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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种质 !"#$$ 类群的形成、应用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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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 米 新 种 质 !"#$$ 在 我 国 玉 米 育 种 中 应 用 时 间 较 短 ，通 过 对 国 内 目 前 育 成 的 杂 交 组 合 的 遗 传

分 析 ，笔 者 认 为 !"#$$ 及 其 衍 生 系 是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完 整 的 新 种 质 遗 传 类 群 ，为 国 内 玉 米 新 的 # 种 杂 种 优 势

利 用 模 式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全 国 各 省 、市 、区 以 上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的 品 种 )* 余 个 ，成 为 玉 米 育 种

新 的 核 心 种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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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末期，我国 引 入 了 含 有 热 带 种 质 的 玉 米 杂 交 种 !"#$$，经 全 国 各 地 综 合 鉴 定 和 评 价 ，该 种

质具有品质优良、保绿度好、活秆成熟、抗各种叶斑病、结穗性好、耐湿、抗涝和耐旱等优点。不足之处

是生育期偏长、温光反应较敏感。各育种单位利用该种质相继选育出一批优良玉米自交系，并配制出

一批优势组合。经大量杂交组配试验得知，从 !"#$$ 选出的自交系与旅大红骨子类群、塘四平头类群、

改良 /012 类群、345647809 类群和综合种选系等都有很高的配合力，很快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玉米

种质类群。近年来，用 !"#$$ 选系育成的杂交种迅速应用于生产，使我国玉米品种在产量、抗多种叶斑

病和抗逆性等方面都有所提高，玉米育种领域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 "#$%% 类群的形成与应用

进入上世纪 $* 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大学、丹

东农科院、沈阳市农科院和吉林省农科院等育种

单 位 相 继 选 育 出 一 批 含 有 !"#$$ 种 质 的 玉 米 自

交系%表 &,。
全 国 各 育 种 单 位 很 快 用 这 批 含 有 !"#$$ 新

种质的自交系选育出一批优良玉米杂交种，如农

大 &*"、鲁 单 #*、丹 玉 +:、农 大 (&("、丹 玉 ($ 和

东单 )* 等%表 +,。
至今，国内对 !"#$$ 种质的自 交 系 应 用 有 逐

渐增多的趋势，用它选育的玉米杂交种推广面积

逐年扩大，年达 &)* 万 ;<+ 以上。!"#$$ 种质同国内 # 大种质类群都具有强杂种优势，实际上 在 我 国

原有独立的种质类群之外又形成一个新的种质类群，即 !"#$$ 类群%简称为 = 群,。

& "#$%% 种质类群杂种优势利用模式

总结国内 !"#$$ 种质类群的应用情况，基本上可划分为 # 种杂种优势利用模式。

(,! &%)-- 类群.旅大红骨子类群模式

主 要 代 表 品 种 ：丹 玉 +:、吉 单 +$、丹 玉 (*、丹 科 +&:(、吉 单 &"#、丹 玉 +#、丹 玉 (#、丹 玉 :)、丹

:*"、郑单 &$ 和海禾 & 号等，这一杂优模式的主要特点为单株产量高、秆 强 壮 、抗 倒 伏 、活 秆 成 熟 和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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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单位育成部分含有 &%)-- 种质的玉米自交系

自交系名称 选育单位 自交系名称 选育单位

=&(" 中国农业大学 -"* 丹东农科院

?&!" 丹 #$"
&&:# @&"( 吉林省农科院

中自 *( 中国农科院 A&!
!"#$$>+* 沈 &(! 沈阳市农科院

齐 (&" 山东农科院 沈 &($
齐 (&$ 沈 &()
丹 #$$ 丹东农科院 "!>& 河南农业大学

丹 $&$# =**! 北京市农科院

丹 $"" 济 #(( 济原农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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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叶斑病。

!"! #$%&& 类群’改良 ()*+ 类群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丹玉 !"、鲁单 #$、东单 "$、登海 % 号、东单 #& 和丹玉 %’ 等，这一杂优模式具有抗

多种叶斑病、保绿性好、适应性强和增产潜力大的特点，该模式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杂优模式。

!", #$%&& 类群’塘四平头改良类群

主 要 代 表 品 种 ：沈 单 ("、鲁 单 ’)(、丹 "%’、鲁 #%、鲁 单 ’"%、遵 玉 % 号 、浚 单 () 和 济 单 * 号 等 ，这

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杂交种后期灌浆速度快、品质优良、抗病性强和株型好，较适宜密植。

!"- #$%&& 类群’./01/23)4 类群

主要代表品种：吉单 (’)、金海 # 号、农大 %(%)、长单 %#、泰玉 ! 号和吉单 (’" 等。 这 一 杂 优 模 式

主 要 特 点 是 穗 长 性 状 突 出 、子 粒 后 期 灌 浆 速 度 快 、品 质 优 良 、活 秆 成 熟 、抗 倒 伏 、株 型 清 秀 和 熟 期 适

中。这一模式在春玉米区的应用开始呈上升的趋势。

!"% #$%&& 类群’其它种质

主 要 代 表 品 种 ：农 大 ($)、农 大 %(%)、晋 单 %"、太 单 %$、长 单 %’、长 单 &( 和 丹 %$&$ 等 ，这 一 模 式

主要特点是适应性广、抗病性强、丰产和稳产性好，如农大 ($) 在河北、山 东 、河 南 连 续 几 年 一 直 是 主

推品种之一。

! "#$%% 种质的改良与创新

在“十五”期间全国各地用 *)#’’ 改良一批自交系，笔者结合自己多年育种实践，根据全国各地从

*)#’’ 种质选出自交系在吉林省的综合表现，明确了具体的改良方向和创新目标。

!组 配 成 *)#’’ 综 合 群 体 ，选 择 了 国 内 育 成 的 *)#’’ 种 质 自 交 系 (" 个 组 成 综 合 种 ，采 用 半 姊 妹

轮回选择方法，目前已进行第 & 轮，现已开始从 *)#’’ 综合群体自交选系，并进行测配。

"用 *)#’’ 类群选育的自交系组配成近缘基础材料，如：*)#’’+(&( 和 #’’+!$+( 等， 它 们 在 穗

长、抗性、适应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通过杂交实现性状互补。利用群内自交系杂交群体，开始选育

自交系，有利于保持原类群的杂种优势群。

#用 *)#’’ 类群选育的自交系改良 ,-./ 自交系抗病性差的缺点 ，利 用 *)#’’ 种 质 抗 多 种 叶 斑 病

的能力，把 ,-./ 自交系导入 *)#’’ 种质，提高 ,-./ 自交系抗多种叶斑病的能力，提高其抗病性。

$用 *)#’’ 种 质 同 0123145-6 类 群 种 质 组 配 基 础 材 料 选 育 二 环 系 ， 把 0123145-6 类 群 直 接 导 入

*)#’’ 种 质 ，可 直 接 改 良 0123145-6 类 群 的 品 质 和 茎 秆 的 质 量 ，同 时 改 良 了 *)#’’ 类 群 的 适 应 性 ，用 这

种育种方法选育的自交系可同其它种质自交系配制优势组合。

%用 *)#’’ 种 质 同 国 内 旅 大 红 骨 子 种 质 组 配 基 础 材 料 选 育 二 环 系 ， 把 旅 大 红 骨 子 改 良 系 导 入

*)#’’ 种质，可直接改良旅大红骨子类群的品质及易掉粒等，与此同时，也改良 *)#’’ 类群的适 应 性 ，

用这种改良方法选育的二环系可同国内三大种质进行组配，可选育出强优势杂交组合。

&用 *)#’’ 种质同国内塘四平头种质组配基础材料选育二环系，把塘四平头改良系 &下转第 ’# 页(

表 ! 国内育成含有 #$%&& 类群的主要杂交种及杂优模式

品种名称 组 合 杂优模式 品种名称 组 合 杂优模式

丹玉 !& 丹 #’’7丹 %&$ #’’ 群7旅大红骨子类群 丹玉 %’ 8)"$#+!7丹 #’) #’’ 群7改良 ,-./ 类群

丹玉 %$ 丹 %(%$7丹 %&( 登海 % 号 9(%)7:;$)
丹科 !(&% 丹黄 !#7丹黄 %& 沈单 ($ <(!"(7沈 (%* #’’ 群7塘四平头类群

吉单 !’ 四+!*%7#’’+!$+( 沈单 (" =(!7沈 (%*
吉单 ()# 复 (%)7#’’+!$+( 鲁单 ’)( 齐 %(’70>’)(
农大 (*%) ?@(*79(%) #’’ 群70123145-6 类群 济单 * 号 济 #%%7昌 *+!
吉东 ! 号 ?@(*7丹 #’) 鲁单 ’"% 齐 %(’7吉 )#%
吉单 (’) :()#7:()% 丹 "%’ 丹 ’))7西 #$!
吉单 (’" :()#7#’’+!$+( 农大 %(%) 综 %(79(%) #’’ 群7其它种质

丹玉 !" ’$&"7丹 #’) #’’ 群7改良 ,-./ 类群 农大 ($) >(*)7黄 8
鲁单 #$ 鲁原 ’!7齐 %(’ 豫玉 !! )*+(7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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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 种质，可直接改良 !"#$$ 对温光反应敏感，!"#$$ 类群的生育期有很大的可塑性。国内选

育黄改系的最大特点是适应性广和抗逆性强，黄改系对温光反应迟钝，在丰、平、欠年表现稳定。但黄

改 系 如 吉 "#%、&’( 和 ))) 等 都 存 在 如 抗 叶 斑 病 能 力 差 、感 茎 腐 病 、芽 子 弱 、感 玉 米 丝 黑 穗 病 等 缺 点 ，

可 用 !"#$$ 种 质 来 改 良 ，与 此 同 时 ，又 改 造 了 !"#$$ 种 质 对 温 光 反 应 敏 感 的 缺 陷 ，还 改 良 了 !"#$$ 花

丝生活力弱的不足。注意在后代选择过程中，北方春玉米区要接种丝黑穗病菌，选出的自交系才抗玉

米丝黑穗病。

!"#$$ 种质适应性广、抗病性强，又具有热带、亚热带优异种质的抗逆性、生态适应能力强和稳产

性高的优点。因此，深入研究和利用及改良，不但可以极大丰富我国玉米 种 质 的 遗 传 基 础 ，改 进 农 艺

性 状 ，增 强 抗 逆 性 ，而 且 有 助 于 发 现 和 挖 掘 新 的 杂 种 优 势 利 用 模 式 ，获 得 强 优 势 杂 优 组 合 ，进 一 步 提

高杂种优势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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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的水稻生育调查说明，由于四化水处理的秧苗素质好于对照。因此，四化水处理秧苗移栽到

本田后缓苗速度快，所以无论是株高、叶龄和分蘖都好于对照。! 月 (. 日的调查结果：株高高 .,# 34
左右，叶龄多 .,) 左右，特别是分蘖速度和分蘖量明显高，分蘖数多 ),’ 个。

!"# 产量构成调查

经四化水处理后，水稻秧苗素质及各项生育指标都比对照好。因此，四化水处理的每穴有效穗数

多 (,# 个，千粒重、谷草比和成熟度基本相似，每穗粒数比对照少 ) 粒。但因为四化水处理的穗数明显

多于对照，公顷产量还是提高了 #%. 56，增产 1,)7。

% 小 结

% 年的试验结果表明，四化水处理后水稻种子芽势和芽率有所提高，对水稻的秧苗素质和本田生

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产量构成因素中的有效穗数明显增加，有较明显的增产作用。

但水稻高产机需要接水的过程复杂，生产上增加了成本，因此，推广应用上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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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2  ¡ ¢ £ ¤ ¥ ¦  
¡ ¡ ¡ ¡ (¡¢£) ¡ ¡ ¡ ¡ 

6¡05 6¡10 6¡15 6¡20 6¡25 6¡30 7¡05 7¡10 7¡15 7¡20 
¡  ¡ 25.1 31.8 28.0 42.9 47.3 57.2 56.5 61.7 66.4 72.6 ¡¢(cm) ¡¢£ 25.2 32.6 38.9 43.2 47.1 52.6 58.4 63.4 68.0 73.1 
¡  ¡ 6.7 7.5 8.1 8.9 9.7 10.5 11.4 12.0 12.8 13.5 ¡ ¡  ¡¢£ 6.8 7.7 8.3 9.2 10.0 10.9 11.0 12.5 13.2 13.9 
¡  ¡ 4.0 6.5 9.5 14.0 17.6 22.5 26.3 26.7 26.6 26.1 ¡¢(¡) ¡¢£ 3.8 7.0 10.0 13.1 18.0 24.8 30.3 31.6 30.7 30.2 

 

¡ 3  ¡ ¡ ¡ ¡ ¡ ¡ 

¡  ¡ ¡¢(cm) ¡¢(¡/¡) ¡¢£(¡/¡) ¡¢£(g) ¡¢£ ¡¢£(%) ¡¢((kg/hm
2
) ¡¢(%) 

¡  ¡ 106.5 23.9 102.4 27.5 1.2 94.3 8 205.5 0.0 
¡¢£ 106.0 26.4 98.4 27.3 1.3 92.8 8 735.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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