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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郑麦379优质强筋生产关键技术
李会群 1　晁岳恩 2　孙少华 1　王艳华 1

（1 河南省濮阳市种子管理站，濮阳 457000；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郑州 450002）

摘要：郑麦 379 是一个半冬性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为实现种优、质优目的，生产上应注意选择适宜区域化、规模化种植，提

升土壤肥力、注重氮肥后移，适期适量播种、预防倒春寒危害，及时去杂、适时收获，并专收专储，补齐专种、专收、专储、专用产

业链条中的关键短板，从而实现优质优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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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麦 379 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以

周麦 13 为母本，以其自主选育的抗白粉病新品系 
D9054-6-1 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系谱法选育而成

的优质、高产、稳产小麦品种，2012 年 8 月通过河南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豫审麦 2012009），
2016 年 3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国审麦 2016013）。该品种优点突出，耐寒抗倒，优

质、高产、稳产、适应性广 [1]，品质测定结果表明，郑

麦 379 达到国家强筋小麦品质标准。为实现优质麦

产业化发展，河南省濮阳市根据其品种特点，进行了

多年试验示范，结合生产实际，总结出该品种实现优

质强筋生产的关键技术，以期指导大面积推广应用。

1　主要特征特性
郑麦 379 属半冬性多穗型中熟品种，幼苗半匍

匐，苗势壮，叶片窄长，叶色浓绿，冬季抗寒性较好。

分蘖力较强，成穗率较低。春季起身拔节迟，两极分

化较快，耐倒春寒能力一般。耐后期高温能力中等，

熟相中等。株高 80cm 左右，茎秆弹性较好，抗倒性

较好。株型稍松散，旗叶窄长、上冲，穗层厚。穗纺

锤型，小穗较稀，长芒、白壳、白粒，籽粒角质、饱满，

籽粒外观商品性好。产量三要素较协调，每 667m2

穗数 40 万穗，穗粒数 34 粒，千粒重 45g。慢条锈病，

高感叶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纹枯病。

2　产量表现
郑麦 379 近年来在河南省濮阳市表现出较好

的稳产性和高产性。2015-2016 年度在濮阳市百

亩示范方每 667m2 平均产量 544.9kg，比当年全市

平均产量高出 12.1%，部分地块产量达到 631kg ；

2016-2017 年度在濮阳市经济开发区新品种示范方

平均产量 518.1kg，比当年全市平均产量高出 6.7%。

2017-2018 年度，在多数优质强筋小麦遭受“倒春

寒”冻害，产量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郑麦 379 大

田受害相对较轻，每 667m2 产量仍维持在 400kg 左

右；濮阳市优质小麦品种对比田中产量 396.5kg，与
对照品种周麦 18 相当，综合表现相对较好。

3　生产中的几个关键技术
小麦品质既受品种本身遗传基因的制约，又受

自然条件和栽培措施等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基

因和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品种优质的情况

下，栽培技术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尤为重要，不适宜的

环境和不配套的栽培管理措施甚至会导致“种优质

不优”[2-4]。针对当前优质小麦生产中普遍存在种

植分散、规模化程度低、栽培技术不配套、混收混储

等问题 [5-6]，作为一个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郑麦 379
在生产环节应重点抓好区域选择、肥水管理、适期播

种、及时去杂、专收专储等方面，实现生产的商品小

麦达到优质标准，即“种优质优”。

3.1　选择适宜区域，规模化种植　濮阳市地处黄河

冲积平原中部的河南省北部，该区域是优质强筋小

麦的适宜种植区。该区域气候、土壤条件等适宜优

质强筋小麦生产，是河南省小麦产量最高的地区，也

是强筋麦品质较好的地区，常年优质强筋小麦的加

工品质可达到国标一级，目前该区的多数县被定为

国家优质强筋麦生产基地 [7]。但是，不同土壤类型

对优质小麦的品质性状、产量及产量因素都有较大

的影响，就濮阳市而言，土壤种类以潮土为主，占全

市 99% 以上，土壤质地构型以均质轻壤面积最大，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1511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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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均质中壤和砂身轻壤 [8]。有关研究表明，发

展强筋小麦的首选土壤类型是棕壤，其次是褐土，在

褐土和潮土上种植的小麦，其蛋白质含量和各项品

质指标都要优于砂姜黑土和水稻土，土壤质地中壤

和重壤最适宜 [9-10]。虽然濮阳市大部分土壤适宜种

植强筋小麦郑麦 379，但在实际生产中仍应尽量避

开黄河河漫滩区、背河洼地和黄河故道风砂土区等

非适宜区，注重选择土壤质地为中壤、重壤的黄河

冲积平原高肥区域，最大程度创造适宜强筋小麦生

产的土壤基础。同时，以村组、村为单位，形成单一

品种集中成方连片规模种植，避免与其他普通小麦

“插花”种植，为专收专储创造有利条件，形成品质

一致、数量较大的商品粮，满足收购、加工企业对小

麦质量稳定性的需要。

3.2　提升土壤肥力，注重氮肥后移　理论和实践表

明，耕地的基础肥力和全氮含量对小麦籽粒产量影

响较大，速效氮和全氮含量与小麦品质呈显著的正

相关，强筋小麦种植在高氮水平的高肥水土壤上，更

容易获得品质优良的籽粒，在一定范围内增施氮肥

可以有效提高强筋小麦籽粒产量和蛋白质、湿面筋

含量，并显著改善加工品质，籽粒总蛋白质含量随追

氮时期的后移而增加，开花期追施氮肥有利于籽粒

产量和蛋白质产量的协同提高 [11-12]。根据濮阳市

实际生产情况，在种植郑麦 379 时，一方面要注重增

施有机肥，实行玉米秸秆粉碎还田，保持土壤较高

的有机质含量；另一方面 N、P、K 元素要科学搭配

施用，以 1 ∶1 ∶0.8 为宜；同时应积极推广氮肥后移技

术，实行“前轻、中重、后补充”的施氮技术，施氮量

在 300kg/hm2 左右，采用基施 30%、拔节期追施 70%
或基施 30%、拔节期追施 50%、孕穗期施 20% 的氮

肥分期施用运筹方案。追肥以拔节期进行氮肥追施

为最适宜追氮时期，既符合群众种植简便化需求，又

可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并保证品质。

3.3　适期适量播种，预防倒春寒危害　在高产栽培

的适宜范围内，播期、播量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并不显

著，适期、适量播种有助于确保一播全苗形成壮苗，

适宜冬前群体，提高冬季和春季抗寒能力，预防倒春

寒危害。郑麦 379 在生产中应根据地力条件合理确

定播量，适播期一般为 10 月 8-15 日，基本苗以 180
万 ~225 万 /hm2 为宜，在不影响产量的条件下，适期

播种宜走下限，晚播适当增加播量。

近年来，随着暖冬气候增多、无霜期缩短、干旱

加剧等多种因素影响，春季极端气温波动加大，春季

霜冻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河南省濮阳市乃至黄

淮南片麦区小麦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13-14]，如

2018 年春季河南省北部麦区发生了严重倒春寒冻

害，部分小麦品种受害严重，产量受到较大影响。针

对晚霜冻这种大范围的气象灾害，在种植品种、苗情

等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生产中可采取寒流来临之前

灌水，喷施拮抗剂、细胞膜稳态剂，或者芸苔素内酯、

复硝酚钠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可行措施进行预防，

以提高植株抗逆性，达到减轻危害的目的。

3.4　及时去杂，适时收获　种植郑麦 379 等优质强

筋小麦，对田间纯度要求虽然不及种子繁育田，但商

品小麦纯度一般宜在 90% 以上，才能满足加工企业

对原粮品质一致性要求，因此，生产中应及时去除杂

株，以提高商品小麦的纯度。蜡熟末期是优质强筋

小麦产量和品质协调发展并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可以实现优质强筋小麦籽粒产量和品质的统一，过

早或过迟收获均会造成产量损失并导致蛋白质含量

降低，品质变劣。作为一个强筋品种，郑麦 379 宜在

蜡熟末期适时收获，如有降雨可能时，应在雨前抢收

入库，以保证商品小麦品质。

4　专收专储
目前，由于农户生产的分散性，同一农户的不

同承包地习惯种植不同小麦品种，在大面积开始机

收时，往往不能做到同一品种单独收获或者机收后

不能分仓储存，或者粮食收购中介不能分仓储存，造

成不同小麦品种优劣不分、混收混储，优质小麦难以

优质、优价收购。郑麦 379 在生产要注意指导农户

在成方连片规模种植基础上，尽可能专收专储，避免

混杂，避免因收储原因造成的品质不一致现象，补齐

优质强筋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产业链条中的

关键短板，实现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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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早熟大豆品种金源 71及栽培技术
陈祥金　吴纪安　于晓光　崔杰印　位昕禹　崔少彬　谭　娟　魏　然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黑河 164300）

摘要：金源 71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以华疆 2 号为母本、黑河 03-1398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用钴 60 辐射处理

F2 风干种子，选育而成的极早熟大豆品种。该品种需≥ 10℃活动积温 1940℃，中抗灰斑病，秆强，节间短，适宜密植及机械收

获。籽粒圆黄，光泽强，蛋白质含量高，适合作商品大豆的生产。于2016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

黑审豆 2016014。2018 年对金源 71 的品种生产与经营权进行授权转化。

关键词：金源 71；大豆；辐射；极早熟；高蛋白

大豆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我国食用油和饲料

的主要来源。我国是大豆消费大国，消费量居世界

第 1 位 [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大豆食用油及

养殖业饲料蛋白的需求快速增长，大豆供需缺口越

来越大。我国大豆常年种植面积 730 万 hm2 左右，

总产量 1200 万 t，2017 年进口大豆总量达 9553 万 t，
创历史新高，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 87% 以上，

对我国的大豆产业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金

源 71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选育的一

个超早熟品种，既可以在黑龙江省第六积温带以

黑河 49 为对照品种的区域种植，也可以在≥ 10℃
活动积温大于 2000℃的地区作为晚播、救灾用种，

以及作为吉林、辽宁、河北等地麦后复种的适宜 
用种 [3]。

1　选育目的
随着大豆供需矛盾的不断加剧，在大豆供不应

求、玉米供大于求的局面下，国家明确提出了种植业

结构调整政策，增加早熟地区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

玉米种植面积，使玉米与大豆合理轮作，促进种植结

构调整。

我国早熟大豆种植区，地形条件复杂，气候寒

冷，常年有效积温低，积温跨度大，不利于大豆的耕

作和栽培，也不利于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提高。因此，

选育适于早熟和极早熟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适应

性好的大豆品种，是生产应用的当务之急 [4]。利用辐

射方法进行品种选育，对品种的成熟期、品质等有明

显的作用 [5]。辐射育种与杂交育种结合，对具有优良

性状的亲本通过常规杂交所产生的后代进行辐射诱

变处理，更利于选育出性状优良的大豆新品种 [6]。

2　选育经过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于 2005 年选择

了当地适应性强的早熟材料华疆 2 号为母本、黑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