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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的分布及农艺性状和抗病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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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特性并发掘可供育种利用的优良基因资源，对保存的８７４份湖北省

小麦种质资源从地理分布、农艺性状、品质及抗病性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１）湖北省

小麦种质主要分布在平原和丘陵地区，江汉平原麦区分布数量最多，而鄂西北山地麦区小麦资源最为富集，除

东经１１２°７４′至１１４°１５′之间、北纬３１°１８′至３２°０９′之间和北纬２９°３７′以南地区分布较少外，其他地区分布较为

均匀；（２）供试小麦种质以具有长芒、白壳、红粒、弱冬性和中熟等性状为主，４个产量性状（株高、穗长、千粒重

和穗粒数）和４个品质性状（硬度、沉淀值、粗蛋白和赖氨酸含量）的变异幅度大，多样性指数高；（３）抗病性以

对根腐病、黄矮病和条锈病抗性最强，而对赤霉、叶锈、秆锈及白粉病的抗性较差；（４）各性状多样性指数从大

到小依次为：千粒重＞粗蛋白含量＝赖氨酸含量＞株高＞穗粒数＞沉淀值＞穗长＞硬度＞条锈病抗性＝黄

矮病抗性＞根腐叶病抗性＞成熟期＞赤霉病抗性＞根腐穗病抗性＞冬春性＞芒＞壳色＞白粉病抗性＞粒色

＞叶锈病抗性＞秆锈病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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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是全国小麦主产省之一，常年小麦种

植面积１００万ｈｍ２ 左右，总产量为３５０万ｔ左

右［１］。由于生态条件的复杂和耕作制度的多样

性，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化和人工选择，湖北省形成

了丰富的小麦种质资源。长期以来，湖北省在小

麦种质资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郑 威

等［２］分析了长江流域４７７份小麦地方品种，认为

可以从这些地方品种中筛选出一些单一农艺性状

优良的材料。杨立军等［３］对湖北省小麦后备品种

进行了抗病性鉴定，没有发现对赤霉病高抗、对白

粉病和条锈病免疫的材料。以上研究为湖北省小

麦育种和种质资源创新提供了参考，但如何高效

评价、利用湖北小麦种质资源，提高优异种质资源

的利用效果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以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中的８７４

份小麦种质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地理分布、农

艺性状、品质性状和抗病性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了

解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的特点，为征集、整理、筛

选、利用和创新小麦种质资源，挖掘新的优异育种

亲本以及为小麦相关优良性状的选育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８７４份小麦种质资源均属于普通小麦，其中

４６９份收集自湖北省６１个县市（４６８份为地方品

种，１份为野生类型），其他４０５份为湖北省农科

院、华中农业大学、鄂西州农科所、荆州农科所、宜

昌农科所等小麦育种教学科研单位选育的品种

（系）（见表１）。

数据资料来自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

统（品质和抗病性鉴定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由中国农

科院执行，其他农艺性状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湖北

襄樊原种场进行记载）。分析三类性状：一类是地

理数据，按种植区划分为六大麦区［１］，统计各麦区

包括的县市及其资源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

上资源数量；并按海拔高度、经纬度均分为５类，

统计其资源总的分布状况；第二类是分析性状类

别（或级别）的资源数量、频率和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ａｖｅｒ），包括芒、壳色、粒色、冬春性和

成熟期５个农艺性状，赤霉病、条锈病、叶锈病、秆

锈病、白粉病、黄矮病、根腐叶病和根腐穗病８种

病害；第三类是计算各性状平均数、极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和多样性指数，包括株高、穗长、千粒重

和穗粒数４个产量性状，硬度、沉淀值、粗蛋白和

赖氨酸含量４个品质性状。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是：先计算参试材料总体平均数（犡）和标准差

（δ），再对数量性状进行１０级分类：１级犡犻＜ 犡

－２δ，１０级犡犻≥犡 ＋２δ，中间每级间隔０．５δ，每

一级的相对频率用于计算多样性指数，多样性指

数计算公式为：犎′＝－Σ狆犻ｌｎ狆犻，式中犻指第犻个

类型，犘犻指第犻个类型在该性状中所占的比例，ｌｎ

为自然对数［４］。数据的处理统计采用Ｅｘｃｅｌ（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

２．１．１　在六大麦区的分布

根据区划依据与原则，湖北省小麦种植区可

划为鄂中丘陵和鄂北岗地麦区、鄂东北丘陵低山

麦区、鄂西北山地麦区、江汉平原麦区、鄂东南丘

陵低山麦区、鄂西南山地麦区六大麦区。统计各

区的资源数量及其耕地面积，计算单位面积上的

资源数量，结果列于表１。

　　由表１可见，就种质资源总量而言，江汉平原

麦区数量最多，主要是由此麦区实力较强的科研

院所和大学所选育出的品种（系）（湖北省农科院

提供１１５份，荆州农科院提供７７份，华中农业大

学提供９份），地方品种资源数量相对较少；其次

是以地方品种为主的鄂西北山地麦区；再次是选

育品种（系）数量多于地方品种数量的鄂西南山地

麦区；目前湖北省小麦生产发展最好的是鄂中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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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和鄂北岗地麦区，其小麦种质资源数量与鄂东

南丘陵低山麦区相差不大，且均以地方品种为主；

鄂东北丘陵低山麦区的种质资源数量最少，以地

方品种为主。

为更加合理地评价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富集

程度，计算了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小麦种质资源数

量，结果列于表１。由表１可见，单位耕地面积上

小麦种质资源的数量以鄂西北山地麦区最大，其

次是鄂西南山地麦区和鄂东南丘陵低山麦区，再

次是鄂东北丘陵低山麦区和江汉平原麦区，鄂中

丘陵和鄂北岗地麦区小麦种质资源富集程度最

小。

表１　湖北小麦种质资源的区域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狑犺犲犪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狉狅犿犎狌犫犲犻

生态区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资源总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包括的县市及其资源数量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耕地面积
／（万ｈｍ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ｃｒｅａｇｅ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ｈｍ２）

单位面积资源数量
（个／１０４ｈｍ２）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ｐｅｒ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ｈｍ２

鄂中丘陵和鄂北岗地麦
区 Ｈｉｌｌｏｃｋ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ｕ
ｂｅｉａｎｄｕｐｌａｎｄｏｆｎｏｒｔｈ
Ｈｕｂｅｉ

８０（６４）
荆门（１），枣阳（１７），襄阳２４（１６），钟祥（７），
宜城（１），随县１３（１２），光化（今老河口，３），
应山（今广水，７），沙洋６，京山１

７３．９９ １．０８

鄂东 北 丘 陵 低 山 麦 区

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Ｈｕｂｅｉ

３１（２２）
英山（１），麻城８（４），红安２（１），罗田１８
（１４），大悟（２）

１５．０８ ２．０６

鄂西北山地麦区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ｂｅｉ

２０６（１８５）

南漳（４），郧西（１１），郧县４４（４３，包括１份野
生类型），房县（８），保康１６（１５），神农架
（３５），竹山（２２），竹溪３０（２７），谷城１０（８），
均县（今丹江口，１２），郧阳１６

３０．４５ ６．８３

江汉平原麦区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Ｐｌａｉｎ

２７２（５３）

武昌１３１（１），汉川（２），应城（３），荆州７８
（１），当阳２（１），蕲春２０（１８），黄冈１０（８），浠
水（５），黄梅（３），孝感（１），新洲（２），广济（今
武穴，１），洪湖（３），嘉鱼（２），监利（２）

１４４．６３ １．８８

鄂东 南 丘 陵 低 山 麦 区

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Ｈｕｂｅｉ

７３（６５）
通城（４），通山（１７），崇阳（１７），咸宁７（５），阳
新１７（１３），大冶１１（９）

２２．７３ ３．２１

鄂西南山地麦区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ｂｅｉ

１６３（６５）

咸丰（２），利川（３），来凤（４），宣恩（２），宜都
（４），枝城（２），宜昌３３（６），秭归（１３），五峰
（２），恩施９０（１９），巴东（３），建始（２），兴山
（３）

４５．０４ ３．６２

　　括号内数值为地方品种数。１５份地方品种和３２份选育品种（系）未知具体原产地，未统计在内。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ｓｉｄｅ（）ｗｅｒ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ｏｆ１５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３２ｌｉｎ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ｋｎｏｗｎ，ａｎｄ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ｅｄ

２．１．２　在不同海拔高度和经纬度的分布

８７４份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分布的范围介于

北纬２９°１５′～３３°００′，东经１０８°５１′～１１５°５６′。北

起鄂西北的郧西县（北纬３３°００′），南到鄂东南的

通城县（北纬２９°１５′），东起鄂东的黄梅县（东经

１１５°５６′），西到鄂西的利川市（东经１０８°５１′），海

拔高度从２０ｍ（黄梅、广济）到１０８０ｍ（利川）均

有小麦种质资源分布。

表２　湖北小麦种质资源的海拔高度、经纬度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犾狋犻狋狌犱犲，犾狅狀犵犻狋狌犱犲犪狀犱犾犪狋犻狋狌犱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狑犺犲犪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狉狅犿犎狌犫犲犻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分布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东经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分布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北纬

Ｎｏｒｔｈ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分布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３２ ６０８ ７２．７３ ＜１０９°９２′ １５６ １７．８５ ＜２９°３７′ ４３ ４．９２

２３２～４４４ １４８ １７．７０ １０９°９２～１１１°３３′ ２０１ ２３．００ ２９°３７～３０°２８′ ２６１ ２９．８６

４４４～６５６ ４０ ４．７８ １１１°３３～１１２°７４′ １４９ １７．０５ ３０°２８～３１°１８′ ３３１ ３７．８７

６５６～８６８ ２ ０．２４ １１２°７４～１１４°１５′ ５９ ６．７５ ３１°１８～３２°０９′ ５５ ６．２９

≥８６８ ３８ ４．５５ ≥１１４．１５′ ３０９ ３５．３５ ≥３２．０９′ １８４ ２１．０５

　　由表２可见，湖北小麦种质资源的海拔高度

分布最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平原（２００ｍ以下）和

丘陵地区（５００ｍ以下），山地（５００ｍ以上）上略

有分布；在经度上的分布相对均衡，除东经１１４°

·５５１·第１期　　　　　　　　　佟汉文等：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的分布及农艺性状和抗病性评价



１５′以东分布最多，东经１１２°７４′至１１４°１５′之间分

布最少之外，其他经度范围分布相对均匀；纬度分

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北纬２９°３７′至３１°１８′之

间，其次是北纬３２°０９′以北地区，北纬３１°１８′至

３２°０９′和北纬２９°３７′以南分布较少，且这两范围

内资源分布数量相当。

２．２　部分资源主要农艺性状及品质性状的统计

及多样性分析

２．２．１　５个农艺性状的分布频率及多样性分析

分类统计了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５个农艺性

状（芒、壳色、粒色、冬春性和成熟期）的类别、资源

数量、分布频率及多样性指数，结果列于表３。

表３　湖北小麦种质资源农艺性状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狅犳狑犺犲犪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狉狅犿犎狌犫犲犻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类型

Ｔｙｐ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分布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资源总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多样性
指数犎′

芒Ａｗｎ 长芒Ｌｏｎｇ ７０７ ８３．３７ ８４８ ０．７０

长曲芒Ｌｏｎｇ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ｄ ５ ０．５９

顶芒Ｔｉｐ ５９ ６．９６

短芒Ｓｈｏｒｔ ２１ ２．４８

短曲芒Ｓｈｏｒｔ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ｄ ５ ０．５９

拳曲芒 Ｗａｖｙ １９ ２．２４

无芒Ａｗｎｌｅｓｓ ３２ ３．７７

壳色Ｃｈａｆｆｃｏｌｏｒ 白 Ｗｈｉｔｅ ５８５ ６９．９８ ８３６ ０．６１

红Ｒｅｄ ２５１ ３０．０２

粒色 Ｇｒａｉｎｃｏｌｏｒ 白 Ｗｈｉｔｅ １８６ ２１．４３ ８６８ ０．５３

红Ｒｅｄ ６８１ ７８．４６

黄Ｙｅｌｌｏｗ １ ０．１２

冬春性 Ｗｉｎｔｅｒ 春性Ｓｐｒｉｎｇ ８８ １０．５４ ８３５ ０．７６

ｓｐ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偏春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ｐｒｉｎｇ ２７ ３．２３

弱冬 Ｗｅａｋｗｉｎｔｅｒ ６４５ ７７．２５

冬性 Ｗｉｎｔｅｒ ７５ ８．９８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极早Ｂｅｓｔｅａｒｌｙ ３ ０．３７ ８０５ ０．９５

早Ｅａｒｌｙ １１７ １４．５３

中早 Ｍｉｄｅａｒｌｙ １ ０．１２

中 Ｍｅｄｉａｌｌｙ ５３５ ６６．４６

中晚 Ｍｉｄｌａｔｅ １５ １．８６

晚Ｌａｔｅ １３４ １６．６５

　　由表３可见，湖北省８４８份小麦种质资源中

芒的类型最为丰富，有７个类型，其中８３．３７％的

为长芒，顶芒、无芒、短芒和卷曲芒的分布频率为

６．９６％～２．２４％，长曲和短曲芒最少，均各占

０．５９％。成熟期有６个类型，６６．４６％的为中熟类

型，晚熟类型和早熟类型两者资源数量相当，再次

是中晚类型和极早类型，中早类型最少。冬春性

有４个类型，７７．２５％的为弱冬性，其次是数量相

当的春性类型和冬性类型，偏春性类型数量最少。

粒色较为贫乏，有３种颜色，７８．４６％的为红色，

其次是白色，黄色最少。壳色类型最为贫乏，只有

白和红２种颜色，分布频率相对均衡。５个性状

的多样性指数偏低，为０．５３～０．９５。

２．２．２　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的统计及多样性分

析

对湖北小麦种质资源的４个产量性状（穗粒

数、穗长、株高和千粒重）和４个品质性状（硬度、

沉淀值、粗蛋白和赖氨酸含量）进行统计分析，计

算各性状的极值、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多

样性指数，结果列于表４。

　　变异系数代表变异程度，而多样性指数指各

性状的多样性和基因分布频率的平衡性［５］。由表

４可见，４个产量性状的变异系数和多样性指数均

相差不大，分别为１６．１３％～２２．７０％和１．９９～

２．０８。硬度指数代替角质率和粉质率作为硬、软

及混合小麦的分类判定指标［６］，成为国内外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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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类和定价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各国育种

家重要的育种目标之一。由表４可知，４个品质

性状中硬度的变异系数最大，多样性指数最小，且

平均值只有３３．６０ｓ。

表４　湖北小麦种质资源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狔犻犲犾犱犪狀犱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狅犳狑犺犲犪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狉狅犿犎狌犫犲犻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标准差

Ｓ

变异
系数

ＣＶ／％

多样
性指
数犎′

穗粒数 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ｉｋｅ ７３６ ４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１９ ２２．７０ ２．０５

穗长Ｓｐｉｋ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７０７ ９．４９ １８．５０ ５．００ １．７３ １８．２８ １．９９

株高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８６０ １１０．１８ １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７．７８ １６．１３ ２．０６

千粒重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ｋｅｒｎｅｌｓｗｅｉｇｈｔ／ｇ ７６１ ３５．３９ ５８．８０ １６．００ ６．６４ １８．７６ ２．０８

硬度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ｓ ４５９ ３３．６０ ２１４．１０ １１．６０ ２２．４０ ６６．６４ １．５６

沉淀值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ｍＬ ４５０ １９．２０ ４８．００ ７．６０ ６．００ ３１．２５ ２．０３

粗蛋白含量 Ｇｒｏｓ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５３ １２．８１ １６．１４ １０．２６ １．０６ ８．２５ ２．０６

赖氨酸含量Ｌｙｓ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５３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３３ ０．０３ ７．６０ ２．０６

２．３　部分小麦种质资源的抗病性及多样性分析

由表５可见，在分析的部分湖北小麦种质资

源中，对根腐叶病、根腐穗病及黄矮病的抗性水平

较好，只是高抗或免疫的资源数量少，只有１份高

抗黄矮病、３份高抗根腐穗病。其中根腐穗病的

抗性水平最好，８９．５０％的种质资源达到中抗及以

上抗性水平；其次是根腐叶病，虽无高抗或免疫材

料，但超过一半数量的种质资源达到中抗及以上

抗性水平；黄矮病的抗性略差，五分之一多数量的

种质资源达到中抗及以上抗性水平。

表５　部分湖北小麦种质资源的抗病性

犜犪犫犾犲５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犱犻狊犲犪狊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狆犪狉狋犻犪犾狑犺犲犪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狉狅犿犎狌犫犲犻

病害

Ｄｉｓｅａｓｅ

项目

Ｉｔｅｍ

感病

Ｓ

中感

ＭＳ

中抗

ＭＲ

抗病

Ｒ

免疫或
高抗

ＩｏｒＨＲ

资源总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多样性指
数犎′

赤霉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３３８ １３８ ２０ １９ ０ ５１５ ０．８８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ｈｅａｄｂｌｉｇｈ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６５．６３ ２６．８０ ３．８８ ３．６９ ０．００

条锈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２９２ ４０ ９ ６９ ９２ ５０２ １．１７

Ｓｔｒｉｐｅｒｕｓ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８．１７ ７．９７ １．７９ １３．７５ １８．３３

叶锈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４１９ ７５ ０ ０ １０ ５０４ ０．５１

Ｌｅａｆｒｕｓ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８３．１３ １４．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８

秆锈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４２８ ６８ ０ ２ ５ ５０３ ０．４８

Ｓｔｅｍｒｕｓ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８５．０９ １３．５２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９９

白粉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４１５ ６４ １６ ２ １ ４９８ ０．５６

Ｐｏｗｄｅｒｙｍｉｌｄｅｗ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８３．３３ １２．８５ ３．２１ ０．４０ ０．２０

黄矮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１４３ ２５６ ７８ ３０ １ ５０８ １．１７

ＢＹＤＶ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８．１５ ５０．３９ １５．３５ ５．９１ ０．２０

根腐叶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３８ １９９ ２５７ ２１ ０ ５１５ １．０４

Ｌｅａｆｒｏｏｔｒｏ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７．３８ ３８．６４ ４９．９０ ４．０８ ０．００

根腐穗病 资源数量 Ｎｏ．ｅｎｔｒｉｅｓ ２１ ３２ ８２ ３６７ ３ ５０５ ０．８６

Ｓｐｉｋｅｒｏｏｔｒｏｔ 分布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１６ ６．３４ １６．２４ ７２．６７ ０．５９

　　对其他５种病害抗性水平较低，其中赤霉病

的抗性水平最差，无高抗或免疫水平的种质资源；

中抗和抗性水平资源数量也少，仅占７．５７％。其

次是白粉病，有１份高抗资源，中抗及抗性水平种

质资源数量更少，仅占３．６１％。叶锈病和秆锈病

的抗性水平分布相差不大，对叶锈病达高抗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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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水平资源有１０份，无中抗及抗性水平资源；对

秆锈病达高抗或免疫水平的资源有５份，抗性水

平资源有２份。条锈病的抗性水平较好，高抗或

免疫水平资源占１８．３３％；中抗及以上水平资源

占３３．８７％。

８种病害抗性的多样性指数相差较大，其中

条锈病、黄矮病和根腐叶病抗性的多样性指数大

于１．００，而秆锈病抗性的多样性指数小于０．５０。

３　讨 论

３．１　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的特点及其原因

曹永生等［７］１９９９年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

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分析中发现，湖北省小麦稀

有种及近缘植物有４份，仅次于山东（１６份）和河

南（７份）。山地多、生态环境复杂和种植制度多

样化是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丰富的主要原因，如

鄂西北山地麦区小麦种质资源最为富集，鄂北丘

陵和鄂北岗地麦区以及江汉平原麦区小麦种质资

源最为贫乏。在划分的５个海拔高度范围中，６５６

～８６８ｍ之间小麦种质资源分布最少，这可能与

湖北省这一海拔高度的面积较少有关。

地方种质资源由于对当地自然条件、栽培条

件和耕作制度有较强的适应性，形成了特有的农

艺性状和抗逆特性。本研究的５个农艺性状中，

成熟期及冬春性的多样性指数较高，可能因为湖

北省小麦生产发展历史长、地理分布复杂广阔，以

及这些性状是小麦安全生产的主要指标。而芒、

壳色，特别是粒色多样性指数不高，其原因可能是

这些性状与前期我国解决温饱问题的国情即小麦

安全生产关系不大。湖北省的小麦种质对根腐病

抗性好，这可能是湖北省特别是江汉平原麦区低

势低洼、土壤含水量较高、自然选择的结果。品质

性状中硬度指数变异系数高，多样性指数低，平均

数值偏低，这为湖北省开展品质育种，特别是弱筋

小麦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物质保证［８］。

３．２　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

展望

本研究中同时发现，湖北省小麦种质资源库

中许多数据不全，特别是缺乏一些当前生产上急

需的性状资料，如抗性中缺少纹枯病、耐渍害、抗

穗发芽、抗倒伏等资料，这些是湖北省乃至全国小

麦生产面临的实际问题。本研究也表明，由于湖

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较易自然选择

形成上述性状抗性较好的材料。向厚文等 “七

五”期间对５００个小麦品种进行耐渍性鉴定，筛选

出６个耐渍的湖北省小麦种质
［９］，其中有３个（水

边站、３８９９和崇阳红麦）保存于湖北省小麦种质

资源库。今后我们要加强这方面资源的征集，整

理、研究、创新和利用。

许多小麦种质具有单一的优良性状，传统的

常规育种很难打破基因间的连锁关系，这是过去

小麦种质资源利用中的难点，现代生物技术为此

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１０１１］。湖北省今后要加强分

子标记、转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在小麦种质资源

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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