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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 [Setaria italica（L.）Beauv] 又称粟，在植

物学上，属禾本科黍族狗尾草属。谷子是世界上古

老的农作物，起源于我国的传统特色作物。河北省

武安市磁山镇出土文物考证谷子距今已有 8700 多

年的栽培历史 [1]。谷子在我国农业生产史上曾发挥

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主栽作物培

育了我国北方文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 [2]。

谷子脱壳后即为小米，具有营养丰富、平衡的特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小米逐渐成为

人们调整膳食结构、平衡营养摄入的特色作物之一。

谷子具有抗旱耐瘠、水分利用效率高、适应性广、饲

草蛋白含量高等突出特点 [3-5]，被认为是应对未来水

资源短缺的战略贮备作物，建设可持续农业的生态

作物。

当前，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

进，包括谷子在内的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逐渐成为

各地农业调结构和发展特色产业的选择。品种是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

为加强特色农作物品种的有效管理，有效支撑当前

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的品种

管理制度势必顺应形势，不断改革完善。

1　 《种子法》修订前谷子等杂粮作物品种管
理成效
2000 年《种子法》颁布实施后，农作物划分为

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国家明确规定了对主

要农作物品种实行审定管理，并出台《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办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原《种子法》对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没有明确规定 [6]，既不要求审

定，也不要求登记其种子即可上市销售或者推广，在

品种管理上存在法律空白，在实际中引发了许多问

规模生产加工企业应定期组织农户开展黄栀子配套

栽培技术培训。政府部门通过下派科技特派员蹲点

技术指导，创建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宣传和推广

黄栀子高产高效栽培适用技术，提高黄栀子产量和 
质量。

4.3　加强品牌宣传，提高市场竞争力　组建黄栀子

花产业联盟，在争取成功申报黄栀子农产品地理标

志基础上，加大品牌宣传和推广力度，以政府名义在

各县轮流举办栀子花文化节，在南塘中医药街区设

立展示窗口，宣传和提高黄栀子知名度，扩大区域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4.4　加快烘干房建设，提升加工能力　温州烘干黄

栀子鲜果能力仅占鲜果生产量 50%，加工能力远远

不足。需在平阳、苍南、泰顺各建设 1 个烘干能力

500 万 kg 的栀子烘干中心，提高栀子鲜果烘干能力。

重点扶持生产加工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开发食药两用新产品，拉长黄栀子产业链，降低黄栀

子种植风险。

4.5　拉长栀子产业链，挖掘综合价值　黄栀子是药

食两用资源，未来在大健康产业中除了用于中药外，

还可利用花果的功效开发功能性食品和化妆品。一

是黄栀子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增加资金投入，改造和

提升加工研发能力。二是积极引进人才，提高研发

能力。三是联合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发栀子饮料、

栀子保健品等高技术含量产品，如栀子茶、栀子浓缩

液、藏红花素口服液、栀子食用油等功能性食品系

列，研发栀子纯露、精油等美容美妆系列。四是政府

部门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科技型企业，建设新项目，

积极开发黄栀子在医药、生态农业、旅游业、食品加

工业等产业链，进一步挖掘黄栀子的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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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

保护，品种创新滞后。“一品多名”等冒牌、套牌侵

权现象严重，损害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挫伤了育种

者的创新积极性。二是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由于品

种不登记，缺乏必要和有效的品种管理，非主要农作

物种子市场上以次充好、同种异名、假冒侵权、私繁

乱制等现象频现，严重影响了特色作物产业的健康

发展。种子种苗问题给农民造成重大损失。三是监

管困难。法律制度的空白导致种子管理部门缺乏对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的手段和抓手，监管工作既

无法律依据，也缺乏基本的数据比对，难以进行有效 
监管。

为弥补原《种子法》对杂粮品种管理的空白，全

国农技中心颁布了《全国小宗粮豆品种鉴定管理办

法（试行）》，于 2001 年率先组织建立了“全国谷子

品种鉴定委员会”，此后陆续组建了多个非审定作

物的品种鉴定委员会，先后组织鉴定了 1330 多个

品种，有力推进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 [7]。全国

共鉴定谷子品种 150 个，其中有 54 个品种被中国作

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优质谷子品

质鉴评会评为一级优质米，21 个为抗除草剂品种，

12 个为早熟、抗病及特殊品质类型。在此期间，年

推广面积居前列的谷子品种 80% 是优质或抗除草

剂类型，如冀谷 19、冀谷 31、张杂谷 3 号等。品种鉴

定管理对于引导优良谷子品种推广应用发挥了巨大 
作用。

多个省级管理部门也纷纷出台自行管理办法，

加强了非主要农作物的品种管理，实行审（鉴、认）

定、登记和备案，比如山西省杂粮作物品种实行省级

审定管理。从 2000 年起，山西省就加大了对杂粮的

投入，制定了相关政策，育成晋谷系列谷子品种 30
多个，推进了谷子品种的有效管理，促进了谷子产业

的发展。

全国农技中心和各省的做法对规范杂粮品种

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全国没有建立统一

的杂粮品种管理制度，各省份审（鉴、认）定、登记和

备案的程序、标准不同，各省市信息不同步，常常出

现“一品多名、一名多品”的现象；而对于某些优良

品种，甚至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等问题，使农民的合

法权益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这就需要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开展对杂粮品种的管理，实现信息同步共享，

加快优良品种在适宜区域内迅速推广，加大品种市

场监管和法律责任追溯，规范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选

育、生产、经营等行为，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激发

种业育种创新活力。

2　 《种子法》修订对谷子等杂粮作物品种管
理的作用
2016 年新修订实施的《种子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国家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制度。”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种子法》的要求，2017 年农业部

制定《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以下简称《登

记办法》），并于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将谷子在内的

29 种非主要农作物纳入品种登记管理。品种登记

是我国审时度势新设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旨在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育种者和农民利益，引

导优良绿色品种选育和推广，这对于促进种业持续

健康发展，实现种业强国目标和推进绿色农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品种登记制度实施以来，各级种子管理部门积

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坚持现代种业发展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

立足品种登记管理要求，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的改革精神，依法有力推进品种登记

制度启动实施。

第一，推动部门规章出台，切实推进登记审批

实施法治化。2017 年农业部制定并发布《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农业部令 2017 年第 1 号）、

《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农业部第 2510
号公告）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农种发

[2017]2 号）等规章文件，推动品种登记制度依法实

施。这些规章文件明确了申请者提交申请、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受理审查、种子样品库接收样品、全国农

技中心复核和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审核报批的品

种登记审批流程，规定了登记实施的作物范围，明确

了申请材料提交要求和品种试验的组织方式。

第二，构建和完善品种登记信息平台，实现登

记审批网络化。搭建全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

理系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品种登记工作，

实行品种登记受理、审查、复核、公告及样品入库等

网络化操作，发布品种登记、变更、撤销、监督管理等

信息，做到品种登记许可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实现品

种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共享，有效规范了品种命名，在



专题论述28 2019年第３期

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一名多品”现象。

第三，有效保存种子种苗样品，实现样品管理

规范化。登记办法规定申请品种登记必须提交种

子标准样品。品种登记实施 1 年（截止到 2018 年 5
月 1 日，下同）以来，国家种质库（圃）共接收种子种

苗样品 7191 份，其中有 6081 份达到要求，得以入库

入圃保存，有效保护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这不仅有利于保护种质资源，促进生物多样

化，而且也为登记后的市场监管提供了品种真实性

鉴定等执法用种子样品，特别是为建立品种 DNA 指

纹库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谷子品种登记管理实施进展
品种登记制度实施 1 年以来，情况如何？取得

了哪些进展成效？是否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还存

在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完善实施？都值得

种子管理部门及时进行总结和分析。现以谷子为

例，通过对已登记公告的谷子品种信息分析，以期

得到品种登记实施的初步效果、存在问题，提出有效 
建议。

3.1　谷子品种登记总体情况　自 2017 年 5 月品种

登记实施 1 年以来，来自 10 个省区的 162 个谷子品

种完成登记公告。其中，河北省 54 个、内蒙古自治

区 42 个、山西省 34 个、山东省 9 个、吉林省 7 个、辽

宁省 7 个、甘肃省 4 个、河南省 3 个、黑龙江省 1 个、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1 个，主产省市区中还有陕西、

宁夏、贵州、北京 4 省市区尚未有谷子品种完成登记

公告。已完成登记的 162 个谷子品种中，常规品种

148 个，占 91.4% ；杂交种 14 个，占 8.6%。河北、内

蒙古、山西 3 个省区谷子总面积占全国的 68.3%，登

记谷子品种 130 个，占全国登记品种总数的 80.2%。

3.2　谷子品种选育仍以科研单位为主，常规品种占

多数　162 个登记谷子品种中，从登记申请单位看，

有 16 个企业申请完成登记品种 79 个，17 个科研

单位登记 83 个；从选育单位看，16 个科研单位选育

98 个，占 60.5%，15 个企业选育 64 个，占 39.5% ；

从选育方式看，162 个品种中，14 个为两系杂交种，

占 8.6%，其中 12 个来自河北省的 2 个科研单位，

2 个来自内蒙古的 1 个企业。常规品种 148 个，占

91.4%，常规品种中 109 个来源于品种间杂交选育，

占常规品种总数的 73.6% ；系统选育品种 37 个，

占 25% ；其他方式（理化诱变等）选育的仅 2 个，占

1.4%。16 个科研单位育成的 98 个品种中，12 个为

杂交种，占 12.2%，常规品种 86 个，其中 83 个来自

品种间杂交选育，占常规品种数的 96.5% ；15 个企

业育成的 64 个品种中，2 个为杂交种，占 3.1%，常

规 62 个，其中 26 个来自品种间杂交选育，占常规品

种数的 41.9%，36 个来自系统选育，占常规品种数

的 58.1%。上述数据说明，当前的谷子育种仍以科

研单位为主，企业不仅育种数量少，而且育种水平 
较低。

3.3　谷子登记品种类型呈现多样化　目前登记的

162 个谷子品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优化了品种结

构，有效支撑了产业的发展。一是优质米类型多。

近 40% 的登记品种为经过行业组织鉴定为一级优

质米品种或市场认可的优质米类型。其中一些优质

品种在生产中应用面积较大，有效支撑了优质小米

产业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例如晋谷 21、冀谷 31，
年推广面积达 100 万亩左右，张杂谷 3 号、冀谷 34、
豫谷 18 年推广面积达 50 万亩左右，冀谷 38、冀谷

39、冀谷 42、晋谷 29、张杂谷 5 号等优质品种年推广

面积达 10 万亩以上。

二是抗除草剂类型多。近 30% 的登记品种为

抗除草剂类型，其应用的除草剂为符合绿色食品可

以限量使用的除草剂。这些抗除草剂品种许多还具

有优质、广适、中矮秆、抗倒伏、抗主要病害、适合机

械化生产等优点，在支撑谷子规模化生产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前景广阔。例如冀谷 39、冀
谷 42、张杂谷 5 号、张杂谷 13 等。

三是涌现出特殊品质类型以及适合食品加工

的专用品种。例如小米乳白色的九谷 20、九谷 25、
九谷 27，绿米的济绿谷 1 号，灰米的济谷 17，适合糖

尿病人的高抗性淀粉品种冀谷 T7 以及一些适合食

品加工的类型，例如高谷蛋白的冀谷 T6、低脂肪高

油酸的冀谷 42、糯质的冀创 1 号等。

上述多样化的品种优化了品种结构，有效地支

撑了谷子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优质、抗除草剂类型品

种，符合当前效益农业、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在生

产中将发挥巨大作用。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统计，2015-2016 年年推广面积 10 万亩以上的谷

子品种中，85% 为优质品种，其中 45% 为优质抗除

草剂品种。在已实现品种权转让、谷种产业化开发

的谷子品种中，90% 为优质品种和抗除草剂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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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谷子品种登记实施存在问题　通过对已登记谷

子品种的信息分析来看，谷子品种登记实施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重复登记，“一品多

名”的现象尚未彻底解决；二是新品种权保护意识比

较薄弱，162 个登记谷子品种中，仅有 38 个申请了植

物新品种权保护，仅占 23.5% ；三是品种登记后管理

服务措施尚未到位，需要进一步做好登记品种推广

应用服务工作和加强登记后品种监管机制。

4　完善实施品种登记制度的建议
4.1　持续加强品种登记的种子市场监管　市场监

管是品种登记事中事后管理的核心，要依法严厉打

击登记作物种子市场违法行为。一方面是加快农

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构建，适时分类实施 DNA 分

子指纹检测，强化市场监管技术支撑。目前可以在

DNA 指纹检测技术相对成熟的作物上，对品种“一

品多名”登记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探索以 DNA 指纹

检测为核心的鉴定机制和办法，以便为正式开展登

记执法管理提供科学严谨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今后，在作物 DNA 指纹库和技术标准制定完成后，

可以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分步分批

启动登记作物品种 DNA 分子指纹检测，依法严肃处

理“一品多名”、假冒、伪劣、侵权等违法行为，决不

姑息涉事申请者，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另一

方面，重点开展以应登记而未登记品种为重点的专

项治理检查。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

销售行为，建立有力的种子市场监管机制，切实实现

品种登记制度设立的初衷目标。

4.2　加强品种登记与新品种权保护紧密配合　建

立统一的品种信息数据库，加强新品种保护测试与

登记紧密配合。使登记品种信息与新品种保护信息

一致，有利于新品种保护全面掌握已知品种的来源

和性状数据。为科学选择近似品种进行测试创造条

件，同时有利于保护育种者的合法权益。

4.3　加强品种登记与谷子行业组织的紧密配合　

目前在全国层面上，谷子行业组织有中国作物学会

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

系。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与国家谷子

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紧密合作，每 2 年组织 1 次全国

优质谷子品质鉴评会，评审结果被市场和管理部门

广泛认可。在 2016 年新修订《种子法》实施后，行

业内自行联合组织了全国谷子品种适应性试验，这

些试验结果不仅仅是新选育品种确定适宜种植区域

的依据，也是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考核谷子

品种是否达标的主要依据。在省级层面上，有省级

谷子或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省级谷子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等行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开展了省级谷

子品种联合鉴定试验；这些全国和省级行业组织囊

括了谷子全产业链，聚集了全国主要的谷子育种创

新人才，并具有很强的行业自律性。因此，加强品种

登记与谷子行业组织的紧密配合可以更可靠地掌握

品种信息，更有效地避免“一品多名、多品一名”现

象，以及不可挽救的重大缺陷，更有利于全面融通农

业产业链、做大做强农作物种业。

4.4　做好品种登记事后监管和服务工作　首先，强

化品种登记申请者社会诚信管理、责任主体管理，强

化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品种登记的监管职责，切实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登记品种用种安全。其次，

做好登记品种的安全跟踪评价工作。开展登记品种

符合性验证、安全性评价、真实性鉴定试验和示范推

广，跟踪登记作物品种动态，发布登记品种相关信

息，及时撤销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的品种。第

三，抓好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做好品种选择引导服

务。加快新选育品种成果转化，筛选推介适应各地

区生态条件、市场需求、种植习惯的优良品种，引导

农民看禾选种、科学用种、应用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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