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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falfa is one of the largest forage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nutrition, good palatability, high yield, strong resistance, long 

utilization period and good ecological performance. It is known as “one of the forag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Alfalfa in a large area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alfalfa cultiv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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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紫花苜蓿是目前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的饲草之一，其营养丰富、适口

性好、产量高、抗逆性强、利用周期长、生态性能好等特点，被誉为“牧草之一”，

为进一步推动紫花苜蓿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就紫花苜蓿的栽培技术要点进行总

结，旨在为广大种植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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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L）又名苜蓿，属豆科多年生草本作物，因其营

养丰富、高产稳定、适口性好、利用周期长等特点，一直作为主要的饲草在各

地广泛种植，是目前畜牧养殖中最好的牧草之一，素有“牧草之王”的美称，

丁宁报道称：1 kg 优质的苜蓿相当于 0.5 kg 的精饲料的营养价值，其中，晒干的

苜蓿杆茎粗蛋白蛋量达 10.2% ～ 12.2%，叶片中粗蛋白含量高达 23% ～ 28%，

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苜蓿的根系也非常发达，根部富含有大量根瘤菌，不仅

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而且还可以防止土壤沙化、碱化和轮作倒茬，优化种植

业结构。苜蓿草虽然具有抗旱、抗寒、耐盐碱的特点，但如果田间管理技术不

到位，均能影响苜蓿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因此，全面科学地撑握苜蓿的种植

技术，加快苜蓿草地建设，促进畜牧业发展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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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花苜蓿的特性

紫花苜蓿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寿命可达 20—30 年，根系非常发达，主

根粗大，主根入土深度达 4 ～ 6 m，侧根有 20 ～ 30 cm，株高在 70 ～ 80 cm，

当水份和温度适宜时可长 25 ～ 40 个枝条，一般在第 2—4 年间是生长最旺盛时间，

从第 5 年后生产力就逐渐下降。紫花苜蓿在开花后期还有第 2 次、第 3 次新茎生长，

所以紫花苜蓿于初花期适时收割，能刺激分枝，提高总产草量。

紫花苜蓿喜温暖半干燥气候，当温度在 5℃～ 7℃时就可以发芽，最适宜的

生长温度是 25℃～ 28℃，平均温度在 15℃～ 21℃时生长效果最好，紫花苜蓿

的耐寒能力较强，幼苗可耐过 6℃～ 8℃的低温，成株能在 -20℃～ -30℃越冬，

抗旱能力也强，在年降水量只有 300 ～ 800 mm 的地区也能生长，在灌溉条件下，

可耐受 40℃的高温。紫花苜蓿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严格，除重粘土、强酸强碱及

低洼内涝地外，从粗沙土到轻粘土皆能生长种植。土壤的 pH 值为 6 ～ 8 为宜，

生长期间最忌积水，当连续积水 2—3 d，即可大面积死亡。

2  播前准备

2.1  选地和整理地面

由于紫花苜蓿的主根较发达，但耐涝能力却很差，积水 2—3 d，将大面积

死亡，所以，选地块时要选地势较高、平整、排水条件好、盐碱化程度低、土

层厚度在 50 cm 以上的沙壤土地。土壤 pH 值 6 ～ 8 为宜。在整理地方方面，由

于苜蓿种子小，顶土能力较弱，所以，播种前必须将地百整平，土壤颗粒细匀，

以有利于种子和泥土紧密接触，田间周围要修好灌溉和排水设施。

2.2  施用底肥

苜蓿要高产，施足底肥非常重要，根据土壤肥力状况，按照有机肥和无机

肥结合的原则，底肥以农家肥为主，在耕翻地前每亩应施 3 000 ～ 5 000 kg 的农

家肥和 25 ～ 50 kg 的过磷酸钙，然后，翻犁深度在 20 cm 以上，并将地表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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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被以及残茬 100% 翻掉。

2.3  种子选择和处理

苜蓿播种前要精心挑选种子，清除苜蓿种子中的秕种子和杂质，使种子的

净度和纯度在 85% 以上。由于紫花苜蓿种子具有休眠性，硬实率较高，所以，

用温水浸泡 12—16 h，在阳光归凉晒 3—5 d，或用石碾擦破种子皮法进行处理，

具体是种子和沙子按 1 ∶ 1.5 比例混合轻轻擦摩，使种子皮粗糙发毛，这样可显

著提高种子发芽率。然后用根瘤菌对种接种。根瘤菌和种子比 1 ∶ 10，根瘤菌

也可用苜蓿地里取带有紫花苜蓿根瘤菌的菌土拌种子，拌好后要放在阴暗处，

并且在接种后尽快种完。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播种的时间和方式

紫花苜蓿一年四季均可播种，但最好以春播和秋播为主，春播在每年 3—5

月份进行，秋播在 7—8 月份，对于土壤墒情好和风沙危害少的地区适宜春播，

干旱的北方一般在 4—7 月份播种，具体情况应根据当地温度和雨量进行播种，

苜蓿种子发芽的最适宜温度 18℃～ 25℃，春季和夏季播种，由于温度较高，杂

草也容易生长，因此，在播前先施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然后播种。苜蓿的播种

方式有一般有条播、撒播和和混播，最常用的是条播，这种方式省工又省力，

而且出苗整齐，便于后期追肥。撒播产草量较高，但播种时一定要均匀，播后

轻耙 1 次，条播行距不宜太大，否则行间有利于杂草的生长，为平衡营养，也

可以多年生的禾本牧草与其按一定比例进行混播，混播也能充分利用行距间的

空间，有效地提高饲草的产量。

3.2  播种量及深度

经过处理过的种子净度较高，大约 42 万粒 /kg，播种 1 ～ 1.5 kg/667 m2，由

于地域的区别，土壤墒情和土质好的地，播种量适当降低，当行距在 20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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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播种量 1.5 kg/667 m2 左右，行距在 40 cm 时，约 1 kg/667 m2 左右，当行距

在 50 ～ 60 cm 时，播种量在 0.75 kg/667 m2 左右。另外，苜蓿种子很小，幼苗细

弱，顶土能力也比较差，因此，不宜深播，一般春播深度不能超过 3 cm，最适

宜的深度为 0.6 ～ 1.2 cm，秋播深度 1 ～ 2 cm。

3.3  接种根瘤菌

紫花苜蓿的根部有根瘤菌，根瘤菌的固氮能力很强，但第 1 年播种的苜蓿根

瘤菌数量较少，所以固氮能力弱，因此，第 1 年播种苜蓿时，应在播种前进行

根瘤菌接种，张宇等报道称，接种根瘤菌后，苜蓿的产量可提高 20% ～ 30%。

一般用黏着剂将根瘤菌剂和微肥等黏在种子上，也可用根瘤菌直接搅拌在种子

上，以 1kg 根瘤菌剂可接种苜蓿种子 10 kg 为宜。

4  田间管理

4.1  灌溉及排水

当年生的苜蓿在幼苗期，不宜过早灌溉，应根据土壤的墒情，小水缓浇 1 ～ 2

次，在分枝期、现蕾期及初花期时在根据墒情在各浇 1 次，对缺苗的应及时补播，

全生育期共灌溉 5 ～ 6 次，2 年生的全生育期灌溉 3 ～ 4 次，具体根据墒情进行

灌溉，并且对于 2 年生的紫花苜蓿，要勤灌和多灌，以保证其生长营养。

在第 1 茬刈割后，根据苜蓿地土壤墒情适时灌溉，并且追施 10 ～ 5 kg/667m2，

以利用苜蓿的快速生长，提高产量。夏季雨水多时，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并且

注意在高温时期，不能在田间有积水，这样容易使苜蓿得白粉病。

4.2  施肥

紫花苜蓿由于根部有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的氮而为自身提供氮素，所

以在施肥时以磷肥为主，适当施以钾肥。在返青前和刈割后，可用磷酸二铵

100 ～ 150 kg/hm2，对于生长 3 年以上的苜蓿，每年施用氯化钾 100 ～ 150 kg/hm2，

增产效果非常明显，但在较贫脊的土地上，应在播种前施适量尿素做底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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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苜蓿生长的幼苗期或每年返青后，此时根系固氮能力相对较弱，需追施适量

氮肥，施尿素 90 ～ 120 kg/hm2，在刈割后，施适量的复合肥和钾、钼、硼等微肥，

每次刈割后，应追施适量的农家有机肥。

4.3  杂草的清除和补播

杂草是影响紫花苜蓿产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播种后至幼苗期及每年反青后，

均可采用化学制剂和人工拔除的方法来除草。使用化学制剂除草时，应在紫花苜

蓿出苗后 15—20 d 内进行，并且注意在刈割前 15 d 内不得使用化学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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