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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生育期防治在小麦开花后，结合一喷三防，混合

喷施农药和磷肥、钾肥，通过一次喷施，可同时实现

防蚜、防病（锈病、白粉病）、防干热风的目的。

4.5　适时收获及脱粒　小麦的收获时期和方法对

产量、品质都有很大的影响。春小麦甘春 27 号的最

适宜收获期是蜡熟末期，此时要尽快收割，避免自然

灾害造成的损失。收获后及时脱粒，并精选、晒干、

妥善保管贮藏，做到全面增产增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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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济科 33 的选育及其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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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济科 33 是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2001 年以烟农 19 为母本、自选系济科 19（鲁麦 14 变异材料）为父本杂交，系

统选育的高产、强筋、抗病小麦品种。2015 年 7 月通过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关键词：济科 33；小麦；选育；特性

济科 33 是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选育的高

产、强筋、抗病型小麦品种。2015 年 7 月通过安徽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皖麦 2015005）。根

据济科 33 在安徽省的参试结果，并结合育种过程，

对济科 33 的特征特性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为制定济

科 33 的栽培技术体系提供依据。

1　选育经过
父本济科 19 是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从鲁

麦 14 后代分离材料中系统选育的小麦品系。该品

基金项目： 阜阳市政府—阜阳师范学院横向合作项目（XDHX2016014）
通信作者： 马同富

系在抗倒、抗旱、抗寒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锈病与

白粉病田间表现较轻，但该品系平均穗粒数较少，同

时对肥水的要求较高，晚播表现分蘖较少，后期灌浆

较慢，在遇干热风的情况下子粒较瘪。2001 年选用

分蘖力强、长势繁茂、广适性好、品质优的烟农 19 作

为母本进行有性杂交，获得 23 粒种子，组合代号为

01026；当年秋天将 23 粒种子全部播种于安徽新世

纪农业有限公司试验站内。该组合表现为抗寒性突

出、叶片窄上冲、返青稳健、杂交优势较为明显，因而

作为重点组合进行 F2 的种植，为了扩大对 F2 分离

群体的选择，进行了单粒点播与常规密度种植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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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 F2 的分离群体中，共计选择了 372 个单穗，经

室内考种决选了 183 个单穗。

F3 分离群体中，在表现较好的穗行中选单株 98
个，室内考种中考虑后代子粒的饱满度、商品性、子

粒均匀度选出 72 个单株。在 F4 继续选择优良单株

38 个。2006-2007 年度在 38 个株系中选择优良株

系 8 个；2007-2008 年度对 8 个优良株系进行产量

鉴定试验，其中以 010733 号表现最为突出；2008-
2009 年度在鉴定试验与品系比较试验中，010733 号

表现较好，予以出圃，暂定名为济科 33；2010-2014
年度推荐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预试区试和

生产试验。2015 年通过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其系谱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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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济科 33 选育系谱图

2　生物学特性
该品种为半冬性中熟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

中绿，植株较为繁茂，叶片较窄，前期长势稳健，拔节

后长势加快。分蘖能力较强，成穗率较高，亩有效穗

数多。旗叶短小上举，茎秆较细，但弹性较好，较抗

倒伏。平均株高 82~85cm。穗纺锤型、长芒、白壳、

白粒，子粒角质。株型偏紧凑，穗层厚。全生育期

227d 左右，后期熟相较好。

3　产量表现
该品种 2007-2008 年度参加安徽新世纪农业

有限公司的产量鉴定试验，折合每 667m2 产量为

587.6kg，较对照皖麦 50 增产 11.03% ；2008-2009
年度参加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的小麦新品系

比较试验，折合产量 566.3kg，较对照皖麦 50 增产

11.29%，较对照济麦 22 增产 7.8%。2010-2011 年

度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预试，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557.3kg，较对照皖麦 50 增产 6.73% ；

2011-2012 年度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

A 组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519.5kg，较对照皖麦 50

增产 7.83%，差异极显著，居 A 组第 1 位，8 点汇总

全部增产，增产点率 100% ；2012-2013 年度参加安

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区试 C 组试验，平均产

量为 517.6kg，较对照增产 10.7%，居 C 组第 1 位，7 点

汇总全部增产，增产点率 100%。2013-2014 年度参

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589.30kg，较对照皖麦 52 增产 7.30%。

2017 年 5 月 31 日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邀

请阜阳市、颍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有关专家组成

测产组，对济科 33 小麦高产示范基地进行田间测

产。测产结果：济科 33 高产示范麦田，平均亩穗数

51.7 万穗，穗粒数 33.1 粒，千粒重 43.8g，每 667m2

产量 674.6kg。

4　茎蘖动态
2008-2009 年度参加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的小麦新品系比较试验，该品种平均株高 82.6cm，

每 667m2 基本苗数 17.6 万，最高茎蘖数 109.3 万，有

效分蘖率为 40.9%，产量三要素为平均有效穗数 44.7
万、千粒重 41.3g、穗粒数 33.4 粒。在 2010-2011 年

度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预试中，平均株高

79.6cm，每 667m2 基本苗数 16.3 万，最高茎蘖数 91.1
万，有效分蘖率为 45.6%，产量三要素为平均有效穗

数 41.5 万、千粒重 40.8g、穗粒数 34.7 粒。2011-2012
年度及 2012-2013 年度连续 2 年参加安徽省淮北片

半冬组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平均株高 84cm，每 667m2

基本苗数 17.2 万，最高茎蘖数 97.2 万，有效分蘖率为

42.4%，产量三要素为平均有效穗数 43.6 万、千粒重

39.5g、穗粒数 35.4 粒。2013-2014 年度参加安徽省

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生产试验，平均株高 85.1cm，

每 667m2 基本苗数 18.2 万，最高茎蘖数 115.7 万，有

效分蘖率为 40.1%，产量三要素为平均有效穗数 46.4
万、千粒重 40.9g、穗粒数 32.9 粒。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济科 33 分蘖能力较强，

成穗率较高，年前茎蘖总数都在 100 万左右，成穗率

都在 40% 以上，成穗率高，平均有效穗数 42 万穗以

上，亩穗数较多，属多穗型品种，株高 78~86cm，穗粒

数 28.3~35.4 粒，千粒重 36.5~40.3g。穗粒数、千粒

重年际间较为稳定。产量三要素表现较为协调，这

是济科 33 高产稳产的基础。

5　品质性状
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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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检验，2012 年品质分析结果：容重 840g/L，
粗蛋白（干基）14.91%，湿面筋 32.2%，面团稳定时

间 10.0min，吸水量 60.3mL/100g 粉，硬度指数 65.5；
2013 年品质分析结果：容重 800g/L，粗蛋白（干基）

13.66%，湿面筋 30.5%，面团稳定时间 9.4min，吸水

量 58.5mL/100g 粉，硬度指数 69.0。

6　抗性表现
2008-2009 年度参加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的小麦新品系比较试验：冻害 1~2 级，越冬百分率

99%，倒伏程度 1 级、面积为 0，抗青干能力 2 级，叶

锈病反应型 3、严重度 0~5%、普遍率 30%，白粉病

4 级，赤霉病病穗率 1%、严重度 3；2010-2011 年度

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预试：冻害 1 级，越

冬百分率 100%，倒伏程度 1 级、面积为 0，抗青干能

力 2 级，叶锈病反应型 3、严重度 5%~10%、普遍率

0~20%，白粉病 4 级，赤霉病病穗率 5%、病子率 1%、

严重度 3。2011-2012 年度及 2012-2013 年度连续

2 年参加安徽省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区域试验：

冻害 1 级，越冬百分率 97%~100%，倒伏程度 1 级、

面积为 0，抗青干能力 2 级，叶锈病反应型 3、严重度

10%、普遍率 50%，白粉病 4 级，赤霉病病穗率 13%、

病子率 3%、严重度 3。2013-2014 年度参加安徽省

淮北片半冬组小麦品种生产试验：冻害 1 级，越冬

百分率 100%，倒伏程度 2 级、面积为 0~100，抗青干

能力 1~3 级，叶锈病反应型 3、严重度 0~5%、普遍率

20%，白粉病 6 级，赤霉病病穗率 10%、病子率 2%、

严重度 2.7。
由以上数据可知，济科 33 抗寒性好，基本无冬

季与春季冻害，安全越冬性好，春季抗倒春寒能力

好，较抗倒伏。中抗白粉病、条绣病、叶锈病，在赤霉

病的抗性上表现出一定的抗延展性，抗干热风能力

较好。

7　选育总结
7.1　环境条件是选育新的小麦品种的基础与条件　

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选育，有利于选育到具有相应

特性的品种；在一定的培育条件下也有可能选到适

应不同生态环境的品种 [1]。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

司从烟台农科院引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山东省和黄

淮麦区种植面积较大，丰产性、稳产性突出的鲁麦

14，但试种后表现为灌浆慢、抗倒性差、赤霉病发生

偏重、后期顶部结实稍差、枯熟，但分蘖力好、亩有效

穗数多、抗白粉病能力较好。公司曾用鲁麦 14 与现

有材料进行组配，效果甚微，没有出现理想的后代材

料；但在田间种植的鲁麦 14 出现了 1 株早熟、子粒

饱满、千粒重略小，同时熟相较好的分离个体。随后

对该分离个体进行系统培育与观察，发现该分离个

体分蘖力较鲁麦 14 有所下降，生育期较鲁麦 14 有

所提前，但综合抗倒性与抗病性较鲁麦 14 好。这应

该是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由于环境胁迫产生的变异

体，定名为济科 19，并根据其特点进行了亲本组配；

选择了烟台农科院选育的分蘖力强、广适性好、丰产

性好、抗寒性和稳产性突出的烟农 19 为母本，二者在

抗倒性、抗病性、丰产性优缺点上有较好的互补性。

在后代选择上以子粒品质好、抗病好、商品性好、株

型和产量三要素协调为主要目标，育成了目标品种。

7.2　加大早代分离个体的种植数量，有利于目标性

状选择　F1 的性状表现因受基因显隐性与上位性

的影响，其表现的优劣性还不是很高 [2]。因此，F1 应

淘汰那些有严重缺点的组合，及杂交优势不明显的

组合。F2 单株间的性状分离十分复杂，如对成熟期、

抗病性、抗逆性、高产等性状都有要求，则群体应该

大些 [3-8]。在对济科 33 后代选择的时候，适当加大

了 F2 的穗选数量；在 F3 的选择上有了较宽的选择

面，有利于目标性状的出现与选择。在 F2 的种植中，

进行了稀植点播与密植鉴定的尝试，稀植点播有利

于优良单株个体的选择，而密植鉴定有利于对组合

进行抗性鉴定，也可结合群体表现进行单穗选择；二

者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济科 33 的选育上有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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