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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玉米自交系的耐旱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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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内 (" 余份骨干自交系进行耐旱性鉴定"测定其 /+0#单穗平均产量#出籽率等指标"对筛选出的 &
个自交系进一步鉴定分析其抗旱指数#10-修.$ 结果表明!234!%%56!"7#8!7, 耐旱性好"且自身产量较高"可作为耐

旱种质资源加以利用&

关键词! 玉米’耐旱性’抗旱指数’10’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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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省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年播种面积稳定在 %"
万 ?R( 左右& 其中旱地占总面积的 7"b以上c!d& 目前"旱地品

种比较缺乏"表现为抗旱%抗病性差"且产量水平低"已成为

影响我省玉米产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玉米耐旱育种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对耐旱性的遗传研究明显不足"种质资源 研

究滞后"亟待挖掘耐旱基因"研究耐旱育种及种质改良方法$

在常规育种材料中"耐旱性等位基因频率很高$ 因此"组建耐

旱丰产材料时"要充分考虑从当前广泛利用的自交系%杂 交

种中筛选优良耐旱种质资源 c(d$ 选育耐旱%高配合力的玉米自

交系"并选育出所需要的玉米品种显得尤为重要$

! 材料与方法

ABC 参试材料

(""! 年 选 择 8!7,%234!%%56!"7%<BG@AWGK) 等 国 内 ("
余 份 骨 干 系 进 行 耐 旱 性 鉴 定 "(""( 年 对 8!7,%234!%%
<BG@AW?GK)%:74%<G@(4%56!"7%农 大 !",-Oe.进 行 进 一 步 鉴

定分析$

CBD 试验方法

试验在大田进行"分水%旱两种处理"重复两次$ 播前统

一浇地"保证出苗$ 灌溉处理每隔 (" 天浇一次"但若在此时

前后降雨则不需要浇灌"直至收获$ 旱处理在播后 )" 天进行

收稿日期! (""4$"4$"4
作者简介! 甄胜虎-!%7)$."男"研实"山西农科院小麦研究所从事玉

米育种工作$ Q6F!"4#7$((!(#&%

灌溉"开花抽丝前后均不灌溉$ 为保证子粒发育"在播后 %"
天所有两种处理均进行灌溉$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主区为水%

旱处理"副区为各鉴定自交系$ 单行区"行长 )9# R"株距 (#
UR" 每行 !, 株$ 记载两种水处理下每行材料的散粉和抽丝

期’记载每行总株数和所结穗数"收获行内结穗单株"脱粒后

测产$ 通过测定其 /+0%单穗平均产量-A.%千粒重%抗旱指数%

10-修.c4d等指标来评价各自交系的耐旱性$

抗旱指数f-旱地产量 g 水地产量. g 旱地产量平均数

10-修.fc-旱地产量 g 旱地对照产量.-旱地产量 g 水地产量.d
g -旱地对照产量 g 水地对照产量.

( 结果与分析

DBC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结果分析表明-表 !.!重复间差异不显著"主区部分差异

不显著$ 说明两种水处理条件下"所列自交系都表现出较强

的耐旱性’副区部分各自交系间差异极显著"说明各自交 系

M8 ++ ‘+ 8 8"9"#

主区部分 区 级 ! !!(9# !!(9# !94( !&!
水处理 ! 7")9( 7")9( ,9(7 !&!
误 差 ! ,#9! ,#9!
总变异 4 %"!9,

副区部分 品种间 # 4 (4794 &)79# %9,%hh 4944
品种互作 # (#,94 #!97 i!
品种误差 !" &#)9) &#9)
总变异 (4 # "#!9,

变异来源

表 C 水旱处理产量结果分析

玉 米 科 学 ("")C!(*增刊+!!,j!% kKBY@GF K\ ‘G3W6 +U36@U6S



!上接第 "# 页$
!"! 山西省南部复播区区域试验

!""# $ !""! 年参加山西省南部复播区区域试验!运高油

% 号两年平均单产 & %’! () * +,!!比对照增产 #-.-/0"

!"# 运高油 $ 号生产试验结果

运高油 # 号 !--! 年参加生产试验!1 个试点全部增产!

平均单产 2 /33./ () * +,!! 比对照增产 4./0! 居参试品种首

位"

’ 栽培技术要点

#%& 选地与施肥

运高油 % 号属优质高产品种!主要表现在子粒中蛋白质

和脂肪含量高" 但生长地块的质量与肥力对子粒的品质影响

较大" 为了保证产品品质!在种植上应选择中上等肥力地块"

每公顷施农家肥 3- 5! 施复合肥或硫酸二铵 3-- ()!%- 叶期

追施尿素 3-- () * +,!" 由于该品种在生育后期容易因缺肥而

形成早衰现象!所以!要注意在子粒 灌 浆 期 追 施 尿 素 &/ () *
+,!!延长叶片有效利用时间!以保粒大饱满!高产稳产"

#%’ 种植方式与密度

运高油 % 号属中秆大穗型中早熟品种!植株清 秀!上 部

叶片较小! 种植时应适当密植" 一般地块春播以 ’./ 万6 /.-
万株 * +,! 为宜!夏播以 /./ 万6 1.- 万株 * +,! 为宜"

#%! 病虫害防治

要注意防治地下害虫及玉米螟等地上害虫!还要注意防

治丝黑穗病和大小斑病"

#%# 制种技术要点

选择土地肥沃#隔离条件好的地块" 父母本同期播种!行

比为 %7/ $ 1!播深 1 8," 种植密度以 49- 万株 : +,!;含父本<为
宜" 生育各个时期及收获后都要注意严格去杂去劣!及时去

雄!母本在抽雄前摸苞带 % 6 ! 片叶去雄!父本散粉后及时割

除父本"

/ 适宜种植区域

适合山西省南部复播区# 春播早熟区 及 黄 淮 海 区 域 种

植"

增刊 甄胜虎等$几个玉米自交系的耐旱性鉴定 %4

间的耐旱性存在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

’%’ ()* 分析

经 详 细 记 载 测 定! 自 交 系 间 的 =>? 值 差 异 变 幅 在 - $
39- @! 抗旱性较好的 AB3%4 在干旱处 理 条 件 下 开 花 与 散 粉

期间隔不受影响!而耐旱性较好的 C%&2!其 =>? 值为 39" @"
说明在干旱条件下!=>? 的大小并不能说明某一自交系的耐

旱性强弱" 在干旱比较严重时!材料表现出明显旱象!这 时

田间相对萎蔫度是一个判别耐旱性强弱的最直观 而 有 效 的

指标 D3E"

’"! 千粒重和出籽率分析

通过测定千粒重变化趋势!说明干旱条件对各自交系的

千粒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出籽率差异在 - 6 #/./0!说明

即使各自交系抗旱性都较强! 但对出籽率的影响 也 不 尽 相

同!耐旱性强的 AB3#4 出籽率不受影响!且出籽率较高%C#&2
和 FG%"& 的出籽率在两种水处理条件下表现都较高!且差异

较小"

=>? 单穗产量 千粒重 出籽率 =>? 单穗产量 千粒重 出籽率
;@< ;)< ;)< ;H<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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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表 ’ 不同试验条件下的试验结果分析

’"# 抗旱指数和 +*,修-分析

抗旱指数和 R? ;修< 值是综合评定品种耐旱性的重要指

标!依照 R?;修<值的高低和品种在水旱两种处理中绝对产量

的高低进行兼顾选择!可选育出干旱#丰水年均具较高产 量

的玉米品种D3E"因而选择抗旱指数和 R?;修<值都较高的玉米自

交系是选育耐旱丰产玉米品种的首要任务和必要前提" 表 !
分析结果表明$AB3%4#FG%"& 和 C%&2 的抗旱指数和 R?;修<值
均较高!表现出较强的耐旱性!是比较耐旱型的材料"

3 结 论

经过对各自交系耐旱指标的测定和分析!从而得出以下

结论$AB3%4#C%&2 和 FG%"& 为较理想的耐旱自交系!可作为

耐旱种质资源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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