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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自交系长 ! 的改良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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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骨干自交系长 + 与 #""+ 杂交后与长 + 回交"选育出了配合力高#抗病性强#早熟和综合性状好的新

自交系 /!"#01(# 和 01+$ 用其作亲本"育成龙单 !+%龙单 (" 和黑 +)( 等玉米杂交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 已成为黑龙江省玉米育种的骨干自交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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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玉米自交系是选育优良玉米杂交种的基础

材料" 它的农艺性状和配合力是决定杂交种高产稳

产的重要因素&黑龙江省地处我国的东北部"年降水

量平均在 )#" ^ #-" VV"夏季高温多湿"雨热同季"
是北方早熟%极早熟春玉米育种的良好场所&曾育成

的 单 -%!%甸 骨 !!4%龙 抗 #&4%抗 病 甸 !!%合 +))%
红玉米和早大黄等自交系在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
但是"这些自交系已不能完全满足育成早熟%高产%
优质%抗病和抗倒优良杂交种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我

们 改 良 了 玉 米 自 交 系 长 +" 育 成 了 /!"%01(# 和

01+ 等优良玉米自交系"并用其组配出了黑 +"!%黑

++) 和黑 +)( 等优良杂交种&

! 改良目的

长 + 是黑龙江省早熟配合力高的骨干自交系"
用其配成的杂交种龙单 - 号年最大播种面积 (" 万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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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由长 + 组配的杂交种均有发苗快%品质好%后期

脱水快%植株持绿好和高抗青枯病等特点"用长 + 自

交系组配早熟杂交种具备较好的应用前景& 但是"
长 + 也有较明显的弱点"如作父本雄花分枝少%花期

短"作母本雌穗抽丝易受高温干燥影响"同时其自身

产量较低"影响制种产量"增加制种成本"阻碍了新

品种的推广速度&针对该系上述主要缺点"我们选择

了配合力高% 自身产量高和雄花分枝较多的优良自

交系 #""+ 作父本"长 + 作母本进行杂交和回交改良&

( 改良过程及改良效果

@AB 改良过程

!%-) 年将长 + 与 #""+ 进行杂交"!%-# 年 c! 代

与长 + 回交后选择典型植株连续自交%测交& 采用南

繁加代经过 # 年时间 - 个世代选出了长 + 改良系列

姊妹系 /!"%01(# 和 01+ 等"尤以 /!" 与长 + 最为

相近" 在改良自交系时组配出杂交组合 /!"d龙抗

!!,龙单 !+."现为黑龙江年播种面积最大的品种&
@A@ 改良效果

!"!"# 改良系与长 $ 主要性状的变化 长 + 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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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数差异不显著!表 "#!系 $%&" ’(") 和 ’(* 比长 * 叶片数多 " 片以上#
雄穗分枝多 + 个以上#抽雄期"散粉期和抽丝期均晚

, 天以上#成熟期晚 * 天以上#其它性状也有明显差

别-表 %.!
!"!"! 改良系 #$% 与长 & 配合力及主要产量性状的

比较 在改良长 * 的过程中#采用花期相遇"配合力

高的几个自交系作父本同时测交的方法# 选出了测

配产量较高的组合# 即现在的龙单 %* -$%&/龙抗

%%.! 然后用骨干自交系海 &%,"合 *,,"东 ,+"红玉

米"工 "*0"杂 1),+"海 "+2 对 $%& 和长 * 同时进行

配合力测定! 在 $%& 的 2 个测定组合中#只有一个

组合-合 *,,/$%&#较长 * 的组合-合 *,,/长 *#产量低

*304#另外 0 个组合都较长 * 的组合产量高#其增产

幅度为 ,3"4 5 %)304#株高"穗位"叶片数及雄穗分

$%& ’(") ’(* 长 *

苗 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茎 色 白色 绿色 绿色 白色

叶片数-个# %*3& %)3& %)3& %%3&
雄穗分枝-个# %,3& %)3& %,3& 23&
株高-67. "%"3" %2&3& %8&3) "&23"
穗位高!67. +230 0&3) 0"3& +03+
穗长!67. %23& %23& %,32 %,3+
穗粗!67. ,32 ,3" ,3& ,3%
穗行数!行. %" 5 %, %" 5 %, %& 5 %" %" 5 %,
行粒数!粒. *)3& **3& *+3& "+3&
轴 色 红色 粉色 粉色 红色

百粒重!9. *+3, *83) ,*3& "03)
单穗粒重!9. %&83& %%*3& %&*3" 2"38

自交系
性 状

表 ! "!#!$%&’ 和 $%( 的主要性状比较

产量 叶片数 雄穗分枝数 百粒重 株高 穗位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9 ; <7". !个. !个. !9. !67. !67. !67. !67. !行. !粒.

海 &%,/长 * 2 *")3, %* %, *+3+ "*23+ 2232 %83) )3& %, 5 %+ ,%
海 &%,/$%& 8 &883+ %, %+ *03, "*23) 8038 "&3+ )3& %" 5 %+ ,&
合 *,,/长 * %& ),)3& %* %* *832 ")&3% 2)3& ""3& ,32 %" 5 %, ,)
合 *,,/$%& %& %)83& %" %" *83% "*%3* 283& "&30 ,32 %" 5 %, ,"
东 ,+/长 * 2 ,0238 %" %0 **38 "*"3% 803) "&32 )3& %" 5 %+ ,,
东 ,+/$%& 2 2*&30 %" %, **3* ""&3* 8*3& "%3" )3& %" 5 %+ ,*
红玉米/长 * 8 2)"3, %* %0 *)3, ","3* 8+3, %83& ,38 %" 5 %+ ,*
红玉米/$%& %& *+"3& %, %2 *238 ","30 %&,3& %830 )3& %" 5 %+ ,)
长 */龙抗 %% %& )&%3* %* %" ,%38 "+03% 8,32 ""38 ,32 %" 5 %, ,+
$%&/龙抗 %% %% *"83& %, %0 ,&3" "),3% 8,32 ""38 ,30 %" 5 %, ,*
长 */东 "*0 2 "2"30 %* %& "83% ",%3) ++3* "&3& ,3+ %& 5 %+ ,)
$%&/东 "*0 8 %,,3+ %" %) *"32 ",+3) 0,30 "%3& ,3+ %" 5 %+ ,0
长 */杂 1),+ 8 2%*3* %* %0 *23* ")03% %&)3& "%30 ,38 %" 5 %+ ,0
$%&/杂 1),+ %% *)23% %* %2 ,%3& ",+38 2,3* ""30 )3& %" 5 %+ ,0
长 */海 "+2 2 &*"38 %* %) *&3* ""83% 8%3% %83% ,38 %" 5 %+ *8
$%&/海 "+2 8 "8*3& %* %2 *)38 "%+38 8*3, "&3% )3& %, 5 %2 ,&%)30

%)30

%&3,

23&

)3"

,3"

=*3,

83*

$%& 组合较长 *

组合增减!4.组 合

表 & "!#!长 ( 与 ) 个骨干自交系测交的产量及主要性状比较

* 长 * 改良系的生物学特性

$%& 株高 "%" 67#穗位高 +2 67#生育日数 %%"
>-哈尔滨.#幼苗浅绿#叶鞘乳白色#雄花分枝中等#
花丝黄色#果穗圆柱形#穗长 %0 5 %2 67#穗行数 %"
5 %, 行#中马齿型#子粒黄色#红轴! 人工接种鉴定

大斑病 %3& 级#丝黑穗病 %&3*4#黑龙江正常栽培条

件下自身产量 " +") 5 * &&& :9 ; <7"!
’(") 从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2 > -哈尔滨.#

幼苗绿色#叶鞘绿色#幼苗健壮! 株高 %2& 67#穗位

0& 67#雄花分枝较多#花药黄色#花丝粉色#花粉量

充足! 果穗圆柱形#穗长 %2 67 左右#穗行数 %" 5 %,
行#半马齿型#黄粒#红轴! 中抗玉米大斑病#抗丝黑

穗病" 黑粉病和青枯病# 具有较强的抗倒伏和耐旱

能力!
’(* 生育日数为 %%) >#幼苗绿色#叶鞘绿色#

幼苗健壮#生长势强#株高 %8&3) 67#穗位 0" 67#雄

穗分枝多#花药黄色#花丝绿色#花粉量较大!果穗圆

柱形#穗长 %,32 67#穗行数 %& 5 %" 行#黄粒#半硬粒

型#红轴!中抗玉米大斑病#抗丝黑穗病和黑粉病#抗

倒伏!

, 长 * 改良系的应用情况

长 * 的改良系 $%&"’(") 和 ’(* 不 但 承 接 了

长 * 的高配合力"高容重和优质等优点#而且改变了

长 * 的雄花分枝少"花粉量少等缺点#现公开发放的

玉米自交系 $%&#已被各育种单位广泛利用#现已审

定推广的杂交种就有龙单 %*-$%&/龙抗 %%.#垦单 0
-$%&/佳 ).! ’(") 和 ’(* 虽没有公开发放#但我们

用其组配了一批优良玉米组合!其中 "&&% 年审定推

广了龙单 "&-’(")/龙抗 %%.#"&&* 年末即将审定推

广黑 *,"-’(*/龙抗 %%.! 还有一批苗头品种黑 *+2"

" 期 ,0龚士琛等$玉米自交系长 * 的改良与利用



!上接第 "# 页$!" # $%&!钾肥 ’( ) *+ !" # $%&!拔节期追

施尿素 &&+ !" # $%&!或将尿素拌上缓释剂!同底肥一

起一次性施入"
,-.种植密度" 清种密度一般为 ++ ((( ) ’( (((

株 / $%& 为宜" 应当注意的是!栽培密度过高!营养含

量相对降低"另外!龙辐单 &01 作为专用型青贮玉米

栽培!生育期间田间管理不能过于粗放!做到和一般

品种一样管理!以获得较高的产量!获得更多的效益"
,+.制种技术" 父母本同期播种! 父母本行比

为 23-!父母本保苗 ’0 000 株 / $%&!产种量可达 + 000
!" / $%& 以上"

+ 粮饲兼用的开发前景

龙辐单 &01 通过在黑龙江省十余个市县的示

范#推广!表现为抗病#抗逆性强!抗倒伏!适应性广!
熟期适中!增产潜力大!两年平均生物产量 *1 02140
!" # $%&!比对照品种白鹤平均增产 214’5" 营养含量

高!深受养牛业户的欢迎!发展势头十分迅速!凡种

植白鹤# 中原单 6& 的适应区均可用龙辐单 &01 替

代" 另外! 该品种在我省第一积温带上限可正常成

熟! 子 实 产 量 20 ) 26 7 # $%&! 比 本 育 8 平 均 增 产

2&4+5" 已参加省级子粒用玉米生产试验!&00- 年初

有望通过子粒用玉米审定! 是不可多得的粮饲兼用

型玉米新品种"
目前!在近年的试验推广阶段!龙辐单 &01 已推

广应用 2 66646 $%&" &006 年预计制种量 +0 万 !" 以

上!&00- 年有望推广应用 2466 万 $%& 以上" 龙辐单

&01 已成为振兴黑龙江省奶业的明星品种"

黑 6’8 等正在参加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2.龙单 26" 该品种 2882 ) 288& 年参加黑龙江

省玉米区域试验! 产量在 20 个参试品种中列第 2
位!比对照品种东农 &-1 平均增产 24*5$2886 年参

加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试验! 产量在参试品种中位居

第 2 位! 平均较对照品种东农 &-1 增产 &&425" 龙

单 26 在哈尔滨市生育日数为 22- 9! 需活动积温

& 6&0:%9!是一个丰产性高#稳产性好和适应性强

的品种" 自 288- 年审定推广以来!在黑龙江省的种

植面积每年以 ’64’&5的速度递增!在吉林#内蒙古

和河北一部分地区的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 累积推

广面积达 -6646 万 $%&!并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农业科

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

和哈尔滨市重大科技效益奖"
,&.龙单 &0" 2881 ) 2888 年参加黑龙江省玉米

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1 8*-4+ !" # $%&!比对照品种

四早 ’ 平均增产 20415$&000 年参加黑龙江省玉米

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 8 1*14’ !" # $%&!比对照品种

四早 ’ 增产 2-415" 2881 ) 2888 年两年 2+ 点次异

地鉴定试验!平均产量为 1 *1848 !" # $%&!比对照品

种白单 8 增产 26405!&002 年初审定推广" 该品种

生育日数 22’ 9,哈尔滨.!需!20:活动积温 & -+0:
%9!叶片持绿性好!活秆成熟" 穗长 &- ;%!穗行数

2- ) 2’ 行!百粒重 -0 "!金黄色粒!半马齿型" 粗蛋

白 质 204-25!粗 脂 肪 +41’5!淀 粉 *&46’5!赖 氨 酸

04625" 中抗玉米大斑病,接种鉴定结果 & 级.!抗玉

米丝黑穗病,接种鉴定结果 2&4*5.!抗青枯病!活秆

成熟"
,6.黑 6-&" &000 ) &00& 年参加黑龙江省玉米区

域 试 验 !平 均 比 对 照 品 种 ,合 玉 2*#龙 单 2’.增 产

*4*5$&00& 年参加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试验! 比对照

品种龙单 2’ 增产 264+’5!&006 年末将申请审定推

广" 该杂交种生育日数 22- 9! 需!20:活动积温

& 610:%9!活秆成熟" 黄粒!半马齿型!百粒重 6* "!
活秆成熟" 穗长 &6 ;%!穗行数 2& ) 2’ 行!品质分析

淀粉含量高达 *-4*25" 抗玉米大斑病,接种鉴定结

果 & 级.!抗丝黑穗病,接种鉴定结果 2+4&5.!抗青枯

病!抗倒伏"

+ 结 语

尽管我国早期玉米的杂交模式 ,硬粒型<马齿

型#本地材料<外地材料 .非常简单!但它却极为有

效!已选出大量杂交种应用于生产!我们遵循这一模

式选择测配自交系!在测交 + 代就选出了 =20<龙抗

22 这一优良组合" 这说明杂交回交改良方法时间

短#见效快!在现代玉米育种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育

种方法!应加以重视"
玉米自交系 =20#>?&+ 和 >?6 的育成丰富了

北方早熟春玉米的基础材料! 目前已广泛用于生产

或即将用于生产! 为北方早熟春玉米产量的提高起

到或将起到巨大作用" 它们的育成将在早熟玉米杂

交种选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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