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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３０１ 份小麦品种(系)种子
萌发期抗旱性鉴定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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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ꎻ

３.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以－０.５ ＭＰａ ＰＥＧ－６０００ 模拟干旱胁迫环境ꎬ对 ３０１ 份冬小麦品种(系)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种子萌发培

养ꎬ在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根数、根长、苗高和胚芽鞘长度测定的基础上ꎬ应用隶属函数、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

等方法对小麦种子萌发期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价ꎮ 结果表明ꎬＰＥＧ 胁迫下各指标测量值较对照均下降ꎬ且各指标之间

存在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ꎮ 利用隶属函数法进行抗旱性分析ꎬ发现不同小麦品种(系)间表现出较大差异ꎬＤ 值的变

幅为 ０.０８~０.９５ꎮ 通过聚类分析ꎬ将材料按抗旱性强弱分为 ５ 类:藁城 ８９０１ 等 ８ 份品种(系)为高度抗旱型ꎬ周麦 ２２
等 ２９ 份品种(系)为抗旱型ꎬ鲁麦 ８ 号等 １１６ 份品种(系)为中等抗旱型ꎬ石 ４１８５ 等 ８３ 份品种(系)为干旱敏感型ꎬ烟
农 １８ 等 ６５ 份品种(系)为干旱高度敏感型ꎮ 主成分分析表明ꎬ发芽指数、根长和根数在萌发因子、伸长因子和根部

性状因子中的载荷量分别为 ０.９６ꎬ０.８８ 和 ０.９１ꎮ 不同抗旱类型麦区间的分布表明ꎬ８ 份高度抗旱型小麦品种(系)均
来自国内ꎬ其中 ５ 份来自北部冬麦区ꎮ 综合评价得到萌发期高度抗旱型种质分别是川麦 ４４、皖麦 ３３、藁城 ８９０１、
ＣＡ９７１９、周 ８４２５Ｂ、宁冬 １０、新麦 ３７ 和 ＣＡ０９５８ꎮ 发芽指数、根长和根数可作为小麦萌发期抗旱性鉴定的可靠指标ꎮ
北部冬麦区可作为挖掘抗旱关键种质的重点麦区ꎮ

关键词:小麦种质ꎻ种子萌发期ꎻ抗旱性鉴定ꎻ聚类分析ꎻ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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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水资源紧缺的加剧ꎬ每年

因干旱缺水导致的作物减产已经超过其他非生物

限制因素的总和ꎬ干旱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１－２]ꎮ 小麦是世界上第二大粮食作物ꎬ养活了世

界上约 ４０％的人口[３－４]ꎬ小麦高产、稳产直接影响一

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国计民生[５]ꎮ 培育抗旱性强

的小麦新品种是干旱条件下维持小麦稳产简便有

效的途径之一[６]ꎮ 种子萌发期既是小麦生长发育

的起始阶段ꎬ也是衡量小麦抗旱性强弱的重要时

期[７]ꎮ 小麦萌发期抗旱性对幼苗建立和后期高产

至关重要ꎬ小麦的正常萌发直接影响出苗的快慢和

质量ꎬ进而决定了全田基本苗数及群体结构ꎬ影响

着产量的构成[８]ꎮ
聚乙二醇(ＰＥＧ)是目前普遍应用的渗透调节

剂ꎬ它通过改变溶液渗透压ꎬ进而影响种子吸水速

率ꎬ达到模拟干旱的条件ꎬ适用于小麦种子萌发抗

旱鉴定[９－１１]ꎮ 发芽率[９]、发芽势[９]、发芽指数[６]、胚
根数[１２]、胚芽鞘长度[８ꎬ １３] 和最长胚根长[１３] 等均可

作为萌发期抗旱鉴定的参考指标ꎬ但仅凭单一指

标ꎬ很难全面准确地评判品种抗旱性[６]ꎮ 因此ꎬ采
用模糊隶属函数[６]、聚类分析[１４]、灰度关联[１５] 和主

成分分析[１６]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ꎬ能有效弥补单一

指标造成评价片面的缺陷ꎮ 主成分分析法能对各

指标间的相关性进行估算ꎬ因此该法在评价多种作

物种子萌发期抗旱性上广泛应用[１７－１９]ꎮ 孙绿等[８]

以 １１９ 份黄淮冬麦区小麦品种进行萌发期抗旱性鉴

定ꎬ将加权隶属函数法和聚类分析法相结合ꎬ对其

进行分类ꎬ获得 １３ 份强抗旱性材料ꎮ 周国雁等[９]用

高渗溶液渗透胁迫法对 ７０ 份云南小麦品种进行了

抗旱研究ꎬ并指出萌发期抗旱性和全生育期抗旱性

之间存在一定联系ꎬ绝大多数小麦品种中ꎬ如果萌

发期抗旱ꎬ则全生育期一般也表现抗旱ꎮ 小麦种质

资源丰富ꎬ不同品种对干旱胁迫的响应也存在一定

差异ꎮ 崔俊美等[２０] 通过萌发期结合苗期抗旱指标

对 ７ 份四川小麦品种进行抗旱性鉴定ꎬ发现川麦 ４２
和 Ｓｙ９５－７１ 在两个时期抗旱排序没有变化ꎬ抗旱性

分别是最强和最弱ꎮ 曹勇等[２１] 以 ＰＥＧ 胁迫下 ６ 份

山西小麦品系发芽率、发芽势、萌发指数和干物质

转换率的差异性响应ꎬ选出具有代表性且抗旱综合

表现好的 ３ 份品系ꎬ为山西旱地小麦育种提供重要

材料ꎮ 李国瑞等[６]对 ４１ 份小麦品种萌发期抗旱性

研究表明ꎬ强抗旱性品种蜀万 ８ 号、绵麦 ３７、绵麦

２２８ 等可作为西南麦区小麦抗旱育种种质资源ꎮ
上述研究对不同地区小麦种子萌发期抗旱性

进行了大量研究[６ꎬ ９ꎬ １３ꎬ ２１－２２]ꎬ但多是通过单一麦区

的小麦材料进行种子萌发期抗旱鉴定ꎬ涉及品种数

相对较少ꎬ且缺乏对不同麦区材料间抗旱性的全面

评价ꎬ从而限制了优异抗旱资源的跨麦区或地区的

交流与使用ꎮ 国外材料及区域外材料由于来源背

景差异大ꎬ从而具有更为丰富的遗传变异ꎬ通过对

国内主要麦区和国外引进冬小麦进行种子萌发期

抗旱性全面和系统的研究ꎬ可为育种提供更为丰富

的优异种质资源及跨区域的交流与应用ꎮ 本研究

对我国四大主要冬麦区的 ２３３ 份和来自国外的 ６８
份品种(系)进行萌发期抗旱性鉴定ꎬ筛选关键材料

进行种质创新ꎬ找到容易测定且与萌发期抗旱性密

切相关的抗旱指标ꎬ了解冬小麦萌发期抗旱性及各

区域抗旱类型分布特点ꎬ为干旱区乃至全国小麦抗

旱性遗传改良提供参考信息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小麦材料共 ３０１ 份ꎬ其中 ６８ 份为国外品种

(系)ꎬ２３３ 份为我国 ４ 个冬麦区品种(系)ꎬ包括北

部冬麦区 ５１ 份ꎬ黄淮冬麦区 １２１ 份ꎬ长江中下游冬

麦区 ４１ 份和西南冬麦区 ２０ 份(见附表)ꎮ 材料涵

盖国内上述麦区各时期主栽品种(系)和适合国内

种植的外引品种(系)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ꎬ均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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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何中虎研究员惠赠ꎮ
用于发芽试验的种子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种植于新

疆农业科学院玛纳斯县试验站ꎮ 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ꎬ三行区ꎬ２ ｍ 行长ꎬ每行 ５０ 株ꎬ行距 ２５ ｃｍꎬ田间

管理按照当地的栽培措施进行ꎮ 收获后ꎬ种子经过

精选晾晒后备用ꎬ由新疆农业大学小麦分子育种课

题组进行收集保存ꎮ
１.２　 试验设计

参照«小麦抗旱性鉴定评价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１２７－２００７»的方法[２３]ꎮ 每份材料挑选大小均匀、
籽粒饱满、无虫害种子 ６００ 粒ꎮ 先用 ７０％的酒精活

化 ６０ ｓꎬ无菌水冲洗 ５ 次ꎬ再用 ０.１％ ＨｇＣｌ２溶液消毒

１５ ｍｉｎꎬ无菌水冲洗 ５ 次ꎮ 消毒完毕后用无菌水浸

泡种子至露白ꎮ 用－０.５ ＭＰａ 聚乙二醇－６０００(ＰＥＧ－
６０００)水溶液对种子进行水分胁迫处理ꎬ以无离子

水作为对照ꎬ３ 次重复ꎮ 每发芽皿中放入 １００ 粒种

子(铺有单层滤纸)ꎬ分别加入 １２ ｍＬ ＰＥＧ－６０００ 溶

液或无离子水ꎮ 采用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 智能光照培养箱培

养ꎬ恒温 ２０ ℃培养ꎬ相对湿度 ６０％ꎬ光照 /黑暗时间

为 １２ ｈ / １２ ｈꎬ光照强度为 １５０ μｍｏｌｍ－２ｓ－１ꎬ连续

培养 ７ ｄꎬ每天用电子天平称量因蒸发散失的水分ꎬ并
用蒸馏水补充水分损失ꎬ以保持渗透势不变ꎮ 以胚根

长≥种子长或胚芽长≥０.５×种子长作为发芽标准ꎮ
发芽势＝第 ３ ｄ 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数×１００％ꎻ

发芽率＝第 ７ ｄ 发芽种子数 /供试种子数×１００％ꎻ发芽

指数 ＧＩ＝∑(Ｇｔ / Ｄｔ)ꎬ其中ꎬＧｔ 为第 ｔ 日的发芽种子个

数ꎬＤｔ 为相应的发芽日数ꎻ发芽第 ７ ｄꎬ随机挑选发芽

苗 １０ 株ꎬ测量根数、根长、苗高和胚芽鞘长度ꎮ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抗旱系数的计算

参照贾寿山等[１５]的计算方法:
某一指标的相对值 ＝ ＰＥＧ 胁迫处理的测定值 /

对照的测定值×１００％ꎻ
综合抗旱系数＝(ｎ 个指标的相对值之和) / ｎꎮ
(２)隶属函数的计算

采用模糊隶属函数法对 ３０１ 份小麦品种(系)
萌发期抗旱各指标进行隶属函数值计算ꎬ得出加权

平均值ꎬ用以综合评价抗旱性ꎮ 参照杨进文等[２４] 的

方法ꎬ用于分析的隶属函数值Ｕ(Ｘ ｊ) 计算方法如下:
Ｕ(Ｘ ｊ) ＝ (Ｘ ｊ － Ｘ ｊｍｉｎ) / (Ｘ ｊｍａｘ － Ｘ ｊｍｉｎ)ꎬ

ｊ ＝ １ꎬ２ꎬ３ꎬ (１)

Ｕ Ｘ ｊ( ) ＝ １ －
Ｘ ｊ － Ｘ ｊｍｉｎ

Ｘ ｊｍａｘ － Ｘ ｊｍｉｎ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ꎬ

ｊ ＝ １ꎬ２ꎬ３ꎬ (２)

Ｄ ＝ ∑
ｎ

ｊ ＝ １
Ｕ Ｘ ｊ( )

ｒ ｊ

∑
ｎ

ｊ ＝ １
ｒ ｊ

æ

è

ç
ç

ö

ø

÷
÷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ꎬ　 ｊ ＝ １ꎬ２ꎬ３ꎬ

(３)
其中ꎬＸ ｊ 为第 ｊ个指标抗旱系数的测定值ꎻＸ ｊｍａｘ 为第 ｊ
个指标抗旱系数的最大值ꎻＸ ｊｍｉｎ 为第 ｊ个指标抗旱系

数的最小值ꎮ 若所测指标与植物的抗旱性呈正相

关ꎬ则采用(１) 式计算隶属函数值ꎬ反之则用(２)
式ꎮ 公式(３) 中ꎬＵ(Ｘ ｊ) 为第 ｊ 个指标的隶属函数

值ꎬｒ ｊ 为第 ｊ 个指标与综合抗旱系数间的相关系数ꎬ

ｒ ｊ /∑
ｎ

ｊ ＝ １
ｒ ｊ 为指标权数ꎬ表示第 ｊ 个指标在所有指

标中的重要程度ꎮ Ｄ 值为各个品种(系) 在 ＰＥＧ 胁

迫下的抗旱性度量值ꎬ根据 Ｄ 值大小可以对品种

(系) 进行抗旱性鉴定ꎬＤ 值越大ꎬ 说明抗旱性越

强ꎮ 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进行数据整理并计算各

处理指标的平均值ꎬ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 Ｔ 检验、相关性

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ꎮ 因子分析以累计贡献

率 ≥ ８０％ 的原则来选取因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小麦品种(系)种子萌发对干旱胁迫响应

的差异

　 　 由表 １ 可见ꎬＰＥＧ 胁迫下 ７ 个指标测量值较对

照均下降ꎬ说明 ＰＥＧ 胁迫对种子萌发具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ꎮ 胁迫培养下苗高均值为 ３.０７ ｃｍꎬ下降最严

重ꎬ较对照下降 ５６.３９％ꎮ 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
根数、根长和胚芽鞘长均值分别是:３４.３３％、５０.２５％、
０.５３ ｃｍ、４.４７ ｃｍ、５.１０ ｃｍ 和 １.９９ ｃｍꎬ分别较对照下降

了 ２２.４０％、３１.１１％、３５.７１％、３.２５％、３８.７８％和 １.９７％ꎮ
除根长外ꎬＰＥＧ 胁迫下其余指标变异系数较对照均增

加ꎬ发芽率表现突出ꎬ增加了 ３９.８０％ꎮ 对照与处理间

各指标经配对 ｔ 检验ꎬ均表现为极显著ꎮ 说明胁迫对

各指标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ꎬ且各指标对干旱胁迫

的响应不同ꎮ
２.２　 不同小麦品种(系)萌发期各指标的相关性

分析

　 　 ＰＥＧ 胁迫下各指标相对值相关性表明ꎬ除相对

苗高分别与相对发芽势、相对发芽率和相对发芽指

数呈显著正相关外ꎬ其余各指标间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ꎮ 进而说明小麦抗旱性是一个复杂的数量性状

(表 ２)ꎮ 其中ꎬ相对发芽指数与相对发芽势和相对

发芽率呈极显著正相关ꎬ相关系数最高ꎬ分别达到

０.８７０和 ０.７４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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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ＰＥＧ 胁迫下小麦种子各萌发指标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３０１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ＰＥＧ ｓｔｒｅｓ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ＧＰ / ％ ＧＲ / ％ ＧＩ ＲＮ ＲＬ / ｃｍ ＳＨ / ｃｍ ＣＬ / ｃｍ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最大值 Ｍａｘ. 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 ６.００ １４.３３ １０.５０ ２.８７
最小值 Ｍｉｎ. ２.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４ ２.３０ １.９７ １.４２ ０.８３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４.２４ ７２.９４ ０.８４ ４.６２ ８.３３ ７.０４ ２.０３
标准差 ＳＥ １８.８４ １９.９２ ０.３２ ０.６１ ２.３７ １.８５ ０.３４
变异系数 ＣＶ / ％ ４２.５８ ２７.３１ ３８.７６ １３.２１ ２８.４９ ２６.２６ １６.７４

ＰＥＧ 胁迫
ＰＥＧ ｓｔｒｅｓｓ

最大值 Ｍａｘ. ７８.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３３ ５.７０ ９.２０ ６.９４ ３.０８
最小值 Ｍｉｎ. １.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５ ２.４０ １.８７ ０.６２ ０.６２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４.３３ ５０.２５ ０.５３ ４.４７ ５.１０ ３.０７ １.９９
标准差 ＳＥ １５.１２ １９.１８ ０.２４ ０.６３ １.３５ １.０１ ０.４０
变异系数 ＣＶ / ％ ４４.０３ ３８.１８ ４４.２７ １４.１１ ２６.４７ ３２.９７ １９.９７

较对照变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９.９１ －２２.６９ －０.３０　 －０.１５　 －３.２３　 －３.９７　 －０.０４　
变异系数 ＣＶ / ％ １.４５ １０.８７ ５.５１ ０.９０ －２.０２ ６.７１ ３.２３
ｔ 值 ｔ ｖａｌｕｅ －１７.０７∗∗ －２７.００∗∗－２７.８７∗∗ －４.１８∗∗ －２３.３６∗∗ －３６.８２∗∗ －１.７１∗∗

　 　 注:ＧＰ: 发芽势ꎻ ＧＲ: 发芽率ꎻ ＧＩ: 发芽指数ꎻ ＲＮ: 根数ꎻ ＲＬ: 根长ꎻ ＳＨ: 苗高ꎻ ＣＬ: 胚芽鞘长度ꎻ ｔ 值: 处理与对照配对 ｔ 检验ꎻ ∗∗表示

ｔ 检验达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ꎮ
Ｎｏｔｅ: ＧＰ: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ꎻ Ｇ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ＧＩ: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 Ｒ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Ｒ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ＳＨ: Ｓｈｏｏｔ ｈｅｉｇｈｔꎻ

ＣＬ: Ｃｏｌｅｏｐｔｉ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ｉｒｅｄ ｔ－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ｔｅｓ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Ｐ<０.０１) .

表 ２　 ＰＥＧ 胁迫下各萌发相关指标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ＥＧ ｓｔｒｅｓｓ

测定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ＲＧＰ ＲＧＲ ＲＧＩ ＲＲＮ ＲＲＬ ＲＳＨ ＲＣＬ
ＲＧＰ １.０００
ＲＧＲ ０.５７４∗∗ １.０００
ＲＧＩ ０.８７０∗∗ ０.７４６∗∗ １.０００
ＲＲＮ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８∗∗ １.０００
ＲＲＬ ０.２５１∗∗ ０.２７１∗∗ ０.３０２∗∗ ０.４４２∗∗ １.０００
ＲＳＨ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６∗ ０.４９２∗∗ ０.６７１∗∗ １.０００
ＲＣＬ ０.２４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４∗∗ ０.６２２∗∗ ０.５２８∗∗ ０.７３１∗∗ １.０００

　 　 注:ＲＧＰ: 相对发芽势ꎻ ＲＧＲ: 相对发芽率ꎻ ＲＧＩ: 相对发芽指数ꎻ ＲＲＮ: 相对根数ꎻ ＲＲＬ: 相对根长ꎻ ＲＳＨ: 相对苗高ꎻ ＲＣＬ: 相对胚芽鞘长

度ꎻ ∗和∗∗分别表示在 Ｐ＝ ０.０５ 和 Ｐ＝ ０.０１ 水平上相关显著ꎮ
ＲＧ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ꎻ ＲＧ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ＲＧＩ: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 Ｒ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ＲＲ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Ｒ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ｈｏｏｔ ｈｅｉｇｈｔꎻ ＲＣ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ｅｏｐｔｉ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ꎻ ∗ ａｎｄ ∗∗ ｄｅ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Ｐ ＝ ０.０５ ａｎｄ Ｐ ＝

０.０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３　 不同小麦品种(系)萌发期抗旱性综合评价

采用隶属函数法分别对供试材料发芽势、发芽

率、发芽指数、根数、根长、苗高和胚芽鞘长求算隶

属函数值ꎬ通过加权平均得到 Ｄ 值ꎬ并利用 Ｄ 值进

行抗旱性综合评价ꎮ 按 Ｄ 值的大小进行排序ꎬ变幅

范围 ０.０８~０.９５(见附表)ꎮ 结果表明ꎬ川麦 ４４ 和皖

麦 ３３ 抗旱性表现最好ꎬＤ 值分别达到了 ０. ９５ 和

０.８９ꎮ 繁 ６ 和 Ｎｉｄｅｒａ Ｂａｇｕｅｔｔｅ １０ 抗旱性表现最差ꎬＤ
值均为 ０.０８ꎮ
２.４　 不同小麦品种(系)萌发期抗旱性聚类分析

利用供试材料 Ｄ 值经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系统聚类的组

内联接法ꎬ根据欧式距离>５ 的标准ꎬ将 ３０１ 份地理

来源不同的小麦品种(系)ꎬ分为 ５ 大类(表 ３)ꎮ 第

Ⅰ类包括皖麦 ３３、藁城 ８９０１ 和川麦 ４４ 等 ８ 份小麦

材料ꎬ占供试材料的 ２.６６％ꎬＤ 值平均值 ０.８６ꎬ属于

高度抗旱型小麦品种(系)ꎮ 第Ⅱ类包括 Ｆｒ０３７３３、
周麦 ２２ 和皖 ２３０９４ 等 ２９ 份小麦材料ꎬ占供试材料

的 ９.６４％ꎬＤ 值平均值 ０.６９ꎬ属于抗旱型小麦品种

(系)ꎮ 第Ⅲ类包括 Ｎｏｒｉｎ ６１、鲁麦 ８ 号和豫麦 ３４ 等

１１６ 份小麦材料ꎬ占供试材料的 ３８.５４％ꎬＤ 值平均值

０.５２ꎬ属于中等抗旱型小麦品种(系)ꎮ 第Ⅳ类包括

石 ４１８５、豫麦 １８ 和 Ｆｒ０３７２４ 等 ８３ 份小麦材料ꎬ占供

试材料的 ２７.５７％ꎬＤ 值平均值 ０.３８ꎬ属于对干旱敏

感型小麦品种(系)ꎮ 第Ⅴ类包括豫麦 ７ 号、豫麦 ４９
和烟 农 １８ 等 ６５ 份 小 麦 材 料ꎬ 占 供 试 材 料 的

２１.５９％ꎬＤ 值平均值 ０.２３ꎬ属于对干旱高度敏感型

小麦品种(系)ꎮ
２.５　 不同小麦品种(系)萌发期抗旱类型分布情况

６８ 份国外品种(系)中ꎬ抗旱类型达到中等及以

上抗旱性的品种(系)有 ３６ 份(５２.９４％)ꎻ２３３ 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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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品种(系)中ꎬ达中等及以上抗旱性的品种(系)有
１１７ 份(占 ５０.２２％)ꎬ国外品种(系)萌发期达中等及

以上抗旱性的品种(系)的比率高于国内品种(系)ꎮ
聚类分析得到的 ８ 份高度抗旱型小麦材料均来自国

内(表 ３)ꎮ 来自北部冬麦区、黄淮冬麦区、长江中下

游冬麦区和西南冬麦区的小麦品种(系)ꎬ抗旱类型

达到中等抗旱及以上分别为 ３８ 份(７４.５２％)、４７ 份

(３８.８４％)、２４ 份(５８.５３％)和 ８ 份(４０.００％)ꎬ各麦

区小麦品种(系)萌发期抗旱表现由强到弱依次为

北部冬麦区、长江中下游冬麦区、西南冬麦区和黄

淮冬麦区(表 ４)ꎮ 从四大麦区聚类分析结果可见ꎬ８
份高度抗旱型小麦材料中的 ５ 份(６２.５０％)来自北

部冬麦区ꎻ４８ 份干旱高度敏感型小麦材料中有 ３７
份(７７.０８％)来自黄淮冬麦区ꎮ

表 ３　 供试材料基于聚类分析的抗旱类型分布频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抗旱类型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Ｄ 值均值
Ｄ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ｎ

全部品种(系) Ａｌｌ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国外品种(系)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国内品种(系)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Ⅰ ０.８６ ８ ２.６６ ０ ０.００ ８ ３.４３
Ⅱ ０.６９ ２９ ９.６４ ７ １０.２９ ２２ ９.４４
Ⅲ ０.５２ １１６ ３８.５４ ２９ ４２.６５ ８７ ３７.３５
Ⅳ ０.３８ ８３ ２７.５７ １５ ２２.０６ ６８ ２９.１８
Ⅴ ０.２３ ６５ ２１.５９ １７ ２５.００ ４８ ２０.６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００.００

表 ４　 抗旱类型在中国不同冬麦区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抗旱类型
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品种(系)数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频率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Ⅰ ５ ９.８０ １ ０.８３ １ ２.４４ １ ５.００
Ⅱ １０ １９.６２ ６ ４.９６ ５ １２.１９ １ ５.００
Ⅲ ２３ ４５.１０ ４０ ３３.０５ １８ ４３.９０ ６ ３０.００
Ⅳ ８ １５.６８ ３７ ３０.５８ １４ ３４.１５ ９ ４５.００
Ⅴ ５ ９.８０ ３７ ３０.５８ ３ ７.３２ ３ １５.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ＮＷＷＲ:北部冬麦区ꎻ ＹＨＦＷＷＲ:黄淮冬麦区ꎻ ＭＬＹＷＷＲ:长江中下游冬麦区ꎻ ＳＷＷＲ:西南冬麦区ꎮ
Ｎｏｔｅ: ＮＷＷ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ＹＨＦＷＷ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ｕａｉ 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ＭＬＹＷＷ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ＳＷＷＲ: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６　 不同小麦品种(系)萌发期抗旱性因子分析

对各指标的相对值进行主成分分析ꎬ前 ３ 个主

成分因子贡献率分别为 ４７.２６％、２７.６１％和 ８.８１％ꎬ
累计贡献率达到 ８３.６８％ꎬ其余因子贡献率较小可忽

略不计(表 ５)ꎮ 按照因子选取原则ꎬ本研究从 ７ 个

因子中选取 ３ 个贡献率最高的因子作为数据分析的

有效成分ꎮ 载荷量的高低反映主因子与各指标的

相关程度(表 ６)ꎮ
第一主因子与发芽势和发芽指数相关性最大ꎬ

相关系数分别是 ０.９０ 和 ０.９６ꎬ它们主要反映了各小

麦品种(系)干旱胁迫下种子的萌发状况ꎬ可称为萌

发因子ꎮ 第二主因子与根长和苗高相关性最大ꎬ相
关系数分别是 ０.８８ 和 ０.８５ꎬ它们主要反映了材料萌

发期地下根部和地上叶部的伸长情况ꎬ可称为伸长

因子ꎮ 第三主因子与根数相关性最大ꎬ相关系数为

０.９１ꎬ它主要反映了不同品种(系)萌发期胁迫下根

部密度状况ꎬ可称为根部性状因子ꎮ

表 ５　 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贡献率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累计贡献率 /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３.３１ ４７.２６ ４７.２６
２ １.９３ ２７.６１ ７４.８７
３ ０.６２ ８.８１ ８３.６８
４ ０.４５ ６.４８ ９０.１６
５ ０.４０ ５.６８ ９５.８３
６ ０.２０ ２.８５ ９８.６８
７ ０.０９ 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表 ６　 ３ 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６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主因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Ｐ ＧＲ ＧＩ ＲＮ ＲＬ ＳＨ ＣＬ

因子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９６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１３
因子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２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５６
因子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３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９１ ０.１４ ０.３７ ０.６８

　 　 注:ＧＰ: 发芽势ꎻ ＧＲ: 发芽率ꎻ ＧＩ: 发芽指数ꎻ ＲＮ: 根数ꎻ ＲＬ:
根长ꎻ ＳＨ: 苗高ꎻ ＣＬ: 胚芽鞘长度ꎮ

Ｎｏｔｅ: ＧＰ: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ꎻ Ｇ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ＧＩ: Ｇ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 Ｒ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ꎻ Ｒ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ＳＨ: Ｓｈｏｏｔ
ｈｅｉｇｈｔꎻ ＣＬ: Ｃｏｌｅｏｐｔｉ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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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这 ３ 个主因子可解释 ８３.６８％的数据

变化趋势ꎬ且丢失的信息较少ꎮ 发芽指数、根长和

根数与 ３ 个主因子有较高的相关性ꎬ相关系数分别

为 ０.９６、０.８８ 和 ０.９１ꎮ 以发芽指数、根长和根数为鉴

定指标计算 Ｄ 值ꎬ与 ７ 个指标综合评价 Ｄ 值排序相

比ꎬＤ 值小于 ０. １０ 的 ５ 份干旱敏感型小麦品种

(系)ꎬ位次变化不超过 ７ꎻＤ 值大于 ０.８０ 的 ８ 份高度

抗旱型小麦品种(系)ꎬ位次变化为 ５ꎮ 其中 １１１ 份

参试材料的位次变化为 １０ꎬ剩余 １７７ 份参试材料的

位次变化不超过 １５ꎮ 以筛选得到的 ３ 个指标计算

出的 Ｄ 值为横轴ꎬ以 ７ 个指标综合评价计算出的 Ｄ
值为纵轴ꎬ绘制二者关系图(图 １)ꎬ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ꎬ相关系数为 ０.９４ꎮ 综上所述利用发芽指

数、根长和根数对供试材料进行萌发期抗旱性鉴定

与综合评价结果基本一致ꎬ因此ꎬ发芽指数、根长和

根数可作为小麦萌发期抗旱性鉴定和综合评价的

重要指标ꎮ

　 　 注:∗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图 １　 ３个筛选指标因子与全部指标评价小麦抗旱性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ｗｈｅ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３　 讨　 论

多年来ꎬ对小麦抗旱性的研究多集中于生长和

生理生化方面[１４]ꎬ不同小麦品种(系)对干旱胁迫

的响应及其有效评价指标有待探索ꎮ 目前ꎬ小麦抗

旱性鉴定主要是种子萌发期鉴定、苗期鉴定和全生

育期鉴定等方法[２３]ꎮ 全生育期鉴定是最为可靠和

接近生产实际的鉴定方法ꎬ但需要通过多年多点的

抗旱表型检测分析ꎬ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ꎬ并因

大田水分分布不均及雨水的不可控等因素会影响

鉴定的准确性ꎬ使其很难找到理想的环境ꎬ应用受

到极大限制ꎮ 苗期抗旱性鉴定采用温室盆栽法ꎬ能
有效地将材料间的环境控制为相对一致ꎬ但受限于

温室空间条件和鉴定周期ꎬ使得鉴定材料数量有

限ꎻ该法利用 ２ 次干旱胁迫复水ꎬ其中复水时间和存

活苗数的确定都不易掌握ꎬ最终幼苗干旱存活率还

需进一步校正ꎬ实际应用并不理想ꎮ 种子萌发期是

作物生长的起始时期ꎬ也是受逆境胁迫最为敏感的

时期[２５]ꎬ种子萌发期抗旱性鉴定可以在短时间内对

大量的材料进行抗旱性初步评价ꎬ虽然滤纸会对溶

液渗透势有一定影响ꎬ但因其具有周期短、效率高ꎬ
可操作性强等优势[６ꎬ ９ꎬ ２６]ꎬ目前该法在多种作物抗

旱性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２７－３０]ꎮ
我国春麦种植区ꎬ春季干旱频发且持续时间

长[３１]ꎬ出苗期大面积缺苗断垄ꎬ严重影响春麦生产ꎮ
针对小麦生产中出现的上述问题ꎬ育种家从材料抗

性选育角度ꎬ对我国春小麦萌发期抗旱性做了大量

的研究[６ꎬ ９ꎬ １３ꎬ ２０ꎬ ２２]ꎬ而对我国冬小麦萌发期抗旱性

研究显著不足ꎮ 我国以种植冬小麦为主ꎬ冬小麦种

植面积为 ２.２１×１０７ ｈｍ２ꎬ而春小麦仅占全国小麦种

植总面积的 ６.６２％[３２]ꎮ 我国大多冬麦区也都存在

季节性干旱现象ꎮ 在我国南方冬小麦虽是第二大

粮食作物ꎬ但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仅占全国冬小

麦的 １ / ３[３３]ꎮ 南方地区季节性干旱以秋旱为主ꎬ平
均发生频率 ２９.８０％ꎬ多发区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华

南地区[３４]ꎬ其中云南北部和华南沿海地带为干旱频

发区ꎬ干旱频率达到 ７５.００％[３３]ꎮ 西北干旱区 ４０％
的地区降水也呈明显的季节性分布[３５]ꎬ冬小麦一般

都在秋季(９－１１ 月)播种ꎬ如果这段时间内发生秋

旱ꎬ将对麦田墒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ꎬ最终影响

小麦萌发出苗ꎮ 我国冬小麦种植区分布在中蒙干

旱区中ꎬ它是世界第三大干旱区ꎬ其总面积约为５.６３
×１０６ ｋｍ２ꎬ居住着近 １ 亿人口ꎬ也是全球独特的中纬

度干旱区[３６]ꎮ 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ꎬ如果品种适

应性不能得到保证ꎬ季节性秋旱将对干旱半干旱地

区冬小麦出苗造成直接影响ꎬ最终造成小麦减产ꎬ
农民遭受损失ꎮ 种质资源是作物遗传改良和种质

创新的重要材料[３７]ꎬ从冬小麦萌发期抗旱角度对我

国冬麦区小麦材料的抗旱特征进行研究ꎬ对改良干

旱半干旱地区抗旱冬小麦新品种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ꎮ
作物抗旱性是受多基因共同作用的数量性状ꎬ

对于复杂数量性状的研究ꎬ采用单一指标很难准确

鉴定[６]ꎮ 本研究发现各指标间相关系数重叠信息

较多ꎬ不易清楚找到关键指标ꎮ 因此利用主成分分

析ꎬ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ꎬ分别选取发芽指数、
根长和根数作为主要鉴定指标ꎬ使综合评价工作得

以简化ꎬ适合大批量小麦种质资源萌发期抗旱性鉴

定ꎮ 然而上述筛选得到的指标与前人研究结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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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差别ꎬ例如曹勇等[２１]认为进行初步鉴定时胚

芽鞘长度将发挥作用ꎮ 李国瑞等[６] 指出发芽率可

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ꎮ 周国雁等[９] 则认为相对发

芽势在早期抗旱材料筛选中具有指导作用ꎮ 前人

研究材料份数有限且来源地较集中ꎬ试验材料或者

研究方法的不同ꎬ可能是造成抗旱指标筛选差异化

的原因ꎮ 本研究供试材料来自种植面积占全国冬

麦总面积 ８５.００％以上的四大主要冬麦区(北部冬麦

区、黄淮冬麦区、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和西南冬麦

区) [３８]和国外引进(来自 １４ 个国家或地区)的 ３０１
份品种(系)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ꎬ能有效消除

材料选择的局限性对综合评价准确度的影响ꎮ 小

麦种子萌发期跨区域集中进行抗旱性鉴定ꎬ较单一

地区评价更加全面ꎬ可为遗传群体构建以及抗旱相

关基因挖掘提供基础材料ꎮ 种质资源的交流是推

动小麦育种进程的关键ꎮ 综合评价最终获得 ８ 份高

度抗 旱 型 种 质: 川 麦 ４４、 皖 麦 ３３、 藁 城 ８９０１、
ＣＡ９７１９、周 ８４２５Ｂ、宁冬 １０、新麦 ３７ 和 ＣＡ０９５８ꎬ这
些高度抗旱型品种(系)可作为今后新品种选育的

关键种质ꎬ用于各麦区之间抗旱材料的交流与使

用ꎮ 通过收集各个冬麦区优异种质资源ꎬ进行大量

组配ꎬ聚合各大麦区抗旱优异基因ꎬ从而实现目标

性状有效聚合ꎮ
从参试材料抗旱类型分布中发现ꎬ国外品种

(系)萌发期抗旱整体表现优于国内ꎬ可能是因为我

国特殊的国情ꎬ在早期小麦育种中重点关注产量性

状[３９]ꎬ致使育种目标转型较晚ꎬ存在一定的滞后性ꎮ
以上只是初步评价结果ꎬ后续还需要增加材料数量

进一步探讨ꎮ 本研究发现高度抗旱型小麦材料均

来自国内ꎬ４ 个冬麦区参试材料每种抗旱类型均有

分布ꎮ 耐旱型(高度抗旱型和抗旱型)材料各麦区

分布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北部冬麦区>长江中下

游冬麦区>西南冬麦区>黄淮冬麦区ꎮ 而敏感型(干
旱敏感型和干旱高度敏感型)材料各麦区分布频率

由高到低排序为:黄淮冬麦区>西南冬麦区>长江中

下游冬麦区>北部冬麦区ꎬ表明不同麦区品种(系)
抗旱性呈差异化分布ꎮ 北部冬麦区和黄淮冬麦区

都是我国冬小麦主产区ꎬ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

国的 ７０.００％和 ７５.００％[３２]ꎬ从国内品种(系)来源地

分布中发现ꎬ６２.５０％高度抗旱型材料来自北部冬麦

区ꎬ且分布比例最高ꎮ 这与该麦区是四大麦区中冬

春季节最为干旱少雨的生态环境相吻合[４０]ꎬ气候条

件使该麦区小麦品种具有更高的抗旱性ꎮ 黄淮冬

麦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小麦种植区ꎬ常年产量和面积

在各麦区中均位居第一位[３８]ꎬ周 ８４２５Ｂ 和周麦 ２２

均是该麦区极具代表性的主推小麦品种ꎮ 周 ８４２５Ｂ
和周麦 ２２ 抗旱类型分别是高度抗旱型和抗旱型品

种(系)ꎬ其中周 ８４２５Ｂ 是目前黄淮冬麦区重要的骨

干亲本ꎬ用其做亲本育成的品种(系)有 １００ 多个ꎬ
具有很高的育种价值[４１]ꎮ 周麦 ２２ 是黄淮冬麦区主

推小麦品种ꎬ推广面积在河南省居第一位、全国居

第二位ꎬ已累计推广 ６.７０×１０６ ｈｍꎬ被许多育种单位

选为杂交组合的骨干亲本[４２]ꎮ 该麦区在长期的选

育过程中保留并集中依赖于少数几个骨干品种ꎬ且
该麦区小麦生长期雨水充沛ꎬ对材料的抗旱性要求

不高ꎬ这也可能就是导致干旱高度敏感型材料中

７７.０８％是来自黄淮冬麦区的主要原因ꎮ 近 ５０ 年来

黄淮冬麦区的冬季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ꎬ平均降

水量仅 ７３.３０ ｍｍꎬ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０％[４０ꎬ４３]ꎬ
在冬旱加剧的背景下ꎬ提升黄淮冬麦区小麦抗旱性

还需结合气象信息进一步分析ꎮ 西南冬麦区是我

国第三大冬麦区ꎬ经鉴定该区有６０.００％的品种(系)
抗旱性是敏感型ꎮ 小麦种植于保水力差、土壤贫瘠

的丘陵坡台地上ꎬ丘陵旱地农业基础设施落后ꎬ灌
溉条件缺乏[４４]ꎮ 当旱情发生时ꎬ当地小麦生产受到

地形条件、引蓄水困难和频发的季节性秋旱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ꎬ导致当地品种抗旱能力弱ꎬ对水分要

求较敏感ꎮ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河网密布ꎬ地下水位

高ꎬ素有“怕渍不怕旱”的说法[４５]ꎬ遇到多雨时节ꎬ
如果不及时排水ꎬ麦田易形成大面积的渍害ꎬ不利

于小麦长壮根和壮苗ꎬ严重影响小麦生产ꎮ 该麦区

重点关注小麦耐渍性筛选ꎬ培育耐渍性强的新品

种ꎬ因此当地小麦品种对水分胁迫相对敏感ꎬ实际

生产与本研究结果(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４１.４７％的材

料是敏感型抗旱)相符合ꎮ 应对小麦生育前期干旱

问题ꎬ需要培育更多的抗旱、优质品种(系)丰富本

区域小麦生产市场ꎬ可通过吸纳外源优异种质资

源ꎬ利用各区域间优势互补ꎬ跨区域进行优异种质

资源的交流与使用ꎬ来改善本地区小麦抗旱遗传基

础相对狭窄的现状ꎬ丰富小麦育种材料ꎬ丰富本区

域内和区域间小麦抗旱遗传多样性ꎬ从而推进我国

小麦抗旱育种进程ꎮ 本研究只对小麦萌发期抗旱

性做了初步判断ꎬ至于苗期、全生育期抗旱表现还

需进一步研究ꎬ各生育时期之间的抗旱关系将是下

一步研究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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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供试小麦品种及特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ｅｓｔ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编号

Ｃｏｄ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来源地

Ｏｒｉｇｉｎ
冬麦区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Ｄ 值

Ｄ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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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洋小麦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ａｉ 中国地方种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３３ 中国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ｒｉｎｇ 中国地方种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２４ Ⅴ
３４ 高优 ５０３ Ｇａｏｙｏｕ ５０３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５５ Ⅲ
３５ 藁城 ８９０１ Ｇａｏｃｈｅｎｇ ８９０１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８８ Ⅰ
３６ 观 ３５ Ｇｕａｎ ３５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３５ Ⅳ
３７ 邯 ６１７２ Ｈａｎ ６１７２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４８ Ⅲ
３８ 衡 ７２２８ Ｈｅｎｇ ７２２８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７６ Ⅱ
３９ 衡观 ３３ 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３３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４１ Ⅳ
４０ 冀师 ０２－１ Ｊｉｓｈｉ ０２－１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４１ 金禾 ９１２３ Ｊｉｎｈｅ ９１２３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１４ Ⅴ
４２ 科衡 ６６５４ Ｋｅｈｅｎｇ ６６５４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４３ 石 ４１８５ Ｓｈｉ ４１８５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３９ Ⅳ
４４ 石家庄 １５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１５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５１ Ⅲ
４５ 石家庄 ８ 号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８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２５ Ⅴ
４６ 石新 ７３３ Ｓｈｉｘｉｎ ７３３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３６ Ⅳ
４７ 石新 ８２８ Ｓｈｉｘｉｎ ８２８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４１ Ⅳ
４８ 石优 １７ Ｓｈｉｙｏｕ １７ 中国河北 Ｈｅ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６５ Ⅱ
４９ 宁冬 １０ Ｎｉｎｇｄｏｎｇ １０ 中国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８１ Ⅰ
５０ 宁冬 １１ Ｎｉｎｇｄｏｎｇ １１ 中国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６６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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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来源地

Ｏｒｉ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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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新麦 ３７ Ｘｉｎｍａｉ ３７ 中国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北部冬麦区 ＮＷＷＲ ０.８１ Ⅰ
５２ １１ＣＡ４０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１ Ⅳ
５３ ８５ 中 ３３ ８５ Ｚｈｏｎｇ ３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６ Ⅳ
５４ 矮抗 ５８ Ａｉｋａｎｇ ５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７ Ⅴ
５５ 百农 ３２１７ Ｂａｉｎｏｎｇ ３２１７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２ Ⅳ
５６ 百农 ６４ Ｂａｉｎｏｎｇ ６４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５ Ⅲ
５７ 花培 ５ 号 Ｈｕａｐｅｉ 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１ Ⅲ
５８ 兰考 ２４ Ｌａｎｋａｏ ２４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４ Ⅲ
５９ 兰考 ２ 号 Ｌａｎｋａｏ 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０ Ⅲ
６０ 兰考 ９０６ Ｌａｎｋａｏ ９０６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６１ 洛旱 ２ 号 Ｌｕｏｈａｎ 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６２ 洛麦 ２１ Ｌｕｏｍａｉ ２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７４ Ⅱ
６３ 内乡 １８８ Ｎｅｉｘｉａｎｇ １８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６４ 内乡 ５ 号 Ｎｅｉｘｉａｎｇ 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７ Ⅲ
６５ 新麦 １９ Ｘｉｎｍａｉ １９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７ Ⅴ
６６ 新麦 ９４０８ Ｘｉｎｍａｉ ９４０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１ Ⅴ
６７ 新麦 ９ 号 Ｘｉｎｍａｉ ９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６８ 偃展 ４１１０ Ｙａｎｚｈａｎ ４１１０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２ Ⅳ
６９ 豫麦 １３ Ｙｕｍａｉ １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２ Ⅴ
７０ 豫麦 １８ Ｙｕｍａｉ １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９ Ⅳ
７１ 豫麦 ２１ Ｙｕｍａｉ ２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７２ 豫麦 ２ 号 Ｙｕｍａｉ 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９ Ⅴ
７３ 豫麦 ３４ Ｙｕｍａｉ ３４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３ Ⅲ
７４ 豫麦 ３５ Ｙｕｍａｉ ３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６ Ⅲ
７５ 豫麦 ４７ Ｙｕｍａｉ ４７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８ Ⅴ
７６ 豫麦 ４９ Ｙｕｍａｉ ４９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２ Ⅴ
７７ 豫麦 ５０ Ｙｕｍａｉ ５０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７８ 豫麦 ５７ Ｙｕｍａｉ ５７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５ Ⅴ
７９ 豫麦 ６３ Ｙｕｍａｉ ６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８ Ⅱ
８０ 豫麦 ７ 号 Ｙｕｍａｉ ７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３ Ⅴ
８１ 郑 ９０２３ Ｚｈｅｎｇ ９０２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８２ 郑麦 ３６６ Ｚｈｅｎｇｍａｉ ３６６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０ Ⅴ
８３ 郑引 １ 号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 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３ Ⅳ
８４ 郑州 ３ 号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６ Ⅲ
８５ 中 ８９２ Ｚｈｏｎｇ ８９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１ Ⅲ
８６ 中麦 ８７１ Ｚｈｏｎｇｍａｉ ８７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８７ 中麦 ８７５ Ｚｈｏｎｇｍａｉ ８７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７ Ⅴ
８８ 中麦 ８９５ Ｚｈｏｎｇｍａｉ ８９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９ Ⅴ
８９ 中育 ５ 号 Ｚｈｏｎｇｙｕ 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６ Ⅴ
９０ 中育 ９ 号 Ｚｈｏｎｇｙｕ ９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０ Ⅲ
９１ 周 ８４２５Ｂ Ｚｈｏｕ ８４２５Ｂ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８５ Ⅰ
９２ 周麦 １１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８ Ⅱ
９３ 周麦 １２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３ Ⅳ
９４ 周麦 １３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４ Ⅲ
９５ 周麦 １６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６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７ Ⅱ
９６ 周麦 １８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９７ 周麦 １９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１９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０９ Ⅴ
９８ 周麦 ２２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２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７０ Ⅱ
９９ 周麦 ２３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２３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１ Ⅴ
１００ 周麦 ２５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２５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９ Ⅳ
１０１ 周麦 ２６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２６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１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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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１０２ 周麦 ２８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２８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９ Ⅴ
１０３ 周麦 ３０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３０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４ Ⅲ
１０４ 周麦 ３１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３１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８ Ⅲ
１０５ 周麦 ３２ Ｚｈｏｕｍａｉ ３２ 中国河南 Ｈｅｎ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５ Ⅲ
１０６ ＰＨ８２－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５ Ⅴ
１０７ 济麦 １９ Ｊｉｍａｉ １９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０８ 济麦 ２０ Ｊｉｍａｉ ２０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９ Ⅴ
１０９ 济麦 ２１ Ｊｉｍａｉ ２１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１１０ 济麦 ２２ Ｊｉｍａｉ ２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１１ 济南 １３ Ｊｉｎａｎ １３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０ Ⅴ
１１２ 济南 １７ Ｊｉｎａｎ １７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９ Ⅴ
１１３ 济宁 １６ Ｊｉｎｉｎｇ １６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１１４ 良星 ６６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６６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１ Ⅲ
１１５ 良星 ９９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９９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０ Ⅴ
１１６ 临麦 ２ 号 Ｌｉｎｍａｉ 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１ Ⅴ
１１７ 临麦 ４ 号 Ｌｉｎｍａｉ ４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１８ 鲁麦 １１ Ｌｕｍａｉ １１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８ Ⅲ
１１９ 鲁麦 １４ Ｌｕｍａｉ １４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５ Ⅴ
１２０ 鲁麦 １５ Ｌｕｍａｉ １５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５ Ⅳ
１２１ 鲁麦 ２１ Ｌｕｍａｉ ２１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１２２ 鲁麦 ２３ Ｌｕｍａｉ ２３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６ Ⅳ
１２３ 鲁麦 ５ 号 Ｌｕｍａｉ ５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１２４ 鲁麦 ６ 号 Ｌｕｍａｉ ６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７０ Ⅱ
１２５ 鲁麦 ７ 号 Ｌｕｍａｉ ７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９ Ⅴ
１２６ 鲁麦 ８ 号 Ｌｕｍａｉ ８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３ Ⅲ
１２７ 鲁麦 ９ 号 Ｌｕｍａｉ ９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２８ 鲁原 ５０２ Ｌｕｙｕａｎ ５０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５ Ⅲ
１２９ 山农 ２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ｇ ２０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２ Ⅴ
１３０ 泰山 １ 号 Ｔａｉｓｈａｎ １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３１ 泰山 ５ 号 Ｔａｉｓｈａｎ ５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１３２ 汶农 １４ Ｗｅｎｎｏｎｇ １４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１３３ 汶农 ５ 号 Ｗｅｎｎｏｎｇ ５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５ Ⅳ
１３４ 烟农 １５ Ｙａｎｎｏｎｇ １５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９ Ⅴ
１３５ 烟农 １８ Ｙａｎｎｏｎｇ １８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４ Ⅴ
１３６ 烟农 １９ Ｙａｎｎｏｎｇ １９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０ Ⅴ
１３７ 淄麦 １２ Ｚｉｍａｉ １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７ Ⅲ
１３８ 淄选 ２ 号 Ｚｉｘｕａｎ ２ 中国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１３９ 晋麦 ４５ Ｊｉｎｍａｉ ４５ 中国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５ Ⅲ
１４０ 晋麦 ６１ Ｊｉｎｍａｉ ６１ 中国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１４１ 晋麦 ６７ Ｊｉｎｍａｉ ６７ 中国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１ Ⅴ
１４２ 临旱 ２ 号 Ｌｉｎｈａｎ ２ 中国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１４３ 临抗 １２ Ｌｉｎｋａｎｇ １２ 中国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１４４ 矮丰 ３ 号 Ａｉｆｅｎｇ 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３ Ⅳ
１４５ 碧蚂 １ 号 Ｂｉｍａ 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８ Ⅲ
１４６ 碧蚂 ４ 号 Ｂｉｍａ ４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０ Ⅲ
１４７ 丰产 ３ 号 Ｆｅｎｇｃｈａｎ 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１４８ 秦农 １４２ Ｑｉｎｎｏｎｇ １４２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０ Ⅲ
１４９ 秦农 １５１ Ｑｉｎｎｏｎｇ １５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５０ 秦农 ７３１ Ｑｉｎｎｏｎｇ ７３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７ Ⅲ
１５１ 陕 １５０ Ｓｈａｎ １５０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３ Ⅲ
１５２ 陕 ２２９ Ｓｈａｎ ２２９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１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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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编号

Ｃｏｄ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来源地

Ｏｒｉｇｉｎ
冬麦区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Ｄ 值

Ｄ ｖａｌｕｅ
抗旱类型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１５３ 陕 ２５３ Ｓｈａｎ ２５３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６０ Ⅲ
１５４ 陕 ３５４ Ｓｈａｎ ３５４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４ Ⅳ
１５５ 陕 ５１２ Ｓｈａｎ ５１２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６ Ⅴ
１５６ 陕 ７１５ Ｓｈａｎ ７１５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４ Ⅲ
１５７ 陕麦 ５０９ Ｓｈａｎｍａｉ ５０９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５８ 陕麦 ９４ Ｓｈａｎｍａｉ ９４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５９ 陕农 ７８－５９ Ｓｈａｎｎｏｎｇ ７８－５９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８ Ⅳ
１６０ 陕农 ９８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ｇ ９８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８ Ⅴ
１６１ 陕优 ２２５ Ｓｈａｎｙｏｕ ２２５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１１ Ⅴ
１６２ 武农 １４８ Ｗｕｎｏｎｇ １４８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１ Ⅴ
１６３ 西农 １３７６ Ｘｉｎｏｎｇ １３７６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６４ 西农 ２０００－７ Ｘｉｎｏｎｇ ２０００－７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７ Ⅲ
１６５ 西农 ２９１ Ｘｉｎｏｎｇ ２９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５ Ⅴ
１６６ 西农 ８８ Ｘｉｎｏｎｇ ８８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２ Ⅲ
１６７ 西农 ９７９－００５ Ｘｉｎｏｎｇ ９７９－００５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５８ Ⅲ
１６８ 小偃 ２２ Ｘｉａｏｙａｎ ２２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３８ Ⅳ
１６９ 小偃 ５４ Ｘｉａｏｙａｎ ５４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８ Ⅴ
１７０ 小偃 ６ 号 Ｘｉａｏｙａｎ ６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３ Ⅳ
１７１ 小偃 ８１ Ｘｉａｏｙａｎ ８１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４７ Ⅲ
１７２ 长武 １３４ Ｃｈａｎｇｗｕ １３４ 中国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ꎬＣｈｉｎａ 黄淮冬麦区 ＹＨＦＷＷＲ ０.２５ Ⅴ
１７３ 川麦 １０７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１０７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１８ Ⅴ
１７４ 川麦 ４１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１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３ Ⅳ
１７５ 川麦 ４３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６７ Ⅱ
１７６ 川麦 ４４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４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９５ Ⅰ
１７７ 川麦 ４６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６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１７８ 川麦 ４７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７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８ Ⅳ
１７９ 川麦 ４９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４９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８０ 川麦 ５２ Ｃｈｕａｎｍａｉ ５２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１３ Ⅴ
１８１ 川农 １６ Ｃｈｕａｎｎｏｎｇ １６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５０ Ⅲ
１８２ 川农 ２３ Ｃｈｕａｎｎｏｎｇ ２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８３ 川育 ２３ Ｃｈｕａｎｙｕ ２３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６ Ⅲ
１８４ 繁 ６ Ｆａｎ ６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０８ Ⅴ
１８５ 科成麦 １ 号 Ｋｅｃｈｅｎｇｍａｉ １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５７ Ⅲ
１８６ 绵麦 １８５ Ｍｉａｎｍａｉ １８５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７ Ⅲ
１８７ 绵麦 ３７ Ｍｉａｎｍａｉ ３７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７ Ⅲ
１８８ 绵农 ４ 号 Ｍｉａｎｎｏｎｇ ４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１ Ⅳ
１８９ 绵阳 １９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１９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１９０ 绵阳 ２６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２６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３４ Ⅳ
１９１ 内麦 ９ 号 Ｎｅｉｍａｉ ９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６３ Ⅲ
１９２ 蓉麦 ４ 号 Ｒｏｎｇｍａｉ ４ 中国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Ｃｈｉｎａ 西南冬麦区 Ｓ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１９３ 安 １３３１ Ａｎ １３３１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１９４ 阜 ９３６ Ｆｕ ９３６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１９５ 淮麦 １８ Ｈｕａｉｍａｉ １８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９ Ⅳ
１９６ 淮麦 ２０ Ｈｕａｉｍａｉ ２０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１９７ 淮麦 ２１ Ｈｕａｉｍａｉ ２１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１９８ 皖 ２３０９４ Ｗａｎ ２３０９４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９ Ⅱ
１９９ 皖麦 １９ Ｗａｎｍａｉ １９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１ Ⅲ
２００ 皖麦 ２９ Ｗａｎｍａｉ ２９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２０１ 皖麦 ３３ Ｗａｎｍａｉ ３３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８９ Ⅰ
２０２ 皖麦 ３８ Ｗａｎｍａｉ ３８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４ Ⅳ
２０３ 皖麦 ５０ Ｗａｎｍａｉ ５０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９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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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编号

Ｃｏｄ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来源地

Ｏｒｉｇｉｎ
冬麦区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Ｄ 值

Ｄ ｖａｌｕｅ
抗旱类型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４ 皖麦 ５２ Ｗａｎｍａｉ ５２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２０５ 皖麦 ５３ Ｗａｎｍａｉ ５３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２６ Ⅴ
２０６ 宿 ０６６３ Ｓｕ ０６６３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９ Ⅲ
２０７ 宿农 ６ 号 Ｓｕｎｏｎｇ ６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０ Ⅴ
２０８ 鄂恩 ５ 号 Ｅｅｎ ５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２９ Ⅴ
２０９ 鄂麦 １１ Ｅｍａｉ １１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２ Ⅲ
２１０ 鄂麦 １２ Ｅｍａｉ １２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２ Ⅲ
２１１ 鄂麦 １４ Ｅｍａｉ １４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８ Ⅱ
２１２ 鄂麦 １８ Ｅｍａｉ １８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７２ Ⅱ
２１３ 鄂麦 ２１ Ｅｍａｉ ２１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５ Ⅲ
２１４ 鄂麦 ２３ Ｅｍａｉ ２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４ Ⅲ
２１５ 华 ２４５９ Ｈｕａ ２４５９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８ Ⅳ
２１６ 荆麦 １０３ Ｊｉｎｇｍａｉ １０３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９ Ⅲ
２１７ 襄麦 ５５ Ｘｉａｎｇｍａｉ ５５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５ Ⅲ
２１８ 襄麦 ８１ Ｘｉａｎｇｍａｉ ８１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２ Ⅲ
２１９ 连麦 ２ 号 Ｌｉａｎｍａｉ ２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２ Ⅲ
２２０ 宁麦 １３ Ｎｉｎｇｍａｉ １３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８ Ⅱ
２２１ 宁麦 ８ 号 Ｎｉｎｇｍａｉ ８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５ Ⅳ
２２２ 宁麦 ９ 号 Ｎｉｎｇｍａｉ ９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２２３ 徐州 ２３ Ｘｕｚｈｏｕ ２３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１ Ⅲ
２２４ 徐州 ２５ Ｘｕｚｈｏｕ ２５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５ Ⅱ
２２５ 扬麦 １０ 号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１０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６ Ⅲ
２２６ 扬麦 １３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１３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７ Ⅳ
２２７ 扬麦 １５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１５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１ Ⅲ
２２８ 扬麦 １５８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１５８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３８ Ⅳ
２２９ 扬麦 １６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１６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６２ Ⅲ
２３０ 扬麦 ５ 号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５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２ Ⅳ
２３１ 扬麦 ９ 号 Ｙａｎｇｍａｉ ９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０ Ⅲ
２３２ 镇麦 １６８ Ｚｈｅｎｍａｉ １６８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５８ Ⅲ
２３３ 镇麦 ６ 号 Ｚｈｅｎｍａｉ ６ 中国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Ｃｈｉｎａ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ＭＬＹＷＷＲ ０.４０ Ⅳ
２３４ Ａｃａ ６０１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７ Ⅲ
２３５ Ａｃａ ８０１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９ Ⅲ
２３６ Ｋｌｅｉｎ Ｊａｂａｌ １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６ Ⅱ
２３７ Ｎｉｄｅｒａ Ｂａｇｕｅｔｔｅ １０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０８ Ⅴ
２３８ Ｎｉｄｅｒａ Ｂａｇｕｅｔｔｅ ２０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６ Ⅳ
２３９ ＰｒｏＩＮＴＡ Ｃｏｌｉｂｒ １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１ Ⅳ
２４０ Ｓｕｎｓｔａｔｅ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５ Ⅴ
２４１ Ｍａｇｎｕｓ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６ Ⅴ
２４２ ＢＡＴＪＫＯ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０ Ⅲ
２４３ ＤＯＮＳＫＩ－９３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０ Ⅲ
２４４ ＫＮＩＩＳＨ ４６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３ Ⅲ
２４５ ＰＡＬＰＩＣＨ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１ Ⅲ
２４６ ＳＥＬＹＡＮＫＡ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４ Ⅲ
２４７ ＳＴＡＲＳＨＩＮＡ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７ Ⅲ
２４８ Ａｚｔｅｃ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９ Ⅲ
２４９ Ａｚｕｌｏｎ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１ Ⅳ
２５０ ＢＲＵＴＡ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６ Ⅴ
２５１ Ｃａｒｉｍｕｌｔｉ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２ Ⅳ
２５２ Ｄａｒｉｕｓ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７ Ⅲ
２５３ Ｆｅｓｔｉｎ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５ Ⅲ
２５４ Ｆｒ０３７１１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５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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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编号
Ｃｏｄ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来源地
Ｏｒｉｇｉｎ

冬麦区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Ｄ 值
Ｄ ｖａｌｕｅ

抗旱类型
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２５５ Ｆｒ０３７１７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７６ Ⅱ
２５６ Ｆｒ０３７２４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７ Ⅳ
２５７ Ｆｒ０３７２５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７ Ⅲ
２５８ Ｆｒ０３７３２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０ Ⅳ
２５９ Ｆｒ０３７３３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９ Ⅱ
２６０ Ｆｒ３７１３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５ Ⅲ
２６１ Ｉｎｓｉｇｎｉａ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５ Ⅲ
２６２ ｌａｓｅｎ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３ Ⅳ
２６３ ＬＡＳＥＮ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２ Ⅲ
２６４ Ｍａｎｉｔａｌ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５ Ⅲ
２６５ Ｍｅｓｏｆｏｌｄ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９ Ⅳ
２６６ ＮＳＡ０９－３６４５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６ Ⅳ
２６７ Ｓａｌｍｏｎｅ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７ Ⅲ
２６８ Ｓｏｉｓｓｏｎｓ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８ Ⅳ
２６９ Ｔｈｅｓｅｅ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１ Ⅳ
２７０ ＹＡＮＡ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３ Ⅴ
２７１ ９８０３９Ｇ５－１０３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６ Ⅳ
２７２ Ｆ４９８Ｕ１－１０２１ / ＢＯＥＭＡ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７ Ⅲ
２７３ Ｆ９２０８０Ｇ１－１ / Ｆ９３０４２Ｇ２－１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６ Ⅱ
２７４ Ｆ９８０４７Ｇ１４－２ＩＮＣ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１ Ⅲ
２７５ Ｌｏｖｒｉｎ１０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０ Ⅴ
２７６ Ｌｏｖｒｉｎ１３ 罗马尼亚 Ｒｏｍａｎｉ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８ Ⅳ
２７７ Ｊａｇｇｅｒ / Ｗ９４－２４４－１３２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５ Ⅲ
２７８ ＭＡＳＯＮ / ＪＡＧＧＥＲ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２ Ⅳ
２７９ Ｍａｓｏｎ / Ｊａｇｇｅｒ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９ Ⅲ

２８０

ＮＵＷＥＳＴ / ４/ Ｄ８８７ － ７４/ ＰＥＷ/ ３/
ＬＮＣＲ/ /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ＧＩＧＡＮＴ / ５/
ＭＲＳ / ＣＩ１４４８２/ / ＹＭＨ/ ＨＹＳ /
３/ ＲＯＮＤＥＺＶＯＵＳ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７０ Ⅱ

２８１
Ｔ６７/ Ｘ８４Ｗ０６３－ ９ － ４５/ / Ｋ９２/ ３ /
ＳＮＦ / ４/ Ｘ８６５０９－１－１/ Ｘ８４Ｗ０６３－
９－３９－２/ / Ｋ９３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８ Ⅲ

２８２ ＴＸ０３Ａ０１４８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４ Ⅲ

２８３
ＷＧＲＣ１０/ ３/ ＫＳ９３Ｕ６９
ｓｉｂ / ＴＡ２４５５/ / ＫＳ９３Ｕ６９/ ４/ ＪＡＧ￣
ＧＥＲ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８ Ⅲ

２８４ ＲＥ７１４ 挪威 Ｎｏｒｗａ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０ Ⅳ
２８５ Ｋａｎｔｏ １０７ 日本 Ｊａｐａｎ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３０ Ⅴ
２８６ Ｋｉｔａｎｏｋａｏｒｉ 日本 Ｊａｐａｎ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３ Ⅴ
２８７ Ｎｏｒｉｎ ６１ 日本 Ｊａｐａｎ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２ Ⅲ
２８８ Ｎｏｒｉｎ ６７ 日本 Ｊａｐａｎ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１ Ⅴ

２８９
ＨＫ１ / ６ / ＮＶＳＲ３ / ５ / ＢＥＺ / ＴＶＲ /
５ / ＣＦＮ / ＢＥＺ / / ＳＵ９２ /
ＣＩ１３６４５ / ３ＮＡＩ６０

土耳其 Ｔｕｒｋｅ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５ Ⅱ

２９０ ＭＶ ＬＡＵＲＡ 匈牙利 Ｈｕｎｇａｒ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８ Ⅴ
２９１ ＭＶ０５－０８ 匈牙利 Ｈｕｎｇａｒ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５ Ⅴ
２９２ Ｂａｒｒａ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４ Ⅴ
２９３ Ｄｏｒｉｃ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６７ Ⅱ
２９４ Ｇｅｎｉ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６ Ⅴ
２９５ Ｌａｍｐ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９ Ⅴ
２９６ Ｌｉｂｅｒ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２ Ⅴ
２９７ Ｍａｎｔｏｌ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０ Ⅲ
２９８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２６ Ⅴ
２９９ 阿勃 Ａｂｏ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１９ Ⅴ
３００ 阿夫 Ａｆｕ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５５ Ⅲ
３０１ Ｃ３９ 英国 Ｂｒｉｔａｉｎ 国外引进材料 ＩＶ ０.４９ Ⅲ

　 　 注:ＮＷＷＲ: 北部冬麦区ꎻ ＹＨＦＷＷＲ: 黄淮冬麦区ꎻ ＳＷＷＲ: 西南冬麦区ꎻ ＭＬＹＷＷＲ: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ꎻ ＩＶ: 国外引进材料ꎮ
Ｎｏｔｅ: ＮＷＷ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ＹＨＦＷＷ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ｕａｉ 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ＳＷＷＲ: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

ｇｉｏｎꎻ ＭＬＹＷＷ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ꎻ ＩＶ: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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