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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亚麻栽培历史较久，产区分布辽阔，长期以来经过劳动人民的不断选择培育，形

成许多类型的品种，在不同自然和栽培条件下，各有其高度适应性，在生产上起了显著的

作用。建国以来，经科学研究机关和农民育种家的选育，以及国家从国外引种，又增加了

不少新的亚麻品种。所有这些品种，对亚麻生产和科学研究都是很宝贵的资源。为了对全

国范围内亚麻品种资源编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书籍，作为生产上扩大应用与进一步提高品种

工作的参考，根据农业部科研安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下，1978年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甜菜研究所主持，开始本书的编辑工作。其后9因机构隶属关系的改变，197年 月起．9 3

特此项工作转交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松花江农业科学研究所主持。

为了力求本书编写的统一性和资料的准确性，并能反映出各品种在生产地区自然环境

下的特征特性，先由各主产亚麻省(区)的有关科研单位根据统一的编写要求写出初稿，

然后于1979年11月在宁夏召开编写人员编审会议，对初稿进行了审查与修改，修改稿经有

关专家审阅，最后于1980年4月完成本书的定稿。

金书共收集12个省(区)109个品种，其中纤用类型12个，油用类型31个，油纤两用

类型65个，多年生宿根类型1个；有插图及标本照片60幅。有些应编入的品种因资料不全

或尚待生产上加以考验，这次未能编入，留待以后续编或再版时增补。

这次书内所编入的品种，每品种都冠以号码，作为该品种的长久代号。这些品种将由

提出编写的单位负责加以繁殖保存，使能进一步发挥其应有作用。

本书在编审过程中，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

究所、东北农学院、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玛纳斯农

业试验站等单位提供资料和意见；冯宪逵同志拍摄标本照片、吴霜天同志绘图、王连生同

志整理资料，谨此致以谢意。

中国亚麻品种志编审委员会

。 一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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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本书共编入品种109个，其中包括；(1)现在生产上应用的品种；(2)以前生产上

应用过，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品种；(3)新育成的或新引进的品种，经区域试验，初步示

范和推广后表现良好的品种。以上三种来源的品种，除资料不足者外，都尽量编入。比较

重要或典型的代表品种附有照片(品种目录内有·者)共57幅。照片是按统一规格摄制

的． ，

=、本书编入的品种排列先后次序，按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等四大区排

列，各省’(区)的品种则按品种名称笔画为序排列。

三、品种用名方面，凡有几个名称的，以最常用的名称作为标题名，其余名称作为别

名在文内加以说明。以号码为名称的品种，根据中文习惯，在10号以内的后加“号弦字，

10号以上的不再加搿号”字。以系号为名称的品种，均将育成单位或推广地区名列前，后

接原系号的最后号码定名。如河北省坝上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的68-3—499，定名为坝上

4993原黑龙江省甜菜研究所麻类室育成的6402-582在吉林延边推广，定名为延边582。

四、对每个品种叙述上，首先介绍品种的来历、类别，然后介绍品种的特征特性、分

布地区、生产利用情况等，对生产上应用的品种介绍了主要栽培要点。

五、品种的某些性状，如植株的高低、蒴果数的多少、成熟期的早晚等，受自然条件

影响很大，书内数据主要采用生产地区或其邻近地区研究机关的观察资料。

六、入编品种均编以号码，以后不再加以变动，作为今后各地应用或查考的代号。

七、为便于读者了解我国亚麻品种的情况和特点，在品种目录之前备有亚麻品种特征

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中国亚麻品种概述、品种索引等资料。

八、在机构名称方面，对解放以前的机关冠以“前"字样；解放后原有单位现已撤销

或改组的机构冠以“原"字。

。 九、为节省用字起见，机关名称一律采用简称。如农业科学院简称为农科院，农业科

学研究所简称为农科所，作物栽培研究所简称为作物所、农业试验站(场)简称为农试站

(场)。



亚麻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

一、本书内所叙述的亚麻品种特征特性，一般是指在原产地大田水平或其较近地区原

始材料圃观察者为准。花序分枝以主茎为依据，在特殊条件下所表现的情况另加以说明。

在高低、大小、多少、强弱的分级归类上，除依据以下所规定者外，有时并结合一般印象

加以衡量比较。

二、亚麻品种，分为三种(图1)：

1．油用亚麻 工艺长度40

厘米以下，千粒重8克以上。

2．纤用亚麻 工艺长度55

厘米以上，千粒重5克以下。

3．油纤兼用亚麻工艺长度

40—55厘米，千粒重5—8克。

三、幼茎色。子叶露出地面，

幼茎长约2厘米左右时的颜色。

一般分为绿色和紫色两种。

四、幼苗生长习性，分三类：

1．直立大部分幼苗植株直

立。

2．匍匐大部分幼苗植株匍

匐地面。

3．半匍匐介于上述二者之

间。

五、幼苗分茎习性，分两类：

1．分茎强．大部分植株在子

叶处有分茎。

2．分茎弱大部分植株在子

叶处无分茎。
图1 不同类型的亚麻植株

1．纤维用亚麻2．油纤兼用亚麻3．油用亚麻

六、苗色。幼苗的颜色，一

般分为深绿、绿色，浅绿色三类。

七、株高。从子叶痕到植株顶端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分为高、中，矮三类，其标

· l ’



准根据各地情况丽异。大致分为两个标准；

1．西北、华北亚麻区40厘米以下者为矮、40～60厘米为中，60厘米以上者为高。

2．东北亚麻区70厘米以下者为矮、70～80厘米为中、80厘米以上为高。

八、工艺长。从子叶痕到第一分枝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分为长、中、短三类。

1．西北、华北亚麻区 25厘米以下为短、25—45厘米为中、45厘米以上者为长。

2．东北亚麻区 60厘米以下为短、60一70厘米为中、70厘米以上为长。

九、花颜色。指花的实际颜色，分为浅蓝、蓝紫、白、粉红四类。

十、株型。指花序侧面的形状，以花序分枝习性为准，分为紧凑、中、松散三类(图

2>。

篡蛾鬻罢嘲和玲
0．6厘米以下为小。

· 2 ’

1．不开裂2．稍开3．开裂



十五、粒色。分黄、褐、深褐、红褐四类。

十六、千粒重。一千粒干子实的重量，以克为单位。分大、中、小三类：8克以上为

，大粒，5—8克为中l S克以下为小粒。

十七、含油率。指测定种子实际含油量，以％表示。

十八、出麻率。指测定麻茎中长麻和短麻的实际含量(亦称混合出麻率)，以％表示。

十九、长麻出麻率：指测定麻茎中长麻的实际含量，以％表示。分为高、中、低三类。

16％以上为高，11—15％为中，10％以下为低。

二十、纤维号。指长纤维的强度、分裂度、成条性、长短、色泽、柔软程度，以幸表

示。分为三类：14。以上为高、．10—12，为中、8尊以下为低。’

二十一、春化阶段特性。

1．春性对温度要求不严格，在2—12℃的温度范围内，通过春化阶段一般为5—9

天，最长不超过10天。

2．半冬性通过春化时对温度要求比较严格，在同样温度条件下，通过春化阶段需要

15—18天。

二十二、光照阶段特性。指麻苗对光照长度的反映，一般分三类：

1．反应迟钝在每天8小时光照条件下能现蕾开花。

2．反应中等在每天8小时光照条件下不能现蕾开花，但在12小时的光照条件下，可

以现蕾开花。

3．反应敏感在每天多于12小时的光照条件下，才能现蕾开花。

二十三、生育期。按成熟期分为早、中、晚三类。

1．西北、华北亚麻90天以下为早熟，90一110天为中熟，110天以上为晚熟。

2．’东北亚麻65—70天为早熟，7l一80天为中熟，81天以上为晚熟。

， 此外，根据具体情况，定为极早、中早、中晚等类。

二十四、抗旱性。在干旱条件下，根据植株叶片萎蔫、凋萎情况，分为强、中、弱三

类。

1．抗旱性强植株叶片正常或叶片稍卷。

2．抗旱性中 植株生长点叶片呈卷起状态。

3．抗旱性弱植株生长点叶片蔫卷，茎下部叶片变黄。

二十五、抗倒伏性。在肥力较高的地块上，开花后、成熟前根据倒伏情况分为三类。

1．抗倒伏强 大部分植株直立，不倾斜或有倾斜但又恢复直立。

2．抗倒伏中 大部分植株成15—45度左右的倾斜。

3．抗倒伏弱 大部分植株成45度以上的倾斜。

二十六、休眠期。指种子休眠期长短分两类：

1．休眠期长一般在完熟后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种子才能发芽。成熟后遇雨，

在田间不会发芽。



2．休眠期短完熟后种子很快即可发芽，

二十七、。耐寒性。分强、中、弱三类。

二十八、其他抗逆性。如耐盐碱、耐湿、

中、弱三级：

二十九、对苗期三种病害(立枯、炭疽、

况或人工接种下的表现，一般分为四级：

1．免疫

2．抵抗

3．耐病

4．感染

收获后田间遇雨种子在蒴果里就可发芽。

耐涝的性能，都根据各地的观察分为强、

萎蔫)的抵抗。根据在病害发生比较严重情

完全无病斑发生，植株无枯萎现象。

在感染品种发病时，发生枯斑或植株稍有枯萎。

在感染品种发病严重时，发病较轻，进展较慢，对产量影响较小。

发病多而普遍。

三十、对其他病害的抵抗性，如对白粉病、锈病的抵抗性等，根据其发生病害严重年

度的表现，分为高度抵抗、抵抗、严重感染、轻度感染四级。

· 4 ’



亚麻品种概述

亚麻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约1，000万亩，其中作为油料作物栽培的900

万亩，仅次于油莱、花生和大豆，居第四位，是西北、华北广大高寒地区的主要油料作

物；作为麻类作物栽培的有100万亩左右，在全国轻纺工业占有重要地位。

亚麻用途广泛e亚麻油质优良，干燥性强，不仅适于食用，而且广泛用于油漆、染料、

制革、橡胶等工业部门。亚麻纤维柔软、强韧、吸水性好、耐磨、膨胀率大，具有其特殊

的性能9因而是轻纺工业价值很高的纺织原料。可见发展亚麻生产，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9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放后，我国亚麻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各地不断涌现出亩产

子实400斤，亩产原茎600斤以上的大面积高额丰产田。总结这些高产典型的经验，选用

良种是获得大幅度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的亚麻品种事业，解放后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也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1952年原察哈尔省的雁北农场和原东北农科所等单位，开始了亚麻品种征集、整理和选

育，并于1956年选出了雁农l号、‘华光1号、华光2号等良种，推广后在生产上起了很

好作用。1958年召开了全国性亚麻专业会议，对亚麻良种的选育，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各

地相继开展了工作。接着1961年、1964年又先后对亚麻育种组织了全国性的区域试验

网，进而鉴定推广了一批良种，明确了它们的适应范围，使育种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生产。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多年间，各地相继育成了一批适应性广、抗逆性强、早熟、丰

产的亚麻新品种六十多个，其中雁杂10号、晋亚2号、定亚10号、甘亚4号、坝亚1号、

宁亚1号、固亚2号、黑亚2号和黑亚3号等，进行了大面积推广，种植面积共达600余

万亩，使我国亚麻品种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选育和推广亚麻良种，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亚麻生

产中存在的问题，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如我国育成的油用和两用品种，由于果多粒大，

株型紧凑，茎秆坚韧，因而既能保持较大群体，又能显著提高个体生产力，使丰产性能大

大增强，一般较引进品种增产10％左右，较地方品种增产15—20％。育成品种对改进亚

麻品质也有显著作用，甘肃省张掖地区农科所育成的张亚1号含油率高达48．5％，比当地

原有主推品种雁杂10号含油率增长4．7％。原黑龙江省甜菜研究所麻类研究室育成的黑

亚3号、长麻出麻率15．1—20．9％，比原有推广品种华光1号提高了2—3％。通过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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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种植，还有效地控制和减轻了某些病害的危害，如宁夏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永宁

142、甘肃省清水农校育成的天亚4号，对白粉病有高度抵抗能力，在病害流行的年份能

保持高产稳产，东北由于推广了黑亚3号，苗期病害大为减轻。此外，由于普遍重视了熟

期的要求，因而育成品种一般比原有品种早熟，这对于防止后期贪青、避免不良气候条件

所造成的损失，起了良好作用。

近几年来，在亚麻常规育种的基础上，结合应用了育种新技术，在辐射育种方面已获

得初步成果，如黑亚4号、锡亚1号等品种，就是利用杂交材料，通过辐射处理后加以选

育成功的。一些科研单位在探索花粉培育单倍体植株实验技术方面，有些已有较大进展，

这将会为开辟亚麻新的育种途径和领域提供重要依据。总结建国以来亚麻育种工作的经

验，深刻地认识到研究品种资源的重要性。1978年编写出《全国亚麻品种资源目录》一书，

为今后充分利用我国现有亚麻品种资源，向育种工作的深度进军，打下了基础。

我国亚麻育种王作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仍然不能适应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与国

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国内外品种资源，刨造

新类型，扩大基因源，采取以系统选种、杂交育种、引种鉴定为基础，结合育种新技术新途径，

开展亚麻育种工作，并进行遗传育种基础理论构研究，揭露出更多的亚麻主要经济性状的遗

传变异规律，以克服盲目性，增强预见性，不断地提高育种技术及其理论水平，主攻选育适

于农业现代化生产要求的亚麻新品种，在品质和多抗方面，力争在较短时问内有所突破。

亚麻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据《植物名实图考》(1848)一书记载，距今约600年

以前，即以采种为目的栽培油用亚麻。最初在山西、云南两省种植较多，其后广泛地栽培

予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均有大面积生产，其中油用、两用亚麻以

内蒙古、甘肃、河北、新疆、宁夏、山西六省(区)最为集中，青海、陕西两省次之，西

藏、云南、贵州、广西、山东、等省(区)也有零星种植。纤维亚麻则主要分布在黑龙江

和吉林两省。由于亚麻分布地区辽阔，在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和耕作翩度下，通过长期种

植和选择，形成了许多生态类型的地方品种，近代不少国外品种又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加以

驯化，加上国内相继育成了一批新品种，这就构成了我国现有亚麻丰富多采的品种资源。

到目前为止，全国亚麻品种共达570余份。

关于亚麻的分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宜分为油用类型、两用类型和纤用类型三

种。根据1966年以前对全国365份亚麻地方品种资源整理鉴定的结果，我国栽培亚麻品

种全系普通亚麻，均属油用类型和两用类型，而纤甩类型则都是弓f进或育成品种。从全国

亚麻地方品种分布地区的总趋势看，以内蒙古、甘肃、宁夏、山西四省(区)的品种和类

型较多，约占全国亚麻品种总数的75％以上，而且生态类型较多而复杂，从这一点上可以

说明我国亚麻的选种与栽培早已达到一定水平，显示了我国农民的勤劳与智慧。

· 2 。



解放后，我国亚麻品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育种水平的提高，经历了几次更换过

程。就油用和两用亚麻而言，大体上经历了由地方品种到引进品种，由引进品种到育成品

种这样两个阶段，并由两用转向以油用为中心。五十年代初期，除晋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分布有由国外引进的大粒矮秆类型外，大部分产区均以地方品种为主。这些地方品种一般

抗旱、抗寒能力强，而且具有结实率高，蒴果不开裂等优点，产量较为稳定。但随着农业

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如普遍表现成熟偏晚，单株蒴果较少，子粒较小，

易于倒伏，抗病性不强等，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逐

渐被较为丰产、抗病、抗倒伏的国外引进品种所代替。当时主要推广了由欧洲引进的雁农

1号、苏联两用、匈牙利1号、匈牙利3号、维尔1650等品种。第二次更换是在七十年

代初，主要是推广了各地育成的新品种，使我国亚麻品种达到了新的水平，对生产起了促

进作用。纤用亚麻也经历了几次更换，五十年代后期主要推广了华光1号、华光2号、苏

联种，更换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贝尔纳1号、哈系384、哈系419等品种。因生产水平的

提高，华光1号等品种易于发生倒伏，六十年代逐渐被抗倒伏能力强、苗期病害较轻的

J1—1120所更换，七十年代又大面积推广了综合性状更为优良的黑亚号品种。随着品种几

次大的更换，亚麻的产量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我国育成的亚麻新品种主要有山西的晋亚号，甘肃的甘亚号、定亚号、天亚号、张亚

号，宁夏的宁亚号、固亚号，内蒙古的蒙亚号、锡亚号，河北的坝亚号以及黑龙江的黑亚

号等，基本上都是通过有性杂交和系统选育育成的。它们普遍表现以下特点：

1．丰产性高育成的油用、两用亚麻品种普遍具有多果大粒的特点。地方品种单株有

效蒴果一般仅5—6个，而育成品种在10个以上，种子千粒重地方品种5克左右，而育成

品种达7—8克，因而单株生产力普遍提高。育成的纤用类型亚麻新品种，则表现植株增

高，花序较小，加大了工艺长度，无论原茎产量或纤维产量都有明显提高。

2．品质好油用、两用类型新品种，主要表现在含油量较高。地方品种含油量一般在

40％以下，国外引进品种一般在40％左右，而育成的品种多数在40％以上，高的可达48％

左右。此外，工艺长度也有所提高，一般增长10厘米以上，因而提高了经济价值。育成

的纤用类型新品种，主要表现长麻出麻率及纤维号显著提高。

3．抗逆性强育成的新品种茎秆一般较坚韧粗壮，抗倒伏性能较原有品种显著增强，

增产潜力大大提高。育成品种的抗病性也较强，如锈病、立枯病、自粉病等通过育成品种

的推广，减轻了危害。此外，不少育成品种在熟期上也较地方品种有所提早，一般可提早

7—8天，个别极早熟品种可提早成熟20天左右，对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具有

重要利用价值。

我国亚麻分布的地理范围很广，所有栽培品种均属于普通亚麻种，但由予栽培地区的



生态条件相异，品种的分布区域和生态特性也各不相同。根据我国亚麻栽培区域的地理分

布及品种的生态特性，全国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七个送，每一自然区域都有相应的生态类

型。

(一)黄土高原区

本区为我国油用及两用亚麻的最主要产区，播种面积460万亩，占全国亚麻面积的

46％左右。包括山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和甘肃中部及东部。’亚麻

分布在北纬35。057—39。57 7，海拔1，ooO一2，000米之间，气候的垂直地带性明显，亚麻

生育期热量适中，水分状况是前干后湿，日照中等，土壤瘠薄。

在本区域的生态类型品种称黄土高原区型，代表品种如大同红、平鲁自、固原红、定

西红j卓资红胡麻等。其基本特性是：春性，春化阶段与光照阶段中等，对温度和光照反

应敏感}耐瘠薄和耐旱性均强；株型松散，果少粒小，含油率较低；茎秆细弱，易倒伏，

耐病性强。主要推广品种有雁杂10号、晋亚2号、定亚10号、陇亚5号、固亚2号和蒙

亚1号等。

(=)阴山北部高原区

本区系是以蒙古高原为主的华北北部寒旱地带。包括河北省坝上，内蒙古阴山以北，

三盟一市的十二个农业旗县。亚麻面积268万亩，占全国亚麻面积的26．8％，分布在北纬

41。以上，海拔1，500米左右，亚麻生育期热量不足，水分状况较差，日照充足，土壤肥

力较高。

本区地方品种主要属于阴山北部草原生态型。基本特性是：春性，生育期较短，春化

阶段与光照阶段较长，对温度与光照反应敏感；耐寒和抗旱性均强；植株较矮，果少粒稍

大，不开裂，含油率较高。代表品种有张北红胡麻、集宁红胡麻等。此外还有引进年限不

很长的地中海大粒种亚麻，如尚义大桃目前在生产中尚有一定面积的零星种植。新推广品

种有四九胡麻、坝亚1号、匈牙衬3号等。

(三)黄河中游及河西走廊灌区

本区包括内蒙古河套、土默川平原、宁夏引黄灌区、甘肃河西走廊。亚麻面积57万

亩，占全国亚麻面积的5．7％，分布在北纬37。30 7—40。59 7，海拔1，000～1，700之间，亚

麻生长期热量充足，水分依靠灌溉供给，日光充足，病害不易发生，土壤盐渍化较重，后

期常有干热风、蚜虫危害较重。7

地方品种的基本特性是：春性，生育期长、春化及光照阶段也较长，对温度和光照敏

感}抗旱力中等，苗期病害较重j生长势及分茎性均强，果偏多粒稍大，原茎产量高于种

子，含油率高，较喜水耐肥。这种品种生态型称为北方灌溉生态型。代表品种有永宁二混

子、雁杂10号、甘亚4号、宁亚2号、匈牙利l号等。

(四)北疆内陆灌区

本区在天山与阿尔泰山间的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上游。亚麻面积52万亩，占全国的

5．2％，主要分布在绿溯边缘地带，生长期热量充足，山麓地带有雪水灌溉，苗期温度较



低，大气干旱。地方品种多属春性，生育期较长，春化及光照阶段均较长，对温度和光照

敏感J抗旱力中等，菌期易感染病害；植株较高，分茎性强，粒小而含油率高。这种生签

型称北疆盆地春性生态型。代表品种有伊犁红、玛纳斯红、乌鲁木齐红胡麻。主要推广品

种为维尔1650。

(五)南疆内陆灌区

本区包括天山以南到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亚麻面积46万亩，占全国亚麻面积的

4．6％。亚麻生育期热量充足，冬季较温暖，春季升温快，夏季温度高，水分主要靠灌溉

保证，大气特别干旱。大部分地方品种为半冬性，生长期较长，对温度和光照条件要求严

格，植株生长繁茂，分茎强，苗期呈半匍匐状态，种子产量中等，原茎产量显著高于种

子。这种生态型称南疆盆地半冬性生态型。代表品种有喀什红胡麻、喀什白胡麻。主要推

广品种为维尔1650、西伯利亚。新推广品种为喀什7331。

(六)甘青高原区

本区包括青海省东部及甘肃省西南部高寒地区，属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亚麻面积19

万亩，占全国亚麻面积的1．9％，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地区。生长期热量不

足，气候寒湿，土壤肥力较高，后期遭霜害。品种为春性，生育期短∥对温度和光照条件

要求不严格，千粒重小，含油率低，易感锈病，代表品种为青海矮秆，一一青海歪嘴等。

(七)东北平原区 ．．_； +t|，

本区为我国纤用亚麻的主要产区，播种面积100万亩；占全国亚E麻面积的10％。包括

黑茬江省松嫩平原、磊江平原瓤吉林省中部低山丘陵及东部长白高山区。亚麻分布在北纬

37。—477之阃。i生长舰热量适宜，雨量充沛，但各月分配不匀，苗期仍感干旱。后期雨多

潮湿，土壤肥力较高，亚麻易倒伏，局部地区易感锈病。本区无古老的地方品种，全部为

引进驯化的外来品种。基本特性是：春性，对温度和光照反应敏感j植株基本不分茎，植

株高，茎秆细弱，原茎和纤维产量最高，纤维品质优良；蒴果小而少，种粒极小。这种生

态型称东北纤维亚麻生态型。代表品种为贝尔纳1号、哈系384、老头沟苏联、华光1号。

由于育种事业的发展，这些品种已被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乐1120和新育成的黑亚号

新品种所代替。目前新推广品种为黑亚2号、黑亚3号、黑亚4号等。

四

我国亚麻品种不论在过去和现在，在生产上都起了极其明显的增产作用，而且是今后

进一步选育新良种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地方品种具有某些突出的抗性，是育种工作中

的宝贵材料，有的地区用作杂交亲本，选育出一批早熟、抗旱，适应性广的亚麻新品种。

这对利用我国地方品种资源给予很大启发。从国外引种也是育种工作中的重要途径，不少

引进品种已对我国亚麻品种的改进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已在生产上发挥了明显效果。从弓f

种的趋势来看，由匈牙利、加拿大、苏联、日本引进的部分品种，在我国的内蒙古、河=I匕

· 5 ’



北部、新疆和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都可种植。近年来，我国日益广泛地应用世界各国的

亚麻品种类型作杂交亲本，选育出不少优良品种，为了适应今后亚麻生产发展的需要，继

续向世界各国引种是完全必要的。

目前在亚麻生产上，如何合理利用我国现有品种是一个重要问题。各地的生产实践表

明：大多数推广品种，特别是通过杂交育成的和国外引进的品种，适应范围往往较广，如

雁杂10号、雁农1号、乐1120等品种，其分布范围可跨越几个自然栽培区。这些推广品

种的丰产性能一般都较高，往往在土壤肥力和耕作栽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表现增产。但是

这些品种对所分布地区范围内各种具体生产条件的适应性，并不一定都很强，表现在对地

区性的不利土壤条件、气候因素和特殊的自然灾害，往往缺乏应有的抗性和耐性，因此表

现产量不够稳定。地方品种则与其相反，虽然适应范围较小，但在不利的土壤气候条件以

及某些特殊自然灾害下，往往获得较好的收成，因此，在新品种迅速推广普及和不断更换

的情况下，各地还要注意利用当地品种，从各地区的具体生产条件硅}发，根据不同品种的

特性及其效应，选用最合适的品种，这是亚麻增产的重要环节。

亚麻的优良品种是相对的，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点。因此在生

产上选用良种时，应该充分地了解所用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栽培特点，以便采取相应的措

施，使其有利性状得到发挥，不利性状得到克服，夺取丰产丰收。在生产上选用亚麻良种

时，还应注意合理布局和搭配。只有因地制宜地选用亚麻良种，才越能充分利用品种和有

利的自然资源。同时根据各地不同的土壤，轮作、灌水、施肥等条件，选用几个品种进行

合理搭配，可以减少齿品种单一化而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但种植品种也不宜过多，以免引

起混杂退化。应在推广良种的同时，做好良种繁育工作，提高良种纯度，使良种质量达到

标准化的要求，充分发挥良种在生产上的应有增产作用。

亚麻品种资源是亚麻育种工作中极为重要的财富。因此应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亚麻品种资源的征集、整理、保存和鉴定工作。要深入研究其遗传特性和生态适应

性，鉴定其抗逆性和品质，这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个长远的科学研究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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