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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玉米育种方向 加强专用玉米品种选育

夏瑛光!陈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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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玉米作为国民主食的时代

已成为历史%全方位主攻的普通玉米高产育种方向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亦难有效抵御我国加入 -./ 后世界玉米

市场对我国玉米产业的巨大冲击& 迅速调整玉米育种方向%全面转入专用玉米育种%重点突出高赖氨酸和粮饲兼用

型玉米新品种选育%兼顾人们食用和工业用玉米育种%并对各类玉米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开发%可促进我国养殖业

的快速发展%改善国民的膳食结构%有效地缓解加入 -./ 后对我国玉米产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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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末至今% 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国民经济逐年快速递升%人民生活水平由温

饱逐渐步入小康%膳食结构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玉米

作为国民主食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目前%我国对玉米

的利用状况已基本达到世界先进国家同等水平& 因

此%建国以来为解决国民温饱问题%全方位主攻的普

通玉米高产育种方向已远不能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

展的需要& 为使我国的玉米生产能够尽快适应国民

经济发展的需要% 减缓加入 -./ 后世界粮食贸易

市场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冲击% 就必须迅速调整我国

的玉米育种方向% 将我国普通玉米育种全方位转向

玉米专用品种育种%并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开发%掀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夏瑛光(!%#)$$%男%副研究员%从事玉米育种和高产栽

培研究&

起一场玉米育种界新的绿色革命% 对我国国民经济

的持续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意义重大&

! 玉米育种方向调整的历史与成就

建国以来%为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国的

玉米育种业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 建国初期%百废待

兴%玉米育种业白手起家%以优选农家优良品种为切

入点%开始在全国开展普通玉米高产育种工作& 随着

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玉米育

种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兴旺发达%育种水

平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对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和

杂种优势利用方面% 在经历了优选农家品种!品种

间杂交种!品种与自交系间杂交种)顶交种$!自交

系间杂交种"双交种$!单交种!高光效竖叶型杂交

种几次大规模变革后% 使玉米杂种优势的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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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高点! 育种界每次大规模的变革都对我国的

玉米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都使我国的玉米单

产和总产再上一个新高!目前"我国的玉米生产水平

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尽管仍有一定差距"但平均单

产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种植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

第二位! 在目前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渐达小康#
对玉米的利用方式已发生重大变迁的今天" 全国玉

米育种界全力投入普通玉米高产育种已无必要$而

另辟新径" 将全国玉米育种业部分转向专用玉米育

种"并进行专业化及产业化的种植开发"必将使我国

玉米生产再跨新高"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 适时调整玉米育种方向是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

!" 世纪 #" 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解决温饱曾是

国民主食的玉米除少数品质特优品种供人们鲜食或

调剂口味外" 其余均逐步走下人们的餐桌而成为禽

畜饲料或工业#医药加工原料! 目前"我国生产的玉

米 $"%用于禽畜饲料"#% & ’"%用于工业# 医药加

工原材料"而用于人们主食或调剂口味#鲜食及消遣

食品食用的仅占 ’(% & !"%! 我国目前生产的玉米

饲料品种子粒养分满足不了禽畜的营养要求而需添

加多种其他营养原料%如鱼粉#饼类等&$用作青贮的

玉米秸秆则因茎秆养分含量偏低或病虫危害不能使

牲畜过腹还田而降低其利用价值甚至丢弃$ 用于工

业原材料的专用玉米档次偏低且数量不足" 难以完

全达到加工要求致使增加工序"增大成本$同样"作

为食用的玉米品种质优味美者少" 难满足人们的生

活要求! 因此"发展专用玉米品种育种"分别选育出

适于各种用途#品质优良的专用玉米品种"前景广阔!
加入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

国力的提高"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加入

)*+ 后在较长时间内对我国玉米粮食市场的冲击

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玉米生产经营规模极为狭小"
仅相当于北美的 ’ , -"""西欧的 ’ , .""由此导致我国

玉米生产成本较高" 国内玉米粮食市场价格普遍高

于世界粮食贸易市场价格! 我国加入 )*+ 后"政府

将逐步取消出口补贴%!"""年我国补贴净出口玉米达

’ """ 多万 /&和限制国内扶持"关税配额玉米进口量

的不断递增 %!""! 年为 (#( 万 /"!""- 年为 $!" 万

/&" 由此导致国内玉米市场供给量的变动幅度将达

到我国玉米生产总量的 ’(%以上! 出口受限"将引

起国内玉米价格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严重影

响我国玉米生产的稳定发展! 如果农民实行专用玉

米的产业化生产" 则可有效抵御或减轻世界粮食贸

易市场对国内玉米生产的冲击" 使我国玉米生产保

持稳定或稳中有升!
目前" 我国的农业生产仍为小规模经营的小农

经济体制" 大多数农民根本认识不到 )*+ 将对中

国农业生产的冲击力"特别在玉米生产上"普通玉米

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达总量的 #(%以上"且生产规

模太小"种植单一"品种杂乱"品质偏低!所有农户又

各自为战"各取所好"随心所欲"政府部门或相关企

业的管理措施或有效引导也不力" 生产的玉米档次

与水平均较低! 如对玉米生产实行专用品种专业化

生产"则可使农民按区域种植"一区一种"生产#加

工#销售一体化! 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增加收益"由

此必将走出一条玉米生产的全新之路" 也能大大提

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0 调整玉米育种方向的依据与效应

我国自 !" 世纪 $" 年代末即开始了特种专用玉

米的育种工作! !" 多年的不懈努力"育种家们相继

育成了一批专用玉米品种"并已在生产上示范种植!
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 目前在专用玉米育种上投入

的人员和资金仍然很少" 所育成的专用玉米品种与

普通玉米品种相比所占比重也很小" 与生产要求差

距太大! 已育成的品种因数量较少难以完全适应我

国幅员广大的所有玉米种植区域$ 另外由于现行农

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局限性"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生产

的后加工#价格与价值不等#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因

素限制"也难以投入大批量生产"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的要求!
我国发展专用玉米生产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

我国常年种植玉米面积约为 ! !"" 万 12!!根据我国

目前对玉米的利用状况" 以$"%的面积种植粮用或

粮饲兼用玉米" 以 ’(% & !"%的面积种植工业#高

油#高淀粉玉米"以 ’"% & ’(%的面积种植鲜食#消

遣食品#食用玉米! 各类玉米再依用途#品种分区域

种植"既可减少因隔离条件不好引起的品质下降"又

便于集中生产"就地加工增值"降低成本"提高产品

的档次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由此不仅解决了因大

力发展畜牧业而引起的饲料严重不足问题" 又避免

或缓解了大量进口玉米对我国玉米产业的冲击"同

时带动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 解决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问题" 还利于有限的土地向技术水平较

高#善于耕作的农民手里集中"使土地发挥出更大效

益!
我国玉米育种界人才荟萃" 育种材!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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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料齐全!遗传基因库丰富!!" 多年来相

继选育出大批的优良玉米杂交种应用于生产! 由此

使我国的玉米育种水平和产量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但我国的玉米育种工作因历史的原因!机构#人

才#资金#物力过于分散!不利于搞大型科技攻关课

题研究"如在全国全面开展专用玉米品种育种!就应

按全国玉米种植区域和生态条件设立玉米品种改良

中心!集中玉米育种界的精英人才!财力#物力全面

支持! 定能在较短时间内再育成一批直接应用于生

产的优良专用玉米品种" 在强化专用玉米育种的同

时!兼顾普通玉米育种!以适应不同种植区域#不同

生态条件以及不同种植习惯的需要"品种育成后!各

级农技推广部门#种子部门#粮食加工部门及畜牧部

门要全力配合! 政府部门也应对农民予以必要的引

导!那么!我国的玉米生产必将走出一条自我发展#
自强自立的全新之路! 在有效抵御加入 #$% 对我

国玉米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同时! 又可使我国的畜

牧业#粮食加工业等诸多行业得到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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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分析了我国西南山区广泛应用的 -" 个

玉米杂交种的种质基础!发现其中 4!5的品种均含

有我国西南山区地方种血缘"我所近 -" 年选育出的

’"多个杂交种有6个就是采用这一杂交模式组配成

功的!占总数的145"
728 地方种质的研究是玉米育种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生态环境差异较大!经

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 保存下来了各种各样各

具特色的玉米生态型地方品种! 这些品种是我们育

种的宝贵资源!应重视和加强搜集鉴定和保护利用!
不断地发掘我国的地方优势群种质! 丰富我国玉米

杂交育种的理论和种质基础"
7!8 注重人才培养!事业方能后继有人!发扬光

大" 事业的发展!人才是第一重要的" 我所玉米育种

事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选育

出一批优良品种!创造出一批优良育种材料!取得丰

硕的成果! 归根结底是我所培养造就了一代代优秀

的玉米育种科技人才!这是事业发展的源泉!不竭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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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行!穗 轴 浅 红 色!出 籽 率 64)25!结 实 性 良

好" 子粒橙黄色!半硬粒型!千粒重 /-" :!商品品质

好" 抗倒性好" 经陕西省植保总站抗病性鉴定!高抗

小斑病#茎腐病#穗粒腐病和矮缩病!轻感大斑病"保

绿性好!活秆成熟!可作粮饲兼用品种"
!"# 子粒品质分析

秦单 ! 号品质优良!据 -""’ 年农业部谷物品质

监 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 测 定 分 析 结 果 ! 子 粒 含 水 量

’’)-5!粗蛋白质含量 +)/"5!粗脂肪含量 /)!65!赖

氨酸含量 ")/’5!粗淀粉含量 4!)+65" 秦单 ! 号的

粗淀粉含量达到了我国规定的一级高淀粉玉米的淀

粉含量标准! 是一个可作为工业原料用途的专用加

工型玉米新品种"
!"! 适宜地区与栽培要点

秦单 ! 号适宜于陕西关中及黄淮海同类生态条

件的中上等肥力地区夏播种植!一般产量可达 6 -!"

9 + """ ;: < =>-"栽培密度 !- !"" 9 !4 """ 株 < =>- 为

宜!田间管理应掌握施足底肥!适时播种!保证全苗!
注意主攻大穗#防止早衰#提高粒重的原则!喇叭口

期注意防治玉米螟"

2 亲本繁殖与制种要求

母本永4"6"异源自交系的繁殖!种植密度1" """
9 14 !"" 株 < =>- 为宜" 父本永 ’2 自交系的繁殖!种

植密度 14 !"" 9 4! """ 株 < =>- 为宜" 注意去杂去

劣!最好人工辅助授粉以达到最佳结实效果"配制杂

交种时! 母本永 4"6" 异源自交系应先于父本永 ’2
自交系早播 4 9 ’" ?!父母本行比 ’@2!苗期#拔节期

和大喇叭口期要及时去杂去劣! 母本带 ’ 9 - 片叶

抽取雄穗" 一般制种产量在 2 !"" ;: < =>- 以上"

联系电话$ "+’"3--4+626 $%&’()A BCDEFGH>/1!

郭乐群等$玉米高淀粉品种秦单 ! 号的选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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