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是全 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 , 多年来

玉 米 单 产 、总 产 一 直 处 于 全 国 前 列 , 但 近 几 年 , 玉

米品种种植数量不断攀升 , 每 年在吉林 省销售的

玉米品种超过 300 个 , 导致农民 选择品种十 分困

惑。针对目前玉米生产中存在的品种结构不合理、

种植品种数量多而杂、越区严重和商 品品质差等

突出问题 ,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开展 了玉米主导 品

种综合鉴评活动而特设本试验 。旨在进一步 引导

农民科学选择良种 , 避免越区种植 , 确保粮 食稳定

增产 , 农民持续增收 , 促进农业生产高效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及地点

2006 年 征 集 了 2003～2006 年 审 定 的 玉 米 新

品 种 60 个 , 其 中 中 熟 品 种 16 个 , 中 晚 熟 品 种 17

个 , 晚熟品种 27 个。每熟期组在全 省选择 4 个具

有 较 强 生 态 代 表 性 的 县 (市 )进 行 试 验 , 其 中 中 熟

组分别设在洮南旱作所、桦甸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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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农 业 科 技 学 院(九 站)、通 化 县 种 子 公 司 ; 中

晚熟组分别设在榆树大北龙种业、伊通稷侬种业 、

扶余永平农业站、辽源寿山镇忠诚村 ; 晚熟组分 别

设在公主岭陶家农业站、德惠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

农安屯玉种业、四平平泉种业。试验采用随机区组

设 计 , 密 度 4.5 万 株 /hm2, 每 品 种 10 m 行 长 、4 行

区 , 2 次重复。施肥及田间管理同当地生产水平。

1.2 评选办法及推荐标准

根 据 测 产 数 据 、 田 间 鉴 评 和 生 产 应 用 情 况 3

项 指 标 对 参 试 品 种 进 行 打 (赋 )分 , 满 分 为 100 分 ,

其 中 , 测 产 结 果 占 35 分 , 田 间 鉴 评 及 容 重 等 级 占

50 分 , 生 产 应 用 情 况 占 15 分 , 按 3 项 合 计 分 数 排

序 , 排列越靠前的品种综合评价越高。选取丰产性

好、抗病虫害等基本达中抗以上水平、商品品质优

良和综合得分高的品种推荐为主导品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熟品种

该熟期组共鉴评品种 16 个 , 对照品种为四单

19。通过鉴评推荐主导品种 11 个, 分别为吉单 261、

通单 24、吉单 505、吉单 519、泽玉 19、吉东 20、吉农

大 302、吉单 198、三北 9、吉单 535 和宏育 319。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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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过程中将存在一定的风险 , 不予推荐。

3.3 空秆问题应引起重视

参试品种中有 5 个品种空秆率超过 5%, 占全

部 参 试 品 种 的 8.3%(表 3)。 究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这 些

品种对土壤肥力反应 敏感 , 加上 2007 年 7 月份玉

米抽穗中期出现低温冷害。因此要获得高产稳产 ,

选 择 对 温 、光 、肥 、水 反 应 迟 钝 和 结 实 能 力 强 的 品

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

4 小结与讨论

通 过 对 2003～2006 年 吉 林 省 审 定 的 玉 米 新

品种的综合鉴评 , 推荐出适合不同生 态区域的主

导品种 35 份 , 为农民选购良 种提供了可 靠依据。

初步了解了我省目前新品种的现状 , 针 对鉴评中

出现的问题 ,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玉米育种、生产和

农民选种时应注意以下 3 点 : ①品种子粒脱水快 、

容重高、商品外观品质一定要好 , 容重等级要达 国

标 2 级(685～709 g/L)以 上 , 达 不 到 国 标 2 级 的 及

时 淘 汰 ; ②品 种 的 抗 病(逆 )性 一 定 要 好 , 尤 其 是 象

玉米丝黑穗这样的主要病害 , 坚决不能进入市场 ,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要选保绿性强 , 综合抗性好 的

品 种 ; ③选 择 对 光 、温 、水 、肥 反 应 迟 钝 的 品 种 , 这

样的品种年际间差异小 , 稳产性好 , 不 易出现空

秆、瘪粒现象。

品种表现是 基因型和环 境互作的结 果 , 今年

推荐的主导品种 是 2006 年的结 果 , 结论是相 对粗

糙的 , 应多年多点试验结果才更科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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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试品种空秆的整体情况

项目
空秆率

≥5% ≤5%
品种个数 5 55
变幅(% ) 5.2～9.8 0～4.7
占全部品种(% ) 8.3 91.7

品种的主要特点是丰产性好 , 比对照 增产幅度为

12.2%～22.7%, 抗病性强, 商品品质优良。

2.2 中晚熟品种

这一熟期组共鉴评品种 17 个 , 对照品种为吉

单 180。通过鉴评推荐主导品种 10 个 , 分别为平全

13、大民 420、通吉 100、吉单 35、郑单 958、郝育 18、

吉单 264、长城 799、泽玉 11 和九单 57。这 10 个品

种的主要特点是丰产性好, 比对照增产幅度为 5.1%

～17.8%, 抗病性较强, 商品外观品质好。

2.3 晚熟品种

该熟期组共 鉴评品种 23 个 , 对照品种为 登海

9。 通 过 鉴 评 推 荐 主 导 品 种 14 个 , 分 别 为 绿 玉

9915、吉 单 137、农大 364、吉单 39、大龙 160、承 玉

14、郝 育 318、绿 玉 9911、丹 玉 79、四 单 136、吉 单

271、吉东 4、丹玉 39 和吉农大 568。这些品种的主

要 特 点 是 产 量 平 均 比 对 照 增 产 幅 度 为 1.1% ～

11.7%, 抗病性较强 , 商品外观品质好。

3 品种存在的问题

3.1 部分品种商品品质差

在 参 试 的 60 个 品 种 中 (表 1), 容 重 等 级 达 国

标 1 级 (≥710 g/L)的 18 个 , 占 全 部 参 试 品 种 的

30%; 容 重等 级 达 国 标 2 级 (685～709 g/L) 的 6

个 , 占全部参试 品种的 10%; 容 重 等 级 达 国 标 3

级 (660～684 g/L) 的 9 个 , 占 全 部 参 试 品 种 的

15%; 等外 粮(< 660 g/L)品种 27 个 , 占全部参 试品

种的 45%。有些品种虽然产量比较高 , 但容重等

级比较低 , 导致商品粮卖不上价 , 影响了农民的收

入 , 所以没有作为主导品种推荐。

3.2 部分品种抗性不强

今年玉米丝 黑穗病虽然 不是重发生 年 , 但仍

有 2 个 品 种 发 病 率 超 过 9% , 其 中 1 个 品 种 甚 至

达到 28.5%; 有 6 个 品种螟虫折 茎 率 达 到 或 超 过

15% ; 4 个 品 种 叶 斑 病 达 7 级 (表 2)。 这 些 品 种 在

表 1 参试品种容重的整体情况

项 目

容重等级

1 级

(≥710 g/L)
2 级

(685～709 g/L)
3 级

(660～684 g/L)
等外粮

(< 660 g/L)
品种个数 18 6 9 27
变幅 739～715 690～705 669～680 610～655
占全部品种(% ) 30 10 15 45

表 2 参试品种病虫害的整体情况

项目

病害

丝黑穗病 螟虫折茎 叶斑病

≥9% <9% ≥15% <15% ≥7 级 <7 级

品种个数 2 58 6 54 4 56
变幅(% ) 9～28.5 0～6.3 15～42 2～13 7～9 级 1～5 级

占全部品种(% ) 3.3 96.7 10.0 90.0 6.7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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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5 页 )其 中 , 热 能 或 机 械 能 自 给 率 达 100%,

电力自给率 95% 。利用生物质能源对环境也非常

有益处 , 乙醇汽油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仅为传统汽

油 的 30% , 可 减 少 汽 车 一 氧 化 碳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的 25% 左 右 , 还 可 降 低 碳 氢 、氮 氧 化 合 物 等 有 害

物质的排放。生物柴油是一种清 洁和高效的 新型

燃料。在普通柴油中掺加一定比例的生物柴油 , 不

但可降低普通柴油的消耗量 , 还可减少二氧化碳 、

硫化物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排放。巴 西的生物质 能

源发展经验尤其值得我国参考与借 鉴 , 我国农村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新农村 建设和发展 现代

农业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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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8 页 )由 于 寒 冷 开 始 作 用 于 植 株 , 此 比 例 才

表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反之 , 两因素处理的表现

正 好 相 反 , 从 4 d 到 14 d 期 间 , 正 常 株 比 例 就 明

显下降 , 之后 7 d 没有明显下 降 , 维 持 原 来 的 生 长

状态。从这个现象 , 我们是否可以推测 , 在 14 d 之

前 , 正 常 株 比 例 的 下 降 是 由 于 PPT 的 筛 选 造 成

的 , 而 14 d 之 后 则 是 由 于 寒 冷 作 用 的 影 响 , 当 然

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去证明。本研究只是有 PCR

分子检测的阳性结果 , 还需要分子杂交的证据 , 确

定 插 入 的 拷 贝 数 及 其 CBF1 基 因 的 表 达 效 果 , 而

且抗性的提高是否能够稳定 遗传给下 一代 , 也需

要 进 一 步 的 跟 踪 。 同 时 , 前 人 的 研 究 表 明 , 转

CBF1 基 因 的 水 稻 中 脯 氨 酸 含 量 和 抵 抗 逆 境 的 能

力 明 显 提 高 [8, 9], 本 研 究 也 可 以 开 展 类 似 的 工 作 ,

进一步补充有关证据 , 为今后培育遗传稳定、效果

明确的转基因产品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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