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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园地 日本饲用高粱夏播试验及营养价值分析

钱 续!尹作乾!金海林!杨克诚!白 露
#甘肃省榆中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榆中

43###6

$

摘要!从日本引进饲用高粱"

!"#

$

%&'()*"+"#

#种子!在甘肃省榆中县进行了夏播试验!对其生物学特性及适应性

进行观测!并对其生长
6!#7

后的草产量及牧草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日本饲用高粱具有抗旱%抗寒%生

长茂盛的优点!能适应榆中县的气候%土质%水肥条件&农田生长
6!#7

后!鲜草产量达
689':#;

'

<=

5!

!干物质产

量达
93'9>;

'

<=

5!

!高于本地普通高梁成熟期产量$其全株主要营养成分与本地成熟期收获的普通高粱接近!

总能约为本地高粱的
!

倍&与在日本种植至成熟期收获的全株营养成分相比!粗蛋白含量高
:"'"6?

!无氮浸出物

含量高
6:'"6?

!粗纤维含量低
!#'69?

!粗脂肪含量低
4!':!?

$总体分析!日本饲用高梁是一种适应性强%产量

高%营养价值高的饲料作物!适合在榆中县种植$

关键词!饲用高粱&夏播&种植&营养价值

中图分类号!

086>'6:

%

0:69'#9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6##6@#>!"

#

!#6!

$

#!@#3!4@#9

$!

!!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结构的调整!

牛&羊等草食动物的比例不断增加!饲草饲料资源短

缺问题成为制约畜牧业!特别是节粮型畜牧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要满足畜牧业的发展!除充分利用农

作物秸秆外!开发新的高产饲用牧草资源也十分重

要(

6

)

'在常用饲用牧草中禾本科种类最多'禾本科

牧草具有耐盐碱&抗寒冷&耐贫瘠&抗逆性强&营养价

值丰富&适口性好等优点!因此禾本科牧草的研究在

我国西部生态建设和草地畜牧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

'高粱#

!"#

$

%&'()*"+"#

$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禾谷类作物之一'饲用高粱又叫甜高梁

#

!,-"*%./

$!是普通粮用高粱的一个变种!株高一

般在
!

"

9=

!茎秆柔软!叶片繁茂!生长旺盛!分蘖

能力强!具有很强的耐旱性和较强的耐涝&耐盐碱

性%适生地域广!在盐碱地&低洼地都能正常生长!特

别是旱地种植!生长正常!具有明显的抗逆优势!其

产草量比玉米#

01/'/

2

3

$&苜蓿#

41-)*/

$

"3/5)6

7/

$&鲁梅克斯
A@6

#

8&'19

:

/5)1.5)/B8,5)/.6

3*%/.)*&3

$等牧草高出许多'除上述优点外!其作为

饲草饲用高粱最大的特点是糖分含量高&营养价值

高&适口性好!既可青饲又可青贮或调制成干草(

3@:

)

'

日本饲用高粱是日本东京大学培育出来的一种

饲喂奶牛和日本和牛的饲料专用高粱!其糖分含量

和甘蔗#

!/**%/#&'"

;;

)*)./#&'

$相当!在日本冲

绳种植产草量可达
!!:;

*

<=

5!

'本研究对日本饲

用高粱进行了夏播种植试验!并对收获牧草的营养

价值进行测定!旨在为该品种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

供参考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时间及地点
!

试验时间与当地小麦

#

<#)5)*&'/135)7&'

$收割后空茬期基本一致!于
!##"

年
>

月
68

日
56#

月
6:

日进行!比当地正常种植时间

推迟
!

个月!其目的是进行夏播试验!研究其在小麦

田空茬期的种植技术!以解决耕地紧缺的问题'

试验地点在甘肃省榆中县甘草镇甘草村农田

中!地处
3:C98D(

!

6#9C64D2

!海拔
68>#=

'试验

田面积
#'#><=

!

#

33=B68'!=

$!土质为壤土'

试验期间平均气温
6"'!E

!年降水量
6>:'3==

'

!'"

供试材料
!

饲用高粱种子为日本东京大学培

育的新品种!共
>##

F

!其千粒重
!4'9

F

'播种前在

实验室测得其发芽率为
"9?

'

!'#

播种方法及田间管理
!

播种前施牛粪
>4

=

3

*

<=

5!

!缓施肥
83#G

F

*

<=

5!

'播种时间
>

月

68

日!采用人工点播!播深
3

"

:H=

!行距
>#H=

!株

$

收稿日期+

!#66@#3@!8

!!

接受日期+

!#66@#9@!4

基金项目+榆中县农业科技特派员项目#榆科字(

!#6#

)

#>

$

作者简介+钱续#

6">3@

$!男!甘肃兰州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牧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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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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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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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6:H=

'于点播当日分别在
#4

+

##

&

66

+

3#

和
6"

+

##

测定
:

和
6# H=

的地温!

: H=

的地温分别为
6>

&

36

和
34E

!

6#H=

的地温分别为
68

&

!:

和
39E

'

试验期间#

6!#7

$共进行了
!

次田间人工除草

作业!在播种后的第
9!

天和第
>8

天分别灌溉
6

次!

灌水量分别为
6:64'>9

和
6:##'#6=

3

*

<=

5!

!灌

溉的同时追施尿素
33#G

F

*

<=

5!

'在播种后的第

3:

天发现蚜虫侵害!因症状轻微!未采取杀虫措施'

!'$

观测内容与测定项目
!

从播种后第
6

天开

始!每隔
!

"

47

观测记录叶片数&分蘖数和株高'

在收割前测定分蘖数&须根数&叶片数&叶片面积&株

高&株径及总产量等指标!并与相同地域条件下种植

的本地普通高粱进行比较%收割后取混合样于
>:E

下烘干#

98<

以上$至质量不变时!计算干物质

#

OP

$含量!并按,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测技

术-

(

>

)中方法测定粗蛋白#

-)

$&粗纤维#

-Q

$&粗灰分

#

+R<

$&粗脂肪#

22

$&

-I

&

)

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和总

能#

S2

$!计算无氮浸出物#

(Q2

$含量!同时测定相

同地域条件下收获的本地普通高粱秸秆的上述指

标!并进行对比'

!'%

数据分析
!

对株高&株径&叶片数&叶片面积&

分蘖数及须根数等指标采用
5

检验进行平均数的差

异比较'

"

!

结果与讨论

"'!

生长观测及适应性
!

日本饲用高粱在
>

月

68

日播种!播后
37

发芽!发芽率为
"#?

!

:7

后开

始出苗!

6!7

后长出
3

"

9

个叶片!叶片数在
"67

内

均呈曲线增长趋势!以
9"7

前增加较快'播种
!!7

后开始第
6

次分蘖!在
867

内是分蘖最旺盛的时

期!也是叶片数增加较快的时期'在
6#:7

内!株高

随天数的增加快速增加!尤以
9!7

后增长最快!

6#:

7

后增长明显减缓#图
6

$'由于种植时间较迟!至株

高
!"#

"

3:#H=

收割时仍未抽穗!一直处于营养生

长期!生物量呈增长趋势'

图
!

!

日本高粱生长期分蘖数"叶片数和株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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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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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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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392

5

2.,:,38-2

(

,:8-

(

7/026

(

-8;67

5

,-'84

!!

!##"

年在玉米生长期!当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干

旱天气!农作物生长受到很大影响!产量锐减'至

6#

月
!

&

3

日连续
!7

的霜冻使试验田周边的玉米全

部冻死或冻伤!但日本饲用高粱未受到太大影响!表

现出了极强的抗旱性和耐寒性'

"'"

生物学特性及产量
!

在播种
6!#7

后收割!

日本饲用高梁单株高度为
!"#

"

3:#H=

!单株质量

6'9#

"

!'6:G

F

!株径
6'3

"

!'!H=

!叶片数
68

"

6"

个!

单个叶片面积
:!8

"

63#!H=

!

!须根数
3!

"

9!

个!分

蘖数
!

"

6#

个'鲜草产量
689':#;

*

<=

5!

#表
6

$'

日本饲用高粱分蘖旺盛&须根数和叶片数多&植

株茎秆粗壮!分蘖比本地高粱高
!

"

:

倍!在强烈的

光合作用下!由于植株和叶片多!在地表上方形成了

一个保护罩!有效阻止了土壤及株间水分的蒸发!而

发达的须根可以最大限度地为生长提供水分和其他

营养素需求(

4

)

!所以日本饲用高粱比本地高粱具有

更强的抗旱性'日本饲用高粱干物质产量#

93'9>

;

*

<=

5!

$高于本地高粱!高于在河北种植的.辽甜
6

号/#

!4':>

"

3#'"8;

*

<=

5!

$和.辽甜
3

号/#

!"'68

"

3!'83;

*

<=

5!

$饲用高粱#生长期
6:#7

$

(

8

)

!也高于

在山西种植的.晋草
6

号/#

3:'!9

"

3>':>;

*

<=

5!

$

#生长期
63#7

$

(

9

)

!其鲜草产量#

689':#;

*

<=

5!

$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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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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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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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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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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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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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粱与本地高粱的生物学特性及产量

*21+,!

!

<'8+8

(

'=2+=72-2=6,-':6'=:2.4

>

',+48392

5

2.,:,38-2

(

,:8-

(

7/02.4+8=2+:8-

(

7/0

指标

)ITI=U;UT

日本高粱
VI

W

ILURUX%TI

F

UR%T

F

<N=

测量范围
*IL

F

U

平均
PUIL

本地高粱
/%HI&X%T

F

IUR%T

F

<N=

测量范围
*IL

F

U

平均
PUIL

株高
YUJ

F

<;

"

H= !"#

"

3:# 36:'>9

$$$

694

"

!:: !6:'9!

株径
)&IL;7JI=

"

H= 6'3

"

!'!

6'48

$$$

#'4

"

6'! #'""

叶片数"个
/UIXLN=ZUT 68

"

6" 68'!6

$$$

8

"

" 8'>9

叶片面积
/UIXITUI

"

H=

!

:!8

"

63#!

6#49'4>

$$$

6#:

"

:!: !8>'66

分蘖数"个
,J&&UTLN=ZUT !

"

6# :'>9

$$$

!:

"

!8 6'>9

须根数"个
*%%;LN=ZUT 3!

"

9!

3>'!6

$$$

6

"

! !8'#4

产草量
QTUR<

[

JU&7

"

;

*

<=

5!

689':# :!':#

干物质产量
OT

[

=I;;UT

"

;

*

<=

5!

93'9> !!'#!

注+

$$$

表示不同高粱间差异极显著#

=

%

#'##6

$'

(%;U

+

$$$

JL7JHI;URJ

F

LJXJHIL;7JXXUTULHUZU;\UULVI

W

ILURUIL7&%HI&X%TI

F

UR%T

F

<N=I;#'##6&U]U&'.̂ 69'

于在北方大田种植的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大力士

#

YNLLJ@

F

TUUL

$/#

6:#

"

68#;

*

<=

5!

$

(

"

)

'本试验比高

粱正常种植时间推迟近
!

个月!生长期为
6!#7

!比正

常生长期缩短
!

个多月!收割时还未到成熟期!而且

试验期间只灌水
!

次!但鲜草产量已高达
689':#

;

*

<=

5!

'据此推测!如果按照种植习惯
9

月底播种!

在饲草的适合收割期收割!生物学产量及营养产量将

会更高'由此可见!日本饲用高粱是一种产量很高的

牧草!在从亚热带地区移植至温带地区后!仍能很好

的生长!具较强的适应性'

!!

在本试验中!因种植时间迟致收割时未达成熟

期!但在
>

月中旬种植&

6#

月中旬收割的生产季节!对

当地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当地的粮食作物以冬小麦

为主!本试验的种植季节正好在小麦田空茬期'根据

本试验结果!在当地推广麦田收割后夏播日本饲用高

粱技术完全可行'

"'#

营养成分及饲用价值
!

在干物质基础上!榆

中县种植的日本高粱其全株的主要营养成分与榆中

县本地高粱接近!但
S2

约为本地高粱的
!

倍%与在

日本种植相比!

-)

含量高
:"'"!?

!

(Q2

含量高

6:'"6?

!而
-Q

含量低
!#'69?

#表
!

$!说明在榆中县

种植的日本高粱!其营养价值及适口性优于在日本当

地种植的'在日本种植时!

22

的含量较高!其原因是

在日本收获时已达成熟期!籽实对
22

含量的贡献较

大!同时随生长期的延长!

-)

含量下降较快'本试验

种植的日本饲用高粱!其全株
-)

含量#

4'>>?

$稍高

于成熟期收割的.辽甜
6

号/#

4':9?

$和.辽甜
3

号/

#

>'34?

$!

22

含量#

6'!:?

$低于.辽甜
6

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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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粱营养价值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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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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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粱全株#产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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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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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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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VI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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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高粱全株#产地榆中$

VI

W

ILURUX%TI

F

UR%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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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_NL̀<%L

F

$

全株
a<%&U

W

&IL;

茎
0;U=

叶
/UIX

本地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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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

R%T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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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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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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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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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6'!: #'3: !'64 6'!>

+R<

"

? >'3> >'38 >'!: 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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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3! #'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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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

? 93'8# :#'44 :9'99 9:':8 :#'##

S2

"

PV

*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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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数据来源于资料!其余为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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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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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

!'!"?

$和.辽甜
3

号/#

!'99?

$

(

8

)

'但对于粗饲料

而言!较高的
-)

含量比较高的
22

含量更为有利!因

此在榆中当地日本高粱生长
6!#7

!其全株的营养价

值并不低于国内正常生长情况下的优良饲用高粱!而

且生长期的缩短为在麦田中夏播提供了可行性!这对

于解决种草土地紧缺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

!

结论

6

$日本饲用高粱具有抗旱&抗寒&生长茂盛等特

点!能完全适应榆中县的气候&土质&水肥条件!而且

产草量优于国内常见饲用高粱及榆中本地普通高梁'

!

$榆中县种植的日本饲用高粱!其全株的总能

比本地成熟期普通高梁高!其他营养成分与本地成

熟期普通高粱接近%与在日本种植条件下相比!粗蛋

白含量&无氮浸出物含量高!而粗纤维含量低'

3

$日本饲用高粱在榆中当地可利用麦田空茬期

进行夏播!适当地提前收割对干物质总产量影响不

大!而且可以保持干物质中粗蛋白含量和总能较高!

提高适口性'

参考文献

(

6

)

!

崔国文
'

中国牧草育种工作的发展&现状与任务(

V

)

'

草

业科学!

!##8

!

!:

#

6

$+

38@9!'

(

!

)

!

刘公社!张卫东
'

禾本科牧草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研

究进展 (

V

)

'

西北植物学报!

!##3

!

!3

#

9

$+

>8!@>84'

(

3

)

!

壬柳英!周青平!颜红波!等
'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栽培比

较(

V

)

'

草业科学!

!##:

!

!!

#

9

$+

68@!6'

(

9

)

!

平俊爱!张福耀!程庆军!等
'

新型饲草高粱.晋草
6

号/

的选育与栽培管理(

V

)

'

草业科学!

!##9

!

!6

#

:

$+

94@98'

(

:

)

!

房丽宁
'

饲用甜高粱新品种.大力士/(

V

)

'

草业科学!

!##3

!

!#

#

6!

$+

:>@:4'

(

>

)

!

杨胜
'

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测技术(

P

)

'

北京+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

6""3'

(

4

)

!

杜菁昀!杜占池!崔骁勇!等
'

内蒙古典型草原地区常见

植物光合&蒸腾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V

)

'

草业科学!

!##3

!

!#

#

>

$+

66@6:'

(

8

)

!

宋金昌!范莉!牛一兵!等
'

不同甜高粱品种生产与奶牛

饲喂特性比较(

V

)

'

草业科学!

!##"

!

!>

#

9

$+

49@48'

(

"

)

!

苏佳楼!房丽宁
'

饲用高粱大力士的品种特性及利用方

式(

V

)

'

黑龙江畜牧兽医!

!##9

#

9

$+

9>@94'

*,:683:/00,-:8;'.

(

38-38-2

(

,:8-

(

7/0'.6-84/=,43-8092

5

2.2.4

2.2+

>

:':83'6:./6-'6'@,@2+/,

b1+(cN

!

_1(dN%@

K

JIL

!

V1(YIJ@&JL

!

_+(SAU@H<UL

F

!

e+1/%N

#

+LJ=I&YNRZIL7T

[

IL7QJR<UT

[

,UH<L%&%

F[

)T%=%;J%L0;I;J%L%X_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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