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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小麦良种选育与丰产增效栽培》

内容概要

《西藏小麦良种选育与丰产增效栽培》主要内容：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中，人们是在不断地总
结自身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并不断学习前人或他人的经验，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有所发现、有所
发明、有所创新、不断前进。遵循这一思路，《西藏小麦良种选育与丰产增效栽培》对西藏小麦多年
来的良种选育及栽培工作以深入浅出、科普性质的革调、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分析总结，以期对小麦生
产者、初学及研究者有所启迪。
小麦是西藏第二大作物，仅次于青稞。春小麦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冬小麦在解放前，只在海拔3
000m以下地区有零星种植，产量低，在海拔3 000m．以上地区则根本没有种植，而今3 000～3 800m的
广大农区，已成为冬小麦的主要产区，并不断地创造出高产纪录。在中国小麦区划中，由过去的青藏
高原春麦区改为青藏高原冬春小麦兼种区。这个变化，从试验到推广，从失败到成功，经历了多次反
复，既有技术创新的作用，也有社会经济与政策推动的因素。使冬小麦品种与种植技术同西藏特殊的
气候、土壤、耕作制度及其他农业基础条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让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认识和接受冬
小麦，经历了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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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藏小麦生产　　一、小麦生产的重要性　　1.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　　小麦是西
藏主要粮食作物之一，面积和产量仅次于青稞，居第二位。全区小麦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的20％左右，而产量占粮食作物总产量25％左右，一般比青稞亩产高45kg左右。平均亩产500kg以上的
田块不断出现。1978年江孜农业实验场创造了冬小麦亩产871kg的高产纪录。1979年日喀则地区农科所
创造了春小麦亩产985kg的高产纪录。说明小麦生产在西藏有着很大的潜力，发展小麦生产对提高粮食
产量有着重要意义。　　2.西藏小麦品质现状及人们生活和加工业的需求　　根据西藏近年来种植面
积较大的肥麦、藏春6号等5个品种化验的平均结果得知：籽粒中含粗蛋白10.6％、淀粉75，17％、粗脂
肪2.29％、糖3.96％。西藏人民历来喜爱用小麦面粉作各种食品，如烤饼、油饼、油条、饼子、点心、
面条，还有西藏独具风味的“老锅馒馒”、“巴丝蘑菇”等等，逢年过节，用小麦面粉做成的食品更
多，尤其是在低海拔、不缺烧柴的地区，用石板烙饼，风味俱佳，此地区小麦面粉做成的食品用量多
于青稞。小麦籽粒礳面时留剩的麸皮是牲畜的精饲料，茎秆虽不及青稞的柔软牲畜爱吃，但可做饲草
，若经过粉碎或糖化之后，也是牲畜的好饲草。茎秆还可做褥草、编织、造纸用的原料。　　西藏小
麦品质不好，制成面粉之后，有人说：“做馒头粘牙，做面条成段，包饺子露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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