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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生理学方法和分子手段进行玉米抗旱育种

黎 裕!王天宇!石云素!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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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玉米生产国家的重要农业灾害之一"解决干旱问题的有效途径

包括培育抗旱型和节水型的玉米杂交种# 多年来"通过常规手段进行玉米抗旱育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多方面

原因"其育种效率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 而与此同时"对玉米在干旱胁迫下的生理生化途径研究很多"其成果可以

为抗旱育种提供理论指导$ 尤其是近年来应用分子标记技术和基因组学技术对玉米抗旱性进行了深入的遗传剖

析"其研究结果也为玉米抗旱分子育种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思路# 同时评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并讨论今后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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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影响玉米生产的重要因子之一# 不仅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玉米经常受到干旱的袭击" 而且

在温带地区的玉米如美国玉米带中部地区也受到季

节性干旱的严重影响#在热带地区"每年因干旱造成

的玉米产量损失达到 ( )"" 万 J"占正常水分条件下

产量的 ![\"!%%! 和 !%%( 年在非洲南部曾造成产

量损失高达 &"\# 在我国" 干旱对玉米生产的影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合作 重 点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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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十分严重"每年均会造成巨大的产量损失#研究

表明" 培育抗旱品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

一"通过育种手段可以提高产量 ("\以上# 近年来"
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培育抗旱玉米品种的策

略和方法也不断得到丰富"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下面

将对玉米抗旱育种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说明#

! 玉米抗旱育种涉及到的几个关键问

题

?@? 抗旱性与产量的关系

首先要明确的是" 抗旱性和产量均是由数量性

状位点+_:2-控制的"两者由不同的遗传网络系统所

控制" 因而分析抗旱性与产量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

玉 米 科 学 ("")6!(&(’!!&‘(""(# aH5G=<N HL V<;PK .B;K=BK@



角度来看!在水分充足的条件下"玉米基因组中的一

些与抗旱性有关的基因不会表达" 最终的产量表现

主要与控制产量的遗传系统有关# 而在水分胁迫条

件下" 则有可能涉及到抗旱性的一些基因要诱导表

达"另外一些基因会抑制表达"最终的产量表现则是

抗旱性和产量两大遗传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有一些玉米品种在水分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产量潜力

高"而在水分胁迫条件下产量潜力低#另外一些品种

则在水分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产量潜力低" 在水分胁

迫条件下产量潜力高# 还有一些品种在两种条件下

产量潜力均表现高!
玉米作为一种作物"必然以收获产品为目的"因

此在玉米抗旱育种甚至一些基础研究中有必要把产

量性状当作衡量抗旱性的直接指标" 尽管如上所述

抗旱性和产量是由不同遗传系统控制的! 这种做法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研究手段来把

两套遗传系统分开" 何况也有部分基因在产量和抗

旱性的遗传控制中均起有作用" 只是这些基因在不

同水分条件下的表达存在差异而已!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

生理生化性状指标能够代表抗旱性" 因为抗旱性是

多种生理生化代谢途径的综合表现!
关于产量"有三个表达公式"即$
!"#$%& ’ ($) ’ !*& + $,- ’ .)
!"#/ + /,- + .)
!"#0& + -00 + !0- + /0!
式中$!" 为子粒产量"$%& 为每天单位面积的

太阳辐射量"($) 为作物一生中所截获的辐射百分

比"!*& 为绿叶天数"$,- 为作物一生中的辐射利

用 效 率 ".) 为 收 获 指 数 "/ 为 作 物 的 蒸 腾 水 量 "
/,- 为水分利用效率"0& 为植株密度"-00 为每株

穗数"!0- 为每穗粒数"/0! 为单粒重!
由此可见"干旱导致减产的途径很多"因为干旱

对植株密度%叶面积%截获的辐射量%绿叶天数%每株

穗数% 每穗粒数和单粒重均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同

时"当水分胁迫导致降低每株穗数%每穗粒数和单粒

重时"收获指数也会降低#干旱还可能降低辐射利用

效率"也可能增加水分利用效率"但这种影响比对截

获的辐射量和收获指数的影响要小得多! 从这里也

可以看到玉米抗旱性的复杂性" 要全面解析抗旱性

这个复杂性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抗旱性问题

!"#"! 发芽期和苗期抗旱性

要获得高产"必须要保证有合适的植株密度"也

就是说要求全苗!在这个阶段"幼苗的存活是最重要

的考察性状!当在玉米播种期和出苗后遭遇干旱时"
出苗不好和幼苗生长迟缓或死亡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 但是用一个熟期较短的品种或用其它作物再次

播种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应该看到"解决

发芽期和苗期抗旱性问题还缺乏更多的办法" 尽管

已发现存在遗传变异" 但这些遗传变异还不足以用

来真正解决问题! 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12)33"45
的研究表明" 通过育种手段只能使水分胁迫下的玉

米幼苗存活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对出苗后的抗

旱性选择1以存活率和生物产量为指标6难度很大"
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 在田间筛选时环境变异太

大#第二"遗传变异小!
!"#"# 开花期抗旱性

与其它生育期相比" 玉米开花期因干旱造成的

损失可以达到 7 8 9 倍以上!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

原因在于玉米的雌雄花器分离!要使玉米获得子粒"
开花和吐丝时间必须较近 :一般相差不超过 ; 周6"
因此快速的花丝生长就变得非常重要! 快速的花丝

生长可以用开花到吐丝间隔时间1%<)6来衡量"在干

旱条件下 %<) 较大的植株往往子粒数很少或根本就

没有子粒! 另外"收获指数的高低与开花前后 ;= 8
;> ? 的植株情况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雌穗的生长

还受到其它正在生长的器官的竞争"%<) 越大"雌穗

生长越慢! 研究还发现"在干旱条件下"雄穗生长是

以雌穗的生长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先要保证雄穗的

生长#在高植株密度下"雄穗小与雌穗生长速度快有

相关性#植株株高降低"%<) 变小"抗旱性有提高的

趋势# 根的生物量减少"雌穗生长也加快!如果吐丝

推迟"即使有新鲜花粉授粉"也经常观察到不能产生

子粒的情况! %<) 是一个容易观察的性状"代表了同

化物向雌穗的分配%雌穗生长速度%粒数甚至植株水

势的情况! 另一方面"干旱也会减少散粉量"造成减

产的后果!
!"#"$ 灌浆期抗旱性

在灌浆期" 需要把茎秆和其它器官中储存的碳

水化合物转移到子粒中"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光合同

化作用"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最终的粒重! <@AA@B 等的

研究表明"光合作用产物的流动和 %C% 含量是这个

期间调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在这个期间遭

遇干旱" 则需要维持绿色冠层和转运碳水化合物的

能力才可能达到高产的目的!但研究发现叶片的&持

绿能力’与产量的相关关系并不大"其原因可能在于

植株的氮平衡存在问题"因为如果每株子粒数较多"
则对氮的需求将会增多" 而在干旱土壤中的氮摄取

有限"这样子粒只能从叶片中摄取氮!这是为什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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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选择!持绿性"来提高玉米抗旱性不太成功的主要

原因# 也是要求在改良抗旱性的同时需要提高氮利

用效率!"#$%的重要原因$
!"# 抗旱性鉴定与评价问题

迄今为止# 在包括玉米在内的各种作物上还没

有一套鉴定评价抗旱性的标准方法和体系# 其主要

原因在于抗旱性及其对植株生产力的影响涉及到植

物水分关系和植物生理功能之间的复杂互作问题#
使得植物对干旱胁迫的反应与胁迫程度% 胁迫时间

长短%植株发育阶段等密切相关$ 因此#在进行抗旱

性鉴定时# 必须把对植物功能的测定和植物水分状

况的测定清楚地分开# 如果要把一种植物生理功能

作为抗旱性指标# 则要求在同一水分状况下测定所

有基因型的生理功能#然后再加以比较$
要弄清抗旱性鉴定的问题# 必须先了解哪些性

状在种质资源中存在遗传变异$ 从大量的研究中发

现#有三类性状对抗旱性有贡献并存在遗传变异&!
维持良好植物水分状况的能力# 它可推迟因水分胁

迫所带来的典型症状!如萎蔫&’"在不好的植物水

分状况下维持其功能的能力#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耐

旱性"’#从非常差的植物水分状况下恢复水分吸收

功能的能力#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存活"$从这三大类

性状出发#就可以确定抗旱性鉴定中的主要指标$
主要的水分状况指标包括水势 ’()&%膨压’*)%

和相对含水量’+(,%#其中 +(, 是最好的指标#因

为它可以代表 ()%*) 和渗透调节’-.%的变化#并且

研 究 还 发 现 +(, 与 植 株 的 生 产 力 存 在 遗 传 相 关

性$ 高 +(, 的机制可能包括&通过根对深层土壤水

分进行摄取%渗透调节能力高%气孔关闭%组织伸展

能力强和植株小$ 而植物生理功能的鉴定指标可以

包括&植株或器官的生长状况%叶绿素荧光%细胞膜

稳定性’,/0%等$ 此外#植株的复原能力也是非常重

要的鉴定指标# 它是干旱胁迫期间维持 +(, 的能

力的体现$ 但要强调的是#对于玉米育种来说#产量

是最重要的鉴定指标# 但由于在干旱胁迫下的产量

受到产量潜力和抗旱性两套遗传机制影响# 在田间

鉴定时有必要设置一系列不同胁迫程度的处理#这

样才能分析基因型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把两种

效应分开$在抗旱育种中还常用到一些二级性状#这

些二级性状的情况后面还将比较详细地说明$

1 玉米抗旱的常规育种

玉米抗旱育种的成功需要三个方面的基本条

件&!有确实可用的抗旱种质资源’"可以准确地鉴

定抗旱性’#在进行选择时#需要施加较高的选择压

力$ 在玉米常规育种项目中#育种家往往在高代时#
才对早代筛选出来的较少材料在干旱胁迫条件下进

行抗逆性评价# 在这个时期施加的选择强度往往不

大$ 育种家这样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

干旱条件下#子粒产量的遗传力和遗传方差降低#个

体或家系间的产量差异变小# 这样就难以对产量进

行改良’其次#由于存在显著的基因型与环境互作#
在不同胁迫条件下的排序结果往往不同# 难以鉴定

出最好的种质资源’再次#育种家期望在高产环境下

获得的材料在胁迫条件下也能有较高的产量$ 但也

正因为这种做法# 使玉米抗旱育种的进展多年来一

直较为缓慢$
从全世界来看# 在玉米抗旱育种特别是常规抗

旱育种方面#工作做得最好的是 ,2//3*$其基本方

法概括起来就是# 在干旱胁迫环境中对很大的群体

进行选择# 这样就可以鉴定出最大程度的抗旱性遗

传变异$ ,2//3* 的玉米抗旱育种项目取得了较大

的成功#其选择增益达到了每年 455 67 8 9:1$其主要

经验有以下几点&!为了培育稳产的品种#不能过于

强调早熟性状’"一般情况下#没有胁迫时的产量和

有胁迫时的产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但在严重

胁迫条件下这种相关性不显著# 因此在干旱条件下

的产量可降低 ;5<以上时#应该结合特定的二级性

状来进行选择以保证中等或严重干旱时的产量表

现’#多点试验是必要的#但如果降雨量的年际间变

化太大# 则需要有能很好地控制水分胁迫时间和强

度的旱棚或其它设施’ $抗旱育种的策略应该是培

育既在干旱环境下高产又在正常水分条件下高产的

品种’ %在高植株密度下筛选种质有助于提高抗旱

性#因为 .02 既与耐密性有关#又与抗旱性有关$

= 应用生理学方法进行玉米抗旱育种

多年来# 植物生理学家对玉米在水分胁迫下的

生理生化性状做了大量研究$例如研究表明#在开花

期和灌浆期遇到严重的水分胁迫# 玉米产量与单株

粒数高度相关’>?5@AB%$ 在干旱条件下#单株粒数的

多少取决于开花前后 CB D CE F 内光合产物的流动#
开花前茎中的同化物量少或基本不向穗转移$此外#
水分胁迫下的植株子房中的酸性转化酶活性大幅度

降低#这样同化物就不能快速转化为淀粉#从而导致

!库"的大小降低$
尽管目前直接把生理生化指标用在玉米抗旱育

种的成功例子还很少# 但水分生理学研究已给育种

提供了很多指导#尤其是在育种中#一般把产量作为

选择的第一性状# 而众多的二级性状则来自生理学

CG 玉 米 科 学 CH 卷



研究的成果! 二级性状在玉米的抗旱育种改良中相

当重要"因此下面将对此做简要说明!
一个理想的二级性状应具有如下特点# !在遗

传上与干旱胁迫下的产量有相关性$ "是高度遗传

的$#存在遗传变异$$测定经济%快速$%测定没有

破坏性$&在测定期间是稳定的$’在开花时或开花

前就可测定"这样不良材料就不用再作杂交$(是最

终收获前产量潜力的一种间接指标$ )与非胁迫环

境下的产量损失没有相关性! 这些特点中前 ! 个是

最重要的!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提出的二级性状

能完全满足上面提到的所有条件! 从育种的角度来

说"在幼苗期存活率是最重要的指标$在开花和灌浆

期" 能维持光合作用产物向发育中的雌穗转运的性

状是首选的性状!
!"# 渗透调节$%&’

渗透调节影响产量的途径包括# 通过从土壤中

吸取更多的水以提高蒸腾水量" 通过维持气孔导度

以增加水分利用效率" 通过推迟叶片衰老提高收获

指数!利用渗透调节这个指标来选择亲本在小麦%水

稻和高粱等作物中比较有效!但有研究报道"由于在

玉米中渗透调节的遗传变异太小"约 #$! %&’("对产

量的影响很小"在育种上的价值不大"但也有相反的

一些报道!总之"利用渗透调节来进行选择还需要做

更多的研究!
!"( 根生长能力

已经明确的是" 根生长能力与抗旱性有关! 但

是"根生长到什么程度最好却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其它作物上发现" 根密度和根长与水分吸收量并

非线性关系" 根长增加只有在该土层中有水分利用

时才有好处! 相反"在玉米上"发现干旱条件下子粒

产量的增加与土壤 )* +, 土层中的根生物量减少有

相关性! 另一方面"在育种项目中"根测定的难度限

制了对这个性状的利用价值! 应用电容测定法可以

快速估计根的生长量情况" 但却不能对根的分布进

行分析!因此"根生长能力作为二级性状还需要继续

评估!
!)! 冠层温度

应用近红外温度测定法可以较准确地快速估计

蒸腾水量的差异! 冠层温度与玉米在干旱条件下的

生产力有相关性"但在自交系后代中的遗传力较低"
因而限制了这个性状作为二级性状的利用! 这里要

提到的是"一般来说"直立上冲的叶片比平展的叶片

在干旱胁迫条件下的温度会更低" 并且有较高的辐

射利用效率和水分利用效率!
!"* 叶片卷曲和叶片夹角

通过肉眼观察叶片卷曲程度" 可以估计水势情

况"但是由于叶片卷曲会降低辐射的截获量"大多数

育种家认为叶片卷曲对生产并不利!在玉米上"叶片

卷曲存在基因型差异"并且这个性状是高度遗传的"
但是它也可能是叶片的结构特征" 与蒸腾水量并没

有关系" 叶片卷曲是否是干旱条件下的适应性性状

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在把叶片卷曲程度作为二

级性状来使用时"应持慎重的态度!
!)+ 叶片衰老程度

叶片衰老推迟意味着蒸腾水量会更大" 从而产

量有可能更高!在玉米上"杂种优势可能使干旱环境

下的玉米叶片衰老慢一些! 由于从干旱土壤中难以

摄取氮"因而&库’小则也可能使植株保持&持绿’性

状!-.’&,’/ 等估计"干旱胁迫下玉米子粒产量从每

公顷 0$* 1 提高到 0$2 1"发育中的子粒的氮需求量则

相当于 3*4的叶片生物量中的含氮量! 另外也有证

据表明"表现出&持绿’性状的玉米叶片在代谢上也

并不总是活跃的! 这说明叶片衰老程度作为二级性

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 同化物分配和转运能力

前面曾经提到" 在开花期雌穗的生长受到其它

器官的竞争"因此"减少同时生长的雄穗的大小和雌

穗数量可以提高留下来的繁殖器官成功繁育的机

会! 例如"56,7’678 等通过 2 轮的轮回选择减少了

雄穗大小"从而提高了干旱环境下玉米的单穗粒数!
另外"转运以前固定碳的能力在基因型间存在差异"
但相关的其它研究并不多" 在育种上的利用价值还

不是特别清楚!
!)- 二级性状的选择

-9%%:; 的研究表明"叶片生长速率%冠层温度

和叶片叶绿素含量的遗传力较低"叶片上冲性%雄穗

大小%叶片衰老程度和 <=9 的遗传力较高$在这些性

状中"只有 <=9 和雄穗大小有显著的干旱适应性"而

且干旱环境下的子粒产量主要是由单株粒数决定

的! 考虑到选择二级性状的 > 条标准"56,7’678 等

和 ?71@’/ 等曾详细讨论了不同性状在育种项目中

的实用价值" 其基本结论是在热带玉米的抗旱育种

中"产量是首选性状"二级性状中以每株穗数最为重

要"<=9%叶片衰老程度%雄穗大小和叶片上冲和卷曲

程度也可以考虑用于育种选择中!在我国"目前很多

杂交种都是单穗型或少穗型" 因此每株穗数的重要

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它植物水分状况的指示性状

或生化性状如 <?< 含量往往因测定困难或与干旱

条件下的子粒产量关系不大" 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有限!不过"叶片 <?< 含量作为二级性状存在争议"

0 期 A>黎 裕等#应用生理学方法和分子手段进行玉米抗旱育种



支持的一方认为对叶片 !"! 含量进行选择可以带

来更好的农艺性状表现!但反对的一方则认为 !"!
的测定较难!并且与产量的关系也并不明确"

# 应用分子方法进行玉米抗旱育种

抗旱分子育种主要包括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和转基因技术进行抗旱性改良" 而现在比较成熟的

技术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基础是对抗旱性相关性状

进行数量性状位点$%&’(作图!迄今为止在玉米上已

经有了不少的研究" 但是!这些 %&’ 分析的结果在

育种中成功应用的例子不多" )*++,& 在应用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进行抗旱育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

取得了一定进展"
例证 -#把玉米自交系 .- $!/01#23中的正效抗

旱 %&’ 转移到自交系 )+’4#0 中" 针对的主要性状

是 !5* 和产量!在每个回交世代用 556 标记进行选

择" 选取了 7 个控制 !5* 的重要 %&’ 区域!在两个

回交世代分别对约 4 888 个单株进行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这样在回交两代和自交两代后!这 7 个基因组

区域在最好的基因型中得到了固定" 之后又用选出

的 08 个 ")492 与两个测验自交系进行了测交!大田

试验表明!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选出的材料表现

比对照好得多!08 个基因型中最好的材料的测交种

比对照的测交种在严重干旱胁迫下的产量高 4 : #
倍! 但在中度和轻度干旱胁迫条件下差异没有这么

明显!甚至在产量降低 #8;的胁迫环境下产量几乎

没有差异! 并且在不同水分胁迫环境下的表现也不

太一致!基因型的表现与环境有很大的互作"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 在不同胁迫强度下可能有不同基因参

与了植物的适应性反应! 也说明了抗旱育种的难度

和复杂性"
例证 4# 改良开放授粉群体 &<=>?@A 5?B<CD 的

抗旱性" 用 #8 个 69’. 标记对 )8$)# 和 )E 世代各

-48 个基因型进行鉴定! 认为随选择世代的增加频

率提高的等位基因应该对抗旱性有利!然后用 4- 个

标记对 )8 和 )# 世代的 #88 个植株进行筛选! 根据

等位基因组合的情况!在每个世代各选出 #8 个%最

好的&和%最差的&基因型!经在正常水分$中度胁迫

和重度胁迫的田间条件下进行产量分析! 发现两组

基因型的产量在干旱条件下相差 48;以上"
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要求有足够大的分离群体! 这样才能保证选择的效

率’"回交是一个重要的转移有益基因的手段!但也

可以采取用两个抗旱性均很好的种质进行杂交!然

后利用分子标记技术来聚合有益基因的新策略"
另外一个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研究的策略是

基于%通用抗旱 %&’&的策略" 这需要建立一个一致

性图谱!在该图谱上综合了产量组分$形态学性状和

生理学性状的 %&’ 信息!同时还有候选基因$代谢

途径和基因表达方面的信息" 这种策略的理论假设

是!不管种质表现如何!在不同种质中的抗旱基因非

常可能位于同一基因组区域! 种质间的表型差异只

是这些位点上等位基因不同而造成的! 这样在一些

基因上的有益等位基因的积累就可以提高抗旱性"
在至少 7 年以前!科学界对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热情很高!但近年来的实践逐渐证明!由于存在针

对每个性状鉴定出来的 %&’ 有限$ 单个 %&’ 造成

的表型差异小$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很大和难于评估

上位性效应等原因!要成功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技术来改良抗旱性这类复杂性状!还需要做更多的

努力"

参考文献#

F-G HIJ?DI?K L MN "AOD@AK PN ’DQCRR? S 6T .UAVU?KK C@ WU??IC@V QAU
IUA<VXR RAO?UD@/? C@ JDCY?T *@ ZCO[C@KA@ \ ]?I3 .UA/??IC@VK #0RX
!@@<DO )AU@ D@I 5AUVX<J *@I<KRU^ 6?K?DU/X )A@Q?U?@/?N -__4N _2‘
---T )XC/DVAN \?/?JW?U E‘-8N -__4T ZDKXC@VRA@N \)a !5&!T

F4G "D@YCV?U +N HIJ?DI?K L MN %<DUUC? 5T \UA<VXR KRU?KK DR K??IOC@V
KRDV?‘!U? RX?U? V?@?RC/ KAO<RCA@Kb *@ HIJ?DI?K L MN ?R DOT ]?IKT3
\?c?OA>C@V \UA<VXR‘ D@I ’Ad‘e‘RAO?UD@R +DCY?N -__0N 2#E‘27#T
+?=C/A \9N +?=C/Aa )*++,&T

F2G LUD@R 6 9N PD/[KA@ " 5N fC@CU^ P 6N !U[C@ L 9T ZDR?U I?QC/CR RCJC@V
?QQ?/RK A@ ^C?OI /AJ>A@?@RK C@ JDCY?T !VUA@T PTN -_E_N E-a 1-‘17T

F#G "AOD@AK PN HIJ?DI?K L MT HCVXR /^/O?K AQ K?O?/RCA@ QAU IUA<VXR RAO?Ug
D@/? C@ OAdOD@I RUA>C/DO JDCY?T **T 6?K>A@K?K C@ U?>UAI</RCc? W?XDcg
CAUT 9C?OI )UA>K 6?KTN -__2N 2-a 472‘41ET

F7G HIJ?DI?K L MN "AOD@AK PN HOC@VK !N ?R DOT &X? UAO? D@I U?V<ODRCA@ AQ
RX? D@RX?KCK‘KCO[C@V C@R?UcDO C@ JDCY?T *@ +C/X?OKA@ 5 ]?IT3 .X^KCAOAg
V^ D@I +AI?OC@V f?U@?O 5?R C@ +DCY?N 5>?/CDO ><WOC/DRCA@ @<JW?U 4_T
4888N #2‘02T +DICKA@N Z*a )UA> 5/C?@/? 5A/C?R^ AQ !J?UC/DT

F1G 5?RR?U & ’N 9OD@@CVD@ " !N +?O[A@CD@ PT ’AKK AQ [?U@?O K?R I<? RA dDg
R?U I?QC/CR D@I KXDI? C@ JDCY?T )DUWAX^IUDR? K<>>OC?KN DWK/CKC/ D/CIN
D@I )^RA[C@C@KT )UA> 5/CTN 488-N #-a -728‘-7#8T

F0G "O<J !T &AdDUIK KRD@IDUI DKKD^K AQ IUA<VXR U?KCKRD@/? C@ /UA> >OD@RKT
*@ 6CW<R P‘+N \ .AOD@I ]?IKT3 +AO?/<ODU !>>UAD/X?K QAU RX? L?@?RC/
*J>UAc?J?@R AQ )?U?DOK QAU 5RDWO? .UAI</RCA@ C@ ZDR?U‘OCJCR?I H@cCg
UA@J?@RKN -___N 4_‘27T +?=C/A \9N +?=C/Aa )*++,&T

FEG "D@YCV?U +N HIJ?DI?K L MN "?/[ \N "?OOA@ +T "U??IC@V QAU IUA<VXR
D@I @CRUAV?@ KRU?KK RAO?UD@/? C@ JDCY?a 9UAJ &X?AU^ RA .UD/RC/?T
+?=C/AN \T 9Ta )*++,&T 4888T

F_G "D@YCV?U +N HIJ?DI?K L MN ’DQCRR? S 6T 5?O?/RCA@ QAU IUA<VXR RAO?Ug
D@/? C@/U?DK?K JDCY? ^C?OIK Ac?U D UD@V? AQ e O?c?OKT )UA> 5/CTN -___N
2_a -827‘-8#8T

!下转第 "# 页$

48 玉 米 科 学 -4 卷



!上接第 "# 页$
!"#$ %&’()&* +, -./0(.0* 1 2, -3456 787’0* &9 *0’0763&) 9&: .:&;456 6&’0:<

()70 3) ’&=’(). 6:&>37(’ /(3?0@ A@ B0*>&)*0* 3) 4:(3) 830’., C3&/(**,
(). :(.3(63&) ;63’3?(63&)@ D30’. E:&>* B0*@, "FFG, G"H IGGJIKI@

L""$ %&’()&* +, -./0(.0* 1 2@ M50 3/>&:6()70 &9 650 ()650*3*J*3’N3)4
3)60:O(’ 3) C:00.3)4 9&: .:&;456 6&’0:()70 3) 6:&>37(’ /(3?0@ D30’.
E:&>* B0*@P "FFQ, RST QKUSVW

L"IX %&’()&* +, -./0(.0* 1 2, Y(:63)0? Z@ -3456 787’0* &9 *0’0763&) 9&:
.:&;456 6&’0:()70 3) ’&=’(). 6:&>37(’/(3?0@ AAA@ B0*>&)*0* 3) .:&;456U
(.(>63O0 >58*3&’&437(’ (). /&:>5&’&437(’ 6:(36*@ D30’. E:&>* B0*@,
"FFG, G"T IQFUISQ@

L"GX %8:)0 [ D, %&’()&* +@ -./0(.0* 1 2, -(6&) \ Z@ 1(3)* 9:&/ *0’07<
63&) ;).0: .:&;456 O0:*;* /;’63’&7(63&) 60*63)4 3) :0’(60. 6:&>37(’
/(3?0 >&>;’(63&)*@ E:&> ]73@, "FFK, GKT QGUQF@

L"RX E5(>/() ] E, -./0(.0* 1 2@ ]0’0763&) 3/>:&O0* .:&;456 6&’0:()70
3) 6:&>37(’ /(3?0 >&>;’(63&)*@ AA@ \3:076 (). 7&::0’(60. :0*>&)*0* (<
/&)4 *07&).(:8 6:(36*@ E:&> ]73@, "FFF,@ GFT "G"KU"GIR@

L"KX -./0(.0* 1 2, %&’()&* +, E5(>/() ] E, 06 (’@ ]0’0763&) 3/>:&O0*
.:&;456 6&’0:()70 3) 6:&>37(’ /(3?0 >&>;’(63&)*@ A@ 1(3)* 3) C3&/(**,
4:(3) 830’., (). 5(:O0*6 3).0^W E:&> ]73WP "FFFP GFT "GVQU"G"KW

L"QX ]75;**’0: + BP _0*64(60 Y -W ‘**3/3’(60 9’;^ .060:/3)0* N0:)0’ *06
(6 ’&= =(60: >&60)63(’ 3) /(3?0W E:&> ]73WP "FFKP GKT "VaRU"VSVW

L"aX b3)*0’/030: EP ]75;**’0: + BP _0*64(60 Y -P +&)0* B +W Z&= =(60:
>&60)63(’ .3*:;>6* 7(:C&58.:(60 /06(C&’3*/ 3) /(3?0 &O(:30*W [’()6
[58*3&’WP "FFKP "VaT GSKUGF"W

L"SX -./0(.0* 1 2P %&’()&* +P E5(>/() ] EW c(’;0 &9 *07&).(:8 6:(36*
3) *0’0763)4 9&: .:&;456 6&’0:()70 3) 6:&>37(’ /(3?0W A) -./0(.0* 1
2P 06 (’W d0.*@e \0O0’&>3)4 \:&;456 J(). Z&=JfU6&’0:()6 Y(3?0@
"FFFP IIIUIGR@ Y0^37& \DP Y0^37&H EAYYgM@

L"FX %&’()&* +P -./0(.0* 1 2@ c(’;0 &9 *0’0763&) 9&: &*/&637 >&60)63(’ 3)
6:&>37(’ /(3?0@ ‘4:&)@ +@P "FF"P SGH FRSUFKQ@

LIVX E53/0)63 E ‘P E()6(4(’’& +P 1;0O(:( -@ 2*/&637 (.h;*6/0)6 3)
/(3?0H 10)0637 O(:3(63&) (). (**&73(63&) =365 =(60: ;>6(N0@ A) -.<
/0(.0* 1 2P 06 (’@ d0.*@i \0O0’&>3)4 \:&;456J (). Z&=JfJ6&’0:()6
Y(3?0@ "FFaP IVVJIVR@ Y0^37& \DP Y0^37&T EAYYgM@

LI"X Z0/7&99 + jP E53/0)63 E ‘P \(O0?(7 M ‘ -@ 2*/&637 (.h;*6/0)6 3)
/(3?0 d!"# $#%& Z@iT E5()40* =365 &)6&40)8 (). 36* :0’(63&)*53> =365
>50)&68>37 *6(C3’368@ +@ ‘4:&)@ E:&> ]73@P "FFSP "SVT IR"JIRa@

LIIX -./0(.0* 1 2P %&’()&* +P j0:)().0? YP %0’’& ]@ E(;*0* 9&: *3’N
.0’(8 3) ’&=’(). 6:&>37(’ /(3?0@ E:&> ]73@P "FFGP GGT "VIFJ"VGK@

LIGX %06:() D +P %07N \P %()?340: YP -./0(.0* 1 2@ ]07&).(:8 6:(36* 3)
>(:0)6(’ 3)C:0.* (). 58C:3.* ;).0: *6:0** (). )&)J*6:0** 0)O3:&)<
/0)6* 3) 6:&>37(’ /(3?0@ D30’. E:&>* B0*@P IVVGP SGT K"JQK@

LIRX E&)63 ]P Z().3 [P ]()4;3)063 Y EP 06 (’@ 10)0637 (). 0)O3:&)/0)6(’
099076* &) (C*73*37 (73. (77;/;’(63&) 3) ’0(O0* &9 930’. J4:&=)
/(3?0@ -;>58637(P "FFRP aST S"JSF@

LIKX Z().3 [P ]()4;3)063 Y EP E&)63 ]P M;C0:&*( B@ \3:076 (). 7&::0’(60.
:0*>&)*0* 6& .3O0:40)6 *0’0763&) 9&: ’0(9 (C*73*37 (73. 7&)70)6:(63&)
3) 6=& /(3?0 >&>;’(63&)*@ E:&> ]73@P IVV"P R"T GGKJGRR@

LIQX B3C(;6 + YP %()?340: YP j&*3)46&) \@ 10)0637 .3**0763&) (). >’()6
3/>:&O0/0)6 ;).0: (C3&637 *6:0** 7&).363&)*T .:&;456 6&’0:()70 3)
/(3?0 (* () 0^(/>’0@ +ABE‘] _&:N3)4 B0>&:6T IVVI@ SKJFI@

LIaX B3C(;6 + YP +3()4 EP 1&)?(’0?J.0JZ0&) \P 06 (’@ A.0)63937(63&) &9
k;()636(63O0 6:(36 ’&73 ;).0: .:&;456 7&).363&)* 3) 6:&>37(’ /(3?0@ AA@
g30’. 7&/>&)0)6* (). /(:N0:J(**3*60. *0’0763&) *6:(60430*@ M50&:@
‘>>’@ 10)06@P "FFaP FRT SSaJSFQ@

LISX B3C(;6 + YP %06:() D +@ ]3)4’0 ’(:40J*7(’0 /(:N0:J(**3*60. *0’0763&)
d]Z]JY‘]i@ Y&’@ %:00.@ "FFFP KT KG"JKR"@

它同现有的玉米资源有一定的遗传距离!其次"它用

在相互全姊妹轮回选择上是个好材料" 因为有两个

稳定遗传的果穗可以利用# 虽然对生株后代的分离

仍不具有规律性"但也不妨碍其应用#对生玉米和单

交种$自交系杂交后"均能产生对生株"而选择又会

使对生株逐代增多" 说明对生玉米可以作为桥梁亲

本导入外源种质#隔离群体内混合杂交的结果"已预

示着对生群体遗传不会影响再组合群体下一轮的选

择"对生株之间的杂交$对生株和互生株之间姊妹交

的结果"为单株鉴定$新组合利用奠定了基础#总之"
对生玉米的介入"可使玉米群体改良$自交系选育和

杂种优势利用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而高效率地

开展玉米遗传育种工作#
!"! 围绕对生玉米开展综合性的基础研究

从生化研究结果看" 对生玉米与互生玉米在一

些酶谱上存在差异# 从植株茎$叶的组织切片看"其

结构也不尽相同# 这就提示我们"对生$互生玉米两

种株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从分子水平到植物组织

结构都有值得比较分析研究的地方#所以"对于植株

形态$组织$生理$生化$遗传和育种"对生玉米都提

供了新的研究内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真正解决对生玉米的利用

问题" 无论是改良品种和群体" 或者是利用杂种优

势"其关键都在于既要使每对果穗达到较大的穗重"
又要使对生株的出现频率达到 "VVl" 并且二者只

有同时取得突破"而又能稳定遗传时"才能真正实现

利用对生玉米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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