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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采用对杂交铃喷施 GA 3 和NAA、杂种胚离体培养、试管内同步进行染色体加倍三者相结合的棉花

种间杂交新技术, 快速获得可育杂种。本研究从陆地棉×索马里棉, 陆地棉×比克棉, (陆地棉×中棉)× (陆地棉×

瑟伯棉) 杂种后代中, 成功育成了优质、高产、抗病新品系秦远 4149、秦远 1505 和秦远 93089, 其 2. 5% 跨长分别为

28. 3, 29. 0 和 29. 7 mm , 整齐度分别为 50. 0% , 47. 7% 和 46. 3% , 比强度分别为 23. 4, 21. 2 和 21. 2 götex, 伸长率分

别为 7. 5% , 5. 4% 和 7. 2% , 各特征匹配合理, 优于对照中 19; 枯萎病指分别为 2. 2, 6. 5 和 4. 4, 黄萎病指分别为

11. 3, 23. 6 和 19. 5, 抗病性达到或超过对照品种; 同时还创造出优质特强抗枯黄萎病特异新种质 5 份, 其抗病性和

纤维品质均符合国家“九五”棉花育种攻关指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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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棉花种间杂交育种新技术, 综合野生种和

栽培种的优良特性, 为选育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和

新种质开创了新途径。棉花种间杂交育种, 已成为现

代育种界研究的热门课题[1～ 8 ]。梁正兰等[1 ]在国内

外栽培种与野生种杂交获得成功后, 报道了世界各

主产棉国野生种的杂种后代, 这些杂种后代我国已

全部获得, 其中比克棉和索马里棉高代杂种为我国

独有。作者等通过多年试验研究, 在育成种间杂交新

品种秦荔 514、秦荔 534、秦远 4 号之后, 又成功地从

陆地棉×比克棉、陆地棉×索马里棉和 (陆地棉×中

棉)× (陆地棉×瑟伯棉)的杂交后代中, 育成了秦远

4149、秦远 93089 和秦远 1505 新品系。此外, 还从各

杂交组合中育成了一批具有特优性状的新种质。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及杂交技术

　　新品系的杂交组合　秦远 4149 为 [ (8621×索

马里棉) F 2×科遗 181 ]×中 12 早; 秦远 93089 为

(朝阳 1 号×中棉莞紫) F 1× (晋棉 6 号×瑟伯棉)

F 1; 秦远 1505 为 8621× [ (科遗 181×比克棉) ×爱

SJ 21 ]。

新种质资源的杂交组合　QB 1 为[ (科遗 2 号×

中棉莞紫) F 2× (长德 184+ 岱 16+ 陕 401 等量混合

花粉) ]×黑山棉 1 号; QB 2 为中 381× (科遗 181×

比克棉) ; QB 5 为 (科遗 2 号×中棉完紫) ×冀棉 17;

QB 7 为[ (吉扎 45×色伯棉) ×爱 SJ 22 ]× (抗 5+ 中

381+ M 03 等量混合花粉) ; QB 8 为中 12 早×[ (8621

×索马里棉)×科遗 181 ]。

所有上述杂交组合, 均采用了棉属种间杂交新

技术, 即对杂交铃喷施 GA 3 和“NAA —离体培养杂

种胚—试管内同步进行染色体加倍”三者相结合的

方法, 快速获得种间杂交可育杂种。然后由中国科学

院遗传研究所和山西省农科院提供杂种给原陕西省

棉花研究所进行棉花种间杂交育种。

1. 2　选育方法

对提供的棉花种间杂交后代材料, 在枯黄萎病

圃稳定其性状, 然后扩大群体, 并进行人工选择。对

优系从性状上全面观察, 对纤维品质、丰产性和抗病

性进行试验鉴定。根据上述结果择优参加省区试, 表

现优质、高产、多抗的品系, 申报品种审定。对农艺性

状较好, 丰产性超过对照 80% 以上, 且具有 2 个以

上优异性状的品系作为新种质, 并不断对其加以利

用和改良。秦远 93089 和秦远 1505 的丰产性和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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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为省区试结果。秦远 4149 品系和新种质的产量

及抗病性为陕西省棉花研究所 2～ 4 年试验和鉴定

的平均值。新品系和新种质的纤维品质, 均为 2～ 3

年农业部棉花品质检测中心分析的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 1　品　系

2. 1. 1　产量水平　1995～ 2000 年, 秦远 4149 参加

陕西省棉花研究所早熟品比试验, 霜前皮棉平均产

量为 1 152. 5 kgöhm 2, 比早熟对照中 16 增产

30. 6%。1998～ 1999 年, 秦远 93089 参加陕西省棉

花品种区域试验, 2 年 8 点次霜前皮棉产量为

1 162. 5 kgöhm 2, 比早熟对照中 16 增产 64. 2 % , 比

中熟对照中 19 增产22. 2%。1999 年, 秦远 93089 参

加陕西省生产试验, 3 点次霜前皮棉产量为1 687. 5

kgöhm 2, 比对照中 16 增产47. 8% , 名列各参试品种

首位。1998 年, 秦远 93089 在新疆新合县试验, 皮棉

产量为 2 410. 5 kgöhm 2, 比对照中 23 增产20. 7% ,

名列 13 个品种第 2 位, 仅次于杂交种豫 9244。秦远

1505 在陕西省棉花研究所品比试验中 2 年皮棉产

量平均比对照中 12 增产 14. 5%。1995～ 1997 年, 秦

远 1505 参加陕西省区试, 3 年 12 点次霜前皮棉产

量为 914. 4 kgöhm 2, 比对照中 19 增产 0. 2% , 产量

基本持平 (见表 1)。
表 1　新品系霜前籽棉皮棉产量

T able 1　T he p refro st seed2co tton and lin t yield of new stra ins

品系名称
N am e of

strain

参试
年份
Year

试验名称
N am e
of test

籽棉 Seed2co tton yield 皮棉L in t yield

产量ö
(kg·

hm - 2)
Yield

比中 19
增产ö%

CK
Zhong 19

比中 16
增产ö%

CK
Zhong 16

产量ö
(kg·

hm - 2)
Yield

比中 19
增产ö%

CK
Zhong 19

比中 16
增产ö%

CK
Zhong 16

铃重ög
Bo ll

w eigh t

衣分ö%
L int

percen2
tage

秦远 4149
Q inyuan 4149

1995～
2000

早 熟 试 验 Early
variety test 2 887. 5 — 26. 4 1 152. 5 — 30. 6 4. 4 42. 1

秦远 93089
Q inyuan 93089

1998～
1999

陕 西 区 试 R egional
test of Shaanx i 2 784. 0 17. 5 43. 6 1 162. 5 22. 2 64. 2 4. 7 43. 0

1999
陕 西 生 产 试 验
P roducing test of
Shaanx i

4 017. 0 — 31. 6 1 687. 5 — 47. 8 — —

秦远 1505
Q inyuan 1505

1995～
1997

陕 西 区 试 R egional
test of Shaanx i

2 337. 75 3. 5 — 914. 4 0. 2 — 5. 2 40

2. 1. 2　纤维品质　新品系纤维品质经农业部棉花

品质检测中心测定。从表 2 看出, 3 个品系纤维

2. 5% 跨长 28. 3～ 29. 7 mm , 整齐度 46. 3%～

50. 0% , 比强度 21. 2～ 23. 4 götex, 伸长率 5. 4%～

7. 5% , 马克隆值 4. 0～ 4. 4。说明 3 个品系纤维品质

各指标匹配合理, 优于对照品种中 19, 符合“九五”

棉花育种攻关指标, 纤维品质以秦远 4149 为最好。

表 2　新品系纤维品质分析结果

T able 2　A nalysis resu lts of new stra inπs fiber quality

品系名称
N am e of strain

2. 5% 跨长ömm
2. 5% Span length

整齐度ö%
U nifo rm ity

比强度 götex
Strength

伸长率ö%
E longation

马克隆值
M ike

秦远 4149 Q inyuan 4149 28. 3 50. 0 23. 4 7. 5 4. 4

秦远 93089 Q inyuan 93089 29. 7 46. 3 21. 2 7. 2 4. 0

秦远 1505 Q inyuan 1505 29. 0 47. 7 21. 2 5. 4 4. 1

中 19 CK Zhong 19 28. 3 47. 5 21. 1 6. 4 5. 2

2. 1. 3　抗病性　新品系抗枯萎病和黄萎病能力由

陕西省区试和中国植保所鉴定。秦远 4149、秦远

93089 和秦远 1505 枯萎病指平均分别为 2. 2, 4. 4

和 6. 5, 黄萎病指平均分别为 11. 3, 19. 5 和 23. 6, 说

明 3 个新品系抗枯萎病兼抗黄萎病, 抗病性达到或

超过对照品种。

2. 1. 4　新品系应用情况　秦远 1505 曾在陕西大荔

县大面积示范, 因产量与对照相当, 后被秦远 4 号取

代。目前, 国内外从陆地棉×比克氏棉杂种中未见育

成新品种, 而从其杂种中选出的秦远 1505 被育种单

位作为新种质加以利用。2002 年, 秦远 4149 在陕西

和新疆进行品比试验, 综合性状表现突出, 准备申请

参加两地棉花区域试验。秦远 93089 已通过陕西省

区试, 并在新疆早熟棉区试验示范中, 表现出早熟、

优质、丰产、抗病、抗低温的优良特性, 颇受棉农欢

迎, 审定后将大面积推广, 应用前景广阔。

2. 2　种　质

作者等育成的新种质有QB 1、QB 2、QB 5、QB 7 和

QB 8, 按抗病性和纤维品质可分为抗病优质和抗病

高强新种质。均以国家“九五”棉花育种攻关指标为

标准, 评价新种质, 其标准是: 2. 5% 跨长 27～

31 mm , 比强度 21 götex, 马克隆值 3. 8～ 4. 8; 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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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指小于 10, 黄萎病指小于 30, 以下简称“九五”指

标。

2. 2. 1　抗病优质新种质　此类种质有QB 1、QB 2 和

QB 8。从表 3 看出,QB 8 表现突出。新种质与“九五”

指标比, 2. 5% 跨长和马克隆值符合要求, 比强度高

出 2. 9～ 6. 1 götex, 枯萎病指低 7. 0～ 8. 5, 黄萎病

指低 10～ 22. 0。说明新种质纤维品质好, 抗枯萎病

兼抗黄萎病。

2. 2. 2　抗病高强新种质　此类新种质有QB 5 和

QB 7。从表 3 看出,QB 7 表现突出。新种质与“九五”

指标比, 2. 5% 跨长符合要求, 马克隆值QB 5 高出

0. 2, 比强度分别高出 7. 9 和 8. 9, 枯萎病指低 6. 8

和7. 5, 黄萎病指低 21. 2 和 21. 3。说明新种质抗枯

黄萎病, 纤维比强度显著提高, 纤维略粗。
表 3　新种质抗病性及纤维品质分析结果

T able 3　A nalysis resu lts of w ilt resistan t and fiber quality in new germp lasm s

种质名称
N am e

类别
T ype

枯萎病指
Fusarium

index

黄萎病指
V ertici2

llium
index

2. 5%
跨长ömm

Span
length

比强度ö
(g·tex- 1)
Strength

整齐度ö%
U nifo rm ity

伸长率ö%
E longation

马克隆值
M ike

QB 1
抗病优质W ilt resistan t,
good quality

1. 5 20. 0 30 23. 9 46. 2 5. 8 4. 0

QB 2
抗病优质W ilt resistan t,
good quality

3. 0 8. 0 28. 7 26. 0 48. 6 6. 3 4. 1

QB 8
抗病优质W ilt resistan t,
good quality

2. 5 10. 5 27. 6 27. 1 47. 7 5. 5 4. 0

QB 5
抗病高强W ilt resistan t,
h igh strength

3. 2 8. 8 29. 9 28. 9 48. 0 5. 7 5. 0

QB 7
抗病高强W ilt resistan t,
h igh strength

2. 5 8. 7 29. 8 29. 9 43. 3 5. 5 4. 6

2. 2. 3　产量分析　从表 4 看出, 新种质 QB 2 和

QB 7 霜前皮棉产量分别比对照中 19 增产 25. 2% 和

13. 1% , 而QB 1、QB 8、QB 5 分别减产 2. 1% , 9. 7% 和

13. 2% , 以QB 2 增产幅度最大, QB 5 减产幅度最大。

说明新种质产量性状变幅较大, 仍需进一步改良和

提高。

表 4　新种质霜前皮棉产量结果

T able 4　T he P refro st lin t yield of new germ P la sm s

种质名种
N am e

皮棉产量ö(kg·hm - 2)
L in t yield

比中 19 增产率ö%
CK zhong 19

铃重ög
Bo ll w eigh t

衣分ö%
L in t percen tage

QB 1 780. 0 - 2. 1 6. 5 39. 0

QB 2 997. 5 25. 2 6. 4 40. 0

QB 5 691. 5 - 13. 2 5. 9 35. 1

QB 7 901. 5 13. 1 7. 0 37. 4

QB 8 720. 5 - 9. 7 5. 4 40. 0

3　小　结

在棉花种间杂交育种实践中, 认为以下几点值

得重视:

3. 1　在棉花枯黄萎病地育种

我国棉花枯黄萎病日趋严重, 对棉花产量和品

质影响很大。多年来, 棉花种间杂交育种的全过程都

在枯黄萎病地进行, 育成地品种和种质都具有良好

的抗病性, 而且新品种的产量和品质已超过优质丰

产品种。若在非病地育种, 就难以选出抗病品种和抗

病种质。

3. 2　把选育新品种和新种质放在同等位置

种间杂交后代能分离出多种多样的新类型, 许

多特异性状是当前和未来所急需的, 育成一个优良

种质甚至比育成一个新品种还要重要。

3. 3　要抓住优良组合的选育工作

在种间杂交育种中, 筛选优良组合十分重要。对

获得的优良组合要不断地优中选优, 就会育成新品

种和新种质。笔者等从陆×斯特提棉杂交组合中, 育

成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秦远 4 号之后, 还育成了

较早熟、高比强、抗病、丰产品系 H 59 和 6 类 24 份

新种质。

3. 4　不同种间杂交后代杂交累加效应明显

通过不同种间杂交后代杂交, 打破遗传基础的

稳定性, 使双亲固有的优良性状重新组合产生三元

种或四元种, 累加效应明显。如用 (陆×中棉)× (陆

×瑟伯棉)杂交, 从三元杂种中育成了早熟、优质、高

产、抗病的秦远 93089 品系, 它克服了早熟与优质、

高产、抗病、高衣分的负相关, 收到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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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ed new cro ssing techn ique of in terspecif ic hyb rid iza t ion in Go ssyp ium (By m ean s of

sp raying GA 3 and NAA on the hyb rid bo ll2em b ryo cu ltu re in v itro2co lch icine trea tm en t in test tube) , 3 new

stra in s,Q inyuan 4149 (G. h irsu tum ×G. som a lense) , Q inyuan 1505 (G. h irsu tum ×G. bick ii) , Q inyuan 93089

[ (G. h irsu tum ×G. a rboreum )× (G. h irsu tum ×G. thu rberi) ] w ere ob ta ined. T he 2. 5% span length of 3 new

stra in s w as 28. 3, 29. 0 and 29. 7 mm , respect ively. T he un ifo rm ity w as 50. 5% , 47. 7% and 46. 3% ,

respect ively. T he strength w as 34. 4, 21. 2 and 21. 2 götex, the elongat ion w as 7. 5% , 5. 4% and 7. 2% ,

these indexes of f iber quality w ere bet ter than CK Zhong 19. T he yield of 3 new stra in s w as h igher than

that of CK Zhong 19. A group of Fu sarium index w ere 2. 2, 4. 4 and 6. 5,A group of V ert icillium index w ere

11. 3, 19. 5 and 23. 6, w ilt resistan t w as bet ter than CK Zhong 19. 5 new germp lasm m ateria ls w ere also

ob ta ined. A nd all of the new germp lasm m ateria ls po ssessed fine and very strong fib re and h igh resistan t to

bo th Fu sat irum and V ert icillium w ilt, and po ssessed good u sing w o rth.

Key words: co t ton; in terspecif ic hyb rid iza t ion; new stra in; new germp 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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