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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玉米指标及选育模式

赵久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北京 !""",%-

摘 要! 基于目前玉米科研动态和生产需求"提出超级玉米概念和五项育种指标!!超高产# !# """ ./ 0 12( 或

比主栽对照品种增产 ("3$"优质# 达到国标二级以上$#广适# 适宜我国几大玉米主产区$$多抗# 抗多种病虫害

和多种不利生态因子$%易制种# 制种产量达 4 #"" ./ 0 12("易保芽率和质量# 并提出在产量要素构成上有中穗型密

植和大穗型稀植等模式$除利用现有的核心种质和杂优模式"参照目前的郑单 %#,%农大 !",%豫玉 (( 等成功的杂优

模式外"还需进一步进行种质扩增%创新和探索新的杂优模式#

关键词! 超级玉米$育种指标$选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5#!* 文献标识码! 6

由国家 ,&* 计划投巨资启动的超级水稻育种项

目正在实施" 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已成功选育

出超级稻品种"并开始试验示范"引起国内外广泛关

注"同时中国超级水稻基因组计划也已启动实施"并

已获得阶段性成果#超级小麦项目在我国山东%河南

等省份也已实施"并声称已选育出超级小麦品种"开

始小面积试验#
作为三大主要作物之一的高产之王&&&玉米"

随着种质创新%自交系遗传改良和杂种优势的利用"
单产不断提高# 同时玉米是少有的 78 植物"光合效

率高"高产纪录大大高于其他作物# !%,# 年美国创

造出单产 (* *!" ./ 0 12( 的世界玉米高产纪录"(""(
年在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玉米新品种又创出了单产

(4 *#! ./ 0 12( 的世界高产纪录# 我国也曾多处涌现

出小面积单产超过 !# """ ./ 0 12( 的试验田"但还不

稳定#79::;< 曾报道已培育出抗干旱%耐酸性土壤

的超级玉米品种"单产可达 !# """ ./ 0 12("产量比

对照品种增产 8"3以上#
’超级(一词耸人听闻"有炒作之嫌"玉米育种界

同仁多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不屑于在名词概念上

作文章#因此"时至今日"虽’超级水稻(%’超级小麦(
满目皆是"不绝于耳"但作为高产之王的玉米"’超级

玉米(一词还很少使用"更没有其确定的概念含义和

指标#
为了能唤起有关部门和领导对玉米的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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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育种界同仁有一个更新%更高%更远的努力目标"
笔者根据目前我国玉米生产需要% 玉米育种发展现

状和趋势"提出’超级玉米(的概念和指标"与同仁商

榷"以利进一步完善#

! 超级玉米五项指标

’超级玉米(不只是’大穗(的玉米"更不等同于

高秆大穗的巨无霸"它应有五个方面的指标#
!"! 超高产

单产在 !# """ ./ 0 12( 或增产 ("3#在适宜的生

态条件和生产条件下" 采取与之配套的优化栽培技

术"在较大面积上可稳定达到 !# """ ./ 0 12( 的产量

或者一般条件下均可比同生育期生产主栽对照品种

增产 ("3以上# 实现这一指标有两种模式!一是适

宜我国黄淮海等玉米区域的密植栽培" 要求株型紧

凑%耐密植%抗倒伏"密度达到 4# """ 株 0 12( 以上而

不倒伏%不空秆%不秃尖"平均单穗粒重在 ("" / 以

上"群体单产达到 !# """ ./ 0 12($另一种模式是单

株个体生产潜力大" 平均可达 *"" / 以上" 密度在

#( #"" 株 0 12(" 也可达到单产 !# """ ./ 0 12( 的产

量" 适宜在我国东华北和西南及其他适宜稀植的春

播地区种植#
!"# 品质优

达到国家标准二级玉米以上的指标"容重!&,#
/ 0 I" 粗蛋白!%G"3" 水分"!8G"3" 不 完 善 粒"
#G"3"其中生霉粒"(G"3"色泽等正常# 品质优的关

键是熟期适宜"脱水快"成熟度好# 只要在即定的收

获期内能正常成熟" 基本上均能达到国家二级玉米

标准#力避一味追求高秆大穗"因高秆大穗常与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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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相伴!导致品质不能达标"
!"# 广适性

适宜地区广" 适宜播种面积在 ! """ 万 #$! 以

上!实际年种植面积应在 !"" 万 #$! 以上"在我国玉

米主产区的黄淮海夏玉米区#东华北春玉米区#西北

春玉米区# 西南春玉米区等广大地区都要有很好的

适应性" 广适性首先是生育期适宜!春播在 %!& ’ 左

右!夏播在 %"& ’ 左右" 广适性是检验超级玉米能否

名副其实的重要标准"
!"$ 多抗

包括抗病虫和抗逆性"抗多种病虫害#抗倒及较

强的抵抗或忍耐多种不利生态因子" 如各时期的干

旱#较长时间的阴雨寡照#前期和后期的冷害等"
(%)抗多种病害" 对 & 种以上主要病害达到中抗

以上!主要包括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粗缩病#
矮花叶病毒病等"发生病害时!对玉米产量不足以造

成严重影响"
(!*抗 + 种虫害" 抗玉米螟#蚜虫#粘虫在中抗

以上"
,+*抗倒" 要有超强的抗倒性"
(-*耐密植和阴雨寡照"
(&*抗旱" 抗苗期干旱#卡脖旱和后期干旱!主要

应是品种根系发达!后期保绿性好"
(.*抗前期和后期低温冷害"
,/*耐瘠薄"

!"% 易制种

制种产量在 / &"" 01 2 #$! 以上!花期相配!易操

作" 且种子发芽率易保持!衰减慢"

! 可行性及育种模式

综合运用杂种优势利用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
形态改良技术!通过种质扩增创新#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核心骨干自交系改良#强优势组合选配和多年多

点综合鉴定等环节!实现玉米优良基因的聚合#株型

优化#产量遗传潜力提高#抗性增强#适应性广泛和

易制种等超级玉米指标"
,%)上述指标应该是切合我国目前玉米育种和

生产实际的! 既来源于目前育种和生产实际又高于

目前的育种和生产实际"在各项指标中!目前都有达

标品种"而育种难就难在综合!即各种优良性状的聚

合!零缺陷!零风险" 目前!生产上种植面积超过 !""
万 #$! 的有两个品种!即农大 %"3 和郑单 4&3" 农大

%"3 在品质#广适性和多抗,不太抗青枯)等方面基本

达到超级玉米的水平! 但在高产潜力和制种产量方

面还有较大差距" 郑单 4&3 可以说是一个接近超级

玉米的品种!无论在高产潜力#品质#抗性#适应性和

制种产量方面都较接近或达到指标! 尤其是在制种

产量方面的指标已基本达到!但在高产潜力#抗性和

适宜范围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在超级玉米的五项硬指标中!首要指标当属

超高产!即在适宜的生态条件#现有的生产条件和可

行的优化栽培措施下! 能够较大面积达到 %& """
01 2 #$!" 实现这一产量目标从产量构成要素方面分

析可有两条模式$一是个体中等以上果穗!但要株型

紧凑!耐密植!抗倒伏!适宜群体密植栽培"适宜种植

密度可达 /& """ 株 2 #$! 以上而不倒伏! 不空秆!不

秃尖!不明显降低单穗粒重!平均单穗粒重在 !"" 1
以上!群体产量达到 %& """ 01 2 #$! 以上!这一模式

类似目前的郑单 4&3 模式! 主要适宜我国黄淮海等

玉米主产区%第二种是单株个体生产潜力大!平均可

达 +"" 1 以上!适宜密度在 &! &"" 株 2 #$!!但同样要

抗倒#耐肥水等!也可达到单产 %& """ 01 2 #$! 的产

量!适宜我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其他适宜稀植的地

区种植!近似农大 %"3 或豫玉 !! 的模式" 实际在单

位穗数和单穗粒重等产量构成要素方面没有固定的

模式! 也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 在穗数为 -& """ 5
%"& """ 范围内! 产量都有达到 %& """ 01 2 #$! 的实

例" 但要比较稳定容易地达到 %& """ 01 2 #$! 的指

标!还要首先保证单位穗数!以 /& """ 穗 2 #$! 左右

较适宜"
,+)杂优模式" !&中穗密植型’以郑单 4&3 为模

式!进行改良和超越!即&瑞德6黄改’模式" 该模式

中穗型!株型紧凑!适应性较广!但抗丝黑穗病和锈

病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 &大穗广适型’ 以农大

%"3 为模式!进行改良和超越!即&7 群6改良瑞德’
模式"该模式适应性极广!东北春播和黄淮海夏播区

均可使用" #&高秆大穗型’如目前的丹玉号品种(7
群6改良旅群*#东单 ."(瑞德6改良旅群*#豫玉 !!(7
群6外改*等"主要适宜东北#西南#西北等区域"$要

选育出真正的超级玉米! 除对现有的核心种质进行

改良和利用现有的杂优模式外! 还需要进行种质扩

增#种质创新和杂优模式创新"选育出聚合更多优良

性状的自交系和杂交种"
(-*实施步骤及途径" !对现有已配杂交组合进

行筛选鉴定!选出符合超级玉米指标的组合!并进行

小面积超高产试验示范" 超级玉米 3"8是育出来

的!而另 !"8是种出来的!即在一般生产和栽培条

件下将单产为 %! """ 01 2 #$! 的品种依靠与之配套

的优化栽培技术!使之稳定达到单产 %& """ 01 2 #$!

的产量水平" "聚合我国现有优秀骨干!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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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自交系!搭建公共组配平台!进行有的放

矢地广泛组配!以期尽快选育出超级玉米组合"各单

位按所提供自交系的作用占有品种产权" !对近年

引进我国新的玉米种质! 按照早代异地强胁迫高密

度严格鉴定选择!选育出新的核心种质骨干自交系"
玉米界期待超级玉米# 新的核心种质和杂优模

式的出现"

据悉!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科技部创新平

台之一部分"已首批启动"超级玉米种质创新及中国玉米标准

#$% 指纹库构建#等重大项目$ 该项目主持单位为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赵久然博士$ 项目聘请了

戴景瑞院士等 &’ 余名国内外著名专家作顾问% 将联合国家

玉米改良中心&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 学

院等全国相关优势单位协同攻关$

群体具有较强的光周期敏感性! 但不同群体对光周

期敏感程度不同" !"#$% & 植株高大!叶片数多!生

育期长!果穗发育不良!子粒成熟不好!穗粒重和百

粒重低!为光周期敏感型种质$’"#(% ) 营养生长旺

盛!抽雄#散粉#吐丝期较晚!但雌雄开花间隔日数相

对较少!产量性状较好!为中度光周期敏感型种质$
!"#(% * 群体的抽雄#吐丝#散粉期及雌雄开花间隔

日数较低!为中低度光周期敏感型种质"这些群体内

具有丰富的遗传变异! 具有较大的选择潜力和利用

价值! 通过选择和改良是可以拓宽现有玉米种质的

遗传基础"
杂种优势组群是玉米杂交育种的基础" 美国玉

米杂种优势模式兰卡斯特+瑞德马齿! 是温带地区

的主要模式" 我国玉米的杂种优势模式王懿波等已

进行了研究" 在热带地区! 杂种优势模式为 ,-.+
-"/01%2!!"#(% 3 可以替代 ,-.! 杂种优势模式为

4"#$% 5+-"/01%2"
67889: 对 4"#(% 5 的 配 合 力 进 行 了 研 究 !

4"#(% 5 产 量 表 现 出 高 度 显 著 的 一 般 配 合 力 正 效

应" 产量表现最好的组合是 ;2<=>?@!"#(% &!在 ) 个

最优组合中!!"#(% & 出现 * 次"
从已育成的含有 !"#(% 种质!同时在西南地区

推广面积较大的杂交种分析!A1BC+!"#(% 5 是可以

利用的杂种优势模式"
王 懿 波 D&EE?F把 改 良 A1BC@!"#(% 亚 群 列 为 杂

种优势子模式!认为这两类群有较高的配合力!配出

的组合丰产性#稳产性#抗病性#抗倒性#结实性均较

好!适应性较广!且制种产量高" 该类杂交种表现为

中间叶型!大穗!品质好!中熟或中晚熟!适合黄淮海

和西南玉米区中产以上田块种植" 任洪D&EEGH也认

为!4"#$% 种质与温带种质特别是温带马齿种质间

有着较强的杂种优势!温带马齿型@4"#$% 是玉米育

种中可选的杂种优势模式之一"
本项研究显示!4"#$% 选系与四大骨干系间的

杂种优势是明显的! 但与黄早四组配的效果要差

些!一方面是因为黄早四生育期短些$另一方面!黄

早四属于硬粒锥形果穗!与 4"#$% 种质类似!难以

形成大穗大粒果穗!4"#$% 种质难以与黄早四组配

出强优势组合"来自旅大红骨的丹 IJK 是与 4"#(%
种质组配的理想种质!它的果穗粗!穗行数多!子粒

马齿型!易与硬粒型的 4"#(% 种质形成较强的杂种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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