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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产啤酒大麦新品种—甘啤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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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品种来源

啤酒大麦新品种甘啤６号（原系号９４０４）由

甘肃省农科院啤酒原料研究所以８８３５０２为母

本、吉５３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２００９年通过甘肃

省科技厅鉴定，认为该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同年

在甘肃省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正在申请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 （申 请 号：

ＣＮＡ２００９０８２２．３）。

２　主要特征

２．１　植物学特征

甘啤６号属春性二棱皮大麦，株高８０ｃｍ左

右，基部节间较短，穗茎节长２６．５ｃｍ，穗长８．０

ｃｍ左右；穗粒数２３粒左右，疏穗型。一般密度条

件下，单株有效分蘖２．５个，长芒，黄色锯齿，粒色

淡黄，种皮薄，粒径大，皱纹细腻，籽粒椭圆形，饱

满，粉质。全生育期１０２ｄ左右，属中熟品种。茎

秆粗壮，弹性好，耐水肥。高度抗倒伏，而且抗干

热风、抗条纹病及其它大麦病害。

２．２　酿造品质优良

据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美国 ＡＢ克林

斯堡大麦实验室、西北啤酒大麦及麦芽品质检测

实验室分析结果：甘啤６号千粒重４５～５０ｇ、３ｄ

发芽 率 ９５％ ～１００％、蛋 白 质 含 量 ８．７％ ～

１０．５％、选粒率（≥２．５ｍｍ）８５％～９３．０％、麦芽

糖化时间８ｍｉｎ、色度３．０ＥＢＣ、麦芽浸出物８０％

～８２％、α氨基氮量１５５～１８０ｍｇ／１００ｇ、库尔巴

哈值３９～４６、糖化力３２５～３５９ＷＫ。其酿造品质

均达到国标优级标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两年在农

业部组织的全国啤酒大麦品种品质鉴评中甘啤６

号酿造品质居鉴评品系第一，综合品质在所有鉴

评的８０个品种（系）居前十位。

２．３　高产、稳产、适应性广

甘啤６号在甘肃省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两年区试

中较对照甘啤４号增产６．９％；２００８年在黑龙江

东北农大试验中较对照甘啤４号增产１５．５％；在

内蒙古海拉尔试验中较对照甘啤 ４ 号增产

１１．３％。２００８年在全省生产对比试验中平均较

对照甘啤４号平均增产３．７８％。通过多点试验

和示范可看出，该品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均表

现出产量水平高、增产潜力大，且能在较高产量水

平上保持产量相对的稳定性。大面积示范平均产

量可达７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 左右，最高产量可达９７５０

ｋｇ／ｈｍ
２ 以上。

２．４　适应地区和推广前景

通过甘肃省、内蒙古、黑龙江多点试验表明，

甘啤６号适宜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沿黄灌区、

西北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同类地区种植。多年多

点试验各项酿造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优级标

准，是一个优质酿造啤酒专用大麦新品种，具有广

阔的推广前景。

３　栽培技术要点

３．１　适期早播

在海拔１５００ｍ以下的地区应于３月上旬播

种，在海拔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地区以３月中旬播种

为宜，在海拔２０００ｍ以上地区３月下旬播种。

当土壤解冻１０ｃｍ左右时即可顶凌播种。

３．２　合理密植

甘啤６号的适宜播种量为２６２．５～３００ｋｇ／

ｈｍ２，在嘉峪关以西地区和海拔２０００ｍ以上地

区适宜播量为３００～３７５ｋｇ／ｈｍ
２。

３．３　增施底肥，氮磷配施

根据试验示范结果，甘啤６号除施用农家肥

外，还应合理施用化肥。化肥的用量应为Ｎ：１２０

～１８０ｋｇ／ｈｍ
２，最 高 不 应 超 过 ２２５ｋｇ／ｈ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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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Ｏ５：１２０～１８０ｋｇ／ｈｍ
２，氮磷比１∶１ 左右，

Ｋ２Ｏ：３０～４５ｋｇ／ｈｍ
２；４０％啤酒大麦专用肥（甘肃

省农科院啤酒大麦中心研制）６００～７５０ｋｇ／ｈｍ
２。

氮磷肥最好作底肥或基肥一次性施入，必要时结

合浇头水可少量撒施氮肥，撒施量为纯Ｎ２２．５～

３７．５ｋｇ／ｈｍ
２ 即可。

３．４　早灌头水

为了促进有效分蘖，增加穗粒数，头水应尽量

早浇。在有条件的地区（如井灌区），可在２叶１

心至３叶１心时灌头水，最晚不应迟于分蘖初期。

３．５　药剂拌种

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精选，并用３％的敌

委丹＋４０％的甲基异柳磷按种子量的２‰拌种或

包衣，这样可以提高出苗率，减少条纹病、根腐叶

斑病以及地下害虫的危害。

３．６　防杂除草

田间双子叶杂草用２．４Ｄ丁酯，每６６６．７ｍ２

用量５０～７０ｇ，兑水２０ｋｇ，于大麦苗３～４叶时喷

洒防治。防除野燕麦用４０％燕麦畏乳油１５０ｇ／

６６６．７ｍ２，兑水２０ｋｇ，在播前７ｄ结合耙地进行

土壤处理；或用６．９％大骠马乳油５０ｇ／６６６．７

ｍ２，兑水３０ｋｇ在分蘖期喷洒防治；野燕麦较多的

地块应采取轮作倒茬，以减轻杂草危害。

３．７　防止虫害

蚜虫在发生初期，用４０％乐果乳油进行防

治。金针虫是土壤害虫，在播种时可用５０％的辛

硫磷乳油１２０～１５０ｇ兑水５０倍，拌种子５０ｋｇ；

或用毒土对土壤进行处理；或６６６．７ｍ２ 施用甲拌

磷颗粒剂２～３ｋｇ。

３．８　适时收获、充分晾晒

人工收获时应在蜡熟末期（即７５％以上的植

株茎叶变成黄色，籽粒具有本品种正常大小和色

泽），机械收获时应在完熟期（即所有植株茎叶变

黄）进行。收获后尽快脱粒晾晒，当籽粒含水量低

于１２％时，进行精选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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