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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郭建文、苏菊萍担任主编，组织有关专家编写的《山西玉米与小麦良种繁育》一书就要出版了
。
这是山西省种子产业发展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个新成果，对此，我甚感欣慰，表示祝贺。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
其境界西邻黄河，东靠太行山，南倚中条山，北含恒山，可谓山环水绕，轮廓似呈东北向西南的平行
四边形。
山西省全年受辐射总量120～145kJ／cm，日照时数为2200～3000h，年均温为4～14℃，年平均降水
量530mm左右，自然环境条件有利于发展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生产。
　　玉米是山西省农业资源配置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作物；小麦是种植历史悠久，保障本省独特面
食需要的主要粮食作物。
追溯本省玉米和小麦生产的历史，其丰产性、抗逆性和适应性主要依赖于三个生产力，即自然生产力
、品种生产力和栽培技术生产力，其中品种生产力是玉米和小麦生产的核心，自然生产力和栽培技术
生产力的高低都是通过品种生产力而起作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玉米和小麦生产发展史实质就是玉米和小麦品种改良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省玉米和小麦品种普遍更换了6～7次，每次更换都使玉米和小麦产量水平得到较
大幅度提高。
而良种繁育是品种更换的基础，每次品种更换同样促进良种繁育技术得到一次进步。
　　这里说的良种繁育的良种，包括三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指优良品种，是与遗传特性有关的性状，要求品种综合性好，符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其次是指
优质种子，是与田间播种出苗有关的性状，要求种子具有较高的品种品质和播种品质，纯度高、健壮
、饱满；再次是指与之配套的栽培技术，良种良法相配套，良种的生产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良种繁育就是要在保持原有品种优良性基础上，生产出质量好、纯度高的优良种子；良种繁育是
良种工作的继续，是种子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良种繁育手段，育成的新品种就不可
能在生产上迅速地大面积推广，其增产增收作用也就得不到充分发挥；没有良种繁育，在农业生产上
已经推广的优良品种就会很快发生混杂退化现象，造成品种寿命缩短，良种变劣，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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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玉米与小麦良种繁育》良种繁育就是要在保持原有品种优良性基础上，生产出质量好、纯
度高的优良种子；良种繁育是良种工作的继续，是种子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良种繁
育手段，育成的新品种就不可能在生产上迅速地大面积推广，其增产增收作用也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没有良种繁育，在农业生产上已经推广的优良品种就会很快发生混杂退化现象，造成品种寿命缩短，
良种变劣，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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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建文，汉族，1968年11月生，山西省高平市人。
1991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中共党员，农学硕士，研究员。
　　自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农业计划、农业科技工作。
科研成果有：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8项；主持育成红小豆等4个农作物新品种：主持制定省级地方
标准21个；撰写论文70余篇，著作5部。
　　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第九届青联委员；荣获山西省第七届青年科技奖，山西省青年
管理专家；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
　　苏菊萍，汉族，1965年2月生，山西省沁县人。
1984年7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系，2003年12月获山西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中共党员。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和检测、良种选育和推广等工作。
先后主持参与了种子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17项，14项获省部级奖励，其中一等奖8项，二等奖6项。
公开出版农业科技著作18部，担任主编5部，副主编4部。
在国家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主持并组织制修订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46个。
选育和引进杂粮作物苗头品种25个，已审定通过4个。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量认证／审查认可评审员、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员：全
国农作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种子分级技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种
子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山西省农业仪器招标专家库成员。
曾获&ldquo;全国种子检验先进工作者&rdquo;、&ldquo;山西省三八红旗手&rdquo;、&ldquo;山西省社
会主义劳动竞赛个人一等功&rdquo;、&ldquo;山西省第五届青年科技奖&rdquo;、&ldquo;山西省青年推
广革新专家&rdquo;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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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相对湿度低于80％的地区以穗藏为宜。
空气相对湿度低于70％，穗轴比籽粒含水少，籽粒水分被穗轴吸收，可使籽粒含水量降到安全水分以
下；空气相对湿度高于80％，穗轴比籽粒含水多，向籽粒转送，不利安全贮藏。
　　1.贮藏特点采用果穗贮藏法多数是贮藏少量玉米种子，如贮藏数量很大，最好采用籽粒贮藏法。
这种贮藏方式占仓容量大，不便运输，通常用以干燥或短暂贮存为主。
制种农户的种于贮藏和科研单位育种材料的贮藏采用此方法的较多。
　　（1）经济有效采用果穗贮藏法是一种既经济，效果又好的贮藏方法。
因玉米种子容易遭受虫蛀或霉菌侵害，而胚乳靠顶部的一端是较坚硬的不易透水的角质层，对胚乳有
着一定的保护作用。
玉米种子着生在穗轴上，排列相当紧密，种胚陷在穗轴里，胚乳向外，仅是角质部分裸露在外，既坚
硬又光滑，不易吸湿，减免虫、霉发生危害，对胚起到保护作用。
　　（2）促进后熟新收获的玉米果穗，穗轴内的营养物质可继续向籽粒供应，促使籽粒充分后熟和
饱满。
　　（3）保持籽粒干燥贮藏期间，由于穗轴孔隙慢大，穗与穗间孔隙度大，堆内湿气较易散发，便
于空气流通和水分散失，并且穗轴吸湿性弱，因此可较好地保持籽粒干燥。
　　2.贮藏方法　　（1）初步干燥、降低水分果穗贮藏前，要经过7～10d晾晒处理，结合站秆扒皮、
高茬晾晒效果更好。
经初步干燥后，使籽粒和穗轴含水量低于17％。
　　（2）选择健壮果穗贮藏贮藏前要认真挑选健壮、后熟好的果穗贮藏，将未完全成熟、含水量太
高、受湿、病、鼠侵害和霉变果穗弃用，以提高贮藏质量。
　　（3）选择适宜贮藏方式果穗贮藏有挂贮和仓贮两种。
　　①挂贮挂贮是将有苞叶的果穗，相互连接编成辫，或用细绳将无苞叶的果穗，逐个联结在一起，
挂在通风避雨防晒的地方。
　　②仓贮仓贮是选择通风、向阳的场地，用不易吸水的材料搭建一个长立方形的仓。
一般离地面至少30em以上，宽不超过80era，高和长不限。
可以利用&ldquo;风干栏&rdquo;，也是个很好果穗贮仓。
雨雪天气覆盖防雨设备，晴天取下。
　　如贮藏种子数量较大，可在露天地用高粱秆编成圆形通风仓，将剥掉叶的玉米穗堆在里面越冬，
翌年再脱粒人仓。
果穗堆内空隙大，便于空气流通，堆内热量、水分较易散发，贮藏效果较好，此法在中国北方采用较
多。
　　在北方冬、春干旱少雨雪的气候条件下，由于挂贮或仓贮中的果穗空隙大，通风好，穗轴和籽粒
水分降到17％以下，一般不需倒仓。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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