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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蛋白玉米杂交种本优 ! 号的选育技术报告

唐崇学!赵成文!景德勇!祁佐宽!唐文明
,本溪满族自治县农业科学研究所"辽宁 本溪 !!-!"".

摘 要! 本优 ! 号是本溪县农科所于 !%%) 年以自选系 %($%/ 为母本"以外引系齐 ("# 为父本育成的 01213 优

质蛋白玉米杂交种# 该品种 !%%# 4 (""( 年参加品比$省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大面积示范种植"表现优质$高产$抗

病$适应性强$生育期适中$繁制种产量高#

关键词! 优质蛋白玉米%本优 ! 号%品种选育%特征特性

中图分类号! +#!/1"/#1! 文献标识码! 5

! 品种来源及选育经过

!%-# 年本溪县农科所玉米育种课题组在著名育种家王

树功先生的主持下"引入墨西哥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 6($
78( 种质"与当地玉米自交系杂交$回交"于 !%99 年育成一批

赖氨酸含量达 "1#:的高赖氨酸 玉 米 6( 自 交 系 和 全 国 第 二

个$辽宁省第一个高赖氨酸玉米杂交种本高 ) 号# 为克服 6(
玉米软质胚乳子粒物理性状欠佳和产量较低的弱点"试用修

饰基因种源改良普通玉米自交系和 6( 基因型玉米自交系"

培育半硬或硬质胚乳通称 01213 优质蛋白玉米自交系# 用自

选 6( 系 5"("(//! 与英 /" 两个隐性单基因自交系杂交"分离

出赖氨酸含量达 "1)9-:的硬质胚乳自交系硬 /%" 以其改良

普通玉米自交系丹 /)"$5-""( 和 -9)-"( 等" 育成了 6( 基因

型$半硬或硬质胚乳的改良旅 /%$旅 /""( 等优质蛋白玉米自

交系" 保持高赖氨酸含量" 配合力不减" 农艺性 状 优 良 的

01213 优质蛋白玉米自交系#试验结果证明"用修饰基因改良

普通玉米自交系和 6( 型自交系都是可行的#

!%9( 年 和 !%9& 年 两 次 从 中 科 院 引 入 2;;81//$01213 等

群体改良系"从中选出两个优良系 01213$& 和北京$! 来改良

6( 型自交系和自选 01213 系# 选出的苗头组合 "/-9 莫英佛

!--< ’后改系名 %($%/.=齐 ("# ’外引系."!%%# 年以代号本高

%#"! 参加省区域试验# !%%9 年完成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产

量指标超过当时在全国推广面积较大的普通玉米 对 照 品 种

丹 玉 !/’!919:.和 沈 单 - 号 ’!-1-:."表 现 抗 病 性 好 $适 应 性

强$熟期适中等优点#(""( 年 !( 月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通过#

( 品种特征特性

幼苗!叶色深绿"茎基部叶鞘紫色"根系发达"长势强#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唐崇学’!%)%$."男"本溪县农科所高级农艺师"现任辽宁

省&十五’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玉米育种课题负责人"从事

玉 米 育 种 及 新 品 种 开 发 研 究 # >?8!")!) $&!//!!"
!/-")()(!--

成株!植株塔形"穗上部叶片稀疏较窄"穗下部叶片密集

肥大# 株高 (-# @A"穗位 !"" @A"可见叶 !# 4 !& 片"雄穗分

枝 !" 个左右"花药黄色"花粉量大"花丝粉红色"雌雄协调#

果穗!长筒形"穗长 (( 4 () @A"穗粗 #1! @A"穗轴红色"

穗行数 !& 4 !9 行"行粒数 )# 4 #" 粒"子粒黄色"马齿型"百

粒重 /& B"出籽率 9#:#
品质!经农业部农作物品质检测中心,沈阳.检测"粗蛋白

含量 %1%:"赖氨酸含量 "1)!:"属优质蛋白玉米#

生育期!从出苗到成熟为 !(# C"比对照品种丹玉 !/ 晚 !
C"比对照品种沈单 - 号早 / C"属中晚熟品种#

抗病性!(""( 年经省区域试验抗病接种鉴定结果显示!

大斑病 ! 级"小斑病 ! 级"弯孢菌叶斑病 ! 级"尾孢菌叶斑病

! 级"丝黑穗病 !19: 4 %1(9:"表现活秆成熟#

/ 产量表现

所内品比! !%%( 4 !%%) 年在所内品比试验" 平均单产

9 (#" 4 % """ DB E FA("比普通玉米丹玉 !/ 增产 !":以上#

"#! 区域试验

!%%# 年辽宁省优质蛋白玉米区域试验 ,以下同*") 个点

有 / 个点增产"! 个点减产"平均单产 % "%/1" DB E FA(# 比对照

品 种 沈 单 - 号 ,普 通 玉 米 " 以 下 同 *- %9%1" DB E FA(" 增 产

!#1-:"在参试 !!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 年 区 域 试 验 复 试"- 个 点 有 & 个 点 增 产"! 个 点 减

产"平均单产 9 "(%1# DB E FA("比对照品种丹玉 !/,普通玉米"

以下同*& -&"1# DB E FA("增产 !919:"在参试 -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 年区域试验复试"- 个点都增产" 平均单产 9 "%)1"
DB E FA("比对照品种沈单 - 号 & )"91" DB E FA("增产 (&1/:"在

参试 -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 年平均单产 9 )")1# DB E FA("比对照品种沈单 - 号增产

!-19:"比对照丹玉 !/ 增产 !919:#

"#$ 生产试验

!%%- 年辽宁省优质蛋白玉米,以下同*生产试验"平均单

产 9 &9/1( DB E FA("比对照品种沈单 - 号增产 /(1!-:") 个点

都增产# 在参试的 )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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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结合贵州玉米生产特殊复杂的生态区域和各

玉米育种单位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适宜贵州玉米生态区

域的优良种质资源有 ! 类"地方种质"优良地方品种#选系及

其改良系##温带种质"兰卡斯特群体#改良 $%&’ 群体和 ()*++
选系等##,亚-热带种质"./012#3/45%26 和 78)!9):; 群体等-$
贵州玉米的杂优模式应据玉米气候区域划分 "黔西南温和春

旱夏雨中%晚熟玉米区!黔南温热春旱单#双季玉米混作区!

黔中温和雨适中熟玉米区!黔东温暖春雨夏旱早熟玉米区和

黔西北温凉春旱早熟玉米区-&主要有 < 类""亚-热带种质与温

带和地方种质正反交!温带种质与地方种质和温带种质正反

交& 育种者应根据玉米气候区域!收集%整理优良种质资源组

群 !改 良 %选 系 和 组 配 优 良 杂 交 种 !特 别 是 "亚 -热 带 种 质 的

./012 和 3/45%26 群体%温带种质的改良 $%&’ 群体%()*++ 选

系%兰卡斯特群体和旅大红骨系统等!地方种质为优良地 方

品种和自交系!本着不混淆血缘关系而又相对扩大其遗传基

础!使各类群间具有强的杂优模式!利用该法来重新人工 组

群或杂交或回交方式改良群体和选系!使适宜的优良资源得

到再利用应引起玉米育种家的高度重视!这将为贵州玉米生

产%粮食增产上一个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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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育种单位 玉米主要杂交类型 历年组合鉴定满意组合

贵 州 省 农 科 院 地E温%地E,亚-热%,亚-热E温%温E温 ,亚-热E温

贵州大学玉米所 ,亚-热E温%地E,亚-热%地E温 地E温

贵州省种子公司 地E温%温E温 地E温

黔西南州农科所 地E,亚-热%地E温%,亚-热E温 地E,亚-热
安 顺 市 农 科 所 ,亚-热E地%地E温 ,亚-热E地

毕节地区农科所 ,亚-热E温%,亚-热E地%温E地 ,亚-热E温

遵义市种子公司 温E温%温E,亚-热 温E温

遵 义 市 农 科 所 温E地%温E,亚-热%地E,亚-热 温E地

注",亚-热带种质主要为 ./012 和 3/45%26 群体!温带种质主要为兰卡斯特%改良 $%&’ 群体%()*++ 选系%旅大红骨和塘四平头系统&

表 ! 贵州省主要玉米育种单位的玉米主要杂交类型分析

>++) 年生产试验复试!< 个点都增产! 平均单产 + !!B@B
FG H IJ9!比对照品种沈单 ( 号增产 ><@*K!在参试的 < 个品种

中排第 > 位&

两年生产试验平均 + BBD@B FG H IJ9! 比对照品 种 沈 单 (
号增产 9!@<K&

"#" 省内外生产示范结果

>+++ 年 本 溪 县 泉 水 镇 农 科 站 试 种 B@! IJ9! 平 均 产 量

>B )+B@B FG H IJ9!比农大 >B) 增产 >>@*K&

9BBB 年吉林省农垦茂丰种子公司引种试验!产量 >> ()<@*
FG H IJ9! 比对照品种吉单 >)B 增产 >+@<K! 比西单 9 号增产

!@((K!在参试的 !D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9BB> 年吉林省九台市九丰种业有限公司品种对比试验!
产量 >B !)B@* FG H IJ9!比对照品种新铁 >B 增产 !B@*K!在参

试的 9! 个品种中排第 > 位& 9BB> 年 赤 峰 市 松 山 区 种 子 公

司 玉 米 大 面 积 示 范!平 均 单 产 >! ()*@B FG H IJ9!比 对 照 品 种

>>( 增产 9BK!比对照四单 >+ 增产 >>@!K!在参试 >+ 个品种

中排第 9 位&

9BB9 年本溪县农科所示范田 B@! IJ9!平均单产 >9 >9+@B
FG H IJ9!比对照品种本玉 >9 增产 >B@>K’吉林省新春种业有

限公司试种平均单产 + +(*@B FG H IJ9!比对照品种新铁 >B 增

产 99@!K&

< 栽培及制种技术要点

,># 选 地 施 肥 & 选 中 等 以 上 肥 力 地 块 ! 底 肥 施 农 家 肥

!B BBB L <* BBB FG H IJ9!;%M%N 复 合 肥 99* L !BB FG H IJ9 作

口肥!追肥用尿素 !(* L <*B FG H IJ9&

"9- 适期播种&抓住墒情!于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播种!种

子包衣!保证苗齐%苗壮&

"!- 种植密度与方式& 该品种属高秆大穗品种!清种密度

<9 BBB L <* BBB 株 H IJ9&为防止花粉直感影响品质!种植优质

蛋白玉米最好与普通玉米有一定的空间或时间隔离区&

"<- 制种技术&因母本种子子粒较大!脱水慢!应选无霜期

><B ’ 以上的地区制种! 保证种子在上冻前水分降到安全水

分以下& 父母本行比为 >OD& 先播母本 < L * ’!母本生根播父

本!或母本催芽生根与父本同播& 其它按常规制种技术要求!
制种单产 ! (*B L < *BB FG H IJ9&

* 适应种植区域

适应辽宁省西部%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吉林大部!内

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以及关内夏玉米种植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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