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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早熟高梁品种在青海高原的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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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中早熟高粱品种作为饲料作物在青海高原种植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引种试验。结果显 

示，收割时子粒不能成熟，但用于饲料是完全可行的。吉杂96、吉杂 97、吉杂 123表现良好，茎叶产量分别为 

77 482．4、55 211．7和 67 410．8 kg／hm ，茎秆糖锤度分别为 l5．82％、15．86％和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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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experiment of introducing sorghum varieties was conducted with th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id—early sorghum varieties could be used as a forage crop in Qinghai plateau．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ed of sorghum varieties studied could not mature，however，utilizing the sorghum varieties 

as forage crop is feasible．Well performance was observed on’Jiza 96’．’Jiza 97’and’Jiza 123’．The yield of 

stem and leaves were 77482．4kg，5521 1．7kg，67410．8 kg／hm2，and the stem sugar brix were15．82％ ，15．86％， 

1 0．76％，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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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Sorghum bicolor(L．)Moench]是主要的 

作物之一，也是重要粮饲作物和酿酒原料【l1。 

高粱曾在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2O世纪 70 

培品种的多样性特点也不一样，故高粱的分布与 

生产带有明显的区域性[3]。 有关品种及相关研究 

已有大量报道『4_ 。青海高原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 

以前，一直占有饲料市场的主导地位，在 8O 目前还没有饲用高梁种植的报道。为了探讨高梁 

年代还有一定比例[2]。高粱在中国的分布极广，单 作为饲料作物在青海高原种植的可能性，2010年 

产从 1952年 1 185 

kg／hm ，即增加了 3 

于高粱栽培区的气 

kg／hm 上升到 90年代 4 005 3月从吉林省农 

倍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由 在中国科学院西 

科院引进 11个 中早熟高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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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地概 况 

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位于青海省平安县／J 

镇下红庄村，地理位置东经 102。18 ，北纬 

、峡 

36。 

38 ，海拔 2 100 m，年均气温 6．2℃，年均降雨量 

354．1 mm，年均蒸发量 1 800 am，无霜期 17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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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气温稳定通过 ≥0℃的初 日为 3月 13日，终 

日为 1 1月 1日，期间积温 2 900℃·d，稳定通 

过≥5 qC的初 日为 4月 7日，终 日为 10月 20日， 

期间积温 2 500℃·d。土壤属灌淤型红黏沙土，土 

壤有机质 1．7％，全氮 0．112％，全磷 0．058％，全钾 

1．782％，pH值 8．3～8．8，土壤肥力中等，较平坦， 

前茬小麦。2010年夏秋季(7—9月)出现高温，降 

雨量比往年严重偏少，发生严重干旱，对高粱的正 

常生长造成一定影响。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 11个 ，品种名称是四杂 25、四杂 

29、吉杂 90、吉杂 96、吉杂 97、吉杂 99、吉杂 118、 

吉杂 l23、吉杂 124、吉杂 125和吉杂210。 

2．2 试验方法 

铺地膜，地膜宽度为 3 m，两边埋入土中，地 

面保 留地膜宽度 2．6～2．7 m。试验小区面积 5．5 

m X 2．4 m=13．2 mz，随机排列，2次重复。行株距 

40 cm×20 em，120 000株 ／hm ，用卷尺固定行株 

距，每小区种6行，人工戳孔，每穴下种 2—4粒。 

施底肥磷酸二铵 225 kg／hm ，尿素 150 

kg／hm ；5月 8日播种 ，5月 28日一29日移栽 

补苗 ，5月 29日浇头水 ，6月 23日浇 2水 ，拔节 

期浇 2水前追施尿素 225 kg／hm ，每株约 2 g，距 

根部 8 10 em处人工戳孔，集中施肥；浇 3水 

前，追施尿素 75 kg／hm ，撒人地中，没有施用任 

何农药。人工除草 2次。lO月 9日取样测数据、测 

产，之后收割。 

2．3 测定项目 

小区两边第 2行为样段区，数据均在样段区 

内取得。 

2．3．1 生育期 

分播种、出苗、分蘖、拔节、抽穗、成熟、收割记 

载生育期。 

2．3．2 出苗率、定株率 

出苗 10 d后，3～5叶查苗，计算出苗率，移栽 

补苗后，拔节期统计定株率。 

2．3．3 株高、茎粗、单株质量、叶片数 

收割前 ，在样段区内中部连续取 10株 ，用卷尺 

测单株高度；从基部往上第 6节，用游标卡尺测单 

株茎粗；在电子秤上称单株重量；数单株绿叶数。 

2．3．4 茎秆糖锤度 

在 2．3．2测定样株内，测茎粗节(第 6节)剥去 

皮，用手钳挤出汁液 2—3滴，滴在测试仪器上，测 

茎秆糖锤度。测试仪器为北京万成北增精密仪器 

有限公司生产的 WZ一103型糖度折射仪 ，精度 

0～32％ 。 

2．3．5 茎叶产量 

以单株平均重量×定株率，计算出每公顷茎 

叶产量(子粒被鸟吃掉，不能反映真实子粒产量， 

没有单独称重)。 

2．4 数据处理 

所获数据均用农作物试验专用 RCT99统计 

软件，进行比较分析。 

3 结 果 

3．1 生育期 

l1个品种的生育期表现见表 1。各品种在拔 

节期前生育期表现基本一致，播种到出苗 9—1 1 

d，出苗到拔节 44 45 d；抽穗期品种间表现出差 

异，四杂 25、吉杂 1 18抽穗最早 ，出苗到抽穗 81 

d，比其它品种早 2～9 d；吉杂 90、吉杂 123抽穗 

最晚，出苗到抽穗88～90 d，其它品种居中。试验 

点的气温 9月下旬日最高在 l5℃以下，高粱基本 

不能灌浆，l0月中旬有霜冻，收割时子粒不能完 

全成熟，吉杂 96、吉杂 97、吉杂 99、吉杂 118品种 

能到灌浆后期，子粒开始变硬，其它品种在灌浆中 

期或中后期。表明这些高粱品种在青海高原不能 

作为粮食作物种植，可以作为饲草料作物种植。 

表 1 生育期表现 月，日 

品种 收割时生 

四杂 25 

四杂 29 

吉杂 90 

吉杂 96 

吉杂 97 

吉杂 99 

吉杂 118 

吉杂 123 

吉杂 124 

吉杂 125 

吉杂210 

8／10灌浆中后期 

8／10灌浆中后期 
8／10灌浆中期 

8／10灌浆后期 
8／10灌浆后期 

8／10灌浆后期 

8／10灌浆后期 

8／10灌浆中期 

8／10灌浆中后期 

8／10灌浆中期 

8／10灌浆中期 

觚 詈耄 觚 啪 詈鲁 

一 ∽ 

苗一 一""" "””” 

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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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苗率、定株率 

出苗 10 d后 ，3～5叶查苗，出苗率 70．3％ 

76．7％，经移栽补苗后，拔节期统计定株率，定株 

率 76．7％～83．3％。出苗率较低可能与播种人员 

的技能、播种深度有关，与品种无关。 

3．3 收割时性状表现、茎叶产量及茎秆糖锤度 

收获时对各品种的株高、茎粗、单株鲜重、绿 

叶数、茎叶产量及茎秆糖锤度进行了测定(表 21。 

可以看出，品种间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11个 

品种的株高 100．6～157-3 em，平均 132．7 cm，吉 

杂 96最高，吉杂 9O最矮；茎粗 1．56—2．17 cm，平 

均 1．81 cm，吉杂 123最粗，吉杂 125最细；单株重 

量 366．5～797．5 g，平均534．1 g，吉杂96最重，吉杂 

90最轻；收割时单株绿叶数6．4～10．4片，吉杂123最 

多，吉杂97最少；每公顷茎叶产量34 301．1—77 482．4 

kg，平均52 246．6 kg，吉杂96最高，吉杂 9O最低； 

茎秆糖锤度 7．8％～l6．52％，平均 13．43％，吉杂 

210最高，四杂25最低。茎叶产量和茎秆糖锤度作 

为饲草料作物的2个重要指标来看，吉杂 96、吉杂 

97、吉杂 123综合表现优于其它品种。 

表 2 收获时性状表现、产量及糖锤度 

注：同列数据比较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O1)。 

4 讨 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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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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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曾是全国四大粮食作物之一，是继 

水稻、小麦之后排在玉米之前的高产粮食作物，20 

世纪 50年度初期 ，全国种植面积 曾达到 800万 

hm 【 。饲草高粱是畜牧业一种很好的饲草来源， 

营养价值超过青贮玉米，而且产量高，质地细软、 

适口性好，没有不良气味，家畜都爱吃，可有效提 

高肉、蛋、奶的产量和质量，发展前景非常广阔I 。 

4．2 中早熟高粱品种在青海高原海拔 2 1O0 m 

地区种植 ，9月底 10月初收割时子粒不能完全成 

熟，但作为饲料作物，用于青干、青贮、青饲料是完 

全可行的。以茎叶产量和茎秆糖锤度作为饲草料 

作物的2个重要指标 ，l1个参试品种中，吉杂 

96、吉杂97、吉杂 123综合表现优于其它品种。 

4．3 本试验未做营养成分分析，还有待测试，还 

需开展饲喂效果研究。 

4．4 把好播种质量关，提高出苗率，确保定株率， 

是提高高粱产量的重要基础和技术，要培训播种 

人员，提高播种质量。拔节期、7月下旬结合浇水， 

集中追施氮肥，提高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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