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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洛旱 6号是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采用水旱协调选择混合法选育而成的半冬性 、抗旱节水 、

高产稳产 、综合抗性好的旱地小麦新品种。2004年以来 ,先后参加了河南省旱地小麦区域试验和

生产试验 、黄淮冬麦区旱地组小麦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连续 3年 ,该品种在各级多点试验 、示范中

连续夺魁 ,取得了 5 个第一的优异成绩 。该品种一般产量为 6 000 ～ 6 750 kg /hm2 ,最高可达

8250 kg /hm
2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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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旱 6号是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最新选育而

成的半冬性 、抗旱节水 、高产稳产 、综合抗性好的旱

地小麦新品种。2006年通过国家和河南省审定 ,审

定编号分别为:国审麦 2006 、豫审麦 2006024 。同时

该品种已经申请品种权保护 ,申请号:20040329. X ,

公告号:CNA001768E 。

1　育种目标的确定

黄淮麦区是我国的主产麦区 ,对我国的粮食安

全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区有约 266. 67万 hm 2 耕地

处于半湿润易旱区 ,完全是雨养性农业 。近年来 ,随

着水资源的逐渐短缺 ,干旱程度的日益加剧 ,旱地小

麦的丰歉是左右该区小麦总产能否稳定提高的重要

因素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晋麦 33 、晋麦 47 、

洛旱 2号等一批旱地小麦品种的相继育成 ,使河南

省旱地小麦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随着近

年来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产上迫切需要抗旱丰

产 ,产量潜力大 ,旱年能稳产 ,丰水年能高产的品种 ,

经过对近 10年来育成品种的动态分析 ,提出了该阶

段育种目标为一般每公顷产量 6 000 kg ,具有 6750

～ 7 500 kg /hm
2
的高产潜力 ,能很好适应干旱或多

雨等不同气候年份 、不同的旱作生态区域和适应

2250 ～ 6 750 kg /hm2 产量跨度的产量水平 ,同时具

有抗旱 、抗寒 、抗病 、抗倒 、抗干热风 、半冬性 、成熟

早 、落黄好 、高产稳产 、品质优 、适应性广等性能 。

2　选育经过

根据育种目标 ,运用创新的“水旱协调选择混合

法”育种方法进行选育 。该方法的核心内容是:组配

方法采用水旱杂交 ,早代(F1 ～ F 4)水旱交叉选择混

合 ,稳定品系采用水旱平行 、异地多点鉴定和抗旱性

鉴定同时进行的鉴定方法 。1997年以半冬性 、丰产

稳产 、适应性广的高产小麦品种豫麦 49号为母本 ,

以抗旱 、丰产 、根系活力强 、穗大粒大 、灌浆快的旱地

小麦品种山农 45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 ,组合编号为

9769。1997年秋播 , 将当年收获的籽粒种于旱地

(即 F 1), 1998年该组合表现出了较强的杂种优势 ,

繁茂度好 ,长势旺 ,分蘖力强 ,成穗率高 ,穗大 ,结实

性好 ,根系活力好 ,茎叶功能强 ,抗旱性好 ,落色黄

亮 ,抗病性强 ,综合性状优 ,田间被定为重点组合 ,当

年种子全部收获 ,收获后室内考种 ,该组合籽粒较

大 ,千粒重较高 ,高达 50 g 。1998 ～ 1999年度将 F2

种子全部在高水肥育种田稀播种植 ,行距 28. 5 cm ,

株距 16 ～ 17cm ,使每个单株充分发挥其高产丰产

潜力 ,经田间观察 ,该组合分离范围广 ,优良株率高 ,

因此 ,对其进行重点选择 ,从中选择综合性状优异 ,

抗病性好 ,穗大的单株 128株 ,收获时 ,从中选单株

中每株取 1 ～ 2穗脱粒混合。1999 ～ 2000年度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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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 F3 籽粒混合按 F 2种植方式稀播种植于旱地育

种田(F3),在干旱条件下对其抗旱性和丰产性进行

选择 。该年度该组合田间长势非常好 ,表现出了冬

季抗寒性强 ,春季起身快 ,返青早 ,且抽穗较早 ,单株

分蘖力强 , 成穗率高 ,穗大 , 结实性好 , 株高 75 ～

85 cm 等特性 ,所以该年度对本组合又进行了一次

重点选择 ,该年度共中选单株 108株 ,为了加快育种

进程 ,收获时不再收获单穗 ,以单株为单位收获 。

2000 ～ 2001年度将收获的单株每株上取 1 ～ 2穗脱

粒混合播种于高水肥育种田即 F 4(播种方法同 F2),

剩余种子进行单株脱粒 ,在干旱条件下进行株系鉴

定 ,每株 3 行 ,耧播 ,行距 23. 3 cm ,株距 3. 3 cm ,行

长 2m 。该年度在高水肥地进行单株选择的同时 ,

主要是对旱地种植的 108个株系进行了详细的鉴

定 ,淘汰了较差的株系 ,优异株系全部收获并测产 ,

其中第 4 , 9 , 16 , 26 , 29 ,45 ,67 ,96株系表现较优 ,产

量较高 ,对株系测产 ,其产量达 6 750kg /hm2 以上 ,

并且田间长势一致 ,同时在高水肥地新选择优异单

株 60个 。2001 ～ 2002年度将收获的株系在干旱条

件下进行新品系鉴定试验 ,其中第 45株表现优异 ,

产量6 792kg /hm 2 ,比对照种豫麦2号增产 11. 9%,

居试验第 1位 。2002 ～ 2003 年度参加本院的产量

比较试验(水地 、旱地平行鉴定)、孟津丘陵旱薄地鉴

定及干旱棚全生育期抗旱性鉴定 ,同时参加河南省

旱地小麦预备试验 ,该株系综合表现较突出 ,定名为

洛旱 6号。2003 ～ 2004 年度参加河南省旱地小麦

区域试验 ,2004 ～ 2005年度参加河南省旱地小麦及

黄淮冬麦区旱地小麦区域试验 , 2005 ～ 2006 年度参

加黄淮冬麦区旱地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和

河南省旱地小麦生产试验。选育过程见图 1 。

　1997　　　　　　　　　　 豫麦 49 号×山农 45

　　　　　　　　　　　　　　　　　　↓

1997 ～ 1998　　　　　　　　　　　　　F 1(干旱环境)

　　　　　　　　　　　　　　　　　　↓

1998 ～ 1999　　　　　　　　　　　　　F 2(灌溉环境)中选 128株混合

　　　　　　　　　　　　　　　　　　↓

1999 ～ 2000　　　　　　　　　　　　　F 3(干旱环境)中选 108株

　　　　　　　　　　　　　　　　　　↓

2000 ～ 2001　　　　　　　　　　　　　F 4(灌溉环境)、株系鉴定(干旱环境)

　　　　　　　　　　　　　　　　　　↓

2001 ～ 2003　　鉴定试验(水 、旱平行 、异地多点 、抗旱性)、省预备试验。定名洛旱 6 号

　　　　　　　　　　　　　　　　　　↓

2003 ～ 2004　　　　　　　　　　河南省旱地区试

　　　　　　　　　　　　　　　　　　↓

2004 ～ 2005　　　　　　河南省旱地及黄淮冬麦区旱地区试

　　　　　　　　　　　　　　　　　　↓

2005 ～ 2006　　　黄淮冬麦区旱地区试及生产试验和河南省旱地生产试验

图 1　洛旱 6 号选育过程

3　选育特点

3. 1　采用水旱杂交组配模式

洛旱 6号的母本是 20世纪 90年代末期在生产

上大面积推广的水地主导品种豫麦 49号 ,该品种具

有抗倒 、高产稳产 ,抗寒性好 ,分蘖成穗率高 ,适应性

广等优点 ,不足之处是株型过于紧凑 ,抗病性差 ,抗

旱性差;父本山农 45具有高产稳产 ,抗旱性强 ,耐瘠

性强 ,大穗 ,结实性好 ,抗病性好等优点 ,缺点是株高

较高 ,不抗倒伏 。这 2个亲本的组配 ,第一 ,符合亲

本优点多 、缺点少而突出的原则;第二 ,这 2个亲本

的目标性状互补;第三 ,母本是河南省推广的主导品

种 ,父本是山东省的品种 ,具有地理上的距离和生态

类型的差别 。以上三点赋予了该组合的超强优势 ,

所以育出的洛旱 6号聚合了 2个主导品种的优良基

因 ,使高产 、稳产 、抗病 、抗倒 、抗旱 、抗寒 、抗干热风

等优良基因在较高层次上得到重组 ,从而使洛旱 6

号实现了抗旱性与丰产性的有机统一 ,具有较好的

丰 产 稳 产 性 和 广 泛 的 适 应 性。 系 谱 图 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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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洛旱 6 号系谱

3. 2　育种早代(F 1 —F 4)轮流在水旱环境下进行选

择 ,确保了选择效果

洛旱 6号的选择是根据生态育种学原理 ,F1 首

先在干旱条件下种植 ,对抗旱性和丰产性进行第 1

次选择 ,然后在良好肥水条件下选择具有高产潜力

的材料(F 2 ,F 4),主要是筛选丰产潜力和抗病性;F 3

在干旱地区条件下进一步鉴定选择 ,主要是选择抗

旱性 、结实性和后期抗干热风能力 。这样反复在水

旱地上交叉种植和选择 ,从而使选育目标和选择的

基因型更加一致 ,使中选单株的丰产性和抗旱性实

现了有机结合。

3. 3　育成品系水旱平行鉴定 、多点鉴定和抗旱性鉴

定同时进行 ,进一步提高了品种的适应性

为了适应旱作区生态区域的多样性 、年际间降

雨量的悬殊差异和产量水平的不一致性 ,我们把洛

旱 6号同时进行了旱肥地环境 、高水肥环境 、旱薄地

环境和全生育期干旱胁迫的抗旱性鉴定试验 ,使该

品种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其产量特性 ,实现了自然

选择 、人工选择和定向培育的有机结合 。

4　产量表现

洛旱 6 号从 2003年以来连续参加了省级和国

家级各级试验 ,经过多年多点试验 ,表现出很好的适

应性和高产性能(表 1)。

4. 1　初级试验

2002 ～ 2003年参加了本院产量比较试验(水旱

平行),抗旱性鉴定试验和河南省旱地小麦预试。其

中 ,产量比较试验 , 旱地 , 洛旱 6 号平均产量

6045 kg /hm
2
,比对照豫麦 2号增产 14. 3%,高水肥

地平均产量 7207. 5kg /hm2 , 比豫麦 2 号增产

2. 3%;河南省旱地小麦预试结果 , 其平均产量

4 845 kg /hm
2
,比对照豫麦2号增产4. 8 %,居试验

表 1　洛旱 6 号历年参加各级试验产量结果

试验组别 年度
产量

(kg /h m2)
比 ck±
(%)

位次

河南省旱地区试 2003～ 2004 5 889 8. 98 1

2004～ 2005 5 382 8. 32 1

河南省旱地组生产试验 2005～ 2006 5 214. 3 11. 24 1

黄淮旱地组区试 2004～ 2005 5 883. 0 4. 4 4

2005～ 2006 6 277. 5 9. 8 1

黄淮旱地组生产试验 2005～ 2006 5 940 7. 6 1

首位;抗旱性鉴定结果 ,其抗旱指数为 1. 0864 ,抗旱

级别 3级 ,抗旱性中等 。

4. 2　区域试验

4. 2. 1　河南省旱地小麦区域试验　2003 ～ 2004年

度 ,参加河南省旱地小麦区域试验 , 10 点汇总 9点

增产 , 1 点减产 , 平均产量 5 889 kg /hm2 , 比对照种

增产 8. 98 %,达极显著水平 ,居试验第 1位;2004 ～

2005年度 10点汇总 , 10点增产 ,平均产量5 382kg /

hm2 ,较对照增产 8. 32%,达极显著水平 ,居试验第

1位。

4. 2. 2 　黄淮冬麦区旱地小麦区域试验 　2004 ～

2005年度 14点汇总 , 11点增产 、3 点减产 ,平均产

量 5 883 kg /hm2 ,比对照种增产 4. 4%,增产不显著 ,

居 14个参试品种第 4位 。2005 ～ 2006年度国家黄

淮旱地小麦区试结果:12点汇总 ,点点增产 ,平均

产量 6277. 5 kg /hm
2
,比对照增产 9. 8%,达极显著

水平 ,居 12个参试品种第 1位。

4. 3　生产试验和示范

4. 3. 1　河南省旱地小麦生产试验　2005 ～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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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参加河南省旱地小麦生产试验 , 6 点汇总 ,6 点增

产 ,平均产量5 214. 3 kg /hm
2
,比对照增产11. 24%,

居 4个参试品种第 1位。

4. 3. 2　黄淮冬麦区旱地组生产试验　2005 ～ 2006

年度参加黄淮冬麦区旱地小麦生产试验 , 8点汇总 ,

8点增产 , 平均产量 5 940 kg /hm
2
,比对照种增产

7. 6%,居试验第 1位 。

4. 4　大区示范

2005 ～ 2006年度在洛阳 、三门峡等部分地区示

范种植 ,其中 ,在洛阳韩城沙沟村种植的 66. 7 hm
2

洛旱 6号现场测产 ,产量高达 8 537. 4 kg /hm 2 。专

家组一致认为 ,该品种实现了抗旱与丰产的完美结

合 ,且产量三要素搭配合理 ,穗大粒大 ,解决了旱地

小麦穗小 、穗粒数少的问题 ,集多抗广适于一身 ,是

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旱地小麦新品种 。

5　特征特性

5. 1　主要特征

洛旱 6号属半冬性大穗型中早熟品种 ,全生育

期 239 d ,与对照品种洛旱 2号熟期相同 。幼苗半匍

匐 、苗长势壮 ,抗寒性较强 ,起身拔节快 ,抽穗早 ,分

蘖力中等 ,大分蘖多 ,成穗率较高 ,株型半紧凑 ,有蜡

质 ,叶色深绿 ,旗叶宽大上举 ,茎秆粗壮 ,弹性好 ,株

高 85 cm 左右 ,抗倒伏;穗层整齐 ,穗长方形 ,大穗大

粒 ,成熟落黄好 ,长芒 ,白壳 ,白粒 ,椭圆形 ,腹沟浅 ,

容重高达 805 g /L ,角质 ,千粒重高 ,成产三因素为:

每公顷穗数 480 ～ 525万 ,穗粒数 33粒左右 ,千粒重

45 g 左右 。护颖白色 ,无茸毛 ,椭圆形 ,肩斜嘴锐 ,脊

部明显。

5. 2　主要特性

5. 2. 1 　高产稳产 、适应性广　洛旱 6号从 2002 年

参加各级试验以来 ,丰产性突出 ,从河南省区试 、生

产试验到国家区试及生产试验 , 4 年来 65 个点次

中 ,增产点次达 59个 ,增产点率达 91%,稳定性 、适

应性好。以 2006年国家黄淮旱肥地区试结果为例 ,

该年度静态稳定性分析结果:其变异系数为 8.

26%,值最小 ,同时其产量均值最大为 6277. 47 kg /

hm
2
,居试验首位 ,属丰产稳产性品种;动态稳定性

分析中 ,其 shukla 变异系数为 2. 8151%,在参试的

10个品种中最小 ,平均动态稳定性较好 , 适应度

100%,说明该品种具有较强的广适性 。

5. 2. 2　抗旱性较好　国家黄淮区试抗旱性鉴定结

果 ,2004 ～ 2005年度抗旱指数 0. 9143 ,抗旱性达 3

级 ,抗旱性中等;2005 ～ 2006年度抗旱指数 1. 0750 ,

抗旱性达 3级 ,抗旱性中等 。

5. 2. 3　综合抗性好　2004 ～ 2005 年度抗病性鉴定

结果:中抗白粉病 ,慢条锈病 ,中感至高感叶锈病和

秆锈病;2005 ～ 2006年度抗病性鉴定结果:慢叶锈

病 ,感条锈病和白粉病 ,中感秆锈病。

5. 2. 4 　品质优良　2004 ～ 2005 年度品质分析结

果:容重 805 g /L ,蛋白质含量 13. 99%,湿面筋含量

31. 4%,沉降值 26. 8 mL ,吸水率 61. 1%,形成时间

2. 4min ,稳定时间 1. 8 min ,最大抗延阻力(E. U. )

142 ,拉伸面积 34 cm2 。2005 ～ 2006年度品质分析

结果:容重 770 g /L ,蛋白质含量 12. 97%,湿面筋含

量 30. 1%,沉降值 26. 5m L ,吸水率 58. 2 %,稳定时

间 2. 4 min , 最大抗延阻力(E. U)135 , 拉伸面积

28 cm2 。

6　适宜区域及栽培技术要点

洛旱 6号适宜黄淮旱作麦区种植 。

6. 1　播期

该品种的适播期较长 ,一般从 9月 28日 ～ 10月

25日均可播种 ,最适宜播期为 10月 5日～ 15日。

6. 2　播量

适时播种 ,最佳播量每公顷 150 ～ 180kg ,晚播

可适当加大播量。

6. 3　施肥方法

可采用一炮轰的方法 ,有机肥和化肥配合使用 ,

一次深耕掩底。施肥可按稳氮增磷补钾的原则 ,重

点增施粗肥和磷钾肥 ,每公顷施纯氮 135 kg ,纯磷

90 kg ,纯钾 90 kg 。

6. 4　防治病虫

重点防治蚜虫。防治时间分 2 个阶段:第 1阶

段 ,小麦播种前要进行晒种和药剂拌种 ,拌种药剂可

采用 1605 、乐斯本等长效农药 ,主要防治地下害虫

和苗期蚜虫 ,预防黄矮病;第 2 阶段 ,小麦拔节孕穗

期要进行一喷三防 ,可用氧化乐果 、粉锈宁和磷酸二

氢钾混合喷施 ,重点防治穗蚜 、锈病和干热风危害。

要注意适时收获 ,防止遇雨发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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