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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玉米种质在新疆的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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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南斯拉夫引进各类玉米种质为我区玉米育种和生产上所利用"并育成了新玉 & 号#新玉 + 号#新

玉 - 号#新玉 !"#新玉 !. 等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0+"* 的引进和新玉 & 号的选育推广分别获自治区科技进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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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主要特点是干旱少雨"蒸发量大"气候干燥"但热量

充足"灌溉农业"有利于玉米生长( 玉米是新疆主要

粮食作物之一" 又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饲料来源和

酿造加工原料( 常年播种面积在 *( 万 HP( 左右"其

中南疆玉米播种面积占 +"]左右"主要以小麦收获

后早熟玉米复播和中晚熟玉米套播为主"积温高"属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地区( 北疆玉米播种面积占

."]左右"主要春播为主"一年一熟地区( 由于耕作

制度和生态环境不同"对品种的熟期#产量#品质#抗

病性等要求不同(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良玉米种

质资源"选育高产#优质#抗性强#抗旱#耐瘠薄#适应

不同生态区的亲本材料和品种是新疆玉米育种的首

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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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副研究员"从事玉米遗传育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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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科院与南斯拉夫从 !%+% 年开始进行玉

米育种合作研究" 通过长期的合作研究和交流促进

了种质资源的引进( !%+% 年以来从南斯拉夫引进包

括杂交种#自交系#综合群体和地方品种在内的各类

玉米种质资源 ! """ 余份" 为我区玉米育种和生产

上所利用(实践证明"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对提高

新疆的玉米育种水平# 发展玉米生产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的特点

CDC 高产稳产!适应性强

南斯拉夫玉米杂交种株型半紧凑" 穗位以下叶

片较平展"穗位以上叶片上冲"叶片间距较大"有利

于通风透光"适宜密植(引进的杂交种在新疆各地种

植进行田间鉴定"普遍表现产量高"稳产"适应性好"
很受农民欢迎( 尤其是 /0+"* 杂交种"在新疆平均

产量在 !! 6 ‘ HP( 以上"最高产量可达 !&1*+ 6 ‘ HP((
CDE 抗病"抗逆性强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有抗丝黑穗病和黑粉病#茎

秆坚韧#根系发达#抗旱能力强#耐瘠薄#抗倒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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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配合力高!群体遗传丰富

南斯拉夫提供的自交系有常规和高赖氨酸!"#$
两种类型!熟期组 %&"’(()*(("农艺性状好"茎秆坚

韧"抗倒伏! 经过多年的测配鉴定表明"具有较高的

配合力"自交系优良性状的遗传力强"综合群体遗传

丰富"背景明确"经过多年的轮回选择和改良"积累

了丰富的遗传基因" 农家品种均携带较多的修饰基

因"是玉米育种最理想的育种材料!

+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资源的利用

$"! 生产上直接推广应用

’,*, 年以来先后从南斯拉夫 引 进 杂 交 种 +((
个" 在新疆各地种植进行田间鉴定! 尤其是 -.*(/
引 入 后 在 新 疆 各 地 多 点 试 验 比 对 照 !"#’01 增 产

2(3左右"表现出高产#抗病#抗旱#抗倒伏#耐密植#
适应性强等特点"在新疆各地很受农民欢迎"使推广

面积迅速扩大" 成为新疆种植面积最大的主栽品种

之一! -.*(/ 在新疆大田平均产量在 ’’ 4 5 67+ 以上"
最高产量可达 ’18/* 4 5 67+! 该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于

’,9, 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

-.*(/ 在新疆的累计推广面积已达 ’0( 万 67+"在

甘肃#吉林#黑龙江也有一定的种植面积!
$"$ 作为亲本自交系杂交利用

由于南斯拉夫地理纬度与新疆地区基本相同"
南斯拉夫提供的玉米种质在新疆适应性好" 种质的

遗传背景明确"便于改良利用!引进的自交系已测定

配合力"从中选出一批优良自交系"按$国内系:国

外系%方式"利用南斯拉夫玉米自交系作亲本与国内

玉米自交系杂交先后选育出新玉 1 号;’(2&:南 *0 5
"+$#新 玉 * 号 !<=>**2:+(+)’ 5 "+$#新 玉 9 号 ;黄 早

四:<=>**2$#新 玉 ’(;’(2&:"-’’*+ 5 "+$#中 南 , 号

;三团 /:<=>**2$等品种供生产上应用!
$"# 作为选系的基础材料

,( 年 代 以 来 从 南 斯 拉 夫 先 后 引 进 >?@A?B4CD#
E--- 和欧美早熟种质为主的一批综合群体和自交

系间杂交种;选系改良目的而组配的杂交种$"作为

选系基础材料直接进行选系! 从中选育出了新自

2(/#新自 ++9)+#新自 2(1#新自 2((#新自 2(*#新自

++/)’#新自 +’9#新自 2(0 等优良玉米自交系! 这些

自交系一般表现抗病#抗倒#适应性强#自身产量和

配合力高等特点"并已用于组配杂交组合之中!其中

.F)/2’ ;利用从南斯拉夫基础材料中选出的自交系

与国内自交系杂交选育而成G在 +((’ H +((+ 年参加

自治区南疆复播玉米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平均产

量 , +2* 4 5 67+"居参试品种第 ’ 位"且抗性和适应性

好"已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定名为新玉 ’2!
$"% 自交系的改良利用

以南斯拉夫提供的优良 "+ 自交系与赖氨酸含

量高且带有修饰基因的 I=J 材料和带有修饰基因

的农家品种杂交产生群体"从中选育硬质;半硬质$
"+ 玉米自交系新自 +’* 5 "+" 新自 +’1 5 "+" 新 自

++1 5 "+"新自 ’02 5 "+ 等! 同时优良 "+ 基因自交系

作非轮回亲本把国内普通玉米自交系;’01&)/#新自

+(,#’(2&#+(+)’$回交转育成 "+ 同型系"使赖氨酸

含量提高到 (8/(3左右!

2 利用效果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在新疆玉米育种及生产上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9( 年代初引进推广南斯拉夫玉

米杂交种 -.*(/" 以突出的丰产性和适应性很快得

到推广"已成为我区玉米的主栽品种之一"使新疆玉

米产量有了较大的突破" 单产由 ’,9/ 年的 2 (,*80
KL 5 67+ 提高到 +((+ 年的 * *1’ KL 5 67+"增产效果非

常显著! 到目前为止"-.*(/ 累计推广面积 ’0( 万

67+"平均比当地品种增产 ’ 0(( KL 5 67+"增产粮食

++80 亿 KL! 利用南斯拉夫玉米种质育成并大面积推

广的新玉 1 号#新玉 * 号#新玉 9 号#新玉 ’(#中南 ,
号#新玉 ’2 这 1 个品种"其中新玉 1 号#新玉 * 号#
新玉 9 号# 新玉 ’( 这 / 个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2( 万

67+"平均比当地品种增产 ,(( KL 5 67+"共增产粮食

+08/ 亿 KL!

/ 优质蛋白玉米育种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疆的优质蛋白玉米育种工作起步较晚" 基础

薄弱" 利用外引玉米资源是加速选育取得成效的重

要途径! 引进利用南斯拉夫玉米种质选育成一批硬

质# 半硬质优质蛋白玉米杂交种" 并大面积推广应

用! 这些杂交种的选育突破了优质和高产之间的矛

盾" 不仅产量比普通玉米高" 而且赖氨酸含量在

(8/(3左右"比普通玉米高 1(3以上!如新玉 1 号;早
熟种"出苗至成熟需!’(M有效积温 + +((M&NG"大

面积平均产量 * 0(( KL 5 67+" 比普通玉米对照种增

产 ’(3以上"赖氨酸含量 (8/293! 新玉 * 号的大面

积平均产量在 ’( 0(( KL 5 67+ 以上"比普通玉米对照

种 -.*(/ 增产 93以上"赖氨酸含量 (82,+3! 新玉

’(O早熟种"出苗至成熟需!’(M有效积温 + ’(( H
+ +((M&N$"大面积平均产量 * 0(( KL 5 67+"比 普 通

玉米对照种增产 ’(3以上"赖氨酸含量!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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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这些品种已成为目前新疆复播

和春播玉米主栽品种之一" 在新疆玉米生产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的引进丰富了我

国玉米基因库

南斯拉夫玉米种质的引进和利用为丰富我国玉

米种质#改变我国玉米遗传基础过窄现状#改善玉米

种质的遗传质量将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作者多年的

育种经验" 南斯拉夫种质主要是 ()*+),-./#0111 类

群和欧美早熟玉米种质为主"遗传基础丰富"类型多

样"它们除了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杂种优势外"与我

国黄早四等地方玉米种质之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差

异"且有着较强的杂种优势! 因此"引进利用南斯拉

夫种质要重视以下几点$第一"要保持各类群优良遗

传基因"继续轮回选择进行改良!改良当中以类群的

背景和特征特性为出发点"不断加入新的优良基因"
特别是抗病2抗大斑病"小斑病3基因"要把不良性状

加以改良"充实类群的优良基因! 第二"重视早熟种

质的开发"对早熟骨干系进行改良"采取的方法是南

斯拉夫优良早熟自交系杂交产生 45 群体"从中直接

选二环系" 或南斯拉夫早熟系与国内早熟自交系和

地方品种杂交产生新的选系材料从中选系!第三"建

立杂种优势群"以南斯拉夫玉米种质为背景"针对国

内玉米杂种优势群2黄早四群6合成新的基础群体"
加强育种素材的创新!第四"做好对引进种质资源的

保存和整理工作"不断挖掘优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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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数 ?’ A #5 粒! 子粒黄色"半马齿型"子粒深"千粒

重 ?$! B 左右"出籽率 =’&以上!

? 讨 论

!"# 正红 $$% 适宜丘陵山区种植

四川及西南丘陵山区自然生态条件特殊" 阴雨

多湿"光照不足"土壤瘠薄"耕作粗放"以间#套作种

植为主"玉米生产管理水平较差! 多年以来"该地区

玉米主推品种为川单 $’#雅玉 5 号和交三单交等组

合"曾对发展玉米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正红 $$’ 具

有综合品质优#增产潜力大#株型好#幼苗长势强#抗

病及抗倒伏力强#耐瘠和耐粗放种植#适应性较广等

特点" 符合丘陵山区玉米生态和生产条件以及耕作

制度的要求"因此适宜丘陵山区种植!
!&’ 正红 $$% 玉米子粒综合加工利用前景

发展玉米深加工不但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而且由于其附加值的提高" 也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

益! 玉米杂交种正红 $$’ 不但淀粉含量高达 %’"%&"
是发展淀粉工业及其延伸工业的理想原料" 而且综

合品质优"又是综合加工利用的优质原料!玉米综合

加工能生产淀粉#酒精#变性淀粉#玉米糖#玉米油和

玉米食品等产品" 而加工后的副产品又是发展畜牧

业的优质饲料!通过微生物发酵方法"还可生产附加

值更高的抗生素和遗传工程产品! 由此可见"高淀

粉玉米正红 $$’ 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及加工利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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