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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藜麦因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广泛的适应性而被世界各地引进种植ꎬ为探讨藜麦秋季种植及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开发

利用的可行性ꎬ试验选取了 Ｑ１~Ｑ１３ 共 １３ 个材料进行秋播ꎬ通过对各材料生育进程、性状表现和单株产量的观察测定ꎬ研究

秋播藜麦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观赏特性ꎮ 结果表明:秋播藜麦生育期较长ꎬ或不能成熟ꎬ各生育阶段中ꎬ灌浆至成熟所需时间最

长ꎻ秋播藜麦植株较矮ꎬ茎细、分枝少ꎬ穗较短ꎬ单株产量较低ꎬ不同材料之间差异较大ꎻ藜麦观赏性则主要体现在株型、穗型和

叶片、茎秆、穗的颜色上ꎬ多数材料在显穗至成熟期观赏特征明显ꎬ不同材料叶色、茎色、穗色差异较大ꎮ 试验初步筛选出 Ｑ２、
Ｑ４ 和 Ｑ６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状ꎬ可进一步扩大田间试验ꎬ为丰富藜麦种植模式及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提供一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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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藜麦(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ｑｕｉｎｏａ Ｗｉｌｌｄ.)为苋科藜属

１ａ 生作物ꎬ又称藜谷、南美藜、昆诺阿藜等ꎬ原产于

南美洲安第斯山区ꎬ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

亚、秘鲁等国的重要粮食作物[１]ꎬ被认为是最适合

人类食用的完美全营养食物[２－３]ꎮ 藜麦具有耐

旱[４]、耐寒[５]、耐盐碱[６ꎬ８]、耐瘠薄[９]等特性ꎬ对不同

农业气候区具有较强适应性ꎬ其纬度及垂直分布范

围较为广泛ꎬ从海平面到海拔 ４ ０００ ｍ 的地区均可

种植[１０]ꎬ在年降水量 ５０ ~ ２ ０００ ｍｍ、温度－８~ ３８ ℃
的条件下均可生长[１１－１２]ꎬ因此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

藜麦种植模式ꎮ 此外ꎬ不同藜麦品种的叶片、茎秆、
籽粒等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变化ꎬ是较为理想的景观

作物ꎮ 观赏价值高的藜麦不仅可以作为粮食作物ꎬ
而且可以丰富园林绿化模式ꎬ促进休闲观光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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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目前国内藜麦大多为春季播种ꎬ为了探讨藜

麦秋冬种植的可行性ꎬ课题组对 １３ 个藜麦材料进行

了秋季种植ꎬ研究其生长发育及主要性状表现ꎬ以
期为丰富藜麦种植模式和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提供

一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 １３ 个ꎬ材料代号及编号分别为“西试

１８０１”(Ｑ１)、“Ｄ６－１”(Ｑ２)、“ＹＮ１７０２”(Ｑ３)、“西选

１７－６－１－７” (Ｑ４)、“ Ｊ１” (Ｑ５)、“西选 １７－６－１－２”
(Ｑ６)、“西选 １７－４－１”(Ｑ７)、“Ｃ２”(Ｑ８)、“ＹＷ－６”
(Ｑ９)、“Ｂ３－６”(Ｑ１０)、“ＥＬ－１”(Ｑ１１)、“７－１－１－１”
(Ｑ１２)、“西选 １７－４－２”(Ｑ１３)ꎬ均由西昌学院高原

及亚热带作物重点试验室提供ꎮ
１.２ 试验地点及气候概况

试验设在西昌学院农学试验农场ꎬ试验地海拔

１ ５５０ ｍꎬ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ꎬ干湿季节分明ꎬ
年均降水量 １ ０１３.１ ｍｍꎬ雨水主要集中在 ７~１０ 月ꎻ
年均气温 １７.０ ℃ꎬ昼夜温差较大ꎬ全年无霜期 ２７０ ｄ
以上ꎬ最低气温在 １２ 月上旬至翌年 ２ 月下旬ꎬ极端

气温－３.８ ℃ꎻ全年日照时数 ２ ４３１.４ ｈꎮ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播种于育苗盘中露天

育苗ꎬ播种后 ３０ ｄ 移栽入大田ꎮ 试验不设重复ꎬ每
个材料种植 １ 个小区ꎬ小区面积 ４.５ ｍ２(２.２５ ｍ×２
ｍ)ꎬ按照行距 ４５ ｃｍ、株距 ２０ ｃｍ 进行移栽ꎬ每穴定

苗 １ 株ꎮ 每个小区定点连续选取 ５ 株挂牌ꎬ在不同

生育阶段进行性状观察记录ꎮ 成熟后每个材料 ５ 点

取样选取 ５ 株室内考种ꎬ测定植株主要经济性状和

单株产量ꎮ
１.４ 测定项目及方法

物候期调查:参照任永峰等[１３]和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１４]的

方法ꎬ将藜麦全生育期划分为播种期、出苗期、分枝

期、显穗期、开花期、灌浆期、成熟期 ７ 个生育阶段ꎬ
以 ７５％植株达到该生育时期为标准ꎬ分别记载每种

材料进入不同生育期的具体日期及持续时间ꎮ
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调查:包括株高、茎粗(离

地面 ５ ｃｍ 处茎的直径)、分枝数、主穗长度及单株产

量ꎬ结果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ꎬ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统计学意义分析ꎮ

观赏性状调查:记录不同生育时期各材料的株

型、穗型、茎色、叶色、穗色等表型性状ꎬ观察各材料

观赏特征及观赏效果开始呈现的生育时期及持续

时间ꎬ以此初步判断各藜麦材料的观赏价值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候期

各材料的物候期都不尽相同(表 １)ꎬＱ１ 在整个

试验过程中未能开花结实ꎬ其余 １２ 个材料均能正常

成熟ꎬ完成整个生育周期ꎮ 除 Ｑ１ 外ꎬ其他各材料的

全生育期为 １４０~１７６ ｄꎬ其中 Ｑ２ 最长ꎬＱ１３ 最短ꎬ两
者相差 ３６ ｄꎮ 从生育进程来看ꎬ参照任永峰等[１３]的

标准ꎬ将播种期至开花期定为营养生长阶段ꎬ将开

花期至成熟期定为生殖生长阶段ꎬ则各材料的营养

生长时间为 ６１~８５ ｄꎬ生殖生长时间为 ７８ ~ ９７ ｄꎬ生
殖生长阶段长于营养生长阶段ꎬＱ１１ꎬＱ１２ꎬＱ１３ 较其

他材料更早进入开花期ꎮ 从生育进程的情况来看ꎬ
各材料均表现为灌浆至成熟期最长ꎮ

表 １　 各品种生育进程观察记载

材料
播种期
(月 /日)

出苗期
(月 /日)

分枝期
(月 /日)

显穗期
(月 /日)

开花期
(月 /日)

灌浆期
(月 /日)

成熟期
(月 /日)

全生育期
/ ｄ

Ｑ１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２１(２０ ｄ) １１ / ３０(４０ ｄ) １２ / ２６(２６ ｄ)
Ｑ２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９(１８ ｄ) １１ / ２６(３８ ｄ) １２ / １９(２３ ｄ) ０１ / ２１(３３ ｄ) ０２ / ０８(１８ ｄ) ０３ / ２５(４６ ｄ) １７６
Ｑ３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２０(１９ ｄ) １１ / ２３(３４ ｄ) １２ / １８(２５ ｄ) ０１ / ２０(３３ ｄ) ０２ / ０５(１６ ｄ) ０３ / ２３(４７ ｄ) １７４
Ｑ４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９(１８ ｄ) １１ / ２２(３５ ｄ) １２ / １６(２４ ｄ) ０１ / １８(３３ ｄ) ０２ / ０５(１８ ｄ) ０３ / ２２(４６ ｄ) １７３
Ｑ５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８(１７ ｄ) １１ / ２３(３６ ｄ) １２ / １７(２４ ｄ) ０１ / １７(３１ ｄ) ０２ / ０２(１６ ｄ) ０３ / １７(４４ ｄ) １６８
Ｑ６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７(１６ ｄ) １１ / １３(２７ ｄ) １２ / １０(２７ ｄ) ０１ / ０５(２６ ｄ) ０１ / ２６(２１ ｄ) ０３ / １０(４４ ｄ) １６１
Ｑ７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９(１８ ｄ) １１ / ２２(３４ ｄ) １２ / １５(２３ ｄ) ０１ / １３(２９ ｄ) ０１ / ２９(１６ ｄ) ０３ / ０９(４０ ｄ) １６０
Ｑ８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２０(１９ ｄ) １１ / ２０(３１ ｄ) １２ / １３(２３ ｄ) ０１ / １４(３２ ｄ) ０１ / ２９(１５ ｄ) ０３ / ０８(３９ ｄ) １５９
Ｑ９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８(１７ ｄ) １１ / ２０(３３ ｄ) １２ / １３(２３ ｄ) ０１ / １１(２９ ｄ) ０１ / ２８(１７ ｄ) ０３ / ０７(３９ ｄ) １５８

Ｑ１０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８(１７ ｄ) １１ / １４(２７ ｄ) １２ / １３(２９ ｄ) ０１ / ０９(２７ ｄ) ０１ / ２７(１８ ｄ) ０３ / ０７(４０ ｄ) １５８
Ｑ１１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４(１３ ｄ) １１ / ０６(２３ ｄ) １２ / ０３(２７ ｄ) １２ / ３０(２７ ｄ) ０１ / １６(１７ ｄ) ０２ / ２０(３５ ｄ) １４２
Ｑ１２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４(１３ ｄ) １１ / ０６(２３ ｄ) １２ / ０４(２８ ｄ) １２ / ２９(２５ ｄ) ０１ / １５(１７ ｄ) ０２ / ２０(３６ ｄ) １４２
Ｑ１３ １０ / ０１ １０ / １２(１１ ｄ) １１ / ０５(２４ ｄ) １２ / ０１(２６ ｄ) １２ / ２６(２５ ｄ) ０１ / １４(１９ ｄ) ０２ / １８(３５ ｄ) １４０

注:括号外数字为生育期时间(月 /日)ꎬ括号内数字为相邻生育时期间隔天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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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要经济性状及单株产量

各材料主要经济性状及单株产量表现如表 ２ 所

示ꎮ Ｑ１ 株高最高ꎬＱ２ 最矮ꎬ两者相差 ６５.１ ｃｍꎬ与其

余 １１ 个材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 材料 Ｑ１ꎬＱ４ꎬＱ５ꎬ
Ｑ８ꎬＱ９ꎬＱ１０ 与 Ｑ２ꎬＱ６ꎬＱ７ꎬＱ１１ꎬＱ１２ꎬＱ１３ 的茎粗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不同材料间的分枝数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ꎬ分枝最多的是 Ｑ９ꎬ达 ２１.６７ 个ꎬ分枝最少的

是 Ｑ８ꎬ仅为 ７.６７ 个ꎬＱ２ꎬＱ３ꎬＱ５ꎬＱ６ꎬＱ７ꎬＱ９ꎬＱ１０ꎬ

Ｑ１１ 与 Ｑ１ꎬＱ８ꎬＱ１２ꎬＱ１３ 分枝数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ꎻ不同材料间的主穗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Ｑ１３
为参试材料中主穗长度最长的ꎬＱ３ 最短ꎬ两者相差

１９.７７ ｃｍꎻ不同材料之间的单株产量同样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ꎬ其中材料 Ｑ２ꎬＱ４ꎬＱ５ꎬＱ６ 与 Ｑ８ꎬＱ１１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ꎬＱ１０ 与 Ｑ３ꎬＱ７ꎬＱ８ꎬＱ９ꎬＱ１１ꎬＱ１２ꎬ
Ｑ１３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各品种主要经济性状及单株产量表现

材料 株高 / ｃｍ 茎粗 / ｃｍ 分枝数 /个 主穗长度 / ｃｍ 单株产量 / ｇ
Ｑ１ １４９.５０±１.６７ａ １.４３±０.０９ａ １０.００±１.７３ｄ — —
Ｑ２ ８４.４０±１.７０ｅ ０.７０±０.１２ｃ ２０.００±１.７３ａｂ ２５.２０±１.２１ｂｃｄ １４.２１±０.９６ａｂ
Ｑ３ １１９.３３±１.７４ｂ １.２０±０.０６ａｂ １８.６７±２.３３ａｂ １２.５３±１.７３ｇ １２.２５±０.６２ｂｃ
Ｑ４ １０４.００±１.７３ｃｄ １.５０±０.１７ａ １６.００±１.７３ｂｃ ２６.４７±１.２４ｂｃ １３.４７±０.１６ａｂ
Ｑ５ ９７.４７±２.７４ｄ １.４０±０.１２ａ １６.６７±１.２０ａｂ ２１.１０±１.２４ｄｅｆ １３.６２±１.１４ａｂ
Ｑ６ １０５.５０±２.２５ｃｄ ０.８０±０.１２ｃ ２０.００±１.１５ａｂ ２８.０７±１.２７ａｂ １４.２５±０.４４ａｂ
Ｑ７ １１２.００±１.９１ｂｃ ０.６７±０.０３ｃ １９.６７±０.３３ａｂ ２３.６７±１.１０ｃｄ １２.３８±０.５８ｂｃ
Ｑ８ １１０.６７±１.８８ｂｃ １.３３±０.０３ａ ７.６７±１.４５ｄ １７.３３±１.４５ｆ １０.２６±１.０５ｃ
Ｑ９ １１０.２７±３.６１ｂｃ １.２３±０.０３ａ ２１.６７±２.０３ａ ２９.４０±１.１０ａｂ １２.０７±０.０７ｂｃ
Ｑ１０ １００.８７±６.０４ｄ １.５０±０.１０ａ ２１.００±１.１５ａｂ ２２.３７±１.１８ｃｄｅ １５.６７±１.０８ａ
Ｑ１１ １０３.３７±１.１７ｃｄ ０.８０±０.１７ｃ １８.００±１.７３ａｂ ２２.４３±１.２４ｃｄｅ １０.３５±１.１９ｃ
Ｑ１２ １１０.４３±１.３９ｂｃ ０.８３±０.０３ｃ １０.６７±０.８８ｄ １８.８０±０.６１ｅｆ １１.５３±０.５７ｂｃ
Ｑ１３ １０４.１０±１.８２ｃｄ ０.８７±０.１２ｂｃ １１.３３±０.８８ｃｄ ３２.３０±１.２４ａ １２.６１±１.１５ｂｃ

注: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３ 观赏特性

２.３.１ 观赏性状

藜麦观赏性状主要表现在株型、穗型及叶片、
茎秆、穗部的颜色上(表 ３)ꎮ 各材料株型均为紧凑

型ꎮ 穗型则主要分为总状、伞形及圆锥 ３ 大类型ꎬ
Ｑ３ꎬＱ４ꎬＱ５ꎬＱ６ꎬＱ１０ 为圆锥穗型ꎬＱ１ꎬＱ７ꎬＱ９ꎬＱ１１ꎬ
Ｑ１３ 为总状穗型ꎬＱ２ꎬＱ８ꎬＱ１２ 为伞形穗型ꎮ 各材料

成熟时的叶色、茎色、穗色上有较大差异ꎬ叶色主要

表现为紫红色、黄色、红色 ３ 大类ꎬ其中黄色占试验

品种数量的 ５０％以上ꎻ成熟时茎秆颜色以黄白色居

多ꎬＱ４ 和 Ｑ８ 分别表现出明显的红黄相间条纹状色

彩和浅红色条纹状色彩ꎬＱ２ 和 Ｑ９ 则分别呈现出紫

红色和紫色ꎻ各材料的穗部色彩差异也很明显ꎬＱ６ꎬ
Ｑ７ꎬＱ１１ 为金黄色ꎬＱ２ꎬＱ８ 为紫红色ꎮ
２.３.２ 观赏性状动态变化

多数材料从显穗开始呈现出观赏特性ꎬ在成熟

前 ３０~６０ ｄꎬ观赏特征呈现明显ꎬ通过对 １３ 个材料

观赏性状调查ꎬＱ５ꎬＱ８ꎬＱ１０ꎬＱ１１ꎬＱ１２ 在不同生育

期间ꎬ叶片和茎秆颜色无明显变化ꎬ另外 ８ 个材料在

叶色、茎色、穗色上有较大的动态变化ꎬ表现出较为

理想的观赏效果(表 ４)ꎮ Ｑ３ꎬＱ９ 从开花期开始观赏

效果逐渐呈现ꎻＱ４ꎬＱ６ꎬＱ７ꎬＱ１３ 从灌浆期开始观赏

效果逐渐呈现ꎻ材料 Ｑ２ 虽生长周期长ꎬ但从出苗期

植株就开始呈现出较为雅观的景致ꎬ观赏效果贯穿

整个生长周期ꎻＱ１ 虽未能开花结实ꎬ但植株同样从

出苗期开始就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观赏效果ꎮ
表 ３　 各品种观赏性状表现

材料 穗型 株型
成熟
叶色

成熟
茎秆色

成熟
穗色

Ｑ１ 总状 紧凑 — — —
Ｑ２ 伞形 紧凑 紫红色 紫红色　 　 　 紫红色

Ｑ３ 圆锥 紧凑 紫红色 红色　 　 　 　 玫红色

Ｑ４ 圆锥 紧凑 黄色　 红黄色条纹状 橘红色

Ｑ５ 圆锥 紧凑 黄色　 黄白色　 　 　 黄白色

Ｑ６ 圆锥 紧凑 金黄色 黄白色　 　 　 金黄色

Ｑ７ 总状 紧凑 黄色　 黄白色　 　 　 金黄色

Ｑ８ 伞形 紧凑 浅红色 浅红色条纹状 浅紫红

Ｑ９ 总状 紧凑 红色　 紫色　 　 　 　 紫色　
Ｑ１０ 圆锥 紧凑 黄色　 黄白色　 　 　 浅粉色

Ｑ１１ 总状 紧凑 黄色　 黄白色　 　 　 金黄色

Ｑ１２ 伞形 紧凑 黄色　 黄色　 　 　 　 黄白色

Ｑ１３ 总状 紧凑 黄色　 黄白色　 　 　 乳白色

注:Ｑ１ 未能正常成熟ꎬ无法观测成熟时的叶色、茎色和穗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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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８ 个材料植株观赏性状的动态变化

材料
观赏日期
(月 /日) 生育时期

植株观赏
性状及变化

观赏性持
续天数 / ｄ

Ｑ１ １０ / ２６— 出苗期—

新叶由粉紫渐变为
紫红色ꎬ叶阔而肥ꎬ
茎秆粗壮ꎬ茎色粉紫
带绿色条纹状ꎬ随生
育 期 的 推 进 变 为
红色

至试验
结束

Ｑ２ １０ / ２３—
０３ / ２５

出苗期—
成熟期

苗期开始植株叶片
一直呈现紫红色ꎬ茎
色紫红带绿色条纹
状ꎬ随生育进程推进
加深为深紫色ꎬ穗色
深紫而明艳

１５４

Ｑ３ ０１ / ２０—
０３ / ２３

开花期—
成熟期

株型紧凑ꎬ穗色由花
期浅粉色逐渐转变
为玫红色ꎬ新叶紫红
色ꎬ茎秆由绿白相间
条纹状逐渐转变为
红色

６３

Ｑ４ ０２ / ０５—
０３ / ２２

灌浆期—
成熟期

株型紧凑ꎬ穗较长饱
满ꎬ橘红穗色逐渐加
深ꎬ叶片由绿转黄ꎬ
茎秆红黄相间条纹
状色彩加深

４６

Ｑ６ ０１ / ２６—
０３ / １０

灌浆期—
成熟期

株型紧凑ꎬ穗色由绿
转变为淡黄色再到
金黄色ꎬ绿色叶片由
叶尖到叶柄逐渐蜕
变为金黄色ꎬ茎秆黄
白色

４４

Ｑ７ ０１ / ２９—
０３ / ０９

灌浆期—
成熟期

株型紧凑ꎬ主穗大而
紧实ꎬ成熟后穗色由
绿转为金黄色ꎬ叶片
及茎秆分别为黄色
及黄白色

４０

Ｑ９ ０１ / １１—
０３ / ０７

开花期—
成熟期

株型 紧 凑ꎬ 主 茎 直
立ꎬ穗色由花期黄绿
略带浅紫红色逐渐
变为紫色ꎬ叶脉渐变
紫红ꎬ叶片渐变为红
色ꎬ茎秆由粉紫色绿
条纹转为紫色

５６

Ｑ１３ ０１ / １４—
０２ / １８

灌浆期—
成熟期

株型紧凑ꎬ穗色由白
绿色逐渐变为乳白
色ꎬ叶片由绿转黄ꎬ
茎秆黄白色

３５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秋播藜麦生长发育进程

藜麦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广泛的适应性ꎬ
除 Ｑ１ 未能完成生育周期外ꎬ其余 １２ 个材料皆能完

成整个生育周期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藜麦有 ５ 种生态
类型[１５]ꎬ这些生态类型的藜麦在对不同纬度适应性
和光周期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１６]ꎬ同时藜麦是典型
的环境适应型作物[１７]ꎬ在驯化种植过程中极易产生
出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ꎬ表现出对不同环境的特殊
适应性ꎬ因此秋季种植藜麦可行性较大ꎮ 但试验中
各材料生育周期都较春季种植有所延长ꎬ其中营养
生长时间延长较为明显ꎮ 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和光
周期的共同影响ꎬ一是藜麦营养生长阶段虽然对温
度不太敏感ꎬ但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ꎬ即花
芽分化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有效积温之上ꎬ秋播藜麦
前期生长所处的时期温度较低ꎬ所以需要较长的生
长时间以达到有效积温ꎮ 二是不同生态型的藜麦
对光周期敏感性不同ꎬ可以分为短日型、长日型和
不敏感型[１８]ꎬ秋季播种可能导致某些材料花芽分化
及花芽形成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得不到满足ꎬ或对成
花起主导作用的暗期长度不能达到材料要求ꎮ 因
此ꎬ充分考虑材料类型ꎬ结合积温情况及光周期选
择适宜的材料是藜麦秋季种植的关键ꎮ
３.２ 秋播藜麦植株形态特征

藜麦的适应性不仅表现在生育进程上ꎬ还表现
在形态特征的适应性上ꎮ 藜麦在繁殖、传播过程中
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适应性变化ꎬ使之能在栖息地
不稳定的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１９]ꎮ 秋播藜麦形态
特征变化较大ꎬ主要表现为植株高度显著下降ꎬ茎
秆变细ꎬ分枝减少ꎬ藜麦的这种生态特性表现出一
种积极的强适应性特点ꎬ有利于藜麦在不同生态气
候区广泛种植ꎬ但秋播藜麦需增大种植密度ꎮ
３.３ 秋播藜麦单株产量

藜麦单株产量受多重因素影响ꎬ其中低温是制
约藜麦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０]ꎮ 虽然藜麦是少数
能忍受一定程度冻害的作物ꎬ但其在花芽形成期对
低温较为敏感[２１]ꎮ 秋播藜麦的灌浆期主要集中在
２~３ 月ꎬ该段时间的低温不仅会使藜麦营养器官的
建成受到一定阻碍ꎬ同时生殖器官的形成也会受到
一定抑制ꎬ从而影响一些材料花芽的形成而使花的
数量大幅减少ꎮ 此外ꎬ部分生态型材料生育后期对
干旱和低温十分敏感ꎬ干旱、低温和光照时间的减
少都会缩短籽粒的有效灌浆期而造成粒重的降
低[２２]ꎬ而 ２ ~ ３ 月恰好也是该地区最干旱的季节ꎮ
秋播藜麦产量虽较春播的低ꎬ但能充分利用冬闲
地ꎬ增加复种指数ꎬ即使不能结实ꎬ藜麦全植株营养
价值丰富ꎬ茎叶口感脆嫩ꎬ甜涩多汁[２３－２４]ꎬ也可作为
新型优质青汁饲料进行开发利用ꎮ
３.４ 秋播藜麦观赏特性

藜麦植株因材料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变

５１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化ꎮ 通过对各生育期主要性状的观察ꎬ藜麦的株

型、穗型及叶色、茎色、穗色等性状是藜麦的主要观

赏性状ꎮ 随着生育进程的推进ꎬ特别是生长后期ꎬ
观赏特征呈现明显ꎬ且在不同生育期内呈现不同的

动态变化ꎬ各材料的最佳观赏期主要集中在显穗期

至成熟期ꎮ 因此对秋播藜麦而言ꎬ除了收获粮食ꎬ

其还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景观作物ꎬ它的种植可为冬

季荒芜的田野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ꎮ 试验通过对

各材料的生长发育情况、观赏性状表现及单株产量

进行对比分析ꎬ初步筛选出 Ｑ２ꎬＱ４ 和 Ｑ６ 具有较好

的综合性状ꎬ可进一步扩大田间试验ꎬ为丰富藜麦

种植模式及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提供一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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