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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 
质量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檀军锋，王  静，王  磊 

（河北省粮油质量检测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  要：为了给小麦收储企业和加工企业提供河北省小麦质量信息，对合理利用当地小麦资源提供技

术依据，对 2010 年至 2019 年河北省小麦主产区的新收获小麦进行容重、千粒重、不完善粒含量、生

芽粒含量、水分、硬度指数、降落数值、湿面筋含量以及蛋白质含量等品质质量指标的分析，从各检

测指标的年度变化、各市检测指标平均值比较和检测指标优选比较三个方面分析河北省近十年小麦的

质量情况。结果表明：除 2013 年、2018 年外均为正常年景。2013 年的小麦质量是十年之中最差的，

小麦的容重、千粒重、降落数值均处于十年中的最低值，不完善粒含量及生芽粒含量、水分则处于十

年中的最高值。在近十年的数据中，辛集市的小麦在高容重、高千粒重、低不完善粒含量、高硬度指

数方面上都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另外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的小麦在高容重方面有着明显的比较

优势。 

关键词：河北；新收获小麦；质量；分析；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TS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561(2021)02-0100-07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Wheat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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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wheat quality information for wheat purchasing & storage companies and 

processing companies in Hebei Province and provide technical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local wheat 

resources, The newly harvested wheat from the main wheat producing areas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was tested for quality indicators such as test weight, mass of 1000 grains, unsound kernel content, 

sprouted kernel content, moisture content, hardness index, falling number, wet gluten content, and protein 

content. The quality of wheat in Hebei Provi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nnual change of each detection index, the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detection index of each 

city,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detection index of each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wheat was normal except for 2013 and 2018. The quality of wheat in 2013 was the worst in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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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The test weight, mass of 1000 grains and falling number of wheat were all at the lowest values. The 

unsound kernel content and sprouted kernel content and moisture content were at the highest values. In the 

data of past ten years, the wheat in Xinji City has obv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high test 

weight, high mass of 1000 grains weight, low unsound kernel content, and high wheat hardness index. In 

addition, wheat from Handan, Xingtai and Shijiazhuang City has obv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high test weight. 

Key words: Hebei; the newly harvested wheat; quality; analysi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为了给小麦收储企业和加工企业提供河北省

小麦质量信息，对合理利用当地小麦资源提供技

术依据，河北省粮油质量检测中心每年对省内小

麦主产区的新收获小麦进行采样监测。本研究收

集河北省 2010 年到 2019 年十年的新收获小麦质

量监测数据，对监测数据从各检测指标的年度变

化、各市检测指标平均值比较和各市检测指标优

选比较三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取 2010 年至 2019 年河北省当年新收获小

麦作为调查样本，每年 6 月份到农户进行采样，

采样覆盖全省 8 个小麦主产区，一般每 8×8 km 设

定一个采样区域，采集多个农户的小麦样品混合

为一个综合样本，样品为当地的主导品种，品种

可以不同。8 个小麦主产区分别为：石家庄市、

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沧州市、保定市、辛

集市和定州市，共计采集 2 552 个样本。各年度

样本个数见表 1。 
 

表 1  2010—2019 年各年度样本数量 

 Table 1  Numbers of samples in each year from 2010 to 2019 个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计

样本 317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269 251 245 2 552
 

1.2  试验方法 

所有样品依据国家标准 GB 1351—2008《小

麦》[1]和相关规定进行样品制备。 

容重：参照 GB/T 5498《粮油检验 容重测定》[2]； 

千粒重：参照 GB/T 5519 《谷物与豆类 千

粒重的测定》[3]； 

不完善粒、生芽粒：参照 GB/T 5494—2008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4]； 

水分：参照 GB/T 24898—2010《粮油检验 小

麦水分含量测定 近红外法》[5]； 

硬度指数：参照 GB/T 21304—2007《小麦硬

度测定 硬度指数法》[6]； 

降落数值：参照 GB/T 10361—2008《小麦、

黑麦及其面粉，杜伦麦及其粗粒粉 降落数值的测

定 Hagberg-Perten 法》[7]； 

湿面筋：参照 GB/T 5506.2—2008《小麦和小

麦粉面筋含量第 2 部分:仪器法测定湿面筋》[8]； 

蛋白质：参照 GB/T 24899—2010《粮油检验 

小麦粗蛋白质含量测定 近红外法》[9]。 

1.3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进行数据分析，结

果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河北省2010年至2019年小麦品质指标年度变化 

2.1.1  容重 

容重是粮食籽粒在单位容积内的质量，是小

麦定等的依据。2010 年至 2019 年的平均容重为

784 g/L，2013 年、2018 年的平均容重较低，为

非正常年景，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9

年平均容重较高，2016 年的平均容重最高，达到

了 797 g/L。十年中最高的容重为 840 g/L（2019

年产自辛集，品种为藁优 2018），见表 2。 
 

表 2  2010—2019 年容重变化表 

 Table 2  Change table of test weight from 2010 to 2019 g/L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计

平均值 780 786 789 761 792 791 797 788 768 795 784

标准差 20 17 18 22 20 21 21 19 20 18 23

 

从各等级样品占样本个数百分比的情况来

看，三等以上（含三等，下同）总占比为 92.7%，

一等以上总占比为 46.9%。除 2013 年和 2018 年

两个非正常年景外，其它年度三等以上占比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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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以上，2019 年最高，占比达到了 98.8%；一

等以上占比均在 37%以上，2019 年最高，占比达

到了 72.2%，见表 3。 
 

表 3  2010—2019 年不同等级占比变化表 

Table 3  Change of the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grades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三等 

以上 
95.3 97.6 98.0 69.8 94.3 97.1 95.9 96.7 82.5 98.8 92.7

一等 

以上 
37.5 44.5 55.9 7.8 60.0 61.2 70.6 49.1 15.1 72.2 46.9

 

2.1.2  千粒重 

千粒重采用自然水分千粒重，是含自然水分

的颗粒籽粒的质量，用 g 来表示，是体现籽粒大

小与饱满程度的一项指标，也是田间预测产量时

的重要依据之一。2012—2019 年的平均千粒重为

39.6 g，除 2013 年和 2018 年两个非正常年景外，

其它年度的平均千粒重都在 37.6～42.8 g，2016

年平均千粒重达到了 42.8 g。所有样本中最高的

千粒重为 52.8 g（2016 年产自沧州），见表 4。 
 

表 4  2010—2019 年千粒重年度变化表 

 Table 4  Change of the 1 000-kernel-weight 
 from 2010 to 2019 g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 / 37.6 35.2 42.3 39.4 42.8 41.0 36.7 41.6 39.6

标准差 / / 3.2 3.1 3.4 2.6 2.7 2.8 3.3 3.6 4.0

注：“/”表示该年度数据不完整，未参与统计，下同。 
 

2.1.3  不完善粒 

不完善粒是受到损伤但尚有使用价值的小麦

颗粒，包括虫蚀粒、病斑粒、破损粒、生芽粒和

生霉粒，不完善粒含量是小麦质量检验中的重要

指标，该指标对小麦的加工品质也有重大影响。

2010—2019 年的平均不完善粒含量为 3.5%，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平均不完善粒含量相对较高

（大于 4.0%），尤其 2013 年受芽麦的影响平均不

完善粒含量最高（4.6%），其它年度的平均不完善

粒含量都较低（小于 4.0%），见表 5。 
 

表 5  2010—2019 年不完善粒含量年度变化表 

Table 5  Change of unsound kernel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4.1 2.3 2.7 4.6 3.3 2.8 4.1 3.9 3.6 3.3 3.5

标准差 3.5 1.3 1.3 4.4 2.0 1.4 3.8 1.8 1.6 1.7 2.6

从不完善粒含量在 6%以下、8%以下的样本

占样本个数百分比的情况来看，6%以上样本总体

占比为 91.3%，8%以下总体占比为 96.1%。除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较低外，其它年度 6%以下

占比均在 90%以上；8%以下占比均在 97%以上，

2015 年最高，占比达到了 100%，见表 6。 

 
表 6  2010—2019 年不完善粒含量占比年度变化表 

Table 6  Change of the percentage of unsound 
     kernel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6%以下 88.6 98.8 96.7 77.6 93.9 95.9 84.9 90.0 93.2 94.3 91.3

8%以下 93.1 99.6 99.6 88.2 98.4 100.0 91.8 97.0 97.6 98.0 96.1

 
2.1.4  生芽粒 

生芽粒是不完善粒中的一种，生芽粒含量对小

麦品质的影响很大。2011—2019 年的平均生芽粒

含量为 0.7%，2013 年、2016 年平均生芽粒含量相

对较高（大于 1.0%），均为收获季节遭受阴雨天气

所致，尤其 2013 年平均生芽粒含量最高（2.2%），

当年生芽粒含量最高达到了 28.5%，其它年度的

平均生芽粒含量都较低（小于 1.0%），见表 7。 

 
表 7  2010—2019 年生芽粒含量占比年度变化表 

 Table 7  Change of the percentage of sprouted  
 kernel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 0.1 0.1 2.2 0.6 0.2 1.4 0.8 0.7 0.3 0.7

标准差 / 0.4 0.3 4.0 1.1 0.3 3.3 0.9 0.9 0.4 1.9

 
2.1.5  降落数值 

降落数值是反映 α-淀粉酶活性的指标，将小

麦粉加水加热糊化，糊化物在 α-淀粉酶作用下液

化，以搅拌器通过该糊化物特定距离的时间为降

落数值，以 s（秒）计，当生芽粒达到一定含量

时降落数值下降明显[10]。2012—2019 年的平均降

落数值为 337s，2013 年度河北省所有产区的小麦

普遍发芽严重，降落数值明显降低，平均降落数

值为 260 s，当年降落数值最低低至 103 s，见表 8。 

 
表 8  2010—2019 年降落数值年度变化表 

 Table 8  Change of falling number from 2010 to 2019 s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 / 353 260 376 366 340 390 298 340 337

标准差 / / 40 56 32 35 51 27 32 1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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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水分含量年度变化 

水分含量是小麦籽粒的含水量，用百分含量

表示，是粮食储存过程中控制的一项重要指标。

2010—2019 年的平均水分含量为 11.3%，2013 年

平均水分达到了 12.1%，2013 年水分最高含量达

到了 15.0%，见表 9。 
 

表 9  2010—2019 年水分含量年度变化表 

 Table 9  Change of moisture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11.3 12.1 11.2 12.1 11.5 10.9 11.4 10.9 10.4 11.0 11.3

标准差 0.8 0.5 0.7 0.9 0.7 0.7 0.6 0.6 0.7 0.5 0.8
 

2.1.7  硬度指数 

硬度指数是反映小麦硬度的一项指标，是在

规定条件下粉碎小麦样品，用留存在筛网上的样

品占试样的质量分数来表示，硬度指数越大，小

麦的硬度越高。2010—2019 年的平均硬度指数为

65.8。从统计的数据看，硬度指数的年度变化并

不明显，见表 10。 
 

表 10  2010—2019 年硬度指数年度变化表 

Table 10  Change of hardness index from 2010 to 2019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65 66 65 67 67 66 65 67 65 66 65.8

标准差 4 3 2 3 2 3 3 3 3 2 3
 

2.1.8  湿面筋含量年度变化 

湿面筋是主要由小麦中的谷蛋白和醇溶蛋白

经水合而成、未经脱水干燥的具有粘弹性的物质。

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很大。本文中的湿面筋是换算

为 14%水分的湿面筋含量。2012—2019 年的平均

湿面筋含量为 24.0%～33.4%，2017 年平均湿面

筋最高，达到了 33.4%，近年来湿面筋含量有增

长的趋势，最高湿面筋含量为 40.2%（2017 年产

自邢台市，品种为石麦 21），见表 11。 
 

表 11  2010—2019 年湿面筋含量年度变化表 

 Table 11  Change of gluten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 / 24.3 27.2 25.3 24.4 24.0 33.4 28.9 30.7 27.3

标准差 / / 2.3 2.2 1.9 2.2 2.4 1.5 1.9 1.8 3.9
 

2.1.9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是小麦中主要的营养成分指标，

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很大。本文中的蛋白质含量以

干基计。2012—2019 年的平均蛋白质含量为

12.8%～14.4%，总体平均蛋白质含量为 13.6%。

2018 年平均蛋白质含量最高，达到了 14.4%，最

高蛋白质含量为 16.8%（2018 年产自衡水市，品

种为师栾 02-1），见表 12。 
 

表 12  2010—2019 年蛋白质含量年度变化表 

 Table 12  Change of protein content from 2010 to 2019 %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平均值 / / 13.5 14.1 13.1 13.0 12.8 13.8 14.4 14.2 13.6

标准差 / / 0.6 0.7 0.6 0.6 0.7 0.6 0.7 0.7 0.9
 

2.2  河北省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质量监测数据

各市检测指标平均值比较 

通过对河北省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质量监

测数据进行分市统计，对各市不同检测指标的平

均值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优劣进行了排序。各市

的样本个数见表 13。 
 

表 13  各市样本个数表 

 Table 13  Number of samples in each city 个 

市 石家庄 邯郸 邢台 衡水 沧州 保定 辛集 定州 全省

样本个数 456 435 362 398 432 341 63 65 2552
 

2.2.1  各市小麦容重平均值比较 

辛集市、邯郸市、邢台市十年来小麦的平均

容重为国家标准一等，石家庄市、衡水市、保定市、

定州市为国家标准二等，沧州市为国家标准三等，

见表 14。 
 

表 14  各市容重平均值比较 

 Table 14  Comparison of average test weight in each city g/L 

市 辛集 邯郸 邢台 石家庄 衡水 保定 定州 沧州 全省

平均值 805 791 791 789 783 781 781 769 784

标准差 21 18 21 24 21 20 19 21 23
 

2.2.2  各市小麦千粒重平均值比较 

邯郸市、邢台市、保定市、衡水市小麦的平

均千粒重在 31.0 g 以上，沧州市、辛集市、石家

庄市在 30.0～31.0 g，定州市低于 30.0 g，见表 15。 
 

表 15  各市小麦千粒重平均值比较 

Table 15  Comparison of average mass of 
 1 000 grains in each city g 

市 邯郸 邢台 保定 衡水 沧州 辛集 石家庄 定州 全省

平均值 31.3 31.3 31.2 31.0 30.5 30.5 30.3 28.5 39.6

标准差 4.5 4.2 3.3 3.6 3.9 4.6 4.2 4.1 4.0
 

2.2.3  各市小麦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比较 

辛集市、定州市小麦的平均不完善粒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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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保定市、衡水市、石家庄市、邢台市、

沧州市在 3.0%～4.0%，邯郸市高于 4.0%，见表 16。 
 

表 16  各市小麦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16  Comparison of average unsound 
 kernel content in each city % 

市 辛集 定州 保定 衡水 石家庄 邢台 沧州 邯郸 全省

平均值 2.8 2.8 3.1 3.2 3.4 3.4 3.5 4.4 3.5

标准差 1.6 1.6 1.9 2.4 2.8 2.0 2.8 3.4 2.6
 

2.2.4  各市小麦生芽粒含量平均值比较 

辛集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沧州市、保定

市小麦的平均生芽粒含量在 0.5%以内，邢台市、

衡水市在 0.6%～0.7%，邯郸市高于 1.0%，见表 17。 
 

表 17  各市小麦生芽粒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17  Comparison of average sprouted  
 kernel content in each city % 

市 辛集 定州 石家庄 沧州 保定 邢台 衡水 邯郸 全省

平均值 0.3 0.4 0.5 0.5 0.5 0.6 0.7 1.1 0.7

标准差 0.5 0.8 1.9 1.4 0.9 1.4 2.4 3.0 1.9
 

2.2.5  各市小麦降落数值含量平均值比较 

辛集市、定州市、保定市小麦的平均降落数

值在 340 s 以上，沧州市、石家庄市、邢台市、

衡水市在 320～335 s，邯郸市低于 320 s，见表 18。 
 

表 18  各市小麦降落数值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18  Comparison of average falling number in each city  s 

市 辛集 定州 保定 沧州 石家庄 邢台 衡水 邯郸 全省

平均值 359 344 340 335 334 327 326 314 330

标准差 50 37 49 59 53 58 65 60 57
 

2.2.6  各市小麦水分含量平均值比较 

各市小麦的平均水分含量在 11.0%～11.6%，

差异不大，见表 19。 
 

表 19  各市小麦水分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19  Comparison of average moisture  
 content in each city % 

市 石家庄 邢台 邯郸 沧州 衡水 保定 辛集 定州 全省

平均值 11.0 11.1 11.3 11.3 11.4 11.4 11.4 11.6 11.3

标准差 0.8 0.8 0.9 0.8 0.7 0.9 0.9 0.7 0.8
 

2.2.7  各市小麦硬度指数平均值比较 

各市小麦的平均硬度指数在 65～67，差异不大，

见表 20。 
 

表 20  各市小麦硬度指数平均值比较 

Table 20  Comparison of average hardness index in each city 

市 辛集 石家庄 邢台 衡水 沧州 保定 邯郸 定州 全省

平均值 67 66 66 66 66 66 65 65 66

标准差 2 2 3 3 3 3 3 2 3

2.2.8  各市小麦湿面筋含量平均值比较 

各市小麦的十年平均湿面筋含量在 26.7%～

27.8%之间，差异不大，见表 21。 

 
表 21  各市小麦湿面筋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21  Comparison of average gluten content in each city % 

市 保定 石家庄 衡水 沧州 辛集 邢台 定州 邯郸 全省

平均值 27.8 27.6 27.5 27.5 27.5 27.0 27.0 26.7 27.3

标准差 3.8 3.9 3.5 3.7 3.5 4.4 3.8 3.7 3.9

 

2.2.9  各市小麦蛋白质含量平均值比较 

各市小麦的十年平均蛋白质含量在 13.5%～

13.8%之间，差异不大，见表 22。 

 
表 22  各市小麦蛋白质含量平均值比较 

 Table 22  Comparison of average protein content in each city % 

市 定州 石家庄 沧州 邢台 衡水 保定 辛集 邯郸 全省

平均值 13.8 13.7 13.7 13.6 13.6 13.6 13.6 13.5 13.6

标准差 0.7 1.0 0.8 0.9 0.9 0.7 0.9 0.8 0.9

 

2.3  河北省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质量监测数据

各市检测指标优选比较 

通过对各主产市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质量

监测数据进行进一步优选，设定检测指标的优选

值，对高于设定优选值的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比

进行统计比较。 

2.3.1  各市高容重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容重在 800 g/L 以上的小麦，辛集市、邢台市

明显占比较高，沧州占比最低。容重在 820 g/L

以上的小麦，辛集市、石家庄市明显占比较高，

沧州占比最低。辛集市在高容重小麦中具有明显

比较优势，如图 1。 

 

 
 

图 1  高容重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1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high-test  
weight samples in thi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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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各市高千粒重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千粒重无论是在 44.0 g 以上的还是在 46.0 g

以上的小麦，邯郸市、辛集市明显占比较高，保

定市、定州市则占比较低。邯郸市、辛集市在高

千粒重小麦中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如图 2。 

 

 
 

图 2  高千粒重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2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samples with high  
1 000-kernel-weight in this city 

 
2.3.3  各市低不完善粒含量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

比比较 

不完善粒含量在 4.0%以内的小麦，辛集市、

衡水市、保定市占比在 80%以上，邯郸市占比低

于 60%，不完善粒含量在 2.0%以内的小麦，辛集

市、定州市占比在 40%以上，邯郸市占比低于

15%。辛集市在低不完善粒含量中具有明显比较

优势，如图 3。 

 

 
 

图 3  低不完善粒含量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3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samples with  
low-unsound kernel content in this city 

 

2.3.4  各市高硬度指数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硬度指数在 68 以上的小麦，辛集市、石家庄

市占比在 30%以上，邯郸市占比低于 20%。硬度

指数在 70 以上的小麦，辛集市、石家庄市占比在

6%以上，邯郸市、定州市占比低于 3.5%。辛集

市和石家庄市在高硬度指数上有明显比较优势，

如图 4。 

 

 
 

图 4  高硬度指数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4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samples with  
high-harness index in this city 

 
2.3.5  各市高湿面筋含量样品占本市样本百分比

比较 

湿面筋含量在 32.0%以上的小麦，保定市、

邢台市占比较高均大于 17%，邯郸市占比最低为

10.1%。34.0%以上的小麦，沧州市、邢台市、保

定市占比较高均大于 5.8%，邯郸市占比最低为

1.5%。邢台市、保定市在高湿面筋含量上有明显

比较优势，如图 5。 

 

 
 

图 5  高湿面筋含量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5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samples with  
high-gluten content in this city 

 
2.3.6  各市高蛋白质含量样品份数比较 

蛋白质含量在 14.0%以上的小麦，定州市、

石家庄市的占比高达 40%以上，邯郸市的占比最

低为 25.3%。蛋白质含量在 15.0%以上的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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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邢台市占比较高均在 8.0%以上，定州市、邯

郸市、保定市占比较低，均低于 4.5%。石家庄市

在高蛋白质含量上有明显比较优势，如图 6。 

 

 
  

图 6  高蛋白质含量占本市样本百分比比较 

Fig.6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samples with  
high-protein content in this city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 2010 年至 2019 年小麦质量监测

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小麦质量情况除 2013

年、2018 年外均为正常年景。2013 年的小麦质量

是十年之中最差的，小麦的容重、千粒重、降落

数值均处于十年中的最低值，不完善粒含量及生

芽粒含量、水分则处于十年中的最高值。 

通过各市检测指标的比较，结果表明：在近

十年的数据中，辛集市的小麦在高容重、高千粒

重、低不完善粒含量、高硬度指数方面都有着明

显的比较优势。另外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

的小麦在高容重方面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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