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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

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该方法是

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为基础材料，父本

群创制加入热源QR273，不但保留了温带自交系

耐密宜机收特性，同时渗入热带种质广谱抗病

性。采取母本在北方河南选育，父本在南方福建

选育，这样亲本双方先经自然选择，后经人工选

择，不同生态区选育双亲基因差异大，以达到增

强杂种优势的目的。本发明的育种方法实用性

强、可操作性强、目的性明确、育种效率高，可以

在玉米育种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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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以

黄淮海地区种质资源为基础材料，父本加入热源QR273后进行选育；母本在北方选育，父本

在南方选育；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基础种质的收集、评价与鉴定，筛选出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

步骤2，将步骤1筛选的种质资源与父本热源QR273混合杂交，构建基础群体，选育综合

抗性优良、耐密、制种产量较高的母本群种质资源和早熟配合力高的父本资源；

步骤3，不同生态区种植步骤2中筛选的父本资源和母本资源，鉴选优质单株；

步骤4，选优质单株杂交组合组配；

步骤5，多点田间组合鉴定法，选择出表现综合抗性及产量突出的玉米品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基础种质的收集、评价与鉴定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1，父本群种质资源进行评价和鉴定：利用QR273、HCL645、KWS49、PH4CV材料进行

评价鉴定；

步骤1.2，母本群种质资源进行评价和鉴定：利用迪卡C6361母本：D9102Z，迪卡653母

本：H3659Z，良玉99母本：M03，豫单888母本：15S717，豫单9953母本：豫1122，郑单958母本：

郑58进行评价鉴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混合杂交构建基础群体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2.1，父本群在福州运用QR273和HCL645杂交选育出15DP10，运用15DP10与KWS49和

PH4CV的F1杂交，在配合力不降低前提下选择早熟材料群；

步骤2.2，运用各个母本构建基础材料选系，早期混种，遗传平衡2次，选育综合抗性优

良、耐密、制种产量较高的母本群种质资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不同生态区优株鉴选单株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3.1，将父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2代种子，将夏播混粉杂

交的母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2代种子；

步骤3.2，将F2代父本群种子在福州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3代种子，将F2代母本群种子

在鹤壁高密度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3代种子；

步骤3.3，将在福州夏播收获的父本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4代种

子，将在鹤壁夏播收获的母本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4代种子；

步骤3.4，将F4代父本种质材料在福州夏播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5代种子，将F4代母本

种质材料在鹤壁高密度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5代种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杂交组合组配是将选育的F5代父本群分别与选育的F5代母

本群在三亚进行组合组配，最终组配组合杂交种500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多点田间组合鉴定法是将组配组合杂交种500份进行多点田

间鉴定，选择出表现综合抗性及产量突出的玉米品种浚单678。

7.由权利要求1‑6任一项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获得的双亲，其特征在于，母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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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SN12E，父本为15DP10。

8.由权利要求1‑6任一项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获得的双亲，其特征在于，母本为

浚综68，父本为浚M009。

9.由权利要求1‑6任一项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获得的双亲，其特征在于，母本为

浚SN12E，父本为15D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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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作物育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

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杂种优势是一种普遍的生物学现象，它是利用两个遗传组成不同的亲本杂交产生

的杂种在生长势、生活力、抗逆性、适应性、产量和品质性状等方面超过双亲的现象。玉米是

异花授粉植物，玉米育种主要利用杂种优势。杂种优势与亲本自交系的来源有密切关系，自

交系之间遗传差异越大杂种优势就越强。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亲缘关系、形态学、数量遗

传、同工酶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分子标记技术等方法探讨玉米自交系的杂种优势群，有

利于改良创新和拓宽种质资源。

[0003] 玉米高产育种的基础是种质创新，通过组合选配提高杂种优势水平。我国玉米育

种目前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种质资源的日益狭窄和匮乏，近年来，黄淮海地区现

有的玉米品种的遗传单一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创新的道路越走越窄，症结在于缺乏新种质。

城市化进程中，机械作业特别是机械收获，将逼迫黄淮海地区调整育种方向，早熟、耐密植、

增强抗逆性将成为主流方向，而这一切都要落实到优良种质改良和创新上。

[0004] 外来种质的引入、鉴定、改良与利用是拓宽当前种质基础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美国

玉米带的品种、群体、杂交种或自交系等对我国玉米育种和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这类种质具有适应性广、配合力高等优点。特别是近年来卖得比较火的适宜机收的迪

卡系列：迪卡517、迪卡653、迪卡6361以及河南农大刚审定的豫单9953、豫单888，都利用了

美系宜机收特性。而来自玉米多样性中心的热带、亚热带种质，包括中南美洲、非洲、东南亚

低纬度地区的玉米种质，具有我国乃至美国玉米带种质不同的遗传变异性和特殊的抗逆

性、抗病性和特殊适应性，表现为叶色深绿、持绿期长、根系发达、茎秆强韧。与温带种质地

理远缘，长期以来遗传交流少，遗传差异性大。将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应用到温带育种中，

对现有温带种质优势群的改良和杂优新模式的选择、构建发挥重要作用。

[0005] 种质的扩增、改良与创新也必须遵循杂种优势群的原理才能提高育种效率。在不

同生态区杂种优势模式不完全相同，而且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原有的优势群和模式

也会不断改良和完善。玉米生长受气候影响较大，自交系选育也如此，热带、亚热带种质利

用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温带长日照条件下，热带、亚热带种质由于对光周期反应敏感。2016

年开始，鹤壁农科院与贵州农科院、福建农科院、昭通农科院等兄弟单位展开合作。用同样

的基础群体：苏湾改Iodent群体，低代F1、F2在河南夏播(北方选择)，后来分成3份，分别在

福州(国家东南生态区)选择、云南(西南高原生态区)、河南(黄淮海生态区)选择。福州选系

均表现生育期偏长，叶部抗性强，配河南夏播区的测验种(15S717，T4575)表现出抗性强、品

质好、丰产性好的特点，在河南选系的效果不如在东南区生态选系优势强。在云南生态区选

择的太过偏向热带材料，所以晚代在北方表现出强烈的水土不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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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玉米种质材料生态区域适应性，近似生态区域基因趋同选择型，即材料在相同气

候环境下绝大部分贡献基因(产量，抗性，适应环境的基因)在选择过程中呈现环境趋同性。

用杂种优势机理来解释：基因差异越大，丰富度越高，杂种优势越强。基于此，本发明利用不

同生态区域环境选择杂交种双亲，增强杂种优势，对选育出优良玉米自交系提供依据。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

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为基础材料，父本群创制加入热源QR273，不但保留了温带自

交系耐密宜机收特性，同时渗入热带种质广谱抗病性。采取母本在北方河南选育，父本在南

方福建选育，这样亲本双方先经自然选择，后经人工选择，不同生态区选育双亲基因差异

大，以达到增强杂种优势的目的。本发明的育种方法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目的性明确、育

种效率高，可以在玉米育种中推广应用。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

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为基础材料，父本加入热源QR273后进行选育，根据环境趋同

性，母本在北方河南选育，父本在南方福建选育，增强杂种优势；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基础种质的收集、评价与鉴定，筛选出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

[0010] 步骤2，将步骤1筛选的种质资源与父本热源QR273混合杂交，构建基础群体，选育

综合抗性优良、耐密、制种产量较高的母本群种质资源和早熟配合力高的父本资源；

[0011] 步骤3，不同生态区种植步骤2中筛选的父本资源和母本资源，鉴选优质单株；

[0012] 步骤4，选优质单株杂交组合组配；

[0013] 步骤5，多点田间组合鉴定法，选择出表现综合抗性及产量突出的玉米品种。

[0014]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基础种质的收集、评价与鉴定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1.1，父本群种质资源进行评价和鉴定：利用QR273、HCL645、KWS49、PH4CV材料

进行评价鉴定；

[0016] 步骤1.2，母本群种质资源进行评价和鉴定：利用迪卡C6361母本：D9102Z；迪卡653

母本：H3659Z；良玉99母本：M03；豫单888母本：15S717；豫单9953母本：豫1122；郑单958母

本：郑58进行评价鉴定。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混合杂交构建基础群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2.1.父本群在福州运用QR273和HCL645杂交选育出15DP10，再运用15DP10与

KWS49和PH4CV的F1杂交，在配合力不降低前提下选择早熟材料群；

[0019] 步骤2.2，运用国内最近几年审定的各个宜机收品种母本(D9102Z，H3659Z，M03，

15S717，豫1122)及适应性较广的郑58构建基础材料选系；早期混种，遗传平衡2次，选育综

合抗性优良、耐密、制种产量较高的母本群种质资源。

[0020]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不同生态区优株鉴选单株包括以下步骤：

[0021] 步骤3.1，将父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2代种子；将夏播混

粉杂交的母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2代种子；

[0022] 步骤3.2，将F2代父本群种子在福州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3代种子；将F2代母本群

种子在鹤壁高密度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3代种子；

[0023] 步骤3.3，将在福州夏播收获的父本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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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种子；将在鹤壁夏播收获的母本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播种，自交留种，收获F4代种子；

[0024] 步骤3.4，将F4代父本种质材料在福州夏播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5代种子；将F4代

母本种质材料在鹤壁高密度种植，自交留种，收获F5代种子。

[0025]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杂交组合组配是将在福州选育的F5代父本群分别与在鹤

壁选育的F5代母本群于三亚进行组合组配，最终组配组合杂交种500份。

[0026] 进一步地，步骤5中，所述多点田间组合鉴定法是将组配组合杂交种500份进行多

点田间鉴定，选择出表现综合抗性及产量突出的品种浚单678。

[002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方法获得的双亲，所述双亲命名为玉米组合1673，母本为浚

SN12E，父本为15DP10。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方法获得的双亲，所述双亲命名为玉米组合1752，母本为浚

综68，父本为浚M009。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方法获得的双亲，所述双亲命名为玉米组合1718，母本为浚

SN12E，父本为15DP80。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

交系双亲的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1、本发明通过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为基础材料，父本群创制加入热源

QR273，不但保留了温带自交系耐密宜机收特性，同时渗入热带种质广谱抗病性。

[0032] 2、本发明获得了高抗倒伏、广谱抗病、耐密、耐高温早熟宜机收种质材料，该材料

可以作为黄淮海宜机收品种的选育。

[0033] 3、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获得的玉米组合，组合1673(浚单678)，组合1752和组合1718

获得的玉米抗病性强，早熟，品质好，结实性好，适宜黄淮海夏播区种植，且产量高。

[0034] 4、本发明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实用性

强、可操作性强、目的性明确、育种效率高，可以在玉米育种中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用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不应理解为本发明的限制。下述实

施例中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

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3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不同生态区域增强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双亲的方法，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7] 一、基础种质的收集、评价与鉴定：

[0038] 种质搜集与评价是玉米育种工作的前提条件；合理地对种质资源评价和鉴定是提

高育种效率的首要工作。不论父本群还是母本群，都以黄淮海地区宜机收种质资源为基础

材料。

[0039] 1、完成父本群种质资源评价与鉴定：QR273是贵州农科院任洪研究员1997年用

Suwan1群体做基础材料，经贵阳和海南8代自交于2002年稳定选育而成，273为2002年田间

编号。该材料具有高配合力，四川农大用300份自交系测试一般配合力，QR273排名第一；对

光周期反应迟钝，大多数热带材料光敏性强，难以在北方正常结实，QR273能在河南，甘肃，

新疆正常结实，综合抗性好等特点，但具有籽粒脱水慢等缺点。Iodent种质籽粒深，马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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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脱水快，叶片短，耐密性好，果穗不秃尖，是机收品种理想种质材料，但抗病抗倒伏性能

较差。利用QR273、HCL645、KWS49、PH4CV材料杂交，再回交Iodent，以期选育出耐高温、宜机

收、广抗病父本群种质资源。

[0040] 2、完成母本群种质资源评价与鉴定：运用国内最近几年审定的宜机收品种母本构

建基础材料选系。基础材料来源：迪卡C6361母本：D9102Z；迪卡653母本：H3659Z；良玉99母

本：M03；豫单888母本：15S717；豫单9953母本：豫1122以及适应性较广的郑单958母本：郑

58。早期混种，遗传平衡2次，选育综合抗性优良、耐密、制种产量较高的母本群种质资源。

[0041] 二、混合杂交构建基础群体：

[0042] 1、父本群主要运用QR273和HCL645杂交，同时在福州、昭通、贵州、鹤壁选系，发现

在福州选育的15DP10生育期偏晚，但配合力高，运用15DP10与KWS49和PH4CV的F1杂交，在配

合力不降低前提下选择早熟材料群。

[0043] 2、母本群基础材料迪卡C6361母本：D9102Z；迪卡653母本：H3659Z；良玉99母本：

M03；豫单888母本：15S717；豫单9953母本：豫1122；郑单958母本：郑58在三亚南繁基地进行

混合授粉，次年在鹤壁再次混粉杂交，早期混种，遗传平衡2次，收获F1代种子，于三亚开始

选系。

[0044] 三、不同生态区优株鉴选单株：

[0045] 1、将收集、鉴定出的父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选择花期早的植株自交，收

获时选择抗性好、根系发达、籽粒品质好的早熟材料留种,产生F2代父本群种子。将夏播混

粉杂交的母本群种质材料F1代在三亚播种，选择花期早的植株自交，收获时选择抗性好、根

系发达、结实性强、籽粒品质好的材料留种，产生F2代母本群种子。

[0046] 2、将在三亚选择的父本群种质材料F2代在福州种植，由于F2代分离现象明显，所

以种植群体要大，选择综合抗性优良单株套袋自交，收获F3代父本群种子；将在三亚选择的

母本群种质材料F2代在鹤壁大群体高密度(6000株/亩)种植，选择抗倒伏、耐高温、结实性

强的优良单株套袋自交，收获F3代母本群种子。

[0047] 3、将在福州夏播收获的父本群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按穗行播种，选择花期早的植

株自交，收获时选择优良穗行优良单株留种，产生F4代父本群种子；将在鹤壁夏播选择的母

本群种质材料F3代在三亚按穗行播种，选择花期早的植株自交，收获时选择优良穗行优良

单株留种，产生F4代母本群种子。

[0048] 4、将F4代父本群种质材料在福州夏播种植，选择综合抗性优良单株套袋自交，收

获F5代父本群种子；将F4代母本群种质材料在鹤壁高密度(6000株/亩)种植，选择抗倒伏、

耐高温、结实性强的优良单株套袋自交，收获F5代母本群种子。

[0049] 四、杂交组合组配：

[0050] 将在福州选育的F5代父本群分别与在鹤壁选育的F5代母本群于三亚进行组合组

配；最终组配组合杂交种500份。利用不同生态区对母本群、父本群分开选择，这种方法选择

的双亲基因差异大，杂种优势更加明显，能更快选育出抗性突出、品质优良、产量更高的玉

米新品种。

[0051] 五、多点田间组合鉴定法：

[0052] 将新组配的500份杂交组合在鹤壁地区进行田间鉴定，每个杂交组合4米行长，2行

区，行距0.60米，种植密度5000株/亩，设对照郑单958，田间管理同大田生产。进行田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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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通过田间调查和室内考种，对农艺性状、经济性状进行综合比较后，进行择优淘劣，筛

选出配合力高并超对照10％以上的优良组合，继续下年度二次在安阳、鹤壁、周口、洛阳、漯

河、开封等6点田间组合联合鉴定。

[0053] 实施例1

[0054] 组合1673(浚单678)：母本浚SN12E是用国外(南非)玉米杂交种，导入国内骨干自

交系掖478，再导入国内骨干自交系郑58为基础材料，再通过南繁北育，连续多代自交，严格

选择选育而成。父本15DP10是利用QR273与HCL645杂交，连续3年自交6代完成。

[0055] 株型紧凑，株高280cm，穗位高105cm，总叶片19‑21片，茎粗2.2cm，叶宽8.7cm，叶色

深绿色，雄穗分枝数5‑7个，出苗至散粉50天，出苗至抽丝52天，果穗筒型，穗长18.6cm，穗粗

5.5cm，穗行数18‑20行，行粒数42粒，千粒重340g，出籽率90.8％，籽粒半马齿，籽粒顶端白

色，籽粒背面黄色，穗轴红色。抗弯孢菌叶斑病、大斑病、青枯病等病害，抗倒伏能力强。适宜

黄淮海夏播区种植。

[0056] 实施例2：

[0057] 组合1752：母本浚综68是运用国内最近几年审定的宜机收品种母本(D9102Z，

H3659Z，M03，15S717，豫1122)及适应性较广的郑58构建基础材料选系而成。父本浚M009是

15DP10与KWS49和PH4CV的F1杂交后自交选育多代而成。

[0058] 株高276cm，穗位高110cm，株型紧凑，总叶片19‑21片，叶色深绿色，果穗均匀筒型，

穗长18 .9cm，穗粗5.4cm，穗轴白色，穗行数18‑20行，行粒数36粒，千粒重361g，出籽率

90.0％，籽粒半马齿，有秃尖，抗病抗倒能力强，品质好，适宜黄淮海夏播区种植。

[0059] 实施例3：

[0060] 组合1718：母本浚SN12E是用国外(南非)玉米杂交种，导入国内骨干自交系掖478，

再导入国内骨干自交系郑58为基础材料，连续多代自交，严格选择选育而成。父本15DP80是

利用人工合成玉米温热Suwan‑Iodent(苏艾)群体混合花粉与HCL645杂交；连续3年自交6代

完成。

[0061] 株型紧凑，株高285cm，穗位高112cm，总叶片19‑21片，叶色深绿色，果穗均匀中间

型，穗长18.5cm，穗粗5.5cm，穗行数18‑20行，行粒数35.6粒，千粒重377g，出籽率90.1％，籽

粒半马齿，穗轴白色，苞叶松，部分包不全，抗病性强，早熟，品质好，结实性好，适宜黄淮海

夏播区种植。

[0062] 表1新组配杂交组合多点田间组合联合鉴定产量汇总

[0063]

[0064] 通过对多点杂交组合产量的分析，研究发现，鉴选出配合力高、产量高、抗逆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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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米组合3个。由上述可知，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玉米组合获得的产量也大幅度增加。

[0065]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防止赘述，本发明的描述了优选的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

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

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66]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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