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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紫花苜蓿营养丰富，产量高，牲畜喜食，是畜牧养殖生产中的首选优良牧草品种。本文主要总结了紫

花苜蓿选地、播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和牧草刈割 5个方面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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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 地

选择平整、肥沃、土层厚度 1 m以上，地下水位

1 m以下，中等肥力以上、春季不干旱、夏季不积水

的二等地以上的土地。

2 播前整地

播前通过翻、耙、压精细整地，要达到地表原有

草、茬等全部翻掉，地表平整、土壤颗粒细匀、硬度

适中。整地一般在春季，但具体时间要综合考虑苜

蓿适宜的播种期及当地的降水情况和土壤含水量

再定。

3 播 种

1）播种时间。根据当地气候特点，一般在春季

和夏季播种。春季播种宜早不宜晚，多在 4月中旬

以后，地温接近苜蓿发芽温度时抢墒播种。夏季播

种一般在 6月进行，即雨前整地，下透雨后播种。为

保证牧草有足够的生长期，确保安全越冬，最后一

次播种时间不能晚于 7月 15日。

2）播种方式。条播，用牧草专用播种机或自用农

机具按行距 30 cm左右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次

完成。使用自用农机具的，不要拉簸，直接轻镇压。

3）播种量。1 kg/666.67 m2，均匀分布。

4）施底肥。为保证苜蓿产量，播种时要施底肥，

每 666.67 m2施磷钾二元复合肥 10 kg。有条件的最

好施农家肥，用量为 3 000 kg/666.67 m2。

5）播种深度。开沟深度 5~6 cm，覆土厚度

1.0~1.5 cm。

4 田间管理

1）中耕。苜蓿播种当年苗期长势较弱，中耕要

以除草为主，做到铲趟结合。春季返青后及每次割

草后进行一次中耕，以破除土壤板结。中耕一般与

追肥作业结合进行。

2）追肥。追肥应在苜蓿返青期或收割后 2~3 d

进行，以磷酸二铵等钾磷复合肥为主。种植当年在

苗期应施一定量的氮肥，10 kg/666.67 m2为宜。

3）灌溉及排水。苜蓿需水的关键时期在现蕾期

或开花前期。现蕾时，需水量最多，以后需水量逐渐

下降，在现蕾后期到开花前期，可以根据土壤墒情

和天气情况，进行灌溉。在本地区，干旱缺水，一般

要求春秋 2次灌水，以利其越冬和返青。苜蓿不耐

水淹，不适于在低洼地和地下水位高的地方生长。

因此在多雨的季节应及时抗涝排水。

4）除杂草。杂草严重影响苜蓿的产量和质量，

所以要及时防除。对面积不大、杂草不太严重的地

块可进行人工拔除或结合中耕趟翻除草。人工除草

优点是除草干净、效果好、不伤苗，缺点是效率较

低，不适合大面积草地。如果草地面积较大，可采用

化学除草。

5）病虫害防治。苜蓿受到病虫害危害后，往往

引起茎叶枯黄，或出现病斑，叶片残缺甚至落叶，生

长不良，使苜蓿产草量下降，品质变劣，利用年限缩

短，因而在生产中造成很大损失。所以，病虫害防治

是苜蓿田间管理上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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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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