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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能较差"可作为早熟型牧草资源选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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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已成高原社会+经济+生

态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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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引进的草种往往很

难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气候环境"所以选择乡土野

生牧草种质资源"驯化选育新品种成为青藏高原退

化草地恢复的基础保障*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从

当地乡土野生牧草种质资源中驯化选育出了青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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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良牧草新品种"虽有力的支撑了青

藏高原畜牧业的发展和退化草地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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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难

满足目前高原畜牧业发展和退化草地恢复的现实需

要*

披碱草属植物多为青藏高原天然草地建群种和

优势种"具有适应性广+生长速度快+抗寒+耐湿+植

株高大+叶量丰富+草质优及产量高等优点"同时具

有重要的生态+遗传及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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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牧区草地生态保护+草地改良+人工打贮草基地

建设的优良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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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草属的抗逆性+形态变异+穗部特征+栽培生产及

生理生化等方面作了较多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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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虽然为青藏高原披碱草属优质牧草选育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但缺少对牧草农艺性状和生产性能的综

合对比分析*本研究以采自青藏高原不同地区和草

地类型的披碱草属牧草种质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

农艺性状及生产性能评价"遴选出培育优良饲草型

牧草+产籽型牧草及饲草型兼产籽型牧草新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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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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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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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期有返青期+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开

花期+完熟期+枯黄期"并统计试验材料生育天数#返

青期到种子完熟期之间的天数%及生长天数#返青期

到枯黄期之间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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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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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段"调查每一样段

内植株数*翌年返青期调查原样段内返青的植株

数*越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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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后返青的株数!越冬前的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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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性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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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育时期测定相关指标

的具体测量方法和测量时期参照.老芒麦种质资源

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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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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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成各自所占百分比$花期在小区株行内随机选

取
3

个
!B

样段"测量鲜质量并将鲜草样经自然风

干后测其干质量"折算成每公顷草产量$成熟期测各

小区#

!%B

&

%种子产量并折算成每公顷种子产量*

由于小区种植
!"

行"每行
%B

"其面积为
3Bd%

B

"即
%"B

样段产量相当于
!%B

& 产量"所以草产

量和种子产量可折算成公顷产量*

C7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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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V "'=&% "%="% ">=!" ">=&' "C="! "C=!% "#=&" !"="3 !!C !>! 8!

第
3

年
+A:VD

H

NRV "'=&! "%="3 "%=&3 ">=&& "C="& "C=!C "#=&3 !"="# !&' !C" 8#

第
'

年
h5OVUA

H

NRV "'=!" "'=!> ">=# ">=&3 "C="3 "C=!# "#=!' !"="% !&> !C# 8C

>

第
&

年
/NS5<D

H

NRV "'=&% "%="> "%=&> ">=&! "C="% "C=!# "#=&! !"="% !!# !>3 8&

第
3

年
+A:VD

H

NRV "'=&& "%="& ">="& ">=!% ">=&& "C="! "#=&& !"="8 !&& !C" 8>

第
'

年
h5OVUA

H

NRV "'=!" "'=!> ">="% ">=&" "C="! "C=!# "#=!' !"="% !&> !C# 8>

注&返青期
+(

"

UOV<;

@

VNN<

L

NV:5D

$分蘖期
+/

"

+:66NV:<

@

;UR

@

N

$拔节期
g/

"

g5:<U:<

@

;UR

@

N

$孕穗期
\/

"

\55U;UR

@

N

$抽穗期
I/

"

INRD:<

@

;UR

@

N

$开花

期
h/

"

h65YNV:<

@

;UR

@

N

$成熟期
)/

"

):

L

N;UR

@

N

$枯黄期
M/

"

Y:UANV:<

@

;UR

@

N

$生育天数
Q(

"

QVNN<

L

NV:5D

$生长天数
Q,

"

QV5YUAS

H

S6N

*

"!!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3!

卷
"!

期%

为放牧型牧草进行选育$

%

号+

>

号材料
3

年平均生

育天数#

!&"D

左右%最短"可作为早熟型品种进行

选育$其余材料生育天数较长#

!&%D

以上%"可作为

中熟型品种选育材料*

D7D

!

农艺性状

D7D7C

!

茎部和叶部农艺性状
!

&

号材料花期株高

最高#表
3

%"与
'

号+

>

号材料的花期株高差异不显

著#

0

$

"'"%

%"但它们显著高于
!

号+

3

号+

%

号材料

#

0

%

"7"%

%*

>

号材料生殖枝最长"与
&

号材料差异

不显著"但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材料正二叶长

最长"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

&

号+

>

号材料正二

叶宽差异不显著"但明显宽于
3

号+

'

号+

%

号材料*

&

号材料茎粗与
>

号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其他材

料*

&

号材料叶鞘最长"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材

料旗叶长与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长于
&

号+

3

号+

%

号+

>

号材料*

3

号材料旗叶最窄"显著小于除
%

号材料外的其他材料*

>

号材料旗叶至穗基部最长"

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材料叶层高度最高"显著高

于其他材料*

'

号材料有效分蘖数最多"与
&

号和
3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表
E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茎部和叶部农艺性状

;'<(4E

!

>

/

0,-,1+2'(23'0'2*405,.5*41'-6(4'.,.5+8!"

#

$%&

编号

257

花期株高

(6R<U

AN:

@

AU

!

SB

生殖枝长

)N

L

V5DOSU:ZN

U:66NV

!

SB

正二叶长

.N<

@

UA5T;NS5<D

6NRTTV5BU5

L

!

SB

正二叶宽

M:DUA5T;NS5<D

6NRTTV5BU5

L

!

SB

茎粗

,O6B

D:RBRNUNV

!

BB

叶鞘长

.N<

@

UA5T

6NRT;ANRUA

!

SB

! >>7'&i37"8P C&73"i>7&CS !'7#"i&7C!R "7#>i"7!>R &7'>i"7'"P !'7%>i&7!"P

& C#7&#i>7"#R #&78!iC7"%RP !"7>3i&7>#S "7#3i"7!!RP 37"&i"7&%R &%7"3i&7%3R

3 >!7'"i%7&CP C37%&iC7!3S 87CCi!7#>SD "7C&i"7!"S &73&i"73CP !!78"i!733S

' C>7&"i378>R #"7>3i%7%>P !&7##i!73"P "7C'i"7"8PS &7'!i"7&3P !37C3i!7%%P

% >'7#"i%7>CP >87>8iC7#3S #7!&i!7&3D "7%8i"7"CD !7##i"7&8S !"73Ci!7"3S

> C'7>"i>7>8R #C7#!i%7%!R #7%Ci!783D "7C#i"7!&RPS &7#>i"73'R !%7!'i!7C8P

编号

257

旗叶长

.N<

@

UA5T

T6R

@

6NRT

!

BB

旗叶宽

M:DUA5T

T6R

@

6NRT

!

BB

旗叶至穗基部长

[:;UR<SNPNUYNN<T6R

@

6NRTR<DNRVPR;N

!

SB

叶层高度

IN:

@

AU5TT56:R

@

NRU

T65YNV:<

@

;UR

@

N

!

SB

有效分蘖

+:66NV<OBPNV

!

个'

B

$&

! >7#'i&7!8R %7%3i!7C"R !>7>!i'7&#S &#7""i&7%#D C%3733i!!87&>S

& %7"8i!7%'P %7"#i&7!&RP !%7!8i37!#S '37&"i&7>&P 8%!7>Ci#"7'%RP

3 '7#>i!7#&P 373#i!73'S !>7!'i%7!&S 3#7""i&78#S 8C>7>Ci!337>%RP

' #7"Ci!7>>R %7'!i!7""R !'7"#i378#S %!7#"i&7''R !">"7""i!!!7%%R

% '7#'i!7">P 37#"i"7C3PS &"78Ci37%8P 3C7#"i!7#!S #>#733i#%7'CPS

> %7&3i!7#>P %7!8i!73#R &C7'3i37>%R '"7&"i&7C#S #%!7>Ci!''7#CPS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0

%

"7"%

%*下同*

25UN

&

[:TTNVN<U65YNVSR;N6NUUNV;Y:UA:<UAN;RBNS56OB<:<D:SRUN;:

@

<:T:SR<UD:TTNVN<SNRU"7"%6NZN67+AN;RBNPN65Y7

D7D7D

!

穗部农艺性状
!

'

号材料穗长最长#表
'

%"

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0

%

"7"%

%*

&

号材料穗最宽"显

著大于其他材料"其他材料之间差异不显著*

'

号

材料穗轴节数最多"显著多于其他材料"其他材料间

差异不显著*

3

号材料穗轴节间长最长"显著大于
'

号+

>

号材料"但与其他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

穗轴小穗总数最多"显著大于其他材料"但其他材料

间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小穗长最长"与
!

号材料

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

3

号+

'

号+

%

号和
>

号材料间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小穗宽

最宽"显著大于
!

号和
%

号材料"但与
3

号+

'

号和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第
!

颖长最长"显著

大于
%

号材料"但与其他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

料第
!

颖宽最宽"显著大于其他材料"其他材料间差

异不显著*

'

号材料第
!

颖芒长最长"但各材料间

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外稃长最长"显著大于
3

号+

%

号和
>

号材料"但与
&

号和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外稃宽最宽"显著大于
&

号材料"但与其他

!!!



()*+*,-.+-)*./,012,1

#

45673!

"

257"!

%

"!

!

&"!'

表
F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穗部农艺性状比较

;'<(4F

!

I0,-,1+2'(23'0'2*405,.5

7

+J4,.5+8!"

#

$%&

/

401

7

('51

编号

257

穗长

1RV

6N<

@

UA

!

SB

穗宽

1RV

Y:DUA

!

SB

穗轴节数

25DN<OBPNV

5TVRSA:;

!节

穗轴节间长

0<UNV<5DN6N<

@

UA

5TVRSA:;

!

BB

穗轴小穗总数

/

L

:?N6NV<OBPNV

5TVRSA:;

!枚

小穗长

/

L

:?N6NU

6N<

@

UA

!

BB

小穗宽

/

L

:?N6NU

Y:DUA

!

BB

! !%7%#i!7>CPS !"7!'i!7%3P &%7&"i'73&P &&73'i'7>"RP '!7&"i%7!CP &78!i"7&#RP &78!i"7'&P

& !>7C>i"7>%P !'7%&i&7!>R &&7>"i!78%P &"7"&i3738RP '87""i>7#&P 37!>i"7'8R '73>i!7"%R

3 !'7!8i!7!#S !"7%'i&7"3P &'7&"i&7!CP &'7'#i373CR 'C7&"i'7!%P &7>3i"7'CP 373>i"7#>RP

' &!7>8i!7C8R 87!Ci!7%3P 3'7#"i!78&R !&7#>i&7#CS %87>"i>7&3R &7>'i"7&3P 37#Ci"7>8RP

% !!7#>i"7>'D !"7C%i!78'P &37""i&73%P &"78>i!7%3RP '"7#"iC7>"P &7>>i"73&P 37!!i"7&8P

> !>7"#i!738P 87C3i!7C%P &&7>"i'7""P !#783i37!"P '>7""i>7!>P &7'#i"7!"P 37#8i!7""RP

编号

257

第
!

颖长

.N<

@

UA5TT:V;U

@

6OBN

!

BB

第
!

颖宽

M:DUA5TT:V;U

@

6OBN

!

BB

第
!

颖芒长

*Y<6N<

@

UA5T

T:V;U

@

6OBN

!

BB

外稃长

.N<

@

UA5T

6NBBR

!

BB

外稃宽

M:DUA5T

6NBBR

!

BB

外稃芒长

*Y<6N<

@

UA5T

6NBBR

!

BB

! &78"i"7>#RP !7""i"7!%P &7&>i"7%%R !!7>#i!7">R !78!i"7&&RP !87!>i&7%3R

& 37!&i"7>3RP "78Ci"7"%P &7!'i"7''R !"7%#i"78"RP !7#&i"7!#P !378>i!7C&PS

3 37&8i"7#%RP "78Ci"7!%P !78!i"7>CR 87>'i"7CCP !7#8i"7!#RP !&73%i!7%CSD

' 37C!i"7>!R !7%>i"7!8R &73'i"73>R !!7"3i"78#R !783i"7&&RP !"7'!i!7!!D

% &7%%i"73>P "7C8i"7!>P &7">i"7"#R 87>3i"7C#P !78&i"7&'RP !'7'!i&7"3PS

> 37&%i"7'#RP "7#Ci"7!'P !78#i"73"R 87>>i!7">P &7!'i"7!3R !%78'i&7'8P

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外稃芒长最长"显著大

于其他材料$

&

号+

%

号和
>

号材料外稃芒长较长"三

者间差异不显著$

3

号和
'

号材料外稃芒长较短"两

者间差异不显著*

D7D7E

!

根部和种子农艺性状
!

'

号材料种子长最

长#表
%

%"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0

%

"7"%

%$

>

号材料

种子长度最小"显著小于其他材料$

!

号+

&

号+

3

号

和
%

号材料种子长较长"它们之间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种子宽最宽"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3

号材料种

子宽度最小"与
!

号+

'

号和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千粒重最大"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材料

根系深度最深"但各材料根系深度差异不显著*

%

号材料平均根长最长"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材

料根系密度最密"显著大于
3

号+

'

号和
>

号材料"

但与
!

号和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

D7E

!

干草产量
同一材料不同年限干草产量变化#表

>

%"

!

号+

3

号+

'

号+

%

号和
>

号材料第
&

年产量最高"显著大于

其后两年#

0

%

"7"%

%*

&

号材料
3

年产量间差异不

显 著"但
3

年平均产量最高"

3

年平均产量变异幅度

表
H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种子和根部农艺性状比较

;'<(4H

!

>

/

0,-,1+2'(23'0'2*405,.5446'-60,,*,.5+8!"

#

$%&

/

401

7

('51

编号

257

种子长

.N<

@

UA5T

;NND

!

BB

种子宽

M:DUA5T

;NND

!

BB

千粒重

!"""=;NND

YN:

@

AU

!

@

根系深度

)55U

DN

L

UA

!

SB

平均根长

*ZNVR

@

N

V55U6N<

@

UA

!

SB

根系密度

)55UDN<;:U

H

!

个'

B

$&

! #7&'i"7C#P !73Ci"7"#S &7%'i"7"3D &373i&7!R >7#i"7#P &%"%%7>i333'7CRP

& C7'8i"7#%P !7%#i"7&>P &7C"i"7"'S &%73i!7%R >7&i"73PS &8"%%7>i%"8!7#RP

3 C78!i"7%>P !7&Ci"7"'S 37">i"7"3P &!7"i37>R %7%i"7%S &!#3373i%"""7"PS

' 87%%i"7'#R !738i"7!"S &7C"i"7"CS &373i&7%R %7#i"73PS &&33373i'!">7&PS

% #7&>i"7>3P !7'>i"7!'PS '73!i"7"3R &C73i!7&R C7#i"73R 3&###78i%"""78R

> %7%8i"7&8S !7##i"7!"R 37"#i"7"!P &>7"i37>R >7#i"7#P !%"%%7>i!>>87'S

&!!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3!

卷
"!

期%

表
$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干草产量比较

;'<(4$

!

B,1

7

'0+-

/

,.3'

@@

+4(6<4*A44-5+8!"

#

$%& ?

@

'

AB

$&

编号
257

第
&

年
+AN&<D

H

NRV

第
3

年
+AN3VD

H

NRV

第
'

年
+AN'UA

H

NRV

平均
*ZNVR

@

N

! >#&%7>i>%&7%P* '8C>7'i8%'7%P\ '8&&7%i>&"7%P\ %%C'7#i!"#37%S

& 8''"7#i>!!7&R* #'3!7'i#"'7"R* #&C&7%iC8!7'R* #C!'78i>337>R

3 C"8"7&iC&!7#P* %3!C7Ci%>#7!P\ '83'7Ci>8C7&P\ %C#"78i!!%"7"PS

' #"&"7!i#'C7'P* %!>'7#i%8873P\ %C"C73iC'%7!P\ >&8C7'i!%!>7'P

% %33878iC&373S* &>&>78iC''7#S\ 3'"%7"i''87#S\ 3C8"7>i!38C7"D

> %>%#7'i#3&7!PS* 3'&C73i3%#73S\ 3&#>7>i#C>7!S\ '!&'7!i!33"7>D

平均
*ZNVR

@

N C">&7%i!%&!7!* '88"7#i&"""7'\ %"##7!i!#&%7"\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材料不同年份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不同材料间差异显著#

0

%

"7"%

%*下同*

25UN

&

[:TTNVN<USR

L

U:SR66NUUNV;:<D:SRUN;:

@

<:T:SR<UD:TTNVN<SNRB5<

@

D:TTNVN<U

H

NRV;:<UAN;RBNBRUNV:R6;RU"7"%6NZN6

$

D:TTNVN<U65YNVSR;N6NUUNV;

:<D:SRUN;:

@

:<:T:SR<UD:TTNVN<SNRB5<

@

D:TTNVN<UBRUNV:R6;:<UAN;RBN

H

NRV;RU"7"%6NZN67+AN;RBNPN65Y7

最小"稳产性较强"可作为长期饲草型牧草选育材

料*所有材料第
3

年的产量与第
'

年的产量差异不

显著*

!

号和
%

号材料第
'

年产量变异幅度最小$

&

号材料第
&

年产量变异幅度最小$

3

号+

'

号和
>

号

材料第
3

年产量变异幅度最小*

3

年干草平均产量

高低为
&

号
$

'

号
$

3

号
$

!

号
$

>

号
$

%

号"其变

异幅度大小为
'

号
$

%

号
$

>

号
$

3

号
$

!

号
$

&

号*

!!

同一年限不同材料干草产量变化"第
&

年+第

3

年和第
'

年"

&

号材料产量最高"显著大于其他

材料$

%

号材料产量最低"明显小于其他材料*第

'

年"

&

号材料产量最高"显著大于其他材料$

>

号

材料产量最低"显著小于除
%

号外的其他材料*

第
&

年试验材料平均干草产量最高"变异幅度最

小*第
3

年试验材料平均干草产量最低"变异幅

度最大*

D7F

!

种子产量
同一材料不同年限种子产量变化#表

C

%"除
&

号材料外各试验材料第
&

年产量较之后两年高"显

著大于之后两年产量#

0

%

"7"%

%*

!

号+

&

号和
3

号

材料第
3

年产量显著大于第
'

年产量*

'

号与
%

号

材料第
3

年产量与第
'

年产量差异不显著*

>

号材

料第
'

年产量显著大于第
3

年产量*各试验材料
3

年平均产量差异显著*

3

号材料
3

年中种子平均产

量高"变异幅度较小"表现出较强的稳产性"可作为

中长期产籽型牧草选育材料*

3

年种子平均产量高

低为
3

号
$

!

号
$

%

号
$

'

号
$

&

号
$

>

号*

3

年干

草平均产量变异幅度大小为
!

号
$

3

号
$

>

号
$

%

号
$

'

号
$

&

号*

同一年限不同材料种子产量变化#表
C

%"第
&

年"

!

号材料产量最高"显著大于其他材料$第
3

年"

3

号产量最高"显著大于其他材料$第
'

年"

'

号材料

产量最高"显著大于
!

号+

3

号和
>

号材料"但与
&

号+

%

号材料差异不显著*第
&

年试验材料种子平

均产量最高"显著大于其后两年"但变异幅度最大"

使得不同资源之间的差异表现的更加明显*

表
K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种子产量比较

;'<(4K

!

B,1

7

'0+-

/

,.5446

@

+4(6<4*A44-5+8!"

#

$%& ?

@

'

AB

$&

编号
257

第
&

年
+AN&<D

H

NRV

第
3

年
+AN3VD

H

NRV

第
'

年
+AN'UA

H

NRV

平均
*ZNVR

@

N

! &&C#7'i!3&7!R* #>C7&i>>78S\ >%&7!i'#7%S, !&>%78i##37'P

& #!C73iC%7'N\ !3'#7"i%%7&P* #8373iCC7!RP\ !"!87%i&#C7"D

3 !#C!7&i!3"7"P* !>!%7Ci3!7&R\ #"C7!i3#7!P, !'3!73i%%%7%R

' !%8878i>C73S* 8"&7!i#37'S\ !"!"7#i!!&7"R\ !!C"78i3C%7%S

% !C%373i#>7&PS* 83&7"i387CS\ 8>%7&iC37#R\ !&!>7#i'>'78PS

> !'#!7"i#C7'SD* %3!78i>#7>D, >C'7&i3'7#S\ #8%7Ci%!!78N

平均
*ZNVR

@

N !>337%i'#%7&* !"3&7#i3#%78\ #337#i!'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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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

份披碱草属试验材料茎叶穗百分比

L+

/

MC

!

N*41OP4'.ON

7

+J40'*+,,.5+8!"

#

$%&

D7H

!

茎叶比

茎叶的比值可反映牧草饲用价值,

!%

-

*试验材

料茎秆所占比例在
%3e

#

C3e

#图
!

%$材料
!

号+

3

号+

%

号的叶与穗所占比例在
''e

以上"表明牧草的

叶量丰富"适口性较好"品质较好"营养价值较高$材

料
&

号+

'

号的叶与穗所占比例在
3&e

以下"表明牧

草的适口性较差+品质较差"营养较低*

E

!+,$',

形态特征是植物外部特征的综合"是植物适应

环境变异最直接的表现"是影响其生存的主要因素

之一,

!>

-

$花序的长短与粗细+小穗轴+内稃等适合于

种级或种级之下类群的鉴定和分类,

!C

-

$杨瑞武等,

!#

-

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决定表型变异方面的作用是

不可忽视的"但居群间变异的量值也取决于种的地

理和生态分布区$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及生境变化"在

不同的选择压力下形成不同的基因库"而且使种间+

种内不同居群在形态上也存在不同的变异,

!8

-

*由

此可知"植物内在的基因及外在的生长环境都对植

物的生育期+农艺学性状+产量性状产生影响*为

此"借助植物生长所表现的这些形态学性状并结合

生产生活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引种驯化"可为当地

选育出更多优良牧草新品种*

本研究对
>

份披碱草属材料生育期观测表明"

试验地水热条件满足
>

份试验材料生长并能安全越

冬"随着生长年限增加越冬率随之提高*

3

号材料
3

年平均生长天数#

!C&D

%最长"生育天数#

!&#D

%长"

越冬率达
8Ce

"田间观测其刈割后再生性较好"可

作为放牧型牧草材料选育材料$

%

号和
>

号材料
3

年平均生育天数#

!&"D

左右%最短"可作为早熟型

牧草资源选育材料*李淑娟等,

!%

-对生长在高寒地

区的披碱草植物物候期的观测得出的规律与本研究

相近*

刘军芳等,

!&

-对
'

份披碱草属牧草在同德地区

生产性能的评价以及梁国玲等,

3

-对高寒地区野生垂

穗披碱草农艺性状及生产性能的评价中均筛选出优

良牧草种质资源*本试验对
>

份披碱草属牧草农艺

性状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

!

号材料正二片长+正二

叶宽+旗叶长+外稃长+外稃芒长等农艺性状指标均

明显优于其他材料"表现出较好的潜在生产性能"应

作为饲草型牧草资源进行选育材料*

'

号材料旗叶

长+叶层高度+有效分蘖数+穗长+穗轴节数+穗轴小

穗总数+第
!

颖宽+种子长等农艺性状指标均明显优

于其他材料"表现出了较好的潜在生产性能"应作为

饲草型+生态治理型和草地改良型牧草选育*产量

性状结果表明"

!

号材料种子产量较高"稳产性最

差"可作为短期产籽型牧草选育材料*

&

号材料
3

年平均草产量最高"变异幅度最小"稳产性最强"可

作为长期饲草型牧草选育材料*

3

号材料
3

年种子

平均草产量较高"种子产量最高"变异幅度均较小"

稳产性一般"茎叶比较低"可作为中长期饲草型兼产

籽型牧草选育材料*

'

号材料
3

年平均草产量较

高"稳产性较差"可作为短期饲草性牧草选育材料*

%

号+

>

号材料生产性能较差"变异幅度较大"稳产性

较差"在草地退化+生态治理+放牧利用等方面利用

价值较小"为了保护牧草种质资源丰富度"建议对其

'!!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3!

卷
"!

期%

进行保种*

综合 来 看"

!

号 材 料 种 子 产 量 #

!&>%78

?

@

'

AB

$&

%较高"茎叶比较低"某些叶部和穗部农

艺性状表现突出"但草产量一般"可作为产籽型兼

饲草型牧草选育材料*

&

号材料草产量#

#C!'78

?

@

'

AB

$&

%最高"稳定性最强"可作为长期饲草型

牧草选育材料*

3

号材料青绿期#

!C&D

%最长"种

子产量#

!'3!73?

@

'

AB

$&

%最高"草产量#

%C#"78

?

@

'

AB

$&

%较高"但稳产性一般"可作为中长期产

籽型兼饲草型牧草选育材料*

'

号材料某些叶部

和穗 部 农 艺 性 状 表 现 突 出"草 产 量 #

>&8C7'

?

@

'

AB

$&

%较高"但种子产量一般"表现出了较好

的潜在生产性能"可作为产籽型兼饲草型牧草选

育材料*

%

号+

>

号材料生育天数#

!&"D

%最短"可

作为早熟型牧草资源选育材料"但生产性能较差"

在草地退化+生态治理+放牧利用等方面利用价值

较小"为了保护牧草种质资源丰富度"建议对其进

行保种*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该对重点材料的营

养成分+落粒性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为新品种选育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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