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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运行保障人员采取措施恢复负压。如果不能及时

恢复和保持负压，应停止实验。

6 生物安全柜外发生潜在危害性气
溶胶释放的处理

在生物安全柜外发生潜在危害性气溶胶释放的

情况下，实验人员立即撤离并通知生物安全负责人。

在 1 h内实验室严禁人员进入，利于气溶胶的排出

和较大粒子的沉降。实验室粘贴“禁止使用”的标识。

随后在生物安全负责人的监督下清除污染物。

7 总 结

日常工作中要通过培训、训练、组织应急演练

等多种方式，切实做好应对实验室意外事件的准备

工作，使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应对意外事故的方法

和要求，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摘要 目前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存在草原生态环境脆弱、牧草季节性供应不均衡、牲畜生产力水平低下

等严峻问题，笔者结合生产实际提出了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加强草料生产基地建设、逐步建立完善的草原经

营激励体制等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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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约

有天然草原面积 4 亿 h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41.7%，是耕地面积的 3倍左右，林地面积的 2倍

多，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为 3.31 亿 hm2，占草原总

面积的 84.3%[1]。面积广阔的草原为草原畜牧业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但是由于草原的不断退

化和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如何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来大力发展畜牧

业，如何从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化草原畜牧业进

行过渡升级，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1 草原畜牧业在当前发展中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

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巨大挑战。

1）草原生态环境脆弱。草原是草原畜牧业发展

壮大的前提和基础[2]，但是在目前草原不断退化的

趋势下，草原生态保护和生产发展的矛盾非常尖

锐。由于我国依赖天然草原放牧的畜牧业大都分布

在气候恶劣、生态脆弱的西藏、青海、新疆和蒙古草

原等地区，因此这些恶劣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是无法

避免的。由于气候干旱少雨等自然气候的变化和过

度放牧、乱采乱挖等各种人为的破坏，目前各地草

场不断减少、退化，有些地区的沙漠化、荒漠化非常

严重。草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遭受破坏将难

以恢复或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

恢复。

2）牧草季节性供应不均衡。在天然牧区，牲畜草

料的主要来源是天然草场，由于牧草生长的季节性变

化，这就必然导致了牧草的供应与牲畜需求之间的不

平衡，甚至是成为限制牲畜生长发育的重要原因。例

如在新疆地区，冬春季节每年大约有 2 000多万牲

畜处于饥寒状态，每年因掉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为 10亿元 [3]，而且在青草未完全复壮的情况下，又

进入下一个生育周期，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严重影

响了草原的生态修复和养殖业的发展壮大。

3）牲畜生产力水平低下。众所周知，牲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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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注射疫苗后出现过敏反应的处理方法

每次接种前，健康检查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有病、瘦弱、怀孕后期的猪不宜进行免疫注射，待

情况适宜后再进行补免。例如口蹄疫疫苗最好选在早晨猪空腹时注射，一般每年注射 2次，要按时，不

要延后。注射疫苗时要防止过冷、过热的刺激，对猪的保定不要粗暴，疫苗注射前要摇匀，注射时要做

局部消毒，疫苗必须注射到肌肉内。注射后要注意观察，出现过敏反应要及时脱敏抢救。接种前要备好

脱敏抢救药品，如肾上腺素、地塞米松、5%的葡萄糖溶液等。方法一：对发生过敏反应的猪立即注射盐

酸肾上腺素注射液，每头 1～2 mL。方法二：用 1%硫酸阿托品肌肉注射，大猪每头 3 mL，小猪每头 1

mL。方法三：对体温达 40.5 ℃左右的猪可用青霉素加复方氨基比林注射液治疗；对食欲不振的猪还可

配合使用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维生素 C等免疫增强剂。方法四：减少人畜嘈杂声，创造安静的环境，

预防和减少各种应激因素，有利于猪体质的恢复。

来源：中国农业推广网

水平的高低与品种的优劣有重要的关系。游牧状态

下的牲畜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良种改良

的程度高低不同，同时对生产潜力的发挥也不同。

例如，由于草料的季节性缺乏，导致动物的营养供

给不均衡，部分牧区牛皮的厚度不均，羊毛的粗细

不均、长度不均，并伴有“饥饿痕”，这都严重影响了

畜产品的品质和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游牧的季节

性，导致大部分的畜产品只能在秋末冬初进行出

栏，不能四季均衡上市。供应时间的不平衡降低了

供应能力，进而降低了畜产品的经济效益。

4）当前草原经营体制不适应现代草原畜牧业的

发展。目前的“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虽然也在一定

程度上调动了牧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很多地方采

取了联户承包，并没有像农田经营承包形成清晰的

权、责、利的界限，没有形成一种经营激励体制，去

鼓励牧民建设、保护和利用草场。例如，草原是公有

的，牲畜却是私有的，牧民们为了经济利益，肯定会

大量饲养牲畜，导致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这大大

超过草原草场供应的承载能力和打破了生态环境

平衡。

2 解决措施和建议

1）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一定要高度重视草

原资源的生态保护工作，加大提高依法保护、建设

和合理利用的力度，有效遏制草原退化。同时进一

步完善草原的生态保护机制，从源头上扭转草原生

态环境退化趋势，切实改进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2）加强草料生产基地建设。必须要加快游牧民

族的定居建设，发展人工饲草的种植，建立起稳固

的人工草场、改良草场和饲草料生产基地，以提高

在春末、冬初牧草生长贫乏期间的草料供应能力，

减轻草原畜牧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这样还可

以促进草原植被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提高单位

面积的载畜水平，还能提高牲畜的生产力水平和畜

产品的品质，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3）逐步建立完善的草原经营激励体制。建立符

合草原自身发展规律的经营承包体制是草原畜牧

业发展壮大的基础。要鼓励和支持建立草原经营承

包的激励机制，明确经营承包的权、责、利，要进一

步改善小规模经营机制，逐渐向适度规模经营靠

拢，鼓励牧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真正认识到草

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利益和草原生态

效益的一致性。

草原畜牧业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只顾眼前

利益，盲目扩大养殖规模，这一问题的最终改善，还

要着眼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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