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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草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草在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
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立草为业”的观念正逐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识，社会对草
种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仅对草种的数量需求日益增多，而且对草种的种类要求更多，需求草种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现代集约化畜牧业体系的建立，需要更多适应不同生态条件和不同饲养需要的优质饲用草种；生态建
设中的植被恢复、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需要适于不同生态条件和具有不同生态功能的草种；环境整
治和城乡绿化中需要多样化的草坪草种和护坡草种；建立“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急需适于不同
立地条件的草田轮作和饲料轮作的草种；我国奶业迅猛发展，奶牛养殖业规模急剧扩大，迫切需要与
奶牛饲养相适应的高标准牧草、青贮和多汁饲料草种；水产养殖和快速发展的多样化经济动物养殖业
需要各类专用饲草饲料草种。
面对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我国的优质草种及配套栽培技术明显不足，地区间发展更是不平衡。
以辽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共登记了8个国家审定品种，且由于品种本身的局限及配套栽培技术滞后
，推广面积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003年，科技部启动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项目，加强了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
共享工作。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为项目的承担单位之一，从国内外引进了600多份牧草种质资源，并对每份种质的
共性及个性指标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了数字化描述。
本书从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栽培牧草60种，野生牧草40种，分别列于第一章和第二章，以期对本区域
牧草引种、育种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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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科技部启动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项目，加强了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
共享工作。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为项目的承担单位之一，从国内外引进了600多份牧草种质资源，并对每份种质的
共性及个性指标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了数字化描述。
本书从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栽培牧草60种，野生牧草40种，分别列于第一章和第二章，以期对本区域
牧草引种、育种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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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青贮原料质地不同，容重也有所不同，复种青贮玉米容重较大，苜蓿和半干秸秆容重较小。
复种青贮玉米与苜蓿混贮后，混贮样品容重较复种青贮玉米单贮容重降低，较苜蓿单贮容重升高，且
随着苜蓿所占比例增加，混贮样品容重逐渐降低。
复种青贮玉米与半干秸秆处理样品混贮后，混贮样品容重变化不是十分规律，但都较半干秸秆单贮容
重有所提高。
　　感官鉴定结果表明，复种青贮玉米单贮效果最佳，苜蓿单贮效果最差，干秸秆单贮介于两者之间
，而复种青贮玉米与苜蓿或半干秸秆混贮后，比苜蓿或半干秸秆单贮感官上有所改善。
　　苜蓿单贮粗蛋白含量最高，为17.68 9，6；半干秸秆单贮粗蛋白含量最低，仅为6.58 9／6；复种青
贮玉米单贮粗蛋白含量居中，为7.54％。
当苜蓿所占比例大于50％时，苜蓿与复种青贮玉米混贮的粗蛋白含量极显著大于复种青贮玉米单贮。
当复种青贮玉米所占比例大于50％时，复种青贮玉米与半干秸秆混贮的粗蛋白含量极显著大于半干秸
秆单贮。
　　苜蓿单贮粗脂肪含量最高，为2.30％；半干秸秆单贮粗脂肪含量最低，仅为0.85％；复种青贮玉米
单贮粗脂肪含量居中，为1.50％。
苜蓿与复种青贮玉米}昆贮后粗脂肪含量极显著大于复种青贮玉米；复种青贮玉米与半干秸秆混贮粗脂
肪含量极显著大于半干秸秆单贮。
　　半干秸秆和苜蓿的粗纤维含量均较高，分别为28.57％和27.70％，复种青贮玉米粗纤维含量相对较
低，为22.30％。
苜蓿与复种青贮玉米混贮后较复种青贮玉米单贮粗纤维含量提高，苜蓿所占比例越大，二者混贮的粗
纤维含量越高，二者混贮与复种青贮玉米单贮粗纤维含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复种青贮玉米与半干秸秆混贮粗纤维含量小于半干秸秆单贮，且二者混贮与复种青贮玉米单贮粗纤维
含量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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