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吉林省玉米品种评价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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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搜集目前我省商业销售的玉米品种"在不同生态区域测试与评价# 初步提出优秀品种 #$ 个"明

晰了玉米品种的基本现状及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玉米$品种$评价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吉林省是我国玉米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核心基地"玉米的产量%质量及品种结构事关国民经济大

计# 优良品种在玉米增产中的科技贡献率占 #%,-.%,"品种遗传改良创新成为国内外提高玉米竞争

力的核心技术路线# 吉林省玉米生产经过几次品种更新换代"在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长期以来存在

着重产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削弱了作为大宗农产品的商品率和竞争力"降低了相关效益# 为此"本

项研究针对目前吉林省玉米品种开展了系统的鉴定评价"旨在把高产%优质%高效品种推荐给农民%
种子经营者和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在增产增效中的科技支撑作用#

! 材料与方法

/%%. 年搜集省内商业销售的大部分玉米品种 ".* 个"分成普通型和专用型两类# 普通型分 . 组

试验!中早熟&&&晚熟&"密度 .)( 万株 0 12/$另设 " 组耐密型试验!$ 万株 0 12/&#专用型分 / 组试验#试

验地点在公主岭市%双阳县%白城市郊# 随机区组设计"每品种行长 "% 2%( 行"# 次重复# 施肥及田间

管理同当地#
测定产量%容重和收获含水量等$蛋白质%脂肪%淀粉含量由农业部谷物品质检测中心测定# 秋收

前玉米育种%栽培%植保和推广等专家田间鉴评提出意见#

" 结果与分析

(+! 普通型品种评价

"#!#! 优秀品种推荐标准

吉林省审定或国家审定并适宜我省种植的品种$丰产性一般高于对照 (,以上"或与对照相仿但

有突出优良性状$病虫害等基本达抗性水平$熟期适宜$商品品质达国标 / 级以上$专家田间鉴评

较好#
"#!#" 推荐优秀品种及主要特点

!晚熟品种# 主要依据晚熟区公主岭市试验结果# 鉴评品种 (* 个"对照丹玉 #3# 推荐优秀品种

$ 个为吉单 /4%吉单 /(*%新铁 "%%吉单 /3%豫奥 # 号和铁单 "3# 主要特点!子粒收获含水量比对照低

/-4 个百分点$容重比对照高 "-/ 个国标等级$抗病%抗倒性较强$种植效益较高"虽比对照增幅不

大"但销售等级提高"抗病稳产# 优秀品种主要辐射适应区是公主岭%梨树和双辽南部等晚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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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熟品种! 鉴评品种 !" 个"对照吉单 "#$! 推荐优秀品种 % 个为通吉 "$$#吉单 "&’#吉单

())#吉单 &!(#秦龙 * 号#吉单 "#$ 和长单 ((#! 其共同特点是$商品品质多数达国标 " 级%抗病性较

强%产量平均比对照增产 (+,*+! 主要辐射适应区是长春#伊通和松原大部"白城#梨树和公主岭部

分乡镇等中晚熟区!
"中熟品种! 鉴评品种 "’ 个"对照四单 "*! 推荐优秀品种 ) 个为吉单 "*##吉单 )$%#通单 (!#吉

单 )"% 和四单 "*!主要特点是$丰产性好"平均比对照增产 !-)+,#-#+%抗病性较强%商品品质超国标

" 级! 主要辐射适应区是长春#白城和四平等部分中熟区!
#中早熟品种! 鉴评品种 ’ 个"对照龙单 "&! 推荐优秀品种 & 个为吉单 (%#吉单 )"* 和龙单 "&!

其丰产性好"抗性较强"商品品质优良! 主要辐射适应区是白城和长春等局部中早熟区!
$耐密型品种! 鉴评品种 "& 个"对照吉单 ($*! 推荐优秀品种 ’ 个为银河 "$"#郑单 *)##吉单

($*#四密 ()#军单 # 号和吉单 &(%! 这些品种密植结实性良好"茎秆较强"产量较高"商品品质突出!
吉单 ($* 等应药剂包衣以防丝黑穗病! 推荐品种的主要辐射适应区"银河 "$" 为四平晚熟区 . 郑单

*)# 和军单 # 为四平#长春的中晚和晚熟区"吉单 &(% 为长春#四平的中熟和中晚熟区!
!"#"$ 普通品种营养品质现状

淀粉含量以高淀粉部颁标准 & 级及以下为主"占 #’+%蛋白质含量以 "$+,"(+为主"占 #$+%油

分含量以 !-"+,!-)+为主"占 ’"+!
!"! 专用型品种评价

!%!"& 高淀粉品种

推荐标准$淀粉含量!%!+"达到部颁高淀粉玉米标准 /0 1 2)*%3($$( 二等以上%产量基本不低

于对照"无明显不良性状! 推荐品种为吉单 (%#四单 "*#吉单 )$%#吉单 )"%#郑单 *)##吉单 "&%#登海

* 号#四密 (" 和四单 ")#!
!%!%! 青贮品种

推荐标准$生物产量4%$ 5 1 67(! 抗叶斑病#茎腐病"保绿度好! 推荐品种为吉饲 # 号#吉新 &$’#吉

单 "#) 和丹玉 &*!
!%!%$ 高油品种

鉴评品种 ’ 个"对照吉单 "#$! 综合看通油 " 和吉油 "** 相对较好"含油量分别是 #-(!+和 #-!"+"
产量与对照持平或稍低!

$ 品种存在的问题

#"$ 一些晚熟品种生育期过长

晚熟品种中相当一部分生育期过长"一般年份难以达到生理成熟! 公主岭市利于成熟条件下")%
个晚熟品种中仍有 % 个明显未成熟"(" 个勉强成熟"接近晚熟一半! 收获含水量 !$+左右"其中近 " 1
& 超过 !$+! 容重为国标 & 级及等外的占 " 1 ! 以上! 晚熟区是我省玉米主产区"生育期过长对整体负

面影响极大!
#%! 越区种植严重降低商品品质

& 个试点不同熟期品种商品品质分析表明$%晚熟品种比中晚熟品种至少降低 ",( 个国标等级"
晚熟品种容重平均比中晚熟低 !$ 8 1 9"收获含水量却平均高出 ) 个百分点%!中晚熟品种容重平均

比中熟低 ($ 8 1 9"也降低近 " 个等级"收获含水量平均高出 ( 个百分点! 越区种植对商品品质的负面

影响非常明显!
#"# 整体对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抗耐性不强

丝黑穗病一些品种还相当严重! 本年并非重发生"仍有 * 个品种发病超过 #+%叶斑病危害明显"
品种抗性呈下滑趋势! 如公主岭点感叶病品种 )% 个"占总数 !$+%缺乏对风雨侵袭的抵抗能力! 如公

主岭点重倒品种 &) 个"占 ()+%空秆品种为数不少"公主岭点空秆超过 )+的品种 (% 个"占总数 "#+!
基因型对干旱和低温寡照等非生物逆境耐性不强是其主要内因!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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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 优良品种比例不高

本试验推出 !" 个优秀普通型品种比例并不高!仅占总数 !#$!突出优秀品种更少!没有在 % 点

增产都达 &#$以上的品种!只有 % 个品种在 ! 点增产都达到了 &#$以上"
!"$ 品种与生产#消费需求错位

!品种类型与生产需求错位"吉林省作为全国玉米单产最高的省份!一半以上玉米是在条件优越

的中部!未来该区玉米超高产!关键在于应用耐密品种!增加密度" 而在搜集的品种中!耐密型仅占

’$""品种品质与消费需求错位"玉米大宗消费是饲料!搜集的品种中达国标饲料玉米标准 & 等的占

("$!一半以上品种的饲用品质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下" 青贮品种也只有 ) 个" 我国淀粉加工业 ’#$原

料是玉米!目前我省玉米淀粉含量以部颁高淀粉标准 % 级及以下为主!缺少 ! 等以上的高淀粉品种"
其它专用品种更少!不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 品种多#乱#杂!信息不畅!未审先推品种具有较大的种植风险

目前我省商业销售品种相当多!& * % 以上不是我省审定或国审!其未经省内生态条件下多年多环

境鉴定!优劣掺杂!潜伏着很大的种植风险"

% 小结与讨论

通过搜集目前我省商业销售的大部分玉米品种!初步提出了适合不同区域种植的高产优质#专用

优秀品种 %+ 个!为农民选择良种提供信息与参考" 初步明晰了目前我省玉米品种的基本现状及主要

问题" 为今后育种主攻目标#农民科学选种#制定种植技术及有关部门管理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建议有关部门加大种子监管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杜绝未审先推!建立审定品种跟踪的长效机制!利

用多种传媒定期发布品种信息!降低生产风险"
未来遗传改良需要特别关注$一是与市场需求同步" 随着玉米商品属性日益突出!要求玉米生产

必须符合市场需求!物美价廉" 核心是优质饲料品种!并兼顾高淀粉和高油等加工用品种培育" 二是

提高压力!主要是密植压力!它是未来超高产的核心方向!还有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压力" 三是最大限

度地聚合优良基因" 未来谁先拥有了出%精品&品种的理念和实力!谁就抢先掌握了种业竞争的主动

权" 四是注意规模育种" 足够大的规模!基因型与多环境互作!是发现和选拔尽可能多的优良基因的

最有效途径"
品种表现是基因型和环境共同作用结果" 吉林省生态生产条件多样!本试验只经一年 % 点!结论

是粗略的!多年多点试验结论才更科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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