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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翠华镇农作物秸秆载畜能力及
加工利用探析

李锡萍
云南省禄劝县翠华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云南禄劝 651513

摘要 翠华镇是云南省禄劝县种养大镇，2019年全镇主要农作物秸秆产量 169 716.5 t，主要草食畜饲养量

64 484头只（匹），原本是天作之合、可同生共进，但由于秸秆资源和草食畜需求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利用率只有

40％，导致一方面是草食畜严重缺草，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秸秆白白浪费掉并污染环境。因此，寻求更加有效的秸

秆加工处理和利用方法，提高其利用率和营养价值，发展秸秆畜牧业，使秸秆资源变废为宝，创造出巨大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尤为重要。为此，本文探究分析了翠华镇农作物秸秆资源载畜能力；总结了翠华镇农作物秸秆

加工利用探索的过程；提出了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的建议：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技术协同创新机制，科学

合理开发利用，创新技术推广方法，保证推广机构工作经费，制定扶持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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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禄劝县翠华镇是集山区、民族、贫困为

一体的半农半牧区[1]，既是养殖大镇，又是种植大

镇。养殖方面，草食畜养殖历史悠久、数量大，冬春

季节缺草现象十分突出；种植方面，农作物播种面

积大、品种多，农作物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原本是

天作之合、可同生共进、资源互补，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目前用来做家畜饲料的秸秆仅占总量的 40％

左右，约 60％的秸秆被毁弃在田间地头或焚烧掉，

秸秆资源和草食畜需求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农作

物秸秆利用作为国家关心和扶持的项目已经多年，

翠华镇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推广应用，成效却

不理想，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天然草原严

重超载过牧，草食畜冬春季节无草吃；另一方面是

山区大量的秸秆无法利用而成灾，白白浪费掉并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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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畜牧工作者对废弃菌糠的科学处理方

法还不太完善，但是已经充分认识到菌糠在养殖中的

营养价值和使用价值，只要将菌糠进行合理开发和利

用，就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饲料成本较高的现

状。菌糠是具有较大开发潜力的肉兔饲料资源之一，

合理使用菌糠，将菌糠变废为宝，可以拓宽饲料来

源，降低肉兔养殖成本，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饲

养肉兔经济效益，对发展循环经济，促进食用菌产业、

肉兔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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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

农作物秸秆用则利、弃则害[2]，随着草食家畜的

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农作物

秸秆在畜牧业中的饲用价值越来越大，准确计算出秸

秆资源量是开发利用好秸秆资源和发展秸秆养畜的先决

条件；寻求更加有效的秸秆处理和利用方法，对于推广和

应用秸秆作为草食家畜（主要是牛羊）的主要粗饲料来

源，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农作物秸秆

通过科学合理地加工与调制，就可以用来饲养牛羊等草

食家畜，将使秸秆资源变废为宝，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因此，发展秸秆畜牧业是一项一举多得

的“绿色事业”，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探讨和推广应用。

1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资源载畜能力分析

1.1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产量

1）农作物秸秆产量测算方法：根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推荐的粮秸系数测算农作物秸秆产量，

测算系数分别是：玉米和豆类 2.5、稻谷和麦类 1.3、
高粱 4。农作物秸秆（干物质）按籽实产量测算后按

1∶5比例折算成鲜草，再测算其载畜量。

2）翠华镇农作物秸秆产量测算：2019年全镇农

作物种植面积 7 010 hm2，其中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4 492 hm2、作物籽实产量 17 956 t，主要农作物秸秆

产量（干物质）33 943.3 t（详见表 1），按 1:5比例折算

得鲜草产量 169 716.5 t。还有目前禄劝利用率较高

的经济作物（花生、甘蔗、烟叶、中草药、蔬菜类）秸

秆和藤蔓（薯、瓜类）等 167.87 hm2因没有具体的比

例系数无法测算，估计鲜秸秆产量约 35 000 t，这部

分秸秆主要是用来喂猪，少量喂草食畜。

1.2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载畜量

1）农作物秸秆载畜量测算方法：根据《云南省草

原载畜量核定标准及办法（试行）》，以云南成年本地

黄牛能繁母牛或育肥牛1 d采食鲜草量34 kg、1年需

要 12.41 t鲜草为 1个牛单位计算。其它草食动物牛

单位折算系数为：成年本地黄牛1、成年杂交牛1.6、成
年水牛1.3、成年马0.8、成年山羊5.0，成年绵羊3.7。

2）翠华镇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载畜能力分析：

全镇主要农作物秸秆折算成鲜草产量 169 716.5 t，
据调查，翠华镇农作物秸秆 60%用于养牛、20%用

于养羊，20%用于养马属动物和猪。可以这样计

算，用于养马属动物和猪的 20%抵消没有计算产量

的藤蔓和经济作物类秸秆，测算出的主要农作物秸

秆全部计算用于饲养牛羊，其中 70%用于养牛、

30%用于养羊，2019年全镇主要农作物秸秆利用率

40%左右，按理论载畜量计算，可提供 3 829头本地

黄牛和 8 025只本地山羊全舍饲圈养 1年的草料。

按全舍饲圈养平均黄牛养殖 2年出栏、山羊养殖 1.5
年出栏计算，可养殖出栏黄牛 1 915头和山羊 5 350
只。按平均销售价每头本地黄牛 8 000元、本地山

羊 2 000元计算，2019年秸秆养殖牛羊毛收入 2 602
万元，牛羊养殖毛收入中按 40%比例计算纯利润，

即 2019年合计秸秆养殖牛羊纯利润 1 040.8万元。

如果加大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推广力度，提高其利

用率，将对翠华镇草原生态保护与草食畜牧业协调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详见表2）。

2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探索

20世纪 80年代初牲畜下放到户后，一些养殖

表1 翠华镇2019年主要农作物秸秆产量统计

品种

玉米

稻谷

小麦

大麦

荞麦

油菜

高粱

豆类

合计

种植面积/hm2
1 127
661
697
512
78
369
22
1 026
4 492

作物籽实产量/t
6 761.5
5 625.1
1 574.9
986.0
271.0
709.0
35.0
1 993.5
17 956.0

粮秸系数

2.5
1.3
1.3
1.3
1.3
1.3
4.0
2.5

秸秆产量/t
16 903.75
7 312.63
2 047.37
1 281.80
352.30
921.70
140.00
4 983.75
33 9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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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就自行采取铡切、粉碎、蒸煮、浸泡等物理措施处

理秸秆饲喂牲畜，一般是加工利用一些比较容易处

理和营养价值较好的秸秆，如蔬菜脚叶、薯类和瓜

类藤蔓、油料和豆类秸秆、荞麦和大麦秸秆、稻草

等，镇内数量较大的玉米和小麦秸秆因用物理措施

处理难度大而加工利用的比例很小。1986-1987年
禄劝县开展了史无前例的草业资源普查，结果表

明，翠华镇草食畜超载 94%，为解决超载问题，从

1988年起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青贮饲料

推广工作，但由于当时推广补助经费有限，推广使

用的是只用一年的土窖贮藏或青贮袋贮藏方法，贮

量小，操作麻烦，加之翠华镇主要以推广玉米秸秆

青贮为主，青贮时间与农忙相冲突，农民虽然知道

青贮饲料的好处，但因为怕麻烦不原意做青贮饲

料。为解决青贮时间与农忙相冲突问题，20世纪 90
年代以后翠华镇又相继引进和推广了农作物秸秆

氨化和微贮技术，由于推广机构推广经费不足，没

有能力采取行之有效的推广措施，秸秆氨化和微贮

饲料贮量小、浪费大，推广效果也不如人意。

2009年禄劝被列为云南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后续产业养殖业项目示范县，2011年禄劝又被列为

云南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和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试点县，给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翠华镇创新管理方式，将

相关的草食畜牧业发展项目整合实施，把项目下达

的青贮窖限定为永久窖，创新永久窖建设方式方

法，改大窖为小窖、改一户一窖为一户多窖，充分发

挥永久窖功能，使永久窖既能青贮、又能氨化、还能

微贮，一年四季轮换使用；制造统一规格的模板用

于浇灌永久窖、创造多窖间隔连接式建窖法，使永

久窖既规格规范又方便封窖开窖，防止饲料发霉变

质。2009-2019年新建永久窖 5 825 m3，推广经济实

用、方便使用两相电源的小型饲草料机械 200多台，

从青贮、黄贮、微贮、氨化、铡短、粉碎等途径对农作

物秸秆进行加工利用，使禄劝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

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年全县农作物秸秆利用率提

高到 40%，与 2008年相比提高了 20个百分点，实现

年增草2 735个牛单位。

通过多年的努力，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利用虽然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秸秆加工调制技术推广难度很大，养

殖户给补助就做，没有补助就不做，因此，翠华镇农

作物秸秆加工利用率目前还很低，特别是秸秆青贮、

氨化、微贮饲料的推广使用面一直很小，据统计，

2019年全镇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量约 67 886.6 t，约
占秸秆总量的 40%，其中青贮 3 600 t、氨化 1 200 t、
黄贮和微贮 2 800万 t，由此可见，生物和化学高效

处理措施只占加工利用量的 11.2%，88.8%的秸秆

都是采用铡切和粉碎等传统的初级加工方式利用。

还有约 60%（101 930 t）的农作物秸秆被烧掉或到处

滥堆乱放，污染环境，造成一面是农作物秸秆大量

浪费，一面是牛羊冬春季节严重缺草的矛盾。

3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的思考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产量大，但加工用作饲料的

却很少，在山区大量的秸秆被弃置或焚烧，不仅引

起了环境污染，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

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秸秆作为基础饲料发展草食

畜牧业，可培植1个2 000多万元纯收入的养殖产业，

同时还可保护草原生态、减轻农作物秸秆对环境的污

表2 翠华镇农作物秸秆利用率提高对载畜能力和养殖效益的影响分析统计

利用率/%

40
50
60
70
80
90
100

秸秆利

用量/t
67 886.6
84 858.3
101 829.9
118 801.6
135 773.2
152 744.9
169 716.5

年饲养本地牛羊

黄牛/头
3 829
4 787
5 744
6 701
7 658
8 616
9 573

山羊/只
8 025
10 257
12 308
14 360
16 411
18 462
20 514

年出栏本地牛羊

黄牛/头
1 915
2 394
2 872
3 351
3 829
4 308
4 787

山羊/只
5 350
6 838
8 205
9 573
10 941
12 308
13 676

年经济效益/万元

毛收入

2 602.0
3 282.8
3 938.6
4 595.4
5 251.4
5 908.0
6 564.6

纯利润

1 040.8
1 313.1
1 575.4
1 838.2
2 100.6
2 363.2
2 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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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解决人畜争粮矛盾，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为了提高农作物秸秆的营养价值和适口性，增加牲畜

采食量并提高消化率，目前国内外通常采用物理学措

施、化学处理措施和生物处理措施来改进秸秆饲用价

值，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秸秆利用率和营养价值。结

合翠华镇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设想和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

农作物秸秆开发利用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

孙后代的基础工程，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必须切实

加强领导，优化发展环境，做好长远规划，把发展秸

秆养畜工作立为议事日程来抓。成立秸秆养畜领

导小组和技术执行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安排专

人长期不懈负责和参与农作物秸秆开发利用工作，

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创新，解决

推广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3.2 建立技术协同创新机制

加强与省、市、县业务主管部门、相关科研机构

和大中专学校的沟通和协调，聘请资深专家为技术

顾问，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建立牧科教结合、

产学研协作的技术协同创新机制，根据需求开展一

些检测、分析、技术创新和专题研究，解决秸秆开发

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疑难问题，加快秸秆养畜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同时加强与畜牧业发达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广泛开展基层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人员分层分类定期培训，到一些有成果、

有经验的部门进修和培训，培养造就适应秸秆养畜

发展要求的畜牧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

3.3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由于农作物秸秆结构的复杂性，其不同处理方

法的饲用价值和被草食畜消化利用的比例也不同。

以玉米秸秆为例，相关试验研究证明，未处理时干

物质的消化率为 48.07%、粗蛋白含量 77.2 g/kg[3]，青
贮后干物质消化率可达 70%以上，粗蛋白质提高

5%～10%[4]，氨化后消化率和采食量可提高 20%，粗

蛋白质提高 1.0～1.5倍[5]，因此，通过科学合理地加

工调制，可提高秸秆的消化率、转化秸秆有机质中

的营养成分、补充草食畜所需的蛋白质来源、增加

经济价值，达到过腹还田的效果。

3.4 创新技术推广方法

针对农作物秸秆适口性差、利用率低、营养价

值低、加工调制和饲喂方法不当等问题，推广一些

秸秆转化为优质饲料的实用新技术。一是突出重

点，改秸秆处理以物理学处理措施为主为生物、化

学处理措施为主，提高秸秆利用率和营养价值；二

是按照要什么推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根据

养殖户需求和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和

完善技术推广方法，细化技术推广措施，探索秸秆

养畜新路子，让资源和技术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三

是结合翠华镇山区、民族、贫困、分散的实际情况灵

活运用技术推广服务方法，保障技术推广服务行之

有效；四是引进玉米秸秆揉丝打捆包膜青贮一体化

技术，秋收时节以合作社形式分散到田间地头实施

玉米秸秆青贮，解决青贮时间与农忙相冲突的实际

问题；五是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开发，培

植秸秆养畜产业。

3.5 保证推广机构工作经费

翠华镇财政十分困难，以前一般只能保证畜牧

兽医技术推广机构人员工资，推广机构只有养兵的

钱，没有打战的钱，开展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困

难重重。建议领导小组今后要积极协调，使财政每

年度预算中都能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作物

秸秆开发利用，同时要多渠道争取中央和省、市、县

一些相关的资金用于农作物秸秆开发利用，为秸秆

养畜技术推广创造良好的条件。

3.6 制定扶持优惠政策

在秸秆养畜技术推广的各环节有一个完整、全

面的扶持优惠政策，包括推广机构工作经费投入和

使用；养殖户永久窖建设和使用，秸秆加工利用方

法和数量，秸秆养畜效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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