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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将开展少数民

族特色文化保护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

为重点。应鼓励少数民族在融入现代生活的过程

中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共享现代社

会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保持其固有的

优秀文化。其次，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大力发掘与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培育相结合

的公共文化工程。加强以村寨为依托的民族传统

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避免因城镇化建设而使传

统村落破坏甚至消失。

4.3 调动少数民族的主动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广泛地调动少数民族建设

美丽家园的积极性，通过引导和宣传克服以往

“等、靠、要、拿”的思想。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

加强少数民族生产技能的培训，以提高少数民族的

收入。同时在房屋建设、公共服务、生活环境改

善、医疗和教育等重大问题上听取当地少数民族的

意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尊重民意，尊重各个少

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调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建设

美丽家园。如绿春县推行“十户联建”的邻里间互相

帮助建房模式，既节约了建房成本，又调动了少数

民族的积极性，利于民居建设的整体推进。

4.4 政府应统筹规划，完善制度

政府应全面统筹规划城镇化建设，因为城镇

化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 3］，应避免城镇化建

设中重复修建和不合理布局。同时各级政府还应

制定相关配套保护措施和完善的制度，大力支持

边境地区各项事业的开展，在行业支持、资金支

持、产业扶持、政策导向、教育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和边境管理等方面加快推进步伐，进一步推

动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边疆发

展和民族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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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冬小麦新品种天选53号的品种来源、特征特性、产量表现、适种区域，从精细整地，施足底
肥；适时迟播，合理密植；田间管理；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了其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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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来源

冬小麦新品种天选 53 号经甘肃省天水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小麦育种中心以中 94177 作母本、

92R-178 作父本进行有性杂交，采用系谱法经

连续多年的定向选择而成［ 1 - 6］，原系谱号为

S98351 - 2 - 2 - 2 - 1，于 2014 年 1 月通过甘肃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甘审麦

20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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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性

天选 53号属普通小麦，冬性，幼苗半匍匐。

株高 90 cm。棍棒形穗，无芒，白穗。中抗条锈

病。该品种丰产，抗病，生长整齐，落黄好，中

熟。在渭河川道区生育期 246 d 左右。茎秆较

粗，弹性好，抗倒伏。平均穗长 8.50 cm，结实

小穗 16.50 个，穗粒数 42.30 粒。千粒重 41.25

g，容重 794 g/L。籽粒红色，半角质。分蘖力

强，单株有效分蘖 1.55个，穗层整齐，抗青干，

落黄好。

2.2 品质

2013年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测

定，天选 53号籽粒含粗蛋白 143.5 g/kg、湿面筋

含量 225.1 g/kg、赖氨酸 4.3 g/kg、粗灰分 16.8

g/kg。沉淀值 40.2 mL，容重 779.2 g/L，可用于加

工面条和馒头等传统食品。

2.3 抗病性

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2011

年在兰州温室和甘谷试验站进行苗期混合菌和

成株期分小种接种鉴定，该品种苗期对混合菌

表现免疫，成株期对条中 32 号、条中 33 号、

水 4、水 5、CH42、HY8E 及混合菌也均表现免

疫，总体抗条锈性表现优异。另据多年观察，

天选 53号田间表现高抗白粉病、叶锈病和叶枯

病。

2.4 抗寒性

2010— 2012 年甘肃省种子管理站在海拔

2 100 m的武山县龙台乡试点进行的高山抗寒性鉴

定试验结果表明，2011— 2012 年度天选 53号的

越冬率为 93.60%， 2011—2012年度天选 53号的

越冬率为 83.80%，说明天选 53号具有较强的抗寒

能力。多年试验示范结果表明，天选 53号在天水

市和陇南市川道区越冬安全。

3 产量表现

2010 — 2012年在甘肃省陇南片川区组冬小

麦区域试验中，2 a 12 点（次）天选53号平均折合

产量 6 252.00 kg/hm2，较对照品种兰天 17 号增

产 5.30%，且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表现出了较好

的稳产高产性。其中 2010 — 2011年度平均折合

产量 5 476.50 kg/hm2，较对照品种兰天 17 号增

产 2.30%；2011 — 2012 平均折合产量 6 757.50

kg/hm2，较对照品种兰天 17号增产 8.31%。2012—

2013年度参加甘肃省陇南片川区组冬小麦生产试

验，5点折合平均产量为 6 109.50 kg/hm2，较对照

品种兰天 17号增产 5.00%。

4 适种地区

天选 53号主要适宜在天水市、陇南地区河谷

川道区、塬台机灌地种植。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精细整地，施足底肥

前茬作物收获后翻耕灭茬。播前翻耕时基施

农家肥 30 000 kg/hm2、尿素 225 kg/hm2、磷酸二铵

150 kg/hm2。

5.2 适时迟播，合理密植

建议 10 月 15 日以后播种，播量 180～225

kg/hm2，保苗 450万株 /hm2，要提高播种质量，播

后耙平耱细。

5.3 田间管理

11月下旬进行冬灌，拔节前进行人工除草，

拔节期灌拔节水 1 次，灌拔节水前施尿素 150

kg/hm2作追肥。抽穗后或扬花后若有蚜虫和粘虫

为害时，可用 10%氧化乐果乳剂 1 000 倍液，或

20%氰戊菊酯乳油 2 000～4 000倍液喷雾防治。

5.4 适时收获

在小麦茎秆全部干枯，籽粒呈干硬状、颜色

发亮时即成熟期（6月下旬）及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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