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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 年国家黄淮南片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品种分析
宋晓霞　李爱国　张文斐　张宏生
（河南省漯河市农业科学院，漯河 462000）

摘要：通过对 2009-2015 年的黄淮南片小麦区试结果分析，供种单位有 86 个，提供参试品种 208 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品

种 60 个。按照行业来分，教学单位 6 个，提供参试品种 25 个，占 12.02%；科研单位 26 个，提供品种 96 个，占 46.15%；企业 46 个，

提供品种 78 个，占 37.50%；其他 8 个单位，提供品种 9 个，占 4.33%。4 类育种单位分别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数为 5 个、32 个、

23 个和 0。育种效率分别为 20%、33.33%、29.49% 和 0。2009-2015 年黄淮南片小麦区试的平均产量为 518.07kg/667m2，其

中冬水组平均产量为 529.86 kg/667m2，春水组为 511.00 kg/667m2。7 年间，试验平均产量与对照种的残差在逐步加大，其中冬

水组的产量提高了 32.84 kg/667m2，年平均提高 4.55kg/667m2；春水组提高了 22.38 kg/667m2，年平均提高 3.20 kg/667m2。进一

步分析年度最优品种和最差品种与对照种的残差，最优品种的残差越来越大，最差品种的残差越来越小，表明该区育种水平不

断提高，品种改良效果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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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在

3000 万 hm2 左右，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0%，其产量

的丰歉和品质优劣决定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人民的日

常消费水平 [1]。黄淮南片麦区是我国第一大小麦产

区，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除信阳和南阳的部分

区域）、山东省菏泽地区、安徽省的淮北地区（阜阳

市、亳州市、蚌埠市、宿州市、淮北市等）、江苏省的

淮北地区（淮安市、徐州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宿迁

市）、陕西关中地区（宝鸡市、咸阳市、西安市）。常

年麦播面积 866.7 万 hm2 以上，面积和总产均占全

国的 40 % 以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

颁布实施大大提高了小麦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和育

表 6　施氮量和密度各处理组合的比较

处理组合
小区产量

（kg）

差异显著性

5% 1% 

A3B3 2.63 a A 

A3B4 2.59 ab AB 

A3B2 2.55 bc ABC 

A4B3 2.53 bcd BC 

A3B1 2.52 bcd BC 

A4B2 2.49 cd CD 

A4B4 2.49 cd CD 

A4B1 2.48 d CDE 

A2B4 2.47 d CDEF 

A2B3 2.41 e DEFG 

A1B3 2.39 e EFGH 

A1B4 2.39 e FGH 

A2B1 2.37 e GH 

A2B2 2.37 ef GH 

A1B2 2.37 ef GH 

A1B1 2.31 f H 

炎照 [4]、周佳民等 [5]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施肥条

件下种植密度为 60000 株 /hm2 时产量最高，不施

氮时以种植密度为 45000 株 /hm2 产量最低。A3B3 
是较理想的处理组合，即在中等土壤肥力条件下，

安薏 1 号的最佳种植密度为 60000 株 /hm2，施氮量 
300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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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者的积极性，我国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产业得以

快速发展，品种数量明显增加。截至 2015 年国家审

（认）定小麦品种 462 个，每年参加国家区域试验的品

系数以百计。区域试验是小麦品种审定和新品种推

广的重要环节，是推动小麦品种更新换代的源动力，

代表了当前我国小麦育种的水平和发展趋势 [2-4] 。

本研究利用 2009-2015 年黄淮南片冬麦区试

验数据，对黄淮南片小麦品种（系）的来源、审定、育

种效率和产量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该区小麦品种的

有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根据 2009-2015 年度国家冬小麦

品种试验汇总、中国冬小麦新品种动态（2009-2010
年 度、2010-2011 年 度、2011-2012 年 度、2012-
2013 年度和 2013-2014 年度），以及 2008-2009 年

度和 2014-2015 年度冬小麦区试汇总（电子版），对

2009-2015 年间参加黄淮南片区域试验参试品种的

选育单位、品种来源、产量、审定及育种效率情况等

方面进行分析。

1.2　统计方法　采用 Excel 2007 和 DPS 6.5 进行统

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品种来源构成和审定情况　从 2009 年到

2015 年黄淮南片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共 22 组，其中冬

水 15 组，春水 7 组；参加试验的品种（系）208 个，

通过国家审定的 60 个，占 28.85%。各年度试验组

数、参试品种（系）数和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数详见 
表 1。

表 1　2009-2015 年黄淮南片参试品种和通过国家审定品种

分类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试验组数 3 3 3 3 3 3 4 22

参试品种数 25 24 20 29 28 26 41 208

审定品种数 9 5 6 6 11 10 15 60

7 年间安徽省 21 个品种参加试验，占 10.10% ；

中央直属单位 18 个，占 8.65% ；河北省 2 个，占

0.96% ；河南省 119 个，占 57.21% ；江苏省 27 个，占

12.98% ；山东省 6 个，占 2.88% ；陕西省 15 个，占

7.21%。在通过国家审定的 60 个品种中，安徽省和

中央直属单位均为 4 个，占 6.67% ；河北省和陕西

省均为 1 个，占 1.67% ；河南省 35 个，占 58.33% ；

江苏省 12 个，占 20.00% ；山东省 3 个，占 5.00%。

在黄淮南片河南省的小麦育种实力最强。提供参

加试验品种的单位达 53 个，其中教学 3 个，科研 12
个，企业 31 个，其他 7 个，分别占黄淮南片 7 省市

各行业总数的 50.00%、46.15%、67.39% 和 87.5% 
（表 2）。

表 2　2009-2015 年各省黄淮南片参试及审定品种数量

省（市） 参试品种数 占比（％） 审定品种数 占比（%）

安徽省 21 10.10 4 6.67

河北省 2 0.96 1 1.67

河南省 119 57.21 35 58.33

江苏省 27 12.98 12 20.00

山东省 6 2.88 3 5.00

陕西省 15 7.21 1 1.67

中央直属 18 8.65 4 6.67

合计 208 100.00 60 100.00

按提供参试品种的选育单位行业统计，教学

单位参试 25 个，占 12.02% ；科研单位参试 96 个，

占 46.15% ；企业参试 78 个，占 37.50% ；其他 9 个，

占 4.33%。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中，教学 5 个，占

8.33% ；科研 32 个，占 53.33% ；企业 23 个，占 38.33%
（表 3）。其中企业提供参加试验的品种数于 2013
年超过科研单位，成为黄淮南片小麦育种的主要 
力量。

表 3　2009-2015 年各行业黄淮南片参试及审定品种

行业 参试品种数 占比（％） 审定品种数 占比（%）

教学 25 12.02 5 8.33

科研 96 46.15 32 53.33

企业 78 37.50 23 38.33

其他 9 4.33 0 0

合计 208 100.00 60 100.00

进一步对提供参加试验的育种单位分析（表

4），居于前 10 名的品种提供单位参试品种 70 个，通

过国家审定的 26 个，分别占 33.65% 和 43.33%。按

行业，教学单位 1个，参试品种 14个，通过审定 1个；

科研单位 8 个，参试品种 50 个，通过审定 24 个；企

业 1 个，参试品种 6 个，通过审定 1 个。在这 10 个

育种单位所处的地域看，中央直属的 1 个，河南的 6
个，江苏的 2 个，陕西的 1 个；这 3 类育种单位分别

提供参试品种 14 个（通过审定 1 个）、50 个（通过



研究论文54 2017年第６期

审定 24 个）、6 个（通过审定 1 个）。通过审定的品

种数占参试品种数的比例，也就是育种效率分别为

7.14%、48.00%、16.67%。

表 4　2009-2015 年提供黄淮南片参试 

品种前 10 名的育种单位

单位名称 供种数量 通过审定数量 占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4 1 7.14 

河南省农科院 13 4 30.77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 12 3 25.00 

新乡市农科院 9 3 33.33 

漯河市农科院 7 2 28.57 

洛阳市农科院 7 4 57.14 

淮阴市农科所 6 5 83.33 

周口市农科院 6 4 66.67 

河南天民种业有限公司 6 1 16.67 

徐州市农科院 5 2 40.00 

合计 70 26
* 新乡市农科院包括新乡敦煌种业，淮阴市农科所包括淮安农科所

对照种除了强筋对照豫麦 34 和藁麦 8901 外，

冬水组 2009 年为新麦 18 和周麦 18，2010 年之后对

照种均为周麦 18；春水组对照均为偃展 4110。
2.2　2009-2015 年产量表现

2.2.1　年度平均产量、年度对照产量和 7 年平均产

量　7 年间，黄淮南片小麦区试每 667m2 的平均产量

为 518.07kg，其中冬水组平均产量为 529.86kg，春水

组平均产量为 511.00kg ；冬水组对照种周麦 18 平均

产量为 517.75kg，春水组对照种偃展 4110 平均产量

为 506.08kg。每 667m2 最高产量冬水组 555.82kg，
春水组 540.2kg ；最低产量冬水组 496.58kg，春水组

476.6kg。
将实际产量取对数作图 1。由图 1 可知，年度

间的产量水平波动较大，以 2011 年和 2014 年最

高，分别为 569.10kg/667m2 和 570.97kg/667m2；2012
年和 2013 年较低，均低于 500kg/667m2，分别为

478.67kg/667m2 和 473.00kg/667m2。对照种的平均

产量与年度平均产量一致。表明不同基因型和试验

地点的生产条件与各年度间的气象条件的互作，对

产量的影响较大。进一步分析，年度平均产量、最高

产量与年份呈现正相关，对照产量呈现负相关。

2.2.2　对照平均产量　从 2009 年以来，冬水组以周

麦 18 为对照种，春水组以偃展 4110 为对照品种；试

验地点除了当年个别报废以外，基本保持不变。如

果按照每个品种的遗传型不变，假设试验地点的耕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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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6
35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度平均
产量

7年平均
产量

对照平均
产量

产
量

的
对

数
值

年份（年）

图 1　2009-2015 年黄淮南片小麦区试平均产量、 

总平均产量和对照产量（对数）示意图

作制度和管理水平不变，那么产量水平的变化就是

气象条件，包括光照、温度、降雨、湿度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的结果。

将年度试验平均产量及各个试验品种与对照

种之间的产量差距简称为残差。通过表 5 可以看

出，7 年间的试验平均产量与对照种的残差在逐

步加大，其中冬水组从 2009 年的 -9.27kg/667m2，

到 2015 年加大到 22.57kg/667m2，参试品种的产

量水平与对照种的产量提高了 32.84kg/667m2，

年 平 均 提 高 4.69kg/667m2；春 水 组 从 2009 年 的

2.80kg/667m2，到 2015 年加大到 25.18kg/667m2，提

高 了 22.38kg/667m2，年 平 均 提 高 3.20kg/667m2。 
同时也证明了该区的小麦育种产量改良也卓有 
成效。

表 5　2009-2015 年试验平均产量和　　　　　 

对照种平均产量比较　　　（kg/667m2）

年份

（年）

冬水组 春水组

试验平均 周麦 18 残差 试验平均 偃展 4110 残差

2009 527.24 536.51 -9.27 518.10 515.30 2.80

2010 513.63 501.58 12.06 496.80 489.30 7.50

2011 575.18 560.99 14.19 558.00 550.50 7.50

2012 490.75 481.80 8.95 454.50 447.40 7.10

2013 477.74 464.50 13.24 463.40 446.00 17.40

2014 579.40 560.00 19.40 554.30 525.00 29.30

2015 541.41 518.84 22.57 513.90 488.72 25.18

2.2.3　最高产量、最低产量分析　进一步分析各

个试验品种与对照种之间的产量差距，可以进一

步了解各年度参试种的产量变化和品种改良的效

果。各年度的最高产量品种也是该年度的最优品

种，当年各育种单位提供生产潜力最大的遗传型，

代表着各参试种供种单位的最高育种水平。冬水

组中 2009 年最优品种的产量为 551.00kg/667m2，与

对照种周麦 18 产量的残差只有 14.49kg/667m2，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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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达到 59.16kg/667m2，呈现出明显的逐年扩

大趋势，平均年提高 6.38kg/667m2 。春水组中 2009
年最优品种的产量为 548.9kg/667m2，与对照种偃展

4110 产量的残差只有 33.6kg/667m2，到 2015 年达到

49.69kg/667m2，亦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平均年提高

2.30kg/667m2。

与最优品种相反，最差品种则出现了产量逐

年提高的趋势。冬水组中 2009 年最差品种的产

量为 493.1kg/667m2，与对照种周麦 18 产量的残差

达 43.41kg/667m2，到 2015 年 仅 为 11.64kg/667m2，

呈现出明显的逐年缩小趋势，平均每年缩小

4.54kg/667m2 。春水组中 2009 年最差品种的产量

为 486.7kg/667m2，与对照种偃展 4110 产量的残差

为 28.6kg/667m2，到 2015 年仅为 14.26kg/667m2，平

均每年缩小 2.05kg/667m2。

最优品种与对照种之间残差逐年加大和最差

品种与对照种之间残差的逐年缩小，表明了该区育

种水平不断提高，品种改良效果明显；另一方面也与

对照品种长期繁殖的漂变性退化有关（图 2）。

图 2　2009-2015 年黄淮南片小麦区试最高、 

最低和对照产量（对数）示意图

3　结论与建议
黄淮南片不仅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同时也

是小麦育种的强势区域。在 2009-2015 年间，该

区域参加试验品种的育种单位达 86 个，育出品种

（系）的数量为 208 个，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60 个，

育种单位数、参试品种数和通过国家审定品种数

均居全国各麦区之首。在这些育种单位中，2011
年之前，以科研单位为主，每年供种数为 45.83%~ 
66.67%。2012 年之后，企业的供种数量超过科研

单位，每年的供种数量占比从 2009 年的 20% 上升

到 60.71%，成为小麦育种的主要力量。在 86 个小

麦供种单位中，以淮阴农科所和周口市农科院的育

种效率最高，参试品种数、通过国家审定数分别为

6 个、6 个和 5 个、4 个，育种效率分别达 83.33% 
和 66.67%。

黄淮麦区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较高，是小麦

高产和中强筋的适宜生态区，因此对小麦品种的产

量性状和品质需求也较高。各育种单位针对性的

工作，使育种水平不断提高，品种改良效果明显。7
年间冬水组平均产量残差提高了 6.04%，每年提高

6.38kg/667m2；春水组平均产量残差提高了 4.32%，

春水组每年提高 2.30kg/667m2。

各年度的最优品种，表现为适应性广，抗逆性

强，稳产性好，特别是最优动态稳定性较好；年度最

差品种一般产量水平较低，产量三因素不协调，适应

性低，稳产性差，与付亮等 [5] 的研究结论一致。最

优品种的残差加大和最差品种残差的缩小，表明各

育种单位之间的育种水平在缩小。

对照品种的产量出现了退行性下降，可能与对

照种长时间繁殖中某些位点的基因缺失或者变异

有关。张舒娜等 [6] 研究表明，由于小麦品种内存

在遗传异质性，某些位点呈现微效多基因，与环境

等外在因素作用下，在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中，发

生遗传漂变或者基因漂移，导致种性下降。因此，

对照种在繁殖中一方面要选择足够大的群体保持

该品种的原始遗传型典型性，其次要在选育当地进

行繁种，保持该品种的选育环境条件不变，最后应

及时为各承担试验单位提供新种，保持对照的标准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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