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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寒农牧交错区采用一定量配合的精料加燕麦青干草，舍饲育肥藏系绵羊（雅江型）60 d，利用藏

系绵羊季节性生产反差，在 3-5月缺少牧草时育肥、6月市场藏系绵羊肉短缺时错峰出栏。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

习惯天然牧草育肥季节性出栏效益相比，错峰育肥比传统养殖时间缩短 180 d，试验组比对照组平均增重多 5.59

kg，日增重多 151.54 g，多增收 223.8元。经 60 d错峰育肥出栏，当地藏系绵羊出栏峰期价格远低于错峰出栏价

格，试验组除去以上育肥成本（165元），平均每只羊可实现收入 515元，而传统习惯天然牧草育肥季节性出栏，平

均每只羊多增收仅有 150元。说明藏系绵羊错峰育肥出栏是提升藏系绵羊经济效益的良好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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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定日县位属于喜马拉雅高山地貌，世界

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定日县境内，平均海

拔 4 300 m。利用土地资源从事农牧业生产是定日

县农牧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1]，而藏系绵

羊（雅鲁藏布羊）是定日县畜牧业的主体，具有体质

结实、耐寒耐粗饲、适应性和抗病力较强的特性。而

且藏系绵羊肉品质优良、美味可口，具有高原绿色

肉食品特点，分布面积大，数量多，也是主要的经济

来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生产模式，存在依

靠天然草地季节性出栏的单一模式、饲养周期长、

出栏过于集中、羊肉市场季节性短缺、牧民收入少

等问题。笔者将有关藏系绵羊在不同时期、不同育

肥方式、不同饲料添加剂的育肥效果等[2-7]较多的报

道作为参考和依据，结合实际，将 3-5 月草场短缺

牧草的情况与 6-7 月市场短缺藏系绵羊鲜肉的问

题有机结合，实行错峰育肥出栏，增产增收，实现藏

系绵羊养殖效益的最大化。

1 材料与方法

1）试验地概况。试验地为定日县长所乡玉白村，

位于县境东部，距县城 50 km，是农业区向牧业区

过渡带，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

交错区。该地方放牧草地为已发生退化的高寒篙草

草甸，农田区域土壤盐碱化较严重。

2）育肥圈建设。育肥圈为屋舍圈，长方形，坐北

朝南，屋顶中央有脊，两侧为陡坡，墙壁采用砖、石

或土垒成。圈舍长 18 m，宽 8 m，梁高 2.0 m，两侧

高 1.6 m，棚舍外为土石围成的运动场。圈舍南侧墙

设有 1扇 1.2 m×1.35 m的通风窗口安装防护网，

北墙仅设 1个小窗口。南侧设 1个双扇门，高 1.4 m，

宽 1.2 m。运动场内靠墙四边基部修有高 35 cm、上

宽 20 cm、下宽 15 cm的饲槽，放置 6 个直径 1 m

的塑料饮水盆，可容纳 30～50只羊采食、饮水。

3）供试绵羊选购。从定日县错高乡养殖户选购

30只膘情中等、年龄和体重基本一致的成年健康藏

系绵羊（雅江型）为试验组，以当地农户随机选择天

然草地放牧的 30 只藏系绵羊（雅江型）为对照组，

屠宰季节收集数据。

4）试验羊的饲养管理。绵羊购入后进行驱虫健

胃，实施圈养群饲，然后以燕麦青干草加配合精料

进行育肥。燕麦干草为自然风干的本地燕麦，精料的

补充配方以藏系绵羊营养需要量的相关研究[8-13]和生

产中的应用为依据，并结合当地饲料资源进行精料补

充料配方的设计，每只羊每天限饲混合精料 0.3 kg，

燕麦青干草自由采食不限量，每天称取饲喂量，采

食完毕后收集称测剩余量，推算试验期每只羊平均

总采食饲草量，每天喂 3次，自由饮水。

5）育肥时间。试验组于 2016年 3月 20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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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期各组的饲料报酬情况

注：各组按当地、当时市场价计算。燕麦青干草 1.5元 /kg，混合精料以 2.5元 /kg，错峰出栏羊肉以 69元 /kg，传统出栏羊肉以 45.4元 /kg计算。

表 3 试验期各组的经济效益

表 1 试验全期各组增重情况

组别
试羊数 /

只

试验天数 /

d

始重 /

kg

末重 /

kg

增重 /

kg

日增重 /

g

试验组 30 60 28.63 38.89 10.26 171.00

对照组 30 240 27.92 32.59 4.67 19.46

组别
试羊数 /

只

平均每头饲料耗料量和费用
饲料总成本 /

元
增重 /kg 金额 /元精料 燕麦青干草

耗量 /kg 费用 /元 耗量 /kg 费用 /元

试验组 30 18 45 80 120 165 10.26 310.9

对照组 30 4.37 87.1

组别
试羊数 /

只

平均购羊价

格 /元
出栏时间

日增重 /

（kg/只）

饲料报酬

金额

出栏平均体

重 /kg

出栏市场带骨

肉价 /（元 /kg）

传统出栏平

均售价 /元

错峰出栏平

均售价 /元

增收 /

（元 /只）

试验组 30 500 5-6月 10.26 310.9 38.89 69 1180 515

对照组 30 500 11-12月 4.37 87.1 32.59 45.4 650 150

育肥，5月 20日结束，育肥期为 60 d。对照组于 3

月 20 日开始计算到 11-12 月份当地集中出栏为

止，约为 240 d。

6）测定指标与分析方法。称始重、末重，通过试

验组与对照组体重变化和饲草料消耗情况，分析增

重效果。按照藏系绵羊屠宰率 43.92%[14]计算销售价

格，分析育肥效益。

2 结果与分析

1）增重效果。试验全期各组增重情况见表 1。舍

饲育肥比传统养殖时间缩短 180 d，经过 60 d的育

肥，试验组平均每只增重 10.26 kg，平均日增重

171.00 g，增重效果明显。对照组平均增重 4.67 kg，

平均日增重 19.46 g。试验组比对照组平均增重多

5.59 kg，日增重多 151.54 g。

2）饲料报酬分析。试验期各组的饲料报酬分析

表明（表 2），试验组燕麦青干草加配合的精料进行

育肥比对照组依靠草原育肥模式传统饲养多增收

223.8元。

3）经济效益分析。试验期各组的经济效益分析见

表 3。各组育肥的 30只绵羊起初平均 500元 /只的价

格购买，育肥后平均增重 10.26 kg，增收 310.9元。市

场从传统出栏的羊肉价格比错峰育肥出栏的羊肉价

格低 23.6元 /kg。试验组出栏销售平均价为 1 180元，

对照组销售平均价为 650元，平均差价为 530元。试

验组除去每只 165元的育肥成本后，平均每只可实现

收入 515元，而对照组平均每只仅有 150元。

3 讨 论

本试验按佟瑛[15]的精料配方和营养水平进行补

饲，在每只羊补饲精料 300 g/d的情况下，藏系绵羊

育肥 60 d后，平均每只增重达到 10.26 kg，而天然

草地放牧育肥后平均每只增重才 4.67 kg，表明燕

麦青干草加配合的精料进行育肥的方法远比传统

养殖的方法效果好。

当地藏系绵羊的出栏期集中在每年 11-12月。

从本次试验的结果来看，当地藏系绵羊出栏峰期价

格远低于错峰出栏价格，表明高峰期出栏造成活体

羊市场以及羊肉市场的饱和，导致因短时间市场供

应过多价格下跌的问题。而育肥后错峰出栏，很大

程度上能保障藏系绵羊鲜肉的市场调剂和供给，此

时鲜肉价格较高。因此，仅靠自然增重获取经济效

益是不可行的，在枯草期通过舍饲保膘育肥，获取

错峰经济效益是有效的增收。按照传统天然草地放

牧育肥出栏模式时养殖周期长、产量低、效益低，靠

天养畜的自然经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方经济的

快速发展，而错峰育肥，一方面缩短养殖周期，可以

平衡藏系绵羊出栏期，另一方面增加养殖经济效

益，恢复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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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植被覆盖度、株丛高度、经济类群产量数据，采用平方 Euclidean距离和 SPSS 22.0软件对青

海省贵德县 6个草地类 21个天然草地类型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当平方 Euclidean距离为 10时，青海省贵德

县 21个天然草地类型可以重新聚类为 5个草地类，聚类结果客观科学，说明聚类分析方法在天然草地分类工作

中可以适度推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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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草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天然草地是青藏

高原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特别是誉有

“中华水塔”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特有的生态和地

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敏感的生态系

统[2]。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生态重要性吸引了国内外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天然草地进

行研究。聚类分析是指依照相似系数或距离等度量

标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分析过程[3]，作为一种

定量的分类手段，根据衡量不同研究对象间的相似

性把研究对象相应划分到不同的类别，被广泛地应

用于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

领域，在天然草地研究中被用于资源评价、植被区

划、植被演替等方面的研究[4]。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

天然草地为例，尝试对三江源区天然草地类型进行

聚类分析，以期了解不同天然草地类型之间内在的

相似程度或远近关系，同时为贵德县科学合理的利

用天然草地资源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研究区概况。贵德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边缘，属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错地带，东经

100°58'～100°57'，北纬 35°29'～35°47'，海拔

2 170～5 011 m，地貌为封闭盆地，四面环山，中间

低洼平坦；属高原大陆性气候，雨热同季，年平均气

温 7.2 ℃，年降雨量平均为 252.2 mm，光照充足，年

日照时数为 2 928 h，年太阳总辐射量 625.9 kJ/cm2，

无霜期 166 d[5-6]。

2）结合《青海省草地资源》及研究区天然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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