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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 18 个油莎豆（Cyperus esculentus）引进品种与南疆本地品种的农艺性状和产量进行

对比研究。【方法】 通过种植 19 个油莎豆品种［吉油豆（JYD） （8、9、12、13、14、15、18、21、23、24、25、26、

38）；吉莎  （JS） （12、14）；策勒  （CL）（1、2、3）；南疆 54 团本土品种“丰产 2 号（FC-2）”］，对农艺性状（株

高、分蘖数、叶面积和千粒重等）和产量（地上和地下生物量、根生物量）进行研究。【结果】 JYD-23 的

出苗率显著高于 JYD-12、JYD-25、CL-1、CL-2 和 FC-2。JS-12 的千粒重、叶面积和比叶面积

显著高于 JYD-21、JYD-12 和 JYD-14。JYD-13 的饲草鲜重和干重显著高于 FC-2。CL-3 的根

的鲜重和干重显著高于 JYD-23 和 FC-2。 JYD-21 的分蘖数显著高于 JYD-9、JYD-18、JYD-
26、JYD-21、JYD-15、JS-14、JYD-8、JS-12、JYD-25、JYD-24、JYD-12、JYD-14、CL-1、

CL-2、JYD-13 和 FC-2。 JYD-9 的块茎鲜重和块茎干重均显著高于 JYD-18、JYD-21、JYD-
15、JYD-8、JYD-25、JYD-24、JYD-12、JYD-14、CL-3、JYD-13 和 FC-2。采用隶属函数值法

对 19 个油莎豆品种进行综合效应评价发现，农艺性状表现较好的品种为 CL-1、CL-3 和 JYD-38，

产量表现较好的品种为 JS-14、JYD-14 和 JYD-9，农艺性状和产量综合评价表现较好的品种为

JS-14、JYD-14 和 JYD-9。【结论】 综合考虑，19 个油莎豆品种中 CL-1、CL-3、JYD-38、JS-14、

JYD-14 和 JYD-9 表现较好，可在南疆区域示范推广，但考虑到种植时间较短（仅一年），仍需继续进

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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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莎 豆（Cyperus esculentus）是 莎 草 科（Cypera‐

ceae）莎 草 属（Cyperus）一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是 一 种 综 合

利用前景广阔的集粮经饲于一体的经济作物［1］。它不

仅出油率高，单位面积产油量是大豆（Glycine max）的

3~4 倍 ，而 且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战 略 性 替 代 油 料 作 物 ，已

经 被 列 入 我 国 的 十 四 五 特 色 油 料 作 物 种 植 规 划［2-3］。

鉴 于 油 莎 豆 是 一 种 外 来 物 种 ，在 我 国 的 种 植 历 史 较

短，种植规模相对较小，尚未完全形成健全、规范的育

种、种植和生产加工体系。尽管越来越多的省份（如：

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南和湖北等）开始重视

油莎豆并进行大面积种植［4］，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支

持，但仍存在许多因素限制油莎豆产业的发展。

自 2018 年以来，新疆图木舒克市第三师五十四团

通 过 种 植 不 同 作 物（如 ：玉 米（Zea mays）、小 麦（Tr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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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 aestivum）等），发现油莎豆最适合种植，并正式将

油莎豆确定为优势产业，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到目前

为止，五十四团油莎豆种植面积近 2 万亩，是全国单体

面 积 最 大 的 油 莎 豆 示 范 基 地 。 国 内 学 者 侧 重 对 油 莎

豆的采收时间［2］、种植模式［5］、块茎营养品质［6］和生态

效应［7］等进行研究，对油莎豆的引种却鲜有报道。江

苏 泰 州［8］、黑 龙 江 哈 尔 滨［9］和 新 疆 石 河 子［10］陆 续 开 展

了一系列油莎豆引种试验，但在新疆南疆区域相关研

究 还 很 缺 乏 。 由 于 五 十 四 团 种 植 的 油 莎 豆 品 种 出 现

退化现象，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故需要研究其适应性，

遴 选 适 宜 品 种 。 本 研 究 依 托 五 十 四 团 油 莎 豆 示 范 基

地，通过对引进的 18 个优质油莎豆品种试种，来分析

引进品种在农艺性状、产量等方面与本地油莎豆品种

的差异；采用隶属函数法对农艺性状及产量等指标进

行综合评价，旨在筛选出适宜五十四团干旱风蚀沙化

区 域 的 产 量 高 、抗 性 强 的 油 莎 豆 品 种 ，也 为 新 疆 油 莎

豆 优 质 品 种 选 育 、规 模 化 种 植 、资 源 化 利 用 和 产 业 化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模式示范。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 54 团莎车农

场  （38°38 ′ N，77° 6 ′ E）。本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11. 6 ℃，年平均

降 雨 量 53. 3 mm，年 平 均 蒸 发 量 2 246 mm，无 霜 期

225 d［11］。试验区域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本底值为：土

壤 pH 值 为 8. 87，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为 2. 53 g/kg，全 氮

含量为 0. 09 g/kg，全磷含量为 0. 33 g/kg，全钾含量为

16. 13 g/kg，速 效 氮 含 量 为 18. 68 mg/kg，速 效 磷 含 量

为 4. 26 mg/kg，速效钾含量为 50. 87 mg/kg。

1. 2　试验设计

本 试 验 于 2023 年 5-9 月 进 行 ，共 引 进 18 个 表 现

优 良 的 油 莎 豆 品 种［吉 油 豆（JYD） （8、9、12、13、14、

15、18、21、23、24、25、26、38）、吉 莎（JS） （12、14）和 策

勒（CL）（1、2、3）］，以 及 南 疆 54 团 本 土 品 种 丰 产 2 号

（FC-2），采 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 ，每 个 品 种 设 3 个 重 复 ，

共 57 个试验小区，小区面积 3 m×5 m，间隔 1 m，行株

距 为 45 cm×27 cm。 于 5 月 1 日 进 行 播 种（穴 播），每

穴 2 粒 ，在 油 莎 豆 整 个 生 育 期 共 滴 水 13 次 ，总 灌 溉 量

为 5 250 m3/hm2，出苗后期追肥，施肥方式为水肥一体

化，每次灌水时将所需肥量准确称量后，溶于水中，通

过 滴 灌 管 路 直 接 送 达 油 莎 豆 根 系 附 近 ，其 中 尿 素

111. 14 kg/hm2、磷 肥 57. 29 kg/hm2、钾 肥 89. 72 kg/
hm2，以保证其正常生长。

1. 3　测定指标与方法

在 种 植 后 的 30 天（6 月 1 日）调 查 油 莎 豆 的 出 苗

率 。 于 9 月 15 日（生 物 量 最 大）调 查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生 长 状 况 ，调 查 不 同 品 种 的 株 高（株 高 的 测 量 是 以

地面为准，把叶片全部用手捋起到最高点所达到的高

度），并在每个小区（3 m×5 m）收集 10 个叶片进行叶

面积（S）的测定［12］，选取 12 株进行株高测定。最后，每

个小区选取 1 m×1 m 样方，调查分蘖数和结豆数，并

收集样方内所有地上饲草和地下块茎及根系样品，带

回实验室，冲洗干净后，采用称重法得到各部分鲜重，

并置于 65 ℃烘箱内烘干至恒质量，称量得到地上饲草

和地下块茎及根系样品各部分干重。

将收集的 10 个叶片测定完叶宽和叶长之后，将样

品移至温度为 65 ℃的烘箱中放置 24 h，以测定其叶片

干重。比叶面积由叶面积除以叶片干重，比叶重由叶

片干重除以叶面积。

1. 4　数据处理

统 计 分 析 利 用 R 4. 12 完 成 。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One-way ANOVA）分析不同品种间油莎豆农艺性

状 及 产 量 的 差 异 ，用 Duncan 法 进 行 多 重 比 较（α =
0. 05）。综合效应评价应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值

法［13-14］，将  19 个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农 艺 性 状 及 产 量 进 行

综合评价。隶属函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R（Xij）=（Xij - Xjmin）（Xjmax - Xjmin）

式中：R（Xij）表示第 i 个油莎豆品种的第 j 个指标

的农艺性状、地上和地下生物量以及农艺性状和产量

隶 属 值 ；Xij 表 示 i 个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第 j 个 指 标 的 测 定

值；Xjmax 和 Xjmin 分别表示所有油莎豆品种中第 j 个指标

的最大和最小测定值。如果为负相关，则用反隶属函

数 进 行 转 换 ，计 算 公 式 为 ：R（Xij）=1-（Xij - Xjmin） 
（Xjmax - Xjmin）。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油莎豆品种出苗率的对比研究

JYD-23 的出苗率显著高于 JYD-12、JYD-25、

CL-1、CL-2 和 FC-2。 然 而 ，JYD-8、JY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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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14、JYD-15、JYD-18、JYD-21、JYD-24、

JYD-26、JYD-38、JS-12、JYD-13、JS-14 和

CL-3 的出苗率差异不显著（图 1）。

2. 2　不同油莎豆品种农艺性状的比较研究

比较不同油莎豆品种千粒重，结果表明，JYD-9、

JS-12 和 CL-2 的千粒重显著高于 JYD-21、JYD-

15、JYD-8、JYD-12 和 JYD-14。 比 较 不 同 油 莎 豆

品种叶面积，结果表明 JS-12 和 CL-1 的叶面积显著

高 于 JYD-9、JYD-23、JYD-18、JYD-26、JYD-

21、JS-14、JYD-25、JYD-24、JYD-12、JYD-14、

JYD-38、CL-3、CL-2、JYD-13 和 FC-2。 比 较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分 蘖 数 ，结 果 表 明 ，JYD-21 的 分 蘖

数 显 著 高 于 JYD-9、JYD-18、JYD-26、JYD-21、

JYD-15、JS-14、JYD-8、JS-12、JYD-25、JYD-

24、JYD-12、JYD-14、CL-1、CL-2、JYD-13 和

FC-2。比较不同油莎豆品种比叶面积和比叶重，结

果表明，JS-12 的比叶面积为 0. 28 cm2/mg，显著高于

JYD-12 和 JYD-14； JYD-12 和 JYD-14 的比叶重

显著高于 JS-12（表 1）。

表 1　不同油莎豆品种的农艺性状特征

Table 1　The agr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 esculentus varieties

吉油豆 8
（JYD-8）

吉油豆 9
（JYD-9）

吉油豆 12
（JYD-12）

吉油豆 13
（JYD -13）

吉油豆 14
（JYD-14）

吉油豆 15
（JYD-15）

吉油豆 18
（JYD-18）

吉油豆 21
（JYD-21）

吉油豆 23
（JYD-23）

吉油豆 24
（JYD-24）

0. 91±
0. 21de

1. 81±
0. 09a

0. 96±
0. 11cde

1. 36±
0. 35abcde

1. 01±
0. 22bcde

0. 78±
0. 08e

1. 33±
0. 22abcde

0. 95±
0. 15cde

1. 34±
0. 29abcde

1. 14±
0. 14abcde

89. 22±
3. 03ab

75. 62±
1. 53c

76. 05±
0. 26c

74. 16±
0. 37c

79. 66±
2. 41bc

89. 36±
4. 31a

77. 71±
1. 39c

82. 41±
1. 11abc

75. 24±
5. 23c

75. 65±
3. 45c

0. 95±
0. 02cdef

0. 87±
0. 01fghi

0. 80±
0. 03i

0. 93±
0. 01def

0. 89±
0. 04efgh

0. 97±
0. 01bcde

0. 91±
0. 01efg

0. 88±
0. 03fgh

0. 82±
0. 01hi

0. 99±
0. 03abcd

70. 46±
3. 47ab

54. 87±
0. 68cd

50. 47±
1. 81d

57. 76±
0. 29cd

58. 95±
1. 95cd

71. 97±
2. 48ab

58. 86±
0. 53cd

60. 57±
1. 50cd

51. 45±
3. 72d

62. 44±
4. 56bc

108. 26±
5. 45a

100. 98±
2. 61ab

104. 79±
5. 06ab

94. 61±
4. 79ab

96. 18±
0. 53ab

98. 11±
4. 19ab

97. 83±
10. 11ab

98. 46±
10. 98ab

101. 89±
8. 56ab

105. 39±
2. 70ab

3. 06±
0. 51a

2. 91±
0. 15a

2. 84±
0. 19a

3. 16±
0. 43a

3. 30±
0. 25a

2. 80±
0. 19a

2. 42±
0. 42a

2. 39±
0. 44a

2. 58±
0. 38a

2. 79±
0. 22a

240. 15±
5. 25gh

354. 00±
4. 36bcd

354. 31±
11. 61bcd

348. 79±
15. 11bcd

341. 12±
11. 32bcde

349. 55±
21. 06bcd

308. 30±
11. 45def

421. 37±
28. 12a

389. 50±
3. 94ab

257. 15±
4. 13fgh

0. 24±
0. 03ab

0. 19±
0. 01ab

0. 18±
0. 02b

0. 19±
0. 03ab

0. 18±
0. 01b

0. 26±
0. 02ab

0. 26±
0. 05ab

0. 27±
0. 05ab

0. 21±
0. 05ab

0. 23±
0. 02ab

4. 30±
0. 50ab

5. 31±
0. 34ab

5. 65±
0. 51a

5. 46±
0. 72ab

5. 60±
0. 43a

3. 89±
0. 23ab

4. 13±
0. 75ab

3. 94±
0. 67ab

5. 15±
1. 03ab

4. 51±
0. 46ab

油莎豆品种 千粒重/kg 叶长/cm 叶宽/cm 叶面积/cm2 株高/cm
叶片干重/

mg
分蘖数

比叶面积/
（cm2•mg-1）

比叶重/
（mg•cm-2）

图 1　不同油莎豆品种的出苗率

Fig. 1　The emergence rate of different C. esculentus 
varieties

注 ：不 同 小 写 字 母 表 示 不 同 品 种 出 苗 率 差 异 显 著（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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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油豆 25
（JYD-25）

吉油豆 26
（JYD-26）

吉油豆 38
（JYD-38）

吉莎 12
（JS-12）

吉莎 14
（JS-14）

策勒 1
（CL-1）

策勒 2
（CL-2）

策勒 3
（CL-3）

丰产 2 号

（FC-2）

1. 22±
0. 25abcde

1. 40±
0. 12abcde

1. 69±
0. 22abc

1. 78±
0. 17a

1. 56±
0. 42abcd

1. 73±
0. 19ab

1. 78±
0. 24a

1. 60±
0. 34abcd

1. 40±
0. 09abcde

75. 03±
3. 66c

81. 96±
1. 97abc

75. 41±
2. 67c

87. 79±
6. 48ab

76. 26±
0. 43c

87. 36±
0. 44ab

74. 64±
1. 12c

73. 75±
1. 27c

73. 59±
4. 30c

0. 87±
0. 02fghi

0. 93±
0. 01def

0. 90±
0. 05efgh

1. 03±
0. 02ab

0. 94±
0. 01cdef

1. 06±
0. 02a

1. 01±
0. 03abc

0. 89±
0. 01fgh

0. 83±
0. 02ghi

54. 32±
1. 61cd

63. 68±
2. 46bc

56. 47±
5. 30cd

75. 25±
6. 85a

59. 87±
1. 09cd

76. 81±
1. 49a

62. 90±
1. 13bc

54. 66±
1. 68cd

51. 18±
4. 17d

100. 38±
4. 43ab

91. 42±
4. 81ab

107. 77±
6. 00a

100. 03±
4. 22ab

101. 15±
5. 35ab

102. 27±
4. 23ab

96. 15±
5. 23ab

98. 95±
2. 54ab

86. 35±
0. 67b

2. 84±
0. 10a

2. 69±
0. 42a

2. 55±
0. 39a

2. 73±
0. 46a

2. 56±
0. 26a

3. 17±
0. 04a

2. 46±
0. 30a

2. 66±
0. 14a

2. 77±
0. 22a

219. 85±
2. 29h

304. 50±
18. 39def

385. 42±
27. 09abc

222. 71±
10. 43h

219. 82±
5. 55h

330. 37±
33. 42cde

305. 17±
14. 63def

376. 68±
28. 60abc

289. 60±
17. 15efg

0. 19±
0. 01ab

0. 25±
0. 04ab

0. 23±
0. 04ab

0. 28±
0. 03a

0. 24±
0. 02ab

0. 24±
0. 01ab

0. 26±
0. 03ab

0. 21±
0. 01ab

0. 19±
0. 01ab

5. 24±
0. 33ab

4. 29±
0. 83ab

4. 62±
0. 96ab

3. 59±
0. 35b

4. 27±
0. 40ab

4. 12±
0. 05ab

3. 91±
0. 45ab

4. 87±
0. 23ab

5. 45±
0. 44ab

续表 1

油莎豆品种 千粒重/kg 叶长/cm 叶宽/cm 叶面积/cm2 株高/cm
叶片干重/

mg
分蘖数

比叶面积/
（cm2•mg-1）

比叶重/
（mg•cm-2）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品种农艺性状特征差异显著（P<0. 05）。

2. 3　不同油莎豆品种产量的比较

JYD-13 的饲草鲜重显著高于 FC-2。JYD-13
和 JYD-14 的饲草干重显著高于 FC-2。JYD-9 的

块茎鲜重和块茎干重均显著高于 JYD-18、JYD-21、

JYD-15、JYD-8、JYD-25、JYD-24、JYD-12、

JYD-14、CL-3、JYD-13 和 FC-2。CL-3 的根的

鲜 重 显 著 高 于 JYD-23、JYD-18、JYD-26、JYD-
15、CL-2 和 FC-2。 CL-3 的 根 的 干 重 显 著 高 于

JYD-23 和 FC-2（表 2）。

2. 4　不同油莎豆品种农艺性状和产量的隶属函数值

及排序

以 19 个油莎豆品种的农艺性状及产量为依据，计

算各指标的隶属函数值，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9
个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农 艺 性 状 评 价 排 序 由 大 到 小 排 列 顺

序为：CL-1>CL-3>JYD-38>JYD-21>JYD-
15>FC-2>JYD-26> JYD-13>JS-12>JYD-
18>CL-2>JYD-12>JYD-14>JYD-23>
JYD-8>JYD-24>JS-14>JYD-9>JYD-25。

19 个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地 上 和 地 下 生 物 量 排 序 由 大 到 小

排 列 顺 序 为 ：JS-14>JYD-14>JYD-9>CL-3>
JYD-8>JYD-18> JYD-23、>JYD-38>JYD-
25>JYD-13>JYD-15>JYD-21>CL-1>
JYD-24>JYD-26>JYD-12>JS-12>FC-2>
CL-2。 19 个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农 艺 性 状 和 产 量 综 合 评

价 排 序 由 大 到 小 排 列 顺 序 为 ：JS-14>JYD-14>
JYD-9>CL-3> JYD-8>JYD-18>JYD-23>
JYD-38>JYD-25>JYD-13>JYD-15>JYD-
21>CL-1>JYD-24>JYD-26>JYD-12>JS-
12>FC-2>CL-2（表 3）。

3　讨论

3. 1　不同油莎豆品种生长特征的对比研究

油莎豆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进行种植，变异

种较多  ［15-16］。在中国不同地方种植后，也出现了不稳

定 的 变 异 种 ，无 法 开 花 结 实 ，推 测 可 能 为 三 倍 体［17］。

在 山 东 、江 苏 等 地 种 植 油 莎 豆 后 发 现 ，其 叶 片 长 度 均

能达到 120 cm［18］，本试验中不同油莎豆品种的株高均

低 于 110 cm，叶 片 长 度 也 均 低 于 100 cm。 这 说 明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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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的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在 新 疆 南 疆 种 植 具 有 抗 倒 伏 的

能力，能够将更多的物质积累运输到地下块茎。来源

广 西 和 湖 南 油 莎 豆 品 种 在 进 行 种 子 萌 发 试 验 的 研 究

发现，出苗率分别达 94% 和 86%［19］，高于本试验 18 个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出 苗 率（除 吉 油 豆 23（JYD-23）

外）。然而，除出苗率、株高、叶长和叶宽等指标外，分

表 2　不同油莎豆品种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的变化特征

Table 2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biomass of different C. esculentus varieties

油莎豆品种

吉油豆 8 （JYD-8）

吉油豆 9 （JYD-9）

吉油豆 12 （JYD-12）

吉油豆 13（JYD -13）

吉油豆 14 （JYD-14）

吉油豆 15 （JYD-15）

吉油豆 18 （JYD-18）

吉油豆 21 （JYD-21）

吉油豆 23 （JYD-23）

吉油豆 24 （JYD-24）

吉油豆 25 （JYD-25）

吉油豆 26 （JYD-26）

吉油豆 38 （JYD-38）

吉莎 12（JS-12）

吉莎 14（JS-14）

策勒 1（CL-1）

策勒 2（CL-2）

策勒 3（CL-3）

丰产 2 号（FC-2）

饲草鲜重/
（kg•hm-2）

9 614. 27±
852. 59ab

9 716. 59±
1 605. 84ab

9 373. 27±
458. 60ab

1 0944. 95±
827. 12a

1 0462. 56±
1353. 32ab

9 560. 16±
1 824. 11ab

9 881. 19±
1 204. 26ab

8 080. 02±
781. 41ab

9 563. 15±
1 183. 61ab

10 001. 31±
756. 84ab

8 418. 46±
671. 52ab

9 040. 54±
509. 65ab

9 693. 28±
90. 40ab

9 191. 84±
888. 60ab

8 821. 00±
1270. 52ab

10 398. 83±
1097. 36ab

8 504. 98±
510. 72ab

10 666. 5±
749. 03ab

7442. 31±
35. 59b

饲草干重/
（kg• hm-2）

6 722. 55±
434. 08ab

6 301. 09±
854. 68ab

6 700. 95±
279. 84ab

7 301. 61±
471. 49a

7 065. 84±
835. 21a

6 452. 66±
1 004. 86ab

6 674. 18±
387. 91ab

5 700. 86±
582. 22ab

6 649. 14±
893. 67ab

6 812. 36±
920. 34ab

5 975. 50±
391. 59ab

5 958. 66±
158. 94ab

6 364. 14±
354. 15ab

6 195. 73±
331. 91ab

6 397. 39±
940. 40ab

6 919. 45±
448. 39ab

5 855. 89±
201. 88ab

6 898. 30±
183. 47ab

5 007. 58±
166. 90b

块茎鲜重/
（kg•hm-2）

1 0952. 75±
997. 24fgh

19 938. 62±
2 698. 24a

10 890. 15±
1 030. 54fgh

12 591. 28±
1 157. 47cdefgh

10 529. 85±
1 684. 34gh

9 621. 58±
1 069. 66h

11 937. 80±
1 258. 15efgh

8 644. 86±
689. 54h

15 043. 14±
1 209. 13bcde

10 675. 31±
813. 49gh

14 033. 34±
521. 66bcdefg

14 281. 75±
145. 04bcdefg

14 831. 62±
830. 25bcdef

17 969. 79±
435. 82ab

16 530. 04±
2 552. 83abc

17 138. 84±
575. 85ab

16 097. 00±
225. 68bcd

12 449. 68±
792. 12defgh

10 641. 93±
367. 19gh

块茎干重/
（kg•hm-2）

6 304. 70±
615. 68ef

10 866. 65±
469. 93a

6 150. 95±
823. 96ef

7 335. 00±
697. 63cdef

6 150. 90±
980. 02ef

5 630. 90±
634. 91f

6 915. 15±
654. 05def

5 630. 90±
515. 01f

8 801. 95±
1 053. 77abcd

6 150. 95±
697. 43ef

8 232. 30±
216. 91bcde

8 972. 50±
220. 06abcd

8 810. 75±
462. 90abcd

10 633. 60±
399. 66a

9 588. 25±
1376. 07ab

9 403. 85±
466. 51abc

9 352. 50±
139. 17abc

7 982. 35±
562. 46bcde

6 845. 75±
287. 52def

根生物量鲜重/
（kg• hm-2）

11 475. 18±
2 504. 93ab

9 224. 10±
1 297. 13abcdef

9 250. 74±
659. 34abcdef

8 731. 26±
1 806. 95abcde

8 571. 42±
1 640. 96abcdef

5 934. 06±
227. 22cdef

5 434. 56±
1 895. 19def

8 631. 36±
1 700. 41abcdef

4 313. 68±
730. 24f

10 003. 32±
957. 12abcd

10 955. 70±
2 031. 33abc

6 173. 82±
1 322. 46cdef

10 389. 60±
1 986. 01abcd

9 630. 36±
381. 19abcde

10 689. 30±
2 471. 50abc

9 643. 68±
577. 50abcde

6 939. 72±
693. 50bcdef

12 380. 94±
2110. 59a

4 635. 36±
650. 60ef

根生物量干重

/（kg•ha-1）

3 012. 32±
92. 69ab

2 530. 13±
246. 42ab

2 917. 08±
76. 80ab

2 965. 70±
310. 35ab

2 514. 15±
488. 55ab

2 689. 97±
416. 23ab

2 460. 87±
915. 64ab

3 326. 00±
267. 17ab

2 298. 37±
265. 09b

2 730. 60±
275. 76ab

2 991. 67±
216. 49ab

2 565. 43±
367. 06ab

2 943. 05±
125. 04ab

2 978. 35±
171. 47ab

2 869. 79±
280. 51ab

2 876. 45±
106. 56ab

2 492. 84±
67. 90ab

3 573. 76±
434. 29a

2 192. 47±
229. 58b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品种农艺性状特征差异显著（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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蘖数和叶面积也可以表现出群体长势的情况［9，18］。在

新疆干旱地区进行不同品种油莎豆种植，发现分蘖数

越少，块茎越分散，结豆率越低，产量也越低［10］。在本

试 验 中 ，分 蘖 数 少 的 品 种 ，每 丛 块 茎 数 和 块 茎 重 量 均

较高，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由于不同油

莎豆品种在该区域种植的时间较短，还需要继续进行

种植研究，通过长期的观察选取优良的油莎豆品种在

该区域进行推广种植。本研究的试验结果表明，策勒

1（CL-1）和策勒 3（CL-3）的农艺性状的隶属函数值

要高于其他油莎豆品种，而且，策勒 1（CL-1）和策勒

3（CL-3）的叶面积大于其他油莎豆品种，这可能是由

于 他 们 的 抗 倒 伏 能 力 强 ，光 合 作 用 增 强 ，从 而 将 更 多

的 能 量 物 质 用 于 地 下 块 茎 的 生 长 发 育 来 储 存 更 多 的

营养物质［20］。

3. 2　不同油莎豆品种地上饲草、地下块茎产量和根

生物量的研究

油莎豆品种的群体质量特征与产量是由千粒重、

株 型 及 块 茎 分 布 等 表 现 特 征 构 成［8］。 在 不 同 种 植 区

域，土壤养分状况、有效积温、蒸发量等环境因子均可

影响油莎豆的生长发育［21］。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在广

西和新疆等地对不同油莎豆品种的产量分析发现，油

莎 豆 的 产 量 为 5 700~17 505 kg/hm2 ［10，22］。 在 内 蒙 古

赤 峰 对 不 同 来 源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农 艺 性 状 和 产 量 进 行

比较分析发现，8 个品种（海南、北京、湖北武汉（中油

莎 1 号）、河北定州、河北正定、云南宝山、湖北随州和

四 川 凉 山）的 油 莎 豆 产 量 在 1 395~5 205 kg/hm2 ［23］。

本 研 究 发 现 ，19 个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产 量 在 5 625~
11 130 kg/hm2，该产量远高于内蒙古赤峰对不同来源

油莎豆品种的产量研究结果，但低于在广西和新疆对

不 同 品 种 油 莎 豆 产 量 的 研 究 结 果 。 这 是 因 为 本 研 究

采 用 了 覆 膜 滴 灌 条 件 ，不 仅 起 到 保 水 效 果 ，还 起 到 增

温 效 果 ，给 油 莎 豆 生 长 发 育 提 供 更 多 的 外 界 环 境 条

件，提高了光合作用，使得块茎数量增加，同时增加了

产量。同时发现，本试验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的隶属函

数 值 表 现 较 好 的 品 种 有 JS-14、JYD-14、JYD-9、

CL-3 和 JYD-8，同 时 发 现 吉 油 豆 14 （JYD-14）和

表 3　不同油莎豆品种的农艺性状和产量的隶属值

Table 3　Membership values of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 esculentus

油莎豆品种

吉油豆 8 （JYD-8）

吉油豆 9 （JYD-9）

吉油豆 12 （JYD-12）

吉油豆 13（JYD-13）

吉油豆 14 （JYD-14）

吉油豆 15 （JYD-15）

吉油豆 18 （JYD-18）

吉油豆 21 （JYD-21）

吉油豆 23 （JYD-23）

吉油豆 24 （JYD-24）

吉油豆 25 （JYD-25）

吉油豆 26 （JYD-26）

吉油豆 38 （JYD-38）

吉莎 12（JS-12）

吉莎 14（JS-14）

策勒 1（CL-1）

策勒 2（CL-2）

策勒 3（CL-3）

丰产 2 号（FC-2）

农艺性状

40. 95
19. 49

113. 18
178. 23
93. 31

348. 00
145. 31
370. 39
81. 47
31. 00
18. 68

179. 45
417. 67
146. 80
25. 00

812. 10
140. 91
588. 55
226. 85

排序

15
18
12
8

13
5

10
4

14
16
19
7
3
9

17
1

11
2
6

地上和地下

生物量

27 839. 81
37 386. 86
6 413. 24

21 263. 16
38 226. 77
18 999. 20
26 529. 60
15 471. 43
24 570. 18
10 658. 22
22 484. 22
7 339. 08

22 628. 88
5 553. 88

77 859. 92
10 687. 59
2 924. 90

28 973. 40
3 222. 60

排序

5
3

16
10
2

11
6

12
7

14
9

15
8

17
1

13
19
4

18

农艺性状和产量

11 160. 49
14 966. 44
2 633. 20
8 612. 20

15 346. 69
7 808. 48

10 699. 03
6 410. 81
9 876. 95
4 281. 88
9 004. 89
3 043. 30
9 302. 15
2 309. 63
3 159. 01
4 762. 29
1 254. 51

11 942. 49
1 425. 15

排序

5
3

16
10
2

11
6

12
7

14
9

15
8

17
1

13
19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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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油 豆 13 （JYD-13）的 地 上 饲 草 干 重 显 著 高 于 南 疆

本 地 品 种（FC-2）。 策 勒 3（CL-3）的 根 生 物 量 显 著

高于吉油豆 23 （JYD-23）和南疆本地品种（FC-2）。

这是因为本地油莎豆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出现品种退

化的现象，也可能是根系性状发生变化。有大量研究

表明，作物根系分布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具有重要

作 用［24-25］，有 研 究 发 现 ，油 莎 豆 产 量 与 根 系 形 态 和 根

系 生 物 量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关 系［26］。 油 莎 豆 品 种 的 分 蘖

能力强，根系固沙能力也增强［27］。由于引进的 18 个油

莎豆品种是第 1 年在 54 团种植，生长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 ，且 农 艺 性 状 和 地 上 、地 下 产 量 还 是 优 于 本 地 油 莎

豆 品 种 。 然 而 我 们 认 为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在 该 区 域 的

适 应 性 还 需 要 开 展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筛 选 出 适 合 本 区 域

种植的优良油莎豆品种，来替代南疆本地品种（FC-
2），进一步提高干旱风沙区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4　结论

从 不 同 油 莎 豆 品 种 出 苗 率 上 看 ，吉 油 豆 23 
（JYD-23）的出苗率最好，但是出苗率不能作为品种

的优良选择。从农艺性状方面（千粒重、叶面积、比叶

面积和分蘖数等）考虑，吉莎 12（JS-12）和吉油豆 21 
（JYD-21）表现的性状最好，综合 19 个油莎豆品种的

农 艺 性 状 的 隶 属 函 数 值 进 行 综 合 评 价 ，吉 油 豆 21 
（JYD-21）是比较适合在新疆南疆区域种植。从产量

方面（地上饲草、地下块茎生物量等）考虑，吉油豆 13 
（JYD-13）、策 勒 3 （CL-3）和 吉 油 豆 9 （JYD-9）表

现的性状最好，综合 19 个油莎豆品种的产量的隶属函

数 值 进 行 综 合 评 价 ，策 勒 3 （CL-3）和 吉 油 豆 9 
（JYD-9）是比较适合在新疆南疆区域种植。因此，推

荐吉油豆 21 （JYD-21）、吉油豆 13 （JYD-13）、策勒

3 （CL-3）和吉油豆 9 （JYD-9）在南疆区域种植。虽

然引入 18 个油莎豆品种生长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但

是在该区域的适应性还需要继续种植观察，来进一步

提高干旱风沙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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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adaptability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yperus esculentus in southern Xinjiang

DU　Yi1，2，3，4，ZHANG　Yu-lin1，2，3，5，ZHANG Qing-qing　1，2，3，4，LU　Yan1，2，3，

ZENG　Fan-jiang1，2，3，4，5

（1.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Plant Roots Ecology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2. Xinji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Oasis Ecology，Key Laboratory of Ecological Saf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rid Lands，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3. Cele National Station of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for Desert-Grassland Ecosystem，Cele 848300，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5.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agronomic characters and yield of eighteen imported varieties ofCyperus esculentus 
were compared with local varie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Method】 The nineteen varieties of C. esculentus were ad‐
opted ｛JYD （8，9，12，13，14，15，18，21，23，24，25，26，and 38），JS （12，and 14），CL （1，2，and 3），and local variet‐
ies （FC-2）"｝. The agronomic characters （plant height，tillering number，leaf area，and 1 000-grain weight） and 
yield （above and below-ground and root biomass） were studied. In this experiment，nineteen varieties of C. esculen⁃

tus were planted on May 1，2023，growth characteristics were measured on September 15，2023 （maximum biomass），

and samples of above-ground plants，underground tubers，and roots were collected for various indexes.【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ergence rate of JYD-2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YD-12，JY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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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1，CL-2，and FC-2. The 1000-grain weight，leaf area，and specific leaf area of JS-12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JYD-21，JYD-12，and JYD-14. The fresh and dry weight of JYD-1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C-2. The fresh and dry root weights of CL-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JYD-23 
and FC-2. The tillering number of JYD-21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YD-9，JYD-18，JYD-26，

JYD-21，JYD-15，JS-14，JYD-8，JS-12，JYD-25，JYD-24，JYD-12，JYD-14，CL-1，CL-2，JYD-
13，and FC-2. The fresh tuber weight and dry tuber weight of JYD-9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JYD-
18，JYD-21，JYD-15，JYD-8，JYD-25，JYD-24，JYD-12，JYD-14，CL-3，JYD-13，and FC-2.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evaluation of 19 varieties by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method showed that several variet‐
ies with better agronomic traits were CL-1，CL-3 and JYD-38，several varieties with better yield performance 
were JS-14，JYD-14 and JYD-9，and several varieties with bette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were JS-14，JYD-14 and JYD-9.【Conclusion】 On the whole，CL-1，CL-3，JYD-38，JS-14，

JYD-14 and JYD-9 performed better among the 19 Cyperus esculentus varieties，which could be demonstrated and 
promoted in southern Xinjiang. However，considering the short planting time （only one year），further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are still needed.

Key words：Cyperus esculentus varieties；agronomic character；above and below ground biomass；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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