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集

2∞2年 2月

高 原 生 物 学 集 刊

知(yrA BIOL(X)ICA PLATEAU sINICA

No.15

Feb.,2(X)2

高原 602对甘肃农业生态条件

的适应性反应
义

杨文雄 张天虎 杨芳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稂食作物研究所 .兰州.7XX)70)

招  要

根据 1988~1996年 甘肃省水地春小麦品种区域试验资料 ,对 高原ω2的丰产稳产性和

不同农业生态条件下的适应性反应进行了试验分析。结果表明:高原 602的丰产稳产性好 ,

适应范围广 ,株型结构合理 ,“ 源
”
、
“
库

”
比例协调,耐锈、抗干热风,增产潜力大;在 目前甘肃省

高抗条锈病品种比较缺少的情况下 ,仍有很大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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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ω2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赵绪兰等(1995)用 高原 182做母本 ,

3987-83(3)做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春小麦新品种。1984年由甘肃省景泰县种子公司引

人,1988~1990年 参加甘肃省〈西片)水地春小麦区域试验,1991年开始在甘肃省河西及

中部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1991~1996年 作为甘肃省春小麦水地品种区域试验的统一对

照品种。年最大种植面积达 8万公顷(1994年 ),占甘肃省春小麦播种面积的 12%,是甘

肃省春小麦第 6次品种大更换的标志品种。近 10年来,高原 602对甘肃省小麦生产做出

了重大贡献 ,一直是甘肃小麦育种界赶超的目标。

丰产性是一个优良品种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而稳产性和适应性则往往决定品种的

推广应用范围和生产效益。本文拟就春小麦高原 602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等

进行分析 ,以期为小麦育种工作者培育丰产稳产广适应性的新品种提供选择依据。

品种的
“
三性

”
分析

1.丰产性分析

丰产性 ,即在适宜栽培条件下品种所表现的生产潜力 ,是品种能否得到生产应用的基

本条件 ,也是育种者始终追求的主要目标。它是许多性状的综合表现 ,不但直接涉及产量

法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张怀刚博士修改文摘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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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因素,而且涉及一系列形态和生理性状,还包括对病虫及不利气侯利土壤架作的抗丙

性.南原‘02叶色深绿,叶片净光合效率南,气孔医力大.藤”童小,榛南适中较早铀,耐

卒△J干描凤,在应用之初商抗茶锈病。大面秋生产示范调查表明,不论再衤活区还是涌齐

地区,亩原囟2均表现出嫁合性状倪良,坤产潜力大(衰 t),

010■ ∞9在不日生备区产●0△
T钍‘●1 Ⅵu由 江 用频。Ⅱ卸oo,乱‘脑 ∞,∞业u淑 囟Ⅱ砷

项 目

Item

对照名称

Chcck vancty

陇花 2号

Lx)ng1·1ua N',.2.

陇春 9号

Long· cllurl No l9

定西 24

L》ngxi:`lo,24

在 1988~1990年甘肃省水地春小麦区域试验中,平均每公顷产量 6909公斤 ,较统一

对照品种晋 2148增产 8.83%;在 1991~1996年区域试验中,位居前矛 ,表现优异(表

2)。

表 2 】原 602蔽产性及适应性0放 (1988-199(i)

Table 2 Pamletes∞.stabmi0 ald adaptability of platmu 602(1988~1996)

回归系

景泰

Jingtai

民乐

Minlc

会宁

H山〗让唔

项 目

Item

数 Regrα Bloil

Cloefficiencc

of、tabilty

88ˉ90(西片 ).

Westem Calstl

91ˉ93(西 片 )

Westem(元 nsu

94ˉ96(西 片 )

Westcm(杨Ⅱ讪

94-96(东 片 )

Eastern Ga恣u

0 55

(∶)93

(∶)921

() 92.)

2.稳产性与适应性分析

稳产性是指一个品种在同一环境中不同年份都能获得较高产量的能力 ,适应性是指
一种基因型在多种环境中都能获得高产的能力 ,是地域上的产量稳定性。一个品种的产

量潜力大 ,适应性广 ,稳定性能好 ,其推广应用的面积大,种植的年代长 ,品种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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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得以充分发挥 ;产量潜力大而适应性狭窄的品种则只能应用于特定地区和条件 ;高产

而不稳产的品种种植风险大 ,易 被淘汰。从 1988~1996区域试验结果看出,高原 602与

试验地点的互作变异系数小 ,变幅 3.063~4.952;稳 定性回归系数 ,除 1988~1990年 的

为 0.55外 ,1991~1996年 均接近 1(表 2),表明该品种具有较好的稳产性和广泛的适应

性。从甘肃省目前实际应用区域看 ,高原 602比宁春 4号 、陇春 8139等广泛(表 3)。

表 3 甘角古目前几个主推品种应用范口比较

Table 3 ()αnⅡri“)n of′ evcral△ nJOr Vanetie,in adaptable rengc in Gall、 u

品种

`′

anety

应用范围

Adaptnble range

高原 602

Plateau 602

中都干旱山川塬区,南部高寒阴湿区 ,河西江区

Iλy,nlc t:lta∞ $md irr gatd areas ul n】 ddle Gansu,sllade and∝碰 arms m∞uthem C· m(su

and Hgxiimgated ar贺 of Gansu

沿黄懑区 ,中 部部分川水区

Imgated aren of the yeilow:Iver,∞ rt ofimgatod areas m midde G△ lsll

中部干旱、半干旱山原区

D0m.d seI n1ˉ d,盯臼s h mddle(地迎

中部川水区.南寒阴汪区

In△gatod areas in nuddle Cansu, sInde and(xx1 areas in southern C· aIn△

河西油区

IIexi in△ gated areas in Cansu

宁春 4号

Ningchun No 4

陇春 8139

l'ongchun 8139

陇春 5号

1义 )tlgc1· Rln∶′改). 5

武春 121

Wuchun 121

生态适应性反应

1,不 同农业生态条件下产Ⅰ性状的反应

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由单位面积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构成。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取

决于其构成因素的协调提高。高原 602是介于多穗型品种和大穗型品种之间的中间类型

品种 ,“源
”
、
“
库

”
比例协调。在河西灌区一般每公顷成穗 555~615万穗 ,穗粒数 35~39

粒 ,干粒重 43~47克 ;在 中部川水区一般每公顷成穗 465~495万穗 ,穗粒数 37~42粒 ,

千粒重 40-44克 (表 4)。

2.不同农业生态条件下植株性状与生育期的反应

植株性状和生育期是最易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性状。同一品种种植在不同农业生态

条件下 ,株高与生育期的表现有较大差别。高原 602是积多年研究春小麦生长发育和遗

传规律的成果 ,选用冬春杂交,异地轮换选择和多点鉴定选育而成的适应性强的丰产抗旱

型品种 ,对光温反应不敏感 ,无论种植在光热资源充足的河西走廊 ,还是在高寒阴湿地区 ,

植株性状和生育期变化不大 ,表现较为稳定(表 5),都能正常成熟 ,保证一定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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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苗 seedlings 成穗数 Spikcs 穗粒数 Kemels/spikc

平均
Av·eIrage

(1αXX)^n】 2)

变异系数

C,V.(%)
平均

Average

变异系效
C,V.(%)

平均(克 )

Averagc(g)

平均

Avcrage

(1(XXX)/hˉn2)

变异系敬

CV,(%)

478 5

505 5

523 5

474.0

469.5

445 5

426 0

456.o

97

6,7

43

52

88

74

63

81

573.o

565 5

573.0

621.0

486,()

471 0

471 0

6.2

7.9

7.2

8,4

6,1

64

75

7.2

36,4

39 0

35 5

35.4

42.3

37,3

38 2

38 4

4.4

8,2

74

5.6

4.4

57

3.8

3,9

43 8

46 1

43.7

44 2

40.9

4tl s

42 3

地点

表 4 i原 602在 不同农业生态条件下产△性状的反应(1988-1996)

·
rable 4 Re、pol“ of yield c%racters of platcau 602 t0啦 nαs agm-eOolog cal∞ nditloms

表 5 商原 602在不同农田生态条件下的植株佳状与生△期反应 (1996)

T·ablc 5  R.cspollscs of plant cllaracteIB and grD`^h penod of plateau 602 in vano1△ ,

ago.ecologiml conditlons

Kilo grain wcght

变异系数

CV.(%)

酒泉

Juquan

张报

aⅢwe

民勤

Minqin

武威

Wuwa

兰州

L剧1亦ou

白银

Baly】n

定西

DIngⅪ

临反

Llnxia

项 目

Itcrn

l“xatk)n

酒泉

Jiuq1nn

张掖

z】△a吧ye

民助

Mmqin

武威

Wuwei

兰州

Lallzhou

白银

Balym

定西

Dngxl

临反

Linxla

57

61

46

62

80

6.4

7,2

7,8

生育期
GK〉wth penα J

(d)

l()6

lO2

1()()

102

l(X)

107

lO5

单抹分蘖数

Tillcrs/pla lt

抹高

Pla· lt I·n呕h
(c:△l)

花下节长

Le吧th of lst inte△

Ⅸ碰 f¤nt∞ (cln)

拔节-抽动

Joulting-h∞ ding

(d)

抽穗-成熟

Headingi△ lturc

(d)

32

24

28

21

19

19

21

m
ˉ

o
3
跪

9
9
1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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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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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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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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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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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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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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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条锈病的反应

高原 602在 1984年引进时表现高抗条锈病,1994年条锈病新品种条中 30、 31号出

现后 ,高原 602有中度感染 ,而与宁春 4号等品种相比,感染度低 ,旗叶叶功能持续时间

长 ,日 平均灌浆速率高,因而在条锈病中度流行年份仍能获得较高产量 ,表现出较强的耐

病力(表 6)。

表6 几个小麦品种对条锈病的抗性比较(兰 9",1996)

Tablc 6 Conl” n∞n of望′αal vaneties n r6istmcc to sthpc ru忒 (hnzilou,1996)

产量

Yicld(kg/m2)

高原 602

Plateau 602

宁春 4号

Nulgchtn No.4

陇春 16号

】'ongchun No I

陇春 15号

%11gchun No15

4.耐于热风能力强

干热风是河西走廊小麦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造成小麦青干逼熟,一般减产

10%左右 ,因此耐干热风也是河西地区推广品种必备条件之一。高原 602分蘖力强 ,次生

根较多 ,日 灌浆速度快 ,灌浆持续时间长 ,干叶面积小 ,对于热风有较强的缓冲能力 ,其耐

干热风性能与甘春 11号接近(表 7)。

表 7 河西几个推广品种耐干热风佳能比较

Table 7 Cα】△脾hmn of several vanetles ul tolerance to hot stre$in H0Xi

品种

V&tcty

品种

Vanety

0
5
旧

⒑

5
2
n
铷

胡

高原 602

Platcau 602

甘春 11号
(lanchun No. 11

晋 2148

Jin 2148

武春 121

Wuchun121

灌浆速率

Grain fllling ratc

g/1000sccds,d)

1.00

l O1

0 97

(∶)98

条锈病 stnpe rust

反应型

Tˇ pe of reactlon

普遍率%
Prc、 alcncc

旗叶叶功能持续时

间 Photα、vilthetiC

pellod of flag

le lˇ es(d)

灌浆持续时间

Pcno(i oF grain

fllllng(d)

15

2~3

3-4

60

85

o. 98

091

o.94

3
8
3
2
3
0
"

灌浆持续时间

Periα i of gran

ftlling(d)

0~20厘米单株根

鲜重 nsh weight

(fr∞ts betw蔽n

o~20 cm(g)

旗叶与茎秆夹角

A】〗gle betweell nag

lea、 es ald stalk

(· )

旗叶面积

Flag lcav6

arca(c′ )

干叶面积比

Thc latc of

dw lα 1ve

arm(%)

29.4

p.6 8

34 4

30.3

15

14

21

287

277

36.8

39 3

39 1

2
4
4
3
6
3
4
4
2

()93

37 2

264

目平均灌浆速率
(,r“ n filling r‘ lte

(g/1000seeds d)



结  论

高原 602是一个综合性状优良、抗逆力强、光温反应迟钝、适应性广的高产稳产品种 ,

推广应用 10余年来 ,对甘肃省小麦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目前条中 30号和条中 31

号对其进一步应用造成一定威胁 ,但高原 602有较强的自调缓冲能力 ,条锈病中度流行年

份仍可获得较高产。在目前高抗品种稀缺的情况下 ,高原 602仍有一定应用价值。同时

育种者要针对其抗锈性逐渐丧失的事实 ,采用回交改良法 ,尽快在保证品种原貌不变的情

况下 ,使抗锈性得到有效提高 ,使其高产、稳产特性得以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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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llng wheat culuv‘ r Platea1】 602 Was bred by the Nc)rthw6t Platedu IⅡ titute of Biolog》·
tu△dcr thc

Chin6c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intloduccd into GaⅡ u Prov1nCe bV the Jingtai⒌ ed Cαnpany in 1984.In

1991,the cultivE1r began to be groⅦ l mdely in Cヵnsu Pr濒 n(e md in 1994,tlle allnua1∞ 叼△‘lrea r∞ ched

80,0(K)1】 ectars.It is stiⅡ c)ne of thc m列 ()r c1IkiVas grown in G·msu Pmvince.In the paper,its adapive

re.pon`,es to v‘ rK)us agrσ (Ⅱ.)k)gica1 conditions in G· ansu pmvinCe Wσ e malvzed accolding to the data Fmm the

1988~1996 Gansu spnng wheat vanety tnals for irngatcd areas in w∞ tenl Gasu.Thc rsults showe(l that

Platedl1 602 1x癸 ,、essed high yleld potential,good yleld stabilty and rclatiˇ ely mde adaptive rmge.Although

Platcau 602 is llghtly stH∶ eptible to so1pe rut、 t nevv raCes No.30a】 】d No.31,it still remEin the p∞ ltion as one

of the major Cukivars in G· amu in the coming y∞ 公.W·lleat br∝des can use back-clα §teChillque to imp⒛ vc

Platc‘ lu 602 1eslstance to stnpc nlst.

K.ev words:Platcau 602;A.grt※ cα )1(名 iCal condition|A.daptive resl)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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