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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64年出版的《中国小麦品种志)) (金善宝、刘定安主编〉系统地记述了 1962年以前我国

〈缺台湾省〉生产上使用的主要小麦品种。它展现了我国丰富多呆的小麦农家品种及其整理

利用成果，总结了建国以后十多年间引种育种的经验。它既是我国农作物品种的重要历史文

献，又是一本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因而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重视。鉴于此书出版后二卡多

年来，我国小麦品种工作又有了很大发展，育出了数百个适应不同条件和需要的新品种，先'

后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可以说，近二十多年来生产上大面积栽培的小麦品种和五十年代已犬

不一样。原书所志的品种在生产上绝大部分已被新的良种所更换。为了总结近二十多年我国

小麦品种演变的情况和利用经验，以利更好地发挥新一代良种的增产作用，有必要以历史文

献的形式对我国生产上使用的小麦品种分期进行科学记述，因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报请原

农业部批准，续编中国小麦品种志。

1980年12月我国主要产麦区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小麦品种工作者在北京共同商订了

编写计划，确定编入品种的条件，推荐初选品种名单，统一了品种描述的内容、格式和要求，

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并推举金善宝为主编，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召集有关人员商讨编

写事直，确定了执笔人，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编写，并选留了种子和标本，以备鉴定和拍照。

1981年完成了初稿编写工作。 1982年初在北京召开了编审委员和部分执笔人会议，对初稿进

行审查、修改。随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将各省、市、自治区送来的标本

进JT照相，并将种子送请有关单位进行特性鉴定。同年11月在江苏省太仓县召开第二次编审

委员会议，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

在编审过程中，对本书名称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大家认为，品种志是对一定时期生产

上使用品种的历史记述。 1964年出版的《中国小麦品种志》记述的是1962年以前我国生产上

使用的主要小麦品种。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以后必将每隔若干年续编一本品种志，

才能承上启下，世代相传。本书的内容是记述 1962-1982 年期间我国生产上使用的小麦品

种。本书为了区别于前一本和以后陆续编写的各本，故取名《中国小麦品种志 0962-1982门。

我国幅员辽阔，小麦分布很广，生产上使用的品种繁多，不可能将全部使用品种收入本

书。编入本书的仅是这一期间在生产上起较大作用的主要品种。同时也编入了一些面积虽小，

但在生产上确具特色和能适应特定生产条件的品种。对于1964年出版的《中国小麦品种志》

中已编入的品种，此次只提出南大2419、阿夫、问勃、内乡 5 号四个品种，做进一步补充叙

述。因为在前书编写后这几个品种的推广地区和种植面积有了很大发展，同时对它们的特性

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这些资料增补进去，才更能反映这些品种的全貌。本书对台湾省的

小麦品种也作了简略记述，虽然台湾省不是小麦主产区，但多年来做了不少品种工作，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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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目前因手边资料所限，写得很不完善。希台湾省和海外读者多

予指正，以便在下卷品种志中编得更加全面和充实。本书共收入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品种

472个，有穗粒标本照片 162帧。书中在品种记述部分之前有小麦品种概论，综合分析了近二

十年来我国小麦品种的演变和发展，总结了我国小麦育种和良种繁育推广的经验，是我国小

麦品种状况的综览概观。书首加有编辑说明和小麦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介绍

本书品种记述的规范。书尾附本书所列品种的名称、变种和各种主要性状索引表、国外品种

原名对照表，以备查找利用。

在本书编审过程中，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及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牧渔业部全国种子总站、各省、市.

自治区农业厅〈局〉及所属种子部门、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学院、安徽省农委、中国科学

院遗传研究所大力支持，指派专人参加编写或提供资料和意见F 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分析测

试中心和植物保护研究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

对入编品种进行了有关特性的鉴定，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卡摹华对本书

的编写提供宝贵意见，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宋春华、金天秀整理品种

卡片和标本、孙开定整理变种检索表、杨字光拍摄照片，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有限，加以篇幅所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指正.

中国小麦品种志(1962-1982) 编审委员会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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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编入的品种为1962-1982年间，先后在我国小麦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其

中包括(1)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 4， 000 万亩以上的省，推广面积至少为 40-50 万亩的品

种J (2) 小麦种植面积为 1， 000-4， 000 万亩的省、市、自治区，推广面积不少于 30 万商的

品种J (3) 小麦种植面积在 1， 000 万亩以内的省、市、自治区，推广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品

种J (4) 虽种植面积不大，但在生产上确具特色和适应特定生产条件的品种J (5) 前志未

编入，现仍在生产上起着一定作用的农家品种。对 1964 年出版的《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已

编入的南大 2419 ，阿夫，阿勃，内乡 5 号四个品种，因增添了新的内容也续编于本志中。此

外，本书还简要地介绍了台湾省的三个品种。

二、凡编入本书的品种均给以顺序编号。品种排列的次序，首先按北方冬麦区、南方冬

麦区、春麦区等三大区排列。凡在两个以上的省〈市、自治区〉达到入选标准的跨省品种，排

列在该大区的前面。其次，在大区内，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地图出版社

1980 年版) ，规定的省、市、自治区顺序排列。即 1. 北京市 2. 上海市， 3. 天津市， 4. 河北

省 5. 山西省， 6. 内蒙古自治区， 7. 辽宁省， 8. 吉林省， 9. 黑龙江省， 10. 陕西省， 11. 甘肃

省，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 13. 青海省，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5. 山东省， 16. 江苏省， 17. 浙

江省， 18. 安徽省， 19. 江西省， 20. 福建省， 21. 台湾省， 22. 河南省， 23. 湖北省， 24. 湖南

省， 25. 广东省，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7. 四川省， 28. 贵州省， 29. 云南省， 30. 西藏自治区。

在一个省〈市、自治区〉推广西积较大，而在其它省(市‘自治区〉虽有种植但面积所

占比重很小的品种，则放在主要推广的省〈市、自治区) . 内。

三、品种名称以省(市、自治区)， 级以上的作物品种审寇委员会正式命名为准。由于种

种原因大多数品种未经审定命名，可用众所周知的名称为主，其它名字则作为别名。凡品种

名称内有数字编号者，其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10号以内的数字后赘"号" ‘字，如丰产

3 号，北京10号等，在10号以上者不赘"号"字，如安徽11，农大 139 ，克 69 ~701 等。对仅

用数字作名称的品种，为便于识别，则在数字前冠以地名或单位名，例如云南的"778" 写为

"云南778" 。冠语相同而分属于两个地区的品种，在其中一个地区的品柏名称后面用括弧注

明地名，例如晋麦11，晋麦 2148 (福建〉。名称相同的品种，则分别在括弧内注明省名，如

抗锈 1 号(云南)' ，抗锈 1 号〈福建〉。从国外引进的品种，一律用中文译名，外文原名在来

历与类别一项中写明。

四、本书所用县或县以上地名，均以前述行政区划《简册》为标准。已变更的地名，在

地名前冠"原"字。

五、品种的选育单位用当时机构名称，如该机构现已变更，名前冠"原"字，解放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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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则冠"前"字。为叙述方便，本书中出现的机构一律用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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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试验场〈站〉简称为农试场〈站)等。

六、品种的描述，分来历与类别，特征特性，产量和分布，栽培特点四个方面。诸多性

状相似而在生产上又有一定面积的姊妹系品种，则将其中次要品种放在主要品种之后F 并给

予编号，仅将其与主要品种区别之处加以叙述。

七、在叙述品种的来历与类别时，其中杂交组合的表达方式，改用"/"取代 "x" 表

JJ\" 

如以A/B表示AxB

A/B//C 表示 (A x B) x C 

A/B//C/D 表示 (A x B) x (C x D) 

A/B/ /C/3/D 表示 ((A x B) x C) x D 

A/B/ /C/D/3/E 表示 ((A x B) x (C x D)) x E 

A/B/ /C/3/D/ 4/E 表示 {((A x B) x C) x D} x E 

A/B/3/C/D/ /E/F 表示 (A x B) x ((C x D) x (E x F)) 

A/B/3/C/D/ /E/F / 4/G 表示 {(AxB)x((CxD)x(ExF))} xG 

A/B/3/C/D/ /E/F / 4/G/H/ /I/ J /3/K 表示 {(AxB) x((CxD)x(ExF))} x 

{< (G x H) x (1 x J)) x K} 

A/2B 表示 (A x B) x B; A x BZ 

A/3B 表示【(A xB) x B) x B, A x BS 

2A/B 表示 A x (A x B) ; A % X B 

(A/B)F,/ / (C/D)Fz 表示 (A x B> F , x (C x D)Fz 
(A/B)r/ /C 表示 (AxB)rxC

(A/B> M,/ / (C/D)rz 表示 (A x B)M, x (C x D)rz 

但为叙述的方便，对某些单交或复杂的杂交组合，亦可用文字表达。

在书写小麦品种所属的种和变种名称时，属普通小麦种者，一律不写种名，只写变种和

定名人，而属其他种者加写种名。

八、品种的特征特性资料，是由其选育单位或农业部门参照本书小麦品种特征特性术

语解释及标准说明，观察整理的。另外，有些主要特性的资料，除文中署名者外，均由各育

种单位提供种子，于1981或1982年统一由下列单位协助鉴定或测定z 冬春性是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品种资源所在北京鉴定，苗期条锈病抗性是由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在

挟西省武功鉴定，赤霉病抗性是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在上海鉴定F 白粉病抗

性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在北京鉴定p 籽粒粗蛋白质及赖氨酸含量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分析测试中心在北京测定。

九、跨省品种和省、市、自治区的主要品种，以及具有特色品种，附有穗、粒照片，并

在品种目录内用·标注。照片的穗粒大小一律为实物标本的原大。

十、考虑到近二十多年来变化和发展了的情况根据本书要求，对1964年版《中国小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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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志》中的小麦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以供读者参考。

十一、在每一品种文字未尾括弧里，注有执笔人或执笔单位，其中有些并不是本品种的

育种者或育种单位。跨省品种文字材料，是由执笔人综合有关省区的资料整理形成的。

十二、本书附录中，除附有品种名笔画以及品种的种和变种分类两个索引表以外，还有

12个性状的索引。如 1. 耐旱(含抗干热风) ; 2. 耐癖薄; 3. 耐涝(含耐湿) ; 4. 耐赤霉病F

5. 耐盐碱; 6. 耐寒(含抗冻，抗霜冻); 7. 早熟; 8. 大穗; 9. 大粒J 10. 矮秤; 11. 籽粒中粗蛋

白质含量高的品种; 12. 苗期抗白粉病。

十三、本书的度量衡单位E 长度用米、厘米、毫米，千粒重用亮，海拔高度用米，面积

用商E 产量用斤F 温度统一用摄氏标准。

矿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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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

一、本书所叙述的品种特征特性一般是指在原产地大田水平表现，或以其较近地区小麦

品种观察试验记载为准。穗部性状以主穗为依据。在特殊条件下所表现的情况另加以说明。

在高低、大小、多少的分级归类上，除根据以下所规定者外，有时可结合一般习惯印象加以

衡量比较。

二、小麦品种分为冬小麦与春小麦两种。

1. 冬小麦z 指秋、冬播种的小麦品种。

2. 春小麦E 指春季播种的小麦品种。

三、芽鞠色z 一般分绿色及紫色两类，于幼芽伸出地面长约 2 厘米左右时记载。

四、幼苗习性z 分三类。

1. 直立z 大部分茎叶直立向上。

2. 匍甸 z 大部分茎叶匍甸地面。

3. 半匍甸z 界于上述二者之间。

五、苗色z 幼苗的颜色，一般分为淡绿色、绿色及深绿色三类。

六、苗叶长宽，可分长、中、短，宽、中、窄。

七、苗叶茸毛，苗叶表面茸毛有、无分别说明。

八、株型和叶型z 株型，抽穗后可根据主茎和分嚷茎集散程度，分紧凑、中等、松散三类，

叶型可根据茎叶夹角及披散情况，分挺直、下披和中间三类。

九、旗叶z 根据长宽注明宽、窄，长、短。

十、叶耳色E 分绿色和紫色两种。

十一、株高z 植株停止生长后，从地面到穗顶〈不包括芒〉的长度。取其平均值，以厘

米为单位，分 5 级。 80厘米以下为矮， 81-90厘米为半矮， 91一100 厘米为中， 101一110 厘

米为中高， 110厘米以上为高。

十二、穗长 E 从基部小穗(包括不育小穗〉到穗顶(不包括芒)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

6 厘米以下为短， 6.1一 7 厘米为中短， 7.1-8 厘米为中， 8.1- 9 厘米为中长， 9 厘米以上

为长。

十三、轩色z 成熟时茎轩颜色可分黄色、白色和紫色。

十四、穗、茎、叶蜡质z 小麦抽穗后，在穗、茎、叶表面有一层白色粉状蜡质，蜡质多

少有明显差别，可分别记载无、轻、重三级。

十五、每穗小穗数z 指一个麦穗上着生小穗的总数，包括不育小穗数。

十六、不育小穗数z 一个麦穗下部不结实的小穗数(顶部小穗不育另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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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部小穗粒数z 指着生在穗中部结实最多的小穗结实粒数。

十八、全穗粒数z 将全穗脱粒后，计算其粒数。

十九、全穗粒重z 将全穗脱粒后，计算其粒重。

-小穗数-二十、穗密度z 小穗着生密度，以穗密度指数 (D) 表示， D= 一一一一一一×
穗轴长

分稀、中、密、极密四级。 20.0以下者为稀， 20. 1"""'""30. 0 为中， 30.1-39.9为密， 40.0以上

为极密。

二十一、穗形z 一般分为纺锤形、长方形、圆锥形(塔形〉、棍棒形、椭圆形、分枝形六

种。

二十二、芒，根据芒的有无、长短分为下列各类z

1. 完全无芒=颖尖完全不延长，我国圆颖多花类型的无芒者多属此类.

2. 无芒z 甲、顶芒z 穗顶部小穗生有少数短芒。

乙、微芒z 小穗颖尖微有延长。

3. 短芒z 穗中部小穗芒直，长度在 4 厘米以下.

4. 长芒z 芒直，长度在 4 厘米以上。

5. 句曲芒z 芒状句曲如蟹爪状。

6. 短曲芒z 芒拳曲，长度在 3 厘米以下。

7. 长曲芒z 芒拳曲，长度在 3 厘米以上。

二十三、芒色z 成熟时壳色与芒色多为一致，有白色或红色、黑色。一般芒色不写，只注

明黑芒。

二十四、壳色z 成熟时记颖壳颜色，分白、红、紫、黑及某色底，某色花纹等。

二十五、壳毛E 颖壳有茸毛和无茸毛。

二十六、护颖形状z 指护颖侧面的形状，以麦穗中部护颖为准，分为长圆形(披针形)、

卵形、椭圆形、长方形及圆形。

二十七、颖肩形状z 一般分元肩、斜肩、方形、丘形〈肩部向上凸出〉四种形状。

二十八、颖嘴形状z 一般分钝形、锐形及鸟嘴形三种形状。

二十九、颖脊z 护颖中部突起的龙骨为颖脊。分明显与不明显两类，有些品种脊上有锯

齿。

三十、特拉形状z 一般分长圆形、卵形、椭圆形及圆形四种形状。

三十一、腹沟z 分深、浅、宽、窄。

三十二、冠毛z 麦粒顶端的茸毛为冠毛，分少、多两类。

三十三、粒色z 分白(包括黄色和冰糖色〉、红〈包括淡红〉、紫色.

三十四、粒质z 麦粒的质地凭目测分三类。

1. 硬质z 每个麦粒断面胚乳全部或大部为角质或玻璃质，透明。

2. 粉质z 胚乳全部或大部为粉质，不透明，质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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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硬质s 界于两者之间。

三十五、特粒整齐度z 目测籽粒大小程度，是否整齐，可分不齐、中、齐三类。

三十六、千粒重 1 ， 000粒干燥麦粒的重量，以克为单位。

三十七、容重z 每升容积内干麦粒的重量，以每升克数表示。

三十八、成熟期z 根据当地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分早、中、晚，比一般生产品种早

熟 7 天以上者为极早熟。

三十九、生育期z 从出苗到成熟的天数。

四十、冬春性z 分五级。

1. 强冬性E 对沮度要求非常严格，在北方春播或南方冬播完全不能拔节抽穗。

2. 冬性=对温度要求严格，在北方春播或南方冬播基本不能抽穗。

3. 弱冬性(半冬性)对温度要求不十分严格，在北方春播或南方冬播部分植株能抽穗，

抽穗不整齐。

迟。

4. 偏春性z 对温度要求不严格，在北方春播或南方冬播能抽穗、结实。但成熟期稍推

5. 春性z 对温度要求不严格，在北方春播或南方冬播正常抽福、成熟。 '

四十一、光照阶段特性z 麦苗对光照长度的反应，一般分三类z

1. 反应迟钝E 每天 8 小时光照条件下能抽穗。

2. 反应中等z 每天 8 小时光照下不能抽穗，但在12小时的光照条件下可以抽穗。

3. 反应敏感z 每天多于12小时的光照条件下才能抽穗。

四十二、分囊力 z 指单株分冀的多少，有效分囊指单株成穗的多少。一般可分弱、中、

强三类。

四十三、耐寒性〈冻害)在冬春季寒玲时记载 1-3 次。冻害一般是指冬季最冷时，品

种经受低温后受冻害的程度。

1. 耐寒性强z 这类品种越冬后基本无冻害，幼苗保持绿色，幼苗基本能安全越冬。

2. 耐寒性中等z 越冬后冻害中等，部分苗叶桔黄，基部仍现绿色，有少部分分藤受冻，

但大部分能安全越冬。

3. 耐寒性弱z 此类品种越冬后表现冻害严重。麦苗基本枯黄，但仍有少部分茎叶现绿色，

春季有些茎叶可以返青。

4. 耐寒性极弱z 麦苗严重受冻，全部冻死不能越冬。

也可以根据麦苗分囊冻死情况表示。在南方麦区或北方春麦区，寒流或晚霜袭击时，植

株能够忍受寒冷的能力，可分强、中、弱或冻害轻、中、重，并说明寒流情况和时期。

四十四、耐早性z 植株能够忍耐土壤干旱或大气干旱的能力，以及品种在干旱条件下受

早害程度的表示。

1. 耐早性强z 在缺水干旱的土壤上，早害极轻，生长较好，产量相对的比较高而稳定。

2. 耐旱性中等s 在水肥较差的条件下，受早害不重，尚能正常生长发育，对产量影响不

大，但在有一定水肥条件下，产量会更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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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旱性弱z 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受早害重，发育不良，产量受到很大影响，需要在

水肥充足的情况下方能生长良好。

在久早无雨、大气干早(包括干热风) ，出现旱象时，根据茎叶萎缩程度并结合籽粒灌浆

情况和产量可分耐干早强、中、弱或旱害轻、中、重并说明表现情况。

四十五、抗倒伏性z 以小麦在抽穗后至成熟阶段遇风雨，麦株倒伏程度的表示.

1. 强z 茎轩直立不倾斜。

2. 中 z 轻微倒伏，大部分茎轩成30度左右倾斜。

3. 弱{tl1伏较重，大部分茎秤成45度倾斜。

4. 极弱z 严重倒伏，全部茎轩倒伏地面。

有的茎轩虽倒伏较严重，但倒伏后恢复力强弱不同，应说明恢复情况。

四十六、落粒性(口松紧) I 小麦成熟后自然落粒程度，分三级。

, 1. 口紧不易落粒E 成熟后颖壳紧包籽粒，手搓麦穗或碰撞时麦粒不易脱落，成熟迟收遇

风，落粒极少或不落粒。

2. 落粒性中等z 成熟时一般不易落粒，遇风雨或手碰撞有部分籽粒脱落。

3. 口松易落粒z 成熟时颖壳张开露籽，遇风或来不及收获自行落粒损失往往很大。

四十七、种子体眠期z 种子成熟后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后熟，种子才能发芽，不同品种

之间种子休眠期长短差异很大。

1. 休眠期长z 种子完熟后经过45天以上才能发芽。

2. 休眠期中等z 种子完熟后，经过 20-45 天才能发芽。

3. 体眠期短z 种子完熟后很快即可发芽，在收获前如遇连日阴雨，在田间穗上就可发

芽。

四十八、耐湿性s 不同品种在湿润的土地上生长发育好坏程度可分三级。

1. 耐湿性强E 在湿润的土地上无湿害，生长良好，叶片保持正常绿色，产量相对较高而

稳定。

2. 耐湿性中等E 在湿润的土地上栽培，叶片绿色变挠，部分叶片褪绿变黄，产量受到一定

影响 。

3. 耐湿性弱E 在湿润的土地上，生长不良，叶片褪绿变黄，产量显著降低。

四十九、耐涝性z 品种对于地面积水的忍耐能力。根据叶片变黄程度和对产量影响的大

小等，生长表现好坏分强、中、弱三级或涝害轻、中、重三级。

五十、其它抗逆性z 如耐春霜、耐盐、耐酸、耐风、耐雾等性能，均根据各地的观察，

分为强、中、弱三级，或受害程度分轻、中、重三级。

五十一、抗病虫害特性z 我国小麦的主要病虫害有三种锈病，赤霉病，白粉病，散黑穗

病，轩黑粉病，黄矮病，根腐病，叶枯病，全蚀病，线虫病，蜘虫，吸浆虫，麦轩蝇等， 在

田间观察时，可根据发病轻重或发病百分率分 3-5 级。

1. 条锈病、叶锈病、轩锈病是我国小麦最主要病害之一，在我国研究的时间较长，方法

也较完善，再者三种锈病在我国各麦区均较普遍发生，因此观察和记载较详细。 可分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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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型，严重率，普遍率。也可分小种说明，但一般情况可分五级。

斑。

"0" (免疫)完全无病抱子和病斑发生。
"1" (高度抵抗)叶片上有黄白色枯斑或有极小抱子堆发生，抱子堆周围有明显枯死

"2" (抵抗)有抱子堆发生，抱子堆周围有枯斑，一般没有扩大趋势。
"3" (感染)有抱子堆发生，抱子堆周围无枯斑，有失绿现象，井有扩大的趋势。
"4" (严重感染)抱子堆很大，并迅速扩大，发病严重。
其它病害记载，凡已有标准记载方法者外，可记载该病发生轻、中、重。

另外还有"耐病性"是在锈病大发生时虽有感染性病斑，但发病后，籽粒仍很饱满，对

产量影响不大。"逃锈"是逃避锈病的品种。虽然对锈病为感染型，但在自然条件下，由于成熟

早、发病晚或发展慢等原因，能逃避锈病危害，对产量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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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麦品种 (1962-1982) 概论

小麦是我国最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分布遍及全国各地，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改于水稻，

居粮食作物的第二位。建国三十二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不断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小麦生产发展很快。 1949-1981 年期间，全国小麦年种植面积由 32， 273

万亩扩大到 42， 460 万亩F 年产量由 276 亿斤增长到 1192.8 亿斤，增长 4.32 倍，平均每年递

增 10.37%，高于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的增长速度s 亩产由 86 斤增长到 281. 2斤，平均每年

每亩增长 6.1 斤。以五十年代全国小麦平均总面积、平均亩产、平均总产量为 100，则六十

年代分别为一 1.68% 、 11.3% 、 8.9%，七十年代分别为 9.2% 、 90.1% 、 105.7%。这表明

我国小麦产量的增长越来越快，通过单产提高总产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在提高小麦单产的

进程中，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己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 年以来，我国各级农业科研机关、农业院校、种子和推广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贯

彻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坚持专业研究与群选群育相结合，实行试验、示范、推广相

结合，在小麦品种资源、良种选育、繁育推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先后育成并推广了一千

多个优良品种。这些品种在丰产性、适应性、抗病性等方面，比五十年代的品种都有很大的

改进与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小麦生产的发展。例如，针对各地区小麦病虫害发生情况和病菌

生理小种的变化，一批批抗病新品种的选育推广，有效地控制了锈病的流行，减轻了赤霉病、

白粉病、红矮病等的危害。矮化育种的成就，较好地解决了高产小麦的倒伏问题，许多地区

亩产突破了千斤关。早熟品种的育成利用，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全年产量，推动了耕作制度的

改革。一些高原、早薄、洼涝、盐碱地区，分别种植了耐寒、耐碱、抗早、耐溃的品种，对

稳定增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小麦与黑麦，小麦与惬麦草等远缘杂交种的选育与推广也进入

世界先进行列。此外，在组织良种区域试验和示范、加速良种繁殖推广、建立良种繁育体制

等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为良种的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其增产潜力，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利

条件。

但是，近二十年来的小麦品种工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综合性状过硬的品种，

特别是抗逆性强、适于生产条件较差地区种植的品种不多，高产品种的种植面积偏大，良

种良法还未完全配套，生产用种的纯度还不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小麦生产的平衡发

展和稳步提高。为了开创小麦品种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提高我国小麦生产水平，很有必要

认真总结一下这一时期的品种选育推广经验。这里就小麦品种的演变、渊源、选育途径、推

广利用和工作展望予以概括分析，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育成、推广品种的共性和

特点，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品种与种子工作背景或基础、发展历程和对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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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演变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国各主要麦区先后经历了三至五次大规模的品种更换，每次品种更

换及时地控制了主要病虫危害，促进了小麦单产的提高，保证了种植面积的适当扩展，从而

导致小麦总产量的稳步增长。

五十年代，我国各主要麦区普遍经历了两次相互交错的品种更换，即五十年代前期以一批

地方良种及其系选品种分别取代了各麦区许多古老的地方品种F 五十年代中后期又以建国前

育成的和国外引进的少数品种相继取代了那些过渡品种。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北

方冬麦区、南方冬麦区和春麦区分别以碧蚂 1 号、南大 2419 和甘肃 96 为代表的这批品种已

盛极而衰，开始进行了第三次品种更换。

近二十年来，我国各麦区又经历了二、三次品种更换，建国以来陆续选育的许多新良种

和从国外新引进的良种，相继得到大面积推广。在六十年代推广的品种中，曾经发展到 1 ， 000

万亩以上的有济南 2 号、北京 8 号、内乡 5 号、石家庄 54、阿勃、阿夫等; 500 万亩以上的

有扬麦 1 号、吉利、万年 2 号、毛阿夫、甘麦 8 号、农大 311、济南 4 号等。在七十年代推

广的品种中，曾经发展到 5， 000 万商以上的有泰山 1 号; 1 ， 000 万亩以上的有丰产 3 号、博

农 7023、挤南 9 号、徐州 14、繁 6、郑引 1 号等; 500 万亩以上的有农大 139、北京 10 号、

东方红 3 号、蛐包麦、泰山 4 号和 5 号、鄂麦 6 号、扬麦 3 号、雅安早、昌乐 5 号、晋麦

2148 等 s 在春麦区推广面积曾经达到 300 万亩以上的有克阜 6 号和 7 号、克丰 1 号等。近年

来我国小麦生产上的品种组成和推广面积还在变化发展中。

通过 3 一 5 次的品种大更换，我国小麦品种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品种的"履历"来

看，据粗略统计，五十年代前期，地方品种约占当时生产上品种总数的 80% 以上，选育、改

良品种和国外引进品种分别不到 15%和 5%; 七十年代中后期，地方品种只占生产上品种总

数的 5%，国外引进品种也只占 4%，而选育、改良品种的比重则上升到 91% 。 目前我国小

麦生产上所用的品种，除边远地区少数地方外，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年来先后育成的和引进的

优良品种。从品种的数量来看，生产上同期种植的品种逐步由多到少，即从五十年代初期的

四、五千个，减少到现阶段的四、五百个。但是，品种的抗病性、丰产性、一般适应性等则

不断有所增进。就目前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品种的主要性状，与二十年前的品种相比较，其面

貌是大不相同了。

品种的抗病性增强，特别是抗锈性有了很大的发展。针对不同锈病及其生理小种的变化，

相应地及时育成、引进和推广了一批又一批的抗锈品种，使我国小麦生产在近二十年来，基

本上控制了条锈和秤锈病的危害。七十年代中期又有兼抗叶锈病的品种开始投入生产应用。

最近正在选育兼抗三锈的新品种，并从抗单一锈菌小种向抗多个小种发展。在赤霉病、白粉

病等流行地区，新推广品种的抗性也有所加强。

品种的丰产性提高，表现在穗长、穗粒数增加，特别是籽粒重量大为提高。目前主要麦

区推广的良种在大面积生产条件下，一般千粒重都在 35-40 克之间，比二十年前的品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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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 克以上。株高明显变矮，一般大都在 90-100 厘米之间，比五十年代的品种矮化了 10-

20 厘米。耐肥水、抗倒伏能力显著增强，结合株型、叶型的改善，光能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增产潜力得到增大，许多品种在其适应地区出现了大面积亩产千斤左右的高产纪录，在一些

高原地区甚至高达二千斤左右。

品种的生育特性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适应耕作制度的改革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在主

要冬麦区，生育期较短，耐迟播而早熟的品种在生产上有所发展。同时，随着水肥条件的提

高和国外春性抗锈源的引进利用，育成品种一般在不同程度上偏向春性(有的还对日照反应

不大敏感)，导致在广大冬麦区春性或偏春性的品种类型有从南向北扩展的趋势。许多推广品

种的一般适应性比五十年代的品种广泛，具体反映在分布地区范围和种植面积上，这也与具

有上述的发育特性有关。原来以春小麦为主的新疆和西藏麦区，近二十年来强冬性的冬麦品

种得到显著发展，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对提高小麦生产起了良好作用。

随着品种的演变，我国现用小麦品种的生态类型和小麦生态区划也在五十年代的基础上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二、品种的渊源

近二十年来生产上种植的小麦品种累计不下 2000 个，其中面积较大、编入本志的品种近

500 个。这许多品种，就其渊源来说，不外来自我国固有的地方品种和引自国外的品种材料。

但从其遗传成分来看，基本上保持原来地方品种面貌的品种寥寥无几，多分布在早薄山区，

所占麦田面积很小z 基本上保持国外原来品种面貌的品种也只有几个F 绝大多数是由不同途

径育成的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外优良遗传资源相互结合的产物。通过系谱分析，可以清

楚地看出它们之中分别存在着不同情况的亲缘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地方品种具有早熟、多粒和分别对产区不利生态条件的特异适应性。这

些优异的遗传特性，在辗转选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被继承下来。建国以来的推广品种，属于

这一类的品种占很大的比数。据统计，从地方品种或其系选品种衍生的品种数z 蚂蚌麦有196

个，成都光头有 54 个，燕大 1817 有 53 个，江东门有 50 个，泾阳 60 有 31 个，蛐子麦有17

个，其他地方品种也都分别有一些。按麦区列举，从地方品种衍生的主要品种有2

黄淮冬麦区z 渊源于蚂炸麦的最初品种有碧蚂 1、 4 号;从碧蚂 4 号衍生的有济南 2 号、北

京 8 号、石家庄 54、泰山 1 号等;又从北京 8 号衍生的有冀麦 1 号等。导源于泾阳 60 的有西农

6028，转育而成的有丰产3号，进而衍生的有矮丰 3 号。导源于蛐子麦的有蛐包麦和辛石‘小萃，

从而分别衍生出烟农 685 和济南 9 号。这三大渊源的一系列品种先后都成为该区的主体品种。

北部冬麦区E 导源于燕大 1817 的有农大 183 和 311、华北 187、石家庄 407 等F 从而衍生

的有东方红3号、农大 139、北京 10 号等。属于这一系统的这些品种先后都在该区占主要地位。

西南冬麦区z 导源于成都光头的有大头黄和五一麦，从五一麦衍生的有繁 6、繁 7。导源

于合川光头的有山农 205，从而衍生的有蜀光 1 号、雅安早等。属于这两个系统的一些衍生

品种先后在该区占有最大的面积。此外，五一麦的衍生品种甘麦 8 号和 23 在西北春麦区占重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