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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高效型玉米新品种及其选育

张永科，郗洛延，樊瑞彬，王建平，陈 钊，武耀龙，王立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 % % %摘 要： 根据我国玉米生产品种和栽培技术变化的实际，就资源高效型玉米品种及其选育的依据、意义以及如
何进行资源高效型玉米育种等进行探讨。 应坚持玉米高产开发中品种选育推广与生态条件的相互适应，确定高效利
用玉米生产资源的玉米育种攻关目标，以研究解决玉米生产问题作为组材、选系的切入点进行高密度循环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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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High-efficiency Type Corn Hybrids and It’s Breeding
ZHANG%Yong-ke,%XI%Luo-yan,%FAN%Rui-bin,%WANG%Li-xiang,%WANG%Jian-ping,%et%al.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Yangling 712100,%China)
% % % % Abstract:%According%to%the%change%of%variety%and%cropping%process%of%China%corn%production,%resource%high-effi-
ciency%type%corn%hybrids%and%it's%breeding%aim%and%how%to%breeding%for%Resource%high-efficiency%type%corn%hybrids%has%
been%discussed%in%this%paper.%It%should%be%adhere%to%the%principle%of%corn%hybrids%breeding%spreading%adapted%to%loca-
tion%ecology%condition%in%corn%high%yield%developing,%establishing%the%aim%of%corn%breeding%using%all%producing%resource%
high-effectively,%take%research%and%solve%practice%problem%of%location%corn%production%at%present%as%the%enter%point%of%
determine%parents%and%inbreeds%and%doing%the%corn%high%density%recurrent%selection%breeding%under%the%aim%of%resource%
high-efficiency%type%corn%hybrids%breeding.
% % % % Key words:%Corn;%Hybrids%breeding;%Recurrent%selection%breeding

资源高效型玉米新品种就是在符合对玉米品种
高产、优质、多抗、生育期适宜、适宜机械化播种收获
的前提下，消耗的光、热、水、肥(土壤矿质营养)资源
数量相对较少，同时种子成本以及播种、管理、收获
过程消耗的人工、机械成本相对较低的玉米杂交种。

玉米是喜光温、喜水肥的高产作物。在经济短缺
年代，多运用高投入高产出的方法进行生产，推广的
玉米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资源的高
效利用等关注的相对较少。在目前我国人口增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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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短缺和资源消耗增多的情况下， 需要运用科技手
段进一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玉米产量， 提高玉米生
产资源的利用率。 研究开发新型的与现代耕作制度
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的玉米新品种和配套的高产栽
培技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 %确定资源高效型玉米新品种育种目
标的依据
1.1% %美国近 80%年来玉米杂种优势研究利用的理
论与实践

美国新一代玉米杂交种的亲本自交系是老一代
玉米杂交种亲本自交系的改造和再利用。低密度(4.5
万～5.25万株 /hm2)下新一代玉米杂交种和老一代
玉米杂交种的群体产量没有差异；高密度(6.75万～
7.5 万株 /hm2)下新一代玉米杂交种叶片持绿时间
长、抗病抗倒伏、结实性好，平均单株产量没有下降
或下降较少， 其群体产量显著高于老一代玉米杂交
种的群体产量。

美国 80% 年来玉米杂交种选育推广的成就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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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一代玉米杂交种生长发育过程中光、热、水、肥
(土壤矿质营养)资源利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玉米
育种攻关研究的实质是高效利用光、热、水、肥(土壤
矿质营养)资源的玉米基因的开发和克隆。
1.2% %我国玉米生产中品种和栽培技术的变化
1.2.1% %大田生产对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需求

研究表明， 陕西省玉米生产影响因子排序结果
为：水资源供给及其高效利用；土壤矿质营养供给及
其高效利用；品种产量潜力的持续增进与改良提高。

分析表明， 我国以及陕西省目前玉米生产中的
问题集中表现为玉米生产中光、热、水、肥(土壤矿质
营养)以及全部生产过程资源的高效利用。
1.2.2% %大田生产对玉米品种的需求

近年来国内玉米高产开发示范样板证明， 现代
玉米高产栽培管理对玉米品种的具体要求是“坚秆
直立株、中棵向上叶、中大均匀穗”，其典型代表是低
风险类型的郑单 958。

增大玉米密度、密植增穗具有显著的、决定性的
增产效应。机械化收获时的玉米倒伏影响收获，玉米
高产开发“足群体”下的“壮个体”也特别要求新一代
玉米杂交种在较高密度(6.75万～7.5万株 /hm2)下坚
秆抗倒伏，平均单株产量没有降低或降低较少。
1.2.3% %玉米杂交种品种区域试验要求

有关资料表明， 近年来我国玉米杂交种区域试
验的密度由“七·五”、“八·五”时期的 4.5万株 /hm2%
提高到目前的 6.0万株 /hm2或 6.75万株 /hm2，说明
我国玉米品种改良推广正朝美国玉米品种改良推广
的方向发展。
1.3% %玉米生产需求变化的原因
1.3.1% %玉米高产开发中品种选育推广与生态条件的
相互适应

近年来我国玉米品种改良和推广的生产实践表
明，我国玉米高产开发的生产实践依然遵循“玉米高
产开发中品种选育推广与生态条件的相互适应和资
源高效利用”的规律。从华北到西南春玉米区大穗型
品种和黄淮区郑单 958普及推广的范围可以看出，
华北以及西南春玉米区多是人工劳作， 所以推广高
产、大穗型品种；在适宜玉米机械化耕作的两熟制黄
淮区，郑单 958有利于机械化播种收获。
1.3.2% %玉米生产中资源的高效利用

调查研究发现， 在近年的玉米耕作栽培中兴起
与传统的精耕细作相对的玉米轻型简化耕作栽培技
术， 更加突出了玉米生产中品种与生态条件的相互
适应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玉米轻型简化耕作栽培技

术借助于现代玉米杂交种丰产性、 多抗性的改良以
及玉米机械化播种、收获、化学除草、化控栽培和一
次性配方施肥等技术， 突出玉米生产的高产高效以
及降低人工劳动强度的人性化、机械化、简单化的
特点。

2% %资源高效型玉米新品种选育
2.1% %高效利用玉米生产资源的玉米育种攻关目标

根据我国玉米生产过程已发生较大变化的客观
实际， 坚持玉米品种类型与当地生态条件相适应和
玉米生产中资源高效利用的原则， 突出玉米生产的
高产和全部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的人性化、机械化、简单化的特点，从当前、当地玉米
生产的实际出发，开展玉米育种攻关研究。
2.2% %调整研究思路

玉米育种要追随生产技术的进步， 要尊重耕作
栽培和生产管理技术的进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
育种要为耕作制度的改革提供品种支撑， 满足生产
技术的进步和耕作制度改革的需要。 现有的品种生
育期太长，后期灌浆和脱水缓慢，收获时含水量高，
无法适应机械化作业对品种的需要， 而产量水平并
不高，反而浪费了太多的肥料和资源，对培肥地力也
很不利，因此要进行育种思路的调整。

调整玉米育种研究思路， 具体的就是要从切实
解决玉米生产问题出发， 根据对照品种确定育种目
标，选准玉米育种攻关研究的突破口；深入系统的研
究解决玉米生产中耕作栽培技术涉及的生理生态学
问题；深入系统的认识、研究、解决玉米生产中对照
(骨干)品种与当代玉米高产开发不相适应或适应的
不很协调的问题。
2.3% %高密度循环育种

当代玉米育种攻关研究不但要调整研究思路，
确定高效利用玉米生产全过程全部资源的攻关目
标， 而且在具体的选育中倡导使用玉米高密度循环
育种，鉴别筛选资源利用率高的优异玉米种质。

推广使用玉米密植育种法， 要确定适宜的自交
系鉴定筛选密度，对早代系进行系统测验,然后根据
测验结果尽早复选新一轮二环系， 目的是通过缩小
株距(即缩小玉米单株内切圆营养面积)来鉴定筛选
资源利用率高的优异种质， 实现我国玉米育种研究
高效利用光、热、水、肥(土壤矿质营养)资源的玉米基
因的开发和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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