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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小麦是甘肃省主要的粮食作物， 常年种植 面积达 32 万 hm2， 在甘肃省农业生产中占有很重

摘要： 利用2007—2008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西片）区域试验产量汇总资料， 通过DPS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和
高稳系数法对甘肃省新育成春小麦品种（系）的丰产性、 稳产性和适应性进行了综合分析。 结果表明， 陇春
2609， 9075-2、 E32-1和7095是丰产性优良、 稳定性较好的小麦新品系（种）， 适宜甘肃省河西地区大面积推广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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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1yzed� data� of� region� trail� by� DPS， high� stable� coefficient� （HSC） method， mainly� discussed� the�
productivity�and�stability�of� the�new�ly-stram�in�wheat� in�Gansu�.�The�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Longchun�2609、 9075-2、 E32-1�and�
7095�are�the�new�varieties�with�great�yield�potential�.�It�is�suitable�to�be�grown�in�the�most�area�of�Gan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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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对蓖麻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最大， 其次为磷
肥， 影响最小的为钾肥。 耕作层施入高分子聚合
物能有效的吸持水分和养分， 保证作物的生长需
要， 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3���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 在沙地加入高分子聚合物后施
入尿素 300�kg/hm2、 磷酸二铵 180�kg/hm2、 氯化钾
150�kg/hm2 条件下， 蓖麻产量、 水分利用效率均达
最高， 且氮肥对蓖麻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
响最大， 其次为磷肥， 钾肥影响最小。
2） 通过施入高分子聚合物， 增加了胶体在沙地土
壤耕作层中的留存量， 增加了耕作层胶体对沙层
中水分、 养分的吸附性能， 有利于作物的吸收和
利用， 提高作物产量。 所以， 在沙地的改良和利
用上， 可以将有机高分子聚合物胶体配施适量氮、
磷、 钾肥作为沙地的利用和改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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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来源 SS DF MS F Prob

点内年内区组间 13.486�5 42 0.321�1

年份间 0.383�4 1 0.383�4 1.938�5*� 0.165�1

地点间 357.605�5 6 59.600�9 7.059�6*� 0.015�7

品种间 14.739�6 6 2.456�6 6.707�2* 0.017�81

地点×年份 50.655�2 6 8.442�5 42.681�9** 0.000�0

品种×年份 2.197�6 6 0.366�3 1.851�7* 0.089�7

地点×品种 32.446�2 36 0.901�3 2.601�9** 0.002�6

地点×品种×年份 12.470�3 36 0.346�4 1.751�2** 0.007�4

误差 49.845�9 252 0.197�8

①按随机区组模型设计分析。

要的地位。 不断选育和推广新的优良品种， 是促
进小麦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 小麦品种（系）区域
试验的目的就是准确的鉴定新品系的丰产性和稳
定性， 为品种审定推广和生产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笔者利用 2007�—2008 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西片）
区域试验资料， 分析和评价了新育成的品种（系）
对可预测的环境因素和不可预测的环境因素的反
应， 进一步了解这些新品种（系）的丰产性、 稳产
性和适应性。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采用资料为 2007�— 2008 年甘肃省水地春小
麦（西片）区域试验产量汇总资料， 参试品种（系）
共 7 个 ， 分 别 为 7095、 9075-2、 E32-1、
E46-222、 瑞春 1 号、 陇春 2609、 宁春4号（CK），
均为连续 2�a 种植的品种（系）。 试验分别设酒泉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武
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黄羊试
验站、 民乐县种子公司、 民勤县种子公司、 白银
市种子公司共 7 个试验点。 各试验点执行甘肃省
水地春小麦品种区域试验的统一试验方案。 试验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每品种（系） 为 1 个小区， 4
次重复， 小区面积 10�m2， 行距 20�cm， 小区长宽
自定， 播量 675 万～750 万粒 /hm2， 以有效发芽率
计算。 单收单打， 全收计产。 试验地较当地栽培
水平略高， 田间栽培管理的一切尽可能符合当地
的生产管理条件。
1.2 方法
1.2.1����利用 DPS 数据处理软件评价品种 （系） 的
丰产性和稳定性 利用多年多点分析程序进行处

理， 获得试验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 估算出品种
效应、 方差、 变异系数等参数［1�］， 用以评价各品
种（系）的丰产性和稳定性。
1.2.2����利用高稳系数法评价品种（系）的丰产性和
稳定性 利用高稳系数计算公式求得高稳系数
（HSCi）， 再用 HSC 值的高低评价各品种（系）的丰
产性和稳定性。 计算公式如下。

HSCi= Ga-Gi

Ga
×100%������������ （1）

（1）式中， Ga 为目标品种（系）的稳定产量（即
比对照平均产量 Xck 增产 10%， Ga=1.10Xck； Gi 为
参试品种（系）的稳定产量， 其中 Gi=Xi-Si， 可进一
步把（1）式简为

HSCi= 1- Xi-Si

1.10Xck
! "×100%��������� （2）

公式（2）中， HSCi 为第 i 个参试品系的高稳系
数 Xck 为对照品种的平均产量， Xi 为第 i 个参试品
系的平均产量， Si 为第 i 个参试品系的标准差［2�］。
HSC 值越小， 表明该品系（种）丰产稳产性越好。
2���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的方差分析

采用多年多点方差分析方法对 2007�—2008 年
甘肃省水地春小麦（西片）区域试验产量汇总资料
进行分析［3～4�］。 从表 1 可以看出， 年份间、 地点
间、 品种间、 地点与年份， 品种与年份、 地点与
品种、 地点与品种与年份的交互作用差异都达到
了显著水平， 其中地点与年份、 地点与品种、 地
点与品种与年份的交互作用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
水平。 这表明在本试验中， 年份、 地点对小麦的
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而增产和减产又是随品种而
有异的。 但相比较而言， 地点间的不同气候、 土

表 1 多年多点区域试验的方差分析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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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点 7095 9075-2 E32-1 E46-222 宁春4号（CK） 瑞春1号 陇春2609

酒泉点 9�250.05 8�900.04 9�325.05 8�750.04 8�825.04 8�918.79 9�162.55

张掖点 8�743.80 9�412.55 8�562.54 8�593.79 8�062.54 8�000.04 8�656.29

武威点 7�682.54 7�728.79 7�713.79 7�471.29 7�268.79 6�820.03 7�522.54

黄羊点 9�178.80 8�850.04 9�325.05 8�927.54 8�947.54 8�628.79 9�316.30

民乐点 7�505.04 7�647.54 7�717.54 6�722.53 7�033.79 6�661.28 7�907.54

民勤点 9�300.05 9�287.55 8�400.04 8�631.29 9�262.55 8�775.04 8�875.04

白银点 6�050.03 6�162.53 6�925.03 6�512.53 5�937.53 6�925.03 6�587.53

平均产量 8�244.33�aA 8�284.15�aA 8�281.29�aA 7�944.14�abAB 7�905.40�bB 7�818.43�bB 8�289.68�aA

表2 2007—2008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西片）区域试验7个品种（系）产量 kg/hm2

质以及其它生产条件对小麦的产量影响较大。 如
陇春 2609 在黄羊点平均产量为 9�316.30�kg/hm2，
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1 位； 在武威点居 7 个
参试品种（系）的第 4 位； 瑞春 1 号在白银点平均
产量为 6�925.03�kg/hm2， 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1位； 而在其它试点， 均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6位、 第 7 位。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是甘肃省在地理
位置上东、 西跨度大， 自然气候差异大， 对产量
影响较大。
2.2 丰产性分析

品种主效应值的大小反映了品种在试验中的
增减产效应， 由表 2、 表 3 可知， 陇春 2609 在 7�
个品种（系）中效应值最大（α=0.179）， 在 7 个试验
点中平均产量为 8�289.68�kg/hm2； 其次为 7095-2，
其效应值为 （α=0.174）， 平均产量为 8� 284.15�
kg/hm2。 E32-1 的效应值和平均产量与 7095-2 相
差无几。 7095 表现也较好， 是一个丰产品种。
E46-222 和瑞春 1 号效应值和产量较其它品种
（系）差。 用 SSR 测验比较各个品种（系）间和各个

试验点间的差异显著性， 能为分析新品系的比较
提供参考指标。 对 7 个品种（系）在 7 个试验点的
平均产量进行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 陇春 2609、
9075-2、 E32-1、 7095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 与
E46-222 差异不显著， 与瑞春 1 号和对照品种宁
春 4 号差异极显著， E46-222 与瑞春 1 号和对照
品种宁春 4 号差异不显著。 与对照品种宁春 4 号
相比， 陇春 2609 平均增产 4.9% ， 9075-2 和
E32-1 平均增产 4.8%， 7095 增产率也达到 4.3%，
说明这 4 个品系丰产性较其它品系突出。 试验点
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生态区的差异也
能影响小麦的丰产稳产。
2.3 稳定性分析

稳定性变异度、 高稳系数是表明品种（系）稳
定性的重要参数。 各品种（系）的稳定性参数见表
3。 从表 3 可知， 陇春 2609 稳定性变异度 2.251、
高稳系数 10.82%， 7095 稳定性变异度 2.946、 高
稳系数为 9.75%， 分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1 位
和第 2 位， 说明这 2 个品种（系） 稳定性最好，

9075-2 8�284.15 0.174 0.153 4.722 11.56 酒泉、 张掖、 武威、 民勤、 黄羊、 白银 很好

E32-1 8�281.29 0.171 0.120 4.185 12.31 张掖、 酒泉、 武威、 黄羊、 白银 很好

7095 8�244.33 0.134 0.059 2.946 9.75 酒泉、 张掖、 武威、 民勤、 黄羊 很好

E46-222 7�944.14 -0.161 0.052 2.859 13.30 武威、 黄羊、 白银、 民勤 一般

宁春4号（CK） 7�905.40 -0.205 0.082 3.63 14.20 武威、 黄羊、 白银、 民勤 一般

瑞春1号 7�818.43 -0.293 0.166 5.214 15.71 白银、 黄羊、 武威 较差

陇春2609 8�289.68 0.179 0.044 2.521 10.82 酒泉 、 张掖、 武威、 民勤、 黄羊 很好

品种（系）

丰产性参数 稳定性参数
高稳系数
（%） 适宜地区 综合

评价平均产量
（kg/hm2） 效应值 方差 变异度

表3 2007 — 2008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西片）区域试验7个品种（系）丰产性和稳定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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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5-2 和 E32-1 的变异度与对照相比较大， 但这
2 个品种（系）丰产性较好， 能在适宜的试点获得较
高的产量［5～6�］。
2.4 品种（系）综合评价
2.4.1����陇春 2609����该品系 2�a 平均产量为 8�289.68�
kg/hm2， 比对照品种宁春 4 号增产 4.9%， 居 7 个
参试品种（系） 的第 1 位。 丰产性参数效应值在 7
个参试品种（系）中最大， 丰产性最好。 稳定性分
析结果表明， 该品系稳定性好 ［变异度 2.521，
居 7 份参试品种 （系） 的第 1 位， 高稳系数
10.82%， 居 7 份参试品种（系）的第 2 位］［7～8�］，
能较好地适应各个试验点。 田间农艺性状优良，
千粒重高、 抗倒伏， 成熟落黄佳， 是一个丰产、
稳产、 优质的新品系。
2.4.2����9075-2����该品系 2�a 平均产量为 8�284.15�
kg/hm2， 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2 位， 较对照品
种宁春 4 号增产 4.8%， 产量在 7个参试品种（系）
中表现突出， 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 该品系丰产
性好， 稳定性好［7�］， 穗大、 穗层整齐， 能较好地
适应各个试验点。
2.4.3���� E32-1����该品系 2� a 平均产量为 8� 281.29��
kg/hm2， 居 7 份参试品种（系）的第 3 位， 较对照品
种宁春 4 号增产 4.8%， 产量在 7个参试品种（系）
中表现突出， 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 该品系丰产
性好， 稳定性好［7�］， 穗层整齐， 成熟早、 落黄佳，
能较好的适应各个试点。
2.4.4���� 7095����该品系 2� a 平均产量为 8� 244.33�
kg/hm2， 较对照品种宁春 4 号增产 4.3%， 居 7 个
参试品种（系）的第 4 位， 产量在参试品种（系）中
表现突出， 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 该品系丰产性
好， 稳定性好［7�］， 该品系粗秆、 大穗， 穗粒数多，
能较好地适应各个试点。
3���小结与讨论
1） 对 2007�— 2008 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 （西片）
区域试验分析结果表明， 陇春 2609、 7095、
9075-2、 E32-1 的丰产性突出， 稳产性较好， 是
这 2�a 区域试验中的优良品种（系）， 适宜在甘肃省
河西地区大部分地方推广种植。 同时由丰产性及
其稳定性分析结果可知， 7 个参试品种（系）中，
E46-222、 瑞春 1 号在个别试点获得高产稳产， 亦
可在适宜的地区推广种植。
2） 从试验结果可知， 品种（系）的丰产性参数和适
应性参数与高稳系数法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但稍

有差异。 如 7095 产量居 7 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4
位， 但稳定性参数排第 2 位， 高稳系数却是第 1
位， 说明该品系是一个稳产高产品系。 我们认为
在小麦区域试验中， 将高稳系数法和 DPS 数据处
理结合评价参试品种（系）的丰产稳产性更为准确
和全面。
3） 通过 DPS 数据处理软件和高稳系数法相结合统
一分析不同参试品种（系）的丰产稳产性， 及同一
品种（系）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产量及适应性表现，
为新品种 （系） 在最适生态区域推广种植提供理
论依据， 对小麦生产和区域试验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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