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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广适抗寒小麦新品种花培 5号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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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培 5号是利用花药培养技术 ,用豫麦 18号×花 4-3杂交组合 F1 代 ,诱导出单倍体花粉

植株 ,经染色体加倍选育而成 ,属高产 、稳产 、抗寒 、抗旱 、抗病 、适应性广的优质中筋专用小麦新品

种。参加国家黄淮南片区试及生产试验产量均获第一;区试混合样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北京)连续 2年测试 ,品质指标均超过国审标准 。2006年获国家新品种权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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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麦花药培养在我国首次获得成功
[ 1]
,30多

年来 ,在培养技术及有关的细胞学 、遗传学理论方面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由于花药培养育种周期比常

规育种缩短 4 ～ 5 年 ,而且后代选择效率高 ,准确性

强 ,因此 ,花培技术被应用于小麦新品种的选育 。

1984年 ,胡道芬育成京花一号之后
[ 2]
,河南省农科

院相继选育出花培 28[ 3] 、豫麦 37 号[ 4] 、豫麦 60

号[ 5] 、花培 1号[ 6] 、花培 3 号[ 7] 等小麦新品种;2006

年花培 5号成为国内第 1个采用杂交 F1 花药培养技

术选育的国审冬小麦新品种 ,并获得新品种权保护 。

1　育种目标的确定

据农业部测算 , 我国每年小麦消费总量为

10 500万 t ,其中商品小麦 3950万 t。由于我国人

民的饮食习惯 ,方便面 、挂面 、面条 、馒头 、饺子等消

费量占小麦消费总量的 85%以上 ,占商品小麦的

68.0%。近 2 年来 ,河南省生产上种植的中筋小麦

品种面积为 235万 hm2 左右 ,因此我们认为 ,选育

优质专用中筋小麦新品种仍然是最重要的目标。根

据河南省及黄淮麦区小麦生产状况 、生态条件 ,确定

我们的育种目标:选育以中筋为主的高产 、广适 、抗

病 、抗寒 、抗旱 、专用小麦新品种。

2　选育过程

1999年配制杂交组合:豫麦 18 号×花 4-3;

2000年春季选 F1 花粉发育单核中晚期的花药接

种。诱导愈伤组织基本培养基为癸 ,附加 2 , 4-D

2.0mg/ L ,K T 0.5mg/L ,蔗糖 90 g/L ;绿苗分化培

养基采用 MS(大量元素减半)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K T 1.0mg/ L , NAA 0.5mg/ L , REA 1.0mg/L ,蔗

糖 30 g/L ;壮苗培养基以 MS(大量元素减半)为基

本培养基 ,附加 KT 1.0mg/L ,多效唑 3.0mg/ L ,蔗

糖 80 g/ L。花药按无菌操作程序接种 、培养 、诱导出

愈伤组织 ,当愈伤组织长到一定大小时 ,转入分化培

养基 ,诱导出的绿苗转到壮苗培养基上 ,放入冰箱越

夏至 10月底移栽大田 。2001年 3 月初秋水仙碱处

理花粉植株进行染色体加倍 。共接种豫麦 18×花 4

-3杂交组合 F1 花药 5 080 枚 ,转愈伤组织 1 189

块 ,诱导绿苗 469丛 ,移栽后经染色体加倍 ,H 1 代收

获 252个植株。H2 代分单株种植株系 ,按育种目标

要求 ,进行选择 、鉴定;H3 代进入产量比较试验;

2003年参加国家黄淮南片春水组预备试验 ,2004—

2006年参加国家黄淮南片春水组区域试验 、生产试

验 ,2006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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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特性

3.1　高产 、稳产 、适应性广

2004-2005年度参加国家黄淮春水组区试 , 14

点汇总 14点增产 ,平均产量 7 818.3 kg/hm
2
,最高

产量 9 308.25 kg/hm2 , 比对照豫麦 18 -64 增产

16%,达极显著水平 ,居 10 个参试品种的第 1位;

2005-2006年度参加国家黄淮春水组区试 ,16点汇

总 14点增产 ,平均产量 7 927.5 kg/hm2 ,比对照豫

麦 18-64 增产 5.66%,达极显著水平[ 8] 。2005-

2006年参加国家黄淮生产试验春水组 , 14 点汇总

12点增产 , 平均产量 7 207.5 kg/hm 2 ,比对照豫麦

18-64增产 7.52%,居春水组第 1位。河南 、安徽 、

江苏 、山东 、陕西五省汇总全部增产 。

　　据对 2年区试参试品种的稳定性(产量均值-

变异系数)和适应度分析(表 1),花培 5 号均值变异

系数均较小 ,同时 2年产量均值均较大 ,说明花培 5

号在不同环境下变化小 ,稳定性好 ,并且生产试验五

省区均增产 ,表明该品种广适性好 。

表 1　区试品种稳定性和适应度

年度
平均产量

(kg/ hm2)
均值变异系数

(%)
适应度

(%)

2004-2005 7818.3 10.93 100.0

2005-2006 7927.5 9.43 75.0

　　花培 5号穗层厚 ,穗数多 ,穗色黄 ,不育小穗数

少 ,结实性较好。2005 年区试 14点平均成穗 705

万/hm2 左右 ,穗粒数 29.3 粒上下 ,千粒重 39.3 g

左右;2006年区试 16点平均成穗 6 70.5万/hm 2 左

右 ,穗粒数 30.4粒上下 ,千粒重 41.3 g 左右。

3.2　抗寒能力强

花培5号不仅具备了耐迟播 、后期发育快的弱春

性特点 ,而且抗寒性好。在 2004年冬季-16℃的低温

条件下 ,许多品种遭遇严重冻害 ,但花培 5号在黄淮

五省区所有区试点均表现出很好的抗寒性。2007

年 3月初 ,一场罕见的倒春寒使经历了暖冬的部分

品种遭遇大面积冻害 ,但花培 5 号在河南 、安徽 、江

苏的大面积示范田生长发育正常 ,没有发生冻害。

3.3　综合抗病性好

2004-2005 年度国家冬小麦区域试验品种抗

病性接种鉴定结果:该品种高抗条锈病 、赤霉病 、秆

锈病 、中抗纹枯病。大田生产基本不发病 ,这就为高

产稳产及规模化种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3.4　品质优 、籽粒商品性好

籽粒卵圆形 ,半硬质 ,饱满度较好 ,千粒重稳定 ,

黑胚率低 ,容重高 ,光泽润亮 ,商品外观好 。区试混

合样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连

续 2年测试 ,中筋品质优良(表 2)。

表 2　花培 5 号区试混合样品质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2004-2005 2005-2006 国审标准

容重(g/ L) 814 806 770

粗蛋白(干基)(%) 14.38 14.49 13.00

湿面筋(%) 31.5 32.3 28.0

沉降值(mL) 29.8 30.7 -

吸水率(%) 57.0 56.8 56.0

形成时间(min) 3.2 - -

稳定时间(min) 3.5 3.6 3.0

拉伸面积(cm2) 52 54 40

延伸性(mm) 159 161 -

　　经中国农业大学对磨粉品质 、面条品质测试:该

品种面条评分 85分 ,在同批测试的国内知名品种中

名列前茅 ,比其他品种高出 5分以上 ,是一个优秀的

面条 、馒头专用品种。

3.5　其他优良特性

该品种茎秆较细 ,叶片较小 ,长相清秀 ,根系活

力强 ,叶片功能期长 ,耐后期高温 ,落黄特好 ,具有较

好的抗旱 、抗干热风能力。

由于花培5号是单倍体加倍后的纯系 ,因此 ,具

有纯度高 、一致性好 、繁种容易 、种性不易退化的

特点。

4　适宜种植区域

花培 5号是一高产 、稳产 、广适性品种 ,适于黄

淮南部麦区中的河南 、安徽省北部 、江苏省北部 、陕

西省关中地区 、山东省菏泽地区中高产水肥地中晚

茬种植 。

5　小结

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 ,河南省春季倒春寒发生

频率较高 ,中期易干旱 ,干热风危害较重。弱春性品

种具有后期生长发育快 、成熟早 ,在一定程度上躲避

干热风的优势 ,因此 ,近年来弱春性品种逐渐占到了

主导地位 ,河南省 2004-2006年审定的小麦品种

中 ,弱春性品种占 1/2。然而弱春性品种的主要缺

陷是抗寒性较差 ,而黄淮地区冬春季冷空气较频繁 ,

冻害成为小麦生产常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严

重时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 ,比如 2004年冬季低

温和 2007年的倒春寒 ,致使许多品种都遭遇到严重

冻害。因此 ,在生产中需要抗寒性好的弱春性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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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新品种郑青贮 1号特征特性及
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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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青贮 1号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青贮玉米新品种 。该品种具有产量

高 ,品质好 ,抗性强 ,适宜种植地区广等特性 ,且易于管理 ,青贮饲料制作技术简单 ,成本低 ,是一个

优良的青贮玉米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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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青贮 1号是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培育的青贮玉米新品种 ,2004-2005年参加国

家青贮玉米区域试验 , 2006 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

编号:国审玉 2006055),该品种的育成填补了河南

省专用青贮玉米的空白。

1　产量表现

2004年在国家青贮玉米区域试验中 ,平均生物

产量(干重)19 366.5 kg/hm2 , 比对 照种增 产

8.87%,差异极显著 ,居试验第 4位 。27个试点 22

点增产 5点减产 。籽粒产量 8 965.5 kg/hm2 。在东

北华北 、黄淮海 、西北 、南方 4个生态区生物产量(干

重)分别为 19 080.0 kg/hm2 , 19 939.5 kg/hm2 ,

21 874.5 kg/hm
2
, 17 127.0kg/hm

2
,分别较对照增

产 6.61%, 11.56%, 5.39%, 13.60%, 分别居第 8

位 、2位 、8位 、2位。

2005年在国家青贮玉米区域试验中 ,平均生物

产量 (干重)19 165.5kg/hm
2
, 比对照 种增产

10.25%,差异极显著 ,居试验第 7位 。29个试点 ,22

点增产 7点减产。在东北华北 、黄淮海 、西北 、南方 4

个生态区生物产量(干重)分别为 18 408.0 kg/hm
2
,

19360.5 kg/hm2 ,27 600.0kg/hm2 ,14670.0 kg/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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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育种家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在育种实践中观

察到 ,准确掌握播种期 ,弱春性品种基本可以避免冬

季冻害 ,但春季多数品种由于发育快 、返青起身快 、

拔节早 ,容易遭遇倒春寒使之发生冻害 ,所以在弱春

性品种的选育中 ,应该选择春季起身慢 、拔节晚而后

期发育快 ,灌浆速度快的品种 。花培 5号在 2004年

冬季 -16℃低温和 2007 年的倒春寒条件下没有发

生冻害 ,即得益于准确掌握播期和品种春季起身慢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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