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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 亚 ! 号 亚 麻 新 品 种 是 以 )%*+, 为 母 本!黑 亚 $ 号 为 父 本 杂 交 育 成# 经 过 $ 年 省 区 域 试 验 "平

均 原 茎 产 量 ’ ’$!-, ./ 0 12!!比 对 照 3黑 亚 $ 号 (提 高 4$-&%5!长 麻 率 为 4%-645!比 对 照 提 高 !-’, 个 百 分 点 !

长 麻 产 量 为 +&*-!& ./ 0 12!!比 对 照 提 高 $%-&,5$! 年 省 生 产 示 范 试 验 "平 均 原 茎 产 量 为 ’ ’!’-*’ ./ 0 12!!比

对 照 增 产 !!-’65!长 麻 率 为 4,5!比 对 照 提 高 !-+’ 个 百 分 点!产 麻 量 为 +$6-&’ ./ 0 12!!比 对 照 提 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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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属于亚麻科亚麻属#栽培亚麻按用途分为纤维用%油用%油麻兼用#其中纤维用亚麻是我国的

主要麻纺工业的重要原料# 亚麻纤维纺织用品以其优异的品质! 受到人们的欢迎# 选育优良亚麻品

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亚麻育种工作者的首选课题# 为此我们从 4+*+ 年开始经多年努力选育出了

高产%优质%耐盐碱的亚麻新品种吉亚 ! 号#

! 选育经过

4+*+ 年 以 )%*,+ 为 母 本!以 黑 亚 $ 号 为 父 本 进 行 杂 交 育 种 3并 进 行 海 南 加 代 (!于 4++! 年 进 行 了

多点鉴定!4++$94++’ 年区域试 验! 同 时 进 行 了 生 产 示 范!!:&! 年 重 复 进 行 了 区 域 试 验 和 生 产 示 范#
!&&$ 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 试验结果

(,! 区域试验结果

4++$94++’ 年!吉亚 ! 号参加了省品种区域试验!通过 $ 年 44 个点次的试验!在产量和出麻率方

面都高于对照# $ 年 44 个点次的平均原茎产量为 ’ ’$!-, ./ 0 12!! 比 对 照 提 高 4$-&%5! 长 麻 率 为

4%-645!比对照提高 !-’, 个百分点!产麻量为 +&*-!& ./ 0 12!!比对照提高 $%-&,5#
(,( 生产示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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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生产示范试验结果

年 份 地 点
原茎产量3./ 0 12!( 长麻率35( 产麻量3./ 0 12!(

吉亚 ! 号 黑亚 $ 号3<.( 与 <. 比35( 吉亚 ! 号 黑亚 $ 号3<.( 比 <.=3百分点( 吉亚 ! 号 黑亚 $ 号3<.( 与 <. 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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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 ! 号亚麻新品种!"##$%"##& 年在我省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两年 ’ 个点次的生产示范试验!平

均原茎产量为 & &!&()& *+ , -.!!比对照增产 !!/&$0!长麻率为 "10!比对照提高 !/#& 个百分点!产麻

量为 #2$/3& *+ , -.!!比对照提高 $’0"

" 品种特征特性

生物学特性#
出苗势强!发苗快!生育前期旺盛!中后期生长势好!抗立枯病$炭疽病性均好!抗逆性强" 具有抗

旱耐盐碱特性!原茎产量和出麻率均较稳定"
植物学特征#
植株株型直立!叶呈舌型!叶片长度中等!植株偏高!"!3 4. 左右" 工艺长度高"
吉亚 ! 号种子呈扁卵形!褐色!表面光滑!千粒重 $/# +%穗长 !3 4.!每个穗分枝 $/" 个!单株蒴果

)/" 个%绿色苗!蓝花!植株繁茂%生育期为 )$ 5%抗旱!耐盐碱!抗倒伏!适应性广"

# 栽培要点

吉亚 ! 号亚麻新品种适应性强!尤其在吉林省的中$西部地区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在土壤肥力中

等的干旱地区!施磷 酸 二 铵 "&3%!!& *+ , -.!!播 种 行 距 1/& 4.!保 苗 " &33 %! 333 株 , .!!可 获 得 原 茎

产量 & 2)&/#%& ’’&/’& *+ , -.!!出麻率 "$/!30%"#/1’0!长麻产量 )3$/$&%" 3’2/& *+ , -.!"

秀种公羊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我国绵羊饲养量 "/2 亿只!居世界第 " 位" 从全国细毛羊整体水平看!个体净毛产量和羊毛质量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加强品种选育与推广!是提高我国细毛羊生产水平的关键措施" 新吉细毛羊育成

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品种选育!完善品种结构!不断改善被毛品质!提高生产性能!建 成 稳 定 提 供

高品质种公羊的纯种繁育基地"
新吉细毛羊在培育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吉林省农科院优秀种公羊血统的遗传效应! 对改善查干花

种畜场和镇南种羊场的种羊品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种羊鉴定操作技术方面!改进了过去的常规鉴定

方法!采用了质量性状数量化的种羊鉴定与等级分类方法!对提高选育效果和提高种群被毛综合品质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扩繁选育工作的同时! 采用综合繁殖技术! 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吉细毛羊种公羊改良一般细毛

羊!初步建立了优质羊毛生产基地!并开展优质羊毛产地分级与拍卖示范!促 进 品 种 培 育 与 种 羊 推 广

工作"
新吉细毛羊的培育成功!填补了我国 ’’67136 精 纺 用 细 毛 型 品 种 的 空 白!各 项 指 标 均 达 到 了 国 际

同类型品种先进水平!符合我国毛纺市场发展方向!经济效益高!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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