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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川育号”小麦新品种育种累计推广8000余万亩 

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针对四川麦区及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气候特点、主

要病虫害，长期致力于小麦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选育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科

技攻关、国家“863”、四川省育种攻关及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创新项目的课题研

究，育成了“川育号” 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川育12、川育16、川育20等21个在

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8000余万亩，有效遏止了条锈病的危

害，为长江上中游地区小麦增产和品质改良起了重要作用。 

    小麦在世界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总面积、总产量及总贸易额均居

粮食作物的首位。在我国，小麦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其产量增加

对我国粮食增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川育20是近年育成的一个突破性的高产

优质抗病适应性广的小麦新品种，2006年通过四川省品种审定，2007年通过国

家品种审定。该品种高产稳定适应性广，2004年参加四川省区试，平均亩产

345.49kg,比对照“川麦107”平均增产13.5%，居区试D组第一位，2005年继续

省区试，最高亩产506.7kg，平均亩产371.59kg，比对照增产11.9%，居第一

位。2006年在四川省进行生产试验，平均亩产379.37kg,比对照川麦107平均增

产13.81%，居第一位。2005年参加国家区试，最高亩产520.3kg，平均亩产

372.4 kg，比对照增产6.5%，居第一位。2006年参加国家区试，平均亩产

386.8 kg，比对照川麦107增产4.9%，差异极显著，居第三位。两年国家区试

平均亩产379.6 kg，比对照川麦107增产5.7%。 2007年参加国家小麦品种(长

江上游冬麦组)生产试验，平均亩产364.14公斤，平均比对照增产3.53﹪。子粒

商品性好，品质优良，容重800克升-1/796克升-1/788.9克升-1；粗蛋白(干

基)13.0﹪/13.99%/14.57%；湿面筋27.5﹪/29.3﹪/30.6%；吸水率

64.0﹪/68.2﹪；面团稳定时间2.2min/2.1min/3.85 min；最大抗延阻力

185EU/175EU。抗锈病性强，高抗小麦条锈病和秆锈病、慢叶锈病。川育20在四

川省和国家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中，均表现突出，比对照显著增产，是一个丰

产、稳产性好，适应性广的小麦新品种。适于在我国长江上游冬麦区的四川

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汉中和安康、湖北省襄樊、河南省南阳

地区种植。 

    “川育号”小麦新品种的育成及推广，对解决长江上中游地区小麦存在的

抗条锈病问题，对四川麦区及长江上中游地区小麦的持续稳定增产，对该地区

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社会进步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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