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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L.）是多年生豆科植
物，具有适应性强、营养价值高、需求量大、经
济效益好等特点，在改良土壤、保护草地生态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3］。近年来，随着天水市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畜禽养殖业得到大力发展，
紫花苜蓿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
入新的经济增长点。天水市现有耕地面积 38.2万
hm2，其中 93%以上属于山旱地，紫花苜蓿生产对
干旱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但在长期种植中存
在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难以

满足天水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调整的需要。为
满足当地对紫花苜蓿优良品种的需要，推动苜蓿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4～5］，我们针对天水市浅山干旱
区自然条件，2013年引进了 4个紫花苜蓿品种进
行品比试验，现将结果初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紫花苜蓿品种共 4个，其中苜蓿王、金

皇后由北京克劳沃草业技术开发中心提供；德宝、
哥萨克及对照品种天水苜蓿（CK）由甘肃省创绿科

摘要：对引进的4个紫花苜蓿品种在天水市浅山干旱区进行品比试验，结果表明，苜蓿王、金皇后的鲜干
比，较对照品种天水苜蓿分别高8.73%、8.48%，叶茎比均低于对照品种。鲜草总产量以哥萨克最高，为88 244
kg/hm2，较对照天水苜蓿增产194.00%。干草总产量以德宝最高，为22 209 kg/hm2，较对照天水苜蓿增产
196.75%。德宝、哥萨克、苜蓿王生育期适中，综合性状表现好，可在天水浅山干旱区大面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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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返青期 分枝期 孕蕾期 初花期 盛花期 结荚期 成熟期
苜蓿王 3/4 23/4 4/5 25/5 10/6 22/6 26/7 115
哥萨克 5/4 24/4 2/5 23/5 8/6 19/6 22/7 109
德宝 10/4 28/4 10/5 1/6 17/6 26/6 28/7 110
金皇后 8/4 26/4 8/5 28/5 15/6 25/6 27/7 118

天水苜蓿（CK） 1/4 20/4 1/5 20/5 3/6 15/6 19/7 110

表 1 参试紫花苜蓿品种的物候期和生育期

技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松树村进行，位

于东经 105毅 23忆 ，北纬 34毅 38忆 ，海拔 1 685 m，
年平均气温 10.7℃，年平均降水量 480 mm，无霜
期 250 d。土壤为黑黄土，耕层含有机质 14.78
g/kg、全氮 0.739 g/kg、碱解氮 46.24 mg/kg、全磷
0.691 mg/kg、有效磷 8.8 mg/kg、全钾 16.75 mg/kg、
速效钾 96.66 mg/kg。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次
重复，小区面积 10 m2（2 m× 5 m），4行条播，行
距 0.5 m，小区间相隔 0.5 m，各区组间设 1 m走
道。 2013 年 4 月 16 日人工条播，播种量 15
kg/hm2。播前整地耙平，基施尿素 225 kg/hm2、普
通过磷酸钙 300 kg/hm2。播后覆土 2～3 cm，适当
镇压，当年苗期及时中耕除草。2014年观察记载
上年播种的二龄苜蓿的物候期及主要性状，成熟
时随机取 10株测定株高、茎粗等，其它管理同当
地大田。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初花期、盛花期分别以 20%、80%植株开花计。

初花期随机选取 1 m样段刈割称重，每小区重复 3
次，取平均值为产量。鲜干比测定是在初花期取鲜
草样称重，待风干后再称重计算鲜干比。叶茎比测
定是在初花期随机取鲜草样摘取叶、茎分别称重后
计算叶茎比。每小区随机取 10株测定株高、主茎
粗、主茎节间数及节间长、分枝数。其计算公式为：
鲜干比 =鲜草质量 /风干质量
叶茎比 =叶鲜质量 /茎鲜质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可以看出，各参试品种均能适应浅山
干旱区气候，完成整个生育周期。所有品种均于 4
月初返青，4月下旬分枝，5月初孕蕾，5月下旬
至 6月中旬开花并达盛花期，6月中下旬进入结荚
期，7月下旬种子成熟，生育期为 109～118 d。其
中以哥萨克生育期最短，为 109 d，较 CK提前 1
d；德宝与 CK相同，为 110 d；苜蓿王、金皇后分
别为 115、118 d，分别较 CK延迟 5、8 d。
2.2 鲜干比、叶茎比

从表 2 可以看出，各参试品种的鲜干比为
3.48～4.36，叶茎比为 0.58～0.66。其中鲜干比苜

蓿王、金皇后高于对照，以苜蓿王最大，为 4.36，
较 CK高 8.73%。叶茎比各参试品种均低于对照。

2.3 主要农艺性状
从表 3可以看出，参试品种株高以金皇后最

高，为 71.83 cm，较 CK 高 9.60 cm。分枝数以苜
蓿王最多，为 73个，较 CK多 26个。主茎节间数
以德宝、哥萨克较多，分别为 14.5、14.3节，分
别较 CK多 2.4、2.2节。主茎节间长以哥萨克、金
皇后较长，分别为 5.29、5.05 cm，分别较 CK 长
0.64、0.40 cm。主茎粗以哥萨克最粗，为 0.404
cm，较 CK 粗 0.126 cm。主茎侧枝数以哥萨克最
多，为 9.7个，较 CK多 3.2个。

2.4 草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参试苜蓿品种的年鲜草、

干草总产量均高于对照品种。鲜草总产量以哥萨
克最高，为 88 244 kg/hm2，较 CK 增产 194.00%。
干草总产量以德宝最高，为 22 209 kg/hm2，较 CK
增产 196.75%。第 1次刈割鲜草产量以哥萨克最
高，为 62 731 kg/hm2，较天水苜蓿（CK）增产
182.43%。干草产量以德宝最高，为 14 964
kg/hm2，较 CK增产 170.21%。第 2次刈割鲜草产
量以苜蓿王最高，为 25 813 kg/hm2，较 CK 增产
230.77%。干草产量以德宝最高，为 7 245 kg/hm2，
较 CK增产 272.30%。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参试品
种的鲜草、干草总产量及第 1次刈割鲜草、干草
产量与 CK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第 2次刈割参
试品种鲜草产量各品种与 CK 的差异达极显著水

品种 鲜干比 鲜干比较CK
增长（%） 叶茎比 叶茎比较CK

增长（%）
苜蓿王 4.36 8.73 0.63 -4.54
哥萨克 3.88 -3.24 0.59 -10.61
德宝 3.48 13.22 0.61 -7.58
金皇后 4.35 8.48 0.58 -12.12

天水苜蓿（CK） 4.01 0.66

品种 株高
（cm）

分枝数
（个）

主茎
节间数
（节）

节间长
（cm）

茎粗
（cm）

侧枝数
（个）

苜蓿王 60.57 73 12.8 4.35 0.274 6.5
哥萨克 69.27 39 14.3 5.29 0.404 9.7
德宝 64.87 42 14.5 4.27 0.346 9.2
金皇后 71.83 51 11.9 5.05 0.304 7.3

天水苜蓿（CK）62.23 47 12.1 4.65 0.278 6.5

表 2 参试紫花苜蓿品种的鲜干比和茎叶比

表 3 参试紫花苜蓿品种的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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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膜方式对酒泉砂地西瓜的影响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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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酒泉市砂地进行了西瓜不同覆膜栽培方式试验，结果表明，以高垄覆盖透明地膜沟灌栽培较透明
地膜半膜平作（CK）提早成熟 2 d；折合产量最高，为 55 714.5 kg/hm2，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增产 11.62%；
产值最高，为 5 850.22 元/hm2，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增加产值 8 586.22元/hm2，可在酒泉市半干旱地区及周
边类似气候区域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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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夏令水果，有消暑解毒
等功效，是甘肃省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1］。甘肃省
西瓜生产历史悠久，大部分地区少雨干旱，温度偏
低且年、日温差较大，适宜瓜类作物生产。近年来，
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使甘肃省西瓜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统计，2012 年甘肃省西瓜生产面积为 4.75 万

hm2，总产量达 209.4万 t，总产值 23.3亿元，其中
酒泉市西瓜生产面积 0.92万 hm2，产量 42.2万 t，产
值 5.4亿元［2］。西瓜是耐热性作物，在整个生长发
育过程中，要求有较高的温度和适宜的土壤水分［3］。
覆膜是当前西瓜栽培中抗旱保墒、提高土壤温度、
促进早熟高产最有效的田间措施［4～8］，已广泛应用
于生产，但各地因栽培习惯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覆膜

品种
第1次刈割 第2次刈割 总产量

鲜草
（kg/hm2）

干草
（kg/hm2）

鲜草
（kg/hm2）

干草
（kg/hm2）

鲜草
（kg/hm2）

干草
（kg/hm2）

苜蓿王 43 822 cC 11 294 bB 25 813 aA 6 653 bA 69 635 cC 17 947 cC
哥萨克 62 731 aA 14 387 aA 25 513 aA 5 852 cB 88 244 aA 20 239 bB
德宝 52 076 bB 14 964 aA 25 212 aA 7 245 aA 77 288 bB 22 209 aA
金皇后 48 174 cC 11 074 bB 10 955 bB 2 519 dC 59 129 dD 13 593 dD

天水苜蓿（CK） 22 211 dD 5 538 cC 7 804 cC 1 946 dC 30 015 eE 7 484 eE

表 4 参试紫花苜蓿品种的产量

平，干草产量金皇后与 CK差异不显著，其余品
种与 CK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引进的 4 个紫花苜蓿品种，

在天水市浅山干旱区均能正常生长完成整个生育
周期。苜蓿王、金皇后的鲜干比较对照品种天水
苜蓿分别高 8.73%、8.48%，叶茎比均低于对照品
种。年鲜草产量以哥萨克最高，为 88 244 kg/hm2，
较对照品种天水苜蓿增产 194.00%。年干草产量以
德宝最高，为 22 209 kg/hm2，较对照天水苜蓿增
产 196.75%。鲜草、干草总产量各品种间、各品种
与对照品种间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综合分析，
德宝、哥萨克、苜蓿王生育期适中，综合性状表

现好，可在天水浅山干旱区大面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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