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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化文件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优质饲草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也是保证畜牧业快速、

稳定和优质发展的前提。近年来，随着我区畜牧业发展，对优

质饲草需求加大。自 2017年以来，我区积极推广种植饲用燕麦、

冬牧 70黑麦草、饲用小黑麦等一年生饲草，主推“青贮玉米+

饲用小黑麦”“春小麦+燕麦”一年两茬高产高效复种模式，在

稳粮的前提下，实现前茬增粮后茬增收，平衡粮饲争地矛盾，

增加优质饲草供给，推动引黄灌区耕作制度改革。2018～2021

年，在引黄灌区贺兰县、灵武市、惠农区、平罗县、利通区、

青铜峡市等地开展试验示范，累计推广燕麦种植面积 6万亩，

亩产燕麦鲜草 1400～1960公斤以上。2022年在粮改饲项目支持

下，我区麦后复种燕麦面积达到 17 万亩，单种燕麦面积 22万

亩，示范推广成效显著。为进一步提产燕麦草生产水平，促进

燕麦草产业化发展，以国家和行业技术规程为主要参考，遵循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的原则，制定我区燕麦草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解决我区奶牛养殖所需优质燕麦草，规范、引

领全区饲用燕麦生产高水平发展，助力打造高端奶之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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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订，规范饲用燕麦标准化生产，优化调整种植业耕作

制度，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推动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发

展，为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方式转变和扩大饲草多元化

供给体系，保障优质饲草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二）起草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起草制订了本标准。

（三）协作单位

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协

助制订本标准。

（四）主要起草人、起草组组成员及其主要工作

张宇，高级畜牧师，负责文件中具体方向和标准内容的撰

写工作。

张凌青，研究员，负责文件主要内容的制定

惠芳，高级农艺师，负责具体撰写及各项数据的审核工作。

脱征军，正高级畜牧师，负责各项数据的分析审核工作。

肖爱萍，畜牧师，负责各项数据的分析审核工作。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积极推进我区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饲草多元

化供给体系，夯实奶产业发展基础，解决引黄灌区种植业“一年

有余，两季不足”的矛盾，2018年以来，先后引进推广多个优良

饲用燕麦品种，在利通区、灵武市、平罗县、惠农区等地示范

种植，示范推广了“春小麦+饲用燕麦”一年两茬种植模式，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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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鲜草亩产燕麦鲜草 1400～1960公斤以上，较单一种植春小

麦增收 600 元以上，拓宽了饲草供给渠道，实现了从“粮经饲”

三元结构向“粮+经+饲+草”四元结构转变，增加复种指数，提高

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2021年）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宁市监发[2021]31 号）要求，由宁

夏畜牧工作站主持《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

1.试行及推广阶段

自 2018年，引进多个国外进口和国内优质饲用燕麦品种，

在引黄灌区推广“春小麦+燕麦”一年两茬高产高效复种模式，

开展了饲用燕麦品种引进栽培试验，筛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

推广种植。2019年，在青铜峡连湖农场共试验种植大富翁、甜

燕 2号两个品种饲用燕麦 2000亩。抽穗期田间测产结果：株高

115-130cm，产量 1502-2942公斤/亩，鲜草营养成分测定结果如

下：

2.起草阶段

项目组对饲用燕麦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认

真总结，收集、整理、分析了技术资料和相关数据。主要编写

人员对起草的标准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和研讨，编写完成了《饲

测定指标 DM% CP% EE% ASH% CF% NDF% ADF% ADL% Ca% P% GE J/g

测定值 16.65 13.77 2.68 11.05 34.24 54.72 35.33 5.49 0.657 0.24 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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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初稿，经过讨论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3.征求意见及意见汇总

《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工作组讨论稿）起草完成后，

起草单位内部展开了广泛讨论，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进行

了反复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

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文本格式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规定。本文件

标准化对象确定为饲用燕麦生产技术。文件使用者为基层畜牧、

农业技术人员及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文件编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生产者提高饲用燕

麦种植技术水平，以提高产量和品质。文件与我区畜牧业产业

以及环保政策相一致。

经检索，其他地方出台地方标准情况如下：2015 年 11 月

24 日，西藏出台地方标准《饲用燕麦技术规程》（DB54/T

0093-2015）；2019 年 1 月 18 日，黑龙江出台地方标准《燕麦

生产技术规程》（DB2306/T 079-2019）；2022 年 8 月 16 日，

甘肃省出台地方标准《绿色食品 旱地燕麦生产技术规程》

（DB62/T 4587-2022）。目前宁夏暂无发布行业和自治区相关

标准，因此，拟制定本标准在宁夏燕麦生产技术领域尚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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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以指导宁夏饲用燕

麦栽培种植。本技术规程是结合试验示范及其成果，并经同行

专家严格审查后编制完成，该技术规程具有地方特色，可用于

指导目标区域的燕麦生产，相同生态类型区域也可参照实施。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

论述等

1.术语和定义。对饲用燕麦栽培与干草调制等专业术语进

行详细的定义和说明，以有利于对饲用燕麦生产技术的理解。

2.主要参数。本文件通过多年试验示范，确定了栽培，包

括种植、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收获，包括收获时期和收获

方式；加工与贮藏，包括打捆和贮放技术，技术参数主要依据

实践经验总结。

3.试验验证。2018 年以来，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在引黄灌区

以种养结合的规模奶牛养殖场（合作社）为重点，开展饲用燕

麦品种筛选和复种技术试验示范，探索“春小麦+饲用燕麦”一

年两茬模式。通过大田试验，饲用燕麦在引黄灌区适宜的播种

量为 12～15kg/亩，适宜刈割时期为抽穗至开花期，亩产干草

400 公斤以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试验数据，掌握了

饲用燕麦生产关键技术环节，取得良好效果，为该项技术在全

区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2018 年以来，饲用燕麦主导品种

及时向全区发布，配套“春小麦+饲用燕麦”一年两茬高效复种

模式已渐成熟，以引黄灌区为重点，向达到灌水条件的地区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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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推广带动明显。制订本标准的相关技术环节均来源于我区饲

用燕麦示范基地生产一线，经过了实际应用验证，为技术标准

制订奠定了良好基础。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无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是技术文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功能，建议作为推

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和实施。

八、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宁夏大学、宁夏农

林科学院、宁夏西贝农林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完成，

解释权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

九、采标情况

《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化文件核心技术的描

述 均 采 用 国 内标 准 化 文 件 制 定 的 规 范性 用 语 ， 符 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编写》的要求。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饲用燕麦生产技术规程》编写组

2022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