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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新品种石麦26选育及丰产性分析
傅晓艺　史占良　韩　然　单子龙　高振贤　曹　巧　何明琦

（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石家庄 050041）

摘要：石麦 26 是 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小麦新品种，为了加快石麦 26 的推广应用速度，实现新

品种的应用价值，以 2014 年、2015 年国家黄淮北片区域试验和 2016 年国家冬小麦黄淮北片水地生产试验结果为依据，对石

麦 26 的丰产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石麦 26 具有良好的丰产性，是适合黄淮北片冬麦区大面积生产的小麦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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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基础是种植业，种植业的基础在品种 [1]。

历史上，小麦品种的每一次大规模更新都给我国小

麦生产带来巨大的变化，统计表明，近年来品种的更

新对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达到了 43%[2]。新品种

选育的根本目的是育成在生产上具有增产性、广泛

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新品种。区域试验则是对丰产

性鉴定的重要平台，其结果是作物品种审定的主要

依据之一 [3-6]。优良品种是指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在生产上有较大推广利用价值的品种，具有地域

性和时间性 [7-8]。

石麦 26（石 10-4393）是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

究院和河北省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选育的小

麦新品种。2006 年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利用石

优 17 作母本、高产型小麦品种济麦 22 作父本杂交经

系统选育而成，2014 年、2015 年参加国家冬小麦品

种试验黄淮北片水地组区域试验，2016 年参加黄淮

北片水地组小麦生产试验，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国审麦 20180052 号）。为加

快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速度，实现其应用价值，利用国

家黄淮海北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数据，对石麦 26
的丰产性进行分析，进而加速新品种的推广力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地点　2014 年参加黄淮北片区

域试验品种（系）13 个：华育 116、俊达 129、科农

2009、农圣 1 号、秋乐 1212、子麦 603、邯 115276、衡
10-5039、石 10-4393、山农 3050、裕田麦 119、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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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号和良星 99（CK）。2015 年参加国家黄淮北片

区域试验品种（系）15 个：邯 115276、登海 51306、
山农 24 号、裕田麦 119、济麦 39、中信麦 98、子麦

603、农圣 1 号、徽研 66、石 10-4393、良星 518、良星

99（CK）、菏麦 0839、圣田麦 69 和秋乐 1212。2016
年参加国家冬小麦黄淮北片水地生产试验品种

（系）5 个：石 10-4393、邯 115276、中信麦 99、子麦

603 和良星 99（CK）。数据来源于 2014 年、2015
年国家黄淮北片区域试验和 2016 年国家冬小麦黄

淮北片水地生产试验总结。

2014 年、2015 年区域试验地点共 22 个，其中

山东 10 个试点（德州、菏泽、济宁、莱州、蓼兰、莘县、

泰安、永济、枣庄、长清），河北 7 个试点（高邑、藁城、

邯郸、衡水、马兰、邢台、赵县），山西 5 个试点（临汾、

新绛、尧都、运城、永济）。2016 年生产试验地点共

10 个，其中山东 5 个试点（德州、蓼兰、济宁、菏泽、

莱州），河北 3 个试点（藁城、衡水、邢台），山西 2 个

试点（新绛、运城）。

1.2　试验方法　根据国家方案统一要求，区域试验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小区收获面积

不低于 13.3m2，试验四周设置保护区，各试点的田

间管理根据所处地理区域的生态特点，结合苗情进

行适时管理，成熟后按小区单独收获，晾晒、称重计

产。生产试验采用随机排列，2 次重复，小区收获面

积 200m2，折算成亩产，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生产。

2014 年、2015 年在中国农科院植保研究所接种鉴

定抗病性，2015 年、2016 年在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检测品质指标；在全国

农技推广中心指定的抗寒性鉴定点（遵化国家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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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鉴定抗寒性。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和 DPS 
7.05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丰产性分析　表 1 结果表明，2014 年区域试验

石 10-4393 每 667m2 产量为 579.2kg，居第 6 位，与

居第 1 位的山农 24 号无显著性差异，比良星 99 增

产 4.30%，增产极显著，增产点率 77.3% ；2015 年区

域试验石 10-4393 产量为 599.7kg，比良星 99（CK）

增产 3.22%，增产显著，增产点率 85.0% ；2016 年生

产试验石 10-4393 产量为 632.1kg，居第 1 位，比良星

99（CK）增产 6.06%，增产点率 100.0%，增产极显著。

表 1　参试品种产量分析

年份（年） 品种 产量（kg/667m2）
显著性

较 CK±（%） 增产点率（%）
5% 1%

2014 山农 24 号 589.8 a A 6.21 100.0

邯 115276 587.8 ab AB 5.85 100.0

子麦 603 579.7 abc ABC 4.39 86.4

科农 2009 579.5 abc ABC 4.36 100.0

华育 116 579.3 abc ABC 4.32 90.9

石 10-4393 579.2 abc ABC 4.30 77.3

裕田麦 119 577.5 bc ABC 4.00 95.5

俊达 129 573.0 c BC 3.19 86.4

秋乐 1212 570.6 c CD 2.76 81.8

农圣 1 号 567.8 c CD 2.25 81.8

良星 99（CK） 555.3 d D 0.00 0

衡 10-5039 527.7 e E -4.97 9.1

山农 3050 511.6 f F -7.87 9.1

2015 邯 115276 614.9 a A 5.83 100.0

登海 51306 614.6 a A 5.78 100.0

山农 24 号 611.7 ab A 5.28 100.0

裕田麦 119 607.9 ab A 4.63 100.0

济麦 39 606.0 ab A 4.30 90.0

中信麦 98 603.3 ab A 3.84 90.0

子麦 603 602.7 ab A 3.73 90.0

农圣 1 号 602.6 ab A 3.72 95.0

徽研 66 600.5 ab AB 3.36 80.0

石 10-4393 599.7 ab AB 3.22 85.0

良星 518 598.5 b AB 3.01 80.0

良星 99（CK） 581.0 c B 0.00 0

菏麦 0839 580.2 c B -0.14 50.0

圣田麦 69 579.9 c B -0.19 50.0

　 秋乐 1212 521.7 d C -10.21 15.0

2016 石 10-4393 632.1 a A 6.06 100.0

邯 115276 628.1 ab B 5.39 100.0

中信麦 99 622.6 b AB 4.46 90.0

子麦 603 612.7 c B 2.80 100.0

　 良星 99（CK） 596.0 d C 0.00 0

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 1%、5% 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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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麦 26 的 3 年平均穗数为 45.2 万 /667m2，穗

粒数 34.0 粒，千粒重 45.5g（表 2）。综合分析，小麦

新品种石麦 26 的丰产性能较突出，产量三要素处于

较高均衡水平，这是该品种具备高产潜力的主要原

因。目前已在河北及周边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市

场推广前景广阔。

表 2　石麦 26 产量及产量三要素

年份

（年）

穗数

（万 /667m2）
穗粒数

千粒重

（g）
实际产量

（kg/667m2）

2014 47.4 32.8 43.5 579.2

2015 43.0 34.0 45.5 599.7

2016 45.2 35.2 47.6 632.1

2.2　品质　2014 年第 1 年参加区域试验，不对品质

进行分析；2015 年区域试验、2016 年生产试验样

品分别混合后进行品质分析：容重分别为 803g/L、
819g/L，平均 811g/L，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13.54%、

13.56%，平均 13.55%，湿面筋含量分别为 29.1%、

32.2%，平 均 30.65%，稳 定 时 间 分 别 为 2.4min、
3.2min，平均 2.8min。品质分析结果表明石麦 26 达

到国家中筋小麦标准。

2.3　抗逆性　3 年抗寒性鉴定（遵化）：平均死株率

2%、死茎率 5.5%，最高死茎率 10.2%，抗寒性级别 2
级，抗寒性评价较好。2 年接种抗病性鉴定（中国农

科院植保所）：中感条锈病、白粉病、纹枯病；高感叶

锈病、赤霉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检测：石 10-4393 含 Pm JM22 抗白粉病基因，叶

片功能期长，抗干热风、落黄好。

2.4　特征特性及栽培要点　石麦 26 属于半冬性

中早熟品种，全生育期 241d，比良星 99（CK）熟期

略早。株高 80cm，株型稍松散，茎秆弹性较好。穗

纺锤型，长芒、白壳、白粒，籽粒角质，饱满度好。每

667m2 穗数平均 45.2 万穗，穗粒数 34.0 粒，千粒重

45.5g。
石麦 26 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北片的山东省全

部地区、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其以南地

区、山西省运城和临汾市的盆地灌区种植。适宜

播种期 10 月上中旬，适宜基本苗 20 万 /667m2 左

右。注意防治蚜虫、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

病等病虫害。2017 年 5 月 21 日河北省科技厅组织

有关专家对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试验站石麦 26 高

产示范田进行了田间检测，该品种发挥出高产潜力

和抗病、抗倒优势，1.33hm2 示范田平均穗数 826.5
万 /hm2、平均每穗粒数 32.4 个、千粒重 47g，产量

713.2kg/667m2。

3　结论与讨论
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作

用 [9]。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正是品种在生产上的真

实表现，也是评判作物品种稳定性的基础。本研究

中 2014 年、2015 年小麦产量低就充分验证了这一

点，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效应越大，表明品种易受环

境影响，稳定性就越差，安全性也就越差，应用价值

越低 [10-12]。区域试验是鉴定品种基因型与环境互

作条件下的特征特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品种审

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试验结果分析旨在评价品种的丰产性，

从而确保品种推广的安全性及应用价值。本研究

分别对 2014 年、2015 年区域试验和 2016 年国家

生产试验结果进行分析，2014 年每 667m2 平均产

量 579.2kg，比良星 99（CK）增产 4.30% ；2015 年

平均产量 599.7kg，比良星 99（CK）增产 3.22% ；

2016 年国家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632.1kg，较良星 99
（CK）增产 6.06%，居 5 个参试品种第 1 位，增产点

率 100% ；表明石麦 26 具有较好的丰产性。品质分

析表明，石麦 26 籽粒饱满，白粒、半角质，达到国标

中筋小麦标准。综合分析得出，石麦 26 属于半冬性

中早熟品种，株型稍松散，茎秆弹性较好，穗层整齐，

分蘖力强，成穗率高；生育期约为 241d，是一个具有

较好丰产性的中筋小麦品种，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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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福 A 是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与三亚金稻

谷南繁种业有限公司用献改 B 系选后代 685 与天

丰 B 杂交，F4 选优良单株与永 6A 测交并连续回交

转育而成的籼型水稻三系不育系 [1]。2014 年 9 月

通过海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琼审稻

2014007）。利用金福 A 与萍恢 8339 选育的晚稻早

熟新组合金福优 8339 于 2018 年通过江西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赣审稻 20180039）[2]。其所

配的其他组合也在各级区试中表现较好，为保质保

量扩繁好金福 A 不育系，加快金福 A 系列组合的推

广开发，根据近两年来在萍乡的繁殖情况，总结其特

征特性及在萍乡地区的高产繁殖技术。

1　特征特性
1.1　形态特征　金福 A 株型紧凑，茎秆粗壮，植株

较矮，平均株高 68cm 左右，抗倒性强，根系较发达，

叶片直立，叶色深绿，剑叶夹角小、较宽，叶鞘、叶缘、

稃尖、柱头均为深紫色。分蘖力中等，单株有效穗

数 11 穗，穗长 23.7cm，穗大、粒多，平均每穗总粒数

137.0 粒，千粒重 26.8g[1]。

1.2　生育特性　金福 A 属感温型早熟籼型不育系，

主茎总叶片数 12~13 叶，播始历期比对照天丰 A 短

7d 左右。在江西萍乡地区，4 月中上旬播种，播始历

期 70d 左右；5 月上旬播种，播始历期 65d 左右；6
月中下旬播种，播始历期 60d 左右。

1.3　育性表现　金福 A 花药呈水浸状、瘦小，颜

色呈乳白色。花粉败育以典败为主，有少量圆败

花粉和极少量染败花粉，不育度 100%。连续两季

超千株群体观察不育株率 100%，田间群体生长

性状整齐一致，套袋自交结实率为 0。经多年生

产实践观察，其不育性较稳定，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较小。

1.4　异交习性　金福 A 开颖时间长，开颖角度大，

柱头粗大、活力强，柱头外露率高，在喷施“九二〇”

后其柱头外露率可达 87% 左右。单株抽穗历期

6d 左右，单株开花历期 6~9d，单穗开花历期 2~3d。
花时较早，正常天气下，一般 9：30 开始开花，

10：00-11：00 进入开花高峰期，13：00 左右开花 
结束。

2　配组表现
配组的金福优 8339 于 2015 年参加江西省晚稻

水稻不育系金福A的特征特性及高产繁殖技术
颜春龙　唐　杰　陈慧珍　黄良萍　欧阳勇　姚恩平　陈俊萍　王可可

（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萍乡 337000）

摘要：金福 A 是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与三亚金稻谷南繁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籼型三系不育系。该不育系育性败育彻底、

株型矮而紧凑、异交习性优良、配合力好、杂种优势强。总结了其特征特性及在江西萍乡地区的高产繁殖技术。

关键词：三系不育系；金福 A ；特征特性；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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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ARS-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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