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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和 +%(( 都来源于美国杂交种选系"以这两个自交系为基础材料选育出近缘玉米自交系丹 %"0&#
1-&"#$("它们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阐述了丹 %"0&%1-&"#$( 的特征特性及在生产上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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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0& 是丹东农科院以外引系 #""/ 和 +%((
杂交后"经过多代自交"于 !%%" 年选育而成的二环

系& 1-&"#$( 是铁岭市农业科学院于 !%%0 年育成"
是以 +%(( 和 #""/ 杂交后" 经多代自交选育而成的

二环系& 以这两个自交系组配而成通过审定的优良

玉米单交种有 !! 个"对我国的玉米生产做出了重大

贡献&

! 两 个 近 缘 玉 米 系 丹 %"0&%1-&"#$(
的特征特性

IJK 丹 !">$ 的特征特性

在丹东地区春播"出苗至成熟 !/" L 左右"幼苗

叶鞘紫色"叶片深绿"叶窄"波曲上冲"叶面光亮"主

脉白色明显&植株主茎叶 !% [ (" 片"叶片上冲"株型

紧凑& 株高 !-" PO"穗位 &# PO&雄花序分枝 % 个"护

颖绿色带有紫纹"花药黄色"散粉性能好& 雌穗丝状

花柱初期为绿色"后转为紫色& 果穗筒形"略呈纺锤

形"穗长 !+ PO"穗行数 !0 [ !& 行"穗轴白色& 子粒

马齿型"淡黄色"千粒重 /"! ;"较抗倒伏"耐涝性中

收稿日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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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抗大小斑病%丝黑穗病"低洼地区易感纹枯病&种

植密度#+"""株 ^ BO("一般产量为/+#"[#(#"T; ^ BO(&
KJ@ %&$"’(@ 的特征特性

在辽宁铁岭春播"出苗至成熟 !/# L&出苗快"幼

苗长势中等& 成株主茎叶片 !- [ !% 片"上冲"叶鞘

紫色"株高 !+( PO"穗位高 #! PO& 雄花序分枝 !" [
!/ 个"花药黄绿色"花粉量大& 雌穗丝状花柱"淡紫

色& 雌雄协调"吐丝与散粉间隔 ( [ / L& 果穗筒形"
穗长 !- PO"穗 粗 0 PO"穗 行 数 !0 [ !& 行"穗 粒 数

/0/ 粒"千粒重 (%" ;& 根系发达"高抗倒伏"耐旱和

耐涝性强& 大小斑病均为 "2# 级"高抗粗缩病%矮花

叶病%青枯病%丝黑穗病%黑粉病和穗腐病&种植密度

#- #"" 株 ^ BO("一般产量为 / #(# [ # (#" T; ^ BO(&

( 丹 %"0& 所组配的杂交种在生产上

的应用

@JK 丹 !">$ 所组配的杂交种

名 称 组 合 选育单位 审定时间

丹玉 (/ 丹 %"0& ^ /0" 丹东农科院 !%%+
丹玉 (& 丹 %"0& ^ #%- 丹东农科院 ("""
辽丹 %// 丹 %"0& ^ %!%# 辽宁东亚丹东种子有限公司 (""!
吉新 ("/ 丹 %"0& ^ 吉 -#/ 吉林省农作物新品种引育中心 (""!
西玉 - 号 丹 %"0& ^ 西 #"( 山东莱州西由种苗所

表 K 丹 !">$ 组配而成的优良玉米单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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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 所配杂交种的产量表现

!"#丹玉 $% 的产量表现! "&&% ’ "&&( 年省区域

试验" 两年 ") 个点次平均产量为 * &*" +, - ./$"比

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1! "&&% 年大连市区域试验"
) 个点次平均产量为 "2 ("% +,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30"1# 铁岭市区域试验"3 个点次平均产量

为 "2 **(03 +,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30$1!
"&&% 年 大 连 市 生 产 试 验 "3 个 点 次 平 均 产 量 为

& (*403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41#同年"
昌图县生产试验"4 个点次平均产量 4 %*2 +, - ./$"
比沈单 * 增产 "$041! "&&( 年吉林省公主岭市多点

试 验" 平 均 产 量 * &$(03 +, - ./$" 比 丹 玉 "% 增 产

"&041#同年"河南省登丰县种子公司多点试验"平

均产量 4 %(2 +, - ./$"比掖单 "% 增产 *0%1! "&&* 年

吉林省农安县玉米高产攻关田 30% ./$ 地"平均产量

为 "$ 3$3 +, - ./$! 经各地试验示范证明"该品种高

产$高抗$适应性较广"一般产量为 4 $32 ’ & 222 +, -
./$"深受农民欢迎""&&4 年累计推广面积为 (&0* 万

./$!
!$5丹玉 $) 的产量表现! "&&3 ’ "&&) 两年院内

比较试验"平均产量为 "2 3&) +, - ./$"平均比对照

种沈单 * 增产 $*0$1"列第 " 位! "&&4 年参加辽宁

省丹东市玉米新组合大区比较试验" 平均产量为

* &4*03 +, - ./$"比 对 照 种 丹 (24 增 产 $20*1"列 参

试品种第 " 位"达极显著水平! "&&* 年参加辽宁省

预备试验"平均产量为 ) 4%(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1! "&&4 年进入省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 (3(03 +, - ./$" 比对照种掖单 "% 增产 )0)1" 列 6
组第 $ 位#"&&& 年继续参加省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 (*303 +, - ./$" 比对照种掖单 "% 增产 4041" 列 7
组第 " 位! 两年平均产量为 & ()3 +, - ./$"比对照种

掖单 "% 增产 *0*1! "&&4 ’ "&&& 年同时参加东华北

组国家玉米品种试验" 平均产量为 & 4&403 +, - ./$"
比掖单 "% 增产 40&1! "&&& 年同时参加东华北国家

玉米品种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为 & *%203 +, - ./$"比

对照增产 "*0%1! $222 年先后通过河北省$国家及

辽宁省审定! "&&4 ’ $222 年累计推广面积 "%%0% 万

./$! $22% 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8%5辽丹 &%% 的产量表现! 辽丹 &%% 是丹东农业

学校于 "&&3 年育成""&&) 年参加丹东市联合鉴定"
平均产量为 * 2&$ +, - ./$" 比对照种丹玉 ") 增产

")0%1#"&&* 年丹东市联合鉴定平均产量为 * )*303
+, - ./$"比对照种丹玉 ") 增产 "40"1! 两年平均产

量 * %4(03 +, - ./$" 比对照种丹玉 ") 增产 "*0$1!
"&&* 年 同 时 参 加 丹 东 市 大 区 试 验" 产 量 为 ) &&&

+, - ./$" 比对照种丹 (24 增产 $20%1! "&&3 ’ $222
年累计种植面积 $"0) ./$" 创社会效益 ") "%(03 万

元! $22$ 年获丹东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5吉新 $2%$西玉 4 号产量表现略!

% 94)23:$ 组配而成的杂交种在生产

上的应用

’"( 由 )*&$+,! 组配而成的杂交种

’"! )*&-+,! 所组配的杂交种产量表现

!"5丹玉 %& 的产量表现! $222 年参加辽宁省区

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4 2"*03 +, - ./$"比对照种增产

"%0*1#$22" 年继续参加省区试" 平均产量为 & 4*&
+, - ./$"比对照种增产 *0%1"产量居第 "2 位! 现已

成为辽宁省区域试验晚熟组的对照品种! 在辽宁$
吉林中南部$内蒙古等春播区广泛种植"年推广面

积 %%0% ./$" 累计种植面积 "(2 ./$" 按增产率 %*3
+, - ./$ 计算"可增产粮食 3$ 322 +,"增加经济效益

"% "$3 万元!
!$5铁单 "2 产量表现! "&&" 年省区域试验 "& 个

点次"平均产量为 "2 $"%03 +, - ./$"比丹玉 "% 增产

$"0%1! "&&$ 年省区域试验 "& 个点次"平均产量为

& &&(03 +, - ./$"比沈单 * 增产 "30)1! "&&$ ’ "&&%
年 省 生 产 试 验 $* 个 点 次" 平 均 产 量 为 & &$" +, -
./$"比沈单 * 增产 "(1! 该品种种植多年"现在仍

然是吉林省晚熟组玉米区域试验的对照种" 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年推广面积 $)0* 万 ./$ 左右!
!%5铁单 "$ 产量表现! "&&$ 年在所内新组合观

察试验中"产量为 "% 3"203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1# "&&% 年参加所内品比试验" 产量为

"% 3%*03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1"居预

试 7 组首位#"&&3 年参加省晚熟组区域试验" 产量

为 4 %(*03 +, - ./$"比对照种沈单 * 增产 &0)1#"&&)
年继续参加区域试验"产量为 4 %%( +, - ./$"比对照

种沈单 * 增产 &0%1! "&&* 年参加省晚熟组生产试

验"平均产量为 * $2*03 +, - ./$!受干旱影响5"比对照

种沈单 * 增产 "*031" 居参试组合第 % 位#"&&4 年

继续进行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为 & )&"03 +, - ./$"比

对照种掖单 "% 增产 "2031"产量居参试!下转第 "# 页$

名 称 组 合 选育单位 审定时间

丹玉 %& 94)23:$ - 丹 3&4 丹东农科院 $22"
铁单 "2 94)23:$ - 丹 %(2 铁岭农科院 "&&(
铁单 "$ 94)23:$ - &2"2 铁岭农科院 "&&&
铁单 "% 94)23:$ - 吉 ((( 铁岭农科院 "&&&
铁单 "& 94)23:$ - 丹 %)2 铁岭农科院 $22"
沈农 4* 94)23:$ - 沈农 %2& 沈阳农大农学院 $22"

表 ! )*&-+,! 组配而成的优良玉米单交种

$4 玉 米 科 学 "% 卷



!上接第 "# 页$

!"#根据测交产量结果比较 $$ 个测交组合!比

对照增产的有 % 个! 增产幅度为 &’&( ) *$’+(!冀

%",-.*/&010* 组合产量居第 * 位!冀 %",-.*/&010
" 居第 $ 位!其余 *& 个组合一般减产 /(左右!还有

两个组合减产 $2(以上"
!13根据自交穗行和测交组合综合鉴定结果!确

定 -.*/&010" 自交系作为提纯的原种进行繁殖供生

产应用"

" 讨 论

!*3对于生产上利用多年!又比较混杂的自交系

采用一般的保纯方法!不但不能淘汰杂株!而且还会

把杂株的成分继续掩盖起来" 采用选株测交法能够

减少上述弊端!获得配合力高!且具有原系植株典型

性状的优良原种"
!$3鉴于自交后多数穗行表现混杂!我们认为连

续选株自交两次为宜! 在第一次自交穗行圃上淘汰

劣行!在优良穗行上再进行第二次选株自交!同时测

交4尤其是提纯母本自交系起码自交两次!这样做可

获得较好效果"
!"3采用选株测交法提纯自交系!自交系株数以

*22 株为宜!最少不能低于 %2 株" 测验种应选用杂

交种中的另一亲本自交系!并且纯度要高!这样才能

有成效地达到预期目的"

%上接第 "& 页$组合第 * 位" 两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

/ 115’% 67 8 9:$!比对照种增产 *"’1(!产量居复试组

合第 * 位"
;13铁单 *"#铁单 *5 和沈农 /& 产量略"

1 结 语

丹 521+#</+2%0$ 两个近缘玉米自交系按照血

缘上划分属于 =>?@ 类群! 是我国玉米重要类群之

一" 目前!由丹 521+#</+2%0$ 组配的苗头组合在各

级试验中表现异常突出!仍处于上升状态!以及由此

两系的衍生系所选育的新组合亦通过审定! 对我国

未来的粮食生产将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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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帕列托法则寻求成功的法宝!并发扬光大%如果你

整日忙碌!可成绩平平!那么你也可以用帕列托法则

找出症结所在!进一步改进你的工作"

1 帕列托法则的运用实践

我们地处河北省中南部! 隶属黄淮海夏播玉米

区"我所作为基层育种单位!育种的人#财#物资源极

其有限"为了使我们的育种工作更加有效!几年前我

们用帕列托法则对育种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

后决定将选育适宜黄淮海夏播使用的品种作为育种

方向!以抗病#抗倒#耐密为前题的高产量作为基本

育种目标! 把改良美国玉米种质材料作为研究的重

点!将矮秆#抗病#耐密#高配合力作为突破的关键!

从而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了重点材料的试验规模!
提高了育种效率" 以总计 $2 多万元的直接研究投

入!先后育成了衡单 *2#衡单 ** 两个玉米杂交种!
同时还有以衡单 5+" 为代表的几个苗头新组合"

现在! 帕列托法则已成为我们育种工作中解决

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实施每项计划前都要分析

其关键因子!并重点做好与其相关的各项工作"
&戏法人人会变!但各有巧妙不同’"在竞争已趋

白热化的玉米育种领域!&多#快#好#省’# &独领风

骚’是所有育种单位和育种者追求的目标!帕列托法

则也许会帮助你尽快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A*B =?D9EF@ GHD9’ /2 8 $2 法则AIB ’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555 ’

增刊 "*苏方宏等$帕列托法则及其在玉米育种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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