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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紫花首蓓品种在陇东地区的引进筛选试验研究

曹 宏
,

马生发
,

陈正武

(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
,

甘肃 庆阳 74 5000 )

摘 要 在甘肃陇 东地区对新引进的 w L 3 4 3h年 w L g o 3hq
、

惊喜
、

先行者
、

标杆等 5 个紫花首洽

品种进行了三年的比较试验和杭旱性初步研究
。

结果表明
: 5 个紫花首着新品种均能在当地安全越冬

,

除 w L 343 h q 越冬率为 84
.

7% 外
,

其余品种越冬率都在 90 %% 以上
。

其中
,

先行者产草量最高
,

平均干

草产量达 8 7 8 .9 4 k g/ hr 心
,

依次为 w 3L 43 hq
、

惊喜
、

标杆
、

w L 903 hq
。

同时
,

先行者的鲜干比最高
,

茎叶比最低
,

失水率和丙二醛含量最低
,

脯氨酸含量最高
,

表明其品质较好
,

杭旱性较强
。

综合分析
,

先行者首着表现最优
,

适宜作为陇 东地区推广的首选品种
。

关键词 紫花首拾 品种 产量 抗旱性 陇东地 区

紫花首蓓 (人介J￡c a g ` sa it va ) 是多年生优良的豆科牧草
,

因其高产稳产
,

营养价值高
,

适 口性好
,

具有抗旱
、

耐盐碱
、

固氮改土
、

保持水土等作用
,

素有
“

牧草之王
”

和
“

饲料皇后
”

等美称
,

是我国

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豆科牧草
。

目前我国种植面积约为 135 万 hm
Z ,

居世界第五位
,

其中甘肃省首楷种

植面积达 51
.

9 万 hm Z ,

占全 国种植面积的 38 %
,

始终位居全国之首 l[ ,2]
。

陇东地区位于甘肃省东部
,

属

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丘陵区
,

是一个传统的半农半牧区
,

当地牧草种植主要以首楷为主
。

大力发展

以紫花首蓓种植为基础的草食畜产业
,

是当地近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
“

十大工程
”

之

一
,

并且首蓓的产业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3[, 4〕
。

201 1年
,

仅庆阳市完成种植紫花首蓓 1572 hm
Z ,

首楷

留存面积达到 6 120 b m 2 ,

种植面积占到牧草总面积的 90 % 以上
,

成为甘肃紫花首蓓留存面积最大的地

区 15 ]
。

不断开展首蓓新品种的引种试验和筛选评价
,

是各地建立优质首蓓基地
、

促进首稽产业化发展的

关键和前提条件
。

近年来
,

李春喜 6[]
、

吕林有等l7]
、

赵海明等 8[] 在我 国北方干 (半 ) 旱和寒冷地区
,

马

维国 9[]
、

杨红善等口01
、

曹果顺等 [川在甘肃中部
、

河西走廊
、

夏河高寒等地分别进行了首蓓品种引种筛

选研究
;
在陇东当地曹宏 l[ 2,l ’ l等也进行了首楷品种的引种和区域试验研究

。

这些研究对各地优质品种

的筛选
、

区域布局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

但其引种试验研究的时间均在 7
一

10 年前
,

对近几年

引进的首蓓品种试验研究报道较少
。

因此
,

我们以 2 01 0 年引进的 5 个国外紫花首蓓为材料
,

通过 3

年的比较试验和抗旱性初步研究
,

期望从中选出稳产
、

高产
、

优质和适应性强的首蓓新品种
,

为陇东

地区的紫花首蓓栽培和产业化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1 0 2 必 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品种与田间管理

试验地设在西峰区八里庙陇东学院农场
,

土壤为黑沪土
。

位于东径 10 8
0

35
` ,

北纬 38
0

44
` ,

海拔 1 421
.

腼
2 ,

年降水量 527
.

1
~

,

多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年均气温 .8 7℃
,

有机质为 11
.

10gk/ g
,

全氮为 0
.

sl gk/ g
,

速溶磷 .0 73 gk/ g
,

速溶钾 194
.

0k9/ g
。

属于中部半干早源区生态类型
。

牧草全年生长

期 15 3一 2 3 5d
,

有效积温 30 0 0~ 3 2 00℃ y/
,

日照时间 1 3 0 0一 1500h/ 丫无灌溉条件
。

1
.

2 试验方法

1
.

2
.

1 试验材料

供试 5 个首蓓品种是 20 10 年 5 月从百绿国际草业有限公司引入
,

其名称
、

原产地
、

休眠级数和种

子质量指标详见表 1
.

试验播种前
,

取 10 0 粒种子
,

重复 3 次
,

用滤纸做苗床在 20 ℃的培养箱中培养
,

在第 4 d 是统计平均发芽势
,

第 8 天统计平均发芽率
。

1
.

.2 2 试验设计与种植

试验小区面积 12 时 (4 m *3 m)
,

3 次重复
,

为随机区组排列
。

2 0 10 年 5 月 28 日雨后趁墒开沟条播
,

小区间距 5 c0 m
,

行距 30cm
,

播深 1一 cZ m
,

覆土 1一 1
.

s c
m

,

播后镇压
。

理论播种量按 15 kgI/ nn
Z
计算

51[
,

再根据种子千粒重和测得的发芽率计算实际播种量
。

播种前施尿素 150 k幼皿辛
,

过磷酸钙 4 5 o khg/ mZ
,

首稽苗期进行人工中耕除草
。

每年第一茬刘割后追施磷酸二钱 1 5 o kgb/ m
Z 。

1
.

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
.

3
.

1 生育期和越冬率

参考韩清芳14[ 】的方法
,

参试品种每个小区留 2 行进行生育期观测
,

鉴别标准是
:

50 % 的植株达到

某一生育阶段即为到达该生育期
,

10 %一 0%的植株达到为初期
,

70 %
一

80 % 的植株达到为盛期
。

2 0 10 年

越冬前
,

每小区选中间 2 行
,

查明 1m Z的株数
,

翌年返青后再数植株存活数
,

取 3 个重复平均值为越

冬率
。

1
.

3
.

2 株高和再长速度

每年第 1 茬现蕾期
,

每小区随机取 10 株
,

观测每株自地面到顶端生长点高度
,

取其平均值为株高

值
。

每年第 2 茬现蕾至初花期
,

每小区标识 10 株植株
,

每隔 10 d 测定株高
,

连续测 3 次
,

后一时期

与前一时期的株高差值为每次的生长速度
,

求两次的平均值为不 同品种的再生速度
。

1
.

3
.

3 茎叶比和鲜干比

在首蓓测产时
,

每品种混合后称取鲜草 5 009
,

自然风干后将茎叶分离
,

测定鲜干比 (植株鲜重 /

茎叶干重 ) 和茎叶比 (茎干重 /叶干重 )
。

取各茬的平均值为年度茎叶比和鲜干比的值
。

1
.

3 .4 产草量

2 0 1 0 年 8 月 3 0 日 ( 只测 l 茬 )
、

2 0 1 1年 5 月 3 0 日和 7 月 2 0 日
、

2 0 12 年 5 月 2 0 日和 7 月 3 0 日
,

在首蓓第 1茬和第 2 茬的初花期
,

每小区随机取 1耐样点 3 个
,

每点留茬 3
一

s cm 刘割后称重量
,

取平

均值为小区鲜草产量
。

年度鲜草产量为两茬产量之和
,

再根据鲜干比计算年度干草产量
。

1
.

.3 5 叶片失水率

2 01 1 年首蓓第 2 茬生长期间 (6 月 2 日 )
,

参照龚富生 1[ 5] 的方法
,

每小区随机取少量植株带回室

内
,

迅速摘下植株上部叶片 109 放到培养皿中
,

置于 40 ℃烘箱内萎蔫失水
。

用称量法分别测定叶片萎

蔫 2
、

3
、

4
、

5
、

h6 的失水率
。

失水率气最初叶片重
一

某测定时间叶重) x 100 % / 最初叶片鲜重
。

必 中国 ,杜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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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首蓓发展大会

1
.

3
.

6 脯氨酸和丙二醛含量

植株取样时间同前
,

然后在室温下整株萎蔫 24 h
,

参考张志良l[ 6] 的方法
,

脯氨酸采用磺基水杨酸

法测定
,

丙二醛 (M D A )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
。

1
.

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在 E xc el 中作基本处理
,

获得各项目性状参数后
,

分别作性状间差异显著性分析
,

所有

分析均在 S P S S巧
.

0 专业统计软件中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种子质量

发芽势和发芽率表示种子生活力的强弱和种子 出苗的快慢
,

也是检验种子质量重要的指标之一
。

测定结果表明 (表 1 )
,

参试首楷品种的种子质量较好
,

发芽势都达到了 8 0% 以上
,

符合国家三级标准
;

标杆
、

w 19 0h3 q
、

惊喜首蓓的发芽率都达到了 90 % 以上
,

符合国家二级标准 ( G B 6 14 1
一

85 )
。

但品种之

间发芽力有显著差异
,

其中
,

w L 9 0 3hq
、

标杆的发芽势和发芽率较高
,

w L 3 4 h3 q 的发芽势和发芽率

最低
。

表 1 供试紫花首蓓品种来源及发芽试验结果

编号

C o d e

品种

、 恤h yt

品种来源

V泛r l yt S o

ucr
e

秋眠级数

F D 名 l韶 S

净度 P un yt

( % )

千粒重

T h o u s
an d

一 s e e d

( g )

发芽势

G e r l l l in 月 ti o n

E n e r g y ( % )

发芽率

G e l l l u n a t i o n

R at e (% )

ō、一
0
nUnù612

,

6
了O

.

…
,̀,ù,̀2

OJO八ùn,
ù

只
àO了90

了Q了QQ
声

n,
44
气、
6W L 90 3h q

惊喜 s帅 ir s e

W L 34 3h q

先行者 iP on e er

标杆 P o st M a rk

美国

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hg t
’

2
.

7 1 96
.

0 a

88
.

7 ab

8 l
.

3 b

84
.

0 b

94
.

0 a

96
.

7 a

90 0 a b

84
.

7 b

88
.

0 ab

9 8
,

o a

注
:

不同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 L SD 差异达到 0
.

05 和 .0 01 显著水平 (下同 )
。

.2 2 物候期和越冬率

表 2 引种首蓓品种的物候期和越冬率( 2 01 0 年)

播种期

5 0 、 v i n g

出苗期

S e e d l in g

分枝期 初花期 枯黄期 越冬率
品种

、恤巧ty

B ran
e h in g

现蕾期

B u dd in g B lo o 而n g iW th ier n g O v e

叫
n t e ir n g

iT m e S ta g e Rat e (% )

WL 90 3h q

惊喜 s
u r p r i s e

WL 34 3h q

先行者 P i
o n e e r

标杆 P
o s t Ma r k

5
.

28 6
.

1 1 7
.

16 8
.

13 8
.

30

8
.

22

l 1

l l

89 b

5
.

28

5
.

2 8 l 9

l 0

8
.

16 1 l

l l

1 5

17

93
a

8 6 b

5
.

28 8
.

2 6

5
.

28 8
.

2 4

15

10

9 6 a

9 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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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与田间管理

观测和调查结果表明
,

引进的 5 个首蓓品种其当年的物候期差异不显著 (表 2 )
。

不同首蓓品种播

后 7一 14 d 出苗
,

7 月上中旬进入分枝期
,

8 月上中旬进入现蕾枝期
,

8 月底进入开花期
。

其中
,

惊喜

比其它品种各生育期较早些
,

而 w L 3 4 h3 q 较其余品种生育期稍迟
。

各品种在不同物候期的差异在 1 0 d

之内
,

但从出苗到初花期所用的天数比较整齐
,

w L 3 4 h3 q 为 85 d
,

其余品种为 80 d
,

品种间的差异不

大
。

引种的当年
,

先行者
、

惊喜
、

标杆的越冬率均超过 90 %
,

品种之间无显著差异
;
w L g o 3如

、

w L 343 城

越冬率较低
,

并与前者差异显著
,

但也达到了预期的越冬率指标
。

从物候期和越冬率来看
,

在陇东地

区夏播条件下
,

5 个品种均可以安全越冬
。

表 3 不同首蓓品种株高及再生速度 ( 2 0 10一 0 12 年 )

品种
株高 Plant h e i劝 ( cm ) 再生速度 eR

·

脚
w t h R at e ( c耐 10 d)

物 n yt 2 0 10 2 0 11 2 0 12
平均

人浑 e r a `
2 0 10 2 0 11 2 0 12

平均

户汾改 a `

弓一月产,J44
ō、ú447广Oodsbscoaod

ō、ù,̀URùō、 J3bsbcsaa66
ù、é4
,.1’7沙,少八U八,,l乙ÙJ

6760646865W L 90 3hq

惊喜 s urP ir se

W L 34 3hq

先行者 iP o n e e r

标杆 P o s t M ar k

35
.

9ab 7 l
.

s a 9 3
.

7b
8 3

.

7 d

8 9
.

0 C

9 5
.

7 a

92
.

3b C

6
.

2 a

2
.

2 C

.4 5b
6

.

6 a

6
.

s a

.lb

…a1
33363734

越年后各物候期变化以返青期差异最大
,

其中
,

ZOn 年在 3 月 28 日前后
,

2 01 2 年在 3 月 15 日前

后
,

其中先行者返青最早
、

认飞 3 4 3 HQ 次之
,

WL 903 hq 最迟
,

不同年份品种间相差 5一 15 d
。

但不同

品种从播种或返青到第一茬初花的生长天数基本一样
。

其中
,

2 0 n 年初花期在 6 月 15 至 21 日
,

到开

花的生长天数与 20 10 年几乎一样
; 2 0 12 年由于春夏雨水充足等原因

,

初花期在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
,

比 2 0 1 1提早 16一 2 3d
,

开花生长天数比 2 0 1 1年少 3一 4 d
。

.2 3 株高和再生速度

测定结果表明 (表 3)
,

三年试验中
,

先行者的株高均最高
,

场飞 g o 3h q
、

w L 343 城
、

标杆次之
,

惊喜最低
,

而且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
,

其株高几乎是成倍显著增加
。

从第二茬的生长速度来看
,

也是

先行者最快
,

其次是标杆
、

w L 903 响
,

惊喜
、

w L 3 43 hq 依次较慢
。

但在雨水充足的 2 0 12 年春夏之际
,

惊喜的再生速度仅次于先行者
。

总体来看
,

先行者首稽在不同年份的长势和再生能力最强
,

具有稳定

的生产潜力
。

2
.

4 茎叶比鲜干比

表 4 不同首楷品种鲜干比及茎叶比 (2 01 0
一

2 0 12 年 )

品种
V台r i yt

鲜干比 FW心W R a it o 茎叶比 S te -m le a f R a tl o

2 0 10 20 11 2 0 12 2 0 10 2 0 11 20 12
平均

A V Cr a `

2016020826W L 90 3hq

惊喜 s呷 ir s e

W L 34 3hq

先行者 iP on eer

标杆 P o st M a r k

4
.

5 3 a

4
.

37 b

4
.

28 b

2
.

73 b

2名 Z b

4
.

4 9 ab

4
.

54 a

3
.

l l a

3
.

14 a

2
.

83 b

3
.

7 6 a

3
.

7 l a

3
.

月4 a

3
.

78 a

3
.

74 a

3
.

80

3
.

7 0

0
.

s l a

0
.

74 b

0
.

6 l b

0
.

59 b

0
.

88 a

1
.

45 a

1
.

月礴 a

1
.

35 a b

1
.

2 5 b

1
.

4 9 a

1
.

3 3 b

1
.

3 l b

l
`

2 9 b e

1
.

23 C

1
.

4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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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表明 (表 4)
,

鲜干比中
,

不同品种在 2 0 10 年和 201 1 年间的差异较显著
,

2 0 12 年差异不

显著
。

其中
,

先行者的平均鲜干比最高
,

标杆次之
,

其余差别不大
。

但茎叶比中
,

三年试验不同品种

间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
,

其中
,

先行者的平均茎叶比最低
,

w L 3 4 3hq 次之
,

标杆最高
。

.2 5 产草量

三年产量结果表明 (表 5)
,

2 0 10 年不同品种的产草量 l( 茬产量 ) 较低
,

品种间差异极显著
,

其

中惊喜最高
,

先行者次之
,

w L 9 0h3 q 最低
,

只有其他品种 5 0%左右
。

随后随生长年限的增加其产草量

显著增加
,

其中
,

2 0 n 年
,

先行者产草量最高
,

w L 3 4 3hq 次之
,

标杆最低
; 201 2 年

,

先行者仍最高
,

w L 34 h3 q 次之
,

w L 9 0 3hq 首蓓最低
。

三年总体来看
,

先行者的产量最高
,

w L 3 4 3 h q 次之
,

依次为惊

喜
、

标杆
,

W L 90 3 h q 的产量最低
。

表 5 不同首蓓品种年度总产草量 ( 201 0
一

2 0 12 年 )

品种

从州钾

鲜草产量 Fer s h G r a s s 肠 e一d ( k g/ m Z
) 干草产量 H叮 Y i e ld ( k g/ m Z

)

2 0 10 20 11 20 12
平均

vA
e r
ag

e

折合公顷
( k hg/ m

Z

)
20 10 2 0 11 2 0 12

平均 折合公顷
( k hg/ 时)

W L 90 3h q

惊喜

0
.

75 d

C

1
.

60 a

A

1
.

2 5 C

B

1
.

50 b

A

1
.

2 l C

B

1
.

95 b

B

2
.

3 1

ab A

2
.

63 a

A

2
.

72 a

A

1
.

85 b

B

4
.

4 0 b B 2
.

3 7 23 66 6
.

7 0
.

17 C C 0
.

6 8 6 83 3
.

5

S u rp ir s e
4

.

4 7 b B 2 7 9 2 79 33
.

3 0 3 7 a A 0
.

80 7 96 7
.

1

W L 34 3如

先行者

4 67 b

AB
2

.

85 2 850 0刀 0 2 9 b AB 0
.

83 8 3 17 6

Pi o n e er
5

.

4 3 a A 3
.

2 2 32 16 6
.

7
0

.

3 3 ab

A B
0

.

88 8 7 89
.

4

标杆 P o s t

M 肚k
4

.

4 7 b B 2
.

5 1 2 5 10 0
.

0 0
.

2 7 b B

0 7 l b

B

0名Z a

A

0
.

8 5 a

A

0
.

8 7 a

A

0
.

6 5 C

B

1
.

17 b

B

1
.

20 b

B

1
.

3 6 a

A

1
.

44 a

A

1
.

20 b

B
0

.

7 1 7 0 5 1
.

4

.2 6 抗性生理指标

对首蓓品种进行高温胁迫
,

测定离体叶片的失水率
,

结果表明 (图 l)
,

不同首蓓品种的失水率是

不 同的
,

其中
,

失水率由低到高为依次为
:

先行者 < w L 34 3hq < 惊喜 < w L 903 h q < 标杆
,

而且
,

先行

者与其它品种间差异显著
,

说明先行者首猎保水力好
。

对首蓓品种进行干旱胁迫
,

测定植株体内的脯

氨酸和丙二醛含量
,

结果表明 (图 2 和图 3)
,

脯氨酸含量是先行者
、

w L 34 3hq 较高
,

标杆居中
,

w L g o h3 q
、

惊喜较低
: 而丙二醛含量正好相反

,

先行者
、

w L 3 4 3hq 较低
,

标杆居中
,

W L 9 0 il3 q
、

惊喜较高
。

F i g
.

I Ma/ te r

oL
s s

aR t e o f D i ffe
r e n t A l fa l fa 、 乞ir e t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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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

2 Pro lin e C o nt e in o f D i fl七r e nt A laf laf 、乞ir e it e s

F i g
.

3 M D A C o
in e nt o f D ieff

r e in A lafl af 从州 e it e s

3 讨论与结论

不同首蓓品种对低温和短日照的反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

这种差异就是首蓓的秋眠性 [ ,刀
。

本研

究所引进的首蓓品种
,

其休眠级数差异较大 (试验结束总结时才查知 )
。

从各品种的物候期和越冬率来

看
,

在陇东中部地区夏播条件下
,

5 个品种在当年均能安全越冬
,

但当年的越冬率和翌年的返青率都

存在显著差异
,

然后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其显著性逐渐缩小
,

这反映出牧草在生育期内生长发育的进

程动态是植物自身对外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l[ 4]
。

同时
,

各品种三年平均产量顺序 (先行者 > w L 3 4 3城

> 惊喜> 标杆 > w L9 03 hq ) 与其秋眠级数顺序 ( 3
、

4
、

4
、

6
、

9) 正好相反
,

是十分吻合的
。

这充分

说明
,

首蓓的秋眠性与品种自身的生产力
、

再生性和耐寒性等有高度的正相关
,

不同秋眠型首楷品种

在产量上存在显著差异.vll
’ 8]

,

在北方低纬度地区
,

秋眠级数越低
,

越有利于增产
,

这也与李明凤 1[ 9 ]
、

必中国 ,
杜胎

草业分会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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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伟 [20 ] 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显然
,

在半干旱寒温带的陇东地区
,

L 9 0 3hq 首蓓不适合陇东地区种

植
。

牧草株高是决定产草量的主要生物性状指标
,

特别是在旱作条件下与株高呈显著正相关
,

再生速

度也反映了首蓓的再生能力和全年的生长潜力7[,2
’
,22]

。

鲜干比和茎叶比是制定晒制干草或青贮饲草等供

应量的理论依据之一
。

由于首稽蛋白主要在叶片中
,

因此
,

首蓓茎叶比越低
、

鲜干比越高
,

首蓓的粗

蛋白质就越丰富
、

饲料适 口性越好
,

单位青草晒制的干草就越多23[
,

24]
。

三年试验结果表明
,

先行者首

蓓在株高
、

生长速度
、

总产量
、

鲜干比和茎叶比上
,

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而且特别优异
,

尤其是产量

与其它品种间差异极显著
。

说明先行者首稽不但增产潜力大
、

稳产性强
,

而且营养品质高
、

适 口性好
,

晒制的干草的商品率也较高
。

植物在水分亏缺或易散失的条件下
,

离体叶片的失水率越低
,

其保水力就越高
,

抗性就越强「’ 4
·

“ 5] ;

渗透调节是植物对干旱的一种重要调节机制
,

脯氨酸是其种最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
。

在水分胁迫下
,

植物体内脯氨酸的积累量与抗旱性呈正相关 26[ ,27 .l28
。

丙二醛是一种易导致膜结构完整性及生理功能的

破坏
,

植株体内丙二醛积累越多
,

表明膜组织的保护能力越弱 l[ 7
,29 ]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干旱或高温胁

迫下
,

先行者首蓓的脯氨酸含量最高
,

失水率和丙二醛含量最低
,

说明其组织的对膜结构的渗透调节

能力强
,

抗旱性最好
,

这也与该品种的越冬率和三年的产量高度一致
。

牧草株高和产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

株高越高
,

产量就较高
。

但本研究中
, `

凉喜首楷就表现

出一定的特异性
,

特别是引种当年
,

其株高最低
,

但产量仅次于先行者和 W L 3 4 3 h q
,

并与其它品种存

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

分析原因
,

可能与它的再生速度有关
,

其中 201 0 年居中
,

2 01 2 年第二
,

Z On

年倒数第一
。

考虑到陇东中部早地第 l
、

2 茬产量 占到年产量 80 % 以上
,

第 3 茬产量低
,

正逢雨季
,

加工价值不大
,

本研究只测定前 2 茬的产量作为年总产量
,

可能对一些品种的再生性和产量有影响
。

同时
,

对于品种的抗逆性和营养成分
,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

所有这些
,

还需要结合各年度降雨等

气候因素30[ ]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

三年试验表明
,

先行者平均千草产量达 8 7 8.9 4 khg/ m Z ,

产草量最高
,

与其它 4 个引进品种差异显

著或极显著
;
同时其鲜干比最高

,

茎叶比最低
,

品质较好
;
而且其叶片失水率和丙二醛含量最低

,

脯

氨酸含量最高
,

抗旱性较强
。

总体来看
,

先行者在产量
、

品质和抗旱性等方面综合表现最优
,

适宜作

为陇东地区推广的首选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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