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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区引种籽粒览的试验研究

祁德才 刘克俭 吴克让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

宁夏固原县 )

提 要

198 7年在宁夏南部半干早地 区引入籽粒芡试种
,

经过 4 年试验研究结果证明
:

籽粒芡抗

早
、

耐瘩性能突出
,

能适应引种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

生 长健壮
,

家畜喜食
,

尤其是养猪

的好饲料
。

当年春播 即能开花结实
,

平均亩产鲜草 4 472 k g
,

最高亩产达 7 7 50 k g , 亩产籽

10 4 k g
。

故籽粒芡适合黄土高原干早
、

半干早地 区推广种植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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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r o d u e t i o n

为选择适于干旱
、

半干旱地区的高产饲料作物
,

解决人工栽培牧草 品种单一的问题
,

进一步

促进畜牧业发展
,

我们 于 1 9 87 一 1 9 9 0年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半干旱地 区
,
对籽粒觅进行了引种试验

研究
。

试验结果证明
,

籽粒芡具有较强的抗早
、

耐盐碱
、

耐痔薄能力 ; 当年春播
,

即能 开 花 结

实
,

产量高
;
能适应引种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

生长良好
,

家畜喜食
,

营养丰富
,

是具有较高

推广应用价值的饲料作物和开发利用潜力的优质牧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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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地自然条件

试验设在固原东部黄土丘陵区河川乡和北部清水河谷平原区彭堡乡
。

东部丘陵区海拔 6 150一

18 30m
,

土壤为湘黄土
,

少量黑坊土
,

属温和半干早气候类型
,

年均泪度 7 ℃ ,

异 10 ℃ 活 动积

温 2 50 0 ℃ ,

无柑期 1 52 天
,

草木生长期 ( 70 ℃持续天数 ) 2 4 4天
。

年雨量 4 72 m m
,

四季分配不均
夕

春夏秋冬四季依次为 4
.

6%
、

2 4
.

5%
、

5 9
.

6 %
、

1 .] 3%
。

年干燥度 1
.

5 5 , 4 一 5 月干燥期达 2
.

49
。

目前主要栽培牧 草以紫花首蓓为主
,

有少量草木择
、

沙打旺
、

草高粱等
,

其产草量平均为 1 5 00 一

2 00 O k g /亩
。

河谷平原区海拔 1 50 0 ~ 1 6 00 m
,

属典型半干旱区
,

年均温度 6
.

7一 7
.

5℃ ,

) 10 ℃

活动积温 2 5 0 0一 2 5 0 0 ℃ ,

无霜期 13 0一 1 4 0天
。

年降水量 3 5 0一 4 7 8
.

2m m
,

主要集
,

卜在 7
、

s 、

g 三二个月
,

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4 一 7 倍
,

日照时数 2 5 00 一 2 7 00 h
。

目前主要栽培牧 草为紫花

首 浩
,

产草量 2 0 0 0一 3 o o o k g /亩
。

二
、

试验方法

籽粒兑原名野田古 ( A m a r a n Lu s h y p o e h o n d r i a e u s L )
,

原产美国
。

兑粒有棕 色
、

淡

黄
、

紫黑 3 种颜色
。

19 82 年由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从美国宾夕尼亚州茹代尔有机农 业 研 究 中心引

入
。

试验分别设播种时期
、

种植密度 以及不同密度
、

不 同肥力水平处理小区
; 观测项 ! j 有

: ,

力态

生
一

长量观测
、

草丛结构
、

根系分布观察
;
定株观测物候期

、

生长高度
、

地径
、

生长速度
、

抗逆性

等 ,
每 5 日记录 1 次

,

测茎叶比和鲜干比
; 育伺料作家畜适 口性试验

,

草粉进行 肉兔
、

杂种猪 育

肥试验
,

并在试验的纂础上
,

逐步进行
。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一 ) 经济价值 1
.

产 紧水平
。

籽粒览为一年生草本植物
夕 柏株高大

,

枝繁叶多
,

二卜长

快
,

再生力强
,

产 准高
。

在丘陵山地 1 9 8 7一 19 8 9年 3 年平均亩产鲜 草 3 3 9 9
.

3 k g (合 「草 6 7 6 k g )
,

产籽 H S
.

s k g
。

在同一立地条件
一

「
,

与当地多年生豆科牧草相 比
,

提高产草员 2一 3了行
。

2
.

鲜干比和茎叶比
。

牧草的鲜干 比是衡量牧草实际产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

不同生 育期植

株 含水 吸不同
,

鲜干比 也有明显差异
。

籽粒兑开花 以前
,

植株 含水率高
,

大约鲜草 6
.

2 k g 可晒制

干草 0
.

s k g ,

成熟期植株老化
,

含水率降低
,

约 4
.

7 k g 鲜草可晒制千草 o
.

s k g
,

鲜干比 5
.

3 : J
。

籽粒芡华杆较粗壮
,

但粗纤维含量低于 16 % 以下
,

作春饲料可充分利用
,

晒制
二
!
:

草
,

其木质

化程度较低
。

叶片数 墩多
,

主茎上有叶片 20 一 35 个
夕

植物的叶片越多
,

说明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

越多
。

籽粒芡就是光合效率高达 5 0 k g / (c m
“ ·

h
一 ` ·

C 0
2 一 `

) 产量潜力大的 C
、

租物
。

试 验 表明
,

接近成熟期
一

草丛结构呈纺睡形 (附图 )
,

茎叶比 1 : 1
.

1
。

叶量 从40 c m 高 处 开 始 急 剧 增 加
夕

1 0 0c m 以后骤然减少
;
从 60 c m 高处开始着生花序

,

往上依次至顶端
。

3
.

饲用价值
。

籽粒觅营养价值高
,

粗蛋白质含量丰富
,

除稍低 J
“

阵啃
、

红豆草外
,

高 」几

苏 丹草
、

老芒麦 (表 1 )
。

开花期刘割粗蛋白含量高于春箭舌豌豆 1
.

73 %
,

沙打盯 2
.

9 1%
,

红从

草 0
.

71 %
。

由于它的叶量高
,

故适口性好
,
无论青草

、

干草
,

各类家畜均喜食
。

粉碎后的干
一

草粉

是猪
、

兔的上等饲料
,

也是羊只冬春补饲的好饲料
。

据试验
,

用其草粉喂肉兔
,

日增重达 7
.

9克
,

高于对照豌豆蔓草粉
。

由于籽粒览产草量高
,

因此
,

单位面积粗蛋白的产量
,

远高 于其它任何豆

种
、

禾本科牧草
。

4
。

食品营养成分的添加剂
。

将籽粒觅种子作为高蛋白源开发
,

不仅可以增加食品中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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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 叶 花序

}
一

阵袭划
每格代表 100`

12侧

1

8 0

质
、

赖氨酸含量
,
还可调节氨基酸配比

,

提高

蛋白质质量
。

赖氨酸含量高达 0
.

8% 一 1
.

0 %
,

相当于谷类作 物 3 一 4 倍
;
脂 肪 含 量 6 % 一

8 % , 比谷类作物高 2 一 3 倍
。

还含有丰富的

矿物质和维生素
,

尤其是钙的含量超过谷类作

物 10 倍 以上
,

比大豆还高 50 %
,

含磷量与大豆

相近
,

约为谷类作物的 2 倍 ( 表 2 )
。

因此
,

籽粒觅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优 良旱地作物
。

也将

成为开发保健营养食品的上等添加剂
。

(二 ) 植物学特征 籽粒芜为兑科一 年生

草本植物
。

1
.

根
:

为主根系
。

主根肥大
,

入土深达 2 0 o c m 以上
,

最深达 2 5 o c m
。

侧根繁

ǎE己坦愧

叶量 ( g )

附图 籽粒芡成熟期 爪 暇草丛结构

表 1 籽粒览与其它牧草营养成份比较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 粗纤维
牧草名称 生 育 期

无氮副渤 } 脉
分

备 注
( % ) (% ) ( % ) ( % ) (% ) % )

00, lǎ1一4
一a勺曰

0.口3
阿al勺一Dū百一ó1一门子

.

…
nQ八八9曰1去UnQU99

籽 粒 芡

1
。
1 7

0
。

8 5

1
。

4 8

1 5
。

5 7

16
。

7 0

1 6
。

7 7

36
。

2 1

3 4
。

1 4

4 2
,

1 1

2 4
。

3 5

2 4
.

3 5

1 7
。

5 8

7
。

9 5

紫花首猎
9 2

。

7 2

9 3
。

1 5

。

9 7

.

9 0

2 9
.

7 8

19
。
4 9

1 9
。
3 5

3 4
.

3 3

4 1
。

87 1 0
。

4 9

171614
.

1717188

红 豆 草
。

1 8

.

1 8

4 3
。

3 3 9
。

96

苏 丹 草

寮

召Uùal卜dl一

:
[167

。

4 1

3 7
。

6 7

3 6
.

4车)

4 3
。

9 7 8
,

2 9

老
一

芒 麦

现 蕾 期

开 花 期

完 熟 期

结 果 期

完 熟 期

花 末 期

抽 穗 期

开 花 期

开 花 期 1 0
。

2 7

1
.

6 7

2
。

9 7

2
。

3 3

1
。

9 4

1
.

8 7

3
。

9 4 3 3
。
5 3

4 7
。

7 5

4 6
。

1 1

`

引自
“
固原地 区重要 饲用植物草场类型 营养价值表

, 。

`

引自
“
甘农大编 (草原工作手册 》 ” 。

表 2 籽粒览的览粒与几种作物种子营养成份比较 (每 1 0 0 9 籽粒中含最 )

热 能

( e a l )

脂 肪 { 钙 磷 铁
作 物

( m g ) ( m g ) ( m g )

绷 B :

( m g )

维 B :

( m g )

籽 粒 觅

_

}于 米

3 82
。

8 3 6 8
。
5 4 7 7

。
5 3

。

4

)
一」g.7

Z心
,

3 6 1
。

O 1
。

3 2 9 0 2
。

5

0
。

1 4

0
.

4 3

0
。

32

0
.

1 0

3 6 0
。

0

3 32
。

0

1
。

9

3
。

3

2 2 1

2 8 7

1
.

6 0
.

3 4 0
。

05

4
。

4 0
。

3 8 0
。

15

稻粱水高

冬 小 麦 32 6
。

0 2
.

0 4 0 0 3
。

5 0
。
4 3 0

。

1 1

9918
91

32月寸

质)54502自9...497.1.0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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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主要分布在 。 一 Z o e m土层内
,

占总根量的 8 0%
。

根幅 i s o e m
,

根颈粗 2
.

4 5~ 3
.

2 5 e m
。

2
.

茎
:

直立
、

光滑
、

具纵棱沟
,
实心茎

,

表面披有淡绿色或白色柔毛
,

株高 1 4 4~ 2 3 5 c m
,

单株分枝 15 一 20 个
,

最多达 30 个
, 从叶腋处萌发

。

3
.

口
一

卜
:

单叶
,

互生叶序
,

叶长椭圆形前端稍 宽
,
具长柄

。

腹面具沟槽
,

无托叶
。

4
.

花 :
花小

,

单性
,

雌雄同株
,
腋生或顶生圆锥花序

,

下垂 ,
由多数圆柱状的穗状花序组

成
。

花 由绿到黄
,

花被片膜质
,
矩圆形

。

5
.

果实
:

果实为脆果
夕
菱状卵形

, 绿色或紫红色
, 盖裂种子细小

、

圆形
,

淡黄或黄褐色
,

有光泽
。

千粒重 0
.

8 2 9
。

(三 ) 生物学特性 1
.

种子萌发
。

籽粒觅种子细小
,

种皮薄
,

吸水快
,

发芽 需 水 量较

少
。

据试验
,

春季 ( 5 月下旬一 6 月 上旬 ) 播种后
,

降雨 10 ~ 20 m m , 5天可发芽 ;
降雨 20 ~ 3。

m m
, 7 ~ 10 天 即可发芽出苗

;
依靠春墒播种

,

10 ~ 15 天可出苗
。

在地温 14 ℃的条件下
, J番后 4

~ 5 天发芽
, 6 ~ 7天 出苗

。

2
.

生根特性
。

据室内观察
, 当籽粒觅种子吸水膨胀后

, 随之胚根突破种皮开始伸长
,

扎

入土层形成主根
。

据李家义报道
,
籽粒觅出苗 1 ~ 10 天 ( 3 叶前 ) , 主根伸长速度较快

, H增速

度 2
.

60 c m
; 功~ 23 天 ( 3 ~ 10 叶龄 )

,

主根伸长速度明显减慢
, 为根的缓慢生长期

,
日 增 0

.

50

C m ; 24 一 4 2天 (现蕾前 )
,

主根伸长最快
, 日增 4

.

3 4 c m , 为根的快速生长期
,

它是前一阶段根

伸长速度的 8 倍 以上
;
随着现蕾

, 主根伸长又逐渐减慢
,

日增 1
.

30 c m
,

到接近成熟前
夕 主根伸

长停止
, 呈现先快

、

后慢
、

更快
、

再慢的变化规律
。

籽粒芜这种生根快
,

扎根深
,

能较早地吸收

土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能力
,
对于抵抗干早和后期植株的快速生长发育

,

形成高的生物量是一种

良好的适应性状
。

3
.

生长发育习性
。

5 月中旬播种
, 下旬出苗

, 地上部较地下部生长缓慢
; 7 月份 以后

夕 随

气温升高
,
降水增多

, 生长加快
,
主要集中在分枝一开花前

,

株高生长 2
.

1 3c m /天
, 地径粗生长

o
.

33 m m /天
夕

此时
,
作春饲料刘割最好

。

开花结实后生长缓慢
,

主要是营养物质积 累
,
生长量

分别为 o
.

05 c m /天和 0
.

23 m m /天 (表 3 )
。

9月下旬种子开始成熟并部分脱落
、

草 秆 未完全老

化 , 是收割调制青干草的最适期
。

表 3 籽粒览株商
、

地径相对生长且

7 月 。 口
!

7 月 2 7日
8 月 2 4日 8 月 31日 j g 月 1 3日 J g 月 3 0 「l 均

项 日 情 况 (天 )

Js
l

一长

一一!

一

18一
1 0

1

一óq自

ū了Un八曰
. . 0

n曰03
口aOOCd月才

.7

…9
9ú
23
Un0

. .1
ZQ曰.0

…1
O曰
,
上non”71了

一óQ口

?:1
ù.11ù滋任几

一4250

6
一.67

…12长量长量)增长d)增)长d/净的增时净m增m高以天叮径m天m株(每(地(每̀

( 四 ) 生态适应性 1
。

耐早
。

籽粒觅具有庞大的根系
,

而且入土探
,

分布广 ,
抗热

、

耐

早性强
。

据统计
,

在 。一 4 0c m 土层内的二级侧根和三级侧根分别达 2
.

1万条和 5 1
.

9万条
, 同时在

Z m 以下的主根末端仍有不少侧根发生
。

1 9 8 7年固原大早
,

年降雨 3 2 4
.

6m m
,

只有多年 平 均降

水量 4 7 0m m 的 6 9
.

2%
。

生长季 ( 8 月份前 ) 仅降水 2 3 3
.

6m m
,
占7 r

.

9% ; 6
、

7
、

8三个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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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温分别为 6 1
.

3℃
、

2 0
.

4℃
、

19
.

4℃ ;旬均最高温分别为 71
.

1℃
、

2 1
.

3℃
、

9 1
.

8℃
。

籽粒芜生长

速度最快的时候正遇高温
,
但开花期高度达 1 39

.

4 c m
,

鲜草产量 1 4 67 k g /亩
。

在土壤含水 量 很

低
, 50 c m 以上均在 10 % 以下时 ,

籽粒觅仍可较好生长
,
完成 自身的正常发育

夕
并获得一定 的 经

济产量
。

2
.

耐痔薄
。

对土壤要求不严
,

非耕地
、

盐碱地
、

沙砾地均可种植
。

1 9 8 8年测定试验地有

机质含量 0
.

8 5%
,

水解氮 3 6
.

3 p p m , 全磷 0
.

1 3% ,
株高 1 5 3

.

2 e m 夕
地 茎粗 2 3

.

5 m m
,

产 鲜 草

3 70 o k g /亩
,

种子 s o
.

l k g /亩
。

在含盐 0
.

5% 与 p H S 一 8
.

5的盐碱地里
,

仍能正常的出苗
,

在痔

薄的沙地里也有顽强的生命力
。

例如河南省商丘地区黄河故道的一块表层含盐 。
.

56 %的盐碱荒地

上试种
, 籽粒苑仍获得 5 8

.

5 k g /亩的收成
。

3
.

适应性强
。

籽粒苑对丘陵山地
、

川道地的半干旱气候
,

均表现较强的适应性
。

不仅产

草量高
夕

而且种子成熟饱满
,

抗逆性强
。

其生长高峰期
,

正好和当地降水季节相吻合
,

因而
,

旱

年能抗早
,

正常年则充分利用了天然降水
夕 生物量高

。

据试验
,

平均株高 1 9 1c m
,

最高 24 2c m
,

主穗长 32
.

7c m , 主穗上有小穗数 ;3l 个
,

分枝穗士有小穗 6 个
。

(五 ) 主要栽培技术 1
.

选地与整地
。

籽粒苑生长速度快
,

为防止倒伏和根与茎交接处

发病腐烂
,
要选择在地势高或排水 良好的地方种植

。

由于幼苗细弱
,

不耐杂草
, 播 前 应 精细整

地
,

除尽根茬
,

使地平土细
,

上虚下实
,

创造 良好的生长环境
。

2
.

播种期
。

籽粒觅是喜温作物
, 种子发芽要求温度较高

,

在高温条件下
,

发芽生长明 显

加快
。

种子发芽最低温 12 ℃ 以
_

L
,

低温下发芽速度明显减慢
,

发芽最适温度在 25 一 34 ℃之间
。

春

播一般要求地温 14 ℃ 以 上
。

在西北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春播 以 5 月中

、

下旬为宜
,

夏播在 6 月下

旬为宜
。

3
.

插种量
。

籽粒芡种子小
,

千粒重 0
.

82 一 1
.

0克
, 用种量少

。

直播栽培用种量 50 一 1 0 0 9 /

亩 , 育苗移栽
, 5 0 9 /亩

。

以产籽为 目的
,

留苗 1~ 1
.

5万株 /亩
,

行株 距 3 3c m x 20 c m ,
过 稀 则

穗子过大
, 过密则植株茎秆细弱

,

两者均易造成倒伏
。

作青饲料时
, 留苗 2 一 3

.

5万株
,

行 株 距

3 0 e m x 1 0 e m
。

作蔬菜
、

绿肥时
夕

行距可缩小到 2 0一 2 7 e m
。

4
。

播种方法
。

为防止后期倒伏
,

播种可采用深开沟
,

浅复土的办法
。

由于播种时
,

见粒

可随土壤空隙 自动流入土内
,
播后也可不复土

,

只要墒情好
,

及时进行镇压即可
。

为 使播 种 均

匀夕 可掺入 3 ~ 4 倍的细沙或细粪
, 播深 1

.

5一 Z c m
,

宜浅不宜深
。

5
。

田间管理
。

出苗后
,
苗芽呈红色

,
要注意防止鸟类

、

禽类啄吃
。

中耕除草 2一 3 遍
。

当长出 3 一 4个真叶时
,

拔除弱苗
, 5 ~ 6 片叶时

,

定苗
、

移苗
、

栽植
, 成活率 80 % 以上

。

幼苗

期发现地老虎或象鼻虫
,

可喷洒或浇灌硫磷
、

敌敌畏防治
; 株高 l m 时 培 土 防 倒 , 亩 施 尿 素

1 0 k g
。

6
。

收获与脱粒
。

籽粒芡由于穗子大
,
开花成熟很不一致

,
且落叶性较 强

,

千万不可收割

太晚
。

一般 以穗中部或中上部籽粒成熟
,

而茎叶一般都还为绿色时
, 即进行收割

。

收回后及时脱

粒和摊晒
。

收获籽粒后的茎叶和花序
、

糠皮等
,

营养丰富
,
加工成草粉是猪

、

兔
、

羊
、

牛的好何

料
。

春饲料一年收割 2 ~ 3 茬
,

30 ~ 40 天割一次
。

第 1 次刘割时
,
在茎基部保留 5 ~ 6 个叶节

,

而且以后每割一茬均需适当提高叶位
, 以使更多的腋芽发育成分枝

,
增加产草量

。

四
、

结 论

(一 ) 籽粒览是具粮
、

菜
、

饲三种用途的新型农作物
、

营养价值高
,
适 口性好

, 利用率高

幼嫩时可当蔬菜吃
, 比菠菜营养价值高

。

通过饲喂试验
,
草粉对肉兔增重有明显效果

,
如果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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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喂兔
,

效果更好
。

1 9 9 0年固原县种猪场种植 45 亩籽粒觅
,

在开花 以前刘割
,

打浆饲喂育肥猪
。

据观察
,

春饲料打浆以后
,
适 口性好

,

利用充分
,

猪羊食量增加
, 毛色黑亮

夕

精神状态很好
。

籽

粒览是各类家畜的优质词草
。

(二 ) 通过 4年系统的试验表明
,
籽粒览能适应引种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土 壤 条件

,

能充分利

用农村的闲散耕地
,

是退耕还牧的优 良草种
。

当年春播
,

即能开花结实
,
且生长迅速

, 植株高达

2
.

5m ,
种子品质好

,

发芽率高
。

一年一熟 ,
占地时间短

,

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光
、

热
、

水土资源
,

如果在麦收后复种
,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高产复种饲料作物
。

(三 ) 籽粒宽抗旱
、

耐盐碱
、

耐摘薄
、

抗病虫害
,
对土坡要求不严

,

适应性强
。

适于在年降

水量 3 0 0一 50 o m m ,
无霜期 1 3 0~ 1 6 0天

,
年均温度 6 ~ 7 ,C

,

> 1 0℃ ,

活动积温 2 3 0 0℃以 上的

地区种植
。

尤其在干早
、

半干旱山区
、

盐碱荒地
、

畜牧业为主的农牧场
、

奶牛场
、

种羊场
、

养猪

场
、

渔塘周围及农村养猪等畜牧专业户均具有较高推广价值和开发潜力
。

(四 ) 籽粒览的引种
、

推广
,
对于改变目前畜牧业发展

,

能皿饲料不足
, 蛋白质饲料缺乏

,

饲料资源短缺的状况
, 改变人工栽培牧草品种单一

、

营养不足的问题有皿要作用
。

固原县 1 9 8 9年

累计种草约 3 4
.

6万亩
,

80 %是首蓓
, 主要用于解决马

、

骡
、

驴的夏秋饲草
,

只能是生产资料的建

设
。

商 品畜牧业发展缺乏合理的饲料结构和高产量
。

因此 , 大量推广种植籽粒览
,

对于缓和草畜

矛盾
,
发展商品型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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