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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 会宁县、 榆中县、 永靖县， 宁夏回族自治
区的海原、 西吉等县， 以及年降水量 350～550�
mm、 海拨 1�600～2�300�m 生态类似地区的旱地、
川台地、 山坡地种植。
5���栽培技术要点

该品种的适宜播期为 3 月 20�— 25 日。 干旱
半干旱区旱地播种量以 375 万粒/hm2 为宜， 保苗
210 万～330 万株/hm2； 二阴地区旱地播种量 450
万粒/hm2， 保苗 420 万～525 万株 /hm2。 播种方式
可采用露地条播和地膜穴播。 播前药剂拌种防黑
穗病， 播后遇雨及时耙耱破板结保全苗， 分蘖前
锄草松土增地温， 抽穗后加强田间管理， 并注意
防治蚜虫和白粉病。 该品种口松易落粒， 应在 7

月中旬完熟期及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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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是多年生优良豆科牧草， 其营养价
值高， 生产潜力大， 用途广泛， 在我国草产业发
展中十分重要。 甘肃是苜蓿种植大省， 目前全省
苜蓿种植面积达 60 万多 hm2， 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38％， 位居全国之首［1～5�］ 。 天水市位于甘肃东南
部， 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十分适合紫花苜蓿生长，
近几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天水
市把发展草食畜牧业作为建设“畜牧大市， 草业强

市” 的突破口来抓， 使草食畜牧业有了较快的发
展， 草产业基地基本建成。 紫花苜蓿作为天水市
草产业发展的主栽品种，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市
场对优良品种的需求较大， 积极引进和大力推广
优质紫花苜蓿新品种， 对促进当地畜牧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叶型紫花苜蓿新品种航苜 1
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
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航天育种工

摘要： 多叶型紫花苜蓿新品种航苜1号是采用航天育种技术选育而成， 具有分枝强、 叶量大、 营养丰富、
产草量高等特点。 2011—2013年在天水市秦州区进行生产性能试验， 结果表明， 在当地的气候生态条件下可正
常生长、 结籽、 成熟和越冬。 3 a平均干草折合总产量为17 458.8 kg/hm2，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兰1号、 陇东苜
蓿分别增产15.18%、 6.73%、 14.31%。 3 a平均种子折合产量为250.7 kg/hm2，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兰1号、 陇东
苜蓿分别减产3.76%、 7.80%、 -9.52%， 但减产幅度不显著。 综合考虑认为， 航苜1号适宜在天水地区及气候类似
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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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新品种航苜1号在天水市的生产性能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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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播种期 出苗期 返青期 分枝期 现蕾期 开花初期 开花盛期 结荚期 种子成熟期

航苜1号 6/4 16/4 21/5 25/6 5/7 11/7 25/7 16/8
三得利（CK1） 6/4 18/4 23/5 26/6 7/7 12/7 28/7 17/8
中兰1号（CK2） 6/4 20/4 25/5 27/6 9/7 14/7 30/7 18/8
陇东苜蓿（CK3） 6/4 22/4 27/5 30/6 10/7 16/7 1/8 21/8

航苜1号 3/3 16/3 1/5 10/5 16/5 4/6 15/7
三得利（CK1） 5/3 18/3 3/5 11/5 18/5 7/6 17/7
中兰1号（CK2） 6/3 19/3 5/5 13/5 19/5 9/6 19/7
陇东苜蓿（CK3） 7/3 20/3 8/5 15/5 21/5 12/6 21/7

航苜1号 1/3 13/3 58/4 6/5 14/5 1/6 16/7
三得利（CK1） 5/3 16/3 29/4 9/5 16/5 5/6 17/7
中兰1号（CK2） 7/3 17/3 30/4 11/5 19/5 7/6 10/7
陇东苜蓿（CK3） 10/3 19/3 2/5 13/5 20/5 9/6 22/7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程技术中心联合历经 10�a 选育而成。 该品种以
2002 年搭载于“神州3号飞船”的三得利紫花苜蓿诱
变种子为基础材料， 地面单株种植后， 针对多叶
变异单株， 采用单株选择混合选育法， 连续选育 4
代后形成稳定新品系， 2014 年通过甘肃省草品种
委员会审定定名。 为了验证航苜 1 号生产性能，
我们于 2011�—2013 年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
十里试验地进行了航苜 1 号生产性能比较试验，
以便为其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苜蓿品种为航苜 1 号、 三得利（CK1）、 中
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CK3， 当地主栽品种）均
由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十里试验
地。 当地海拔 1�220�m， 年降水量 531�mm， 年均
气温 10.7�℃， 无霜期 170�d， 属于大陆性湿润半湿
润气候。 试验地为河滩二级阶地， 土壤为黄壤淀
积土。 前茬种植绿化树种香花槐， 耕层土壤含有
机质 9.10�g/kg、 全氮 0.73�g/kg、 全磷 0.45�g/kg、 碱
解氮 37� mg/kg、 速效磷 4� mg/kg、 速效 钾 143�
mg/kg， pH�8.13， 土壤肥力为 5 级。 试验采用随机
区组排列， 重复 3 次， 小区面积 15.0�m2（3.0�m×
5.0�m）， 小区间隔 1.0�m， 小区四周种隔离带 1.5�
m。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按行距 30�cm 露地条播，
播种量 1.5�g/m2。 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
1.3 观测指标及方法
1.3.1����物候期 2011�—2013 年分年度调查出苗期
（返青期）、 分枝期、 现蕾期、 开花期、 结荚期、
成熟期。 记载标准： 50%幼苗出土后为出苗期，

50%的植株返青为返青期， 50%植株长出侧枝 1�cm
以上为分枝期， 50%植株有花蕾出现为现蕾期，
10%植株开花为开花期， 80%植株开花为盛花期，
50%植株有荚果出现为荚果期， 60%植株种子成熟
为成熟期。
1.3.2����多叶率 多叶率指标包括多叶株率、 多叶
枝条率和复叶多叶率。 多叶株率指多叶的株数占
所测定总株数的百分比， 测定方法为每小区（主要
用于单株种植的原种田）随机选择 20 个单株， 测
定具有多叶特性的株体占总叶数的百分比。 多叶
枝条率指具有多叶特性的枝条数占所测定总枝条
的百分比， 测定方法为每试验区以 1�m 为样段，
随机选择 3 个样段， 距地面 3～5�cm 刈割， 将多
叶枝条和非多叶的枝条分开并计数， 计算多叶枝
条占总枝条数的百分比。 复叶多叶率指 1 个枝条
上 3 片以上的复叶数占总复叶数的百分比， 测定
方法为以 1�m 为样段， 随机选择 3 个样段， 在多
叶枝条中随机区 20 个枝条， 测定每枝条上 3 片以
上复叶数占总复叶数的百分比。
1.3.3����株高 于孕蕾期、 成熟期每小区随机取 10
株， 测量从地面至植株的最高部位的绝对高度，
求其平均值。
1.3.4����产量 每茬草于开花期测草产量， 测产时
应除去试验小区侧边及小区两头 50�cm 之间的面
积， 草产量以干重计， 最后 1 次测产应在苜蓿停
止生长前的 15～30�d 内进行。 种子成熟后按小区
收获并测定种子产量。
2���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航苜 1 号在播种当年 4 月
中旬出苗， 5 月下旬分枝， 6 月下旬现蕾， 7 月中

日 / 月表 1 不同苜蓿品种的物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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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利（CK1） 100 1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中兰1号（CK2） 100 1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陇东苜蓿（CK3） 100 1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航苜1号 100 100 100 100 85.91 84.35 86.24 85.50 45.17 43.76 45.68 44.87

品种
多叶株率 多叶枝条率 复叶多叶率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平均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平均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平均

旬开花， 7 月下旬结荚， 8 月中旬种子成熟。 翌年
于 3 月初返青， 4 月中旬分枝， 5 月初现蕾， 5 月
上中旬开花， 6 月初结荚， 7 月中下旬种子成熟。
第 3 年与第 2 年基本一致。 2011 年（播种当年）航
苜 1 号的出苗期较三得利（CK1）、 中兰1号（CK2）、
陇东苜蓿（CK3）分别提早 2、 4、 6�d， 分枝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4、 6�d， 现蕾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1、 2、 5�d， 开花初期
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4、 5�d， 开花盛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1、 3、 5�d， 结荚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3、 5、 7�d， 成熟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1、 2、 5�d。 2012
年航苜 1 号的返青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3、 4�d， 分枝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3、 4�d， 现蕾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4、 7�d， 开花初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
早 1、 3、 5�d， 开花盛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
提早 2、 3、 5�d， 结荚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
提早 3、 5、 8�d， 成熟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
提早 2、 4、 6�d。 2013 年航苜 1 号的返青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4、 6、 9�d， 分枝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3、 4、 6�d， 现蕾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1、 2、 4�d， 开花初期
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3、 5、 7�d， 开花盛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2、 5、 6�d， 结荚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4、 6、 8�d， 成熟
期较 CK1、 CK2、 CK3 分别提早 1、 4、 6�d。 由此
可以看出， 航苜 1 号 3� a 的物候期较三得利
（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CK3）均有所
提前， 表现出一定的早熟性。
2.2 多叶率

从表 2 可以看出， 航苜 1 号的多叶株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均为 100%， 与对照品种三
得利（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CK3）相
同， 3�a 平均多叶株率也与 3 个对照品种相同， 均
为 100%。 多叶枝条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
苜蓿（CK3）分别提高 85.91、 84.35、 86.24 百分点，
3�a 平均多叶枝条率较上述品种均提高 85.50 百分
点。 复叶多叶率较对照品种三得利（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CK3） 均分别提高 45.17、
43.76、 45.68 百分点， 3�a 平均复叶多叶率较上述
品种均提高 44.87 百分点。 可见， 航苜 1 号的多叶
枝率和复叶多叶率均明显高于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兰 1 号、 陇东紫花苜蓿。
2.3 株高

从表 3 可以看出， 2011�— 2013 年航苜 1 号第
1 茬平均株高为 96.2� cm，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CK1）、 中兰1号（CK2）、 陇东苜蓿（CK3）分别高
7.3、 6.6、 15.9�cm； 第 2 茬平均株高为 87.5�cm，
较 CK1、 CK2、 CK3 分别高 5.8、 4.3、 13.7�cm； 第
3 茬平均株高为 74.2�cm， 较 CK1、 CK2、 CK3 分
别高 2.7、 6.2、 15.5�cm； 第 4 茬平均株高为 65.8�
cm， 较 CK1、 CK2、 CK3 分别高 4.6、 0.3、 11.4�
cm。
2.4 干草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航苜 1 号 2011 年干草折合
总产量为 12� 936.7� kg/hm2，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CK3）分别增
产 19.02%、 7.56%、 16.56%； 2012 年干草折合总
产量为 18�997.6�kg/hm2， 较 CK1、 CK2、 CK3 分别
增产 13.13%、 5.29%、 12.75%； 2013 年干草折合
总产量为 20�442.1�kg/hm2， 较 CK1、 CK2、 CK3 分
别增产 14.78%、 7.56%、 14.38%。 3�a 平均干草折
合总产量为 17�458.8�kg/hm2， 较上述对照品种分别
增产 15.18%、 6.73%、 14.31%。 对干草总产量进
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干草折合总产量航苜 1 号与对照品种三得利（CK1）
和陇东苜蓿（CK3）差异极显著， 与中兰1号（CK2）差
异不显著； 3�a 平均干草折合总产量航苜 1 号与对
照品种三得利（CK1）、 陇东苜蓿（CK3）差异极显
著， 与中兰 1 号（CK2）差异不显著。

表 2 不同苜蓿品种的多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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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苜1号 76.2 72.1 70.4 6�219.6 4�517.8 2�199.3 12�936.7�a�A
三得利（CK1） 73.6 67.3 67.0 5�217.5 4�120.5 1�531.7 10�869.7�b�B
中兰1号（CK2） 71.4 63.2 57.8 5�773.0 4�219.7 2�034.4 12�027.1�ab�AB
陇东苜蓿（CK3） 62.9 55.3 46.8 5�317.2 3�884.4 1�896.7 11�098.3�b�B

2012年
航苜1号 105.4 98.8 77.0 67.2 7�789.1 5�699.3 3�249.6 2�259.6 18�997.6�a�A

三得利（CK1） 96.4 93.5 76.5 61.6 6�895.2 5�047.9 2�834.8 2�015.2 16�793.1�b�B
中兰1号（CK2） 93.8 96.4 74.1 69.2 7�377.7 5�442.9 3�057.3 2�165.2 18�043.1�ab�AB
陇东苜蓿（CK3） 88.9 87.3 68.0 52.4 6�949.9 5�240.2 2�924.2 1�735.2 16�849.5�b�B

2013年
航苜1号 107.1 91.7 75.3 64.3 8�622.3 6�079.7 3�387.3 2�352.8 20�442.1�a�A

三得利（CK1） 96.5 84.5 70.9 60.7 7�513.9 5�302.2 2�907.6 2�086.3 17�810.0�b�B
中兰1号（CK2） 103.6 90.3 72.2 61.7 8�091.7 5�538.9 3�083.3 2�290.5 19�004.4�ab�AB
陇东苜蓿（CK3） 89.2 79.1 61.3 56.4 7�562.4 5�208.8 2�917.4 2�183.2 17�871.8�b�B

平均
航苜1号 96.2 87.5 74.2 65.8 7�543.7 5�432.3 2�945.4 2�306.2 17�458.8�a�A

三得利（CK1） 88.9 81.7 71.5 61.2 6�542.2 4�823.5 2�424.6 2�050.8 15�157.6�b�AB
中兰1号（CK2） 89.6 83.2 68.0 65.5 7�080.8 5�067.2 2�724.9 2�227.9 16�358.2�ab�AB
陇东苜蓿（CK3） 80.3 73.9 58.7 54.4 6�609.8 4�777.8 2�579.4 1�959.2 15�273.2�b�B

2011年

品种
株高（cm） 干草折合产量（kg/hm2）

第1茬 第2茬 第3茬 第4茬 第1茬 第2茬 第3茬 第4茬 总产

表 3 不同苜蓿品种的株高和干草产量

2.5 种子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 航苜 1 号种子产量 2011�—

2013 年较对照品种陇东苜蓿（CK3）增产， 较对照
品种三得利（CK1）、 中兰 1 号（CK2）减产。 3�a 平
均种子折合产量为 250.7�kg/hm2， 较三得利、 中兰
1 号分别减产 3.76%、 7.80%， 较陇东苜蓿增产
9.52%。 对种子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除 2013 年航
苜 1 号种子折合产量与陇东苜蓿（CK3）差异显著
外， 其它年份和 3�a 平均折合产量航苜 1 号与对照
品种三得利（CK1）、 中兰 1 号（CK2）、 陇东苜蓿
（CK3）差异均不显著。

3���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 紫花苜蓿新品种航苜 1 号在

天水市的气候生态条件下可以正常生长、 结籽、
成熟和越冬， 其物候期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兰 1

号、 陇东苜蓿有所提前， 多叶率和株高也较 3 个
对照品种高。 干草平均折合总产量为 17�458.8�
kg/hm2，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兰 1 号、 陇东苜蓿
分别增产 15.18%、 6.73%、 14.31%。 3�a 平均种子
折合产量为 250.7�kg/hm2， 较对照品种三得利、 中
兰 1 号分别减产 3.76% 、 7.80% ， 较陇东苜蓿
（CK3）增产9.52%， 但增（减）产差异均不显著。 综
合考虑认为， 航苜 1 号适宜在天水地区及气候类
似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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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平均
航苜1号 187.6�a 276.4�a 288.1�a 250.7�a

三得利（CK1） 190.1�a 289.4�a 302.1�a 260.5�a
中兰1号（CK2） 195.2�a 306.7�a 313.8�a 271.9�a
陇东苜蓿（CK3） 173.4�a 251.8�a 261.5�b 228.9�a

kg/hm2表 4 不同苜蓿品种的种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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