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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１３０１—２００７«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程　小麦»,与 NY/T１３０１—２００７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名称,修订后更改为«农作物品种试验与信息化技术规程　小麦»;

b)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１章);

c)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新引用了 GB/T５４９８—２０１３、GB/T２１１２７—２００７、GB/T１９４９５５—

２０１８、GB/T１７３２０—２０１３、NY/T２９５３—２０１６、NY/T２９５４—２０１６、NY/T１４４３１Ｇ６—２００７、NY/

T２８５９—２０１５、NY/T２６４４—２０１４、NY/T１７３９—２００９;
———更改了对照品种的定义(见３２);
———增加了品种试验、品种生态型、品质类型术语和定义(见３３、３６、３７);
———更改试验组别为生态区组(见４１,２００７年版的４１);
———更改了试验点数量(见４２２,２００７年版的４２２);
———更改了试验年限要求(见４３,２００７年版的４４６);
———更改了区组参试品种数量要求(见４４,２００７年版４４４);
———更改了试验小区面积、小区走道、间距、保护区设置的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０７年版的５);
———更改了试验数据采集要求(见８,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７章);
———增加了图像采集、异常报备、田间种植图上报的要求(见８２、８３、８４);
———更改了试验报废申请条件(见９,见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９章);
———增加了抗寒性鉴定的要求(见第１１章);
———增加了冬春性鉴定的要求(见第１２章);
———增加了节水鉴定的要求(见第１３章);
———增加了抗旱性鉴定的要求(见第１４章);
———增加了抗穗发芽鉴定的要求(见第１５章);
———增加了DNA指纹检测的要求(见第１６章);
———增加了转基因成份检测的要求(见第１７章);
———更改了试验报告的要求(见第１９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１１章);
———更改了普通小麦品种区域试验记载项目与标准(见附录 A,２００７年版的附录 A);
———删除了小麦品种区域试验记载(格式)(见２００７年版的附录B);
———增加了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年度总结报告(格式)(见附录B);
———增加了小麦品种生产试验年度总结报告(格式)(见附录C);
———增加了小麦性状数据信息系统采集描述规范(见附录D).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３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玉玺、张笑晴、周继泽、于春花、赵虹、王西成、伍玲、许乃银、杨子光、李华、李长

辉、胡卫国、汪尊杰、王晓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标准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７年首次发布为 NY/T１３０１—２００７;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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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试验与信息化技术规程　小麦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麦(Triticumaestivum L)品种试验的试验设置、田间试验设计、播种和田间管理、收
获和计产、试验数据采集与上报要求、试验报废、鉴定与检测、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小麦统一品种试验、联合攻关品种试验、联合体品种试验、特殊用途品种试验及以审定

为目的的各类品种试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４４０４１　粮食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禾谷类

GB/T５４９８—２０１３　粮油检验　容重测定

GB/T１７３２０—２０１３　小麦品种品质分类

GB/T１９４９５５—２０１８　转基因产品检测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方法

GB/T２１１２７—２００７　小麦抗旱性鉴定评价技术规范　
NY/T９６７—２００６　农作物品种审定规范　小麦

NY/T１４４３１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１部分:小麦抗条锈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４４３２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２部分:小麦抗叶锈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４４３３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３部分:小麦抗杆锈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４４３４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４部分:小麦抗赤霉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４４３５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５部分:小麦抗纹枯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４４３６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６部分:小麦抗黄矮病评价技术规范

NY/T１７３９—２００９　小麦抗穗发芽性检测方法

NY/T２６４４—２０１４　普通小麦冬春性鉴定技术规程

NY/T２８５９—２０１５　主要农作物品种真实性SSR分子标记检测　普通小麦

NY/T２９５３—２０１６　小麦区域试验品种抗条锈病鉴定技术规范

NY/T２９５４—２０１６　小麦区域试验品种抗赤霉病鉴定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试验品种　testingvariety
人工选育或自然突变并经过改良,与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稳

定,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并具有适当名称的一种栽培作物群体.本文件中的试验品种包括小麦常规品种和

杂交品种.

３２
对照品种　controlvariety
已通过品种审定,在生产上或特征特性上具有代表性,且具有一定的推广面积,用于试验品种比对的

品种.对照品种包括丰产对照、优质对照和抗性对照.

３３
品种试验　varietytrial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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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生态区域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试验方案和技术规程进行的多品种、多点次,从而确定参试品种

的利用价值和适宜种植区域的试验.本文件中的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３４
区域试验　regionalvarietytrial
在同一生态类型区的多个不同自然区域选择能代表该地区土壤特点、气候条件、耕作制度、生产水平

的地点,按照统一的试验方案和技术规程鉴定试验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逆性、生育期、品质及

其他综合性状的试验.

３５
生产试验　pilotyieldtrial
在同一生态区域试验基础上,按照规定数量的面积和接近大田生产的条件下,在多个代表性地点对品

种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性及其他综合性状作进一步验证的试验.

３６
品种生态型　varietyecotype
根据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和适应区域,将品种的生态型分为春性、弱春性、半冬性和冬性类型.
[来源:NY/T２６４４,５]

３７
品质类型　qualitytype
根据小麦的加工品质和用途,将小麦品种按品质类型分为强筋、中强筋、中筋、弱筋类型,品质分类按

NY/T９６７的规定执行.

４　试验设置

４１　生态区组

依据小麦生态区划、种植区划、品种类型,结合生产实际、耕作制度、生产类型,兼顾行政区划及小麦品

种的生态型、播种期、生育期和水地、旱地类型,以优势区域为重点,确定生态区组.

４２　试验点

４２１　试验点选择

试验点应具有生态与生产代表性,承担单位具有良好的试验条件和技术力量,包括稳定的试验用地、
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４２２　试验点数量

一个生态区组区域试验点,国家级试验点不少于１０个,省级试验点不少于５个,具体试验点数量由试

验方案确定.

４２３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应选择土壤类型具有代表性、地形规整、面积满足试验、前茬一致、地力均匀、地势平坦、排灌顺

畅、交通便利的地块,并保持相对稳定.

４３　试验年限

每一个品种的区域试验时间不少于２个生产周期,生产试验时间不少于１个生产周期.

４４　供试种子质量、数量及处理

试验种子质量应符合 GB４４０４１的要求,不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由申请者(供种单位)按试验方案规

定的数量无偿提供试验种子,并提供种子发芽率、千粒重等技术数据.申请者(供种单位)不得对试验种子

进行任何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处理.

４５　品种标识

参试品种可实名制或采取密码编号.

５　田间试验设计

５１　小区面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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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试验单个小区面积≥１３３m２,种植行数６行~１２行;生产试验单个小区面积１５０m２~１５００m２,种
植行数１２行~４０行,同一试点同组试验小区面积应一致.

特殊类型小麦品种试验可参照此执行.

５２　小区排列

区域试验一般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３次重复.生产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２次重复.

５３　小区形状与方位

区域试验小区长方形,长∶宽＞４为宜.生产试验小区长方形,长∶宽＞４为宜.小区长边应与试验

田实际的肥力梯度方向平行.

５４　保护区设置

试验地周围一般设置１m 以上宽度小麦种植区作为保护区,以种植抗倒伏、早熟品种为主,试验地周

边无其他作物时,应增加保护区宽度.保护区与试验小区的间距应与区组内小区的间距一致.

５５　走道与作业区设置

各重复间应留走道;重复间观测道宽以０８m~１m 为宜,区组内小区间距以不低于２个行距的宽度

为宜,小区间间距应保持一致.机收试点在试验地两端设置４m~１０m 的机械作业转弯区.

６　播种和田间管理

６１　播种前准备

播种前根据种子发芽率、千粒重和田间出苗率计算播种量,确保土壤墒情和整地质量,并做好土壤处

理,防治地下害虫,达到一次播种保全苗的要求.

６２　播种方法

采用人工播种、机械精量播种或其他能够保证种子均匀分布的播种方法,同一试验点同组试验须采用

同一播种方法.播种深度以３cm~５cm 为宜.

６３　播期

播种须在试验方案要求的适宜播期内进行,同组试验须在同一天内完成.

６４　种植密度

根据试验方案要求确定适宜播种量,３叶期按留苗密度定苗.因不可抗力等因素推迟播种的,应适当

增加播量.同一试点品种间、重复间基本苗应保持基本一致.

６５　田间管理

品种试验试验地肥力应略高于当地大田生产水平,试验管理应及时施肥、排灌、中耕除草、防治虫害,
不得对病害进行药剂防治(生产试验除外),不得使用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应保证同一试点各品种、各重

复间的各项管理措施一致,同组试验内的同一管理措施应在同一天内完成.试验过程中应及时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防止人、鼠、鸟、畜、禽等对试验的损害.生产试验应与试验周边大田的管理措施一致,可以进

行病虫害防治.

７　收获和计产

当小麦达到成熟期后,及时全区收获.收获后及时晾晒、风干,称重计产.

８　试验数据采集与上报要求

８１　数据采集

记载项目与标准、年度报告、描述规范等内容见附录 A~附录 D.采集的数据应在５d内在“国家农

作物品种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上填报.

８２　图像采集

８２１　采集时期

分苗期、灌浆期、成熟期、室内考种阶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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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　采集标准

a)　拔节期、灌浆期、成熟期:每个时期拍摄每个品种第１重复的全景照片,含标识牌;

b)　室内考种期:拍摄每个品种１个有代表性的穗正面及侧面照片,用近距拍摄每个品种籽粒,采用

蓝色或红色背景.

８２３　上报要求

a)　图像清晰、主体明确.

b)　图像采用“jpg”格式,大小０３MB~０５MB.

c)　图像文件名称由品种名称(统一编号)加单字节连接号“—”,再加数字序号组成.

d)　图像采集后５个工作日内上传至“国家农作物品种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

８３　异常报备

因特殊原因预计播种期超过试验方案要求的下限１０d,应及时报告试验管理部门.
遭遇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如干旱、高温、暴雨、大风、冰雹等)造成缺苗断垄、结实不良、严重倒伏等情

况以及严重病虫害,须在异常情况发生７２h内将有关情况进行书面说明,照片上传至 “国家农作物品种

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

８４　田间种植图

将田间种植图保存为“jpg”格式,于播种后７d内上传至“国家农作物品种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

９　试验报废

９１　试验点报废

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试验点可申请报废:

a)　试验的田间设计未按试验方案执行;

b)　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参试品种不能正常生长发育而严重影响产量;

c)　试验产量数据误差变异系数≥１５％;

d)　试验品种增产幅度≥３０％以上;

e)　试验中２个(含２个)以上小区缺苗率≥２０％;

f)　试验中２个(含２个)以上小区数据缺失;

g)　其他严重影响试验质量和客观性、真实性;

h)　试验点平均产量比同组其他试点的总平均产量增减产≥３０％.

９２　试验品种报废

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试验品种不参与汇总:

a)　当年试验中参试品种≥２０％试点试验报废;

b)　当年试验中参试品种≥２０％试点缺苗率≥２０％.

１０　抗病性鉴定

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同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抗病鉴定.鉴定用

的种子应与参加区域试验的种子来源相同.鉴定病害种类按«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的规定

和要求确定.

１１　抗寒性鉴定

黄淮冬麦区旱地、黄淮冬麦区北片水地、北部冬麦区旱地、北部冬麦区水地参加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的品种,同年度由指定单位进行抗寒性鉴定.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域试验的种子来源相同.

１２　冬春性鉴定

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指定单位进行冬性鉴定.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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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试验的种子来源相同.

１３　节水性鉴定

黄淮冬麦区北片水地组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指定单位进行节水鉴定.鉴定用种应与参加

区域试验的种子来源相同.具体操作规范见附录E.

１４　抗旱性鉴定

黄淮冬麦区旱地、北部冬麦区旱地、春麦区旱地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指定单位进行抗旱性

鉴定.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域试验的种子来源相同.

１５　抗穗发芽鉴定

育种者认定的抗穗发芽品种,同年度由指定单位进行抗穗发芽鉴定.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域试验的

种子来源相同.

１６　DNA指纹检测

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DNA指纹检测,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域试

验的种子来源相同.

１７　转基因检测

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同年度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转基因检测,鉴定用种应与参加区域试验的

种子来源相同.

１８　品质检测

由指定的试验点抽取样本,交同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参加区域试验

的品种每个生态区每年度每试验组具有代表性的５个~８个试点混合样,每个试点每个品种取１kg以上

籽粒,等量混合.各试验组根据需要种植一个本生态区主推的、品质相对稳定的强筋或弱筋品种作为品质

对照,与同组试验相邻种植,同时抽取品质对照品种和参试品种样品进行检测.检测项目按照国家级«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的规定.

１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承试单位报告和试验区组汇总报告.
承试单位报告包括国家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年度报告和国家小麦品种生产试验年度报告(见附录B、附

录C,按附录D要求填写).
试验区组汇总报告包括:试验基本概况、试验执行情况、气候情况、试验数据汇总分析、品种评述和结

论意见等.
试验报告应分阶段及时传送到“国家农作物品种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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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小麦品种区域试验记载项目与标准

　

A１　导言

本试验的记载项目与标准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烦琐.所有记载项目均需记载,未包括在记载项目内的

特殊情况,也要补充记载.
除穗形、芒、壳色、粒色、饱满度、粒质外,其余性状应含全部重复的数据,并以其平均值或综合评价填

入汇总栏内.
宜采用五级制(１级、２级、３级、４级、５级).采用三级制的性状,以１级、３级、５级表示.
记载级别由小值到大值,表示幼苗习性由匍匐到直立;芒由短到长;抗逆性由强到弱;熟相由好到差;

壳色、粒色由白到红;种子由饱到瘪;抗病程度由免疫到高感.
生育期、株高、生育动态、每穗粒数、千粒重、容重以及病害的普遍率、严重度等已按数值或百分率记载

的项目不予分级.
如多数品种未发病,只记载感病品种发病程度;多数品种发病,宜逐个品种分别记载.株高、有效分蘖

和越冬百分率,统一保留至整数.
非分级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数法计算各重复调查数据平均值.

A２　田间记载

A２１　物候期:达到对应物候期标准时采集,日期用年Ｇ月Ｇ日表示.

A２１１　播种期:播种当天的日期.

A２１２　出苗期:调查方法目测,全区５０％以上的植株幼芽鞘露出地面１cm 时的日期.

A２１３　抽穗期:调查方法目测,全区５０％以上麦穗顶端小穗(不含芒)露出旗叶,或在叶鞘中上部裂开

见小穗时的日期.

A２１４　扬花期:调查方法目测,全区５０％以上穗部中部小穗扬花时的日期.

A２１５　成熟期:调查方法目测,大多数麦穗的籽粒变硬,大小及颜色接近本品种正常状态,用指甲不易

划破时的日期.

A２１６　全生育期:计算播种期至成熟期的天数.

A２１７　生育期:计算出苗期至成熟期的天数.

A２１８　与对照生育期比较(成熟期早晚):比对照品种生育期长短的天数,长(晚)用“＋”、短(早)用
“－”标识.

A２２　形态特征

A２２１　幼苗习性:越冬期目测,分匍匐、半匍匐、直立.

A２２２　叶耳颜色:抽穗前目测,分无(含浅黄)、紫、红.

A２２３　穗下节:扬花结束后目测长度,分５级:

a)　１级:无,穗未完全抽出旗叶鞘,或最下部小穗与旗叶鞘间距≤１cm;

b)　２级:短,最下部小穗与旗叶鞘间距≤４cm;

c)　３级:中,最下部小穗与旗叶鞘间距≤８cm;

d)　４级:长,最下部小穗与旗叶鞘间距≤１２cm;

e)　５级:极长,最下部小穗与旗叶鞘间距＞１２cm.
６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A２２４　蜡质:灌浆中期目测,分无、中等、厚.

A２２５　株高:灌浆中期以后测量,从地面至穗的顶端,不含芒,以cm 计算,取整数.

A２２６　芒:落黄以后目测,分５种:

a)　无芒:完全无芒或芒极短;

b)　顶芒:穗顶部有芒,芒长５mm 以下,下部无芒;

c)　曲芒:芒的基部膨大弯曲;

d)　短芒:穗的上下均有芒,芒长４０mm 以下;

e)　长芒:芒长４０mm 以上.

A２２７　芒色:灌浆中期对有芒品种目测,分白(含浅黄)、红、黑.

A２２８　穗形:落黄以后目测,分５种:

a)　纺锤:穗子两头尖,中部稍大;

b)　椭圆:穗短,中部宽,两头稍小,近似椭圆形;

c)　长方:穗子上、下、正面、侧部基本一致,呈柱形;

d)　棍棒:穗子下小、上大、上部小穗着生紧密,呈大头状;

e)　圆锥:穗子下大、上小或分枝,呈圆锥状.

A２２９　壳色:乳熟期目测,分白壳(包括淡黄色)和红壳(包括淡红色)２级.

A２２１０　护颖茸毛:乳熟期目测,分无、中等、多３级.

A２３　生育动态

A２３１　基本苗数:三叶期前在小区内选取非边行出苗均匀的１m 长样段,并做标记,其他间苗到与小区

其他区域密度相近时,计其苗数,折算成万/亩,数据精确至小数点后１位.

A２３２　最高茎蘖数:拔节前分蘖数达到最高峰时调查标记样段,计其总茎数(不足１片叶的分蘖不计

数),折算成万/亩,数据精确至小数点后１位.

A２３３　有效穗数:成熟前选取非边行整行调查或调查标记样段,计其总穗数(穗粒数不足５粒的穗不

予计数),折算成万/亩,数据精确至小数点后１位.

A２３４　有效分蘖率(即成穗率)
有效分蘖率按式(A１)计算.

W＝ M
K ×１００ (A１)

式中:

W—有效分蘖率,单位为百分号(％);

M—有效穗数,单位为万穗每亩(万穗/亩);

K—最高茎蘖数,单位为万穗每亩(万穗/亩).

A２４　抗逆性

A２４１　抗寒性:冻害发生后１周内目测调查,根据地上部分冻害,冬麦区分越冬、春季两阶段记载,多
次冻害的分别记载,以最重时期记载的数据为最终冻害,春麦区分前期、后期两阶段记载,均分５级:

a)　１级:越冬死茎率≤１０％;

b)　２级:越冬死茎率为１０１~１５０％;

c)　３级:越冬死茎率为１５１~２００％;

d)　４级:越冬死茎率为２０１~２５０％;

e)　５级:越冬死茎率≥２５１％.

A２４２　抗旱性:发生旱情时,在午后日照最强,温度最高的高峰过后目测,根据叶片萎缩程度分５级记

载旱害程度,无干旱情况可不记载.

a)　１级:无受害症状;

b)　２级:小部分叶片萎缩,并失去应有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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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３级:叶片萎缩,有较多的叶片卷成针状,并失去应有光泽;

d)　４级:叶片明显卷缩,色泽显著深于该品种的正常颜色,下部叶片开始变黄;

e)　５级:叶片明显萎缩严重,下部叶片变黄至变枯.

A２４３　耐湿性:在多湿条件下于成熟前目测调查,分３级记载湿害程度,非多湿环境可不记载.

a)　１级:茎秆呈黄熟且持续时间长,无枯死现象;

b)　３级:有不正常成熟和早期枯死现象,程度中等;

c)　５级:不能正常成熟,早期枯死严重.

A２４４　耐青干能力:有干热风或雨后逼熟天气时目测记载,根据穗、叶、茎青枯程度,分无、轻、中、较
重、重５级,分别以１、２、３、４、５表示;同时记载青干的原因和时间.

A２４５　抗倒伏性:倒伏发生后１周内目测调查,分最初倒伏、最终倒伏(日期及累计倒伏程度、面积,倒
伏面积数据精确到整数)分重复多次记载,以最终倒伏数据进行汇总,倒伏程度分５级,倒伏面积目测估

计.未倒伏,按倒伏程度１,倒伏面积０记载.多重复倒伏,倒伏程度按最严重小区记载,倒伏面积取平

均值.

a)　１级:无倒伏;

b)　２级:倒伏轻微,植株倾斜角度≤３０°;

c)　３级:中等倒伏,植株倾斜角度３０°~４５°(含４５°);

d)　４级:倒伏较重,植株倾斜角度４５°~６０°(含６０°);

e)　５级:倒伏严重,植株倾斜角度＞６０°.

A２４６　落粒性:完熟期调查,分口紧、易脱粒、口松.

a)　１级:口紧,手用力撮方可落粒,机械脱粒较难;

b)　３级:易脱粒,机械脱粒容易;

c)　５级:口松,麦粒成熟后,稍加触动容易落粒.

A２４７　穗发芽:成熟期遇雨后,室内调查收获的籽粒,随机取１００粒,记载发芽粒数,３个重复,取平均

值,统计发芽率.

A２５　熟相:乳熟后期调查,根据茎叶落黄情况分好、中、差３级.

A２６　病虫害:在病虫害发生盛期或最严重时目测记载,发生较轻时,只记载感病品种.

A２６１　条锈病和叶锈病:记载普遍率、严重度和反应型.

A２６１１　普遍率:目测病叶数(条锈病、叶锈病)占叶片数的百分比,按１％、５％、１０％、２０％、４０％、

６０％、８０％、１００％接近的比例记载.

A２６１２　严重度:目测病斑分布占发病叶(鞘、茎)面积的百分比.

A２６１３　反应型:分５级:

a)　１级:免疫,完全无症状,或偶有极小淡色枯死斑点;

b)　２级:高抗,叶片有黄白色枯斑,或有极小孢子堆,其周围有明显枯斑;

c)　３级:中抗,夏孢子堆少而分散,周围有褪绿或死斑;

d)　４级:中感,夏孢子堆较多,周围有褪绿现象;

e)　５级:高感,夏孢子堆很多,较大,周围无褪绿现象.

A２６２　赤霉病:记载病穗率和严重度.

A２６２１　病穗率:目测病穗占总穗数百分比.

A２６２２　严重度:目测小穗发病严重程度,分５级:

a)　１级:无病穗;

b)　２级:１/４(含１/４)以下小穗发病;

c)　３级:１/４~１/２(含１/２)小穗发病;

d)　４级:１/２~３/４(含３/４)小穗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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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５级:３/４以上小穗发病.

A２６３　白粉病:一般在小麦抽穗至白粉病盛发期分５级记载:

a)　１级:叶片无肉眼可见症状;

b)　２级:基部叶片发病;

c)　３级:病斑蔓延至中部叶片;

d)　４级:病斑蔓延至剑叶;

e)　５级:病斑蔓延至穗及芒.

A２６４　叶枯病:目测病斑占叶片面积的百分率,分５级:

a)　１级:免疫,无症状;

b)　２级:高抗,病斑占１％~１０％;

c)　３级:中抗,病斑占１１％~２５％;

d)　４级:中感,病斑占２６％~４０％;

e)　５级:高感,病斑占４０％以上.

A２６５　根腐病:反应型按叶部及穗部分别记载.

A２６５１　叶部:于乳熟末期调查,分５级:

a)　１级:旗叶无病斑,倒数第二叶偶有病斑;

b)　２级:病斑占旗叶面积１/４(含１/４)以下,小;

c)　３级:病斑占旗叶面积１/４~１/２(含１/２),较小,不连片;

d)　４级:病斑占旗叶面积１/２~３/４(含３/４),大小中等,连片;

e)　５级:病斑占旗叶面积３/４以上,大而连片.

A２６５２　穗部:分３级:

a)　１级:穗部有少数病斑;

b)　３级:穗部病斑较多,或一两个小穗有较大病斑或变黑;

c)　５级:穗部病斑连片,且变黑.

A２６６　黄矮病:记载普遍率和严重度.

A２６６１　普遍率:目测发病株数占总数的百分率.

A２６６１　严重度:分５级:

a)　１级　无病株;

b)　２级　个别分蘖发病,一般仅旗叶表现病状,植株无矮化现象;

c)　３级　半数分蘖发病,旗叶及倒二叶发病,植株有矮化现象;

d)　４级　多数分蘖发病,旗叶及倒二、三叶发病,明显矮化;

e)　５级　全部分蘖发病,多数叶片病变,严重矮化植株超过１/２.

A２６７　纹枯病:冬麦区小麦齐穗后发病高峰期剥茎观察,分５级:

a)　１级:无病症;

b)　２级:叶鞘发病但未侵入茎秆;

c)　３级:病斑侵入茎秆不足茎周的１/４(含１/４);

d)　４级:病斑侵入茎秆茎周的１/４~３/４(含３/４);

e)　５级:病斑侵入茎秆茎周的３/４以上.
在病害严重发生,出现枯白穗的年份,应增加记录枯白穗率(％).

A２６８　茎基腐病:灌浆后期目测,估算枯白穗率,以百分比表示,取整数;或冬麦区小麦齐穗后发病高

峰期剥茎观察,分６级:

a)　１级:无症状;

b)　２级:第１节间部分褐枯;

c)　３级:第１节间完全褐枯,第２节间部分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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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４级:第１节间和第２节间完全褐枯或第２节和第３节间的茎节明显病变;

e)　５级:第１节间和第２节间完全褐枯或第２节和第３节间的茎节明显病变,第３节间部分褐枯;

f)　６级:第１、２、３节间完全褐枯.

A２６９　黄花叶病:调查于病害发生明显时进行,调查每小区总体病情严重度,分４级:

a)　１级:无病症;

b)　２级:轻度发病,叶片有轻微的花叶症状;

c)　３级:中度发病,小麦叶片出现典型的花叶症状,植株轻度矮化;

d)　４级:重度发病,黄花叶症状明显,植株明显矮化,部分分蘖死亡或整株死亡;

A２６１０　秆锈病:发病盛期调查普遍率、严重度和反应型,分５级:

A２６１０１　普遍率:目测估计病秆数占茎秆数的百分比,按１,５,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接近的比例

记载.

A２６１０２　严重度:目测病斑分布占茎秆面积的百分比.

A２６１０３　反应型:分５级:

a)　１级:免疫,茎秆完全无症状;

b)　２级:茎秆无夏孢子或夏孢子堆小,周围有枯死反应;

c)　３级:茎秆夏孢子堆小到中等大小,周围有失绿或坏死反应;

d)　４级:茎秆夏孢子堆中等大小,周围组织褪绿但很少枯死;

e)　５级:茎秆夏孢子堆大而多,周围组织无褪绿或枯死反应.

A２６１１　其他病虫害:如发生散黑穗病、黑颖病、蚜虫、黏虫等时,亦按３级或５级记载.

A３　室内考种

A３１　每穗粒数:每小区边行除外随机选取５０穗混合脱粒,数其总粒数,求平均每穗粒数,数据精确至

小数点后１位.

A３２　饱满度,分饱、较饱、中等、欠饱、瘪.

A３３　粒质:分硬质、半硬质、软(粉)质.

A３４　粒色:分白粒、红粒、紫粒、蓝粒、绿粒、黑粒.

A３５　千粒重:检测２次(单位为g),每次随机取１０００粒种子,取平均值(如２次误差超过０５g应重新

检测),数据精确至小数点后１位.

A３６　容重:以晒干扬净的籽粒用容重器称量２次(单位g/L),取平均值(如２次误差超过５g应重新

检测).

A３７　黑胚率:随机取２００粒,数胚部明显变黑色(褐色)的籽粒数目,检测２次,取平均值,以百分率表

示,数据精确至小数点后１位.

A３８　产量

a)　小区产量:将全部收获的小区籽粒风干后,称质量,精确至小数点后２位,用kg表示;

b)　标准面积小区产量:将小区产量按１３３３m２ 折算成的小区产量,精确至小数点后２位,用kg表示;

c)　亩产:由标准面积小区产量折成亩产,精确到１位小数,用kg表示.

A４　抗病性记载项目

A４１　长江上游麦区冬麦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赤霉病、其他病害.

A４２　长江中下游麦区冬麦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纹枯病、其他病害.

A４３　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其他病害.

A４４　黄淮冬麦区北片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其他病害.

A４５　黄淮冬麦区旱肥地、旱薄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其他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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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４６　北部冬麦区水地品种试验: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其他病害.

A４７　北部冬麦区旱地品种试验: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黄矮病、其他病害.

A４８　东北春麦区早熟品种试验:秆锈病、叶锈病、白粉病、其他病害.

A４９　东北春麦区晚熟品种试验:秆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赤霉病、根腐病、其他病害.

A４１０　西北春麦区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赤霉病、其他病害.

A４１１　西北春麦区旱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其他病害.

A５　鉴定项目

A５１　长江上游麦区冬麦品种试验: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叶锈病.

A５２　长江中下游麦区冬麦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

A５３　黄淮冬麦区南片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

A５４　黄淮冬麦区北片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抗寒性、节水性鉴定.

A５５　黄淮冬麦区旱肥地、旱薄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抗旱性,抗寒性.

A５６　北部冬麦区水地品种试验: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抗寒性.

A５７　北部冬麦区旱地品种试验: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黄矮病,抗旱性,抗寒性.

A５８　东北春麦区早熟品种试验:秆锈病、叶锈病、白粉病.

A５９　东北春麦区晚熟品种试验:秆锈病、叶锈病、白粉病、赤霉病、根腐病.

A５１０　西北春麦区水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赤霉病.

A５１１　西北春麦区旱地品种试验: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黄矮病,抗旱性.

A６　品质检测

由指定单位统一从试验点收获籽粒中分取检测样品,交专门机构进行检测.

１１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附　录　B
(规范性)

国家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年度报告

　
××××—××××年度

试验区组:
试验组别:
承试单位:
联系电话:
邮　　编:
试验地点:
海　　拔:
北　　纬:
东　　经:
负 责 人:
记 载 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试验设计

１供试品种数 个,共同对照品种名称 ,辅助对照品种名称 ,重复次

数 次.

２小区长度 m,小区宽度 m
３每小区行数 行,行距 cm
４试验田面积 亩,密度 万苗/亩.
二、栽培管理

１前茬作物: ;土质: ;水、旱地: .

２基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３整地(时间、机具、质量): .

４种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５种子处理: .

６播种期: 年 月 日;播种方法: .

７追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８中耕除草(时间、次数、方法和质量): .

９灌溉(时间、次数、方法): .

１０病虫害防治(对象、时间、药剂名称和方法): .

１１收获期: 年 月 日.

１２其他 .
三、试验期间的气候情况

四、种植图

五、试验存在问题及改进试验工作的建议

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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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品种简评

品种 特征特性 产量评价 利用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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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国家小麦品种生产试验年度报告

　
××××—××××年度

试验区组:
试验组别:
承试单位:
联系电话:
邮　　编:
试验地点:
海　　拔:
北　　纬:
东　　经:
负 责 人:
记 载 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试验设计

１供试品种数 个,共同对照品种名称 ,
辅助对照品种名称 ,重复次数 次.

２小区长度 m,小区宽度 m.

３每小区行数 行,行距 cm.

４试验田面积 亩,密度 万苗/亩.
二、栽培管理

１前茬作物: ;土质: ;水、旱地: .

２基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３整地(时间、机具、质量): .

４种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５种子处理: .

６播种期: 年 月 日;播种方法: .

７追肥(种类、数量、施肥时间及方法): .

８中耕除草(时间、次数、方法和质量): .

９灌溉(时间、次数、方法): .

１０病虫害防治(对象、时间、药剂名称和方法): .

１１收获期: 年 月 日.

１２其他

三、试验期间的气候情况(指气候对试验的影响,当年气候与常年的比较,特殊气候因子的影响.有条

件的试点可进行积温、日照时数、降水量等气候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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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植图

五、试验存在问题及改进试验工作的建议

六、说明

××××—××××生试 组(试验点)
(１)生育期、茎糵动态汇总表

品种 播种期 出苗期 抽穗期 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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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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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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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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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考种汇总表

品种 落粒性
穗发芽

％
穗型 芒 壳色

穗粒数

粒/穗
粒色 饱满度 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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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杂株数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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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产量表

品种
小区产量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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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产量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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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面积

m２

标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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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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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品种简评

品种 特征特性 产量评价 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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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３
抽

穗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抽

穗
扬

花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７
Ｇ０

４Ｇ
０６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
成

熟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７
Ｇ０

５Ｇ
３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５
全

生
育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d

０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４
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６
生

育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d

０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４
０

　
Q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
基

本
苗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万
/
亩

１
苗

期
取

平
均

值
１５

８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
最

高
茎

蘖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万
/
亩

１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平

均
值

１５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
有

效
穗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万
/
亩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３２
１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０
成

穗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０
８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１
幼

苗
习

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越

冬
期

取
最

多
值

匍
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１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１２
叶

耳
色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孕

穗
期

取
最

多
值

白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３
穗

下
节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级

Ｇ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４
蜡

质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厚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５
芒

色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白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６
护

颖
茸

毛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多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７
穗

形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长
方

形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８
壳

色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白
壳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９
芒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短
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０
株

高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cm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７６
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１
熟

相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好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２
落

粒
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多
值

口
松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３
穗

发
芽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１０
１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４
杂

株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０
３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５
杂

株
数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株

０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５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６
冬

冻
日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分

蘖
拔

节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８
Ｇ１

２Ｇ
１５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２７
冬

冻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８１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２８
春

冻
日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分

蘖
拔

节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８
Ｇ０

３Ｇ
１５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２９
春

冻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３０
越

冬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平

均
值

９９
１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３１
抗

旱
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１
　

Q１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３２
旱

害
日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８
Ｇ０

５Ｇ
０１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３３
旱

害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１
　

Q１
、 Q

３
、 Q

１０
、 Q

１１

３４
耐

湿
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３５
湿

害
日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８
Ｇ０

５Ｇ
０１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３６
湿

害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３
、 Q

１０

３７
耐

青
干

能
力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１
　

Q１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３８
青

干
日

期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日
期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不
处

理
２０

１８
Ｇ０

５Ｇ
１５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３９
青

干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３
、 Q

１０

４０
倒

伏
程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１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１
倒

伏
面

积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１０
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２
是

否
倒

伏
点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统

计
值

是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３
条

锈
反

应
型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１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４４
条

锈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３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５
条

锈
普

遍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６
叶

锈
反

应
型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７
叶

锈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０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８
叶

锈
普

遍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０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４９
白

粉
病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５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５０
赤

霉
病

病
穗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５０
６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５１
赤

霉
病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５２
纹

枯
病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５３
纹

枯
病

病
穗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７
６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５４
叶

部
根

腐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４

、 Q
９

５５
穗

部
根

腐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４

、 Q
９

５６
黄

矮
病

严
重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１
０
、 Q

１１

５７
黄

矮
病

普
遍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３
３

　
Q１

０
、 Q

１１

５８
叶

枯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３
、 Q

４
、 Q

６
、 Q

７
、 Q

８

５９
黄

花
叶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最

大
值

３
　

Q１

０２



NY/T１３０１—２０２５
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６０
茎

基
腐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１
３

　
Q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６１
花

叶
病

毒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级

—
拔

节
孕

穗
期

取
最

大
值

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２
秆

锈
病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最

大
值

４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３
其

他
病

虫
害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级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累

计
值

黑
颖

病
３

级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６４
穗

粒
数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粒
/
穗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４２

１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５
粒

色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多

值
白

粒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６
粒

质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多

值
硬

质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７
饱

满
度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多

值
饱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８
黑

胚
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１

６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６９
千

粒
重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g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３６

８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０
容

重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g/

L
０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７８
９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１
小

区
面

积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m

２
２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３

３
４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２
小

区
产

量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k g

２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８
６４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３
标

准
面

积
小

区
产

量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k g

２
室

内
考

种
按

１３
３

３
m

２

折
算

８
６４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４
标

准
面

积

小
区

产
量

平
均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k g

２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８

６１
　

Q１
、 Q

１１

７５
折

合
亩

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k g

１
室

内
考

种
按

６６
７

m
２

折
算

４６
５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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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７６
平

均
亩

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k g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４６

５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７
比

C
K

增
减

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２
６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８
比

C
K２

增
减

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５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７９
位

次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数
值

型
—

０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０
备

注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累
计

值
大

穗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８１
产

量
评

价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累
计

值
产

量
偏

低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２
特

征
特

性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累
计

值
分

蘖
强

、
中

抗
条

锈
病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３
田

间
评

价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累

计
值

穗
大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４
利

用
价

值
区

域
试

验

生
产

试
验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累
计

值
适

合
当

地
种

植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５
条

锈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感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６

叶
锈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高
感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７

白
粉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６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８８

赤
霉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感

　
Q１

、 Q
３
、 Q

４
、 Q

６
８９

纹
枯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高
感

　
Q１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０

黄
花

叶
病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１
９１

黄
矮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９

９２
秆

锈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９
９３

根
腐

病
抗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抗

　
Q９

９４
容

重
( 品

质
)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g/

L
０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８１
６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５

质
量

等
级

品
质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一

等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６

籽
粒

蛋
白

含
量

( 干
基

)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１３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７

湿
面

筋
含

量
( １
４
％

湿
基

)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２５
４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８

吸
水

量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m
L/

１０
０ g

０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５８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９９

稳
定

时
间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mi

n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２
３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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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１０
０

最
大

拉
伸

阻
力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E

U
０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５５
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０

１
拉

伸
面

积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cm
２

０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８０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０

２
粗

淀
粉

含
量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５２

３
　

Q１
、 Q

２
１０

３
支

链
淀

粉
含

量
( 占

淀
粉

)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２３
２

　
Q１

、 Q
２

１０
４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 占
淀

粉
)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５６

３
　

Q１
、 Q

２
１０

５
品

质
分

类
品

质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小
值

中
筋

小
麦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０

６
混

样
点

数
品

质
鉴

定
数

值
型

个
０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７

　
Q１

、 Q
２
、 Q

３
、 Q

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９
、 Q

１０
、 Q

１１
１０

７
水

分
胁

迫
区

产
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k g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４６
５

３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０

８
水

分
非

胁
迫

区
产

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k g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４６

５
３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０

９
抗

旱
指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小
值

０
７８

９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０
抗

旱
级

别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级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３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１
抗

旱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等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２
水

分
胁

迫
千

粒
重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g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６
８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３
水

分
非

胁
迫

千
粒

重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g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８

６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４
千

粒
重

抗
旱

系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０
６５

２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５
水

分
胁

迫
千

粒
重

增
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５
６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６
水

分
胁

迫
有

效
穗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８

６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７
水

分
非

胁
迫

有
效

穗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５

８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８
有

效
穗

抗
旱

系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０
６８

９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１

９
水

分
胁

迫
有

效
穗

增
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１
１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０
水

分
胁

迫
穗

粒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粒
/
穗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２９
５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１
水

分
非

胁
迫

穗
粒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粒
/
穗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４４
８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２
穗

粒
数

抗
旱

系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０
６８

９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３
水

分
胁

迫
穗

粒
数

增
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１
１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４
水

分
胁

迫
株

高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cm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７４

４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５
水

分
非

胁
迫

株
高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cm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１
５

９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６
株

高
抗

旱
系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０

６４
９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７
水

分
胁

迫
株

高
增

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３５

１
　

Q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８
基

本
苗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２０

１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２

９
冬

前
分

蘖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６８

５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０
冬

前
单

株
茎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个
/
株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２
６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１
冬

前
次

生
根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条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６
１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２
冬

前
叶

片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片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５
１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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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１３
３

越
冬

死
株

率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

８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４
越

冬
死

茎
率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１６
２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５
抗

寒
性

级
别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级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３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６
抗

寒
性

评
价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中

等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７
调

查
株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株
/ ０

１
６６

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５３

５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８
死

株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株
/ ０

１
６６

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６

３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３

９
调

查
茎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株
/ ０

１
６６

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２０

０
２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４

０
死

茎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株
/ ０

１
６６

７
m

２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４６

７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４

１
亩

存
活

茎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亩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６９
５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４

２
亩

最
高

群
体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亩

１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７６
９

　
Q４

、 Q
５
、 Q

６
、 Q

７
、 Q

８
、 Q

１１
１４

３
春

播
幼

苗
习

性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匍

匐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４
春

播
苗

穗
期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天

０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５６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５
春

播
抽

穗
率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０

７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６
春

播
成

熟
情

况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不
处

理
基

本
成

熟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７
冬

春
性

类
别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春

性
类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８
冬

春
性

类
型

抗
性

鉴
定

文
本

型
—

—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大

值
半

冬
性

　
Q３

、 Q
５
、 Q

６
、 Q

８
１４

９
节

水
指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小
值

２
３５

２
　

Q４
１５

０
旱

棚
节

水
指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小
值

２
３５

２
　

Q４
１５

１
旱

棚
千

粒
重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g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３０

５
　

Q４
１５

２
旱

棚
产

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k g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４０

０
６

　
Q４

１５
３

旱
棚

穗
粒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个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４２

１
　

Q４
１５

４
旱

棚
亩

穗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２

３
　

Q４
１５

５
旱

棚
株

高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cm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８５

３
　

Q４
１５

６
旱

棚
最

高
分

蘖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平
均

值
５２

３
　

Q４
１５

７
旱

棚
成

穗
率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８５
２

　
Q４

１５
８

旱
棚

生
物

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k g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４２

３
２

　
Q４

１５
９

大
田

节
水

指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３
室

内
考

种
取

最
小

值
２

３５
２

　
Q４

１６
０

大
田

千
粒

重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g
１

室
内

考
种

取
平

均
值

３０
５

　
Q４

１６
１

大
田

产
量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k g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４０
０

６
　

Q４
１６

２
大

田
穗

粒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个

１
灌

浆
成

熟
期

取
平

均
值

４２
１

　
Q４

１６
３

大
田

亩
穗

数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２２

３
　

Q４
１６

４
大

田
株

高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cm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８５

３
　

Q４
１６

５
大

田
最

高
分

蘖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万
/ ６

６７
m

２
１

分
蘖

拔
节

期
取

平
均

值
５２

３
　

Q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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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１

( 续
)

序
号

性
状

名
称

试
验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性
状

单
位

数
据

精
度

采
集

阶
段

处
理

方
法

示
例

数
据

适
用

类
型

１６
６

大
田

成
穗

率
抗

性
鉴

定
数

值
型

％
１

抽
穗

扬
花

期
取

平
均

值
８５

２
　

Q４

　
　
注
: Q

１
为

长
江

中
下

游
冬

麦
区

、 Q
２

为
长

江
上

游
冬

麦
区

、 Q
３

为
黄

淮
冬

麦
区

南
片

水
地

、 Q
４

为
黄

淮
冬

麦
区

北
片

水
地

、 Q
５

为
北

部
冬

麦
区

水
地

、 Q
６

为
黄

淮
冬

麦
区

旱
肥

地
、 Q

７
为

北
部

冬
麦

区
旱

地
、

Q８
为

黄
淮

冬
麦

区
旱

薄
地

、 Q
９

为
东

北
春

麦
区

晚
熟

、 Q
１０

为
西

北
春

麦
区

水
地

、 Q
１１

为
西

北
春

麦
区

旱
地

.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