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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猫尾草是适应冷凉潮湿生境的优质栽培牧草，也是赛马、奶牛、食草宠物的首选功能性饲草。

以甘肃岷县猫尾草产业发展为代表的特色牧草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的

典型模式。论文梳理了我国猫尾草产业发展的历史，通过猫尾草产业现状调研与市场供求分析，以甘肃

岷县猫尾草产业为例，从国家和地方草牧业政策、赛马业发展、奶牛业高质量发展和宠物市场发展几个

方面，剖析了猫尾草产业发展的机遇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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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猫尾草的栽培历史与定西岷县猫尾

草产业的兴起

１．１　猫尾草概述

猫尾草［１］（犘犺犾犲狌犿狆狉犪狋犲狀狊犲）又名梯牧草、草地猫

尾草等，是禾本科猫尾草属［２］（梯牧草属）多年生牧草。

有１０余个种，中国有猫尾草（犘犺犾犲狌犿狆狉犪狋犲狀狊犲）、高山

猫尾草（犘．犪犾狆犻狀狌犿）、鬼蜡烛（犘．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狌犿）、假梯

牧草（犘．狆犺犾犲狅犻犱犲狊）等４个种。猫尾草须根稠密，有短

根茎，秆直立，高可达１２０ｃｍ，叶鞘松弛，叶舌膜质，叶

片扁平，两面及边缘粗糙，圆锥花序圆柱状，灰绿色，小

穗长圆形；颖膜质，脊上具硬纤毛，异花授粉，６～８月

开花结果，颖果长圆形。猫尾草原产于欧亚大陆的温

带地区，喜冷凉、潮湿环境，主要分布在Ｎ４０°～５０°寒

冷湿润地区，多见于海拔１９００ｍ的草原及林缘，在中

国新疆昭苏、黑龙江等地有野生种分布，是适应冷凉潮

湿环境的著名栽培牧草。国外猫尾草遍及温带、寒温

带和近北极的气候区，现在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加拿

大、美国、法国、日本、瑞典、挪威等国，成为俄罗斯、日

本等国家广泛栽培的主要牧草之一［３－５］，也可用于污

染土壤的修复［６］。猫尾草叶量丰富，营养价值高，属少

见的长纤维饲草，对维持赛马体型及奶牛等泌乳家畜

泌乳高峰期和生殖系统健康具有独特作用，可延长高

产奶牛的使用年限和赛马耐力［３，７］，现已成为重要的栽

培牧草。

猫尾草在中国的引种栽培历史［３］开始于２０世纪

初，同期３０年代曾引入中国东北。１９４１年前后，猫尾

草与莫尔根种马一道由美国引入中国，在甘肃省岷县

岷山种畜场（军马场）种植，成为军马的主食牧草，并长

期在岷县周边县市种植。从１９７９年起，甘肃省饲草饲

料技术推广总站与甘肃省岷山种畜场合作，搜集当地

散逸种，在漳县、卓尼、武山及岷县、天水、陇南等多个

县市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驯化试验和栽培选育，栽

培面积达到２６７ｈｍ２，使岷山猫尾草适应了当地高寒

阴湿的生态条件。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甘肃省草原

技术推广总站和甘肃省饲料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与日本

专家合作，在岷县开展了猫尾草的系列试验和干草生

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荷兰百绿公司、美国匹克公司、

北京克劳沃草业中心等先后从国外引进数个猫尾草品

种并进口批量种子，对猫尾草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

１９９０年猫尾草通过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

记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牧草品种“岷山猫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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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犺犾犲狌犿狆狉犪狋犲狀狊犲ｃｖ．Ｍｉｎｓｈａｎ）
［３］。与此同时，中国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陆续引进了多个猫尾草品种，如

克力玛猫尾草（犘犺犾犲狌犿狆狉犪狋犲狀狊犲ｃｖ．Ｃｌｉｍａｘ）。猫尾草

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均有栽培，在云、贵、川高原、

华中高海拔区域、青藏高原西南部都有较好的适应

性［８－１０］。猫尾草栽培方式主要为单播，也可与紫花苜

蓿混播，建立人工割草地，一般可利用５～７年。加拿

大阿尔伯塔省将猫尾草、红三叶、白三叶混播，形成的

草地群落稳定，三种牧草侵占能力均衡，栽培条件接

近，生长协调［１１。猫尾草除异花授粉的有性繁殖外，倒

伏茎节也能再生形成无性单株。秋季拔节后从节部产

生的分蘖芽或幼态分蘖，被牛羊踩踏倒，在适宜环境下

形成无性植株，条件适宜时有９０％以上的能够越

冬［１２］。

１．２　甘肃岷县及定西市猫尾草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岷县地处长江黄河分水岭，是黄河一级支流洮河

的主要水源补给区，也是渭河南源头，是黄河上游重要

的水源涵养区，在国家经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岷县也是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猫尾草不仅是

优质的饲草，更是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的多年生草本地

被植物，是优秀的水土保持植物，具有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显著的生态功能。

岷山猫尾草品种喜冷凉湿润气候，适宜微酸性至

中性的土壤，抗寒性强，抗旱性弱，喜温凉湿润气候，在

年平均气温５℃～７℃，降水量不低于６００ｍｍ，海拔

２３００ｍ～２６００ｍ的地区种植最为适宜
［１３］。在岷县

生长上限海拔是２８５０ｍ，适宜生境为阴坡或二阴坡的

亚高山草甸，株高平均为６５．４ｃｍ，生育期达到乳熟

期，能在该生境下自生繁衍。年降水量低于４５０ｍｍ，

岷山猫尾草则生长不良；不抗热，在３５℃以上持续高

温干燥条件下往往不能安全越夏。

岷山猫尾草品种植株高大，为丛生型上繁性牧草，

叶量丰富，草质细嫩，适口性好，产草量高而稳定。在

始花期测定，叶量占鲜重的５０％以上，营养价值高，可

青饲青贮调制干草，是家畜的好饲草，尤为马、驴和骡

喜食。近年来也是各类食草宠物的首选饲草，为具有

巨大开发潜力的高档优质牧草。抽穗期粗蛋白体积分

数１３．１％，粗脂肪３．２２％，粗纤维３４．１％，无氮浸出

物３０．７％
［９，１４］。

岷县猫尾草经过７０多年的种植，现已成为独具地

域特色的地方优势草种［１５］。２０１７年岷县就制订了《岷

县草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推动猫尾草产业发

展，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拓展产业增值空间，也加快了农

牧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成为岷县全面完成国家脱贫攻

坚任务和下一步巩固脱贫成效，科学统筹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现实选择。２０１９年岷县现有猫尾草留床面

积１０万亩，周边的漳县猫尾草种植面积已达４５００多

亩。随着２０１９年全国马匹饲草饲料大会暨中国岷县

猫尾草产业发展研讨会、中国马业协会岷县猫尾草产

销对接洽谈会在岷县召开，岷县猫尾草产业化发展也

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岷县猫尾草年产干草总量约６万ｔ，总产值３．６亿

元。已建立千亩种植片区２个，连片种植面积３０００

多亩。据全国畜牧总站《中国草业统计》和市场调查资

料显示，猫尾草虽然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区域均有栽

培，但未形成规模，全国猫尾草产品市场８０％以上的

产品供给量来自甘肃岷县，仅有不到２０％从国外进

口，区域化优势明显。岷县现有岷县方正草业公司等

“产＋销”牧草种植加工销售龙头企业３家，青草堂、绿

草等牧草种植加工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７７家。在岷

县种植核心区先后建立了烘干、晾晒调制和半干青贮

为主的猫尾草加工基地２个。岷县猫尾草收益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元／ｈｍ
２，种植户户均收入达１万元左右。在

优势集中产区，农民种植猫尾草收入占农业收入的

５０％～８０％。猫尾草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经济

来源，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突出。２０１９年，甘肃农业

大学草业学院和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草田轮作岗位

专家团队开展了猫尾草产业情况调研。

２　猫尾草生产与市场现状

２．１　国际生产与市场情况

猫尾草是加拿大东部、日本北海道地区、澳大利亚

北部、美国、俄罗斯、西欧和北欧极为重要的牧草。作

为纯血马主要产地的日本北海道，猫尾草是其草场最

重要的牧草，占北海道草场的７０％以上。猫尾草在欧

美等地普遍用于饲喂马匹，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

南部有大量种植。美国在猫尾草干草上分级很细，划

分为超特级、特级、一级和二级，超特级多用于饲喂食

草小动物和宠物，特级多用于饲喂赛马，超特级和特级

饲草价格昂贵。奶牛一般多饲喂一级和二级干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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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是猫尾草生产大国之一，每年生产猫尾草约６０万

ｔ，出口４０万ｔ，大部分出口到英国、美国、韩国、日本、

中东等地，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猫尾草进口来源国。

２．２　国内生产与市场情况

根据市场调查，２０１９年我国优质猫尾草总供给量

约３．３万ｔ，其中国产商品草２．７万ｔ（全部来自于岷

县），高端草（烘干草）０．３４万ｔ，进口５７２５ｔ（主要来自

于加拿大）。全国畜牧总站发布的中国草业统计数据

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全国猫尾草种植面积由５３．９万

亩下降到１１．９万亩，甘肃猫尾草面积从７１％上升到

９５．８％。

我国是猫尾草商品草进口国。中国海关数据显

示，我国进口猫尾草主要来源国为加拿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每年进口量分别为３９９３ｔ、３９２９ｔ、１０７７７ｔ、５５８６

ｔ、３２１０ｔ、５７２５ｔ（２０１９年为１～９月），据赛马养殖经

营者反映，还有部分国外猫尾草产品以燕麦草名义登

记进入我国，年总进口量约１万吨左右。进口猫尾草

由于纯度低，含杂草比较多，质量较差，价格仅２９００～

３０００元／ｔ。

我国赛马市场猫尾草需求旺盛。根据中国马协的

调查数据，目前，我国马匹数量有６～７万匹，不包括部

分牧民零星养殖马匹。全国有赛马俱乐部２００多家，

每家俱乐部养殖赛马约７～８匹，养殖数量超过１０匹

的较少，可以估计中国赛马养殖规模约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匹。目前，仅有少量赛马饲喂猫尾草，且在其饲草配方

中猫尾草占７０％左右；大多数赛马因猫尾草价格昂贵

而未饲喂猫尾草。

国内猫尾草种植区主要在岷县，岷县种植的猫尾

草品种以岷山猫尾草为主导。岷山猫尾草部分干草售

价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００元／ｔ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０００

元／ｔ，主要畅销湖南、湖北、四川、上海、北京、香港等

地，草业已经从当地传统的家庭副业发展为一大支柱

产业，被称为群众致富增收的“金钥匙”。根据市场调

查情况，２０１９年７～１０月，岷县共计销售猫尾草约

４３６９ｔ，其中烘干猫尾草产品１３２３ｔ，占比３０％；晒干

１０１６ｔ，占比２０％；半干青贮２０００ｔ，占比４５％；域内

自用草２２０ｔ，占比５％。销售价格：晒干草平均价格

５．５～６．０元／ｋｇ；烘干草平均价格１５～１６元／ｋｇ；半干

青贮猫尾草平均价格３０００元／ｔ，后半年价格有所降

低，为２６００～２９００元／ｔ。

岷县猫尾草产品类型多样，销售方式多样，有批发

销售、电商销售、专业公司销售等。由于岷县猫尾草销

售规模总体较小、产品少、价格昂贵，且生产和销售分

散，销售方式以客户上门求购为主，批发销售量少，电

商销售更少。全县电商平均年销售约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ｔ。

目前，合作社猫尾草商品化率不到５０％，销售方式主

要有电子商务零售和小批量批发两种，以小批量批发

为主。主要销往全国东部１８个城市，电子商务零售每

单平均销售约３ｋｇ左右，主要针对宠物市场。批发渠

道平均每销售单约５００ｋｇ，主要销往全国东部１０个城

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烘干猫尾草售价最高达

５３元／ｋｇ。批发渠道晒干猫尾草平均价按晒干５．５～６

元／ｋｇ、烘干１５～１６元／ｋｇ销售。从龙头企业方正草

业公司调查可知，其２０１９年按企业标准加工的半干青

贮猫尾草约８０００ｔ，晒干调制草约２０００ｔ，烘干调制

草约１０００ｔ。２０１９年７～１０月共计销售３０００ｔ，其中

宠物饲草２００～３００ｔ，售价８～１５元／ｋｇ；赛马饲草

２０００ｔ，其中晒干猫尾草平均价格约５０００元／ｔ，销售

量为１３００ｔ，半干青贮猫尾草平均价格３０００元／ｔ，销

售量为７００ｔ；当地饲养户用草（二等草以下）约３００ｔ，

销售价格约１２００元／ｔ。根据对岷县物流快递行业的

调查可知，猫尾草每天通过快递业务销售２０～２５ｔ，

２０１９年７～１０月共计销售２４００～３０００ｔ，与前面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电商销售的总量（２４７５～２９００ｔ）基

本吻合，进一步验证了调查情况的可信度。

猫尾草价格不稳定，波动较大。虽然国内赛马和

宠物规模发展较快，但因岷县猫尾草价格昂贵，严重限

制了其消费。理性价格下的赛马和宠物饲草供给市场

开发潜力巨大。

３　我国猫尾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以岷县猫尾草产业为代表的我国猫尾草产

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实现

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产业链不完善，供应链

不完整、价值链未形成”等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３．１　标准化生产水平比较低

目前，我国猫尾草产业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产

业标准体系，在各产业环节均缺乏标准的指导，基本处

于无标准生产、无标准上市、无标准流通的局面。此

外，部分种植户、合作社对实施猫尾草标准化生产的概

念模糊，认识和理解不透，主动参与意识和观念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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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标准化生产尚处于个别企业内部试用阶段。

３．２　产品质量水平不高

受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在猫尾草生产过程中，“重

生产轻管理，重产量轻质量”的现象较为普遍，加之种

植管理新技术获取渠道不畅通，传统意识和种植管理

技术仍然占据主流，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规模化、集约

化程度较低的现状直接造成猫尾草产品品质、品相不

一，影响到猫尾草的质量和效益，增收潜力未能充分

发挥。

３．３　良种丰富度与优质种子短缺

由于缺乏原种基地建设和有效的管理，猫尾草产

业高质量发展缺乏有力支撑。多年来，种植猫尾草所

需优良品种种子稀缺，种源渠道大部分来自农民和生

产者自繁自育，或通过网络零散自购，品种混杂、质量

无法保证，种子良莠不齐。组织化、集约化、标准化良

种繁育体系尚未建立，直接影响到产业发展基础。

３．４　科技支撑乏力

与草有关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发重心在于大宗

草业产品，对猫尾草生产技术的研发不够，科研成果不

多。岷县猫尾草产业作为一个地方区域特色产业，受

县域经济力量的限制，自身科研经费投入、科技人才培

养有限，技术服务和推广跟不上，现有生产技术依然以

民间传统经验为主，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３．５　产业化程度较低

受岷县地形的影响，现有猫尾草种植基地规模小、

碎片化程度高，没有形成连片与规模效应；龙头企业数

量少，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品种单一，精深加工不

够；销售方式单一，渠道狭窄，大多以坐等客户上门的

被动销售为主，或者是零散的电商小单销售；产品终端

消费市场不明，直接进入终端市场的份额不多。这在

客观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猫尾草产业化的发展壮大。

３．６　品牌影响度不够，市场响亮度不高

多年来，岷县猫尾草始终受产品品牌打造不够，营

销方式单一，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营销队伍薄弱，营

销人员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影响，作为一种岷县特殊的

草类资源或草牧业资源，始终没有形成特色的品牌经

济。岷县产品商品化、品牌化程度低，“岷山”这一造就

岷县自然禀赋和人文禀赋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没

有成为岷县的独特文化符号而大放异彩，且有时弃“岷

山”而剑走偏锋，现有产品商标影响度不够，市场响亮

度不高，与岷县经济产品和环境产品特有的地位不匹

配，也影响了岷县猫尾草产品的市场开拓。

３．７　产业链条短，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不足

草产品生产仍然处于原料化生产过程，产品单一

且精深加工不够，特别是满足高端市场的产品更是稀

少，始终围绕猫尾草第一性生产，就猫尾草种植业而发

展猫尾草产业，产品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足，草畜一体

化发展模式没有形成，“猫尾草＋”产业的开发及延伸

几乎处于空白。

４　猫尾草产业发展机遇

岷县猫尾草产业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得

益于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诸多发展机遇，未来猫尾

草市场需求潜力较大，猫尾草产品消费也呈明显的增

长态势，尤其是优质高档猫尾草产品有着更大的国内

外市场空间。

４．１　国家和地方草牧业政策利好

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

奖励补助政策、“粮改饲”等政策及２０１８年定西市制定

的《中国西部草都建设总体规划三年实施方案》，为加

快岷县猫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２０１９年岷县猫尾草留床面积１０万亩，其中中低产田３

～５万亩，通过改造，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岷县优质标准化

猫尾草田达１０万亩，生产优质猫尾草６．５万ｔ；按照辐

射带动周边漳县等地区种植生产约７０００ｔ，进口约１

万ｔ，预计２０２５年中国优质猫尾草总供给量可达８．２

万ｔ，岷县商品草转化率超过９０％以上，才能满足基本

需求。猫尾草商品草的供给扩展空间较大。

４．２　赛马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我国作为养马大国，有着丰富多彩的马文化，赛马

和马术运动源远流长，其起源大约可以追朔到３０００年

以前。目前，我国属于现代意义的赛马业尚处于起步

阶段，是一个新兴产业［１６］。据《马术》杂志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中国马术行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马术俱乐部从２０１６年的９０７家快速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

２１６０家，年均增长率高达３３．５％。岷县养马历史悠

久，是中国较早的军马繁育和养殖基地之一，有着丰厚

的马文化资源和马产业基础。特别是始建于１９３４年

的岷县马场，已有近９０年的历史，马匹最多时达到

５４００匹，依赖于岷县猫尾草，培育出国内外著名的马

品种数个。优良的马品种，需要松软清香、营养价值高

和纤维长度大的优质牧草来饲养，由于受气候、土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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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够生产优质猫尾草的地域不广、产

品短缺。猫尾草属于高纤维、低蛋白并且低钙的牧草，

用猫尾草饲喂赛马，有利于保持赛马的体型和皮毛的

光滑油亮，有助于脂肪转换成肌肉，改善呼吸系统，尤

其对提高赛马的耐力具有独特的作用［１７］。通过推动

猫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赛马用优质猫尾草产品

的供给，可以促进我国赛马和马术用马的体质和耐力，

推进我国赛马业的发展进程。

４．３　奶牛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奶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我国奶牛存

栏量７２０万头，其中荷斯坦奶牛存栏数为４７０万头。

我国奶牛业正处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阶

段，奶牛的饲草种类还将进一步丰富。猫尾草是具有

巨大开发潜力的高档优质长纤维饲草，其特殊的饲用

价值可刺激奶牛瘤胃的反刍功能，延长奶牛的产奶高

峰期和使用年限［１８－１９］。在国外，猫尾草不仅用于赛

马、草食性小动物及宠物，也是奶牛饲养的瘤胃保健饲

草。如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猫尾草干草，专门

用于饲喂奶牛；加拿大奶牛日粮中猫尾草的平均添加

量达５ｋｇ，如果我国奶牛也饲喂猫尾草则需求量会更

大。当猫尾草用于奶牛日常饲草或其他饲草的替代

品，必将为猫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良好的机

遇［２０］。

４．４　宠物市场形成带来的机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养宠物数量急剧增加，宠

物饲养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新亮点，宠物产业成为产

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行业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１６年我国的宠物数量增长了９００％，到２０１７年中国

宠物数量已增至１．６８亿只左右。猫尾草适合草食小

宠物食用，可以维持小宠物的肠胃蠕动并且帮助排毛，

避免小宠物过度的肥胖及维持泌尿系统的健康，减少

软便及体内胀气。小宠物多食用猫尾草还可以促进自

然的咀嚼行为或提高啮齿类磨牙的功效。猫尾草含有

的天然油脂有助于改善宠物外部表皮，使小宠物皮毛

光滑油亮。在国内外宠物市场，猫尾草作为一种饲喂

草食小宠物的重要饲草，随着我国宠物行业的快速发

展，必将对猫尾草产业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

根据“十三五”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我国猫尾草

需求若定位于赛马和宠物饲用为主，奶牛饲用猫尾草

定位于泌乳牛瘤胃保健，若需求量以２０１９年的３．３万

ｔ为基数
［２１］，每年赛马和宠物用猫尾草需求量保守估

计增长１０％，泌乳奶牛２０１９年存栏数为４６０．７万头，

若每年增长２％，到２０２５年存栏数为５１８．８万头。由

于我国奶牛业正处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阶

段，而优质牧草在其中的作用越加重要，若起初使用阶

段按每天每头奶牛饲喂２ｋｇ猫尾草，到２０２５年逐渐

增加到２．５ｋｇ，奶牛用猫尾草需求量约１．３万ｔ左右，

预计到２０２５年我国猫尾草总需求量为７．１４万ｔ。

综合判断，今后依然是猫尾草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遵循猫尾草产业发展规律

和时代要求，抢抓各种发展机遇，以定西市岷县为中

心，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推进我国猫尾草产业发

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基础。

５　猫尾草产业发展的建议

以高质量发展为总体要求，生产与生态双赢为发

展原则，岷县猫尾草以饲草产品优质化、多元化为核

心，在完善标准体系、强化技术支撑、改善基础设施、

加强品牌建设、培育经营主体、强化利益联结等方面

统筹推进，以生态草牧业为中心，猫尾草产业为主

体，与本地特色优质资源融合、与产业平台融合、与

文化资源融合的“一中心、一主体、三延伸”产业格局

为主线，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对完整，市场

主体利益共享、抗市场风险强和效益提升明显的猫

尾草优势产业区。

５．１　建设优质猫尾草商品草基地与集散交易中心

岷县猫尾草通过种植结构调整、药材倒茬、退耕

（牧）还草及土地流转等措施，推广商品化猫尾草播种、

田间管理、收获加工等重点环节生产标准，规范、完善

生产基地，提升产品质量和商品化率。

围绕猫尾草功能性草产品开发加工基地建设，依

据赛马、奶牛、宠物不同年龄段、不同生产阶段、不同使

用阶段需求，生产加工专用功能型草产品。提升现有

粗加工产品质量，开发赛马、奶牛、宠物专用功能型精

加工产品和深加工产品。扶持培育精深加工产品龙头

企业，提升精深加工产品比例和市场价值。

依托现有药材市场交易平台，扩展或延伸平台功

能，建设猫尾草集散交易中心，完善标准化交易专区，

集成市场供需信息、仓储、交易、物流、配送功能，提升

猫尾草市场统筹定价和综合服务能力。吸引各大农产

品电商建设服务网点，并与集散交易中心联接，推动岷

县猫尾草市场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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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提升猫尾草良种生产能力，构建猫尾草产业标准

体系与机械化水平

瞄准市场需求，建设猫尾草良种筛选与原种扩繁

基地，实现岷县猫尾草产业良种化。建设完善种子基

地田间工程，配套种子收获、清选、加工、包装、检验检

测等设施设备；设计猫尾草新品种选育项目，筛选和选

育适宜赛马、奶牛和宠物饲用的品种，加速猫尾草新品

种推广，提高猫尾草良种化水平。

加大猫尾草产业标准化工作力度，对猫尾草全产

业链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提升产业技术改造和质

量升级。从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到产品品质、加工包装

等环节，依据各生产环节标准化的成熟度，分别制定企

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使猫尾草生产的每一个

环节都纳入到标准化的管理轨道，形成一整套具有科

技引领和指导意义的标准体系，实现有标可依，用标准

规范猫尾草生产。

实施猫尾草生产机械化提升行动，在龙头企业建

设猫尾草机械化专业服务队，重点配套收获、二次加

工、青贮、烘干、草粉草颗粒加工、包装等机械设备，面

向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家庭牧场服务；在合作社、

种植大户和家庭牧场重点配套小型化土地耕作整理、

播种、田间管理等机械；在种子基地重点配套育种、扩

繁、收获和包衣拌种等机械设备和设施。

５．３　构建人才交流平台，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特色

品牌

联合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中国畜牧业协会、中

国马协、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猫尾草产业发展智

库。建成猫尾草产、学、研、推一体的科技示范园，完善

产、学、研、推的科技示范功能。聚焦市场需求，研究和

开发不同需求、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新产品。开发赛

马、奶牛和宠物特殊需求和一般需求的猫尾草新产品，

在国内推广符合行业标准的猫尾草新产品。推广符合

国家或国际标准的猫尾草新产品，争取使其打入国际

市场。

围绕打造“一县一品”特色，以讲好“马”故事、壮大

“草”声音为目标，创新宣传形式，设立岷县猫尾草产业

与文化国际论坛，提升岷县猫尾草产业与文化产品影

响力。建立科技示范园，集成示范和推广成熟实用技

术与产业文化。加强区域特色品牌、区域公用品牌、国

内知名品牌和国际优良品牌建设，进行“岷山”产品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申报中国驰名商标、草产品地理

标志和省、市著名商标、名牌产品。

５．４　探索建立“猫尾草＋”多元产业

实现猫尾草产业从生产向生态生活、从物质领域

向精神文化功能领域拓展。把猫尾草产业发展与现代

草牧业、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融为一体，以

市场需求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以“猫尾草＋”

为依托，全程融入岷县特色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产业

平台等元素，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将猫尾草与特色优质资源相结合，创建“猫尾草＋

赛马”、“猫尾草＋奶牛”、“猫尾草＋宠物”、“猫尾草＋

黑毛羊”、“猫尾草＋牦牛”、“猫尾草＋中药材”等新模

式融合产业；将猫尾草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创建“猫尾

草＋岷山”文化系列的“猫尾草＋特色资源”观赏、“猫

尾草＋草原游”、“猫尾草＋红色圣地游”等新业态融合

产业；将猫尾草与产业平台建设相结合，创建“猫尾草

＋集散交易中心”、“猫尾草＋能人竞聘平台”、“猫尾草

＋科技示范园”、“猫尾草＋论坛”等新机制融合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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