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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区种草养牛产业调研报告——以洪雅县为例

眉山市洪雅县是我省发展现代畜牧业的试点县和全省调整种植业结

构的示范县。该县依据自身生态、生产条件和区位优势，自上世纪 80年

末以来，开始调整种植业结构，把种草养奶牛产业作为该县发展草食畜

牧业的重点，已经位列全国奶业十强县，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包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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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奶牛标准化示范县”，“奶业现代化生产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开发示范

区”，“全省奶业发展核心区”，“全省调整种植业结构的示范县”等。以

该县为代表进行农区种草养牛产业的典型调研，探讨四川平坝丘陵区的

多熟制农区进行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种草养畜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

推广价值。

一、发展历程

洪雅县种草养牛产业发展至今，已历时 20余年，经历了从零星散养

到规模化集约化饲养的发展历程，阳平种牛场的发展路程可以折射该县

的奶牛产业的发展过程。1989 年洪雅阳坪种牛场引进并开始繁育西门答

尔牛，规模 400 头左右，在主要繁殖、出售种牛的同时，生产和销售部

分鲜奶和奶粉。后开始发展液体奶加工，形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乳业生

产基地——阳平乳业集团。到本世纪初，新希望集团并购了阳平奶业，

蒙牛和四川菊乐相继成立分公司，种草养奶牛产业迈入发展新阶段。在

阳平种牛场的示范带动下，该县种草养奶牛产业从 90年代初的零星散户

养殖为主稳步发展到目前的中小型养殖场、养殖户为主，近年来奶牛存

栏数始终稳定在四万头以上，迈入全国奶牛产业十强县行列。

二、 调整种植业结构，实现了就近种养结合、协调发展

奶牛产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强有力的草业支撑，该县根据奶牛养殖对

饲草的实际需要，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饲草种植成产，提高

全县载畜能力，助推了奶牛为重点的草食性畜牧业健康发展。依托国家

退耕还林还草项目，该县探索出了饲草轮作、粮草轮作、果（茶、竹）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9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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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间作等多种模式。从 2001 年开始，在青衣江以南、柳江镇以北，奶牛

养殖区内和周边乡镇适宜发展饲草地区，因地制宜，建立稳定的饲草生

产基地，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以黑麦草、青贮玉米和饲草玉米等

为主的各类饲用作物，初步形成粮经饲“三元”结构格局，较好地实现

了就近种养结合、农牧协调发展；特别是 2002 年以来，该县为提高奶产

品质量，大力改善饲草结构，与四川农大紧密合作，先后试验筛选出了

长江 2 号多花黑麦草、玉草 1 号、2号饲草玉米新品种和川单 1号 2 号青

贮玉米品种。全县常年种植包括青贮玉米和多花黑麦草在内的各类饲草

约 15万亩，高产片区每亩鲜草产量已达 10 000 公斤左右。

三、种草养牛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化发展良好

洪雅县按照“优质草、良种牛、生态奶”的发展思路，形成了“公

司+基地+种草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及运行机制。特别指出的是，该县以

人工种草、科学饲养、胚胎移植、人工授精等先进实用技术为支撑，集

成创新，提高种草养奶牛效益。聘请高校、研究所科技人员为科技顾问，

成立了种草养奶牛技术指导小组，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极大

地提高了农户的科技素质。2016 年种草养奶牛产业总产值达 5亿元，现

已成为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种草养畜的经济效益是传统农业的 4～5 倍，“一家两头牛，三年一

幢楼”已成为该县广大农民的共识。据有关调查统计，该县 80%以上的饲

养户修建了楼房，95%以上的奶牛专业村社因饲养奶牛增收兴修了水泥

路，实现了“三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草养奶牛还解

决了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带动了餐饮、运输、交通等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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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现了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协同发展，推动了社会全面

进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形成了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洪雅县通过探索走出了“种草--养奶牛--产粪--肥地”的生态农业

耕种路子，人工种草，覆盖了坡耕地，保持了水土，绿化了环境；牧草

和秸秆青贮饲喂奶牛，过腹还田，减少焚烧秸秆对大气的污染，增加土

壤有机肥料，减少化肥用量，改良了土壤；并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和生

存环境，促进农产品和奶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生态环保效益十分明

显。

五、种草养奶牛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豆科高蛋白干草严重不足，优质禾本科干草自给化程度低

粗饲料既提供给奶牛反刍消化所需要的粗纤维，又提供一部分蛋白

来源，但该县优质干草自给化程度很低。饲喂奶牛的高蛋白粗饲料国内

外均主要为苜蓿。然而，在洪雅县存在种植苜蓿，因气候潮湿，易感染

霜霉病和根腐病，使得产量不高、品质难以保证，并不易制成干草等难

以克服的问题，致使该县高蛋白豆科干草生产还属空白。适宜洪雅种植

的高产饲草主要是多花黑麦草。但由于水分含量过高，青贮效果较差，

制成干草成本高且质量难以保证。来源广、数量大的稻草，品质差，同

时收获季节雨天多易于感染黄曲霉，会严重影响牛奶品质。洪雅县奶牛

存栏数常年稳定在 40 000 头以上，以此计算，现一年需外购羊草干草约

10 000 吨，苜蓿干草 4 500 吨左右，致使生产成本过高。

2.青饲草料种植规模过大，青贮草料种植比例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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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各类饲草种植面积常见维持在约 15万亩，产量 60万吨左右，

其中主要是多花黑麦草，其产量已超过奶牛企业和养殖户对青饲料的需

求量，致使黑麦草价格偏低，进而影响种草大户或牧草合作社的经济利

益和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种草面积的稳定性。此外，还普遍存在夏季和

秋季青饲草料缺乏的问题。相反，蛋白质、粗纤维含量均较高、适宜用

作青贮的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则严重偏少，加之部分种植大户在栽培管

理措施上的不到位，使得该县仅大中型奶牛企业 2011 年青贮玉米缺口就

达 2 万吨以上。正是由于青饲青贮饲料作物结构不合理和种植比例的失

调，造成饲喂奶牛的粗饲料季节性缺口严重，不得不花高价外购干草，

增加了养殖成本。

3.突破性和适宜机械化的饲草品种缺乏，粗饲料加工储运程度低

洪雅县目前普遍推行青贮玉米或饲草玉米与黑麦草的轮作来保证饲

草的全年供应，但远没有实现要实现粗饲料的全年均衡供给，冬春季节

主要还是以外购干草为主。饲草种植户迫切需要生育期短、产量高、品

质优、抗病、抗倒伏，适合青贮的饲草类型和品种。农村劳动力缺乏呈

不可逆转的趋势，饲草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是大势所趋，饲草种管

收全程机械化是发展的必然，选育适宜全程机械化种植的饲草新品种也

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奶牛粗饲料生产、加工、包装、贮运多采

用传统方法，无质量标准，工业化生产程度低；不同类型和品种饲用作

物青贮技术的研发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4.政策扶持力度和支撑体系不强

目前种草养奶牛目前国家尚无固定政策补贴；饲草品种选育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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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运技术研发缺乏长期固定科研经费支持，饲草生产基地建设及适合丘

陵多熟制农区饲草种管收全程机械化农机具的研发投入明显不足；饲草

种植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所需土地流转、种养结合运行机制完善等方面，

政府的主导功能发挥也还不够充分。

从对洪雅县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四川农区种草养奶牛产

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洪雅县的一些成功做法和取得的成熟经验值

得类似地区借鉴；从调研中总结的共性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相

应对策，才有助于推进我省农区种草养牛产业的发展。

四川省肉牛创新团队牧草岗位 马啸、周树峰、闫艳红

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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