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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粟米为试验材料，采用旱地秋播的方式，研究了红壤地区不同品种以及不同栽培措施下粟米产量的特点。结

果表明，江西红壤地区种植粟米可获得一定产量，小香米的品种优势较好，产量最高。不同栽培措施中以拔节期、孕穗期和灌

浆期灌溉 3 次处理的产量最高，而添加化学保水剂和稻草覆盖地表处理的产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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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米（北方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营养价值高，

用途广泛，在南方属于小杂粮作物，但多数由群众在

田边地角零星种植，没有更好地得到推广利用，加上

当地粟米栽培技术不规范，田间管理粗放，产量一直

较低。目前，随着我国土地耕地面积的减少，迫切需

要增加单位面积粮食的产量。我国江西红壤地区水热

资源丰富，但伏秋季节性干旱严重，常常是高温连带

干旱，严重影响秋冬农业发展和红壤生产潜力的发挥。

大部分旱地仅种植单季花生作物，若增加一季秋冬作

物，将大幅度提高红壤旱地的生产力。因此，构建花

生-粟米连作种植制度，加上粟米抗旱、稳产、抗逆性、

适应性强，保收系数大[1]，可稳定当地的粮食总产。 

本实验在红壤旱作条件下秋播 11 个粟米品种，通

过研究粟米旱地栽培技术，得到适宜红壤地区种植的

粟米品种和栽培措施，以期加快粟米在当地的试验示

范和推广，显著提高江西旱地红壤的粮食产量，为粟

米的大面积栽培提供理论与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粟米品种试验 

试验地位于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三分场（116°55′  

E，28°15′ N），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17.8℃，年均降雨量为 1 785 mm，年蒸发量 1 318 mm，

无霜期 261 天。干湿季节变化较为明显，母质为第四

纪红黏土。前茬作物为花生，粟米品种分别为：冀谷

14、冀谷 18、冀谷 19、冀谷 20、冀谷 21、冀谷 22、

冀谷 25、冀谷 26、小香米、1294 和当地农家品种共

计 11 个。除当地品种外，其他参试品种引自国家粟米

改良中心，各品种主要特点详见表 1。 

每个品种试验设置4个重复，每个小区面积为12.8 

m2，行距 40 cm，行长 4.0 m，播 8 行。不同品种间以

75  cm宽土沟分隔。在花生收获后，不同品种粟米于

2008 年 8 月 3 日播种，10 月 28 日收获，播种量为 0.8 

kg/667m2。各小区管理措施一致，留苗密度为 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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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粟米品种主要特点 

品种名称 主要特点 

冀谷 14 抗倒伏、抗病、高产 

冀谷 18 优质、抗倒、早熟 

.冀谷 19 优质、高产、中熟 

冀谷 20 抗旱、高产、中熟 

冀谷 21 抗病、早熟 

冀谷 22 抗旱、高产、偏晚熟 

冀谷 25 抗除草剂、较早熟 

冀谷 26 大穗、抗倒伏、偏晚熟 

小香米 优质、早熟 

1294 高产、中熟 

当地品种 糯性，当地农家品种 

 

株/667m2，每 667m2施用有机肥 333.35 kg（畜禽粪便

粉末状制品）、复合肥 14.58 kg （N∶P∶K = 15∶15∶

15）、钙镁磷肥 83.34 kg作基肥，大田中耕 2 次，追施

复合肥 2 次（第一次 15 kg/667m2，第二次 10 

kg/667m2）。 

1.2  粟米栽培措施试验 

 秋播粟米栽培技术试验统一采用冀谷 25 品种，试

验地位于刘家站三分场，试验设置灌溉 1 次（每次灌

溉水量 2.5 m3）、灌溉 2 次、灌溉 3 次、稻草覆盖、化

学保水（化学保水剂，北京瑞祥有限公司），共计 5 个

处理。每个处理设置 4 个重复，每个小区面积为 32.4 

m2，行距 40 cm，行长 9 m，播 9 行，播种量 0.8 kg/667m2

（开沟播种，盖土 3 ~ 4 cm）。播种时间和管理措施均

同品种试验。其中稻草覆盖达 0.93 kg/m2，播种后覆盖

于地表。化学保水剂采用沟施，将颗粒型撒入播种沟，

播种后浇透水，然后用土将沟、穴填平，折合 1 

kg/667m2。灌溉 1 次是指在孕穗期大水灌溉，灌溉 2

次是指分别在拔节期和孕穗期大水灌溉，灌溉 3 次是

指在拔节、孕穗、灌浆期进行灌溉。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经 Excel 处理后，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

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品种粟米产量 

由图 1 可知，不同品种粟米产量间的差异达显

著水平（p＜0.05）。引种的 10 个北方品种粟米的   

产量与当地品种相比有高有低，其中小香米产量最

高，产量达到 3 164.22 kg/hm2，与当地品种的产量    

2 070.42 kg/hm2相比，增产 52.83%。其中冀谷 18、

冀谷 22 品种也表现出较高的产量，而且除冀谷 20

和冀谷 26 外，其他品种粟米产量均与当地品种达到

了显著差异水平。说明引进的粟米品种在江西红壤

地区的种植情况良好，其品质优于当地品种，可适

应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得到相对较高的产量，并

且粟米产量随品种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引

进和筛选优良品种将成为粟米高产的首要前提条件。 

2.2 不同栽培措施对秋播粟米产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不同栽培措施下以灌溉 3 次处

理的粟米产量最高，方差分析表明，各处理粟米产量

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不同管理措施对产

量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年在江西南方红壤

试种粟米，管理措施的设计和实施均缺乏经验，导致

重复间的差异性较大和产量数据的不稳定性，消弱了

管理措施对粟米产量影响的效果，关于如何提高管理

措施细节上的一致性操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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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品种粟米产量（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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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增产率上来看，灌溉 1 次和灌溉 2 次处理间

产量相差很少，说明在粟米前期增加一次灌水对粟米

产量无较大影响，而灌溉 3 次处理比灌溉 2 次增产

7.07%，比化学保水增产 11.58%，比稻草覆盖增产

10.04%。说明分别在粟米拔节、孕穗、灌浆期进行 3

次灌溉，这一水分管理措施的应用符合粟米的需水规

律，保证满足粟米生长后期的需水要求，可以获得较

高产量。这也是因为保证了在粟米抽穗期的关键时期，

补充灌水明显改善了土壤水分状况，粟米产量得到增

加[2-3]。而化学保水剂的保水性能与粟米生长需求不一

致，使得保水效果在粟米生长前期过早发挥，导致产

量最低，这也可能与保水剂毕竟不能造水，尤其在极

度干旱缺水条件下其保水效果会有所下降有关[4]。 

在红壤旱地 8—11 月份较为干旱的时期，适当浇

水对粟米产量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水分处理

并未对产量造成显著影响，这与茼辉民等[5]和安顺清

等[6]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2 水、3 水、4 水处理对小麦籽

粒最终产量无显著差异的结果相似。这说明在旱地红

壤地区实行合理的节水措施，将有限的水资源和其他

可缓解水分胁迫的措施集中应用到作物对水分胁迫反

应最敏感时期，适当减少灌溉次数获得一定的经济产

量在理论及实践上是可行的。 

3  结论 

（1）在引种的北方不同品种粟米中，除冀谷 20 外，

产量均高于当地品种。北方优质品种可以适应南方红

壤地区的气候和土壤环境，发挥品种优势。其中小香

米的品种优势最终导致获得高产，可做为南方红壤引

种的优先选择品种。 

（2）在不同栽培措施中，分别在拔节期、孕穗期

和灌浆期灌溉 3 次可获得较高产量。而添加化学保水

剂和稻草覆盖地表处理的产量较低。 

（3）在南方红壤旱地秋播粟米可获得一定产量，

这一研究为南方红壤旱地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粟米秋播

种植的推广示范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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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栽培措施下粟米（冀谷 25）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