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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黄土丘陵区旱地胡麻

良种引选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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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南黄土丘陵区是胡麻主要产地之一
。

胡麻 因其抗寒抗旱的特点和经 济价值较高的

优势
,

近年来播种面积已扩大到约 <
3

� 万 = > ? ,

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作物之一
。

因此
,

引进评选出适于半干旱 区生产栽培的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胡麻 良种
,

对促进宁南山区的油料发

展和支柱产业的建立将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作者从内蒙
、

甘肃
、

山西
、

宁夏等地引进  9

个胡麻 良种
,

经过三年品 比试验
,

选出适于 宁南黄土丘陵区旱地种植的良种蒙 8 ≅99
,

宁亚  9

号
,

内亚 9 号和 定亚  8 号
。

关键词 胡麻品种 引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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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目的

宁南山区是胡麻主要产区之一
,

也是山区群众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

因此
,

引进选育
、

鉴

定各地胡麻 良种在宁南山区的适应能力
,

生产表现与增产效益
,

从中选出适宜黄土丘陵区旱地种

� 收稿日期
�  !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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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胡麻 良种
,

将对宁南山区的油料生产和支柱产业建立
,

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9 试验地自然条件

试验地位于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的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的川台旱地上
。

土壤为黄土母质上

发育的淡黑沪土
,

肥力中等
。

� 试验设计与栽培管理

试验采用随机排列
。

 ! ! 9 年因种源太少
,

小区面积仅 �
3

2 Κ>
, ,

两次重复
[  ! ! � 年

、

 ! ! ∴ 年小

区面积为 ��
3

�: >
之 ,

 ≅ 行区
,

不设重复
。

试验地三年分别布设在三块川台地上
。

前茬为春 小麦
,

结合耕翻施农家肥  < 2 2 2 Ψ Λ ] = >
? ,

尿素  9 2 Ψ Λ ] =>
? ,

二按   9
3

ΚΨ Λ ] =Ε  9 [
每

年 ∴ 月 < 日下种 [
播量按 8 <: 万粒 ]= >

,

计算
,

人工开沟条播
,

播深 �一 ∴Μ >
。

播后覆土檐平
。

< 月

下旬和 ∀ 月上旬锄草松土两次
。

∴ 试验结果分析

∴
3

 种子产量结果 7见表  ;

表 � 胡麻品比试验种子产量表 7Ψ Λ ]= >
?

;

8 ≅ � 8

 ∴ ∴ :
3

7;

< 号 一 9一 �一  

 ∀ < :
3

:  ∀9 :
3

:
号

 ! !� 年
 ! !∴ 年

平均公顷产
较对照
增产 7⊥ ;

 ∴ ∴ 7;
3

:

8 ≅ 9 9

9 � � 9 <

 ∀ ! ≅
3

:

9  8 :
3

<

9 : ∀ 8
3

:

十 9 8
3

 

9 号
 ! 9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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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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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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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9
3

8

 : 兮
 ∀ 9 :

3

:

 � ! 9
3

:

 8�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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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3

<

 8 号
 ≅ ≅ 9 <

 ∴ ! 9
3

<

 !  9 <

 8 ∀ 9
3

<

_ ≅
3

∴

 ∀ < :
3

:  ∀9 :
3

:  < ! ∀ :

9  : 8 <

 ∴ ∀ <
3

:

9  ∴ <
3

:

 !  <
3

<

_  8
3

≅

 号
9 : ! 9

3

<

 9  ≅
3

:

 < 9  
3

:

 ∀   
3

:

 !∴ 9
3

<

 �: :
3

<

 ∀ �<
3

:

 ∀ 9∀
3

:

 : :

参试 品种 7系 ;种 子折合 �= >
?

产 为  ∴ ∴: 一 9 � � 9
3

ΚΨ Λ
,

其 中蒙 8 ≅ 99 折 合 = >
?

产平均为

9 :∀ 8
3

:Ψ Λ
,

较对照品种宁亚  : 号增产 98
3

 ⊥
3

居第一位
[
宁亚  9 号折合 =>

,

产平均为  ! <
3

ΚΨ Λ
,

较对照品种增产  8
3

≅ ⊥
,

居第二位
[ 内亚 9 号折合 = >

?

产平均为  8 ∀9
3

ΚΨ Λ
,

较对照 品种增

产  ∴
3

≅ ⊥
,

居第三位
[ 定亚  8 号 = >

?

产平均为  8∀ 9
3

ΚΨ Λ
,

较对照品种增产 ≅
3

∴ ⊥
,

居第四位
。

其

它参试品种 7系 ;略有增产或者减产
。

参试品种

站站站所所所所所验科验验科科科科

源协试试试农农农农农
院院院科县料料料区区区区

来科科科县池油油地地地地油
西西农岚神农农西原原原原

古种苛古古省定定定固固固固
蒙蒙蒙西西肃肃肃夏夏夏夏

品内内内山山甘甘宁宁宁甘宁参试品种

蒙 8 ≅ �  

蒙 8 ≅ 9 9

内亚 9 号
陇亚 8 号
神亚  号
定亚  : 号
定亚

3

 8 号

天亚 < 号
8 ≅  ! 一 9 一  一  

8 < ∴ ∴

7Γ Ψ ;

参试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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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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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茎产量结果 7见表 9;

增产 7 ⊥ ;

一三丛到鱼叁一

一
担 ∀ ∴ 9 < 8

参试品种 7系 ;麻茎折 合 = >
?

产为 9 ∴∀ ∴
3

<一 ∀ < : 
3

2Ψ Λ 其中蒙 8 ≅ 9 9
、

宁亚  9 号和内亚 9 号

折 = 6Ε
之

产平均分 别为 < : < :
3

ΚΨ Λ
,

∴ 8 ∀ 8
3

2 Ψ Λ 和 ∴ 9一<
3

2 Ψ Λ
,

较对照品种宁亚  : 号分别增产 ! 9
3

)⊥
,

≅ 
3

9 ⊥和 ∀:
3

9 ⊥
,

居第一
、

第二
、

第三位
[ 定亚  8 号折 合 = >

,

产平均为 � ∀� :
3

2Ψ Λ
,

较对照品

种增产 �≅
3

: ⊥
,

居第四位
。

其它参试品种 7系;也均较对照增产
。

∴
3

� 丰产性状 7见表 �;

表 � 胡麻主要性状表

名 称 蒙 内 亚 Υ

一 陇 正 一一歪一顶百一一一手, 丽下一一, 琢, 工一一一下盯飞Ι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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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子 产量性状 有效分枝数
Ο

蒙 8 ≅ 9 9 最高
,

为 <
3

< 个 [ 内亚 9 号次之
,

为 <
3

∴ 个
[ 宁

亚  9 号居第三
,

为 <
3

 个
[ 定亚  8 号第四位

,

为 ∴
3

∀ 个
。

其它参试品种
,

均低于宁亚  : 号
。

有效结果数
Ο

内亚 9 号最高
,

为  !
3

≅ 个 [
蒙 8 ≅ 9 9 次之

,

为  !
3

∴ 个 [ 定亚  8 号居第三
,

为  ∀
3

≅

个
[ 宁亚  9 号居第四

,

为  ∀
3

: 个
。

均高于宁亚  : 号
。

每果着粒数
Ο

神亚  号最高
,

为 8
3

! 粒 [ 定亚  8 号次之
,

为 8
3

≅ 粒 [
蒙 8 ≅ 9 9 居第三

,

为 8
3

8

粒 [ 内亚 9 号与对照宁亚  : 号相同
,

居第四位
,

为 8
3

∀ 粒
。

千粒 重
Ο

对 照宁 亚  : 号最高
,

为 ≅
3

8 < ! [ 宁亚  9 号 次之
,

为 8
3

8 !!
[ 神亚  号居第 三

,

为

8
3

< 9! [定亚  8 号居第四
,

为 8
3

∴ ∴ ! [
蒙 8 ≅ 9 9 居第五

,

为 8
3

�  ! [内亚 9 号居第六
,

为 8
3

: ! !
。

单株产量
Ο

宁亚  9 号最高
,

为 。
3

≅ ! [
蒙 8 ≅ 9 9 和定亚  8 号次之

,

为 :
3

8 <! [ 内亚 9 号和神亚 �

号居第三位
,

为 。
3

8∴ ! [
陇亚 8 号居第四

,

为 :
3

∀  !
,

宁亚  : 号最低
,

为 :
3

<8 !
。

∴
3

�
3

9 麻茎产量性状 株高
Ο

内亚 9 号最高
,

为 < ∀Μ >
,

陇亚 8 号居第二位
,

为 < �
3

∀ Μ > [定亚

 8 和神亚 � 号居第三位
,

为 < 9
3

≅ 和 < 9
3

Λ Γ > [
宁亚  9 号和蒙 8 ≅ 9 9 居第四位

,

为 < :
3

� 和 < :
3

∴Γ > [

宁亚  : 号最低
,

为 ∴ ∀
3

Λ Γ >
。

工艺长度
Ο

内亚 9 号最 长
,

为 � 8
3

∀Μ > [
蒙 8≅ 9 9 为 �8

3

2Μ >
,

居第二位
[定西  8 号为 � <

3

ΚΜ >
,

居第三位
[
神亚  号和宁亚  9 号分别为 �∴

3

ΚΜ > 和 �∴
3

∀Μ >
,

居第四
,

陇亚 8 号和宁亚  : 号最低
,

分别为 � 9
3

≅ 和 � �
·

� Μ >
。

出苗情况
Ο

参试品种 的出苗数为 ∴:
3

∴ ⎯ ∴ ∀
3

∴ 万株
,

出苗率为 ≅:
3

≅ ⊥ ⎯ ! 9
3

≅ ⊥
,

以内亚 9 号

为最高
,

分别为 ∴∀
3

∴ 万株和 !9
3

≅ ⊥ [
蒙 8 ≅ 9 9 和陇亚 8 号居第二位

,

分别为 ∴∴
3

。万株和 ≅≅
3

: ⊥
,

定亚  8 号居第三位
,

分别为 ∴:
,

≅ 万株和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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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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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逆性状 7见表 ∴;

表 ∴ 胡麻抗逆性测定表

名 称 蒙 内 亚 陇 亚 定 亚 宁 亚 神 亚 宁 亚

,

百苗教之万株厂
⎯ 一一Υ 一一

8 ≅ 9

一一一
8

一
9 号 � 号 � 7;号

∴ ∴
3

7; ∴ ∀
3

∴ ∴ ∴
3

吸; ∴ 7;
3

≅ ∴ 7;
3

∴ ∴ :
3

∴ ∴ :
3

∴

出苗率 7环; ≅ ≅
3

: ! 9
3

≅ ≅ ≅
3

7;
3

≅  
3

∀ ≅ 7;
3

≅ ≅ :
3

≅ ≅ :
3

≅

抗 旱 性 强 强 中 强 中 中 中
冻害率 7写; 9

3

8  
3

8 �
3

∀ 7;
3

! �
3

7; �
3

: �
3

7;

植株 成活率 7 ⊥ ; 8 �
3

∀ 8 7; ∴ 8  
3

∀
3

89
3

< < <
3

!  !
3

 < <
3

8

抗旱性
Ο  ! ! ∴ 年 ∴ 月下旬至 < 月底

,

仅降水  
3

Κ> >
。

胡麻进入纵形生长期
,

因干旱 7� 2Μ > 土

层内
,

土壤含水量仅 。
3

8 ⊥
,

∴ :Μ > 土 层内土壤含水量仅 Ε
3

9 ⊥ ;生长受阻
,

经 < 月 9≅ 日田间目

测
,

蒙 8 ≅ 9 9
、

内亚 9 号和定亚  8 号表现出较强的抗旱性
。

抗寒性
Ο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8 日

,

试验地气温降至 一 :
3

!
‘

∋
,

经 < 月  : 日调查
,

定亚  8

号冻害率 :
3

! ⊥ [
内亚 9 号和蒙 8 ≅ 9 9 分别为  

,

8环和 9
3

8 ⊥ [
其它参试品种 7系 ;均在 �

3

: ⊥ 以上
。

植株成活率
Ο

蒙 8 ≅ 9 9 最高
3

为 8�
3

∀ ⊥ [ 定西  8 号为 8 9
3

< ⊥
,

居第二
[ 陇亚 8 号和 内亚 9 号分

别为 8 
3

∀ ⊥和 8:
3

∴ ⊥
,

居第三
、

第四位
[
宁亚  : 号最低

,

为 <<
3

8⊥
。

∴
3

< 生育表现 7见表 <;

表 < 胡麻品比试验生育期 7月
、

日
、

天 ;

兴�� !�∀
生之亡#洲∃口

%一&∋
∋,(一)咔∗ +,

 卜−�∋
∋

乃./0此.1污.2&& 民� 2∋

号一乃./0乃∋3滩.∋∋3一&屯4�!∋. 兮 3 号
&

 

2 &
 

2

& .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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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3

�
 

. 1 �
 

. 1

!
 

� !
 

�

∋. 5 ∋ . 5

+一仍���狱

参试品种 /系 0定亚 ∋3 号生育期为 ∋. ∋ 天
,

比对照宁亚 ∋1 号晚熟 6 夭 7 内亚 . 号生育期为

∋. 5 天
,

比对照宁亚 ∋1 号晚熟 − 天 7
蒙 3 ! . . 和宁亚 ∋. 号生育期为 ∋. 2 天

,

比对照宁亚 ∋1 号晚

熟 ∋ 5 夭
。

2 结 语
经三年品比试验和测定

、

分析
,

对参试品种 /系 0作如下评价
8

蒙 3 !. .
,

该品种三年产量均为参试 品种之首
,

平均 ,9
:

产量为 . 1� 3
 

1; < ,

较对照宁亚 ∋1

号增产 .3
 

∋ = 7 原茎单产平均 ,9
. 2 1 2.

 

>; <
,

较对照增产
’

6 . = 7
株高

,

工艺长度为 53
 

>? 9 7 结果

多
,

单株生产力高 7 抗旱耐寒
,

出苗率
、

成活率高 7 中熟
,

丰产稳产
,

适于半干旱丘陵区种植
,

宜大面

积推广
。

宁亚 ∋. 号
,

∋6 6 . 年 和 ∋ 6 6 & 年 居 第 二 位
,

∋ 6 6 5 年 /旱 年 0 居 第 五 位
,

三 年 平 均 ,9
:

产
∋ 6 ∋ 2

 

2; <
,

较宁亚 ∋1 号对照增产 ∋3
 

! = 7 原茎产量也居第二位
,

较对照增产 !∋
 

. = 7 该品种千

粒重大
,

为 3
 

36 6 7 单株生产力为 1
 

! 6
,

居参试品种第一位
7 抗旱耐寒性 中等

7 一般年份丰产
,

旱

年波动较大
7 适于半干旱丘陵区平水年种植

。

内亚 . 号
,

∋ 6 6 5 年 /旱年 0产种子 ∋ � 2 > ; < ,

居第二位
7 ∋ 6 6 & 年 , 9

:

产种子 . 1 . 1
 

≅ ; <
,

居第三

位 7 三年平均 , 9
,

产 ∋ !� �
 

1; <
,

较宁亚 ∋1 号对照增产 ∋&
 

! =
,

居第三位
,

原茎产量也居第三
,

平均 ,9
:
产 & . ∋2

 

>; <
,

较对照增产 �1
 

. =
。

该品种有效茹果数多
,

耐寒抗旱
,

出苗率高达 6.
 

� =
、

丰产稳产
,

特别宜于半干旱丘陵区旱地推广
。

定亚 ∋3 号
,

三年平均 种子 , 9
:

产 ∋ 3 � .
 

≅; <
,

较对照宁亚 ∋1 号增产 !
 

& = 7 原茎产量平均

, 9
:

产 5 �5 1
 

>; <
,

较对照增产 5! =
。

二者均居第四位
。

耐寒抗旱
 

植株成活率高
,

略早熟
,

旱年增

产幅度较大
,

适宜半干旱丘陵区旱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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