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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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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对玉米旱类
作物的影响最大，为了降低干旱条件对玉米产质量的威胁，科研
部门正在致力于玉米耐旱新品种研发，以抵御干旱条件带来的危
害，但是育种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希望能通过完善
玉米耐旱育种模式来提升玉米的抗旱能力，进而应对玉米的干旱
问题，提高玉米产量。本文针对云南的玉米耐旱育种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

一、玉米耐旱育种的重要性
通过对云南地区玉米生产情况进行分析，由于受气候环境的

影响，部分区域玉米总产量并不是很理想。要解决本地区玉米总
产不足的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玉米生产。一方面可通过
扩大玉米种植面积来提高总产，但是，面临着人口众多、土地资
源有限的压力，通过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来提高总产是不切实际
的。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实践证明这是行之
有效的途径。因此，云南当前玉米育种必须是在坚持高产、优质
等共同育种目标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多抗、耐瘠、耐涝问题，从而
提高玉米的产量。干旱一直是制约玉米生长与生产的关键，本文
就玉米耐旱育种问题进行课题探究，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条件和已
稳定的高产、耐瘠、多抗玉米自交系，整合资源，创新育种科研
手段和技术方法，提高玉米育种的针对性，组配筛选出适宜种植
的新优玉米杂交种，扩大新优玉米杂交种的种植面积，发挥其应
有的增产潜力，为云南玉米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玉米耐旱育种中存在的问题
（一）育种试验设计不合理
通过对云南地区玉米耐旱育种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存在育

种试验设计不合理地突出问题。在育种试验中，精心选择育种基
地，在试点地区完成，其对干旱条件的营造不合理，选择品种也
大都属于高产、高水肥类的玉米品种，并不能满足耐旱能力的测
试效果，对其抗旱性能的测试力度不够，试验设计程序缺乏合理
性，会对耐旱品种的培育工作带来制约，获取优质的耐旱品种相
对较难。因此，在进行耐旱品种研制的过程中，应严格选择试验
基地，对该区域的干旱情况予以掌握，有利于实现对品种抗旱能
力的测验，是试验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

（二）玉米耐旱技术有待提升
除了试验设计不合理，还存在试验基地选择不当的问题，制

约对品种耐旱能力的测验和研发，要想实现玉米耐旱育种的全面
发挥，应从栽培、农机和玉米品种三个方面着手，进而实现对耐
旱技术的优化。但是，目前玉米耐旱品种的培育技术相对落后，
云南就玉米耐旱培育新型的玉米品种经过一系列的探究，虽然产
量有所提高，但是其提升幅度并不是很明显，高产目标远未达
到，玉米耐旱培育技术仍有待提升。

三、玉米耐旱育种及新组合抗逆性的实验分析
（一）研究课题
探究玉米耐旱育种新组合抗逆性的实验，针对玉米品种的耐

寒性、抗逆性、适应性等进行研究。
（二）课题目标
要先建立 40 亩耐旱玉米品种的鉴定基地，以便为育种及新

组合抗逆性鉴定提供重要条件。近年来，我国诸多省份都致力于
对耐旱玉米品种的研发，纷纷建立更趋完善的育种设备，能对品
种的耐旱性具备很强的鉴定能力。从中筛选出具有耐旱性并且具
备高产、耐旱、配合力高、抗性强的玉米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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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是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类作物，在食物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玉米对水源的需求量不大，但是干旱却一直是制约玉米产量与质量的一个

关键因素，因此致力于研究玉米耐旱育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此类问题，就新组合抗逆性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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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研发
通过引进精准表型数据采集系统，测定受干旱影响较大的生

长发育性状，建立玉米耐旱育种评价体系；设计干旱环境和较高
的种植密度，通过先进的表型鉴定系统、常规育种技术和分子体
育种技术，选育耐旱的玉米种质资源；对常用的、新选育的玉米
自交系耐旱性的鉴定，筛选出耐旱自交系，为进一步开展玉米耐
旱基因利用和耐旱机理研究奠定基础；对表现好的玉米新组合进
行复配，及时参加各种级别的新组合鉴定试验，加速育种进程。

（四）玉米耐旱的重要技术特点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耐旱性、多抗性等优良特性的聚集。
（五）育苗耐旱育种的创新点
应该筛选玉米耐旱性、广适性、高产性与多抗性相结合的

自交系以及育种所需的重要中间材料；培育出玉米自交系的耐旱
能力要明显优于原有的主要品种正大 619 的母本自交系F09 ；培
育出的玉米杂交种耐旱能力在产量、品质、抗病性等形状上的表
现，要优于原有的主推品种正大 619 或迪卡 007。

（六）耐旱品种培育技术的实施步骤
第一，耐旱品种培育技术的实施，应以云南现有的种质资

源为基本条件，采用杂交培育，在同一杂种优势群内杂交分离二
环系，借助云南干旱的环境进行玉米种质的创新与优化。第二，
应严格控制耐旱玉米自交系的选育，历经 3 代的耐旱条件选育
后，应该采用相反方向的 2 个优良自交系为测验类种质，同时也
要对培育出的玉米自交系予以配合力的测试，提升其耐旱能力。
第三，先对云南以往的针对玉米耐旱性测试的情况进行鉴定，
尤其是对玉米自交系进行测定，以便为后续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条
件与保障。第四，为了实现对数据的精确采集与处理，可以选择
引进的精准表型数据采集系统，保证信息采集的精确性，可以借
助表型数据进行合理地采集，及时将人为因素排除在外。第五，
通过实验结果与数据的分析，应选择表现优异的玉米新组合进行
复配，从中获取相应的高质量玉米品种来与其他新组合进行与鉴
定，以确定玉米新组合的抗逆性。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课题实验，了解到玉米耐旱育种又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结合云南地区的实际种植情况和选种情况，进行项目
的设计工作，将原有的正大 619 的母本自交系F09、迪卡 007 等作
为重要的对比元素，针对玉米的耐旱性、适应性和多抗性等性状
进行研究，在同一杂种优势群内杂交分离二环系，并引进精准表
型数据采集系统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实现了玉米耐旱品种培育过
程的不断优化，研究出耐旱新组合，提升品种的抗逆性，对玉米
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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