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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巴州地区广阔的草场面积非常适合发展牛羊产业，当地政府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确立了大力

发展农区畜牧业，加快饲草料基地建设的发展思路，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全地区生产饲草总量明显提升，基本满足

了牛、羊养殖业对饲草的需求。现就常用饲草的种植与应用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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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实际上是通过家畜把饲料转化为动物

产品的过程，饲料是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发展牛、羊

产业，对饲草等青粗饲料的需求量巨大，饲料的数

量和质量决定着牛羊的养殖数量。优质高产的饲草

生产，是保障养殖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受利润的影响，巴州饲草料种植效益不如棉花、工

业辣椒、工业番茄、甜菜等经济作物，通过政府部门

的带动，新疆巴州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确立了大

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加快饲草料基地建设的发展思

路，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地区饲草总量明显提升，基

本满足了牛、羊养殖业对饲草的需求。

1 饲草种植的意义

养殖业的发展离不开饲料资源，饲料资源如果

短缺，养殖业也不可能发展。我国目前对于粗饲料

利用上技术含量低，制约了养殖业，尤其是牛羊产

业的发展。

随着草食动物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草料出现了

紧缺，尤其是冬季，贮备的干草基本用完，青草还未

完全返青。而人工种植牧草大大解决了草料紧缺的

问题，在秋季，将新鲜的牧草进行青贮，还能够长期

保存，保障全年饲料供应。

巴州草地资源十分丰富，现有天然草地 0.110

亿 hm2，拥有天然草地可利用面积 0.082亿 hm2，通

过饲草的种植，能够加强草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提高草地的生产能力。除此之外，防风固沙，美化环

境，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也能够促进农牧业生产

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 牧草的选择

对于牛、羊等反刍家畜由于喜食粗纤维含量相

对较多，植株高大的牧草，常种植饲用玉米、苏丹

草、黑麦草、串叶松香草、皇竹草、紫花苜蓿等。如果

是温暖湿润地区可种植饲用玉米、黑麦草、串叶松

香草、三叶草、苦荬菜等，干旱地区种植耐旱的紫花

苜蓿、苏丹草、籽粒苋、沙打旺、披碱草等，坡地适合

种植多年生黑麦草、鸭茅、苇状羊茅等，寒冷地区可

选种耐寒的紫花苜蓿、冬牧 -70黑麦、草木樨、无芒

雀麦、串叶松香草、沙打旺等。

3 常用饲草的种植技术

1）紫花苜蓿。紫花苜蓿营养丰富，被称为“牧草

之王”，不适宜积水的洼地种植。紫花苜蓿播种时最

好进行根瘤菌接种，这样可以让产量更高。由于紫

花苜蓿苗期生长慢，容易被杂草侵占，首播时间最

好在秋季进行，可避免扎根不深、枯萎率高、产量低

的影响。收割的最佳时间是开花初期，最好保障在

收割完成后，开花植株数量控制在 10%以内，这样

才能保证植株更高的营养，最后一次刈割要在下霜

之前 1个月完成，以便安全过冬[1]。

在种植中，可采用紫花苜蓿与青贮玉米套播的

技术，在 10月上中旬播种紫花苜蓿，第 2年 6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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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套种青贮玉米。青刈玉米可采取育苗的方式，在 6

月中旬紫花苜蓿收割后进行移栽，并在 9月底青贮

玉米收割完成后及时清除，以最大程度保证紫花苜

蓿的再生和越冬。

2）苏丹草。苏丹草较耐瘠薄，但要获得高的产

量，水肥必须要跟上。种植最好精耕细作，先以每

666.67 m2用 1 t农家肥作基肥。另外，每 666.67 m2

施尿素 3 kg以促进幼苗生长，以后每刈割 1次施

尿素 3～5 kg/666.67 m2。条播行距 30～40 cm，每

陇有 20～30株 /m。穴播或点播，每穴播 2～3粒，深

3～5 cm。如果是较肥沃的土壤，每 666.67 m2的播

种量相对低一些。管理工作做好清除杂草、施肥和

灌水等，确保幼苗正常生长。如直接饲喂可将苏丹

草铡短饲喂，需要进行青贮的，可根据含水量酌情

处理，使水分降到 65%～75%时青贮效果最好。

3）青刈玉米。青刈玉米由于其较高的产量和丰

富的营养在我国种植广泛。土地选择平坦、肥力较

高和利于排灌的地块。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一般

每 666.67 m2使用有机肥 1 t。一般当地 10 cm土层

温度稳定在 12 ℃以上时即可播种，以条播为宜，行

距 40 cm，株距 15～20 cm，根据种植的品种灵活选

择。播种量 5 kg/666.67 m2，深 5 cm。管理工作有定

苗、除草、施肥以及防治病虫害工作。可在 3～5叶

期间进行适当补苗，中耕进行几次的除草工作，玉

米在拔节时和抽穗前进行施肥，以保障正常生长的

需要，施肥结合降雨或者浇水进行效果较好。收割

以乳熟期内割取为宜，准备做青贮用时，以乳熟期

到蜡熟期收获最好[2]。

4 种植面积的确定

养殖户种植时可结合自家牛羊等家畜的养殖

量确定合理的种植面积，一般来讲每头牛需种植牧

草 0.1 hm2，可以搭配种植 333.34～533.34 m2的豆

科牧草和约 400.00 m2禾本科牧草，每只羊需要约

100.00 m2的豆科牧草和约 106.67 m2禾本科牧草。

5 复种轮作制种植

复种指的是在一年中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二季

或三季以上的作物，轮作指在同一田地上按照一定

顺序逐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或轮换采用不同的

复种方式。复种轮作的种植模式要因地制宜，其不

仅可以增加产量，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和水分，使

用地和养地相结合，还有利于消灭杂草[3]。

如在北方地区，冬小麦的最好前作为紫花苜蓿

和草木樨，其次是中耕作物玉米、棉花和白薯，在南

方，可使用麦稻一年三熟制。还有在中耕作物之间

间作大豆，小麦行内混种豌豆等。

下面介绍一种农牧结合复种轮作模式。粮棉草

间作，条带 4 m宽，在 70 cm宽的小畦种毛苕子，大

畦种小麦。毛苕子 4月下旬收获后移栽两行棉花，

小麦收割后于大畦内种植三沟甘薯或 6 000 墩夏

花生。此种间套方式全年每公顷收花生 8 250 kg，

皮棉 375～600 kg，还可收获 30 t左右的绿肥牧草

养畜肥田。

无论采用哪种轮作方式，首先要了解当地的自

然条件、土壤情况和市场需求及养殖业的规划，来

确定适宜的轮作类型，确定作物的组成和轮换顺

序。既要从实际出发，也要可持续发展，考虑经济效

益。一般轮作周期为 3～5年[4]。

6 饲草的应用

6.1 饲喂方式

紫花苜蓿茎叶柔嫩鲜美，可以青饲，秋季可制成

青贮，也可以加工成青干草或草粉。刈割时期还要根

据饲喂来确定，青饲易早，调制干草可在初花期，喂牛

羊可稍迟。青刈玉米柔软多汁，适口性好，宜在拔节后

刈割，到抽穗时割完。做牛饲料时可在乳熟至蜡熟期

之间刈割。由于紫花苜蓿含有皂角素，有抑制酶的作

用，牛羊大量采食鲜嫩苜蓿后可引起瘤胃臌胀，应控

制喂量，放牧地最好采取豆禾草混播。

6.2 加工方式

1）切短和粉碎可以提高适口性和采食量，增强

饲喂效果。一般秸秆类饲草可切成 3～4 cm喂牛，

喂羊可切成 2 cm，也可以打浆饲喂或揉碎。

2）青贮是在厌氧环境中，使乳酸菌大量繁殖，

从而将青贮原料中的淀粉和可溶性糖变成乳酸，当

乳酸积累到一定浓度后，就会抑制腐败菌的生长，

这样就可以将青贮饲料的养分长期保存下来。青贮

可以保证冬季北方地区有足够的可使用牧草。原料

经过收割、运输、切碎、装窖、压实，封土几个过程，

根据使用量选择合适的设备，如地下式青贮窖或袋

装青贮。加工过程避免水分过高、密封不严、踩压不

实等，腐烂、发霉和变质的青贮料要废弃。

3）制成草粉或块。这需要先进行饲草的干燥，再

饲料营养32· ·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1期

用粉碎机制成青草粉。喂牛羊的草屑长度为 3 mm，

为了减少贮藏和运输过程的损失，也可以将草粉制

成草粒，甚至草块。这样草颗粒的容重增加，减少了

与空气的氧化，减少了营养的损失，还可以提高饲

喂效果和适口性。

总之，饲草是牛羊等反刍动物重要的饲料资源，

是维持反刍家畜健康的重要原料。饲草养畜应结合地

区特点和发展规划进行，通过不断对饲草种植、加工、

贮存运输的研究，逐渐建立起科学的种草养畜模式，

以促进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和草地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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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蒜素理化性质

项目 性能指标

颜色 淡黄色至棕红色液体

气味 浓烈的大蒜气味

密度 1.050～1.095

折光率 1.550～1.580

溶解性能
溶于大多数非挥发性油，部分溶于乙醇，不溶于

水、甘油和丙二醇

化学稳定性 强酸、强氧化剂和紫外线可能引起变质

摘要 大蒜素是一种绿色、天然的植物源性提取物，具有改善饲料适口性、促进生长等特点，且安全无毒，对

环境无公害，还可用于空气消毒。本文概述大蒜素的作用及在仔猪健康生长中的应用进展，为研究大蒜素作为猪

肉品质改良的绿色添加剂和替代抗生素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蒜素；功能；提取工艺；仔猪

大蒜素促进仔猪健康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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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主要活性物质是含硫有机化合物[1]，而大

蒜素是从新鲜大蒜中提取，在疾病预防上作为抗菌

药替代品效果好，饲料营养上是一种多功能绿色饲

料添加剂，长期饲喂可改善畜牧产品肉的风味、提

高仔猪成活率和增加食欲等功能。近几年相关研究

表明，大蒜水溶液还用于空气消毒。大蒜液被誉为

“植物性天然广谱抗生素”[2]，具有抗菌消炎、降血

脂、抗血小板凝聚等多种药理作用。

1 大蒜素的理化性质

大蒜素可以从新鲜大蒜中提取或者是合成，主

要成分是大蒜油。其理化性质[3]见表 1。

2 大蒜素的制备工艺

大蒜素可通过多种方式生产，目前主要有以下

几种。

1）生物提取。采用适当的溶剂和条件直接从大

蒜提取，常用方法为有机溶剂提取、水蒸气蒸馏法、

超酶解法提取、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周宇等[4]、朱平

华等[5]采用酶解法提取大蒜素，结果显示，酶解法提

取大蒜素的工艺简便可行，显著提高了大蒜的利用

率。王婉舒等[6]采用超声波处理和双水相体系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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