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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成麦 202 及配套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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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麦新品种成麦 202 是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以洛麦 33 为母本、淮麦 20 为父本通过常规杂交，采用系谱法选育而

成。该品种长相清秀、高产稳产、适应性广、抗干热风、综合抗病能力突出，2024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

编号：国审麦 20243015，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片高中水肥地块早中茬种植。根据该品种的特征特性探讨其配套的高产栽培技

术要点，旨在更有效地将该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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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该区域小麦种

植面积约占全国的 1/2，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3/5 以 
上 [1]。黄淮南片冬小麦种植区包括河南、陕西、江苏

和安徽 4 省的部分地区，该区域横跨面积大，不同区

域影响小麦生长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多样，不同地区

农户的种植习惯差异也比较大，因此该区域对小麦

抗性和适应性的要求极高 [2]。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

增长，对提升小麦产能的需求将愈发迫切 [3]。然而，

我国耕地面积有限，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成为

了增加小麦产能的可行途径。因此，整合小麦资源，

挖掘出优异性状并加以利用，培育出广适、多抗、丰

产性好的小麦新品种，并在推广过程中提供科学合

理的配套栽培技术，将有效提升小麦的单产水平 [4]，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河南大成种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以洛麦 33
为母本、淮麦 20 为父本配置杂交组合，后代采用系

谱法连续优中选优。2010-2011 年度将 F1 种子全

部播种，之后全区收获；2011-2012 年度 F2 分离类

型丰富，从中选取 65 个单株，室内考种并淘汰籽

粒饱满度差、黑胚重的单株，最终保留 29 个单株；

2012-2013 年度从第 5 个株系中选取 45 个单株，

经室内考种，保留 22 个千粒重高、籽粒品质好的单

株；2013-2014 年度从第 6 个株系中选择 36 个单

株；2014-2015 年度从第 9 个株系中择优收获 62 个

单株；2015-2016 年度将选取的第 3 个株系全区收

获。2016-2017 年度将收获的株系种子适量扩繁；

2017-2018 年度进入公司荥阳试验地品系鉴定试

验，2018-2020 年度连续 2 年度参加公司自主组织

的黄淮南片多点品种比较试验，2020-2023 年参加

华夏小麦新品种测试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

区域试验与生产试验；2023 年结束试验程序，10 月

份报审；2024 年获得国家审定证书，审定编号：国审

麦 20243015。

1　品种生物学特性
1.1　农艺特性　成麦 202 为半冬性小麦品种，生育

期与对照品种周麦 18 相当，全生育期 223.7d，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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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势壮，半匍匐生长，叶色浅绿，分蘖力和成穗率较

强；株型半紧凑，株高 78.8~84.8cm，抗倒伏性较强；

叶片功能好，耐旱能力强；纺锤形大穗，穗层整齐，

长芒，白色籽粒，半硬质，饱满度好。该品种产量三

要素协调，2 年区域试验数据汇总结果显示：成穗

数 39.1 万~39.5 万穗，穗粒数 36.7~41.1 粒，千粒重

47.1~47.7g。
1.2　抗性鉴定　2020-2021 年度检测结果：慢条

锈病，中感叶锈病，高感白粉病、赤霉病、纹枯病；

2021-2022 年度检测结果：中抗条锈病，慢叶锈病，

高感白粉病、赤霉病、纹枯病。

1.3　品质测定　2020-2022 年 2 年度品质分析结

果：2020-2021 年度容重 810g/L，籽粒蛋白质含量

13.79%，湿面筋含量 33.2%，吸水量 59.5mL/100g，
稳定时间 2.9min；2021-2022 年度容重 820g/L，籽
粒蛋白质含量 12.90%，湿面筋含量 29.0%，吸水量

60.8mL/100g，稳定时间 3.3min。

2　产量表现
2.1　品种比较试验　2018-2019 年度参加公司自

主组织的黄淮南片多点品种比较试验，20 个试点

每 667m2 平均产量 605.7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6.41%；2019-2020 年度续试，20 个试点平均产量

565.2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5.02%。

2.2　区域试验　2020-2021 年度参加华夏小麦新

品种测试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区域一年

试验，24 个试点汇总结果显示：成麦 202 每 667m2

平均产量 555.2kg，与第 1 对照周麦 18 相比，增产

3.06%，达到极显著增产水平，其中有 16 个点的产量

增产≥ 2%，比对照增产≥ 2% 的试点率达 66.7%。

比第 2 对照周麦 36 号增产 1.61%，其中有 12 个点

的产量增产≥ 2%，比对照增产≥ 2% 的试点率达

50.0%。2021-2022 年度参加同组区域二年试验，24
个试点汇总结果显示：每 667m2 平均产量 643.1kg，
与第 1 对照周麦 18 相比增产 7.01%，达到极显著增

产水平，22 个点增产≥ 2%，比对照增产≥ 2%的试点

率达 91.7%。比第 2 对照周麦 36 号增产 5.96%，18 个

点增产≥ 2%，比对照增产≥ 2%的试点率达 75.0%。

2.3　生产试验　2022-2023 年度进入华夏小麦新

品种测试联合体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组生产试验，

23 个点汇总结果显示：每 667m2 平均产量 571.0kg，
与对照周麦 36 号相比增产 5.37%，21 个点与对照

相比达到增产水平，增产点率 95.7%，比对照增产

≥ 2% 的点次率达 82.6%。 

3　高产栽培技术
3.1　适宜种植区域　该品种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

片高中水肥地块早中茬种植，具体区域包括河南省

除信阳市（淮河以南稻茬麦区）和南阳市南部部分

地区以外的平原灌区，陕西省西安、渭南、咸阳、铜川

和宝鸡市灌区，江苏省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以北地

区，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

3.2　把握时间，播前整地　麦田整地建议隔年深

翻，同时结合旋耕、耙平、起垄、作畦等工作，操作前

应根据天气情况，结合土壤墒情，把握合适的耕地和

耙地时机，保证作业时不漏耕、漏耙，作业后土壤平

整，土层上松下实。

3.3　备播种子，严格把关　备播的小麦种子需确保

籽粒均匀、饱满，且发芽率达标，播种前将种子用药

剂拌匀，药剂即包衣剂的选择需根据种植地区近几

年病虫害的发生情况来确定，包衣剂一般要求具备

杀虫（地下害虫）、杀菌（土传病害），并兼具一定的

调节植物生长等功效，具体而言，使用包衣剂的目

的就是提前预防纹枯病、根腐病和茎基腐病等病害。

种子拌匀后置于阴凉通风处，尽量做到摊开阴干，拌

好的种子尽量减少储存时间（不超过 5d）。
3.4　适期播种，适量用种　适宜的播种时间是保证

小麦冬前苗势健壮的前提条件，过早进行播种会导

致小麦在冬前旺长，一方面会大量消耗土壤肥力，另

一方面如遇大降温易产生严重冻害，对小麦产生不

可逆的影响；播种太晚易造成小麦在冬前苗势弱、

苗情差，生长缓慢，冬前分蘖少。适量用种，种子的

具体播量需根据播期、土壤墒情等实际情况确定。

成麦 202 属于半冬性中熟品种，适宜播期为 10 月

10-25 日，其自身调节能力强，每 667m2 适宜基本苗

14 万~22 万株，播种深度 3~5cm，适墒播种，保证一

播全苗，打好丰产基础。

3.5　适时适量浇水施肥　整地前建议施足底肥，小

麦底肥建议使用氮 - 磷 - 钾含量为 25-15-5 的复

合肥，用量 50kg/667m2；是否进行冬灌应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如果麦田存在耕层土壤可能悬空不实的

情况就必须进行冬灌。“夜冻昼消”是进行冬灌的

最佳时间，灌水需在封冻前完成，另外，为避免因灌

（下转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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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氯苯酰）150g 加烯啶吡蚜铜 300g 兑水喷施。

移栽后 11d 每 hm2 用 34% 乙多·甲氧虫（斯品诺）

600g 或 40% 氯虫·噻虫嗪（福弋）150g+10% 三氟

苯嘧啶（佰靓珑）240g+24% 虫螨腈虱螨脲 750g
混合后，采用无人机喷施防治二化螟、三化螟及稻

飞虱。移栽后 45d 左右重点防治稻瘟病、纹枯病、

稻飞虱和三化螟等。破口期每 hm2 用 34% 乙多·

甲氧虫（斯品诺）600g+10% 三氟苯嘧啶（佰靓珑）

240g+24% 虫螨腈虱螨脲 750g+ 赤·吲乙·芸苔素

0.135%（碧护）90g+45% 春雷霉素喹啉铜（兴农永

福）300g 混合后用无人机喷施，防治稻瘟病、纹枯

病、卷叶螟等病虫害效果较好。

3.8　适时收获　香禾优 1002 属穗大粒多品种，灌

浆时间较长，不能过早断水，否则籽粒灌浆充实不

良，影响产量的提高，一般在收割前 1 周断水即可。

粤西地区晚造收获时雨水少，应在成熟度达 98% 以

上时收割，并及时晒干，以确保米质优良 [5]。

4　品种推广情况
香禾优 1002 已被授权广东华茂高科种业有限

公司独家开发使用。为了开拓华南优质晚稻市场，

该品种自 2022 年起开始在广东地区进行多点大面

积示范，各示范点均表现出抗倒性强、白叶枯病不

发病、产量稳定、适应性好等优良特性。2023 年该

品种开始面向市场销售，由于抗倒性和抗病性强、产

量高、米质优而深受人们青睐，同年进行大面积推广。

2024 年下半年在广东、广西共销售超 50 万 kg，销售量

翻倍增加，是一个难得的销售量超百万斤的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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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后土壤表层板结产生裂缝，寒风通过裂缝进入土

壤内部而冻坏小麦根茎，影响小麦正常生长的情况

发生，在灌水后如果没有上冻需及时对土壤进行镇

压。小麦追肥建议在返青拔节期和孕穗期结合浇水

追施尿素 10kg/667m2，小麦返青水的具体灌溉时间

需要结合天气情况、土壤墒情、小麦苗情等情况来确

定。如果没有进行冬灌或者冬灌时间偏早，返青麦

田干旱，可根据实际情况提早浇返青水，注意此时浇

水需要控制水量，尽量选择微喷装置进行喷灌，如果

小麦生长过旺，则需要延后浇返青水。在小麦齐穗

前后需要浇一次透墒水，具体浇水时间需要根据天

气、小麦长势、土壤墒情等情况来确定，孕穗水需要

保证小麦在抽穗期、扬花期和灌浆期的用水需求。

3.6　病虫草害防治　麦田需根据实际情况及早进

行病虫草害管理，一是在播前注意防治地下害虫，如

孢囊线虫、地老虎、金针虫等。二是注意防治麦田杂

草，以小麦 4 叶 1 心、杂草约 3 叶期防治麦田杂草效

果最佳。三是注意防治小麦病害，首先在拌种时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包衣剂来防止小麦根部病害

和土传病害；其次是在返青期对小麦根部病害进行再

次防治，同时对苗期常见病害进行防治；最后是注意

防治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等小麦中后期发生的病害。

3.7　适时收获　小麦的最佳收获时期在蜡熟末期

至完熟初期，籽粒的千粒重在此时能达到最高。成

麦 202 叶片功能好，持绿期长，应充分发挥该优点，

最大程度增加其千粒重。根据天气预报及成熟情况

适时收获，达到最大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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