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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0#%% 种质的特征特性1通过 /0#%% 种质与塘四平头$2345$旅大红骨子$678-和其它 # 个类群的

配合力分析"阐述了 /0#%% 种质的杂优模式"认为应把 /0#%% 种质从外杂选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群%

关键词! 玉米种质#/0#%%#杂优模式

中图分类号! 9#!+-"(+ 文献标识码! :

0" 年代以来" 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来种质资

源" 与此同时各育种单位也相继引入了美国先锋种

子公司的优良杂交种 /0#%%" 并以其为基础材料直

接或间接选育出了一批含有 /0#%% 种质的优良自交

系"诸如 ;!/0$;!+0$齐 +!%$丹 #%%$齐 +!0$济 #++$
丹 #%0$#%%$("$!$ 早 +!0$ 丹 %00$&$ 丹 +!+"$90"$
9</% $!$丹 黄 (#$丹 %! $%#$=!"!$>!&+$&/+$;!+&$
海 %$(!$/0#%%$!)!$丹 /0#%%$四 ?!0+$@%+%$%(%!$
%(!($?A!00$+$()0$;""/$#"($;#+) 和 #!0 等%这些

资源的特点为!茎叶青绿$保绿性好$活秆成熟$根系

发达$品质优良"多数为硬粒或偏硬粒"抗多种病害"
多数为长穗"白轴"花粉量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玉米种质资源贫乏" 遗传基础

狭窄"一直困扰着育种者% 吴景锋等,!%0+.认为"我

国生产上大面积使用的玉米杂交种的种质基础基本

上以塘四平头$旅大红骨$兰卡斯特,678B7CD3E .和瑞

德黄马牙 ,2345 F3GGHI ?38D*这 ) 个类 群 为 主#王 懿

波 ,!%%!* 将我国玉米主要种质分为改良 2345$678J
B7CD3E$旅大红骨$塘四平头和其它种质 # 大杂种优

势群# /0#%% 种质的引入"无疑使我国的种质资源

得到了扩充和丰富%笔者收集了 +( 个含有 /0#%% 种

质的玉米自交系及由它们组配的杂交种 &0 个"并对

其杂优模式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0#%% 种质与我

国 现 有 资 源 均 有 较 高 的 配 合 力" 其 杂 优 模 式 为!
/0#%% 种 质 K 改 良 2345$/0#%% 种 质 K 旅 大 红 骨 $
/0#%% 种质K塘四平头$/0#%% 种质K678B7CD3E$/0#%%
种质K其它种质 # 种类型%

! /0#%% 种质杂优模式

%&% !"#$$ 种质’改良 ()*+

品 种 组 合 母本来源 父本来源

农大 !(+& 0!!(K;!+& 美国商品玉米 /0#%%
农大 ((+0 /%((K;!+0 美国杂交种 ++0( 选 /0#%%
鲁单 )% 掖 )/0K齐 +!% 0!!(K#""+ /0#%%
辽丹 %++ 丹 %")&K丹 %!$%# #""+K/%(( /0#%%
丹玉 ## 丹 >!&(K丹 #%% /%((&#""+&辽轮 /#+ /0#%%
丹玉 #& 丹 >!&(K丹 #%% /%((&#""+&辽轮 /#+ /0#%%
登海 + 号 ?L"0K;!+0 0!!(K&#(+( /0#%%
登海 ++(% ?L"0K齐 +!% 0!!(K&#(+( /0#%%
东单 #) /#/K齐 +!% /%((&#""+&辽轮 /#+ /0#%%

>!&(K>!&+ /%((&#""+&辽轮 /#+ /0#%%
丹 +"%" 丹 #%%K丹 M!+0 /0#%% 丹 %")&K6!(
丹 +"0& 丹 %00K丹 M!+0 /0#%% 丹 %")&K6!(
东单 &" :0"!K#%0 %")& 改良系 NO)+OD+&+)"&丹黄 "(&丹黄 !!&/0#%%
丹科 (!(+ ?(&K丹 #%0 %")&K)/0 NO)+OD+&+)"&丹黄 "(&丹黄 !!&/0#%%
丹玉 (& 丹 %")&K丹 #%0 #""+K/%(( NO)+OD+&+)"&丹黄 "(&丹黄 !!&/0#%%
丹玉 +% =0&"#$(K丹 #%0 #""+K/%(( NO)+OD+&+)"&丹黄 "(&丹黄 !!&/0#%%
丹科 (!"/ 丹黄 ("K丹 #%0 丹 %")&K美 +!0% NO)+OD+&+)"&丹黄 "(&丹黄 !!&/0#%%
丹 (!"0 )/0K丹 #%0 0!!(K)/0 NO)+OD+&+)"&丹黄 "(&丹黄 !!&/0#%%

表 % !"#$$ 种质’改良 ()*+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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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集整理分析的杂交组合中有 !" 个品种属

于该种杂优模式! 其中丹东农科院选育的玉米杂交

种丹玉 #$"丹玉 %& 具有多抗"保绿性好"适应性强

和增产潜力大的特点! 说明该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杂

优模式# 这一模式的应用详见表 ’$
!"# $%&’’ 种质(旅大红骨

该模式丹东农科院应用的比较早! 选育的品种

初步统计有 () 个之多! 如丹科 (!*+ 和丹玉 (* 等!
在北方春玉米晚熟区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吉林吉农

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选育的粮饲兼用型

玉米杂交种吉单 ($%吉单 ’", 公顷产量在 ’’ ))) -.
以上!吉单 %$ 累计推广面积已达 & 万 /0%!成为吉

林省晚熟区的主推品种&吉单 ’", 于 %))* 年初报请

吉林省审定! 该品种不但子实产量高! 生物产量也

高! 是一个典型的单秆大穗% 粮饲兼用型玉米杂交

种!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潜力$这一优势模式的主要

特点是’单株产量高%抗倒伏%活秆成熟和抗病性强$
这一模式的应用详见表 %$

品 种 组 合 母本来源 父本来源

吉单 %$ 四 1%2+3,$$4%)5’ "’’&(3丹 +*) 2",$$
吉星 ’", 复 ’+"3,$$5()5’ 丹 +&)3美黄 2",$$
丹玉 (* 丹 ,$$3丹 +*) 2",$$ 旅 $ 宽3有稃玉米 67&) 辐射

丹玉 %, 三团5$8丹 ,$$ ++) 朝 (+9(" 群体 2",$$
丹玉 ($ 丹 $""5&3,)(&5( 2",$$ 黄早四3丹 +*)
丹玉 +) 丹 +’+)3丹 +*’ 2",$$ :,))+8,&4’$;8粗团

丹玉 #’ 丹黄 )%8丹 ,$" 旅源综合种 </*+/=+(+*)(丹黄 )((丹黄 !!(2",$$
丹玉 +, >")8丹 +*) 2",$$ 旅 $ 宽8有稃玉米 67&) 辐射

丹玉 *& 丹 +’+)8丹 +*) 2",$$ 旅 $ 宽8有稃玉米 67&) 辐射

丹玉 *2 三团 $8丹 +’+) ++) 朝 (+9(" 群体 2",$$
丹科 (’*+ 丹黄 (,8丹黄 +* 2",$$ 丹 +*) 改良

丹 +)*2 丹 2",$$8丹三团 2",$$ ++) 朝 (+9(" 群体

丹 +),& +’+)8瓦 ’+" 2",$$ 丹 +&)8美黄

丹 +)"+ $""8?*, 2",$$ 丹 +*) 杂穗选

丹 *)" 丹三团4$8丹 2",$$ ++) 朝 (+9(" 群体 2",$$
丹 $’’ 丹 $’$,8丹 +*’ 2",$$ :,))+8,&4’$;8粗团

丹 $(( 丹 ++28丹 $’$, 旅 ("8@$,A6’ 2",$$
丹科 (’(+ ?(&8丹 ,$" $)*&8*2" </*+/=+(+*)(丹黄 )((丹黄 ’’(2",$$
郑单 ’$ B’+"8郑 +, 2",$$ 旅大红骨杂优群

海禾 ’ ,$$8瓦 ’+" 2",$$ 丹 +&)8美黄

表 # $%&’’ 种质(旅大红骨

!") $%&’’ 种质(塘四平头

这一模式在黄淮海夏玉米区应用的较多! 其它

地区也有应用! 代表品种有鲁单 $"’ 和沈单 ’& 等#

这一杂优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后期灌浆速度快%品质

优良%活秆成熟%抗病性强%抗倒伏和株型较好!较适

宜密植# 这一模式的应用详见表 +#

品 种 组 合 母本来源 父本来源

丹 &+$ 丹 $""8西 ,)% 2",$$ +*)8黄早四

掖 $+)& ",+’(2",$$8西 ,)% ",+’(2",$$ +)*8黄早四

鲁 ,+ 齐 ’+28齐 +’" 黄早四改良系 2",$$
中原单 +% 齐 +’"8原辐黄 2",$$ 黄早四辐射

鲁单 &*$ 齐 +’$8原辐黄 2",$$ 黄早四辐射

鲁单 $&+ 齐 +’$8吉 ",+ 2",$$ 黄早四8++)
鲁单 $"’ 齐 +’$8CD$"’ 2",$$ ,)%8@%’
遵玉 + 2",$$4’*’8*)’’ 2",$$ 黄早四8矮金 ,%, 等

浚单 ’" %*"8浚 $%4& 2",$$8")", 昌 24%8京 2
京科 " 号 E",+4%8B))2 吉 ",+ 变异株 2",$$
蠡玉 , 号 ,’"8*’& 2",$$ 冀 "8++)
沈单 ’) F’%&’3沈 ’#2 黄改系 2",$$ 血

沈单 ’& G’%3沈 ’#2 黄改系 2",$$ 血

长单 #* 黄早四3海 $5%’ 塘四平头 2",$$ 等 *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济单 2 号 济 ,##3昌 25% B’#& 杂 黄改系

表 ) $%&’’ 种质(塘四平头

!"* $%&’’ 种质(兰卡斯特

中国农业大学选育了农大 ’2#"!吉林吉农高新

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含有 2",$$ 种质的自选系

四 ?’"# 组配的玉米杂交种吉单 ’$" 于 %))# 年初

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耐

旱性强!商品品质优良!抗倒伏!活秆成熟!熟期适

# 期 ,#焦仁海等’浅谈 2",$$ 种质杂种优势模式



中! 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喜爱" 该公司选育的吉单

!"#!是一个长穗型的优质玉米杂交种!适合在吉林

省中晚熟种植区种植"这一优势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穗长性状突出$后期灌浆速度快$品质优良$活秆成

熟$抗病性强$抗倒伏$株型清秀和熟期适中"这一模

式的应用详见表 $"

品 种 组 合 母本来源 父本来源

吉单 %"& $"’()%&* +,-%.(/%0’1(,-%. .&’""
吉单 %"2 四 )%&’(’""3403% ,-%. 改良 .&’""
农大 %.*& ,-%.(5%*& %&.34(6%0* .&’""
长单 *’ 7’%*(海 "34% 金黄后(,-%. .&’’" 等 8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泰玉 4 号 齐 *%"(*&8% .&’"" ,-%.(获白

蠡玉 ’ 号 ’%&(8%2 .&’"" 冀 &(**0
鲁单 "2* 齐 *%"(吉 &’* .&’"" 黄早四(**0
金海 ’ 号 9:.&34(9:**.4 .&;"" ’00*(自 **0

表 ! "#$%% 种质&兰卡斯特

’() "#)%% 种质&其它种质

应用该模式所培育的玉米杂交种中的很多品种

都是我国当前主推品种!如农大 %0&$鲁单 ’0 和农

大 *%*& 等" 这一优势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适应性比

较广泛$抗病性强$丰产和稳产性好!所以该模式的

应用不可忽视" 其模式的应用详见表 ’"

品 种 组 合 母本来源 父本来源

农大 *%*& 综 *%(5%*& 综合种选 .&’""
农大 %0& 5%.&(黄 6 .&’"" <黄小 %24=4(**0=4>(墨白 % 号

晋单 *2 金黄 "26(海 "34% 综合种 .&’"" 等 8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太单 *0 太 8%%(海 "34% 综 *(多系混粉 ..&’" 等 8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长单 *" %28(海 "34% 5?@ 群体二代选 .&;"" 等 8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长单 8% 2"&3*(海 "34% 美国玉米种质选 .&;"" 等 8 个杂交种混粉育成

鲁单 ;0 鲁原 "4(齐 *%" 原齐 %44(%%*. .&;""
丹 *080 AB*0(AB."3% 中黄 #8(**#3* .&;""

表 ) "#)%% 种质&其它种质

4 讨 论

从表 % 至表 ; 中看出!.&;"" 种质与我国现有

主要杂种优势群均有较高的配合力! 亲缘关系比较

远!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将其单独列为一杂种优势群!
主要杂优模式为前面论述的 ; 种" 其中 .&;""(改良

CDEF$.&’"" 种质(旅大红骨$.&’"" 种质(塘四平头

在生产中应用比较多! 在初步统计的 2& 个杂交种

中!.&’""(改良 CDEF 有 %& 个!占 42G%.&’"" 种质(
旅大红骨有 40 个!占 4"G%.&’"" 种质(塘四平头有

%’ 个!占 44G" 丹玉 42$吉单 4"$丹玉 4$ 和沈单 %2
等已成为我国玉米生产上的主推品种! 且种植面积

还有上升的趋势! 这三个模式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

我国玉米的主要杂优模式"由于自 HH0 亚群和 ,-%.
亚群在我国的应用已呈下降趋势! 所以组合相对少

些! 另外 .&’"" 种质和兰卡斯特资源的熟期在北方

春玉米区相差较多!也限制了两大类群的组配!但其

与 .&’"" 的 杂 交 优 势 还 是 比 较 明 显 的 ! 如 农 大

%.H&$ 吉单 %"& 和吉单 %"2 都是比较有市场推广前

景的品种" .&’"" 种质与其它类群的配合力也是很

高的!农大 %0&$农大 H%H& 和鲁单 ’0 都是当前生产

上的当家品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较好的丰产性$
稳产性"

国外玉米优良种质的引入!使我国原有种质<地
方品种$旅大红骨$塘四平头1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国

内种质的遗传基础得到了丰富" 尤其是 .&"’’ 种质

不但与我国原有种质资源具有较高的配合力! 与来

自美国的种质资源 /IJK$CDEF 也有较高的配合力!
是一个全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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