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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对策

张耀生 , 赵新全 , 周兴民
(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要 :青海省有可利用草地 3 161 ×104 hm2 ,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在长期传统游牧畜牧业经营方

式下 , 对草地缺乏有效的保护和科学的管理 , 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 , 超载过牧现象普遍存在 , 导致

草地退化问题严重 ,生态环境破坏 ,自然灾害频繁 ,畜牧业经济效益低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施草

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需要执行科技兴牧 , 教育先行 ; 强化畜牧业生产基础 , 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并重 ;大力促进畜牧业产业化 ,走商品化生产发展道路的方针。推行高效集约化经营的畜牧业

生产模式 ,发展具有高原特色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畜产品生产 ,在实现畜牧业向高效益产业转

变的基础上顺利地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和草地资源保护 ,从而达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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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放牧畜牧业是充分利用廉价的天然草地资源进行畜产品生产的基础产业之一 , 发展历史悠久 , 在

世界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位居祖国西北部的青海省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 ,3 600 多万 hm 2

广阔的草地放牧着 2 000 多万头 (只)牲畜 ,尤以盛产牦牛和藏羊而闻名于世 ,每年可生产牛羊奶 2 万多 t ,牛

羊肉 12 万 t ,牛羊皮 400 多万张 ,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重要畜产品生产基地。青海省的可利用草场面积居全国

第四位 , 年末大牲畜和羊只存栏数居全国第五、第四位。青海省的草原总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0 %以

上 ,畜牧业产值在全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全省农业生产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广大牧区是许

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 ,青海的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经营放牧畜牧业 ,畜牧业成为他们赖以生

存和进步的基础。因此 ,大力发展高寒牧区的放牧畜牧业是繁荣民族经济 ,增强民族团结 ,促进少数民族进

步的迫切需要。牧区生产的畜产品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 , 也形成了青海省宝贵的出口创汇优

势。所以 ,发展草地畜牧业亦是建设大青海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不仅如此 ,青海草地还由于地处黄

河、长江、澜沧江三大河流的源头地区 , 数千万公顷的绿色植被涵养着两江一河上游的水源 , 为工农业生产

和人民生活提供大量淡水 ,因此 ,青藏高原被誉为“中华水塔”。由于青藏高原地势高峻 ,平均海拔在 4 000m

以上 ,高海拔、缺氧、日照长、寒冷、温差大、强太阳辐射等形成了高原独特的生态条件 ,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地形地貌以及高原面的植被状况对于全国乃至全球气候变化 , 水循环和生物圈的稳定亦具有十分重要的

影响 ,因而又被称为“地球第三极”。高寒牧区草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及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然而 ,由于草原畜牧业长期以来沿袭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方式 ,对草地资源缺乏有效的保护

和科学的管理 ,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 ,超载过牧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利用方式 ,导致草地退化

问题严重 ,生态环境破坏 ,自然灾害频繁 ,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生产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 ,广大牧区与

人类生存的其它地区一样 ,也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困扰。由于地高天寒的自然条件的限制 ,高寒

草地生态系统相对于低纬度暖湿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来说 ,具有结构简单、稳定性差、异受干扰的特点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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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海草地资源分类系统

Table 1 Classificatio n syste m of grassland in Qinghai

类 型
面积

(万h m2 )
可利用面积

(万h m2 )
类 型

面积
(万h m2 )

可利用面积
(万h m2 )

Ⅰ1高寒草原类 582101 504187 Ⅴ2禾草草地组 29121 27139

Ⅰ1禾草草地组 581147 504151 Ⅴ3杂草草地组 50117 43161

Ⅰ2杂类草草地组 0154 0136 ⅤB沼泽化草甸亚类 514178 446104

Ⅱ1温性山地草原类 272108 244193 Ⅴ4莎草草地组 514174 446100

Ⅱ1禾草草地组 251103 227163 Ⅴ5杂草草地组 0104 0103

Ⅱ2杂类草草地组 4141 3123 ⅤC灌丛草甸亚类 170109 136119

Ⅱ3小半灌木草地组 6155 5138 Ⅴ6灌木草地组 170109 136119

Ⅱ4小灌木草地组 10110 8170 ⅤD疏林草甸亚类 25128 18127

Ⅲ1高寒荒漠类 52155 23140 Ⅴ7乔木草地组 25128 18127

Ⅲ1杂类草草地组 43104 18191 Ⅵ1温性山地草甸类 11182 7196

Ⅲ2小半灌木草地组 9151 4148 ⅥA典型草甸亚类 1167 1159

Ⅳ1温性荒漠类 215113 120121 Ⅵ1禾草草地组 1167 1159

ⅣA山地荒漠亚类 118186 71141 ⅥB灌木草甸亚类 6199 4177

Ⅳ1半灌木、小半灌木草地组 107159 65165 Ⅵ2灌木草地组 6199 4177

Ⅳ2小灌木草地组 11127 5176 ⅥC疏林草甸亚类 3116 1160

ⅣB平原荒漠亚类 96127 48180 Ⅵ3乔木草地组 3116 1160

Ⅳ3半灌木、小半灌木草地组 40121 22139 Ⅶ1低地平原草甸类 108161 76188

Ⅳ4灌木草地组 38148 20126 Ⅶ1乔木草地组 95182 68193

Ⅳ5乔木草地组 17157 6115 Ⅶ2杂草草地组 12179 7194

Ⅴ1高寒草甸类 2 366116 2 149125

ⅤA高山草甸亚类 1 656101 1 548176

Ⅴ1莎草草地组 1 576163 1 477175 合 计 3 608136 3 127150

注 : 资料来源 :青海省草原总站 ,转引自向理平等编《简明青海手册》,1989 年 (内部发行) ,有修改。表列数据未含 28163 万 h m2 附

属草地面积和 7. 97 万 h m2 人工草地面积。

统功能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畜产品的需求

和环境质量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而 ,加强草地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研究 , 探讨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天然草地资源 , 发挥草地在涵养水源 , 保护植被 , 防止水土流失和土

地荒漠化 , 减轻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 , 保障我国东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作用 ,在保证草地资源子孙后代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大幅度地提高草地畜牧业经济效益 ,对于发展民族经济 ,

振兴青海 ,开发大西北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草地畜牧业资源概况

111 草地资源
青海全省有草原面积 3 644194 万 hm2 ,其中可利用面积 3 161103 万 hm2 ,可分为 7 个草地类 ,9 个草地

亚类 ,25 个草地组 ,173 个草地型 (表 1) 。在各类草原中 ,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类草场共 2 948116 万 hm2 ,占

全省草原总面积的 80188 % ,是青海省天然草原的主体。在全省 173 个草地型中以莎草科牧草为优势种的草

地型有 40 个 , 面积为 2 091137 万 hm2 , 占全省草地总面积的 57138 %。据不完全统计 , 全省有维管束植物

113科 , 564 属 , 2 100 种左右。可供家畜采食的主要牧草约 75～90 种。全省可利用草原牧草年总产量约

7 980 万 t ,理论载畜量 5 465175 万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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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海省草食畜发展情况

Table 2 Develop ment co nditio ns of herbivo ro us ani mals in Qinghai

年 份 1952 196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牲畜存栏数 (万头 ,只) 93315 1 49311 2 16617 1 91716 2 22016 2 22513 2 07510

肉类总产量 (含猪肉 ,万t ) 2182 3162 8149 11116 15134 18137 18172

羊毛产量 (万t ) 0180 0192 1170 1153 1176 1179 1165

畜牧业产值 (含养猪业 ,亿元) 0180 1166 2187 5101 10195 27157 25114

注 : 表内产值数字为当年实际价值。

112 家畜资源
由于长期适应生态环境和人类定向培育 ,形成了高原特有的家畜品种 ,资源十分丰富。青海牧区放牧

饲养的家畜以藏羊和牦牛为主。藏羊是畜群结构的主体 ,约占全省牲畜总数的 3/ 4。在秋肥季节 ,一般成年

母羊活重 50kg 左右 ,羯羊 55～60kg ,屠宰率约 45 %～50 % ,产毛量 1kg 左右。青海的牦牛头数约占全国牦

牛总头数的 4 成 ,居全国第一位。此外 ,比较重要的畜种还有马、山羊、骆驼等。比较著名的家畜优良品种有

地方品种河曲马、大通马 , 利用地方品种资源育成的青海毛肉兼用细毛羊、高原毛肉兼用半细毛羊和浩门

挽乘兼用马等。近年来畜种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和经营效益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发展

羊、稳定牛、压缩马”。据 1996 年底统计数字 ,全省存栏草食牲畜 2 075106 万头 (只、匹) ,其中大牲畜505153

万头 (匹) ,占 24136 % ;羊 1 569153 万只 ,占 75164 %。大牲畜中牛 443118 万头 ,占草食家畜总数的21136 %

(其中牦牛 105154 万头 ,黄牛 30113 万头 ,良改乳牛 8101 万头) ;马 37126 万匹 ,占 118 % ;绵山羊中绵羊为

1 368158 万只 ,占草食家畜总数的 65195 %。

113 草地畜牧业生产组织现状
青海省的草地畜牧业主要分布在玉树、果洛、海西、海北、海南、黄南等 6 个民族自治州。据 1997 年有关

资料 ,根据《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规定》,全省已全面完成了冬春草场承包任务。青海牧区六州共有 26 县 160

乡 620 个牧民委员会的 2 099 个生产合作社完成了对 68 244 户牧民的 1 923157 万 hm2 的草地承包 , 占全

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69 %。其中冬春草场承包到户 1 213 万 hm2 ,占冬春草场面积的 8913 %[1 ] 。

此外 ,还有 100 多个国营农、林、牧、渔场分布在青海各地。这些农场亦经营相当规模的草地畜牧业。

2 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1 草原建设现状
近年来 ,遍布牧区各县的草原“四配套”和防灾基地建设等基础建设工程规模宏大 ,覆盖面比较广泛 ,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最近的 10 年里前后共投入建设资金数亿元人民币。建设项目在初期主要以建设牧民定

居点 ,在冬春草场建立人工草地 ,草地围栏和修建太阳能牲畜暖棚等内容为重点 ,简称“草原四配套建设”。

以后在实施过程中又加入了灭鼠治虫、封育及灌溉改良草场、防灾草料贮备等内容。这些项目的建设有力地

改变了青海草地畜牧业生产基本条件 ,促进了畜牧业现代化的进程。例如 ,由农业部和国家计委审批立项的

祁连、天峻、都兰、泽库等县的国家牧区开发示范工程项目 ,共和、德令哈等县、市的现代化牧业示范工程 ,被

列为青海省三大扶贫工程之一的青南防灾基地建设 (包括昆仑山以南 ,唐古拉山以北的玉树果洛、黄南 3 个

自治州的 14 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乡 , 项目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4611 % , 项目的建成可使该地区

80 %的牧户实现“四配套”) 等一批大项目的顺利建成 ,奠定了草地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起到了较好

的示范推广作用。此外 ,由欧盟援助的青海畜牧业开发项目 (项目地区为位于青南高原的达日县和玛沁县 ,

投入资金总额为 6 000 多万元)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援助的青海海南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在草地资源管

理、适用技术培训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亦取得了显著成效。

212 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 ,青海省尽管在草地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作了许多不懈的努力 ,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对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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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有限 , 以及落后的传统畜牧业经营方式的束缚 , 畜牧业生产的基础设施还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形势的

需要 ,生产条件还比较差。要改变靠天养畜的局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从目前来看 ,草地退化严重 ,草地畜

牧业经营效益差 ,是青海省当前草地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症结 [2 ]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本省畜牧业基础结构还很薄弱 ,畜牧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比较大 ,综合生产能力不

高 ;尤其是青南地区的抗灾能力很低 ,生产起伏波动大 ,“靠天养畜”的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在人口增加 ,

牲畜存栏数提高的情况下 ,草原面积却在逐年减少 ,导致草畜供需矛盾突出。1950 年平均每羊单位占有可利

用草场 1183hm2 ,1997 年降为 0190hm2 。近几十年来 ,天然草场退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据有关调查统计资料 ,

全省共有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 72616 万 hm2 ,占全省草地面积的 19190 %。因草地退化每年损失可食鲜草

1 200 万 t ,相当于 820 个绵羊单位全年的饲草量 ,折合经济损失约 10 多亿元[3 ] 。冬春草场严重亏缺 ,牧草生

长的年度不平衡和季节不平衡导致牲畜个体生产性能下降 ,死亡率上升 ,畜牧业效益低下。由于季节不平衡

的制约 ,牲畜表现出“夏壮、秋肥、冬瘦、春乏”的动态变化 ,牲畜在冷季消耗体重甚多 ,羊多于 10k g ,牛多于

50kg
[4 ] , 由此而导致的损失每年达数亿元。要充分认识草地退化问题的严重性 , 不仅表现为草地生产力降

低 ,而且在于植被破坏所导致的土地沙漠化、水源枯竭、气候恶化、雪灾、尘暴、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繁。

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畜牧业本身的发展 ,还严重影响了毗邻地区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

(2) 牧业基础建设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目前畜牧业生产效益不高的情况下 ,一方面牧民收入低 ,

缺乏用于生产性投入的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畜牧业基础建设投入的资金回报期比较长 ,投资风险大 ,也影响

了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政府投入 ,又由于牧区许多县是国定贫困县 ,地方财政困难 ,投资力度不大。

(3)管理机制还不适应当前生产发展的需要 , 缺乏一套适合高原畜牧业集约化生产的经营管理办法和

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草地管理措施 ,过度放牧 ,抢牧乱牧现象严重。草地超载现象比较普遍 ,导致草场退

化 ,鼠虫害严重。管理不力还使得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未能有效利用 ,建设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4)劳动力文化素质低 ,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不高 ,科技成果转化慢。牧民中文盲半文盲占半数以上 ,文

化水平低限制着他们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承受能力。表现出商品观念淡薄 , 改造传统落后生产方式的迫切

性不强。例如对畜牧业经营效益影响极大的家畜品种改良工作 ,即由于认识不够而进展缓慢 ,与其他牧业省

区相比 ,改良羊比例和个体生产性能均低于内蒙古、新疆等省区 ,改良牛更甚。青海改良羊约占全省绵羊总

数的 1/ 4 ,新疆约为 1/ 2 ,内蒙古在 1982 年就达到一半。

(5)市场发育滞后 ,流通不畅。牲畜周转慢 ,商品率不高。牛的出栏率仅为 18 %～20 % ,羊在 25 %左右。

牧民群众收入低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紧缺。一些地方或一部分牧户的畜种、畜群结构不合理。例如在高

寒草甸牧区 ,不少牧户的畜种结构中 ,有较高效益的羊的比重偏低 ,有些牧户甚至养牛头数多于羊只数。母

畜比例低 ,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如在藏系绵羊种群结构中 ,生产母羊比例应该提高到 50 %以上。

(6)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畜产品需求所产生的压力日益增大。青海省人口已由建国初的 148

万增长到目前的 500 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40 %。若以近年来实际人口年增长率 115 %计 ,

到 2020 年全省人口将达到 700 万人。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畜产品的需求。同时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食物构成将向着提高动物性食物比例的方向变化 ,亦将增加对畜产品的需求。此外 ,青海畜牧业生产的畜产

品除满足本省人民生活需要 ,还担负着为国家提供畜产品的任务。所以 ,增加畜产品的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客观需要。生产的发展对草地资源的利用强度必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7)冷暖季草场不平衡。青海夏秋草场面积较大 ,占全省可利用草地面积的近一半。由于暖季牧草生长

旺盛 ,生产力高 ,利用时间短 ,故相对来说比较充足 ; 冬春草地由于利用季节牧草已经枯黄 ,营养成分降低 ,

可利用的枯草只相当于生长旺季的 1/ 3 到 2/ 3 ,故相对来说比较紧缺。冬春草地和夏秋草地面积比例大致是

111 ∶110 ,而冷暖季载畜力之比则为 1 ∶516。因此 ,生产上存在着冬春草地不够 ,夏秋草地利用不充分的问

题。由于牧草生产的季节不平衡 ,冷季牧草供应不足 ,家畜越冬期间体重损失较大 ,是高寒牧区畜牧业发展

长期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

3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可持续发展观点和战略是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针对自然环境日益恶化 , 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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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提出来的。它基于如下两个前提 :人类社会是通过不断繁衍代代相传而长期地持续存在和发展的 ;自

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被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三大

问题而倍受重视。这些问题也是制定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高寒草地畜牧业的

持续发展就是要在既能扩大畜牧业生产规模 ,提高畜牧业经营效益 ,又能保持草地资源不被破坏 ,在增加畜

产品输出的同时 ,使草地资源可子孙后代永续利用的情况下发展畜牧业生产。

311 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根据对青海草地畜牧业的上述分析 , 发展青海草地畜牧业的战略方针应为 : 科技兴牧 , 教育先行 ; 强化

畜牧业生产基础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 ;大力促进畜牧业产业化 ,走商品化生产发展道路。要实现的战

略目标为 : 实施草地畜牧业集约化高效益经营模式 , 发展具有极强市场竞争力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畜产品生

产 ,实现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逐步提高畜牧业生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为此 ,提出如下战略措施 :

(1) 加强教育和培训 ,使畜牧业生产者和生产组织者充分认识防治草地退化 ,维护草地生态功能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草地对于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毋容置疑 , 但对青海草地特殊的生态功能尚未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80 年代以来由于草地退化引起的小河断流 ,水库蓄水量下降 ,水电站不能满发 ,沙漠东

移速度加快等现象无不与草地大面积退化紧密相关。因此 ,青海草地的生态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2)要尽快完善草地保护法规。草地退化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但可控因素是防止重牧和不合理利用等人

为因素。为此 ,要加快推行夏秋草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和草地有偿使用制度 ,强化草原监理 ;要研究以草定畜

的一系列技术指标 , 将以草定畜、防止草地退化的责任落实到县乡政府 ; 要尽快制定以草定税收、以草定提

留、以草定各项费用的指标和政策 [5 ] 。

(3)禁止盲目开垦草地。受短期经济利益的影响 ,青海牧区尤其是环青海湖地区近几年来盲目开垦草地

种植油菜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已日趋明显。某农场因大面积开垦极易引起沙漠化的草地 ,使

草地急速退化 ,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 ,在进行地区生产结构调整和实施农牧业开发项目时 ,要防止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取近期经济效益的做法 , 要按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虑 , 生态效益优先的

原则来安排和评价土地利用方式。目前阶段应首先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到草原地区承包土地种油菜。

(4) 控制牲畜头数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了有效地控制草地退化 ,要坚决控制非繁殖性牲畜的存栏头

数 ,有效地抑制草地严重超载的势头。把以提高生产母畜比例 ,提高仔畜繁活率和降低成畜死亡率为中心内

容的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 , 建立在人工草地和划区轮牧基础上的饲草常年均衡供应 , 以当年羯羔育肥出栏

为中心的季节性畜牧业的发展和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作为提高畜牧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主攻方向 , 通过试验示

范进行普及推广。生产母羊比例要逐步调整到 55 %～60 % ,繁活率要达到 80 %以上 ,成畜损亡率控制在 3 %

以下 ,总增率、出栏率达到 38 %以上。调查表明 ,不同畜种之间经营效益差别很大。牦牛折羊单位计 ,年提供

的畜产品价值为 100168 元 ,而绵羊提供的畜产品的价值为 158158 元[3 ] 。因此一般认为 ,在环青海湖地区 ,羊

的比例以不低于 85 %为好。

(5) 加强草地配套建设。草地建设要坚持以户为单位 ,以草为核心的“四配套”建设 ,并大力发展饲草加

工、秸秆氨化、饲草青贮养畜技术。

(6)认真贯彻执行发展草地畜牧业的有关政策和法规 ,充分发挥草地科技人员和草地管理人员及机构

的作用 ,加强草地科学技术推广和草原监理执法工作。发展基层草地畜牧业专业协会 ,使其成为联系、组织

牧民群众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作 ,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纽带。

312 适宜推广的综合配套技术
31211 暖棚养畜

暖棚养畜的主要功能是夜间牲畜防寒 , 其作用机理是减少牲畜为抵御低温需增加的能量维持需要 ; 降

低极端低温对牲畜的作用力度 ,减少雪灾中低温所直接导致的牲畜死亡 ;改善羔羊存活环境 ,提高仔畜繁活

率。暖棚面积一般为 60～100m2 。据甘德县和河南县有关试验资料 ,在最冷的 12 月和元月份 ,暖棚内日平均

温度为 - 5172 ℃,暖棚外为 - 13146 ℃,内外温度差达 7174 ℃。上年 12 月至来年 4 月期间 ,暖棚饲养的羊体

重平均下降 4106kg ,而敞棚饲养的羊体重平均下降达 10158k g。暖棚饲养的羊其成畜死亡率下降 77195 % ,

羔羊成活率提高 1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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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海省牧业发展分区特点

Table 3 The dist rict characterist ics of ani mal husbandry of Qinghai Pro vince

分 区 发 展 方 向

东部黄土高原区陡坡地区退耕还林还牧 ,发展种草养畜 ;发展菜畜育肥运销业 ;发展畜产品加工业

环青海湖地区 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生产 ,加速畜牧业产业化 ;发展以羔羊育肥为中心的季节畜牧业生产 ,形成规模效益

柴达木盆地区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进行退化草地治理 ;发展以骆驼、山羊为主畜种的特色产品 ;发展特色畜产品加工业

青南高原地区 重视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防灾抗灾工作 ;合理调整畜群结构 ,发展绵羊等高效益畜种

31212 草地围栏

对冬春草地进行围栏 ,可保护其在暖季的自然生长 ,使其在冷季利用时的牧草贮存量增加 ,牧草质量得

以提高。据有关调查资料 ,6～9 月份禁牧的围栏草地经 3 年后牧草产量可平均提高 2217 % ;同时 ,优良牧草

种类增加 , 植株高度和植被盖度提高 , 牧草利用率亦相应提高。如结合围栏进行草地松耙、补播、施肥等措

施 ,则可分别提高牧草产量 23165 %～7116 %。

31213 建植人工草地

(1)一年生割草草地 一年生割草草地主要用来生产青刈冬贮牧草 ,用以为放牧家畜提供冷季补饲和

作为防止大雪灾害的饲草贮备。目前主要以推广种植燕麦为主。在一些气候条件较好的地区正在示范种植

以箭舌豌豆和毛苕子与燕麦组合的混播草地 , 以提高牧草产量和品质。根据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

试验站的实验研究 ,选用优良品种和采用混播组合可大幅度提高牧草产量。

(2)多年生放牧草地 建立在冬春草场的多年生放牧草地一般用以冷季家畜放牧利用。主要栽培种为

老芒麦、垂穗披碱草、早熟禾、中华羊茅、无芒雀麦等。这类人工草地牧草产量可达 8～10t / hm2 ,是天然草地

牧草产量的 5～10 倍。但是 ,这类多年生人工草地普遍存在使用 3～5 年后即发生迅速退化的现象 ,成为目

前大面积推广的障碍。针对这一问题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试验站通过多年实验研究 ,找出了发生这种退化现

象的原因和机制 ,在有关这类人工草地多年持续利用和已退化草地的恢复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功经验。

31214 商品畜育肥和季节性畜牧业生产

商品畜转场育肥这一方式农民俗称“西繁东育”(即牧区繁殖 ,农区育肥) 。这一经营方式是牧区季节性

畜牧业向农业区的延伸。通过西繁东育 ,既把农业和畜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逐步改变了牲畜单纯在牧区放

牧时“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状况 ,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又适应了市场机制的需要 ,平衡了

牛羊肉市场淡、旺季供应差别。据在祁连县俄博乡的调查 ,该乡从 80 年代初推行与育肥出售淘汰羊和屠宰

出售当年羊羔为基本内容的季节性畜牧业生产 , 有效地提高了畜牧业经济效益。经过育肥的当年羊羔胴体

重可达 10kg , 而放牧 5 年的成年羊胴体重仅在 15kg 左右。若简单的将饲养一只 5 岁成年羊的放牧成本等

同于 5 只一岁羔羊 ,则后者比前者多产肉 35k g。淘汰成年羊经短期育肥一般可增重 5 公斤左右。通过这些

措施 ,该乡每年可多出售商品畜 113 万头 ,商品率增加 160 %。牲畜出栏率提高以后 ,每头牲畜在冬春季节占

有草场的面积由原来的 019hm2 提高到 1103hm2 , 使牲畜生产性能和抗灾能力大大增强 , 母畜比例由 39 %

提高到 45 % ,单位面积草场产值提高 5614 %[5 、6 ] 。

313 畜牧业发展的区域特点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 青海省畜牧业生产表现出较强的地域差异规律。因此考虑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

发展应该遵循分类指导的原则 [7 、8 ] 。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 ,全省可划分为东部黄土高原区、

环青海湖地区、柴达木盆地区和青南高原地区 4 个分区。各地区畜牧业发展特点列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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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d counter mea sure f or susta ina ble development

of an imal husbandry in Qingha i

ZHAN G Yao2sheng ,ZHAO Xin2quan ,ZHO U Xing2min
(No rt hwest Plateau Insti t ute of Biology ,CA S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 Qinghai Pro vince is o ne of t he lar gest 5 stockbreeding dist rict s in China ,
t here are 3161 ×104 ha of grassland t hat can be used in t he p ro vince . U nder lo n g2t er m
t radit io nal no madic system , grasslands have been poo rly and inadequately p ro tected
and managed . To increase ani mal number , o ver2grazing has beco me a co mmo n p he2
no meno n ,leadin g to serio us degenerat io n of grassland ,deterio rat io n of eco2enviro n2
ment ,f requent occur rence of nat ural disaster , and t he lo wer eco no mical benef i t .
Act ualizing t he st rategy of sust ainable develop ment of ani mal husbandr y o n t his kind
of basis , t he policy of p ro spering ani mal husbandr y t aking advant ages of science ,
t echnolo gy and educatio n was needed . It i s also necessar y to intensif y t he p ro ductio n
bases of ani mal husbandr y , gain ecolo gic and eco no mic benef i t s si mult aneo usly , p ro2
mo te indust rializat io n of ani mal husbandry and develop co mmercialized p ro ductio n . In
o rder to realize sust ainable develop ment of ani mal husbandr y , t he follo wing measures
sho uld be t aken ,includin g int ro ductio n of high2eff iciency ,intensive p ro ductio n system
of ani mal husbandr y , developing ani mal p ro duct s wit h plateau feat ures and mar ket
co mpeti t iveness ,bring eco2enviro nment under co nt rol and t he grassland reso urce p ro2
t ected o n t he basis t hat ani mal husbandr y beco mes a high benefi t p ro ductio n system .
Key words : grassland ani mal husbandr y ; sust ainable develop ment ; intensif ying p ro2
ductio n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