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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甜高粱( Sorghum bicolor )在青海作为饲料作物种植的可能性, 在青海高原上做了初步试验, 结

果显示:密度对茎秆高度、茎粗、产量有显著影响, 对生育期、单株质量影响不显著,株行距为 0. 40 m 0. 20

m 时,产量最高; 浇水次数对甜高粱的生育期、茎秆高度、茎粗、单株质量、产量没有显著影响, 表明甜高粱对

水分依赖不高 ,具有很强的耐旱和抗旱性; 地膜对甜高粱有极显著影响, 使其生育期提前, 茎秆高度增高, 单

株质量增加、产量提高; 糖分含量在开花- 收获期为 15. 93% ~ 16. 67% , 比不盖地膜增加了 29. 19% ~

47. 98% ;大田示范密度 0. 50 m 0. 20 m, 开花- 收获期 666. 7 m2 产量达 4 890. 8 kg, 投入产出比为

1 1. 78,效益显著。研究表明, 在青海高原东部农业区盖地膜种植饲用甜高粱, 用作饲料是完全可行的。

关键词: 甜高粱; 饲料作物;地膜; 含糖量

中图分类号: S514 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629( 2010) 09 0075 07

*

 随着世界农业的发展, 大力开发饲草饲料对

农业结构调整、生态农业及可持续发展农业必将

起到巨大的作用 [ 1]。甜高粱 ( Sor ghum bicolor )

为世界上生物学产量最高的作物, 在生物量能源

系统中是第一位的竞争者
[ 2]

, 为近年来新兴的一

种糖料作物、饲料作物和能源作物。在甜高粱的

诸多用途中,作为饲料利用具有明显的优势, 既可

做牧草放牧,又可刈割做青饲、青贮和干草,甜高

粱是优质的饲料资源, 种植甜高粱已成为世界众

多国家推进本国种植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 3]
。

中国北方草地自春季 5月开始返青, 6- 7 月快速

生长, 8月达到最大产量高峰, 9月地上植物逐渐

枯黄凋落, 10 月- 次年 4月为枯草期[ 4 5]。青海

省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全国五大牧区

之一,由于高原自然条件的限制、饲养管理水平落

后、超载放牧、草地退化等原因, 每年损失可食鲜

草 1 200万 t ,每年长达半年的冬春季枯草期, 天

然草地草资源匮乏, 牲畜需要大量饲草料补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青海奶业发展较快,以

西宁为中心已形成产、加、销一体的产业化雏形,

还有数量众多的育肥牛羊,都需要大量青饲料
[ 6]
。

目前青海省牧区冬春备荒多以青饲燕麦草为主,

农区奶牛及育肥牛羊以玉米秸秆和小麦秸秆为

主,气候较好地区种植少量苜蓿,还没有饲用甜高

粱种植的报道。为了探索甜高粱在青海作为饲料

作物种植的可能性, 开辟青海饲料新途径,中科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

作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平安生态农业试

验站开展了甜高粱试验研究。

1  试验站基本情况
试验站位于青海省平安县小峡镇下红庄村,

地理位置 102!18∀ E, 36!38∀ N,紧靠国道109公路

旁,湟水谷地, 距离西宁市 27 km, 海拔 2 100 m,

年平均气温 6. 2 # ,年均降水量 354. 1 mm,年蒸

发量 1 800 mm,无霜期 179 d。日平均气温稳定

通过∃0 # 的初日为 3月 13 日, 终日为 11 月 1

日,期间积温 2 900 # % d; 稳定通过∃5 # 的初

日为 4 月 7 日, 终日为 10 月 20 日, 期间积温

2 500 # % d。土壤属灌淤型红粘砂土,灌淤厚度

50~ 60 cm ,田间耕层有机质含量 1. 7%左右, 全

氮 0. 112% ,全磷 0. 058%, 全钾 1. 782%,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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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8. 8。土壤肥力水平中等,地势较平坦。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供试甜高粱品种为中科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 2006 年从澳大利亚引进, 编号

BJ0602。

地膜宽幅为 3 m ,两边埋入土里,地面保留盖

膜宽度 2. 5~ 2. 7 m。铺好地膜后, 用卷尺固定株

行距,人工戳孔, 3~ 4 cm 深, 每穴下种 2~ 4粒。

2. 2 试验方法

2. 2. 1密度试验  设株距 行距为 A( 0. 40 m

0. 42 m)、B( 0. 40 m 0. 33 m)、C( 0. 40 m 0. 28

m)、D( 0. 40 m 0. 24 m )、E( 0. 40 m 0. 20 m) ,

每 666. 7 m 2 对应的株数分别为 4 000、5 000、

6 000、7 000、8 000 株 5种处理, 重复 2 次; 全部

盖膜,每条幅上种 6行,小区面积 17 m 2. 4 m,

小区间设 1 m 间隔, 两端为保护行, 密度为

0. 40 m 0. 20 m。4 月 28 日铺膜, 5 月 3 日播

种。

2. 2. 2灌溉试验  设盖膜( M )、不盖膜( N) 2种处

理,每种处理设不浇水( H )、浇 1 次水( S1) ( 5月

17日苗期)、浇 2次水( S2) ( 5月 17 日苗期、6月

13日出苗后期)、浇3次水( S3) ( 5月 17日苗期、6

月 13日出苗后期、7月 13日拔节期) 4种处理,株

距 行距为 0. 50 m 0. 20 m ,小区面积 10 m

5. 5 m,小区间筑 0. 5 m 塄坎。4月 28日铺膜, 4

月 29日播种。

2. 2. 3示范种植  全部盖膜,株距 行距为 0. 50

m 0. 20 m , 每条幅种 5 行, 共 11 条幅, 总面积

0. 27 hm2 (包括条幅间空行面积)。4 月 28- 29

日铺膜。5月 2- 3日播种。

2. 3 测定项目

2. 3. 1出苗率、定株率  出苗 10 d后, 3~ 5叶查

苗( 5月 21日) ,计算出苗率; 经移栽补苗, 拔节期

统计定株率( 7月 7日) , 查苗和定株率同在中间

行测定。

2. 3. 2株高、茎粗、单株质量、叶片数  在收割前,

在密度试验、灌溉试验的每个处理、示范田每个条

幅的中间行中部连续取 10株,盖地膜的从基部往

上第 6节、不盖地膜的从基部往上第 4节,用卷尺

测单株高度;用游标卡尺测单株茎粗;在电子秤上

称单株质量;数单株叶片数。

2. 3. 3糖分含量  分别于抽穗期和收割前(开花

- 灌浆期) ,对密度试验、灌溉试验的每个处理中

间行连续取 3株,盖地膜的从基部往上第 6节、不

盖地膜的从基部往上第 4节, 测茎秆汁液糖锤度;

从示范田中连取 3株测单株每一节的汁液糖锤

度,分析糖分在单株中的分布。测试仪器为北京

万成北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W2 103型糖

度折射仪,精度 0~ 32%。

2. 4 田间管理  除灌溉试验的播种时间、浇水
次数与密度试验、示范田不同外,其他田间管理基

本相同, 4月 21 日浇作水, 4月 27日底肥施磷酸

二铵 25. 0 g/ m 2 , 尿素 12. 4 g / m2 , 耙磨地; 5 月

11- 15日放苗, 6 月 1- 4日间苗、补苗; 5月 17

日浇 1水; 6月 7- 9日第 2次补苗, 第 1次打芽,

追施磷酸二铵 12. 4 g/ m2、尿素 25. 0 g/ m2 , 6月

13日浇 2 水; 7月 6- 7 日第 2 次打芽、8- 10日

第 2次追施尿素 25. 0 g/ m
2
、13日浇 3水;追肥全

部集中埋入离根8~ 10 cm 处;灌溉试验不盖膜的

8月 26日第 3次打芽。追肥分别在出苗后期和

拔节期,浇水 3次。整个生长期间没有病虫危害,

没有施任何农药。

2. 5 数据处理  所获数据,均用统计学方法计

算出平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比较分析。

3  结果

3. 1 密度试验  密度从 A 处理到 E 处理,出苗

率为 83. 2% ~ 93. 6% ,经补苗后定株率在 94%以

上;各处理生育期表现一致, 5月 11日出苗, 7月

9日拔节, 9月 3日抽穗,在开花- 灌浆期( 10月

21日)收获, 表明密度对生育期没有影响。单株

叶片数 13. 2~ 14. 1(表 1)。

表 1  甜高粱密度试验生育期及叶片数

处理

(株距 行距)

666. 7 m2

密度(株)

出苗率

( % )

定株率

( % )

叶片数

(叶/株)

A( 0. 40 m 0. 42 m) 4 000 91. 5 97. 55 13. 8& 1. 20

B( 0. 40 m 0. 33 m) 5 000 92. 3 94. 35 13. 2& 0. 53

C( 0. 40 m 0. 28 m) 6 000 93. 6 97. 60 13. 8& 0. 94

D( 0. 40 m 0. 24 m) 7 000 83. 2 97. 20 14. 1& 0. 99

E( 0. 04 m 0. 20 m) 8 000 88. 6 97. 05 13. 5& 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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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高、产量随着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茎粗、单

株质量随着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株高以处理 E

最高, 达 2. 79 m ,随密度降低株高依次降低, 处理

A最低,为 2. 44 m;茎粗以处理 A 最粗,达到2. 99

cm, 随密度增加茎粗依次降低, 以处理 E 最细,

为 2. 45 cm; 株高和茎粗方差分析, F 值> F0. 05 ,

表明密度对株高和茎粗有显著影响。单株质量以

处理 A 最高,达 1. 039 5 kg, 依次降低, 以处理 E

最低,为 0. 847 kg ,方差分析 F 值< F0. 05 , 差异不

显著,表明密度对单株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产量

(开花- 灌浆期, 10月 21日收获)以处理 E最高,

理论产量和实测产量每 666. 7 m 2 分别达 6 776

和 6 763. 2 kg, 实测产量比处理 A 增产 68. 78%,

比处理 D增产13. 38% , 增产效益显著。产量方

差分析 F值> F0 . 01 ,表明不同密度间产量有极显

著差异。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相邻 2个处理间差

异不显著,相隔的处理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对

收获的样株置自然条件下晾晒 15 d后测干物质,

为原来的 65%,失水 35%左右(表 2)。

3. 2 灌溉试验  不考虑地膜效应的条件下, 其

他因素相同,浇水次数不同,生育期表现一致,盖

地膜的处理均在 5月 8 日出苗, 7月 9日拔节, 8

月 31日抽穗; 不盖地膜的处理均在 5月 13日出

苗, 7月 24日拔节, 9月 24日抽穗,在开花- 灌浆

期( 10月 21日)收获(表 3)。表明浇水次数的多

少对生育期没有影响。

表 3  甜高粱灌溉试验出苗率、定株率及叶片数

处理
出苗率

( % )

定株率

( % )

叶片数

(叶/株)

MH (盖膜 不浇水) 83. 9 96. 3 14. 2& 0. 63

MS1(盖膜 浇 1 水) 96. 1 97. 4 14. 8& 1. 39

MS2(盖膜 浇 2 水) 95. 1 97. 5 13. 6& 0. 52

MS3(盖膜 浇 3 水) 94. 2 94. 9 13. 2& 0. 75

NH(不盖膜 不浇水) 77. 2 77. 4 12. 4& 1. 43

NH1(不盖膜 浇 1 水) 70. 7 85. 2 12. 2& 0. 63

NH2(不盖膜 浇 2 水) 82. 5 89. 3 12. 8& 0. 92

NH3(不盖膜 浇 3 水) 68. 6 90. 5 12. 5& 0. 59

  从表 4中看出, 不考虑地膜效应的条件下,其

他因素相同,浇水次数不同, 盖地膜的株高2. 61~

2. 74 m、茎粗 2. 44~ 2. 57 cm、单株质量在0. 828~

0. 876 kg、666. 7 m2 产量为 5 477. 4~ 5 521. 9 kg,

方差分析 F 值< F0 . 05 ,没有显著差异。不盖地膜

的株高1. 67~ 1. 81 m、茎粗2. 36~ 2. 75 cm、单株

质量 0. 557~ 0. 679 kg、产量 3 161. 1~ 4 096. 5

kg ,方差分析 F值< F0. 05。表明盖地膜还是不盖

地膜的不同浇水次数对株高、茎粗、单株质量和产

量没有影响, 差异不显著。说明甜高粱对水分的

依赖不高,具有很强的耐旱和抗旱性。

3. 3 地膜效果  盖地膜比不盖地膜的生育期
早,出苗期早 5 d,拔节期早 15 d,抽穗期早 24 d,

收获时,盖地膜的在开花- 灌浆期,而不盖地膜的

停留在抽穗期; 盖地膜的出苗率 83. 9% ~

96. 1%,不盖地膜的为 70. 7% ~ 82. 5% , 盖地膜

比不盖地膜出苗率高 16. 5% ~ 18. 7%, 经补苗

后,盖地膜的定株率达 96. 2% ~ 97. 5%, 不盖地

膜的为77. 4% ~ 90. 2% , 盖地膜比不盖地膜定株

率高 8. 1% ~ 24. 3%; 单株叶片数盖地膜达

13. 2~ 14. 8叶,不盖地膜的为 12. 2~ 12. 8叶,盖

地膜比不盖地膜多 1~ 2叶(表 3)。

对盖地膜和不盖地膜的比较分析表明, 株高、

单株质量、产量之间的方差分析 F 值> F0. 01 , 达

极显著水平,盖地膜比不盖地膜的株高高 0. 91~

0. 94 m、单株质量高 0. 197~ 0. 271 kg、产量高

34. 67%~ 73. 28%, 表明地膜对甜高粱的株高、单

株质量、产量都有极显著的作用。盖地膜的茎粗

2. 44~ 2. 57 cm , 不盖地膜的茎粗2. 36 ~ 2. 75

cm, 方差分析 F 值< F0. 05 , 表明盖地膜和不盖地

膜对茎粗没有影响(表 4)。

3. 4 含糖量测定  从表 5中看出, 密度试验在

抽穗期( 9月 3 日)对各处理单株茎秆含糖量测

定,密度处理 A 的汁液糖锤度最高, 达 9. 36%, 其

他处理为 8. 65%~ 8. 80%, 收割前( 10月 21日)第

2次测单株汁液糖锤度增加为 15. 27%~ 16. 43%。

2次汁液糖锤度测定值方差分析 F 值分别为

0. 685 4和 0. 967 9, 均小于 F0. 05 , 没有差异,表明

密度对单株含糖量没有影响。

7709/ 2010 草  业  科  学(第 27 卷 09 期)





表 5  不同处理甜高粱含糖量 %

处理 抽穗期含糖量 收割前含糖量 比不盖膜增

A 9. 36& 0. 98 115. 73 & 1. 31

B 8. 67& 0. 63 15. 27& 0. 29

C 8. 80& 0. 80 15. 87& 1. 23

D 8. 65& 0. 88 16. 43& 0. 46

E 8. 80& 1. 06 16. 43& 1. 25

MH 8. 60& 0. 72 16. 47& 0. 90 47. 98

MS1 8. 73& 0. 99 15. 93& 0. 64 29. 19

MS2 9. 23& 0. 65 16. 40& 1. 74 34. 43

MS3 8. 40& 2. 03 16. 67& 0. 64 28. 92

NH 5. 23& 0. 49 11. 13& 1. 36

NH1 5. 60& 0. 40 12. 33& 1. 17

NH2 5. 57& 0. 29 12. 20& 1. 44

NH3 5. 50& 1. 40 12. 93& 0. 12

 注: A、B、C、D 为株距 行距处理, A 为 0. 40 m 0. 42

m, B 为 0. 40 m 0. 33 m, C 为0. 40 m 0. 28 m, D 为0. 40

m 0. 24 m, E 为 0. 40 m 0. 20 m; MH 为盖膜不浇水,

MS1 为盖膜浇 1水, MS2 为盖膜浇 2 水, MS3 为盖膜浇 3

水, NH 为不盖膜不浇水, NH 1 为不盖膜浇 1 水, NH2 为

不盖膜浇 2 水, NH3 为不盖膜浇 3水。

  灌溉试验在抽穗期( 9月 3日)对各处理单株

茎秆含糖量测定,盖地膜汁液糖锤度为 8. 40% ~

9. 23%,不盖地膜为 5. 23%~ 5. 60% ;收割前( 10

月 21 日 ) 盖地膜汁液糖锤度为 15. 93% ~

16. 67%, 不盖地膜为 11. 13%~ 12. 93%; 盖地膜

和不盖地膜的浇水次数处理间汁液糖锤度方差分

析 F值< F 0. 05 ,表明浇水次数对含糖量没有显著

影响。盖地膜开花 ∋ 灌浆期的汁液糖锤度比抽穗
期提高 80. 61% ~ 89. 64%, 不盖地膜的提高

112. 81% ~ 130. 81%。表明随着生育期的延长,

茎秆糖分含量也快速增加。盖地膜的汁液糖锤度

在抽穗期比不盖地膜高 52. 73% ~ 64. 44%、开

花- 灌浆期高 29. 19% ~ 47. 98% ,表明盖地膜对

茎秆糖分含量的积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10 月 21 日测定单株每节含糖量, 密度

0. 50 m 0. 20 m, 盖地膜, 甜高粱共有节间数

13~ 14节,每节的汁液糖锤度见图 1。基部第 1

节为14. 52%,第 2 节下降为 13. 27% , 之后逐节

汁液糖锤度增加, 第 10节达到最高值( 18. 73%)

后,随节间数的增加逐节降低,第 14节(穗下节)

为 15. 30%, 总体平均为 16. 51% ,该平均数与第

6节的汁液糖锤度 16. 80%最接近,因此可以通过

测第 6节的含糖量来代表整株的含糖量。

图 1 不同节间的糖分含量

3. 5 示范田结果  示范田出苗 5月 8- 9日,出

苗率 74. 7% ~ 92. 7%, 经补苗后, 定株率为

86. 3%~ 98. 0%,拔节期 7月 3日, 抽穗期 9月 3

日, 10月上旬(开花 ∋ 灌浆期)测定株高 2. 59~

2. 75 m , 茎粗 2. 55 cm, 单株质量 0. 814 0 ~

0. 886 5 kg,理论产量每 666. 7 m2 平均为5 106. 3

kg ,实测产量平均为 4 890. 8 kg。

3. 6 效益分析  以每 666. 7 m2 平均产量

4 890. 8 kg, 0. 26 元/ kg 计, 产值 1 271. 61元, 生

产成本计 715. 00元, 其中化肥 150. 00 元, 种子

60. 00元,人工(铺地膜、种、打芽、收割等) 400. 00

元,地膜 90. 00 元, 水费 15. 00 元, 可获纯收益

556. 08元,投入产出比为 1 1. 78,效益显著。另

外,农民把打下的芽(分蘖枝)拿回家喂牛羊,牛羊

喜食。初步试验结果表明,甜高粱在青海省东部

农业区种植,用作饲料是完全可行的。

4  讨论
饲料谷物是在食用谷物基础上培育出来专门

用来饲养牲畜的特殊品种,包括饲料水稻、玉米、

麦类、薯类、高粱、油菜等。饲料谷物等同于高蛋

白的草,全株营养丰富,是现代营养体农业的主体

之一
[ 7 ]
。甜高粱具有很强的抗逆力,种植地域很

广泛,热带、温带和亚寒带均可种植,尤其是在一

些气候条件不利、生产条件不好的地区,土壤瘠薄

的山区和半山区都可种植
[ 8]
。国外高产纪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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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005 kg/ hm2 , 国内高产纪录产量 157 500

kg / hm2 ,一般产量 6 万~ 12万 kg/ hm2 , 比青饲

玉米增产 4. 5 万~ 6 万 kg/ hm 2。甜高粱营养丰

富,各种养分含量均优于玉米,茎秆本身含糖量达

18% ,比青饲玉米高 2倍,甜脆爽口,适口性好,没

有不良气味, 奶牛和牲畜都喜欢吃, 可有效提高

肉、蛋、奶的产量和质量, 不论是用作青饲料, 还是

用作青贮饲料,其效果均比玉米好。在当前生产

中使用的青饲玉米、大麦、苜蓿、燕麦中,甜高粱独

占鳌头,因此大力开发推广甜高粱作物是发展畜

牧业的可靠有效的措施[ 3]。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

水热条件在种植一季粮食作物时有余, 而种植两

季粮食作物又嫌不足;在这些地区利用剩余的光、

热、水、土资源, 发展农区草业,将牧草引入传统耕

地农业,在保证谷物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光、热、水、土等资源,在大幅度提高第一性生产的

生产效率的同时, 又为第二性生产提供优质、充

足、廉价的饲料资源,以先进养殖业, 提高饲料报

酬率,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无可替代
[ 9]
。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我国从美国引进甜

高粱品种丽欧( Rio)、洛马( Roma)、雷伊( Wray)、

拉马达( Ramada)等品种后产量大幅度提高, 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 很快传播到河北、河南、天津、宁

夏、湖北、安徽、云南、广东等地, 产量为 33 510~

56 475 kg/ hm2 , 是玉米产量的 1. 92~ 2. 5 倍, 大

量用作牲畜饲料。此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

究所及辽宁、沈阳、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的科研

院校都相继开展了甜高粱的研究, 育出一批甜高

粱饲用品种, 平均产量 45 000~ 75 000 kg/ hm2 ,

还可产 3 000~ 4 000 kg/ hm 2 的籽粒。目前, 甜

高粱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全国 24个地区,多以饲

料为主,又以青贮饲料为多。由于甜高粱比玉米

青贮产量高,成熟时茎叶鲜绿,茎秆多汁多糖,许

多地方都改变了过去的传统习惯, 由种植青贮玉

米改为种植甜高粱进行青贮。天津市工农联盟农

场用甜高粱作青贮饲料成本比玉米降低 25% ,奶

增产 0. 55 kg/ (头 % d) , 乳脂率提高 0. 12%。北

京北郊农场和南郊牛奶公司, 以甜高粱作为青贮

饲料,每年青贮甜高粱饲料3 500万kg ,种植甜高

粱解决了他们饲料不足问题, 即经济方便、饲喂效

果又好[ 10]。21世纪初,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利

用育成的新品种, 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甜高粱秸秆粉配合饲料(发明专利: ZL99106068)

深加工技术, 已在生产上应用 [ 11]。近年来, 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兰州、定西、白银及武威

等市的水浇地、旱地、山坡地、盐碱地等多种区域

近 200 hm2 土地上试种了 10多个品种,筛选出了

4个适宜推广种植的优良品种, 其茎秆 667. 7 m2

产量平均在 5 t 以上, 汁液糖锤度平均在 18%左

右。利用民勤县已经倒闭的原玉米酒精厂大量闲

置设备,采用全国首家甜高粱酒精发酵工业化生

产技术生产酒精, 目前这项技术工艺已经申报专

利。另外榨汁后还可得 40%甜高粱渣, 即可获得

3万 kg/ hm2 的甜高粱渣,通过加工为青贮饲料进

行肉牛育肥,可满足 4头肉牛的饲料供应[ 12]。

青海地处高原, 气温相对偏低,每年种一季作

物,多以春小麦、青稞、油菜、马铃薯为主。川暖水

地 7月底、8月上旬收割完毕, 土地裸露、呈一片

土黄色。而 8 ∋ 9月中旬这段时间,气温虽比 7月

下降,但仍是较高时期。2009年试验, 7月下旬甜

高粱高度 1. 2 m 左右, 到 9月初为 2. 2 m 以上, 9

月底为 2. 6 m 以上, 这个阶段成为甜高粱生长发

育最快、生物产量、糖分含量积累最多的时期。9

月下旬青海高原日最高气温降至 15 # 以下,试验

站附近农民种的玉米已是叶枯秆黄, 而盖地膜甜

高粱的生育期在开花期, 不盖地膜在抽穗期。气

温虽不能满足甜高粱完整生长的需求, 但此时甜

高粱生长繁茂,茎叶鲜绿, 茎秆多汁多糖, 口感也

好。此时收获,产量和含糖量虽然没有达到最高

值,但也处于较高时期,仍是一个品质优良的饲料

作物,完全可以用作青干、青贮饲料,满足畜牧业

发展需要。因此在青海东部农业区种植甜高粱可

充分利用其他作物收割后的光、热、水、气资源,还

能延长青海高原秋天田野绿色期。

甜高粱是一个节水型作物, 具有较强的耐旱

和抗旱性。青海高原属干旱地区, 东部农业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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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水量仅有 200~ 400 mm,种植甜高粱可以避

免与其他作物争水的矛盾。在整个试验种植期,

没有发生任何病虫害,没有施用任何农药,种植甜

高粱不会有任何污染,是一种绿色饲料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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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weet sorghum growing on Qinghai Plateau

LI Chun xi1 , DONG Xi cun2 , LI Wen jian2 , ZHANG Huai gang 1 , CHEN Zhi guo1

( 1. Key Laboratory of A daptat ion and Evo lut ion of P lateau Bio ta, Northw est Inst itute of

Plateau Biolog 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 inghai Xining 810001, China;

2. Inst itute of M oder n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ansu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Sw eet sorghum ( Sor ghum bicolor ) w as gr ow ed on Qinghai P lateau and the preliminary re

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lant density show ed a signif icant effect on plant height , stalk diameter and u

nit y ield, but its effect on g row th period and single plant yield w ere not signif icant . T he highest y ield

w as 101 448 kg/ hm2 when plant density w as 120 000 plants/ hm2 . T he irrig at ion t imes did not signif i

cant ly affect the growth period, plant height , stalk diameter, sing le plant yield and unit y ield, w hich

suggested that sw eet sor ghum had st rong drought tolerance and drought resistance. P last ic f ilm mulc

hing show ed significant posit ive effect on grow th period, plant height and unit y ield. The sugar con

tent under plastic f ilm mulching w as 15. 93% to 16. 67% and increased by 29. 19% to 47. 98% com

pared w ith contr ol. In f ield demonst rat ion t rial, the yield w as 73 362 kg/ hm2 ( density w as 90 000

plants/ hm
2
) and the rat io of input and output w as 1 1. 78.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sw eet sor ghum

was sat isfied as forage and silage in the research area.

Key words: sw eet sorghum; fo rage crop; plast ic film; suga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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