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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淀粉玉米种质资源的类群划分"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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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 41 个高淀粉玉米杂交种进行系谱分析$初步划分出四大种质类群!Reid 改良群&黄早四

改良群&旅大红骨改良群和 Lancaster 改良群’ 在这几大类群中 Reid 改良群的淀粉含量最高$超过 71%( 探讨了高

淀粉玉米种质资源的应用&创新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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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工业制品已超过 1 000 种( 高淀粉玉米品种的问世是 90 年代我国玉米育

种工作的重大突破,它推动了我国玉米淀粉工业的发展,也显示了高淀粉玉米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为今后玉米加工业指明了方向( 选育和推广高淀粉玉米杂交种是今后发展玉米经济的主要途径(

1 高淀粉玉米种质类群的形成与应用

9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农科院&原吉林省四平市农科院&吉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省莱州市农科院(所)&沈阳市农科院相继选育出一批高淀粉自交系(表1)( 这些高

淀粉自交系的育成为我国的玉米淀粉工业拓宽了新路( 全国各大育种单位用这批高淀粉自交系选育了一

批高淀粉杂交种$如四单19&四密21&长单26&四单158&吉单79&吉单262&吉单27&吉单137等(表2)(

2 高淀粉玉米种质资源的种质类群划分

通过对表 2 中 41 个高淀粉杂交种的组合亲本分析$我国高淀粉玉米种质类群基本上可划分为四大类

群$即 Reid 改良种质&黄早四改良种质&旅大红骨改良种质和 Lancaster 改良种质(
2.1 Reid 改良种质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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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科院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农科院

江苏省沿江地区所

山东省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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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育成的部分高淀粉玉米自交系

丹 340 71.62** 有稃玉米0白轴旅1 丹东农科院 Mo17 71.40* 187- 22C103 中国农科院引入

注!* 由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化验分析结果%** 由[3]化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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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我国先后从美国等国引入一批优良 Reid 种质$ 主要有 XL80%U8"3147 和

3382 等种质$利用这些种质资源育成一批自交系(表 1)&

2.2 黄早四改良种质类群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塘四平头天然杂株里选育出黄早四自交系以后$经过 10 多年全国各地大面积应

用后$发现它高感玉米丝黑穗病%种子拱土能力差&各大育种单位先后改良出一批黄早四改良系$原四平市

农科院用黄早四!A619 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 44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用黄早四"维春选育出高淀粉自交

系 K12’山东省莱州市农科院(所)用黄早四#丹 340 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 C502’沈阳市农科院用黄早四$
维春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 Q1261&
2.3 Lancas ter 及其改良种质类群

在 1976 年 1 月东北春玉米协作区会议上$原华北农大宋同明教授推出了 Mo17 自交系$全国各地开

始应用 Mo17 自交系& 在( 七五)至( 九五)期间 Mo17 是全国应用最多的一个自交系* 全国各大育种单位分

别用 Mo17 作基础材料$ 选育出一批高淀粉自交系$ 原四平市农科院用 404%Mo17 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

416’ 四川农业大学用 Mo17&丹 340 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川 48- 2’ 另外还有其他单位选育的豫 374+四

- 434 等&
2.4 旅大红骨改良种质类群

丹东农科院用有稃玉米’旅 9(白轴)经 Co60 辐射处理$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丹 340&

3 高淀粉种质类群杂种优势利用模式

通过对 41 个高淀粉杂交组合的亲本分析$ 从 Reid 种质选育出的高淀粉自交系与我国当前应用的三

大种质类群中的旅大红骨类群%塘四平头类群%Lancaster 类群都有较高配合力$而且用 Reid 种质改良的自

交系其淀粉含量都偏高& 目前我国育成的高淀粉杂交种属于下列 6 种杂种优势利用模式&
3.1 黄早四改良类群(Lancas ter 类群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四单 19(444)Mo17)&该品种 1992 年在黑龙江省审定$1993 年在吉林省审定$1994 年在

内蒙古审定$1995 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这种模式的杂交种子粒较大$穗轴较细$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
抗旱性都较好$而且出子率高(86%*88%)$子粒淀粉含量高$一般在 74%以上& 四单 19 连续 10 多年是我

国十大主推品种之一&
3.2 改良 Reid 类群+旅大红骨改良类群模式

吉单 27 75*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517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79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262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519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342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159 74*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255 73*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259 73*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137 73*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505 73* 吉林省农科院

吉单 198 73* 吉林省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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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单 507 73* 吉林省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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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 19 74* 原四平市农科院

四早 6 74* 原四平市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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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 105 74* 原四平市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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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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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吉审

2002 吉审

2003 吉审

2003 吉审

2003 吉审

2000 吉审

2003 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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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国审

1991 吉审

1995 吉审

四密 21
四单 136
四单 112
四单 111
四单 68
四单 167
长单 26
长单 374
川单 19
川单 14
鄂玉 10
豫玉 19
郑单 958
本玉 12
辽单 656
辽单 120
先玉 335
晋单 30
通科 1 号

费玉 9

73*
73*
73*
73*
73*
73*
75**
74**
75**
74**
74**
74**
75**
74**
74**
74**
74**
75**
73**
75**

原四平市农科院

原四平市农科院

原四平市农科院

原四平市农科院

原四平市农科院

原四平市农科院

长春市农科院

长春市农科院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湖北省农科院

河南省农科院

河南省农科院

辽宁省本溪农科所

辽宁省农科院

辽宁省农科院

铁岭先岭种业

山西省农科院

内蒙古通辽农科院

山东省费县公司

1995 吉审

2001 吉审

1999 吉审

1999 吉审

1998 吉审

2001 吉审

1993 吉审

1997 吉审

2000 四川审

1999 四川审

2000 国审

1996 豫审

2005 吉审

2002 吉审

2004 国审

2004 国审

2004 国审

1994 晋审

2004 国审

2004 国审

名 称 粗淀粉含量(%) 选育单位 审定年限及省份 名 称 粗淀粉含量(%) 选育单位 审定年限及省份

表 2 国内育成的部分高淀粉玉米杂交种

四单 158 74* 原四平市农科院 1999 吉审

注!* 表示由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分析结果’** 表示育成报告结果&



主要代表品种!四密 21(4112!丹 340)"四单 158(D387"丹 340- 3)# 这种模式的杂交种子粒深$丰产性好$
出子率在 86%以上$子粒淀粉含量在 73%以上# 四密 21 连续 6 年是吉林省主推品种之一#
3.3 Lancas ter 改良类群#Reid 改良类群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吉引 704(Mo17$B73)%四单 18(416% B73)等& 这种模式的杂交种子粒呈楔形$子粒深%丰

产性和适应性好$杂交种淀粉含量比较高$一般在 74%以上& 吉引 704 在吉林和新疆连续多年为主推品种

之一&
3.4 Mo17 亚群&旅大红骨改良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吉单 159&这种模式的杂交种淀粉含量较高$一般在 74%以上&该品种连续 5 年是吉林

省主推品种之一&
3.5 改良 Reid 类群’黄早四改良类群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郑单 958(郑 58(昌 7- 2)& 该品种 2005 年在吉林省审定$这种模式的杂交种子粒较大$
其淀粉含量在 75%以上&
3.6 改良 Reid 类群)其它类群模式

主要代表品种吉单 79& 该模式的杂交种果穗较长$子粒较大$穗行数 12*14$淀粉含量在 74%以上&

4 高淀粉种质的应用

目前$我国已经育成了四大种质类群的高淀粉自交系$并选育出一批高淀粉杂交种$其中四单 19%四

密 21 这两个高淀粉品种都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1 Reid 改良系的应用

经过几代育种家的努力$Reid 改良种质在我国玉米生产中被广泛应用$ 该类群多从美国杂交种中选

出$遗传基础较为丰富$株型较紧凑$抗倒伏$抗病性较好$果穗较长%略粗$子粒较深%马齿型$一般配合力

较高$为中国第一大杂种优势群&
4.2 黄早四改良系的应用

黄早四系最早来源于塘四平头地方种质,是我国玉米最重要的杂种优势类群之一& 该类群叶片上举$
雄穗较大$花粉量充足$果穗较粗$穗行数 14+16$子粒呈硬粒或半马齿型& 原四平市农科院用黄早四,
A619 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 444$利用高淀粉自交系 444 育出 16 个杂交种$并都通过国家%省(市)的审定和

认定& 高淀粉自交系 444 至今还在生产和科研中继续使用&
4.3 旅大红骨改良系的应用

丹东农科院用有稃玉米-旅 9(白轴)经辐射处理选育出高淀粉自交系丹 340&该类群叶片较宽而上举$
抗倒性中等$果穗较粗$穗行数在 18.22& 子粒中长$马齿或半马齿型$多为晚熟品种& 利用高淀粉自交系

丹 340 育出 50 多个杂交种$有 40 多个通过国家%省(市)的审定和认定&
4.4 Lancas ter 改良系的应用

利用高淀粉自交系 Mo17 组配育成的杂交种有 100 多个通过审定& Lancaster 类群种质在全国大范围

应用后$使玉米杂交种淀粉含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由原来的 68.15%(全国主推 88 个品

种平均值)提高到目前的 71%以上&

5 高淀粉玉米种质的改良与创新

目前$我国玉米生产上应用的高淀粉自交系绝大部分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育成的& 有些高淀粉自交

系在种性%抗病%抗逆等方面都在逐渐衰退& 如 5003 高感大%小斑病和茎腐病’B73 感多种叶斑病和茎腐

病’U8112 感多种叶斑病和茎腐病’444 感多种叶斑病和茎腐病$ 还有生理病害花条叶斑病逐年加重’K12

抗倒伏性差& 因此$在高淀粉玉米品种选育过程中必须拓宽种质资源$改良和创新高淀粉玉米杂交种&
5.1 广泛搜集国内外高淀粉种质资源

顾晓红筛选出粗淀粉大于 74%的高淀粉种质资源 11 份$主要分布在云南%湖南%四川和河北省等地&
目前美国的玉米杂交种淀粉含量明显高于中国品种$美国库存中 173 份玉米平均淀粉含量为 73.1%$39 份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出口玉米的淀粉含量为 69.3%!74.2%!
5.2 组成高淀粉玉米 Reid 综合群体

通过轮回选择的方法"形成高淀粉玉米 Reid 杂种优势群"将很快成为我国高淀粉玉米的优势类群!
5.3 采用复合杂交#近缘杂交广基重组#辐射诱变处理等方法创建综合群体

利用上述多种育种手段创建近缘广基群体"本着优中选优#优势互补和不断创新的原则人工创建近缘

广基综合群体!
5.4 用 78599 类群种质抗多种叶斑病的特性改良高淀粉 Reid 种质类群

用78599类群优良自交系"高淀粉Reid类群种质,组配成抗多种病害的高淀粉基础材料,提高Reid种质

抗多种叶斑病(灰斑#弯孢)#茎腐病的能力"再用高淀粉Reid改良种质进行回交1#2次"然后从中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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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The pedigree of 41 high starch corn hybrids released in China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These hy-

brid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i.e., improved Reid group, improved Huangzao 4 group, improved Luda red

cob group and improved Lancaster group. Among these groups, the starch content of improved Reid group is the

highest, in which the highest is more than 71% .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of high starch corn

germplasm resources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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