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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庆阳市为例 ,分析了陇东地区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优势 ,提出加快

产业化发展的对策是高度重视种子工程建设 、提高苜蓿产量和品质、开发陇东苜蓿品牌系列产品、加大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和加强科研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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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ake Qingyang city fo r instance, the paper has analysed the curr ent situa tion, existing problem and the ad-
vantages o f alfalfa industrializa tion development in Longdong a rea and put fo rwa rd th e str ateg es to speeding up industrial-

ization development: paying mo re at tention to seed pro ject contruction o f alfalfa, increasing yield and improving product quali-
ty of alfalfa , developing Longdong a rea se rial brands of alfa lfa products, streng thening the bring along effect of leading enter-
prise and scientific resear ch and ex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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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 iva L. )为豆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 ,不但是产量高、品质好、营养丰富、适口性

好的优等饲料 ,而且还具有抗旱、耐盐碱、固氮改土、
保持水土等作用。陇东地区包括我省庆阳市全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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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步伐。
3. 2　强化农业投入品市场监管 ,控制农产品污染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经常性的打假、扶优、护农活

动 ,加大对农药、化肥等的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力
度 ,全面普及安全用药和科学施肥技术 ,运用先进的
检测手段 ,加强对农药、化肥等的残留检测 ,下功夫
解决农产品的外源污染问题。
3. 3　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 ,推进市场准
入制度

目前市、县 (区 )两级检测机构已挂牌成立或通
过计量认证 ,要抓紧配备仪器设备 ,强化技术培训 ,
提高检测能力 ,扩大检测范围。在做好正常检测工作
的前提下 ,建议在重点乡镇、大型龙头加工企业、批
发零售市场、长年贩运农产品的合作组织及专业大
户、农产品超市建立监测点 ,帮助配备速测仪 ,指导
实施现场监测。重点在甘州区南关批发市场、高台巷
道批发市场、民乐大蒜批发零售市场和山丹高新农
业节水示范园区建立检测站点 ,培训和配备检测人
员 ,开展重点监测 ,尽快形成一个从田间到市场、从
产品到商品的各个环节都能实施监控的质量安全监
测网络。
3. 4　加快无公害农产品标志使用进程 ,培育农产品
品牌

以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定、产品认证
和标志使用进程为基础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积极

推行 GM P、 HACCP、 ISO9000、 ISO14000系列标准
认证和管理工作 ,力争 3～ 5 a内全市认证 60种无
公害农产品 ,无公害标志使用率达到 95%以上 ,大
力培育具有市场前景的名牌产品 ;同时加快发展绿
色食品 ,因地制宜地发展有机农产品 ,全方位提高农
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3. 5　强化服务功能 ,建立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体系

在市、县 (区 )、乡 (镇 )和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
集中生产基地、重点企业建立专门的信息工作机构 ,
配备现代信息设备和专职信息人员 ,建成与部、省业
务部门和相关部门高度连接的信息互联网络 ,加强
信息收集、整理、反馈和应用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提供全程化信息服务。
3. 6　进一步做大做强销售龙头企业 ,创建市场营销
体系

应大力发展农产品储藏、保鲜和加工企业 ,扶持
和发展现有的天森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甘
绿脱水蔬菜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嘉禾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甘肃隆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等加工龙
头企业及康源蔬菜运销协会 ,建立健全农产品营销
体系 ,通过公司联系基地、基地带动农户的办法 ,促
进无公害农业发展 ,提高无公害农业的商品化水平。

(本文责编:刘润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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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的大部分地区种植紫花苜蓿已有 2 000多年

的历史 ,并且通过长期的繁殖培育 ,形成了著名的国
产优质紫花苜蓿品种—— 陇东苜蓿

[ 1～ 2]
。但由于自

然经济条件等原因 ,陇东地区紫花苜蓿的种植区域
主要在庆阳市 ,据统计 ,庆阳市 1986年人工种草面
积 20. 72万 hm

2 ,其中紫花苜蓿 12. 37万 hm
2 ,占种

草面积的 59. 7% ,占全省面积的 30%左右
[3～ 4 ]

。
2002年以来 ,庆阳市政府把发展苜蓿草产业作为畜
牧强市、发展当地经济的首要任务和支柱产业之一 ,

经过 3 a的努力 ,苜蓿产业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随
着 2004年国家粮食政策的调整 ,苜蓿生产出现了徘

徊局面。因此 ,探讨陇东地区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的
问题和思路 ,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养畜业、改善生
态环境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
略意义。
1　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取得的成绩
1. 1　苜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2002年人工种草面积 12. 00万 hm
2
,其中紫花

苜蓿 11. 67万 hm
2
,占种草面积的 97. 3% ; 2004年

人工种草 8. 77万 hm
2 ,其中紫花苜蓿 6. 00万 hm

2 ,

占种草面积 68. 7% 。到 2005年 6月底 ,全市已种植

紫花苜蓿 1. 30万 hm
2
,累计留存面积已达到 26. 97

万 hm2 ,其中耕地留存 5. 70万 hm2。
1. 2　苜蓿品种得到了较大幅度更换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李琪等在西峰曾进行了苜

蓿引种试验 ,从中筛选出了 20份优良品种 ,但在生

产上并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
[5 ]
。 1999年前 ,当地主

要还是以陇东苜蓿为主 ,占播种面积的 90%以上。
到 2005年 6月 ,全市已引进新品种 50多个 ,占近 3

a总播种面积的 60% ,其中国外品种主要有三得利、
德宝、金皇后、苜蓿王、巨人、牧歌等 ,国产品种主要
有甘农 1号、甘农 3号等。
1. 3　苜蓿草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壮大

2000年前 ,全市无一家企业落户 ,到 2005年 6

月 ,已建成投产的苜蓿草产品加工企业有华池通达、
陇东克劳沃等 5家 ,正在建设的有宁县绿鑫等 3家
企业 ,建成后生产能力将达到 30万 t。
1. 4　苜蓿产业基地布局基本完成
全市在 8个草产品加工企业周围及董志塬、早

胜塬、平泉塬、曲子、悦乐、二蒋川等区域交通沿线的
40个乡镇 ,已建成苜蓿草产品加工原料基地 4 600

hm
2 ,进行苜蓿产品商品生产 ,其中 66. 67 hm

2的草

带 44处 , 6. 67 hm
2
的草带 123处。

2　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 1　苜蓿单产水平低
据报道 ,美国的苜蓿干草产量为 22. 0～ 64. 8 t /

hm
2
,我国干草产量一般为 4. 5～ 7. 5 t /hm

2
,近年在

河北省南皮、东光每年春灌 1次 ,年收 4茬 ,干草产
量可达 28. 5 t /hm

2。 而据我们于 2003- 2004年调
查 ,全市 2～ 8龄的陇东紫花苜蓿年产干草量平均只

有 1. 38～ 6. 53 t /hm
2
。 其中 ,宁县川地为 2. 70～

7. 50 t /hm
2 ,西峰原地为 1. 10～ 6. 50 t /hm

2 ,环县山

地产 0. 40～ 5. 60 t /hm
2
,产量偏低。

2. 2　种植年限过长 ,刈割利用不科学
紫花苜蓿产草量当地一般以 3～ 7 a最高 ,每年

可收 2～ 3茬 ,孕蕾期刈割最好 ,最后一次刈割应在

入冬前 30 d结束 ,留茬高度应在 10～ 15 cm。但受传
统习惯影响 ,当地栽培年限大多超过 8 a,有的达
15～ 20 a,收割偏晚甚至到终花期 ,留茬高度只有
1～ 2 cm ,最后一次还随意放牧 ,致使产量和品质严
重下降 ,苜蓿草和土地的利用率低。
2. 3　种植品种盲目性大 ,基地建设不规范
根据我们试验 ,近年引进的一些国外品种 ,相当

一部分抗逆性不如甘农系列、新疆苜蓿和陇东苜蓿
等国内品种 ,而且区内南北产量差异很大 ,但各地多
数不经过试验 ,就由政府下令盲目大面积的种植 ,出
现了大面积越冬死亡和撂荒翻种的惨痛教训 ,严重

影响了农民的种草积极性。同时一些种子繁殖基地 ,

由于没有实行严格的专业化生产和管理 ,不仅面积
小 ,种子单产低 ( 300 kg /hm2左右 ) ,而且种子的净
度和发芽率低、质量差。
2. 4　缺乏精深加工企业 ,苜蓿产品特色不突出

现有企业加工主要产品为苜蓿草捆 ,还没有生
产草粉、草颗粒、苜蓿叶蛋白、苜蓿饲料等产品 ,经济
效益差。 农民对苜蓿的利用也主要以青饲料或越冬
干草饲料为主 ,没有广泛进行青贮饲料、氨化饲料和
配合饲料的利用 ,更没有把传统的苜蓿芽等保健食
品开发出来 ,因此 ,还没有真正培育形成能够占领市

场的龙头企业和优势品牌。
3　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的前景分析
3. 1　政策优势
草产业属于我国目前重点发展的产业 ,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重点之一是大力发展草畜产业 [6～ 7 ]。 任
继周院士认为 ,甘肃的种植业结构要调整 ,陇东地区
应该在谷物自给的基础上 ,拿出农田的 20%种草 ,

以生产牧草饲料为主 ,建立以陇东为中心的我国黄
土高原巨型畜牧业基地 [8 ]。 2003年甘肃省政府把草

产业列为振兴我省农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同年
庆阳市政府也明确提出了实施“ 2345草畜强市”战
略 ,该战略的实施将促进紫花苜蓿种植及其产业化
的发展。
3. 2　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苜蓿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 ,其国

际市场售价 1 200～ 1 500元 /t ,国内售价 800～
1 000元 / t ,国外年需苜蓿产品 1 000万 t ,日本、韩
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需 300万 t ,但主要从美
国、加拿大进口 ,费用昂贵 [1, 6 ]。陇东山地种植紫花苜
蓿可收入 5 850～ 12 000元 /hm

2
,价格比玉米高

20. 0%左右 [4, 9 ]。 近几年在河西酒泉、中部景泰等地
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集苜蓿生产、饲草饲料加工和科
技示范园区为一体的草畜大型加工企业 ,年产苜蓿

草产品可达 15万 t,陇东地区可借助这些企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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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内的畜牧养殖业需求做后盾 ,迅速扩大苜蓿产

业化市场。
3. 3　自然资源优势
陇东地区属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候 ,传统种植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差 ,经济效益低下 ,

种粮土地比例不宜过大 ,但光能资源充足 ,冷热干湿
具备 ,土层深厚 ,土质疏松 ,适合于紫花苜蓿等牧草
的生长。同时 ,在长期的畜牧业发展中 ,形成了陇东
紫花苜蓿、早胜牛、庆阳驴、环县滩羊、陇东黑山羊等
地方名优草畜良种 [10 ]。近年又引进了优良牧草以及
小尾寒羊、黑白奶牛等家畜良种。因此 ,在当地大力

发展紫花苜蓿草畜产业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3. 4　较扎实的产业化基础
庆阳市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北部等县 (区 ) ,通过

近 3 a草畜项目的全面带动 ,已明显形成了以紫花
苜蓿为主的草畜产业区域优势 ,不仅在面积和品种
更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且 1 /3的加工企业已具
有了年生产 100 t苜蓿草产品的能力 , 并在省内外
具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庆阳市紫花苜蓿产业化的
发展 ,已由以面积扩大、企业落户为主的艰难起步阶
段进入了以提高生产水平、争取质量效益的稳步发
展的关键阶段。
4　陇东地区苜蓿产业发展对策
4. 1　高度重视苜蓿种子工程
首先 ,应积极引进优良品种 ,进行品比试验、区

域试验和生产示范 ,筛选适合不同生态区种植的优
良品种。其次 ,应对陇东苜蓿进行提纯复壮和改良 ,

确保这一著名品牌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扩大应用和
延续。 第三 ,应进一步加大优质种子生产基地建设 ,

落实土地、人员、机械、经费和技术标准 ,切实保证优
质优价苜蓿种子的供应。
4. 2　提高苜蓿产量和品质
苜蓿的高产和优质直接关系到农民和企业的效

益 ,但大多数农民对苜蓿生产的认识仍停留在几十
年前的水平上 ,现代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在苜蓿上的
应用远远落后于粮食等作物。因此 ,要总结和制定生
产技术规程 ,加强苜蓿生产中轮作倒茬、播种施肥、
中耕锄草、抗旱灌溉、病虫害防治、刈割利用等技术
的推广应用 ,切实提高苜蓿的产量和品质 ,保证丰产
丰收。
4. 3　开发陇东苜蓿系列产品
应根据市场需要和当地生产特点 ,选择苜蓿草

加工项目和类型。 一般来说 ,奶牛、肉牛市场喜欢草
捆、草块 ,近距离运输以大型圆草捆为好 ,远距离运
输则选择大型或小型高密度方草捆、草块为好 ,草颗
粒的利用以猪、羊、禽为主 ,奶牛也可以利用。因此 ,

在陇东北部山区 ,养羊业发达 ,产草量低 ,应以生产
开发草粉为主 ;中南部川原区 ,奶牛、肉牛、猪、禽等
养殖业发达 ,产草量高 ,应以生产优质草捆、高档草
块为主。同时应大力开发苜蓿混合饲料或单一饲料 ,

推广苜蓿青贮、半青贮饲料喂养 ,将苜蓿草产业首先

定位于当地的畜牧养殖业的大力发展上。从长远考
虑 ,要积极合作攻关 ,研制开发苜蓿保健食品、苜蓿
蔬菜、苜蓿药品和苜蓿叶蛋白等产品。
4. 4　加大龙头企业建设力度 ,发挥带动作用
龙头企业建设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 ,以生态效益为基础 ,以技术指导和资金投入
为保证 ,以带动当地牧畜养殖业为目标 ,合理利用和
开发草资源和农田资源。 按照 “企业+ 科研单位+

农户”的产业化模式 ,把草畜产业作为当地农牧业高
效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 ,绝不能只停留在招商引
资阶段或半途而废。在现阶段 ,必须严格控制新上企

业和项目 ,以陇东克劳沃和华池通达草业公司等为
龙头 ,加大企业的资金、设备 ,特别是人才的投资力
度 ,扩大生产规模 ,提升产品质量 ,以加工和销售扩
展市场 ,带动农民共同发展。
4. 5　加强人才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
要积极吸收和依托省内外现有的草原、畜牧、农

学、种子、加工等行业的技术人员 ,依托当地大专院
校和科技单位 ,建立陇东黄土高原草畜产品开发研
究中心和草畜产业协会 ,负责有关科学研究、人员培
训、技术推广、生产优化、生态监测等任务。各级政府
要加大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和
支持科技人员采用外出进修、短期培训、现场指导、
人员包干、效益提成等形式 ,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技
术推广 ,促进陇东地区紫花苜蓿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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