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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地区紫花首蓓播种技术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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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陇东半干旱地区
,

对新引进的优良紫花首藉 ( M ed ic ag o s
iat va ) 品种进行了 2 一 3 年的

播种时期
、

播种密度和播种方式的试验
。

结果表明
,

l) 不 同播期中
,

秋播平均产量 7 795 掩
·

hm
一

2 ,

夏播 7 01 0 k g’ hm
一

2 ,

分别比春播增产 17 .7 % ( P < .0 01 ) 和 5
.

8 9% ( P < .0 05 ); 参试品种中
,

首蕾王和

三得利
、

金皇后
、

甘农 l 号分别比陇东首拾增产 1 5
.

95% ( P < 0
.

0 1 )和 7
.

4 8%
、

7
.

13%和 6
.

83% ( P < 0
.

0 5 )
。

2) 不 同密度中
,

以 72 0 株
·

m
一

, 、

48 0 株
·

证
,
产量较高

,

平均产量分别为 7 2 3 .0 o kg’ hm
一

“ 和 6 6 7 5
.

l kg’

hm
一

“ ,

与 9 6 0 株
·

m
一

, 、

24 0 株
·

m
一

, 间有显著差异 ( P < .0 05 ;) 参试品种中
,

首着王和金皇后产量较高
,

并与皇冠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
。

3) 播种方式中
,

膜侧沟播与普通沟播在出苗率
、

越冬率以及产草量

上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

但与机械条播差异较显著 ( P < .0 05 )
。

4 ) 总体来看
,

不同播种技术及品种

对首借第 1一 2 年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较大
,

当地应以秋季播种并采用普通沟播较好
,

其种植密度以

48 0 一 72 0 株
·

m
一

2 、

播种量在 .15 0 一 22
.

5 吨
·

hm
一

2为宜
。

不 同试验中
,

首拾王增产效果极显著
,

应大力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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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首蓓恤伦碗
` 口g o sa 如a) 是多年生的优良豆科牧草

,

其营养价值高
,

生产潜力大
,

用途广泛
,

素有
“

牧草之王
”

和
“

饲料皇后
”

的美称
。

目前我国首蓓种植面积为 130 万 h m Z ,

每年优质商品草的

产量为 20 万 t 左右 1[
一

2]
。

同时
,

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建设的推进和畜牧养殖业的大力发展
,

紫花首

蓓的种植面积和产业化功能将进一步不断扩大 3[]
。

甘肃是首稽种植大省
,

目前全省首蓓种植面积达

55
.

67 万 腼罕
,

约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13/
,

始终位居全国之首
;
优质牧草种子基地 1

.

5 万 hm
Z ,

草产品

加工能力 113 万 lt’]
,

其中
,

在酒泉
、

张掖
、

金 昌
、

白银
、

庆阳等地形成 了首蓓优势产业区阁
。

陇东地区属干早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丘陵区
,

历史上也是重要半农半牧地区
,

自 2 002 年以来
,

当地

政府大力推进以紫花首猎为主的草食畜产业
,

到 2 01 1年
,

仅庆阳市完成紫花首蓓种植 1 572 肠
2 ,

留

存面积达到 6 120 hm
2 6[]

,

种植面积已占牧草总面积的 90 % 以上
,

成为甘肃省紫花首蓓存留面积最大的

地区
。

在陇东当地
,

李琪和刘照辉 71[
、

曹宏等 18
一

,9] 进行了首蓓品种的引种和区域试验
,

胡守林等〔’ “〕
、

陈

先江等〔川进行了不同生长年限首蓓叶片光合性与产草量及群落动态的研究
,

杨小利〔’ 2】
、

晋小军和黄高

宝〔’ 3 ]
、

王位泰等 l[ 4]
、

郭海英等【’ 51对陇东首稽生长的水分利用率及经济效益进行了对比分析
。

这些研究
,

对陇东地区的优质首蓓品种 的筛选和区域布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

但对首蓓种植技术的应用

研究报道较少
,

当地也出现了由于播期不当造成首蓓大面积越冬死亡等惨痛教训 l[ “〕
。

同时
,

在陇东周

边及同类地区
,

张自和。 7 ]
、

张俊等。 8」进行了首稽不同播期的研究
,

杜汉强等 l[ 9〕
、

李明芳和张尚宁 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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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等 2[’ 】进行了首稽不同播种密度的研究
,

王显国等122 ]
、

康爱民23[ 】进行了首蓓穴播和膜侧沟播的研

究
,

曹国顺等【24] 在夏河进行了金皇后
、

首蓓王等新品种的引种试验
。

这些研究
,

虽对当地首蓓种植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
,

但由于陇东黄土高原独特的气候和地理位置
,

还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
,

特别是在当

地将优质首蓓品种与种植技术系统结合的研究未见报道
。

为此
,

在引种试验的同时进行了优质首蓓品

种播期
、

密度和播种方式的试验
,

旨在为当地优良品种的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

以促进陇东地区首蓓种

植及产业化的稳步健康发展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地 自然概况

试验区设在庆阳市西峰区陈户乡八年村和田畔村
,

属陇东中部半干早源区生态类型
。

地理位置为

107
0

3 8
`

E
,

35
0

44
`

N
,

海拔 1 4 2 1
.

9 m
;
年均气温 8

.

7 oC
,

年降水量 5 2 7
.

1 m r n
,

年 日照时数 2 4 57
.

8

h
,

无霜期 176 d
。

试验地为黑沪土
,

肥力中等
,

旱地耕作
,

播前施磷肥 7 50 kg
·

h-m
2 ,

氮磷复合肥 375

kg
·

h-m
2。

1
.

2 试验设计与种植

1
.

2
.

1 播种时期

试验设夏播
、

秋播和春播 3 个处理
,

参试品种是金皇后
、

三得利
、

首蓓王
、

甘农 1 号和陇东首蓓
。

夏播 20 03 年 7 月 27 日种植
,

秋播 2003 年 8 月 23 日种植
,

二者前茬为小麦 ( 升亡瓦̀ um
a 。瓦栩 m L

.

)
,

春播 2004 年 5 月 1 日种植
,

前茬玉米 ( 2触a m哪 L
.

)
。

每个品种为一小区
,

小区面积 4 m X s m
,

随即

排列
,

3 次重复
。

按 2 4 0 株
·

-mz 计算小区理论播种量
,

再根据种子用价和的田间出苗率
,

计算各品种

的实际播种量
,

雨后趁墒手锄开沟条播
。

1
.

.2 2 种植密度

参考杜汉强的方法 1[ 9]
,

设 4 个处理
,

即 M l=2 40 株
·

-mz
,

M2 =4 80 株
·

-m
2 ,

M 3刃20 株
·

` 2
和 M 4二960

株
·

-m 2
,

参试品种为首蓓王
、

皇冠和金皇后
。

每密度处理为一小区
,

小区面积 4 m x s m
,

行距 30
c m

,

随即区组排列
,

3 次重复
。

根据播前测试的种子用价和 田间出苗率计算不同品种不同密度的实际播种

量 (表 1)
。

20 04 年 7 月 17 日趁墒人工播种
,

前茬油菜 ( B

~
ia ca mP es 而 )L

,

播深 1
.

5一 3
.

o c
m

。

表 1 首蓓密度试验参试品种的种子质量以及实际播种t

几 b l e 1 hT
e q u a l iyt an d s e e d q u a n t iyt o f M e d ie a g o s at i v a s e e ds in den s iyt t e s t

千粒重

品种

V ar i e t i e s g 旧m we ihgt

发芽率

G e r n l in , it o

11 f at e

净度

Piur yt

种子用价
1加 e v a 1U O

o f s e e ds

播种量 s ee d q u胡 ti yt 丸
·

hm’
2
)

(% )

首蓓王 lA fa k i n g

皇冠 p hab
u l o u s

1
.

70 C 8 5
.

0 a 99
.

0 a

(% )

84
.

2

金皇后 oG ld e

llln p er ss

2
.

10 a

1
.

89 b

9 2
.

0 a

8 6
.

3 a

96
.

0 a

98
.

0 a

8 8
.

3

84
.

6

平均 vA ear 罗 1
.

90 87
.

8 97
.

7 8 5 7

注
:

1
.

M l=2 40 株
.

-m 2 ,

M Z=4 80 株
.

-m 2 ,

M 3二 7 20 株
。

盯2 和 M 4 = 96 0 株
·

m’ 2 。

6
.

9 3

8
.

16

7
.

67

7
.

5 8

1 3
.

8 5

16 32

15
.

33

15
.

17

2 0
.

78

2 4
.

4 8

2 3
.

00

2 2
.

74

2 7
.

7 1

32
.

6 3

3 0
.

6 6

3 0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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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表中小写字母表示同列数值间差异达显著水平P ( <. 05 0)水平
。

Not e
:

1
.

MI二 2 p 4 0l a n ts·

m -
2,

M Z科 8 0 p lant
s ·

m
一

2
,

M 3= 72 o p一an ts
·

m
一

2和 M 4刁 6 0 p lant
s ·

m
一

2

2
.

D iffe re n t lo w er e a s e l e tte r s iw ht in ht e s

am
e e o lu lr 田 s h o w s i gn i if c

an t d i ffe r e n e e s at o 刀5 le v e l
.

1
.

2
.

3 播种方式

对当地采用的 3 种主要播种方式
:

( A ) 普通沟播 (沟距 33 c m
,

沟内行距 12 c m )
、

( B ) 膜侧沟播

(沟行距同前 )
、

( C ) 机械条播 (行距 30 c m )
,

进行了简单对比试验
。

试验品种金皇后
,

其中
,

普通

沟播试验面积 6 666 .7 时
,

膜侧沟播 5 333
.

6 耐
,

二者播种量均为每 667 扩 .0 75 gk
;
机械条播试验面

积 6 666
.

7 时
,

播种量为每 667 m , l
.

o gk
,

顺序排列
,

不设重复
。

前茬油菜
,

2 0 04 年 6 月 16 日同前趁

墒播种
。

1
.

3 测定指标和方法

1
.

3
.

1 出苗率

播期试验中
,

夏播和秋播分别于 2 003 年的 8 月 8 日和 9 月 30 日调查
,

春播于 2 004 年 5 月 14 日

调查
;
调查时统计每小区中间 2 行的出苗数

,

计算占每行理论出苗数的百分率
,

求 3 小区平均值为出

苗率
。

播种方式中
,

于 2 004 年 6 月 27 日调查
,

每处理地块取 5 个样点
,

每样点取 1 时调查出苗数
,

计算占理论出苗数的百分率
,

求平均值为出苗率
。

1
.

3
.

2 有效株高

在播期试验初花期测定第 1茬株高
。

其中
,

夏播于 2 0 0 3 年 or 月上旬测定
;
秋播 2 003 年冬前苗太

小
,

形不成有效产量
,

故于 2 004 年 6 月下旬测定
;
春播于 2 004 年 8 月下旬测定

。

测时每小区随机选

10 株
,

量植株自地面到顶端生长点高度
,

求其平均值为有效株高
。

1
.

3
.

3 根系性状和越冬率

在每年越冬前进行
。

其中
,

播期试验中
,

夏播和秋播于 2 003 年 n 月 7 日
、

春播于 2 004 年 10 月

2 6 日测定
;
测定时选有代表性地段

,

每小区挖 10 株根系
,

根深 10 0 c m
,

测定主根长度
、

根颈直径
,

取平均值
;
同时

,

在每小区选中间三行
,

查冬前和返青后的株数
,

求平均值为越冬率
。

播种方式中
,

在各处理中间 3 行均匀取 3 个样点标记
,

每样点 l m Z ,

分别于 2 004 年 H 月 3 日
、

2 005 年 10 月 30 日
、

2 0 0 6 年 11 月 6 日和次年 4 月 5 日
、

3 月 2 6 日
、

4 月 10 日
,

测定越冬前和返青后的株数
,

计每样点越

冬率
,

求平均值为各方式越冬率
。

1
.

3
.

4 产草量

在每年第 1 茬首蓓初花期测产
。

播期试验中
,

夏播于 2 0 03 年 10 月 n 日
、

2 0 04 年 6 月 12 日
、

2 0 0 5

年 5 月 3 0 日测定
;
秋播于 2 0 0 4 年 6 月 2 7 日

、

2 0 0 5 年 6 月 17 日
、

2 0 0 6 年 5 月 2 8 日测定
;
春播于 2 0 0 4

年 9 月 2 日
、

2 0 0 5 年 5 月 2 8 日
、

2 0 0 6 年 5 月 2 0 日测定
。

密度试验中
,

2 004 年未测产
,

2 0 0 5 年 5 月

3 0 日和 2 0 0 6 年 6 月 11 日分别测定当年第 1 茬产量
。

播种方式试验中
,

于 200 4 年 9 月 30 日
、

20 05

年 6 月 4 日
、

2 0 0 6 年 6 月 巧 日分别测产
。

测产时
,

播期和密度每小区取 3 个样点
,

播种方法取 5 个

样点
,

每样点均取 1 耐
,

齐地刘割后称量
,

取平均值为鲜草产量
,

每处理混合后称鲜草 500 9
,

晒干

后分别称量
,

计算鲜干 比 (鲜质量 /干质量 )
。

根据鲜干比计算干草产量
。

, 4 0 必中国 , 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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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在 E xc le 中作基本处理
,

获得各项目性状参数后
,

用各重复平均值表示处理数据
,

用 D P S

( V .7 5 5 ) 专业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D u n c an 比较
。

其中
,

对播期
、

密度试验的产量进行了播期与

品种
、

密度与品种双因素分析比较
,

对播期试验第 1年生物学性状指标和播种方法试验指标进行了单

因素分析比较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播种时期

不同播期对第 1 茬首蓓生物性状的影响见表 2
。

出苗率
,

秋播 > 夏播 > 春播
,

但不同品种间
,

秋

播差异较显著 (P < .0 0 5)
,

夏播和春播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
。

不同播期首蓓第 1 年冬前主根长
、

根

粗和越冬率
,

都是春播 > 夏播 > 秋播
,

这与它们在冬前生长时间的长短相符合
;
但不同品种间

,

夏
、

秋播的越冬率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

春播越冬率较显著 (P < .0 05 )
,

说明早播 (如春
、

夏播 ) 可以

降低首蓓品种越冬前的差异
,

有利于越冬
。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间株高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P < .0 0 1)
,

秋播平均株高 62 .2 。m
,

春播 45
.

8 cm
,

夏播 43
.

8 c m
,

这与它们的产量结果基本相符
。

不同播期对第 1 茬首蓓产量的影响见表 3
、

4 和 5
,

2 003 一 20 04 年度
,

播期间 ( F= 4 9 .4 3 > P= 0
.

000

1 )
、

品种间 (卜.7 0“ > P=0 .0 00 4) 差异均极显著
,

播期 x 品种间 (卜2
.

105 > P= .0 067 ) 差异较显著
。

2 0 04 一 2 0 0 5 年度
,

播期间 ( F= 10
.

9 8 5> P = 0
.

0 0 0 3 ) 差异极显著
,

品种间 (卜 1
.

5 7 3> P刁
.

2 0 7 0 )
、

播期

x 品种间 ( F= 1
.

3 63 > =P 0
.

2 5 2 5 ) 的差异较显著
。

2 0 0 5一 200 6 年度
,

播期间 ( F= 1
.

6 4 5> =P 0
.

2 0 9 9 )
、

播期 x 品种间 (=F .0 725 > P二 .0 668 ) 的差异较显著
,

但品种间 (=F .0 5 50 0 < P= .0 7 00 7) 差异己不显著
。

3 年产量结果表明
,

不同播期中
,

秋播最高
,

平均产量 7 795 kg
·

h-m
, ,

比春播增产 17 石7% ;
夏播

必中圈 , 牧业协会草业始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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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与田间管理
里里里里里巴毕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平均产量 7 o lo kg
·

h-m
2 ,

比春播增产 5
.

89 % ;
但随着首蓓生长年限的增加

,

其产量差异越来越小
。

不同品种中
,

首蓓王平均产量 7 703 3 k g’ h-m
2 ,

比陇东首蓓增产 15 .9 5%
,

增产极显著 (P < .0 0 1) ;
三

得利
、

金皇后
、

甘农 1号分别比陇东首蓓增产 .7 48 %
、

7
.

13 %和 .6 83 %
,

增产较显著 (P < .0 05 )
。

.2 2 种植密度

不同密度试验产量结果见表 6
、

7 和 8
,

2 005 年度
,

密度间 ( F = 4 3
.

3 03 > P二 .0 000 1 )
、

品种间 ( F = 14
.

0 57

> P = 0
.

0 0 1 5 ) 以及密度 x 品种间 ( F= 16
.

1 7 8 > =P 0
.

0 0 l l ) 差异极显著
。

2 0 0 6 年度
,

密度间 (=F 7
.

5 8 8

> P =0
.

0 0 1 0 )
、

品种间 (=F 1 2
.

2 6 5 > P=()
.

0 0 0 2 ) 以及密度 x 品种间 ( F= 5
.

0 2 9 > P= 0
.

0 0 1 8 ) 差异也极显

著
,

其中
,

24 0
、

4 80
、

720 株
·

证 2之间已无差异
,

但与 960 株
·

扩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P < .0 05)
。

总

体来看
,

不同密度间
,

720 株
·

m
一

2
产量最高

,

平均产量为 7 230 2 掩
·

hm’
2 ,

依次 4 80
、

960 株
·

m一
,

240

株
。

扩 产量最低
,

密度间差异显著 (P < .0 05)
,

但随着生长年限增加
,

其差异变小
,

因此
,

首蓓播种

密度应在 24 0一 72 0 株
·

-mz 较适宜
。

不同品种中
,

首蓓王
、

金皇后平均产量较高
,

分别为 6 7 6 .5 0 kg
·

h-m
2和 6 890

.

0 kg
·

h-m
2 ,

二者之间无差异 (P > .0 05 )
,

但与皇冠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

.2 3 播种方式

对金皇后进行 3 年不同播种方法测定结果见表 9
,

膜侧沟播和普通沟播在出苗率
、

越冬率以及产

草量上差异不显著 (P > .0 0 5 )
,

但与机械条播相比有显著差异 (P < .0 0 5)
,

特别是在第 1
、

2 年
,

越冬

率和产草量前两者均显著高于后者
,

但第 3 年差异己不显著 (P > .0 05 )
。

其中
,

膜侧沟播效果 > 普通

沟播 > 行距机械条播
,

其 3 年平均干草产量分别为 5 7 12 k g’ hm 孕
、

5 4 26 kg
·

-nnI
2
和 5 114 kg

·

-m
2 。

表 6 不同密度不同首蓓品种各年度第 l 茬平均干草产量

几b l e 6 Th e

ifsr
t h aJ , e s et d hay 外e l d o f id ffe er in M e id e a g o s a it v a

viar
e it e s at d iffe er nt d e n s iyt (比

.

m一 )

密度 2 00 5 20 06

D esn iyt 首槽王 皇冠 金皇后 首蓓王 皇冠 金皇后

(株 p lant
·

` ,
) lA af k in吕 p hab ul ou s

oG ld e nr nP er s s lA af ik n g p h ab u lo u s G o ld e

lnn Per s s

24 0 0
.

5 0 9 E 0
.

50 9 E 0
.

5 3 gf E 0
.

6 8 bcd A B C 0
.

6 7 bC d A B C 0
.

66 b cd B C

4 80 0
.

59 e f D E 0
.

55 gf D E 0
.

85 a A 0
.

6 8 bde A B C 0
.

6 6 b de A B C 0
.

64 b e d B C

72 0 0
.

79 ab
e A B 0

.

7 6 b c A B C 0
.

7 1 e d B C 0
.

7 1 ab A B 0
.

62 d C 0
.

7 5 a A

96 0 0
·

83 ab A O
·

57年 D E O
·

66 d e C D O
·

6 3 c d B C 0
.

54 e D O
·

69 b e A B C

注
:

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生长年度中产量极显著 (P < .0 01 ) 和显著 (P < 0
.

05 )
。

N o te : D i ffe r e n ts a m e
ye ar e aP ialt l ett e sr in ht e s aJ叮 e y e ar 幻n e a n o b v i on s s ign iif e

ant d i ffe r e n c e s at 0
.

0 1 lve
e l

、

an d d i fl七r e n t

10 铸吧 r e as e le tt e“ m aen
s i脚 if

can
t id 月贻m ces

a t o
.

0 5 l
vee

l
.

表 7 不同密度各年度首摘第 l 茬平均干草产 t

肠 b l e 7 hT
e
ifr s t h a

Vr
e s t e d h ay 外e dl at id 月笼r e n t ds n s iyt

密度

D皿 s i yt

(株 P一ant
·

-m
2

)

2 00 5

(k g
·

m
一
,
)

0
.

5 10 e

0
.

6 6 3 b

0
.

75 3 a

0
.

6 87 b

20 06

(k g
·

面
,

)

0 6 70 a

0
.

6 72 a

0
.

6 93 a

0
.

62 0 b

平均产量

A v e r a g e 扒e ld

(k g
·

m一 ,

)

0
.

59 0 c

.0 66 8 ab

0
.

72 3 a

0
.

654 b

0
nUùU4ORù2426

7
矛

9

注
:

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列间差异显著 ( P < .0 05 )
。

N o et : D i ffe r e in lo

wer
e as e l e tt e sr iw t h i n ht e s a m e e 0 1u mn

s how
s ign lif e a n t d i ffe

r e n e e s at 0
.

05 l e
v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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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不同品种各年度首蓓第 1茬平均干草产量

几 bl e 8T h
ei f rs t hav r

es t ed ha y y i eld od i f ff er e n t M ed ia cg s oa tiva、 a r ri ei ts e

品种 、 恤找 i ets e
6 5 2 0 0 2 00

m
一

2

)

平均产量

v A
ea rg ey i eld

(g k
·

m
一 ,

)

自稽王 lA fa ik n g

皇冠 P h a b u l o u s

0
.

6 78

0
.

59 5

0
.

68 8

a
A

b B

0
.

67 5 a A

金皇后 oG lde lnn

62 5

69 0

0
.

6 7 7 a A

0
.

6 10 b B

注
:

表中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列间差异极显著 (P < .0 05 )
。

N o te : D i ffe r e n t lo w e r e as e l e tt e r s iw th in ht e s

am
e e o lu m n s h o w s igm if e

ant di fl免r e n e e s at 0
.

05 le v e l
.

表 9 不同播种方式各年份首楷干草产量和越冬率

肠 b l e 9
.

hT
e h ay 扒e ld an d w in t e irn g ar t e o f M e id e a g o sat iv a

un d e r d iffe er in s o
iw n g m e ht o d s

播种方式
越冬率 W in et irn g R a t e (% ) 产草量 m

一

2
)

S o

wm
g m het

o d

出苗率 (% )

G e r 住 u n a t io n

R a et
20 04 20 05 2 006 平均 2 004 2 0 05

如e ld (kg

20 06 平均

膜侧沟播

P la ist e if lm b e s i d e fu xr o w s o w l n g

普通沟播

o dr in a yr fu rr o w so w l n g

机械条播

M e e ham
e a l面 lil n g

90 a 86 a 0
.

6 0 a
0

.

6 3 a 0
.

5 7 a

85 ab 82 ab

8 8 a 8 8 a

8 5 a 8 5 a 0
.

55 ab 0
.

60 a 0
.

54 a

8 0 b 7 8 b 80 b 8 5 a

87 a 0
.

49 a

84 a b 0
.

4 6 a

8 l b 0
.

42 b 0
.

5 3 b 0
.

57 a 0
.

s l b

注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间差异显著 (P < 仓05 )
。

N o t e :
D i ffe r e in lo w e r e a s e l ett er s iw thj 由 ht e s a 刃n e e o l

urnn me an
s i gn i fl e an t d iffe re n e e s a t 0

.

0 5 lve
e l

.

3 讨论与结论

陇东地区
,

秋播首蓓翌年第 l 茬产量比同年夏播首猎当年第 1茬产量高
,

这可能与秋播第 1茬首

蓓实际生长天数
,

特别是根系生长天数多于夏播有关
。

3 个年度总体来看
,

首蓓第 1 茬有效产量为秋

播 > 夏播 > 春播
,

这说明不 同播期对首蓓当年及持续增产有显著地影响
,

这也与当地不同季节降雨和

气温基本符合件 9, ’ 7〕
。

秋播时
,

水温适宜杂草少
,

首借出苗整齐
,

冬春季能利用深层水分
,

返青后长势

旺盛
,

因而产量高日
2

,

’ 4
,

’ “ ]
,

但秋播如果太迟
,

影响当年根系发育和越冬
。

夏播虽然雨热同期
,

首蓓出

苗快
,

但杂草病虫害多
,

幼苗生长慢
;
而春播因春季多风少雨

,

墒差 出苗率低
,

植株低矮 25[
一

20]
。

因此
,

夏播
、

春播的当年及第 2 年的头茬产量不如秋播的高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陇东旱地适当增加密度
,

可以显著增加首蓓当年和第 2 年的产量
,

而对第 3

年影响不大
,

可能与第 2 年以后首蓓已产生了足够分桑有关 26[ ]
,

这与李明芳和张尚宁 2D[ ]
、

李建伟等 2[ ’ ]

的报道一致
。

同时
,

试验结果表明密度在 4 80 一 720 株
·

-m
2
产量较高

,

这与杜汉强等 [’ 9〕的研究 24 0 株
。

-m
2
产量较高不同

,

这可能与两地首蓓生长期间气候及品种的差异有关
,

对此还需进一步试验探讨
。

在陇东旱地
,

首蓓膜侧沟播的效果 > 普通宽窄行 > 等行距条播
,

这也验证 了膜侧沟播和普通沟播

确实具有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
、

减轻作物越冬死亡率
、

增加土壤含水量
、

提高土壤温度等的量化效果

23[ ,27 ]
。

但膜侧沟播播种成本高
,

整地及播种技术不当
,

会造成放苗困难
。

机械条播虽然产草量低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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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效率高
,

适合夏季轮作抢墒播种
。

总体来看
,

不同播种技术及不同品种对首蓓第 1一 2 年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较大
,

第 3 年后其作

用己不显著
。

结合引种和区域试验研究 降9]
,

陇东中北部旱地
,

首蓓播种应尽量避免春季和盛夏
,

一

般应安排在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播种
,

以保证幼苗安全越冬
;
种植密度应在 4 80 ~ 720 株

·

-m
2 、

实际播

量在 15
.

0一22
.

5 kg
·

h-m
2 比较适宜

;
播种方式应首先选择普通沟播

,

春季墒差时可选择膜侧沟播
,

夏

季轮作抢墒播种可选择机械条播
。

不同品种中
,

首蓓王增产效果极佳降9,2 8]
,

应大力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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