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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 11号亲本穗分化规律 

及在制种中的应用 蓦 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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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韩科技大学 农学院，陕西 扬 睦 712100) 

[摘 要] 通过对玉米杂交种西农 ¨ 号 的亲本 WN。，与西黄改进行的播期试验和雌、雄 

穗分化观察，掌握了两个自交系的穗分化及吐丝、散粉规律，明确了自交系 WNn雌雄不协调 

及西农 11号正、反交制 种均 

及花期预测 的叶龄指标。 

[关键词] 王鲞耋茎盐 
[中国分类号] $51 3．0 

交制种播期调节 

撇 叫 

父母本花期不同的玉米杂交种，在制种时如何调节播期 ，确保父母本花期 良好相遇， 

对制种成功和杂交种迅速推广关系重大。本研究通过对西农 11号亲本 自交系的播期试验 

及雌、雄穗分化规律的探讨，旨在指导制种播期调节和花期预测。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为西农 11号的亲本 WN 和西黄改的套袋 自交穗。试验在西北农业大学育 

种试验地进行。 

1．1 播期试验 

1997—04 12开始每 7 d播 1期 ，到 06—21结束。每个材料每期 1行 ，每行 1O株，顺序排 

列 ，行距 67 cm，株距 28 cm。田问记载吐丝与散粉的始期、盛期和末期，按全国统一记载标 

准进行。 

1．2 穗分化试验 

1996~1998年分春播、早夏播和夏播 3个播期，进行自交系WN 和西黄改的雌、雄 

穗分化观察试验。每个自交系按行距 67 cm、株距28 cm播种 100株。田间标记叶龄，从第 

4片展开叶开始，每隔 1 d取样 1次，每个自交系每次取 5株，镜检穗分化。穗分化时期按 

全国农业高等院校教材《作物栽培学》中关于玉米穗分化的分期标准记载 ]。 

2 结果与分析 

2．1 WN 与西黄改的吐丝、散粉规律 

不同播期条件下 WN 与西黄改的吐丝和散粉的始期、盛期及末期见表 1。随着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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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温度升高，吐丝、散粉所需时间逐渐缩短。为便于比较并消除各播期小群体的误差， 

将相同调查项目的各播期观察值合并求其平均值，并以此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表 l 不同播期条件下 WN 和西黄改吐丝和散粉期 月一日 

2．1．1 同一 自交系吐丝期与散粉期比较 WN 的吐丝期为 O7—31~08一O8，散粉期为 O7— 

27～O8一O5，两者能部分相遇。但分别比较两者的始期(吐丝O7—31，散粉 07—27)、盛期(吐 

丝 O8一O4，散粉 O7—31)、末期(吐丝 08一O8，散粉 08—05)发现，吐丝期均晚于散粉期，雌、雄花 

期不协调。而西黄改的吐丝期与散粉期，无论是从总区间(吐丝期07-29~08·04，散粉期 

07—30～'08—05)，还是从始期(吐丝 07—29，散粉 O7—30)、盛期 (吐丝 '08-02，散粉 08—02)、末 

期(吐丝 O8—04，散粉 O8一O5)看 ，均相遇 良好 ，雌 、雄花期非常协调。 

2．1．2 不同自交系吐丝期之间和散粉期之间比较 比较表 1中WN 与西黄改的吐丝期 

可知，WN 的吐丝期晚于西黄改，且持续时间较西黄改长；从 wN 和西黄改的散粉期看， 

两者的散粉末期相同，但 WN 的散粉始期和盛期均早于西黄改。因此，同吐丝期一样，西 

黄改的散粉期也比WN 集中 

2．1．3 不同自交系问吐丝期与散粉期比较 从 WN1 的吐丝(07—31，O8～04，08一O8)、西黄 

改的散粉(O7—30，08一'02，08一'05)的始期、盛期和末期看，西黄改的散粉期早于 WN 的吐丝 

期，尤其是末期，西黄改的散粉比WN 的吐丝早结束 3 d。若以WN 为母本、西黄改为父 

本制种，同期播种WN 的花丝将不能全部授粉结实，故需先播母本 WN ，后播父本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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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将西黄改的吐丝期(07 29，08 02．08—04)与 WN11的散粉期(07 27，07—31，08—05)相 比 

较，虽然两者末期相近，但始期、盛期西黄改的吐丝均晚于 WN 的散粉。因此，若以西黄 

改为母本、WN 为父本同期播种制种，会导致授粉不 良而影响结实，故制种时需先播母本 

西黄改，后播父本 WN 

2．2 WN 与西黄改穗分化发育规律 

2．2．1 同一 自交系雌穗与雄穗的分化 WN 和西黄改的雌、雄穗分化的各个时期列于 

表 2。由表 2可见，当 WN 的雄穗分化进入小穗分化末期 时，雌穗分化进人生长锥伸长 

期；当西黄改的雄穗分化进入小穗分化始期时，雌穗进人生长锥伸长期。两个 自交系的雌 

穗分化开始时间均晚于雄穗，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 。但两个 自交系的雌、雄穗之间穗 

分化开始时问差距不相 同，WN 的差距略大于西黄改。这与上面播期试验 中观察到的西 

黄改吐丝期与散粉期相近，而 WN 吐丝期与散粉期相差较大的结果一致 ，这正是西黄改 

雌、雄花期协调而 WN 花期不协调的原因所在 。 

表 2 WNn和西黄改雌雄穗分化的相关性(1996～1998年) 

2．2+2 不同 自交系雌穗 间和雄穗 闻的穗分化 WN 与西黄改的雌穗分化开始的时间相 

同，但 WN”的小花分化期持续时间比西黄改长 ，晚 1片叶进人性器官形成期(表 2)。这样 

WN 的整个雌穗分化过程 比西黄改长，这正是 WN 比西黄改吐丝晚的内在原因。 

WN 的雄穗在第 5展开叶时进人生长锥伸长期，西黄改在第 6展开叶进人生长锥伸 

长期 ，WN”比西黄改早 1片叶进人穗分化 ，但两个 白交系各分化 时期发育速度完全相 同 

(表 2)。因此tWNn的雄穗分化过程比西黄改结束早，致使 WN 的散粉早于西黄改。 

2．3 西农 l1号制种父母本播期的确定及花期预测 

2．3．1 西农 1l号制种父母本播期的确定 前面比较分析已得出结论，无论正交制种 

(WN ×西黄改)还是反交制种(西黄改×WN， )父母本同期播种均花期不遇，母本吐丝 

期皆晚于父本散粉期，为保证父母本花期相遇需先播母本。因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问制种 

时气温、地温差异较大，种子发芽、幼苗生长所需时间不同，依据一个固定的错期播种天数 

风险较大。为此，可以结合分期播种和穗分化观察结果，确定西农 11号正、反交制种错期 

播种的叶龄指标。 

通过同一 白交系吐丝期与散粉期的比较分析已知，西黄改雌、雄协调。因此，将西黄改 

雌、雄穗分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视为吐丝与散粉期能良好相遇的标准。因两个 自交系出叶速 

度基本相同，故穗分化时期相差的叶片数可作为确定播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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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制种父母本播期的确定。在正交制种中，以 WN． 为母本 ．西黄改为父本。以西黄 

改为标准，散粉期 未变，吐丝期则由西黄改换为 WN 由上文已知 WN 的雌穗发育 比西 

黄改晚 1片叶t且 WN 的吐丝速度慢．放制种时先播母本 WN 当其 1叶1心时播种父 

本西黄改 由于西黄改散粉集中．为保证所有 WN 花丝皆能授粉，在 I期父本播后 5～7 d 

再播第 2期父本(占父本播量的 1／3)。 

反交制种父母本播期的确定。在反交制种中，以西黄改为母本，WN 为父本。以西黄 

改为标准，吐丝期未变，散粉期由西黄改换成 WN 而WN 。的雄穗分化比西黄改早 1片 

叶开始a因此·制种时先播母本西黄改．母本 1叶(即显行)后播父本WN 为保证授粉良 

好，1期父本 WN 播后 3～4 d再播第 2期父本(占父本播量的1／3)。 

2．3．2 制种花期预测 在制种中由于墒情等影响，尽管按照制种技术分期播种，有时也 

会出现花期不遇。因此，需在制种早期进行花期预测，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根据穗分 

化与展开叶的相关关系判断花期相遇情况 

正交制种(WN ×西黄改)的预测指标 ：WN 展开叶为 10～11片时，西黄改为 8～9 

片；或 wN 12～14片时，西黄改为 10～11片，花期能够良好相遇 。 

反交制种(西黄改×wN z)的预测指标：西黄改展开叶为 10～l1片．WN 为 7～8 

片；或西黄改展开叶为 12～13片时，WN 为 9～1o片，花期相遇，否则花期不遇。 

3 讨 论 

父母本同期播种花期不遇的杂交种制种播期 的确定 ，过去多采用相差天数的错期播 

种，在制种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适宜制种的播期 4月上旬～6月下旬这段时间 

里温度差异较大 ，即使是同一播期不同地 区问、不 同年份问也存在着差异 ，而育种者很难 

提供各种情况下的错期播种天数，给制种者带来风险。本研究尝试利用亲本自交系穗分化 

进度与叶龄之间的关系确定西农 11号制种播期，已在几个不同地 区、不同时期进行大面 

积制种中采用并获得成功，证明该方法切实可行。因此，可以认为叶龄指标确定播期不易 

受地区、播期、年份温度的影响，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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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i0n law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of hybrid corn variety 

Xinong 1 1 in its seed mu ltiplication 

YUN Hai-yan，LUO Shu—ping，WANG Qiang，LI De—xiao，zHANG Hai—cheng 

(Co1]oge of Agr~omy．North~ st Science and Zechuology Uni~rsity of 

^gH and Forestry，)'anglblg·Shaa~rxl 71Z1O0，China) 

Abstract：Through experiment of planting dates and observation of reproductive 

organ differentiation，the laws that govern the reproductive organ differentiation，silk 

em ergence and pollen shedding of the tWO parental inbred lines of Xinong 11 in seed 

multiplication of Xinong 1 1 by reciprocal crossings have been found out and thus the 

reason why the female and male reprodutive organs of W Nl1 do not differentiate 

synchronously 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why the female parent should be planted earlier 

than the male parent in seed m ultiplication of Xinong 1 1 have been clarified；M eanwhile， 

the leaf—age indices to predict the planting and Eowering dat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seed multiplication of Xinog 11 by reciprocal crossings． 

Key words：corn hybrid；Xinong 1 1}reproductive organ differentiation；seed 

multi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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