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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以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为主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目前大多数农户没

有接受过较高层次的系统教育，缺乏经济、技术、管

理等知识，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

建立长久的培训机制，针对家庭农场的专业人才，

实施长期的培训计划，进行系统的技能培训，提高

其相关专业技术知识水平。农业技术部门和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要切实做好家庭农场的技术服务工作。

通过公益性培训、指导等服务体系，提高家庭农场

生产主体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使他们

树立品牌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真正成为有技

术、会生产、懂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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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地作为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屏障的支柱资源，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

文分析了甘肃省迭部县草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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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况

1）自然环境。迭部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秦岭西延部的岷迭山系间，白龙江水从县中部横穿

全境。整个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由于迭部县地处

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处，海洋性与大陆性气

候的过渡带上，冬不严寒，夏无酷暑，大陆性气候不

很典型，季风特点突出，表现为冬干夏湿，雨量集

中，温差大。大致可划分为温暖半湿润区、温和湿润

区、温凉湿润区、冷湿润区、寒冷湿润区、高寒湿润

区。土壤垂直带谱是新积土 -褐土 -棕壤 -高山草

甸及亚高山草甸土 -高山寒漠土。

2）植被。迭部县山大沟深，地面陡峻，地形复

杂，气候多变。自然植被随山体海拔升高，呈有规律

分布，其植被的分布自上而下为高山灌丛及高山草

甸带、亚高山针叶带、针阔叶混交林带。

2 草地资源现状

2.1 草地主要饲用植物资源

迭部地区有饲用植物 287 种，占植物总数的

50%，其分类有 31科，291属。饲用植物中禾本科 76

种，豆科 38种，均具有较高饲用价值且可以驯化培

育和大量推广种植。

2.2 草地类型、面积及分布

据第 1次全省草调普查，迭部县共有天然草地

156 856.6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32.5%，其中可利

用草场面积 139 176.6 m2，占草场总面积的

88.73%，依据北方草场资源等级划分标准，本县草

地可划分为 3个类、2组、3个型。

1）亚高山草甸草场。该类草场是迭部县天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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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主体，总面积 105 570 hm2，占全县草场总面积

的 76.3%，主要分布在海拔 2 500～4 000 m的山

体阳坡、半阴坡，其草场牧草植物组成依海拔高度

不同和坡向基质的差异，有以下 2个草场组、3个草

场型，其中可利用面积 91 570 hm2，占可利用草场

总面积的 65.79%，均产草量鲜重 6 511.5 kg/hm2，

0.45 hm2可养 1只羊。

①阳坡禾草草场组。

A.野青茅 +短柄草，密生苔草 +珠芽蓼草场，

种饱和度 20种上下，盖度 95%以上，草层高 20～30

cm。在牧草组成中莎禾草占 28.4%、豆科占 3.7%、杂

草类占 65.8%、灌木占 2.1%，可利用面积 23 030

hm2，均产鲜草 7 884.6 kg/hm2。

B.短柄草 +密生苔草草场。种饱和度 20种左右，

盖度 80%以上，草层高 40～70 cm。在牧草组成中

莎禾草占 19.7%、豆科占 6.7%、杂草类占 68.9%、

灌木占 4.7%，可利用面积 58 110 hm2，均产鲜草

6 091.35 kg/hm2，0.49 hm2可养 1只羊。

②沟坡莎草 +杂尖草场组。珠芽蓼 +线叶蒿草

+紫羊茅或珠芽蓼 +线叶蒿草 +银莲花草场，种饱

和度 25 种以上，草群密度 91%，草层高 10～20

cm，在牧草组成中莎禾草占 31.7%、豆科 2.6%、杂草

类 62%，灌丛占 3.7%，可利用面积 10 430 hm2，均

产鲜草重 5 770.95 kg/hm2，0.506 hm2可养 1只羊。

2）亚高山灌丛草甸草场。本类草场主要分布在

海拔 2 500～4 000 m的山体阴坡林缘地段及林限

以上的高山阴坡，草场总面积 42 660 hm2，占可利

用总面积的 30.65%，均产鲜草 385.8 kg/hm2，0.75

hm2可养 1只羊。

3）山地草原草场。在草甸草场分布的下段，即

海拔 2 500 m以下的沟谷阳坡，是以本芪针茅 +铁

杆蒿为主的草原草场，以干垫为特征，牧草植被中

除旱生禾草、蒿属外，还有不少超旱生植物蒙古获、

刺旋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草群盖度 50%左

右，草层高 15～20 cm，草场总面积 2 260 hm2，均

产鲜草重 4 273.35 kg/hm2，0.68 hm2可养 1只羊。

3 迭部县草地可持续发展利用中面

临的问题

迭部县草场面积较大，产量可观，质量也较好，

给草地可持续利用和畜牧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

质条件，但由于较脆弱的生态条件及自然条件与历

史、科技、交通、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给草

地可持续发展利用和草地畜牧业造成许多问题。

1）草地牧草的时间空间分布差异。自然条件的

差异性导致草场类型较多，也造成草地牧草供需的

季节、年度、地域的不平衡，本县境内草地的一个基

本特色是季节性不均衡。从牧草生长状况来讲，高

海拔气候决定了牧草生长期短，一般均约 120 d左

右。牧草生长受水热条件或二者的双重影响，年际

变化大，枯草期长对畜牧业的稳定均衡发展极为不

利。此外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动物

与植物的分布也存在地域差异，从全县看一般农区

和较发展区草畜矛盾较严重，而相对偏远区则利用

不足，这也间接影响草地的可持续发展利用。

2）草地退化严重。退化草地目前已占到迭部县

可利用草地的 78%～84%，且以每年近 1%的速度

递增。引起退化的原因除超载过牧、利用不合理、草

畜分布不均等外，还有自然因素，如旱灾、暴雨、鱼

灾、冻融等，以及社会因素如对草业不够重视，投资

少等的影响。鼠虫害较重也导致草地退化，在迭部

地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危害最重的是高原鼠兔

和仓鼠。害虫主要是蝗科 10多种和草原毛虫，每年

有大量优良牧草被吞食。据省厅最新资料显示，迭

部县草地中度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23%。

3）草地经营管理缺失造成长期被忽视且缺乏可

持续性。多年来除国家投资搞的一些灭鼠及种植牧

草措施外，广大农牧民群众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天然

草地只索取不投入，只利用不保护，认为自古以来草

地就是这样利用的，观念无法转变更新。导致天然草

地生态平衡遭破坏，部分地方存在乱垦滥挖天然草

地的现象，草地产草量逐年下降，总体表现为草地利

用无序，冬季抗灾防灾草地匮乏，超载过牧和无效消

耗严重，畜牧业经营周转差，商品率低下等。

4 建 议

迭部县草地要达到可持续利用，必须要有可持

续资源条件及科技支撑，科学经营管理的投入，从

大局出发统筹安排。综合上述迭部县草地利用现状

分析，个人认为若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利用的目的，

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扩大宣传，树立科学的草业观念。利用“补

奖”机制和退耕还草之契机，大造生态保护的声势，

树立正确草业观念思想，保护建设草地，完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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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中乳酸菌的作用

青贮饲料中的微生物，除土壤污染和添加水分外，还有附着在植物原料上的如乳酸菌、肠道杆菌、

丁酸菌、酵母菌、霉菌及其他微生物。

但仅有乳酸菌是有益的，乳酸菌是制作优良青贮饲料的主要微生物，能分解青贮饲料中的碳水化

合物并形成乳酸引起乳酸发酵，因乳酸菌的活动青贮饲料得以保存。肠道杆菌在青贮饲料中是兼性厌

养菌，以大肠杆菌和产气杆菌为主，进行异型乳酸发酵，虽然也产生一些乳酸，但是同时产生大量的氢

气和二氧化碳，使相当一部分有营养价值的碳水化合物变成无价值。

青贮的原理就是青贮饲料经过压实密封，内部缺乏氧气。乳酸菌发酵分解糖类后，产生的二氧化

碳进一步排除空气，分泌的乳酸使得饲料呈弱酸性，pH值在 3.5～4.2能有效地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

最后，乳酸菌也被自身产生的乳酸抑制，发酵过程停止，饲料进入稳定储藏。但此时原料中的糖分等营

养成分损失不大。

来源：河北农科 110网

承包经营机制，从根本上转变以往陈规陋习观念，

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树立立草为业的新观念，

促进迭部县畜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草地作为

迭部县畜牧业的经济支柱优先发展。积极合理有序

地开发利用天然草场，利用轮歇地、退耕地和粮草

轮作的有利条件种草、种好草，由简至繁、由粗至

精，逐步推广饲草规模化种植和加工调制工作，提

高饲草及秸秆的利用率和转化率。

2）把握全局，减轻草畜矛盾。充分利用天然草

场资源，以资定项，总体规划布局，统筹安排，改变

落后畜牧业经营方式，完善经营管理机制，缓解冬

春草场压力，科学布局和规划是草地可持续发展利

用的保证和前提，这就需要在了解全县各地草地资

源配置现状的情况下，把握全局，合理安排，统筹规

划，完善经营管理机制，减轻草畜矛盾，达到区域间

畜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①适当控制超载区畜量，以草定畜，淘汰部分

牲畜，减轻草场压力，制定最优畜牧业发展的方案。

②最大化发挥天然草场优势，推行季节化畜牧

业发展。

3）建立健全草地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在迭

部地区草地有序发展中，人才建设是首要的，须利

用好年青有为的技术干部，充分依托省、州、县草原

工作站，成立培训中心，培养一批懂科学、能吃苦耐

劳、善经营的技术骨干，引导全县广大农牧民群众，

致富奔小康，来共同实现迭部县草地可持续发展利

用，进而发展草食畜牧业。

4）借风发展，采用典型示范作用，探讨迭部县

草地可持续发展利用的途径。借国家“西部大开发”

之东风，树立典型示范，要依靠科技示范作用从思

想观念上突破传统僵化观念束缚，打破广大农牧民

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勇于探索便捷、实用、更

好、最易为广大经营者所接受的途径，在实践中探

讨，在发展中完善，找出一条适合本地实情，能最大

化地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性的迭部县草地可

持续发展利用的模式和好途径，为迭部地区草食畜

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出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的新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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