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是重要的饲料!粮食!加工兼用作物"山西

省常年种植面积近 !" 万 #$%"占全省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的 %&’ ( )"’"是 &" 年来山西省发展最快的农

作物之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畜牧业的不断

发展"对玉米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使玉米育种和生产

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在加入 -./ 新形势下"结合

山西玉米基础现状%地域!生态特点"构建山西玉米

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模式"意义深远$

+ 山西省玉米品种的发展演变

近 &" 年来" 山西省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年

播种面积从 &" 年代的 0" 万 #$%"增加到 +!!! 年的

收稿日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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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山西地域%气候生态特点对 &" 年来玉米生产状况和主要品种的种质基础及杂种优势模式进行分

析"认为山西省玉米主要种质兼容于我国 3 大种质类群 4567%89:;9<=5>%塘四平头和旅大红骨)主要杂种优势模式为

89:;9<=5>?塘四平头%89:;9<=5>?旅大红骨%4567?旅大红骨和 4567?塘四平头#山西独特的生态条件有利于玉米生产和

良繁"但使玉米育种研究的自然选择压力严重不足"遗传基础狭窄"优良种质积累相当薄弱# 今后要抓住机遇从玉米

育种研究和种业开发上构建山西省玉米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模式"即&能力库’玉米育种研究网站(!动力源*山西

地域大型玉米良繁基地’集团(+!效能 +!效能 %’普通玉米!专用玉米生产和良种供给($ 促进山西玉米可持续跨越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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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万 #$%"净增了 &"’$ 其间品种的更新换代可

分为 0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 ( +!&a 年"代表品

种有金皇后!白马牙!华农 % 号等$第二阶段是 +!&!
( +!0& 年"此阶段引进了较多外来种质"代表品种

有晋杂 + 号! 农大 2 号! 维尔 3% 等$ 第三阶段是

+!00 ( +!2& 年"在推广双交种的同时"开始选用单

交种"代表品种有晋单 +!)!3!&!a!+)$ 第四阶段是

+!20 ( +!aa 年"以选育和推广单交种为主"代表品

种有中单 % 号!晋单 +%!晋单 +&!丹玉 0 等$ 玉米面

积为 0+ 万 #$%"平均单产提高到 3 ))& _G b #$%$第五

阶段是 +!a! ( +!!& 年" 该阶段形成了山西省玉米

种质基础!品种生产现状的基本框架"并兼容于我国

华北春玉米和黄淮海夏玉米区基本杂种优势群!杂

种优 势 模 式 *%,"代 表 品 种 有 农 大 0"!沈 单 2!中 单 %
号!丹玉 +)!掖单 %!烟单 +3!晋单 %2!晋单 %! 等$该

玉 米 科 学 %"")H++’+(&%%(%3 cML>:9S M[ O96\5 @;65:;5<

!!



阶段玉米面积达 !!"# 万 $%&’ 平均单产达 ( #)* +, -
$%&!第六阶段为 .**! 年至今"本省选育的杂交种在

生产中的比重有所提高" 玉米面积接近 */ 万 $%&"
平均单产 0 (.0 +, - $%&! .**! 1 .*** 年列我省前 ./
位的玉米品种#按播种面积计$如表 . 所示%

从表 . 可见".**! 2 .*** 年山西省前 ./ 位生

产用品种主要为外来品种" 省育品种所占比例仅为

./3 2 (/34)5! 前 0 位品种除 .**# 年排列稍有变化

外"其余 ) 年均为中单 & 号&丹玉 .)&农大 !/&烟单

.(&掖单 .)! .**# 和 .*** 年"省育品种比例上升到

)/3 2 (/3! 显然"山西玉米面积逐年扩大"单产逐

年提高主要得益于新品种的不断引进!

面积 品种 面积 品种 面积 品种 面积 品种

. .6"#. 中单 & 号 .)"#0 中单 & 号 .&"&. 农大 ).)# .)"/) 中单 & 号

& .!"!* 丹玉 .) .)"(. 丹玉 .) #"6/ 中单 & 号 *"!* 丹玉 .)
) ./"(6 农大 !/ ./"*& 农大 !/ !"!( 农大 ./# *".# 烟单 .(
( #"6/ 烟单 .( #")6 烟单 .( !".. 烟单 .( #"6/ 农大 !/
0 !"). 掖单 .) 0"#) 掖单 .) 0"./ 丹玉 .) ("// 掖单 .)
! )"// 晋单 &* )"(! 沈单 6 ("0& 晋单 )! )"6) 晋单 )6
6 ."0# 掖单 .& ."6) 晋单 )6 &"06 晋单 )6 )"/( 农大 ).)#
# ."00 沈单 6 .")* 中单 .( &"0) 农大 !/ &"// 西玉 )
* ."(* 晋单 &( .")( 掖单 .& &"0& 晋单 &) ."*6 晋单 ))
./ .".& 中单 .( ."&0 西玉 ) &"(/ 晋单 &( ."60 晋单 &(

.***.**#.**6.**!
位 次

表 ! !""# $ !""" 年山西省玉米列前 !% 位的品种!&’%()*+"

& 山西省常用玉米自交系的来源和遗

传基础分析

由表 & 可见"在 &! 份常用自交系中"本省自选

自交系有 ! 份"占 &)".3! .**! 2 .*** 年按播种面

积列各年前 ./ 名的 &/ 份杂交组合中" 山西自育优

良组合分别占当年主推杂交组合的 &/3&./3&(/3
和 )/3"其中山西自选自交系仅占 ./3 2 )/3! ( 年

间山西省自育的新组合均未打入每年所推广的前 0
名杂交种中"且当年推广面积低于 ( 万 $%&"远远低

于外引组合 78.6 9 自 ))/&78.6 9 :&#& 沈 0//) 9
综 ).& 黄早四 9 78.6& 掖 (6# 9 丹 )(/& 综 ). 9
;.)#&黄 < 9 .6#!截至 .*** 年"山西自育组合中"只

有一个组合冲 6& 9 丹 )(/’屯玉 & 号$在全国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且亲本为外引种质!这至少

说明三点(’.$我省自选种质的创新与利用还有待强

化% ’&$外引常规骨干系选配的优良组合"基本适宜

山西省的生态特点" 某些优良组合的使用寿命明显

长于周边省份% 例如中单 & 号"山西在 .*** 年尚种

植 .)"/) 9 ./( $%&"位居第一% ’)$山西的生态条件

温和"对玉米种质的自然选择压力低"更易接受外来

品种&种质"这是山西自育种质在全国相对滞后的原

因之一% 同时可以看到"大批外引种质"特别是优良

常用自交系 78.6&自 ))/&:&#&沈 0//)&黄早四&综

).&掖 (6#&丹 )(/ 等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山

西省玉米遗传育种的发展%

自交系 杂种优势群 来源 自交系 杂种优势群 来源

78.6 =>?" 群 外引 关 .6@. =>?" 群 自选

78.6 亚群 78.6 亚群

自 ))/ =>?" 群自 ))/ 亚群 外引 掖 0.0 塘四平头群 外引

沈 0//) 改良 ABCD 群 外引 长 !* =>?" 群 自选

:&# 旅大红骨群 外引 自 ))/ 亚群

综 ). 综合种选亚群 外引 中黄 !( 不详 外引

黄早四 塘四平头群 外引 辐 #/ 不详 不详

掖 (6# 改良 ABCD 群 外引 冲 6& 不详 不详

丹 )(/ 旅大红骨群 外引 掖 0/& 塘四平头群 外引

掖 #..& 改良 ABCD 群 外引 ;.)# 外杂选亚群 外引

<!(* =>?" 群 外引 黄 < 塘四平头群 外引

78.6 亚群 农大 .6# 改良 ABCD 群 外引

E,.#6@( 改良 ABCD 群 外引 金黄 *!< 中综 ( 外引

旱 &.@. =>?" 群 外引 海 *&@. 外杂选群 外引

78.6 亚群 掖 ./6 外杂选亚群 外引

长 ).0( =>?" 群 外引

自 ))/ 亚群

表 + 山西省常用玉米自交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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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还可看出" 山西使用的玉米种质分属 (
大种质类群"即 ABCD&=>?F>GHBI&塘四平头和旅大红

骨) 主要杂种优势利用模式为 =>?F>GHBI 9 塘四平

头&=>?F>GHBI 9 旅大红骨&ABCD 9 旅大红骨和 ABCD 9
!"



塘四平头! 山西省玉米主要种质基础兼容于我国华

北春玉米区" 黄淮海夏播玉米区的主要杂种优势模

式!"#! 因此在玉米种质扩增#改良#创新时应广泛地

考虑与这些生态区的科研单位协作" 设立异域育种

站网络" 以加强山西玉米育种基础研究与商业化育

种进程"为山西玉米生产和大型种业建设奠定基础!

$ 山西省地域# 生态特点与玉米综合

发展

山西省位于华北平原西黄土高原"东经 %%&’%()
* %%+’$","北纬 $+’$(, * +&’+$,"东以太行山与河北

相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南以黄河与河南为界"
北连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 &&&
- 左右"与东部海拔不足 %&& - 的华北平原相比"明

显形成高原地势! 东部山地#中部盆地#西部高原山

地"形成了山西省独特的气候特征.大陆性气候"各

地!%&/期间的积温 " &&& * + 0&&/$1" 无霜期 2&
* "&( 1!+ * %& 月份日照为 % 0(345 6!平均降雨量一

般达到 0&& -- 以上!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为山西玉米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较为有利的自然基

础!
首先"山西地理位置适中"交通四通八达"玉米

调运极为便利"使山西玉米享誉全国!山西玉米不仅

较东北玉米的水分含量低"调运方便"成本低#质量

高"而且还明显优于黄淮海生态区玉米的质量!在加

入 789 有利形势下"通过组建%山西地域大型良繁

种业基地&集团’("可为山西玉米育种研究#生产提

供发展动力!
其次地形#地貌复杂"各种生态区域气候差异明

显!从玉米生产自然形成和耕作制划分"主要分 $ 个

生态区域) 北部高寒早熟玉米区* 中部春播中晚熟

区*南部夏播玉米区! 这些差异明显的生态特点"均

适合玉米的生长发育" 尤其为专用玉米提供了广阔

的自然生态基础!近年来"一批优质蛋白玉米&:;<’
和高油玉米相继引进" 较好地解决了玉米丰产与优

质之间的矛盾=(>! 例如"%555 年以来"朔州市推广的

优质蛋白玉米&:;<’中单 5+&5"在较大面积取得了

%& (&& * %% "(& ?@ A 6-" 的丰产水平! 因此山西要在

发展普通玉米的同时"发展优质专用玉米及其加工"
进一步强化山西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山西省玉米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的

构建

加入 789 给我省玉米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从玉米自身的发展规律#战略高度及山西

自然生态基础着眼"进行未来战略系统模式的构建"
意义深远! 如图 % 所示!

山 西 玉 米

育 种 研 究

国外育种

派出机构

山西本

地育种

黄 淮 海 育 种 站

东 北 育 种 站

能 力 库

"

"
" "

山西普通玉米及不断

发展的区域化

专用玉米生产#加工

山西地域大型玉米

良繁种业基地B集团C "

"

"

动 力 源
效 能 %

优良种子向

省内外输出

效 能 "

图 ! 山西玉米可持续发展战略系统模式示意

玉米科学 "&&$ 年第 %% 卷第 % 期

由图%可见"以山西独特的地域#生态特点为基

础的山西玉米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模式应当概括

为)
能力库"动力源"效能 %#效能 "!
%能力库(是以多个异域育种站构成的山西玉米

育种研究网为核心"加强异域种质驯化#交换#扩增

与创新!应当在黄淮海区与东北分别设立育种站"结

合培训人才建立国外派出育种机构" 进行国内国际

间多途径交流"以活化%能力库("强化种质#人才#技

术#创新能力! %能力库(的高效运作"必须有足够的

资金作为%动力源("具体措施是建立%山西地域大型

玉米良繁种业基地&集团’(!%动力源(不仅能够促使

玉米育种研究获得充裕资金和人才保障" 促使山西

在普通玉米生产的基础上尽快发展适于山西各种地

域特色的专用玉米生产#加工"并为全国各地输送适

价优质的玉米种子"同时带动整个山西畜禽养殖业#
玉米精炼油业等相关行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只有对

%动力源(为核心的建设工作不断强化"规范运作"才

能使山西玉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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