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草地植被是黄土高原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措施

马 学 增

丈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

黄土高原由于干早
、

风沙
、

水土流失

等 自然灾害和当地人民的滥垦
、

滥伐与 自

由放牧
,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致使该地区

的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

人民生活比较困苦
。

实践和研究证明
,

种草和发展草地植

被姑绿化黄土高原
、

改变 自然面貌
、

调节

生态平衡的重要条件
,

是控制水土流失和

根治黄河的有效途径
,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关键措施
。

因此
,

黄土 高原在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过程 中
,

对种植牧草和发展草地

植被应给子 高度重视
,

并使之尽快地发展

起来
。

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

一
、

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

黄土高原地区 12 3个

重点县中共有荒地约一亿亩
。

与农田相比
,

最 高的是内蒙和青海
,

为 2
。

3一 2
.

5 : 1 ,

最

低的是甘肃
,

为。
.

3 , 1 ,

均低于全国 3
.

5 : 1

的水平
。

当前存在的严重间题是
:

1
、

无度开荒
,

破坏草地资源
。

黄 土

高原的开垦指数一般为 50 一 60 %
,

高的达

70 一 80 %
,

甚至更多
。

不少宜牧地变成为

农 田
。

宁夏 1 9 7 8年的耕地面积比 1 9 4 9年增

长 了 3 65
。

4万亩
,

内蒙古 1 9 7 8 年开 垦 33
.

8

万亩
,

陕西延安地区 19 7 7一 1 9 7 9年三年累

计开荒 1 80 多万亩
,

山西临汾地区近 十 年

来毁掉牧坡 10 万多亩等
。

可见各地都有毁

草种粮
、

铲草积肥以及毁林开荒等破坏草

地资源的情况
。

这是 以牺牲牲畜发展来换

取粮食增长的错误做法
。

2
、

沙澳南移
,

吞没大盈草地
。

发 源

于毛乌素沙漠的皇甫川
、

窟 野 河
、

秃 尾

河
、

无定河和榆林河等
,

随着 河 水 的 南

下
,

将大量沙子带到神木
、

榆林
、

靖边等

地
,

加之这些地区的不合理开垦
,

草地的

沙化现象便 日益严重
。

1 9 7 7年的卫星照片

和五十年代航测图片与编制的 地 图 相 对

照
,

沙化土地向南和东南方向推移 了 3 一

10 公里
,

每年平均大约以 。
.

1一 0
.

3公里的

速度不断向前推进
,

蚕食着大片的草地
,

因而严重阻碍着畜牧业的发展
。

3
、

草地干早
,

生产力不高
。

黄 土 高

原的降水量西部约 20 0毫米
,

东部为 5 00 多

毫米
,

属于半荒漠草原和干旱草原
,

森林

草原面积很少
,

且多为次生林
。

其原因是

有效降水次数和有效降水量太少
。

据榆林

地区 20 多年的资料
, 3 一 5 月份平均降水

18 次
,

有效降水每月不到一次
,

偶然一次

有效降水
,

降水量也仅 有 7 一 9 毫 米
。

6一 9月降水量 占全年 降水量的 70 一80 %
,

而且多呈阵雨和 暴 雨
,

大 于 10 一 50 毫米

的有 效 降 水 很 少
,

最 高 月 份 ( 8 月 )



是 3
.

5次
。

由于有效降水少
,

天气出 现 的

干旱现象就比较严重
:

榆林地区近 20 多年

来几乎没有不旱的年份
,

平均 不 到 两 年

就有一次大旱 , 晋西和渭北地 区 稍 好 一

些
,

但旱年发生的频率仍在一半以上
。

有

效降水量少会直接影响土壤水分的补给
,

造成土壤干旱
。

据测定
,

40 厘米 以内的土

壤含水率多在 10 %左右
,

从而影响牧草的

生长发育
。

无定河流域各种类型的草地亩

产青草最高者 不 到 50 0 斤
,

按一头 羊 年

需 1 , 5 00 斤干草计
,

就需要 15 亩地才 能 养

活一头羊
。

广大丘陵沟壑 区的草地载畜能

力就更低了
。

百亩草地上各种家畜的畜产

品单位为 2 , 1 5 6
.

7个
,

与荷兰 ( 6
,

6 2 4
.

5 )

和西德 ( 4 , 0 52
.

0) 等畜牧业先进 国 家相

比 尚有一定差距
。

4
、

草食动物减少
,

畜牧业生产 水 平

低
。

随着草地资源的破坏
,

不仅引起家畜

结构的变化
,

而且也带来生产能力的下降
。

截止 1 9 7 8年底
,

黄土高原 12 3个重点县的牛

较 1 9 7 6年 (或 19 7 5年 )减少 6 万余头
,

山羊

减少 7 1
.

5万只
,

绵羊减 少工50 万余只
。

吴

旗县是延安地区畜牧业比重较大的县份
,

19 5 5年大家畜 (主要是牛 )高达 3
.

1万头
,

1 9 7 8年下降到 2
.

5万头
,

山
、

绵羊 2 9 5 5年 高

达 18
.

2万只
, 1 0 7 8年 卜降到 15

.

3万只
。

在

牛羊减少的同时
,

猪大大增加
,

由 19 5 5年

的 1
.

2万头增加到 19 7 8年的 3
.

3万头
。

猪增

加当然是好事
,

但是猪多了消耗的粮食也

多
,

会加重我国粮食的负担
,

这与畜牧业

先进国家大力发展草食动物的方向不相一

致
。

与此同时
,

家畜的生产能力也明显地

表现出季节间不稳定现象
。

蒙古牛属于肉

用型牛
,

受草地生产能力的影响很大
,

当

年 10 月份牛的屠宰率为 51 % 以上
,

翌年 4

月份牛的屠宰率则下 降到 40 %左右
。

通过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黄土高原的

草地资源不断在遭到破坏
,

草地面积日渐

减少
,

草地生产力越来越低
,

直接影响着

家畜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能力的下降
。

从

而说明
“
草

”
是畜牧业之本

,

没有草地便

没有家畜
,

没有高额的家畜生产率
,

也就

谈不上畜牧业的现代化
。

二
、

种草和发展草 地 植 被

在黄土高原现代化中的作用

1
、

种草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太 阳 能
,

创造更 多的光合产物
,

为畜牧业提供高产

优质的饲料
,

加速建成黄土离原牧业基地

牧草
,

特别是多年生豆科牧草
,

比农

作物能创造更多的光合产物
。

稻谷和麦粒

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

棉花的主要成分是纤

维
,

大豆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
。

豆

科牧草和大豆一样
,

也含有较多的蛋白质

和脂肪
。

首楷的粗蛋白质含量达 1 5
.

8 %
,

而各种谷物只有 6 一 13 %
,

草木椰的粗脂

肪含量达 2
.

3%
,

与稻谷相当
,

但超 过 小

麦的一倍以上
。

虽然各种养分都属于光合

产物
,

但物质结构不同
,

所贮存的能量也

不一样
。

一克碳水化合物 (淀粉
、

粉
、

纤

维素
、

半纤维素 )
,

贮有 3
.

6一 4
.

2大卡的

能量
,

一克蛋白质贮有 4
.

4一 5
.

6大卡的能

量
,

一克脂肪则贮有 9
.

0一 9
.

5 大 卡 的 能

量
。

牧草与作物的营养成分差异很大
,

计

算光能利用率时
,

不仅要看大 田产量的高

低
,

更重要的是要看养分的贮存量
,

进而

从畜牧方面还要看各种养分消化利用率的

高低
。

例如
:

种~
咨

汀首落或草木杯获得的

可消化蛋白质分别为 19 6克和 1 3 5克
,

而大

豆只有 8 2
.

5克
,

小麦仅 48
.

4克
,

有的高一

倍以上
,

有的达 4 一 5倍
。

目前
,

农业生产上对光能的浪费是相

当严重的
。

黄土高原每年的太 阳辐射量多

在 1 30 一 1的千卡 /平方厘米
,

是我国辐射能

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
。

但是这里由于缺



乏植物被复
,

除 15 %的农田和 3 %的林地外
,

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童 山秃岭
,

加之农业

上安排作物茬 口不当
,

往往还有一部分土

地要空闲一段时间
,

光能却 白白浪费了
。

为了充分利用黄土高原的光能潜力
.

发展草地植被有着广阔的前途
。

利用夏秋

作物间隙或休闲地
,

种植饲用豆类或饲用

玉米
,

可以提高光能利用率
,

加之饲用豆

类和饲用玉米的播种时间要求不太严格
,

种植的密度 可以适当加大
,

短时间内可以

郁闭封行
,

大大提高光能利用率
。

可见在

黄土高原凡是宜牧的地 区
,

如果都能建造

起草地植被
,

就可以充分利用这里的水热

资源
,

为畜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光合产物

及其饲料能源
。

2
、

种草在绿化黄土商原
、

防止土壤冲

刷和根治黄河水容上有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黄土高原强调种草是符合 自然规律

和经济需要的
。

在正常条件下
,

天然植被

的演替过程是由草本植被 向灌 丛 植 被 发

展
,

再由灌丛植被发展到森林植被
。

黄土

高原的退耕地或撂荒地上
,

头 1 一 2 年长

出的大多是谷芳子
,

以后逐渐增加一些篙

属植物
,

过上 3 一 4 年后又增加一些豆科

植物
,

如达乌里胡枝子
、

草 木 梅
、

巢 菜

等
,

构成豆科一禾本科一菊科混合草被
,

复盖度达 70 一 80 %
,

裸露地面可以基本上

披上绿装
,

免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

人工栽

培牧草或增种饲用灌木
,

当年 即可见效
。

群众经验
,

天然的荒草坡连续封育 3一 5年

不加利用即可变成灌草丛和灌丛
,

如果再

封育到 15 年以上就有变成森林区的可能
。

所以一般来说
,

由于牧草根系能促进

土壤团粒的形成
,

对表土的固结 防冲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比林地和农地优越
,

即使种

值速生的乔木
,

至少也得十年以上才能发

军它的效应
。

打坝淤地和兴建工程虽然收

改快
,

如果没有生物作保护
,

遇上暴雨也

会被冲垮
。

解放后
,

陕北韭园沟打了很多

坝
,

并且完成了坝系的布局
,

还经受了 20

多年的考验
, 1 9 7 7年一场 10 。多毫米 的 暴

雨就把它冲垮了 , 1 9 7 3年陕西延川县冲毁

淤地坝 3 , 3 0 0座
,

中
、

小水库 3 座 , 19 7 4

年山西临县冲毁淤地坝近 3
,

0 00 座 ; 1 9 7 7

年秦
、

晋两省共计冲毁 淤 地坝 2 。 , 0 00 多

座
,

中小水库 3 00 多座
。

可 见 种 草 见 效

快
,

收益大
,

在控制水土流失上比造林和

修水利工程优越得多
。

从保持水土和根治黄河水害上
,

种草

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

复有草地植被的地

面可以免受雨水的直接打击和冲刷
,

地面

上的枯枝落叶可以吸收水分和阻拦径流
,

地下的根系可以固结土壤
,

增强防冲能力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 7 3年测

定
:

在总降雨量 3 46 毫米条件
一

「
,

农 林 牧

各种用地的冲刷情况不一样
,

其中草地的

冲刷量 比较小
,

每亩冲刷量 为 6
.

2 公斤
,

农 田和农闲地的冲刷量最大
,

每亩冲刷量

分别为 3 28 公斤和 4 50 公斤
,

相当于草地的

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
。

延安水保站的资料
:

具有 35 %复盖度的草地比只有巧 %复盖度

的草地泥沙冲刷量减少 7 4 %
.

植被复盖度

达到 75 % 的草地则完全没有冲刷
,

从而减

少 向河道的输沙量
。

可见种草对控制水土

流失和根治黄河有着不可 低 估 的 作用
。

3
、

种草可以改 良土壤
,

提高地力
,

有

利于农业增产
,

是实现农牧结合的纽带
。

牧草根系的分泌液可以促进土壤微生

物的迅速繁殖
,

增加草根的分解能力
,

提

高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
。

科学研究证明
,

多年生豆科牧草生长 2 一 3 年以后
,

土壤

中的腐殖质含量可以提高 5 %左右
,

土壤

中的含氮量达 0
.

1 2%
,

从而提 高 土 壤 肥

力
,

有利于作物增产
。 “

种几年首楷收几

年好麦
” , “

一亩首楷三亩田
,

再种三年

劲不完
” ,

这正是关中农民对用首楷倒茬

1 1



提高土 壤肥力的总结
。

实际调查指出
,

正

常年份的碗豆麦亩产 3 30 斤左右
,

重 茬 麦

亩产 280 斤左右
,

而首猎茬的麦第一 年 产

3 00 斤 以上
,

第二年 4 50 斤左右
,

第三年仍

可达到 3 50 斤以上
。

首猪茬的小麦不 仅 产

量高
,

而且品质也好
,

蛋白质 含 量 高 达

1遵
.

4 %
,

比一般小麦 (含蛋 白质 9
.

8 % )

高出 4
.

6 %
。

群众称它为
“
紫麦

” ,

是 制

作挂面的好原料
。

综上所述
,

我 以为提出以植被学措施
,

即以草灌植物为主
,

积极恢复和建造草地

植被
,

辅之以必要的农
、

林
、

牧工程措施
,

走综合治理黄土高原的道路是正确的
。

三
、

在黄上高原种草及提高

童地生产力的几项原 则 性 措施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证买
,

在黄土 高原

种草及提高草
.

地生产能力 的原则性措施
,

归纳起采有 以
一

厂四条
:

1
、

划片管理及封育草地
。

这是一项依

靠 自然恢复植被的办法
。

黄土高原有 63 万

平方公里的广大面积
,

全要建成人工草地

却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
,

短时间是根本办不

到的
。

所以在黄土高原恢复和建立草地植

被
,

采用划片管理和封禁育草
,

让其自然恢

复植被
,

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一种积极地战

略性措施
。

据报导
,

在覆盖度只有 30 一 40 %

的地块
,

封育 3一 4年 以后
,

其覆盖度可 以提

高到 70 一 80 %
,

有残存灌木的地方
,

总覆盖

度 可达 8 0 % 以上
。

如果在封育的基础上
,

}呼补播一些牧
一

草或灌木
,

就有加速植被恢

复和向灌木丛植被演替的趋势
。

所 以封育

不仅是有效地保持水土的植被学措施
,

而

且也是培育草原的有效途径
。

盐池县 19 7 9

年封育 4 0万亩草场 和围建 26 万亩草库伦
,

一般地块当年的产草量都提高 3 一 5倍
。

2
、

飞播牧草
。

这是一项恢复与 建 造

植被的现代化手段
。

要取得飞播的成功并

提高其生产效果
,

应根据植物分布的地带

性选择适宜 的草种
,

盲目引种是难 以奏效

的
。

从当地野生植物资源中去发掘优良的

牧草则是正确的途径
;
应掌握好飞播的时

间
,

一般在雨季来临之前
,

即 6 月下旬至

7月上旬播种最好
。

飞播的具体 日期
,

宜根

据当地气象台 (站 ) 的天气顶报
,

选择在今

日播种 明日下雨的时刻
。

此外还应选择好

播区
,

宜在土壤疏松
、

土层深厚
、

天然植

被盖度小于。
。

3
、

面积大于万亩的地段实行

飞播
,

这样有利于种子落地生根和发芽生

长
。 一

悦播的效果
,

据研究
,

生长 5 年以上

的沙打旺
,

每亩鲜草产量达 1
,

8 0 0一 3
,

8 00

斤
,

比 自然封育的产草量提高 5 一 10 倍
。

3
、

合理利用草地
。

这是一项开 源 节

流的措施
。

合理利用草地的关键是要颁发

《草原法规》 ,

建立家畜的基本 草地
;
坚

持有多少草地饲养多少象畜
,

维 J寺饲料勺

家畜间的供需平衡
,

克服乱牧滥牧现象
,

维持草地与家畜的最高生产力
; 坚持适时

屠 宰
,

不单纯追求家畜头数和总增与净增

指标
; 注意经济效果和市场需要

,

克服家

畜对草地的空消耗
。

4
、

制止开荒
。

滥垦乱种是招 致 水土

流失的祸根
,

是使黄土 高原人 民贫困的根

源
。

为 了根治黄河和使广大农 民 致富的 需

要
,

在黄土 高原应 坚持 以牧为主的方针
,

尽快地把这里建成为牧业基地
。

为此
,

要

坚决而毫不犹豫的严禁开荒
,

对 已开垦的

荒地且不适于耕种者
,

一律退耕还牧
,

积极

发展畜牧事业
。

对今后再有滥垦乱种者
,

应视其情节的严重情况
,

按照 《水土保持

法 》
、

《森林保护法》
、

《草原法规 》 予以

严厉制裁
。

对一些机关
、

部队
、

学校在山

区随便建立的农场
,

应 当予以彻底清查
,

坚决做到宜农则农
,

宜林则 林
,

宜 牧 则

牧
,

以促进黄土高原农业现代化的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