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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单 !" 玉米杂交种的选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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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晋单 )( 玉米杂交种是由山西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于 !%%& 年以自选系种苗 %(/ 为母本" 种苗 %(%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 该品种属稀植大穗品种"在华北春播全生育期 !(# 0# !%%& 1 (""( 年不同产量试验中表现抗

旱$抗病$抗倒伏$商品性极佳"每公顷保苗 )( """ 株"平均公顷产量 2 2"#3# 45#
关键词! 玉米杂交种%晋单 )(%品种选育%特征特性%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 +#!,3",#3! 文献标识码! 6

! 选育过程和培育方法

晋单 )( 母本为种苗 %(/"来源 7!(&!8+!/287!(&!"经 )
代稳定育成"血缘为黄改血缘’中国血统."父本为种苗 %(%"山

西省农科院 !%/% 年从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引入一批优良杂交

种"相互杂交"随机交配组合混合群体从中进行了自交系 选

育利用# 经自交筛选发现"其具有优异的抗病性和抗早衰性"

保绿度$抗倒伏性$自身产量较高"米质好"经大量单株自交

筛选后代"即育自交系 9/,/"后来在边测交边自交利用过程

中"经穗行圃 , 1 ) 次自交"定名为 %(%"其基因型纯合"植株

整齐"性状好"抗倒"抗病"熟期适中"自身产量高"米质好"配

合力高"对气候和栽培条件适应性强"制种容易#

根据显性和超显性学说和双规等位基 因 杂 合 位 点 越 多

杂交优势越大的原理" 我们把性状优良的自交系整理归类"

按亲缘关系选性状差异大的双亲组合规律去组合"选育的种

苗 %(/ 和种苗 %(% 两个玉米自交系 具 备 上 述 组 配 条 件# 于

!%%& 年 配 成 种 苗 %(/$ 种 苗 %(% 这 个 单 交 组 合 即 强 盛 !2#
(""" 年 !( 月 通 过 山 西 省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的 审 定" 定 名 为

晋单 )(#

( 产量表现

在 !%%2 年将其直接升入品种比较试验"平均单产 2 2"#3#
45 : ;<(" 比对照品种农大 !"/ 增产 !#3/="!%%% 1 (""" 年参

加 山 西 省 南 部 玉 米 夏 播 省 区 试" 分 别 比 对 照 晋 单 ,) 增 产

!2=和 !,3#="(""" 年参加山西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南部夏

播玉米生产示范 / 个点’晋城市$运城市$临汾市."比对照晋

单 ,) 平均增产 !#=# (""" 年在山西$河北$江苏$河南等省

’市.多点试种和大面积示范"受到当地政府$种子部门$农业

技术推广部门$当地农民的重视和欢迎#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徐青松’!%2#$."男"山西阳高人"助理研究员"在职研究

生"主要从事玉米育种工作#

>?@!",#!$2"#%/!)-A. ",#!$2#/22#/-B.

, 品种特征特性

晋单 )( 玉米杂交种的主要特征特性!根茎浅红色"幼苗

深绿"株高 (2& C<"最高可达 (%" C<"穗长 (# C< 左右"穗粗

#3, C<"!) 1 !& 行 "行 粒 数 )# 粒 "千 粒 重 ,%" 5"红 轴 "金 黄

粒"半马齿型长粒# 抗玉米大小斑病$矮花叶病$青枯病$粗缩

病和穗腐病"中抗黑穗病# 该品种与农大 !"/ 相比其主要特

异性品质极佳" 晋单 )( 商品性可与美国最好的 2/#%% 玉米

商品性媲美"外观品质漂亮"子粒金红透明"容重高"达国标

一级商品%产量较农大 !"/ 增产 /=左右"穗粒大%蛋白质较

普通玉米高"蛋白质含量为 !!3(&="赖氨酸含量为 "3,,="粗

脂肪含量 )3,="粗淀粉含量 2,3&="其一致性好"稳定性高#

由于是刚刚培育成的品种"同时重视新育成自交系的整理提

高 工 作"在 试 验 过 程 中"进 入 中 试 阶 段"经 过 品 种 的 优 势 测

量"往往会出现 , 种情况!一是农艺性状不稳定"还有分离现

象%二是由于连续自交"优良性状逐渐弱化%三是亲本混杂#

由于上述原因"新育成的杂交种在区试阶段表现很好"经 过

审定后"杂交优势逐年下降"这是玉米育种经常发生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晋单 )( 亲本的穗行整理圃"保留

好的"淘汰坏的"不断提供生产上用的原种和原原种#

种苗 %(/ 幼苗根茎为浅绿色"生长势弱# 株高 !/# C< 左

右"穗 长 !/ C<"穗 粗 )3# C<"!( 1 !) 行"行 粒 数 ,# 粒"千 粒

重 ,!" 5"红轴"硬粒型"粒色金红透明"是我国重要的一个优

良品质资源# 抗玉米大小斑病$矮花叶病$青枯病和穗腐病"

中抗黑穗病#

种苗 %(% 幼苗根茎为湛红色"苗色深绿"生长势好"株高

((" C<"穗长 !23# C<"穗粗 )3/ C<"!) 行"行粒 ,% 粒"千粒重

,," 5"红轴"半马齿型-半硬粒型."抗玉米大小斑病$矮花叶病

和青枯病"中抗穗腐病# 成熟时叶片为绿色"穗上部叶片 上

冲"叶片窄宽适中$十分清秀"茎秆坚硬"抗倒伏性极强"气生

根多#

父 母 本 经 多 代 自 交"整 齐 一 致"遗 传 稳 定 性 好"经 两 年

&&32 ;<( 大面积种植观察"纯度在 %%=以上"达国际一级种子

标准#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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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宜种植地域和栽培技术要点

"#$ 该品种适宜我省中部春播!北部地膜覆盖!南部麦茬

夏播区种植"也适宜外省相同自然区域的山东!河北!河南!

辽宁!吉林!甘肃等地春!夏播#

%&$ 该品种为大穗!大粒品种"不宜密植"一般适宜密度为

!& ’’’ 株 ( )*&$

"+$ 晋单 !& 玉米抗旱性强"在旱地上种植十分有前途"水

肥地栽培除注意留苗密度外"适当浇水"注意前期蹲苗$

, 制种技术

父本分期播种"一期父本与母本同期播种"二 期 父 本 比

母本推后 - . /’ 0$ 父母本比例为 /1!$ 父母本保苗为 2’ ’’’
株 ( )*&$

平均数高 /!!3-4%25324和 2’3&4$表明在云南 - 个类型的玉

米种质资源中硬粒型的品种%遗传6及其子粒色泽的丰富度和

均匀度最大7种质资源最为丰富8多样性最高"半马齿型次之8
再次为糯质型$

+ 讨 论

9/$ 云南地方玉米种质资源类型丰富"分布广泛"与云南

省的耕地成分!分布状况!人们种植和利用玉米的目的及 用

途密切相关$ 云南 :!4的面积是山区"约 -’4的耕地是旱地"

其中约 :’4分布于山区!半山区及高寒山区$ 玉米又是云南

第一大旱地粮食作物"是农村最主要的饲料粮"也是山区!半

山区及高寒山区人们最主要的口粮或者是以玉米 换 取 稻 米

食用的间接口粮$ 硬粒型玉米在云南 - 个玉米类型中品种最

多"多样性最大"种质资源最丰富"也与山区人们的饮食习惯

有关$ 在云南山区农村"人们普遍喜欢食用硬粒型玉米的食

品"如玉米饭和玉米馍等$ 认为地方硬粒型玉米品种出粉率

高"蒸出的饭!馍比马齿型及杂交种的口感好!香!耐饥饿"因

而保存了丰富的地方种质资源类型和遗传资源$

%&$ 糯质玉米是云南地方玉米种质资源中重要的类型之

一$ 尽管云南糯质玉米的品种及其子粒色泽多样性不及硬粒

型 和 半 马 齿 型 丰 富" 但 其 品 种 数 却 占 全 国 糯 玉 米 资 源 %:/,
份;:<$的 +53+4"是全国拥有糯玉米种质资源最多的省份$ 已有

研究表明"中国糯质玉米有可能起源于中国西南部"甚至 云

南西南部$ 张建华等人 ;:<对云南西南部糯玉米的种植!分布考

察研究后认为" 云南糯质玉米不但具有丰富多样 的 品 种 类

型" 而且还存在水平分布的区域性和立体分布的生态特性$

有矮秆!半矮秆!多穗类型"中晚熟马齿型"矮秆!早熟!抗病

小糯型"普通大糯型和普通二糯型 , 个类型$ 其中矮秆!半矮

秆! 多穗型还包括四路糯及其衍生型和双穗型两种小类型$

在水平区域分布上表现为 &+=+!>以南的滇南!滇东南及德宏

州主要是多穗型糯玉米的 分 布 区 域"&+=+,> . &2=’,>的 滇 中

及滇西大部份地区是马齿型糯玉米的分布范围"&2=’2>以北

的滇西北及滇东北寒凉山区是小糯型玉米的分布地带$ 认为

云南糯质玉米主要集中分布于滇南生态区和滇中 生 态 区 与

这种水平分布的区域性相一致$ 立体性分布表现为海拔 2’’
. / !’’ * 的地区为多穗型糯玉米的分布区带"/ !’’ . / 5’’
* 为普通大糯型玉米"/ 5’’ . & !’’ * 为 普 通 二 糯 型"& !’’
* 以上地区为小糯型$ 因此"云南糯质玉米不但有丰富的品

种多样性"也有水平和立体分布的生态多样性$

云南糯玉米种质资源丰富" 品种类型及生态分布多样"

主要与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民族饮食文化有关$ 云南有 &2 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 个"不少民族都有喜食糯性食物的饮

食习惯"特别是傣族!佤族!彝族等少数民族$ 尤其云南很多

地区的傣族"他们食用的主要食物就是糯性食品$ 一些山区!

半山区的人们甚至把糯玉米食品作为招待客人的最好礼物$

在本文整理中发现糯质玉米种质资源在 ! 份以上 的 地 区 大

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而且大多集中在滇南"如新平彝 族

傣族自治县 &2 份!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2 份!屏边 苗 族 自 治

县 /& 份!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 份!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楚雄

彝族自治州等$ 糯玉米资源很少的地区大多数是汉族居住的

县份"一般只有 / . + 份$ 因此"云南糯玉米种质资源的丰富

性及其多样性的生态分布与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习 惯 密 不 可

分$ 这种饮食文化习惯"使其表现出多穗!小穗和护颖长等某

些原始玉米特性的迹象"被认为糯玉米有可能起源于云南的

活证据的四路糯玉米"尽管其产量极低"但在西双版纳地 区

至今已种植保存了 &,’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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