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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选取中国北方不同生态型冬小麦品种（系）进行产量、收获指数、ＷＵＥ、抗旱指数、冠层温度等指
标和一些农艺性状的测定与分析，以评价参试品种的节水抗旱性。随着灌水量的增加，参试品种的产量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由于参试品种对水分的敏感度不同，产量增加幅度也不尽相同。充分灌溉、自然降水与干旱胁迫处理

洛旱６号产量均最高，分别为６３１６．２０ｋｇ·ｈｍ－２、２５３８．７５ｋｇ·ｈｍ－２、１１１９．７５ｋｇ·ｈｍ－２。充分灌溉处理周麦２４对水分
最为敏感，产量较自然降水处理增加 ４４．１２％；自然降水处理开麦 ２０对水分最敏感，产量较干旱胁迫处理增加

２０１．４７％。通过产量、抗旱指数与灌浆期的冠层温度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产量与灌浆期的冠层温度呈极显著的负相
关，与灌浆中期的冠层温度相关系数最高为－０．９０８。抗旱指数与灌浆后期的冠层温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
数－０．４５３，与灌浆前期和灌浆中期的冠层温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４２、－０．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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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全生育期

的需水量平均为 ５４０ｍｍ，降水满足率为 ５５．９％～
８６．４％，需灌１～２水才能保证小麦全生育期的需水
量，达到丰产丰收的目的。干旱缺水已成为制约小



麦高产、稳产的主要因素。随着水资源严重短缺，提

高小麦品种水利用效率是小麦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１－６］。随着作物节水新品种的出现和自然条件

的变化，在水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探明灌水与否

对小麦田间水分的利用特点很有必要。其次生物节

水也是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最具潜力的方面［７］。

冠层温度（ＣＴ）作为衡量作物缺水的重要生物节水
指标，已被广泛地用来推断作物水分状况，近年来成

为作物抗旱基因型选择的重要依据［８］，与作物水分

利用密切相关。张嵩午和王长发［９］根据冠层温度特

征，将灌浆结实期冠层温度持续偏低的小麦称为冷

型小麦，反之，称为暖型小麦。朱云集等［１０］研究了６
个小麦品种灌浆期间冠层温度的差异，灌浆后期冠

层温度与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３７。
本研究选取黄淮北片及北部冬麦区的新近审定

的品种及正在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系共１２个进行产
量、ＷＵＥ、抗旱指数、冠层温度等指标的测定与分
析，评价品种的节水抗旱性，对提高小麦产量、为区

域农业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提供帮助，为区域农业水

资源的节约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与品种保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及试验年度气象概况

本试验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洛阳农科院区域试
验站干旱棚内及棚外试验地进行，洛阳农林科学院

主持国家黄淮旱地区域试验，具有完备的抗旱性鉴

定设施及方法。小麦生育期降雨量为１４７．３ｍｍ，其
中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３年４月无较有效的降雨，总
降雨量仅为６４．８ｍｍ；而 ５月份有 ８２．５ｍｍ的大量
降雨，不利于小麦灌浆，易造成雨后青干和穗发芽。

１．２ 供试材料

本试验冬小麦品种（系）１２个，其中黄淮北片冬
麦区品种（系）１１个：洛旱 ７号（黄淮冬麦区旱肥组
试验的对照种，也是本次试验的对照品种 ＣＫ，国审
麦２００７０１８，代号１２）、洛旱６号（国审麦２００６０２０，旱
地品种，代号１１）、长６８５８（新品系，代号６）、长８２５５
（新品系，代号 ５）、开麦 ２０（豫审麦 ２０１１００６，代号
７））、豫农２１１（豫审麦２０１４００４，代号１０）、周麦２４（豫
审麦２００９００２，代号１）、西农５３８（陕审麦２０１０００４，代
号４）、郑麦 ９６９４（豫审麦 ２００６００５，代号 ２）、漯 ６０５８
（新品系，代号９）、漯６１３５（新品系，代号 ８）；北部冬
麦区品种 １个：兰天 ２６（甘审麦 ２０１０００７，代号 ３）。
为便于文中作图，参试品种按１～１２代号排列。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干旱胁迫”、“自然降水”和“充分灌溉”３

个处理，２次重复，完全随机区组排列。干旱胁迫在
干旱棚内进行，自然降水和充分灌溉处理在干旱棚

外进行。充分灌溉处理于拔节期进行补灌，灌溉量

为９００ｍ３·ｈｍ－２。干旱胁迫小区长 ２ｍ，行距 ０．２３
ｍ，４行区；自然降水与充分灌溉处理小区长１．５ｍ，
行距０．２３ｍ，６行区。基本苗２２５万·ｈｍ－２。本试验
播前施红三角牌复合肥３７５ｋｇ·ｈｍ－２，其 Ｎ∶Ｐ∶Ｋ含
量比为１５∶１５∶１５。在小麦起身期架设防倒网，防倒
网高度随小麦株高增加而升高，其他田间管理同国

家区域试验抗旱性鉴定试验。

１．４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４．１ 抗旱指数及抗旱级别判定 根据国标小麦

抗旱性评价技术规范（ＧＢ／Ｔ２１１２７—２００７）提供的抗
旱指数计算公式进行抗旱指数及抗旱级别判定。

１） 抗旱指数。

抗旱指数：

ＤＩ＝ＧＹＳ．Ｔ２×ＧＹＳ．ｗ－１×ＧＹＣＫ．Ｗ×（ＧＹＣＫ．Ｔ２）－１

式中，ＤＩ为抗旱指数；ＧＹＳ．Ｔ为待测材料胁迫处理籽
粒产量（“干旱胁迫”处理产量）；ＧＹＳ．ｗ为待测材料对
照处理籽粒产量（“充分灌溉”处理产量）；ＧＹＣＫ．Ｗ为
对照品种对照处理籽粒产量（“充分灌溉”处理籽粒

产量），ＧＹＣＫ．Ｔ为对照品种胁迫处理籽粒产量（“干旱
胁迫”处理籽粒产量）。本试验对照品种（ＣＫ）为国
家黄淮冬麦区旱肥组区域试验对照品种洛旱７号。

２）抗旱级别判定。
根据抗旱指数把抗旱级别划分为５级，抗旱指

数≥１．３０的为 １级，抗旱性极强；抗旱指数 １．１０～
１．２９的为２级，抗旱性强；抗旱指数０．９０～１．０９为３
级，抗旱性中等；抗旱指数０．７０～０．８９的为４级，抗
旱性弱；抗旱指数≤０．６９的为５级，抗旱性极弱。

表１ 抗旱性级别划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抗旱性级别

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抗旱指数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抗旱性评价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３０ 极强 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ＨＲ）

２ １．１０～１．２９ 强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

３ ０．９０～１．０９ 中等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Ｒ）

４ ０．７０～０．８９ 弱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５ ≤０．６９ 极弱 Ｈｉｇｈ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ＨＳ）

１．４．２ 冠层温度（ＣＴ）的测定［７－１０］ 采用国产ＳＴ－
２９５５型手持式红外测定仪，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
于冬小麦灌浆初期、灌浆中期、灌浆后期测定各小区

的ＣＴ值，每次测定时间为午后１３∶３０～１５∶３０。观测
用往返重复读数法测定，测定时视场角取５度，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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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仪置于１．５ｍ高度左右，以３０度瞄准小区内中
间的冠层，其测点为群体生长一致、有代表性的部

位，避开裸地影响，直接在显示屏上读取数据。为了

减少误差，对每个小区的测定重复５次，取其平均值
作该次测定的ＣＴ值。

不同小麦品种的开花期及同一品种不同处理的

开花期均会有所不同，一般干旱胁迫处理下的品种

会较充分灌溉处理的开花期有３－５天的提前；冠层
温度又与测定当天的大气温度有极大相关，同一处

理不同天气测定结果会差异很大。综合考虑，把不

同品种不同处理的冠层温度测定设在同一天进行。

灌浆前期测定时间为４月３０日，灌浆中期的测定时
间为５月１０日，灌浆后期的测定时间为５月２０日。
１．４．３ ＷＵＥ的计算［１１－１３］

ＷＵＥ（ｋｇ·ｈｍ－２·ｍｍ－１）＝供试品种籽粒产量（ｋｇ·
ｈｍ－２）／供试品种耗水量（ｍｍ）；

耗水量（ｍｍ）＝（播前 ２ｍ土层储水量 ｍｍ＋生
育期降水量ｍｍ）－收获时２ｍ土层储水量ｍｍ；
１．４．４ 数据处理 利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１５．０进
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水分处理下的产量差异

随着灌水量的增加，参试品种的产量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见图１）。相同品种不同灌水处理产量
差异极显著，但相同水分处理不同品种的产量差异

却不尽相同。

干旱胁迫处理的平均产量为 ８８５．９８ｋｇ·ｈｍ－２，
洛旱６号的产量最高为 １１１９．７５ｋｇ·ｈｍ－２，其中周
２４与西农 ５３８差异不显著，郑麦 ９６９４与开麦 ２０差
异不显著，兰天２６与洛旱７号差异不显著。

自然降水处理的平均产量为 １７３９．９４ｋｇ·
ｈｍ－２，洛旱６号产量最高为２５３８．７５ｋｇ·ｈｍ－２，兰天
２６与长６８５８差异不显著，周２４与长８２５５差异不显
著。与干旱胁迫处理相比较，参试品种中产量增幅

最大的是开麦２０，增幅达２０１．４７％。产量在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品种有４个，分别是洛旱６号、洛旱
７号和开麦２０、长６８５８。

充分灌溉处理的平均产量为 ４８６９．８４ｋｇ·
ｈｍ－２，洛旱６号产量亦最高为６３１６．２０ｋｇ·ｈｍ－２，长
６８５８次之为６１３１．５５ｋｇ·ｈｍ－２，周２４与兰天２６差异
不显著，长 ８２５５与开麦 ２０差异不显著。与自然降
水处理相比较，参试品种中周麦 ２４对水分最为敏
感，产量增幅最大（４４．１２％）。产量水平在 ６０００～
６４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品种有２个：洛旱６号和长６８５８，产
量在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品种有３个：周２４、兰
天２６、洛旱７号。

图１ 不同水分处理产量差异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ｙ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２ 不同水分处理下的ＷＵＥ差异
随着灌水量的增加，ＷＵＥ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干旱胁迫处理，长８２５５、开麦２０、豫农２１１的ＷＵＥ差
异不显著；自然降水处理，郑麦 ９６９４、长 ８２５５、豫农
２１１的ＷＵＥ差异不显著；充分灌溉处理不同品种的
ＷＵＥ均呈极显著差异。干旱胁迫处理的平均 ＷＵＥ
为５．２６ｋｇ·ｈｍ－２·ｍｍ－１，自然降水处理的平均 ＷＵＥ

为６．０３ｋｇ·ｈｍ－２·ｍｍ－１，充分灌溉处理的平均 ＷＵＥ
为９．５０ｋｇ·ｈｍ－２·ｍｍ－１。充分灌溉处理的 ＷＵＥ较
干旱胁迫处理增加 ８０．６１％，较自然灌水处理增加
５７．５５％。

不同品种对水分的敏感度不同，三个水分处理，

洛旱６号的 ＷＵＥ均最高。干旱胁迫处理洛旱 ６号
（６．３０ｋｇ·ｈｍ－２·ｍｍ－１）的 ＷＵＥ最高，兰天 ２６（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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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ｈｍ－２·ｍｍ－１）次之；自然降水处理ＷＵＥ在７．００～
７．４０ｋｇ·ｈｍ－２·ｍｍ－１的品种有２个：洛旱６号、开麦
２０。ＷＵＥ在６．００～７．００ｋｇ·ｈｍ－２·ｍｍ－１的品种有４
个：兰天２６、西农５３８、长６８５８、洛旱７号。与干旱胁
迫处理相比较，西农５３８、开麦２０、漯６０５８的ＷＵＥ增

幅均较大，分别为 ２４．００％、４６．９４％、４０．４８％；充分
灌溉处理 ＷＵＥ在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ｋｇ·ｈｍ－２·ｍｍ－１的
品种有 ４个：周 ２４、兰天 ２６、长 ６８５８、洛旱 ７号。与
自然灌水处理相比较，周麦２４、兰天 ２６、长 ８２５５、长
６８５８、漯６１３５的ＷＵＥ增幅均在７５％以上。

图２ 不同水分处理ＷＵＥ差异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ＷＵ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３ 不同生态型冬小麦品种抗旱性

以洛旱７号为抗旱性鉴定的对照品种，其抗旱
指数为１．０００，进行抗旱指数的计算：洛旱６号和兰
天２６的抗旱指数均较高，开麦 ２０抗旱指数最低为

０．６９。经过分析鉴定出抗旱指数三级品种有：兰天
２６、长６８５８、西农５３８、洛旱６号、洛旱７号；抗旱性４
级的品种有周麦 ２４、郑麦 ９４６４、长 ８２５５、漯 ６１３５、漯
６０５８、豫农２１１。

图３ 不同品种抗旱指数及抗旱级别

Ｆｉｇ．３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２．４ 不同水分处理下灌浆期的冠层温度差异

随着灌浆的推移，不同水分处理的冠层温度差

异渐渐变小，其中灌浆前期与灌浆后期干旱胁迫处

理下不同品种的冠层温度差异不显著；充分灌溉与

自然降水处理，灌浆前、中、后期不同品种的冠层温

度均呈极显著差异。干旱胁迫处理下，灌浆前、中、

后期的平均灌浆温度为２５．８０℃、２７．４２℃、２９．１５℃；
自然降水处理下，灌浆前、中、后期的平均灌浆温度

为２３．０３℃、２６．０５℃、２８．１３℃；充分灌溉处理下灌浆
前、中、后期的平均灌浆温度为 ２１．４５℃、２３．０３℃、
２７．０４℃。不同水分处理下兰天２６的冠层温度均最
低，豫农２１１的冠层温度均最高。兰天２６、长６８５８、

洛旱６号灌浆期的冠层温度在不同水分处理条件下
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其他品种。

２．５ 产量、抗旱指数与灌浆期冠层温度的相关性分

析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做不同水分处理的产量与抗旱
指数、灌浆期冠层温度的相关分析得出：产量与抗旱

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１８３；产量与灌浆
期的冠层温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与灌浆中期的相

关系数最高为－０．９０８。抗旱指数与灌浆后期的冠
层温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 －０．４５３，与灌
浆前期和灌浆中期的冠层温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０．３４２、－０．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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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灌浆期冠层温度／℃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ａｎｏｐ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灌浆前期 Ｅａｒｌｙ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干旱胁迫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自然降水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充分灌溉

Ｃｏｐｉｏｕ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灌浆中期 Ｍｉ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干旱胁迫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自然降水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充分灌溉

Ｃｏｐｉｏｕ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灌浆后期 Ｌａｔ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干旱胁迫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自然降水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充分灌溉

Ｃｏｐｉｏｕ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２５．５０ａｂ ２２．６０ｂ ２０．３０ｄ ２６．４０ｄ ２５．８０ｂ ２２．２０ｄ ２９．１０ａ ２７．９０ｂｃ ２６．３０ｄｅ

２ ２５．８０ａｂ ２４．００ａ ２３．００ａｂ ２７．２０ａｂｃｄ ２７．１０ａ ２４．９０ａ ２９．２０ａ ２９．００ａｂ ２８．４０ａｂ

３ ２５．１０ｂ ２１．２０ａ １９．２０ｆ ２６．８０ｃｄ ２４．１０ｃ ２０．７０ｅ ２８．８０ａ ２６．８０ｄ ２５．４０ｅ

４ ２６．２０ａ ２３．９０ａ ２２．７０ａｂ ２７．９０ａｂ ２７．１０ａ ２４．４０ａｂ ２９．３０ａ ２８．９０ａｂ ２８．１０ａｂ

５ ２６．２０ａ ２３．５０ａ ２２．５０ｂ ２７．８０ａｂｃ ２６．７０ａｂ ２４．３０ａｂ ２９．３０ａ ２８．４０ａｂ ２７．８０ａｂ

６ ２５．５０ａｂ ２１．７０ｃｄ ２０．１０ｄｅ ２７．１０ａｂｃｄ ２４．６０ｃ ２１．５０ｄｅ ２９．００ａ ２７．１０ｃｄ ２５．８０ｅ

７ ２６．１０ａｂ ２４．００ａ ２３．００ａｂ ２７．７０ａｂｃ ２７．３０ａ ２４．８０ａ ２９．３０ａ ２８．９０ａｂ ２８．２０ａｂ

８ ２６．００ａｂ ２３．７０ａ ２１．４０ｃ ２７．９０ａｂ ２６．６０ａｂ ２３．１０ｃ ２９．３０ａ ２８．７０ａｂ ２６．８０ｃｄ

９ ２６．１０ａｂ ２３．８０ａ ２２．２０ｂ ２８．１０ａ ２７．００ａ ２３．６０ｂｃ ２９．３０ａ ２８．７０ａｂ ２７．５０ｂｃ

１０ ２６．２０ａ ２４．２０ａ ２３．４０ａ ２８．００ａｂ ２７．３０ａ ２４．６０ａ ２９．３０ａ ２９．１０ａ ２８．６０ａ

１１ ２５．４０ａｂ ２１．６０ｃｄ １９．４０ｅｆ ２７．１０ａｂｃｄ ２４．２０ｃ ２０．８０ｅ ２８．９０ａ ２６．８０ｄ ２５．５０ｅ

１２ ２５．５０ａｂ ２２．２０ｂｃ ２０．２０ｄ ２７．００ｂｃｄ ２４．８０ｃ ２１．５０ｄｅ ２９．００ａ ２７．３０ｃｄ ２６．１０ｄｅ

Ｆ １．６６ １７．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０３ １７．９６ ３６．７ ０．３ ７．７ １４．５５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表３ 产量、抗旱指数与灌浆期冠层温度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ｙｉｅｌ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ｃａｎｏｐ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项目

Ｉｔｅｍ
产量

Ｙｉｅｌｄ

冠层温度 Ｃａｎｏｐ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灌浆前期

Ｅａｒｌｙ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灌浆中期

Ｍｉｄ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灌浆后期

Ｌａｔｅ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７ －０．９０８ －０．８０４

抗旱指数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１８３ －０．３４２ －０．３６６ －０．４５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

ｅ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结论与讨论

干旱缺水是我国北方第一大作物小麦的首要灾

害。本研究针对小麦抗旱节水研究中存在鉴定技术

与评价方法缺乏量化标准，现有指标与抗旱节水高

产遗传育种衔接不足，抗旱节水高产种质资源缺乏，

国家急需抗旱节水高产品种等问题，以建立抗旱节

水鉴定评价技术指标体系为突破口，以抗旱节水种

质创新为基础，以选育和推广抗旱节水高产品种为

目标，开展系统深入研究。本研究鉴定了供试品种

的抗旱性及抗旱等级并研究了 ＷＵＥ及与节水相关
的冠层温度，通过综合评定认为兰天２６、长６８５８、西
农５３８、洛旱６号、洛旱７号在充分灌溉条件下均有
较优的节水抗旱性，但是由于兰天 ２６、长 ６８５８株高
较高，且抗倒性较弱，适宜在北方旱地种植；西农

５３８、洛旱７号、洛旱 ６号适宜在北方旱地及扩灌区
种植。周麦２４、郑麦９４６４、长８２５５、漯６１３５、漯６０５８、
豫农２１１适合在黄淮麦区的高水肥地种植。

小麦抗旱性评价技术体系是洛阳农林科学院与

中国农科院合作制定的抗旱性评价技术规程，作为

国标被国家小麦区域试验充分运用，抗旱指数作为

其中重要指标用来计算小麦的抗旱性十分精准有

效。洛阳农林科学院拥有干旱棚３座，从９０年代开
始独立承担国家小麦区域试验中黄淮冬麦及北部冬

麦区旱地组抗旱性鉴定试验。干旱指数计算需要通

过干旱棚内和干旱棚外的两组产量数据进行计算，

其中干旱棚内试验小麦全生育期需要干旱棚遮盖，

保证小麦全生育期无降水，只在每年６—９月小麦休
闲期推开棚盖接受自然降水，待降水量达３００ｍｍ时
推棚遮盖；干旱棚外试验是与棚内试验平行试验，无

干旱棚遮盖全生育期接受自然降水。抗旱性鉴定需

要有干旱棚协助进行，有干旱棚的单位运用起来比

较方便，无干旱棚的单位需要到洛阳农林科学院进

行抗旱性鉴定试验。可否建立抗旱指数简化评价体

系？是否可以利用现有国家小麦区域试验对参试品

种的抗旱性鉴定评判结果，联合区域试验不同生态

区承担试验的试点，对其不同品种小麦休闲期及生

育期的气象数据及农艺性状等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建

模，找出水分、农艺性状等与抗旱性相关的模型，以

便于在没有干旱棚种植条件下通过气象条件和农艺

指标等对抗旱性及抗旱级别进行判定？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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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提高地温，增加有效积温，缩短生育周期，防治霜

冻，可有效提高胡麻种植海拔；垄侧种植，有利于防

止板结，以保证胡麻全苗、壮苗，为高产稳产奠定基

础；大小垄组合型种植模式，使胡麻在生长后期通风

透光，抗倒伏。为了配合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我们

已研制了全膜大小垄侧栽培起垄、覆膜、播种一体

机，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该技术对同类旱作区密

植作物抗旱保苗、高产稳产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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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冠层温度与产量关系密切，需要

进一步对冠层温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冠层温度的

测定需要冠层温度仪，冠层温度仪的精准度对试验

影响较大。冠层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需要按

照试验方法操作，并且一次测定的品种和处理不宜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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