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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自交系吉 !"# 的应用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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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 !"# 自交系是玉米黄早四最成功的改良系之一# 具有配合力高$综合农艺性状好和适应性广

的特点# 其组配的玉米品种在吉林省通过审定的有 *& 个之多"累计推广面积达 *"( 多万 +,*"成为吉林省

玉米育种和生产应用的骨干自交系之一# 改良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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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全国各地围绕玉米黄早四的利用和改良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许多成果# 其中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利用黄早四与自 ##( 为基础材料选育的吉 !"#"组配出吉单 %!($吉单 #/*$吉单

*(1 和通吉 %(( 等一大批优良新品种"成为吉林省玉米育种和生产的骨干材料之一#

! 吉 "#$ 自交系的主要特点

!,! 配合力高

%1!& 年将同一批 %( 份自交系$包括吉 !"#)"以苏 !(2%$"((#$3*!$吉 !%!$45%6 和丹 #/( 共 & 份

骨干系为测验种"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设计"配成 &( 个测交杂种组合进行测交产比试验# 结果表明"
自交系吉 !"# 具有较高的一般配合力%后来又经过与 61**$1(/&$7!&("2*$!1(* 和齐 #%1 等一大批玉

米自交系选配均表现高产"展现出高的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培育出一批优良新品种#
!,( 抗病性强

经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人工接种鉴定!玉米自交系吉 !"# 高抗玉米茎腐病8发病率

"9)"抗玉米大斑病$病级为 * 级)"抗玉米螟$心叶期食叶级为 # 级)%感玉米丝黑穗病"但自然情况下发

病较轻"明显优于黄早四#
!,# 品质好"遗传力强

吉 !"# 自交系突出性状是外观品质和商品品质好"容重高$6#( : ; <)#子粒硬粒型"遗传力高"即使

与马齿型玉米自交系组配"其商品子粒也多为硬粒型和半硬粒型"商品品质优良# 其中吉单 *(1 是目

前公认的商品品质最好的品种之一%经品质检测分析"吉 !"# 子粒粗蛋白含量较高$%*.#9以上)"并且

在所配品种中表现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吉单 #/*$吉 %(#6=吉 !"#)粗蛋白含量为 %#.1*9"是吉林省自

%161 年以来审定的 *(( 余个玉米品种中粗蛋白含量最高的#
!,+ 植株秆强抗倒

吉 !"# 自交系植株叶片较收敛"繁茂度适中"秆强抗倒#无论是组配耐密类型杂交种"还是普通型

杂交种都表现抗倒伏性突出# 近年来有吉单 *&%$吉单 *&/ 和吉单 *(1 等耐密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品种

审定#
!,) 生育期适中

吉 !"# 自交系在吉林省生育期 %*/ > 左右8出苗2成熟)"属中晚熟玉米自交系"在配制杂交组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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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母本!如作母本多为中晚熟和晚熟玉米杂交种!如吉新 "#$ 等%!一般制种产量 $ &&& ’( ) *+"" 吉

,-$ 的雄穗花粉量大更适合作父本!作父本多为中熟和中晚熟玉米杂交种!因此!该系在中熟.晚熟玉

米育种和配制杂交组合选育上都得到广泛应用!所育成的玉米品种其生育期多为 /"#0/$& 1!推广种

植遍布吉林省玉米主产区"

! 吉 "#$ 自交系在玉米育种和生产中的应用

!"# 育种中广泛应用的测验种之一

在北方春玉米区吉 ,-$ 是塘四平头类群改良最成功的玉米自交系之一" 与 234536789#:8;1#综合

种选系#<= 群和旅大红骨类群等具有高的杂种优势"目前已被广泛用作新引自交系的杂交测配#自选

玉米自交系选育中的早代#高代配合力测定的测验种!以及玉米种质改良中的测验系之一" 我所以测

用相结合的方式培育出吉单 /,&#吉单 $"/#吉单 $"-#吉单 $>" 和吉单 -/- 等一批玉米新品种" 并对

抗旱群体等进行了配合力改良!取得较好效果"
!"! 吉林省玉米育种的核心种质之一

自 /??- 年吉 ,-$ 组配的第 / 个玉米杂交种吉单 /,& 通过吉林省和国家审定推广以来!在吉林省

已有 // 个育种单位!"@ 个玉米品种审定推广A表 /B!占 // 年来吉林省审定的普通玉米品种的 "&C以

上!近年来其改良系也组配出一批品种通过审定!由此可以看出!自交系吉 ,-$ 是继 DE/F 之后在吉

林省又一个成为玉米育种和生产应用的核心种质之一"

!"$ 成为国内玉米杂交育种的重要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由吉 ,-$ 及其改良系培育的品种已有 - 个以上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如吉单 /,&#吉

单 $>"#通吉 /&&#鲁单 ?@$#辽单 $$ 和承玉 - 号等$还有部分品种在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河北及山

东省通过品种审定!如庆单 >#G&&$F#辽河 / 号和龙育 ??.",/ 等" 一些品种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已成为国内玉米杂交育种的重要资源"
!%& 与吉 ’($ 有关的杂交优势模式

通过对已审定推广的品种亲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A表 /H!由吉 ,-$ 和其改良系作为亲本之一审定

的品种中以塘四平头I234536789 模式为最多!>-JFKH!培育出品种有吉单 /,& 和吉单 $>" 等一批玉米

新品种$其次是塘四平头I改良 :8;1 模式A>&J&KH!有通吉 /&& 和吉单 "&? 等$第 $ 类是塘四平头I改

良群体A//J>KH!代表品种有吉单 $"/ 和吉单 $"-$塘四平头I<= 模式由于吉林省温光等生态条件的限

制目前只有吉 ,-$ 改良系一个审定品种吉单 -"-! 但夏玉米区有通过审定品种鲁单 ?@$ A齐 $/?I吉

,-$H$至于塘四平头I旅大红骨模式在育种中表现高产杂种优势!但在某些性状与生产要求还有一定

差距!未见应用"
!%( 成为玉米生产上的骨干自交系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 /??>0"&&> 年 // 年间在吉林省玉米生产上吉 ,-$ 组合有 // 个!累计推广面积

"-& 多万 *+"!其中年推广面积超过 /& 万 *+" 的品种有 > 个 /" 次!超过 - 万 *+" 的品种有 / 个!超 $
万 *+" 的品种有 - 个" 播种面积由 /??> 年的 /J-- 万 *+" A仅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 &JFKH! 上升到

"&&> 年 -?J"> 万 *+"A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 "-J@KH!由于具有品质好#抗逆性强#熟期适中#高产稳

¡ 1   ¡ 853 ¡¢£¤¥¦§¨©ª«¬®¯°±²³´µ¶· 

 ¡ Lancaster ¡ ¡ Reid¡ ¡¢£¤¥ ¡ P ¡ 
¡ 853 ¡¢ 180 ¡¢ 261  ¡¢ 303 ¡¢ 8 ¡ ¡¢ 321  ¡¢ 963(¡¢) 
 ¡¢ 5 ¡ ¡¢ 517 ¡¢ 11 1  ¡¢ 10 ¡¢ 325  
 ¡¢ 98 ¡¢ 264 ¡¢ 209 ¡¢ 18 ¡¢ 413  
 ¡¢ 342 ¡¢ 2 ¡ ¡¢ 203 ¡¢ 35 ¡¢ 515  
 ¡¢ 205  ¡¢ 257 ¡¢ 988   
 ¡¢£¤ 518 ¡¢ 100   
¡ 853 ¡¢£ ¡¢ 101  ¡¢ 31  ¡¢ 18  ¡¢ 525 
 ¡¢ 14 ¡¢ 38 ¡¢ 24   
 ¡¢ 8 ¡ ¡¢ 88 ¡¢ 54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产的特点!无论品种数量还是推广面积都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表 "#!说明吉 $%& 已成为吉林省玉米生

产上的骨干自交系之一"

! 玉米自交系吉 "#! 的改良研究

!"# 抗病性改良

玉米丝黑穗病在北方春玉米区是危害最严重的玉米病害之一! 改良吉 $%& 的玉米丝黑穗病抗性

是更好发挥其增产作用的突破点!在对其抗病性改良的实践中!首先是选择好的抗原!其次是人工接

种病菌加大选择压力"在改良方法上!首选回交改良"如利用高抗玉米丝黑穗病的吉 ’(&) 和承 &%’ 等

为非轮回亲本!用吉 $%& 回交 "*& 代!育出抗病新系#第 "!利用高抗种质与吉 $%& 组成二环系群体!
进行后代分离选择也取得抗病系!在改良早代群体较大!通过人工接种!加大选择压力!取得较理想

的抗病系"
!"$ 熟期改良

取吉 $%& 高配合力$优质的特点与早熟或晚熟材料结合!进行熟期方面的改良" 一方面提高早熟

材料的配合力$品质和抗性!如 +’( 与吉 $%& 组成的二环系群体!经过连续几代选择!培育出熟期早$
配合力高于 +’( 的一批新自交系!育出早熟苗头组合#另一方面提高晚熟种质的品质!同时提高吉

$%& 综合抗性" 如 &,(-吉 $%& 育成的 %,&(.!银河 ’, 亲本/"
!%! 利用近缘系改良

利用与吉 $%& 亲缘关系较近!具有配合力高$抗病性强的自交系组成近缘系群体!或回交的方法

培育新的自交系!具有配合力高$杂种优势明确$育种时间短的优点!培育成功的新自交系有吉 .$(%)
!吉单 %"% 亲本/$01%(, 和 01%(%!平安 ’$$",$%, 的亲本/" 其不足之处是对玉米丝黑穗病的抗性难有

根本性提高"
!"& 耐密性改良

吉 $%& 自交系本身和其组配的杂交种!耐密性一般!虽然具有高配合力$优质的优点!但不能满足

现代高密植$高产$高抗的超高产玉米育种新目标的需要!在现有种质的基础上!加强高密度改良势

在必行!利用与耐密资源重组!群体后代在高密度条件!$*’( 万株 2 34"/的选择压力下!筛选植株叶片

繁茂度适中$秆强抗倒$雌雄开花时间相隔时间短$结实性好的后代!已取得初步进展"
!%’ 作为骨干系进行热带种质导入

作为骨干系导入热带$亚热带外来种质!进行外来种质创新研究!以提高配合力$增强抗病性$保

绿度$探索新的杂种优势模式和拓宽玉米种质遗传基础为目的"利用吉 $%& 等配合力好的高起点材料

进行热带$亚热带种质导入研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 吉 "%& 自交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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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率过低#插秧株数太少#发生变异的规律不明显#无法确定最佳处理组合#但综合两年的试验结果

看出#不论波长如何#功率低时处理时间就要长些#功率高时处理时间可短些$ 笔者认为#处理时间以

!"#$ %&’%功率 ($")$ %* 为宜$ 波长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处理方法#由于处理糙米成苗率太低#幼穗处理时间不易掌握#所以最简便有效的方法还是

处理种子#照射的部位为胚$ 处理的种子数不能太少#每个处理组合应达到 +$$ 粒以上$
综上所述#通过两年激光育种试验#明确了激光照射处理可以作为有效的育种方法应用于水稻新

品种选育上#激光育种不仅方法简便易行#而且创造的遗传变异类型丰富#为选育新品种或改良某些

品种的特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例如本试验处理的超级稻新品种吉粳 ,,-吉 $(.()/0#优点是穗大%抗

倒%抗病%优质%高产#缺点是熟期偏晚#子粒太小-千粒重过低#只有 )) 1 左右2#采用激光处理的目的

就是使其熟期变早%子粒变大#现已出现了我们所期望的变异类型#明年将继续鉴定比较#有望选出

早熟%千粒重中等%分蘖力增强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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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代中期#由吉 ,!+ 组配的玉米单交种吉单 (,$ 和吉单 +)( 等品种通过审定和推广#推动了

吉林省玉米育种和生产的发展$ 新世纪初吉单 )$8%四单 (((%吉单 +/)%吉单 )!9%吉新 )$+ 和通吉

($$ 等新品种通过审定#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由于商品品质好#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对优质%高产稳产

和抗病玉米品种的需要#推广面积迅速增加#到 )$$/ 年达 !$ 多万 D%)#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 ( b /
以上#成为一批新的主推品种#促进了我省玉米生产的大发展#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创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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