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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

法，包括步骤：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

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播种在栽培槽中，播种后

用基质覆盖；将得到的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

对照1组和对照2组；干旱处理组采用有机生态栽

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旱处理，基质的相

对湿度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对照1组采

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

维持为75％；对照2组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

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75％；分别统计干旱处理

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部干

重；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方法成本

低，耐旱检测准确度高，检测周期短，易于操作，

便于在各个地方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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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步骤S1，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以条播方式播种在栽

培槽中，播种后用基质覆盖；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

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其中，所述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基质的相对湿

度控制为75％；

步骤S2，将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干旱处理组采用有机生态栽培

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若干天；

对照1组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75％；对照2组采用土壤

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75％；

步骤S3，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部干重，单个栽培

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每组对应的多个栽培槽

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

步骤S4，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

越强；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的干

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照1

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

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

所述步骤S1中，所述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分包括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骨

渣、炉渣和蚯蚓粪；所述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所述玉米秸秆、所述腐熟牛

粪、所述稻壳、所述骨渣、所述炉渣和所述蚯蚓粪的质量比为2：4：1：1：2：5；

所述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理化性质包括：容重为0.75g/cm  3，总孔隙度为80％，通气孔

隙为18％，持水孔隙为62％，pH值为6.9，电导率为3.36ms/cm，阳离子交换量为59cmol/k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在每10L有机生态栽培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所述栽培槽的长为40cm、宽为40cm、深为3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基质的覆盖厚度为1.5～2.5c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基质

的覆盖厚度为2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中，所述干旱处理组、所述对照1组和所述对照2组分别包括三个栽培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中，所述若干天为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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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品种筛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胡麻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除了富含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α-亚麻

酸，胡麻籽还含有其他重要的活性成分，如亚麻木酚素、膳食纤维等。胡麻籽中木酚素含量

是其它普通作物的800倍左右，亚麻木酚素具有抗肿瘤、抗骨质疏松和减缓更年期症状等功

效。胡麻籽中还富含可溶性植物纤维素，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经常食用胡麻籽，可以降

低便秘、肥胖、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病率。胡麻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

省，在干旱季节或干旱半干旱地区往往存在干旱胁迫，严重影响胡麻的生产。因此，提高作

物品种的抗旱性，已经成为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准确地兼备作物品

种的抗旱性，是培育抗旱品种的必要基础。抗旱鉴定就是按作物品种的抗旱能力大小进行

筛选、评价和归类的过程；通过抗旱鉴定可以为抗旱育种提供优质种质。尽管不同研究者从

多方面对胡麻的抗旱做了研究工作，为认识胡麻抗旱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现有耐旱

胡麻品种的筛选存在准确低等缺点，缺少一种栽培环境易控制、易操作且准确度高的耐旱

胡麻品种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该筛选方法

成本低，耐旱检测准确度高，检测周期短，易于操作，便于在各个地方推广实施。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包括步骤：步骤S1，精选籽粒饱满、

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以条播方式播种在栽培槽中，播种后用基质覆盖；

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

其中，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基质的相对湿度控制为75％；步骤S2，将胡麻

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干旱处理组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

后开始干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若干天；对照1组采用有机

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75％；对照2组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

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75％；步骤S3，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

地下部干重，单个栽培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

每组对应的多个栽培槽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步骤S4，

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越强；单个胡

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的干旱处理组相

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照1组相对地下

部干重)；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

重，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需要说明的是，为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9452099 B

3



了抗旱能力鉴定的精确度，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计算的时候，采用相对值以便排除栽

培基质造成的背景干扰。

[0006] 优选地，步骤S1中，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分包括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

骨渣、炉渣和蚯蚓粪；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

[0007] 进一步优选地，步骤S1中，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骨渣、炉渣和蚯蚓粪的质量

比为2：4：1：1：2：5。

[0008] 优选地，步骤S1中，在每10L有机生态栽培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

[0009] 优选地，步骤S1中，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理化性质包括：容重为0.75g/cm3，总孔隙

度为80％，通气孔隙为18％，持水孔隙为62％，pH值为6.9，电导率为3.36ms/cm，阳离子交换

量为59cmol/kg。

[0010] 优选地，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

20℃。

[0011] 优选地，步骤S1中，栽培槽的长为40cm、宽为40cm、深为30cm。

[0012] 优选地，步骤S1中，基质的覆盖厚度为1.5～2.5cm，优选为2cm。

[0013] 优选地，步骤S2中，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分别包括三个栽培槽。

[0014] 优选地，步骤S2中，若干天为25天。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16] (1)对于植物来说，地下根系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抗旱能力的强弱；拟根据地下根系

的发育程度来鉴定同种植物不同品种的抗旱性，但根系的发育程度受基质的影响较大。栽

培基质相对于土壤来说更适合植物根系的生长，比如栽培基质总孔隙度比土壤基质大。为

了给根系营造好的生长环境，首先需要研制一款适合该植物的栽培基质。本发明通过研究

不同配方基质对胡麻生长势、植株光合指标、根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确定了胡麻有机生

态栽培基质的最适配方，同大田种植相比，使用该栽培基质一方面植株长势好，产量和品质

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节水节肥。

[0017] (2)研究表明，不同胡麻品种的抗旱性同地下部干重密切相关；本发明提供的筛选

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成本低，耐旱检测准确度高，检测周期短，易于操作，便于在各个地方

推广实施。

[0018]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下实施

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只是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0020] 下述实施例中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试

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自常规商店购买得到的。以下实施例中的定量试验，均设置三

次重复实验，数据为三次重复实验的平均值或平均值±标准差。

[0021] 实施例

[002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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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20℃，筛选具体包括步骤：

[0023] 步骤S1(胡麻播种)：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播种

在长为40cm、宽为40cm、深为30cm的栽培槽中，以条播方式种植，保持合理株距；播种后用基

质覆盖2cm；

[0024] 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在保持合理株距的

基础上，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其中，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从播种一

直到干旱处理前，所有栽培槽的基质的相对湿度控制为75％；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

分包括质量比为2：4：1：1：2：5的粉碎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骨渣、炉渣和蚯蚓粪，在每

10L有机生态栽培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有机生态栽

培基质使用时不进行刻意的按压夯实，该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理化性质如下：容重为

0.75g/cm3，总孔隙度为80％，通气孔隙为18％，持水孔隙为62％，pH值为6.9，电导率为

3.36ms/cm，阳离子交换量为59cmol/kg。

[0025] 步骤S2(干旱处理)：将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每个处理3个

栽培槽，间苗后每槽留50株胡麻苗：

[0026] 干旱处理组(栽培基质干旱处理)：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

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在一定时间内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25天；

[0027] 对照1组(栽培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

终维持为75％；

[0028] 对照2组(土壤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

75％。

[0029] 步骤S3(数据统计)：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

部干重，每株计三次求平均值，即为该株胡麻的地下部干重；

[0030] 单个栽培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每组

对应的三个栽培槽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

[0031] 步骤S4(抗旱能力值计算及耐旱能力鉴定)：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

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越强；

[0032] 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

的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

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

[0033] 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

重；

[0034] 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

[0035] 对比例1

[0036]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

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20℃，筛选具体包括步骤：

[0037] 步骤S1(胡麻播种)：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播种

在长为40cm、宽为40cm、深为30cm的栽培槽中，以条播方式种植，保持合理株距；播种后用基

质覆盖2cm；

[0038] 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在保持合理株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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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其中，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从播种一

直到干旱处理前，所有栽培槽的基质的相对湿度控制为75％；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

分包括质量比为4：4：1：1：2：5的粉碎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骨渣、炉渣和蚯蚓粪，在每

10L有机生态栽培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有机生态栽

培基质使用时不进行刻意的按压夯实。

[0039] 步骤S2(干旱处理)：将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每个处理3个

栽培槽，间苗后每槽留50株胡麻苗：

[0040] 干旱处理组(栽培基质干旱处理)：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

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在一定时间内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25天；

[0041] 对照1组(栽培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

终维持为75％；

[0042] 对照2组(土壤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

75％。

[0043] 步骤S3(数据统计)：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

部干重，每株计三次求平均值，即为该株胡麻的地下部干重；

[0044] 单个栽培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每组

对应的三个栽培槽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

[0045] 步骤S4(抗旱能力值计算及耐旱能力鉴定)：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

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越强；

[0046] 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

的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

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

[0047] 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

重；

[0048] 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

[0049] 对比例2

[0050]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

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20℃，筛选具体包括步骤：

[0051] 步骤S1(胡麻播种)：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播种

在长为100cm、宽为50cm、深为30cm的栽培槽中，以条播方式种植，保持合理株距；播种后用

基质覆盖2cm；

[0052] 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在保持合理株距的

基础上，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其中，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从播种一

直到干旱处理前，所有栽培槽的基质的相对湿度控制为75％；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

分包括质量比为2：4：1：3：5的粉碎玉米秸秆、腐熟牛粪、稻壳、炉渣和蚯蚓粪，在每10L有机

生态栽培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有机生态栽培基质

使用时不进行刻意的按压夯实。

[0053] 步骤S2(干旱处理)：将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每个处理3个

栽培槽，间苗后每槽留50株胡麻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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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干旱处理组(栽培基质干旱处理)：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

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在一定时间内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25天；

[0055] 对照1组(栽培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

终维持为75％；

[0056] 对照2组(土壤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

75％。

[0057] 步骤S3(数据统计)：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

部干重，每株计三次求平均值，即为该株胡麻的地下部干重；

[0058] 单个栽培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每组

对应的三个栽培槽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

[0059] 步骤S4(抗旱能力值计算及耐旱能力鉴定)：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

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越强；

[0060] 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

的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

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

[0061] 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

重；

[0062] 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

[0063] 对比例3

[0064]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筛选耐旱胡麻品种的方法，整个筛选过程在智能温室中进行，

温室空气相对湿度保持为65％，温度为20℃，筛选具体包括步骤：

[0065] 步骤S1(胡麻播种)：精选籽粒饱满、均匀一致、无病胡麻种子进行消毒，之后播种

在长为40cm、宽为40cm、深为30cm的栽培槽中，以条播方式种植，保持合理株距；播种后用基

质覆盖2cm；

[0066] 待出苗后叶片数达到5/6片时进行间苗，选取长势一致的健苗，在保持合理株距的

基础上，每个栽培槽留50株胡麻苗；其中，基质为有机生态栽培基质或土壤基质；从播种一

直到干旱处理前，所有栽培槽的基质的相对湿度控制为75％；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的原料组

分包括质量比为4：1：1：2：5的腐熟牛粪、稻壳、骨渣、炉渣和蚯蚓粪，在每10L有机生态栽培

基质中加有1g多菌灵，有机生态栽培基质在使用前发酵腐熟；有机生态栽培基质使用时不

进行刻意的按压夯实。

[0067] 步骤S2(干旱处理)：将胡麻苗分为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每个处理3个

栽培槽，间苗后每槽留50株胡麻苗：

[0068] 干旱处理组(栽培基质干旱处理)：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间苗5天后开始干

旱处理，基质的相对湿度在一定时间内阶梯式降至30％，并维持干旱25天；

[0069] 对照1组(栽培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有机生态栽培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

终维持为75％；

[0070] 对照2组(土壤基质含水量正常)：采用土壤基质种植，基质的相对湿度始终维持为

75％。

[0071] 步骤S3(数据统计)：分别统计干旱处理组、对照1组和对照2组的每株胡麻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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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干重，每株计三次求平均值，即为该株胡麻的地下部干重；

[0072] 单个栽培槽中50株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栽培槽胡麻地下部干重，每组

对应的三个栽培槽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即为该组的胡麻地下部干重。

[0073] 步骤S4(抗旱能力值计算及耐旱能力鉴定)：计算各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抗旱

能力值越大，说明对应胡麻品种抗旱能力越强；

[0074] 单个胡麻品种抗旱能力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所有鉴定品种

的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的平均值)×(该品种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该品种对

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

[0075] 其中，干旱处理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干旱处理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

重；

[0076] 对照1组相对地下部干重＝对照1组地下部干重/对照2组地下部干重。

[0077] 观察本发明实施例、对比例1至对比例3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生长情况，并于常规筛

选方法得到的胡麻地下部干重进行对比，具体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78] 表1不同组别的胡麻地下部干重生长情况

[0079]

[0080]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另有说明，本申请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发

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的通常意义。除非另外具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

部件和步骤的相对步骤、数字表达式和数值并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这里示出和描述的

所有示例中，除非另有规定，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不是作为限制，因

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他示例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008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

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

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

“多个”的含义是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82]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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