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8 20162016 年 第 8 期

!!!!!!!!!!!!!!!!!!!!!!!!!!!!!!!!!!!!!!!!!!!!!!!!!!!!!
7���适期采收

坐瓜后 30～35�d 即达生理成熟， 根据标识日
期， 准确判断成熟度， 适期采收上市。 早春茬栽
培收获后， 可利用平茬再生技术实现二次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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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砂田是白银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保护性耕作方法。 通过近年来的试验， 从前茬要求、 品种选择、 播
前准备、 抢时播种、 合理密植、 田间管理、 病虫鸟害防治、 选种留种、 适时收获等方面介绍了白银市水砂田复种
糜子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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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子是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重要作
物， 由于生育期短、 可播期长、 种植灵活、 抗旱
耐瘠、 适应性强， 在抗旱救灾生产中有其它作物
不可替代的作用。 糜子既可春播， 又可复种， 且
耐贮藏， 是备战备荒和救灾的重要粮食作物之
一［1�-�4�］。 白银市气候类型为中温带半干旱区向干
旱区的过渡地带， 年平均气温 6～9�℃， ≥10�℃有
效积温 2�240～3�200�℃， 无霜期 141～163�d， 海
拔高度为 1� 275～3�321�m， 年降水量 180～450�
mm， 昼夜温差较大， 气候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
砂田是白银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保护性耕作方法，
具有明显的蓄水、 保墒、 增温、 压碱和保持地力
作用， 能够促进作物提早成熟。 砂田分为旱砂田
和水砂田两种， 其中水砂田旱涝保收， 经济效益
突出， 种植西瓜、 小麦、 豌豆、 胡麻等作物， 前
茬收获后可以复种糜子、 谷子、 荞麦等小宗作物，
既能够充分利用光热资源， 又可增加农民收入。
现将白银市水砂田复种糜子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前茬要求
糜子复种对前茬作物要求不严， 只要前茬作

物能在 7 月中旬成熟收获即可。 前茬作物成熟后
及时收获， 灌水蓄墒、 耙地松土后即行播种。 白
银市水砂田前茬多为西瓜、 豌豆、 小麦或胡麻，
复种糜子最适宜的前茬为豆科作物， 其次是小麦、
早熟马铃薯等。 前茬作物收获早时复种早熟糜子
品种， 收获晚时复种极早熟糜子品种。
2���品种选择

选择极早熟品种或早熟品种， 如晋黍 7 号、
晋黍 6 号、 内糜 1 号、 陇糜 5 号、 陇糜 6 号等。
3���播前准备
3.1 施肥与灌水

糜子虽有耐瘠的特点， 但由于复种地块前茬
作物消耗了大量的土壤养分， 所以复种糜子时要
在施足有机肥的基础上实行氮、 磷、 钾配合施
用［5�］。 前茬收获后先在地面铺施有机肥 2.25 万～
3.00 万 kg/hm2， 再灌水蓄墒， 晾晒 2�d 后耙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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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耙地前施磷酸二铵 300�kg/hm2、 硫酸钾复合肥
300�kg/hm2。
3.2 种子处理

选用上年留存的籽粒饱满、 无病虫、 无霉变
的种子， 播前暴晒 1�d， 用种子量 0.2%～0.3%的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拌种， 或用 20%石灰
水浸出液浸种 1�h后晾干待播。
4����抢时播种， 合理密植
4.1 抢时播种

糜子复种生育期短， 一般为 60～70�d， 因此
要抢时播种， 当地糜子复种一般在 7 月 15 日左
右。
4.2 合理密植

糜子自我调节分蘖的能力有限， 在密度特别
小的情况下， 其有效穗数有限， 从而群体产量受
到限制， 因此密度是制约产量的重要因素， 必要
的群体基础密度是高产的关键［6�］。 抓好播种关，
确保大田有适宜的密度， 才能获得糜子丰产［7�］。
白银地区水砂田复种糜子留苗密度一般为 100 万
株 /hm2， 产量为 1�800～3�630�kg/hm2。
4.3 播种

采用老式耧播种， 播深 3～5�cm。 播种时用炒
熟糜子种子和生糜子种子按质量比 1∶1 的比例混
合在一起播种， 播量为 30.0～37.5�kg/hm2。
5���田间管理
5.1 间苗

幼苗 2～3�cm 高时间苗， 拔除过密植株， 使
幼苗不拥挤不断行。
5.2 中耕锄草

间苗后及时中耕锄草， 有利于幼苗健壮生长。
5.3 追肥灌水

分别在拔节孕穗前和抽穗期结合灌水追施尿
素 75.0�kg/hm2， 抽穗期叶面喷施 5�g/kg 磷酸二氢钾
水溶液 750�kg/hm2， 以利于增加产量。
6���病虫鸟害防治

糜子病害主要有散黑穗病。 虫害主要有蝼蛄、
蛴螬等地下害虫。 鸟害主要为雀害。
6.1 散黑穗病防治
6.1.1����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品种， 加强栽培管理，
及时铲除田边杂草， 减少侵染源。 田间发现病株
要立即拔除。 实行 3～4�a�轮作倒茬。
6.1.2����化学防治 播前用种子量 0.3%的 70%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拌种， 或用福尔马林 300 倍液
浸泡种子 5�min， 然后捞出种子覆盖后闷 2�h［7�］。
6.2 地下害虫防治
6.2.1����农业防治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清除田间
杂草， 减少虫源栖息场所； 实行 3～4�a�轮作倒茬。
6.2.2����诱杀 采用糖醋液诱杀， 即将白酒、 红糖、
醋、 水按质量比 1∶1∶4∶16�的比例配置成糖醋
液， 每 1�hm2 放置 5～8�盆， 田间诱杀蝼蛄成虫。
也可采用黑光灯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 即每 1�hm2

挂 2～3�个黑光灯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蝼蛄成
虫［8�］。
6.2.3���化学防治 可在播前按每 100�kg 种子用
50%辛硫磷乳剂 300～450�mL 加种子质量 5%～7%
的水稀释后拌种进行预防， 或结合播种用 2%辛硫
磷颗粒剂 15.0�kg/hm2 拌细土 300～450�kg 制成毒土
田间撒施进行土壤消毒。
6.3 鸟害防治

糜子抽穗后， 麻雀危害严重， 需要专人管护
或搭防鸟网以防麻雀及其它鸟类危害。
7���选种留种， 适时收获

收获前田间选择植株健壮、 穗大粒多、 籽粒
饱满的典型单穗挂藏留种。 90%以上的植株进入蜡
熟期为最佳收获期， 应及时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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