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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重庆项目组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在重庆市石柱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

县、奉节县、武隆县、秀山县、云阳县、潼南区、合川区、江津区和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这 １２ 个重点区县 ７５ 个乡镇的 １８１ 个村开

展了农作物资源的系统调查与收集，并向重庆市其他区县以普查的形式进行了优异资源的征集，通过这两种方式共收集到资

源 １３７９ 份，其中玉米地方品种 １２２ 份。 本文对收集到的重庆玉米地方品种资源的分布区域、特点和特异资源进行了整理和分

析。 从玉米资源的水平分布来看，收集的资源多分布于重庆的东北、南部和武陵山地区，中西部地区资源分布较少；从玉米资

源的垂直分布来看，收集的资源多分布于 ８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的中山和 １２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的高山地区。 收集的玉米资源籽粒多为硬粒

型，籽粒颜色多为白色。 收集的特异玉米地方品种中，大籽黄高抗穗粒腐病；野鸡爪根系发达，具有极强的耐瘠性；铁籽白、青
壳早、金黄早食用品质良好，具有良好的淀粉加工特性。 这些资源对现代玉米品种在品质、抗逆性、适应性和营养高效利用等

性状方面的改良具有较强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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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玉米育种的基础，玉米种质资源的

搜集与鉴定是挖掘优异种质资源的有效途径，对玉

米品种改良起重要作用。 地方品种是种质资源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源包含了大量的优异基因，对
于当地的环境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１］。 塘四平

头、旅大红骨、获嘉白马牙、英粒子、金皇后等玉米地

方品种在我国玉米品种选育上的应用已经证明了地

方品种资源对我国玉米育种和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２］。 通过对来自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的不同

区域的玉米地方品种资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

西南地区的玉米地方品种资源种类最多，多样性水

平最高［３⁃４］。 四川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和

长江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等多家单位进一

步针对自己收集的西南玉米地方种质进行研究，研
究均表明西南地区玉米地方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性

水平高［５⁃７］。 因此，加强对西南地区玉米种质资源

的收集对我国玉米地方品种的挖掘和应用显得尤为

重要。
重庆地处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东临湖北省和

湖南省，西依四川省，南接贵州省，东北部与陕西省

相连，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北面有大巴山、巫山，
东面有武陵山，南边有大娄山，最高处的大巴山川鄂

岭海拔 ２７９６ ８ ｍ。 重庆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其
气候具有以下 ４ 个特点：（１）地形地貌复杂，立体气

候明显，垂直差异大；（２）坡耕地比重大，土壤瘠薄，
营养元素缺乏；（３）日照时间短少，昼夜温差小，光
能资源不充分；（４）雨水多，湿度大，热量充足，季节

性干旱频繁［８］。 同时重庆还居住着土家族、藏族、
彝族、仡佬族等 ５０ 余个少数民族［９］。 多样的立体气

候和多民族的不同生产方式，使得重庆地区具有较

强的生物多样性，为古老珍稀资源的保存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１０］。
为了保护利用这些珍稀的资源，“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正

式启动，重庆市被列为第一批开展。 通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对重庆地方资源的普查征集与系统调查收

集，本次行动共收集到资源 １３７９ 份，其中玉米地方

品种 １２２ 份。 本文拟对收集到的重庆玉米地方品种

资源的分布区域、特点和特异资源进行整理和分析，
为玉米的品种改良和精准鉴定等提供科学依据。

１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项目的组织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重庆项目组由重庆市农委种子管理站和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的相关人员组成。 重庆市农委种子管理

站和各区县的农委种子管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古老、珍稀、特有、名优的作物地

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的征集，征集到的

资源统一交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相对应的专业研究

所进行保存繁殖鉴定。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成立调查

队负责重庆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和抢救性

收集。
１ ２　 调查队的组建　

重庆市系统调查队分为 ３ 组，每组由 ６ ～ ７ 人组

成，人员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

物和牧草等。 调查前组织专项培训，并针对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一些薄弱的专业学科增派了麻类、烟草、
桃树、荞麦等作物的相关专家加入了重庆市系统调

查队。
１ ３　 调查的方法　

重庆市系统调查是从 ３８ 个区县中根据地理位

置和资源分布的密集程度选择了石柱县、巫山县、巫
溪县、潼南区、城口县、奉节县、武隆县、秀山县、云阳

县、合川区、江津区和万盛经开区这 １２ 个区县，系统

调查队对这 １２ 个区县进行了系统调查与收集。 调

查时，每个区县选择至少 ３ 个代表性的乡镇，每个乡

镇选择至少 ３ 个代表性的村，每个村选择至少 ３ 个

代表性的社和一定数量的农户。 重点调查的乡镇选

择的农户多自给自足、交通不便、地形复杂、风土人

情独特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调查的 ３ 个乡镇

之间气候条件、海拔高度和生活习惯有所不同。
具体调查的地点和时间见表 １。

调查采用访问和座谈相集合的形式，首先调查

队集中到一个区县农委进行座谈，与农委常年负责

农业工作的一线工作者（包括退休的老专家）进行

交流，了解当地的资源分布情况和是否存在名特优

的资源，然后有目的性地进行收集，接着调查队到达

乡镇后分为 ３ 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 １ 个村的调查，
每个小组除专业技术人员外还由 ２ 个分别来自区县

４０２



　 ２ 期 董　 昕等：重庆地区玉米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

和乡镇的农业技术人员加入，到村后由村里的向导

引路，走访有代表性的农户，并与农户进行访谈，收
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并了解这些资源的种植历史和现

状以及农户对这些资源的认知。

表 １　 重庆市系统调查的地点和调查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调查地点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ｅ
调查地点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ｅ

潼南区龙形镇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１８ 日 江津区西湖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潼南区米心镇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江津区蔡家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

潼南区五桂镇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江津区柏林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

城口县鸡鸣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江津区四面山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４⁃５ 日

城口县岚天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９ 日 江津区四屏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

城口县高楠镇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１０ 日 江津区珞璜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城口县周溪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１０ 日 江津区永兴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城口县龙田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江津区杜市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巫溪县天星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合川区涞滩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巫溪县兰英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合川区双槐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巫溪县蒲莲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 合川区香龙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巫溪县长桂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 合川区三汇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巫溪县中岗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 合川区燕窝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巫溪县城厢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合川区肖家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巫山县建坪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合川区龙凤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巫山县曲尺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合川区隆兴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巫山县官渡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巫山县当阳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２ 日 万盛经开区关坝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巫山县邓家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２ 日 万盛经开区青年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巫山县骡坪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万盛经开区石林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巫山县竹贤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万盛经开区金桥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巫山县红椿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３ 日 云阳县农坝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９ 月 ２６ 日

巫山县庙宇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云阳县桑坪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９ 月 ２８ 日

巫山县巫峡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云阳县清水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

奉节县兴隆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 云阳县上坝乡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奉节县长安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 秀山县峨溶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奉节县云雾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７ 日 秀山县龙池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奉节县太和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秀山县清溪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奉节县龙桥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秀山县梅江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奉节县吐祥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秀山县膏田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石柱县河嘴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秀山县隘口镇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石柱县枫木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武隆县火炉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石柱县六塘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武隆县浩口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石柱县南滨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武隆县铁矿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石柱县鱼池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５ 日 武隆县大洞河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石柱县龙潭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５ 日 武隆县黄莺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石柱县三河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武隆县羊角镇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江津区贾嗣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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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调查的内容和路线

严格按照“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技术规范中关于系统调查的程序开展调

查，规范填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调查表，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样品编号、
采集地点与时间、采集者与提供者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样品类型、品种类别、品种来源、种植面积、采集

地点的经纬度和海拔、品种的具体表现与突出特点、
品种在当地的播种收获时间、样品的田间照片等。
本次调查开始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结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调查路线为潼南 － 城口 － 巫溪 － 巫山 －
奉节 －石柱，２０１６ 年调查路线为江津 － 合川 － 万盛

经开区 －云阳 －秀山 －武隆。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重庆市系统调查队通过对 １２ 个

重点区县 ７５ 个乡镇的 １８１ 个村开展系统调查与抢救

性工作，共收集到重庆市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

种 ７７２ 份，同时对重庆市所有区县征集获得资源 ６０７
份，共得到资源 １３７９ 份。 其中粮油作物 １０３４ 份，三
大主粮作物中水稻 ９４ 份，小麦 １２ 份，玉米 １２２ 份，玉
米居三大主粮作物资源的首位，占粮油作物的

１１ ８％，本文重点介绍玉米地方品种资源的收集调查

情况。 通过查阅并比对中国作物种质信息网关于国

家资源库中玉米资源的信息，发现在 １２２ 份收集的玉

米地方品种中，初步判断有 ８１ 份为首次收集（表 ２）。

表 ２　 收集玉米资源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ｉｚ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Ｃｏｄｅ

采集编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地方种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是否首次收集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ｔ

序号

Ｃｏｄｅ

采集编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地方种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是否首次收集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ｔ

１ ２０１５５０１０３０ 五桂黄苞谷 ２４０ 是

２ ２０１５５０１２３９ 潼南白玉米 ４１０ 是

３ ２０１５５０１４２２ 青岗粘 １５９０ 是

４ ２０１５５０１５０４ 大白苞谷 １３９１ 否

５ ２０１５５０１５３５ 大黄 １２７９ 是

６ ２０１５５０１５３８ 二黄 １１７６ 是

７ ２０１５５０１６１０ 青壳早 ９３７ 是

８ ２０１５５０１６１１ 白花苞谷 ９３７ 是

９ ２０１５５０１６５６ 大红苞谷 ６８５ 是

１０ ２０１５５０１７０９ 陕西白 １６４８ 否

１１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１２ 水白早 １５４６ 否

１２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３２ 千年不换种 １５２１ 是

１３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３９ 小籽黄 １４７７ 否

１４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４０ 青壳早 １４７７ 是

１５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５０ 蛮苞谷 １４３３ 否

１６ ２０１５５０１９１２ 中岗小籽黄 １２４４ 否

１７ ２０１５５０１９１４ 乌苞谷 １１４５ 否

１８ ２０１５５０１９１５ 油白早 １１４５ 是

１９ ２０１５５０１９２２ 糯米苞谷 １０５０ 是

２０ ２０１５５０２０１５ 东陵白 １６８９ 否

２１ 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２３ 扁玉米 １３４５ 是

２２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１５ 当阳小籽黄 ７４６ 否

２３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２１ 大籽黄 １３３１ 否

２４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４１ 铁籽白 １２０２ 否

２５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６ 吐祥金黄早 ８９３ 是

２６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０９ 乌云早 ９２７ 是

２７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１９ 野鸡爪 １３２１ 是

２８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２０ 糯白玉米 １７４４ 是

２９ ２０１５５０２４１９ 金果早 １６６２ 是

３０ ２０１５５０２５０４ 麦子苞谷 ５６０ 否

３１ ２０１５５０２５２３ 长安白玉米 １７０３ 是

３２ ２０１５５０２５３８ 大黄苞谷 １７２２ 是

３３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０２ 早白苞谷 １３４８ 是

３４ ２０１５５０２６１２ 大黄玉米 １５６５ 否

３５ ２０１５５０２７０５ 小籽糯 ６１８ 是

３６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０１ 小白苞谷 １２４７ 是

３７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０２ 白苞谷 １５７３ 否

３８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１７ 白糯苞谷 １４３７ 是

３９ ２０１５５０２８３０ 都会大白苞谷 １４３７ 是

４０ ２０１６５０１０１９ 贵州白马牙 ９８２ 是

４１ ２０１６５０１１４０ 铁秆苞谷 ９８２ 是

４２ ２０１６５０１４５１ 糯苞谷 ３６４ 是

４３ ２０１６５０１５１８ 白花糯 ８７６ 是

４４ ２０１６５０１６０９ 白玉米 １１９９ 否

４５ ２０１６５０１６２０ 糯玉米 ７３９ 否

４６ ２０１６５０１６３３ 金果早玉米 ７９１ 是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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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序号

Ｃｏｄｅ

采集编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地方种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是否首次收集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ｔ

序号

Ｃｏｄｅ

采集编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地方种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是否首次收集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ｔ

４７ ２０１６５０１６５０ 万年代玉米 ８５５ 是

４８ ２０１６５０１７３８ 大白苞谷 １１８６ 否

４９ ２０１６５０１８０３ 矮脚铁杆大黄 １２０８ 是

５０ Ｐ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二黄早 ８９１ 否

５１ Ｐ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６ 万年青 ９８９ 是

５２ Ｐ５００１１００１４ 紫刺苞谷 ８０８ 是

５３ Ｐ５００１１００１８ 早白玉米 １１９６ 是

５４ ２０１６５０１９０１ 农坝黄苞谷 １１５３ 否

５５ ２０１６５０１９０７ 糯玉米 １１０７ 否

５６ ２０１６５０１９１２ 紫红玉米 １１００ 否

５７ ２０１６５０２００１ 小黄苞谷 １４２１ 否

５８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１９ 早白苞谷 ９１１ 否

５９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２３ 金黄早 １２４５ 是

６０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２８ 野鸡爪 １４５９ 是

６１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３２ 小黄玉米 １３２３ 否

６２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３３ 小白 １３２３ 是

６３ ２０１６５０２０３６ 早白玉米 １２２１ 是

６４ ２０１６５０２０３７ 小金黄玉米 １２２１ 否

６５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４６ 早白玉米 １５１２ 是

６６ Ｐ５００２３５０１７ 金黄早 １５６０ 是

６７ Ｐ５００２３５０１８ 白玉米 １５６０ 否

６８ Ｐ５００２３５０２８ 八路苞谷 ４５１ 是

６９ ２０１６５０２３３３ 小籽糯苞谷 ４３６ 是

７０ ２０１６５０２３２６ 糯苞谷 ４８９ 否

７１ ２０１６５０２４１３ 龙池黄苞谷 ５９１ 是

７２ ２０１６５０２５３２ 金黄早 ９７８ 是

７３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０２ 白玉米 ９２４ 否

７４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２７ 小黄爆玉米 ６３０ 是

７５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３１ 小籽糯苞谷 ６３０ 是

７６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３２ 糯玉米 ７００ 否

７７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３８ 白玉米 ６４０ 否

７８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４３ 大棒苞谷 ６５５ 是

７９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４７ 酉酬黄 ５９６ 是

８０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６４ 长金黄 ４４７ 是

８１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６６ 老红玉米 ４５０ 是

８２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６７ 白玉米 ４４０ 否

８３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６８ 小糯 ４５０ 是

８４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８１ 十年制白苞谷 ８６９ 是

８５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８２ 乌苞谷 ８６９ 否

８６ Ｐ５１３５２４０９５ 木叶红苞谷 ４４０ 是

８７ Ｐ５１３５２４１２２ 清泉黄玉米 ４６７ 是

８８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０４ 白糯玉米 ３７７ 否

８９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０９ 紫刺苞谷 １００４ 是

９０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１３ 扁嘴苞谷 ３９２ 是

９１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１６ 丁山红苞谷 ８５１ 否

９２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２１ 三黄早 ８９２ 是

９３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２２ 海南岛玉米 １１３０ 是

９４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２８ 五味白 １３１２ 是

９５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２９ 金黄早苞谷 １３１２ 是

９６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３３ 贵州马牙瓣 １３１２ 是

９７ Ｐ５００２２２０３７ 大黄早 ７０１ 是

９８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０８ 乌龙早 ８１８ 是

９９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１１ 白苞谷 ３２０ 是

１００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３９ 水白早玉米 １５２０ 是

１０１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４１ 早白玉米 １４２７ 是

１０２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４２ 二刨早玉米 １５００ 是

１０３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４３ 老红苞谷 １３４７ 是

１０４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５０ 紫玉米 １０８０ 否

１０５ Ｐ５００２３４０６３ 九龙山红苞谷 ９５８ 是

１０６ Ｐ５００２２８０２４ 龙胜红玉米 ６１１ 是

１０７ Ｐ５００２２８０５１ 白合玉米 ７８３ 是

１０８ Ｐ５００２２８０５２ 妹儿苞谷 ９０９ 是

１０９ Ｐ５１２３２８０２４ 大黄玉米 ５１１ 否

１１０ Ｐ５１２３２８０２５ 小黄玉米 ７１２ 否

１１１ Ｐ５１２３２８０２６ 高秆大棒 ６３１ 是

１１２ Ｐ５１２３２８０３４ 二番早 ９４１ 是

１１３ Ｐ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３ 金黄早 １３８５ 是

１１４ Ｐ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４ 红玉米 １３８５ 否

１１５ Ｐ５００１０２０１６ 白玉米 １３３９ 否

１１６ Ｐ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８ 马牙齿 ２０３ 是

１１７ Ｐ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茨竹黄玉米 ８２７ 是

１１８ Ｐ５１２３２３００３ 小米刺苞谷 ９００ 是

１１９ Ｐ５１２３２３００４ 铁杆黄苞谷 ９００ 是

１２０ Ｐ５００２４３００７ 金黄早玉米 ８９２ 是

１２１ Ｐ５００２３１０２１ 糯玉米 ４５０ 否

１２２ Ｐ５００１０９００８ 白玉米 ２７７ 否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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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玉米地方品种资源的分布　
从资源的水平分布来看，玉米地方品种资源在

重庆的东北部和南部分布较为集中，而在重庆的西

部和中部地区分布较少。 玉米地方品种资源主要在

与陕西接壤的大巴山区，与湖北、湖南接壤的武陵山

区和云贵高原北部接壤的大娄山等地区富集，这些

地区交通不便利，少数民族较多，农民普遍喜欢自留

种子进行种植，较少购买商业杂交种（图 １）。 资源

收集最多的区县为云阳县和酉阳县，其次为巫溪县、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綦江县，渝西和渝中的部分

区县没有收集到玉米资源（表 ３）。 从资源的垂直分

布来看，玉米地方品种种植区域从海拔 ２０３ ｍ 的渝

北区石船镇金滩村到海拔 １７４４ ｍ 的奉节县云雾乡

红椿村 １ 组。 玉米地方品种分布最多的区域为海拔

８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的中山地区和海拔 １２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的

高山地区，这两个区域分别占到收集总数的 ２２ １％
和 ３２ ８％ （图 ２）。

图 １　 重庆玉米地方品种资源在地理位置上的水平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表 ３　 重庆玉米地方资源在不同区县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玉米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玉米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玉米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玉米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城口 ７ 石柱 ７ 万盛 １０ 潼南 ２

巫溪 １０ 秀山 ３ 綦江 １０ 江津 ２

巫山 ５ 武隆 １ 南川 ２ 合川 ２

奉节 ８ 酉阳 １５ 垫江 １ 渝北 ２

云阳 １５ 彭水 １ 梁平 ３ 北碚 １

开县 ８ 黔江 ４ 涪陵 ３

图 ２　 重庆玉米地方品种资源在不同海拔区域的频次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２ ２　 重庆农户种植习惯与地方品种资源的类型　
重庆地方品种一般都有 ５０ 年以上的种植历史，

有些品种种植达 １００ 年以上，在清朝末年已经开始

种植。 平丘的农民多喜欢直播的方式进行种植，山
区的农民喜欢育苗移栽的方式进行种植。 低海拔的

平丘地区（海拔 ＜ ６００ ｍ）农户的种植习惯是 ３ 月直

播，７ 月收获；中海拔地区（６００ ～ １２００ ｍ）农户一般

是采用育苗移栽，４ 月中旬育苗，５ 月初移栽，８ 月底

收获；高海拔地区（１２００ ～ １８００ ｍ）农户也是育苗移

栽，５ 月初育苗，５ 月底移栽，１０ 月收获。 地方玉米

品种经常与马铃薯、豆类进行套作，为了充分利用光

照和空间，部分高山区的玉米地方品种种植于 ６０°
以上陡峭的山坡上。

按照胚乳质地类型对收集的 １２２ 份玉米地方品

种进行了分类（表 ４），其中硬粒型玉米资源最丰富，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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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收集资源的 ４１ ０％ ，而在现代玉米种质中类型丰

富的马齿型资源仅占 １２ ３％ ，糯质型资源占收集资

源的 １３ ９％ 。 同时按照玉米籽粒的颜色对这些资

源也进行了分类，其中白色玉米类型最多，占收集资

源的 ５０ ０％ ，尤其是在武陵山区收集的资源多为白

色硬粒型。

表 ４　 按照胚乳质地和籽粒颜色统计收集资源的分类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ｌｏｒ

胚乳质地类型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籽粒颜色类型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ｏｌｏｒ

资源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硬粒型 ５０ 白色 ６１

中间型 ３４ 白乌 ２

马齿型 １５ 黄白 ２

糯质型 １７ 黄色 ４１

爆裂型 ６ 红色 ９

黑色 ４

紫色 ３

２ ３　 珍稀和特有特异的玉米地方品种资源　
２ ３ １　 大籽黄（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２１） 　 采集于海拔

１３３１ ｍ 的巫山县当阳乡红槽村 ３ 社，已经有 １００ 年

以上的种植历史。 主要在三峡库区海拔 １２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种植，４ 月育苗，５ 月移栽，１０ 月初收获。 该

品种株高 ３１０ ｃｍ，穗长 １８ ｃｍ，产量 ３３７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２ ７０％ 、蛋白质含量 １０ ４５％ 、油分

含量 ３ ６４％ 。 耐瘠性强，耐寒抗旱，高抗穗粒腐病。
穗粒腐病目前是高海拔山区对玉米产量和安全生产

影响最大的病害，目前穗粒腐病抗原极少，该资源可

以作为有效的抗原提高现有品种对穗粒腐病的抗性

（图 ３）。
２ ３ ２　 铁籽白（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２４１） 　 采集于海拔

１２０２ ｍ 巫山县当阳乡高坪村 １２ 社，有 ６０ 年以上的

种植历史。 ４ 月育苗，５ 月移栽，１０ 月初收获。 株高

１９０ ｃｍ，穗长 １３ ｃｍ，产量 ２１７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

含量 ７１ ７９％ 、 蛋 白 质 含 量 １０ ８３％ 、 油 分 含 量

３ １７％ 。 主要作为口粮使用，可鲜食也可以磨面吃，
口感香嫩可口（图 ３）。
２ ３ ３　 野鸡爪（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１９） 　 采集于海拔

１３２１ ｍ 的奉节县云雾乡红椿村 ４ 组，有 １００ 多年的

种植历史。 种植分布于 １３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的高山坡地，
于 ４ 月播种，８ 月收获。 该品种株高 １４０ ｃｍ，穗长

１２ ｃｍ，产量 １９９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０ ８９％、
蛋白质含量 １１ ５５％ 、油分含量 ３ ９３％ 。 耐瘠性好，
根系发达，地上的气生根为 ３ 层，最高一层气生根可

高出地面 ６０ ｃｍ。
２ ３ ４　 大红苞谷（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１６５６） 　 采集于海

拔 ６８５ ｍ 的城口县周溪乡清坪村 ５ 社，有 ８０ 多年的

种植历史。 于 ４ 月播种，８ 月收获，可与马铃薯进行

套作。 株高２１０ ｃｍ，穗长２５ ｃｍ，产量 ５６９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４ ７６％ 、蛋白质含量 ８ ７８％ 、油分含

量 ４ ３９％ ，抗玉米螟。 有药用保健功能，由于其花

青素和纤维含量高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便于排出大

便，蒸煮后直接食用或者加工成面粉制作面食食用，
均可以有效防治痔疮。
２ ３ ５　 水白早（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１２） 　 采集于海拔

１５４６ ｍ 的巫溪县长桂乡万古村 ４ 社，有 １００ 多年的

种植历史。 该品种 ４ 月播种，５ 月移栽，１０ 月初收获。
株高 ２００ ｃｍ，穗长 １７ ｃｍ，产量 ３４５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

粒淀粉含量 ７４ ０４％ 、蛋白质含量 ９ ４３％ 、油分含量

４ １８％ 。 耐瘠，早熟，口感鲜嫩，可用于制作当地的

特色食品苞谷饭。 苞谷饭是利用干苞谷磨成面粉，
以少量水浸泡、蒸煮后形成湿而不稀的状态进而形

成米粒状的颗粒，和米饭拌起来食用，其味道浓厚香

甜，口感细腻。
２ ３ ６　 扁玉米（采集号 ２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３） 　 采集于海拔

１３４５ ｍ 的巫山县竹贤乡福坪村 ３ 组，有 ５０ 多年的

种植历史。 ４ 月播种，８ 月收获。 株高 ２００ ｃｍ，穗长

３０ ｃｍ，果穗长、籽粒大饱满，千粒重 ３５０ ｇ，产量

５１８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１ ５２％ 、蛋白质

含量 １１ １４％ 、油分含量 ４ ２７％ ，耐瘠耐寒，粮饲兼

用（图 ３）。
２ ３ ７　 大黄（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１５３５） 　 采集于海拔

１２７９ ｍ 的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 ３ 组，有 ７０ 多年的种植

历史。 ４ 月育苗，５ 月移栽，９ 月收获。 株高 ２６０ ｃｍ，穗
长 １８ ｃｍ，产量 ４２３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２ ９７％ 、蛋白质含量 １０ ２６％ 、油分含量 ４ ３８％ ，耐
瘠，抗大斑、灰斑病，口感优良，粮饲兼用（图 ３）。
２ ３ ８　 贵州白马牙（采集号 ２０１６５０１０１９） 　 采集于

海拔 ９８２ ｍ 的江津区四面山镇头道村徐家咀，有
５０ 多年的种植历史。 ４ 月播种，９ 月收获。 株高

２５０ ｃｍ，穗长 １５ ｃｍ，果穗饱满粗，出籽率高，籽粒

大，千粒重 ３１０ ｇ，产量 ５１７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

含量 ７２ １１％ 、 蛋 白 质 含 量 １０ ５１％ 、 油 分 含 量

４ １２％ ，主要喂猪饲用。

９０２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９ 卷

ａ：大黄；ｂ：扁玉米；ｃ：铁籽白；ｄ：金黄早；ｅ：大籽黄；ｆ：糯白玉米

ａ：Ｄａｈｕａｎｇ，ｂ：Ｂｉａｎ ｍａｉｚｅ，ｃ：Ｔｉｅｚｉｂａｉ，ｄ：Ｊｉｎｈｕａｎｇｚａｏ，ｅ：Ｄａｚｉｈｕａｎｇ，ｆ：Ｎｕｏｂａｉ ｍａｉｚｅ

图 ３　 珍稀和特异的玉米地方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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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９　 青壳早（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１８４０） 　 采集于海拔

１４７７ ｍ 的巫溪县长桂乡清明村 ２ 社，有 １００ 多年的种

植历史。 ６ 月播种，１０ 月收获。 该品种株高 １５０ ｃｍ，
穗长 １０ ｃｍ，果穗较小，产量 １９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

粉含量 ７２ ４４％ 、蛋白质含量 １０ ２１％ 、油分含量

４ １４％ 。 耐瘠性和抗寒性好，早熟，主要用于制作苞

谷饭和磨面加工食用。
２ ３ １０　 金黄早（采集号 ２０１６５０２１２３） 　 采集于海

拔 １２４５ ｍ 的云阳县清水乡岐山村 ８ 组，有 ５０ 多年

的种植历史。 ４ 月播种，８ 月收获。 该品种株高

１８０ ｃｍ，穗长 ２５ ｃｍ，产量 ４３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

含量 ７３ ３４％ 、 蛋 白 质 含 量 ９ ８７％ 、 油 分 含 量

４ １１％ 。 籽粒金黄，口感比普通杂交种甜，耐瘠，早
熟，主要作为粗粮使用，磨成面粉后与普通面粉进行

掺和食用（图 ３）。
２ ３ １１　 糯白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５５０２３２０） 　 采集于

海拔 １７４４ ｍ 的奉节县云雾乡红椿村，有 ４０ 多年的

种植历史。 ５ 月播种，１０ 月收获。 株高 １８５ ｃｍ，穗

长 ２０ ｃｍ，产量 ３２８ ５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籽粒淀粉含量

７１ ８３％ 、蛋白质含量 １１ ０５％ 、油分含量 ４ ６４％ 。
糯性强，食用口感香、粘（图 ３）。

３　 讨论

３ １　 重庆玉米地方资源的分布特点

重庆玉米地方品种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高海拔的

山区，尤其是大巴山脉、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这些地

区资源较为富集，这与王述民等［１１］ 研究指出的世界

作物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

难度最大的地方，如高海拔地区或沙漠边缘的结果

一致。 巫溪县和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脉的南麓，黔江

区、酉阳县、秀山县、石柱县和彭水县位于武陵山脉

的西麓，綦江县和万盛经开区位于大娄山脉的北麓，
位于三大山脉的这 ９ 个区县集中了 ５５ ０％ 的玉米

地方品种。 这些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方便，
农户有自留种的习惯，市场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

态，因此很多地方品种还在这一带种植。 位于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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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断褶带、川东褶皱带和川鄂湘黔褶皱带 ３ 大构造

单元的交汇处的三峡库区也是资源较为富集的区

域，这个区域的奉节县、云阳县、开县和巫山县也集

中了 ２９ ５％ 的玉米地方品种。 三峡库区海拔垂直

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自然生态条件复杂、耕作制

度多样，形成了多样的生态环境，使其具有较丰富而

独特的玉米地方品种和优良的基因资源。 而渝西地

区由于靠近成都盆地，多为平丘地形，这些地区土地

流转比较频繁，商业杂交种推广力度大，导致了当地

的玉米品种缺失，因此这些区域的玉米地方品种资

源分布较少且分散。
３ ２　 重庆玉米地方品种特点

通过对收集的玉米地方品种资源进行分析，得
出重庆玉米地方品种具有以下 ６ 个特点：（１）资源

类型丰富，多样性好；（２）出苗好，生长势旺；（３）部
分资源根系发达；（４）植株高大，茎秆粗壮，耐瘠性

好；（５） 果穗满尖度好，锥型和硬粒型品种居多；
（６）品质优良，食用口感好。 收集的地方品种资源

生育期变异也大，生育期最短的 １００ ｄ 而最长的

１４６ ｄ；收集资源的籽粒颜色包括白色、白乌、黄白、黄
色、红色、黑色和紫色等 ７ 种颜色，类型丰富；收集的

资源包括硬粒型、中间型、马齿型、糯质型、爆裂型这５
种类型，其中硬粒型资源居多。 硬粒型品种是最早引

入我国的玉米类型，经过长期在某一地区驯化，其对

特定的地区有较强的适应性，但因受不同生态型的限

制，这类品种适应性不广泛，耐瘠性、耐旱性、早熟性

和品质好是其共同特点［１２］。 重庆收集的硬粒型玉米

地方品种资源由于长期生长在土壤贫瘠、阴雨寡照、
雨水充足的条件下，普遍具有良好的耐瘠性、耐阴湿

的特性；部分高山区光热资源不足，该地区的硬粒型

地方玉米品种具有早熟性和抗寒性。 重庆山区收集

的硬粒玉米种皮薄，籽粒小，角质淀粉多，食味口感

好，常年作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同时重庆的农民对于

玉米的利用途径比较多元，武陵山区农民喜欢食用白

色的硬粒型玉米，他们利用玉米磨成粉制作苞谷饭，
味道浓厚香甜；城口县的农民则喜欢当地的地方品种

直接烧烤食用，口感香嫩；巫溪县的一些农民则喜欢

利用当地的白玉米进行酿酒。
３ ３　 优异资源的挖掘利用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保存的核心在于高效利用，
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优质化服务［１３］，重庆玉米地方

品种资源中富含大量抗逆优质的优异基因资源有待

挖掘并应用于现代玉米育种。 玉米穗粒腐病是对我

国各个玉米生产区危害性比较大的真菌性病害，对
西南玉米山区生产影响更大，目前高抗穗粒腐病的

材料很少［１４］。 经过调查发现巫山县收集的地方品

种大籽黄在易引起穗粒腐病的多雨阴湿的环境下常

年保持对该病较强的抗性，充分利用该资源可以提

高选育品种的抗穗粒腐病的能力。 山区收集的地方

品种如铁籽白、青壳早、金黄早等具有较高的食用价

值，其种皮薄，面粉质量好，食用口感香甜，利用这些

资源可以改良玉米的营养品质。 收集的地方品种野

鸡爪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耐瘠性，在土壤瘠薄、有
机质缺乏的高海拔山区能正常生长，利用这些资源

可以改良现代品种对营养元素的高效利用，为绿色

农业提供有效服务。 加强对这些优异资源的研究和

利用，挖掘其潜在的利用价值，为绿色优质抗逆新品

种的选育提供优异的基因资源，最终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提高农民收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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