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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审糯玉米新品种及其种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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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 年开展国家鲜食糯玉米区试以来"通过国审玉米新品种达 !+ 个"其食用品质#产量#抗病性#

农艺性状等均明显优于上世纪末的主推品种"不仅育种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且研究内容得到拓宽"使我国糯玉米育

种上了新台阶$ 通过对国审品种的种质分析说明"利用普通玉米的优良种质对糯玉米遗传改良是目前糯玉米选育的

主要方法"其中应重点对地方种质资源进行改良"选育二环系目前还不宜作为糯玉米选育的主要方法$ 有条件的单

位应积极开展糯玉米群体改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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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糯玉米的需求急剧增加"促使糯玉米育

种及生产在 (" 世纪未得到空前的发展$本世纪以来

通过国审的糯玉米新品种已达到 !+ 个"希望通过对

这 !+ 个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认识与分析"对我国糯

玉米发展能起到一点有益的作用$

! 国审糯玉米新品种

我国糯玉米杂交种选育始于 !%1# 年山东烟台

地区农科所"由于多种原因发展一直很缓慢"品种出

得少"市场销售量小"虽有苏糯&渝糯&鲁糯&中糯等

品种相继问世"但到上世纪末"进入市场也还只有 2
3 !" 个糯玉米品种"通过国审的也仅苏玉糯 ! 号和

沪玉糯 ! 号两个品种" 育种水平明显低于其它先进

国家$
从 (" 世纪末开始"由于受我国经济发展及市场

需求的刺激"糯玉米育种得到快速发展"不仅从事糯

玉米育种单位急剧增加" 而且在育种的深度和广度

上也有较大的提高$ 为适应我国糯玉米育种快速发

展的新形势"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从 (""" 年起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实施国家鲜食糯玉米区域试验 ,国家特

种玉米 4 组区域试验)"为糯玉米发展提供了一个巨

大的平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试验逐步完善"试验规

模不断扩大$ (""" 年刚开始国家鲜食糯玉米区试

时"全国西南&东南&黄淮海&东华北四大片区糯玉米

参试种不足 *" 个,同一组合同时参加几大区试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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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计算"下同-"尔后逐年增长"到 (""* 年参试种

增至 1& 个$ 糯玉米育种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国家糯玉米区试西南组刚开始区试时" 选用西南当

时主推品种渝糯 ! 号为对照种"但在区试过程中"参

试新组合大多数都能显著优于对照渝糯 ! 号" 致使

在 (""( 年就改用渝糯 1 号为对照种$
从 (""" 年开始全国鲜食糯玉米区试以来"通过

国家审定的糯玉米新品种共 !+ 个" 分属于 !! 个不

同育种单位"从南到北&全国各大片区均有国审品种

’表 !-"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地区&少数单位能选育

国审品种的局面$ 重庆市农科所选育的渝糯 1 号在

西南&东南&黄淮海三大片区均有上佳的表现"是目

前惟一通过三大片区区试及审定的国审品种$ 河南

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郑黑糯 ! 号是通过东南&黄

淮海两大片区区试及审定的国审品种$从这 !+ 个国

审品种可以看出"我国糯玉米育种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仅糯玉米育种水平大幅度提高" 而且研究内容得

到拓宽$ 首先"这 !+ 个国审品种的共同特点是食用

品质优&产量高&综合性状好"明显优于上世纪末的

主推品种$!品质优$国审品种表现糯性强&皮薄’较
薄-&细腻&口感好&食用品质优良"总评达一级的品

种有 & 个" 占国审品种的 +(/%8" 其余均达二级标

准%"产量高$ 国审品种平均产量 !( #!+/# 9: ; <=("
比对照平均增产 !%/"8"其中西南区平均产量 !* "(1/#
9: ; <=("东南区平均产量 !( ""+/# 9: ; <=("黄淮海区

平均产量 !! %+"/" 9: ; <=("东华北区平均产量 !* &&*/#
9: ; <=(%#农艺性状较好$国审品种株型为紧凑型或

半紧凑型的占 1#8"株高平均 (*( >="穗位高平均

!"! >="穗长平均 !2/& >="穗粗平均 +/# >="穗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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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行!行粒数 %& # %’ 粒"!抗病性好# 国审品

种对适宜种植区的玉米主要病害都有较好的抗性#
其次!糯玉米研究内容得到拓宽#通过国审的糯玉米

新品种属白糯的有 ’ 个! 占 ()*!+! 属黄糯的有 %

个!占 ,!-".!传统的白糯$黄糯仍为主流!但红糯$
黑紫糯等新类型也都有通过国审的品种! 在参试组

合中!还有彩糯$甜糯/加甜型糯玉米0等新类型!糯玉

米的研究内容得到大大扩展#

, 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种质分析

在 !" 个 国 审 糯 玉 米 新 品 种 的 亲 本 中!%%$ 和

12,&! 分别组配了两个品种! 则 !" 个国审品种由

,$ 个自交系组配而成!其亲本及来源见表 ,# 从表 ,
可见!在这些新育成的自交系中!用普通玉米优良种

质改良糯质材料而育成的自交系是主要的! 达 !(
个!占 ()-).# 具体为%导入普通玉米优良基因!改良

糯玉米地方种质/地方品种或选系3育成的自交系 ’
个!占 %&*’+"导入普通玉米优良基因!改良糯玉米

自交系育成的新自交系 ( 个!占 !4*,+"将普玉米优

良基因导入外引糯玉米品种育成的自交系 , 个!占

)*)+"用农家种选育的自交系/一环系3, 个!占 )*)+"
从糯玉米自交系选择变异株育成的自交系 % 个!占

!!*(+"从糯玉米杂交种选育的自交系/二环系3% 个!
占 !!*(+#

!"# 将普通玉米优良基因导入糯质材料是选育的

主要方法

在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 ,$ 个亲本中!将普通玉

米优良基因导入糯质材料育成的自交系 !( 个!占

()*)+!组配的杂交种 !! 个!占国审新品种 )’*$+!
可见采用该法是目前选育优良糯玉米自交系的主要

方法#我国糯玉米杂交育种不仅起步晚!而且相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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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展非常缓慢!其育种规模$育种水平大大低于普

通玉米!借用普通玉米育种成果$利用普通玉米优良

种质改良糯质材料!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使糯玉米育

种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目前国内最优秀糯玉米的

亲本基本都是用此方法育成# 鉴于鲜食糯玉米对食

用品质$商品品质有较高的要求!而普通玉米优良基

因导入在一定程度上会保留普通玉米的品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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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果皮增厚等问题!影响食用品质和商品品质!能

否减小导入普通玉米优良基因对食用品质和商品品

质的影响!将是选育成败的关键!对此应特别注意"
!"! 对地方种质进行遗传改良是糯玉米选育的主

要途径

在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 !" 个亲本中!用糯玉米

农家种选育的亲本#一环系$! 个!用普通玉米优良种

质改良农家种# 外引品种及其选系而育成亲本 %&
个!合计 %! 个!占 ’"(!)$用其组配的杂交种 * 个!
占国审新品种的 "’(+)" 可见利用地方种质主要还

是以利用经遗传改良的地方种质! 而不是直接从糯

玉米农家种中选育自交系作为主要方法" 我国是糯

玉米起源地!有丰富的糯玉米种质资源!不仅其农艺

性状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其品质性状也具有遗

传多样性!具有较大的选择利用潜力" 但是!糯玉米

在进化上是较原始类型!加之所处地域相对封闭!缺

乏种质间相互渗透! 其地方种质保留了较多的原始

性状" 未经遗传改良的糯玉米农家种一般农艺性状

不好!抗病性差!根茎倒伏严重!产量低!用其直接选

育自交系难度大" 金矮糯 ,& 和混选-% 等一环系亲

本!均不是最优秀国审品种的亲本!况且混选-% 还

是由 " 个糯玉米农家种混选育成"由此可见!对地方

种质进行遗传改良是糯玉米选育的主要途径" 我国

既有种类繁多的糯玉米农家种! 又拥有多种不同血

缘关系的普通玉米优良骨干自交系.杂交种$!完全

可以成功改良糯玉米地方种质! 把我国糯玉米选育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选育二环系现在还不是糯玉米选育的主要方法

国审品种的 !" 个亲本中! 属二环系的仅 + 个!
占 %%(/)! 可见选育二环系目前还不是糯玉米育种

的主要方法"与普通玉米不同!我国糯玉米育种还处

在发展初期! 直接从糯质基础材料中选育的骨干系

极少!可供选择的二环系也不多!目前市场上糯玉米

杂交种虽然品种数量众多!但相当部分大同小异!甚

至同种异名!遗传基础十分狭窄" 现仅以 %’ 个国审

糯玉米新品种为例! 其亲本为衡白 /!! 衍生系的有

’ 个!即 0!!#0/!#+""#1%’,!组配杂交种 / 个!占国

审新品种的 +/(,)" 由此可见!遗传距离小#遗传基

础狭窄是选育二环系的主要障碍! 仅靠选育二环系

来组配品种将十分艰难" 在用二环系组配的国审品

种中也仅有一个二环系亲本! 而另一个亲本则用其

它方法育成!而不是由两个二环系组成杂交种"至于

引进国外糯玉米分离二环系!则应积极进行!用此也

可达到扩充糯玉米种质的目的" 糯 %/, 就是从韩国

引进糯玉米自交分离的二环系"
!"$ 群体改良是实现糯玉米种质扩增的重要手段

用轮回选择进行群体改良是分离优良基因型个

体#实现糯玉米种质扩增的重要手段"目前用此方法

育成的优良自交系不多!在上述 !" 个亲本中也仅 !
个" 然而用群体改良方法一旦育成的自交系就有可

能成为骨干系" 例如通系 /! 用其组配的苏玉糯 %
号#苏玉糯 / 号通过国审!其衍生系通 +"% 组配的苏

玉糯 ! 号也通过了国审" 有条件的单位应积极开展

这方面的工作"

+ 结 论

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育成使我国糯玉米育种上

了新台阶!不仅其品质#产量#综合农艺性状!抗病性

都有较大提高!而且类型增加!研究内容拓宽"
国审糯玉米新品种的亲本主要来源于用普通玉

米优良种质对糯玉米种质的遗传改良" 利用普通玉

米优良种质对糯玉米遗传改良目前仍是糯玉米选育

的主要方法!其中应着重对地方资源进行改良!选育

二环系现在还不是糯玉米选育的主要方法" 有条件

的单位应积极开展群体改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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