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8期

摘要 我国牧草品种多样，但是牧草品质较低，饲料利用率不高，加之国家对畜牧业的科学技术力量投入较

少，优质牧草的交易和销售价格比较混乱，优质牧草的开发利用还有很大空间，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牧草品种、

改善畜牧业管理模式、对农牧民进行技术培训等措施来促进优质牧草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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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饮食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肉食

品。为了提高肉类食品的质量，开发优质牧草成了

最有效的方法。

1 开发优质牧草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的畜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牧草的品质以及利用率，牧草的品种多样，但是没

有精心培育，造成了牧草的品质较低，饲料质量低

下，加上农牧民的技术力量有限，因此牧草的利用

率不高，浪费严重。

第二，国家对畜牧业的科学技术力量投入较少[1]。

我国和西方国家畜牧产业的差距主要就在于科学

技术力量薄弱，我国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依

靠人力劳动来进行，导致优质牧草的产量低，市场

竞争力弱。

第三，现阶段我国的优质牧草的交易和销售

价格比较混乱，没有形成规范化的价格体系，销售

市场不集中，对农牧民的权益保护也没有完善的

制度，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没有形成体系[2]。同

时农牧民缺少对优质牧草的培养和种植先进技

术。

2 开发优质牧草的措施

开发优质牧草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牧草的品种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

国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畜牧产业发展也非常迅

速，由于牧草的品种众多，挑选优质牧草就需要较

多的耐心和精力，培育优质牧草，提高其利用率就

成为畜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农村的家畜和家

禽都依赖于天然的牧草，但是现阶段天然牧场越来

越少，牧场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严重阻碍了牧草的

生长，因此，家畜和家禽的喂养成为问题[3]。培育种

植优质牧草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培育种

植优质牧草，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水文条

件，因地制宜，在进行品种挑选时，要选出适宜当地

生长的优质牧草。与此同时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经

验，先在农牧场进行区域试验，试验成功后可以进

行大面积推广，促进畜牧业发展。

其次，我国的畜牧业管理模式较为粗放，这种

模式会导致牧场沙化，对培育和种植牧草非常不

利，必须及时改善这种管理模式。我国应该加大技

术支持，大力发展机械化操作，对不同品质的牧草

进行不同的机械化处理，加强优质牧草的防腐能

力，保证牧草中的营养成分不会流失，同时要加强

优质牧草从种植培育到收割处理的全自动化研究，

实现真正的一体化管理。

最后，要对农牧民进行技术培训。因为农牧民

是优质牧草种植的一线人员，必须要求他们掌握

一定的优质牧草的种植培育技术，提高牧草的利

用率[4]。第一，要针对优质牧草的病虫害问题进行

讲解和技术操作示范，录制操作视频，使农牧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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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切实了解关于病虫害方面的解决办法。第二，进

行理论讲解，将优质牧草的生产收获等各个环节

进行讲解，使农牧民了解其中的要点，这样不但能

够加强宣传力度，更有利于优质牧草的开发和利

用。

3 结 语

开发优质牧草，提高其利用效率，不仅促进了

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也对人们的食品安全做出了保

障。在国家不断加大对牧草的开发力度的同时，也

要积极对农牧民进行专业知识传播，可以聘请相关

方面的专家，对优质牧草的种植进行技术培训，使

农牧民能够科学合理地利用牧草，提高机械化作业

效率，增加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推动畜牧业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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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两广引进 3个杂交桑品种，作为湖羊牧草资源进行栽培试验，调查其产量、生长情况、饲喂情况，并

测定营养成分，结果表明杂交桑可作为优质的湖羊牧草饲料，虽产量偏低，但可拓展蚕桑产业中桑叶的综合利用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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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桑作为湖羊牧草饲料的引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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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羊产业作为浙江杭嘉湖地区畜牧业的特色

产业，近年来由于羊肉需求旺盛、养殖效益稳定，地

方政府出台湖羊产业振兴计划，湖羊产业发展方兴

未艾。饲料是湖羊发展的基础，占湖羊养殖总成本

的 70%左右，随着规模化养羊场增加，饲料资源短

缺的问题逐渐成了制约湖羊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之一。

湖州历史上一直有“种桑养蚕，枯桑叶喂羊，养

羊积肥增粮”的传统，认为湖羊因喜食桑叶而肉质

鲜美。湖州作为蚕桑主产区，每年有大量桑叶可用

于养蚕，但由于桑树养成方式的原因，机械收割难

度大，成本高。杂交桑作为两广一带的桑树品种，具

有耐剪伐、高产、连年采收、适宜机械收割的特点，

是很好的畜禽饲料资源品种。

课题组于 2012年率先在湖州规模羊场作为湖

羊饲料品种，引种杂交桑试验，取得认可。2013年，

在多个规模羊场适度引进推广，现将试验情况介绍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供试品种。杂交桑桑籽沙 2×伦教 109由广

东省农科院蚕研所提供；“桂优 12”和“桂优 62”由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提供。两广杂交桑都具有发

芽早，发芽能力强，耐剪伐，群体整齐，生长旺盛、产

叶量高特点，叶质好及抗病抗旱力较强等优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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