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农业科学2022,68(05):12-15 ShaanxiJournalofAgriculturalSciences

提纯复壮对商洛主栽小麦品种小偃15的增产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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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小麦优良品种小偃15是商洛的主栽品种,近年来在生产中分离退化严重。为了

较好地保持小偃15的种性和纯度,研究采用单穗选择、株系比较、原种扩繁等穗行提纯方

法对小偃15进行快速提纯复壮,并分析了提纯复壮对小偃15的增产效果。结果显示,提
纯复壮后的小偃15综合性状更加优良,且产量得到明显提升。研究不仅使小偃15的种

性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小偃15的抗逆性、稳产性和广适性,有利于其持续应

用于商洛小麦大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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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PurificationandRejuvenationonYield-IncreasingofMain
WheatVarietyXiaoyan15inShang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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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heatvarietyXiaoyan15isthemaincultivatedvarietyinShangluo,butithassevere-
lyseparatedanddegradedinrecentyears.InordertobettermaintaintheseedqualityandpurityofXi-
aoyan15,purificationmethodssuchassingleearselection,linecomparison,stockseedpropagationwere
usedtoquicklypurifyandrejuvenateXiaoyan15,andtheeffectofpurificationandrejuvenationonthe
yield-increasing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comprehensivecharacteristicsofXiaoyan
15afterpurificationandrejuvenationaremoreexcellent,andtheyieldissignificantlyimproved.The
characteristicsoftheXiaoyan15isfullyutilized,andthestressresistance,stabilityandadaptabilityare
furtherimproved,sothisstudyisusefulinthewheatproductionofShangluo.

Keywords:Wheat;Rejuvenationtechnology;Yield;Agronomiccharacters

  小麦是商洛的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在

3.33万hm2 左右。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加之小麦的经济效益低,导
致商洛小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1]。同时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农业机械

化程度低、品种更新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商洛小麦

的单产一直没有较大的突破[2~3]。虽然近年来新

引进和选育了部分小麦品种,但其适应性、稳产性

和抗逆性等不能满足商洛本地大田生产需求,导致

新品种推广受阻,目前生产上的主栽品种依旧以小

偃15为主。
小偃15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20世纪90

年代选育的一个远缘杂交小麦优良品种。该品种

的主要特征是:株高85cm左右,株型较松散,分蘖

能力强。旗叶宽长、下披,叶色浓绿。抽穗早,顶
芒,穗纺锤形,穗成熟后弯曲。穗层整齐,熟相好,
白壳,籽粒角质。具有抗逆性和抗白粉病性强、早
熟、高产稳产、适应性强等特点。该品种在通过审

定后很快得以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发展成为商洛首

位主栽骨干品种,实现了商洛小麦品种的第六次更

新换代,近二十年来一直是商洛的主栽品种。
但小偃15作为远缘杂交后代,在生产过程中

自交退化和分离现象严重,尤其是穗色和株高变化

差异大,再加上当地农民长年自己留种,去杂意识



较弱,难免会出现混杂,导致小偃15麦田植株生长

参差不齐,抗病性和适应性降低,产量徘徊不前且

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如何充分挖掘小偃15的生产

潜力,提高其单位面积的产量,对保障商洛小麦等

粮食作物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提纯复壮是解

决品种退化、保持品种优良种性的一种有效方

法[4~5]。温彩虹等[6]利用“两圃一田制”的方法对

小偃22进行了提纯复壮,进一步提高了小偃22的

高产、稳产和广适性。綦恩德等[7]采取三圃提纯复

壮法对克丰4号进行了提纯复壮,有效保持了克丰

4号小麦的种性。因此如何对小偃15进行快速提

纯复壮,恢复其优良种性,成为商洛小麦生产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从2016年开始,我们对小偃15
的提纯复壮技术进行了探索,并分析了提纯复壮对

小偃15的增产效果,以期进一步保持其纯度和种

性,最大限度发挥其增产潜力,不断提高小偃15的

单位面积产量,激发农户种植小麦的积极性,从而

使其能够较长时间应用于大田生产,促进农民增产

增收,保障商洛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小偃15为陕南商洛亚区小麦区域试验对照品

种,区试完成后对小偃15进行留种,区试所用种由

商洛市种子管理站提供。提纯复壮过程中穗行圃、
株系圃以及多点试验对照均采用未提纯复壮的小

偃15。

1.2 试验地点

穗行圃、株系圃均选择在商洛市农科所张村综

合试验站。试验站位于商州区沙河子镇张村村,年
均降雨量700mm,日照2000h,无霜期200d,平
均气温12.8℃。地势平坦,土壤为黄壤土,排灌方

便,地力均匀一致,肥力中等,前茬主要为玉米和豆

类等粮食作物,周围无房屋、高大乔木等障碍物遮

阴。原种圃设置在农科所张村综合试验站以及洛

南、镇安、山阳等地,确保所选地块肥沃、浇灌方便、
无杂草、无遮阴。

1.3 提纯复壮方法

1.3.1 单穗选择 对小偃15的种子进行精选,

2016年10月18日人工开沟点播。行长1.5m,行
距25cm,株距5cm。在苗期、起身拔节、抽穗、扬
花、灌浆、成熟等各个时期进行观察,同时按照小偃

15的典型性状进行选择,且抗病、穗大、早熟、抗倒

伏,对中选的单穗拴上红绳作为标记。2017年6
月8日,小麦成熟时按标记进行收获,捆成一把,写

上标签,晾干。然后室内考种,重点考察穗色、穗
长、结实性等穗部性状。当选的单穗单独脱粒,淘
汰异样和不完整的穗子,每穗脱粒后装入一个纸

袋,依次编号为T15-1、T15-2、T15-3……,入
库保存。

1.3.2 株系选择 2017年10月20日,对收获的

单穗进行人工开沟点播,行长1.5m,行距25cm,
株距5cm。按编号顺序排列,每穗种一行,每19
行加1行对照。在苗期、返青拔节、抽穗、灌浆、成
熟等时期,对每个穗行的抗冻性、抗旱性、抗倒性、
抗病性和熟期等进行鉴定。对表现特别优异的株

系(株型、抗逆性、丰产性、熟相等性状均优于原来

小偃15)进行重点标记。成熟时收获早熟、穗层整

齐、熟相好、抗衰老的穗行。对所有选留的穗行整

行连根收获,每个穗行捆成一把,写上标签。对收

获的穗行进行室内考种、称取产量,淘汰籽粒性状

差、产量低以及品质不好的穗行。每个穗行收获的

种子分别装入一个纸袋,供下年进行株系圃鉴定。

1.3.3 株系圃鉴定和筛选 2018年10月23日,
对试验地进行划行分区,每个小区面积6.25m2,
小区长5m,宽1.25m。采用人工开沟撒播的方

法将入选株系按编号顺序依次播种,每9个小区加

1个对照。每小区种5行,行距25cm,667m2 播

量为18万粒(每行种337粒)。
株系圃的鉴定和选择方法同株系选择。2019

年6月小麦成熟时,依据大田表现,淘汰穗层不整

齐、综合表现较差的株系,保留综合性状优良的株

系。其中对表现特别优异的株系单独整小区收获,
待下年建纯系圃扩繁。其它株系一起混收,收获的

种子供下年建原种圃使用。

1.3.4 多点试验和原种圃繁殖 2019年10月和

2020年10月连续两年将提纯后的原种进行多点

试验,共设四个点,分别为商州、洛南、镇安、山阳。
试验点小区面积12.5m2,行距25cm,行长5m,
每小区种10行,设三个重复,亩播量18万粒,对照

为未提纯复壮的小偃15。

2019年10月下旬采用机播的方式对收获的

原种进行繁殖。播前结合整地667m2 施尿素15
kg、磷酸二铵15kg、硫酸钾5kg,以后各生育阶段

不再追肥。行距20cm,667m2 播量10kg左右。
播后及时镇压,保证出苗整齐、苗壮、安全越冬、分
蘖成穗多,使小偃15的优良种性能够得到充分发

挥,从而扩大繁殖倍数。在小麦抽穗扬花期和成熟

前严格进行田间去杂,收获时尽量选择专一脱粒机

脱粒,生产的原种及时晾晒,入库保存,防止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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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分析

2019年和2020年,田间调查小偃15的生育

期、有效穗数、抗逆性(抗病性、抗冻性、抗旱性、抗
倒性)等。小麦收获期,统计各个试验点小区实际

产量,同时在小偃15试验田随机取样20株,室内

考种,调查株高、穗长、小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结
实率等。利用EXCEL2003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偃15的提纯复壮

2016年10月播种后,对小偃15的全生育期

进行观察,以小偃15的典型性状为标准进行鉴定

选择。2017年6月,收获中选的单穗,共计70个。
室内考种,淘汰穗色差异大、结实性差的单穗,每个

单穗单独脱粒,每穗脱粒后装入一个纸袋,最终共

保留55个单穗。2018年6月,在小麦成熟时,共
收获中选的株系43个,室内考种、称取产量,淘汰

产量低以及品质不好的株系,最终选留株系35个,
其中表现特别优异的株系5个。
2019年6月小麦成熟时,依据田间综合表现,

对株系圃进行鉴定和筛选,淘汰2个抗病性较差的

株系圃,共保留33个综合性状较好的株系圃。同

时对上年度筛选出的5个表现特别优异的株系进

一步进行严格鉴定,最终从中筛选出了3个早熟、
大穗、抗病性好、抗旱、抗倒伏、高产稳产的优异株

系(T15-3,T15-12,T15-21),3个优系单独整

区收获,待下年建纯系圃扩繁。余下的2个株系同

其它28个株系一起混收,收获的种子供下年建原

种圃使用。2019年10月,对收获的原种进行繁

殖,保证大田生产用种。
2.2 3个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优系产量比较

对中选的3个特别优异的株系(T15-3,T15
-12,T15-21)进行产量比较,产量结果见表1。

由表可以看出,3个优系的产量均较未提纯复壮小

偃15有明显的提高,其中T15-12增产最多,达
12.14%;增产最少的 T15-3增产量也达35.22
kg,增 产 幅 度 为 8.71%,3 个 优 系 平 均 增 产

达10.56%。可见提纯复壮的3个优系不仅保持

了小偃15原有的优良性状,而且有效提高了小偃

15的种性和单位面积产量。
表1 3个优系产量比较结果

品种

(系)
小区产量

(kg/12.5m2)
折合产量

(kg/667m2)
增产量

(kg/667m2)
增产幅

度/%

CK 3.79 404.47 - -
T15-3 4.12 439.69 35.22 8.71
T15-12 4.25 453.56 49.09 12.14
T15-21 4.20 448.22 43.75 10.82

2.3 提纯复壮对小偃15的增产效果

2.3.1 提纯复壮后小偃15的主要农艺性状鉴定

 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田间表现整齐一致,抗旱

抗倒,灌浆速度快,熟相好。与未提纯复壮的小偃

15相比(表2),除株高略有升高、千粒重略有下降

外,在其他性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产量构成

三要素中,虽然千粒重较未提纯复壮的小偃15有

所下降,但穗粒数和有效穗数都有明显的提高,千
粒重、穗粒数、有效穗数三个数值更加集中,表明三

因素之间更加协调。在变异系数方面,除小穗数和

结实率有所升高外,生育期、株高、穗长、穗粒数、千
粒重、有效穗数等性状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说明

提纯复壮后小偃15各性状的遗传力增大,受环境

的影响减小,适应性和稳定性更强。田间抗病调查

结果显示,提纯复壮后小偃15的白粉病抗性虽然

没有变化,但条锈病抗性由高感转为中感,表明抗

性进一步提高。整体来看,提纯后的小偃15农艺

性状更稳定,较未提纯的小偃15综合性状更优良,
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表2 提纯复壮后小偃15的主要农艺性状鉴定

品种 类型
生育期

/d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 穗粒数

千粒重

/g

有效穗数

(万/667m2)
结实率

/%

抗白粉

病性

抗条锈

病性

最大值 222.00 92.00 9.54 23.10 36.1 47.25 36.60 86.13 3 4
最小值 213.00 76.00 7.60 18.30 28.52 33.80 25.07 81.25

CK 均值 216.00 83.00 8.41 20.30 32.88 40.86 30.69 83.72
标准偏差 4.24 7.07 0.93 2.04 3.58 5.54 4.72 2.32
变异系数 1.96 8.52 11.06 10.05 10.89 13.56 15.38 2.78
最大值 219.00 87 9.03 23.90 43.00 42.00 39.50 87.29 3 3

提纯 最小值 213.00 82 8.13 18.60 34.50 35.60 32.11 81.46
小偃 均值 216.75 85.00 8.55 21.00 37.43 38.65 35.52 84.27
15 标准偏差 2.63 2.16 0.37 2.35 3.85 2.84 4.50 2.67

变异系数 1.22 2.54 4.32 11.19 10.29 7.35 12.67 3.17

  注:抗病性反应型分免疫(0),近免疫(0;),高度抗病(1),中度抗病(2),中度感病(3),高度感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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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提纯复壮小偃15的多点试验产量比较 
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在商州、洛南、山阳、镇
安等地对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进行多点试验,以
未提纯的小偃15为对照(CK1、CK2),产量结果见

表3。由表3可以看出,2020年提纯复壮后的小偃

15小区产量平均为7.91kg,较 CK1增产10.
31%,且除洛南点减产以外,其余3点的产量都有

提高。2021年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小区产量平

均为8.08kg,较CK2增产9.10%,且四个点均增

产,两年平均增产达9.71%。从表3中还可以看

出,未提纯复壮的小偃15在各个点的产量表现波

动幅度较大,2020年小区产量最低仅为5.76kg,
最高为8.54kg,产量相差2.78kg;2021年小区产

量最低为6.06kg,最高为8.01kg,相差1.95kg。
而提纯复壮后各个点小偃15的产量变化幅度相对

较小,2020年各小区间产量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

0.24kg,2021年相差0.28kg,说明提纯复壮后小

偃15的稳产性和广适性均有所增强。由此可见,
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不仅在产量上增加明显,而
且稳产性和适应性更强,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更

有利于在商洛大面积推广。

表3 提纯复壮后小偃15的多点试验产量比较

品种 年度
不同试验点小区产量(kg/12.5m2)

商州 洛南 山阳 镇安 平均

折合产量

(kg/667m2)

较CK1±
/%

较CK2±
/%

CK1 2020 7.42 8.54 6.95 5.76 7.17 382.40 - -

提纯小偃15 2020 8.08 7.79 7.91 7.84 7.91 421.81 10.31 -

CK2 2021 7.89 7.65 8.01 6.06 7.40 394.95 - -

提纯小偃15 2021 8.15 7.89 8.09 8.17 8.08 430.88 - 9.10

3 讨论

商洛地处秦岭山区,各县区气候差异大,且当

地农业生产主要以人工为主,因此在品种选育和筛

选过程中,需考虑无芒、个子偏高、适应性强、抗旱、
抗病性强、高产稳产等符合商洛农户种植习惯的小

麦品种[8~9]。而小偃15刚好具备这些特性,这也

是二十年来小偃15一直在商洛大面积推广应用和

深受农户喜爱的原因。但小偃15由于推广年限的

增加,种性退化严重,产量和推广面积逐年下降,严
重影响了商洛小麦的生产供给,同时也打击了当地

农户种植小麦的积极性,因此小偃15的快速提纯

复壮对于商洛小麦生产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研究

从2016年开始对小偃15的提纯复壮技术进行了

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研究表明采用单穗提

纯复壮的方法,不仅有效恢复了小偃15种性,而且

保证了其纯度和大田生产种子用量。通过株系圃

鉴定和多点试验发现,经过提纯复壮后的小偃15,
产量明显提高,两年平均增产达9.71%,且抗逆

性、适应性和稳产性均有所加强。因此小偃15的

提纯复壮技术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小偃15在生产上

的持续应用,而且为商洛小麦的增产增收和粮食安

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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