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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玉 > 号是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以自选系 (&8%= 为母本$外引系 =>%& 为父本$于 %88= 年组配成的玉

米单交种& 在 # 年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比对照品种吉单 %=" 增产显著& 该品种具有抗病’产量高’活秆成熟’品

质优良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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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 我国玉米育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

展$ 主要是因为玉米种质资源狭窄和各育种单位重

复使用几个自交系或其改良系所致& 种质资源狭窄

一直是困扰我国玉米育种的突出问题& !" 世纪 e"
年代末$我国生产上玉米种质主要集中于金皇后’获

白’ 塘四平头’ 旅大红骨’K-,5-6X3+ 等五大资源系

统 %%8=" 年 末 形 成 了 塘 四 平 头 ’ 旅 大 红 骨 ’
K-,5-6X3+’\31U 等四大种质的格局% 尽管 %88" 年中

期这种格局有所改善$但其垄断地位仍没动摇&含热

带’亚热带血缘系统统称为 _B 系统$它具有气生根

发达’抗!耐"旱’叶片功能期长等特点$与旅系统’塘

系统杂交优势明显& 利用 _B 系统改良现有自交系$
再与旅系统’塘系统杂交$可望获得优势明显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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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针对这一特点及我省玉米育种现状$近十年来吉

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开展了(玉米种质改良’创新’利

用及高产’抗病’优质杂交种选育)的育种工作$并取

得了很大进展&高产’抗病杂交种(吉玉 > 号)就是选

育出的表现较好的杂交种之一&

% 选育经过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 %889 年以齐 #%= 为轮回

亲本$与 e=&88 系统杂交’回交$经多代自交选择培

育出 (&8%= 自交系& %88= 年以 (&8%= 为母本$外引

自交系 =>%& 为父本$ 组配出强优势杂交种吉玉 >
号&

%88= f %888 年参加吉林农业大学校内进行的

产量比较试验%!""" 参加吉林省玉米中晚熟组区域

试验!预试"%!""% f !""! 年参加吉林省玉米中晚熟

组区域试验%!""! 年参加吉林省玉米中晚熟组生产

试验%!""# 年 ! 月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正式定名为吉玉 > 号&
!"



! 产量表现

在 "##$ % "### 年 进 行 的 校 内 产 量 比 较 试 验

中 ! 产 量 分 别 为 "" &’&(! )* + ,-! 和 "& &.#/’ )* +
,-!! 比对照品种吉单 "$& 增产 "!/&.0和 ""/!#0"

!&&& 年预备试验产量 $ 1."/" )* + ,-!! 比对照品种

吉单 "$& 增产 "2/"03表 "4"!&&" 5 !&&! 年区域试

验平均产量 "& 2"&/! )* + ,-!!比对照品种吉单"$&增

产 ./&03表 "6"!&&! 年 生 产 试 验 产 量 $ $#2/! )* +
,-!!比对照品种吉单 "$& 增产 &/#07表 !6#

)* + ,-!

吉玉 1 号 吉单 "$& 增减8 吉玉 1 号 吉单 "$& 增减8 吉玉 1 号 吉单 "$& 增减8
吉林省农科院 ’ ’"./9 ’ ’9./2 :&(# "" 1!1(2 "& 9#’($ 9($
长春市农科院 $ !’.(" 9 "."(1 22($ "" $22(2 "" 1!$(9 2(’
白城市农科院 $ #9.(& . 1$’(& "#($ # &12(& # 29!(& ;2/1 "" 922/2 "" 9."/$ ;&/2
吉林市农科院 # 9&’/9 # !99/. 2/. $ .12/9 . #1#/& "&/& "! 1."/& # .!2/& !$/2
通化市农科院 "& &&$/1 $ #92/1 ""/. "& ..’/" # $../& #/& "! 2’9/" "& 1#"/’ "./$
柳河县种子公司 # !’9/& # $""/& ;’/. "& 9&&/& # "&&/& "9/’
东丰县种子公司 "& #’$/2 "& "$9/" ./9
榆树市农科所 # 92"/2 # &’2/& 9/1
长岭金园农科所 9 #22/& . 9&&/& ;$/$
扶余利民种业 # ’1&/& $ 2.!/& "1/&
平 均 $ 1."/" . 1#&/$ "2/" # 1’1/1 # !’’/! !/! "& .2$/" # $2!/! #/!
两年平均 "& 2"&/! # 92#/# ./&

注$两年平均为 !&&" 和 !&&! 年的平均值!以吉单 "$& 为对照#

!&&!!&&"!&&&
试 验 地 点

表 ! 吉玉 " 号在 #$$$ % #$$# 年区域试验中的增产效果

)* + ,-!

试验地点 吉玉 1 号 吉单 "$& 增减8
柳河县种子公司 "& ’.’/& $ $’&/& "#/’
东丰县种子公司 "& 2"&/& # ’9&/& ./$
郝育农科院 $ 2&./9 $ #!2/9 ;9/#
扶余县永平乡农业站 ’ #2./. . .!#/" ;!2/"
榆树北龙种业 # 229/& # &&1/1 2/.
平 均 $ $#2/! $ $"2/1 &/#

表 # 吉玉 " 号在 #$$# 年生产试验中的增产效果

2 特征特性

3"6 种子性状$子粒硬粒型!黄褐色!百粒重 2! *
左右#

3!6 植株性状$幼苗黄绿色!叶鞘紫色!株高 !$’
<-!穗位 ""’ <-!株型紧凑!叶片上举!成株叶片 !"
片!花药黄色!花丝粉色#

326 果穗性状$果穗长筒形!穗长 !! <-!穗行数

"$ 5 !& 行!穗轴红色!单穗粒重 !’& *!结实性好!不

秃尖#
316 子粒性状$子粒黄色!马齿型!百粒重 2’ * 左

右!粗蛋白质含量为 #/"18!粗脂肪为 1/$!8!粗淀

粉含量为 9#/"’8#
3’6 生育日数$属中晚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 =

左右!需!"&>活动积温 ! .’&>%= 左右#
796 抗逆性$人工接种条件下高抗大斑病&弯孢

菌病和黑粉病!中抗丝黑穗病&茎腐病!中抗玉米螟#
田间自然发病条件下高抗大斑病! 抗丝黑穗病和茎

腐病# 根系发达!后期秆强不倒伏!活秆成熟#

1 栽培制种要点及适种范围

7"6 栽培技术要点$1 月中下旬播种!清种每公

顷保苗 1/’ 万5 ’/& 万株! 间种每公顷保苗 ’/& 万5
’/’ 万株#施适量的农家肥!底肥施磷酸二铵 !&& )* +
,-!! 追肥施尿素 2&& 5 1&& )* + ,-!! 或施硝铵 1&&
)* + ,-!#

7!6 制种技术要点$制种时父母本同期播种!或

母本早播种 ! = 再播种父本# 父母本比例为 "?’!母

本公顷保苗 9 万株左右# 认真去杂去劣!及时去雄#
726 适种范围$适宜吉林省中晚熟&晚熟区种植!

特别适宜长春&吉林&松原&通化半湿润地区种植!白

城地区水浇地亦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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