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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谷子农艺和品质性状的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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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利用糯谷子种质材料，以引进的５３份谷子为材料，采用ＳＡＳ９．０软件对其农艺和品质性状的变
异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农艺性状的变异幅度为 ５．７％～３６．０８％，其中穗粒重的变异幅度最大（Ｃ．Ｖ为
３６．０８％），生育日数的变异幅度最小（５．７％）。株高与穗长、节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叶片数、穗下节间长呈显著正
相关，但与穗粒重呈显著负相关。穗越紧，穗下节间和穗毛越短。采用类平均法，在欧式距离４．１１４８，将供试材料
聚为八大类，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八类群共２５份材料为高产潜力组合类型。非糯、低直链淀粉和糯质类型频率分
别为２４．５％、６０．４％和０。丰谷１２、利谷２１等１６份材料的糊化温度为７０℃～７４℃（碱消值在４～５），频率为３０．２％。
赤谷１０号、利谷２１等２９份材料（频率５４．７％）的胶稠度大于１１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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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是起源于我国的古老粮食作物，栽培历史

悠久，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等地，以山西、河

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种植面积最多［１－２］。谷子也是

内蒙古自治区粮饲兼用的主要杂粮作物，是全国谷

子加工的主要原料供应地。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赤

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前山丘陵区。２０
世纪５０年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利用不同生长形态的

谷子种质资源，成功地选育出昭农号、赤谷号系列品

种。并发现显性核不育 Ｃｈ基因、显性矮杆基因
Ｄｃｈ，为谷子育种提供了新的途径。
谷子具有抗旱、耐瘠薄和适应性强的特点，是我

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与其它大宗粮食

比较，不仅营养丰富全面，还具有健脾胃、利睡眠等

医疗功能，深受全国人民，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喜爱，



更是产妇补身催乳的必备食品。

小米中主要的可食部分是淀粉，含量在５０％～
６０％之间，淀粉的结构和性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食品品质，而且直接影响到小米的加工工艺品

质［３］。直链淀粉含量是影响小米品质和食味的主要

因素，它与米饭的膨胀性、柔韧性、光泽度、粘性有密

切关系［４－５］。对谷物加工性能及产品品质具有重要

影响［６］。谷子的野生型为粳谷类型，随着人们对糯

性品种的偏爱和选择，部分粳型品种逐渐驯化为糯

性品种。糯性谷子胚乳中直链淀粉含量低，支链淀

粉含量高，米饭柔软、有光泽、粘度大且口感较好［７］。

本文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消费市场需求和谷子品质对

谷子产业化开发的重要性，以引进的不同谷区谷子

为材料，对其农艺性状和蒸煮品质性状的遗传变异

进行分析，旨在为春谷子种质资源进一步利用和杂

交亲本选配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５３份材料引自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和内蒙古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谷子研

究所（见表 １）。包括东北春谷 １７份、西北春谷 １３
份、华北平原夏谷２０份和国外材料３份。

表１ 供试谷子材料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ｉｓｔｏｆｔｅｓｔｅｄ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１
赤谷４号
Ｃｈｉｇｕ４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２８
黄壳狗尾粟

Ｈｕａｎｇｋｅ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淮河以南




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

２
赤谷５号
Ｃｈｉｇｕ５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２９
黔南农家种

Ｑｉａｎｎａ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ｚｈｏｎｇ
淮河以南



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

３ 赤谷１０号 Ｃｈｉｇｕ１０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０ 白根红粘 Ｂａｉｇｅｎｈｏｎｇｎａｉｎ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 峰谷１２号 Ｆｅｎｇｇｕ１２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１ 大叶青粘谷 Ｄａｙｅｑｉｎｇｎｉａｎｇｕ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５
赤谷１０－２２４
Ｃｈｉｇｕ１０－２２４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２
红粘谷（００００８１５１）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８１５１）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６ ０９－２２１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３ 水里混 Ｓｈｕｉｌｉｈｕｎ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７ 丰田５０１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５０１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４ 杏黄粘 Ｘｉ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８ 鑫谷１０号 Ｘｉｎｇｕ１０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５ 小红谷 Ｘｉｏａｈｏｎｇｇｕ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９ 利谷２１Ｌｉｇｕ２１ 赤峰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３６
大红谷（００００９８３６）
Ｄａｈｏｎｇｇｕ（００００９８３６）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０ ０５－９４１３０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３７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１ 龙谷３２Ｌｏｎｇｇｕ３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３８ 粘谷 Ｎｉａｎｇｕ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２ ２００１０６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３９ 安革二号 Ａｎｇｅ２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３ 公矮５号 Ｇｏｎｇａｉ５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４０ 安革三号 Ａｎｇｅ３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４ 老来变 Ｌａｏｌａｉｂｉａｎ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１ 安革四号 Ａｎｇｅ４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５ 黄粘谷 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２ 安谷３０Ａｎｇｕ３０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６ 鸭子嘴 Ｙａｚｉｚｕｉ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３ 安谷３４６－１１Ａｎｇｕ３４６－１１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７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１８３）
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１８３）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４
一窝蚕谷子

Ｙｉｗｏｃａｎｇｕｚｉ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８ 白槽皮 Ｂａｉｃａｏｐｉ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５ 黑粘谷 Ｈｅｉｎｉａｎｇｕ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１９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６
小红粘谷子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ｚｉ
华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２０
牡丹黄粘谷

Ｍｕｄａ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７
猫爪粘

Ｍａｏｚｈａｏｎｉａｎ
内蒙高原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１ 大白毛 Ｄａｂａｉｍａｏ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８ 大乌谷 Ｄａｗｕｇｕ 内蒙高原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２ 糜子壳 Ｍｉｚｉｋｅ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４９ 白米粘谷 Ｂａｉｍｉｎｉａｎｇｕ 内蒙高原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３ 糜子亮 Ｍｉｚｉｌｉａｎｇ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５０ 小乌谷子 Ｘｉａｏｗｕｇｕｚｉ 内蒙高原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４ 白沙 Ｂａｉｓｈａ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５１ Ｋｏｇａｎｅ（黄金）
Ｋｏｇａｎｅ（ｈｕａｇｊｉｎ）

外国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２５ 粘上炕 Ｎ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ｋａｎｇ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５２ 法谷６８５－８０Ｆａｇｕ６８５－８０ 外国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２６ 锦谷５号 Ｊｉｎｇｕ５ 东北平原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 ５３ 法谷５１－８１Ｆａｇｕ５１－８１ 外国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２７ 狗尾粟 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淮河以南 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

３６第２期 孙宇燕等：春谷子农艺和品质性状的变异分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农艺性状测定 供试谷子材料于 ２０１１年 ４
月２８日播种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学农场，随机区组
设计，２行区，３次重复，行长 ２ｍ。人工稀条播、间
苗、定苗、中耕培土管理，锄草 ３～４次。４叶期间
苗，６至７叶期定苗，结合浇水追施尿素，适时收获，
并统计生育日数。成熟时每小区随机选取５株进行
室内考种，调查株高、穗长、节数、叶片数、穗下节间

长、穗重、穗粒重、千粒重、穗毛长短和穗的松紧度等

１０个农艺性状。目测穗毛长短和穗的松紧度，穗毛
长短按长（９ｍｍ以上）、中（５～８ｍｍ）、短（１～４ｍｍ）
记录，分析时分别标记为 １、２、３；穗的松紧度记为
松、紧两种，分别标记为 １、２。千粒重测定时称量
２００粒重量，求 ５株的均值后再换算为千粒重。采
用ＳＡＳ９．０软件［８］对供试材料进行农艺性状变异分
析、相关性和聚类分析。

１．２．２ 品质性状测定 取适量的谷子经 ６ＮＳ－１４
型立式碾米机去壳，再将去壳的小米用粉碎机粉碎，

过８０目筛。
１）糊化温度。
采用间接法测定碱消值来估算小米的糊化温

度。碱消值测定方法为：选择 ２０粒大小相同的米
粒，均匀放在直径为１０ｃｍ的培养皿中，在每个培养
皿中精确加入１．７％的ＫＯＨ溶液１０ｍｌ，米粒放置须
均匀，有助于米粒的分散。４个小时候后根据米粒
的糊化程度按表 ２记录得分情况［９］，并计算其碱消
值，重复３次。

表２ 小米米粒糊化程度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ｍｉｌｌｅｔ

碱消化指数级别

Ａｌｋａｌｉ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ｅｖｅｌ

米粒糊化状况

Ｒｉｃｅ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１
米粒无影响，仍硬

Ｇｒａｉｎ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ｉｌｌｈａｒｄ １

２ 米粒膨胀变软 Ｒｉｃｅｉｓｓｏｆｔ ２

３ 米粒微破 Ｍｉｃｒｏｂｒｏｋｅｎｒｉｃｅ ３

４
米粒明显破裂，仍呈原形

Ｇｒａｉｎｏｆ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４

５
米粒完全破裂，失去原形

Ｒｉ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ｂｒｏｋｅｄｏｗｎａｎｄｌｏｓｔ ５

６
米粒破裂成两片以上

Ｒｉｃｅ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ｏｐｉｅｃｅｓ ６

２）胶稠度。
称取０．１ｇ米粉放于１８ｃｍ长的试管底部，加入

９５％乙醇 ０．２ｍｌ，使米粉充分湿润，加入 １．７％的
ＫＯＨ２ｍＬ，放入沸水浴中加热１５ｍｉｎ，注意沸腾的米

胶不超过试管的２／３，否则要将试管稍微移出液面。
１５ｍｉｎ后将试管取出，放入 ０℃冰箱 ２０ｍｉｎ，取出试
管，水平放置于实验台上，期间不要移动试管，一小

时后测定米胶的长度，重复三次。

３）直链淀粉含量。
参照韩俊华等［１０］和马加西等［１１］双波长法测定

直链淀粉含量，稍有改动。标准曲线绘制：在 ６个
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分别取配制好的１ｍｇ·ｍｌ－１标准液
０．３、０．５、０．７、０．９、１．１ｍｌ和１．３ｍｌ，加入３０ｍｌ蒸馏
水，使用０．１ｍｏｌ·Ｌ－１的盐酸调节酸碱度使 ｐＨ值达
到３．５左右，加入０．５ｍｌ的碘试剂，用蒸馏水定容到
５０ｍｌ，静置２０ｍｉｎ后，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波
长λ１为６０５ｎｍ，λ２为４７４ｎｍ的吸光值，记为 Ａλ１和

Ａλ２，即可得到ΔＡ直 ＝Ａλ１－Ａλ２。以ΔＡ直作为纵坐

标，直链淀粉含量（ｍｇ·Ｌ－１）为横坐标，绘制直链淀
粉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ｙ＝０．０１２４ｘ－０．０３１７，相
关性系数 Ｒ２＝０．９９５８，如图１所示。

图１ 直链淀粉标准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ｍｙｌａ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称取０．１ｇ米粉放于 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加入
０．５ｍｏｌ·Ｌ－１的 ＫＯＨ溶液１０ｍｌ，放于沸水浴中加热
１０ｍｉｎ，拿出后用蒸馏水定容到 ５０ｍｌ，静置 １０ｍｉｎ。
取样液２０ｍｌ放在５０ｍｌ试管中，加入１０ｍｌ石油醚，
盖上试管筛，间歇震动，１０ｍｉｎ后吸出石油醚，静置
１５ｍｉｎ，重复三次。分别吸取两份脱脂后的样液２．５
ｍｌ，一份作为空白液，一份作为待测样品。用 ０．１
ｍｏｌ·Ｌ－１的ＨＣｌ调节其 ｐＨ值，使其达到 ３．５。在测
定的样品中加入碘试剂 ０．５ｍｌ，在空白液中不加入
碘试剂。静置 ２０ｍｉｎ测定。选取的波长λ１为 ６０５
ｎｍ，λ２为４７４ｎｍ。重复三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谷子农艺性状变异分析

参试材料农艺性状基本统计分析见表３。可以
看出，不同材料农艺性状变异范围较大，为５．７％～
３６．０８％，其中生育日数的变异系数最低为５．７％，其
次为株高（１０．１３％），穗粒重最大，为 ３６．０８％，说明
参试品种间生育期差异不大，穗粒重差异较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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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性状的变异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穗粒重＞穗
重＞穗毛长短＞穗的松紧度＞千粒重＞穗下节间长
＞节数 ＞穗长 ＞叶片数 ＞株高 ＞生育日数。穗粒

重、穗重、穗毛长短的变异系数较大，说明引进材料

间产量潜力差异较大，而穗长、叶片数、株高的变异

幅度较低。

表３ 供试材料农艺性状基本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节数

Ｐｉ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叶片数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穗下节

间长

Ｌｏｎｇ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ｃｍ

穗毛长短

Ｅａｒｈａｉ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穗松紧度

Ｅａｒ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穗重

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穗粒重

Ｓｐｉｋｅ
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ｇ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生育日数

Ｍ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
／ｄ

最大值 Ｍａｘ． ２０５．６７ ４１．６７ １７ １７ ３３．３３ 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８．８３ ２６．９０ ５．８３ １４５

最小值 Ｍｉｎ． １１５．６７ １８．６７ ９ ９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２７ ５．０２ １．５０ ９８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６２．７７ ２８．３７ １２．９５ １２．９３ ２２．８４ １．８６ １．５９ ２０．８９ １４．２９ ２．９０ １２４．６

标准差 ＳＴＤＥＶ １６．４９ ４．８４ １．７５ １．７５ ５．４９ ０．５８ ０．４１ ６．８８ ５．１６ ０．７２ ７．２

变异系数 Ｃ．Ｖ％ １０．１３ １７．０７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４．０４ ３０．９４ ２５．４ ３２．９４ ３６．０８ ２４．８３ ５．７

２．２ 谷子农艺性状之间的相关性

表４为供试材料各农艺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可
以看出，株高与穗长、节数、叶片数、穗下节间长呈显

著正相关，与穗粒重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株高越高，

穗长越长、节数越多、叶片数越多，但穗粒重越少。

穗的松紧度与穗重、穗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穗下

节间长、穗毛长短呈不显著负相关，说明穗越紧，穗

重与穗粒重越重，穗下节间越短，穗毛越短；育种中

选用穗松紧度大、穗下节间和穗毛较短的类型利于

提高产量。

表４ 供试谷子材料农艺性状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ｉｌｌｅ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ｇｈｔ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节数

Ｐｉ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叶片数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穗下节间长

Ｌｏｎｇ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穗重

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穗粒重

Ｅａｒ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生育日数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

穗毛长短

Ｅａｒ
ｈａｉｒ

穗松紧度

Ｅａｒ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ｉｇｈｔ １．０００００

穗长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０．４２１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

节数

Ｐｉｔ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０．３１６４１ ０．２８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０

叶片数

Ｌｅａｆｎｕｍｂｅｒ ０．３１６４１ ０．２８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穗下节间长

Ｌｏｎｇｐｅｄｕｎｃｌｅ ０．２７０３７ －０．０２７５５ －０．３２１７９ －０．３２１７９ １．０００００

穗重

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０．３０８９１ －０．１２５２７ ０．０９３３８ ０．０９３３８ ０．０８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０

穗粒重

Ｅａｒ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０．３３４８３
 －０．１６５１６ ０．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５９６ ０．１６１８９ ０．９５２１７１．０００００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０．１２０２１ ０．２０８２８ ０．１７７８４ ０．１７７８４ －０．２６７４３ ０．１９９７６ ０．２３７５６ １．０００００

生育日数

Ｎａｔｕｒｅｄａｙｓ ０．０７４２３ ０．１３９３ ０．１５１５１ ０．１５１５１ －０．１５６４１ －０．０３６８７ －０．０５９６３ －０．０３９６４ １．０００００

穗毛长短

Ｅａｒｈａｉｒ －０．０８６３２ －０．１０８０１ －０．１４５３３ －０．１４５３３ －０．０３２７２ －０．１３５４７ －０．２３９９５ ０．１３４１４ －０．２０３２７ １．０００００

穗松紧度

Ｅａｒ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０．０５０２ －０．１４０１４ ０．２６９５７ ０．２６９５７ －０．２５０５４ ０．４２６４８０．３７６６３ ０．０６３１７ ０．０３８０６－０．２２６１７ １．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显著，相关系数临界值 Ｒ０．０５＝０．２７１，Ｒ０．０１＝０．３５１。

Ｎｏｔｅ： 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０．０５＝０．２７１，Ｒ０．０１＝０．３５１．

２．３ 谷子农艺性状聚类分析

使用ＳＡＳ９．０对供试材料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２），在欧式距离为 ４．１１４８时将 ５３份材料聚为八大
类，各类群农艺性状均值见表５。由表５可以看出，

５６第２期 孙宇燕等：春谷子农艺和品质性状的变异分析



第一类株高和穗长仅次于第六类法谷 ６８５－８０，分
别为１７１．８６ｃｍ和２９．８８ｃｍ，千粒重最大为０．６６ｇ，
但与产量相关的穗重、穗粒重较低，产量潜力一般，

平均生育期１２４ｄ；该类群包括 １、２、３、４、５、６、９、１１、
２４、２５、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和３３号等１６份品种，依次分

别为赤谷４号、赤谷５号、赤谷１０号、峰谷１２号、赤
谷１０－２２４、０９－２２１、利谷 ２１、龙谷 ３２、白沙、粘上
炕、狗尾粟、黄壳狗尾粟、黔南农家种、白根红粘大叶

青粘谷和水里混。

图２ 供试材料农艺性状聚类图

Ｆｉｇ．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ａｌｓ

表５ 参试材料各类群农艺性状统计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ａｔｉｓ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ｉｌｌｅ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组群

Ｇｒｏｕｐ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ｇｈｔ
／ｃｍ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节数

Ｐｉ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叶片数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穗下节

间长

Ｌｏｎｇ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ｃｍ

穗重

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穗粒重

Ｅａｒ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生育日期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
／ｄ

穗毛长短

Ｅａｒｈａｉｒ
／ｃｍ

穗松紧度

Ｅａｒ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１ １７１．８６ ２９．８８ １３ １３ ２１．６６ １２．６９ ７．５９ ０．６７ １２４ ２．１３ １．５６
２ １５７．７９ ２９．０４ １５ １５ １８．９６ ２４．２４ １６．９３ ０．５７ １２８ ２．１３ １．７５
３ １６３．９ ２９．５８ １３ １３ ２６．３３ ２４．５９ １６．９４ ０．５７ １２３ ２．１３ １．５６
４ １４０．２９ ２１．６２ １１ １１ ２２．１０ ２１．９７ １５．９１ ０．５７ １２２ ２．４３ １．７１
５ １５４．６７ ２３．１７ １２ １２ ２２．５０ １６．０３ １０．７０ ０．５２ １４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６ １７６．６７ ４１．６７ １２ １２ ２０．００ １４．３０ ８．３０ ０．５７ １４５ ２．００ １．００
７ １５９．００ ２１．３３ ９ ９ ３０．８３ １１．９２ ９．２０ ０．４５ １１１ ３．００ １．００
８ １４２．５０ ２９．５０ ９ ９ ２５．００ ３４．３５ ２８．４５ ０．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第二、第三和第八类群共２５份材料为高产潜力
组合类型，它们的株高和穗长稍低于第一类，但穗

重、穗粒重较高，生育期 １２０～１２８ｄ，其中第八类小
乌谷子穗重最大为３４．３５ｇ。

第二类群有７、８、１２、２２、３４、４４、３９和 ４５号八份
品种，分别为丰田 ５０１、鑫谷 １０号、２００１０６、糜子壳、
杏黄粘、一窝蚕谷子、安革二号和黑粘谷。

第三类群有２０、２１、３７、４８、４６、３５、３６、４９、４７、２６、
３２、４０、３８、４１、４２和 ４３号 １６份品种，依次分别为牡
丹黄粘谷、大白毛、红谷、大乌谷、小红粘谷子、小红

谷、大红谷（００００９８３６）、白米粘谷、猫爪粘、锦谷５号、
红粘谷（００００８１５１）、安革三号、粘谷、安革四号、安谷３０
和安谷３４６－１１。第八类群为５０号小乌谷子。

第四类株高较低，产量潜力居中，该类株高平均

为１４０．２９ｃｍ，穗重２１．９７ｇ。包括１０、２３、１５、１６、１８、
１７和１３号７份品种，分别为０５－９４１３０、糜子亮、黄
粘谷、鸭子嘴、白槽皮、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１８３）和公矮 ５
号。

第五、六、七类为低产潜力组合类型，平均穗重为

１１．９２～１６．０３ｇ。其中第六类法谷６８５－８０株高和穗

６６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３卷



长最大，生育期最长为１４５ｄ。第五类有５１和５３号２
份品种，即Ｋｏｇａｎｅ（黄金）和法谷５１－８１。第七类有１４
和１９号２个品种，即老来变和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２．４ 糊化温度变异分析

谷子主要组成部分是淀粉，淀粉粒加热吸收大

量水分迅速膨胀，此不可逆过程使小米粘度增加，此

时所处温度就是小米的糊化温度。吸收水分多少和

蒸煮时间直接影响小米的糊化温度。糊化温度常采

用间接法（碱消值法）测定。彭锁堂等［９］根据碱消值

大小，将小米糊化温度分为三个级别，见表６。
表７为供试材料的碱消值，可以看出，４、５、８、９、

１７、２７、２８、３０、３４、３５、３７、４２、４４、４５、４８、５３等 １６份品
种的糊化温度为７０℃～７４℃（碱消值４－５），频率最
高为３０．２％，依次分别为峰谷 １２、赤 １０－２２４、鑫谷
１０号、利谷 ２１、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１８３）、狗尾粟、黄壳狗

尾粟、白根红粘、杏黄粘、小红谷、红谷、安谷 ３０、一
窝蚕谷子、黑粘谷、大乌谷、法谷５１－８１。只有３２号
红粘谷的糊化温度大于７５℃（碱消值为１－３）；糊化
温度小于６９℃（碱消值为 ６－７）的材料也仅有两份
（０９－２２１和２００１０６）。

表６ 小米糊化程度分级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ｐ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ｍｉｌｌｅｔ

碱消化指数级别

Ａｌｋａｌｉ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ｅｖｅｌ

糊化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糊化温度范围

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

１－３
高糊化温

Ｈｉｇｈ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５℃

４－５
中等糊化温度

Ｍｅｄｉｕｍ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０℃～７４℃

６－７
低糊化温度

Ｌｏｗ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６９℃

表７ 供试谷子碱消值和胶稠度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ｇｅｌｃｏｎｓｉｓｔ




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ｉｌｌｅｔ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碱消值

Ａｌｋａｌｉ
ｖａｌｕｅ

胶稠度／ｍｍ
Ｇｅ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碱消值

Ａｌｋａｌｉ
ｖａｌｕｅ

胶稠度／ｍｍ
Ｇｅ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１ 赤谷４号 Ｃｈｉｇｕ４ ５．３８ ７３．０ ２８ 黄壳狗尾粟 Ｈｕａｎｇｋｅ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４．１３ ９６．５
２ 赤谷５号 Ｃｈｉｇｕ５ ５．５５ １０３．５ ２９ 黔南农家种 Ｑｉａｎｎａ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ｚｈｏｎｇ ５．５３ １３１．０
３ 赤谷１０号 Ｃｈｉｇｕ１０ ５．３６ １３５．５ ３０ 白根红粘 Ｂａｉｇｅｎｈｏｎｇｎｉａｎ ４．０３ １１０．５
４ 峰谷１２号 Ｆｅｎｇｇｕ１２ ４．７６ １０３．０ ３１ 大叶青粘谷




Ｄａｑｉｎｇｙｅｎｉａｎｇｕ ５．４５ １３５．０

５
赤１０－２２４
Ｃｈｉ１０－２２４ ４．５０ １３８．５ ３２

红粘谷（００００８１５１）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８１５１）

２．００ １３５．５

６ ０９－２２１ ６．００ １２３．５ ３３ 水里混 Ｓｈｕｉｌｉｈｕｎ ５．６８ １２５．５
７ 丰田５０１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５０１ ５．６０ １０４．５ ３４ 杏黄粘 Ｘｉ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 ４．２０ １１０．５
８ 鑫谷１０号 Ｘｉｎｇｕ１０ ４．７３ ８３．０ ３５ 小红谷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ｇｕ ４．８０ １２３．０
９ 利谷２１Ｌｉｇｕ２１ ４．９６ １１５．５ ３６ 大红谷 Ｄａｈｏｎｇｇｕ ５．２０ １２９．５
１０ ０５－９４１３０ ５．７９ １４２．０ ３７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４．５５ １４６．５
１１ 龙谷３２Ｌｏｎｇｇｕ３２ ５．６５ １４７．０ ３８ 粘谷 Ｎｉａｎｇｕ ５．０８ ９６．５
１２ ２００１０６ ６．００ １４３．５ ３９ 安革二号 Ａｎｇｅ２ ５．２５ １１７．５
１３ 公矮５号 Ｇｏｎｇａｉ５ ５．８３ １５８．５ ４０ 安革三号 Ａｎｇｅ３ ５．５０ １４１．０
１４ 老来变 Ｌａｏｌａｉｂｉａｎ ５．９１ ９５．５ ４１ 安革四号 Ａｎｇｅ４ ５．５８ １３１．５
１５ 黄粘谷 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５．１３ １３２．５ ４２ 安谷 ３０Ａｎｇｕ３０ ４．９７ １１８．０
１６ 鸭子嘴 Ｙａｚｉｚｕｉ ５．２０ ９３．０ ４３ 安谷




３４６－１１Ａｎｇｕ３４６－１１ ５．１８ １０１．５

１７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１８３）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１８３） ４．９０ １００．０ ４４

一窝蚕谷子

Ｙｉｗｏｆｅｎｇｇｕｚｉ

４．６５ １０７．５

１８ 白槽皮 Ｂａｉｃａｏｐｉ ５．３３ ８９．０ ４５ 黑粘谷




Ｈｅｉｎｉａｎｇｕ ４．９３ １２７．５

１９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３．５７ １０７．０ ４６

小红粘谷子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ｚｉ




３．９８ １２４．０

２０
牡丹黄粘谷

Ｍｕｄａ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５．７０ １２８．０ ４７
猫爪粘

Ｍａｏｚｈａｏｎｉａｎ

５．４９ １０４．５

２１ 大白毛 Ｄａｂａｉｍａｏ ５．２８ １１１．５ ４８ 大乌谷 Ｄａｗｕｇｕ ４．４５ １２１．０
２２ 糜子壳 Ｍｉｚｉｋｅ ５．０５ １２１．５ ４９ 白米粘谷 Ｂａｉｍｉｎｉａｎｇｕ ５．３８ １２５．５
２３ 糜子亮 Ｍｉｚｉｌｉａｎｇ ５．４３ ９９．５ ５０ 小乌谷子 Ｘｉａｏｗｕｇｕｚｉ ５．０８ １１０．０
２４ 白沙 Ｂａｉｓｈａ ５．６３ ９２．５ ５１ Ｋｏｇａｎｅ（黄金）Ｋｏｇａｎｅ（Ｈｕａｎｇｊｉｎ） ５．２８ １１５．５
２５ 粘上炕 Ｎ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ｋａｎｇ ５．３８ １１２．０ ５２ 法谷 ６８５－８０Ｆａｇｕ６８５－８０ ５．８２ ７７．５
２６ 锦谷５号 Ｊｉｎｇｕ５ ５．５７ １４５．０ ５３ 法谷 ５１－８１Ｆａｇｕ５１－８１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７ 狗尾粟 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４．８０ １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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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胶稠度变异分析

４．４％的米胶在冷却时所表现的粘稠程度称为
胶稠度。胶稠度反映米饭的柔软性。胶稠度越大，

米粥口感越好。所以胶稠度被认为是评价谷子品质

的良好指标。胶稠度分为三类，米胶长度≥６１ｍｍ、
４１～６０ｍｍ和≤４０ｍｍ分别称为软胶稠度、中等胶稠
度和硬米胶稠度。胶稠度大小与直链淀粉含量密切

相关，米胶浓度、试剂浓度和温度也对其有一定影响。

表７为各参试品种的米胶长度，可以看出，参试
品种米胶稠度均大于 ６０ｍｍ，为软胶稠度。依据河
北省地方标准，胶稠度大于１１５ｍｍ为优质品种。供
试材料中，赤谷 ４号的米胶长度最小，为 ７３ｍｍ；公
矮５号的最大，为１５８．５ｍｍ。其中３、５、６、９、１０、１１、
１２、１３、１５、２０、２２、２６、２７、２９、３１、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３９、
４０、４１、４２、４５、４６、４８、４９、５１等２９份材料的胶稠度大
于１１５ｍｍ，占参试品种的５４．７％，它们分别为赤谷
１０号、赤１０－２２４、０９－２２１、利谷２１、０５－９４１３０、龙谷
３２、２００１０６、公矮５号、黄粘谷、牡丹黄粘谷、糜子壳、
锦谷５号、狗尾粟、黔南农家种、大叶青粘谷、红粘谷

（００００８１５０）、水里混、小红谷、大红谷、红谷、安革二
号、安革三号、安革四号、安谷３０、黑粘谷、小红粘谷
子、大乌谷、白米粘谷、Ｋｏｇａｎｅ（黄金）等。
２．６ 直链淀粉含量变异分析

直链淀粉含量是影响小米蒸煮品质的重要因

素。表８为供试材料的直链淀粉含量，可以看出，１８
号品种白槽皮的直链淀粉含量最高，为 ３２．３７％，３９
号安革二号的直链淀粉含量最低，为５．９２％。日本
农业资源国立研究院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等［１２］依据直链淀粉
含量将 １５４份地方品种划分为非糯（１７．０％ ～
３１．９％）、低直链淀粉（７．８％～１６．０％）和糯质 （０～
３．５％）三种类型。按此标准，本试验赤谷４号、龙谷
３２等１３份材料为非糯类型，占参试品种的２４．５％；
赤谷５号、峰谷１２等３２份材料为低直链淀粉类型，
占６０．４％，未检测到糯性品种。按照河北省地方标
准，优质品种的直链淀粉含量在 １４％～１６％之间，
包括赤谷５号、鑫谷１０号、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水里
混、安革三号、小红粘谷子、Ｋｏｇａｎｅ（黄金）等７份，频
率为１３．２％。

表８ 供试谷子直链淀粉含量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８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ａｍｙｌａ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ｉ




ｌｌｅｔ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直链淀粉含量／％
Ａｍｙｌａ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直链淀粉含量／％



Ａｍｙｌａ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赤谷４号 Ｃｈｉｇｕ４ １９．７９ ２８ 黄壳狗尾粟 Ｈｕａｎｇｋｅ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１３．３４
２ 赤谷５号 Ｃｈｉｇｕ５ １５．２７ ２９ 黔南农家种 Ｑｉａｎｎａ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ｚｈｏｎｇ ６．０８
３ 赤谷１０号 Ｃｈｉｇｕ１０ １３．０２ ３０ 白根红粘 Ｂａｉｇｅｎｈｏｎｇｎｉａｎ １０．７６
４ 峰谷１２号 Ｆｅｎｇｇｕ１２ ９．７９ ３１ 大叶青粘谷 Ｄａｑｉｎｇｙｅｎｉａｎｇｕ ８．６６
５ 赤１０－２２４Ｃｈｉ１０－２２４ １３．１８ ３２ 红粘谷（００００８１５１）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８１５１） ８．３４
６ ０９－２２１ １３．９８ ３３ 水里混 Ｓｈｕｉｌｉｈｕｎ １５．２７
７ 丰田５０１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５０１ １０．７６ ３４ 杏黄粘 Ｘｉ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 ８．０２
８ 鑫谷１０号 Ｘｉｎｇｕ１０ １４．９５ ３５ 小红谷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ｇｕ １１．４０
９ 利谷２１Ｌｉｇｕ２１ ６．８９ ３６ 大红谷 Ｄａｈｏｎｇｇｕ ８．９８
１０ ０５－９４１３０ １０．１１ ３７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１９．６３
１１ 龙谷３２Ｌｏｎｇｇｕ３２ １９．７９ ３８ 粘谷 Ｎｉａｎｇｕ １１．７３
１２ ２００１０６ １７．８５ ３９ 安革二号 Ａｎｇｅ２ ５．９２
１３ 公矮５号 Ｇｏｎｇａｉ５ ８．８２ ４０ 安革三号 Ａｎｇｅ３ １４．６３
１４ 老来变 Ｌａｏｌａｉｂｉａｎ ６．５６ ４１ 安革四号 Ａｎｇｅ４ １８．１８
１５ 黄粘谷 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２４．１５ ４２ 安谷 ３０Ａｎｇｕ３０ １２．５３
１６ 鸭子嘴 Ｙａｚｉｚｕｉ １６．８９ ４３ 安谷 ３４６－１１Ａｎｇｕ３４６－１１ １２．８５
１７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１８３）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１８３） １１．８９ ４４ 一窝蚕谷子 Ｙｉｗｏｆｅｎｇｇｕｚｉ １３．５０
１８ 白槽皮 Ｂａｉｃａｏｐｉ ３２．３７ ４５ 黑粘谷 Ｈｅｉｎｉａｎｇｕ ８．８２
１９ 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０００００５３７） １５．７６ ４６ 小红粘谷子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ｇｕｚｉ １５．１１
２０ 牡丹黄粘谷 Ｍｕｄａｎｈｕ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ｕ １３．８２ ４７ 猫爪粘 Ｍａｏｚｈａｏｎｉａｎ ６．５６
２１ 大白毛 Ｄａｂａｉｍａｏ １２．０５ ４８ 大乌谷 Ｄａｗｕｇｕ ３０．６０
２２ 糜子壳 Ｍｉｚｉｋｅ １７．８５ ４９ 白米粘谷 Ｂａｉｍｉｎｉａｎｇｕ １２．３７
２３ 糜子亮 Ｍｉｚｉｌｉａｎｇ １８．３４ ５０ 小乌谷子 Ｘｉａｏｗｕｇｕｚｉ ２１．２４
２４ 白沙 Ｂａｉｓｈａ ７．５３ ５１ Ｋｏｇａｎｅ（黄金）Ｋｏｇａｎｅ（Ｈｕａｎｇｊｉｎ） １４．７９
２５ 粘上炕 Ｎ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ｋａｎｇ ９．７９ ５２ 法谷 ６８５－８０Ｆａｇｕ６８５－８０ １１．８９
２６ 锦谷５号 Ｊｉｎｇｕ５ １６．２４ ５３ 法谷 ５１－８１Ｆａｇｕ５１－８１ ２５．４４
２７ 狗尾粟 Ｇｏｕｗｅｉｓｕ ２１．５６

８６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３卷



３ 讨论与结论

闫锋等［１３］对 ３８份品系和 ３份育成品种的株
高、穗长、生物产量、节数、穗重、穗粒重、千粒重等７
个农艺性状进行基本统计分析，参试材料的变异系

数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节数、株高、千粒重的变异系

数较低，穗重、生物产量、穗长的变异系数中等，穗粒

重的变异系数较大。本试验穗粒重、穗重的变异系

数较大，节数、株高的变异系数较低，与闫锋结果相

近，但千粒重的变异系数居中，可能是由于参试材料

来源不同，其适应性不同，导致籽粒饱满度和成熟度

对千粒重的影响。谷子育种中，对变异系数小的指

标要适当卡紧，而对变异系数大的指标可以放松，发

挥性状选择增益较大的优势。袁峰［１４］对１３份品种
的１０个农艺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穗重与穗粒
重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本试验的结果相同。闫锋

等［１５］对４１份谷子种质资源的７个农艺性状进行相
关分析表明：穗粒重与穗重、生物产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与穗长呈显著正相关，穗重、生物产量和穗长三

者之间相互呈极显著正相关且遗传力较高。因此，

可以通过对穗重、生物产量和穗长的选择来间接提

高穗粒重，进而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本

研究穗粒重与穗长呈不显著负相关，与株高显著负

相关，可能与田间栽培和鸟食籽粒有关。栾素荣

等［１６］对１２个西北区谷子中晚熟品种进行试验表
明，对谷子产量影响较大的有穗粒重、单穗重、出谷

率和穗粗。因此，高产品种要通过间接选择穗重、穗

粒重和千粒重来实现。

谷子糊化温度的高低受直链淀粉含量的影响，

还与淀粉结构，淀粉粒组分、淀粉微晶结构和胚乳硬

度有关。彭锁堂等［９］对四大名米之一“沁州黄小米”

的糊化温度、胶稠度、直链淀粉含量进行测定表明，

沁州黄小米优质的原因在于具有中等偏低的直链淀

粉含量和糊化温度，以及中等偏高的米胶长度。至

今，国内外对谷子优质品种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

参照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即胶稠度大于 １１５ｍｍ，
碱消值大于 ３，直链淀粉含量在 １４％～１６％的品种
为优质品种。本文不同谷区参试材料多数属于中等

糊化 温 度。就 碱 消 值 大 小 来 说，除 红 粘 谷

（００００８１５１）外，其余材料均大于 ３，符合河北地方标
准优质品种指标。本试验符合上述三项指标的材料

为赤谷５号、鑫谷１０号、红粘谷（０００００５３７）、水里混、
安革三号、小红粘谷子和 Ｋｏｇａｎｅ（黄金）等 ７份。如
果按照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１２］的划分标准，本试验检测到非糯
和低直链淀粉含量材料分别为 １３和 ３２份，未检测
到直链淀粉含量在０～３．５％之间的糯质品种，说明

参试材料缺少真正的糯质类型，但也不能排除实验

方法、实验误差和仪器设备的因素，有必要在今后的

实验中进一步完善和验证。

通过本试验研究，在品质育种中，应综合考虑农

艺和品质性状进行杂交亲本选配，或直接选择优良

类型示范推广。试验的不足之处是谷子灌浆后期受

到麻雀的为害，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势必影响穗

重、穗粒重等产量相关性状的考种结果，准备下年采

用防鸟网棚解决。

综合分析可知，农艺和品质性状均好的材料为

５、８、２９、３８、３９、４０、４２、４３和４５，对应的品种为赤谷１０
－２２４、鑫谷 １０号、公矮 ５号、黔南农家种、粘谷、安
革二号、安革三号、安谷 ３０、安谷 ３４６－１１和小红粘
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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