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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膨大部较小，存储饲料的能力有限，因此要采取

少喂多餐、少喂勤添的方式来饲喂。育雏期间还要

保持一个干净卫生的养殖环境，并做好环境卫生消

毒工作。

2）生长肥育阶段。21 d以后是肉鸭养殖的育肥

阶段，此阶段是决定肉鸭养殖经济效益的关键时

期，因此要高度重视，加强饲养管理，提高饲料报

酬，增加收入。此阶段室温保持在 15～18 ℃最佳，

冬季肥育时，要有适当的保温措施，舍内温度保持

在 10 ℃以上即可。舍内空气湿度保持在 50%～

55%即可，同时要保证垫料或地面的干燥。光照以保

持 24 h可见能食为准。白天可利用自然光照，夜间

灯光照明。自动喂料器和饮水器可保证 24 h有水

有料。还要保持适宜的养殖密度，不可过大、拥挤，

否则易引发疾病。

4 肉鸭用药原则

小鸭全天药拌料；中鸭 1 d量用药拌料；大鸭 1

次 /d药拌料。特殊情况下，如病重时给药，全天或 2

次 /d。预防或较轻病症给药，可 1次 /d，不能低于 4 h。

目前肉鸭疾病多为混合感染，最好采用复方药或多

药连用。一种药每批最好只用 1次，尽量避免重复

使用。能饮水的药既能饮水又能拌料。需拌料的药，

只能拌料使用。

摘要 在实际生产中应将牧草的类型与当地的具体条件相结合考虑，然后选择正确合理的加工利用技术，

从而有效提升牧草饲料的利用率，充分体现牧草饲料的利用价值。本文阐述了牧草饲料的加工与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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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牧草

日常的栽培技术对于草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项目，

实际工作中为了将牧草的最大价值体现出来，对于

牧草的加工利用环节也同样需要重视，通过科学的

方法对牧草进行加工处理以及合理的利用，从而在

整体上助推我国畜牧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当草

场在实际工作中对牧草饲料加以加工与利用时，会

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应该多加重视，树立正

确的理念，合理利用饲料牧草，提高利用率。

1 牧草调制基本原则

实际工作中有具体的关于牧草原料中糖分含

量的相关要求，必须严格控制糖分以期符合生产要

求，保证乳酸的繁殖。通常要求是按照牧草鲜重的

1.0%～1.5%控制糖分。生产中严格掌握牧草的收割

时间可以确保牧草的调制效果。牧草种类多加之收

获的时间也都不相同，所以各自的含水量也存在差

异，实际生产中一般要求将水分控制在 65%～75%

属于比较合理的范围。而对于牧草的发酵温度也有

严格的要求，一般将温度控制在 18～37 ℃属于牧

草发酵的标准温度。实际生产中应该遵循上述原

则，使饲草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2 牧草调制的常用方法

1）田间晒制法。就是在收获牧草之后应该将其

以平铺的方式加以曝晒后，再呈小堆状进行堆积处

理，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牧草会逐渐干燥。具体操作

如下：将牧草收割之后摊开摆放，然后定期对其加

以防潮处理，当牧草中的水分达到 50%之后再次收

集起来摆成小堆，高度大约 1 m，然后让牧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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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肉鸽的成活率

1）注意对鸽舍温度与湿度的调控：在寒冷的天气，要给鸽舍布置好防风保暖的设施；在多雨时节，

要注意保持雏鸽巢盘垫料的干燥清爽；在炎热的夏天，要给鸽舍通风散热，防止雏鸽中暑。

2）避免相邻的雏鸽打斗，以免使其受伤或死亡。

3）要注意保持育雏巢盘与垫料的洁净，每天清除鸽子粪便，同时也要保持干燥。

4）注意肉鸽的卫生情况，如果发现鸽螨、鸽虱或鸽蝇幼虫的滋生，要及时消灭。

5）提供给肉鸽充足均衡的营养。雏鸽在 8～24日龄的时候，生长发育很快，对于饲养的需求也加

大。此时应该在饲料中增加绿豆和去壳小麦，饲料、保健砂与清洁饮水要不间断供应，晚上还要亮灯喂

料、喂水 1次。

6）细心观察雏鸽有无生病情况，对于疫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来源：第一农经

风干即可；如果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可以在每天的

清晨和傍晚分别对牧草进行摊晒和收集的工作；如

果天气条件不太适宜，应该取塑料布盖在草堆上

面，这样能够避免雨水将草料打湿而造成不利的影

响，然后等到天气晴朗之后再拿出去翻晒即可，生

产中应该注意这些细节，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草架干燥法。此方法就是提前搭建起适宜数

量的草架，当田间干燥的牧草水分约 50%的时候，

就可以采取上架处理。为确保草架干燥牧草能够收

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在搭建草架时在中间留有一定

的空间，能够保证空气正常的流通，如果能够在较

短的时间内将水分散失掉，加快了牧草的干燥速

度，这样不会损失太多的营养物质。此外还要注意，

在堆放牧草的时候应该将牧草捆扎成束，逐层堆放

呈圆锥或者屋顶的形状。

3）发酵干燥法。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通常

在连续的恶劣天气状况条件下采用。具体操作是将

收割后的牧草铺晒在地面上或者置于草架上进行

风干处理，这样便于新鲜牧草的枯萎，在其中水分

达 50%的标准之后，再将其堆积成 4～6 m的高度，

但是一定要注意，在堆积的过程中必须控制密度，

然后草堆发酵大约 8周，经过发酵的牧草一般呈棕

色。

3 牧草加工成型技术

1）草产品类型。草场在实际生产工作中通常可

以接触到的草产品类型，常见的主要包括草粉、草

块、草颗粒等，优质的干草能够制成草粉，将草粉进

行压制就可以制成草块和草颗粒。目前草产品的应

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因为草产品的质量比较高，并

且方便日后的运输和贮藏，所以越来越受到关注。

2）草产品的加工调制。

①草粉生产。草场在实际生产中，通常会采用

三叶草、红豆草等豆科牧草制作草粉，一般选择在

牧草的蛋白质含量及产量的最佳时期进行生产，收

割之后进行人工干燥。具体操作如下：将切碎的牧

草放在烘干机中对温度进行调节同时控制气流，这

样能够加快牧草水分的散失。目前我国通过引进国

外的机器再加上自主研发，已经制造出烘干机，并

且不会消耗很多能量。

②草颗粒加工。主要是利用制粒机对草粉进行

压制之后形成颗粒状饲料。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草

场，在有加工草粒的需要时，通常是要将颗粒机单

机加以实际的工作运用，但是如果草场的规模比较

大，生产中就需要搭配颗粒机及其他配套设备同时

使用。如果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草产品的形状和

大小应该均匀并且确保无破裂，还要保证表面光

洁，直径可以根据供给对象进行确定。草粒的主要

原料是草粉，所以成粒效果受草粉含水量的影响比

较明显，根据实际的生产经验可知，将草粉含水率

控制在 10%的标准能够增强原料的可塑造性。

③草块生产。具体工作中通常都是按照草块或

草颗粒进行草粉的压制，这样能够减少运输过程中草

粉的损失，也便于贮藏。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可知，在

压制的过程中添加适量的抗氧化剂能够明显提高草

块及草颗粒的耐贮藏性，相应地减少营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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