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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我国农业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小麦栽培模式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不同栽

培模式对于小麦品种的选择方法及适应性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全面满足小麦种植要求，本文主

要针对不同栽培模式下小麦品种选择与适应性进行研究，分别阐述了不同栽培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选择

方法及适应性提升策略，希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价值，从而促进我国种植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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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bility of wheat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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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technology in China，wheat 

cultivation patterns have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and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selection methods and adaptability of wheat varieties. In order to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wheat planting，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bility of wheat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s，and expounds the selection methods and adaptabilit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wheat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s，hoping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have certain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value，so a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nt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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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传统农业、有机农业还是精准农业，每一种耕作方

式都带来了其特有的要求与挑战，因此，为每一种耕作模式选

择恰当的小麦品种对于确保产量和质量至关重要。这一选择过

程必须综合考虑诸如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对抗病虫害的能力

以及每种农业实践的特定需求等多种因素。此外，增强小麦品

种的适应性在现代农业体系中也是关键一环。面对气候变化和

不断演进的农业实践所带来的新挑战，开发能够适应这些变化

的环境和农业技术的小麦品种显得尤为关键，这种适应性的增

强不仅确保了小麦生产的可持续性，而且维护了全球粮食供应

链的稳定。这需要通过育种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来实现，目

的是培育出能够承受环境压力、适应不同栽培方式并满足市场

需求的小麦品种。因此，针对不同栽培模式下小麦品种选择与

适应性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1.不同栽培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选择方法 
1.1 传统栽培模式下的小麦品种选择方法 

1.1.1 表型特征评估 

在基于传统栽培模式的小麦品种选择的过程中，加强对小

麦品种表型特征的评估至关重要，这一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 

（1）产量潜力 

小麦品种的产量潜力是衡量其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在评

估产量时，研究者不仅关注作物在一个生长周期内的总产量，

同时也注重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稳定性和表现。特别是那些

即使在干旱或高温条件下也能保持较高产量的品种，被视为极

具价值。此外，鉴于现代农业追求效率，那些在较短生长周期

内能实现高产量的品种也备受重视。 

（2）病害抗性 

小麦品种的病害抗性是决定其可持续性和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的重要因素。强大的病虫害抵抗能力不仅保障了作物的健

康，也有助于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1]
。因此，在选择小

麦品种时，研究者会对其抗常见病害（如锈病、赤霉病等）的

能力进行评估，这种评估通常通过实地试验和实验室分析来完

成，确保品种在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适应性。 

（3）质量特性 

小麦的质量特性，包括谷物的大小、形状、色泽以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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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品的质量（如面筋含量、面粉颜色和质地），直接影响小

麦的市场价值和消费者接受度
[2]
。例如，高面筋小麦适用于制

作面包和面食，而低面筋小麦则更适合于制作饼干和糕点。因

此，在选择小麦品种时，需要考虑其 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消

费者偏好。 

1.1.2 田间表现评估 

在小麦品种选择的环节中，田间表现评估占据着核心地

位，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1）对特定气候条件的适应性 

小麦品种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表现对于确定其适用性和

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在进行评估时，研究者将密切关注品种在

干旱、高温、湿润或寒冷等特殊气候条件下的生长和产量情况。

例如，有些品种在干旱地区可能表现优异，而其他品种则更适

应湿润环境。同时，品种对极端天气事件如寒潮或热浪的抵抗

能力，也是评估的一个重点，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尤为

关键。 

（2）对农艺实践的响应能力 

小麦品种对不同的农艺管理措施如何反应，也是评估的一

个重要部分，这包括品种对施肥、灌溉及病虫害管理等措施的

适应性和响应能力
[3]
。例如，一些品种可能需要较多的肥料投

入才能达到 佳产量，而另一些品种在较低投入下也能保持较

高的产量。另外，小麦品种对精准农业技术（如土壤养分监测

和水分管理系统）的适应性，也是现代农业中非常重要的评估

内容。 

1.2 现代栽培模式下的小麦品种选择方法 

1.2.1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在现代小麦育种技术中占据着不可或

缺的地位，其主要涵盖两个关键方面： 

（1）识别与理想特性相关的基因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核心任务是识别与目标特性相关的

基因，通过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者能够准确定位那些影

响小麦品种关键农艺性状（如产量、抗病性、品质等）的特定

基因或基因组区域
[4]
。例如，识别控制抗病性或提高产量的基

因，能够有效促进小麦品种的选择与改良，这种方法的优势在

于提高育种精度，同时显著加速育种过程，因为研究者可以直

接针对特定基因进行选择，而非仅依赖表型特征。 

（2）针对特定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在此环节中，研究者利用已识别的分子标记，更加有针对

性地开展育种工作，这意味着可以精确挑选出携带所需农艺性

状基因的个体进行杂交和育种。例如，若某个基因与抗旱能力

紧密相关，育种专家便可以选择性地将此基因融入其他小麦品

种，以提升其抗旱性能。这种方法不仅提升了育种效率，同时

也因其高精确度而大幅降低育种过程中的时间和资源消耗。 

1.2.2 基因组选择 

基因组选择作为现代小麦育种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其核

心在于利用基因组数据预测表型特征并提升育种效率与精确

度。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利用基因组数据预测表型 

基因组选择依靠分析整个基因组的数据来预测小麦品种

的表型特性，这种方法基于大量的基因组信息和复杂的统计模

型，能够精准预测小麦品种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例如，

研究者通过分析与产量、抗病性或品质等关键性状相关的基因

组标记，能够预测不同品种在实际田间的表现，这不仅为选择

佳品种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也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因

为能够及早排除那些不符合育种目标的品种。 

（2）提高育种效率和精确性 

通过对众多基因组数据的分析，基因组选择使育种过程变

得更高效且精确。传统育种方法通常依赖于长时间的田间试验

来确定品种的表型特征，而基因组选择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

分子水平的分析来预测这些特征。这一方法不仅加速了新品种

的开发过程，而且由于其高精确度，减少了在传统育种过程中

常见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2.不同栽培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升策略 
2.1 传统农耕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升策略 

传统农业作为小麦栽培的主流方式，其管理策略核心聚焦

在肥料管理、灌溉实践及病虫害控制，这些都是保障高产量和

良好品质的关键。首先，在传统农业模式下，恰当的肥料管理

对小麦的健康生长和产量提升至关重要。这包括科学选择化学

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以及掌握正确的施肥时机和方法。恰当的

氮、磷、钾肥料搭配对小麦的生长至关重要，同时补充有机物

也是必要的，以维持土壤的肥力和结构。定期进行土壤测试，

有助于农民了解土壤养分情况，以便更精确地施用肥料
[5]
。其

次，有效的水分管理对提升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同样至关重要。

在传统农业中，灌溉系统可能相对简单，依赖自然降雨或人工

渠道。制定合理的灌溉计划，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阶段得到充

足水分是必要的，不当灌溉可能对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基于气候和土壤条件制定灌溉计划显得尤为重要。 后，

在传统农业中，控制病虫害通常依赖化学农药的使用。有效的

病虫害管理策略包括定期监测田间病虫害状况、合理选择和使

用农药，以及实施农艺措施（如轮作、适当密植）减少病虫害

发生。但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病虫害抗药性

问题，因此探索更环保的病虫害管理方法也是传统农业面临的

一项挑战。 

2.2 有机农耕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升策略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强调生态和可持续性的小麦种植方式，

其核心管理策略主要包括土壤肥力提升、杂草管理和自然病虫

害控制三个方面。第一，在有机农业中，增强土壤肥力是一项

基础而关键的工作。这通常通过使用有机肥料如动物粪便、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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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和绿肥，结合自然土壤管理技术如轮作和深翻耕来实现。有

机肥料不仅提供植物所需营养，还有助于提升土壤微生物活性

和改善土壤结构，从而促进土壤健康。轮作作为一种有效的措

施，不仅可以防止土壤养分的耗尽，还能帮助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第二，有机农业中，杂草管理避免使用化学除草剂，转而

采用人工除草、覆盖物（如草皮、秸秆）和选择竞争力较低的

作物品种等方法。人工除草虽然较为劳累，但对环境友好。覆

盖物能够有效抑制杂草的生长，并有助于保持土壤湿度和改善

土壤结构。第三，有机农业倾向于使用自然方法来控制病虫害，

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包括采用生物防治（如引入捕食

性天敌）、物理防治（如使用防虫网、粘虫板）和适当的农艺

措施（如选用抗病虫害品种、合理的种植密度）。生物防治通

过利用天敌的自然捕食行为来控制害虫，而物理防治则通过设

置物理障碍来阻止害虫侵害作物。 

2.3 精准农业模式下小麦品种的适应性提升策略 

精准农业作为小麦种植的高度现代化方式，依托于先进的

农业技术、基于传感器的营养管理以及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

目的在于提升种植效率和产量，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首先，

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在现代农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在小麦种植领域，这些技术通过提高作物种植和管理的精

确度，大大优化了农业生产过程。一方面，卫星定位（GPS）

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操作模式，GPS 技术使农民能够

精确地定位田间的每一个位置，这对于精确施肥、播种和收割

至关重要。例如，在精准施肥中，GPS 技术可以帮助农民根据

土壤肥力的空间变异性精确分配肥料，从而提高肥料的利用效

率，减少过量施肥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遥感技术在监测

作物生长状况和土壤特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卫星或无

人机搭载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农民可以了解作物的健康状

况、生长速率和水分需求，这些信息有助于农民做出更精确的

灌溉、施肥和病虫害管理决策
[6]
。其次，基于传感器的营养管

理在精准农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在小麦种植中对提高作

物产量和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土壤和作物传感器的使用允

许农民实时监测田间的营养水平和作物的健康状态，这些传感

器能够测量土壤湿度、pH 值、养分含量等多种关键参数。例如，

土壤湿度传感器可以帮助农民确定灌溉的 佳时机和量，pH

传感器则有助于评估土壤酸碱度，从而指导适当的土壤改良措

施。此外，基于这些数据的精确施肥不仅提高了肥料的使用效

率，还减少了对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通过精准控制肥料用量

和类型，可以减少氮肥过量使用带来的地下水污染和气体排放

问题。这种方法还有助于优化作物营养供给，提高作物的生长

质量和产量。 后，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在精准农业中具有重

要价值，特别是在小麦种植领域，通过利用大数据和先进的数

据分析技术来优化农业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一方面，数据驱

动的决策制定涉及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土壤、气候和作物生长数

据，这包括但不限于土壤养分水平、水分含量、温度和降水量，

以及作物的生长速度和健康状态，这些信息对于理解田间条件

和作物需求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农

民能够识别田间的异质性，如不同区域的土壤肥力差异，从而

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例如，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决定哪

些区域需要更多的水分或营养，或者在何时进行病虫害防治。

此外，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也有助于优化灌溉、施肥和收割等

农业操作。例如，通过分析天气模式和作物生长模型，农民可

以更准确地决定灌溉的 佳时间和量，或者选择 佳的收割时

机，以 大化作物产量和品质。 

3.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全面探讨了小麦品种选择的多种方法，既

包括传统的基于表型特征的评估，也涵盖了现代的基于分子标

记和基因组的选择技术。这些方法各具其优势，从表型的直观

评估到分子层面的精准分析，形成了小麦品种选择的综合体

系。提升小麦品种的适应性，对于应对环境变化和农业实践中

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阐述了不同栽培模式下强化小麦

品种适应性的有效策略，通过满足上述要求，不仅提升了小麦

的生产效率，还增强了对环境逆境的抵抗力。随着科技进步，

未来的小麦品种选择和适应性提升将更加依赖于高科技和数

据驱动的方法，精准农业和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应用，预计

将使小麦育种过程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 终将会为全球粮食

安全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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