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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玉米 DUS测试指南，对吉林省近年来 123份玉米审定品种进行性状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揭示近年来吉

林省玉米优良品种在基本性状选育上的一般规律及趋势，为吉林省当地玉米育种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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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the data of 123 maize varieties approved officially in Jilin Province was collected based on
maize DUS testing guideline. It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relative preferences of fundamental characters of ex⁃
cellent maize varieties of Jilin Province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to breeding work of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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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玉米育种需要记录材料的田间生长表

现、抗性情况等，收获后再对其产量、品质进行测

量，从而判定该材料是否具有选育潜力，该做法

周期较长，且主要依赖于育种家的经验。然而一

个品种的具体表现是由其基本性状组成的，品种

经济性状的好坏与否也可以通过与其关联的基本

性状来进行分析。

本试验选用了近年来吉林省通过审定的玉米

品种共 123份，由于品种审定主要是针对其产量、

抗性及品质进行综合评价，所以通过审定的品种

具有较高的产业价值和推广价值 [1]，即可以被认

为是优良品种。将这些品种进行田间种植试验，

收集性状信息，采用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DUS）测试指南中相对量化的分级标准，期望得

到由基本性状构成的玉米良种模型，为吉林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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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育种工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2013～2015年进行测试的吉林省玉米审定品

种，共 123份。

1.2 试验方法

1.2.1 田间试验

试验地位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公主岭实验

田，小区行长 5 m，种植 5行，行距 67 cm，株距 30
cm，总株数 80株，田间管理方法与当地大田相同。

1.2.2 性状选择

玉米 DUS测试指南 [2]中共规定了 43个基本性

状，本试验选取其中 16个具有代表性且较易观测

的性状作为研究对象（见表 1）。
1.2.3 分析方法

依据玉米测试指南和操作手册 [3]中规定的方

法采集玉米品种田间性状数据，将采集到的数据

按照性状观测方法的不同分别进行分析，目测性

状统计分级代码的分布频次，测量性状统计数据

相对集中的区间范围。总结优良品种在各性状上

周海涛等：吉林省玉米品种基本性状的

选择趋势分析

东北农业科学 2016，41（4）：18-21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16.04.005



4期 周海涛等：吉林省玉米品种基本性状的选择趋势分析 19

的表达特点，分析吉林省玉米育种过程中潜在的

选择倾向。

2 结果与分析

2.1 目测性状

将 123份玉米品种的目测性状代码进行频次

分布排列，见表 2。

性状 V1、V2表示植株上部叶片与茎秆夹角的

大小和叶片弯曲的程度，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玉米

株型特点，从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玉米品种

都是处在代码 3～5区间，田间表现为紧凑型植

株，上部叶片弯曲程度小，且叶片与茎秆夹角较

小，此类品种较耐密植，这种情况与当前育种目

标是一致的，应是育种家有目的选育的结果。

性状 V3、V4是表示玉米花药、花丝花青甙显

色程度的性状，代码越大，花青甙显色程度越强，

即紫色越深。通常认为颜色性状与品种好坏并无

直接联系，但统计结果表明，吉林省优良玉米品

种的花药和花丝大部分无花青甙显色（黄、白色）

或较轻显色（淡紫色）。史振声等 [4]研究认为，玉

米的花青素含量与光合速率呈负相关关系，但其

作用机理仍有待深入研究。

性状 V5、V6、V7代表了玉米果穗的基本状

态，结果显示大部分玉米品种的子粒类型为中间

型和偏马齿型，子粒顶端颜色为中等黄色到橙黄

色，子粒形状为中间型到近楔形，该类型的玉米

子粒含有一定的角质胚乳和较多的粉质胚乳，能

在淀粉品质和产量指标上达到较好平衡，耐储存

不易发霉，子粒顶端颜色主要为角质淀粉失水干

燥后产生的颜色；吉林省玉米杂交种的子粒形状

大部分为中间型到近楔形，这种类型的子粒较

长，顶端肩部明显，淀粉含量较高，相比子粒形状

为圆形、近圆形的品种，产量表现有明显优势，但

楔形子粒因其与子粒类型性状中马齿型表达状态

连锁关系较紧密，所以在育种过程中对楔形子粒

的选择较少。

性状 V8为玉米果穗穗轴花青甙显色强度，

123份玉米品种在该性状上的表达较为多样，频

次分布相对均匀，可能在品种选育过程中对该性

状的表达没有进行人为干预，但近年来种植面积

较大玉米品种先玉 335，其穗轴花青甙显色级别

为 5（中紫色），导致生产者盲目购买紫色穗轴的

玉米种子，所以也有部分育种家倾向于选育紫色

穗轴的玉米品种。

2.2 测量性状

对 123个品种 8个测量性状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结合郝彩环等 [5]的玉米数量性状分析标准，

得到数据分布相对集中的区间，见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审定品种测量性

状的表达状态相对集中，大部分品种的散粉期

表 2 123份玉米品种的目测性状代码频次分布

份

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注：性状 V1、V2、V3、V4、V8为表示程度的性状，代码 1～9分

别代表程度从极弱（极小）到极强（极大）的 9个不同的表

达状态；性状 V5、V7在指南中只规定了 5种表达状态；性

状 V6为表示颜色的性状，代码 1~9分别代表籽粒顶端表

达的不同颜色

性状

V1
0
1
56
31
35
0
0
0
0

V2
15
7
56
29
16
0
0
0
0

V3
68
9
23
1
19
1
2
0
0

V4
35
43
28
5
8
0
4
0
0

V5
1
6
44
66
6
-
-
-
-

V6
2
3
76
37
4
0
0
1
0

V7
0
0
72
50
1
-
-
-
-

V8
28
0
14
2
34
12
27
6
0

表 3 123份玉米品种测量性状数据的分布情况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注：比率表示包含在分布区间内的品种占总品种数（123个）

的百分比

分布区间

55～66（d）
9～20（个）

10～12（cm）
275～330（cm）
100～145（cm）
17.5～23.5（cm）
4.7～5.5（cm）
14～18（行）

代码区间

2～4
4～7
4～5
5～7
5～7
6～8
6～8
5～6

比率（%）
75.6
71.5
76.4
73.2
68.3
91.9
72.4
75.6

表 1 玉米DUS测试主要性状

目测性状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植株：上部叶片与茎秆夹角

叶片：弯曲程度

雄穗：花药花青甙显色强度

雌穗：花丝花青甙显色强度

子粒：类型

子粒：顶端主要颜色

子粒：形状

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强度

测量性状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散粉期

雄穗：一级侧枝数目

叶片：宽度

植株：高度

植株：穗位高度

果穗：长度

果穗：直径

果穗：穗行数



20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1卷

（M1）集中在（60±5）d左右，而且相对较早，较早

散粉的品种，相对的具有较长的干物质积累时

间，有助于提高产量。

雄穗一级侧枝数目（M2）属中等水平，这一表

现与先玉 335较少的侧枝数量有明显不同 [6]。Du⁃
vick[7]研究表明，美国玉米品种的雄穗数量和雄穗

干重在逐渐降低。刘鹏飞等 [8]研究认为，糯玉米

雄穗侧枝数目与支链淀粉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说

明雄穗侧枝数目与玉米果穗品质间具有相关性。

目前，我省玉米品种的雄穗普遍发达，侧枝数量

较多，对这一性状的选育目标还未受到重视；叶

宽 (M3)性状一般认为与利用率有关，但从表 3中
可以看出，大部分玉米品种的叶片宽度处于中等

偏小等级，分析该性状可能与 2.1中 V1、V2性状

有一定相关性，过宽的叶片会影响株型结构，且

在玉米植株达到一定密度后，继续提高叶片宽

度，并不能明显增加植株实际受光面积；株高、穗

位高（M4、M5）两个性状的数据均处在中等较高

水平，这与吉林省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玉米植株生

长也有一定关系，高大植株的叶片数较多，光能

利用率高，对不良环境的耐受性也相对较好，而

穗位较高，其“棒三叶”着生部位也相对较高，能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叶片的遮挡，提高光能利

用率。但梁晓玲等 [9]研究认为，穗位高与产量呈

弱相关，对产量的负向作用较大，适当降低穗位

高会相应提高产量，但并非越低越好。分析原因

可能是其试验地点的环境条件与本试验相差较大

导致，吉林省光照时间较长，有利于玉米干物质

的积累，而且从表 3中可以看出，本研究中该性状

数据主要集中在 5～7级区间，并未追求过高的穗

位高度；果穗长度、直径（M6、M7）性状与产量指

标关系较为密切，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玉米

品种的性状数据均高于平均水平，这与梁晓玲

等 [9-11]的结论一致，即玉米穗长、穗粗性状与产量

有较高的正相关性，选育果穗较长较粗的品种可

获得较高的产量；穗行数（M8）性状，数据分布相

对集中，在 14～18行之间，只有极少数品种的穗

行数超过 20行，王有芳等 [10-11]的研究认为，过高的

穗行数会对百粒重造成影响，所以针对穗行数的

选择需要同时协调好与果穗直径性状的关系。

虽然玉米果穗性状与产量密切相关，但过分

提高果穗性状的数据，可能会影响其种植密度及

稳产性，使品种不适宜大面积推广，所以在对果

穗性状进行选择时，不要过分追求长、粗、大等性

状表现，应将其限制在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区间

来保证其稳定性。

3 结 论

本研究对 123份通过审定的吉林省优良玉米

品种进行性状数据采集并分析，初步得到适合于

吉林省玉米良种选育的基本性状参数范围，具体

如下：

（1）株型：叶片与茎秆夹角小，弯曲程度小，

叶宽约 10～12 cm，株高约 275～330 cm，穗位高

度约 100～145 cm。
（2）颜色：花药、花丝颜色较浅，果穗呈中等

黄色或橙黄色。

（3）果穗：长度约 17.5～23.5 cm，直径约 4.7～
5.5 cm，穗行数约 14～18行；子粒形状为中间型到

偏马齿型。

（4）其他：雄穗一级侧枝数目相对较少（≤5
个）。

4 讨 论

本研究为保证性状的充分表达，种植密度稍

低于实际田间生产密度，所以得到的模型数据在

使用中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测试指南中将某些表达程度的性状分为 9个
级别，其中偶数代码 2、4、6、8代表奇数代码表达

状态间的过渡状态，但一般进行代码判定时，较

少采用偶数代码，所以导致表 2中某些性状的偶

数代码包含的品种较少。

随着技术的进步，育种者对测试指南中另一

性状“果穗：穗柄长度”的理解有所改变，在传统

观念中，较短的穗柄可防止成熟期果穗因脱水和

重量导致“掉棒”现象，同时有利于人工收获，但

随着配套技术的不断发展，机械收割的比例也越

来越大，较长穗柄的品种由于果穗因重量导致头

部下垂，反而能使水分迅速排出，加快脱水速度，

更有利于提高机械收获的效率。育种家在选育品

种时应考虑到类似情况，明确育种目标。

本研究中选用 123份通过审定的玉米品种，

其植株都相对较高，超过玉米杂交种的平均水

平，粗壮的植株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品种具有较

好的田间表现，但却增加了玉米秸秆处理的难

度。近年来，露天大规模焚烧秸秆的现象屡禁不

止，不仅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还浪费了宝贵的

生物能源，虽可通过发电厂转化为电力或粉碎后

做还田处理，然而转化效率依然不高，效果不甚

理想 [12-13]，并且还增加了农民负担。今后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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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还应考虑提高收获指数和谷草比的问题，在

保证产量的前提下，降低株高，缩减用肥量，减少

秸秆产出率，从源头上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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