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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玉米新品种洛玉 2456 选育的种质资源创新思考 
宁龙龙　雷晓兵　李小东　梁晓伟　赵保献

（河南省洛阳市农林科学院，洛阳 471023）

摘要：洛玉 2456 是洛阳市农林科学院以 L2456M 为母本、Z2456F 为父本选育而成的普通型玉米新品种，具有高产稳产、

抗多种病害、丰产性好、籽粒脱水速率高等特点。该品种于 2023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玉

20230037，适宜在河南省各地夏播区种植。介绍了玉米新品种洛玉 2456 的选育过程，并对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思考，以期为未

来的玉米育种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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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Based on  

Breeding of a New Corn Variety Luoyu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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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Luoyang 471023，Henan）

玉米是稳定我国粮食面积和产量的重要作物，

同时也是重要的饲料和工业原料 [1]。在耕地有限，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优良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和

推广是玉米产量保持增长的重要途径，而玉米新品

种的选育关键在于优良自交系的选育 [2]。在很长

一段时间，中国玉米杂交种亲本集中于 Lancaster、

Reid、旅大红骨和唐四平头四大类群，导致种质资

源同质化严重，21 世纪随着美国先锋公司进入中

国市场，给我国育种者利用外国种质资源提供了

便利条件。在中国占据一定市场的先锋系列玉米

品种具有配合力高、抗病性强、籽粒脱水快等特

点，将这些主推品种的亲本材料与国内资源杂交

可快速选育出适合本地气候条件的新优良玉米杂 
交种 [3]。

洛玉 2456 是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针对黄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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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积水导致的渍害，同时保障干旱条件下的灌溉 
需求。

4.7　适时收割与储存　小麦进入蜡熟末期至完熟

初期时收割。如遇连续降雨天气，应及时采取措施

进行抢收，以减少因穗发芽或籽粒霉变造成的损失。

收获后的小麦应迅速进行干燥处理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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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以高产、稳产为目标，利用国

外优异种质资源，以整合优势性状、挖掘增产潜力

为思路选育而成的玉米新品种。该品种于 2023 年

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豫审玉

20230037）。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L2456M　母本 L2456M 是从 2012 年开

始以外引系 PH6WC 与属于 Reid 类群的 L15-4 杂

交后的 F1 为基础材料，采用系谱法，以高产、高配合

力、高抗病为目标选择优良单株，经连续 8 代自交，

于 2016 年选育而成的优良自交系。该自交系株高

150cm，叶片与主茎夹角小，新鲜花药浅紫色，花丝

红色，柱形穗，穗行数 14~16 行，籽粒半硬粒、黄色，

穗轴白色。

1.2　父本 Z2456F　父本 Z2456F 是采用系谱法在

2012 年以外引系 PH4CV 与属于黄改类群的自选系

Z09-3 杂交后的 F1 为基础材料，经连续 7 代自交选

优并结合配合力测定结果，于 2016 年选育而成的自

交系。该自交系株高 172cm，株型半紧凑，新鲜花药

黄色，花丝浅红色，柱形穗，穗行数 12~14 行，籽粒黄

色、半马齿型，穗轴红色。

1.3　选育过程　2017 年冬季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玉

米育种团队在海南以母本 L2456M 与父本 Z2456F
杂交组配新组合；2018 年以该组合参加本单位夏

玉米组合鉴定试验，表现优异，定名为洛玉 2456；
2019-2020 年参加河南省多点品种比较试验；2021-

2022 年参加河南省科企共赢联合体玉米区域试验，

2022 年同时参加生产试验，均表现优异，达到审定

标准；2023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豫审玉 20230037。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洛玉 2456 在河南夏播生育期

100.6~102.4d，幼苗叶鞘紫色，成株叶片数 19~20
片，株 型 半 紧 凑，株 高 277.3~296.2cm，穗 位 高

90.9~107.2cm；雄穗分枝数少到中，花药绿色，花丝紫

色，苞叶长度中到长；果穗筒形，穗长 18.5~18.7cm，

穗粗 4.8~4.9cm，秃尖长 1.3~1.5cm，穗行数 15.0~15.6
行，行粒数 32.6~34.2 粒，籽粒黄色、半马齿型，出

籽 率 82.5%~84.1%，千 粒 重 328.7~366.0g；穗 轴 红

色，结实性较好。田间倒伏率 0.6%~2.1%，倒折率

0.3%~1.0%，空秆率 1.3%~1.8%，双穗率 0.4%~0.5%。

2.2　品质性状　经品质分析报告显示：2021 年洛

玉 2456 粗蛋白质含量 10.1%，粗脂肪含量 3.6%，粗

淀粉含量 76.48%，赖氨酸含量 0.30%，容重 758g/L；
2022 年粗蛋白质含量 11.0%，粗脂肪含量 3.6%，粗

淀粉含量 74.47%，赖氨酸含量 0.33%，容重 766g/L。
2.3　综合抗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黄淮海地区极

端气候频发，导致玉米穗粒腐病、锈病大面积发生，

而选育抗病品种是应对这些影响因素最经济有效的

方法，提高抗病能力成为玉米育种必须关注的重点。

经连续 2 年人工接种鉴定，洛玉 2456 抗多种病害

（表 1），通过田间观察，该品种无明显病虫害为害症

状，大田综合抗性表现良好。

3　产量表现 
2021-2022 年参加河南省科企共赢联合体玉

米区域试验，2021 年洛玉 2456 每 667m2 平均产量

为 550.1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12.7%，居该组试

验品种第 3 位，13 个点增产，1 个点减产，增产点率

92.9%；2022 年平均产量为 617.4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9.0%，14 个点全部增产，增产点率 100%；2 年

平均产量为 583.7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10.7%，

27 个点增产，1 个点减产，增产点率为 96.4%。

2022 年参加河南省科企共赢联合体玉米生产

试验，洛玉 2456 每 667m2 平均产量 632.6kg，比对

照郑单 958 增产 8.6%，居该组参试品种第 1 位，

13 个试点合并汇总，12 个点增产，增产点率 92.3% 
（表 2）。

4　高产栽培技术 
4.1　适宜种植区域　洛玉 2456 适宜种植区域为河

南省全省。该品种丰产性好、田间综合抗病性强、籽

粒脱水速率快。对于不同种植区域，可根据当地的

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和降雨量进行适当调整，以充分

表 1　洛玉 2456 抗病性鉴定结果

年份 试验名称 小斑病 弯孢叶斑病 南方锈病 瘤黑粉病 穗腐病 茎腐病

2021 区域试验 中抗 感 中抗 感 抗 高抗

2022 区域试验 中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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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品种的产量潜力。

4.2　播种　黄淮海地区的种植模式为小麦—玉米

轮作 [4]，玉米一般在小麦收获后贴茬播种，夏播在 6
月中旬前及时抢墒完成。播种时根据田间病虫害情

况合理选用种子包衣剂，以提高出苗率。洛玉 2456
种植密度以 67500 株 /hm2 左右为宜，最佳栽培方式

为宽窄行种植或等行距种植，在 3 叶 1 心期匀苗、定

苗，最好是单株留苗，以提高壮苗率。

4.3　水肥管理　播种前对土地进行旋耕，确保土壤

疏松、土地平整 [5]。玉米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供应，

播种后及时浇“蒙头水”，以保证一播全苗；在拔节

期、大喇叭口期和散粉吐丝期，如遇干旱需及时灌

溉，防止出现结实不良现象。同时要防止涝害，以免

引起茎腐病、穗粒腐病等病害的发生，促进根系健康

生长。

针对玉米不同生育时期的养分吸收规律保证

充足的肥料供应，注意 N、P、K 的配合施用。一般情

况下每 hm2 玉米田施用有机肥 15.0~22.5t 和复合肥

（15-15-15）375kg 作底肥，拔节期中耕除草后追施

尿素 225kg，散粉期追施尿素 150kg。采用播后苗前

除草或进行苗后化学除草。重点注意瘤黑粉病和弯

孢叶斑病的防治。

4.4　适时收获　玉米生理成熟后干物质充分向籽

粒转移，此时收获能增加产量、改善品质。生理成熟

是指玉米籽粒乳线消失，基部黑粉层出现，植株绿色

叶片数少于 5 片。收获前去除霉穗、虫穗。机器收

获时要合理设置收割高度和收割路线，以降低种子

损伤率。收获后及时晾晒，待含水量低于 14% 时进

行安全储藏。

5　制种关键技术要点
选地　选择地势平坦、高肥力、排灌方便的地

块，并保持 500m 的空间隔离或 30d 以上的时间间

隔进行播种。播种　父母本行比以 1∶5 为宜，父本

需分两期播种，第 1 期 1/2 父本与母本错期 3d 播种，

余下 1/2 父本与母本错期 5d 播种。母本适宜繁殖

密度为 82500 株 /hm2，父本适宜繁殖密度为 90000
株 /hm2。田间管理　在苗期、喇叭口期、抽雄期对

田间杂株进行彻底清除，绝不可漏除。杂交制种时，

当母本雄穗刚露出旗叶、尚未散粉前要及时严格去

雄，以免母本散粉自交而影响种子纯度。

6　种质资源创新的思考
6.1　加强顶层设计　新品种的培育以及种子的繁

殖生产是高度本土化的产业，受制于该地区光、温、

水、肥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育种家

要明确选育品种的推广种植区域，根据目标区域的

生态条件和耕作模式，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

针对性、有预见性地组配试验材料 [6]。黄淮海夏玉

米区播种面积约占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 1/3，近年

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在该地区玉米生长期间常出

现前涝后旱、雨热同季、高温热害，伴随着风雨灾害，

导致倒伏倒折大面积发生，对黄淮海地区的玉米品

种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8]。同时，为控制劳动力

成本，市场对于玉米全生育期机械化水平的要求逐

步提高，因此育种者需要与时俱进地对种质进行改

良，以选育出符合生产需求的品种。

6.2　创新种质资源　研究表明，未来粮食增产潜

力 70% 依靠新品种的不断更新，种质资源的研究利

用情况决定了品种的更新换代速度，因此丰富种质

资源是育种家的首要任务。通过外引种质资源可

以很大程度上丰富本土遗传资源。美国利用阿根

廷的 Maiz Amargo（苦玉米）种质改良了 BSSS 类

群（母本群）的抗倒伏和抗病虫害能力，利用 Iodent
种质改良了 NSSS 类群（父本群）的籽粒灌浆和脱

水速率 [9]。我国育种者先后引入 Mo17、B73、78599
等自交系，育成了 5003、掖 478、郑 58、P138 等骨干

系 [10]。洛玉 2456 的父母本自交系就是在这样的背

表 2　洛玉 2456 参加河南省科企共赢联合体玉米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名称 年份
平均产量（kg/667m2）

增产率（%） 增产点率（%） 位次
洛玉 2456 郑单 958（CK）

区域试验 2021 550.1 488.2 12.7 92.9 3

区域试验 2022 617.4 566.2 9.0 100 1

区域试验 2 年平均 583.7 527.2 10.7 96.4 -

生产试验 2022 632.6 582.6 8.6 9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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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选育出来的。其母本 L2456M 由同属于 Reid
类群的 L15-4 与 PH6WC 组成的选系群体育成，改

良了 PH6WC 的抗病性和抗倒性，具有抗病抗倒性

好、产量高等优点；父本 Z2456F 由本土优良自交系

Z09-3 与 PH4CV 组成的选系群体育成，具有适应

性广、配合力强、籽粒脱水快等优点。单交种洛玉

2456 遗传基础广泛、杂种优势强，表现出良好的丰

产稳产性。

6.3　创新利用杂种优势模式　玉米杂交种的选育

随着杂种优势模式的更新而变化 [11]。我国传统的

杂种优势模式主要是 X 系 × 黄旅系、改良 Reid×
黄旅系，相应的传统育种模式强调单株产量，因而

育成的品种往往植株高大、叶片平展、生育期长、籽

粒脱水慢。先玉 335 自 2012 年在生产上应用以来，

以耐密、高产和宜机收的特点迅速占领国内玉米市

场，改变了玉米育种者稀植、大穗、晚熟的育种观念，

使耐密植型玉米品种的选育成为主流。美国玉米最

新杂种优势模式为 BSSS（母本群）×NSSS（父本

群）[12]，洛玉 2456 杂种优势模式为 BSSS×NSSS/
黄改系，属于创新性杂优模式，保留了先锋种质高

产、耐密植、籽粒脱水快的优点，同时也融入了本

土黄改系种质资源的抗病性、耐热害性，为选育

高产、抗逆新品种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和育种 
经验。

6.4　对未来玉米育种的思考　我国是人口大国，吃

饭问题是重大的战略问题。玉米是保持粮食稳产

增产的主力军，在当前城市边界扩张导致的耕地资

源日趋紧张、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和病虫害频

发的背景下，持续提升玉米单产水平对于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品种是玉米高产的基础，选育

耐密植新品种、提高种植密度是提高玉米单产的有

效途径。一方面，随着玉米种植密度的增加，群体

内空气流通速度变慢，叶片接受光照时间减少，光

合产物减少，抗病、抗逆能力降低，更易发生倒伏，

因此要加强紧凑型种质资源的收集和利用，培育耐

密植、高光效的玉米品种 [13]。另一方面，随着大规

模的土地集中和从事农业生产人员数量的减少和

老龄化，必然要求玉米产业发展由传统人工管理收

获模式向全程机械化管理、收获模式转变，这就要

求品种应具有抗倒伏、籽粒灌浆脱水快、宜脱粒等

特点，目前国内的本土种质难以选育出突破籽粒机

收技术瓶颈的品种，而欧美种质具有早熟、耐密、籽

粒灌浆脱水快等优点，可以作为改良我国种质的资 
源 [14-15]。综上，未来玉米育种的方向应为耐密、高产、

宜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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