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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

内容概要

《甜高梁》全面系统叙述了甜高粱的起源和传播；国内外甜高粱生产概况及利用价值；甜高粱的植物
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甜高粱生长发育阶段及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甜高粱遗传、品种遗传改良、良种
繁育技术、高产栽培技术；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甜高粱制糖、加工乙醇、造酒及其工艺等。全书
共12章、2个附录，约4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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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

作者简介

　　卢庆善，长期从事高粱遗传、育种和栽培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国家、农业部、辽宁省科委重点
和攻关课题13项，获部省三等以上科技成果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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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甜高粱生产的经济意义第一节　糖料用途一、甜高粱制糖发展概述二、甜高粱是我国有发展
潜力的糖料作物第二节　饲料用途一、饲用甜高粱发展概况二、甜高粱是优质饲料作物三、甜高粱饲
料种类及加工技术四、甜高粱氢氰酸含量的变化第三节　能源用途一、各国开发生物质能源计划二、
甜高粱作为能源作物的优势三、甜高粱生产燃料乙醇的经济可行性分析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甜高粱
起源及品种资源第一节　甜高粱起源及传播一、甜高粱起源二、甜高粱的传播和发展第二节　甜高粱
品种资源一、甜高粱品种资源收集和保存二、我国甜高粱品种资源的特征特性三、我国甜高粱主要经
济性状及其变化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甜高粱特征特性第一节　植物学形态特征一、根二、茎三、叶
四、花序五、果实第二节　生物学特性一、甜高粱繁育特性二、甜高粱抗逆性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甜高粱的生长发育第一节　甜高粱生长发育过程一、生长发育时期的划分二、营养生长的特点三、生
殖生长的特点第二节　甜高粱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一、土壤二、水分三、热量四、光照五、营
养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甜高粱遗传第一节　甜高粱植株性状遗传一、株高二、茎秆质地三、穗性状
四、植株色五、粒色六、花药、柱头色第二节　甜高粱茎秆化学成分遗传一、茎秆糖分、磷酸值、乌
头酸的遗传二、茎秆含糖量遗传三、甜高粱主要性状的遗传分析四、甜高粱籽粒产量与茎秆内含糖量
的关系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甜高粱品种遗传改良第一节　甜高粱品种选育一、甜高粱品种选育概述
二、甜高粱育种目标第二节　甜高粱茎秆含糖量与物候期的关系一、茎秆含糖量与播种期的关系二、
茎秆含糖量与其他物候期的关系三、甜高粱茎秆糖分的积累第三节　甜高粱育种技术一、系统选育技
术二、杂交选育技术三、远缘杂交技术四、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甜高粱良种繁育
技术第一节　常规种繁育技术一、甜高粱种子质量标准二、常规种繁育技术第二节　杂交种繁育技术
一、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繁育技术二、杂交种制种技术三、小花败育及其预防技术四、良种提纯和
复壮技术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章　甜高粱高产栽培技术第一节　播种一、播前准备二、播期和播量三、
特殊播种第二节　种植技术一、播种方式二、播种深度三、播后镇压第三节　施肥与灌溉一、施肥原
则二、施肥技术三、施肥量的计算四、灌溉第四节　田间管理一、补苗二、间苗与除蘖三、中耕除草
四、培土第五节　收获一、收获时期二、收获方法第六节　特殊栽培一、再生栽培二、育苗栽培主要
参考文献第九章　甜高粱病虫害及其防治第一节　甜高粱病虫害概述一、高粱病害发生情况二、高粱
虫害发生情况第二节　病害及其防治一、叶部病害二、根和茎部病害三、穗部病害四、病毒病第三节
　虫害及其防治一、黏虫二、高粱蚜三、玉米螟四、棉铃虫主要参考文献第十章　甜高粱制糖技术及
加工工艺第一节　制糖技术一、制糖浆技术二、制土糖技术三、制结晶糖技术的进展第二节　制糖工
艺及其流程一、甜高粱制糖工艺与甘蔗比较二、制糖浆工艺流程三、制糖工艺流程四、甜高粱制糖工
艺的研究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甜高粱加工乙醇及工艺第一节　甜高粱生物质积累及其转化乙醇的
潜力一、甜高粱有两个光合产物贮藏库二、甜高粱糖汁转化乙醇的潜力三、甜高粱纤维素转化乙醇的
潜力第二节　甜高粱加工乙醇及其工艺一、液态发酵及其工艺二、固态发酵及其工艺三、汁液固定化
酵母发酵及其工艺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甜高粱加工酒、醋及其工艺第一节　酿制酒类一、甜高粱
茎秆酿制白酒二、甜高粱制糖后的残渣和废稀酿制白酒三、甜高粱酿制凯勒露酒第二节　甜高粱其他
加工产品及其工艺一、加工味精二、酿制醋三、其他加工品主要参考文献附录1　国内外主要甜高粱
品种介绍附录2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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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甜高粱生产的经济意义　　甜高梁有两个光合产物贮藏库，一个是穗部的籽粒，含有淀
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一个是茎秆中薄壁细胞中的糖，含有葡萄糖、果糖、蔗糖等。甜高梁
籽粒和茎秆中所含的这些成分，使甜高粱既可作为粮食作物、糖料作物，又可作为饲料作物和能源作
物，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势。　　第一节　糖料用途　　一、甜高粱制糖发展概述　　在中国，
用甜高粱茎秆中的糖分熬制糖稀已有悠久的历史。而制成结晶糖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20世纪70～80
年代，陕西省武功县普集糖厂用甜高粱制出黄砂糖、高梁蔗片糖和商品赤砂糖。其糖的组分与广州郊
区糖厂生产的甘蔗片糖的成分进行了比较（表1—1）。　　1977年，湖北省汉川县中洲糖厂用甜高粱
大规模生产出机制赤砂糖，其总糖含量为92.6％，其中蔗糖82.09％，还原糖10.51％。　　美国和前苏
联等国家很早就注意甜高粱。美国最早的甜高粱是从中国崇明岛引去的。1853年从法国引去了中国琥
珀甜高粱，与此同时还从非洲引进其他甜高粱品种。蔗糖分和纯度比较高的甜高粱来自南非和苏丹
。19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中部的新泽西州到堪萨斯州地区建起了许多小型糖厂，用甜高粱生产糖
和糖浆。　　1862-1890年，在威利H.W等人的指导下，对甜高粱品种的选育、栽培、收获、剥叶等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当时没能建立起稳定的甜高粱制糖业，主要是由于：①没有含糖量高的甜高粱品
种。②收获集中，来不及提汁使蔗糖分损失很快。③缺乏有效的加工工艺。④加工机械设备不完备，
效率低。当时甜高粱只是用来生产糖浆和作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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