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 # $%%% 年辽宁省区试!$%%% # $%%! 年

全国西北春玉米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沈单 !&
平均产量高" 均比各试验对照种增产 "’()以上" 多

年多点试验增产显著"增产效果稳定*表 !+#

!"# 品质

沈单 !& 子粒半马齿型"橙黄色"大小均匀"角质

含量高"千粒重 ,%% -"容重 ((! - . /$ 经农业部产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 *沈 阳 +测 试%粗 蛋 白&粗 脂

肪&总淀粉&赖氨酸各项指标均超过国家普通优质玉

米标准"是一个具有较好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加工

品质&卫生品质的粮饲兼用品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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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单 !& 是沈阳市农业科学院利用自选的自交系沈 !2( 和外引自交系 4!$ 组配的普通玉米杂交种$ 沈

单 !& 具有高产&稳产&优质和适应性广等突出特点$ $%%% 5 $%%2 年沈单 !& 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 2%% 万 67$"是我国

目前年种植面积较大的玉米品种之一"并且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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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杂交种沈单 !& 是沈阳市农业科学院利用

自选系沈 !2( 和外引自交系 4!$ 组配的普通玉米杂

交种"试验代号沈 "($"# !""" 年开始参加各省及国

家各项例行试验"$%%! 年 !$ 月通过辽宁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 年 $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号为)国审玉 $%%2%!,*$
沈单 !& 在 $%%% 年全国种植面积 $% 万 67$"$%%! 年

,% 万 67$"$%%$ 年 b% 万 67$"$%%2 年种植面积 !,(
万 67$"全国累计推广面积 2%% 万 67$"是我国目前

年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之一$ , 年来年推广面

积成倍增长"数量之大"速度之快在我国玉米生产中

实属少见"并且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进一步推广的

潜力和价值都很大$

! 沈单 !& 主要性状

!"! 产量

收稿日期% $%%,A%$A$&
作者简介% 张振平*!"($A+"男"农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玉米新品种

选育工作$ L?J%!2%!"2,!2((

产 量 比对照

*‘- . 67$+ 增减*c+

辽宁省区域试验 !""" !% !"(3% "3( !$3% !3% !
$%%% b %"(3% !,3b !$3% !3% &
平均 " !,(3% !!3" !$3% !3% !

全国区域试验 $%%% !$ (2$3% !&3% !$3% !3% !
$%%! !$ $b230 !%3, !!3% $3% $
平均 !$ 0%b30 !23$ !!30 !30 !

全国生产试验 $%%! !! %b$3% !$3b !

位次减点增点年份试验类别

表 ! 沈单 !$ 多年多点试验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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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蛋白质 赖氨酸 总淀粉 粗脂肪

部颁普通优质玉米标准 !"#$ !$#%& !’($

国家一级饲料用玉米标准 !)$($

沈单 )* )$(*" $(+$ ,+(" ’(’-

表 ! 沈单 "# 品质分析结果 "$% 抗病性

%$$$ . %$$) 年辽宁省玉米区试和全国玉米区

试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沈单 )* 高抗大小

斑病"茎腐病"矮花叶病"黑粉病和弯孢菌叶斑病#抗

丝黑穗病" 纹枯病和尾孢菌叶斑病等当前生产上主

要玉米病害/表 +0$

年 份 大斑病 小斑病 弯孢菌叶斑病 尾孢菌叶斑病 纹枯病 矮花叶病 茎腐病 丝黑穗病 黑粉病

%$$$ 12 12 12 2 2 12 2 12
%$$) 12 12 12 12 2

表 % 沈单 "# 两年抗病鉴定结果

"$& 适应性

沈单 )* 对温光反应敏感%随纬度减小生育期缩

短%可塑性很大%既可春播又可夏播%具有较广的生

态区域适应性$ 沈单 )* 在沈阳地区从出苗至成熟

)%, 3 左右%正常成熟需!)$4积温 % "$$4&3$ )"""
年和 %$$$ 年全国玉米攻关展示田中/夏播5%沈单 )*
从出苗至成熟分别为 "& 3 和 ))% 3%活秆成熟%适应

性较好$沈单 )* 可在辽宁"吉林南部"山东"山西"河

北"河南"陕西"浙江"湖北"安徽"四川"宁夏"内蒙

古"甘肃"新疆"云南"京"津等省/市5种植%是我国近

年来育成的推广应用区域最广泛的玉米品种之一$

% 沈单 )* 杂种优势分析

沈单 )* 亲本之一沈 )+, 是利用含有热带种质

的美国杂交种 *67))) 选育而成$ 在选育中%除了注

重对丰产性"稳产性的选择外%还利用热带"亚热带

材料综合抗性较强"品质较优"光周期敏感的特点%
加大了对抗病性"商品性和适应性的选择压力%使自

交系沈 )+, 具有一般配合力高% 抗病性强% 抗倒性

强%光周期敏感%光合速率高%自身产量高%综合农艺

性状好的特点$沈 )+, 的成功选育为沈单 )* 具有的

优异性状打下了坚实基础% 尤其利用其对温光变化

敏感的特性使沈单 )* 生育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在

不同纬度地区都可以正常发育% 具有更加广泛的适

应性$ 杂交种的另一亲本 7)% 中含有黄早四血缘%黄

早四是我国玉米种质资源中品质优良" 应用范围最

大" 适应性最广的育种材料之一$ 沈 )+, 与 7)% 杂

交% 地理远缘% 而且拓展了国内8国外原有杂交模

式%使沈单 )* 表现出较强的杂种优势%既高产又优

质"既多抗又适应性广%充分实现了高产"优质"高抗

的内在统一%解决了生产上长期存在的重产轻质"缺

少优质高产品种的普遍问题$

+ 选育与推广体会

结合我们的工作% 谈谈我们在选育和推广沈单

)* 过程中的一些初浅认识!!在育种方法上%充分

实现种质资源的扩增与利用$在具体工作中%我院玉

米所在姜惟廉研究员的指导下% 针对我国北方玉米

育种材料遗传基础狭窄"总体抗性比较差的特点%以

及 全 国 玉 米 生 产 上 缺 乏 优 质 高 产 品 种 的 问 题 %自

)",& 年以来大量引进国外"省外种质资源%尤其加

强对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的引进和利用%通过选育

和选用高配合力"抗病"优质"高产自交系%组配高

产"优质"抗病玉米杂交种$ 自交系沈 )+, 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选育而成%并且得到广泛应用$"对光周期

敏感的合理利用$由沈 )+, 组配而成的沈单 )* 和沈

单 )$ 等玉米杂交种在辽宁省春播生育期 )+$ 3 左

右%属晚熟品种%但在黄淮海等夏播区种植生育期适

中% 可以很好成熟并且得到广泛种植% 由此我们认

为% 在品种选育过程中利用品种的光周期敏感特性

是扩大品种区域生态适应性的一个方法$ #在品种

推广转化过程中%我们北种南制%开创了大跨度异地

制种$ 沈单 )* 在辽宁省制" 繁种产量在 + $$$ 9: ;
<=% 左右%在甘肃等西北地区制"繁种产量 , -$$ 9: ;
<=% 左右%而且技术难度小%丰产性好%保证了生产

用种的质量和数量%实现了制种的低风险"低成本"
高质量"高效益%加快了品种转化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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