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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苜蓿生产区划
＊

邓　芸,曹　宏,章会玲

(甘肃省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为了因地制宜地指导和规划苜蓿生产,根据庆阳市所处地理位置 、气候类型特征 、苜蓿的生物学特性以及生

产现状,将全市划分为北部丘陵沟壑苜蓿区 、中部残塬沟壑苜蓿区 、南部高原沟壑苜蓿区 3 个生态区域,对每个区

域的农业资源 、发展方向及措施提出了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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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蓿为多年生豆科草本植物, 它不但是家畜的

优等饲料, 而且还具有抗旱 、耐盐碱 、固氮改土 、保

持水土等作用。庆阳市苜蓿种植历史悠久,汉代即

开始种植 。90年代以来,苜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截止 2006 年, 全市苜蓿累计留存面积达 20 万

hm
2
,在庆阳市草畜产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 。

在庆阳市苜蓿产业化进程中, 目前还存在着品

种混杂退化, 引种盲目, 布局不合理;栽培技术落

后,苜蓿单产水平不高;种植年限过长, 刈割利用不

科学;病虫草鼠害严重 、产量和效益比较低等问题 。

为了因地制宜地指导和规范化苜蓿生产,我们在庆

阳市农业区划〔1〕的基础上, 根据苜蓿的生物学特

性 、生产现状及当地科学试验结果, 划分为 3 个苜

蓿生态区域,对各区的农业资源 、苜蓿生产的有利

条件和限制因素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发展方向和发

展措施。

1　北部丘陵沟壑苜蓿区

1.1　农业资源及其评价

该区位于庆阳市西北部, 包括环县中北部和华

池北部。土地面积 87万 hm2 , 占全区总土地面积

的 31.94%,其中耕地面积 2.3万 hm2 ,草地 59万

hm
2
。该区土地资源丰富, 人均土地 3.4hm

2
、耕地

面积 0.7hm2 、草地面积 2.3hm2 。全年平均气温 6

～ 7℃,无霜期 123d,光 、热资源基本可满足一季作

物所需 。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 一是降雨量少, 平

均年降雨量 400mm 左右, 且年际间 、季节间分布

不均,十年九旱。二是丘陵起伏 、沟壑纵横,土壤水

蚀 、风蚀沙化严重。三是土壤贫瘠, 农作物产量低

而不稳。

1.2　苜蓿生产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

该区土地面积广阔,草地面积大, 具有发展苜

蓿生产的广阔空间 。光 、热资源基本可以满足苜蓿

生产的需要。养殖业发达,苜蓿生产历史悠久。但

降水量少 、土壤贫瘠,苜蓿产量低 。同时,由于山高

坡陡 、田块较小 、交通不便 、苜蓿生产机械化 、商品

化难以实现。

1.3　发展方向

以生态建设和发展畜牧业为主,以荒山荒坡为

空间,扩大种植面积;以发展畜牧业为基础,自种自

用;以保持水土为目标, 实行多种方式种植 。

1.4　发展措施

1.4.1　科学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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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区耕地面积少, 草地面积大, 因此应将

开发利用荒山 、荒坡种植苜蓿为重点, 以扩大种植

面积来提高苜蓿总产量。其次,在坡耕地边种植苜

蓿草埂,在保护耕地,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充分利

用边际效应,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苜蓿产量。

1.4.2　选用抗寒 、抗旱 、耐瘠的苜蓿品种

该区适宜的苜蓿品种有陇东苜蓿 、甘农 1号 、

新疆苜蓿 、牧歌 、苜蓿王等,要求品种的休眠等级为

2 ～ 3级
〔2〕
。

1.4.3　提早秋播,保苗安全越冬

由于该区秋季一般是全年降水最多的季节,且

早霜出现时间早,应在 7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播种,

确保在越冬前有 40 ～ 45d 的生长期, 以便安全

越冬 。

1.4.4饲喂家畜, 适当加工

该区畜牧业发展规模较大,苜蓿利用应以青饲

喂养,干草贮存喂养为主 。在产草量比较大的中心

区域建立集中的加工基地, 实行多点收购, 进行草

捆和草粉的加工生产 。

2　中部残塬沟壑苜蓿区

2.1　农业资源及其评价

该区位于庆阳市中部, 包括环县县城以南 、华

池的中西部 、庆城和镇原的全部 、以及西峰区的西

部。该区属残塬沟壑区, 土地面积 72.8万 hm
2
,其

中耕地面积 22.8万 hm
2
,草地 32万 hm

2
。该区土

壤类型多样,光照充足 、热量丰富,全年平均气温 7

～ 9.4℃, 无霜期 120 ～ 150d, 年降水量 400 ～

500mm,旱灾频繁,植被稀疏。

2.2　苜蓿生产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

该区光 、热资源丰富,水资源基本可以满足苜

蓿生产的需要。耕地和草地面积较大, 具有大力发

展苜蓿生产的场所。实行农牧结合 、农林结合,可

以使苜蓿生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但旱灾频繁,

土壤水蚀严重, 土壤肥力低,农业结构不合理 。

2.3　发展方向

将苜蓿就地转化养畜与生产种子同步开发,发

展种草养畜规模户, 提高苜蓿的综合效益。以草地

和坡耕地为主, 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产量;粮草结

合 、林草结合,用地养地,保持水土 。

2.4　发展措施

2.4.1　科学布局

由于该区耕地面积 、草地面积比较大, 因此应

以草地和坡耕地种植苜蓿为重点, 实行草粮轮作 、

林草间作,在坡耕地边种植苜蓿草埂,扩大种植面

积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提高苜蓿总产量。

2.4.2　选用抗旱 、耐瘠的苜蓿品种

该区适宜的苜蓿品种有甘农 1 号 、苜蓿王 、金

皇后 、三得利 、陇东苜蓿 、新疆苜蓿 、巨人等品种, 要

求休眠等级为 3 ～ 4级。

2.4.3　适期秋播, 苗齐 、苗全

由于该区秋季一般是全年降水最多的季节, 在

春播 、夏播 、秋播 3个时期, 选择秋播为好。应在 8

月上 、中旬播种,力保全苗 、齐苗。

2.4.4　建立种子生产基地

选择通风良好 、光照充足 、土层深厚 、肥力适

中 、杂草较少的地块作为种子田,进行苜蓿种子生

产, 逐步形成生产—清选 —包装—销售一体化体

系, 成为陇东地区的苜蓿种子生产 、加工基地。

2.4.5　就地转化 、养殖增效

该区苜蓿利用应以发展养殖业, 进行青饲 、干

草调制 、青贮喂养为主, 实现就地转化,提高苜蓿的

直接和间接效益。

3　南部高原沟壑苜蓿区

3.1　农业资源及其评价

该区位于庆阳市南部,包括西峰区的中东部 、

合水的中西部,以及宁县和正宁大部(除子午岭以

外) 。土地面积 53.3 万 hm
2
, 其中耕地面积 38.5

万 hm
2
。该区光热充足 、全年平均气温 8 ～ 10℃,

无霜期 140 ～ 160d,年降水量 500 ～ 600 mm, 自然

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较好 。

3.2　苜蓿生产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

该区光 、热资源丰富, 水资源可以满足作物二

年三熟的需要, 苜蓿生长速度快 、产草量高。耕地

集中 、交通方便 、贸易活跃,具有发展苜蓿商品生产

的有利条件。限制因素是土地面积较小,草粮争地

矛盾比较突出 。 (下转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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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广普及适用技术

长期以来由于受经费不足的影响, 科技人员为

农牧民一线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许

多草业适用增产技术难以做到深入民心, 科技推

广 、普及程度很低。今后要在努力建成一支技术过

硬,服务意识浓厚的科技服务队的基础上, 把种草

及收贮 、青贮 、配套草库仑建设等几项关键技术环

节的技术推广普及工作落到实处。使之成为舍饲

情况下,饲草料的重要来源,以缓解草场压力,同时

增强农牧民抗灾 、防灾的能力 。

3.4　建立草原有害生物预警监测体系

建立健全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体系是全区

草原保护建设和牧区 、农牧民生产经济的迫切需

要。由于草原生态的恶化,近几年全国范围内出现

了草原鼠虫害, 鄂尔多斯草原是草原鼠虫害的多发

区 、重发区, 2000年以来草原鼠虫害严重危害面积

平均每年有 66.7 多万 hm2 , 我市“十五”期间草原

虫害累计危害面积 384.1万 hm
2
,其中蝗虫危害面

积共计 121.8万 hm2 。草原害虫发生的特点之一

是具有突发性和扩散性, 使得虫害防治的关键更在

于防,为摆脱应急防治的被动局面, 提高预测预报

水平是草原鼠虫害防治的关键:建立健全草原有害

生物监测预警体系, 以期提高草原害情的测报水

平, 实现主动防灾,是草原监测预警与监管草原的

重要依据,在实现草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是草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把草原鼠 、虫 、毒

草 、病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从而

推进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

经过几年的努力,鄂尔多斯市草原生态持续恶

化的态势己得到有效控制,初步形成了“整体遏制 、

局部好转”的局面, 但是,由于自然气候特点及经济

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决定了草原生态状

况的脆弱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草原生态建设还

任重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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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展方向

实行规模化 、集约化种植,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为突破口,提高苜蓿草的质量和总产量;进行苜

蓿草产品的生产 、加工 、销售, 形成产业化生产模

式,发展苜蓿商品贸易。

3.4　发展措施

3.4.1　选用优质 、高产的苜蓿品种

该区适宜的苜蓿品种有甘农 1号 、新疆苜蓿 、

苜蓿王 、皇冠 、大富豪和陇东苜蓿等品种,要求品种

的休眠等级为 3 ～ 4级。

3.4.2　合理刈割,增加产量

由于该区适宜苜蓿生长的时期较长,一般可以

收获 2 ～ 3茬鲜草,如果加强田间管理, 每茬提早收

获 3 ～ 5d, 就可以增加一茬苜蓿的收获, 增加产量

和效益。

3.4.3　建立商品草生产基地

该区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奶牛 、肉牛生产初

具规模。因此应在抓好养殖业的基础上,扩大优质

高产苜蓿的种植面积, 积极支持草畜企业基地建

设, 解决目前存在的原料不足问题,并扶持企业开

展商品草的加工 、收购和销售工作,确保企业盈利 、

农民增收 、环境改善 。

附:庆阳市苜蓿生产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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