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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谷子品种区域适应性综合评价
刁玉霖　朱康宁　张海金　张文飞　王凯玺　刘明水　陈国秋

（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朝阳 122000）

摘要：为筛选出适宜辽西地区种植的优质谷子品种，对 18 个来源广泛的谷子品种进行 2 年的田间种植鉴定，通过测定物

候期、农艺性状、产量性状和抗病性等指标，并进行综合评价，筛选出高产稳产、抗病性较强、综合性状好、生育期适宜的品种。

结果表明，在 18 个品种中豫谷 35 和嫩选 18 号综合表现较好，推荐在辽西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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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Setaria italica（L.）Beauv）是起源于我

国黄河流域的传统优势作物，具有 1 万多年的栽培

历史 [1]，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 [2]。我国谷子

的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均居世界首位。谷子抗旱、

耐瘠，水分利用效率高，化肥农药用量少，是典型的

环境友好型作物，也是维持我国干旱丘陵地区粮食

安全和农业经济稳定的重要杂粮作物 [3]。近年来随

着人们的饮食观念转变，以及谷子医食同源的优势

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使谷子这一传统作物热度不

断攀升，种植面积呈明显上升趋势 [4]。

谷子是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5]，尤其是

在干旱少雨、土质贫瘠、春季易旱的辽宁省西部地

区。辽西地区的朝阳市、阜新市、锦州市西部和葫

芦岛市建昌县等地是辽宁省谷子的主产区，谷子种

植面积常年在 6.67 万 hm2 左右，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80% 以上 [6]。但是，近年来该地区谷子生产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推广应用的谷子品种表现丰产、不优

质，商品性差，或是优质、不高产。新品种的引进对

促进谷子生产发展、产业化发展，提升旱地农业经济

效益具有重要作用。辽西地区种植的谷子品种繁多，

鱼龙混杂，但大面积主栽品种较少，高产优质品种较

少，病虫害逐年增长，导致生产的谷子质量无法保

证，收购时呈现出一种一价的趋势，给加工企业进行

深加工和产品质控带来了巨大挑战。对引进品种开

展适应性试验，筛选出适宜辽西地区种植的高产、优

质、适宜机械化生产的品种至关重要 [7-8]。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

所引进的 18 个谷子品种（表 1），其中朝谷 58 为对

照品种。

1.2　试验地概况　于 2020-2021 年在辽宁省旱

地农林研究所朝阳市朝阳县试验基地（120.37°E、

表 1　18个参试谷子品种及来源

品种 来源 品种 来源

晋谷 21 号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嫩选 15 号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山西红谷 内蒙古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 龙谷 25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所

长农 35 号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龙谷 38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所

大同 29 号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公谷 88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资源研究所

赤优金苗 1 号 内蒙古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 豫谷 35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张杂谷 16 号 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济谷 2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长农 47 号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冀谷 39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陇谷 13 号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中谷 9 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嫩选 18 号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朝谷 58（CK） 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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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9°N，海拔 180.6m）种植，前茬作物为高粱，沙壤

土，地势平坦，具备灌排条件，0~20cm 耕层土壤全

氮 0.50g/kg、碱解氮 64.40mg/kg、有效磷 27.45mg/kg、 
速效钾 143.10mg/kg、有机质 16.37g/kg、pH 值 8.23。
2020 年 5-9 月 降 雨 总 量 382.0mm，月 平 均 气 温

23.2℃，日照时数 1655.5h ；2021 年 5-9 月降雨总

量 719.5mm，月平均气温 21.5℃，日照时数 1095.8h。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

复，6 行区，行长 5.0m，行距 0.6m，留苗密度为 45.0 
万株 /hm2，试验地四周设保护行，管理同大田生产。

收获时去掉两侧边行，收中间 4 行计产，每小区取

20 株调查农艺性状，取平均值。

1.4　测定指标　参试谷子物候期：出苗期、抽穗期、

成熟期；谷子农艺性状：幼苗色、穗型、穗码密度、粒

色、米色、株高；产量性状：穗长、单穗重、单穗粒重、

千粒重、产量；谷子抗病性：调查辽西地区频发病害，

包括白发病、纹枯病、谷锈病、谷瘟病。本研究性状

调查方法均按照《谷子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9] 进行。

1.5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和 DPS v18.1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绘图分析采用 OriginPro  
2018 SR1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品种生育期情况　由表 2 可知，18 个参试

谷子品种的生育期在不同年际间有小幅差异，能显

示出参试的各个品种在辽西地区的生育期情况。18
个谷子品种 2020 年生育期在 99~119d 之间，2021
年在 101~121d 之间。从 2 年的生育期数据来看，龙

谷 25 生育期最短，2021 年 101d，较 2020 年多 2d ；

其次为嫩选 15 号，2021 年 101d，较 2020 年少 2d ；

龙谷 38 的 2 年生育期均为 103d。晋谷 21 号生育

期最长，2021 年 121d，比 2020 年多 2d ；其次为长

农 47 号，2021 年 116d，比 2020 年少 1d ；长农 35 号

2021 年生育期 114d，比 2020 年少 3d。
2.2　参试品种农艺性状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参

试品种中赤优金苗 1 号幼苗色为黄绿色，陇谷 13 号

为浅紫色，其余品种均为绿色。穗松紧度指标中松

1 个、中 7 个、紧 10 个。穗型指标中棍棒形品种 2 个、

圆筒形品种 3 个、纺锤形品种 13 个。粒色指标中红

色 1 个、白色 6 个、黄色 11 个。米色均为黄色。株

高 2020 年变幅为 93.43~179.04cm，2021 年变幅为

90.75~181.64cm。2 年数据中株高最高的品种为陇

谷 13 号，最低的品种为公谷 88。
2.3　参试品种产量性状分析　由 表 4 可 知，

表 2　18个参试谷子品种物候期

品种
出苗 - 抽穗（d） 抽穗 - 成熟（d） 生育期（d）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晋谷 21 号 69 71 50 50 119 121

山西红谷 50 54 59 53 109 107

长农 35 号 68 68 49 46 117 114

大同 29 号 50 55 57 54 107 109

赤优金苗 1 号 57 59 52 50 109 109

张杂谷 16 号 60 59 57 54 117 113

长农 47 号 63 65 54 51 117 116

陇谷 13 号 50 53 53 51 103 104

嫩选 18 号 56 59 57 50 113 109

嫩选 15 号 45 49 58 52 103 101

龙谷 25 50 50 49 51   99 101

龙谷 38 52 55 51 48 103 103

公谷 88 61 62 52 48 113 110

豫谷 35 58 59 51 48 109 107

济谷 22 62 61 51 51 113 112

冀谷 39 63 61 52 50 115 111

中谷 9 号 62 62 51 46 113 108

朝谷 58（CK） 61 61 52 47 113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