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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品种晋谷 60 号的选育与高产栽培技术

赵　凯　马建萍　独俊娥　吕建珍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太原 030031）

摘要：晋谷 60 号（太选 16 号）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优质品种长农 34 号为母本、高产优质品种晋谷 36

号为父本选育而成的优质谷子品种。该品种高产、稳产、优质、抗逆性好、适应性广。2015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认定并命名，适合在山西省谷子中晚熟区无霜期 150d 以上的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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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谷子的起源地 [1]，目前占全球谷子总产

的 80%。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在

我国传统的谷子种植区域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

辽宁、河南、山东、黑龙江、甘肃、吉林等地种植面积

逐年稳定增加 [2-3]，新疆等新兴的谷子种植区域种植

面积逐渐扩大。优质谷子由于其优良的适应性及

商品性，对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脱贫起着积极的

作用。晋谷 60 号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选育的中晚熟谷子品种，品质优良、高产稳产，

2013-2014 年参加山西省谷子中晚熟区区域试验，

2014 年参加生产试验，2015 年参加全国谷子区域试

验（西北春谷中晚熟区）。2015 年通过山西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并推广种植。

1　亲本来源与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　母本长农 34 号是由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谷子研究所选育的优质谷子品种；父本晋谷 36
号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于 2004
年选育的优质高产谷子品种，获国家二级优质米，幼

苗深紫色，指示性状优良，抗白发病、粒黑穗病、红叶

病，耐旱，抗倒伏。

1.2　选育过程　2003 年组配杂交组合，2004 年种

植 F1 鉴定真杂种，品系号（04-18-1），2005-2011 年

进行定向系统选育，2012 年参加本所新品种比较试

验，2013-2014 年参加山西省谷子中晚熟组区域及

生产试验（代号为太选 16 号），并参加自行组织 7
个区域的多点试验，2015 年参加国家区试及自行组

织不同区域的 5 点示范。2015 年参加国家区试西

北春谷中晚熟组区域试验。2015 年通过山西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认定编号为晋审谷（认）

2015002，2017 年通过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登记编号为 GPD 谷子（2017）140012。选育系

谱如图 1。

图 1　晋谷 60 号选育系谱图

2　产量表现
2.1　山西省区域试验　2013 年在山西省内自行

组织 5 个区域进行多点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为

4901.4kg，比对照长农 35 号增产 5.9%，增产点率为

100%；2014 年在山西省内自行组织 7 个区域进行

多点试验，平均产量为 4947.5kg，比对照长农 35 号

增产 5.8%，增产点率为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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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国谷子区域试验　2015 年参加国家谷子

品种区域试验（春谷中晚熟组），每 hm2 平均产量

5130kg，平均比统一对照长农 35 号增产 5.42%，居

参试品种第 3 位。10 点试验 8 点增产，增产幅度

为 2.50%~21.16%，2 点 减 产，分 别 为 -11.06% 和

-12.64%，增产点率为 80.0%。

2017 年参加本所新品种示范展示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为 5640kg，2018 年推选参加农业部非主要

农作物登记品种展示。

3　主要特征特性
3.1　特征特性　幼苗叶、叶鞘绿色，无分蘖，中

秆，叶宽，穗型一致，长势整齐，株高 146.4cm，穗长

24.2cm，穗重 20.7g，穗呈纺锤形，穗码松紧度适中，

穗粒重 16.3g，出谷率 79.0%，千粒重 2.68g，黄谷黄

米，太原地区生育期 127d。
3.2　品质分析　该品种品质优良，米粒鲜黄，2013
年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分

析：蛋白质含量为 12.72%（超过国家一级优质米标

准），脂肪含量为 2.62%，维生素 B1 为 0.26mg/100g，
直链淀粉为 15.32%（达到国家一级优质米标准），

胶稠度 133.5mm（超过国家二级优质米标准），糊化

温度（碱消值）3.7 级（超过国家一级优质米标准）。

2013 年在全国第十次优质食用粟鉴评会上被评为

国家二级优质米。

3.3　抗性鉴定　2014-2015 年国家谷子品种区域

试验（西北区中晚熟组）结果显示：该品种抗逆性较

强，抗倒性、耐旱性均为 2 级，谷锈病为 1 级，纹枯

病为 2 级，谷瘟病、黑穗病、线虫病未发生，红叶病

发病率为 4.95%，白发病发病率为 4.0%，蛀茎率为

24.18%。该品种综合性状表现好，适应性较强。

4　高产栽培技术
4.1　选地　在山西、陕西、甘肃、辽宁等无霜期 150d
以上的春谷中晚熟区进行种植，适宜播期为 5 月

15-25 日，根据当年土壤墒情和降水情况适度调整。

严格进行轮作倒茬，前茬作物以豆类、薯类为宜，选

择通风透光、地势高燥的中等及中等以上基础地力

地块，土质松软的壤土以确保全苗 [4-5]。

4.2　施肥　根据土壤具体养分，一般有条件的最

好在前茬作物秋收后施用农家肥作底肥，每 hm2 施 
3.5 万~6 万 kg，同时配合施用磷肥 600~900kg，避免

施用过多氮肥。秋施肥的同时结合耕地耙耢，做到

地内无坷垃及秸秆，土地平整，土质均匀，保证土地

墒情并为翌年春耕播种做好土壤准备。无条件秋施

肥的地区，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及时施入底肥，做到

早春耕，耙耢实，保证土壤墒情。播种前一周进行

旋耕，深度 6~8cm，并及时耙耢。根据气候条件，干

旱时进行播前镇压，保持土地平整，上虚下实，保证 
全苗 [6-9]。

4.3　播种　每 hm2 播种量以 12~15 kg 为宜，精播、

机播量减半，出苗后及时查苗，及时补种。做到早间

苗、早定苗、及时清垄，每 hm2 留苗 37 万~45 万株，

成穗 33 万~40.5 万穗。结合清垄进行一次浅中耕，

抽穗前进行一次中耕高培土，促进气生根生长防止

倒伏。

4.4　病虫害防治　播前结合旋耕进行地下害虫防

治，6 月中旬注意防治粘虫及钻心虫。及时清理田

间病株病穗，适时收获，防止后期落粒、早霜、鸟害及

倒伏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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