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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在调查宁南贫困山区固原县畜牧业现状的基础上
,

设置示范区
。

应用畜群结构调整
,

引

入良种
,

推广科学养殖等技术措施
。

经过 3 年的示范性工作
,

畜群结构趋于合理
,

种群 良种化
,

商

品率提高
,

畜牧业发展
。

经济
、

社会效益显著
,

使该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初步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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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y w o r d s I iv e s t o e k g r o u p b e : l o f i t

农业生态系统中种植业
、

牧业是两个主要的基本功能单位
,

而畜牧业是该系统的消费者
,

同时

是畜产品和有机肥的提供者
,

因此畜牧业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有极大的影响
。

在

宁南贫困落后的山区
,

畜牧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

表现在劳力
、

用地和投资等方面分配 比例极少
,

在

系统中作用很小
。

而且现存畜群结构不合理
,

种畜退化
,

有机肥不足
,

耕牛少
,

老牛多
,

出栏率
、

屠宰

率和商品率低
,

这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本文旨在从改善畜牧业种群结构入手
,

促进畜牧业发展
,

发挥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应有的作用
。

收稿日期
:

19 9 2一 1 0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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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现状分析与调整途径
(一 )现状分析 在该区以固原县的马渠乡

、

河川乡和彭堡乡的曹洼村为定点研究对象
,

调查结

果见表 ( 1)

表 1 固原县科技扶贫示范区畜禽结构调查 ( 1 9 8 7 年以前
,

年平均 )

乡乡
、

村村 项 目目 大 家 畜畜 羊羊 猪猪 鸡鸡

小小小小 计计 牛牛 驴驴 骡骡 马马 小 计计 绵 羊羊 山羊羊羊羊

河河 川 乡乡 存
’

栏栏 5 1 9 000 2 2 8888 2 3 4 000 3 6 777 1 9 777 1 2 4 3 444 1 0 4 5 333 1 9 8 111 1 5 4 999 8 9 3 111

111 9 8 3 ~ 1 9 87 年年 折合绵羊单位位 2 1 2 8 000 1 1 4 4 000 7 0 2 000 1 8 3 555 9 8 555 1 2 0 3 888 1 0 4 5 333 1 5 8 555 3 8 7 333 2 2 333

马马 渠 乡乡 存 栏栏 1 4 7 555 3 5 555 6 1 111 3 9 777 1 0 555 1 0 0 9 111 7 7 3 111 2 3 6 000 6 0 777 9 5 666

111 9 8 5 ~ 1 9 8 7 年年 折合绵羊单位位 6 1 1 888 1 7 7 555 1 8 3 333 1 9 8 555 5 2 555 9 6 1 888 7 7 3 111 1 8 8 888 1 5 1 888 2 444

曹曹 洼 村村 存 栏栏 3 9 333 1 6 111 2 1 333 l 111 888 4 5 666 4 4 555 1 111 1 8 444 7 1 222

111 9 8 3 ~ 1 9 8 7 年年 折合绵羊单位位 1 5 3 999 8 0 555 6 3 999 5 555 4 000 4 5 444 4 4 555 999 4 6 000 1 888

合合 计计 存 栏栏 7 0 5 888 2 8 0 444 3 1 6 444 7 7 555 3 1 000 2 2 9 8 111 1 8 6 2 999 4 3 5 222 2 3 4 000 1 0 5 9 999

折折折合绵羊单位位 2 8 9 3 777 1 4 0 2 000 9 4 9 222 3 8 7 555 1 5 5 000 2 2 1 1 111 1 8 6 2 999 3 4 8 222 5 8 5 000 2 6 555

比比比例%%% 5 0
.

6 222 2 4
.

5 333 1 6
.

666 6
.

7 888 2 7 111 3 8
.

6 888 3 2
.

5 999 6
.

0 999 1 0
.

2 333 0
.

4 666

畜牧业构成以大家畜牛驴为主
,

猪次之
,

鸡所占比例很少
,

老牛多耕牛少
,

种畜退化
,

畜牧业经

济脆弱
,

适龄母畜所占比例过低
,

疫病流行
,

科学养殖水平低
。

(二 )调整途径 1
.

积极引进优良品种
,

合理调整畜禽结构
。

畜群结构是否合理是直接关系到畜

牧业的商品发展和饲草资源的合理利用
。

1 9 8 8一 1 9 9 0 年先后示范 引进秦川牛 12 头
,

关中驴 10 头
,

辽宁绒山羊和小尾寒羊 49 只
,

将当地八眉母猪和杜洛克种公猪杂交
,

利用杂种一代向瘦肉型方向

发展
,

充分利用优良品种
,

改善种群中退化品种
。

改变养长寿畜
,

树立商品经济的观念
,

缩短养殖时

间
,

淘汰生产繁殖能力低的老畜
,

节约草料
,

保证适龄母畜和青壮畜的安全越冬
,

增加畜群结构中饲

料转换率高的猪
、

鸡比例
。

2
.

加强饲草和饲料的基本建设
。

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
,

提高草场初级生产力是保证

畜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

立足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草场
,

进行轮封轮牧
,

据夏
、

秋牧草生长旺

盛
,

营养丰富的特点
,

进行短期肥育
,

提高出栏率
。

因地制宜扩大豆科牧草的种植 比例
,

走
“

种草养

畜
,

以草促畜
,

以销促产
,

以养促种
”

的路子
。

实行
“

以草代歇
,

以豆肥地
,

草豆麦轮作倒茬
” ,

促进农牧

业的协调发展
。

3
.

推广科学养殖技术
,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

单一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制度
,

阻碍着农业经济的

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
,

宣传科学技术
,

改变旧习惯
,

即
“

养牛为耕田
,

养猪为过年
,

养鸡挣个零花钱
”

的思想
,

推广科学养殖技术
,

开展技术培训
,

传播良种繁育
,

疫病防治
,

改变传统养畜方式
,

提高生产

转化率
。

发展示范户
,

以起带头作用
。

二
、

结构与效益

(一 )畜禽结构配置趋于合理 1 9 8 8一 1 9 9 0 年曹洼
、

黄河
、

寨注三个示范村畜禽结构与 1 9 8 3一

1 9 8 7 年平均结构比较
,

( 见图 1) 其增 长率分别为
:

牛 34
.

6 %
、

猪 34
.

1写
、

鸡 60 写
、

驴 3
.

12 %
、

骡

14 写
,

以牛
、

猪
、

鸡增长最为 明显
,

同时提高幼龄畜
,

青壮畜的比例
,

适龄母畜增加
,

使种群呈增长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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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结构趋于合理
,

初步实现了
“
稳羊

、

增牛
,

发

展猪禽
”

的 目的
,

向专业化
、

商品化发展
。

品种改 良初见成效
,

示范区先后 引进秦川

牛 12 头
,

冷冻短角牛
、

西门达尔牛精液改良地

方黄牛
,

·

杂交改良 2 16 头
,

关中驴 1。头
,

杂交改

良本地驴 1 50 头
。

还引进新疆细毛羊和官厅细

毛种公羊 60 只
,

杂交改良本地羊 7 2 00 只
,

并

引用辽宁绒山种公羊 n 只
,

杂交改良 1 86 只
,

纯种辽宁绒山母羊 30 只
,

进行纯种繁育
,

已发

展到 1 9 8 只
,

’

对其生产性能作了 比较 (见表 2 )
。

可见 引进 了辽宁绒山羊和杂交改良一代绒 山

羊
,

产绒量均 比土种 山羊提高 1
.

1 倍和 60 %
,

引进的小尾寒羊两年产三胎
,

一般为双羔或三

羔
,

全年剪毛 3k g ,

母羊为 1
.

gk g ,

属 毛肉兼用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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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8 8~ 1 9 9。 曹洼
,

黄河
、

寨洼畜禽结构与
1 9 8 3 ~ 1 9 8 7年平均结构比较

表 2 示范区内引进羊与本地羊生产性能比较

品品种性别别 体 高 体 长 胸 围 管 围
`

体 重 产绒童童

测测定数目目 ( e m ) ( e
m ) ( e m ) ( e m ) ( k g ) ( g )))

纯纯种舍555 6 4 士 3
.

2 6 2
.

5士 5
.

1 7 4
.

0士 5
.

4 9
.

0士 0
.

9 3 1
.

5士 4
.

8 4 3 0 士 5 000

绒绒山羊早3000 6 1士 4
.

5 6 3
.

3士 5
.

3 6 6
.

9士 4
.

2 7
.

9士 0
.

7
.

2 9
.

8士 4
.

5 3 5 0 士 4 555

杂杂种 舍555 5 7
.

5士 3
.

4 6 1
.

0 士 4
.

8 6 0
.

2士 5
.

0 8
.

5士 0
.

7 5 3 0
.

7士 3
.

9 2 7 0士 5000

绒绒山羊早1000 5 5
.

0士 4
.

9 5 8
.

4土 5
.

2 6 0
.

2士 5
.

0 9
.

7士 0
.

8 2 9
.

0 士 4
.

4 2 5 0 土 4 000

本本地 含1 000 5 4
.

0士 4
.

7 5 9
.

7士 8
.

2 7 0
.

0士 2
.

9 8
.

3士 0
.

8 2 3 0
.

0士 5
,

2
.

1 7 0士 3 555

山山羊早3 000 5 2
,

5士 5
.

2 5 6
.

2士 4
.

7 6 4
.

0 土 5
.

5 8
.

0 士 0
.

4 2 6
.

0 士 5
.

6 1 6 5士 5 000

小小尾 舍444 8 2
.

0 士 2
.

5 8 1
.

5士 4
.

0 1 0 2士 3
.

5 1 0
.

0士 0
.

6 5 0
.

0 士 4
.

0 3 0 0 0士 1 2 000

寒寒羊早1000 6 5土 3
.

0 6 7 士 5
.

2 7 8士 4
.

8 7
.

5士 0
.

5 3 5士 2
.

5 1
.

5士 0
.

222

本本地 舍555 6 2士 6
.

2 6 4 士 4
.

5 7 3士 5
.

0 8士 0
.

7 3 3士 5
.

5 1 5 0 0 士 0
.

5
’’

绵绵羊早1 。。 5 8士 4
.

0
.

6 1士 6
.

4
.

6 8士 6
.

2 7
.

0 士 0
.

8 2 7士 6
.

2 1
.

3士 0
.

444

(二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调整畜禽结构
,

示范区 1 9 8 8一 1 9 90 年年均牧业纯收入 97
.

7 万元
,

比

1 98 7 年前
,

年均增加 16
.

0 6 万元
,

增长 16
.

4 %
,

人均收入增加 12
.

1 % (见图 2 )
。

牧业收入所占 比重

:.
.

有明显增加
。

以马渠乡和曹洼村为例
,

由科技扶贫前人均收入 19 7 元增加到 3 14 元

和 由人均年收入 2 82 元增加到 39 9 元
,

效益显著
。

从 1 9 8 8 年起利用牧草周年生长规律和畜群自身生长特点进行季节性生产
,

一是夏季草场进入

` 旺盛生长
,

进行清畜处理
,

将老牛
、

键牛
、

弱老母畜出售
,

利用夏末和秋季放牧优势
,

进行短期肥育
,

产肉量提高一倍 以上
,

示范区内淘汰大家畜 1 52 5 头 (匹 )
,

计 36 0 7 50 元
,

利用幼龄羔羊生产发育快

的特点
,

进行育肥
, 3 年累计出售屠宰 1 50 0 只

,

淘汰生产性能低的羊 13 1 70 只
,

总收入 55
.

34 万

元
,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
,

初步改变了出栏率
、

商品率
,

繁殖成活率低
,

幼畜死亡率 高的局面
,

达到 了高

效的畜牧业生产水平
。

发展猪
、

鸡生产的周期短
、

饲料转换率高
,

商品化程度高的特点
。

3 年繁殖瘦

肉型猪 1 0 50 头
,

收入 1 5 00 元以上的专业户 52 个
,

出售仔猪价值达 3
.

36 万元
。

1 9 9 0 年在示范 区

进行猪的洗胃
、

驱虫
、

添加剂配合饲料对 比试验 6 12 头
,

猪出栏时平均增重 2 0 k g
,

增收 2 : 94 万元
。

3

年 内引进北京白
、

星杂 2 88 蛋用鸡 9 27 0 只
,

成活率 82 %
,

年平均产蛋 18 3 ~ 2 07 枚
,

直接收入 1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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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在示范户带动下
,

实现了养鸡良种化和高收入的目的
,

大大改善了示范区鸡的质量和经济效

益
。

经过结构调整
,

现在畜群结构趋于合理化
,

向着高效化
、

专业化
、

商品化发展
。

激发了农民

的积极性
。

(三 )提供有机肥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 经过结构调整
,

在示范区内初步形成了草

一畜一肥一粮农业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
, 1 9 8 8

年大力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及扩大豆类作物面

积
,

牧草面积占耕地 16 %
,

豆类作物占 19 %
,

每

年收贮豆科牧草首猎
、

沙打旺
、

豆蔓等干草

26 .4 75 万 k g ,

避免了春乏和死亡
,

草畜稳定发

展
,

恢复了畜牧业在系统中的地位
,

提高了大量

有机肥
,

1 9 8 7 年前
,

年均提供 4
.

7 3 万 t , 1 9 8 8一

1 9 9 0 年年均提供 5
.

03 万 t
,

农家肥平均亩耕地

国为
1 9 5 5一 1 9 8 7年平均值

;

回
` 9 8 8一 1 9 9 0 年平均值

图 2 结构变化前后牧业收入经济效益比较

52 k2 g ,

促进了粮食生产
,

马渠乡 1 9 9 0 年人均占有粮食 5 4 2 k g ;
曹洼村 51 k2 g ,

人均收入 31 4 元和

3” 元
。

牧业收入占 29 %左右
。

对农 田投入化肥量也随之增加
,

给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

三
、

讨 论
畜群结构调整

,

在科技扶贫示范区内
,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及生态效益
,

充分合理的发

挥第二性生产者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作用
,

实现了畜群结构合理化
,

由种群维持型向种群增长型过

渡
,

群内个体实现 良种化
,

提高了商品化程度
。

有机肥增加
,

农田投入能力提高
,

使该区内农业生产

所需有机肥和化肥投入增加
,

粮食增产
,

人均粮食和收入增加
,

系统效益提高
,

农民生活改善
,

科技

意识增强
,

初步建立了良性循环的农村生态体系
,

真正实现了草多
、

畜多
、

肥多
、

粮多
,

进而实现脱贫

致富
。

(图 3 )

畜畜牧业发展结构构
趋趋于合理理

草草地发展展

收收入增加加
农农民积极性提高高

图 3 农牧良性循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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