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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内容既包括国内外经典的作物育种基本原理和方法，也尽量吸收了最新的技术和成就，如
增加了转基因技术与作物育种等有关章节，内容翔实、新颖；并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内容安排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教材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文字也较简练，可作为高等农业院校农
学、遗传育种、植物保护等专业本科生的主要教材，也可供其他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和科技工作者学习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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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作物进化与遗传改良
一、作物品种的概念
二、自然进化与人工进化
三、遗传改良在作物生产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节　作物育种学的发展
一、作物育种学的性质和任务
二、作物育种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三、作物育种学的发展与分子育种的兴起
第三节　作物育种的成就与展望
一、近代育种的成就
二、作物育种工作的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作物的繁殖方式及品种类型
第一节　作物的繁殖方式
一、有性繁殖
二、无性繁殖
第二节　自交和异交的遗传效应
一、自交的遗传效应
二、异交的遗传效应
第三节　作物的品种类型及其特点
一、作物品种的类型
二、各类品种的育种特点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种质资源
第一节　种质资源在育种上的重要性
一、种质资源是现代育种的物质基础
二、稀有特异种质对育种成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新的育种目标能否实现决定于所拥有的种质资源
四、种质资源是生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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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引种计划的制定和引种材料收集  引种的第一步是收集品种材料，引人品种
材料时，首先应从生育期上估计哪些品种类型能适应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要求，而后确定从哪些地区
引种和引入哪些品种。
引人品种材料尽量多一些，每一品种的种子量能满足初步试验需要即可。
 （二）引种材料的检疫 引种往往是传播病、虫、草害的一个主要途径。
棉花的枯、黄萎病，都是随国外的引种而传人的，对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为避免引入新的病、虫、草害，凡引进的植物材料，都要进行严格检疫。
对检疫对象及时用药处理，清除杂草杂物。
引入后要在检疫圃隔离种植，一旦发现新的病、虫、杂草要彻底清除，以防蔓延。
 （三）引种材料的试验鉴定和评价 引进品种能否直接用于生产，必须通过引种试验鉴定。
只有对引入品种进行试验鉴定，了解该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对它们的实用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后，
再决定推广，不可盲目利用，以免造成损失。
例如，山西雁北地区曾盲目利用引入的玉米品种“金皇后”，因不能及时成熟而造成严重减产。
引种一般要进行以下试验： 1.观察试验将引入的少量种子按品种种成单行或双行（小区），以当地推
广的优良品种为对照进行比较，初步观察它们对本地生态条件的适应性、丰产性和抗逆性等，选择表
现好、符合要求的材料留种，供进一步比较试验用。
 2.品种比较试验和区域试验对于在观察试验中获得初步肯定的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和区域试验，
了解它们在不同自然条件、耕作条件下的反应，以确定最优品种及其推广范围，同时加速种子繁殖。
 3.栽培试验对已确定利用的引入品种要进行栽培试验、以摸清品种特性，制订适宜的栽培措施，发挥
引进品种的生产潜力，以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
 六、引种实践 以几种重要作物的引种实践，说明不同地区间引种成功的一些规律。
 （一）水稻引种 水稻起源于南方，要求高温短日条件。
但南方早稻对日照反应迟钝，因此，早稻品种从南方引至北方，因遇长日照和低温，生育期延长，植
株变高，穗增大，粒增多，病虫害减少，配以适宜的栽培措施，可成为晚熟高产品种，引种较易成功
。
如从菲律宾引进的中籼IR24，IR26和IR661等，从广东引进的桂朝2号、特青等，在江苏表现良好。
晚稻品种一般分布在北纬32°以南，对短日照反应敏感，向北引至长日照条件下，往往不能抽穗，即
使能抽穗，后期低温也会影响结实。
如江苏的晚稻品种老来青引至淮北地区则不能抽穗成熟，引种失败。
所以，华南地区的晚稻品种不能引至长江流域种植；长江流域的晚稻品种不能引至北方种植。
由南向北引种时，选择早稻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或对短日照品种反应迟钝的品种比较容易成功。
北方水稻引至南方时，因遇高温和短日照，会使发育加快，抽穗期提早，生育期缩短，使营养积累减
少，导致减产，一般不能进行引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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