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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洛玉 1号(原名洛试 202)是河南省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自选系 ZK01-1为母本 ,以自选

系ZK02-1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中秆 、中穗 、中熟 、黄粒玉米单交种 。该品种高产稳产 ,优质抗

病 ,适合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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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由于 Reid类群玉米种质

和黄早四类群玉米种质自身具有的优良特性和巨大

潜力逐渐成为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生产应用的主要种

质 ,属于“Reid类×黄早四类”这一杂种优势模式的

杂交种在玉米生产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对这 2类

种质的改良和利用进而选育“Reid类 ×黄早四类”

杂优模式的杂交种成为选育适应黄淮海地区夏玉米

区种植的玉米新品种最为简单有效的途径。在这种

思路指导下 ,我们集中力量应用这 2类材料选育新

的自交系进而组配新的杂交种 。结合南繁加代和本

地加代技术的应用 ,终于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多个

优良玉米新杂交种 。洛玉 1号就是这批新品种中最

早育成的一个。

1　选育经过

洛玉1号(原名洛试202)是洛阳市农科所以自选

系 ZK01-1为母本 ,以自选系 ZK02-1为父本杂交

后选育而成。该品种2002 ～ 2003年参加河南省玉米

区域试验 ,2003年参加河南省夏玉米生产试验 ,表现

丰产性突出且稳产性好。品质分析和抗性鉴定结果

表明 ,该品种优质抗病。2004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豫审玉 2004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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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本来源

2.1　亲本 ZK02-1的选育

采用 NCII遗传交配设计对部分黄早四衍生系

的配合力进行了测定 。结果表明 ,昌 7-2 和 H21

的配合力最为突出 。考虑到这 2 个自交系在出籽

率 、早熟性等性状存在互补性 ,结合玉米育种的实际

效果 ,我们选用这 2个自交系杂交后选育新的二环

系。在选育过程中 ,我们特别注意选择那些穗位相

对较低的穗行和单株 ,以期新选育出的自交系能克

服昌 7-2穗位高的缺点 。经多代连续自交选优 ,终

于选育出一批可见性状整齐一致 、综合性状优良的

自交系昌 21。其中一自交系与昌 7-2相比 ,表现

穗位较低 、成熟较早 ,定名为 ZK02-1。

2.2　亲本 ZK01-1的选育

考虑到郑 58和中 72与自交系昌 7-2均有较

强的杂种优势 ,而且 ,两自交系在株高 、气生根 、穗型

等方面存在互补性。我们用郑 58和中 72杂交后连

续自交选优选育新的二环系。采用海南冬繁及本地

加代技术加快育种进程 ,从材料自交 4代开始 ,每代

我们均选用昌 7-2 、ZK02作为测验种进行早代配

合力测定 。终于选育出一批可见性状整齐一致的自

交系郑 58 、中 72等。遂通过对测交组合的鉴定 ,筛

选出 1个最优系与ZK02-1的测交组合较郑单958

增产 12.7%,遂将这个最优系定名为 ZK01-1 ,并

把该组合定名为洛试 202。

3　特征特性

3.1　生育期

该品种在河南夏播全生育期 100 d左右 ,比郑

单 958早熟 1 d ,全生育期需≥10 ℃有效积温 2 500

(℃·d)左右 ,属中熟品种 。

3.2　植株性状

　　该品种株型半紧凑 ,全株叶片数 20 ～ 21 ,株高

270 cm 左右 ,穗位高 115 cm 左右 ,抗倒性中;第 1

叶尖端形状圆 ,第 4叶片边缘颜色红绿 ,幼苗叶鞘紫

色;散粉期中 、抽丝期中 ,雄穗分枝数量中等 ,雄穗颖

片绿色 ,新鲜花药黄色 ,花丝浅粉红色。

3.3　经济性状

果穗圆柱形 ,穗长 16.6 cm ,穗粗 4.9 cm ,穗行

数 14.5 ,行粒数 36;穗轴白色 ,籽粒黄色 ,半马齿型 ,

粒形楔形 ,千粒重 310.6 g ,出籽率 89.1%。

3.4　品质

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

对该品种的品质分析报告:该品种籽粒含粗蛋白

8.71%,粗脂肪 4.33%,粗淀粉 74.34%, 赖氨酸

0.29%,容重 744 g/L 。

以上品质分析结果表明 ,该品种淀粉含量较高 ,

符合国家高淀粉工业加工专用玉米标准。

3.5　抗性

据河北省农科院植保所的抗病虫鉴定报告:该

品种中抗小斑病(5级),高抗大斑病(1),抗弯孢菌

叶斑病(3 级), 高抗茎腐病(0), 抗瘤黑粉病

(3.8%),高抗矮花叶病(0),高感玉米螟(9.0级)。

4　产量表现

该品种子 2002年参加河南省区试 ,在所有试点

均表现比对照豫玉 23号增产 ,增产幅度为 4.5%～

26.1%,全省汇总平均单产 9 108.2 kg/hm
2
,比对

照增产 14.63%,差异极显著 ,居试验第 2位(表 1),

采用 Shukla 稳定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该品种的

Shukla变异系数为 3.8854%,在所有参试品种中较

低 ,表明该品种具有较好的稳产性。2003年该品种

继续参加河南省区试 ,在所有试点均表现比对照豫

玉 23号增产 ,增产幅度为 6.0%～ 37.4%,全省汇

总平均单产 7 098.0 kg/hm2 ,比对照增产16.6%,

差异极显著 ,居试验第 1位 ,采用 Shukla 稳定性分

析方法进行分析 , 该品种的 Shukla 变异系数为

2.2308%,在所有参试品种中最低 ,进一步表明了该

品种具有较好的稳产性 。综合 2 年 16 点次试验结

果 ,该品种平均单产 8 230.5 kg/hm2 ,在所有点次

表现均比对照增产 , 平均比对照豫玉 23 号增产

15.4%,居试验第 1位 。2003年该品种同时参加河

南省生产试验 ,结果平均单产 7 240.5 kg/hm2 ,有 5

点表现比对照郑单 958增产 ,有 1个点表现比对照

郑单 958 减产 , 平均比对照增产 3%, 居试验第 1

位 。2004年该品种参加陕西省夏玉米引种试验 ,平

均单产9 337.5 kg/hm2 ,比第 1 对照户单 4号增产

15.5%,比第 2对照增产 7.9%,居试验第 3位。

5　栽培技术要点及适应区域

5.1　适应区域及播种时间

该品种适宜在黄淮海流域中等以上肥力水浇地

夏播种植 ,其全生育期约需活动积温 2 50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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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洛玉 1 号在河南省玉米品种试验中的产量表现

试验类别 年份
洛玉 1号

(kg/ hm2)
对照品种

(kg/ hm2)

较对照
品种增产
(%)

试验点次 增产点次 减产点次 位次

区域试验 2002 9 108.0 7 945.8 14.6 9 9 0 2

区域试验 2003 7 098.0 6 087.0 16.6 7 7 0 1

区域试验 2年平均 8 230.5 7 016.4 15.4 16 16 0 1

生产试验 2003 7 240.5 6 999.0＊ 3.0 6 5 1 1

　注:＊对照品种为郑单 958 ,其余为豫玉 23号

其适宜播种期为 5月下旬到 6月中旬。

5.2　播种密度

适宜种植密度为 52 500 ～ 60 000株/hm2 ,宜采

用宽窄行种植 ,宽行 90 cm ,窄行 40 cm 。

5.3　肥水应用

该品种产量潜力高 ,在高水肥条件下更能发挥

高产潜力 ,所以 ,应保证充足的肥料供应并注意 N 、

P 、K配合使用 。在水分应用上 ,出苗后拔节前(出

苗后 20 d内)一般不浇水以促进根系发育 ,提高植

株吸收水肥及后期抗倒伏能力 。拔节后至灌浆中

期 、特别是开花期要确保水分供应 。要特别注意在

拔节初期无论有无雨水 ,要大水漫灌 1次以塌实土

层 ,提高玉米抗倒伏能力。灌浆后期应防止土壤湿

度过大 ,引起植株早衰。

5.4　适时收获

成熟时一定要等籽粒灌浆线消失后再收获(一

般在果穗雹叶发黄后5 ～ 7 d),以发挥该品种活秆成

熟 、叶片功能期长的优点 ,充分发挥该品种的高产潜

力。

6　制种技术

根据多年试验 ,洛玉 1号正反交 F 1产量无明显

差异 ,另外 ,洛玉 1号两亲本自交系授粉 、结实及繁

殖产量均无明显缺陷 ,所以 ,洛玉 1号正 、反交制种

均可 。

6.1　父母本行比

该品种正交制种适宜行比为母∶父=4 ～ 5∶1;反

交制种适宜行比为母∶父=6∶1。

6.2　播种密度

在黄淮海地区夏播条件下 , ZK01-1繁殖适宜

播种密度为 67 500 株/hm
2
, ZK02-1 繁殖适宜播

种密度为 82 500 株/hm2 ,杂交制种时则按繁殖时

播种密度结合行比折算 。

6.3　错期

在河南夏播条件下 ,正交制种时 ,母本播后 4 d

播 1/3 父本 ,母本播后 6 d 播另外 2/3 父本。反交

制种时 ,父母本应同期播种。在其他地区制种应根

据制种地与河南的气候条件差异进行适当调整 。

6.4　去杂

全生育期应分 3次严格去杂 ,第 1次在苗期 ,结

合间苗定苗拔除优势苗 、劣势苗 、异型苗;第 2次在

拔节至抽雄期进行 ,应彻底去除父 、母中长相不一致

的杂株;第 3次在收获后 ,根据母本穗部性状去除杂

穗 。

6.5　其他注意事项

①ZK01-1 生育期较长 ,所以 ,在西北或东北

春播正交制种时一定要按时播种并采用地膜覆盖技

术以免因成熟太晚而遭受冻害。

②由于 ZK01-1 株高较高 ,所以 ,在正交制种

时父本宜采用“满天星”布局 ,即除了固定的父本行

外 ,在部分母本行中间种植少量父本以保证授粉效

果 。同时 ,母本应超前带叶去雄 ,一般应带 2 ～ 3片

叶去雄 ,以降低母本株高利于授粉。

③由于 ZK01-1雌穗苞叶裹穗较紧 ,有时会出

现吐丝不畅现象 ,所以 ,正交制种授粉期应根据情况

组织人工剪去雌穗苞叶顶端以利吐丝 。

④ZK01-1 灌浆期较长 ,所以 ,正交制种时一

定要到种子完熟期收获 ,以提高种子饱满度 、光泽

度 、千粒重 ,以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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