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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形地势复杂，高差悬殊，多数资源水平、

垂直差异变化明显。攀西山地玉米区也是中国的

玉米主要产区之一，本区近90%的土地分布在丘陵

山区和高原，而河谷平原和山间平地仅占5%。多

数土地分布在海拔600~5000m范围内，种植业垂直

分布特征十分明显。本区属温带和亚热带湿润、半

湿润气候带，干湿季节明显，温光水资源丰富。本

区无霜期较长，一般在240~330天，玉米有效生长期

150~180天，全年降雨量800~1200mm，多集中在4~

10月，适合玉米栽培。

玉米在攀西高山区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以凉山州为例，高山农业区域包括全州17个县（市）

的中、高山区域，海拔一般均在2000m以上，其玉米

生产在全州、全省占有重要地位。2004年玉米种植

面积 6.61 万公顷，总产 34 万吨，面积占全州的

66.6%，总产占全州的64.9%，是高山地区的主要高

产粮食作物。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

改变，人们对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的追求日渐旺

盛，高山地区农业资源的优势日益凸显，玉米作为

粮食、鲜食果蔬、饲料和生物燃料的重要性愈为突

出。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高山地区的农业资源优

势，促使玉米生产在攀西高山特色的绿色农业产业

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以加快高山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但是，目前在攀西地区玉米育种工作中还存在

诸多问题。一是本地品种比重太小，种质资源遗传

基础狭窄；二是河谷地带品种相对较多（有130余个

品种）而高山地区品种匮乏（仅有几个品种）；三是

玉米制种和市场推广存在粗放管理和针对性差的

问题等。总体而言，现在攀西山区特别是高山区的

玉米育种工作还不能适应该地区玉米生产迅速发

展的需要。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攀西高山区玉米

育种的策略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以供参考。

1 攀西高山区玉米育种的技术策略
1.1 加强种质资源研究，搜集、整理、利用本地玉米

种质资源

玉米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要内容是遗传分类。

今后玉米育种的发展方向就是加强种质资源研究，

而且下个世纪育种的突破将取决于种质资源研究

的规模与深度。在育种的产业化过程中，有一个重

大技术障碍，是公司很难解决的，即种质资源。这

一矛盾的解决，需要通过项目推动改革，分流人才，

改革体制，促进育种产业化，建立区域性的玉米改

良中心，为本地区提供种质资源、育种方法、信息和

培训服务，为产业化育种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

面，要以项目带动改革。就育种研究来说，要把小

作坊式的个人化育种逐步改变为流水线式的集体

操作，这才能提高产业化育种的效率。要做到这一

步，一靠政策引导与扶持，二靠商品化，通过育繁加

销一体化，把育种研究融入种子产业，实现政府行

为向公司行为的转变，从而建立政府与公司两套不

同的研究体系，促进育种研究和种质改良研究健康

发展。

1.2 加强玉米种质的适应性研究，走“生态育种”的

道路

攀西高山区的降水量虽然丰富，但季节分布不

均，而且玉米绝大多数分布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坡

地，干旱是攀西高山区玉米生产的第一限制因素。

与小麦等作物相比，玉米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的需水

量较大，耐旱性较差。另外，攀西高山区部分玉米

产区海拔在2000m以上，有效积温不足是限制玉米

生育和产量提高的另一主要因子，目前，在攀西山

区推广的玉米品种多达 130 余个，但能在海拔

2200m以上地区种植的品种仅有凉单4号、中单2号

等个别品种。因此，必须针对不同的生态区选育具

有不同适应性的杂交种，要根据自交系的特点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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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组配选育，同时将组配的杂交组合放在目标生

态环境下进行筛选，以选择有效的目标组合。我们

可以利用不同品种之间耐旱性和耐寒性的差异，通

过种质资源的鉴定筛选、遗传机理研究、分子标记

辅助筛选和转基因等方法，改良提高玉米品种本身

的耐旱性和耐寒性，以此有效途径来加强对攀西地

区玉米种质的适应性研究。

1.3 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加强特用玉米育种研究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玉米加工业

的发展，对玉米品种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玉米品质育种的地位应有所加强。利用玉米的

遗传变异，通过育种的方法可以将传统的玉米改变

为特殊的工业原料、食品、蔬菜等。这些研究包括

以提高玉米籽粒含油量为目的高油玉米育种；以提

高玉米籽粒支链淀粉或直链淀粉含量为目的的玉

米淀粉品质育种；以提高玉米乳熟期籽粒糖份含量

的甜玉米育种，以及爆裂玉米育种、优质蛋白玉米

育种等等。较高的附加值是上述特用玉米品种的

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就种植面积和生产数量而言，

特用玉米仍然属于小宗的产品，而普通玉米仍将占

有较大的市场分额。

1.4 资源高效利用与环保型玉米育种的研究

根据我国玉米带地区历年气象资料和玉米产

量的相关分析，干旱是导致我国玉米产量波动的主

要原因，同时，受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水资源短缺

矛盾将愈来愈突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合理的

耕作和大量使用化肥，我国土壤生态环境有进一步

恶化的趋势。攀西高山区也是如此。因此，在21世

纪，玉米耐旱性、耐碱性、耐酸性和肥料高效利用应

当作为重要的育种目标，通过培育资源高效利用与

环保型玉米新品种达到节省资源，保护环境和持续

发展的目的。

1.5 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加速育种进

程

近十年来，生物技术在各类作物育种中的广泛

应用对作物育种学已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本世纪，已经逐步建立了与常规玉米育种紧密结

合的玉米分子育种体系，玉米重要性状基因的分子

标记及其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体系的研究；玉米抗虫

性、抗除草剂性、抗病性的基因工程；玉米杂种优势

的生物学基础等均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目前，在

西昌学院已经建成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为攀西地

区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玉米育种工作奠定了

基础。

2 攀西高山区玉米育种的市场策略

2.1 强化规范制种，提高制种效益

2.1.1 制种产量 由于市场竞争的缘故，玉米品种与

品种之间的种子价格差额日趋缩小，所以每一品种

只有在制种农户和种子企业同时获利的前提下才

有市场前景。因此，在玉米育种的过程中，一定要

采取技术措施保证一定的制种产量。

2.1.2 制种操作 目前，玉米制种多为公司委托农户

分散制种，很难保证技术措施规范实施，所以育种

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缩短播种时双亲的错期

间隔时间。

2.1.3 双亲种质资源比例 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制种过程中父母本生长发育进程快慢不一，很难

掌握适宜的制种花期调节方案。所以在导入热带

资源时父母本比例最好不要相差太大，原产地最好

不要差距太远。

2.1.4 亲本抗性 在实际制种操作中，由于亲本抗病

性差，抗逆性弱，一方面增加了制种农户的费用和

劳动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产量。所以育种时在考

虑杂交后代推广区域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到制种

生产的区域，使亲本的抗性范围广一些。

2.1.5 母本灌浆、脱水 重大灾害性气候的出现往往

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在育种过程中要有意识的注意

自交系生育后期的灌浆和脱水情况，尽可能的提高

自交系的灌浆和脱水速度。

2.1.6 母本自身的花期 玉米杂交种子纯度受隔离

区、父母本杂株率、母本去雄等情况的影响，其中杂

交制种只要隔离区达到300米、远离蜂场一般是比

较安全的，父母本杂株率也相对好控制。去雄时若

有不及时，很容易出现母本自交的现象，在实际操

作中母本花期自身协调的自交系纯度较难保证，尤

其是自身花期协调且抽雄期雄穗被顶叶包被形成

牛尾状，弯向一边的亲本难度就更大，所以在选育

品种时，母本最好采用自身花期不调的材料。

2.2 新品种推广要有市场冲击力

2.2.1 品种特征与优势 新品种和别的品种相比没

有明显的特征，没有大的区别，甚至是以前或现在

推广品种的仿制品，就不会有明显的优势。因此，

在选育品种时要有针对性的使优点突出、特征外

现。

2.2.2 品种表现 新品种首先要植株外观、花丝颜

色、穗型、粒型表现一致，株高、穗位整齐度要高，参

加区域试验的新品种要自交系纯度高、授粉过程要

严格控制、提供试验的种子质量要高。

2.2.3 推广区域 从农民的角度看，多年来形成的种

植模式和栽培制度很难改变，另外，农民对玉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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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的喜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式。从安宁河

河谷地带来说，需要生育期短，灌浆速度快的品种，

以避开雨季到来后的淹渍灾害或适应茬口的需

要。从二半山或高山地区来说，需要耐旱或耐寒的

品种，以适应水分不足或积温不足的需要。

2.2.4 综合抗性 玉米品种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

较贫困的山区，土地贫瘠，有机质含量、化肥投入量

少，所以要求品种高产耐瘠薄。在一些玉米种植区

常出现春旱、夏涝、秋旱等现象，使玉米产量下降，

所以要求品种高产耐旱、耐涝。所以，品种只有综

合抗性高、抗逆性强，农民才不至于增加成本，种植

玉米才有效益。

3 结语
攀西高山区地域广袤，其大部分区域适宜发展

玉米生产，但目前的引进品种适宜高山生态环境者

寡。另外，可供玉米育种利用的基因资源比其它作

物更为缺乏，仅靠自然进化和传统人工选择难以满

足本地区经济发展对玉米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

选择正确的策略，开展攀西高山区玉米育种工作显

得非常重要。因此，首先必须加强对地方玉米种质

资源的收集整理与利用，须将传统遗传育种研究与

现代生物技术结合，从分子水平上认识玉米遗传变

异机理，在充分发掘玉米基因库现有遗传资源的同

时，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打破生殖隔离，转化利用其

它物种的有益基因，创造更为丰富的遗传变异，培

育性状更加全面、生产性能更好的玉米新品种。其

次，要研究提高制种产量、保证制种品质。第三，在

研究新品种的生物学品质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新

品种的“市场品质”，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顺利转化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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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Analysis of Corn Breeding in Panxi Mountainou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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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n is one of three kinds of staple food crops in Panxi mountainous area and the status of cor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grain production in Panxi mountainous area. Therefore，the research work of
corn breeding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breeding strategy from technology and market of
corn breeding in Panxi mountainou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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