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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定西市干旱半干旱区进行的冬小麦新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陇育 8 号、 陇中 4 号、 陇鉴 108 折
合产量居参试品种（系）前 3 位， 分别为 7 175.0、 6 750.0、 6 733.3 kg/hm2， 分别较对照品种长 6878 增产 14.3%、
7.6%、 7.3%。 这 3 个品种出苗率、 成穗率高， 抗旱性强， 条锈发病率低、 耐倒伏， 未发现白粉病， 抗逆性强，
丰产性好， 生长势强， 综合性状优良， 适宜在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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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冬小麦品种在定西市干旱半干旱区品比
试验初报

小麦是世界上分布最广、 产量最多、 总贸易
额最大、 营养价值最高的粮食作物， 是一种温带
长日照植物， 适应范围较广， 自北纬 17～50° ，
从平原到海拔约 4�000�m 的高原均有种植， 是我国
最重要的商品粮食和战略性的主要粮食储藏品种，
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产量仅次于水稻，
仅约有 1/6 用作饲料［1�-�2�］， 其余几乎全作口粮。 甘
肃省冬小麦种植面积达 60 万 hm2［3�］， 主要种植在
中部和东部山区、 沟壑区、 平原区， 种植品种主
要以地方品种为主［4�-�5�］。 为进一步优化品种布局，
筛选比较出适合当地大面积推广的丰产、 抗逆的
适用品种， 我们对参加 2014�—2015 年全国北部旱
地区域试验的 12 个冬小麦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
以期为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和当地粮食增产增效提
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小麦品种中麦 39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提供， 陇中 4 号由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提供， 陇育 8 号、 陇鉴 108 由甘肃省农业
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提供， 长 7080、 长 6990、
长麦 5823、 长6878（CK）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
研究所提供， 科遗 12-6105 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
发育研究所提供， 临旱 5115 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提供， 众信 5158 由河南农业科学院洛

阳分院提供， 沧麦 2009-19 由河北省沧州市农林
科学院提供， 太 1305 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区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平襄镇吴家川，
平均海拔 1�760�m， 北纬 34° 55′， 东径 104° 48′，
属中温带半干旱区， 地势平坦， 光照充足， 昼夜
温差大。 全生育期平均降水量 305.1�mm， 平均气
温 7.3�℃， 无霜期 132�d， 日照时数 1�806.2�h。 前
茬作物为胡麻， 土地类型为典型的川旱地， 土壤为
黄绵土。 光、 温和水配合较好， 肥力中等且均匀。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每品种 1 小区， 以
长 6878 为对照，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12�m2（2�m×
6�m）， 9 行区， 播种量 450 万粒 /hm2。 2014 年秋
季基施农家肥 15�000�kg/hm2、 尿素 150�kg/hm2、 普
通过磷酸钙 450�kg/hm2。 施肥后拖拉机深耕， 播种
前旋耕， 深度 15～20�cm。 结合旋耕补施尿素 150�
kg/hm2。 2014 年 9 月 22 日用精播机播种， 2015 年
5 月 24 日喷施 5%高效氯氰菊酯悬浮剂 1�500～
2�000 倍液＋50�g/L 敌杀死乳油 10�mL 对水 30～60�
L 喷雾防治红蜘蛛、 叶蝉 1 次。 观察记载物候期，
中耕除草 3 次。 试验周围设适当保护区， 7 月上旬
全区收获， 常规考种［6��］， 单脱计产。 数据用 Excel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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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试区气候特点
2014 年冬至 2015 年春， 试验区平均气温较常

年偏高， 冷热风变化均匀， 降水普遍较少， 日照
时数偏多。 冬小麦播种时， 土壤墒情适宜， 适时
播种， 播种质量好， 苗期苗壮， 出苗质量好。 从
图 1 可知， 春返后（3�—5月）平均气温 8～11�℃，
1�—3 月气温较常年高 2～3�℃， 最低温度在 -6.9～
-1.1�℃， 冬小麦未发生苗期冻害； 4 月下旬至 5 月
中旬降水同往年持平， 未遭受旱情； 5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降水偏多， 月降水量达到 30.5�mm， 冬小麦
生育特征表现基本正常， 小麦条锈病中度发生。
总之， 前期未受到干旱、 低温的影响， 7 月初成熟
期阴雨， 收获籽粒颜色受到一定的影响， 部分品
种出现籽粒发黑， 总体来看， 试验年在当地属丰
产年份。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及农艺性状

从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冬小麦出苗期基本一
致， 生育期为 264～268�d。 其中中麦 39、 沧麦
2009-19 生育期最短， 为 264�d， 均较品种长6878
（CK）早熟 2�d； 陇中 4 号、 生育期最长， 为 268�d，

较长 6878（CK）晚熟 2�d。 田间观察， 供试品种的
叶色中麦 39、 科遗 12-6105、 陇鉴 108、 陇育 8 号
为绿色， 陇中 4 号、 长 6878（CK）为深绿， 其余品
种均为浅绿。
2.2 群体动态

从表 2 可以看出， 参试冬小麦冬前基本苗以
临旱 5115 最多， 为 396.0 万株 /hm2， 较长6878
（CK） 增加 144.0 万株 /hm2； 陇中 4 号的最少， 为
193.5万株/hm2， 较长6878（CK）减少 81.0万株 /hm2。
总茎数以临旱 5115 最多， 为 540.0 万茎 /hm2， 较
长 6878（CK）增加 166.5 万茎 /hm2； 沧麦 2009-19
最少， 为 283.5 万茎 /hm2， 较长6878（CK）减少
90.0 万茎 /hm2。 冬后茎数中麦 39、 临旱 5115 最
多， 均为 477.0 万茎 /hm2， 较长 6878（CK）均增加
153.0万茎 /hm2； 太 1305最少， 为 270.0万茎 /hm2，
较长6878（CK）减少 54.0 万茎 /hm2。 幼苗中麦 39、
科遗 2-6105、 陇鉴 108、 陇育 8 号为直立性， 陇
中 4 号、 长 6878（CK）、 长麦 5823、 太 1305 为匍
匐性； 其余品种为半匍匐性， 参试冬小麦品种越
冬率均在 85%以上， 其中陇中 4 号、 陇鉴 108、 陇
育 8 号与长 6878（CK）相同， 均达 100%， 中麦 39
越冬率最低， 为 87%， 较长6878（CK）低 13 百分
点。 熟相除众信 5158 为 3 级外， 其余均为 1 级。
2.3 抗逆性

从表 3 可知， 供试冬小麦抗旱性均为 3 级，
耐青干力均为 1 级， 白粉病和黄矮病均未发生。
抗冻性陇中 4 号、 陇鉴 108、 长 6878（CK）表现最
好， 均为 1 级， 其余品种均为 2 级。 条锈病发生
较为严重， 其中中麦 39 反应型为 4 级， 属中感，
严重度 60%～80%， 普遍率达到 100%； 陇中 4
号、 陇鉴 108 和太 1305 对条锈病表现中抗， 严重
度和普遍率均为 5%。
2.4 经济性状及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 参试冬小麦品种株高以陇
鉴 108 最高， 为 101.3�cm， 较长 6878（CK）高 15.0�
cm； 众信 5158 最矮， 为 62.7�cm， 较长6878（CK）
矮 23.6�cm。 穗长以陇鉴 108 最长， 为 8.0�cm， 较
长 6878（CK）长 0.6�cm； 陇育 8 号最短， 为 6.2�cm，
较长 6878（CK）短1.2�cm。 小穗数、 穗粒数、 穗粒
重均以陇中 4 号表现最好， 其中小穗数 16.4 个，
较长 6878（CK）多 3.1 个； 穗粒数 45.1 粒， 较长
6878（CK）多8.1 粒； 穗粒重 2.38�g， 较长6878（CK）
重0.53�g。 沧麦 2009-19 表现最差， 其中小穗数为
12.5 个， 较长6878（CK）少0.8个； 穗粒数 26.9 粒，
较长6878（CK）少10.1 粒； 穗粒重 1.48�g， 较长

品种（系）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出苗期 返青期 抽穗期 成熟期

中麦39 11/10 9/3 12/5 2/7 264
陇中4号 11/10 9/3 22/5 6/7 268

长6878（CK） 10/10 8/3 14/5 3/7 266
科遗12-6105 10/10 10/3 12/5 2/7 265

长6990 11/10 10/3 16/5 4/7 266
陇鉴108 10/10 9/3 15/5 4/7 267
陇育8号 10/10 9/3 17/5 4/7 267
长7080 11/10 9/3 14/5 3/7 265
众信5158 10/10 9/3 18/5 5/7 268
临旱5115 11/10 8/3 13/5 4/7 266

沧麦2009-19 12/10 9/3 13/5 3/7 264
长麦5823 12/10 9/3 15/5 5/7 266
太1305 12/10 9/3 19/5 4/7 265

表 1 参试冬小麦品种物候期及生育期

图 1 2014—2015年度冬小麦全生育期平均气温与
月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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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基本苗
/（万株/hm2）

总茎数
/（万茎/hm2）

冬后茎数
/（万茎/hm2） 幼苗习性 越冬率

/% 生长势 熟相

中麦39 252.0 405.0 477.0 直立 87.0 强 1
陇中4号 193.5 382.5 301.5 匍匐 100 强 1

长6878（CK） 274.5 373.5 324.0 匍匐 100 强 1
科遗2-6105 292.5 513.0 360.0 直立 92.1 中 1

长6990 229.5 301.5 450.0 半匍匐 94.0 强 1
陇鉴108 348.0 508.5 387.0 直立 100 强 1
陇育8号 346.5 405.0 436.5 直立 100 强 1
长7080 373.5 522.0 432.0 半匍匐 93.1 强 1
众信5158 301.5 378.0 427.5 直立 96.0 中 3
临旱5115 396.0 540.0 477.0 半匍匐 92.1 中 1

沧麦2009-19 247.5 283.5 360.0 半匍匐 88.5 中 1
长麦5823 283.5 346.5 315.0 匍匐 93.2 强 1
太1305 265.5 337.5 270.0 匍匐 94.0 强 1

表 2 参试冬小麦品种群体动态

6878（CK）低 0.37�g。 千粒重以太 1305 最重， 为
59.3�g， 较长 6878（CK）重12.2�g； 陇育 8 号、 众信
5158 最少， 均为 42.7�g， 较长6878（CK）少 4.4�g。

参试冬小麦折合产量以陇育 8 号最高， 为
7�175.0�kg/hm2， 较长 6878（CK）增产 900.0�kg/hm2，
增产率 14.3%； 其次为陇中 4号， 为 6�750.0�kg/hm2，
较长 6878（CK）增产 475.0�kg/hm2， 增产率 7.6%；
陇鉴 108 居第 3， 较长 6878（CK）增产 7.3%。

3���小结与讨论
综合分析参试各冬小麦品种农艺性状和经济

性状， 陇育 8 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 7�175.0�kg/hm2，
较对照品种长 6878 增产 900.0� kg/hm2， 增产率
14.3%； 其次为陇中 4 号， 折合产量为 6�750.0�
kg/hm2， 较对照品种长 6878 增产 475.0�kg/hm2， 增
产率 7.6%； 陇鉴 108 居第 3， 折合产量 6�733.3�
kg/hm2， 较对照品种长 6878 增产 7.3%。 3 个品种

品种（系） 耐旱性 耐青干力 白粉病 黄矮病 抗冻性
条锈病

反应型 严重度
/%

普遍率
/%

中麦39 3 1 1 1 2 4 60～80 100
陇中4号 3 1 1 1 1 1 5 5

长6878（CK） 3 1 1 1 1 2 10～30 30～40
科遗12-6105 3 1 1 1 2 2 10～20 10～20

长6990 3 1 1 1 2 3 30～40 50～60
陇鉴108 3 1 1 1 1 1 5 5
陇育8号 3 1 1 1 2 1 10～20 10～20
长7080 3 1 1 1 2 2 10～20 20～30
众信5158 3 1 1 1 2 3 20～30 30～40
临旱5115 3 1 1 1 2 3 20～30 30～40

沧麦2009-19 3 1 1 1 2 4 50～60 50～60
长麦5823 3 1 1 1 2 2 10～20 10～20
太1305 3 1 1 1 2 1 5 5

表 3 参试冬小麦品种抗逆性

品种（系）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
/ 个

穗粒数
/ 粒

穗粒重
/g

千粒重
/g

小区平均产量
/ （kg/12�m2）

折合产量
/ （kg/hm2）

较 CK 增产
/%

中麦 39 77.3 7.6 12.6 30.9 1.68 49.9 6.16 5�133.3 -18.2
陇中 4 号 82.7 7.4 16.4 45.1 2.38 52.4 8.10 6�750.0 7.6

长 6878 （CK） 86.3 7.4 13.3 37.0 1.85 47.1 7.53 6�275.0
科遗 12-6105 73.3 7.2 12.9 31.6 1.68 50.1 7.11 5�925.0 -5.6

长 6990 69.3 7.5 13.8 32.3 1.69 51.1 7.13 5�941.7 -5.3
陇鉴 108 101.3 8.0 13.1 29.0 1.50 46.6 8.08 6�733.3 7.3
陇育 8 号 100.7 6.2 13.9 40.7 1.73 42.7 8.61 7�175.0 14.3
长 7080 73.7 7.6 13.3 33.2 1.84 50.5 7.66 6�383.3 1.7

众信 5158 62.7 6.7 12.9 37.4 1.73 42.7 6.70 5�583.3 -11
临旱 5115 83.0 7.2 13.9 31.5 1.62 49.0 7.51 6�258.3 -0.3

沧麦 2009-19 77.0 6.5 12.5 26.9 1.48 50.3 5.47 4�558.3 -27.4
长麦 5823 87.7 6.3 14.4 37.1 2.07 51.1 6.36 5�300.0 -15.5
太 1305 84.0 6.7 14.2 36.0 2.17 59.3 8.08 6�733.3 7.3

表 4 参试冬小麦品种经济性状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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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 成穗率高， 抗旱性强， 条锈病发生率低，
耐倒伏， 未发现白粉病， 抗逆性强， 丰产性好，
生长势强， 综合性状优良， 适宜在甘肃中部干旱
半干旱地区推广种植。

冬小麦品种的产量差异是品种对土壤、 水肥、
温度和气候等环境因素适应性不同导致的结果，
可通过进一步试验明确新品种在干旱半干旱区的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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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近年来当归栽培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效果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分析， 并展望了当归栽培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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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Cultivation New Technology of Angelica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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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conducted summar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cultivation new
technology of Angelica sinensis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ngelica cultivation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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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有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之效，
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有“十方九归”的之说。 当
归在甘肃、 四川、 云南、 湖北等地都有栽培， 其
中以甘肃省栽培面积最大，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岷
山山脉东支南北两面山麓地区［1］， 称为“岷归”，
质量最优。 当归性喜冷凉湿润环境， 是一种高海
拔育苗、 低海拔引种移栽的特殊品种。 近年来，
由于气候逐渐变暖， 降水减少， 当归在甘肃省适
宜种植区逐渐向西南部及高海拔区转移［2�-�3�］， 原来
的产区对种植当归的生态适宜性下降， 使当归栽

培中存在的提早抽薹难以控制， 当归产量、 品质
不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 且育苗地上移对高海拔
地区原始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随着农业科技的
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农业栽培技术和措施，
甘肃产区的当归栽培技术也经历了很大的变革，
出现了熟地育苗、 设施育苗、 种子直播、 遮阳栽
培等栽培方式， 不仅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
也对当归产业和产地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对近年来当归栽培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效果
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分析， 以期为当归栽培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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