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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牧草的产量和 品质

邹 小艳 ， 罗 彩云
＊

， 徐世晓 ， 赵 亮

（ 中 国科学 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 究所高原生 物适应 与进 化重 点实验室 ， 青海 西宁 ８ １ ０ ００ ８
）

摘要 ：在 中 国科学 院 海北 高寒 草 甸 定 位站 以 一年 生黑麦草 ”狀 ）
、 小 黑麦 （ Ｔｎ

＋

／
！Ｖａ／

ｅ

＞

） 、 燕麦

（Ａｗ？和 垂穗披碱草 为研究对象 ， 对其产 草量 、 牧草营养 品 质进 行测定 ， 以探 讨不 同 牧草

的产量和品 质 。 结果表明 ：小 黑麦干 草产量 为 １ ３ ４ ５ ． ５０ｇ
．
ｍ

＿

２

，
显著高于

一

年生黑麦草 （
９ ７ ４ ． ９ ３

ｇ
？
ｍ

＿

２

）
、垂穗

披碱草 （ ３０ １ ．７ ５ｇ
？
ｎＴ

２

）和燕麦 （ ３ ２ ９ ． ６０ｇ
．
ｎＴ

２

） 。 小黑麦产量 是垂穗披碱草 和燕 麦干草 产量的 ４
？

４ ．５ 倍 ， 是

黑麦草干草产量的 １ ． ４ 倍 。 垂穗披碱草粗蛋白 （ ＣＰ ）含量显著高于一年 生黑麦草 和小黑麦 （
Ｐ＜０

．
０５ ） ，

—年生 黑麦

草粗蛋 白 （
ＣＰ ） 含量最小 。 单位 面积粗 蛋白 （

ＣＰ ） 产量 、粗脂肪 （ ＥＥ ） 产量 、 中性洗涤纤维 （
ＮＤＦ）产 量和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产 量以
一

年生黑 麦草 最高 ，显著高于小黑麦 、 垂穗披碱草 和燕麦 （Ｐ＜０ ． ０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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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随着草地禁牧政策 的 实施及人们对畜产 品能满足畜牧业发展的 要求 ， 饲草短缺 已 成为制 约畜

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大 ，传 统的饲料生产方式 已 经不牧业发展的瓶颈 ［
］

］

。 饲草是发展草地畜牧业的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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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是牲畜生 长发 育 的 能量 和 物质来源 。 随 着我复 。 多年生牧草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底播种 ；

一 年生牧草

国 畜 牧业的不断发展 ，牲畜头数不断增加 ，对伺料的于每年 ５ 月 中 旬播种 。

需求不断增长 ，饲草 料 的质量和 数量成 了 制 约 畜牧

业发展的 首要问 题 。 特别 是在草 原牧 区 ，饲 草料制１
．
３ 测 定项 目 及方 法

约草地畜牧业发展 的 问题尤为突 出 。 牧草 品 质在牧产量 ： 地上生物量采用收获法 。 于 ８ 月 中 下旬 ，

草 的 引 种栽培及利用 中 占 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 是衡植物生物量达到最大时 ， 每个小 区 随 机选取 １ｍ Ｘ

量其饲用价值的 重要指标 ， 是牧草的 最基本 的特性１ｍ的样方齐地面刈 割后 １ ０ ５ Ｘ： 杀青 ， 然后风干至恒

之一 。 牧草 的 质量不 但影 响 草食 动 物 的 生长 和 发重 ，计算干草产量 。

育 ，也影响畜产 品 的产量和 质量 。 提高草地产量 和自 然风干恒重的草样用微型植物样 品粉碎机粉

品质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 。 本研究 以 ４ 种 高原牧区碎 ，粉碎机筛网 用 １ｍｍ 筛 ，粉碎后 的植物样 品用于

常见人工草地建植禾 本科 牧 草为试材 ， 对其干草产测 定各项指标 。 粗蛋 白 含量测 定 采用凯氏定 氮法 ；

量及其 品质进行比 较研究 ， 旨 在研究不 同牧草 品种粗脂肪含量测定采用索 氏浸提法 ； 酸性洗涤纤维 和

对牧草产量和 品 质 的综合影 响 ， 为其优质高产提供中 性 洗涤 纤维含量测 定 采 用 Ｖ ａ ｎＳｏｅ ｓｔ 的 方法 ［
３
］

。

理论依据 。酸性洗涤木质 素含量采用 １ ２Ｍ 硫酸 浸泡后 洗涤至

中 性 ， 烘干称重 ， 马弗 炉灼烧后冷却称重 ，计算差值 。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 ４ 数据处理

１ １试验地 自 然概况利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 

ＳＰＳＳ （ １ ６ ．０ ，
ＳＰＳＳＩ ｎｃ

．
’Ｃｈ ｉｃａ

－

试验于 ２０ １ ３ 年在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ｇ〇 ，１ＵＵＳＡ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 生物量和

所海北高寒草甸 生态 系统定位站进行 ，海北站地处青 牧草 品 质 的 差异 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进行分 析 ，

藏高原东北隅 的青海海北藏族 自 治 州 门 源 县境 内 。

Ｉ
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 ， 显著性水平为 Ｐ＜０ ．

０５ 。

在祁连 山北支冷龙 岭东段南麓坡地的大通河河谷西

段 ， 地 理 位 置 为 Ｎ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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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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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１０ １

°

１ ２

＇

？２ 结果与分析

１０ １

°

２ ３ ＼ 该站地形开 阔 ， 海拔在 ３ ２ ００
？

３６ ０ ０ｍ （ 气象

观测站海拔高 度 为 ３ ２ ２ ０ｍ ） ；该区多年 （ １ ９８ １
—

２ ０ １ ３ ）２ ． １ 不 同种 牧草的产量

年平均降水量 ５ ２４
．
９ ６ｍｍ

， 年平均蒸 发 量 １ ２ ３ ８ｍｍ ，小黑麦 干 草产量为 １ ３ ４ ５
．
５ ０ｇ

．

ｍ ，显 著高

年 （ １９ ８ １

—

２ ０ １３ ）平均气温 一

１ ．１４ Ｘ：
。 年 内 无绝对无于一 年生黑麦 草 （ ９ ７ ４ ．９ ３ｇ

？

ｍ
２

） 、 垂穗披 碱草

霜期 ， 相对无霜期约 为 ２０ｄ ， 在最热的 ７ 月 仍可 出 现（ ３ ０ １
．
７ ５ｇ

？

ｎ＾
２

） 和燕麦 （ ３ ２９ ．
６ ０

ｇ
．
ｍ

２

）
， 垂穗

霜冻 、结冰 、降雪 （雨夹雪 ）等 天气现象 。 冷季寒冷 、干披碱草和燕麦之间差异不显著 。 小黑麦产量是垂穗

燥 、漫长 ， 暖季凉爽 、湿润 、短暂 。
土壤理化性 质如下 ：披碱草 和燕麦干草 产量 的 ４

？

４ ．
５ 倍 ，是一年生黑麦

土壤有机碳含量为 ５５
．
８
ｇ

？ｋｇ

１

，全钾 含量为 １３
．
０草干草产量的 １

．
４ 倍 （ 图 １ ）

。

ｇ
．ｋｇ ＼全磷 含量为 ０

．
７ ０ｇ

？ｋｇ

—

１

，全氮含量为

５ ．３ ７
ｇ

．ｋｇ

－

１

， 土壤 ｐ
Ｈ

值为
８

＿ ２ ， 土壤 ０
？

１ ０ｃｍ容ｆ
要 Ｇ ｅ

ｉ
ｓ ｅｂ ．

重为ＵＳ
ｇ

？ｃｍ

，咖
．

＆

１＿ 
－

＾ ￡）

ｊ



ｌ ． ２ 试验设计｜

１ ２００ 
＿

ｂ

本研究 主要选取 ４ 种 常见 的 人工种 植牧 草 品｜

种 ， 即
一年生黑麦 草 狀 Ｌ

．
） （ 播 种量｜

为３ １ ５ｋ ｇ
？ｈａ

１

） 、 小黑麦 （ ＴＶｆｈ ｃａ ／ ｅ

＊

奪
４００－

１２ １

＇

１ ； ． ） （ 播种量为 ２ ６〇 １＾
＊

１１ ３

＿

１

）
、燕麦 （八

１

＾７
？？ 似

－

Ｌ
． ） （播种量 为 ６ ００ｋ

ｇ
．ｈ

ａ

１

） 和 多年生 垂穗 ｜ ，

披喊 草 （ ■ＥＹｙｗ ｗ ｓ

．

ｗｗｔａ ｗｓＧ ｒ ｉ ｓｅｂ ．
） （ 播 种 量 为３ ２处理 

Ｔｒｅ ａｔｍｅ ｎ ｔ

ｋｇ
．ｈ ａ

！

） 。 每个试验 小 区面 积为 ４
．
５ｎｉ Ｘ ４ ．０图 １ 不 同种 牧草 的产量

ｍ ， 小 区与小区之 间有 ２ｍ 的过道 ； 每种牧草 ４ 个重Ｆ ｉ

ｇ
＿ １Ｙ ｉ ｅ

ｌ
ｄ ｓｏ ｆ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ｆｏ ｒａ
ｇ
ｅ
ｇ

ｒａｓ ｓｖａ ｒ ｉｅ
ｔ

ｉ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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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２ 不 同种牧草的养分含量涤纤维含量 以垂穗披碱 草最高 ， 燕麦次之 ，

一年生黑

垂穗披碱草粗蛋 白 含量显著 高于
一年生黑麦草麦草最小 。 酸性洗涤纤维含量以垂穗披碱草最高 ，显

和小黑麦 （ ？？＜ 〇
．
０ ５ ） ，小黑麦粗蛋 白含量次之 ，

一年生著高于一年生黑麦 草 、 小黑麦和燕麦 ， 而一年生黑麦

黑麦草粗蛋 白 含量最小 。 小黑麦粗脂肪含量 显著低草 、小黑麦和燕麦之间差异不显著 。 酸性洗涤木 质素

于一年生黑麦草 、垂穗披碱草和燕麦 ，

一年生黑麦草 、含量以垂穗披碱草最高 ，

一年生黑麦草次之 ，小黑麦

垂穗披碱草 和 燕麦粗脂肪含量差 异不 显著 。 中性洗和燕麦最小且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１ ）
。

表 １ 不 同 种牧草的养分含霣

Ｔａｂ ｌ
ｅ１Ｎ ｕ ｔ ｒｉｅｎ ｔｃｏ ｎｔ ｅｎ ｔ ｓｏ ｆ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ｔｆｏ ｒａ

ｇ
ｅ
ｇ

ｒａｓ ｓｖａｒ ｉ ｅ ｔ ｉｅｓ％

粗蛋白 含量Ｅ１ＥＷＷ１中 洗涤纤维含量
￣

酸性洗涤纤维 含￥ 酸 ＊＿ 涤木康素含量
处 理Ｔ ｒｅ ａｔｍ ｅｎ ｔ

ＣＰｃ ｏｎｔ ｅｎ ｔＥＥ ｃｏｎ ｔ ｅｎ ｔＮＤＦｃｏｎ ｔｅ ｎ ｔＡＤＦ ｃｏｎ ｔ ｅ ｎ ｔＡＤＬｃｏｎｔ ｅｎ ｔ

黑麦 草”

 （
５

．

４ ０ 土 ０ ． ２ ０

ｅ

１ ．

５ ０± ０ ． ０ ６

ａ

４ ６ ．
６ ２士０ ．３ ９

ｅ

２ ６ ． ３ ６ 士 ０ ．４ ４
ｂ６ ．６ ０± ０ ，０ ５

ｂ

Ｌｏ ｌ ｉ
ｕｍ

ｐｅ
ｒ ｅｒｍｅＬ ．

垂稼披減草
＿ １ １ ．

０ ２ ± ０ ． ５ ９
ａ １ ．


７ ２ 士 ０ ． ０ ８

ａ

６ ５．

０ ９ 士

１
．

３ ８

ａ

４ ２ ．

９ ９ 土１ ． ６ ２

Ｂ

１ ２ ．０ １± １ ， ６ １

ａ

Ｅｌ
ｙｎ

ｕ ｓ ｎｕｔａ ｎｓＧ ｒ ｉ ｓｅｂ ．

／
Ｊ

＼
ＢＢ

＇＇

９ ． １４ ± ０ ． ２４
ｂ１ ， ３ １ 士 ０ ． ０ ５

ｂ４ ９ ． ０ ２ ± １ ． ７ １
ｂ ｃ

２ ８ ． ６ ４ ± １ ． １ ８
ｂ３ ．２ ７±０

，
１ ７

ｃ

Ｔｒ ｉｔ ｉｃａ ｌｅ ｈｅｘａｐ ｌ ｏ ｉｄ ｅＬａ ｒｔ ．

趣麦
９ ．９ ９ 土 ０ ．


０ ９

ａ
ｂ １ ．

５ ８士０
．

０ ５ ａ５ ３． ５ １ 士 ２ ． ６ １

ｂ２ ９ ． ２ ７ ± １ ． ６ ６
ｂ３

，５ ５± ０ ．１ ９
ｃ

Ａｖｅｎａｓａ ｔ ｉｖａＬ ．

２ ． ３ 不 同种牧草养分产置穗披碱草 和 燕麦 ， 垂穗 披碱草 和燕 麦之 间 粗蛋 白

单 位面 积粗 蛋 白 产 量 、 粗 脂 肪 产 量 、 中 性 洗产 量差 异 不显 著 。 酸性 洗 涤木 质 素 产 量也 以 一

涤 纤维产量 和 酸性 洗 涤 纤维 产 量 以 一 年生黑 麦年生黑 麦 草最 高 ， 垂 穗披 碱 草和 小 黑麦 次 之 ， 燕

草最高为 ２ ５ ５ ．７ ６ｇ
？ｍ

＿

２

， 显著高 于小 黑麦 、垂麦 最小 （ 表 ２ ）
。

表 ２ 不 同种 牧草养分产霣

Ｔａｂ ｌ
ｅ２Ｙ

ｉ
ｅ

ｌｄ ｓｏ ｆｄｉｆｆ ｅｒｅｎ ｔ ｆｏｒ ａｇ
ｅ
ｇｒａｓ ｓｖａｒ

ｉ
ｅ

ｔ
ｉ ｅｓｇ

？
ｍ

２

Ｗｍ粗蛋白 产量粗脂 肪产量中性洗 涤纤 维？
＂量
￣

酸性洗涤纤维产量
￣

酸性 森涤木质素产量

Ｔ ｒｅａ ｔｍ ｅｎｔＣＰｙ ｉｅ ｌｄＥＥｙ
ｉ ｅ ｌ ｄＮＤＦｙｉ ｅｌｄＡＤＦ ｙ ｉｅｌ ｄＡＤＬｙｉ ｅｌｄ

黑麦 草
＇

 ｜

２ ５ ５ ， ７ ６ ±１
０

． ９ ７
ａ５ ９ ．


７ ５士 ３ ．６ １

ａ１ ８ ６ １ ．３ ９士 ６ ０ ． ４ ９
ａ

１ ０ ５ ４ ．７ １ 士 ４ ６． 
０ ４ ａ２ ６ ３ ．６ １ 土 ６

．
００ ａ

Ｌｏ ｌ
ｉ ｕｍ ｐｅ ｒｅｎｎｅＬ ．

垂穗披碱草 ， ， ， ， ｕ

＿３ ３
，

０ ５ ± ２ ． ７６

ｃ

５ ． １８ ± ０ ． ４ ６

ｅ

１ ９ ５ ．
３ ８± １ ５ ． ２ １

ｅ

１ ２ ８ ．１ ４士 ７ ． ７５
ｃ３ ５ ． ０３ ± ３

．
０ ９

ｂ

Ｅ ｌ
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 ｎ ｓＧ ｒ ｉｓｅｂ．

／
Ｊ

＼
^

９

１ ２ ２ ．
４ ３土 ７ ．３３

ｂ１ ７ ．
４ ０士 １ ．


００

ｂ６ ５ ５ ． ６ ４士 ４０ ．

４０

ｂ３ ８ ３ ．３ ７士 ２ ５ ．

４ ２
ｂ４４ ． ０ ０ ± ３ ． ３ ４

ｂ

Ｔｒｉ
ｔ
ｉｃａ ｌｅｈｅｘａｐ ｌ ｏ ｉｄ ｅＬａ ｒｔ ．

疏麦…、

３ ２ ． ９ １
士 ３ ．ｌ ｌ

ｅ５ ．

２３ 士 ０ ． ５ ４

ｃ

１ ７ ６ ．
６ ０士 ２０ ． ６５

ｃ９ ６ ，３ ９士 
１

１
． ３ ４

ｃ

 １ １ ． ８ ３ ± １ ． ６ ５
ｃ

Ａｖｅｎ ａ ｓａｔ
ｉｖａＬ ．

３讨论与结论量和牧草消 化率与 ＮＤＦ 呈 负 相关
［
５
］

。 酸性洗 涤纤

维包含纤维素 和木 质素成分 ， 是植物纤维 中最不容

营养成分是评定 牧草词用价值 的重要 指标 ，通 易 消化的部分 ， 常被用 来预测伺料 的能量值 。 牧草

常把粗蛋 白 质和粗纤维含量作 为词用植物营养价值 营养品质很 大程度上取 决于粗蛋 白 和粗纤维 的 含

的重要指标 。 提高粗蛋 白 质含量 ，降低粗纤维含量 量 ， 较高 的粗蛋 白 与较低 的粗 纤维 含量是评价牧草

是提高牧草及饲料作物营养价值 、
改善营 养品 质的 优 良与否 的主要指标

［
６
＿

１ １
］

。 我们 的研究发现 ，垂穗披

重要内容 ［
４ ］

。 粗蛋 白 是牧 草 中含 氮物质的总和 ，是 碱草粗蛋 白 含量显著高于一年生黑麦草和小黑麦 ，

决定牧草营养品 质的重要指标 ， 蛋 白 质是生命的 基 而纤维含量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 脂肪含量 以小黑

础 ，畜禽摄入 蛋 白 质不足 ，必将影 响机体健康及 肉
、

麦含量最低 ，

一年生黑麦草 、 垂穗披碱草和燕麦三者

蛋 、
奶的 品质 ，畜禽对于蛋 白 质的 摄取主要 从饲料 中之间 脂肪含量差异不 显著 ， 所 以仅考虑蛋 白含量和

获得 。 粗脂肪是含能量最高 的 营养物质 ，脂 类含能 脂肪含量 的话 ，垂穗披碱草 、 燕麦和一年生黑麦草都

量是蛋 白 质和碳水化合物的 ２
？

４ 倍 。 中性洗涤纤 是优 良的 牧草 品种 。 但是仅考虑营养 品 质含量是不

维含量直接影响牧草 的品 质及消 化率 。 干物质采食 够的 ， 因为产量也是最大的限制 因 素 之
一

，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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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产量发现 ，

一

年生黑麦草粗蛋 白 和粗脂 肪含 量［３ ］ 张丽英 ． 词料分析及 词料质 量检测技 术 ［Ｍ］ ． 北京 ： 中 国农 业

都远远高于小黑麦 、垂穗披碱草和燕麦 （表 １ ） ，几种大学 ＆版社 ，扣 〇 ７ ： ４ ８
－

８ １

牧草营养品 质产量也 以－年生黑麦草最高 ，是小Ｓ
Ｗ学工业 ＂

２ ０ ０ ４
 ？
３ ７

－

３ ８

麦 的 ４？ ５ 倍 ，是披碱草和燕麦的 ７
？

８ 倍 （表 ２ ） 。

＾［ ５ ］ 单贵莲 ， 薛翻 ，徐柱 ，等 ． 不同调 制方法 紫花苜宿 干燥特性 及

管一年生黑麦草粗纤 维含量也很高 ， 可能影 响其 采干草质量 的研究 ［ Ｊ］
． 草业学报 ， ２ ０ ０ ８ ，

１ ７ （ ４ ） ：
１ ０２

－

１ ０ ９

食量和 消 化率 ，但对于高原牧区 采食量较大 的大 型［ ６ ］ 曹洪光 ？ 牧草品质综合 评定 概述 ［Ｊ ］
． 草 业科技 ， ２ 〇〇 丨

， ２８ （ ９ ） ：

食草动物牛 来说 ，也是缓解草畜压力 的 理想人工种
４ （Ｍ Ｑ

＿

ａｐｐ

－

， ＾
－

ｎ［ ７ ］ 胡跃高 ． 世界绿色饲料产业 发展 趋势与我 国绿色词料产业建设
１６ 品种 。 小黑麦和燕麦有较好的 营养 品 质 ’ 尽管 Ｓ■认则． 草业科学 ，麵 ，■洲

质产量
＇

没有黑麦草高 ，但因 其纤维含量低 ：而被马 、羊
［ ８ ］ 宁开桂 ． 实用词料分析手册 ［Ｍ］ ． 北京 ： 中 国农 业科技 出版社 ，

所喜食 。 所以牧民应该根据 自 己 的畜群结构合理安１ ９ ９ ３

排不同牧草 品种的播 种面积 ， 以便更好 的利用有 限［ ９ ］ 王艳萍 ，郑 中朝 ，麗生玉 ，等 ． 青海 可可西 里国 家 自 然保 护 区草

＆
地牧草营养成分测定 ［Ｊ ］ ． 草原与草坪 ，

２ ００ ５ （
４

） ： ３ ０
－

３ ３

、 °

［ １ ０ ］ 杨胜 ． 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测技术 ［Ｍ］ ． 北 京 ： 农业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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