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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审周麦 16号是周口市农科所以超高产 、优质 、多抗为主要育种目标 ,采用阶梯改良的

技术路线 ,经三轮杂交聚合诸多亲本的优异性状选育而成的超高产 、多抗 、广适小麦新品种 。

经国家 、省区试和生产试验 3年 4组 72 点(次)试验 ,平均产量 7 525.5 kg/hm2 ,最高 10 692

kg/hm2 ,平均比对照增产 6.1%。2002年和 2003年分别通过河南省和国家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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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审周麦 16 号系周口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

成。2002年 8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2003年 9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 ,同年获得国家新品种权保护。

1　选育经过

1.1　育种目标和技术路线

根据河南省及黄淮南片小麦生产 、生态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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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实际情况 ,确立了“超高产 、优质 、多抗 、适应

性广”的育种目标 。在超高产方面 , 要求具有

10 000 kg/hm2 的产量潜力 ,实现超高产的主攻

目标是多穗兼大穗 ,在每公顷 570万穗以上的基

础上 ,争取较大穗型 ,通过对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协

调改良 ,提高穗粒重 。增加穗粒数以提高小穗粒

数为主 ,兼顾结实小穗数的增加。千粒重要求 45

～ 50 g ,同时要求粒大 、粒饱 、粒匀 ,黑胚率低 ,商

品外观好。在品质方面 ,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和兼

顾其他品质指标的筛选 ,品质达国标中筋粉以上

标准 。在抗病性方面 ,要求中至高抗条锈病 、叶锈

病 、白粉病 、叶枯病 、纹枯病等小麦主要病害 ,要求

耐冬冻 ,抗春寒 ,苗势壮 ,分蘖集中且成穗率要高。

特别注意抗倒性的选择 ,矮秆(70 ～ 80 cm),秆质

要好。在株叶型方面要求叶片上冲 ,光能利用率

高。在生理方面 ,要求抗旱 、耐渍 ,叶片功能期长 ,

根系活力强 ,源 、库 、流协调 ,灌浆持续期长 ,落黄

好 ,熟相好 。

1.2　远缘阶梯杂交创造中间亲本

针对育种目标 ,采取阶梯杂交改良的技术路

线 ,并采用本地品种与外国优质品种杂交组配的

模式。第 1轮杂交(1978年),选用具有远缘背景

的小黑麦广麦 74为母本 ,本地丰产品种练丰 1号

与山前麦的杂交一代为父本 ,再对复交杂种一代

进行辐射处理(Co60 , 7.74C/kg),经连续选择育成

矮秆大穗的中间品系周 78A;第 2 轮杂交以周

78A(春)为母本 ,安徽农业大学育成的大穗 、大

粒 、落黄好 、丰产的安农 7959(安农 1号)为父本

杂交 ,经就地夏繁加代和定向选择 ,于 1988年育

成周 8425(A 、B),该品系矮秆 70 cm 、抗倒力强 ,

高抗三锈 、白粉病等主要病害 ,大穗大粒 ,不早衰 ,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中间亲本材料。

1.3　优缺点互补 ,巧用亲本改良提高

周麦 16号的母本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的矮秆 、多穗 、灌奖快 、高产 、广适性好的豫麦

21号 ,针对其抗病性不足 、穗子偏小的问题 ,选用

矮秆 、抗倒 、大穗 、大粒 、抗病 、灌浆速度慢的自创

小黑麦后代周 8425B作父本 ,于 1991年配制杂交

组合 ,后代经连续 8年的定向选择 , 1998年选育

定型 ,系谱号为 91177-4-5 -3 -3 -24-1。

2000 ～ 2002年参加河南省超高产区域试验和生

产试验 ,2002年通过河南省审定 。2001 ～ 2003年

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区试 、生产试验 , 2003年通过

国家审定 。

附图　国审周麦 16号系谱图

2　产量表现

2.1　新品系产量比较试验

1998 ～ 1999年参加本所品比试验 ,较对照豫

麦 21 号增产 32.62%。由于该年度大部分品种

发生倒伏 ,且病害发生较重 ,豫麦 21号也发生了

较重的倒伏 ,所以试验中较对照增产幅度较大。

由此说明 ,周麦 16号不仅较对照增产潜力大 ,而

且抗倒性强 ,抗灾 、稳产性更好 。1999 ～ 2000年

产量为 8 002.5 kg/hm2 ,比对照豫麦 21 号增产

7.7%,居 22个参试品种第 2位。

2.2　河南省超高产区域试验

2000 ～ 2001年参加河南省超高产区试 ,10点

汇总 8点增产 ,平均产量为 9 538.5 kg/hm 2 ,其中

2处超过 10 500 kg/hm2 ,比对照豫麦 49号增产

3.69%,居 12个参试品种第 2 位。2001 ～ 2002

年(受灾年型)在省超高产区试中 , 9点汇总 8点

增产 ,平均产量 8 430 kg/hm
2
,比对照豫麦 49号

增产9.36%,极显著 ,居 13个参试品种第 2位。

周麦 16号在省超高产区试中 ,2 年 19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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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平均产量为 8 985 kg/hm2 ,较对照平均增产

6.53%。

2.3　河南省生产试验

周麦 16号在 2001 ～ 2002年度参加省生产试

验 ,9 点汇总 8 点增产 ,平均产量为 6 880.5 kg/

hm
2
,比对照豫麦 49 号增产 8.95%,居 6个参试

品种的首位 。其中 3个点均居第 1位 ,平均产量

为 7 566 kg/hm 2 ,比对照豫麦 49号增产 13.6%。

2.4　国家黄淮南片区试及生产试验

2001 ～ 2002 年度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冬水组

区试 , 18点汇总 , 16点增产 ,平均产量为 7 091.7

kg/hm2 ,比对照豫麦 49号增产 8.63%,达极显著

水平 ,居 13个品种第 2位。豫 、苏 、皖 、陕四省分

别统计均表现增产 ,特别是在陕西省(3 点)平均

增产率为 14.81%,居第 1位 ,在河南省(7点)平

均增产率 8.86%,居第 1位 ,在江苏省(4点)平均

增产率 8.44%,居第 3位。

2002 ～ 2003年度国家黄淮南片冬水组区试 ,

17点汇总 , 11 点增产 ,平均产量为 7 075.9 kg/

hm
2
,比对照豫麦 49 号增产 3.1%,豫 、苏 、皖 、陕

4个省分别统计也均表现增产。

2002 ～ 2003 年度国家黄淮南片生产试验 , 9

点汇总 ,平均产量为 6 951.0 kg/hm2 ,比对照豫

麦 49号增产 2.93%,其中江苏 、河南增产幅度为

5.61%～ 5.98%,安徽增产 3.05%,陕西稍减产 ,

居 6个参试品种第 3位 。周麦 13号参加国家黄

淮南片 2 年 3 组 44 点(次)试验 , 平均产量为

7 029.35 kg/hm2 , 比对照豫 49 号平均增产

4.9%。

综合周麦 16号在国家 、省区试及生产试验 3

年 4 组 72 点(次)试验 , 平均产量 7 525.5 kg/

hm2 ,比对照豫麦 49号平均增产 6.1%,这表明周

麦 16号不仅丰产性好 ,较对照增产幅度较大 ,而

且稳产 、广适 、抗逆性较强 ,在丰年较对照稳定增

产 ,在灾情年份(2001 、2002年)增产幅度较大。

3　抗病性鉴定及品质测定结果

3.1　抗病性鉴定结果

经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 1999 ～ 2002年在郑

州 、温县 、洛阳 、漯河 、内乡五点成株期综合抗病性

鉴定和苗期接种鉴定 ,周麦 16号表现中抗条锈病

(2)、白粉病(2)、叶枯病(10/15),中感叶锈病(3)、

纹枯病(3)。

根据 2001 ～ 2003年连续 2年区试指定抗病

性鉴定单位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和区试单位分别进

行田间成株期人工接种鉴定和区试田间记载 ,周

麦16号高抗条锈病(抗条中 29 , 31 , 32),中感纹

枯病 、叶锈病(慢锈类型),重感赤霉病。

3.2　品质测定结果

2002 、2003年两年国家黄淮南片区试及生产

试验主持单位抽混合样在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测试 ,周麦 16号容重 774 ～ 780 g/L ,

蛋白质含量 14.05%～ 15.27%, 湿面筋含量

30.8%～ 35.8%,沉淀值 25.5 ～ 30.0 ml ,吸水率

62.07%,稳定时间 2.1 ～ 4.5 min ,品质达中筋麦

标准 。

4　特征特性

半冬性 ,苗壮 ,抗冬 、春寒害能力强 。矮秆(株

高 75 cm 左右),抗倒性强。株形好 ,叶片上冲 ,透

光性好。生长稳健 ,分蘖力中等 ,成穗率较高 。穗

大穗粗 ,粒多粒饱 ,千粒重高 ,产量三要素协调(一

般成穗 570 ～ 600 万/hm
2
,穗粒数 35粒 ,千粒重

47 ～ 54 g)。属超高产类型 ,具有 9 000 ～ 10 500

kg/hm2 左右的产量潜力 。白粒 ,半角质 ,品质较

好 ,面条评分≥82分 ,适合加工馒头 、面条 。综合

抗性好 ,耐湿性强 ,抗干热风 ,中抗条锈病 、白粉

病 、叶枯病 , 感纹枯病 、叶锈病。中熟 , 生育期

231 d ,落黄好 ,熟相佳。

5　适宜地区及栽培要点

适宜于河南中北部及黄淮南片早中茬 、高中

肥地种植。适宜播期 10 月 5 ～ 20 日 ,适宜播量

90 ～ 150 kg/hm2 。施足底肥 , N 、P 、K 配合;拔节

期追肥 105 ～ 150 kg/hm2 。注意防治纹枯病 、叶

锈病 、赤霉病 、蚜虫等主要病虫害。最高群体应控

制在 1 200万/hm
2
以下 ,成穗数不宜超过 615万

/hm2 ,以发挥其大穗大粒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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