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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小麦生育期间河南省气候特点的分析和对生产上大面积利用的小

麦品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认为本年度的气候条件对小麦生产整体有利，但不利于病害、抗倒性、

成熟期的鉴定，根据河南省的常年气候特点，提出了小麦品种利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预测了部

分品种的发展趋势，介绍了部分小麦新品种的特性和利用技术。

关键词：小麦；品种利用；发展趋势；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Ｓ５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２６８（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１１－０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４

ＷＡＮＧ　Ｘ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ＣＡＯ　Ｔｉｎｇ－ｊｉｅ，ＨＵ　Ｗｅｉ－ｇｕｏ，ＣＨＥＮ　Ｙｕ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ｅ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ｎａ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ｏｖｅｒ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ｗｅ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ｂｕｔ　ｉ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ｍ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ｈｅａｔ；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小麦品种对提高小麦产量、改善品质都具有决

定性作用。河南省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之一，小麦种

植面积、总产量、商品量均居全国第一，同时河南省

也是小麦育种单位最多的省份，拥有一大批通过审

定且已在生产上利用的小麦品种。气候年度间的变

化使小麦品种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和变化，也会掩盖

品种的缺陷，因此客观分析环境对品种的影响，科学

评价品种表现，合理规划品种布局，是充分发挥品种

增产潜力的基础，也是提高品种整体抗逆能力、降低

用种风险的主要措施之一。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河南省 气 候 特 点
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１．１　小麦播种前后降水偏少

２０１３年小麦播种前后全省降水普遍较少，灌溉

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浇底墒水，保证了底墒和口墒，

旱作区在１０月下旬降雨后播种，播种期偏晚，由于

适播期内土壤墒情较差和晚播的原因，各地播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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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加大，基本苗普遍偏高，小麦出苗后气温基本正

常，小麦群体较大，但幼苗质量不高。

１．２　冬季降水仍偏少

进入越冬期后气温偏低，且降水偏少，对群体的

过度发育起到了较好的抑制作用，即使在冬前气温

偏高、播种量偏大的情况下，由于冬季没有大的气温

波动，无论播种期早晚，播种量大小，均能安全越冬。

１．３　春季气温回升快，温度波动小

早春气温持续偏低，使返青期推迟７ｄ左右，对

小麦的生长产生了较明显的抑制作用，降低了春生

分蘖的产 生 量，进 一 步 控 制 了 群 体 的 过 度 发 展。３
月初后，气温 快 速 回 升，小 麦 在 短 时 间 内 通 过 拔 节

期，并开始快 速 生 长，使 小 麦 孕 穗 期 和 抽 穗 期 提 前

７ｄ左右。由 于 冬 春 连 续 干 旱，加 之 冬 季 气 温 偏 低，

纹枯病在局部地区个别品种有较重发生，白粉病、条
锈病均较轻。

１．４　中后期降水及时，有效补充土壤水分

３月底、４月中旬、４月下旬、５月下旬全省不同

地区先后普遍出现降水，及时补充了孕穗期、扬花期

和灌浆期的土壤水分，保证了小麦正常生长的需要。

小麦扬花期有几次降雨，植保部门预测赤霉病可能

大发生，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农民进行了喷药防

治，加之降水时间短，雨后即晴，空气湿度不大，使赤

霉病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除个别地区有发生外，赤
霉病没有对生产造成影响。

１．５　后期气温偏高

由于中期气温偏高，小麦生长发育进程前移，成
熟期相对提前，５月底高温来临时，全省小麦已处于

灌浆后期，对全省小麦的正常灌浆影响有限，千粒重

普遍提高，由于中南部地区小麦生长后期降水比中

北部地区偏多，成熟期相对推迟，与常年接近，中北

部地区成熟期明显提前，出现了全省小麦成熟期从

南到北基本接近的情况。

１．６　收获期天气晴好

５月底河南 省 中 部 地 区 有 一 次 短 时 间 降 水，对

个别品种的籽粒色泽有一定影响，进入６月份以后

中北部进入 全 面 成 熟 收 割 期，此 时 天 气 晴 朗，气 温

高，空气湿度小，利于小麦籽粒快速脱水和收获后晾

晒，因此，２０１４小麦商品性较好。

总的来看，本年度小麦生长期间气候对产量的

影响利大于弊，播种量偏大，但成穗数适中，冬春干

旱与冬季低温，病害发生轻，倒伏轻，成熟期前移，早
熟晚熟品种均能正常成熟，产量三要素均呈增加趋

势。但本年度的气候条件不利于小麦病害、抗倒性、

成熟期的鉴定。

２　河南省小麦用种特点及发展趋势

２．１　小麦品种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２．１．１　半冬性小麦品种种植面积占绝对优势　由

于冬春冻害 易 发、种 植 结 构 调 整 和 对 高 产 的 需 求，

２００６年以后，河南省半冬性小麦品种的种植面积逐

年扩大，据种子部门统计，２０１４年高产潜力大、稳产

性好、适应性广 的 周 麦２２、矮 抗５８、郑 麦３６６、西 农

９７９、郑麦７６９８、洛麦２３、豫麦４９－１９８等半冬性品种

种植面积已占河南省小麦播种面积的９０％左右，中

北部地区弱春性品种已基本绝迹。如无重大的品种

种植结构调整，半冬性品种占优势的趋势将会继续

保持。

２．１．２　近期内小麦主导品种的优势地位趋于稳定

　据统 计，周 麦２２、矮 抗５８、郑 麦３６６、西 农９７９的

种植面积均在６０万ｈｍ２ 以 上，占 河 南 省 小 麦 播 种

面积的６５％左 右，这 些 品 种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种 植，经

历了不同气候年型的考验，表现出较好的丰产性、稳
产性和适应性，已经得到农民的认可，其主导地位会

继续保持，种植面积仍会占较大比例，因此，新品种

的推广面临较大压力。

２．１．３　弱春性小麦品种的刚性需求变为弹性需求

　弱春性品种是配套晚茬作物的品种类型，由于棉

花等晚收作物面积的进一步缩小，对弱春性品种的

需求进一步减小，一批审定的早熟半冬性品种如西

农９７９、衡观３５在 南 部 地 区 的 利 用，也 挤 压 一 部 分

弱春性品种的种植面积，目前弱春性品种主要在南

部地区利用，中北部地区已基本无统计面积，由于干

旱和播种期降水等因素，弱春性品种的种植面积年

度间会出现波动，但不可能完全消失，种植面积已不

可能占过大比例。

２．２　小麦品种抗性逐步提高

２．２．１　抗倒性逐步提高　由于机械化收获面积的

增加，不抗倒的小麦品种已无法适应目前的生产方

式，通过近几年优化和淘汰，高产但不抗倒的品种已

逐步退出市场，目前生产上大面积利用的品种均为

抗倒性较好的品种。国家和河南省小麦品种审定中

对抗倒性鉴定设置了严格条件，试验中倒伏严重的

品种不予审定，因此，新近通过审定的品种在试验中

抗倒性表现相对较好，从生产利用的实际情况看，大
面积利用品种的整体抗倒性逐步提高，基本可满足

生产的需要。

２．２．２　抗寒性提高　２０００年后，河南省曾发生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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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冻害，生产中抗寒性弱的品种已逐渐被淘汰，半
冬性品种的种植面积已占绝对优势。半冬性品种由

于受发育特性决定，其抗寒性一般较好。冻害的发生

也引起了育种专家重视，在品种选育过程中，加大了

对抗寒能力的选择力度，因此，近期生产上利用品种

和正在试验品种的抗寒性逐步提高，如无特殊的气象

灾害发生，冻害对小麦生产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２．２．３　抗病性受到广泛重视　河南省主要小麦病

害有白粉病、纹枯病、锈病、赤霉病等，选择抗病品种

是防治小麦病害的最好方法。纹枯病和赤霉病由于

缺少有效抗源，育种进程较慢，但在提高条锈病、叶

锈病和白粉病抗性方面，育种单位坚持通过接种、异
地选择和特殊管理等措施，具有较高的选择压力，目
前生产上的主导品种在审定时对条锈病、白粉病等

都具有较好抗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用种抗病能

力，河南省品种审定中规定高感条锈病品种不予审

定，并对其他主要病害的抗性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２．３　大面积种植的小麦品种的发展趋势

２．３．１　周麦２２　为半冬性大穗型中熟品种。冬季

抗寒性好，抗倒春寒能力中等；茎秆粗壮，弹性好，抗
倒伏能力强；株型紧凑，长相清秀，株行间透光性好，

增产潜力大，对 肥 水 要 求 较 高，是 创 高 产 的 理 想 品

种。近２ａ统计，种植面积上升较快，预计种植面积

会稳中有升，主要在河南省中北部高水肥地利用。

２．３．２　郑麦３６６　为半冬性多穗型优质强筋早 中

熟品 种。苗 期 长 势 旺，冬 季 抗 寒 性 较 好；春 季 发 育

快，抗 春 冻 能 力 一 般，株 型 紧 凑，株 高 适 中，抗 倒 性

好，近几年种植面积保持在７０万ｈｍ２ 左右，品质得

到粮食企业的广泛认可，主要以订单形式发展。

２．３．３　矮抗５８　为半冬性多穗型中熟品种。冬春

抗寒性好，矮秆抗倒性突出，根系活力强，丰产稳产

性好，适应性广，农民普遍认可，其种植面积会保持

基本稳定，主要在河南省中北部利用。

２．３．４　西农９７９　为 半 冬 性 多 穗 型 中 早 熟 品 种。

冬季抗寒 性 好，春 季 抗 寒 性 一 般；抽 穗 早，灌 浆 速

度快，穗 层 整 齐，籽 粒 饱 满，商 品 性 好。由 于 其 早

熟性突出，抗 条 锈 病，赤 霉 病 轻，主 要 在 南 部 地 区

稳定发展。

２．３．５　郑麦７６９８　为 国 审 半 冬 性 品 种。苗 势 壮，

冬季耐寒性好，旗叶上举，株型紧凑，茎秆粗壮，较抗

倒伏，籽粒角质，饱满度好，品质优。推广力度大，在
中北部地区发展较快。

２．３．６　众麦１号　为半冬性中穗型中熟品种。苗

期长势旺，分蘖力强，抗寒性好，春季发育稳健，较耐

倒春寒；经多年种植，稳产性较好，主要在河南省东

南部麦区种植，其种植面积相对稳定。

２．３．７　豫麦４９－１９８　为 半 冬 性 品 种。已 审 定 多

年，是豫麦４９号的改良系，保持了豫麦４９号多穗、

抗倒、稳产的优良特性，但各种病害仍较重，目前主

要在中西部地区利用，并在旱肥地有一定面积，其种

植区域和面积相对稳定。

２．３．８　周麦１６　生产上已连续利用多年，属半 冬

性大穗型中熟品种。苗期长势壮，抗寒性好，矮秆抗

倒，穗大粒多，落黄好，千粒重高，产量潜力大，缺点

是耐倒春寒和抗穗发芽能力偏弱，其种植区域和种

植面积相对稳定，主要分布在豫北、豫东地区。

２．３．９　衡观３５　为半冬性中早熟品种。主要优点

是冬季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茎秆弹性好，较抗倒；

穗层整齐，穗粒数多，成熟早，落黄好，缺点是耐倒

春寒能力偏弱。在南阳、驻马店地区种植面积较大，

种植面积和区域相对稳定。

２．３．１０　许科１号　为 半 冬 性 中 大 穗 型 中 晚 熟 品

种。冬季抗 寒 性 好，株 型 半 松 散，植 株 偏 高，茎 秆

硬，较抗倒伏。后 期 耐 高 温，成 熟 落 黄 好。籽 粒 饱

满度较好，千粒重 高，高 产 潜 力 大，由 于 植 株 偏 高，

抗倒性受到质疑，经 多 年 种 植，抗 倒 性 和 产 量 潜 力

得到广泛认可，种 植 面 积 稳 定，主 要 在 中 北 部 高 水

肥地早中茬利用。

２．３．１１　郑麦９０２３　属弱春性优质强筋早熟品种。

具有成熟早、落黄好、品质优、赤霉病轻等特点。曾

是河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目前河南省种

植面积不大，但繁种面积较大，主要为周边省份沿淮

河地区提供种源，是河南省晚播年型备用品种，种植

面积年度间有波动，省内主要在南阳、信阳、驻马店

地区利用。

２．３．１２　偃展４１１０　为 弱 春 性 早 熟 品 种。苗 期 长

势健壮，冬季耐寒性好；株型松紧适中，成穗数多，长
相清秀，耐旱、耐渍、耐后期高温，灌浆速度快；成熟

早，落黄好，抗倒性较弱，由于品种结构的调整，中北

部已无种植，主要在豫南部分地区利用，种植面积不

大，但相对稳定。

２．３．１３　豫麦１８－９９　为豫麦１８号的改良系，属弱

春性品种。保持了豫麦１８号早熟、稳产、耐病、耐渍

的优良特点，在河南省中北部已不再利用，但仍是信

阳地区的主要推广品种之一。

２．３．１４　洛旱６号　为半冬性中熟品种。幼苗半匍

匐，长势健壮，抗寒耐旱，起身早，两极分化快，抽穗

扬花早，成穗率较高。株型紧凑，茎秆粗壮，抗倒性

３１　第９期 王西成等：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小麦品种发展趋势及利用建议



较好，穗大，千粒重高，丰产性好，在旱肥地表现出较

好的利用价值。

３　小麦品种利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３．１　倒伏问题

倒伏不但影响产量，同时也影响品质，加大收获

难度。抗倒伏能力是相对的，抗倒伏强的品种如果

遇到播种量过大或栽培管理不当等特殊情况也会倒

伏。倒伏是环境因素、管理措施、品种特性共同作用

的结果，如品种抗倒伏能力一般，但群体控制较好，

倒伏的程度也会降低。群体过大是诱发倒伏的主要

因素，从生产实际情况看，播种量大可能是今后小麦

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倒伏的潜在危险也会长期

存在，在生产中选择抗倒伏品种和合理调控群体是

同等重要的防倒伏措施。

２０１４年冬春干 旱 对 群 体 的 过 度 增 大 起 到 较 大

抑制作用，尽管播种量较大，成穗数较适宜，倒伏相

对较轻，因此不可误认为所有品种都抗倒伏、播种量

大也不会倒伏而一味增加播种量。在高水肥地一定

要适量播种，控制群体。

３．２　成熟期问题

历史上河南小麦生育后期多高温，易遭干热风

危害，因此要求品种早熟，但早熟的品种春季发育较

快，又易遭倒春寒影响，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目

前河南省生产上利用的品种除南部对成熟期要求较

早外，多数地区以中熟品种为主。从目前审定品种

的成熟期看，多 为 中 熟 偏 晚 品 种，如 后 期 无 高 温 天

气，晚熟品种会比早熟品种产量更高，从进一步提高

产量的角度考量，育成品种的成熟期有变晚的趋势。

２０１４年由于春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所有品种成熟期

均前移，后期的高温影响较小，因此，在２０１４年秋播

的品种利用中不可放松对成熟期的要求。河南省从

南到北气候有较大差异，南部对品种的成熟期要求

更严格，可选用弱春性早熟品种和半冬性早熟品种，

中北部地区可选用中熟品种，尽量避免晚熟品种的

大面积利用。在品种布局时，相近区域应引导种植

成熟期相对一致的品种，以便机械化收获。

３．３　抗病性问题

提高品种抗病能力是育种家长期关注的目标，

但品种的抗性会变化，抗病品种经过数年种植，由于

病害生理小种的变化，抗病性很有可能丧失。有些

病害如纹枯病和赤霉病，目前抗源少，加之黄淮麦区

自然鉴定条件不足，通过育种短期内难以解决。有

些病害如根腐病、全蚀病还没有有效的抗源，当前还

没有列入品种审定的鉴定内容。由于气候等原因，

２０１４年河南省 生 产 上 条 锈 病、叶 锈 病、白 粉 病 等 病

害在不同区域的发生均较轻，但局部区域部分品种

纹枯病和茎基腐病严重，对小麦产量影响较大。不

同地区常发病害的种类和严重程度不同，潜在的危

害也不同，因此生产利用过程中，应根据植保部门的

监测预报，以药剂防治为主。特别对抗病育种难解

决的纹枯病、根腐病、全蚀病、黄花叶病等根茎侵染

病害，应在播种时和苗期进行早期防治，对赤霉病要

作为常规措施于抽穗扬花期进行例行防治。

４　小麦新品种介绍

４．１　周麦２７
国家审 定，适 宜 在 黄 淮 冬 麦 区 南 片 的 河 南 省

（南阳和信阳 除 外）、安 徽 省 北 部、江 苏 省 北 部、陕

西省关中地区高 中 水 肥 地 块 早 中 茬 种 植。属 半 冬

性中早熟品种，幼 苗 半 匍 匐，冬 季 抗 寒 性 较 好。两

极分化快，抗倒春 寒 能 力 一 般。株 型 偏 松 散，株 高

适中，抗倒性中 等。穗 层 整 齐，穗 较 大，结 实 性 好，

高产潜 力 大。区 试 平 均 穗 数６００万 穗／ｈｍ２，穗 粒

数３７．３粒，千 粒 重４３ｇ。生 产 利 用 中 应 控 制 群

体，发挥穗 大 的 优 势，后 期 注 意 防 治 条 锈 病、白 粉

病、纹枯病、赤霉病。

４．２　丰德存麦１号

同时通过国家和河南省审定，适宜在黄淮冬麦

区南片的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安徽省北部、

江苏省北部、陕西省关中地区高中水肥地块早中茬

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强，

成穗多。冬季抗寒性较好。春季起身拔节略晚，两

极分化快，抗倒春寒能力中等。株高适中，抗倒性较

好。根系活力强，具有一定耐旱性，耐后期高温，熟

相好，区 试 平 均 穗 数６４５万 穗／ｈｍ２，穗 粒 数３２粒，

千粒重４５ｇ。丰产性和稳产性好，适应性广，品质较

优。高产田应注意控制播量，防倒伏。

４．３　许科３１６
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早中茬中高肥

力地种 植。属 半 冬 性 大 穗 型 中 熟 品 种。幼 苗 半 直

立，苗壮，叶宽长披，抗寒性较好，分蘖成穗率一般；

春季起身拔节较早，两极分化快；成株期叶色浓绿，

旗叶较小，上冲，株型紧凑，茎秆粗，较抗倒伏，根系

活力强，耐后期高温，成熟落黄好，籽粒饱满。生产

应用时注意防治白粉病、纹枯病。

４．４　豫教５号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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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茬中高肥力地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

苗半匍匐，苗势壮，冬季抗寒性较好，分蘖力强，春季

起身拔节早，抗倒春寒能力一般；株高中等，株型松

散，抗倒伏能力一般；旗叶宽大上举，小穗排列较密，

穗层整齐，穗下节短，抽穗偏迟，灌浆好，千粒重高。

加强中后期管理，防早衰，高肥田注意控制群体，防

倒伏。

４．５　开麦２１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中高肥力地早中茬种植。属半冬性大穗型中晚熟品

种，幼苗半直立，冬季抗寒性一般，分蘖力中等，单位

面积成穗数适中，穗偏大；春季起身拔节早，两极分

化快，苗脚利落，抗春冻能力一般；株型偏松散，穗下

节较长，株高中等，抗倒能力偏差。生产利用中应注

意防倒。

４．６　周麦２６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中水肥地块早

中茬种植。属半冬性中大穗型中晚熟品种，幼苗半

匍匐，苗势较壮，冬季抗寒性较好，分蘖力较强，成穗

数适中，穗较大。两极分化快，对春季低温较敏感。

植株偏高，株茎秆较粗，抗倒性中等。根系活力强，

叶功能期长，耐热性好，熟相好，品质较好。穗层厚，

穗大 穗 匀，结 实 性 好，丰 产 潜 力 大。区 试 平 均 穗 数

６００万穗／ｈｍ２，穗粒数３４粒，千粒重４４ｇ。生产利

用中应控制群体，发挥穗大的优势，后期注意防治纹

枯病、白粉病和赤霉病。

４．７　平安８号

国家审定，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

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水肥地块

早中茬种植。属半冬性中穗型中晚熟品种，幼苗半

匍匐，分 蘖 力 较 强，冬 季 抗 寒 性 一 般。春 季 发 育 缓

慢，起 身 拔 节 迟，两 极 分 化 慢，株 型 略 松 散，植 株 偏

高，茎秆弹性好，抗倒伏能力较强，丰产性好。耐旱

性中等，后期不耐高温。生产利用中应注意防病。

４．８　郑麦３７９
河南省审定，目前正在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区试，

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早中茬中高肥力地

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苗半直立，冬春季抗

寒性一般，株型偏松散，穗下节长，株高适中，较抗倒

伏，穗层整齐，成穗多，丰产性和稳产性好。籽粒角

质，品质较好，品质混合样测定，籽粒容重８２０ｇ／Ｌ，

蛋白质含量１４．２％，硬度指数７１，面粉湿面筋含量

３１％，沉降值５２．７ｍＬ，吸水率６３．４％，面团稳定时

间８．２ｍｉｎ。品质达到强筋小麦品种标准。生产利

用时注意防病。

４．９　郑麦５８３
河南省审定，目前正在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区试，

河南省（南 部 稻 茬 麦 区 除 外）早 中 茬 中 高 肥 力 地 种

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苗半匍匐，冬季抗寒性

较好，分蘖力较强，成穗多；春季返青晚，起身慢，抗

倒春寒能力较强，株型偏紧凑，植株偏高，抗倒伏能

力中等。根系活力强，落黄好。穗大小均匀，结实性

好；籽粒角质，饱满度好，品质较优。品质混合样测

定，籽粒容重７９５ｇ／Ｌ，蛋白质含量１５．６％，硬度指

数６５，面粉湿面筋含量３５．２％，沉降值７３．５ｍＬ，吸

水率５９．５％，面团稳定 时 间７．６ｍｉｎ。品 质 达 到 强

筋小麦品种标准。生产利用应控制播种量，搞好水

肥调控，防止倒伏。

４．１０　焦麦２６６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早中茬中 高 肥 力 地 种 植。属 半 冬 性 多 穗 型 中 熟 品

种，幼 苗 直 立，长 势 弱，冬 季 抗 寒 性 一 般，分 蘖 力 中

等；春季返青早，起身快，抗倒春寒能力差，成穗率较

高，穗层整齐；株型松散，穗下节长，株高中等，茎秆

有弹性，较抗倒伏，根系活力好，耐后期高温，成熟落

黄好，籽粒饱满。生产利用时注意防病。

４．１１　周麦２８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中水肥地块早

中茬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苗半匍匐，苗势

壮，冬 季 抗 寒 性 较 好。分 蘖 力 较 强，分 蘖 成 穗 率 中

等，成穗数适中，穗层整齐。春季两极分化较快，抽

穗迟，抗 倒 春 寒 能 力 中 等。株 高 适 中，抗 倒 伏 能 力

强，综 合 抗 病 性 较 好，耐 后 期 高 温。区 试 平 均 穗 数

５７９万穗／ｈｍ２，穗粒数３６．１粒，千粒重４３．２ｇ。生

产利用中注意防治纹枯病和赤霉病等病害。

４．１２　百农２０７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中水肥地块早

中茬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品种，幼苗半匍匐，冬季

抗寒性中等。分蘖力较强，早春发育较快，起身拔节

早，两极分化快，耐倒春寒能力中等。穗层整齐，穗

大穗匀，区试平均穗数６０３万 穗／ｈｍ２，穗 粒 数３５．６
粒，千粒重４１．７ｇ。植株偏矮，茎秆粗，抗倒性较好。

中后期耐高 温 能 力 较 好，熟 相 好，综 合 抗 病 能 力 一

般。生产利用时注意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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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隆平麦５１８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中、高水肥地块早

中茬种植。属半冬性多穗型中早熟品种。幼苗半匍

匐，苗势壮，叶片窄长，分蘖成穗率较高，春季起身拔节

较早，两极分化快，对春季低温较敏感。后期耐高温能

力较强，灌浆快，成熟早，株高适中，株型紧凑，抗倒性

中等，综合耐病性较好。平均穗数６６０万穗／ｈｍ２，穗粒

数２７．１粒，千粒重４７．６ｇ，丰产潜力大。籽粒角质，

饱满度较好。品质混合样测定，籽粒容重７９４ｇ／Ｌ，

蛋白质含量１４．６％，硬度指数６２．５，面 粉 湿 面 筋 含

量３０．３％，沉降值４３．７ｍＬ，吸水率５４．４％，面团稳

定时 间１２．１ｍｉｎ，最 大 拉 伸 阻 力６６８ＥＵ，延 伸 性

１５４ｍｍ，拉伸面积１３３ｃｍ２。品质达到强筋小麦品

种标准。生产利用时注意控制播量，在倒春寒频发

区种植应加强春季管理，防止春季冻害。

４．１４　新麦２９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早中茬中高肥力地种植。属弱春性中熟品种，幼苗

直立，分蘖力弱，成穗率较高；春季起身拔节早，抗倒

春寒能力一般；株型偏紧凑，穗下节长，株高适中，抗

倒性一般，耐后期高温，灌浆速度快，熟相好，籽粒饱

满。生产应用时注意防病。

４．１５　豫农２１１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早中茬中高肥力地种植。属半冬性多穗型中晚熟品

种，幼苗直立，冬季抗寒性好，分蘖力强，成穗率高；

起身快，抽穗较早，抗倒春寒能力一般；株型紧凑，茎

秆有蜡质，茎秆弹性好，较抗倒伏；根系活力好，耐后

期高温，灌浆速度快，成熟落黄好，在高水肥地更能

发挥其增产优势。生产利用应注意防病。

４．１６　周麦３２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早中茬中高肥力地种植。属半冬性中晚熟多穗型强

筋品种，幼苗匍匐，叶片窄长，叶色浅绿，冬季抗寒性

一般；分蘖力强，成穗率较高，春季起身拔节快，两极

分化快，株高适中，较抗倒伏，根系活力好，耐后期高

温，成熟落黄好。籽粒角质，品质混合样测定，籽粒

容重 ８１１ｇ／Ｌ，蛋 白 质 含 量 １６．５５％，硬 度 指 数

６３．５，面粉湿面筋含量３４．８％，沉降值７７．１ｍＬ，吸

水率５９．８％，面团稳定时间１２．９ｍｉｎ。品质达到强

筋小麦品种标准。生产利用时注意防治白粉病和赤

霉病。

４．１７　中育９３０７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早中茬中高肥力地种植。属半冬性多穗型中晚熟品

种，幼苗半直立，冬季抗寒性好，分蘖力强，成穗率一

般；两极分化慢，抽穗较迟，抗倒春寒能力一般；植株

偏高，抗倒伏性一般。生产利用应注意防倒。

４．１８　兰考１９８
河南省审定，适宜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除外）

中高肥力 地 中 晚 茬 种 植。属 弱 春 性 大 穗 型 早 熟 品

种，幼苗半直立，长势壮，冬季抗寒性好，分蘖力强，

成穗率一般；春季起身发育快，抽穗早，抗倒春寒能

力一般；植株偏矮，较抗倒伏；根系活力强，耐后期高

温，灌浆速度快，成熟落黄好。生产应用时注意防治

白粉病和赤霉病。

４．１９　漯麦１８
国家审定，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南部

稻茬麦区除外）、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

高中水肥地块中晚茬种植。属弱春性中穗型中晚熟

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成穗率高，冬季抗寒性较好。

春季起身拔节早，对倒春寒较敏感。株高适中，抗倒

性中等。根系活力强，较耐高温干旱，叶功能期长，

灌浆速度快，落黄好。生产利用中应注意防倒。

４．２０　郑麦１０１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南部稻

茬麦区除外）、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

中水肥地 块 中 晚 茬 种 植。属 弱 春 性 中 早 熟 优 质 品

种，幼苗半匍匐，分蘖力强，冬季抗寒性较好，两极分

化较快，抽穗早，对春季低温较敏感。区试平均穗数

６２４万穗／ｈｍ２，穗粒数３３．５粒，千粒重４１．４ｇ。根

系活力 较 强，耐 高 温，熟 相 好，株 高 适 中，抗 倒 性 较

好。籽粒角质、饱满度较好，品质混合样测定，籽粒

容重 ７８４ｇ／Ｌ，蛋 白 质 含 量 １５．５８％，硬 度 指 数

６２．５，面粉湿面筋含量３４．６％，沉降值４０．８ｍＬ，吸

水率５５．９％，面团稳定时间７．１ｍｉｎ，最大拉伸阻力

３０５ＥＵ，延伸性１８０ｍｍ，拉伸面积７６ｃｍ２。品质达

到强筋小麦品种标准。生产利用过程中应加强春季

管理，防止春季冻害。

４．２１　洛麦２４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南部稻

茬麦区除外）、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高

中水肥地块中晚茬种植。属弱春性中早熟品种，幼

苗直立，冬季抗寒性一般，分蘖成穗率较高。两极分

化快，耐倒春寒能力一般。株高适中，抗倒性较好。

平均穗 数６９７万 穗／ｈｍ２，穗 粒 数３２．６粒，千 粒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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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ｇ。生产利 用 应 注 意 防 病，倒 春 寒 频 发 地 区 注

意加强春季管理，防止春季冻害。

４．２２　淮麦３０
国家审定，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南部稻

茬麦区除外）、安 徽 北 部、江 苏 北 部、陕 西 关 中 地 区

高、中水肥地块中晚茬种植。属弱春性中早熟品种，

幼苗半直立，分蘖成穗率高，两极分化快，抽穗较早，

对春季低温较敏感。后期耐热性好，灌浆速度较快，

株高偏高，株型紧凑，抗倒伏能力一般。赤霉病抗性

较好。区试 平 均 穗 数６５５万 穗／ｈｍ２，穗 粒 数２８．６
粒，千粒重４３．５ｇ。籽粒角质、饱满度较好。品质混

合样测定，籽粒容重７８２ｇ／Ｌ，蛋白质含量１４．６９％，

硬度 指 数６４．４，面 粉 湿 面 筋 含 量３１．４％，沉 降 值

４４．５ｍＬ，吸水率５５．４％，面团稳定时间２０．３ｍｉｎ，

最大拉伸 阻 力６６１ＥＵ，延 伸 性１６４ｍｍ，拉 伸 面 积

１３９ｃｍ２。品质达到强筋小麦 品 种 标 准。生 产 利 用

时注意防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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