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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荣焕、王秀萍、徐田军、朱齐、吴哲、陈传永、吕天放、李赵嘉、刘月娥、蔡万涛、张

勇、骆美洁、赵衍鑫、鲁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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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耐盐碱鉴定评价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玉米耐盐碱鉴定评价的鉴定流程、鉴定方法与评价指标、记录与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玉米杂交种萌发期和苗期耐盐碱鉴定评价,可确定玉米耐盐碱等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３５４３(所有部分)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GB４４０４１　粮食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禾谷类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耐盐碱性　salineＧalkalinetolerance
作物在盐碱胁迫环境中,通过一些生理途径降低或抵消盐碱伤害、维持自身基本生长的性能.

３２
相对盐碱害率　relativesalineＧalkalinedamagerate
对照条件下生长发育相关指标与盐碱胁迫处理条件下相应指标的差值占对照条件下相关指标的百

分率.

３３
耐盐碱级别　gradeofsalineＧalkalinetolerance
反应鉴定品种耐盐碱程度的等级描述.从强到弱分为５级,依次为１级,高耐(HT,highlytolerant);

２级,耐(T,tolerant);３级,中耐(MT,moderatelytolerant);４级,敏感(S,susceptible);５级,高敏(HS,

highlysusceptible).

４　鉴定流程

鉴定流程包括材料准备、鉴定过程和耐性评价３个步骤.鉴定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鉴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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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鉴定方法与评价指标

５１　萌发期耐盐碱性鉴定

５１１　前期准备

５１１１　种子

选择经过精选、分级、饱满、均匀一致的未包衣种子.要求种子质量应符合 GB/T４４０４１的要求.用

１０％(V/V)的 NaClO或 H２O２ 消毒３０min,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再用滤纸将种子表面水分吸干后待用.

５１１２　所需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磁力搅拌器、光照培养箱、微量移液器、发芽盒或尺寸适宜的发芽试验装置.

５１１３　培养条件

将发芽盒放入光照培养箱(控温范围１０℃~４０℃)中,在每２４h提供连续１２h光照条件下,(２５±
１)℃恒温培养８d.

５１１４　盐碱胁迫液配制

５１１４１　盐胁迫溶液(１５０mmol/LNaCl)

８７７５gNaCl加蒸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mL.

５１１４２　碱胁迫溶液(８０mmol/LNa２CO３)

８４８０gNa２CO３ 加蒸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mL.

５１１４３　盐碱胁迫溶液(１５０mmol/LNaCl＋３０mmol/LNa２CO３)

８７７５gNaCl和３１８gNa２CO３加蒸馏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００mL.

５１１５　发芽床

采用无盐沙床,发芽床应符合 GB/T３５４３发芽试验规定.

５１２　鉴定步骤

５１２１　样品准备

随机取玉米种子４００粒,每１００粒为１个重复,共设４次重复.

５１２２　砂床培养

砂子加胁迫溶液拌匀,调配比例为１００g沙子添加１６mL胁迫溶液,平整放入培养盒,砂床厚８cm,
种子均匀播在湿沙上,加盖３cm 厚湿沙,盖盖后置培养箱中培养.

５１３　调查与统计方法

５１３１　发芽数

调查发芽种子数.发芽标准为胚芽鞘露出沙土面２cm.

５１３２　发芽率

种子发芽率按公式(１)计算.

Nd＝XGer/XTs×１００ (１)
式中:

Nd ———种子发芽率,单位为百分号(％);

XGer———在特定时间内的种子发芽数;

XTs———种子总数.
萌发指数按公式(２)计算.

PI＝１００×Nd２＋０７５×Nd４＋０５０×Nd６＋０２５×Nd８ (２)
式中

PI　　　　　 　　　———萌发指数;

１００、０７５、０５０、０２５———换算系数;

Nd ———种子萌发率,Nd２、Nd４、Nd６、Nd８分别为第２d、４d、６d和８d的种子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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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率.

５１３３　相对盐碱害率

根据种子盐碱胁迫处理条件下的萌发指数和对照条件下的萌发指数,计算相对盐碱害率,按公式(３)
计算:

RSADRg(％)＝(PICK －PITR)/PICK ×１００ (３)

RSADEg———相对盐碱害率,单位为百分号(％);

PICK ———对照萌发指数;

PITR ———处理萌发指数.

５１４　萌发期耐盐碱分级标准

玉米萌发期耐盐碱分级标准见表１.

表１　玉米萌发期耐盐碱分级标准

级别 相对盐碱害率,％ 耐盐碱性

１ RSADRg≤２０００ 高耐(HT)

２ ２０００＜RSADRg≤４０００ 耐(T)

３ ４０００＜RSADRg≤６０００ 中耐(MT)

４ ６０００＜RSADRg≤８０００ 敏感(S)

５ ８０００＜RSADRg≤１００００ 高敏(HS)

５２　苗期耐盐碱性鉴定

５２１　前期准备

５２１１　种子

同５１１１.

５２１２　鉴定基质

土壤全盐含量０５％的盐碱土和土壤全盐含量≤０１％的土壤.

５２１３　鉴定设施

采用盆栽鉴定方法.鉴定盆大小为口径３８cm,高度４０cm,底径３０cm.胁迫处理盆中填充全盐含

量０５％的盐碱土(pH 为８０),对照盆中填充全盐含量≤０１％的土壤.

５２１４　所需仪器设备

土壤水分测定仪、电导仪、直尺.

５２２　鉴定步骤

５２２１　播种

将种子播于鉴定盆中,播深３cm,每个处理种植２０盆,每盆种植１株,３次重复.

５２２２　基质土壤水分调控

鉴定期间,鉴定基质２０cm 土层含水量保持在１９％~２０％.

５２３　调查和统计方法

５２３１　调查时期和指标

玉米３展叶期,各品种分别选取３０株,调查记载胁迫处理和对照的植株叶片数、出苗及受害情况.

５２３２　出苗率、相对出苗率

ER(％)＝EM/SM×１００ (４)
式中:

ER ———出苗率,单位为百分号(％);

EM———出苗数;

SM ———播种数.
相对出苗率按公式(５)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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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RTR/ERCK ×１００ (５)
式中:

RER ———相对出苗率,单位为百分号(％);

ERTR———处理出苗率,单位为百分号(％);

ERCK———对照出苗率,单位为百分号(％).

５２３３　苗情分类

按盐碱池玉米苗情长势进行相应级别划分,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盐碱地玉米苗情评价标准

苗情级别 苗情长势及形态特征

１ 叶片数与对照相当,相对出苗率≥９０％,生长正常

２ 叶片数为对照的９０％以上,相对出苗率≥８０％,生长基本正常

３ 叶片数为对照的８０％以上,相对出苗率≥７０％,叶尖干枯

４ 叶片数为对照的７５％以上,相对出苗率≥６０％,子叶皱缩,叶尖干枯

５ 叶片数为对照的７５％以下,相对出苗率＜６０％,植株干枯,死亡

５２３４　相对盐碱害率

按照苗情级别计算相对盐碱害率,见公式(６).

RSADRs＝ ∑(Ni×G)

Nt×５ ×１００ (６)

式中:

RSADRs ———苗期盐碱害率,单位为百分号(％);

Ni ———各级别苗的株数;

G ———相应的苗情级别;

Nt ———调查总株数;

５ ———最高盐碱害级数值.

５２４　苗期耐盐碱分级标准

玉米苗期耐盐碱分级标准见表３.

表３　玉米苗期耐盐碱分级标准

级别 相对盐碱害率,％ 耐盐碱性

１ RSADRs≤３０００ 高耐(HT)

２ ３０００＜RSADRs≤４５００ 耐(T)

３ ４５００＜RSADRs≤６０００ 中耐(MT)

４ ６０００＜RSADRs≤７０００ 敏感(S)

５ ７０００＜RSADRs＜１００００ 高敏(HS)

６　记录与档案

调查记录的相关信息、数据及相关要求见附录 A.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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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玉米萌发期和苗期耐盐碱性鉴定记录表

玉米萌发期和苗期耐盐碱性鉴定记录表见表 A１.

表A１　玉米萌发期和苗期耐盐碱性鉴定记录表

试验单位:
试验人员:
播种日期:
萌发期鉴定日期:

鉴定时期

萌发期耐盐碱性鉴定

指标

种子总数,粒

发芽数,粒

发芽率,％

种子相对盐碱害率,％

重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苗期耐盐碱性鉴定

播种数,粒

出苗数,粒

出苗率,％

相对出苗率,％

相对盐碱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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