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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标准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宏亮、姚庆、安万刚、林啸、王杰花、西尔娜依·阿不都拉、地力木拉提·吐
拉洪、丁磊、侯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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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藜麦的产量指标及产量结构、产地要求、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与收获。

本标准适用于新疆伊犁州直藜麦种植区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

GB/T 7415 农作物种子贮藏

GB/T 832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十）

GB 15618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藜麦

原产于南美洲，营养价值高，属双子叶一年生苋科藜属草本植物，具有耐寒、耐旱、耐瘠薄、耐盐

碱等生理特性，适合在一定海拔、盐碱地、土壤贫瘠、干旱少雨区种植，用途广泛，是优良的粮食、饲

料、生态绿化植物。

4 产量指标及产量结构

4.1 产量指标

中肥力条件下，藜麦产量 1 500 kg/hm2～3 000 kg/hm2；高肥力条件下，藜麦产量 3 000 kg/hm2～4 500
kg/hm2。农田土壤肥力分级指标见附录 A。

4.2 产量结构

一般肥力地块，有效株数 7 000株/667 m2～10 000株/667 m2，平均穗数 20个～25个，穗粒数 3 500
粒左右，千粒重约 3.0 g。较高肥力地块，有效株数 5 000株/667 m2～7 000株/667 m2，平均穗数 33个，

穗粒数 4 500粒左右，千粒重约 3.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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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地要求

5.1 气候条件

无霜期在 100 d～125 d，日平均温度 15℃～20℃左右。≥10℃有效积温在 600℃～1 900℃，气候冷

凉，海拔在 530 m～1 900 m，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水、大气、土壤无污染，适宜优质藜麦的生产。

5.2 灌溉水条件

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5.3 空气质量条件

应符合 GB 3095的规定。

5.4 土壤条件

应符合 GB 15618的规定。选择地势平坦、土质疏松、土层深厚、土壤理化性状良好、保水保肥能

力强的平地、山地、沟坝地等平整土地，5 cm～20 cm 土层土壤含水量 150 g/kg～200 g/kg 为宜，土壤

有机质含量 5 g/kg 以上，碱解氮含量 5 mg/kg，速效磷含量 10 mg/kg 以上，盐碱地块 PH值控制在 8.5
以下。

5.5 茬口安排

采取轮作栽培，不重茬，可与小麦、玉米、油菜等作物轮作。

6 栽培技术

6.1 播前准备

6.1.1 灌好底墒水的要求

未冬灌或土壤墒情较差的地块应进行春灌，做到灌足、灌透。

6.1.2 深翻

茬地适墒深翻，耕深 25 cm～45 cm。秋翻地用旋耕机整地即可，深度 25 cm为宜。

6.1.3 整地

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墒”六字标准。

6.1.4 施肥标准

选择中上等土壤肥力，进行秋翻、深松和全层施肥，播前施足底肥，施有机肥 1 500 kg/667m2～3 000
kg/667m2，全生育期施尿素 5 kg/667 m2～10 kg/667 m2，磷酸二铵 10 kg/667 m2～20 kg/667 m2，硫酸钾

3 kg/667 m2～5 kg/667 m2。有条件的应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6.2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6.2.1 品种选择

选用早中熟蒙藜 1号、中藜 1号（饲用型）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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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种子质量

应选用经过加工、包衣藜麦种子，种子纯度≥98%、净度≥99%、发芽率≥95%、水分≤13%。

6.2.3 种子处理

未包衣种子应符合 NY/T 393的种子包衣剂进行拌种处理。

6.3 播种

6.3.1 播期

适宜播期为 4月上旬～5月上旬，地温稳定在 10℃以上时播种较为适宜。有条件的播种后可及时铺

设滴灌设施滴水出苗。

6.3.2 播种方式

可采用条播、穴播。条播播种量 200 g/667m2～300 g/667m2，穴播（可采用地膜覆盖）4 粒/穴～6
粒/穴；采用 30 cm～40 cm等行距播种，株距 15 cm～25 cm，播种深度为 2 cm～3 cm，播后适当镇压，

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

6.3.3 带种肥

以磷肥为主，施磷酸二铵 5 kg/667m2。

6.4 田间管理

腊熟中后期冬小麦自然落黄时收割，机械收割可以在黄熟期进行。

6.4.1 查苗、补种

幼苗出土后，要及时查苗补缺，若缺苗要及时补种，补种以催芽播种为宜，缺苗处补苗后浇少量水

（或雨后补播）。出苗后 5叶～6叶时间苗，除去病、弱苗；幼苗 8片～10片叶时即可定苗，每穴留苗

1株～2株，保留壮苗。

6.4.2 中耕、除草

播种前不能使用土壤封闭化学除草剂。藜麦全生育期可使用防除禾本科杂草，使用 24%烯草酮乳

油 20 ml/667m2～30 ml/667m2兑水 16 kg茎叶喷雾处理。苗期要及早中耕，以疏松土壤，提高地温、保

水增气，蹲苗促根，中耕 2次～3次为宜，中耕深度以松土而不损伤根系为原则。苗期 5叶～6 叶时第

1 次除草松土，初花期时第 2次除草松土，第 3次中耕除草根据藜麦生长和杂草情况灵活实行。

6.4.3 叶面施肥

为了确保藜麦高产，在初花期喷施 50 g/667 m2硼肥+100 g/667 m2磷酸二氢钾，兑水量 15 kg/667
m2～30 kg/667 m2，叶面施肥宜淡不宜浓。

6.4.4 灌水

全生育期浇水次数及每次浇水量要依据土壤墒情和雨水多少而确定，但现蕾水不能少，现蕾期是藜

麦水分临界期，灌第 1水；开花期对水分要求迫切，灌第 2水；视藜麦长势和田间持水量，灌第 3次。

一般灌水 2～3 次，总灌水量 180 m3/667m2～200 m3/667m2。藜麦中后期灌水要尽量避开大风天气。灌

水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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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虫害防治

7.1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

则。

7.2 农业防治

培育无病虫壮苗，增施有机肥，采用配方施肥，拔出病株，摘除病叶，及时清理田园。

7.3 物理防治

田间悬挂黄板诱蚜，糖醋液诱杀白星花金龟甲等鞘翅目害虫。

7.4 生物防治

积极保护利用天敌昆虫如七星瓢虫、草蛉等，控制蚜虫等为害。

7.5 化学防治

7.5.1 病害防治

霜霉病是藜麦的主要病害，严重影响产量与品质。在藜麦现蕾期至初花期未发生霜霉病时，可使

用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1 000倍液茎叶喷雾进行预防。霜霉病发生初时，可用 58%精甲

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80%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 2 000倍液～3 000倍液茎叶喷雾防治。叶斑病

发生时，可用 10%苯醚甲环唑水剂 2 000倍液～2 500倍液茎叶喷雾防治。根腐病发病时，可用 98%噁

霉灵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在植株的根部、叶面喷施；根腐病为害严重，可用 3%甲霜噁霉灵水剂 500
倍液～700倍液灌根。

7.5.2 虫害防治

在播种前，可用25%噻虫·咯菌腈·精甲霜灵悬浮种衣剂按种子重量的0.6%拌种。防治藜麦苗期主要

地下病虫害；蚜虫发生时，可用40%吡虫啉水溶剂1 500倍液～2 000倍液、3%啶虫脒乳油1 000倍液～1
500倍液茎叶喷雾；在蛀茎害虫筒喙象发生时，可用22%噻虫·高氟氯微囊悬浮剂1 000倍液～1 500倍液

或14%氯虫·高氟氯微囊悬浮剂3 000倍液～5 000倍茎叶喷雾。

8 收获

藜麦贮藏应符合 GB/T 7415的规定。当植株叶片变黄变红，叶片大多脱落，茎秆开始变干，种子进

入蜡熟期时即可收获。可人工收割或采用联合收割机机械收获，为保证藜麦品质，收获前必须将病穗、

杂株去掉，收割后及时拉运摊晒，防霉烂、防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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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农田土壤肥力分级指标

表A.1给出了农田土壤肥力分级指标。

表A.1 农田土壤肥力分级指标

肥力级别
有机质

g/kg

碱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高肥力 >20 >75 >20 >200

中肥力 15～20 45～75 10～20 120～200

低肥力 <15 <45 <10 <1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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