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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郑单958 的特征特性和选育成功经验, 针对辽宁玉米育种存在的问题 , 就重视玉米黄早4 种质改良与创新、确立正确的育
种目标、加强自交系选育、使组合鉴定科学化等方面提出建议 ,以期为辽宁省玉米育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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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 ng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uccessful breeding experience of Zhengdan 958 ,at the same ti me ai med at present questions of Liaoning
corn breeding the paper brought out some i mproved advice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to Huangzao4 germplasmi 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establishing cor-
rect breeding objective ,placing i mportance on inbred breeding ,rationalizing cross test so as to offer reference for Liaoning corn bree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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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河南省农科院选育的郑单958 自审定以来, 在全国累

计推广种植面积已近1 333 万hm2 ,2006 年种植面积达333 万

hm2 以上 , 成为年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 1] 。深入研究郑

单958 的选育经验对辽宁省玉米育种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

作用。

1  郑单958 特征特性[ 2 - 3]

郑单958 为郑58 ×昌7-2 , 其中郑58 选自于掖478 自交

系的杂株, 昌7-2 来源于黄早4 改良系。郑单958 株型紧凑 ,

株高240 c m, 穗位105 c m, 果穗筒型, 穗长20 c m, 穗粗16 ～18

行, 粒深轴细, 出籽率高达88 % ～90 % , 商品性好, 产量特性

和综合农艺特性优异。

1 .1 良好的耐密性  耐密型品种是指在密植条件下, 植株

个体发育良好, 抗倒伏, 空秆率低, 秃尖小 , 通过群体增产的

方式来达到高产的品种。郑单958 属耐密型品种, 种植密度

可达60 000～75 000 株/ hm2 , 在此高密度条件下其仍表现出

高抗倒伏能力, 空秆少, 不秃尖, 果穗大小均匀, 以群体方式

获得高产。郑单958 在1997 和1998 年参加河南省夏播玉米

区域试验,1998 和1999 年参加全国夏播玉米区域试验 ,1999

年同时进行河南省和全国夏玉米生产试验, 在这3 项6 次大

规模广布点的试验中, 郑单958 产量均居各参试品种首位。

1 .2 良好的抗性和自身群体协调性  河南省区试结果显

示, 郑单958 产量高, 主效大, 品种与地点互作的均方小 , 变

异系数小, 其表现在穗行数和千粒重比较稳定 , 属高产稳产

类型。郑单958 具备综合抗逆性强的优点, 具有抗旱、耐涝、

抗倒伏、对光温反应不敏感等优良特性, 具有较强的抗病虫

能力。郑单958 在低密度下表现出果穗较大, 在高密度下郑

单958 表现出果穗均匀 , 结实性好, 不秃尖, 其良好的群体协

调性使得稳产性得到进一步保证。

1 .3  适应性广 郑单958 对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适应性很

强, 是其得以大面积推广的重要原因。郑单958 属于中熟品

种, 在黄淮海地区夏播生育期95 d , 在东北地区生育期为130

d 左右 , 虽然各地区气候、栽培条件不同, 但都能利用当地地

理气候资源, 使玉米后期能充分成熟, 获得高产。

1 .4  制种产量高 一个品种推广的面积和进度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制种产量的高低与难易程度。郑单958 制种产量较

高, 一般单产4 000～6 000 kg/ hm2 , 最高可达8 250 kg/ hm2 , 这

取决于郑58 自身繁殖系数较高和父本昌7-2 的花粉量大、持

续时间长, 且制种技术简便、易操作。

2  郑单958 选育经验对辽宁省玉米育种的启示

2 .1 重视黄早4 种质改良与创新  郑单958 的成功经验说

明, 选育耐密植、结实性好、综合抗性强、熟期适中的玉米品

种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已逐步成为我国玉米育种的

重要发展趋势。目前, 辽宁省玉米生产上种植的品种大多是

使用热带种质和瑞德种质与旅大红骨组配而成, 属晚熟、稀

植、大穗型高风险品种, 普遍存在熟期偏晚、综合抗性差和对

不良环境较为敏感等问题, 严重影响到辽宁玉米生产的进一

步提高。黄早4 种质是我国最优秀的中早熟种质, 黄早4 种

质具有配合力高、结实性好、熟期适中、双穗率高、株型紧凑、

耐密等优良性状, 使得由其组配的杂交种也具有这些特点。

许多育种单位对黄早4 进行了大量的改良与创新工作, 郑单

958 就是由其组配的。因此 , 重视黄早4 种质改良与创新研

究工作, 利用其优良基因, 并通过育种手段在保持优点的基

础上着重提高其抗倒性、抗病性, 将会很好解决辽宁省玉米

育种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提升玉米育种水平。

2 .2  确立正确的育种目标 结合生产实际制定正确的育种

目标是育种工作的关键。辽宁省曾选育出了沈单7、丹玉13 、

沈单16 等一大批优良玉米品种, 为全国的玉米育种和生产

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近几年辽宁省玉米育种一直徘徊不

前, 选育出的许多品种熟期偏晚 , 收获时水分偏高, 品种局限

性较大 , 很难在生产上广泛应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地理、

气候、种植习惯等因素限制 , 一直以晚熟稀植大穗为主要的

育种目标, 忽视了对密植匀穗型品种的选育, 国内外玉米高

产实践表明, 玉米产量的提高与品种耐密、抗病、抗逆能力的

提高有关 , 而种植耐密型品种是获得高产的首要因素。郑单

958 选育成功关键就在于耐密型玉米育种目标的确立, 该目

标与我国玉米育种发展趋势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 使郑单

958 的推广速度快、面积广。结合辽宁省玉米育种和生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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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要解决该玉米育种当前存在的问题 , 应加强熟期早、综合

抗性强的耐密植型品种的选育工作。

2 .3  加强自交系选育工作 玉米育种工作的难点就是优良

自交系的选育。郑单958 的成功得益于郑58 和昌7-2 两个

优良玉米自交系的成功选育。郑58 和昌7- 2 均具有配合力

高、株型紧凑、抗病抗逆性强等特点, 郑58 作为母本制种产

量高, 昌7-2 作为父本花粉量大、花期长, 可以说郑单958 是

把两个亲本的优良特性结合在一起的成功典范。所以优良

的自交系应具有高配合力、多抗、耐密和综合性状优良的特

点, 同时要求母本具制种产量高 , 父本具花粉量大、花期长等

特点。在选系过程中 , 应采取大群体、高密度的方式, 加大选

择压力, 配合力与综合抗性并重 , 提高选择标准, 以增加优良

玉米自交系选育的准确性。

2 .4  组合鉴定工作科学化 组合鉴定工作在玉米选育的过

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 其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品种的产生

与否, 因此使组合鉴定工作科学化极其必要, 尤其是第一年

的鉴定工作。以往因试验地面积的限制, 组合鉴定的第一年

常常种植两行区, 表现好的组合第二年进行多行区试验。这

使得组合由于边行优势的影响难以得到真实的体现: 其一植

株高大、熟期偏晚、边行优势明显的组合容易被选中 ; 其二植

株不高、熟期偏早、密植匀穗型的组合容易被忽视, 这也是辽

宁省难以选育出类似郑单958 品种的另一主要原因。所以 ,

第一年鉴定工作应尽可能以种植4 行区为好 , 以增加鉴定工

作的准确性。另外, 结合辽宁省玉米审定试验的熟期和密

度, 育种工作者应根据亲本的特征特性尽可能将所组配的组

合有目的地划分成相应的熟期和密度, 并使用相应的对照品

种, 以使组合鉴定工作更具针对性, 提高选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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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 倍多, 是高产型饲用麦类新作物, 鲜草产量达63 800

kg/ hm2[ 19] , 籽粒产量较当地小麦和黑麦成倍增产[ 12 ,20] , 干秸

产量约为小麦的1 .5 倍[ 21] 。小黑麦有较大增产潜力: 小黑麦

穗大, 小穗数多 , 每穗粒数也比小麦略多, 千粒重一般在30 ～

45 g , 高的达50 g 以上 ; 出粉率约75 % , 接近小麦 , 比黑麦约高

20 % 。一般来说 , 小黑麦在肥力条件好的土壤中产量稍低于

小麦, 而在贫瘠土壤中超过小麦[ 22] 。

3  小黑麦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小黑麦是一种新型的粮饲兼用作物, 但从19 世纪70 年

代问世至今, 其研究与普通小麦相比, 仍处于起步阶段, 其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

3 .1 结实率低, 受环境影响大  虽经育种家的长期努力, 不

少生产上应用的小黑麦品种结实率已达80 % ～90 % , 但小黑

麦的原始材料贫乏、杂交组合太少, 造成遗传基础狭窄, 难以

得到理想的组合, 通常稳定性较差, 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3 .2  对黑小麦的重要特性缺乏深入研究  有关小黑麦分蘖

特性的研究利用和其抗胁迫的生理机制研究还很少, 且对小

黑麦的温光发育特性及器官建成的相关研究远不如普通小

麦, 这些都应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3 .3 小黑麦新品种引进繁育工作滞后 小黑麦在我国从20

世纪开始种植, 但长期以来, 由于技术服务不到位, 新品种推

广速度缓慢, 造成品种单一, 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且优质品种匮乏, 加工能力、开发力度、宣传手段等方面的不

足, 严重制约了小黑麦生产的发展。对小黑麦的栽培调控技

术研究远不及普通小麦深入, 对小黑麦加工利用多样性的研

究也仅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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