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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玉米育种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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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省玉米育种素材多为二环系"种质基础十分狭窄"严重制约了突破性杂交种的选育# 优良自交

系和杂交种的匮乏以及高产栽培技术的不完善是我省近 !" 年来玉米单产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利用我省独特的地

域和资源优势"运用现代科学的种质创新技术"拓宽$创新种质资源是提高我省玉米育种水平和突破杂交种选育的

重要途径"对提高玉米单产$稳定总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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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省主要的粮食作物" 也是重要的饲料

和工业原料# 我省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 ("" 万 12(

左右"(""( 年我省粮食总产 ( %3!/( 万 4" 其中玉米

总产 ! "5"/# 万 4"占粮食总产的 *&/36"可见玉米在

我省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省玉

米生产应用的品种多而乱"缺乏突破性的品种"给我

省玉米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 而优良玉米育种材料

的匮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针对我省玉米育种

现状$ 育种行业的优势和当前的育种任务提出一些

看法"仅供商榷#

! 我省玉米育种的优势

!"! 地域广阔!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独特

黑龙江是我国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南起北纬

3*7(&8"北至北纬 #*7**8"南北长约 ! !(" 92%西起

东经 !(!7!!8"东至东经 !*#7"#8"东西宽约 %*" 92#
全省土地面积 3#/3 万 92(" 耕地面积 %#!/( 万 12("
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6" 人均耕地面积 "/(# 12("
总面积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第 ! 位# 南北两大山

地$五大山脉$东西两大平原形成我省独特的生态环

境和气候类型"这也是我省玉米育种行业生存$发展

最有利的自然优势#
!"# 丰富的地方种质资源

由于我省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 再经过

长期的栽培和选择" 形成了各种生态类型的玉米地

方品种"这类品种对特定区域有较强的适应性"具有

耐瘠$稳产$品质优良和遗传多样性丰富等优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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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 3&$甸 !! 和塔 ((F 等# 利用地方种质的优良性

状和各大类群系进行相互改良" 既拓宽了地方种质

资源的利用"又丰富了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丰富的

地方种质资源是我省玉米育种的重要基础" 也是独

特的资源优势#

( 我省玉米育种的任务

#"! 逐步提高玉米单产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加上其它的社会原

因"未来 (" 年我国的玉米面积将由 ( #"" 万 12( 下

降到 ( """ 万 12(" 我省玉米面积也会逐年减少"而

且近 !" 年来我省玉米单产没有提高"相反是有所下

降+表 !)# 在加入 G:= 后"我国的禽肉出口日益扩

大%另外我省发展迅速的畜牧业"也要求提高我省玉

米单产$稳定总产来满足日益增加的玉米需求量#

#"# 种植的最佳密度

国内外创高产纪录实践表明" 种植耐密杂交种

是创高产的首要因素#柏大鹏认为"美国玉米 !"" 年

的历史阐明了杂交种产量的提高与杂交优势的提高

无关%玉米耐密能力的提高"使单位面积玉米群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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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提高产量的主要因素" 从遗传上讲!高产基因

和高产相关基因的累积导致了杂交种产量的提高"
目前!我省玉米种植习惯仍然是稀植大穗!农业生产

上保苗不到 !" ### 株 $ %&’! 就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讲!我省已经落后国内先进的省份(如吉林#河南#山

东等)" 完善高产栽培技术也是当前我省玉米生产的

重要任务之一"
!"# 玉米自交系选育

完善的自交系培育是杂交种创新和突破的关

键"我省目前选育和应用的自交系多为二环系!这是

造成我省玉米种质遗传基础狭窄以及过去 *# 年玉

米单产没有提高的重要原因"拓宽#创新种质基础是

提高我省玉米育种水平和选育有突破杂交种的重要

前提" 家系选择比轮回选择是更有效地培育自交系

的手段"
!"#"$ 保持和丰富各类群的遗传基础

在积极引进各类群新的自交系的同时!应该在

各类群内进行群体改良!提高优良基因频率!丰富

种质基础!以便选育出配合力高#抗病#丰产性好的

自交系" 旅系统自交系的选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

鉴的"
!%#"! 不断引进和创造新种质

积极搜索#引进和改良地方种质以及热带+亚热,
种质应当引起育种者重视" 因为地方种质#热带(亚
热,种质具有遗传基础丰富#品质优良#保绿性好等

优点!但在利用时也应注意其根倒#株型披散#雌雄

不调#丰产性差等问题"对我省以及我国特有的一些

地方种质资源!如大黄 !-#甸 **#铁 *.#塘四平头#
白 鹤#旅 大 红 骨 子#野 鸡 红#白 马 牙 等 重 新 进 行 筛

选!开展品种内的群体改良!提高地方品种优良基

因频率!充分利用其优异性状补充到现有的种质材

料中"
!"#"# 耐密性与抗病性选择

戴景瑞等认为!中国近 *" 年杂交种产量的提高

与杂交种耐密能力#抗病#抗逆能力的提高有关$胡

吉成认为!当前玉米育种应当与植物保护相结合!所

以应加强玉米耐密#抗病育种"选育耐密型杂交种从

育种用的基础材料开始! 在自交系的不同世代以至

对杂交种的评价鉴定都要在预先设计好的高密度下

进行" 在加大种植密度和人工接病菌#接虫以后!必

须加强茎秆直立#高抗倒伏#耐密植#抗病虫性强及

中大均匀果穗的选育"

!"$ 玉米杂交种的推广与应用

柏大鹏认为! 玉米杂交种的表现取决于基因型

与环境互作!有利的加性基因+微效的或主效的,累
加是提高产量# 改良品质和其他综合性状的主要遗

传因素"杂交种必须经过多年#多点#多重复试验$优

良的玉米杂交种审定和推向市场应具备广泛区域的

优秀表现#产量和综合性状的稳定性#市场竞争力#
对主要病虫害的优良抗性# 遗传的多样性和制种的

容易性" 我们应该向广大农民宣传优良的品种和科

学的栽培技术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

. 我省玉米育种的未来

#"% 生物技术

我省在传统常规的育种理论基础上! 必须进行

理论和观念的更新! 利用生物技术创造新异的育种

材料"完善的基因图谱能够不断地提高选择效率!根

据多年多点的资料和分子基因图谱! 可定量自交系

的育种价值! 育种价值可以用于预估培育新自交系

的成功率或组配新杂交种的成功率"
#"! 现代化育种

现代育种都必须与商业化结合!而且要规模化#
民营化"在应用先进育种技术和理念的同时!要进行

育种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联合育种是现代育种的重

要出路!育种家不仅要作为玉米市场的先驱!而且要

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联合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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