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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土地利用现状

摘要 论述了贵州地区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现状、贵州草地资源的分布及类型、贵州草地资源利用存在的

主要问题，指出贵州地区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高度重视草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设高效的人工草地

和改良草地；加强草地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宣传草原保护相关法规，提高草地建设保护“人人有责”的科学意

识；加快农闲田、冬闲田种草，建立新型草田轮作制度；建议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支持与补偿，提供平等的发展环

境，给予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发展能力的提高。以期为贵州省草地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促进贵

州省草地资源开发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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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资源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所包含的草地类

型、面积及其蕴含的生产能力，是有数量、质量和分

布地域概念的草地，同时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本土地资源和基本生产质料，它具有重要的生产和

生态保护功能[1]。贵州气候条件较好，天然草地资源

丰富，适于牧草种植，贵州草地资源以草山草坡为

主，共有 428.7万 hm2，占全省总面积的 24.3%[2]，这

给发展贵州草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1 贵州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现状

贵州多山区和丘陵，平原和盆地较少，平均海

拔在 1 100 m左右，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年降雨量 1 300 mm左右，无霜期长达 270 d之多，

气候温暖湿润，年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气候宜

人。各类草地主要分布在农田、林地、河谷、山岭之

间，总面积达 428.67 万 h m2，其中可利用草地

362.27万 hm2，占草地总面积的 84.4%。其特点是大

多散布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边远山

区，草地资源稳定性差，变化较大。丰富的草地资源

和良好的气候给贵州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贵州优良牧草种类繁多，豆科、禾

本科牧草达 260余种，引进国内外适于贵州地区种

植的牧草也有百余种。贵州草地退化严重，可利用

优良草地面积越来越少，其原因有人为因素也有自

然因素，人为因素主要是“动物中心论”短期发展思

想，忽略草地可再生能力，一味追求畜牧业利润最

大化；自然因素主要是石漠化、沙化严重，加之旱涝

影响，造成了草地退化和生产力下降。在 20世纪 70

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草地的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对

草地的投入较少，这种重利用、轻投入、靠天吃饭的

草地经营模式，直接影响了贵州省的草地资源可持

续发展。

2 贵州草地资源的分布及类型

贵州各类草地分布于全省各地，零星分布在农

地、林地、山谷、河谷之间（见图 1和表 1），共分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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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贵州草地类型及主要分布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文献[3]。

草地类型 分布情况

山地丘陵草丛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海拔 2 200 m以下的山坡尧山脊尧河谷两侧袁尤其多见于离居民点较近的阳坡尧丘陵尧岗地等地带袁
草层高度 15耀80 cm袁盖度 75%耀95%遥

山地丘陵灌木草丛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海拔 2 200 m以下的全省各地袁多见于低中山尧中山地带和石灰岩地区袁草层高度 6耀100 cm袁盖度
76%耀84%遥

山地丘陵疏林草丛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海拔 1 000耀2 200 m的低中山和中山地带袁草层高度 93耀120 cm袁盖度 70%耀93%遥
山地草甸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海拔 2 200耀2300 m以上的西北部高中山和高原面上袁草层高度 25耀30 cm袁盖度 70%耀91%遥
低地草甸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全省各河流两岸一二级阶地尧湖泊尧水库周围等袁草层高度 5耀200 cm袁盖度 70%耀95%遥
平原沼泽类草地

主要分布在全省少数湖泊与水库周围尧蓄洪水尧山麓潜水溢出带尧洼地袁沟谷洼地尧河流发源的低洼地积水地
段袁草层高度 60耀150 cm袁盖度 50%耀100%遥

地丘陵草丛类草地、山地丘陵灌木草丛类草地、山

地丘陵疏林草丛类草地、山地草甸类草地、低地草

甸类草地和平原沼泽类草地 6大类草地。其中前 3

类草地占贵州草地的 97.4%，在贵州草地资源中占

主体地位，后 3 类分布极少，在全省草地面积所占

比例不超过 3%[3]。

3 贵州草地资源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草地营养不均衡性严重。贵州天然草地主要

以灌草丛类为主，干物质产量低，大部分牧草质地

粗糙，茎杆粗硬，木质化栓化程度高，粗纤维含量

高，粗蛋白含量较低，而且营养品质较低，适口性

差，这很大程度限制了贵州省的草地资源的开发利

用。相对而言，贵州草甸类草地粗蛋白含量高出灌

木草丛类草地的 1倍，而粗纤维含量仅是灌木草丛

类草地的 60%左右[4]。

2）重畜牧轻建设问题突出。贵州在“草地载畜量

无限论”和“动物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很多

牧民认为草地是上天赋予大自然的必然产物，它将

永远不会消亡，反驳言辞诸如只要地球还在自传，太

阳每天还是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草地就存在。直到 20

世纪 90年代末，人们才有了“以草定畜，以畜管草，

草畜平衡”的科学认识。尽管这样，人工草地建植和

天然草地的改良力度仍然很小，加上过度放牧的影

响，草地退化面积越来越大，可利用草地面积也在减

少，草地质量也不断下降，草地生产力就越来越低。

除此之外，自然因素也影响草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难度，如干旱、洪涝、石漠化、沙化等因素造成草地退

化面积加快和草地生产力急剧下降。

3）放牧方式的不合理性，缺乏严格的放牧制度。

贵州放牧体制具有与当地自然气候条件的适应性，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与不科学性，这样的轮

牧体系优点是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提高了家畜肉奶

品质。缺点是增大了草地的负载，其对草地的生产

水平和草地植被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①零投入式放牧（家庭牧民常见放牧方式）。贵

州草地资源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庄周围，草

地类型都为灌木草丛类草地，交通不便，文化和科

学技术落后。由于养殖合作社成立、农村政策性支

持，农村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加大了草地的承载量。

放火烧山后放牧的落后思想时有发生，严重破坏草

地及生态平衡，缺乏天然草地的保护和改良意识。

②草地监测力度不大，调配不及时。划区轮牧

是提高草地家畜系统产出和实现草地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的最佳放牧制度[5]。随着草地畜牧业的发展，

贵州因地制宜地推广各种放牧管理技术，多年来，

划区轮牧在贵州地区得到推广应用，但由于地理条

件限制，轮牧管理过程中存在很大难度，四季轮牧

不平衡，春夏草料丰富，秋冬草地匮乏，造成放牧时

间不均衡，给放牧管理带来难度；贵州以山地为主，

平原少，因此划区面积不稳定，给放牧组织实施带

来难度；连片草地面积小，转场频率高，加上连片草

地不集中，转场距离远，给畜群分配和放牧带来人

力投入，同时转场频率快，消耗家畜体能；管理体制

不严，过于要求肉、奶、毛畜产品的产量，导致过度

放牧，使草地再生恢复慢或退化严重。图 2是放牧

管理的要素及相互制约关系。

③草地改良力度薄弱。由于草地管理粗放，盲

目垦荒和过度放牧使得草地结构特征受到破坏，很

多草地退化标志明显，灌丛突出，草地植被营养价

值和生产力大幅度下降，致使草地退化面积逐年增

大，草地生态与草地畜牧业生产发展难以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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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放牧管理的要素

协调的发展。近几年通过草原保护法的广泛宣传，

草地改良技术的推广应用，把草地资源利用推向可

持续发展方向。

4 贵州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

草地是可再生的农业资源，也是一个可自动更

新的生态系统，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资

源，如何将草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草地经济优势，

如何发挥草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目

前面临的重大难题。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兼顾经济

效益，使草地生态保护、农牧民增收、经济结构改善

得以实现。为了实现贵州省草牧业在现代农业发展

中的地位提升和发展，草地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战

略探索势在必行。

1）实施专业素质提升工程，高度重视草地资源

的保护与利用，建设高效的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

以提高草地管理、科研人员及农牧民“推动发展、促

进和谐”的能力为重点，不断创新培训机制，拓宽培

训渠道，提升培训效果，切实抓好草地畜牧业发展

和培训工作，抓好草原保护法律知识、科技知识、业

务技能等培训，不断提升全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的能力，建立草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机制，推行建

设高效的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扭转农村过度开发

利用、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模式，力争达到草地经

济和生态环境良好发展。

2）实施政策引领工程，加强草地科学技术研究

与开发，宣传草原保护相关法规，提高草地建设保

护“人人有责”的科学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农

业部门主观能动性，注重建设一批不同类型的示范

点，以点带面，典型引路，促进农村种养结构合理

化、工作制度化、服务深入化、作风务实化，提高推

动现代草牧业发展的能力，提高农牧民对草地资源

利用和保护意识，不断激发农牧民的内在动力和草

业技术干部的工作活力。

3）加快农闲田、冬闲田种草，建立新型草田轮

作制度[6]。草田轮作是一项科学的种植制度，它是作

物获得高产稳产的重要技术措施，既节约生产成

本，又提高农田的综合效益，缓解了草地季节平衡

矛盾，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

施。2017年来贵州省利用农闲田、冬闲田种植高产

优质牧草，不仅产量高，品质好，还缓解了贵州省冬

春季饲草料不足的矛盾，同时还增加了农民的经济

收入。利用冬闲田种植多花黑麦草产量可达到 1～

1.5万 kg/666.67 m2，在贵州地区不宜调制干草，多

以青贮形式储藏，以供枯草季节使用。

4）建议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支持与补偿，提供平等

的发展环境，给予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发展能力的提

高。贵州地区人口众多，耕地少，生态环境脆弱。贵州属

于传统的农业省，农业人口和农业产业比重较大。按常

住人口计，2014年末全省总人口 3 508.04万人，其中

乡村人口 2 104.47万人，占 60%。第一产业增加值

1 275.4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3.8%。实施西部

大开发以后，国家将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重点工

程，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措施，使得贵州地区植

被覆盖率增多，水土流失、石漠化程度得以遏制[7]。

贵州经济落后，农村自身发展能力薄弱，依靠农民

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为此地方

政府应投入资金保护生态建设，推进农村建设成片

草地，发展草地畜牧业，将现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村脱贫致富。政

府部门应重点投入草地资源保护和草地畜牧业产

业化，以村为单位推进现代草牧业的发展。

5 结 语

贵州草地资源可持续开发起步晚，资源环境脆

弱，农村交通不发达，农民保护资源意识不强，但贵

州草地资源开发的潜力大，易于开发。政府、企业带

头可持续开发利用草地资源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提倡宣传草原保护法律法规，保护草原“人人参与，

人人有责”，建设 -利用 -保护辨证统一。扭转传统

利用模式，政府部门给予人才、物质、资金保障，保

护为先，合理开发，合理利用，保持贵州草地资源良

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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