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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甘肃农牧交错区畜牧业现状， 发展饲草高粱的必要性及优势， 提出了饲草高粱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展望了饲草高粱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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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牛羊生产为主的草食畜牧业， 是甘肃省传
统产业和基础产业， 近年来， 草食畜牧业保持了
快速发展， 对饲草料的需求大幅度增加［1�-�2�］， 加
剧了畜牧区牧草需求量和生产量之间的矛盾， 为
了促进农牧交错地区实现畜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
建设同步发展， 我们探讨了甘肃省农牧交错区畜
牧业的发展现状及饲草高粱的优势， 分析了发展
饲草高粱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在草畜产业中的

应用前景［3�］。
1���畜牧业现状

近年来， 甘肃草食畜牧业保持了快速发展，
牛、 羊存栏数分别上升至全国第 11 位和第 5 位，
2014 年草食畜牧业增加值占全省畜牧业增加值的
53%， 草食畜牧业已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循环
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表1）， 因此， 2003 年甘肃省
委、 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将草食畜牧业培育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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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导产业。 甘肃省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区位优势，
是全国的六大牧区之一， 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0.16
亿 hm2。 但是， 长期以来， 受干旱等影响， 甘肃省
90%以上的草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破坏， 同时舍
饲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对饲草料的需求日益增加，
要突破资源环境对农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 必须
大力加快牧草种植业的发展。 平凉市农业科学院
自 2001 年以来， 先后引进饲草高粱品种健宝、 苏
波丹、 辽草 1 号、 辽草 2 号、 晋草 1 号、 晋草 2
号、 晋草 3 号、 冀草 1 号、 京科草 3 号、 京科草 6
号等， 其中冀草 1 号、 晋草 3 号已在泾川、 崇信、
灵台、 镇原、 正宁等县的川区、 塬区推广示范，
累计推广示范面积 0.67 万 hm2， 深受养殖企业和
养殖户的欢迎。

多年来， 平凉市把以平凉红牛为代表的草畜
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 牛产业初步形成
了规模化养殖、 标准化生产、 品牌化经营、 社会
化服务、 区域化推进的产业发展格局， 畜牧养殖
业从粗放走向科学， 从传统走向现代， 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 同时， 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转变养
殖模式， 按照“小群体、 大规模”的模式集约化经
营， 大力发展规模化、 标准化养殖小区（场）。 大
力推进“万千百十”养牛工程和标准化养牛小区建
设， 全市建成万头养牛乡 55 个、 千头养牛村 317
个、 百头养牛社 1�287 个、 十头以上养牛大户
14�256 户。 为了加快草蓄产业的持续发展， 平凉
市还大力开发旱地、 山塬地饲草种植业， 饲草高
粱也将随着当地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2���发展饲草高粱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舍饲畜牧发展

随着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经济发展政

策的实施， 舍饲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农牧交错地
区对饲草料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但牧草需求量和
生产量仍存在较大差距， 供需缺口还将继续拉
大， 发展饲草高粱生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
径。
2.2 发展青饲料和青贮饲料的需要

高粱抗旱性强， 适应性广， 广泛种植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 是重要的能量和饲料来源［1�］。 饲草
高粱以其高产、 优质、 多抗、 可多次刈割利用的
优势， 在贫瘠地种草中必将占据重要位置。 高粱
籽粒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是重要的精饲料， 成
熟前茎叶可做青饲、 青贮或调制干草。 以牛羊为
主的畜牧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饲草高粱的发展提
供了空间。 首先， 随着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必
然要发展青绿青贮饲料， 以解决青绿青贮饲料不
足和枯草期的饲料问题。 其次， 发展饲草高粱既
可延长干旱、 半干旱地区反刍动物青绿粗饲料的
供应时限， 又可丰富粗饲料利用种类， 促进畜牧
业发展。 三是在诸多青饲料作物中， 饲草高粱有
生物产量高、 草质好、 可再生性强、 对不良环境
的适应性强等特点，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2.3 是畜牧业饲草来源的重要保证

随着农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牧交错地
区草食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饲草饲料的需求不断
增加， 如何解决好饲草饲料问题已成为畜牧业发
展的关键。 加大饲草作物饲草高粱的推广， 增加
饲草资源的总量， 是发展养殖业的重要举措。 饲
草高粱可在干旱山地、 荒地、 贫瘠地和地种植，
适于放牧和多次刈割利用， 不仅可减缓与粮争地
的矛盾， 而且可有效缓解草原过度放牧和改善生
态环境， 是舍饲养殖业饲草的主要来源， 具有良
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3���饲草高粱的优势
3.1 利用方式多样， 产量高、 品质好

饲草高粱利用方式多样， 包括放牧、 青饲、
青贮、 晒制干草等。 饲草高粱光合效率高， 生物
学产量高于其他牧草作物 ， 一般可产鲜草
90� 000～150� 000� kg/hm2。 一个生长季可多次刈
割， 刈割后可直接饲喂牲畜， 也可进行青贮和晒
干［4�］。 可有效地解决舍饲畜牧业面临的青饲料短
缺问题。 饲草高粱产量高， 具有茎秆多汁、 茎叶
青绿， 并有较好的适口性， 是优质的青饲、 青贮

年份
牛 羊

存栏量
/万头

比上年度增长
/%

存栏量
/万头

比上年度增长
/%

2010 485.06 4.43 1�818.40 5.31

2011 498.38 2.75 1�898.59 4.41

2012 488.89 1.90 1�932.79 1.80

2013 496.22 1.50 1�973.38 2.10

2014 522.02 5.20 2�119.41 7.40

表 1 2010—2014年甘肃省牛、 羊存栏量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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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
3.2 抗逆性强， 适应性广

饲草高粱具有抗旱、 耐贫瘠、 耐盐碱和适应
性广的优点［5�］， 在肥力一般的山地和盐碱地均可
种植， 非常适合在干旱和半干旱农牧交错地区种
植。
3.3 种植效益较高

饲草高粱作为饲草作物的另一大优势是叶片
多茎秆细， 茎叶比小， 粗蛋白含量高， 其营养价
值虽不及豆科牧草， 但超过玉米［3�］， 是牛、 羊、
鹅、 兔、 鱼等动物的优良饲草。 旱塬地区农牧交
错带饲草高粱多种植在地力低下的中低产田， 管
理粗放， 相对节约了种植成本， 以较低的成本满
足了畜牧业发展较快对饲草需求的增加， 获得较
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4���饲用高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 种植品种与经营模式单一

目前， 养殖户对饲草高粱作为牧草的优势认
识不够， 且因种子价格高， 导致饲草高粱种植面
积较小。 因此， 筛选适应多个生态区、 多季节、
多茬口种植的饲草高粱新品种显得尤为重要。 应
加快饲草高粱生产基地建设， 建立覆盖农牧交错
地区的饲草高粱生产基地， 实现饲草高粱的规模
化种植， 建立饲草高粱生产基地， 实现饲草高粱
生产的规模化、 集约化、 标准化， 从而促进舍饲
养殖业的发展。
4.2 机械化水平低

由于养殖户和畜牧企业对精确定量高效栽培
技术集成和机械化栽培等关键技术的了解较少，
导致目前饲草高粱种植粗放， 收割以人工为主，
劳力投人多， 种植效益低下。 特别是当前农业从
业劳动者年龄偏大， 女性居多， 不足以支持传统
的高粱种植方式， 极大地限制了高粱的精确定量
高效栽培技术和机械化栽培技术的推广［6��］。
4.3 缺乏成熟的配套技术

农牧交错地区种植的牧草作物主要为苜蓿与
青贮玉米， 青贮玉米技术在畜牧区大面积示范推
广， 青贮饲草高粱作为新推广的饲草品种， 种植
技术尚未配套完善。
4.4 青贮饲草加工企业少

农民对饲草高粱作为优质牧草的优势认识不

够， 饲草高粱种植面积较小， 畜牧企业和养殖户
种植饲草高粱主要是自给自足， 饲草高粱种植未
形成产业化， 未形成公司加农户的种植模式。 种
植大户与专业青饲草加工企业未对接， 饲草高粱
走向产业化的机制不健全。
5���饲草高粱的发展前景

随着农牧交错地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对饲
草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饲草短缺日益突出， 必然
要发展青饲、 青贮饲料， 以解决青贮饲料不足与
饲料短缺的问题， 为饲草高粱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前景。

旱塬地区农牧交错地带， 特别是舍饲畜牧业
规模化发展较快地区， 利用中低产田种植饲草高
粱， 一方面满足饲草需求， 另一方面增加种植户
的经济收入， 从而带动当地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通过种植饲草高粱解决饲草短
缺的问题， 同时采用青贮饲草高粱喂养牛、 羊，
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农牧交错地区畜牧业， 牧草作物的种植
面积越来越大， 特别是饲草高粱的大面积种植，
专门的青贮牧草加工企业会随之而产生， 促进青
贮饲草产业化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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