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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F

摘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生物经济原则为草场不退化原则A最大生物学效率原则和风险?利润权衡原则:

6"9草场不退化原则F在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上3暖季期间 "G88E!2B@羊HIJ!的放牧率下可使其发生恢复演替3禾

草的比例增大3植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有所提高3从而达到利用式改良的目的C相反3若继续重牧或过牧3放牧

绵羊喜食的植物种类将进一步减少3植物多样性指数也有所降低F最终将趋同于星毛委陵菜退化草原群落3且星毛委陵

菜可能是草场沙化荒漠化的最后多年生植物屏障F6!9最大牧草利用效率原则F放牧绵羊的种群生产3羯头应当年羔育肥

出栏3其牧草利用效率不仅提高了#GB倍3且肉用性能可提高!G>倍F同时3应尽量控制羯羊越冬的数量3提高畜群中母羊

的比例F689风险K利润权衡原则F根据牧草和放牧家畜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经济利润的变化3发现放牧率 #G$$羊HIJ!

的处理利润最高6"778年价格9F虽然 >288羊HIJ!的公顷增重最大3但风险也大3且利润较低F
故在综合考虑以上 8个原则的基础上3可以通过提高生物学利用效率3即使降低放牧率也不会太大的影响牧民的利

益3同时又减轻了生产风险3保护了生态环境3只有这样3才得以使草地畜牧持续发展F
关键词:内蒙古草原C草地畜牧业C可持续发展C生物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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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U[[RUŴ RP_N[]QTaPWbWWNZcQWSQRPUd]NYYN
e%.+-If?gfhi3e%.+jkh?lmh3&n(.op0?oI0hi 6qrsturvtuwtxyzr{v|vrv|}~!~"~vrv|t{#$t%t?

"w3&{’v|vzv~tx(tvr{w3)*+3(~|,|{""$$$783)-|{r9

.O[]ZUT]:ef/Ik0/p120341kh/40JJphf/20p44m00f0h0h>0/045fhi5k/m03Im56kimp/f1f7k/f0hk1m33f4fmh42

kh15f05?6mhm3f/6k1kh4m3f/f00piim0/m1/Im0p0/kfhk61m1m8m104Jmh/0I0p11301109:6"9h01mi5k1k/f0hk1

45fh4f41m035khim1kh136!9/ImJk:fJpJIm56kimp/f1f7k/f0hk1m33f4fmh423689/Im5f05?6mhm3f/6k1kh4m3eImh

0/045fhi5k/m9k0h0J05m/Ikh!2B@0Imm4HIJ!3/Im450405/f0h03i5k00m0kh141kh/6f01f8m50f/2fh1m:kh1

m8mhhm009m5mfh45mk0m16k0m10h*uv~;|’|rxu|"|<rkh10I05/?i5k005khim1kh12’ImIm56kimp/f1f7k/f0hk1

m33f4fmh42031kJ6kh1/0/k11f8m9mfiI/ikfh9m5mfh45mk0m162#2Bkh1!2>/fJm0fh40J4k5f00h9f/I#2>

2mk5011k1p1/9m/Im52’Imk8m5kim1f8m9mfiI/ikfh4m5Im4/k5m9k0Jk:fJpJfh/Im0/045fhi5k/m03>288

0Imm4HIJ!36p/f/06mhm3f/4m5Im4/k5m9k01m00/Ikh/Ik/03/Im0/045fhi03#2$$0Imm4HIJ!kh15f059k0

1k5im5ph1m5B2$=>?H5i036p2fhikh10m11fhi45f4mfh"7782

)8m5k113Imi5k001kh11f8m0/0454kh0h121m8m1040p0/kfhk6126k0m10hh01mi5k1k/f0h035khim1kh12%h1

3k5Jm54khIk8mJ05mfh40Jmkh1109m55f05/I50piIfh45mk0mIm56kimp/f1f7k/f0hk1m33f4fmh42kh1fJ4508fhi

JkhkimJm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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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0我们共同的未来1这一重要报告发表之后2基本上阐明了3可持续发展4的定义2即可持续发展是

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2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5尤其是 "%%(年3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4后2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2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5尽管如此2可持续

发展的理论还很不完善2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仍有很大的距离5事实上2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很多理

论和方法问题都尚未解决2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或评价问题2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指出的那样2目前急需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2它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2是持续发展

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2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之一6"2(75
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的国家8不同地区2甚至不同的学科2其定义均有所不同2不同之处只是有不同的侧

重点2有侧重社会经济的8侧重生态环境的8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的2还有侧重于人与自然8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的6&75由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复杂性和多重性2本研究仅就草地畜牧业生产赖以生存发展的

两大生物要素草原牧草和放牧家畜在不同经营制度下的生物学反应及其相互作用2探讨内蒙古草原草地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原则5

9 材料和方法

9:9 以内蒙古细毛羊在 ;种放牧率’"<&&2(<+,2*<##2;<&&和 +<+,羊=>?()下的轮牧试验为基础2从 "%%#
年 到 "%%,年2每年 ;月 (#@"#月 ;日’植物生长季)2间隔 ";A或 "+A用齐地面刈割的方法每个小区做 *@

;个 "?(的样方2对各轮牧小区进行笼内外分种测产2同时2测量各植物的高度8分盖度和总盖度及密度5

9:B 绵羊体重的度量 从 "%%#@"%%&年2每年从 ;月 (#日@"#月 ;日2间隔 ";A或 "+A清晨空腹称所有

参试羊的体重C同时2于 "%%&年 "#月2对 (##只内蒙古细毛羊按年龄组分组2每组随机选 "#只羊称重C并

按 "%%&年的价格进行经济效益分析5

9:D 植 物 多 样 性 指 数8均 匀 度 指 数 和 物 种 重 要 值 的 计 算 分 别 采 用 ->EFFGF多 样 性 指 数 HIJKLMN

OFLM及其相应的均匀度指数 PIH=OFQ来 计 算5物 种 重 要 值I6相 对 生 物 量’R)S’盖 度N高 度)的 相 对

值7=(6*75

9:T 累积分布频率的计算 不同放牧率下某一年份的公顷增重或净利润占所有年份的相对比例2按从小

到大的顺序2逐渐累加而得5

B 结果与分析

B:9 草场不退化原则

B:9:9 不同放牧率下草原群落特征的变化 表 "是不同放牧率下主要植物的重要值5从表 "可以看出2
经 过 .E的放牧2不同放牧率植物群落特征发生了明显地变化5克氏针 茅’QUMVWXYZ[\]MM)和 羊 草’̂ _Z‘ab

cdMe_b_)的重要值随放牧率增大而很快降低2冰草’fgY\ZY\ecYMbUWUa‘)和 冷 蒿’fYU_‘MbMWhYMgMiW)也 以 轻

牧时为大C随着放牧率的增大2冷蒿让位于更加适牧的植物星毛委陵菜’L\U_eUM[[WWcca[Mb)和寸草苔’jWY_k

iaYMabca[W)2这主要与不同植物在不同牧压下的繁殖特性有关6;75同时2随放牧率增加2其它杂类草的重要

性 有较大提高2如过牧下刺穗藜’jd_e\V\iMa‘WYMbUWUa‘)8优毛山莓草’QMllW[iMWWiVY_bbW)等比例所有增

加2甚至在过牧下 "年生植物狗尾草’Q_UWYMW]MYMiMb)开始呈斑状分布5小丛生禾草糙隐子草’j[_MbU\g_e_b

bmaWYY\bW)在中牧条件下重要值最高5

B:9:B 不同放牧率草原植物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变化 不同放牧率下群落的均匀度和多样性见表 (5从表

(可以看出2植物多样性指数并不是在处理 *:##只=>?(时最大’本试验的中等放牧率)2而是以轻牧时’处

理 ":&&只 >?()为最大2并随着放牧率的增加而下降5这是因为2在以往的多数研究中2大都是以顶极植被

类型做为参照类型2依此进行放牧梯度对植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6+72从而得出中度干扰时植物多样性和均

匀度最大的结果5
而在本研究中2放牧样地的起始状态’"%%#)实际上为冷蒿小禾草群落类型的草场2这类草场是羊草草

原或针茅草原长期重牧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退化状态6,@%75当牧压解除或减轻时’如本研究的处理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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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群落出现恢复演替&因而此时的轻牧相当于李永宏’()研究的中度放牧&而本试验所设置的中重

度放牧&相当于李永宏’()研究的重牧或过度放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得出的结果又是一致的&只是

本试验在李永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冷蒿退化草原在不同牧压下的演替趋势*
表 - 不同放牧率下主要植物的重要值./00,%

12345- 165789:;<2=<>24?5.@A%:B942=<C7=D7BB5;5=<C<:EF7=G;2<5C7=-HHI

放牧率 JKLMNOPQRSKT.U"TTV!"#$% /WXX $W(, +WYY ZWXX (W(,

羊草 [\]̂ _‘abcd\d‘\ 0W0Z (WY( +W,$ e e
冰草 fghij]hidahc‘klk_̂ /YWZm ,WYm XW(Z XW$/ $W(+
糙隐子草 no\c‘kig\d\‘‘p_lhhi‘l ZW(Z /,W$Z $+W$m /ZW$$ //W$/
早熟禾 qilUVVW /WZZ /WXY /W,Z e e
克氏针茅 rkcjlsh]oitcc /,WXY e e e e
寸草苔 nlh\uv_hc_‘a_ol XWm$ ZWmZ 0W(/ /W,, /YW+m
冷蒿 fhk\̂c‘clwhcgcvl $0W/, +XWZ+ //WYY ,W+/ /YW($
星毛委陵菜 qik\dkcoollal_oc‘ mW+$ ,W+m $,WX$ (+W,$ Z+W/0
木地肤 xiabcljhi‘khlkl ZWZZ ,W($ ZW+, +W,Y XW/0
菊叶委陵菜 qik\dkcoolkljla\kcwiocl XWYX e YW+Y YW0$ e
双齿葱 fooc_̂ ycv\dklk_̂ YW(+ $W/Y e e e
变蒿 fhk\̂c‘claî _̂klkl YW$, e e YW$Y e
刺穗黎 nb\dijivc_̂ lhc‘klk_̂ e YW/0 e /W+, (W$/
优毛山霉草 rcyylovcllvjh\‘‘l e YWY( YWYm e YWmX
乳白花黄芪 f‘khlglo_‘glolakck\‘ e e YWm/ YWXm e

表 z 不同放牧率下植物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变化

12345z 165942=<D7>5;C7<75C2=D5>5==5CC7={==5;|:=G:472}<5995?=D5;D7BB5;5=<C<:EF7=G;2<5C

放牧率 JKLMNOPQRSKT.U"TTV!"#$% /WXX $W(, +WYY ZWXX (W(,

物种数 ~LKS!P"##TRL$V!SPKUVTMOTU /0 $Y /, /0 /m
多样性指数 %O&TRUOK’OP(T) $WY/ /W,Z /W,, /W$X /WZ$
均匀度 *&TPPTUU YW(m YWZm YW($ YW+$ YWZX

在经过了 mS的放牧后&冷蒿退化草原已明显地演替为 X种类型*第 /类为处理 /WXX羊!"#$和 $W(,
羊!"#$的草场&克氏针茅+冰草+羊草等禾草的比例明显增加&尤其是处理 /WXX羊!"#$&禾草的成分 比 处

理 $W(,羊!"#$的更高&在 /00Y年的基础上&有较明显的,改良-效果&即冷蒿退化群落有恢复演替的趋势.
而处理 $W(,羊!"#$则基本上保持了 /00Y年,原有-的群落特征*第 $类为处理 +WYY羊!"#$&这类草原群

落中冷蒿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更耐牧的星毛萎陵菜成为优势植物&从而构成了星毛委陵菜+冷蒿和糙隐

子 草 的 退 化 草 原 群 落&与 /00Y年 相 比&有 更 进 一 步 退 化 的 趋 势.第 X类 为 处 理 ZWXX羊!"#$和 (W(,羊!

"#$&由于继续受过牧的影响&这两种处理的草场明显地已退化为星毛委陵菜退化草场&寸草苔也占较大的

比例*这些现象表明&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在持续的重牧条件下所演替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冷蒿退化草

原&如果减轻牧压&则可以发生恢复演替.相反&若继续重牧或过牧&则冷蒿退化草原将趋同于星毛委陵菜

退化草原&其群落结构更简单&优良牧草更低&草场生产力进一步下降&植物多样性降低&群落稳定性较差&
并面临荒漠化和沙化的危险*相反&如果放牧率不超过 $W(,羊!"#$&则典型草原群落将不会退化到冷蒿草

原群落*因而&也就可以保持相对较好的草原状况*

z/z 最大牧草利用效率原则

z/z/- YWZ0ZWZ周岁羯羊和母羊体重的年际变化 从图 /可以看出&绵羊的体重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呈,锯齿状-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暖季放牧期间绵羊的绝对增重越来越小.相反&冷季时绵羊的绝对

掉膘量却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当年羔冬天失重小&甚至有所增重&主要与冬天补饲有关&除了补饲干草

外&每天还补饲 YW$ZNQ左右的精料.燕麦+荞麦+玉米等%*当年羔在第一个暖季净增重 $$W,ZNQ&而以后各

0/(+期 汪诗平等1内蒙古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原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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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和 "#&%&岁羯头母羊

种群体重动态变化

’()%! *+,-./01(2345,6,7890/-6,:+,;

7<9=(>,6,()+:5;41"%&:4&%&.,0;34=-

年龄段如 !%&?@%&?A%&和 $%&周岁的羯羊每年绝对净

增 重 分 别 只 有 !B%CCD)EF%"BD)E@%C"D)和 @%F!D)?即

每 年 暖 季 绝 对 净 增 重 量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迅 速 减 小?
体重逐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G若以 $%&周岁的体重作

为 !""H计的话?则 "%&?!%&?@%&和 A%&周岁时的体重

分别为 $B%C"H?FI%BAH?B"%"IH?B$%!FH?即 @%&周

岁时体重就基本上接近最大值了G"#$%&周岁的羯羊?
在经过了 &个 暖 季 后?累 计 绝 对 增 重 IF%A@D)?每 个 暖

季 增 重 !F%$CD)J但 到 $%&周 岁 时?实 际 每 只 净 增 重

&$KI!D)?两者相差 A@%&!D)?相差值为 $个冷季的累计

掉膘量?每个冷季掉膘I%!AD)?即暖季增重的 !L@左右

在冷季又损失掉了J在这里?这种累计掉膘量还未考虑

补饲和死亡等因素在内?事实上?若冬季不补饲再加上

死亡羊只?冷季绵羊掉膘量会更高?达 &"H以上G母羊

的 体 重 变 化 规 律 与 羯 羊 类 似?但 由 于 母 羊 的 生 理 机 能

和 经 营 的 目 标 与 羯 羊 有 较 大 的 差 异?即 母 羊 除 获 取 羊

毛等畜产品外?肉用性能是次要的?主要是以繁殖E扩大畜群和更新畜群结构为目的的G因此?尽管 AK&周

岁时其体重已接近成年最大体重?为 CK&周岁体重的 BF%!IH?但就其繁殖成活率而言?一般以 $#C岁为

高?尤其是 &岁以后双羔率有所增加?故对繁殖母羊而言?要综合考虑其经济效益和饲养年限G另外?&月

!"日的体重?除掉 !岁母羊外?其余绵羊体重均为已产羔后的体重?所以母羊冷季掉膘的幅度实际不是太

大或比羯羊小得多G这种现象一则是因为母羊补饲时间较早较长?补饲的草料较多?平均每只母羊补饲 C"-
左 右?每天补饲 !%"D)干草E"%@&D)精料7燕麦E荞麦或玉米等9J二则妊娠母羊有妊娠代谢反应?即妊娠期

间饲料的转化效率较非妊娠母羊和羯羊高之故G

MKMKM 经济分析 表 A是依据图 !上的数据?按 !BBA年的价格?活重 &%""元LD)?污毛价 !"%""元LD)E草

场管理费 !B%""元L0N羊?放牧工资 I%$"元L0N羊计算的?其中当年羔冬季补饲费用按 !""D)干草O"%!"
元LD)P@&D)料O!%""元LD)QA&%""元计G

从表 A可以看出?以当年羔净收入最多?近 !K&周岁羊的 !K&倍?@K&周岁的 @倍?AK&和 $%&周岁羊的

$倍?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净收入成倍的下降J实际上 !K&周岁以后?均未考虑冬天补饲的费用?若遇上大雪

灾 之年7如 !BB@年9或干旱年份?冬天仍需要进行补饲?这时支出部分将增加?同时增重也将会减少?收入

随之减少?因而净收入则所剩无几J若再加上疾病流行等不可测因素?死亡率上升?则有可能入不敷出?所

以就羯羊而言?应提倡当年羔育肥?当年出栏?或至多不超过 !K&周岁为宜G若结合早期断奶强度育肥等先

进技术?当年羔出栏的经济效益会更好的R!"#!ASG据他们的试验结果表明?如果将用于冬季补饲的草料用于

暖季进行强度育肥?成本不会增加或增加很少?但增重效果显著J同时还可以剪 !D)左右的毛R!$SG
另 外?从 牧 草 的 利 用 效 率 看?若 按 平 均 每 天 采 食 @%"D)TUL羊 计 算7当 年 羔 虽 然 可 能 吃 不 了 @%"D)

TUL羊N-?但它因吃奶有可能增大了母羊的采食量?故为了方便起见?也假定为 @%"D)TUL羊N-9?则依

据图 !各年龄段的增重情况?可以得出 "%&?!%&?@%&?A%&和 $%&周岁的羯羊肉V料比分别依次为?!V!A?!V

@C!VAF?!V$B和 !VC"?即就当年羔而言?!AD)干草就可以增加 !%"D)肉7毛重9?而 $K&周岁的绵羊要累计

消耗 C"D)干草才能净增加 !%"D)肉7毛重9?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的牧草利用效率高 A%C倍G也就是说?
若将羯羊养到 $%&周岁时才出栏?实际上可相当于能饲喂 &只当年羔J因当年羔体重近 $K&周岁羯羊体重

!L@?则可多产 @K&倍的肉J同时?当年羔肉质细嫩?营养价值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更好G其它年龄段

的羯羊与当年羔相比?均可如此类推G

MKW 风险与利润权衡原则

MKWKX 家畜响应的概率估计 图 @是从概率的角度对不同放牧率下公顷增重的风险分析G该图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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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低放牧率下!处理 "#$$羊%&’(和 (#)*羊%&’(+几乎垂直的累积分布函数反映了年际间公顷增重变化

很 小,-.的变化限于 (/0%&’(的范围内1相反,高放牧率的累计频率分布函数!234+在较接近于水平的方

向上扩展!斜率较大+,表明公顷增重更易受到与可利用牧草量有关的气候诱导变化的影响5同时,无论是

丰水年还是平欠年,处理)#)*羊%&’(的整条 234线均位于处理 6#$$羊%&’(的左边,甚至处理 -#77羊%

&’(的 -.中只有 "年!78(6的概率+位于处理 68$$羊%&’(的左边,这说明因放牧率过高,放牧家畜的食物

资源竞争激烈,从而使增加的家畜数不能补偿个体增重的下降而导致公顷增重总下降,然而,处理 6#$$羊

%&’(的累计频率分布整个的位于所有处理的右边,说明在任何概率水平上,该处理的公顷增重均较高5如

果仅以公顷增重作为放牧系统研究的主要指标,那么从风险的观点看,处理 6#$$羊%&’(优 于 其 它 处 理5
但以最大公顷增重时的放牧率作为适宜放牧率时,此时的放牧率总是过牧的9"6:5

表 ; 各年龄段羯羊经济效益评估!元%羊+

<=>?@; <A@@BCDCEFB=?=D=?GHFHIDJ@KJFLL@K@DMG@=KHC?JN@MA@K!OP.Q%R&SST+

年龄 US.VRWXY 7#6 "#6 (#6 $#6 -#6

增重收入 Z[\S]S[0&̂ 0.[Q[Q_W’S ""$#*6 ‘)#66 *a#*6 *-#- *$#"6
羊毛收入 bWWX[Q_W’S 7#77 $a#77 -7#a -"#a -7#‘
减重损失 ZWR̂]S[0&̂ XWRR 7#77 $#(6 $a#$ )"#- 6‘#)
管理费 c.Q.0S’SQ̂ dSSR ‘#67 "‘#7 "‘#7 "‘#7 "‘#7
劳务费 e.X.V[SR -#(7 a#-7 a#-7 a#-7 a#-7
补饲费 ePTTXS’SQ̂ dSSR 7#77 $6#7 7#77 7#77 7#77
净收入 fŜVŜPVQ "77#76 )a#‘7 6$#a6 (*#-7 (*#76
草肉比 3c &SVg.0ShX[\S]S[0&̂ "$ () $* -‘ )7

i8;8i 经济响应的概率估计 图 $是按买卖价格均为 )#7元%/0!jklk)+的模拟结果5从管理的观点出

发,由于强调经济响应的作用,从不同放牧率净利润的累积频率值,可以认识放牧系统的性能和风险m利润

的变化,进而确定最佳放牧率5
与图 (不同的是,高放牧率下!处理 6#$$n)#)*羊%&’(+,其净利润的变化虽然比轻放牧率!处理 "#$$

羊%&’(+的大,但比处理 -#77羊%&’(的要小1同时,处理 6#$$羊%&’(和 )#)*羊%&’(的累积分布频率值

整个的位于处理 -#77羊%&’(的左边,说明就风险o利润而言,以处理 -#77羊%&’(的为最优5虽然处理

6#$$羊%&’(公顷增重的累计分布频率值!234+整个的位于处理 -#77羊%&’(的右边!图 (+,但净利润的

234值却均比处理 -#77羊%&’(的小,说明高放牧率的体增重不能补偿与较高放牧率有关的许多费用5-.
中处理 6#$$羊%&’(的净利润虽然比处理 (#)*羊%&’(的高,但 -.中有 ".!概率为 7#(6+低于处理 (#)*羊

%&’(5
由于净利润主要受买卖价格及其差价的影响,故不同的价格体系将会有不同的 234值,但有一 点 是

可以阐明的,即高放牧率并不一定带来高的公顷增重和净利润,而且要承担更大的风险5

; 讨论

放牧影响下植物群落会发生分异与趋同,李永宏9*:研究发现内蒙古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和大针 茅 草

原在持续的重牧条件下,均趋同于冷蒿退化草原5而在本研究中,发现在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上,如果仍较

长时间!a.+的重牧或过牧,则进一步退化为星毛委陵菜草原5这说明,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只是放牧演替

阶段中的一个相对稳定阶段或为一退化p阈值q,即如果牧压维持在某一水平上而不再加重时,则有可能会

以此种草地状况持续下去1相反,若继续重牧或过牧,则冷蒿小禾草草原难以维系,最终退化或趋同于星毛

委陵菜草原,星毛委陵菜将成为草原荒漠化或沙化的最后多年生植物屏障5与冷蒿小禾草草原不同的是,
星毛委陵菜退化草原,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植物多样性和稳定性方面均很低,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该地区在

暖季的放牧率不超过处理 (#)*羊%&’(时,则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不会再退化,反而有所改良5所以若要

实现草原生态系统和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则暖季每只羊至少占有 7#-r7#a&’(天然草原5

"()-期 汪诗平等h内蒙古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原则研究

万方数据



图 ! 暖季期间不同放牧率下公顷

增重的累计分布频率

"#$%! &’()*+*,-.#/0-,1#2.3#4*.#/053(6*(0)7

/5./.-,,#8(9(#$’.$-#0:(3’().-3(*01(3

1#55(3(0.2./);#0$3-.(21*3#0$9-3+2(-2/0

图 < 暖季期间不同放牧率下净利润

的累计分布频率

"#$%< &’()*+*,-.#/0-,1#2.3#4*.#/053(6*(0)7

/50(.3(.*30*01(31#5(3(0.2./);#0$

3-.(21*3#0$9-3+2(-2/0

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低效益=长期困扰着各级决策机构和牧民生产者=其主要原因就是对草

原畜牧业的特点认识不足>同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制约=单纯追求牧畜年末存栏量=而不愿意

多出栏?多出售=致使@夏壮?秋肥?冬乏和春死A的草地畜牧业现象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B为了改变这一不

合理的状况=推行季节性畜牧业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B推行草地季节畜牧业以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在一些草地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早就这样做了B放牧家畜主要依靠天然草原全年放牧

和冷季少量补饲来生存=而牧草生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放牧家畜对牧草的需求有增无减=故畜草间供

求关系的季节性不平衡十分突出CDE=DFGB为了在减轻牧压降低放牧家畜饲养量的同时=不太影响牧民收益=
则应该在怎样提高牧草的利用转化效率上进行调节B研究表明=在不增加或投入少许资金的情况下=只需

进 行经营策略的调整=就可达到@事半功倍A的效果=即将用于冬季补饲的草料用于当年羔的强度育肥=既

能减轻冬季草场的压力=又能增加收益B
由于年际间的气候变化=确定最佳放牧率的确是困难的B如果气候和可利用牧草可以正确预测=那么

生产者就可以理想地将放牧率与草地状况匹配起来=以确保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获得充分的畜体增重和

最大利润CDH=DIGB然而=在缺乏这些资料和预测时=生产者必须选择一种最佳放牧率以获得满意的净收入水

平=同时又有最小的气候风险B为了这种选择=生产者需要与每种放牧率下有关的对风险J利润进行数量化

权 衡的决策支持信息=实质上这种信息可以阐明和估计以下因素KLDM确定某种放牧率是否比其它放牧率

更 易受气候风险的影响>L!M在每种放牧率下=定量表述气候变化是怎样影响家畜生产和经济生产的>L<M
估计某种自然情况=及其对畜体增重和利润影响的发生概率B因此=在坚持草场不退化原则和最大生物学

效率原则前提下=还应考虑风险J利润权衡原则B本研究表明=处理 N羊O’+!的放牧率虽然公顷增重比处理

P%<<羊O’+!小=但利润却最大=就牧草生产而言=风险也较小=牧民有能力接受和承担B放牧率的降低所带

来的暂时损失=则可通过提高效益而@补偿AB因而=无论是从经济利润的角度=还是风险权衡的角度=都不

应 超过这一放牧率>同时=从持续利用即@满足当代需要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需要A的角度=则应比这一

放牧率低=因在此放牧率下植物多样性较低=放牧绵羊喜食的植物种类少B

Q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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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生物经济原则为草场不退化原则!最大生物学效率原则和风险"利润权

衡原则#

$%& 草场不退化原则 在冷蒿小禾草退化草原上’暖季期间 ()**+,)-.羊/01,的放牧率下可使其发生

恢复 演 替’禾 草 的 比 例 增 大’植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和 均 匀 度 指 数 均 有 所 提 高’从 而 达 到 利 用 式 改 良 的 目 的2相

反’若继续重牧或过牧’放牧绵羊喜食的植物种类将进一步减少’植物多样性指数也有所降低#最终将趋同

于星毛委陵菜退化草原群落’且星毛委陵菜可能是草场沙化荒漠化的最后多年生植物屏障#

$%3 最大牧草利用效率原则 放牧绵羊的种群生产’羯羊应当年羔育肥出栏’其牧草利用效率不仅提高

了 *)-倍’且肉用性能可提高 ,)4倍#同时’应尽量控制羯羊越冬的数量’提高畜群中母羊的比例#

$%5 风险"利润权衡原则 根据牧草和放牧家畜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经济利润的变化’发现放牧率 6)77
羊/01,的处理利润最高8(99*年价格:#虽然 4)**羊/01,的公顷增重最大’但风险也大’且利润较低#

故在综合考虑以上 *个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提高生物学利用效率’即使降低放牧率也不会太大的

影响牧民的收益’同时’又减轻了生产风险’保护了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得以使草地畜牧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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