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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糜 子

第一节 概 述

糜子( Panicum miliaceum L． ) ，英文名 Proso 或 Broom corn

Millet，禾本科( Gramineae) 黍属 ( Panicum L． ) 栽培种，一年生草

木植物。糜子又称黍、稷、糜，是我国北方旱区主要制米作物之

一，有粳糯之分。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干旱、半干旱

地区。其生育期短，耐旱、耐瘠薄，生育规律与降雨规律相吻合，

是雨水资源高效利用型作物，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粮食生产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糜子栽培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很广。北从内蒙古的海拉

尔( 北纬 49°18') ，南到海南的琼海( 北纬 19°15') ，南北跨 30°;东

从黑龙江的同江、虎林( 东经 143°) ，西至新疆的哈巴河、阿图什、

喀什( 东经 76°) ，东西跨 67°; 垂直分布由海拔 200 m的山东日照

到西藏海拔 3000 m的扎达、普兰，落差 2800 m，几乎全国各省、区

都有栽培。主产区集中在我国长城沿线地区，包括陕西北部、甘

肃中东部、宁夏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及黑龙江、辽宁、吉林

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常年种植面积约 100 × 104 hm2，居世界第 2

位。我国包头、东胜、榆林、延安一线( 东经 110°) 以东地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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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糯性糜子，向东延伸粳性糜子种植的数量越来越少，该线以

西地区以栽培粳性糜子为主。

糜子在我国古代农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非常

丰富。以黄河上游为中心，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多处

发现有糜子的遗迹。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炭化糜子

种子距今为 8300 ～ 10300 年; 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人工栽培形态

的糜子，距今 7700 ～ 8000 年; 甘肃东部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

中，发现了 7300 ～ 8100 年前的糜子; 辽宁省新乐遗址发现的糜子

炭化籽粒距今 6000 多年;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史家层中发现的黍

壳距今约 5500 年; 甘肃东乡马家窑遗址出土的糜子叶及小穗距

今 5000 年左右。此外，在辽宁省北票丰下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甘

肃省兰州青岗岔遗址、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青海省民和核桃

庄遗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黑龙江省东康遗址、山西万荣县荆

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吉林省延边汪清新安闾遗址、内蒙古燕家梁

元代遗址、湖南汉代马王堆古墓等都有糜子的考古发现。

糜子在我国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称谓，甚至同一地区的称谓

也不尽相同。历代史书、农书、医书、诗词、地方志、农家俚语中都

有关于糜子的记载。从《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周书》《吕氏

春秋》《本草注》到《梦溪笔谈》《王桢农书》《群芳谱》，均记载了

我国糜子的分布区域、粳糯类型、栽培品种、栽培技术、习惯叫法、

食用方法及用途等。在华北某些地区及山东、山西、河南一般称

为黍子，而山东、河南和河北南部是稷的称谓区域。陕西、甘肃、

宁夏、内蒙古一般称为糜子。

糜子耐旱、耐瘠薄，是干旱、半干旱山区的主要栽培作物，生

长期与雨热同步，在多数年份水分不成为限制糜子生产潜力的主

要因素。糜子的叶片含水率、相对含水量和束缚水含量等水分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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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表现出有利于抵御干旱条件的水分饱和度。数量充足的自

由水对生理过程酶促进生化反应起重要作用。蒸腾速率低，束缚

水在温度升高时不蒸发，可以减轻干旱对植物的危害。糜子种子

发芽需水量仅为种子重量的 25%，在干旱地区当土壤湿度下降

到不能满足其他作物发芽要求时，糜子仍能正常发芽，在禾谷类

作物中耗水量最低，用水最经济。

糜子生育期短，生长迅速，是理想的复种作物。复种糜子收

获后不影响冬小麦的播种。糜子还是救灾、避灾、备荒作物。糜

子对干旱条件的适应性和忍耐性在防范农业种植业风险，提高农

业防灾减灾能力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糜子的生育期可塑性

比较大，可以播种后等雨出苗，也可以根据降雨情况等雨播种，是

重要的避灾作物。糜子的生长发育规律与降水规律相吻合的特

点，使其在生育期内能有效增加地表覆盖，强大的须根系对土壤

起到很好的固定作用。由于植被覆盖降低了地表风速，从而减轻

或防止了风蚀，同时，还能起到减轻雨滴冲击、阻止地表水径流的

作用，使更多的水渗入地下，减少了水土流失。另外，植被覆盖还

可以防止地表板结，提高土壤持水能力，从而起到良好的水土保

持作用。在遭受旱、涝、雹灾害之后，充分利用其他作物不能够利

用的水热资源，补种、抢种糜子，可取得较好收成。

糜子籽粒脱壳后称为黄米或糜米，其中糯性黄米又称软黄米

或大黄米。加工黄米脱下的皮壳称为糜糠，茎秆、叶穗称为糜草。

自古以来，糜子不仅是宁南山区人民的主要食物，也是当地家畜、

家禽的主要饲草和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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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糜子特征特性

糜子是一年生草本禾谷类作物，全株由根、茎、叶、花序、颖果

( 种子) 等几部分组成。要特别指出的是，种子的粳糯性与植株

形态和穗分枝没有直接关系。1987 年出版的《辞海》中描述的

“圆锥花序较密，主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的为黍型( P.

miliaceum var. contractum) 即黍子; 圆锥花序密，主轴直立，穗分

枝密集直立的为黍稷型( P. miliaceum var. compactrm) 即糜子;圆

锥花序较疏，主轴直立，穗分枝向四面散开的为稷型( P. miliace-

um var. effusum) 即稷”。按花序和穗轴形态进行分类的方法，将

糜子分为黍型( 黍子) 、黍稷型( 糜子) 、稷型( 稷) 值得商榷。

一、植物学特征

( 一) 根

糜子根系中各条根的粗细差异不大，呈丛生状态，属须根系，

由种子根( 胚根) 和次生根( 节根) 组成。种子根是糜子种子胚中

的幼根，在种子萌动发芽时，种子根首先突破种皮后生长形成。

由于种子根是最早形成的根，因而又称初生根。种子根只有一

条。节根着生在茎节间分生组织基部。生长在地下茎节上的称

为地下节根或次生根，生长在地上茎节上的称为地上节根或支持

根、气生根。

糜子根系入土较浅，入土深度为 80 ～ 100 cm，扩展范围 100 ～

150 cm。主要根群分布在 20 ～ 50 cm土层内，其中以 0 ～ 20 cm土

层内的根系最多。糜子在0 ～10 cm土层中的根系重量占全根重量

的 7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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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子的胚根垂直向下生长，平均每天可伸长 2 cm以上，当植

株达到 3 ～ 4 叶时，胚根的入土深度能达到 40 ～ 50 cm。胚根入土

后长出许多白色的纤细分枝，随着胚根的生长和老化变为褐色或

黑褐色。由胚根发育的初生根在糜子幼苗出土后起主要的吸收

作用，具有很强的抗旱能力。糜子幼苗期出现干旱时，只要初生

根没有受到伤害，幼苗就不会由于干旱而死亡。

糜子的根尖是根生长、伸长和水分、养分吸收及初生组织发

育的主要部位，由根冠、分生区、伸长区和成熟区组成。对根尖进

行解剖，可分为表皮、皮层、内皮层、中柱鞘、韧皮部和木质部几个

部分。

糜子的根系不仅担负着吸收、运输养分和水分以及支持植株

的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合成能力。土质、土壤养分和水分状况、

土地盐碱化程度、整地质量、种子的生活力强弱等因素都对根系

的发育有很大的影响。

( 二) 茎

糜子的茎由胚轴发育而成，分为主茎、分蘖茎和分枝茎，一般

情况下有一个主茎和 1 ～ 3 个分蘖茎。分蘖茎由分蘖节上的腋芽

发育而成。一些早熟品种，还能在地上茎节上产生分枝茎。

糜子分蘖茎和分枝茎的多少与品种类型、土壤水分、肥力及

种植密度有关。一般植株可产生 1 ～ 5 个分蘖，在干旱稀植的条

件下，最多可达 20 个以上，但一般只有1 ～ 3个分蘖可以发育成

穗。分枝是在主茎圆锥花序出现后才形成的，一般早熟品种分枝

较多，晚熟品种分枝较少。同一植株上的分枝成熟很不一致，籽

粒不饱满，结实率低。因此，在生产上要适当控制分蘖和分枝，防

止无籽穗和秕粒。

糜子为直立茎，茎高因品种、土壤、水分、气候和栽培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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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有很大差异。矮秆类型品种株高只有 30 ～ 40 cm，高秆类型

品种株高可达 200 cm以上。茎粗5 ～ 7 mm，茎壁厚 1. 5 mm或更

厚。茎秆由若干节与节间组成，每个节上生长一片叶子，茎节数

与叶片数在 7 ～ 16 节( 片) 范围内变化。地下有 3 ～ 5 个茎节，节

间非常密集，为分蘖节，地上有 5 ～ 11 个茎节。节间数目的多少

与品种特性、土壤肥力和播种早晚有关。茎色分绿色和紫色两

种，多数茎秆表面都着生着大量的茸毛。糜子茎秆着生的茸毛的

多少对糜子抗旱性、抗风沙能力及抗病虫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是糜子抗性强弱的重要性状。

拔节前，糜子幼苗的茎是实心的，由密集的茎节组成，成熟后

大部分茎变为空心。解剖发现，糜子的茎由表皮、基本薄壁组织、

维管束和髓部等几部分构成。糜子茎的输导组织特别发达，维管

束排列为四圈，因而，对大气干旱和土壤干旱有更好的适应性。

( 三) 叶

糜子为单子叶植物，其叶由叶片、叶鞘、叶舌、叶枕等部分

组成。

叶片是叶的主要部分。除第一片真叶顶端稍钝呈椭圆形外，

其余叶片均呈条状披针形。由于中脉比支脉短，以致叶片边缘呈

波浪型，但也有边缘是平直的。叶片的上下表皮及叶鞘表面都有

浓密的茸毛。叶鞘在叶片的下方，包围着茎的四周，两缘重合部

分为膜状，边缘着生浓密的茸毛。叶舌是叶鞘与叶片接合处内侧

的茸毛部分，能防止雨水、昆虫和病原孢子落入叶鞘内，起保护茎

秆的作用。叶枕是叶鞘与叶片相接处外侧稍凸起的部分。叶片

和叶鞘的颜色分为绿色和紫色。

糜子的每一茎节都着生一片叶，全株出生的叶片数为 7 ～ 16

片，与茎节数一致。发生在不同节位上的叶片大小、形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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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叶叶片较小，长宽为 10. 0 cm ×1. 2 cm，这部分叶片随着幼苗

和根系的生长在早期枯黄脱落。后生叶较宽大，长宽一般为

20. 0 cm ×1. 5 cm，寿命较长，一直可维持到糜子成熟。此外，发

生在不同节位上的叶片也因中脉长短程度不同而有差别。

( 四) 花

糜子穗为圆锥花序，一般称穗子，由主轴和分枝组成。主轴

直立或弯向一侧，长 15 ～ 50 cm，成熟后下垂。分枝呈螺旋形排

列或基部轮生，分枝上部形成小穗，小穗上结种子，一般每穗结种

子 1000 ～ 3000 粒。分枝呈棱角形状，上部着生小枝和小穗。分

枝多少与生长发育条件有关，一般最多有 5 级，其中，1 级分枝 10

～ 40 个。分枝有长有短，有的光滑或稍有绒毛并有弹性。分枝

与主轴的位置是相对稳定的。根据糜子花序的分枝长度、紧密

度、分枝角度和分枝基部的叶关节状结构的有无，我国将糜子穗

形分为散穗型( P. miliaceum var. effusum) 、侧穗型( P. miliaceum

var. contractum) 、密穗型( P. miliaceum var. compactrm) 3 种类型

( 表 1 － 1) 。
表 1 － 1 糜子穗型特点

类 型 散穗型 侧穗型 密穗型
分枝与主轴角度 ≥45° ＜ 35° ＜ 35°

分枝与主轴
相对位置

多在周围，有的
分枝细长，顶
部向一方下垂

分枝在主茎
的一侧

分枝在主轴
的周围

主轴方向 直立或稍弯曲 主轴弯曲 主轴直立或略显弯曲
分枝长度 分枝较长 分枝长 分枝短
花序密度 稀 疏 较 密 密 集

分枝基部凸起物 明 显 不明显 没 有

糜子花序分绿色和紫色两类颜色。紫花序类型其茎叶也常

常带有紫颜色。紫色系花青素所致，花青素在 F1 代是显性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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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交育种中常作为 F1 代淘汰假杂种的标志性性状使用。

糜子的小穗为卵状椭圆形，长 4 ～ 5 mm，颖壳无毛。小穗由

护颖、内外颖和数朵小花组成。护颖有 2 片，护颖内一般有 2 朵

小花( 个别有 3 个完全花出现) ，其中一朵小花发育不完全，另一

朵为完全小花。雄蕊有 3 个花药，雌蕊有 2 个羽状柱头，3 个花

药紧抱 2 个柱头。开花时，由花序顶端逐步向基部开放，由穗主

轴开始逐步向一、二级侧枝过渡。

( 五) 果实

糜子果实由受精后的子房发育而成。由于果皮和种皮连在

一起不易分开，故生产上通称种子或籽粒，植物学上称颖果。

糜子籽粒有球形、长圆形、卵圆形 3种。粒长 2. 5 ～3. 2 mm，宽

2. 0 ～2. 6 mm，厚 1. 4 ～ 2. 0 mm，千粒重 3 ～ 10 g。粒色有黄、红、

白、黑、褐、灰等色，米色有深黄、浅黄等。

二、生物学特性

( 一) 糜子的生长发育

1. 出苗期 糜子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 20℃ ～ 30℃，超过

40℃种子不能发芽。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糜子一昼夜即可发

芽。因糜子品种生育期差异较大，播种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因

此，播种时土壤温度变化也比较大。一般情况下，随着温度的提

高，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逐渐提高，播种至出苗的时间逐渐减

少。春季播种的出苗时间长，播期越迟出苗时间越短。

2. 拔节期 糜子是喜温作物，不同的温度对糜子的器官分

化、生长有很大的影响。糜子拔节与品种、播期、气候条件都有关

系。一般情况下，拔节时间出现在出苗后 20 ～ 40 d，因品种、播

期、气温的不同而变化。高温能促进糜子生长发育，加快节间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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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但同时也使茎节数减少，所以，春播糜子的主茎节数一般

多于复播糜子。一定的高温条件可以促进糜子根、茎、叶等器官

的生长，使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速度加快。由于水分对糜子茎

节伸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拔节初期蹲苗能有效增加糜子

抗倒伏的能力。

3. 抽穗期 糜子幼穗发育完成后，从顶叶的叶鞘中抽出，这

就是抽穗期。适宜糜子抽穗的温度为 20℃ ～ 30℃。抽穗后，糜

子的生长中心转向生殖生长。在温度、土壤、水分适宜时，糜子抽

穗速度快而整齐。和其他作物一样，干旱高温情况下容易造成

“卡脖旱”，会造成严重减产。

4. 开花期 糜子在抽穗后 3 ～ 5 d 开始开花，开花时间一般

延续 10 ～ 20 d。开花时间基本集中在每天的 10: 00 ～ 15: 00。适

宜的开花温度为 24℃ ～30℃。其中，以温度 26℃ ～ 28℃，空气相

对湿度为 50% ～ 60%时开花最为适宜。阴雨天不开花，外部机

械力的作用能促使糜子提前开花。干旱高温对开花十分不利，会

严重影响花粉生活力，造成大量的空壳。

5. 灌浆期 糜子开花授粉后很快完成受精作用进入灌浆

期。糜子适宜的灌浆温度在 20℃左右。籽粒的发育先由胚及皮

层开始，干物质的形成过程呈“快—慢—快”的“S”型变化。灌浆

速度快慢是不同品种千粒重差异比较大的主要原因。此外，灌浆

时间长短对整穗增重的作用明显。同一品种，在适宜的温度、水

分条件下，增重速度快，增重时间长，单穗粒重就大。若灌浆期气

温偏低，会明显降低增重的速度，从而导致穗重降低。同一品种

在不同的时期播种，由于对单穗粒重的影响较大，产量会有较大

的差异。而晚播、低温等因素导致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粒数的

减少引起的。改善土壤水分状况，虽然对增加千粒重的作用不是
9



十分明显，但对增加穗粒数，提高单穗增重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是提高糜子产量的重要途径。

( 二) 糜子的环境适应性

1. 土壤 糜子对土壤的适应能力较强，不同质地的土壤都

可以种植糜子。但由于糜子种子小，黏性土壤种植容易造成坷垃

压苗，导致出苗不整齐。同样，糜子生育的后期根系活力减弱，忌

积水与过湿，低洼易涝地种植应起垄开沟，注意排水。糜子耐盐

能力强，宁夏地区硫酸盐土盐分含量不超过 0. 21%，在其他禾本

科作物不能很好生长的盐碱地上糜子也能很好的生长。

2. 水分 糜子虽然抗旱，但在关键时期对水分也十分敏感。

糜子的抗旱性主要在生育早期，前期干旱一般对糜子产量的影响

不十分明显。农谚有“不怕旱苗，只怕旱籽”，“小苗旱个死，老来

一包籽”等说法，正是对糜子苗期抗旱能力的经验总结。糜子需

水的敏感期在抽穗期和灌浆期，在宁夏南部山区，由于糜子生长

后期与雨季同步，所以，一般情况下降水能够满足糜子对水分的

要求。

3. 温度 糜子发芽的最低温度为 6℃，在 6℃ ～ 25℃的范围

内，随温度的增高发芽率提高，之后随温度的增高发芽率下降，超

过 40℃不发芽。穗分化的最低温度为12℃ ～15℃，开花的适宜

温度为 24℃ ～30℃，灌浆的适宜温度为 20℃ ～22℃。

4. 光照 糜子是短日照作物，要求黑暗时间长，光照时间短

的光周期条件。在满足其营养生长的条件下，短日照可以明显促

进糜子生殖生长。此外，糜子的光周期还与温度密切相关。低温

对短日照感应有抑制作用，可以使糜子光反应通过的时间延长，

发育延缓，生育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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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糜子分布

一、分布

糜子喜温、耐旱、耐瘠、早熟，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大

洋洲也有少量栽培。

糜子籽粒较小，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生产年鉴》中，将此类小

粒制米作物称为“小禾类”作物或称作“粟类作物”。全世界糜子栽

培面积550 ×104 ～600 ×104 hm2，栽培面积最大的是乌克兰、中国和

俄罗斯，印度、伊朗、蒙古、朝鲜、日本、法国、罗马尼亚、美国、澳大

利亚也有栽培。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糜子栽培面积约

250 × 104 hm2，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分布在其南部和东南部干旱、

半干旱地区。世界糜子平均产量为 750 kg /hm2 左右，苏联为

1100 kg /hm2，中国为 1000 kg /hm2。糜子低产的主要原因是土地

贫瘠，耕作粗放，品种退化。

我国糜子主产区主要集中在长城沿线地区，即宁夏银南、固

原，河北张家口、承德，甘肃庆阳、平凉、定西，山西大同、朔州、忻

州，陕西榆林、延安，内蒙古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及黑龙江嫩江，

吉林白城地区。这些地区土壤瘠薄、土地广阔，干旱少雨，年降水

量 300 ～ 500 mm，无霜期短，糜子是这些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之一。

二、生产

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糜子栽培面积约 200 × 104 hm2，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11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

由于糜子经济效益低，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目前，全国糜子种植

面积为 100 × 104 ～ 120 × 104 hm2，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种植面

积减少近一半。我国糜子种植面积年度之间变化很大，灾年高于

丰年，特别是干旱年份，在其他作物无法入种的情况下，就会大量

种植糜子。

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新品种的应用，全国多数地区糜子生

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据统计，内蒙古 20 世纪 50 年代糜子平

均产量为 615 kg /hm2，80 年代平均产量为 1005 kg /hm2，单产比

50 年代提高了 63. 4%，到 90 年代初平均产量为 1095 kg /hm2，比

80 年代提高了 9%。全国不少地区糜子产量超过 1500 kg /hm2，

有的甚至超过 2500 kg /hm2。糜子生产潜力很大，在内蒙古准格

尔旗、陕西府谷、山西河曲和保德等地，糜子产量可达 4500

kg /hm2 ～ 6000 kg /hm2。

第四节 糜子栽培技术

糜子抗旱、耐瘠、耐盐碱，具有适应性强、生育期短的特点。

在作物布局、轮作倒茬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抗旱避灾、食粮

调剂、饲草生产上的作用更大。据《固原县志》记载，早在 100 多

年前宁南山区就有“禾草”、“鬼拉驴”( 糜子混种荞麦) 等间套复

种的组合方式。固原、彭阳一带还保留着麦豆收获后复种糜子的

种植方式。

一、整地

宁夏糜子主要分布在山区干旱、半干旱区，几乎全部种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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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土壤水分完全依靠降雨资源。冬春雨水少，苗期水分大部

分依靠秋季土壤接纳的雨水来保证。要保证糜子获得全苗，做好

秋雨春用、蓄水保墒是关键。因此，在整地的过程中，要坚持“二

不三早一倒”的原则。“二不”指“干不停，湿不耕”。伏秋耕地

时，宁愿干犁，决不湿耕，防止形成泥条泥块，影响晒垡和土壤蓄

水。“三早”指早耕、早耱、早镇压。糜子多种植在夏茬地，应该

做到“早耕早耱，随耕随耱，三犁三耱”，耕地不出伏，冬春勤镇

压，接纳夏秋雨水，提高土壤保水蓄水能力。“一倒”主要指犁地

和翻土的方向要内外交替进行，犁地的走向应相互交叉，保证犁

通、犁细、犁深。

( 一) 深耕

在秋作物收获之后，应及时进行深耕。深耕时间越早，接纳

雨水就越多，土壤含水量也就相应增加。早深耕土壤熟化时间

长，有利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深耕 0 ～

25 cm，土壤含水量随深耕时期的推迟而减少，8 月下旬深耕，翌

年 4 月土壤含水量为 13. 2%，而 9 月下旬深耕，翌年 4 月土壤含

水量为 10. 2%，早耕与迟耕含水量相差 3%。

( 二) 耙耱

山区春季多风，气候干燥，土壤水分蒸发快，耕后如不及时进

行耙耱，会造成严重跑墒，所以，耙耱在春耕整地中尤为重要。据

调查，春耕后及时耙耱的地块水分损失较少，地表 10 cm 土层的

土壤含水量比未进行耙耱的地块高 3. 5%，较耕后 8 h 耙耱的地

块高 1. 6%。

( 三) 镇压

镇压是春耕整地中的又一项重要保墒措施。镇压可以减少

土壤大孔隙，增加毛细管孔隙，促进毛细管水分上升，与耱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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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在地面形成干土覆盖层，防止土壤水分的蒸发，达到蓄水保

墒的目的。播种前如遇天气干旱，土壤表层干土层较厚，或土壤

过松，地面坷垃较多，影响正常播种时，也可进行镇压，消除坷垃，

压实土壤，增加播种层土壤含水量，有利于播种和出苗。但镇压

必须在土壤水分适宜时进行，当土壤水分过多或土壤过黏时，不

能进行镇压，否则会造成土壤板结。

二、施肥

糜子虽有耐旱、耐瘠的特点，但要获得高产，必须充分满足其

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土壤肥力水平与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呈正

相关。保证一定的土壤肥力，不仅是满足糜子生产对养分的需

要，也对增加糜子田间土壤水分十分重要。糜子每生产 100 kg

籽实约需从土壤中吸收氮 1. 8 ～ 2. 1 kg、磷 0. 8 ～ 1. 0 kg、钾 1. 2 ～

1. 8 kg，正确掌握糜子一生所需要的养分种类和数量，及时供给

所需养分，才能保证糜子高产。糜子吸收氮、磷、钾的比例与土壤

质地、栽培条件、气候特点等因素关系密切。对于干旱瘠薄地、高

寒山地，增施肥料特别是增施氮、磷肥是糜子丰产的基础。

糜子施肥应以基肥为主，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营养

元素全面，释放缓慢，肥效长，利于糜子生长。用有机肥作基肥，

不仅能为糜子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各种养分，同时还能改善土壤

结构，促进土壤熟化，提高肥力。结合深耕施用有机肥，还能促进

根系发育，扩大根系吸收范围。有机肥的施用方法要因地制宜，

充足时可以全面普撒，耕翻入土，也可大部分撒施，小部分集中施

肥。如肥料不足，可集中沟施或穴施。一般情况下，高产糜子田

应施农家肥 30 t /hm2 以上，结合播种施用磷酸二铵100 kg /hm2 ～

150 kg /hm2 做种肥。在农家肥短缺的地区，可以采用适量的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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