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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了解优质高产中强筋小麦新品种中麦 688 的产量、品质和抗逆性等情况，利用中麦 688 在 2020-2023 年度金

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的汇总数据，采用方差分析、通径分析、高稳系数法等对

中麦 688 的产量性状、品质性状和抗逆性表现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麦 688 平均生育期 224.22d，属于中晚熟品种，株高

适中，最高分蘖数可达 1501.21 万 /hm2，有效穗数 615.59 万穗 /hm2，分蘖力强，成穗率高；中麦 688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平均产

量 8545.41kg/hm2，明显高于对照品种，丰产性突出；高稳系数、适应度均高于对照，具有较好的稳产性和较高的适应性；品质测

定表明中麦 688 达到中强筋小麦的品质；抗病鉴定结果中麦 688 中感纹枯病。综合分析表明，中麦 688 具有高产稳产、适应性

广等特点，穗粒数在中麦 688 高产中起着决定作用，较高的有效穗数和千粒重是中麦 688 增产的重要因素，生产上采取返青拔

节期水肥合理调控和氮肥后移等技术能进一步提高籽粒蛋白质含量，挖掘中麦 688 的高产和品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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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对优质专用小麦的需求持续增长。据统计，我国每

年对优质专用小麦的消费需求量约 1500 万 t。尽管

当前我国小麦生产总量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但

优质专用小麦生产能力只有 1000 万 t 左右，缺口仍

十分明显 [1]。主要原因是优质专用小麦品种较少，

农业生产中小麦品质不稳定，因此，培育优质专用品

种，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已成为我国小麦产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

中麦 688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从

郑麦 366 天然异交株中选育而成，2024 年通过国家

黄淮南片试验审定（国审麦 20243058），该品种在多

年多点试验中表现出高产稳产、综合抗性好、优质、

中强筋等突出优点。为加快中麦 688 在生产上的大

面积推广应用，进一步挖掘其高产和优质潜力，本研

究基于金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

片水地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数据，对中麦 688 主

要农艺性状及产量构成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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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中麦 688 小麦新品种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对照品种周麦 18、辅
助对照品种周麦 36 由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其他品种由各参试单位提供。数据来源于金

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

2020-2022 年度区域试验、2022-2023 年度生产试

验的统计汇总数据。试点设置参照国家小麦种植适

宜生态区区划资料，以国家黄淮南片小麦新品种审

定区域试验试点分布和设置为基础，在黄淮麦区南

片 4 省，共设置 25 个气候、土壤质地、肥力和耕作制

度具有代表性的试点（表 1）。
1.2　试验方法　各试点均按照国家小麦区域试验

要求进行田间规划种植，开展田间管理、调查和记

载，试验地土地平整、肥力均匀，管理及时、规范，试

验质量高。田间试验设计：区域试验 3 次重复，小区

面积 13~15m2，播期 10 月 15-25 日；生产试验为 2
次重复，每重复种植面积不小于 150m2。按试验要

求在小麦生长关键时期调查农艺性状，在小麦成熟

期随机取样考种，并进行小区实收测产。

1.3　数据分析　利用 Microsoft Excel 和 SPSS 进行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麦 688 主要农艺性状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

金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中麦 688 表现出良好的高

产特性，每 hm2 平均产量达 8545.41kg，比对照周麦

18（8237.52kg）增产 3.7%。主要农艺性状中，生育

期与对照相当，在基本苗一定的情况下，每 hm2 最

高分蘖数达 1501.21 万，分蘖能力强；株高适中，平

均株高 75.47cm，低于对照品种；成穗数较多，有效

穗数为 615.59 万穗，高于对照周麦 18（561.59 万

穗），平均穗粒数 37.03 粒，千粒重 43.88g，产量构成

三因素协调，年度间变化较小。

2.2　中麦 688 的稳产性和广适性分析　由表 3 可

知，2020-2022 年 2 年度区域试验中，中麦 688 每

hm2 平均产量分别为 8253.78kg、9031.32kg，较对

照周麦 18 增产 3.43% 和 3.52%，增产点率分别为

72%、64%，表明其具有较好的丰产性和较高的产

量潜力。2020-2023 年度试验中麦 688 的高稳系

数 [2] 均高于对照周麦 18，3 年度试验平均高稳系

数为 84.10% 高于对照周麦 18 的 82.17%，表明中

麦 688 在不同年份和不同环境中具有很好的高产

和稳产特性。在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中麦 688
的适应度 [3-4] 分别是 44.21%、36.35%、66.67%，高

于对照品种周 18。周麦 18 从 2013 年起作为黄

淮南片小麦区域试验冬水组对照品种，在不同年

份和试点间表现出广泛的适应性。中麦 688 的

平均适应度比对照高，说明其具有更广泛的适 
应性。

表 1　金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试验点情况

序号 试验点 承试单位 序号 试验点 承试单位

1 蚌埠 安徽省淮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4 濮阳 濮阳市永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宝丰 河南航宇种业有限公司 15 三原 陕西鑫睿丰源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 宝鸡 宝鸡迪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 商丘 永城市种子管理站

4 阜阳 阜阳市颍泉区金禾种植专业合作社 17 宿州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

5 华阴 渭南天瑞优质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8 涡阳 安徽德纯种业有限公司

6 滑县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9 新乡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7 盐城 建湖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20 新郑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8 焦作 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荥阳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 界首 界首市农技推广中心 22 徐州 江苏省徐州大华种业有限公司

10 连云港 连云港市云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3 杨凌 陕西杨陵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 洛阳 洛阳蒲公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4 周口 黄泛区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

12 南阳 河南大方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驻马店 驻马店市开发区四海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3 邳州 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论文84 2025年第３期

表 2　中麦 688 与对照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品种 试验类别 年度
生育期

（d）
株高

（cm）

最高分蘖数

（万 /hm2）

有效穗数

（万穗 /hm2）
穗粒数

千粒重

（g）
产量

（kg/hm2）

中麦 688 区域试验 2020-2021 227.84 77.85 1495.74 611.28 35.90 45.07 8253.78

标准偏差 6.31 4.78 234.02 58.25 5.61 3.29 1182.88

2021-2022 218.12 73.46 1573.32 609.84 37.30 43.89 9031.32

标准偏差 6.30 3.98 365.06 53.16 4.44 4.62 1032.26

生产试验 2022-2023 226.69 75.09 1434.57 625.64 37.90 42.67 8351.14

标准偏差 6.72 5.04 194.39 80.79 3.84 2.75 563.24

平均值 224.22 75.47 1501.21 615.59 37.03 43.88 8545.41

周麦 18
（CK）

区域试验 2020-2021 228.04 81.88 1408.56 555.12 37.38 47.08 7979.82

标准偏差 6.32 5.67 260.12 56.24 4.93 3.54 863.17

2021-2022 218.12 76.42 1538.40 565.02 37.10 46.52 8724.54

标准偏差 6.29 5.08 339.65 43.34 3.22 3.79 951.81

生产试验 2022-2023 227.00 75.74 1380.21 564.64 39.86 43.88 8008.21

标准偏差 6.38 4.64 173.79 65.42 3.55 3.25 397.20

平均值 224.39 78.01 1442.39 561.59 38.11 45.83 8237.52

表 3　中麦 688 稳产性和适应度

试验类别 年度 品种
平均产量

（kg/hm2）

比 CK 增产

（%）

增产点数 /
试点总数

适应度

（%）

高稳系数

（%）

区域试验 2020-2021 中麦 688 8253.78 3.43 18/25 44.21 80.55

周麦 18（CK） 7979.82 0 12.17 79.12

2021-2022 中麦 688 9031.32 3.52 16/25 36.35 83.34

周麦 18（CK） 8724.54 0   4.44 80.99

生产试验 2022-2023 中麦 688 8351.14 4.28 20/21 66.67 88.40

周麦 18（CK） 8008.21 0 19.04 86.40

2.3　中麦 688 的产量三要素相关性及通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麦 688 的产量形成规律，对产量三

因素与产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4。中麦 688
产量构成三因素与产量均呈正相关，穗粒数与产量

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穗粒数是决定产量的主要因

素，其次是千粒重、有效穗数。穗粒数与千粒重、有

效穗数呈负相关，说明穗粒数的增加制约千粒重和

有效穗数的提高，产量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

表 4　中麦 688 的产量三要素相关性

性状 有效穗数 穗粒数 千粒重 产量

有效穗数 1

穗粒数 -0.052 1

千粒重 -0.173 -0.050 1

产量 0.225* 0.249** 0.226* 1
*、**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

约的关系，通过优化高产栽培管理，构建合理的群体

结构，促进三要素协调发展，能更好地发挥中麦 688
的高产潜力。

通径分析能够把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作用和

间接作用，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各产量构成因素对产

量的作用和影响 [5]。由表 5 可知，中麦 688 产量三

因素对产量的直接通径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有效穗

数 > 穗粒数 > 千粒重，有效穗数对产量的直接作用

最大，其次是穗粒数和千粒重。产量三要素直接通

径系数可解释产量的 87.10%，且三要素间的直接通

径系数相差较小，表明三者对产量的贡献相当且有

较强的相互调节能力。间接通径系数分析显示，有

效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相互作用对产量均是间接

负效应，有效穗数和千粒重相互制约作用最大，其次

是有效穗数和穗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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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麦 688 品质及抗性检测结果

年度
粗蛋白

（%）

湿面筋

（%）

吸水率

（%）

稳定时间

（min）
拉伸面积

（cm2）

最大拉伸阻力

（E.U.）
抗病性表现 抗寒性级别 抗倒性

2020-2021 14.49 31.5 61.1 9.2   93 386 中感纹枯病 2 强

2021-2022 12.28 26.4 63.6 9.8 108 560 中感纹枯病 2 强

表 5　中麦 688 的产量三要素通径分析

变量
直接通径

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有效穗数

（x1）
穗粒数

（x2）
千粒重

（x3）

有效穗数（x1） 0.293 -0.0152 -0.0507

穗粒数（x2） 0.292 -0.0152 -0.0146

千粒重（x3） 0.286 -0.0495 -0.0143

2.4　中麦 688 主要品质性状及抗性分析　中麦

688 是从郑麦 366 天然异交单株中选育而成，不仅

保留了郑麦 366 的优良籽粒品质，且在产量和抗性

等方面有较大改良。由表 6 可知，2 年度区域试验

中，中麦 688 蛋白质（干基）含量分别为 14.49%、

12.28%，湿面筋含量 31.5%、 26.4%，吸水率 61.1%、

63.6%，稳定时间 9.2min、9.8min，拉伸面积 93cm2、

108cm2，最大拉伸阻力 386E.U.、560E.U.，品质达到

优质中强筋小麦标准。田间鉴定冬季抗寒性较好（2
级），抗倒伏能力强，试验中无严重倒伏点，综合抗 
性好。

3　讨论与结论
根据中麦 688 在金满仓黄淮南片试验联合体黄

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的试验表现，该品种属半冬性

中晚熟品种，幼苗半匍匐，苗势壮、分蘖力强，冬季抗

寒性好，分蘖成穗率高，春季起身拔节较晚，耐倒春

寒能力好。平均株高 75.47cm，茎秆弹性好，抗倒伏能

力较强。中麦 688 平均有效穗数为 615.59 万穗 /hm2， 
最高达 810.00 万穗 /hm2；平均穗粒数 37.03 粒，最高

达 50.00 粒；平均千粒重 43.88g，最高达 53.30g；每
hm2 平均产量 8545.41kg，最高产量达 11667.00kg，
充分说明中麦 688 在优化栽培情况下有更高的产

量潜力。根据区域试验数据进一步分析表明，中麦

688 产量三要素中穗粒数对产量贡献最大，成穗数

较多，自身调节能力强。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应

在确保穗粒数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有效穗数

和千粒重，以实现中麦 688 产量的最大化。小麦生

育期的耗水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分蘖期至拔

节期达到峰值 [6]。为了充分发挥小麦的生产潜力，

返青拔节期的水肥管理必须相互协调 [7]。特别是在

小麦起身拔节期追施氮肥，不仅能显著提升籽粒的

蛋白质含量，还能有效增加产量；相反，拔节期和灌

浆期的水分亏缺会对春小麦的株高和干物质积累量

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8]。因此，在中麦 688 的生产

管理中，应通过精细调控返青拔节期的肥水供给，促

进分蘖成穗并稳固小麦的第 1 节间长度。具体目标

是将成穗数控制在 615 万 ~700 万穗 /hm² 的范围内，

株高调控在 75cm 左右，不仅有利于实现高产，还能

有效降低倒伏风险。

根据 2020-2022 年度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检测

中心检测结果，中麦 688 品质达到中强筋小麦标准，

但 2021-2022 年度抽样化验品质检测结果中蛋白

质（干基）含量和湿面筋含量较低，不符合中强筋小

麦加工品质。分析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播种较晚，播

种量较大，小麦生产全生育期以促为主，形成产量较

高，因肥水失衡造成籽粒蛋白质和湿面筋含量较低。

颜磊等 [9] 研究认为，随基本苗数量的增多，小麦籽

粒蛋白质、干（湿）面筋含量及面团稳定时间和形成

时间有所降低。施氮处理有利于籽粒硬度、蛋白质

含量和沉降值的提高 [10]。王慧等 [11] 研究认为，增

加施氮量或氮肥后移有利于提高蛋白质含量、湿面

筋含量、面团形成时间、稳定时间、面包体积和面包

评分等指标，基肥∶壮蘖肥∶拔节肥为 3∶3∶4 可

实现产量与品质的协同提高，施氮 180~240kg/hm2

内，能显著提高小麦籽粒的粗蛋白、湿面筋含量，有

利于促进小麦籽粒的饱满度和蛋白质质量 [12]。因

此，中麦 688 在生产中减少播种量、实施氮肥后移、

增加花后氮肥供给，可以提高籽粒蛋白质和湿面筋

含量，同时提高小麦的加工品质和商品质量。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

中麦 688 小麦抗逆性好，综合抗病性较好，田间自

然发病：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中等偏重，纹枯病、

赤霉病较轻。病虫害是影响中麦 688 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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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黄淮麦区小麦生长后期气温升高、降

水增多，病虫害集中高发，在小麦齐穗到灌浆期做

好“一喷三防”，是保证中麦 688 高产稳产的重要 
措施。

综上所述，中麦 688 具有高产稳产、综合性状

好、抗逆性强、品质优等特点，表现出广泛的适应性

和发展潜力，适宜黄淮南片种植。该品种适宜播种

期在 10 月中下旬，适宜基本苗为 225 万 /hm2，在种

植过程中需特别关注返青拔节期肥水调控和氮肥后

移，中后期管理注意进行“一喷三防”，着重加强对

蚜虫、赤霉病等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此外，为了进

一步提升中麦 688 的纯度和品质，建议采取规模化

生产方式，并实行专收专储，以确保实现优质优价、

高产高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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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品种（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的适应性存在

差别，如相思甜在酒泉的产量最低，但在庆阳的产量

却最高，因此为了确保玉米高产，需要选择适合当地

环境的品种进行种植。

本试验中选育的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在农艺

性状、抗病性、产量以及品尝评价上具有各自的优势

和劣势。陇甜三号产量综合排名居第 1 位，在所有

试验地都达到高产，且其抗病性优异，在所有品种

（系）中抗病表现居第 2 位，适应性和丰产性较好，

是最适合在甘肃进行大规模种植的品种。金甜 1 号

产量较低，在武威地区减产严重，但其品尝评价为 1
级，品质高，可以在除武威的地区进行小规模种植，

作为高端鲜食玉米产品供应市场。原玉甜 819 是品

尝评价评分第二的品种，且其平均产量排名第 3 位，

在所有试验地都有增产，适应性好且品质优秀，培育

潜力大，适合开展进一步的培育试验，提高产量和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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