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农业部／财政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金”项目（ｎｙｃｙｔｘ－１３）
作者简介：王素英（１９６５－），女，河南安阳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谷子新品种选育及栽培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ｓｙ５５２＠１６３．ｃｏｍ

优质高产谷子新品种豫谷１６的选育

王素英，宋中强，刘金荣，闫宏山，刘海萍，王淑君，郭鹏飞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河南 安阳４５５０００）

摘要：豫谷１６是安阳市农业科学院以豫谷９号为母本、自选稳定品系安２６８８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
海南异地加代动态选育而成的优质高产夏谷新品种，２０１１年３月取得河南省农作物品种鉴定证书。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河南省谷子品种区域试验、生产示范试验中，平均产量分别为４　５８０．０ｋｇ／ｈｍ２、４　９６５．０
ｋｇ／ｈｍ２，较对照豫谷９号分别增产３．５９％和７．８０％。该品种株高１２３．６ｃｍ，生育期８９ｄ，谷锈病、谷瘟病
抗性均为１级，在全国第八届优质食用粟评选中被评为“一级优质米”，适宜在河南省春夏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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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谷１６是安阳市农业科学院以豫谷９号为母
本、自选稳定品系安２６８８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海
南异地加代动态选育而成的优质高产多抗夏谷新品
种，在全国第八届优质食用粟评选中被评为“一级优
质米”，２０１１年３月取得河南省农作物品种鉴定证书。

１　选育经过

用当地生产上主栽品种豫谷９号作母本，其特
点是：根系发达，基部节间粗短，抗倒性突出，灌浆结

实快，绿叶成熟，属“一级优质米”；父本安２６８８（豫
谷２号×安２５８３）穗码大，高抗锈，是安阳市农科院
自选的稳定品系。

２００３年夏在安阳人工去雄进行杂交，同年冬天在
海南三亚种植Ｆ１，该组合优势明显，从区号００５４中选
出５个真杂交穗。２００４年夏在安阳种植Ｆ２，从区号

２０６９株系中选出８株穗长码大的优异单穗。Ｆ３ 种植
于海南三亚，以株形近母本、穗长穗粗穗码超母本为主
要选择目标，从区号０６６４中选出５株优异单穗。２００５

　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１（３）：３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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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安阳种植Ｆ４，性状已基本稳定，苗期叶片上冲，绿
叶成熟，黄谷黄米，大纺锤穗，区号为４１１１的株系成穗
率高，穗大，结实性好。米粒鲜黄，抗倒性强，抗病性
优，符合育种目标，从中选出１０个性状一致的优异单
穗参加次年测产，同时继续优选，出圃代号“安４１１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参加新品系产量比较试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参加河南省谷子新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２０１１
年３月由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颁发“河南省农作物品种
鉴定证书”，定名为豫谷１６。其系谱见图１。

图１　豫谷１６选育系谱

２　产量结果

２．１　产量比较试验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安阳市农科院新品系产量比

较试验中，安４１１１表现丰产性好，抗倒抗病性突出，
灌浆结实好，绿叶黄穗成熟，平均单产５　０５３．５ｋｇ／

ｈｍ２，较对照豫谷９号增产５．１２％。同时该阶段进
行了小米食用品质蒸煮品尝鉴定，其适口性好。

２．２　河南省谷子品种区域试验

２００８年河南省谷子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产量

４　４７７．５ｋｇ／ｈｍ２，较对照豫谷９号增产４．９２％，居
参试品种第１位，５个试点全部增产，增幅３．８５％～
７．１９％。２００９年河南省谷子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
产量 ４　４１１．５ｋｇ／ｈｍ２，较 对 照 豫 谷 ９ 号 减 产

１．５１％，居参试品种第４位。２０１０年区域试验中平
均产量４　８５１．０ｋｇ／ｈｍ２，较对照豫谷 ９ 号增产

７．３０％，居参试品种第２位。３ａ１４点次试验中，有

１２点次增产，增幅为０．４％～１５．０２％，增产点率

８５．７％，平均产量４　５８０．０ｋｇ／ｈｍ２，较对照豫谷９号
增产３．５９％（表１）。

表１　河南省谷子品种区域试验结果

年份 承试单位
产量／（ｋｇ／ｈｍ２）

安４１１１ 豫谷９号（ＣＫ）
比ＣＫ（±）／％ 位次

２００８ 洛阳市农科院 ４　８００．０　 ４　５９７．５　 ４．４０　 ２

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 ３　２１７．５　 ３　０５２．５　 ５．４１　 ３

新乡市辉县农业局 ４　４５５．０　 ４　２９０．０　 ３．８５　 ２

安阳县农业局 ５　１４５．０　 ４　８００．０　 ７．１９　 ２

安阳市农科院 ４　７６２．５　 ４　５７７．６　 ４．０４　 ３

平均 ４　４７７．５　 ４　２６７．５　 ４．９２　 １

２００９ 洛阳市农科院 ５　３３５．１　 ５　８８５．０ －９．３４　 ５

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 ３　５１５．０　 ３　４９２．５　 ０．６４　 ３

汝州市农科所 ３　５５７．６　 ３　３５２．５　 ６．１２　 ２

安阳市农科院 ５　２２２．６　 ５　４３７．５ －３．９５　 ４

林州市农科所 ４　４２５．０　 ４　２０５．０　 ５．２３　 ３

平均 ４　４１１．５　 ４　４７４．５ －１．５１　 ４

２０１０ 洛阳市农科院 ４　６６０．５　 ４　５９０．０　 １．５４　 ３

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 ５　２６９．５　 ４　７４０．０　 １１．１７　 ３

安阳市农科院 ５　３６５．５　 ４　６６５．０　 １５．０２　 ２

林州市农科所 ４　１０７．０　 ４　０９０．５　 ０．４０　 ２

平均 ４　８５１．０　 ４　５２１．０　 ７．３０　 ２

３ａ平均 ４　５８０．０　 ４　４２１．０　 ３．５９　 １

２．３　河南省生产示范试验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谷子品种生产示范试验中，平均
产量 ４　９６５．０ｋｇ／ｈｍ２，较 对 照 豫 谷 ９ 号 增 产

７．８０％，居参试品种第１位。３个试点全部增产，增
幅为１．４９％～１９．９２％（表２）。

３　特征特性

３．１　植物学特征
该品种幼苗绿色，苗期健壮，基部节间短粗，叶片

上冲。主茎高１２３．６ｃｍ，锥形穗、偏紧，穗长２０．５ｃｍ，

６３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１卷　



表２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谷子品种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承试单位
产量／（ｋｇ／ｈｍ２）

豫谷１６
豫谷９号
（ＣＫ）

比ＣＫ
±／％

位次

汝州市骑岭乡葛庄 ５　４８１．０　 ４　５７０．５　 １９．９２　 １

林州市农科所试验地 ４　２９３．０　 ４　２０１．５　 ２．１８　 １

洛阳市伊川江左镇王
庄村 ５　１１９．５　 ５　０４４．５　 １．４９　 ３

平均 ４　９６５．０　 ４　６０５．０　 ７．８０　 １

穗粗２．６ｃｍ，单穗质量１５．７ｇ，穗粒质量１２．５ｇ，出谷
率８０．７％，千粒重２．５６ｇ。

３．２　生物学特性
豫谷１６生育期８９ｄ左右，抗倒性１级，对谷锈

病、褐条病、谷瘟病、纹枯病抗性均为１级，红叶病

３．３％，白发病０．７％，蛀茎率０．７％。该品种综合性
状优良，抽穗整齐，成穗率高，灌浆结实性好，后期不
早衰，成熟时青枝绿叶，高产稳产，抗逆性强，适应
性广。

３．３　品质性状
该品种米色鲜亮、一致，完整，精米率高，出米率

７７％，具有良好的商品性；煮粥耗能低，米饭细黏软，

食味香，适口性好。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在全国第八届优
质食用粟评选中被评为“一级优质米”。经农业部农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检测：小米含蛋
白质９．４％，粗脂肪１．４７％，淀粉７１．２％，硒０．０２２
ｍｇ／ｋｇ，糊化温度为７４．１０℃。

４　适宜种植区域

根据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结果，豫谷１６适
宜在河南省谷子种植区春、夏播种植。

５　栽培技术要点

基肥：以农家肥或复合肥为主。适时播种：春播
适宜播期在５月２０日左右，麦收后要抢时早播，播
期６月１０－２５日为宜，做到足墒下种，以保全苗。

合理密植：间、定苗要在４～６片叶前及时完成。夏
播留苗密度６０万～７５万株／ｈｍ２，春播４５万～６０
万株／ｈｍ２，注意苗期蹲苗。适时追肥：水浇地，拔节
孕穗中后期追施尿素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如遇旱情及时浇
水，以防“卡脖旱”，保证抽穗灌浆期对水肥的需求。

注意防治钻心虫和黏虫。适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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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７页）　因此，可通过测定 ＭＤＡ含量了解
膜脂过氧化的程度，判定膜系统受损程度以及植物
的抗逆性。ＣＡＴ活性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其对外
界环境的适应性，还可反映细胞内酶类在活性氧及
氧自由基产生和清除中的调控关系。故用这２种指
标来衡量逆境条件下植物抗逆性的变化，综合本研
究结果，８００×ｇ处理的小麦抗逆性高于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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