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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麦 9号系临沂市农业科学院以临 044190为母本，泰山 23为父本进行杂交，经过多年系谱选育而成的旱地小麦

新品种，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抗逆广适,品质佳等优良性状。于 2018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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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Report of a New Dry-land Wheat Cultivar Linmai 9 with Immunity to
Powdery Mildew and Stripe 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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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nmai 9 is a new dry-land wheat variety bred by Liny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ith Lin
044190 as the female parent and Taishan 23 as the male parent. This cultivar was characterized by high and suit⁃
able yield, multi-resistances and good quality, which was certified and approved by Shandong Crop Variety Approv⁃
al Committee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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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在小麦生产中，干

旱已成为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因子 [1]。近年来，

在小麦的生育期内，受到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的

程度和频次不断上升，2007年以后的近十年间，黄

淮冬麦区连续发生冬春干旱，致使旱地小麦减产幅

度较大。山东省常年种植小麦 366×104 hm2，其中无

水浇条件的旱地小麦占麦田总面积的 1/3[2]。旱地

小麦受品种、气候、技术、土壤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产量长期低而不稳，限制了旱地小麦单产和

小麦总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随着生态环境的改

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旱地小麦育种走向抗旱丰

产、矮秆抗病和稳产优质的旱肥型品种的选育方

向 [3]。
临麦 9号 [4]（参试代号临 091）系临沂市农业科

学院以临 044190为母本，泰山 23[5]为父本进行杂

交，经过多年系谱选育、水旱轮回选择而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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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稳产、抗逆广适旱地小麦新品种。2018年 1
月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

种适宜山东省中高肥水、旱肥地麦区种植。

1 选育过程

1.1 亲本

母本临 044190是临沂市农业科学院以山东

农业大学矮秆优秀种质矮孟牛为亲本，经过多年

改良而育成的矮秆、优质、综抗小麦，其株型紧

凑，旗叶上冲，熟相较好，抗逆性好，抗寒耐旱，分

蘖力强，耐瘠薄广适。父本泰山 23是泰安市农业

科学院育成的高产、广适、多穗小麦品种。

1.2 选育经过

2003年以临 044190为母本，泰山 23为父本配

制杂交组合，后代采取系谱法处理，从杂种的第

一次分离世代开始，代代选单株，直到选出纯合

一致、性状稳定的系统升入产量比较试验，具体

过程如下：

2003～2004年度种植收获杂交种 F1代；2004～
2005年度 F1整体表现较好，综合性状突出，混收

并种植 F2代；2005～2006年度选择中早熟、抗倒

性好、抗病性强，叶片上冲、半紧凑株型的优秀单

株并种植 F3代；2006～2007年度继续选择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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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较好，落黄好的单穗并种植 F4代；2007～2008
年度选择抗倒性好、抗病性强、抗冻性突出，丰产

性好的单穗并种植 F5代；2008～2009年度根据株

型、株高、穗型、抗病性、落黄、籽粒品质及单行产

量等各方面性状进行选择，收获 F6代，并命名为

临 091。2012～2014年度于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参

加小麦旱地品比试验，同时稀播繁殖种子。2014～
2016年度申请参加山东省小麦旱地区域试验，

2016～2017年度参加山东省小麦旱地生产试验，

符合山东省小麦审定标准，2018年 1月通过山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被正式命名为

临麦 9号，审定号为：鲁审麦 20180012。
2 选育结果

2.1 丰产性

2012～2014年参加山东省高肥区域试验，两

年平均产量 8 915.55 kg/hm2，比对照济麦 22增产

4.3%。
在 2014～2015年度和 2015～2016年度两年

的区域试验中，共 24个点次，全部增产，增产比例

100%。2014～2015年山东省旱地区域试验平均

产量 7 392.00 kg/hm2，比对照鲁麦 21增产 5.2%；
2015～2016年山东省旱地区试平均产量 6 602.10
kg/hm2，比对照鲁麦 21增产 5.7%。

在 2016～2017年山东省小麦旱地生产试验中，

12个试验点的增产比例 100%，平均产量 7 299.00
kg/hm2，比对照品种鲁麦 21增产 5.7%。
2.2 综合抗性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在 2015～2016年通

过人工接种的方法，主要针对条锈病、叶锈病、白

粉病、赤霉病、纹枯病和黄矮病 6种病害进行抗病

性鉴定，得出结果为：免疫条锈病和白粉病，高感

叶锈病、纹枯病和赤霉病。连续 4年小区与大田

黄花叶抗病鉴定结果：高抗小麦黄花叶病。山东

省田间自然发病叶锈病、纹枯病、赤霉病均较轻。

连续 6年参加山东省预备试验、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临麦 9号没有出现大幅度倒伏，冬季抗寒性

好，春季耐倒春寒能力强 [6]，中抗干热风，适应性

好，综合抗逆性表现突出。

2.3 高品质

根据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泰安）2015年、2016年取样分析，测试结果为：容

重 772 g/L，籽粒蛋白质含量 15.0%，湿面筋 38.1%，
沉淀值 32.5 mL，吸水率 64.2 mL/100 g，稳定时间

4.9 min，面粉白度 72.9，该品种白粒角质，籽粒卵

圆，饱满度好，品质达到中筋优质小麦标准。

3 农艺性状表现

临麦 9号半冬性，幼苗半匍匐，越冬抗寒性

好。起身后生长迅速，分蘖力较强，成穗多。株

高 75 cm，叶片深绿，株型紧凑，旗叶上举，茎秆粗

壮，弹性较好，抗倒伏。穗层整齐一致，长方形

穗，长芒、白壳、白粒，穗长 8～9 cm。后期根系活

力强，熟相较好。成穗 585万～675万/hm2，穗粒

数 34.0～36.2粒，籽粒饱满，卵圆型，角质，外观商

品性好，千粒重 42.3～45.6 g,不易落粒。生育期

230～235 d，旱地麦区与对照品种鲁麦 21熟期相

当，水浇地麦区比济麦 22早熟 1 d。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期、精量播种

临麦 9号抗旱节水，适宜山东省中高肥水、旱

肥地麦区种植。山东省最佳播期 10月 5日～20
日，适播期内基本苗一般 225万～270万株/hm2。晚

播超过 20 d后，每晚播 1 d，增加基本苗 15万株/hm2，
基本苗最多不宜超过 420万株/hm2。播种时均匀

一致，深度 3～4 cm。
4.2 科学运筹肥水

精细秸秆还田，配方施肥，一般每公顷施用纯

N 225 kg、P2O5 37.5 kg、K2O 37.5 kg、硫酸锌 1 kg；
其中纯 N 50%做基肥，50%拔节后追施。足墒播

种，种肥同播，播后镇压。根据墒情浇好越冬水，

小麦春季肥水一般在拔节后期结合浇水追施尿

素 [7]，旱地小麦一般在拔节中期结合降雨追施。

根据土壤墒情酌情浇扬花水，一般不建议浇灌浆

水，灌浆中后期禁止浇水。

4.3 综合防治病虫害

根据麦田病虫害发生情况选择适宜药剂进行

综合防治，孕穗期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 g、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00 g或 12.5%烯唑醇可

湿性粉剂、磷酸二氢钾叶面喷雾，综合防治小麦

白粉病、锈病、麦蚜，增加叶片活性，延缓衰老，预

防干热风，增加粒重，提高产量和品质。

4.4 适时收获

小麦蜡熟末期，茎叶全部变黄，籽粒呈现品种

固有色泽时，及时收获，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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