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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了利用和创造特异种质构建新的育种模式
，

并灵活运用高新技术
，

快速而

简捷的解决育种问题
，

是拓宽谷子育种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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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的农业发展应以生态农业为主导
，

以无公害绿色食品为主导食品
。

因此
，

在当今激烈的作物育种竞争中
，

如何使谷子育种顺应形势需要
，

笔者提出几点看法供

参考
。

� 明确育种方向与策略

笔者认为
，

谷子应避开大宗作物的育种 目标
，

确定行之有效的新方向
，

改变旧时的

传统育种方式
，

采用先创造特用性状
，

后提高产量的逆向谷子育种思维方式来选育新品

种
。

走具有谷子发展特色的育种道路
。

谷子育种应从以下几个发展方向人手
。

，
�

� 出口创汇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目前
，

选择无公害绿色食品的人们越来越多
。

然而谷子

可在山区
、

痔薄地生长
，

无工业污染
，

可不施化肥和农药
，

使之成为无公害天然食品
。

����年我国小杂粮出 口 ��
�

�万 �，创汇占粮食出 口总额的 ��
�

��
，

还可以出口 鸟饲谷子

彩穗
、

彩粒和用于观赏谷子花卉等
，

采取既出 口原料
，

又出口加工产品
，

使谷子加工产业

增值
，

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
�

� 食用保健型

谷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搭配食物
，

目前生产上主推的品种蛋白质含量为 ��
�

���
、

脂肪 �
�

���
、

赖氨酸 �
�

���及不同含量的多种维生素和人体不能合成的微量元素
。

硒由

于以无机盐或有机盐存在于人体组织中
，

人体吸收后有利于参与谷胧甘肤过氧化酶的

生物合成
，

所以
，

具有抗癌
、

防治肝病
、

糖尿病
、

大骨节病
、

克山病和延缓衰老
、

解除重金

属毒性的神奇作用
。

谷子既是防病治病的食疗补品
，

也是食品工业的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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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花卉型

花卉业引入具有标志性特色的五谷杂粮
，

用于观赏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时尚
。

谷穗放

在室内
，

象征吉祥
，

所以在讲究真花实谷的上海
、

北京
、

广州
、

深圳
、

珠海
、

香港
、

澳门及西

方发达国家花卉市场更需要可供观赏型谷子
。

�
�

� 草用饲料型

饲料工业的重点是蛋白饲料的开发利用
，

谷子含高蛋白质
、

赖氨酸
，

饲料价值高于

其他作物
。

据研究表明
，

牛喂谷草提高奶质
，

马吃谷草增肥
，

鸟食谷粒增艳
。

谷子可以在

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绿色体和干草
，

而且孕穗至抽穗���割青饲养分更高
，

所以谷子是发

展奶牛业
，

促进大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上品特用作物
。

�
�

� 特色作物型

谷子耐痔
，

不施化肥
、

农药仍可获得可观的产量
，

而且品质好
。

谷子是节水抗旱作

物
，

是旱区的细粮
，

又是救灾作物
。

谷子可与其他作物间
、

套
、

混种
，

是不可缺少的良性茬

口
，

轮作换茬谷子还可以利用 自身产生的抗性激素
，

杀死土壤中的某些病菌
、

虫卵
。

谷子

高产理论研究及育种实践证明
，

谷子还有无法估量的增产潜力
，

所以笔者认为
，

谷子将

会成为扶贫致富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特用作物
。

明确了方向
，

就要因地制宜的确定切实可行的育种 目标
。

纵观谷子品种中有高产

型
、

抗病裂
、

抗虫型和优质型
，

惟独缺少特用类型
。

笔者认为
，

特用谷子品种具有特殊
、

优

质�易创名牌�
、

观赏和饲用等特点
，

既有特色又可高产
。

东北春谷区
，

人们以食用谷子为

主
，

应以优质
、

高产
、

广适为主要育种 目标
，

三者并重
，

走选育新株型
、

高光效
、

大穗大粒

稀植或多穗耐密相结合获高产的育种路线
。

珠江三角洲主要以人药
、

保健
、

观赏和饲用

为主
。

面对该地区谷子的特用
，

谷子育种要选育特用的品种
，

以适应该地区的需要
。

珠江

三角洲谷子的育种应选育高蛋白
、

高脂肪品种用于食用和饲用
，

选育富含 ��
、
�� 、

��、
�。

品种用于人药和保健等 �选育大穗
、

大码
、

大粒
、

彩粒具有观赏价值的品种用于观赏 �选

育一年多茬或多年生营养多集于茎秆
，

茎叶氰氢酸含量在 ��� �����以下的品种
，

以适

应本地区大奶牛场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

使谷子既适合国人的需要
，

又可出口创汇
。

� 优异种质的创新利 用

要育出特用型谷子新品种
，

必须充分分析利用现有资源和不断引进优异种质
，

要具

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

广泛搜集
、

整理
、

改良和利用现有的各类资源
。

例如在品质方面
�
高

蛋白 ��
�

��
、

高脂肪 �
�

���
、

高赖氨酸 �
�

���
、

高硒 �
�

�� 林���
、

高维生素 � ��
�

�� 林����

株型方面
�

高秆披散型
、

矮秆直立型 �穗型方面
�
长穗

、

长鞭
、

猫爪
、

鸡爪
、

鸭爪
、

纺锤
、

棒状

和球状等 �子粒方面
�

大码
、

大粒和彩粒等 �适用方面
�
工业用

、

食用和草用等
。

这些种质

可根据育种 目标直接或间接的组配
，

从中创造新种质并选育新品种
。

其次要拓宽遗传基

础
，

构建新的杂交模式
，

破除原有模式的束缚
，

引进国内外新种质
，

丰富种质遗传的种

群
，

例如
�

引进印度
、

前苏联
、

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日本和朝鲜等国的特用种质进行

鉴定
、

评价
，

选择具有利用价值的材料进行驯化
、

改良和创新
。

另外利用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育种手段进行创新
、

诱变有利用价值的中间种质类型
，

可优�优
、

高�矮
、

一年生 �多

年生
、

栽培种�近缘野生种
、

常规种 火特用种
、

中国型 �外国型等等
，

在谷子杂交
、

选育
、

创

新中注意育种过程中品质
、

特殊元素
、

形态
、

色泽类型的系列和微观的遗传变化
，

从中选

出目标性状
，

获得既具特色
，

又有特用
，

还能高产的所需种质及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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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半山区裸地种植中熟耐密玉米品种四密 �� 时
，

与覆膜栽培的四密 �� 和西单 �玉米

产量相仿
，

但由于节省了覆膜费用
，

每公顷增加纯收人 ����
�

�一����
�

�元
。

� 结 论

玉米耐密型中熟品种裸地栽培能安全成熟
，

和耐密型中晚熟覆膜种植相比产量相

仿
。

耐密型中熟品种裸地栽培比中晚熟品种覆膜栽培可节约覆膜成本
、

减少用工等
，

提

高效益 ����
�

�一����
�

�元���
�。

东部半山区裸地种植中熟耐密玉米品种
，

可代替覆膜种植的中晚熟玉米品种
，

是当

地农业生产中的一项新技术
。

它不仅比当地主推的品种增产
，

还可节省地膜
，

防止了地

膜对环境的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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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 高新育种技术

作物育种技术是否发生突变� 当今如何采用新的育种技术快速而简捷的解决特用

谷子育种的问题�笔者认为
�

传统与现代技术相互渗透而综合利用
，

用现代技术弥补传

统育种的缺陷
，

用传统育种技术补充新技术
。

可利用 ��� 导人法将高硒基因导人新品

种中
，

引人外源基因
，

对提高养分利用效率潜力增大
。

也可利用物理
、

化学
、

生物诱变的

方法诱导不同穗的形状
、

系列粒色的出现
。

用分子标记跟踪抗寒基因
，

而使谷子由一年

生变为多年生
，

提高其再生适应能力
。

利用多倍体或单倍体育种技术
，

促成栽培型适应

性强的品种与近缘野生特用型品种杂交成功
。

总之
，

科学具有真实性
、

准确性和知识性
，

只有用科学的方法
，

灵活的运用现代育种技术
，

才能准确及时的抓住每个变异的新机

会
，

探索新的育种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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