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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寻找甜高粱与粒用高粱主要性状的异同。[ 方法] 选用代表性甜高粱T26、T37 品种 , 粒用高粱 R123、LR198 品种 , 研究其生
长势、植物学性状表现、含糖量、叶绿素含量、呼吸速率。[ 结果] 结果表明 , 甜高粱生长优势显著优于粒用高粱 , 主要表现在与生物产量
有关的性状 ; 糖含量的积累起点及总含量均高于粒用高粱 , 而甜高粱和粒用高粱糖积累总趋势是一致的 ; 甜高粱生物产量优势强 , 而粒
用高粱穗部性状优势强 ; 生理性状中叶绿素含量粒用高粱优于甜高粱 , 而呼吸速率甜高粱偏高。[ 结论]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功能不同而
用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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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weet Sorghumand Grain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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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i 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mai 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sweet sorghum and the grain sorghum were searched .
[ Method] Sweet sorghumT26 , T37 variety , grainsorghumR123 , LR198 variety were selected representatively . The growing trend , the botany character ,
the sugar content ,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 the breathspeed were studied . [ Result] The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weet sorghumgrowth obviously surpassed
the grain sorghum. The sugar content accumulation beginning and the total content were higher than the grain sorghum, but the sweet sorghumand the
grain sorghumsugar accumulation general trend was consistent . Sweet sorghumbiology yield was superiority , but grain sorghumear of characteristic was
superiority . In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 ,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grainsorghumsurpassed the sweet sorghum, but sweet sorghumwas higher i nthe breath
speed . [ Conclusion] The function of the sweet sorghumand the grai n sorghum was different , but the use was differ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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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粱按其用途可以分为粒用高粱、甜高粱、饲草高粱。

目前, 粒用高粱主要用于工业原料或部分食用 ; 甜高粱则是

近年新生的作物, 由于它可以作为绿色能源, 是即可再生又

无污染的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能源库 , 受到世人的重视, 全

世界都在大力研究挖掘它的潜力 , 为解决世界能源的短缺问

题寻找新的出路; 饲草高粱主要用于绿色饲料作物, 为畜牧

业的发展提供可再生的绿色饲料源[ 1 - 3] 。笔者主要是通过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主要性状的比较研究[ 4 - 8] , 寻找甜高粱与

粒用高粱的异同, 确定其利用价值, 旨在为育种研究及甜高

粱的开发与利用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选用有代表性的2 个甜高粱品种T26、T37 ,2 个粒用

高粱品种R123、LR198。试验于2007 年3～9 月在珠三角腹地

的佛山市佛山大学园艺试验基地进行。田间设计按顺序排

列, 行长4 m, 行距30c m, 株距13 c m, 采用区内条播, 播种前施

农家肥 , 播种时施种肥1 500 kg/ hm2 , 追肥1 500 kg/ hm2 。生长

势及含糖量均是在拔节期开始每7 d 定时、定株、定量测定 ;

成熟期测定每个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 利用分光光度计和小

篮子法测定参试品种上三叶的叶绿素含量和呼吸速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生长势表现  从图1 可以看出, 甜

高粱的总体生长势均比粒用高粱高得多, 达到峰值后的时间

是6 月25 日抽穗盛期。2 个品种甜高粱 , 以T26 生长势表现

平稳增长 , 而T37 在6 月25 日以后下降后又上升, 增长趋势

不是很稳定; 而2 个粒用高粱品种中前期平稳增长但幅度不

大, 后期表现出波浪式增长。

2 .2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含糖量表现  从图2 可以看出, 甜

高粱与粒用高粱在含糖量上有明显的区别, 但二者的趋势是

一致的, 均是随着籽粒的灌浆糖的含量逐步增加, 而在成熟

期又逐步降低。其中, 甜高粱糖积累的起点比粒用高粱高5

个百分点, 总体含量也比粒用高粱高得多, 证明糖的含量不

同, 用途不同。所以甜高粱多用于绿色能源作物, 而粒用高

粱多用于工业原料或食用。

图1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生长势的变化

Fig .1  The changes of growth vigor in sweet sorghumand grain

sorghum

图2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含糖量比较

Fig .2 Thecomparisonof sugar content betweensweet sorghumand

grainsorghum

2 .3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植物学性状表现  从表1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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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甜高粱的株高和节数均比粒用高粱高得多 , 株高高70

c m, 节数多2 节 , 叶鲜重高30 g , 茎鲜重高205 g , 含糖量高4

个百分点; 而粒用高粱穗部性状的穗长、千粒重、穗重、穗粒

重比甜高粱高得多。由此证明, 甜高粱与生物产量相关的一

些性状要比粒用高粱优势得多, 而粒用高粱与籽粒产量相关

的性状占有一定的优势。

2 .4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生理性状表现  从表2 可以看出 ,

粒用高粱上三叶的叶绿素含量均比甜高粱高, 且以剑叶最

高, 而上三叶的呼吸速率均是甜高粱高 , 而且以倒三叶呼吸

速率高、代谢快。

3  结论与讨论

( 1) 甜高粱的生长势明显高于粒用高粱, 而且差异显著 ,

主要表现在株高及与生物产量有关的性状上, 如叶鲜重、茎

鲜重、节数等。

( 2) 甜高粱的含糖量明显高于粒用高粱, 而且起点高, 但

二者糖积累的趋势是一致的。

表1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植物学性状表现

Table 1 The perfor mances of botanical charactersinsweet sorghumand grainsorghum

类型
Types

品种
Cultivar

株高
Plant
height

cm

节数
Node

number
节

上三叶面积
Area of the
top-third
leaf ∥cm2

叶鲜重
Freshleaf

weight
g

鞘鲜重
Fresh
sheath

weight ∥g

茎鲜重
Freshstem

weight
g

穗长
Spike
length

cm

千粒重
1 000-grain

weight
g

穗重
Spi ke
weight

g

粒重
Grai n
weight

g

含糖量
Sugar

content
%

甜高粱 T26 198  11 798 .9 40 24 .5   150 18 .6 19 .9 22 .2  12 .0 17 .4

Sweet sorghum T37 240 10 1 357 .5 70 35 .0 290 23 .6 26 .1 16 .0 10 .8 17 .1

粒用高粱 R123 122 10 1 070 .2 40 35 .1 95 28 .0 26 .9 11 .4 4 .1 12 .8

Grainsorghum LR9198 176 9 1 251 .7 40 24 .0 140 29 .3 31 .5 28 .1 13 .8 14 .5

表2 甜高粱与粒用高粱生理性状表现

Table 2 Theperformance of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insweet sorghumand grainsorghum

类型
Types

品种
Cultivar

叶绿素含量Chlorophyll content ∥mg/ g
剑叶

Flag leaf
倒二叶

Top-second leaf
倒三叶

Top-thirdleaf

呼吸速率Respirationrate∥mg( CO2) / (g·h)

剑叶
Flagleaf

倒二叶
Top-secondleaf

倒三叶
Top-third leaf

甜高粱Sweet sorghum T26 0 .181 0 .252 0 .228 1 .980 0 .710 2 .020

粒用高粱Grainsorghum R123 2 .580 1 .130 1 .580 0 .214 0 .260 0 .821

  ( 3) 甜高粱与生物产量相关的性状优势强; 而粒用高粱

与籽粒相关的性状优势强。

( 4) 甜高粱上三叶的呼吸速率高, 以倒三叶表现突出; 而

粒用高粱上三叶绿素含量高 , 其中以剑叶含量最高, 光合作

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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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关系最为密切。土壤中磷含量过高往往抑制丛枝菌

根真菌的发育和功能[ 13] 。该研究通过对土壤理化性质与

孢子数量进行比较, 发现土壤理化性质( 有效磷和全盐量)

影响着菌根真菌的孢子数量, 主要表现为土壤有效磷( 试验

测量范围 :2 ～40 mg/ 100 g) 与土壤 AM 真菌孢子数量呈负相

关, 其详细机理以及 AM 真菌在以硬枝碱蓬为建群种的生

态条件下的种群分布及进化适应性仍需进一步研究。进一

步阐明这些极端生境中 AM 真菌种群与植物之间的内在关

系, 对于理解以硬枝碱蓬为建群种的脆弱生态系统的演化

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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