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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常用玉米杂交种光周期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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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用黑龙江省的主栽玉米品种作为试验材料"在玉米的生育期间进行遮光处理"对其光周期的敏感性

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品种对遮光处理的反应不同"且同一品种的不同性状反应也不同# % 叶期至抽雄期的间

隔时间长短是光周期的敏感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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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在温带种质中的应用"是

拓宽玉米种质%提高育种效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

玉米种质遗传基础较为狭窄的今天" 热带亚热带玉

米种质的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热带亚热带玉米种

质在温带种植"要受到日照%温度%土壤%水分等各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主要影响是光照# 为此"我们开

展了本项研究"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黑龙江省常用杂

交种光周期敏感性的研究"了解其光周期特点"明确

在黑龙江省的特殊条件下"玉米光周期的敏感性状"
为更好的利用这些杂交种" 为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

在温带种质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 2 (""+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试验地内进行# 选用黑龙江省各积温带的主栽玉米

品种作为供试材料"共计 !( 个杂交种#将这 !( 个杂

交种于 ) 月 (& 日播种在试验地内"两次重复# 其中

一次重复在出苗后至抽雄期做遮光处理" 另一重复

正常# 遮光时间在每天的下午 ) 点到天黑"大约 + 2
) 3# 在整个生育期间调查生育期及植株性状# 生育

期包括!+ 叶期%# 叶期%4 叶期%% 叶期%抽雄期%散粉

期和抽丝期#植株性状包括!株高%穗位高%全株叶片

数%雄穗分枝数# 计算遮光%正常两种条件下的性状

差值"以此衡量玉米杂交种的光敏感程度#

( 结果与分析

!"# 光照对各杂交种生育期的影响

试验对 !( 个参试杂交种在正常及遮光两种条

件下的抽雄期%散粉期%抽丝期及 % 叶期至抽雄期的

天数进行了调查及计算,表 !*#

正常 遮光 差值,5* 正常 遮光 差值,5* 正常 遮光 差值,5* 正常 遮光 差值

本育 % 4&!+ 4&!+ " 4&!# 4&!# " 4&!4 4&!4 " +% +% "
四单 !& 4&!+ 4&!) ! 4&!# 4&!& ! 4&!& 4&!& " +- +- "
四单 !% 4&!( 4&"% $+ 4&!) 4&!! $+ 4&!# 4&!( $+ +# +( $+
龙单 (+ 4&!( 4&!" $( 4&!) 4&!( $( 4&!& 4&!# $! +& +) $(
龙单 (! 4&!+ 4&!" $+ 4&!+ 4&!( $! 4&!& 4&!) $( +- +# $+
四早 & 4&!( 4&"% $+ 4&!+ 4&!( $! 4&!# 4&!) $! +- +) $)
龙单 !+ 4&"% 4&"# $) 4&!! 4&"- $+ 4&!+ 4&"% $) +# +! $)
龙单 !& 4&!! 4&"4 $) 4&!( 4&!" $( 4&!) 4&!! $+ +4 ++ $)
绥玉 4 4&"- 4&"& $( 4&!" 4&"% $! 4&!( 4&!! $! ++ +! $(
东农 ()- 4&"& 4&"& " 4&"- 4&"- " 4&!" 4&!" " +( +( "
海玉 ) 4&"& 4&"& " 4&"- 4&"- " 4&!" 4&"% $! +! +! "
龙单 (( 4&"& 4&"& " 4&"- 4&"- " 4&!" 4&"% $! ++ +( $!

% 叶期至抽雄期,5*抽丝期,月&日*散粉期,月&日*抽雄期,月&日*
品 种

表 $ !%&! 年各杂交种在正常及遮光两种条件下的生育期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
作者简介! 史桂荣’!%&!$."女"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

硕士" 研究员" 从事玉米育种工作# 789!!++")&#")44
")#!$-&&-!(("’:. ;$<=>9!?3>@A--BC=3DD0ED<0EF

从表 ! 可以看出" 遮光处理后使大部分玉米杂

交种的花期提前"但不同杂交种的反应程度不同#其

中"抽雄期%% 叶期至抽雄期的间隔时间这两个性状

的反应基本相似" 对这两个性状敏感的杂交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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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 !"!龙单 #!!四早 $!龙单 %$ 和龙单 !&"中度敏

感的杂交种包括龙单 #&!绥玉 ’"钝感的杂交种包括

本育 "!四单 %$!东农 #()!海玉 ( 和龙单 ###就散粉

期而言$敏感的杂交种包括四单 %"%龙单 %&"中度敏

感的杂交种包括龙单 #&!龙单 %$"钝感的杂交种包

括 本 育 "!四 单 %$!四 早 $!龙 单 #%!绥 玉 ’!东 农

#()!海玉 ( 和龙单 ##& 而对于抽丝期$敏感的杂交

种包括四单 %"%龙单 %& 和四单 %$"中度敏感的杂交

种包括龙单 #%"钝感的杂交种包括本育 "%四单 %$%
龙单 #&%四早 $%龙单 #%%绥玉 ’%东 农 #()%海 玉 (
和龙单 ##& 另一方面$遮光处理对这几个物候期的

影响程度也不同$" 叶期至抽雄期的间隔时间影响

较大$ 散粉期和抽丝期影响较大的品种有四单 %"%
龙单 #&%龙单 %& 和龙单 %$$其它影响较小&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本育 " ’’-% ’’-. /% ’’-& ’’-- /% ’’-( ’’-& /% (. &" /%
四单 %$ ’’%’ ’’%$ /% ’’-% ’’-. /% ’’-- ’’-% /% &$ &0 /%
四单 %" ’’#% ’’%’ /( ’’#& ’’%" /( ’’#0 ’’#% /( &" &0 /(
龙单 #& ’’%$ ’’%( /# ’’%" ’’%’ /# ’’#% ’’%) /& &( &# /#
龙单 #% ’’%0 ’’%& /# ’’%’ ’’%0 /# ’’#. ’’%’ /& &0 && /#
四早 $ ’’%$ ’’%0 /% ’’%) ’’%’ /% ’’#% ’’#. /% &# &% /%
龙单 %& ’’%’ ’’%# /0 ’’%" ’’%0 /( ’’#. ’’%$ /( &’ &# /0
龙单 %$ ’’%$ ’’%% /0 ’’%) ’’%( /( ’’#. ’’%$ /( &$ &% /0
绥玉 ’ ’’%& ’’%% /# ’’%0 ’’%& /# ’’%) ’’%$ /# &# &. /#
东农 #() ’’%% ’’%% . ’’%& ’’%& . ’’%0 ’’%0 . &# &# .
海玉 ( ’’%# ’’%% /% ’’%0 ’’%( /% ’’%’ ’’%$ /% && && .
龙单 ## ’’%% ’’%. /% ’’%& ’’%# /% ’’%0 ’’%( /% && &# /%

" 叶期至抽雄期*+,抽丝期*月’日,散粉期*月’日,抽雄期*月’日,
品 种

表 ! !""# 年各杂交种正常及遮光两种条件下的生育期

从表 # 的结果来看$与表 % 的结果基本相似$只

是个别品种反应程度上有所不同$ 这说明光周期敏

感性在年际间变化不大&

!$! 光照对各杂交种植株性状的影响

在玉米的成株期$对 %# 个杂交种的株高%穗位

高%叶片数及雄穗分枝数进行了调查*表 &,&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本育 " #%# #%% /% $# $. /# %( %( . %& %# /%
四单 %$ %"( %") ( () 0. # %& %# /% %. %. .
四单 %" #%% %"& /%) )% $0 /%$ %0 %& /# %# " /&
龙单 #& #%) #%& /0 ). ’( /$ %& %# /% %( %. /(
龙单 #% #%) #%0 /& ’’ ’$ /% %( %( . %% " /#
四早 $ #&. #.0 /#0 )# $’ /%0 %& %& . %% " /#
龙单 %& #.. %’0 /#0 $0 0& /%# %# %% /% %# ) /(
龙单 %$ ##0 #.& /## $’ 0( /%& %& %% /# %# " /&
绥玉 ’ %") %)" /" ’’ ’( /& %& %# /% %% %% .
东农 #() %’0 %$) /’ ($ (& /& %& %& . %. %. .
海玉 ( %’. %$0 /0 $. 0) /# %& %# /% ) ’ /%
龙单 ## #.. %") /# $. 0$ /( %& %# /% ’ ’ .

雄穗分枝数*个,叶片数*片,穗位高*12,株高*12,
品 种

表 # !""! 年各杂交种在正常及遮光两种条件下的株高!穗位高!叶片数及雄穗分枝数

从表 & 可以看出$ 遮光处理对玉米杂交种的株

高%穗位高%叶片数及雄穗分枝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 其中$ 对株高这一性状敏感的杂交种包括四单

%"%四早 $%龙单 %$ 和龙单 %&"中度敏感的杂交种包

括绥玉 ’"钝感的杂交种包括本育 "%四单 %$%龙单

-&%龙单 -%%东农 -()%海玉 ( 和龙单 --& 就穗位高

而言$敏感的杂交种包括四单 %"%四早 $%龙单 %& 和

龙单 %$"中度敏感的杂交种包括绥玉 ’"钝感的杂交

种包括本育 "%四单 %$%龙单 -&%龙单 -%%东农 -()%

海玉 ( 和龙单 --& 对于叶片数反应较为敏感的杂交

种只有四单 %" 和龙单 %$$其它品种均不敏感& 就雄

穗分枝数而言$敏感的杂交种包括四单 %"%龙单 -&%
龙单 %& 和龙单 %$" 中度敏感的杂交种包括龙单 -%
和四早 $"钝感的杂交种包括本育 "%四单 %$%绥玉

’%东农 -()%海玉 ( 和龙单 --&
从表 ( 的结果来看$与表 & 的结果基本一致&其

中$龙单 -&%龙单 -% 两个品种在两年试验中反应不

同$这可能与试验的误差有关& 因为株高%穗位高等

& 期 %’史桂荣等(黑龙江省常用玉米杂交种光周期特性的研究



!上接第 "# 页$!如何简便且快速地鉴别纯系! !"#$% &
及其改良的衍生系"如 ’() 和农大高诱 * 号等单倍

体诱导系的成功培育" 能对任何基因型的材料诱导

出 +,的单倍体! 它们携带的显性标记基因 -"."/0
123$454 可保证对成熟种子进行有效的鉴别! 单倍体

技术在玉米育种上应用具有如下优点# 快速获得纯

系$在单倍体中能简化基因互作"去掉超显性效应"
保留有利的加性和加加上位效应$还可淘汰有害的%
致死和半致死的隐性基因!但是"单倍体育种技术也

存在缺点#不能有效打破不良基因的连锁$基因间的

重组几率较低$单倍体的诱导频率不高$此外"重组

二倍体时染色体加倍具有一定的困难!目前"二倍体

化的频率能达到 *6, 7 869!尽管如此"单倍体技术

在玉米育种中的应用前景是十分诱人" 若与种质扩

增和育种材料的改良有机的结合起来" 先对目标诱

导材料进行有效的重组改良" 累积足够的有利基因

位点"然后再用单倍体技术获得纯系"将会极大地发

挥单倍体育种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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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是数量性状"对环境条件反应较为敏感"容易造 成误差!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正常 遮光 差值

本育 f +>> 8f6 H6 *>> f> H*> *D *6 H* *8 *8 >
四单 *D 8I6 86> 6 f> *>> *> *I *6 * ** *> H*
四单 *f +>> 8D6 H+6 *I> *>> HI> *g *6 H8 *+ *> H+
龙单 8+ 8j> 8I> HI> f6 g6 H8> *6 *I H* *+ ** H8
龙单 8* 8g6 866 H8> D> D> > *6 *6 > *8 f H+
四早 D 8I> 886 H*6 g> D> H*> *6 *I H* *8 j HI
龙单 *+ 8g6 8+6 HI> f6 D> H+6 *I *+ H* ** j H+
龙单 *D 86> 8+> H8> jj g> H*j *g *D H* *8 f H+
绥玉 g 86> 86D D g6 D6 H*> *I *+ H* ** ** >
东农 8Ij 886 88> H6 j> gg H+ *I *+ H* *> *> >
海玉 I 8I6 8I> H6 jg j6 H8 *I *I > j j >
龙单 88 8*> 8>> H*> g6 g> H6 *I *+ H* j g H*

雄穗分枝数?个G叶片数?片G穗位高?CaG株高?CaG
品 种

表 ! "##$ 年各杂交种在正常及遮光两种条件下的株高!穗位高!叶片数及雄穗分枝数

+ 讨 论

?*G 关于光敏感临界期" 前人做过一些研究!
mU1UR% K15 /U"CcU"?*fj8G在人工控制下对 8 个光敏感

品种"用 *>%*8<6%*6 和 *g c 不同光照处理! 结果发

现"玉米在出苗至雄穗分化前 I 7 j 5 对光周期变化

反应钝感" 而雄穗分化期是玉米对光周期变化反应

敏感期!在本试验中"遮光处理对玉米杂交种影响较

大的是 f 叶期至抽雄期的间隔时间" 而这一时期正

是玉米的雌雄穗分化期" 说明光照长短对玉米雌雄

穗分化影响较大!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结果基本相似!
?8G影响玉米光周期敏感性的因素较多"它不仅

受到光周期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温度%光质%水分%土

壤养分% 栽培条件等因素和品种基因型以及这些因

素之间的互作影响!在本试验中"四早 D 的光周期敏

感性变化较大"在花期上缩短光照对其影响不大"而

在植株性状上却影响较大" 这可能和其它因素的互

作有关"关于这一点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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