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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酒用优质糯高粱品种筛选初报
杨再志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凤冈 564200）

摘要：为筛选出适合遵义市与凤冈县相似生态条件区域种植的酒用优质糯高粱品种，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对遵义市种子企

业已登记且种植面积较大的 8 个酒用糯高粱品种进行对比栽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每 667m2 平均产量红缨子为 499.63kg、黔

高 8 号为 485.13kg、金粱糯 8 号为 479.97kg，产量分列前三，较其余参试品种极显著增产。红缨子、黔高 8 号、金粱糯 8 号丰产

性好，抗倒伏性及适应性强，可作为遵义市与凤冈县相似生态条件区域酒用糯高粱生产基地优先选用品种。针对高粱紫斑病，

提出了选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进行防治的方法，以供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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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是茅台酒的故乡，本地高粱、小麦是酿

造茅台和辖区内酱香型系列白酒的主要原料 [1]。

2019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优质烟酒列为贵州省十

大千亿级工业振兴产业之一，酒用高粱种植作为优

质烟酒产业振兴项目重要建设内容配套了专项资金

补助。为加快遵义市酒用高粱产业发展，助推“世

植业发展基地，全面提升种植业产品标准化生产和

标准化加工水平。注重培育衍生特色农业品牌，打

造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带动效应较强的农业品牌。

针对即墨地瓜、金口芹菜、中药材等即墨现有特色农

业，重点通过引进种植技术、创新经营理念、提升产

品品质、强化政策支持等措施，推进特色种植业品牌

建设，促进现有特色品牌提档升级。另外，制定出台

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并通过建立全方位

立体宣传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以生产单位为主体，

以新闻媒体为平台，以农交会、推介会为手段，以提

高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全力推进产业发展。

3.5　推进利益联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充分发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在特色种植、

传统工艺、文化传承等方面与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合

作。鼓励农户以资金或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农民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推广“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专业市

场 + 合作社 + 农户”等经营模式，开展农超对接、农

社对接，建立完善订单协作型、保底分红型、股份合

作型、产销联动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农户与特色

农业、现代农业有机街接，从而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 
收入。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生产，侧重于提高粮食产量和保证粮食安全。现阶

段，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

粮食自足基本实现，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问题受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现代特色农业以质量与效益

为重心，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两者之间存在

和而不同、竞合共生的关系。历经多年努力，即墨区

开创的特色农业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园区化、品

牌化发展之路，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卓然成效，成为现

代特色农业和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两者融合发展

的生动实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摸清家底，找准瓶

颈，精准施策，即墨区现代特色农业必将大有天地、

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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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建设，2020 年由遵义市种

植业发展中心组织辖区内种子企业已登记的 8 个酒

用糯高粱品种进行对比栽培试验。通过试验综合考

察各品种的丰产性、适应性、抗性，旨在筛选出适合

遵义市种植的酒用优质糯高粱品种，为酱香型白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原料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验地概况　试验材料共有 8 个高

粱品种，以红缨子作为对照品种，参试品种信息详见

表 1。试验地点选择在贵州省凤冈县进化镇熊坪村

三合组责任田内，土质黄壤，肥力中上等、均匀，地势

平坦，光照充足，排灌方便，海拔 840m。

表 1　参试品种信息

品种 供种单位 杂交或常规种

黔高 8 号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常规

红珍珠 仁怀市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 常规

台糯 9 号 仁怀市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 常规

红缨子（CK） 仁怀市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 常规

红茅糯 6 号 仁怀市聚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规

茅梁糯 2 号 仁怀市聚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规

金梁糯 1 号 贵州卓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

金梁糯 8 号 贵州卓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

1.2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3 次，小区

面积 25m2，行距 60cm，窝距 27.7cm，每窝栽 2 株，密

度 8000 株 /667m2，净作。重复间走道 80cm，小区间

不设走道，四周设保护行 [2]。试验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播种，采用漂浮育苗，4 月 25 日移栽，移栽叶龄 4.1
叶，按试验设计移栽。用生物圈肥作底肥，每 hm2 用

量 3t ；活棵肥、穗肥用清粪水淋施，用量均为 15t。
大田期用苏云金杆菌防螟虫，多抗霉素防紫斑

病等，病虫害防治 3 次，于 8 月 20 日统一收割。

1.3　观察测定项目　生育期记载　记载播种期、出

苗期、移栽期、拔节期、抽穗期、扬花期、灌浆期、成熟

期。

抗性调查　成熟期调查抗倒伏性、萌芽性，倒

伏率 = 小区倒伏株数 / 小区总株数 ×100% ；穗萌

芽率 = 小区萌芽穗数 / 小区总穗数 ×100% ；成熟

期调查丝黑穗病、紫斑病、炭疽病的发病率，发病率

= 小区发病株数 / 小区总株数 ×100% ；虫害发生高

峰期调查高粱蚜、玉米螟、粘虫发生情况，每小区调

查 20 株，计算每 100 株虫口数。

主要经济性状调查　收获前 2d，每品种取 1 次

重复调查有效穗数，取代表性 10 株测定株高、穗长、

穗粒数；千粒重通过烘干后 2 次测定取平均数。

小区产量　收获时分小区单收称鲜重，并取样

1kg 烘干测定折干率，小区产量 = 小区实收鲜重 ×

折干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参试高粱品种生育期动态表现　由表 2 可

知，红缨子（CK）、黔高 8 号、红茅糯 6 号、金梁糯 1
号全生育期相同，均为 136d ；台糯 9 号、茅梁糯 2 号

较对照提早 2d 成熟，全生育期均为 134d ；红珍珠较

对照提早 3d 成熟，全生育期 133d ；金梁糯 8 号全

生育期最短，为 132d，较对照提早 4d 成熟。从生育

期角度看，各参试品种相差不大，均能正常成熟，说

明各品种生育期适合凤冈县及相似生态条件区域 
种植。

表 2　各参试高粱品种生育期动态汇总

品种
播种期

（月 / 日）

出苗期

（月 / 日）

移栽期

（月 / 日）

拔节期

（月 / 日）

抽穗期

（月 / 日）

扬花期

（月 / 日）

灌浆期

（月 / 日）

成熟期

（月 / 日）

全生育期（d）

天数 比对照 ±

黔高 8 号 3/30 4/3 4/25 5/20 7/1 7/7 7/16 8/16 136 0

红珍珠 3/30 4/3 4/25 5/17 6/28 7/4 7/13 8/13 133 -3

台糯 9 号 3/30 4/3 4/25 5/18 6/29 7/5 7/14 8/14 134 -2

红缨子（CK） 3/30 4/3 4/25 5/20 7/1 7/7 7/16 8/16 136 —

红茅糯 6 号 3/30 4/3 4/25 5/20 7/1 7/7 7/16 8/16 136 0

茅梁糯 2 号 3/30 4/3 4/25 5/18 6/29 7/5 7/14 8/14 134 -2

金梁糯 1 号 3/30 4/3 4/25 5/20 7/1 7/7 7/16 8/16 136 0

金梁糯 8 号 3/30 4/3 4/25 5/16 6/27 7/3 7/12 8/12 1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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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参试高粱品种抗倒伏性及病虫害发生情况　

由表 3 调查表明，参试各品种均未发生倒伏和穗萌

芽情况，说明参试各品种抗倒伏性均较强。参试各

品种紫斑病普遍发生严重，发病率达 55%~70% ；炭

疽病轻度发生，发病率在 2%~6%；无丝黑穗病发生；

蚜虫、玉米螟轻度发生，无粘虫发生。说明各品种均

易感紫斑病、轻感炭疽病、高抗丝黑穗病，在推广应

用中，应重点加强紫斑病的防治。

表 3　各参试高粱品种抗倒性及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

品种
倒伏率

（%）

丝黑穗病

（%）

高粱蚜

（头 /100 株）

玉米螟

（头 /100 株）

紫斑病

（%）

粘虫

（头 /100 株）

炭疽病

（%）

穗萌芽率

（%）

黔高 8 号 0 0 500 10 65 0 5 0

红珍珠 0 0 450 11 55 0 3 0

台糯 9 号 0 0 420 12 68 0 4 0

红缨子（CK） 0 0 500 11 56 0 6 0

红茅糯 6 号 0 0 512 8 62 0 2 0

茅梁糯 2 号 0 0 478 7 64 0 5 0

金梁糯 1 号 0 0 510 7 70 0 4 0

金梁糯 8 号 0 0 528 9 59 0 3 0

2.3　各参试高粱品种经济性状表现　表 4 经济性

状考察表明，黔高 8 号株高最低，为 268.4cm，红茅

糯 6 号最高，为 313.1cm ；各品种株高虽有差异，但

均未出现倒伏，说明各品种株高适中，均适合凤冈县

及相似生态区域种植。高粱主要靠移栽基本苗形

成有效穗，移栽基本苗成穗易形成大穗、重穗，可有

效提高单产水平，参试各品种移栽基本苗达到 8000
株 /667m2。穗长以茅梁糯 2 号的最短，为 28.6cm，

红珍珠、金梁糯 8 号的最长，均为 34.4cm ；穗粒数

以红缨子（CK）的最多，为 2897.2 粒，金梁糯 1 号的

最少，为 2092.7 粒；千粒重以金梁糯 1 号的最重，为

24.02g，茅梁糯 2 号的最轻，为 21.32g。

表 4　各参试高粱品种经济性状考察

品种
基本苗

（株 /667m2）

株高

（cm）

穗长

（cm）
有效分蘖数 穗粒数

千粒重

（g）
理论产量

（kg/667m2）

黔高 8 号 8000 268.4 33.6 8000 2608.9 23.74 495.48

红珍珠 8000 288.8 34.4 8000 2422.3 23.12 448.03

台糯 9 号 8000 296.0 31.4 8000 2327.2 22.56 420.01

红缨子（CK） 8000 272.4 33.0 8000 2897.2 22.54 522.42

红茅糯 6 号 8000 313.1 34.3 8000 2515.9 22.32 449.24

茅梁糯 2 号 8000 278.4 28.6 8000 2386.9 21.32 407.11

金梁糯 1 号 8000 274.4 30.6 8000 2092.7 24.02 402.13

金梁糯 8 号 8000 298.8 34.4 8000 2709.1 23.65 512.56

各品种丰产性应综合分析有效分蘖数、穗粒

数、千粒重等经济性状的交互效应，构成群体产量。

从最终理论产量来看，参试品种中红缨子（CK）、金

粱糯 8 号、黔高 8 号 3 个品种每 667m2 理论产量分

别达到 522.42kg、512.56kg、495.48kg，明显高于其

他品种，说明红缨子、金粱糯 8 号、黔高 8 号 3 个品

种具有较好的个体与群体协调性，丰产性较好。

2.4　各参试高粱品种产量表现　由表 5 可知，经实

测验收每 667m2 红缨子（CK）产量为 499.63kg，居第

1 位；黔高 8 号产量为 485.13kg，较对照减产 2.90%，

居第 2 位；金梁糯 8 号产量为 479.97kg，较对照减产

3.93%，居第 3 位；金梁糯 1 号产量为 351.64kg，较对

照减产 29.62%，产量最低。参试品种中，黔高 8 号、

金梁糯 1 号与红缨子（CK）相比，减产幅度不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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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在 5% 以内，其余各参试品种与红缨子（CK）相

比，减产幅度较大，减幅均达 20% 以上，说明各品种

间存在较大的产量差异，需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和

F 测验。

表 5　各参试高粱品种产量统计

品种
小区产量（kg） 折合单产

（kg/667m2）

比对照 ± 
（%）

位次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黔高 8 号 18.52 18.07 17.96 54.55 18.18 485.13 -2.90 2

红珍珠 15.01 14.36 14.22 43.59 14.53 387.66 -22.41 5

台糯 9 号 14.76 14.60 14.46 43.82 14.61 389.71 -22.00 4

红缨子（CK） 19.02 18.56 18.6 56.18 18.73 499.63 — 1

红茅糯 6 号 14.40 14.80 14.02 43.22 14.41 384.37 -23.07 6

茅梁糯 2 号 13.23 14.21 13.24 40.68 13.56 361.78 -27.59 7

金梁糯 1 号 12.85 13.45 13.24 39.54 13.18 351.64 -29.62 8

金梁糯 8 号 18.23 17.73 18.01 53.97 17.99 479.97 -3.93 3

由表 6 可知，经方差分析，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说明试验地肥力均匀，有效控制了试验误差。品种

间 F 值达到 136.7894，>F0.01（4.28），品种间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说明参试各品种间产量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 6　各参试高粱品种产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F0.01

区组间 2 0.3888 0.1944 1.7372 3.74 6.51

品种间 7 107.1511 15.3073 136.7894** 2.77 4.28

误差 14 1.5667 0.1119

总变异 23 109.1066
** 为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为进一步测验各品种相互比较的差异性，采用

新复极差测验（LSR 法）对各品种间产量差异进行

多重比较。由表 7 可知，红缨子（CK）、黔高 8 号、金

梁糯 8 号 3 个品种与其余参试品种间产量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金梁糯 8 号与红缨子（CK）产量差异显

著，未达极显著水平；台糯 9 号、红珍珠、红茅糯 6 号

品种间产量差异不显著，与茅梁糯 2 号、金梁糯 1 号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表 7　参试高粱品种间产量差异显著性测验

品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

差异显著性分析

p<0.05 p<0.01

红缨子（CK） 18.73 a A

黔高 8 号 18.18 ab A

金梁糯 8 号 17.99 b A

台糯 9 号 14.61 c B

红珍珠 14.53 c B

红茅糯 6 号 14.41 c B

茅梁糯 2 号 13.56 d C

金梁糯 1 号 13.18 d C

3　结论
通过对比栽培试验结果表明，每 667m2 平均产

量红缨子为 499.65kg，黔高 8 号为 485.13kg，金粱糯

8 号为 479.97kg，产量位居前三，较其余参试品种表

现出极显著增产。红缨子、黔高 8 号、金粱糯 8 号这

3 个品种丰产性好、适应性强、抗倒伏性好，可作为

遵义市与凤冈县及其相似生态条件区域酒用糯高粱

生产基地优先选用品种。

本试验中，各品种紫斑病发生普遍严重，在推

广应用中应重点加强紫斑病的防治工作，本试验选

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在紫斑病发病初期、拔节期、扬

花期分别进了施药防治，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有

效降低了产量损失，各地可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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