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交棉的新进展及其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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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交棉的新进展 世纪 年代的 年中

全国棉田面积连续减缩 而杂交棉的面积却不断增

长∀ 年全国杂交棉为 1 万 占全国棉田面

积 1 到 年全国杂交棉达 1 万 占

全国棉田面积 1 ∀ 目前 中国杂交棉的面积仅

次于印度 居世界第二 从国内主要农作物杂交种的

面积看 棉花仅次于玉米!水稻和油菜 列居第四∀杂

交棉如此迅速发展在中国植棉史上从未有过∀ 目前

全国各主产棉省几乎都有杂交棉的大面积种植或试

种示范∀杂交棉在南方明显多于北方 在科技水平较

高地区多于科技水平较低地区∀从杂交棉类型看 既

有常规高产杂交棉 又有转 基因的抗虫杂交棉

还有利用鸡脚叶等质量性状的标记杂交棉∀ 至今在

生产上较广泛应用的优良杂交棉有 湘杂 号!湘杂

号!皖杂 !中杂 !中棉所 !冀杂 !标杂棉

淮杂 号!南抗 号!鲁棉研 !黄杂棉!川杂 及

川杂 号等∀
杂交棉增产幅度大 一般 ƒ 皮棉增产 ∀

年代育成的许多杂交棉其增产幅度超过 ∀ 杂交

棉一般纤维品质优良 售价较高∀如是抗虫杂交棉还

可明显减少化学农药及治虫用工的投入 每公顷可

增收节支 元∀此外 推广杂交棉年年制种换种

有利于棉种产业化 杂交棉行距大 更宜间作套种

有利于种植结构调整∀

杂交棉迅速发展的原因  年代我国杂交

棉迅速发展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制种技

术改进 制种效率提高∀ 目前 人工去雄制种每公顷

可生产杂交种子 甚至可达 若利用

ƒ 则杂交种子利用率更高 其次是植棉技术改进和

种植环境改善∀ 近 多年来 育苗移栽与地膜覆盖

广泛运用 棉田化肥用量增加 既节省用种 又促进

了杂交棉增产潜力的发挥 还有气候变暖的有利影

响∀ 年代全球气候变暖 中国棉区 尤其南方 热

量增加 生长期延长 有助于杂交棉的优势表达∀ 以

上是杂交棉发展的有利条件与良好环境∀然而 最重

要的还在于具有高强优势杂交棉的育成∀

在 年以前的 多年中 我国育成的陆地

棉品种间杂交种共 个 其中多数杂种优势并不十

分显著∀ 在 年代的 年中育成了 个杂交种

其中有转 基因抗虫棉为亲本的杂交棉 个 有

利用质量性状 如无腺体!鸡脚叶!芽黄!黄花粉等

的亲本参予的杂交种 个 其中有 个同时具有

基因 ∀这些杂交棉优势明显 生产应用效果良好 其

种植面积占全国杂交棉总面积 以上∀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首次获得

了转 基因抗虫棉亲本与常规品种配制成的杂交

棉 并观察到它不同于一般的高强优势 表现长势健

旺 植株较高 单株结铃明显增多∀ 年全国首次

转 基因抗虫棉品种试验中 个转 抗虫杂交

棉 即国抗杂 2 和国抗杂 2 表现最为突出 抗

虫性与产量均分别名列第一∀ ∗ 年 全国

抗虫棉区试中 转 抗虫杂交棉中棉所 表现优

异 在 个省的 个试点中有 个点产量居第一

位 在减少治虫情况下 平均单产皮棉

比非抗虫棉对照增产 1 ∀ 另一个转 抗虫棉

中棉所 也有相似的突出表现 在 年全国抗

虫棉生产试验黄河流域各试点 平均单产皮棉

增产十分显著∀ 年具有鸡脚叶性状

和转 基因的标记杂交棉在河南禹州市获得单产

皮棉 1 的高产纪录∀ 据查 在不同年份!

地域的品种区试中 皮棉产量居首位的转 基因杂

交棉有 2 ! 2 !中棉所 !中棉所 !鲁棉研 !
南抗 号!标杂棉!慈抗杂 号和冀杂 等 个∀

其它转 基因杂交棉如国抗杂 号和 号!淮杂

号!冀杂 及黄杂棉等在不同地区的试验试种都有

优异表现∀

从国内外一些杂交棉看出 某些质量性状在棉

花杂种优势利用上表现出良好效应∀

印度的著名杂交棉 / 杂种 号0 其亲本之一具

有无蜜腺 的隐性性状 芽黄 √ 是棉花不常见的

突变型 为隐性性状 而无腺体 的隐性性状又是

一般棉花所不具备∀据南京农业大学多年试验 陆地

棉品种间的中亲优势有如下趋向 芽黄杂种棉 无

腺体杂种棉 一般品种间杂种棉∀在生产中看到 具

有芽黄性状的杂交棉) ) 黄杂棉在湖北监利县表现

优良 具有无腺体性状的杂交棉 ) ) 皖杂 最大种

植面积曾达 万余 ∀ 陆地棉正常叶形是阔叶型

鸡脚叶 和超鸡脚叶 是显性突变性状 标记杂

交棉和淮杂 号具有此类性状 优势明显 增产突

出∀ 此外 黄花粉 ° 也是较少见的显性性状 被利

用在湘杂棉 号中 而湘杂棉 号又是一个推广面

积很大的著名杂交棉∀

将以上情况综合分析得出一个概念 即包括外

源 基因在内的棉花质量性状可能参予形成超常

水平的杂种优势 亦应是育成强优势杂交棉的重要

因素∀
杂交棉的深化研究 应继续对杂交棉制种技

术改进提高 对杂交棉配套种植技术不断完善 充分

利用气候变暖有利影响 并尽快实施杂交棉的产业

化 而且十分重要的在于对外源基因质量性状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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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杂种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进行深化研究∀ 要通过遗

传!育种!生理!生化和生物技术!分子检测等手段逐

步开展∀首先 须进一步验证外源基因及质量性状对

促进棉花杂种优势形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排除虚

象与误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广泛取材进行杂交和

试验分析 从中探明外源基因及质量性状对棉花杂

种优势形成的作用范围!强度及其规律性 并培育选

取突出的强优势组合供生产应用∀ 再进一步逐渐探

索形成杂种优势的内在机理与表达规律等等∀ 如果

取得突破 将使棉花杂种优势研究和利用提高到更

高的水平∀
汪若海 李秀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河南 安阳 

矮败小麦群体改良取得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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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谷核不育小麦是我国特有的遗传资源∀ 它雄

性败育彻底 不育性稳定 异交结实率高 是一个非

常难得的雄性不育材料 邓景扬等 ∀控制太谷

核不育小麦不育性的显性基因 Μσ Τα 位于 ⁄

染色体短臂上 距离着丝点 个交换单位 刘秉

华等 ∀为了拓宽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应用范围

提高其应用效能 作者以矮变一号小麦品种为标记

基因供体 成功地研制出具有矮秆基因标记的太谷

核不育小麦 即矮败小麦∀ 在矮败小麦中 矮秆基因

Ρ ητ 与雄性不育基因Μσ 在 ⁄ 染色体短臂上连

锁十分紧密 交换率仅有 刘秉华等 ∀

矮败小麦接受其它品种的花粉 后代分离出的矮秆

株为雄性不育!非矮秆株为正常可育 二者在群体中

所占的比例为 Β ∀ 矮败小麦保留了太谷核不育小

麦雄性败育彻底!异交结实率高的优点 克服了太谷

核不育小麦人工鉴定育性!轮选群体株高渐升之不

足 发挥了矮变一号降秆作用强的特长 是理想的轮

回选择工具∀

利用矮败小麦开展轮回选择可以使数十个 甚

至上百个亲本的基因进行大规模的反复的重组 并

不断优化 进而使群体得到改良∀ 经过近 年的研

究与实践 已经形成了一套方便实用且相对量化的

轮回选择技术体系∀ 其主体技术包括组建一个好的

基础群体!利用控制授粉向群体引进优良基因 通过

开花前不良可育株的淘汰以提高优良基因频率 借

助于矮秆不育株与非矮秆可育株的异交使优良基因

相互重组 同时把握好矮秆不育株的收获关等∀利用

这些技术 已使矮败小麦群体得到显著改良∀在改良

群体内 抗倒性!抗病性!产量和品质等性状都得到

较大幅度提升 从中选出优良品种的几率大大增加∀

以北京矮败小麦群体为基础 分别引进适合各生态

区的亲本材料 可以较快地得到符合不同生态区育

种目标的改良群体∀现在 利用矮败小麦已经选育出

一批优良品种 系 ∀ 这些品种不仅抗病!抗倒!品质

好 产量潜力大 而且适应范围广∀ 矮败小麦育种技

术的广泛采用 必将革新现有的常规育种方法 进一

步提高小麦品种的性状水平∀

刘秉华 王山荭 杨 丽 夏兰芹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农业部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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