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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高淀粉玉米育种 促进燃料乙醇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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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我国燃料乙醇利用的情况和重要意义"通过回顾我国高淀粉玉米品种的选育历史和介

绍高淀粉玉米品种选育方法"指出我省作为玉米生产大省"抓住时机"适时开展高淀粉玉米育种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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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乙醇的利用与意义

我国石油年消费以 "#+的速度增长"而能源产量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 ,%+"是世界仅次于美国

的石油进口国"$%%# 年进口原油 - ""$ 万 ."$%%/ 年超过 " 亿 .# 截止 $%%$ 年"我国产量万 . 以上能常

年正常生产的酒精企业共有 ($ 家左右"年产量超过 # 万 . 的有 "0 家"超过 / 万 . 的 "/ 家"超过 ( 万

. 的有 , 家# 根据国家%十五&规划"$%%# 年改造和建成了年生产能力为 "%$ 万 . 的 / 个大型燃料酒精

生产项目!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公司 #% 万 . 1 年!一期&’河南天冠集团 #% 万 . 1 年’安徽丰原生物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 #$ 万 . 1 年和黑龙江华润酒精有限公司 "% 万 . 1 年"$%%( 年底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

公司 0% 万 . 1 年的工程建设将全部完工"届时我国燃料酒精的生产能力将达到 "#$ 万 . 1 年"将年消化

(%% 万 . 玉米#
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是玉米"玉米也从单纯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逐步向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

作物过渡"也由单纯的产量型向品质型和专用型转变# 随着玉米深加工提炼燃料乙醇的广泛应用"其

地位仅次于电子’汽车和冶金"其广泛用途与石油类产品相提并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黑色能源&
走向%绿色能源&也是大势所趋#

燃料酒精的生产原料主要是玉米淀粉"因此"重视和加快工业专用型高淀粉玉米品种的选育"对

推动我国酒精工业发展"实现富民富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高淀粉玉米品种的选育历史与现状

高淀粉玉米是指子粒含淀粉达 ,/+以上的专用型玉米# 而普通玉米淀粉含量只有 0(+2,%+# 高

淀粉玉米的类型是根据我国颁布的高淀粉玉米分级标准来划分的! 国家一级指玉米子粒中粗淀粉含

量达 ,(+以上"二级指玉米子粒中粗淀粉含量达 ,$+"三级指玉米子粒粗淀粉含量达 0-+以上#
高淀粉玉米育种在美国起步很早""-%- 年就发现了控制支链淀粉的 34 基因""-(5 年又发现了

可加倍直链淀粉的 67 基因"以后又发现了影响直链淀粉含量的 89’:9$ 基因#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在玉

米育种上的应用"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已在分子水平上开展高淀粉玉米育种研究"在高直链与高支链淀

粉的研究中"培育出了很多专用型高淀粉玉米品种"也大大促进了美国玉米淀粉加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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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八五"至!九五"期间育成一批高淀粉玉米杂交种# 粗淀粉含量超过 !"#的杂交种有晋单

$%&长 ""’(长 )*"’+$豫玉 ,%&-,,.’!/+$长单 ,01春 %2.春 3’"+和达玉 * 号1*)%,."’%+等%粗淀粉含量

!’4的杂交种有四早 0$四单 *2$四单 */$豫玉 *2$川单 *’$鄂玉 *%$长单 )’!$哲单 ,%$郑单 */$吉单

!2 和吉单 ,0, 等%粗淀粉含量 !)4的杂交种有四单 *"/$四密 ,*$吉单 ,""$黔单 *%$吉单 ,"2$吉单

"*"$吉单 *)!$吉单 *)) 和吉单 "%" 等#
根据国家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的 ! 0%2 份玉米种质资源材料1国内材料 0 !2/ 份&国外材料 /**

份+的品质分析鉴定结果&总淀粉平均含量为 0/5)*##顾晓红筛选出总淀粉大于 !’#的高淀粉资源 **
份&多为国内自交材料&主要分布在云南$湖南$四川$吉林和河北等地# 赵克明对 ** 个省1市+自治区

所选育并推广的 // 个杂交种的主要品质分析结果显示&普通玉米粗淀粉平均含量为 0/6*"4%谷明光

对陕西 )/7 份玉米种质资源材料的主要品质进行分析& 结果普通玉米粗淀粉平均含量为 0!6)24%吉

林省对 ")7 份普通玉米种质资源品质测定结果显示&普通玉米粗淀粉平均含量为 0/6*)4#

! 高淀粉玉米品种选育的方法

!7 年代以前我国玉米育种目标注重产量&/7 年代以后&逐步加强高蛋白$高赖氨酸的品质育种&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对工业原料的专用型高淀粉玉米育种研究和选育还不够# 近年来&随着玉米

深加工的不断深入&尤其燃料乙醇汽油在我国逐步推广&高淀粉玉米育种得到了各研究单位和玉米育

种者的高度重视#
!"# 高淀粉亲本的筛选

高淀粉玉米品种的选育主要通过合成优质群体作为育种素材&然后定向选择&并通过添置快速品

质分析设备&加强早代系的品质选择&通过累加效应&达到提高淀粉含量的效果#
充分利用国内外现存的高淀粉资源&尤其是对老系的改良# 有些自交系随着使用时间的过长&逐

渐暴露一些缺点&如 8!) 和 9/**, 这两个自交系综合农艺性状较好&是目前国内玉米淀粉含量最高

的自交系&8!) 粗淀粉含量在 !)5"*4&9/**, 粗淀粉含量为 !"5"4& 但这两个自交系均不抗玉米大斑

病和茎腐病&急需进行改良和创新#
!"$ 高淀粉玉米自交系的遗传表现

不同玉米亚种的不同样品淀粉含量的变异幅度为 0,5*04:/,5204& 说明可用来提高淀粉含量的

种质很丰富# 查明农艺性状较好的自交系淀粉含量是研究工作的基础# 采用世代平均数法&进行淀粉

含量的遗传分析# 选用淀粉含量高和低的典型试验材料&采用 ;*$;,$<*$<,$8* 和 8,&共 0 个世代分析

基因效应# 采用双列杂交法测定淀粉含量的配合力# 通过这些方法查明淀粉含量的遗传规律&有助于

确定适宜的选育方法及选取育种材料# 通过常规育种手段&育成淀粉含量提高 ’4:"4&且农艺性状

较好的高淀粉玉米杂交种是完全可能的#
!%! 高淀粉杂交种选配的原则

据吉林省农科院孙发明的研究报道& 双亲淀粉含量都高时&<* 含量亦高& 如四密 ,* 和四单 */
等%双亲中有低值者&且两亲本值差距较大时&很难产生高淀粉的 <*&如四单 /$中单 , 和四单 *0 等%
双亲淀粉含量中等&由于超显性遗传&杂交种淀粉含量较高&如四早 0$四单 *2 双亲淀粉含量虽中等&
但 <* 淀粉含量分别达到 !’52/4和 !’5"24#

" 结束语

随着燃料乙醇工业的高速发展&加快高淀粉玉米育种&提高玉米子粒淀粉含量&降低玉米生产成

本迫在眉睫# 据研究&按高淀粉玉米比普通玉米出粉率增加 "4计算&每吨高淀粉玉米比普通玉米可

使加工企业增值 "0 元&即高淀粉玉米增值 %5%"0 元 = >?&同时由于高淀粉玉米!订单式"栽培&优质优

价收购&玉米可增值 %5*% 元 = >?&两项合计高淀粉玉米较普通玉米增值 %5*"0 元 = >?# 按吉林燃料乙醇

计算&每年生产燃料乙醇 )% 万 @&年加工玉米 3%% 万 @&全部采用高淀粉玉米生产&年可增值 35"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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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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