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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甘肃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和盛科研基地研究不同浓度的脱叶剂对苜蓿成熟期脱叶率、茎

叶相对失水率、种子产量和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紫花苜蓿种子收获前期施用不同浓度的脱叶剂能明

显提高苜蓿的脱叶率和茎叶相对失水率，显著缩短苜蓿的干燥时间；脱叶效果最佳的施用浓度是０．４０％

和０．５５％，两年平均脱叶率分别达到３４．２６％和３４．６４％，其相对失水率也最高。施用脱叶剂对当年苜

蓿种子的产量影响不大，但降低了第２年的枝条数。脱叶剂施用浓度过大影响种子萌发，导致不正常种

苗比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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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种子既是生产资料，

又是建植草地的物质基础［１］，没有优质的苜蓿种子，就

没有现代化的苜蓿产业乃至现代化草业。同时，苜蓿

种子也是草地改良的基本材料。目前，我国草原退化

严重，对于退化的草原进行苜蓿补播会取得很好的效

果。因此，苜蓿种子不论是在草地建植还是在改良草

地中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２］。我国紫花苜蓿种子的

生产地主要集中在甘肃河西、陇东、陇中、陕北西部、宁

夏南部、内蒙古敖汉以及新疆等地，种子产量与地域关

系明显，西北灌区种子产量较高，适合于生产紫花苜蓿

种子。

紫花苜蓿因其具有“牧草之王”［３］和“饲料皇后”［４］

之美誉，近年来种植面积逐步扩大，种子需求也逐渐增

加，促使国内紫花苜蓿种子生产正逐步向规模化，机械

化的质量标准化方向发展［５］。甘肃张掖和酒泉等地区

出现了部分紫花苜蓿种子生产的专业化基地，以及专

业化的企业或专业户、专业村等。据统计，甘肃省是国

内紫花苜蓿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甘肃地区紫花苜蓿

保留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位，２０１５年留存面积６７．３３万

ｈｍ２，占全国紫花苜蓿种植面积的１／３［６－７］，其种子生

产除满足本省需求外，还有约３０％的种子销往外

省［８］。但其他地方苜蓿种子的生产通常只作为种草的

副产品，缺少专业化的种子生产田，且管理与加工技术

落后，品种选育、种子繁殖、推广远远不能满足生产

需要。

研究表明，大多数牧草种子在收获时其植株与种

子干燥时间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牧草种子

的田间成熟时间和落粒数，收获时间过早或过晚都会

给收获造成困难。并且研究表明，牧草叶片表皮有角

质化的蜡质层，这些蜡质层阻止了牧草叶片的蒸腾作

用，从而延长了牧草的干燥时间［９］。因此，利用浓度合

适的干燥剂改变牧草叶片表皮的蜡质层可缩短牧草种

子的成熟时间［１０－１１］。

牧草种子生产中的种子收获时间由于受自然因素

的影响，通常难以确定，所收获的种子产量可能低于表

现种子的产量［１２］。收获受天气的影响较大，若在种子

收获期间连遇阴雨天气将会给牧草种子的品质和产量

造成严重损害。故筛选出既能缩短苜蓿植株的干燥时

间，又不降低苜蓿种子质量，且可以提高种子产量的脱

叶剂（百草枯）浓度，可为苜蓿种子的适时收获提供理

论支持［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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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陇东地区对紫花苜蓿产草量、品种选育、

施肥播种技术等的研究较多，如王鑫等［１４］对陇东紫花

苜蓿的栽培生产技术的研究，曹宏等［１５］对品种引进试

验的研究。但对紫花苜蓿种子生产技术，特别是喷施

脱叶剂（百草枯）对紫花苜蓿种子产量影响方面的研究

较少。通过试验筛选出能快速减少植株干燥时间的脱

叶剂适合浓度，以期为陇东地区紫花苜蓿种子生产提

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基本概况

试验设在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和盛科研基地

（宁县和盛镇湫包头村），地理位置Ｅ　３５°２５＇，Ｎ　１０７°４８＇。

该地区海拔１　１７０ｍ，年平均温度８．９℃，年日照时数

２　４４９．２ｈ，≥１０℃ 年 积 温 ２　７２２℃，年 日 照 时 数

２　３７５ｈ，年无霜期１６０～１８０ｄ。属完全依靠自然降水

的西北半湿润偏旱区，年均降水量６００ｍｍ，降水主要

分布在７～９月（图１）。试验地土壤为黑垆土，有机质

含量１１．８ｇ／ｋｇ，全氮０．９２ｍｇ／ｋｇ，碱解氮９０ｍｇ／ｋｇ，

速效磷１３ｍｇ／ｋｇ，速效钾２３０ｍｇ／ｋｇ，肥力中等。

１．２　试验材料

试验品种为甘农５号（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ｃｖ．Ｇａｎ－

ｎｏｎｇ　Ｎｏ．５），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提供。脱叶剂百草

枯２０％（水剂），由山西省宝元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试验区降水量及平均温度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ｔｏ　２０１５

１．３　试验设计

脱叶剂施用浓度分别为０．１％、０．２５％、０．４％、

０．５５％。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３次重复，小区面积

１０ｍ２（５ｍ×２ｍ）。脱叶剂在种子田荚果７０％黑荚期

人工喷施。喷施前将百草枯按设计要求配制成溶液

（将百草枯溶于水，稀释为以上各浓度溶液即可进行喷

施），溶液施用量为９００ｋｇ／ｈｍ２，以喷施清水为对照

（ＣＫ），喷施设备为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容积５Ｌ。喷施

时间选择在晴朗无风的傍晚进行（１７∶００点以后）。

１．４　试验田建植和管理

试验地种植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采用穴播种植方

式，穴距４０ｃｍ，行距７０ｃｍ。在播种同时施入种肥磷

酸二胺（总养分≥６４％，Ｎ　１８％，Ｐ２Ｏ５４６％），施用量为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每年在５月中旬人工清除杂草１次。

１．５　主要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５．１　生育时期　从播种（或返青）后到种子收获

（８５％黑荚期）止作为一个生育周期，分别统计出苗期、

分枝期、现蕾期、初花期（２０％小花出现日期）、结荚期

（２０％荚果出现日期）及成熟期等（８０％的荚果变黑

日期）。

１．５．２　种子产量因子　在收获前，每小区取５穴，估

算枝条数／ｍ２；每小区随机抽取３０个枝条、３０个花序、

３０个荚果，分别统计每枝条的花序数、每花序的结荚

数及每荚果的种子数；千粒质量从收获的种子中随机

取１　０００粒称质量。

１．５．３　种子产量 　在８５％的荚果变黑时，各小区人

工用镰刀全部齐地收割，分别打捆、晾晒，干燥后脱荚、

清选、称重，计为种子产量。

１．５．４　脱叶率　喷药前在每个小区随机取１０个枝

条，对每个枝条的叶片数进行计数，记为Ａ１，并用标签

做好１、２、３…１０等标记，喷药后第１０ｄ，对标记枝条的

叶片数再次计数，记为Ａ２。脱叶率（％）＝（Ａ１－Ａ２）／

Ａ１×１００％。

１．５．５　相对失水率　喷药１０ｄ后，各小区随机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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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刈割，称取植株重量，计算茎叶相对失水率。

相对失水率（％）＝（对照重量－处理后重量）／对

照重量×１００％。

１．５．６　种子生活力　将种子机械划伤并浸泡６ｈ后，

随机数取１００粒均匀放置于培养皿中，加入０．１％

ＴＴＣ（四氮唑）溶液染色１８ｈ，随后即可观察。种子表

面带有红色的即为有生活力的种子。

１．５．７　种子发芽试验　种子收获晾干后，在室内测定

各小区种子的发芽率。随机数取各浓度梯度的净种子

３００粒，每一重复１００粒，３次重复。将选好的种子放

置于ＴＰ发芽床上，于２０～２５℃下进行萌发，统计正常

种苗率、不正常种苗率及硬实率（初次计数为４ｄ，末次

计数为１０ｄ）［１４］。

１．６　试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整理，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各处理的生育时期

２０１３年为播种初年，试验田苜蓿生长较弱，结实

率较低，没有收获种子，因此，没有施用脱叶剂，生育时

期仅供参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每年脱叶剂的使用时间

是在每个生长周期结荚期的后期，因此脱叶剂处理对

苜蓿各生育时期没有影响（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各试验处理的生育时期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ｔｏ　２０１５ 月－日

百草枯
浓度／％

出苗期／返青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分枝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现蕾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初花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结荚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种子成熟期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ＣＫ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２０５　０５－２４　０７－３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３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６

０．１０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５－２４　０７－３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７　 ０８－３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６

０．２５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５－２４　０７－３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３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７

０．４０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５－２４　０７－３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３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７

０．５５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５－２４　０７－３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３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７

２．２　不同浓度脱叶剂的脱叶率和相对失水率

２０１４年与对照比，百草枯的施用能有效脱去紫花

苜蓿植株的水分，其中，脱水效果最好的是０．５５％的

施用浓度，脱叶率达３４．３７％，对照自然脱叶率为

１４．１３％。此浓度的相对失水率也最高，达５５．７８％。

施用脱叶剂的各处理相对失水率显著增加，施药后１０

ｄ失水率增加４９．２１％～５５．７８％（表２）。施用百草枯

作为脱叶剂能显著减少脱叶、脱水时间，缩短紫花苜蓿

种子收获时间。

　　２０１５年试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脱叶剂的施

用能有效脱去紫花苜蓿植株的水分，其中脱叶效果最

好的是０．４％的施用浓度，脱叶率达３５．６１％，其脱叶

效果显著高于对照及１０％的施用浓度（Ｐ＜０．０５）。

０．５５％的施用浓度相对失水率最高，达５４．３７％。施

用百草枯作为脱叶剂能显著减少脱叶、脱水时间，提前

了紫花苜蓿种子收获时间（表２）。

综合分析两年数据可见，脱叶剂的施用能有效脱

去紫花苜蓿植株的水分，其中，脱叶效果最好的是

０．４０％和０．５５％的施用浓度，两年平均脱叶率分别达

到３４．２６％和３４．６４％，其相对失水率在两年试验中也

最高，脱水效果最好，两年平均相对失水率分别达到

５３．４４％和５５．０８％。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百草枯处理下紫花苜蓿的脱叶率和失水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ｑｕａ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ｔｏ　２０１５

百草枯浓度／％
脱叶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相对失水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ＣＫ　 １４．１３ｃ　 １３．１７ｃ　 １３．６５ － － －

０．１０　 ３０．４８ｂ　 ３１．４９ｂ　 ３０．９９　 ４９．２１　 ４８．６４　 ４８．９３

０．２５　 ３３．１１ａ ３５．２０ａ ３４．１６　 ５２．９４　 ５３．０２　 ５２．９８

０．４０　 ３２．９１ａ ３５．６１ａ ３４．２６　 ５３．１０　 ５３．７８　 ５３．４４

０．５５　 ３４．３７ａ ３４．９１ａ ３４．６４　 ５５．７８　 ５４．３７　 ５５．０８

　　注：同列中的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０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Ｆ（２０２０）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



２．３　不同浓度脱叶剂对种子产量因子和产量的影响

２０１４年，不同浓度的百草枯对紫花苜蓿种子产量

没有显著影响。不同施用浓度和对照比，枝条数、结荚

花序数、荚果数、种子数、千粒质量、种子产量方面也趋

于一致，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不同浓度百草枯对种子产量因子的影响

各不相同。０．１％处理枝条数最多，达１３４枝／穴，其余

浓度处理的枝条数均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

０．２５％施用浓度最低，仅８３．３３枝／穴。０．４０％百草枯

喷施后的种子千粒质量最高，达１．８３ｇ。０．２５％百草

枯喷施后为１０８．２结荚花序数，显著高于对照及

０．４０％和０．５５％的施用浓度（Ｐ＜０．０５），种子数也最

高，达６．６７粒／荚果，显著高于对照及其他处理（Ｐ＜

０．０５），且其种子的产量最高，达７５ｋｇ／ｈｍ２，其余浓度

喷施后的种子产量均低于对照组，但在统计学上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表３）。

综合两年试验数据表明，在２０１４年因施药期在结

荚后期，产量和产量因子已经基本形成，各施用浓度对

其产量及产量因子形成影响不大。２０１５年，因上年喷

施脱叶剂明显影响了枝条数，除０．１０％的施用浓度增

加了枝条数，其他处理和对照比均降低了枝条数。

０．２５％施用浓度枝条数最低，虽其结荚花序数、种子数

显著高于对照，产量也高于对照，但在统计学上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２０１５年苜蓿千粒质量明显低于

２０１４年，是因为２０１５年７、８月，种子产量形成关键期

高温少雨，过度干旱影响了千粒质量。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不同浓度百草枯处理下紫花苜蓿的种子产量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ｑｕａ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ｔｏ　２０１５

百草枯
浓度／％

枝条数／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结荚花序数／枝条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荚果数／花序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种子数／荚果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千粒质量／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种子产量
／（ｋｇ·ｈｍ－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ＣＫ　 １１２．８０ａ １１６．００ｂ　 ３３．５８ａ ７７．７３ｄ　 ３．７５ａ ４．００ａ １．３０ａ ５．３３ｂ　 ２．１８ａ １．６４ａ ４８．４４ａ ６９．１０ａ

０．１０　 １１４．４７ａ １３４．００ａ ３４．０５ａ １０２．１３ａｂ　 ３．７５ａ ４．４０ａ １．２７ａ ４．３３ｂ　 ２．１０ａ １．５４ａ ４７．８２ａ ６３．２０ａ

０．２５　 １１６．２７ａ ８３．３３ｂ　 ３３．７７ａ １０８．２０ａ ３．３６ａ ４．３０ａ １．３８ａ ６．６７ａ ２．１３ａ １．５３ａ ４８．１６ａ ７５．００ａ

０．４０　 １２０．００ａ ９０．００ｂ　 ３２．５４ａ ８６．７０ｃｄ　 ３．６３ａ ４．１０ａ １．３４ａ ３．６７ｂ　 ２．２１ａ １．８３ｂ　 ４４．７７ａ ６７．５０ａ

０．５５　 １１６．７３ａ ９６．６７ｂ　 ３１．５０ａ ９０．８３ｂｃ　 ３．３８ｂ　 ４．２０ａ １．４３ａ ４．３３ｂ　 ２．０５ａ １．５３ａ ４７．６５ａ ６６．００ａ

２．４　不同浓度脱叶剂对紫花苜蓿种子质量的影响

２０１４年不同浓度的脱叶剂对紫花苜蓿种子质量

的影响不同，施用不同浓度脱叶剂种子生活力没有显

著影响，不正常种苗率呈著上升，对照的不正常种苗率

为２．３３％，而０．５５％的施用浓度不正常种苗率最高，

达到１０．６７％。０．４０％脱叶剂喷施后的正常种苗率最

低，达５４．６７％，与对照比差异显著，其硬实率也最高，

达３６．３３％，但和对照及其他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百草枯处理下苜蓿的种子质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ｑｕａ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ｔｏ　２０１５

百草枯
浓度／％

生活力／％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正常种苗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不正常种苗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硬实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ＣＫ　 ５８．０ａ ５０．００ａ ５４．００　 ６５．００ａ ６６．３３ａｂ　 ６５．６７　 ２．３３ａ ２．００ｃ　 ２．１７　 ３２．６７ａ ３１．６７ｂ　 ３２．１７

０．１０　 ５６．３ａ ６１．６７ａ ５８．９９　 ５５．３３ｂ　 ５３．３３ｃ　 ５４．３３　 １０．００ｂ　 １２．００ａ １１．００　 ３４．６７ａ ４２．６７ａ ３８．６７

０．２５　 ５８．７ａ ６１．００ａ ５９．８５　 ６０．００ａ ６３．３３ａ ６１．６７　 ９．６７ｂ　 ７．６７ｂ　 ８．６７　 ３５．３３ａ ３４．００ｂ　 ３４．６７

０．４０　 ６０．３ａ ６５．６７ａ ６２．９９　 ５４．６７ｂ　 ４９．６７ｃ　 ５２．１７　 ９．００ｂ　 ９．３３ａ ９．１７　 ３６．３３ａ ４１．００ａ ３８．６７

０．５５　 ５７．７ａ ５６．６７ａ ５７．１９　 ５７．００ｂ　 ５９．６７ｂ　 ５８．３４　 １０．６７ｂ　 １０．００ａ １０．３４　 ３２．３３ａ ３０．３３ｂ　 ３１．３３

　　２０１５年不同浓度脱叶剂对紫花苜蓿种子生活力

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但经脱叶剂处理后的种子

生活力均高于对照，其中０．４％脱叶剂喷施的种子生

活力最高，达６５．６７％。喷施脱叶剂，各处理正常种苗

率均呈下降趋势，０．４０％施用浓度正常种苗比对照下

降１６．６６％，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不正常幼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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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其中０．１％的浓度不正常种苗率最高，达

１２．００％，其次是０．５５％的浓度，不正常种苗率为

１０％。经０．２５％脱叶剂喷施后的苜蓿种子其发芽率

高于对照，最高达７３．３３％，并且该处理不正常种苗所

占比率与硬实率相对较低；其他浓度处理正常种苗率

均低于对照，且其不正常种苗率与硬实率均相对较高。

综合两年结果可知，不同浓度脱叶剂的施用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种子品质，正常种苗率下降，不正常种

苗率显著增加，对种子硬实率也有影响，但没表现出规

律性。

３　讨论

植物的生育期是植物自身对外界生态因子影响的

生长反应［１６］，在同一环境条件下脱叶剂处理对紫花苜

蓿生育时期基本没有影响，两年各处理生育期基本

一致。

已有研究表明，成熟期叶面喷施不同剂量的

Ｋ２ＣＯ３，会使牧草叶片脱落，田间晾晒时间缩短［１７］。

在紫花苜蓿种子生产中叶面喷施百草枯作干燥剂，可

明显增加茎叶的干黄程度、落拉性和降低收割难度，提

高机械作业效率，减少种子清选难度［１８］。２０１４年试验

中脱水效果最好的是０．５５％的施用浓度，脱叶率达

３４．３７％。０．５５％的施用浓度相对失水率也是最高，达

５５．７８％。对照自然脱叶率为１４．１３％。２０１５年试验

中脱叶效果最好的是０．４％的施用浓度，脱叶率达

３５．６１％。０．５５％的施用浓度的相对失水率最高，达

５４．３７％。可见，施用百草枯作为脱叶剂能明显减少脱

叶、脱水时间，缩短生产周期。在实际生产中将尽可能

减少由于天气、机械等外部因素而造成种子产量的减

少，对紫花苜蓿种子的机械收获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浓度的百草枯对紫花苜蓿种子产量及产量因

子的影响不同。２０１４年处理较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２０１５年，因上年喷施脱叶剂明显影响了枝条数，除

０．１０％的施用浓度显著增加了枝条数，其他处理和对

照比均降低了枝条数，但０．１０％的施用浓度为何会增

加枝条数还需进一步探讨。０．２５％施用浓度使第２年

的枝条数最低，但其结荚花序数、种子粒数都显著高于

对照，因而增加了产量。因此，选择适合浓度的百草枯

对苜蓿种子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在棉花上喷施脱叶剂噻苯隆对夏

播棉种子的发芽率无不良影响［１９］。在研究中，叶面喷

施百草枯，不正常种苗率明显升高，其中０．５５％的浓

度不正常种苗率最高，不同浓度脱叶剂的施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种子的品质，影响了种子的发芽率。且当

施用浓度大于０．２５％时，浓度越大，不正常种苗率越

高。但苜蓿种子本身具有休眠性，据研究，紫花苜蓿种

子的硬实率为１０％～２０％，其新收获的种子硬实率较

高达２５％～６５％，故新收获的种子水分不易浸透，造

成种子发芽率低［２０］。因此，新收获的种子播种时，用

１０％的稀硫酸处理后出苗率高［２１］。试验中，只有经

０．１０％和０．４０％百草枯喷施后的种子硬实率均较高，

与对照差异显著。但喷施百草枯对新收获种子休眠期

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４　结论

在２０１４年脱叶剂施用期在结荚后期，产量和产量

因子已经基本形成，各施用浓度对其当年产量及产量

因子形成影响不大。２０１５年因上年喷施脱叶剂，明显

影响了枝条数，除０．１０％的施用浓度外，其他处理和

对照比均降低了枝条数。综合两年试验结果，百草枯

的施用能有效脱去苜蓿叶片和植株的水分，其脱叶效

果最好的是０．４％～０．５５％的施用浓度，其相对失水

率较高。两年平均脱叶率分别达到３４．２６％和３４．６４，

相对失水率分别达到５３．４４％和５５．０８％。但随脱叶

剂的施用浓度的增加，种子品质也随之受到影响，正常

种苗率下降，不正常种苗率显著增加。施用脱叶剂对

种子硬实率也有影响，但没表现出规律性。施用脱叶

剂对当年苜蓿种子的产量影响不大，但降低了第２年

的枝条数。因此，喷施百草枯是紫花苜蓿种子收获期

较理想的干燥剂，对其种子生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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