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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麦是我国原产作物之一，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地区辽阔。广大劳动人民和科技人员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选择培育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品种，形成了适于不同生态条件的，不同

农业耕作制度的，丰富多样的品种资源，通过国际交流，也引进了许多新材料。所有这些，

都是我国大麦生产的宝贵财富，是不断培育良种的基因库。通过搜集、整理、保存、研究

我国大麦品种资源，把全国范围内曾经和现在在生产上起过作用的著名的农家品种、育成

品种以及国外引进品种的资料，汇编成书，对于促进我国大麦生产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大麦品种志》的编写工作，是遵照原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提出的要求，在

1982年第二次全国大麦品种资源科研会议上，通过了编写计划，确定了品种名录并进行分

工编写．1983年底完成了初稿，召开了审稿会议。1984年底召开了定稿会议，基本完成了

。各省入志品种的编写工作。1985年再次修改后，全书定稿。

本书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和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共同主编，参加编写的有。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天津市农业

科学院、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河

南省农林科学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贵州省农

业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河北省邯郸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省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舟山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福建省莆

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四川农学院，浙江农业

大学，江苏农学院、广西农学院。

全书共收集30个省(市、区)309个品种，有标本照片99帧。台湾省3个入志品种，资

料不齐全，请台湾省学者及读者予以指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杨字光协助拍摄标本照

片，贺微仙、刘世民、李庆春、郝惠斌等承担品质分析工作，龙飞、叶定生、石家兰，李

正华，陈炳坤、吴淑筠、舒世德、顾茂芝等参加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大麦品种资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恳请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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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批评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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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一、本书共编入全国30个省(市、区)大麦品种309个。包括，(1)目前生产上应用

豹品种，(2)曾在生产上应用过，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种植面积缩减或生产上已不种植

构重要品种，(3)经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并在本省种植面积达到大麦总面积1％

以上的新育成品种或新引进的优良品种；(4)为我国特有类型的品种。以上四种来源的

品种，除因资料不足者外，都已尽量编入。比较重要或典型的代表品种附有标本照片(品

种目录内有·者)，共有99帧。照片是按标本原大摄制的。

二、本书所列品种排列的先后次序，将跨省(市、区)品种，栽培面积(省内外)春

大麦区超过30万亩，冬大麦区超过100万亩的放置在最前面。各省(市，区)品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9年版)内制定的顺序排列。各省(市、区)品

种先按皮大麦、裸大麦，再按二棱、四棱、六棱的次序排列。

三、品种用名方面，标题均用最习惯用的名称，少数同名异种或类似名者，在名称之

后用括弧注明其原产地，以示区别。同一品种凡有几个名称的，除以最常用的名称作为题

名外，其余名称作为别名在第一段文内说明。原用号码的名称根据中文习惯，编号在10

号以内的，‘后加“号帮字，10号以上的不再加“号∥字。

四、在品种描述上，分来历与类别、特征特性、产量和分布、栽培特点四部分进行叙

述。品种的特征特性，主要引用品种原产地区或其邻近研究机关的观察记载的资料。为了反

腴在生产地氏自然条件的特性表现，如耐肥、抗倒、落粒、抗旱、耐湿、耐瘠、抗病虫等

品种特性，主要根据品种产区群众的多年实践经验，并引用科学研究机关的鉴定资料。

五、本书品种统一编号，以后不再加以变动，作为今后各地应用或查考的代号。这些

．品种的种子，全国采用三级保存的方法，即原产省(市、区)保存本地区的一套种子。完

整的一套种子保存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的中期库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

r国家长期库内。

六、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国大麦品种的情况和特点，本书备有大麦品种特征特性术语

解释及调查标准说明，中国大麦品种概论，中国栽培大麦变种检索表等资料。此外还按品

种名称笔画，各品种所属变种编写索引，列入附录。

七、在机构名称方面，．对解放以前的单位，冠以矗前一字，解放以后原有而现已撤销

或改组的单位，冠以。原弦字。机关名称一律采用简称。如农业科学院简称农科院，农业

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农业试验场简称农试场。

八，全书的品种籽粒化验分析，各省(市、区)提供1984年收获种子，由中国农业稗

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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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室统一进行测定。粗蛋白质、赖氨酸，淀粉均采用

近红外谷物分析仪测定，测定结果均指占干基含量百分比。大麦黄花叶病由上海市农业稃

学院统一进行鉴定。品种耐盐碱惟鉴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生理生化研

究室统一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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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期

(一)播种期。

(二)出苗期。

(三)分蘖期：

(四)拔节期：

测。

(五)抽穗期：

(六)成熟期。

籽粒坚硬的日期。

大麦品种特征特性

术语解释及调查标准说明

指播种当日，以月，日表示。 。

50％以上幼苗芽鞘露出地面lcm的El期．

50％以上的植株第一分蘖自叶腋问露出时的日期。

50％以上的主茎形成第一茎节并露出地面2cm时的日期，可用手指摸

50％以上的穗顶端小穗(不连芒)伸出旗叶鞘Icm时的日期。

指蜡熟末期或完熟期。75％的植株籽粒具有本品种正常大小和色泽，

(七)生育期：’指出苗至成熟的日数。 ·

(八)熟期类型。分特早、早、中，晚，特晚五种类型．

1．特早熟。比当地一般中熟品种早熟10天以上．

2．早熟：比当地一般中熟品种早熟3夭以上。

3．中熟：与当地一般中熟品种成熟期相当。

4．晚熟：比当地一般中熟品种晚熟3天以上．

5．特晚熟：比当地一般中熟品种晚熟10天以上．

二、植物学特征

(一)幼苗：

1．幼苗生长习性t分匍匐，半匍匐、直立三类．

2．茎叶繁茂程度：分繁茂、中等、不繁茂三类。

(二)叶：

1．叶色：分淡绿，绿、深绿三种，在分蘖期记载．

2．叶耳颜色。分白，红、紫三种。

3．叶片与茎秆夹角。分大、中、小三级，于孕穗期观察旗叶下部的第一片叶．

大l 60。以上，中：30。一60。，小：30。以下 ·

4．叶姿(叶长相)，分直立、平展，下垂三种，于孕穗期观察旗叶下部第一片叶．

5．叶片长宽：分长、中，短和宽、中、窄各三级，于孕穗期观察旗叶下部第一叶片．

长l 25cm以上，中l 15—25cm，短l 15cm以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宽；2．5cm以上，中l 2—2．5cm，窄l 2cm以下。

6．株型：分紧凑、半松散、松散三类，于抽穗时综合植株长相记载．

紧凑：叶与茎夹角小，叶长相直立。

半松散：叶与茎夹角中等，叶长相平展．

松散。叶与茎夹角大，叶长相下垂。

(--)茎：

1．茎秆颜色：分黄、红、紫三种，于蜡熟期记载。茎节、茎基部颜色可根据具体情况

描述。

2．茎秆弹性。根据茎秆弹性大小，分强、中、弱三级。

3．茎秆粗细：以主茎地上第二节问中部茎的直径大小表示，分粗、中、细三级。

粗：直径大于7ram，中：直径5—7mm，细：直径小于5ram。

4．茎秆蜡粉：分多、少、无三级，于抽穗后记载。

5．植株整齐度t分整齐、中等、不整齐三级，在乳熟期记载。

整齐。株高整齐一致，高矮相差不到一个穗子。

中等：株高比较一致，少数高矮在一个穗子以上。

不整齐：株高参差不齐，多数高矮相差在一个穗子以上。

6．株离：从地面至穗顶部(不连芒)的长度，分高秆、中秆，半矮秆、矮秆四级．

高秆：株高11lcm以上。

中秆l株高91—1lOcm。

半矮秆：株高71—90cm。

矮秆：株高70cm以下。

(四)穗：

1．抽穗习性：分全抽出、半抽出、不抽出三种。

全抽出：穗子全部抽出旗叶鞘。 j

半抽出。穗子半个抽出旗叶鞘。

不抽出：旗叶鞘只裂开，穗子不抽出旗叶鞘。
、

2．开花习性：分开颖授粉、闭颖授粉两种。

．3．穗基部(穗脖)长相：分弯垂、半弯，直立三种．

4．穗本身长相。分弯垂、半弯、直立三种。

5．穗长。从穗轴基部至穗顶部(不连芒)的长度。以cm表示．

6．穗形。分长方形，纺锤形，塔形、圆锥形，圆柱形五种。

，7．花序和棱型t根据三联小穗结实和排列的情况不同，可分为二棱(有侧，无侧)，

四棱、六棱、中间型、不规则型和分枝类型等六种。’

(1)二棱。穗轴每个节片上的三联小穗，仅中列小穗可育结实，两侧小穗不结实，

穗断面呈扁平形．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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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棱。三联小穗全部可育结实，中列与侧列不等距排列。穗断面呈四角形或长

方形。

(3)六棱：三联小穗全部可育结实，中列与侧列等距离排列，且整齐紧密。穗断面

星规则的六角形。

(4)中间型t三联小穗中列小穗全部可育结实。饲列小穗有的结实，有的不结实，

不规则，中列大，侧列小。

(5)不规则型。三联小穗能正常可育结实的1—3个不等．

(6)分枝类型：有小穗分枝和穗轴分枝两种。

8．二棱侧小穗有无t分有侧二棱和无侧二棱两种。

有侧二棱t两侧小穗不结实，有内颖、外颖、护颖和花丝．

无侧二棱：两侧仅有护颖。

9．二棱侧小穗顶部形状。二棱不结实的两侧小穗顶部形状分钝，尖、芒兰种．

钝。侧小穗顶部呈钝圆头形。

尖。侧小穗顶部呈三角形锐角。

芒t侧小穗顶部呈芒状。

10．小穗密度：分疏、中、密三种。

疏：穗中部4cm内不到14个小穗着生节。．

中：穗中部4cm内有15—19个小穗着生节．

密：穗中部4cm内有20个以上小穗着生节．

(五)颖：

1．壳色(穗色)：指蜡熟期所呈现的各种正常颜色，分黄，褐、絮，黑等颜色．

2．外颖脉颜色t指蜡熟期所呈现的各种正常颜色，分黄、褐、紫、黑等颜色。

3．护颖宽度：分宽、窄两种．

宽：护颖宽度在1ram以上。

窄l护颖宽度在lmm或小于1ram。

(六)芒，

1．芒长t根据穗中部小穗芒长度，分长芒、短芒、等穗芒、无芒、长颈钩芒、短颈钩

芒等六种。中列和侧列芒的形状不同，可分别描述。

长芒t芒长超过穗子的长度。 ．

短芒：芒长短于穗子的长度。

等穗芒。芒长等于穗子的长度。 ，

‘

无芒。全部见不到芒。

长颈钩芒。芒呈戴帽三叉钩状，基部颈长于lcm。

短颈钩芒：芒呈戴帽三叉钩状，基部颈短于1cm．

2．芒性，分齿芒和光芒两种。



齿芒；芒有锯齿．

光芒：芒光滑。

3．芒色：分黄、紫、黑等色．

(七)籽粒：

1．带壳性：分皮大麦和裸大麦两种．

皮大麦：籽粒与颖壳不能脱离。

裸大麦；籽粒与颖壳能脱离(青稞、元麦、米大麦>。
。

2．粒色t分黄、红、褐、紫、绿(蓝)、灰、黑等颜色．

3．粒形：分长形、卵形、椭圆形、纺锤形等四种。

4．饱满度：分饱满、中等、不饱满三级。

5．品质t

(1)粒质。观察籽粒横切面，以透明玻璃质的多少，分硬质、半硬质、软质三

级。

硬质。籽粒的透明玻璃质在70％以上。

半硬质：籽粒的透明玻璃质在30一70％。

软质。籽粒的透明玻璃质在30％以下。

(2)化学成分分析：测定籽粒粗蛋白质、赖氨酸和淀粉的含量百分比．

6．籽粒大小均匀度：分均匀、中等、不均匀三级。

均匀。80％以上的籽粒大小均匀一致。

中等：60一80％的籽粒大小均匀一致。

不均匀：籽粒大小均匀度不到60％。

三、产量结构

1．单株有效分蘖数：于收获前拔取样本10一20株，数清单株平均有效分蘖数。

有效分蘖数(个)。指抽穗结实的分蘖，不包括主穗。

2．每亩有效穗数(万／亩)：收获前取一定面积的样段(小区取1行，大区或大田取

3—5点)，数清穗数(穗粒数不足5粒者不计)，换算成每亩有效穗数。

每亩有效穗数(万／亩) =搓重鼍曩嚣泸
3．每穗粒数t包括结实和未结实。

随机取有代表性的10一20穗，分别统计后，求其平均数。

4．千粒重(g)：随机取样，数完整籽粒1000粒称重，重复两次。当两次重量相差不

超过19时，取其平均数。若超过19，重复三次，取三次平均数。若种子不足1000粒时，

可将全部种子数完称重。计算公式为：

· I ·

千粒重(g)z驾黜 X 1000

●



5．穗粒重(g)：取有代表性的10一20穗脱粒干燥后称重，求其平均数。

6．容重(g／L)：指单位容积内的种子重量，可用容重器测定计算，重复两次．

四、生物学特性

1．冬春性，根据冬，春播种幼苗长相，抽穗状况等综合性状，分春性，半冬性，冬性

三类。 ．

2．耐肥性1分耐肥型、中间型、耐瘠型三类。

3．耐寒性：在冻害发生一个星期后，目测叶尖和叶片的枯黄程度，、分强、中，弱三级，

并注明冻害发生日期和低温情况。

4．耐旱性：干旱时，于温度高时记载叶片萎蔫程度，分强、中、弱三级。

5．耐湿性；在低洼地区或多雨年份观察，分强、中、弱三级。

6．耐盐碱性。在盐碱地观察植株耐盐碱程度，分强、中、弱三级。

7．其他抗逆性：如耐冻、耐涝、耐干热风，耐酸等性能，根据各地的观察分为强，中．

弱三级，或受害程度轻、中、重三级。

8．抗倒伏性：分为强、中、弱三级。

9．抗落粒性。成熟时目测并结合手搓方法进行鉴定，分难、‘中、易三级．

难。口紧，颖壳与穗轴接触面积大，紧包籽粒，用手搓压，不易落粒。

中。颖壳与穗轴接触面积中等，抱合籽粒中等，成熟时一般不易落粒，遇风后仍有一

部分种子脱落。

易：颖壳与穗轴接触面积小，抱合籽粒松，触动麦穗，极易落粒．

10．熟相：根据具体情况用文字描述。

11．抗病性，对条纹病、斑点病、黑穗病、网斑病、云纹病、豹纹病、自粉病，黑节

‘病、黄花叶病、锈病、赤霉病，黄矮病，丛矮病的抵抗性，根据其在发病严重年度的表

现，用反应型分为高抗、中抗(抗)、耐病、轻感(感染)、重感五级来表示。经过抗性鉴

定的可用发病率和发病指数来表示。

12．抗虫性：主要虫害有麦鞘水蝇，或叫青稞麦鞘(水蝇科，毛眼水蝇亚科)，危害叶

鞘。在虫害发生时，于开花期检查单株虫口数或求被害率。其他害虫发生时，均可用此法

鉴定．

被害率(％)=黼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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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麦品种概论

我国栽培大麦历史悠久，种质资源丰富，变异类型多样，分布地区辽阔。几千年来，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刨造了丰富多采的栽培大麦品种，对人类文明与进化起到了重要的s

’先秦古典文献统称大、小麦为麦，赫、辫犷等。 《诗经》有“贻我来牟"的诗句。《吕

氏春秋，任地篇》的“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簟开始正式有大麦这一名称。后魏时期

的《齐民要术》和南宋嘉泰年间的《会稽志》等书更有关于大麦的原始分类、品种和栽培一

技术的叙述。197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县五堡公社墓葬内，

曾出土新石器时代含彩陶文化的青稞穗壳。这是我国迄今出土的最早的栽培大麦遗物。近

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省咸阳县马泉公社、河南省洛阳市西郊、湖南

省长沙市马王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楼兰古城等处，都曾出士西汉以前的大麦粒。其中

长沙、咸阳、哈密三县(市)出土的，已被证明是六棱大麦或青稞。1980年，在新疆维吾w

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出土的唐代马料帐内，曾有“青麦"(青稞)这一饲料名称。以上古代

6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多次科学考察，明确了我国野生大麦的分布主

磨粉制成的。大麦也可以制成麦片、珍珠米、粥饭或大麦饭食用。大麦的蛋自质含量接近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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