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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要保障我国的粮食安

全，小麦总产在现有基础上需再增加 10% 以上。在

我国北方，由于小麦全生育期完全处于干旱季节，

水资源短缺成为小麦生产的瓶颈。抗旱节水小麦优

良品种的选育对小麦的生产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提

高小麦水分利用率对突破水资源制约，实现小麦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 [1]。因此，在提高品种产量潜力的同时，应重视水

分利用效率的提高，培育抗病节水型高产品种 [2-3]。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多年来以培育小麦优良品种

为主要目标，选育出了系列抗旱节水优良品种。选

育出的北部冬麦区旱地小麦品种太 1305 于 2018
年 5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4]，公

告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18 号，

审定编号为：国审麦 20180066。

1　品种选育过程
1.1 亲本　父本太 6212（晋麦 70 号）是山西农业

大学农学院（原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小麦研究室所育成的抗旱节水型冬小麦品种，

该品种适应性广，增产潜力大，有极大的抗耐性，稳

产高产，是山西省中部晚熟冬麦区、全国北部冬麦

区旱地及一般水地节水型生产的理想品种，2001 年

3 月经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母本

旱地小麦品种太 1305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任永康 1　牛瑜琦 1　逯成芳 1　刘　江 2　崔　磊 1 
王长彪 2　郭　庆 1　赵兴华 2　韩　斌 2　唐朝晖 1

（1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 作物遗传与分子改良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太原 030031；
2 山西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太原 030031）

摘要：太 1305 是旱地小麦品种，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麦 20180066）。太 1305 穗

粒数多、粒重高、熟相好，产量三要素协调，具有较好的抗旱性、抗病性和适应性，抗倒性好，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旱地；冬小麦；选育；特征特性；栽培技术

920560 为优良材料，2001 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刘广田

教授课题组引进的抗病小麦品系。

1.2 选育过程　根据北部区域冬小麦主要育种目

标，针对抗旱节水、抗病、广适、高产等目标性状，结

合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课题组的研究优势，采取

常规育种技术，2003 年以优良材料 920560 为母本、

太 6212（晋麦 70 号）为父本进行杂交，采用系谱

法进行选育，F2、F3 进行株高、早熟性、抗病性、籽

粒颜色等质量性状的选择；高代对株型、抗热性、抗

旱性、产量潜力、籽粒品质等数量性状进行选择，确

定综合性状好的株系类型，2009 年后代稳定品系出

圃，参加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的品比鉴定试验，

命名为太 1305。2014-2015 年度、2015-2016 年度

参加国家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2016-2017
年度参加生产试验，完成试验程序。2018 年通过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麦

20180066）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太 1305 为冬性中熟品种，全生育

期 266d，与对照长 6878 熟期相当。幼苗半匍匐，叶

片深绿色，长相清秀，生长健壮，分蘖能力较弱。株

高较高，株型紧凑。穗层整齐，熟相好。穗长方形，

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饱满。

2.2 抗性表现　抗旱性鉴定：由洛阳农林科学院

负责国家冬小麦品种试验抗旱性鉴定工作。2014-
2015 年度抗旱性较弱，太 1305 在干旱胁迫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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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穗、穗粒数变异较大；2015-2016 年度抗旱性较

弱，太 1305 在干旱胁迫情况下粒重较稳定，有效穗、

株高变异较大。

抗寒性鉴定：试验由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安排

在延庆县旧县东羊坊村，试验地平整，肥力均匀，土

壤质地为中壤土，肥力中上等。2014-2015 年度冬

春冻害较轻，品种抗寒性未充分表现，抗寒性中等；

2015-2016 年度冬春冻害较重，倒伏较轻，品种抗寒

能力得到充分表现，抗寒性较好。

抗病性鉴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主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参加，

对国家冬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品种进行了人工接种

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等多抗性联合鉴定。2014-
2015 年度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等病害

在各试点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品种的综合抗性得到

充分考验，高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高感白粉病和

黄矮病，因其综合抗性较好，在所有参试品系中表

现最佳，排第 1 位；2015-2016 年度发病基数低，条

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在各试点均有不同程度发生，

但较轻，表现高抗条锈病，高感叶锈病、白粉病和黄 
矮病。

2.3 品质分析结果　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对参试品系进行分析，2015 年籽粒容重

775g/L，硬度指数 44，沉淀值 30mL，籽粒蛋白质含量

13.76%，湿 面 筋 含 量 29.7%，吸 水 量 53.7mL/100g，

稳定时间 3.8min，最大抗延阻力 257 E.U.，拉伸面积

55cm2，延 伸 性 159mm ；2016 年 籽 粒 容 重 788g/L，

蛋白质含量 14.18%，湿面筋含量 31.3%，稳定时间

1.9min。

3　产量表现
2014-2015 年度参加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品种

区 域 试 验，10 点 汇 总，增 产 点 率 100%，每 hm2 平

均 产 量 为 5971.5kg，比 对 照 长 6878 增 产 4.8%，

居 参 试 品 种 第 1 位；2015-2016 年 度 同 组 续 试，

7 点汇总，增产点率 85.7%，平均产量为 4889.6kg，

比 对 照 长 6878 增 产 4.9%，居 参 试 品 种 第 4 位；

2 年 度 区 域 试 验 平 均 产 量 为 5430.5kg/hm2，比 对

照 长 6878 增 产 4.9%，增 产 点 率 92.9%。2016-
2017 年度参加北部冬麦区旱地组品种生产试验，

6 点 汇 总，增 产 点 率 83.3%，每 hm2 平 均 产 量 为

4996.5kg，比 对 照 长 6878 增 产 5.9%，居 参 试 品 种

第 1 位。 太 1305 有 较 合 理 的 产 量 构 成，穗 粒 数

和千粒重较高，年度间及在各项次的试验中表现 
稳定。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前准备　抓土保水，伏雨春用，通过耕、耙、

覆盖等措施进行纳雨蓄墒保墒。增加肥料投入，提

高土壤肥力，有机肥等肥料在耕地时作为底肥一次

性施入效果最佳，根据土壤肥力情况，可每 hm2 施农

家肥（牛、羊粪）100m3、复合肥 250kg。

4.2 播期播量　在北部冬麦旱区适宜播种期为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适宜基本苗为 300 万 ~450 万

株 /hm2。抢墒适时早播，播期推迟可适当增加播种

量，播种时做到深浅一致，下种均匀，播种后进行镇

压保墒。可利用种子包衣剂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包

衣，既增强根系活力，又有效预防病虫害。

4.3 加强冬春管理　在越冬期进行镇压，踏实土壤

保墒，预防冻害；早春镇压提墒，耙磨中耕除草增温

保墒；孕穗灌浆期可喷施叶面肥；生育中后期注意防

治蚜虫、锈病、白粉病、黄矮病等病虫害，可使用啶虫

脒乳油（防治蚜虫）、粉锈宁乳油（防治白粉病）等药

剂对麦田进行喷洒；也可进行“一喷三防”，在叶面

喷施时将肥料与杀菌（虫）剂混合，既可防病、防虫，

又防干热风、补肥，可提高产量。

4.4 收获　小麦蜡熟中期和末期是保持小麦籽粒

产量最高和品质最优的时期，为最佳收获期，收获宜

早不宜迟，在蜡熟末期及时采用联合收割机收获，防

止穗发芽。山西中部旱地麦区一般在 6 月 15 日左

右收获，如留种需在收获前进行田间去杂，并实行单

收、单打、单储，以保证种子纯度。

5　应用分析
太 1305 是综合抗性较好的旱地小麦品种，其优

点为：穗粒数多、粒重高、熟相好，抗病性较好，抗倒

性好。该品种在北部冬麦区的山西省中部地区、甘

肃陇东部分地区、宁夏固原地区的旱地有广阔的推

广应用前景。以山西中部旱地为中心，辐射北部冬

麦区为目标，抓好原种及良种的生产，建立示范展示

田，研发有机旱作配套栽培技术标准，为农民增产增

收提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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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又称为粘玉米，起源于中国西南云贵川

一带，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糯玉米的营养价

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人们对高产、优质、高效

糯玉米新品种的需求日益增多 [2]。糯玉米营养物质

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E 及 B 类等，有

较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 [3]，其风味独特，籽粒糯性柔

软、香甜可口，适合鲜食和食品加工，深受人们的青

睐，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4]。我国糯玉米种植面积

为 66.67 万 hm2，广西壮族自治区占 12% 左右，目前，

市场上玉米品种繁杂，亟需选育出优质、高产、抗逆

性强、商品性好，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种植的糯玉米

新品种 [5]。为此，玉林市农业科学院和广西农业科

学院玉米研究所共同选育出了外观商品性好、籽粒

糯性柔软、鲜穗产量高、抗病性强的糯玉米新品种玉

农科糯 1 号。

1　品种来源
1.1 母本　母本 NA211 是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

究 所 选 用 NA 群（YL611、YL6113、宜 糯 11、都 糯

113、克洞糯 1、宜山糯等组建的糯玉米育种群体）作

选系基础材料，经自交 7 代、鉴定和筛选而育成的

糯玉米自交系。该自交系春播生育期 105d，秋播生

糯玉米品种玉农科糯 1 号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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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农业科学院玉林分院，玉林 537000；2 玉林市农业科学院，玉林 537000；3 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南宁 530007）

摘要：玉农科糯 1 号是以自选自交系 NA211 作母本、自选自交系 NBN23121 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糯玉米单交种，2020

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桂审玉 2020035 号。该品种出苗整齐，幼苗长势好，植株、穗位

整齐，果穗均匀，具有产量高、糯性好、外观优、风味好、综合抗性强等特点。　

关键词：糯玉米；玉农科糯 1 号；选育；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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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 85d，株高 143cm，穗位高 52cm，株型平展，成

株叶片数 17~19 叶。果穗筒型，穗长 12~15cm，穗

粗 3.62cm，穗行数 12~14 行，出籽率 76.8%，千粒重

211g。

1.2 父本　父本 NBN23121 是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

研究所选用 NB 群（SN512、JN20-32、NBN23121、

JNF20-K、郑糯 61、郑糯 621、京糯 F20、京糯 12 等

组建的糯玉米育种群体）作选系基础材料，经自交 7
代、鉴定和筛选而育成的糯玉米自交系。该自交系

春播生育期 101d，秋播生育期 83d，株高 149cm，穗

位高 35cm，株型平展，成株叶片数 16~18 叶。果穗

筒型，穗长 10~14cm，穗粗 3.57cm，穗行数 10~14 行，

出籽率 77.1%，千粒重 205g。

父母本均为白色籽粒、糯质、硬粒型，穗轴白

色；抗大斑病、小斑病、纹枯病、丝黑穗病，保绿性

较 强；中 等 肥 力 条 件 下，每 667m2 自 身 繁 殖 产 量

150kg，最高可达 200kg。

1.3 选育过程　2017 年秋季进行玉米新组合预备

筛选试验；2018 年春、秋季开展南宁、柳州、北海、玉

林等地玉米苗头新组合产比试验和多点异地鉴定试

验，最终，组合 NA211×NBN23121 因产量较高、糯

性好、外观优、风味好、综合抗性较强而入选，育成新

组合玉农科糯 1 号；2019 年选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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