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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淮麦４４参加江苏省区域试验产量及构成因素，并对其产量进行静态稳定性和平均动态稳定性分

析，旨在为该品种的合理利用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淮麦４４在参加４年的试验中，产量位次均居本组参试品种

第一位，增产点率１００％，两年的变异系数ＣＶ分别为６．２９％、１０．０７％，适应度均为１００％，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为

３．３０％、４．６９％，ＣＶ和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在本年份参试品种中相对较小，表明淮麦４４在不同年份和不同试点间

稳产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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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新品种的选育不仅要注重丰产性，更要注重稳产性，重视其基因型与环境、年份等条件的适应性

和产量稳定性的综合评判［１２］。近年来，赤霉病、冻害、穗发芽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对小麦生产影响较

大［３４］，小麦稳产性显得尤为重要。前人对作物品种的稳定性分析提出了多种方法［５７］，本文主要按照以

下两方面进行分析：１）静态稳定性分析。静态稳定性由均值的变异系数ＣＶ来反映，是指每品种在各试点

上的均值间变异占该品种总均值的百分比。ＣＶ值小说明该品种在不同环境中变化小，静态稳定性好
［８］，

ＣＶ值大，表明静态稳定性差。静态稳定性好不利于高产栽培，一般ＣＶ值小且均值又高的品种较好。

２）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由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反映，是指方差的开方值与各品种均值

的比值，此系数越小，品种越稳定。

淮安市地处南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兼具有南北气候特征，致使本市气候年际间的稳定性较

差、变幅较大。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灾害程度较重，对小麦生产影响较大。长期以来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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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河南、山东品种，这些品种产量潜力高，但在本地区种植普遍稳产性较差［９］。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实际

问题，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了一系列适合本地种植的淮麦品种，如淮麦１８、淮麦２０、淮

麦２２等，这些品种因产量潜力较高、稳产性好等优点颇受农民青睐，在生产上推广面积较大。但近年来由

于秸秆禁烧，农户迫切需求茎秆较矮、综合抗性更好的小麦新品种。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育种目标转移

到培育稳产性好、产量潜力高、株高适中的小麦新品种上来。通过选配杂交组合，经过多年选择和多年多

点试验，成功育出高产、稳产、株高适中的小麦新品种淮麦４４。２０１７年通过江苏省审定（苏审麦

２０１７０００１０）。为使淮麦４４在生产上更好地推广应用，本文利用江苏省区域试验数据对淮麦４４产量、产量

结构及稳产性进行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淮麦４４的产量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区域试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预备试验对照为郑麦

９０２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区域试验对照为郑麦９０２３和淮麦２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区域试验对照为淮麦３０和平均

产量，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生产试验对照为淮麦３０。试验数据用江苏省种子管理站研制的区域试验统计分析软

件《农作物区域试验管理系统》及ＥＸＣＥＬ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量表现

由表１可见，淮麦４４产量不仅比对照增产显著，而且增产点率高。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预备试验，单产

８９６７．００ｋｇ·ｈｍ
－２比对照郑麦９０２３增产１６．３２％，位居本组参试品种第一位，９个试点均增产，增产点率

１０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区域试验单产为８２０５．４５ｋｇ·ｈｍ
－２，比对照郑麦９０２３、淮麦３０分别增产１５．７５％、

１０．８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区域试验单产为８４００．００ｋｇ·ｈｍ
－２，比对照郑麦９０２３和平均产量增产１６．３７％、

８．２８％，均位居本组参试品种第一位，增产点率１０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生产试验单产８４０８．２５ｋｇ·ｈｍ
－２，

比对照淮麦３０增产７．３４％，位居本组参试品种第一位，增产点率１００％。

表１　淮麦４４在江苏省区域试验中的产量表现

试验年份与类型
产量／

（ｋｇ·ｈｍ
－２）

±ＣＫ１／％ ±ＣＫ２／％ 增产点率／％ 产量位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预备试验 ８９６７．００ １６．３２ —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区域试验 ８２０５．４５ １５．７５ １０．８９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区域试验 ８４００．００ １６．３７ ８．２８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生产试验 ８４０８．２５ ７．３４ — １００ １

２．２　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构成要素

由表２可见，淮麦４４比郑麦９０２３生育期长０～３ｄ，比淮麦３０长１ｄ，高峰苗及成穗率与对照相差较

小；株高在７５～８０ｃｍ，比对照郑麦９０２３和淮麦３０矮７ｃｍ左右，这正是淮麦４４抗倒性优于对照的主要原

因之一；淮麦４４穗数５８６．０５万～６５３．２５万穗·ｈｍ
－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区域试验比对照低１万穗·ｈｍ－２，

其它年份比对照高２２．５万～２４．２５万穗·ｈｍ
－２；每穗粒数为３２．２２～３４．７１粒，比对照郑麦９０２３和淮麦

３０高１～３．５粒，主要因为淮麦４４小花退化少，结实性好；千粒重为４１．９～４６．２６ｇ，与对照相差较小，可

见淮麦４４产量高于对照主要是因为其结实性好，年份间穗粒数比较稳定。

２．３　产量静态稳定性分析

为了分析淮麦４４稳产性，对两年的区域试验数据进行了静态稳定性分析（表３），结果表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淮麦４４单产８２１０．４０ｋｇ·ｈｍ
－２，与第二位品种瑞友３１５差异不显著，显著高于本组试验中第三

位及其它品种。变异系数ＣＶ为６．２９％，只高于瑞友３１５和对照淮麦２０，但对照产量较低，属于稳产不高

产品种。淮麦４４适应度为１００．００％，均高于瑞友３１５和淮麦２０，表明其静态稳定性和适应性较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区域试验，淮麦４４单产８４００．００ｋｇ·ｈｍ
－２，显著高于本组试验中其它品种，变异系数为

１０．０７％，只高于金地１１２０、瑞友３１５和平均产量，但淮麦４４的适应度均高于金地１１２０、瑞友３１５。两年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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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试验结果表明，淮麦４４不仅产量较高，而且稳定性好，适应性广。

表２　淮麦４４主要农艺性状及产量结构

试验年份

与类型
品种

生育

期／ｄ

高峰苗／

（万穗·ｈｍ－２）

成穗

率／％

株高／

ｃｍ

成穗数／

（万穗·ｈｍ－２）
穗粒数

千粒

重／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淮麦４４ ２１４ １５０３．７５ ４０．４８ ７７．３ ６０８．７０ ３４．６０ ４５．９０

预备试验 郑麦９０２３ ２１１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８．９８ ８４．７ ５８４．７０ ３２．７０ ４２．６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淮麦４４ ２１６ １８２６．８５ ３５．３６ ８０．３ ６１７．２５ ３２．２２ ４６．２６

区域试验 郑麦９０２３ ２１６ １４３５．８０ ４５．８３ ８７．０ ６１８．２５ ２８．１４ ４５．７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淮麦４４ ２１５ １７０４．７５ ３９．２５ ７８．５ ６５３．２５ ３４．３０ ４１．９０

区域试验 淮麦３０ ２１４ １５９５．１０ ４０．２７ ８５．４ ６３０．７５ ２９．８０ ４３．８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淮麦４４ ２０４ １５７３．０５ ３８．９０ ７５．５ ５８６．０５ ３４．７１ ４５．７７

生产试验 淮麦３０ ２０３ １４００．７０ ４１．７０ ７８．３ ５６１．６０ ３３．１５ ４６．０１

表３　品种稳定性（产量均值 变异系数）、适应度分析

年份 品种
平均产量／

（ｋｇ·ｈｍ
－２）

ＣＶ／％
适应

度／％
年份 品种

平均产量／

（ｋｇ·ｈｍ
－２）

ＣＶ／％
适应

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淮麦４４ ８２１０．４０ａ ６．２９ 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淮麦４４ ８４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

瑞友３１５ ８０７２．２５ａｂ ６．０７ ７７．７８ 金地１１２０ ８２３２．００ｂ ９．３２ ８１．８２

金地１１２０ ７９６９．２０ｂｃ 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农丰１４８ ８１３５．５５ｂ １１．８９ ９０．９１

淮核１２０１３ ７９５５．５５ｂｃ ７．１３ １００．００ 瑞华１４０８ ８１１４．２５ｂｃ １０．０７ ８１．８２

淮核１３０６８ ７９１６．４０ｂｃｄ ８．３４ ８８．８９ 瑞友３１５ ７９６６．２０ｃｄ ９．４３ ８１．８２

徐麦００２０ ７８７８．６０ｃｄ ９．１８ ７７．７２ 淮核１３０６８ ７９２４．６５ｄ １０．４０ ７２．７３

徐农００２９ ７７４４．６５ｄｅ ７．４２ ５５．５６ 淮麦３０４ ７８６０．７５ｄｅ １２．９２ ７２．７３

济扬８１１７２ ７５８０．７０ｅｆ ９．２８ ５５．５６ 平均产量 ７７５８．００ｅ ９．９７ ０．００

中研麦０７０９ ７５２８．５０ｆ １０．１６ ３３．３３ 徐麦００２０ ７７２２．７５ｅｆ １４．０７ ３６．３６

淮麦２０ ７４０３．８５ｆｇ ５．８６ １１．１１ 宁Ｓ １３９ ７５９１．０５ｆｇ １１．１３ １８．１８

徐麦１０５４ ７３２８．７０ｇｈ ８．２７ １１．１１ 佳麦１３１４ ７４８０．６５ｇ １１．４８ ９．０９

轮选７５ ７１９８．９５ｈｉ ９．１３ １１．１１ 资１２ ６８ ７１９２．８０ｈ １１．６６ ０

郑９０２３ ７０９２．６０ｉ ８．８０ ０ 大中１号 ７１４９．３０ｈ １３．９３ ９．０９

苏麦２０１２ ６６４９．５０ｆ １２．９３ ０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下同。

２．４　产量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

表４对淮麦４４及参试品种进行了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区域试验中，淮麦

４４的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为３．３０％，高于徐麦１０５４、金地１１２０、淮核１２０１３和对照郑麦９０２３，同时对Ｓｈｕｋｌａ

方差进行多重比较，淮麦４４与郑麦９０２３、徐麦１０５４差异不显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区域试验中，淮麦４４的

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为４．６９％，只高于农丰１４８、资１２ ６８、瑞友３１５、瑞华１４０８、宁Ｓ １３９和平均产量，通过

对Ｓｈｕｋｌａ方差进行多重比较，淮麦４４与农丰１４８、资１２ ６８、瑞友３１５、瑞华１４０８、宁Ｓ １３９和平均产量

的差异均不显著。淮麦４４在两年区域试验中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均较小，表明淮麦４４的平均动态稳定性

较好。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淮麦４４参加江苏省预备试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产量进行分析，淮麦４４产量位次均居本组

参试品种第一位，且增产点率为１００％，表明淮麦４４在不同年份间、不同试点间产量稳定性较好。对淮麦

４４参加两年区域试验的产量结果进行静态稳定性和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淮麦４４产量显著高于本组试

验其它品种，变异系数ＣＶ和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均较小，亦表明淮麦４４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年份间产量比

较稳定。淮麦４４株高８０ｃｍ左右，株型紧凑适中，叶片短小上冲，田间通风透光好，与Ｄｏｎａｌｄ等学者提出

的理想株型很接近。这是否是淮麦４４高产、稳产的主要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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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品种稳定性（犛犺狌犽犾犪方差）分析

年份 品种 Ｓｈｕｋｌａ方差
Ｓｈｕｋｌａ

变异系数
年份 品种 Ｓｈｕｋｌａ方差

Ｓｈｕｋｌａ

变异系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苏麦２０１２ １３３５．１３ａ ８．２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淮核１３０６８ １５５５．２５ａ ７．４７

中研麦０７０９ ９４６．２６ａｂ ６．１３ 淮麦３０４ １４５９．９８ａ ７．２９

济扬８１１７２ ７８１．２２ａｂｃ ５．５３ 金地１１２０ １３９６．０３ａｂ ６．８１

轮选７５ ５９０．５６ａｂｃｄ ５．０６ 大中１号 １３７８．３６ａｂｃ ７．７９

瑞友３１５ ５２０．４５ａｂｃｄ ４．２４ 佳麦１３１４ ９７８．６６ａｂｃｄ ６．２７

徐农００２９ ５１７．７２ａｂｃｄ ４．４１ 徐麦００２０ ７２８．２５ａｂｃｄ ５．２４

淮核１３０６８ ４９０．２９ａｂｃｄ ４．２０ 淮麦４４ ６８９．９５ａｂｃｄ ４．６９

徐麦００２０ ４１６．０７ａｂｃｄ ３．８８ 农丰１４８ ６２７．１７ａｂｃｄ ４．６２

淮麦２０ ３５７．５２ｂｃｄ ３．８３ 资１２ ６８ ６１２．０７ａｂｃｄ ５．１６

淮麦４４ ３２５．７６ｂｃｄ ３．３０ 瑞友３１５ ４６８．９９ｂｃｄ ４．０８

郑麦９０２３ ２６３．６２ｃｄｅ ３．４３ 瑞华１４０８ ４６５．５１ｃｄ ３．９９

徐麦１０５４ １８３．７２ｄｅｆ ２．７７ 宁Ｓ １３９ ３８４．４１ｄ ３．８７

金地１１２０ ８６．７ｅｆ １．７５ 平均产量 ０ｄ ０

淮核１２０１３ ６３．０２ｆ １．５０

小麦品种产量取决于产量三因素，淮麦４４稳产性好，表明其年份间产量三因素的稳定性好。姚金

宝［１０］研究表明，成穗数和穗粒数对宁麦１６的产量贡献、相关程度和影响最大，千粒重对产量的影响相对

较小，黄大龙和田纪春等［１１１２］研究结果亦表明，小麦产量受成穗数和穗粒数影响较大。本研究结果表明，

淮麦４４稳产性好主要表现在产量三因素稳定性好，尤其是穗粒数在不同年份间稳定性好，试验结果表明

其穗粒数稳定在３４粒左右，参加试验的４年间，穗粒数变化为２．４９。淮麦４４的穗数和千粒重变化比较

接近，穗数稳定在６００万穗·ｈｍ－２以上，年份间变化为６７．２万穗·ｈｍ－２，千粒重稳定在４６ｇ左右，年份

间变化为４．３６ｇ。

淮麦４４在参加４年的江苏省区域试验中，产量位次均居该组试验品种第一位，且增产点率为１００％，

这在审定品种中实属罕见。静态稳定性和平均动态稳定性分析亦表明，淮麦４４产量均值高，变异系数

ＣＶ和Ｓｈｕｋｌａ变异系数均较小，表明淮麦４４是高产、稳产的小麦品种。生产示范推广表明淮麦４４株高适

中，抗倒性好，抗寒性尤其是抗倒春寒能力强，田间自然发病轻，是极具推广前景的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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