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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茬 复 种 饲 料 作 物 的 研 究

张云影 1, 于 维 1, 刘 晨 1*, 曲祥春 2, 高国臣 1,

陈敬国 1, 何中国 2, 梅冬林 1, 陈自胜 1

(1.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畜 牧 分 院 , 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2.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作 物 所)

摘 要 : 为 了 充 分 利 用 麦 收 后 水 、热 和 土 地 等 资 源 , 开 辟 农 民 增 收 新 途 径 , 2004年7月21日 至9月23日 进

行 了 麦 茬 复 种 饲 料 作 物 试 验 , 麦 茬 复 种 玉 米 生 物 产 量(鲜 重)达4.4万kg/hm2, 大 麦 、燕 麦 的 生 物 产 量 (鲜 重 )分 别

为2.167万kg/hm2和2.523万kg/hm2 , 玉 米 、大 麦 和 燕 麦 扣 除 投 入 成 本 , 纯 收 益 分 别 达2 350.8、2 086.0和 2 794.0

元 /hm2, 经 济 效 益 显 著 。

关 键 词 : 麦 茬 ; 复 种 ; 饲 料 作 物

中 图 分 类 号 : S54 文 献 标 识 码 : A

吉林省麦类作物(小麦、燕麦和大麦)种植面积每年大致在 2 万～5 万 hm2。如何利用麦类作物收获

后的水、热、光能和土地资源复种饲料作物 , 为畜牧饲养业提供优质青贮饲料和干草 , 开辟饲料生产新

途径 , 提高农 民经济收益 和合理利用 资源 , 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 现实 意 义 。 近 年 来 , 燕 麦 在 西 部 地 区 发

展很快 , 播种面积逐年扩大。为此 , 进行了麦茬复种饲料作物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选用玉米品种吉单 180、大麦(莫尼斯)、燕麦(吉燕引 1 号)3 种饲料作物。

试验地点设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小麦试验区 , 小区面积 495 m2, 3 次重复。

春小麦于 2004 年 7 月 7 日收割后及时翻耙整地 , 7 月 21～23 日播种饲料作物。玉米、大麦、燕麦

行距分别为 60、30 和 30 cm, 播 种 量 为 100、200 和 150 kg/hm2。 人 工 条 播 , 施 尿 素 100 kg/hm2, 播 后 镇

压。作物生育期间进行物候期观察 , 并人工除草 2 次 , 于 9 月 23 日收割 , 测定鲜重及营养成分。

2 结果与分析

参 试 的 3 种 作 物 对 环 境 适 应 性 有 所 不 同 , 七 八 月 气 温 较 高 , 适 合 于 玉 米 的 快 速 生 长 ; 9 月 份 气 温

日渐下降 , 对大麦和燕麦的生长较适宜。复种作物生 长期间 , 7 月下 旬雨水充沛 , 而八九月降 水偏少 ,

对复种作物生长和产量有一定影响。

2.1 复种作物的物候期观察

复种作物播种后 , 正值气温较高和雨水充沛时期 , 不仅出苗快(3～5 d), 而且生长也快(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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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全部抽雄穗 , 少量形成果穗。大麦至 9 月 23 日已达蜡熟 , 燕麦 9 月 20 日达乳熟。为了适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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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青贮饲料 , 3 种饲料作物均于 9 月 23 日霜前收割。

2.2 复种饲料作物长势与生物产量比较

从 表 2 看 出 , 3 种 饲 料 作 物 的 干 草 产 量

以 玉 米 最 高 为 8 377.60 kg/hm2, 燕 麦 次 之 ,

大麦较低。

2.3 复种作物营养成分含量分析

从 表 3 可 见 , 3 种 干 草 的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差异不大 , 但以 大麦略高 , 玉 米次之 , 燕 麦较

低。而粗 纤维含量大 麦较低 , 无氮 浸出物 大

麦 最高。其原 因是大麦子 实已达蜡熟 期 , 因

而提高了粗蛋白质及无氮浸出物的含量。复

种 玉 米 柔 嫩 而 多 汁 , 含 水 量 达 80%, 稍 加 晾

晒含水率达 70%, 即可调制出优质青贮饲料。

从饲用价值评定 , 玉米和大麦可用作混合青贮 , 既提高了营养价值 , 又提高了适口性。燕麦用作干

草比较理想。

2.4 复种作物营养产量比较

衡量某一饲料质量的优劣 , 除适口性、饲料质地和一些物理性状外 , 其营养产量是重要标准之一。

表 2 复种饲料作物长势与生物产量比较

作物 株高(cm)
密度

(茎数 万 /hm2)
鲜重

(kg/hm2)
干燥率

(风干%)
干草重

(kg/hm2)
玉米 213.20 11.62 44 000 19.04 8 377.60
大麦 95.97 351.70 21 670 30.33 6 572.50
燕麦 93.08 418.30 25 230 30.67 7 738.04

样品 水分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玉米 13.37 7.77 2.63 25.13
大麦 7.74 7.85 2.54 23.88
燕麦 11.01 7.47 2.90 28.63

表 3 复种作物营养成分含量 %

无氮浸出物 粗灰分

46.10 5.00
51.06 6.93
41.93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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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4 可见 , 3 种饲料作物的干草主要营养产量以玉米较高 , 燕麦次之 , 大麦较低。

2.5 复种作物的经济效益比较

参试的 3 种作物按照市场价格 , 计算出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如表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 3#!

435!

67! 899! :99! ;99! <!999! =!8>>! 9?@9! 8!8;9?=! :!8;9?=!
AB! ;99! :99! ;99! <!:99! C!;>:! 9?;9! 8!:=C?9! :!9=C?9!
DB! 8>;! :99! ;99! <!9>;! >!>8=! 9?;9! 8!=CE?9! :!>E@?9!

 由表5看出 , 3种 饲料作物的 经济效益 , 以 燕麦较高 , 玉 米次之 , 大麦 稍低。纯收 益分别达2 794.0、

2 350.8和2 086.0元/hm2。

3 结语与讨论

①根 据 吉 林 省 中 西 部 地 区 近 年 来 的 气 象 资 料 , 7 月 中 旬 至 9 月 末 积 温 达 1 600 ℃·d, 占 全 年≥

10℃以上活动积温的 50%, 5 cm 地温累积达 1 700 ℃·d, 非常有利于复种作物的生长。在此期间累积

降 水 200 mm 以 上 , 占 全 年 降 水 量 40%, 这 些 丰 富 的 水 、热 资 源 , 为 麦 茬 复 种 饲 料 作 物 奠 定 了 基 础 , 对

合理利用资源 , 提高土地复种指数 , 为农民增产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②应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确 定 选 择 麦 茬 复 种 作 物 , 草 食 家 畜 (牛 、羊 )饲 养 户 , 可 首 选 玉 米 , 生 物 产 量 达

4.4 万 kg/hm2, 可 调 制 出 优 质 青 贮 饲 料 3.52 万 kg(损 失 率 按 20%), 可 供 10 头 肉 牛 175 d 饲 用 (每 头 每

天 20 kg)。若需要优 质干草 , 则以 复种燕麦 为宜 , 干草产 量达 7 738 kg/hm2, 且草质 柔软 , 叶量较 大 , 适

口性好。

③复种 大 麦 在 霜 前 子 实 可 达 蜡 熟 期 , 干 草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达 7.85%, 高 于 玉 米 和 燕 麦 , 既 可 调 制 青

贮 饲 料 , 也 可 晒 制 干 草 , 具 有 用 途 广 , 适 应 性 强 等 特 点 。 (下 转 第 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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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54 页)

④本次试验的中后期 , 降水较少 , 对作物产量有一定影响。如有灌水条件 的小麦后茬 地复种饲料

作物 , 产量和效益将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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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ions on Several Issues of Developing Organic Soybean
in J ilin Province

WANG Shu- ming, WANG Yue- qiang, ZHAO Li- mei, et al.

(Soybean Research Center,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Gongzhuling,136100, China)

Abs 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organic food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devel-

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introduced. The meaning of developing organic soybean produc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producing organic soybeans in Jilin province were discusse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developing organic soybean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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