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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在长武县的引种试验

李 玲 邹厚远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黄上高原沟壑区畜牧业的发展
,

要求提供高产优质的牧草
,

建立牧草基地
。

为此
,

我们

在秧西省长武县进行了优 良牧草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引种工作
。

观测表明
,
红豆草和

·

叭冰

沙打旺的越冬率为 1 00 %
,

生长发育良好
。

红豆草的抗早性强
,

含有丰窗的营养物质
,

粗 蛋

白含量在各个 时期均很高
,

适 口性好
,

是优 良的蛋 白质饲料 ; 早熟沙打旺产草最要 比红豆
一

草

商
。

这两种牧草
,

尤其是红豆草是很有推广价值的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人工草地种植 面积少
,

种类单一
,

品种退化
,

管理粗放
,

产
.

草量很低
,

加上大面积天然草场退化
,

从而 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为了保持水土和提供高产优质牧草
,

以建立

饲草基地
,

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

我们从 1 9 8 5一 1 9 8 6年在长武县的退耕农地 (包括原地 和山地 )

和荒坡地上进行了优良牧草的引种工作
。

一
、

试验区自然条件与种植情况

试验布置在陕西省长武县
。

该县位于陕西渭北旱源西缘
,
海拔高8 45

.

2一 1 , 2 74 米
。 了心候特点冬

季寒冷
,

夏无酷暑
,

春季升温慢
,

秋季降温快 , 年平均温度 9
.

1℃ ,

址冷的 1月份平均溢度为
一 4

.

9 识
,

最热 的 7月份平均温度为 22
, 1℃ ; 极端最低温度

一
24

.

9 , 极端 最 高 温 反 36
.

9 ℃ , ) 1 0乞 积 孤 为

3
,

02 9
.

1℃
。

无霜期 17 1天
,

全年日照 2 , 2 1 8
.

7小时
。

年降水量 58 4
.

1毫米
,

60 % 以上集中在 7一 3三个

月内
,

且多暴雨
。

雨热 同季
,

年蒸发数较低
,

为 1 ,
5 5 2

.

4毫米
。

引种牧草有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
。

早熟沙打旺原产地在辽宁省
,

已由陕西省绥德试验站引种

成功
。

从 1 9 8 5一 19 8 6年在长武县的退耕源地
、

退耕山地及荒山进行了红互草和早熟沙打旺的引种

工作
,

采取由县到乡
,

由乡到村
,

由村到户
,

逐层签订合同的办法
,

进行种植
,

把经济责任制落

实到户
。
1 9 8 5年春播种红豆草 3

.

3公顷
,

早熟沙打旺 0
.

67 公顷 ; 夏播红豆草 1 3
.

33 公顷
,

早熟沙汀旺

3
。
3公顷

。

二
、

观察项 目和方法

(一 ) 田间观察记载

1
、

物候期
。

分别对红豆草 和早熟沙打旺的播种期
、

出苗期
、

分枝期
、

现蕾期
、

开花期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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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期
、

成熟期和枯黄期进行了观察记载
。

说明
:

( l ) 出苗期或返青期一50 % 的幼苗出土后为出苗期
,

越冬后植株有 50 % 返青时
,

为返青期
;

( 2 )分枝期一主茎长出侧枝达 50 %为分枝期 ;

( 3 )现蕾期一有花蕾出现 50 %时为现 蕾期 ;

( 4 )开花期一有 50 %的植株开花为开花期 ;

( 5 )结英期一植株果荚出现 50 %为结英期 ;

( 6 )成熟期一80 % 的种籽成熟为成熟期 ;

( 7 ) 生育天数一由出苗至种籽成熟的天数 ;

( 8 )枯黄期一当植株的叶片有 2邝枯黄时
,

为枯黄期 ,

( 9 )生长天数一由出苗 (返青 ) 至枯黄期的天数
。

2
、

生长高度
。

分别于现蕾期
、

开花期
、

成熟期时
,

用钢卷尺在田间测定植株的绝对高度
,

每次随机测试 10 株
,

取其平均值
。

3
、

抗逆性
。

分别测定了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越冬率
,

即在小区中选择有代表性的长 1米的

样段
,

在越冬前及第 2 年春季返青后
,

分别计算样段中植株数及返青数
,

便可以统计出越冬率
。

越冬率 = 返青植株数
样段内植株总数

x 10 0%

4
、

产草量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播种当年测定一次
,

第 2 年测定两次
。

第 1 次刘害J于开花

期进行
,

再生草测定在牧草停止生长前 15 一30 天进行
,

测定其鲜草重量
。

在大田随 机 取 样
,

重

复 5 次
。

5
、

种子产量
。

当种籽成熟时
,

选有代表性的 20 个点
,

每个点 1 平方米
,

用人工采收全部成

熟的种籽
,

单收
一

单装
,

风干后称重计产
。

(二 ) 营养物质含 t 测定

用常规分析法进行化学分析
,

主要分析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 的粗蛋白质
、

粗脂肪
、

粗纤维和

水分的含量
。

三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1
、

生态适应性
。

很据 19 8 5一 1 9 8 6年 2年的观察
,

在长武县引种的红豆草和早 熟沙打旺越冬性

好
,

越冬率均为 1 00 %
。

红豆草的抗早性强
。

19 8 5年 4月初
,

尽骨降雨少
,

春早严重
,

红豆草播种 1

周后
,

90 %都能发芽
、

出苗并成活
。

早熟沙打旺 1 个月后才发芽
,

这主要是 由于播种 后
,

雨 水

少
,

气候干燥
,

跑墒严重
;
另一方面

,

种植粗放
。

2
、

生长发育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在长武县生长发育良好
。

( l ) 生长速度
。

测定表明
,

1年生红豆草从现蕾到开花生长速度最快
,

平均每天增长 1
.

78 1

厘米
,

而生长前 期 (出苗一现蕾 ) 和生长后期 (开花一成熟 ) 都较慢
。

前者平均每天增长 0
.

38 厘

米
,

后者平均每天增长 0
.

27 厘米
。

2 年生红豆草 同样只 是从现蕾到开花
,

生长速度最快
,

平均每

天增长 2
.

5厘米
,

而生长前期平均每天增长 1
.

1厘米
,

生长后期平均每天增长 1
.

5厘米
。

2 年生早熟沙打旺生长前期生长速度较快
,

平均每天增长 0
.

88 厘米
,

而 中期 (出苗一现蕾 )

和后期生产速度都较慢
。

前者平均每天增长 。
.

34 厘米
,

后者平均每天增长 0
.

07 厘米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当年株高分别为 6 0
.

8厘米和 6 1
.

2厘米
,

第 2 年株高分别为 1 5 0
.

6厘 米 和

1 4 0
.

6厘米
。



(2)枝条形成
。

样方调查表明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播种当年
,

单株分枝数差别很大
。

红

豆草分枝多的达 54 个
,

少的仅 17 个
,

平均 29 个 ; 早熟沙打旺 分 枝 多 达 68 个
,

少的达 8 个
,

平均

26 个
。

生活的第 2 年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可以从根茎部越冬芽再生
,

使得分枝数增加
。

( 3 ) 开花结实
。

春播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
,

当年可以开花 ; 夏播红豆草和旱熟沙打旺
“

邹 l毛

不能开花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开花早晚
,

随播种时间不同而异
:

播种早
,

开花 旱 ; 反 之则晚
。

在长武县种植红豆草
,

当年 4 月 18 日播种
, 8 月 l 日进入盛花期

;
早热沙打旺于 4 月 1 0 -11 播种

,

9 月 2 0日进入盛花期
。

样方调卉表明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播种当年
,

.

单株花序数差别很大
。
]年生红豆草单株花序数

多的可达 52 个
,

少的 13 个
,

平均 26 个 ; 1年生早熟沙打旺单株花序数多的 可达 40 个
,

少的 了个
,

平均 18 个
。

春播红豆草在当年就能结实
,

种籽可以成熟 ; 春播早熟沙打旺在 4 月 10 日以前的
,

当年
`-lJ 以

收到种籽
。

夏播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当年不能开花结实
,

一 直处于营养状态
。

红豆草和旱熟沙打

旺结实早晚亦与播种期有关
,

播种早
,

结实早
。

在长武县种植红豆草
,

4 月 18 日播种
,

9 月 24 1了

进入成熟期 ; 早熟沙打旺 4 月 10 日播种
, 1 0月 2旧 进入成熟期

,

而大部分 -{J 熟沙打旺 llI J
二

播种较

晚 (晚 10 天左右 )
,

只能开花不能结实
。

3
、

物候期
。

在长武县种植红豆草
, 4 月 18 日播种

, 4 月 27 日 出 苗
.

6 月22 日分枝
, 8 月 1 日开

花
, 9 月 25 日种籽成熟

,

生育期 15 0天
,

枯黄期 12 月 7 日
,

生长期 2 25 天
。

次年返青较早
,

一般在

3 月 15 左右
,

比紫花首楷约早 1 周
,

现蕾期 5 月 15 日
,

开花期 5 月 26 日
,

结荚期 6月 10 日
,

成熟

期 6月 3 0日
,

生育期 1 0 7天
。

早熟沙打旺在长武县种植
,
4 月 18 日播种

, 5 月 17 日出苗
,

分枝期 7 JJ 1 6日
,

当年不 能开花

和结实
,

枯黄期 n 月 25 日
,

生长期 1 92 天
。

第 2年在 3 月 28 日左右返青
,

现蕾期 8 月 26 日
,

开 花

期 9 月 1 0日
,

结荚期 9 月 12日
,

成熟期 9 月 2 3日
,

生育 15 0夭
。

四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经济效益与发展前景

(一 ) 经济效益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主要靠种籽繁殖
,

其种籽产鱿的高低对 生 产 」: 扩大

种植面积有重要意义
。

头一两年
,

要注意抓经济效益
,

注重种籽的繁狱
,

为建立牧草从地打下琴

础
。

1
、

种籽产址
。

根据 20 个样方调查
, 1 年生红豆草种籽每公顷试验产 : ;山 lJ’ 达 1 ,

10 6公斤 , 2年

生红豆草 3月 15 日返青后
, 6 月 30 日进入成熟期

,

即可收获种籽达 1
,

12 4公斤 /公顷
。

朴播早熟沙

打旺 由于播种较晚
,

当年只有部分种籽成熟
,

产量仅 6 8
.

4公斤 /公顷左右 ; 2年生早熟沙打旺 3 月

28 日返青
, 9 月 23 口进入成熟期

,

试验种籽产量为 69
.

75 公斤 /公顷
。

2
、

牧
一

草产草曦的高低是评价 J冬词用价值的主要依据
。

春播红豆草和早熟沙打盯产草从商
,

品质好
。

当年花期刘割
,

可分别获得鲜草 1 1 ,

24 2公斤 /公顷和 1 2 , 1 42 公斤 /公顷
, 二

卜草 3
, 6 46 公斤 /

公顷和 5 ,

24 5公斤 /公顷
。

再生草甸甸生长
,

到 1 1月初就签本停止生长
。

在试验
,
!
,
发现

, 工平方米

内再生草植株数 1[ 下降
,

这 可能与留茬高度
、

刘割时间等因素有关
。

2 年生红豆草 5 月下旬进入盛花期
,

刘割头茬草
,

再生草到 9 月底刘荆第 2茬草
,

共产鲜草

1 9
, 4 78 公斤 /公顷

,

干草 5
, 7 63 公斤 /公顷

。
2 年生早熟沙打旺 5 月下旬营养期刘荆头茬 草

,

再 生

草到 9 月底刘割第 2茬草
,

共产鲜
.

草2
, 6 87 公斤 /公顷

,

干草 8 44 公斤 /公顷
。

在测定 2 年生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种籽产量的 同时
,

还测定 了秸秆产址
, 2 年生红豆草和早



熟沙打旺秸秆产量分别为 9 56 公斤 / 公顷和3
, 7 71 公斤 /公顷

。

1 9 8 5一 1 9 8 6年长武县引种红豆草和早

熟沙打旺的种籽产量
、

产草量如表 1所示
。

表 1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产草皿和种籽产 l ( 工9 飞二一卫9 8 6年 ) 单位
:

公斤 /公顷

牧草名称 生 长年限 干 草 干卜 籽

第 1 年

第 2 年

2 年平均

1 1
,
2 12

红 豆草 2 9
,
4 7 3

1 5
,

3 6 0

3
,
6吐6

。

g
,
7 6 3

。

106
。

2 5

1 2乙
。
2 5

1 1 5
。
2 5

早熟沙打旺

第 1 年

第 2 年

2 年平均

1 2
,
1 4 2

。

2 6
,
8 7 2

.

1 9
。
三0 7

。

忍
,
2 15

。

5

5 , 3 1 3
。

忿

6
,
3 4 1

。

5

6 5
。
己

6 9
。

7 5

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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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 以看出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播种当年的产草量较低
,

而第 2年明显提高
,

分别提高

73
.

3%
、
1 21 %

。

调查中发现
, 2年生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可以从根茎芽上长出大员枝条

,

密度显著增

加
,

株高增长
,

所以产草量相应提高
。

同时
,
还发现 2 年生早熟沙打旺地里有不少天然实生苗

。

通过对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营养成分的分析表明
,

红豆草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

粗蛋 白含量

在各个时期均很高
,

是优 良的蛋白质饲料
,

如表 2 所示
。

表 2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营养物质含皿 ( % )

牧草名称 生育期 粗脂肪

红豆草

开花期

成熟期

早熟沙打旺 营养期

…
水 分

{
-

竺巴
一

…
~

一

理墅竺

一器一成 : …烈
…

9一

…
1 7一

1
2魂一

调 查结果表明
,

红豆草的适 口性好
,

大家畜最喜欢采食
,

而且不会引起膨胀病
。 ·

旱熟沙打旺

的适 口性较差
,

多数家畜开始不习惯采食
。

(二 ) 发展前景
。

长武县人工牧草种植面积少
,

天然草场产草量低
,

农作物秸秆成为家畜的

基础甸料
,

其粗纤维含量多
,

适 口性差
。

畜禽日粮组成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

豆类仅 , l沁
.

4%
,

且蛋

白质营养贫乏
。

目前
,

长武县尚有许多荒坡地未开发利用
,

如沟坡的冲沟地
、

二荒地和滩涂地
,

近

几年内可以设 法使这些地都种上牧草
。

另外
,

长武 县 有 4
,

66 7 公顷天然草场
,

产草从 低
,

’

可 以

采取等高带状整地
,

播种优良牧草等措施
,

进行草地 改 良
,

把草地的生物生产力从现在的 25 0 公

斤 (鲜草 ) 提高到 7 5 0一 i ,
0 0 0公斤

。

前面我们概括了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经济效益
,

尤其是红豆草在生产土很有推 J“ 价仇
,

与

当地首箱比较有以下优点
:

1
、

红豆草的营养价值高
,

适 口性好
,

牲畜吃了不 引起膨胀病
;



2
、

红豆草早春返青早
, 比当地首楷早一周左右

,

可较早为畜禽饲用
,

解决早春饲料 不足向

题 ,

3
、

红豆草的抗早能力比紫花首藉强
。

据文献报导
,

红豆草产草量在干早年份显著高于紫花

首希
,

早熟沙打旺抗早
、

抗寒
、

抗沙
、

抗碱
,

是改良天然牧草的优良品种 ;

4
、

红豆草栽培容易
,

种籽较大
,

易出苗
,

田间管理工作十分方便 ;

5
、

首蓓在当地栽培历史悠久
,

是一种品质优 良的牧草
,

但由于栽培竹理粗 放
,

利 )! J不 合

理
,

产草从不高
。

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产草员高于当地首藉 4 0% 以上 ;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
,

我们认为红豆草有当地首楷不可比拟的长处
。

在保留当地首楷的同

时
,

有必要大力种植红豆草
。

另外
,

从 2 年 来的 引种工 作中发现 以下问题
,

有待于 进 一 步 解

决
。

1
、

如何把握播种时间和播种技术
,

以确保早熟沙打旺的出苗率 ;

2
、

红豆草种籽成熟期间鼠害严灭
,

如何防治鼠害
,

以保证红豆草种籽丰收 ;

3
、

在推广红豆草和早熟沙打旺的同时
,

可 以建立饲料加工厂
,

提供给家畜富含蛋 l
`

;炭的甸

料
,

提高牧草的利用率
,

以满足养殖专业户对饲料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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