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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沃麦19是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于2010年以石98-5033为母本、临丰615为父本通过改良系谱法选育

而成的一个丰产型小麦新品种。2018~2020连续两个年度参加山西省南部中熟冬麦区水地组区域试验，

2a平均产量为8110.5 kg/hm2，平均较对照济麦22增产5.80%；2019~2020年参加山西省南部中熟冬麦

区水地组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7962.0 kg/hm2，较对照济麦22增产7.1%。产量结构方面，沃麦19有
效穗数为649.5万/hm2左右，穗粒数为36.0粒左右，千粒质量43.5 g左右，是一个产量结构较为协调的

丰型产品种。2022年3月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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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mai 19 is a new wheat variety with high yield, and Shi98-5033 as the female parent and Linfen 
615 as the male parent were selected by improved genealogy method in 2010. From 2018 to 2020, 
it participated in the regional experiment of irrigated land group in the middle maturity winter 
wheat area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the average yield in two years was 8110.5 kg/hm2, 
which was 5.80%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Jimai 22. From 2019 to 2020, it participated in the 
regional experiment of irrigated land group in the middle maturity winter wheat area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the average yield in two years was 7962.0 kg/hm2, which increased by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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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than that of Jimai 22. In terms of yield structure, the effective panicle number per hectare 
was 6.495 million, the number of grains per panicle was 36.0, and the 1000-grain mass was 43.5 g. 
In March 2022, it passed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rop Variety Exami-
na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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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晋南冬麦区光热资源充足，水肥条件较好，是山西省小麦主产区。该区旱地小麦为一年一作，水浇

地小麦多为一年二作或二年三作，也是山西省粮食主产区。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小麦新品种的不断出

现和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小麦单产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小麦品种又提出

了一些新的要求，既要求小麦品种有丰产稳产的特性，又要求品种有明显的抗逆境能力，同时要求小麦

有相对较好的加工品质[1] [2] [3]。这就对小麦育种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障城乡居民能吃饱

吃好，又要保障小麦品种能抗各种生态逆境，高产稳产。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就是根据这种育种目

标，从组合的互补型配置到后代各代的定向选择，选育出抗逆丰产且品质相对较好的沃麦 19，2016 年出

圃，2016~2020 连续参加所内品种比较试验和山西省南部中熟冬麦区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试验名称为

临研 19，2020 年完成全部试验任务，2021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晋审

麦 20210001)，审定名称为沃麦 19。 

2. 品种选育过程 

2.1. 品种来源 

该品种组合为徐麦 9169/山农 05-066，其中徐麦 9169 为江苏省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一个半冬

性水地小麦新品种，该品种穗子较大，后期落黄好，籽粒饱满且光泽度好。山农 05-066 (山农 20)为山东

农业大学选育的多抗高产小麦新品种，具有株型优良、越冬性好、抗病性好、后期落黄好，丰产稳产等

优点。 

2.2. 选育经过 

2010~2011 年度完成 F1 种植，种质代号 1054，2011~2012 年度完成 F2 种植，种植圃代号 2008；
2012~2013 年度完成 F3 种植，选择株行临研 11-3008 进行加代种植来纯合基因，2013~2014 年度完成 F4

种植，株行代号临研 13-4625；2014~1015 年度完成 F5 种植，选择临研 14-5219 的株行种植；由于整齐

度偏差，2015~1016 年度继续完成 F6 种植，继续沿用临研 5219 后代品系之称。在整个选育过程中采用改

进的系谱法，选择效率更高。F2 代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对田间和室内均严格筛选，田间对株型要求严

格把关，选择目标为矮杆、大穗、抗病、杆硬、后期落黄好等；室内严格把关，目标为籽粒饱满、琥珀

色、无黑胚、籽粒大小均匀且富有光泽等。在高代品系的筛选上采用“高密测产、多次出圃”法(已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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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即对出圃品系进行早代测产，测产小区播种密度同当地大田一致，在收获前对小区进行选穗，每

小区 100 穗左右，根据收获后的产量情况决定选穗的去留。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特征特性 

沃麦 19 为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深绿，植株健壮，株型紧凑。芽鞘白色。株高 70~75 
cm。叶片蜡质略重，茎杆颜色由于蜡质略重，显白色，穗型长方型，穗色灰绿，穗长 10.3 cm，芒长 2.5 cm，

属长芒型，芒色白，壳色白。内外护颖包裹较严，成熟时不裸粒，小穗排列紧密度中等。粒型椭圆，粒

色白，粒质硬，籽粒饱满度好。茎秆弹性好，抗倒伏。后期灌浆快，落黄好。一般产量结构三要素为公

顷有效穗数 650.0 万左右，千粒质量 42.0 g 左右，穗粒数 36.0 个左右。 

3.2. 抗病性鉴定 

2019、2020 年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人工接菌鉴定，中感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感

白粉病。 

3.3. 品质分析 

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哈尔滨)检测，沃麦 19 的容重达 810 g/L，粗蛋白含量 14.36%，

湿面筋(以 14%水分计) 29.8%，吸水量 59.0 mL/100g，面团形成时间和稳定时间均为 5.3 min，均为 14 个

参试品种中最高者。面粉弱化度为 131F.U，粉质质量指数达 79 mm，为参试品种第二位。该品种品质综

合评价值为 56 分，为 14 个参试品种第一位，是一个加工品质相对较好品种。 

4. 产量及主要农艺性状表现分析 

4.1. 品比试验 

2016~2018 年连续二个年度沃麦 19 进行品比试验，试验点选择为山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运城市

新绛县良种场、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尧乡种业中心、临汾市特色农业发展协会技术推广站及山西舜亿种

业有限公司共 5 个试验点，2016~2017 年度沃麦 19 五个试验点平均亩产 8557.5 kg/hm2，较对照良星 99
增产 7.6%。其产量结构为亩有效穗数 630.0 万/hm2，穗粒数 39 粒，千粒质量 41.5 g。生育期 240 天，穗

长 9.5 cm。综合抗病性方面，基部叶片有白粉病斑点，叶片有极少叶锈病班，未见条锈病斑；2017~2018
年度沃麦 19 五个试验点平均产量 8604 kg/hm2，较对照良星 99 增产 8.3%。其产量结构为有效穗数 619.5
万/hm2，穗粒数 38 粒，千粒质量 42.6 g。生育期 230 d，穗长 9.7 cm，抗病性方面，综合各试验点基部叶

片有白粉病斑点，未见叶锈病和条锈病菌斑。该品系两年产量平均 8311.5 kg/hm2，比对照品种良星 99
增产 8.0%；平均生育期 235 d，穗长 9.6 cm，亩穗数 625.5 万/hm2，穗粒数 38.5 粒，千粒重 42.1 g。综合

二年抗病性来看，其抗病性较好。 

4.2. 区域试验 

从表 1 可看出，2018~2020 连续两个小麦生长周期均为 8 个试验点，只是两个周期 8 个试验点不完

全一致，个别试验点有所调整。2018~2019 年度，试验组共有 11 个参试品种(含对照)，沃麦 19 的 8 个试

验点平均产量为 7853.4 kg/hm2，较对照济麦 22 增产 5.6%，平均产量位居 11 参试品种第一位，说明该品

种对所在生态区有很好的丰产性和适应性。2019~2020 年度，试验组共有 16 个参试品种，其中沃麦 19
的 8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为 8367.0 kg/hm2，较对照济麦 22 增产 6.0%，产量水平位居 16 个参试品种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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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明了该品系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域均有较好的丰产性和适应性。 
 

Table 1. Results of two wheat production cycle regional tests on Womai 19 
表 1. 沃麦 19 两个小麦生产周期区域试验结果 

年份 试点 
产量/(kg/hm2) 

比 CK±% 位次 
沃麦 19 济麦 22 (CK) 

2018~2019 

盐湖 8002.5 7617.0 5.1 4 

永济 9480.0 9192.0 3.1 10 

绛县 7317.0 6955.5 5.2 1 

新绛 9606.0 9180.0 4.6 3 

洪洞 7500.0 6870.0 9.2 1 

曲沃 6492.0 5941.5 9.3 5 

翼城 7020.0 6694.5 4.9 4 

晋城 7410.0 7068.0 4.8 5 

平均值 7853.4 7440.0 5.6 1 

2019~2020 

盐湖 8109.0 7861.5 3.1 8 

永济 10308.0 9486 8.7 2 

绛县 8169.0 7861.5 3.9 4 

新绛 9945.0 9310.5 6.8 2 

襄汾 8916.0 8523 4.6 6 

尧都区 8638.5 8389.5 3.0 7 

曲沃 6570.0 5905.5 11.2 3 

晋城 6280.5 5814 8.0 3 

平均值 8367.0 7894.5 6.0 3 

注：2018~2019 年度共 11 个参试品种；2019~2020 年度共 16 个参试品种(均含对照)。 

4.3. 沃麦 19 高产稳产性参数分析 

2018~2020 连续 2 个小麦生长周期沃麦 19 所在区域试验组对 8 个试验点的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新
复极差(SSR)检验)和品种(品系)高产稳产系数[4] [5]分析，结果见表 2 和表 3。2018~2019 年度沃麦 19 无

论产量还是高稳系数均为参试品种第一位。通过差异显著性比较分析，沃麦 19 产量仅与昊麦 66、品育

8172 及临农 6015 三个品种产量差异未达 0.05 显著水平，与其它 6 个参试品种(品系) (含对照)产量差异均

达显著水平。从产量排名与高稳系数排名情况来看，二者大体区试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品种的排名略有

变化。再从 2019~2020 年度试验结果来看，沃麦 19 产量位居 16 个参试品种第 3 位，但其与位列第 1 位

的 BH3757 (杂交种)产量并无显著差异，而与对照品种济麦 22 比较却显著增产。从沃麦 19 的 2a 的区域

试验产量和高产稳产系数排名情况来看，2018~2019 年度产量和高产稳产系数二者均为第 1 名；而

2019~2020 年度二者均为第 3 名，说明该品种无论在不同地域之间还是年际间均表现出较好的丰产性和

稳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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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High and stable yield parameters of the tested varieties (lines) in 2018~2019 
表 2. 2018~2019 年度参试品种(系)高产稳产性参数 

品种(系) 
产量 HSC (高稳系数) 

平均值(kg/hm2) 位次 较 CK±% 平均值(%) 位次 

沃麦 19 7853.4a 1 5.56 25.18 1 

昊麦 66 7779.7ab 2 4.57 25.89 2 

品育 8172 7779.0ab 3 4.56 25.94 3 

临农 6015 7774.0ab 4 4.49 25.89 2 

华科 1806 7759.0b 5 4.29 26.08 4 

济麦 175 7648.1c 6 2.80 27.14 5 

圣麦 157 7564.7d 7 1.68 27.93 6 

君实 505 7542.4d 8 1.38 28.15 7 

金秋麦 138 7442.9e 9 0.04 29.13 9 

济麦 22 (ck) 7439.7e 10 0.00 29.10 8 

长麦 4459 7393.0e 11 −0.63 29.57 10 

注：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 < 0.05)，表 3 同。 
 
Table 3. High and stable yield parameters of test varieties (lines) in 2019~2020 
表 3. 2019~2020 年度参试品种(系)高产稳产性参数 

品种(系) 
产量 HSC(高稳系数) 

平均值(kg/hm2) 位次 较 CK±% 平均值(%) 位次 

BH3757 (杂) 8459.0a 1 7.1 14.77 1 

临农 6015 8375.0ab 2 6.1 15.61 2 

沃麦 19 8366.9ab 3 6.0 15.69 3 

济麦 4075 8326.6ab 4 5.5 16.25 5 

临 6512 8312.2abc 5 5.3 16.17 4 

品育 8172 8279.4abc 6 4.9 16.58 6 

昊麦 66 8205.3abcd 7 3.9 17.32 7 

运旱 JS01 8087.5bcd 8 2.4 18.51 8 

继麦 918 8011.2cde 9 1.5 19.94 11 

华科 1806 7946.3de 10 0.7 19.28 9 

济麦 22 (ck) 7893.8e 11 0.0 20.46 12 

LY325 7766.8e 12 −1.6 21.74 13 

晋运麦 188 7698.0e 13 −2.5 22.43 14 

BH5309 7376.1f 14 −6.6 25.68 15 

奥诱 1 号 7247.5f 15 −8.2 26.9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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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沃麦 19 主要农艺性状分析 

沃麦 19 的 2a 主要农艺性状表现及与对照品种的比较情况见表 4。从生育期天数来看沃麦 19 与对照

品种济麦 22 相比成熟期相同或略早熟，株高比对照品种略低，穗长明显比对照要长。2 个生长周期沃麦

19 与济麦 22 均未出现倒伏现象。其最高总茎数和单位面积有效穗数与济麦 22 很接近，说明二者均为多

穗型品种。从千粒质量来看，2018~2019 今年度沃麦 19 与济麦 22 分别为 40.5 g 和 40.8 g，二者非常接近；

而 2019~2020 年度二者又分别为 43.5 g 和 43.4 g，亦非常接近，可见二者在不同年份千粒质量是很接近

的，均属于中等千粒质量。从穗粒数来看 2018~2019 年度沃麦 19 比对照品种济麦 22 多 2.4 粒；2019~2020
年度多 4.9 粒。这是沃麦 19 较对照大幅度增产的主要原因。 

4.5. 沃麦 19 生产试验结果分析 

沃麦 19 由于 2018~2019 年度的第一年小麦区试中表现优异，被区试管理部门推荐 2019~2020 年度同

时参加第二年区试和生产试验。该品种在生产试验中的产量及农艺性状表现见表 5。试验中 8 个试验点

其生育期平均为 227 d，株高 72.3 cm，株高较矮，而穗长达 7.8 cm，较对照济麦 22 穗长(7.2 cm)长 0.6 cm，

属矮杆大穗型品种。其分蘖力强，成穗率高，生产试验中其成穗率平均高达 51.2%，无效分蘖相对较少，

可减少植株内养分的无效消耗。从最后的产量情况来看，本年度共有 5 个参试品种(含对照)，沃麦 19 在

8 个试验点其较对照增产幅度变异为 3.2%~9.8%，本年度共有 5 个参试品种(含对照)，有 3 个试验点产量

为第 1 位，有 3 个点为第 2 位，有 2 个试验点为第 3 位。8 个点的平均增产幅度为第 1 位，说明沃麦 19
有很好的丰产性。总之，通过 2a 的品比试验，2a 的区域试验和 1a 的生产试验鉴定，沃麦 19 是一个综合

农艺性状相对较好的多抗丰产型小麦品种。 
 

Table 4. The main agronomic traits were tested in 2a wheat of Womai 19 
表 4. 沃麦 19 的 2a 小麦区域试验主要农艺性状 

年份 
品种 

名称 
生育期

(d) 
株高
(cm) 

穗长
(cm) 

倒伏率 
% 

最高 

总茎数 

(万/hm2) 

有效 

穗数 

(万/hm2) 

有效 

分蘖率 
% 

穗粒数 

(个) 

千粒 

质量 
(g) 

折合 

产量 
(kg/hm2) 

对照 

产量 
(kg/hm2) 

比 CK 
±% 

位次 

2018~ 
2019 

沃麦 19 237.3 71.0 7.4 0.0 1470.0 598.5 41.7 35.5 40.5 7854.0 496.0 5.6 1 

济麦 22 
(ck) 

237.8 76.1 6.9 0.0 1532.1 608.3 41.3 33.1 40.8 7439.7 496.0 0.0 10 

2019~ 
2020 

沃麦 19 227.8 73.9 7.7 0.0 1326.0 648.0 50.7 36.3 43.5 8367.0 526.3 6.0 3 

济麦 22 
(ck) 228.0 78.5 7.5 0.0 1345.7 670.9 51.8 31.4 43.4 7893.8 526.3 0.0 11 

 
Table 5. Summary of production test results for Womai 19 
表 5. 沃麦 19 生产试验结果汇总表 

试验 

地点 

生 

育 

期

(天) 

株

高
(cm) 

穗

长 
(cm) 

倒 

伏 

率 
(%) 

基本苗 

(万
/hm2) 

最高 

总茎数

(万
/hm2) 

有效 

穗数 

(万

/hm2) 

有效 

分蘖

率 
% 

穗

粒

数 

(个) 

千 

粒 

重 
(g) 

折合 

产量
(kg/hm2

) 

对照 

产量
(kg/hm2

) 

比
CK
±% 

位

次 

盐湖区 223 74 8.2 0 406.5 1669.5 657.0 39.4 31 40.3 7830.0 7326.0 6.9 2 

永济 229 86 8.4 0 337.5 1233.0 616.5 50 36.6 43.4 9603.0 9057.0 6.0 3 

绛县 223 73 7.1 0 310.5 1230.0 637.5 51.8 30.6 41.8 7180.5 6954.0 3.2 3 

新绛 219 69 7.6 0 343.5 1387.5 670.5 48.3 37 46.1 9894.0 9250.5  7.0 1 

曲沃 213 70.8 6.9 0 279.0 1356.0 586.5 43.3 38.6 45.1 6382.5 5853.0  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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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襄汾 237 79.4 7.8 0 294.0 975.0 648.0 66.5 36.5 40.2 8484.0 7725.0 9.8 1 

尧都区 234 66.3 8.9 0 328.5 1522.5 546.0 35.9 37.2 48.6 7894.5 7261.5 8.7 1 

晋城 237 60.2 7.2 0 271.5 1173.0 870.0 74.2 34.1 42 6430.5 6060.0 6.1 2 

平均值 227 72.3 7.8 0 321.0 1318.5 654.0 51.2 35.2 43.4 7962.0 7435.5 7.1 1 

注：本年度共 5 个参试品种(含对照)。 

5. 栽培技术 

5.1. 土壤深翻耕 

沃麦 19 是一个矮杆大穗型品种，其产量优势在于穗粒数较多，这就要求必须有优化的土壤肥力与栽

培措施。土壤增施有机肥以每 666.7 m2 施入腐熟的厩肥 2500 kg 为宜，施入有机肥后使用无墒沟大犁进

行深翻耕，这样结合施用有机肥深翻耕最好 3 年一次，在不进行深翻耕的年份最好在播前对土壤进行深

松处理，这样有利于土壤储存水分和小麦根系的下扎[6]。 

5.2. 种子处理适时播种 

近年来地下害虫和纹枯病、茎基腐病等土传病害发生较重，对这些病虫的防止最好办法就是种子处理，

即药剂拌种。防治地下害虫可用 40%甲基异硫磷乳油拌种。防治土传病害可用五氯硝基苯粉剂按 15.0~30.0 
kg/hm2的用量结合播前施肥进行撒施深翻的土壤处理。也可用 2%的立克莠按麦种量的 0.10%~0.15%拌种

处理防治土传病害；用 15%的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 0.1%~0.3%拌种防治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值得

注意的是，在种子经过拌种剂喷洒处理后，切记不能立即进行播种，而是将其晾放 12 小时，确保药物已

经被充分吸收后再进行下种。随着气候的演变，晋南冬麦区最佳播种期为 10 月 5 日~15 日，播种偏早会

造成冬前旺苗，且地下害虫发生较重；播种偏晚造成冬前苗弱，群体不够[7] [8] [9] [10]。 

5.3. 加强春季管理 

要促控结合，合理中耕。拔节期科学追肥浇水，追肥时期由传统的返青期改为起身拔节期，建议每

667 m2 追施氮磷钾(30-5-5)高塔造粒复合肥 20 kg~30 kg。搞好病虫害的防治，尤其是对红蜘蛛和蚜虫的防

治，采用菊酯类 + 10%吡虫啉 1000 倍液 + 1.8%阿维菌素 3000 倍液或 15%哒螨灵 2000 倍液。 

5.4. 后期一喷三防 

“小麦高产不高产，一喷三防是关键”，由于受气候和温湿度条件的影响，在小麦灌浆期会受到病

害(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茎基腐病、赤霉病、青枯病等)、虫害(蚜虫、吸浆虫、红蜘蛛等)及干热风

天气的危害，会对小麦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就是喷一次药，起到

防病治虫和抗干热风抗早衰的效果，达到省工省时高效的目的。晋南冬麦区实施“一喷三防”的最佳时

期为 4 月下旬~5 月中旬之间。对病害的防治可选用多菌灵、三唑酮、粉唑醇、戊唑醇等杀菌剂，杀虫剂

可选用吡虫啉、啶虫脒、高效氯氰菊酯等杀虫剂，抗干热风和早衰可选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芸苔素内酯

等)、叶面肥(如磷酸二氢钾等)等药剂[11]。 

6. 讨论 

6.1. 育种目标的确定 

近年来晋南冬麦区生态逆境灾害频繁发生，对小麦生产造成重大影响。越冬期有极端低温冻害、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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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极端低温冷害，后期灌浆期又有频繁的干热风危害，发生严重年份会对小麦产量造成很大程度减产，

甚至绝收。所以当地小麦育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生态适应强，即抗生态逆境能力强或逆境过后恢复能

力强，要保障育成小麦品种在当地不同年份能安全越冬；春季对忽冷忽热的极端低温天气有明显抗性，

即对春季低温冷害相对不太敏感；灌浆后期经常遇到干热风危害，就要求小麦品种后期灌浆快，成熟落

黄好，相对早熟，叶片持绿性强，对干热风相对不太敏感。另一个对小麦产量造成很大影响的是小麦的

倒伏问题，这就要求小麦育种目标是品种株高较低且茎秆弹性好。但小麦株高较低往往带来生物产量低，

植株通风透光不良，最后导致病害加重，同时矮杆品种往往籽粒饱满度差且籽粒光泽度不好。沃麦 19 就

是在这种育种目标下选育的，在播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其明显是一个矮杆大穗品种，株高在 65 cm 左右，

但其籽粒却饱满度好切富有光泽。同时，团队选育出矮杆大穗品种矮丰 60，同样表现出很好的丰产性和

籽粒优良的商品性状[12] [13] [14]。 

6.2. 育种方法的改进 

为了提高小麦杂交育种的效率，团队在育种方法上也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在杂交的组合配置上改以

前的以东西品种杂交为主，为以南北品种杂交为主。南北品种杂交的结果是明显扩大了优良基因利用范

围，成功率明显提高。但带来的缺点是降低了育成品种的越冬抗寒能力，这就要求育种工作者在利用南

北品种杂交时一定要注意后代材料越冬性的下降，比如后代材料在更寒冷的地区进行越冬性观察，增加

后代材料去留的选择压。在后代材料的筛选上，更加注重量的效应，在量的基础上求质，这样尽管增加

了田间工作量，但这样选育出理想品种的可能性更大。尤其在 2 代植株材料的选择上既要坚持能选尽选，

又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因为 2 代植株的筛选是后代各代材料选择的基础，如果基础打好了更后代的

选择建立在相对较高的基础上，育成理想品种的可能性更大。对高代出圃材料的选择采用早代测产，同

时在测产圃进行选单穗，再根据测产结果决定所选单穗的去留，这样既可以对后代材料进一步性状纯合，

又可以保持品系的高产性能不会因材料的纯合选择而丢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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