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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甜 荞

第一节 概 况

甜荞，为蓼科荞麦属栽培种，一年生草本双子叶植物，又名荞

麦、乌麦、花麦、三角麦、荞子，为非禾本科谷物。异花授粉，籽粒为

三棱形，花是很好的蜜源。在我国古代原始农业中，甜荞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历代史书、著名古农书、古医书、诗词、地方志以及农家

俚言等，无不有关于荞麦形态、特性、栽培和利用方面的记述。如唐

代《杂说》对于荞麦的耕作栽培技术做了很详细的记载，宋人对荞

麦的生理生态也有不少的认识，元代对荞麦栽培提出“宜稠密撒

种，则结实多，稀则结实少”的经验，明代《养余月令》、清代《救荒简

易书》等都指出荞麦可与苜蓿混种，《农桑经》主张“田多者，年年与

菜子夹种”等。宁夏有关荞麦种植历史，在西夏、明、清及民国时期

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

甜荞作为一种传统作物在全世界广泛种植，但在粮食作物中

的比重却很小。全球荞麦种植面积 700万公顷～800万公顷，总产量

500万吨～600万吨，主要生产国有俄罗斯、中国、波兰、法国、加拿

大、日本、韩国等。俄罗斯为世界荞麦生产大国，种植面积 300万公

顷～400万公顷，占全球总播种面积的近一半，平均每公顷产量约

615千克（41千克/亩），总产量约 200余万吨。法国和加拿大种植面

积各约 10万公顷；美国种植面积 5万公顷～6万公顷，平均每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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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800千克～900千克（53.3千克/亩～60千克/亩），总产 8.9万吨～

10万吨；日本甜荞种植面积约 3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约 750千

克（50千克/亩），总产 2万吨～3万吨。

荞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出口农产品，常年播种面积约

150万公顷，年产量 100多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在我国荞麦出口贸易中，主要是以原粮出口为主，年出口 10万吨～

15万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山西、四川、贵州、

云南等省区的丘陵山区。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其营养保健价值的

认识，荞麦加工产品备受人们青睐，市场看好，种植面积也有所扩

大。荞麦生育期短，耐瘠，耐旱，适应性强，在旱地、新垦地和瘠薄

地上都能良好生长。荞麦不仅可以制米也可以制粉，营养价值很

高，能制作多种食品。荞麦食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有较高的药用

价值，可以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我国荞麦单产水平很低，甜荞

750千克/公顷～900千克/公顷（50千克/亩～60千克/亩）。制约荞麦

生产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结实率低，一般甜荞的结实率仅为 8%～

10%；二是易落粒；三是易倒伏。大大影响了种植效益，因而一直

被作为填闲、救荒作物。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荞麦作

为小宗作物，因产量、价格、种植区域和种植习惯、农业气候条件差

异等因素的影响，年种植面积呈现不稳定的趋向。同时，有工业、酿

造业对荞麦原料的需求，使供需矛盾日益表现出来，就目前生产、

需求状况而言，荞麦市场潜力巨大。

甜荞是宁夏的重要杂粮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在小杂粮中排序第

二，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山区，多种植在高海拔山区，以旱地、薄地、

山地、坡地、轮荒地等种植为主，生产比较落后，种植分散，技术不规

范，生产品种多以农家品种为主。荞麦主产区的气候条件适宜荞麦

生长发育，为荞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保障。荞麦除了单播，

还可在气温较高的河谷川道区麦后复播。常年种植面积 4.67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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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约占宁夏南部山区作物播种面积的 10%，占全国荞麦种植面积

的 5%左右，是我国荞麦主产区之一。一般来说，宁夏荞麦单产 600

千克/公顷～1500千克/公顷（40千克/亩～100千克/亩），平均每公顷

产量 667.4千克（44.5千克/亩），比全国平均单产（每公顷 600千克）

高出 11.2%，在宁夏小杂粮乃至全国荞麦生产中占重要地位。20世

纪 50年代，种植面积最大，曾达到 6.67万公顷以上，由于受到重大

（大作物）轻小（小作物）思想的影响。20世纪 80年代全区荞麦面积

减少到 2.94万公顷。2000年农业结构调整以来，甜荞的种植面积急

剧上升，2006年增加到 4.63万公顷（69.5万亩）。宁夏甜荞主产区是

盐池、同心、海原、彭阳、原州区、隆德、西吉、泾源和中宁县部分乡

镇，其中，超过 10万亩的有盐池、同心、海原和彭阳县。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区甜荞种植面积约 54.6万公顷，总产达 3.09万吨，其中

食用约占 60%，外贸出口约占 30%，自留用种子约占 10%。

第二节 甜荞形态特征与生物学特性

一、植物学特征

甜荞植株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组成。

（一）根

甜荞的根为直根系，包括定根和不定根。定根包括主根和侧根

两种。主根是由种子的胚根发育而来，是最早形成的根，因此又称

“初生根”。其上长有侧根，即从主根发生的支根及支根上再产生的

二级、三级支根，称作“侧根”，又称“次生根”。甜荞的主根较粗长，

垂直向下生长，侧根较细，呈水平分布状态。在茎的基部或者匍匐

于地面的茎上也可产生不定根。不定根的发生时期晚于主根，也是

一种次生根。一般情况下，甜荞主根伸出 1天～2天后其上产生数条

侧根，侧根不断分化，又产生小的侧根，一般主根上可产生 5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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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条侧根，构成了较大的次生根系，分布在主根周围土壤中，起支

持和吸收作用。侧根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很强，对甜荞的生命活

动所起作用极为重要。

主根最初呈白色，肉质，随着根的生长、伸长，逐渐老化，质地

较坚硬，颜色呈褐色或黑褐色。侧根在形态上比主根细，入土深度

不及主根，但数量很多，扩大了根的吸收面积。一般侧根在主根近

地面处较密集，形成侧根数量较多，在土壤中分布范围较广。侧根

在甜荞生长发育过程中可不断产生，新生侧根呈白色，稍后成为

褐色。

（二）茎

甜荞茎直立，分为基部、中部和顶部 3部分。幼嫩时实心，成熟

时呈空腔。茎粗 0.4厘米～0.6厘米，高 60厘米～100厘米，最高可达

150厘米。茎光滑为圆形，稍有棱角，无毛或具细绒毛，多带红色；节

处膨大，节数因品种而不同，为 10个～30个不等，略弯曲，节间长度

和粗细取决于茎节间的位置，一般茎中部节间最长，上、下部节间

长度逐渐缩短；茎可形成分枝，即主茎节叶腋处长出的分枝为一级

分枝，在一级分枝叶腋处长出的分枝为二级分枝，在良好的栽培条

件下，还可以在二级分枝上长出三级分枝，分枝多少因品种、生长

环境、营养状况而数量不等，少则只有主茎无分枝，呈“一炷香”状，

多者可达 7个～8个，通常为 3个～4个分枝。

甜荞茎的基部（即下胚轴部分），常形成不定根，其长度取决于

播种的深度与植株的密度，种子覆土较深或幼苗较密的情况下，茎

的长度就增加；茎的中部为子叶节到始现果枝的分枝区，其长度取

决于植株分枝的强度，分枝越强，分枝区长度就越长；茎的顶部（即

从果枝始现至茎顶部分）只形成果枝，是甜荞的结实区。

（三）叶

甜荞的叶有子叶（胚叶）、真叶和花序上的苞片。子叶两片，对

生，呈椭圆形，具掌状网脉。子叶出土后，进行光合作用，由黄色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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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绿色，有些品种的子叶表皮细胞中含有花青素，微带紫红色。

真叶分叶片、叶柄和托叶鞘三个部分。为完全叶，单叶，互生，

是甜荞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主要器官，叶片为三角形或卵

状三角形，顶端渐尖，基部为心脏形或箭形，全缘，较光滑，为浅绿

至深色。叶脉处常常带花青素而呈紫红色。叶柄细长，三角形、卵状

三角形、戟形或线形，稍有角裂，全缘，掌状网脉，是甜荞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起着支持叶片及调整其位置以接受日光进行光合与

呼吸的作用，并是光合物质和养分输出输入的通道。在日光照射的

一面可呈红色或紫色。叶柄在茎上互生，与茎的角度常成锐角，使

叶片不致互相阴蔽，以利充分接受阳光。叶柄上侧有凹沟，凹沟内

和凹沟边缘有毛，其他部分光滑，中下部叶柄较长，上部叶柄渐短，

至顶部则几乎无叶柄。托叶合生如鞘，称为“托叶鞘”，在叶柄基部

紧包着茎，形如短筒状，顶端偏斜，膜质透明，基部常被绒毛。甜荞

叶形态结构在同一植株上，因生长部位不同，受光照不同，叶形也

不同，植株基部叶片形状呈卵圆形，中部叶片形状类似心脏形，叶

面积较大，顶部叶片逐渐变小，形状渐趋箭形。叶片大小及形状在

不同类型、不同生育阶段不一样。

甜荞花序上着生鞘状的苞片，这种苞片为叶的变态，其形状很

小，长 2毫米～3毫米，片状半圆筒形，基部较宽，从基部向上逐渐倾

斜成尖形，绿色，被微毛。苞片具有保护幼小花蕾的功能。

（四）花

甜荞花序为有限和无限的混生花序，既有聚伞花序类（有限花

序）的特征，也有总状花序类（无限花序）的特征，以总状花序为主，

上部果枝为伞房花序，着生在主茎和分枝的顶端或叶腋间。花朵密

集成簇，一簇有 20朵～30朵花，花较大有香味，白色和粉红色。花属

于单被花，多为两性，由花被、雄蕊和雌蕊组成。甜荞花直径一般为

6毫米～8毫米。

花被 5裂，呈镊合状花冠状，彼此分离。花被片为长椭圆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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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毫米，宽为 2毫米，基部呈绿色，中上部为白色、粉色或红色。

正常甜荞花的雄蕊不外伸或稍外露，常为 8枚，由花丝和花药构

成。雄蕊呈两轮环绕子房排列：外轮 5枚，着生于花被片交界处，花

药内向开裂；内轮 3枚，着生于子房基部，花药外向开裂。花药粉红

色，似椭圆形，有两室，其间有药隔相连。因此，其花丝也有不同的

长度，短花柱的花丝较长，长 2.7毫米～3.0毫米，长花柱的花丝较

短，长 1.3毫米～1.6毫米。雌蕊 1枚为三心皮联合组成，柱头、花柱

分离。子房三棱形，上位，一室，白色或绿白色；柱头膨大为球状，有

乳头突起。成熟时有分泌液。甜荞的长花柱花雌蕊长为 2.6毫米～

2.8毫米，短花柱花的雌蕊长 1.2毫米～1.4毫米。还有一种雌蕊与雄

蕊大体等长的花，雄蕊和雌蕊长度为 1.8毫米～2.1毫米。甜荞花的

花柱是异长的，有长花柱短雄蕊花型、短花柱长雄蕊花型和雌雄蕊

等长花型。在一个品种的群体中，以长花柱花和短花柱花占主要比

例，比例大致为 1∶1。在同一植株上只有一种花型。雌雄蕊等长的花

在群体中所占比例很少。

花器的两轮雄蕊基部之间着生一轮蜜腺，数目不等，通常为 8

个，变动在 6个～10个之间。蜜腺呈圆球状，黄色透明，能分泌蜜液，

呈油状且有香味。甜荞的花粉粒较多，每个花药内的花粉粒为 120

粒～150粒。

（五）果实

甜荞果实为三棱卵圆形瘦果，棱角明显，先端渐尖，基部有 5

裂宿存花被。5裂宿萼，果皮革质，表面与边缘光滑，无腹沟，果皮内

含有 1粒种子，种子由种皮、胚和胚乳组成。果皮由雌蕊的子房壁

发育而来，分为四层：最外层为果皮，即外表皮；第二层为中果皮，

由厚壁细胞构成；第三层为横细胞构成；最内层为内果皮，由管细

胞构成。

种皮由胚珠的保护组织内外珠被发育而来。种皮厚 8微米～15

微米，分为内外两层。胚位于种子中央，嵌于胚乳中，横断面呈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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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占种子总重量的 20％～30%。

胚乳包括糊粉层及淀粉组织，占种子的 70％～80%，胚藏于胚

乳内，具对生子叶。胚乳的最外层为糊粉层，排列较紧密和整齐，厚

15微米～24微米，大部分为双层细胞，在果柄的一端有 3～4层。

甜荞种子有灰、棕、褐、黑等多种颜色，种子的颜色也因成熟度

的不同而有差异，成熟好的色泽深，成熟差的色泽浅，棱翅有大有

小。颜色的变化、棱翅的大小是鉴别种和品种的主要特征。其千粒

重变化很大，在 15克～37克。

二、生物学特性

（一）温度

甜荞喜冷凉、湿润气候，既不耐寒，又不抗热，生育期间需要≥

10℃的积温为 1200℃～1600℃。

甜荞种子在 7℃～8℃即可发芽，出苗约 15天。若温度太低，正

常出苗会受影响。降到 3℃时，幼苗会受冷害，低于 0℃时，受冻害而

死亡。温度高于 20℃发芽快，5天～6天即可齐苗，但幼苗较弱。其最

适宜温度为 13℃～15℃。果实形成期的最适宜温度为 17℃～19℃，温

度过高或过低，会导致子房枯萎，不利于结实。若温度较高，土壤相

对湿度降低到 40%以下，易“风旱不结实”。因为开花期正值高温

期，如遇暖风，会引起水分的大量蒸发。水分不足，是造成花不结实

的决定性因素。高温是现象，缺水是实质。

甜荞在生活周期中，前期短暂，中后期较长，前期要求少雨、温

暖条件，中期要求温和、湿润，后期则要求晴朗、阳光充足、昼夜温

差较大的凉爽气候条件。

（二）水分

甜荞是喜湿作物，因其生长期短，根系发育弱，前期生长迅速，

叶面积增加很快，且叶片无被毛、蜡层保护，叶片平展排列，所以水

分蒸腾较大，后期植株大量开花和形成果实，更需要水，因而甜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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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需要连续不断地供应水分。比其他作物费水，抗旱能力较弱。

甜荞在各个阶段需水情况也不同。种子发芽需水约为种子重量的

50%，孕蕾期需水约为一生水分总耗量的 11%，开花-结实期需水

最多，占需水量的 50％～60%，成熟期需水可降低到 25%～35%。实际

上，甜荞对水分的需要量还取决于品种特性和温度状况。一般早熟

品种比晚熟品种需水少，温度低时比温度高时需水少。花期前可忍

受水分不足，开花初期对水分则特别敏感，故始花期后的 20天为

甜荞水分临界期。如果在开花期间遇到干旱、高温，则影响授粉，花

蜜分泌量也少。当大气湿度低于 30％～40%而有热风时，会引起植

株萎蔫，花和子房及形成的果实也会脱落。甜荞在多雾、阴雨连绵

的气候条件下，授粉结实也会受到影响。每形成 1克干物质需耗水

500克左右。

（三）日照

甜荞是短日照作物，甜荞对日照反应敏感，在长日照和短日照

条件下都能生育并形成果实。从出苗到开花的生育前期，宜在长日

照条件下生育；从开花到成熟的生育后期，宜在短日照条件下生

育。长日照促进植株营养生长，短日照促进发育。同一品种春播开

花迟，生育期长；夏秋播开花早，生育期短。不同品种对日照长度的

反应是不同的，晚熟品种比早熟品种的反应敏感。甜荞也是喜光作

物，对光照强度的反应比其他禾谷类作物敏感。幼苗期光照不足，

植株瘦弱；若开花、结实期光照不足，则引起花果脱落，结实率低，

产量下降。

（四）养分

甜荞对养分的要求，一般以吸取磷、钾较多。施用磷、钾肥对

提高甜荞产量有显著效果。氮肥过多，营养生长旺盛，“头重脚

轻”，后期容易引起倒伏。一般每生产 100克籽粒，消耗纯氮 3.3千

克，磷 1.5千克，钾 4.3千克。同时，荞麦不同生育期对三要素的吸

收量不同。开花前对氮和钾的吸收量较多，分别占总吸收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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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和 62%。开花后磷钾的吸收量较多，占全生育期总吸收量的

60%，因此要注重配方施肥。荞麦对土壤的选择不太严格，只要气

候适宜，任何土壤，包括不适于其他禾谷类作物生长的瘠薄、带酸

性或新垦地都可以种植，但以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为最适合。酸

性较重的和碱性较重的土壤改良后可以种植。最适应的土壤 pH

为 6～7，荞麦根系弱、子叶大、顶土能力差，种植在黏重和碱性较重

的土壤不易出苗。

三、生态特性

生育期：甜荞自出苗到 70%籽粒成熟的总天数为生育期。一般

早熟品种 60天～70天，中熟品种 71天～90天，晚熟品种大于 90

天，宁夏生产上多选用早、中熟品种。在一定的光温条件和栽培制

度下，甜荞品种的生育期是一个稳定的性状。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区

种植，其生育期有变化。不同地区的甜荞品种在同一地区种植，其

生育期表现都有一定的规律性。种植来源于低纬度低海拔地区的

品种，一般晚开花、花期长、生育期变长，而来源于高纬度高海拔地

区的品种，早开花、花期短、生育期缩短。品种的来源地不同，生育

阶段的差异很大。株高：株高是甜荞的固有特征，为从出土基部到

末端的高度，受遗传性状控制，受环境条件影响。主枝节数及分枝：

主茎节数因品种、生态条件而不同，一般分为 1～2级，地区间、品种

间存在差异。花色：甜荞的花蕾色有白、粉、粉红，花蕾色地区间、品

种间差异明显。粒色、籽粒性状：甜荞正常成熟籽粒颜色有黑、褐、

棕基本色。籽粒颜色的分布与地域有关。甜荞粒形为三棱形。粒色、

粒形是鉴别品种的一个主要依据。株粒重，不同类型和来源地的品

种其生产力不同。甜荞株粒重平均为 3.78克，品种不同株粒重差异

很大。千粒重：千粒重是重要的经济性状，也是品种的固有特性，受

环境条件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甜荞千粒重平均为 26.5克±4.7克，

变幅 38.8克～13.6克，以中粒品种为主，占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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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甜荞分布、生产及优势区域

一、分布

我国是甜荞起源中心之一。荞麦种质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经

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不同的生态类型，形成不同类型的品

种。荞麦品种根据各地自然气候、地形地貌特征、农事操作时间等

分为春荞、夏荞和秋荞。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共收集各种荞麦种

质 3000余份。

甜荞在我国的分布很广。甜荞分布在我国北部地区，包括东

北、华北、西北以及南部的一些低海拔山区。从东北到华北到西北

再到西南是我国荞麦的主产区。北部是甜荞的主产区，山西中部和

南部，陕西、宁夏南部是过渡地带，既种甜荞也种苦荞。在我国的南

部和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的荞麦种植，所以荞麦遍布全国。从东北

的黑龙江省（北纬 49°11′）到南部的海南省三亚市（北纬 18°2′），

从垂直高度上看，甜荞分布在海拔 600米～1500米的地区，甜荞分

布最高线为 4100米（位于西藏拉孜县），最低的种植在海拔 100

米的地区。

甜荞在宁夏全区分布较为广泛，但主产区比较集中，主要分布

在盐池、同心、海原、西吉、泾源、隆德、彭阳和原州区以及中宁县的

部分乡镇。在风沙干旱和高寒阴湿地区正茬种植，扬黄灌区和冬麦

区复种。在六盘山东西两侧和盐同地区，甜荞种植面积较大，在位

于东南部河谷、川道地区与玉米同为主要粮食作物，与小麦搭配种

植，是该地区的优势作物之一，因此，甜荞在宁夏农业经济战略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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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水平

甜荞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一般每公顷产量在 600千克~1500千

克（39.1千克/亩～103.1千克/亩），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农民

文化素质的提高，多数地区的生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不少地方

每公顷产量超过 1500千克（100千克/亩），少数田块甚至有的超过

1950千克（130千克/亩）。2006年与 1956年相比较，全区荞麦面积

由 6.33万公顷下降到 4.63万公顷，面积减少了 1/3，单位面积产量

由每公顷 375千克（25千克/亩）增至 667.40千克（44.5 千克/亩）。

例如原州区 2006年种植 1966.7公顷甜荞，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

1546.5千克（103.1千克/亩），表明甜荞具有很大的生产潜力，只要

因地制宜，措施得当，平均每公顷生产达 1500千克（100千克/亩）

是很容易的。

宁夏甜荞种植区多为地广人稀、土地瘠薄、气候冷凉、水源缺

乏、交通不便之地，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营

养食品的开拓，甜荞以其独特的营养成分，被认为是 21世纪世界

性的最受青睐的新兴作物，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健康的需要，国

内外市场对甜荞食品的需求将迅速增加，甜荞的商品价值将逐渐

提高，发展甜荞生产，外贸出口，对改善甜荞主产区的经济，改善人

民膳食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重大的作用。

三、优势区域

种植甜荞省时省工，在农时安排上，甜荞从耕翻、播种到管理，

通常都在其他作物之后，可调节农时，全面安排农业生产，实现低

投入高产出的经济效益。甜荞生育期短，从种到收一般只有 70天～

90天，早熟品种 50多天即可收获。甜荞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

发育快，在作物布局中有特殊的地位。一是无霜期短、降水少而集

中、水热资源不能满足玉米等大粮作物种植的宁南干旱山区是甜

!!!!!!
第一章 甜 荞 011



西北新农村建设普及读本
荞麦莜麦高产栽培技术

荞的主产区。二是在无霜期较长、人均土地较少而耕作较为粗放的

农业区，甜荞作为复播填闲作物。三是在遭受干旱等自然灾害影

响，主栽作物失收后，甜荞是重要的备荒救灾作物。四是甜荞压青

是改良轻沙土的措施之一，压青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养分。五

是甜荞还可将土壤中不易溶解的磷转化为可溶性磷，也可将难溶

性钾转化为可溶性钾留存于土壤中，供后作作物吸收利用。随着我

国甜荞科研和产业开发的发展，在现代农业中，甜荞在农业生产中

的地位正在由“救灾补种”作物转变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小作

物。在发展宁夏地方特色农业和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中有

着特殊的作用，在宁夏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依据甜荞对温度、水分、光照以及土壤等方面的要求和宁南山

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荞麦的优势区域。宁夏干旱区的盐池、同心、

海原和半干旱区的彭阳、原州、西吉以及阴湿区的隆德、泾源等县

（区）地广人稀、土地瘠薄、气候冷凉、无霜期 126 天～183 天，≥

10℃积温 1850℃～3310℃，年降水量 270毫米～650.9毫米，而且降

水主要集中在荞麦生育期间的 7、8、9三个月，“十年九旱”与“十

秋九不旱”是该地区最明显的气候特点。降水有规律的集中分布

与甜荞生长的需水特点基本一致。多年试验表明，甜荞对水分的

需求与降水的吻合程度明显的高于夏粮中的豌豆、小麦和油料作

物。甜荞生育期水源充足，这样的气候符合荞麦的生产条件，适宜

荞麦生长发育，所以该地区既是宁夏甜荞的主产区，也是宁夏荞

麦的优势区域。

第四节 甜荞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

一、品种选育

20世纪 80年代，全国荞麦品种资源征集研究鉴定编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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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我区甜荞品种选育工作的开展。针对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

对荞麦新品种的迫切要求，1984年宁夏固原市农科所开始征集荞

麦品种资源，进而开展荞麦新品种的选育工作。20多年来，通过引

种鉴定、物理诱变、系统选育等方法，选育推广了一批荞麦新品种，

在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同时开设并完成六轮宁夏南部山区

荞麦品种区域试验，三轮宁南甜荞生产试验，向国家推荐了一批甜

荞优良新品种。我区目前甜荞新品种仍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

各地仍以种植地方品种为主，因此，搞好荞麦育种工作，尽快培育

出适应各种不同类型地区需要的符合出口高产、生物类黄酮含量

高、制粉品质好、抗逆性强的甜荞品种，是发展我区甜荞生产的当

务之急。目前甜荞育种采用六种方法。

（一）引种

从不同甜荞产区或其他国家引进甜荞优良品种，经过当地试

验、鉴定，从中选择增产效果显著，适应当地种植的品种直接应用

于大田生产或者作为育种原始材料，这种方法叫做“引种”。引种是

低投入高产出的育种途径，目前我区已成功地引进推广了北海道、

美国甜荞、岛根荞麦等，日本甜荞品种在宁夏及周边陕西、甘肃、内

蒙古等省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选择育种

我国甜荞品种资源的遗传基础比较复杂，而且每个品种实际

上是多个变异类型的混合群体，同时由于天然杂交和生境条件的

影响，往往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突变体。选择育种就是根据育种目

标，通过人工选择，从地方品种、推广品种或引进品种的群体中选

择出优良的自然变异单株或集团，经过鉴定比较选育新品种的育

种方法。这种优中选优的选择方法在荞麦育种工作中被广泛采用。

我区已审定并推广的宁荞 1号就是通过选择育种方法育成的。选

择育种的方法很多，按照选株后处理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混合选

择、单株选择、集团选择和株系集团选择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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