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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是甘肃省主栽粮食作物之一，分布于

海拔 800～2 500 m的区域。甘肃中部旱区自然条

件恶劣，土壤干旱瘠薄，年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匀，

气候复杂多变，属我国北部晚熟冬麦区边缘地

带［ 1］。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冬小麦的种植区

域不断北移，在冬小麦的种植范围在不断扩大的

过程中，地处甘肃中部的陇西县也开始大面积种

植冬小麦。但由于陇西县特殊的地理和生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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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旱地冬小麦新品种陇选 1号为从外引品系中梁 9589变异单株中通过多代系谱法选择技术选育而
成。在 2012-2014年度甘肃省陇中部片冬小麦旱地组区域试验中，2a平均折合产量 4 745.85 kg/hm2，比统一
对照品种陇中 1号平均增产 10.9%。半冬性，生育期 286 d，株高 106 cm，穗长 7耀8 cm，穗粒数 52 粒，千粒
重 43.6 g，容重 788 g/蕴。抗寒、抗旱性强，丰产、稳产。籽粒含粗蛋白质 116 g/kg（干基）、湿面筋含量 239.0
g/kg（14%水分基）、赖氨酸 4.35 g/kg（干基），沉降值 37 mL（14%水分基）。苗期对混合菌表现免疫，成株期
对条中 32号、条中 33号、中 4-1、郧22-14及混合菌均表现中抗。适宜在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及生态类似区
旱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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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Newly-bred Winter Wheat Cultivar Longxuan 1
GUO Jumei，ZHANG Shuangding，CHAI Yueming，YANG Fengqin，ZHANG Yingchun，WANG Wenya，
LIN Xiaoyan，LI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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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ngxuan 1 is newly bred winter wheat line from the variation per plant of outside test lines Zhongliang 9589
through a multi generational pedigree method. In 2012— 2014，the average yield is 4 745.85 kg/hm2 and 10.9%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heck variety Longzhong 1 in winter wheat dryland area test of Gansu Centra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variety is semi winter，
growth period is 286 d，plant height is 106 cm，ear length is 7 ~ 8 cm，grains per spike is 52，1 000 grain weight is 43.6 g，bulk
density is 788 g/L. It is resistance to cold，drought，high yield，stable yiel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eed crude protein（dry
basis），wet gluten（14% moisture basis），lysine（dry basis），sedimentation value of（14% moisture basis）are 116 g/kg，239 g/kg，
4.35 g/kg，37 mL，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 seedlings of mixed bacteria are immune at the seeding stage，the lines is moderate
resistance to CY. 32，CY 33，Zhong 4-1，G22-14 and mixed bacteria at the adult stage. It is suitable to be grown in arid and semi
arid of central Gansu，and similar ecolog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Winter wheat；New cultivar；Dryland；Longxuan 1；Breeding

万～375万粒 /hm2 时增产效果比较明显，具体播

量应根据当地气候、区域、肥力等情况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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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锈病在该地区既能越夏又能越冬，在小范围能

完成周年循环［ 2 - 3］，严重影响当地冬小麦生产，而

控制小麦条锈病最根本的措施是选育和推广种植

抗锈品种［ 4 - 5］。为此，陇西县科学技术局下达科学

技术攻关计划项目，由陇西县种子管理站承担实

施，以抗旱、抗病、耐瘠薄为选育目标，经过多

年的试验研究，于 2015年选育出了适宜陇中干旱

半干旱地区种植的抗旱、抗病、丰产稳产性好的

冬小麦新品系 9589-4，2016年 1月通过甘肃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为陇选 1号。

1 选育经过

冬小麦新品种陇选 1号是陇西县种子管理站

利用外引品系中梁 9589（后审定定名为中梁31号）

的变异单株，通过多代系谱选择技术，经不同生

态区域鉴定和国引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选育而

成。2008年 9589 发现变异单株并挂牌，收获后

编号 9589-4。2009 — 2011年种植株系进行多代

株系鉴定。2011 — 2012 年度在陇西县种子管理

站试验场进行品鉴试验，同时进行品比试验。

2012— 2014 年参加甘肃省陇中片冬小麦旱地区

域试验。2014 — 2015 年度参加甘肃省陇中片冬

小麦旱地生产试验。

2 产量表现

2.1 品鉴试验

在 2011— 2012年度进行的品鉴试验中，陇

选 1号平均折合产量 6 267.00 kg/hm2，较对照品种

陇鉴 19增产 14.62%，居 7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2

位。

2.2 品比试验

在 2011— 2012年度进行的品比试验中，陇选

1号平均折合产量 7 251.00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号增产 19.51%，居 9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1位。

2.3 区域试验

2012— 2014年，在参加甘肃省陇中部片冬小

麦旱地组区域试验，陇选 1号 2 a 9点（次）平均折

合产量 4 745.85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号增产

10.90%，其中 8点（次）增产，1点（次）减产，表现

出较好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其中 2012—

2013年度在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通渭基地、渭

源县、陇西县、静宁县、庄浪县进行的甘肃省陇

中部片冬小麦旱地组区域试验中，5个试验点中有

4 点增产，1 点减产，平均折合产量为 4 587.45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号增产 7.20%，居 9个

参试品种（系）的第 1位，其中以庄浪试验点平均

产量最高，达 5 026.5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

号增产 21.09%。2013— 2014年度在渭源县、陇

西县、静宁县、庄浪县进行的甘肃省陇中部片冬

小麦旱地组区域试验中，4个试验点均增产，平均

折合产量为 4 904.55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号

增产 11.40%，居 9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1位，其

中以庄浪试验点平均产量最高，达 5 076.45

kg/hm2，较对照品种陇中 1号增产 14.11%。

2.4 生产试验

2014— 2015年度参加在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安定基地、渭源县、陇西县、静宁县、庄浪县、

临洮县等地进行的甘肃省陇中部片冬小麦旱地组

生产试验，6个试验点均增产，平均折合产量为

5 110.5 kg/hm2，比对照品种陇中 1号增产 12.60%，

居 9个参试品种（系）的第 2位；其中以临洮试验

点平均产量最高，达 5 083.50 kg/hm2，较对照品种

陇中 1号增产 29.80%。

3 主要特征特性

3.1 植物学特征

陇选 1 号属半冬性晚熟品种，生育期 286 d。

幼苗半匍匐，叶色深绿，苗期生长旺盛，根系发

达。株高 106 cm，株形紧凑。穗形长方，白壳，顶

芒。穗长 7～8 cm，穗粒数 52粒。籽粒白粒半硬

质，千粒重 43.6 g，容重 788 g/Ｌ。籽粒饱满，成熟

落黄好。

3.2 抗病性

2015年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在

兰州温室进行苗期混合菌接种鉴定，陇选 1号苗期

对混合菌表现免疫。在甘谷试验站分小种进行成株

期接种鉴定，陇选 1号成株期对条中 32号、条中

33号、中 4-1、Ｇ22-14及混合菌均表现中抗。

3.3 抗逆性

在 2012— 2014年进行甘肃省陇中部片冬小

麦旱地组区域试验中，陇选 1号抗旱性鉴定结果

为抗旱性 2～3级。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区试环境

变异系数分析中，陇选 1号的变异系数为 0.32%，

在 9个参试品种（系）中最低，说明陇选 1号适应

性广，在受旱情况下，其株高、千粒重变化相对

较小，表现抗旱强、适应性广的特点。在 2012—

2015年甘肃省陇中部片冬小麦旱地组区域试验和

生产试验中，陇选 1号抗寒性均为 2级，抗寒性

较强。

6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62016 年 第 3 期

摘要：以玉米品种先玉335为指示品种，采用“3414”完全实施试验方案，建立了庄浪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
密植高产栽培中玉米产量与氮、磷、钾肥之间的回归方程，得出庄浪县旱区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密植高产栽培的最

大施肥量为N 421.95 kg/hm2、P2O5 225.30 kg/hm2、K2O 134.85 kg/hm2，此时玉米产量可达12 359.16 kg/hm2；最佳
施肥量为N 317.10 kg/hm2、P2O5 173.85 kg/hm2、K2O 102.45 kg/hm2，此时玉米产量可达12 796.21 kg/hm2。
关键词：玉米；全膜双垄沟播；“3414”；最佳施肥量；旱区；庄浪县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6）03-0065-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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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3414”肥效试验

李亚东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甘肃 兰州 730020）

玉米已成为甘肃省第一大粮食作物，2014年

种植面积达到 100.1 万 hm2，居全国第 12 位［ 1］。

庄浪县属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 3副区，属

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547.8

mm，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 2.6倍，是甘肃东部主

要的旱地粮饲兼用玉米生产区，全县年播种面积

1.11 万 hm2 以上，占农作物总播面积的 15.76%，

总产达到 4.8万 t［ 2］。为进一步研究甘肃省旱区玉

米在密植高产条件下氮、磷、钾不同用量对玉米

的影响，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庄浪县东部

3.4 品质

2015年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测

定，陇选 1号籽粒粗蛋白质含量 116 g/kg（干基）、

湿面筋含量 239.0 g/kg（14%水分基）、赖氨酸 4.35

g/kg（干基），沉降值 37 mL（14%水分基），容重

788 g/L。

4 适种区域

适宜在甘肃中部年降水量 250～400 mm，海

拔在 1 700～2 200 m的陇西、安定、临洮、渭源、

通渭、静宁、庄浪等地的干旱半干旱山区、二阴

区及旱川地种植，也适宜在平凉、临夏、天水等

的干旱半干旱山区、二阴区种植。

5 栽培技术要点

陇选 1号适宜在 9月 14日至 10月 5日播种，

最佳播期 9月 20— 25日。播量 180～225 kg/hm2，

保苗 450 万～525 万株 /hm2。播种时施农家肥

22 500～30 0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450～750

kg/hm2、磷酸二铵 120～150 kg/hm2 或尿素 195～

225 kg/hm2作种肥。翌年春季小麦返青后，结合降

水追施尿素 120～150 kg/hm2，以早促壮苗。越冬

期应及时镇压保墒防寒，冬后返青起身期及早松

土除草，以保蓄土壤水分，增加地温。拔节期、

孕穗期、抽穗期及时防治叶蝉和蚜虫危害。抽穗

后期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 500 g/hm2 +磷酸

二氢钾 1 500 g/hm2对水 600 kg进行叶面喷施，每

10 d喷 1次，连喷 3次，在兼防小麦白粉病、锈

病的同时，可提高小麦粒重及干物质含量，改善

品质，获得高产。如遇多雨年份，可在拔节期前

用矮壮素 1 000～2 000倍液，或 15%多效唑可湿性

粉剂 200～500倍液田间喷施 1次，以防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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