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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播早熟小麦新品种太学６号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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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学６号是洛阳市太学农作物研究所利用豫麦４９×豫麦６３，经系谱法选育而成的晚播、早
熟、高产、广适小麦新品种。该品种结合了双亲的优良基因，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在河南省南部区试中
２ａ分别较对照豫麦１８－９９增产４．９１％和６．６％。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生产试验中比对照偃展４１１０
增产１０．２％，居参试品种第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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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作为河南省的第一大粮食作物，其单产和

总产均居全国第１位，河南省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
对我国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河南省气候属内陆北

温带向南亚热带过渡性季风气候［１］，适宜种植的小

麦品种 类 型 既 有 半 冬 性 类 型，也 有 弱 春 性 早 熟 类

型［２］。小麦品种选育虽然是以半冬性为主，但 也 不

可忽视弱春性类型的品种。
太学６号 是 洛 阳 市 太 学 农 作 物 研 究 所 用 豫 麦

４９×豫麦６３，经 系 谱 法 选 育 而 成。于２０１１年 通 过

河南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号为豫

审（麦）２０１１０２８。该品种在多年多点区试和生产试

验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

１　选育经过及系谱

１．１　选育目标及经过

２０００年用豫麦４９作母本与父本豫麦６３杂交，

组合代 号２０（０６）。由 于 该 组 合 Ｆ１ 表 现 优 势 强，

２００２年Ｆ２ 代加大群体点播，仍表现分离广泛，弱春

早熟性突出，株高适中，分蘖成穗多，当年中选单株

３８株，通过 室 内 考 种 选 留２１株。２００３年 播 种Ｆ３，
通过田间观察鉴定和室内考种，２００４年选留８个株

系，每系种３～６株，通过田间对各株系丰产性、早熟

性、单株成穗、穗 粒 数 和 千 粒 重 等 性 状 综 合 考 察 分

析，注重穗部性状及结实率的选择，选出长势清秀、
成穗多、产量高的株系。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单株

优化提优，选出叶片功能期长、早熟落黄好的类型，
同时参加本 所 产 量 比 较 试 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参 加

了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１．２　亲本分析及系谱
母本豫麦４９为半冬性中熟品种［３］，苗期生长健

壮，耐寒性好，分蘖成穗率高，株型紧凑，半矮秆，穗

层整齐，高产潜力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当时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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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冬水组区试的对照品种，也是河南省大面积种植

的当家品种。父本豫麦６３为弱春性品种，具有多穗

型、早熟、多抗、广适、高产等特点。其系谱见图１。

图１　太学６号选育系谱图

２　特征特性

太学６号属弱春性多穗型早熟品种。平均生育

期２１３．４ｄ，比对照偃展４１１０晚熟０．４ｄ，幼苗直立，
长势旺，冬季抗寒能力差，分蘖力中等，成穗率较高，
成穗数较多，春季返青晚，起身慢，抗倒春寒能力差。
成株期株型偏松散，旗叶有轻微干尖，株高７５ｃｍ左

右，长方形穗，长芒，籽粒粉质，饱满度好，黑胚率低，
商品性好，落黄好。产量构成三因素为穗数５７０万～
６００万穗／ｈｍ２，穗粒数３０～３４粒，千粒重４３ｇ左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 经 河 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保 所 成 株

期综合鉴定：太 学６号 对 白 粉 病 中 感，对 条 锈 病 中

抗，对叶锈病中感，对叶枯病中抗，对纹枯病中感。

２００９年区试混合样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郑 州）分 析 结 果：容 重７６２ｇ／Ｌ，粗 蛋 白

（干基）１２．１２％，湿 面 筋２１．８％，降 落 值２５４ｓ，吸

水量０．５１９ｍＬ／ｇ，形 成 时 间０．９ｍｉｎ，稳 定 时 间

１．２ｍｉｎ，弱 化 度１８９ＦＵ，沉 淀 值４３．０ｍＬ，硬 度

３５ＨＩ，出粉率６７．７％。２０１０年区试 混 合 样 分 析 结

果（郑州）：容重８１２ｇ／Ｌ，粗蛋白（干基）１４．２８％，湿

面筋２８．８％，降落值３２０ｓ，吸水量０．５６３ｍＬ／ｇ，形

成时间５．５ｍｉｎ，稳定时间８．７ｍｉｎ，弱化度５１ＦＵ，
沉淀值５７．０ｍＬ，硬度４３ＨＩ，出粉率７２．７％。

３　产量表现

３．１　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域试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参加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域试

验，５点 汇 总，５点 增 产，平 均 产 量５　６７６．０ｋｇ／ｈｍ２，
比对照品种豫麦１８－９９增产４．９１％，居１３个参试品

种第５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度 再 次 参 加 河 南 省 南 部

稻茬 麦 区 域 试 验，６点 汇 总，６点 增 产，平 均 产 量

５　６３５．５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品 种 豫 麦 １８－９９ 增 产

６．６％，居１３个参试品种第７位（表１）。

３．２　河南省南部稻茬麦生产试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度 参 加 河 南 省 南 部 稻 茬 麦 生 产

试验，８点汇总，８点增产，平均６　１６８．０ｋｇ／ｈｍ２，比

对照偃展４１１０增 产１０．２％，居６个 参 试 品 种 第１
位（表１）。

表１　太学６号区试、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年度 试验类型 品种
平均产量／
（ｋｇ／ｈｍ２）

较ＣＫ
±／％

位次 ＣＶ／％ 适应度／％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试 太学６号 ５　６７６．０　 ４．９１　 ５　 １５．９８　 １００．００

豫麦１８－９９　 ５　３５８．０ － ９　 １５．９６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河南省南部稻茬麦区试 太学６号 ５　６３５．５　 ６．６　 ７ － ８３．３３

豫麦１８－９９　 ５　２８９．０ － ８　 ９．７６　 ３３．３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河南省南部稻茬麦生产试验 太学６号 ６　１６８．０　 １０．２　 １ －

偃展４１１０　 ５　５９６．５ － １６ － －

４　栽培技术

４．１　适应地区

太学６号适宜河南省稻麦两熟区域（或晚茬麦）

种植。

４．２　栽培技术要点

太学６号为弱 春 性 品 种，适 播 期１０月１５－３０
日，不 易 播 种 过 早。高 肥 力 地 块 播 量 ９０～
１２０ｋｇ／ｈｍ２，中低肥力地块１２０～１５０ｋｇ／ｈｍ２，如延

迟播期，以每推迟３ｄ增 加７．５ｋｇ／ｈｍ２ 播 量 为 宜。

田间管理要 求 施 足 底 肥，有 机 肥 与 化 学 肥 料 配 合，

Ｎ、Ｐ、Ｋ配合，根据土壤肥力、墒情和苗情，考虑雨雪

情况酌情适量追施冬肥和春肥，及时灌水，扬花后用

磷酸二氢钾、粉锈宁加氧化乐果间隔７ｄ田间喷雾２
次，防病治虫，增加粒质量，提高产量。生产上适当

控制春季群体防止倒伏。稻麦两熟区域种植应注意

小麦生育的中后期清好“三沟”［４］，降湿防渍害，腊熟

期抢晴收获，以防粒质量降低或遇雨水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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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小结

豫 南 稻 茬 麦 区 属 于 亚 热 带 向 暖 温 带 的 过 渡 地

带，自然条件错综复杂且年际间变幅较大，气候条件

独特。小麦是该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常年种植面积在３×１０５　ｈｍ２ 左 右。小 麦 生 育 期 间

逆境灾害主 要 是 湿 害、渍 害、高 温 高 湿 逼 熟 和 穗 发

芽，多种自然 灾 害 频 繁 发 生，造 成 小 麦 产 量 低 而 不

稳［５－８］。因此在小麦品种选育上首先 要 对 高 产 性 状

重点选择，注重选择分蘖力强、群体自身调节力强、

成穗率高的后代材料，以形成较多的穗数，同时应注

重选择多花多实型、灌浆速度快及强度大的后代材

料，以提高穗质量。其次注意抗耐病性和综合抗逆

性的选择，选用耐病力较强的水平抗性后代材料，以

提高品种的综合抗性和稳产性，注重选用分蘖力强、

生长繁茂、起身拔节干净利落、两极分化快、群体自

身调节能力强、耐后期高温高湿环境、根系发达且活

力强、叶片功能期长的后代材料。第三要注意品种

早熟性的选择，豫南稻茬麦区小麦灌浆期短，期间高

温高湿、干热风频繁发生，早熟可以减轻或避免生育

后期病虫危害和高温高湿的影响，籽粒灌浆饱满，千

粒重高，商品性好。

太学６号结合了双亲的优良基因，高产与早熟

结合，抗病、抗倒伏、抗干热风与稳产性有机结合，是

一个晚播早熟、高产广适的小麦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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