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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1999年田间试验研究表 明，冬种黑麦草养殖菜鹅的稻／牧草一鹅袁牧结台生产模武在不施除草荆的 

情况下能有效控制田间冬季杂草，实施该模式后翌年冬闲时田间杂草群落密度仅为稻／麦对照模武的8．88 ，且冬 

季田问杂草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看麦娘”、“猪殃殃 、 棠菜”分别占15，38 、30．77 和 3O 77 ，即单子叶杂草所 

占比例明显低于稻／麦复种连作田。该模武比稻／麦复种连作方武土壤恩N、有机质 速效氟、速效磷、速教钾含量分别 

高23．13 、27 10 、31．25 、98．37 和 46．73 ，土壤理化性状明显改善，且可减少除草剂、杀虫剂施厣量，阵低土 

壤有毒糯质曲戎留。总结了该模武曲系统耦告技术井提出该模武的发展策略。 

关t词 稻／牧草一鹅 农牧结合 南方稻区 农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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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ield experiments from 1997 to 1999，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ntrol effect on 

winter weed after the coordination of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of without any herbicide
．  

The weed community density of winter-fallow—field after rice／ryegrass just accounts for 8．88 of that after 

rice／wheat in the second yesr．The weed community structure is also different，the percentages of Alopecurus aequalis 

SO bo1．，Galium aparine I~nn．vat．1棚 m and Viola sativa are 15．38 ，30．77 and 30
． 77％ respectively，ialOno— 

eotyledonous weed isn’t the main weed in winter after rice／ryegrass At the same time，soil fertility hasⅡbig increa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chemical and physical are improved．Co 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rice／wheat，the content of total N，organic matter，effective N，effective P and effective K increase by 23 l3 ，27． 

1O ，31 25 ，98-37 and 46．73％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year of rice／ryegrass—gOOse．Moreover，there is a b g 

decrease of toxicant remaining because of the dosage decrease of herbicide and pesticide in the whole year．Finally， 

cropping and feeding technology for system coupling is summarized，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O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  

Key words Rice／ryegrass-goose，Coordination of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Southern region of rice cropp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我国南方稻区单一复种模式多年连作严重影响了农田生态环境，如田问杂草危害加重，农药、除草剂残 

留率渐高，土壤生产力下降等。伴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全面调整，南方稻区出现了多种新型土地经营模式以 

及与此相配套而组合的新型复种轮作模式 ’ ，其中稻田种植牧草发展家禽饲养的农牧结合生产模式已在南 

方稻区初具规模且发展较快，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经济效益明显。目前该模式对农田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 

方面的研究尚少见报道 ，为此进行了田问试验研究，从田问杂草和土壤肥力变化~'ilii探讨研究了该复种模 

式对农田生态环境的综台效应。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997~--1999年在江苏省常熟市冶塘镇进行，供试小麦品种为“杨麦 158 ，水稻品种为 9520 ，牧 

草选用引进美国高产优质 1年生四倍体黑麦草“蓝天黑麦草”(Blueslcy)．菜鹅选用江南种禽公司提供的“太 

湖鹅 与“I~JII隆昌鹅 杂交种。试验田前茬为稻麦复种连作水稻田，对照为稻／麦复种方式。田间试验设计 

‘ 九五 国家科技攻美项目(98—015—03)和国家自搞科学基金项目(7957o034)共同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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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稻／牧草一稻／麦复种轮作、稻／牧草一稻一冬闲、稻／麦复种连作模式，大区对比试验。于冬闲田和小麦成熟 

期进行田间杂草调查．水稻收割后取土样测定土壤肥力。牧草采用套播方式，视田间墒情和天气状况于 10月 

中下旬撒播在水稻田中，播种量为37．5kg／hm 。黑麦草套播前施用复合肥 375kg／hm (N：P：K为 1 t1：1)， 

并分厢开好灌排水沟。水稻收割 1o～15d后结合田间灌水施尿素 1 50kg／hm。，同一田块每隔 10～1 5d(即牧 

草生长 30cm左右)收割 1次，每次收割留茬 5~6cm，收割后 2～5d内补施尿素 150kg／hm 。鹅用圈养方式． 

每hm 牧草饲养 1875只，分 2批进行，进鹅前先将鹅舍的保温设施安装调整好，并清理鹅的活动池、活动场， 

给活动池换水 第1批苗鹅于 12月下旬～1月初买进，第 2批苗鹅于 2月下旬～3月初买进，2批约相差 2个 

月。冬季保温防湿，适时放养。根据鹅的生长发育状况适时适量补料，在前 10d每只每d补料 0．Olkg，第 11 

～ 20d为 0．02kg，第 31～60d为0．05kg，第 61～7od为 o lkg，第 71d至出售时为0．25kg。苗鹅及时注射抗 

小鹅瘟血清，抓好防疫工作。小麦、水稻田间管理以当地高产栽培技术为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间杂草密度与群落结构差异 

对不同复种方式后冬闲田杂草观测结果表明，稻／牧草复种方式下杂草群体密度为85株／m ，其中单子 

叶类杂草占 27 ，稻／麦复种方式下杂草群体密度为 957株／m ，其中单子叶类杂草占 72 ，这表明稻／牧草 

模式具有明显的控制田间杂草效应，稻田安排 1年稻／牧草复种方式后农田冬闲时杂草群落密度仅为稻／麦 

的8 88 ，杂草数量显著下降，同时杂草群落结构差异显著，稻田实施稻／牧草复种模式后田间双子叶杂草 

占优势，而稻／麦田冬季田问单子叶杂草占绝对优势。“稻／牧草”一“稻／麦”复种轮作和“稻／麦”复种连作进行 

试验，前者未施用除草剂 ，后者在小麦播种时施用 1次除草剂，小麦成熟期对 2种复种轮作模式下田间杂草 

密度和群落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前者主要恶性杂草总数为 13株／m ，其中 看麦娘”(Alopec”一 ae- 

qual~Sobo1．)、“猪殃殃”(Galium aparine LiⅡn．var．1enerum)、“大巢菜 (Vicia sativa)分别为 2株／m 、4 

抹／m 和 4株／m ；后者麦田主要恶性杂草总数为 356抹／m ，其中“看麦娘”、“猪殃殃”、“大巢菜”分别为 215 

株／m。、56株／m 和 23株／m。，后者小麦播种时虽施用 1次除草剂，但成熟期杂草总量仍显著高于前者复种 

轮作田，后者为前者的 27倍以上。大田实施稻／牧草种植方式后，翌年冬小麦田不施任何除草剂下田间基本 

无杂草出现。不同复种模式下麦田杂草群落结构也差异显著，稻／麦复种连作麦田杂草中“看麦娘”、“猪殃 

殃”、“大巢菜”分别占60．39 、15．73 和 6．46 ；而采用稻／牧草一稻／麦复种轮作田 看麦娘”、“猪殃殃”、 

“大巢菜”分别占1 5．38 、30．77 和 30．77 ，单子叶类杂草比例明显低于稻／麦复种连作田。稻／牧草．鹅生 

产模式对田间杂草有极显著控制效应，囡冬季种植黑麦草养殖菜鹅需不断收割牧草，田间杂草也一同被割 

除，且黑麦草生长旺盛，对杂草有一定抑制作用。该复种模式下翌年冬季田间仅存的极个别杂草源于黑麦草 

田中侥幸结籽后落入田间、部分多年生杂草、通过风从其他田块传入、囡土壤耕翻将积存于土壤深层杂草种 

子翻至表土等，在小麦旺盛生长下这些杂草种子长势受抑，故田间基本无杂草。 

2．2 土照肥力差异 

表 1结果显示不同复种方式对土壤 

肥力的维持效应差异明显，稻／牧草一鹅 

生产模式田闻土壤总 N、有机质、速效 

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比稻／麦复 

种方式高 23．1 3 、27．1O 、31．25％、 

98．37 和 46．73 ，土壤肥力 明显提 

高，这是由于稻／牧草方式下大量黑麦草 

表 1 不同复种轮作方式下土壤肥力差异 

Tab·1 Differences of soil fertility of different multiple cropping patterns 

根系和部分后期鲜草被翻入土壤中增加了有机质，同时该农牧结合模式产生大量的鹅粪投入田中使土壤肥 

力提高，且土壤富有弹性，土层疏松，表明其土壤团粒结构、疏松度和耕层等土壤物理性状明显改良
。 

2．3 化学物质使用与残留差异 

正常年份下稻／麦复种连作大田中小麦一般施 2～3次除草荆，喷施 2～3次农药，而稻／牧草一稻／麦复 

种轮作田在黑麦草全生育期不施任何除草剂和农药，在其后的小麦田也不必旅除草剂，大大降低化学物质的 

施用，从根本上减少土壤有毒化学物质的残留率，保护了农田生态环境，给作物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大空间
。  

2-4 梧／牧草_鹅农牧结合横式系统耦台技术要点 

稻／牧草 鹅模式实现水稻、牧草种植系统与菜鹅饲养系统间耦合至关重要，只有建立一个农牧结合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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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整体才能获得最高效益，该系统耦合配套技术要点为合理搭配品种，水稻品种应选用中熟优质高产品种， 

黑麦草选用 1年生、叶片柔软、分孽力较强、耐多次收割的四倍体品种，菜鹅选用个体中等、生长速度较快的 

品种如 太湖鹅”与 四川隆昌鹅”的杂交品种等；种植进程与养殖进程协同，水稻采用有序种植方式，后期搁 

田适当，并最好实行人工收割，牧草采用套种方式并间作叶菜类作物如油菜、青菜等以供苗鹅食用，鹅用圈养 

方式并分批购进，第 1、2批间相差 4o~5od以错开青草需求期和鹅上市时间，提高牧草利用率和经济效益e 

该系统属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交叉领域，需要种植业和畜牧业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户进 

行综合开发，构建稻／牧草 鹅产业化生产链，并在技术、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在示范推广该模式时应 

考虑不同地区生态经济条件的差异 ，因地制宜采取大规模专业化和小规模大群体的发展策略，大规模专业化 

发展指在发展初期就以规模经营形式进行连片发展，在土地使用上采取农户联营或土地转包集中经营的方 

式，通过大企业或政府组建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草业综合开发集团，形成规模优势，该发展模式 

要求组织者具有较强的商品生产意识，拥有强大的产后加工能力和广阔的销售渠道，市场信息准确；小规模 

大群体的发展指在基本不改变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和技术推广部门的引导，由农户各家各户 

自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草业工程，该模式每个生产者规模虽不大，生产不连片，但生产农户较多其总体 

规模也较可观，这一般在草业发展初期采用 ，当农户掌握了草业关键技术和市场规律后，通过农户间的联合 

或部分专业户的生产规模扩大，最终向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模式演变。 

3 小 结 

稻／牧草一鹅农牧结合生产模式具有明显的抑制田间杂草和提高土壤肥力作用，可显著减少除草剂、农药 

等化学物质施用量，从而降低土壤中有毒化学物质残留率，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在南方稻区有较强的生态适 

应性，是一项高效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应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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