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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多抗优质小麦新品种冈麦 1701 的选育

戴宝生 1　李　蔚 1　黄晓莉 1　闫振华 1　汪自立 2　张华崇 1　赵树琪 1　张　欣 1

（1 湖北省黄冈市农业科学院，黄冈 438000；2 湖北牧之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黄冈 438000）

摘要：冈麦 1701 是黄冈市农业科学院以鄂麦 596 为母本、扬麦 20 为父本，利用系谱法选育而成的小麦新品种，具有产量

高、品质优良、综合抗性好等特点，于 2024 年 1 月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鄂审麦 20241009。对冈

麦 1701 的选育过程、主要特征特性进行了介绍，对其产量、品质和田间抗性及其相关性状进行分析，并阐述了其配套关键栽培

技术要点，以期为其产业化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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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of a New Wheat Variety Gangmai 1701 with High Yield， 

High Resistance and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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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自 2015 年以来连

续多年总产量稳定在 1.3 亿 t 左右，在我国国民经济

与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业发展直

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1]。小麦是湖北

省第二大粮食作物，近年来湖北小麦种植面积常年

稳定在 106.67 万 hm2 左右，年总产达 40 多亿 kg，
面积和总产均居全国第 7 位 [2-3]。湖北省处于南北

气候过渡带，春季雨水充沛，夏季高温多湿，容易引

发赤霉病、条锈病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

和品质 [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小麦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供需矛盾不断加剧，需要培育出具

有更强抗逆性的新品种。高产一直是小麦育种的重

要目标，但高产必须建立在稳产的基础上。在此背

景下，黄冈市农业科学院成功选育出高产、优质、抗

病性强的小麦新品种冈麦 1701，以满足湖北省小麦

生产对于品种的需求。

1　亲本来源及品种选育经过
1.1　亲本来源　母本鄂麦 596 系湖北省农业科学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的高产、多抗中筋小麦品种，

2009 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

定编号：鄂审麦 2009005[5]。父本扬麦 20 系江苏里

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高产、多抗小麦品

种，于 2010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国审麦 2010002[6]。

1.2　选育经过　2011-2012 年度以鄂麦 596 为母

本、扬麦 20 为父本进行杂交；2012-2013 年度 F1 全

部收获；F2~F4 进行抗病性和丰产性鉴定，选择单穗，

并进行优系互交；2016-2017 年度选择株系 38 个；

2017-2018 年度进行高代穗系群体产量比较试验和

抗性鉴定，选择品系 17 个；2018-2019 年度在黄冈

市农业科学院进行品系比较试验，代号 1701 品系表

现整齐、一致，田间抗病性好，产量因素协调，产量

潜力大。2019-2021 年度参加多点品种比较试验；

2021-2023 年度参加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并完成生

产试验；2024 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详细选育过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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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种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性　冈麦 1701 幼苗绿色，半匍匐，株

型松散，分蘖弱、成穗少，茎秆蜡质重，旗叶长度中

等、平举，穗下节长，穗纺锤形、中等大小，小穗着生

密度中等，长芒、白壳，籽粒卵圆形、红粒、大小中等、

饱满、角质。亩有效穗数 28.5 万穗，穗粒数 42.2 粒，

千粒重 43.3g，株高 81.7cm。生育期 190.8d，比对照

郑麦 9023 迟熟 0.2d（表 2）。
2.2　抗性表现　经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

究所鉴定，2021-2022 年度中抗条锈病，中感赤霉

病、白粉病和纹枯病；2022-2023 年度中感赤霉病、

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田间未发生倒伏。综合

2 年抗病性鉴定结果：冈麦 1701 中感赤霉病、条锈

病、白粉病和纹枯病；19 个试点中 1 个试点发生倒

伏，田间平均倒伏面积 0.6%。

2023 年湖北省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小麦赤霉

病发生严重，冈麦 1701 大面积示范表现为对赤霉病

具有良好的抗性、籽粒赤霉病病粒少。2024 年在湖

北小麦生长期间低温冻害发生严重的情况下，该品

种表现出抗寒性好、产量稳定的特点。

2.3　籽粒品质　2021-2023 年度经农业农村部谷物

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综合

2 年检测结果，冈麦 1701 籽粒容重 817.0g/L，粗蛋

白（干基）含量 15.8%，湿面筋含量（以 14% 水分计）

30.8%，吸水率 58.5%，稳定时间 10.8min，最大拉伸

阻力（Rm，135）592E.U.，延伸性（E，135）156mm，

能量 117cm2，主要品质指标达到中强筋小麦标准

（表 3）。

表 1　冈麦 1701 选育过程

年度 世代 选育过程及田间表现 地点

2011-2012 鄂麦 596× 扬麦 20，收种子 38 粒 黄冈市团风县

2012-2013 F1 F1 表现抗病性好，杂种优势明显，杂种圃全部混收 黄冈市团风县

2013-2014 F2 分离多，选择赤霉病抗性好、植株较矮的单株单穗 198 穗 黄冈市团风县

2014-2015 F3 室内考种选择单穗89穗，种植89行，在开花期对系内株高有差异的单株进行互相授粉，

改良矮秆的早衰性状，在 89 行中选择 47 行，并且在行内继续选穗 287 穗

黄冈市团风县

2015-2016 F4 室内考种选择单穗 138 穗，种植 138 行；根据田间表现从中选择 76 行进行测产， 
并且在行内继续选穗 387 穗

黄冈市团风县

2016-2017 F5 依据室内考种和穗行姊妹系测产数据，选择单穗 38 穗，种植 38 行， 
并进行抗性鉴定和测产

黄冈市团风县

2017-2018 F6 将 17 个穗系进行产量比较试验和抗性鉴定，代号 1701 品系表现为对条锈病、白粉病、

赤霉病和纹枯病具有较好的兼抗性，耐渍、耐高温逼熟，丰产性好

黄冈市团风县、黄州区

2018-2019 代号 1701 品系参加黄冈市农业科学院品系比较试验，表现为抗倒性好、丰产潜力高， 
定名冈麦 1701

黄冈市团风县、黄州区

2019-2020 参加黄冈市农业科学院组织的黄州、团风、黄梅多点品种比较试验 黄冈市黄州区、团风县、黄梅县

2020-2021 参加黄冈市农业科学院组织的黄州、团风、黄梅多点品种比较试验 黄冈市黄州区、团风县、黄梅县

2021-2022 参加湖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 湖北省

2022-2023 参加湖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湖北省

表 2　冈麦 1701 主要农艺性状

品种 年度 穗粒数 千粒重（g） 株高（cm） 生育期（d）

冈麦 1701 2021-2022 43.3 43.6 80.0 191.6

2022-2023 41.0 42.9 83.3 190.0

平均 42.2 43.3 81.7 190.8

郑麦 9023（CK） 2021-2022 32.5 46.8 81.4 189.9

2022-2023 33.7 46.3 84.5 191.3

平均 33.1 46.6 83.0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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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量表现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9-2021 年度参加黄冈市

农业科学院组织的黄州、团风、黄梅多点品种比较

试验。2019-2020 年度该品种每 667m2 平均产量

439.21kg，比郑麦 9023 增产 9.11%；2020-2021 年度

平均产量 398.56kg，比郑麦 9023 增产 6.21%。

3.2　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　2021-2022 年度参加湖

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冈麦 1701 每 667m2 平均产

量 439.70kg，比对照郑麦 9023 极显著增产 5.93%，

居第 2 位，9 个试点均增产；2022-2023 年度续试，

平均产量 391.50kg，比对照郑麦 9023 增产 2.32%，

居第 6 位，9 个试点均增产；2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415.60kg，比对照郑麦 9023 增产 4.13%，19 个试点

中有 18 个试点增产，增产点率 94.74%。2022-2023
年度参加湖北省小麦品种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

产量 424.79kg，比对照郑麦 9023 增产 6.71%，8 个

试点均增产。

3.3　生产示范　2022-2023 年度在黄冈市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进行冈麦 1701 生产示范。2023 年

5 月 20 日经专家组现场测产，冈麦 1701 平均亩有

效穗数 41.09 万穗，穗粒数 33.3 粒，按千粒重 43.8g
计算，每 667m2 理论产量为 509.42kg；用联合收割

机进行田间实收，实收面积 0.0693hm2，水分含量

24.1%，折算实际产量为 426.14kg（按标准水分含量 
12.5% 计）。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种时期　江汉平原及鄂东南地区的适宜播

种时间为 11 月上旬，鄂北地区则建议在 10 月 25 日

至 11 月 5 日进行播种。

4.2　合理密植　建议基本苗为 240 万株 /hm2，具体

播种量需依据种子发芽率进行精确计算。根据播

种时间和土壤肥力的不同，种植密度应做适当调整。

在土壤肥力较高的情况下，采用较低的种植密度；播

种时间较晚则适当增加种植密度。

4.3　科学施肥　确保充足的基肥供应，并适量施

用苗期肥料。针对湖北省南部小麦产区，当每 hm2

目标产量设定为 5250kg 时，建议施用三元复合肥

（15∶15∶15）600kg 作为基肥，苗期根据作物生长

状况施用尿素 5~10kg 作为追肥，通常情况下无需

施用拔节肥；在北部高产小麦产区，目标产量超过

6750kg 时，基肥（三元复合肥，15∶15∶15）应增加

至 750kg，苗期追施尿素 150~225kg，后期根据苗情

适当追肥。

4.4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4.4.1　播种前种子处理　建议使用含有噻虫嗪、咯

菌腈和苯醚甲环唑等成分的悬浮种衣剂进行种子包

衣处理或进行药剂拌种，以预防土壤病害的传播和

地下害虫。

4.4.2　冬季化学除草　当小麦处于 3~4 叶期，且日

均气温保持在 10℃以上时，及时清除田间杂草。针

对不同类型的杂草，建议使用特定的除草剂进行喷

雾处理。双子叶杂草可使用 5.8% 双氟磺草胺悬

浮剂或 20%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单子叶杂草则适

用 3% 甲基二磺隆乳油；对于禾本科杂草，如野燕麦

和看麦娘，建议使用 6.9% 精噁唑禾草灵水乳剂或

10% 精噁唑禾草灵乳油。

4.4.3　春季病虫害综合管理　从拔节期至抽穗期需

要密切监测条锈病和白粉病的发生，并在达到防控

标准时立即采取防治措施。小麦齐穗至扬花初期利

用丙硫菌唑、氰烯菌酯和氟唑菌酰羟胺等药物防治

赤霉病，特别是在扬花期间遇到降雨天气时需要再

次施药。进入灌浆期后，结合穗蚜防治进行叶面追

肥，实施“一喷三防”。

4.5　及时化学调控　通过喷施化学调节剂（如多效

唑）来促进小麦根系生长和植株健壮，有助于提高

分蘖效率并增强植株的抗逆性。建议于拔节前 10d
用 15% 多效唑 40~80g/667m2 兑水 30L 进行均匀 
喷雾。

4.6　清理“三沟”，预防渍害与干旱　定期维护田

间沟渠，确保其畅通无阻，实现雨水快速排出，避免

表 3　冈麦 1701 主要品质指标

年度 容重（g/L） 粗蛋白（%） 湿面筋（%） 吸水率（%） 稳定时间（min）

2021-2022 817.0 14.2 28.5 58.5 10.8

2022-2023 804.0 15.8 30.8 56.7   6.8

综合 817.0 15.8 30.8 58.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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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玉米新品种洛玉 2456 选育的种质资源创新思考 
宁龙龙　雷晓兵　李小东　梁晓伟　赵保献

（河南省洛阳市农林科学院，洛阳 471023）

摘要：洛玉 2456 是洛阳市农林科学院以 L2456M 为母本、Z2456F 为父本选育而成的普通型玉米新品种，具有高产稳产、

抗多种病害、丰产性好、籽粒脱水速率高等特点。该品种于 2023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玉

20230037，适宜在河南省各地夏播区种植。介绍了玉米新品种洛玉 2456 的选育过程，并对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思考，以期为未

来的玉米育种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玉米；洛玉 2456；品种选育；种质资源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Based on  

Breeding of a New Corn Variety Luoyu 2456
NING Longlong，LEI Xiaobing，LI Xiaodong，LIANG Xiaowei，ZHAO Baoxian

（Luo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Luoyang 471023，Henan）

玉米是稳定我国粮食面积和产量的重要作物，

同时也是重要的饲料和工业原料 [1]。在耕地有限，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优良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和

推广是玉米产量保持增长的重要途径，而玉米新品

种的选育关键在于优良自交系的选育 [2]。在很长

一段时间，中国玉米杂交种亲本集中于 Lancaster、

Reid、旅大红骨和唐四平头四大类群，导致种质资

源同质化严重，21 世纪随着美国先锋公司进入中

国市场，给我国育种者利用外国种质资源提供了

便利条件。在中国占据一定市场的先锋系列玉米

品种具有配合力高、抗病性强、籽粒脱水快等特

点，将这些主推品种的亲本材料与国内资源杂交

可快速选育出适合本地气候条件的新优良玉米杂 
交种 [3]。

洛玉 2456 是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针对黄淮海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221100110300）；河南省农业良种
联合攻关项目（2022010203）

通信作者：雷晓兵

田间积水导致的渍害，同时保障干旱条件下的灌溉 
需求。

4.7　适时收割与储存　小麦进入蜡熟末期至完熟

初期时收割。如遇连续降雨天气，应及时采取措施

进行抢收，以减少因穗发芽或籽粒霉变造成的损失。

收获后的小麦应迅速进行干燥处理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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