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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业协调利用的角度
,

通过对准格尔旗五分地沟小流域水土保

持效益与发展畜牧业关系的分析
,

论述了该流域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途径和措施
,

为整个皇甫

川流域合理
、

有效地利用饲草资源
,

持续稳定地发展畜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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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月IJ 舌

内蒙古准寸各尔旗皇甫川 流域
, 面积为 1 3 4 sk m

“,
占整个皇甫川流 域 面 积 (2 7 9 3 k m

“
) l孜勺

4 8
.

2 %
。

属丘陵沟壑地貌
,
其特点为丘陵起伏

,
沟谷纵横

, 水土流失严重
,

由此造成生产水平低

下
,
人民生活贫困

,
生态环境恶化

。

五分地沟小流域是准格尔旗皇甫川38 条小流域中的一条典型

流域
,
其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与畜牧业生产发展模式对皇甫川流域农林牧全而发展和综合治理

具有指导性
。

控制水土流失就要进行水土保持
,

只有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综合治理才能减少水土流失
,

改

良土壤 ,
保护土地资源

。

而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 是繁荣地区经济

,

增加群众收入的主要产业
。

在水土流失地区
,

可以利用水土保持林草建设

形成的饲草资源发展畜牧业生产
。

畜牧业的发展可促进水土保持效益的提高
。

该文通过五分地沟

流域几年来的水土保持治理成果
, 论述 了在水土保持的前提下

,

如何 以林草业为纽带
, 发展畜牧

业生产
,
初步探讨出了畜牧业生产发展 的模式

, 为同类地区发展畜牧业提供科学依据
。

二
、

概 况

五分地沟试验示范区在皇甫川流域的十里长川 中游东岸
,
位于内蒙古准格 尔旗 海子 塔 乡境

内
,

包括 3 个生产合作社
, 总面积 7

.

7 k m
“, 可利用土地面积 73 1

.

5 h a
。

治 理 前有 人 口 3 30 人
,

13 9个劳动力
,

人 口密度42 人/ k m
’,
有大小牲畜 9 39 头 (只 )

,

其中羊7 17 只
。

境内土壤 主 要 是

黄绵土
、

风沙土和栗钙土
,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 1 %

。

植被稀疏
,
覆盖度在30 % 以下 , 土壤侵蚀

模数为 8 2 6 3 t/ (k m
“ ·

a )
。

气候特点
:
年平均气温为 7

.

3 ℃
,

年降雨量为 3 8 5
.

2 m m ,
其 中 6 一 9 月 为 31 1

.

6 m m
,

占全

年降水量 的8 0
.

9 % ; 年蒸发量为 1 9 4 o
.

3 m m ;
无霜期为 1 48 天

;
) 10 ℃的 积 温为 3 2 18

.

2 ℃ ; 相

对湿度 52 % ; 日照时数为 3 10 1 h
。

总之 ,
该 区的气候特点是 日照充足

,

有 效 积 温 高
,

水 热 同

期
,

有利于植物生长
。

但夏季降雨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

加剧了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
,

春季多风而

干旱 , 不利于植物生长
,

风蚀严重
。

三
、

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业协调性

水上保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
,
构成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体系

。

工程措施主妥为

生物措施服务
夕

而生物措施经济效益的主要体现者是畜牧业
, 生物措施生产出的饲草是发展畜牧

业的基础
,

以草定畜方可保证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
。

五分地沟试验示范区在
“六五 ” 的基础上

,

抓住 了以林草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和 以种草为纽带的农牧结合
,

使
“七五”

期间的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取得显著效益
,
农林牧得到了全面 发 展

。

1 9 8 9年治理 面积 由1 9 8 6年的 6 194
.

3亩提 高 到

8 92 7
.

8亩 ;
年侵蚀模数减少到 2 Zo g t/ (k m

“ ·

a)
,

减沙72 % ;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比例

由 1 9 8 5年的 1 0 %提高到 5 2
.

5 % ;
人均粮食由 1 9 5 5年的2 0 sk g 上升到 2 9 5 9年的 5 6 4 k g

。

(一 ) 农业建设与畜牧业发展的协调性 五分地沟流域经农业措施实施后
, 农 田水保效益明

显提高
。

据观测表明
: 梯田比坡地径流量减少82 % ,

侵蚀量减少99 % 以上 ; 等高横垄耕作与顺坡

耕作侵蚀量减少60 % ,
粮草带状种植径流泥沙小于单一种植农作物 ; 川台地拦蓄径流的作用与梯

田相似 , 沟坝地是蓄积径流泥沙的场所
,
蓄水保土效益高

。

农业措施在减轻与控制水土流失的同

时 ,
使农作物单产提高了 2 ~ 4 倍

。

粮食增产
,
解决了温饱问题

,
使斜坡地

、

不合理的垦荒地退

耕种草养畜
;
粮食增产

,
农作物秸秆及饲料粮随之增加

, 为发展畜牧业扩大了饲料资源
。

由于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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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的发展
,

使土壤有机肥增加
,
从而促使牧草及农作物生产力提高

。

(二) 林草建设与发展畜牧业的协调性 林草业是水土保持的重要环节
,

是发展畜牧业的基

础
。

五分地沟流域原有天然草地2 57
.

9 h a
,

占草场总面积的 4 8
.

8 % ,
草场严重退化

,
牧草低矮 稀

疏
,

形成丛生化和半灌木化
, 生产力低

, 亩产鲜草50 k g
。

通过几年的草场改 良
,
将原有的天 然

草地改造了 2 13
.

3 h 。
,

人工草地增长为 1’l 5
.

3 h a (详见表 1 )
。

]
一

9 89 年各类草场鲜草产 量 由1 9 8 5

一

年的 1 3 4
、

7万 k g 提高为2 4 6
.

0万 k g ,

冬季可贮存干草 12 G
.

0万 k g
。

草场暖季载畜能力 由 1 9 8 5年 的

1 2 7 1个羊单位提高到 1 87 6个羊 单位
, 而流域暖季实际饲养量为 1 74 4个羊单位

,

畜草处于 协 调

发展状态
。

据 1 0 8 9年准格尔旗资料
夕 全旗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4 5

.

7 h a ,
退化 的天然 草 场 占8 0 % 以

_

U
一

‘

,

平均亩产鲜草7 5 k g ,
草场载畜能力为 3 4

.

7万个羊
一

单位
,

而全旗实际牲畜数为 7 2
.

2 万个 羊 单

位
。

就草场现有 的生产水平
,

全旗草场处于严重的超载状态
,

从而使水土保持与畜牧业处于非协

润止伏态
。

表 l 各类草场建设对比表

天然草地 { 改 良草场 人工 草地 灌木林地 } 林间草地

一彭叮)
�

a一h一

平 份
,

总山l积

( h a )

比} 积 I 、% ) } 百l 积 } ( % )
( h a ) ! ! ( h a ) }

面 积
( h a )

正i 积
( h a )

(% ) ( % )

暖季载畜
能 力
(羊单位 )

2 5 7
。

9

4 1
。

1

卫
.

1一

⋯
1 03 一

⋯
1 9一

⋯
1 2 7 1

:二
.

}一
9

t
0

‘
3 7
:{

, 、

}一{竺)
二:

091
noCOse‘J.J,. 一一J.J.J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工

3.娜

nU工怂八O叮‘,上,土

‘

一
l

小

流域的林业建设发展速度快
, 造林面积由 1 9 8 5年的l lCh a 增加到 1 9 8 9年 的2 4 5

.

9 ll a
,

生 产 可

供羊食用的杨柳 叶 1 0
.

2万 k g
。

造林可促进牧草生
一

长, 如造林前低矮的天然草地柱f产鲜草 50 k g ,

造林 1 0年后
,
林下牧草亩产鲜草 1 0 0 k go 由于林草建设

,
植被覆盖度 由 1 9 8 5年 的3 0 %提高到 1 9 8 9

年的7 2
.

8 % , 据试验
,

牧草覆盖度由20 %提高到60 % , 径流量和侵蚀量都减少30 % 以上 ,
风蚀也

随之降低
。

山此可见 ,
林

一

草建设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又使农林牧各业步入协调均衡发展的

状态
。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
,

在皇 甫川流域安使水土保持与畜牧业协调发展
,

必须 以林 草为纽带
,

抓

好基本农田建设
,

改 良大然草场
,
建立人工草地

,
保护封育草场

,
充分利用林间草地

, 把放牧场

与打草场结合使用
,
使林

一

草顺利生 长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严防草场超载使农牧业生产与水土保持

达列良性循环
。

四
、

畜牧业生产发展模式

在五分地沟流域的畜牧业生产中
,
坚持种草养畜

,
恢复植被

,
控制水

_

仁流夕、 , 实行农牧结合

的发展方向
; 正确处理畜禽数量与质 圣的关系

, 提高牲畜个体生产性能
;
大力发展以养羊为主的

草食东畜
,

厂

隐步发展猪鸡业
,
推行饲草加工调制技术

, 提倡实行短期畜牧业
,
加强畜禽疚病防疫

工作
。

几年来 , 我们坚持在适度发展中求效益的原则
,

一手抓发展
,

一手抓效益 , 初步探索出了

以养羊业为重点 的畜牧业发展模式
。

(一 ) 改良畜种
,

调整畜群结构 畜群结构是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
。

一

个好 的畜群结构
,

它既能满足各业协调发展的需要
,

又能合理的利用资源
,
保护资源

。

不合理的

商群结构
夕 会破坏草场资源

,

使草场退化
, 造成水土流失

。

如 由于羊绒价格暴涨
,
促使饲养山羊

出现 了过热现象
。

据调查
,

l勺蒙1分8 了~ 工9 8 8年的山羊纯增速度为 19
.

3 % ,
由于山羊迅假绷展使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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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构严贡失调
,

造成牲畜超载
。

根据本流域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需要
,
对原有的畜群结构进行

了调整
,

在畜群结构中增加羊的比重
,
在羊结构 中以饲养毛用绵羊为主

,

适当发展白绒山羊
; 以

精饲料为主的猪鸡稳步发展
; 缩小役用畜在畜群 中的比例

;
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重

, 淘汰老龄

畜
,

使畜群结构向着商品化
、

合理利用饲料资源
、

调节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形成了一个 比较合理 的畜群结构 (见表 2 )
,

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

表 2 畜群结构变化表

猪猪 〔头))) 鸡 (只 ))) 绵羊 (只 ))) 山羊 (只 、 1

役 畜(匹
、

头 ) {{{

比比 重重 数 量量 比 重重重 数 最最 比 重 { 数 最最 比 重重
(((% ))))) (% ))))))) 一一 (% )))

。。。。。。。。。。。。。。。。。。

⋯
。。 36 9

。

000 2 7
。

333 1 35 0
.

888

222 0 444 1 5
.

111 60
.

888 4
。

55555 2 3 5
。

2 1 0
.

222 3 1 4
.

555 13
。

666 2 3 1 0
。

333

444 2 888 1 8
.

555 1 7 4
.

666 7
.

6666666 一一一一

lllllllllllllllllllll

在调整畜群结构的同时
,

对土种言进行改 良
。

为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

引进了优 良细毛羊
、

白

绒山羊及猪鸡种
,

除 自行繁育外
,

与当地畜种进行杂交改 良
,

提高畜禽生产力
、

出栏 率 和 商 品

率
。

由于羊是最适宜木区 自然条件
、

最能有效利用饲草资源
、

饲养成本最低的经济畜种
, 又是农

民牧业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

应着重抓羊的改 良工作
。

从 1 9 8 6年以来
,

用引进的鄂尔多斯细毛羊

和内蒙古细毛羊优 良绵羊种
,

改 良当地土种绵羊
,

用优 良的自绒山羊代替
、

改 良土种山羊
。

土种

羊未改 良前每只年产毛为 1
.

38 k g
,

屠宰率为 4 5
.

7 %
,

大群年平均产羔率仅在90 %左 右
,

经 高代

改 良后
,

每只改 良羊年平均剪毛为 5
.

1 4 k g
,

最高可产 lok g ,

大群平均产羔率 在1 35 % 左 右 , 屠

宰率为 4 7 % ; 土种山羊平均每只年产绒约 0
.

2 8 k g
,

而经改 良后的山羊
,

平均每 只产 绒 o
.

sk g
。

羊经改良后
,

生产性能得到提高
,

其 经济效 益随 之增加
。

1 9 8 9年 试 区 羊 结构中 良种 羊 约 占

93 %
夕

人均羊产值纯收入1 93 元 ,
占牧业纯收入的 7 3

.

0 %
。

对猪种改 良是应用遗传育种原理及杂交优势技术
,
将引进的优 良猪种约克夏 (肉脂兼用型)

及杜洛克 (瘦 肉型 ) 与本地猪杂交
,

因为这两个优 良种猪均有生
一

长发育快
、

早熟
、

繁殖力强
、

词

料转化率高
、

耐粗饲
、

遗传性稳定的特点
, 使杂交后代的 日增重平均提高15 % ,

饲料 消 耗 降 低

5 % 一 10 %
,

屠宰率由原 来的 6 0 %左右提高到72
.

5 %
,

母猪繁殖力也有提高
,

仃胎产仔约 1 0头左

右
。

不但质量得到提高
,

而且数量也有了发展
,

价猪存栏数由 19 8 5年的 102 头发展到拍 89 年的 2 14

头
。

鸡是农民 的经济来源之一
,

多以卖蛋为主
。

流域原有鸡 1 52 只 , 土种鸡 占9 8 %
。

其 特点 是 爱

抱窝
,

避冬又避暑
,

年产蛋70 一 1 00 个
。

为此
,

引入北京白和 8 56
一

号雏鸡
,

由农户饲养进行繁殖
,

其特点为下蛋早
,
产蛋多

,
年产蛋在20 0个 以上

,

经几年繁殖 改 良, 现在蛋鸡每 只平 均年 产 蛋

1 40 个 以上
,

饲养数量达 5 82 只
,

除个别土种母鸡留作孵化外
,

均为 良种鸡
。

役用畜是农副业生产的辅助动力
,
在现代化 的畜牧业经济中占的 比例甚微

。

对役畜在数量 上

适量减少
,

不断淘汰老龄畜
,

用使役力强的役畜代替
夕 到 19 8 9年役畜由 1 9 8 5年的74 匹 (头) 降为

62头 (匹 )
。

有了适合木地 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需要的合理畜群结构
,

加上畜种改良
,
流域畜牧业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
。

(二 ) 应用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和疫病防治技术 流域有着广阔的草场资源
, 由于大片草场

少 ,
零星草场多

,
而且人工草地距居住点较远

,
加之与水土保持不协调 的全年放牧的饲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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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草场利用不均
,
对某些草场进行掠夺式经营

,
使这些草场处于超载状态

, 草场严重退化
,

水

土流失加剧
。

为此 , 将传统的放牧饲养变为半舍饲饲养的方式
, 它具有放牧与舍饲的优点

。

与全

年放牧相 比
,
能保护植被资源

,
充分利用农产品中人们不能利用的部分

,
合理利用劳动力

,
能使

家畜生长周期缩短
, 提高出栏率

,
使家畜繁殖成活率提高

。

与舍饲相比
,

家畜饲养成本低
,

在夏

季不存在人畜矛盾
,

减少因饲养环境条件差带来的疾病
。

由于饲养方式的改善
,

使畜牧业生产和

草场建设均得到提高
。

应用饲料营养学原理
,

根据畜禽不同的营养需要标准
,

使用配合饲料
,

更

好地发挥其生产性能
。

畜禽疾病防治是稳定发展畜牧业生产 的关键
。

据准格尔旗资料
, 全旗共有26 个乡 (镇 )

,

有

18 个乡 (镇) 流行猪瘟
,

10 个乡 (镇) 流行鸡 瘟
,

每 年猪 死亡 数 占存栏数 的n
.

5 %
、

家 禽 占

2 2
.

8 %
,

羊 占8
.

7 %
,

给全旗的畜牧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

为此
,

在试区加强了对畜禽主要疫病
,

寄生虫病 的综合防治工作
。

每年春秋两季
,

配合乡兽医站搞好猪鸡瘟疫苗接种注射
,

采用高效
、

广谱和低毒的驱虫药对羊进行驱虫
,

剪毛后进行药浴
,

每年 6 月份搞一次羊 的三 联疫 苗 预 防注

射
, 从而保证了亩禽 的健康

, 减少畜禽死亡
。

目前 , 农民 已认识到防疫工作 的重要性
, 对畜禽疫

病防治形成了自觉的行动
, 使试区畜禽发展直线上升

。

(三 ) 推行饲料加工调制技术 饲料经加工调制后
,

能提高营养价值及可消化率
,

改善适 口

性
,

还可长期保存
,

调节冬春饲料供给不足的矛盾
。

由于作物秸秆和皮壳等粗饲料是皇甫川流域

一个很大的
“
饲料资源

” 夕 用这廉价易得的
“
饲料资源

”
换取人们需要的皮毛

、
.

肉
、

蛋
、

奶等畜

产品
夕

减轻草场载畜压力
。

因此
,

对粗饲料加工调制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显得非常重要
。

饲料加

工调制方法很多
,

根据当地现有的条件
,

采用了物理和微生物相结合的加工调制技术
。

1
.

玉米秸秆青贮
。

19 8 7年秋青贮了 8 2 50 k g 玉米秸秆
。

青贮方法是把秋收后的玉米秆铡成

l 寸左右的短节
夕

装入青贮窖内 (含水量要调节适宜 ) ,
待压实装满后封口

, 经 1 个月 后的密封

发酵
,

可取出饲喂
。

青贮的结果是
:
青贮玉米秸为黄绿色

,
气味酸甜醇香

,
质地柔软多汁

。

经试

验
,

青贮玉米秸比干玉米秸利用率提高20 % 左右
。

2
.

饲草粉碎调制
。

1 9 8 8年 3 月在试验场将沙打旺
、

青干杂草
、

农作物秸秆
、

树叶等混合后

用粉碎机加工成营养丰富 的草粉
。

将草粉用水拌湿放入缸内压实密封发酵
夕
在 15 ~ 20 ℃的温度下

经 48 h 即可饲用
。

不仅可以 喂羊
, 还可作猪 鸡 的配合 饲料

,

大 大降低了 猪鸡 的饲养 成本
。

经 试

验
,

在猪饲料中加入 5 % ~ 10 % 的草粉
,

其洞体重提高 5 % ;
在鸡 日食中加入 2 % 的草粉

,

对鸡

产蛋无影响
。

我们对发酵章粉做了利用率测定
,

用干草作对照
,

以 8 只细毛羊为试验对象
,

试验结

果见表 3
。

由表 3 看出
,

草粉发酵后
, 利用率最高

,

可达 100 %
。

因此
,

在流域内推广 这 项技术

是非常重要的
。

3
. “仿生饲料

” 生产技术
。

该技术是将作物秸秆粉碎后
,
加入适量价格便宜的调制剂

,
封

入缸内或池内
, 15 天后即可饲喂家畜

。

经多处试验结果表明
: “

仿生饲料
” 可以大 量 代 替饲 料

粮
, 39 头小猪使用60 % 的 “

仿生饲料
” 日增重 325 克以上

,
符合正常喂猪增重标准

。

而 且 用 “仿

生饲料
” 能减少动物消化道疾病

。

这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饲源
, 应积极推广

。

(四 ) 提倡发展短期畜牧业 现代化畜牧业生产的特点是向着商 品化方向发展
,

原来以役用

为 日的
、

经济价值低的畜群结构转化为以商品性为 目的
、

经济价值高的畜禽结构形式
。

夏秋牧草

茂盛
,

冬春枯草期长
, 应按照这一自然规律

,
在夏季刘

.

淘汰下来的老龄畜实行短期育肥
、

出栏
,

当年羔羊除一些良种羊替补当年淘汰的老龄羊 以外
,

其余均进行当年育肥
,
秋末出栏

,
提高商品

率
,

减轻冬春饲草不充足的压力
, 同时还可控制羊只数量

, 以免盲自增加
。

可以利用冬季劳动力休闲时节育肥
“
架子牛

” ,
将淘汰下来的奶牛或投牛短期摧肥

, 然 后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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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出售
,
增加牧业经济收入

。

如试区 1 户农民赵喜仲
, 购回一头

“
架子牛

” 4 30 元
,
育肥 2 个 月

后屠宰 ,
卖 肉皮得7 00 元

,

扣除买牛和饲料费
, 纯得2 00 元

。

表 3 发醉革粉利用率测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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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次试验连续进行 3 天
;
青 (干) 草饲喂前铡成 1 寸左右的短节

;
草粉与青 (千 ) 草是同时投入试验 圈

舍内的不 同饲槽中
,

其中草粉拌有 5 %的玉米粉

五
、

试区饲草生产力与畜牧业经济效益分析

(一 ) 饲草生产力分析 试区可供家畜利用的有天然草地
、

人工草地
、

林间草地
、

灌木林地

及作物秸秆和杨柳叶
。

根据饲草资源现状及其生产力计算 (见表 4 ) 分析得出
: 试区理论载畜量

为 1 9 2 2
.

9个羊单位
。

其中天然草地载畜 1 3 4
.

6个羊单位
,
占7

.

0 % ; 人 工 草地 载畜8 8 0
。

0个羊 单

位
,

占4 5
.

8 % ; 林 间草地载畜 1 52
.

6个羊 单位
,
占7

.

9 % , 灌木林地载畜60
.

6个羊单位
,
占3

.

2 % ;

作物秸秆载畜6 3 9
.

3个羊单位
,
占3 3

.

2 % ;
杨柳叶载畜 55

.

8个羊单位
,
占2

.

9 %
。

而 19 8 9年实际载

畜量 为 1 74 4个羊单位
。

拉理论计算
,
波有 1 7 8

.

￡冷羊胃粒傲载 畜 徘丈
,
仁为了保拮水土和改 良

草场
,

每年要对一部分天然草场进行封育
,
所 以

,
在现有饲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

, 畜草处于协调

平衡状态
。

由于天然草场生 产力 处 于 低水平
,
植被属低等草

,
加上各类草地缺乏科学系统的管

表 4 饲草生产力计算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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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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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草地

林间草地

灌木林地

作物秸秆

杨柳叶

合 计

11 1
。

5 2 7 12
。

3 13 4
.

6 83 5
。

7 一 70 1
。

1

17 5
。

3 9 7 72
.

5 880
。

0 880
.

0

1 98
。

0 1 5 0 0

4 8
。

0 3 0 7 3
。

5

3 0 2 4 26
.

9

7 13 1 19
。

3

29 7 0 00

14 7 52 8
。

0

5 55 5 11
。

0

10 1 77 6
。

5

19 6 57 7
。

5

2 8 4 8 3 9
。

4

22 2 7 5 0 1 52
。

6

8 8 5 16
。

8

1 52
。

6

6 0
。

6 6 0
.

6

93 3

8 1

3 06
。

6 6 39
。

3 6 3 9
。

3

42 1
。

2 55
。

8

62 0
。

8 1 17 3 6 1
。

7 8 0 7 4 11
。

5 1 9 2 2
。

9

5 5
。

8

1 74 4 17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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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一
_

_

一 —
—

—理 , 没有充分开发利用起来
,
还有待于进一步建设

,
提高草场的生产力

。

实行饲草 加工 调 制 技

术
,

有效地进行草畜转化
,
可 以充分挖掘饲草资源的生产潜力

,
扩大载畜量

。

(二 ) 畜牧业经济效益分析 畜牧业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

试区在水土保持草

业建设 的保障下
, 经几年的品种改 良

、

畜禽结构的合理调整及科学饲养管理技术的引导
,
使畜牧

业在 1 9 8 9年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
,
产值由 1 9 8 5年的1

.

42 万元 (占农业产值的10 % )
,

提高为24
.

13 万元 (占农业产值的32
.

8 % ) , 人均纯收入为2 6 4
.

3 7元
。

提供 畜 粪4 69
.

7万k g , 由

于畜粪增多
, 粮食产量增加

,

林草生产力提高
, 使全流域农林牧得到全面发展

。

因此
, 抓好畜群

结构调整和品种改 良
, 种草养畜

, 兴牧促农
, 农牧结合是皇甫川流域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业中心

环节
。

六
、

结 论

(一) 皇甫力1流域发展畜牧业生产是水土保持林草建设 的归宿
。

保护资源就等于保护牛羊
。

只有有计划地建设和使用土地资源
, 将牲畜数量 严格控制在饲草资源增长水平以下

,

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土壤侵蚀和抗风蚀 的能力
。

(二 ) 皇甫力}流域发展畜牧业生产必须在水土保持 的前提下
, 以草定畜

, 改 良品种
, 形成合

理的畜禽结构
,

应用科学饲养管理方法提高饲料利用率及牲畜商品率
,

推广饲草加工调制技术
,

扩大饲草资源
,
加强疫病防治工作

,
使畜牧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

(三) 随着时代 的发展
, 社会需要畜牧业生产 向着商品化方向发展

,
在饲料资源允许的范围

内
,
大力提倡发展短期畜牧业

,
力争 以最小的投入

,
换取最大的产值

。

(四 ) 皇甫川流域应在提高粮食单产的前提下
,
大力发展林草业

,
有效地控制土壤侵蚀

。

通

过种草养畜
,
使水土保持与畜牧业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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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析与评价

1
。

从表 5 可 以看出
, 2 0 0 0年仅粮食一项能负担 3 3 45 人

, 为小流域人 口 的 2 倍以 上
, 除 满

足需要 (口粮和饲料粮外) 可提供商品粮6 4
.

1 1万 k g
,

平均每人能提供商品粮 5 3 o k g
。

2
。

蔬菜
、

油料
、

水果
、

木材等农林产 品除满足小流域需要外
, 还能大量出售

,
实现了该小

流域全面发展的 目的
。

3
。

油料略有短缺
, 应扩大油料种植面积

。

4
。

小流域 以农业为主
。

因此 , 从工副业现金收入上还不能满足小流域要求
, 通过农产品的

出售 , 可以弥补其不足
。

5
.

以价值为标准
, 经过折算

,
该小流域的环境人 口容量为 2 56 4 人 , 治理后环境容 量 远远

大于小流域实际人口 数量
,
小流域系统处于 良性循环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