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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breeding buckwheat with high-yield and ornamental value, we have found the 
variation with red wing kernel. After 5 generation’s observing and breeding we have separated 
the red wing plants steadily and found the red kernel plant, limited inflorescence plant (red wing 
kernel), dwarfing plant, half-dwarfing plant (red wing kernel). The character of red wing, as the 
external form sign of the plant, is controlled by the heritable mutant gene and has the wide useful 
value. First, it can be used as germplasm resources to analyse and detect the hybridization ratio, 
and at the same time high-yield and ornamental buckwheat can be bred with limited inflorescence, 
dwarfing plant and half-dwarfing plant variation form; second, as the ornamental plant, Wing 
Buckwheat belongs to diploid type and can be changed easily to tetraploid type with artificial muta-
tion. Thus its kernel and flower are bigger, and its florescence is longer, making it more orn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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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育成高产与观赏兼备的荞麦品种，从翅荞中发现了籽粒羽翅红色的变异类型。经过5个世代的观察

选育，基本稳定了红色羽翅植株的分离，从中出现了全株籽粒红色的植株、有限花序植株(籽粒羽翅红色)、
矮秆、半矮秆植株(籽粒羽翅红色)。红色羽翅性状是由可遗传的变异基因控制，是植株外部形态标记，

具有十分广泛的利用价值：一是作为种质资源利用，利用红色羽翅标记，能够检测出杂交种比例；利用

有限花序、矮秆半矮秆变异类型选育既高产、又具观赏型品种。二是作为观赏植物利用，翅荞属于二倍

体类型，经人工诱变很容易成为四倍体类型。这样，它的籽粒、花朵更大，花期更长，更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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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辞海》中对荞麦有详细的记述：栽培荞麦有三个种：1) 甜荞(F. esculentum)亦称“普通荞麦”，

中国栽培较多的一个种；2) 苦荞(F. tataricum)亦称“鞑靼荞麦”，中国西南地区有栽培；3) 翅荞(F. 
emarginatum)亦称“有翅荞麦”，中国北方和西南地区有少量栽培[1]。其中普通荞麦和有翅荞麦花色鲜

艳，很有观赏价值。作为景观资源利用，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因为我国开始实施农村振兴战略，将会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休闲观光农业，荞麦花如同油菜花一样，可以建成荞麦花海景观。 
我们正在研究的彩色翅荞麦品系，除了有其它荞麦红秆、绿叶、白(红)花的特征外，又增加了红色籽

粒或者籽粒红色羽翅的看点(比普通荞麦籽粒大)，观赏效果更佳，有望育成高产、观赏兼备的荞麦新品种。 

2. 材料与方法 

2.1. 彩色翅荞的来源 

2014 年，在甜荞试验田中，出现了少量翅荞植株，其中有 2 株羽翅是红色的(图 1)，其它翅荞麦羽翅

和籽粒颜色一致，是浅绿色(图 2)，将 2 株红色羽翅植株单独脱粒收藏。 

2.2. 彩色翅荞特征特性与命名 

将 2 株红色羽翅种子隔离种植：经观察，彩色翅荞植株花朵白色，花器构造有 2 种，一种是长雄蕊、

短花柱；另一种是短雄蕊、长花柱，与普通荞麦花器相同(图 3) [2]。当幼小籽粒形成，被肉眼看到时、

同时可看见三棱呈现红色，随着籽粒增大、红色羽翅逐渐增宽，生长期间一直呈现红色，直到灌浆乳熟

期籽粒开始变色，成熟籽粒(含羽翅)成为褐色(图 4)。 
经过几个世代提纯、选育，植株红色羽翅性状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图 5)，但是分离特别严重，需要多

个世代提纯才能稳定。由于试验田采用隔离种植，创造了基因重组的条件，从中出现了全株红色籽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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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比红色羽翅更鲜艳(图 6)，还出现了有限花序植株、矮秆植株(株高 60 cm)、半矮秆植株(株高 80 cm)，
均有 2 个或 3 个节间重叠在一起，植株高度受到抑制。 
 

 
Figure 1. Color wing buckwheat’s grain and flower at earlier stage 
图 1. 彩色翅荞麦前期籽粒与花朵 

 

 
Figure 2. Wing buckwheat’s grain at later growth stage 
图 2. 正常的翅荞麦籽粒(对照) 

 

 
Figure 3. Color wing buckwheat flower’s morphological (length stamen and short pistil of left; length pistil and short stamen 
of right) 
图 3. 彩色翅荞麦花的形态(左：长雄蕊、短雌蕊；右：短雄蕊长雌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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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lor wing buckwheat’s grain at later growth stage 
图 4. 彩色翅荞麦生长后期籽粒(成熟籽粒为褐色) 

 

 
Figure 5. Color wing buckwheat’s plant with red grain setting percentage 
图 5. 全株红色籽粒植株 

 

 
Figure 6. Color wing buckwheat plant’s definite inflorescence (with high setting percentage) 
图 6. 彩色翅荞麦有限花序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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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籽粒红色羽翅性状是由基因变异所致，具有可遗传习性，可视为植株形态标记，可育成遗传稳

定的品系，故命名为“彩色翅荞麦”。 

3. 试验结果 

3.1. 彩色翅荞可检测杂交种比例 

普通荞麦和翅荞麦是自交不亲和作物[3]，根据该特性可以用 2 个亲本进行互交制种[4]，实现杂种优

势利用。例如，亲本 1 是彩色翅荞麦(籽粒羽翅红色)，亲本 2 是普通荞麦白花品种(籽粒成熟前是浅绿色)，
二者等量种植，让其自由授粉杂交。要知道杂交种占？%，统计 F1 生产田植株即可知晓，杂交种 F1 籽粒

形状、色泽(见图 4)。从图 4 可看出，亲本 1、亲本 2、F1 籽粒形状与色泽差别十分明显，F1籽粒形状、

大小与亲本相似，带有红色标记(三个棱是红色)，一目了然即可确认；在生长中期的 F1 生产田，随机选

择一定面积，统计 F1、亲本 1、亲本 2 各类植株数量，即可计算出杂交种比例。 

3.2. 彩色翅荞变异类型多可育成既高产又具观赏型品种 

翅荞麦具有优良的农艺性状，一些类型千粒重高(43.8 g)而普通荞麦千粒重(32 g) [5]，结实率比普通

荞麦高[6]，前苏联资料报道，在推广的 33 个品种中，果实形状有翅 14 个、稍有翅 8 个、11 个无翅[7]，
由此可见，翅荞麦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利用彩色翅荞麦农艺性状优良的变异类型——“有限花序、矮秆、

半矮秆”，与普通荞麦红花、白花品种杂交，有望育成高产、观赏兼备的品种。 

3.3. 彩色翅荞可作为观赏植物 

彩色翅荞麦的遗传结构是二倍体类型，经过人工诱导很容易变成四倍体类型，四倍体植物的特征特

性是籽粒、花器变大，花期延长。这样，四倍体类型的彩色翅荞麦更具观赏性，观赏期可长达 50 天左右，

尤其是红色籽粒植株，其红秆、绿叶、白色花朵(像雪花)、红色的籽粒(像枸杞、像樱桃挂满枝头、红色

羽翅籽粒像宫廷中彩色灯笼)，着实招人喜爱。 

4. 结论 

4.1. 创新性先进性 

彩色翅荞研究居领先水平和创新性，从国际荞麦协会 1~13 届会议的论文集中查阅，没有发现彩色翅

荞麦的文献资料记载，在国内外文献资料查阅，也没有发现有关彩色翅荞麦的文献资料记载，本研究结

果属首次发表，居领先水平和创新性。 

4.2. 翅荞麦犹如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国内外对翅荞麦研究尚少，我们浮浅研究即分离出农艺性状优良的变异类型。例如，矮秆、半矮秆、

红色羽翅植株，尤其是有限花序植株(图 6)，是十分珍贵的种质资源。 

4.3. 彩色翅荞麦遗传习性 

彩色翅荞红色羽翅性状由变异基因所致，具有可遗传习性，可视为外部形态标记。 

4.4. 彩色翅荞麦用途 

彩色翅荞红色标记可用来检测杂交种比例；彩色翅荞与甜荞形态差异大、亲缘关系较远，是利用杂

种优势的理想组合；彩色翅荞比甜荞更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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