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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冷季牧地草畜平衡问题的探讨

施 玉 辉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青海高原在畜牧业生产中,由 于牧草和牲畜的不断变化,草、畜间经常出现矛盾。其

主要表现在冬春季节缺草 ;冷季牧草枯黄、量少质劣,枯草量仅为青草量的 1/3-1/2,

牧草中蛋白质含量仅为暖季 19-25%,冷 季时间则长达 7-8个月。加之家畜超载后密

集啃食和践踏、风吹、雪压等 ,致使家畜处于饥寒交迫状况 ,若遇自然灾害则成畜和仔畜大

批地死亡 ,对畜牧业生产影响极大。因此,采取各种措施,调整草、畜间比例关系,使其保

持相对的平衡 ,这对于获得畜牧业生产的最佳经济效果|是 必要的。

一、高原冷季牧地草畜矛盾的尖锐性

建国以来 ,青海省牲畜数量 (年终存栏数)由 1949年的 748万 多头、只,发展到 1979

年的 2153万 头、只,增加了近 1,9倍。与此同时,牲畜平均占有的草原面积从每个羊单位

32亩下降到 12亩。 如果除去干早缺水不能利用的部分 ,现在平均每个羊单位占有的草

原面积已不到 10亩 ,牲畜数量较多的环湖 3州只有 7.7亩 ,个别地区已不到 5亩。在海

北、海南、黄南、果洛 4州和东部农业区出现了超载 ,而且将逐年严重 (表 1)。

草原载畜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草原的初级生产力。当牲畜数量超过草原
“
临界载

畜量
”
时 ,草原就会因放牧过度而发生退化。据农业部 1980年报告 ,我国从内蒙古呼盟到

西藏的天然草原产草量不同程度地减少了 1/3-1/2。 青海省海南州草原站 1955年

测定河卡地区冬春天然草场平均亩产青草为 291.7斤 ,而 1978年测定只有 167斤 ,下降

42.7%。 退化严重的贵南县塔秀公社冬春草场 1973年平均亩产青草 400斤 ,现 在 只有

150斤 ,下降 62,5%,草场相对宽裕的果洛州天然草场也从 1969年的亩产青草 273斤降

到现在的 180斤 ,下降 34%。

退化草原不仅产草量降低 ,而且可食牧草、特别是优良牧草减少,它所能放养的家畜

数量亦将随之减少。如果这时继续保持或增加载牧牲畜的数量,通常造成牲畜个体生产

力下降,死亡率骤增。

多年来青海省牲畜头数一直在 2200余万头 (只 )左右徘徊。每年因缺草死于春乏的

成畜达 100多万头(只 ),损失仔畜多达 200万头(只 )以 上。以生产比较稳定的 1978年为

例 ,全省商品牛羊肉 113,86万 头(只 ),折合牛羊肉2.68万吨。而同年死亡成年牛羊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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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I 各9"天然审坛合理技tI和超发表
tabIe 1  ·

rhe pr。per loading and ovcrloading. capacity 。f livestoCk in naturai rangeland in

diffefent prefectures(unit:MiIIion head)

地    区
Prefcctt1res

全  省
The whole province

合理载畜量
Propef
loading
canacity

超  载
C)v er

ioading

4072.33

3II.22

594.80

354.96

718.94 374,74

‘04.‘ 6 373.86 529.91

1347.05 585.98 1141.94

%

30.87

6.77

67.58 19.04

775.70 5‘ .76 7.89

-12.36

-205.11 -15.23

东部农业区
工9.oilgbu AgricuItu.ral area

海  北
IIaibci

南海
I-lainan

南黄
liuangnan

果  洛
Golog

海  西
Haixi

玉  树
Yushu

万头(只 ),折合牛羊肉 3,1万 吨,显然超过了商品肉量。如果再加上春乏掉膘的损失 (约

相当于死亡损失的 4倍)和幼畜死亡损失那是相当惊人的。据测算青海省六十年代菜牛
平均胴体重 82.5公斤,1977-1979年 为 62公斤,下降 25%。 菜羊六十年代平均胴体重
20.7公斤,1977-1979年 为 15.9公斤 ,下 降 23%。

解决牲畜缺草的问题,目 前大体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用压缩和限制头数
的办法 ,来达到牲畜与牧草的平衡;另 一种认为,应该努力搞好草原建设,以逐步使畜、草
矛盾得到解决。 据此,从 1976年一1982年我们在青海省海晏县甘子河省草原畜牧业现
代化中间试验点上 ,通 过综合性的科学试验研究结果,证明最好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注
意以草定畜,适 当控制牲畜头数 ,又要大力进行草原建设 ,为发展牧业创造物质条仵。

二、加快周转速度 ,施行草原季节畜牧业

为了探索提高草原生产力的途径 ,加 速草原物质能量流程 ,鉴于国内外草原季节畜牧
业生产的经验,我们在开展杂种羯羔肥育屠宰试验的基础上,从 1981年起利用甘子河牧
区暖季天然牧草量多、质优、有利肥育羔羊的特定条件为中心内容 ,进行了高寒牧区草原
季节畜牧业生产的试验,以达到按草定畜、发展肥羔生产、淘汰低产劣质羊,提高羊群质
量和繁殖母羊比例、推行机械剪毛 ,从而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几年的试验研究 ,初步取得
了下列一些经验 :

148.71

167.95

96.00

1978年底各类牲畜数
N。 . of various kin(1s 。f
stocks at thc end of 1978

153.74 308.65

249.62 407.22

408.95 6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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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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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Ⅱ,△和不日年△△羊口中经济效△对比 (单位: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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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淘 汰低产劣质畜,减少家畜过冬头数。如新西兰养 6000万 只羊,过冬前宰杀

3000多 万只,它的杀率数为存栏数的 105%。 而目前我们的屠宰数最 多为存栏数的

5%。

(2)羯羔生产性能提高。经过天然草场放牧肥育后的6月 龄羔羊,其体重能达到成

年羊 (3.5岁 以上)体重的 59%以上,胴体重为成年羊的 51-55%,肥育羔羊的屠宰率接

近成年羊的屠宰率 (表 2)。

(3)当 年羔消耗草料少,从表 2可看出,以 累计饲草量计,2.5岁羊比 6月 龄羔羊多

消耗草 6,98倍 ,3.5岁羊多耗 13.35倍 ,4.5岁羊多耗 18,85倍 ,5岁 以上的羊多耗 2⒌ 71

倍。提倡当年羔羊的屠宰,可以大大地减轻草场压力。
(4)提高商品率,节省管理费。当年羔很有利于商品性生产,还能节省管理费,增加

净收人。                      --
所以采用季节畜牧业的办法,这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有效措施之一。即在生长季节大

量饲养家畜,使之适时、适地利用生长旺季的牧草,而 当冷季来临前,就将这批家畜淘汰 ,

以收获畜产品,这样可以缩短生产周期,加速畜群周转。因经常周转、淘汰,畜群更新流量

均衡而加大,畜产品就多。由此可见,在青海牧区施行季节畜牧业很必要。

三、克服季节和年度不平衡问题

甘肃省农业大学草原系在寒温潮湿草地上做的试验 (图 1),可以看出从 3月 中到 6

月初草是亏空的,而在暖季7、 8、 9月 份草有盈余,形成草的
“
供
少
和家畜、r’的基本矛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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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月
(Month)

匚彐 枯草期 (Withc0ng pc“ od)

匠o日 饲料绝对不足期 (Ab‘olute口苎彐
fccd shortagt pcriod)

EI]青草朗 (Crccn pt“ od)

图 1 草地贮草量家畜营养需要且和母羊体童变化状况
W:草原牧草供应量动态线(公斤 ·干物质/180亩 ·月) B:母羊平均体重动态线
0:羊群饲料需要动态线(公斤 ·干物质/群 ·月)  注 1群羊=300-400只。

Fig.1  ·
Chc state of variation of ewo weight a‘ ld tlle nutrition requirenlent of

livest° ck and deposil in t11c Jangeland

`V:The trcnd of grass supply in rangcland(kg.Dr, tnatter/180 mu~month)
B: The trend oI avcrage weight 。f ewc O; △

·
bc trcnd of feed requi rement 。f

flocks of shcep(kg.Dry matter/nock.ln。 n th)Note:1 block=30o-400 sb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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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均匀的状况 ,就是季节不平衡矛盾。

年度不平衡,表现在牧草产量丰年和歉年之差异 ;而年度不平衡又常常尖锐地反映在

季节不平衡里。所谓歉年并不是这一年到头草都不够吃,也有一个相对够吃和相对不够

吃的时候 ,枯草季不够吃 ,青草季吃不完;歉年不够吃 ,丰年吃不完。畜牧业现代化有很多

标志 ,解决春乏死亡现象是一个主要标志。据试验证明,解决办法是 :

(一 )保护和合理利用冷季草地

冷季放牧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现阶段生产上起很重要作用的。实践中,我们采用

了两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是搞围栏建设 ;二是搞划区轮牧。经过 1974-1982年基本建

设 ,已经看到了它的初步成效。

1.冷季围拦(即草库伦)建设

草原上 ,过去由于干旱和牲畜超载 ,草场退化严重。围栏封育后 ,植被得到保护,牧 草

青郁,植物茂密,能正常开花结籽 ,生长健壮,产草量成倍提高。封育当年产草量比未封育

区提高将近 1倍 ,如果将围栏区相应地采取一些浇水、松土补播、施肥等措施,增产幅度将

更大。如 1975年对已围栏的退化草原进行了渠系配套工程 ,有效灌溉率达 60.1%,使第

1年产草量比未封育区增产 1.4倍 ,第 2年则增产 1.5倍。根据国外经验,围 栏建设能够

提高草原生产能力和畜牧业生产 率达 25%以 上。但围栏建设一定要与划区轮牧 结合起

来,实实在在立足于划区轮牧,建设一片、利用一片,在生产上更能起到作用 (s.H.
shdwow,1981)。

z· 冷季划区轮牧建设

草库伦围建好后,要在里面进行划区轮牧建设。划区轮牧,现在国内开展得不多,在

青海省就更少见了。实际上能不能搞划区轮牧,也是搞牧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尤其冷

季牧草枯黄 ,枝叶容易脱落 ,污染后适口性降低,特别是双子叶植物很脆,容易被风吹落 ,

更显其重要。

在轮牧方法上,以每年元月中旬进人牲畜 ,产 羔结束时即 5月 底陆续撤离轮牧区,要

确保充分利用枯草 ,保证牧草返青后陆续撤离 ,以 达合理利用草原和封育草场的目的,做

到专人保护和专群充分利用 ,当 家畜进人轮牧分区中,依次实行轮牧(施玉辉,1983);投

入羊群及牦牛头数,主要依据每年草场牧草产量和轮牧区建设速度而逐年增加。在轮牧

中一是要注意家畜不要对草场采食过度 ,二是出现退化的放牧块或片 ,在 牧草开始返青前

进行封闭,到人冬后再开放。

划区轮牧试验结果 ,经济效益显著 :

(1)牧草的大幅度增产。1978年起进行了划区轮牧,1979年平均每亩产鲜草 284.4

斤,比未封育前 119,7斤 提高 138%;1980年是旱年,但 当年轮牧区平均亩产鲜草 264.2斤
,

比未封育前也提高 121%,1981年 轮牧区平均亩产鲜草 360.9斤 ,比封育前增 产 202%

(,二号3)。

(2)轮牧区载畜量逐年提高。1974年产羔季节,仅能投放 6群生产母羊 2400只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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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轮牧区各年仅Irn改和产II变化安  (叉 :平均值 s:标准差)

Table 3  `′ ariation of grass-coVer dcgfec atid grass yicld in rolation herding· region

(x∶ : inean, s: standard dcviation)

项 目
IIcm

备 注
Notcs

年份
Year

1979

1980

198I

平均 Mcan

注:主要植被成分:芨芨草十早熟禾+扁冰草+赖草 +针茅。

Notc:MIain compos“ ion of vegetation:彳 c乃 ″
``”

c/“ ″ 了P′ C″′c″‘(Trin~)+Po'sp~+'grop'/o″ ‘
`:f```″ `,j

(L· )cacfth+· Ir夕
`,,〃

‘‘饣‘
`′

氵″〃‘(ccorgi) tzveI~+s`|p夕 sp.

1981-1982年 则可投人 14群生产母羊 (3900只
)、 牦乳牛 600头 (折羊单位 3000只 )、

拉哈 1群 400只 ,共计投人羊单位 7300只 ,放牧时间达 4.5-5个 月。以 1981年测定的
产草量计算 ,平均每只羊占有草原 2.8亩 ,如果退化草原不进行改良和划区轮牧,以 1974

年封育前产草量计,同样的畜群放牧,则每只生产母羊需要 8.5亩 ;经过 8年时间的草原
改良、划区轮牧的合理利用结果,草原载畜能力提高 2.04倍 (表 4)。 (施玉辉,1983)

表 4 轮牧前后】●n对比表

Tabic 4  ·rhc c。 mparison i‘1 1oading capacity of stocks before and after rotation of lierding

平均一只羊占有
草地(亩 )

△
·
1】 c avefagc

gfassland for
ail individual
shecp(mu)

Itcin 草垦(干重 ,斤

1974 2.50 337.50 8.50

1981 2.50 337.50

干旱年
I)ry ,· ear

年份
Year

Crass necded
daily f()r each
shcep

(dry weight,
jin)

备注 】981年比 1974年载畜量提高 2.04倍
Notcs Thc loading capacity of stocks in 1981 grcw up to 2.04 times that for 1974

轮牧区草场生产能力提高原因在于牧草逐年增产、将家畜固定在一块草地上 ,迫使它

吃掉这块草地上大多数可食牧草 ,从而减少了家畜的选择性 ,这是维持放牧地高的生产力

的一个重要因素,比 自由放牧有极大的优越性。
(3)羔羊繁活率增长。1978-1982年 的 5年时间平均繁活率增高 4.3%(表 5)。

綮活率提高的原因是枯草期实行划区轮牧 ,它能贮存饲草、计划供应、计划采食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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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C.V C.V

55.00 5.00 份.09 284,40 82,84 29.II 94.80 44.25 46.68

35.55 19.lo 264.20 73.52 88.10 28.39 32.22

75.12 7.64 lO.17 360.90 27.43 】20.80 32.99 27.31

56.30 6.50 l1.54 297.40 85.10 28.61 99.lo 35.20 35.52

X s X Xs

产革I(斤 /亩 )Crass yicld(In/mu)

饼  重
Fresh wcight

一只羊 135天
需干草员(斤 )

sheep for 135
days(iin)

IDry grass
nce.ded for o

挂奋总数
羊,单位:只·
I·otaI No. of

stocks
(shccp
equivalent)

年总产草量
(干重,斤 )·
I·otal yie1d
o￡ grass

(dry welght,
jin)

单位面积产I
(干重斤/亩)
Tht pcr unit
yieId

(dry wclght,

iin,mu)

2400.00 837900,00 39.90

9300.00 120.20 2.80

盖  度
Crass cover degrcc

s

干  重
Dry weight

‘.79 27.82

2524200.oo



项  目
Itein

天然草场
Natural rang· ciand

年 份
Year

增减(%)
Increase
decrease

X C.V

60.20 15,50

39.40 13.50

s C.V

18.42 △|2.00

36.48 +4.40

32,ll +5.70

13.03 +5.lo

1978

1980 44.10 14.10

1981 63.50 17.lo

l1.20I982 12.40

12.95

+4.00

22,29 +4∶ 30^^
平 均
biean 58,lo

绵羊冷季饲草供应的数量平衡;同 时轮牧区放牧时,减少了怀孕母羊游走距离和游走时

间 ,有利于保膘保胎。

) 有计划地建立高产的人工打草场

要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畜牧业生产,单靠天然牧草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冬春枯草期

为牲畜提供一定数量的优庾青干草作补充饲料 ,在家畜改良地区 ,还要生产部份精饲料和

多汁饲料,作为幼畜和母畜产仔前后的补充饲料。人工打草地是冷季牧场的主要成分之

一。所以有计划地建设人工草地是弥补季节的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施玉辉 ,1982)。

为了解决冷季补饲问题,我们于 1974-1982年开展了建立人工草场中间试验研究工

作 ,种草面积达 20100万余亩。春、夏、冬播都获成功。试验中借鉴国内外建设人工草场

技术经验,结合环湖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研究环湖地区建立万亩以上人工草场

技术措施。采用
“
三田

力
结合,即 :引 种田(共引种 49个品种)、 种籽繁殖田(1000亩 ),生

产田(20000亩 );在翻耕、播种、收割等环节上采取机械作业,并采用综合技术措施(施肥、

灌水、松上等)。 同时,还进行了人工草场冬播试验和不同期及其他管理措施的试验研究,

从而获得了建立大面积人工草场的技术资料与试验数据。

试验结果证明,在正常年景下,如无灌溉条件,人工草场亩产鲜草平均达到 1300斤以

上,产籽 40斤左右;在灌溉条件下,人工草场亩产鲜草达 1700斤以上,产籽 60斤左右(周

翰信、1981)。 人工草场平均每亩产草量要比天然草场产草量增加 5-10倍 ,以 老芒麦为

主的人工草场,使用年限可达 5年左右 ,效果显著。种好人工草场必须掌握好以下几个环

节:0选择好种草地;②选育好品种;⑨实行科学种草;◎要搞牧草混播(施玉辉,1982);

0采取措施、解决人工草场的退化问题;◎要适时收割。

l1.46

34.26

轮 牧 区
R.otation hcrd.ing. arca

62.20

43.80

一x

31.97 49.80

68~60

15.98

15.99

8.94

65.80

26.93

18.12

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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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

61.80 18.84

|

我5 轮牧区和天矮区鼓羊△活对比表    (叉 ±s,平均数±标准差)

Tablc 5  
·
rhe c。lni)arison of lamb productio:l and survival bedvcen rotation herding area

and namral rangela。 d     (X± s,Mean.士 standard deviation)

53.80 14.30

】



(三 )加强家畜冷季补饲

放牧家畜冷季的补饲 ,据报道每畜应存草 180斤、210斤、250斤等。而到冬季往往

由于贮草不足 ,造成牲畜死亡。补饲、应掌握适当时间,老 乡有个说法:“喂早了喂到腿

上 ,喂晚了喂在嘴上
”
,即草地处于

“
临界贮草量

”
时补饲最合适。 1981年冬配结束后 ,

我们对甘子河公社各大队的一级羊群 ,从元月 5日 开始进行了补饲。每只羊补饲青禾渣

8斤、青干草 80斤 、补饲群与对照群测定结果证明:试验组的母羔初生重比对照组提高

0,22斤 ,公羔提高 0,34斤 ;母、公羔月龄体重均提高为 0,02斤 和 2.5斤 ;补饲群比对照群

羔羊的月龄成活、繁活都高 10.83%左右 ;成畜损亡试验群为 1,2%,对照群为 1,5%。 补

饲后的个体产毛量有所增加 (表 6、 7)。

表6 托助大队补饲母羊试验下的初生羔重    (单位:公斤)

tablc 6 Lainb weight at birth in thc cxperin)ent of supplen】 entary feeding to the feinales (Vnit:kg)

试验组合
Experin1enta【  gFOup

A组
Croup~A

试验
珂xpcriinent

试验
I:x!,erinlent

对照
Contro1

对照
Contro1

0.42

s

o.43

o.66

C.V

12.6】

19.02

12,73

16.97

C.V

12.2.o

8.57

19,82

16.29

B组
Croup B

表7 托勒大队等级母羊试验下羔羊月龄蓝统计  (单位:斤 )

△
·
able 7  Lamb 、veighl at one inonth agc in thc experilnent 。f supplernentary feeding to

t1】 e females  (Unit;Jin)

试验组合
Experiineiltal gfoup

处理
Treatment

性别
sex

只数
No.

3.30

X

o.56

1.72

】.44

2.79

2.33

A组
Group~A

试验
Experiment

对照
Contio1

对照
ControI

'

'

20

22

20

20

14.10

16,80

14,08

14.30

(四 )试用生物和生态方法治理草原鼠虫害

各地区都分布有一定数量的益兽、益鸟;这些动物在保护草原、维护草原生态平衡中

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人们大量捕猎和施用药物灭虫、鼠,结果造成益鸟、益兽大量死亡。

3.41

3.47

3.30

一x
性 别
sex

护

栌

只数
Nurnber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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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
Croup B

处理
Treatment

20

18

s

试验
Fxperilnci)t



因此,在 鼠、虫害活动频繁地区 ,建议保护捕食鼠类的鹰、黄鼬、艾虎、猫头鹰、野猫等天敌

和捕虫的益鸟,大力提倡生物防治。在鼠、虫害特别严重地区 ,要避开天敌的繁殖季节 ,采 :

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物进行防治。

育 ,使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在鼠、虫害活动猖厥、草原遭受严重破坏 ,而在短期内又不

能自然恢复过来的地区,可因地制宜选择当地优良野生牧草种籽 ,进行人工补播或人工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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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LANCE BETWEEN GRAss AND LIVEsTOCK
DURING COLD SEAsON IN Q1NGHAI PLATEAU RANG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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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equ∶ 111brium between gFass and llvestock in the plateau rangeland in Qin~

ghai is m拉 nl了 shown on the deEoency oF gr锱 s血 wlnter ana spring. T,he contra西 c~

tion贽 皿ther sharpˉ poulted,.∞ld dme lastlng for⒃ ven()r oight months oac△ year,f(只ra-

ge grass being withered alla ye△ ow,△tuo in quantity ana 111fenor in q讪 lity,moreover
tho Fangeˉ 1叼田△d bomg serio泌 ly overload.All伍eoe fac协 确 leod to the fact tbut i伍 e llveˉ

stoC·k Ⅱm血 hunger aald oold.If的 :【lle natuFe oalmⅢ ty∞。
"s,tlle aault and sub诫

ult

dome晚ic am△皿斑s mll suroly idle in l帧ge numbe灬 .There协Ⅱ,汛 添 nece甾a叩 to悦ke

.d皿眈ic moasn【 re——翅两 1鸦ti灿g the relatiollsbip of gFa啪 ana domes住 c murlals,malntaln~

ing 11 1n relatlve.bala11ce.

From 1976-1982,through comprebensive的ientiIc experiments at Ganzilhe e区 ˉ

perⅡⅡe△t s饶 tion of aniln91 h1】 sbandry, it was proved tll画 t wie sh()uld pay attelltion 1】 ot

on0 to the fitting live眈 ock to the grnsg,and lllanaghg that△ v∞tock to proper llmllbers,

bu∶t a1.so to the Co∶ Ⅱstuction to impovil△ g tlle rangelalld.  △iry oˉu.r best to create olate-

rial condition fop the deve1opme11t of alllmal h必 bamdry;gucll a焉 to slaugbter fat we

t△en△ arop out 1△e ones with poor quali订 ana low prod凼 ion;七 o stremgthen tlle c0灬 ~

trV.ction of e且 Closure in Cola seas。 na阝 wel1.as the dh注 ding of orea for rotation° F livesˉ

tock∞ 凼 to preserve and to imp呷 ove the use of grass in cold season.Besides,we should

set up artificial gFasdand and try to llse the b0l《 〉glcal and ec()lo要 ∞1 methods to co⒒证ol

the rode11七 and insect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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