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繁制种74 2019年第10期

适宜机械化生产谷子品种长生 13 

选育及栽培技术
郝晓芬　王根全　王晓宇　杨慧卿　程乔林　秦玉忠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长治 046011）

摘要：长生 13 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以矮 88 变异 A 为母本、沁州黄为父本进行杂交选育而成的谷子品种。该

品种具有优质、高产、多抗、宜机收等特点，在生产中表现丰产、稳产，品质优，米色金黄，商品性好，在谷子生产上极具竞争优

势，有望成为山西省的更新换代品种。适宜在山西省春谷区广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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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农作物，其悠久的栽

培历史创造了中国北方的农耕文明，谷子具有抗旱

节水、耐瘠薄、适应性广、营养丰富等突出特点，在

今天的旱作生态农业建设和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更是应对未来干旱温暖环境的战略

储备作物 [1]。随着生产需求的不断改变，谷子也从

单一的高产选育逐步过渡到优质专用品种选育、适

宜机械化栽培品种选育等方面 [2]。山西省为典型的

黄土高原丘陵山地，大部分属于半干旱区，谷子产

业是特色优势产业 [3]。作为山西省杂粮的龙头，近

年来在政府引导、企业带动下，谷子比较效益持续

看好，谷农种植积极性空前高涨。如何让产业提质

增效，实现良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是亟需解决的 
问题。

针对山西省春谷区的谷子品种普遍株高偏高、

不适宜机械化种植的问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

研究所选育了高产、优质、高抗且适宜机械化种植的

谷子品种长生 13。该品种适宜在山西省长治、晋城、

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临汾等无霜期 150d 以

上的谷子中晚熟区推广种植。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　该品种杂交组合为矮 88 变异

A× 沁州黄，其中矮 88 是我国第 1 个紧凑型谷子

品种，由河北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生物技术室从

谷子矮源郑矮２号为材料，应用细胞工程技术培

育的谷子新品种。母本矮 88 变异 A 是矮 88 田间

自然授粉后出现半不育植株经过 3 年定向选择的

谷子不育株；父本沁州黄是我国四大名米之一，沁

州黄小米色质俱佳、营养丰富，多次荣获国际国内 
大奖。

1.2　选育过程　2002 年在矮 88 品种中发现 1 株比

矮 88 微高、穗子偏长的半不育变异植株，于 2003 年

种植 2 行，出现不育和可育植株，选择株矮、抗病、上

籽好的可育穗子，至 2005 年从分离的品系中选不育

度和不育率均高且整齐的穗行，混收后定名为矮 88
变异 A。2006 年用矮 88 变异 A 为母本、沁州黄为

父本进行杂交。2007 年在 F1 选择可育穗，2008 年

放置 1 年，2009 年种植并从中选择可育穗，2009 年

冬南繁，每年依次进行，至 2011 年在 F6 中选出一个

生物学性状表现整齐、抗病抗倒、米质好的材料稳定

品系，定名为长生 13。2014-2015 年参加山西省谷

子新品种区域适应性联合鉴定试验，2015 年参加生

产试验。2015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认定，认定编号：晋审谷（认）2015008；2018 年

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

GPD 谷子（2018）140089。

2　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性　长生 13 生育期 122d，幼苗绿色，

无分蘖，矮秆，主茎高 122.9cm，主茎节数 13 节，茎

基金项目： 山西农科院所长引导青年专项（yydzx05）；山西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与示范推广（2019CGZ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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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0.986cm，穗长 25.6 cm，穗纺锤型，穗码适中，刚

毛短，主穗重 27.5g，穗粒重 25g，千粒重 2.74g，出谷

率 90.5%，黄谷、黄米。

2.2　品质优良　2013 年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分析：小米粗蛋白（干

基）11.86%，粗脂肪（干基）4.94%，直链淀粉（脱脂

样品）12.26%，胶稠度 143.5mm，糊化温度（碱消指

数级别）3.7 级，维生素 B1 0.33mg/100g，支链淀粉

含量显著提高。2017 年在第十二届优质食用粟品

质鉴评会被评为“一级优质米”。长生 13 小米不仅

米色金黄，商品性好，而且口感软糯，深受消费者喜

爱。

2.3　抗逆性强　经连续多年田间观察鉴定，长生 13
植株生长健壮，根系发达，抗旱防倒，后期不早衰，

灌浆期遇干旱仍能保持青枝绿叶，适应性强，丰产稳

产；抗病性好，田间表现对谷瘟病、黑穗病、白发病、

红叶病等主要病害具有较强的抗性。

2.4　丰产稳产　2014-2015 年参加山西省谷子中

晚熟区域试验，2 年每 hm2 平均产量为 5214.59kg，
比对照长农 35 号增产 12.9%，15 个试点 13 点增

产，增产点率 86.7%。其中 2014 年每 hm2 平均产

量 5145kg，比 对 照 长 农 35 号 增 产 10.0% ；2015
年平均产量为 5284.18kg，比对照长农 35 号增产

12.9%。2015 年参加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5385kg，比对照长农 35 号增产 20.6%，5 个试点全部 
增产。

2016 年在长子县宋村乡谷村经有关专家测产，

每 hm2 产量 6750kg ；2017 年在壶关县晋庄镇晋庄

村示范田，产量 7425kg ；2018 年继续在壶关县晋

庄镇晋庄村示范田组织有关专家测产，产量高达

7798.5kg。
2.5　适合机械化生产　长生 13 穗码松紧适中、易

于脱粒，株高适宜，穗层整齐，抗倒伏性 1 级，杜艳伟

等 [4] 对不同生育期茎秆强度进行了研究，为长生 13
的抗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综合长生 13 各性状指

标，满足机械化生产的要求。　

3　轻简化栽培技术
为了促进长生 13 成果转化，2016-2018 年根据

其特征特性分别在山西省壶关晋庄、长子谷村、襄垣

南岩、高平焦河示范基地进行了谷子轻简化栽培技

术研究与应用。对长生 13 播种密度、科学施肥、宽

窄行种植、化控间苗、机械中耕、机械收获等技术进

行了试验示范，形成一套长生 13 高产高效轻简化栽

培技术。通过该技术体系示范应用，较原种植技术

新增产量 375~750kg/hm2，节约成本 4500~9000 元，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1　播前整地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进行秋季

深耕，深度一般在 20~25cm，要求深浅一致、扣垄

均匀密实、不漏耕。在秋深耕的基础上，早春耙耢

保墒，播前浅犁或旋耕，并及时耙耢，使土壤疏松，

达到上平下碎、地面平整。如遇干旱则需要镇压 
提墒。

3.2　施肥　采用有机、无机混施的方法，既能保证

谷子产量，又能保证小米的品质。结合秋季深耕 
每 hm2 施腐熟有机肥 22500~37500kg、施 N 7~10kg、
P2O5 6~7kg、K2O 5~6kg。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496
规定。

3.3　种子处理　用谷子精选机对谷子进行精选，

去除杂质和秕籽，然后根据不同生产区域要求，采

用化控间苗技术配制不同比例的化控间苗谷种，长

治地区一般采用比例为正常谷种和化控处理谷种 
1︰1[5]。

3.4　播期和播量　适宜播期一般在 5 月中旬，5cm
地温稳定在 10℃以上，不宜早播，避免发生谷子病

害，播量为 7.5~11.25kg/hm2。

3.5　播种方法　采用播种机条播，宽窄行种植，

宽行行距 50cm，窄行行距 16.5cm，播深 3~4cm[6]。

播种要求深浅一致、覆土均匀，土壤墒情好的可

适当浅播，墒情差的可适当深播，视墒情适时 
镇压。

3.6　田间管理　谷苗在 5 叶期，如有局部苗稠情况

可适当进行间苗，留苗 37.5 万 ~ 45 万株 /hm2。定

苗后及时在宽行采用微型中耕机进行浅耕除草，

拔节后深中耕、除草、高培土。所用微型中耕机宽 
度＜ 40cm，作业幅度 30~50cm。

3.7　病虫害防治　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植保方针，经农业防治为重点，物理防治、生物防治、

化学防治有机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3.8　收获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谷子收割脱粒机”

（专利号：ZL201721154671.9），长生 13 采用宽窄行

种植技术，结合该项专利，实现机械收获，大大减轻

了农民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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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杀雄两系杂交油菜庆油 1 号 

高产制种技术
胡承伟　刘希忠　朱　程　唐世义　黄桃翠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重庆 400060）

摘要：庆油 1 号是以 0911 为母本、0802 为父本通过化学杀雄剂诱导配组而成的两系甘蓝型油菜品种，田间长势旺、产量

高、适应性广、熟期较早，符合双低油菜标准，于 2014 年通过重庆市和国家审定，并于 2018 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介绍了庆油 1 号亲本的主要特征特性，总结其高产制种技术。

关键词：化学杀雄；杂交油菜；庆油 1 号；制种技术

通过化学杀雄剂诱导油菜产生生理性雄性不

育来生产杂交种，是油菜杂种优势利用的重要方式，

是培育油菜杂交品种的重要途径 [1]。我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开始油菜化学杀雄剂和化学诱导

雄性不育系的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利用化学杀

雄杂交油菜的国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2]。国家对

油菜实行登记制以来，通过化学杀雄剂诱导登记的

油菜品种占总登记油菜品种的近一半，而且还在不

断增加，化学诱导雄性不育技术已成为油菜新品种

选育的有效便捷途径。

化学诱导雄性不育技术具有对不育基因型的

依赖相对较小，杂交种产量优势更明显；可以自由配

制杂交组合，亲本选择范围更广，更容易选育出高产

优质抗病的杂交组合；新品种投入生产应用的速度

快，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且 F2 不存在育性分离，

具有较高的生产力，不存在恢复系的恢复力不足的

问题，制种结实率较高，即使杂种纯度不够，其母本

自交种子也能保持原来亲本的产量而不显著减产；

可以辅助解决细胞质不育系存在的微粉问题 [3]，也

能解决光温敏不育系的育性波动问题，提高杂交种

子纯度，减小种子生产企业的制种风险；还可以用于

替代人工去雄，促进远缘杂交和无融合生殖等一系

列优点。但化学杀雄诱导雄性不育也存在一定的缺

点，如雄性不育的败育效果受到母本基因型、施药方

式、喷药时期、药液浓度、植株个体差异的影响 [4]，化

学药剂或多或少对植物或环境有一定的副作用，因

此很有必要明确油菜化学杀雄杂交种子生产流程，

减少制种风险。

庆油 1 号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联合重庆中一种

业有限公司以 0911 为母本、0802 为父本，通过化

学杀雄剂诱导雄性不育配组而成的甘蓝型两系油菜

品种，具有产量高，丰产、稳产性好，抗性强，熟期较

早等特点，于 2014 年通过重庆市和国家农作物品种

基金项目：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青年创新团队项目（NKY-2018QC0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D01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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