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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县草地生态保护利用现状及建设措施 
 

钏志永*，何智黔，李会美 
（怒江州泸水县畜牧兽医局饲草饲料站，六库镇 673100） 

 
摘要：新形势下开展草地生态保护利用建设，处理好畜牧业与林业、种植业等相关产业的协调优化，对实现畜牧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泸水县天然草地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开发保

护和利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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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神秘的怒江大峡谷、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风景区腹地，是一个集边

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山区农业县。山区面积占总面积 90%以上，农村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于种植业和养殖业，草食畜以其投资小、耗粮少、效益好而具有发展优势，且近年来牛羊肉价格坚挺,
养殖草食畜效益显著且稳定。在泸水县靠养殖牛羊，发“羊财”，一群山羊致富一个家庭的典型比比皆是。

养殖草食畜成为泸水县山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饲草是草食动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草地的多少、草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草食家畜的生产发展，合理使用天然草地，保护开发草地资源对发

展草食家畜 (马、牛、羊等)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泸水县有 7.73 万hm2的天然草山草坡，这是发展草

食畜极其珍贵的资源。但泸水县天然草场因长期的过度放牧，人为的开荒种植，采挖、鼠害而严重退化，

目前已成为制约泸水县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泸水县天然草地资源利用情况和畜牧业发

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措施十分迫切而必要。 
1  畜牧业生产和天然草地保护利用现状 
1.1  畜牧业生产情况 

泸水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2008 年泸水县大牲畜存栏 64304 头，山绵羊存栏 146885 只。牛出栏

9957 头，山绵羊出栏 64404 只。肉类总产量达 12066t，畜牧业经济收入 9358 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

的 34.67%；畜牧业现金收入 4558 万元，占农民现金总收入的 46.96%。畜牧业产值达 13904 万元，占全

县农业总产值的 43.78%。畜牧业成为泸水县农村经济发展 “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支柱产业。 
泸水县居民的膳食结构中猪肉比例高达 71.8% ，牛羊肉的比重只占 17.83% 。因此，鉴于泸水县

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当前和今后的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要优化畜牧业经济结构，保护生

态环境，必须走发展种草养畜舍饲圈养的生态养殖模式。 
1.2  天然草地保护利用现状 
1.2.1 草山资源分布特点 

在 1985 年，泸水县对草山草坡进行了全面普查，查清了全县各类草场面积及草山草坡资源的分布

情况。泸水县地处享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横断山脉南端纵谷区，东部的碧罗雪山与西部的高黎贡山夹

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呈“V”字地形，最高海拔 4161.6m，最低海拔 738m。全境气候

因海拔差异，有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分为亚热带、温带、寒带等 7 个气候带。因而形成典型的立体气

候，有 “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之说。地貌上有低热河谷、半山、亚高山之分，由于气候和地貌的

因素，境内光热、水资源比较丰富。草场相应具有“立体”特征。泸水县的天然草山草坡面积，占全县总

面积的 24.17%。但草场分布零乱、破碎，以疏林和灌木草场为主。由于地理及大自然的分割，草场缺乏

大面积连片，成片面积较小。这些草场，植被多为疏林草地植被，从低热河谷到高山呈条状、带状、棱

状、斑状分布，分散交叉。其中山地草丛类草场面积为 1.4 万hm2，占自然草场总面积的 18.1%；疏林草

丛类面积为 3.33 万hm2，占自然草场总面积的 43.1%；山地灌木类草场面积为 2.02 万hm2，占自然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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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的 26.1%；其他类（田地沟埂组）面积 1 万hm2，占自然草场总面积的 13%；牧草种类繁多，生

长期不一，在草场植被中仅禾本科牧草即达 70 余种，分布广而常见的 40 余种，由于植被繁多，各类牧

草生长期不尽一致，有长短互补的特点。 
1.2.2 产草量 

泸水县自然草场产草量普遍低下，7.73 万hm2草场合计产草总量为 367000t，平均产草量仅

4748kg/hm2。牧草产量及质量随海拔和季节的变化差异较大，低热河谷地带大多分布有高禾草、中禾草，

产量较高，平均产量达 7500kg/hm2，但质量差、利用率低；半山、高山地带牧草质量较好，但植株矮小

纤细，产量较低，产量仅 3000kg/hm2；半山、河沟两岸、田埂、耕地边草质较好，产量也较高，按耕地

面积计算，田埂、沟边牧草产量可达 10350 kg/hm2以上。 
1.2.3  载畜量 

泸水县由于牛羊饲养方式落后，一年 365d主要以放牧为主，一黄牛单位年采食量达 9125kg。1985
年全县草山草坡普查资料显示，全县草山草坡理论载畜量 40246 个黄牛单位，平均每 1.92hm2草场可供

养一黄牛单位。2008 年泸水县大牲畜存栏 6.43 万头，山绵羊存栏 14.69 万只。实际载畜量比理论载畜量

超载近 30%，草场超载严重。 
1.2.4  自然草场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泸水县草山草坡 7.73 万hm2，其中可利用面积为 5.8 万hm2，已被利用的面积为 4.33 万hm2，仅占草

山草坡面积的 56%。泸水县无专门的牧区，农、林、牧共存，三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畜牧业为农业

提供畜力、肥料、资金和肉食。现今泸水县一般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在 2250～3750kg/hm2，牧草覆盖

度 60～45%；严重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在 2250 kg/hm2，牧草覆盖度 45%以下。按这个标准划分，泸

水县现有 3.07 万hm2属于退化草场，其中一般退化 2.53 万hm2，严重退化的有 0.53 万hm2。一方面因成

片草场多分布在海拔 2000m以上的暖温带、远离村寨的半山区，大部分草场坡度较大，全县草场面积的

80%分布在 30℃以上的山坡地带，而且远离村寨。由于牧道、饮水条件欠佳，放牧困难，极少放牧，造

成牧草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种现象导致牧草得不到应有的更新，草场发生退化，造成浪费。另一

方面群众习惯于围绕村寨附近、饮水条件较好的草场放牧，造成这些草场抢牧而过牧现象严重。草场仅

以单一放牧利用，牧草季节性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群众没有刈青、晒干、青贮的习惯，季节性牧草过

剩和短缺的问题突出。夏秋季节的牧草利用率很低，不到 30%，又无刈青利用，过剩牧草老化得不到利

用造成浪费，冬春季节，水冷草枯，饲草十分缺乏，很多牲畜在寒冷和饥饿中度过。因而形成村寨附近、

饮水条件较好的草场过度放牧而高寒山区草场则很少放牧，造成饲草资源浪费现象。 
多年来，泸水的草场建设在省、州畜牧部门的支持下，累计草地建设 520hm2，其中：改良草场 386.7 

hm2；人工种草 133.3 hm2。但由于粮草争地、牧草利用及其畜产品转化过程较长，达不到“吹糠见米，

立竿见影”之成效，养殖户只重利用轻管理，甚至翻犁而改种粮食作物。人工种草步履维艰。现保有人

工草场 109.9 hm2，收效甚微。从草场整体而言，资金投入甚少，目前还谈不上什么保护和建设，只是在

利用，而且在利用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现象。 
2  泸水县天然草场保护存在的问题 
    泸水县草地保护和利用虽说做出一些工作，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归纳后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长期以来由于采用传统落后的自由放牧靠天养畜方式，对离村社近或饮水方便的草场多次轮回放

牧, 超载严重，高远草场则利用不足,甚至不利用。加之在牧草生长丰盛的夏秋季节，群众没有储备饲草

的习惯，致使部分草场资源和大量牧草浪费，造成冬春草料不足。 
2.2  由于牲畜喜欢采食适口性好，质地较软的优良牧草，对适口性差，质地较硬的牧草几乎不吃或少吃，

加上长期过度放牧，牲畜的反复践踏，使草场上的优质牧草无法大量繁殖，生长稀疏，所占面积越来越

少，覆盖率下降。而紫茎泽兰等杂劣草和毒害草大量狂生乱长，面积逐年扩大，使草场质量下降。         
 2.3  人们在草场上开荒种地，采挖药材，鼠害及野生动物在草场上挖洞、啃食牧草的根茎等，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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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上的原生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加重，使自然退化加剧，进一步危害了草场的生态环境。 
2.4  农民群众受教育水平低，科技知识不足，商品生产观念淡薄，加之草食家畜品种改良覆盖面低，造

成牲畜饲养周期长，存栏数多而出栏数少，造成草地负担加重而生产效益低。 
2.5  群众对天然草地资源认识不足，轻草贱草的思想较深，人们重利用、轻管理、更轻建设，不重视对

草地资源的保护。草场建设的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尚未有立草为业的观念。这与草地经营管理制度上长

期吃“大锅饭”，造成责任和权利不明确有直接的关系。 
2.6  农作物秸秆利用率低、利用粗放、浪费严重。泸水县每年有 10 万 t 以上的农作物秸秆，但利用率

不足 10% ，80%以上直接还田、就地焚烧或霉烂在田里。利用方式主要以干草的形式利用，极少进行

青贮、氨化。 
在人类对现有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的今天，因势利导，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上述矛盾，促进草食畜

牧业生产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泸水畜牧业生产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3   泸水县草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 

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科学利用草地资源为基础、以推进草畜平衡为核心、以转变生产经

营方式为关键、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总体要求，坚持草畜并举、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示范引

导、适当扶持的方针，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业效益为中心，以发展牛、羊等草食动物为重点，以品种改

良和牧草种植为切人点，以推广适度规模舍饲圈养为突破口，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主

要带动力量，通过进一步加强引导和扶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和优势产区，提升畜牧业产

业素质，实现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逐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对策措施 

泸水县总人口 15.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2.2 万人），总耕地面积 1.27 万hm2。人均耕地占有面积

不到 0.1hm2，人均占有粮食仅 400kg，发展耗粮型畜牧业受到了制约。而泸水县人均占有草场面积较大，

达到了 0.64hm2，因此对泸水县草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发展草食牲畜符合泸水县自身实际情况，

有利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有利于缓解泸水县人畜争粮的实际矛盾。这也是贫困山

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4.1  坚持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建设并重，把天然草地植被恢复和提高草地生产力放在生态保护和建设

工作的首位 
首先是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规模发展。建立草场管理制度，做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提高

草场利用率和产草量，对现有草场，根据草场生产能力和面积，核定载畜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配

置，做到草畜配套，形成草畜比例协调且动态平衡的良性草地生态系统。逐渐改变千家万户散养方式，

鼓励适度规模舍饲圈养，使草地资源配置优化，草畜平衡，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次是大力开展草地基本建设。重点抓好划区轮牧、人工草地、饲草饲料基地和草地畜牧业基础设

施建设，着力提高草地生产力，缓解畜草矛盾，努力达到草畜平衡，促进畜牧业经济发展。 
第三是要切实推进草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要逐步建立完善基本草地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和禁牧

休牧制度。做好基本草地的划分和确定工作，实行严格管理、严格控制载畜量，严禁超载放牧掠夺经营，

逐步实现草畜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4.2  增加投入，典型引路，提高认识是草地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关键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泸水县贫困程度高，财政自给率低，养殖户经济基础薄弱。在草地资源开发

利用的过程中，要多渠道筹集资金，积极争取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综合利用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

民间资本，加大草地建设、种草养畜的投入力度。 
抓好典型培植，用典型带动全局。抓典型搞示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注重扶强老典型，培植新

典型，不断总结典型经验，通过典型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草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利用示范

点的现身说法，激活广大人民群众种草养畜的积极性，继而带动泸水县草地资源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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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种草，开发利用秸秆资源，是加强草地生态和保护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调整农业结构，增

加农民收入，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把饲草饲料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一是切实搞好宣传发动。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秸

秆养畜、过腹还田的好处，宣传种草养畜的意义和作用，宣传典型经验，调动广大群众养畜的积极性，

引导群众发展秸秆养畜和种草养畜；另一方面，积极向当地领导反映，争取把秸秆开发利用作为建设节

约型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摆到应有的位置，争取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逐步建立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使养殖户牢固形成“种草－养畜－致富”“畜多－肥多－粮

多”的观念。 
4.3   大力推广人工种草，改良天然草场是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保障 

要大力推广人工种草，改良天然草场，推广应用高产优质草地培育技术。重点解决冬春缺草造成的

牲畜掉膘和死亡的问题。 
4.3.1  种草养畜 

人工种草是一项浩繁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工程，由于三元种植结构中“饲料作物”同粮食争面积、

争产量，与原有的农业管理目标、政绩考核指标产生了冲突，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现阶段，泸水县人多

地少，粮食不能自给，特别是让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占用耕地种草养畜，在观念未改变、尚未达到立草

为业的高度时，操作困难，且效果不会很好。 
目前，泸水县种草养畜可采取以下方法：一是结合退耕还林工程，在退耕林地、果园套种低矮、耐

阴，与果树、林木不争光、不争肥的优质牧草。二是对超载过牧、草地退化的草山草坡通过补播优质牧

草、灌溉、施肥、防鼠害等方式进行草山改良和人工种草。三是充分利用冬季农闲田进行人工种草。泸

水县上江、六库等地为了培肥地力在 60 年代曾有种植光叶紫花苕、紫花苜蓿绿肥的历史，并一直延续

至今，曾一度达到较大的规模。上述种植的牧草用于培肥地力称为绿肥，用于饲喂家畜就叫牧草。上述

地区人工种草有基础，易于推广，要充分利用泸水县冬季农闲田进行人工种草。利用冬季农闲田人工种

草是当前泸水县人工种草最主要的方式。而优质叶菜类牧草菊苣因适应性强、利用期长、营养价值好、

产量高将成为泸水县农田种草的当家品种。 
4.3.2  加强农作物秸秆的开发利用 

加大秸秆饲料的开发力度，重点做好甘蔗尾梢、杂交玉米秆、稻草等农作物秸秆的青贮氨化，通过

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增加有机肥投人，提高种养综合效益。 
4.4  依靠科技是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关键措施 
4.4.1 推广畜种改良、舍饲育肥技术 

重点解决出肉率低、饲养周期长、生态性能低等问题。引进新品种，进行杂交改良，通过品种改良、

快速育肥等综合措施，适时淘汰老、弱、病、残的牲畜，缩短饲养周期，做到适时出栏，促进畜牧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泸水县草地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整体水平。加强疫病防治，做好牲畜的防疫和驱

虫工作，通过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畜产品质量，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从而促进草地畜牧业由传统的数

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减轻数量型畜牧业单纯依靠“外延”扩大牲畜数量来获取经济效益，给草地生态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 
4.4.2 加强放牧管理 

根据牧草生产的规律，采取舍饲和放牧相结合的方法，改变传统的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在冬春季

牧草萌芽恢复生长期，要减少放牧次数和减轻放牧强度，采取舍饲圈养，补料。在牧草丰盛的夏秋季节，

则可放牧利用。对严重退化的草场，修建围栏，实行禁牧封育；对一般退化的草场，修建围栏，采取休

牧，轮牧制度。 
4.4.3  晒制、贮备青干草和青贮、氨化饲料 

夏秋牧草丰盛，将尽可能地收割田边地角、刈割草地、庄稼地里的杂草、以及放牧利用困难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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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牧草，晒制成青干草贮备，没有晒制青干草气候条件时，可以将收割来的草制成青贮饲料贮备。对

农作物秸秆进行青贮氨化贮存，以解决牲畜全年均衡需要和饲草饲料生长的季节性矛盾，做好冬春饲草

饲料贮备。 
4.4.4 落实草原法规，推进承包经营是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法律保障 

《草原法》是草原保护建设利用的根本大法，要深入贯彻实施。要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

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毁草开荒、乱采滥挖等破坏草地的行为。依法推进草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落实，坚

持“谁种、谁管、谁受益”的原则，把草地建设同养畜、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全面落实草畜平衡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总之，要做好泸水县天然草地的保护和利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结合泸水县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好退牧还草、生态保护利用建设等

项目，通过全县人民的努力，做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群众科技观念不断加强，群众的养殖收入不断增

加。做好泸水县草地保护和利用工作，将对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减少

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促进泸水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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