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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以代谢能为指标的草畜平衡评价方法，分析了张掖市平山湖荒漠草原草畜平衡现状，结果表明，
平山湖荒漠草原全年草畜均不平衡。建议采用禁牧、调整产羔时间、精准管理、异地养殖等措施实现草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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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metabolic energy for feed balance evaluation method，to evaluate feed balance situation of desert steppe
in Pingshanhu township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sert steppe was not feed balance all years. Some suggest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banning grazing，change lambing time，precision management and allopatry culture to realize feed
bal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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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地面积为3.92亿hm2，占国土面积的
41.14%［ 1］。近年来，全国草原面积以每年200多万
hm2的速度退化，随着草地的不断退化，沙尘暴肆
虐、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
系列生态问题逐渐显现［2～3］。自2006年起，我国政
府就实施了禁牧、休牧等保护和恢复草地生态的政
策，但草地生态环境“局部治理、全局恶化”的趋势
尚未得到有效遏制［4］。研究表明，超载过牧是草原
退化的最主要因素，草畜平衡是实现草地可持续利
用、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 5～7］。我们于
2012年10月至2013年12月，对甘肃河西走廊的河西
绒山羊养殖区—平山湖荒漠草原草畜平衡现状进行
了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实现当地
及其他条件相似牧区草畜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区概况
调查区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平山湖蒙古族乡，

该区域东西长40 km，南北宽26 km，地势东南高、
西北低，呈倾斜状，中间为槽型的平原地带，东
南贯通，呈走廊形。海拔1 700～1 800 m，年平均
气温5.7℃，年平均降水量129 mm，年蒸发量大于
1 900 mm，平均无霜期120 d左右，平均日照时数
2 993 h，年平均风速6.7 m/s。草原总面积10.4万
hm2，分为干荒漠草场、山地荒漠草场、荒漠化草
原草场、山地草原草场、山地草甸草场、高寒草
甸草场6个草原类型，其中荒漠草原为当地的主要
草原类型。草场面积6.0万hm2，可利用面积4.0万
hm2，是我国典型的荒漠草原牧区。河西绒山羊为
当地的主要饲养畜种，饲养量达5.6万只，绒山羊
产业是当地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8］。
2 调查方法
2.1 典型牧户选择

在对平山湖乡牧户基本情况调查了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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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选择4个生产情况能够代表当地大多数牧户生
产水平的典型牧户作为研究对象，对当地的草畜
平衡现状进行分析。典型牧户的基本情况为绒山
羊饲养量在170～260只（其中母羊饲养比例在90%
以上，产绒量0.5～0.8 kg/只），母羊平均体重为
30～33 kg/只，羯羊平均体重为32～35 kg/只，出
栏羔羊体重约19～24 kg/只；生产节律为10月20日
至11月20日配种，3—4月产羔，4月25日至5月15
日抓绒，羔羊实行自然断奶，10—12月羔羊出栏。
2.2 草地生产力测定

牧草生长期（5—10月）草地生产力测定参考许
鹏等的方法进行［ 9］，牧草消化率参照Tilley和Terry
的两级离体消化法测定［ 10］。
2.3 草畜平衡评价分析

利用吴建平等提出的以代谢能为指标的草畜
平衡评价方法分析草畜平衡现状［ 11］。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草地生产力及消化率

由表1可见，平山湖荒漠草原牧草盖度及鲜重
均在7月份达到最大值，其后随时间推移呈先降后
升的趋势；牧草高度、干重、干物质消化率均在
10月份呈现最高值。这主要是因为绒山羊10月份
进入附近农牧交错区农场进行舍饲养殖，天然草
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3.2 草畜平衡现状分析

应用以代谢能为指标的草畜平衡评价方法，对
平山湖荒漠草原草畜平衡现状分析的结果（图1）表
明，在草地快速生长期的5—10月，平山湖荒漠草原
草地所提供的能量不能满足绒山羊母羊的维持需要；

在草地处在枯草期的11月至翌年2月，母羊的能量摄
入量远低于维持需要量。由此可见，河西绒山羊在
夏秋季节放牧、冷季半舍饲的情况下，全年的能量
摄入量均不足，即平山湖荒漠草原全年草畜不平衡。
4 对策
4.1 禁牧

根据调查分析结果看，平山湖荒漠草原即使在
草地生产能力最高的时候，草地所提供的能量仍不
能满足放牧绒山羊的营养需求，造成了绒山羊生产
性能持续下降、荒漠草地持续退化的恶性循环局
面。因此，建议对该地区全年禁牧，绒山羊完全转
入舍饲养殖模式，以达到草地恢复的目的。
4.2 调整产羔时间

平山湖地区河西绒山羊在10—11月配种，次年
的3—4月产羔，此时天然草原牧草尚未返青，而经
过整个冬天消耗的产羔母羊极度虚弱，额外的泌乳
需要使母羊体况恢复时期延长，也不利用羔羊的生
长发育。因此，建议调整产羔时间至6月份，此期天
然草地处于快速生长期，可以提供较高产量的牧草
来恢复母羊体况，且母羊的泌乳期处于牧草消化率
较高的夏秋季节，此时能量实际摄入接近维持需要，
适量加以补饲完全可以满足母羊的维持需要。
4.3 精准管理

在调查中发现，牧户饲养的绒山羊中约37.0%~
45.4%呈现老龄化、患病等状态，养殖效益不佳，
甚至呈现“负效益”。建议将这部分个体淘汰，将
节省的饲料成本用于其他绒山羊的养殖、育肥，
以取得最佳饲养效益，降低绒山羊饲养量，实现
草畜平衡。
4.4 异地养殖

作为典型的荒漠草原，平山湖地区枯草期长
达7个月（当年10月至翌年5月），此期将羊群转移
至附近的农场进行异地养殖，并利用附近农区大
量优质玉米秸秆来满足异地养殖过程中绒山羊的
营养需求，既可使荒漠草原的产草量和牧草消化
率呈现最大值，也可提高秸秆利用效率，发展节
粮型畜牧业，大幅度降低草原载畜量，在一定程
度上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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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盖度
（%）

高度
（cm）

鲜重
（kg/hm2）

干重
（kg/hm2） 消化率

5月 22.72 11.320 635.96 338.50 50.87
6月 36.16 11.056 1 058.21 427.44 55.50
7月 38.28 13.136 1 721.76 616.55 51.66
8月 33.58 13.696 1 451.38 509.56 58.42
9月 32.32 14.680 785.19 608.81 57.68

10月 35.84 15.790 1 304.05 675.23 64.34

表 1 2013年不同月份荒漠草地生产力监测情况

图 1 平山湖乡典型牧户草畜平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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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作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因其具有
产量高、增产潜力大、适应性强和营养丰富等特
点，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200万hm2 ［ 1］。玉米生产
性能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种质的遗传基础和环境
条件的影响［ 2］。与世界上一些玉米生产大国相比，
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产量还处于中低水平。近年
来，随着国际玉米育种水平的提高，我国大部分
生产用玉米自交系及杂交种因对不良环境的抗性、
耐性下降等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国外大型玉米
种业公司进入我国后，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3～6］。因
此，拓宽内国玉米种质资源，丰富遗传多样性已

迫在眉睫。由于热带种质大都生长茂盛，根系发
达，抗倒伏和抗病能力强，对不良环境均有较好
的抗性和耐受性，许多育种单位将热带种质导入
或渐渗入国内玉米育种材料中，进行种质扩增、
创新，丰富玉米种质的遗传多样性，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7～11］。巴西玉米种质资源不仅有热带、
亚热带玉米种质资源的特点，而且还具有高配合
力的特点。现阶段我国对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
的利用主要以CMMYT为主，而对巴西玉米种质资
源的利用尚未见报道［ 12～13］。甘肃省气候干燥、光
照充足，是天然的“种子生产车间”，也是全国最

摘要：以我国代表自交系黄早四、掖 478、丹 340、齐 319、黄 C、Mo17为对照，分析了 28份巴西玉米材
料在甘肃省平凉市的生态适应性。结果表明，28份外引材料在甘肃省平凉市均能正常成熟，部分材料的穗长、
穗粗、穗行数、行粒数、千粒重、出籽率等产量性状优于国内代表自交系，可以作为组配亲本直接利用。

关键词：巴西玉米；种质资源；形态特征；产量性状；适应性；平凉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4）06-0017-04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4.06.006

Analysis of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28 Brazil Corn Resources in Pingliang
REN Bu-yun

（Xigaosha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in Xihe County，Xihe Gansu 742100，China）

Abstract：With Chinese representative inbred lines of Huangzao 4，Ye 478，Dan 340，Qi 319，Huang C，Mo17 as
control，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28 Brazilmaize materials in Pingliang city of Gansu province was analyz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8 externalmaterials were able to mature normally in Pingliang city of Gansu province，which the yield of part of the material in
ear length，ear diameter，rows per ear，kernels per row，1 000 grain weight were better than the domestic representative inbred
lines，it can be used directly as a matching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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