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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 据 (""!!(""+年 吉 林 省 普 通 玉 米 区 试 结 果 和 (""!!(""/ 年 品 种 审 定 情 况 ，分 析 了 我 省 玉 米

育 种 的 现 状 及 玉 米 育 种 形 势 。 提 出 今 后 !" 年 吉 林 省 玉 米 育 种 的 发 展 趋 势 仍 以 高 产 、优 质 、适 应 性 为 育 种 目

标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与 常 规 育 种 技 术 相 结 合 选 育 玉 米 杂 交 种 ；集 成 多 项 育 种 技 术 ，多 学 科 协 作 ，深 入 开 展 超 级

玉 米 育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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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米 是 吉 林 省 重 要 的 粮 ,食 -、饲 ,料 -、经,济 -、加 ,工 -兼 用 作 物 。 常 年 种 植 面 积 占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的

)/3，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4。(""#年吉林省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1&( 万 56(，总 产 达 !/""万 7，
约占全国玉米总产的 !+4，位居全国首位。随着我国加入 89: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 实 施 ，玉 米 育

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竞争十分激烈。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抓住

机 遇 ，针 对 玉 米 育 种 现 状 ，找 出 我 省 玉 米 育 种 的 优 势 与 不 足 ，加 强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采 用 新 的 育 种 技 术

和研究手段进一步提高吉林省玉米育种水平。

!;. (" 世纪吉林省玉米育种回顾

/" 年代末至 )" 年代初，一批双交种选育成功，实现了从农家品种到双交种的第 ! 次飞跃。)" 年

代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育成自交系吉 )#。&" 年代是吉林省玉米育种的黄金时代，实现了由双交种到

单交种的第 ( 次飞跃。原四平市农科院育成自交系系 !+，引入丹 ##"、<=>?=@7AB、塘四平头。%" 年代引

入旅大红骨子种质，极大地促进了我省的玉米育种和生产。C" 年代大量 引 入 DAEF 种 质 ，同 时 对 我 省

玉米种质基础、主要种质杂种优势群及杂交优势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使吉林省的玉米育种水平跨

越 了 新 高 度 ；为 使 玉 米 产 量 再 登 新 台 阶 ，加 强 了 耐 密 型 品 种 的 引 进 与 选 育 ；及 时 调 整 了 育 种 方 向 ，全

面开展特,专-用玉米,包括高油玉米、高蛋白玉米、甜糯玉米和高淀粉玉米等-的选育。我省 !C%"!("""
年共育,引-成通过省及国家级审,认-定品种 !() 个，育成品种的质量、数量及类型等均位居全国前列，

成为我国玉米育种及生产的优势大省。

(;; 新世纪初吉林省玉米育种现状分析

(1!;; 玉米育种水平

对 (""!!(""+年参加吉林省普通玉米区域试验的玉米新组合进行了汇总分析，结果表明，极早熟组

参试品种平均单产 " #$%&’ ()，比对照*平均单产 % %+’&" (),增产 $&-.，参试品种平均增减产幅度为#$&-.
!/#’&0.；早熟组参试品种平均单产 " 121&2 ()，比对照*平均单产 % 2$1&- (),增产 -&".，参试品种平均增

减产幅度为 +0&#.!/+0&0.；中早熟组参试品种平均单产 " %-2&- ()，比对照*平均单产 " ’#$&# (),增产

/1/3，参 试 品 种 平 均 增 减 产 幅 度 为 ("1(3!$!C 1C3；中 熟 组 平 均 单 产 C;&)%1%;GH，比 对 照 ,平 均 单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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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产(#)*，参试品种平均增减产幅度为)!#)*+,-#.*；中晚熟组平均单产)$ $//#- %&，比对照

0平均单产! 1).#- %&’增产2#!*，参试品种平均增 减 产 幅 度 为)1#$*+,)-#"*；晚 熟 组 平 均 单 产!" !#$%&’
()，比对照*平均单产!+&,-%$’().增产/%01，参试品种平均增减产幅度为0&%,2+3-- 402；高密组平均单产

0$+00/40+()，比对照5平均单产!"&&64&7()8增产&4!2，参试品种平均增减产幅度为-$4!2+90: 4-2。以上

说明新世纪初各育种单位推荐的新品种与引进品种产量水平和优势潜力存在很大差异，但整体水平

保持稳定。有的参试品种增产达显著水平，综合性状优良，从中选育出生产应用的后续品种如吉单-;、

0!:、-:、-,0、06;、通吉0$$、银河0$0和吉新-$6等。

-4-++ 审定品种情况

吉林省-$$0+-$$&年审定各类玉米品种0;$个，其中普通品 种5包 括 高 淀 粉 品 种.0/&个 、耐 密 品 种!
个、高油品种-个、甜糯品种!个、爆裂品种-个和饲用玉米6个。共有: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级审定。新世

纪 初&年 我 省 通 过 审5认.定 品 种 在 数 量 上 超 过 上 世 纪 末-$年 ，说 明 吉 林 省 品 种 选 育 水 平 提 高 快 ，品 种

更新快。

-46++ 品种亲缘关系及杂优模式利用

通过对吉林省-$$0+-$$&年审定的普通玉米新品种双亲血缘及杂种优势利用模式分析，表明我省

目前玉米育种所利用的亲本血缘主要是改良<=>?、塘四平头、@A70;亚群、旅大红骨、综合种选及B群种

质。并且改良<=>?、B群种质的利用呈上升趋势。利用的杂种优势模式主要为塘四平头3改良<=>?、改良

<=>?3旅大红骨、塘四平头3 @A70;亚群、改良<=>?3B群、旅大红骨3B群、综合种选3B群和@A70;亚 群3B
群等。并且塘四平头3改良<=>?及各杂优群3B群模式的利用呈上升趋势。

-4/77 品种的抗性、品质及适应性表现

近年来C吉林省选育和引进了一批产量、抗性及其他农艺性状优良的玉米新品种应用于生产。如

吉单-:、吉单-!、吉单-&;、吉单06,、吉单6/-、通吉0$$、平 安0:、原 单--、吉 新-$6、银 河0$0、利 民0&、登

海!、丹玉6!、豫玉--和郑单!&:等。这些品种在生育期间对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病虫害有较好的抗

性 ，如 玉 米 大 斑 病 、灰 斑 病 、弯 孢 菌 叶 斑 病 、丝 黑 穗 病 、茎 腐 病 和 玉 米 螟 等 ，抗 逆 境 能 力 强 ，抗 倒 伏 ，适

应性广泛，推广面积大，-$$/年通吉0$$居我省种植面积第0位。

677 当前吉林省玉米育种形势分析

64077 品种选育的单位多、人员多、品种多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转变，种子部门、民营企业、个体及国外公司纷纷涉足玉米育种领

域 。《 种 子 法 》和《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 条 例 》实 施 后 ，科 研 单 位 加 大 育 种 规 模 ，其 他 育 种 机 构 也 开 始 育

种 ，从 我 省 参 加 区 试 品 种 看 ，参 试 品 种 *组 合.偏 多 ，-$$/年 预 试 中 晚 熟 组 达00;个 ，各 育 种 机 构 为 追 求

利益最大化急功近利，搞突击育种，虽然短时间内也出了一些新品种*组合.，但突破性不大，未经过严

格标准试验即进入预试、区试，适应性差，存在一定的种植风险。

64-77 生产上省内外品种并驾齐驱，新品种推广迅速

新世纪初，吉林省以本省自育品种为主体，其他省的品种为补充。-$$-年推广面积前&位品种中前

/位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和原四平市农科院育成的品种。第&+-$位品种中，第,+!位和第-$位是我省

自 育 品 种 ，第0$+0!位 均 为 外 省 品 种 ；-$$6年 豫 玉--跃 居 吉 林 省 种 植 面 积 第0位 ，第-+0$位 中 有6个 是

外省品种；-$$/年通吉0$$居我省种植面积第0位，第-+0$位品种中，外省品种占&个。另外，从 种 植 面

积来看，新品种应用面积急剧增加。-$$/年我省种植面积前-$位品种中，“ 十五”期间品种占据06个，

且前两位是“ 十五”品种。

64677 优质专用品种的选育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不断改善和畜牧业的迅猛发展，玉米消费结构逐渐向饲

料 、鲜 食 、青 贮 及 工 业 加 工 为 主 的 多 方 向 、多 领 域 和 多 层 次 消 费 转 变 ，这 就 促 使 玉 米 生 产 必 须 由 普 通

产量型向高层次专用质量型转变。因此，开展和加大优质专用型玉米研究尤为重要。

-$$6年我国农业部决定，我 国 将 重 点 建 设 东 北 和 内 蒙 古 专 用 玉 米 优 势 区 ，到-$$;年 ，专 用 玉 米 面

)2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积占玉米总面积的 !"#以上。这给我省的玉米育种提供了 $ 点重要信息，一是高产，二是优 质 ，三 是

专用。这将长时间主导我省今后的玉米育种目标和研究方向。进入新世纪，我省加大了专用玉米的研

究 力 度 ，高 淀 粉 、高 油 、甜 、糯 、青 饲 等 专 用 型 品 种 的 选 育 和 生 产 受 到 了 各 部 门 的 高 度 重 视 ，各 育 种 单

位 在 %""&!%""’年 育 成 了 高 油 玉 米 吉 油 &((、延 油 & 号 和 城 油 ! 号 等 ；甜 玉 米 吉 美 ( 号 、超 甜 )&" 和

脆王等；糯玉米春糯 $ 号、春糯 * 号和吉糯 &" 等；爆裂玉米吉爆 $ 号和吉 爆 ’ 号 等 ；高 淀 粉 玉 米 吉 单

&$)、吉单 )( 和通单 $) 等；青贮饲料玉米吉饲 + 号、吉饲 ( 号和吉单 &+*等。这些专用型玉米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

$,’-- 高产抗病耐密性杂交种的利用

实践证明，玉米创高产依赖于丰产、抗病、耐密杂交种的利用。李登海成功选育了系列紧凑型玉米

杂交种，并利用其高产、抗病和耐密等特性多次创造我国夏玉米高产记录 ，继 登 海 系 列 紧 凑 型 玉 米 品

种后，河 南 省 农 科 院 成 功 选 育 了 郑 单 (*+，它 的 明 显 优 势 在 于 植 株 清 秀 ，株 型 紧 凑 ，叶 片 窄 而 上 冲 ，果

穗中型均匀，粒深轴细，出籽率高，商品性极好，耐密产量高而稳定，且生育期适宜。在吉林省 %""*年

春郑单 (*+种植面积一跃成为全省第 & 位。

“ 十五”期间 吉 林 省 也 审 定 了 一 批 耐 密 品 种 并 在 生 产 上 应 用 ，如 四 单 &$!、银 河 &"&、吉 单 &$) 和

军单 + 号等，其中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所选育的吉单 &$)从农艺性状到产量等诸多方面接近郑单

(*+。几年来大面积试验示范及推广，经受了不同年份不同气候条件的考验，尤其在近两年北方严重春

旱情况下，吉单 &$) 持续高产，平均产量 &%-&$","-./012%3最高产量达 &’-*"+,"-./012%。并以其 清 秀 丰

产的长相、粗大均匀的果穗、大粒整齐一致和较高的脱粒率，逐渐被我省 广 大 农 民 群 众 及 加 工 企 业 所

接受，是一个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优良品种。

’-- 吉林省未来 &" 年玉米育种趋势

’,&-- 仍以高产优质和适应性为育种目标

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而优质是市场 的 需 求 ， 适 应 性 是 稳 产 的 保 证 。 根 据 有 关 专 家 测 算 ，到

%"")年我国饲用玉米的消费将达到 &"-*""万 4 以上，比 %""&年增加 %-%""万 4；工业加工用玉米需求

量将增加到 &-++!万 4，届时国内玉米消费量将达到 &$-(’"万 4，比 %""&年增加 %-$*" 万 4。为适应新

的玉米消费形势，培育产量高、品质好、适应性强的超高产品种，这是提高我省玉米产量的重要突破口。

吉林省今后选育的玉米新品种特点：!产量指标应比生产上推广应用的主栽品种增产&*#以上、

"靠群体增产、#品质好、$低水分、%抗性好、&熟期适中、’适应性强。

’,%-- 分子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选育玉米杂交种

目前，分子生物技术在玉米育种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分子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互结合，

是丰富玉米遗传基础、提高育种效率和选育突破性品种最有效的方式。我省现有玉米种质资源几千

份，类型、特征特性各异，但缺乏系统的研究，包括鉴定、评估、改良和利用。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和 567 筛选技术，尽可能使高产、优质、抗旱 和 抗 病 等 性 状 结 合 起 来 ，建 立 核 心 种 质 资

源，结合常规育种技术，深入分析，严格鉴选，把高产、优质、抗性好的种质资源筛选出来，提供骨干亲

本 自 交 系 ，为 超 高 产 、优 质 、抗 性 育 种 提 供 新 型 资 源 和 材 料 ，培 育 出 高 产 、优 质 、多 抗 和 广 适 玉 米 杂 交

种，从而实现玉米育种的新突破。

’,$-- 超级玉米育种

超级玉米是在主要农艺性状、抗性和经济性状上具有超常表现的品种。概括说主要有 * 项衡量指

标：一是超高产，单产须稳定达到 &*-"""-./ 或比同生育期主栽品种增产 %"#以上；二 是 品 质 优 良 ，子

粒 品 质 要 达 国 家 二 级 标 准 以 上 ，对 容 重 、蛋 白 质 、水 分 都 有 相 应 要 求 ；三 是 能 抵 抗 * 种 以 上 主 要 病 虫

害 和 抗 倒 、抗 干 旱 、耐 阴 雨 和 日 照 少 等 天 气 条 件 ；四 是 可 以 大 面 积 种 植 ，适 应 我 国 玉 米 主 产 区 不 同 的

生长条件；五是易制种，制种产量应达到 )-*""-./012% 以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年从上万个杂交

玉米组合中，筛选鉴定出 ’ 个产量超过 &$-*""-./012% 的新品种。山东省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 公 司 培

育的金海 * 号高产田单产 &)-%"&,&-./，创造了新的全国夏玉米高产纪录。

" 期 #$于明彦等：吉林省玉米育种形势分析



（上 接 第 !" 页 ）秆率高，综合评价顺序下降。富友 ! 产量虽在第二位，因其黑穗病、茎腐病重的原因#使其

综合评价顺序下降最大，这也正说明了多种性状的品种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在玉米杂交种评价中具有

重要意义。其余品种分析可参照品种性状表。

$%% 小 结
本试验所做的关联度分析结果只是表现在 &""$年，由于品种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年际间、

地区间的差异也很大。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性状的关系及分配比例，更好地评价

杂交种。

运用品种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方法评价玉米新杂交种是可行的，传统方法仅仅根据杂交种的产

量，而品种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分析法不仅考虑产量，同时还能综合杂 交 种 的 多 个 性 状 指 标 ，较 全 面

地综合分析和评定，具有可靠性和客观性。

在利用品种灰色综合评价分析法评价玉米新杂交种中，如何合理确定各性状的权重系数，对客观

公正评价参试品种的优劣至关重要。只有根据各地生产实际和育种实践确定各性状权重系数，才能准

确、合理地评价玉米新品种，为新品种应用提供可靠依据。本文采用相关系数法确定权重系数属客观

权重，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可采用主客观综合法合理确定当地评价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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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在超级玉米的培育中，应充分利用生物技术、耕作栽培技术的研究成果，体现多学科协作。

在育种技术上要综合运用种质扩增、群体改良和杂种优势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主要生态区特

点 鉴 定 、培 育 和 改 良 抗 逆 、抗 病 、高 配 合 力 的 种 质 群 体 ，提 高 选 择 强 度 ，选 育 抗 病 、耐 密 植 、耐 旱 、高 配

合力的超级玉米自交系，组配杂交组合，选育超级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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