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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北荞麦研究》编写过程中，引用了相关荞麦专著与有关专家以及我所荞麦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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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志龙，1974年生，陕西洛川人，农艺师，2000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延安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小杂粮及干旱农业研究。
现主持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计划项目和延安市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农业攻关），共发表论文
、综述等文章18篇。
曾获陕西省农业推广奖三等奖，延安市科技调研三等奖。

　　王常军，高级农艺师，1956年7月生，陕西延长县人，1977年8月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1977～1991年在延长县农技推广站等单位工作，1992年调入延安市农科所工作，现任农科所副所长。
长期从事养麦、小麦等作物栽培，新品种引进选育工作。
获陕西省政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市政府一等奖3项。
先后在《西北农业学报》、《西北农业大学学报》、《陕西农业研究》、《陕西农技推广》、《陕西
农村建设》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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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荞麦的生物学特性与生长发育　　一、荞麦的生物学特征　　（一）温度　　荞麦喜欢温
暖而湿润的气候，不耐高温，生育期间，要求大于0℃积温1000～1200℃。
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16～20℃，低于13％，发芽不正常或不能发芽，高于25℃发芽受到抑制。
生长发育期间的最适温度为18～25℃，温度低于15℃或高于30℃，都不利于荞麦的生长、开花和结实
。
荞麦的耐寒力弱，怕霜冻，气温在—2℃时，叶、花死亡，幼茎受害，—5℃时整株死亡。
　　（二）水分　　荞麦是喜温作物，每形成1千克干物质约耗水500～580千克，高于其他谷类作物。
荞麦种子发芽时吸收水分占自身重量的45％～50％。
出苗至开花初期需水极少，仅占全生育期需水量的10％左右，从开花结实到成熟，需水较多，几乎占
到90％。
如果在开花期间遇到高温、干旱，则授粉不良，分泌的花蜜也减少。
当大气湿度低于30％～40％并伴有旱风时，植株和叶片萎蔫，花朵和子房以及形成的果实也会脱落。
但在多雾和阴雨连绵的气候条件下，根系发育不良，授粉结实将受到限制。
　　（三）日照　　荞麦是短日照作物，但对日照要求不严格，在长日照或短日照条件下都能生长发
育。
日照时间减少能明显地缩短生育期，提早开花，降低产量。
　　荞麦也是喜光作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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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结实期光照不足，花果脱落、结实率低、产量下降。
　　（四）养分　　荞麦对养分的要求一般以吸收磷、钾较多。
施用磷、钾肥对提高荞麦产量有显著的效果，氮肥过多容易引起倒伏。
荞麦对土壤的选择不太严格，山地、轻黏土壤、酸性土壤或新开垦的土地都可以栽培，但以排水良好
的沙质壤土为好。
重碱地、黏性土壤、易积水地不能正常生长，酸性较重的土壤种植时应施人石灰。
　　二、荞麦的生长发育　　荞麦的一生是指荞麦种子从萌发开始到新种子的形成，习惯上称为荞麦
的一个生命周期。
严格上说，它并不是荞麦的生命周期，只有荞麦再受精生成合子，才是荞麦生命的开始，而种子萌发
是有生命的种子由休眠状态重新进人旺盛的生命活动过程，即进入新的生长发育时期。
农业生产是以种子播种为开端，把种子萌发作为生长发育的开始，把收获成熟种子作为荞麦生命周期
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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