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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糯玉米骨干自交系 QN-51 的选育及利用
胡俏强 1，2　潘玖琴 2　钱　俊 1　秦吉洋 3　吉善良 1　赵元凤 3　刘玉金 1　戴惠学 1，2

（1 江苏润扬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仪征 211400；2 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 
3 仪征市作物栽培技术推广站，仪征 211400）

摘要：QN-51 是利用不同生态区域的品种资源构建基础群体，再经过农艺性状选择、抗性鉴定，结合配合力测定，通过多

代自交筛选实现优良性状聚合，从而培育出的优良糯玉米骨干自交系，具有自身制种产量高、品质好、配合力高、综合抗性强等

特点。对 QN-51 的选育过程、主要农艺性状及其改良创新和育种利用情况进行了介绍，旨在为今后优良糯玉米自交系和杂交

种的选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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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Zea mays L. sinensis Kulesh）为玉米属

糯质型玉米亚种，是受隐性基因 wx 控制的玉米突

变类型。糯玉米胚乳所含淀粉几乎全部为支链淀

粉，富含人体必需的赖氨酸及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因其适口性好且具有甜、糯、香的风味和易于消

化吸收的特点倍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其市场需

求越来越大 [1]。优良杂交糯玉米品种的选育必须

以自交系为基础 [2]，正确选择亲本自交系以及组配

出优良组合是糯玉米杂交育种工作成败的关键 [3]。

由此可见，糯玉米育种工作中的核心任务就是优良

自交系的选育，而种质资源的广泛引进研究和改良

创新是糯玉米自交系选育的基础，也是提高糯玉米

杂交种品质、产量和抗性水平的重要环节 [4-5]。目

前对生产上综合表现优良的糯玉米种质进行改良、

创新，拓宽种质基础，仍然是选育优良糯玉米自交

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提高糯玉米育种水平最为

快捷有效的方法。QN-51 是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

所等单位以引进的不同来源糯玉米品种渝糯 930、
苏玉糯 901、苏玉糯 639、玉农晶糯和桂糯 519 为基

础材料选育而成的品质优良、配合力高、抗逆性好

的糯玉米骨干自交系；以其为母本已配制出通过审

定的糯玉米杂交种 3 个、苗头新品系 1 个。本文对

其选育经过、特征特性、种质创新、杂交利用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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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业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PZCZ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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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插植规格为 13.3cm×16.7cm，每穴双苗；父本

双行插植，规格为 20.0cm×33.3cm ；父母本间距

26.7cm 为宜。

5.2　科学喷施“九二〇”　深 08S 稻穗包颈度较轻，

但植株对赤霉素钝感，每hm2施“九二○”500g左右。

母本抽穗 10% 时开始喷施“九二○”，每 hm2 施用量

为 180g，第 2 天喷施 270g，考虑到父母本株高的差

异及父本株型，父本不必单独喷施。加强人工辅助

授粉，在盛花期人工赶粉 3~4 次，连续赶粉 7d 以上。

5.3　严格去杂保纯，及时收获　苗期、抽穗期和黄

熟期等期间均要除杂，尤其是赶粉前要及时去除田

间异杂株。收种时应先割除父本，再采收母本，母本

应单收单晒，以防止机械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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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旨在为选育优良糯自交系和选配杂交种提供 
参考。

1　选育过程
2010 年春季将引进的不同来源和生态区域

的糯玉米品种渝糯 930（国审玉 2012017）、苏玉

糯 901（国 审 玉 2012018）、苏 玉 糯 639（国 审 玉

2010018）、玉农晶糯（赣审玉 2009002）和桂糯 5199
（桂审玉 2008017 号）在南京种植，收集各品种等量

花粉混合均匀后分别进行授粉；同年秋季，在每个

品种混合授粉收到的种子中选择色泽亮丽的白色

籽粒，各种植 20 株后按照春季方法再次混合授粉；

2010 年冬至 2012 年冬分别在江苏南京和海南三亚

分穗行种植，根据植株性状、抗逆性、果穗性状和品

质性状等进行选择后连续自交 7 代；2013 年春育成

并定名为 QN-51。

2　特征特性
QN-51 幼苗叶鞘紫色，叶色浓绿，植株健壮，株

型半紧凑；南京地区出苗至成熟 95d 左右，出苗至

抽雄 55d 左右；株高 163cm，穗位高 58cm，茎基部

粗 2.6cm，总叶片数 18~19 片；果穗外观品质佳，苞

叶紧实、浓绿，圆锥形，穗型粗大，籽粒大且饱满，结

实到顶不秃尖，果穗长 14.8cm，穗粗 3.9cm，穗行数

14~16 行，行粒数 30 粒左右，百粒鲜穗重 32g、干重

22.8g，穗轴白色，籽粒亮白，糯质、硬粒型；抗大、小

斑病及纹枯病等多种病害。

3　种质创新与育种利用
项目组以 QN-51 直接作为母本已育成晶彩

糯、晶彩甜糯、晶白甜糯、晶彩甜糯 2 号等玉米新

品种（系）4 个，利用其衍生系已育成晶彩糯 2 号 
（表 1）。

表 1　QN-51 及其衍生系作母本配制的新品种（系）

品种（系） 品种来源 审定或区试情况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情况

晶彩糯 QN-51×ZN-01 苏审玉 20180006 已授权（CNA20182013.7）

晶彩甜糯 QN-51×F06-1 苏审玉 20190012 已受理（20191001591）

晶白甜糯 QN-51×TN12 苏审玉 20190013 已受理（20191001318）

晶彩甜糯 2 号 QN-51×J59HT-14 江苏省糯玉米区试

晶彩糯 2 号 N15-01×J27-6N 江西省糯玉米区试

3.1　QN-51 种质改良创新　通常情况下，普通玉

米自交系的选育多利用窄基杂交种自交选系 [6]，糯

玉米自交系选育也同样适用。通过 QN-51 与某些

优质、抗逆或高产的种质资源组配形成窄基杂交种，

再以此作为基础材料，选育出的糯玉米自交系在品

质、抗性或产量方面均可得到明显的提升。实践证

明这种选系方法是糯玉米育种快捷有效的方法，能

加快糯玉米新品种的育种进程。

自选系 N15-01 即为 QN-51 与彩甜糯玉米品

种彩甜糯 6 号杂交选系而成。具体选育过程：彩甜

糯 6 号开放授粉后选择白色糯质籽粒与 QN-51 杂

交后结合籽粒性状、植株抗性等筛选，连续自交后育

成的稳定自交系。由其作为母本选育出的糯玉米

新品系晶彩糯 2 号，在品质、产量和抗性方面均表现

突出。

此外，项目组正在利用的 QN-51 改良的其他衍

生系一般表现为株型半紧凑，植株、穗位高适中，抗

倒、抗病性好，果穗大，籽粒糯性好，品质优，一般配

合力高，适宜作母本。

3.2　QN-51 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特征特性　由表

2 可知，以 QN-51 为母本配制的糯（甜糯）玉米新

品种（系）的果穗长 18.1~20.2cm、穗粗 4.6~4.7cm，

穗行数 13.6~14.3 行，是糯玉米品种较为理想的 
果型。

表 2　QN-51 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特征特性

品种
株高

（cm）

穗位高

（cm）

穗长

（cm）

穗粗

（cm）
穗行数

千粒鲜重

（g）

晶彩糯 229 110 18.5 4.6 14.0 321

晶彩甜糯 227 112 18.1 4.7 14.3 313

晶白甜糯 227 104 20.2 4.6 13.6 345

3.3　QN-51 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产量分析　由表

3 可知，晶彩糯、晶彩甜糯、晶白甜糯 3 个新品种较

对照品种苏玉糯 5 号均增产 5% 以上，其中晶白甜

糯 3 年平均产量最高，为 878.7kg/667m2，比 CK 增产

高达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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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QN-51 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产量

品种 年份
产量

（kg/667m2）

苏玉糯 5 号（CK）

产量（kg/667m2）

较 CK±

（%）

晶彩糯 2015 812.0 774.4 4.9

2016 817.8 754.2 8.4

2017 801.6 783.8 2.3

平均 810.5 770.8 5.2

晶彩甜糯 2016 818.7 754.2 8.6

2017 769.9 770.0 -0.01

2018 843.8 791.2 6.6

平均 810.8 771.8 5.1

晶白甜糯 2016 886.5 754.2 17.5

2017 867.1 770.0 12.6

2018 882.4 791.2 11.5

平均 878.7 771.8 13.9

3.4　QN-51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品质及抗性鉴定　

由表 4 可知，3 个新品种综合食用品质和抗性表现

均较好，支链淀粉 / 总淀粉均大于 97%，皮渣率为

10.8%~11.7%，其中晶彩甜糯品质最好，综合评分达

到 88.1 分；田间自然发病调查结果显示，3 个新品种

均中抗大斑病、纹枯病和粗缩病，其中晶彩糯表现为

抗小斑病，其他 2 个品种则感小斑病；经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接种鉴定结果表明，3 个新品种

均感小斑病、高感粗缩病，其中晶彩糯中抗茎腐病、

纹枯病，感大斑病；晶彩甜糯中抗大斑病，抗茎腐病，

感纹枯病；晶白甜糯中抗大斑病、茎腐病，感纹枯病。

4　选育的几点思考
糯玉米自交系 QN-51 遗传基础丰富，具有较强

的一般配合力，优质、抗逆性好，对当地各种玉米主

要病害抗性较好，可广泛用于糯玉米育种研究。

4.1　重视不同类型种质资源的收集利用　位于西

南生态区的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四川是我国糯玉米

的起源中心及地方优质品种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理所当然成为资源收集的重点区域。地处长三角的

苏南地区以及同处东南生态区内的其他地区，是我

国糯玉米品种消费又一集中的区域。我国幅员辽阔，

糯玉米品种类型多样，不同生态类型种质资源的收

集利用，应当引起育种者更高的关注。

表 4　QN-51 作母本配制新品种的品质及抗性鉴定

品种
检测项目

品质综合评分
田间自然发病 接种鉴定

支 / 总（%） 皮渣率（%） 大斑病 小斑病 纹枯病 粗缩病 大斑病 小斑病 茎腐病 纹枯病 粗缩病

晶彩糯 97.4 10.8 86.3 3 5 3 3 S S MR MR HS

晶彩甜糯 98.1 11.7 88.1 3 7 3 3 MR S R S HS

晶白甜糯 98.4 11.5 86.5 3 7 3 3 MR S MR S HS

4.2　加强种质改良创新方法的研究　我国是糯玉

米的起源中心，糯玉米种质资源丰富。目前糯玉米

自交系的选育过程中常规的二环系选系法往往出现

品质或性状不良、配合力不高等问题。今后糯玉米

选系可借鉴 QN-51 选育经验，采用不同生态区的不

同类型种质资源构建基础群体，再经过农艺性状、抗

性选择，结合配合力测定，通过多代选择实现多种质

优良性状聚合，构建目标性状基因库，培育具有多种

优良性状的糯玉米新自交系。同时以骨干自交系为

种质资源，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良和创新，充分挖

掘潜能，能丰富和拓宽糯玉米种质基础，促进其在生

产上的进一步应用，对加快培育优良的糯玉米杂交

种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4.3　分子育种技术在糯玉米种质资源利用方面的研

究　利用分子育种技术，创建和改良鲜食玉米核心种

质，选育优质、高产、抗逆和资源高效利用的甜糯玉米

自交系是当前鲜食玉米育种的迫切需求。发掘和精

细定位抗病、品质等重要性状基因，获得紧密连锁的

分子标记，采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分析育种群

体，对目标基因实施定向选择和累加，开展抗病、优质

基因的聚合育种技术研究，建立糯玉米分子育种技术

体系，实现鲜食玉米育种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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