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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苜蓿新品种的推广和氮肥的合理施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氮肥施用量( 4 水平) 为主处理 , 品种( 8 个) 为副处理 ,
采用3 次重复的裂区设计进行田间试验。[ 结果] 苜蓿鲜草产量在不同施肥量间差异显著 , 在不同品种间差异极显著。小区平均产量在
阿尔岗金与王冠苜蓿、金皇后、FD2 、顶点、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 , 劳博苜蓿、王冠苜蓿与金皇后、FD2 、顶点、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 ,FD2 、顶
点与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 劳博苜蓿与王冠苜蓿间存在显著差异 , 阿尔岗金与劳博苜蓿、FD2 与顶点、苜蓿王L 与北

极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氮肥施用量以100 g/ 4m2 为最好。在该试验条件下 , 与无N 区相比 , 每千克N 素增产苜蓿2 .67 ～22 .67 kg。
[ 结论] 氮肥施用量100 g/ 4m2 与劳博苜蓿的组合为最优组合。
关键词 苜蓿 ; 品种 ; 氮肥
中图分类号  S542 +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09 - 03596 - 01

Effects of N Application Amount onthe Yield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Alfalfa Varieties
LI Gui- qinet al  ( C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 Cangzhou, Hebei 061001)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supply theoretical foundation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alfalfa variety an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Nfertil-
izer . [ Method] With Napplication amount (4 levels) as main treatment , variety (8 varieties) as side treat ment , the split-spot design with 3 repeats was
used to conduct field experi ment . [ Result] The freshgrass yield of alfalfa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amounts and extremely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varieties . The average plot yield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lgonguin and Crownalfalfa , Gol denem-
press , FD2 , Dingdian , Alfal king L, Polaris , between Laobo alfalfa , Crown alfalfa and Golden empress , FD2 , Dingdian , Alfalking L , Polaris , between
FD2 , Dingdian and Alfal king L, Polaris ,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aobo alfalfa and Crownalfalfa a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lgo-

nguin and Laobo alfalfa , between FD2 and Dingdian , between Alfalking L and Polaris . The Napplication at 100 g/ 4m2 was best . Under this experi mental
condition , compared withthe plot without N, 1 kilogramNincreased the yiel d of alfalfa by 2 .67 ～22 .67 kg . [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Napplica-
tion at 100 g/ 4m2 with Laobo alfalfa was the best 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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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蓿是优质的牧草, 粗蛋白含量高 , 营养成分较完全, 适

口性好 , 适宜在盐碱地种植。沧州地处黑龙港流域, 盐碱地

多, 种植粮食作物的效益不高, 近年来, 大力发展苜蓿的种

植, 对当地的土壤改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目前种植的苜

蓿品种( 多为紫花苜蓿) 比较单一, 品种退化, 产草量不能满

足畜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 有必要引进苜蓿新品种 ,

并大面积推广以提高牧草的品质 , 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加速养殖业的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条件  试验于2005 年在河北省南皮县李皋家村

进行。田间地势平坦 , 质地中等, 肥力均匀, 前茬玉米。土壤

类型为壤土, 试验前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19 .09 g/ kg , 全氮

1 .0 g/ kg , 全磷0 .7 g/ kg , 全钾19 .8 g/ kg , 碱解氮110 mg/ kg , 速

效磷12 mg/ kg , 速效钾78 mg/ kg ,pH 8 .5 。

1 .2  供试材料及试验方法 氮肥施用量为主处理( A) , 分别

设A0 、A1 、A2 、A3 4 个水平, 每小区分别施0、70、100、130 g 氮

肥; 品种为副处理( B) , 分别为 B1 、B2 、B3 、B4、B5 、B6 、B7 、B8 8 个

水平, 依次为阿尔岗金、劳博苜蓿、王冠苜蓿、金皇后、FD2 、顶

点、苜蓿王L、北极星8 个品种。

裂区设计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2 m×2 m。氮肥均作底肥

施用, 分两层施肥, 深施层占70 % , 浅施层占30 % 。播种前整

地, 分两层施底肥( 每小区施过磷酸钙230 g 、硫酸钾80 g) , 深

施层占70 % , 浅施层占30 % 。播种采用条播法, 行距25 c m,

播种深度2 c m, 播种1 .5 g/ m2 , 即每小区6 g 。播种后镇压, 冬

季前浇冻水。在生长过程中, 进行常规的除杂草等田间管

理, 及时进行收割调查。收割调查日期分别为2005 年6 月5

日、7 月16 日、8 月30 日、10 月19 日。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各品种苜蓿鲜草产量比较  方差分析表明, 氮肥施用

量( A) 间差异显著, 苜蓿品种( B) 间差异极显著。区组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 但 A×B 互作不显著。说明该试验的区组在控

制土壤肥力上有显著效果, 从而显著地减少了误差。

表1 8 个品种苜蓿产量比较

Table 1comparison of the yield of 8 varieties

品种代号

Variety code

品种名称

Variety name

小区均产量∥kg

Yield per plot

差异显著性Significant difference

5 % 1 %
B2 劳博苜蓿 17 .53 a A
B1 阿尔岗金 17 .25 a AB
B3 王冠苜蓿 16 .67 b B
B4 金皇后 15 .14 c C
B5 FD2 14 .47 d D

B6 顶点 13 .98 d D

B8 苜蓿王L 12 .88 e E

B7 北极星 12 .77 e E

 注 : 小区面积为4 m2 , 下表同。

  由表1 可知 : 阿尔岗金与王冠苜蓿、金皇后、FD2 、顶点、

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 劳博苜蓿、王冠苜蓿与金皇后、FD2 、顶

点、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FD2 、顶点与苜蓿王L、北极星之间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劳博苜蓿与王冠苜蓿间存在显著差异 ,

阿尔岗金与劳博苜蓿、FD2 与顶点、苜蓿王L 与北极星之间差

异不显著。

2 .2 施 N 量对苜蓿产量的影响  由表2 可知, 施肥量各水

平中以 A2 最好, 它与 A1、A0 间差异极显著, 其次是 A3 与 A0

差异极显著,A3 与 A1 、A2 与A3 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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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Simpson- WIiener 物种多样性指数

Fig .3Shannon- Wiener species diversityindex

图4 Pielou 均匀度指数

Fig .4 Pielouevenness index

位的物种数相对较多,有利于多样性植物景观的形成。

3  结论

( 1) 群落样地共有维管束植物293 种 , 隶属于93 科220

属。地带性乡土植物211 种 , 占总种数的72 .01 % , 其中地带

性乡土草本植物112 种 , 占所调查样地地带性乡土植物总数

的53 .08 % , 草本和藤本类植物中乡土植物占绝大多数。

(2) 植物物种组成的科属统计上, 样地维管植物的种在

少种科和单种科相对集中 , 同时在禾本科、菊科、蔷薇科、豆

科等4 个世界性大科占有相对较大比例 ; 从属的统计分析

看, 调查样地维管植物的种集中在少种属和单种属, 其中单

种属占有绝对优势。

(3) 芜湖市公园绿地植物群落具有较强的地带性特征 ,

地带性植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类型显著, 同时过渡性植被

类型落叶阔叶林在公园绿地群落营造中起了一定作用。

(4) 根据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 , 不同公园间物种多样性

分布没有规律性: 赭山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和乔木层Si mpson

指数、Shannon- Wiener 指数、均匀度指数最高, 而其草本层的

Si mpson 指数最低; 汀棠公园草本层、灌木层丰富度最低 , 草

本层的Si mpson 指数却最高; 镜湖公园乔、灌、草各层所研究

指数均较低, 其次是九莲塘公园 ; 神山、褐山灌木层所研究指

数均较高。绿地群落不同层片上物种丰富度大致呈现草本

层> 灌木层> 乔木层 , 含有自然山体的3 所森林公园物种丰

富度明显大于人工型公园; 多样性指数总体上灌木层相对较

高; 均匀度指数大体表现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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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肥量水平×品种的互作经F 测验差异不显著, 说明施

肥量水平与品种间的作用是彼此独立的, 不需要再进行互作

间多重比较。

表2 不同施氮量对苜蓿产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consumptionon yield of alfalfa

施肥量代号
Fertilizer

consumptioncode

小区均产∥kg
Yield per plot

差异显著性Significant difference

5 % 1 %

A2 15 .67 a A

A3 15 .14 ab AB

A1 14 .85 b B

A0 14 .68 b B

2 .4 最优施N 量的效益分析  表2 表明,A2 水平的施 N 量

效果最好 , 将各品种苜蓿在 A0( 不施肥) 与 A2( 每小区施 N 量

100 g) 的平均实收鲜重及单位N 素增产苜蓿的效益比较表明

( 表3) , 氮肥施用的效益较好, 与无 N 区相比,1 kg N 素增产

苜蓿2 .67 ～22 .67kg 。

表3 最优施N 量( A2) 的效益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benefit of optimumfertilizer consumption( A2)

项目
A0 产量( CK)

kg

A2 产量

kg

A2 较A0

增产∥kg

N素效益

kg/ kg( N)
B1 16 .77 17 .67 0 .90 9 .00
B2 16 .40 18 .67 2 .27 22 .67
B3 16 .20 17 .43 1 .23 12 .33
B4 15 .13 15 .43 0 .30 3 .00
B5 14 .37 14 .63 0 .27 2 .67
B6 13 .83 14 .27 0 .43 4 .33
B7 12 .17 1383 1 .67 16 .67
B8 12 .57 13 .43 0 .87 8 .67

 注 : 表中数据为小区产量及效益。

3  小结与讨论

该试验中不同氮肥施用水平以 A2 显著优于 A0 、A1 , 品种

间以B2 极显著优于B3 、B4、B5 、B6 、B7 、B8。由于 A ×B 互作不

存在, 故最佳A 处理与B 处理组合将为最优组合, 即A2B2 为

最优组合。结论是每小区氮肥施用100 g( 即250 kg/ hm2) 与

劳博苜蓿为最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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