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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 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 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 近年来， 按照省委、 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 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 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 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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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 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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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株玉米青贮技术

全株玉米青贮也叫带穗玉米青贮，即将玉米果穗一块青贮。 全株

玉米青贮不但营养价值高，是奶牛的好饲料，而且省去了收获玉米果

穗的繁杂劳动，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一项技术。

1.适时收割

全株玉米青贮的最佳收割期是乳熟后期至蜡熟前期。

2.把握原料的含水量

含水量以 65%～75%为宜，尤以 70%为最佳。 判断青贮饲草含

水量的办法是：抓一把切碎的青草，在手里攥紧 1分钟后松开，捏成的

球保持原状，手上有许多汁水，含水量大于 75%；保持原状，有很少汁

原料车运输青贮原料 铡草机铡切玉米原料

1

C MY K



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畜禽技术

水，含水量 70%～75%；慢慢散开，手上无汁水，含水量 60%～70%；

很快散开，手上无汁水，含水量小于 60%。

3.铡短、装窖

从铡短切碎到装窖应尽量加快速度，做到随运、随铡、随装窖，尤

其是铡好的碎料，堆放半天就大量产热，既损失了养分，又影响了质

量，所以最好当天装完。

4.压实、封严

在原料装入窖内之后必须压实，以便迅速排出原料空隙间存留的

空气，形成有利于乳酸菌繁殖的条件。要想压实，一是切碎，二是重压，

随装随压，每装 30厘米左右踩实一次，尤其是角落与靠壁的地方要特

别注意压实。 青贮窖一定要装满并高出地面 50～80厘米，装好后，盖

上切短的青草或干草，厚度约 20厘米，草上再盖一层塑料膜，然后盖

土压实或用废旧轮胎压实。若土质干燥，可洒些清水湿润，盖土厚度约

60厘米，堆平或堆成馒头状，拍平表面，并在窖的周围挖好排水沟。 最

初几天应经常检查， 发现原料下沉、 表面出现裂缝的要及时修整、填

原料入窖镇压铡切原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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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封严。 塑料袋青贮时，装好密封，做到不透气。

5.管理

青贮窖(壕)密封后，为防止雨水渗入窖内，距窖四周约 1米处应

挖沟排水。 塑料袋贮存，分层堆在棚舍内或畜舍棚架上，定期检查，防

止鼠害。

6.防止青贮饲料二次发酵

青贮好的饲料，在取用时由于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导致青贮饲

料二次发酵，造成很大浪费。 因此，在取用时应注悥：一是从侧面取用，

以减小暴露在空气中的创面；二是只取当天用的量，不要堆积；三是取

完后的创面要尽量盖严。 以防止青贮饲料产生二次发酵。

奶
牛
饲
养
技
术
读
本

压土密封纤维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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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青贮技术

玉米秸秆青贮是利用青贮方法将收获籽实后尚保持青绿或部分

保持青绿的玉米秸秆长期保存下来。 不但可以很好地保存养分，而且

秸秆质地变软，具有香味，能增进牛、羊食欲，解决冬春季节饲草的不

足。

1.原料准备

收获玉米籽实后的玉米秸秆，应在玉米秸秆上保留 1/2的绿色叶

片时青贮最佳，若 3/4的叶片干枯，青贮时则需加水。

（1）清选

带有泥土沙石的玉米根和腐烂变质的玉米秸秆应剔除。

（2）切碎

玉米秸秆应先用机械切碎。玉米秸秆质地较硬，为了便于踏实，切

碎长度不宜超过 2～5厘米（根据养殖牛羊实际确定）。

（3）调整含水量

玉米秸秆的含水量要求在 60%～70%。

判断含水量的方法：抓一把切碎的秸秆，在手里攥紧 1分钟后松

开。 观察原料状况：捏成的球保持原状，手上有许多汁水，含水量大于

75%；保持原状，有很少汁水，含水量 70%～75%；慢慢散开，手上无

汁水，含水量 60%～70%；很快散开，手上无汁水，含水量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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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米秸秆含水量不足时， 可在切碎的玉米秸秆中喷洒适量的

水，或与多水分的青贮原料混贮，如牧草、甜菜叶、甜菜渣、苹果渣等。

2)含水量过大时，可适当晾晒或加入粉碎的干料，如麸皮、麦草、

草粉等。

（4）添加剂的使用

为了提高青贮玉米秸秆的营养价值或改善适口性，可在原料中掺

入一定比例的添加剂，如加尿素或食盐。 尿素的添加量为玉米秸秆总

重量的 0.3%，食盐的添加量为玉米秸秆总重量的 0.1%～0.15%。

2.设施

（1）场地

青贮建筑物地点应选在地势较高而干燥、排水良好、土质坚硬、避

风向阳、没有粪场、距畜舍较近的地方。

（2）青贮窖

青贮窖底部应高于地下水位 1米，分为地下式或半地下式。 可根

据经济条件和土质状况选择砖水泥、石块水泥结构、混凝土或土质结

构。

机械镇压原料铡切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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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填

1）青贮用的玉米秸秆最好边收边运，边运边铡，边铡边装窖，切不

可在窖外晾晒或堆放过久。 圆形窖或小型容积窖应在 1天内装完、封

闭。

2）装窖前应在窖底铺垫 15~20厘米厚的干麦草。 在土窖或未上

水泥面的砖窖内，窖底及窖壁铺一层塑料薄膜。

3）将铡碎的玉米秸秆逐层装入窖内，每层 20厘米厚时可用人踩、

履带式拖拉机压等方法将玉米秸秆压实， 应特别注意将窖壁四周压

实。

4）玉米秸秆装至高出窖口 30～40厘米，使其呈中间高周边低。

圆形窖为馒头状，长方形窖呈弧形屋脊状。

4.密封

1）青贮容器装满后，在上面铺一层 20～30厘米厚的干麦草，也

可用塑料将玉米秸秆完全盖严。

2）在麦秸或塑料薄膜上填压一层厚 40～60厘米的湿土，打实拍

覆土密封塑料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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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3）贮后 1周内应经常检查窖顶，如发现下沉或有裂缝，应及时修

填拍实。

4）在青贮窖的四周距窖口 50厘米处挖一个宽深各 20厘米×20

厘米的排水沟。

5.启用方法

封口 45天后，便可启封喂畜。 每次应取足畜群 1天用量后密封。

一旦启封，应连续使用直到用完。 切忌取取停停，以防产生二次发酵，

发生霉变。

6.品质鉴定

1）上等青贮玉米秸秆。颜色呈绿色或黄绿色，具浓郁酒香味，质地

柔软，疏松稍湿润，pH4～4.5。

2）中等青贮玉米秸秆。颜色呈黄褐色或暗褐色，稍有酒味，柔软稍

干。

3）劣质青贮玉米秸秆。 颜色呈黑褐色，松散或结成黏块，有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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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秸秆氨化技术

1.原料准备

（1）秸秆

选择新鲜的小麦秸秆，铡成 3～5厘米的短节。

（2）氨源

无水氨、氨水、尿素和碳铵。

2.季节和天气

适宜温度是 0℃～35℃， 以 10℃～35℃为佳。 适宜季节为 4—

10月，以 8—9月最好。 选择晴朗、高温、无大风的天气进行。

3.场地选择

选择向阳背风，交通方便，排水良好，地势高燥，人畜不易受危害

的地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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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氨化必用工具

注氨管、水桶、喷壶、水、秤、杈子、筐等。

5.操作方法

（1）堆贮法

适用于液氨和氨水处理。 堆垛的大小根据需要量而定，一般每立

方米 80千克左右。

1）塑料薄膜的大小可用下式计算。

铺底：长 =垛长 +（1～1.5）米，宽 =垛宽 +（1～1.5）米。

上盖：长 =垛长 +高×2+（1～1.5）米，宽 =垛宽 +高×2+（1～

1.5）米。

2）调整原料含水量。氨化处理的原料含水量要求在 40%左右，如

果含水量不足，可均匀洒水，使含水量达到要求。

3）放入液氨管。当小麦秸秆垛码到 0.5米高处，平放输氨管 2根，

塑料薄膜铺底准备氨化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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