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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粱研究成就回顾及
今后研究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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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 年 代 末 高 粱 育 成 品 种 的 问 世 ，到 %& 年 代 末 高 粱 杂 交 种 的 育 成 ，吉 林 省 高

粱 的 研 究 和 生 产 发 生 了 质 的 飞 跃 。 迄 今 为 止 ， 高 粱 研 究 已 从 高 秆 杂 交 种 转 入 中 矮 秆 杂 交 种

和 特 用 型 杂 交 种 上 ， 并 形 成 了 应 用 于 生 产 的 主 导 体 系 ， 而 适 于 间 种 的 超 矮 高 粱 和 便 于 机 械

收 割 的 长 穗 柄 耐 密 矮 高 粱 也 即 将 问 世 ， 这 些 全 依 赖 于 高 粱 种 质 的 创 新 和 利 用 ； 更 有 赖 于 分

子 水 平 的 育 种 方 法 和 手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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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高粱研究成果回顾

!,! 新品种育成阶段

)& 年代初，吉林的科研工作者开始了农家品种的整理工作，通过整理评选出一些地

方品种用于生产。)& 年代末期，通过系 统 选 育 ，育 成 品 种 取 代 了 农 家 品 种 ，从 而 高 粱 生

产步入一个新阶段。其中以护 ’、护 ’’ 和护 + 为代表，公顷产量在 ) &&& -. 水平。

!,( 高秆杂交种育成阶段

/& 年代初期，吉林省 的 高 粱 进 入 杂 交 育 成 的 阶 段 ，当 时 高 秆 杂 交 种 已 初 具 规 模 ，并

在吉林省的高粱生产上占据主要地位。如吉杂 ’ 号、吉杂 ’% 和吉杂 ’/ 等。0& 年代末至

1& 年代初，高秆杂交种的选育到了顶峰。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吉杂 )/、吉农 $&+、四杂 + 号

和 四 杂 / 号 ，而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处 于 省 内 领 先 水 平 的 高 秆 、抗 蚜 杂 交 种 四 杂 + 号 ，其

公顷产量达到 / )$+#’ -. 以上，成为吉林省首例以自选抗蚜恢复系组配成功的高秆抗蚜

杂交种。

从杂交种育成以来，增产幅度达 )&2。主要性状表现为：大穗、大粒，二三级分枝增

加，穗粒数、单穗粒重增加，抗性增强，主要是抗病虫和倒伏能力的增强。

!,# 中矮秆杂交种的育成及利用

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来吉林省七八月份的连续大风天气，高秆杂交

种倒伏的弊端暴露无异，轻者减产几成，重者绝收。这就促使育种工作者要改变育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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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加 快 新 的 研 究 课 题 。 经 过 几 年 的 努 力 ，不 同 熟 期 、不 同 抗 性 的 中 矮 秆 杂 交 种 应 运 而

生 。 逐 渐 在 大 田 生 产 中 取 代 了 高 秆 杂 交 种 。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吉 杂 !"、吉 杂 #$、吉 杂

#%、吉 杂 &$、四 杂 "’、四 杂 "!、四 杂 "&、四 杂 %$ 和 四 杂 %’ 等 ，这 些 杂 交 种 因 熟 期 不 同 、

抗性各异，在不同的种植区域独占鳌头。主要表现在抗倒、耐密、单株及群体增产效果明

显，一般公顷产量在 ( $)&*!+& ’%" ,-，最高可达 ’$ $$$ ,- 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熟中秆杂交种四杂 "!，以其高抗蚜虫、抗叶斑病、抗丝黑穗病、

抗旱、耐涝和产量高、品质好等特性，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自 ’&&# 年推广以来，种植面

积 连 创 历 史 新 高 ，商 品 粮 一 直 被 南 方 酒 厂 看 好 ，生 产 用 种 价 格 高 ，为 吉 林 省 的 粮 食 生 产

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四杂 "! 的选育获得 "$$$ 年国家发明

专利。

!"# 特殊用途的高粱杂交种研究成果倍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变，对粗粮的需求日益增加，糯高粱、甜高

粱以及口感好的人称“小麦大米旱高粱”等逐步推向了市场，丰富了人们的餐桌。近来育

种者把优质米研究纳入高产育种当中，推出了米质好、适口性好的中秆中熟杂交种四杂

"’ 和四杂 ""。

与 此 同 时 ，科 研 人 员 对 特 用 型 高 粱 也 有 了 专 项 研 究 ，并 取 得 了 可 喜 的 成 果 ，这 不 仅

繁荣了粮食市场，更繁荣了高粱研究领域。

吉林的饲草高粱刚刚起步，但伴随着引进和改良，吉林的饲草高粱必将走向大田生

产，这将对吉林省的畜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并在饲料行业中发挥高粱青饲本身的强

档作用。

依据名、优、特酒在目前市场上的需求量，专用酿酒高粱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并将为

吉林名特优酒提供专用高粱品种。

!"$ 在高粱间种上展开了新尝试

高粱间种可解决米麦间种中的争抢工时问题，并提高单产。现已育成了适合于黑龙

江省大面积机收的矮高粱，进入了试验示范阶段。

! 今后高粱育种的选题思路与对策

%"! 高粱研究的选题思路

!"#"# 延续现有的研究选题

食用型高粱的研究仍为高粱研究的主方向，它作为调剂食品和辅助 食 品 ， 市 场 稳

定。因此，要加大研究力度，并加强高粱食品的深加工研究与开发。

吉林省畜牧业发展迅速，对饲用型高粱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因此，粮饲兼用型、专

饲 型 和 高 蛋 白 饲 草 高 粱 在 以 前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 ，应 加 大 研 究 力 度 ，尽 早 推 向 市 场 ，以

促进我省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高 粱 加 工 利 用 前 途 广 泛 ，针 对 酿 酒 业 、制 糖 业 、天 然 色 素 提 取 、板 材 制 作 、食 用 纤 维

及高粱蜡粉的蜡质业等市场前景好，今后要广泛的开展深入研究，扩大高粱的应用范

围，这不仅使高粱自身得以发展，而且还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

从国际市场对高粱需求量大这一特点看，高粱的出口前景广阔，要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 ，研 究 适 宜 国 际 市 场 需 要 的 食 用 高 粱 、酿 酒 型 高 粱 和 饲 用 高 粱 的 新 品 种 ，打 进 国 际 市

场，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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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重高粱新品种的抗性研究

高 产 、优 质 、多 抗 始 终 是 高 粱 育 种 研 究 的 目 标 ，围 绕 这 一 目 标 ，应 着 重 抗 旱 、耐 涝 和

耐 盐 碱 的 抗 逆 性 研 究 ；着 重 抗 蚜 、抗 病 虫 和 抗 螟 虫 的 研 究 ；辅 之 以 耐 除 草 剂 新 品 种 的 研

究。确保选育的高粱新品种达到高产、优质、多抗这一育种目标。

!"#"$ 完善和提高高粱间作耕作措施

高粱间作和机收长穗柄矮秆耐密高粱的研究，从耕作角度来看，无异给高粱科研与

生产提供了一条新路子。高粱间作是米麦间作的变型，它克服了麦收时节的抢工时和雨

季麦穗易发芽造成减产这一弊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效益。因此，应抓紧高

粱间作这一新耕作措施的试验示范，尽快推广。它的成功，将给高粱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今后高粱研究的对策

!走种质创新的新途径是解决高粱育种难的行之有效办法。种质创 新 的 新 途 径 可

通过远缘杂交和基因突变等进行基因导入和形成特殊基因源，从而形成新种质材料；也

可综合不同类型的多个优良性状进行聚合杂交及种质拓展，从而增加种质资源的遗传

多样性。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生 物 技 术 实 验 室 的 建 立 ，使 分 子 水 平 的 育 种 协 作 有 所 加 强 、

为高粱优质基因、抗性基因转化和保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常规育种在有新生物技术工

程的参与下，必将为吉林省的高粱研究、开发、利用再上新高度提供保障。

"加 大 引 进 鉴 定 力 度 ，对 现 有 高 粱 的 种 质 资 源 的 抗 源 、优 质 源 和 特 异 源 进 行 筛 选 ，

从而保障高粱基础材料的抗、优、特，这是实现高粱育种目标的保证。

#在 高 产 品 种 、杂 交 种 及 亲 本 选 育 的 过 程 中 ，除 了 追 求 高 产 ，更 应 重 视 多 抗 与 优 质

性状的结合，从而保障高粱新品种的高产、优质、多抗。

$重 视 株 型 育 种 ，提 高 光 能 利 用 率 ，这 是 高 粱 高 产 育 种 的 侧 重 点 ，其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提高收获指数、增加生物产量和群体增产。

%在 抗 性 育 种 中 ，除 继 续 利 用 抗 蚜 资 源 外 ，要 注 意 新 的 丝 黑 穗 病 生 理 小 种 的 形 成 ，

要注意叶斑病及炭腐病的危害，同时把抗螟虫纳入新的研究日程。另外，针对吉林省高

粱主产区的盐碱、干旱情况，要育出一批抗盐碱、抗旱的抗逆性品种，切实解决吉林省西

部盐碱、干旱情况下的增效问题。

综上所述，吉林省的高粱研究，关键要注意高粱因不同育种目标所需的优质性状指

标的确定；同时还要采用高新技术方法和手段来提高杂种的优势强度，更应充分利用群

体改良的交互轮回，选择强优组合，在无融合生殖的二系法研究中寻求克服遗传脆弱性

来稳定杂种优势。这样才能拓展育种方法，开辟新的资源，使育种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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