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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育種與栽培

廖宜倫

摘　要
高粱引種作業成功從美國農部植物研究所引進150個高粱品種，並於臺中區

農業改良場試驗田進行觀察試驗。純系選種試驗，成功利用糯性高粱為親本，以

套袋自交進行純系選種，已於103年度第一期作栽培進行80個高粱F2系統選拔作

業並調查性狀資料，並完成第二期作50個高粱F3選拔及栽培，將建立相關資料並

選拔優良純系以供後續育種用。

前　言
高粱是世界上主要糧食作物之一，為產量第5大之穀類作物，臺灣高粱主要

非作糧食用，為供作釀酒原料，惟目前臺灣高粱品種臺中5號為飼料用。因此為

符合產業需求，本場尋找糯性高粱作為育種材料，並採用純系選種法進行高粱育

種作業，另外為擴大高粱種原材料，我們從美國農部植物研究所引種，並於本場

試驗田區進行觀察試驗，期能選育出適合國內栽培之高粱品種系。

材料與方法
一、引種試驗：以美國農部植物研究所網頁進行網路引種，引進150個糯性高粱

品種系，於二期作(103年8月初)栽培於臺中場試驗田區，單畦單品種系及單

粒單穴栽培，行株距60×10cm，整地實施用基肥，基肥以臺肥複合肥料39號
40公斤/0.1公頃，追肥於株高50公分時施用，為施用臺肥複合肥料1號40公
斤/0.1公頃，調查抽穗期、生育日數、株高、穗長、穗重、千粒重、子實顏

色、穗型。

二、純系選種：以102年度收穫之100個糯性高粱F1品系種子為材料，一期作進行

F2世代選拔試驗，於103年3月初栽培於臺中場試驗田區，單系單畦雙行制單

穴單粒栽培，行株距60×10cm，基肥為施用臺肥複合肥料39號40公斤/0.1公
頃，追肥於株高50公分施用，追肥為臺肥複合肥料1號40公斤/0.1公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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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穗期、生育日數、株高、穗長、穗重、千粒重、子實顏色、穗型。於抽穗

期進行選拔套袋作業，選拔標準為穗長、穗型(散穗狀)、單穗重、株高、及

糯性(以碘液法測定)。103年第二期作進行F3世代選拔試驗，於8月初栽培於

台中場試驗田，試驗方法同第一期作。

結果與討論
一、從美國農部植物研究所網頁進行高粱品種引種作業，共引進150個品種系，

經於本場試驗田進行栽培觀察試驗，部份品種(系)經栽培觀察適合台灣氣候

生長，單穗粒重最高可達40.3公克，本觀察試驗為部分品系族群尚未均質，

將持續進行優良品系單株選拔。

二、102年度第二期作以糯性高粱種子進行栽培，播種期為102年10月8日，經調

查其開花期為12月4日，收穫日期為103年2月25日，生長日數為125天。本試

驗套袋100株，最後選拔80株供次期作F2世代。

三、103年度第一期作，以102年度高粱選拔單株獲得自交種子為材料，栽培80個
F2系統，並調查開花期、成熟期、穗型、株高、穗長、單穗粒重、千粒重、

子實顏色等農藝性狀，病蟲害部分調查炭疽病、紋枯病、細菌性斑條病、玉

米螟及莖潛蠅等，扣除生長不良無法調查之品系，共調查50個品系並加以選

拔。其中株高、穗長、單穗粒重及千粒重資料如下：

(1)株高：糯性高粱套袋自交後，農藝性狀會因為自交產生分離，F2品系的株

高分離範圍為118~162.6公分(圖1，最大的分布落在136~140公分的級距，

共有9個品系(圖2)。F2株高性狀選拔為矮株，選拔標準以植株高度以不超

150公分為主。

(2)穗長：高粱的穗長影響產量甚劇，F2品系的穗長分布範圍為21.63~31.76公
分(圖3)，大部分的品系集中在26.01~27.00公分的級距(圖4)。

(3)單穗粒重：單穗粒重為計算公頃產量的基準，F2品系單穗粒重分布範圍為

4.24~60.54公克(圖5)，大部分的品系集中15.01~20.00公克(圖6)。
(4)千粒重：千粒重為選拔目標為小於22公克，F2自交系千粒重自交分離的範

圍16.21~25.92公克(圖7)，主要落在22.01~23公克的級距(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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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株高分布範圍圖 圖2. 株高品系數量分布圖

圖3.穗長分布範圍圖 圖4. 穗長品系數量分布圖

圖5. 單穗粒重分布範圍圖 圖6. 單穗粒重品系數量分布圖

圖7. 千粒重分布範圍圖 圖8. 千粒重品系數量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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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結果，F2因套袋自交產生性狀分離之表現，在株高、穗長、單穗粒重及

千粒重等農藝性狀在分離品系中產生差異，F2族系間的差異可透過田間單株選拔

進入F3世代，本場栽培F2世代經過田間單株選拔50個優良品系，於103年度第二

期作進行栽培，目前田間F3世代生長良好，目前正調查株高等農藝性狀，穗長、

單株穗重及千粒重等性狀調查需至採收考種後始有數據產生。

結　語
本試驗在美國引種觀察試驗中，發現部分品種系適合台灣土壤氣候栽培，可

進一步於次世代繼續栽培，選拔良好品種系進行產量試驗或作為親本使用。純系

選種試驗部分，為於102年度為栽培糯性高粱族群F1，試驗選拔優良單株80株，

於103年一期作栽培F2使用。103年度第一期作已完成F2世代80個品系栽培，並調

查農藝性狀及病蟲害，且完成選拔30個優良品系進入F3世代栽培。103年度第二

期作完成F3世代栽培，目前田間生長狀況良好，正調查株高等農藝性狀，俟採收

後再進行考種作業並調查其他性狀。103年度已完成F2世代選拔及農藝性狀調查

作業，以及完成F3世代栽培作業，符合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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