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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春小麦品种更换特点及育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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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北地区春小麦经过 3 个阶段 5 次较大规模的更换, 生产应用品种在株型结构、产量水平、营养品

质、生育期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改进。但目前在品种改良方面仍存在产量艰难爬坡、优质专用品种缺乏、抗锈遗

传背景狭窄等问题。通过分析总结其特点, 提出了以建立国家小麦改良分中心为努力方向, 以加速优异资源

的引进和有效开拓、继续加强常规杂交育种工作、高度重视生物工程育种、加强协作、实行穿梭育种等为核心

内容的育种策略。

关键词: 西北地区; 春小麦; 品种更换; 育种目标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 S512. 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1389 (2004) 0320022204

Change Character ist ic and Breed ing Stra tegy of Spr ing W heat

in Northwest of Ch ina

YAN G W en2x iong1, ZHAN G H uai2gang2, J IE X iao2le i3

(1. Grain C rop Research Institu te, Gansu A cadem y of A gricu ltu ral Science , L anzhou　730070, Ch ina; 2. N o rthw est P lateau Institu te

of B io logy, T he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 X in ing Q inghai　810001, Ch ina; 3. Co llege of

A gronom y, H e′nan A gricu ltu ral U nivesity, Zhengzhou　450002, Ch 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50 years, sp ring w heat of no rthw est had go t large success th rough th ree stages

and five t im es change. D u ring th is du ra t ion, the p lan t type w as imp roved great ly, the yield level w as

rem arkab le increased, and the grow ing period of new variet ies becam e sho rter than o ld ones. A fter

analyzing its specia l fea tu re and cu rren t p rob lem , the five b reeding stra teg ies abou t sp ring w hea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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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春麦区地处黄河上游三大高原 (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叉地带, 包括青海

东部、甘肃中西部及宁夏全境[1 ]。春小麦是该区的

主要粮食作物, 常年种植面积 120 万 hm 2, 是粮食

作物中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2～ 4 ]。自 1949 年以

来, 春小麦育种取得了很大成就。与以前相比, 面

积扩大了 45% , 单产增加了 2. 5 倍, 总产增加了

3 倍以上, 是粮食作物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作物。

据测算, 在各项增产措施中, 品种的贡献率超过

38%。但是现有品种品质和单产水平与全国其它

麦区相比, 还有相当差距。因此, 回顾和总结近 50

多年来春小麦品种育种工作的成功经验, 对于进

一步提高育种水平, 促进生产再上新台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生产应用品种的更换

1. 1　第 1 阶段: 评价应用地方良种阶段

西北地区小麦品种资源丰富, 仅 1950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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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集整理的就有 400 余份, 分属于普通、密穗、

园锥、硬粒、波兰、波斯等 6 个种的 40 余个变种。

其中以普通小麦分布最广, 品种最多。通过评选鉴

定, 确定了一批优良地方品种, 在生产上大面积种

植, 初步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多、乱、杂局面,

起到了一定的增产作用。宁夏沿黄灌区主要种植

毛火麦、火麦、山麦、秃子等。青海东部种植六月

黄、一支麦、小红麦、白麦等。在甘肃中部地区重点

推广种植的老芒麦, 具突出的抗旱能力, 1950 年

代末种植面积达 9. 20 万 hm 2, 占当时该区小麦面

积的 80%。

河西走廊地区种植的白大头, 茎杆粗壮, 口紧

耐寒, 1959 年种植面积 3. 2 万 hm 2, 这些地方品

种品质优良, 抗逆力强, 对地方环境有特殊适应

性, 至今部分降雨稀少的干旱山区仍有零星种植,

许多品种已成为育种工作的宝贵种质资源[5 ]。

1. 2　第 2 阶段: 引种阶段

在大规模评选地方良种的同时, 各地积极开

展外引品种的试种工作。通过多点鉴定和生产示

范, 很快选出了碧玉麦、甘肃 96、武功 774 等第 1

批推广品种。这些外引品种表现抗病性强, 耐水

肥, 增产潜力大, 适应范围广, 因而得到迅速推广,

形成本区春小麦生产用种的首次大规模更换, 发

挥了较大增产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末, 由于条锈

菌 10 号、13 号生理小种的出现并形成优势菌种,

碧玉麦、甘肃 96 等外引推广品种的抗锈性相继丧

失, 同时属于中低产水平的上述推广品种, 已不能

适应进一步提高单产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 以阿

勃、阿夫为代表的高产、高抗品种的引进和迅速大

面积推广, 促使本麦区小麦生产用种出现了第 2

次大规模更换[2, 5 ]。

1. 3　第 3 阶段: 大面积应用自育品种阶段

由于阿勃晚熟、口松、耐旱性弱, 不适应山旱

地区和河西多风地区种植, 因此本区小麦育种工

作者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相继开展了以阿勃为主

要亲本的杂交育种工作, 以适应不同生态地区对

品种的特殊要求。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 育成

第 1 批春小麦新品种青春号、甘麦号, 斗地号等,

开始在各自区域投入生产, 成为继阿勃等第 2 批

外引推广品种之后的较好接班品种, 实现了第 3

次品种大更换, 并初步形成小麦生产用种的多样

化局面。青海东部的黄河、湟水两岸水浇地区及周

围地区推广丰产抗锈的青春 5 号、10 号等; 宁夏

黄灌区主要种植斗地 1 号、2 号、阿玉 2 号、争天 1

号等, 其中斗地 1 号表现抗锈性强, 穗大粒多, 秆

粗抗倒, 对土壤肥力要求不严, 单产可达 5 250～

6 000 kgöhm 2, 一般较阿勃增产 10% 以上, 1977

年种植面积占宁夏黄灌区小麦丽积的 70%。甘麦

8 号及其姊妹系甘麦 11 号、12 号、23 号等品种,

是本区首批育成品种中推广面积最大、适应范围

最广的品种, 其主要特点是粒大穗大、茎轩粗壮、

抗锈、抗倒, 中早熟, 在同等条件下比阿勃增产

15% 左右。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示范推

广,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即迅速取代了阿勃, 年最

大种植面积曾达 30 万 hm 2, 成为甘肃春麦区的主

体品种。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本区又育成一大批

产量能力进一步提高, 更适应复杂环境的新品种,

如以高原 506、高原 338 为代表的高原号, 以宁春

4 号为代表的宁春号, 以定西 24 号为代表的定西

号, 以张春 9 号为代表的张春号, 以陇春 9 号为代

表的陇春号, 以武春 1 号为代表的武春号等, 并引

进丰产抗病的晋 2148。这些品种在各自适种地区

不断得到应用, 原有品种逐步压缩, 形成该区春小

麦品种的第 4 次大更换[2～ 4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条锈菌生理小种的频繁变化和育种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 一批批优秀育种材料相继出圃, 以陇春

8139、陇春 15 号为代表的 8 个陇春号品种, 以高

原 602、高原 175, 青春 533 为代表的抗寒抗干热

风抗倒丰产品种及进一步提纯复壮的宁春 4 号、

新育的宁春 16、宁春 18 等, 相继得到大面积推广

应用, 种植面积超过本麦区的 65% , 从而完成了

第 5 次品种大更换。近年来, 陇春 20 号、甘春 20

号、张春 20 号、定西 35、宁春 31、宁春 33、高原

V 028、高原 448、武春 3 号等品种的示范推广, 正

孕育着第 6 次品种大更换[5, 6 ]。

2　品种更换特点

2. 1　育种技术不断完善, 途径多样化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主要是评选地方良种进

行系统选种以及引进国外良种进行鉴定试验, 此

后随着育种机构的建立和育种队伍的壮大, 小麦

育种得到迅速发展, 育成品种大为增加, 推广应用

面积也随之扩大。育种方法由开始的简单杂交逐

步发展为阶梯杂交和复合杂交, 在亲本选配和杂

交方式上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而使育成品种的综

合性状日渐完善。在育种手段上, 除了常规杂交育

种外, 还通过远缘杂交, 辐射诱变, 太谷核不育, 花

药培养等多种途径[5, 7, 8 ] , 选育了一些很有价值的
品种和材料。

2. 2　株型结构得到较大改善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品种是在低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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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鉴定的, 一般表现茎杆细弱、高大、易倒伏、叶

片下披、分蘖成穗率低。现在推广的品种一般株高

80～ 100 cm , 生物量适中, 茎杆粗状, 富弹性, 耐水

肥, 抗倒, 叶片上举, 分蘖成穗高。
2. 3　丰产性不断提高

主要表现在穗粒数和千粒重特别是千粒重的
不断提高。原来农家品种一般每穗结实 20 余粒,

千粒重 20～ 25 g, 外引品种甘肃 96 穗粒数 30 粒

以上, 千粒重 35 g 左右, 现在应用品种穗粒数一

般在 35～ 40 粒间, 千粒重可达 42～ 45 g, 与 1950

年相比, 千粒重高 20～ 25 g, 这对本区春小麦产量
提高起了很大作用[3, 9 ]。
2. 4　品质性状得到一定改进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小麦育种普遍重视
产量、抗病性及早熟性选育, 取得了很大成就, 而

比较忽视品质选育, 因此推广品种的品质并没有

得到相应改良。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各育种单位

对品质育种有所重视, 并将其列为主要育种目标

之一。多年来, 普遍致力于蛋白质和赖氨酸含量的

提高,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在重视营养品质的同

时, 大多忽视了加工品质的改进。
2. 5　生育期由中晚熟向中早熟渐变

早熟性是西北春麦区的重要育种目标。面临
干热风、病虫等危害, 特别是随着耕作制度的改

进, 早熟性选育愈显重要。50 多年来, 各育种单位

结合产量育种在早熟性选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选育推广了一批早熟品种, 在抵抗不良环境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各期主推品种来看, 整体熟性

逐渐由中晚熟转向中早熟。

3　当前春小麦育种工作存在的问题

3. 1　产量性状的选育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

宁春 4 号己作为河西及沿黄灌区小麦生产的
主栽品种达 20 余年[10 ] , 这既说明了该品种的育

种水平较高, 但也说明育种工作要取得突破性进

展难度很大。

3. 2　优质专用品种的选育需要加强

根据近年来各省 (区)审定品种和西北春小麦
区试结果, 品质性状超过宁春 4 号者寥寥无几。虽

然甘春 20 号品质性状优良, 但产量偏低严重制约

了其生产应用。现在区内各育种单位普遍重视了

营养品质的改善, 但在加工品质方面, 多数单位由

于受测试手段和经费的限制, 虽作为育种目标, 但

难以实施。

3. 3　抗锈育种任重道远

可以说, 西北春小麦育种史, 就是一部育种家

与条锈病斗争的历史。由于该区长期以来普遍以

选育对条锈病免疫的类型为主, 这种类型虽易于

选择, 但在新的致病小种产生后也易丧失抗性, 在

流行年份往往导致严重减产。

4　育种目标

一些学者认为, 影响育种目标的因素有 4 个

方面: ①生态环境的变化; ②生产条件的变化; ③

市场经济的需要; ④育种者所掌握的种质资

源[11 ]。也就是说育种目标是一个动态的指标, 在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对品种的要求有所不同。根据

西北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经济条件, 今后春小麦

育种的主攻方向应是: 河西地区和沿黄灌区可将

选育专用优质小麦作为重点, 以适应市场多样化、

多用途的需求; 干旱半干旱地区应选育干早年份

产量较为稳定、多雨年份具增产潜力, 且营养品质

有一定改进的抗旱稳产品种; 高寒阴湿地区应减

少抗锈育种的盲目性, 加强选育具有新的抗条锈

基因的垂抗类型及具慢锈、耐锈、田间持久抗性的

抗锈品种; 近年来带田面积在灌区增长较快, 由于

带田种植在光、热、水、肥等生态效应方面发生了

很大变化, 现有品种大多都不能适应带田种植。因

此, 选育适于带田种植的矮杆、大穗、优质品种应

是今后春小麦育种的目标之一。

5　育种策略

5. 1　建立西北春小麦育种中心

目前西北地区约有 20 多个科研、教育和农技

单位从事春小麦育种工作。在生态条件十分复杂

的西北地区, 较多的育种单位有利于育成更适于

当地种植的品种, 但各单位间在技术力量、育种水

平、基础设施等方面有较大差距。在该区如能建立

一个国家级小麦育种分中心, 并予以重点扶持, 这

样既可扩大与国内外个育种机构的有效合作, 又

有助于全区育种资源共享和育种水平的提高。

5. 2　加速优异资源的引进和有效开拓

国内外育种实践证明, 过去由于比较集中地

利用少数种质资源, 导致品种遗传基础狭窄, 容易

丧失抗病性, 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量潜力的显

著提高和品质的有效改进[12 ] , 因此今后在育种工

作中应特别重视品种资源的研究利用工作。要在

继续挖掘现有资源潜力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与

C IMM YT、中国农科院等国内外各大育种机构的

良好合作, 加速优异种质的引进利用, 同时应充分

发挥现代科技优势, 采用体细胞诱变、物理化学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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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航天诱变等多种途径, 创造新的抗病、抗旱、耐

寒、优质等特异资源。

5. 3　继续加强常规杂交育种工作

在明确育种目标的前提下, 有效的育种方法

就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从 50 年来西北地区

春小麦育种成就来看, 应用的自育品种中有 90%

是用常规方法选育成的。实践证明, 在目前条件

下, 常规育种是最有预见性最有成效的育种方法。

迄今为止, 国内所有育种计划都把它列在最主要

的地位。今后一段时间内, 常规育种仍将是改良小

麦品种的主渠道, 因此这方面的工作只能加强, 不

能削弱。

5. 4　生物工程育种应得到足够重视

小麦单倍体的产生, 主要是通过花药培养的

方法。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我国小麦花培技术

得到了显著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甘肃省农

科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宁夏省农

科院等单位对单倍体的研究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花药培养由于渗透了现代生物技术, 可大大

提高育种效率, 缩短育种年限。今后随着现代生物

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花培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 小

麦单倍体育种可望在不远的将来, 从目前作为常

规育种的辅助方法发展成为快速、便捷的高效育

种方法。同时今后可考虑进行细胞克隆技术、外缘

抗性基因导人、主要性状的分子标记等方面的研

究。

5. 5　加强协作, 实行穿梭育种

穿梭育种的意义和作用不局限于一般的根据

一个育种单位的目标任务而设置的多点试验, 而

是在不同地区的有关单位之间进行的协作研究,

共同利用新组配的杂种, 通过不断交流, 分别按各

自的育种目标任务选育所需要的品种, 这种育种

途径可充分利用通过大杂交所创造的丰富遗传变

异, 通过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筛选鉴定, 育成适应

不同生态地区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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