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实现吉林省增产 50 亿 kg 粮食的目标，大

幅度地增加玉米产量是主要途径，推广适合我省

种植的优良玉米品种又是重要措施。近几年来，郑

单 958 和先玉 335 两个品种正在玉米生产上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在感叹这两个品种在我

省成功推广的同时，更应该举一反三，调整我省玉

米育种和种子生产的目标。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

以论述。

1 郑单 958、先玉 335 品种概况

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育成的郑单 958，2000
年通过国家审定。目前已成为全国第一主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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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2004 年郑单 958 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应

用，2007 年推广应用面积约占吉林省玉米种植面

积的 16%，位居首位。2008 年更是达到了 40%。
先玉 335 由铁岭先锋种业有限公司选育，2004 年

通过国家审定。2006 年在吉林省播种面积排名不

足前 15 位，2007 年播种面积跃居第 4 位，并迅速

扩增[1]。
1.1 郑单 958、先玉 335 品种特点

1.1.1 优点

①丰产性好，穗行数较多，粒深轴细，出籽率

高；②耐密植，株型紧凑，叶片上冲；③广适性好，

中晚熟品种，适应面广；④籽粒灌浆快，收获期含

水量较低；⑤制种产量高，雌雄协调，结实性好 [2]；

⑥适宜粒播，先玉 335 单粒播种,省种、省工。
1.1.2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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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在东北春玉米区大面积推广种植，为我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大贡

献。同时，也给各育种单位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本文通过对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两个品种优缺点的分

析，对未来吉林省玉米育种和种子生产方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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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单 958 叶片较宽，繁茂，叶部病害较重，

玉米螟抗性较差，个别年份秃尖严重；②先玉 335
植株、穗位偏高，倒伏问题突出，个别地区多年发

生大面积倒伏。

2 新形势下吉林省玉米育种方向

2.1 高产、稳产

高产是玉米生产的永恒主题。进入 21 世纪以

来，全球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土地不断减少的双重

压力，增加产量，保障粮食的供给，是稳定的第一

要务。吉林省是我国玉米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郑

单 958 和先玉 335 两个品种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

时间跃居种植面积之首，正是由于这两个品种具

有高产稳产的优势。因此，保证在不增加土地面积

的前提下，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增加粮食

总产量。
2.2 耐密植

应用耐密品种是美国玉米大幅增产的最关键

措施之一。耐密品种的选育与应用是我国未来玉

米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郑单 958、先玉 335 在

6.0～7.5 万株 /hm2 密度条件下仍表现出较强的

适应能力，以群体获得高产，用事实说明了耐密品

种在增加玉米群体产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家和各省区试已逐渐加大试验密度。对玉

米种植密度高低的具体应用应遵循客观规律，因

为所谓高密度条件也是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对栽培环境更深入的研究和改善，高密

度的指标也会不断地变化，最终会达到最佳的平

衡点[3]。
2.3 抗倒伏

增加玉米种植密度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倒

伏,也是耐密品种选育中必须克服的难题，应加大

对育种材料次生根和支持根以及茎秆韧度的选择

强度，提高品种的抗倒伏能力。
2.4 结实性好、出籽率高

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都是中等型果穗，穗长

16～18 cm，筒形，大小均匀，结实性好，籽粒排列

紧密，粒深轴细，出籽率均在 88%～90%[2]。对于

上述性状，玉米育种者在品种选育过程中应充分

重视。
2.5 抗生物与非生物逆境

近年春玉米区病、虫危害程度有所增加。优良

品种需对春玉米区的主要害虫(地老虎、蛴螬、金

针虫、粘虫、玉米螟等)、主要流行病害(丝黑穗病、

茎腐病、大斑病和弯孢菌叶斑病等)具有较高的抗

性。
多年连作和急功近利的掠夺式种植，使我国

春玉米区栽培环境恶化，土壤板结、盐渍化程度也

日趋严重。近几年春、伏、秋旱频繁发生。2004、
2007 年吉林省出现历史罕见旱灾，部分地区出现

大面积绝收。针对吉林省自然环境特点和玉米市

场的需求，未来应重视对耐旱、耐盐碱及耐低温冷

害的高产、优质、广适型玉米品种的选育[3]。
2.6 商品品质优良

玉米的商品品质越来越受到重视。2008 年，

部分收粮企业对先玉 335 等优质品种的优价收

购，在事实上已促成了种植户对 2009 年玉米品种

商品品质要求和购买方向。因此，应以遗传改良为

主要手段，在自交系和杂交种选育过程中都要注

重籽粒含水量、容重等性状的遴选。以生育后期脱

水快、收获时水份含量低、商品质优良的玉米品种

为目标选育新杂交种，才能整体提升我国玉米品

种的市场竞争力。
2.7 生育期适宜、适应区广

熟期适宜，对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适应能力

强是优良品种大面积推广的重要保证。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在参加各级试验中，都比对照品种偏

早，生育后期灌浆和脱水速度快，收获时含水量

低，在生产上是安全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本地的光、温、水、热等资源，达到完全成熟。而吉

林省目前育成的品种多数存在适种区域狭窄，缺

乏较广泛的适应性的问题。因此，今后选育的新品

种应在不同地区、纬度、气候和多生态类型条件下

进行试验或试种，以提高适应能力。
2.8 适合全程机械化

全程机械化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玉米科

研和生产中普遍应用的方式。我国近几年在玉米

生产上机械化进程发展较快。吉林省在耕、耙、播
等方面机械化程度较高，但在机械化收获方面落

后于山东、河南等省，主要是由于目前应用的多数

品种在籽粒含水量、秸秆粗度、水分、穗位整齐度

以及其他方面不能很好地适合大面积机收。适合

全程机械化是在目前和未来应重点考虑的育种方

向。
2.9 制种产量高

父母本花期协调、制种技术简便、易操作。要

求母本籽粒大小均匀、繁殖系数高，父本花粉量

大、持续时间长，制种产量高，种子成本低。
2.10 现代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手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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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单倍体、快速品质分析、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技术等现代育种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加强生

物技术创制新种质的研究并与常规育种技术紧密

结合，形成规模化的现代育种系统并尽早纳入各

级育种机构。在系谱选育、回交改良、轮回选择等

自交系育种程序中逐步加大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

比重，重点解决数量性状分子标记聚合改良技术

难点。
加快转基因玉米新品种的选育是未来我国玉

米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已经加大了对

转基因玉米品种选育和相关技术发展的支持力

度，以期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我国玉

米产业发展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应进

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应用和完善国内的

基因枪和农杆菌玉米转基因体系，特别是建立自

交系直接转化体系，选育和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转基因玉米新品种，整体提升吉林省玉米育

种创新速度和水平。

3 新形势下吉林省玉米种子生产方

向

3.1 种子生产适应市场化需求

先玉 335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按粒包装和单粒

播种，减少了用种量和田间劳动强度，提高了种子

利润，对我国种子生产企业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

用。随着育种、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种子生

产应建立在应用制种产量高、质量好、生育期适

中、风险和成本低、利于加工等符合市场、农民和

公司的利益的基础上，并与国际接轨。
3.2 田间制种规程的科学化、专业化

应培养和引进人才，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研发

玉米安全制种技术，包括自交系测试，亲本种子的

防杂保纯技术、制种技术和适时收获技术，以确保

生产出高纯度的优良种子。
3.2.1 严控亲本种子的质量

亲本自交系种子质量是决定杂交种质量的关

键。繁育自交系，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杂保纯措施。
对种子应有严格要求，亲本种子质量必须符合国

家用种标准，自交系大田用种纯度不低于 99%，

严禁早代利用和超代繁殖。应建立亲本自交系的

指纹图谱存档和鉴定工作程序，做到有档可查，杜

绝假冒和替代现象的发生。
3.2.2 制种田的安全隔离

在大面积制种前，应对自交系进行生产力测

试，选择制种产量高的制种基地。普通玉米制种田

隔离空间要符合规程的要求。同时还应考虑传粉

期的风向、风速、地面情况，污染源的大小、制种面

积等因素。利用制种田条件，搞好自然条件隔离和

时间隔离。
3.2.3 严格去杂去劣

剔除杂株、防止混杂是保证玉米杂交种纯度

的前提。为了提高制种质量，必须对杂交制种田进

行严格的去杂去劣。去杂去劣要做到及早、从严、
彻底。此外，收获及脱粒前要对母本果穗认真进行

穗选。
3.2.4 花期预测与调控

花期预测与调控是保证制种成败的 重要环

节。在确定适合的父、母本行比后，要根据父母本

生长特性,确定合理的错期播种或覆膜时间。应从

苗期开始观察父母本生长情况，及时调控花期，保

证花期良好相遇。如发现父母本花期不协调,应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3.2.5 母本严格去雄

母本去雄是玉米杂交种生产的中心环节，是

获得高质量杂交种的重要手段，是种子生产工作

的重中之重。去雄总的要求是“及时、彻底、干

净”。就是在母本的雄穗尚未露出之前及时抽去，

全区母本雄穗 1 株不漏，每 1 株雄穗主轴和分枝

毫无保留的拔掉。
3.2.6 加强制种田的后期管理

授粉结束后，将制种田中种植的父本及时割

除，以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光能利用率；

降低田间湿度，减轻叶病的发生与危害；消除父母

本同收而导致的人为掺杂、机械混杂等隐患，保证

种子纯度。
3.3 种子加工的标准化和国际化

种子加工的质量与方法和设备有极为密切的

关系。国外大都采用穗一次烘干方法(一般不进行

籽粒烘干)，一般是 72 h 内迅速使果穗的含水量

从 35%降至 13%的安全贮藏水分。为提高加工质

量,减少同国外的差距，有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加

工设备，如穗烘干设备、玉米种子专用脱粒机等。
在引进设备的同时一定要引进玉米新品种的种子

干燥、脱粒、包衣和包装技术，提高种子活力和发

芽率，为精量播种奠定基础。加工中应精细分级，

国外玉米种子加工厂分级数通常达 6 级以上，分

级之后种子外形尺寸十分接近，有利于保证播种

精度；另外，包装应以每袋的粒数为主，重量仅作

为参考。一般玉米种子每袋 8 万粒，大体为 1 hm2

的用量[4]。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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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耐密型玉米品种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成功地

在东北春玉米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是符合玉米产

业本身发展规律的，对吉林省未来的玉米育种和

种子生产已经起到了良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因

此，认真研究其优缺点，指导吉林省玉米育种和种

子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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