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第 $$ 期 中国种业 !"

西峰 !" 号 （原名庆生 #$!），是陇东学院农学系从

%!$#&’($’)（($$%’$#’"’! * 丰抗 $)）株系中经 " 年定向

选育而成的冬小麦新品种，!++, 年 ! 月通过甘肃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 特征特性 该品种属强冬性普通型小麦，中熟品

种，生育期 !("- %.，幼苗匍匐，叶片较窄，半下披，叶色

浓绿，叶耳淡黄，株型紧凑，株高 %,- %/0。穗形纺锤，长

芒，颖壳白色，无茸毛。护颖卵圆形。穗层整齐，穗长

(- !/0，小穗数 $&- & 个，单穗粒数 !(- , 粒。籽粒红色、

卵形，角质，千粒重 ,#- )1，容重 (%#- #1 2 3。

! 品质优良 丰产稳产 经甘肃省农科院测试室品

质分析，其籽粒粗蛋白含量 $"- &$4 ，赖氨酸 +- )!4 ，

淀粉 "!- ,+4 ，湿面筋 !%- ,+4 。在 $##( 5 $### 年度甘

肃省冬小麦陇东片区域试验和 $##" 5 !++! 年度庆阳

市冬小麦生产示范中，平均产量 ,%)&- $+61 2 70!，比对

照增产 "- !)4 8 !+9 "!4 ，其中川塬地产量 &)++ 8
"+++61 2 70!，山坡地产量 ,+++ 8 &)++61 2 70!。

$ 抗性好、综合性状优良 甘肃省农科院 $### 年抗

锈鉴定结果认为，该品种成株期对条中 !#、,+ 号以及

:;’&、:;’( 和混合菌表现免疫，对当前流行的条中 ,$
号、,! 号表现中抗，属成株抗锈品种。在 !++! 年陇东

地区条锈病大发生和 !++, 年中度发生时，都表现出较

强的耐锈性。甘肃省区域试验和庆阳市生产示范表

明，该品种抗红矮病、黄矮病，抗寒性强、越冬率高，单

株分蘖 !- % 8 &- % 个，分蘖成穗率 !+4 8 ,+4 ，成熟期

抗干热风、落黄好，综合性状优良。

% 丰产栽培技术要点 陇东地区露地种植以 # 月上

中旬为宜，地膜种植以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为宜，每

""(0! 播种量 $+ 8 $$61，保证基本苗 !+ 万 8 !) 万。播

种前每 ""(0! 施农肥 &+++ 8 )+++61、磷肥 )+61、尿素

(- )61，返青期施氮肥 (- )61，灌浆初期再喷施 +- $4 8
+- !4 的磷酸二氢钾。多雨年份，应加强返青起身期的

镇压和后期管理，以防倒伏。

适宜在庆阳市中北部、定西地区通渭以及同类地

区种植推广。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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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监督抽查任务下达部门应会同检验机构召开种子

质量分析会，督促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切实

提高种子质量。对于抽查种子质量不合格的种子企业应

按下列要求进行整改：!质量问题严重的，必须立即停

止不合格种子的销售；"法定代表人向全体职工通报种

子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工作责

任制；#查明不合格种子产生的原因，查清质量责任，对

有关责任者进行处理；$根据不合格种子产生的原因和

监督抽查任务下达部门的整改要求，在管理、技术、工艺

设备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和完善企业的质

量保证体系；%参加监督抽查任务下达部门组织的不

合格企业经理学习（培训）班和产品质量分析会。

& 有关法律、法规对参与农作物种子质量监

督抽查的人员和检验机构的要求

参与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的工作人员，必须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执法、秉公办事、

不徇私情，对被抽查的种子和企业名单必须严守秘

密。 检验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有关规定承担扦抽样及检验工作，应当保证检

验工作科学、公正、准确。检验机构应当如实向监督抽

查任务下达部门上报检验结果和检验结论，不得瞒报，

并对检验工作负责。检验机构在承担农作物种子质量

监督抽查任务期间不得接受被抽查企业同类种子的委

托检验。检验机构不得利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参与有偿活动。未经监督抽查任务下达单位同意，

检验机构不得擅自将抽查结果及有关材料对外泄露。

检验机构和参与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的工作人员

违反规定，由检验机构的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整

改；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有关证书和证件，取消从事

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的资格；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收稿日期：!++,’+(’+! =

首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举办

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中国种子协会主办的 “首届全

国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双交会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合肥举行，《中国种业》作为该“双交会”的赞助单位之一

应邀派员参加了大会。会上举行了种业 )+ 强企业的发牌仪式并

组织参观了这些企业的展览；农业部有关部门领导、农技推广中

心专家发布了国家有关种业政策和种业发展现状与展望的信

息；有关专家作了专题报告；一些企业举办了信息发布会。《中

国种业》还应邀参加了中国种子协会秘书长会议，并在“双交会”

期间向参观者赠送了大量杂志。 <刘根泉 =

问题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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