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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玉米资源管理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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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资源主要包括早代材料$群体$自交系和杂交种#群体是选育自交系的重要资源#早代材料是选育

优良玉米自交系的原料#优良的自交系是选育优良杂交种的重要物质基础% 显然#玉米资源的收集$观察$分析$整理

和研究对玉米育种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在对众多纷纭的玉米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和研究时# 不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采用 /01234356
711844 (""" 创建各种数据库和基本表格#应用程序是采用 98:;<0=-" 编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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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幸运的在大学读书期间亲自聆听我国著

名玉米专家李竞雄$许启风$戴景瑞$宋同明等先生

的教诲#=" 年代中期以来在参加国家优质玉米课题

攻关工作中# 又在我国玉米首席科学家李竞雄及助

手石德权先生的教导下进行专用玉米育种研究工

作#在专用型玉米的研究方面受益匪浅#加上本人从

事玉米育种 +" 年#率先在吉林省开展专用玉米育种

的开发研究#收集了一大批自交系$杂交种资料#编

撰了(玉米自交系及种质杂交优势类群与其杂交组

合)和(玉米杂交组合及其种质杂交优势类群)%本文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庄铁成’!%+!$.#男#江苏镇江人#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

师# 主要从事玉米育种和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工作%

E8:!"+*!$^&#"&== !*%"+*(&#=(
W$SK0:![<MKFG61+!!(_43<M-13S
编撰本文以纪念李竞雄先生诞辰 %" 周年% 本文得到石

德权老师指正#在此表示致谢‘

的资料是选取其中专用玉米部分# 供玉米育种界同

仁参考利用%
编撰专用玉米基础材料的工具书# 任务比较繁

杂#难免挂一漏万% 希望借媒体平台#供国内各界有

关玉米育种栽培及农史研究的先辈同仁提出补充修

改意见#尽早把我国玉米信息趋于完善#为我国的玉

米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 自交系资料的收集及整理

玉米自交系是组配玉米杂交种的必要元素#优

良的自交系是选育优良杂交种的重要物质基础% 显

然#玉米自交系资源的收集$观察$整理$分析和研究

对玉米育种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多年来收集了国内常用的专用玉米自交系的名

称$选育的单位’选育人.和时间$血缘关系$杂优类

群# 以及由其组配的杂交种的名称$ 育成及审定时

间%从中可以看出每个自交系的利用价值#同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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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专用型玉米育种的脉络! 分析优良品种的亲

本血缘对选育新杂交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显然!
编撰这种玉米自交系基础文字资料! 必须有玉米界

同仁的共同努力!才能使玉米自交系的信息更全面#
真实准确"殷切希望在玉米育种界先辈的关怀下!本

文将可能成为我国专用玉米自交系选育开发利用的

简史#资料库#信息源#育种参考材料和育种工作者

喜欢的工具"
现已形成的资料 $专用玉米自交系及种质杂交

优势类群与其杂交组合%!信息主要来源&中国农林

科学院科技情报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品质

资源所!"#)* &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石德权+"##* &
’%,# 山西省农科院赵克明 !-’’- & ’.,#$玉米科学%
+"##* / -’’0 年,以及长春市农业科学院庄铁成多年

累积收集的有关资料’关于(种质杂交优势类群)的

分类!主要参考了中国农科院吴景锋+"##%,#曾三省

+"##.,#原中国农科院周洪生+"##.,#河南省农科院

王懿波 +"##),#辽宁省丹东农科院陈刚+"##*,#山东

省农科院玉米所王建革+"##%,#黑龙江省农科院苏

俊 +"##%,#新 疆 程 杰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刘 兴 贰

+"##$,等人的相关著述"
文中把玉米自交系种质杂交优势类群分为 1#

2#234#2300’#塘#旅#5" 外#5- 综#506#5* 低!即&
1 为改良 1789 杂 优 群!2 为 2:;<:=>7? 杂 优 群!234
为 4@"$ 亚群!2300’ 为自 00’ 亚群! 塘为塘四平头

杂优群! 旅为旅大红骨杂种优势群!5" 外为外杂选

亚 群!5- 综 为 综 合 种 选 亚 群!506 为 6AB:; 亚 群!
5* 低为其它低纬度亚群"

文中自交系!按英文字母国际音序排列! "按

阿拉伯数字排列!#按汉字笔划数排列!依次为C自
交系名称#血缘关系#杂优类群#选育时间#获奖情

况#育成品种的单位及审定单位与时间"

- 杂交种资料的收集及整理

本文收集了国内历年来推广的专用玉米杂交种

资料!记载杂交种名称#育成及审定时间以及由其组

配的自交系的名称#选育的单位+或选育人,和时间#
血缘关系即杂优类群! 从文中可以看出每个杂交组

合的利用价值"
现已形成的资料$专用玉米杂交组合及其种质

杂交优势类群%!本文信息主要来源&中国农林科学

院科技情报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品质资源

所+"#)* &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石德权+"##* & ’%,#
山西省农科院赵克明 +-’’- & ’.,#$玉米科学%+"##*
/ -’’0,#$山 西 玉 米 品 种 志%贾 明 进#张 亨 禄$中 国

农业出版社%+-’’- & "",以及本人多年累积收集的有

关资料"
本文把玉米自交系种质杂交优势类群分为 1#

234#2300’#塘#旅#5" 外#5- 综#506#5* 低"
文中杂交组合!按英文字母国际音序排列!"

按阿拉伯数字排列!#按汉字笔划数排列!依次为C
组合名称#亲本系#杂优类群#育成单位#选育时间#
审定单位与时间及获奖情况"

0 建立数据库

本 系 统 的 数 据 库 是 采 用 48<?@=@D> E<<7== -’’’
建立" E<<7== -’’’ 是微软最新推出的面向桌面的

数据库软件!它功能强大#操作简便#具有许多灵活

的数据格式!并提供了与微软的其它产品和各种程

序开发工具之间的良好接口! 具有极强的可扩展

性"本系统的各种数据库和基本表均由 E<<7== -’’’
创建"

本系统的应用程序是采用 F7GHI8$J’ 编写完成

的" F7GHI8$J’ 是 K@?G:;9 公司最新开发的面向对象

程序开发工具"它具有强大的可视化集成开发环境!
极高的编程效率等特点! 通过它可以编写出功能齐

全#实用美观#操作简单易懂#系统稳定可靠的应用

程序" 本系统使用了 LMN7<> O:=<:G 程序语言#LFKP
数据源#EFL 数据连接#PL4 及 E<>8Q7R 接口和控

件#5P2 组件等技术进行开发"
整个数据库包含的专用玉米类型有&优质蛋白#

高油#高淀粉#糯#高直链淀粉#甜#饲用#爆裂#笋用

以及特早熟#热带血缘#不育系" 每个材料!系#杂交

种,的定位用 0 组数字完成!一是大流水号!按收集

时间顺序排列!采取 % 位数!并且规定第一位数 ’ 是

早代材料#" 是自交系#- 是单交种#0 是三交种#* 是

双交种#% 是综合种#. 是品种#$ 是群体#) 是特殊种

质资源’二是类型编号!采取 0 位数!并且规定 ’"’
是优质蛋白#’-’ 是高油#’0’ 是高淀粉#’*’ 是糯#
’%’ 是高直链淀粉#’.’ 是甜#’$’ 是饲用#’)’ 是爆

裂#’#’ 是笋用" 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甜糯型玉米!
类型编号定为 ’.*!其他 ’." 普甜#’.- 超甜#’.0 加

强甜#’.% 加甜糯#’.. 加强甜糯" 在 ’$’ 饲用玉米

中!’$" 青贮#’$- 兼用型"鉴于本系统设计时涵盖整

个玉米类型!故普通类型编号定为 ’’’" 划在特殊资

源 ) 里的特早熟为 ’’"#热带血缘为 ’’-#不育系为

’’0’三是类型内顺序号!采取 * 位数" 在收集#整理

过程中!对同名不同物#同物多名的均进行了科学的

处理"
例如&中国农业大学选育的甜玉米(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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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审玉 !""#""!$!组合为%&$’()&*$+," 在数据库中

它 们 的 定 位 分 别 为 #-"-!’."/-."""- 和 -"-!/.
"/-."""!" $甜单 !-%的定位为 !"-(!."/-.""-"&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格是自交系特征特性详表!
包括自交系的比较全面的信息& 主要有来源0大流水

号’类型编号’类型序号’名称’选育单位’时间’专

利’新品种保护’来源’杂优类群1!特征%幼苗色’叶

片色’株高’穗位’全株叶片数’雄穗分枝’花粉量’花

药色’花丝色’果穗形’穗长’穗粗’粒行数’穗粒重’
穗轴色’子粒型’粒色’粒形’百粒重1!子粒品质%粗
蛋白’粗淀粉’支链淀粉’糖含量1!特性%熟期’出苗

至 成 熟 日 数’积 温’抗 逆 性 1!照 片 %自 交 系 全 株’果

穗’子粒1!联系方式"
另一个重要的表格是杂交种特征特性详表!包

括杂交种的比较全面的信息" 主要有杂交种基本信

息%类型’品种名称’别名’亲本组合’选育单位或选

育者’选育时间’审定时间及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号’植物新品种保护时间及公告号1!植株特性

%叶鞘色’长势’幼苗色’叶片色’株高’穗位’花丝色’
花 药 色’全 株 叶 片 数’双 穗 率’空 秆 率’株 型’保 绿

度1!穗部性状%果穗形’穗长’穗粗’穗行数’穗粒重’
穗轴色’子粒型’粒色’粒形’鲜出籽率’干出籽率’鲜

百粒重’干百粒重1!生育期%熟期’出苗至采收日数’
积温’出苗至成熟日数’积温’种植密度1!子粒品质

%粗蛋白’粗淀粉’支链淀粉’糖含量’粗脂肪’单产1!
品尝鉴定%外观性状’色泽’子粒排列’饱满度’秃尖

程度’柔嫩性’气味’风味’种皮厚薄度’食味口感’品

质 综 合 评 定 1!抗 逆 性 %大 斑’小 斑’弯 孢 菌 叶 斑’纹

枯’茎腐’矮花叶’丝黑穗病’黑粉病’玉米螟’倒伏’
耐瘠薄’湿热1!加工特点!照片%杂交种全株’果穗’
母本全株’果穗’父本全株’果穗1!联系方式"

+ 软件系统结构

!"# 资源收集

当今软件开发的标准越加趋向于智能化’ 傻瓜

化!如面向用户’所见即所得等技术均是为用户能够

快速掌握软件的操作方法而服务的" 所以资源收集

模块作为整个系统结构中的第一个且直接面向用户

的环节! 完全遵守了以上原则" 采用 234567$8" 和

9&: 组件技术编写的软件界面可以把自交系’杂交

种等资源的比较全面的信息0如#来源’特征’子粒品

质和特性等,通过统一’直观’便捷的窗口展示给用

户"使用户可以方便的输入各项参数!并通过固定某

些参数取值范围的方法以减少用户误操作的可能!
还能够在用户输入的某些参数达到特定条件的时候

自动生成其它参数!以提高效率"这些功能可以让广

大非计算机专业的玉米科研人员也能够轻松的使

用! 从而减少了应用本系统的人员开销! 降低了成

本!更有利于软件的推广使用"
!"$ 资源存储

当收集到足够多的资源后! 需要解决的便是如

何安全’有效地把资源存储起来以待日后调用!所以

资源存储模块便成为整个系统结构中的重点" 从安

全性上说! 主要考虑的是资源数据存储的方式是否

可靠"当发生数据丢失或缺损的时候能否快速’完整

的进行恢复" 要达到这项功能就要选择适当的备份

方式!其中有数据库存储’本地磁盘存储’移动介质

存储等等方法" 本系统采用的 ;7<=>?>@A B<<3?? !"""
数据库便是一个能够达到以上功能的数据库软件!
它不但作为数据库本身可以提供完善的可靠的数据

存储服务!还可以通过 C2D& 数据源技术灵活的把

数据转换成其它格式存储在其它介质上! 便于数据

的备份和恢复(从有效性上来说!资源的存储应该是

为了资源的共享和交换而服务的! 只有在资源可以

自由的共享和交换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

资源的作用&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资源的

共享和交换#一种是桌面模式%即单机版1!它的特点

是程序软件和资源数据都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访问

速度快且不需额外架设网络服务器! 缺点在于要和

其他人共享和交换资源必需把数据导出到移动存储

介质然后才能在其它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导入! 耗时

比较长( 另一种方法是客户 E 服务器模式 %即网络

版1!它的特点是程序软件在用户的计算机上%即客

户端1! 而资源数据在网络中的另一台计算机之上

%即服务器端1!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实时地向服务器

发布和索取数据! 从而达到以最快速度和其他人共

享’交换资源的目的!缺点在于访问速度要视网络速

度而定并且需要一台计算机作为网络服务器& 以上

两种方式在本系统中通过 B2C 数据连接’&C; 接

口及 B<A7F3G 控件等技术均可实现&
!%& 资源查询

资源查询模块是整个系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所有资源的收集和存储都是为了在实际工作中能够

得到帮助! 可以快速的从众多的资源当中找到自己

需要的信息! 从而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 然

而!在数据库中已经存储了大量的资源之后!通过逐

条浏览的方式获得所需数据变得异常困难而且也失

去了计算机管理的意义&为了解决上述弊端!更好的

为用户服务!资源查询模块把 HI: 查询语言结合到

了程序当中! 并加以简化使之以选项的形式呈现给

-!+ 玉 米 科 学 -# 卷



用户! 让用户可以直观的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自行

编辑查询命令!快速获取到所需的信息"

! 讨 论

建立这些数据库不仅仅是可以保存资料! 根据

需要可方便的调出综合信息! 例如可调出某单位育

出某类型系杂交种等" 更重要的是进行分析和研究

这些资源为育种服务"根据育种需要!调出具有某些

性状的系"如需要中熟#矮秆#抗丝黑穗病#百粒重大

的自交系!利用本程序一下就可调出来"
收集现有的资料!保存资源是重要的!而利用资

源创造新品种才是我们的目的" 尤其是把中间育种

材料科学的利用起来要靠大家共同协作! 切实的抓

好" 希望我们的程序能为玉米育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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