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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轮选1658 

的选育及其栽培技术
张明响 1　方聪燕 1　买春艳 1　冯宝艳 1　李东京 2　李金龙 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新乡试验基地管理委员会 / 新乡县矮败小麦育种技术创新中心，新乡 453731； 
2 尉氏矮败小麦育种开发中心，开封 475503）

摘要：轮选 1658 是采用矮败小麦轮回选择育种方法，以矮败小麦为母本，周麦 16、周麦 18 等为父本进行轮回杂交选育而

成，具有高产、稳产、多抗、广适等诸多优点，属于中筋小麦品种，适宜在河南省冬麦区（信阳、南阳除外）中高水肥地块作早中

茬种植，于 2020 年 5 月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对其选育过程、品种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要点进行阐述，

以期为大面积推广应用及促进增产增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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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选 1658 是尉氏矮败小麦育种开发中心运用

矮败小麦轮回选择的育种技术选育的小麦新品种，

于 2020 年 5 月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200037。在河南省

冬水组小麦试验及相关示范推广应用的过程中表现

出高产、稳产等优点，现已在河南省推广应用。对其

选育过程及栽培技术要点进行分析总结，以提高轮

选 1658 在河南省的推广应用价值和开发潜力。

1　品种选育过程
1.1　选育目标和亲本选择　针对河南省冬麦区小

麦生产中冬季冻害及春季倒春寒频繁发生，中后期

各种常见病虫害及倒伏，后期干旱及干热风等主要

问题，以选育出高产、稳产、抗寒、抗（耐）病、抗倒

伏、广适的半冬性小麦新品种为目标 [1]。

从 2008 年 4 月，以矮败小麦为母本，周麦 16、周
麦 18 等为父本进行轮回杂交，经过反复侧交异交、轮

色和性状异常苗；去雄授粉前砍除株型、叶脉、叶色、

叶缘、叶鞘和叶片、花丝、护颖异常的杂株；晾晒时剔

除异型、异色果穗。

及时去雄　母本去雄必须做到及时、干净、彻

底，带 1~2 片叶摸苞去雄，每天检查 1 遍，确保母本

不见雄穗 [4]。及时砍除未去净母本雄穗造成自交的

母本散粉株和周围受污染株。去雄后期，要清理拔

去长势较弱的三类苗。

割除父本　授粉结束 10d 内，要及时、彻底、干

净地砍除父本，利于通风透光，减轻病害，提高制种

产量。

人工辅助授粉　盛花期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即

在晴天 9：00-11：00，露水干后通过拉绳或做一个

丁字型木架推动父本雄穗或摇动父本植株，促使花

粉散落在母本花丝上，隔天 1 次，可进行 2~3 次。

4.5　适时收获　当母本果穗苞叶变黄，籽粒变硬，

乳线消失，基部出现黑层时为最佳的收获期，及时收

获晾晒，尽快脱水，严防出现冻害，降低种子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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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选择以及系谱选育程序，选育出具有高产、稳产、

多抗、广适的小麦新品种轮选 1658，其系谱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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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轮选 1658 系谱图

轮选 1658 具有父本周麦 16、周麦 18 等的高产

稳产特性，吸取其母本矮败小麦多抗等诸多优点。

因此，轮选 1658 是以高产稳产的优点，丰富的遗传

基础和多方面的综合抗性为目标选育而成的。

1.2　选育技术路线　在亲本选配上，选择综合抗性

好、遗传基础丰富的矮败小麦为母本；选用周麦 16
（半冬性）、周麦 18（半冬性）等高产稳产的亲本作

为父本，以期创造出超亲类型。要求每 667m2 具有

600kg 以上的产量潜力，实现高产稳产的主要途径

是选择多穗兼大穗类型，争取千粒重和穗粒数协调。

抗病性采用田间自然发病及病菌接种平行鉴定相结

合的方法。注重小麦株叶型及其他生理性状的选

育。在适应性方面采取河南省主推的半冬性丰产品

种进行杂交回交，选择对光照、温度变化不敏感的类

型，注重生育后期对干热风等恶劣天气的生态生理 
反应。

1.2.1　产量三要素及抗性方面选育　在每 667m2 具

有 40 万穗以上的基础上，争取大穗类型的选育，通

过协调千粒重和穗粒数，进一步提高穗粒重。增加

穗粒数以提高小穗粒数为主，兼顾结实小穗数的增

加 [2]。穗粒数要求在 35 粒以上，千粒重选择 45g 以

上为宜，同时要求籽粒商品性好、饱满度高、大小均

匀、黑胚率低。

选育方法是从矮败小麦中选出的可育株 F1 开

始，先进行田间选择和籽粒筛选，种植于控肥水的生

态条件下，从中选择矮秆大穗及性状优良的单株，如

此连续选择 2 代。F3 种植在高水肥条件下并进行

病菌接种，利于选择出高产、多抗的单株，加强抗寒、

抗病、抗倒、抗干热风的选择，通过田间丰产性和抗

性表现，结合产量三要素和籽粒的筛选，进一步提高

选育效率。

1.2.2　株、叶及其他生理性状的选育　苗期长势较

强，分蘖中等偏上且成穗率较高，根系活力较强，株

型较紧凑，中矮秆（68cm 左右），茎秆弹性较好，上部

叶片功能期长，旗叶上举，穗层整齐，灌浆速度较快，

落黄好。

1.2.3　选育世代　小麦新品种轮选 1658 的选育世

代如下：2008-2010 年通过在矮败小麦导入周麦

16、周麦 18 等亲本构建矮败小麦轮回群体。2010-
2011 年从矮败小麦轮回群体中选择表现优良单株

进行回交。2011-2012 年从矮败小麦轮回群体选中

28 株优良单株，秋播种植 F1。2012-2013 年从 F1 的

28 个后代株系中，进一步筛选出 3 个优系（12-2、
12-18、12-21），每个株系种植 30 行，作为重点选

择，中选率为 7.1%，秋播种植 F2。2013-2014 年从

F2 的 3 个优系中选择优良单株，即 12-2 中选 2 株，

淘汰 3 株，12-18 中选 3 株，淘汰 3 株，12-21 籽粒

表现差，全部淘汰，秋播种植 F3。2014-2015 年在 F3

的 5 个株系中，12-18-3-2 株系表现最优，然后从中

选择优良单株 8 个，秋播种植 F4。2015-2016 年在

F4 选择的 8 个优良株系中，12-18-3-2-5 株系表现

最好，丰产性和抗性等都达到目标要求，且表现基本

稳定，6 行株系全收，实产 4.1kg，折合每 667m2 产量

为 760kg，在本年度所有测产品系中，居于首位，命

名为轮选 1658。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轮选 1658 为半冬性品种，生育期

232d，熟期比对照品种周麦 18 晚 0.4d。幼苗半直

立，叶色绿色，苗势、分蘖力较强，成穗率较高。春

季起身拔节较早，两极分化快，抽穗较早，耐倒春

寒能力较好。株高 69cm，株型紧凑，抗倒伏性较

好。旗叶大，穗下节中等，穗层整齐，熟相较好。

穗长方形，短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饱满度

较好。每 667m2 穗数 42 万穗，穗粒数 338 粒，千

粒重 48g。
2.2　品质　2018-2019 年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检测，2 年结果分

别为：蛋白质含量 13.9%、14.0%，容重 784g/L、 
747g/L，湿 面 筋 含 量 28.8%、28.0%，吸 水 量

57.2mL/100g、60.1mL/100g，稳 定 时 间 2.7min、



2020年第10期 育繁制种 73

2.6min，拉伸面积 23cm2、34cm2，最大拉伸阻力

110E.U、164E.U.。品质指标达到中筋小麦标准。

2.3　抗性　经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鉴定，2016-2017 年度表现中抗白粉病，中感条锈

病、纹枯病和赤霉病，高感叶锈病；2017-2018 年

度表现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白粉病、纹枯病

和赤霉病。

3　产量表现
2017-2018 年度参加河南省矮败小麦创新联

合体冬水组区域试验，16 点汇总，每 667m2 平均产

量为 453.29kg，比对照品种周麦 18 增产 3.08%，增

产点率达 87.5%；2018-2019 年度续试，16 点汇总，

平均产量为 584.7kg，比对照增产 5.7%，增产点率

达 93.8% ；2018-2019 年度参加同组生产试验，16
点汇总，平均产量为 585.91kg，比对照品种周麦 18
增产达 6.68%，增产点率 100%。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宜区域　适宜在河南省冬麦区（信阳、南阳

除外）高中水肥地块作早中茬种植。选用土壤肥力

水平能使产量达到 400kg/667m2 以上的水地进行种

植。

4.2　播种　播期　豫中北部适宜播期为 10 月 5-10
日；豫南地区适宜播期为 10 月 10-15 日。

播量　大田每 667m2 播量为 6~10kg，根据出苗

率，控制基本苗以 12 万 ~15 万株为宜。冬前群体每

667m2 为 60 万 ~ 80 万株，春季最大群体为 90 万 ~ 
120 万株，成穗数为 43 万 ~ 48 万穗。

4.3　田间管理　平衡施肥　施足底肥，化肥和有机

肥搭配进行平衡施肥；结合地力，氮、磷、钾和微肥配

合进行配方施肥。每 667m2 全生育期施肥量为：纯

氮 15~18kg、磷（P2O5）6~10kg、钾（K2O）5~7kg、硫

和锌肥均为 3kg。按照稳氮、增磷、补钾的原则 [3]，

一次性作底肥施磷、钾及微肥，氮肥要作底肥和追肥

相结合施入。氮肥追施可结合越冬水或返青水，返

青拔节期氮肥追施量占总量的 25%~30%，抽穗灌浆

期追施叶面肥，追肥量占总氮量的 2%~3%。

合理灌溉　结合土壤墒情，适时浇好越冬水、

返青水和灌浆水，尤其注重浇好底墒水和孕穗、灌浆

水，做到足墒播种和孕穗、灌浆期的需水保证 [4]。返

青水要根据苗情、墒情选择合适时间进行，以达到调

控群体结构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4.4　防治病虫害　地下害虫　选择药剂拌种与土

壤处理相结合。药剂拌种：可用 70% 吡虫啉或 50%
辛硫磷结合 6% 戊唑醇悬浮种衣剂，杀虫剂按药种

配比 0.2%；种衣剂按照说明书用量拌种。土壤处理：

每 667m2 用 5% 甲基异柳磷颗粒剂或 3% 辛硫磷颗

粒剂 2kg，随底肥一起施入。

纹枯病　纹枯病防治可以在药剂拌种时施入

20% 三唑酮，药种配比 0.1% ；也可在拔节前对准茎

基部喷施 5% 井岗霉素 1~2 次，每 667m2 用药 200g
兑水 50kg，防效较好。

中后期“一喷三防”　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

一般应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喷雾防治锈病、赤霉

病和穗蚜 2 次 [5]。防治虫害可用 1.8% 啶虫脒乳油

2000 倍液（或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防治病害可用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

12.5% 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叶面追肥每

667m2 可用 0.2% 磷酸二氢钾 200g，以上 3 种类型药

剂可以混合喷雾，达到“一喷三防”的效果，同时减

少用工。另外，在小麦扬花期若预报有连阴雨天气，

应在雨前喷施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进行赤霉病防治。

4.5　适期收获　小麦收获有句俗话“九成熟，十成

收，十成熟，一成丢”。收获过早，小麦籽粒千粒重降

低，籽粒饱满度差；收获过晚，养分回流，粒重下降，

且秸秆易折、掉穗落粒，影响产量。小麦进入蜡熟末

期，茎秆全部黄色，籽粒中营养积累也达到高峰，此

期收获小麦质量好，产量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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