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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高原春小麦品种高原 6()2在 中国北方麦区的性状表现,采 用方差分析和对比方法进

行比较 ,高原春小麦称粒效和千粒重在同纬度低海拔地区和平原地区,虽 比在高原地区略有下

降,但产量仍表现增产,证明高原春小麦大穗大拉性状在平原地区同样可以表达,在 今后高原

春小麦育种中只要注重抗病性和品质佳状的改良,高 原春小麦完全可在我国北方麦区大面积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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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是我国春小麦高产地区之一。由于太阳辐射强 ,日 光充足 ,春小麦籽粒灌浆

期温度适宜 ,昼夜温差大,病害少等独特的高原地理生态环境 ,加之子粒灌浆期长,使高原

春小麦的产量性状得以充分表达。形成穗大、粒多、干粒重高的特点。高原 602是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赵绪兰研究员等 1987年育成的抗旱丰产型春小麦品种 ,表现为

抗旱、丰产、广适应性和抗多种病害。1987年经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后 ,在

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 )推广种植 ,并迅速扩大到中国北方麦区,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累

计推广面积已达 1300多万亩(1999)。 1992年和 1994年又分别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和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成为青海省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春

小麦品种。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602的选育、研究和推广分获 1992年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J99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1996年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文报道高原春小麦品种高原 602在中国北方麦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时的性状表现 ,

并对高原春小麦在中国北方麦区应用前景作一初步探讨。

材料来源与统计方法

根据高原春小麦高原 602等品种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 )试验结果及陕西、内蒙

^本研究获中国科学院
“
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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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河北、黑龙江、河南等省(区 )试验示范及推广资料 ,采用产量性状、株高、光合性能、抗

病性和品质性状等进行方差统计及对比分析方法进行比较。

性 状 分 析

1.产量性状表现

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是构成产量的三个基本要素。亩穗数因播种期、播种量的不

一致而差别较大 ,不能反映品种特性 ,在此不作讨论。而穗粒数和千粒重是反映品种特性

最直接的两个经济性状。据试验 ,高原 602在国内不同纬度和不同海拔地区种植都能不

同程度的发挥其大穗大粒的特点。高原 602在高纬度或同纬度低海拔地区种植 ,同样能

形成多花大穗 ,虽然产量较在高原地区略有下降,但仍比当地对照增产(表 1)。 高原春小

麦在青海高原灌浆期长 ,且其间的环境有利于增加粒重 ,形成大粒的特性。只要注重选择

灌浆速度高的品种 ,即使引种到不同纬度地区种植 ,千粒重虽有所下降,但仍不失其大粒

性。

通过对穗粒数与千粒重的统计分析 ,高原 602在北方不同纬度或海拔地区的干粒重

(C.V=12.05%)比穗粒数(C.V=23.00%)的 变异程度小 ,稳定性好 ,这与高原 602在甘

肃、宁夏两省(区 )三年十五点区试统计结果是一致的(陈志国等,1995),说明该品种灌浆

速度快 ,粒重稳定 ,这是高原 602在北方麦区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2.株高

我国北方麦区气候类型复杂 ,降水较少 ,干旱是威胁小麦生产的主要原因。北方灌溉

麦区小麦产量稳定 ,一般要求抗倒矮杆品种 ,但大部分旱地为保证一定的生物产量及对饲

料、燃料的要求 ,株高中等偏高的植株尚可视为一个优良性状。高原 602在西宁地区株高

102厘米 ,在北方各地区株高变化在 80厘米(康保)-108厘米(商洛),虽属中高杆品种 ,

但其茎杆粗壮,根系发达,抗倒伏能力较强 ,并且收获指数高。

3.光合性能

高原生态条件有利于小麦形成良好的光合性能,个体和群体光合面积大,光合时间长
(生育期较长,籽粒灌浆及其间的有效日光合时间长 ,功能叶寿命长),净光合速率高 ,呼吸

消耗少,干物质积累量大 ,收获指数高(赵绪兰等,1995),并 且高原春小麦品种的高光合性

能在低海拔地区是可以表现的(贲桂英 ,1984)。 在海拔 359米 的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测

定表明,高原 602的光合性能超过了当地主栽品种铁春 1号和永良4号 ,高原 602旗叶面

积 31.25cm)永 良4号 25.75cm)铁 春 1号 19.94cm;高原 602旗叶净光合速率平均为

23.06:ll￡ 02d.m^2· hˉ
1)永 良4号 19.25n1gCo2dm^2· h_l)铁春 1号 18.42nlgCo,dm^2

·h^l;高原 602单株净光合生产率 12.296g· mˉ 2· d^1>永 良4号 6.715g· mˉ 2·
dˉ

1)铁

春 1号 5,930g· mˉ 2· d^1(黄相国,1995)。 刘振业(1979)认为 ,叶绿素 a/b比值高的小麦

品种光合作用速率高,并且单位叶面积总氮量与单叶净光合速率呈正相关 ,单位叶面积总

氮量和叶绿素a/b比值可用作选择具有较高净同化率品种的一个指标。我们 1994年 在

西宁的试验结果表明,三个高原春小麦品种(高原 602、 高原 338、 青春 533)旗叶叶片含氮
·206·



尔 1 Ⅱ原602在备地产△佳状衣殂 (单位 :克 、公斤 )

%ble 1 .rhe p嗣 ucti、 e characters of四ch placc c)I Plateau 602 0nit: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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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叶绿素a/b比值与平原地区培育的大面积推广的品种小偃 6号和宁春 13一致 ,个别

指标还略高,说明高原春小麦品种净同化率与平原推广的品种无显著差别(表 2)。

表 2 △原击小麦与平原小童苡叶含“I和叶绿i含△比较

Table 2 (h】{肛“ tk αntents of mtqen a湖 cⅢor∞hyⅡ

betwcen phteau sprng wheat ald phn wh臼 t

叶绿案含量

Contm“ 板 cⅢoropllyⅡ (mg/g Dw)品种

Vanetles
a/1)

高原 6()2

Plateat1 6()2

高原 338

Plat巴 u338

青春 533

Qi!】gdltu】 533

小偃 4号

Ⅺaovan 4

宁春 13号

Ningchun 13

注 :叶片含氮量和叶绿宋含量均为三次重复平均值。

Note:Averages of thnce rcpe“ non of nitiogen md cⅢ omphyll∞ ntents,

高原 6()2大 田试验示范也表明,无论在高原还是在平原 ,无论是春播还是晚秋播种 ,

高原 602都表现叶片深绿 ,后期功能叶不早衰,成熟时呈金黄色。

4,抗病性

在我国北方麦区流行并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小麦病害主要是小麦锈病 ,小麦赤霉病和

小麦白粉病等。如果小麦品种兼抗这几类病害,则具备了广泛的适应能力。青海高原东

部是小麦锈病的常发区,通过田间选择即可获得抗锈品种;赤霉病和白粉病在人工辅助气

候条件下不需接种也可在田间得到鉴定。近年我们以抗小麦条锈病为育种主攻方向之

一 ,其他病害达到中抗水平 ,加之用冬春抗病品种作杂交亲本 ,高代材料多点鉴定 ,培育的

高原春小麦抗病性已基本达到要求。据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 )以及河南洛宁等地区

试验结果 ,高原 602能抗条锈和白粉病 ,较感叶锈病。

5.品质性状

青海高原由于小麦生育后期气温低 ,有利于春小麦高产性状的表达,但不利于优质的

形成 ,导致青海高原成为全国小麦品质最差的地区之一 ,用 29个青海高原过去推广品种

测定结果,高 原春小麦蛋白质含量平均值低于全国小麦平均值 1.91%,赖氨酸低

0.081%;湿面筋低于国家标准粉(24%)3.53%(李 永照等 ,1985)。 近年通过在早熟品种

中选择优质品种 ,在青海高原已培育出蛋白质含量达 19,22%,湿面筋含量达到 50%的优

质品种— 青春 254。 高原 602籽粒蛋白质含量为 11.83%~14,83%,全 麦粉湿面筋含

量20.06%~33.68%,赖 氨酸 0.316%~0.41%(表 3)。 高原 602营养品质和加工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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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较好 ,并且含有次优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 1,7+8,2+12,品质得分为 8,是 目前青海

高原春小麦品质最优的品种之一(张怀刚等 ,1995)。

表 3 商尿 ω2将拉品质性状表

Tablc 3 Gnln q1kllity characte阝 of phteau 602

地名

Reglons

备注

ReI nrk

青海西宁

ⅪⅢng,Qlnghi

青海品审申报书

App11catlon boo岙 of、 arieti6

αBnlulatlon n Onghul

甘肃品审申报书

Applicatlon books d vaneo6

(:kIIIIuI· △1t△a1】 IIl(1|lils1!

甘肃景泰

Ji睡ai,Gm剔

据甘肃景泰县(海拔 16(X)米 )高原 602品质分析结果 ,该品种也是一个优质品种。虽

然我们未测定其他省区高原 602的 品质性状 ,但高原 602在当地群众中评价较高 ,从面

条、馒头适口性和蒸煮性等方面都能满足要求 ,这也是高原 6()2得 到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原

因之一。

推广应用前景

(1)青海高原是我国春小麦高产地区之一 ,高原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利于产量性状

得到充分表达 ,形成高原春小麦穗大粒多特点 ,特别粒重高是这一地区的优势。高原春小

麦大穗大粒和高光合速率等性状在中国平原同纬度和低海拔地区同样可以表达 ,因而产

量表现增产 ,这为高原春小麦在北方麦区推广提供了依据。

(2〉 在以往高原春小麦推广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品质较差和抗病力不强 ,高原 602

春小麦品种的育成突破了这一禁锢 ,它为高原春小麦的利用提供了借鉴 ,因此高原春小麦

育种中,今后只要在注重抗病性改良和品质性状的提高后是可以在我国北方春麦区得到

大面积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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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⒋,bstract

study on cIBracters of spnng wheat plat∞ .u602 by vanance an.d αX】pan∞ n anaysls m the reg on of N· orthem China

sho峪 tbat the kemel and 1()()O kemel mclgllt of plateau spnrlg wheat llavc d哎 endlng in the plain reaon∞ mpa湖 mth the

phtc‘ u regtα 1,but its prα iucuon ul this area 1·nve incrensing 
·
rhe big splke a.nd grain characters of thc plateau sprulg w.heat

nuy be expr6姐 in the plan reg on,and it`l⒑ uld be αtendd cαnpktely in large℃ ales of Nonhem Cluna only if ulcr巴 sing

disease r邮 tance and n△ p⒑Ⅵng claractcs rclatcd to qu l ty in the funher brccding plan of plateau s)rulg Wheat.

Key Wα闸s:Plateau spring whcat;Whcat planti:lg region of Northcm China;CMrac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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