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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些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持续扩大，为使甘蔗产

量和质量得到保证，需基于种植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高产种植

技术，同时，针对常见的病虫害类型，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以减

少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研究此项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高产种植技术

1.1 选择优质品种

甘蔗品种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会直接影响甘蔗的产量，若选

择不当。具体表现为，选择不适合种植地区的品种，全苗和壮苗

会受到影响，产量会随之下降，而优质品种，则具有发芽势头强

劲、发芽率高、生长速度快等优势。以广西地区为例，建议选择桂

糖 30 号或福农 28 号，此类品种的适应性强，且十分高产[1]。

1.2 做好整地处理

在于春季种植的甘蔗地而言，需要在冬季进行深耕，深度宜

在 25cm 左右。在种植前，重新耕耙，通过这种方式疏松土壤，使

土面保持平整，避免水肥流失，同时，还要设置排水沟和植蔗沟。

在水田地种植甘蔗，可以将三级植沟作为主要选择，整地要点如

下：①在犁地完成后，使用农机做开行处理，直至出现种沟雏形

为止。之后，将碎土放置到畦顶处，使畦面的宽度保持在 30—

40cm，种沟的深度处于 18—27cm，低端宽度为 18—21cm。②蔗

种放置后，挖掘附近的松土，然后将其置于种子上方，做覆盖处

理，并且，挖掘后的位置，会形成小深沟，可以作为辅助排水沟。

③在整地过程中，应保证同行平整，防止水在行内积存。此外，还

要在种植地进行环沟的开设，为排水创造有利的条件。针对旱地

种植沟，可以选择深沟平植松底土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旱地和

水田相比，排水需求低，无需排水沟。

1.3 完成基肥施用

甘蔗田基肥施用，需要以有机肥为主，比如：堆肥、土杂肥和

灰粪肥，同时，还要搭配氮钾肥和磷肥，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者用

量不宜过多。通常情况下，基肥的施用量，在总肥量所占的比重

应该在 60%—70%之间。每亩甘蔗地，有机肥的施用量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而定，若土壤原本肥力较强，则有机肥施用量不宜超过

1500kg，若土壤肥力不强，应增加有机肥施用量。钙肥的施用量

每亩 30kg，钾肥 10—15kg。实践结果表明，选择有机肥作为基肥，

在提高甘蔗产量方面，优势明显，并且，还能使土壤效果得到优

化[2]。

1.4 加强种子处理

对于甘蔗种子的处理，主要步骤包括晒种、浸种、砍种、消

毒、催芽。具体方法如下：①晒种：该步骤适用于梢头苗，究其原

因，主要是梢头苗水分较大，需要通过晾晒的方式，使甘蔗种的

温度提升，增强其内部的酶活性及吸水能力。方法如下：剥开老

旧叶鞘，留下嫩叶鞘即可，之后，做好地面处理，将梢头苗放置在

地面做晾晒处理。②砍种：使用刀具对甘蔗进行割砍，直至两芽

一段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在砍种时，不宜用力过大，宜平直，不

能破裂。结合种植经验得知，梢部发育完全的甘蔗芽，其萌芽力

最强，其余部分较差，为此，在现阶段生产过程中，将梢部作为选

择对象。甘蔗段的芽数宜为双芽，究其原因，主要是此类芽苗与

土壤接触面积较为广泛，且具备非常强的吸水能力，故萌发效果

较为显著，且发芽齐整，适宜生长。在下种过程中，若下种地区的

气候较为干旱，采用 3 芽段亦可。而单芽苗不宜使用，其原因在

于切口偏大，故染凤梨病的概率较大。③浸种：选择好的甘蔗种

子，需在清水浸泡 2—3 天，以加快种子萌发速度。试验结果表

明，没有浸过水的种子，其萌发会晚于浸水的种子 3—5d。目前，

常用的浸水方式以石灰水浸种为主，具体措施如下：将 2kg 的石

灰放置到 100kg 的清水中，制成石灰水，然后将种子放入其中，

浸种时间需要将种子老嫩程度和气温高低作为依据。比如：嫩种

果树栽培

甘蔗高产种植技术及多种病虫害综合防控分析
梁修林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546100

摘 要：甘蔗作为重要的经济类作物，在南方地区的种植面积较为广泛，但近些年，在种植技术和病虫害的影响下，甘蔗

产量和质量不尽如人意，导致农民经济收入降低。为此，本文对甘蔗高产种植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加以分析，其中，高产栽

培技术主要包括选择优质品种、做好整地、施基肥、甘种处理、栽种、田间管理和砍收贮藏。而病虫害综合防治，则针对赤腐病、

黑穗病、凤梨病、螟虫、棉蚜虫和蔗龟等常见病虫害的防治加以论述，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为相关行业提供借鉴。

关键词：甘蔗;高产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

231



种子世界 2023·3

的浸泡时间不宜超过 20h，而老种的浸泡时间应超过 24h，但小

于 48h，气温若高于 25℃，则可适当缩短浸泡时间，反之则亦然。

与普通清水浸泡相比，石灰水浸泡更具效果。④消毒：为防止甘

蔗在种植后感染病虫害，在砍种后，需要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在

消毒前应配置消毒液，以广西地区为例，该地区所选择的消毒液

为托布津或多菌灵，每 100kg 水兑 100g 消毒液，之后，将种子置

于消毒液内 10min 即可[3]。⑤催芽：考虑到春季温度较低，甘蔗种

子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方能萌芽，为此，需要通过催芽方法的使

用，使萌芽速度和发芽率增加。此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发芽率不高

的品种。在催芽过程中，还要遵循芽微胀且不萌发的原则。目前，

常用的催芽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堆积保温;第二种是堆肥酿

热。

1.5 甘蔗栽种

在栽种甘蔗时，需要明确种植时间，通常情况下，甘蔗的发

根温度为 10℃，而发芽温度稍高为 13℃。故在种植阶段，需确保

土温始终保持在 10℃左右。若条件符合，应尽早种植，使其生长

周期及产量增加。下种方法：在下种过程中，应该确保种苗与泥

土充分贴合，芽的朝向为泥土两侧，杜绝天地芽和架桥现象的发

生。种子之间的行距为 15cm，同时将种苗节间的长短和播种量为

依据，确定两段种苗顶端的间距。

1.6 田间管理

甘蔗出苗情况，与产量存在密切关联，若甘蔗出苗情况较

好，则产量必然有保障。为此，在甘蔗种植期间，应做好田间处

理，为其成长提供支持。故建议种植户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

一，苗期田间处理。在这一阶段，甘蔗的生长特点为根部生长迅

速，但上部叶片生长缓慢，且营养需求较为旺盛。故在苗期，应确

保苗全、苗壮和苗齐，只有这样，方能使甘蔗的分葉效果更加显

著。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较好的苗株，其出苗速度较快且齐整，

每亩的甘蔗田的株数应该在 4500—5000 株，同时保证苗株均匀

分布，不能过于集中或稀缺[4]。第二，采取田间处理措施：①做好

苗株的查缺补漏。在田间管理时，若发现断行大于 40cm，应该做

补苗处理，通常情况下，选择预备苗即可。该苗是指在下种的同

一时间内，在地边进行育苗，用作后续补苗，育苗量在总苗量中

所占的比重以 5%为宜。补苗最佳时间为甘蔗苗生长 3—4 个叶

片，考虑到补苗的成活率，应该在土壤湿润时开展此项工作。②

在甘蔗苗生长阶段，应该施用尿素和生物肥，其中，前者施用量

为每亩 5—8kg，后者施用量为每亩 2000kg，值得注意的是，施用

量需要将苗生长情况为依据，如果苗的生长势头较差，则多施

肥，以保证土壤内有充足的营养成分供甘蔗苗吸收。③在中耕期

间做好杂草清除，杂草过多，会与甘蔗苗争抢水分和营养，导致

其生长速度下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甘蔗减产，为此，在中耕期

间，农户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清除杂草，比如：可以放养一些大

鹅、鸭子或山羊等动物进行生物清理，若杂草数量过多，可喷洒

农药，提高杂草清除效率。

1.7 砍收与贮藏

在砍收甘蔗之前，需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以确保甘蔗的新

鲜感不受影响。换言之，就是种植户应将品种、种植和成熟时间

的不同作为依据，完成砍收工作。先砍收秋季种植的甘蔗，然后

方能砍收冬季或春季种植的甘蔗。此外，不留根的甘蔗需要先砍

收，宿根留有的甘蔗后砍收[5]。

砍收方法如下：应该选择小锄头低砍。若想保留宿根，且土

层厚度较高，在砍收前应将土层削减，砍收标准为低砍留蔗桩为

10—15cm。若不保留宿根，可挖出整个根部，之后，清理甘蔗表

面，将蔗梢生长点下方的 10cm 处作为砍收点，在砍收完成后，将

甘蔗统一堆放，并扎成捆。相较于其他砍收方法，此类方法更具

效率，且不会对甘蔗头造成损害，有利于保留宿根，且能提高产

量。试验结果表明，使用此种砍收方法，甘蔗亩产量会提高

200kg。

2 常见病虫害综合防治对策

2.1 病害

2.1.1 赤腐病

赤腐病通常发生在甘蔗的生长阶段，是常见的病虫害之一。

当甘蔗出现赤腐病时，将导致叶脉与蔗径发生损害。赤腐病在发

病初期较为隐蔽，并不会产生明显的症状，只有将径纵解剖后才

会发现此时的甘蔗茎肉已呈红色状态，在变红位置还呈现出不

规则的斑块。赤腐病的传播以昆虫传播、风雨传播为主，其传播

方式首先会在伤口位置逐步传递到甘蔗植株的内部。当甘蔗田

内出现螟虫等害虫时，赤腐病的发病概率将显著提升。尤其在春

季、冬季，此时的田地土壤较为湿润，为赤腐病的发病提供了良

好的生长环境。为避免甘蔗在种植过程中就产生了赤腐病时，为

将赤腐病扼杀在萌芽期，种植者可以通过栽种抗病能力强的甘

蔗苗木品种，最大程度防止甘蔗苗木发生赤腐病的概率。与此同

时，还需要选择已经脱过毒的甘蔗苗木，从而确保根部的病菌已

经全部清除干净。在正式种植前，需要开展相关的消毒工作。当

种植地区容易产生赤腐病时，则应做好土壤的消毒工作，利用石

灰对土壤开展全面的消杀。

2.1.2 黑穗病

黑穗病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主要表现为在甘蔗顶部生长

出明显的黑穗，呈现出短笔直、长弯曲的状态，且该黑穗无任何

分枝。当甘蔗感染该类病害后，甘蔗的植株变得脆弱、纤细，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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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片也相对较长，整体色泽较淡。黑穗并发生在干旱、贫瘠的

甘蔗田中。当气温过高或过湿，也是黑穗病发病的最佳时期。黑

穗病的注意传播途径是气流。为降低黑穗病的发病概率，一方面

需要积极选择抗病的甘蔗品种，做好甘蔗苗的消毒工作。利用

50℃的温水浸种 15—20min 左右。另一方面则应适当施加磷钾

肥料，确保甘蔗能够尽快生长。除此之外，当发现甘蔗病株时，应

及时将其拔出烧毁，避免对其他植株造成影响。采用轮作的方式

种植甘蔗，不得在发病田地内菜苗，保证甘蔗苗木健康。

2.1.3 凤梨病

作为甘蔗种植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病虫害，凤梨病极易导致

甘蔗幼苗发生损害，甚至无法正常生长和发芽。凤梨病病菌不仅

能够通过其他病菌传播，还能够通过土壤中的病菌进行传播。通

常情况下，凤梨病病菌在甘蔗的种苗位置的切口处产生病菌侵

入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甘蔗苗进行侵害。凤梨病在发病初

期以红色为主，在中期时甘蔗内部将逐渐变空，以黑色状态为

主。当病菌侵染不严重时，甘蔗会继续生长，但与其他甘蔗苗木

的不同点为已被细菌侵染的甘蔗苗生长速度将越来越慢。直到

后期感染程度加重，最终导致苗木出现死亡。凤梨病在春季和夏

季的发病率较高。为避免甘蔗苗发生凤梨病，在种植前需要对甘

蔗苗进行剥荚处理，采用 2%的石灰水对苗木进行浸泡，浸泡时

间需要高于 12 小时。

2.2 虫害

甘蔗在生长过程中会遇到的虫害会根据地域产生变化，并

且其不同生长阶段所受到的虫害也不同，一旦甘蔗遭受虫害，将

会对其产量与质量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在甘蔗的种植过

程中，必须将虫害重视起来。对于具体的防治工作，要以预防为

主，并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域特色，以及甘蔗的生长

阶段，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理想的目

标。

2.2.1 螟虫

甘蔗螟虫也叫甘蔗钻心虫，其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害虫，主要

损害甘蔗的茎部。通常情况下，螟虫会在甘蔗幼苗时期和生长中

后期侵入甘蔗内部，在幼苗时期侵入，其会不断向甘蔗的中心区

域啃噬，最终造成枯心苗;在甘蔗生长中后期侵入，将会导致甘

蔗出现虫孔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甘蔗虽然不会死亡，但由于

其内部的养分大量流失，且植物整体出现破损，甘蔗的含糖量将

显著降低，并且一旦有大风天气，极有可能折茎。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螟虫都会对甘蔗造成损害，甘蔗主要面对的害虫有黄

螟、条螟、白螟等。

针对螟虫，应以预防为主，尽量避免出现此类虫害。在预防

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在种植之前的冬季检查土地中

的动螟虫，从源头消灭螟虫。第二，根据当地的种植情况，调整种

植时间，让甘蔗尽快分蘖，减少螟虫的影响。第三，在种植地点实

行轮种。在治疗时，应将生物治疗与药物治疗结合起来，以达到

最佳效果。

2.2.2 棉蚜虫

通常情况下，棉蚜虫会聚集在甘蔗的叶片部分，其会在甘蔗

叶片上不断吸食甘蔗的汁液，损伤叶片，使叶片逐渐失去光合作

用能力，进而影响甘蔗生长。虽然此种病虫大多不会造成甘蔗大

规模死亡，但会严重影响甘蔗质量。

在治理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在每年的 11 月左

右，消灭棉蚜虫的过冬虫源。第二，定时巡查甘蔗田，及时消灭棉

蚜虫幼虫。第三，在甘蔗田中，适当防治其天敌。第四，运用相应

的药物喷洒在甘蔗叶片上。

2.2.3 蔗龟

蔗龟是一种损伤甘蔗根茎的害虫，其种类较多，比如突背蔗

龟、齿缘鳃金龟子等，其对于甘蔗的损害都非常严重。一旦甘蔗

感染蔗龟，甘蔗的根茎部分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此之后，一

旦遇到较为干旱的天气，甘蔗的整体将会呈现为枯黄色，并且含

糖量大幅度降低。同时，当甘蔗感受到蔗龟影响后，整片甘蔗种

植区的产量将会大幅度降低。

在治理蔗龟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加大耕地深度。

由于蔗龟一般处于甘蔗根茎的 10—20cm 左右，若能进行及时深

耕，将能杀死一部分蔗龟。第二，运用光源诱杀蔗龟。第三，灌水

杀虫。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需要注意及时排水，以

免产生反效果。第四，选择合适药物，施加在甘蔗的根茎部位。

综上所述，高产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是保证甘蔗质量的

关键，故建议种植户针对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甘蔗品种

和种植技术，同时做好田间处理和施肥，为甘蔗生长创造良好的

环境。此外，还要针对常见病虫害，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以减轻

病虫害对甘蔗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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