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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陇育 5 号冬小麦新品种是以西峰 20 号作母本， 庆农 4 号作父本进行有性杂交， 系谱法选育而成。
在 2012—2014年的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中， 2 a平均折合产量4 779.0 kg/hm2， 较对照品种长6878增产
7.0%。 该品种全生育期269~275 d， 株型紧凑， 结实性好， 抗旱、 抗寒， 适宜在甘肃陇东、 定西及宁夏固原、 山
西长治及晋城等地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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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是甘肃省主栽粮食作物之一， 在粮食
安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陇东地区是甘肃省
冬小麦主产区， 常年播种面积约 25 万～30 万
hm2， 占全省冬小麦总播种面积 1/2， 总产量也约
占全省冬小麦产量的 1/2， 其生产状况对全省经济
发展影响较大［1�］。 陇东地处西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属我国冬小麦的北部边缘地带， 地形、 地貌、 自
然生态条件最为复杂， 低温冻害、 干旱少雨、 红

黄矮病经常发生， 特别是干旱导致冬小麦产量低
而不稳。 随着人口增加， 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
变暖， 干旱缺水的趋势将会持续加重。 为实现作
物高效用水目标， 需要挖掘作物抗旱性和水分利
用效率的最大潜力。 遗传改良、 生理调控和群体
适应是 3 个主要增产途径， 其中培育抗旱节水新
品种是一条主要途径［2�-�5�］。 因此， 不断选育适应该
区种植的抗逆性强， 特别是抗旱、 丰产、 稳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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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冬小麦新品种， 对发展这一地区乃至全省的
粮食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7�］。 陇东学院农林
科技学院经过多年工作， 选育出适宜在陇东及北
部旱地同类地区种植的冬小麦新品种陇育 5 号，
2012 年 1 月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为甘审麦 2012012）， 并于 2014 年 12
月通过庆阳市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1���品种来源

陇育 5 号是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以西峰 20
号作母本， 庆农 4 号作父本进行有性杂交， 经系
谱法选育而成（原系号9446-6-2-1-1-3）， 试验代
号陇育 217。 根据双亲优势互补原则， 1994 年开
始选配杂交组合， 进行有性杂交， 历经 6 代优选
后， 于 2001�— 2002 年度参加品鉴验， 2002�—
2005 年参加品比试验， 2008�—2010 年度参加甘肃
省陇东片冬小麦区域试验， 2010�—2011 年度参加
甘肃省陇东片冬小麦生产试验并进行小面积示范；
2012�—2014 年参加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
验， 2011�—2014 年参加生产试验。
2���产量表现
2.1 品鉴试验

2001�—2002 年度在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试
验田参加冬小麦品种（系）鉴定试验， 平均折合产
量 5� 437.8� kg/hm2， 较对照品种西峰 20 号增产
46.22%， 居参试材料第 1 位。
2.2 品比试验

2002�—2005 年在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试验
地参加冬小麦品种（系） 比较试验。 其中 2002�—
2003 年度平均折合产量 4�214.6�kg/hm2， 较对照品
种西峰 20 号（平均折合产量3�619.2�kg/hm2）增产
16.45%， 居 13 个参试品种（系）第 3 位。 2003�—
2004 年度平均折合产量 3�883.0�kg/hm2， 较对照品
种西峰 27 号（平均折合产量3�382.7�kg/hm2）增产
14.79%， 居12个参试品种（系）第3位。 2004�—2005
年度平均折合产量 3�475.1�kg/hm2， 较对照品种西
峰 27 号（平均折 合 产 量 2� 975.0� kg/hm2）增产
16.81%， 居 14 个参试品种（系）第 5 位。
2.3 甘肃省陇东片冬小麦区域试验

2008�—2010 年参加甘肃省陇东片冬小麦区域
试验。 其中 2008�— 2009 年度在庆阳西峰、 镇原、
合水、 宁县、 环县以及平凉的泾川、 灵台等7点
（次）进行的试验中有 6 点（次）增产， 增产点（次）
率 85.71%； 平均折合产量 4�017.3�kg/hm2， 较对照

品种西峰 27 号（平均折合产量3�706.8�kg/hm2）增产
8.37%， 增产差异极显著， 居 8 个参试品种（系）第
2位。 增幅 5.00%～36.55%。 增产点平均折合产量
3�945.2�kg/hm2， 较对照平均增产 11.53%， 灵台 1
点减产， 减幅 5.82%。 2009�— 2010 年度在庆阳西
峰、 镇原、 宁县、 环县以及平凉的泾川、 灵台等 6
点（次）的区试中有 5 点（次）增产， 增产点（次）率
83.33%； 平均折合产量 4�458.9�kg/hm2， 较对照品
种西峰 27号（平均折合产量4�163.4�kg/hm2）增产
7.10%， 增产极显著， 居 9 个参试品种（系）第2位。
增幅 2.44%～26.41%。 增产点平均折合产量 4�634.9�
kg/hm2， 较对照品种西峰 27 号平均增产 9.35%，
镇原 1 点减产， 减幅 5.51%。

2008�— 2010 年甘肃省区试的平均折合产量
4�220.7�kg/hm2， 比对照品种西峰 27 号增产 7.74%；
增产幅度均在 5%以上。 13 个点（次）试验有11点
（次）增产， 增产点比对照平均增产 10.43%， 增产
点（次）率 84.62%。 表现抗旱抗寒、 丰产稳产性强，
总评居 11 个参试品种（系）第 2 位；
2.4 甘肃省陇东片冬小麦生产试验

2010�— 2011 年度参加甘肃省冬小麦生产试
验， 5 点均增产， 平均折合产量 5�256.3�kg/hm2，
比对照西峰 27 号（平均折合产量4�626.4�kg/hm2）增
产 13.61%， 产量居 3 个参试品种（系）第 1 位。 其
中在平凉市高平镇平均折合产量 7�102.5�kg/hm2，
比对照西峰 27 号（平均折合产量5�420.1�kg/hm2）增
产 10.1%； 在平凉灵台平均产量 7�102.5�kg/hm2，
比对照西峰 27 号（平均折合产量6�450.0�kg/hm2）增
产 10.1%； 在平凉白庙平均产量 4�275.0�kg/hm2，
比对照西峰27号（平均折合产量3�930.0�kg/hm2）增
产 0.09%； 在镇原上肖镇平均产量 5�183.7�kg/hm2，
比对照西峰 27号（平均折合产量4�619.0�kg/hm2）增
产 12.22%； 在西峰市温泉乡平均折合产量 2�980.5�
kg/hm2， 比对照西峰27号（平均折合产量2�713.5�
kg/hm2）增产 9.84%。 经多年多点试验和生产示范，
该品种表现旱作丰产稳产性强， 适应范围广。
2.5 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

在 2012�—2013 年度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
域试验中， 9点（次）有8点（次）增产， 增产点率
88.9%； 平均折合产量 3�745.5�kg/hm2， 比对照品种
长6878（平均折合产量3�496.5�kg/hm2）增产 7.0%，
居 10 个参试品种（系）第 2 位。 在 2013�—2014 年
度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中， 9 试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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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产量 5�812.5�kg/hm2， 比对照长 6878（平均折
合产量 5� 436.0� kg/hm2）增产 6.9% ； 增产点率
88.9%， 居 10 个参试品种第 2 位。 两年度平均折
合产量 4�779.0�kg/hm2， 比对照长6878（平均折合产
量4�466.2�kg/hm2）增产 7.0%， 增产点率 88.9%， 并
完成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程序。
2.6 生产试验示范

2011�—2014 年在甘肃平凉市高平、 泾川县太
平、 灵台县什字和庆阳市西峰区下卡村、 镇原县
孟坝镇王地庄村、 宁县中村乡西华村、 华池县王
嘴子乡刘家畔村等不同生态区进行生产试验， 3�a�
12点（次）试验全部增产， 平均折合产量 3�870.2�
kg/hm2， 比当地主栽品种平均折合产量 3�444.0�
kg/hm2 增产 12.37%。

2014 年 6 月 22 日， 庆阳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在
镇原县临泾乡良韩村进行田间测试， 陇育 5 号平
均折合产量 6�028.5�kg/hm2， 对照品种陇育 4 号平
均折合产量 5�378.9�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育 4 号
平均增产 12.08%。
3���特征特性
3.1 主要特征

陇育 5号属冬性、 中熟多穗型品种， 全生育期
269～275�d。 幼苗直立， 叶色淡绿。 分蘖力较强，
成穗率高。 株高 85～110�cm。 株型紧凑， 穗层整
齐。 穗纺锤型， 结实性好， 长芒、 白壳， 白粒、 角
质， 饱满度好。 抗旱性、 抗寒性强， 抗青干， 落黄
好。 平均成穗数 378.0万～613.5万穗 /hm2， 穗粒数
30.0～37.5 个， 千粒重 31.6～37.0�g， 籽粒饱满度
1～2 级， 容重 795～801�g/L。
3.2 抗逆性

在 2�a 的甘肃省区域试验中， 陇育 5 号抗旱性
1～2 级， 抗青干 1～2 级， 熟相 1～2 级。 2013�—
2014 年度经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抗旱性鉴定，
抗旱指数 0.963～1.089， 在干旱胁迫情况下， 株高
降低较少， 千粒重较为稳定。 2013�— 2014 年度经
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抗寒性鉴定， 越冬死株率
13.7%， 越冬死茎率 17.6%， 抗寒性达 3 级， 抗寒
性中等。
3.3 抗病性

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2011 年
在兰州温室及甘谷进行接种鉴定， 陇育 5 号苗期
对混合菌表现中度感病， 成株期对供试菌系条中
32 号、 条中 33 号、 水 4、 水 5、 混合菌表现抗病，

尤其对甘肃省优势菌系条中 33 号、 32 号抗性表现
较好。 2013�—2014 年经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抗
病性鉴定， 陇育 5 号 2013 年对条锈病免疫， 高感
叶锈病、 白粉病； 2014 年对条锈病免疫， 中感白
粉病、 高感叶锈病。
3.4 品质

2013�— 2014 年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北京）分析， 容重 784～800�g/L， 蛋白质含
量 15.13%～16.35％， 湿面筋含量 35.8%～38.3％，
沉淀指数 36.5 ～41.4� mL， 吸水量 58.2 ～61.6�
mL/g， 稳定时间 3.8～6.3� min， 最大抗延阻力
122～136�E.U.， 拉伸面积 30～38� cm2， 延伸性
166～184�mm。
4���适种范围

经多年多点试验与生产示范， 陇育 5 号旱作
适应范围广， 适宜在陇东及同类地区的宁夏固原、
甘肃定西、 山西长治及晋城等地推广种植。
5���栽培技术要点

宜在气温 14～16�℃ ， 0～15� cm 土层地温
16～18�℃时播种， 即 9 月上、 中旬播种。 播量以
保苗 330 万～375 万株 /hm2 为宜。 前作收后及时
深耕灭茬， 雨后耙耱， 蓄水保墒。 播种时精耕细
作， 达到地平土碎， 上虚下实， 为苗全苗壮创造
条件。 施足底肥， 增施磷肥， 合理追施氮肥。 基
施农家肥 45�000�kg/hm2、 尿素 150�kg/hm2、 普通过
磷钙 600�kg/hm2 的基础上， 返青时可再追施尿素
225�kg/hm2， 以促进分蘖成穗、 小花发育， 提高每
穗结实粒数， 增加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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