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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三角洲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芦苇资源,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可以作为饲料

助力畜牧产业发展。本文围绕芦苇青贮关键技术、协同技术和饲喂技术等方面论述了芦苇青贮技

术,为促进芦苇饲料化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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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Yellow
 

River
 

Delta
 

area
 

is
 

rich
 

in
 

natural
 

reed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but
 

also
 

can
 

be
 

used
 

as
 

feed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ed
 

silage
 

technology
 

around
 

the
 

key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and
 

feeding
 

technology
 

of
 

reed
 

silag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utilization
 

of
 

reed
 

forage.
Key

 

words:
 

Yellow
 

River
 

Delta;
 

reeds;
 

silage;
 

feeding
 

  芦苇,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耐盐碱,大
多生长在河流、湖泊、池塘、沟渠沿岸和低湿地等各

种有水源的空旷地带,常以其迅速扩展的繁殖能力,
形成连片的芦苇群落,是湿地环境中生长的主要植

物之一。2000年前山东省在黄河三角洲实施芦苇

生态工程,2001年芦苇亩产达到1249.6
 

kg。抗盐

碱易生存的芦苇使当地80多万 mu盐碱地翻起绿

浪,每天约3
 

000万 m3 的生活废水被芦苇“消化”,
并且大片芦苇还改善了东营市等当地的生态环境,
使盐碱地成为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随着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治理,该地带的芦

苇资源更加丰富。芦苇资源化利用问题引起普遍关

注。芦苇饲料化利用,不但有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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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还有助于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促进农牧循环,
也避免当地冬季火灾。芦苇营养成分较好,粗蛋白

质含量高,无毒无害,一年四季均可利用,而且春季

返青较快,不仅可以青割供家畜饲用,还可晒制干草

和用于青贮。芦苇青贮之后,具有保留营养成分、采
食率高、存放安全、饲用方便等优点,而且牧草香味

浓,饲用价值更高。芦苇青贮就是将青绿芦苇粉碎

后与全株青绿玉米等物质混合,贮藏于密封的塔、
窖、缸或袋等设备中,促进乳酸菌繁殖,厌氧发酵产

生有机酸,抑制腐败菌生长,达到贮藏及保鲜的目

的。青贮后的芦苇具有酸香味,粗纤维或木质素被

降解,质地柔软,容易消化,适口性也好,一年四季均

可利用。

1 芦苇青贮关键技术

芦苇青贮成功,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技术

环节。

1.1 青贮场地和青贮容器的选择

和玉米青贮类似,芦苇青贮场地应选择地势高

燥,土质结实、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距畜舍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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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宽敞,方便芦苇收割、运输、加工和饲用。黄河

三角洲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属陆相弱潮强烈堆积

性河口,地下水埋藏普遍较浅,为0~5
 

m。因此该

地区应采用地上式或半地上式青贮。由于芦苇多分

散生长于河口、沼泽等地方,建议黄河三角洲地区优

选中小型青贮池或青贮袋。

1.2 原料的收割

芦苇的最佳收割时期是抽穗期,此时收获的芦

苇不仅产量高,营养价值也高。收割时应选择晴朗

的天气。芦苇从收割到青贮完成,应在当天完成,时
间越短越好。拖延时间越长,越容易导致芦苇自身

发酵,影响青贮品质,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季节。芦苇

青贮含水量在65%~75%,如果含水量过高,可在

收割后适当晾晒1~2
 

d,然后再切断或者添加干燥

的麸皮、秸秆等辅料用以降低水分。

1.3 切短、装池

把青贮芦苇切短,长度在2~5
 

cm之间。装入

青贮池之前在底部垫10~20
 

cm厚干的秸秆或干

草,然后装填。可将切断的芦苇与粉碎的玉米秸秆

等混合后装填,也可以铺垫一层芦苇再铺垫一层玉

米秸秆方式进行。玉米秸秆在芦苇中的添加量依据

芦苇含水量进行调整,一般为5%~20%。装填时

应逐层进行,每层芦苇秸秆厚15~30
 

cm,用人力或

机械充分压紧踏实。每层装填完后,可以在表面喷

洒或添加一些外源益生菌制剂,促进芦苇青贮。以

后每填一次压紧一遍并喷洒菌种一次,直至装到超

过池顶20
 

cm以上,然后封顶。

1.4 封顶

封顶前,先铺一层切短的秸秆或软草(厚约20
~30

 

cm),或覆盖塑料薄膜,再覆盖厚约50
 

cm的

泥土或轮胎镇压,将顶做成圆拱形以利于排水。最

外层覆盖的塑料薄膜应为黑膜。青贮过程中应经常

检查有无裂缝或破洞,及时封堵,防止空气和雨水

进入。

2 芦苇青贮的协同技术

2.1 揉搓

揉搓为将芦苇秸秆等物料揉搓撕碎的过程。秸

秆揉搓时使用的主要设备为揉丝机,即通过输送机

将待加工的芦苇输送至揉碎室,经高旋转锤片与揉

搓板相互作用,将秸秆揉碎,经抛送风叶将揉碎的秸

秆抛送出外。据国外研究表明,揉丝青贮玉米可以

提高奶牛产奶量及乳蛋白,每头牛产奶量可提高1.
5~2.5

 

kg/d;之前的乳蛋白、乳脂分别为2.8%~
2.9%、3.5%~3.7%,揉丝青贮后乳蛋白提高到

 

3.

1%以上,乳脂保持在
 

3.8%~4.0%。国内尚未见

揉丝青贮芦苇报道。

2.2 切碎

切碎为使用刀或其它锋利器具切割物料使其粒

度减小。粉碎粒度的大小影响着家畜利用。适宜的

芦苇粉碎粒度未见报道。全株青绿玉米饲喂牛羊的

粉碎粒度一般为1~3
 

cm;粉碎力度过大,不利于青

贮及家畜利用;粉碎粒度过小,容易导致牛瘤胃酸中

毒。猪用全株青绿玉米的粉碎粒度为0.2~0.5
 

cm。湿的芦苇难以粉碎。本课题组曾用粉碎全株

青绿玉米的机械设施尝试粉碎湿芦苇,最终粉碎颗

粒长短不一,这影响着芦苇饲料的制粒。
 

2.3 酶解

酶解为在合适条件下由水参与的一种物质分

解,利用酶使物质分解为简单的小分子物质。青贮

时菌酶联用,可以提高全株青绿玉米、小麦秸秆、水
稻秸秆、苜蓿等的青贮质量以及动物的生产性能。
添加的外源酶制剂有纤维素酶、木聚糖酶等。基于

外源酶制剂价格高、青贮成本等因素的考虑,青贮过

程中一般不加外源酶制剂。青贮过程中添加能够分

泌酶的微生物制剂为一种好的补充外源酶策略。目

前已知一些黑曲霉、解淀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

菌、枯草芽孢杆菌、长柄木霉、米曲霉、大麦芽、酸解

支链淀粉芽孢杆菌可分泌产生淀粉酶,长柄木霉、黑
曲霉、孤独腐质霉、绳状青霉可产生纤维素酶。青贮

对添加的微生物也有一定的要求。

3 青贮芦苇的饲喂技术

青贮芦苇饲喂家畜时和全株玉米等的饲喂要求

一致。芦苇青贮时间一般为45
 

d以上。在取喂之

前应先检查青贮品质,优质的芦苇青贮应柔软多汁,
颜色黄绿,具有酸醇味,发酵失败的芦苇具有腐烂或

霉味。取喂时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从青贮窖池一侧取料,分层取,取后要及时封

口。取料时应首先去除窖池口或边沿等部位发霉变

质的部分。变质的芦苇不能饲喂。冰冻的芦苇也不

能饲喂。取料后应及时密闭封口或覆盖,防止日晒、
雨淋或第二次发酵,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根据养殖场或小区内家畜养殖数量换算采食量

及取样量。建议每天家畜吃多少取多少,避免频繁

开窖和长期有氧存放,以免引起芦苇有氧发酵变质。
根据芦苇的营养价值以及家畜生产性能计算每

日每头饲喂量。开始饲喂时,饲喂量要由少到多,逐
步替换,使家畜有一个适应过程,替换期一般为7

 

d
左右。在大量投喂青贮芦苇时,应适当补饲苜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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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优质干草。肉牛及羊的饲喂效果较好。
芦苇不但可以饲用,还具有改良土壤的作用。

黄河三角洲地区如何科学利用芦苇,还需进一步研

究。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芦苇区域连片或分散生长

在河口湿地、非潮汐湿地和盐沼中。在潮滩上生长

的芦苇比在河滩上生长的芦苇更适宜盐胁迫。黄河

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盐渍土含盐量高,土壤盐

渍害严重,土壤含盐量多在0.2%~5.0%之间。潮

滩芦苇和河滩芦苇饲料营养价值差异、适宜饲喂方

式以及黄河三角洲地区如何适度利用芦苇等都需要

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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