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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耐旱系数法对我国47份主要玉米自交系农艺性状、产量与耐旱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对自交系耐

旱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穗粗、行粒数、轴径与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呈极显著正相关；株高、雄穗长、穗行

数、百粒重与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呈显著正相关；ASI与单株产量耐旱系数呈极显著负相关。各性状耐旱性对单

株产量的相对重要性依次为穗粗>行粒数>轴径>株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重>穗位高>穗长>ASI。按照综合耐旱

系数将自交系耐旱性分为3个级别，耐旱性较强自交系有混517、郑58、掖52106、英64、38-11等19份，占40.4%；耐

旱性中等自交系有 525、C103、Mo17Ht、黄早四、昌 7-2等 18份，占 38.3%；耐旱性较弱自交系有吉 853、综 31、L317、
Os420、WF9等10份，占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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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ought resistance coefficient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ronomic
traits, yield and drought tolerance of 47 main maize inbred lines in China, and the drought tolerance of inbred lines
was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ought tolerance index of ear diameter, grain number, cob
diameter and seed yield per pla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plant height, tassel length, ear row number,
100-grain weight per plant and grain yield drought index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SI had signifi⁃
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yield per plant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rought tol⁃
erance to yield per plant was in turn, ear diameter > row grain number > shaft diameter > plant height > ear length >
ear row > 100 grain weight > ear height > ear length >ASI.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drought tolerant inbred
lines for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will be divided into 3 levels, drought tolerant inbred lines are Hun517,
Zheng58 and Ye52106, Ying64, 38-11, etc, accounted for 40.4%, moderate drought tolerance inbred lines drought
tolerance was 525, C103, Mo17Ht, Huangzao4, Chang 7-2, etc. Accounting for 38.3%, weak drought tolerance in⁃
bred line Ji853, in 31, L317, Os420, WF9 and other 10, accounting for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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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影响玉米产量最重要的非生物逆境之

一。减少干旱对玉米生产造成的损失，最有效的途

径是选育和推广耐旱品种，充分发掘玉米耐旱种质，

进行耐旱优良品种选育是目前国内外玉米育种的重

要目标。在育种实践过程中，准确鉴定和评价玉米

自交系的耐旱性是培育耐旱玉米杂交种的重要前

提。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年代主要玉米杂交种亲本自

交系耐旱性分析，揭示自交系耐旱性与产量的相关

程度，为耐旱新品种培育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我国常用的47份玉米自交系为试验材料，分

别为掖 52106、Mo17Ht、Os420、郑 22、昌 7-2、L289、
8723、沈 137、X178、W20、自 330、混 517、掖 478、
U8112、38-11、Mo17、P138、获白、9801、掖107、英64、
7884Ht、M14、L317、郑58、444、丹340、吉63、黄早四、

III.Hy、沈 5003、鲁原 92、齐 319、WF9、DH65232、
吉 846、黄 C、Ci187-2、K12、塘四平头、478、综 31、
525、铁84、吉853、E28和C103。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0～2011年在新疆农业科学院安宁

渠试验场进行(北纬43°54’，东经87°27’)，全年平均

降水量为 150～250 mm，生育期降水量平均 85～
90 mm，平均蒸发量为 1 500～2 300 mm，气候干旱，

降水主要集中在6、7、8月份；无霜期152～180 d，全
年≥10℃·d的有效积温为 3 000℃～3 500℃·d，7月

份日平均温度为 22℃～25℃；昼夜温差大；全年日

照时数为 2 700～2 800 h；土壤为灰漠土，有机质含

量为1%～2%。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不同水分胁迫为主区，设干

旱胁迫(旱区)和正常灌溉(水区)两个处理。47个自

交系为副区，重复3次。水旱区设5 m水分隔离带，

2 行区，行长 5 m，行距 55 cm，密度 75 000株/hm2。

采用膜下滴灌系统控制灌水，正常灌溉区滴灌 11
次，干旱胁迫区5叶期和灌浆期各滴灌1次，每次平

均灌水量40 m3。

1.3 性状调查与分析方法

1.3.1 主要农艺性状调查

调查出苗期、散粉期、吐丝期，测定株高、穗位

高、雄穗长、雄穗分枝、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

轴径及百粒重等相关性状。

1.3.2 统计分析方法

用耐旱系数评价自交系各性状的耐旱性。

耐旱系数=1-(灌溉测定值-干旱测定值)/灌溉测

定值；

综合耐旱系数=1/n∑[1-(灌溉测定值－干旱测

定值)]/灌溉测定值；

其中，n为指标性状数量。

用Excel 2007和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水分处理间玉米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结

果分析

表1 玉米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方差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main agronomic traits of inbred lines on maize
性 状

Trait
株高

穗位高

雄穗长

雄穗分支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273.21

243 485.20
153 393.84
24 844.51

462.21
44 028.52
75 688.35
15 129.82

15.76
2 096.48
4726.70
686.91
11.16
6.36

4 395.15
189.32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均 方

Mean square
136.61

243485.20
3334.65
540.10
231.10

44028.52
1645.40
328.91

7.88
2096.48
102.75
14.93
5.58
6.36

95.55
4.12

F 值

F value
0.94

450.82**
6.17**
3.72**
3.98

758.26**
28.34**
5.66**
1.23

328.07**
16.08**
2.34**
2.10
2.39

35.9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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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Continued 1
性 状

Trait
ASI

穗长

穗粗

秃尖长

穗行数

行粒数

轴径

百粒重

单株粒重

注：*、**分别表示在0.05、0.01水平下差异显著。下表同。

Note: **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重复间

水旱处理间

自交系间

水旱处理×自交系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2.65

139.02
558.62
189.65
14.82

594.91
1 499.67
346.40

4.06
35.83
97.11
61.98
0.46
0.003 3

68.56
38.13
8.44

118.96
1 171.38
602.12
46.89

5 261.33
4 332.57
3 427.92

2.58
10.99
48.79
32.78

435.52
2 107.67
8 064.61
6 128.23

0.01
0.41
0.24
0.07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2
1

46
46

均 方

Mean square
1.32

139.02
12.14
4.12
7.41

594.91
32.60
7.53
2.03

35.83
2.11
1.35
0.23
0.0033
1.49
0.83
4.22

118.96
25.46
13.09
23.45

5 261.33
94.19
74.52
1.29

10.99
1.06
0.71

217.76
2 107.67
175.32
133.22

0.01
0.41
0.01
0.001 5

F 值

F value
0.54

56.62**
4.95**
1.68**
3.45

276.74**
15.16**
3.50**

10.19
26.59**
1.57**
6.77**
1.22
0.0172
1.80*
4.37**
3.93
9.09**
1.95*

12.20**
1.79

402.57**
7.21**
5.70**
9.28

79.01**
7.62**
5.12**
9.94

96.21**
8.01**
6.08**
6.71

545.23**
7.05**
1.96**

由表1结果表明，株高、穗位高、雄穗长、雄穗分

枝、ASI、穗长、穗粗、秃尖长、穗行数、行粒数、轴径、

百粒重、单株粒重等主要农艺性状重复间差异不显

著；水旱处理间13个性状(除雄穗分枝、秃尖长)差异

均达极显著水平(P<0.01)；自交系间各性状差异均达

显著水平；水旱处理与自交系相互作用达极显著水

平(P<0.01)，说明不同基因型自交系对干旱处理的敏

感程度不同，耐旱性强的自交系敏感程度较低，耐旱

性弱的自交系敏感程度较高。

2.2 玉米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耐旱性分析

2.2.1 主要农艺性状耐旱系数相关分析

作物的耐旱性是由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为

了明确各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程度及各性状

之间的内在关系，选择水旱处理条件下差异显著的

农艺性状，计算耐旱系数，进行相关分析。47份自

交系主要性状耐旱系数与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表2)，各主要性状与单株子粒产量

耐旱系数的相关系数大小为穗粗>行粒数>轴径>株



2.2.2 主要农艺性状耐旱系数通径分析

表2 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耐旱系数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for main agronomic traits of maize inbred lines

性 状

Trait
株 高

穗位高

雄穗长

ASI
穗 长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轴 径

百粒重

单株粒重

株 高

Plant
height

1

穗位高

High ear
height
0.83**
1

雄穗长

Male spike
length
0.53**
0.53**
1

ASI

-0.40**
-0.41**
-0.06
1

穗 长

Spike
length
0.18
0.07
0.25

-0.07
1

穗 粗

Ear
diameter
0.46**
0.58**
0.54**

-0.24
0.40**
1

穗行数

Spike
rows
0.50**
0.64**
0.52**

-0.45**
0.49**
0.81**
1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0.34*
0.45**
0.42**

-0.30*
0.49**
0.76**
0.72**
1

轴 径

Shaft
diameter
0.43**
0.52**
0.58**

-0.14
0.40**
0.90**
0.70**
0.70**
1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0.41**
0.48**
0.42**

-0.23
0.36*
0.82**
0.66**
0.62**
0.81**
1

单株粒重

Grain weight
per plant

0.36*
0.23
0.35*

-0.15**
0.16
0.41**
0.33*
0.40**
0.39**
0.32*
1

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重>单株粒重>穗位高>穗
长>ASI，其中，穗粗、行粒数、轴径耐旱系数与单株

子粒产量耐旱系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为 0.41、0.40、0.39；株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重与

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0.36、0.35、0.33、0.32；ASI耐旱系数与单株子粒

产量耐旱系数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5。
相关分析表明，穗粗、行粒数、轴径、穗长、穗行数、百

粒重、ASI与单株子粒产量关系密切，单株子粒产量

耐旱系数是各种不同耐旱机制的综合表现。

表3 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耐旱系数通径分析

Table 3 Path analysis of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for main agronomic traits of maize inbred lines
性 状

Trait
株 高

穗位高

雄穗长

ASI
穗 长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轴 径

百粒重

性 状

Trait
株 高

穗位高

雄穗长

ASI
穗 长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轴 径

百粒重

直接作用

Direct action
0.619 9

-0.65
0.127 2

-0.003 6
-0.223 9
0.216 7
0.076 0
0.312 4
0.056 9

-0.052 0
穗 粗

Ear diameter
0.099 5
0.125 4
0.116 0

-0.051 8
0.087 6

0.175 2
0.165 3
0.194 3
0.177 8

株 高

Plant height

0.512 8
0.331 5

-0.247 5
0.114 3
0.284 7
0.308 0
0.212 2
0.269 3
0.252 5
穗行数

Spike rows
0.037 8
0.048 8
0.039 5

-0.034 4
0.037 5
0.061 5

0.054 9
0.053 1
0.050 1

穗位高

High ear height
-0.537 7

-0.347 5
0.267 3

-0.045 3
-0.376 3
-0.416 8
-0.289 6
-0.340 1
-0.312 6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0.107 0
0.139 2
0.131 0

-0.092 6
0.151 7
0.238 2
0.225 7

0.217 6
0.193 7

雄穗长

Male spike length
0.068 0
0.068 0

-0.007 2
0.032 0
0.068 1
0.066 0
0.053 3
0.074 1
0.053 5
轴 径

Shaft diameter
0.024 7
0.029 8
0.033 2

-0.008 1
0.022 7
0.051 0
0.039 8
0.039 6

0.046 0

ASI
0.001 4
0.001 5
0.000 2

0.000 3
0.000 9
0.001 6
0.001 1
0.000 5
0.000 8
百粒重

100-kernel weight
-0.021 2
-0.025 0
-0.021 9
0.011 9

-0.018 9
-0.042 6
-0.034 3
-0.032 2
-0.042 1

穗 长

Spike length
-0.041 3
-0.015 6
-0.056 4
0.015 9

-0.090 5
-0.110 3
-0.108 7
-0.089 5
-0.0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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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主要农艺性状对产量的贡献度大小，需

要进一步对主要农艺性状与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

进行通径分析。表 3结果表明，株高对单株子粒产

量的直接作用最大(0.619 9)，通过行粒数的间接作

用较大(0.107 0)；其次是行粒数对单株子粒产量的

直接作用(0.312 4)，通过株高、穗粗的间接作用较

大，分别为0.212 2、0.165 3，说明行粒数对单株产量

的贡献是通过株高和穗粗实现的；穗粗对单株子粒

产量的直接作用为 0.216 7，通过株高、行粒数的间

接作用达到 0.284 7、0.238 2；雄穗长对单株子粒产

量的直接作用为0.127 2，通过株高的间接作用达到

0.331 5，通过穗粗、行粒数的间接作用为 0.116 0、
0.139 2。ASI值、百粒重、穗长、穗位高对单株子粒

产量的直接作用均为负值，轴径对单株子粒产量的

直接作用最小，为0.056 9。
正负抵消后，主要农艺性状对单株子粒产量的

影响依次为穗粗>行粒数>轴径>株高>雄穗长>穗行

数>百粒重>穗位高>穗长>ASI，其中，穗粗、行粒数

对单株产量的作用较大，分别为0.411 5、0.408 3；其
次为轴径、株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重、穗位高、穗

长，分别为0.394 1、0.358 2、0.352 7、0.330 8、0.328 2、
0.234 7、0.158 0。株高对单株子粒产量的直接作用

最大，通过正负抵消后，作用效应降低，说明株高对

产量的影响受到其他性状制约，必须协调性状之间

的关系，才能发挥性状对产量的最大贡献；ASI对单

株子粒产量的作用为-0.150 1，表明通过减小ASI值
可适当增加产量。

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增加穗粗、行粒数是玉米自

交系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要兼顾轴径、株高、

雄穗长、穗行数、百粒重等主要性状对产量提高的作

用，同时要降低ASI对单株子粒产量的影响。

2.3 玉米自交系耐旱性综合评价

表4 47份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耐旱系数与综合耐旱系数

Table 4 The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s of main agronomic traits for 47 inbred lines
自交系

Inbred line

掖52106
Mo17Ht
Os420
郑22
昌7-2
L289
8723
沈137
X178
W20
自330
混517
掖478
U8112
38-11
Mo17
P138
获白

9801
掖107
英64
7884Ht
M14
L317
郑58
444
丹340
吉63

株 高

Plant
height
0.78
0.64
0.67
0.78
0.73
0.62
0.52
0.64
0.68
0.76
0.76
0.57
0.74
0.74
0.84
0.82
0.69
0.57
0.63
0.75
0.75
0.66
0.48
0.78
0.88
0.77
0.76
0.69

雄穗长

Male spike
length

0.86
0.87
0.93
0.90
0.96
0.83
0.51
0.86
1.07
0.85
0.88
0.81
0.78
0.85
0.86
0.86
0.90
0.77
0.80
0.88
0.97
0.62
0.62
0.78
0.87
0.85
0.91
0.79

穗 粗

Ear
diameter
0.92
0.90
0.87
0.92
0.85
0.89
0.40
0.30
0.95
0.93
0.84
0.85
0.90
0.90
0.96
0.68
0.88
0.75
0.91
0.86
0.86
0.90
0.48
0.82
0.99
0.86
0.93
0.94

穗行数

Spike
rows
1.00
0.94
0.62
0.95
0.90
1.01
0.60
0.99
1.02
0.93
0.84
1.09
0.96
0.98
0.96
1.03
0.91
0.86
1.02
0.94
0.99
0.93
0.81
0.91
0.98
0.96
1.01
1.00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0.91
0.75
0.39
0.80
0.64
0.67
0.56
0.21
0.84
0.67
0.55
0.89
0.66
0.72
0.73
0.74
0.63
0.53
0.71
0.78
1.04
0.69
0.36
0.46
0.78
0.72
0.94
0.75

轴 径

Shaft
diameter
0.94
1.01
1.04
0.90
0.95
0.92
0.50
0.34
0.98
0.99
0.93
1.24
0.94
0.92
1.03
0.66
0.95
0.28
0.89
0.86
0.92
0.80
0.68
0.63
1.01
0.91
0.95
0.95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0.85
0.73
0.78
0.98
0.92
0.77
0.58
0.32
0.84
0.84
0.82
1.20
0.89
0.92
1.07
1.00
1.17
0.26
0.86
0.82
0.93
1.04
0.47
0.91
1.09
0.89
0.82
0.90

单株粒重

Grain weight
per plant

0.72
0.46
0.14
0.52
0.29
0.81
0.21
0.05
0.48
0.22
0.29
0.56
0.35
0.34
0.45
0.35
0.41
0.36
0.31
0.22
0.46
0.25
0.00
0.15
0.48
0.48
0.46
0.34

综合耐旱系数

Comprehensive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0.87
0.79
0.68
0.84
0.78
0.82
0.49
0.46
0.86
0.77
0.74
0.90
0.78
0.80
0.86
0.77
0.82
0.55
0.77
0.76
0.86
0.74
0.49
0.68
0.88
0.80
0.85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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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系

Inbred line

黄早四

III.Hy
沈5003
鲁原92
齐319
WF9
DH65232
吉846
黄C
Ci187-2
K12
塘四平头

478
综31
525
铁84
吉853
E28
C103

株 高

Plant
height
0.65
0.76
0.73
0.72
0.77
0.77
0.76
0.67
0.75
0.75
0.67
0.59
0.75
0.71
0.73
0.58
0.66
0.76
0.65

雄穗长

Male spike
length

0.81
0.88
0.82
0.82
0.88
0.88
0.75
0.90
0.91
0.90
0.84
0.69
0.88
0.77
0.89
0.85
0.76
0.89
0.70

穗 粗

Ear
diameter
0.89
0.90
0.92
0.95
0.83
0.73
0.63
0.90
0.92
0.90
0.87
0.88
0.94
0.83
0.88
0.98
0.90
0.90
0.93

穗行数

Spike
rows
0.95
0.92
0.94
0.97
0.90
0.92
1.00
0.92
0.95
0.93
0.91
1.01
1.02
0.96
0.95
0.91
0.99
0.90
1.01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0.79
0.77
0.70
0.56
0.84
0.52
0.50
0.50
0.78
0.54
0.75
0.64
0.74
0.61
0.72
0.50
0.77
0.79
0.87

轴 径

Shaft
diameter
0.95
0.93
0.94
1.08
0.90
0.88
0.62
0.93
0.95
0.90
0.95
0.93
0.97
0.91
0.91
1.08
0.59
0.84
0.93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0.90
0.84
1.07
0.89
0.97
0.39
0.65
0.96
0.98
0.89
0.76
0.99
0.90
0.74
0.95
1.50
0.82
0.96
0.88

单株粒重

Grain weight
per plant

0.32
0.43
0.41
0.24
0.44
0.28
0.10
0.30
0.52
0.22
0.25
0.22
0.62
0.05
0.30
0.31
0.33
0.11
0.38

综合耐旱系数

Comprehensive drought
tolerance coefficient

0.78
0.80
0.82
0.78
0.82
0.67
0.63
0.76
0.84
0.75
0.75
0.74
0.85
0.70
0.79
0.84
0.73
0.77
0.79

根据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结果，选择干旱胁迫差异显著和变化趋势相同规律

的株高、雄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轴径、百粒

重、单株粒重等8个性状，计算各农艺性状耐旱系数

和综合耐旱系数(表4)。结果表明，同一个自交系不

同性状间耐旱系数存在差异，且不同自交系间同一

性状耐旱系数也存在差异。利用耐旱系数对 47份
玉米自交系进行耐旱性评价，耐旱系数值小，表明在

干旱胁迫下性状改变较大，耐旱能力差；耐旱系数值

大，表明在干旱胁迫下性状改变较小，耐旱能力强。

以各性状的耐旱系数累加，求出其综合耐旱系数。

综合耐旱系数反应的是自交系的综合耐旱能力，系

数越大，耐旱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以综合耐旱系

数为指标，将玉米自交系耐旱性分为3个级别，大于

0.80为耐旱性较强，0.74～0.80为耐旱性中等，小于

0.74则耐旱性较差。

根据耐旱类型分类表，47份自交系可以分为3
类，其中，耐旱性较强的自交系包括混 517、郑 58、
掖 52106、英64、38-11、X178、478、丹340、黄C、郑22、
铁84、齐319、P138、沈5003、L289、444、III.Hy、吉63、
U8112，共 19个，占参试自交系的 40.4%；耐旱性中

等的自交系包括525、C103、Mo17Ht、黄早四、昌7-2、
鲁原92、掖478、W20、E28、Mo17、9801、掖107、吉846、
Ci187-2、K12、塘四平头、自330、7884Ht，共18个，占

参试自交系的 38.3%；自交系耐旱性较弱的自交系

包括吉853、综31、L317、Os420、WF9、DH65232、获白、

M14、8723、沈 137，共 10个，占参试材料的 21.3%。

不同玉米自交系对干旱的适应性和抗御能力不同，

这些材料是我国玉米耐旱育种的重要种质资源。准

确地鉴定与评价玉米自交系耐旱性是培育耐旱玉米

杂交种的重要前提。

3 结论与讨论

同一个自交系不同性状间耐旱系数存在差异，

且不同自交系间同一性状耐旱系数也存在差异。各

主要性状与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的相关系数大小

为穗粗>行粒数>轴径>株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

重>单株粒重>穗位高>穗长>ASI。主要农艺性状与

单株子粒产量耐旱系数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结果表

明，增加穗粗、行粒数是玉米自交系产量提高的主要

原因，但是要兼顾轴径、株高、雄穗长、穗行数、百粒

重等主要性状对产量提高的作用，同时要降低ASI
等农艺性状对单株子粒产量的影响。

根据耐旱类型分类 47份自交系可以分为 3类，

其中，耐旱性较强的自交系占参试自交系的40.4%；

耐旱性中等的自交系占参试自交系的 38.3%；耐旱

性较弱自交系占参试材料的21.3%。

准确鉴定与评价玉米自交系耐旱性是培育耐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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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杂交种的重要前提。不同学者采用不同耐旱评

价指标和分级标准也会影响耐旱性评价的一致性。

因此玉米耐旱性评价的准确性需要不同研究结果的

相互佐证。我国玉米种植地域辽阔，生态气候复杂，

干旱程度及持续时间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因地、因时

而异，因此，开展玉米耐旱种质创新和耐旱新品种选

育，应根据不同旱情选择不同的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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