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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县5个燕麦品种比较试验

何孝德
青海省乌兰县草原站,青海乌兰817100

摘要 为了选择比较适宜乌兰县气候条件的燕麦品种,在乌兰县对青海444、永久473、永久001、青引1号

和青引2号5个燕麦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个燕麦品种抽穗期株高、鲜草产量、叶茎比和干鲜比

差异不显著(P>0.05),生产性能均较好,且都能够适应乌兰县地理与气候条件。表明5个燕麦品种均适宜在乌

兰县境内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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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麦是高寒地区较为理想的饲草饲料作物[1],

在青海省被广泛地应用于人工饲草地建设,为青海

省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质的饲草饲料,对于冬春季

节缓解牲畜对天然草地造成的放牧压力具有积极意

义。近年来,乌兰县农牧民种植燕麦的积极性比较

高,为了选择比较适宜乌兰县气候条件的燕麦品种,

对青海444、永久473、永久001、青引1号和青引2
号5个燕麦品种进行了品种比较试验,以期选择出

产量高、品质佳的燕麦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

试验从2012年4月25日(播种)开始,至8月

10日(测产)结束。

1.2 试验地点

试验地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隅的青海省乌兰

县,该区域属温带荒漠区气候,境内地貌以祁连山山

地和柴达木盆地的次级盆地为主,地势呈南低北高。

年均降雨量176mm,由东向西逐渐减少;年蒸发量

2000~3000mm;年均气温3.8℃;年日照时数

3182h[2-3]。

1.3 试验材料

青海444、永久473、永久001、青引1号和青引

2号均由青海省草原总站提供。

1.4 试验方法

小区排列采取随机区组设计,4次重复。试验

小区面积为2m×3m,小区四周设1m保护行。采

用人工开沟条播的方法播种燕麦,行距30cm,播深

3~4cm,每小区播10行,播种量为120g/小区。

1.5 观测内容

在抽穗期对各燕麦品种的株高、鲜草产量、叶茎

比和干鲜比进行测定,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对5个燕麦品种在抽穗期进行株高、鲜草产量、
叶茎比和干鲜比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5个燕麦品种的生产性能

品种 株高/m 鲜草产量/(kg/m2) 叶茎比/% 干鲜比/%
青引1号 1.12 4.12 22.13 25.34
青引2号 1.17 4.26 21.57 26.10
青海444 1.09 4.07 22.62 25.61
永久473 1.13 4.17 21.74 24.97
永久001 1.10 4.09 21.69 25.43

  由表1可以看出,青海444、永久473、永久

001、青引1号和青引2号5个燕麦品种抽穗期株

高、鲜 草 产 量、叶 茎 比 和 干 鲜 比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生产性能均较好,且都能够适应乌兰县

地理与气候条件;青引2号的生产性能略优于其他

4个燕麦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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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乌兰县以畜牧生产为主要生产经营方式,燕麦

作为主要的一年生牧草品种,对冬季补饲牲畜具有

重大意义。乌兰县草原站积极发挥技术支撑作用,
努力为农牧民选择优质高产燕麦品种,此次参加试

验的青海444、永久473、永久001、青引1号和青引

2号5个燕麦品种生产性能差异不大、均适宜在乌

兰县境内种植,因此需继续进行燕麦品种的选育与

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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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羊良种繁育研究与应用取得重大成果

国家和部省重大项目“牛羊良种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在陕西杨凌通过了陕西省科技成果鉴

定,由中国著名动物克隆与转基因技术、动物胚胎工程专家张涌教授主持的该成果,对加快中国牛羊良

种繁育及提升牛羊种质创新能力与育种水平具有引领作用和重大应用价值。
据了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针对我国畜牧良种匮乏、奶牛乳房炎等疾病严重制约牛羊养殖业

健康、持续发展的两大关键问题,围绕“牛羊良种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先后开展了“良种牛羊胚胎

规模化生产技术及其应用”、“良种奶牛性控胚胎生产技术及其应用”、“体细胞高效克隆牛技术及其应

用”和“体细胞高效克隆山羊技术及其应用”4个方面的研究。据专家介绍,该项研究从1998年开始,历

时15a,前后有241名科研人员参加。该项研究先后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国家科

技攻关、国家支撑计划、农业部948项目、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和国家转基因生物

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等20多个项目的资助,总资助经费达到8851万元。
经过长达15a的艰苦探索和攻关,以张涌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终于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首先

是创建了良种牛羊胚胎规模化生产技术,并在全国先后推广良种奶牛和肉牛胚胎3.5万多枚;其次是建

立了奶牛活体采卵和体外受精技术,发明了奶牛胚胎性别鉴定简易方法,优化了奶牛性控胚胎生产技

术;三是建立了良种牛羊的体细胞遗传资源库;四是发现了19个基因表达谱作为判定供核细胞的标准,
通过优化卵母细胞和胚胎培养体系,建立了高效的牛羊体细胞克隆技术,生产出年产奶量在10t以上

的荷斯坦牛513头;五是应用体细胞高效克隆技术,进行了抗乳腺炎转基因牛羊的研究。
由李宁院士、刘守仁院士、陈焕春院士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其中在牛羊胚胎移植规模与效率、抗乳腺炎转基因育种材料创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

果对加快中国牛羊良种繁育及提升牛羊种质创新能力与育种水平具有引领作用和重大应用价值。

来源: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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