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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宝鸡市进行了2个藜麦品种的引种试验。结果表明，雨琦藜麦在寒凉干旱区折合产量可达1 870.59
kg/hm2，可考虑在宝鸡市渭北山旱塬区（海拔1 000耀1 200 m）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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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藜麦品种在宝鸡市的引种试验初报
梁宝魁，王炳夺，胥志文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种子管理站，陕西 宝鸡 721001）

藜麦（ChenopouUm quinoa willd）属被子植物

门双子叶植物纲石竹目藜科藜属。原产于南美洲

安第斯山区，有 5 000～7 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

国内仅在山西北部有种植。藜麦属于全营养的健

康食粮，被称为丢失的远古“营养黄金”、“超级谷

物”、“未来食品”和“素食之王”［ 1 - 2］。1980年美国

航空航天局对藜麦做了细致全面的研究，发现其

具有极高而且全面的营养价值，为优质完全蛋白

碱性食物，胚乳占种子的 68%，且具有营养活

性，蛋白质含量高达 16～22%（牛肉为20%），品

质与奶粉及肉类相当，在植物和动物王国里几乎

无与匹敌；蛋白质、矿物质、氨基酸、纤维素、

维生素等微量元素含量都高于普通食物，与人类

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需求完美匹配，可用于宇航

员的太空食品［ 3］，是适宜人类的完美的、全营养

的食品。为了增加宝鸡新谷物，发展宝鸡特色农

线椒王居第 3，折合产量为 35 737.5 kg/hm2，较对

照品种美国红增产 11.46%；早香辣较对照品种美

国红增产 11.03%；香辣 8号、海丰 1052较对照品

种美国红均增产 7.72%；丰源 8号折合产量最低，

为 29 862.5 kg/hm2，较对照品种美国红减产

6.86%。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各处理间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F=48.576＞F0.01=4.277），区组间差异

不显著（F= 0.020＜F0.05=3.739）。进一步进行多重比

较的结果表明，辣翠 8号与其余品种的差异均达极

显著水平；川腾 6号也与其余品种间差异均达极显

著水平；线椒王与早香辣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与

香辣 8号、海丰 1052差异显著，与美国红（CK）、

丰源 8号差异极显著；香辣 8号与海丰 1052差异

不显著，与美国红（CK）差异显著，与丰源 8号差异

极显著；美国红（CK）与丰源 8号差异显著。

3 结论

在凉州区对引进的 7个制干辣椒品种采用垄

膜沟灌栽培，各参试品种均可正常成熟，且大部

分产量表现优良，其中以以辣翠 8号折合产量最

高，为 50 462.5 kg/hm2，较对照品种美国红增产

57.39%；川腾 6 号次之，折合产量为 39 862.5

kg/hm2，较对照品种美国红增产 24.33%；线椒王

居第 3，折合产量为 35 737.5 kg/hm2，较对照品种

美国红增产 11.46%；早香辣较对照品种美国红增

产 11.03%。这 4个品种田间表现为生长整齐，综

合性状较好，较对照品种美国红增产极显著，建

议在凉州区及同类生态区域推广种植。参试品种

香辣 8号、海丰 1052田间表现较好，综合性状良

好，可进一步进行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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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2014年，我们从山西省引进 2个藜麦品

种进行了多点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材料

参试藜麦品种 2个，静乐藜麦引自山西省静

乐县种子公司，雨琦藜麦引自山西省太原雨琦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按照宝鸡市不同生态区域，选 4种生态型试

验点，即高塬干旱点为金台区宝陵村（海拔800

m），凉爽湿润点为凤县黄牛铺村［凤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农场（海拔1 500 m）］，寒凉干旱点为麟游县

新城村（海拔1 164 m），凉爽半干旱点为渭滨区四

家坪村（海拔1 250 m）。其中静乐藜麦在宝陵村、

黄牛铺村试种，雨琦藜麦在新城村、四家坪村试

种。每点试种 0.07～0.08 hm2。试验于 4 月 20日

至 5月 1日采用露地直播方式播种，常规管理［ 4］。

生育期观察记载出苗期、抽穗期、成熟期，按小

区收获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及生育期

从表１可以看出，由于播期有差异，加之春

夏旱情严重，各试验点的出苗期、抽穗期、成熟

期、收获期也不相同。雨琦藜麦在新城村生育期

最长，为 96 d；在四家坪村为 93 d，较静乐藜麦

推迟 1～3 d。

2.2 主要性状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引进藜麦株高为 112～

123 cm，雨琦藜麦在四家坪村种植株高最高，为

123 cm；穗长最长，为 35 cm；小穗数最多，为 18

个；千粒重为 3.013 g。在新城村株高为 115 cm，

穗长 32 cm，小穗数 15个，千粒重为 3.223 g。静

乐藜麦在宝陵村种植株高为 118 cm；穗长达 35

cm；小穗数为 16个；千粒重高，为 3.231 g。在黄

牛铺村株高最矮，为 115 cm；穗长 33 cm；小穗数

最少，为 13个；千粒重最低，为 3.011 g。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雨琦藜麦在新城村种植折

合产量最高，达 1 870.59 kg/hm2。其余各点产量为

300.00～384.28 kg/hm2，产量极低。

３ 小结与讨论

1）在宝鸡市 4个生态区域进行的藜麦引种试验表

明，自山西省太原雨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

藜麦品种雨琦藜麦在海拔 1 164 m左右的寒凉干旱

区，折合产量可达 1 870.59 kg/hm2，引种基本成

功，可考虑在宝鸡市渭北山旱塬区（海拔1 000～

1 200 m）进一步试验种植。

2） 2014年藜麦播后遇春夏长期干旱，虽造成死苗

死株严重，但总体抗旱性表现强于当地主栽作物，

如遇正常年份，产量提高空间很大。且藜麦种植

不覆地膜，病虫害较少，几乎不使用化学农药，生

产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具有种植开发价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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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试验点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抽穗期 成熟期
雨琦藜麦 新城村 1/5 11/5 16/7 5/8 96
雨琦藜麦 四家坪村 24/4 3/5 2/7 25/7 93
静乐藜麦 宝陵村 20/4 1/5 28/6 20/7 92
静乐藜麦 黄牛铺村 25/4 4/5 1/7 25/7 92

表 1 2个藜麦品种在不同生态区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品种 试验点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
（个）

千粒重
（g）

雨琦藜麦 新城村 115 32 15 3.223

雨琦藜麦 四家坪村 123 35 18 3.013

静乐藜麦 宝陵村 118 35 16 3.231

静乐藜麦 黄牛铺村 112 33 13 3.011

表 2 2个藜麦品种在不同生态区的主要性状

品种 试验点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雨琦藜麦 新城村 1 870.59 1

雨琦藜麦 四家坪村 328.13 3

静乐藜麦 宝陵村 300.00 4

静乐藜麦 黄牛铺村 384.38 2

表 3 2个藜麦品种在不同生态区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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