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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濮单 & 号于 !%%+ 年由河南省濮阳农科所育成"组合为 /%+0%)))$ (""" 1 (""( 年在国家西南玉米区%

西北春玉米区%东华北春玉米区和黄淮海夏玉米区的区试及生产试验中表现高产%稳产%优质%早熟%多抗"较对照农

大 !"2 增产显著$ 适宜在我国西南%西北%东华北和黄淮海,河南%安徽%陕西等*玉米区推广种植$

关键词! 玉米#濮单 & 号#品种选育

中图分类号! 3#!4-"4#-! 文献标识码! 5

! 亲本及杂交种的选育经过

"#" 亲本的选育

,!*/%+ 的选育$ /%+ 是从 +%((0昌 +$( 杂交组合

中经多代自交选育而成$ 该系主要优点是子粒厚%结

实性强%出籽率高%自身产量高%早熟%配合力高$ 其

株高 ("" 67 左右"穗位高 %" 67"全株 (" 片叶$较抗

大斑病%小斑病%青枯病和黑粉病"秸秆韧性好"抗倒

伏$ 雄穗长 !# 67 左右"分枝直立有 # 个左右$ 果穗

圆锥形"穗行数 !) 1 !& 行"穗长 !# 67 左右"子粒楔

形"黄色"半马齿型"品质较好$ 在河南省濮阳市全生

育期 %" 8 左右"适宜种植密度 &-+# 万株 9 :7( 左右$
’(.%))) 的选育$ 该自交系引自海南农家种"经

连续多代自交定向选择和驯化而成$ 其主要特征特

性! 幼苗至成熟叶鞘均为紫色" 苗期叶细长" 株高

!)" 67"穗位高 &" 67"全株 !2 片叶"抗大小斑病%
青枯病和黑粉病"茎秆坚韧"抗倒伏#果穗柱形"穗行

数 !) 1 !& 行"穗长 !# 67 左右"子粒白色"硬粒型"
品质优良"自身产量高"配合力高"中早熟$在河南省

濮阳市全生育期 %" 8 左右" 适宜种植密度 &-+# 万

株 9 :7( 左右$
"#$ 杂交种选育

濮单 & 号’试验用名濮 %+%).是河南省濮阳农科

所 !%%+ 年用自选系 /%+ 作母本"%))) 作父本杂交

而成$ (""" 年参加国家玉米预备区试"(""! 1 (""(
年参加西南玉米组%西北春玉米组%东华北春玉米组

和黄淮海夏玉米组区域试验"(""( 年参加上述四区

域玉米生产试验$于 (""4 年 2 月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收稿日期! (""4$"2$!4#修回日期! ("")$"2$!(
作者简介!王晓莲’!%&&$."女"河南省濮阳农科所副研究员"从事玉

米育种研究$ ;<=!"4%4$))4%&)4 !4&+4"("+%(

委员会审定$ 濮单 & 号是一高产稳产%品质优良%抗

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中早熟玉米杂交种$

( 产量表现

$#" 历年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 西南玉米组

(""! 年平均产量 % !(4-% >? 9 :7(" 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2-!%@"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居参试品种第

) 位#(""( 年平均产量 2 "!)-+ >? 9 :7(" 居参试品种

第 ! 位"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 两年平均产量 2 #&%-4 >? 9 :7(" 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 均达极显著差异$ 综合农艺性状

好"适应性强"稳产高产"品质较好$
!%$"! 西北春玉米组

(""! 年区试平均产量 !( "+#-" >? 9 :7("比对照

农大 !"2 增产 2-#@"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居第 ) 位#
(""( 年区试平均产量 !! %!+- #>? 9 :7("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4-)@"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居第 4 位$ 两

年平均产量 !! %%+-" >? 9 :7(" 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均增产极显著$
!"$"& 东华北春玉米组

(""! 年平均产量 !" 2%!-# >? 9 :7("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居第 4 位#
(""( 年平均产量 % 2%+-" >? 9 :7(" 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居第 + 位$ 两年平均

产量 !" 4%)-4 >? 9 :7("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2-)(@"
均增产极显著$
!%$%’ 黄淮海夏玉米组

(""! 年平均产量 2 224-" >? 9 :7(" 比对照农大

!"2 增产 )-4+@"达极显著水平"居第 2 位#(""( 年

平 均 产 量 + %+#-) >? 9 :7(" 比 对 照 农 大 !"2 减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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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细胞质杂交种即使出现了对某种细胞质

专化感染的新生理小种! 也只能危害这类杂交种中

的部分成员!不致于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同时!多细

胞质杂交种还可以抑制新小种的增长速度! 避免病

害的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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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曹墨菊!等 $ 三个自选玉米细胞质雄性不育材料的小斑病 H 小种

接种鉴定!&S $ 玉米科学!/PP/!"P’OM#""."/$
!,S 卢雪红!等 $ T"/ 雄性不育系的选育和利用!&S $ 玉米科学!/PPO!

""’"M#/L!/*$
!-S 胡彦民!等 $ 玉米 U0 型雄性不育细胞质在生产上应用的可行性

研究!&S $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OO’"M#".Q$

Q$",V!不显著!居第 "" 位" 两年平均产量 + Q/*$/L
:W X 41/!比对照增产 P$""V" 在河南省两年较对照平

均 增 产 ,$O"V ! 在 安 徽 省 两 年 较 对 照 平 均 增 产

L$OQV!在陕西省两年较对照平均增产 *$/QV"
!"! !#$! 年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西南玉米组平均产量 - +",$Q :W X 41/!平均比对

照增产 "P$P,V!居第 / 位" 西北春玉米组平均产量

"" //-$L :W X 41/!比对照增产 L$LV!居第 O 位" 东华

北春玉米组平均产量 * ,P"$L :W X 41/! 比对照增产

*$P+V!居第 / 位" 黄淮海夏玉米组平均产量 - *"L$+
:W X 41/!比对照减产 P$/V!居第 + 位" 但在河南比对

照 增 产 Q$QLV ! 在 安 徽 增 产 /$,V ! 在 陕 西 增 产

L$",V!三省平均较对照增产 Q$P-V"

O 特征特性

%&’ 植物学特性

该杂交种种子发芽势强!易出苗!幼苗健壮!芽

鞘紫色" 株高 /+P Y OO" C1! 穗位高 ""+ Y ",L C1!
"+ Y "* 片叶!株型半紧凑" 叶鞘紫色!叶缘紫色!花

药紫色!花丝淡紫色" 果穗锥形!穗长 "* Y /O C1!穗

粗 L$L C1 左右!结实性好!穗行数 "Q Y "+ 行!穗轴

白色!子粒黄色!半硬粒型!千粒重 OQP W"
%&! 品质优良

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
北京M分别对西南$西北$东华北及黄淮海四大玉米

区参试品种进行的品质测定! 濮单 , 号子粒平均容

重 -,-$L W X >!平均含粗蛋白 "P$-"V$粗脂肪 Q$P*V$
粗淀粉 -"$"+V$赖氨酸 P$O/V!品质优良"
%&% 生物学特性

在西南玉米区出苗至成熟 ""P I! 比对照农大

"P+ 早 " I%在西北地区春播生育期为 "/+ I!比对照

农大 "P+ 早熟 Q I%在东华北春玉米区生育期 "OP I!
比对照农大 "P+ 早熟 " I%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生育期

*, I!比对照农大 "P+ 早熟 Q I"
%&( 抗逆性

承试单位调查田间自然发病情况# 较抗玉米大

斑病和丝黑穗病!抗茎腐病和粗缩病!较抗倒伏" 丹

东市农科院对丝黑穗病$大斑病$玉米螟等人工接种

’接虫M鉴定结果表明#抗灰斑病!中抗大斑病$弯孢

菌叶斑病!高抗丝黑穗病$茎腐病!抗玉米螟"河北省

农科院植保所抗病鉴定结果#高抗大斑病’" 级M!中

抗小斑病’L 级M!高抗茎腐病’PM和黑粉病’PM!抗矮花

叶病’O 级M和玉米螟’O 级M!中抗弯孢菌叶斑病’L 级M!
抗病性较好"

Q 适宜地区

濮单 , 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高产稳产!品质

优良!可在西南玉米区$西北春玉米区$东北华北春

玉米区和黄淮海’河南$安徽$陕西等M夏玉米区的山

区$丘陵$平原等多种肥力土壤上推广种植"以中$高

肥力土壤上种植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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