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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丰系列高产稳产小麦品种系谱分析及育种启示
孙旭亮 1　侯元江 2　韩新生 1　代小雁 2

（1 山东省青岛市种子站，青岛 266071；2 山东省青丰种子有限公司，平度 266700）

摘要：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原名称为青丰 2 号）和青农 3 号（原代号为青丰 3 号）是山东省青丰种子有限公司选育的系列

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分别于 2006 年、2010 年、2016 年通过山东省或安徽省审定。对青丰系列小麦品种的系谱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今后高产稳产小麦育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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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原名称为青丰 2 号）和

青农 3 号（原代号为青丰 3 号）是山东省青丰种

子有限公司选育的系列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其

中青丰 1 号于 2006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农审 2006054 号）[1]，

2010 年获得农业植物新品种权，2011 年荣获青岛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青农 2 号于 2010 年通过山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农审

2010070 号），同年获得农业植物新品种权，2012 年

通过安徽省认定（编号：皖引麦 201204）[2] ；青农 3
号于 2015 年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申请号：

20150479.1），2016 年通过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审定编号：皖麦 2016002）。青丰系列高

产稳产小麦品种的育成推广，实现了青岛市小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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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零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本市小麦品种全部从外地

引进的落后被动局面，为小麦生产提供了有力的品

种支撑。本文对青丰 1 号等系列小麦品种的系谱进

行了分析，以期为今后高产稳产小麦育种提供借鉴。

1　系谱分析
从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和青农 3 号的系谱图（图

1）可以看出，其亲代的遗传背景十分丰富。

从地理区域来源看，既包括从日本（小罂粟）、

意大利（维尔、L277/4、ST2422/464）、智利（欧柔、

如罗）、罗马尼亚（洛夫林 13）等国引进的大量优异

种质，又包含国内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如蚰包、鲁麦

14。从亲缘关系来看，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既有普

通小麦种质，又含有黑麦（洛夫林 13 等）的血缘。

从性状特点来看，其丰产性主要来源于蚰选 57
（白蚰包）、洛夫林 13、ST2422/464（郑引 4 号）；广

低温天气，在 5~10cm 深的土壤中，温度恒定在 10℃
以上才可以播种。采用地膜覆盖育苗移栽技术，培育

壮苗，并注意与非糯玉米隔离种植（间隔 300m 以上，

或错期播种 20~30d，也可利用树林、房舍等隔离）。

3.3　合理密植，发挥群体增产潜力　在重庆种植密

度为 2800~3200 株 /667m2，肥水充足的地块宜密植，

肥水差的地块宜稀植。

3.4　增施肥料，科学用肥　中等肥力地块每 667m2

施纯氮 25kg、过磷酸钙 30kg、氯化钾 5kg。采用“一

底三追”施肥法较好，底肥占总施肥量 30%，其中苗

肥占 20%，拔节肥占 40%，攻穗肥占 10%。

3.5　加强管理，适时收获　在生长期间注意防治病

虫害，中耕除草，加强管理，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的

采收期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一般在授粉后 22~25d
就要及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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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丰系列小麦品种系谱

蚰包）、父本是意大利品种 ST2422/464（郑引 4 号），

遗传背景都非常丰富。由于国内外多样性种质资源

的综合利用，使得构成其双亲的基因类群具有血统

远缘、生态远缘和类型远缘等特性，为优异基因的累

加、互补和重组，进而为培育青丰 1 号等系列高产稳

产小麦品种奠定了丰富的遗传基础。

随着科技的发展，还可充分利用生物技术手

段，从分子水平上对亲本进行遗传分析。据盖红梅

等 [3] 研究，通过对鲁麦 14 及其青丰 1 号等衍生品

种进行全基因组 SSR 扫描分析，青丰 1 号有 65.4%
的遗传信息与骨干亲本鲁麦 14 相同，青农 2 号有

70.6% 与鲁麦 14 相同。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高比

例的继承了鲁麦 14 的遗传背景信息，又在重要位点

水平很好的重组，继承了父母本的优良等位基因，解

析了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高产稳产的遗传基础，也

为利用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选育小麦新品种提供了

有益信息。目前，利用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作亲本，

已审定小麦新品种 2 个（青农 3 号和山农 32 号），

另有新世纪 868、青农 8 号、垦星 7 号等小麦新品系

正在参加国家或山东等省小麦品种试验。

实践表明，加强小麦亲本遗传背景的分析研

泛的适应性主要来自蚰包和欧柔；多抗性主要来源

于高抗“三锈”和白粉病的洛夫林 13、抗条锈病和秆

锈病的如罗，以及抗叶锈病和秆锈病的维尔；后期灌

浆速度快主要来源于洛夫林 13；多蘖多穗的特点主

要来自蚰选 57（白蚰包）和 L277/4；抗寒性好主要

来自蚰选 57（白蚰包）、洛夫林 13。

2　育种启示
2.1　加强分析研究，深入了解亲本的遗传背景是成

功选育高产稳产小麦品种的基础　小麦育种过程

中，往往都关注亲本的特征特性及优缺点，而对亲本

的遗传背景却分析不深入、不透彻，因此造成育种的

盲目性大、预见性差。

青丰系列高产稳产小麦品种的育种实践表明，

育种者充分了解掌握亲本的遗传背景与信息，有利

于提高小麦育种的预见性和育种效率，是成功选育

优异小麦品种的基础。如在青丰 1 号等系列小麦品

种选育过程中，通过请教有关专家和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深入分析了鲁麦 14 和烟农 15 的遗传背景，了

解到鲁麦 14 具有蚰包、洛夫林 13、维尔、如罗、小罂

粟、欧柔、L277/4、向阳 2 号等国内外十几个亲本的

血缘，烟农 15 的母本是当地高产品种蚰选 57（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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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视遗传背景的选择，有利于优良基因（位点）

的累加和聚合，可以加速优异品种的育种进程。因

此，今后在进一步加强小麦种质资源搜集和引进的

同时，应充分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对小麦亲本的遗

传背景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从而为成功选育小麦

新品种奠定基础。

2.2　紧扣育种目标，合理选配亲本组合是成功选育

高产稳产小麦品种的关键　青岛市所处的胶东半岛

地区，位于黄淮冬麦区东侧，是黄淮冬麦区中较特殊

的地区，与北部冬麦区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曾划归北

部冬麦区范围。该区域春季干旱、低温倒春寒、灌浆

后期高温干热风、生长后期大风伴随大雨天气时有发

生，严重影响小麦的高产稳产。另外，随着气候和耕

作制度等的变化，新、老病害呈加重趋势，提高品种综

合抗病性也是当务之急。针对青岛地区气候和生产

特点以及生产上应用的小麦品种遗传背景狭窄、产量

水平低、抗逆性差、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生态条件，导

致高产与稳产难以兼顾这一现实问题，提出了选育高

产稳产小麦新品种的育种目标，并付诸实施。

要育成高产稳产小麦品种，亲本中最好至少有

1 个适应本地栽培条件、综合性状较好的大面积推

广品种。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的母本鲁麦 14 号，青

农 3 号的母本青丰 1 号均是本地不同时期的主栽品

种。其中青丰 1 号和青农 2 号的母本鲁麦 14 号是

烟台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一个高产、多抗、广适小麦

优良品种。该品种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黄淮冬麦

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突出优点是产量高、稳产、

耐旱、抗病性能好而持久，缺点是子粒饱满度及抗倒

性欠佳。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和青农 3 号的父本烟

农 15 号也是烟台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小麦品种，该

品种优点是株型紧凑、穗容量大、茎秆质量好、抗倒

伏能力强、子粒饱满、面包烘烤品质优异，不足之处

是抗旱性弱、易早衰、穗顶部有不实小穗。

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和青农 3 号的双亲优点多，

缺点少，性状互补性强，这是青丰 1 号等系列高产稳

产小麦品种得以成功选育的关键。

2.3　创造各种条件，采用科学有效的选择方法是成

功选育高产稳产小麦品种的有效途径　品种的抗逆

性是小麦稳产的基础，高产稳产小麦品种必须具有

多种抗性，在不同气候和生产条件下性状稳定，而且

不能有致命缺点，因此在合理选配亲本组合，为育成

高产稳产小麦品种提供最大遗传可能性的基础上，

还要在杂种后代选择过程中，创造各种条件，采取多

种方法，使其在高压力下充分展示优点、暴露缺点，

才能选育出丰产性和抗逆性有机结合、综合性状好、

增产潜力大的高产稳产品种。

目前，各小麦育种单位主要采用异地多点鉴定

法，但此法仅考虑自然条件变化对小麦生长发育的

影响，而没有考虑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栽培条件（如

播期、播量等）千差万别对小麦新品种的要求。为

此，对重点组合的优良品系创造性地采用异地多点

综合鉴定法，即在异地多点鉴定法的基础上，在每一

试验点进行品系鉴定时，改变以往相同播量、同期播

种的做法，采用不同播量、不同播期的综合鉴定法，

重点选择在不同播量（大、中、小）、不同播期（早播、

适期播种、晚播）均表现良好的品系。另外，在小麦

杂交后代的选择中，要在不同年际间，抓住特殊气候

（如寒害、风灾、干热风和病虫害大发生）对小麦的

影响，进行全面系统地观察评比，重点选择综合抗逆

性好的单株、穗（株）行或品系。

采用此法选育的小麦品种青丰 1 号，在 2007 年

干热风为害严重，2009-2010 年度冬前降温早、强度

大、越冬期间及早春气温偏低、低温持续时间长，及

2010-2011 年度秋冬春三季连旱的极端气候条件下

均表现高产稳产；此法选育的青农 2 号，在 2013 年

4 月春季低温倒春寒、2016 年 1 月“霸王级”寒潮、

2014 年 5 月和 2017 年 5 月高温干热风、2014-
2017 年山东胶东地区春季多年严重干旱的不利气

候条件下，年度间、地区间一直表现高产稳产。

青丰 1 号等系列小麦品种的育种实践表明，采

用异地多点综合鉴定方法选育的小麦品种对外界栽

培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均有较大的缓冲能力，易

于实现高产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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