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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重要地位。春小麦是甘肃省主要粮食作物

摘要：在会宁半干旱区进行了春小麦品比试验，结果表明，参试的7个春小麦新品系间产量差异达显著水
平，04013-1-3-5、06081-15-1、05151-2-6-2折合产量分别为3 284.71、3 067.25、2 889.86 kg/hm2，分别较对照
定西35号增产26.99%、18.58%、11.73%，且综合性状好，抗寒性、抗旱性强，千粒重高，在田间自然条件下表
现对条锈病高抗或免疫。06081-15-1、05151-2-6-2两品系在两年品比试验中均表现优良，建议推荐参加甘肃省
旱地春小麦区域试验。品系04013-1-3-5等下年继续进行品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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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elect the spring wheat with high yield and have strong resistance，that suitable arid and semi-arid area in
central Gansu province even to the similar types of surrounding ecology regions，The field experiment is conducted to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es of new spring wheat varieties which breeded in Huin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yield difference between cultivars is
significant in seven spring wheat lines tested，the yield of 04013-1 -3-5，06081-15 -1，05151 -2 -6-2 are 3 284.71 kg/hm2，
3 067.25 kg/hm2 and 2 889.86 kg/hm2，which increased by 26.99%，18.58% and 11.73%. The comprehensive properties are better，
has higher grain yield ，resistanced to cold，drought，stripe and even immuned to stripe in the field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the
06081-15-1 and 05151 -2-6-2 have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two years variety test，So they are recommended to take the
regional testing of Gansu province. The 04013-1-3-5 and other lines need to participate the comparison test of the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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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常年播种面积 67万 hm2左右［ 1］，其产量高
低对甘肃省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会宁县春小麦常年播种面积 1.32 万
hm2左右，90%以上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区，由于
干旱缺水、品种混杂退化造成大面积旱地麦田产
量低而不稳。国内外旱地小麦生产的实践证明，
通过遗传改良，培育抗旱高产的旱地型小麦新品
种，可将干旱胁迫降到最低水平，这是发展旱地
小麦生产最可靠最经济的途径。在育种方法上主
要采取异地穿梭育种和水旱交替选择，穿梭育种
有利于品种广泛适应性和稳定性的选择，水旱交
替选择则有利于选择出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
质基因结合体［ 2］。春小麦的株高、穗长等形态特
征与它的抗旱性强弱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3］。甘肃
省干旱、半干旱地区，虽然降水较少，干旱频发，
生态条件严酷，但小麦增产潜力还很大［ 4］。因此
培育具有抗旱、抗病、优质、高产和稳产等优良
性状的小麦品种，一直是小麦育种工作者不懈努
力的目标［ 5］。会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 2014年
对十多年来选育出的 7个综合农艺性状较好的春
小麦新品种（系），在会宁旱地条件下进行比较试
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系共 7个，即 05052-1（Ⅴ1）、05151-2-
6-2（Ⅴ2）、05151-2-5-1（Ⅴ3）、06004-5-3（Ⅴ4）、
06081-15-1（Ⅴ5）、06005-4-6（Ⅴ6）、04013-1-3-5
（Ⅴ7），均为会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甘肃农业
大学选育提供，定西 35号为统一对照（CK，Ⅴ8），
由定西市农业科学院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半干旱区的会宁县会师镇南嘴村的
旱川地，地处北纬 35毅 38忆 33.2义，东经 105毅 02忆
15.2义。海拔 1 772 m，年均气温 8.3 ℃，无霜期
155 d，≥10℃的有效活动积温 2 664℃左右，年
降水量 462.4 mm。试验地土壤黄绵土，地力均匀，
肥力中等的休闲地。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法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
积 11.65 m2（5.00 m×2.33 m），走道宽 0.5 m，试验
地四周设置保护行。播种前 2014年 3月 1～7日
人工用铁锹平整土地，3月 8～10日用手扶拖拉机
带步犁深翻地，结合翻地施农家肥 37 5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 kg/hm2、尿素 225 kg/hm2。3 月
15日采用人工单角耧开行手溜条播，每小区播 10

行，行距 23.3 cm，每行按有效发芽率播种 350
粒，保苗密度 300万株 /hm2。生育期人工除草松
土 2次，不进行追肥。生育期间其它管理同当地
大田。生育期及时观察记载不同时期的田间性状，
调查测定有关性状指标。成熟期每小区随机取样
10株进行考种，并按小区单收、单脱计产。
1.4 试验期间的气象因素及土壤含水量

小麦全生育共降水 218.90 mm，较历年同期值
212.73 mm偏多 6.17 mm；平均气温 13.72℃，比
历年同期值 13.58℃偏高 0.14℃。其中 3月份降
水 5.2 mm，4月份降水 70.3 mm，5月份降水 11.8
mm，6月份降水 87.5 mm，7月份降水 44.1 mm。3
月份降水比历年同期偏少 6.97 mm，对小麦出苗和
苗期发育有一定的影响；4月份降水比历年同期增
加 45.59 mm，有利于小麦的拔节和成穗；5月份
降水比历年同期偏少 31.93 mm，6 月 2日测得土
壤不同深度含水量为：0～20 cm 土层 4.92%、
20～40 cm 土层 7.06%、40～60 cm 土层 8.06%、
60 ～80 cm 土 层 10.95% 、 80 ～100 cm 土 层
11.71%，此时蒸发量大，高温干旱严重，白天小
麦地上部叶片萎蔫较重，地表土壤含水量不能满
足小麦的正常生长发育，也正值小麦抽穗的关键
时期，对小麦抽穗不利，小麦不同程度受到卡脖
子旱；6月份降水比历年同期增加 34.15 mm，6月
中旬以来降水较多，利于小麦的灌浆和成熟。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由表 1可以看出，参试春小麦品种（系）均较
对照品种定西 35号（CK）早熟，其中Ⅴ3、Ⅴ7两
品系生育期最短，均为 100 d，较对照Ⅴ8（CK）早
熟 8 d；其次是Ⅴ1、Ⅴ6，生育期均为 101 d，较
对照Ⅴ8（CK）早熟 7 d；生育期最长的是Ⅴ8（CK），
为 108 d；其次是Ⅴ5，生育期为 106 d，较Ⅴ8
（CK）早熟 2 d；Ⅴ2生育期 105 d；Ⅴ4生育期 104
d。
2.2 主要生物学特性

2.2.1 苗期长势 由表 2 可以看出，参试品种
（系）苗期长势Ⅴ2、Ⅴ3和Ⅴ5强。Ⅴ8（CK）弱，其
它品系苗期生长势中等。
2.2.2 株高 参试品种（系）株高为 70.00～102.00
cm，株高最高的是Ⅴ2，为 102.00 cm；其次Ⅴ5为
97.00 cm，株高最低的是Ⅴ4，为 70.00 cm。Ⅴ2、
Ⅴ5和Ⅴ1三品系株高高于Ⅴ8（CK），其余品系株
高均低于Ⅴ8（CK）。
2.2.3 抽穗整齐度 Ⅴ3、Ⅴ5 和Ⅴ6 抽穗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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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品种（系）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Ⅴ1 05052-1 15/3 5/4 22/4 13/5 9/6 15/7 101

Ⅴ2 05151-2-6-2 15/3 4/4 19/4 12/5 5/6 18/7 105

Ⅴ3 05151-2-5-1 15/3 4/4 20/4 11/5 5/6 13/7 100

Ⅴ4 06004-5-3 15/3 5/4 21/4 13/5 8/6 18/7 104

Ⅴ5 06081-15-1 15/3 5/4 22/4 16/5 10/6 20/7 106

Ⅴ6 06005-4-6 15/3 5/4 21/4 12/5 4/6 15/7 101

Ⅴ7 04013-1-3-5 15/3 7/4 24/4 14/5 9/6 16/7 100

Ⅴ8 定西35号（CK） 15/3 6/4 23/4 18/5 12/6 23/7 108

表1 参试小麦品种（系）物候期及生育期

代码 品种（系） 叶色 叶相 株高
（cm）

苗期
长势

抽穗
整齐度

株高
整齐度 抗寒性 抗旱性 倒伏

程度 条锈病 白粉病

Ⅴ1 05052-1 绿 半披 88 中 2 1 1 2 0 1 12 1 130
Ⅴ2 05151-2-6-2 绿 半披 102 强 2 2 1 1 0 1 13 1 230
Ⅴ3 05151-2-5-1 绿 半披 84 强 1 1 2 1 0 1 13 1 230
Ⅴ4 06004-5-3 深绿 挺直 70 中 2 1 1 2 0 0 1 230
Ⅴ5 06081-15-1 深绿 半披 97 强 1 1 1 1 1 0 1 230
Ⅴ6 06005-4-6 深绿 半披 74 中 1 1 1 2 0 1 12 1 230
Ⅴ7 04013-1-3-5 浅绿 半披 74 中 2 2 1 1 0 0 1 130
Ⅴ8 定西35号（CK） 浅绿 下披 87 弱 2 2 2 1 1 1 13 1 230

其它品系抽穗整齐度中等。
2.2.4 株高整齐度 Ⅴ2、Ⅴ7和Ⅴ8 株高整齐度
中等，其它品系株高整齐。
2.2.5 抗寒性 Ⅴ3和Ⅴ8抗寒性表现中等，其它
品系抗寒性表现强。
2.2.6 抗旱性 Ⅴ2、Ⅴ3、Ⅴ5、Ⅴ7 和Ⅴ8抗旱
性表现强，其余品系抗旱性表现较强。
2.2.7 抗倒性 Ⅴ5和Ⅴ8抗倒性表现较强，其余
品系抗倒性表现强。
2.2.8 抗病性 根据田间试验观察，在自然条件
下，参试品种（系）对条锈病都表现有较强的抗性，
其中Ⅴ4、Ⅴ5和Ⅴ7对条锈病表现免疫，其余品
种（系）表现高抗条锈病。参试品种（系）叶片普遍
不同程度感有白粉病，但发病都较轻，大部分品
系对白粉病表现中抗。
2.3 主要经济特性

2.3.1 基本苗 由表 3可以看出，参试春小麦品
种（系）基本苗为 233.85 万～285.30 万株/hm2，出
苗最好的是Ⅴ5，为 285.30万株/hm2；其次Ⅴ3为
275.85万株/hm2，出苗最低的是Ⅴ8（CK）为 233.85
万株/hm2，其余品系出苗居中，参试品系出苗率均
高于Ⅴ8（CK）。
2.3.2 成穗数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成穗数为

242.55万～300.30万穗/hm2，成穗数最高的是Ⅴ5，
为 300.30万穗/hm2，其次Ⅴ7 为 281.85万穗/hm2，
成穗数最低的是Ⅴ8，为 242.55万穗 /hm2，其余品
系成穗数居中。参试品系成穗数均高于Ⅴ8（CK）。
2.3.3 穗长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穗长为 5.80～
10.00 cm，穗长最长的是Ⅴ3，为 10.00 cm；其次
Ⅴ2为 9.90 cm，穗长最短的是Ⅴ4为 5.80 cm。除
Ⅴ3、Ⅴ2和Ⅴ1穗长高于Ⅴ8（CK）外，其余品系穗
长均低于Ⅴ8（CK）。
2.3.4 结实小穗数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单株结
实小穗数为 12.8～16.2个，单株结实小穗数最多
的是Ⅴ8（CK）为 16.2个，其次Ⅴ2为 14.8个，单
株结实小穗数最少的是Ⅴ3，为 12.8个。所有参试
品种（系）单株结实小穗数均低于Ⅴ8（CK）。
2.3.5 不结实小穗数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单株
不结实小穗数为 3.4～6.8个，单株不结实小穗数
最多的是Ⅴ1，为 6.8个；其次Ⅴ3为 5.6个，单株
不结实小穗数最少的是Ⅴ4，为 3.4个。对照Ⅴ8
为 4.2个，Ⅴ4和Ⅴ5单株不结实小穗数低于Ⅴ8
（CK），其余参试品系的单株不结实小穗数等于或
高于Ⅴ8（CK）。
2.3.6 穗粒数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穗粒数为
22.8～32.3粒，穗粒数最多的是Ⅴ8（CK）为 32.3

表2 参试品种（系）主要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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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品种（系） 幼苗习性 保苗数
（万株/hm2）

成穗数
（万穗/ hm2）

穗长
（cm） 穗型

结实
小穗数
（个）

不结实
小穗数
（个）

芒形色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Ⅴ1 05052-1 半匍匐 245.85 254.10 9.0 长方 14.4 6.8 长白 28.7 42.8

Ⅴ2 05151-2-6-2 半匍匐 266.40 269.25 9.9 长方 14.8 4.8 顶白 25.9 47.3

Ⅴ3 05151-2-5-1 半匍匐 275.85 278.55 10.0 长方 12.8 5.6 顶白 22.8 51.2

Ⅴ4 06004-5-3 直立 244.95 265.20 5.8 棍棒 14.6 3.4 长白 26.2 43.2

Ⅴ5 06081-15-1 半匍匐 285.30 300.30 8.6 长方 13.8 4.0 长白 24.1 48.0

Ⅴ6 06005-4-6 半匍匐 244.20 244.95 7.1 长方 13.2 4.6 长白 27.3 47.2

Ⅴ7 04013-1-3-5 半匍匐 257.85 281.85 7.8 长方 13.8 4.2 长白 32.2 40.5

Ⅴ8 定西35号（CK） 匍匐 233.85 242.55 8.8 长方 16.2 4.2 长白 32.3 38.2

表3 参试品种（系）主要经济特性

粒；其次Ⅴ7为 32.2粒；穗粒数最少的是Ⅴ3，为
22.8粒，其余品系穗粒数居中。
2.3.7 千粒重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千粒重均高
于对照（CK），变幅为 38.2～51.2 g，千粒重最高的
是Ⅴ3，为 51.2 g；其次Ⅴ5为 48.0 g；千粒重最低
的是Ⅴ8（CK），为 38.2 g，其余品系千粒重居中。
2.4 产量

由表 4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系）间产量存在
明显差异，折合产量为 2 586.57～3 284.71 kg/hm2，
参试品种（系）均较对照Ⅴ8 增产，增产幅度达
0.64%～27.24%。其中Ⅴ 7 折合产量最高，为
3 284.71 kg/hm2，较Ⅴ8（CK）增产 27.24%，居参试
材料第 1 位；其次为Ⅴ5 和Ⅴ 2，产量分别为
3 067.25、2 889.86 kg/hm2，较Ⅴ8（CK）增产18.58%、
11.73%，居参试材料第 2、3位；产量最低的品种
（系）是对照Ⅴ8，为 2 586.57 kg /hm2。经方差分析，
处理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F=5.904＞F0.01=4.278），
区组间差异不显著（F=2.508＜F0.05=3.739）。Ⅴ7和
Ⅴ5 极显著地高于对照Ⅴ8，Ⅴ2 显著地高于Ⅴ8
（CK），其余品系均较Ⅴ8（CK）增产，但未达到显
著水平。

3 小结与讨论
1）在会宁旱地条件下进行品比试验的结果表明，
04013-1-3-5、 06081-15-1 和 05151-2-6-2 等 3
个春小麦品系出苗率在 85%以上，成穗数较多，
抗寒性、抗旱性、抗病性强，千粒重均高于对照
定西 35号，综合农艺性状好，产量高，折合产量
分别为 3 284.71 kg/hm2、3 067.25 kg/hm2、2 889.86
kg/hm2，较对照分别增产 26.99%、 18.58% 、
11.73%，增产潜力大。
2） 04013-1-3-5首次参加品比试验，可作为重点
品系继续参加下年度的品比试验；06081-15-1和
05151-2-6-2参加了 2 a品比试验，综合 2 a的试
验结果，06081-15-1 和 05151-2-6-2 具有抗旱、
抗病、稳产、丰产、落黄好、整齐度好等优点，
幼苗顶土能力强， 出苗整齐且全，苗期长势良
好，叶色绿，属旱地生态型，中晚熟品系。建议
申请参加甘肃省旱地春小麦区域试验。其余品系
继续参加会宁县旱地春小麦品系比较试验，进一
步鉴定其相关综合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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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品种（系） 小区平均产量
（kg/11.65 m2）

折合产量
（kg /hm2）

较CK
增产
（%）

位
次

Ⅴ1 05052-1 3.16 2 712.45 cd BC 4.98 6

Ⅴ2 05151-2-6-2 3.37 2 882.70 bc ABC 11.57 3

Ⅴ3 05151-2-5-1 3.31 2 841.20 bcd BC 9.97 4

Ⅴ4 06004-5-3 3.03 2 600.86 cd C 0.64 7

Ⅴ5 06081-15-1 3.57 3 064.38 ab AB 18.60 2

Ⅴ6 06005-4-6 3.21 2 755.36 cd BC 6.64 5

Ⅴ7 04013-1-3-5 3.83 3 287.55 a A 27.24 1

Ⅴ8 定西35号（CK） 3.01 2 583.69 d C 8

表4 各参试品种（系）小区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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