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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品种更替与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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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 江苏省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ꎬ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

　 　 摘要:对江苏省沿海地区 １２ 个县市(滨海县、大丰市、东台市、赣榆县、灌云县、海安县、海门市、启东市、如东县、射阳县、
通州市、响水县)８ 个时间节点(１９７５ 年、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的小麦种植面积、总产

量、品种种类和数量及重要农艺性状的变化等进行了全面普查ꎬ对普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ꎬ结果如下:(１)江苏省沿海地区小

麦植面积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ꎮ (２)小麦总产量和平均单产均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ꎬ在总产提高的过程中ꎬ单产的平均贡献

率远大于面积的平均贡献率ꎬ优异小麦品种的推广是平均单产提高的决定因素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单产提高的难度越来越

大ꎬ其对总产的贡献率逐渐下降ꎮ (３)对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品种的演变分析发现:①淮北淮南麦区的小麦品种均大致经历

了 ４ 次品种更新ꎬ地方品种已经全部被改良品种取代ꎬ主推品种始终以江苏省自主选育的品种为主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占主

推品种的比重越来越高ꎻ在淮北麦区ꎬ对其影响较大的外省市主要是山东省和河南省的小麦品种ꎮ ②综合性状好、适应性广

的品种维持时间长ꎬ推广面积大ꎮ ③株高的降低ꎬ千粒重、穗粒数及穗长的增加均对小麦品种的单产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ꎬ培育兼抗多种病害的小麦品种可能是今后小麦育种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ꎮ
　 　 关键词:江苏省ꎻ沿海ꎻ小麦品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ＵＲ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４９９６. Ｓ.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１４２８. ０２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科技基础工作专项(２００７ＦＹ１１０５００￣０６)ꎻ江苏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 ＣＸ(１３) ２０１９]ꎻ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

(２０１４ＮＷＢ０３０￣１４)
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小麦品种资源ꎮ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ｏｆｅｎｇ＠ ｊａａｓ. ａｃ. ｃｎ
通信作者:蔡士宾ꎬ研究方向为小麦品种资源ꎮ 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ｓｂ＠ ｊａａｓ. ａｃ. ｃ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ｏ￣ ｆｅｎｇꎬ ＷＵ Ｊｉ￣ ｚｈｏｎｇꎬ ＹＡＮ Ｗｅｉꎬ ＦＵ Ｂｉ￣ ｓｈｅｎｇꎬＣＡＩ Ｓｈｉ￣ｂｉ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ｓ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１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ꎬ Ｊｉａｎ￣
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ｙｉｅｌｄ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ｍｅｎｔ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１０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ｈ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ｏ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ｓ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ｗｈｅ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ꎬ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ꎬ ｔｈｅ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ｗｅｒｅ (１)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ｖａ￣
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ｗｈｉｌ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２)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 ｗｉｄｅ ａｒｅａ. ( ３ )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 ｓｐｉｋｅꎬ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ｓｐｉｋｅ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ｏｒ ｙｉｅｌｄ.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６ 卷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ꎻ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江苏省沿海地区濒临黄海ꎬ介于北纬 ３１°３３′ ~
３５ ° ０７′、东经 １１９ ° ２１′ ~ １２１ ° ５５′之间ꎬ是长三角

北翼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它跨越徐淮平原、沿海平原

区、沿江平原区和里下河平原区 ４ 个农用地分区ꎬ其
中耕地面积广阔ꎬ气候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

渡带ꎬ属于温润季风气候区ꎬ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条件形成了许多特有的小麦品种资源[１]ꎬ种
质资源是农业生产和育种的物质基础和源泉[２￣３]ꎬ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庄巧生[２] 对我国

近 ９０ 年的新老小麦品种研究表明ꎬ由于遗传改良和

品种选育ꎬ产量随着育成年代的增加而增长ꎮ 随着

良种化率普遍提高ꎬ我国小麦种植品种趋向单一ꎬ一
些品种资源长期不应用于生产而遗失ꎬ造成了一些

特异种质资源丧失或灭绝ꎬ面对农业生物资源正在

大量丧失的现实ꎬ以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ꎬ对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迫在眉睫ꎮ 为此本研究通过

参加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沿海地区抗旱耐盐碱

优异性状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项目收集到的数据

分析ꎬ对江苏省沿海地区自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小麦生产

上主要推广种植品种的种类数目、种植面积、产量因

素、抗性水平等性状进行了汇总分析ꎬ明确江苏省沿

海地区小麦品种的演变趋势及方向ꎬ旨在为沿海地

区小麦品种质资源有效保护、品种改良和小麦生产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ꎮ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

１. 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农科院与南京大学两家单

位联合组成一支包含有 １０ 名不同专业人员的调查

队ꎬ开展了对江苏省沿海地区 １２ 个县市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间每 ５ 年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基础数据普查工

作: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制定江苏省沿海地

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内容、标准、时间节点ꎬ编制

普查表[４]ꎻ在技术培训的基础上ꎬ联合沿海各县市

农业主管部门开展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ꎻ
普查内容主要包括 ３５ 年来本地区农作物种植的种

类、品种、产量、面积等ꎮ 调查地点重点选取江苏沿

海地区ꎬ集中在滨海县、大丰市、东台市、赣榆县、灌
云县、海安县、海门市、启东市、如东县、射阳县、通州

市、响水县共计 １２ 个县(市)３４ 个乡镇的 ５５ 个村

庄ꎮ 本次普查涵盖了 ６ 大类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ꎬ

收集到的数据信息量大ꎬ本研究主要分析小麦品种

的变化情况ꎮ
１. ２　 数据分析

本次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种质资源调查主要获

得了不同时间节点的小麦品种、种植面积、单产及总

产的相关数据以及不同小麦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株

高、穗长、千粒重、穗粒数和成熟期的变化情况ꎻ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ꎮ
参考佴军等[５]的研究结果ꎬ采用因素分解法计

算不同时间节点小麦总产量变化中面积和单产的贡

献率ꎬ将数据导入下列方程:
ＲＡｉ ＝ (Ａ２ － Ａ１) × Ｐ２ / (Ｙ２ － Ｙ１) (１)
ＲＰ ｉ ＝ Ａ１ × (Ｐ２ － Ｐ１) / (Ｙ２ － Ｙ１) (２)

式中 ＲＡｉ、ＲＰｉ分别表示 ｉ 时间节点的小麦种植

面积贡献率和单产贡献率ꎻＡ１、Ａ２分别表示 ｉ 不同时

间节点的播种面积ꎻＰ１、Ｐ２分别表示不同时间节点的

小麦平均单产ꎻＹ１、Ｙ２ 分别表示不同时间节点的小

麦总产ꎻｉ 为时间节点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小麦种植面积与单产对总产量的贡献率分析

本次调查内容包含了江苏省沿海地区麦类作物

３５ 年间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平均单产、品种变化

等ꎮ 江苏省的麦类作物栽培历史悠久ꎬ由于江苏沿

海地区独特的生态条件ꎬ形成了大、小麦并存的长江

中下游麦区ꎮ 其中小麦又分为淮南麦区和淮北麦

区ꎬ小麦的种植面积占江苏省粮食种植面积的 ４０％
左右ꎬ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ꎮ

图 １ 反映了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江苏省沿海地区小

麦总产、面积及单产的变化ꎮ 小麦种植面积总体

上处于波动性下降趋势ꎬ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小麦种植面

积大幅度增加ꎬ由 ３０. ５３ 万 ｈｍ２ 增加到 ３３. ８７
万 ｈｍ２ꎬ增幅达 １１％ ꎬ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小幅度减少为

３２. ４７ 万 ｈｍ２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为小麦面积骤减阶段ꎬ
２００５ 年江苏沿海地区小麦种植面积仅仅为 ２６. ３３
万 ｈｍ２ꎬ较 １９７５ 年减少了 １３. ７％ ꎬ较小麦种植面

积高峰期 １９９０ 年减少了 ２２. ３％ ꎮ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小

麦种植面积的增加ꎬ主要原因可能有(１)这一阶段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ꎬ在新经济政策的引导下ꎬ小麦

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ꎻ(２)江苏沿海滩涂的开

发ꎬ转移了部分可以在滩涂种植的作物面积ꎬ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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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麦面积的增加ꎬ有数据显示[６] ꎬ２０ 世纪 ７０—
９０ 年代江苏省沿海滩涂围垦面积超过了 １０ 万

ｈｍ２ꎻ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由于国家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政策ꎬ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非农用地的增

加ꎬ同时小麦种植效益低ꎬ导致江苏省沿海地区小

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ꎻ２００４ 年ꎬ在国家粮食直补、
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驱动下ꎬ小麦种植面积有

所回升ꎬ到 ２０１０ 年统计时ꎬ小麦种植面积基本与

２００５ 年持平ꎬ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种植面积已经

减少至 ２６. ６７ 万 ｈｍ２左右ꎮ

图 １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沿海地区小麦单产、种植面积及总产变化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ꎬ ａｒｅａ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１０

　 　 虽然江苏沿海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出现了较大的

缩小ꎬ但是小麦的总产量却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ꎬ
１９７５ 年小麦总产量为 ７００７６ 万 ｋｇꎬ到 ２０１０ 年增加

到 １４０１８５ 万 ｋｇꎮ 分析发现ꎬ小麦的平均单产呈现

逐年提高的趋势ꎬ１９７５ 年的平均单产为 １５３ｋｇꎬ到
２０１０ 年提高到 ３５０ｋｇꎬ平均单产提高了 １２９％ ꎬ由于

单产增产幅度较大ꎬ因此到 ２０１０ 年总产量仍然较

１９７５ 年增加了 １００％ ꎬ可见近年来小麦总产量的增

加主要是单产水平的提高ꎬ通过分析不同时间节点

小麦增产水平发现每个时间节点的平均单产与前一

时间节点的平均单产相比ꎬ 增产速率分别为:
３０. ８％ 、２４. １％ 、 １３. ９％ 、 ３. １％ 、 ６. ８％ 、 ９. ７％ 、
２. ９％ ꎬ小麦单产增产水平先降低后增加ꎬ呈现波动

性变化趋势ꎮ
影响小麦单产水平的因素有气象因子、社会因

素、耕地质量等[７]ꎬ但最直接的因素主要是播种面

积和单位面积产量ꎬ其他因素的影响都直接体现在

面积和单产的增减上ꎬ对不同时间节点上单产和面

积对小麦总产的贡献率进行分析汇总ꎬ结果列

入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各增、减产阶段面积贡献率与单产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１０

时间

Ｙｅａｒ

面积增量

(万 ｈｍ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ｒｅａ

总产增量(万 ｋ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单产增量

(ｋｇ / ６６７ｍ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ｙｉｅｌｄ

面积贡献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

单产贡献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 － ０. ６８ １５４０２. ５０ ３７. ８７ － ０. １３ １. １３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 ３. ７３ ３９７５４. ０８ ５７. ７４ ０. ３５ ０. ６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０. ３２ １７８５６. ０２ ３２. ８０ ０. ０７ ０. ９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 １. ２９ － １１２３. ８０ ８. ８５ ５. ００ － ４. ０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 ０. １１ ９２１４. ４０ １９. ８８ － ０. ０６ １. ０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 ６. １５ － １６６８１. ７０ ３０. １９ １. ８８ － ０. ８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０. ３３ ５６８７. ８７ ９. ７０ ０. ３０ 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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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１ 可知ꎬ自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小麦总产的变化

中ꎬ种植面积和单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ꎬ其两者的贡

献率因时期而有所不同ꎮ 在小麦总产增产因素中单

产贡献率大于面积贡献率ꎬ例如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的增产区间ꎬ单产贡献率均大于面积贡献

率ꎻ总产减产因素中面积贡献率大于单产贡献率ꎬ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的总产减产阶段ꎬ面积

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单产贡献率ꎬ面积的大幅度减少

使得小麦总产量减少ꎮ ３５ 年来ꎬ江苏省沿海地区小

麦总产和单产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 ９３１ꎬ种植面积

与总产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１９６ꎮ 由表 １ 可知ꎬ在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０ 年小麦总产量变化中ꎬ单产的平均贡献率均远

大于面积的平均贡献率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单产

提高的难度越来越大ꎬ其对总产的贡献率逐渐下降ꎮ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单产的贡献率为 １. １３％ ꎬ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时间段下降到 ０. ６７％ ꎮ
２. ２　 小麦品种更替与变化

２. ２. １　 江苏省沿海地区主栽小麦品种及品种更替

　 由于气候条件、种植制度不同ꎬ江苏省沿海地区小

麦种植区域以淮河为界分为淮南和淮北两大麦区ꎬ
不同区域小麦品种类型有别ꎬ并且随着小麦生产的

发展和育种水平的提高ꎬ小麦的种植品种也在不断

的更新换代ꎬ一个地区的小麦主要推广种植品种反

映了该地区小麦的生产力水平ꎮ 因此ꎬ本研究对江

苏省及沿海地区近 ３５ 年的主栽小麦品种进行了分

析统计ꎬ主推品种如下:
小麦品种不断更新对小麦单产与总产的提高起

到了关键作用ꎬ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江苏省淮南麦区小麦

品种大概进行了 ４ 次大的品种更新(图 ２)ꎬ从主推

品种列表可以看出ꎬ淮北淮南两个麦区小麦品种的

更新具有一致性ꎬ均大概经历了 ４ 次品种更新ꎮ 淮

北沿海地区小麦品种与整个淮北麦区一致ꎬ淮南沿

海地区推广品种也与整个淮南麦区品种相仿(表
２)ꎮ 只是由于沿海区域较小ꎬ种植的品种数量较内

陆地区偏少ꎮ
１９７５￣１９８７ 年淮北地区开始推广抗性较强、增

产潜力较大的品种ꎬ这个时期以泰山 １ 号、泰山 ４
号、济南 １３、郑州 ７４１、百泉 ３０３９ 等为主的外省品种

和江苏省自育品种徐州 １４、淮麦 １１ 等种植面积较

大ꎬ多数品种的产量潜力可达 ４００ ｋｇ / ６６７ｍ２ꎬ其中泰

山 １ 号的适应性综合性状较好ꎬ占据了该区小麦种

植面积的 ５０％ 以上ꎮ 淮南麦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以后对小麦品种的丰产性和早熟性要求日益提

高ꎬ先后推出了扬麦 ２ 号、扬麦 ３ 号、宁麦 ３ 号和宁

丰小麦等丰产、早熟的品种ꎬ宁丰小麦和扬麦 ３ 号为

该时期的代表性品种ꎮ 宁丰小麦[８] 自 １９７５ 年开始

种植推广ꎬ到 ２００５ 年仍然有部分地区在种植ꎬ种植

高峰期年推广面积高达 ５. ３３ 万 ｈｍ２ꎬ该品种表现为

耐盐性较好ꎬ且白皮抗穗发芽ꎬ因此适应性较广ꎬ符
合沿海地区农民的要求ꎬ在大丰市、东台市、海安县、
如东县及通州市 ５ 个县市地区均有种植ꎬ其丰产性

好ꎬ作为当地的当家品种ꎬ比前期推广的当家品种增

产３７. ７％ ꎮ 扬麦 ３ 号[９] 丰产潜力略低于扬麦 １ 号ꎬ
但早熟性明显提高ꎬ适应了淮南麦区多熟制的需要ꎬ
因而面积迅速扩大ꎬ该品种适应性广ꎬ丰产性好ꎬ推
广区域包含启东市、海门县、通州市、如东县、海安

县、东台市和大丰市 ７ 个县市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ꎬ小麦育种水平显著提高ꎬ育成了

一批突破性的品种ꎬ如淮北麦区的陕农 ７８５９、徐州

２１ 等ꎬ丰产潜力均在 ５００ ｋｇ 以上ꎬ淮南麦区以扬麦

５ 号[８]代替扬麦 ３ 号、扬麦 ４ 号等品种ꎬ与扬麦 ３ 号

相比ꎬ扬麦 ５ 号产量水平明显提高ꎬ株高、生育期基

本相当ꎬ耐病ꎬ中后期灌浆速度快ꎬ熟相好ꎬ丰产性、
稳产性、适应性显著改良ꎬ主要在淮南麦区的启东市

等 ５ 个县市地区种植推广ꎬ１９８５ 年南方冬麦区区试

中ꎬ比对照浙麦 １ 号增产 ２０％ 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小麦育种在产量方面取得了突破

进展ꎬ育成了一批高产、超高产的品种ꎬ该时期淮北

麦区的陕 ２２９、徐州 ２５、徐麦 ８５６、淮麦 ２１ 等产量潜

力均达到 ５５０ ｋｇ / ６６７ｍ２ꎻ淮南麦区则以扬麦 １５８[８]

代替扬麦 ５ 号成为主体品种ꎮ 扬麦 １５８ 株高比扬麦

５ 号有所降低ꎬ抗倒力明显增强ꎬ穗粒数及粒重均高

于扬麦 ５ 号ꎬ白粉病较轻ꎬ对赤霉病、纹枯病抗性表

现中抗ꎬ综合性状明显优于扬麦 ５ 号ꎬ适应性广ꎬ除
了苏州地区以外各地区均作为当家品种ꎮ 扬麦 １５８
的育成是江苏省淮南小麦品种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

突破ꎬ它是集丰产性、稳产性、广适应性于一体的突

破性小麦新品种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淮北地区主推的烟辐 １８８、郑麦

９０２３、烟农 １９、淮麦 ２０ 等品种播种面积迅速上升ꎬ
烟农 １９ [１０]在淮北麦区影响较大ꎬ该品种弱冬性ꎬ
分蘖力强ꎬ较易获得穗数ꎻ抗寒、抗旱能力强ꎬ落黄

好ꎬ但它存在生育期长ꎬ晚熟ꎬ感赤霉病的缺点ꎮ
这一时期的淮南麦区则开始以扬麦 １１ 为主ꎬ扬麦

１１ [１１]对白粉病表现为高抗甚至免疫ꎬ中抗赤霉病ꎬ
中抗纹枯病ꎬ耐湿ꎬ耐高温ꎬ灌浆速率快ꎬ后期熟

相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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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江苏省及沿海地区不同时间节点主推小麦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ｔｉｍｅ

时间

节点

Ｙｅａｒ

江苏省淮南麦区主推小麦品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ｓｕ

沿海淮南麦区主推

小麦品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
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江苏省淮北麦区主推小麦品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沿海淮北麦区主推小麦品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
ｂｅｉ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９７５ 年 武麦 １ 号、安徽 １１、群众 ４２、
扬麦 １ 号、 扬 麦 ２ 号、 矮

秆早、

阿夫、矮秆红、宁丰

小麦、万年 ２ 号、扬
麦 １ 号、扬麦 ２ 号、
武麦 １ 号

蚰包麦、 泰山 １ 号、 丰产 ３ 号、 博爱

７０２３、淮麦 １１、淮沭 １０ 号、济南 ９ 号、郑
引 １ 号、泗麦 ２ 号、徐州 １４、矮丰 ３ 号、
白玉花

矮丰 ３ 号、白玉花、百泉 ３０３９、
高三八、济南 ９ 号、泰山 １ 号、
徐州 ８ 号、徐州 １４

１９８０ 年 扬麦 １ 号、扬麦 ２ 号、扬麦 ３
号、宁麦 ３ 号、宁麦 ３ 号、扬
麦 ４ 号、宁丰小麦

扬麦 １ 号、 扬 麦 ２
号、扬麦 ３ 号、宁丰

小 麦、 宁 麦 ３ 号、
早白

徐州 １７、郑州 ７６１、百泉 ３０３９、淮麦 １１、
济南 １３、鲁麦 １５、泗阳 ９３６、泰山 １ 号、
泰山 ４ 号、郑州 ７４１、泗麦 ２ 号、百泉 ４０

百泉 ３０３９、淮麦 １１、济南 １３、鲁
麦 １５、泗阳 ９３６、泰山 １ 号、泰山

４ 号、徐州 １７、郑州 ７６１

１９８５ 年 宁丰小麦、宁麦 ６ 号、扬麦 ３
号、扬麦 ４ 号、扬麦 ５ 号、吉
利、宁麦 ３ 号

扬麦 ３ 号、 扬 麦 ４
号、杨麦 ５ 号、吉利、
宁丰 小 麦、 宁 麦 ３
号、宁麦 ６ 号

泗麦 ２ 号、 泗阳 １１７、 淮麦 １１、 百 泉

３０３９、高三八、济南 １３、鲁麦 １５、泗阳

９３６、泰山 １ 号、徐州 ２０、徐州 ２１、郑州

７４１、郑州 ７４３、淮麦 １２、泗阳 ９３６

百泉 ３０３９、高三八、济南 １３、鲁
麦 １５、泗阳 ９３６、泰山 １ 号、徐州

２０、徐州 ２１、郑州 ７４１、郑州 ７４３

１９９０ 年 扬麦 ５ 号、宁丰小麦、宁麦 ６
号、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２ 号、扬麦

３ 号、扬麦 ４ 号、吉利

宁丰 小 麦、 宁 麦 ６
号、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２
号、扬麦 ３ 号、扬麦 ４
号、扬麦 ５ 号、吉利

泗阳 ９３６、徐州 ２９６２、徐州 ２０、徐州 ２１、
淮麦 １２、徐州 ２２、百泉 ３０３９、淮阴 ８９４、
济南 １３ 号、鲁麦 ２１、陕 ２２９、陕农 ７８５９、
泰山 １ 号、徐州 ２１、烟农 ２１４９、豫麦 ２９、
鲁麦 ７ 号、博爱 ７４２２、淮麦 １１、扬 ８５￣８５

百泉 ３０３９、淮阴 ８９４、济南 １３
号、鲁麦 ２１、陕 ２２９、陕农 ７８５９、
泰山 １ 号、徐州 ２１、烟农 ２１４９、
豫麦 ２９

１９９５ 年 仪宁小麦、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５
号、宁丰小麦、扬麦 ４ 号、扬
麦 ３ 号、 宁 麦 ８ 号、 扬 麦

１０ 号

宁丰 小 麦、 宁 麦 ８
号、扬麦 １０ 号、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３ 号、扬麦

５ 号

豫麦 １８、豫麦 ２９、鲁麦 １５、陕农 ７８５９、山
农 ２１４９、陕 ２２９、百泉 ３０３９、博爱 ７４￣２２、
徐州 ２１、豫麦 ２１、淮麦 １１、陕农 ７８５９、冀
８４￣５４１８、徐州 ２４、淮阴 ８９４、泗阳 ９３６、
陕 １６０、苏麦 ６ 号

百泉 ３０３９、淮阴 ８９４、冀麦 ８４￣
５４１８、鲁麦 １５、陕 １６０、陕 ２２９、
陕农 ７８５９、苏麦 ６ 号、徐州 ２１、
山农 ２１４９、豫麦 １８、豫麦 ２１、豫
麦 ２９

２０００ 年 宁麦 ８ 号、宁麦 ９ 号、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５ 号、扬麦 ７ 号、扬
麦 １０ 号、扬麦 １１ 号

宁麦 ８ 号、 宁 麦 ９
号、扬麦 １０ 号、扬麦

１１ 号、扬麦 １５８、扬

麦 ５ 号

鲁麦 ２１、陕 ２２９、陕农 ７８５９、苏麦 ６ 号、
皖麦 １９、温麦 ９ 号、徐州 ２４、徐州 ２５、烟
辐 １８８、淮麦 ２０、豫麦 １８、豫麦 ２９、豫麦

３４、 豫 麦 ４９、 豫 麦 ５８、 济 南 １７、 莱

州 ９５０２１

莱州 ９５０２１、淮麦 ２０、济南 １７、
陕 ２２９、徐州 ２４、徐州 ２５、烟辐

１８８、 豫 麦 １８、 豫 麦 ３４、 郑

麦 ９０２３

２００５ 年 宁麦 ８ 号、宁麦 ９ 号、宁麦

１３、扬辐麦 ２ 号、扬麦 １０ 号、
扬麦 １１、扬麦 １２、扬麦 １３、扬
麦１５、扬麦 １５８、宁麦８ 号、扬
麦 ９ 号

宁麦 ８ 号、 宁 麦 ９
号、扬辐麦 ２ 号、扬
麦 １１、扬麦 １２、扬麦

１３、 扬 麦 １５、 扬 麦

１５８、扬麦 １６

济南 １７、淮麦 １８、淮麦 １９、淮麦 ２０、济麦

２０、苏徐 ２ 号、皖麦 １９、徐州 ２４、徐州

２５、徐州 ２７、烟辐 １８８、烟农 １９、烟农 ２１、
郑麦 ９０２３、徐麦 ８５６、豫麦 ３４

淮麦 １８、淮麦 ２０、济南 １７、苏徐

２ 号、徐麦 ８５６、烟辐 １８８、烟农

１９、豫麦 ３４、郑麦 ９０２３

２０１０ 年 宁麦 １３、宁麦 １６、宁麦 ８ 号、
扬辐麦 ３ 号、扬辐麦 ４、号、扬
麦 １１、扬麦 １３、扬麦 １４、扬麦

１５８、扬麦 １６

宁麦 １３、 扬 辐 麦 ３
号、扬辐麦 ４ 号、扬
麦 １１、扬麦 １３、扬麦

１５８、 扬 麦 １６、 扬

麦 １４

百农 ＡＫ５８、淮麦 ２１、淮麦 ２２、徐麦 ８５６、
淮麦 ２３、淮麦 ２４、淮麦 ２５、西农 ９７９、济
麦 ２２、连麦 ２ 号、徐麦 ９９、烟农 １９、镇麦

１６８、镇麦 ５ 号、郑麦 ９０２３

淮麦 ２３、济麦 ２２、连麦 ２ 号、西
农 ９７９、烟农 １９、百农 ＡＫ５８、镇
麦 １６８、镇麦 ５ 号、郑麦 ９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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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江苏省淮南主体小麦品种更新及种植面积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ａ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２. ２　 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品种的来源　 江苏省

沿海地区地域广阔ꎬ两大麦区的生态气候有较大的

差异ꎬ小麦的品种来源也相当广泛[１２]ꎬ调查资料显

示ꎬ近 ３５ 年来ꎬ江苏省沿海地区种植面积超过 ０. ６７
万 ｈｍ２的小麦品种多达 ８０ 个ꎬ其中江苏省育成品种

数目最多(４６ 个)ꎬ占总品种数的 ５７. ５％ ꎬ且随着时

间推移ꎬ占的比重越来越高ꎬ其他外省市品种主要有

山东省(１６. ３％)、河南省(１２. ５％)、陕西省(６. ３％)、
国外引种(３. ６％ )、河北省(１. ３％ )、江西省(１. ３％ )
和湖北省(１. ３％ )ꎮ

自 １９７５ 年以来ꎬ在不同的调查节点上ꎬ江苏

省沿海地区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３ . ３３ 万 ｈｍ２ 的品

种共有 ２１ 个ꎬ其中江苏省育成品种 １０ 个ꎬ山东

省品种 ６ 个ꎬ河南省品种 ３ 个ꎬ陕西省品种 ２ 个ꎮ
单个时间节点种植面积超过 ６ . ６７ 万 ｈｍ２ 的小麦

品种有 １０ 个ꎬ包含 ５ 个江苏省内选育品种ꎬ种植

面积分别为宁丰小麦 １１ . ３３ 万 ｈｍ２、扬麦 １５８ 达

１１ . ０７ 万 ｈｍ２、扬麦 ５ 号 ９ . ８ 万 ｈｍ２、宁麦 ８ 号

９ 万 ｈｍ２、扬麦 １６ 种植７ 万 ｈｍ２ꎻ外来品种有河南

省的百泉 ３０３９ꎬ累计种植面积 １０ . ６７ 万 ｈｍ２ꎬ山
东省的济南 １３ 种植 ９ . ８７ 万 ｈｍ２、泰山 １ 号 ９ . ４
万 ｈｍ２、济麦 ２２ 种植 ７ . ９３ 万 ｈｍ２ 和陕西省的西

农 ９７９ 统计 ８ . ２ 万 ｈｍ２ꎮ
由以上分析可知ꎬ在近 ３５ 年的小麦品种更替变

化中ꎬ江苏省淮南麦区的小麦品种始终以江苏省自

育品种为主ꎬ淮北麦区的小麦品种来源比较广泛ꎬ江
苏省品种占据了主导地位ꎬ外省市对其影响较大的

主要是山东省和河南省的品种ꎮ
２. ３　 小麦品种性状演变规律

２. ３. １　 主推小麦品种系谱分析　 对江苏省沿海地

区主推 ８０ 个小麦品种的系谱进行了追踪分析ꎬ
以每一时间节点统计时新出现的品种为这一时

间段的代表性品种ꎬ分析发现这些品种分成了两

个阶段ꎬ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推广的 ３４ 个小麦品种类型

丰富ꎬ可分为 ３ 大类ꎬ国外引进品种阿夫、矮秆

红、吉利ꎬ地方品种白玉花、早白麦和亲本包含有

外引品种(碧蚂麦、欧柔、南大 ２４１９、阿勃、洛夫

林 １０ 号、胜利麦、Ｓｔ 系列、早洋麦等)的育成品种

２３ 个ꎬ占育成品种的 ７９ . ３％ ꎬ其余 ５ 个品种的亲

本均是由上述外引品种衍生而来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

统计节点上的 ４６ 个主推小麦品种均为改良品

种ꎬ主要为以前期推广品种为亲本改良后育成

的ꎬ该类品种的产量或者抗性较前期品种有所提

高ꎬ但遗传多样性降低ꎬ如扬麦系列品种多为南

大 ２４１９、Ｓｔ１４７２ / ５０６ 的衍生品种、宁麦系列品种

多为西风小麦的衍生品种、淮麦系列品种多为豫

麦 １３ 的衍生品种ꎮ 在大面积推广品种中ꎬ扬麦

１５８、宁丰小麦等具有广泛的适应性ꎬ其推广种植

年限均超过了 ２０ 年ꎬ不仅是江苏大面积推广的

好品种ꎬ同时也是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的优异种

质资源ꎮ
２. ３. ２　 小麦品种株高的演变　 小麦的株高与产量

关系密切ꎬ过高则容易倒伏ꎬ过低则会由于冠层低而

密集引起通风透光不良感染病害ꎬ从而引起后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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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不佳降低生物产量[１３]ꎮ 江苏省沿海地区自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０ 年小麦的平均株高随着年代的增加而降低ꎬ呈
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ꎬ根据线性回归方程( ｙ ＝
－ ０. ３６２６ｘ ＋ ８１３. １６ꎬＲ２ ＝ ０. ８５１２)计算ꎬ小麦的株高

降低了 １２. ２％ ꎬ平均年降低 ０. ４１％ ꎬ２０１０ 年平均株

高为 ８６ｃｍꎬ达到半矮秆(株高 ８０. １ ~ ９０ｃｍ)小麦品

种的标准(注:矮秆品种ꎬ株高 ８０ｃｍ 以下ꎻ半矮秆品

种ꎬ株高 ８０. １ ~ ９０ｃｍꎻ 中秆品种ꎬ 株高 ９０. １ ~
９９. ９ｃｍꎻ中高秆品种ꎬ株高 １００ ~ １１０ｃｍꎻ高秆品种ꎬ
株高 １１０ｃｍ 以上)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矮秆品种和半矮秆品种总体

上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ꎬ矮秆品种和半矮秆品种

由 １９７５ 年的 １３. ０８％ 、２３. ０８％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０. ４％ 、４９. ４％ ꎬ矮秆品种所占的比重在 ２０００ 年

以后有减少的趋势ꎬ说明半矮秆品种能适应种植

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的需要ꎬ实现产量和抗性的

最优效果ꎬ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求ꎻ中秆品种呈现

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ꎬ在 １９８５ 年中秆品种所占的

比重最大ꎻ中高秆和高秆品种所占比重逐年下

降ꎬ１９９５ 年统计节点时已经退出种植历史舞台ꎬ
由于小麦矮化育种工作的开展ꎬ大量矮秆和半矮

秆品种在生产上推广ꎬ到 ２０１０ 年半矮秆品种占

的比例高达 ４９ . ５％ ꎬ几乎占了所有小麦品种的

一半ꎮ

图 ３　 不同株高类型品种所占的比例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２. ３. ３　 穗长、千粒重、穗粒数的演变　 小麦的穗长、
千粒重及穗粒数构成了产量因子的要素ꎬ由图 ４ 可

知ꎬ２０１０ 年的小麦品种平均穗长、千粒重和穗粒数

均较 １９７５ 年统计时呈现增加的趋势ꎬ千粒重和穗粒

数随着时间的变化逐年增加ꎬ穗长自 １９７５￣２０００ 年

持续增加ꎬ２０００ 年以后略有下降ꎬ平均穗长、千粒重

和穗粒数增加了 １５％ 、１５. ６％ 和 １４. １％ ꎮ 到 ２０１０
年统计节点ꎬ主推小麦品种的平均穗长、平均千粒重

和平均穗粒数分别达到了 ９. ５ ｃｍ、４３ ｇ 和 ３９ 粒ꎮ
２. ３. ４　 成熟期类型的变化　 从不同熟性品种占总

品种数目的百分比来看ꎬ中早熟品种和中熟品种占

主推品种数目的百分比呈现增长的趋势ꎬ中早熟品

种年增加率为 ０. ７％ ꎬ中熟品种年增加率为 ０. ０８％ ꎬ
中晚熟品种所占比例波动变化比较大ꎬ从 １９７５ 年开

始持续增加ꎬ到 １９９０ 年所占比例最大ꎬ达 ４０％ ꎬ然
后迅速减少ꎬ至 ２０１０ 年仅占 ７％ 左右ꎮ 早熟品种所

占比例波动较小ꎬ总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ꎬ由 ２３％
减少到 １４％ ꎬ晚熟品种所占比例变化较大ꎬ１９８５ 年

调查节点以后ꎬ江苏省沿海地区主推小麦品种已经

极少存在晚熟小麦品种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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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穗部性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 ｓｐｉｋｅꎬ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ｐｉｋ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１０

３　 江苏沿海地区小麦品种资源研究调

查结论

３. １　 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品种变化

小麦一直以来是江苏省沿海地区的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ꎬ近 ３５ 年来江苏省沿海地区小麦的主体地位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ꎬ仍然是仅次于水稻的第 ２ 大作

物ꎮ 由于推行农业结构调整政策、非农业建设占用

等ꎬ总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ꎬ但是总产量却大幅度提

高ꎬ因此ꎬ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小麦总产量增加的

最主要因素ꎬ２０１０ 年的小麦平均单产是 １９７５ 年统

计时的 ２. ２ 倍ꎮ 在影响小麦单产水平的因素中ꎬ品
种本身的产量潜力是提高单产水平的前提条件ꎬ优
良的作物品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ꎬ是扩大再生

产的物质基础[１４]ꎮ 育种和生产实践表明ꎬ各地区每

一阶段新品种的种植推广ꎬ都使小麦品种的产量大

幅度提高[[１５￣１６]ꎬＭ Ａ Ｆｏｒｄ 等[１７]的研究揭示在小麦

单产提高中品种的作用占 ４０％ ~ ５０％ ꎮ 分析近 ３５
年小麦品种的更替与演变ꎬ发现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小麦品种第 ４ 次大的更替[１８￣１９] 以后ꎬ江苏省沿

海地区的小麦品种大概又经历了 ４ 次品种更替ꎬ这
个时期小麦品种更换的特征主要有:(１)淮南麦区

始终以江苏省自主选育的品种为主ꎬ淮北麦区小麦

品种来源广泛ꎬ以江苏省自育品种为主ꎬ外省市对其

影响较大的主要由山东省和河南省的小麦品种ꎻ

(２)具有优异特征的主导品种相对稳定ꎬ种植面积

广且延续时间长ꎻ(３)前期推广的品种具有较丰富

的遗传背景ꎬ后期推广的品种多为前期推广品种的

衍生后代ꎬ品种的遗传基础变得较为狭窄ꎮ
通过对江苏省沿海地区主推小麦品种的农艺性

状进行进一步分析ꎬ归纳出农艺性状的演变趋势ꎬ主
要表现为(１)株型: 株高显著降低ꎬ矮秆品种和半矮

秆品种在所有品种中随着年代的变化占的比重越来

越大ꎬ 中高秆和高秆品种所占比重逐年下降ꎮ
(２)产量性状:千粒重明显增加ꎬ且品种间差异变

小ꎬ穗长与穗粒数增加ꎮ (３)成熟期:中早熟、中熟

品种随年代显著增加ꎬ早熟、中晚熟及晚熟品种数目

显著下降ꎮ
３. ２　 小麦品种的更替启示

通过对 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间主要推广种植的小麦品

种进行分析发现:大面积种植的小麦品种绝大部分

为近期新育成的改良品种ꎬ地方品种和老的育成品

种资源已经基本绝迹ꎮ 小麦品种资源收集保护迫在

眉睫ꎬ新品种出现ꎬ老品种被淘汰ꎬ是一种必然的趋

势ꎬ但是老品种必定在一定的时期发挥了其优势ꎬ可
能携带某些优异基因ꎬ这些品种不应被丢弃ꎬ应抓紧

收集保存ꎮ
由于长期对产量、抗性、品质等性状的连续定向

选择ꎬ造成了育成品种遗传基础日益狭窄、遗传多样

性下降[１９￣２０]ꎮ 当务之急应是广辟路径、广征资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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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农家品种、小麦近缘种及国外引种方面加强

小麦种质的引进、鉴定、挖掘、创新工作ꎮ
在小麦品种演变的过程中ꎬ株高的降低ꎬ千粒重、

穗粒数及穗长的增加均对小麦品种的单产提高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前人[１１ꎬ２１] 研究关注的小麦品种

更替过程中株高、千粒重及蛋白质变化比较多ꎬ本研

究中对小麦株高及生育期类型的变化趋势研究与前

人研究结果一致ꎬ除此之外ꎬ还从穗粒数及穗长着手

分析ꎬ发现这两个性状同样对小麦的单产变化起着不

容忽视的直接作用ꎮ 在对主推小麦品种抗性进行分

析后发现ꎬ在不同时期ꎬ小麦的抗性育种目标不同ꎬ培
育的小麦品种抗性表现不同ꎬ总体上看来ꎬ江苏省沿

海地区主推小麦品种的抗性表现为由抗锈病(条锈

病、叶锈病和秆锈病)向抗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的

转化ꎬ在抗性目标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次要逆境湿

害、干旱、干热风、倒伏、穗发芽等ꎮ 本研究发现ꎬ虽然

主推小麦品种均具有对某种病虫害的抗性ꎬ但是ꎬ综
合抗性水平还有待于提高ꎬ兼抗多种病害的品种较

少ꎮ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ꎬ在历史上一些推广时间

长、推广面积大的品种都是综合抗性较好的稳产型品

种ꎬ这些品种可能携有产量、品质或抗性方面的优异

基因ꎬ值得进一步发掘利用ꎮ 结合对小麦品种抗性进

行的分析ꎬ在提高小麦产量的过程中ꎬ重视兼抗赤霉

病、纹枯病和白粉病的多抗品种的选育ꎬ将有力推动

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高和总产的稳定增长ꎮ
小麦育种的多元化方向日趋明显ꎬ就目前而言ꎬ

江苏省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可能还是高产与抗病ꎬ
根据以上的分析ꎬ小麦产量的提高或许重点应关注

在株高、千粒重、穗粒数及穗长上ꎬ但是对于小麦株

高是否还可以降低ꎬ穗粒数、穗长及千粒重可以提高

到多少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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