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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引进  : 个冬麦品种的品 比试验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8 : > � 是较适宜本区的生态条

件和生产水平的优 良品种
9
同时作者认为

,

在冬春麦交错地带的上黄试区
,

大力推广种植冬麦
,

前景是 广阔的
,

8: 招 品种可在宁南山区大面积推广并能取得较好的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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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

引进适宜当地生态条件和生产水平
、

高产高效优质小麦品

种
,

并通过试验
、

示范推广
,

对提高本区小麦生产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
。

上黄试区种植小麦历史

悠久
,

过去也曾种植过冬小麦
,

由于品种不适宜本地的生态条件
,

产量低而不稳
,

逐渐被淘汰
,

后

全改成春小麦
,

近年引来的 Ξ  � ! :7 定西 <春麦
,

虽然产量较高
,

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
。

但是
,

冬麦

更具有产量优势
,

品质也更好
,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

提高本区粮食生产
,

我们引

进了  : 个冬麦品种进行比较试验
,

选育出适宜本试区生产的优良品种
。

 品种的来源及试验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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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来源

7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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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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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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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
,

青龙三号
,

西峰  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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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的布设

两年的试验都布设在上黄试 区北头沟的黑沪土地上
。

 ! ! : 年每小区  �
3

�> Κ
: ,

随机排列
,

两

次重复
,

Γ Κ
Ν

施羊粪   : Τ 2 Ψ Η
,

尿素 Η 2 Ψ Η
,

磷肥 Ν Λ ΠΨ Η 作底肥
,

二按 8 Τ Ψ Η 作种肥
,

! 月  � 日播种
,

人工开沟
,

播量 �ΓΚ
: : : Τ Ψ Η

。

 ! ! � 年将上年试验表现较好的长武  �  
,

西峰  Ξ
,

Ξ� 平 Ξ
, 8 !  ! ∀ 四个品种大量繁殖

,

扩大示

范
,

每个品种种植 �� �
3

Τ Κ
: 。

将表现最好的 8 : >� 从外地调种
,

大面积推广
,

其它 Ξ 个 7包括 8: > �<

品种扩种 ∀ ∀
3

8 Κ
:

继续 比较
,

Λ Γ Κ
,

施羊粪   : Τ 2 Ψ Η
,

磷肥 � 8 Τ Ψ Η 作底肥
,

二按 8 Τ Ψ Η 作种肥
,

! 月

 � 日人拉条播机播种
,

播量 �Γ Κ
: : : Τ Ψ Η

。

: 结果与分析

:
3

 产量及其影响的主要因子

两年试验 的产量结果见表  
,

 ! ! : 年产量较高的是 8 : > � 和西峰  Ξ
,

最低的是 8∀ 一 Ξ! 一 > 和

鉴  >
,

 ! ! � 年产量最高的是 8 : > Τ
,

青龙 � 号
,

最低的是长武  � :
,

Ξ � 平 Ξ、 特别是  ! ! � 年 8 : > � 试

验 �Γ Κ
Ν

产 > ! ;;
3

ΤΨ 乡这在上黄试区所在乡村的旱地上是不曾出现过的
。

作物产量的高低取决于该作物的 �Γ Κ
�

穗数
,

穗粒数和千粒重
,

从两年所得的资料看
,

冬小

麦的 �Γ Κ
,

穗数与产量呈正相关
,

其相关系数  ! ! : 年为 ;
3

! ∀>
,

 ! ! � 年为 ;
3

! :� 9
穗粒数

,

千粒重

与产量的关系也是正相关
,

只是相关性没有 �Γ Κ
“

穗数与产量那样密切
。

这就可以看出
,

�Γ 二
,

穗

数不仅在同一品种 中是增产的主要因子
,

而且在不同品种申
,

�Γ Κ
,

穗数仍然是增产的主要因子
,

这就说明本试 区乃至宁南山区应该合理密植
,

提高 �Γ Κ
Ν

穗数
,

增加产量
。

表  冬小麦各品种的产?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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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寒性

上黄试区处在年平均气温 ∀
3

! ℃
,

降雨量 > : > Κ Κ 的半干旱地 区
,

是冬小麦向春小麦的过渡

地带
。

冻害是本地种植冬麦的最大威胁
,

常常因干旱引起冻害使冬小麦减产或绝收
,

因此
,

引种必

须注意该品种的抗寒性
。

据资料报导
,

冬小麦在进入春化阶段前
,

分孽节有极强的抗低温能力
,

可以忍受一 :; ℃的低

温
。

本区历年来最冷的元月份平均最低气温是 一  Τ
3

� ℃ 7见表 : <
,

还没有达到冬小麦忍受的一

:; ℃
。

但从极端低温看
,

 ! ! : 年元月份达到 一 :; ∋
,

 ! ! � 年元月份达一 :>
3

> ℃
,

达到和超过冬麦

忍受的临界值
,

因此使冬小麦在越冬期受到一定的冻害 7见表 � <
。

 ! ! : 年  : 个品种
,

从宁夏孟原



 ! ! ∀ 年 � 月 刘耀宏等
=

上黄试区冬小麦引种试验研究 Ξ �

引进的 8 : >�
,

8!  !∀
,

西峰  Ξ
,

青龙三号四个品种越冬成活率在  Τ
3

 ∀ ] ⊥  Ξ
3

: ] 9 从甘肃平凉引

的 Ξ � 平 Ξ
,

8∀ 一Ξ! 一  >
,

8∀ 一 Ξ! 一 >
,

陇鉴 >∀
,

鉴  > 五个品种越冬成活率在  ; ]以上 9 从陕西各地

引的长武  � 
,

渭麦 ∀ 号的越冬成活率在  ; ]以下
,

这里可以看出
,

引种地区的气候非常重要
,

与

引进品种的地区气候愈接近
,

成活率愈高
。

 ! ! � 年这  : 个品种越冬成活率明显好于  ! ! : 年
,

都

在 8 ; ]以上
。

表 : 上黄试区历年元月份最低气温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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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冬小麦品种越冬成活率及成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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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出
,

同一品种在两年中的越冬成活率是不一致的
,

株数的相差引起产量相差几倍

出现这种情况是两年的低温和土壤水分的差异所造成的 7见表 > <
。

表 >  ! ! � 年
、

 ! !: 年 一月至 Τ 月气温 7℃ <及土攘水分

� , ! � 年  ! ! : 年

月 份  : � > Τ  : � > Τ

月均气温 7℃ < 一 !
3

8 一  
3

Ξ  
3

∀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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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旦绝二生匕一一一一一一一卫种时‘鱼丝 ≅ 鲤蛋
ς ς

二
播种时 7!

3

 �< !
3

线
3

 ! !  年全年降水量只有 : Τ!
3

8Κ Κ
,

特别是在 ! 月份播种时
,

Τ;
Ο Κ 土层内含水量只有 ! ]左

右
,

为了保证出苗
,

�Γ Κ
,

浇水 含8Τ Κ
:

方
,

出苗较好
,

但由于底墒严重不足
,

越冬时虽然采取盖土

粪
、

镇压等措施
,

也出现大量死苗
,

使越冬成活率低于 :; ]
,

有的品种甚至在  ; ]以下
。

 ! ! : 年 8

月以后的后半年
,

降水达到 � Ξ 
3

∀ Κ Κ
,

在 ! 月份播种时
,

土壤 含水量 Τ ;Ο Κ 土层内  ∀ ]以上
,

冬

麦出苗好
,

整齐一致
,

越冬时底墒较好
,

虽然  ! ! � 年元月份气温 比较低
,

但越冬后在成活率都在

8; ]以上
。

春季的低温对冬小麦的危害也很大
。

 ! ! � 年春季温度较低
,

持续时间也较长
,

特别是

>
、

Τ 月份 明显 比  ! ! : 年低 : ℃
,

并在 > 月份连续 三夭 出现 平均 气温低 于 一 �
3

Τ ℃
,

还 出现 了

一  ∀
3

: ℃的低温
,

这使返青后进入拔节期的植株受到冻害
,

使小麦的成穗率大大降低
,

无效分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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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穗很多
,

长武  �  
,

Ξ� 平 Ξ 表现极为突出
,

单产只有几百公斤
。

而 8 : > � 品种表现就 比较好
,

它不但抵抗了越冬期的低温冻害
,

而且还抵抗了春季的低温
。

 ! ! : 年越冬成活率  Ξ
3

: ]
,

 ! ! �

年为 Ξ 
3

∀ ]
,

 ! ! � 年成穗率 �∀
3

∀ ]
,

是几个品种中最好的
,

可见 8 : > � 品种表现出有较强的抗寒

性
,

能较适应本区乃至宁南山区的自然条件
,

可望在本地大面积的推广
。

:
3

� 8 : > � 品种增产的原因

8 : > � 品种经过连续两年的试验
,

已经证明是本地区当前比较好的 良种
,

它除了有能力增加

穗数和较强的抗寒抗旱性能外
,

农艺性状也较好 7见表 Τ <
。

表 Τ 冬麦品种的农艺性状

品种 8 : > � 青龙 � 号 龙鉴 > ∀ 西峰  Ξ 中麦 长武  �  Ξ � 平 Ξ

株 高 7Δ Κ <

毯 长7
Δ
Κ <

结实小稚 7个 <

不孕 小穆 7个 <

�ΓΚ Ν 穆数 7万 <

移粒数 7个 <

千粒重 7Η <

ΕΓ Κ Ν 产 7Ψ Η <

籽 ⎯ 秆 7] <

Ξ ∀
。

>

∀
3

Ξ

 :
。

:

:
。

Τ

> ∀ Ξ
3

> Τ

: Τ
3

Τ

> ;
3

:

> Ξ !!
3

;

� !
3

:

8 !
3

Τ

Τ
3

!

 ;
3

!

�
3

�

� 8
3

> Τ

: ;
3

Ξ

>  
3

>

: ! 8 ∀ ;

� ∀
3

!

誓
3

岁
 �

3

>

:
3

>

� > Τ
3

;

: Τ
3

;

� ∀
3

!

: ; Ξ Ξ
3

Τ

� ∀
3

Ξ

8 Ξ
3

>

Τ
3

�

 ;
3

Τ

:
3

Τ

� : :
‘

Τ

:  
3

 

�  >

:  ; ;
3

;

: Ξ
。

;

∀ 8
3

!

∀
3

:

  
3

8

�
3

>

:  ;
3

> Τ

:  
3

;

� �
3

Τ

 ; ; ;
3

Τ

 !
3

Τ �

∀  
3

8

∀ ;

 :
3

Τ

�
3

8

Ξ Ξ
3

! Τ

 ∀
3

;

� !
3

�

Τ ;  
。

;

: ;
3

;

Τ !
3

Τ

∀
3

∀

 ;
。

�

>
3

∀

Ξ >
3

;

 �
3

吕

�  
。

;

> : !
。

;

 �
3

� �

为了获得一定的产量
,

作物必须有足够有营养体
,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

小麦因降雨少土壤水

分不足
,

植株一般是长不高的
,

8 : > � 品种的株高 Ξ∀
3

>Ο Κ
,

在小麦品种中它的植株不算太高
,

但与

其它几个品种比较
,

还是 比较高的
,

这可看出
,

在一定的范围内
,

植株的营养体与籽粒产量是呈正

相关的
,

其相关系数
6 一 ;3 ! : :

。

穗子的大小
,

小穗的多少
,

都是直接影响产量的
。

几个冬麦品种中
,

8 : > � 的穗长 ∀
3

ΠΟ Κ
,

结实

小穗  :
3

: 个都是 比较高的
,

它的不孕小穗 :
3

Τ 个
,

相 对来说是 比较少
,

可见 8 : > � 品种的穗大粒

多
。

从籽秆 比看 8 : > � 是 �!
3

:
,

在诸品种中
,

它是最好的
,

种植小麦是要得到更多更好的籽实
,

它

的籽秆 比高
,

说明它是高产高效的
。

总之
,

从各品种的农艺性状看
,

8 : > � 它有较强的综合优势
,

作者认为
,

在本地区
,

目前的生产

水平中
,

8 : > � 是 比较理想的优良品种
。

� 种植冬麦前景的探讨

上黄试区在作物种植区域属于冬麦的脆弱地带
,

许多人认为种植冬麦风险性大
,

提出本地不

宜发展冬麦
。

根据作者试验研究结果
,

认为大力推广冬麦是可行的
。

7 <
“ ⎯ 又五

”

的五年中
,

除了本地的降雨与冬麦的生长
,

降雨与热量不同步外
,

还 出现了四年的

春旱
,

三年的春夏连旱
,

一年的低温加冬旱
。

在这样严酷的生长环境中
,

冬麦仍取得较好的收成

7见表 ∀ <
。

从表中看
,

 ! ! ; 年降水 > 8 Τ
3

ΗΚ Κ
,

 ! !  年种植了 �
3

Π� Γ Κ
,

冬麦
,

大都是本地 的老品种 7曹

麦
,

倒挂勾等 <与春麦产量相 比
,

几乎无任何优势
,

 ! ! : 年 当地农民没有种冬麦
。

 ! ! : 年的引种试

验
,

8 : > � 品种 �Γ Κ
,

产 � > 2 ΠΨ Η
,

比当地推广的 Ξ  � ! : 春麦增产  ; ]以上
,

通过试验示范
,

农民看



 ! ! ∀ 年 � 月 刘耀宏等
=

上黄试区冬小麦引种试验研究

到了冬麦 78 : > �< 的优势
,

 ! ! � 年种植了  Ξ
3

ΝΓ Κ
Ν ,

产量一下提高到 : Τ Τ !Ψ Η ⎯Γ Κ
Ν ,

比当年的春麦

增产 � �
3

> ]
,

 ! ! > 年种植了 : ∀
3

Ξ 8 Γ Κ
:

比春麦增产 � !
3

∀ ]
,

 ! ! Τ 年种植了 � 8
3

∀ ΓΚ
Ν

亩
,

达到麦

田面积的一半
,

单产比春麦增产 !�
3

> ]
,

预计  ! ! ∀ 年冬麦的面积会超过春麦
。

表 ∀
“

八五
”

中的气候及冬麦产里

年 份  ! ! ;  ! !   ! ! : :! ! � 一! ! >  ! ! Τ

年降水量 76Χ Κ < > 8 Τ
3

! : Τ !
3

8 Τ : �
3

Τ � � Τ
3

� > > 8
3

>

元月最低气温 7亡 < 一  : 一   
3

: 一  �
3

Ξ 一
Τ

3

8 一  :
3

8 一  >
3

;

冬 面积 7ΓΚ , < Τ
3

� � 一  Ξ
3

: :∀
3

! � 8
3

∀

麦
3

产量7Ψ Η ⎯ Γ6Χ Ν < : : ; Τ 一 :Τ Τ ! !� ∀ : ∀ Τ 7<

春 面积 7ΓΚ Ν < Ξ Τ
3

� � Ξ !
3

� � ∀!
3

: � 8 >  
3

∀

一文一一进通业坦鱼鱼匕一一 丝 :巨
_

  ;   ! 乳乒⋯
∀8 ;

3

Τ Ξ∀ 乒
3

Τ

表中还看出
,

冬麦 的单产与上年的降水量是密切相关的
,

 ! ! ; 年降水 >8 Τ
3

Η Κ Κ
,

 ! ! 年

�Γ?Χ
,

产 : Ν2 ΠΨ Η
,

 ! ! : 年降水 Τ : �
3

ΠΚ Κ
,

 ! ! � 年 �Γ Κ
Ν

产 : Τ Τ ! Ψ Η
,

 ! ! � 年降水 � � Τ
3

�Κ Κ
,

 ! ! >

年产 ! � ∀ Ψ Η
,

 ! ! > 年降水 > > 8
3

> Κ Κ
,

 ! ! Τ 年 �Γ Κ
Ν

产  ∀ Π2 Ψ Η
,

上年降水量与下年单产的相关系

数
6 α ;

3

Ξ ! 8
。

7: < 冬麦有较强的抗旱性
,

本区多年的资料统计
,

春季干旱占 ∀> ]
,

春夏连旱占 �∀ ]
。

干旱

在
“

八五
”

期间表现更为突 出
,

但冬小麦仍表现 出较强的抗逆性
,

其原因是冬麦的根系发育 良好
,

下扎土层一般在 ΝΚ 或更深
,

它能充分利用深层土壤水为 自身生长所需要
。

据调查统计
,

冬麦一

生中耗土壤水分在 �Κ 土层内耗水占 8 
3

! ]
,

�Κ 以下耗水占 :Ξ
3

 ]
,

春麦在冬麦收获时 7∀ 月

底 <基本用的是 �Κ 土层 内的水
,

�Κ 以下土层内耗水很少
。

因此
,

冬麦的耐旱性要 比春麦高的多
。

7�< 种植冬麦是对付夭灾
,

调控 自然
,

增加粮食的一种手段
。

冬麦是第一年的 ! 月中旬种植

的
,

七 ⎯ 又月份是当年的降水季节
,

种植后大都能很好的出苗生长
,

冬季土壤水分状况好
,

会顺利的

越冬
。

即使遇到冬旱或春旱
,

冬麦有较强的抗逆性是可以渡过的
,

如果碰到低温
,

干旱超过了冬麦

忍受的临界值
,

冬麦不能越冬
,

翌年早春毁掉改种其它作物 7如早秋
、

胡麻等 <还是可行的
,

春麦一

旦出问题
,

毁掉种植其它作物就比较晚了
。

例如  ! ! � 年种的冬麦
,

越冬期 ΝΚ 土层内土壤水分只

有  : ]
,

有的甚至在 �β] 以下
,

加上  ! ! > 年  一 � 月份的低温
,

越冬期死亡较多
,

使原播种的

>∀
3

∀ 8Γ 耐 下降到 :∀
3

Ξ  Γ Κ
, ,

将其折掉的  !
3

ΠΓ Κ
Ν

改种胡麻
、

谷子
、

玉米等作物
,

这些改种的作物

当年都获得好收成
。

 ! ! > 年 ! 月份
,

种植冬麦时
,

土壤 ΝΚ 内水分也是不足
,

还是大面积种植冬

麦
,

 ; 月份下了 >Τ
3

Ν Κ Κ 的大雪
,

使冬麦安全越冬
,

在  ! ! Τ 年的春夏连旱季节里
,

使冬麦安全越

冬
,

在  ! ! Τ 年的春夏连旱季节里
,

冬麦取得比春麦单产高的多的好收成
。

7:< 冬麦能充分利用土壤养分
,

减少肥料的损失
。

本地因春旱大都是秋季整地时施肥
,

在未种

冬麦时
,

肥料在土壤 中要停很长时间
,

到第二年春季才用
,

使肥效大大降低
,

肥料的利用率很低
,

− 素的挥发
,

磷钾的固定都有所增强
,

现大面积种植冬麦
,

就能改善这种状况
,

冬麦是秋施肥后播

种的
,

到第二年春播这段时间内
,

冬麦都在利用土壤 中的养分而生长发育
,

使肥料损失降低到最

低程度
,

这样就大大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