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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特点及对策的研究

王启基 周 立 赵新全

摘   要

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主要特点为,草地生态环境严酷,畜牧业经济脆弱;初级生产力水

平低,牧草现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季节差异显著;草畜矛盾突出,能量和物质转换效率低。

冷季放牧家畜掉瞟损失占增重的 69,53-86.96%,净 增长率仅为 18.04-30.47%,草 地 畜

牧业结构简单,经营管理水平落后。其管理对策为,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搞好草地基本建设,

以提高抗灾保畜能力,建立人工和半人工草地;开展季节畜牧业,加速畜群周转率;优化草

地生态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实现科学养畜,建立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的经营模式。

关建词: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对策。

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草场广布于青藏高原,为特殊的高原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

植被类型,对发展草地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在的生产力◇但是,由 于长期忽

视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超载过牧、掠夺式经营,使草地严重退化,生态环

境遭受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放牧家畜处在
“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

环之中,严重阻碍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发达国家形成明显

的差距。

为尽快改变该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和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开展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草地生态工程和综合技术措施的研究势在必行。探讨其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规律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特点

(一 )生态环境严酷,畜牧业经济脆弱

就青藏高原而言,地势从西向东北、东南逐渐下降,平均海拔 8500一 刂800m。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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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一年无四季之分,仅有冷季和暖季之别,年平均气温 0-ˉ 5,9° C。 全区降水量由

西北部 〈300mm以下)向东南 (500mm以上)递增。其气候主要特征是冷季千旱而漫

长,暖季短暂。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冷季长达 7个月之久,从 10月 至

翌年 4月 ,月 平均气温均低于 1°C,1月平均气温为ˉ 3,86° C,极 端 最 低气温 可达

s|2(X)nl

l (8)

~2,0℃
6(比6mm

-31.5°C,暖季只有 5个月(5-9月 ),

月平均气温为 7.57° C,7月 平均气温 为

10,29°C,极端最高气温为 27.5° C。 冷

季降水量为 126.74mm,占 全年降水量

的 20.88%,平 均月降水量为18.10mm,

暧季降水量约 厶80.31mm,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79.12%,平 均 月 降 水 量为

96.06mm(图 1)。 在暖季,光、水、热

的高峰期几乎同时出现,为植物的生长

发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气

候条件下,植物群落结构简单,牧草低

矮、产量低、植被一旦遭受破坏,其自

然恢复极为困难,系统的结构脆弱,抗
干扰的能力极差。漫长而严寒的冬季 ,

因缺少补饲,放牧家畜饥寒交迫,大量

死亡。牦牛死亡率为 5.16%,藏羊死亡

率为8.09%。 在灾害年份,家畜死亡损

失可达 10,0%以上 ,相 当于每年出栏

家畜的 84.0%或更高。 在频繁的 自然

灾害,缺乏抗灾保蓄设施及补饲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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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的气温和降水曼

Fig.1 Ai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o at HBibei

Research station of.Alpi:le Meadow Ecosystem.

a 降水>气温的湿润期,Moot period of pre“ pitation)

aif tei1.     i

b 气温)降水的干旱期,Dry° poriod of Bif ten1.>pred-

pitatio:!

c 轻度干旱期,Period oF lighter drought.

|  2  3  4  5  6  7  8  9 10 1】  12

月 month·

下,畜牧业生产很不稳定,经济效益差。

(二)初级生产力水平低,牧草现存n和营养成分季节性变化显著

高寒草甸草地资源丰富,牧草柔软、营养革富,具有高蛋白、高脂肪、高无氮浸出

物、纤维素含量低和热值含量较高的特点 〈杨福国等,1986)。 但是,牧草生长期短 暂
(gO-150天),初级生产力水平很低。 矮嵩草草甸草场每公顷产干草为 2 960kg,光 能利

用率为 0.096%,金 露梅灌丛草场为 2 667kg,光 能利用率为 0.080%,封育的垂穗披碱

草草甸草场为 8658.7kg,光 能利用率为 0.20还 %。 植物对高原特殊生境条件的长 期 适

应,形成一系列形态、生理一生态学特性,植株低矮,呈莲座状、垫状,多数植物种子不能

成熟、行营养繁殖。在两季轮牧状态下,牧草现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季节差异显著 (图

2)。 牧草现存量和粗蛋白含量的季节性变化呈
“

s”型曲线。牧草现存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大

而减小,重度放牧(6.07只 /ha)条件下,牧草现存量于 8月 初达到最大值 (271,3g/m2· 干

重),中 度放牧(3,12只 /ha)和轻度放牧 (2.14只

`ha)在

8月 底达到最大值 (295.1g/m2,

3么0.0g/m2),到翌年 在月底牧草现存量降低到最小,重、中、轻度放牧分别为 71.6g`m2,

123,7g`m2,139.5g`m2· 干重,依次为年最高现存量的 26.88%、 41.91%、 么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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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放牧强度牧草现存王和粗蛋白含量的季节动态

F·ig.2  seasonal dyna111ics of herb8ge stBildi。 g cfops a:ld content of crude protei:l under

differeBt stoCki‘lg r8tes.

5月 开始粗蛋白含量增加,到 6月 底达到最大值,童、中、轻度放牧分 别 为 1⒋ 07%、

12,81%、 12.04%,且 随植物生长发育进程逐渐减少。枯草期 (11月 至翌年 姓月)粗蛋白

含量较低,平均值为 5.59%。 其中,在 月份的含量最低,重、中、轻度放牧分别为 5,54%、

5,58%、 5.00%,依次占粗蛋白最高含量的 39.36%、 在5.32%、 在1.53%(王启基 等,

1988)◇ 经方差分析,牧草现存量与粗蛋白含量的季节性差异极显著 (P<0.01)。 这是

造成放牧家畜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高寒草

甸草地畜牧业发展缓慢的关键所在。

(三 )草畜矛盾突出,能且和物质转换效率低

高寒草旬草地畜牧业主要依赖于天然草地,其经营方式以放牧饲养为主,大部分草

场分布在海拔 姓000m以上的地区,自 然条件恶劣,青草期短,而枯草期长。因此,草地

畜牧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环境条件的制约。由于牧草现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季节和年

间差异显著,受灾年份产草量 (296.7g/m2)与 丰收年份产草量 (在 30.0g∫ m2)几乎相差

1`3(杨福囤等,1989)。 而每年放牧家畜对能量和营养物质的需求则较稳定,从而形成

草与畜供求不平衡的矛盾 (图 3),特别是在重度放牧条件下,这种矛盾更为明显。

如图 3所示,在轻度和中度放牧条件下,牧草生长期,可采食牧草的贮存量充足 ,

到 8月 底牧草贮存量分别为需求量的 221.71%及 160.00%。 此后虽有下降,但牧草营养

价值较高,家畜体重仍不断增加,直至夏秋放牧场 (6月 1日 一10月 31日 )结束时,可

采食牧草仍很丰富。这一时间,水草充足,牛羊肥壮,是发展高寒草地畜牧业的黄金季

节。在 11-1月 ,可采食牧草的贮存量虽大于绵羊的需求量,但牧草营养成分下降,适

口性变劣,加之气温下降,放牧家畜的体重开始下降。 2一近月,草畜矛盾更为突出,供

家畜 R】采食的牧草不足,牧草贮存量仅占家畜需求量的 85.03%,亏缺 1吐 .97%,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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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放牧强度下藏系绵羊对牧草需要量及牧草供给量的季节动态

Fig.3 seasonBl dynainics of supply a:ld de:na:ld of hay for Tibetan sheep

under differe:lt stocki:】 ‘ fates.

的营养物质远远小于家畜的营养需要。为维持其生命活动,不得不消耗体内沉积的脂肪、
蛋白质和糖类,迫使家畜体重急剧下降2甚至造成老弱病畜的死亡。在重度放牧条件下,

全年可采食牧草的贮存量始终小于家畜的需求量,放牧家畜长期处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

因此营养不足,发育不良,体形变小,生产性能下降。特别在 2-4月 ,供家畜可采食牧草
严重不足,仅占需求量的 33.71%,亏 缺 66.29%,在饥寒交迫的袭击下死亡率高达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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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放牧强度条件下,牧草地上净生产量不同 (图 4)。 牧草地上生物量随放牧强度

的增大而减小。据 1985-1987年 在夏季牧场的曰定,重牧、中牧及轻牧条件下,平均地

上净生产量分别为 328.20、 35攻 .2硅 、377,00g/(m2年 )。 枯草期 (4月 底)现存量最低 ,

各放牧强度下现存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61.68、 134.36、 178.48g/m2。 牧草净生产量与生

长季节的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痿切相关。经相关分析,牧草净生产量与月平均气温呈极

显著的正相关 (`=0.991,P(0.01),与降水量呈显著的正相关.(`=0.814,P(0.05);

同时与放牧强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r=o,978,P(0.01)。 在重度放牧条件下,由于家畜

长时间的反复啃贪、践踏,草场普遍退化,优良牧草减少,草场饲用价值下降,草畜乏

间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在中度或轻度放牧条件下,植被可得到恢复,草畜矛后有所缓

解。

家畜体重随牧草贮存量和营养成分含且的季节变lt而 改变,其季节变化生 “s” 叩

曲线,而年间变化则有较大的波动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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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放次强度蔽系绵羊体重的季节和年间变化

lfig,3  
·
rhe changes of seasoil aild years i:l body 、P·eight of 

·
I·ibetan sheep ulldcr

different stocki‘ lg fates,

如图 5所示,藏 系绵羊体重随放牧强度的增 大而减小。重、中、轻放牧条件下,其
’r均

体重分别为 36.77kg“ 1,89kg、 44.38kg。 在中度放牧和轻度放牧条件下,绵羊体重较重

度放牧分别高 13.92%及 20.70%。 重度放牧绵羊体重的峰值在 8月 底,巾 度和轻度的峥

值在 9月 底或 10月 初。5-9月 ,重、中、轻度放牧绵羊体重的平均增重分别为 11.12kg、

1⒋ 90kg、 12,58kg,9-4月 绵羊体重下降,大减少的体重分别为 9.67、 10.36、 9.12kg。

’

`均

fJ吵 只 △的减重损失分别占增重的 86,96%、 69.53%、 72.52%。  1982年 1)JI 1′ 1986

年 9月 期 Hj,重 、中、轻度放牧,绵羊体重分别增加 5.80kg`只 、18.16kg`,1、 13.83kg

`只

,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1.45kg/,1、 4.5伙 g/'、 、 3.过 6kg`只 , 牧草转化 率 分 别 为

0,47%、 0.87%、  0,49%。

在 3种放牧强度条件下,绵 羊的 日增重季节变化基本相似 (图 6)c 从 5月 开始,日

增重随牧草贮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增加而增 大。 其嘈重的烙值在 6月 , 重、 中、 轻

度放牧分别为 148.06g∫ (只 天)、 176.77g/(只 大)、 137.10g/(只 天 )。 5-9月 , 绵 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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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重因放牧强度不一, 中度放牧的增重最大 (94.88g`只d), 轻度放牧 居 中 E81.61g/

(只 d)彐 , 重度放牧最小 E70.50g/(只 d)彐 。 当11月 转人冬春草场后, 重度放牧绵羊有

足够的饲草供给,体重有所增加,但下降迅速。·12-4月 ,重、中、 轻度放牧绵羊平均

日减重分别为 74,73g`(只 d)、 76.55g/(只 d)、 65.19g/(只 d)。 由此可见, 每年冷季掉

膘损失严重, 尤其伍2-4月 更为严重。这是高骞草地畜牧业生产过程的最大弱点 ,也

是经济效益不明显,能I和物质转换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四 )中地畜牧业结构0-,经‘营理水平落后

高寒牧区自然条件恶劣,加之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薄弱,畜牧业生产长期采用

以水草而居,靠天养畜,单一的经营方式。只重视性畜的生产,忽视畜产品的加工和综

合利用,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较低,结果使牲畜数量狂增,草
畜矛盾日趋严重。在草地投人产出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对草地进行掠夺式经营,加

快了草地的退化和沙化,使草地生态环境恶化,其结果导致了次级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据统计,1979年牛羊胴体重较 60年代分别下降 25%和 23%。 说明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

形势严唆。

对 策 与建 议

(一 )搞好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建设,提高抗灾保畜能力

革地畜牧业生产足草地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转化的完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初

级生产者一 牧斗,通过家养卓食动物的利用转化为人类必需的畜产品。囚此,对人然

草地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建设以及提高初级生产力都是稳定和持续发展高寒草地畜牧业

的关键,特别走冷季革场的保护和建设尤为重要。在逐步提高草地投人的前提下,逦过

围栏放牧、火鼠火虫、松耙补播、封育、施肥等综合技术措施,以提高天然草地初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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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同时,建设好畜群棚圈、接羔暖棚、饮水设施和家畜品种改良等配套项目,以提

高放牧家畜抗灾抗寒能力。据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的研究,

冷季草场在封育或半封育条件下,产草量可提高 18,1遮 一 44.41%(周 兴民和张松 林 ,

1986a),在适宜放牧强度下进行划区轮牧,产草量可提高 26.00%,且优良牧草比例 增

加,杂类草比例减少,在严重退化的草地上,经鼠害防治,补播等综合改良措施,其效

果更为显著,产草量可成倍地增加。

(二)建立人工革地,加强冷季补饲

开展种草养畜,建立稳产、高产的人工草地,是解决草畜之间季节不平衡的重要途

径,亦是保证冷季放牧家畜营养需要及维持平衡饲养的必要措施。它不仅可提高光能利

用率和物质转化效率,而且可减少牧草资源的损失和浪费。目前,一些畜牧业较发达的

国家,人工草地在草地畜牧业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基本形成了专业化、集约化的

生产。 如美国的人工草地占草地面积的 56%、 澳大利亚占 60%、 新西兰则占 80%以上 ,

而我国仅占 2,3%(真旭江,1989)。 这种布局与我国国情和畜牧业现代化的需要极不相

称。从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家庭牧场示范户的研究结果可知 ,

在高寒牧区实行种草养蓄,加强冷季补饲对促进草地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工革

地育干草产量为 10 277kg/ha,光 能利用率为 0.298%,较天然草地的光能利用率 提 高

2,11倍。藏系绵羊在冷季补饲后成畜死亡率下降 34.80%,羔 羊成活率和经济效益亦有

明显提高。经相关分析,羊单位产值与每只羊所占饲草地面积 ('=0,951)、 每只母羊补

饲的青干草数 ('=0.992)、 羔羊成活率与每只母羊补饲的青干草数 (r=o.972)呈极显

著正相关 (P<0.01)。 大家古波损率与补饲的奋干草数呈显著的负相关 (r=-o.807,

P<0.05)。 若将每个羊单位所占的饲草地从现有的水平据商到 0,02ha,每 年冷季每个半

单位贮备 150kg青干草,平均每天补饲 1kg,即可以从 12月 补饲到 5月 初。 经过 补饲

后牛、羊掉膘损失减少 50%,以此,就青藏高原地区而论,每年增产牛羊肉 27566.30×

10(kg(牦 牛以 1142,81× 104万头,绵羊以 2978.33× 104只计),相 当于本区牛羊肉产

量的 2倍,仅此一项可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12.57亿元。说明实行种草养畜,经济效益显

著。

(三)开展季节畜牧业,缓解革啻矛盾

为保护草地生态平衡,缓解草畜之间季节不平衡的矛盾,减少冷季家畜体重下降、

以及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必须以牧草贮存量、家畜的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确定合理

的载畜量,充分利用高寒牧区光、水、热同季的生长优势,进行季节畜牧业生产。提高

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加快畜群周转率,使牧草尽快转化为畜产品。在秋季放牧家畜膘

肥体壮时,及时出栏老、弱、病畜和经短期育肥的当年羯羊。在有条件的地区可进行羔

羊的异地育肥,这样不仅可减轻冷季草场的载畜量,缓和草畜矛盾,还能提高草地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益。 例如,海北定位站地区的家庭牧场示范户 A(B、 C采取季节畜牧业,

1986年绵羊出栏率较未实行种草养畜和季节畜牧业的D户分别高 2,5,7.1,2.姓 倍;羔

羊出栏率分别高 8.6,46.2,11.6倍,羊单位纯收人,按 1980年 不变价计,A,B,C,
D户分别为 3,狃 元、5.85元、2.55元 、0.73元 ,即 A,B,C户 分别较D户高3.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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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优化草地生态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

草地畜牧业生产是以牧草为第一性生产,家畜为第二性生产的能量和物质的转化过

程。从牧草的生产到畜产品的收获要经过许多转化流程 (任继月等,1978,1982),而 每

一环节均与畜牧业经济效益直接相关。目前我国草地畜牧业生产一直处于第一性生产不

足,第二性生产超前的状态。其结果造成了草地退化,生态平衡失调,从而形成
“超载

过牧一草地退化一草畜矛盾加剧一次级生产力下降
”的恶性循环 。 因此 , 解决草畜矛

盾是发展草地畜牧业的首要任务,其关键是优化草地生态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通

过调整畜种和畜群结构,采用最优存栏结构和出栏方案,以草定畜,囚地制宜地确定适

宜的放牧强度。 通过高寒草甸草场优化放牧方案及最优生产结构 的 研 究 (周兴民等,

1986b,王 启基等,1988,皮 南林等,1988;赵新全等,,1989),我们认为,在高寒草句地

区,藏系绵羊与牦牛的比例应为 8:1,藏系绵羊的适龄母畜比例为 50-60%,牦牛的适

龄母畜比例为 30-40%为宜,在矮嵩草 (Koar“ ic乃″历 J打)草甸草场采用围栏放牧,适

宜的载畜量约为 3,1还 只/ha。 在矮嵩草草甸草场上和金露梅 (Po″膨″
`口

∫
`“ `,co‘

口)灌丛

草场实行划区轮牧,适宜的载畜量约为 2.68只 /ha。 藏系绵羊最优存栏结构列于表 1。 若

年龄组
沪!ge cla.ss

l合
计

. Total2

17,33

16.09

33.42

14..23

0

14.23

13,61

0

13.61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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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12.5()

0

12.50

12.00

o

12.00

1.2姓

o

1.2厶

o   | 83.91

16.09

100.00

19.76

0

18,90

0

100.00

o(

0

冬春草场结 k̄ At end of WinteF-sp0ng grazing peood

早Ffw)

·
`M∮

′v)

Total

12.95

0

12.95   |

12.45

0

12.45

1】 .96

0

11.96

1.23

(J

1.23|

83.85

16.15

100.00

17.39     11.30     1(3.56

16.15   |   0         0

33.54 | 1⒋ 80 | 13· 56

·F]:不同年龄组△畜 Female aniIna:of diffefent age Class,

Mi:不同年龄组公畜 Male ani‘ na1 of different age Class,

s:夏秋草场 sui[lIIler-au“ :ila grazimg land,

W:冬春草场 Wintef-sp0ng gf“ ing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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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倍。 其中、出售羔羊的收人分别占绵羊出栏收人的 18.52%、 64,86%、 28· 19%和

0。 大家畜减损率 A、 B、 C户较 D户分别下降 18.75%、 35,15%、 33,59%。 经相关分

析,羊单位纯收人与羔羊出栏率 (`=0.929)、 绵羊种群出栏率 (r=o.977)、 呈极显 著

的正相关 (P(0.01),大家畜减损率与出栏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0,80由 P<0· 05)。

由此可见,开展季节畜牧业对促进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出售当年

育肥羯羔、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更显著。

表 1 表羊种群圾佛存栏结构 (%)

Tablc.1 0pti1nal population struoture of stocked·rib。 tan sheep(%)

1

旦Ff⒔
’+

o^· M∮‘〉

Tota【

出栏后 Ancr sIaughter

♀FFw〉  |  o   | 24.o6 |
l       l       lMfw)|0 |0 |

18.04  ! 17.35  |

o |0 | o

0

0

0

|



夏秋草场的存栏数为 808只 ,秋季出栏后冬春草场的存栏数为 582只 ,全部为母畜,冬

春草场结束时存栏数为 811只。其中,繁殖母羊占 52.35%(种公羊 1.83%),2,3,4,

5,6年龄组的比例分别为 26,0%,24.82%,23.88%,23.93%,2,37%。 种群出栏率

为 27,97%。 其最佳出栏结构为,当年羯羔全部出栏,占 出栏总数的 57.75%;5岁 母羊

出栏 88.66%,占 出栏总数的 38,05%,6岁 母羊全部出栏,占 出栏总数的 4.ds%。 由

此可见,实施优化生产结构,一方面可加快畜群周转率、减轻草地放牧压力,起到保护

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地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使畜群年轻化,增强再生产能力,使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

为充分发挥优化生产结构的最大效益,必须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畜牧业综

合配套设施、管理制度和有关政策。将短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密切

结合。通过家庭放牧的最优生产结构,以及草地生态工程等项 目的示范研究和推广,将

目前广泛存在的简单的或单一的经营方式逐步转变为复杂的土地、植物、动物
“三位一

体
”,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配套的混合经营模式。 使高寒草地畜牧业成为多样、稳

产、高产以及富有弹性的草地经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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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UDIEs l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Es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OF ALPINE MEADOVV

Wang Qiji, zhou Li and zhao Xinquan
(iVor`为 四esf Picfec"” rms`;`"`召 or B|ofo夕 v, r乃 cc乃 i“ es纟 彳CCde″ 吵 or scfcnces)

In this pa1,cr 、v.c inqu.irc into thc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charactcristics

ond la、vs of alpinc 】neadow and put forward~a strateg· ics to s。lve contradictions

in ordcr to supply a scicntific basis for rcasonablc utilization and protcction of

grassland,

According to nlany ycars research,thc main charactcristics of alpinc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arc as follo环
`s:(1)1·

·
he grassland cc。 -cnvironmcnt is bad. 'rhe

cold scason is dry and long and thc 、varm scason is moist and vcry short. ·
rllc

animal husbandry cconorny is lveak.(2)1· hc p△ inlary production  is 1。 w and  tllc

scasonal dynan1ics of standing· crop biomass and hcrbage nutrilitc arc diffcrcnt.In

April tllc standing crop bionlass and crudc protcin in hcrbagC Only inakc up

26,38-41.919亻  and 39,36一 45.32%· 。f maxim.um valuc respcctive1y.(3) Thc con-

tradiction bct、veen livcst。 Ck and hcrbag· c is seriou.s, Thc 1△ 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nergy and mattcr is lo、 v, In cold scason, the livestock b。 dy-· w·cight loss n1akc

up 69,53-86.960。  of body-weight gain of the warm season.Thc net body-weight

gain ratc of livcstock is only 13,o4-30.在 79‘  and thc herbage utilization cfficicncy

is O,,47——o,87。·‘.(4)Thc construction of grassland animal busbandry is simple and

thc lcvcl of nlanagcment is back、 vard.

According to above-Inenti。 ned problerns,、 ve rnust adopt stratcgies as follo、 vs:

(1)Makc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protcction for natura1 grassland,in ordcr to carry

on prinlary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c  ability of w9ithstanding natural calmities.

(2)sct 1△p thc  artificial  and  half  artificial pasturc and rcp.lenish herbage in

cold scason as t°  rcducc livestock body-~v.cight loss and death rate.(3) I)cvclop

scasonal animal htlsbandry and rnitigatc thc contradiction bctv`ccn livest° ck and
herbagc to raisc ccon。 inic profit. (还 ) F· ind optimal ecological structurc of grass-

land, and raisc thc manag.cnlcnt leve1.Accomplish.to raisc livcstock of scicnce and

realizc thc 】nodcl of mixcd inanagemep· for production iproccss and selling of ani-

mal prodtlcts. All this has brought stablc and high yiclds for yCars and has ob-

taincd succcssivc dcvclopmcnt of grassland animal h11sbandry of alPinc mcadow.

Key ·
甲叮ords: Alpinc incado$`, Grassland aniInal husbanddry, stratc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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