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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贮制新技术

序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了两批
共 20种，总的看反响不错，有的根据农村需求已再版印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科协作为
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在发挥自身优势、促进
农民素质全面提高这一基础性社会工程中完全可以大显身
手，有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
务，既要靠党的政策，又要靠科学技术；既是物质文明建
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培养
农民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树立以农民为主体的观念，想农
民所想，急农民所需，从根本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目前，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用新技术送往农村，让村
村户户都能有“明白人”，真正掌握一两项技能，不断提高
致富本领，给农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是各级科
协组织的当务之急，也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我们组
织编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是直接送技术知
识给农民，同时也是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服务
“三农”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涵盖了种植、养殖、
林果、土肥、植保、设施农业、农副产品加工、经纪人培养
等专业的实用新技术，下一步还要扩大范围，广泛组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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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⑩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

利、农机、生态能源、储运保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及
经营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努力用通俗的语
言，把最新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撰写出来，提
供给农户。编写中，尽量做到介绍的技术具体、完整，可操
作性强，可以比照操作。为了便于广大农民尽快掌握这些实
用技术，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本套丛书还比较注意介绍一些
基础知识。在侧重介绍新技术、新品种时，也适当地介绍一
些常规性的目前还不能被完全替代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
对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实验，把握不大的品种，我们都严格把
关，不致受社会上个别商业性炒作所左右，以防给农民造成
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在编写过程中，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沈阳农业大

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辽宁科学技
术出版社对本套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由于水平所限，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编写过程中会有
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康 捷
2009年 3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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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牧草与饲料作物在农业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优质牧草与饲料作物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物
质基础

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对改善和提高人民
的生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农民
都是通过发展畜牧业而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只有各种饲料
科学搭配的完全营养日粮，才能充分发挥畜禽良种优质高产的
遗传特征，才能保障畜禽健康生长发育。种植优质牧草与饲料
作物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饲料缺乏，特别是高蛋白饲料、青
饲料紧缺的有效途径，是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提高养殖经济效
益的明智选择。
优质牧草和饲料作物是指那些适应性强、高产量、高营养、

适口性好、人工栽培的一年生和多年生牧草、粮谷精饲料、青
刈鲜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和青干贮备加工的粗饲料。
优质牧草和饲料作物不仅可为畜禽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脂

肪和必需的氨基酸，还可提供许多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和生长
必需的酶类。具有价值高、来源广、成本低、效益好的特点。
研究证明：优良牧草和高产饲料作物，单位面积所产营养物质
比普通粮食作物高得多，是饲养畜禽的好饲料。如饲料玉米，
每亩产青刈玉米 5 500公斤，含 1 650饲料单位，可消化蛋白质
36公斤；而普通玉米收籽实每亩一般产量 400公斤，含 512饲
料单位，可消化蛋白质 29公斤。所以说种植利用青刈饲料玉米
比普通玉米效果好、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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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是种植业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

步入现代农业新阶段，再以普通的粮食作物作为饲料的主
要来源，在经济上不划算，资源上浪费大，饲养上不科学。发
展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是农业生产系统实现生态循环的中间环
节，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提倡的有机农业、生
态农业、健康养殖的主要内容就是增加牧草和饲料作物的比重。
饲草生产是以绿色茎叶营养体为目标，在作物营养生长的高峰

阶段收割。此时，地上、地下的积累都要优于籽实完熟期的枯萎
茎、根所含的营养，特别是生物固氮的功能使能流、物流在田间农
业生态系统中得以相对平衡而良性运行。科学配置粮食、经济作物
和饲料作物生产结构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建立农业耕作制度的重要一
环。饲料作物和牧草在耕作、轮作体系中对保护农业土壤不受侵
害、增加土壤肥力、保护环境都至关重要。作物种类和成分的增
加，有助于避免连作的种种弊端，有助于防止同类病虫世代蔓延，
有助于间、套、复立体种植，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有助于豆
科、禾本科作物根系交替发展，有助于土壤理化性能的改善和有益
根际微生物群落的滋生，有助于保护性耕作的推行等。
总之，大力发展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会更有效地调整农

业结构，实现粮、饲、经三元结构的有机结合，促进现代农业
可持续发展。

二、适合北方种植的牧草与
饲料作物优良品种

栽培何种牧草、饲料作物应由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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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自然气候相对稳定的地区，适合栽培的牧草和
饲料作物种类并不很多，选择草种时应看是否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最好与自养或当地饲养的畜禽结合起来；二是有高产、优
质、适口、再生快、生长迅速、生长期长、抗逆性强等综合优
良特性；三是经过科学实验和生产证明在近期内确有发展前途
的本地草种或引进草种；四是栽培利用简便，容易繁殖，已为
群众接受；五是兼具保土保水，保护生态环境等多种用途。
牧草与饲料作物品种的选择除适应性强、产量高、质量好

以外，还要求其中淀粉、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量高，
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低，适口性好，消化率高。不同畜禽应选
择不同品种，种草养牛羊应选择紫花苜蓿、羊草、沙打旺、高
丹草、饲料玉米、高粱、披碱草、串叶松香草、稗谷、无芒雀
麦、胡枝子、草木樨等；种草养猪应选择籽粒苋、串叶松香草、
紫花苜蓿、菊苣、饲料玉米等；种草养鹅宜选择菊苣、籽粒苋
等；种草养兔可选择菊苣、紫花苜蓿、串叶松香草、籽粒苋等。

（一） 优质牧草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

牧草品种的选择应根据饲养的畜种、土壤类型、气候条件
而定。目前在我国北方种植成功的牧草有羊草、紫花苜蓿、披
碱草、沙打旺、无芒雀麦、胡枝子、草木樨等。

1. 羊草
羊草是多年生禾本牧

草，又名碱草，是我国北方
地区的优良牧草。我国分布
的中心在东北平原、内蒙古
高原的东部和华北、西北的
山区、平原和黄土高原。在
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沙质土
壤和轻黏壤质的黑钙土、栗 羊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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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土、碱化草甸土和柱状碱土的环境中生长良好。羊草为我国
温带草原地带性植物的优势种，也是欧亚草原区东部草原的基
本类型。
（1） 特征
羊草具有发达的下伸或横走的根颈，根深可达 1~1.5 米，

主要分布在 20厘米的土层中。茎秆直立，疏丛状或单生。株高
30～90厘米，一般 2～3节，生殖枝 3～7节。叶鞘光滑，短于节
间基部的叶鞘常残留呈纤维状。有叶耳，叶舌截平，纸质。叶
片灰绿色或黄绿色，长 7～14厘米，宽 3～5毫米，质地较硬，干
后内卷，上面及边缘粗糙或有毛，下面光滑。穗状花序直立，
长 12～18厘米，宽 6～10毫米；穗轴坚硬，边缘被纤毛，每节有
1～2个小穗，小穗长 10～20毫米，含 5～10朵小花；颖锥状，具
1脉，边缘有微纤毛；外稃披针状，无毛，第一外稃长 8～11毫
米。颖果长椭圆形，深褐色。
（2） 特性
羊草具有适应性广泛，耐干旱，耐寒冷和耐盐碱等特点，

多生于开阔平原、起伏的低山丘陵、河滩及盐碱低地。在冬
季－40.5℃可安全越冬，在年降水量 250毫米的地区生长良好。
在目前所知的国内外栽培牧草中，尚未发现比羊草更适合辽宁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条件的优良草种。
① 耐盐碱能力强。羊草是中旱生植物，适于在年降水量

300～600毫米的干旱或半干旱、半湿润的地区生长。不论耕地
或草场，在 0～20厘米土层土壤总盐量在 0.3%以下，pH5.5～9.4
时皆可生长，最适 pH6～8的土地。
② 繁殖力强。以无性繁殖为主，有性繁殖为辅，且在营养

生殖的同时，进行生殖生长。中、轻度羊草退化草场，通过松
土、施肥与补播，就可更新复壮。盐碱化耕地，人工播种羊草，
建立羊草人工草地，可以利用 20年以上。
③ 经济价值高。羊草的营养价值，花期前其粗蛋白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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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占干物质的 11%以上，分蘖期高达 18.53%，且矿物质、胡
萝卜素含量丰富，每公斤干物质中含胡萝卜素 49.5～85.87毫克。
羊草调制成干草后，粗蛋白质含量仍能保持在 10%左右，且气
味芳香、适口性好、耐贮藏。羊草产量高，增产潜力大，在良
好的管理条件下，一般产干草 200～500公斤 /亩，产种子 10～25
公斤 /亩。羊草既有较高的饲用价值，又是出口创汇的紧俏商
品，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每年都进口几万吨的干草及其
草产品。
（3） 栽培技术
① 土壤选择：羊草适应性广泛，除贫瘠的沙地、岗地、低

湿内涝地和重盐碱地外，多数土地均可种植。但以土层深厚、
有机质丰富的壤土和沙壤土最好。羊草是轻度盐碱地 （pH8.5
以下，总盐量 0.3%以下） 最理想的草种。羊草根系发达，也适
于在堤坝、路基坡面、鱼塘四周种植，以保持水土。羊草幼苗
细弱，必须精细整地，才能苗全苗壮。
② 施足底肥：羊草利用年限长，产草量高、需肥多，必须

施足底肥。基肥施半腐熟的堆、厩肥 2 500～3 000公斤 /亩，增
施磷肥和硼肥可提高结实率、增加种子产量和提高种子品质。
若施用化肥，应以氮肥为主。基肥用磷酸二铵 10～13公斤 /亩，
播种时施尿素 7～10公斤 /亩作种肥。以后每隔 3～4年，结合松
土进行施肥。
③ 正确播种：播种前种子要进行清选，经风选、筛选和晒

种后，根据种子发芽率，确定播种量。从天然草场上采收的野
生羊草种子，发芽率若能达到 30%～40%，在一般耕地上，可播
种 2.7～3.3公斤 /亩；若在退化的羊草草场上播种，则为 2～2.3
公斤/亩。播种期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土壤墒情而定：春播
3月下旬或 4月上旬抢墒播种，夏播于 5月下旬或 6月上旬播
种，秋播不得迟于 8月下旬。行距 15～30厘米，覆土 2～3厘米。
播后及时镇压，以利出苗。羊草与苜蓿、沙打旺、野豌豆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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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混播，能提高其产量、品质及土壤肥力。
④ 田间管理：羊草幼苗细小稀疏，不要让牲畜进入草地。

播种当年多为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可不必铲除，2～3年后，随
着羊草密度的增加，这些杂草将逐渐减少，对高大的阔叶杂草
（如灰菜、苍耳） 可用除草剂防除。
（4） 利用技术
羊草叶量多、营养丰富、适口性好，草食畜禽一年四季均

喜食，有“牲口的细粮”的美称。羊草地可放牧利用，羊草可
青饲和青贮，但主要供调制干草用。4月中旬株高 30厘米左右
后可开始放牧，到 6月上中旬抽穗后，质地粗硬，适口性降低，
应停止放牧。通常以放牧羊、牛、马为主，幼嫩时期也可放牧
猪和鹅。要划区轮牧，严防过重放牧。每次放牧至吃去总产量
的 1 / 3左右即可。冬季可利用枯草放牧牛、羊、马。
羊草人工草地应以采收干草为主，在辽宁省西北部地区，

适宜割草期为 8月中下旬，此时不仅单位面积草地营养产量最
高，而且雨季基本过去，可以调制出优质干草。收割时留茬高
度以 3～4厘米为宜。羊草再生草不宜放牧，使根系储存较多的
营养，有利于翌年生长。播种 10年以上的草地，若作为放牧地
利用时，可在 5月中旬羊草株高达 25厘米时开始放牧。羊草种
子采收一般在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2. 紫花苜蓿
紫花苜蓿为多年生豆

科牧草，简称苜蓿。苜蓿
起源于小亚细亚、外高加
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
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汉
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在第二次从乌孙 （今伊犁
河南岸） 带回有名的大宛紫花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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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汗血马和苜蓿种子。引入后先在长安种植，到明朝时，除
西北各省种植外，已扩展到中原和华北。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北、
东北、西北地区，苜蓿有较大发展。紫花苜蓿具有产量高、品
质优、适口性好、适应性强等优良特性，茎秆细嫩柔软，营养
高而平衡，是各类畜禽最喜食的上等饲料，故有“牧草之王”
的美称。苜蓿的寿命一般 5～10年，在年降水量 250～800毫米，
无霜期 100天以上的地区均可种植。是华北、西北和东北南部
地区种植的首选品种。
（1） 特征
苜蓿为多年生草本，高 60～100厘米。主根发达，入土深达

2～6米，侧根不发达，着生根瘤较多，且多分布在地面下 20～30
厘米的根间。根颈不发达，距地面下 3～8厘米处，随着年限的
增长逐渐深入土中。茎直立或斜生，绿色或浅紫色，茎粗 0.2～
0.5厘米，多分枝，生长两年以上的植株分枝可达 10～15个，每
个主枝具 10～17个节。羽状三出复叶，小叶长圆状倒卵形或倒
披针形，长 7～30毫米，宽 3.5～15 毫米，先端钝，具小尖刺，
基部楔形，叶缘上 1 / 3处有锯齿，两面无毛或疏被柔毛，托叶
狭披针形。短总状花序腋生，具花 5～20朵，紫色或蓝紫色；花
萼筒状钟形，花冠蝶形。荚果螺旋状，卷曲 1～3圈，黑褐色，
密生绒毛，内含种子 2～8粒；种子肾形，黄褐色，陈旧种子逐
渐变为深褐色。
（2） 特性
苜蓿喜温暖和半湿润到半干旱的气候，因而多分布于长江

以北地区，适应性广泛。在降水量较少地区 （400 毫米以下）
也能忍耐干旱。抗寒性较强，能忍耐－30℃的严寒，冬季若有雪
覆盖，－40℃也可安全越冬，所以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大
部分地区都可种植。苜蓿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但以土层深厚、
疏松、排水良好和肥力较高的土壤为最适宜。喜中性至微碱性
土壤，pH6~7.5为宜，不喜酸性土。苜蓿鲜草产量 4 500～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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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亩，干草产量 1 500～2 000公斤 /亩，最高产量 2 500公斤 /
亩。苜蓿不仅蛋白质含量丰富（17%～22%），1公斤苜蓿干草相
当于 0.5公斤豆饼中的粗蛋白含量，其他营养成分含量也较高，
而纤维素含量较低，必需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都很
丰富。
（3） 品种选择
苜蓿适宜种植的地区为北纬 35°～45°、东经 105°，年降水量

500～800毫米，年均温 5～12℃，零度以上积温 3 000～5 000℃。
辽宁省应该选择高产、优质、抗病性好、抗倒伏的品种，选择
播种休眠级数 2～4级的品种。引进品种主要考虑温度、降水量
和土壤等三方面因素。品种抗寒性（即越冬能力的主要指标）
用休眠级数来表示，级数越小，抗寒性越强；级数越大，抗寒
性越低。辽宁省地处北方省份，冬季气温较低，可达－30℃左
右，适宜引进休眠级数 3级以下的品种，如 CW200、WL232、
阿尔冈金、费纳尔、金皇后、巨人、亮苜 2号、甘农 1号、牧
歌、爱菲尼特等品种。
大连、丹东地区可以引进休眠级数 3级品种，如 CW300、

亮苜 2号等品种。在引入休眠级数 3级以上品种时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丹东雨水偏大，不宜种植苜蓿，少量种植青刈鲜吃还可
以，特别是调制青干草不易成功。辽西、辽西北、辽北干旱及
半干旱地区建议选用抗旱性较强品种，如敖汉、中苜 1号、阿
尔冈金、费纳尔、巨人、CW200、WL232等品种。辽宁省沿海
地区盐碱地较多，要选用耐盐性强的品种，如中苜 1号、金皇
后、亮苜 2 号等。用于鲜饲时，辽东地区可选择亮苜 5 号、
CW200、WL232HQ、WL323、牧歌、巨人、爱菲尼特等品种；
辽北地区可选择甘农 1号、敖汉、北极星、巨人、爱菲尼特、
WL232HQ、亮苜 5号、牧歌和飞马等品种。用于生产干草时，
可选择北极星、甘农 1号、爱菲尼特、WL232HQ、亮苜 5号、
CW200、亮苜 2号、巨人和敖汉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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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W300：是最近从美国引进的高产优质苜蓿品种，休眠
级数为 3级；叶量丰富，茎秆细软，品质优良，初花期粗蛋白
质含量高达 21.3%～25.7%，消化率达 72%以上；分蘖能力强，
再生性好，持久性强，能持续高产 3～5年；全年可刈割 3～4茬，
干草产量 1 500～2 000公斤 /亩；具极强的抗寒性和越冬能力，
若有积雪覆盖，在－40℃低温下可安全越冬；抗病虫害能力强，
尤其高抗苜蓿根腐病和疫霉病；抗旱性突出，在年均降水量为
350～400毫米地区、无灌溉的条件下仍能生长。该品种适宜北
方大部分地区种植，特别是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东区域建立
高产优质草地的首选品种。
② 亮苜 2号：是多叶苜蓿，茎秆很细，多分枝，有 5～7个

叶片，根系深广，68％花为紫色；种子肾形，千粒重 1．4克；抗
寒力强，休眠级数 2～3级，在有雪覆盖的条件下，能耐受－50℃
低温；抗旱能力优异，能在年降水量 200毫米左右的地区良好
生长；再生性能良好，刈割后生长快，每年可刈割 2～4次；抗
病性优良，对褐斑病、黄萎病、细菌性枯萎病等有很强的抗性；
抗虫性好，对豆长管蚜和马铃薯叶蝉具有良好的抗性；产草量
高，全年可产鲜草 6 000～8 000公斤 /亩，干草 1 000～2 000公斤 /
亩；营养价值高，草质柔嫩，叶量丰富，粗蛋白质含量达 24％
以上。喜中性或微碱性土壤，适宜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中
原部分地区种植。
③ 亮苜 5号：是专为延长生长期而选育的一个改良品种，

也是一个对苜蓿主要病害具有高抗性的多叶、高质量和可持续
使用的品种。茎秆很细，叶深绿，76%以上为 5～7个叶片；根
冠广深；花紫色；种子肾形，千粒重 1.4 克；抗寒能力优异，
休眠级数 4～5级，在有雪覆盖的条件下，能耐受－50℃低温；抗
旱能力优异，能在降水量 200毫米左右的地区良好生长；再生
性能良好，刈割后生长快，每年可刈割 2～5次，持续利用性优
异；抗病性优秀，对褐斑病、黄萎病、细菌性枯萎病疫霉根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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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有很强的抗性；抗虫性优秀，对豆长管蚜和苜蓿蚜虫具有
良好的抗性；产草量高，全年可产鲜草 6 000～8 000公斤 /亩，
干草 1 500～2 000 公斤 /亩；营养价值高，草质柔嫩，叶量丰
富，叶茎比超过 50%，粗蛋白质含量达到 24%以上。亮苜 5号
多叶紫花苜蓿喜中性或微碱性土壤，适于我国华北、东北、西
北地区种植。
④ CW200：是美国西海岸种子公司培育的新品种，具有很

高的多叶性（88%），种子饱满，千粒重 2.2～2.4克；抗寒性极
强，休眠级数 2级，在－38℃的地温下也能安全越冬，是寒冷地
区表现最佳的紫花苜蓿品种之一；能在年降水量 350毫米，无
霜期 120天以上的地区正常生长；在同休眠级别的品种中，产
草量潜力最大，全年可产干草 1 367～1 867 公斤 /亩；叶量丰
富，草质柔嫩，粗蛋白质含量高达 23.45%；对多种真菌性病和
细菌性病害抗性强；分蘖能力强，再生性能好，全年可刈割 3～
4次。生态适应性强，可广泛栽培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适
合在我国华北、西北、东北的大部分省（区） 种植。
⑤ WL232HQ：由北京中种草业有限公司选育，为直立型，

生长势很强，能够在黏重、排水不良的土壤上持续茁壮生长。
休眠级数为 2～3级，抗寒性极强；具有一定的抗病虫害能力；
并可在刈割后迅速恢复，增产潜力巨大；消化率高；全年干草
产量为 893～950公斤 /亩；为异花授粉植物，适应性广，喜欢
温暖半干旱气候，在年降水量 300～800毫米，无霜期 100天以
上地区均可种植；喜中性或微碱性土壤，pH6～8时最适宜生长。
⑥ WL323：是从美国引进的优良紫花苜蓿品种。集抗寒性

强、秋季休眠晚、割后再生速度快和增产潜力大等优点于一身。
茎秆纤细柔软，牧草色泽深绿，感官效果好，坚韧而富有弹性，
抗倒伏能力强，能够放牧利用；增产潜力大，割后再生迅速，
每年可刈割 4～5 次，年鲜草产量平均可达 5 000～6 000 公斤 /
亩，干草产量 1 000～1 500公斤 /亩；高抗多种病虫害，对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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