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种良法 1872025年第４期

DOI：10.19462/j.cnki.zgzy.20250114009

高产大穗多抗特色小麦德紫麦 1 号配套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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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紫麦 1 号是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出的紫色小麦品种，具有高产、大穗、多抗、富含花青素等特点，于 2023 年 2 月

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麦 20226028。对德紫麦 1 号的特征特性、产量表现等进行介绍，并从科学选

种、不同生育期的病虫草害及水肥运筹等方面总结了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以期为该品种的推广利用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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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小麦富含花青素等营养物质和人体不可

或缺的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于普通小麦 [1]，满足了

当前人们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的需求。德

紫麦 1 号为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出的紫色

小麦品种，亲本组合为 GP10-8 / 山农紫麦 1 号，于

2023 年 2 月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鲁审麦 20226028[2]。德紫麦 1 号富含

花青素和铁、锌、硒等对人体有益微量元素，适宜在

黄淮麦区种植，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德紫麦 1 号为半冬性小麦，幼苗半

直立，分蘖能力较强，平均生育期为 232d 左右，株型

半紧凑；株高 80cm，叶色深绿，叶片上举，抗倒伏能

力强；长芒，穗长方形，白壳、紫粒，籽粒硬质；平均

有效穗数 619.5 万穗 /hm2，穗粒数 40.6 粒，千粒重

40.4g；熟相较好 [2]。

1.2　品质鉴定　2022 年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泰安）测试，该品种容重 737g/L， 

硬度指数 66，面粉白度 71.6，籽粒蛋白质含量

14.75%，出粉率 69.4%，沉淀值 33.0mL，湿面筋含量

35.0%，面筋指数 79，吸水率 63.7mL/100g，稳定时间

3.54min。2021 年经青岛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测试，

该品种总花青素含量 3.43mg/100g，铁含量 43.6mg/kg，
锌含量 33.8mg/kg，硒含量 0.0267mg/kg。
1.3　抗性鉴定　2020-2021 年经遵化市玉米育种

研究所进行抗寒性鉴定，该品种抗冻性较好，表现 2
级。2021 年经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抗病性鉴定，该品种高抗条锈病，慢叶锈病，抗赤霉

病，中抗纹枯病，中感白粉病。

2　产量表现
2020-2022 年度参加山东省特殊用途小麦区域

试验，2 年每 hm2 平均产量 8599.05kg，较对照山农

紫麦 1 号增产 8.30%；2021-2022 年度参加山东省

特殊用途小麦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8925.00kg，较对

照山农紫麦 1 号增产 7.40%。

3　配套栽培技术
3.1　选地与整地　大田应选择地势平坦、肥力均

匀、地力水平较高、便于排灌、无严重土传病害的地通信作者：吴儒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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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若前茬作物为玉米，则在玉米收获后及时粉碎

秸秆，灭茬保墒。适时造墒，在小麦播种前施足底肥，

做好培肥地力工作。精细耕作，深翻土地，深度为

25cm 左右，打破犁底层，旋耕 2 遍，平整土地，以减

少坷垃，达到土壤上松下实的效果。

3.2　科学选种　播前采用选种机选种，去除破粒，

使用吡虫啉格猛 FS、苯醚·咯·噻虫悬浮种衣剂、井

冈霉素 A、丙环唑、矮壮素等进行种子包衣，预防蚜

虫、地下害虫和茎基腐病、纹枯病等病虫害 [3]。

3.3　精细播种　一般在 10 月 5-20 日之间播种，最

佳播期为 10 月 8-15 日。通常情况下以每 hm2 基

本苗 180 万~270 万株为宜。播种时应选用精良机

械，如大雷沃重工、勃农、康达农机等进行播种，行距

15~20cm，播深 2~3cm。建议采用双镇压技术或大

小行宽幅播种，以便于春季机械施肥。

3.4　冬前管理　小麦出苗后及时监测田间出苗情

况，若有缺苗应及时移苗补种，若有“疙瘩苗”则及

时间苗，从而确保种植密度适宜，为小麦后续正常生

长打下良好基础。田间苗势偏弱时应及时追肥和灌

溉 [4]。根据苗情适时镇压可起到控制小麦旺长、促

进根系下扎的作用。结合苗情、墒情、气候等情况判

定是否浇越冬水。

3.5　返青拔节期管理　返青后根据土壤墒情适时

开展肥水管理。当田间苗弱时以促为主，在起身时

浇肥水；苗壮时以控为主，肥水应后移，在拔节时

浇肥水。及时清除田间杂草，避免其与小麦争夺 
养分。

3.6　抽穗灌浆期管理　建议在小麦挑旗期进行肥

水管理，这样既能保证籽粒充分灌浆，又可避免灌浆

期肥水促使小麦倒伏。同时需要注意防治小麦赤霉

病、锈病、白粉病、吸浆虫等病虫害。

3.7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在小麦整个生育期内应

注意防治病虫草害。中后期防治小麦锈病、白粉病，

可适时喷施高效氯氟氰菊酯、三唑酮、戊唑醇、烯唑

醇等药剂。抽穗开花期防治赤霉病，建议在抽穗扬

花前喷施氰烯·戊唑醇等；若在扬花期遭遇阴雨天气

可在开花后及时进行补药防治。根据田间蚜虫发生

情况适时选用噻虫嗪颗粒剂等进行防治。孕穗期

发现有吸浆虫时要及时防治避免小麦减产，可利用

48% 乐斯苯浮油拌毒土撒施，也可以用天敌生物瓢

虫、蜘蛛等有益昆虫起到“以虫治虫”，且不会影响

小麦正常生长的效果 [5]。清除田间杂草可利用化学

药剂苯磺隆、炔草酯可湿性粉剂、氟氯比氧乙酸、异

丙隆等。防治小麦病虫草害时要注意药物的交替使

用，避免长时间使用某单一药剂而造成病虫草产生

抗药性。

3.8　适时收获　结合小麦成熟情况与天气情况适

时收获，收获时避开阴雨天气，以免造成穗发芽。在

小麦蜡熟末期及时使用联合收割机抢收，注意避免

机械混杂。将收获后的籽粒晒干至安全水分后即可

入仓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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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科所召开 2025 年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推进会

［本刊讯］3 月 12 日，作科所在湖北武汉召开

“2025 年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推进会”。

会议研究提出了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发展战略目标

和战略路径，并部署了优先领域与重大任务。会议强

调，要持续加强部省联动、科企协同，构建“大保护、大

协作、大交流”工作格局；要从解决产业瓶颈角度开展

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为作物育种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会议邀请刘旭院士、王汉中院士分别就农

作物种质资源发展战略和国家油料供给安全作专题报

告。会议还全面部署了今年重点工作，对国家级库圃

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估，并研讨修订资源编目、保存和共

享相关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

生，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作科所、油料所领导，全国种

质资源库（圃）负责人及专家骨干 230 余人参加了此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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