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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是指 1 19 4一 18 5 5年间
,
黄河侵泅夺淮后

,
废弃的河道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 自然

区
。

在淮阴市境内
, 故道西起宿迁市王官集乡朱海水库

,

东至涟水县石湖果 园 出 境
,
全长

2 2 5
.

2公里
,
其间流经宿迁

、

泅阳
、

淮阴
、

淮安
、

涟水等 6 县 (市 ) 区
。

在故道范围内
,

土地总

面积 1 3 6
.

82 万亩
,
占江苏省境内黄河故道土地面积的 40 %

。

黄河故道地形地貌比较复杂
,
非耕地面积大

,

历史上是一片砂碱荒滩
, 生产上 限制因子

多
。

但农业资源较为丰富
, 生物种类繁多

。

有许多省内外著名的种类和品种
,
如金针菜

、

铁

球山植
,
新淮猪

、

白山羊等
。

但形成优势种群较少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来
,
才开始有组

织 ,
按规划进行大面积的工程治理和资源开发工作

。

在
“

水系不变
,
疏通中乱

,
梯级利用

”

的

原则下
,
初步形成粮

、

渔
、

果
、

林全面发展
、

分层利用的格局
。

改变了部分故道地区的生态

环境和生产条件
。

由于过去多侧重工程治理
, 因此在固定飞沙

, 培肥土壤
、

保持水土 和 畜
、

禽
、

渔饲料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

限制了工程治理的经济效益
。

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
, 我们 以

宿迁市洋北乡为基点
,
在工程治理的基础上

, 开展 以合理种植牧草为 中心
,

实行农
、

林
、

果
、

渔
、

牧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取得良好的效果

。

一
、

洋北乡黄河故道开发的总体规划与实施

从 1 9 8 7年开始在洋北乡黄河故道的桥北— 余好段 7
.

5公里长
,

约 4 0 0 0亩荒地
、

半荒地上

进行了治理与开发工作
。

实行 因地 制宜
,
能粮则粮

,
宜渔则渔

,
地尽其力

,
物尽其用

, 以发

挥资源优势为前提
,
科学地制定 了总体规划

。

提出治水
、

铺路
、

开荒
、

养鱼
、

造林
、

种草等

面积项措施
。

具体实施为
:

疏峻 中涨
,

堤距 1 00 米
。

堤北洼地挖塘养鱼
。

塘周按鱼塘面积与牧

9 1 : 0
.

6设置青饵料地
。

鱼塘北侧平整为农 田
,
灯堤四周为林带

。

将 3 7 7 0亩荒地建成 10 个草好

区
。

区内工程设施全面配套
,

达到路通
、

水通
、

电通
、

引卜灌两便
。

建成粮田 2 0 0。亩
,

鱼塘 4 00

亩 ( 54 个 ) ,
牧草27 。亩

,

林带 4 4公里
。

林间坡地种草
。 ,

形成了一带林
、

一带渔
、

一带草
、

一带

粮的主体开发布局
。

由于种植 了牧草
, 不仅提供了饲草

, 而且还有护坡
、

护塘
、

防止水土流

失
,
巩固工程设施和培肥 土壤的作用

。

二
、

洋北乡综合试验区牧草配置的技术措施

(一 )种草养鱼的主要配套技术

利用青绿饲料养鱼
,

对太阳能源的利用和物质的转化效率都比饲养其他动物高
。

故道地

区新开挖的鱼塘
,
词 料来源困难

。

人工种草
,

省工高产
。

不但可以解决青饲料不足
,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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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养草
、

鱼
、

编鱼
,

提高经济效益
,

是降低成本的一种经济有效方法〔 1〕 。

种草养鱼的主要技术环节为根据草
、

鱼 同步生长 , 周年供草的原则
,

合理选择优良的牧

草品种组合
;
合理安排青饲料地与鱼塘面积的比例

; 努力提高牧草单产
,

提高经济效益
。

1
.

收草的品种组合

青伺 料的养鱼效果
,

要根据鱼类对不同青饲料的喜食性 (摄食率 )
,

营养成分
,

对青饲料

的消化能力
,

饵料系数 (每生产 1 0。。克成鱼所需要的青饵料的千克数 )及青饲料产量的高低进

行综合评定 (表 1 )
。

豆科青饲料粗蛋白含量较禾本科青饲料
表 1 草鱼对几种青饲料的利用能力

牧草种类 干物质

(?
。
)

粗蛋 白 蛋 自的消化 率 饵料系数

(
o

) ( ?
。

)

3
.

6 5 8 8
.

2 1 2 1
.

8

3
.

9 2 8 2
.

6 3 之3
.

2

4
.

2 7 吕2
.

5 6 2 3
.

4

2
.

5 9 8 8
.

2 8 2 0
.

3

2
.

5 2 吕2
.

19 2 3
.

1

2
`

3 3 7 2
.

8 6 3 0
.

0

高
,
但 禾本科青饲料消化系数较高

,

饵料系

数较低
,

苏丹草等又是夏季供草的主体品种
,

要相互搭配
,

才能保证周年供草
。

据试验
,

在淮北较好的品种组合为黑麦草 (或黑麦 ) +

自三叶
、

紫花首浩 (或 )红三叶 + 牛鞭草
、

苏

丹草 (或杂交狼尾 草
、

草高梁等 )
。

在高产栽

培条件下
,
年亩产鲜草可达 8。。0一 1。。0 0千

克
。

月士nOgōql了no广目ù卜é48ljC
厂U

.. .
.
-4OC

Ò
11904

` .1

x
q`
z白三叶

红 三 叶

箭 舌豌豆

黑 麦草

杂交狼尾草

苏丹草

2
.

鱼塘面积和牧草面积的比例

根据试验
,
优 良品种组合年总产鲜草 8 0。。千克 以上

, 鱼塘与牧草地 比例为 1 : 0
.

6为宜
。

每

亩鱼塘年供草总量为 5 0 0 0千克 以上
。

其中黑麦草类供 草时段为 3
、

4
、

5 月
,

占全年供草量

20 % , 白三叶等多年生草类供草时段为 5
、

6
、

9
、

10
、

1 1月 ,
占全年供草量 i0 %

,

牛鞭草
,

苏丹草供草时段为 6一 9 月
,

占全年供草量拍%
,

由于供草时间是互相交替
,

互补性强
,

基

本上可满足鱼群对饲草的需要
。

了i’饲料饵料系数按平均 2 5计算
, 供草 5 0 0 0千克 以上

,

可生产

成鱼 2 00 千克 以上
。

再加上其他鱼饲料
,

可使鱼塘年产成鱼
注00 千克 以上

,
成本下降 20 % ,

取

得较好效益
。

3
.

牧草的高产找培技
/

i之

黄河故道为飞沙土
,

土壤
一

卜分疥薄
。

提高牧草产量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

应抓好
“

早
、

密
、

月巴
、

菌
、

管
” 5 项高产 浅培结施

。

特别要抓好施肥与管理
。

据测定
, 0 一 20 厘米土壤有机

质含量为 0
.

5克 /千克
,

全氮 0
. :
克 /千克

,

速效磷仅有痕迹
,

速效钾 ,l0 毫克 /千克以下
。

土壤养分

含量极低
。

据试验 〔 2〕 ,

牛万更草每 ;计施氮 3。千克
,

年亩产鲜草为 G5 3 o千克
,

不施肥为 12 .10 千克
,

施肥较不施肥增产 5
.

3倍
。

由于故道是
.

垦荒区
,

播种豆科牧草应接种朴I应的根痴菌
。

要加强牧草田的管理
,

未形成

草层前
, 要消除杂草及防止畜禽咭食

。

同时要分区又lj割
,
合理利用

,

以保证牧草长旺不衰
。

(二 )发展果
、

林
、

桑行间套种牧草
,
增产增收

果林桑园
,

利用行 间种植牧草
,

可以保持水土
,

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
增加肥源

,
发展畜

牧业等
。

种草方法有 自生型
, 可套种大花苔子

、

硬毛果若子
、

窄叶野豌豆等一年生牧草
。

种

一次后
,
自生 自灭

,

维持生草覆盖
。

或者种植多年生牧草 (如 自三叶等 )建立长久型草带
。

三
、

牧草在黄河故道开发中的生态效应

(一 )固沙培肥
,

防止土城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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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多为飞沙土
, 土层深厚

,

质地松散
。

水资源虽然充裕
,

但时空分布不均
。

工程

治理后
,
冬春早季

, 飞沙四起
, 天空灰黄

, 雨季时
, 堤坡

、

塘 边满 目沟壑
,
塌陷严重

。

发展

收草后
,

地表为草层所覆盖
,
减少了地表径流

, 水土得 以保持
,

土壤肥力逐年提高
。

无论是

白三叶
、

紫花首楷还是牛鞭草均有较好的培肥效果
, 其中

, 豆科牧草优于禾本科牧草
,
种植

时间长的优于种植时 间短的
, 豆科牧草 中又以枝叶密集

, 栩词地面的白三叶培肥效果最好
。

由于多年生牧草枝叶密集
,
根系发达

,

对地表全授盖
,

有护坡和防止土壤侵蚀的作用
。

(二 )牧草多层次的开发利用
,
向高效型农业发展

农区种牧草是农业生产向多层次
、

高效益发展的重要条件
。

农区种草
, 不仅保持良好的

生态环境
, 而且可为畜牧渔业服务

。

在洋北试验区
,

种草除 了养鱼
,

还促进了猪
、

牛
、

羊等

食草动物的养殖
。

利用畜粪养鱼或肥田
, 鱼塘泥再肥田长草

、

长粮
。

这样从单一的种植业发

展到养殖业
。

使农业生产结构日趋合理
。

既搞活 了两品经济
,

增加了收入 , 又促进了生态的

良性循环
。

(三 )净化空气
,
美化环境

实行综合治理后
,

试验区山治理丽的
“

春 口茅草 长
,

夏季水汪汪
,

秋冬风沙起
, 四季不长

粮
”

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 了
。

如今是
“

绿树成荫
,

和花飘香
,

塘中鱼跃
,

岸边草旺
” ,

飞沙及沟

壑均少见 了
。

减少 了工程维修费用
,

而且净化了空气
, 美化了环境

。

四
、

洋北试验区综合治理后的经济效益

根据 19 9。年统计
, 试验区年生产稻谷巧万千克

, 油菜籽 1 1
.

2 5万千克
,

黄豆 15万千克
,

鱼

产 12 万千克 ( J鱿中成鱼 4 万千克 )
,

加上林业及其他收入
,

一年创总产得 1 62 万元
,

获利润近

1 0 0万元
。

种草后
, 经济效益提高 12 %左右

。

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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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1
.

本市土壤有效硼平均含量 0
.

3 8毫克 / 于克
。

分布规律在区域上表现为沿海农业区的盐

土与盐潮土高于渠北农业区和黄潮上
、

高于里 卜河农业 卜
.

的水稻上
;
在地理位置上

二

友现为东

南部高于 (东 )北部高于西部
。

2
.

影响本市土壤有效硼含量与分布的主要因索有土壤母质
、

质地
、

p H 及有机质 和碳酸钙

的含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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