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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玉米品种商品品质及遗传关系的研究

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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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黑龙江省玉米前期发育规律与玉米生长后期之间的关系#玉米子粒生长发育进程与玉米商品品质

的关系#玉米商品品质的遗传规律及与环境#遗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明确玉米商品品质的变化规律及与遗传#

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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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部"地域辽阔"东西和

南北跨度都近千公里"玉米产区北起黑河南至双城

# 个积温带" 活动积温 ! %"" S ( T""U&C" 无霜期

%" S !*" C"历年玉米播种面积约 ("" 万 >L("占全

国玉米总面积的 !(V"玉米总产占黑龙江省粮豆总

产的 WWV"黑龙江省玉米商品品质的优劣对黑龙江

省玉米生产效益的高低乃至全国的玉米生产均有

一定的影响’ 玉米子粒外观颜色#子粒角质含量高

低#后期脱水快慢#后熟快慢#千粒重高低"这些均

与商品品质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研究!

! 不同子粒生长发育时期的含水量#
容重#粒重等商品品质的变化规律

’!- (""! 年在黑龙江省农科院试验地对我省常

用玉米品种东农 (W,#海玉 W#龙 W"*#龙 单 ,#龙 单

!*#龙 (#!#四早 &#龙单 !&#白单 %#龙 (#T#四单 !%#

收稿日期! (""W$"#$*!
作者简介! 张建国’!%T($-"男"黑龙江农科院玉米研究中心助研"从

事玉米遗传育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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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本育九#中单 (#吉单 !#%#丰禾 !"#龙单 !!#
吉 单 !," 共 !, 个 品 种 采 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W 次 重

复"* 行区"行长 , L"株距 "0* L"行距 "0T L’ 其中 !
个重复用作苗期干物质积累测定" 另 * 个重复准确

记录每个品种的抽丝期" 在抽丝后第 *"#*##W" 和

W# C 测定每个品种 * 个重复挂牌植株的子粒鲜重"
排水法测容重"烘干法测干重"计算各个时期每个品

种的含水量’ 鲜重#干重增长速率为从抽丝第 *" 天

起增长量与间隔天数的商"脱水速率为从抽丝第 *"
天起含水量每天的递减率’

’(-从表 ! 和表 (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品种在抽

丝后第 *" S W# C 子粒鲜重# 干重均呈线性增长"含

水量呈线性递减%在抽丝后第 *" C"早#中早熟品种

含水量多在 *TV S W%V" 中晚# 晚熟品种在 #"V S
#&V%而在抽丝后第 W# C 时"早熟品种含水量则为

(&V S *(V"晚熟品种含水量在 *(V S *TV’ 此时早

熟品种在哈市已达完熟期’对于排水法测定的容重"
早熟品种在抽丝后第 *# S W" C 达峰值附近"而晚熟

品种则迟 # S T C 方达峰值附近’ 由于子粒体积的快

速增长为干物质的积累提供充足的库容" 灌浆的持

续时间将决定其建成粒重的大小" 可以解释为何晚

熟品种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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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鲜重增长率与干重增长率呈正相

关! 干重增长率高的品种证明此时期其干物质积累

速度快!而此时期恰为建成粒重的关键时期!这样的

品种于同熟期品种产量优势明显"容重高#干物质积

累速度快# 脱水快这几项指标为衡量高商品品质的

重要因素" 从脱水速率来看!龙单 $"#龙 %&’#四单

$(#本育九#中单 % 这几个品种明显高于其它品种!
且 %))$ 年与 %))% 年试验结论基本一致! 而这几个

品种恰为生产实践中各熟期段的主栽优势品种"

% 前期发育规律与最终商品品质之间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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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品种不同时期的鲜重与干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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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禾 $) &&-,$ +,-(’ +%-$) "+-(( +-"&. +-’&. &-%"" +-’%%
龙单 $$ &&-$) +.-,+ ",-’) "+-+’ +-$’, +-).’ +-"’, +-+""
吉单 $,) &+-,) +.-(, ".-$( "$-,% +-%++ +-&.’ +-&’, +-.++

注$$#%#"#+ 分别代表抽丝后第 ")#"&#+)#+& 天的相关性状"

容 重!*/水 分!0/
品 种

表 # !" 个品种不同时期的水分与容重的比较

!$/对我省 $, 个常用玉米品种在苗期从 " 叶期

开始!每隔 & 天测苗干物质积累!同时调查相应时期

各个品种的叶龄!直至拔节期!每个品种每次取完整

的 & 株!将根部洗净#擦干!于 $)&1烘干箱烘至恒

重" 计算每个品种苗期干物质增长率"
!%/对大多数品种而言!苗期干物质增长率与最

终商品品质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品种之间!苗

期干物质增长率高! 后期子粒鲜重增长率亦相对较

高!子粒干重增长率亦然"而后期子粒脱水速率与苗

期干物质增长率看不出有何相关"

" 玉米商品品质遗传规律及与环境关系

&+ 玉 米 科 学 $" 卷



!"#$%%$ 年将我省常用玉米品种及其亲本共 "&
个品种 $’ 个自交系按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行

区"行长 ) *"行距 %+, *"株距 %+( *# 测定项目同

$%%" 年$
-$.通过对与 $%%" 年有共同杂交种的各项商品

品质的分析! 发现大多数品种商品品质的变化规律

与上年结果能够吻合!说明对多数品种而言!品种间

各项商品品质的变化规律受环境影响不大! 只是对

单个品种年际间收获期的含水量%容重"百粒重会随

当年霜期的提前或拖后而有所变化! 但这个变化品

种间基本一致$ 个别品种如东农 $&)"龙单 )"四早 ’
的脱水速率年际间差别较大! 可以说明这几个品种

就单项脱水速率来讲!遗传规律受环境影响大$
-(.通过对表 ( 的分析!选取与商品品质关系密

切的两个重要指标! 即脱水速率与干物质增长率来

判断杂交种与亲本的相关程度$ 从干物质增长率来

看!对于中熟"晚熟品种其杂交种与亲本有一定的相

关性$亲本的干物质增长率高!其相应杂交种干物质

增长率亦高$ 而对于早熟品种则看不出规律$ 从脱

水速率来看! 很难分析出亲本与杂交种整体趋势有

共同的相关性!但对个体而言!如龙单 "("龙 $/,"本

育九这几个杂交种的亲本和杂交种的脱水速率均明

显偏高! 说明脱水速率相对较高的亲本有一定的遗

传性$

名 称 脱水速率-0. 干物质增长率-*1 2 3# 名 称 脱水速率-0# 干物质增长率-*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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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7",$ "+(%$ %+&$%
龙系 " "+(’) %+&’( 龙系 ) "+&/$ %+/$(
龙单 ) "+/&" %+,,$ 四单 "4 "+&&$ %+4,’
海 %"& "+$,4 %+&/) &&& "+"’& %+,4/
长 ( "+4&% %+(4) 89", "+(%4 %+&&$
龙单 "( "+&&/ %+4$/ 本育九 "+’%) %+,/$
龙抗 "" "+),/ %+(&’ ,))&:, "+)$/ %+/(’
;"% "+4(, %+()/ 89", "+(%4 %+&&$
龙 $/" "+&&% %+)/( 中单 $ "+(%4 %+,,%
龙系 )/ "+()) %+($/ ((% %+4"/ %+/$%
6)%" "+$’) %+(), 89", "+(%4 %+&&$
四早 ’ "+’,/ %+,&4 龙单 "" "+")& %+/(’
&(& "+($’ %+’4’ )&$ "+$,$ %+4)%
&<" "+$,& %+’$( /%%( %+4($ %+’4&

表 ! "##" 年各品种及其亲本脱水速率与干物质增长率

& 结论与讨论

!".黑龙江省常用玉米品种前期发育规律与后

期商品品质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大多数品种而言!苗

期干物质增长率高" 后期子粒鲜重增长率亦相对较

高!同时子粒干重增长率亦相对较高$而后期子粒脱

水速率与苗期干物质增长率则无相关性$
!$.黑龙江省常用玉米品种在抽丝第 (% = &/ >

间子粒含水量"容重"粒重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对于

早熟品种容重在抽丝 (/ = &% > 达峰值附近!晚熟品

种则迟 / = , > 达峰值附近!子粒体积的快速增长为

干物质的积累提供充足的库容! 灌浆的持续时间将

决定其建成粒重的大小!进而影响产量&粒重中鲜重

增长率与干重增长率呈正相关& 用脱水速率来衡量

脱水相对较快的品种有龙单 "(%龙 $/,-龙单 $(.%四

单 "4%本育九和中单 $ 等!这些品种的容重%干重增

长率亦相对较高$
-(.黑龙江省常用玉米品种商品品质的遗传其

个别指标有一定规律! 与品种商品品质关系密切的

子粒干重增长率亲本相对较高的! 其杂交种亦相对

较高!且受基因加性效应控制!与母本相关性较大$
脱水速率相对较快的自交系其杂交种多数亦较快!
但不具备共性$ 玉米各项商品品质的变化规律的研

究虽成效较好! 但玉米各项商品品质的遗传规律的

研究由于是一年试验!尚缺乏足够理论依据!今后将

进一步研究$
-&.本试验中容重测量法采用排水法!可能与其

它研究采用容重仪测定容重品种间比较会有所差

异!但本试验采用同一测定标准!品种间比较有一定

的准确性及参考价值$ 以后将探讨将此!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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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研究中所测定的容重与子粒鲜重或干

重通过一定的系数转换变成标准容重!
!"#随着新的粮食质量标准的出台和种植结构

的调整"人们必将愈加重视商品品质优#熟期适宜的

品种!品种收获期子粒含水量#容重及千粒重等与商

品品质相关性状的遗传机制将成为今后育种工作中

的重点攻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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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糯 % 号-%% ,,,’+ 56 7 89).!
!"# 福建省特种玉米区域试验

)++) : )++2 年参加福建省特种玉米!白糯组.区
域试验") 点增产"" 点减产" 产量幅度为 1 )%/’4 :
%4 ,24’+ 56 7 89)"平均 %) /2+’3 56 7 89)"比对照苏玉

糯 % 号!白糯.减产 %+’/2;!)++2 年继续参加省区试"
4 个点增产"4 个点减产"产量幅度为 , 24/’" : %/ 1/1’+
56 7 89)" 平均 %2 "3%’+ 56 7 89)" 比对照苏玉糯 % 号

!白糯.减产 4’4";! 两年平均产量 %2 %+"’, 56 7 89)"
比对照减产 1’");!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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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特种玉米生产试验

)++2 年参加福建省特种玉米生产试验" 莆田#
建阳# 惠安 2 个点鲜穗产量分别为 %) //%’"#%% 1++
和 %/ 1"+’" 56 7 89)" 比对照种苏玉糯 % 号分别减产

)’4;#2’4;和 +’3;!

4 栽培技术

在福建闽紫糯 % 号适宜全省玉米产区隔离种

植" 春播时地温稳定通过 %)<后的 2 月中下旬播

种"秋播约在 1 月 %" 日至 3 月 %" 日播种"播种方式

为开沟畦植"每畦 ) 行"畦宽含沟 %’) : %’2 9"株距

)1 : 2+ =9"密度 "1 +++ 株 7 89)"穴播 ) : 2 粒"盖土

厚度 ) =9"2 叶 % 心期定苗! 施肥总量一般纯 > )++
: ))+ 56 7 89)#?)@" /+ : 3+ 56 7 89) 和 A)@ %"+ : %3+
56 7 89)! 磷钾肥与有机肥可一次性在播种前作基肥

施用" 氮肥可按基肥B苗肥B壮秆肥B攻穗肥约为 )B)B
2’"B)’" 的比例分次施用! 水分管理苗期注意排水防

渍"进入大喇叭口期以后至灌浆期要保持土壤湿润!
作为黑色鲜食玉米要及时防治玉米螟#小菜蛾#菜青

虫#蚜虫和粘虫等"于采收前 )+ C 停止用药"同时注

意子粒转色效果"适时采收"以提高果穗商品率!

" 制种关键技术

隔离制种"父母本行比 %B2 或 %B4"春播母本比

父本早播 " : 1 C" 秋播母本比父本早播 2 : 4 C"制

种田密度以 /1 "++ : 1" +++ 株 7 89) 为宜"同时加强

肥水#病虫杂草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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