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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的营养、饲喂方式及其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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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论 述 了 苜 蓿 的 营 养 价 值 、饲 喂 方 式 及 在 畜 禽 中 的 应 用 效 果 。苜 蓿 作 为 营 养 均 衡 、全 面 的 优 质 饲 料 ,

符 合 我 国 畜 牧 业 的 发 展 要 求 , 值 得 广 泛 推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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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of Alfa lfa , Feeding Mode and Its Utiliza tion in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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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Alfalfa is high quality nutrition- balanced forage. Its nutritional value, feeding mode, applied effect in

livestock was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Alfalfa, as high quality forage, meet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ockbreeding. So it is worth spread broa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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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 蓿 一 般 是 指 紫 花 苜 蓿 (medicago sativa L.),

系 豆 科 一 年 生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原 产 近 东 、中

亚、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等地。其栽

培历史悠久 , 是世界上种植面积较大的一种豆科

牧草。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全世界苜蓿的种植面积

约 为 3 300 万 hm2。 我 国 种 植 苜 蓿 分 布 于 全 国 14

个 省 区 , 总 面 积 为 133 万 hm2, 在 华 北 、西 北 和 东

北地区几个较大型的苜蓿种植农场已初具规模。

1 苜蓿的营养价值

W.A.Henry 早 在 1898 就 指 出 ,“ 对 于 家 畜 来

说 , 没有任何一种粗饲料能比得上优良的苜蓿干

草更适合它们的口味”。苜蓿干草长时间以来被认

为是一种标准的牛饲料 , 目前还在广泛的应用。苜

蓿的营养价值很高 , 其营养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

①粗蛋白含量高。初花期刈割的苜蓿 , 粗蛋白含量

为 16% ～22% , 一般为 18% 左右。②粗纤维含量

为 17.2% ～40 .6% , 一 般 为 25.0% 左 右 , 故 苜 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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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草属于粗饲料。但苜蓿中粗纤维可消化成分比

例大 , 属优质纤维饲料。③所含蛋白质品质优良 ,

氨基酸组成与乳清粉接近 , 仅次于鱼粉 ; 富含赖氨

酸 , 赖氨酸含量高达 1.06%～1.38%, 较玉米高 4～5

倍 , 有利于平衡谷物饲料中赖氨酸的不足。④富含

维 生 素 , 特 别 是 叶 酸 、维 生 素 K、维 生 素 E 和 维 生

素 B12。⑤富含矿物质 , 如磷、钙、铜、铁、锰和锌等。

⑥含异黄酮类物质及多种未知生长因子 [1]。

1.1 苜蓿的粗蛋白质含量及其营养

研究表明 , 苜蓿蛋白质含有 20 多种氨基酸 , 包

括人和动物全部必需氨基酸和一些稀有氨基酸 , 如

瓜氨酸、刀豆氨酸等[2]。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均以苜蓿

生长的幼嫩阶段(萌发期)最高 , 而以成熟期(盛花期)

最低。苜蓿还含有大量可供反刍家畜利用的非蛋白

氮(游离氨基酸、肽、酚胺、嘌呤、嘧啶和生物碱等)约

占苜蓿总氮量的 33%。非蛋白氮对非反刍动物家畜

利用价值不高 , 但能被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很好的

利用。青贮后的苜蓿有大量的蛋白质水解为氨基

酸, 其非蛋白氮含量可高达 50%以上[3]。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生长于高温条件下的牧草 ,

其各种氨基酸的百分率都可达到很高。苜蓿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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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 , 适宜生长的条件也不同 , 其蛋白质含量往

往有一定的差异。粗蛋白含量的高低是反映饲草

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

1.2 苜蓿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糖、淀粉、果胶、半纤维素和纤维素

等)是一类重要的能量营养素。在动物日粮中占一半

以上。在可消化干物质水平基本相同时, 家畜对禾本

科牧草的采食量及其日增重都较苜蓿低, 这是因为

禾本科牧草的可消化养分多来自纤维的消化, 其吸

收过程比可溶性养分慢, 而苜蓿的进食、消化和吸收

过程较快。所以家畜每天从苜蓿中获得的可消化养

分要更多一些。苜蓿的中性洗涤纤维含量低, 而且发

酵率较高, 所以家畜对苜蓿的采食量高。

1.3 苜蓿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苜蓿草中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绿素、胡萝卜

素 和 纤 维 素 E、维 生 素 C、维 生 素 K、维 生 素 B, 及

钙、磷、铁、镁等矿物质元素等多种营养物质 , 其中

钙含量高达 1.50%~1.90%。因此苜蓿草产品具有

不添加人工色素、无异味 , 高蛋白含量 , 低脂肪、低

糖的特点 , 是反刍动物理想的粗饲料。

1.4 苜蓿的皂甙

苜蓿中皂甙含量为 2%～3%, 研究表明 , 食入

的苜蓿皂甙同胆固醇形成的复合物 , 有助于降低

动物血清胆固醇含量 [4]。用苜蓿皂甙喂猴子发现 ,

苜蓿皂甙能够降低血清中的胆固醇含量却不改变

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 , 降低了肠道内胆固醇的吸

收 , 增加了粪中内源性和外源性中性固醇和胆酸

的排泄量 , 降低了脱氧胆酸和石胆酸的排泄量。试

验结果也表明 , 适量的苜蓿皂甙对肉仔鸡生产性

能、胴体品质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1.5 苜蓿的异黄酮

异黄酮是植物雌激素的一种 , 具有类雌激素

作用。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异黄酮植物雌激素具

有 抗 癌 、促 进 动 物 生 长 、增 强 机 体 免 疫 力 , 提 高 动

物泌乳、增加产蛋量等生理作用。另有试验表明 ,

异黄酮还具有强心、抗缺氧、提高机体免疫机能和

抑制性激素依赖性肿瘤生长的作用。

2 苜蓿的饲喂方式和方法

苜蓿可以作为家畜的单一饲粮、主要饲粮成

分或蛋白质补充饲料。苜蓿的利用方式主要有放

牧 、青 饲 、青 贮 、刈 割 调 制 干 草 、加 工 草 粉 、草 块 和

草颗粒等形式。

2.1 放牧

放牧是一种最便利的苜蓿利用方式。苜蓿的

适口性很好 , 家畜在田间采食 , 苜蓿直接转化为动

物产品 , 利用成本极低 , 但这种利用方式不能限制

家畜的采食行为及采食量 , 常因采食量过大而引

起家畜胀气死亡。

2.2 青饲

青饲是饲喂畜禽最为普通的一种方法 , 但 应

注意苜蓿的最佳收割时间 , 不同生长阶段影响紫

花苜蓿的营养价值。紫花苜蓿的营养成分与收获

时期关系很大 , 苜蓿在生长阶段含水量较高 , 但随

着生长阶段的延长 , 干物质含量逐渐增加 , 蛋白质

含量逐渐减少 , 粗纤维则显著增加 , 纤维的木质化

加重。收割过晚 , 收获虽高 , 茎的总量增加 , 叶茎比

变小 , 营养成分明显改变 , 饲用价值下降。

由于苜蓿含水量大 , 猪禽青饲时应注意补 充

能量和蛋白质饲料 , 反刍家畜多食后易产生膨胀

病 , 一般与禾木科牧草搭配使用 [5]。

2.3 青贮

苜 蓿 青 贮 或 半 干 青 贮 , 养 分 损 失 小 , 具 有 青

绿 饲 料 的 营 养 特 点 , 适 口 性 好 , 消 化 率 高 , 能 长 期

保存 , 目前畜牧业发达国家大都以干草为重点的

调制方式向青贮利用方式转变。主要采用以下几

种青贮方式。

2.3.1 半干青贮

国 外 普 遍 采 用 青 贮 塔 进 行 半 干 青 贮 保 存 苜

蓿 , 青贮塔造价较高 , 我国一般采用青贮窑贮存苜

蓿 , 无 论 采 用 哪 种 方 式 , 首 先 使 苜 蓿 迅 速 风 干 , 使

含 水 量 降 到 40% ～50% 再 进 行 青 贮 , 这 种 青 贮 料

兼有干草和青贮的优点。

2.3.2 加甲酸青贮

这是近年来国外推广的一种方法。方法是每吨

青贮原料加 85% ～90% 甲酸 2.8～3 kg, 分层喷洒。

甲酸在青贮和瘤胃消化过程中, 能分解成对家畜无

毒的 CO2 和 CH4, 并且甲酸本身也可被家畜吸收利

用 , 用这种青贮料饲喂乳用犊牛 , 平均日增重达

0.757～0.817 kg, 比普通青贮料增重提高近 1 倍。

2.3.3 拉伸膜青贮技术

这是近年来国外采用的一种新方法 , 全部 机

械化作业。操作程序为 : 割草—打捆—出草捆—缠

绕拉伸膜。其优点主要是不受天气变化影响 , 保存

时间长 , 一般可存放 3～5 年 , 使用方便。

2.4 调制干草

苜蓿调制干草的方法很多, 主要有自然干燥法、

人工干燥法等。但苜蓿干草的质量和营养价值取决

于其调制方式和技术。苜蓿的含水量较高, 如果堆放

翻晒不合理或受潮、雨淋等 , 苜蓿会发霉 , 严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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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营养价值和适口性。苜蓿叶片是富含蛋白质的组

织, 但它的干燥速度远比茎秆快, 在翻晒过程中极易

脱落, 使干草中的蛋白质含量大幅度下降。因此, 在

晒制干草过程中, 要注意防霉和雨淋。

2.5 苜蓿草粉和颗粒饲料

在大量种植苜蓿的地区 , 采用专门的饲料加

工机械将苜蓿加工成草粉、苜蓿草颗粒和苜蓿草

块等产品。这种饲料产品含蛋白质、能量、可消化

纤 维 、钙 、胆 碱 、胡 萝 卜 素 、碘 、钾 、硫 、赖 氨 酸 丰

富。作为饲料原料 , 苜蓿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加

工过程中 , 如适量添加高能值的饲料如玉米、油籽

饼等及其它一些饲料添加剂 , 则可成为全价配合

饲料。苜蓿草粉及颗粒饲料的加工、贮藏、运输及

饲喂管理等都较便利 , 投入产出比高 , 工业化开发

利用的前景极为广阔。

3 苜蓿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3.1 苜蓿在牛、羊中的应用效果

David A.Christensen and M.I.Cochran (1983)

分 别 以 50% 苜 蓿 干 草 和 50% 精 料 以 及 50% 燕 麦

青 贮 和 50% 精 料 两 种 日 粮 类 型 为 基 础 用 人 工 干

燥 干 草 替 代 等 量 的 精 料 进 行 奶 牛 饲 喂 试 验 , 替 代

量分别为 0 kg、3 kg 和 6 kg。结果表明 , 随苜蓿干

草替代量的增加 , 4%乳脂率产奶量增 加 , 同 时 饲

料 干 物 质 采 食 量 增 加 。 试 验 得 出 , 人 工 干 燥 苜 蓿

干草替代 奶 牛 精 料 可 以 达 到 5.5 kg, 约 占 总 日 粮

干 物 质 的 25%[8]。 李 胜 利 用 优 质 苜 蓿 作 为 高 产 奶

牛的粗饲料 , 研究对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

牛 奶 日 产 量 增 加 3.2 kg, 乳 脂 率 提 高 9.7% , 乳 蛋

白率提高 3.8%[7]。王运亨(2000)用2.5 kg苜蓿干草

取 代2.5 kg羊 草 饲 喂 奶 牛 , 牛 奶 产 量 有 了 显 著 的

提 高 , 乳 成 分 也 得 到 了 改 善 , 每 头 每 日 纯 增 效 益

3.68元 [6]。 由 此 可 见 , 苜 蓿 可 以 替 代 部 分 精 料 、可

以 替 代 部 分 劣 质 粗 饲 料 、也 可 以 作 为 优 质 的 粗 饲

料添加。无论以哪种形式都不同程度的提高奶牛

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苜蓿将在奶牛畜牧业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

李 治 强 用 苜 蓿 干 草 育 肥 小 尾 寒 羊 试 验 中 , 试

验 组 平 均 增 重 179.7 g, 比 对 照 组 高 81.87 g, 日 增

重提 高 了 83.7%, 差 异 极 显 著(P<0.01)。 试 验 组 均

盈 利 69.38 元 , 比 对 照 组 高 39.49 元 , 经 济 效 益 提

高了 132.1%, 差异极显著(P<0.01)[9]。陈万 富 等 采

用苜蓿草块饲喂 2 月龄断奶羔羊 32 d, 结果供试

羔 羊 平 均 日 增 重 为 292.2 g, 比 对 照 组 提 高 了

33.0%(P<0.01), 32 d 内 在 不 增 加 精 料 的 基 础 上 多

增 重 2.31 kg,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试 验 组 平 均 每 只 比

对照组多增收 15.42 元 , 每天多增收 0.48 元 (P<

0.01)[10]。齐凤林等用苜蓿干草替代豆饼饲喂肉牛 ,

经饲养试验证实 , 在提高平均日增重上 , 替代 50%

豆饼和替代 100%豆饼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 分别比

对照组提高了 93.25g 和 27.5g, 在 60 d 的 试 验 期

内 , 两个试验组比对照组节省饲料成本 , 提高增重

的 综 合 收 益 分 别 为 37.14 元/头 和 12.25 元/头 [11]。

因此 , 添加苜蓿可以显著提高增重效果和经济效

益。

3.2 苜蓿在猪中的应用效果

添加苜蓿草粉可以改善生长猪的生长性能。徐

向阳、王成章 (2003) 在基础饲粮中添加 5%、10%、

15%、20%的苜蓿草粉。试验结果表明 , 添加 10%的

苜蓿草粉对生长猪的饲养效果最好, 显著提高了营

养物质的消化率、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张润宏, 韩

俊文在母猪的妊娠后期和哺乳期添加一定比例的苜

蓿草粉和定量脂肪(1.6%), 可显著提高哺乳仔猪的

日增重、断乳个体重和窝重(P<0.01)[15]。郑家明(1999)

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10%、20%、30%苜蓿草粉饲喂生

长肉猪 , 结果发现添加 10%为最佳 , 可以降低精料

消耗和饲养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 [12]。Danielson 和

Noonan 等 (1975), Pollmann 等 (1979)报 道 , 给 母 猪 饲

喂苜蓿, 妊娠期间, 母猪体重下降但分娩仔猪数和仔

猪出生重不受影响[13]。因此, 添加苜蓿草粉不仅能改

善猪的生长性能, 还能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

3.3 苜蓿在家禽中的应用效果

苜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 以及 其

它一些未知生长因子 , 可改善家禽的生产性能。苜

蓿总甙是从天然苜蓿中提取的具有生物活性的物

质 , 雷祖玉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苜蓿总甙。试验结

果 表 明 , 肉 仔 鸡 的 腹 脂 重 和 腹 脂 率 分 别 降 低 了

7.70%和11.16%, 差 异 极 显 著 (P<0.01)[14]; 张 勇 , 林

东 康 (2003)在35和49日 龄 的 肉 仔 鸡 中 添 加 苜 蓿 总

甙 , 结 果 表 明 屠 宰 率 、胸 肌 率 、腿 肌 率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提 高 , 腹 脂 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降 低 ; 李 士 平

(2000)报道 ,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2%的苜蓿草粉时 ,

蛋黄颜色达到8级 , 符合出口标准 , 而日粮添 加4%

苜 蓿 草 粉 时 , 蛋 黄 颜 色 达 到9级 ; 何 欣 和 王 晓 霞

(2001)在蛋鸡饲粮中添加适量的苜蓿草粉 , 研究结

果 表 明 对 产 蛋 无 不 良 影 响 , 且蛋黄比色度显著增

加。高文俊、懂宽虎(2003)在日粮中添加3%、6%、9%

的苜蓿草粉 , 试验结果表明 , 添加3%组明显降低了

饲料采食量和料蛋比, 而对蛋重和蛋壳厚度没有明

显 的 影 响 , 蛋 黄 比 色 度 显 著 升 高 , 与 ( 下 转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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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16]。苜蓿草粉中含有

类胡萝卜素为 100～500 mg/kg, 因此苜蓿草粉是蛋

黄的天然着色剂[17]。

4 苜蓿的应用前景

苜蓿作为“牧草之王”, 为动物提供营养均衡, 是

比较全面的优质粗饲料。同时填补了畜牧业中蛋白

质饲料的不足。种植紫花苜蓿不仅可以促进畜牧业

发展, 增加收入, 同时苜蓿作为草产业发展的首选草

种, 在调整种植业结构、推动草业产业化 , 保证草业

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并且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苜蓿产品的类型和形式更加广

泛和多样化, 用苜蓿开发生产功能性食品前景看好,

市场潜力巨大。这样就扩大了草产业发展的领域和

范围, 为苜蓿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取得更

高、更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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