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论述12 2020年第７期

京津唐早熟区夏玉米品种推广现状及育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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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一河北农作物研究有限公司，石家庄 050031）

摘要：京津唐区位于东华北春玉米区和黄淮海夏玉米区之间，由于气候的特殊性，玉米品种类型相对单一；现在越来越多

的公司关注该生态区玉米生产推广现状和玉米品种选育情况。对该区域的气候特殊性和生产主推品种进行了简单归纳总结，

为该区域的新品种选育和推广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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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唐夏玉米早熟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和河

北廊坊、唐山、沧州和保定的部分区域，此区域常年

有效积温处于 3700~4300℃之间；有效积温决定本

区域农作物一年两熟积温略显不足，一年一熟积温

浪费太多 [1]。于是国家农作物种子主管部门把此玉

米种植区域定为京津唐玉米夏播早熟区。此区域夏

玉米生长期从 6 月 16 日至 9 月 25 日，有效活动积

温约为 2500℃，适宜种植的夏玉米品种生育期（出

苗至成熟）在 95~100d 之间，据不完全统计，此区域

现种植夏玉米面积约有 66.7 万 hm2。

1　该区域内主栽品种情况
京津唐夏玉米早熟区在唐抗 5 号玉米品种推广

之前，并没有形成适宜此区域的主栽品种。在 20 世

纪 80 年代该区域种植品种有京早 7、掖单 4、京早 8
等，直到 90 年代唐抗 5 号审定后快速成为该地区内

占有绝对优势的主栽品种 [2] ；2003 年纪元 1 号审

定以后，纪元系列品种在该区域快速抢占了大部分

市场份额；2013 年以来随着京农科 728 的审定和推

广，京农科系列品种在该区域内又开了一朵不一样

的花。到目前为止，京津唐区域内纪元系列品种和

京农科系列品种发挥各自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市

场份额。并且前几年京农科系列品种推广势头发展

很快，但由于该区域的气候类型的复杂性，纪元系列

品种凭借品种的稳产和高抗等优势依旧稳坐第一把

交椅。

2　该区域主栽品种分析
谈及京津唐区域主栽品种一定绕不开唐抗 5

号，因为唐抗 5 号审定并迅速推广，结束了本区域没

有适宜的主栽品种之局面。唐抗 5 号品种将株高降

至 250cm 左右，生育期 95~99d，适宜种植密度 4000
株 /667m2，并且此品种对矮花叶病毒病免疫，高抗青

枯病、粗缩病，抗大斑病、小斑病及丝黑穗病，以及生

育期比当时生产上种植的品种早熟 7d 左右 [3]，这些

特征特性决定了唐抗 5 号在熟期、抗倒伏、综合抗病

性及丰产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唐抗 5 号的审定、推

广是该区域育种上一次大的突破。

京津唐区域另一类型品种是纪元系列。纪

元系列品种始于 2003 年纪元 1 号的审定，系列品

种生育期平均约为 98d，株高降到 230cm 左右，纪

元系列品种在田间表现高抗大斑病、小斑病、青枯

病、粗缩病等，审定时产量明显优于对照品种唐抗

5 号，其中参加天津生产试验时产量较对照唐抗 
5 号超出 37.4%。虽然纪元系列品种适宜密度介于

3500~3800 株 /667m2 [4]，但耐密性略逊于唐抗 5 号；

与当时生产推广的品种比较，由于纪元 1 号在保证

综合抗病性的优势下，产量、株高和抗倒性等表现具

有较强优势，尤其是矮株高和超强的抗倒伏能力，正

好解决了该区域内 7月底或者 8月初及 9月初时期，

几乎不少于 5 年 3 次的大风夹雨气候导致的玉米倒

伏问题。不难想象纪元系列品种自审定后在生产推

广过程中迅速占领市场的情景。

京津唐区域另一个特殊类型品种是 2013 年以

京农科 728 审定为标志的京农科系列品种，京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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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审定时生育期为 98d，生产推广中的实际生育

期约为 102d，株高 270cm，穗位 100cm 左右，品种适

宜种植密度为 4000~4500 株 /667m2，接种鉴定和田

间表现中抗粗缩病，感茎腐病，高感弯孢叶斑病、瘤

黑粉病。该系列品种在耐密性、株型表现上优势明

显，京农科系列玉米品种基本满足了该区域抗病性

和抗倒伏的要求，产量和品种类型有一定优势。品

种审定后抢占了部分纪元类品种的市场，打破了纪

元类品种在区域内独占鳌头的局面。在生产推广方

面，京农科系列品种在 2016 年前市场份额增长迅

速，该系列品种由于抗倒伏能力达到了该区域基本

要求，尤以密度和株型方面适应生产推广品种发展

的潮流，曾经一度有取代纪元系列品种的趋势。同

时该系列品种生育期正常年份平均高于 102d，如
京农科 728 生产中生育期约 102d，NK815 生育期

104d [5-6]，这也是该系列品种产量潜力优势的一个基

础。加之近 30 年来，包括京津唐地区在内的东华北

和黄淮海玉米种植区，由于天气变暖，活动积温较 
高 [7-8]，农民没有等到玉米完熟后收获的习惯等原

因，京农科系列品种成为该区域内有较大推广前景

的品种。

3　从种质资源遗传角度分析该区域品种选育
唐抗 5 号、纪元系列和京农科系列这些在京津

唐区域种植推广的优势品种在种质资源上有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双亲中都有一个亲本是唐四平头。唐

四平头是唐山地区农家种经原华北农业科学院选育

的自交系，该类血缘自交系在该区域长时间生长繁

殖，经过自然与人工选择，与京津唐地区气候类型高

度耦合。该区域主栽杂交种 50% 的血缘来自于唐

四平头，基本上满足了品种的早熟性、抗病性和适应

性，尤其是对该区域多变的逆境气候。

主推品种除了唐四平头类群的血缘共性外，另

一半的种质资源的血缘有很大的差异。这涉及到唐

四平头种质资源的杂种优势模式：一种类型是唐四

平头与兰卡斯特杂优模式，即唐抗 5 号的杂优类型。

兰卡斯特杂唐四平头模式中，杂交种表现出综合抗

性优异、适应性广、早熟性好等特点。利用该模式优

势的同时注意选择丰产性和抗倒伏的能力。另一类

杂优模式是利用 PA 杂唐四平头，即京农科系列的

模式。该模式中 PA 种质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杂

交种的二环系，该模式中丰产性、耐密性及株型优势

明显，同时注意协调好抗倒伏能力及对光温敏感问

题的反应，因此该类资源更适合于春播区。该区域

内第三类特殊类别的杂优模式就是纪元系列，通过

其母本的表型值暂定为国内特殊瑞德杂唐四平头。

该瑞德种质以廊系 - １作为核心种质，该模式除了

具有稳产性、丰产性、耐高温寡照和抗病性优良外，

在矮秆性状和抗倒伏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由于该

模式中双亲的株高较矮，叶片比较宽大，并且籽粒较

大（母本原因），而该区域在夏玉米出苗期间容易出

现芽涝问题，此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子的拱

土能力，容易造成出苗问题。

京津唐地区目前强优势模式基本上就这 3 种，

为了持续提升该区域品种的竞争力和品种水平，在

利用好这 3 种杂优模式的同时，探讨增加新的种质

资源是必经之路。

4　育种思路的探讨及育种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4.1　生育期的适度　京津唐区域内有效积温的

紧张导致了该区域内的品种最适宜生育期不长于

100d。由于杂交种生育期的遗传规律是中亲值并偏

向于晚熟亲本；考虑到制种等问题，探讨该区域内杂

交种双亲中应适当缩短父本的生育期，同时利用唐

四平头父本的早熟性和高灌浆速率的优势平衡点。

4.2　抗倒伏问题　倒伏是玉米生产中越来越受关

注的一个性状，京津唐区域基本上每年７月底、８

月初或者９月初都有发生大风加雨的天气，所以要

想在区域内成为主栽品种，抗倒伏是一个品种能否

在该区域生产中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基本性状。

4.3　适宜的密度定位　受京津唐区域的经济发展

及土壤、气候等综合因素影响，区域内的品种密度的

定位是育种的一个基本值，在相当长时间内密度在

4000~4500 株 /667m2 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当然

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生产验证。

4.4　有效积温和日照时数的变化趋势　京津唐区

域内在保证玉米稳产、丰产、综合抗性达标、抗倒伏

能力达标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发展，切记不可以利用

延长生育期的手段来增加产量潜力及提高抗性。近

50 年来京津唐区域气候变化趋势和全国基本一致，

近 20 年虽然仍处于较高有效积温阶段，但是总体呈

下降趋势。近 40 多年来，京津唐区域夏季出现极端

高温的同时，日照时数逐年减少较快，以唐山为例，

该地区日照时数减少的倾向率高于每 10 年 65h，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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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 技术在大豆抗病虫 

育种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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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减少大豆病虫害对我国大豆产量及品质的影响，需尽快培育出大豆抗病虫品种。将现有的抗病虫育种方法进行

了优缺点的分析，并阐述了 CRISPR/Cas9 技术的优点以及在大豆育种中的应用现状，经过综合分析提出该技术的应用能够加

快大豆抗病虫育种的效率，并为生产提供理论基础，因此，CRISPR/Cas9 技术在大豆抗病虫育种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大豆病虫害；转基因育种；CRISPR/Cas9 技术

大豆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含油量

较高，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又由于其蛋白质含量

也很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现在食品加工和工

业技术发展较快，使得大豆的用途更加广泛，如大豆

冰淇淋 [1]、大豆酸奶 [2] 等。人们对大豆需求量越来

越大，我国大豆的产量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造

成大豆产量低的原因有很多，病虫害是很重要的因

素之一，病虫害同时也影响其质量。为了减少大豆

病虫害对产量的影响，众多防治方法中最为有效的

办法是选择抗病品种，因此，抗病虫品种的培育就显

得尤为重要。培育大豆的抗病虫品种一般通过常规

育种、分子育种、转基因育种，其中常规育种育种年

限长，具有物种界限等缺点；转基因育种，人们对其

安全性争议较大；CRISPR/Cas9 技术的出现可能会

消除人们对转基因安全性的顾虑。CRISPR/Cas9 技

术可能会推动大豆抗病虫育种的进程，为大豆抗病

虫育种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1　大豆病虫害
目前对我国甚至全世界大豆产量和质量影响

较大的病虫害主要有 3 种：疫霉根腐病、花叶病毒

病、孢囊线虫病 [3] ；另外在我国东北地区，灰斑病对

大豆的产量影响也较为严重。生产上应用化学防治

和耕作栽培措施能够降低一定的产量损失，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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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每年 2658h 降至 2016 年的

2401h [8-9]。所以利用 PA 血缘或者先玉 335 母本类

血缘为主的种质资源时，在京津唐夏播区须关注光

温敏感度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公司在试图攻占该

生态区，随着我国种业竞争进一步加剧，或有越来越

多的种业人关注此区域，该区域的玉米育种、生产水

平一定会快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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