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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藜麦自 1987 年引入我国后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过程，直到 2011 年在山西省静乐县试种成功后，才掀起了研究热

潮。目前，我国技术人员对于藜麦这个来自南美洲的外来物种还缺乏充分了解，近年来出现了产量下降、病虫害发生严重的现

象。秘鲁是南美洲藜麦原产地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藜麦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长期以来藜麦产量稳定，病虫害发生率低。

因此，秘鲁藜麦栽培模式对于我国有重要启示作用。介绍了秘鲁在藜麦品种选择、多样化栽培、合理轮作与休耕方面的经验以

及独特的农业社区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良我国藜麦栽培与管理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藜麦；秘鲁；栽培模式

藜麦（Chenopodium quinoa willd.）又称藜谷、

南美藜、昆诺藜、奎藜等，是藜属一年生自花授粉

双子叶植物，基础染色体数目 x=9，同源四倍体

（2n=4x=36）[1]。藜麦为南美印加土著居民的重要

传统食物，其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安第斯高原，

已有 7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 [2]。藜麦具有耐寒、耐旱、

耐瘠薄、耐盐碱等特性。藜麦营养丰富，其籽粒蛋白

质含量高且必需氨基酸组成均衡。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将藜麦列为宇航员长期从事太空任务的理

想食物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荐藜麦为适

宜人类食用的“全营养食品”[3-4]，旨在让世界关注

藜麦的生物多样性和营养价值，及其在提供粮食和

营养安全、消除贫困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1987 年藜麦引入我国，由西藏农牧学院和西藏

农科院开始引种试验研究，并于 1992-1994 年在西

藏进行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 [5-6]。此后由于产量较

低、栽培条件严格、粮食加工技术滞后等原因，藜麦

研究在国内陷于沉寂。而这个时期正是国外研究的

热点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了广泛的试种和深

加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7-10]。藜麦种子为瘦果，

是传统意义上的食用部分，除了营养价值高以外，更

重要的是还具有预防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疾

病的功效 [1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三

高”人群日益增多，因此，藜麦再次受到我国学者的 基金项目： 天津市科技支撑重点项目（17YFZCNC00220，18YFZCNC01270）

表 3　隆平高科重要的收购事件

收购日期 收购公司

2005 年 3 月 11 日 湖南长元人造板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9 月 10 日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西城杂交水稻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 日 湖南隆平超级杂交稻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 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 5 日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29 日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3 日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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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2011 年藜麦正式被我国山西省静乐县引种 [12]，

并获得成功。此后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山西、

甘肃、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均有一定规模的推广种 
植 [13-14]。但随着藜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年限

的延长，藜麦种植业开始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一是藜

麦不能重茬连作，否则产量急剧下降；二是随着藜麦

在我国内陆地区适应性栽培时间的延长，出现了一

些新的病害、虫害 [15-16]。由于基层农艺人员对藜麦

病虫害防治缺乏经验，导致藜麦种植户损失严重。

研究人员发现，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一直是

世界藜麦的主产区，不仅藜麦产量稳定，而且病害、

虫害发生率较低。例如，2016 年秘鲁藜麦产量为

79269t，占世界总产量的 53.3%，其中出口 44300t，
占世界藜麦出口总量的 47.3%[17]。秘鲁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藜麦生产国，是如何避免气候以及病虫害的

影响而保持藜麦霸主地位的呢？显然，这个问题的

研究将为我国藜麦行业提供有益借鉴，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

利用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藜麦期间，与南美

洲藜麦学者有过直接交流，现将秘鲁藜麦栽培模式

及其管理经验加以介绍，供我国藜麦研究人员参考。

1　根据地形选择藜麦品种
藜麦是安第斯高原的土著植物，虽然秘鲁高原

地形起伏复杂，土壤类型及其水分含量也往往表现

各异，但藜麦却能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只是形态

特征稍有不同而已。例如生长在提提卡卡湖岸边

的藜麦，叶、茎、枝和种子中没有或只有少量色素沉

着，圆锥花序在营养生长阶段是绿色的，其种子是

白色的。这些品种对霜冻耐受性较差，但有较高的

增产潜力。在远离湖泊的苏尼（Suni）农业生态区，

栽培的藜麦品种主要有 Witullas 和 Wilas，其特点是

对霜冻以及极大的昼夜温差变化具有抵抗性。在

秘鲁，研究人员将高原地形分为山坡上部、山岗、

山脚、山嵴、平原和湖岸等 6 种类型。从热量的角

度分析，山坡顶部是山脉最冷的部分，几乎没有用

于农业生产的可能。不同地形选择的藜麦品种见 
表 1。

2　实施农业社区管理制度
秘鲁特别注重生态农业的发展，这里面既有制

度因素，又有实用目的。从制度设计上讲，发展生态

表 1　不同地理和农业生态区域藜麦品种分布

农业生态

区域

藜麦品种

山岗 斜坡 山脚 平原 山顶 环湖

环湖地区 Kcoitos，
Wilas

White White White，
Witullas

White White

苏尼（Suni） Kcoitos White，
Witullas

Witullas，
White

Witullas，
Wilas

White，
Witullas

普纳（Puna） Kcoitos

农业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实用目的而言，则

是为了适应山地高原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秘鲁位

于南美洲西北部，安第斯高原横贯南北，是传统的藜

麦种植区域。山地高原地区气候条件复杂多变，干

旱、淹水、冰雹和霜冻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为了确保

收成，秘鲁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避免在某一特

定地区大量种植同一种作物。为了实现这一农业管

理目标，秘鲁采用农业社区管理制度。农业社区由

连片经营的农业土地组成，依据地形地貌经过物理

分割的方式形成多个面积较小的农业生产单元，这

个单元称之为艾诺卡斯（Aynoqas）[18]。每个社区家

庭在每个艾诺卡斯都有自己的地方，并由社区进行

统一规划和管理。在每个特定的生长季节，农民家

庭在属于自己的艾诺卡斯单元里种植藜麦等作物，

但必须实现多样化种植，社区禁止农户在所有地块

上都种植同一种作物。

3　多样化栽培模式
秘鲁农民对于藜麦实行多种栽培，即在同一个

生长季节、同一块田地种植多种作物。这些作物可

以在同一时间播种，也可以在不同日期播种，包括混

合栽培或插入栽培，具体取决于物种类型和它们的

生长周期。混合栽培最少是 2 种作物，例如藜麦 / 
野菜豆、藜麦 / 大麦、藜麦 / 酢浆草、藜麦 / 玉米或

藜麦 / 其他苋科作物。播种时，在同一行有不同的

比例。在苏尼（Suni）农业生态区以及平原和山顶

地形区域，藜麦 / 苍白茎藜（kaniwa，Chenopodium 
pallidicaule）建议以 30/70 的比例混合种植。苍白

茎藜也是南美洲的一种传统藜科作物，种子比藜麦

稍甜，且具有更高的脆性结构。这种混合种植方法

旨在确保在正常的年份收获 2 种作物，在糟糕的年

份也能收获苍白茎藜 1 种作物。因此，其主要目标

是在该地区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提高收获的安全性。

作物插入栽培是多种栽培的另一种方式，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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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分成不同的行，行的长度贯穿整个地块，每一行

播种不同的作物，最常见的方法是在整个区域内种

植 2 种作物（玉米 / 藜麦或奎奴亚菜 / 苍白茎藜）。

这种栽培方法可以稍加改变，除了主要作物之外，再

种植 1 种对害虫没有吸引力的不太重要的作物，如

苦涩的羽扇豆等。这些次要作物可以种在区域的

边界地带，以保护主要农作物如藜麦、马铃薯或菜 
豆类。

了解秘鲁藜麦的生产方式，有助于全面了解秘

鲁藜麦单产和总产问题。文献报道的秘鲁藜麦产量

并不高，一般很少超过 1000kg/hm2[19]。而我国报道

的藜麦产量达到了 5000~6000kg/hm2[20]，单产明显高

过秘鲁。在这方面，秘鲁报道藜麦的单产数据很可

能是采取混合种植方式后取得的结果，与我国单一

种植藜麦获得的单产数据是有区别的，相关细节有

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4　合理轮作与休耕
藜麦轮作是保持产量和维持土壤地力的重要

手段，其轮作方式包括藜属品种之间的轮作，也包括

藜麦与其他作物如马铃薯、蚕豆和大麦等非藜属作

物之间的轮作，具体选择哪些轮作品种，应根据种植

区域的气候、土壤类型和湿度条件来决定。

在秘鲁艾诺卡斯生产单元体系中，作物轮作一

般有预定的时间跨度，通常为 8~10 年。在一个作物

周期内，每年播种不同的作物，播种期为3年或4年，

紧接着是 6~7 年的休耕期，时限长短要根据农业社

区的需要而定。藜麦是作物循环中的第二作物，接

着是马铃薯，蚕豆和豌豆排在轮作顺序的最后，用以

帮助土壤恢复肥力。

休耕时期有助于使土壤恢复肥力，特别是把休

耕土地用于动物牧场时，可以留下粪便，促使本地物

种三叶草萌发。三叶草在休耕期间通过促进自然动

植物群的生长，可以有效减少真菌、线虫和昆虫对土

壤的侵染。

5　借鉴与展望
由于我国藜麦研究起步较晚，在种质资源收集

与引进、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水平有待

于进一步提高。秘鲁作为藜麦原产地国家，在藜麦

种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农业技术还是

农业管理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首先在

藜麦种植技术上，要依据种植区域的海拔、地形以及

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藜麦品种，探索藜麦与其他作

物混种栽培技术，合理实行轮作或休耕制度。其次，

在藜麦种植管理方面，建议在借鉴秘鲁藜麦社区管

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组建面

积较大的农业生态园区。通过合理划分区域，便于

实现藜麦的轮作、休耕管理，最大限度地恢复土壤地

力，为藜麦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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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甘薯生产现状与发展方向探讨
毛思帅　李仁崑　周继华　王俊英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100029）

摘要：甘薯耐旱、耐贫瘠，其薯块的营养保健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北京发展甘薯产业，符合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市民

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从种植规模、主导品种与技术、机械化水平、种苗繁育、产后增值等 5 个方面介绍了北京市 2017 年甘薯

的生产情况，剖析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产业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并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甘薯；生产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

甘薯耐旱耐瘠薄，节约水资源，可在山区种植。

同时，种植甘薯能减少地表裸露，减少地表水分无效

蒸发；甘薯起垄拦截和减缓流水有利于雨水在土壤

中的渗入和保存，保护生态环境 [1-2]。甘薯的薯块除

富含淀粉、可溶性糖和矿物质外，还含有胡萝卜素、

维生素 C、叶酸、脱氢表雄酮和糖蛋白等生理活性物

质 [3-4]。其中，脱氢表雄酮具有良好的抗癌功效，糖

蛋白有降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而胡萝卜素和维生

素 C 等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预防衰老，具有良

好的营养保健功能 [5-6]。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

们营养保健意识的增强，甘薯已成为都市人生活中

调节口味、丰富菜篮子的保健食品，在膳食结构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对新发地、大洋路、岳

各庄和大钟寺等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调查统计表明，

2009-2013 年北京的甘薯需求量从 92 万 t 增加到

了 102 万 t[7]，呈现出上涨趋势，首都市民越来越希

望购买到新鲜、味美、营养齐全的优质食用甘薯。发

展甘薯产业，符合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市民的需求。

以 2017 年北京市甘薯的生产情况为例，深入了解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产业研究提供切入点，

探讨其发展方向，着力推进甘薯产业可持续发展。

1　生产基本情况
1.1　种植规模　“十二五”期间，受平原造林工程

等的影响，甘薯种植面积下降较严重，较 2010 年

减少 2000hm2，减幅达 42% ；但甘薯平均单产提升

436kg/667m2，增幅达 26%。2017 年北京甘薯种植

面积 1087hm2 左右，其中密云和大兴种植面积为

700hm2，占全市甘薯种植面积的 64.4%。

1.2　主导品种与技术　甘薯主栽品种以鲜食为主，

主推品种为龙薯 9 号、烟薯 25、普薯 32，3 个品种种

植面积占北京地区甘薯总栽培面积的 70% 左右。

针对电商种植基地，推荐种植普薯 32 和心香 2 个品

种，其薯块大小适宜、香甜糯可口。

主推的高产高效技术有：电热温室节能高效育

苗技术，应用率 51.2% ；趁墒抗旱起垄技术，应用率

21.6% ；船底型移栽技术，应用率 43.1% ；合理密植技

术，应用率 59.3%，配方施肥技术，应用率 52.1%。

1.3　机械化水平　当前，甘薯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

较低，每 667m2 用工量 7~12 个。甘薯种植初步研发出

起垄移栽机；筛选出杀秧、收获等关键环节的农机具，

其应用比例分别为 31%、53%，但作业质量和效率还

有待提高。近 2 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技术在甘薯种

植试验示范中有所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并

提升作业质量，但目前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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