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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优良玉米杂交种鲁单 %,! 的选育思路及其过程% 结合育种实践&作者提出了玉米雌穗存在有限

结实和无限结实 -!.的观点&强调了玉米有限结实和较高的生物产量对实现玉米杂交种高产’稳产和增强抗逆性的重

要性&提出了解决黄淮海区域玉米育种中高产与早熟之间矛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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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手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应用&
在 (! 世纪的玉米育种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玉

米产量水平提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育种观念的更

新%结合育种实践&我们提出了一套适应黄淮海地区

玉米高产的策略%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 育成了优

质’高产’多抗’中熟玉米杂交种鲁单 %,!&成功地解

决了玉米育种上高产与早熟的矛盾& 显著提高了玉

米杂交种的抗病水平和在不同生态区的适应性&在

全国主要玉米产区的示范推广面积迅速扩大% (""(
年 + 月&鲁单 %,! 同时通过山东省和河北省审定&审

定 编 号 分 别 为 鲁 农 审 字 -(""(.""! 号 和 冀 审 玉

(""(""! 号((""( 年升入河南省玉米杂交种生产试

验 ((""! 年 完 成 了 黄 淮 海 玉 米 杂 交 种 区 域 试 验 &
(""( 年初通过了全国玉米专业组初审%

! 育种指导思想与技术路线

黄淮海夏玉米区一年两季的种植模式限制了高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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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晚熟杂交种的推广% 近年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后&农民不再以种植玉米作为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
大量经济作物的开发& 使得晚熟杂交种的市场变得

更小% 这种现状使得依靠延长生育期 "特别是灌浆

期$来提高玉米产量的途径变得不再现实%
(" 世纪 ," 年代以来&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发展&

使得中小穗’ 紧凑型玉米杂交种在夏玉米区得到大

面积推广%这种依靠提高密度增加单产’依靠中小果

穗的植株生育期较早缩短生育期的思想丰富了玉米

育种的理论&成为夏玉米区的另一种主要育种思路%
然而& 高密度玉米群体给玉米的生产管理带来了诸

多不便&推广应用的面积受到一定限制%
结合黄淮海的生产现状& 我们制定了如下育种

思路!培育大穗型高产’中早熟’抗病’抗倒玉米杂交

种& 在较为适中的种植密度下 "如每公顷 +# """ b
&" """ 株$实现玉米高产稳产的目标% 然而&现有的

育种材料中& 高产大穗与早熟是一对较难解决的矛

盾% 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采取了如下措

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选育株型紧凑或半紧凑的

中高秆’中大穗型玉米自交系或杂交种&在一定的密

度下兼顾玉米单株和群体的生物产量& 通过生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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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高来保障玉米的穗粒数和粒重! !玉米生育

期的长短一般与植株的叶片数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

关性! 通过筛选节间长而叶片数较少的自交系来保

证育成的高秆大穗型杂交种具有一定的早熟性! "
作者认为" 玉米也存在有限结实和无限结实两种结

实习性!有限结实习性的玉米品种自身花期协调#吐

丝齐而快"从而保证了良好的结实性!良好的结实性

是玉米杂交种实现丰产#稳产的保证!采用有限结实

性自交系可配制出有限结实性杂交种!

! 鲁单 "#$ 的选育过程

!"# 亲本自交系的选育

鲁单 "%$ 正交亲本系齐 &$" 选自国外的优良玉

米杂交种 ’%(""! 该自交系配合力高#自身产量高#
抗病#抗倒性好!作者推测 ’%("" 可能为美国兰卡斯

特系统的一个自交系与一热带# 亚热带种质的自交

系组配成的一个优良杂交种! 齐 )$" 对于玉米南方

锈病表现免疫*+,!
强长势亲本自交系 -."%/0 的选系基础材料的

配制思路"始于我所玉米品比试验中齐 &0"12/+ 和

齐 30"14+0 的田间丰产表现! 均为黄改系的 2/+ 和

4+0 与 齐 30" 间 均 具 有 较 强 的 杂 种 优 势 ! 2/+ 和

4+0 的共同优点就是均具有较高的配合力" 然而

2/+ 为无限结实习性的自交系"抗倒性差"但抗病性

好$4+0 为有限结实习性的自交系"抗倒性好"但抗

病性差%重感玉米大斑病&! 鉴于此"0""3 年冬我们

组配了 2/+14+0 这一杂交组合作为选系基础材料"
经过几代精心选择#淘汰"育成了高配合力#中早熟#
多抗性#强长势的优良玉米自交系 -."#/0!该自交系

综合了 2/+ 与 4+0 的主要优点"具很高的一般配合

力和特殊配合力" 其株型紧凑! 济南点夏播生育期

0// 5"春播00/ 5! 株高0"3 67"穗位8( 67"穗长08
67"穗粗9:% 67"穗行数09 ; 08行"柱形穗"白轴"半

马齿浅黄粒!高抗玉米大#小叶斑病#花叶病毒病#黑

粉病等病害"感锈病"轻感青枯病"感粗缩病毒病"活

秆成熟!
!"! 鲁单 $%# 的配制与筛选

0""8 年#0""’ 年冬季" 我们在海南育种基地进

行了齐 &0" 与 (/! < 4!0=!#齐 &0" 与 (/! < 4!0=9 代

材料的测配 %因 (/! 与 4!0 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
所以性状稳定快于通常的选系材料&! 0""’ 年在我

所中低肥水田的夏播玉米杂交种品比试验中" 该杂

交组合的平均小区产量折每公顷 0/ %’( >?"比对照

种鲁单 /(+ 增产 9/:%@"居参试种第 0 位! 0""% 年

在我所中低肥水田的夏播玉米杂交种品比试验中"

平均小区产量折每公顷 0/ +// >?" 比对照种鲁单

/(+ 增产 90:’@"居参试种第 0 位! 0""% 年在我所安

排的仲宫试点夏播玉米杂交种品比试验中" 该杂交

种平均小区产量折每公顷 0+ &// >?"比对照种鲁单

/(+ 增产 9(@"居第 0 位! 0""% 年在肥城市种子公

司安排的品比试验中"& 次重复平均小区产量折每

公顷 " (8+:( >?" 比对照种鲁单 /(+ 增产 +’:%@"居

第 0 位! 0""" 年送参山东省玉米杂交种区试"同年

参加了全国玉米杂交种区域预备试验!

& 黄淮海及省级区试结果及特性

&"’ 产量结果

在 +/// 年黄淮海玉米杂交种区域试验中"鲁单

"%0 平均每公顷 % +0":(( >?"比对照种掖单 0" 增产

0":0(@" 增产达极显著水平" 居参试种第 + 位$在

+//0 年黄淮海玉米杂交种区域试验中"鲁单 "%0 平

均每公顷 " //" >?"比对照种农大 0/% 增产 (:%(@"
增产达极显著水平"居参试种第 8 位$在 +//0 年黄

淮海玉米杂交种生产试验中" 鲁单 "%0 平均每公顷

% (+8 >?"比对照种增产 ’:/@"在所有省份均表现增

产"居参试种第 + 位!
在 +/// 年黄淮海区试河北省试点中"鲁单 "%0

平 均 每 公 顷 ’ (8%:0 >?" 比 对 照 种 掖 单 0" 增 产

9(:’(@"比对照种冀单 +" 增产 0/:"%@"增产均达到

极显著水平"居参试种第 9 位! 在 +//0 年黄淮海区

试河北省试点中"鲁单 "%0 平均每公顷 0/ 000:( >?"
比对照种农大 0/% 增产 0/:"&@" 比对照种冀单 +"
增产 8:99@"增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居参试种第 +
位! 在 +//0 年黄淮海生产试验河北省试点中"鲁单

"%0 平均每公顷 " /’% >?" 比 对 照 种 冀 单 +" 增 产

/:%@"居参试种第 ( 位!
在 0""" 年和 +/// 年山东省玉米杂交种区域试

验中"鲁单 "%0 两年平均每公顷 " (&0 >?"比对照种

平均增产 ’:%+@"居第 0 位$在 +//0 年山东省玉米

杂交种生产试验中"鲁单"%0平均每公顷% ’(%:( >?"
比对照种鲁单 (/ 增产 8:8@"居第 + 位!

在 +/// 年河南省玉米杂交种区域试验中"鲁单

"%0 小区产量折每公顷 ’ ’+":( >?"比对照种豫玉 0%
增产 08:(@"居参试种第 + 位$在 +//0 年河南省玉

米杂交种区域试验中" 鲁单 "%0 小区产量折每公顷

% %/8:’ >?"比对照种豫玉 0% 增产 (:"0@"居参试种

第 % 位"两年平均每公顷 % +&8:9 >?"平均比对照种

增产 0/:"+@"居参试种第 9 位!
&"! 生物学特性及抗性表现

鲁单 "%0 株型半紧凑"果穗有限结实习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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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无空秆" 济南夏播生育期 !"" #" 在中等肥力

的 地 块 上!株 高 $%& ’(!穗 位 高 !") ’(!穗 上 叶 *
片" 果穗柱形!穗长 $$ ’(!穗粗 )+, ’(!穗行数 !*!
行粒数 ,-!子粒黄色#淡黄色!半马齿粒型!千粒重

-**+, .!出籽率 %&/"
据山东省玉米杂交种生产试验数据! 鲁单 0%!

生育期平均为 !"! #!株高 $%" ’(!穗位 !!0 ’(!穗

长 $"+$ ’(! 穗行数 !)+$ ’(! 穗粒数 ,0&! 千粒重

-)&+& .!容重为 &"%+) . 1 2"
据黄淮海玉米杂交种区试数据! 在河北省生育

期 平 均 为00 #!株 高-", ’(!穗 位!$% ’(!穗 长$"+%
’(!穗行数!)+- ’(!单穗粒重!0&+$ .!千粒重-,0 ."

据河北省植保所对多种病害#虫害接种鉴定!鲁

单 0%! 高抗玉米小斑病#弯孢菌叶斑病#茎腐病#黑

粉病!抗玉米大斑病!中抗玉米矮花叶病!抗玉米螟"
此外!鲁单 0%! 还对玉米南方锈病表现免疫"活秆成

熟!地区适应性强"
!"! 品质分析结果

据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检测数

据!鲁单 0%! 含粗蛋白 !"+&,/!粗脂肪 ,+,%/!赖氨

酸 "+$0/!粗淀粉 &"+$*/!容重为 &,) . 1 2"
!"# 栽培技术及制种要点

3!4 该杂交种大田种植密度以每公顷 ,) """ 株

左右为宜! 大面积高产开发田的种植密度也以每公

顷不超过 ,0 )"" 株为宜" 纯产量攻关的小面积高产

攻关田!种植密度以每公顷 *& )"" 株产量较高$容

易倒伏%"
3$5 前期注意控制肥水!其它管理措施同一般大

田"
3-5 正常年份下!在山东夏播制种时!父母本同

期播或父本 670%"! 比母本齐 -!0 晚播 - #"

, 小 结

总结我们的工作! 作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作为

小结!供参考探讨"
8!5 种质资源的保存与育种应用应有不同的侧

重! 资源保存要分清不同的杂种优势群! 并分别保

存! 而育种上可以探讨将不同的优势群进行有机的

结合!采取强强结合!产生更强优势的育种选系基础

材料"在鲁单 0%! 的选育过程中!作者将两个同对齐

-!0 有高配合力的两个国内种质群育成系的共同优

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产生了超强优势的高配合力

优良玉米自交系 670%"!! 育成了超强优势杂交种鲁

单 0%!"
3$5 结合育种实践!作者提出雌穗具有限结实和

无限结实习性的观点!供育种工作者探讨"纵观现有

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优良杂交种!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

是有限结实的杂交种! 这也进一步从反面验证了有

限结实是玉米丰产稳产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育种

实践中我们所淘汰的大量杂交组合多为无限结实习

性的组合!实践表明!这些具无限结实习性的组合对

玉米的丰产#稳产不利!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秃尖

品种"
3-5 与株高和穗位性状一样!果穗大小和子粒大

小的一致性是体现各类玉米产量杂种优势的另一重

要因素! 具有限结实习性的自交系或杂交种吐丝齐

而且快#花期协调!从而保证了玉米果穗上子粒间的

授粉#发育基本同步!使同一果穗上子粒间的养分竞

争趋于平衡! 在发育好的果穗上表现为子粒大小基

本一致!少有小粒#瘪粒存在!从而为玉米杂交种高

产稳产提供保障"
3,5 作者认为高的经济系数对玉米品种的丰产

稳产性不利! 玉米的生物产量是玉米子粒丰产稳产

的基础! 但高的生物产量往往与长的生育期密切相

关" 鲁单 0%! 的育成是通过选择长节间来提高了玉

米单株的生物产量! 通过适宜的密度保证其具有一

定的生物产量! 从而为品种的稳产和抗逆性提供了

必要的保证"
3)5 对育种工作者而言!材料是基础!思路是关

键!实干是保障!依据所处生态区域的主要特点!制

定相应的育种目标!搜集适应性强#配合力高的种质

资源!创造性地加以利用!采取有效的技术路线!可

使育种工作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就我们

的育种而言! 我们将当前育种中常用的早熟稳产资

源与高产晚熟材料结合使用!经过仔细筛选!育成了

中熟#丰产#稳产#强生长势的玉米自交系 670%"!!为

配制超高产玉米杂交种奠定了种质基础"
3*5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全国及省级区试试点

中!许多试点地力水平较低!不利于超高产品种的筛

选和鉴定"就我们的试验结果和农民的试种来看!鲁

单 0%! 应属于一个超高产中早熟杂交种! 但在有的

区试结果中!它的粒重还不如小粒的品种!这可能是

由于子粒灌浆不足所致! 因而也就限制了其增产潜

力的发挥" 所以!作者建议!品种试验最好就不同产

量水平的品种选择不同地力水平的试点! 加强对高

产品种#耐瘠品种的选择!以适应不同肥力水平的地

区或省份利用!充分发挥品种的增产潜力!有效地提

高我国玉米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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