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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自 2003 年审定了

我国第一个杂交小麦品种绵阳 32 号（国审麦

2003002）以来，至今审定了包括绵杂麦 168（国

审麦 2007003）、绵杂麦 512（川审麦 2014012）、绵
杂麦 638（川审麦 2016011）等多个适宜西南麦区

（四川麦区）种植的杂交小麦品种。以最近审定的

绵杂麦 638 为例，该品种是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以 MTS-1 为母本、09638 为父本组配的小麦品

种，于 2016 年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该品种全生育期 177d ；株高 91cm，长芒、白

壳、红粒；平均亩穗数 20.8 万穗，穗粒数 50.0 粒，

千粒重 46.2g ；2015-2016 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产量

361.60kg/667m2，较对照品种绵麦 37 增产 6.14% ；中

抗 - 高抗条锈病，中感 - 高抗白粉病，中抗赤霉病

（四川地区）。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绵阳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了绵杂麦 168、绵杂麦 512
等杂交小麦品种。这些杂交小麦品种自审定推广以

来，以其产量高、用种量少、抗逆性强、适宜性广等优

势迅速获得了广大种植户的喜爱，为四川乃至西南

麦区杂交小麦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1　绵杂麦系列品种高产制种技术
该技术适合于绵杂麦系列品种（MTS-1 为母

本）在川西平原、川西北丘陵区制种参考使用。利

用本制种技术，一般田块每 667m2 产量可达 200kg
以上，2017-2018 年度四川国豪种业在三台县制种

绵杂麦系列品种高产制种及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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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先后选育了绵阳 32 号、绵杂麦 168、绵杂麦 512、绵杂麦 638 等系列杂交小麦新品种。这些

品种的选育为四川乃至西南麦区杂交小麦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合

作开发了绵杂麦 168、绵杂麦 512 等系列杂交小麦品种，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绵杂麦系列品种（MTS-1 为母本）的高产制种及

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推广，总结了一套适宜四川麦区的绵杂麦系列品种高产高效制种和栽培技术，以供制

种户和种植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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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病虫草害防治　小麦返青期每 667m² 选用

72% 2，4-D 丁酯乳油 40mL 兑水 30kg 喷雾防治小

麦田杂草；小麦拔节期选用 20% 哒螨灵 1000~1500
倍液喷雾防治红蜘蛛，施药防治指标为每百株小

麦虫量达 300 头以上；抽穗期至灌浆期间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g+20%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20g+98% 磷酸二氢钾 100g 兑水 30kg 喷雾，综合防

治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蚜虫，同时增施叶面肥，一

般施用 2 次。

5.4　适时收获　小麦成熟后要适时收获，成丰 2 号

最佳收获期是蜡熟后期，此时收获的小麦千粒重最

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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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 213.6kg。
1.1　制种田的选择　由于杂交小麦制种需肥量较

大，制种田需选择在肥力较高、地势平坦、四周无遮

蔽的地块。为保证制种纯度，制种田周边需设置

300m 隔离带，隔离带内无其他小麦品种种植。若制

种田区域周围有天然隔离（树林、湖泊等）则不需要

设置隔离带。由于制种的特殊性，制种田需尽量成

片，制种片内不能种植其他小麦品种，若农户不愿制

种可选择种植父本。

1.2　亲本种植比例及种植厢走向　根据田间试验

及农户制种经验总结表明：父本和母本种植的最佳

比例为 1︰6 或 1︰5，行距为 25cm，最好采取双父本

行种植，以便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2]。在设置种植厢

走向时应充分考虑当地春季主要风向，采取种植厢

垂直于风向的方式种植，最大限度利用自然风对杂

交小麦授粉，提高结实率。

1.3　播种期　为了保证杂交小麦母本育性不恢复，

母本（MTS-1）需适时早播，一般较大田播种时间提

前 5~7d，在川西北的适宜播期为 10 月 20-25 日，

川东南为 10 月 22-26 日，父本一般与母本同期播 
种 [1，3]。

1.4　播种方式和用种量　根据当地种植习惯和当

年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播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母本

尽量采取机械播种，保证田间播种量一致，父本一

般采取点播或开沟条播，播种时注意分清父本行与

母本行，减少人为造成的混杂，降低去杂难度与用

工量。为保证不育系无晚生可育分蘖，需严格控制

制种田母本密度，经过实践表明：母本基本苗在 14
万 ~16 万 /667m2，适时根据母本发芽率推算用种

量，一般发芽率 85% 左右的种子每 667m2 用种量在

7~8kg ；父本基本苗在 3 万 ~4 万 /667m2，按照 85%
发芽率计算，父本用种量 2~2.5kg[2-3]，可以保证母本

育性不恢复及制种产量。

1.5　合理施肥　施肥量需根据制种田肥力确定，一

般用小麦制种专用肥 1 包，或施用尿素 15~16kg、过
磷酸钙 50kg、氯化钾 10kg，采用底肥“一道清”施肥

法，特别需要注意控制氮肥的施用量，避免母本出

现晚生可育分蘖。对于田间长势较弱的田块，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苗期 2 叶 1 心时每 667m2 施用尿素

3~4kg 追施分蘖肥。

1.6　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在拔节期、抽穗期进

行逐行去杂，及时去除制种田中杂株及异型株。由

于目前小麦收获机械化程度较高，收获时落下的小

麦易造成在第 2 年制种过程中出现直生苗，因此，在

小麦去杂过程中也需特别注意。整个生育期间要注

意防治条锈病、白粉病、红蜘蛛、蚜虫等病虫害。

1.7　人工辅助授粉　为保证母本结实，可在 9：00-
11：00 和 15：00-17：00 进行 2~3 次人工或喷雾器

赶粉 [1]，促进异交结实。上午赶粉前首先给父母

本穗子一定刺激，使父本集中开花散粉，母本颖壳

张开。

1.8　适时收获　在母本进入蜡熟期时及时收获，避

免遇雨造成穗发芽。一般先人工逐行收割父本，父

本收割结束后再次检查父本行是否有遗漏，或父本

倒入母本行内，严防混杂。母本一般采取机械收获，

收获前需清理收割机储存舱，不能有非母本种子或

其他杂质存在，严防机械混杂。收获后及时晾晒、

装袋。

2　绵杂麦系列品种高产栽培技术
该技术适合于绵杂麦系列品种（MTS-1 为母

本）在川西平原、川西北丘陵区种植参考使用。利

用该技术，一般田块每 667m2 产量可达 400kg 以上，

高产田块可达 500kg 以上。2017-2018 年度绵杂麦

系列品种每 667m2 平均产量 469.8kg，高产示范田块

平均产量可达 597.4kg。
2.1　田块选择　选择肥力中等或偏上、四周无遮挡

田块种植，丘陵地区选择二台土及以下田块。绵杂

麦系列品种由于抗逆性较强，在中产田更能体现出

杂种优势，因此中产田种植更能增加种植户效益。

2.2　播期与播量　绵杂麦系列杂交小麦品种适应

性广，播种时间按照当地适宜播期播种，一般在 10
月 25 日前后，川西北区域最晚可延迟至 11 月 6 日。

该系列品种分蘖力强，可适当降低田间基本苗，一

般播种量为 6.5~8.5kg/667m2，保证田间基本苗 10 
万 ~14 万 /667m2 即可 [4-5]。

2.3　播种方式与种子处理　播种方式不限，可根据

当地常规小麦种植主推技术灵活选择，但需保证田

间出苗正常。近年来由于小麦播种季雨水偏多，对

排水性不好的田块需挖沟排湿，保证田间墒情良好。

在条锈病重发区种植时，需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药

剂处理，一般选用 20% 三唑酮（粉锈宁）按种子量

的 0.15% 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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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原产于中国，是传统的杂粮作物，具有水

分利用效率高、抗旱、抗逆性强等特点，是应对未来

日趋严重水资源短缺的战略储备作物。主要集中在

西北、东北等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是山西省小杂

粮作物之首，在全省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1-4]。

山西省内谷子种植区域一般自然条件较差、生

产规模较小，难以形成产业化。在国家对杂粮产业

政策的支持下，虽然一些独具特色的谷子新品种相

继出现，但终因其谷色、米色等因素在生产上没有

得到广泛的推广与认可 [5-8]，山西省大部分地区仍然

以晋谷 21 号为主推品种。近年来，山西省大力提

倡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为农民增收增添新动力。因

此，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优质、高

产、多抗为目标，2002 年组配杂交组合，经过系谱选

育成功育成了谷子新品种晋谷 62 号（审定编号：国

品鉴谷 2016013）。该品种适宜在全国范围内无霜

期 150d 以上的西北春谷中晚熟区种植，现已在山

西省中晚熟区示范种植，大面积生产中配套精量机

播、渗水地膜、宽窄行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增加了农

优质谷子品种晋谷62号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吕建珍　马建萍　独俊娥　赵　凯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 农业部黄土高原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太原 030031）

摘要：晋谷 62 号（太选 17 号）系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从 02-68× 晋谷 36 号杂交后代中选育出的优质谷子

品种，2015 年被评为国家二级优质米，2016 年通过全国谷子新品种鉴定并定名，2018 年通过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优质、适应性广和抗谷子主要病害等特点，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无霜期 150d 以上的西北春谷中晚熟区推

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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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肥水管理　一般田块施用小麦专用肥 1 包或每

667m2 施纯氮 12~15kg，N、P、K 按照 1︰0.7︰0.6 的比

例配合施用；磷钾肥一次性作为底肥施用，氮肥按照

底肥︰追肥 =8︰2 的比例施用。有条件的地块可在

冬季浇 1 次“跑马水”。

2.5　病虫草害防治　密切关注当地植保或农技部

门发布的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指南，并根据实际情

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病虫害防治，主要防治条锈病、白

粉病、赤霉病、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在抽穗至灌浆

期做好一喷三防工作，以早发现、早防治为主，并根

据种植田内杂草类型及早防治杂草。

2.6　适时收获　绵杂麦系列品种较常规小麦生育

期早 5~7d，在品种表现为全株转为黄色、籽粒变硬

后及时抢晴天收获，避免后期由于阴雨收获不及时

造成穗发芽及倒伏，进而影响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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