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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出版的《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劫系统地叙述了1983年以前青海
省农业生产上主要农作物的使用品种，展现了青海省丰富的作物资源和作物

品种在生产上的应用，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青海省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育种

经验和成就。它曾是反映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变迁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非常

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因而受到了省内外读者、科研机构的重视。随着种植

业结构的调整，青海省的作物种类、类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发

展，选育出适宜不同生态环境的品种在生产上应用，原书所列的品种绝大部

分在生产上已被新育成或新引进的品种更换。为了更详细、清楚地了解生产

上现有品种的现状、来源、特征，我们编写了《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志

(1983—2005)))，对1983—2005年期间省内通过各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小

组)审定的作物品种进行了整理汇编，供农业、科技部门和农业院校参考。

本书书名仍延用1983年出版的《青海省农作物品种走勐，在原书名基础

上加上了年代区间，成为《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志(1983～2005)))o这样标明

年代能清楚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品种现状，以后随时代的前进和生产上的

发展，隔若干年后还可以续编，便于承上启下。

本书共编入各类品种资源193份。其中，小麦品种61个(春小麦56

个、冬小麦5爪)；大麦(青稞)品种15个；蚕豆品种7个；豌豆品种15

个；马铃薯品种19个；油菜品种19个；亚麻品种1个；荞麦品种3个；向

日葵品种3个；玉米品种2个；大豆品种1个；燕麦品种7个；蔬菜品种37

个；黑麦品种1个；花卉品种1个；野生驯化种1个。

本书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海省种

子管理站共同组织编写，得到了西宁市种子站、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农科

前 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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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本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青海省科学技术

厅的专项经费资助，并得到上级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谨此一并

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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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编入的品种为1983—2005年间先后在青海省通过各级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小组)审定的品种，以及前志没有编人的地方品种和育成品

种。对于1983年出版的《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志》中已编人的部分品种，虽

然仍在生产上起着一定作用，限于篇幅，未重新编入。对在生产上有一定的

种植面积，但未通过品种审定委员会(小组)审定的品种(系)也未编入。

二、入志的作物除青海省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外，本书增加了近些年因种

植业结构调整而新增加的作物种类及品种，如玉米、蔬菜、向日葵、胡麻、

大豆、莜麦、养麦等。同时，为了更全面反映青海省作物品种的变化情况，

本志还收录了燕麦、花卉及通过审定的野生植物种。

三、每类作物的品种按通过品种审定的时间次序排列，不论是选育还是

引进品种，均按审定时确定的名称编写。

四、品种按来历与类别、特征特性、生产能力与适宜地区、栽培技术要

点四部分内容编写。为便于读者对照参考，将小麦、大麦(青稞)、马铃薯、

油菜、蚕豆、豌豆、玉米、大豆、油葵、养麦等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和标

准说明也一并编入。

五、由于青海省农业自然条件复杂，一个品种在不同地区的生长发育表

现不一致。本志所列品种的特征特性表现以育种单位或品种最适推广地区的

观察记录为准。

六、本书的度量衡单位，均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长度用cm(厘

米)、产量用kg(千克)、百粒重和千粒重用g(克)、面积用hm2(公顷)、

海拔高度用m(米)、温度用℃(摄氏度)表示。

七、对部分品种因种源和相关资料缺失，无法形成观察记载数据和图片

的，仅以名录形式附于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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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深居内陆，地处青藏高原，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青海农业区

分为三个自然区域：即东部农业区、西部环湖农牧区和青南高原牧业区。农

作物主要分布在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环湖区，至于青南高原牧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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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00。4 000m，

一年一熟春作，盛产小麦、油菜、马铃薯、青稞、蚕豆、豌豆，统称六大作

物，还有玉米、亚麻、莜麦、大麻和绿肥等。

1980年以来，青海省农作物生产得到不断发展。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从

1980年的50．87万hm2，增加到1999年的57．10万hm2，其中粮食作物面积从

41．20万hm2减少到39．47万hm2，经济作物面积从7．89万hm2增加到19．25

万hm2，蔬菜面积从0．56万hmz增加到1．39万hm2；粮食总产从95．60万t增加到

103．61万t，油料总产从7．07万t增加到28．50万t，蔬菜总产从14．33万t增加到

56．63万t。1999年以来，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在减少，

2001年减少至1J52．67万hm2；种植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总的趋势是粮食作物

面积减少，经济作物和蔬菜面积增加，但粮食作物总产相对稳定，经济作物

和蔬菜总产在增加。到2005年，粮食作物面积24．56万hm2，总产93．26

万t；经济作物16．57万hm2，总产35．48万t；蔬菜面积2．58万hm2，总产84．46万t；

在粮食作物中；麦类面积减少，而马铃薯面积增加。粮食作物面积减少，总

产相对稳定，经济作物和蔬菜面积增加，总产大幅度增加，新品种的推广应

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一、作物育种成就

1980年以来共引育成农作物新品种193个，其中油菜19个，小麦61个，

马铃薯19个，大麦(青稞)15个，蚕豆7个，豌豆15个，蔬菜37个，其他品

种2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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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青海省主要农作物种植业结构【2005年)

作物大类 占作物总匝沛!(％) 作物类型 占各大类面积(％) 作物 占各类面积(％)
1)小麦 64．90

1．谷物 60．74
2)青稞 19．66

3)i米 O．73
一、粮食作物 51．5l

4)其他 14．71

1)蚕豆 67．02
2．豆类 8．58

2)黟B显 32．98

3．薯类 30．68

1．油料 97．69
1)油菜 98．69

二、经济作物 34．75 2)胡麻 1．3l

2．其他经济作物 2．3l 1)药材 94．80

三、蔬菜 5．42 1．蔬菜 98．96

四、其他农作物 8．32 1．青饲料 96．64

1．油菜

1983年以来育成油菜品种16个，引进良种3个。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

以低芥酸、低硫甙为目标的品质育种以来，通过引进和自育，选育出低芥

酸含量(又称单低油菜品种)和低芥酸、低硫甙含量的品种(又称双低油

菜品种)，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大面积推广种植，显著提高了菜籽油的食用品

质，扩大了菜籽饼的综合利用，使青海省的油菜种植面积和总产跃居春油

菜各省区的首位，油菜品种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国内先进行列。油菜单产

由1980年每公顷907．5kg提高到2004年1 792．5kg，油菜已成为农村，特别是

山区农民增收的主要经济作物。育成的“青油241”丰产性突出，1992年获

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通过筛选引

进加拿大品种，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青海省内水浇地大面积推广种植了甘

蓝型低芥酸品种“奥罗(Oro)”，在山旱地推广种植了低芥酸、低硫甙品种

“托尔(roweO”，使青海省成为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双低油菜品种最早的地

区。利用加拿大的双低品种作为亲本，经过十几年的选育，推出我国自育

的第一个春性甘蓝型双低油菜品种“青油14号”，克服了我圉优质油菜产量

低、抗性弱的突出矛盾，把高产、优质及抗逆性结合到一个品种上，具有

双低、高产的突出特性。1996年被国家科委推荐评选为国家“九五”重点

科技推广项目，定为北方春油菜区重点推广品种，1998年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1995年引入加拿大，1998年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在“八五”、 “九五”、 “十五”期间成为北方春油菜区的主栽品种。

利用波里马不育胞质于1996年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双低春性细胞质雄性不育

三系油菜杂交种“青杂1号(331)”，同年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作物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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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委员会审定，1999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委员会审定。该品种把

杂种优势和双低性状有机地结合起来，大面积种植产量比常规种增产15％以

上，2001年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0年12月“青杂2号(303)”通

过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3年1 1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同期，

先后引进和选育了甘蓝型低芥酸杂交种“垦油1号”和双低杂交种“互丰

010”。 “互丰010”2003年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青海省农林科学

院采用甘蓝型油菜与白菜型油菜种间杂交，先创造出优质特早熟甘蓝型种质

资源，再以这些种质资源作为亲本进行杂交种选育，培育出了具有特早熟特

性的春性细胞质雄性不育三系油菜杂交种“青杂三号(E144)”和“青杂四

号”。解决了多年困扰青海省高寒山区无高产、优质甘蓝型油菜品种的难题，

使甘蓝型油菜的种植海拔高度达到了3 000m，成为海拔2 800。

3 000m山区种植的以“青油241”和“浩油11号”为主的白菜型油菜产区的替代

品种。

2。马铃薯

鲜食菜用型“青薯168”品种的育成及推广使单产和效益大幅度提高，

创造了每公顷63 000kg的最高产量，也是青海省专用品种选育的开端。该品

种具有适应性广、抗病性强、单产潜力大、商品薯率高，特别是薯块大、薯

形好、芽眼浅、红皮黄肉、耐贮藏等诸多优良性状，深受种植户和国内外客

户和商家的青睐。十多年来在青海及甘肃、宁夏、陕西、新疆等省(区)的

山旱地区大面积种植，累计推广近百万公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目

前年种植在8．7万hm2左右，成为西北地区的主栽品种之一。1998年引进育成

“脱毒175”品种，其产量大幅度提高，种植面积迅速扩大。1999年育成的高

淀粉马铃薯“青薯2号”淀粉含量高达25．83％，高出全国77个审定品种7。

10个百分点。由于该品种抗病性强，品质优良，在生产中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甘肃、宁夏、陕西、新疆等省(区)推广面积亦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显

著，已经成为西北地区的主栽品种之一。2003年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2年引进“渭薯8号”在互助土族

自治县推广I．3万hm2，使互助土族自治县马铃薯进行了一次品种更新。2003

年育成“青薯4号”品种，引育成“大西洋”、“阿尔法”、“乐薯l号”等品

种。“大西洋”等专用品种的引进填补了青海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缺乏的现

状。 “乐薯l号”在东部农业区河湟谷地发展较快，填补了早熟鲜食菜用型

品种的空白。2004年引进“早大白”品种。2005年育成早熟抗旱型“青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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