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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宁夏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宇、张凌青、惠芳、脱征军、肖爱萍、张伟新、苏海鸣、晁雅琳、张建勇、

刘统高、兰剑、王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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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用燕麦备耕、播种、施肥、灌溉、病虫草害防治、收获、加工、贮藏和品质评价技

术。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境内饲用燕麦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5 饲草水分的测定

GB/T 20808 饲料中中性洗涤纤维（NDF)的测定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 1177 牧区干草贮藏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1459 饲料中酸性洗涤纤维的测定

NY/T 1631 方草捆打捆机 作业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饲草燕麦 feeding oat

主要用于生产饲草的燕麦。

3.2 双季生产 multiple corpping

在同一块地上，一年内种植两季饲用燕麦的生产方式。

3.3 麦后复种 Multiple cropping after wheat

春小麦收获后，一年内在同一耕地上种植饲用燕麦的生产方式。

3.4 A 型燕麦草 A type oat hay

一种燕麦干草产品类型。特点是含有 8%以上的粗蛋白质（干物质基础）,部分可达到14%以上。主

要产自我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内蒙古通辽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河北坝上地区、吉林省白城市、

黑龙江省、甘肃省定西市等产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

3.5 B 型燕麦干草 B type oat hay

一种燕麦干草产品类型。特点是含有 15%以上的水溶性碳水化合物（即 Water Soluble

Carbohydrate,WSC，干物质基础），部分可达到 30%以上。主要产自我国甘肃省山丹县、青海省黄南州

等产区以及澳大利亚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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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应区域

饲用燕麦适宜宁夏全区种植，其中燕麦双季生产和麦后复种适宜在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5 种植

5.1 地块选择

选择地势平坦、不易积水内涝、土壤肥力中等地块，双季生产和复种选择具备灌溉条件，集中连片，

利于灌水及管理的地块。

5.2 品种选择

选用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优质、高产、抗病、抗逆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双季生产和复种选

用早、中熟品种。以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的品种为宜，种子质量符合 GB 6142 规

定。

5.3 播种

5.3.1 播种方式

采取条播，行距15㎝，播种深度3㎝～5㎝，播后覆土、耙耱和镇压。

5.3.2 播种量

引黄灌区亩播量10㎏～12㎏，中部干旱带亩播量12㎏，南部山区亩播量15㎏。

5.3.3 播种时间

双季生产一般在3月初和7月中下旬播种，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一般在6月下旬播种。

6 施肥

6.1 底肥

底肥每亩施有机肥2m～3m³。

6.2 种肥

种肥通过播种机随播种与种子分层深施。施纯 N、P2O5、K2O 量分别为 3 kg/667 ㎡～5 kg/667 ㎡、

1.5 kg/667 ㎡～3 kg/667 ㎡、4 kg/667 ㎡～6 kg/667 ㎡。肥料使用要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6.3 追肥

分蘖和拔节期，结合降雨或灌溉分别追施 1 次纯 N 2kg/667 ㎡～3kg/667 ㎡。

7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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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防治的无害化控制

原则，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7.1.2 病害防治

病害主要有黑穗病、锈病、燕麦红叶病等，加强监测和防治，发现少量病害可通过刈割控制。严

重时可喷施农药防治。 农药选择应符合 NY/T 1276 的规定。

7.1.3 虫害防治

虫害主要有粘虫和地下害虫等。防治选用的农药应符合 NY/T 1276-2007 的规定。

8 收获

8.1 收获时间

青饲以孕穗至抽穗期为宜；调制干草以乳熟期为宜；采用自走式双滚动压扁割草机进行刈割，留茬

高度 7 ㎝～9 ㎝。

8.2 晾晒

刈割压扁后1天～2天后进行散草，晾晒3天～4天。

8.3 打捆

晾晒至水分含量达到14%～16%即可打捆，一般采用方捆打草机，打捆作业质量应符合 NY/T 1631

规定，方形绳捆密度高于150㎏/m
3
,方形钢捆密度高于150㎏/m

3
。

9 贮藏

草捆贮放设施符合 NY/T 1177的要求，草捆码放一般底层架空，干草水分高于15%时，草捆之间要

留有通风道，低于14%时，可不留通风道。堆垛以4m～6m宽为宜，高度以距檐口30㎝～40㎝为宜。

10 质量要求

10.1 感官指标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气味 有干草芳香味、无异味

色泽 绿色、浅绿色或黄绿色

形态 干草形态基本一致，茎秆叶片均匀一致

草捆层面 无霉变、无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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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卫生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燕麦干草捆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黄曲霉毒素B1,ppb ≤ 30

呕吐毒素，㎎/㎏ ≤ 1

玉米赤霉烯铜，㎎/㎏ ≤ 1

霉菌，CFU/g ＜ 4×10

10.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3、表4的规定。

表 3 A 型燕麦干草捆理化指标

指标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分，% ≤14.0

粗蛋白，% ≥14.0 ≥12.0,＜14.0 ≥10.0,＜12.0 ≥8.0,＜10.0

中性洗涤纤维，% ＜55.0 ≥55.0,＜59.0 ≥59.0,＜62.0 ≥62.0,＜65.0

酸性洗涤纤维，% ＜33.0 ≥33.0,＜36.0 ≥36.0,＜38.0 ≥38.0,＜40.0

粗灰分，% ＜8.0 ≥8.0,＜10.0

注：粗蛋白、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粗灰分含量均为干物质基础。

表 4 B 型燕麦干草捆理化指标

指标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分，% ≤14.0

中性洗涤纤维，% ＜55.0 ≥50,＜54.0 ≥54.0,＜57.0 ≥57.0,＜60.0

酸性洗涤纤维，% ＜33.0 ≥30.0,＜33.0 ≥33.0,＜35.0 ≥35.0,＜37.0

水溶性碳水化合物，%
≥30.0 ≥25.0,＜30.0 ≥20.0,＜25.0 ≥15.0,＜20.0

粗灰分，% ＜8.0 ≥8.0,＜10.0

注：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水溶性碳水化合物、粗灰分含量均为干物质基础。

11 检测方法

11.1 抽样

按 NY/T 2129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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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感官指标

11.2.1 气味

通过嗅觉进行鉴别。

11.2.2 色泽、形态

将样品平铺在白色平面上，在自然光下用目测法观察评定。

11.2.3 草捆层面

将样捆完全打开暴露，目测样捆内外层

11.3 水分含量

按 GB/T 6435 的规定执行。

11.4 粗蛋白含量

按 GB/T 6432 的规定执行。

11.5 中性洗涤纤维含量

按 GB/T 20806 的规定执行。

11.6 酸性洗涤纤维含量

按 NY/T 1459 的规定执行。

11.7 水溶性碳水化合物

参考附录A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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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溶性碳水化合物的测定方法

蒽酮-硫酸法。在浓硫酸溶液中，水溶性碳水化合物先脱水为糖醛或羟基糖醛，再与蒽酮反应生成

蓝绿色化合物。其颜色与含糖量成正比，吸收峰波长为 640 nm。

操作步骤：

1 标准曲线的建立

取葡萄糖配制成 0.0、20.0、30.0、40.0、60.0、80.0、100µg/mL 七种不同浓度梯度的标准液。向

每支试管中加入 2 mL 标准液，空白为 2 mL 蒸馏水；向每支试管中加入 6.0 mL的蒽酮试剂，摇匀，

迅速浸于冰水浴中冷却；各管加完后一起浸于沸水浴中，管口加盖，防止蒸发。将混合液混匀，在 100℃

水浴中加热显色反应 5min；冷却后，640 nm 波长下比色。

以吸光度和标准液浓度为坐标轴建立标准曲线，拟合计算方程。

2 样品处理

称取磨碎燕麦干草粉样品 0.5g，用少量 80%乙醇冲入带塞试管中，使体积在 7 mL 左右，盖上塞

子，置于 80℃水浴中提取 30 min，取出冷却后转入 50 mL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后静置，取

上清液稀释合适倍数至 2 mL，置于 100℃水浴中 5 min 做待测液。

3 测定

640 nm 下比色，按标准曲线所述步骤，测定沸水显色后溶液的吸光度。用标准曲线获得每 2 mL 待

测液中的微克数，再计算出水溶性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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