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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甜高粱填充甘蔗榨期生产燃料乙醇的可行性 

李桂英 1，葛耀相 2，梁文育 2，覃守贵 2，王秀玲 1，顿宝庆 1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生物质能源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2 广西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柳州 545003 

摘  要: 为了探讨在甘蔗产区种植甜高粱填充甘蔗压榨期，利用现有压榨设备生产燃料乙醇的可行性，2008 年选用 15

个早、中、晚熟甜高粱品种在广西柳州进行了分期播种试验，从 3 月到 9 月，共播种 7 次，研究不同播期对茎秆产量、

籽粒产量、茎秆糖锤度、叶片产量等的影响。研究表明，3~8 月播种，所有参试品种均能正常生长，9 月底播种，所有

品种均不能正常成熟。茎秆鲜产最高的品种是 Sart 和 PT3-S，平均单季茎秆产量分别为 79.28 t/ hm2 和 78.58 t/ hm2，双

季茎秆鲜产分别为 157.95 t/hm2 和 155.25 t/hm2。从 6 月底开始，早熟品种开始成熟，之后，不同品种陆续成熟，一直

到 12 月底，均有品种可以收获。年度双季乙醇产量最高产量可达 9.14 t/hm2。此外，还估算了木质纤维素产量，讨论

了甘蔗区发展甜高粱填充甘蔗空榨期生产燃料乙醇的可行性以及甜高粱综合利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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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planting sweet sorghum in sugarcane growing area to prolong milling duration for 
bioethanol production, 15 varieties were sown monthly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in Liuzhou of Central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Yields of fresh stem, grain and leave were documen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varieties grew well when 
sown from March to August, but could not get mature when sown after late September. The high fresh stem yields were observed for 
the varieties Sart and PT3-S, 79.28 t/hm2 and 78.58 t/hm2 for single growing season, and 157.95 t/hm2 and 155.25 t/hm2 for two 
growing seasons. Ripening began from the end of June to late December, making the feed stock available for ethanol production from 
July to the end of December, even January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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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是生产燃料乙醇的最佳原料之一。和淀粉 类作物相比，利用甘蔗生产乙醇的过程中，没有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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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淀粉相互转化的 2 个生化过程，因此，可以节约

大量能量和生产成本。但是，由于季节问题，我国

甘蔗产区无法全年连续利用甘蔗生产乙醇，使得设

备利用率不高。甜高粱是一种新型能源作物，上世

纪 70−80 年代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而引起重视，之

后随着石油危机减缓，其研究减缓[1-2]，近年来，随

着石油降格的攀升，再次引起广泛重视[3-7]。甜高粱

是普通高粱的一个变种或者基因型 [8]，与甘蔗具有

相似特性，优点是它靠种子繁殖、生长期短、锤度

与甘蔗相当，生物量高 (0.2~0.7 t/d·hm2)[9-10]。在甘

蔗区种植方便，可以一年多熟，甘蔗压榨空闲期可

以利用甜高粱生产乙醇。这样，既可提高蔗糖厂设

备资源、人力资源等的利用率，也可以充分利用甘

蔗区土地资源的利用率。2000 年英国曾在津巴布韦

进行了甘蔗与甜高粱综合生产乙醇和发电模式的研

究。认为甘蔗与甜高粱配合可以实现利用现有设备

全年连续生产乙醇，从而提高现有设备、人力资源、

土地资源等的利用效率[11]。 

我国甘蔗产区曾进行过甜高粱引种试验，初步

证明甜高粱能够在甘蔗区一年多熟[12-13]。但当时主

要目的是利用甜高粱生产蔗糖。由于甜高粱汁液中，

含有阻碍蔗糖结晶的淀粉和乌头酸，因此，限制了

甜高粱的发展。然而，利用甜高粱生产乙醇不存在

蔗糖结晶问题，蔗糖和其他还原糖一样是发酵生产

乙醇的理想成分。 

甜高粱原产于热带地区，但其广泛应用却在温

带，大部分改良品种也都是针对温带气候环境而培

育的。我国现有甜高粱品种大部分引自美国高纬度

地区，国内所选育的品种较少，且均为北方温带区

选育。为了在甘蔗区充分发挥甜高粱的作用，急需

从现有品种中筛选适宜甘蔗区种植的品种，并确定

与甘蔗生产相配套的种植制度，同时需要研究甘蔗

区适宜甜高粱品种类型，为新品种选育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随机选取了在北方地区表现早熟、中熟和

晚熟的品种各 5 个。早熟品种：甜 127 (Tian127)、

甜 131 (Tian 131)、甜 35(Tian 35)、甜 9(Tian 9)、甜

128 (Tian 128)；中熟品种：MN-3467、MN-3466、

甜 116 (Tian 116)、Babush 和甜 129 (Tian 129)；晚熟

品种：PT3-S(PT3-S)，MN3329、Sart、MN-3466 和

08-KL。 

1.2  试验方法  
从 2008 年 3~9 月份每月播种 1 次，共 7 次，主

要进行品种筛选试验并对每期试验分别调查播期、

出苗期、挑旗期、抽穗期、开花期、乳熟期、蜡熟

期、完熟期等，分别在乳熟期、蜡熟期、完熟期、

成熟期后第 1、2 周时测定茎秆糖度，成熟时测定茎

秆产量、叶片产量、籽粒产量等。第 1~3 期在旱地种

植，第 4~7 期在水田种植，试验田土壤肥力中等，土

质疏松，壤质土，排灌方便，前茬作物为甘蔗或玉米。

结合植前整地施入基肥，亩施生物有机肥 1 000 kg、

三元复合肥 60 kg、过磷酸钙 60 kg；植后 1 周淋施

少量尿素；植后约 1 个月进行 1 次小培土，亩施尿

素加硫酸钾 25 kg；封行前进行 1 次大培土，亩施三

元复合肥 30 kg。结合施肥整个生育期进行 2 次中耕

除草，及时除掉多余分蘖。排灌情况：只在定植前

期进行 2~3 次浇灌保苗，中后期很少灌水，在洪灾

过后均能及时排干积水，免受其害。病虫害防治：

整个生长过程中根据病虫发生情况不定期地对蚜

虫、螟虫、纹枯病、紫斑病等及时进行防治。 

第 1 期：3 月 25 日播种，3 次重复；4 行区，

小区面积 8 m2，行(区)长 4 m，行距 0.6 m，小区宽

2 m，株距 0.4 m，每区种植 40 株。本期试验受 5 月

30 日和 6 月 12 日两场特大暴雨影响，部分品种出

现倒伏现象。第 2 期：4 月 29 日播种，随机区组排

列，MN-3329、MN-3466、Tian 131 为 2 次重复，其

他只有一个区，四周设置保护行；4 行区，小区面

积 8 m2，行(区)长 4 m，行距 0.6 m，小区宽 2 m，

株距 0.4 m，每区种植 40 株。本期试验也受 5 月 30

日和 6 月 12 日两场特大暴雨影响，部分品种生长

受到抑制。第 3 期：5 月 30 日播种，随机区组排列，

均为 3 次重复，4 行区，小区面积 8 m2，行(区)长

4 m，行距 0.6 m，小区宽 2 m，株距 0.4 m，每区种

植 40 株。第 4 期：6 月 30 日播种，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4 行区，小区面积 6 m2，行(区)长 3 m，

行距 0.6 m，小区宽 2 m，株距 0.3 m，每区种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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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第 5 期：7 月 27 日播种。随机区组排列，Babush

和 MN3466 为 2 次重复，其他均为 3 次重复，四周

设置保护行；4 行区，小区面积 7 m2，行(区)长 3.5 m，

行距 0.6 m，小区宽 2 m，株距 0.35 m，每区种植 40

株。第 6 期：8 月 30 日播种。随机区组排列，3 次

重复；4 行区，小区面积 7 m2，行(区)长 3.5 m，行

距 0.6 m，小区宽 2 m，株距 0.35 m，每区种植 40

株。第 7 期：9 月 25 日播种。 

总糖产量 (kg/hm2)=茎秆鲜重 (kg/hm2) ×汁液

含糖量 (0.75 Bx)×0.7(茎秆含水量)/(1−Bx)； 

乙醇产量估算公式 (t) =0.51×总糖产量(t) +籽

粒产量(t)/3。 

2  结果与分析 

2.1  甜高粱在桂中地区的表现 
2.1.1  不同品种对播期的反应差异 

通过 7 期播种试验，发现所有品种在桂中地区

均能正常生长。3 月 25 日播种的早熟品种 Tian 9 和

Tian128 未能出苗，Tian 127、Tian 131、Tian 35 出

苗良好，6 月底进入蜡熟期，7 月初完熟，生育期

102~103 d (图 1)；中熟品种除 MN-3466 外，均生长

良好，7 月中旬到 8 月上旬成熟，生育期 109~133 d；

晚熟品种 PT3-S，MN3329、Sart、MN-3466 和 08-KL

未表现晚熟，甚至早于中熟品种，也是 7 月中旬到

8 月初成熟。研究发现，随着播种期的延迟，生育

期呈缩短趋势，但不同品种反应差异很大，早熟  

 

图 1  甜高粱部分品种分期播种对生育期的影响 
Fig. 1  Growth periods when sown on different dates in partial 
varieties tested. 

品种 Tian131 在 4~7 月份播种时，生育期缩短到

85~93 d，8 月份播种生育期与 3 月份播种相同。中

熟品种 MN3467 对播期反应最大，3~4 月份播种，

生育期相近 (133~135 d)，5 月份以后播种生育期大

幅度缩短，只有 89~99 d；MN-3466 则播期反应相对

较小，生育期在 113~122 d之间波动；晚熟品种 PT3-S 

3~4 月份播种生育期相近 (128~133 d)，5 月底到 6

月底播种 103~107 d，08-KL 对播期反应最为稳定，

约为 110~125 d，Sart 从 130 d 逐步缩短至 98 d。由

上可见，要合理安排播种期，预先了解品种生育特

性十分重要。 

2.1.2  15 个甜高粱品种在桂中地区的产量表现 

通过 3 月 25 到 9 月 30 日每月一期的播种试验

发现，3~8 月份播种的品种均能成熟，9 月 25 日播

种，所有品种均不能正常成熟。所有品种均能一年

两熟，3 月 25 日播种的早熟品种 9 月底即可完成第

2 次收获，晚熟品种 10 月底到 11 月中旬可完成第 2

次收获。4 月份播种，只有早熟品种能够完成第 2

季收获。表 1 总结了 15 个品种在 6 个播种期中的单

季最高茎秆产量，最高双季产量和茎秆锤度。由表

可见，就鲜茎秆单季产量而言，晚熟品种  (平均

64.53 t/hm2) 高于中熟品种 (66.64 t/hm2)，中熟品种

高于早熟品种 (31.8 t/hm2)，但在中熟品种中，有的

品种茎秆产量高于晚熟品种，如 Babush 平均单季茎

秆产量为 66.44 t/hm2，而晚熟品种 MN3329 只有

49.9 t/hm2。平均单季茎秆产量最高的是 Sart 和

PT3-S，分别为 79.28 t/hm2 和 78.58 t/hm2。单季

茎秆产量较高的有晚熟品种 PT3-S、Sart，和中熟

品种 Tian 129，分别为 93.75 t/hm2 (4 月播种 )、

93.6 t/hm2 (6 月份播种 )、91.05 t/hm2 (6 月份播种)。 

就籽粒产量而言，单季籽粒产量晚熟品种 (平

均 4.16 t/hm2) 高于中熟品种 (平均 4.06 t/hm2)，但

差异不显著，两者显著高于早熟品种 (3.29 t/hm2)，

单季籽粒产量最高的品种 Babush，播种期是 3 月 25

日。单季最高籽粒产量与单季产量变化趋势相同，

晚熟品种、中熟品种和早熟品种分别是 6.30 t/hm2、

5.71 t/hm2 和 4.67 t/hm2，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单

季最高籽粒产量最高的品种是 PT3-S，为 7.78 t/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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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秆汁液锤度是能源甜高粱最重要的指标之

一，根据每个品种的糖分积累规律，本文将接近本

品种最高锤度时作为可收获期，表 1 列出了可收获

期间的平均锤度和最高锤度。由表可见，早熟品种

的平均锤度明显高于中熟和晚熟品种，中熟和晚熟

品种差异不显著，平均锤度较高的品种有 Tian 9、

Tian131、Tian127、08-KL、Tian128，其锤度分别

为 15.84％、15.70％、15.47％、14.88％、14.77％、

14.56％。单季平均锤度较高的品种有 Tian131、

Tian 9、Tian128、Tian127、08-KL、PT3-S，分别

是 18.2％、17.04％、16.96％、16.64％、16.55％、

15.8％和 15.1％。

 
表 1  15 个甜高粱品种在桂中地区的平均单季产量 (t/hm2)、双季产量 (t/hm2) 和茎秆汁液锤度 (％) 
Table 1  Average fresh stem yield in one growing season and two growing seasons and Brix value of 15 sweet sorghum varieties 

Varieties Mean stem 
yield /crop 

Maximum 
stem yield in 

one crop 

Year stem 
yield one 

year 

Mean stem 
yield /crop

Maximum 
grain yield in 

one crop 

Year grain yield 
in one year 

Mean brix in 
harvestable 

period 

Maximum 
brix 

Tian127 26.31 36.15  65.10 2.75 4.52  7.38 15.47 16.64 

Tian131 27.91 39.15  69.00 3.52 4.98  8.35 15.70 18.20 

Tian35 33.11 41.70  69.45 3.26 4.27  7.98 12.82 13.92 

Tian9 35.13 48.90 − 3.47 4.58 − 15.84 17.04 

Tian128 36.52 46.95 − 3.47 5.01 − 14.56 16.96 

Mean of above 31.80 42.57  67.85 3.29 4.67  7.90 14.88 16.55 

MN-3467 41.89 43.65  95.10 3.59 5.07  8.57 10.74 11.56 

MN-4093 59.10 68.40 − 3.68 4.25 −  9.18  9.70 

Tian 116 48.11 66.45  98.70 3.77 5.75  9.29 12.97 13.70 

Babush 66.44 88.65 131.70 4.72 7.08 10.04  9.44 12.38 

Tian 129 62.68 91.05 121.80 4.55 6.41 10.25  9.92 13.04 

Mean of above 55.64 71.64 111.83 4.06 5.71  9.54 10.45 12.08 

PT3-S 78.58 93.75 157.95 3.98 7.78 10.32 11.87 15.10 

MN3329 49.90 65.85  97.20 4.45 6.64 11.22  8.22 10.78 

Sart 79.28 93.60 155.25 4.70 6.24  9.89  9.70 14.60 

MN-3466 55.45 73.35 114.90 3.19 4.50  7.81  9.61 14.03 

08-KL 59.46 77.55 116.70 4.46 6.36  9.77 14.77 15.80 

Mean of above 64.53 80.58 128.40 4.16 6.30  9.80 10.83 14.06 

Note: Tian127 didn’t established well or didn’t emerged when sown on April 29, May 30 and July 27; Tian35 didn’t emerged when sown on 
April 29; Tian 9 and Tian 128 didn’t emerged when sown on March 25; MN4093 had only two data when sown on April 29 and June 30; 
Tian129 hadn’t data for May 30 sowing; “−” means on two crops accomplished due to seed shortage. 

 
2.2  播种期对茎秆产量、籽粒产量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不同播种期对甜高粱茎秆产量影

响较大，且各品种的反应趋势相似。总的来看，3

月 25 日播种和 4 月 29 日播种的茎秆产量略有增减，

7 品种平均分别为 63.09 t/hm2 和 64.50 t/hm2，5 月

30 日播种产量显著降下降，平均 51.86 t/hm2，平均

下降 19.6％，6 月 27 日播种茎秆产量最高，平均达

到 72.64 t/hm2，7 月 27 日播种茎秆产量 55.56 t/hm2

与 5 月 30 日播种相近，8 月 30 日播种产量最低，

为 42.92 t/hm2。 

由图 3 可见，3~5 月播种，籽粒产量变化较平

稳，变化范围在 3.41~3.56 t/hm2 之间，其中 5 月份播 

 

图 2  不同播期对甜高粱茎杆产量的影响 
Fig .2  Fresh stem yield of 7 sweet sorghum varieties when 
sown on different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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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播期对甜高粱籽粒产量的影响 
Fig. 3  Grain yield respond to different sowing dates in 7 sweet 
sorghum varieties. 
 
种，籽粒产量最低，6 月播种，各品种籽粒产量均

显著增加，7 品种平均产量达到 5.83 t/hm2，较前一

播种期增加 70.8％，7 月份播种，籽粒产量略有下

降，达到 5.66 t/hm2，比 6 月份播种下降 2.9％，未

达到显著水平，平均为 5.66 t/hm2，但仍然比 3~5

月份播种平均产量增加 63.2％。8 月份播种产量最

低，7 品种平均只有 2.28 t/hm2，只有 6 月播种的

39.1％。 

对比茎秆产量变化图发现，不同播期，籽粒产

量与茎秆产量变化动态趋势相近。但 7 月份播种时，

茎秆产量下降幅度大于籽粒产量，该时期播种，正

好 10~11 月成熟，有利于籽粒发育。 

2.3  不同播种期和可收获期的关系 
原料的可持续供应是生物乙醇产业的重要基

础，我国北方甜高粱收获期短，限制了大规模发展。

而在热带地区，拥有独特的发展甜高粱的自然条件，

本文所指可收获期是指从锤度接近最大值时开始，

一直持续到成熟后 2 周，图 4 总结了不同播期的甜

高粱的可收获期。可见，从 6 月底，一直到次年 1

月底，均有品种可以收获。甘蔗榨期一般为 11 月到

次年 4 月，可见，只要品种和分期播种搭配合理，

甜高粱至少可以填充 7~10 月份的压榨空闲期。从图

中还可发现，不同品种在不同月份成熟时，可收获

期间长短不同。7~8 月成熟时，可收获期较短，之

后逐渐延长。 

 

图 4  不同播期对甜高粱可收获期的影响 
Fig. 4  Harvestable periods of 7 sweet sorghum varieties sown on 6 different dates. 

 
 



李桂英等: 甜高粱填充甘蔗榨期生产燃料乙醇的可行性  979 

 

Journals.im.ac.cn 

2.4  成熟月份与茎秆汁液含糖量的关系 
试验发现，通过调整播期，可以做到 6~12 月均

有甜高粱收获，而且播期对锤度有很大影响 (表 1)。

但分析发现，播期对锤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成熟期，

因此，进一步分析了甜高粱成熟月份对锤度的影响。

图 5 是 8 个甜高粱品种在不同月份成熟时完熟期茎

秆糖锤度平均值的变化。 

 

图 5  不同品种在不同成熟月份茎秆汁液含糖量 (完熟

期) (图中“O”点表示数据空缺) 
Fig. 5  The brix values (when seed full ripened) of 8 sweet 
sorghum varieties in different ripening month. “O” means the 
data was missing. 

 
可见，不同品种在不同月份成熟，茎秆糖分积

累不同，但不同品种反映有差异。高糖品种 Tain 9、

08-KL 和 Tian 131 在 7~12 月份成熟，其茎秆糖锤度

变化较小，表明其对光温反映较为迟缓。中低含糖

量的品种反映较大，Tian 128 从 7~12 月份茎秆糖锤

度逐渐升高，但 10~11 月茎秆锤度持续偏低；PT3-S 

8 月份开始成熟，9 月份茎秆糖锤度有所升高，之后，

10~11 月份持续偏低，12 月份有所升高；Sart、

MN-3466 和 Babush 9 月份之前，糖锤度变化较小，

小于 2 个百分点，但在 10~11 月份，均有明显降低，

表明 10~11 月份不适宜糖分积累。对比图 3 中 12 月

份籽粒产量，可见，10~11 月份有利于籽粒发育，

12 月份有利于糖分积累，但不利于籽粒发育。 

2.5  不同甜高粱品种的理论乙醇产量和综合利用

潜力 
为评价各品种生产燃料乙醇及其综合利用潜

力，估算了各品种平均单季乙醇产量，单季最高乙

醇产量，双季乙醇总产量，双季木质纤维素产量和

双季叶片产量，结果见表 2。可见，08-KL 和 PT3-S 平

均单季乙醇产量最高分别为 4.25 t/hm2 和 4.16 t/hm2，

Sart 和 Babush 次之，分别为 3.85 t/hm2 和 3.43 t/hm2。

单季最高乙醇产量以 PT3-S和 08-KL两个品种最高，

分别为 5.72 t/hm2 和 5.72 t/hm2。双季乙醇总产量

最高的也是 PT3-S 和 08-KL 两个品种，分别为 9.14

和 8.67 t/hm2。早熟品种 Tian131 生育期虽短，双季

乙醇产量仍可达 5.65 t/hm2。 
 

表 2  估算理论乙醇产量、木质纤维素产量和叶片(饲草)产量 
Table 2  Estimated theoretical ethanol yield, yield of lignocellulose and leaves   

Varieties Mean stem yield of  
one crop 

Maximum stem yield in  
one crop 

Year stem yield 
one year 

Lignocellulose yield 
of two crops 

Leaf yields of two
crops 

Tian127 2.21 3.28 5.65  8.35 17.02 

Tian131 2.57 3.61 6.22  8.85 19.31 

Tian35 2.39 3.07 5.39  8.90 16.13 

MN-3467 2.55 3.10 5.92 12.19 24.50 

Tian 116 3.18 4.57 7.04 12.65 21.71 

Babush 3.43 4.83 7.02 16.88 28.83 

Tian 129 3.36 4.82 7.01 15.61 29.95 

PT3-S 4.16 5.97 9.14 20.25 26.58 

MN3329 2.68 3.79 6.07 12.46 19.53 

Sart 3.85 4.77 7.76 19.90 29.21 

MN-3466 2.64 3.59 5.87 14.73 28.37 

08-KL 4.25 5.72 8.67 14.96 27.88 



980    ISSN1000-3061  CN11-1998/Q Chin J Biotech             July 25, 2010  Vol.26  No.7 

  

Journals.im.ac.cn 

此外，甜高粱还含有较多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是

二代燃料乙醇的原料，是重要生物质资源。甜高粱叶

片是优良饲料，因此，叶片产量是评价甜高粱综合利

用潜力具有重要因素。表 2 可见，PT3-S 和 Sart 木质

纤维素产量较高，分别达到 20.25、19.9 t/hm2，Babush、

Tian 129、08-KL 和 MN3466 次之，分别为 16.88 t/hm2、

15.61 t/hm2、14.96 t/hm2 和 214.73 t/hm2。叶片产量分

布于 16.13~29.95 t/hm2，多数在 20 t/hm2 以上，平均

24.1 t/hm2，可见，品种间叶片产量差异较小，且为

副产品，选择品种时可不用考虑。 

根据试验地周边地区甘蔗产量推算，甘蔗产量

114.5 t/hm2，估计乙醇产量 8.2~9.5 t/hm2。考虑到本

研究所选品种为随机选取，而非专门针对该地区选

育，如果针对该地区选育出专用能源甜高粱品种，

其发展潜力将会更大。 

综合考虑，乙醇产量，木质素产量以及茎秆糖

锤度，在所试品种中，08-KL 和 PT3-S 两个品种适

宜作为乙醇原料在该地区种植，但 PT3-S 糖锤度稳

定性较差，需要进一步改良。早熟品种中，Tian 131

可作为搭配品种种植。 

3  讨论 

南方引种甜高粱，已有些试验，杨秀坚等[12]在

广东湛江引种 5 个品种或杂交种，希望筛选出适合

湛江市栽培的籽粒和鲜茎产量蔗糖含量达到甘蔗水

平的优良品种进行开发利用，以解决蔗源、粮源不

足问题。该试验从 1997 年上旬至 1998 年 4 月下旬

共播种 5 次，结果表明，在湛江市从每年的 3 月上

旬到 12 月中旬这段时间内，种植甜高粱能够正常生

长和结籽能够成熟，且可一年多熟。刘晓辉等[13]从

吉林引进 25 个甜高粱品种在亚热带地区珠三角腹

地的试验表明，引种的品种均能正常生长，而且偏

早熟，品种间优势表现不一。本研究中 15 个北方甜

高粱品种在桂中地区均能正常生长，全生育期变化

幅度为 101~128 d，熟期普遍较北方偏早，Tian35、

Tian 212、Babush 属极早熟品种；Tian 116、MN-3466

属早熟品种；Sart 属中熟品种。若以茎杆为主要生

产目的，Sart 较适宜在桂中地区推广，品种 08-KL

茎秆鲜产和糖锤度较高且稳定，可以大面积推广

种植。  

甜高粱作为“高能”作物，其巨大的生物产量

潜力，一直备受关注，但因收获期过短、收获后糖

分消耗过快，而使产业化受阻[14-15]，故而产生了在

甘蔗产区发展甜高粱填充甘蔗空榨期的思路。通过

本文研究，证明在甘蔗产区种植甜高粱生产燃料乙

醇是可行的。但在产业化之前需要作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1) 继续选育适宜的品种：标准是适于分期播种

且糖锤度相对稳定，平均锤度在 16％以上，双季茎

秆产量 150 t/hm2 以上，抗病性较好；2) 建立新的种

植制度：早中晚熟品种搭配，不同作物搭配，以达

到养地与用地相结合，实现可持续生产的目的；3) 

甜高粱综合开发潜力巨大，研究种植业、养殖业和

生物能源性结合的生态农业系统十分必要；4) 甘蔗

是很好的燃料乙醇原料之一，如何实现甜高粱与甘

蔗的有效衔接，还需进一步研究。 

高粱作为生物质能源作物在我国推广和应用方

面虽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在南方地区开展研究课

题很少，还没有培育出性状稳定的优良品种，没有

引起政府及加工企业的重视，栽培面积不大，为使

甜高粱成为甘蔗产区的工业加工原料，更好地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应加大对甜高粱新品种选

育力度，尽快选育出一批抗逆性强、综合性状好、

适合本地区种植的新品种。与此同时加强与加工企

业的交流与合作，为蔗糖企业及乙醇生产等相关企

业提供原材料，提高其设备利用率。 

此外，本研究对于甜高粱基础研究和新品种选

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如果在腊熟期收获，

或者利用广西、海南的自然条件，实现一年 3 熟是

可行的，这样可以大大缩短育种周期。其次，通过

分期播种，可以检验不同品种的适应性。适应好的

品种往往光温反应迟钝，一年多季节播种，恰好是

天然的不同光温反应试验。本研究中表现较好的品

种 08-KL，在不同播种期表现相对稳定，在北京地

区多年的表现相对稳定即是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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