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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q 言

"有了优良品种，即不以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

的收成。"我县广大劳动人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和科研工作中，曾先后选育，引进和推广了大批农作物品

种，使我县农作物品种不断更新、更换、对发展我县农业生产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更好地整理利用这些品种，适应农业大幅度增产对优

良品种的要求，做到品种合理布局，合理搭配，因地制宜地科

学地使用品种，从一九八0年五月至十一月进行了一次全面地

品种普查，在此基础上，特编写"吴忠县农作物品种志"

一书，编入生产中种植在一亩以上的各类农作物品种共 1 1 6 

个。仅供从事种子工作，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各级农业生产领导

同志在工作中参考。

因材料不够全面、编写时间仑促和编写水平所限，在书错

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谅解。

蝙者

一九八0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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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县农作物品种普查工作总结

总述

农作物品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采用良种是农业

增产的关键拮施之一。毛主席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

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戚"。解放后三十年中，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种子工作方面，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四自一辅"方针，良种推广在农业生产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九五二年以来，全

县主要农作物品种先后进行了三次更新，出现了三段产量的大

跃进。括广和选用良种已成为提富农作物产量无可非议的重要

手段之-0

目前，县有良种繁撞场一个，社 vj、专业种子生产基地五

个。全县十二个公社都有种子队(或公社良种繁殖场) ，生产
队都有种子 8:1，主统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初具规模，并在逐步发

展壮大。在建立健全良种繁殖基地基础上，良种提纯复壮工作

有了新的发展。"三圆"生产制不断扩大，种子质量不断提

高，广大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选育和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优

良品轩在罕f 县推广普及，对促进农业增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

由于品科管理混乱，乱引、乱调、自由种控，有时 1雪 白夫调大

运，因而品种名目繁多，混杂现象十分严重。有些社队当家品

种和搭配配料'不明、主拉;不分、良种、劣种同时并存，还有些

生产队不考庇耕作水平和地力条件，盲目种植高产品种，结果

是产量低、病虫害严重，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增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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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搞好品种布局区域化，进行一次农作

物品种普查很有必要，势在必行。

今年，在自治区的统一领导下，县上成立了品种普查领导

小组，组织了三十五人的品种普查和征集工作专业队，从五月

中旬到十一月二十日，用 6 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新老灌区和

滩地，足迹送到了每一个农作物播种品种的每一条田块，比较细

致地完成了全县农作物品种普查和征集工作，普查结果 1980

年全县根、豆、油播种面积为 248 ， 937 亩，良种面积占

粮豆、泊总播种面积的 88.35%在 1 9 种农作物的 1 3 8 

个品种中，主体品种 3 7 个，搭配品种 98 个，加速繁殖推广

品种 7个(即永良 4 号、陇春 7号，反修 1 号、 556 小麦。

冬光 2 号、秋光水在! 0 宁单 4 号玉米)。新育成有希望待审定

后推广的品种 6 个(即 157 、 4 0 8 7 、 28 9 小去， V 

5 5 0 1 、 V 5 5 6 6 、 V55 ，13 水稻)。在 13 8 个品种

中 z 小麦 5 7 个 (其中春麦 5 3 个、冬去~ 4 个}水和 2. 8 个、

玉米 6 个、高出 5 个、康子 7 个、谷子 4 个、豆类 9 个、油料

7 个。

通过品种普查， 从领导到群众，初步摸清了全县农作物 ITL

种的现状，明确了今后良种推广的方向和品种的合理布局，完成

了一次种子工作的基础工作并为制寇品种的区域化提供了比较

可靠的、科学的、切合实际的实施依据。

一、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大规模地、全目地进行品种普查，在我县还是第一次。没

有经验，也没有先例，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这→任务，县人民政

府作了专题研究，责成县农业局、科委、农科所及种子公司共

.2. 



同协作，组成吴忠县农作物品种普查五人领导小组，并从种子

公司、农科所、县良繁场、金银滩农场等单位抽调和雇用了三

十五名干部、技术员、工人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热爱科技工作

的古年，组成了一支专业普查队伍(其中技术干部 6 人、农民

技术员 2 4 人、青年 5 人)。六月中旬和八月中何分别在二个

普查季节之前各举办了五天学习班 ， 集中学习了品种普查基础

知识，鉴别品种的方法，并专程到区农科所作物系学习和观察

不同品种的特征特性，使队员基本上掌握了品种普查的方法和

有关知识，然后分组1到各公社、远队进行普查，对播种面积在

一亩以上的所有农作物进行名称、 )1刊;l ， ;，h1植面积、年底以及

类型、特征、特性和生产性能等情况，全而登记入册。为保证

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不安选据一个品种二人民政府又迈过

文件和利用各种会议反复强调 ， riil1:; 1背查队所到之必，必须由

该地区 :1-， :1公社、大队、生产队长亲自参予 共同完成这一段工

作。 由于各级党组织的主视和大力支持，尽管工作比较艰苦，

但还是按期完成了普查任务，达到了原计划要求的标准。

在方法上，我们采取分豆、秋二季进行，每-次都是先普

查登 L己，第二步进行重点调查(包括生产性能、品种纯度

等) ，召集老农座谈会， (征求对各品种的意见和利用价值)。

取样和采集标本。第三步进行室内考种核对品种的真实性，整

理数据、综合分析，作出评价。

组织是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各级的大

力支持，普查的范围比较全面，基本上做到了泣有选漏，从

而，造一步摸清了各种农作物品种的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

和在生产中的表现， 真正掌握了切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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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现状:

根据全面普查登记和重点调查， 1980年全县播种的19种农

作物面积为 258 ， 470.5亩，其中，粮、豆241 ， 872.4亩，

油料 5 ， 806.1 亩，经济作物9 ， 100商，绿肥 1 ， 691.5

亩。一亩以上的栽培品种为 138 个，在这些品种中:

小麦z 播种面积为 84 ， 615.4 亩，共 5 7 个品种，其

中春小麦 53 个，冬小麦 4个，推广良种面积占百分之百。主

体品种斗地 1 号47 ， 718亩，占 56.4%，墨卡 14 ， 525.7 亩，

占 1 7 • 2 %，宁春 30410 ， 040.6 市，占 1 1. 9 %。

搭配品种斗地 2号 ß ， 666.5亩，占 7 • 9 %, 阿玉 2号

1 , 0 4 5 亩?占 1 2.4 %。其它为另搓搭配和示范推广品种.

约占 5%左右。冬小麦是红良 1 1 号、农大 1 3 9 、 6 0 6 7 、

北京 1 5 号，共 115 亩。主要分布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面

积占小之总面积的 O. 1 4 % 二 日勃小麦在内汰数年后，争年又

有所抬头，播种面积恢复发展到 8 Ü 7 亩，主要分布在红旗公

社， 看来有扩大j'~*中的趋势。边过日间调查，主主运推广品种的

大目纯)立，平均在 8 5.~ 9 5 %之间.公社1;l 子基地盯日问纯

Ji[均在 95% 以上。

另外，古城大队农科队近儿年杂交育成的 157 韦1 2 ß 9 

二个中旦、中熟离产的新品手中，通过几年的评比和If主试，丰产

性状较为理想，今年在大田各示范种植了二市左右，单产分别

为 8 6 5 斤和 6 8 3 斤，高出现有向23:条件的其他品科产量，

是二个很有希望::1新品种。

水稻z 播种面积为 85 ， 971.9亩共 28 个品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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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良种面积占百分之百。 主体品种京引 3 9 实播 75 ， 276

亩，占 8 7. G % 。 搭配品种宁梗四号 1 ， 43 9 亩，占1. 7% ，

红系六号 5 5 4 山， 占 0.64% ，麦强二熟用水稻合交 594

为 2 ， 903.8 亩，占 3.4%合交 5 6 0 2 为 7 6 0 亩，占

0.88%，合江 1 8 号 Ô 1 0 亩， r!i O.71% ，推广糯稻品

种中牡交 23 号 1 ， 621.5 亩，占 1.89% ，梁 7 2-1 

(也叫吴良糯 )388.5 亩，占 0.45% 。

矮丰 2号原系主体品种之一，近几年来，由于其生长期太

长(一般在 1 6 0 天左右) ，耐寒性弱，肥力要求高、空税

率高、自叶枯病较重。因而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今年仅有

251 亩，占总面积的 O. 2 9 % 。

东塔公社三大队在区农科所作物系水稻组的科技人员直接

指导下，对新育成的V5501 ， V ， 5543 、 V 5 5 6 6 三

个水韬新品种，先后进行了二年的示范和技大面棋的繁殖，丰

产性和道应性都较理想，今年分别种植了近 500 亩，是很有

希望的极早熟 (V5501 、 V 5 566 )和中晚熟 (V554

3 ) I目种。

玉米z播种面积为21 ， 254.8亩，其中套种玉米15 ， 108.5亩，

占 7 1 %;一生玉米 6 ， 136.3 亩，占 28.9% 。共 6 个品

种，推广单交种面积为 20 ， 143.8 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94 0 8%079 年以前，基本上以白单 4号单交玉米为

主，机关五七农场和社员自留地有部分当地早熟小黄玉米，今

年由于机作制度的改革，二粮-A~面积的理增，自单 4 号仅限

于一生~i I~i i;.丰 ， wT ;f)~为 4 ， 3 -13.5商，占玉米面积的 20.4% ，而

忻黄 单 9 号. fll 忻荧单. 4 0 号分别为 8 ， 316.5 南和1

7 ， 483.8 宵，分别占玉米总囚2月却 39.13%和3 5 . 2% , 

另外，又y可J增加或恢复发展了原地方品种金黄后，早熟小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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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面积为 1 ， 1 1 1 亩，占玉米面积的 5.27% 。

高粱:播种面积 3 ， 296.3 亩，共 5个品种，即三尺

、娃娃头、晋杂 5号、忻杂 5 2 和散穗高粱。其中三尺三

1 , 7 8 2 亩，占 5 4 %;晋杂 5 号 1 ， 0 3 7 市，占

1. 5 %;女iJJ 头 78 亩，占 2. .1 %;忻杂 5 2 号 171芽，

O. 5 %;散穗高粱 2 6 4 , 3 亩，占 8% 。七七年以 T:U : !~~ 

晋杂 5 号，全部代替了原有地方品种，近几年由于其自身的

点，将逐步被三尺三和平罗娃娃头所取代。

靡子:播种面积 19 ， 993 0 5 亩，共 7个品种。推广

种面积为 5 ， 7 7 6 亩，占廉子播种面积的 29% ，其中宁慌

号 1 , 1 7 3 亩，占 5. 9 %，宁朦 6 号 417亩，占 2. 1 %, 

。红廉子 4 ， 1 8 6 亩，占 21%。由于复种指数高，社队

由串换地方品种比较频繁，品种混杂较为严重，根据调查和室

考种考证，将一部分同名异种和异名同种的进行归类合并，

伪存真后，地方品种还有小黄廉子、紫杆廉子、黑康子，栗

子等。特别是小黄底子，基本上属于原金积小黄底子种，谛

面积达 11 ， 423.5亩，占底子总面积的 57 % 。另外

有占 6.3%的 1 ， 2 -1 9.5 亩)架子，泪杂程度极为严立，分

出各占比重的多少。

谷子:谷子的栽培几乎快要绝种，今年播种的只有三个公

共 4 0 市，即:东i苔公社 1 4 亩小黄谷子，东风公社有 5 ;山

黄谷，奈渠公社有 2 5 亩竹叶青谷子，另外吴忠卷烟厂从外

引进 2 亩金棒子，都是为了作饲平而种的稍带庄稼 。

大豆z 播种面积为 23 ， 90 1. 5 亩，共 9 个品种。推

良种面积 6 ， 5 2 8 亩，占大豆总面积的 2 7. 3 %，其

1 揄林大黄豆 3 ， 0 7 7 亩，占 12.9%，黄园眼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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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7.5 亩， 占 5 %;黑园眼豆 1 ， 6 5 4 亩，占 6.9%.

小黄豆 573 亩，占 2 ， 3%. 花眉豆42.5亩，占 O. 1 8 %。

地方品种 15 ， 714.5 亩，占 65.7%，内有普通黑豆

8.538.5亩，占 3 5. 7 %;普通黄豆 7 ， 1 1 8 亩，占

29.8%，小黑豆 3 8 亩，占 0.16 %;金积黑扁豆原系地方

良种之一，由于重视不够几乎失传，现仅东i苦公社保留有 2 0 

亩的面积。

夏杂糠z 播种面积 4.096.2亩，共有 7 个品种。即:

小青裸类，有矮杆齐 2 ， 777.3亩，青海小青裸 1 3 亩，

长芒青裸 8 亩，大青穰 1 0 商，大麦 1 ， 040.4 亩，麻莞

豆 5 0 亩，蚕豆(埂边种)等。杂粮中以小青程中的矮杆齐和

大麦为主，矮杆齐系引进良种(河北) ，占整个夏杂粮面积的

6 7 • 8 %。

油料=播种面积 5 ， 806.3 亩， 共 1 2 个品种，其中

胡麻 3 ， 699 0 1 亩，向日葵 1 ， 3 0 4 亩，苏子 8 0 3. 2 

闷。

胡麻共 6 个品种，其中宁亚 5 号 2 4 3 0 Õ 亩，匈牙利一

号 463 亩，雁农 1 号 7 2 0.6亩，白胡麻 4 5 亩，宁.TIE一号-

1 5 亩z 另外还有 5 0 5 亩二混子和 1 ， 5 6 4 甫~ß杂f机推

广良种宁亚 5号、匈牙利一号和雁农-号仅占胡 j在这 面积的

3 8.6 %。

向日葵共 2个品种，其中罗马尼亚向日雯 1 ， 1 6 G 吉 ，

大马牙 138 亩。

苏子按色泽分有二个，即灰苏子 3 0 1 • 7 亩，白苏子 7 8 

亩，另外还有 4 23. 5 商混杂种。

绿肥z 播种面积 2 ， 8 0 0 亩，共 8 个品种，其中箭芫

1 ， 108.5 亩，紫花茵宿 4 0 3 亩，红花茵宿(牛奶厂) 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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