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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燕麦生产及青贮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燕麦的种植、田间管理、原料收获、制作青贮及品质

检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方地区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燕麦的生产及青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2930    草种子检验规程 

GB/T 2214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酸化剂通用要求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NY/T 1444    微生物饲料添加剂技术通则 

NY/T 1054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291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 

DB23/T 2737  饲用燕麦青贮技术规程 

DB34/T 3290  燕麦青贮技术规程 

DB51/T 2903  高寒湿润区饲用燕麦加工调制技术 

DB15/T 1838  内蒙古东部饲用燕麦复种栽培技术规程 

DB15/T 2056  盐碱地苜蓿青贮品质检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Green Food Production Material 

    获得国家法定部门许可、登记，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以及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管理

办法的规定，经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审核，许可使用特定绿色生资标志的生产投入品。 

3.2 

燕麦青贮 Oat Silage 

以燕麦草为原料，经切割、压实并封闭，形成内部缺氧、致使厌氧发酵，从而产生有机

酸，可使燕麦保存经久不坏，既可减少养分损失又有利于动物消化吸收的一种贮存技术或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9%97%AD/333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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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 种植 

4.1 土地准备 

4.1.1土地的选择：地块以土层应达到集中连片、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齐全，达到

田间道路畅通、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抗灾能力强的总体目标，土壤 pH 值 6.8～8.5

之间为宜。 

4.1.2土地平整：土地平整前要详细对照土地规划与实际情况，土地平整应按照土地规划要

求平整，清除种植地中所有杂草，地面障碍物。要求横向使用水准仪或经纬仪以间隔 30 m

多点测量，平整后误差＜5 cm；纵向使用水准仪或经纬仪以间隔 50 m 多点测量，用水平法

作业时，测量数据误差＜5 cm，用斜面法作业时，测量数据以等差数列排列，误差同样要求

＜5 cm。 

4.2种子准备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的品种，籽粒应饱满整齐，净度不低于 95 %、发芽率不低

于 85 %，净度、发芽率检测应按照 GB/T2930执行。 

4.3 播种 

4.3.1播种时间：选择在春季或秋季，具体时间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而定。 
4.3.2播种方式：采用条播方式播种，单播行距 15 cm～25 cm，混播行距 30 cm～50 cm。 

4.3.3播种深度：宜浅播，覆土深度为 3 cm～5 cm之间。 

4.3.4播种量： 10 kg～15 kg/亩。 

5 田间管理 

5.1精准施肥 

应按照 NY/T394标准合理选择、使用肥料，优先使用农家肥、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 

5.1.1 土壤肥力测试：测定 0 cm～50 cm 土层土壤的养分含量、pH 值及盐分含量，检测方

法按照 NY/T 2911执行。 

5.1.2 施肥时期与施肥频次： 

5.1.2.1底肥：用有机肥做底肥，每亩 0.5吨。 
5.1.2.2追肥：分蘖期、拔节期前追肥；孕穗期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追施有机液肥。 

5.2 精准灌溉 

5.2.1 需水量：见附录 A。 

5.2.2 灌溉量：根据当地的降雨情况和燕麦生长长势进行灌溉，田间持水量保持在 25 %～

30 %之间。 
5.2.3 灌溉要求：播种后根据土壤墒情适时灌溉；土壤持水量不足 15 %应实施灌溉；收获

前 3 d～5 d停止灌溉。 

5.3病虫草害防治 

5.3.1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

药使用应符合 NY/T393 的要求。 

5.3.2 主要防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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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害：叶锈病、茎（秆）锈病、条锈病、白粉病、立枯病、大麦黄萎病、丝黑穗

病、壳针孢叶斑病等。 

（2）虫害：蚜虫、吸浆虫、红蜘蛛、蝼蛄、蛴螬、金针虫等。 

（3）草害：马唐属、稗属、野糜子、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鸭跖草、反枝苋、灰绿藜、

小黎、苍耳等阔叶杂草。 

5.3.3 防治方法 

（1）物理防治：根据病虫草害发生时间、程度等，采用黑光灯、色光板、频振式杀虫

灯等物理装置诱杀。 

（2）生物防治：利用及释放天敌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同时要注意保护天敌，创造适

宜自然天敌繁殖的环境。 

（3）化学防治：农药的选择和使用应遵循 NY/T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和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的要求。 

6 原料收获 

6.1刹割：灌浆期初期开始进行刈割；刈割的高度视地区、品种及生长水平，一般留茬高度

8 cm～10 cm。 
6.2搂草：作业设备为动力搂草机，搂草机耙（弹）齿离地 2～3 cm；在干物质含量 28 %～

35 %之间时开展搂草作业。 
6.3 捡拾：燕麦草干物质在 35 %～40 %范围内开始捡拾作业，切割长度 2 cm～3 cm，捡拾

时查看喷筒均匀喷出草料；适当添加发酵菌剂。 
6.4运输：运输车辆紧密配合捡拾作业，不漏料，不反复碾压田地，不在田地内等待，及时

卸料。 

7 制作青贮 

7.1裹包制作 

7.1.1上料：结合现场物料堆放情况及卸车进度及时规整物料堆放。 

7.1.2裹包：裹包作业在燕麦收获后 2h～5 h内完成，超过 2 h 后需不断翻动物料；裹包一

般情况下为内六外六，或内四外六，或内六外四裹包层数；裹包密度不低于 700 kg/m
3
，裹

包压力不低于 210 Mpa；如需要补充添加剂，在裹包过程补充添加，青贮添加剂的选择应符

合 NY/T471《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附录要求。 

7.1.3裹包倒运：车辆停放需根据卸车及码垛地点确定；在倒运过程中不破包，发现破包时

及时重新裹包。 

7.1.4码垛存放：码垛过程中不破包、不塌陷、整齐一致、高效率，如破包需及时重新裹包；

码垛需要合理规划存放场所及垛位，不受雨水浸泡，区分不同物料的存放地点，标记裹包位

置及垛位，设置标识牌明确存放位置。 

7.2窖贮 

原料填充、压实、密封，经常检查青贮设施密封性，及时补漏，及时排除积水。 

8 品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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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后 30 d～40 d采样检测、检测办法按照 DB15/T 2056执行。 

9 生产废弃物处理 

农药包装物不得重复利用，使用后应深埋或集中处理，且不能引起环境污染。 

10 生产及青贮档案管理 

建立绿色食品生产资料 燕麦生产及青贮全过程档案，包括地块档案和整地、播种、水

肥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青贮等记录。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可追溯，集中

由专人进行管理，并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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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我国燕麦全年需水量地域分布规律 

区域 年需水量 备注 

东北部 约 400 mm～700 mm 东部和北部较低，西南部较高 

内蒙古高原中部 约 400 mm～700 mm 大体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增高 

黄土高原及河套地区 约 600 mm～800 mm 大体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 

河西走廊 约 600 mm～1100 mm 大体由东向西逐渐增高 

新疆 约 600 mm～1100 mm 
北疆较低，南疆较高，且越靠近塔克

拉玛干沙漠越高 

华北平原及淮河流域 约 500 mm～800 mm  

赤峰 约 600 mm～800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