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5卷第 6期 水土保持通报 V
o l

.

1 5阅 0
.

6

王东沟试区畜牧业发展状况的研究

李 应 仓

(长武综合治理站 )

摘 要 通过对王东沟试区 1 98 5~ 1 9 9 5年畜牧业的经济地位
、

饲草饲料资源与利用状况
、

畜

群结构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综合分析
,

明确了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根源是精饲料资源
。

畜群结

构经过近 10 年的调整
,

已趋向合理
。

提出了今后王东沟畜牧业发展应重点解决的几个 间题
。

关键词 畜牧业 饲草饲料 畜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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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试 区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 沟壑区特征
。

本文就试区 1 9 8 5 ~ 1 9 9 5年畜牧业状况进行

研究
,

旨在总结 10 年来畜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为进一步促进试区乃至整个黄土高原沟壑区

畜牧业发展探讨可行性途径
。

1 王东沟试区 1 9 8 5一 1 9 9 5年畜牧业的经济地位

试 区畜牧业长期处于
“

养牛为使役
,

养猪为积肥
,

养鸡为油盐
”
的传统模式

,

在农业中的经

济地位较低
,

并呈波动状态
。

如表 1
,

图 1所示
。

畜牧业收 入 占农业 纯 收入
,

1 9 8 6年为第 4位 ( 2
.

76 % )
,

1 9 9 4年位次 未变
,

比例 增 长 了

1
.

17 %
。

人 均畜牧 业年纯 收入
, “

八 五
”

期 间为 34
.

45 元
,

比
“
七五

”
期 间 的 15

.

47 元
,

增 长 了

1 2 3
.

14 %
。

①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9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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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试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收入比重 万元

年年份 (年 ))) 19555 8 8 9 1666 18 777 9 198 888 9 18 999 9 9 1000 9 19 1119 9 1 222 19 9444 333 9 9 1555 9 9 1

农农业总产值值 6 9
.

555 3 8 6
。

3 9 999 9
.

14445 1
。

0 7 111 1
.

0444 9 1
.

5 3 333 3 1
。

2 2224 3 6
.

3行行 5 5 7
.

8 777 29 2
。

5 6 2 222 2
。

9 111

牧牧业总产值值 9
。

19995 1
.

05 111 1
.

93 9990
。

1888 3 1
。

444 1 29
。

2222 28
。

777 23 1
.

8555 3 3
。

4 6665 7
.

555 4 6 9
。

6 999

比比 重 ( %)))3 1
。

2555 7 1
.

555 7 2 1
。

777 1 20
.

8 1 111 1
.

25 777 1
。

8 1 111
.

0555 7
.

29995
.

8 9 111
.

7333 7
。

444 9

农农业纯收入入入 4 1
.

8 2224 3
.

999 18 1
.

4 888 9 9
。

0 999 10 1
.

555 1 1 1 1
.

60005 3 1
。

4 777 9 2 1
.

000 76 2 1
.

2444 10
.

4 666

牧牧业纯收入入入 1
.

1666 1
.

3 3 666
.

7 1116
.

8 111 1
。

5 7 222
.

555 5 1
.

8 6664
.

333 2 10
.

66666 2

比比 重 ( %))))) 2
。

3 666 7
。

555 4 1
.

5 444 6
.

8 777 1
.

7 1114
.

6 1113
.

8 222 1
.

333 3 9
.

933333

〔 〕 种植业

. .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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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
,

其与种植业相互依存
,

互

为促进
。

如 1 9 9 4年畜牧业为种植业

果业提供的厩肥 (纯粪尿 ) 2 4 .6 52 万

k g
,

其氮
、

磷
、

钾 的含量相当于硫酸

钱 5 8
.

5 0万 k g
,

过 磷酸 钙 3 1
.

1 8万

k g
、

硫酸钾 2 6
.

2 4万 k g ,

按化肥价格

折算
,

其折价为 3 1 5 9 7
.

2 0元
。

1 9 8 5

一 1 9 9 5年间畜禽存栏和当年为农业

提供的有机肥如表 2所示
。

可见
,

畜

牧业为种植业果业提供了稳定的有

机肥源
,

有力地促进了其发展
。

表 2 畜禽存栏
、

畜粪和农田果园施肥量

年 份 (年 )

畜禽存栏 (羊单位 )

畜 肥 (万 k g )

农田及果园面积 ( h m : )

每 卜m Z平均施用畜肥 t k( g )

1 98 5

2 64 0

42 3
.

7 5

4 28 3

1 9 8 6

2 5 0 1

4 2 6
。

3 9

4 5 0 1

38 1
.

1 1

1 9 8 8

2 5 3 3

4 0 0
.

0 6

4 6 6 4

1 9 8 9

2 0 7 7

3 3 2
。

3 6

4 6 5 7

1 9 9 0

1 7 6 3

2 9 5
.

8 4

4 8 2 2

19 9 1

14 14

3 9 7
.

90

50 6 3

19 9 2

14 5 9

2 5 6
。

2 8

5 0 4 3

1 9 93

1 5 24

2 5 9
.

9 4

5 1 18

19 9 4

14 4 0

2 4 6
.

5 2

5 12 9

1 6 2 5

2 7 0
。

1 6

98 9
.

3 9 l 9 4 7
.

3 2 l 8 13
.

12 l 8 5 7
.

7 6 l 7 1 3
.

6 8 l6 1 3
.

5 2 } 7 8 5
.

89 } 50 8
.

19 } 5 0 7
.

8 9 14 80
.

6 4

2 王东沟试区饲草饲料资源及其利用

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

王东沟试区饲料来源基本依靠自身提供
,

包括种植业生产

的部分籽实及加工副产品等精饲
;
农作物秸秆批糠藤蔓等粗饲料

;
路旁

、

地埂
、

荒坡野地收割野

草及 田间耕地锄下 的野草
; 人工种植的首楷或合草

;
天然草地

;
林下草和树叶

.

据测算
,

试区

1 9 8 5~ 19 9 4年饲草饲料资源量见表 3
.

表 3 王东沟试区 1 9 85 ~ 1 9 94 年饲料资源量
.

万 k g

年年 份 (年 ))) 1 9 8 555 1 9 8 666 1 9 8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1 9 9 111 1 9 9 222 1 9 9 333 1 9 9 444

精精饲料料 1 7
.

222 1 9
.

333 2 3
.

444 3 3
.

333 3 0
.

666 3 4
.

333 1 5
.

111 2 4
.

111 3 4
。

888 1 8
.

222

秸秸秆批糠藤蔓蔓 1 0 1
.

111 7 777 7 3
.

555 1 1 5
.

444 1 4 1
.

666 1 4 0
.

555 9 1
.

666 6 0
.

999 1 3 8
.

222 82
.

333

青青绿饲料
, ,, 2 0

.

999 2 3
.

444 2 1
.

666 2 2
.

666 2 0
.

666 2 1
.

777 1 9
.

555 1 8
.

777 1 9
.

333 1 8
.

888

树树 叶叶 2 9
.

888 3 0
.

444 3 6
.

999 4 1
.

999 4 3
.

999 4 5
.

444 4 4
.

666 4 4
.

666 4 4
.

555 4 4
.

555

合合 计计 1 6 999 1 5 0
.

111 1 5 5
.

444 2 1 3
.

222 2 3 6
.

777 2 4 1
.

999 1 7 0
.

888 1 4 8
.

333 1 1 2
.

444 1 6 3
.

888

注
: ,

均为折合干重
; , ,

农田及四旁草量计算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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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饲料资源及其利用

精饲料年资源量为巧
.

1 ~ 34
.

3万 kg
。

包括玉米
、

高粱籽实
,

麦鼓 (按人均 2 4 o k g 口 粮计 )以

及数量不多的豆类
,

油菜
、

在籽等饼渣
.

精饲料多用于 大家畜和猪的何养
。

据抽样调查
,

试区黄

牛
、

奶牛
、

马驴
、

猪
、

羊平均每头畜年饲喂精料分别为 2 4 5 k g ,

2 16 4k g
,

Zo o k g
, 3 0 0 k g

,

5 2
.

s k g
,

鸡

除专业户定量给饲外
,

其余多靠 自由觅食
,

饭桌下
、

猪盆旁
、

牛槽边均为其采食场所
,

少量补饲

或不补饲
。

试区 1 9 9 4年精饲料资源 18
.

2万 k g
,

大家畜及猪
、

羊年需 17
.

03 万 k g
、

鸡仅有 1
.

17 万

k g 的余地
,

勉强可以维持 当年畜禽存栏的低标准用量
。

1 9 8 5年处于相同水平 1j[
。

并且
,

精饲料

品种单一
,

难以配合成畜离全价饲料
。

可见
,

精饲料资源量是限制畜牧业发展的主要 因素之一
。

2
.

2 秸秆批糠藤蔓类粗饲料资源及其利用

秸秆批糠藤蔓类
,

包括小麦秸秆批糠
、

玉米茎秆苞叶
、

高粱茎秆批糠
、

豆蔓荚衣
、

薯类藤蔓
、

谷糜茎秆批糠及油菜秆荚衣等
,

年资源量为 60
.

9一 1 40
.

5万 k g
。

199 4年收获量 82
.

k3 g
,

其 中麦

草最多
,

达 61
.

4万 k g
,

占总量的 74
.

6%
,

主要作为牛
、

马驴的粗饲料
,

有些农户也将其粉碎喂

猪 ; 其次为玉米秆
,

达 17
.

6万 k g
,

占总量 21
.

4%
,

部分奶牛户将其青贮饲用
,

主要为羊和猪利

用
,

羊在桔堆上食其苞叶
,

茎秆粉碎后喂猪
,

糟踏部分作为燃料使用
;此外还有可以饲用的秸秆

3
.

3万 k g
,

仅占总量 4 %
,

主要供猪羊利用
。

全年试 区喂给牲畜的秸秆量约为 27 万 k g
,

占秸秆总

收获量的 32
.

8%
。

秸秆类粗饲料营养价值很低
,

要满足牲畜营养需要应采取氨化
、

青贮等措施
,

同时必须加喂较多的精饲料
。

2
.

3 青绿饲料资源及其利用

青绿饲料主要包括草田轮作种植的首楷或合草 (谷
、

糜
、

豆混播 )
,

天然草地牧草
,

林下草及

四旁
、

田间野草和蔬菜下角等
,

年资源量折干重为 1 8
.

8一 23
.

4万 k g
,

鲜量约为 94 一 1 17 万 k g
。

首

蓓等人工种植草地面积近年来逐渐减少
,

由 1 9 8 5年的 1 0
.

5 h5 m
,

减少到 1 9 9 4年仅 2
.

26 hm
, ,

按大

家畜平均每头只有 。
.

01 h4 m
, ,

每 h m
’

产鲜草 31 5 0 0k g 左右
,

多留在农忙时 Xl] 割饲畜
,

为解决燃

眉之急也很重要
。

3月中
、

下旬解冻后
,

气温逐渐升高
,

早期萌生的十字花科同菊科杂草开始返

青
,

群众便开始挑野草补饲牲畜
,

但数量很少
,

随着植物生长加快
,

每 日投饲牲畜的喂量相应增

多
,

秸秆喂量相应减少
,

6 ~ 8月间几乎全部喂给收打的青绿鲜草
,

9月以后气温下降
,

植物生长

减慢
,

青草量减少
,

相应秸秆量增多
,

直到 10 月中
、

下旬后
,

大牲畜粗饲料全部喂给桔秆
。

羊在植

物生长季节多为放牧饲养
,

但草场面积有限
,

林牧矛盾较为突出
。

天然草地大多分散在 30
。

一 50
。

比较陡峻的坡面上
,

包括荒坡地
、

撂荒硷地
、

沟塌 台荒地等
,

坡面未经平整保持原生植被的地块
,

禾本科植物占绝对优势
,

主要有白羊草
、

长芒草
、

野古草
、

闭穗等
,

每 h m
’
产草量约为 2 52 。一 3 8 7 o k g ; 坡面经过修整

,

原生植物被破坏过的地块
,

次生植

被 以篙属 占优势
,

并多伴生一些 杂草
:

虽每 h m
,

产鲜草 4 3 5 o k g 左右
,

但饲用品质低劣 1[]
.

按

1 9 9 4年羊只存栏 199 只计
,

日食鲜草 s k g /只
, 9个月放牧期每只羊需鲜草 1 3 5 0k g

,

天然连片草地

2 .8 s h m
,

按年产草量 8
.

56 万 k g
,

计算仅能容纳 63 只羊
,

为羊总数的 31
.

6%
,

形成草场超载
。

林 下草据 测量 每 h m
,

产鲜草 2 25 o k g
,

1 9 9 4年比 1 9 8 5年林地面积 增长 了 70
.

55 %
,

达到

24 7
.

hs m
’ ,

林下草资源为鲜草 55
.

69 万 k g
,

但 由于对林业加强管护
,

不宜放牧
,

群众割草利用率

不足 3 0 %
。

2
.

4 树叶饲料资源及其利用

树叶是 良好的饲料资源
。

试区林业树种主要为刺槐
,

其它为泡桐
、

白杨及 山杳
、

柳
、

枣等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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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营养物质含量丰富
,

是草食畜良好的粗饲料
,

其 中刺槐叶也是猪
、

鸡饲料原料
。

据测定
,

试 区

年全部采摘一次每 h m
Z

可获干叶 2 7 7 k5 g 〔’ 〕
,

按 24 7
.

hs m
,

林地计算
,

试区年干树叶资源量为 68
.

71 万 k g
,

若每 h m
Z

可收集到 1 80 o k g (占总量 64
.

8% )干叶
,

则可补充饲料资源 44
.

5万 k g
,

相当

于扩大天然草场 4 26
.

h6 m
, ,

可供放牧载羊 9 13 只
。

但是
,

目前群众收集树叶量不足 20 %
,

而且
,

大多被用作燃料
,

饲养牲畜仅占很小比例
。

综上可见
,

试 区精饲料资源偏少
,

并且品种单一
,

是限制畜牧业发展的客观因素
.

粗饲料资

源广泛
,

但利用率较低
。

3 王东沟试区畜禽品种
、

饲养水平及生产性能

.3 1 畜禽品种

试区黄牛主要为秦川牛与当地牛改 良后代
,

奶牛为中国黑白花奶牛
,

改 良马
,

关中驴
,

当地

山羊和关中奶山羊
,

改 良绵羊
,

猪为关中黑猪与长白猪杂交一代
,

鸡为丹麦莱航
。

.3 2 饲养水平与生产性能

由于饲料种类随季节交替变化
,

畜禽采食所获营养物质和水平差异极为悬 殊
,

造成体况

依季节变化而消长
,

夏肥冬瘦畜种的生产潜力难以发挥
,

性能不高
,

草食牲畜尤为明显
。

猪普遍

为吊架子三阶段饲喂法
,

饲养周期长
,

多为一年左右
,

饲料消耗多
,

成本增大
。

鸡各处 自由觅食
,

利用抛撒的残汤剩饭和庭院杂虫
,

消耗饲料很少
,

尽管产蛋性能较低
,

一般母鸡年产 2 40 ~ 26 0

个
,

但利润较高
。

4 王东沟试区畜群结构与经济效益分析

.4 1 畜群结构分析

按畜禽折羊单位计算
,

黄牛由 1 9 8 6年的 6 5
.

37 % ( 3 2 7头 )降低到 1 9 9 4年 51
.

74 % ( 1 4 9头 )
,

猪

由 1 9
.

7 9 % ( 3 9 6头 )增长到 2 9
.

3 1% ( 3 3 5头 )
、

羊 由 8
.

8 4 % ( 2 5 5只 )略增到 9
.

6 5% ( 1 9 9只 )
、

鸡 由

1
.

5 9% ( 1 6 1 0 只 )增 长到 3
.

5 4 % ( 2 0 3 9只 )
、

奶牛 由 1
.

0 6 0% ( 4头 ) 略降到 1
.

3 9% ( 2头 )
、

马 由

0
.

2 4% ( 1匹 )增到 3
.

3 3% ( 8匹 )
、

驴由 2
.

5 3% ( 2 1匹 )降到 1
.

0 4纬 ( 5匹 )
、

兔由0
.

0 4写 ( 6 5只 ) 自行

消失
。

畜种内部
,

如黄牛 1 9 8 6年适繁母牛占 55 %
,

产仔率 54
.

4%
,

1 9 9 4年虽饲养量减少
,

但适繁母

牛占 56 %
,

产仔率 5 7
.

8%
,

繁殖母畜比例和产仔率均有所提高
,

繁殖牛犊和培育壮牛可增加养

牛的经济收入
。

畜群结构调整中
,

精饲料产量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

其次为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
,

大家

畜役用性 由依赖变为辅助
,

再者养畜为增加经济收入
。

从试区各年际间粮食总产
、

精饲料量与

畜禽 (折羊单位 ) 总饲 养量及猪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

猪的饲养量与精饲料产量之间有很大的

依赖关系
;
畜禽总饲养量与粮食总产间关系不很密切

,

但却随着精饲料资源量的调整结构
,

而

且规模在 1 9 8 8~ 1 9 9 1年间直线下降
,

1 9 9 1年后稳中有升
,

波动不大
。

由此可见
,

王东沟试区畜群结构经过近 10 年的自然调整
,

已趋向合理
。

.4 2 经济效益分析

各畜种 (折羊单位 )年际间经济效益如图 2所示
。

由图 2可以看出
,

各畜种平均为 1 9 9 4年每羊单位纯收入最高
,

为 7 1
.

26 元
。

由此进一步说明

了 1 9 9 4年试区畜群结构较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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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羊单位各畜种 1 98 6一 1 9 95年间平均每头

畜纯收入序列为
:

鸡 3 24
.

8 3元 >奶牛 1 6 4
.

7 4元

>羊 56
.

7 1元 >猪 6 2
.

3 2元 >黄牛 1 2
.

7 6元
。

按畜

禽 自身平均 为
:

鸡每 只纯收 入 8
.

1 2元
,

幅度 为

1
.

8 5元至 1 7
.

68元 ;奶牛每头 1 4 6 4
.

7 0元
,

幅度

为 12 9
.

4 0 一 4 9 7 9元 ; 羊 每 只 5 6
.

1 7元
.

幅度 为

0
.

4 7一 8 8
.

3 5元 ;
猪每头 2 0

.

9 8元
,

幅度为 8 3
.

5 7

一 2 0 2
.

0 1元 ;
黄牛每头 6 3

.

3 5元
,

幅度为 1 4
.

1 5一

1 58
·

5 0元
。

其它马
、

驴
、

兔
、

仅计算几年情况
,

马

为每匹 6 6 7
.

5 0元 ; 驴每匹 2 16
.

3 6元 ; 兔每只 0
.

7 1

兀
。

—
精饲料产最

一
·

一 粮食总产盆

一 一一 猪何养 l (头 )

、 一 _ 一 一 z

ǎ.巴-怅

尸 一 ~ 、
.

一 、

00000000005
通.勺幼,̀l

。

卜早斗
~ 一 /

’

、

19 8 9 1 9 9 1 19 9 3

年份及畜禽饲养量 (羊为单位 )

图 2 畜禽饲养量与精 饲料量的关 系

通过效益分析
,

可剖析清 楚在 目前饲养水

平和生产性能情况下
,

各畜禽的经济地位
。

需要特别说明
,

此并不代表将来专业性商品化畜牧

业的水平
。

5 结论与建议

王东沟试 区畜牧业
,

在高原沟壑区综合治理 中
,

是粮食生产的促进者和消费者
,

也是林草

经济效益的转化者和承载者
。

但由于草场面积的减少和林地强化管护
,

其很大程度表现为农区

畜牧业的特点
。

其发展受精饲料产量的严格约束
,

加之市场容量很小和变幻莫测
,

畜 产品价格

和饲料价格不等幅波动
,

处境举步维艰
,

规模有限
。

合理利用饲料资源
,

过腹肥田
,

进一步优化畜群及畜种内部结构
,

加强品种改 良或引进 良

种
,

强化饲养和管理
,

提高商品价值是今后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

目前
,

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
:

( l) 尽可能地利用林地饲料资源
,

促进牧业发展
。

试区 2 4 7
.

hs m
“

林地蕴藏着巨大的饲 料资

源
,

包括林下草和树叶
,

年资源量折优质青干草 45 万 k g 以上
,

相当于增加 42 6
.

h6 m
Z

天然草地
。

在不损害林木的前提下割收林下青草和树 叶
,

为畜禽饲料利用
,

必将有力地促进其畜牧业发

展
。

( 2 )推广秸秆氨化
、

青贮技术
,

普及混 合饲料和推广配合饲料
,

提高饲料资源的利用率
。

( 3) 推广塑膜暖棚养畜技术
,

适当发展果园猪场
、

果园鸡场等专业化生态型农业典型专业

户模式 [2〕
。

( 4) 解放思想
,

强化商品观念
,

努力增加牧业资金投入
,

提高畜牧业经济地位
,

使农林果牧

副各业协调发展
,

尽可能地发挥试区的生态效益
。

本文承蒙陕西省农科院权松安先生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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