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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甘肃省草食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

%

摘要!

'(!(

年天祝县天然草地退化面积为
'&8((

万
9:

'

!占草地面积的
;$8#"<

!目前仍以每年
!8&&

万
9:

' 的速

度退化"草地退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超载过牧是主要原因!它引起天然草地由轻度退化

向中度和重度退化演变"因此!本研究以控制载畜量#解决草畜矛盾为核心措施!提出天然草地综合治理对策!以

促进天祝县天然草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祁连山草地资源合理利用和草地退化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天祝县$草地退化$成因$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0$!'8$

!!!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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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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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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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位于青藏&内蒙古和黄土三大高原交汇

地带"它涵养并孕育了我国黑河&石羊河&疏勒河&哈

尔腾河四大水系的
;#

条内陆河流"为下游
#"

万

9:

' 农田&

>$(

万人口&

;((

多万只牲畜的生存发展

和内蒙古西部绿洲的存亡提供了必需水源"被誉为

河西走廊的'母亲山("在调解西北地区气候&涵养水

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净化

空气及美化环境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祁连

山动植物资源丰富"有'生物多样性宝库(之称)境

内有冬虫夏草#

!"#$

%

&'

(

))*+'+)*)

%等植物
"!

科

#>4

种*

!

+

"野生动物
'$

目
"&

科
'$"

种*

!

+

"其中有雪

豹#

,+*&-.+&*-

%等
4

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还

有
&4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同时"祁连山广阔的天

然草地为发展草地畜牧业提供了先天条件"也为当

地农牧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

祁连山还是汉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回族&蒙古

族&土族&保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草地资源

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祁

连山草地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

性保持&牧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民族团结稳定等息息

相关"是一项事关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和生态安全的重大事宜)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祁连山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林草植被持续退化"水源涵养功

能下降"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由

'(

世纪
;(

年代的
''8><

下降到现在的
!&8$<

*

'

+

"

可食牧草比重下降了
!$<

*

&

+

"水土流失面积达

'(8!'<

)马麝#

/")&0.)&0#

%

)"

1

-)2'#

%数量下降了

"$8><

*

!

+

"冬虫夏草&雪豹等珍稀动植物资源处于濒

危状态)因此"本研究在明确了解地处祁连山北麓

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天然草地退化现状的基础上"深

刻解析退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持续发展措

施"以期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起到指导作用"为祁连

山地区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技术参考)

!

!

天祝县自然概况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位于河西走

廊和祁连山东段"

!('?(#@

"

!(&?>"@2

"

&"?&!@

"

&#?;;@3

"面积
#!>4A:

'

"海拔
'(>(

"

>$#>:

"年

均气温
%(8'(

"

!8&(B

"年降水量
'";8;

"

"&(8(

::

"

#

(B

年积温
!&'#8#(

"

!#&$8'(B

,

C

"属半

干旱半湿润气候#

D

值为
(8;(

"

!8'4

%)全县有耕

地
'8!'

万
9:

'

"天然草地
&48!>

万
9:

'

"天然林地

!48!&

万
9:

'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3#*2*&.4-')2*5

6.4

%&油菜#

7#-))*&-&-4

(

')2#*)

%&豌豆#

8*).4)-5

2*6.4

%&青稞#

96'+-&0*+'+)*)

%等"家畜有甘肃高山

细毛羊&天祝白牦牛&河西绒山羊&岔口驿马等)草

地类型可分为干旱草地&山地草甸&灌丛草甸&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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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高寒草甸&灌丛林地
"

种"其中高寒草甸和灌

丛林地是该县草地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草地面积的

'"8!"<

和
''8;$<

)土壤主要为山地栗钙土和山

地黑钙土)

"

!

天然草地退化现状

!4$&%'(!(

年的
'#

年间"天祝县天然草地的

退化面积和退化比例呈逐年增加趋势)从退化面积

来看"前
'(

年内"以每年
!8!&<

退化"退化面积增

加了
$8$&

万
9:

'

)后
#

年内"草地退化速度加剧"

每年为
&8>$<

"退化面积比前
'(

年的还多
48;&

万

9:

'

$从退化类型来看"天然草地由轻度退化逐渐向

中度和重度退化发展)

'(

世纪
$(

年代至今"轻度

退化草地仅增加了
'8!&

万
9:

'

"而中度和重度退化

草地分别增加了
!'8(;

万和
>8!$

万
9:

'

*

>

+

#表
!

%)

草地退化引起牧草产草量明显下降"

'((&

年与
'(

世纪
;(

年代相比"草地覆盖率下降了
!!8!!<

"高

度下降了
>!8#<

"牧草产量下降了
&(8><

*

;

+

)目

前"天祝县天然草地仍以每年
!8&&

万
9:

' 速度在

退化"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天祝县的生态环境状况令

人堪忧)

表
!

!

天祝县天然草地退化面积及所占比例

#$%&'!

!

()'$*$+,

-

).

-

.)/0.+.1,'

2

)$,',

2

)$**&$+,0+#0$+345

年份

LMEN

退化草地
OM

P

NECEQF6J

P

NERR7EJC

面积

+NME

!

S!(

>

9:

'

比例

)N6

T

6NQF6J

!

<

轻度退化面积

+NME6U7F

P

9Q

CM

P

NECEQF6J

!

S!(

>

9:

'

中度退化面积

+NME6U:MCFI:

CM

P

NECEQF6:

!

S!(

>

9:

'

重度退化面积

+NME6U9MEV

G

CM

P

NECEQF6J

!

S!(

>

9:

'

!4$& >8"> !!8$; &8;> (8;! (8;4

'((& !&8># &>8>! >8(> $8($ !8&;

'(!( '&8(( ;$8#" ;8"# !'8;" >8##

注-

!4$&

年和
'((&

年草地退化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

+"

'(!(

年的数据来自天祝县畜牧局)

36QM

-

OEQEFJ!4$&EJC'((&K6:MUN6:NMUMNMJKM

*

>

+"

CEQEFJ'(!(UN6:,FEJW9I+JF:E7XIRYEJCN

G

ZINMEI8

6

!

天然草地退化成因

68!

气候因素
!

天祝县气温以每年
(8(>B

的速

度在逐年上升#图
!

%)

'(

世纪
$(

年代年平均气温

为
%(8'$B

"

'(

世纪
4(

年代为
(8>&B

"

'(((

年以

后为
(8#$B

)从各年代草场退化面积可以看出"

!4$&

年到
'((&

年的
'(

年内"天祝县气温升高了

!8&B

#从
%(8"B

升高到
(8#B

%"草场只退化了

$8$&

万
9:

'

)而
'((&

年到
'(!(

年的
#

年内天祝

县气温升高了
(8!B

#从
(8#B

升高到
(8$B

%"草

场却退化了
48;&

万
9:

'

)因此"天祝县气温升高只

是加剧了天然草场的退化"但不是最主要原因)

!!

天祝县降水量呈波动式变化#图
'

%"

'(

世纪
$(

图
!

!

天祝县
!78"9":!:

年的平均气温

;0

2

<!

!

(=')$

2

'/'>

-

')$/5)'1).>!78"/.":!:0+#0$+345

注-所有气象数据均来自于天祝县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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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天祝县
!78"9":!:

年的降水量

;0

2

<"

!

?)'@0

-

0/$/0.+1).>!78"/.":!:0+#0$+345

年代年平均降水量为
>''8'(::

"

'(

世纪
4(

年代

为
&4(84&::

"

'(((

年以后为
>(48;#::

)降水量

与天然草地退化的关系因年度而异)

'(((

年以后

的降水量比
'(

世纪
4(

年代高
!$8">::

"但天然草

地仍在退化"说明降水量并不是引起
'(

世纪
4(

年

代天祝县天然草地退化的根本因素$该县
'(!(

年草

地退化面积较
'((&

年增加了
48;&

万
9:

'

"但
'(!(

年降水量较
'((&%'((4

年低
&'8#&::

"说明降水

量减少可能加剧了天然草地的退化)由此可见"气

候因素与天祝县草地退化并不呈强相关关系"它可

能引起了天然草地的退化"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性因

素)

68"

超载过牧
!

随着消费观念的逐步转变"牛羊

肉等低脂肪&低胆固醇畜产品日益受到广大消费者

青睐"导致牛羊肉需求量逐年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资

料"中国家庭人均羊肉消费量年均递增
"<

%)同

时"当地牧民为了应对灾年和提高生活水平"长期以

来一直把增加家畜存栏量作为发展畜牧业的标准"

把圈存家畜的多寡作为贫富的象征)因此"草地牛&

羊载畜量迅速增加"使得牧区普遍处于超载过牧状

态)天祝县天然草地理论载畜量为
4(

万羊单位"而

实际载畜量几乎呈直线式增长#图
&

%"引起天然草

地退化面积增大&退化程度加剧)

!4$&

年该县实际

载畜量为
4>8";

万羊单位"超载
;8!#<

"天然草地

已表现出退化迹象$

'((&

年该县实际载畜量为

!!484

万 羊 单 位"超 载
&&8''<

"草 地 退 化 率 达

&>8>!<

"退化面积比
!4$&

年增加了
!4(8&(<

"且

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大幅度提高$

'(!(

年该县实际

图
6

!

天祝县
!7869":!:

年天然草地载畜量变化趋势

;0

2

<6

!

A)$30+

2

@$

-

$@0/

B

@4$+

2

'.1+$/5)$&

2

)$**&$+,1).>!786/.":!:0+#0$+345

注-

!4$&%'((4

年天祝县大牲畜和羊存栏量数据来自甘肃年鉴*

;

+

"

'(!(

年数据来自天祝县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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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畜量为
!;>8!

万羊单位"超载
#!8''<

"草地退化

率达
;$8#"<

"退 化 面 积 比
!4$&

年 增 加 了

&4;8"4<

"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是
!4$&

年的
'>8"&

倍和
$8($

倍)由此可见"天祝县草地实际载畜量与

草地退化面积和退化程度呈正相关)超载过牧是引

起天祝县天然草地退化的最根本原因)

!!

超载过牧使草地植物群落种类成分发生了显著

变化)适口性好的禾草和莎草等优势种叶面积不断

变小"光合作用效率降低"使得优势种的生长发育受

到抑制"降低了与适口性差的毒杂草等物种的竞争

力"从而使毒杂草比重增大*

"

+

)同时"随植物群落盖

度的降低"地表裸露面积增大"蒸发加剧"使土壤表

层含水量降低"容重增加"

T

X

值增加"盐碱化程度

增大"最终导致裸露碱斑出现"为鼠类提供了良好的

栖息地"使天然草地处于退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

+

)

686

鼠害
!

超载过牧引起草原退化"导致植被高度

和盖度下降"为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等植食性危害

动物提供了适合生存繁衍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食

物"使其种群数量迅速增长"严重破坏了草地土壤结

构和植被根茎"形成寸草不生的'黑土滩("最终导致

草地荒漠化"使高寒草地陷入'超载过牧
%

草地退

化
%

鼠害发生
%

草地退化(的恶性循环)天祝县高

原鼢鼠的密度超过
&#8;

只,

9:

%'

*

$

+

"鼠类活动地

带平均牧草损失率为
"8";<

"全县每年损失牧草

&>>48>'

万
A

P

"相当于
'8&"

万羊单位
!

年的采食

量*

>

+

)

C

!

天然草地可持续发展对策

C8!

以草定畜!制止超载过牧
!

天然草地退化

的根本原因是超载过牧"因此实行以草定畜&严格控

制放牧强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因

牧草品质年度间有差异"草地管理部门应每年核算

出适宜的载畜量"制定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对落实

程度好的牧民进行补贴和政策扶持等奖励措施"对

超载严重的牧民依法处罚"使以草定畜的政策深入

人心"最终严格做到'有多少草"养多少畜("真正给

予天然草地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让天然草地走

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宁夏盐池县实行以草定畜以

来"产草量平均提高
&(<

"荒漠和干旱草地两种主

要草地类型植被覆盖度分别提高
&(<

和
;(<

"羊只

饲养量由以前的
$8'S!(

" 只增加到
!8(S!(

# 只"

农牧民人均收入增长
&!<

*

4

+

)

C8"

人工种草!缓解冬季草地压力
!

在海拔较

低&降水量相对充足的地方"将退化严重的天然草地

或产量较低的农田建设为栽培草地"实行集约化经

营"为家畜越冬或短期集约化育肥准备充足的饲草

料"既能减轻冬季草地压力"又能减少家畜越冬损

失&提高养殖业经济效益)从高寒气候适应性&越冬

率&产草量&牧草品质&利用年限等方面综合考虑"天

祝县适合种植的品种有燕麦#

96'+-)-2*6-

%&箭薚

豌豆#

:*&*-)-2*6-

%&披碱草#

;<

%

4.)$-0.#*&.)

%&

无芒雀麦#

7#"4.)*+'#4*)

%&紫花苜蓿#

/'$*&-

1

"

)-2*6-

%等
!(

多个品种)豆科牧草和禾本科牧草混

播是栽培牧草中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如箭薚豌豆

和燕麦混播后鲜草产量较燕麦单播提高
!8(

"

>8'

A

P

,

:

%'

*

!(

+

"甘肃红豆草#

=+">#

%

&0*)6*&**

?

"<*-

KV8\EJRI

%&阿尔冈金苜蓿#

/@)-2*6-KV8+7

P

6J=

]

IFJ

%&垂穗披碱草和无芒雀麦混播在甘南州等高寒

牧区的产草量最高*

!!

+

)紫花苜蓿由于具有适口性

好&营养价值丰富&产量高&粗蛋白含量丰富&赖氨酸

等动物必需氨基酸含量高&可利用年限长等诸多优

点"是家畜饲养的上等原料"应在天祝县大面积种

植)

C86

发展高效畜牧业!降低草地载畜量
!

解决

超载过牧的最根本方法是减少天然草地的载畜量)

在家畜饲养数量减少的前提下"牧民经济收入是否

受到影响"是草地载畜量能否减少的决定性因素)

甘肃高山细毛羊占天祝县家畜存栏量的
$(<

以上"

是该县的支柱产业)若利用先进的育种&饲养及生

产技术"发展高寒牧区高效肉羊产业"提高羊只个体

产肉量和经济效益"可减少草地载畜量)具体措施-

!

%确定肉羊精准杂交模式)目前羊毛价格波动较

大&羊肉价格稳中有涨"因此细毛羊由毛用向肉用转

型成为必然选择)研究表明"特克塞尔是改良甘肃

高山细毛羊的最佳父本"其生长发育最快"胴体质量

较同龄母本品种甘肃高山细毛羊提高
>84#A

P

*

!'

+

"

以当前羊肉市场价
>>

元,

A

P

%!计算"个体可新增经

济效益
'!$8#

元)因此"在天祝县等细毛羊非核心

产区"应以特克塞尔为父本杂交改良
"(<

以上的基

础母羊群"利用杂种优势提高羊只个体产肉量)

'

%

羔羊断奶出栏)在天然放牧条件下"断奶出栏是肉

!$"!



)*+,+-./,.*+/0-123-2

#

5678'4

"

368!!

%

!!

!

'(!'

羊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时期*

!'

+

"这样既可避开高寒牧

草秋季结籽和根部贮存养料等忌牧时期"又可减少

草地载畜量&加快畜群周转"还能实现羔羊生产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

&

%发展'放牧
^

补饲(高效育肥)

'放牧
^

补饲(是高寒牧区羊只的最优育肥技术*

!&

+

)

因此"天祝县应实行'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种草养

畜(的育肥措施"使草地畜牧业由'靠天养畜(向'建

设养畜(转变"这样既可以充分挖掘农区的饲草料&

减轻牧区草地的压力"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肉羊

生产的经济效益)

>

%提高绿色&有机产品市场竞争

力"延长产业链条)从初级的原始牛&羊肉产品"通

过延长产业链条"发展绿色产品"促进产品增值"充

分发挥绿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优势"提高养

殖业经济效益"减少羊只饲养数量)

C8C

发展季节畜牧业和四季轮牧
!

天祝县草地

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和季节性特点"有发

展季节畜牧业的天然优势)夏秋草地是最耐牧的时

期"应扩大载畜量&提高利用率)在秋末冬季来临

前"应根据适繁母畜数量计算出冬春草地载畜量"出

售超载牲畜"减少因家畜冬季掉膘给牧民带来的损

失)同时进行四季轮牧"对草地严重退化区实施强

制性禁牧"最大限度地避免春季牧草萌发期和秋季

种子成熟期的损害"使草地植物生长速度和植被盖

度得到较大的提高"保持草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C8D

鼠害防治
!

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和生态控

制法都可以防治草地鼠害"但大面积草地害鼠的防

治主要以化学方法为主&生物和生态治法为辅"实施

综合防治)研究*

!>

+表明"

(8(#;<

敌鼠钠盐&

(8!<-

型肉毒杀鼠素和
(8!<O

型肉毒杀鼠素对高原鼠兔

均具有良好的灭效"它们的灭治率分别达到
4$8"<

&

4;8;<

和
4$8><

"并且残效期短&不污染环境&无二

次中毒"是良好的治鼠剂"经过一个生长期的综合治

理后"植物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人工与半人工治

理区植被盖度较退化草地分别增加
'8>

和
!8#

倍"

草层高度也分别增长
!8$

倍和
!8;

倍)

C8E

毒杂草防治
!

天祝县天然草地有毒植物有

!'

科
''

属
#$

种"分布面积为
'!8&"

万
9:

'

"主要

危害植物有棘豆#

=A

%

2#"

(

*)R

TT

8

%&狼毒#

B2'<<'#-

&0-4-'

C

-)4'

%及醉马草#

9&0+-20'#.4*+'>#*-+)

%"

分布面积为
#84;

万&

(8"#

万和
(8&&

万
9:

'

"危害

最严重的棘豆平均密度达
'>8'(

株,

:

%'

"盖度为

'&8(<

"

">8><

*

!;

+

)

毒草防治方法有人工拔除&化学灭除&替代控制

及生物防治等方法*

!"

+

)传统的化学灭除方法仍是

目前最有效的毒草防治方法"针对大多数毒草的草

甘膦&

'

"

>O=

丁酯&使它隆&茅草枯以及有针对性的

灭狼毒&灭棘豆&狼毒净等除草剂的单独及混合使

用"可以有效地灭除毒草)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部分毒草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如季节性有毒的

毒草"可在无毒季节进行放牧$有些毒草经过脱毒或

青贮后"就可直接饲喂$狼毒全株可用于造纸*

!#

+

"其

有效成分可用于开发抗肿瘤药&天然农药&抗菌药物

等*

!$

+

$牛心朴子#

!

%

+-+&0.4D"4-#"6**

%是很好的

固沙植物和上等的荒漠蜜源植物"有'西北蜜库(之

称*

!4

+

)

C8F

天然草地退化监控
!

天然草地易受放牧等

活动的影响"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对草地生态环境

的监控-

!

%土壤
T

X

值)能显示草地的盐碱化趋势$

'

%根田鼠)根田鼠喜食单子叶植物&喜栖于较阴郁

的生境类型*

'(='!

+

"是未退化草地和轻度退化草地的

优势种"可以作为指示草地质量较好的一种标志性

动物$

&

%植物类群)植物类群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草地的演替趋势)如禾草和莎草比例增高"说

明草地向进化演替$相反"若毒杂草比例升高"生物

量下降"表明草地退化$

>

%植物盖度)植物盖度能指

示草地退化强弱和是否发生荒漠化"根据其变化可

调整放牧强度$

;

%检测地面大气湿度&含尘量和地面

风沙情况"为草地荒漠化程度提供具体指标)

C88

转变传统观念!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

传统观念是造成天然草地退化的重要人文因素)

因此"应加大科技培训和宣传力度"让牧民深刻体会

养殖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好处"明确天

然草地在维护区域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不易

再生性"同时调整畜牧产业结构"改变以牺牲草地资

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条"拓宽收入渠

道"增加牧民预期收入"最终减少草地载畜量"减轻

高寒牧区草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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