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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大麦品种布局现状及评述

戴红燕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 50 1 3 )

摘 要
:
通过对觅宁县大麦品种布局现状调查

,

从品种结构
、

耕作制度
、

丰产性
、

经济效益等方 面进行评述
,

并对今后

的大麦品种布局提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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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北部
,

介于

东经 10 1 “
3 8

’

至 1 0 2
0 2 6

’ ,

北纬 2 8
0

0 5
`

至 2 9
0

0 2
` ,

境 内海

拔高度 1
,

5 0 0一 5
,

2 3 4m
,

为较低纬度高海拔地区
,

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
,

兼有高原气候特点
,

冬春丰富的

光热资源和昼夜较大的温差有利于大麦生长
。

1 品种布局现状
1

.

1 大麦种植历史

冕宁县历来有种植大麦的习惯
,

是一年两熟 田

块小春的主要栽培作物之一
。

19 65 年前以种植本地

六棱皮大麦为主
,

产品用做饲料 ; 1 9 6 5年从西昌农科

所引进吉萨大麦试种
,

与本地大麦相比表现抗病抗

倒
,

产量较高 ; 1 9 91 年县种子站从四川农业大学引人

川农 90 一 18 六棱皮大麦
,

经试验示范
,

其丰产性
、

抗

病抗倒性
、

适应性等都优于吉萨大麦
,

很快在全县

推广开并取代了吉萨大麦 ; 19 98 年
,

为适应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需要
,

开始引进啤酒大麦 品种
,

经试验

和示范
,

嘉陵三号因优质高产成为啤麦生产的主推

品种
。

1
.

2 大麦品种布局

冕宁县 2 0 0 1年大麦种植面积 3
,

3 38
.

3 ll n 飞尸
,

其中

本地大麦 3 3
.

hl m
“ ,

占大麦总播面的 0
.

99 %
,

主要分布

在北部高山湖盆 区即拖乌片区的部份一年两熟 田

中
。

J l l农 9 0一 18面积 2
,

9 6 6
.

9 h m2
,

占大麦总播面的

88
.

88 %
,

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和雅碧江流域的大

部份地区
。

嘉陵三号面积 323
.

h9 耐
,

占大麦总播面的

.9 7 0%
,

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城关及以下地区
,

其

它品种 (包括吉萨大麦和农户从外地串换来的大麦

品种 ) 14
.

4 hm
2

占总播面的 .0 43 %
,

在安宁河流域的巨

龙
、

沪沽片区零星种植
。

收稿 日期
:
2 004一04 一07

本文得到蔡光泽教授的悉心指导
,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1
.

3 主要品种的特征特性

1
.

3
.

1 川农9 0一
-

18 :

六校皮大麦
,

属饲料大麦

全生育期从南到北 165 一 18 d0
,

分粟力强
,

幼苗

习性半直立
,

茎杆粗壮抗倒伏
,

黄色长芒
,

籽粒梭形
,

穗柱形
,

株高90 一 9 5 c m
,

整齐
,

高抗条锈病
,

轻感白粉

病
,

未发现赤霉病
。

产量构成
:

基本苗 2 55 一 2 85 万 /

h ln Z ,

有效穗 5 10 一 5 55 万刀 I n 1 2 ,

千粒重 4 2 9
,

穗粒数 36 一

4 4粒
,

单产 7
,

7 00 一 9
,

7 50 k今飞 m
Z。

1
.

.3 2 嘉陵三号
:

二棱皮大麦
,

属啤酒 大麦

全生育期从南到北 158 一 17 d5
,

分粟力强
,

幼苗

习性甸伏
,

茎秆 中粗
,

抗倒伏性中
,

长芒
、

叶舌
、

叶耳

呈紫红色
。

株高 88 一 9 c0 m
,

整齐
,

籽粒卵圆形
,

皮薄
,

穗梯形
,

高抗锈病
,

轻 一中感白粉病
,

轻感叶条纹病
,

未发现赤霉病
。

产量构成
:

基本苗在 300 万月
1 11 1 2

左右
,

有效穗 5 2 5一 6 7 5万穗厂比
1 12 ,

千粒重 4 8 9
,

穗粒数 2 2一 25

粒
,

亩产 5
,

5 5 0一 7
,

5 0o k叨
l m

Z o

2 大麦品种布局评述
.2 1 品种结构单一

川农9 0一 18 占了大麦总播面的8 8 88 %
,

其它品种

包括本地大麦和嘉陵三号占 1 1
.

12 %
,

结构单一不合

理
,

如果遭遇特殊气侯会引起病虫害大发生而导致

大幅度减产
,

将给全县的粮食生产造成极其不利的

影响
。

.2 2 缓解大春茬口紧张
,

适宜种植制度的改革

安宁河流域和雅碧江流域田块大部份是一年两

熟
: “
稻一油

” 、 “

稻一小麦
” 、 “

稻一大麦
” ,

其中又以
“

稻一大麦
”

为主
。

雅碧江流域中下环和安宁河流域

巨龙 以下地区
“

稻一小麦
”

能稳定成熟
,

而城关片及

其 以上 地 区
,

多 O℃ 的年 总 积 温 5
,

000 ℃ 或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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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0 0℃
,

接近稻麦种植的上限 4
,

85 0℃
,

茬 口衔接紧

张
,

若遇低温冷害
,

水稻成熟 困难
,

因此
,

小春多选

择生长期较短的大麦品种
。

川农 90 一 18 在城关的生

育期 比小麦提早 10 一 ZOd
,

比油菜提早 7一 1 5 d成熟
,

能

保证水稻按时栽插和正常成熟
,

城关 中上环地区的

部份一年一熟 田块也因此可改为一年两熟
,

提高复

种指数
。

近几年
,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
,

旱育秧
、

秧

盘育秧抛秧等技术的引进
,

水稻秧 田期缩短
,

大 田

栽插期提前
,

川农 90 一 18 在巨龙及以上地区生育期

显得略长
,

而嘉陵三号比川农 90 一 18 提前 7 一 1 d5 成

熟
,

因此更能适应种植技术的改革
。

.2 3 产量高
,

社会需求量大

川农 90 一 18 和本地大麦主要用作饲料
。

本地大

麦生育期短
、

产量低
,

仅在 3
,

0 00 一 3
,

7 5 k0 g 飞m
Z

左

右 ; 川农 90 一 18 丰产性好
,

在城关片区平均单产 6
,

75 0 k g 七 m
Z ,

巨龙以下地区平均单产 7
,

5 00 一 9
,

oo ok 酬

h m
, ,

高产田块可达 9
,

7 50 k以hn
1 2以上

。

冕宁县农户都

有养猪的习惯
,

平均每年每户养猪 3一 5头
,

所需的饲

料量较大
,

川农 90 一18 以产量高而成为主饲料之一
。

嘉陵三号主要作为酿造啤酒的原料
。

该品种平

均单产 5
,

2 5 0一 6
,

0 0 0元儿
11 1 2 ,

高产 田块可达 7
,

s o o k梦

h n 1 2以上
。

这在我国的啤麦生产上都是较少见的
。

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

对啤酒的需求大量增加
,

20 01 年我国年啤酒产

量达2
,

300 万 t
,

居世界第二位
,

需啤麦原料 4 60 万 t
,

但

65 %的原料依赖进 口
,

并随着啤酒工业 的发展
,

大量

的啤麦需求 国外也难 以满足
,

而国内的大麦近几年

不仅未增加
,

反而有下降趋势
,

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啤

麦品质不高
。

嘉陵三号在 19 99 年经国内同行专家评

审鉴定为高产优质啤酒大麦新品种
,

各项化验指标

达到国家啤酒大麦优级标准
,

溶解 良好
,

同时冕宁啤

麦上市与西北啤麦和进 口 啤麦存在季节差的优势
,

正好弥补国内啤麦市场原料的短缺
,

具有巨大的市

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

.2 4 发展大麦生产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种植啤酒大麦 (嘉陵三号 )与种植饲料大麦 (川

农 9 0一 1 8 )
、

小麦 (川农麦 8号 )
、

油菜 (中油 8 2 1 )的经

济效益明显不同
,

如表所示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种植

大麦嘉陵三号和川农 90 一 18 纯收益最高
,

每公顷比

小麦
、

油菜高4 5 0元左右
。

表 1 小春粮油作物经济效益 比较表

品种

项 目

啤酒大麦

嘉陵三号

饲料大麦

川农 9 0 一 18

小 麦

川农麦8号

油 菜

中油 8 2 1

平均产量 (k留七m
Z

) 5 2 50 一6 00 0

商品价格 (元八 g ) · 1 20

总 收 人 (力乙q加
2

) 63 00 一7 2 00

总 投 人 (元 / h n 12 ) 2 62 5

纯 收 益 (元 /b
刀 2

) 3 6 7 5一 4 5 7 5

注
:

商品价格是 以 2 00 2年 6月县 内市场价计
。

8 2 50 一9() 的

0
一

8 0

6 6X()
一 7 2的

2 62 5

3 9 7 5一 4 5 7 5

仪曰〕一 67 50

1
.

10

6日洲) 一7 4 2 5

32 8 5

33 15一 4 1 40

3 0X() 一 3 4 50

2
一

20

6自加〕一 7 5 9 0

3 4 20

3 1 80一4 17 0

.2 5 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通过市场调查和分析
,

冕宁县把发展啤酒大麦

生产作为一项优势产业进行结构调整
,

以攀西地区

建立巧万公顷啤酒大麦生产基地为契机
,

争取把啤

酒大麦生产发展成为有规模
、

有影响
、

商品率高
、

经

济效益显著的主导产业
,

嘉陵三号成为啤麦推广的

首选品种
。

对大麦布局的建议
针对现有布局 中品种结构单一的问题

,

有关部

门应抓紧并常年坚持不懈地开展大麦新品种 (包括

饲料大麦和啤酒大麦 两大类 ) 的引进试验示范工

作
,

合理布局
,

使品种结构主次搭配协调
。

在未筛选

出后备品种之前
,

对现有的川农 90 一 18 和嘉陵三号

进行提纯复壮
,

以充分发挥其品种的优质
、

高产
、

抗

病特性
,

延长品种使用年限
。

.3 2 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

在适宜种植 区 (主要为

城关
、

巨龙
、

沪沽三个片区 )大力发展啤酒大麦生产
,

并搞好啤酒大麦的产前
、

产中
、

产后服务
,

特别是做

好产后服务
,

以消除农民的顾虑
,

使其在小春生产上

占主导地位
,

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农民收人
。

.3 3 安宁河流域城关中
、

下环及以下的河谷坝区以

发展啤酒大麦为主
,

品种 以嘉陵三号为主
,

搭配其

它优质高产啤麦品种 ; 拖乌片区的一年两熟田块以

本地饲料大麦为主
,

辅 以其它早熟大麦 品种 ;安宁

河流域城关上环地区以川农 90 一 18为主
,

(下 转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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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从疗效统计表可以看出
,

温热病初期的卫分

证
,

中期气分证的热伤胃腑
,

热结肠道等证型 比较

多见
,

温病初期 由于病 在肌 表
,

病情较轻
,

治疗得

当
,

预后良好
,

一般投药二至三剂即愈
。

当病邪由表

人里进人气分时
,

及时治疗也可痊愈
。

当温热邪气

内陷
,

损伤营阴时
,

治疗较难
,

预后可疑
,

特别是传

变到血分证
,

多数以死亡告终
。

临床治疗过程中
,

对

十二例邪在卫分的病猪投服加味银翘散二剂
,

均收

到 了较好的疗效 ;对气分证二十例
,

其中热塞于肺

者四例投服加味麻杏石甘汤二剂
,

热伤胃腑七例
,

投

服加味白虎汤三剂
,

热结肠道者八例投服加味大承

气汤二至三剂
,

都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

治疗营血分证

四例
,

除一例有效外
,

其余均死亡
。

结果表明
:

温病
“

卫气营血
”

辩证理论在猪病诊治上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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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其它早熟大麦品种 ;雅碧江流域田少
,

分散
,

交

通不便
,

仍 以饲料大麦川农 90 一 18 为主
,

适当搭配其

它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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