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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概述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生态畜牧业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类型；依据生态畜牧系统耦合

理论，提出了三江源区生态畜牧业应以保护生态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以现代绿色生态养畜经营方式的草地生态畜

牧业为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天然草地放牧＋舍饲育肥、人工草地放牧＋舍饲育肥 、人工草地刈割青贮 + 人工草地放牧＋舍饲育

肥的三江源区生态畜牧业优化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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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nimal Husbandry and Optimal Management Model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in Three Rivers Headwaters’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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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concep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ed type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ere summarized all over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upling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in
three rivers headwaters region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should be on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ecology, aim at cyclic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be in the fashion of modern and green ecological stock keeping
management. And then, this paper advanced optimal management model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in three rivers
headwaters' region, which was grazing in natural grassland/fattening model, grazing in artificial grassland/fattening model
and silage after artificial grassland mowed and then grazed/fattening mode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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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的南部，区域面积

36.31 万 km2, 占青海省总土地面积的 50.3%；它不仅是我国

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也是是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最集

中的湿地分布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和生态系统最敏

感的地区，其植被在水源涵养、减缓径流、蓄洪防旱、降解污

染、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巨大的生

态功能，具有极其重要和无可替代的生态战略地位，关系到

我国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1- 4]。然

而,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气候的异常波动，导致该地区草地植

被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鼠虫害猖獗、生物多样性急剧减

少等生态后果，使本来脆弱的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受到严重破

坏，阻碍了该地区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群

众的生存条件造成极大威胁。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又

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保证区域经济繁荣、维持生态平衡，

已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4- 6]。为此，着眼于建

设生态文明，省委提出了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
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立省战略；青海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又强调“要以保护草地生态安全为前提，以科学利用草

场为基础，以草畜平衡为核心，以转变生产方式为关键，以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全力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畜牧业

发展目标[7]，为推动青海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现历史性转

变指明了方向。

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生态畜牧业的科学

内涵和发展类型

1.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需要和追求目

标。它要求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自然的关

系。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和谐状态，而是一个不断

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致力于生产的发展以满足

当前的需要，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即不仅要维系生态

系统的健康，而且向人类提供物质和公益[8,9]。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可持续畜牧业是一个既可

保持高的产量，又能维持一个较高生态效率的畜牧业生产系

统。因此，能将畜牧业生产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的客

观媒介，就是能量输出 / 输入比，即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它是

评价各种农业活动的可持续性的最有用的指标之一，其中心

思想是合理利用系统中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0，11]。草地畜

牧业生产系统中存在许多相互作用，如植物、动物和土壤微

生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只要这些相

互作用得到合理利用，就能促进生产系统的物质循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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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阶段及目标（引自赵新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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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态畜牧业的科学内涵

生态畜牧业，也可称为可持续发展畜牧业, 是现代畜牧

业的延续和发展, 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畜牧业；它是在草地

原始畜牧业和传统畜牧业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

下，为了解决草畜矛盾而提出的[13]。自 1972 年国际有机农业

运动联合会（简称 IFOAM）成立后，各国纷纷兴起发展生态

畜牧业的浪潮[14]。生态畜牧业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

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吸收现代畜牧

科学技术成就和传统畜牧业的精华，以畜牧生态系统为研究

对象,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状况，科学地将动物、植
物和微生物种群组织起来而形成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

性循环的一种现代生产体系[15- 17]。在这个体系中，生产资料、
劳动力和生产环境合理组合、运转, 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

同时, 给自由能以出路, 保持系统内若干组分的非成熟状态,
加强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耦合,使畜牧业生产向着高产、优
质、高效和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对动物、植物、微生

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达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相互

协调、相互统一的目的。其特点:以生态系统为中心、以时空耦

合为主线、以人地关系为基础、以高效和谐为方向、以持续发

展为对对象、以生态工程为手段、以整体调控为目标[17]。因此,
生态畜牧业是一个有机整体, 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多目

标、多功能、多成分、多层次的组合合理、结构有序、开放循

环、内外交流、关系协调、协同发展和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
建立现代畜牧企业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核定目标和具体指标。
即从社会效益方面, 考虑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从业人

员素质的提高等;从生态效益方面,要考虑对环境的污染及治

理措施及对整个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贡献;从经济效益方面,
要考虑综合的经济收益及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从持续发

展方面,要考虑企业及产品的持续性,预期效果的可行性等[18]。
是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并重,谋求生态与经济的统一。从而使生

产经营过程，既能利用资源,又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17]。
1.3 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类型

综观世界各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现状，生态畜牧业的发

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

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

表；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

种模式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典型代表；三是以农户小规模

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这种模式以日本和中国为典型代

表；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自然畜牧

业，这种模式以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典型代表[18]。在发展

生态畜牧业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以鼓励和支持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运用经济方式补贴生态畜牧业的

发展，如对生态牧场和自然草场的建设给予资金扶持，对生

态畜产品的科研进行资助，对生态牧场进行经营性补贴等；

同时，在畜牧业资源利用方面，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按照

“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以确保畜牧资源的低耗、高
效转化和循环利用[14]。另外，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是畜

牧业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世界各国纷纷

采取措施，致力于控制和降低畜牧业污染，以保护生态环境。

2 三江源区生态畜牧系统耦合理论和发展目标

2.1 三区系统耦合理论

系统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耦合潜力的系统，

在人为调控下，通过能流、物流和信息流在系统中的输入和

输出，形成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即耦合系统，它的一

般功能是完善生态系统结构、释放生产潜力与放大系统的生

态与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不同生产层之间的系统耦合;不
同地区———生态系统之间的系统耦合; 不同专业之间的系统

耦合。这三者的市场 - 生产流程新建构,组成了新时代草地畜

牧业的主要特征（图 1）[19]。充分发挥三江源区畜牧业、农牧交

错带与河谷农业区系统耦合的“时空互补效应”、“资源互作

效应”、“信息与资金的激活效应”、“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实现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工赢，最终达到生态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9]。

2.2 发展阶段及其目标

青海草地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处于原始和传统畜牧业

阶段，生产效率和市场发育水平低，发展生态畜牧业应按照

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图 2）[15]。

（1）以保护生态为前提的草地生态畜牧业的模式是生态

畜牧业的初级阶段，适合于自然条件差的广大天然草地区，

其主要任务是：以保护草地生态安全为前提，以科学利用草

地为基础，以草畜平衡为核心，以转变生产方式为关键，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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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江源区草地牧业区、河谷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

系统耦合（引自赵新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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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是生态

畜牧业的更高一级形式，适应于农牧交错区、退耕还草(林)及
有条件建植人工草地的区域，即充分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原理、食物链原理和生物共生原理，强调生态系统营养物质

多级利用、循环再生，将人类不可直接利用的植物性产品转

化畜产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现代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

的经营利用种植业与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互供产品、
相互促进的关系，将种植业与畜牧业结合经营，走农牧并重

的道路，提高农牧之间互供产品的能力，形成农牧产品营养

物质循环利用，借以提高农牧产品产量，表现为农牧之间的

一方增产措施可取得双方增产的效果[20,21]。
（3）现代绿色生态养畜经营方式 以区域草地畜牧业的

环境优势，利用生物共生和生物抗生的关系，强调动物健康

养殖，尽可能利用生物制品预防动物疾病，减少饲料添加剂

和兽药的使用，给动物提供无公害的绿色饲料，生产的产品

为有机畜产品，这种畜产品是一种纯天然、高品位、高质量、
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从保护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角度出发，针对高原草原地区的特

殊性和生态 - 生产 - 生活承载力，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发展

观，提出区域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发展的总体定位、发展格

局和发展目标。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以确保

畜牧资源的低耗、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大力发展无公害饲

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饲料及饲料清洁生产技术（青

贮、氨化）；家畜健康养殖技术等技术。建立“资源－产品－废

弃物－资源”的循环式经济系统，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

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

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

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

和产业链。

3 三江源区生态畜牧业优化经营模式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加强已有生产模式的提

炼与集成，研发新的生产模式，注重实效和推广可行性，缓解

草畜矛盾，减轻天然草地压力，有效促进三江源及周边牧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三江源区畜牧业、农牧交错带

与河谷农业区系统耦合的“时空互补效应”、“资源互作效

应”、“信息与资金的激活效应”、“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大

力促进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源区放牧畜牧业实施畜群优化管

理，推行“季节畜牧业”模式，有条件的区域及玉树州东三县

可以建植高产的人工草地，推行舍饲畜牧业，实现源区放牧

畜牧业的内部耦合，在入冬前出售大批牲畜到农牧交错区和

农业区，以转移冬春草场放牧压力，充分利用农业区的饲草

料资源进行育肥，实现饲草资源与家畜资源在时空上的互

补；农牧交错区进行大规模的饲草料基地建设和加工配套技

术集成，推行标准化的集约舍饲畜牧业，为转移天然草场的

放牧压力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将部分饲草料输送到

源区放牧畜牧业生产基地，为越冬家畜实施补饲及抵御雪灾

提供饲料贮备；河谷农业区充分利用牧区当年繁殖的家畜，

种草养畜进行农户小规模牛羊肥育，一部分饲草料进入牧

区，农区、牧区的动植物资源产生互作效应，使其资源利用效

益超出简单的相加价值，整体经营效益得以提高（图 3）[19]。牛

羊育肥、贩销近年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力手

段。大型企业的介入，则以其雄厚的资金、及时的商品流通与

增值信息、先进的畜产品加工技术有力的推动了畜牧业产业

化进程。资金投入和信息的科学利用对新的生产模式产生一

种“激活效应”，使原来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实施的经营模式

的构想变成现实。示范基地的统一经营又为发挥规模效应和

品牌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发挥三大典型系统耦合效应可

有效的促进三江源及周边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 天然草地放牧＋舍饲育肥模式

青海省玉树州的玉树县、囊谦县，果洛州的久治县和班

玛县，以及黄南州的河南县天然草地总面积为 361.20 万

hm2，其中未退化和中轻度退化草地面积为 279.79 万 hm2，占

天然草地总面积的 77.46％，是三江源区草地状况最好的地

区。在该区域重度退化草地上建植的人工、半人工草地以及

饲草基地地势较为平缓，有利于机械作业，可对人工草地牧

草进行刈割青贮，用于家畜的冬补饲季育肥。因此，夏秋季节

对未选育的公犊牛（羔羊）、淘汰母（母羊）牛在天然草地上进

行放牧育肥，10 月下旬转场之前，对它们继续进行暖棚育肥，

淘汰母牛（母羊）12 月底出栏，公犊牛（羔羊）第二年继续在夏

季草场育肥，转场之前（10 月下旬）出栏。生产模式见图 4。

该生产模式的草地生产力折合成牛羊增重是 377kg/hm2,
与传统生产模式的生产力之比为 5∶1。根据该模式，玉树、囊
谦两县每年可育肥出栏未选育公犊牛（羔羊）和淘汰母（牛各

4.78 万头（只），折合羊单位 38.24 万，可使 38.03 万 hm2 天然

草地得到休养生息；黄南州每年可育肥出栏选育公犊牛和淘

汰母牛各 2.5 万头，折合 20 万个羊单位，可使 7.9 万 hm2 天

然草地得到休养生息；格尔木市每年可育肥出栏未选育公犊

天然草场放牧区 农牧交错区 河谷农业区

牦牛和藏系绵羊
放牧繁育

饲草基地
优良人工草地建植

麸皮、油菜饼等
农副产品

牛 羊 贩
运及“西
繁东育”
式 季 节
性育肥

高效饲草料生产
和加工基地

规模化牛羊舍饲
半舍饲育肥

犊牛羔
羊及淘
汰母畜

缓解草畜矛盾、提高农牧民收入

母畜补饲

图 3 三江源区生态畜牧业耦合发展模式（引自赵新全，2011）

天然草地 人工草地

夏
季
放
牧

刈
割
青
贮

犊牛(羔羊)、淘汰母牛（羊） 冬春舍饲

出栏犊牛（羔羊）、出
栏母牛（羊）

出栏犊牛（羔羊）、出
栏母牛（羊）

生产力 62 kg/hm2 生产力 315 kg/hm2

总生产力 377 kg/hm2

日增重 200- 300g

日增重 100- 300g

图 4 “天然草地放牧＋舍饲育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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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淘汰母牛各 600 头，折合 4800 个羊单位，可使 1.46 万

hm2 天然草地得到休养生息。
3.2 人工草地放牧＋舍饲育肥模式

玉树州的称多县、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果洛州的

玛沁县、达日县、甘德县和玛多县，黄南州的泽库县，是三江

源区以藏民族为主的纯牧业区，天然草地总面积为 1806.60
万 hm2，未退化草地的面积为 257.31 万 hm2，重度退化草地的

面积为 398.67 万 hm2，是三江源区草地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地

区，也是人工、半人工草地建植最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一部

分适于机械作业，可对人工草地进行刈割青贮，另外部分人

工草地不利于机械作业，可用于夏季放牧育肥。因此，这一地

区可采用人工草地牧 + 刈割青贮生产模式。对未选育的公犊

牛（羔羊）、淘汰母（母羊）牛在人工草地进行夏秋季节放牧育

肥，10 月下旬进行暖棚育肥，淘汰母牛 12 下旬出栏，公犊牛

第二年 4 月下旬出栏。生产模式见图 5。

这 种 生 产 模 式 的 草 地 生 产 力 折 合 成 牛 羊 增 重 是

410kg/hm2,与传统生产模式的生产力之比为 7∶1。根据这一

模式，玉树州的称多、杂多、治多、曲麻莱人工草地的载畜量

可达 20 万个羊单位，每年可育肥出栏未选育公犊牛（羔羊）

和淘汰母（牛）各 5 万头，折合羊单位 40 万个，可使 39.60 万

hm2 天然草地得到休养生息；果洛州人工草地的载畜量可达

50 万个羊单位，每年可育肥出栏未选育公犊牛和淘汰母牛各

7.8 万头，折合羊单位 62.3 万个，可使 46.31 万 hm2 天然草地

得到休养生息。
3.3 人工草地刈割青贮 + 人工草地放牧＋舍饲育肥模式

海南州的兴海县和同德县，天然草地总面积为 126.80 万

hm2 ，重度退化草地的面积为 10.77 万 hm2，是传统的农牧交

错区。该地区人工草地地势平缓，交通便利，便于机械操作，7
月下旬可对人工草地牧草全部进行刈割青贮，然后将 15～18
月龄未选育的公犊牛（羔羊）和淘汰母牛（羊）在刈割后的人

工草地上集中育肥三个月，膘情和体重达到出栏标中的牛羊

尽快出栏，膘情和体重未达到出栏标中的进行舍饲育肥，12
月下旬和 4 月中下旬以前全部出栏。生产模式见图 6。

这 种 生 产 模 式 的 草 地 生 产 力 折 合 成 牛 羊 增 重 是

500kg/hm2,与传统生产模式的生产力之比为 8∶1。根据这一

模式，海南州的兴海、同德、共和、贵南四县及贵德县常牧乡

农牧交错区人工草地的载畜量可达 13.77 万个羊单位，每年

可育肥出栏未选育公犊牛和淘汰母牛折合羊单位 27.53 万

个，可使 18.57 万 hm2 天然草地得到休养生息。
总之，在江河源草地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建设人工、

半人工草地，或者利用农区的秸秆农牧互补，提供冬春季天

然草地以外的饲草料，采用太阳能暖棚合理补饲育肥，夏秋

季均衡地利用天然草地，优化畜群结构等综合技术措施发展

生态畜牧业，既能保护天然草地，又能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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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人工草地刈割青贮 + 人工草地放牧＋舍饲育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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