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加速选育农作物新品种，适应农业生产

发展的需要，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各育种

单位利用我国海南岛冬季天然大温室的优越条

件，进行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工作，把过去在北方一

年只能进行一季试验，变为一年两季、三季试验。
大大加快了育种工作进程，缩短了育种周期。因海

南南育基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状况等与

大陆差异较大，对南育的高粱栽培管理技术有其

特殊的要求，为降低南育风险，达到预期目的，更

充分地发挥南育的作用，本文依据多年南育实践

就如何正确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克服其不利因

素，总结了南育高粱的栽培管理技术及育种材料

选择等方面的事宜，供从事高粱南育的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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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南冬季气候条件的特点

海南冬季和北方春夏季气候比较，有许多不

同的特点。其中表现最明显并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最大的首先是温度和日照，其次是雨量等。以三亚

市为例，当地温度变化的规律，在整个冬种期间

(10 月到第 2 年 4 月)，是两头高，中间低，即高 -
低 - 高，和北方春播条件下的温度变化规律，低 -
高 - 低，正好相反。三亚地处海南岛的南端，冬春

季气候比较温暖，1 月平均气温在 20～27℃，10
月平均气温 25.9℃，以后逐渐降低，从 12 月下旬

到第 2 年 2 月上旬，一个多月属于低温阶段，平均

气温 21℃左右，每年 1 月上、中旬和 2 月上旬，有

几次寒潮影响，个别年份出现 5～5.7℃的极端最

低气温，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冬种作物的抽

穗、开花授粉往往产生不良影响。冬季日照时间

短，每天为 11～12 h，比北方 14～17 h 少 3～5
h，同时阴天较多，对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光合作用

的进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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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育的栽培技术

2.1 地块的选择

土地应选择灌排方便，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

地块。海南多数地块为黄沙壤土，土层较浅，保水

性能差，所以应选择土壤较肥沃的地块种植，最好

是熟地，新开荒的土地产量没有保障。另外繁育期

间正好是海南的旱季，雨量稀少，高粱生育时期

短，需水多又要及时，所以选地应选有排灌条件，

靠近水源的地块。切忌在低洼易涝，没有水源及排

灌条件的地块种植。
2.2 确定适宜的播种期

播种时期的早晚决定了作物在整个生育过程

中和外界条件的关系是否协调。尤其对光照和温

度反应敏感的高粱，对播种期的要求更为严格。因

此播种期的适当与否，往往是冬种成败的关键。根

据多年实践表明，播种期以 10 月中旬至下旬为

宜，一般播种期宜早不宜晚，使抽穗开花期错过 1
月份的低温。否则，低温影响生育和受精，造成抽

穗不齐和显著降低结实率。
2.3 平整土地

海南由于土地耕作层相对较浅，而且多数是

黄沙壤土，所以，对土地要求要严格。首先应把地

里的杂草以及秸秆清理干净，播前灌水，在墒情适

宜时进行犁地、整平，然后再旋耕。如果地不平或

草根过多也可以再旋，旋好后再耙两遍以上，目的

是把地进一步整平和把地表及地下的草根耙起并

及时清理干净，不然灌水后杂草会疯长，很难控

制，严重影响幼苗的生长。
2.4 起垄

高粱一般要求起垄种植，不能平地播种,这样

有利于灌溉和排水，并且有利于作物的根系在垄

内的生长和发育。在起垄时，一般都是四犁或六犁

成垄，对于高粱来讲，四犁成一垄即可。垄宽一般

以 100～110 cm 为宜，垄高 20～25 cm 最好。
2.5 播种

播种时每垄种两行，开沟时要把沟开在距离

垄边 5～10 cm 处，这样在前期灌水时有利于种

子和幼苗接触到水分，同时还有利于根系接触到

底肥，也利于田间管理等。播种时注意覆土不要过

厚，一般 1.0～1.5 cm 为宜。由于海南在冬季时很

少下雨，所以在播种后需要灌溉。另外 10 月份的

三亚地区气温是相当高的，种子遇水后 3～4d 就

会出苗，这也是土壤盖得不要过厚的原因。
2.6 田间管理

根据海南气候特点和庄稼生长特点，在 11 月

以前播种时，气温高，高粱发育较快，如果不及时

管理，易形成“小老苗”，从而导致南育的失败，因

此，出苗后应抓紧早管、勤管，一促到底，切勿蹲

苗。为了保证全苗，预防害虫伤苗，应适当早疏苗、
晚定苗。浇水、追肥次数应视土壤墒情及肥力情况

而定，原则上应浅浇、勤浇，少施、勤施。
2.6.1 施肥

海南岛土壤多为黄沙壤土，有机质少，偏酸性

且保肥性能差；同时，由于高粱生育期大大缩短，

创造良好的营养条件，使高粱在较短的时间内能

长成较繁茂的营养体，这是获得较好发育的前提。
因此，施足底肥，合理追施氮素化肥，对促进幼苗

生长发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底肥一般施 N、P、K
含量各占 15%的复合肥 30～50 kg/667m2，起垄时

施入。出苗后，对小苗和弱苗浇肥水 1～2 次，一般

施尿素或速溶性复合肥 4～5 kg/667m2。中耕除草

后施追肥，第 1 次施尿素 10～12 kg/667m2，第 2
次和第 3 次各施 15～20 kg/667m2 分别条施于高

粱垄边，用清理垄沟内的土盖肥，施肥后隔 2 d 灌

水，以免肥分的流失。
2.6.2 适时灌水

海南冬季干旱少雨，必须适时灌水，才能促进

作物的生长发育。高粱全生育期一般需要灌 5 次

水，头 3 次灌水结合铲蹚进行。头遍水在量上一定

要控制好，采取沟灌，水不可上到垄顶，以灌后半

小时地面无积水为限。如头遍水过多，造成土壤板

结不透气，幼苗生长迟缓，易出现“小老苗”，不利

于苗期的生长。也就是说铲 3 遍地、追 3 次肥、灌
3 次水是相结合进行的。后两次灌水在开花期和

灌浆期进行，灌水量加大到可以漫过垄顶，灌后 2
h 垄沟里仍能见到少量积水为好。
2.7 注意防虫、防鼠、防鸟

海南全年高温多湿，有利于各种害虫的滋生。
因此，从高粱播种到成熟各个生育阶段均有侵袭。
在高粱整个生长发育时期防虫、防鼠一刻也不能

放松，否则将颗粒无收。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

防 治 ， 可 在 播 种 前 耙 地 时 施 入 呋 喃 丹 2
kg/667m2，或见益丹 2 kg/667m2；也可用辛硫磷颗

粒剂防治。防治蚂蚁盗食种子用灭蚁清或神笔圈

地封其洞穴。对粘虫、青虫、蚜虫、螟虫等防治，可

用高效氯氰菊酯、辛硫磷、乐果乳液等防治。由于

生态环境的变化,海南岛蛇的数量减少，而鼠的数

量剧增，高粱田一旦遭鼠害，后果十分严重，不可

忽视，应引起重视。鼠对高粱的危害(下转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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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 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播种后至幼苗

期，危害种子和幼苗；二是子粒灌浆至成熟期，危害

高粱穗。在田块四周撒上拌有鼠药的毒谷防鼠，每 2
m放其毒谷 5～6 粒，随时防治，灭鼠效果很好。当化

学灭鼠效果不佳时，在高粱田四周安放电猫可有效

防治前期和后期的鼠害。安装电猫时要注意安全，以

防触电。一般在傍晚安放，第二天黎明撤离。电猫安

装后，要有人值班，发现老鼠触电后，用干燥木棍将

老鼠挑离电线，以免接地费电。一般情况下，一只电

猫一个晚上能电死几十只老鼠,防治效果很好。

3 南育材料的性状选择

3.1 生育期

高粱为短日照作物，在南方冬种后，由于短日

照的影响，生育期普遍缩短，尤其是从出苗到抽穗时

期缩短的天数多，而且早、中、晚熟品种之间的差异

也变小，总的表现是正相关，即在北方早熟的，到南

方也早熟；在北方晚熟的，到南方也晚熟。但是，由于

不同品种对光、温反应的敏感程度不同，其表现也不

完全一样，有的品种在北方早熟的到南方却变晚了；

在北方为晚熟的，到南方却变早了。因此，在生育期

的选择处理时，应根据亲本品种的表现来鉴别后代

的表现，尽量选中早熟、经济性状好的株系，过于晚

熟或太早熟的材料应少选或不选。根据多年观察，在

南育条件下，中国类型的高粱亲本，生育期均缩短；

而原产非洲、印度的高粱亲本生育期变化较小，多数

品种与北方的生育期相差不大。所以，制种时有些品

种应错期播种，以保证花期的相遇。
3.2 经济性状

高粱在南方冬种，一般表现单穗粒重明显下

降，每穗粒数显著减少，千粒重普遍增加，穗型也由

紧变散。因此，应根据北方表现，选择穗大、中紧穗、
每穗粒多的，粒更大的，小粒类型一定要淘汰。
3.3 株高

株高变化不太一致，一般中高秆品种在南方

的株高普遍变矮，两地株高呈正相关，但品种间株

高差异变小。矮秆品种株高在海南与北方相比，没

有明显下降趋势，甚至有些矮秆品种的株高比北

方有所增加，这给选拔增加了困难。所以对株高的

选拔应以北方为标准。
3.4 不育性和恢复性能的表现

在冬种条件下，不育材料在抽穗开花时期，由

于低温影响，往往造成雌花败育和雄花药不开裂，致

使不实率普遍提高。而恢复材料则一般表现恢复性

能下降，尤其在低温年表现更为明显，这样更有利于

恢复性能的选择。因此，在南方进行不育系和恢复系

培育时，必须充分注意育性和恢复性能在南北两地

的不同表现特点，以便进行准确有效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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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幼虫期的发育起点温度最低，但各阶段间差

异不大；有效积温幼虫期最高。

3 讨 论

温度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本文

采用 5 个温度梯度实验室内研究了韭菜迟眼蕈蚊

的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与瞿旭等 [5]、潘秀美

等 [6]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除试验条件差异

外，还可能与不同的地理种群有关，具体原因还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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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韭菜迟眼蕈蚊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

发育阶段 发育起点温度(℃) 有效积温(℃·d)
卵期 8.20 50.88

幼虫期 6.29 183.69
蛹期 7.39 48.80

表 1 不同温度下韭菜迟眼蕈蚊的发育历期

温度(℃) 卵期(d) 幼虫期(d) 蛹期(d)
30 1.83±0.17d 8.90±0.18c 2.50±0.50c
25 2.50±0.29d 9.40±0.08c 3.00±0.00c
20 5.50±0.29c 10.93± 0.05c 3.50±0.50c
15 11.45±0.58b 29.58±0.22b 5.33±2.75b
10 16.67±1.86a 33.47±0.23a 19.33±1.53a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差，同列英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

著(5%水平)。

1 期 35赵海燕等：韭菜迟眼蕈蚊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