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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热研 4号王草在德宏州的引种、推广利用现状，指出存在种植管理粗放、刈割间隔时间

长、利用方式单一、日粮搭配不合理等问题。应结合热研 4号王草的适应性优势、生物产量优势、与蔗稍等作物秸

秆生产的互补优势，从资金扶持、土地政策、加大技术支撑方面推广利用热研 4号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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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研 4号王草，学名： ×

cv.Reyan No.4， 英 文 名 ：Hybird

Penisetum/King grass，别名：皇竹草或皇草，是以象

草为母本、美洲狼尾草为父本杂交育成的禾本科多

年生牧草新品种。经多年试验和生产推广应用证

明，热研 4号王草喜潮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适应

性强，抗性广，牧草产量高，茎叶幼嫩多汁且略带甜

味，适口性好，冬春季节保持青绿和生长。

1 推广利用现状

德宏州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 1 400～

1 700 mm，年平均气温在 18.4～20.0 ℃，雨量充沛，

雨热同期，特别适宜热研 4号王草的生长，农户粗放

管理下，每公顷鲜草产量 150 t以上，在水肥充足、管

理良好情况下每公顷鲜草产量可达 300～450 t，是目

前德宏州养殖奶水牛、肉牛和山羊的青绿饲料最主

要的来源。此外，王草还被用做青贮饲料来源。

1）引种。热研 4号王草，是中国热带牧草研究

中心于 1984 年从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引

进，1998年在我国获品种登记，云南省肉牛和牧草

研究中心 1997 年从中国热带牧草研究中心引进，

经试验试种后在省内广泛推广种植。德宏州在 1997

年实施中国 -欧盟水牛开发项目中开始引种热研 4

号王草，因此，该草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欧盟

草”。在 2002年实施的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期

间该品种也被大量推广种植，目前已成为德宏州人

工种植的主要牧草品种之一。

2）推广利用。热研 4号王草引入德宏后，因其

种植管理要求低、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病虫害少、

耐刈割等特点，很快被广大养殖户特别是养牛户所

接受，并在全州范围内及周边地区迅速传播。目前，

在德宏州，除规模养牛场大面积种植外，各县市农

村村寨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公路边坡、河滩堤

坝、零隙地都种植着王草，王草的种植推广情况，基

本能反映出当地乡镇畜牧业特别是牛羊产业的发

展情况。据统计，2015年底德宏州热研 4号王草种

植面积达到 1 863 hm2，为发展草食畜牧业奠定了

很好的物质基础。

2）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种植管理粗放。王草产量受施肥影响很大[2]，

要想获得高产，必须保证及时施肥、施足量的肥，满

足其生产养分需要[1]。此外，王草虽具有耐干旱[3]的

特性，但生长速度受降雨量、灌溉条件影响很大。德

宏当地仍有相当部分养殖户秉持老观念，认为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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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精耕细作，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施肥、浇

水、除杂等管理，栽了任其自然生长，到时候收割饲

喂就可以了。通过对德宏本地种植的王草进行刈割

试验，结果表明同一时期种植在水肥条件好的地块

王草生长速度快，刈割次数明显多于种植在水肥条

件差的地块的。德宏州每年 2月份气温开始回暖，

温度已适宜于王草生长，但雨水的来临要等到 6月

初，因水分的不足延迟王草 2～3个月的生长期，减

少 1～2次刈割次数，如果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的

3～5月份采用人工引水灌溉，则可延长王草生长

期，提高草产量。

②刈割间隔时间长。热研 4号王草主要用于刈

割青草，在株高 1 m以下时刈割，其营养价值较高，

家畜喜食，鲜草产量最高，是作为青饲料的最佳利

用期 [3]。王草蛋白质含量随生育期推后而降低，在

1.0 m以下刈割，粗蛋白含量在 12%左右，1.5 m以

下刈割，蛋白含量在 10%左右，株高 2.0 m以后，粗

蛋白含量在 8%左右，粗纤维含量高 [3]，说明王草的

刈割高度越高其品质越差，能被动物利用的营养越

少[4]。而在德宏州王草的实际生产利用中，1年刈割

3～4次，养殖户基本上全部都让王草生长到 2.0 m

以上时才刈割利用，错过了王草的最佳利用期，降

低了王草的利用价值。

③利用方式单一。王草可以根据不同养殖情况

采用青饲、青贮、氨化、微贮和调制成干草等多种方

式进行加工利用。针对王草加工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规程，且德宏夏季王草生长快、产量高，但水分含量

大，气候高温多雨，农户青贮成功率不是太高，所以

王草的加工利用也只是部分农户小范围小规模尝

试而已。目前德宏州养殖户对王草的利用方式基本

上都是限制在青饲方面，尤其在秸秆饲料短缺的季

节作青饲料来源，部分农户和规模牛场用铡草机铡

短后饲喂，利用率较高，还有部分农户仅用砍刀粗

略地砍断后饲喂，浪费较大。

④日粮搭配不合理。近年来，德宏州重点发展

了奶水牛、肉牛产业，热研 4号王草因产量高、适口

性好也随之成为广大养殖户的首选草种。由于奶水

牛产业是新型产业，目前国内对杂交奶水牛的营养

需要研究不足，王草在奶水牛日粮中的合理配比没

有准确的可参考数据，日常养殖中都是由养殖户自

己进行粗放投喂。王草利用时，从草食家畜营养需

要角度分析，第 1次刈割利用时，一般情况下，可不

必考虑补充粗蛋白，但后两次刈割利用时，由于粗

蛋白含量明显不能满足家畜营养需要，实际饲喂

时，应考虑补饲一定量的蛋白质补充料或与豆科牧

草搭配使用[5]。在德宏，王草一经种植都是多年刈割

使用，且刈割间隔较长造成王草品质较差，蛋白含

量低，养牛户在精料补饲中也只注重了能量饲料如

玉米面的投喂，缺乏蛋白质补充料或豆科牧草的投

放，造成饲料营养的不均衡，降低了王草的利用率。

2 推广利用前景

德宏州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18.4～20.0 ℃，年降雨量在 1 400～1 700 mm之

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干冷

同季，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霜期短、霜日少，特别适

宜于王草的生长。

1）适应性优势。热研 4号王草喜温暖湿润气

候，不耐严寒，土壤适应范围广，在酸性红壤或轻度

盐碱土上生长良好，可耐 pH 4.5～5.0的酸性土壤，

对氮肥的反应较敏感。王草适宜于热带、亚热带，年

均温大于 13 ℃，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年降雨量大

于 800 mm或有灌溉条件的地区种植[5]。

2）生物产量优势。王草产量特别高，据测定鲜

草产量高达 300 t/hm2以上，在水肥条件好的情况

下可达 450 t/hm2，各阶段粗蛋白质平均为 8%，茎秆

多含糖分，脆甜多汁，是牛、羊、兔等家畜理想的青

饲料，同时，还可用来喂鱼。

3）与蔗稍等作物秸秆生产形成互补优势。德宏

州是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每年在干旱季节都会生

产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如甘蔗稍、玉米秆、稻草等，

可直接饲喂，也可通过收集加工成青贮、氨化饲料

再利用。热研 4号王草则在雨水季节生长旺盛，而

这个季节是农作物秸秆最少的季节，利用王草生长

旺季和农作物秸秆供应季节不同的特点，合理搭

配，形成互补优势，可以有效解决因季节变化饲料

供应不足的问题。

3 对策与措施

1）树立草当粮种观念。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

改变养殖户对种草养畜的认识，树立草当粮种观

念。引导养殖户利用良田种草，精耕细作，通过加强

管理提高单产，科学生产加工，合理饲养，进而提高

养殖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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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①资金扶持。政府应每年安排部分资金，作为

草种或饲草料加工机械补助等方式，鼓励广大养殖

户利用山上旱地、缓坡丘陵地、田间地头、林间、林

下、路边等地方种植王草，提高王草产量和加工利

用率，保证养殖业有大量充足、价廉、优质的饲料供

给，促进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②土地政策。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养殖户

利用林间隙地、田间隙地、闲置土地、荒山荒地种植

王草，同时协调好畜牧业用地和种植业用地、林业

用地的关系。

③加大技术支撑。开展王草栽培、加工调制、饲

喂等方面的研究，科学合理地生产、加工、利用王

草，将王草的种植效益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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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饲料原料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全价配合饲料的饲养效果，本文阐述了常用饲料原料大豆、大豆饼粕、棉

籽饼粕、菜籽饼粕原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其霉变饲料的危害及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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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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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豆及大豆饼粕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危害及控制

1）危害。大豆及加热不当的大豆饼粕中含胰蛋

白酶抑制因子等，能抑制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活

性，导致饲料蛋白质的消化率下降，内源氮和含硫

氨基酸大量损失。肉鸡生产性能下降，同时引起肉

鸡的胰腺肥大和胰腺增生。

2）控制。

①物理处理法。通过适当加热可破坏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

②化学处理法。利用化学物质如亚硫酸钠、硫

酸铜、硫酸亚铁等化合物破坏胰蛋白酶抑制剂的二

硫键，从而改变胰蛋白酶抑制因子的分子结构以达

到灭活的目的。

③酶处理法。用酶类来抑制胰蛋白酶抑制剂活

性，国外有人用某些真菌和细菌的菌株产生的特异

性酶来灭活胰蛋白酶抑制剂，具有一定效果。

2 棉籽（仁）饼粕中有毒有害物质的

危害及控制

1）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棉酚、环丙烯脂肪酸。

①棉酚。作为饲料的棉籽饼粕中含有游离棉

酚，进入动物体内的棉酚主要集中在肝脏，并且在

体内代谢缓慢，且会大量蓄积，动物长期摄入含有

游离棉酚的棉籽饼粕会引起中毒。主要原因是大量

棉酚进入消化道可刺激胃肠黏膜，引起胃肠炎，通

过动物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后导致全身组织器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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