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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10 个苜蓿品种的比较研究
Ξ

王农基, 曹社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研究了陕西关中地区广泛种植的 10 个紫花苜蓿 (M ed icag o sa tiva L. ) 品种的产量、品质和生长性

能。结果表明, 在盛花期刈割, 各品种的品质差异不显著, 10 个品种中, 春天、爱达荷、猎人河、瑞典苜蓿 4 个品种的

鲜草产量均在 100 000 kgöhm 2 以上, 是在关中及相似区域推广的首选品种, 若采收种子则宜选择瑞典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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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花苜蓿 (M ed icag o sa tiva L. ) 是深根性多年

生优质豆科牧草, 号称“牧草之王”, 具有耐旱、耐寒、

耐盐碱、耐瘠薄、适应性强、产量高、品质优、耐刈割、

持久性好、经济效益高以及能清除田间原有杂草及

改土培肥等特点, 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最古老的栽培

牧草[1 ] , 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人工牧草。目前,

我国西北地区大多数苜蓿品种的抗逆性差、产草量

低, 难以在生产中推广。因此, 引进高产、优质、抗逆

性强的紫花苜蓿品种, 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

业结构调整和畜牧业发展十分必要[2 ]。为此, 本试验

对陕西关中广泛种植的 10 个紫花苜蓿品种的产草

量、品质、生长性能等性状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期筛

选出适合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种植的优良品种, 促

进西部草业产业化的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陕西广为种植的 10 个优良紫花苜

蓿品种, 其中国外品种7 个, 国内品种3 个, 关中苜蓿

为本地品种 (表1)。
表 1　10 个苜蓿品种来源和名称

T able 1　V ariet ies and o rigins of 10 alfa lfa

编号
N o.

品种
V ariety

原产地
O rigin

编号
N o.

品种
V ariety

原产地
O rigin

1 爱达荷 Idaho 美国 Am erica 6 瑞典 Sw eden 荷兰 Ho land

2 春天 Sp ring 美国 Am erica 7 新疆大叶 X in jiangdaye 中国 Ch ina

3 陇东 L ongdong 中国 Ch ina 8 猎人河 H unter river 美国 Am erica

4 加州 Califo rn ia 美国 Am erica 9 80271 美国 Am erica

5 关中 Guanzhong 中国 Ch ina 10 阿尔冈金A lgonqu in 美国 Am erica

1. 2　试验地自然概况

试验地设在陕西杨凌疙瘩庙村北试验地, 该地

位于秦岭北麓渭河平原, 北纬34°25′, 东经108°8′, 海

拔454. 8 m , 年均日照时数2 150 h, 年均气温12～ 14

℃, 极端最高气温 39～ 40 ℃, 极端最低气温- 21～

- 15 ℃, 年均降水量 621. 6 mm , 春季降水偏少, 干

旱, 雨量主要集中于7～ 9 月, 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试验地土层深厚, 有机质含量 15. 5 gökg, 全氮 55

m gökg, 磷≥3. 3 m gökg, 速效钾 164 m gökg, pH 8.

22。

1. 3　田间设计及管理

参试品种随机区组排列, 每品种设 3 个重复, 每

小区3 m ×5 m , 共计30 小区。2003210210 人工开沟

条播, 播深2 cm , 行距30 cm , 每小区10 行, 播种量15

kgöhm 2。2003210217 出苗。全年不施肥, 不灌水, 人

工拔除杂草。

1. 4　测定项目与方法

1. 4. 1　牧草的收割　各品种均于盛花期 (50% 开

花)刈割以期获得最大产量, 留茬3 cm。每个小区全

部刈割测产, 重复3 次, 计算每公顷的产量。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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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割4 茬。2005 年第一茬采收种子。刈割后取500 g

测定鲜干比, 重复3 次。

1. 4. 2　测定项目及方法　①产量测定。包括鲜草产

量、种子产量、鲜干比。②品质测定。包括茎叶比及

蛋白质、磷、钾含量, 蛋白质采用GB 6432286 半微量

凯氏定氮法, 盛花期刈割后采样测定; 磷用钒钼黄比

色法测定; 钾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③生长指标。

包括株高和分枝数, 株高采用拉伸高度。

1. 3. 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1. 0 软件进行分析,

用D ucanπs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各苜蓿品种的鲜草产量及种子产量

　　产量是评价牧草的重要指标, 产量的高低直接

决定着牧草种植的效益。由表2 可以看出, 2004 年以

品种“春天”的鲜草总产量最高, 达到 76 700

kgöhm 2, 与“爱达荷”之外的其他品种间的差异达显

著水平, 新疆大叶、陇东和 80271 3 个品种第一年产

量均低于本地品种关中苜蓿。从再生草的产量看, 春

天、爱达荷、猎人河、阿尔冈金再生性能较好, 其再生

草产量均超过了 12 000 kgöhm 2, 显著高于其他品

种, 关中苜蓿和新疆大叶 2 个国内品种再生性能最

差。

从种子产量来看, 瑞典、关中两个品种的产量较

高, 分别为384. 73 和288. 20 kgöhm 2, 以新疆大叶和

加州苜蓿的种子产量最低。由于采收种子, 第二年仅

仅刈割3 茬。

从两年再生草产量看, 爱荷达、春天的再生草产

量较高, 爱荷达两年再生草产量分别为 12 917 和

35 866 kgöhm 2, 春天分别为 12 833 和 35 266

kgöhm 2。新疆大叶再生草最少, 两年再生草分别为

8 119和20 480 kgöhm 2。

从两年鲜草总产量看,“春天”苜蓿的产量为

111 967 kgöhm 2, 显著高于除爱荷达以外的其他品

种 (P < 0. 05) , 爱达荷、猎人河、瑞典3 个品种的产量

也较高, 均超过了100 000 kgöhm 2, 新疆大叶苜蓿的

产量最低, 仅为64 453 kgöhm 2。本地品种关中苜蓿

的两年鲜草产量仅为92 517 kgöhm 2。

从鲜干比看, 由于收割时期均在盛花期, 其鲜干

比为3. 79～ 4. 09, 各品种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在相同

生育时期刈割, 不同苜蓿品种间的鲜干比基本相同。

表 2　10 个苜蓿品种的鲜草产量及种子产量

T able 2　F resh grass yield and seed yield of 10 alfa lfa

品种
V ariety

2004 年 2005 年

鲜草总产量ö
(kg·hm - 2)
F resh grass

yield

再生草产量ö
(kg·hm - 2)
Regrow th

yield

再生草产量ö
(kg·hm - 2)
Regrow th

yield

种子产量ö
(kg·hm - 2)

Seed
yield

鲜干比
F reshödry

ratio

两年鲜草总产ö
(kg·hm - 2)
F resh grass

yield

爱达荷 Idaho 69 716 ab 12 917 a 35 867 a 80. 77 b 3. 84 a 105 583 ab

春天 Sp ring 76 700 a 12 833 a 35 267 a 116. 06 b 3. 94 a 111 967 a

陇东 L ongdong 59 806 cd 9 802 bc 33 547 ab 60. 37 b 3. 79 a 93 353 cd

加州 Califo rn ia 62 000 cd 11 400 ab 28 367 b 39. 31 b 4. 06 a 90 367 cd

关中 Guanzhong 59 917 cd 8 538 c 32 600 ab 288. 20 a 3. 79 a 92 517 cd

瑞典 Sw eden 66 546 bcd 11 526 ab 34 567 ab 384. 73 a 3. 91 a 101 113 bc

新疆大叶 X in jiangdaye 43 973 e 8 119 c 20 480 c 24. 67 b 3. 91 a 64 453 e

猎人河 H unter river 66 200 bcd 12 678 a 33 967 ab 72. 40 b 3. 82 a 100 167 bcd

80271 58 833 d 9 644 bc 34 800 a 107. 13 b 4. 09 a 93 633 cd

阿尔冈金A lgonqu in 68 100 bc 12 911 a 31 100 ab 114. 38 b 3. 99 a 99 200 bcd

　　注: 表中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下同。

N o te: V o lum es w ith in list w ith the differen t letters indiated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P < 0. 05) , o ther tab les are the sam e.

2. 2　不同苜蓿品种的生产性能

株高和分枝数是反映苜蓿生长性能的主要指

标, 株高较高、分枝数多者易获得较高的产量, 但株

高过高则容易倒伏, 并形成下层落叶及叶子枯黄, 反

而影响产量的提高, 且不利于机械化耕作。而分枝多

则增加了叶量, 减少了较粗茎杆形成的重量, 从而提

高了苜蓿的适口性。从表3 可以看出, 第1 茬以陇东、

猎人河株高显著高于春天、瑞典2 个品种, 分别达到

了131. 9 和133. 6 cm , 但所有品种第1 茬株高均超过

了 100 cm。10 个苜蓿品种的再生草株高均未超过

100 cm , 瑞典苜蓿再生草株高显著高于爱荷达、陇

东、关中、新疆大叶几个品种, 但其再生草产量在参

试的10 个品种中处于中等水平, 陇东、关中、新疆大

叶苜蓿再生草株高较低, 分别为 64. 1, 75. 6, 72. 9

cm , 其再生草产量也相对较低。从全年平均株高看,

株高处于中等水平的爱达荷、“春天”苜蓿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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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加州苜蓿和较低的新疆大叶苜蓿产量都非常

低 (分别为28 366 和20 480 kgöhm 2) , 而陇东苜蓿虽

然株高很低, 但其分枝数明显高于大部分品种, 故其

产量并不是很低。

产量较高的爱达荷、春天苜蓿分枝数较多, 分别

为41 和 46, 其年平均株高并不是很高, 说明这两个

品种不易倒伏, 主要靠分枝数获得产量。陇东分枝数

为 43, 株高不是很高, 其也主要以分枝数获得产量。

而加州、80271、阿尔冈金、猎人河 4 个苜蓿品种全年

平均株高很高, 但分枝数较少 (分别为 35, 37, 33,

37) , 说明这些品种主要靠株高获得产量。关中苜蓿

和瑞典苜蓿株高和分枝数处于中等水平, 可能其株

高和分枝数构成的产量相对均衡。

表 3　10 个苜蓿品种的生产性能比较

T able 3　Grow ing characters of 10 alfa lfa

品种
V ariety

2004 年株高öcm H eigh t 2004 年分枝数B ranch num ber

第1 茬
1st crop

再生草
O ther crop s

年均
A verage

第1 茬
1st crop

再生草
O ther crop

年均
A verage

爱达荷 Idaho 124. 9 ab 76. 1 cde 88. 3 cd 40 ab 42 abc 41 abc

春天 Sp ring 116. 4 b 81. 9 abc 90. 5 bc 45 a 46 a 46 a

陇东 L ongdong 131. 9 a 64. 1 f 81. 1 e 32 bc 46 a 43 ab

加州 Califo rn ia 127. 2 ab 85. 5 ab 95. 95 a 41 ab 32 cd 35 cde

关中 Guanzhong 131. 5 a 75. 6 de 89. 6 bc 45 a 35 bcd 37 bcd

瑞典 Sw eden 114. 4 b 87. 5 a 94. 3 ab 34 bc 42 ab 40 abcd

新疆大叶 X in jiangdaye 119. 2 ab 72. 9 e 84. 5 de 26 c 29 d 28 e

猎人河 H unter river 133. 6 a 80. 3 bcd 93. 6 ab 34 bc 39 abc 37 bcd

80271 126. 3 ab 82. 5 ab 93. 4 abc 33 bc 38 abcd 37 bcd

阿尔冈金A lgonqu in 125. 3 ab 84. 3 ab 94. 5 ab 33 bc 33 bcd 33 de

2. 3　不同苜蓿品种的营养品质

牧草营养成分分析是反映牧草品质的重要指

标, 可以为牧草合理利用提供依据。从表 4 可以看

出, 10 个苜蓿品种之间的粗蛋白、磷、钾含量差异并

不显著, 不同品种之间茎叶比的差异也不显著。说明

在相同生育时期刈割, 不同品种苜蓿的品质差异不

显著。

表 4　10 个苜蓿品种的营养品质比较

T able 4　 N utrit ion characters of 10 alfa lfa

苜蓿品种

V ariety

粗蛋白含量ö%

CP

磷含量ö(g·kg- 1)

P

钾含量ö(g·kg- 1)

K

茎叶比

L eaföstem ratio

爱达荷 Idaho 17. 07 a 6. 101 a 16. 252 a 1. 99 a

春天 Sp ring 17. 47 a 6. 518 a 14. 850 a 1. 98 a

陇东 L ongdong 17. 30 a 6. 440 a 16. 159 a 2. 37 a

加州 Califo rn ia 17. 02 a 6. 009 a 15. 377 a 1. 79 a

关中 Guanzhong 17. 54 a 6. 463 a 15. 146 a 2. 25 a

瑞典 Sw eden 17. 24 a 6. 524 a 16. 705 a 1. 98 a

新疆大叶 X in jiangdaye 16. 57 a 6. 060 a 15. 635 a 2. 16 a

猎人河 H unter river 17. 63 a 5. 543 a 13. 470 a 2. 04 a

80271 17. 38 a 5. 908 a 14. 821 a 2. 08 a

阿尔冈金A lgonqu in 17. 28 a 5. 730 a 14. 416 a 2. 04 a

3　结论与讨论

牧草在生长相对适宜的地区, 产量和品质是评

价牧草最重要的指标, 本试验所选品种均是在大量

引种基础上观察 1 年后选择的适应性较强的品种。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盛花期刈割, 各品种的品质差异

不显著, 故产量成为供试苜蓿品种的主要评价指标;

春天、爱达荷、猎人河、瑞典苜蓿 4 个品种的产量均

在100 000 kgöhm 2 以上, 是在关中及相似区域推广

的首选品种; 若考虑采收种子, 则以瑞典品种为佳;

关中苜蓿种子产量虽高, 但其产草量较低, 故不适合

大面积推广。

播量和管理水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 当播

量和管理水平相同时, 产量影响的因子为株高、分枝

数、密度、叶量、茎粗等, 其中株高、分枝数为产量构

成的主要因素[3 ]。本试验采用了相同播量和管理水

平, 结果表明, 加州、80271、阿尔冈金、猎人河 4 个苜

蓿品种的株高较高, 分枝数不多, 是以株高获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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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而爱荷达、春天表现为分枝数多、株高较低、产

量较高, 故其以分枝数获得主要产量。

供试 10 个苜蓿品种盛花期刈割品质均属中等

水平 (粗蛋白含量为 16%～ 18% ) , 我国一级苜蓿干

草粉标准规定粗蛋白含量应> 18% , 二级标准的粗

蛋白含量应为 16%～ 18% , 若要获得更高质量的苜

蓿产品, 则刈割时期应相对提前。在陕西, 由于牛羊

养殖户对苜蓿的需求尚未提高到粗蛋白含量 (或品

质) 水平, 仅以追求高产量为主; 而国外牧草需求商

对苜蓿产品的粗蛋白含量要求较为严格。陕西苜蓿

出口极少, 仅仅供给本地的养殖户利用, 故笔者认

为, 当前状况下, 盛花期刈割获得的效益较高, 而品

质也能符合养殖户的要求。

本试验中, 国外品种的产量、生长性能普遍高于

本地及国内其他品种, 类似的报道也有很多[1, 4211 ] ,

说明我国苜蓿育种工作远远赶不上国外的育种进

程, 且国内品种保种、提纯、复壮工作进行得很少, 很

多国内登记品种都找不到商品种子或纯度较高的种

子, 甚至品种申报者都找不到符合申报品种特征特

性的种子, 这为我国的苜蓿育种工作者提出了较为

艰巨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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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earches of 10 a lfa lfa varie t ies on Guanzhong area

W ANG Nong- j i, CAO She-hui
(Colleg e of A n im 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10 alfa lfa (M ed icag o sa tiva L. ) variet ies w ere m easu red on yield, nu trit ion and grow th char2
acters in Guanzhong area. T he resu lts show : Sp ring alfa lfa, Idaho alfa lfa, H un ter river a lfa lfa and Sw eden

alfa lfa are h igh yield fresh grass variet ies, up to 100 000 kgöhm 2, and w o rth p lan t ing in Guanzhong and sim 2
ila r reg ion s. A s to get t ing seed, Sw eden alfa lfa is a good cho ice.

Key words: a lfa lfa variety; grow th character; Guanzh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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