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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 21 个小麦品种种植比较试验

王浩哲
（山东省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威海 264200）

摘要：为了筛选适宜在威海市种植推广的小麦品种，以 21 个近年来审定的小麦品种为试验材料，通过种植比较试验，调查

各品种的农艺性状、抗逆性及产量，利用变异系数、高稳系数等方法对 21 个小麦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烟农 1458、烟农 1212、青农 6 号、烟农 377、烟农 999 的产量表现突出，在 7879.05~8186.85kg/hm2 之间，均比对照增产 5.00% 以

上，高稳系数排名居前 5 位，生育期适宜，农艺性状表现优良，田间表现高抗冻性和高抗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适宜威海市小

麦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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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农业生产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

键。山东省是小麦种植大省，小麦种植面积居全国

第 2 位 [1]。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北、东、南三

面濒临黄海，西部与烟台市接壤，内无大江大河，水

资源主要来源于境内的大气降水。根据《威海年鉴

（2023）》数据显示，威海市全市实有耕地面积 16.38
万 hm2，小麦是威海市面积最大的秋粮作物，常年种

植面积稳定在 6.67 万 hm2 左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麦优良品种的选育推

广在提升小麦单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小麦品种审定数量逐渐增加，农户面临选择困

难的境地 [2]。目前在威海市小麦的实际生产中，农

户在选择品种时往往倾向于继续沿用如济麦 22 这

样的传统老品种，而较少考虑引入新品种，导致品种

结构趋于固化，缺乏多样性。为了加快小麦优良新

品种在威海市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掌握品种的抗逆

性、丰产性等特性，帮助种植户选择适宜当地生产的

小麦品种，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威海市农

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以 21 个近年来通过审定的小

麦品种为试验材料，设置 3 个试验点，利用变异系

数、高稳系数等方法对产量进行分析，以期筛选出适

宜在威海市推广利用的小麦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于 2023 年在威海市文登、荣

成、乳山小麦主产区设置 3 个小麦品种试验点，试验

点生产条件均具有地区代表性，地势平坦、肥力均

匀、排灌方便且前茬作物一致。

1.2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黄淮海片区国审和山

东省审的小麦品种 21 个，以济麦 22 为对照品种

（CK），品种信息见表 1。
1.3　试验设计　每个品种种植面积 0.2hm2，采用随

机区组排列方法，设置 2 个重复，种植区四周设保护

行，全区收获测产，所有品种统一时间播种，每个种

植小区播量均为 15kg[3]。

1.4　田间管理　前茬作物是玉米，玉米收获后旋

耕、整地、起垄，所有小麦种子均不使用药剂拌种。

试验地每 hm2 施用生物有机肥 7500kg，播种时间

为 2023 年 10 月 15-17 日，收获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0-14 日，播种方式为宽幅精播。拔节期每 hm2

追施尿素 150kg，1-4 月根据土壤情况浇水 2~3 次，

3-5 月进行 2~3 次“一喷三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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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性状调查　按照威海市小麦品种种植比较试

验方案要求进行田间调查并记录相关数据。田间考

察各参试品种的生育期、幼苗习性、基本苗数、株高、

穗形等植株相关性状，室内考种记录有效穗数、穗粒

数、千粒重、饱满度、粒色、粒质等籽粒相关性状。各

参试品种使用联合收获机进行收获，除去麦糠等杂

质后称重；按四分法取 2.5kg 称重、去杂质，计算杂

质率；用谷物水分测定仪测定籽粒含水量，10 次重

复取平均值。根据产量计算公式计算品种产量，产

量（kg/hm2）= 每 hm2 籽粒鲜重（kg）×[1- 杂质率

（%）]×[1- 籽粒含水量（%）]/（1-13%）。

1.6　数据分析　利用 SPSS、Excel 等软件对调查数

据进行统计整理，利用变异系数、高稳系数等方法进

行产量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艺性状　由表 2 可知，各参试小麦品种的生

育期为 237~239d，济麦 22（CK）的生育期为 238d，
11个品种生育期比对照早 1d，8个品种与对照相同，

仅烟农 1212 生育期比对照晚 1d。参试品种青农 6
号和淄麦 29 的幼苗习性为直立，其余品种的幼苗习

性均为半匍匐。参试品种的株高为 71.7~84.4cm，

济麦 22（CK）为 76.0cm，株高最高的品种是泰科

麦 34，最低的是烟农 377；烟农 1212、济麦 70、阳
光 808、济麦 379、济麦 38、烟农 377 这 6 个品种

的株高低于对照，另外 14 个品种的株高较对照高

2.0~8.4cm。参试品种中 12 个品种的穗形是长方形，

其余品种为纺锤形。所有参试品种均为长芒、白壳，

籽粒饱满且为白粒。烟农 1212 粒质偏粉质，登海

206、鲁研 373、烟农 999、济麦 22（CK）为角质，山

农 41 号为半角质，烟农 377、淄麦 29 为半硬质，其

余品种为硬质籽粒。

2.2　基本苗与产量三要素　由表 3 可知，参试品种

的基本苗数为 198.0 万 ~271.5 万 /hm2，基本苗数最

高的品种是青农 6 号，最低的是阳光 808，济麦 22
（CK）为 247.5 万 /hm2，基本苗数高于对照的品种有

青农 6 号、济麦 379、烟农 1212、济麦 70、山农 38、

表 1　品种信息

品种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登海 206 国审麦 20190038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菲达 6 号 鲁审麦 20210004 山东菲达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菏麦 24 国审麦 20220044 山东科源种业有限公司

济麦 379 鲁审麦 20210017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济麦 38 鲁审麦 20200008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济麦 70 鲁审麦 20200005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鲁研 373 国审麦 20210095 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

青农 6 号 国审麦 20220048 山东省青丰种子有限公司

山农 38 国审麦 20220049 山东农业大学

山农 41 号 国审麦 20210090 山东农业大学

山农 42 号 国审麦 20210097 山东农业大学

山农 56 鲁审麦 20220003 山东农业大学

泰科麦 34 国审麦 20230149 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烟农 1212 国审麦 20200049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烟农 1458 鲁审麦 20230026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烟农 377 鲁审麦 20200019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烟农 999 国审麦 2016012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阳光 808 鲁审麦 20206022 郯城县种子公司

淄麦 29 鲁审麦 20180003 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尊麦 18 鲁审麦 20210010 阳谷县种苗研究所

济麦 22（CK） 国审麦 2006018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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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农 1458。参试品种每 hm2 有效穗数最高的是青

农 6 号，达到 636.0 万穗；其次是菏麦 24、烟农 377、
山农 42 号，分别为 627.0 万穗、622.5 万穗、612.0 万

穗；有效穗数最少的是阳光 808，仅 441.0 万穗；济麦

22（CK）的有效穗数为 604.5 万穗，有 15 个品种低

于对照。参试品种中穗粒数最多的是烟农 1458，为
39.1 粒；其次为淄麦 29 和尊麦 18，均为 37.1 粒；泰

科麦 34 的穗粒数最少，仅 29.2 粒；济麦 22（CK）的

穗粒数为 30.4 粒，有 13 个品种较对照多 0.1~8.7 粒。

参试品种中千粒重最高的是鲁研 373，为 43.2g；其
次是阳光 808、烟农 999，分别为 42.3g、42.2g；千粒

重最低的是泰科麦 34，为 36.3g；济麦 22（CK）的

千粒重为 40.4g，有 11 个品种的千粒重较对照高

0.2~2.8g。
2.3　产量表现　变异系数可以反映品种在不同试

点间的产量稳定性，高稳系数是确定品种高产、稳产

的重要指标 [5]。由表 4 可知，3 个试验点全部增产

（增产点率为 100%）的品种有青农 6 号、烟农 1212、

烟农 1458、烟农 377、烟农 999；2 个试验点增产（增

产点率为 67%）的品种有菏麦 24、济麦 38、山农 38、
山农 41 号、山农 42 号、淄麦 29、尊麦 18；1 个试验

点增产（增产点率为 33%）的品种有登海 206、菲
达 6 号、济麦 379、济麦 70、鲁研 373、山农 56、泰科

麦 34、阳光 808。参试品种济麦 379、鲁研 373、济麦

38、泰科麦 34、山农 56 的高稳系数低于对照，其余

品种均高于对照。变异系数低于对照的品种有尊麦

18、山农 42 号、烟农 1458、烟农 377、烟农 1212、青
农 6 号、烟农 999，其余品种均高于对照。

每 hm2 产 量 最 高 的 品 种 是 烟 农 1458，为

8186.85kg，比对照增产 9.51%，其变异系数为第 17
名，高稳系数为第 1 名；产量居第 2 位的品种是烟农

1212，为 8126.85kg，比对照增产 8.71%，其变异系数

为第 19 名，高稳系数为第 3 名；产量居第 3 位的品

种是青农 6 号，为 8036.70kg，比对照增产 7.50%，

其变异系数为第 20 名，高稳系数为第 2 名；产量居

第 4 位的品种是烟农 377，为 7916.10kg，比对照增

表 2　参试小麦品种农艺性状

品种 生育期（d） 幼苗习性 株高（cm） 穗形 芒 壳色 饱满度 粒色 粒质

登海 206 238 半匍匐 83.0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角质

菲达 6 号 237 半匍匐 78.8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菏麦 24 238 半匍匐 79.0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济麦 379 237 半匍匐 74.0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济麦 38 237 半匍匐 74.0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济麦 70 237 半匍匐 75.1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鲁研 373 238 半匍匐 78.0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角质

青农 6 号 237 直立 81.0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山农 38 237 半匍匐 80.3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山农 41 号 238 半匍匐 78.3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半角质

山农 42 号 238 半匍匐 80.1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山农 56 237 半匍匐 83.8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泰科麦 34 238 半匍匐 84.4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烟农 1212 239 半匍匐 75.7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偏粉质

烟农 1458 237 半匍匐 82.0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烟农 377 237 半匍匐 71.7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半硬质

烟农 999 238 半匍匐 84.0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角质

阳光 808 238 半匍匐 74.9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淄麦 29 237 直立 82.3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半硬质

尊麦 18 237 半匍匐 78.8 长方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硬质

济麦 22（CK） 238 半匍匐 76.0 纺锤形 长 白色 饱满 白色 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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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试小麦品种基本苗与产量三要素

品种 基本苗（万 /hm2） 有效穗数（万穗 /hm2） 穗粒数 千粒重（g）

登海 206 228.0 552.0 30.5 41.7

菲达 6 号 241.5 552.0 31.0 39.1

菏麦 24 241.5 627.0 30.3 39.2

济麦 379 256.5 517.5 36.2 40.1

济麦 38 213.0 519.0 34.7 40.1

济麦 70 250.5 603.0 30.3 41.7

鲁研 373 226.5 526.5 30.1 43.2

青农 6 号 271.5 636.0 33.1 38.2

山农 38 250.5 603.0 30.4 40.6

山农 41 号 243.0 538.5 30.1 40.4

山农 42 号 243.0 612.0 30.1 41.6

山农 56 237.0 604.5 31.3 38.2

泰科麦 34 226.5 523.5 29.2 36.3

烟农 1212 252.0 567.0 32.9 41.3

烟农 1458 250.5 582.0 39.1 41.9

烟农 377 244.5 622.5 33.8 40.8

烟农 999 217.5 463.5 32.2 42.2

阳光 808 198.0 441.0 31.9 42.3

淄麦 29 241.5 571.5 37.1 36.9

尊麦 18 244.5 540.0 37.1 41.7

济麦 22（CK） 247.5 604.5 30.4 40.4

表 4　参试小麦品种产量表现

品种 产量（kg/hm2） 比 CK±（%） 增产点率（%） 变异系数（%） 位次 高稳系数（%） 位次

登海 206 7620.15 1.93 33 13.53 5 80.78 13

菲达 6 号 7486.20 0.14 33 13.47 6 80.50 15

菏麦 24 7664.10 2.52 67 12.32 10 81.31 10

济麦 379 7604.25 1.72 33 14.46 3 80.43 17

济麦 38 7670.40 2.60 67 12.52 9 80.20 19

济麦 70 7552.50 1.03 33 13.32 7 80.62 14

鲁研 373 7563.15 1.17 33 14.61 1 80.35 18

青农 6 号 8036.70 7.50 100 11.17 20 86.84 2

山农 38 7638.15 2.17 67 12.08 11 80.97 12

山农 41 号 7715.70 3.21 67 11.63 13 82.43 9

山农 42 号 7681.35 2.75 67 11.51 16 82.56 8

山农 56 7539.75 0.86 33 13.81 4 80.01 21

泰科麦 34 7499.10 0.31 33 14.51 2 80.17 20

烟农 1212 8126.85 8.71 100 11.21 19 86.32 3

烟农 1458 8186.85 9.51 100 11.32 17 87.31 1

烟农 377 7916.10 5.89 100 11.31 18 85.28 5

烟农 999 7879.05 5.40 100 10.99 21 85.71 4

阳光 808 7549.50 0.99 33 13.20 8 81.20 11

淄麦 29 7769.10 3.92 67 11.72 12 83.86 6

尊麦 18 7704.45 3.06 67 11.55 15 83.71 7

济麦 22（CK） 7475.70 - - 11.60 14 80.4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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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5.89%，其变异系数为第 18 名，高稳系数为第 5
名；产量居第 5 位的品种是烟农 999，为 7879.05kg，
比对照增产 5.40%，其变异系数为第 21 名，高稳

系数为第 4 名。以上 5 个品种的变异系数均低于

11.50%，高稳系数均高于 85.00%，表明这些品种不

仅产量高，而且稳产性较好。

2.4　品种抗逆性　由表 5 可知，参试品种中烟农

1458、烟农 1212、青农 6 号、烟农 377、烟农 999 这 5
个品种的抗冻性为 1 级，表现出高抗冻性，其他品种

的抗冻性均为 2 级，表现为抗冻。所有参试品种田

间未见倒伏，田间实收时未见落粒和穗发芽的情况。

烟农 999、山农 41 号、尊麦 18、山农 56 和泰科麦 34
这 5 个品种的熟相为中等，其他品种的熟相均为好。

参试品种的条锈病和叶锈病病级均为 1 级，表现为

高抗条锈病和叶锈病；登海 206 和山农 56 的白粉病

病级为 2 级，表现为抗白粉病，其余参试品种均为 1
级，表现为高抗白粉病；烟农 1212 的赤霉病病级为

2 级，表现为抗赤霉病，其余参试品种均为 1 级，表

现为高抗赤霉病。综上所述，田间条件下所有参试

品种的抗性均较好。

表 5　参试小麦品种抗逆性

品种
抗冻性

（级）

倒伏程度

（级）

倒伏面积

（%）

落粒性

（级）
穗发芽 熟相

条锈病

（级）

叶锈病

（级）

白粉病

（级）

赤霉病

（级）

登海 206 2 1 0 1 无 好 1 1 2 1

菲达 6 号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菏麦 24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济麦 379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济麦 38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济麦 70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鲁研 373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青农 6 号 1 1 0 1 无 好 1 1 1 1

山农 38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山农 41 号 2 1 0 1 无 中等 1 1 1 1

山农 42 号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山农 56 2 1 0 1 无 中等 1 1 2 1

泰科麦 34 2 1 0 1 无 中等 1 1 1 1

烟农 1212 1 1 0 1 无 好 1 1 1 2

烟农 1458 1 1 0 1 无 好 1 1 1 1

烟农 377 1 1 0 1 无 好 1 1 1 1

烟农 999 1 1 0 1 无 中等 1 1 1 1

阳光 808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淄麦 29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尊麦 18 2 1 0 1 无 中等 1 1 1 1

济麦 22（CK） 2 1 0 1 无 好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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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中 20 个参试品种生育期与对照基本一

致，说明在威海市进行种植比较适宜，不会影响后茬

作物。利用变异系数法和高稳系数法对小麦品种的

产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每 hm2 产量最高的品

种是烟农 1458，为 8186.85kg，其高稳系数最大；其

次是烟农 1212、青农 6 号、烟农 377、烟农 999，产量

在 7879.05~8126.85kg 之间，高稳系数居前 2~5 位，

变异系数在 11.50% 以下。综合评价 21 个参试品

种的表现，最终确定烟农1458、烟农1212、青农6号、

烟农 377 和烟农 999 这 5 个品种产量表现突出，均

比对照增产 5.00% 以上，高稳系数排名前 5 位，生

育期适宜，农艺性状表现优良，抗病性、抗逆性好，适

宜在威海市的小麦生产中推广应用。鉴于本次试验

仅为 1 个年度，且不同品种在不同年度的表现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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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稻谷产量，这与朱岳梅 [10]、张荣萍等 [11]、李岳欣 
等 [12] 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种衣剂可不同程

度提高有效穗数，进而对产量产生显著影响 [13]，但

本试验中经不同种衣剂处理后对成熟期每穴穗数的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旱地每穴播种 5 粒时出

苗整齐度好，对单谷粒的分蘖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成

熟期每穴穗数的差异小。此外，经易包收（处理 B）

种衣剂处理后发芽率最高，显著高于对照 13 个百分

点，可能是由于该种衣剂成分中含有其他处理都没

有的苯醚甲环唑 [14]。本试验发现微囊悬浮 - 悬浮

剂型种衣剂相较于悬浮种衣剂和悬浮剂型种衣剂表

现更优，可能是其通过微胶囊技术控制了农药的释

放速率，提高了农药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综上所述，

在旱地水稻生产中采取适宜类型和浓度的种衣剂对

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可有效提升作物的出苗率及秧

苗素质，显著提高作物产量。

供试的 9 类种衣剂以苗坚强和亮盾对于旱地

优质稻种植综合提升效果最好，考虑到种衣剂的应

用效果可能存在品种间的差异，因此可以在今后的

试验中针对苗坚强和亮盾在不同旱地优质稻品种上

的应用进行分析，以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另外，还

可结合产量表现、品质性状、抗病虫性、抗逆性等多

方面品种表现对种衣剂的使用效果进行多层次分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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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小麦品种种植比较试验，

增加参试品种、试验点数量，配套各项栽培措施，选

择出更多适宜威海市种植的品种，促进粮食增产增

收，推进威海市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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