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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来源甜高粱的主要性状, 探索甜高粱的共性与特性。[ 方法] 以农甜5 号、佛甜2 号、吉甜2 号、京引8 号为
试材 ,对生长势、含糖量变化、植物学性状表现进行研究。[ 结果] 不同来源的甜高粱品种在珠三角腹地均能种植 , 以农家品种表现较弱 ;
糖含量积累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以茎中部含糖量高, 其次是基部。[ 结论] 甜高粱来源不同 ,优势表现的部位不同。
关键词 甜高粱 ;来源 ; 性状
中图分类号  S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8)30 - 13085 - 02

Study on Main Characters of Sweet Sorghumfrom Different Sources
LIU Xiao-hui  (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Guangdong 528000)
Abstract  [ Objective] General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red through comparison of main characters of sweet sorghumfrom different
sources .[ Method] Nongtian No .5 ,Fotian No .2 and Jitian No .2 ,JIngjin No .8 were takenas test materials to study growing trend ,change of the sugar con-
tent ,and botany character performance .[ Result] The sweet sorghumvariety fromdifferent sources coul d be planted inthe bead triangle center .The perfor-
mance of the peasant family variety was the weakest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the sugar accumulation was consistent .The sugar content was highinthe mid-
dle stem,next was that inthe base .[ Conclusion] The sources of sweet sorghumwere different ,and the spots performing superiority were differ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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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高粱是粒用高粱的一个变种。甜高粱可分为不同的

来源。从遗传上来讲, 甜高粱可分为来自不同的亲缘。从地

理上来讲 , 甜高粱又可分为不同的生态型。研究甜高粱的来

源, 探讨其亲缘关系和地理远缘关系, 对于甜高粱的系统研

究、弄清甜高粱的资源范围、甜高粱的育种研究、遗传研究、

适应性研究以及开发利用均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1] 。笔者

通过甜高粱的主要性状研究不同来源的异同, 为甜高粱的深

入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7 年3 ～9 月在佛山大学园艺试验基地引种圃

进行。田间设计顺序排列, 行长4 m, 行距30 c m, 株距13 c m,

2 行区。采用区内条播的方式进行播种。播前整地时施农家

肥45 t/ hm2 , 播种时施复合肥750 kg/ hm2 , 追施复合肥 750

kg/ hm2 , 适时浇水, 适时开苗、定苗, 注意防治病虫害, 及时中耕

除草,其他同于南方大田生产管理。从7 月19 日抽穗期开始,

每隔7 d 定时、定株用测糖仪测定参试品种茎的上、中、下部含

糖量,成熟期测定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来源甜高粱生长势表现  从图1 可以看出, 不同

来源甜高粱生长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 以佛甜2 号生

长势最旺盛 , 说明该品种选育于珠三角, 对该地生态环境适

应性较强 , 生长势表现优势强 ; 其次是吉甜2 号和京引8 号 ,

二者相仿, 只是吉甜2 号平稳些, 而京引8 号在6 月25 日出

现1 个峰值; 由于农甜5 号是东北农家品种, 生态型与珠三

角有差异, 因此表现生长势弱一些, 但经过改良可作为亲本

材料或养地、休闲、间种的品种用于提高复种指数[ 2] 。

2 .2 不同来源甜高粱含糖量的变化  从图2 可以看出, 京

引8 号茎上部含糖量较高, 其次是佛甜2 号和吉甜2 号, 但波

动较大, 而农甜5 号虽含糖量相对较低, 但上部茎含糖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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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而平稳 , 这是甜高粱研究所需要的性状[ 3] 。从图3 可以看

出, 以吉甜2 号和佛甜2 号中部茎含糖量较高, 但不是很平

稳; 京引8 号含糖量起点高, 但在8 月13 日含糖量出现低值 ,

接近成熟时含糖量又升高; 而农甜5 号处于平稳而较低的含

糖量表现。从图4 可以看出, 农甜5 号茎下部含糖量基本平

图1 生长势的表现

Fig.1 Perfor mance of growthvigor

图2 茎上部含糖量的表现

Fig.2 Perfor mance of sugar content in upper stem

稳, 达6 % ; 京引8 号起点高, 含糖量达18 % 左右; 佛甜2 号含

糖量波动较大; 吉甜2 号茎下部含糖量为先高—中平—后低

的表现。所以 , 除农甜5 号外 , 其他3 个甜高粱品种含糖量

表现波动较大[ 4] 。

2 .3 不同来源甜高粱植物学性状表现  从表1 可以看出 ,

除农甜5 号外, 其他3 个品种株高均在220 c m 左右; 从所测

定的植物学性状来看 , 叶鲜重、鞘鲜重、茎鲜重均以佛甜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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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茎中部含糖量的表现

Fig.3 Perfor mance of sugar content in middlestem

最高, 穗长、穗重均以吉甜2 号数值最大, 穗粒重和千粒重以

京引8 号较高; 从上三叶的叶面积来看, 吉甜2 号剑叶及倒

二叶叶面积较大, 而倒三叶则以京引8 号叶面积较大。总的

来看, 不同来源甜高粱品种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 , 佛甜2

号生物产量性状占优势; 吉甜2 号则穗大小和上三叶叶面积

较占优势 ; 京引8 号则籽粒、倒三叶叶面积占优势; 农甜5 号

各性状均表现较低 , 但从田间观察来看由于农甜5 号植株

不是很高, 所以田间表现抗倒伏、抗风能力较强。

图4 茎下部含糖量的表现

Fig .4 Performanceof sugar content inlower stem

3  结论

( 1) 从生长势来看 , 以珠三角腹地选育的品种———佛甜2

号生长势最强, 说明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适应性强; 以农家品

种农甜5 号生长势最弱; 吉林和北京的甜高粱品种生长势表

现相仿。所以 , 外来品种必须在当地进行引种适应性试验 ,

方可直接用或作为亲本[ 5] 。

表1 植物学性状表现

Table 1 Performanceof botanical character

品种
Cultivar

株高∥cm
Plant
height

叶鲜重∥g
Leaf fresh

weight

鞘鲜重∥g
Sheathfresh

weight

茎鲜重∥g
Stemfresh

weight

穗长∥cm
Spike length

穗重∥g
Spike
weight

穗粒重∥g
Spike grain

weight

千粒重∥g
1000-grain

weight

叶面积∥cm2 Leaf area

剑叶
Flagleaf

倒二叶
Top second

leaf

倒三叶
Top third

leaf

农甜5 号Nongtian No .5 177 .5 15 26 .3 105 17 .3 11 .7 7 .8 18 .8 119 .9 205 .0 231 .2

佛甜2 号Fotian No .2 226 .9 55 34 .6 185 19 .1 11 .9 8 .3 19 .8 70 .1 137 .1 250 .3

吉甜2 号Jitian No .2 225 .7 35 22 .9 165 23 .4 23 .3 9 .8 18 .4 146 .5 278 .4 281 .2

京引8 号Jingyin No .8 226 .0 40 23 .6 150 18 .9 16 .9 12 .7 20 .7 95 .2 239 .2 379 .1

  ( 2) 从含糖量来看, 不同来源甜高粱品种表现不一, 主要

特点是以茎的中部含糖量较高, 其次是下部 , 上部较低。不

同来源的品种中, 以农家品种含糖量最低而且茎的上、中、下

较均匀, 波动不大; 而另外3 个来源的品种则表现为不同时

期含糖量波动大, 不均匀。

(3) 从植物学性状来看, 不同来源甜高粱品种具有不同

的植物学性状优势[ 6] 。佛山选育的甜高粱品种生物产量性

状优势强; 来自吉林的甜高粱品种穗性状优势强; 来自北京

的甜高粱品种籽粒性状优势强; 而农家品种则表现为抗倒

伏、抗风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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