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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子 生 产 潜 力 的 基 础 研 究
Ⅲ∙谷子不同类型品种成粒率的研究

刘晓辉�杨　明
（吉林省农科院作物所�吉林 公主岭136100）

摘　要：分析了26个新老品种及两个不同株型品种在不同条件下的成粒率。结果表明�新品
种比老品种成粒率高；高肥稀植比低肥密植成粒率高。就整个穗而言�穗中部成粒率最高�其次是
上部�下部最低。剪叶时�随着源的减少�成粒率逐渐降低；剪去倒2叶�成粒率最低。成粒率与株
高、茎粗、叶宽、穗长、码数、千粒重、成粒重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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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的成粒率一般比较低�经常发生大量秕谷�直接影响谷子产量的提高。研究证明�
受精不良造成空壳�灌浆中途停止造成秕粒。所以说育种和栽培措施都是在促使谷子多开
花�多成粒�增加粒重�使之达到高产的目的。但是产量因素之间往往存在负相关�特别是在
高产条件下�这种关系更加明显。是否可以调节这种关系�达到协调发展�过去育成的品种
成粒率较低�单产提高受到限制。近年来�新育成的品种成粒率虽有所改善�但仍有较大的
潜力。本文试图从栽培条件、源库关系对不同类型谷子品种成粒率问题进行分析�为谷子高
产育种和高产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用东北三省过去和目前主推的不同类型新老品种各13个�即老品种有：四谷一、公谷
6、公谷60、公谷62、144、白沙971、长谷2、龙谷23、铁谷一、朝谷3、朝谷7、九谷2和九谷7；新
品种有：四谷二、四谷28、公谷63、公谷65、白谷7、长谷5、长8710-1、龙谷28、龙93199、铁谷
五、铁90-37、朝92188和九谷10。

选择由吉林省农科院作物所育出的生育期一致、株型不同的两个品种（系）�即：高秆、弯
曲穗、披叶、优质、高产新品种公谷65和矮秆、直穗、上直下披叶、高产新品系142。
1∙2　试验设计及栽培管理

试验Ⅰ：不同类型的新老品种共26个�随机排列�行长4∙5m�行距0∙6m�6行区�3次重
复。密度每公顷65万株�种肥每公顷磷酸二铵250kg�追肥每公顷硝酸铵75kg�田间管理同
大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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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Ⅱ：不同株型的2个品种�分别设有每公顷60、70、80、90万株的4种密度�随机排
列�行长4∙5m�行距0∙6m�8行区�3次重复�田间栽培管理同生产田。

试验Ⅲ：公谷65和142两个品种�分别设高肥、中肥、无肥3种施肥处理�施肥比例按3∶
2∶0进行。两品种不同肥力处理�随机排列�行长4∙5m�行距0∙6m�8行区�3次重复�密度
每公顷65万株�田间栽培管理同生产田。

试验Ⅳ：将品种142和公谷65各种植102行�行长4∙5m�密度每公顷65万株�其它栽培
管理同大田生产。
1∙3　试验方法

收获时对试验Ⅰ考查20个穗子的成粒率（清水分离成粒）；对试验Ⅱ、Ⅲ考查20个穗子
的上、中、下成粒数、码数、成粒率；对试验Ⅳ考查每个处理15个单株的成粒率（清水漂）。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类型新老品种的成粒率

表1列出了不同类型新老品种成粒率�从中可以看出�新品种成粒率平均高于老品种。
在相同条件下�品种间的差异是遗传型不同造成的�说明可以通过遗传选择提高成粒率。生
产上推广的新品种成粒率普遍高于老品种。如：公谷63、公谷65、铁谷5号、九谷10和四谷
28。这也说明通过遗传改良�谷子品种的成粒率是可以提高的。

表1　 谷子新老品种成粒率 ％
新品种 四谷2 公谷28 公谷63 公谷65 白谷7 长谷5长8710-1龙谷28龙93199铁谷五 铁90-37朝92188九谷10 平均

成粒率 82∙37 86．19 77．09 74．13 69．07 79．34 71．13 82．03 84．70 91．58 80．59 70．89 97．07 80．52
老品种 四谷一 公谷6 公谷60 公谷62 144 白沙971 长谷2 龙谷23 铁谷一 朝谷3 朝谷7 九谷2 九谷7 平均

成粒率 94∙38 92．58 85．45 77．90 63．28 69．18 77．46 91．16 69．58 63．69 90．78 74．95 67．56 78．30
　　注：成粒率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
2∙2　不同株型品种在不同肥力下的成粒率

比较不同株型品种在不同肥力条件下�谷穗不同部位的成粒率（表2）。结果表明�穗的
中部成粒率高�其次是上部�下部最低。在高肥区谷子的成粒率高。成粒数与成粒率趋势相
同。码数在整个穗中则表现为高肥码大而稀�低肥码小而密。穗子的不同部位为上部码多
而小�中部码均匀一致�下部码少而大。在高肥水栽培条件下�穗大、码大、成粒率高�所以在
不倒伏的前提下�高肥可以大幅度提高谷子的成粒率。

表2　 肥力与穗不同部位的成粒率
肥力 品种

码　　　数 成　粒　数 成粒率（％）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高肥 公谷65 63．87 37．35 26．43 127．651364．61946．0 1372．84683．4 78．41 83．36 75．33 79．03
142 40．50 31．64 26．07 98．211447．51928．1 1122．84498．4 79．31 86．30 72．89 79．50

中肥 公谷65 64．21 38．41 27．28 129．901362．01819．3 1296．74478．0 79．98 79．85 72．03 76．62
142 45．00 33．57 28．42 106．991310．11749．8 1109．74169．6 74．86 78．15 78．15 77．05

无肥 公谷65 65．42 40．57 27．78 133．771176．11763．3 1232．84172．2 77．03 79．83 69．17 75．34
142 48．21 34．86 29．00 112．071157．51578．5 884．13620．1 68．59 73．95 58．72 67．09

　　注：1为穗上部�2为穗中部�3为穗下部�4为全穗�下表同。
2∙3　密度对谷子成粒率的影响

研究了密度不同、株型不同的品种成粒率表现（表3）。公谷65在每公顷70万株时�成
粒率比其它密度高；142在每公顷60万株时成粒率高�这说明稀植有利于成粒率提高。穗
的中部成粒率高�上部和下部因栽培条件不同反应不同。谷穗的码大小与成粒率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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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码过大过小或过紧过松均不好�码小、码密秕粒多�穗上、下码大小差异大�穗松散空秕
粒多。所以只有均匀一致�才是丰产长势的穗结构�育种中一般用平顶穗来衡量码的均匀一
致性�这样的穗松紧适宜�成粒率较高。

表3　密度与穗不同部位的成粒率
品种

密　度

（万株／hm2）
码　　　数 成　粒　数 成粒率（％）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公谷65 60 70．18 42．11 28．89 141．181253．31681．81045．63980．7 74．15 81．36 81．11 78．87

70 66．07 41．87 29．93 137．871179．51684．21068．53932．2 78．07 87．38 86．09 83．85
80 73．59 42．88 30．24 146．711005．71339．6 868．83214．1 71．77 80．53 79．35 77．22
90 72．28 42．00 31．44 145．721047．61352．1 823．63223．3 76．66 81．48 75．03 77．72

142 　 60 50．56 32．94 27．61 111．111190．11380．5 920．63491．2 90．59 97．51 92．59 93．56
70 49．65 34．77 29．24 113．661081．21226．6 703．03010．8 85．85 80．83 75．97 80．88
80 51．58 35．79 28．21 115．581085．51374．1 704．13164．0 84．01 90．77 86．00 86．93
90 51．56 34．39 28．33 114．28 720．6 836．3 399．31956．2 55．76 57．65 47．38 53．60

2∙4　 源库与成粒率
植物本身具有自身调节的功能�即自身平衡关系�并根据外界条件调节这种平衡。当外

界发生大的变化（如环境条件巨变或人为干扰）时就使得这种关系被打破�虽然有自身调节
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用剪叶、剪穗办法�人为打破库源平衡�来分析库源与成粒
率的关系（表4）。不同类型的品种破坏源后�成粒率下降�随着源的减少�成粒率下降幅度
加大。两品种表现为剪去倒2叶�成粒率比去其他任何叶都低。142去倒8叶以上的任何一
个叶均表现为穗的中部成粒率高�而去倒9叶以下任何一个叶均表现为穗的上部成粒率高。
公谷65去不同叶时�穗上、下成粒率表现不一。所以去光合源的数量或位置不同�成粒率在
不同部位表现的高低也不同。

研究表明�去库由于养分充足�成粒率大幅提高；源和库都同时减少�成粒率变化不大；
沿叶脉或横向剪半叶后�株型发生变化�源减少�成粒率降低�但不同类型品种下降的幅度不
同�说明不同类型的品种在株型调节中有一定差异�也可能与穗形有关。

以上说明成粒率与库源关系密切�源足成粒率高�源少成粒率低�库大成粒率亦低。所
以�在栽培调节时使库源达到相对平衡的水平上�成粒率高�空秕粒少�养分浪费小。

表4　 谷子剪叶对成粒率的影响 ％
品种 部位 去剑叶 剪2叶 剪3叶 剪4叶 剪5叶 剪6叶 剪7叶 剪8叶 剪9叶剪10叶剪11叶剪12叶 CK
公谷65 上 75．81 65．83 64．83 69．21 66．19 71．23 68．78 67．52 71．42 71．99 70．17 70．22 75．44

中 74．78 68．71 74．21 74．66 70．49 72．48 75．24 74．92 75．45 75．96 75．23 76．57 80．72
下 71．26 67．06 70．98 69．91 77．25 67．63 64．97 75．72 76．16 66．98 68．72 75．88 73．89
总 74．19 67．29 70．59 71．40 71．32 70．57 70．28 72．79 74．46 71．80 71．89 77．82 81．60

142 　 上 66．01 60．42 73．64 70．33 65．01 67．08 68．61 69．77 73．90 67．39 69．41 74．99 78．33
中 70．96 63．84 76．58 71．69 69．56 70．33 75．11 73．50 71．16 65．60 65．13 72．35 77．42
下 62．69 55．87 66．59 73．58 62．93 68．86 71．83 67．09 65．90 67．20 55．78 69．39 71．66
总 67．03 60．69 73．19 71．17 66．37 68．85 72．23 70．60 70．53 66．61 64．03 77．95 80．80

2∙5　成粒率与其它性状的关系
成粒率与千粒重、成粒重、码数、穗长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与倒6叶叶长呈显著正相关

（0∙5739）�与叶宽呈正相关但不显著。成粒率与株高呈正相关�与倒2节节间长呈极显著负
相关（－0∙7483）�与各节粗均呈正相关�与倒10节节粗相关更密切（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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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成粒率与谷子的产量关系密切。分析认为�影响谷子成粒率的因素�主要是有机物质积

累量及其转移能力。前者属于物质源�后者属于物质流�鉴于谷子常年有相当比例的秕谷发
生�表明在高产栽培中库容量不是限制因子。因此�影响谷子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物质源不
足�而它常和叶面积、光合能力、光合势、净同化率、株型、受光态势及根系活力相联系。

成粒率的高低实质上是库、源、流的生理因素相互制约及外界条件影响的一种表现。了
解不同品种成粒率及不同条件下成粒率的变化�使我们有目的的调节其生理机制和外界环
境。在新品种选育方面�培育叶片上举、光合效率高、不早衰、灌浆快、根活性高、结实率高的
优良品种。在高产栽培方面�促进生长发育�调节库源比�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量�同时
增加体内物质流转移能力�加速物质向穗中运转�达到提高成粒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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