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草地建植与管理利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草地建植与管理利用>>

13位ISBN编号：9787109135574

10位ISBN编号：7109135578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张英俊  等主编

页数：137

字数：11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草地建植与管理利用>>

内容概要

现代牧草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是国家牧草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
为了更好地推动本产业技术体系的不断进步，促进牧草生产与发展，尽快让草地建植与利用技术进入
牧草生产者手中，本岗位组织编写了这本技术用书。
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目前在草地建植中广泛利用的牧草种，及其主要栽培技术与田问管理措
施；第二章介绍草田轮作与混播技术，以当前推广运用的生产技术为主；第三章介绍草地合理利用技
术；第四章简介草产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本书旨在牧草生产中，推广简单易懂的草地建植、管理与利用技术，便于生产者掌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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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产地中国。
描述草谷子为一年生疏丛型禾本科草。
茎直立坚硬，高1米左右。
叶片狭长，披针形，上面粗糙，下面较光滑，无叶耳。
穗状圆锥花序下垂，穗轴有细毛。
种子椭圆形或球形，色黄、白、棕、红或红棕，每穗有种子3000～7000粒，千粒重1.7～4.5克（见彩
图10）。
适于各种土壤，耐瘠薄和盐碱，但不耐酸，能适应较强的盐渍土壤，最适于排水良好而肥沃的砂壤土
或黏壤土。
大豆、玉米、小麦等是草谷子良好的前作，其后作宜播种玉米、大豆、马铃薯等。
草谷子最忌连作，连作时病虫害较多，草荒严重，产量下降。
　　栽培区域适于我国淮河以北各地种植。
　　用途茎叶可作为家畜的优质粗饲料，也可青饲、青贮或晒制青干草，用于冬、春补饲，还可加工
成草粉和各种草产品，便于贮存、运输和饲喂，并可提高适口性和利用率。
　　栽培技术播种前要深翻精细整地，反复耙耱，使土块细碎，地面平整。
春播地应在上年深翻，整地保墒；灌区要灌足冬水，冬、春季镇压保墒，翌春播种前浅耕耙耱后播种
。
夏季复种时，于前作收获后，及时深翻耙耱整地，立即播种，灌区要先灌水、后整地、再播种。
草谷子对氮、钾肥需要量较多，对磷肥需要量相对较少，苗期需肥较少。
从抽穗期开始需肥量逐渐增加，特别在生育期最后的30～40天内，需肥量占全期的75％以上。
结合深翻耕地，要施足底肥，每公顷施厩肥30000～60000千克，土壤含钾肥偏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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