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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玉米育种存在的问题探讨
金振国　单大鹏　沈海军　高　利　董晓慧　魏中华　石运强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绥化 152052）

摘要：玉米综合产量的提高是以优良玉米品种为前提，与科学合理的生产栽培技术及自然生态条件等共同互作的结果。

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推动了玉米机械化程度的快速发展，对玉米育种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玉米生产需求，从种质

改良、育种团队建设、育种目标确立、育种技术应用等方面分析黑龙江省玉米育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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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其中

玉米年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因此黑龙江省玉米生产

的稳定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加快玉米育种科技创新步伐成为黑龙江省乃至

全国必须重视的问题 [1]。玉米单产增长的诸多因素

中，遗传改良的作用大约占 35%~40%[2]，选育推广优

良的玉米品种对玉米生产稳定性至关重要，另一方

面，栽培技术的发展对玉米生产稳定性也起到了保

障作用。玉米育种目标的确立必须以玉米生产需求

为前提，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玉米育种目标也要随

之调整，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玉米的综

合育种效率也有待提高。因此，总结育种经验，分析

与解决育种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选育综合抗性

能力强、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玉米新品种是提高玉米

综合产量，促进国家农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1　目前黑龙江省玉米育种中存在的问题
1.1　玉米种质同质化严重　国外种企的进入，给我

国玉米育种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玉米育

种事业的发展，丰富了玉米种质资源。由于国外一

些优良品种具有高产、广适、脱水快等优点，使众多

育种者争相改良或进行二环选育，模仿育种。如近

年来黑龙江省品种区域试验晚熟组先玉 335 模式

较多，早熟组德美亚 1 号模式较多，参试组合与欧

美种质的密切关系达到 90% 以上，杂交种同质化严

重，缺乏创新，不利于玉米育种长远可持续发展。

1.2　科研团队众多而力量薄弱　由黑龙江省品种

区域试验可以看出，参加试验的科研团队超过百家，

但经了解，除垦丰种业外，基本没几家种业公司真正

有实力与国外大种业公司竞争。究其原因，大部分

单位育种团队规模小，“育繁推一体化”力量更显薄

弱，并且育种人各负其责，缺乏交流，自成体系，科技

资源分散；育种团队间种质交流不够深入，导致优良

资源很难发挥潜力，联合育种成效不明显。

1.3　缺乏长期规划　玉米育种周期长、见效慢，需

要时间与坚守，但是受市场利益影响，很多育种单位

及个人出于完成任务或指标，急功近利，快速转型、

变更研究方向也是常见。缺乏长期规划，虽然完成

了任务，但是很难育出具有竞争力的优秀成果。

1.4　常规育种技术与现代育种技术未得到有效结合

　近 10 余年，基因定位、转基因、基因编辑等分子育种

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部分成

果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3]，对基因的功能、互作、表达

等有待深入挖掘验证。分子育种技术在育种的全过程

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加快了育种进程，提高了育种

效率，而常规育种目标直接面向农业生产，育种目标

在育种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因此分子育种技术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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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才能使标记的有效优良基

因充分体现出科研价值，并在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

1.5　微薄经费制约科研发展　黑龙江省大部分科

研院所以常规育种为主，个别单位虽涉及分子方面

的研究，但不够深入，这些科研单位立足于农业生产

一线，更加了解农业生产对品种的需求，为黑龙江省

乃至我国的玉米育种业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但是

他们处于农业科研经费分配的末端，在申请项目与

课题支持方面处于劣势，很难争取到大的项目或课

题支持，而重生产轻科研，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种

业难以做大做强，甚至失去研发动力。

2　解决措施
2.1　提质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

前，全省育种中使用的亲本及推广的品种同质化严

重，抵御生产中潜在风险的能力降低，因此急需提高

创新能力。育种要由跟跑向并跑转变，寻求突破，力

争超越。育种创新要以种质创新为根本，提高抗倒、

抗逆、抗病能力，追求绿色环保，降低农药化肥使用

量；提高品质，降低收获期籽粒含水量，使培育出的

新品种适应当前全程机械化作业。对科技工作所取

得的成果进行实践，形成玉米育种的创新机制，不断

发挥玉米产业对社会的贡献 [4]，降低对国外种质材

料的过度依赖，防止“卡脖子”。同时，黑龙江省鲜

食玉米发展较快，市场需求较大，市场前景较好，但

是品种较少，要加强对鲜食玉米的研究力度。

2.2　凝神聚力　黑龙江省玉米育种团队众多，但与

国外大公司相比，每个团队都显得势单力薄，因此需

要形成合力，抱团取暖。是否能形成合力，受诚信与

利益的影响。第一要讲诚信，只有将诚信放在首位，

彼此才可放下芥蒂，增进交流。在经验上，互相促进，

提高各自育种水平；在种质材料上，互相融合，丰富

种质资源，使优良种质充分发挥其潜力。第二要尊

重他人成果，每一个优良自交系的育成，都饱含育种

家的辛苦，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他人成果，利用了

就应主动分享所得利益。

2.3　目标长远　玉米育种周期长，方向转型慢，而

生产需求往往变化较快，因此在确立育种目标时必

须考虑长远。一要根据推广区域的生态条件确立育

种目标，了解该地区的主要病虫害、温度、土壤类型

等，如在大庆地区种植，要注重考虑种质材料的耐盐

碱性，在黑河地区种植，要注重考虑种质材料的耐低

温能力。二要根据机械化程度发展情况确立育种目

标，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玉米全

面机收粒收必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种质材料

及选育品种的抗倒性要强，籽粒脱水速率要快。

2.4　鼓励科研　企业是科研成果开发与运营的受

益方，科研团队所获得的成果转化收益不足以维持

其科研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政府相关鼓励

政策与经费支持，才能让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才

能让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创新工作中。党的十八

大确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法规，明确要求要完善科技成

果转化激励政策，提出增加科技人员报酬奖励标准、

加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激励、科技成果转化遵循市

场定价等 [3]，科研人员受到极大鼓舞。

2.5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对于知识产权的维

护，一方面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加强市场监管，另一

方面是提高团队及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只有

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才能更好地激发科研人员

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创制出优良种质材料及

选育出优良品种，优良种质及自交系也能放心地被

他人利用，使其快速被广泛利用，发挥出巨大的经济

价值，进而又能将既得利益回馈给品种权人，促进其

进一步开拓创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玉米育种的发展最关键的是技术的创新、种质

材料的创新，注重自主研发，才能不受制于人。同时，

理论结合实际，追踪市场需求，解决生产问题，推断

发展趋势，明确育种目标。另外，育种团队人员要稳

定，技术有传承，经得起风霜、耐得住寂寞，才能培育

出更优良的玉米品种，更好地为推动玉米育种事业

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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