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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糯、京科糯120、星糯918、华甜粘83、敦甜2
号、甜单22号、高油115可作为当前甜、糯、高油
玉米的主栽品种。
2）特用玉米是中国农业种植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
栽培作物，但由于其遗传背景特殊，植株和籽粒
的营养成分显著高于普通玉米，加之田间栽培管
理与普通玉米有所不同，生产中特用玉米相对普
通玉米对病虫较为敏感，容易遭受病虫侵害，导
致特用玉米抗丝轴黑粉菌种质匮乏，抗病品种短
缺。因此生产中不仅要注重抗病种质的创制，同
时应通过包衣防治保障特用玉米生产安全。
3）本试验收集的特用玉米种质和杂交种数量有
限，鉴定出的抗性种质和杂交种数量远远不能满
足生产实际需要。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不仅
要加强特用玉米种质和杂交种的抗病虫性鉴定，
而且应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将特质基因导入玉米
骨干亲本材料中，通过常规杂交手段和转基因技
术选育优质特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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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籽粒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矿物质、
钙、铁、硫胺素、核黄素、烟酸及维生素A等，磨
成面粉后可制作面包、馒头、饼干等食物，是人
类主食之一［ 1～2］。通常情况下，小麦的营养价值由
小麦籽粒蛋白含量及其氨基酸组成的平衡程度决
定，评价小麦品种的营养品质一般由小麦粗蛋白
和赖氨酸含量决定［ 3］。笔者选取平凉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育成的14个冬小麦新品种（系）的粗蛋白、

赖氨酸含量测定值，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归类，为
指导当地冬小麦品质育种及优质冬小麦生产做好
技术支撑。
1 资料与方法
选取平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近30 a来自育品种

中的14个冬小麦品种（系），其中包括平凉系品种9
个（平凉36号、平凉38号、平凉39号、平凉40号、
平凉41号、平凉42号、平凉43号、平凉44号、平

摘要：对平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 14个冬小麦品种（系）的营养品质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 14个供试
品种（系）粗蛋白含量在 108.7 耀177.6 g/kg，其中平凉 40 号含量最高，陇麦 898 最低；赖氨酸含量在 3.10耀
5.48 g`/kg，以平凉 45号含量最高，平凉 44号含量最低。可将这 14个冬小麦品种（系）按照粗蛋白含量分为 6
类，按照赖氨酸含量分为 5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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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45号），陇麦系品种（系）5个（陇麦932、陇麦
908、陇麦917、陇麦898， 90平9），以甘肃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的检验报告数据为准，用聚
类分析法统计其中的粗蛋白含量和赖氨酸含量，
进行归类。统计软件为DPS7.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粗蛋白和赖氨酸含量

由表1可知，14个供试品种（系）的粗蛋白含量
在108.7～177.6 g/kg，其中平凉40号含量最高，陇
麦898最低；赖氨酸含量在3.10～5.48 g/kg，以平
凉45号含量最高，平凉44号含量最低。14个供试
品种（系）中，粗蛋白含量的极差为68.9 g/kg，赖氨
酸含量极差为2.38 g/kg。粗蛋白质含量在150 g/kg以
上的品种（系）6个，占42.9%；赖氨酸含量在4.5 g/kg
以上的品种（系）8个，占57.1%。

2.2 粗蛋白聚类分析

从粗蛋白聚类分析树状图（图1）看出，14个供
试冬小麦品种（系）可以按照粗蛋白含量分为6类，
第1类为平凉40号，蛋白质含量为177.6 g/kg；第
2类为平凉38号、平凉39号，粗蛋白含量在166.0～
169.3 g/kg；第3类为平凉36号、平凉42号、平凉43
号，粗蛋白含量在151.9～157.6 g/kg；第4类为90

平9、平凉41号，平凉45号，粗蛋白含量在142.3～
146.7 g/kg；第5类为陇麦908、陇麦917、陇麦932，
粗蛋白含量在119.9～125.4 g/kg；第6类为平凉44
号、陇麦898，粗蛋白含量在108.7～109.2 g/kg。
可见供试冬小麦品种（系）粗蛋白含量差异明显，
尤其近些年育成的平凉40号到平凉45号，6个品种
的粗蛋白含量在第1、3、4、6类中均有表现，值
得在今后冬小麦品质育种亲本配置时重视。
2.3 赖氨酸聚类分析

从赖氨酸聚类分析树状图（图2）看出，14个供
试冬小麦品种（系）可以按照赖氨酸含量分为5类，
第1类为平凉45号，赖氨酸含量为5.48 g/kg；第2类
为平凉40号，赖氨酸含量为5.0 g/kg；第3类为平凉
38号、平凉39号、平凉41号，平凉42号、平凉43
号，90平9，赖氨酸含量在4.50～4.80 g/kg；第4类
为平凉36号、陇麦898、陇麦932、陇麦908、陇麦
917，赖氨酸含量在3.70～4.04 g/kg；第5类为平凉
44号，赖氨酸含量为3.10 g/kg。可见供试冬小麦品
种（系）赖氨酸含量差异明显，近些年育成的平凉
40号到平凉45号，除平凉44号赖氨酸在第5类外，
其余5个品种的赖氨酸含量在第1、2、3类中，尤
其平凉45号、平凉40号赖氨酸含量在5.0 g/kg 以
上，符合营养品质育种需求。

3 小结与讨论
14个供试冬小麦品种（系）的粗蛋白含量在

108.7～177.6 g/kg，其中平凉40号含量最高，陇麦
898最低；赖氨酸含量在3.10～5.48 g/kg，以平凉
45号含量最高，平凉44号含量最低。可将14个冬
小麦品种（系）按照粗蛋白含量分为6类，尤其近些
年育成的平凉40号到平凉45号6个品种的粗蛋白含
量在第1、3、4、6类中均有表现。按照赖氨酸含
量分为5类，近些年育成的平凉40号到平凉45号6
个品种中，除平凉44号赖氨酸在第5类外，其余5
个品种的赖氨酸含量在第1、2、3类中，尤其平凉图1 14个冬小麦品种（系）粗蛋白聚类分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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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4个冬小麦品种（系）赖氨酸聚类分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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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粗蛋白
（g/kg）

赖氨酸
（g/kg）

平凉36号 153.1 4.00
平凉38号 166.0 4.50
平凉39号 169.3 4.80
平凉40号 177.6 5.00
平凉41号 145.7 4.70
平凉42号 151.9 4.80
平凉43号 157.6 4.70
平凉44号 109.2 3.10
平凉45号 146.7 5.48
陇麦932 125.4 3.90
陇麦908 119.9 3.70
陇麦917 122.3 3.80
陇麦898 108.7 4.04
90平9 142.3 4.50

表1 14个冬小麦品种（系）粗蛋白和赖氨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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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号、平凉40号赖氨酸含量≥5.0 g/kg，符合营养
品质育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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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从2006年起引进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以来，示范推广面积逐年增加，至2012年累计推

广面积25.88万hm2，平均产量7 975 kg/hm2，分别

较半膜覆盖、露地栽培增产34.2%、49.4%，增产

5 2614.04万kg，增收达10.53亿元，经济效益显

著。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经过多年的推广应用，其

集雨、增温、保墒、增产等技术优势已有较多报

道［ 1～2］，但对农田除草效果报道尚少，2012年我

们在环县洪德乡许旗村进行了不同覆膜栽培方式

对玉米田间杂草的防除效果试验，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玉米品种为承单20号。地膜选用幅宽

120、70 cm，厚度0.008 mm的聚乙烯地膜。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环县中北部的洪德乡许旗村川旱地进

行。试验地海拔1 300 m，年均气温8.5℃，≥10℃

有效积温2 690℃，年日照时数2 468 h，年降水量

350.0 mm左右，无霜期130 d，其中2012年1— 9月

份降水量358.9 mm。地势平坦，肥力均匀，前茬

为大豆，前茬收获时田间杂草种类多、数量大。

试验设3个处理。处理A为全膜双垄沟播栽培，大

垄宽70 cm，高10 cm，小垄宽40 cm，高15 cm，用

幅宽120 cm地膜全覆盖，膜与膜在大垄中间相接，

玉米种在播种沟内，株距40 cm；处理B为常规起

垄半膜栽培，垄高15 cm，垄面宽50 cm，用幅宽70

cm地膜覆盖垄面，玉米种在垄面，一垄播两行，

行距40 cm，株距40 cm；处理C为露地平播（CK），

宽窄行播种，宽行70 cm，窄行40 cm，株距40 cm。

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110 m2（10 m×

11 m），四周设1 m保护行，处理间距50 cm，重复

间距50 cm，每小区种植500株。处理A、B采用顶

凌覆膜，3月上旬土壤解冻后，统一整地施肥，起

垄覆膜。施肥水平均为农家肥22 750 kg/hm2、尿素

9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280 kg/hm2。试验于4月20

日采用人工点播器播种。苗期追施尿素45 kg/hm2，

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90 kg/hm2。各处理从播种到

成熟不采取任何除草措施。玉米灌浆期分别调查

记载各处理每小区的杂草发生种类、株数、优势

种杂草种类（优势种杂草为调查小区内发生杂草

的株数或鲜重占小区内所有杂草相对优势的杂草

种类），计算株防效，将不同处理各小区的杂草全

部拔除，分别称取杂草鲜重和优势种杂草鲜重，

计算鲜重防效。

株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防治区杂草

摘要：试验观察了不同覆膜栽培方式对玉米田间杂草的防效，结果表明，以全膜双垄沟播栽培的株防效、
鲜重防效、优势种杂草鲜重防效最高，较半膜、露地栽培株防效分别提高 31.6、45.2百分点，鲜重防效分别提高
39.7、74.6百分点，优势种杂草种类分别减少 4、8种，优势种杂草鲜重防效分别提高 41.8、68.2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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