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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预测预报，做好化学防治

预测预报是防治玉米大斑病的有效措施，农业

技术部门要根据气象、品种、菌源量、面积等综合

因素，不仅要做好短期预测预报，更要做好中长期

预测预报，为政府部门及广大农民群众做好防治提

供理论依据。玉米大斑病的防治要关口前移，应在

玉米大喇叭口期前喷药做好预防。通常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 6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

喷雾防治，每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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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脱壳后称为

小米，含有人体需要的 8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

素 E、类胡萝卜素及微量元素，营养丰富，深受人

们的喜爱［ 1 - 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市场经

济的发展需求，山西省及时把小杂粮调整为种植

结构的重点［ 4］。优质谷又居小杂粮之首，尤其以

晋谷 21号为原料加工的“汾州香”、“檀山黄”、“沁

州黄”、“深山贡米”等 20多个品牌的优质米，在省

内外加工小米的商品化程度居全国首位。但随着

晋谷 21号推广面积的不断扩大，尤其近年来国家

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行，使市场对晋谷21号及其小

米“汾州香”需求量不断增加，其谷、米价格居高

不下，更刺激了谷子产业的发展。但因种子质量

把关不严以及人为、机械、自然因子等多方面原

因，导致晋谷 21号在生产中出现混杂退化严重、

产量变低、适口品质下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晋

谷 21号良好的市场前景。

1 生产现状

晋谷 21号自 1991年山西省审定以来，推广

面积不断增大，由中晚熟地区推广至中早熟地区，

适应性越来越广。目前山西省推广至忻州以北的

代县、繁峙、原平等县，内蒙古赤峰市也有大面

积种植。省内外推广面积在千万亩以上。由于晋

谷 21号的种植推广，省内外优质小米加工企业也

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用晋谷 21号小米加工

的市场品牌有 50多个。目前，晋谷 21号由于适

口品质和营养品质突出，仍是山西、陕西等省的

主栽品种，在生产上仍占的主导地位，是优质小

晋谷 21号适口性变差的原因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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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晋谷 21号的生产现状及适口品质变差的原因，提出了选择标准单穗，建立原原种圃；加强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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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工企业收购的主要原料。

晋谷 21 号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在于品质优

良，适口性好。首先是外观品质佳，晋谷 21号米

色金黄、透明、米粒整齐，商品性好。其次营养

品质高，晋谷 21 号含蛋白 15.12%、粗脂肪

5.76%、赖氨酸 0.28%，微量元素中含钙 1 538

mg/kg、铁 530 mg/kg、锌 309 mg/kg、硒 9.2 mg/kg，

均高于品种沁州黄、长农 35 等。三是适口品质

好，晋谷 21号直链淀粉占 14%、粘胶度 150 mm、

碱硝指数 2.1级，成为常规育种及杂交种育种的优

质源。如品种长农 35、长生 04和张杂 5号的父本

皆用晋谷 21号杂交而成。

2 适口性变差的原因

2.1 人为因素

2.1.1 种子混杂 目前存在经销商对晋谷 21号种

子加工销售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据统计，山西

省太原市种子加工销售点不少于 6家，种子不仅

来源于各自的基地，繁种收购，也有通过别的渠

道，有的甚至为了盈利不管纯度如何，将商品谷

收运、包装、销售，使混有别的品种和带有黑穗

病的种子供应市场，导致下季米色不一致，适口

性不佳。

2.1.2 自留种田间穗选不当 部分农民有自留种

的习惯，每当谷子成熟时，盲目选种，在田间选

择又粗又大的穗子，备下年种植，而不是按照晋

谷 21号的标准特征特性选穗，使来年收获的谷子

黄亮度变浅，透明度不高，品质越选越差。

2.2 天然杂交

谷子虽然为典型自花授粉作物，但也有 0.5%～

1.0%的杂交机会。同一区域如种植其它品种，就

会有接触杂交的机会，如果不能及时去杂，1粒来

年长成 1穗，就可产生 13 000粒左右的种子，极

易造成品种混杂。

2.3 辐射余变

晋谷 21号是晋汾 52号经过钴 60 辐射选育而

成。经 20多年来种植原原种观测，每年目测选育

的标准单穗，种植穗行时经常出现变异穗行，如

生育期长短的变化、刺毛长短的变化、穗形变化、

幼苗颜色的变化、育性上变成高不育等现象，这

些变异若不及时去除，很难保持种性和纯度，容

易引起混杂退化，降低品质。曾经在晋谷 21号的

穗行中选出整行变异的黄绿苗，选育成品种“如

一”，并选育出晋谷 21号的不育系。

3 保持良种种性的措施

晋谷 21号是公认的优质谷，农民爱种，城乡

人民爱吃，小米加工企业抢收。如何保持原来的

优良种性，进一步提高适口品质，有以下几点实

践经验。

3.1 选择标准单穗，建立原原种圃

3.1.1 标准单穗的选择 秋末谷子成熟时到田间选

晋谷 21号标准单穗。在中等肥力的地块选白粒、筒

形穗，手捏紧实，刺毛短，无病虫害的穗子，30～

50穗为 1把捆好，放在通风透气好的地方晾干。

3.1.2 室内穗选 室内除目测再次去除一些性状

有微差异的单穗外，还要通过其米色再次筛选，

以保证其高纯度。首先逐穗取 1/2处小码 2～3个，

脱去谷壳枝梗，碾开谷子观其米色，若米色金黄

透明，采样的单穗可留下，若米色浅黄不透明则

淘汰。将严格选择好的穗子单穗脱粒，以备下年

原原种圃种植。至少选 750～1 500穗 /hm2。

3.2 加强原原种圃管理

将上年选留的单穗种子种植于原原圃中。为了

增大繁种力度，可将种植地块划为宽 2.00 m，长

6.67 m的小区。每小区种植 1个单穗，保证种子纯

度。注意防地下害虫保全苗。生育期间，至少要经

过 3次详细观察记载，即幼苗期、抽穗期和成熟前

期。幼苗长至 5～7片叶时，调查幼苗叶片色、叶

鞘色，苗色不一致的进行第 1次淘汰。晋谷 21号

幼苗的标准苗色为绿色，若出现黄绿色或叶鞘浅紫

色，可将此区登记清楚，不予作为原原种收获。抽

穗期隔 1 d观察 1次，若抽穗期差 4～5 d，就要考

虑生育期有了变异，登记备注。成熟期间，除观察

记载成熟期外，还应在田间详细调查穗形、刺毛长

短、穗松紧和植株高度等。成熟时，收割穗形一

致、无分离现象的穗子，单收单脱，之后进一步观

察米色，合格小区可混合备原种基地繁种，也可按

小区进行 1穗传原种繁殖。

3.3 规范农业耕作措施

选 2～3 a未种过谷子的地块，早春施足鸡粪

或猪粪，不可用含谷草的马粪，于 3月底 4月初

耕耙保墒备用。播种前 1 d 用种子重量 0.3%的

35%甲霜灵种子处理干粉剂拌种，以预防白发病。

播种时提前将耧或播种机清理干净，以免其他杂

谷混入，造成机械混杂，影响纯度。播种后立即

按说明喷施谷友除草剂防治杂草，同时用毒谷等

防治地下害虫，保全苗。生育期及时除净杂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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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范了甘南州青稞生产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选茬、精细整地、施肥、种子处理、播种、田间管
理等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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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是大麦的一种，人们一般将栽培大麦根

据籽粒上稃的有无分为皮大麦和裸大麦［ 1 - 2］。青

稞即裸大麦，又称米麦或元麦，主要分布在我国

的西藏、青海、四川阿坝和甘孜、云南迪庆、甘

肃甘南和武威等地，在海拔 4 200～4 500 m的高

寒农区，青稞几乎是唯一的粮食作物［ 3 - 5］。甘南

州是甘肃省的青稞主产区，多年来甘南州青稞生

产中栽培管理技术不规范，一些新技术如种子包

衣、适期播种、播种方式、施肥、杂草防除、适

时收获等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影响了甘南

谷莠子，遇到苗色不同、穗形异状的植株及时拔

除。收割、拉运和场上脱粒要注意防杂，脱粒后

一定要晾晒，水分含量达 130 g/kg以下时才可入

库保存，以保证种子的质量和品质。

3.4 强化管理力度

科研单位要把好原原种及原种基地的原种繁

殖关，优质小米原料基地必须品种区域化，防止

品种间种、运、收机械混杂，基地技术人员应自

始至终服务至种子入库。杜绝因优质谷价格较高

使原料中混入外表与优质谷相似的谷上谷、水倒

流、尖穗白等，以免影响优质米的商品性［ 5 - 6］。

4 结束语

优质小米开发必须成立行政、科研、推广、

开发相结合的组织机构，原料基地、收购、加工

成品、出厂销售等各方面分工负责，层层把关。

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各个环节的

质量检验标准，把符合要求的加工厂组织到集团

中，统一步调，增强优质谷开发的力量。山西省

优质小米要占领更大国内市场，并逐步投放国际

市场，就要以质量取胜。不但要求小米本身营养

品质及适口品质、色泽好，而且要求良种良法配

套，种好、收好，与提高加工质量、销售能力等

环环紧扣。保持谷子优良种性，增强外观品质和

适口品质，延长优良品种使用年限，为优质谷子

生产、加工和销售提供保障，真正服务三农，使

谷子产业得以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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