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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抗!高配合力玉米自交系 !!! 的选育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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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是 以 (%#) 为 母 本"黄 早 ! 为 父 本"经 海 南 和 北 方 * 个 世 代 自 交 选 育 而 成$ 通 过 鉴 定"!!! 高

抗 玉 米 丝 黑 穗 病 "抗 玉 米 大 斑 病 和 茎 腐 病 "抗 玉 米 螟 "抗 倒 伏 "配 合 力 高 "生 育 期 适 中 $ 以 !!! 为 亲 本 "与

+,#-%.*/0!01/ 组 配"育 成 四 单 0)!四 早 01! 和 兴 单 % 等 杂 交 种 "已 在 东 北 春 玉 米 区 大 面 积 推 广 应 用"成 为

近 年 来 国 内 同 类 应 用 面 积 较 大!经 济 效 益 较 高 的 一 个 优 良 自 交 系&

关 键 词#玉 米’自 交 系’杂 交 种’选 育

中 图 分 类 号#210$ 文 献 标 识 码#3

玉米自交系 !!! 是原四平市农科院玉米所 0)-) 年以外引系 (%0) 作母本"黄早 ! 为父本"于北方

组配基础材料"在选育过程中接丝黑穗菌土"经海南和北方 * 个世代选育而成& !!! 自交系抗玉米丝

黑穗病"克服了黄早 ! 组配杂交种感丝黑穗病和带来黄白粒的缺点"也是目前我国改良黄早 ! 最成功

者之一& 据调查"国内用 !!! 育成的杂交种有 0/ 余个& 现将选育程序及利用情况简述如下#

! 材料来源与选育程序

!,! 确定育种目标及选用亲本

针对外引系 (%0) 在本所种植多年表现种子拱土能力强%易抓苗和生育期适宜"抗 玉 米 丝 黑 穗 病

和茎腐病"抗倒伏"中抗玉米螟"但配合力不高"感玉米大斑病等特点&
黄早 ! 表现适应性广%苗期抗旱%耐寒%耐瘠薄和后熟快"抗玉米大斑病%茎腐病"抗 倒 伏"一 般 配

合力高& 但种子拱土能力弱%高感丝黑穗病"一般年份自然条件下丝黑穗发病率在 4/5以上"在 接 菌

条件下"发病株率均在 1/6以上&
!,( 选育方法与程序

为 了 保 持 黄 早 ! 原 有 高 配 合 力 和 适 应 性 强 的 特 性’提 高 (%0) 配 合 力"并 保 持 其 优 良 特 性"根 据

遗传性状互补和基因导入的原理"选择与抗丝黑穗病相结合的育种方法&
0)-) 年 用 (%0) 作 母 本"黄 早 ! 为 父 本 杂 交 组 配 成 基 础 材 料"当 年 冬 季 到 海 南 自 交 加 代 选 育"在

北 方 春 季 播 种 时"接 种 丝 黑 穗 病 菌 土"以 便 从 中 选 择 抗 病 穗 行 7后 代 8"经 过 南 北 方 连 续 多 代 的 分 离 选

择"0)*! 年纯合稳定"定名为 !!! 自交系& 具体选育程序见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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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选 育 程 序 "0)-) : 0)*! 年8

选育世代 年份 选育地点 种植区号 选育方法

组配基础材料 0)-) 所内 (%0);黄早 ! 基因重组

2/ 0)-) 海南 <40 选株自交

20 0)*/ 所内 1-1 人工接菌土"选抗病植株自交

24 0)*/ 海南 =$4 选株自交

2$ 0)*0 所内 1%* 人工接菌土"选抗病植株自交

2! 0)*0 海南 <04 选株自交

21 0)*4 所内 *-! 人工接菌土"选抗病植株自交

2% 0)*$ 所内 04%! 人工接菌土"选抗病植株自交%测配合力

2- 0)*! 所内 01!!7定名 !!!8 人工接菌土"选抗病植株自交%测配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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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病虫鉴定"接菌!接虫#

在 !!! 自交系选育程序中!为 了 使 选 育 的 后 代 材 料 抗 病"抗 虫!我 们 加 大 选 择 压 力 "在 北 方 #所 内 $
自 交 选 择 的 各 世 代 中!对 种 植 的 每 个 穗 行 %系 &的 每 一 粒 种 子!人 工 接 种 丝 黑 穗 菌 土#每 个 植 株 人 工 接

种玉米大斑病菌"玉米螟进行鉴定!以便从中选择抗病"抗虫穗行%系 &$ 经过 ’ 个世代的自交选育!特

别是经过北方 ( 年丝黑穗接种条件下的自交选择!!!! 自交系保持了双亲原有的优良特性!在大面积

繁殖应用中!表现高抗玉米丝黑穗病%后期灌浆快"产种量高和综合农艺性状好等特点& )**)+)**, 年

经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植 保 所 人 工 接 菌% 接 虫 鉴 定!!!! 玉 米 大 斑 病 为 ) 级! 属 于 抗 型# 丝 黑 穗 病 发 病 率

’-)).!属于中抗#玉米螟食叶级别为 / 级!属于抗&在自然条件下高抗玉米丝黑穗病"抗大斑病和茎腐

病!抗玉米螟!是一个多抗玉米自交系&

$ 配合力测定

)*’, 年在所内采用边测定边选育的育种方法!选用 01)2%//3%(33/%)4)/ 作测验系!对 !!! 进行

配 合 力 测 定 & 通 过 )*’/+)*’! 两 年 测 比 结 果 看 出 !!!!501)2 产 量 极 显 著 高 于 四 单 ’! 增 产 比 率 为

,,-(.!比 黄 莫 增 产 ),-).!说 明 !!! 的 配 合 力 高 于 黄 早 ! 和 系 )!!用 !!! 配 成 的 组 合 其 产 量 显 著 高

于四单 ’& 具体配合力表现见表 ,&

% 特征特性

!!! 自交系在东北春玉米区%公主岭 $!出苗至成熟 ))’ 6!需!)37活动积温 , (337’6!属于中熟

自交系& 幼苗叶鞘浅紫色!叶片绿色!苗势强!株高 )23 89!穗位 (( 89!成株 )2+)’ 片叶!雄穗分枝 *+
)( 个!主轴明显!花粉量大!花药黄色!单穗粒重 )/3:!子粒半硬粒型!黄色!百 粒 重 /, :!商 品 品 质 优

良& )**) 年 经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大 豆 所 化 验 分 析!粗 脂 肪 含 量 !-/*.!粗 蛋 白 含 量 )3-/).!粗 淀 粉 含 量

2)-/’.& !!! 属于目前国内高淀粉自交系之一& !!! 种植密度以 (-3 万+(-( 万株 ; <9, 为宜& 一般公顷

产量可达 / (33+! 333 =:&

& 应用情况

!!! 自 交 系 具 有 多 抗%配 合 力 高 和 适 应 性 广 的 特 点!其 中 !!! 自 交 系 承 接 了 黄 早 ! 高 配 合 力%早

发性好%耐旱和适应性广的特性!它还继承了双亲自交系的优点!弥补了双亲中的不足& 据统计!全国

用 !!! 育成的杂交种有 )3 余个&
!"# 四单 $%&’’’()*#+,

原 四 平 市 农 科 院 玉 米 所 育 成 !)**, 年 黑 龙 江 省 审 定 #)**/ 年 吉 林 省 审 定 #)**! 年 内 蒙 古 审 定 #
)**4 年国家审定& 属于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 6!一般公顷产量 )3 (33 =:& 四单 )* 在 )**4 年 )3
月被国家科委列为(九五)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4 年全国推广面积达 2(-*, 万 <9,!进入

全国十大主推品种行列!四单 )* 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33 万 <9,#)**2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目

前还是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省 #区&主推品种之一$ 另外还是国家玉米区试东北早熟组和吉林省区

试%预试%生试的对照品种$

表 - ’’’ 配 合 力 测 定

组合名称
产量#=: ; <9,&

平均
比黄莫增减 比四单 ’ 增减

)*’/ )*’! #.& #.&

!!!501)2 ), /*2-) )) ,/4-’ )) ’)2-2 ),-)> ,,-(>>
!!!5//3 )) )(*-/ )3 *,/-’ )) 3!)-4 !-’ )!-2>
!!!5(33/ )) 22,-’ )) 3)!-, )) /*/-( ’-, )’-,>>
!!!5)4)/ )) 3/3-3 )3 3*)-’ )3 (43-* ?3-) *-(

注*> 表示差异达 3-3( 显著标准#>> 表示差异达 3-3) 极显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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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早 $!%&%%%’()*$+
原四平市农科院玉米所育成!!""#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 %!一般公顷

产量 " &&& ’(!现已成为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推广品种之一" 四早 )*+ 丰产潜力大#穗匀#抗病性强!
也是我省通化#白山#延边地区的推广品种之一" 累计推广 ,)-" 万 ./,"
!", 吉单 !*$&%%%-,!$.

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育成!)"""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 %!一般公顷产

量 " 01& ’(! 累计推广种植 23 万 ./,"
!"% 吉单 !/01%%%-吉 $/,0.

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育成!,&&&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4 %!一般公顷产量

" 0&& ’(!累计推广种植 5 万 ./,"
!"! 吉单 2!21%%%-3//$.

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育成!2"""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2,, %!一般公顷产

量 " 0&& ’(!累计推广种植 6 万 ./7"
!45 兴单 51%%%-$!/.

内蒙古兴安盟地区种子站育成!2""" 年内蒙古审定!属于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2,, %!一般公顷

产量 " 033 ’(!累计推广种植 6 万 ./,"
!40 兴单 01杂 6!%5-%%%+

内蒙古兴安盟地区种子站育成!,333 年内蒙古审定!属于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225 %!一般公

顷产量 6 033 ’(!累计推广种植 285 万 ./,"
!4) 郝玉 $71%%%-8 美 0)+

吉 林 省 郝 玉 农 科 院 育 成!,&&, 年 吉 林 省 审 定!属 于 中 熟 品 种!出 苗 至 成 熟 2,4 %!一 般 公 顷 产 量

" 0&& ’(!累计推广种植 ,-" 万 ./,"
!47 铁单 9,1%%%-6)5*!+

辽宁省铁岭市农科院育成!,&&& 年辽宁省审定!属于中晚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2,5 %!一般公顷产

量 2& 0&& ’(!累计推广种植 9-" 万 ./,"
!4$* 九单 !01%%%-$2$5+

吉林市农科院玉米所育成!,&&4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晚熟品种!一般公顷产量 2& 9&& ’("
!4$$ 白单 !21白 2!5-%%%+

白城市农科院玉米所育成!,&&9 年吉林省审定!属于中熟品种!一般公顷产量 " 0&& ’( 左右"

! 展 望

444 自 2"64 年 育 成 以 来!很 快 成 为 我 国 玉 米 育 种 和 种 子 生 产 重 要 的 骨 干 材 料 之 一!它 具 有 配 合

力高#高抗玉米丝黑穗病和综合农艺性状好等突出特点!被 国 内 科 研 单 位 及 种 子 部 门 广 泛 应 用" 444
还是我国重要的种质材料!一批 444 衍生系及改良系的育成!对我国玉米育种和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

大 的 推 动 作 用!特 别 是 用 444 育 成 的 四 单 2" 杂 交 种 已 成 为 内 蒙 古#黑 龙 江 和 吉 林 等 省 :区 ;主 推 品 种

之 一!一 直 位 居 前 几 位!!3 年 来 累 计 推 广 面 积 033 万 ./,!增 产 粮 食 9$80 亿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93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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