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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谷子具有哪些用途？
　　谷子 （图１）又名粟，去皮后称为小米，起源于我

国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其用途包括以下几方面：

图１谷子植株及谷穗

（１）谷子营养丰富，商品价值高。每１０００克谷子中

含蛋白质９７克、脂肪３５克、碳水化合物７２８克，除脂

肪含量低于玉米外，其余各项均比其他粮食含量高，因

而易于消化，适口性好。谷子中还含有胡萝卜素、维生

素Ｂ１、维生素Ｂ２以及人体所必需的蛋氨酸、色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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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其含量都高于其他粮食

作物。由于具有上述营养品质，谷子成为北方居民不可

或缺的传统食物，尤其是产妇、儿童、老人的上佳营养

食品。

（２）谷子可用作备战备荒的贮备粮。因为谷子具有

坚硬的外壳，比较耐贮藏，在低温干燥条件下，可贮藏

一二十年不变质。

（３）谷草和谷糠可分别用作草料、饲料。种谷除收

获籽粒外，还可收获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谷草和谷糠。

谷草中粗蛋白质含量为 ３．１６％，含可消化蛋白质

０．７％～１％，饲养价值接近豆科牧草，因而是牲畜的良

好饲草。谷糠内含有大量营养元素，是养猪、养鸡的优

质饲料。发展谷子生产，不但能增加粮食产量，还可为

饲养业提供大量的草料、饲料，促进畜牧业和养殖业的

发展，增加肉、蛋、奶的产量。

（４）谷子已成为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近年来，

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以小米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小米

锅巴、小米酥蛋卷、婴幼儿粉、米豆冰淇淋等食品，受

到人们的欢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做糕点时也会用到

小米面。



　　　　　　　　　　　　　　　 　　　３　　　　

２．我国主要有哪些谷子产区？
　　（１）东北平原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处

北纬４０°～４８°之间，海拔高度２０～４００米。无霜期１２０～

１７０天，日照时数１４～１５小时，年平均气温２℃～８℃，

年降雨量４００～７００毫米。主要是一年一熟制，与大豆、

高粱、玉米轮作。品种类型多为单秆大穗、生长繁茂型

品种。

（２）华北平原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地

处北纬３３°～３９°之间的平原地区，海拔高度在５０米以

下，地势平坦。无霜期１５０～２５０天，日照时数１３～１４

小时，年平均气温１２℃～１６℃，气候温和，年平均降雨

量４００～９００毫米。土质以褐色土为主。平原地区以夏粟

为主，丘陵旱地有少量的春粟栽培，与小麦轮作。栽培

品种生育期短，植株矮小，穗大，粒大。

（３）内蒙古高原区。包括内蒙古、河北省的张家口

地区、山西省的雁北地区。地处北纬４０°～４６°之间，海

拔１５００米以上，地势高寒。无霜期１２５～１４０天，日照

１４小时以上，年平均气温２．５℃～７℃，年降雨量２５０毫

米。土质以栗钙土为主。一年一熟制，与玉米、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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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轮作。栽培品种生育期短，植株矮小，穗大，千

粒重高。

（４）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区。包括山西、陕西、宁

夏、甘肃等省。地处北纬３０°～４０°之间，海拔６００～１０００

米。无霜期１５０～２００天，日照１４小时左右，年平均气

温７℃～１５℃，年降雨量３５０～６００毫米。土质为棕钙土

和褐色土。以春粟为主，在平川地区小麦、夏粟一年两

作；也有春粟后种小麦，第二年再种高粱，实行两年

三作。

３．我国谷子产区可划分为哪些生态区？
　　谷子的生态区划是引种工作的基本依据。有专家主

张，将我国谷子产区分为春谷特早熟区、春谷早熟区、

春谷中熟区、春谷晚熟区和夏谷区５个生态区，其中包

括１１个亚区。具体划分如下：

（１）春谷特早熟区。①黑龙江沿江及长白山高寒特

早熟亚区：包括黑龙江沿江各县和长白山高海拔县份。

谷子生育期１００天以下，植株矮小，不分蘖，对温度和

短日照反应中等，对长日照反应敏感。②晋、冀、蒙长

城沿线高寒特早熟亚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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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西北地区和河北省北部坝上高寒地区。谷子生育

期１００天左右，对日照和温度反应敏感，适应范围小，

抗旱性强。

（２）春谷早熟区。①松嫩平原、大兴安岭南早熟亚

区：包括除松花江平原和黑龙江沿线以外的黑龙江省全

部、吉林省长白山东西两侧、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东

南各旗。谷子生育期１００～１１０天，植株较矮小，对短日

照和温度反应中等，对长日照反应不敏感。②晋、冀、

蒙、甘、宁早熟亚区：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坝下，山西省

大同盆地及东西两山高海拔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黄

河两侧，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地区，甘肃省陇中和河

西走廊，北京市北部山区。谷子生育期１００天左右，植

株矮小，不分蘖，对日照和温度反应敏感，抗旱性强。

（３）春谷中熟区。①松辽平原中熟亚区：包括黑龙

江省松花江平原，吉林省松花江上游河谷及长春、白城

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通辽市和西辽河灌区。品种对

短日照反应中等，对长日照反应不敏感至中等。②黄土

高原中部中熟亚区：包括河北省西北部山地丘陵，山西

省西部黄土丘陵和东部太行山地区，陕西省北部丘陵区

和长城以北风沙区，甘肃省陇中干旱区，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部黄土丘陵区。谷子生育期１１０～１２０天，抗旱、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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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对长日照反应中等至敏感。

（４）春谷晚熟区。①辽、吉、冀中晚熟亚区：包括

吉林省四平市，辽宁省铁岭平原和辽西北丘陵、辽东山

区，河北省承德丘陵山区。谷子生育期１１０～１２５天，植

株较高，对短日照反应中等，对长日照反应不敏感。②

辽、冀沿海晚熟亚区：包括辽东半岛、辽西走廊，河北

省唐山地区。谷子生育期１２０天以上，株高中等。③黄

土高原南部晚熟亚区：包括山西省太原盆地、上党盆地、

吕梁山南段，甘肃省陇东丘陵及陇南少数地区，陕西省

延安地区，北京市西山。谷子生育期１２０～１２５天，植株

高大繁茂，对短日照反应中等至敏感，对长日照反应

中等。

（５）夏谷区。①黄土高原夏谷亚区：包括山西省汾

河河谷地带、临汾和运城盆地、泽州盆地南部，陕西省

渭北旱塬和关中平原。谷子生育期８０～９０天，植株较

高，千粒重较大，对短日照反应中等至敏感，对长日照

反应不敏感。②黄淮海夏谷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

南，太行山、伏牛山以东，大别山以北，渤海和黄海以

西的华北平原。品种多为早熟类型，生育期８０～９０天。

对短日照反应不敏感，多为中早熟类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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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谷子具有怎样的生物学特征？
　　（１）根。谷子根属须根系，由初生根、次生根和支

持根组成。初生根也称种子根，由胚根发育而成。种子

根只有一条，入土后可长出许多纤细的分枝，入土较浅，

主要集中在２０厘米土层内，最深可达４０厘米以上。次

生根又称永久根或地下节根，若水分充足，在幼苗长出

３个叶时，即从地表下的茎基部长出。到８～９叶时，谷

子开始大量形成次生根，其生长速度也加快。拔节期是

次生根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适宜的土、肥、水条件有

利于次生根的生长，也是谷子高产栽培的关键期。支持

根又叫气根、虎爪根、不定根，在谷子抽穗前，于靠近

地面的茎节处生出，一般２～３层，粗而坚硬。支持根入

土较浅，入土后产生侧根。在初生根和次生根之间有一

段根状茎，称为根茎，其长度与播种深度有关。

（２）茎。谷子茎由胚轴发育而成，颜色有绿色和紫

色两种。一般品种只有一个主茎。分蘖品种在地下短缩

茎节上产生分蘖；也有一些品种，在地上部茎节上长出

分枝。谷子的茎秆由节和节间组成，呈圆柱形，基部微

扁，节间中空或稍有髓。谷子主茎高１００～１５０厘米，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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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数１８～２５个。茎基部６～７个节间密集在一起，称为

分蘖节，其上产生分蘖和次生根。

（３）叶。谷子叶分为叶片、叶鞘、叶舌、叶枕，无

叶耳。叶片是叶的主要部分。除第一片真叶顶端圆钝外，

其余叶片狭长扁平呈披针形；叶片上有明显的中脉和其

它平行小脉；表皮有很多茸毛。叶鞘在叶的下方，包围

着茎的四周，两缘重合部分为膜状，边缘着生浓密的茸

毛。叶鞘是叶和茎的通道，起着保护茎秆和输导水分和

养分的作用。叶舌是叶身和叶鞘结合处内侧的茸毛部分，

能防止雨水进入叶鞘，起保护茎秆的作用。叶枕是叶鞘

与叶片相接处外侧稍突起部分。

（４）花。谷子花序属圆锥花序。一个谷穗是由穗轴

（主轴）和众多的谷码组成。在穗轴上着生排列整齐的一

级分枝 （枝梗），在一级分枝上又生出二级和三级分枝。

在三级分枝的顶端着生一枚小穗花，每一个小穗花下有

１～４个锯刺状的刺毛 （刚毛）。三级分枝和其上的刺毛、

小穗花一起组成一个谷码。每一个小穗花由两片护颖包

被着两朵小花，第一护颖短小，长度仅为小穗长度的１／

３，表面有脉３条；第二护颖较大，有脉５～７条。两片

护颖之间的两朵小花，其中上位结实，下位退化，退化

花只有内稃和外稃。结实小花由内颖、外颖、３枚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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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枚雌蕊组成。谷穗的中轴以及各级分枝的长短不同，

形成了谷穗的不同类型，如纺锤型、圆筒型、棍棒型、

分枝型、猫爪型等。不同穗形是谷子品种的重要特征

标志。

（５）籽实。成熟后的谷粒为圆或椭圆形，去掉外稃

和种皮后即为小米。谷粒的颜色因品种而异，有黄、白、

红、灰、青等颜色。米色有黄、白、青等。籽粒大小也

很不一致，一般千粒重为２．５～３．５克。小米分黏 （糯）

粳两种。

５．谷子的生育期分为哪几个阶段？
　　谷子是禾本科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从出苗至成熟所

经历的天数叫谷子的生育期。根据外部形态特征的显著

变化，可以将谷子全生育期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生长发育

时期，具体划分如下：

（１）幼苗期。从种子萌发出苗到开始生长次生根为

幼苗期。这一生育时期，春谷需要２５～３０天，夏谷需要

１２～１５天。谷子出苗后１～５天就能长出１片新叶，当

谷苗有３～４片叶时，土壤湿润，谷苗就能产生次生根，

分蘖性品种开始分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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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拔节期。从生长次生根到开始拔节为谷子的拔

节期。这一生育时期，春谷历时２０～２５天，夏谷历时

１０～１５天。当谷苗长到１０叶左右时，即开始拔节。在

拔节期，谷子能长出３～４层次生根，须根条数可达１５

～２５条。分蘖性品种在扎根的同时进行分蘖。这是谷子

根系生长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谷子整个生育期中最抗

旱的时期。在适当的低温干旱条件下，谷子的次生根生

长会逐渐粗壮发达。如果土壤过湿，通气性差，会影响

根系的生长和发育。

（３）孕穗期。从拔节到抽穗为谷子的孕穗期。这一

生育时期，春谷历时２５～２８天，夏谷历时１８～２０天。

这是谷子根、茎、叶生长最旺盛时期，也是谷子幼穗分

化发育形成时期。在孕穗期结柬时，叶片已全部长出，

茎秆除穗、颈节外，其余节间的增粗和伸长生长也都完

成。根系生长是谷子全生育期中第二个高峰时期。此期

是促壮根、抓壮秆、保大穗的关键时期。

（４）抽穗灌浆期。自抽穗经过开花受精到籽粒开始

灌浆，为抽穗灌浆期。抽穗是指谷穗开始露出顶叶的叶

鞘。这一生育时期，春谷历时１５～２０天，夏谷历时１２

～１５天。在谷子抽穗时，全株的次生根已经长成，只有

气生根还在增加，叶片已全部长出。一个谷穗从开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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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顶叶到全部抽出，需经３～５天时间，在抽穗的同时穗

颈节的节间仍然迅速生长。抽穗时谷穗一般比较嫩，抽

出鞘外后，穗就继续增粗，瘦秕的小穗花开始变圆，经

过３～４天即行开花。一个谷穗全部完成开花需要１０～

２０天，开花当天即完成散粉受精过程，已经受精的子房

开始发育。开花后１２～１６天种子大小定型，此时谷子的

光合作用产物及根系吸收转化的养分开始向籽粒中输送，

逐渐向籽粒形成期过渡。此期要充分满足谷子对水肥的

需要，以促使抽穗整齐，加快开花过程。

（５）籽粒形成期。从籽粒灌浆开始到籽粒完全成熟

为籽粒形成期。这一生育时期，春谷历时３５～４０天，夏

谷历时３０～３５天。籽粒的增重和质量的形成，是这一时

期的生长发育中心。此时绿色器官所制造的光合产物以

及根系吸收转化营养物质的６０％～７０％都被输送至籽

粒。整个谷穗开花到成熟需要４０～４５天时间，灌浆后

１０～１２天内是决定产量的关键时期。谷子在这一生育时

期，抗灾能力显著减弱，既不抗旱又不耐涝，所以栽培

管理的主攻方向是尽量延长根系寿命，多保绿色面积，

防旱排涝，力争粒多、粒饱达到壮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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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谷子生育前期、中期、后期如何
划分？

　　从生长发育过程来看，谷子全生育期可以明显地划

分为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两个大的阶段。营养生长阶段

从种子萌发开始，到抽穗开花为止，是谷子根、茎、叶

等营养器官分化形成为主的阶段；生殖生长阶段是从谷

子拔节前后的幼穗分化开始，到种子成熟为止，是穗、

花、粒等生殖器官发育形成阶段。但是，从拔节到抽穗

开花之间，既是营养生长，又有生殖生长，无法截然

分开。

基于以上原因，根据谷子的生长发育特点和栽培管

理的需要，一般又把谷子的五个生长发育期 （即幼苗期、

拔节期、孕穗期、抽穗灌浆期、籽粒形成期）归并为三

个大的生长发育时期，具体如下：

第一，生育前期，即从种子发芽到拔节期，是纯营

养生长时期。

第二，生育中期，即从拔节到抽穗，是营养生长、

生殖生长并进时期。

第三，生育后期，即从抽穗到籽粒成熟期，是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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