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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青海省是我国西北春作物重要产区之一。解放以来，我省育种和种子工作都取得了

很大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有过教训，需要回顾总结，我省不少农家品种，育

成品种和引进品种在农业增产和育种研究中走过重大作用，有必要对这些品种进行描

述、评价和编撰成册，作为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部门的参考。为此，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于1981年初组织育种、种子，技术推广部门的专业科技人员筹备编写《青海省农作物品

种志))。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小麦，青稞(大麦)，蚕豆、豌豆、洋芋(马铃薯)，

油菜等作物的品种志编写工作。参加编写的单位有民和县，乐都县，化隆回族自治县，

湟源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

州、浩门农场，德令哈农场，香日德农场，曲沟农场的农科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和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等十四个单位。这项工作，得到青海省种子公司．．青海省

农林厅科教处、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业务一处、青海省劳改局生产处、青海工农学院

和青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上级业务领导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协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l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

便再版时补充修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

编．写 说明

一、(c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志势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我省育种，种子工作全貌和农作物

品种演变过程。入志品种包括：在我省农业生产中起过较大作用的，具有优异性状，并

在育种资源方面有较大利用价值的，经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或市、县品种审定

小组审定批准推广的，或是一个县、大型农场范围内的主要栽培品种。

二，本志按小麦，青稞(包括大麦)，蚕豆、豌豆、马铃薯，油菜的次序编写。每

类作物按农家品种、育成品种，．引进品种的次序排列，而育成品种，引进品种则以开始

推广的先后次序排列。

三，品种名称。农家品种采用常用名，如有别名则一一列出，引进品种用原名，如

系国外品种，则用中译名并附原文，育成品种用育成单位的命名井附原系号，代号。每

个品种都编有永久号。

四、品种按来历与类别，特征特性，产量和分布，栽培特点四部分编写。参照全国

有关品种志，每类作物均编有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和标准说明。

五，由于我省自然条件复杂，一个品种在不同地区的生长发育表现常不一致。本志

所列品种的特征特性表现，是以育种单位或品种推广地区的观察记录为准。

六、两个品种如果亲缘相同，性状相似，编写分布面积较大的一个品种，另一个品

种附在其后，只描述相异的性状。

七，本志所列品种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品种资源室繁殖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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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j论

一、我省农业发展概况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采取了推广优良品种，改

进耕作栽培技术，增施化肥，提倡化学药剂除草，实行冬灌，防治病虫害以及在干旱山

区推行抗旱保墒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粮油作物产量。例如，1980年全省生

、产粮食19．1亿斤比1949年产粮5．9亿斤，增长2．2倍，油料的增产幅度还要大一些，1980年

生产了1．4亿斤，比1949年0．167亿斤，增长5．7倍。 再从每亩耕地上获得的产量看也是

提高的。1949年粮食亩产129斤，1980年提高到309斤，油料1949年亩产51斤，到1980年

亩产达到了120斤。增产的因素除技术措施外，还与增加耕地面积分不开。 刚解放时全

省耕地681万余亩，1980年扩大到880万亩，虽然增产是综合措施的作用，但种植优良品

种是最经济有效的。东部农业区的川水地和西部灌区，目前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部分

山区也种上了良种。 ．．．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省农村形势

很好，随着各项联产责任制不断完善，科学种田水平逐步提高，粮油生产发展较快，对

良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不断选育，推广新的优良品种，对于我省实现本世纪末

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二、我省农作物分布

青海省深居内陆，地处青藏高原，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影响农作物分布的气候

条件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气温和降雨量。根据地形自然条件的特点，(《青海农

业地理》一书把省境分为三个自然区域：即东部农业区；西部环湖农牧区，．青南高原牧业

区。农作物主要分布在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环湖区，至于青南高原区，仅在河谷或山间小

盆地有农作物栽培。农作物分布的海拔高度范围为1700米"-'4000米，一年一熟春作，盛

产小麦，青稞、蚕豆、豌豆、洋芋(马铃薯)，油菜，通称六大作物。还有小杂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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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莜麦、燕麦、糜谷，荞麦、小扁豆)，小油料(胡麻)，纤维作物(大麻)和绿肥

(苕子、箭等豌豆)等。

东部农业区按地势、海拔高度、气候条件、土壤种类、植被覆盖程度，耕作情况又

分三个自然生态区s即脑山地(高山地带)，浅山地(低山地带)和川水地。乐都、民

和、湟中一带还把浅脑山之间的地带称为中山地，或称半浅半脑山地。

我省农作物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

(一)油菜、青稞分布区主要指脑山地和高寒新垦地(包括青海湖沿岸，海南农

牧场)。此区海拔为2650-、'3600米，雨量较丰沛，一般为450毫米以上， 气候较冷凉，

年平均气温一l～2℃，无霜期仅两个月左右，部分地区没有绝对无霜期。多不进行灌溉，

油菜、青稞在正常年份一般都生长良好。全省油莱110余万亩， 其中约90余万亩分布在

本区。种植的油菜品种为白菜型小油菜，它生长期短，能充分利用高寒山区短暂的夏季

和凉爽的秋季而完全成熟。它的幼苗能忍耐春末夏初的低温，据门源回族自治县观察，

小油菜幼苗期曾出现一10℃的短时低温，苗情恢复仍好，成熟期遇轻度早霜也不致减产

很多。． ．．

‘另外，脑山小油菜为农村副业开辟了门路，尤其为养蜂业提供了广阔的蜜源，据盛

产小油菜的门源回族自治县统计，全县年产蜂蜜六，七十万斤。

该区又是青稞(裸大麦)的集中产地。因为小油菜与青稞是互为倒茬的。又由于青

稞生长发育要求的积温比小油菜多，因此它的垂直分布界限比小油菜约低100米。 全省

种植青稞160万亩左右，脑山和高寒新垦地占90余万亩，平均亩产230斤，并涌现出不少

高产典型。例如，湟源县寺寨公社簸箕湾大队1978年在脑山地种植肚里黄品种37．1亩，平

均亩产901斤，适应脑山地的南繁3号品种，1979年在湟源县大华公社东风大队长沟生产

队种植13．3l亩，平均亩产1018．4斤，足见脑山青稞生产中，只要采用优良品种、改善

栽培条件就能够获得丰收。

本区油菜，青稞的增产潜力很大，由于目前仍以农家品种为主，油菜含芥酸较高，

迫切要求选育推广低，无芥酸小油菜新品种，从速建立低，无芥酸油菜生产基地，为出

口提供优质菜油。以前，青稞还是以农家品种为主，近年引进推广肚里黄品种，适应性

广，发展快。有些新品种，如昆仑3号、南繁3号等正在繁殖推广中。

(二)小麦、豌豆、洋芋分布区这个地区包括地处黄河、湟水及其支流两岸的干

旱，半干旱浅山地。海拔为2000--'2600米，气温比脑山高，年平均气温2～5℃，无霜期

80～140天，雨量则比较少，年降雨量200"-'400毫米。从东往西，雨量逐渐增加，而气温则

逐渐降低，因此又有低位浅山与高位浅山之分。但总的是无灌溉条件，植被稀疏，地形

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常有旱情发生，生态条件不良。历史上实行旱农耕作，广泛种植

小麦、豌豆、洋芋等作物。因为这三种作物能够利用头年的秋雨秋墒和夏末秋初的雨

水，结合抗旱栽培技术措施，常年都能获得一定收成。如小麦亩产180～250斤，豌豆亩

产100"-'200斤，洋芋亩产800--1250斤，所以自然地形成了麦、豆、薯产区。本区推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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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洋芋良种卓有成效，豌豆虽然仍以农家品种占优势，但新良种在近年也推广迅

速。目前试种绿肥，效益较高，有发展前途。

(三)小麦，蚕豆分布区包括黄河、湟水河谷灌溉地(川水地)，地势平坦，海

拔为1700-v2600米，气候较暖，年平均气温2．6"-'8．7℃，对于春作物的生长发育有

利。同时，日照充足，作物全生育期有1000～1200小时的日照。年总辐射量为140"-'160

千卡／平方厘米，年降水200"-'400毫米，黄河河谷无霜期为150天，湟水河谷无霜期为

140天左右。水利设施较好，土壤肥沃，耕作精细，是我省的粮食高产稳产区， 良种推

广面积最大，良种几经换代，产量提高也较快。

(四)小麦，豌豆，绿肥分布区包括省境西部的柴达木盆地灌区和海南灌区。柴

达木盆地海拔为2900---'3100米，年平均气温3-'-,4．0℃，属荒漠气候。日照充足，空气干

燥，年雨量西部仅14．9毫米，往东逐渐增多达到210毫米。在灌溉条件下，小麦，豌豆生，

长良好。近年推广种植绿肥效益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已发展到五万余亩，为绿肥推广打

开了局面。． 一。

柴达木盆地由于空气干燥，日照强，昼夜温差大，作物密植程度较高，小麦无锈病

之患，是我省又一个小麦高产区。1978年，香日德农场种植高原338I]'．麦品种3．9亩，平

均亩产2026．1斤。海南灌区的小麦、豌豆也是有增产潜力的。曲沟农场1976年种植70-

84选系15亩，亩产1416斤，塘格木农场1975年种植豌豆草原7号、草原3号2200亩，平均

亩产593．5斤，充分说明这个地区只要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增产措施， 种植优良品种，

是可能获得大面积丰产的。

本省农作物种类分布除有明显的区域性外，同时也交错分布，作物种类之间也互为

消长。东部农业区的川水地，原以辣芥油菜与蚕豆混作为主，现已发展为甘蓝型油菜产

区。民和，乐都，贵德等地的川水地原有洋芋，蚕豆分布，由于小麦产量提高很快，而

洋芋，蚕豆便让位给小麦，所以小麦普遍连作。浅山地区的胡麻、小杂粮面积一直在缩7

小。青稞、蚕豆，油菜由于推广新品种和价格调高，播种面积有所扩大。这些说明各类

作物的种植比例还受经济杠杆的影响。

三，农作物品种演替

农作物品种有其育成、推广，发展，被生产淘汰的过程。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t一

是原有品种退化劣变，．二是新的优良品种育成和引进推广，三是耕作制度的改革，四是

栽培水平的提高，五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六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等等。都会使农作

物品种发生演变更替。
：

我省刚解放时，农作物的全部品种都是解放前生产上多年使用的农家品种沿袭下来

的，后来经过鉴定，评选出优良农家品种，在生产上加速扩大利用。
。

．五十年代初期，引进碧玉麦，在川水地较快地代替了六月黄、一支麦等农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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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控制住了腥黑穗病的危害，缓和了条锈猖獗流行，这样便形成了春小麦品种的第一

次大更换。但到五十年代中期，碧玉麦丧失抗锈性，随即在部分农田推广种植抗锈的甘肃

96号，稍后又推广南大2419，出现了小规模品种更替。六十年代中期，阿勃品种表现出

适应性广，丰产潜力大的特点。因此，这个品种很快在东部农业区的川水地、浅山地和

西部柴达木盆地垦区争相种植，一度昌盛，曾占到全省小麦面积的50％还多，成为各麦

区的主体品种。如此大规模地换种，并普遍获得增产，在我省小麦生产历史上还是不多

见的。虽然阿勃不抵抗条中18，19，25号等条锈病菌优势小种，但未造成大的减产损

失，所以至今阿勃仍是群众喜爱的优良品种。到了七十年代，晋麦系品种包括晋2148、

晋3269等在我省川水地，半浅半脑山地、脑山地种植表现中、早熟，灌浆较快，落黄也

好，产量高，群众纷纷换种，与此同时育成的青春号、高原506品种在川水地， 浅脑，

山地推广，部分地代替了阿勃。近年来互助红，定西24在浅山表现耐旱稳产，青春24，

25，在半浅半脑山地表现丰产，高原338在黄河河谷灌溉地表现高产，发展较快。

品种演变的结果使得我省的小麦品种抗腥黑穗病、抗锈病，耐肥水，抗倒伏能力都

有所增加，大粒性，多花性也都提高了，丰产性和综合结构都大为改善。

其它作物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青稞优良品种昆仑号在川水地区代替了农家品

种。由于它株高降低，株型紧凑，耐肥，抗倒，从而促进了产量水平显著提高。在互

助、大通、湟源等县的脑山地，青稞新品种肚里黄，昆仑2号、3号等表现早熟丰产，适

应性强，’开始局部地代替了农家品种。蚕豆新品种青海3号在大通，湟中等县代替了马

牙品种，百粒重增加约50克。豌豆推广早熟丰产品种草原3号、7号，不仅熟期提前，分

布范围也扩大了，在高寒垦区曾获得大面积丰产。洋芋在历史上以深眼窝为主栽品种，

但到六十年代中期，晚疫病，环腐病大流行，许多社队毁种或绝收，不再种植。到七十年

代，新的抗病品种高原3号、4号、7号育成推广后，洋芋生产面积又恢复发展起来。此外，

甘蓝型油菜低、无芥酸品种的推广，使油菜品质明显改观。由此可见，随着农业生产进

一步发展，育种水平日益提高，将来会有更大面积的农作物品种更迭，也会带来更高的

良种效益。

四、育种途径

我省各育种机构和育种科研人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以来，针对青海实际，

逐步明确各类生态地区的育种目标，通过农家品种评选，引种，系统育种和杂交育种等

途径，取得了显著成效。 ?

(一)农家品种评选农家品种是种质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经过历史的自然

演变和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的选择而成的。搜集，整理，鉴定农家品种是育种工作的基

础。五十年代中期，我省征得包括各类作物在内的1200余份材料。经过整理鉴定研究，

评选出一批优良农家品种，在生产上曾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春小麦评选出六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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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麦、大红麦，小红麦、大白麦、尕老汉、板麦等，这些品种都具有适应性好、耐锈病，

稳产的特性，或表现突出的耐旱、耐寒性能，分别在川水，浅山和脑山地区普遍种植，

青稞鉴定出白六穰、红胶泥、亮兰，白浪散、黑老鸦等，都耐旱，稳产丰产，食味佳。其中

亮蓝、白浪散耐寒耐湿，现在仍是脑山地的主栽品种’豌豆以大青豆，贺尔川大白豆、

红花白豆、六十日豆为最优，或抗旱，或早熟，食用饲用均宜，各具特色。大青豆在浅

山地一直表现很好，蚕豆以湟源大马牙最著名，稳产丰产品质佳。尕蚕豆早熟，适应半

浅半脑山地种植，洋芋以深眼窝为最好，食味佳美，栽培近半个世纪，在我省洋芋栽培

历史中，它是保持优良特性最久的一个品种，油菜经过鉴定，白菜型门源小油莱特早

熟，稞小适于密植；耐冻耐寒，稳产，目前这类品种仍是脑山地区的主栽种。

这些农家品种都具备对我省气候的良好适应性，但多数不抗病，耐肥性差，不抗倒

伏，丰产潜力有限。因此，不少品种已被新良种代替。

(二)引种 引种是育种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我省原来无育种基础，适时引进

优良品种，对农业增产具有特殊意义。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省就开始了引种研究，引种的小麦如碧玉麦、南大2419，甘

肃96都曾大面积推广。六十年代，引进的小麦品种并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有甘麦8号， 内

乡5号、阿勃，维如芬等、同时逐步扩大了其它作物的引种试验，例如油菜， 我省原来

只有白菜型，芥菜型两类，由于广泛引种，通过鉴定，试种，证明甘蓝型油菜不仅油质

好，产量也高：大面积生产亩产三、四百斤，改进栽培技术之后，亩产可达五，六百

斤，特别是黔油号，云油号品种，不仅解决了川水地人民吃油难的问题，而且为青海高

原增添了一个油菜丰产类型；蚕豆引种成功拉萨1号，阿坝大金白等。

到了七十年代，引种研究深入了一步。引进的小麦品种如晋字号各品种，定西24，

墨波，墨他等，青稞肚里黄，啤酒大麦早熟3号，大壳豌豆，1341、多纳夫等。 多以早

熟，抗病、丰产见长，适应性也很不错。在油菜方面，引进加拿大等国的低，无芥酸，

低，无硫代葡萄糖甙品种，不仅增加了油菜品种资源，而且有的品种还可以直接用于生

产。象甘蓝型低芥酸奥罗品种已发展到十余万亩，双低品种托尔、奥尔特克斯、威士特也

在一些地方试种。同样，也引进了一些好的白菜型品种，象无芥酸，无硫代葡萄糖甙品

种坎得尔，托宾，无芥酸品种斯班，低芥酸品种托启等均可适应半浅半脑山地带栽培。

(三)系统育种这是一条基本的育种途径，简便易行有效。我省甘蓝型油菜系统

选育出不少品种。例如，从云油3号中系统选育成青油2号，8号、10号，由胜,币I]322中选

出优良单株育成青油4号。这些系选品种在各灌区大面积推广，获得了丰产， 小麦从青

春18中系统选育成春燕1号，在化隆回族自治县推广五万余亩， 豌豆从农家品种中系统

选育出绿色草原豌豆，蚕豆从西宁马牙中系统选育成牛角品种。

(四)杂交育种在征集、研究农家品种和引进试验的基础上开展了杂交育种，常

规杂交已作为我省的主要育种手段。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小麦杂交育种，以后逐渐用于青稞、蚕豆、豌豆，油菜和洋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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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I_

杂交育种初期以单交为主，主要是外来品种与当地品种杂交。后来，单交方式已不

适应生产中提出的要求，于是发展到复交，多交。随着育种目标进一步明确，已逐步积

累了亲本组配，选择技术等方面的经验。． ．

1．小麦抗锈丰产育种：在小麦育种中，我省把抗锈丰产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对待，川水

地条锈、秆锈、叶锈都年年发生侵染大田小麦，尤其夏秋多雨年份危害最重的是条锈病。

省内各育种机构对于小麦抗锈丰产育种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使用的亲本材料也比较

广泛，效果是好的。三十多年来育成了几批高原号，青春号、源春号，曹选号等品种。

针对不同生态区域的育种目标狠抓了抗锈，大穗大粒和丰产综合结构的组配杂交、培育

选择工作，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添注了新的抗锈，大粒多粒、矮秆强秆以及抗旱，抗

寒，早熟等因素。这样杂交后代的品系，品种所构成的产量诸因素协调统一的水平都有

了明显提高。 ．

2．青稞早熟、抗倒伏，丰产育种。针对原有品种易倒伏、不耐肥和丰产潜力小的问

题进行了杂交育种。利用引进的强秆矮源品种，配以当地农家品种的适应性、抗寒性和

早熟性，如此杂交育成的品种有适应JiI水地高产栽培的昆仑1号，具有耐肥，抗倒伏的

特性。也有适应浅山地栽培的昆仑2号，适应脑山地种植的昆仑3号，南繁3号等。 进而

以丰产良种昆仑1号同引进良种肚里黄杂交育成丰产潜力更大的福8-4青稞品种。

3．蚕豆大粒育种：我省蚕豆以粒大质佳著名。 由西藏引进的拉萨1号同地方良种互

助东和蚕豆杂交育成的青海3号，百粒重为170克， 比西宁马牙百粒重120克增加50克。

4．豌豆早熟丰产育种。利用早，矮源亲本与农艺亲本杂交育成草原3号，7号，比大

青豆、洋豆早熟半个月，并且半矮秆，每荚多2---,3粒，达到了早熟丰产的要求。

5．洋芋抗病育种；我省洋芋晚疫病以及各种毒病普遍流行，且为严重。因此在配置

组合时重视选用抗病亲本。抗病亲本与农艺亲本组配，育成了高原l号，3号、5号。 抗

病丰产品种之间杂交效果尤佳，如高原7号，8q-，抗晚疫病，病毒病，品质佳，丰产，

适应性强。

6．油菜早熟优质育种：我省白菜型小油菜以早熟著称，但芥酸含量高，油粕毒索

多。因此，早熟优质育种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从加拿大引进低、无芥酸品种有的如

斯班品种等还可以直接利用，另一方面，低，无芥酸品种，油粕低，无毒性品种与早熟

小油菜杂交效果好，经分析检验，现已获得不少无芥酸并且早熟的品系，即将投入试

种。

实践证明：在育种过程中，要紧密同生产实际相联系，重视与群众结合，这样才能

较快的育出品种。如小麦高原338，出圃后即投入柴达木盆地香日德农场进行大田丰产

栽培，同群众一道研究这个品种适宜的技术措施，为推广打下了基础。其它如蚕豆青海

3号、洋芋高原号、豌豆草原号、油菜青油号、小麦青春号、曹选号、春燕号、青稞昆

仑号等品种的育成推广都是同我省各族农民群众和当前生产紧密结合，同州、市、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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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部门通力协作取得的。所以，在推广时，群众都乐意使用这些品种。

总的来说，我省各类农作物产区的品种情况是不相同的。比如浅山地的豌豆，脑山

地的油菜，青稞中农家品种占优势，川水地和西部灌区的良种已经普及，引进品种阿勃

小麦等已种植多年。虽然这些品种在生产和育种上都起过良好作用，但就品种的抗逆

性，适应性、稳产性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特别是山区和中低产区还缺乏新

良种。另外，根据农村情况的新变化，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兴趣浓厚，希望土地回报较好

收成，因此要求更多地采用包括丰产良种在内的农业科学技术。

针对上述情况，我省当前育种工作已出现这样的趋向：由单一抗性发展到多抗，由

中晚熟转向中早熟，品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稳产性丰产性并重，灌区麦类作物强调中

秆、．强秆特性的选育。中低产地区和山区的育种工作逐步加强。省内各育种单位都在做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力求育成多抗、优质、稳产，丰产，适应性广的品种，推广到生产

上以达到投资少，耗能低、效益高的目的。

目前，生产使用的各类作物良种均是六十，七十年代引进或育成的，在我省具体条

件下，以往一个新品种从育成到大田推广大约需要十年时间。现在的育种条件比以前要

好些，育种途径也多样化，有的作物还可以南繁加代，选择经验也比较丰富，随着新的

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可以预计，今后的育种效率与速度均会提高。为适应我省发展对

农作物品种的要求，一方面要靠种子工作科技人员的努力加快育种步伐，另一方面，应

合理布局与调整育种机构，增添设备，改善研究条件，以促进新品种加速育成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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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麦品种

小麦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和标准说明

我省分布的主要是春小麦，下列术语解释和标准说明是适用于春小麦的。 ．

(一)芽鞘颜色幼苗仲廿l地面约2厘米时芽鞘的颜色， 一般分绿色及紫色两类。

(二)幼茁习性分三类。

1．直立：大部分茎叶直立向上。 ．

2．匍匐：大部分茎叶匍匐地面。

3．半匍匐(半直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三)苗色分深绿(浓绿)、绿、淡绿色三类。

(四)苗叶长宽只记特殊长，短、宽、窄。

(五)幼苗茸毛只记有、无。

(六)株型抽穗后，目测主茎和分蘖集散程度，分紧凑，中等、松散三类。

(七)叶型 根据茎叶夹角及披散情况，分挺直，下披、中间三类。

(八)叶耳颜色只记紫色者。

(九)株高 乳熟期前后从地面量至穗顶(不包括芒)的长度，取其平均值，以厘

米表示。 ．

(十)秆色只记紫色者。

(十一)穗长从穗基部小穗(包括不育小穗)到穗顶(不包括芒)的长度，以厘

米表示。

(十二)穗、茎、叶蜡质分别记有，无。

(十三)每穗小穗数指一个麦穗上着生的小穗总数(包括不实小穗)。

(十四)不育小穗数一个麦穗下部不结实小穗数(不包括顶部不育小穗数)。
。

(十五)每穗粒数全麦穗的总粒数。

(十六)每穗粒重全麦穗粒数的总重量。

(十七)穗密度 平均每厘米穗轴上着生的小穗数，以穗长除小穗数计算。一般分

稀、中、密、极密四级。2．0以下为稀，2．1～3．O为中，3．1～4．O为密，4．1以上为极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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