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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高产技术的出现，让我国在谷子种植方面的水

平逐渐提升，在谷子种植技术不断优化的同时，其种植

过程中，出现的病虫害问题也需要严格的关注，尤其在

一些没有普及谷子高产种植技术的地区，其病虫害问题

影响极其严重，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谷子高产种植技

术的推行和提升谷子病虫害防治技术水平的工作开展势

在必行。本文就当前代县谷子种植的资源优势、发展现

状进行了透彻地分析，并且对当前代县较为实用的谷子

高产种植技术进行探讨，从而有效地促进代县谷子种植

产量的提升，优化代县种植产业的经济效益。

一、代县气候资源优势与基础
代县地处晋西北地区，地形轮廓略呈长方形，基本

由山地、丘陵和河谷盆地盘结而成，形成了“两山夹一

川”与“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特点。代县属于

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光能

资源丰富，全年累计日照时数 2863.6h，北半坡稍多。

代县年降水量变化在 397 ～ 770mm之间，分布特征为随

海拔增高而递增，全年无霜期变化在 100 ～ 160d之间，

分布趋势为由东向西逐渐增长。由于代县复杂的地形、

多样的气候，加之独特的光、热、水、土环境，为发展

特色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和基础，也成为谷子、红芸豆、黍米、高粱、绿豆、莜

麦、荞麦等杂粮的“黄金产区”。

谷子是代县重要的小杂粮，全县每年均有栽培，有

些地方栽培的谷子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优良，如雁门关

米等。前几年，谷子播种面积在逐渐减少，究其原因，

一是谷子的产量较低，二是对土质的要求较严。尤其是

谷子怕涝，喜岗地和地势较高的地块。再加上多年来农

田中有机肥的施量太少或根本不施，而大量施用无机化

学肥料，有机质含量越来越低，土壤团结构受到严重破

坏，耕层的板结程度也就越来越甚，因此也就越来越不

利于谷子的生长和发育。其实，谷子并非天生就是低产

作物，只要能按照谷子的生物学原理进行种植和管理，

为它的生长提供好的条件，满足它的生活要求，就会获

得理想的产量。

二、代县谷子栽培现状
代县谷子种植由于受品种特性、气候条件等影响，

加之管理粗放和病虫草危害，产量低，效益差等原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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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种植面积一度减少。近几年来，随着谷子市场价格

同玉米等作物相比大幅增长，谷子种植相对较有优势，

加之依托忻州这一“中国杂粮之都”，以及“忻州杂粮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全省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市”

品牌影响，又呈现面积增大趋势。代县谷子近年来集中

使用优良品种和农用物资，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增产

经验，在作物的布局和规划上实现了择优处理，让自然

资源和经济条件得到了充分使用。使得谷子生产正逐渐

呈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趋势。走企业带动、规模化生

产，发展品牌农业的路子，将是今后谷子生产的主要发

展方向。为提高农民种植谷子的积极性，推动代县小杂

粮基地规模化发展，在省粮食直补政策的基础上，代县

政府出资对代县各乡镇实施的千亩小杂粮丰产方、百亩

小杂粮示范点进行补贴。其中谷类补贴面积 5000 亩。

由于政策扶持力度大，种植谷子面积大幅提升。2009 年

以来，代县新建了以黍、谷、豆为主的 5万亩小杂粮基

地。截止到 2021 年，以谷子为主的特色种植业面积达 7

万亩。带动农户种植小杂粮 15万亩，谷子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

三、谷子生产技术
（一）谷种选择与前期培育

1.选择地块。谷子耐寒、耐旱、怕涝，宜选择地势较

高、排水方便、土层深厚、质地松软的肥沃土壤或沙壤

土，不宜在低洼或不易排除积水的地块种植。其次，谷

子喜欢微酸或中性的土壤，轻度盐碱地也可以接受。再

者，谷子喜光、喜通风，不喜欢阴凉，所以最好不要和

高粱等高秆作物间作。然后，不宜在新番地种植谷子，

因为新番地土壤通透，容易苗期扎根不牢，芽干和出苗

后死苗，后期易倒伏。最后，谷子对茬口比较敏感，不

适合进行重茬或者硬茬种植，连茬播种易发生病虫害，

还会滋生大量杂草。因此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执行合理的

轮作制度。对于谷子的轮茬，要依据谷子的喜好进行轮

作，可选择的种植作物有豆类、油菜、麦谷类、玉米、

高粱以及薯类作物等，其中最适宜者为豆类与油菜。适

合种谷子的茬口排序是：绿豆（或小豆）、大豆、马铃

薯、甘薯、麦类、玉米、高粱和甜菜等。

2.选用良种。谷子的地域性很强，所以谷种的选择至

关重要，应该选择适合本地区土壤与气候条件，且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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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疾病有一定抵抗能力的谷种。代县属于半干旱大陆性

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主要需要预

防的自然灾害是干旱、低温霜冻以及大风、冰雹等。因

此，应该选择具抗旱抗寒性强的谷子品种作为种植作物

的首选品种。除了考虑谷子的抗性以外，谷子的产量和

口感也是选种需要注意的地方。最上乘的品种是满足作

物抗性好、丰产性好、商品性好和营养性好等四方面。

例如，近几年在代县推广的晋谷 21号、晋谷 56号、张

杂 10号、张杂 12号等谷种，这些品种适应性强，稳产

性高，抗病抗倒，综合性表现良好，且熟相佳，米质品

质较高，都比较适宜代县种植。

通过精选种子的环节，就可以进行播前准备工作

了。在播种前 3～ 5d，用水洗法洗去种子中的杂质，如

沙粒、草籽等，留下下沉的谷种。精选出的谷种要经过

2～ 3d的日晒，日晒的作用是杀灭谷种上的细菌，其目

的是提高谷种的发芽率。播种前的拌种至关重要，要使

用瑞毒霉可湿性粉剂进行拌种，防止白发病，瑞毒霉可

湿性粉剂的重量应为谷种重量 0.3% ；使用 50%多菌灵拌

种，防止黑穗病，多菌灵的重量应为种子重量的 0.5%。

3.整地施肥。种植谷子对整地要求很高。前茬秋季

收获后耕翻耙耱，来年春季结合施肥再行旋耕、耙耱、

镇压，做到地块上虚下实。条件好的地块可以选用地膜

覆盖，地膜覆盖的地块要求整地达到土壤细碎无耕茬，

上虚下实无坷垃。及时铺膜保墒增温，可以起到促进谷

子增产的作用。对于土壤墒情较好的地块可免耕播种以

利于保墒，土壤墒情较差的地块可整地后待降雨趁墒播

种。旱地施肥提倡以农家肥和有机肥为主，可亩施优

质、发酵腐熟无害化农家肥 1500 ～ 2000kg。底肥重施，

尽量减少追肥。没有农家肥和有机肥时可施用磷酸二铵

等复合型化肥，一般亩施纯氮 8 ～ 10kg、五氧化二磷

8kg左右。

4.适期播种。当土壤温度上升至 12～ 15℃时，就可

以开始谷种播种了。代县谷子的播种日期为 5月上旬左

右。雨量和热量较好的地区可采用条播机露地平播，谷

种的播种方式大多为条式播种，其行距在 25 ～ 30cm范

围内。播种量在每亩 0.53kg左右，上下浮动 0.3kg，但是

在实际生产操作中，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衡量播种量

是否需要调整以及调整量的多少。

5.合理密植。本区适宜亩留苗 3万～ 4万株，一般

常规谷子适宜留苗密度 2.5 万～ 3.0 万株，杂交谷子适

宜留苗密度 1.2 万～ 1.5 万株。常规播种时一般亩播量

0.5 ～ 0.75kg，出苗后结合中耕人工间苗保证适宜留苗

密度；精量播种时可选用精量播种机播种，一般亩播量

0.25 ～ 0.40kg，播后不用间苗。

（二）育苗及育苗期的管理

播种完成的谷子就进入了育苗期。谷子育苗期的管

理应该注意查苗补苗和间苗定苗。查苗补苗就是在谷种

出苗之后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断垄严重的谷苗

采取及时的催芽补种措施；对于断垄现象不严重、只有

零星缺苗现象的地方，可以选择在定苗期间，采用适当

增留株数的方式进行补救，补救的方式还可以选择点水

移栽。值得注意的是，谷种最易成活的时间段为五叶期。

间苗定苗就是要在本阶段谷子生产过程中强调三叶

间苗与五叶定苗，三叶间苗期间要仔细检查是否出现了

杂株，若出现则应该严格地加以去除。同时在仔细检查

杂株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枯心苗，也应该一并拔出并使

其在田间消失，保持谷苗群体的纯粹性。谷子 4 ～ 5片

真叶时，要对谷苗进行第一次中耕，做到除草干净，灭

草不埋苗，培土稳苗，要浅锄，使中耕深浅一致，防止

伤苗、压苗。

（三）拔节与成熟期的管理

经过科学培育与正确育苗，谷种进入了拔节孕育

期。这是谷子生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个时期的谷子

较为多发病虫害疾病，应该对病虫害疾病加以防治。黏

虫等有害虫类以及白发病等有害病症都会在此时期发

生，对谷子的危害较为严重，稍不注意便有影响谷子产

量的可能性。因此，在日常生产中就要注意对病虫害现

象的监测与防微杜渐。

整个拔节孕育期是谷子对肥料与水分需求量较大的

时期。在这个时期灌水有细穗分化孕穗以及促进谷苗进

一步生长的作用；在这个时期追施尿素肥料，有保证谷

苗营养供应和保证成活率的功效。拔节后再进行一次中

耕，要注意的是这次中耕需要在追肥的结合下进行。中

耕深度不宜过深，应该在 11.5cm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

1.5cm，并且进行高培土处理。孕穗后期的中耕深度更

浅，目的是不触碰并伤及根茎，深度应该在 3cm左右。

此次中耕只要除草松土保墒，中耕后要继续进行培土。

这次培土的目的是保证土壤深度，减少自然环境变化对

土壤厚度的影响，促进地面根系对土壤肥料的吸收面积

与吸收能力，继续保持对主要根系生长的支持。同时通

过不断培土增加谷苗根系的坚韧性，防止生长后期因为

积涝现象而产生的谷根倒伏。

（四）抽穗期与生长后期的管理

进入抽穗期，应该使用磷酸二氢钾溶液，保证谷苗

不早衰，争取植株穗大饱满，磷酸二氢钾溶液的具体用

量为每亩 75kg，其浓度为 250mg/kg，这种用药方式在施

肥的作用之外还有喷水的效果。

抽穗期与灌浆期，应该使用硼酸溶液，具体用量为

每亩 100kg，其浓度为 300mg/kg。在抽穗期进行灌水操

作，对幼穗的发育有很大的推进作用；而在灌浆期灌水

则对籽粒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壮大更有益处。

谷子生长后期，要注意大雨过后及时排水，防止危

害谷苗。在这个时期，应该控制氮肥的使用，防止出现

谷叶耽青与无序生长的现象发生。后期要注意使用驱赶

的方式预防鸟类的侵害，并在谷粒成熟饱满时及时收

获，避免出现生长过度的情况。在贮存过程中，虫类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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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不大，更应该留意鼠害。

（五）收获时期

谷子蜡熟末期或完熟初期应及时收获，此时谷子下

部叶变黄，上部叶黄绿色，茎秆略带韧性，谷粒坚硬，

种子含水量约 20%左右。谷子收获过早粒不饱满，谷粒

含水量高，出谷率低，产量和品质下降；收获过迟，纤

维素分解，茎秆干枯，穗码干脆，落粒严重。如遇雨则

生芽，使品适下降。谷子脱粒后应及时晾晒干，干燥保

存。谷子粒小壳硬，库存期间应防鼠害。

四、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
（一）主要病害及其防治

谷子的主要病害有白发病、谷瘟病、黑穗病、褐条

病、红叶病、锈病、线虫病、纹枯病等，谷子种子可能

带有白发、谷瘟、黑穗、褐条病、线虫病病原，用 55℃

温汤浸种、1%石灰水浸种或以阿普隆、托布津拌种（用

量为种子重量的 0.3% ～ 0.5%），可有效消灭种子所带

的病原，谷瘟、锈病的病原主要来自谷草和杂草寄主，

白发、黑穗、褐条病病原主要潜伏于土壤和病株残体，

线虫病是由线虫危害产生的谷子病害，主要通过土壤、

肥料传播，实行多年轮作倒茬、清除谷田周围杂草、拔

除感病植株是防治这些土传病害的有效办法。谷子红叶

病是由蚜虫的和谷子小缘椿象等害虫传播的，应以消灭

害虫来防治红叶病。纹枯病是主要发生在夏谷区的新病

害，病害的轻重与夏季的降水量有直接的关系，防治主

要方法是选用抗病品种，其他防治方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二）主要虫害及其防治

谷子的主要害虫包括地下害虫、蛀茎害虫、食叶害

虫和吸汁害虫等。

地下害虫主要有蝼蛄和网目拟地甲等，以幼虫、若

虫、成虫危害谷子的根部，也采食新播种子，造成缺苗

断垄。防治方法主要是以辛硫磷、乐果等拌煮熟的谷子

制成毒谷，在播种时撒入播种沟内以减少地下害虫对谷

种和根系的危害。

蛀茎害虫有粟灰螟（钻心虫）、玉米螟、粟茎跳甲、

粟芒蝇等，以幼虫蛀食心叶与茎秆，破坏生长点和输导

组织，造成枯心、死苗、白穗和秕谷。防治的主要方法：

选用相应的抗虫品种；冬春消灭田间和地边杂草，及时

处理谷子残株，减少越冬虫源：及时拔除谷子田间的虫

株、枯心苗，以防虫转株危害；在生长期可用毒土诱杀

粟茎跳甲虫，可使用 5%甲维盐水分散粒剂 2500 倍液、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在间谷苗前后，可用

10%氯氰菊酯乳油、40%乐果乳油、80%敌敌畏乳油，三

种药剂灯亮混合，每亩用 50 ～ 100g，配成 1000 倍液对

准谷苗喷洒，可防治粟叶甲、菜茎跳甲等害虫；以赤眼

蜂（卵寄生）防治粟灰螟和玉米螟也有较好效果。

食叶害虫主要有黏虫和粟鳞斑叶甲，危害叶片，造

成缺刻、孔洞等，严重时吃光叶片、只留下光秆和叶

脉。黏虫的防治以药剂防治低龄幼虫为主，可在幼虫

2 ～ 3龄期，谷田每平方米有虫 20 ～ 30 头时，用 5%高

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 2000 倍液喷雾，辅助措施以田

间草把诱集成虫和卵块，集中销毁，减少危害。粟鳞斑

叶甲的防治以除草减少虫源，早播避过幼虫危害期。

吸汁害虫有粟小缘椿象和蚜虫，以成虫和若虫吸食

叶片、穗粒的汁液，并传播病毒。防治粟小缘椿象的方

法以选用抗虫品种为主，蚜虫的防治以药剂为主。

五、专业种植人员的培训与人才引进
将谷子的质量与产量得到提升，提高谷子的种植收

益，还需要有种植人员的专业知识进行加持，种植人员

具有丰富的谷子种植知识，监控谷子种植的过程，把控

每一处细节，就能及时发现在谷子种植中出现的问题并

解决，使谷子的质量与产量得到保障。专业种植人员需

要将谷子种植相关的知识牢记于心，所以需要对专业种

植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强化专业知识，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在谷子种植过程中也需要引进技术型人才，他们

会为种植人员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帮助，解决种植过程

中出现的疑难杂症，为谷子的质量与产量提供保障。

六、结束语
选用优种是谷子丰产的内因，选地整地是谷子生产

的基础，适期播种是培育壮苗的关键，合理施把、科学

管理是产量与品质的重要保证。现如今的谷子种植技术

越来越成熟，想要在这个基础上提升谷子的质量与产

量，就需要在每一个种植环节上下功夫，技术人员发现

了问题并努力解决或者规避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找到提

高谷子高质高效生产的路径，将科学合理种植的方法带

入田间，确保农户的经济收益，满足市场对谷子产量与

质量的需求，以此促进农业地区的经济增长，带动农业

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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