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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谷子为重要粮食作物之一，我省栽培历史悠久，是三大产谷省之一。小米富含

维生素，蛋、氨代谢合理，食味香美。草质优良，为大牲畜主要饲草。谷子生育期

短，子粒耐储藏，既是抗旱、耐瘠适应性强的旱地稳产作物，又是喜温，喜肥的高

产作物，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中，因地制宜种植谷子，对提高粮食产量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在我省水资源日趋不足的早作农业中．充分发挥谷子的优势，更有

其特殊的作用。

我省地域复杂，经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谷子品种资源，

目前搜集保存的谷子品种资源材料有3300份，在整理研究品种资源的基础上，编写

《河北谷子品种志》有利于今后的谷子栽培、育种和良种繁育，有利于提高谷子

研究水平和发展谷子生产以及开展学科间的学术交流。

编写“河北谷子品种志》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下达的科研任务，1978一1979
年经全省有关单位和人员积极协作制定编写方案，统一调查标准，确定入编品种，

进行种植观察。1980年后补充征集谷子品种资源660份，又进一步种植观察、整理研

究，对入选品种核对了历史记载。为了提高编写质量，对入选品种进行了抗白发病、

黑穗病、粟瘟病、粟芒蝇、线虫病、病毒病浴锈病和抗旱性罄定等八项专项鉴定，
测定了光周期反应，补充了研究资料，为更确切地描述评价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反复j舞选，仅编入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品种，为研究和利用提供方便。

书中各品种小米成分分析测定由省农林科学院农业物理生理生化研究所樊志和、

李晓芝承担。

入编品种专项鉴定的分工是：抗白发病、黑穗病鉴定。由张家口地区坝下农科

所张树森承担；抗粟芒蝇鉴定由承德农业研究所甘跃进、高立起承担；抗旱性鉴定

由衡水农业研究所周巧梅承担；抗病毒病鉴定由保定地区农科所刘存英承担；光周

期反应测定由沧州农业研究所董兴军承担；抗线虫病粟瘟病、谷锈病鉴定分别由省

谷子研究所崔光先、李香月、李荫梅承担。

本书照片由省植保所苑克旺拍摄。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经验不足．难免有错误和遗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对编

辑印刷本品种志给予热情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谨致谢意。

编者

】9 86．】2



编辑说明

一、本书共编入河北省有代表性品种207个，包括栽培历史悠久的

名优品种；有过较大贡献的农家品种；具有特殊性状、特殊用途的稀

有品种；在生产上正在推广的品种和育成品种，种植面积较大的外引

品种。

二、品种的编排顺序是按原产地和育成单位所在地点，依张家口、

承德、唐山、廊坊、；沧州、衡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次序

排列。在品种描述后的括号内注明了执笔人。

三、入编品种均附有穗部照片，图像与实物的比例，多数为l：2，

个别品种附有全株照片。

四、本书有66个品种已编入《中国谷子品种志》，在目录的品种

名称后用“÷”号标出。在编写本志过程中，这些品种又与其它品种

一起种植，对其特征、特性重新进行了调查、鉴定，对小米品质也重

新统一进行了化验分析。

五、品种名称用审定名和习称，审定前用名、通用别名等均在品

种来源中叙述。

六、本书按照“中国谷子品种志》的要求编写，为方便凄昔，

《谷于品种性状描述标准及术语说明b附上，以资参考。



谷子品种性状描述标准及术语说明

“河北谷子品种志≯所叙述品种的特征特性，是根据多年积累的调查记载资料写成。
在编写过程中，对主要性状描述，力求全书统一，其它性状则适当采取不同表达方式。

一、植物学特征方萄 ‘

1．幼苗颜色幼苗3—5个叶片时，叶片和叶鞘的颜色。叶片颜色分为绿、黄绿、紫

三种。叶鞘颜色重点描述花青素色的深浅。叶鞘不带花青素即与叶片同色，带花青豢时分

为紫、浅紫。

成株叶色只描述抽穗后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的特殊表现。

2．分蘖性主茎基部分蘖节上出生的旁枝称分蘖。可有两种记载方法：连同主基在内

的总薹数称为一株茎数，不包括主茎只计数旁枝数则称一株分蘖数。谷子的分蘖性在不同

地区有差别，部分地区某些品种能生出几个分蘖．则可以按分蘖数的多少，相对的分成强、

中、弱等。

在分蘖节以上的节生出旁枝称分枝性，按分枝多少记载强、中，弱等。

3．茎稀通常只调查主茎即可。主茎高度或称秆高，是主茎分蘖节至穗颈的高度。主

茎直径是主茎基部地面上第一延长节问中部的剖面直径，拔取植株．用卡尺测量扁圆茎的

扁处(最窄处)。部分品种描述茎为扁圆或圆也是指茎基节阃中部的剖面而言。

主茎节数指主茎全部节致?应等于主茎全部叶片数。调查时应先在生育期间标记第5、

10、15片叶，抽穗后调查叶片总数，叶片数目等于节数。如果在拔株考种时记载主蔓上的

茎节数，称为主茎可见节数。

4．叶早期叶片在植株长大后陆续脱落，因此有的品种描述了成株叶片数或成熟时的

功能叶片数。叶片的大小一般只描述最大叶片，在抽穗后测量茎杆中部最长的叶长度和宽度．

为简化工作量可测量剑叶下第四片叶的长度和宽度。 ．

叶相是指成株的叶片与茎秆间的夹角和叶片保持的姿态，分为披散(或下披)，中间

和上冲等型式。

5．穗第一级分枝(称为谷码或穗码)的长短大小构成穗的轮廓称穗型。分纺锺、圆

筒、圆锥、棍棒、鞭绳，猫足，鸭嘴，龙爪等。在每一种穗型内可再加适当的形容词，更

加形蒙地说明其特点．，

穗的大小一般以主穗为准。主穗长是指主穗从穗颈到穗顶的长度(不包括刺毛)，主

穗粗是指穗最宽处的直径。

穗成熟后的紧磷程度可分为松、中、紧三种。

穗码数指五糨以j．的谷码总数．可表示穗码着生的稀密程度．

6．刺毛刺毛妊度以露出穗面以外的长度为准，分为长(7皂米以上)、中(5—7
毫米)、短(外露{；州}-t．不到5毫米)。



刺毛的疏密如粜有明显差别，可附带说明。

刺毛的颜色在开花期记载。分为绿、黄绿、紫、浅紫、棕黄等。

7．籽粒粒色是指谷粒稃皮的颜色，分为白、黄、橙黄、红、褐、黑等色，因为米色
青灰而致谷色灰暗的称青灰或灰谷。谷粒光泽分为光亮、粗暗、中间等。粒形有圆、扁圆、

卵圆等。

8．米米色分为黄、白、青三种。可另加形容词区分深浅。

=、生物学特性

1．春谷和夏谷在原产地适宜春季播种用的品种为春谷，适宜夏茬播种用的品种为夏

谷。

2．生育期 出苗至成熟经历的天数为生育期，可分别说明出苗至抽穗和抽穗至成熟的

天数。

出苗期指半数以L谷苗猫耳叶腰开的日期。

抽穗期指半数以上植株穗顶露出叶鞘约一寸以上的日期。

成熟期指谷粒已呈现本品种成熟时的颜色，谷粒内舍物已经坚硬的日期。

在本书中所谓早、中、晚熟品种。主要以在当地栽培时生育期的相对长短而定。

3．生产力 单株穗重指一株穗的风干重，单株粒重指这些穗脱粒后的粒重．单株秆重

指植株除去穗和根后的风干重。用取样测量20株的平均数表示。

谷、草比值是指谷粒重量与谷草重量的比例数。

出谷率是谷粒重占穗重的百分数。

出米率是小米重量占谷粒重量的百分数。

千粒重可反映籽粒的大小。用一千粒正常成熟谷粒的重量表示。

4．品质本书统一化验分析了小米的粗蛋白质，粗脂肪和赖氨酸的含量。对小米的食

味、蒸煮加工和谷草的评价，主要是根据经验。 ·

米质分为硬、糯两种。可用碘代碘化钾1一Z％溶液测试，诬性呈蓝色，糯性’一1紫红
色。

5．抗倒伏性一个品种的抗倒伏性，目前主要是靠品种间相互比较而定，以明显优于

一般品种，常年不发生倒伏者为抗倒伏。反之常年易出现倒伏者为不抗倒伏。田问e己载是

根据倒伏面积和倒伏程度而定，末倒伏为。级；植株倾斜20度以下，倒伏面积lO％以F

为l级或记为轻；植株倾斜20 40度，倒伏面积在to 30％为2级或记为中；植株倾斜在

45度以上，倒状面积在30％以上为3级或记舟重。

6．抗病(虫)性根据不同发病情况记载发病率或受害程度。发病率以发病芋-数占食

部茎数的百分数表示。受害程度通常分5级表示。在品种描述中，主要说曙在当地，仁产I

有影响的病害，着重指明抗性良好和抗性较差的品种，对于其他抗逆性的叙述按0碘螺定

标准。
。

7．光周期反应分迟钝、较迟钝、中度敏感、较敏感、敏感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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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九根齐

品种来源该品种系蔚县占老的农家品种，尤其在桃花镇一带曾

种植较多，因米色金黄，质佳味美，粘甜可口，驰名各地，称为“桃

花米”。是我国四大名小米之一。

分布地区殛利用情况蔚县、阳原县为主产区，宣化也有零星种

植，比其它良种产量较低，但由于味美质佳，至今仍有种植。

植物学特征幼苗叶片、叶鞘均为绿色。茎扁圆，稍有分蘖，茎

叶繁茂，主茎高i15—140厘米，地面可见节数约14个，基部节问长度

2．4厘米，直径0．57厘米。抽穗后叶片由绿逐渐变成浅紫色，成熟时紫

色加深，叶相披散，厚度中等，母大叶长40厘米左右，叶宽3厘米。

灌浆时穗下垂，刺毛略长较密，为紫色。主穗长23—30厘米，直径2．7

厘米，为长圆筒形，着生谷码80—100个。粒圆形，中等大小，白谷，

、_急!

图2半夜来

黄米。

生物学特性 在原产地属中晚熟品种，

春播生育期120天左右，从抽穗到成熟50天左

右。单株穗重22．1克．粒重19．3克，千粒重

3．9E。粒重与草重比例是1比i．1。米质梗性，

有光泽，透明，香甜可口。出米率80％以上，

小米含粗蛋白质13．08％，赖氨酸占蛋白质含

量的1．88％，粗脂肪3．17％。在大田表现抗

寒、抗风，不落粒、鸟害重，自然诱发鉴定

结果，高感蘖芒蝇，较抗红叶病，中抗病毒

嗡镇

圈l 九根齐

病。人工统一接菌鉴定结果，中抗粟瘟病，中感黑穗病和自发病

高感线虫病。抗早鉴定结果属弱抗旱品种，对光周期反应敏感。

栽培特点适宜春播，在旱地、水地都可种植，留苗密度适

当稀些。多施农家肥料，要及时中耕锄草，可亩产150一200公斤。

2 半夜来

品种来源本品种是张家口地区宣化县农家品种，由张家口

坝下农科所，通过农家品种整理，提纯复壮后，鉴定出来的优良

品种。15个试点对比，13个表现增产3—34．4％。

分布地区殛利用情况1960年后在宣化、万全、蔚县等地推

广面积约40万亩，特别是山区旱地种植较多．现仍有种植。

植物学特征幼苗叶片、叶鞘均为绿色，茎秆扁圆．不分蘖，

主茎高100—130厘米，直径0．64厘米，茎基部节间长2．4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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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2节。成株叶片绿色，叶相披散，茸毛礼厚度中等，最大叶长44．3厘米，叶宽3．1l腹米，

成熟瑶穗下垂为黄色，长纺睡形，刺毛中I∈．绿色，一穗谷码92个，排列松紧适中，F穗K

22．9厘米，直径2．02厘米，黄谷．黄米。

生物学特性春播生育期儿2天，中熟种。单株秆童26克，单株穗重26克，粒重2u克，

千粒重3．45克，出米率80--82％，米质硬件。小米含粗蛋白质9．82％，担脂肪4．18‘‰-赖

氨酸占蛋白质含量的1．87％。人工统一接菌锰定结果，中抗粟瘟病，中感白发病，高感线

虫病、黑穗病。自然诱发鉴定结果，感粟兰蝇．抗病毒病。抗旱鉴定结果属弱抗旱品种，对

光周期反应敏感。

栽培特点适应性广，较暖区可在小满至芒种问播种，较冷凉区和玲凉区在立夏至小

满播种为宜，亩留苗2万株左右，在肥水中等的旱地也可种植。

3 西城白

品釉采源本品种又名大白谷，是张家口地区阳原县西城的农家品

种。1956 1957年经张家口地区坝下农科所区域鉴定试验，较当地品种

增产12—17％。

分布地区及利用情况在宜化、万全、怀安、阳啄等县的较暧区，播种面
积达40多万亩，不适宜张家口坝下冷凉区种植。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生

育后期有干枯现象。目前仍有一定种植面积。

植物学特征幼苗叶片，叶鞘均为绿色。茎扁圆，不分蘖。主茎高

100—120厘米，直径O．59厘米，茎基部节问长2．12厘米，主茎节数23节。

成株叶片仍为绿色，最大叶片长48厘米，叶宽3．11厘米，叶相披散，厚度

中等．茸毛长短中等，穗为棍棒形，成熟后下垂为淡黄色。刺毛中长，

绿色，谷码107个左右。松紧适中，主穗长21．3厘米，直径2．09厘米。白

谷，黄米。

生物学特性春播生育期110--120天，抽穗至成熟52天左右，属中熟

种。单株穗重25克，粒重21．1克．花期不集中，秕谷较多，约占25％，码

犬、粒大，千粒重4克左右，出米率7”一81％．米质梗性．小米含韫蛋

白质11．27％，粗脂肪4．82％．赖氨酸占蛋白质含量1．63％．经人工统一

接菌鉴定结果中感白发病，高感黑穗病、线虫病，自然媾发鉴定结果，

高感粟芒蝇，较抗病毒病。抗旱鉴定结果属中度抗旱品种。对光周期反
应敏感

栽培特点。小满至芒种播种为宜，在较暖区不宜早播，以免感染自

发病，播种前要严格进行种子处理。每亩留苗2万株左右。

2

4 压塌车
图3西城l’

品种来源泼品种又名人红谷．是赤城县的农家品种。

静鏊飘戳爨簇承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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