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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县养羊业发展研究

卢志伟 王继军

` 中国科学味
、

水 利 邵

提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要

首先建立了羊只发展的G M ( 1
,

1 )模型
,

结果为
: X 嗯

k + 1 ) = 1 3 5 G I O
.

6 7 7 2 e 。 ’ 。 ’ “ ` 。 6 2 。 吕 `

+ s 7 1 5
.

3 2 2 4 e 一 2 ’ 6 3 “ 2 ’ 6 “ 6 6 一 2 6 1 8 7
.

4 0 3 9
,

在提出规划设想的基础上
,

利用线性规划和常规

方法分别对羊只种群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
,

得出 2 0 0。年羊只发展数量为 20 。。。 o只
,

山绵羊 比

为 5
.

2 3 : i

关键词
:

羊只 结构 模型 灰 色预 测 草场退化

安塞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贫穷与落后状况始终未能改

变
。

要改变目前的现状
,

一方面要发展 自给性农业
,

另一方面要发展商品性畜牧业
。

然而
,

资金是

发展商 品畜牧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

因此
,

发展商品畜牧业不可能全面展开
,

必须找寻突破口 ,

循

续渐进
。

为此
,

我们对安塞县经济
、

社会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

认为发展养羊业是安塞县商品经

济发展的突破 口
。

养羊业的战略地位使得我们必须 对养羊业的发展作出预测
,

并研究其系统结构与功能
。

一
、

羊只发展灰色预测及规划设想

( 一 ) 羊只发展灰色预测规划设想 羊只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有饲草
、

饲料
、

资金等

可定量化因素的影响
; 还有政策

、

经营方式
、

劳动力素质等不易定量化因素的影响
,

也有其它不

可知因素的影响
。

因此羊只循环系统是一个灰色系统
,

故我们对其进行灰色预测
。

1
.

原始数据的取得
。

羊只的发展演替过程如图 1 所示
。

我们依政策性相对稳定的一组数字

为标准求其平均数
,

这个数字便代表这一政策下羊只的数量
,

这样我们取得原始数据
:

{ 1 2 9 9 6 9
。

2 1 2 7 4 2 8
。

4 1 3 6 8 7 6
。

6 7 1 5 7 2 6 3
。

5 1 8 0 2 1 5
。

5 1 2 8 2 0 1
。

6 }

2
.

分析
。

从图 1可 以看出
,

羊只的发展可以分为迅速发展阶段
、

稳步发展阶段和急剧下降

三个阶段
:

( 1 9 49 一 1 9 5 6年 ) 迅速发展 阶段
:

羊只数量儿乎呈直线增长
,

国家财政支持和草场面积大是

这一阶段的特点
。

( 1 9 5 6一 1 9 8 0年 ) 稳步发展阶段
:

羊只发展虽时有波动
,

但幅度不大
。

由于过牧和未保护草

场资源
,

为羊只的发展造成了隐患
。

( 1 9 8 0~ 1 9 8 6年 ) 急剧下降阶段
:

羊只的发展直线下降
,

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阶段
。

经营方

式的变更要求人们的经营观念
、

经营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并 与之相适应
,

但人们并未能适应这一过

程
,

使得整体生产力的发展建筑在局部生产力的破坏之上
,

表现在
:

用羊只换耕畜
,

卖羊买生产

资料 ; 主要劳动力生产粮食
,

弱劳动力放牧
。

因而使羊只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

不过
,

这只是一

种暂时现象
, 1 9 8 4年之后

,

羊只又开始回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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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羊只发展演替图

对于这个不正常时段的取舍使我们得到两组数据
:

I : X (“ )={ 1 29 9 9 6
。

21 7 2 4 2 8
。

1 43 67 8 6
。

7 1 5 7 6 23 6
。

5

11
:

X (“ )={ 1 9 29 69
。

21 27 4 2 8
。

1 3 4 6 87 6
。

67 1 5 7 3 2 6
。

5

这样我们将会得到羊只发展的灰色区间
。

3
.

计算及结果
。

根据数字特点及实际情况
,

选取G M ( 1 ,

1 80 2 1 5
,

1 8 0 2 1 5

5 }
,

5 1 2 8 2 0 1
。

6 }

1 ) 模型
。

即 :

d x 、 ( ’ )

d 七

+ a 又 ( 1 ) = 协

通过微机计算
,

I的结果良好
,

得预测方程为
:

( 0 )

若k + 1 )

= 9 6 8 8 4 3
.

4 i 3 e 0 . 1 2 0 6 0 8 4 ` 8 一 8 3 8 8 7 4
.

2 1 3

n 的误差太大
,

通过残差修正
,

得
:

( 0 )

( k + 孟 )

== 1 3 5 9 19
。

6 7 7 2 e o . D 2 8 3 0 0 2 0 8 i + 8 7 1 5
.

3 2 2 4 e 一 2 . 0 3 8 2 1 6 8 6 6 一 2 6 1 8 7
.

4 0 3 9

将预测结果绘成曲线
,

如图 2 所示
。

(二 ) 规划设想

1
.

资源现状
。

安塞县人均土地 35
.

7亩
,

供羊只利用的主要是天然草场
,

人工草场则为了越

冬
。

该县天然草场为森林破坏后所形成 的次生草灌植被
。

总面积为 1 1 1 3 9 61 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2 5
.

2%
,

人均草地 9
.

5亩
,

实际可利用的有 1 0 50 48 6亩
,

占天然草场总面积的 94
.

3 %
,

30 0亩以上的大

块草场有 7 3块计 7 7 7 6 8亩
,

占7 %
,

其中 1 0 0 0亩以上的 2 5块计 4 7 6 7 0亩
,

亩产鲜草 2 2 x
。

s k g ,

可 利

用鲜草贮藏量 1 4 66
.

3万 k g ,

30 。亩以下的零星草场 1 0 36 1 93 亩
,
占93 %

,

可利用的有98 4 38 5亩
,

利用率为 95 %
,

可利用鲜草贮藏量 2 4 6 44
.

1万 k g
。

天然草场以平年计算
,

亩产鲜草 4 4 8
.

5k g ,

人

工种草保留面积为 32 46 5亩
,

生产鲜草 6 0 6
.

5 k g ,

精料以玉米为主
,

有黑豆
、

高粱
、

蔓豆和谷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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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羊只发展灰色区间预测图
年份

目前
,

草原上植物种类繁多
,

约有 6 00 余种
,
己采集到 42 科 1 32 种

。

主要牧草有
:

白羊草
、

小

通草
、

虎尾草
、

白草
、

董草
、

茅叶董草
、

金色狗尾草
、

野大豆等
,

可以说营养成份多
,

营养价值

高
,

但也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

( 1 ) 零星草场多
,

大块草场少
。

影 响羊群规模
; ( 2 ) 有些草场

过牧
,

草场退化
,

有些则被农地所围
,

或离居住点太远
,

未被利用造成草场利用不均
;

( 3 ) 重

用轻养
,

重收轻投
,

生产责任制后
。

人们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种植业上
,

对草场更是掠夺式经营
,

使得畜牧数量在不多的情况下超载
;

( 4 ) 羊饲料用粮 比例不十分合理
,

精粗饲料未有一个较佳

的搭配
,

冬天缺草现象严重
。

2
。

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 ) 天然草场退化严重
,

急需改良和挖潜
; ( 2 ) 零星草场集中

连片
,

要通过人工种草
,

把零星草场连结成片
,

提高工作效率和草场载畜量
; ( 3 ) 羊种的培育

问题
,

由于本地山羊和绵羊退化严重
,

皿待改良
;

( 4 ) 劳动力素质问题
,

鉴于目前劳动力素质

太差
,

一方面要提高其技术水平
,

另一方面提高其经营管理知识
; ( 5 ) 资金问题

,

目前该县资

金缺乏
,

但草场改 良
、

羊种培育急需资金
,

因此必须探讨资金来源的途径
。

3
.

规划设想
。

按照上述分析
,

原则上应进行两方面的工作
: 一方面进行草场建 设 等 基 础

性工作 , 另一方面研究分析羊只种群结构合理化间题
。

1 9 8 7一 1 9 9 0年
,

重点是筹 集 资 金
,

加 快

草场建设
,

对草场投肥投劳
,

严 防过牧
,

在保证草场很快恢复的情况下
,

合理利用
。

对 零 星 草

场通过人工种草
、

退耕的方法
,

尽量连片
,

开辟 那些被农地包围了的草场
,

开辟距离 居 住 点较

远的草场
,

同时加快良种培育工作
,

使本地绵羊和山羊得到改 良
,

提高其生产性能
。

在经营管理

方面
,

对农户主要通过引导 的方法改变粗放的习惯
,

推广新羊种
,

因此
,

要经常与农户 沟 通 信

息
,

并传播市场动态
,

扶持少数养羊专业户
,

使这些专业户能起到带动和帮助一大片的作用和 目

的
。

为此 : ( 1 ) 制定一套草场改良措施
。

目前应由村统一管理经营
,

改 良实施过程承包到户
,

责任到人
,

劳肥折股
,

待羊只发展起来后分红或逐次归还
,

对不参加改 良的户给予经 济 制 裁
;

( 2 ) 对现有牲畜和发展起来的牲畜
,

严禁过牧
。

首先利用好作物秸秆和枯枝落叶
,

保证草场不

超过其承受能力 ; ( 3 ) 引进种公羊
。

到 1 9 9 5年前
,

每年引进 1 00 只 白绒公山羊
,

50 只细毛公羊
。

建立羊只人工授精站 40 处
,

大体分布是
:

南区 10 处
,

中区
、

北区各 15 处 ; 建立羊只冷精配种站 3

处
,

南中北三区各 1 处
。

这部分工作 1 9 9 0年前完成
; ( 4 )养羊业及畜牧业的收入中

,

必须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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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为草场建设资金
,

同时县政府要拨定量专款
,

并取得优惠贷款
,

保证草场恢复和羊只育种工

作的顺利进行
。

通过计算
,

发展养羊业每年需投资 8 万元 (不包括草场建设 )
。

这 8 万元由县上

投资
,

对于草场改良由农户从养羊收入内抽出一部分来进行 , ( 5 ) 建立羊只发展档案
。

通过羊

只发展档案
,

对羊只的发展进行诊断和研究
,

使羊只未来的发展具有计划性和针对性
。

1 9 9 0年~

2 0 0 0年
,

草场改 良等一些连续性的工作还必须继续进行
,

逐步形成合理的畜种种群结构
, 2 0 0 0年

之后
,

羊只数量基本稳定
。

在整个羊只发展过程 中
,

应该是增加细毛羊和 白绒杂种山羊的比重
。

奶 山羊的发展在 目前不宜过快
。

二
、

羊只结构研究

( 一 ) 羊只系统分析 羊只是畜牧业的一个子系统
,

但以其为研究对象
,

它又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循环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它既有物流
、

能流和信息流这种主体与环境的关系
,

又有主体内

部羊种
、

羊群间的搭配关系
。

根据安塞县 的实际情况
,

其循环结构如图 3
。

山 羊

询询 料料

娜娜 草草

资资 金金

势势动力力

羊羊只只

羊羊奶奶

羊羊肉肉

羊羊毛毛

羊羊级级

羊羊皮皮

羊羊称称

图 3 羊 只系统循环图

从图 3 可 以看出
:

羊只循环主体 内部包含有 33 个变量 (奶山羊数量不多
,

不详细分析 ) ;
从

投入一产出关系来看
,

有 4 种投入因素和 7 种产品 (包括副产品 )
。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合理的羊

种
、

羊群结构
,

以有 限的投入取得最佳的产品
。

(二 ) 资料的收集与计算方法 1
.

本资料主要是在县区划资料的基础上
,

结合县政府统计

资料而取得的
; 2

。

计算方法
。

羊只结构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进行优化调整
,

羊群结构通过常规方

法进行调整
。

(三 ) 羊只结构 通过微机计算
,

得 出羊只分区结构 (表 i )
,

通过常规方法得到羊群结构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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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羊只结构与灰色预测的统一性
。

灰色预测 ( 见图 2 )确定了羊只数量发展的区间
,

它是

历史的延续
,

表明了羊只发展的可行区域
。

计算结果都在我们控制的区间
,

首先说明了这些方案

表1 羊 只 分 区 规 划 裹 (单位
:

只 )

年份 戈组

山 羊 绵 羊 _ _

…

—
一

一
} 总 计

本地山羊 1 白杂山羊 奶山羊 小 计 }本地绵羊 { 细毛羊 1 小 计

0n
.n八曰n11o,1一勺中南北

1 9 8 6

4 8 5 6

5 2 9 0

! 合 计

1 6 9 8 7

2 4 1 1 3

2 6 1 4 6

6 7 2 4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3 9 9 7

2 7 1 4 3

2 6 1 5 6

7 7 2 9 6 1 8

8 9 9

0 4 5

8 0 0

2 2 0 0

4 0 0 1

7 0 0 1

5 6 5 6

7 4 9 0

1 1 9 0 0

2 5 0 4 6

2 9 6 5 3

3 4 6 3 3

3 8 0 5 6

1 0 2 3 4 2

叹dl从Jl勺5
,l汪

J,1tJ

1 9 8 8

2 0 1 3 6

3 0 5 2 5

3 3 1 6 4

8 3 8 2 5

0 0 0

0 0 0

南北中

1 1 0 0 0

2 8 1 5 1

3 3 5 7 0

3 3 1 7 9

9 4 9 0 0

7 7 0 0

7 0 0 0

8 0 2 0

2 2 7 2 0

9 0 0

2 0 0 0

4 8 1 0

7 7 1 0

8 6 0 0

9 0 0 0

1 2 8 2 0

3 0 4 3 0

3 6 7 5 1

4 2 5 7 0

4 6 0 0 9

1 2 5 3 3 0

!隔广|一llwel
.

峪
J

一

…
陌

行了,主甲口ùó
甲11勺,上只ù

合 计

1 9 6 6 5

3 3 6 9 1

3 7 5 9 0

9 0 9 4 7

1 1 0 0 0

3 5 0 0

5 0 0

1 5 0 0 0

3 0 6 8 2

3 7 2 4 2

3 8 1 0 7

1 0 6 0 3 1

8 2 8 8

8 0 0 0

6 2 2 8

2 2 5 1 6

1 0 5 0

2 5 0 0

5 3 0 0

8 8 5 0

9 3 3 8

1 0 5 0 0

1 1 5 2 8

3 1 3 6 6

4 0 0 2 0

4 7 7 4 2

4 9 6 3 5

1 3 7 3 9 7

南北中

一n以一00一n口

1 9 9 0

计

1 9 3 3 0

3 5 4 2 0

4 0 1 5 0

9 4 9 0 0

1 4 0 0 0

5 0 0 0

1 0 0 0

2 0 0 0 0 1 0 0

3 3 3 5 0

4 0 4 8 0

4 1 1 7 0

1 1 5 0 0 0

9 0 0 0

8 7 0 0

6 8 3 0

2 4 3 3 0

1 1 5 0

3 3 0 0

5 7 0 0

9 8 5 0

1 0 1 5 0

1 1 7 0 0

1 2 5 3 0

3 4 3 8 0

4 3 5 0 0

5 2 1 8 0

5 3 7 0 0

1 4 9 3 8 0

on
ùnù,目亡U,目

||
l
es
es

训一

|
l泪一…l|
11川一|l
ee!

川叫--H

|
|叫工||we
l

泪
l

南中北

1 9 9 5

计

1 4 1 2 0

3 5 4 3 0

4 5 3 0 0

9 4 8 5 0

2 5 0 0 0

1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0

3 0

9 0

3 0

1 5 0

3 9 1 5 0

4 7 5 2 0

4 8 33 0

1 3 5 0 0 0

1 1 3 2 5

1 1 1 1 5

7 5 6 0

3 0 0 0 0

1 7 2 5

4 7 2 5

8 5 5 0

1 5 0 0

1 3 0 5 0

1 5 8 4 0

1 6 1 1 0

4 5 0 0 0

5 2 2 0 0

6 3 3 6 0

6 4 4 4 0

1 8 0 0 0 0

南北中

1 1 4 6 0

3 2 6 8 0

4 8 4 3 0

9 2 5 7 0

3 2 0 0 0

2 0 0 0 0

8 0 0 0

6 0 0 0 0

4 0

1 2 0

4 0

2 0 0

一

拐 5 0 0

5 2 8 0 0

5 6 4 7 0

1 5 2 7 7 0

1 2 3 7 9

9 2 1 1

7 6 4 0

2 9 2 3 0

2 0 7 0

5 6 7 0

1 0 2 6 0

1 8 0 0 0

1 4 4 4 9

1 4 8 8 1

1 7 9 0 0

4 7 2 3 0

5 9 7 4 9

6 7 6 8 1

7 4 3 7 0

2 0 0 0 0 0

南中北

计

ll
llee|!险一|||卜障一||卜陌

!

2 0 0 0

是可行的
。

2
.

羊只结构与 自然资源的一致性
。

南 中北三 区的羊只数量与其天然草场面积成正相关
,

北

区草场面积大
,

其羊只数量也多
。

3
.

羊群结构的可行性
。

羊只的发展主要是由可繁殖母羊的数量决定 的
。

表 3 是 1 9 8 4年一

1 9 8 6年羊只繁殖情况表
。

1 9 8 8年一 2 0 0。年可繁殖母羊的比重如表 4 。

所 以规划的可繁殖母羊占羊

只数量的比重是可行的
。

种公羊与可繁殖母羊的比例在 3 : 1 00 ~ 5 : 1 00 的范围内
,

是 比较合理的
,

后备羊也能供应成年

羊只发展的需要
。

总之
,

图 3 的循环是符合实际的
,

因而循环是 良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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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关的几个向题

1
.

为了保证羊只结构的实现
,

必须满足其所需的精料和饲草
。

其精料和饲草需要量见表 5

和表 6 。

表 2 羊 群 结 构 (单位
:
只 )

年 份 一…
可繁母·

种 公 羊 后备母羊 后备公羊 商 品 羊 产 仔

本地山羊

自杂 山羊

本地绵羊

细 毛 羊

奶 山 羊

本地山羊

白杂山羊

本地绵羊

细 毛 羊

奶 山 羊

本地 山羊

白杂山羊

本地绵羊

细 毛 羊

奶 山 羊

本地山羊

白杂山羊

本地绵羊

细 毛 羊

5 0 2 9 5 3 3 6 1

6 6 0 0 4 4 0

1 0 0 8 3

1 3 2 0

1 9 7 8 3

2 5 9 6

2 7 6 6 2

3 6 3 0

1 9 8 8 1 3 6 3 2 9 0 9 2 7 2 7 5 3 6 2 7 4 9 8

几O一d
昌

ù .1月n一
成
马一O口n舀一一

4 6 2 1
3 0 5

一

… 。 z ;;;

1 8 1 7 2 5 4 2

3 3 6 3 6 29 3 0 4 3 5

6 0 0 5 0 3 3

王9 8 9 9 0 1

3 5 4

去豪叹孟一二型卫
-

.

1
- 一- 竺

一

{一里里,夕一

2 ` ” 2

}
“ “

}一 i卫竺呈
1 “ 6 2

}
3 5

… ;
~ -

99竺
.

7 5 5 4

2 9 7 0

3 3 2 2 1 1 3 8 8 3 8 0 { 2 0 9 7 3 3 2 3 6 1

7 0 0 2 4 0 0 6 8 2 0

1 9 9 0 8 5 9 “ ” 4 4

{
” 8 _ 8 3 6 5

3 4 5 1 1 8 2 3 3 5 9

5 9 7 5 6 2 8 4 6 1 0 4 3 4 2 8 5

2 5 2 0 0 1 2 0 0 4 4 0 0 1 2 0

1 9 9 5 1 8 9 0 0 9 0 0

9 4 5 0 4 5 0

退…二、 …、 …二粤掣粤
一

…一丝竺些
.

}一 2 些旦卜
一

典鹦
一

不地娜平 )
1 8 了 0 7 … ”丫了 } “ ” 2 3

333 3 0 000 9 000

111 6 5 000 4 555

二二亚……二三亘
一

~

二竺
一

{二兰
~

二竺
,

2 0 0 0

细 毛 羊

奶 山 羊

1 1 5 2 0 5` 0

)
` 8 ” “

222 1 5 3 111 3 3 4 6 333

999 0 8 000 1 4 1 1 222

666 8 1 000 1 0 5 8 444

333 4 0 555 5 2 9 222

222 1 0 1 333 3 8 6 1 666

111 3 6 2 000 2 2 2 7 222

666 6 3 555 1 0 8 5 000

444 0 8 666 6 6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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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羊 只 繁 殖 情 况 表

年 份 19 8 49 1 85 9 1 8 63 年 平 均

羊只总数 (只 ) 9 5 7 7 79 72 4 71 03 2 4 2

可繁殖母羊 (只 ) 5 4 4 815 9 5 78 63 5 4 2

5 5 4

4 70

可繁殖母羊比重 (% ) 5 6
。

8 8 61
。

2 6 6 2
。

8 8 6 0
。

4 0

表 4可 繁 殖 母 羊 比 重 表

19 8 89 9 1 819 9 1 09 9 5 2 0 0 0

数量 6 0
。

0 01 6
。

0 0 6 2
。

0 03 6
。

0 0 6 4
。

0 0

表 5 羊 只 精 料 摇 要 盈

二
二

牛

一一
…

一
`

一
一

…一翌
。 -

致重 又 Kg ,
,

“ 4 5 0 0 5 { “ 7 3 “ ` 4 … “ 0 0 ” ` 5 4 9 7 8 5 0 一 7 5 6 9 3 0

表 6 羊 饲 草 摇 要 里 (干 ) (单位
: k g )

区 划

月认几勺八曰nn
..

…
O口巴J自弓O口,“一̀

盛
q九匕ù匕
ǎ
日9自nUO曰11OU1 9 8 8 1 2 3 9 7 8 9 6

。

6 1 4 2 3 4 5 6 2
。

0

1 9 8 9 1 3 4 9 7 1 4 5
。

2 1 6 0 1 7 3 9 7
。

2

4 2 4 2 0 7 3 8
。

4 6 1 7 6 5 8 8
,

1 9 9 0 1 4 6 7 0 8 1 0
。

0 5 0 3 1 7 4 4 0
.

0

1 9 9 5 1 7 7 1 9 2 9 0
。

0

2 0 0 0 1 9 6 6 5 7 6 2
。

0

只

{

{
{

{
{

…
1 7 5 3 5 7 6 8

。
0

2 1 5 0 7 5 5 2
。

0

2 2 7 0 6 3 5 8
。

0

1 5 7 8 8

1 6 6 6 2

1 8 1 1 0

2 1 8 7 4

2 5 1 5 3

6 1 1 0 6

6 7 5 2 6

0 0 0

0 2 2
.

0

2
.

关于劳动力的问题
。

劳动力从量上来说是能满足羊只生产需要的
,

但素质太差
。

大多数

农户主要用的是小孩或年龄过大的老人等半劳 (或辅助劳 )力
,

造成羊只伤亡过多
。

因此
,

必需把

养羊的劳力纳入家庭生产的计划
,

同时
,

要对其进行不定期的技术讲座
,

提高其养羊的技术性
。

3
.

关于组织管理问题
。

必须把农户放牧与草场建设统一起来
,

使对草场建设的责任
、

放牧

权利和获得养羊的利益统一起来
,

一方面取得眼前经济效益
,

另一方面保持养羊业发展后劲
。

4
.

羊只的发展与水土保持
。

为了保持好水土
,

严防过牧
,

放牧要有计划性和针对性
。

羊只

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草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持水土
,

不增加新的水土流失区域
。



4 6水土保持通报 第10 卷 5 期

A S t u d y on t h e De v e l op m e n t of

Sh e e PH u s b a n d r y

L u Z 无艺 we i

in A n s a i Cu on t y

W a n g J 艺 j
“ n

( N r ot h we s t l几 s t 乞t 扮 t e o

f 5 0 1 1 a n d W
a t e r

C on s e r v a t i on ,

A c a
d

e m 艺a s 玄” 玄e a a n d M i “ 艺s t , 夕 o
f W

a t e r C o ” s e r ” a n C y )

A b s t r a e t

I n 七h 15 p a P e r ,
七h e G M ( 1 , l ) m o d e l f o r d e v e l o p i n g s h e e p h u s b a n d r )

15 b u i l t
,

t h a 七 18 ,

X 亡。 )

( k + 1 )

= 1 3 5 9 1 9
.

6 7 7 2 e o ’ 0 2 8 3 0 6 之 0 8 1 + 8 7 1 5
.

3 2 2 4 e 一 2 . 0 3 8 2 1 6 8 6 6 一 2 6 1 8 7
.

4 0 3 9
.

B e s i d e s , a f 七e r a s u g g e s七i o n h a v i n g b e e n p u 七 f o r w a r d t h e e o m p o s i七i o n o f

s h e e p e o l o n y 15 o p t im i z e d b y u s i n g 七h e m e t h o d s b o t h l i n e a r p r o g r a m m i n g

a n d t r a d i t i o n a l
, a n d t h e r e s u l七 s h o w s t h a t 七h e s h e e p q u a n t i t y W i l l b e

2 0 0 0 0 0 i n 2 0 0 0 a n d t h e r a t i o o f t h e g o a t g u a n 七i七y a n d L九。 s h : : p 15 3
.

2 3 : 1
.

K e y w o r d s :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s h e e p e o l o n y m o d e l g r e y f o r e e a o t i n g

g r a s s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川 .
. 卜闷卜 卜侧卜…脚 .卜月卜 卜今

.

…咖
.
川卜 卜咖… 咖

.

卜明卜
.

二明卜 妇曰卜 卜明卜
.

.

咖
· 卜枷

。

,l 今
.

二 日卜 卜如
,卜… 卜 1111

二 卜叩 卜中
.

卜助二 吻
卜卜 中

奋卜 叨. 0 . 月抽
.

卜叼卜
·

卜 .hl …叫协
.

.
·

川卜 十峭 . . ` 咖
. 卜叫卜

. ”

咖…曰卜 . 川卜
.
心

, .
·

. 二 叫卜 . 币
卜

( C o n t i n u e d f r o m P a g e 3 2 )

T h e r e v ie w a n d e x Pe e t a t io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in A n h u i Pr o v in c e

L 云 Y o n g j 么
`

( D
e 刃a , t饥 e 笼 t o

f W a t e ,
C o n s e , : a 几 e 夕 o

f A介 h
。 艺 尹 , o ” 艺n c e )

A b s t r a e t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A n h u i P r o v i n e e

w e r e r e v i e w e d i n t h i s P a P e r
.

B a s e d o n e x P o u n d e d t h e r e a s o n w h y t h e w o r
k

r o s e a n d f e l l a n d s u m m r i z e d t h e e x P e r i e n e e ,
t h e a u t h o r P o i n 七e d o u t t h a七

t h e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

w h i e h w a s n o t a P u r e t e e h n i q u e p r o b l e m b u t a e e o -

n o m i e a n d s o e i a l o n e , s h o u l d b e f o e u s e d o n a L a w s y s t e m ” p e r f e e t i o n 5 0

t h a七 t h e s i g n i f i e a n t b e n e f i L e o u l d b e g a i n e d
。

K e y w o r d s : s m a l l w a t e r s h e d
,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v a t i o n e o m P r e h e n s i 、

一

e

e o n 七r o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