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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高原环境下春小麦品质比较研究

张梅妞 ’,

张怀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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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国 ’,

葛菊梅‘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 宁 甘肃省农科院 兰州

摘 要 比较 两种高原环境下 个春小麦品种籽粒蛋白质含量
、

出粉率
、

沉淀值及粉质参数 个品质性状

结果表明 拍品种间品质有明显差异 不同品种的品质对高原环境的敏感性有差异
,

有的品种不敏感
,

表现稳

定
。

汉 两种高原环境间籽粒蛋 白质含量无显著差异
,

但黄土高原的面团流变学特性明显优于青海高原 的
,

表

明青海高原不利于蛋白质质量的提高
。

③青海高原小麦品质育种应提高蛋白质质量
,

培育制作优质馒头和面

条的品种
,

并注重弱筋小麦培育
。

关性词 春小麦 品质性状 高原环境 差异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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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高原是春小麦的高产 区
,

但同时也是春

小麦品质较差的地 区之一川
。

过去对春小麦在青

海 高原 的品质做了一些研究
,

认为青海高原春小

麦 品质 差 主 要 是 因为其蛋 白质质量 差 所 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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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一 口。

但蛋 白质质量是否受高原生态环境的不

利影响
,

仍需进一步研究
。

本研究试验点选择在位

于青海高原东部农业区平安县的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农业实验站 以下简称
“

平安

试验点
”

和位于黄土高原西部兰州市的甘肃省农

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地 以下简称
“

兰州试验点
” 。

参试 品种选用青海 和甘肃 的地方 品种 与育成 品

种
,

旨在 了解青海高原生态环境对春小麦品质特

性的影响
,

以便为青海高原春小麦品质育种和改

良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田 间试验

田间试验在兰州试验点和平安试验点进行
。

兰州试验点海拔
,

年均气温
,

年均

降水量
,

年均蒸发量
,

土质为

砂壤 平安试验站海拔
,

年均气温
,

年均降水量
, ,

年均蒸发量
,

土

壤为灌淤型红粘砂土
。

试验地具备灌溉条件
。

年 月
,

在兰州试验点和平安试验点种植来 自青

海与甘肃的 个品种
。

两试验点都采用随机区组

设计
,

次重复
,

行 区
,

小 区 面积
,

条播
,

播

种量每行 粒
,

田间管理同大 田一致 成熟后按

小区收获脱粒
,

籽粒用于品质分析
。

品质测定方法

出粉率 用德 国 公 司的

磨磨粉并计算 出粉率
,

出粉率 一 面粉 面

粉 鼓皮 义 籽粒蛋 白质含量 采用微

量凯 氏定氮法测定
,

籽粒蛋 白质含量 干基

含 氮量 根据 品质实验方法

进 行 微量沉 淀值测定 粉质 参数 是在德 国

型粉质仪上按
一

方

法测定面粉吸水率
、

面团形成时间
、

稳

定 时间
、

公差指数 和评价值等面团流

变学指标
。

统计分析

分 析 统 计 采 用 统 计 软 件

进行
。

结果与分析

两种生态环境下品质比较

参试品种的品质性状在 种生态环境下都表

现出明显差异
,

且趋势一致
。

稳定时间
、

评价值
、

公

差指数和形成时 间在两试验点 的变异 系数都较

高
,

表明品种间这几个品质性状差异较大
,

其他几

个品质性状 的变异 系数 在 个试验 点都相对较

小
,

表明品种间这几个品质性状差异相对较小 表
。

表 种生态环境下 品质性状比较

品质性状
以 一

试验地点 平均数
奋一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

叼
变幅

出粉率 李

魂 魂 心

,

弓

牛一 通

」

〔〕

”

几

一

。氏即腿托约

舀产﹄月八︸八︵厂门了汀叮百

⋯⋯
白,盆门八曰沉淀值

、 一。 旧
,

吸水率
、 》

形成时间 , 。

稳定时间 , 一 。 ,

公差指数
。

一 韶

“

肠哪川

洲浦洲浦

旅除么卜抓

评价值

籽粒蛋 白质含量 一

竺州

平安

兰州

平安

吮州

平安

狡州

平安

兰州

平安

兰州

平安

兰州

平安

兰州

平安

种生 态环境 间小 麦 品质存 在一 定程度差

异
。

兰州试验点的出粉率
、

稳定时间和评价值高于

平安试验点
,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公差指数兰州试

验点远低于平安试验点
,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兰

州试验点 的 沉淀值和形成时间也略高于平

安试验点
,

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籽粒蛋 白质含

量在 个试验点差异不显 著
,

平安试验点略高于

兰州试验点 表
。

综合来看
,

兰州试验点的品质

要优于平安试验点
。



西 北 农 业 学 报 卷

种生态环境下品质性状相关分析比较 试验点
,

吸水率还与稳定时间呈显著正相关
。

在平

由表
、

表 可以看出
,

出粉率在 个试验点都 安试验点
,

吸水率还与沉淀值呈显著正相关
。

与沉淀值
、

形成时间和评价值呈显 著或极显著正 从相关分析可 以看 出
,

出粉率 的高低能反映

相关
。

在兰州试验点
,

出粉率还与吸水率和稳定时 出沉淀值
、

形成时间和评价值的高低
。

一般出粉率

间呈显 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与公差指数呈极显著 较高的品种
,

面团形成时间较长
、

沉淀值和评价值

负相关
。

也相对较高
。

出粉率与籽粒硬度相关
,

一般籽粒硬

沉淀值在 个试验点都与形成时间
、

评价值 度大
,

出粉率高
,

相应的流变学特性较好
,

所以在

和出粉率呈极显著正相关
。

在兰州试验点
,

沉淀值 育种中要一直注重选择角质率高的材料
。

沉淀值

还
一

与稳定时间呈极显 著正相关
,

与公差指数呈极 与粉质仪测定参数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

沉淀值

显著负相关
。

在平安试验点
,

沉淀值与籽粒蛋白质 能反映粉质仪测定参数的大小
,

一般沉淀值高的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

品种
,

粉质仪测定参数也表现较好
。

蛋 白质含量与

籽粒蛋白质含量在 个试验点与吸水率和形 面粉吸水率相关
,

蛋 白质含量高时吸水率也高
,

此

成时间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在平安试验点
,

籽 结果与张彩英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刊 。

主要品质性

粒蛋 白质 含量还 与沉 淀值和评价值呈 显 著正相 状间的相关系数在不 同地点略有差异
,

这可能是

关
。

由于参试品种或环境条件对不 同品质性状的影响

吸水率在 个试验点与籽粒蛋 白质含量
、

形 大小有差异所致
。

成时间和评价值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在兰州

表 兰州试验点主要品质性状相关性分析

品质性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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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时间 稳定时间 公差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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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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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蛋自质含错
奋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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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关 关 关 一 赞 升 爷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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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态环境下面粉品质比较

评价值是粉质仪测定参数的综合指标
,

是评

价面粉加工品质的重要指标
。

根据评价值将面粉

分为 大类 评价值大于 为强筋粉
,

评价值介于

一 之 间的为中筋粉
,

评价值小于 为弱筋

粉
几 ’。 从面粉分类结果看

,

兰州试验点的品质优于

平安试验点 表
。

永 良 号和红农 号在平安试

验点种植时表现为中筋粉
,

而在 兰州试验点种植

时则表现为强筋粉 高原
、

和 尚头和老芒麦在

平安试验点种植时表现为弱筋粉
,

而在兰州试验

点种植时则表现为 中筋粉 这些结果表 明青海高

原的生态环境对春小麦品质有不利的影响
。

青海

引进培育的稳定
、

优质小麦资源偏少
,

这些都可能

是造成青海省春小麦普遍为弱筋粉
、

少部分为中

筋粉
、

强筋粉几乎是零的主要原因川
。

同时还可以

看出
,

不 同品种的品质性状对生态环境 的反应也

不同
。

永 良 号
、

红农 号
、

老芒麦
、

和尚头和高原

等品种对环境反应较为敏感
,

而 以陇春 号

为代表的几个品种在 种生态环境下品质性状较

稳定
,

陇春 号在 个试验点均表现为中筋粉
,

其

他品种均为弱筋粉
。

这就提示小麦育种工作者应

选择品质性状对生态环境反应不敏感
、

且适应广

的优质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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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平 安试验点主要 品质性状相关分析

爪
,

品质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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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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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生态环境下小麦粉的分类 比较

试验点 强筋粉 弱筋粉中筋粉

兰 州
永良 号

、

红农 号 陇春 号
、

高原
、

老芒麦
、

和 尚头

平安
’

永 良 号
、

红农 号
、

陇春 号

陇春
、

陇春 号
、

陇春 号
、

陇春 号
、

甘麦
号

、

甘麦
、

青春
、

白大头
、

定西 号
、

陇春 号

陇春
、

陇春 号
、

陇春 号
、

陇春 号
、

甘麦
号

、

甘麦
、

青春
、

白大头
、

定 西 号
、

陇春
号

、

高原
、

老芒麦
、

和尚头

讨 论

青海高原生态环境对春小麦品质有较大的

不利影响
。

相同春小麦品种在兰州试验点种植时
,

其流变学特性明显优于在平安试验点种植的
,

而

试验点间籽粒蛋 白质含量无显著差异
。

面团流变

学特性主要受蛋 白质含量与质量 的影响
,

在蛋 白

贡含量相近的情况下表现出的这种流变学特性的

差异
,

主要是由于蛋 白质质量的差异造成的
。

这一

方面说明
,

蛋 白质质量不仅受基因型的影响
,

而且

环境条件也是影 响蛋 白质质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
,

另一方面说明
,

青海高原生态环境不利于蛋 白质

质量的提高
。

在以前关于青海高原春小麦品质研

究 中也发现
,

某些具有优质高分子量谷蛋 白亚基

组成的品种
,

其面筋强度并不高川
。

从本研究结果

来看
,

这可能是青海高原生态环境对蛋 白质质量

产生了不利影响所致
。

因为蛋 白质各组分对环境

和基因型反应不同
,

醇溶蛋 白和非 面筋蛋 白对环

境较为敏感
,

而谷蛋 白质含量几乎完全 由基 因型

决定川
。

出现某些具有优质高分子量谷蛋 白亚基

组成的品种面筋强度并不高的现象
,

可能 与组成

面筋的醇溶蛋 白受生态环境影 响较大有关
,

这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

青海高原光能资源丰富
,

在春小麦适宜种植

地 区
,

其产量潜力大
,

但 由于受生态环境的制约
‘

,

品质提高难度较大
。

所 以
,

青海高原春小麦品质育

种 目标应定位在逐步提高蛋 白质质量
,

培育制作

优质馒头 和面条的品种上
,

以满足广大农牧 民对

优质面粉的需求 发挥该地区小麦高产的优势
,

注

重弱筋小麦的改 良与培育
,

供给生产饼干和糕点

类食品所需 的弱筋小麦面粉
。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培育的
“

高原
”

品种
,

其蛋 白质含量

只有 左右
,

完全符合弱筋小麦的标准
。

只要加

强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
,

就有望培育出符合市场需

求的弱筋小麦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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