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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甜高粱品种在西宁地区的比较试验

冯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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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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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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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春源畜牧有限公司!青海 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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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选择不同甜高粱"

!"#

$

%&'(")%*+

#品种进行引种试验!以选择适合西宁地区种植的$具有较高的生

物产量和茎秆含糖量的品种%通过对各品种生育期$农艺性状$生物产量和含糖量的观察!九甜杂三$吉甜
9

号和

超级放牧者表现良好!茎叶产量
976!("

!

87:8(#;

<

&

888(4=

5!

!茎秆含糖量
$!($8>

!

$8(6">

%尤其是九甜

杂三综合优势突出!可作为西宁地区种植饲用甜高粱的首选品种%

关键词!甜高粱'引种'品比试验'茎叶产量'糖锤度

中图分类号!

19$:?66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8!"

#

!#$!

%

#$?##"4?#:

""

!!

甜高粱#

!"#

$

%&'(")%*+

%是普通高粱#

!,-./

)"0"#

%的一个变种!除具有普通高粱的一般特征外!

其茎秆富含糖分!营养价值高&

$

'

!是世界上生物学产

量最高的作物之一&

!

'

(甜高粱品种
@?7$3

和泰斯

的茎秆产量和鲜生物量分别为
7"::9

)

":7##

和

$!7$6#

)

$!:"#9;

<

*

A=

5!

&

6

'

!德国甜高粱的鲜生

物量可达
$9"""#;

<

*

A=

5!

&

:

'

(甜高粱具有很强

的抗逆力!种植地域很广泛!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均

可种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9

'

!而且作为奶牛饲料具

有明显优势&

8?4

'

(我国在甜高粱优良品种的选育和

应用研究上作了大量工作(目前!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在甜高粱重离子诱变育种)种植及开发

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得到了一批有用的突

变类型的种质材料&

7?"

'

(

近几年来!西宁市周边县奶牛养殖业发展很快!

仅西宁市湟中县田家寨镇从
!##4

年开始建有
:

家

奶牛养殖场!存栏奶牛
6###

余头(目前!这些企业

乃至整个青海奶牛养殖企业均以青贮玉米#

12+

'+

3

4

%为主要粗饲料!还没有饲用甜高粱的报道(

为了探索甜高粱在青海作为饲料作物的可能性!于

!##"

年在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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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栽培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青海高原东部农业区铺地膜种植甜高粱完

全可行&

$#

'

(本研究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甜高粱品种

进行引种试验!观察其在西宁地区的适应性和生产

性能!以选择适合西宁地区种植的具有较高茎叶产

量和茎秆含糖量的品种!以期为甜高粱在青海东部

地区的推广和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

"

!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

年在西宁市湟中县田家寨镇李家

台村的青海春源畜牧有限公司进行!该公司地处青

海省东部农业区!川水地区!海拔
!6##=

!年均气

温约
9(: B

!年均降水量
:##==

!无霜期
$9#C

!

#

9B

的年积温为
!$9$B

*

C

!前茬油菜#

5#+44.+

)+'

6

247#.4

%!土壤肥力中等(

#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

本试验共收集了
7

份种质材料!

分别为
DE#8#!

#引自澳大利亚!中国科学院近代物

理研究所提供%)辽甜
$

号&引自辽宁!辽宁省农业科

学院作物所#国家高粱改良中心%提供')辽甜
6

号

&引自辽宁!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国家高粱改

良中心%提供')大力士#引自澳大利亚!百绿集团提

供%)超级放牧者#引自澳大利亚!百绿集团提供%)九

甜杂三#引自吉林!吉林省吉林市农业科业院提供%)

吉甜
6

号#引自吉林!吉林省吉林市农业科学院提

供%)吉甜
9

号#引自吉林!吉林省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提供%(

"

收稿日期+

!#$$?#6?$9

!!

接受日期+

!#$$?#4?#4

基金项目+西宁市科技项目,优质青饲料甜高梁试验研究-#

!#$#?F?#$

%

作者简介+冯海生#

$"8$?

%!男!山西柳林人!副研究员!学士!从事作物育种与遗传学研究(

3?=GH'

+

AIJKL

<#

LMH

N

O(GP(PL

通信作者+李春喜
!

3?=GH'

+

PQ'H

#

LMH

N

O(G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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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6

次重

复!小区面积为
$#(#=R!(:=

!小区间隔
#(4=

!

株行距为
#(!#=R#(:#=

!两端设立保护区(

#($

田间管理
!

铺地膜!地膜宽幅为
6=

!两边埋

入土中!地面保留盖膜宽度
!(9

!

!(4=

(铺好地膜

后!用卷尺固定株行距!人工戳孔!

6

!

:P=

深!每穴

下种
!

!

:

粒(

9

月
$#

日浇水!播前每
888(4=

! 施磷酸二铵

!#;

<

!尿素
$#;

<

!

9

月
!6

日铺膜!

9

月
!:

日播种$

8

月
!8

日间苗!

8

月
!4

日追肥一次!每
888(4=

! 穴

施尿素
$9;

<

!浇水$

4

月
!4

日浇第
!

次水(

"

月底

收获(整个生育期不施任何农药(

#(%

测定项目及方法

#(%("

生育期记载
!

在整个生育期!详细记载各个

生育时期(

#(%(#

出苗率
!

出苗
$#C

后!

6

!

9

叶期#

8

月
$#

日%

每个小区中间行统计出苗率(

#(%($

株高)茎粗)单株鲜质量)叶片数
!

收割前!在

每个小区的中间行中部连续取
$#

株!从基部往上!

用卷尺测单株高度$从基部往上第
8

节!用游标卡尺

测单株茎粗$在电子秤上称单株鲜质量$数单株叶片

数及每株的分蘖数(

#(%(%

糖分含量
!

在收割前#

"

月
!9

日%!从基部往

上第
8

节!测茎秆汁液含糖量(测试仪器为
S!?$#6

型糖度折射仪#北京万成北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精度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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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果与分析

$("

生育期观察
!

7

个甜高粱品种出苗时间基本

相同!从播种到出苗为
8

!

7C

!吉甜
6

号)吉甜
9

号

苗期表现弱!生长缓慢#表
$

%$从分蘖期开始品种间

表现出差异!出苗到分蘖需
$7

!

!$C

!辽甜
$

号)九

甜杂三和大力士比其他品种早
!

!

:C

$分蘖到拔节

期需
!!

!

!7C

!九甜杂三最早进入拔节期!比其他品

种早
!

!

9C

$拔节到抽穗期需
:9

!

97C

!九甜杂三

抽穗最早#

7

月
!9

日%!超级放牧者抽穗最晚#

"

月

!9

日%!与九甜杂三相比!晚一个月$大力士)吉甜
9

号未抽穗$收割时有
9

个品种处在抽穗期
5

灌浆初

期(根据抽穗期可以明显地将品种分为早)中)晚
6

类!其中九甜杂三为早熟品种!大力士)吉甜
9

号为

晚熟品种!其余
9

个品种为中熟品种(

$(#

出苗率
!

所供试的
7

个品种的出苗率均在

7"($4>

以上!

DE#8#!

)辽甜
$

号)辽甜
6

号)大力士)

表
"

!

!

个甜高粱品种的生育期 月
'

日

()*+,"

!

-./012)344,5,+/

6

7,31

6

,.8/4/9!:0,,1:/.

;

2<75).8,18,: ==?CC

品种

%GTHKU

V

播种期

1&MHL

<

UH=K

出苗期

3=KT

<

KLPK

IUG

<

K

分蘖期

-H''KTHL

<

IUG

<

K

拔节期

E&HLUHL

<

IUG

<

K

抽穗期

WKGCHL

<

IUG

<

K

收割时生育期

WGTXKIUHL

<

UH=K

DE#8#! #9?!: #9?6# #8?!# #4?$! #"?$#

抽穗后期

0GUKAKGCHL

<

IUG

<

K

辽甜
$

号

0HG&UHGL)&($

#9?!: #9?6# #8?$4 #4?$6 #"?#9

抽穗后期

0GUKAKGCHL

<

IUG

<

K

辽甜
6

号

0HG&UHGL)&(6

#9?!: #9?6$ #8?$" #4?$: #"?#4

抽穗后期

0GUKAKGCHL

<

IUG

<

K

大力士

WYLLH

<

TKKL

#9?!: #9?6$ #8?$4 #4?$: 5

未抽穗

)&AKGCHL

<

超级放牧者

1Y

N

KTAKTCKT

#9?!: #9?6$ #8?!# #4?$: #"?!9

抽穗期

WKGCHL

<

IUG

<

K

九甜杂三

EHYUHGLZGIGL

#9?!: #9?6$ #8?$4 #4?$# #7?!9

灌浆初期

3GT'

V

JH''HL

<

IUG

<

K

吉甜
6

号

EHUHGL)&(6

#9?!: #8?#$ #8?!$ #4?$9 #"?#4

灌浆初期

3GT'

V

JH''HL

<

IUG

<

K

吉甜
9

号

EHUHGL)&(9

#9?!: #9?6$ #8?$" #4?$9 5

孕穗期

D&&UHL

<

IUG

<

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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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超级放牧者)九甜杂三)吉甜
6

号和吉甜
9

号的出苗

率分别为
"$(99>

)

":(!8>

)

7"($4>

)

7"("8>

)

"9(9#>

)

":(76>

)

7"(6#>

和
"!($!>

!有的小区超

过
"7>

!出苗率高!均匀整齐(

$($

收获时植株性状
!

收获时对甜高粱品种的

株高)茎粗)单株鲜质量)分蘖数)绿叶数)总叶片数

进行测定#表
!

%!品种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8

$

#(#9

%(

7

个品种的植株高度
!!4(7

!

!"8(7P=

!九

甜杂三株高最高!接近
6##P=

$主茎粗
$(99

!

$("8

P=

!吉甜
9

号最粗$单株鲜质量
946(4

!

798(4

<

!九

甜杂三最重$单株分蘖数
$(##

!

!(96

个!吉甜
9

号

最多!最少的是辽甜
$

号!只有
$(##

个$绿叶数

7(#

!

$#($

枚!吉甜
9

号最多$总叶片数
$!(:

!

$:(#

枚!吉甜
9

号最多(九甜杂三的株高)单株鲜质量优

于其他品种(

$(%

鲜草产量和茎秆糖锤度
!

甜高粱收获时的

表
#

!

!

个甜高粱品种收获时的性状表现

()*+,#

!

=2).)>1,.8:18>:/9!:0,,1:/.

;

2<75).8,18,:)12).5,:183

;

187,

品种

%GTHKU

V

株高

*'GLUAKH

<

AU

"

P=

主茎粗

@GHLIUK=

CHG=KUKT

"

P=

单株鲜质量

[TKIAMKH

<

AU&J

IHL

<

'K

N

'GLU

"

<

分蘖数

-H''KTP&YLU

"

个
3GPA

绿叶数

\TKKL'KGJ

P&YLU

"枚
*HKPK

总叶片数
-&UG'

<

TKKL'KGJP&YLU

"

枚
*HKPK

DE#8#! !67(#]7(84O $(88]#(#6P 4#"(6]49(94O $(4#]#(:8O 7(9]#(6O $6(:]#(6G

辽甜
$

号

0HG&UHGL)&($

!9!($]$4($7O $(88]#(#"P 946(4]94($:C $(##]#(:8P 7(9]#(!O $!(4]#(9O

辽甜
6

号

EHUHGL)&(6

!9!(9]$9(4!O $(4$]#($8OP7$8(6]$68(##G $("6]#($9GO 7(#]#(!O $6($]#(6GO

大力士

WYLLH

<

TKKL

!96(!]7(:7O $(7!]#($7O 474(#]$48(:#G !($#]#(:8G 7(9]#(4O $6(:]#(4G

超级放牧者

1Y

N

KTAKTCKT

!::(4]7($9O $(8"]#($:P 4$!(#]$9$(!!GO$(46]#(:!O 7(4]#(9O $6(7]#(9G

九甜杂三

EHYUHGLZGIGL

!"8(7]4("9G $(48]#($:O 798(4]69(96G $(84]#(87O 7(7]#(6O $6(#]#(6O

吉甜
6

号

EHUHGL)&(6

!!4(7]$9(8!OP$(99]#($#C 8#4(6]!:6(4!P !($6]#(8#G 7(:]#(8O $!(:]#(8O

吉甜
9

号

EHUHGL)&(9

!6"($]9(6!O $("8]#(!#G 474(#]$"4($#G !(96]#(89G $#($]#(4G $:(#]#(4G

9

检验

9UKIU

"(!$

""

66("6

""

"(89

""

4(#$

""

9(#$

""

6($!

"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8

$

#,#9

%$

"

表示差异显著#

8

$

#,#9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8

$

#(#$

%(下表同(

)&UK

+

ĤJJKTKLU'&MKTPGIK'KUUKTIHLKGPAP&'Y=LIA&MIH

<

LHJHPGLUCHJJKTKLPKGU#(#9'KXK'

$

"

GLC

""

HLCHPGUKIH

<

LHJHPGLUCHJJKT?

KLPKGU#(#9GLC#(#$'KXK'I

!

TKI

N

KPUHXK'

V

(-AKIG=KOK'&M(

茎叶鲜草产量是衡量能否作为饲料作物种植的重要

指标之一(

7

个品种间的茎叶鲜草产量表现出极显

著差异#

8

$

#(#$

%!产量最高的为吉甜
9

号!达

87:8(#:;

<

*

888(4=

5!

!其次是九甜杂三!最低的

是辽甜
$

号#表
6

%(除了茎叶产量外!茎秆汁液糖

锤度也是衡量甜高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品种间的

茎秆糖锤度差异极显著#

8

$

#(#$

%!九甜杂三糖锤

度最高!达
$8(6">

!表现晚熟的品种吉甜
9

号)大

力士茎秆糖锤度只有
$!($8>

)

$#(4$>

(辽甜
$

号

和辽甜
6

号的糖锤度与宋金昌等&

$$

'的结果相同!为

$9>

(在西宁地区甜高粱茎秆糖锤度与品种熟性有

关!早熟品种茎秆糖锤度要高(九甜杂三属早熟品

种!表现出茎叶产量和茎秆糖锤度双高!优于其他品

种(辽甜
$

号)辽甜
6

号和吉甜
9

号在新疆石河子

地区抽穗期)株高)生物产量和茎秆含糖量&

$!

'与本

结果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

!

结论

从不同地区收集到的品种!在青海东部农业区

种植!观察其适应性和生长性能!试验结果表明!在

海拔
!6##=

铺地膜!甜高粱品种九甜杂三)吉甜
9

号和超级放牧者的生物产量)生长势)分蘖数)含糖

量都表现良好!可以在该地区推广种植!用作养牛企

业的青贮饲料!尤其是九甜杂三综合优势突出!可作

为种植饲用甜高粱的首选品种(

!!

在西宁地区引进不同甜高粱品种进行种植!虽

然在该地区不能正常成熟!早熟品种到
"

月底生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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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表
$

!

!

个甜高粱品种的鲜草产量和茎秆糖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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