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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会宁县进行的甘肃省中部冬小麦品比试验结果表明，兰天26号、兰天28号综合性状表现好，
生育期适中，籽粒饱满，产量较高，产量较对照陇鉴19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陇原101、静宁10号、陇中2号产
量与对照陇鉴19差异达显著水平，抗逆性强，丰产性好。上述品种可在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示范种植。
关键词：冬小麦；品比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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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温带长日照植物，适应范围较广，自
北纬 17毅 耀 50毅 ，从平原到海拔约 4 000 m的高原

均有种植，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我

国最重要商品粮食和战略性的主要粮食储藏品种。

甘肃省冬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60万 hm2［ 1］，主要种

植在中部和东部山区、沟壑区及塬区，种植品种

主要以地方品种为主［ 2 - 5］。为进一步优化品种布

局，比较筛选出适合甘肃省中部大面积推广的丰
产、抗逆品种，我们于 2013年对 8个冬小麦品种

进行了品比试验，以期为当地选择品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参试品种名称及来源见（表1），以陇鉴 19为

对照（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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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固定资产的投资、认证费等，但糯玉米品质得
到不断改善。从外形看，认证后的糯玉米穗长更
长，整齐度更好（表1）。由于玉米穗较整齐，采摘
速度加快，由此降低了成本。

另外，在分析关键控制点的基础上，设计作
业任务书时采取了生物防治，未进行化学防治玉
米螟，糯玉米中的农药残留量大幅度降低。由于
前期采取了增施农家肥、秸秆还田及控制化肥施
用量等办法，糯玉米的品质得到很大改善，口感
也更符合大众的需求，鲜食单穗销售提高 0.2元，
1 hm2收入增加 7 500元以上，加工后的增值效益
更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优质优价将越
来越为大众所接受，经济效益将更加突出。
4.2 社会效益

实施 GAP认证和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管理
后，“玉维鲜”糯玉米市场占有率在新疆达到 25%以

上，良好的口碑更好地提高了企业形象。
4.3 生态效益

由于在实施 GAP认证时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都有显著增加，促进
了生态保护。同时按照认证要求投入 4 300余元建
设了 2座流动式厕所，不仅解决了糯玉米收获时
的卫生需求，又为旅游业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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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前后
穗长（cm） 整齐度

（%）12~16 ＞16 ＜12

认证前 78 10 12 80

认证后 80 12 8 84

表1 GAP（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前后糯玉米外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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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白银市会宁县党家岘乡党岘村。海

拔 2 000 m，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土地类型为川

地，黄绵土，具备灌溉条件。光照充足，日照时

间长，年平均气温 6℃，昼夜温差大；年均降水

量 450 mm，无霜期 140 d，前茬作物豌豆。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3次，小区宽

4.8 m，长 8.0 m，小区面积 38.4 m2。采用幅宽 1.2

m地膜全地面覆盖，上面均匀撒土 1 cm左右。试

验管理同当地大田，返青后人工放苗及锄草 1次，

施肥量各处理相同，均为 N 120 kg/hm2、P2O5 90

kg/hm2，肥料品种为磷酸二铵和尿素，按小区称量

于播前混合均匀撒施于地表，深翻入土做基肥。

播量 637.5 万粒 /hm2，行距 15 cm，每穴平均为

11.4粒，播种深度 2～3 cm 左右。生长期田间观

察记载物候期、群体动态及形态特征，统计农艺
性状，评价抗旱性、抗病性，收获时每小区随机

取 10株进行室内常规考种。数据用 Excel 统计，

DPS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2可以看出，参试冬小麦品种的生育期

为 277～292 d，其中陇鉴 386生育期最长，较对

照陇鉴 19晚熟 4 d；中麦 175生育期最短，较对

照早熟 11 d。

2.2 群体特征

从表 3可以看出，参试冬小麦品种总茎数均低

于 CK。出苗率和出苗数均以中麦 175最高，其中

出苗数较对照高 1.5万株 / hm2，出苗率比对照高 1

百分点。总穗数以陇中 1号最多，为 787.11 万穗/

hm2，较对照多 49.48万穗 / hm2。越冬率均较高，越
冬死亡率以对照最高。

2.3 主要形态特征

由表 4可以看出，参试冬小麦幼苗以直立为

主。穗型均为长方形。穗色均为白色。中麦 175

为半硬粒质，其余品种均为硬粒质。芒形和粒色

分别以长芒和红色为主，粒形相对丰富。

编号 品种 来源

1 陇中1号 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 静宁10号 甘肃省静宁县种子管理站

3 兰天26号 天水市农业学校

4 中麦175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5 陇鉴19（CK） 甘肃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6 陇原10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

7 陇鉴386 甘肃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8 兰天28号 天水市农业农校

9 陇中2号 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表 1 供试品种及来源

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返青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陇中1号 3/10 14/10 29/10 17/3 28/4 29/5 22/7 282
静宁10号 3/10 10/10 25/10 15/3 2/5 1/6 24/7 288
兰天26号 3/10 9/10 25/10 15/3 5/5 5/6 26/7 290
中麦175 3/10 12/10 29/10 17/3 28/4 27/5 15/7 277
陇鉴19（CK） 3/10 14/10 29/10 21/3 3/5 5/6 28/7 288
陇原101 3/10 10/10 25/10 15/3 1/5 1/6 22/7 286
陇鉴386 3/10 10/10 25/10 15/3 1/5 1/6 28/7 292
兰天28号 3/10 9/10 25/10 15/3 29/4 30/5 26/7 290
陇中2号 3/10 11/10 29/10 21/3 5/5 5/6 28/7 291

品种 出苗数
（万株 / hm2）

总茎数
（万茎 / hm2）

总穗数
（万穗 / hm2）

出苗率
（%）

越冬率
（%）

越冬死亡率
（%）

陇中1号 551.72 872.56 787.11 85 100 0
静宁10号 541.23 853.07 727.14 85 100 0
兰天26号 539.73 767.62 655.17 84 99.6 0.07
中麦175 553.22 832.08 748.13 87 99.6 0.37
陇鉴19（CK） 551.72 929.54 737.63 86 99.5 0.45
陇原101 542.73 838.38 685.16 85 100 0
陇鉴386 547.23 856.07 685.16 86 99.9 0.07
兰天28号 548.73 854.57 737.63 86 100 0
陇中2号 427.29 637.18 479.76 67 100 0

表 2 参试冬小麦品种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3 参试冬小麦品种群体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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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抗逆性

由表 5可以看出，参试冬小麦品种耐寒性以

中麦 175和对照较弱，黄矮病均较轻。中麦 175、

陇鉴 286和对照不倒伏，静宁 10号和陇中 2号抗

倒伏能力较强。兰天 26号、兰天 28 号、陇中 2

号和对照抗锈性较强，兰天 26号、陇中 1号、陇

中 2号和对照抗白粉病性较强。

2.5 主要经济性状

由表 6可以看出，株高高于对照的参试冬小
麦品种有 4个，其中陇原 101和兰天 28号植株最

高，均为 110 cm。穗长以陇原 101 最长，为 7.7

cm；陇中 2号与对照相同，均为 6.5 cm，其余均

短于对照。小穗数和穗粒数各参试品种均低于对

照。单株分蘖数为 0.4～0.6个。

2.6 产量

由表 7可以看出，生物产量较对照高的有 6个

品种，籽粒产量高于对照的有 5个品种。兰天 26

号的生物产量和籽粒产量均为最高，分别为 1.94、

1.55 g/株。千粒重也以兰天 26号最高，为 55.5 g。

兰天 26号折合产量最高，为 6 597.0 kg/hm2，较对

照增产 63.8%；其次是兰天 28 号，为 6 042.0

kg/hm2，较对照增产 50.0%；陇中 101、静宁 10

号、陇中 2号、中麦 175分别较对照增产 22.9%、

20.9%、7.8%、7.3%，陇鉴 386、陇中 1号分别较

对照减产 14.2%、30.8%。方差分析表明，兰天 26

号、兰天 28号之间差异不显著，这 2个品种与其

余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陇中 101、静宁 10号

较对照差异极显著，陇中 2号、中麦 175、陇鉴

386与对照差异不显著，陇中 1号与对照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

3 小结
综合分析参试各冬小麦品种主要性状，兰天

系列的 2 个品种综合性状表现好，生育期适中，
籽粒饱满，产量较高。其中兰天 26号较对照增产

63.8%，兰天 28号较对照增产 50.0%，上述 2 个

品种与对照产量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静宁 10号

和陇原 101、陇中 2号产量与对照差异达显著水

品种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
（个）

穗粒数
（粒）

单株分蘖
（个）

陇中1号 109 6.2 15.0 37.2 0.5
静宁10号 105 5.6 15.0 36.4 0.4
兰天26号 100 5.8 15.5 28.5 0.4
中麦175 75 5.4 13.7 33.2 0.5
陇鉴19（CK） 105 6.5 17.4 51.2 0.5
陇原101 110 7.7 15.4 34.0 0.6
陇鉴386 100 6.2 13.8 33.1 0.5
兰天28号 110 5.4 13.6 29.9 0.6
陇中2号 98 6.5 16.5 39.4 0.6

表 6 参试冬小麦品种经济性状

品种 生物产量
（g/株）

籽粒产量
（g/株） 经济系数 千粒重

（g）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

陇中1号 1.52 1.15 1∶1.3 28.0 2 787.0 d D -30.8
静宁10号 1.82 1.40 1∶1.3 49.0 4 870.5 b B 20.9
兰天26号 1.94 1.55 1∶1.25 55.5 6 597.0 a A 63.8
中麦175 1.14 1.30 1∶1.1 40.0 4 323.0 bc BC 7.3
陇鉴19（CK） 1.62 1.37 1∶1.18 38.0 4 027.5 c C
陇原101 1.88 1.50 1∶1.25 46.0 4 948.5 bB 22.9
陇鉴386 1.65 1.13 1∶1.46 44.5 3 454.5 cCD -14.2
兰天28号 1.74 1.53 1∶1.14 50.0 6 042.0 a A 50.0
陇中2号 1.80 1.51 1∶1.19 46.5 4 341.0 bc BC 7.8

表 7 参试冬小麦品种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

表 4 参试冬小麦品种主要形态特征
品种 粒色 穗形 芒形 穗色 幼苗习性 粒质 粒形

陇中1号 红 长方 长芒 白 直立 硬 椭圆

静宁10号 红 长方 顶芒 白 直立 硬 椭圆

兰天26号 红 长方 顶芒 白 半匍匐 硬 卵圆

中麦175 白 长方 长芒 白 直立 半硬 长椭圆

陇鉴19（CK） 红 长方 顶芒 白 半直 硬 卵圆

陇原101 白 长方 长芒 白 直立 硬 长椭圆

陇鉴386 白 长方 长芒 白 直立 硬 卵圆

兰天28号 红 长方 长芒 白 直立 硬 椭圆

陇中2号 白 长方 长芒 白 匍匐 硬 椭圆

表 5 参试冬小麦品种抗逆性评价

品种 耐寒性 抗倒伏性 抗锈病性 黄矮病 抗白粉病

陇中 1号 强 3级 4级 轻 1级

静宁 10号 强 1级 2级 轻 2级

兰天 26号 中 2级 1级 轻 1级

中麦 175 弱 0 4级 轻 3级

陇鉴 19（CK） 弱 0 1级 轻 1级

陇原 101 强 3级 2级 轻 3级

陇鉴 386 中 0 2级 轻 3级

兰天 28号 强 2级 1级 轻 3级

陇中 2号 强 1级 1级 轻 1级

50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52015 年 第 6 期

天水市山旱地优质小麦栽培技术要点

张二喜，张耀辉，宋建荣，李金昌
（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00）

收稿日期：2015- 02-03
基金项目：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抗条锈高产优质冬小麦新品种选育”（2012GAAS06-5）；甘肃省农业科

技创新项目“抗锈高产优质冬小麦新品种选育与示范”（GNCX-2013-6）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张二喜（1961—），男，甘肃天水人，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工作。联系电话：（0）13993877809。
通讯作者：张耀辉（1975—），男，甘肃天水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小麦育种与栽培研究工作。联系电话：（0）13919641269。

E-mail：ts-zyh@163.com

摘要：根据天水市小麦生产的特点，从选地、整地、施肥、选用良种、种子处理、播种、科学管理、病虫
害防治及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了天水市山旱地优质小麦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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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天水市的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

积 14 万 hm2［ 1］，而 95%以上的小麦种植在山旱

地。近几年，经济作物和蔬果类农产品成为了天

水市农业发展的主流，而小麦耕种面积却有所缩

减，提高小麦品质，大力推广种植优质小麦显得

尤为重要。只有采用配套标准化先进栽培技术，

改进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才能使优质小麦生产获

得高产高效。近年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根

据天水市干旱山区的自然条件，以高产、优质为

目标，总结出了一套适宜当地旱山区应用的优质

小麦栽培技术，现介绍如下。

1 选地
选择合适的前茬对提高产量及保证品质有很

大的影响，良好的前茬土壤中残留的有效养分多，

即使少施肥料，小麦的产量及品质也较好。目前

天水市小麦生产一般以玉米、马铃薯、油菜、休

闲为前茬，部分地区重茬，对小麦产量及品质有

一定的影响。地块选择要求地势平坦、土壤养分

含量高、土壤结构通透性好、松紧适宜，要求土

壤肥力好，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2 g/kg以上、速效

氮 80 mg/kg以上、速效磷 25 mg/kg以上、速效钾

100 mg/kg以上［ 2］。

2 整地
深耕细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也是小

麦优质高产的主要措施。通过深翻，增加纳水空

间，促进根系下扎，增强耐旱性。前茬收后趁伏

雨前进行深耕或深松，晒垄纳雨贮墒，待伏雨过

后抓紧耙耱收墒［ 3］。播种前少耕多耙耱，保好口

墒。整地力争达到“早、深、透、平、细”。
3 施肥

播前要对土壤肥力进行测定，根据土壤肥力

状况和肥力水平科学施肥，以底肥为主，追肥为
辅，多施有机肥，配合施用化肥，必要时补充一

定的微量元素。旱地因不能浇水而影响追肥效果，

施肥主要以基肥为主，基肥用量一般占施肥总量

的 80％～90％。施肥种类以有机肥为主，播前结

平，抗逆性强，丰产性好。上述品种可适宜在甘
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配套栽培技术集成推广种

植。中麦 175、陇鉴 386、陇中 1号有待进一步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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