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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多年生牧草来说，在其种子生产中，收获种子后的

田间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具体的管理内容，一般涵盖清理

残茬、疏枝，也包含灌溉、施肥等内容。清理残茬在其中，具有重

要作用，是各项工作展开的基础，必须给予重视[1]。一般在残茬清

理后，才能进行灌溉、施肥等内容，按照气候情况、牧草种性，并

与实际的生产结合，落实对应的管理方式。残茬的清除，主要是

清除残茬和秸秆。通过展开此工作，能让虫害得到有效防治，将

基部残株及时除植，对分蘖枝的形成，和植株对阳光的吸收十分

有利，在规范的操作处理下，次年种子产量能显著增加。

在栽培草地、退化草地的改良中，牧草种子的作用价值显

著。近几年无论哪个地区，都增强了环保意识，提高了环保的重

视度，不断加强生态建设，也更加重视了畜牧业发展，所以对于

牧草种子来说，其需求量也在呈不断增加的态势发展。青海等地

牧草种子产业，还属于起步阶段，很多技术还有待完善，但近几

年国内，不断增加牧草种子需求，所以对于牧草种子来说，通过

田间管理等措施，将其质量、产量提高，已经迫在眉睫[2]。直到目

前为止，田间管理相关的研究并不多，但参考国外的一些方法，

可发现传统方式都以火烧为主，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禾本科牧草

展开，种子收获后田间管理，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尤其在

畜牧业发展、机械化水平提高背景下，产生了更多有效的措施。

1 清理残茬

1.1 刈割

很多牧草都有不易燃的特性，因为其茎叶部分有较高的含

水量，比如常见的豆科牧草。对于此类牧草，或降水量较足的地

区，种子收获后，可以通过刈割的措施进行处理，比如使用割草

机实施低茬刈割。刈割牧草后，必须第一时间，将其残茬移出，运

走剩余的秸秆，减少其中的覆盖物少，这样可以保证有更足的光

照条件，有利于分蘖株的形成。自从法律上，对火烧禁令后，很多

种植者都逐渐开始使用刈割。牧草通过刈割后，可以将其出口或

出售，也可作为饲料，使用在牲畜养殖中。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

用法，一般按照轮作方式、种植年限，和牧草的品种，采用不同的

用法。比如在美国和新西兰等地，牧草完成割后，出现的残茬一

般会用于牛类，或其他动物的饲料[3]。而阿根廷等地，产生的残茬

大多都用于出售。另外，比如在丹麦，前 2 年在完成刈割后，一般

都将其打捆，下一年通常都切断残茬，或者用生长调节剂控制残

茬。刈割时间、方法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种子，在次年的产量。在

进行刈割时，留茬高度的不同，以及操作时间的差异，会对次年

新麦草生殖枝数、种子产量造成影响，但是并不会影响千粒重和

小穗种子数，同时也不会影响小穗小花数、生殖枝小穗数，这样

的结果可说明，利用刈割残茬措施处理，主要对生殖枝数造成影

响，从而对次年种子产生影响。种子收获后，第一时间进行齐地

刈割，可以让种子产量最大化提高，同时得到更多的生殖枝数。

对于草甸羊茅来说，在春季进行火烧，对种子的质量、产量都有

着明显的效果，相比没有进行任何处理的种子，在产量上显著提

高，甚至提高可达 9%。但在种子收获后，没有及时进行刈割，而

是将刈割的时间延后 2 周，此时会导致种子产量降低，相比立即

刈割的会减少 9%左右。在种子收获后，立刻对其展开刈割，并不

会对种子产量产生明显影响。结合上述的刈割处理来看，收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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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后立即进行刈割，相比延迟两周刈割的产量上会有一定差异，

对比牧草的质量，立即刈割的方式要优秀很多。

1.2 火烧

对于火烧的方式来说，不仅可将其应用在草原管理中，同时

在牧草种子田，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措施。火烧方式不同于其他

措施，操作起来更加简单，而且也不会消耗过多成本，所以适合

应用在禾本科的牧草中。此类牧草在成熟期时，一般都处于休眠

的状态，所以没有过多的干物质量，也没有较多的含水量，此时

比较适合进行火烧。豆科的牧草在收获种子时，其自身一般有较

高含水量，所以这种类型牧草，并不适合进行火烧。对火烧的方

式进行分类，一般主要为丙烷、露天火烧两种。残茬的火烧时间，

必须确定在牧草分蘖前展开，避免分蘖植株，因为火烧时产生的

高温，而受到伤害。收获种子后，通过及时火烧残茬，可以将牧草

生长环境有效改善，十分有利于果后营养枝的形成，这样可让分

蘖节中，贮存更多营养物质，不仅可加强越冬效果，还可对返青

进行促进，显著增加分蘖，并创造出更好的条件，推动花序形成，

最后让种子产量显著提高。另外，利用火烧的形式处理，还能将

杂草、虫卵有效灭杀，避免发生虫害威胁情况，对种子落地产生

的杂草、自生苗生长有效抑制。Young 等在研究中，选择邱氏羊

茅、匍匐紫羊茅研究，分析露天、丙烷火烧，和切碎、刈割的方法，

对种子质量产量产生的影响。根据结果发现，通过不同方式清除

残茬，其中露天火烧的方法，得到的种子产量最高，其次为丙烷

火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并不会影响质量。对百喜草的残茬进

行处理时，通过火烧方法处理，返青要明显早于刈割处理方式，

经过火烧后，相比刈割措施，种子产量明显更高。

1.3 秸秆还田

通过光合作用，作物会形成很多产物，而这些产物其中有超

过 50%都在秸秆中，所以牧草的秸秆，其内部钙、钾、磷等物质丰

富，而且其中还含有氮、有机质等物质，在各种生物资源中，属于

可再生而且价值较高的一种[4]。在作物的秸秆中，30%~40%都为

粗纤维含量，其中还有很多木质素，所以是一种优质的粗饲料，

在反刍动物养殖中，能将其用于饲料喂养。根据相关文献可发

现，在一些豆科的作物中，其秸秆内有很多氮元素，但在禾本科

中，一般钾的含量会更多一些，秸秆为作物提供的养分，在整个

有机肥养分中，可以占比 13%~19%左右，早已成为必不可少的

有机肥源。在作业的秸秆利用方面，我国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

近几年随着机械化水平、科技水平快速提高，在利用秸秆时，方

式也在逐渐转变，最初的垫圈、堆沤肥、用于燃料或喂养牲畜，已

经逐渐变成还田利用。目前关于秸秆还田方面研究，相比以往变

得更加丰富，但在还田领域的研究，还具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

在美国的很多地区，牧草的秸秆，是使用机械进行收割，将其粉

碎后直接还田。粉碎秸秆并进行还田后，地面上有秸秆覆盖，会

让土壤中秸秆腐解速度加快，通过土壤的吸收，理化性状、团粒

结构也会因此改善，而土壤的肥力会明显增加，让化肥的使用量

得以节约。这种措施还能对杂草的生长进行控制，对牧草的分化

十分有利。在牧草的种植中，并非所有牧草秸秆，都要较高的质

量[5]。对于质量不佳，以及价格低廉的牧草秸秆来说，对于进行刈

割或打捆出售，并没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这种秸秆，可以将

其还田，将其作为有机肥进行施用，以此让土壤钾、氮和磷等含

量增加，将土壤的理化性质改善，同时起到一定抗旱保墒效果。

在这样的操作下，不仅可将肥料的使用成本降低，还可将灌溉次

数减少，更好的提高经济价值。另外，残茬的清理，也可通过放牧

的方式实现。在实际工作中，牧草种子收获后通过放牧清理残

茬，不仅有利于种子次年的产量增加，同时农户饲养的家畜，也

能得到更多活动场所和饲草食用，这样对于一些牧区来说，可让

冬季面临的饲草短缺问题有效解决。另外，在放牧期间，除了能

清除残茬，还可让动物得到充足的光照和运动，促进了家畜的机

体健康。

2 疏枝、灌溉和施肥

2.1 疏枝

在牧草的种植中，对于一些多年生类型来说，在年限不断增

加后，植株的密度也会不断变大，如果没有给予相应处理，就会

对种子产量产生影响。收获种子后及时进行疏枝，能让枝条的密

度降低，同时对植株的高度，起到一定控制作用，这样可让生殖

枝，更好地开花、生长，到次年乃至未来几年后，都能够保证种子

产量增加。对于疏枝来说，一般可分为行内疏枝、耙地，比如可用

旋耕机、圆盘耙实施疏枝，让枝条密度得以减少。以扁穗冰草为

例，对比其不疏行和疏行处理效果，可发现此品种的生殖枝数、

种子的产量与千粒重、种子数和小花数，都会因为增大行距而增

加，而且变化得比较显著。根据相关文献研究发现，紫花苜蓿在

秋季进行行内疏枝，相比未疏枝情况，在种子的产量上出现明显

差异，经过疏枝要比没疏枝增产 35.4%，尤其败育种子数、结荚花

序数，分别减少 55.6%和提高 28.1%。在此类牧草的种子田，按照

60cm 行距、2.5kg·hm-2 进行种植，然后展开疏枝试验，行内间隔

为 45cm、22.5cm，根据结果发现，在两组方法处理下，种子的产

量，分别为 396kg·hm-2 和 446kg·hm-2，相比没有进行疏枝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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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kg·hm-2），明显提高了种子产量，处理和不处理的差异十分

显著。在行间进行疏枝后中耕，可抑制枝条的向上生长，倒伏问

题也可以有效减少，对开花有一定促进作用，能将紫花苜蓿小花

蜜糖含量、花蜜产量提高，吸引更多昆虫进行传粉，每荚种子数、

每枝上果荚数也可显著增加。

2.2 灌溉

在冬天开始上冻前，以及种子完成收获后，要按照土壤中，

水分的实际情况，及时展开灌溉工作，减少因为土壤水分胁迫，

导致枝条生长及植株的分蘖受到影响，科学的灌溉，还能对生殖

枝发育和形成进行促进，尤其在种子的产量提升中，有着巨大作

用和价值。上冻前及时实施灌溉，能更好地保持土壤水分，避免

因为冬天的低温因素，导致根系受到冻害影响，适时灌溉可让根

系更有活性，保证植株能安全越冬[6]。另外，水土保持对根系的萌

动返青，也十分有利，可以保证返青幼苗的生长、数量，促进后期

实现种子高产。收获种子后进行田间管理时，直到目前为止，灌

溉与种子产量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大多数的灌溉，都以越冬水形

式展开。通过分析行内疏枝、火烧残茬、残茬刈割和灌溉时间等，

在对种子质量、产量造成的影响方面，灌溉处理是最主要的方

法，可以对次年种子质量、产量造成巨大影响。所以，收获后田间

管理中，灌溉处理措施十分有必要展开[7]。

2.3 施肥

牧草种子完成收获后，为了对枝条生长、植株的分蘖进行促

进，同时加强土壤供养分，要在收获后展开秋季施肥。特别对于

一些类型为沙性土壤的地区，种子田种植的如果为多年生禾草，

要在秋季施用氮肥，通过这样的操作，可提供更多营养，供分蘖

枝条吸收，能保证有足够的养分贮备，使其可安全越冬，还可以

对幼苗生长，和春季返青进行促进[8]。正常的施肥工作，一般会和

灌溉同步结合展开。比如以紫花苜蓿等牧草为例，在每年的春、

秋季在种子田，使用磷肥施加，次年返青时展开 1 次灌溉工作，土

壤速效磷的含量在 22.1mg·kg-1 基础上，再使用磷肥按 360kg·hm-2

施用，按前 1 年秋季使用 1/3，生产当年春季追肥 2/3，产量可达

到 1523.2kg·hm-2，相比春季施肥，种子产量显著提高。还有地区

选择老芒麦作为研究对象，在春季选择氮肥施用，对比秋季用肥

和春秋用肥，发现在春秋进行分次施氮，可以将种子产量提高，

尤其种子的活力指数、发芽指数，和整体发芽率也可以达到最大

值[8]。在相关文献研究中，春季使用 30kg·hm-2，秋季按 70 kg·hm-2

用量，对已经种植 2 年的无芒雀麦施加氮肥，发现可有效提高产

量，氮肥分秋春进行施用，要比在春季一次性使用效果更加显

著，能让形成种子时的营养需求，幼穗分化和植株分蘖时的养分

需求有效满足，尤其分期进行施肥的措施，可让土壤氮素得到更

加有效地利用。另外，对于黑麦草来说，氮肥分别在春、秋、冬季

进行施用，可将种子活力显著提高，而且这样的操作下，种子产

量也明显增加。对于紫羊茅来说，研究其产量受到不同施氮量的

影响，可发现采用分期施肥的方式，在春、秋施用氮肥，能最大程

度上提高产量。种子在秋季完成收获后，再将一部分肥进行施

加，可以促进枝条生长，同时加强植株的分蘖效果，种子形成、幼

穗分化时，对营养的需求也能充分满足，使牧草的潜在生殖枝数

明显增加，这样在次年时，就可让种子产量提高[9]。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近几年随着畜牧业发展，牧草的价值逐渐凸显出

来，越来越多地区开始重视牧草产业，希望通过各种措施增加种

子产量。但在实际发展中，为了得到更高质量的牧草，种子收获

后的田间管理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了解不同管理措施，对牧草种

子产量及质量产生的影响，结合当地情况及种植的牧草种类，选

择对应的方式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加牧草种子产量，发

挥出牧草的作用及价值，推动当地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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