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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羊茅新品种!系"比较试验

牟 琼!吴佳海!王小利!钟 理!刘晓霞
#贵州省草业研究所!贵州 贵阳

88###4

$

摘要#

!##96!#7#

年对选育鉴定的高羊茅"

!"#$%&''(%)*+)'&"'

#新品系!按照完全随机区组排列设计方法!进行

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在株高
5#

!

$#:;

时刈割测产!大方高羊茅每年的鲜草产量和干物质产量都比对照

<=>?

高许多!其中第
!

年的鲜草产量和干物质产量分别为
"9"!8

和
7854#@

A

%

B;

!

!比对照
<=>?

增产
7$(59C

和
!4(""C

$大方高羊茅年平均种子产量为
"84(8@

A

%

B;

!

!比对照
<=>?

平均增产
D$(!C

$大方高羊茅越夏率

平均达
D8(D8C

!高出对照
!$($

百分点!耐热&抗旱性较强&中抗病虫害!综合性能比对照
<=>?

好!可望培育成新

品种!供生产利用推广$

关键词#高羊茅'越夏率'茎叶比'产量

中图分类号#

18$5

E

FD#5F9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7##7G#4!D

#

!#77

$

#$G#4#5G#$

""

!

高羊茅#

!"#$%&''(%)*+)'&"'

$为冷地型牧草!

属禾本科羊茅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最适生长气温为

78

!

!8H

!最适土壤温度为
7#

!

7"H

!其适应性和

抗逆性均强!主要分布在
!9I

!

5#I)

的
!##

!

$##

@;

宽的地带%原产于欧洲!我国新疆&东北中部湿

润地区&贵州西北部亦有分布!最适生长区为年降水

量
$8#;;

以上和海拔
78##;

以下温暖湿润地

区'

7

(

%耐寒&耐热&耐干旱&耐涝&耐酸&耐盐碱&耐践

踏!抗病力强!性喜光又耐荫&不耐低刈'

7G8

(

%在
J

K

值
$(9

!

D(#

的土壤上能正常生长!最适宜
J

K

值为

8(9

!

4(#

%在质地疏松&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上生长

良好%广泛应用于天然草地改良&混播草地建植及

运动场建设&环境绿化&生态治理等方面'

4G"

(

)高羊茅

是贵州省草业生产上利用较多的草种之一!种子需

求量大'

$

(

)但贵州省立地条件特殊复杂!高温高湿气

候特征明显!经研究发现引进的高羊茅品种多数容

易感病害!且生态适应性较差!不能满足生产上对该

草种的需要'

DG7!

(

%而贵州省牧草种质资源十分丰

富!且有较好的开发利用价值!高羊茅就是其中之

一%四川&贵州&重庆&云南等省开展高羊茅引种选

育研究较多!

!##$

年张新跃等审定登记了*长江
7

号+高羊茅等品种%目前!贵州通过开发利用地方种

质资源选育新品种!育成并审定登记了*黔草
7

号+

#

!##5

年黔审&

!##8

年国审$&*黔草
!

号+#

!##$

年

黔审$和*水城+高羊茅#

!#7#

年国审$

5

个新品种%

通过资源整理&系统选育&航天诱变&杂交育种等方

法发掘创制了
7###

多份高羊茅材料!为持续培育

高羊茅新品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加大新品种选育力度!满足贵州草地生态畜

牧业发展对高羊茅新品种的要求!对大方县马场镇

收集的高羊茅植株繁殖群体进行栽培驯化!选育的

高羊茅
#5G#5

#经审核进入
!#77

年国家区试!区试审

核名,大方高羊茅$进行品比试验鉴定!评价其适应

性!抗逆性#抗旱&耐热性$!再生能力!产草量及饲草

品质等!为进一步试验及生产利用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概况
!

试验在贵州省草业研究所独山

县试验基地进行!地处于
!8I5#L)

!

7#9I55L3

!海拔

D9# ;

!

#

7#H

年积温
87$7(5H

-

M

!年均 温

78(8H

!极端低温
68("H

!极端高温
5"H

!最热月

均温
!5(9H

!年降水量
777#

!

75$#;;

!降水多集

中在
$6"

月!无霜期
!99M

!年日照时数
7#D7(DB

!

空气相对湿度
"#($C

!雨热同期!干湿季节较明显%

试验地前茬为玉米#

,"'-'

.

#

$!土壤
J

K

值
8(D9

!有

机质
7(4D8C

!全 氮
#(!7"C

!水 解 氮
784(D"

;

A

"

@

A

!速效钾
"4(!;

A

"

@

A

!有效磷
78(#!;

A

"

@

A

!

属中等水平的黄壤土%该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

合于多种牧草生长'

7G$

(

%

!("

试验设计
!

试验材料为大方高羊茅!

<=>?

为

"

收稿日期,

!#7#G77G79

!!

接受日期,

!#77G#7G!8

基金项目,贵州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黔科合
)N

字'

!##"

(

5#9#

号$)贵州省科技厅创新能力建设项目#黔科
合院所创能'

!##D

(

$#75

号$)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资
金项目#

!##DOP!<!##558

$

作者简介,牟琼#

7D9#G

$!女!贵州道真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
草育种与利用研究%

3G;=Q'

,

A

R:

S

;

T#

745(:&;

通信作者,吴佳海
!

3G;=Q'

,

>U

V

Q=B=Q!##5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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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7

!

8

(

!设
$

次重复!小区

面积为
8;W$;

!每小区种植
7!

行!小区间距
!8

:;

!重复间距
8#:;

!四周设保护行
7;

%

!(#

田间播种及管理
!

播种前对土壤进行耕翻!

清整!每小区施
#(8@

A

过磷酸钙
E7(#@

A

三元#

)G

*GX

$复合肥作底肥!条播盖种%

!##9

年
D

月
4

日播

种!播种量
!!(8@

A

"

B;

!

!播深
#(8

!

7(#:;

!播幅

7#

!

78:;

)苗期除杂草!苗高
7#:;

时施尿素
$8

@

A

"

B;

!

!第
7

次刈割高度
5#:;

!留茬高度
8:;

!割

后
!

!

5M

施尿素
98@

A

"

B;

!

%以后
5#

!

$#:;

刈割

一次!每次刈割后各小区施
#(8@

A

复合肥
E#(#5

@

A

尿素!并松土一次%

!($

观测内容及方法
!

!##9

年播种!观测记录出

苗期&返青期&分蘖期&拔节期&初花期&盛花期&结实

期&成熟期&枯黄期等生育时期!其中
!#C

开花时为

初花期!

"#C

开花为盛花期!其他各生育期均以

8#C

植株进入该生育期为准'

4G"

(

)分别测定
!##"

&

!##D

和
!#7#

年的生物产量!每小区除边行外的
7#

行刈割测产折合成公顷产量!

5

次重复!分别记录鲜

草及干物质产量&抗性#抗旱&抗病虫害等$等!

7

次

重复测定种子产量%抗旱性观测是在自然干旱季节

#

!##D

年
7!

月冬旱$采用目测法进行!按强&较强&

中等&较弱&弱五级进行观测记录%在病虫害发生严

重季节#

!##D

年
4

月$采用目测法观测试验地小区

病虫害发生情况!按高抗&中抗&低感&中感&高感五

级记录%越夏率
!##D

年
D

月
!#

日越夏后在小区中

选有代表性的样段
!

处!每段
7;

!分别计算样段中

植株总数及返青数%

越夏率
Y

返青株数
样段内植株总数W7##C

%

茎叶比于
!##D

年在拔节期&孕穗期&开花期分

别测定!每小区剪
7

行
!#:;

长称取鲜草产量!并将

茎和叶#叶包括叶片和花序$两部分分开测定!记录

5

次重复之和%

含叶量
Y

叶质量
样段总质量W7##C

%

!(%

数据分析
!

用
3Z:['!##5

进行数据统计和作

图比较分析%

"

!

结果分析

"(!

物候期观测
!

参试品种于
!##9

年
D

月上旬

播种!

9

!

"M

后各小区相继出苗!翌年
5

月下旬至
$

月上旬进入生殖生长期!

4

月上中旬种子成熟%种

子成熟期测定大方高羊茅株高为
D5:;

!比
<=>?

高

9:;

%大方高羊茅全生育天数为
!4#M

!比
<=>?

#

!95M

$短
75M

#表
7

$%

根据观测!大方高羊茅在营养生长阶段合理刈

割利用!再生草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无明显枯黄

期%

"("

抗性观察
!

为方便比较参试材料的抗病虫能

力和抗旱性!均采用目测法观察!

!##D

年
4

月中下

旬试验区草地病虫害发生较严重!

!##D

年
7!

月下

旬在试验干旱期观察抗旱性%结果表明!大方高羊

茅的抗病虫能力比对照
<=>?

强!抗旱性也优于对

照
<=>?

#表
!

$%

"(#

越夏率
!

在试验区伏旱高温下!大方高羊茅

越夏率平均达到
D8(D8C

!明显高于
<=>?

的

97(98C

!平均高出
!$(!#

百分点#表
5

$%大方高羊

茅在试验区域能安全越夏!表现出极为优良的耐热

性!而对照品种越夏率低于
"#C

%

表
!

!

高羊茅生育期观测结果

品种
生育期#年

G

月
G

日$

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孕穗期 抽穗期 开花期 成熟期

生育天数

#

M

$

大方
!##9G#DG#4 !##9G#DG7$ !##9G7!G!$ !##"G#5G!" !##"G#$G7! !##"G#$G!D !##"G#8G#8 !##"G#4G#5 !4#

<=>? !##9G#DG#4 !##9G#DG75 !##9G7!G!" !##"G#$G#! !##"G#$G7D !##"G#8G7! !##"G#8G74 !##"G#4G74 !95

表
"

!

高羊茅抗性观察结果

品种
抗旱

强 较强 中等 较弱 弱

抗病

高抗 中抗 低感 中感 高感

抗虫

高抗 中抗 低感 中感 高感

大方
$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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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

!

"&&'

和
"&&(

年独山参试高羊茅越夏率测定

品种 年度 枯死率#

C

$ 越夏率#

C

$

大方

!##" $(!# D8("#

!##D 5(D# D4(7#

平均
$(#8 D8(D8

<=>?

!##" 57(!# 4"("#

!##D !8(5# 9$(9#

平均
!D(!8 97(98

"($

产量测定
!

大方高羊茅产草量较高!在株高

5#

!

$#:;

时刈割测产!每年可刈割
8

次%大方高

羊茅每年的鲜草产量和干物质产量比对照高#表

$

$!其中第
!

年的鲜草产量和干物质产量分别达

"9"!8

和
78 54# @

A

"

B;

!

!比 对 照
<=>?

增 加

!#(75C

和
!4("DC

!第
5

年鲜草产量和干物质产量

分别达
"7""!

和
7$747@

A

"

B;

!

!比对照
<=>?

增产

79(74C

和
5#(57C

!大方高羊茅
5

年平均鲜草产量

极显著高于对照
<=>?

的%

"(%

茎叶比测定
!

茎叶比是衡量牧草利用价值高

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为了评定大方高羊茅的饲用价

值!在进行产草量测定的同时!还在不同时期进行了

茎叶比测定#表
8

$%结果表明!大方高羊茅在开花

前刈割!其叶片含量高!平均可达
94(D9C

!茎叶比

为
7\5($

!对照分别为
94(55C

和
7\5(!

%开花期

随着生长期的变化!叶片含量开始下降%因此!在利

用时应使之处于营养生长状态!尽量控制生殖生长!

以保证良好的适口性和较高营养价值%

表
$

!

高羊茅产量测定
@

A

"

B;

!

品种 年份
第

7

次

鲜质量 干质量

第
!

次

鲜质量 干质量

第
5

次

鲜质量 干质量

第
$

次

鲜质量 干质量

第
8

次

鲜质量 干质量

总计

鲜质量 干质量

大方

<=>?

!##"

9#"# 7!## !#$5# 5#$8 7D"5# 5D78 7$588 7D"# D$"# 7878 97798,= 77488

9#48 7!5# 78D5# !95# 785## 5$#8 "79# 785# D$7# 7$!8 88"98P] 7#5!#

大方

<=>?

!##D

7!### 7"98 !77!# $#"# !#!"# 54$8 7988# !""# 74"98 !""# "9"!8,= 7854#

779## 78D# 7"948 57D8 744!# 5!9# 7!!88 !8!# 7599# 785# 9577#P] 7!7#8

大方

<=>?

!#7#

77$## 74"# !#8#8 5958 7D878 59"# 789"# !$5# 7$"4! !854 "7""!,= 7$747

7#"78 7$$# 79$78 57"# 787"# 7"## 754#8 5#78 7!"94 7$5! 4D"D7P] 7#"49

大方

<=>?

平均
7#74# 78"8 !#4"8 54!# 7D"98 59"# 78"D8 !$5# 7595D !57# "#!D$,= 759!8

D"4# 7$!# 7959# 5#58 789## !"!8 775$5 !588 7!#7D 7$4!(5 44!D!P] 77#D9

!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品种#系$间的产草量在
#(#8

水平上差异显著#

/

%

#0#8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品种#系$间的产草

量在
#0#7

水平上差异显著#

/

%

#(#7

$%

表
%

!

茎叶比测定表

品种
测定时间

#年
G

月
G

日$

茎质量

#

A

$

叶质量

#

A

$

茎叶比
含叶量

#

C

$

!##DG#5G!$ DD 54$ 7\5(9 9"(4

大方
!##DG#$G78 7#4 58$ 7\5(5 99(#

!##DG#8G7! 7!$ 59" 7\5(7 98(5

!##DG#5G!$ 7#! 5$" 7\5($ 99(5

<=>? !##DG#$G78 77# 58D 7\5(5 94(8

!##DG#8G7! 7!7 544 7\5(# 98(!

"()

种子产量测定
!

大方高羊茅年平均种子产量

为
"84(8@

A

"

B;

!

!比对照
<=>?

平均高
D$(!C

%大

方高羊茅产量极显著高于对照!其增产幅度为

D!(#C

!

D4(DC

#图
7

$%由此可见!大方高羊茅的

种子生产潜力大!有待于生产和推广应用%

图
!

!

不同年份种子产量比较

!

注,

""

表示大方高羊茅与对照
<=>?

相比当年产量差异

极显著#

/

%

#(#7

$%

#

!

讨论与结论

吴佳海等'

$

(和罗天琼等'

8

(开展高羊茅选育研究!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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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的黔草
7

号主要用于草坪绿化及生态治理!种子

产量较高!为
7###@

A

"

B;

!

%黔草
!

号主要推广应用

于栽培草地建设及改良草地!年产干草
!78$#(4

@

A

"

B;

!

!比对照
<=>?

#

75878(4@

A

"

B;

!

$高
8D(7"C

!

但种子产量优势不明显%何丕阳等'

75

(

%研究结果表

明!长江
7

号高羊茅的干物质产量
78#!8(9@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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