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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是一项经

济有效的农业增产措施。河南地处中原，气候温和，种植小麦至

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通过长期自然变异和劳动人民的不断选择，

形成了数日繁多的类型和品种，构．成丰富多彩的种质资源宝库。我

省是小麦的重要产区，种植面积和总产均占全国各省，区的第一

位。建国以来，小麦育种和繁育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进

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品种更换，每次更换都取得重大的增产效果。

1949年全省小麦总产量仅50．9亿斤，到1982年总产量已达227亿

斤，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已成为公认的重要增产措施。虽然书中

所列的某些品种随着生产和育种水平提高而失去生产应用价值，

但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和生态条件所起的历史作用仍是不容

忽视的，何况很多七十年代育成或引进的品种，现在仍在生产上

起着重要作用。可见，对我省小麦品种作一历史的描述和回顾，

不仅是肯定其历史“功勋”；而且对今后的育种和推广工作都具

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认识，1981年3月，由省农业厅，

省农科院、河南农学院的小麦品种工作者发起编写《河南小麦品

种志>)一书，并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全省同行的积极响

应。于是成立了编审委员会，收集资料，进行编写，并反复订正

和补充。由于科研、教学，推广各方面人员的通力协作，经过两

年的努力，终于将本书定稿出版。

。卜乙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品种概论和品种志两部分。品种概论部分

对建国阻来的品种演变，育种途径和渊源，品种生态型和品种区

划，品种审定、繁育、推广和展望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和分

析，可以帮助读者得到有关本省小麦品种工作的完整概念。品种志

部分，包括建国三十多年来在我省小麦生产中有较大面积或具有

某种特殊性状的品种150个，其中地方农家品种51个，引进品种15

个，选育品种84个，分属于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圆锥小麦等3个种、

26个交种。对每个品种的来历和类别、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和分布

地区、栽培要点等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说明，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

还附有照片。为了方便读者，在本书末尾附有：小麦品种特征特

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品种交种分类地区、肥力、品种，小麦

品种成熟期，小麦冬春性，小麦品种千粒重，小麦品种抗逆性等

检索表。
‘

．这是我省农作物品种的第一部志书。它既是一部科学著作，又

是一部历史文献，既是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工具书，又是科技

文库的典藏资料．可供从事品种资源，育种，植保、遗传、生

理、繁育、推广、区划、栽培等工作的科研、教学工作者、农业

技术干部，农业院校学生阅读和参考。 ．

1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农科院，陕西省农科院，上海市农

科院、郑州粮食学院等单位，协助拍摄照片或提供部分化验、鉴

定资料，各地区农业科研和推广单位提供有关资料及标本，在此

一并致谢!。 ·． 一

’由于水平所限，不妥和错误乏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

《河南小麦品种志》编审委员会

1983午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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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编入本书的小麦品种均为建国以来在我省不同年代农业

生产上使用的品种，包括优良的农家品种，从国外、省外引进的

品种，各育种单位和个人所选育的品种。引进品种和选育品种选

入标准，一般要求推广面积不少于20万亩，农家品种则为当时、

当地著名的品种。对一些面积不足20万亩，但具有特异性状的品

种也予以编入。品种名称用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承认过的或众所

周知的名称，同名异种者则在括号内注明地名，以示区别，国外

品种在括号内注明原文#品种概论中引用的国外品种，除本志编

入者外，也注明原文。 ，

二，编入本书的品种排列顺序以主要推广年代为纲，以分布‘

地区为目。先排年代早的，后排年代晚的；同一年代的品种，先排

分布广，面积大的，后排局部分布的’局部分布的品种则依次从

北向南、从西向东排列。

三，品种描述体裁分为：来历和类别、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和

分布地区、栽培要点四个部分。性状相似的姊妹品种，虽给以顺序

编号，但在文字描述时，只将其主要区别予以说明。在品种“类

别”的写法上，属普通小麦的一律不写种名，只写变种名称和定

名人，属其它种的加写种名。农家品种的“栽培要点”，除对有

代表性的品种加以说明外，因无大差别，均予省略。

四、品种的选育单位，一律使用当时的机构名称。如该机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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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不存在，则在机构名称前冠以“原”字，如系解放前的单

位，则冠以“前”字，以示区别。为叙述方便，机构名称一律简

称，如“农林科学院”简称为“农科院”， “农业专科学校”简

称为“农专”， “农业科学试验站”简称为“农科站”等。

五、杂交组合的表达方式，属于单交的用文字叙述，属于复

合杂交和回交的用目前国际通用的表示方式。如：／为一次杂交

符号，／／为二次杂交符号，／3／为三次杂交符号，依此类推，星

号¨。为回交符号，写在回交亲本名称后或前，如：。3或

3+为回交三次符号。

举例：A／B／／C⋯⋯三交
’

A／B／／C／D⋯⋯四交(双交)
‘。‘

A／B／／C／3ID⋯⋯四交 ．

’

’

A／B／／C／D／3／E⋯⋯五交
。。

A／Bf2／／C／Dr。⋯⋯四交 ．

A／B43和3+A／B⋯⋯回交三次 一

六、有关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附于品种志之后，

供读者参考。描述品种所用资料，基本为执笔人掌握的本省档案

资料。其中：’冬，春性一项有一部分资料是由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

所1982年春季在北京用本省提供的种子分期播种鉴定的，有一部

分则是利用原华北农科所和原中国科学院遗传室所做阶段发育的

试验资料。粗蛋白及赖氨酸含量，农家品种是采用河南省农科院

小麦所测定的结果，其余品种除注明者外，均采用中国农科院综合

分析室测定结果。条锈病抗性鉴定除少数来自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及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外，均来自陕西省农科院植保所在武功鉴

定结果’赤霉病抗性鉴定则是用上海市农科院植保所在上海鉴定一

的结果。以上性状鉴定或测定资料来源，除另有注明来源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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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均不再赘述。 ．

七，种植面积大或有重要特点的品种附有照片。照片为实物

大小的五分之三。其中大部分为本省采集的标本，由中国农科院拍

摄的，少部分为借用《中国小麦品种志(1962--1982)》的照片。

八、每个品种末尾一般均注明原稿执笔人。本书中的农家品

种和五十年代推广的改良品种，因系引用旧稿，原执笔人为刘绍

禹，林作楫二人，编入本书时由编审委员会重新修改订正，均不

再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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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葫芦头(商丘)⋯⋯⋯⋯⋯⋯⋯⋯⋯⋯⋯⋯⋯⋯(

靠山红(商丘)

红碱麦(虞城)

碱麦(夏邑)⋯

雎县大红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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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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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0亮光头(许昌) ⋯⋯⋯⋯⋯⋯⋯⋯⋯⋯⋯⋯⋯⋯(々4)

41’红芒红(许昌) ⋯⋯⋯⋯⋯⋯⋯⋯⋯⋯⋯．．．⋯⋯(jr5)

42短二芒(鲁山) ⋯⋯⋯⋯⋯⋯⋯⋯⋯⋯⋯⋯一⋯(76)

43红芒自(鄢陵)⋯⋯⋯⋯⋯⋯。^出．．．’⋯⋯⋯⋯(宁7)

44三月黄(临颍)j：⋯⋯⋯-．t．⋯⋯^⋯_⋯⋯⋯⋯(78)

45老红皮(淮阳) ⋯⋯⋯⋯⋯⋯⋯．．．⋯⋯⋯··：⋯：··(79)

46=红糙(淮阳) ⋯⋯⋯··：⋯⋯⋯⋯⋯．r．．·j：·．乏；·：．．．(80)

47自芒红(淮阳) ⋯⋯⋯⋯⋯⋯⋯⋯⋯·⋯⋯⋯⋯··(80)

48红穗白(项城) ⋯⋯⋯⋯⋯⋯⋯⋯⋯⋯⋯⋯⋯⋯(81)

49蛐子头(汝南) ⋯⋯⋯⋯⋯⋯⋯⋯⋯⋯．．．⋯⋯⋯(82)

50红和尚头(南阳)⋯⋯⋯⋯⋯⋯⋯⋯⋯⋯⋯⋯一⋯(83)

51红拳芒(南阳) ⋯⋯⋯⋯⋯⋯⋯⋯⋯⋯⋯⋯⋯⋯(84)

52劈山把(内乡) ⋯⋯⋯⋯⋯⋯⋯⋯⋯⋯⋯⋯⋯．．．(85)

53自火麦(内乡) ⋯⋯⋯⋯⋯⋯⋯⋯⋯⋯⋯⋯一⋯r(85)

54二芒麦(方城)⋯⋯⋯⋯⋯⋯⋯⋯⋯⋯⋯⋯⋯·-·(87)

55红芒麦(方城) ⋯⋯⋯⋯⋯⋯⋯··：⋯⋯⋯⋯⋯⋯(88)

56红蛐子(淅川) ⋯⋯⋯⋯⋯⋯·??⋯⋯⋯一⋯⋯⋯(88)

57大拳芒(邓县)⋯⋯⋯⋯⋯⋯⋯⋯⋯⋯⋯⋯⋯⋯(90)

58邓县玉麦⋯⋯⋯⋯⋯⋯⋯⋯⋯··⋯⋯⋯⋯⋯⋯⋯·(90)

59宛1—486⋯⋯⋯⋯⋯⋯．．．“出m“⋯⋯⋯“．⋯(91)

60望水白(信阳)⋯⋯⋯⋯⋯⋯⋯j一一一⋯⋯：‘．j⋯：j(92)

6l火麦(信阳)⋯⋯⋯⋯⋯⋯⋯⋯一一一’⋯⋯⋯+⋯(94)

62大头糙(光山) ⋯⋯⋯⋯⋯⋯⋯⋯⋯⋯⋯⋯⋯．··(94)

63球子麦(商城) ⋯⋯⋯⋯⋯⋯．．．．．··。·1·。√··⋯⋯⋯⋯(95)

64红芒红(商城) ⋯⋯⋯4⋯⋯一“·m‘一‘m。··：：⋯⋯··(95)

65蜈蚣糙(息县) ⋯“i⋯⋯⋯⋯⋯，，～．、⋯⋯⋯⋯⋯(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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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八股权C固始)．．．．⋯．．．·⋯⋯⋯⋯⋯一⋯⋯⋯⋯··(97)

．一67三月黄(固始) ⋯⋯⋯⋯⋯⋯⋯⋯⋯⋯⋯⋯··．．．(97)

：，六十年代的品种(27个)．． ．．

j。68阿 夫⋯⋯⋯⋯⋯⋯⋯⋯⋯⋯⋯⋯⋯⋯⋯⋯⋯(98)

．．69，阿 勃⋯⋯⋯⋯⋯··?⋯⋯⋯一⋯⋯m⋯⋯⋯⋯(t00)

：70内乡5号⋯⋯⋯⋯⋯⋯⋯⋯⋯⋯⋯⋯⋯．．⋯⋯⋯·(102)

71内乡36⋯⋯⋯⋯⋯⋯⋯．=．⋯⋯⋯⋯⋯⋯⋯⋯⋯⋯(104)

记济南2号⋯⋯⋯⋯⋯⋯⋯⋯⋯⋯⋯．．．⋯⋯1 6 o-o”⋯(106)

73北京8号⋯⋯⋯⋯⋯⋯⋯⋯⋯⋯⋯⋯⋯⋯⋯⋯⋯(107)

7l早洋麦⋯⋯⋯⋯⋯⋯⋯⋯⋯⋯⋯⋯⋯⋯一⋯⋯⋯·(109)

?，75．早热1号m⋯⋯⋯⋯⋯·．．．!⋯⋯⋯⋯⋯·?⋯⋯·一··(111)

√ 76石家庄54⋯⋯⋯⋯⋯．⋯⋯．．．⋯⋯⋯⋯⋯⋯⋯⋯一(儿3)

。 77九兰船⋯⋯⋯⋯⋯!⋯：⋯⋯⋯⋯⋯⋯·4 Q Q-I O Q⋯⋯·护(114)

78．盂县4号⋯⋯⋯⋯⋯⋯⋯⋯⋯⋯⋯⋯⋯⋯⋯⋯⋯(116)

79、盂94⋯⋯⋯⋯⋯⋯⋯⋯⋯⋯⋯⋯⋯⋯⋯⋯⋯⋯⋯(117)

80郑州3号(附郑州544、繁30)⋯⋯⋯⋯⋯⋯⋯⋯⋯(118)

81郑州6号⋯⋯⋯．．．⋯⋯⋯⋯⋯⋯⋯⋯⋯⋯⋯⋯⋯(120)

82郑州24⋯”⋯⋯⋯⋯⋯⋯⋯⋯⋯⋯⋯⋯⋯⋯⋯⋯·(121)

． 83郑州15(附郑州“)．⋯⋯⋯⋯⋯⋯⋯⋯⋯⋯⋯⋯⋯(123)

84郑州17⋯⋯⋯⋯⋯⋯⋯⋯⋯⋯⋯⋯⋯⋯⋯一⋯⋯(124)

，85郑州5718⋯⋯⋯⋯⋯⋯⋯⋯⋯⋯⋯⋯一⋯⋯⋯⋯·(126)

86开中2号⋯⋯⋯⋯⋯⋯⋯⋯⋯⋯⋯⋯，．．⋯。⋯⋯··(127)

87许跃1号⋯⋯⋯⋯⋯．．．⋯．．．⋯⋯⋯⋯⋯⋯．⋯⋯．．．(128)

，、88许跃6号⋯⋯⋯．．．⋯⋯⋯⋯⋯⋯⋯⋯．．．⋯⋯⋯⋯(129)’

一-89阿 奥⋯⋯⋯”t⋯”⋯w⋯⋯⋯⋯⋯⋯⋯⋯j⋯(130)

。 90．许昌铁秆糙⋯⋯⋯⋯．．-⋯．．．⋯⋯⋯⋯一⋯⋯⋯⋯(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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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内乡19⋯⋯⋯⋯⋯⋯⋯⋯⋯⋯⋯⋯⋯⋯⋯：⋯⋯··(133)

92泌阳19⋯⋯⋯⋯⋯⋯⋯⋯⋯⋯⋯⋯⋯⋯；．．．⋯⋯··(134)

93欧 柔⋯⋯⋯⋯⋯⋯⋯⋯⋯⋯⋯⋯⋯．⋯⋯⋯⋯(135)

94信阳1号⋯⋯⋯⋯⋯⋯⋯⋯⋯⋯⋯⋯⋯⋯⋯⋯⋯(137)

三、七十年代的品种(48个) 、
，’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Z

113

114

115

7023······

郑引l号

丰产3号

矮丰3，号

郑州683

郑州761

泰山1号⋯

博农74—22

安选2号⋯

安选5号”

灰毛阿夫··

安阳13⋯··

濮阳5号··

淇选2号··

浚选5号

百泉41

百泉565

百泉673

百泉73—54⋯⋯⋯⋯⋯⋯⋯⋯⋯⋯⋯⋯⋯⋯⋯⋯

-a-{'201⋯⋯⋯⋯⋯⋯⋯⋯⋯⋯⋯⋯⋯⋯⋯-⋯⋯·‘

小偃4号⋯⋯⋯⋯⋯⋯⋯⋯⋯⋯⋯⋯⋯··：⋯⋯⋯

(139)

(1量2)

(145)

(1 47)

(149)

(151)

(154)

(157)

(159)

(160)

(162)

(164)

(165)

(167)

(168)

(170)

(172)

(174)

(175)

(176)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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