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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改良

张志国
,贵州省毕节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贵州 毕节 ##!-"".

摘 要! 贵州山区玉米种质对贵州省的玉米育种和玉米生产有着重大贡献/但贵州山区玉米种质需要进行遗传

改良和扩增/才能发挥良好作用#概述了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特点及其改良情况"并对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改良发展

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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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区种植玉米历史悠久" 玉米种质资源丰

富#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逐渐形成了适

应本省不同生态环境的玉米地方品种" 这些玉米地

方品种蕴藏着复杂多样的遗传基因# 贵州山区玉米

种质对贵州省玉米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对贵州的玉

米育种有着重大贡献# 但是贵州山区玉米种质存在

种种缺陷"需要与外来优异玉米种质结合进行改良"
才能在育种上进行利用#山区玉米育种的实践表明"
通过用外来优异玉米种质改良的玉米地方种质"在

玉米育种上有着重要的利用价值#因此"搞好山区玉

米种质改良" 对于我省玉米育种及玉米生产的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

! 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特点

贵州农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形成了丰富的玉

米地方品种资源类型"这些地方品种资源有硬粒%中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贵州省省长基金项目"项目号为黔科教办U(""!V& 号

作者简介! 张志国’!%#W$."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地区农科所

研 究 员 " 从 事 玉 米 遗 传 育 种 及 栽 培 研 究 # ABG!"W#-$
W+++)%! X$C?9G!DD:#W)+"YO9F1H9>?1J<C

间%马齿%糯质%爆裂五大类型"硬粒型品种较多占

#"1!Z# 粒色有白%黄%红%黑%血丝等"主要是白粒和

黄粒两种类型"分别占总数的 )"1WZ和 +&1"Z# 主要

特点是品质好" 即子粒营养和食味品质佳" 适应性

强"耐瘠%耐寒%耐旱而且耐荫"既适应高山坡地的粗

放条件栽培"也适应肥水条件好的坝地栽培#山区玉

米种质的主要缺点是丰产潜力不高" 难以直接选出

配合力高的玉米自交系$抗倒性差"坝地品种植株高

大"株型松散"分蘖多"穗位较高"茎秆较软"易倒伏

和倒折$高山玉米品种植株较矮"果穗小"产量低#针

对山区玉米种质的这些特点" 必须与外来优良玉米

种质结合"取长补短进行改良"才能在育种和生产上

发挥作用#

( 外来优异玉米种质的特点

<=> 温带玉米种质

温带包括暖温带"主要指美国玉米带%加拿大%
北欧%西欧%日本的大部分"中国的华北%西北%东北

及长江流域等地# 玉米种质的主要特点是一般生长

期较短%植株较矮%雄穗较小和经济系数较高"生产

力主要受源的影响"在暖温带有时受库的影响#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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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玉米种质的特点是株型好!茎秆硬和配合力高"
如 !"#$ 和 %&’()*+", 种质等# 美国玉米带的各类种

质材料是现今利用较多的外来种质$此外"还有我国

北方的旅大红骨%塘四平头种质等$
!"! 热带玉米种质

热带及亚热带"包括中南美洲!非洲!我国低纬

度地区$ 玉米种质的主要特点是苗势旺!生长期长!
植株高大! 生物产量高! 子粒脱水快 -不易烂粒烂

苞.!根系发达!茎秆强韧!抗逆能力强!抗旱!抗病虫

害等"具有耐瘠!耐阴湿等特点"但经济系数较低"其

生产力主要受库的限制$ 热带优异玉米种质的特点

是高产!稳产!适应性强!品质好!抗病!抗逆性强!配

合力高"如 /012"’3 和 405&’ 种质$总之"热带!亚热

带种质具有我国乃至美国玉米种质不同的遗传变

异"抗病性强"适应性广"叶片深绿"持绿期长"根系

发达"茎秆强韧$ 特别是 67889/ 种质参与形成的

群体" 比单纯美国玉米带种质组成的群体遗传变异

量高"将其导入适应种质将极大地增加遗传多样性$

: 贵州山区玉米种质改良

#"$ 用温带种质改良山区玉米种质

贵州山区玉米种质存在生产潜力低的问题"直

接选系难以选出高配合力的玉米自交系" 而与温带

种质结合进行改良"选育二环系"则可以选育出配合

力高!适应性广!株型理想的玉米自交系$ 如我省主

要玉米自交系木 ; 就是用我省玉米地方种质晴隆五

穗白与温带种质 <&’(&*+", 杂交后选育而成的$ 毕

:=; 也是用我省玉米地方种质与温带种质杂交后选

育而成$此外"我们在育种中用贵州玉米地方种质与

我国北方的温带种质旅大红骨!塘四平头等结合"然

后分离选系"选出了具有地方种质某些优良性状!配

合力高!自身产量高!株型好的玉米自交系$ 通过改

良"很好地克服了地方种质果穗较小!行数较少的

缺陷$
#%! 用热带种质改良山区玉米种质

热带种质在贵州山区表现有很好的适应性"如

/012"’3 种质!>05&’ 种质在贵州省内广泛应用"或

在生产上直接应用"或在育种上进行利用"都有很好

的发展势头$ 一方面我省直接在热带种质中进行选

系"选出了配合力高!抗病性好的玉米自交系"如从

/012"’3 种质选 育 的 毕 ??@!毕 ?=A"从 405)’ 种 质

选育的 4BB 及川农选育的 4:C 等$ 这些自交系与含

我省地方种质的玉米自交系组配" 选育出了多个玉

米杂交种在生产上应用$另一方面"用贵州玉米地方

种质与热带种质结合" 能很好改良我省玉米地方种

质" 如 /012"’3 种质与我省玉米地方种质天然杂交

后" 选出了自交系大 B@ 等$ 我们在育种中时常用

/012"’3!>05&’ 及其它热带种质对玉米地方种质进

行改良"选育出配合力高!抗病性及适应性等综合农

艺性状较好的玉米自交系$

品种名称 组 合 母本来源类群 父本来源类群

兴玉 B 号 木 ;D木 ? 五穗白D6B=: 贵州毕节地方种

黔单 ? 号 关花D自 ::= 贵州关岭地方种 EF?:D可利 ;C
交三单交 交 ABD自 ::= 贵州长顺地方种 EF?:D可利 ;C
毕单 : 号 毕 ?BBD毕 ??@ 自 ::=D木 ; /012"’3 种质

毕单 ? 号 毕 ?=AD毕 ?BB /012"’3 种质 自 ::=D木 ;
毕单 A 号 毕 :=;D毕 ::B 关花D自 ::= 木 ;D木 ?
兴黄单 G@H A:BBD苏 BB 贵州兴义地方种 405)’B
安单 B:; 苏 :CD交 AB 405)’B 贵州长顺地方种

遵玉 : 号 ?=BBDA@@B?B 黄早四DAHA 美国杂交种 CGA@@
贵毕 :=B 7IBD木 ; J 毕 ??@ 地方种D木 ; K012"’3 种质

贵毕 :=H =:AI;D:HIH J 苏 :C 地方种D<)’L 405)’B
贵毕 :=: CCIBD:HIH J 苏 :C 地方种D<)’L 405)’B
盘玉 B 号 大黄 B:HDB;IBG 贵州威宁地方种 地方种D外来种

黔西 ? 号 大 B@D木 ; K012"’3D地方种 五穗白D6B=:
黔原 : 号 ?@D木 ;IBB 肯尼亚玉米 五穗白D6B=:

表 & 贵州山区主要自育玉米杂交种及亲缘类群

从表 B 可以看出"温带的 <)’MN*+", 种质!热带

的 K012"’3 种质和 405N’ 种质对贵州山区玉米种质

的改良有着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说明贵州山区玉米

种质改良还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贵

州玉米地方种质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

要扩大外来优异玉米种质的引进和利用" 以此来推

动贵州玉米种质改良工作的发展"选育出更多%更好

的玉米自交系和玉米杂交种" 在玉米育种和生产上

应用$

? 贵州山区玉米种质改良的发展方向

’%& 加强山区玉米种质的搜集!整理和保存

? 期 HC张志国’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改良



从表 ! 可以看出!山区玉米种质经过育种改良!
育成了许多玉米杂交种并广泛应用于生产! 对玉米

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山区

玉米种质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始终是玉米种质改良

工作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于那些优良的#濒临灭绝

的玉米地方种质更应注意进行搜集#整理和保存"一

些珍贵的玉米地方种质!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找到!像

获嘉白马牙这样的优良地方玉米种质已经很难找

到!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引起重视" 在提高玉米抗性

和改良品质方面!山区玉米种质资源潜力很大!应加

快优异玉米种质的扩繁!对优良基因源进一步扩增!
在高起点上创造和筛选配合力高#农艺性状优良#遗

传传递力强的玉米核心种质!创建新的杂优模式"
!"# 重视外来优异玉米种质的引进和利用

外来优异玉米种质对山区玉米种质的改良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外来优异玉米种质的

引进和利用" 如美国的 "#$% 种质及从 &’’’ 中选出

的优良自交系等" "#$% 种质在贵州用得不多!应注

意引进利用" 另外!应注意发掘利用 ()*+),-#. 种质

的剩余变异! 抓紧引进新近改良的美国优异玉米种

质" 对于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除继续用好现有引

进的 /012#*3 和 ’04)* 种质外! 应注意引进这两个

种质的新近改良种质" 同时对其它优良的热带种质

如 /0,3*#56)*%#77##8-3#509)* :7$*-#;*-$<0)#5#7)=)#
5)-#-3#>)-7)* 等应抓紧引进! 利用这些种质的抗病

性# 抗倒性等优良性状与我省优良种质进行相互改

良!以丰富我省玉米育种的种质基础"
!"$ 加快山区玉米种质的改良创新

玉米种质改良创新是玉米育种的基础! 重点是

创造具有较高增产潜力和较优品质的玉米种质!同

时对抗病性#抗虫性#抗逆性和抗倒伏性也要予以高

度重视"玉米种质的改良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

是群体改良!其二就是种质互导"对山区玉米种质进

行群体改良! 就是要在对优良玉米地方种质进行分

析#鉴定#筛选的基础上!以地方优势群为主体!适当

掺合外来的优良适应种质! 尽可能多地聚积玉米地

方种质的优良基因!组建新的玉米地方种质群体!通

过多次隔离区随机混粉重组!达到遗传平衡后!可作

为中长期玉米育种的种质基因库!进行选系利用"美

国的 &’’’ 综合种就是玉米种质群体改良的最好范

例"采用群体改良的方法!可以克服和缓解直接选系

的缺点!提高筛选优系的几率" 在进行群体改良时!

应根据杂种优势模式合成复合群体! 这样有利于提

高轮回选择效率"并且在不同的改良阶段!针对不同

的改良目标!选用适当的轮回选择方法进行改良!可

形成新的杂种优势群"
种质互导就是采用杂交或回交的方法! 将外来

优良玉米种质导入玉米地方种质"通过种质互导!可

以拓宽地方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提高抗逆性!创造

新型种质!建立新的杂优模式"贵州山区玉米种质的

改良! 可以通过在地方玉米种质中导入温带玉米种

质!特别是美国玉米带种质"可利用美国种质与地方

种质重组后筛选自交系! 或对美国优系与地方优系

采用回交进行改良"另外!可通过在地方玉米种质中

导入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利用热带种质可以拓宽

地方玉米种质基础!导入特殊的有利基因!可能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玉米的适应性和农艺性状" 主要方法

就是利用适应的地方种质与不适应的热带种质回交

转育! 在后代中选择具有热带种质有利基因的适应

类型"新的杂种优势群和杂种优势模式!一部分来自

玉米的多样性中心! 一部分可能蕴藏在地方玉米种

质中"因此!引进改良热带和亚热带种质并对地方玉

米种质进行改良创新! 是山区玉米种质扩增的重要

途径"
贵州山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温带#热带和亚

热带玉米种质均适应这里种植"因此!既可用温带种

质改良山区地方玉米种质!又能用热带#亚热带种质

改良地方玉米种质" 此外!还可利用这里的条件!作

为%中转站&为温带地区提供光周期敏感性%钝化&的

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为温带种质的%热导&做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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