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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1999 ～2001 年国家长江中下游小麦区试品种( 系) 为材料 , 对其品质性状、品质性状的年际变化、品质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及品质
分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长江中下游的小麦品种的平均蛋白质、湿面筋含量分别低于13 % 和28 % ; 品种间变异大于年际间变异 ; 蛋
白质含量与湿面筋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面团稳定时间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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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近年来小麦品质育种

愈来愈受到重视, 小麦品质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

用, 因此在制定小麦育种目标时 , 既要注意材料的来源, 同时

也要考虑品种适宜种植区[ 1 - 3] 。笔者对长江中下游地区

1999～2001 年参加国家小麦区试的17 个品种( 系) 品质性状

的年际变化, 品质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及品质分类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分析 , 以期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品质育种, 新品种

利用和品种审定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材料为1999 ～2000 年度和2000 ～2001 年度

参加国家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区试的品种( 系) , 品质分析结

果由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提供。其中1999 ～

2000 年为8 个品种( 系) ,2000 ～2001 年度为9 个品种( 系) 。

1 .2 方法  测试项目为容重( GB1351- 1999) , 粗蛋白( 干基)

( GB/ T5511-1985 ,Perten8620 型近红外仪测定) , 湿面筋( GB/

T14614-1993 , 手洗法测定) , 沉降值( 沉降值用粉专用磨和

Brabender 沉降 值测定仪测 定) , 吸水率 和稳定 时间( GB/

T14614-1993 , Bradender 粉质仪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蛋白质品质 由表1 可知, 蛋白质含量在品种间的变

异大于年际间的变异 , 品种间的差异最高达2 .67 个百分点 ,

年际间的差异为0 .54 个百分点, 说明蛋白质含量主要受遗

传因素控制, 环境因素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相对较小, 因

此, 对蛋白质含量的选择可以在低代进行, 提高育种速度; 湿

面筋含量在品种间的变异大于年际间的变异; 沉降值在品种

间的变异大于年际间的变异 , 极差高达21 .2 ml , 年际间变化

不明显。

  表1 参试小麦品种的蛋白质品质

品质性状
蛋白质含量∥%

1999～2000 2000～2001

湿面筋含量∥%

1999～2000 2000～2001

沉降值∥ml

1999～2000 2000～2001

平均值 12 .28 11 .74 25 .39 22 .79 25 .1 25 .91

变幅 11 .39～13 .82 10 .58～13 .25 23 .0～29 .2 18 .75～27 .2 17～31 .35 16 .15～37 .35

极差 2.43 2 .67 6 .20 8 .45 14 .35 21 .20

变异系数∥% 7.05 7 .11 12 .52 16 .05 16 .05 23 .54

2 .2 粉质参数 从表2 可知, 参试小麦品种( 系) 的面团稳定

时间在年际间的差异较小, 而在品种间的差异较大。面团稳

定时间在3 min 以下的品种占44 .44 % , 蛋白质含量小于13 %

的品种占88 .23 % , 吸水率低于56 % 的品种占58 .8 % 。面团

吸水率在品种间的差异与年际间的差异都不明显。这一结

果与黄淮地区小麦状况不同。黄淮地区小麦品种蛋白质含

量不低, 但面筋强度偏低; 长江中下游小麦品种蛋白质含量

低, 但面筋强度相对较高。

  表2 参试小麦品种的粉质参数

品质性状 年份 平均值 变幅 极差
变异系

数∥%
吸水率∥% 1999～2000  56 .13 51 .01～61 .24  10 .23  5 .75

2000～2001 56 .42 51 .15～63 .65 12 .50 7 .74
面团稳定时间∥min 1999～2000 2 .88 2 .00～5 .05 3 .05 33 .33

2000～2001 3 .43 1 .90～4 .70 2 .80 32 .01

2 .3  品质性状之间的相关分析  经过对2 年参试品种品质

性状的相关分析( 表3) , 容重与蛋白质、湿面筋、沉降值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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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率呈正相关, 但相关不显著, 与稳定时间的相关亦不显

著; 蛋白质与湿面筋之间的相关达极显著水平, 蛋白质与沉

降值、吸水率、稳定时间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湿面筋与沉降

值、吸水率、稳定时间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沉降值与吸水率

之间的相关2 年分别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与稳定时间之间

呈正相关 , 但相关性不显著。这一结果与黄淮地区小麦

  表3  参试小麦品种( 系) 品质性状的相关性  1999～2001 年 

容重 蛋白质 湿面筋 沉降值 吸水率 稳定时间

容重  1 0.0409  0 .146 9  0 .077 3  0 .595 6 - 0 .129 7
1 0.4083 0 .545 3 0 .303 8 0 .298 8 0 .260 1

蛋白质 1 0 .957 3 * * - 0 .265 6 - 0 .362 4 - 0 .297 7
1 0 .902 9 * * 0 .166 1 0 .368 0 - 0 .289 4

湿面筋 1 - 0 .162 2 - 0 .275 9 - 0 .174 6
1 0 .333 6 0 .565 4 - 0 .256 4

沉降值 1 0 .687 1 * 0 .234 1
1 0 .846 8 * * 0 .492 3

吸水率 1 - 0 .149 3
1 0 .191 3

稳定时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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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产量构成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水稻的产量由穗数、每

穗粒数和千粒重组成, 各因素的相互协调是高产的基础 , 因

此对产量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指导水稻生产意义重大,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大小及性质 , 说明了各个因素对产量形

成的作用大小。产量构成因素和因素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 。

  表4 各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分蘖数 穗数 颖花数 结实率 千粒重

产量   0 .685 0 * 0 .966 9 * *  0 .1194 0 .341 2 - 0 .529 3

分蘖数 0 .650 3 * 0 .1187 0 .271 6 - 0 .749 8 * *

穗数   - 0 .1258 0 .348 4 - 0 .478 3

颖花数 0 .315 4 - 0 .270 9

结实率 - 0 .194 6

  从表4 中可以看出 , 穗数和颖花数、颖花数和结实率呈

一定的负相关 , 千粒重与其他各性状均为负相关, 其他因素

间都呈正相关 , 而且与产量相关性最大的是成穗数, 其次是

分蘖数, 分别达极显著或显著水平, 最小的是颖花数。分蘖

数是形成穗数的基础, 直接决定着产量的高低 , 所以必须保

证有足够的分蘖数。对产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单位面积的成

穗数 , 分蘖数与成穗数关系密切 , 通过影响成穗数间接影响

产量, 因此农业生产中要在有效分蘖期及时掌握田间分蘖

的动态,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 确保分蘖数量。颖花数和结实

率相对变化小 , 与产量的相关性小。穗数和颖花数 , 颖花数

和结实率是一对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因此高产栽培应

在保证成穗数基础上, 协调各个因素的关系 , 使各因素达到

一个最佳的动态平衡 , 实现高产栽培目标。千粒重与分蘖

数达极显著的负相关。

3  讨论

( 1) 通过对直立穗型水稻品种不同播种方式下水稻产

量的分析可知 , 不同种植方式对水稻产量的影响较大 , 行株

距为23 .1 c m×9 .9 c m 较理想, 水稻产量最高, 因此在该地

区可以考虑推广该种植方式 , 这与当地普通品种普遍采取

的株行距13 .2 c m×29 .7 c m 的种植方式有较大的区别。

( 2) 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得出穗数对产量影

响最大 , 其次是分蘖数 , 其他因素对产量影响较小, 这与过

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 ,6] , 说明直立穗型品种与普通品种

产量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相似。因此, 生产中应加强分蘖、

孕穗期的管理, 保证多分蘖、多成穗; 育种上应注重对新品

种分蘖能力和品种成穗数的选择 , 这是品种高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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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分析结果吻合[ 4] 。以上结果说明小麦品质性状是一个

综合指标 , 不能由单一指标确定某一品种的特性, 要从蛋白

质性质和粉质参数综合评价。育种工作者在后代选择过程

中, 可以在早代选择蛋白质形状 , 高代选择一些产量性状。

2 .4  品质分级  根据小麦品种品质鉴定原理与方法 , 参照

国家小麦分类标准 , 对1999 ～2001 两年度参加国家长江中

下游小麦区试品种的品质性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评价

认为: 参试的17 个品种均为弱筋品种 , 说明长江中下游麦

区以弱筋品种为主 , 该地区也是弱筋小麦主产区。

3  讨论

( 1) 按国家标准 GB/ T17320-1998《专用小麦品种品质》

中判定规则“区试品系、审定品种以及参加成果鉴定的品

种, 其蛋白质( 或湿面筋) 含量和面团稳定时间2 项必须达

到鉴定类型的规定”, 确定小麦品种的主要品质指标为蛋白

( 或湿面筋) 和面团稳定时间。该研究结果表明, 蛋白含量

与湿面筋含量成显著正相关 , 蛋白质含量与面团稳定时间

相关不显著。因此, 在进行专用小麦品种选育时, 可以将蛋

白质含量和面团稳定时间作为主要选择指标。

( 2) 蛋白质( 湿面筋) 含量与品种的遗传特性和环境因

素有关。对长江中下游地区1999 ～2001 两年的区试品种综

合分析表明, 该地区弱筋品种占主导地位, 因此该地区小麦

育种目标应以弱筋品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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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量的问题。

( 3) 早籼15 播种量以60 g/ m2 最为适宜, 移栽密度13 .3

c m×20 .0 c m, 每穴栽3 苗, 同时加强水肥等管理措施, 可获

7 .5 t/ hm2 以上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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