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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草地生态系统不但是畜牧业生产的基

础, 还具有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

止水土流失、缓解洪涝灾害等诸多公益。草地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保证食物安全、气

候稳定的基础, 也是青海省经济大发展的重

要动力。青海省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 当前

草地退化、沙化严重, 经济效益低下[1 ] , 亟须

采取科学合理的举措以提高草地生态系统的

生态经营水平。

1　青海省自然概况

1. 1　地理位置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

部, 北 纬 31°39′～ 39°21′, 东 经 89°35′～

103°04′, 境内地貌大致可分为祁连山地、柴

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 3 个单元, 海拔 3 000 m

以上的地区占全省面积的 4ö5 以上。东部黄

河河谷与湟水河流域海拔 1 700～ 2 500 m ,

为主要农业区, 仅占全省总面积的 0. 48% ,

其余西部广大地区海拔 2 500～ 4 500 m [2 ]。

1. 2　气候特征　气候干燥, 寒冷期长而暖期

短, 日温差大, 光能资源丰富, 属典型的高原

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温度- 5. 9～ 8. 7 ℃, 日

照时数 2 250～ 3 602 h。年降水量 14. 9～

774. 3 mm , 青南高原东部年降水量最高达

774 mm , 为全省降水最多的地区; 祁连山东

段年降水量 500 mm , 为次多雨区; 柴达木盆

地降水量最少。降水量季节变化大, 雨量主要

集中在 6～ 9 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80% [3 ]。

2　草地资源及其经营状况

青海省土地面积 72 万 km 2, 其中天然草

地 36. 37 万 km 2, 占总面积的 53. 35% , 青海

畜牧业生产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比

例, 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未来经济

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人

为因素的限制, 草地生态系统经营在放牧强

度、草地投资、出栏率等诸多方面不合理, 造

成草地退化严重, 经济效益居后[4 ]。

2. 1　多数草地牧草优质低产　全省牧草普

遍具有粗脂肪、粗蛋白、无氮浸出物高, 粗纤

维低的“三高一低”特点, 而且耐寒性强[5 ]。但

由于高原气候的限制, 牧草生长期短 (90～

150 d) , 植株低矮, 生物量少, 产量低, 草地载

畜能力不强, 加之牲畜头数增长快, 普遍过牧

严重。

2. 2　牧草产量季节性、年际变化显著　受高

寒气候的影响, 全省气温、降水季节性变化极

为突出, 年际差异显著。降水主要集中在 6～

9 月, 期间牧草生长繁茂、营养丰富、适口性

好。而漫长的冷季 (210～ 270 d) 气候干燥寒

冷, 大量的牧草枯死, 草地牧草贮量约为暖季

的 43% , 牧草的营养价值更低, 造成牲畜夏

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6 ]。另外, 草

地生产力的年际变化显著, 丰收年牧草产量

高达正常年份的 154. 53% , 而遇自然灾害,

产量可能只有正常年份的 74% 左右[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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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草畜矛盾尖锐, 过度放牧严重　解放以

来, 青海省牲畜总头数增长近 3 倍, 而草地面

积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减少 (开垦、退化、沙化

等) , 现有草场面临很大的放牧压力, 加之经

营管理技术落后, 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严重,

与全国各省牧区相比, 草地经济效益居后。随

着牲畜头数的增加, 畜均草地面积不断下降,

草畜矛盾日益加剧, 畜牧业发展与有限的天

然草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2. 4　牲畜出栏率低　传统畜牧业经营政策

方针追求牲畜头数, 片面追求纯增, 养老畜,

养长寿畜, 以及牧民以存栏牲畜头数论财富

的传统思想观念导致出栏率低下, 加剧了草

畜矛盾, 越冬牲畜死亡率增加, 直接影响牧民

的经济利润。

2. 5　草地退化、沙化加剧　全省牧区普遍出

现大面积退化, 以同德县为例[8 ] , 现有可利用

天然草地面积 41. 99 万 hm 2, 退化草地19. 76

万 hm 2, 占全县草地可利用面积的47. 05%。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 果洛玛多县共有1. 6

万 km 2 的草地退化, 占全县天然草地的 70%

以上。总面积为2 958 km 2 的共和盆地塔拉

滩, 正在发展的沙漠化面积已达2 667 km 2,

占总面积的90. 16% [7 ]。

2. 6　鼠害猖獗　大量的鼠类啃食牧草、掘洞

挖土, 严重破坏草场土壤结构和原有植被根

茎, 造成植被盖度下降, 水土流失加剧, 大量

的土壤养分随风雨侵蚀而流失, 植被难以存

活, 大面积草场演化为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鼠害严重的地方 1 km 2 草地活动的高原鼠兔

就有 30 个左右, 洞口多达 1 000 多个; 仅玉

树州鼠害面积即达 225 万 hm 2, 占全州可利

用草地的 21. 68% , 玛多县鼠害造成的草地

退化达 149 万 hm 2, 占全县天然草地的 65%

以上[7 ]。

2. 7　草地投资不足　受传统思想意识的影

响, 大多数牧民对草地的肥料投资微乎其微,

依旧没有改变靠天养畜的原始状况。没有肥

料来补充生产、土壤流失或与土壤其他成分

发生反应所损失的土壤养分, 植物可利用营

养含量就会逐渐下降, 牧草生长所需养分的

匮乏直接导致产量急剧下降, 随后可能出现

草地物种组成的变化及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

的下降。

2. 8　灾害加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青海省

牧区气候发生相应变化, 但地区间气候变化

时空差异显著, 青南高原和海北地区的气候

变化都不同程度地对牧草的生长产生不利影

响。80 年代青藏高原的气温、降水变率明显

增大, 生长季节降水减少, 而冬、春季降雪增

加, 造成近几年 (1990、1993、1994、1995) 玉

树、果洛等牧区干旱、特大雪灾等自然灾害接

连不断, 大量牲畜死亡。

2. 9　人工草地建设不足　面临自然灾害, 许

多牧民草料储备不足, 抗灾保畜能力差, 大量

牲畜不能安全越冬。人工草地建设是提高草

地生产力和牧民抗灾保畜能力的有效措施,

人工草地建设缓慢, 草料储备不足直接导致

牲畜冬、春死亡率增加, 几乎每过一个寒冷的

冬季牧民都要承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来年的

草地投入必将受到影响。

随着牲畜数量不断增加, 可利用草地面

积日益缩减, 草畜矛盾日趋尖锐, 过牧严重;

草地投资不足, 牧草生长所需的养分难以保

证; 再加上鼠害、人为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草地退化、沙化加剧。退化的草地

牧草产量下降, 载畜能力也随之下降, 草畜矛

盾加剧, 草地过牧更加严重, 从而使整个草地

生态系统陷入不断退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见图 1)。

3　可持续发展对策

3. 1　优化畜群结构　放牧强度大小直接影

响草地的退化程度, 所以优化牧群结构、调整

放牧强度是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的有力

措施。以藏系绵羊为例, 青海省主要优良草场

类型高寒草甸牧场不退化的放牧强度, 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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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的恶性循环

牧场为 4. 30 只öhm 2, 而冬、春草场为 4. 75

只öhm 2 [1 ]。牲畜的种群结构的合理与否也影

响草地经营的经济效益, 优化种群结构可以

提高单位草地的营养效益, 最大能量输出的

藏系绵羊存栏结构: 羔羊 1ö3, 1 岁后备母羊

1ö6 弱, 繁殖母羊 1ö2; 合理的性别比例是母

羊 (包括种公羊) 5ö6 强, 羯羊 1ö6 弱[4 ]。

3. 2　提高出栏率　提高出栏率是缓解草畜

矛盾、减轻过牧、防止草场退化的有效途径,

是提高草场经济效益, 增加牧民收入的重要

手段, 也是市场发展的需求。夏、秋季节牧草

丰茂且营养成分充足, 一般都能满足牲畜营

养需求。但到了冬、春季节牧草产量大幅度减

少, 如果此时大量牲畜存栏, 势必造成牲畜处

于饥饿状态, 不得不分解体内贮存物质来维

持生命, 造成春乏死亡。牲畜存栏时间越长,

累计消耗饲草也越多, 但胴体重的增加不明

显, 随着年龄增加, 单位牧草的畜产品净增率

降低。提高出栏率, 发展季节畜牧业, 减轻草

场压力, 是科学经营的重要环节, 不仅可大大

减轻牧草枯黄季节草地的放牧压力, 同时也

可提高牧民抗灾保畜的能力。

3. 3　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过度放牧是草场

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轮牧既能缓解草场

放牧压力又能充分利用草地天然资源, 已被

世界各地牧场所广泛采用。青海天然牧场受

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 两季草场轮牧制度非

常必要。周立等研究发现[4 ] , 经济效益最大的

轮牧草场放牧强度的最佳配置是夏、秋草场

3. 53 只öhm 2, 冬春草场 3. 26 只öhm 2; 而夏、

秋和冬、春牧场的面积比例为 1∶1. 6。采用

先进的轮牧制度, 根据草地类型和牧草生长

状况严格控制放牧频率、放牧时间及始牧期

和终牧期, 可以给草场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

利于牧草的再生和繁衍。封育是把植被围封

保护起来, 禁止放牧、刈割, 使草场得到一段

时间恢复, 达到逐渐复原的目的。草地封育当

年植被盖度、高度和地上部分生物量分别提

高 20%～ 40%、5～ 10 cm 和 40%～ 50%、封

育 3 年后分别提高 108%～ 120%、15～ 25

cm 和 140%～ 150% [9 ]。封育是为了使植被

得以恢复, 而恢复后植被的利用方式取决于

草地类型和牧草生长状况, 总的原则是不能

再次造成植被和地表破坏。若将封育、草地施

肥和补播结合, 草地的恢复将更迅速、充分。

3. 4　加强人工草地建设　人工草地可以提

高牧草产量 5～ 10 倍[9 ] , 同时可提高饲草质

量, 解决冬、春季饲草缺乏, 牲畜难以度过雪

灾这一瓶颈问题, 大幅度增强牧民的抗灾保

畜能力。发展人工草地首先应选择适应高寒

气候、产量高、适口性好的垂穗披碱草 (E ly 2
m us nau tans)、老芒麦 (E lym us sibiricus. )、早

熟禾 (P oa annua )等优良牧草种。同时注重后

期管理: 1)防止杂草侵害草地, 进而抑制牧草

生长; 2) 加强病虫鼠害的防治; 3) 适当施肥;

4)合理利用, 即注意利用方式、利用频率和利

用的首末期时间。人工草地不仅产草量高, 为

牲畜安全过冬提供了保障, 而且由于草地群

落郁闭度增加, 改善了群落环境和草地生态

条件。

3. 5　集中育肥　每个羊单位度过冷季需要

200 kg 左右草料, 多数牧民草料储备达不到

需求量。夏、秋季节可以充分利用丰茂的天然

牧草尽可能增加牲畜的物质积累; 秋末集中

补加精料, 使其在 30～ 40 d 内达到屠宰标

准, 所有羯羊当年出栏[6 ] , 可以减少冬、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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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料的需求, 保证剩余牲畜安全过冬, 降低严

冬期间的经济损失。另外, 集中舍饲育肥不受

季节限制, 并可在草场质量较差时向市场供

应新鲜羊肉, 获得的经济效益更为客观。科学

的育肥既能提高牲畜出栏率, 缓解草畜矛盾,

最大限度地降低越冬羊的数量, 还能利用季

节差异提高经济效益。

3. 6　充分利用农区副产品和草地资源　牧

区一定数量的农作物种植区加上东部农业

区, 全省每年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品, 根据营

养学原理, 对青稞、油菜秸秆及油菜饼等农副

产品进行科学调制和配料加工可以得到大量

的颗粒饲料, 既能缓解越冬草料的匮乏, 又是

舍饲强度育肥的优质饲料。此外, 随着“退耕

还林、还草”战略的贯彻实施, 全省大量的坡

地将成为牧草生产区, 尤其是东部农业区相

对较为稳定的气候环境有利于牧草生产。加

大草地建设投资, 选种优良牧草, 充分发挥人

工草地的优势, 科学管理退耕后培育的草地,

使东部农业区的坡地成为富饶的草基地, 不

但可以生产大量的饲草, 还可以改善区域气

候和环境, 保养水土, 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特

别是面临日趋频繁的自然灾害, 气候相对稳

定的东部农业区饲料和草地资源的贡献将会

更为突出。

3. 7　加强教育, 提高牧民文化、技术水平　

结合当地的实际, 大力普及文化、技术和思想

教育, 努力提高牧民的素质, 尤其是要加强对

青年牧民的教育, 因为他们是未来草地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经营者, 对新型生产和发展技

术的接受能力直接决定未来草地可持续发展

的水平。要彻底改变牧区“靠天养畜”忽略草

地投资的传统思想, 消除片面追求牲畜头数

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错误导向, 加强教育、提高

牧民素质是解决这些思想意识问题的最有效

方式。畜群结构和草地利用模式的优化、牧草

品种的改良、草地生态系统的科学经营管理、

草地其他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短期利

润和长远利益的权衡, 这些措施的真正贯彻

执行无一不依靠牧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

3. 8　强化管理、严格限制人为破坏活动　天

然草地不断退化、沙化, 一方面是草地长期超

载过牧和鼠害所致; 另一方面滥垦乱挖也是

重要原因。许多水土条件较好的草地被开垦

用来种植, 而种植几年后因土壤肥力下降被

撂荒。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后土壤流失剧增, 富

含有机质的上层土壤流失, 土地变得更加贫

瘠并很快演化为荒地、沙地。另外, 每年夏季

大批的民众涌向草地, 采挖草药, 毁坏大面积

植被。据报道[10 ] , 每挖 0. 5 kg 甘草破坏草地

5～ 6 m 2, 每年大片的草地因此而沦为流动、

半流动的沙地; 1998 年仅玉树杂多县的结

多和苏鲁 2 乡就有 1. 5～ 2. 0 万人采挖虫草,

草地上布满小坑[9 ] , 植被盖度减少, 草地水土

保持能力随之下降, 严重影响牧草产量。另

外, 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 大量的民工掏金毁

坏植被, 原本丰茂的草场短期内彻底变成不

毛之地, 促使整片草地迅速沙化, 完全失去可

持续生产能力。

草地是整个青海省覆盖面积最大的生态

系统, 草地畜牧业是全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省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同时, 草地生态系统是

众多高原特有生物的栖息地, 并在调节气候、

维持生态平衡、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缓解中

下游地区洪涝灾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 完善青海省草地经营状况, 维持草地生态

系统可持续能力不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 还

是生态环境的稳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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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提高苜蓿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尽快与国际

市场接轨, 打入国际市场。

3. 4　加强领导, 完善政策　苜蓿产业化必须

有政府宏观引导和调控, 有政府在各方面的

扶持和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否则靠企业单

独运作不仅难度大, 风险也很大。东营市苜蓿

产业现在呈现的局面与政府的支持、政策上

的扶植密切相关。苜蓿生产在东营市是一个

新兴产业, 是东营市委、市政府确定重点发展

的主导产业之一。这一产业搞得好不好, 直接

影响到全市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全市

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领导, 强化措

施, 制定有效的扶植政策, 完善机制, 引导和

鼓励农民或企业搞好苜蓿生产和经营, 确保

本市苜蓿产业化健康稳定发展。首先要加强

领导, 常抓不懈, 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 更新观念, 真正把苜蓿业作为主导产业来

抓, 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发展食草牧业和创汇农

业的突破口来对待。广北农场和利津县付窝

乡为了加强对苜蓿产业的领导, 相继成立了

东营草业开发公司和富源草业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为生产单位提供种子、收割机械设

备, 并与生产单位签订了最低保护价收购合

同。其次, 采取政策倾斜, 启动发展。对达到

一定种植规模的大户、村、乡镇, 给予相应的

奖励, 并对苜蓿种植大户在土地、资金、技术

服务、义务工减免等方面给予照顾和倾斜。广

饶县出台优惠政策, 凡种植苜蓿连片面积

13. 3 hm 2 的补助 1 万元, 有效地调动了全县

群众种植苜蓿的积极性。河口区太平乡、新户

乡政府对苜蓿种植户补助 150 元öhm 2, 鼓励

当地农民种植苜蓿。垦利县胜坨镇为了发展

苜蓿生产, 免费为苜蓿种植户提供良种。垦利

县畜牧局与乡镇签订了 0. 7 元ökg 的收购合

同。为鼓励外商利用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

形式在东营市进行苜蓿开发, 将土地以比较

优惠的价格长期有偿租赁给开发者使用, 在

劳务、机械、社会治安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优质

服务, 在税收方面享受国家制定的有关外资

企业的一切优惠政策, 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尽可能减免有关税费。

(上接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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