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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新疆草原生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促进饲草

料基地的建设、优化农区畜群结构、尽快落实牧民转移工程等措施，解决草原生态系统失衡、草原产草量降低等问

题，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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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草原生态现状

1）气候概况。在气候方面，新疆的气候从性质

来说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大部分区域均比较干

旱，白天光照时间很长，并且降雨量少，但是在山区

区域，其降雨量会相对比较多。新疆土地面积非常

宽广，但是地貌较为复杂且类型多样，在高差、气候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新疆天然草原概况。新疆所占有的天然草地

面积非常宽广，其天然草地总面积大约有 3 321

hm2，而天然平原草地共有 2 275万 hm2，可以起到

防风固沙的作用，从而被比喻成绿洲生态系统的一

道外围保护屏障。水资源可以说是新疆草原生态

一种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该区每年的平均降水总

量为 2 546 亿 m3，大约有 84.5%降雨量是在山区，

并且大部分的河川径流均源自山区。在新疆，共有

3 415万 hm2的山地植被，这些山地植被可以对地

表径流、降低泥沙含量等方面起到拦蓄的作用，是

新疆重要的水源涵养地[1]。

2 草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牧区放牧量超标，天然草原退化严重。为了

能够获取最大化的草原经济效益，当地大部分牧民

盲目地不断增加牲畜数目，没有重视草原实际的承

载量以及生态安全，有的人甚至认为草原“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若是长期地对自然草场进行盲目性

掠夺，只会使其出现严重超载过牧的现象。目前，全

疆范围内能够利用的草原面积共有 720 万 hm2，其

中有 528.9万 hm2的草原出现严重退化现象，其退

化率高达 73%左右[2]。除此之外，春秋牧场所使用的

草场是相同的，这个草场一年内会被使用 2次，挤

用现象非常严重，且其使用期限长，这些因素致使

其成为了问题最多的季节，特别是在春季，处于萌

发阶段的青草还未成熟就被牲畜无数次地践踏啃

食，使其出现秃现象的机率大大增加，对牧草的再

生产生不良的影响，最终导致草地植被覆盖率、产

草量均有所降低。

2）资金投入少，缺乏基础设施。进入 1995年以

后，国家依次在全疆开展了天保项目、退牧还草项

目等，其投入的资金大约有 20 多亿 [3]，较以往显著

增加，但是由于多数的项目主要是以草原生态建设

为实施内容，导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进资金比较

少，加之新疆地方政府的财政比较困难，所以在牧

区内的电力、道路以及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

较落后。

3 新疆草原畜牧业发展对策

1）促进饲草料基地的建设。牧区必须要进一步

促进对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革速度，并且指派

专门人员对当地牧民进行指导，改变其游牧的生产

模式，逐渐转变至定居舍饲的生产模式。在牧区中

创建一个养殖协会，以这个协会作为中心枢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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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牧民相互联系起来，使其可以与市场联系连

接起来，从而可以实行规模化的经营模式，进一步

提升牧民的收入。

2）优化农区畜群结构。结合当地放牧资源，科学

合理地开展优质奶牛养殖业，同时也可以结合全国

的市场行情发展肉牛养殖，并且为了减轻牧民养殖

压力，当地政府可以根据牧民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

优惠政策，并且指导农区的养畜居民抓住发展的恰

当时机，加大力度发展能够获取良好经济效益的良

种牛，并且推行“小畜换大畜、劣畜换优畜”的养殖理

念，进一步强化以及推广牲畜品种的改良措施，从而

极大地降低农区小畜的数量、适量增添优质牛的养

殖比例，并且向养殖户推行“农繁农养”、春夏秋冬育

肥以及全年出栏等养殖措施，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

避免天然草原出现严重超载过牧的现象，降低天然

草场承受的压力，从而减少草畜产生的矛盾。

3）尽快落实牧民转移工程。将牧民转移工作、

定居工作有机地融合，定期组织牧民进行大规模的

培训。从而能够使全疆 1/3牧民负责开展畜牧业，

1/3牧民负责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1/3牧民则是转

移至各个城镇负责从事二、三线产业方面的工作。

为能够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建设，必须要

加快牧民的定居工作，提高牧民定居速度，不断增

强牧民定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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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浓缩加工方法

1）原料蜜验收。原料蜜的质量直接影响加工后的蜂蜜质量。因此，必须对原料蜜的色泽、气味、水

分含量、蜜种、淀粉酶值（鲜度指标）、农药残留等指标逐一进行严格检测。其中淀粉酶值一般要求在 8

以上。

2）融化。将原料蜜在 60～65 ℃下加热 30 min，加热时应不时搅拌，使蜂蜜在受热均匀的条件下

融化。

3）过滤。将加热后蜂蜜的温度保持在 40 ℃左右，以便能顺利通过多道过滤，去除杂质和少量的较

大颗粒晶体。并应尽量在密封装置中进行加压过滤，以缩短加热时间，减少风味损失。

4）真空浓缩。选择合适的真空浓缩设备，在真空度 720 mm汞柱、蒸发温度 40～50 ℃条件下浓缩

蜂蜜，这样可以使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在浓缩时，应用香味回收装置回收芳香挥发性物质，并将其再融

入成品蜜中，以保持蜂蜜特有的香味。

5）冷却。将浓缩后的蜂蜜尽快降温以保持蜂蜜品质。为了加快冷却，最好能进行强制循环和搅拌

冷却。加工后的蜂蜜所含水分应稳定在 17.5%～18.0%。蜂蜜贮存时应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还要

注意干燥通风，不能把有异味物品与其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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