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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农 511 小麦品种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万全教授团队采用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技术相结合，以西农

2000-7 作母本、99534（小麦十倍体长穗偃麦草衍生系）作父本杂交，于 2011 年选育而成。该品种为多穗型小麦品种，每

667m2 产量潜力在 650kg 以上，生产水平在 550kg 左右，对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灌区中高产水肥地有良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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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筋抗病高产小麦新品种西农 511
陈　梁 1　翟群社 1　赵正阳 2　单　良 3　李怀习 3

（1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16；2 杨凌示范区农作物种子协会，杨凌 712100； 
3 国家（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杨凌 712100）

西农 511 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利用长穗偃麦

草后代为材料，采用远缘杂交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

合的方法，以西农 2000-7 作母本、99534（长穗偃

麦草后代）作父本于 2011 年选育而成，2015 年通过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陕审

麦 2015009 号。2015 年 9 月参加国家黄淮海区域

试验，田间自然发病综合抗性表现较好；2016 年在

国家黄淮海南片区试中综合抗病性表现突出，加之

优质强筋提前进入生产试验。2018 年 5 月通过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麦

20180040，品种权号：20161795.5。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西农 511 属半冬性小麦品种，比对

照品种周麦 18 晚熟 1d。幼苗匍匐，苗期生长旺盛。

叶片宽短，叶色淡绿，冬季抗性好。分蘖力强，成穗

率高。春季起身拔节缓慢，两极分化较快，耐倒春寒

能力强。后期根系活力好，耐后期高温能力强，熟相

好。株高 78cm 左右，株型紧凑，旗叶上挺，茎秆粗

壮，弹性较好，抗倒伏性好。穗层整齐，穗纺锤型，

长芒、护颖白色，穗多、穗大、穗匀，结实性好。穗长

10cm，每穗小穗数 20~23 个，中部小穗数结实 3~4
粒，小穗排列适中。产量三要素协调性好，亩穗数

40 万穗，穗粒数 35~40 粒，千粒重 46g。籽粒白色，

角质，卵圆形，腹沟浅，饱满度好。适应性强，成熟落 
黄好。

1.2　品质　2016 年经农业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分析：容重 815g/L，蛋白质含量 14.00%，沉降值

43.5mL，湿面筋 28.2%，稳定时间 11.2min，主要品质

指标达到国家强筋标准。

1.3　综合抗性　在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试验

点，叶锈病、赤霉病和纹枯病田间自然发病较轻，黄

花叶病毒抗性较好，高抗条锈病，白粉病中等，尤其

是赤霉病田间自然发病较轻。

2017 年黄淮麦区条锈病大流行，西农 511 在

各试验点表现出高抗条锈病，又一次经受住了病害

的考验。2017-2018 年农业部小麦联合攻关在河

南南阳鉴定赤霉病抗性，西农 511 赤霉病抗性都

达到中抗。2018 年 5 月 21 日，西农 511 在国家小

麦联合攻关石家庄会议上发布为第一批绿色抗病 
品种。

1.4　耐倒春寒能力强　2018 年 4 月 5-7 日，全国

大部分地区出现极端低温，黄淮麦区发生严重的倒

春寒，造成部分小麦品种严重受冻，大幅度减产，而

西农 511 小麦品种表现突出，再次经受住了 50 年不

遇的极端低温气候袭击的考验。

1.5　播期弹性大　2016-2017 年连续 2 年秋播间

阴雨连绵，不能在适期播种，多数试点在 10 月 20 日

左右播种，由于西农 511 小麦品种自身调节能力强，

没有受到晚播影响，依然长势很好，表现突出。

2　产量表现
2.1　区域试验　2015-2016 年度参加黄淮南片水

地组区试，每 667m2 平均产量 533.1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5.42%，极显著，23 点汇总，22 点增产，1 点

减产，增产点率 95.7%，居冬水组 2 组区试 16 个参

试品种的第 9 位；2016-2017 年度续试，平均产量

575.8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3.92%，极显著，2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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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19 点增产，3 点减产，增产点率 86.4%，居冬水

组 2 组区试 17 个参试品种的第 5 位。2 年每 667m2

平均产量 554.5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4.67%，增产

点率 91.1%。

2.2　生产试验　2016-2017 年度参加生产试验，22
个试验点，每 667m2 平均产量 571.5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4.79%，增产点率 100%。

2.3　展示示范　2017 年在国家（杨凌）旱区植物品

种权交易中心展示田种植 1.33hm2，经专家测产，每

667m2 平均产量 612.7kg ；兴平西吴镇北马村张有惠

种植 1hm2，平均产量 607.8kg ；宝鸡扶风槐望村李克

强种植 2.47hm2，平均产量 618.2kg ；三原县安吴农

场张更新种植 0.8hm2，平均产量 596.8kg ；河南周口

川汇区正村镇李文浩种植 1hm2，平均产量 628.3kg ；

河南驻马店平兴县万金店郭小强种植 1.33hm2，平均

产量 607.2kg ；河南平顶山宝丰县段庄闫德雄种植

1.2hm2，平均产量 603.6kg。
2018 年在国家（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

中心展示田种植 3.33hm2，经多批学者、种企老板、

专家组测产，每 667m2 平均产量 623.4kg ；咸阳兴

平西吴北马村张有惠专业合作社种植 13.33hm2，

平均产量 617.6kg ；宝鸡凤翔党顺平家庭农场种植

5.33hm2，平均产量 602.9kg ；宝鸡扶风李克强家庭农

场种植 21.33hm2，平均产量 609.2kg ；渭南华州区大

明镇高村田有亮家庭农场种植 2.67hm2，平均产量

621.3kg ；河南周口川汇区正村镇李文浩繁殖种子田

66.67hm2，平均产量 618.7kg ；河南驻马店平兴县万

金店郭小强繁殖良种田 80hm2，平均产量 623.5kg ；

河南平顶山宝丰县段庄闫德雄种植 26.67hm2，平均

产量 607.6kg。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播期及播量　该品种在黄淮南片适宜播期为

10 月 5-15 日，适宜播量为 7.5~9.0kg/667m2

3.2　科学施肥　旋耕时施足基肥，坚持有机肥与

无机肥相结合，氮、磷、钾与微肥相结合。提倡测土

配方施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每 667m2 施纯氮

12~16kg、纯磷 9~12kg、纯钾 6~8kg，硫肥、锌肥均为

3kg ；磷肥、钾肥和微肥一次性全部作为底肥；氮肥

70%~80% 作为底肥，20%~30% 在冬灌、拔节期作为

追肥。

3.3　合理促控　冬前管理以促为主，保障苗齐、苗

壮，促进冬前分蘖和根系发育，适时冬灌。要预防春

旱，酌情春灌，旱年浇好灌浆水。返青期要控肥，控

制春蘖滋生；冬前每 667m2 分蘖数不超过 60 万 ~70
万，春季茎蘖数不超过 110 万，成穗数为 46 万穗。

对长势旺、群体过大的田块要及时采取化控或深锄、

间苗；对群体过小和三类苗进行肥水促进，追施氮

肥，春灌要早，促进大蘖生长，提高分蘖成穗率，巩固

后期氮营养，提高籽粒品质。

3.4　病虫害防治　对地下虫害严重的地块，整地时

每 667m2 可用二嗪磷 1200g 拌细土撒施。对田间阔

叶草防除，可在 11 月中旬杂草出苗 3 叶期，或者气

温在 10℃左右时，每 667m2 用 56% 二甲四氯钠 30g
加 10% 苯磺隆 15g 化学除草。在小麦抽穗、扬花期

（4 月中下旬）及时做好“一喷三防”工作，每 667m2

用 2.5% 高效氯氟氰菊酯 20mL、10% 吡虫啉 20g、
50% 多酮 80g、磷酸二氢钾 50g 兑水 15kg 机动喷雾

防治纹枯病、赤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补充营养，增

加粒重，确保优质高产。

4　适宜地区
该品种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南部

稻茬麦区除外）、安徽省沿淮及淮北地区、江苏省淮

北地区、陕西省关中地区高水肥地块晚茬种植，在

赤霉病、纹枯病等病害发生较重的区域更能发挥其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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