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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草地建设综合配套技术

—
以贵州省织金县轿子山草场为例

郭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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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政友
‘
,2* 范厚君

3

(1 织金县词草词料工作站
,

贵州织金 55 21 0 0 ;2 贵州冠森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贵州织金 5 5 21 0 0;

3 织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

贵州织金 5 5 21 0山

摘 要
:

人工草地是现代化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

发展人工草地既保障畜牧业的健康
、

持

续发展
,

又改善生态环境
,

还增加农牧民收入
。

该文对开展人工草地建设的牧草品种选择
、

地面处理
、

施(追)

肥
、

播种
、

除杂
、

病 虫害防治
、

利用等技术进行了介绍
,

以期为喀斯特高寒 山 区农牧民群众建植和利用人工草

地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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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子山草场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城西部 (10 5
0

28
’ 一 在完全破环天然植被的基础上

,

采用人为播种建植了新

105
0

32
,

E
、

26
0

36
, 一 26

0

41
,

N)
,

距离织金县城 46 km
,

属北 的人工草本群落
—

人工草地川
。

其作用有牧用
、

净化空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

海拔 2 0 18 一 2 12 2 m
,

年均温度 气
、

保护生态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改善草地植被
、

增加

10 20 ℃
,

极端最低温一12
.

10 ℃
,

出现在 2 月份
,

极端最高温 农民收人
、

美化环境和体育运动等作用
,

尤其环境作用 日

30
.

10 ℃
,

出现在 7 月份
,

) 10 ℃年积温 3 3 27 ℃
,

年日照时数 益增大
,

具有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一 4 〕。 为了更好

1 14 0h
,

无霜期 2 5 0d
,

年均降雨量 1 3 30 Inm
,

5 一 9 月份降雨 地让喀斯特高寒山区农牧民群众掌握人工草地的建植及

量 1 0 93 Inm
,

占全年降雨量的 82
.

20 %
,

年蒸发量 1 3 00 Inm
,

利用技术
,

现将建植人工草地的牧草品种选择
、

整地
、

施

太阳辐量 351
.

7 5 kJ /c 耐
。

201 3年 4 月20 日
,

贵州冠森生态 肥
、

播种
、

病虫害防治
、

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介绍如下
。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冠森公司 )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轿 1 人工草地建设

子山草场大平子一中坝一轿子山一带 133
.

3h m
2

草场的经 为改善生态环境
,

维护生物多样性
,

提高草地综合生

营管理权
,

并于 201 5年获得《2 0巧年南方现代草地畜牧 产能力
,

促进草食畜牧业健康
、

持续发展
。

冠森公司在轿

业推进行动》《2 01 5年山地生态畜牧业县肉牛产业建设》 子山草场建植人工草地 66
.

6 7h 耐
,

其中 2 01 5 年 12 月 21 一

项目的实施 [lj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

利用综合农业技术
,

25 日播种 8h 耐
,

20 16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19 日播 种

基金项目
:
贵州省 2 01 5 年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黔农财〔2 01 5〕54 号 ) ;贵州省 2 01 5 年山地生态畜牧业县肉牛产业建设项 目(黔财

农〔2 0 1 5〕18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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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牧草品种选择 根据人工种植牧草的生物学特性
,

结合播区原生植被种类与生长发育情况
、

土地类型和土

壤结构
、

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利用 目的等因素
,

为优化资源

要素配置
,

合理利用土地
,

并坚持发展以豆科牧草为必要

成分的人工草地〔5 〕原则
,

筛选出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

高产量的多年生黑麦草 (Lo li u m Pe re n n o L
.

)
、

鸭茅 (D ac txl
-

is 娜
o m er at a L

.

)
、

紫花首稽 (Me di c

ag
。
sa tir a L

.

)
、

白三叶

(Tr 如liu m reP en
、 L

.

)作为建植品种
。

1.2 地面处理 为防止杂草侵袭
,

最大限度地提高牧草

的种植效果
,

地面处理前 10 一 2 0d
,

用草甘磷
、

百草枯
、

乙

草 胺
、

芬 去津等 除草剂喷撒 除杂
。

在 实施种草 的

66 石7h 耐 土 地 中
,

25
。

以 下 的平坦 或起 伏 和缓地 为

4 8
.

16 hm
2 ,

2 6
0 一 4 9

0

缓 坡 为 14 3 8hm
2 ,

5 0
0

以 上 陡 坡

4
.

13 h耐
,

分别占总面积的 72
.

24 %
、

21
.

57 % 和 6
.

19 %
。

25
。

以下土地用轮式耕地机或旋耕机翻耕
,

耕深 15 一 2 5c m
,

耕后用钉齿耙耙平
。

2 60 一 4 90 缓坡用轮式耕地机
、

畜力

翻耕或人工锄具松土
。

5 00 以上陡坡视土壤原生植被覆

盖度与沙化程度确定处理方式
,

一般原生植被覆盖度在

40 % 以上的采用喷撒除草剂后直播 ;原生植被覆盖度在

10 % 一
40 %且沙化程度轻微的除杂后直播

,

沙化程度较重

的采用人工锄具松土 5 一 15c m; 原生植被覆盖度在 10 %以

下的耕作层和犁底层土壤基本上都被大 (暴)雨冲走
,

现

暴露于表土的多是位于腐殖质一淋溶层 50 一 60c m 以下

的生(死 )土
。

为改善土壤容重
,

调节土壤孔隙度
,

提高土

壤抗侵蚀性能
,

减少水土流失〔6 〕,

增加陡坡植被覆盖度
,

优

化草原生态环境
,

采用人工锄具沿等高线由上至下挖穴

(窝 )
,

穴深 5 一 7e m
,

穴宽 10 一 2 0 e m
,

平均 5月6 穴/甫
。

耕

作过程中
,

清除灌丛
、

杂草根茎和较大石块
,

对直径超过

12
c m 的泥块进行破碎

。

1 .3 施肥 在距离机耕道 0
.

30 km 以上地块施放工厂化生

产的有机肥 (有机质 ) 45 %
,

(N + P
2

0 5 + 凡O) ) 5%
,

水分毛

3 0% )作斟巴
,

施用量
:

撒播 75 0 一 1 0 0 0 k郭hm
Z ,

穴播 1 0 0 0 -

1 50 0k g /h m
Z
;在距离机耕道 0

.

30 km 以内地块施用熟化 (发

酵 )牛粪 (有机质 14 5 %
,

N 0 3 0% 一 0 4 5%
,

P 0
.

15% -

0 2 5%
,

K 0
.

10% 一 0
.

15% )
,

施用量 2 2 5 0 0 一 3 0 0 0 0 kg /hm
Z D

施放时间
:

撒播有机肥与播种同步
,

牛粪在地面翻耕前施

用 ;穴播在播种前施人穴内
。

播种时用含 P
2

0 5

巧% 以上的

钙镁磷肥 75 一 巧o kg /h 耐参与拌种
,

以便于撒播和作种

肥
。

生产实践中因施肥不足或者失当导致草地退化的现象

较为普遍川 ,

合理施足基肥和种肥
,

肥效可持续sa

以上叫 。

1.4 播种 在订购种子时
,

对草种的纯净度
、

饱满度
、

发

芽率
、

秋眠级 (紫花首稽)做了合同约定
,

并在播前做发芽

率测定和消毒处理
。

撒播用种量为 37
.

50k 郭hm
Z

(含补播

用种 )
,

其中多年生黑麦草巧k郭h耐
,

紫花首稽 11
.

2 5 kg /h 耐
,

鸭茅 7
.

50 kg /h 耐
,

白三叶 3
.

75 k g /h 耐
,

分别占总用种量的

4 0%
、

3 0%
、

2 0%和 10 % ;穴播用种量 8 一 10 粉穴
。

播种时

间为 4 月 7 日至 5 月 19 日
。

播种方法为撒播和穴播
,

撒播

在土地翻耕耙平或翻耕后 5d 内进行
,

穴播时先在有机肥

或牛粪上掩(盖 )土 0
.

50 一 Ic m
,

以免底 (基)肥发酵时烧死

与其直接接触的种子或幼苗根系
。

覆土撒播用牛拖钉齿

耙
、

人工钉耙
、

人工拖拉带刺树枝完成
,

穴播用工人锄具

完成
,

覆土深度 1 一 3c m
。

生产实践中在土地翻耕耙平或

翻耕后 24h 内撒播无需覆土
。

L S 观察记载 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和选择有代表性的地

段设立固定样方
,

定期观察测量其出苗
、

生长
、

越夏 (冬 )
、

草层高
、

产量
、

枯黄
、

返青等情况〔’〕。 20 16 年 7 月 7 日观察

测定
,

4 月上
、

中旬撒播的平均有苗巧6 株/甫 (多年生黑麦

草 86 株
,

白三叶41 株
,

鸭茅 18 株
,

紫花首稽 11 株 )
,

穴播

51 株/甫 (多年生黑麦草 22 株
,

白三叶 14 株
,

鸭茅 14 株
,

紫

花首稽 1 1株 )
,

草层高 8 一 12 e m
,

覆盖度 5 4 % 一 66% ; 4 月

下旬至 5 月下旬撒播的平均有苗 13 7 株/甫 (多年生黑麦

草 61 株
,

白三叶58 株
,

鸭茅 9株
,

紫花首稽 9 株)
,

穴播 46

株 /甫 (多年生黑麦草 17 株
,

白三叶 13 株
,

鸭茅 9株
,

紫花

首稽 7 株)
,

草层高 3 一 sc m
,

覆盖度 23 % 一 45 %
,

牧草长

势 良好 ; 20 巧年 12 月下旬播种的截至 20 16 年 7 月 22 日

已沐lJ害」3次
,

平均鲜草产量依次分别为 3 1 01 5
.

5 2k 郭h耐
、

2 6 5 1 3
.

25 k g /hm
Z

和 16 0 0 5
.

50 k g /hm
Z ,

预计 2 0 16 年秋还可

沐IJ割 2 一 3次
,

覆盖度 9 8% 以上
。

L 6 田间管理

1
.

6
.

1 补播 补播是提高播种质量的关键环节
。

一般混

播草地播种时就应按总播种量的20 % 一 30 %预留补播草

种
,

播种后 20 一 3 0d 对缺苗超过 10 % 的地段实施第 1次补

播
,

此后每间隔20 一 30d
,

再对补播失败或播种出土幼苗

遭旱 (水 )灾
、

虫 (鸟)啃食
、

牲畜踩踏等致死地段进行反复

补播
,

直到无大面积缺苗为止
。

1
.

6 2 除杂 虽然苗期间苗除杂
,

可提高成苗率和促进

幼苗生长
,

成熟草场除杂可提高牧草产量和品质
,

但由于

除杂投人劳动力成本高
,

因此
,

大面积草地除杂
,

原则上

只清除有毒有害植株
。

在极少地段火绒草 (Le on toP od iu m

份o n t叩
o d io ide

s

(W illd
.

) B e a u v
.

)
、

艾 草 (A
r te m isia a

哪
玩

vl)
、

威菜 (p te rid iu m a 叮u ilin u m (Lin n
.

)K
u h n 、a r

.

la tiu se u -

lu m (D
e s v

.

)U
n d e

、七x H e lle r

)等杂草根系发达
,

生命旺

盛
,

再生力强
,

沐lJ割又很快长起来
,

致使种植牧草植株长

期生长在这些杂草丛的茎叶下
,

缺少阳光
、

营养和水分
,

影响牧草植株生殖枝的形成和成活率
。

要使建植牧草能

够成为这些地段的优势植物群落结构
,

应选用适当除草

剂连续除杂 2 一 3次
,

经 4 0 ~ 6 0d 检验
,

确认杂草根系完全

死亡后再整地施肥播种
。

1
.

6
.

3 追肥 合理追肥既可以促进苗期牧草分粟 (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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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生长
,

又可以缩短沐lJ割(放牧 )间隔时间
,

提高牧草

产量
,

改善牧草品质和草层结构成分
,

延长人工草地寿

命
,

还能增强牧草 自身的抗病能力
。

2 0 16 年 4 月上旬
,

冠

森公司对 2 01 5 年 12 月下旬播种的 8h 耐草地追施尿素

(N 4 6 4 % )
,

追施量 7 5 一 10 0 kg /hm
Z
; 5 月 10 日开始沐11割

,

又

在沐IJ割后 1 一 3d 内施放尿素或复合肥 (16 一 16 一 16 )15 0 -

25 0 k郭hm
Z 。

1
.

6 4 病虫害防治 禾本科与豆科混播草地的常见病害

有有锈病
、

黑穗病
、

赤霉病
、

叶斑病
、

根腐病
、

白粉病
、

菌核

病等
。

其综合防治措施主要是采取严格种子检疫
、

消毒
,

选用和培育抗病害的品种
,

在病害初期沐lJ割或放牧
,

合理

施肥和灌溉
,

清除带病残株和病害的转株寄主
,

根据病害

种类
,

选用药剂防除等[9j
。

常见虫害有粘虫(树户hi m na
s
eP ar at a( w al ke

:

))
、

斜纹

夜蛾 (SP
o d叩 :e r a 11: u r a (F

a b ri e iu S

))
、

叶蝉 (Ci
ea滋221汀a 。)

、

蝗虫 (l
o eu s : )

、

草地螟 (Lo
o s :

哪
s : ie :iea : i、 Lin n a e u 、)等

,

轿

子山人工草场危害最严重的是粘虫
。

粘虫具有群集性
、

迁飞性
、

杂食性
、

暴食性
,

3 龄后的幼虫有假死性
,

是全国

性重要农业害虫
。

19 85年 6 月至 7 月初
,

在轿子山草场

1 0 00 hm
2

牧草取样中
,

虫 口密度最少 24 头/甫
,

一般 12 0

头/m
2 ,

多者 2 37 头/耐
,

虫 口密度平均 12 0 万头/h 耐
,

黑麦

草
、

红三叶
、

白三叶的叶片多数被吃光
,

草茎也常见咬断 ;

19 9 4 年 7 月
,

更新重播的 1 86
.

7h 耐混播牧草
,

有 3 一 4 龄幼

虫 4 29 头/甫 〔’。〕。 基于该草场历年来粘虫虫害的发生规

律
,

冠森公司从 2 01 6年 4 月上旬开始
,

就将粘虫防治计划

纳人议事日程
,

安排人员设立 8个监测点
,

每天早晚观察

蛹
、

蛾
、

卵
、

幼(成 )虫的形态特征
、

发生规律
、

生活习性与

数量
,

并在织金县庄稼医院联系了部分防治药品与喷雾

器械
,

一旦发现粘虫大面积暴发
,

就可在 3h 内采取药物防

治措施
。

不仅如此
,

而且还严格控制收割时间
,

限定于

20 16 年 6 月 10一2 8 日
,

对 2 0 15年 12 月下旬播种的 shm
Z

草地全部收割 1 次
,

将留茬高度从原来的 4 一 6c m 降低到

2 一 3c m
,

把掉落地上的散短草全部清除干净
。

此外
,

还人

为减缓牧草的生长发育速度
,

使牧草在虫害暴发期处于

低矮状态
,

在 6 月 5 日至 7 月 巧 日
,

停止对草地追肥
、

灌溉

与间苗工作
。

7 月 16 日后
,

再恢复苗期和沐lJ割后追肥制

度
。

虽然在 2 01 5 年 12 月下旬播种的 8h 耐草地中有 50 %

面积在 6 月 23 日至 7 月 巧 日遭受粘虫侵害
,

虫 口密度为

3 一 38 头/甫
,

平均 11 头/甫
,

蚕食叶缘缺刻占遭为害草场

安徽农学通报
,

A n hu i A or is e i丑 u llZ o l6
,

2 2 (15 )

牧草叶片的 1% 一 6%
,

但是大片草场仍然安然无恙
。

2 利用

多年生黑麦草
、

紫花首稽
、

鸭茅
、

白三叶所组成的混

播草地为沐lJ牧兼用型草地
,

利用年限长
,

种群优势明显
。

春播当年可沐lJ割 1 一 3次
,

沐lJ草中多年生黑麦草
、

鸭茅占

90 % 以上
,

而多年生黑麦草与鸭茅茎秆细
、

杆壁薄
、

茎

中空
,

鲜草茎叶水分含量低
,

如青饲剩余
,

可选择晴天

10 : 0 0 一 12 : 0 0 草地无露珠时沐IJ割
,

将沐IJ草均匀铺撒在沐IJ

割草地上曝晒
,

次 日 12
:

00 一 14
:

00 人工翻晒 2 一 3h
,

到

14
: 0 0 后

,

以多年生黑麦草
、

鸭茅为主的含水量在 13 %以

下的青干草即调制成功
,

还可选择青 (微)贮
、

晾晒干草等

方法贮备
。

当沐lJ草中豆科草比例占10 % 以上时
,

曝晒时

间需 3 一 4d ;豆科青干草曝晒时间需 4 一 7d
。

秋播当年不

宜利用
。

播种第 2 年后
,

当牧草返青
,

草层高达 20 一 25c m 时
,

即可沐lJ割 ;草层高达 8 一 12c m 时可放牧
,

留茬高度 4 -

6c m
。

成熟的人工草地如放牧利用
,

应实行分区轮牧制
,

杜绝滥牧重牧〔川
。

如不过度利用
,

并能长期维持牧草的

营养成性生长
,

本组合 的混播草地利用年限可达 30a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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