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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了甜叶菊的特征特性、 栽培管理要点， 从大棚准备、 育苗、 整地覆膜、 移栽、 田间管理、 病虫
害防治、 收获、 晾晒与贮藏等方面介绍了甜叶菊滴灌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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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黄羊河集团地处河西走廊东端， 地处内
陆， 远离海洋， 气候干旱， 降水较少， 土壤肥沃，
日照资源丰富， 多处临沙临山， 自古以来就是农
业发达地区［1�］。 当地全年的日照时数高达 2�800～
3�300�h， 日照百分率 60%～70%， 太阳辐射总量
607.1～649.0�J/cm， ≥10�℃的有效积温为 2�600～
3�600�℃， 昼夜温差 12～16�℃， 无霜期 130～170�
d［2�］， 降水量为 30～200�mm［3�］， 蒸发量为 2�130�
mm， 能够充分满足作物生长发育。 黄羊河集团的
农田土壤地形平坦， 质地良好， 为平原灌溉农业
区， 主要以祁连山冰雪融水通过石羊河水系、 杂
木河水系灌溉进行农业生产［1�］， 是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气候和地理交通条件都有利
于甜叶菊等糖料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和运销。

甜叶菊别名甜菊、 糖草， 为菊科草本植物，
1976 年由南京中山植物园、 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
研单位先后从日本引进并试种成功。 甜叶菊适应
性强， 从海南到新疆， 从云南到黑龙江， 除高寒
地区和无灌溉地区外均可种植。 南方每年可收获
2～3 次， 北方每年收获 1 次［4�］。 由于我国人多地
少的国情， 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糖料作物
的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5�］。 甜菊糖苷以其高甜
度的优势缓解了我国食糖紧缺的问题， 其产糖量
每 1�hm2 相当于种植甘蔗 6～7�hm2 或甜菜 11～12�
hm2， 而且用地少， 可大大节约耕地， 是一种综合

开发利用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6�］。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应用将更加广泛， 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 甜叶菊属于高价值作物， 也是甘肃农
垦总公司重点推广项目。 惠农 3 号作为黄羊河集
团引进的甜叶菊新品种， 2014 年种植面积 20.86�
hm2， 纯利润 13�835.48 元 /hm2； 2015 年种植面积
76.23�hm2， 纯利润 14�386.25 元 /hm2。
1���特征特性
1.1 生物学特性

甜叶菊株高 0.7～1.0�m， 根梢肥大， 茎直立，
茎部梢木质化。 叶对生或茎上部互生， 边缘有前锯
齿， 叶色浓绿。 头状花序小， 总苞片 5～6 层， 绝
大多数为白色， 极少数为淡黄色和粉红色。 全生育
期 160～180�d， 苗期生长时间长， 约占 2/3。 抗逆
性强， 适应性广。 属于浅根系植物， 具有耐湿耐
瘠、 不耐旱的特性， 一般耕地均可种植； 施用复合
肥和有机肥， 不但育苗的成活率高， 苗期生长快，
幼苗健壮而且成活率高， 有益于提高产量。
1.2 特点

甜叶菊营养丰富， 易栽培、 易成活、 易管理、
易销售， 成本低、 当年种植当年收益。 花期释放
淡淡的芳香， 是最佳的蜜源。 从叶片中精提的新
型甜味剂甜菊糖， 以其高甜度、 低热能、 纯天然、
无污染、 绿色保健等特点， 被誉为世界第三健康
糖源［7�］。 甜叶菊整株含有糖苷， 叶片甜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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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性已得到国际 FAO 和 WHO 等国际组织认
可［6�］。 整株含有菊糖苷， 以叶片甜度最高， 高达
6%～12%， 精制成品为白色粉末状， 是天然甜味
剂［8�］， 有提高血糖， 降低血压， 促进新陈代谢等
功效， 被广泛应用在食品、 保健品、 饮料、 医药
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领域［9�］。 除满足国内需求外，
80%产品还远销日本、 韩国、 阿根廷、 美国、 加拿
大以及欧美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生产潜力巨大［10�］。
2���滴灌栽培技术要点
2.1 大棚准备

河西走廊昼夜温差大， 保护地育苗往往是首
选。 大棚抗风抗雪能力强， 光照丰富， 温湿度高，
能有效抵御病虫害危害。 一般大棚面积 100�m2。
2.1.1����半圆型大棚 坐北向南的半拱型大棚， 一
般后墙（北墙）为宽 60�cm、 高 1.6～1.8�m 的土筑
墙。 大棚温度高， 温差小， 背风向阳， 地势平坦，
更便于管理和作业。
2.1.2����圆拱型大棚 四面均为棚膜， 草帘设置在
中间梁上。 棚膜中间高度 1.6～1.8�cm。 温度南面
比北面高约 1.6�℃； 湿度相同。 一侧留有小门并挂
加厚布帘， 以便人员进出。 其余棚膜用土压实。
2.2 育苗
2.2.1����种子处理 甜叶菊种子属瘦果， 呈纺锤形，
长 3～4�mm， 宽 0.5～0.8�mm， 果皮黑褐色， 千粒
重 0.25～0.42�g。 子叶小， 顶土能力差。 播种前 1
天将种子装入凉水袋中， 浸泡 12～24�h， 然后扎
孔放水。
2.2.2����播种 一般在 3 月上中旬左右 （农历惊蛰
以后）， 地表土壤最低温度高于 5�℃、 温棚温度高
于 10�℃时播种。 播种前 1 天灌满底水， 以第 2 天
对地面轻拍能出水为宜。 将种子均匀撒播在地面
上， 一般用种量 2.5�kg/hm2��［11�］。 撒少量细土， 上盖
地膜， 保温保水， 保持土壤水分 60%左右， 保持
室温 15～28�℃。 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出苗
和生长， 确保出早苗、 出好苗、 出壮苗、 出苗率
高。
2.2.3����苗期管理 一般播后 7～10�d 发芽出苗， 当
出苗率达 60%后， 揭开地膜轻喷少量水， 再次覆
盖。 当出苗率达 80%～90%时揭去地膜， 每天于
中午时段喷水 1 次， 确保湿度。 一般在出苗 20�d
左右就有真叶 3～4 对， 株高 4～5�cm， 此时需充
分溶解磷酸二氢钾， 结合小水漫灌将其均匀浇于
地面， 施量 4～5�kg/100�m2。 当株高长到 8～10�cm

时， 再次漫灌并冲施磷酸二氢钾 4～5�kg/100�m2。
此后停止浇水施肥， 进入炼苗期。 棚温过高时要
随时揭棚通风， 晚间及时盖棚保温。 如遇大风降
温要盖草帘， 防止冻害， 保证幼苗生长发育健康
正常。
2.2.4����除草 若个别区域出现杂草， 应人工拔除
并销毁， 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
2.3 整地覆膜

选择地势干燥、 土壤疏松、 土层深厚、 有机质
丰富、 易于滴灌的砂质壤土， 整地做到平、 深、
松、 净， 无杂质。 秋季深耕， 播前浅耕， 耙耱平
整。 用 404D驱动耙整地。 选用幅宽 130�cm黑色地
膜覆盖地面， 覆膜要做到平、 展、 严、 实， 要集中
贴近地面、 不留褶皱。 黑色地膜具有增温、 保湿、
易分解、 抑制杂草生长的多种优点， 应推广应用。
2.4 移栽

一般在 10�cm 土层温度连续 5�d 达到 8～10�℃
时即可移栽， 适宜移栽期为 ４ 月下旬以后， 移栽
要做到根系带土不伤根， 不压心、 不伤底叶、 主
根直立、 不窝根， 深度为苗高的 1/2。 密度应依土
地的土壤条件、 气候特性、 栽培方式、 播种方法
等确定， 基本做到肥地宜密、 瘦地宜稀。 每膜移
栽 4 行， 行距 35�cm、 株距 15�cm。
2.5 田间管理
2.5.1����滴灌 滴灌用水用离心 + 网式 LWF-506 组
合过滤器进行过滤， 防止堵漏。 用水效率达 95%，
节水 50%。 甜叶菊耐湿耐瘠不耐旱， 移栽前滴灌 1
次， 地块可进人时起苗栽培， 移栽完毕后滴灌定
根水 1 次， 并在 7�d 内保持田间湿润状态， 以后视
天气情况滴灌。 在整个生育期间， 滴灌要避免过
量， 一般使土层深度 30�cm 保持湿润即可。 滴灌
全生育期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一般滴灌 8～10
次。
2.5.2����配方施肥 甜叶菊全生育期需 N、 P、 K 施
肥比例为 3∶1∶2， 用 N、 K 肥较多， 并需施入少
量 Fe、 Mn、 Cu、 Zn 等微肥。 一般以固体专用复
合肥作基肥（占40%）， 在整地时用 2F-1200 型撒
肥机施入； 以水溶性肥料作追肥（占60%）， 随水进
行膜下滴灌。 此外， 后期视长势情况补施适量叶
面肥磷酸二氢钾、 高美施等， 喷施 2～3 次， 增产
效果显著。
2.6 病虫害防治

甜叶菊抗逆性强， 耐蚜虫、 尺蠖、 病毒病、
炭疽病、 萎缩病， 轻度感染甜菜夜蛾、 斜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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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枯病、 黑斑病、 叶斑病、 茎腐病、 白绢病。 对
病虫害的防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清除病残
体， 将病株装袋， 收获后将病株烧毁， 消毁大量
的菌核； 二是进行秋翻、 秋耙， 破坏害虫的越冬
场所， 可杀死大量的幼虫和蛹； 三是清除田间及
地边杂草， 使成虫产卵远离本田； 四是坚持轮作
倒茬， 大幅度减少病虫害危害； 五是在病虫害移
栽前或幼苗期进行农药喷施。
2.7 收获、 晾晒与贮藏

甜叶菊成熟时的特征表现为植株 20%～30%
现蕾， 此时干叶产量及含甙量最高， 为最佳收获
期。 采收时不带根系， 用刀片或枝剪割取， 随时
拉运至干净的场地， 随时翻晒， 不可堆积， 否则
叶片变黑， 影响质量。 经 5～7�d 晒干后可用手工、
轻枝条敲打等方式脱叶。 做到干叶鲜绿， 无茎秆，
无霉变， 无黑叶， 无湿烂叶， 无杂物， 然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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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种来源
玉米是静宁县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 年

种植面积 2.2 万 hm2 左右。 近年来， 随着高产优质
紧凑型玉米良种及全膜双垄沟播、 配方施肥等技
术的普及推广， 玉米产量不断提高， 适种区域不
断扩大。 为加快玉米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 进一
步提升当地玉米产量， 增加经济效益， 静宁县种
子管理站引进甘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玉米

新品种五谷 704 进行多年多点试验示范［1�-�3�］， 平均
产量为 12�450�kg/hm2�左右。 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
抗旱、 抗倒伏、 抗病、 耐瘠薄， 适应性广等优点，
作为主栽品种已在静宁县大面积推广种植。
2���特征特性

五谷 704 春播全生育期 150�d 左右， 属晚熟品
种。 苗期长势强， 叶鞘浅紫色， 叶片绿色， 叶缘
紫色。 株型紧凑， 株高 300～310�cm， 穗位高 122�

玉米新品种五谷 704
张国林 1， 桑燕燕 2

（1. 甘肃省静宁县种子管理站， 甘肃 静宁 743400； 2. 甘肃省静宁县界石铺镇政府， 甘肃 静宁
743421）

摘要： 介绍了玉米新品种五谷 704 的品种来源、 特征特性， 并从选地整地， 重施基肥； 起垄覆膜， 播前土
壤处理； 适期播种， 合理密植； 加强田间管理， 确保丰产； 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出了五谷 704在静宁县的栽培技
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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