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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种技术》

前言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下，不断地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中蜕变出新，特别是近十
几年来在国家教育部的重视下，高等职业教育从示范专业建设到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改革，从精品课程
遴选到双师队伍构建，从质量工程的开展到示范院校建设项目的推出，经历了从局部改革到全面建设
的历程。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
［2006］14号)文件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质量阶段，切实提高教学质
量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核心任务，以课程为核心的改革与建设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当务
之急。目前，教材作为课程建设的载体、教师教学的资料和学生的学习依据，存在着与当前人才培养
需要的诸多不适应。一是传统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之间的矛盾；二是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与
现代岗位技能的变化之间的矛盾；三是传统教材的学科体系与职业能力成长过程之间的矛盾。因此，
加强课程改革、加快教材建设已成为目前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过十年的改
革探索和三年的示范性建设，在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示范院校建设中的32
门优质核心课程的物化成果之一&mdash;&mdash;教材，现均已结稿付梓，即将与同行和同学们见面交
流。本系列教材力求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典型工作任务和生产项目为载体
，立足行业岗位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和行业企业技术标准，遵循高职学生成长规律、高职
教育规律和行业生产规律进行开发建设。教材建设过程中广泛吸纳了行业、企业专家的智慧，按照任
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的要求，构建情境化学习任务单元，在内容选取上注重了学生可持续发展
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典型的工学结合特征。本套以工学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系列化教材的正式出
版，是学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持续开展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结果，更是国家示范院校建设的
一项重要成果。本套教材是我们多年来按农时季节工艺流程工作程序开展教学活动的一次理性升华，
也是借鉴国外职教经验的一次探索尝试，这里面凝聚了各位编审人员的大量心血与智慧。希望该系列
教材的出版能为推动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建设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提供更多的方法及路
径，能为全国农业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起到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当然，系列教材涉及的专业较多
，编者对现代教育理念的理解不一，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得到专家的斧正和同行的指点，
以便我们改进。该系列教材的正式出版得到了姜大源、徐涵等职教专家的悉心指导，同时，也得到了
化学工业出版社、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相关行业企业专家和有关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蒋锦标2010年12月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种子产业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形
势下，作物优良品种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愈发明显，为了加快对传统农业学科的改造，我国农作物育
种工作始终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作物品种选育和推广受到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育种单位持续不断地选育出许多适应当地农业生产需要的优良新品种，取得了一大批作物育
种成果。虽然我国作物育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也滞
后于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步伐。优良的品种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随着我国种业集团的不断发展
、壮大，优良品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作物育种工作也被各大种业集团重视，各大种业集团都在不
断地加强本单位作物育种科研队伍的建设，急需培养一大批作物育种知识面广、育种技能熟练的科研
工作者。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作物育种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各农业育种科研人员及相关高级实用型
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本教材的编写是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
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加强高职高
专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
人才为目标，确保教材内容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教材在设计上以先进性和实用性为出发点，从作物育
种典型的职业活动出发，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整合。在内容编排上，以作物育种总体程序为主
线。教材内容的安排力求针对岗位需求，在坚持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基础上，注重教材
的实用性，解决作物育种中容易出现的具体问题，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教材编写
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文献，对所涉及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教材的编写
和出版工作，也得到了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一本全新的高职高专院校农学、作物生产和种子生产与经营等专业骨干课程&ldquo;作物育
种&rdquo;的配套教材。由于当前育种理论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之编写时间较紧，编者的认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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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经验所限，难免有不尽完善和疏漏之处，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师生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
更新、提高。编者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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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优质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作物育种技术》按照作物育种的工作过程，以作物育种
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为基础，拓宽并丰富了作物育种的实用技能知识，包括：绪论，育种目标，种质资
源，作物的繁殖方式与育种，选择与鉴定，引种与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回交育种，杂种优势利用，
诱变育种，远缘杂交育种，倍性育种，抗病虫性育种，生物技术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和新品种审定、
登记、保护与利用。另外，为了提升学生作物育种专业实践技能水平，还设计了相关的实用技能实训
内容。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优质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作物育种技术》可供高职高专院校农学专业、作物生产
专业和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其他相关专业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相关教师、广大
作物育种工作者、种子生产者与经营者等农业科技工作者、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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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作物育种的意义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作物进化与遗传改良
二、作物育种的意义与发展
三、作物育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作物品种及其作用
一、作物品种的概念
二、作物优良品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第三节作物育种的成就与展望
一、我国作物育种工作的主要成就
二、作物育种工作的展望
思考题
第一章育种目标
第一节现代农业对作物育种目标的要求
一、高产
二、品质性状
三、稳产
四、生育期适宜
五、适应农业机械化
第二节制订作物育种目标的一般原则
思考题
技能实训1?1育种材料播前的准备工作
技能实训1?2小麦面筋含量及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技能实训1?3面粉沉降值测定
第二章种质资源
第一节种质资源在育种上的重要性
一、种质资源的概念
二、种质资源在作物育种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及其发展
一、瓦维洛夫的作物起源中心学说
二、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的发展
第三节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
一、种质资源的类别及特点
二、种质资源的搜集
三、种质资源的保存
四、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
思考题
技能实训2?1玉米种质资源的观察识别
技能实训2?2小麦品种和变种的鉴定和识别
技能实训2?3水稻品种资源的认识及鉴别
技能实训2?4谷子不同品种的鉴定和识别
第三章作物的繁殖方式与育种
第一节作物的繁殖方式
一、有性繁殖
二、无性繁殖
三、作物授粉方式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不同繁殖方式作物的遗传特点及其与育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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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花授粉作物
二、异花授粉作物
三、常异花授粉作物
四、无性繁殖作物
第三节作物品种类型及育种特点
一、作物品种的类型
二、各类品种的育种特点
思考题58第四章选择与鉴定59第一节选择的原理与方法
一、选择的意义
二、选择的基本原理
三、选择的作用
四、选择的基本方法
五、作物的繁殖方式和常用选择方法
第二节性状鉴定
一、性状鉴定的作用
二、性状鉴定的一般原则
三、性状鉴定的方法
思考题
技能实训4?1小麦育种材料的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
技能实训4?2水稻育种材料的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
技能实训4?3大豆育种材料的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
技能实训4?4玉米育种材料的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
第五章引种与选择育种75第一节引种
一、引种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二、引种的原理
三、重要生态因子、品种特性与引种的关系
四、作物引种规律
五、引种的程序和方法
第二节选择育种
一、选择育种的简史和成效
二、选择育种的意义和特点
三、选择育种的原理
四、选择育种的程序
五、提高选择育种效率的几个问题
思考题92第六章杂交育种93第一节亲本选配
一、选择适宜亲本
二、配制合理组合
第二节杂交方式和杂交技术
一、杂交方式
二、杂交技术
第三节杂种后代的处理
一、系谱法
二、混合法
三、衍生系统法
四、单籽传法
第四节杂交育种程序和加速育种进程的方法
一、杂交育种的程序
二、加速育种进程的方法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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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实训6?1小麦有性杂交技术
技能实训6?2大豆有性杂交技术
技能实训6?3水稻有性杂交技术
第七章回交育种
第一节回交育种的特点及遗传效应
一、回交育种的概念与意义
二、回交育种的优缺点
三、回交育种的遗传规律
第二节回交育种技术
一、亲本的选择
二、回交的次数
三、用于回交所需植株数
四、回交育种程序
思考题
第八章杂种优势利用
第一节杂种优势利用的概况及其表现特性
一、杂种优势利用的简史与现状
二、杂种优势的类型与度量
三、杂种优势的表现特性
四、杂种优势的固定
五、杂种优势利用与常规杂交育种的比较
第二节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
第三节杂交种品种的选育
一、利用杂种优势的基本原则
二、不同繁殖方式作物利用杂种优势的特点
三、自交系的选育与改良
四、配合力及其测定
五、杂交种品种的亲本选配原则
六、杂交种品种的类型
七、利用杂种优势的途径
八、杂种优势利用的育种程序
第四节雄性不育性在杂种优势利用中的应用
一、利用雄性不育系制种的意义
二、雄性不育的遗传类型
三、质核互作雄性不育性的应用
四、核基因不育系的应用
第五节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和利用
一、作物的自交不亲和性
二、自交不亲和性在杂种优势中的利用
第六节作物杂交制种技术
一、选地与隔离
二、制种田的规格播种
三、精细管理
四、花期预测方法
五、去杂去劣
六、去雄和人工辅助授粉
七、分收分藏
思考题
技能实训8?1玉米的自交和杂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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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实训8?2育种试验田的小区收获
技能实训8?3育种试验地的场圃观摩
第九章诱变育种
第一节诱变育种的依据、特点和意义
一、诱变育种的依据
二、诱变育种的特点
三、诱变育种的意义
第二节诱变因素
一、物理诱变
二、化学诱变
三、理化诱变剂的特异性和复合处理
第三节诱变育种的方法和程序
一、处理材料的选择
二、诱变剂量的确定
三、处理群体大小的确定
四、诱变处理后代的选择
五、不同繁殖方式的作物诱变处理的特点
六、诱变育种的育种程序
第四节提高诱变育种效率的方法
一、根据影响诱变效果的因素，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诱变育种效率
二、提高诱变育种效率的其他方法
思考题
第十章远缘杂交育种
第一节远缘杂交的概念和作用
一、远缘杂交的概念
二、远缘杂交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远缘杂交不亲和的原因及克服方法
一、远缘杂交不亲和性及其原因
二、克服远缘杂交不亲和性的方法
第三节远缘杂种夭亡、不育及其克服方法
一、远缘杂种的夭亡与不育性
二、克服远缘杂种夭亡和不育的方法
第四节远缘杂种后代的分离与选择
一、远缘杂种后代性状分离和遗传的特点
二、远缘杂种后代分离的控制
三、远缘杂种后代处理的育种技术
思考题
第十一章倍性育种
第一节多倍体育种
一、植物多倍体的种类、起源及其意义
二、多倍体育种技术
第二节单倍体及其在育种中的应用
一、单倍体的起源、类型及特点
二、诱导产生单倍体的途径和方法
三、单倍体的鉴别与二倍化
四、单倍体在育种上的应用
思考题
第十二章抗病虫性育种
第一节抗病虫育种的意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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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物抗病性、抗虫性的概念
二、抗病虫育种的意义与作用
三、抗病虫育种的特点
第二节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与机制
一、病原菌致病性及其变异
二、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
三、抗病虫性的机制
第三节抗病虫性的遗传与鉴定
一、抗病虫性的遗传
二、基因对基因学说
三、抗病虫性鉴定
第四节抗病虫品种的选育及利用
一、抗源的收集和创新
二、选育抗病虫品种的方法
三、抗性品种的利用策略
思考题
第十三章生物技术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
第一节细胞和组织培养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
一、体细胞变异与突变体的筛选
二、离体培养技术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三、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的其他利用途径
第二节作物原生质体培养与体细胞杂交
一、原生质体的分离与培养
二、体细胞杂交技术
三、杂种细胞的选择
四、杂种细胞的鉴定
五、诱导杂种细胞产生愈伤组织和再生植株
第三节基因工程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
一、目的基因的获取
二、载体系统及其改造
三、重组DNA的制备
四、植物的遗传转化
五、转基因植株的鉴定
第四节分子标记与育种
一、分子标记的分类
二、构建遗传图谱
三、分子标记基因定位
四、分子标记在种质资源研究上的应用
五、分子标记在辅助选择中的应用
第五节人工种子的生产程序和方法
一、人工种子的概念和研究进展
二、人工种子的结构和研制意义
三、人工种子的制作
四、存在问题和展望
思考题
第十四章新品种审定、登记、保护与利用
第一节品种的区域试验与生产试验
一、区域试验
二、生产试验和栽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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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总结
第二节新品种审定与品种登记管理
一、品种审定的意义与任务
二、品种审定与登记管理
第三节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意义及概念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
三、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的区别
思考题
技能实训
品种（系）区域试验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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