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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是我国传统的杂粮作物，同时也是山西省小

杂粮的典型作物，在全省粮食生产中列第三位 [1-2]。谷

子具有抗旱耐瘠、水利用效率高、适应性广、化肥

农药用量少等特点，是典型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作物。发展谷子生产，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具有积极意

义。近年来，由于杂粮热的兴起，山西省小米加工

企业的商品转化率和比较效益显著提高，充分显示

了山西省谷子生产的区位优势。但迄今为止，山西

省优质小米谷子新品种更新换代速度较慢，品种退

化严重，病虫害频繁发生。虽然谷子新品种不断

育成，但终因品质、适应性等因素没有得到广泛的 
推广 [3]。

晋谷 59 号是山西省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育

成的适合我国西北中晚熟区种植的谷子品种，品质

优良，适口性好，高产稳产，2015 年通过国家鉴定。

晋谷 59 号配套精量机播、控释施肥、宽行种植等简

约高效技术，可克服谷子生产上存在的优质不高产、

高产不优质、高产不高效的问题，提高谷子产量，改

善适口品质，增加种植效益，对山西省种植业结构调

整、实现小杂粮发展战略，提高优势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4]。

1　亲本来源与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　母本晋谷 30 号由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谷子研究所于 2000 年育成，幼苗绿色，主茎高

129.0cm，穗纺锤型，穗长 17.6cm，单株穗重 20.6g，
穗粒重 18.6g，千粒重 2.8g ；出谷率 81.1%，出米

率 76.9%，黄谷黄米；抗旱，抗谷子粒黑穗病和白 
发病。

父本晋谷 36 号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于 2004 年育成，太原地区生育期 120d 左右。

幼苗深紫色，无分蘖，主茎高 150.0cm，穗长 26.0cm，

穗呈长纺锤型，短刚毛，黄谷黄米，单株穗重 18.6g，
穗粒重 15.2g，千粒重 3.0g，耐旱抗倒，抗红叶病、粒

黑穗病、白发病，后期不早衰，绿叶成熟 [1]。

1.2　选育过程　2002 年以晋谷 30 号作母本、晋谷

36 号作父本，经有性杂交获得杂交种 F0，2003 年种

植 F1 鉴定真杂种，2004-2007 年进行定向系统选育，

2008-2012 年参加本单位新品系比较试验，2013-
2014 年参加国家西北谷子中晚熟区区域试验，2014
年同时参加生产试验，试验结果达到国家谷子鉴

定标准，2015 年 6 月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鉴定委

员会鉴定，定名为晋谷 59 号，鉴定编号：国品鉴谷

2015009。2015 年 12 月在全国第十一届优质食用粟

评选会上被评为国家一级优质米。2014 年申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2015 年新品

种保护办公室受理申请。晋谷 59 号的选育流程见 
图 1。

2　产量表现
2.1　新品系比较试验　晋谷 59 号品系号为 03-
130-5，2008-2012 年连续 5 年参加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谷子新品种比较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527.1kg，比对照增产 21.15%，居 34 个参

试品种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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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晋谷 59 号选育流程图

2.2　国家区域试验　2013-2014 年参加国家西北

春谷区中晚熟组区域试验，10 个参试点分别为辽宁

省朝阳市、阜新市，陕西省延安市、咸阳市，甘肃省

天水市，河北省承德市及山西省长治市、太原市、汾

阳市、沁县，2 年每 667m2 平均产 348.7kg，比统一对

照平均增产 12.09%，居 2 年参试品种第 1 位。其中

2013 年区试，每 667m2 平均产 328.1kg，比统一对照

平均增产 9.89%，居参试品种第 4 位；2014 年区试

平均产 369.3kg，比统一对照增产 14.13%，居参试品

种第 1 位。2 年 20 点试验 17 点增产，增产点率为

85.0%。2014 年该品种参加了国家西北春谷区中

晚熟组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 428.2kg，比统一

对照增产 12.79%，居参试品种第 1 位，增产点率为

85.0%。

3　主要特征特性
3.1　特征特性　该品种幼苗叶鞘浅紫色，中秆，宽

叶，大穗，不早衰，后期绿叶黄谷穗。太原地区生育

期 125d，株高 153.4cm，穗长 21.6cm，穗重 23.4g，
穗呈圆筒型，穗码松紧适中，穗粒重 18.6g，出谷率

79.56%，千粒重 2.99g，黄谷黄米。

3.2　品质及抗性鉴定　该品种品质优良，米粒鲜

黄，2014 年经农业部谷物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分析：蛋白质含量 12.91%，脂肪含量 3.13%，维

生素 B1 0.31mg/100g，直链淀粉为 15.90%，胶稠度

131.5mm（超过国家二级米标准），碱消指数 3.6（超

过国家一级米标准）。

该品种综合性状表现好，抗逆性强，丰产稳产，

适应性强。抗倒性 1 级，耐旱性 2 级，谷锈病、谷瘟

病、纹枯病均 3 级，黑穗病、线虫病未发生，红叶病发

病率为 1.8%，白发病发病率为 1.1%。

4　配套栽培技术
4.1　合理轮作倒茬，及早耕地耙耢　前茬以豆类、

薯类、玉米等作物为好。选择通风透光、土质松软、

基础地力中等或中上等的壤土地块。秋季前茬作物

收获后，结合施农家肥早耕地耙耢，整平土地，保证

耕作质量，地内无坷垃和秸秆，为来年谷子促全苗准

备好土壤条件，打好抗旱保全苗的水分基础。没有

条件秋耕时，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及早结合施肥进

行早春耕，并且耙耢踏实土壤 [5-6]。

4.2　适量施肥　利用测土配方施肥服务系统，根据

不同推广地区土壤养分状况，进行区域性谷子专用

配方施肥。肥料全部均匀底施，在秋季或早春耕作

时施入，尽量避免施用氮肥，以免影响品质 [6]。

4.3　防治病虫害　播种前撒施地虫净 1 遍防治地

下害虫，6 月中旬注意防治粘虫、钻心虫。防治方法：

用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2000 倍液或 20%
甲氰菊酯乳油 3000 倍液喷雾，达到重点防治谷田粟

灰螟和粘虫危害 [1]。

5　新品种示范推广
优质高产谷子新品种晋谷 59 号配套高产高

效栽培技术依托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太原

综合试验站在榆社、左权、榆次、阳曲、盂县 5 个示

范县建立了示范点，连片种植，按照每个示范点的

小气候特点供种、进行技术培训，生育期跟踪技术

指导，配套相应的种植模式及栽培技术。2016 年

阳曲县全膜双垄沟播六孔晋谷 59 号每 667m2 产

392.36kg，较对照增产 75.225kg，增产率 23.7% ；

在榆社县进行的适宜丘陵旱薄地谷子新品种筛选

试验中，产量达 333.5kg ；左权县新品种示范中，

产量为 349.1kg，居参试品种第 1 位。2016 年在

山西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项目和山西

省财政支农项目支持下，进行新品种成果转化，在

山西省娄烦、繁峙、定襄、平定、榆社、左权、阳曲、

榆次等县、区进行了大面积的示范推广，每 667m2

产量约 400kg，深受谷农认可，收到了良好的示范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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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玉米品种对玉米增产有着巨大的贡献率，

对我国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1-3]。九圣禾 2468
的育种目标是由九圣禾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根据市场需要而提出的，即生育期与郑单 958 或

先玉 335 相当，综合抗病能力强、抗倒伏、抗蚜虫和

红蜘蛛、结实好、耐热、耐旱、耐密、高产、稳产、品质

优良、适应性广，且制种同期播种，花期吻合好，制种

产量高，成本低，生产经营风险小，利润高的优良玉

米新品种，适应目前及未来几年对新品种的要求。

部分育种经费由九圣禾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提供。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根据育种目标，

采用数字化育种新技术，通过计算机模拟，筛选组

合，于 2010 年用运系 Z24 作母本、JH49 作父本杂

交而成，并于 2017 年 5 月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晋审玉 20170036 号。

1　亲本来源及特征特性
1.1　母本运系 Z24　运系 Z24 于 2003 年用法系杂

交种作母本，用本所选育的杂交种运早 2 号作父本

杂交，后代自交分离，经过运城、海南、新疆三地适应

性筛选、加代，选育而成的稳定自交系。该品种 Z24
幼苗子叶长勺形，茎秆基部叶鞘红色，茎秆绿色，韧

性好，叶片细长，黄绿色，叶波多，叶脉白色。株型半

上冲，株高 150cm，穗位高 30cm。雄花分枝少，大部

分是独枝，少量有 3~4 枝，花药颖壳黄绿色，在没有

完全抽出雄花之前可以散粉，故在制种时，一定要摸

苞去雄。在遇到干旱或营养不足时，上部叶片扭曲

在一起，好像牛尾巴一样，当浇水施肥后，营养得到

改善，即可恢复正常，对后期产量等没有多大影响。

雌穗吐丝快，花丝粉红色，向上爆炸状分布，接收花

粉能力强，在地力好、密度小的情况下，双穗率很高，

而且第 2 果穗和第 1 果穗大小差异不大，果穗筒形，

穗长 13cm，穗粗 4.6cm，穗行数 14~16，行粒数 24 粒，

子粒半硬、黄色，结实好，不秃尖，穗轴紫红色、较细。

从播种到成熟 95d 左右，较早熟。除了中感南方锈

病之外，对其他病害抗性都较强，而且比较抗旱、耐

高温，尤其穗位低，茎秆韧性好，抗倒伏能力特别强。

1.2　父本 JH49　JH49 于 2004 年把德系代号 1568
的杂交种自交分离，其分离后代中有的株在运城高

温干旱条件下，雄花退化，表现不育。遂将其开放，

在材料地任其自由授粉，后不断自交加代，分别在

运城（典型黄淮海高温、干旱气候特点）、新疆（典型

西北区长日照、大温差气候）、海南（典型短日照、小

温差海洋性气候）三地进行适应性、抗性筛选而成

的稳定自交系。该品种幼苗子叶呈短勺形，茎基部

玉米新品种九圣禾 2468 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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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米新品种 2468 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和九圣禾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企合作，采用数字化

育种新方法，开展商业化育种而取得的科技新成果。2016 年通过山西省夏播区玉米区域试验和西北区绿色通道试验，2017 年

5 月通过山西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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