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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常规育种技术概述及应用
安　霞　张海军　蒋方山　吕连杰　陈　军　牟　群　韩明明

（山东省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淄博 255000）

摘要：小麦常规育种技术在小麦育种中使用广泛。概述了小麦常规育种及其流程，包括确定育种目标、选择亲本材料、配

制杂交组合及选择杂交后代。提出了当前小麦育种的目标主要有超高产育种、广适抗性育种和优质小麦育种，介绍了利用常

规育种技术选育的 2 个小麦新品种淄麦 29 和淄麦 28，为下一步育种工作找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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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对杂交

小麦的研究，国际上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开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小麦育种家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已成功探索出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诱变育种、倍

性育种、杂种优势利用等多种育种途径，先后选育出

多个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优良品种，对改良小麦

产量和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小麦生产的发展与小

麦育种的进程息息相关，目前转基因育种、分子设计

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分子育种手段在提高新

品种选育效率的同时，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1]，但其

核心仍然是常规育种。常规育种是改良小麦产量和

品质最普遍、最有效的途径。

1　小麦常规育种概述
小麦常规育种是指通过雌雄细胞结合，产生出

多种新的遗传性状，再通过人工选择选出符合育种

家需要的品种（系）。常规育种产生变异的范围较

广，变异种类也较多。常规育种的步骤主要包括育

种目标的确定、亲本材料的选择、杂交组合的配制、

杂种后代的选育等。育种目标与种植地域、耕作制

度、生产条件及生态类型息息相关，主要表现在产

量、品质、抗性及适应性上 [2]。亲本材料主要来源于

当地主栽品种、育种者创制的育种材料以及国外引

进的品种。杂交组合根据用到的亲本材料数量可分

为单交和复交，在常规育种中育种者需要多做组合，

然后从多中选优。将有严重缺陷的组合淘汰，保留

优良的单穗或单株，其基本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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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杂种后代选育技术

2　小麦常规育种策略
常规育种能使大量的基因得到重组和转移，在

小麦育种中，品种改良的目标主要有超高产育种、广

适抗性育种和优质小麦育种。

2.1　超高产小麦育种　 我 国 小 麦 的 超 高 产

（≥ 9000kg/hm2）育种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已育

成多个超高产品种 [3-4]。超高产小麦品种的选育策

略是：稳定穗数，提高穗粒数、粒重，从而选育出超高

产小麦新品种 [5]。超高产小麦品种具有叶片窄小、

直立、耐肥抗倒、干物质积累多、前期稳健、后期个体

质量高等特点 [6-7]。在选择亲本材料时需要选取分

蘖能力强、无效分蘖少、大穗多穗、多花多实的品种，

确立选育多穗型超高产品种，以提高穗容量和生物

学产量，并通过改良小穗结实性和耐热性，增加穗粒

数和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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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适抗性小麦育种　一般而言，品种受光、热、

肥、水等因素的影响越小，表明该品种适应性越强。

小麦广适抗性育种在选择亲本材料时，要选择适应

性好、抗病抗逆性强、产量高的品种。若 1 次杂交不

能较好地达到预期育种目标，还可以通过回交、双

交、阶梯交等方法聚集优良性状 [8]。从 F1 开始注重

适应性、抗性的选择，并在后代选择过程中注意改变

种植环境，创造利于适应性、抗病性、抗逆性、稳产性

选择的条件，加大选择力度，促进广适抗病小麦新品

种的选育。

2.3　优质小麦育种　我国优质小麦育种起步较晚，

在小麦品质改良中关注的品质性状主要有容重、蛋

白质含量、湿面筋含量、沉淀值、面团形成时间、稳

定时间、吸水率、出粉率等 [9-10]。选用农艺性状较好

的亲本材料与品质性状较好的亲本材料配置单交

组合是选育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较为有效的组合模 
式 [11]。将不同遗传基础的优质性状基因聚合到一

起，创制出好的优质中间材料，再通过远缘杂交将小

麦近缘种属中一些好的抗性基因及其他优异性状基

因导入小麦中，丰富小麦遗传基础，有利于优质小麦

品种的选育。优质小麦育种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

统工作，需要在改良小麦品质的同时兼顾产量、抗性

及农艺性状选择。

3　本单位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系）
3.1　高产小麦品种淄麦 29　淄麦 29 是以泰农 18
为母本材料、烟 5072 为父本材料杂交选育而成的

高产小麦新品种 [12]。该品种为半冬性，幼苗半直

立，叶色浓绿，叶片上冲，抗倒春寒能力强，株高

82.3cm，茎秆弹性好，较抗倒伏，株型较紧凑。茎

叶蜡质，旗叶直立，穗层整齐，熟相好。有效穗数

685.5 万 /hm2，穗粒数 39.1 粒，千粒重 37.8g，容重 
781.8g/L。穗纺锤型，小穗较密，长芒，白壳，白粒，籽

粒半硬质、饱满。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泰安）测试结果：平均籽粒蛋白质含量 11.7%，

湿面筋 27.3%，沉淀值 26.1mL，吸水量 58.6mL/100g，
稳定时间 6.8min，面粉白度 75.3。2016-2017 年 2
年山东省小麦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9120.0kg/hm2，居

参试品种第 1 位。

3.2　优质小麦品种淄麦 28　淄麦 28 是以泰农 18
为母本材料、菏麦 9735 为父本材料杂交选育而成

的优质小麦新品种 [13]。该品种为半冬性，幼苗半直

立，株型半紧凑，叶色深绿，叶片上举，株高 78.0cm，

茎秆较硬，抗倒性强。生育期 235d，有效穗数 625.5 
万 /hm2，穗粒数40.3粒，千粒重39.6g，容重787.9g/L。
穗纺锤型，长芒，白壳，白粒，籽粒硬质。经农业部谷

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泰安）测试：籽粒蛋白质

含量 13.1%，湿面筋 31.8%，沉淀值 35.2mL，吸水量

62.7mL/100g，稳定时间 10.4min，面粉白度 75.9，属
于中强筋优质小麦品种。

4　展望
小麦常规育种是一项公益性技术，育种家经过

长期的育种实践，总结了一套科学合理的育种程序。

利用常规育种成功选育出一个品种需要 8~10 年

时间，育种周期长，选择效率低。目前，在常规育种

基础上，染色体工程、转基因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原生质体培养等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利用，极大

地提高了育种效率，加快了育种进程。随着社会发

展和人口增长，小麦育种工作要适应小麦生产的发

展，选育稳产性好、适应性广、优质抗病、抗逆性强的

综合性状优良的小麦品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本单位选育的小麦品种（系）普遍存在抗病性较差

的问题，这是今后在育种中需要继续努力和改良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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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证据 

公证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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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发生后，为固定证据，申请证据保全成为多数当事人的首选，证据保全公证在品种权保护实

践的应用中越来越广泛。但是，针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诉讼的诉前证据保全公证的研究很少，相关法律规定分散，进而增加了

品种权人的维权难度。提出了品种侵权案件中证据保全范围，揭示了品种侵权诉讼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品种侵

权诉讼证据保全公证程序的建议。由于品种权侵权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证人员在证据保全环节更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规定，以保护权利人利益，提高诉讼效率。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权；证据；公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种业是农业的“芯

片”，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关系到种业创新，关系到

国家的粮食安全。对植物新品种权采取民事、刑事、

行政等综合保护首要核心问题是证据。现在种业大

规模商业化推广的模式决定了权利企业发现侵权时

往往在市场末端，如何固定相关证据，确定实际侵权

者，准确定性侵权，提高判决赔偿额是每一起植物新

品种权侵权案件必须解决的问题。植物新品种权侵

权案件中的证据要围绕 3 个核心，一是侵权种子的

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涉案种子是否侵犯了植物新

品种权；三是侵权赔偿数额确定。第 1 个是主体问

题，实践中侵权厂家往往以各种理由和证据否认是

自己生产，或协商后将责任推给销售末端的零售商，

以逃避责任。第 2 个是定性问题，需要根据农业标

准进行检测以确定侵权存在。第 3 个是定量问题，

实践中大量侵权判决数额过低，违背了种子商业化

推广的规律，使得企业对品种保护得不偿失，丧失积

极性。本文从大量实践中提出了公证机构的选择、

二维码问题、田间取样问题、公证封样问题、网络电

子证据保全等 5 个方面问题的注意事项及需要完善

的要点。

1　品种权证据公证的范畴界定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发生后，权利企业可以

采取民事、刑事、行政方法进行维权。首先需要对嫌

疑品种进行购买，然后送符合资质标准的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购买的全过程需要进行公证，经过公证后

的证据往往对案件后期审判至关重要。另外，如要

证明侵权的数量、主观恶意、侵权范围、侵权年限等，

还需要对推广网页、广告、销售备案渠道及其侵权数

量的电子数据进行证据公证。在品种权保护的实践

中，证据保全公证程序对后期案件结果影响重大 [1]。

结合大量的实践经验、相关判决及法律规定，本文对

适用和完善品种权保护过程中证据保全公证的程序

提出相应的法律思考。何美群为共同第一作者

良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学，2013，46（20）：418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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