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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命表技术评价玉米品种‘京科９６８’

及其亲本的抗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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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选育的玉米品种‘京科９６８’，其田间综合性状好，是目前主推的玉米品种

之一。为了解‘京科９６８’对亚洲玉米螟的抗性水平及其抗性来源，本试验选取了‘京科９６８’及其母本 ‘京７２４’和父

本‘京９２’两个自交系，以感螟自交系‘自３３０’为对照，利用实验种群生命表技术，研究比较了用不同玉米品系的相

同组织饲喂亚洲玉米螟后其生长发育情况，系统评价了‘京科９６８’的抗螟性。试验结果表明，四个玉米品种（系）抗

螟性大小依次为：‘京９２’＞‘京科９６８’＞‘京７２４’＞‘自３３０’。从抗螟性角度考虑，生产上种植‘京科９６８’，能够较

好地控制亚洲玉米螟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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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亚洲玉米螟犗狊

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是影响玉米产量和质量

的重要限制因素，一般发生情况下可造成产量损失

１０％左右，严重发生时可达３０％以上
［１２］。目前，使

用化学农药防治玉米螟是生产上使用的主要手段，

但化学农药的使用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种植

抗螟品种是最经济、环保、有效的手段，而选育抗螟

品种则是亚洲玉米螟综合防治研究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随着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大面积推广和种

植，玉米病虫害的发生也随之发生变化［３］。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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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了解生产上玉米品种的抗螟性，我们选取了目

前生产上的主推品种之一‘京科９６８’及其亲本自交

系作为试验材料。

‘京科９６８’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

心培育，以外来杂交种Ｘ１１３２Ｘ选系‘京７２４’自交系

作为母本，以自交系‘京９２’作为父本培育而成
［４５］，

是一个品质优良的中晚熟品种，该品种适应范围广、

品质好、产量高，具有高产、优质、多抗、稳产的特点，

在生产上已经大面积种植。

自Ｍｏｒｒｉｓ和Ｍｉｌｌｅｒ在１９５４年第一次应用生命

表技术研究昆虫自然种群，组建了昆虫生命表［６７］

后，生命表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昆虫种群的研究，并

被用于评价寄主植物的抗虫性。胡学难等［８］利用生

命表技术评价了甜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的抗性；

Ｇｕｏ等利用生命表技术研究了亚洲玉米螟取食诱导

玉米的抗螟性；赵亮等［１０１１］利用生命表评价了８个

小麦品种对麦长管蚜的抗性；丁克军等［１２］利用生命

表评价了不同抗性水稻对白背飞虱种群的控制作

用；丁莉等［１３］利用生命表研究了转双价抗虫棉对棉

蚜的抗性。

在玉米心叶期，亚洲玉米螟初孵幼虫主要聚集

在未展开的心叶中取食叶肉，４龄后开始蛀茎为害，

受害茎秆容易在蛀孔处折断，导致玉米的产量下

降［２］。因此，玉米心叶对亚洲玉米螟初孵幼虫的抗

性水平决定了心叶期玉米的抗螟性。为此，选取玉

米心叶来饲喂亚洲玉米螟初孵幼虫，利用实验种群

生命表技术，比较不同玉米品种相同组织饲喂亚洲

玉米螟其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分析‘京科９６８’及其

亲本的抗螟性，探讨‘京科９６８’及其亲本抗螟性的

相关性，为选育玉米抗螟品种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玉米材料

‘京科９６８’及其母本‘京７２４’和父本‘京９２’，由

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提供。玉米自交系

‘自３３０’作为感螟对照
［１４］，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提供。

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初开始分批次种植，以保证在试

验期间有足够的同一发育时期的玉米材料。所有试

验材料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廊坊科研中试基地培育。玉米生长期间

不施任何农药，其他管理同一般生产田。

１．２　供试虫源

亚洲玉米螟卵块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玉米害虫组提供。原始种群采自田间被害玉米

秸秆，在温度为２７℃±１℃，相对湿度为７０％～

８０％，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的条件下利用人工

饲料饲养３～４代用作试虫
［１５］。

１．３　试验处理

所有试验处理均设３次重复，挑取初孵玉米螟

幼虫于２４孔板中进行饲养，１头／孔，将２４孔板放置

于生化培养箱中，温度２７℃±１℃，相对湿度５０％～

６０％，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

从田间选取长势一致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玉

米植株，采集新鲜的玉米组织。即在玉米心叶期采

集玉米心叶，去除叶脉，裁剪玉米心叶中部用来饲喂

玉米螟。每天更换新鲜玉米组织，分别记录用不同

玉米品种的心叶饲喂的亚洲玉米螟的生长发育情

况，包括幼虫存活数、龄期、化蛹率和羽化率等。幼

虫化蛹后分雌雄，单个放置于玻璃指形管中。

羽化后的成虫按雌雄１∶１配对放入养虫笼

（８０ｍｍ×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中进行交配，养虫笼顶

部盖有产卵纸，再加盖一层湿毛巾以保持湿度。每

天更换产卵纸，记录产卵量、成虫寿命等。产下的卵

放置于上口径４ｃｍ，下口径３ｃｍ，高３．４ｃｍ，容积

２５ｍＬ的生测盒中进行孵化，加盖湿毛巾用于保湿，

记录玉米螟卵孵化率。

１．４　数据处理及参数计算

数据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处理。

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性采用方差分析，平均数（百分数

在差异性检验之前不进行反正弦平方根转换）比较

采用邓肯法测验。生命表参数计算所需公式如下：

净增殖率：犚０＝Σ犾狓犿狓；

平均世代周期：犜＝Σ狓犾狓犿狓／Σ犾狓犿狓；

内禀增长力：狉ｍ＝ｌｎ犚０／犜；

周限增长率：λ＝ｅ狉ｍ；

种群加倍时间：狋＝ｌｎ２／狉ｍ。

式中，狓为按一定时间划分的单位时间期限；犾狓
为在狓期间内尚存的生殖雌虫的存活率；犿狓 为狓

期限内存活的平均每一个雌虫所产生的雌性后代

数；ｅ为自然常数。

幼虫存活率＝各阶段幼虫数／初孵幼虫数×１００％；

化蛹率＝（蛹数／幼虫数）×１００％；

羽化率＝（羽化数／总蛹数）×１００％。

根据饲喂不同玉米品种心叶组织后所观察的亚

洲玉米螟种群繁殖特征生命表，计算出种群的净增

殖率犚０、世代平均周期犜、内禀增长力狉ｍ、周限增长

率λ、种群加倍时间狋。

·４９·



４５卷第１期 刘遷等：利用生命表技术评价玉米品种‘京科９６８’及其亲本的抗螟性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取食不同品种（系）玉米心叶组织玉米螟生长

发育情况

　　从表１结果可以看出取食‘京９２’心叶的亚洲

玉米螟各龄期幼虫存活率均为最低，显著低于其他

３个供试品种，取食‘自３３０’心叶的亚洲玉米螟各龄

期的幼虫存活率，显著高于其他３个供试品种，各龄

期均保持较高的幼虫存活率（表１）。

从表２结果可以看出，取食‘京９２’心叶的亚洲

玉米螟羽化的成虫雌雄比低于１∶１，显著低于其他３

个供试玉米品种，其平均产卵量也显著低于其他３

个供试玉米材料。取食‘京科９６８’和‘京９２’心叶的

亚洲玉米螟，其蛹重、化蛹率、羽化率，均显著低于

‘京７２４’和‘自３３０’。取食‘自３３０’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所产卵的孵化率显著高于‘京科９６８’及其父母

本，而取食‘京科９６８’和其父母的亚洲玉米螟的卵

孵化率并无显著差异（表２）。

表１　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对亚洲玉米螟各龄期幼虫存活率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狉狀犺狔犫狉犻犱狊（犻狀犫狉犲犱狊）狑犺狅狉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

品种（系）

Ｈｙｂｒｉｄ（ｉｎｂｒｅｄｓ）

幼虫存活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ｌａｒｖａ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４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５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京科９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６６．６１±０．８９）ｃ （５１．６８±２．１６）ｃ （４５．３９±０．８２）ｃ （２８．０６±１．１３）ｂ

京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７１．１１±１．１９）ｂ （５８．１１±１．３７）ｂ （４８．６８±１．０８）ｂ （３０．９５±０．８０）ｂ

京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６０．１７±０．６０）ｄ （４９．４４±０．９８）ｃ （３５．３３±１．０１）ｄ （２３．８０±０．９２）ｃ

自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７４．００±０．８０）ａ （６２．５１±０．７５）ａ （５２．５２±１．３２）ａ （３４．７９±１．１１）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

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对亚洲玉米螟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狉狀犺狔犫狉犻犱狊（犻狀犫狉犲犱狊）狑犺狅狉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

品种（系）

Ｈｙｂｒｉｄ（ｉｎｂｒｅｄｓ）

蛹重／ｍｇ

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化蛹率／％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羽化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雌雄比

Ｓｅｘｒａｔｉｏ

平均产卵量／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卵孵化率／％

Ｅｇｇｈａｔｃｈｒａｔｅ

京科９６８ （４３．１４±０．３７）ｃ （１８．３９±０．２８）ｃ （７１．６６±１．１１）ｂ （１．１７±０．０７）ａ （１３３．４７±１．７４）ｂ （５３．７６±１．３９）ｂ

京７２４ （４４．８４±０．２４）ｂ （２１．３３±０．３４）ｂ （８７．１４±１．１９）ａ （１．１０±０．０９）ａ （１３９．８０±２．８８）ｂ （５３．８８±１．００）ｂ

京９２ （３９．６８±０．２２）ｄ （１４．７７±０．５６）ｄ （７３．４３±１．３９）ｂ （０．６７±０．０９）ｂ （９８．７０±２．１０）ｃ （４９．９５±１．１０）ｂ

自３３０ （５３．６７±０．５６）ａ （２５．３９±０．５２）ａ （８７．９６±０．５５）ａ （１．２８±０．０８）ａ （２０９．００±１．９２）ａ （６１．７０±１．８０）ａ

　　从表３结果可以看出，取食‘自３３０’心叶的亚

洲玉米螟的１龄至４龄幼虫发育历期最短。取食

‘京科９６８’心叶的亚洲玉米螟，其５龄幼虫发育期

最长。与取食其他３个供试玉米品种的亚洲玉米螟

相比，取食‘京科９６８’心叶的亚洲玉米螟的幼虫总

历期最长，显著高于取食母本‘京７２４’和感螟对照

‘自３３０’的亚洲玉米螟。取食‘京９２’的亚洲玉米

螟，蛹历期显著高于其他３个供试玉米，其羽化的成

虫寿命较短，与取食其他３个玉米材料的亚洲玉米

螟存在显著差异（表３）。

表３　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对亚洲玉米螟发育历期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狉狀犺狔犫狉犻犱（犻狀犫狉犲犱狊）狑犺狅狉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

品种（系）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ｂｒｅｄｓ）

发育历期／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龄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

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４龄

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５龄

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幼虫期

Ｌａｒｖａｌｓｔａｇｅ

蛹期

Ｐｕｐａｌｓｔａｇｅ

成虫寿命

Ａｄｕｌｔ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京科９６８（３．９６±０．２２）ａ　（３．２０±０．２５）ａｂ（４．７８±０．３５）ａ （４．２５±０．０９）ａ（６．１３±０．３２）ａ　（２２．９７±０．８４）ａ（６．３４±０．０７）ｂ（６．９２±０．７７）ａ

京７２４ （３．６９±０．２２）ａｂ（２．８８±０．１６）ｂ （４．１６±０．３０）ａ （４．３０±０．２３）ａ（４．１１±０．３１）ｃ （１９．０６±０．１７）ｂ（６．２０±０．０９）ｂ（６．２６±０．３４）ａ

京９２ （４．１８±０．２０）ａ （３．６７±０．１９）ａ （４．８０±０．４６）ａ （３．９９±０．１３）ａ（４．９３±０．５８）ｂｃ（２１．８５±１．１１）ａ（６．６９±０．０８）ａ（４．２７±０．６８）ｂ

自３３０ （３．３１±０．０４）ｂ （２．７９±０．１２）ｂ （３．８７±０．０８）ａ （３．９８±０．０７）ａ（５．９７±０．０８）ａｂ（１８．３９±０．３７）ｂ（５．９３±０．０６）ｃ（６．１０±０．０８）ａ

　　取食‘京９２’心叶的亚洲玉米螟种群的净增殖

率显著低于取食其他三种供试玉米的种群，其种群

加倍时间与取食其他三种供试玉米的种群存在显著

差异，说明‘京９２’的心叶非常不适合亚洲玉米螟的

生长发育。而取食‘京科９６８’和其父本‘京９２’心叶

的亚洲玉米螟种群平均世代周期显著长于在其他两

种供试玉米心叶上取食的种群，其种群加倍也需要

更长的时间 （表４）。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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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对亚洲玉米螟种群生命表参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狉狀犺狔犫狉犻犱（犻狀犫狉犲犱狊）狑犺狅狉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犾犻犳犲狋犪犫犾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

品种（系）

Ｈｙｂｒｉｄ（ｉｎｂｒｅｄｓ）

净增殖率犚０

Ｎｅ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平均世代周期犜／ｄ

Ｍｅ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内禀增长力狉ｍ

Ｉｎｎａ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周限增长率λ

Ｆｉｎｉ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种群加倍时间狋／ｄ

Ｄｏｕｂ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京科９６８ （３．１２±０．１０）ｃ （３４．２３±０．３７）ａ （０．０３±０．００）ｃ （０．０９±０．００）ｃ （２０．９４±０．６０）ｂ
京７２４ （３．７７±０．２０）ｂ （２９．９２±０．３２）ｂ （０．０４±０．００）ｂ （０．１３±０．０１）ｂ （１５．８０±０．６９）ｃ
京９２ （０．４８±０．０１）ｄ （３３．３１±０．６７）ａ （０．０２±０．００）ｄ （０．０１±０．００）ｄ （３１．５５±１．２２）ａ
自３３０ （５．３５±０．０７）ａ （２６．１２±０．３１）ｃ （０．０６±０．００）ａ （０．２０±０．００）ａ （１０．８０±０．１２）ｄ

　　根据取食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的亚洲玉米螟

存活情况组建玉米螟种群生命表，各生育期存活数为

实际观察值，雌雄比假定为１∶１，正常♀×２＝♀×２×

（平均产卵量／最高产卵量），预测下一代产卵量＝正

常♀×平均产卵量
［１６］。所有处理种群趋势指数均

大于１，说明各种群数量呈上升趋势（表５）。

取食‘京科９６８’及其父本‘京９２’心叶的亚洲玉

米螟种群增长幅度较小。取食４个不同玉米品种

（系）心叶的亚洲玉米螟种群趋势指数（犐）由低到高为：

‘京９２’＜‘京科９６８’＜‘京７２４’＜‘自３３０’（表５）。

表５　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对亚洲玉米螟种群趋势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犪犻狕犲犺狔犫狉犻犱狊（犻狀犫狉犲犱狊）狑犺狅狉犾

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犱狅犳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

品种（系）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ｉｎｂｒｅｄｓ）

预测下一代卵量／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ｔｏｔａｌｅｇｇｓｏｆｔｈｅ

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种群趋势指数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ｉｎｄｅｘ

京科９６８ ７００．５０ １．９５

京７２４ １４７９．１３ ４．１１

京９２ ４９９．６２ １．３９

自３３０ １８０３．３２ ５．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玉米抗螟品种对亚洲玉米螟种群数量控制起着

重要的作用，玉米心叶期的抗螟性是评价一个玉米

品种（系）对一代玉米螟抗性水平的重要指标［１７］。

本试验选取抗螟品种‘京科９６８’这一生产主推品

种，及其自交系母本‘京７２４’和父本‘京９２’为试验

材料，利用生命表技术评价了‘京科９６８’及其亲本

的抗螟性，分析了亚洲玉米螟取食不同玉米品种

（系）对其各虫态的存活率、发育历期、成虫寿命、繁

殖和后代卵孵化率以及种群生命表参数的影响，制

作了亚洲玉米螟种群生命表。

取食‘京科９６８’父本‘京９２’心叶的亚洲玉米螟

幼虫存活率最低，而取食‘京科９６８’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幼虫存活率介于取食其两个亲本的存活率之间，而

取食感螟对照‘自３３０’心叶的亚洲玉米螟，各龄期均

保持较高的幼虫存活率，表明‘京科９６８’及其父本‘京

９２’对亚洲玉米螟的抗性较好，均高于母本‘京７２４’。

取食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的亚洲玉米螟蛹重

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羽化成虫的繁殖力也存在

显著差异，取食感螟对照‘自３３０’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蛹重最重，产卵量也最大，而取食‘京９２’心叶的

蛹重最轻，繁殖力也最低，因此，蛹重和繁殖力也可

以作为评价玉米抗螟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取食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的亚洲玉米螟

种群生命参数，取食‘京科９６８’和其父本‘京９２’心

叶的亚洲玉米螟，其平均世代周期和种群加倍时间

显著增加，而取食感螟对照‘自３３０’心叶的亚洲玉

米螟，有着更高的净增殖率，繁殖速度更快。‘京

９２’心叶非常不利于亚洲玉米螟种群的增长，种群数

量呈下降趋势，而取食‘京科９６８’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的各项生命参数接近于‘京９２’，说明‘京科９６８’

的心叶同样不适合亚洲玉米螟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取食‘京科９６８’和其父本‘京９２’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有着较低的净增殖率，平均世代周期和种群加倍

时间显著长于其母本‘京７２４’和感螟对照‘自３３０’。

取食不同玉米品种（系）心叶的亚洲玉米螟种群

趋势指数均大于１，说明取食不同玉米品种（系）心

叶后的亚洲玉米螟种群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但增长

幅度有较大差异，取食 ‘京９２’心叶的亚洲玉米螟种

群增长幅度最小，取食‘京科９６８’心叶的亚洲玉米

螟种群增长幅度其次，和其父本‘京９２’较为接近。

说明‘京科９６８’和其父本‘京９２’在玉米心叶期对亚

洲玉米螟有较好的抗性［１８１９］。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四

个玉米品种（系）心叶期抗螟性大小依次为：‘京９２’

（父本）＞‘京科９６８’＞‘京７２４’（母本）＞‘自３３０’。

在玉米的整个生育期中，玉米心叶期的抗虫性

相对较强，玉米中的某些次生代谢物质如丁布类化

合物等含量高于玉米生长发育的其他时期，对亚洲

玉米螟有驱避作用，所以仅取食玉米心叶的亚洲玉

米螟种群的幼虫存活率整体相对较低。但从玉米心

叶期的抗螟性可以看出，‘京科９６８’的抗螟性高于

其母本‘京７２４’，低于其父本‘京９２’，可见‘京科

９６８’的抗螟性主要来源于其父本‘京９２’。玉米抗

虫性的表现不仅受亲本遗传背景的影响，同时也与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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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生长发育情况相关［２０］。

近年来，对于‘京科９６８’的报道多集中在其种

子活力高、苗期生长健壮、中抗病害、高产优质以及

品种推广等方面，对其抗螟性虽有提及但并没有更

为详细的分析，本研究明确了其心叶期的抗螟性及

其对亚洲玉米螟种群的控制作用，对于该品种的推

广种植有重要应用意义。利用实验种群生命表技术

评价玉米抗螟性，结合田间接虫鉴定，可以更好地综

合评价玉米品种的抗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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