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西部属于半干旱特殊生态区。部分地

区自然条件差，土地干旱瘠薄，盐碱化严重。高粱

是抗旱、耐涝、耐盐碱、适应性强的高产稳产作物，

在这些地方发展高粱生产，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

效益，因而高粱成为吉林省西部继玉米、水稻之后

的第三大粮食作物。

1 吉林省西部高粱生产概况

吉林省西部生产的高粱按栽培区划分，为我

国的春播早熟区，以酿造工业的粒用高粱为主，均

为杂交高粱，另外，有少部分帚用高粱。吉林省高

粱面积在 10 万～14.7 万 hm2，占全省耕地总面积

的 2.2%左右，平均单产 5 355 kg/hm2，吉林省的

高粱面积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近几年，随着机械

工业的不断发展，高粱种植的机械化程度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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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除草剂的应用更加广泛。

2 吉林省西部高粱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及应对措施

2.1 春季生产抓苗难，制约了高粱面积的增长

近几年随着市场对高粱商品粮需求增加，农

民种植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由于吉林省西部地区

十年九旱，春寒、春旱、风沙十分严重，种植高粱因

粉种、芽干现象而造成毁地每年都有发生，而且缺

苗现象十分普遍，为此高粱生产中抓全苗至关重

要，高粱抓苗难也是制约高粱生产的一大障碍。针

对这一现象生产中应采取如下措施。
2.1.1 深耕、深松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良好的土壤环境是确保全苗的关键环节。农

户种植高粱多选择较瘠薄的地块，深耕、深松，培

肥土壤显得尤为重要。
2.1.2 选择芽势较强的品种

根据土壤等实际情况选择芽势较强的品种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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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适时晚播

吉林省西部地区春季多春寒、春旱、大风天

气，播种早气温和地温均低，温度较低种子在土壤

中长时间不能发芽，在湿度较大时易粉种，即使萌

发生长缓慢，较长时间不易出苗，由于大风造成芽

干，同时也易感染黑穗病。
2.1.4 沙性土壤采取深播、镇压，苗前拖地确保

全苗

根据吉林省西部地区春季气候特点和垄上耕

作的栽培方式，以及高粱芽势较弱的特性，如果播

种时温度较低，沙性土壤宜深播，之后镇压，在播

种一周后出苗前，观察种子的发芽情况，在 80%
以上已经发芽即将冒锥时，根据播种深度拖去表

层土，拖后以轻拨开土见芽为好，这样，可以确保

出苗快、出苗齐。
2.2 新品种更新慢，制约了高粱生产的发展

近几年，虽然不断培育新品种，但由于新品种

适应性、示范推广及栽培措施等条件的限制，更新

较慢。吉林省西部地区用于种植高粱的地块，大部

分在条件较差的瘠薄地，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这

就需要单株子粒产量伸缩性较大的杂交种。水肥

条件好，保苗株数高时，靠群体获得高额产量。保

苗株数不足或因条件差不能密植时，在稀植的情

况下，单株生产能力较高，也可获得理想产量，即

适应性强，肥地宜密、薄地宜稀的栽培品种。为此

应加快培育早熟、高产、抗倒伏、适应性强的中矮

秆杂交种，同时做好新品种筛选、示范、推广工作，

加快新品种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速度。
2.3 田间管理粗放，限制了高粱产量的提高

2.3.1 实行精耕细作，加大投入

高粱为高产、稳产作物，因具有抗旱、耐涝、耐瘠

薄等特点，传统上多将高粱种植在瘠薄的土地上，不

施用或很少施用农家肥，化肥施用量也不及玉米的

一半，限制了高产潜力的发挥，在栽培技术和田间管

理上也较粗放，极大限制了高粱产量的提高。实施高

产栽培技术是提高高粱产量的有力措施。
2.3.2 重视病虫害的防治

由于大部分地块不能合理轮作，连作面积大，

致使黑穗病、叶斑病、蚜虫、玉米螟危害严重，尤其

是近几年不能有效地防治玉米螟，使玉米螟危害

越来越严重。病虫害的发生对高粱的产量和品质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应引起高

度重视。
2.4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引发了生产中的新问题

近几年，高粱生产机械化不断发展，机械播

种、机械铲耥、机械喷药日益普及，由此也产生了

因用种量过少导致缺苗，生育后期病虫害防治不

及时或放弃防治而造成减产等一系列生产实际问

题。
2.4.1 对种子质量及拱土能力的要求提高

机械播种，大大减少了用种量，因此，保证种

子质量，推广芽势较强的品种，有利于机械播种。
2.4.2 提倡与豆科间作，有利于病虫害防治

实行间作一方面有利于作物增产，同时也有

利于高秆作物生育后期病虫害的防治。高粱蚜虫

每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发生期在 7～8 月

份，此时高粱已经进入生殖生长时期，大面积种

植，采用机械喷药防治操作困难，只能进行人工操

作。如果实行间作，机械喷药防治可以在矮秆作物

垄间运行。
2.5 除草剂药害日趋严重

杂草是高粱生产的一大灾害，人工除草低效、
高成本。生产实践证明，使用除草剂具有及时、效
果好、劳动强度低、工效高、成本低等优点。但必须

正确使用，反之会给高粱生产带来巨大损失，甚至

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高粱属于药物敏感型作物，除高粱专用除草

剂外，其他除草剂不能在高粱田随便乱用，否则，

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由于不同作物对不同除草

剂的敏感程度不同，在选用除草剂时一定要注意

对下茬和下季作物的影响问题。此外，必须严格掌

握使用浓度与方法，以免导致药害发生。
2.5.1 除草剂使用不当造成高粱田受害

高粱除草剂使用分为播前土壤处理、播后苗

前和苗后等方式。因喷药时间、浓度和品种使用不

当时常造成高粱田受害。
2.5.2 前茬除草剂残效期过长造成高粱田受害

近两年来由于玉米田使用含烟嘧磺隆成分的

除草剂较多，前茬种植玉米的高粱田也较普遍，而

由于玉米、高粱同为禾本科作物，农民对其除草剂

药害认识不足，造成高粱田受害严重，因此种植高

粱必须重视前茬生产田除草剂的使用情况，避免

药害发生。

3 吉林省西部高粱产业发展对策

3.1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布局

吉林省西部高粱生产发展不平衡。耕地高、
中、低产田对作物产量影响很大，就粒用高粱来

讲 ， 同 一 品 种 在 高 产 地 块 产 量 可 达 10 000
kg/hm2，而低产田产量低于 3 000 kg/hm2。因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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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情况合理安排高粱生产。
3.1.1 发展饲草高粱

吉林省西部是畜牧业产区，近几年青贮玉米

作为饲料来源已逐步被人们所重视，但玉米生长

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在中低产田上发展饲草高

粱潜力巨大。
3.1.2 发展能源高粱 - 甜高粱

甜高粱是我国最具有潜力的生物能源作物，

甜高粱具有较强的抗逆境能力，因此在盐碱地种

植甜高粱具有战略意义。
3.2 依靠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支撑，促进高粱

产业发展

国家农业部启动了“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项目，将增强高粱产业在育种、栽培、植保等

各技术层面的创新与发展，同时在白城市农业科

学院设立了综合试验站，在技术培训、新品种筛

选、示范、展示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吉林

省西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及高粱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技术保证。
3.3 大力发展地方酿造业，拉动高粱产业发展

吉林省西部酿酒业在吉林省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大力发展酿酒业，既可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也可以促进地方高粱自行消化，减少农民种植高

粱依靠外销的风险，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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