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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牧草刈割

1）刈割时间。以产草为主的苜蓿最佳刈割期应

在孕蕾至初花期，以苜蓿花蕾 10%~20%开放开始

刈割为宜。有灌溉条件的一般 1年能刈割 3~4茬，

平均 30 d左右能刈割 1茬。注意最后一次刈割要

在霜前 20 d或霜后，确保根部有足够养分，便于第

2年返青。

2）刈割留茬高度。苜蓿的留茬高度不仅影响苜

蓿草的产量和质量，而且还会影响再生草的生长速

度和质量。平时刈割留茬 5 cm左右，最后一次刈割

留茬高度不低于 10 cm，有利于第 2年返青。

摘要 本文主要从碱化工艺、干制工艺、微化工艺、氨化工艺、青贮工艺和半干水分青贮工艺等 6个方面详细

探讨了饲草料加工的配方标准和配制要点，在有效利用农作物的同时，促进了畜牧业健康发展，保证饲草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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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季变换明显，不能确保食草牲畜每日进

食新鲜牧草，所以要对草料进行加工，确保在枯草

季节食草牲畜可以有充足的优质饲草料采食。牧草

品种的选择直接会影响到生产出的饲草料的好坏，

在生产饲草料之前应当慎重选择。饲草富含微量元

素和维生素，所以在制作优质饲草料的过程中应尽

可能少地破坏牧草中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饲草料

的主要制作方式有碱化、干制、微化、氨化、青贮以

及半干水分青贮工艺，这些技术已经发展成熟，但

操作过程中仍有许多注意事项。

1 碱化工艺

碱化工艺制作饲草料的主要原料是秸秆，是一

种通过石灰乳（CaOH）或烧碱（NaOH）对秸秆进行处

理的过程，可以有效提高食草牲畜对饲料中有机物

的消化率，但在碱化的过程中，也会使秸秆中的有

机物含量减少约 25%[1]。标准处理方法：将秸秆浸泡

在石灰乳（CaOH）或烧碱（NaOH）溶液中 19 h，需要

确保溶液的浓度为 1.5%。浸泡后取出秸秆，放置在

干燥区域控水 1 h。控水后，将秸秆放入清水中充分

浸泡 7 h，然后按照流程控水 1 h，再次置入清水中

浸泡 3 h，最后控水 1 h。碱化工艺需要注意的事项

有，浸泡需要完全没入水下，每次浸泡的时间需要

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在石灰乳（CaOH）或烧碱

（NaOH）溶液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秸秆中有机物损

失过量，浸泡时间过短会造成食草牲畜对饲料中有

机物的消化率下降。在清水中浸泡时间过短会造成

秸秆中残存的石灰乳（CaOH）或烧碱（NaOH）过量，

对食草牲畜的健康产生威胁。

2 干制工艺

干制工艺制作饲草料的主要原料为牧草，是一

种流传最久的饲草料制作方法。从前的干制工艺是

将牧草通过日晒，使牧草中的水分蒸发，留下干物

质，虽然有效地保存了牧草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

质以及粗纤维，但是会造成维生素的大量流失。现

代工业对这种工艺进行了改进，通过科学的烘干设

备，极大地保存了牧草中原有的营养物质。干制工

艺制作饲草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茎秆与叶子的构

造不同，干燥速度有差异。叶子的表面积大，水分蒸

发快，易被干制，而茎秆正好相反。所以在干制过程

中，需要对茎秆进行加工，促使茎秆中的水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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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尽可能与叶子的水分蒸发速度相近。通常使

用的方法是将茎秆轧裂，增加茎秆的表面积[2]。

3 微化工艺

微化工艺是通过微生物制剂处理秸秆，制造饲

草料的方法。利用微生物将草料中的粗纤维分解，

转化成易被动物吸收的物质。微化工艺是制作饲草

料的主要方法。在秸秆等饲草料原材料中加入微生

物制剂，在常温中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能够获得

优质饲草料。由于饲草料的原料不同，加入的微生

物制剂要随之调整，部分的原料需要添加辅助材料

进行发酵。由于微生物制剂属于生物工程中最顶尖

的技术，目前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没有完整、成熟

的技术针对各种饲草料原料进行加工，所以容易造

成微生物制剂转化率低的情况，导致营养物质大幅

度流失，因此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随着我国生物工

程的不断进步，微化工艺将会逐步成熟，尤其更环

保、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将会被广泛推广[3]。

4 氨化工艺

氨化工艺与碱化工艺相类似，主要是将碱化工

艺的辅助材料石灰乳（CaOH）或烧碱（NaOH）更换成

氨水（NH3·H2O）或液氨（NH3），其余的操作步骤基本

相同。相对比氨水（NH3·H2O）或液氨（NH3）的碱性更

弱，更加有效地保存了秸秆中的营养物质。更主要

的是氨水（NH3·H2O）或液氨（NH3）可以将秸秆中的

纤维素乙酰基转化成醋酸铵，更适合反刍动物食

用。氨化工艺生产的饲草料相比碱化工艺生产的更

佳，但生产成本和难度也相对增加。氨化工艺制作

饲草料需要在高温下进行，若不在高温下进行，生

产周期过长。若氨化过程处于 90 ℃仅需要 24 h，

但 15 ℃下需要 1~2个月的周期。

5 青贮工艺

青贮工艺制造饲草料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技术，

通过乳酸菌发酵将秸秆中的糖转化成乳酸，极大程

度地保存新鲜秸秆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以及其他营

养物质。青贮工艺生产的饲草料保存期长、营养高，

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与乳脂率，所以是常见的奶

牛日常饲料。青贮工艺制作饲草料需要注意的是，

饲草料原料的含糖量需要达到一定标准，部分豆科

牧草的含糖量低，不可通过青贮工艺制作饲草料。

乳酸菌的来源和用量也需要严格要求，采用纯乳酸

菌种最佳，用量过多会造成青贮工艺制造过程中秸

秆中的营养元素大量流失，用量过少会造成青贮工

艺制造的时间过长。

6 半干水分青贮工艺

半干水分青贮工艺是将牧草在日照下晒至半

干，使用机械进行捆压，然后放入密封袋中进行青

贮工艺。相比较青贮工艺，其存放面积小，工业化操

作，节约人工成本、效率更高。半干水分青贮工艺需

要注意保证袋子的密封性，同时也需要存放于阴凉

处，避免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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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的防治

可在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脱霉剂，同时加入电解多维，加强营养，控制霉菌毒素中毒。发现该病

时，种猪群紧急接种传染性肠胃炎、流行性腹泻二联苗或传染性肠胃炎、流行性腹泻、轮状病毒三联

苗。对 8~13日龄的呕吐腹泻猪用口服补液盐拌土霉素碱或诺氟沙星，温热 39 ℃左右进行灌服，每天

4~5次，确保不脱水为原则。还可应用抗生素（四环素、庆大霉素），防止继发细菌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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