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市高粱产业调研分析及发展建议

隋虹杰 1，王立新 1，葛占宇 1，潘映雪 1，于大伟 1，孙宇丹 1，成慧娟 1*，
路玉红 2，李 虎 3

（1.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内蒙古 赤峰 024031；2. 敖汉旗四家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内蒙古 赤峰 024326；
3. 巴林左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内蒙古 赤峰 025450）

摘 要：通过对赤峰地区高粱生产中有关品种、栽培模式、生产管理、投入、产出及价格等生产一线的基础数据和产业发

展动态调研，总结分析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赤峰地区高粱生产提供数据支撑，促进高粱产业

持续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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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data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s of sorghum production in Chi‐
feng area, such as varieties, cultivation mode,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put, output and price, this paper summa‐
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oduction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sorghum production in Chifeng area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rghu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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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是世界第五大粮食作物 [1]，也是我国重要

的杂粮作物，用途广泛，在世界谷类作物贸易中

占较重要地位 [2]。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高粱生产

的主要省份之一，高粱主要分布在赤峰市、通辽

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内蒙古中东部地区。

2018年内蒙古高粱种植面积达 17.11万 hm2，排全

国之首，其中赤峰市种植面积 6.11万 hm2。

赤峰市为内蒙古高粱种植大市，生产的高粱

品质上乘，高粱籽粒除少部分自用外，90%外销至

南方白酒企业。近几年，赤峰地区多方面引入优

良品种，扩大市场交流，丰富了当地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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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科技种田，把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应

用到生产实践中，使高粱生产不断向高产、优质、

高效的方向发展。产业化开发加快了新品种的推

广速度，使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3]。笔者连续多

年承担内蒙古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农业产业调

研项目—赤峰地区高粱生产情况调研工作，及时

掌握了生产中有关种植区域、品种、栽培模式、生

产管理、投入、产出及价格等生产一线的基础数

据和产业发展动态，总结分析了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赤峰地区高粱生产

提供数据支撑，促进高粱产业持续良好发展。

1 赤峰市高粱生产概况

近年来，人工成本的不断增高和劳动力的减

少，极大地促进了赤峰地区轻简机械化种植技术

的集成推广，高粱种植逐步向全程“机耕+轻简机

械播种+机械防病+联合机收+机械秸秆还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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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轻减机械化方向发展。受土地流转速度加

快、政策支持等影响，生产大户、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在高粱产业中的作用不断

扩大，高粱种植逐步规模化。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利用专业化优势不断融合带动周边农

户，提供先进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技术，从而加速

高粱生产机械化进程 [4]。

1.1 调研区域

笔者连续多年对赤峰市高粱种植面积较大的

敖汉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宁城县、喀喇

沁旗、松山区、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共 8个旗县区

进行了高粱生产情况的定点跟踪调研，涉及乡镇

18个、自然村 23个。每年每个农户种植面积在

0.67~66.67 hm2，近三年定点调研总种植面积

687.53 hm2。宁城县以种植白粒高粱为主，其他旗

县主要种植红粒高粱。巴林左旗除了种植粒用高

粱外，帚用高粱播种面积也较大。

1.2 栽培模式

（1）山地常规清种。通过多年比较，高粱山地

常规清种的产量低，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尤其在

敖汉旗、阿鲁科尔沁旗表现明显。（2）山地覆膜。

由于赤峰地区春季干旱风沙大，影响高粱正常播

种，所以山地覆膜种植方式越来越多，特别是喀喇

沁旗、宁城县的高粱大部分采用覆膜种植。（3）膜下

滴灌。近几年应用逐步增多，产量高，管理方便，种

植面积越来越大。（4）水浇地清种。赤峰地区水浇

地种植高粱面积较小，主要分布在北部旗县，如巴

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地区有部分水浇地清种。

目前，配套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减少劳动力投

入、提高生产效率是农业生产的重点内容。膜下

滴灌种植方式能够节水保温防草、省工节本、缩

短作物生育期、提高产量，是赤峰地区山旱地高

粱快速发展的主导。

1.3 种植品种

近几年，赤峰市种植的高粱品种以吉杂系列、

凤杂系列、赤杂系列、通杂系列品种为主，改变了

过去高粱植株高大、倒伏、不抗病等性状，逐步向

适于机械化、优质、多用途方向发展。2017~2018
年，一些糯性高粱品种在赤峰积温较高地区有了

一定的种植面积。赤峰市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

有：凤杂 4号、吉杂 210、敖杂 1号、冀杂 5号（白

粒）、吉杂 127、新杂 2号、吉杂 130、赤杂 24、通杂

108、赤杂 16号、赤杂 28等。各旗县种植的高粱种

类繁多，每年都有所改变和增加，一些高产、适合

于机械化收获的高粱新品种不断被引入。

2 生产管理

2.1 播种

5月份正是赤峰市高粱播种的适宜时期，播种

方式依据雨水情况及不同区域具备的播种条件而

定。一般山地覆膜和膜下滴灌采用高粱铺膜双行勺

式精播机或高粱铺膜双行气吸式精播机精量点播，

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铺滴灌带（膜下滴灌）、覆膜

等各项作业；山地常规清种根据下雨后的土壤墒情

及时播种。播种时覆土深度2.5~3.0 cm。
2.2 施肥

山地常规清种和水浇地清种常用的施肥方法

为磷酸二铵 150 kg/hm2、硫酸钾 75 kg/hm2做种肥一

次性施入，拔节期追施尿素 300 kg/hm2。山地覆膜

种植常用的施肥方法为缓控释肥 525~600 kg/hm2

或缓控释肥 300 kg/hm2与复合肥 300 kg/hm2混合

做种肥，随播种机播种时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

覆膜等各项作业，整个生育期免追肥。膜下滴灌

种肥施用方法与山地覆膜相同，只是膜下滴灌可

以根据田间苗情长势随时追施水溶肥。

2.3 间苗和中耕除草

一般精量播种不用间苗，如果密度过大，当幼

苗 4~5片叶时进行定苗。在定苗后及时中耕除草

1~2次，除草可以是人工除草或者化学除草。当

前赤峰市高粱除草剂应用地也逐渐增多。

2.4 病虫害防治

赤峰市常见的地下害虫有蝼蛄、蛴螬、金针虫

等；常见的地上害虫有蚜虫、黏虫和玉米螟等；常

见的病害主要有顶腐病、大斑病、炭疽病等。在

病虫害防治上要做到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2.5 收获

赤峰市常见的高粱收获方式有人工扦穗和机

械收获两种。10月份粒用高粱进入大量收获时

期，人工扦穗可以在蜡熟末期及时收获，防止倒

伏和养分倒流。机械收割的地块要在高粱进入完

熟期收获，即籽粒含水量降低而茎秆不倒伏时收

割最好。利用人工扦穗的高粱运回后要进行晾

晒，然后用脱粒机或用石器碾压穗脱粒；一般规

模化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块多数采用机械收获，随

收随卖，或者脱壳后销售。

3 经济效益分析

3.1 产量分析

近 3年赤峰市才大面积推广山地覆膜和膜下

滴灌种植方式，以前的零星小面积种植不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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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所以本文只统计分析近 3年的投入、产量、

产出等数据。由表 1得知，在相同年份下，4种种

植方式的产量差异显著，膜下滴灌种植方式产量

最高，山地常规清种最低。山地常规清种高粱的

产量高低受当年气候条件因素影响较大；水浇地

的产量每年也不同。水浇地种植的高粱多数是生

育期长、产量高的品种，在霜冻来临时还未完全

成熟，部分高粱受到霜冻使其产量下降。

表 1 高粱不同种植方式产量多重比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处理

膜下滴灌

水浇地清种

山地覆膜

山地常规清种

膜下滴灌

山地覆膜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膜下滴灌

山地覆膜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产量均值（kg/hm2）
9 108.15
8 842.50
6 640.24
5 413.35
8 951.40
8 408.25
6 609.79
5 046.34
9 843.15
7 832.55
6 926.25
5 663.85

标准差

4.384 1
3.355 4
3.690 4
2.237 6
2.946 6
3.585 8
3.515 6
4.538 4
2.389 0
4.105 2
11.598 3
4.166 9

5%显著水平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极显著水平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3.2 价格分析

本文分析了近 5年的高粱价格走势。由图 1
可以看出，每年高粱最低价格基本都出现在新粮

大量上市的 10月份，到 11~12月份高粱价格都呈

上扬趋势。高粱最高价格出现的月份不等，2015
年最高价格出现在 8月份，2016年出现在 2月份，

2017 年出现在 12 月份，2018 年出现在 4 月份，

2019年出现在 9月份。

由图 2可以看出，最近 5年中高粱最高价格为

2.84元/kg，出现在 2018年；最低价格为 1.64元/kg,
出现在 2015年。价格变化幅度最大的是 2018年，

价格在 1.70~2.84元/kg，这主要是因为 2018年上

半年受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影响，美国

高粱成交价格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国内高粱价格上

升；价格变化幅度最小的是 2019年，价格在 1.86~
2.24元/kg，说明这一年高粱价格走势趋于平稳。

3.3 投入、产出情况

从表 2总投入上看，在相同年份下，4种种植

方式的投入呈显著差异性，高粱膜下滴灌的投入

量最大，山地常规清种投入量最小，具体表现为：

膜下滴灌>山地覆膜>水浇地清种>山地常规清

种。近 3年山地常规清种、山地覆膜和膜下滴灌的

投入费用逐年增加，主要是因雇工费用逐年上涨，

同时农户播种时化肥的施用量增大。水浇地投入

的费用每年不等，主要与气候条件有关，2018年赤

峰地区比较干旱，浇水的次数增加，费用加大。

把每年的投入、产量两组数据的 3个重复通

过 Excel 2010软件和 DPS软件进行处理，得出表 3
分析结果：2017年、2018年不同种植方式的投入

量与其产量无显著相关；2019年不同种植方式的

投入量与其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投入量越多，产

量越高。种植方式的投入与品种、年份气候变化、

人工投入等多因素关联，每年都存在差异；投入与

产量的相关性受多因素影响，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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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 4得知，高粱不同种植方式中，山地常规

清种的纯收入最低，膜下滴灌的纯收入高于覆

膜，水浇地的纯收入在没有特殊气候的年份中是

最高的。由投入与纯收入之比看出，经济效益最

高的是水浇地清种。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短

缺，水浇地清种水资源浪费严重，所以提倡膜下

滴灌节水灌溉方式。

赤峰市种植高粱以山旱地为主，由于气候因素

影响，山旱地高粱生产存在一定的缺陷。赤峰市春

季干旱缺雨风沙大，种植高粱因粉种、芽干现象而造

成毁地的现象每年都有发生，缺苗现象普遍[5]；另

外，由于积温较低，一些生育期长的品种在低积温区

域种植极易受到低温冷害。所以，为了保证出苗率

和延长生育期，提高高粱产量，采取抗旱、防低温、促

早熟的山地覆膜和膜下滴灌种植方式非常必要。

表 2 高粱不同种植方式投入多重比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处理

膜下滴灌

山地覆膜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膜下滴灌

山地覆膜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膜下滴灌

山地覆膜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投入均值（元/hm2）
9 270.05
6 882.45
6 253.20
5 161.35
9 322.65
7 118.11
7 063.80
5 534.25
9 591.93
7 390.65
6 426.90
6 144.75

标准差

0.058 9
1.875 9
1.907 0
1.883 6
2.844 6
2.426 9
1.915 0
2.745 3
2.540 4
3.547 7
3.985 9
2.289 7

5%显著水平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极显著水平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表 3 高粱不同种植方式投入与产量相关性分析

年份

相关系数

投入

产量

注：“*”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2017年
投入

1
0.71

产量

0.71
1

2018年
投入

1
0.86

产量

0.86
1

2019年
投入

1
0.97**

产量

0.97**
1

表 4 高粱不同种植方式经济效益分析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注：收入（元）=产量（kg/hm2）×价格（元 /kg），高粱价格是按照每年 10月份高粱大量销售时的均价计算。2017年的高粱均价为

2.10元 /kg，2018年的高粱均价为 1.80元 /kg，2019年的高粱均价为 2.00元 /kg

种植方式

山地常规清种

山地覆膜

膜下滴灌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山地覆膜

膜下滴灌

水浇地清种

山地常规清种

山地覆膜

膜下滴灌

水浇地清种

产量（kg/hm2）
5 413.35
6 640.20
9 108.15
8 842.50
5 046.30
6 609.80
8 951.40
8 408.25
5 663.85
7 832.55
9 843.15
6 926.25

收入（元/hm2）
11 368.04
13 944.42
19 127.12
18 569.25
9 083.34
11 897.64
16 112.52
15 134.85
11 327.70
15 665.10
19 686.30
13 852.50

投入（元/hm2）
5 161.35
6 882.45
9 270.05
6 253.20
5 534.25
7 118.11
9 322.65
7 063.80
6 144.75
7 390.65
9 591.93
6 426.90

纯收入（元/hm2）
6 206.69
7 061.97
9 857.07
12 316.05
3 549.09
4 779.53
6 789.87
8 071.05
5 182.95
8 274.45
10 094.37
7 425.60

投入∶产出

1∶2.20
1∶2.03
1∶2.06
1∶2.97
1∶1.64
1∶1.67
1∶1.73
1∶2.14
1∶1.84
1∶2.12
1∶2.05
1∶2.16

投入∶纯收入

1∶1.20
1∶1.03
1∶1.06
1∶1.97
1∶0.64
1∶0.67
1∶0.73
1∶1.14
1∶0.84
1∶1.12
1∶1.05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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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4.1 适宜机械化的高产品种依然缺乏

目前已有部分高粱品种株高降低，适宜机械

化收获，但产量、株型、适应性、品种类型还无法

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生产和市场需求。为

适应市场需求，各科研单位应加快培育直立不

倒，适于机械化、耐密植、抗性强、产量高的矮秆

中穗高粱杂交种，同时配套相应高产栽培技术才

能达到可观的经济效益。

4.2 小型机械收割机需要完善

山地小面积地块高粱收获一般使用小型收割

机，平原地块使用大型收割机。小型收割机的损耗

率高，农户使用率低，只能人工繁琐收获，用工量大，

所以一种小型、操作简便、可在山坡地作业、适合一

家一户的高粱专用小型收割机有待普及。

4.3 高粱除草剂使用不当产生药害

调研发现，高粱每年都有除草剂使用不当而产

生药害的现象，轻微药害使高粱生长缓慢，严重时造

成高粱叶片发黄，甚至出现斑点，卷曲皱缩，枯死。

另外，前茬作物施用过长残留除草剂也会影响下一

年高粱生长。因播后苗前除草剂使用不当影响高粱

发芽的现象较多[6]，建议使用苗后高粱除草剂。掌

握好用药时间（一般在高粱 3~5片叶时使用为宜），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喷施，最好在晴天下午或雨后

地面稍干松时喷药，避免雨前使用。使用过长残留

除草剂如氯磺隆等类农药的地块不宜种植高粱。

4.4 秸秆还田率低

目前，秸秆还田较少，多出售或焚烧。秸秆还田

是当今世界上普遍重视的一项培肥地力的增产措

施，能够改良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但是大多数

农户没有意识到秸秆还田的重要性，直接把秸秆焚

烧或废弃，造成了环境污染[7]。另外，很多农户在秸

秆还田处理技术上不十分熟练，致使次年春季播种

受到影响。秸秆还田是保护性耕作技术之一，可补

充土壤养分，促进微生物活动，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提高土壤肥效[8]。有利于农业节水、节本、增产、增

效和可持续发展，增加种植业收入。同时还可以减

轻焚烧秸秆带来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对农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应大力宣传秸秆还田

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秸秆还田处理技术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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