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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播种密度对草产量及

其他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王 莹!段学义!张胜昌!段晓丽!杨慧玲!钱宝玲
#甘肃省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 酒泉

&78###

$

摘要!针对甘肃河西地区紫花苜蓿"

!"#$%&

'

()&*$+&

#种植中播种密度过大导致出苗率低$保苗困难等问题!本研

究探索紫花苜蓿在河西地区的适宜播种密度%结果表明!在河西地区紫花苜蓿的适宜播种密度为
9##

万粒&
:;

%

!

在此密度下草产量和单位面积蛋白质产量最高!分别为
%"&&9699<

=

&

:;

% 和
">%"68<

=

&

:;

%

'随着播种密度的

增加!紫花苜蓿呈现出返青提前而开花推迟!同期株高增加!耐旱能力下降!干物质含量降低的趋势%

关键词!紫花苜蓿'种植密度'草产量'蛋白质产量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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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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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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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

!"#$%&

'

()&*$+&

$在我国已有
%###

多年的栽培历史&

!A%

'

"随着草食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在甘肃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截至
%##>

年底"

甘肃省紫花苜蓿留茬面积已达
8267

万
:;

%

"位居全

国第一(紫花苜蓿具有喜温暖半干旱气候"抗寒)耐

旱"根系发达"能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和养分"而且

还具有草产量高)品质优良)营养齐全"动物必需的

氨基酸含量丰富等突出优势&

7A"

'

"很适宜在甘肃各地

种植(随着甘肃草产业的崛起"紫花苜蓿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8

'

(但是"紫花苜蓿品种选育和栽

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主要农作物方面的活跃

和深入(近些年"甘肃省内科研院所和技术部门在

开展引种)耐旱性)穴播技术)饲喂)施肥等方面的研

究较多&

9A!"

'

"但在河西灌溉农区紫花苜蓿播种密度

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确定紫花苜蓿在河西

灌溉农业区的适宜播种密度"了解不同的播种密度

对产量)品质及相关性状的影响"为提高产量和品质

提供科学依据(

!

!

研究区概况

试验设在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原种场"海拔

!"2#;

"其生态条件及土壤情况可代表河西走廊大

部分区域(试验地为耕种多年的熟成地"中壤"肥力

中等"前茬玉米#

,"&-&

.

)

$"土地耕作)灌水与当地

大田相同(播种前以优质农家肥
9#;

7

!

:;

%

)美国

磷二铵
!8#<

=

!

:;

%

)国产尿素
!8#<

=

!

:;

%作基肥"混

合撒入地表耙耱后播种(播种期
%##2

年
"

月
%#

日(

中耕除草及灌水同当地大田(

"

!

材料与方法

"6!

材 料 及 处 理
!

本 试 验 选 用 紫 花 苜 蓿

B-%7%CD

#当地主载品种$为指示品种"试验种子

千粒重
%67

=

"发芽率
2>6%E

(试验采用单因素六

水平#

!8#

万)

7##

万)

"8#

万)

9##

万)

&8#

万和
>##

万

粒!
:;

%

$随机区组设计"

7

次重复"采用条播种植"行距

%8F;

"每小区
!%

行"小区间隔
8#F;

"走道
2#F;

"小区

面积
7;G!#;

(人工划线开沟"播种深度
%F;

(

"6"

主要调查及测定项目
!

出苗期*田间
&8E

的幼苗出土的时间%初花期*

%8E

主花序的开花时

间%枯株期*

&8E

的叶片干枯时间%返青期*第
%

年

&8E

的苜蓿新苗开始出土的时间%刈割期*每茬苜蓿

始花期开始刈割的时间%出苗率*田间
&8E

的幼苗

出土时数取各小区出苗数%基本苗*苗出齐
!

周后

#分枝前$数取各小区幼苗数%同期株高*第
%

年第
%

茬刈割前量取的植株高度%鲜草产量*

%##>

年
7

茬

分别在刈割当天称取各小区鲜草产量%干草产量*各

小区鲜草风干后称取干物质的量%耐旱性*每次灌水

前观察各处理茎尖及叶片卷曲的严重程度"定级为

强)中)弱
7

个等级(

"6#

刈割期及测定方法
!

每茬均在始花期刈割"

"

收稿日期*

%#!#A#2A7!

!!

接受日期*

%#!#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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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

年共刈割
8

茬"其中
%##2

年刈割
%

次"

分别为
2

月
"

日和
>

月
%!

日"

%##>

年度共刈割
7

次"分别为
9

月
"

日)

2

月
!#

日和
>

月
%!

日"基本苗

是以
7

个重复中间各取一行定点测定后的平均值"

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分析采用
%##>

年
7

茬的资料(

#

!

结果与分析

#6!

播种密度对紫花苜蓿干草产量的影响
!

随播种密度的增加"紫花苜蓿干草产量呈现出先显

著增加而后趋于平稳的变化趋势(播种密度
9##

万

粒!
:;

% 时"干草产量最高"达
%"&&9699<

=

!

:;

%

"

极显著高于
7##

万和
!8#

万粒!
:;

% 的处理#

/

#

#6#!

$"但与播种密度为
"8#

万)

&8#

万和
>##

万

粒!
:;

%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

$

#6#8

$#表
!

$(

#6"

播种密度对紫花苜蓿同期株高及生育期

的影响
!

经对第
%

年第
%

茬刈割前的同期株高测

量"株高呈现出随密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8#

万)

7##

万)

"8#

万)

9##

万粒!
:;

%

"

个处理的同期株高

分别为
9269

)

926"

)

9>62

和
9>6&F;

"其株高差异不

大%

&8#

万和
>##

万粒!
:;

%处理的同期株高分别为

&%6#

和
&%67F;

"分别较
!8#

万粒!
:;

% 处理高
76"

和
76&F;

#表
%

$(

#6#

播种密度对紫花苜蓿植株生育期的影响

!

从生育期观察记载情况看"出苗期各处理均表现

相同%返青期呈现高密度处理#

&8#

万和
>##

万

粒!
:;

%

$返青较其他
"

个处理提前
7M

%初花期则呈

现出密度越低开花期越早的趋势"

!8#

万和
7##

万

粒!
:;

% 处理分别比中间密度和高密度区提前
"

和

&M

"枯株期各处理表现一致#表
%

$(

#6$

播种密度对紫花苜蓿植株耐旱性及干草

品质的影响
!

从耐旱性观察情况看"中低密度相

对耐旱"

%

个高密度处理耐旱能力明显较低#表
7

$(

各播种密度间紫花苜蓿干物质含量差异不大"

以
!8#

万粒!
:;

% 处理最大"为
7!E

(紫花苜蓿粗

蛋白含量基本上随播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

9

个处

理中"以最低密度
!8#

万处理最高"为
%76"E

"而粗

蛋白产量随着播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到
9##

万

粒!
:;

%达到最大"为
">%"68<

=

!

:;

%

"

&8#

万和
>##

万粒!
:;

% 稍有下降#表
7

$(

表
!

!

"%%&

年不同处理紫花苜蓿
#

茬干草产量

处理

#万粒!
:;

%

$

小区产量#

<

=

$

第
!

茬 第
%

茬 第
7

茬 合计

干草产量

#

<

=

!

:;

%

$

产量位次

!8# !267# !&68# !26># 8"6&# !2%77677F+ 9

7## %#6&2 %#697 %#67! 9!6&% %#899699PQ 8

"8# %"679 %"69# %"6%# &76!9 %"729699H) "

9## %"6&# %86#7 %"69# &"677 %"&&9699H) !

&8# %"6>& %86#7 %"6!" &"6!" %"&!7677H) %

>## %"6"# %"6&# %"6"& &768& %"8%7677H) 7

!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

#

#0#8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6#!

$(

表
"

!

"%%&

年不同处理紫花苜蓿的同期株高"出苗率及生育期

处理

#万粒!
:;

%

$

基本苗

#万株!
:;

%

$

出苗率

#

E

$

同期株高

#

F;

$

返青期

#月
A

日$

初花期

#月
A

日$

枯株期

#月
A

日$

!8# !%>6"8 29697 9269 #7A#2 #9A!! !#A#"

7## %9!6## 2&6## 926" #7A#2 #9A!! !#A#"

"8# 72"6!8 286"# 9>62 #7A#2 #9A!8 !#A#"

9## 88#62# >!62# 9>6& #7A#2 #9A!8 !#A#"

&8# &#76>8 >7629 &%6# #7A#8 #9A!2 !#A#"

>## 27!6># >%6"7 &%67 #7A#8 #9A!2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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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不同处理紫花苜蓿主要经济性状分析

处理

#万粒!
:;

%

$

干物质含量

#

E

$

粗蛋白含量

#

E

$

粗蛋白产量

#

<

=

!

:;

%

$

耐旱

性

!8# 7! %76" 7>9&68

强

7## 7# %76% "%>96#

强

"8# 7# %%6" "&9268

强

9## 7# %%67 ">%"68

强

&8# %> %%6" "2%!6#

中

>## %> %%68 "2">68

中

$

!

小结

!!

紫花苜蓿的播种密度与草产量关系密切"

适宜的密度可有效提高其干草和粗蛋白产量(本研

究证明"在甘肃河西地区"紫花苜蓿的适宜播种密度

为
9##

万粒!
:;

%

(密度过大会导致开花推迟"植株

高度增加"进而会导致抗倒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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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4̀

KZZM5IW

=

;HIW]ZWHWFZ4̀ !"#$%&

'

()&*$+&IWCZNI\Z

=

I4W4̀ UHWKY

"

]:ZK]YM

O

IWaZK]I

=

H]ZK4

^

]I;Y;

^

5HW]IW

=

MZWKI]

O

4̀ !0)&*$+&IWCZNI\Z

=

I4W4̀ UHWKY6*:Z\ZKY5]KK:4_ZM]:H]

=

\HKK

O

IZ5MMZ

^

ZWMZM4W

^

5HW]IW

=

MZWKI]

O

4̀ !0)&*$+&6*:Z4

^

]I;Y;MZWKI]

O

_HK9;I55I4WK

=

\HIWK

^

Z\:ZF]H\Z6*:ZMZWKI]

O=

HaZ]:Z:I

=

:ZK]

=

\HKKHWM

^

\4]ZIW

O

IZ5MK

"

4̀ _:IF:_Z\Z%"&&9699HWM">%"68<

=

!

:H

"

\ZK

^

ZF]IaZ5

O

6C4_ZaZ\

"

_I]:]:Z

^

5HW]IW

=

MZWKI]

O

IWF\ZHKIW

=

"

!0)&*$+&K:4_ZMHMaHWFIW

=

\ZaIaIW

=

IW]:ZK

^

\IW

=

"

^

4K]

^

4WIW

=

5̀4\ZKFZWFZ

"

MZF\ZHKIW

=^

5HW]:ZI

=

:]HWMM\

O

;H]]Z\

"

54_Z\M\4Y

=

:]A\ZKIK]HWFZ6

;,

6

<.745

*

!"#$%&

'

()&*$+&

%

^

5HW]IW

=

MZWKI]

O

%

4̀\H

=

Z

O

IZ5M

%

^

\4]ZIW

O

IZ5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