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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谷子 DUS 测试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付国庆　纪军建　霍阿红　寇淑君　左振兴　王　瑶　杨德智　郝建宇

（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张家口分中心，张家口 075000）

摘要：通过分析国内谷子 DUS 测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修订谷子 DUS 测试指南，编制谷子测试操作手册和拍摄技

术规程，构建谷子已知品种数据库和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完善谷子 DUS 测试体系建设，提高测试水平等建议，以更好地为我

国谷子品种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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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起源于我国，是我国传统经济农作物之

一，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主栽作物培育了我国北方

文明 [1-2]。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子生产和消费国 
家 [3]，是谷子主要出口国。近年来，随着我国谷子育

种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国内

谷子产业化发展。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张

杂谷”系列杂交谷子在非洲多个国家试种成功，引

起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极大关注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明确要求申请保护

和登记的植物品种应当具备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 [5]（简称 DUS）。DUS 测试是植物新品种管理和

授权的科学依据 [6]，是落实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 [7]。谷子于 2002 年 1 月

被列入第 4 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2017 年 5
月被列入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生产上推

广的谷子品种均需通过 DUS 测试，可见 DUS 测试

在谷子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农业农村部植

物新品种测试张家口分中心是承担谷子 DUS 测试

的主要测试机构之一，在多年的测试工作中，发现谷

子测试在技术规程、测试水平、体系建设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影响测试准确性、高效性的问题，迫切需要尽

快解决完善，以适应谷子育种技术创新和种业发展

需求，更好地为我国谷子种业发展保驾护航。

1　2013 年版谷子 DUS 测试指南存在的问题
1.1　品种类型　根据农业部的要求，2013 年版谷子

DUS 测试指南（以下简称测试指南）按照春谷和夏

谷 2 个类型制定了 2 套标准 [8]，虽然其中也提到杂

交种，但测试指南中相应测试性状，尤其是穗长度、

单穗重等部分测量性状并没有区分常规种与杂交

种，且种植密度和一致性、特异性判定标准也未对杂

交种作专门说明。由于品种类型未分开，导致测试

指南在栽培管理方式、测试性状选择分类等方面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因杂交谷子密度过高，导致性状表

达状态不充分、不准确；二是杂交谷子品种的穗长、

单穗重等性状大多属于极大值范围，品种之间没有

区分度，使得本来明显不同的品种测试代码相同，影

响品种特异性。

1.2　标准品种　目前 DUS 测试所使用的标准品种

中很多是老常规品种，繁殖材料保存方式一般有 2
种：一是低温库长期保存，二是测试单位通过田间繁

种保存。低温库长期保存的种子，发芽率已大大下

降，不能满足测试需求。自繁种植保存的品种也退

化严重，难以筛选具备品种本身特征特性的标准株。

1.3　测试性状

1.3.1　性状观测时期不合适　某些测试性状在测试

指南规定的观测时期内表达尚不充分。如第 9 个性

状，穗的刚毛颜色，观测时期为 1/2 穗开花期，该阶

段一般维持 3~5d，有些品种刚开花时刚毛颜色为黄

色，但是随着光照时间的累加，到全穗开花时刚毛则

全部变为紫色。由此会造成因观测时期不当导致品

种描述出现误差，或者品种一致性出现误判。

1.3.2　部分性状受环境影响较大　测试指南中对于

常规种和杂交种进行一致性判定时，均采用 1% 的

群体标准和至少 95% 的接受概率，当观测群体大小

为 300~329 株时，最多可允许有 6 株异型株；当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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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为 545~618 株时（2 个重复），最多可允许有 10
个异形株。测试指南性状的确定要充分考虑环境

因子的影响，选择稳定易于描述且有效区分品种的

性状。但是测试指南中某些性状受外界环境影响较

大，同一品种的性状表达状态在不同年份间会有差 
异 [8-9]，且同一品种在不同群体密度、不同的田间管

理条件下性状表达状态也会产生差异。如植株成穗

茎数会随着播种密度的降低而增多；倒 2 叶长、宽等

一些测量性状受水肥条件影响明显。依据此类性状

进行一致性判定时，对品种、测试用地质量和试验管

理水平的要求明显高于当前实际情况，在目前育种

水平和试验条件下难以保证一致性判定的准确性。

再如：穗单码粒数这一性状在同一品种、穗子同一位

置上的变异都很大，取样代表性差，建议该类性状在

测试指南中列为判定品种一致性的选测性状。

1.3.3　部分性状分级不准确、一些性状未列入测试

指南　测试指南中一些性状的分级不够详细，有些

性状品种内变异较大，还有一些能反映谷子特异性

的可遗传性状未列入现行指南版本。如幼苗猫儿叶

顶端形状只分为“尖”“尖到圆”和“圆”3 种表达

状态，但实际测试中发现“尖”还可细分为“急尖”和

“钝尖”2 种表达状态；幼苗的苗期叶鞘颜色仅包括

绿色和紫色 2 种表达状态，黄色叶鞘（谷子不育系

多为此类型）却未列入测试指南；植株叶鞘花青甙

显色强度符合测试性状的要求，却未列入测试指南。

上述问题均会影响谷子 DUS 测试的准确性。

2　谷子 DUS 测试中存在的问题
2.1　测试任务量少，测试点分散　自 2016 年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需要通过 DUS 测试以来，虽然谷

子测试量有所增加，但与主要农作物相比仍然较少。

2018-2019 年谷子登记和保护年测试任务量均未超

过 100 个，且分为春谷和夏谷两种类型。主要集中

在张家口、哈尔滨、公主岭、忻州、济南、原阳等测试

分中心，极少量品种为育种家自主测试。不同测试

机构因环境和测试人员差异，测试数据差异较大，不

便于品种信息对比，也不利于谷子品种统一管理。

2.2　繁殖材料少，质量无保证　按照农业农村部要

求，申请保护的谷子品种需提交 500g 种子作为标准

样品，保存于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用于品种保护、

真实性鉴定等。现行版本谷子 DUS 测试指南要求

田间测试不少于 2 个重复，每个重复不少于 300 株。

目前每个品种一周期测试供种不足 1000 粒，上述种

子量很难保证测试指南要求的 600 株群体，严重影

响测试精确性。另外，一些申请人提供的繁殖材料

混杂严重，给测试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2.3　申请人素质良莠不齐　由于部分申请人对

DUS 测试理解不到位，导致技术问卷中的信息不准

确，近似品种与待测品种差别明显，没有可比性，且

繁殖材料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基本没有参考性，难

以确保特异性结论的准确性。

2.4　缺乏测试操作手册和拍摄技术规程　目前，谷

子DUS测试工作所依据的文件标准主要是测试指南，

没有相应的测试操作手册和拍摄技术规程等较为详

尽的技术文件，对测试员综合素质的要求极高，影响

测试结果准确性。迫切需要编制测试操作手册等其

他相应文件作为技术依据，指导谷子 DUS 测试工作。

2.5　测试工具较为落后，测试人员水平不高　我国

从 1999 年才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基础研究薄

弱。谷子作为小宗作物，栽培、收获等专业机械基

本没有，测试中操作基本全靠人工作业，管理比较

落后。目测性状主要依靠测试人员的测试经验，测

量性状则依靠直尺等较为落后的工具，不可避免的

存在一定人为误差，影响了测试精度和测试效率。

DUS 测试体系建设虽然在有序进行中，但目前体系

内专门从事谷子测试的人员很少，且分散在不同测

试机构，加之不同地区对于谷子的认知描述有所差

异，在品种描述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差。

3　建议
3.1　加快谷子 DUS 测试技术文件的修订和研制工

作　虽然现行测试指南（2013 年制订）具有科学性

和实用性，但在 DUS 测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不同程

度地影响了测试的准确性，有必要抓紧对其进行修

订。建议参考《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测试指南（玉米）》《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

和稳定性测试指南（水稻）》，将穗长、单穗重等性状

区分常规种与杂交种，或者单独列入一些只适用于

杂交种的性状，以利于谷子杂交种特异性测试。建

议将部分必要性状列入指南，同时调整某些性状的

分级标准。

不同谷子生态区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栽培管理

方式，容易造成谷子的部分性状表达不一致。建议

开展谷子 DUS 测试操作手册和拍摄规程的研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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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别制定出春谷和夏谷两种类型的操作手册，使

谷子 DUS 测试更加标准化，提高测试精度和效率。

3.2　加快完善谷子已知品种数据库和 DNA 指纹图

谱数据库构建　已知品种是 DUS 测试特异性判定

的标尺，已知品种的收集是关系到品种是否具备特

异性的根本。仅用表型 DUS 测试将无法为品种授

权提供快速、准确、可靠的判别依据 [10]。在 DUS 测

试中，可以利用分子标记技术方法获得测试种的指

纹图，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品种间的遗传距离和

亲缘关系的远近 [11]。刁现民团队建立了由 85 万个

SNP 构成的单倍型物理图谱 [12]，为构建谷子 DNA
指纹图谱打下了坚实基础。建议整合保护、登记和

以前已推广种植的谷子品种等资源，加快构建谷子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同时由相关测试机构对品种

资源进行田间数据采集，进一步完善谷子已知品种

数据库，提高测试精准度，确保育种家权利，促进谷

子种业良性发展。

3.3　完善谷子 DUS 测试体系建设　2016 年新修订

《种子法》实施以来，极大地提高了育种者的品种权

意识，推进了谷子品种管理的规范化，也促进了整个

谷子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议由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测试中心协调，相对集中安排谷子测试任务，以免

因地域差异导致品种描述不同。相关测试机构之间

要加强业务研讨，交流测试经验，统一测试标准。

现在专职谷子测试人员较少，应强化谷子测试

集中培训，扩大测试队伍的同时规范测试流程。也

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测试，尤其是鼓励有能力的育

繁推一体化企业自主开展谷子 DUS 测试，使优良品

种可以尽快进入市场。

针对当前因种子混杂、种子量不足、工具落后

及其他影响品种测试的情况，建议由农业农村部植

物新品种测试中心牵头，修正提交繁殖材料要求和

其他文件，规范育种者提供材料。组织相关分中心

对测量工具进行研发，尽快解决测试用种少、工具落

后等问题。

3.4　进一步开展 DUS 测试宣传工作　随着《种子

法》的实施和新品种保护工作的推进，DUS 测试已被

我国育种者广为了解，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育种家对

DUS 测试知之甚少。测试机构要加强开展谷子 DUS
测试技术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和测试实践，普及 DUS
测试相关知识，使育种者更多地了解 DUS 测试。

4　结论
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是我国品种审定、登记、

保护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保障我国农业品种知识产

权的重要手段。DUS 测试指南作为 DUS 测试的最

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 DUS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关

系到品种是否可以通过品种登记、是否可以进入生

产走入市场。通过分析 2013 版谷子 DUS 测试指南

及国内谷子 DUS 测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谷子

DUS 测试指南的修订工作，推进谷子测试操作手册

和拍摄技术规程的研制，加快谷子已知品种数据库

和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建设，完善谷子 DUS 测试

体系建设，继续开展 DUS 测试宣传工作等建议，以

期为下一步修订谷子 DUS 测试指南做参考，进一步

提高谷子 DUS 测试水平，为我国谷子品种提供有效

保护，为我国谷子种业健康发展、安全走出去提供技

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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