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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豆科牧草拉巴豆［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Ｌ．）Ｓｗｅｅｔ］为材料，通过单株选择，培育出优质高产的豆科牧草白

花扁豆０６－１（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并 对 其 进 行 品 种 比 较 试 验 和 区 域 试 验。结 果 表 明，白 花 扁 豆

０６－１适应性广，抗寒，年平均鲜草产量高达５１０６３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提高３３．２％～４４．１％。此外，白花扁豆０６－
１生长速度快，蛋白质含量高达１７．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望成为亚热带地区的优良豆科牧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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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豆［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Ｌ．）Ｓｗｅｅｔ］别名眉

豆、扁豆，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是适宜我

国种植与利用的豆科牧草。拉巴豆在世界各地的种

植面积很广，主要作为夏季饲料作物和放牧利用，或

者与高梁、玉米混合播种作为青贮饲料；或者与果园

套种，利用 其 耐 荫 性 好 的 特 性 来 提 高 经 济 价 值［１，２］。
拉巴豆具晚熟的特性，秋季生长旺盛，正好可以补充

夏季饲料作物和冬季饲料作物交替造成的饲料断档

期［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广西开始引进国内品种进

行种植。拉巴豆品种多，而且花有白色、粉红色或紫

色之 分。为 了 选 育 出 抗 病 高 产 的 新 品 种，我 们 从

１９９９年开始，以拉巴豆豆科牧草为材料，通过单株选

择，培 育 出 优 质 高 产 的 豆 科 牧 草 白 花 扁 豆 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该 品 种 具 有

出苗迅速，从开始就长势旺盛，产草量高，植株强壮，
耐寒，抗病等特点，在我国南方缺乏高产豆科牧草的

亚热带、热带地区具有十分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小区和大田单株选择

　　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引进拉巴豆品种进行小区

试种，观察植株适应性，选择比较耐寒、耐霜冻、产草

量高开 白 色 花 的 拉 巴 豆 进 行 单 株 收 种。２００３年 至

２００５年，将２００２年 收 到 的 种 子 进 行 大 田 混 合 播 种，
在混合群体中继续选择植株，收获成熟期一致，饱满

成熟的种子 进 行 连 续 多 次 选 择，培 育 出 比 拉 巴 豆 高

产、耐寒，在牧草丰产性能、种子丰产性能等方面趋向

稳定 的 拉 巴 豆 新 品 种，并 命 名 为 白 花 扁 豆 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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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品种比较试验

　　以培育的白 花 扁 豆０６－１作 为 供 试 品 种，热 研２
号柱 花 草（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Ｒｅｙａｎ　Ｎｏ．
２）、圆叶 决 明（Ｃａｓｓ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ｒｓ．）、羽 叶 决

明（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ａｄｔａ　ｎｉｃｔｉｔａｎｓ）作 为 对 照 品 种 进 行 品

种比较试 验。对 照 品 种 均 由 广 西 畜 牧 研 究 所 提 供。
试验地设在广西畜牧研究所内，采用小区随机排列的

方法进 行 试 验。每 个 小 区 面 积 为２ｍ×５ｍ，３次 重

复，开行播种，屣薄土，行距５０ｃｍ，播种量３０～４５ｋｇ／

ｈｍ２。苗期及时 补 苗 和 清 除 杂 草。每 次 刈 割 后 中 耕

除草，并追施尿素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以利再生。每年刈割

２次。

　　试验观察测定豆科牧草品种的生长情况和适应

性，包括株高、单位产量、风干率、茎叶比以及营养成

分等。生长速度测定是每个试验小区随机抽取５株

进行定期测量株高，取其平均值。产草量测定是根据

牧草生长情 况 于 每 年７月 和１１月 测 定 鲜 草 产 量２
次，刈割高 度 为６０～１００ｃｍ，测 定 鲜 草 量，取１ｋｇ风

干，折算干草产量。茎叶比测定是将茎、叶分开，待风

干后称重，计算各占总重量的百分率。营养成分分析

是取相同物候期的鲜草进行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

肪等指标测定。

１．３　品种区域试验

　　以培育的白 花 扁 豆０６－１作 为 供 试 品 种，热 研２
号柱花草作为对照品种（由广西畜牧研究所提供），分
别在广西南宁市广西畜牧研究所牧草试验基地、广西

灵山县试验基地以及广西桂林市试验基地３个不同

海拔，不同土壤类型，不同气候特点的地区进行区域

试验。广西南宁市广西畜牧研究所试验基地位于广

西西南部，海拔１００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２１．６℃，年均降雨量１３４１ｍｍ，土壤类型为少量有

机质砖红壤。广西灵山县试验基地位于广西南部，海
拔７００ｍ，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２１．７℃，年均降雨量１６４９ｍｍ，
土壤类型主要为黄红壤，土壤湿润、疏松、肥力高。广

西桂林 市 试 验 基 地 位 于 地 处 广 西 省 最 北 端，海 拔

１５０ｍ，中亚热带 温 润 季 风 性 气 候，气 候 温 和，雨 量 充

沛，无霜期长，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气候条件十分优

越，年平均温度１９．３℃，年降雨量１３４０ｍｍ，土壤类型

为黄壤土，ｐＨ值为６．６，含水量为３．４２％，典型岩溶

地貌。

　　各个试验区均采取统一设计，试验地平整后，采

用随机排列法，每个小区面积为２ｍ×５ｍ，４次重复，
重复间隔５０ｃｍ，小区间隔５０ｃｍ，试 验 区 周 边 设 保 护

行１ｍ。播种量为６０ｋｇ／ｈｍ２，开行条播，行距５０ｃｍ。

物候期观察包括播种期、出苗期、分蘖期、成熟期等，
各时期均以５０％的 植 株 进 入 该 时 期 为 准；生 长 速 度

测定在植株每次刈割前固定调查５株株高，以测定其

生长速度；产草量测定与品种比较试验相同。所得结

果数据采用平均数±标准误表示。数据间的比较采

用计算机ＳＡＳ软件进行，各 处 理 组 之 间 的 差 异 采 用

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物学特性

　　白 花 扁 豆０６－１为 一 年 生 或 多 年 生 蔓 生 草 本 植

物。根系发达，主根和侧根着生根瘤。分枝能力强，
斜向上生长。茎长３～６ｍ，主根发达，侧根多，三出复

叶，叶卵形或偏菱形，长７．５～１５ｃｍ，宽４～５ｃｍ，青

绿色，叶面下具 短 绒 毛。叶 柄 细 长０．５～０．８ｃｍ，花

序松散，成簇状，或在花梗处拉长成总状花序。花白

色，豆荚长４～５ｃｍ，宽镰刀形状，含３～６粒种子，种

子不落粒。浅黄色或褐色，卵形，侧面压缩呈扁平状，
有种脐，种子长０．８～１．０ｃｍ，宽０．５～０．７ｃｍ。异花

受粉，染色体数为２　ｎ＝２２［１］。

　　白花扁豆０６－１喜高温潮湿气候，适于我国热带、
亚热带 地 区 生 长，适 宜 降 雨 量 为７５０～２５００ｍｍ 种

植。对土壤适应性很广，能在ｐＨ 值６～８的 各 类 土

壤上栽培，在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砂壤土生长更好。
不宜连作，抗旱性较强，但不耐涝，也不耐盐碱。耐荫

性好、抗根腐病能力强，抗豆蝇能力强。但作为留种

地，开花结荚期易受豆荚螟虫的危害。白花扁豆０６－
１在均温达１５℃ ，开始出土或返青生长，以月均温在

２５～３５℃的６～１０月 生 长 最 旺 盛，能 耐 短 时 间 的 霜

冻，但是十分寒冷的气候条件不利于开花、授粉和结

实。白花扁豆０６－１具 非 常 晚 熟 的 特 性，不 同 气 候 区

域生育期限各异，在广西生育期长达３００ｄ，３月播种，
花期长，１０月至次年２月仍处于孕蕾、开花期，次年１
月有种子陆续成熟，需成熟一批收获一批，种子产量

为３００～６００ｋｇ／ｈｍ２［１，４］。

２．２　品种比较试验

　　白花扁豆０６－１再生性能好，生长速度快，全年株

高达到２６９．８ｃｍ，比对照品种热研２号柱花草、圆叶

决明和羽叶决明分别提高２８．７％、４１．２％和５７．３％。
在相同的３年种植方法和管理水平下，白花扁豆０６－１
产草量最高，年平均鲜草产量高 达５１０６３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品 种 热 研 ２ 号 柱 花 草 年 平 均 鲜 草 产 量

３４１２７．５ｋｇ／ｈｍ２，提 高 ３３．２％；比 圆 叶 决 明 产 量

３１７９５．５ｋｇ／ｈｍ２ 提 高 ３７．７％；比 羽 叶 决 明 产 量

２８５６５．５ｋｇ／ｈｍ２提高４４．１％。白花扁豆０６－１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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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草产量达１１５９１．３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热研２号柱

花草年 平 均 干 草 产 量７９８５．９ｋｇ／ｈｍ２，提 高３１．１％，
比圆叶决明产量６４２２．７ｋｇ／ｈｍ２提高４４．６％；比羽叶

决明产量７０２７．１ｋｇ／ｈｍ２提高３９．４％（表１）。白花扁

豆０６－１的叶量在４个品种中 是 最 为 丰 富 的，茎 叶 比

为０．９１∶１，其次是圆叶决明１．０８∶１，热研２号柱花

草１．３７∶１，羽叶决明１．５５∶１。白花扁豆０６－１的风

干率为２２．７％，与对照品种热研２号柱 花 草 的 风 干

率（２３．４％）和羽叶决明的风干率（２０．２％）比较接近，
羽叶决明的风干 率 较 高，达２４．６％。白 花 扁 豆０６－１
营养丰富，粗蛋白质含量达１７．８％，分别比热研２号

柱花 草（１６．７％）、圆 叶 决 明（１７．１％）和 羽 叶 决 明

（１６．３％）提高６．６％、４．１％和９．２％；粗纤维含量稍

低于对照品种（表２）。

２．３　品种区域试验

　　白 花 扁 豆０６－１和 热 研２号 柱 花 草 在 南 宁 试 验

地、灵山试验 地 以 及 桂 林 试 验 地 播 种 后１０ｄ左 右 出

苗，３周左右齐苗，均能适合试验区的气候条件，长势

良好，在各试验区的各物候期没有明显差异。其中，
白花扁豆０６－１在各个区域试 验 点 都 正 常 生 长，越 夏

率均达１００％，在南宁试验地和灵山试验地的越冬率

达到９０％，在 桂 林 试 验 地 的 越 冬 较 差，越 冬 率 只 有

５０％。白花扁豆０６－１花期较长，一般花期在１１月至

次年２月，种子成熟不一致，因此需成熟一批采收一

批。热研２号柱花草在各个区域试验点都正常生长，
越夏率均达１００％，不能越冬，一般在１０月中旬或１１
月上旬开花，１２月中、下旬种子成熟。

　　表３结果显示，在南宁试验地，３年间白花扁 豆

０６－１的 平 均 鲜 草 产 量 是５１４１１．３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品

种热研２号柱花草的平均鲜草产量３３８１２．４ｋｇ／ｈｍ２

增产３４．２％，干草产量１１８７３．７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

增产３３．７％，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在灵

山试验地，白花扁豆０６－１平均鲜草产量５１７８７．３ｋｇ／

ｈｍ２，比对照品种增产３７．５％，干草产量１１２５６．０ｋｇ／

ｈｍ２比 对 照 品 种 增 产３３．８％，差 异 达 到 极 显 著 水 平

（Ｐ＜０．０５）；在桂林试验地，白花扁豆０６－１的鲜草产

量５１７８０．２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增产３７．４％，干草产

量１１９５４．１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增产３８．１％，差异达

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５）。白花扁豆０６－１在广西南

宁、灵山、桂林等地都具有较高的丰产性，与对照品种

相比，干草产量分别高出２６．１％～４０．８％，具有较高

的应用推广前景。
表１　白花扁豆０６?１与对照品种的产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年度Ｙｅａｒ 品种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鲜草产量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ｈｍ２）

干草产量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ｈｍ２）

２００６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０４８．０±５３２．５ａ １１５８７．０±２０８．２ａ
热研２号柱花草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４０７６．０±３９４．０ｂ ７９７３．８±１００．６ｂ
圆叶决明Ｃａｓｓ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ｒｓ． ３１６４５．５±３４３．７ｃ ６３９２．４±３７．３ｃ
羽叶决明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ａｄｔａ　ｎｉｃｔｉｔａｎｓ　 ２８９８８．５±４９６．１ｄ ６９７７．９±４４．０ｄ

２００７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１８９．０±１２０．３ａ １１６１９．９±３１４．６ａ
热研２号柱花草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３５９５．３±２８２．２ｂ ７８６１．４±１１６．７ｂ
圆叶决明Ｃａｓｓ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ｒｓ． ３１３１２．５±２８５．３ｃ ６３２５．１±１３２．５ｃ
羽叶决明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ａｄｔａ　ｎｉｃｔｉｔａｎｓ　 ２８９３５．３±３９１．８ｄ ７０３６．１±８９．４ｄ

２００８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０９６７．０±４６８．４ａ １１５９６．５±３０１．６ａ
热研２号柱花草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４７６７．０±３９８．６ｂ ８１３５．５±８５．５ｂ
圆叶决明Ｃａｓｓ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ｒｓ． ３１９１７．０±１７５．６ｃ ６４４７．２±５３．４ｃ
羽叶决明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ａｄｔａ　ｎｉｃｔｉｔａｎｓ　 ２８８３９．０±１４１．３ｄ ７０９４．４±１２２．３ｄ

　　相同年度内，同一列不同字母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表２　白花扁豆０６?１与对照品种的营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　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干物质
ＤＭ（％）

粗蛋白质
ＣＰ（％）

粗脂肪
ＦＡＴ（％）

粗纤维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无氮浸出物
ＮＦＥ（％）

粗灰分
Ｃｒｕｄｅ　ａｓｈ（％）

钙
Ｃａ（％）

磷
Ｐ（％）

白 花 扁 豆 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７７．６　 １７．８　 ３．７　 ２５．０　 ３８．５　 ７．３　 １．２５　 ０．６０

热 研 ２ 号 柱 花 草 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８９．３　 １６．７　 ３．１　 ３０．８　 ４２．７　 ８．７　 １．５６　 ０．４４

圆 叶 决 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Ｐｅｒｓ． ８５．０　 １７．１　 ４．０　 ３０．３　 ３４．０　 ５．４　 １．２０　 ０．１５

羽叶决明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ａｄｔａ　ｎｉｃｔｉｔａｎｓ　 ８９．９　 １６．３　 ４．２　 ３２．７　 ４１．８　 ４．１　 ０．５０　 ０．７０

６８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



表３　白花扁豆０６?１与对照品种在不同试验区域的产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试验区域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鲜草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ｈｍ２）

干草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ｈｍ２）

鲜干比
ＦＷ／ＤＷ

干草增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Ｗ（％）

南宁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６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０７８．０±２７０．６ａ １１５９４．７±１１７３．６ａ ４．４１　 ３３．２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３０７８．６±１０５６．６ｂ ７７４０．４±１０９．８ｂ ４．２７

２００７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１８９．０±５８８．０４ａ １１６５９．９±３３７．４ａ ４．３９　 ３０．１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３５９１．５±７３５．１ｂ ７８５０．４±１６５．２ｂ ４．２８

２００８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９６７．０±１１５．９ａ １１４９６．５±２２１．７ａ ４．５２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４７６７．０±５８１．１ｂ ８０３５．５±３０．６ｂ ４．３３

平均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４１１．３±２１６．９ａ １１８７３．７±１０６．１ａ ４．３３　 ３３．７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３８１２．４±１５４．９ｂ ７８７５．４±５８．２ｂ ４．５０

灵山
Ｌｉｎｇｓｈａｎ

２００６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２１２６．０±１７４．１ａ １００３２．６±１７１．７ａ ４．８２　 ２７．８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３１０７．８±５３５．８ｂ ７２４７．２±３８．８ｂ ４．５３

２００７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２４９．６±４３３．５ａ １１０３３．７±１３０．６ａ ５．０５　 ３１．９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２９６５．８±１７３．７ｂ ７５０９．９±５９．５ｂ ４．３９

２００８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９８６．４±９６．２ａ １１８９６．９±１０７．５ａ ４．３７　 ４０．８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０９７８．５±１６５．０ｂ ７０４８．９±７８．６ｂ ４．４０

平均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７８７．３±９８．５ａ １１２５６．０±８９．７ａ ４．６０　 ３３．８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２３５０．７±３３５．４ｂ ７０５１．４±４０．１ｂ ４．５９

桂林
Ｇｕｉｌｉｎ

２００６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７０６．８±４０８．６ａ １１８３７．４±１８５．１ａ ４．３７　 ３７．３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２５８４．６±２１９．１ｂ ７４２４．８±４１．３ｂ ４．３９

２００７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０９８５．６±３３７．３ａ １０５７３．７±２１０．１ａ ４．８２　 ２７．４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１９４８．５±３７９．２ｂ ７６７５．９±７１．１ｂ ４．１６

２００８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２６４８．２±１７２．０ａ １０９５１．１±１２８．４ａ ４．８１　 ２６．１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２５８６．５±３１２．４ｂ ７８２５．２±７３．３ｂ ４．３３

平均 白花扁豆０６－１　Ｓｅｍｅ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ｒｉｓ　Ａｌｂｕｍ
Ｎｏ．０６－１ ５１７８０．２±２６２．１ａ １１９５４．１±１６３．８ａ ４．３４　 ３８．１

热研２号柱Ｓｔｙｌ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Ｒｅｙａｎ　Ｎｏ．２ ３２３７３．２±３７０．３ｂ ７１７５．３±７５．２ｂ ４．５１

　　同一区域和年度内，同一列不同字母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ｙｅａｒ，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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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本研究以拉巴豆为材料，通过单株选择，培育出

的白花扁豆０６－１生长速度快，再生性能好，全年株高

可达２６９．８ｃｍ，特别是其苗期生长快，与杂草竞争力

强，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豆科牧草的优势所在［２］。在广

西３个不同的区域试验中，白花 扁 豆０６－１表 现 出 广

泛的适应性，能够在３个不同的环境气候条件下长势

良好，产草量高，其中在平均气温１９．３℃的广西桂林

种植，越冬率比对照品种高出了５０％，而且平均鲜草

产量达到５１７８０．２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增产３７．４％；
干草产量达到１１９５４．１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增产３８．
１％，说明白花扁 豆０６－１具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性［３，４］。白

花扁豆０６－１在历时３年的广西３个不同的区域试验

中，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均高于对照品种，其中干草

产量（１００３２．６～１１８９６．９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品种（７０４８．
９～８０３５．５ｋｇ／ｈｍ２）增产２６．１％～４０．８％，达到了显

著水平，说明白花扁豆０６－１具有连续高产的特性［３］。

　　白花扁豆０６－１属于蔓生草本植物，草质柔软，叶
量丰富，营养价 值 高，其 粗 蛋 白 含 量 为１７．８％，比 对

照品种提高６．６％，粗脂肪含量提高１９．５％，粗纤维

降低２３．２％。此外，白花扁豆０６－１的适口性好，叶量

大，牛、羊、兔等草食家畜都喜食，也可以作为猪、鸡等

畜禽打粉添加到精料中饲喂［５］。白花扁豆０６－１一年

可刈割２～３次，经 济 价 值 高。而 且，白 花 扁 豆０６－１
具有晚熟的特性，秋季长势旺盛，正好可以补充夏季

饲料作物和冬季饲料作物交替造成的饲料断档期，是
一种饲用价值极高的优良牧草，饲喂草食动物转化率

高，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是热带、亚热带地区优良

青饲料豆科牧草品种［６］。具有十分广阔的推广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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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７８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２７８）
为４６．１％，３月最大（６５．０％），９月最小（３６．１％），而

且低潮区＞中潮区＞高潮区。矮大叶藻地上部分、地
下部分平均生物量分别为２７．８ｇ·ｍ－２和３０．９ｇ·

ｍ－２，其中４月最大，８月最小。就潮区而言，高潮区

（１２．５ｇ·ｍ－２）＜中 潮 区（４９．４ｇ·ｍ－２）＜低 潮 区

（４９．５ｇ·ｍ－２）。中潮区矮大叶藻的地上高度、覆盖

度及生物量与整个海草床平均值最相近，中潮区最能

代表整个海草床。在海草研究中，建议选择中潮区的

海草作为研究对象。矮大叶藻的生物量和地上高度、
覆盖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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