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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入户访问和田间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滇东北广为种植黑麦（犛犲犮犪犾犲犮犲狉犲犪犾犲）的来源、利

用现状、病害发生状况、生产性能、播种方式等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黑麦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引入

云南东北地区，通过长期栽培与选择，已成为高寒山区优良的旱季饲用作物，孕穗期粗蛋白含量达到

１８．６％，孕穗期前可多次刈割，平均干草产量达６．１８７ｔ／ｈｍ２，２０１８年滇东北种植面积超过１８０００ｈｍ２，

适宜海拔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的山区冬春季作粗饲料使用。加强滇东北黑麦推广应用对于缓解云南干季草

畜季节矛盾，确保云南草牧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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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麦（犛犲犮犪犾犲犮犲狉犲犪犾犲）是禾本科黑麦属一年生或越

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中亚及地中海地区，后经巴尔干半

岛向西传遍欧洲。黑麦耐寒、抗旱、耐盐，耐铝性极强，

抗逆性优于其他谷类作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１－２］。

黑麦为世界寒冷地区重要的饲粮兼用型作物，尤其在

极端寒冷、积雪覆盖时间超过３个月的地区，其栽培重

要性尚无可替代［３－４］。黑麦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

年代初引入我国［５］，在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粗饲料品

种“冬牧７０”在我国北方成功试种
［６］。之后，黑麦在我

国黄淮海平原冬闲田资源中的饲用栽培价值及推广利

用前景逐渐引起了人们重视［７］。在所有的小粒谷物

中，黑麦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８］。黑麦具有产量高、品

质好、适应性广等特性，作为一种优质饲料作物，有较

高的利用价值［９－１０］。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发展

草地畜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条件建设成为我国

重要的现代化草地畜牧业生产基地［１１］。受自然地理

环境的影响，云南干湿季分明，干季饲草资源不足，已

成为制约云南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１２］。因此，寻找优良饲用作物品种、丰富饲草来源

较为迫切。

云南滇东北高寒地区群众有秋播黑麦用作干季粗

饲料的传统习惯，且目前黑麦种植面积相对稳定。通

过长期的栽培利用与选择，滇东北黑麦已成为优秀的

饲用农家品种。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品种在云贵高原区

干季平衡草畜矛盾的作用，本研究从病害发生率、产量

及饲料价值等方面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滇东高原东北部，包括曲靖市，昭通市

及昆明市寻甸县和东川区。该区域地势东南部、西部

和中部较高，北部和东北部较低，向金沙江和四川盆地

倾斜，最高峰在乌蒙山西南端白龙塘附近，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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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０ｍ，大部分地区气候偏湿凉，高寒层面积较大，因

海拔高差悬殊，气候的垂直地带性十分明显。在金沙

江和其他河谷两岸热量较高（如巧家、东川等地），年均

温１７～２２℃。海拔１５００～２２００ｍ的昭通、鲁甸、曲

靖马龙等地，年均温１１～１３℃，霜期１５０ｄ左右。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滇东北地区黑麦主要栽培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梳理黑麦最初来源，明确其栽培时整地方法、播种时

间、播种量、播种方法、施肥、除杂、刈割利用等田间栽

培技术措施。通过田间调查，明确不同栽培管理技术

措施对滇东北黑麦病害发生、饲草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其中，品种来源以走访调查为主；田间栽培管理措施以

农户自述为主；病害发生、饲草产量及品质等采取农户

自述与田间实际观测相结合的方法。

１．２．１　病害　根据实地调查，重点了解黑麦锈病

（犘狌犮犮犻狀犻犪ｓｐｐ．）的发生情况。其中发病率每个调查对

象随机观测２０个株丛。病情指数每个调查对象随机

观测１００个叶片。病害分级标准为：０级：无病斑；１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５％以下；２级：病斑面积

占整个叶面积的６％～１０％；３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

面积的１１％～２５％；４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２６％～５０％；５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５０％以

上。依据调查数据计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发病率（％）＝（发病植株数／调查总植株数）×

１００％

病情 指 数 （％）＝
∑各级病株数×相应级数
调查总株数×最高分级数

×

１００％

１．２．２　饲草产量、茎叶比　在田间调查的基础上，选

取有代表性地块进行测产。每个调查地块随机测４个

点，每个点测产面积为３０ｍ２，齐地刈割后称鲜重。并

随机取样１ｋｇ鲜草。将茎和叶分离开，置于烘箱中

１０５℃杀青５ｍｉｎ，６５℃烘干至恒重，测其干重，计算

茎叶比［１３］。

１．２．３　营养成分　将调查点随机取样的鲜草（１ｋｇ）

带回实验室，称重后磨碎，过１ｍｍ孔筛，测定营养成

分，测定的指标包括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粗纤维、

钙、总磷含量。

粗蛋白（ＣＰ）含量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粗脂肪

（ＥＥ）含量测定采用石油醚提取法；粗灰分（Ａｓｈ）含量

测定采用５５０℃高温灼烧法；粗纤维（ＣＦ）含量参考文

献［１３］的方法进行测定；钙（Ｃａ）含量测定采用高锰酸

钾间接滴定法；总磷（Ｐ）含量测定采用钼黄分光光

度法；

无氮浸出物含量（ＮＦＥ％）＝ＤＭ％ －ＣＰ％ －

ＥＥ％－ＣＦ％－Ａｓｈ％。

１．２．４　经济效益　以青贮玉米为对照，开展青贮玉米

和滇东北黑麦的经济效益比较。

种植成本：包括种子、肥料、整地、播种、农药等

费用；

产值：牧草产量×收购价

效益＝产值－种植成本－收获成本。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品种来源

黑麦在滇东北地区栽培历史较长，当地群众普遍

称为“小红麦”。在相关农技推广部门走访调查中得

知，黑麦最初来源没有档案或文献记载，但在当地栽培

历史较长，以群众自发种植为主。据巧家县农业局在

１９８０年曾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离退休老职工回忆，黑

麦为苏联引进品种，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从山西引

入云南昭通彝良县试种并取得成功。１９６７年，昭通市

组织全市农技人员到彝良县参观学习，并在昭通及毗

邻区域推广。引入滇东北栽培时最初的名称就是“黑

麦”。作为耐旱、耐寒的粗饲料作物品种，先后在滇东

北江边河谷、二半山区、高二半山区试点种植，最终被

二半山区、高二半山区的农民接受。在推广应用中，被

农民改称为“小红麦”，并延用至今。

２．２　种植区域及规模

经调查，滇东北黑麦种植区域集中于曲靖、昭通、

昆明等海拔在１９００～２７００ｍ的冷凉山区。种植面积

相对稳定，面积较大的县（市）有巧家、寻甸、会泽、马

龙、宣威等。

表１　滇东北黑麦饲用种植面积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狅犳犳犲犲犱狉狔犲犻狀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

犢狌狀狀犪狀 ｈｍ２

时间／年
种植面积

昭通 曲靖 昆明
合计

２０１６ ８４６７ ６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７６６７

２０１７ ７９３３ ６２６７ ３４６７ １７６６７

２０１８ ８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３０００ １８３３３

２．３　栽培管理

２．３．１　播种时间及播种量　滇东北黑麦以秋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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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时间通常为９月中下旬。有时受玉米、烤烟等前

茬作物收获时间影响，最晚播种时间在１０月中下旬。

滇东北黑麦饲用栽培以单播为主，各地播种量差

异较大。在昭通巧家、昆明寻甸等地播种量较高，为

１２０～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曲靖马龙等地播种量较低，为５０～

７５ｋｇ／ｈｍ
２。调查结果显示，播种量较大时的主要优

点有：（１）提高地表早期覆盖速度，从而抑制苗期的杂

草生长；（２）多次刈割利用可显著提高第１茬的饲草产

量。主要缺点是茎秆较细弱，生长后期易全倒伏。结

合播种时间考虑，１０月前完成播种，成熟期一次性刈

割收干草利用时，播种量对饲草产量无影响。１０月中

下旬完成播种，播种量较高则有利于提高饲草产量。

在滇东北黑麦与光叶紫花苕混播的种植模式较

少，混播按种子重量计算，通常为１∶１，总用种量６０～

９０ｋｇ／ｈｍ
２。田间调查结果表明：黑麦与光叶紫花苕

混播比黑麦单播，对饲草产量、品质，对黑麦锈病的抑

制作用均有明显改善，但不利于光叶紫花苕与黑麦

共生。

２．３．２　播种方式　滇东北黑麦目前有条播和撒播两

种播种方式，两种播种方式均较常见。播前通常采用

全翻耕整地，用重耙耙平表土。昭通等地多采取条播，

行距３０～４０ｃｍ，播种后覆土深度４～５ｃｍ；曲靖、昆明

等地常采用撒播，播种后轻耙表土完成覆土。而地块

较小的台地条播时，种植户多采用人工或牛犁开沟条

播，行距４０～５０ｃｍ，播种后覆土深度６～１０ｃｍ；面积

较大的地块，有时采用机械播种，机械播种的行距４０

ｃｍ，播种后覆土深度５ｃｍ左右。撒播时采用人工或

机械将种子撒入翻耕耙平的地块，然后再耙一次表土，

使种子与土壤混合。调查结果显示：１０月以前播种，

条播和散播对黑麦生长及饲草产量均无明显影响；播

种时间较晚时，条播的出苗情况好于撒播。

滇东北黑麦播种后田间管理粗放，通常不灌溉也

不施任何肥料。少数农户在播种当年１１月末对播种

较早、杂草生长旺盛的地块采用阔叶型除草剂进行杂

草防除。

２．４　利用现状

滇东北黑麦营养期再生性好，青贮刈割适宜在孕

穗期前进行，开花后再生性较差，适合一次性刈割。刈

干草是滇东北黑麦目前主要的利用方式，通常在乳熟

期一次性刈割。滇东北黑麦生育期较短，播种时间对

干草的收获时间影响较大（表２）。据种植户反映：播

种当年长势较旺盛时，１２月末青刈利用一次对防止生

长后期倒伏，提高干草产量有一定作用。

滇东北黑麦饲用栽培目前主要用于成熟期一次性

刈割晾晒干草。播种时间较早，通常在１月初青刈利

用一次，以防止生长后期倒伏。少数养殖企业或合作

社，采用全年倒茬模式种植，以提供稳定的粗饲料供

应，但总体规模不大。

表２　不同海拔地区滇东北黑麦播种与刈割时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狅狑犻狀犵犪狀犱犵狉犪狕犻狀犵狅犳狉狔犲犻狀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犢狌狀狀犪狀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狊

海拔 ９月中旬播种 １０月上旬播种 １０月下旬播种

２２００ｍ以下 次年１月刈干草
次年１月青刈利

用一次，次年３月刈干草
次年３－４月刈干草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ｍ
次年１月青刈利用一次，次年３月

刈干草
次年３－４月刈干草 次年４－５月刈干草

２７００ｍ以上 次年４月刈干草 次年５月刈干草 －

２．５　饲草产量

滇东北黑麦在较为粗放的田间管理条件下，生长

季内孕穗期青刈利用可刈割２－３次，鲜草产量２７～

３６ｋｇ／ｈｍ
２，折合干草５．４～７．２ｔ／ｈｍ

２。滇东北黑麦

刈干草时产量为５～７ｔ／ｈｍ
２，不同调查地点干草产量

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土壤肥力差异，与海拔及播种时

间关系不大。同一区域相似土壤条件下，与光叶紫花

苕混播时的产量略高于单播（表３）。

２．６　病害发生情况

据调查，滇东北黑麦以锈病危害最为严重，刈割可

以有效降低锈病危害。滇东北黑麦锈病的发生通常从

下部叶片开始出现，逐渐向中上部叶片扩散。生长季

内未刈割，成熟期一次性刈干草时，基部叶片已全部枯

死，中部叶片枯黄比例超过５０％，病斑面积超过１０％，

上部叶片虽然能保持青绿，但多有不同程度的病斑出

现。滇东北黑麦在不同种植区域、不同生长阶段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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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均较高，至开花期时，所有植株均感病（表４）。

从病情指数角度分析，随生长时间延长，病害程度越

重。调查发现，黑麦与光叶紫花苕混播虽然植株发病

率仍较高，但病情指数明显降低，说明混播可以有效降

低锈病危害（表４）。

２．７　饲草品质

在不同区域调查了滇东北黑麦的饲草品质，采集

不同生长阶段滇东北黑麦进行了茎叶比和营养价值分

析。结果显示：黑麦叶量中等，开花期茎叶比１．４～

１．６。抽穗期前茎秆柔软，牛羊喜食。结实期草质较粗

糙，但牛仍喜食。营养品质分析表明（表５），滇东北黑

麦开花期以前营养价值均较高，其中孕穗期粗蛋白含

量１８．６％，抽穗至开花期粗蛋白含量接近１１％，粗纤

维适中，钙磷平衡好，营养价值较好。完熟期营养价值

有所降低，但粗蛋白含量仍接近８％，开花期的粗蛋白

最高为１１．０４％。

表３　不同区域滇东北黑麦干草产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犢犻犲犾犱狅犳狉狔犲犺犪狔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犢狌狀狀犪狀 ｔ／ｈｍ２

地点 播种时间 播种方式 物候期 干草产量

巧家药店，海拔２６５０ｍ １０月上旬 单播 成熟期 ５．７５０

巧家马树，海拔２３５０ｍ １０月上旬 单播 成熟期 ６．７３０

寻甸凤梧山，海拔２５５０ｍ １０月上旬 单播 成熟期 ５．８７０

寻甸县城周边，海拔２０５０ｍ １０月上旬 单播 成熟期 ５．６７０

寻甸县城周边，海拔２０５０ｍ １０月上旬 混播 成熟期 ６．１４０

马龙县成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９月下旬 单播 成熟期 ６．１００

马龙县成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９月下旬 混播 成熟期 ７．０５０

平均 － － － ６．１８７

表４　不同区域黑麦锈病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狔犲狉狌狊狋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犵犻狅狀狊

时间／（年月日） 地点 播种方式 物候期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９１１５ 寻甸凤梧山，海拔２５５０ｍ 单播 分蘖 ４５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９１１５ 马龙县马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单播 开花 １００ ４２．７０

２０１９１１５ 马龙县马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混播 开花 ８５ ２２．１０

２０１９２２５ 马龙县马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单播 成熟 １００ ５９．２０

２０１９２２５ 马龙县马鸣乡，海拔２０７０ｍ 混播 成熟 １００ ３１

表５　滇东北黑麦的常规养分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犮狅犿犿狅狀狀狌狋狉犻犲狀狋狊狅犳狉狔犲犻狀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犢狌狀狀犪狀

地点 物候期 ＤＭ／％
占干物质比例／％

粗蛋白 粗脂肪 无氮浸出物 粗纤维 粗灰分 钙 磷

昭通 抽穗 ９５．８８ １０．７９ ２．８１ ５３．２２ ３１．１８ ７．４２ ０．４７ ０．１１

寻甸 完熟 ９６．０７ ７．８８ ２．２３ ５４．４７ ３５．４２ ８．６２ ０．５７ ０．１３

马龙 孕穗 ９４．４５ １８．６ ２．７ ３１．３４ ３１．５８ １０．２４ ０．６５ ０．３４

马龙 开花 ９５．９ １１．０４ １．９１ ４１．６５ ３４．６８ ６．６２ ０．７４ ０．２４

２．８　经济效益

结合前期调查，滇东北黑麦全生育期１２０～１５０ｄ，

相对粗放管理条件下干草产量５～７ｔ／ｈｍ
２，与青贮玉

米、多花黑麦草等相比，产量偏低。以青贮玉米为对

照，以实际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了饲用黑麦的效益

（表６），按干物质计算，青贮玉米折合干草产量为１５ｔ／

ｈｍ２，饲用黑麦按６ｔ／ｈｍ２计算，约相当于青贮玉米的

４０％。饲用黑麦供草季节为云南缺草严重的干季，目

前销售价格为２４００元／ｔ，青贮玉米以现行收购价３５０

元／ｔ计算，折合干草的价格为１４００元／ｔ，黑麦饲草比

青贮玉米高１０００元／ｔ。从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角度

分析，饲用黑麦的毛收益为９６００元／ｈｍ２，比青贮玉米

低１１．１％，但青贮玉米生长天数为１８０ｄ左右，比饲用

黑麦长２０％以上。综合土地利用和时间两方面的因

素考虑，滇东北黑麦饲用栽培时的效益与青贮玉米相

差不大。

０３１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２）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表６　滇东北黑麦饲用栽培的效益分析

犜犪犫犾犲６　犅犲狀犲犳犻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狔犲犳狅狉犪犵犲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

犻狀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犢狌狀狀犪狀

指标 青贮玉米 饲用黑麦

产值 产量 ６０ｔ／ｈｍ２（鲜） ６ｔ／ｈｍ２（干）

价格 ３５０元／ｔ ２４００元／ｔ

产值 ２１０００元／ｈｍ２ １４４００元／ｈｍ２

种植成本 种子 ６００元／ｈｍ２ ５２５元／ｈｍ２

肥料（含人工） １２００元／ｈｍ２ －

整地 １５７５元／ｈｍ２ １０５０元／ｈｍ２

播种 ５２５元／ｈｍ２ ２２５元／ｈｍ２

农药（含人工） ３００元／ｈｍ２ －

合计 ４２００元／ｈｍ２ １８００元／ｈｍ２

收获成本 单价 １００元／ｔ ５００元／ｔ

成本 ６０００元／ｈｍ２ ３０００元／ｈｍ２

效益 １０８００元／ｈｍ２ ９６００元／ｈｍ２

３　讨论

滇东北不同区域饲用黑麦栽培时，在播种量、播种

方式、利用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实际播种量与

不同区域的情况有关。播种量是保障牧草高产优质的

一个重要方面，采用合理的播种量除取决于牧草自身

的生物学特性外，还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如土壤条件、

气候条件等的影响［１４］。施建军等［１５］在青海高寒牧区

开展的燕麦栽培研究也表明，合理的播种量会影响牧

草的群体数量和结构，缓和群体与个体之间生存资源

竞争的矛盾，有利于牧草干物质积累，从而达到牧草的

高产。本调查发现在昭通巧家、昆明寻甸等地播种量

较高，曲靖马龙等地播种量较低。本调查中的最高播

种量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为孟祥君等［１６］研究中的最低播种

量，马莉等［１７］在阿坝州引种饲用黑麦品种的播种量为

２４０ｋｇ／ｈｍ
２，高于本调查结果。造成这种差异主要原

因是本调查均来源于农户种植数据，受到当地种植习

惯及家庭利用饲草习惯的影响。综合分析以一次性刈

割收干草为目的，１０月前播种宜选择５０～７５ｋｇ／ｈｍ
２

的较低播种量；而以多次青刈利用为目的，宜选择１２０

～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的较高播种量；如若播种晚于１０月，根

据播种时间及环境条件，可在７５～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选择合

适的播种量。

播种方式改变群落密度、同种个体距离、邻株种类

和大小，限制了植株可利用的水、肥、气、热、光照、空间

等生态因子［１８］，撒播和同行条播利于增加株高、间行

条播利于增大分蘖 （枝）数、使不同播种方式下单株生

物量表现出显著差异［１９］。本调查发现目前滇东北黑

麦有条播和撒播两种播种方式，本调查是在自发种植

滇东北黑麦区域开展的调查，农户种植黑麦主要用作

饲料而非科研试验，因而采用撒播省时省工。综合考

虑种植效果和成本投入两方面因素可得出，滇东北黑

麦饲用栽培时宜采用撒播，播种时间较晚时应适度加

大播种量以弥补出苗不足。

本调查中，滇东北黑麦以单播为主，但与光叶紫花

苕混播在各地栽培实践中也较常见。王旭等［２０］指出

混播牧草较单播牧草高产和稳产，产草量提高１４％ ～

２５％。刘敏等
［２１］的研究也证实了豆禾混播草地提高

了牧草产量，与禾本科牧草单播相比尤为明显。这与

本调查结果一致。但调查发现光叶紫花苕与黑麦共生

较为困难，生产实践中较难获得共生良好的黑麦光叶

紫花苕混播草地，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滇东北黑麦生

长较为旺盛，其种内竞争大于光叶紫花苕。之后还需

开展黑麦与光叶紫花苕混播试验，以得出二者最适宜

的混播方式。

ＣＰ含量是衡量饲草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含量越

高，则表明牧草营养价值越好，而粗纤维、ＮＤＦ 和

ＡＤＦ是评价牧草被采食潜力和消化率的国际通用指

标，其含量越低，家畜消化率越高，粗饲料品质越

好［２２－２３］。本调查中，滇东北黑麦完熟期营养价值有所

降低，但粗蛋白含量仍接近８％，与同一物候期的云南

栽培热带禾本科牧草品质大体相当，优于同一物候期

的云南绝大多数野生禾本科牧草。赵方媛等［２４］研究

中，新品系黑麦初花期的粗蛋白含量为９．４２％，冬牧

７０的为１０．１８％，与之相比较，滇东北黑麦开花期的粗

蛋白含量为１１．０４％，营养价值较高。本调查中抽穗

期粗蛋白含量略低于开花期的现象，可能与采样时间、

地点及生长天数有关。

本调查的效益分析结果表明，黑麦饲用栽培时的

经济效益大体与青贮玉米相当，同时饲用黑麦还具有

如下优势：（１）种植时间为水热条件较差的高寒山区旱

季，该季节可供选择种植的作物种类极少，大量土地资

源处于季节性闲置状态，饲用黑麦栽培与其他作物争

地现象不明显；（２）云南旱季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丰

富，黑麦种植与其他农业产业竞争劳动力资源现象不

严重；（３）饲用黑麦收获季节在云南旱季，光热资源丰

富，易调制优质干草；（４）旱季田间作业及运输条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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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优越。

云南发展牛、羊等草食家畜有较好的条件和一定

的区位比较优势。但云南干季缺草严重，干季草料供

应不足是制约云南草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云南旱季闲置耕地资源丰富，根据相关资料，云南省适

合黑麦种植的土地面积约１００万ｈｍ２。即使利用３０％

的土地种植饲用黑麦，每年可新增旱季干草供应２００万

ｔ。可有效满足２００万头肉牛干季１００ｄ的饲草需求。

４　结论与建议

滇东北黑麦在云南高寒山区旱季粗饲料生产中重

要性突出，现阶段难以被其他粗饲料品种替代。应加

强滇东北黑麦在云南适宜区域的推广应用，进而缓解

云南草畜季节矛盾。从育种、栽培管理措施等方面降

低锈病的发生和危害，改善混播草地黑麦与光叶紫花

苕的共生性，解决好当前滇东北黑麦在实际生产中的

技术难题，加强滇东北黑麦在适宜区域推广应用，对于

高寒山区种植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粮、经、草”农业

三元种植模式，加强耕地资源保护，提高耕地资源利用

效率，促进云南草牧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李国辉，李志坚，胡跃高．青刈黑麦产草量与营养动态分

析［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０，８（１）：４９－５４．

［２］　代寒凌，田新会，杜文华，等．半干旱灌区黑麦新品系的草

产量和营养价值研究［Ｊ］．甘肃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５３

（４）：１０７－１１５．

［３］　ＧｅｉｇｅｒＨ，ＭｉｅｄａｎｅｒＴ．Ｒｙｅ（犛犲犮犪犾犲犮犲狉犲犪犾犲Ｌ．）［Ｃ］∥

ＣａｒｅｎａＭ，Ｃｅｒｅａｌ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ｌａｎ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１５７－１８１．

［４］　ＭａｒｋＡＮ，ＴｗａｉｎＪＢ．ＦｏｒａｇｅＲｙ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ｒ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

５３：３８－４７．

［５］　肖文一，陈德新，吴渠来．饲用植物栽培与利用［Ｍ］．北

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６－４１．

［６］　华仁林，蔡惠林，孟昭文，等．冬牧７０黑麦的引种观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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