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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和 4.8%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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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对引进的4个冬小麦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结果表明，中麦175综合性
状表现良好，产量最高，折合产量为7 403.33 kg/hm2，较对照品种兰天16号增产35.59%；普冰151、普冰9946综
合性状表现较好，产量较高，分别较对照增产28.45%、24.36%；晋麦79较对照增产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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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属陇东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1 085.4～1 728.0 m，总
土地面积 849.02 km2。冬小麦是崇信县的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年播种面积 0.73万 hm2。近年来，随
着冬小麦新品种、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崇
信县冬小麦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但优质高产品
种缺乏的问题日渐突出 ［ 1～2］。为了选用高产、稳
产、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冬小麦新品种，我们
对引进的 4个冬小麦新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材料

参试冬小麦品种中麦 175、普冰 151、普冰
9946、晋麦 79及对照品种兰天 16号（CK）均由崇

信县良种服务中心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3年 9月在崇信县锦屏镇东庄村进
行，当地海拔 1 118 m，年日照时数 2 265.2 h，常年
有效积温 3 251℃，年均温 9.6℃，年降水量 507.4
mm，无霜期 188 d，年平均蒸发量 1 453.3 mm。试
验田为水浇地，前茬为小麦，土壤肥力中等。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

30.0 m2（10.0 m×3.0 m）。播前深耕翻土，耕后耙
耱保墒，结合整地基施磷酸二铵 225 kg/hm2、普通
过磷酸钙 600 kg/hm2、尿素 150 kg/hm2，并用 40%
辛硫磷乳油 1.5 kg/hm2加细沙 15 kg拌成毒土撒施
防治地下害虫。各品种 9月 30日统一播种，采用
宽幅精播，播幅 25 cm，每小区播种 12行，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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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物候期（日 /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越冬期 返青期 拔节期 孕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中麦 175 30/9 7/10 23/11 10/3 30/3 30/4 17/5 27/5 24/6 268

普冰 151 30/9 8/10 20/11 8/3 2/4 29/4 19/5 2/6 2/7 276

普冰 9946 30/9 6/10 21/11 9/3 2/4 30/4 20/5 3/6 3/7 277

晋麦 79 30/9 7/10 28/11 6/3 3/4 28/4 18/5 28/5 27/6 271

兰天 16号（CK） 30/9 9/10 26/11 11/3 30/3 27/4 19/5 30/5 3/7 277

表 1 参试冬小麦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量 225 kg/hm2。播前用 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拌
种， 11 月 3 日统一喷施 10%苯磺隆可湿性粉剂
150 g/hm2 进行化学除草。2014 年 3 月 15日小麦
返青前追施尿素 300 kg/hm2，2014年 5月 21日用
5.5 g/kg磷酸二氢钾溶液、12.5%烯唑醇可湿性粉
剂 1 00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500倍液、
天达 -2116（粮食专用型）600倍液进行“1喷 3防”，
其它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观察记载各处理的生
育期及主要农艺性状。2013年 11月 26日、2014
年 4月 25日强霜冻灾害后分 2 次进行抗冻性调
查，2014年 3月 28日、5月 23日分 2次进行小
麦白粉病、锈病、黄矮病（麦红蜘蛛、麦蚜）等病
（虫）害发生情况调查，2014年 6月 2日进行抗倒
伏、抗干热风性状调查。性状调查时各处理均选
取行长 2.0 m的苗齐、苗匀段，调查方法、分类标
准均依据农业部颁布的冬小麦记载标准进行。收
获时每小区选取 7.5 m2有代表性的植株留样考种，
按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的生育期为 268耀
277 d。以中麦 175生育期最短，较对照品种兰天
16号提前 9 d收获；其次是晋麦 79，较对照提前
6 d 收获；普冰 151 较对照提前 1 d 收获；普冰
9946与对照生育期相同，同时收获。
2.2 主要农艺性状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的株高以晋麦 79
最高，为 104.07 cm，较对照品种兰天 16 号高
17.47 cm；普冰 9946、普冰 151 分别较对照高
5.87、5.57 cm，中麦 175最低，较对照低 7.8 cm。
穗长普冰 151 最长，为 8.09 cm，较对照长 0.46

cm；普冰 9946、中麦 175 分别较对照长 0.38、
0.25 cm；晋麦 79 穗长最短，较对照短 0.11 cm。
穗粒数以中麦 175 最多，为 31.31 粒，较对照多
6.93 粒；晋麦 79 最少，为 25.72 粒，较对照多
1.34粒。各参试品种均为长芒。穗形中麦 175 为
纺锤形，其余品种及对照均为长方形。4个引进品
种粒色均为白粒，质粒均为半角质。中麦 175、普
冰 9946落黄好，普冰 151落黄较好，晋麦 79 和
对照落黄较差。千粒重晋麦 79最高，为 45.80 g，
较对照高 4.97 g；普冰 9946最低，为 42.73 g，较
对照高 1.90 g。
2.3 抗逆性

从表 3可以看出，中麦 175抗冻性、抗白粉
病、抗条锈病、抗黄矮病性中，抗倒伏、抗干热
风性强。普冰 151抗冻性强，抗倒伏、抗黄矮病、
抗干热风性中，抗白粉病、抗条锈病性差。普冰
9946抗冻性强，抗倒伏、抗干热风性中，抗黄矮
病性较差，抗白粉病、抗条锈病性差。晋麦 79抗
冻性强，抗条锈病、抗黄矮病性中，抗倒伏、抗
白粉病、抗干热风性差。

2.4 产量

由表 4可见，参试品种的产量以中麦 175 最
高，折合产量为 7 403.33 kg/hm2，较对照品种兰天
16号增产 1 943.33 kg/hm2，增产率为 35.59%；其

品 种 株高
（cm）

穗长
（cm）

穗粒数
（粒） 麦芒 穗形 粒色 粒质 落黄性 千粒重

（g）
中麦175 78.80 7.88 31.31 长芒 纺锤型 白粒 半角质 好 42.87
普冰151 92.17 8.09 29.65 长芒 长方形 白粒 半角质 较好 43.30
普冰9946 92.47 8.01 28.93 长芒 长方形 白粒 半角质 好 42.73
晋麦79 104.07 7.52 25.72 长芒 长方形 白粒 半角质 较差 45.80

兰天16号（CK） 86.60 7.63 24.38 长芒 长方形 浅红色 硬质 较差 40.83

品 种 抗冻性 抗倒伏 抗白粉病 抗条锈病 抗黄矮病 抗干热风

中麦175 中 强 中 中 中 强

普冰151 强 中 差 差 中 中

普冰9946 强 中 差 差 较差 中

晋麦79 强 差 差 中 中 差

兰天16号 差 差 差 中 中 差

表 2 参试冬小麦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

表 3 参试冬小麦品种的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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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种植比较效益等因素的影响，我
国油菜生产逐渐形成了“东减西移北扩南进”的总
体发展趋势［ 1］。甘肃省是我国春油菜主要产区之
一，常年播种面积 20万 hm2，总产 42万 t，平均
产量 2 100 kg/hm2，较全国平均产量（1 650 kg/hm2）
高 27.3%［ 2］。临夏高寒阴湿区和政、康乐、积石
山、临夏等县是甘肃省生产高含油量甘蓝型春油
菜菜籽的优势区域和高产稳产地区［ 3］，随着种植
业内部结构调整、油菜市场价格（油价）上涨、实

用技术的普及推广，油菜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
成为当地优势作物，2009年种植面积约 2万 hm2，
最高产量达 5 833.5 kg/hm2，最低产量仅为 750.0
kg/hm2，平均产量 3 000.0 kg/hm2［ 4］。其产量和效
益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生活
水平和油料供应安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6］。
氮肥水平在影响油菜生长发育的同时，对产量、
品质的形成起到不同的调控作用，合理增施氮肥
可提高油菜群体质量、增加籽粒与油脂产量，但

摘要：在临夏高寒阴湿区试验观察了不同生育期施氮对甘蓝型春油菜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基施
优质农肥30 000 kg/hm2、磷（P2O5）90 kg/hm2、钾（K2O）30 kg/hm2、氮（N）90 kg/hm2的条件下，初花期追施氮（N）60
kg/hm2时甘蓝型春油菜综合性状良好，抗逆性较强；产量最高，为3 936.0 kg/hm2，纯收益达20 872.5元/hm2，可
在生产中大面积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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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3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

位
次

中麦175 22.21 7 403.33 a A 35.59 1
普冰151 21.04 7 013.33 b A 28.45 2
普冰9946 20.37 6 790.00 b A 24.36 3
晋麦79 18.89 6 296.67 c B 15.32 4

兰天 16号（CK） 16.38 5 460.00 d C 5

表 4 参试冬小麦品种的产量

次是普冰 151，折合产量为 7 013.33 kg/hm2，较对
照品种兰天 16号增产 1 553.33 kg/hm2，增产率为
28.45%；普冰 9946、晋麦 79 分别较对照增产
24.36%、15.32%。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区组间差异不显著（F=3.28＜F0.05=3.84），品
种间差异显著（F=29.53＞F0.01=7.01）。进一步多重
比较表明，中麦 175与普冰 151、普冰 9946产量
差异显著，与晋麦 79 及对照差异极显著；普冰
151与普冰 9946差异不显著，与晋麦 79及对照差
异极显著；普冰 9946与晋麦 79及对照差异极显
著；晋麦 79与对照差异极显著。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引进的 4 个冬小麦品种中，

中麦 175生育期最短，综合性状表现良好，产量
最高，折合产量为 7 403.33 kg/hm2，较对照品种兰
天 16号增产 1 943.33 kg/hm2，增产率为 35.59%，
可在崇信县大面积示范推广。普冰 151、普冰
9946 综合性状表现较好，较对照分别增产
28.45%、24.36%，可充分利用其综合抗逆性较好
的优点，进一步加强提纯复壮和田间示范。晋麦
79号较对照增产 15.32%，可充分利用其抗冻性强
的优势，在西南高寒阴湿区选择性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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