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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家庭牧场的生态结构特征及其

经济、生态效益。家庭牧场的经济效益与其生态结构密切相关。人均产值与羊单位产值和纯

收人、每公顷草场产值和纯收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P<0,05),人 均纯收人与人 均产

值、半单位纯收人和产值、每公顷草场纯收人和产值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D。 戎绵羊

的产值与每公顷草场产值、适龄母营的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5),与 大茁减损率、绵

羊存栏效呈弱的负相关 (P>0.05)。 牦牛的产值与出栏率、商品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P(

o,01)。 在生产实践中可通过控制和调整有关参效之间的关系,目口可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土。

关0词:家庭牧场,生态结构;经济效益。

随着草地生态农业的发展,家庭牧场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已引起人们

的极大关注。研究家庭牧场的生态结构特征,选择科学管理对策,对发展草地畜牧业具

有重要意义。

有关草地生态农业的研究已有报道 (吕胜利等,1986,原野,1986,谢晓村,1986,

葛文华和段舜山,1987,Holmes,1987),但 与本文的 研究地区不同。本文主要报道高

寒草甸地区家庭牧场的生态结构特征,并分析影响畜牧业经济效益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便为家庭牧场的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及内容

本项研究于 1985-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进行。该地区的草场类

型以矮击草 (KoDreBio Dumizis)草 甸和金露将 (Po″
`“

″。rrn,co:o)灌 丛为主,前者优势种为

矮击草,次优势种植物有异针茅 〈s“ p仍 o7inc)、 垂拣披孩草 四闸mu:`u幻邡)等。后者优势种为

金田标,草本层优势种植物有线叶诸草 (K.o口 pi枷 ro氵 油〉、珠芽势 (POJ匆 om。 :’Ⅱv沏 jparum)、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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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茅 (PⅡ砌。口r“ bro〉 等。

本文以定位站地区门源种马场畜牧三队 姓户家庭牧场,Λ、B、 C、 D为对象,以 他们的章场耐积、

产草量和家畜的营养需要为基效确定合理的载畜虽。通过畜群结构、牲畜出拦率、商品率,种草和季

节苗牧业生产措施的调查和研究,探讨家庭牧场的生态结构和效益。为便于比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畜产品热能值 (皮南林,1982)和 价值 (以 1980年为标准),及其有关生态结

构参数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结 果 与分 析

(一)宋迄牧场的生志和经济结构特征

在草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从牧草的生产到畜产品的收获,需要经过许多转化流程

△1 R磨牧场的生恋和经济绍仰特征
Table 1 Ch8ractefistics of ecological and econo10ical str】 ctufe of family animal fafl1.

生态结构 EcologicaI structure

年度

Yeaf

357

352

322

3饪6

115

113

111

l13

933

916

878

912

人口(人/户 )
Populatioil
(person/I)er

faIIlily)

8.75

8.75

8.66

8.72

劳动力 |
(个 /户 ) |

Labo“ r for一
|

ce(18bour/
per family)

每户占有牲畜数
Per f8皿 ilV No.of

1ivestock

绵羊
sheep

每个劳动力占有牲畜数
Per laboIIr fofce
No,oF livestock

绵 羊
sheep

牦牛
Yak

载畜i
(ha/羊单位)

Load capa¨
city (ha/
sheep u:!it)

0.犭

^
o,45

0.43

0.44

绵羊
sllec

牦
羊单位
sheep
uilit

ak

372

366

381

372

厶1

在0

37

40

13

13

13

13

lO6

105

103

105

猸

妈

4
8
4
6

经济结构 Econonica1 structure

羊单位立
值

C)utlpu.t valuc of

sheep llilit

每个劳动力产值
(∶

)】‘tptlt Value of perˉ
l‘lbour force

~人 均 产 值
()tltput value of

per peopie

(元
)

(Yuan) (婀)](踹 )

每公顷草场产值
C)utpot value of
per h.ectafe

(元
)

(Yuan)

(元 D
(Yuan) (1o叮 ) (lO:1)

1985

1986

1987

平均X

8.3吐

8.51

9.71

8.95

7.89

7.姓 6

7.在红

7.50

3135.84

3116.54

37】姓,83

3343,31

889.58

783.01

735,16

785.15

18.81

19,31

22,96

20,62

17.79

16.56

17.18

17,17

2965.27

2731,93

2814.49

2792,06

940.75

892.51

993.10

936.26

·1980年 价 , Ricc in 1980.

(任继周,1978、 1982),而每一流程都直接与其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囚此,分析家庭牧
场的生态结构和特征,是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和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基础。

高寒草甸地区家庭牧场的生态和经济结构特征列于表 1。 对表1列示的家庭牧场生态
结构渚囚素进行相关分析 (表 2),人均产值 (Yl)与羊单位产值 (X5)、 羊单位纯收
人 (X。 )、 单位面积草场的产值 (x7)、 单位面积草场的纯收人 (X:)呈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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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5-1987年家庭牧场生态结构势致间的相关矩啐
Table 2(·。frclation inatrix among ecolosic31 para鱼 .etefs oF faInily anin.al faf:n

in alpine E.eadow, 19∞ -1987,

人均占有
羊单位

|

+单 位 i∶
·ii,.-~'— —∶

ft收人 -场 产“t 场纯收人人   口

l)。 Ilulati(D il

劳动力
Labour
fofce

nit of

羊单 位
产值

output
vall‘ e

pef
sneep
('Y· 5)

人均产值
C)u.tp ut

value
per
pefson

(】'2)

et pro-Output Net pfofit

人均纯收入
Net
profit

Per
person

(y2)

fit per  . valuc     per
shee‘ ) lper hec-  llectare

tare

(Xa)  (△ˉ
i)  (.ra)(X1)

| son
(X2)i(X:)

■
■

(Vl)

(.X2)  0.8951】 ·

(Xs)-0.2130

(X‘ ) 0.锐 29

0,1888

0.6713
|

-0.2936!

-0.2757.  0.2915
|

-0.1678ˉ  0.0206

-0.1603|-0.1097

-0,157d.-0.0准α)

().在`123)  ().112皮

0.078())  t).ll()66

(X“ 9

(Xc)

(X7)

(Xa)

(/i)

(/l)

0 5132

0,3909

0,2900

0,3516

0,3506

0,3821

| 0.,1028

t).27·74

|o.1589
! 0.2309

().5;82

0.352·
.1

|

0.9598·
·

|

0,9170· ·
|0

0.9397·
·

l()

0.7382·  r)

,9877中
年

|

.9975·  ().9952· ·

.T637年
△0 7206·   r).14.8r;·

|0·
9295·

·
l().9802’

年
l().9613·

· 0.9了 65饣
·

·P<0.05,··P<0.01

(P<0.05)。 其逐步回归方程 (F=9,49,P(0.01)为
,

y· l=0.0793X`+2.1561X4+1.o565X5+0.0001X· :-9.1886

人均纯收人 (Yz)与羊单位纯收人 (X6)、 唯位面积草场的纯收人 (X:)、 人均产 值

(yl)、 ·
单位面积草场的产值 (X7)和羊单位产值 (X5)生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

其逐步回归方程 (F=9.71,P<0.01)为
,

y· 2=0.0195X· 3+1.8117Xi+1.0518X6-2,9700

以 .L述方程计算的人均产{F1和 人均纯收人的估计 值 (P)与 实测值 (Y)进行比较

(表 8),二 者的吻合度较好 (`=0,052,P)0,90),可在生产实践加以应用。

表弓 浓度牧场人均产止、纯收入的估计伍 〈y)与实曰t(7)比较 (百元)

Tablc 3 Comparisio】 l of estimate、·alue(P)vith。 bserved value (y) to output value

and nct profit for famit, ani,llaltfarI】 I (hundred yuan).

年  度
Yeafs

198() 1987

家庭牧场

FBEli〗 y ani¤1al farm C D D

人均产值

(~)u.tput value

of per pcrson

8.8958

8.8731

9,53()】 )

|).·199么

8.5741

8.to】t9

7,^每 3(J

7.4339

5,T7,li;

5.T,llt)

A L‘

7.9330

8.0007 . (;.87`17

7.8031

7.84·

^2

1.2165

1.2^在 7

人均纯收入

Net ptofit of

per pers()n

(y)

(y)

2~1611

2.1446

2.7dO2

2.7239

2.0813

2.0G50

1.1980

1.1710

-0.5860

-0,6111

1.0883

1.1d51

(二 )家庭牧场的生产结构及其分析

家庭牧场示范户藏系绵羊适欧母畜比例、羔羊繁活率、净产毛童遂年有所提高 ,l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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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蓄减损率则明显下降 (表 d)。 编幸适龄母畜的比例较海北地区平均值提高gO.38%,

较门源马场 1980、 1986年分别提高5.89%和25.65%,羔 羊繁活率较海北地区的平均值提

高15.15%,较 门源马场 1980年提高6,35%, 大家畜 减损率较海北 地区的平均值下降

34.80%,较 门源马场1980、 1986年分别下降18.68%和 12.24%;绵羊出栏率和商品率较海

北地区的平均值分别提高 20.69%和 78.57%,较 门源马场 1986年分别提高 8.59%和

32.0‘ %。

表4 尔出牧场的生产0杓
T·able 4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fatlily a:liin.al faro.,

出栏率 (%)
RBtc of
slaughter
(%)

适龄母畜的比例(%)
RBte of fe:llale
aninlal of ri又 ht

age(%)

繁活
s1!fv

率 (%) 成畜死亡率 (%)
Death fate of

商品率 (%)
se11ing |rate

(%)年 变

Ycars

of bfeeding ad ttlt

(%) (9‘ )

绵羊 车毛牛
sheep Yak

绵 羊
shcep

牦牛
Yak

净产毛量
衤(k‘/羊单位)

Net ofodu。 tionof
平0o1(kg/animBl)

绵 羊
sheep

牦 牛
Y8匕

绵半
heep

牦牛
Yak

20.79

26.93 14.78

8.31

12.20

18,17

22.19

牦牛
Yaksheep

II.‘13

22 13.31

sil((· p
牦 牛
Yak

■
s

1985

1986

198·7

平均

5(1,50 |36.17

69.12

·
7.71

3.01

4,57

1.l^

5,22

0,17

0.00

o.74

0.62

0.71

0.8d

o.75

o,12

0.10

0,11

0.ll

33.5() 69.87

.64

.6准 38.10

·1,27 55,52

17.12

21.25

6.82

.64

礻
:争广毛鱼按 70%折算,Net prod“ c0ve wool is 7o%,

对家庭牧场藏系绵羊羊单产值 (Y3)、 羊单位纯收人 (Y‘)与生产结构参数之间进

行相关分析·其结果分别为,羊单位产值与适龄母畜比例 (R) ('=0.786)、 羔羊粪活

率 (`=0.550)和 海产毛量 (r=o.549)呈 正相关;而与大家畜减损率 (r=-o,129)、

绵羊存栏数 ('=-0.081)呈弱的负相关 (P)0,05)。 其逐步 回 归 方 程 (F=9,68,

P<0.05)为 ,

y· =0.7000R-29,0656

藏系绵羊的纯收人 (y‘)与商品率 (J)(r=0.777)、 出栏率 (K)('=0,776)、 羔羊

繁活率 (L)('=0.728)、 适龄母畜比例 (R)('=0.667)均 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5),

与绵羊存栏数 (Ⅳ )、 大家畜减损率呈弱的负相关 (P>0.05)。 其逐步回 归 方 程 (F=
7.在 0,P<o.o5)为 ,

y·4=0.012迷Ⅳ +0.65ooK+0.5478J+15.o782P-16.3169

家庭牧场牦牛的适龄母畜比例有所下降,平均值为28.89%,较海北地区下降9,78%,

繁活率不稳定,波动较大,其平均值较海北地区提高12,11%,较 门源马场 1980午下降

25.67%,而较门源马场 1986年 则提高20.10%;大家畜减损较海北地区下降79.56%,

较门源 吗场1980、 1986年 分别下降70.75%和 98,70%。 出栏率和商品率较海北地区分别提

高86.83%和247.71%,较 门源马场1986年 下降42.99%和 32,01%。 牦牛生产指标的下降 ,

与其生产性能低、畜群周转率慢,经济效益不明显有关。

牦牛的产值、纯收人 (折 合羊单位)与生产结构参数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牦牛的产值
(Y5)与出栏率 (R)(r=0,87衽 )、 商品率 (R′ )(厂 =0.856)呈 极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P<0.01);纯收人 (Y:)与出栏率 (R)(/=0,856)、 商品率 (R′ )(r=0,847) 亦

为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 其逐步回归方程 (F5=19,娲 ,F。 =89.78,P(0.01)
· 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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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y弓 =0,1855R+1.31娴 ,

y.:=0,2302△ 18.6953P· -5.1315。

综上所述,草地畜牧业生产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在草地使用权不变的条件下,耍
提高草地畜牧业产值和经济效益,首先要抓好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通过改良退

化草场,提高产草量。逐步优化畜群结构和放牧方案,以提高备生产环节中的能量转换

效率和畜产品质量、数量为目标,制定长期的和短期的规划及经营模式。根据我们的研

究,在高寒草甸地区绵羊和牦牛的比例为3:1,藏系绵羊适龄母畜比例为55-60%,牦 牛

适龄母畜比例为30-dO%为宜。在生产实践中,可通过控制和调整适龄母畜的比例、繁

活率、出栏率和商品率等参数,使放牧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和最优畜群结构。并有效

地控制牧区人口增长率,调动剩余劳动力从事工副业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

丘泣。

(三)家庄牧场生态和经济效益比较

家庭牧场示范户的羊单位产值、每个劳动力产值、人均产值和每公顷草场产值 (按

1980年价计)较海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分别提高 27.33%、 12o.77%、 57,25%和 66.50%。

若以现行价格和实际收人计,羊单位产值 〈15.83元 )、 每个劳动力产值 (5916.21元 )、

人均产值 (1660,85元 )和每公顷草场产值 (35.93元 )均较海北地区的平均水平为高 ,

分别提高 254.11%、 513.67、 336,28%和 363.01%。 羊单位纯收人(7.“ 元)、 每个劳

动力纯收人 (2818.75元 )、 人均纯收人 (798.18元 )和每公顷草场的纯收人 (17,21元 )

较海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4,03元 、870.32元 、8姑 ,60元和 7,00元 )分别提高 87.10%、

228.87%、 123,30%和 1妈 .86%。 共产出和投人比值逐年有所提高,1985、 1986、 1987

年分别为1.9⒋ 2.10.2.67。

种草养畜,开展季节畜牧业生产,解决草畜之间季节不平衡的矛盾是发胺高寒草地

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是保证冷季放牧家畜营养需要的必要措施。近年来,由 于家庭牧场

的示范作用,每个畜牧业承包户都种植有一定面积的饲草地,并 自筹资金遂步扩大种植

面积,缓解了草畜矛盾,为接羔育幼,抗灾保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畜死亡减

少,羔羊成活率和畜牧业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表 5)。

从表 6可知,家庭牧场A、 B.C户 ,由 于种植的饲草面积较大,每只母羊补饲的青

干草数较 D户分别高 1.3、 1.0、 1.1倍。羔羊成活率相应地得到提高,与 D户 比较分别

提高 2.2、 2,3、 2.4倍 ,羊单位产值分别比 D户 高 0,91、 0.83.0.76倍。经相关分析,A、

B、 C、 D户的羊单位产值分别与每只羊所占饲草地而积 ('=0,951)、 每只母羊补饲的

青
^F草

数 (/=0.992)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羔 羊成活率与每只母羊补饲的肯

干草数 ('=0,973)之 闸亦为极显著的止相关 (P(0.01),人 家畜减损率与补饲的青+
草数之问呈负相关 (/=-0.807,P)0.05)。

1986年 A、 B、 C、 D户绵羊出栏收人分别为 194‘ .0元、2020,0元、1738,0元 J80.o
元,分别占绵羊总收人的 43,d6%、 70.32%、 41.69%、 30.01%。 其中,出售羔羊的收

人分别占绵羊种群出栏收人的18.52%、 64.36%、 28,19屺 、0.00%。 A、 B、 C户的绵羊

种群出栏率 (表 5)较 D户分别高2,5、 7,1、 21倍。 ,羔羊出栏率分别高8.6、 46.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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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表白牧场种率和幸书宙牧业生产的效益比较

Table s Conlpofison of benefit by pla。 t grasses and by prod1】 ction. of seasonBl a:li::lal

hosbandry on family ani:Ilal f3rm.

家庭牧场
Fa:nily
aIli:n.a1

f8f‘ l

绵羊总数
Tota1
nuInbe.f

of shecp

i.;99

305

12^

286

羔羊成活率
survival
tate of
lanlb

(%)

出栏率
Rale
of sla-

ugh!er
(%)

种草面积

A.rea of p13:!t

仅rasses
(ha/F)(1=12/只

(m’ /animal)
(ha/fanlily)

每只母羊补
饲的干草(kg)

supplemen-
tary  hay
of  fenlale
sheep(k√
ani::lal)

羔羊出栏率
Rate of
s18ughtef
lan△b

(%)

产值●
(元/只 )

o“tptlt

value
(YuB△

/an1-
皿BI)

纯收入
(元/只 )

Net p“r
fit(Yu-
“n/8△ ∶̄
:o8I)

A
B
C
D

0.87

0,53

0.87

(.25

38,23

3·1.26

35,63

16,90

22

17

21

9

79,05

81.25

85.71

25,00

8,63

46.23

11.59

0

10,72

10.22

9.83

5.59

3.4姓

5,85

2.55

0,73

·19sl)年 价. l)ricc il1 1980.

倍,羊 忸位纯收人分9ll访 3.7、 7.0、 2.5倍。相关分析表明,羊单位纯收人分别与羔羊出

栏率 (/=0.929)、 绵羊种群出栏率 (/=0,977)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大 家

畜减l`l率 分别与绵 △种群lu栏率 ('=-0.803)、 羔羊出栏率 (/=-0.710)呈负相关

(P)0.05)。 111此 lif见 ,在高寒牧区实行种草养畜,开展 季节畜牧业生产,不仅可提高

牧草光能利用率和物质转换效率,而且可减少牧草资源的损失浪费,尤其是出营当年育

肥硒羔,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明显。

通过逐步优化畜群结构和开展季节畜牧业生产,畜群趋于年轻化,死亡减少,畜产

:!热能值的积累和转换效率提高。家庭牧场的羊单位,每个劳动力,人均和每公顷草场

生产的热能值逐年有所提高 (表 1),1987年较 1985年分别提高 16,67%、 18.46%、 5.56%

和 22,06%,3年 的平均值较海北地 区的平均水平分别提高 8,67%、 89,dO%,34.36%和

15,01%。

由于采用围栏放牧,种草养畜和提高出栏率等措施,乱牧抢牧的现象大为减少,使

冬眷草场得到保护,i}场战畜量减轻,草畜矛盾得到缓和,使退化草地得以恢复;由 于

实行上述措施,产革慧和牧草光能利用率亦有明显提高。家庭牧场人工草地干草产量为

10 277kg/ha,光 能利用率为 0.298%。 封育的冬春草场,干草产量为 3 901kg`ha,光 能

利用率为0.121%,较天然草地光能利用率 (0.096%)分 别高 2.11倍和 0,26倍。

不同放牧强度的试验表明,重 度放牧可使草场加快退化,禾草比例减少 (占 19,03-

20.58%),杂 革比例增大 (占 11.19-52.50%),生 物量较试验初期下降 20,67%,鼠

杏面积扪应增大 (占 20-dO%)。 适度或轻度放牧,可使草场得以恢复,禾草比例增 大

(1129.91-38,60%),杂 草比例减少 (占 22,13-38,29%),生 物量较试验初期提高

31.42%,鼠 害面积减少 (占 5-10%)。

随着草地畜牧业经背方式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高寒草地畜牧业

的发展。畜牧业
`L产指标明显提高,科学养畜,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已成为每个家庭牧

场的主要任务。种草芥畜,围栏放牧和改良退化草场已变为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并 自

筹资金积极进行草地农本设施的建设。为高寒草地畜牧业高产、稳定、持续地发展创造

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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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lCAL STRuCTuRE AND BENEFIT ANALYsIs lOF FAMILY

ANIMAL FARm lN ALPINE MEADOVV

Wang Qiii, zhao Xinquan, Pi N·anlin, zhang Yanqing and Fcng Jinllu
(iVof`乃 :1gs`Prck。 “ rms氵 |fufc or Pi。 l。 p〃 , T乃 PC乃 而

`se'ccd召 mv(Jr sci召 mcFs)

Th.is papcr analyscd.thc ecological structurc and.ccono1nic bcncfit of family

anim.al farin in thc arca of IIaibei Rcsearch station of A1Pine Meadow Ecosystcm.

1· hc results wcre as follows: 1· ·
hc economic bcncfit and ccological structurc of

family animal farm wcrc closcly rclatcd, It w· as f。 und that therc were positivc

correlations (P((0.05) bctween the averagc Output valuc per pcrson, pcr unit

shecp, and pcr unit arca of grasslan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crc· wcrc positivc

correlations (P<(0,05) betwccn the output value pcr uIlit sheep, pcr unit area of

g.rassland~and.thc ratc of fcrnalc animal of thc right agc, and sho、 vcd ncgativc

corrclation with thc ratc of dcath of gro。
` up and thc amount of livcstock. 1·

·
hc

outpu.t value of Yak.had a Positivc corrclation(P(o.o1)with t1]c ratc of slatightcr

livestocl< and.thc ratc  。f cominodity. The balancc of grassland.ccology lvas

protected, and the econolnic bcncfit might be raiscd by adiusting and contro11ing

these paranlcter in production. 1′ hc practicc of family anima1 farm provcd that

the rcform of econO【nic systern, the impctus t。  animal husbardry of plateau and

thc ec。 IloiniC benefit have bccn inlprovcd and raiscd Inarkcdly. ·
rhc ec。 l。 gical

and social bencfit havc been also improvcd.

1Key 、vords: Falnily anilnal farin; Eco1ogical structurc, Econ° ,niC bcnc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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