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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饲草谷子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化文件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优质饲草是畜牧业快速、稳定和高效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

提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区“六特”产业不断发展，奶牛、肉牛

和滩羊饲养量呈逐年增长态势，饲草需求量相应增大，受种植

业结构、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当前优质饲草产量

无法满足草畜产业发展需求，供需矛盾日渐突出，饲草持续高

位运行，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到制约。饲草谷子为我区传统种植

旱作饲草之一，具有较强的耐盐、耐旱、耐贫瘠、抗病性等特

性。近几年，我区以优化饲草产业布局为着力点，在中部干旱

带及南部山区等旱作地区抢墒播种饲草谷子等一年生禾草，年

均种植面积 10万亩以上，亩均产草量在 300-500公斤左右，每

吨售价 1500-1700元，亩产值在 450-700 元。2022 年，我区饲

草谷子种植面积达到 11.8万亩，示范推广成效显著。为进一步

提产饲草谷子生产水平，促进饲草谷子产业化发展，以国家和

行业技术规程为主要参考，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滩羊、肉

牛等产业高质高效发展，保障优质饲草供给为抓手，制定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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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解决我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

养殖所需优质饲草，规范、引领我区饲草谷子生产高水平发展，

助力“六特”产业持续发展。通过标准的制订，规范饲草谷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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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循环、绿色发展的畜牧业新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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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中山公园协助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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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建民，副研究员，负责各项数据的分析审核工作。

晁雅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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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快我区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中南部地区肉牛、

滩羊等“六特”产业优质饲草有效供给，我区以优化饲草产业布

局为着力点，在中部干旱带、南部山区等旱作地区抢墒播种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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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谷子等一年生禾草。近年来，随着饲草产业布局不断优化，

饲草谷子年均种植面积 10万亩以上，产草量每亩在 300-500公

斤。可解决我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肉牛、滩羊产业因受降

雨条件限制，优质饲草短缺等问题。同时，提高我区饲草本地

化率和优质化率，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规范、引领我区旱作

区饲草谷子生产高水平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 2023年宁夏地方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宁市监发[2023]176号）要求，由宁夏

畜牧工作站承担《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

（一）试行及推广阶段

近年来，我区引进多个国内优质饲草谷子品种，在中南部

干旱带地区开展了饲草谷子品种引进栽培试验，筛选了多个优

质品种进行推广种植。2022 年，开展了富谷 1 号、张青谷、

GW361、晋谷 40等 4个饲草谷子品种筛选试验。干草产量均在

300-500公斤/亩以上，鲜草营养成分测定结果如下：

测定品种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灰分%
富谷 1号 89.19 5.35 0.91 9.67
张青谷 92.36 5.94 1.02 8.78
GW361 91.43 6.65 1.05 10.35
晋谷 40 90.74 5.73 0.95 9.82

（二）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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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对旱地饲草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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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初稿，经过讨论形成了工作组

讨论稿。

（三）征求意见及意见汇总

《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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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对象确定为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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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饲草谷子种植技术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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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30日，河北出台地方标准《饲草谷

子种植技术规程》（DB13/T 2427-2016）；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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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出台地方标准《农牧交错区饲草谷子栽培技术规程》

（DB15/T 1941-2020）及《复种饲草谷子栽培技术规程》（DB15/T

194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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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草谷子生产技术领域尚属空白。因此迫

切需要制定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以指导宁夏饲草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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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目标区域的草谷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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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对饲草谷子进行详细的定义和说明，以便对

饲草谷子生产技术的理解。

主要参数。本文件通过多年试验示范，确定饲草谷子品种

选择、种子处理、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收获和贮藏，

技术参数主要依据实践经验总结。

试验验证。近年来，自治区畜牧工作站以中部干旱带和南

部山区为重点，开展饲草谷子品种筛选试验示范。

通过大田试验，采用方差分析法对饲草谷子 4 个不同品种

株高、穗长、穗重、出谷率、产量等农艺性状进行比较分析，

并对各处理的营养品质含量及产量和营养品质指标的综合分析

结果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饲草谷子在宁夏旱作地区适宜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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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时期为抽穗后扬花期，株高范围在 121cm-163cm之间，穗长

在 20.5cm-22.5cm 之间，穗重 12.47g-16.57g，平均出谷率为

56.1%，亩产干草 300-500公斤。粗蛋白含量在 5.35%-6.65%之

间、粗脂肪含量 0.91%-1.05%之间，纤维含量较低且中性洗涤纤

维含量适中，综合性状良好，适合饲喂牛羊等反刍动物。

近年来，饲草谷子发展迅速，年均种植面积 10万亩以上，

以中南部干旱带为重点，促进旱作区优质饲草快速高效发展。

制订本标准的相关技术环节均来源于我区饲草谷子示范基地生

产一线，经过了大田试验及实际应用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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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化文件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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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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饲草谷子生产技术规程》编写组

2023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