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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理分析了 +/+ 份我国各地育种家选育的优良自交系材料"这些优系均为我国玉米主产区主推品种

或苗头组合的亲本$ 通过研究"对我国育种家科学利用多种种质选育优系的成功经验加以探讨"以期为今后的选育

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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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子法的全面实施" 农作物品种权意识一

步步深入人心$公司办科研"培育和开发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品种" 将单一的经营性企业转变为科研

开发复合性企业" 是当前和今后种子企业有序竞争

的一大特点$ 玉米种子作为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

的农作物杂交种子"更是首当其冲$ 许多注册公司"
包括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从实力雄厚的外

资%合资企业"到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都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开展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在长期的自

然和人工选择作用下" 我国各地形成了与当地生态

特点相适应的丰富多彩的种质资源" 为玉米新品种

的选育提供了基础 $种质资源的多寡及对其研究利

用的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育种单位的育种成效$
我国种子行业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刚刚开始"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资源交流与共享机制形成之

前"种质在各单位间的交流与共享将存在一定障碍$
因此"以本单位现有的资源为主加速其开发扩增"同

时积极探讨适应市场经济的种质交流机制扩增种质

资源"是各地育种家加速新品种选育的重要途径$鉴

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 +/+ 份优良自交系选育途径

的分析" 探讨我国育种家在科学地利用各种种质素

材选育新型优良自交系及杂交种方面的成功经验"
以期为今后的育种工作提供借鉴$

! 我国玉米杂交种的种质资源

在玉米育种中"国内外玉米品种群体%综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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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自交系%不育系及其杂交种%玉米的近缘植物等

一切能直接利用或供遗传育种用的材料都可作为种

质资源$

( 各种种质资源在我国玉米育种工作

中的利用情况

!"# 以现有自交系为进一步选系的基础材料

根据新的育种目标对优系的更新要求" 通过同

一优势群体内 ( 个或 ( 个以上近缘系杂交%回交%自

交及选择变异等育种手段" 选育出综合性状明显优

于原基础材料的新的自交系$ 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用黄早四E自 ++) 自交 + 代后"与黄早四回交一次"
再自交选育出新系四自四" 组配了京早 !" 杂交种$
唐山市农科所用黄早四与野鸡红杂交后" 再用黄早

四回交 + 次"再自交选择育成了黄野四自交系"组配

了唐抗 # 号优良杂交种$ 河南新乡市农科所用京 /
与黄野四杂交后"选育了优良自交系京 / 黄"替换了

豫玉 # 号的父本材料京 / 自交系" 使杂交后代的抗

病性进一步提高$ 以京 / 黄作为亲本之一还选育了

豫玉 !( 杂交种$ 新乡市农科所还将 #""+ 与 F5!!(
杂交后再与 +!5% 杂交"经连续自交选择育成了坚秆

竖叶%配合力高的优良自交系新 G+#5"组配了综合

性状优良的新单 (( 杂交种$辽宁丹东市农业科学院

用 H%# 与旅 (5 杂交"又用旅 (5 回交一次"再自交

选择 # 代"育成了丹 ++/ 优良新系$以该系作父本配

制的丹玉 !)%丹玉 ((%辽单 %(( 等组合"丰产性%抗

逆性均比较理想"尤其是丹玉 !) 获丹东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 该院还用此法将 IC!/ 与 JJ!)KH@ 杂交"
又用 IC!/ 变异株回交" 再选优自交" 育成了新系

!+()"组配了丹玉 !5 和丹玉 (("推广面积均在 / 万

>8( 以上$ 该院还以 1&!%H@ 为抗源与旅 % 宽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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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旅 ! 宽回交三代后!自交选择!育成了中晚熟自交

系 "#$!组配了丹玉 %&"丹玉 %’"丹玉 %("丹 ’)*"沈

单 ’ 号"辽单 %("豫单 ’ 号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大穗

型组合! 其中的丹玉 %&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辽宁农科院以 +辽轮 !’& , 辽 ’-#. , 辽轮 !’& 为基础

材料选育了新系辽 ’&-#!组配了辽单 ##$以复合种

+)/0& , 1%0 , 辽金 %)’ , 铁 (0. , /(0 为基础材料选育

了辽轮 -&% 自交系!组配了辽保 % 号杂交种#内蒙古

哲里木盟农科所以八系 , 矮金 %* , 曲 0& , 矮金 %* 为

基础材料!经 2 代自交选择育成 3)(% 自交系!组配

了内单 0 号!在黑龙江%内蒙古伊克昭盟"呼和浩特

等地大面积推广$从 0’2’ , 绿早 0 中选出了 )-!*!组

配了哲单 %($从掖 ((% 的 4* 中选出了 -0!*$从黄早

四 , 维尔 00 中选出了哲 )%$ 从 0’2’ , 黄早四中选出

了 )2%)& 这些优系均为当地广泛应用的骨干系& 山

东省种子公司从+华风 %)) , 5)3-*. , 黄早四中选出的

-%-!组配了掖单 %*& 中国农大从+黄小 %2* , 自 33) ,
6*.墨白中选出了黄 7 自交系!组配了农大 %)(& 此

外!中国农科院选育的 -))& 改良系多黄 &)%黄早四

改良系多黄 *’!以及其他育种单位选育并在育种界

广泛使 用 的 0’(%-)*% 天 涯 0%()&%8%*%8%&%8%0%
/*%%鲁原 !*%文黄 &%0%&%自 &&)%7(2)-9*%武 %)!%
黄 :*(93 和郑 ** 等近百个优良自交系!都是以上述

方法选育而成&
充分利用原有材料的自然变异选育新系! 是老

系利用的又一重要途径& 玉米的自然杂交率一般在

!-;以上!是典型的异花授粉作物!容易受环境剧变

的影响而产生遗传物质的渐变或突变! 形成表型不

一的变异株& 其中有些是育种目标所需要的可遗传

的变异& 玉米自交系经连续自交后! 生活力明显下

降! 这种变异更易发生& 及时发现和选择优良变异

株!并以适当的育种手段如自交%杂交%回交%姊妹交

等加以处理! 使变异产生的优良基因得到利用和保

留!便有可能产生比原基础群体更加优异的自交系&
作为我国玉米育种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中早熟种质黄

早四自交系! 就是由塘四平头繁殖田中的自然变异

株定向选择而来的& 黄早四及其衍生系是我国最重

要的杂优类群之一! 在我国玉米主要杂优模式中占

有重要地位&由黄早四参配的已审定的杂交种!截止

*))* 年底有近 -) 个& 除黄早四+中国农科院与北京

农林科学院选育.以外!从老系的自然变异株育成新

系的还有很多!如’河北涿州市农科所从 30) 中选出

的沿 %*$黑龙江农科院从 (3) 中选出 !)3)93)$绥化

地区农科所从 (!% 杂株选出单 (!%$ 丹东市农科所

从旅 ! 杂株中选出旅 ! 宽$ 嫩江地区农科所从大黄

02 杂株中选出 ’)%)$潍坊市农科所从 -*- 杂株中选

出 潍 -0$ 白 城 市 农 科 所 从 7%)3 杂 株 中 选 出 杂

7-02!等等& 由此可见!从老系的变异株中选育新系

是可行的&
根据育种目标!将老系组成大群体!经充分杂交

重组后分离选择新系!同样可达到材料创新的目的&
北京市农科院以黄早四% 获白% 西埃% 白瑞埃%自

33)%许 )-* 和昌建等 0) 多个国内系为主组配的 3)
多个杂交种为原始材料!组成选系大群体!经隔离种

植充分杂交重组后自交分离选择!育成了京 )* 自交

系!组配了京单 (0% 等优良杂交种&山西农科院用含

有黄早四血缘的材料组成了选系群体! 育成了 (09
%)(9% 自交系!组配了晋单 3* 杂交种& 以此方式育

成的优良自交系也很多!如综 3%综 3%+北京农大.%
南 *393*+山西农科院.%金黄 !27+中国农科院.%屯 -2
+山西屯玉.%<=-’%2%<=2%!*+张掖地区所.%辽 %)’3*
+辽宁农科院.等& 这些来自综合群体的新系均具有

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状和很好的配合力& 在具有较多

国外系的情况下!可以国外系为主组成选系群体!选

育新的自交系& 如北京市农科院以美杂 >&%?@&-%
=2%!%A>%% 等国外系为主的 00 个自交系组成的 &)
多个杂交种为原始材料! 组成了以国外系为主的大

群体&经充分杂交重组后从中选出了京 2 自交系!组

配了杂交种京单 (0% 和京单 !)% 等&
综上所述! 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的育种手

段! 充分利用老系进行材料创新是开发现有种质潜

力的重要途径& 美国育种公司的新系中约有 -0;来

源于老系的再利用+彭泽斌!%!!(.!也印证了这一点&
!"! 以国内外优良单交种为选系素材!选育优良自

交系

国外种质多以商品杂交种的形式进入我国!这

为我们从中选育自交系提供了方便& 由于纬度及生

态气候的相似性! 来自美国杂交种的二环系大多数

适应性广%抗性强%配合力高!较易与国内系组成杂

优模式&中国农科院从美国先锋公司杂交种 20 中选

出了中黄 20!组配了中单 %0 杂交种$从 ’(-!! 中选

出了多黄 *!!组配了中单 *!!2$从 ’(20% 中选出了

中自 )%! 组配了中单 &*%& 北京市农场局农科所从

’(-0’ 中选出了丰 - 自交系!组配了京垦 %%0$河南

农大从 (’))% 中选出了 (’9%!组配了豫玉 **$沈阳

市农科所从 (%0’ 中选出了 -))-!组配了农大 2) 及

陕单 %& 等$辽宁农科院从 ’(2%& 中选出了辽 *&)!!
从 &%0’ 中选出了 -))&! 从 &&(* 中选出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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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了辽单 !"!沈单 "!晋单 !"!农大 #$!沈单 %!沈单

&!沈单 ’ 和铁单 ’ 等一系列杂交种" 河南农科院也

从 ()&! 中选出了郑 *+#组配了郑单 & 号" 可见美国

商用杂交种是我国玉米育种中非常有用的种质资

源"除了直接从单交种中自交分离选育自交系外#也

可根据需要用我国骨干系与外来单交种先组成三交

种#再选系"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美国杂交种 "&",*
与我国骨干系 &--! 组成的三交种中# 育成了京 &*
自交系$从 %"& . 美国杂交种 "&,’’ 中#选出了自交

系京 &’$组配了杂交种京单 ’,- 和京单 /$-"如有条

件#可将多个外来杂交种组成选系群体#经充分杂交

重组后分离自交系#获得优系的概率更大"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以美国先锋号系列多个杂交种组成选系群

体#育成了京 "$- 自交系$以 -$ 个外来杂交种组成

了 01 群 23 玉米群体# 从中选出了京 ,$- 自交系$
又以 -$ 个外来杂交种组成了 01 群 2- 群体# 选出

了 2--- 自 交 系#组 配 了 京 单 ’,&!京 单 //&!京 单

,$%!京玉 - 号!京玉 % 号!京玉 ’ 和京玉 4$- 等杂交

种" 山西农科院也以此方式从美国杂交种混合群体

中选出了 56-3!56-,!564-!7-4 和海 ’84- 等优良自

交系" 564- 高抗大小斑病!粗缩病#中抗矮花叶病!
黑粉病!丝黑穗病和茎腐病等#是重要抗源$海 ’84-
高抗大小斑病!病毒病和青枯病#尤其对玉米矮花叶

病有特殊抗性" 从外来杂交种中选育自交系是种质

扩增的重要途径" 除美国杂交种外#来自欧洲!东南

亚地区的优良品种!群体也是选育新系的良好素材"
北京市农科院从罗马尼亚杂交种中选出了罗系 )#
组配了京早 " 号$ 中国农科院从来自泰国的宽基群

体苏湾 - 号9含有 */ 份热带!亚热带及温带种质:中#
选出了多黄 ++; 和多黄 +,#并由这两个自交系组配

了中单 & 号" 来自同一群体的自交系间显示出很高

的特殊配合力# 说明宽基种质能选出多种类型的属

于不同优势群的自交系" 选自苏湾 < 号的自交系还

有 0*"9四川农大:等" 随着国内外种质的渗透融合#
以国内自育杂交种为原始材料选系也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安阳市农科所从昌单 " 号中选出了昌 "8+#组

配了豫玉 +*!+%! 郑 ’,& 等一系列优良的中早熟杂

交种$新乡市农科所从京早 " 号中选出了京 "#组配

了豫玉 , 号$ 北京市农科院从西玉 * 号中选出了

==<* 自交系#从9四自 . 京单 &%<:中选出了京 <&/ 自

交系#育成了京单 /=< 杂交种" 综上所述#尽可能多

地引进国内外不同生态区域! 多样化遗传基础的杂

交组合作为选系的原始材料#也是育种家扩增种质!
提高选系效果的重要途径"

!"# 利用低纬度种质选育和改良自交系

中南美洲! 非洲低纬度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热

带!亚热带种质#特别是 2>??@7 种质具有与我国

乃至美国玉米种质不同的遗传变异" 这类种质抗性

强#适应性广#并具有某些特殊适应性" 对其导入适

应种质后形成的群体遗传多样性大大增加# 能提供

新的基因和基因群供利用"低纬度种质经循序北移!
逐步驯化后#可采取多种形式加以利用"中国农科院

选育的中 ’3)!也铁 +<#是从 2>??@7 群体直接选

育而来#含有 <33A的热带种质" 他们还将热带种质

与地方种质互融为选系小群体# 再按系谱法选育出

含热带种质 ,=A的自交系" 如以热带种质也门矮玉

米为母本#B6%)CDCD!矮金 ,+,!+%+ 和也门地方品种

%晒里斯黄&% 个优良单株花粉混合授粉#经也门!北

京两地选育# 育成了含热带种质 ,=A的 "%=’ 自交

系" 用 ,==) . 也铁 +< 选出了含热带种质 ,=A的中

,=+< 自交系" 以此方法育成的自交系还有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的京 %=%! 山西农科院的太系 <<) 等优良

选系" 用国内自交系和热带群体或地方品种组成顶

交种#从中选育出含热带种质 ,=A的自交系#也是

利用热带种质的途径之一# 如中国农科院选育的阿

西 <=!阿西 </#就是由也门地方品种阿谢黄与 2<=)
的顶交种选育而来" 将这些含 ,=A热带种质的自交

系和温带种质杂交后选系#可获得含热带种质 +,A
的优良自交系" 如从中黄 /% . 中 "%’= 中选出的中

’=/%!从 "%’= . E2+"< 中选出的中 +"#均是如此" 而

将含 ,=A热带种质的自交系再与热带材料合成杂

交种后选系#能选出含 ",A热带种质的二环系" 如

中 <+& 即是由尼日利亚 +<<& 与中 "%’= 杂交后选育

而成的以热带种质为主的二环系" 以两个都含 ,=A
热带种质的自交系杂交后选系# 可获得性状更加优

异而热带种质含量不变的新系# 如从阿西 <= . "%’=
中选出的中 "%< 即是一例" 低纬度玉米种质的开发

利用#工作量大#周期长#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目前

中国农科院在这方面研究较多" 热带种质利用工作

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探讨# 要注意既要设法保留热带

种质的独立特性# 最大限度地利用温热两带遗传种

质的差异#组成强优势杂交种#又要克服热带种质

在温带种植时光周期反应等不适应性所致的育种

障碍"
!"$ 应用物理!化学诱变手段选育新系

诱变育种仍是育种的一种辅助手段" 随着相关

学科研究的进展#这种方法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目

前以此法育成的自交系相对较少#主要有以下几个’

)+ 玉 米 科 学 <+ 卷



中国农科院用 !"#$ 和叠氮化钠复合处理黄早四后!
选优良变异育成了原辐黄!组配了中原单 %&"丹东

市农科所用 !"#$ 处理旅 ’ 与野生有稃玉米的杂交

后代!育成了丹 %($# 这是我国玉米育种应用最广的

自交系之一!该系组配的掖单 )%$铁单 ’ 号等 *# 个

杂交种!累计推广面积很大"山西屯玉集团用同样方

法处理上述材料!选出了辐 +, 自交系!组配了屯玉

* 号"吉林省四平农科所将 -"*. 辐射处理!育出了

(/* 自交系# 作为一种独特的育种手段!诱变育种在

有条件的单位应该继续探讨总结#
!"# 其它种质资源及其利用途径

!"#"$ 从农家种中选育新系 这是我国玉米育种初

期选系的主要途径#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育种水

平的提高!以及自交系间杂交种!尤其是单交种的普

及和种质扩增的加快! 从农家种选育一环系的数量

随之下降# 调查表明!从 *’+% 年至 *’’& 年的 *, 年

间来自农家种的自交系比例从 &,0.’1降至 %0&)1
2彭泽斌!)’’+3# 原有的农家种选系大都作为选育新

系的基础材料被利用# 鉴于目前我国玉米骨干系遗

传基础狭窄!系间亲缘关系交混的情况!从农家种中

选育血缘清晰的窄基自交系! 以求构建强优势杂优

模式的思路又开始受到重视#据初步研究!我国地方

种质金皇后的改良群体与含有热带$ 亚热带种质的

4%# 和黄墨 (’ 群体有较强的杂种优势 2陈彦惠等!
&,,&5# 唐山市农科所用遗传基础广泛的澳白$安白

和许 $6& 等 ** 个自交系和农家品种组成选系集团!
从中选出了早熟$高产$抗病$高配合力$适应性广的

自交系 7 黄 &*&!*’’+ 年通过鉴定!并组配了中夏 &
号$唐玉 6 号$唐单 # 号$唐单 ’ 号等高产组合#地方

农家品种的挖掘改良是拓宽育种遗传基础的重要途

径之一#
!%#"! 从商品粮中选育自交系 商品玉米! 尤其是

外来商品玉米中!含有许多未知的优良基因!也可用

作选系材料# +, 年代末至 ’, 年代中期我国广泛使

用的骨干系 8+**&! 即是莱州市农科所从美国商品

玉米中分离选育而成的#该系组配了掖单 ( 号$冀单

&. 和豫玉 6 号等优良杂交种#
!"#"& 以具有适度异质性的姊妹系组成高产高配合

力的姊妹种! 大幅度提高制种产量 河南农大陈伟

程教授主持并由四川农科院协作完成的改良单交研

究课题!为姊妹种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该项研究

将 -"*. 与豫 &, 配制成豫 *&!代替 -"*.!使中单 &
号$丹玉 *% 等以 -"*. 为母本的杂交种的制种产量

提高了 (,1左右! 且杂交种整齐度及产量稳定不

变#在当今种子市场多方位竞争的情况下!总结运用

姊妹种技术具有增产增效的商业意义#
!%#%’ 直接引进国外或外地区成品自交系 中国农

科院 *’.( 年从美国引进了 -"*."*’’* 年山西农科

院 从 新 疆 引 进 前 南 斯 拉 夫 的 9:;.).")’’( < *’’+
年间! 内蒙古哲里木盟农科所先后引入了熊掌$海

,*($东 &%. 和东 (# 等自交系#这些引进的自交系都

发挥了作用# 尤其是 -"*. 应用最为广泛!组配的中

单 & 号在我国久推不衰#随着市场化时代的到来!玉

米种质资源的引进和交流必然打上市场经济的烙

印#积极探讨新形势下交流扩增种质的可行途径!是

新时期玉米育种家面临的新问题#
!%#%# 利用转基因技术选育新系 转基因育种是目

前最先进的育种技术之一!该技术在小麦$水稻$棉

花等作物育种上应用起步较早#在玉米育种上!目前

正在探讨的转基因手段是花粉管通道技术! 即利用

简便方法将外源 7=> 通过花粉管导入作物体#据报

道! 应用此技术将 ?4 杀虫基因导入玉米自交系的

研究已初获成功!杀虫基因已被转入玉米中#这一研

究的突破与应用! 将使目前的一大批自交系得到更

广泛的应用# 玉米育种家要时刻关注育种方法的创

新!以求不断提高自己的育种水平#
随着社会发展对玉米新品种需求的变化$ 生产

条件的改善及玉米育种栽培学科的研究进展! 玉米

育种的种质资源及其利用途径也永远处于不断的改

良更新之中#时刻关注种质资源的变化动态!及时采

取先进的育种手段利用这些资源!培育优良品种!是

玉米育种家永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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