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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青海省的气候条件，制定了金皇后紫花苜蓿栽培操作中的整地、播种、除草、追肥灌水、春
耙、培土冬灌、病虫害防治、刈割、调制贮藏等全程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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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是一种全球性栽培、适应性强、品
质优良的牧草，被誉为“牧草之王”［ 1 - 2］。青海省紫
花苜蓿种植面积不足 6万 hm2，主要分布在东部农
区浅脑山地区，呈零星分布状态，品种繁杂，良
莠不齐，缺乏栽培技术规范。为了保证紫花苜蓿
牧草栽培质量，我们对青海省紫花苜蓿主要栽培
品种金皇后紫花苜蓿栽培技术进行了归纳，制定
了青海省金皇后紫花苜蓿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紫花苜蓿品种金皇后的栽培、

收获和加工贮藏的技术措施。
本规程适于海拔高度 1 700～2 800 m地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

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规程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GB6141-2008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3］

3 术语
3.1 休眠

是植物的整体或某一部分生长暂时停顿的现

象，是植物抵制不良自然环境的一种自身保护性
的生物学特性［ 4 - 7］。
3.2 返青

牧草越冬后萌发，绿叶开始生长。
3.3 现蕾期

植株上部叶腋开始出现花蕾的日期。
3.4 初花期

有 20%植株花的旗瓣和翼瓣张开的日期。
3.5 霜霉病

由鞭毛菌离苣盘梗霉真菌侵染所致。从幼苗
到收获各阶段均可发生，以成株受害较重。主要
为害叶片，由基部向上部叶发展。发病初期在叶
面形成浅黄色近圆形至多角形病斑，空气潮湿时
叶背产生霜状霉层，有时可蔓延到叶面。后期病
斑枯死连片，呈黄褐色，严重时全部外叶枯黄死
亡。
3.6 青干草

在质量兼优时期刈割，通过天然晾晒或人工
干燥获得含水量在 17%以下的青绿牧草。
3.7 青贮

鲜绿牧草及饲料作物在密闭厌氧环境条件下，
通过乳酸菌发酵，使饲草料营养得以保持的一种
贮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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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栽培技术
4.1 整地

播种前耕翻 20～30 cm，耙耱，达到表面疏
松，土壤细碎，地面平整，整地后立即镇压。
4.2 播种

4.2.1 种子质量标准 按照 GB6141-2008 执行。
生产饲草时，种子等级标准要求达到 3级以上。
4.2.2 种子处理 金皇后休眠级为 3级，播前晒
种 1～2 d，打破休眠状态。
4.2.3 播种方式 海拔低于 2 500 m的地区可采用
条播方式，饲草田行距为 15～30 cm。海拔 2 500～
2 800 m的地区可开沟春播，行距 25～30 cm，越
冬前耙平、覆土，以利越冬。
4.2.4 播种量 适宜播种量为 11.25 kg/hm2。
4.2.5 播种时期 4月下旬至 5月中旬。
4.2.6 播种深度 播种深度 2～3 cm。
4.2.7 施基肥和种肥 播前基施有机肥 2.2 万～
4.5 万 kg/hm2，播种时施 N 61.5 kg/hm2、P2O5 79.5
kg/hm2作种肥。
4.3 除草

幼苗期人工除草 1～2次。刈割后用中耕机或
人工清除杂草。
4.4 追肥灌水

幼苗期施 N 21.6 kg/hm2、P2O5 55.2 kg/hm2。刈
割后结合耙地、松土，施 N 21.6 kg/hm2、P2O5 55.2
kg/hm2。幼苗期及刈割后灌水 1 200～1 500 t/hm2。
不能积水，以防根腐烂。
4.5 春耙

种植的翌年 2—3月用齿耙浅耙松土、切根。
4.6 培土与冬灌

海拔 2 500～2 800 m的地区，种植当年应在
土壤封冻前培土保护根颈，培土 5～8 cm，同时冬
灌。海拔低于 2 500 m的地区不培土、冬灌［ 8 - 10］。
4.7 病虫害防治

7—8月高温高湿天气条件下应注意防治霜霉
病。可用高效低毒无残留药剂如 200倍半量式波
尔多液，或 65%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400～600倍
液，或 30%灭菌丹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液喷雾
防治［ 11］。
5 刈割
海拔 2 500～2 800 m的地区，苜蓿播种当年

不刈割，不放牧。海拔低于 2 500 m的地区当年可
刈割 1茬，最迟刈割时间为“霜降”前 30 d；第 2
年以后，每年刈割 2～3茬，最后 1茬最迟刈割时
间为“霜降”前 30 d，留茬 15 cm。青刈、调制青干
草和青贮最适宜的刈割时期为现蕾期至初花期。

6 调制贮藏
6.1 青干草调制

刈割后摊开，平铺于田间晾晒。含水量降至
45%～55%时搂成草行干燥，含水量降至 35%～
40%时搂成草堆干燥，含水量降至 15%～18%时打
捆堆垛贮藏。
金皇后紫花苜蓿干燥过程中含水量的估测方

法：含水量为 50％左右的牧草，叶片卷缩，颜色
由鲜绿色变成深绿色，叶柄易折断，茎秆下半部
叶片开始脱落，茎秆颜色基本未变，压迫茎时，
能挤出水分，茎的表皮可用指甲刮下；含水量
25％左右的青干草，手摇草束，叶片发出沙沙声，
易脱落；含水量 18％左右的青干草，叶片、嫩枝
及花序稍触动易折断，弯曲茎易断裂，不易用指
甲刮下表皮；含水量 15％左右的青干草，叶片大
部脱落且易破碎，弯曲茎秆极易折断，并发出清
脆的断裂声。
6.2 青贮调制

刈割后与禾本科牧草按 7∶3 的比例混合青
贮，或添加富含乳酸菌（≥105个/g）的生物制剂后
青贮；或将含水量预干至 45%～55%时做半干青
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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