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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畜平衡管理系列研究!

!

"

!!!对现行草地载畜量计算方法的剖析和评价

李青丰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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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现行草地适宜载畜量推算方法的实例分析!对以此为基础的草地载畜量计算方法进行了评述!对现

行方法中所设置的一些参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剖析"本研究认为!随时间推移!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方式有

很大改变!现行载畜量计算方法在理念上比较落伍!在参数选择上存在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草畜平衡管

理需求"

关键词#草畜平衡#载畜量#天然草地#草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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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合理%有效的草畜平衡管理制度是

保护草地生态环境和促进草地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根

本保证&而对载畜量的计算是实施草畜平衡措施的

最基础工作&长期以来"我国沿用的是以原'内蒙古

自治区地方标准#蒙
:;9"#$7"

$天然草地适宜载

畜量计算标准(#以下简称'老标准($为主要技术框

架的载畜量计算方法)

&8!

*

&

!""!

年以后"虽然出台

了新的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

1<

!

*9=%$!""!

$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

#以下简称'新标准($"但其基本技术思路和计算方

法没有实质性改变)

=

*

&这些法规作为我国在草地监

测和草畜平衡管理方面的主要依据"在过去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

受其起草时政策环境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其

技术思想%参数选择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均存在着一

定的缺陷"在实际应用时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已不能

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特别是不能与现时的生产体

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亟需

改进和修订&笔者曾作为一名在基层畜牧业部门挂

职"主管草原工作的干部"亲身体验到了该技术规程

的不适用性&为此"笔者也曾在数篇文章)

#89

*中对其

缺陷和不足进行了讨论"从调控机制和管理理念等

方面阐述了对当前草畜平衡监测和管理的一些改革

思路&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的实例分析来剖析传统方

法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探讨新的载畜量核算思路"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计算方法"以促进草畜平衡管理

能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

现行草畜平衡计算方法简介

延续多年的现行载畜量计算方法主要以草地面

积和草地初级生产力为基础"对草地生产力的季节

性变化适当考虑#将一个年度周期划分为冷季和暖

季$"依据家畜营养需求#每家畜单位的日需草量$"

确定单位面积上可放养的家畜数目&其主要的计算

公式+

暖季一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

暖季放牧天

数
?

日食量!暖季可利用草单产,

冷季一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

冷季放牧天

数
?

日食量!冷季可利用草单产,

一个绵羊单位全年需要草地面积
>

暖季一个绵

羊单位需草地面积
@

冷季一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

积&

相应地"草地载畜量的计算公式+

暖季载畜量
>

暖季草地可利用面积!暖季一个

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冷季载畜量
>

冷季草地可利用面积!冷季一个

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全年载畜量
>

全部可利用面积!全年一个绵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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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原生态气象监测评估与草畜平衡气象预测技

术研究(,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创新团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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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在上述计算中"依据不同地区在气候和草地类

型等方面的差异"有一系列的参数#如草地利用率%

草地保存率%产草量年变率%冷季和暖季天数%不同

家畜的相互折算率%家畜日食量等$"作为计算载畜

量的校正因子&

根据具体需要"计算结果一般表述为单位时间内

单位面积草地上承载的家畜单位)羊单位!#

ID

!

-

J

$*&

也可以将结果表示为单位面积的草地可供一定数

量家畜利用的时间)

J

!#羊单位-

ID

!

$*以及单位

时间内可供一个标准家畜单位利用的草地面积

)

ID

!

!#羊单位-

J

$*&

!

!

现行草畜平衡计算方法的几个不足和误

区

现引用'老标准(附录中的范例)

&

*

"对这种计算

方法进行分析评价&以下的草产量均以干质量为基

础进行计算&

范例+某旗有天然草地总面积
#"%=%9%%

亩

#原文使用单位为亩"此处不作公制换算"

&ID

!

>

&%

亩$"草地可利用面积
=A!!"#27

亩,平均草地可

利用草产量为
#"6#7K

L

!亩"暖季草地平均利用率

9!6%9M

"冷季草地牧草保存率
%96=2M

"平均利用

率
9A69=M

&每个绵羊单位日食量为
!K

L

干草&现

示范计算如下&

!6"

可利用草产量计算
!

暖季可利用草产量
>

#"6#7

#

K

L

!亩$

?9!6%9M>!%6==

#

K

L

!亩$,冷季可

利 用 草 产 量
>#"6#7

#

K

L

!亩$

?%96=2M ?

9A69=M>&%6##

#

K

L

!亩$&

!6!

适宜载畜量计算

!6!6"

暖季
!

每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

&9"

#

J

$

?!

)

K

L

!#绵羊单位-

J

$*!

!%6==

#

K

L

!亩$

>

&!69=

#亩$&

!6!6!

冷季
!

每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

!"%

#

J

$

?!

)

K

L

!#绵羊单位-

J

$*!

&%6##

#

K

L

!亩$

>

!96%%

#亩$&

每个绵羊单位全年需草地面积
>&!69=

#亩$

@

!96%%

#亩$

>=76&2

#亩$&

!6#

天然草地适宜载畜量的计算
!

暖季适宜载

畜量
>

暖季草地可利用面积!暖季每个绵羊单位需

要草地面积
>

)

=A!!"#27

#亩$

?

#

&9"

!

=9%

$*!

&!69=

#亩!绵羊单位$

>&!7&2=&

#绵羊单位$&

冷季适宜载畜量
>

冷季草地可利用面积!冷季

每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

)

=A!!"#27

#亩$

?

#

!"%

!

=9%

*!

!96%%

#亩!绵羊单位$

>A2A=97

#绵羊单

位$&

全年适宜载畜量
>

全年草地可利用面积!全年每

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地面积
>=A!!"#27

#亩$!

=76&2

#亩!绵羊单位$

>7#772A

#绵羊单位$&

!6$

对传统草畜平衡核算方法的一些评议
!

从表面上看"上述计算方法似无不妥&但在实际应

用中"则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首先"对牧场进行'冷季(和'暖季(的划分已经

不符合当前的生产实际&过去以'逐水草而居(的游

牧生产方式为主时"这种划分有一定的意义&在现

阶段"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改善%家畜

数目的增多以及牧场划分和草地'双权一制(的落实

等各种原因"目前草原地区已经很少有'走场游牧(

的生产形式&原来固定的'暖季牧场(和'冷季牧场(

相互混用"从面积上和利用时间上"基本上失去了原

有的特征和功能&即使在个别地区尚有一定数量的

冷季牧场"从其数量和作用等方面考虑"也已不足以

将其与暖季牧场相提并论&

其次"冷季牧场和暖季牧场的时间划分不尽合

理&在我国北方广大草原地区暖季一般始于
#

月下

旬
$%

月上旬"结束于
&"

月中旬&暖季一般为
%

#

9

个月"而冷季一般为
9

#

A

个月&如上述范例中暖季

为
&9"J

"冷季为
!"%J

&暖季初期的
&

个月左右为

牧草春季返青的关键时期&如果根据暖季牧场主要

为放牧牧场的传统理念去施行管理"则对牧场的破

坏将非常严重&暖季的结束期一般在
&"

月中旬"此

时牧场上有很充裕的饲草"无需转入冷季牧场&据

笔者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等地的实地调查

显示"农牧民对冷季牧场的使用时间远短于对暖季

牧场的使用时间"一般仅有
=

#

#

个月的时间&因

此"从时间的长短和时间段的角度考虑"上述计算方

法中的冷%暖季参数均不合适&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最终会计算出
=

个载畜

量结果&暖季适宜载畜量为
&!7&2=&

绵羊单位"

冷季适宜载畜量为
A2A=97

绵羊单位"全年适宜载

畜量为
7#772A

绵羊单位&此处出现了逻辑性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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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全年的适宜载畜量竟然会低于暖季的载畜量&

载畜量的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草地面积上"既

能充分利用草地资源"又不致造成草地退化"并保证

家畜正常生长发育和生长的状态下"能容纳家畜的

头数(

)

A

*

&按此定义"如果取上述'一定时间(为一个

植物生长周期#即一年$的话"则全年的适宜载畜量

应该为最高&其不仅要高于冷季的载畜量"也要高

于暖季的载畜量&因为在一年的周期内"既包含了

暖季"也包含了冷季&一年内所养的家畜数不可能

小于一年内一段时间所能养的家畜数&如果取'一

定时间(为暖季#或冷季$时间的话"虽然可以计算得

到上述的数据&但由此推出的结论是荒谬的&

使用
=

个载畜量看似比仅仅依赖于一个载畜量

更加精确#因考虑了季节变化$&但其结果却往往会

使决策者无所适从"究竟取哪一个载畜量才合适.

如果取全年的适宜载畜量则必然会使草地在冷季超

载&而如果取冷季的载畜量则无必要计算暖季的和

全年的载畜量&目前"许多地区在实施草畜平衡制

度时普遍以冷季的载畜量作为限制因子去衡量草地

是否超载&在草畜平衡计算中使用不合适的"且过

时的冷%暖季划分方法实无必要&

由于草畜平衡计算中的'一定时间(可以有不同

的解释"其可能导致'载畜率#

NO4HKFP

L

QEOR

$(%'载

畜强度 #

NO4HKFP

L

JRPNFO

S

$(%'载畜量 #

HEQQ

S

FP

L

HE8

T

EHFO

S

$(等术语和概念的混用&在'一定时间(缩小

到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或即时瞬间的情况下"载畜

量等同于'载畜率(或'载畜强度(&这一问题涉及到

对'载畜量(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和重新定义"将在另

文中详细讨论&

#

!

新行业标准$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

算%的一些赘笔

我国目前最新版的载畜量计算相关行业标准是

!""!

年颁布的 '新标准(&该'标准(的基本技术思

路和计算方法与'老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上

面所说的问题仍然存在&作为全国性标准"'新标

准(除保留了'老标准(的大部分内容和参数外"又另

加了一些诸如'牧草再生率(%'不同季节放牧草地利

用率(%'割草地的利用率(等内容和参数&这样固然

有更加完善的好处"但因内含的参数和公式繁多"计

算繁琐"加之有许多外文字母和代码"使基层人员直

接应用比较困难&另外"一些内容和参数是否值得

保留"也有商榷之处&

#6"

冷季和暖季的划分
!

如前所述"目前冷季和

暖季的划分由于其本身划分的不合理性和草地利用

方式的改变已变得不必要&

#6!

草产量年变率
!

这是根据当年降水量与多

年平均值比较而设立的一个对草地产量进行修正的

气象参数&这一参数似也无实际用处&载畜量的计

算基于对草地的测产数据&每年在进行草畜平衡核

算时"早已过了牧草生长季"所测的草地产量已是实

际的数据"不需要使用这样的降水年变率去修正&

另外"草地的产量不仅受到年降水量的影响"还受到

降水的季节分配和温度等因子的影响&单独用年降

水量作为修正因子有以偏概全的感觉&目前"采用

卫星遥感技术已逐渐成为草地测产的一个重要手

段"其可以适时%快捷的提供牧草生长信息&草地牧

草生长的丰%欠状况可以直接从遥感信息中解译出

来&利用全年降水量去间接地修正产草量实无必

要&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多年平均降水量(是一

个不够确定的数值&

&"

年"抑或
%"

年才能算多年.

!"

年的平均值与
="

年的平均值相差甚远的例子并

不偶见&因此"为维护法规的严格性"建议删除此条

内容&

#6#

放牧草地的利用率和割草地的利用率
!

'新标准(对放牧草地设了'暖季放牧利用率(%'春秋

季放牧利用率(%'冷季放牧利用率(和'全年放牧利

用率(

#

个利用率&这显然是延承了家畜走场放牧

的传统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思维&前面已经提

到"目前的草地上牧业生产方式连'冷季(和'暖季(

牧场的划分都难以实行了"更难侈谈'三季(牧场的

利用&可否简化一些"根据草地放牧对牧草'吃一

半"留一半(的原则"统一将草地利用率设定为

%"M

. 至于一些特殊的草地#如'新标准(提到的'高

寒荒漠类(%'沙地草原(等$是否应该从放牧地的范

畴中将其剔除. '高寒荒漠类(的放牧利用率仅有

'暖季放牧利用率(一栏#'全年放牧利用率(因此等

于'暖季放牧利用率($"其参数值为
"

#

%M

&不难

想象"这样的草地基本上没有多少放牧家畜的价值&

在目前生态保护需格外关注的形势下"是否应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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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放牧价值较小的草地转为生态用地"而不出

现在'载畜量计算(中&

'割草地的利用率(中设有'轮割周期(和'割草

地利用率(

!

个参数&如对温性草甸草原"在一个
#

年的周期中"可连续割
=

年而休
&

年&因此"其利用

率为
=

!

#>A%M

&这样的'利用率(似乎与前面所谈

的'放牧草地的利用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生

产实践中这样的利用方式是很少见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割草地的功能是为家畜越冬

储草"其主要作用是配合放牧地让家畜度过冬春非

植物生长期&计算割草地本身的合理载畜量在生产

实践中是无意义的&在一片包含有放牧草地和割草

地的草原上"其合理载畜量绝不是放牧地载畜量和

割草地载畜量的简单相加&因此"建议在修改'标

准(时"删除此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

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载畜量核

算计算方法从理念上和实际方法上均显得落伍"已

不能适应于草地畜牧业生产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以其为基础的草畜平衡管理制度也就难以有效

地解决草原区普遍存在的草地超载问题"适时以新

的理念提出新的计算方法和管理模式势在必行&我

们期待着对现行'新标准(的修改和完善&在下面陆

续的几篇文章中"笔者将进一步就草畜平衡管理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草地载畜量计算时的一些参数筛

选等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述&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

的共鸣"促进我国的草畜平衡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

参考文献

)

&

*

!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计量局
6

蒙
:;9"#$7"

天然草地适

宜载畜量计算标准)

.

*

6&77"6

)

!

*

!

胡自治
6

草原生产能力的估测)

)

*

6

见+任继周
6

草业科

学研究方法)

U

*

6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772

+

!"A8

!&&6

)

=

*

!

苏大学"孟有达"武保国
61<

!

*9=%$!""!

天然草地

合理载畜量的计算)

.

*

6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6

)

#

*

!

李青丰
6

对目前草畜平衡管理的商榷及思变)

1

*

6

中国

畜牧报"

!""#8&&8&#

#第
#

版$

6

)

%

*

!

李青丰
6

草畜平衡管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V

*

6

内蒙古

草业"

!""%

#

!

$+

&8=6

)

9

*

!

李青丰"刘天明
6

草畜平衡管理///以时间机制调控的

思路)

V

*

6

中国草地"

!""%

"

!A

#

&

$+

A!8A#6

)

A

*

!

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管理教研室
6

草地经营)

U

*

6

呼和

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727

+

A&8A!6

%&'(&))*+,(&)-./0(1/2,&1/0,(0

3

4.&&,/5/(2/6(2(*

7

6/2/08&8-0*'-2

#

!

$

///

0WE5XEOF4P4PHXQQRPODROI4J4YEPFDE5HEQQ

S

FP

L

HE

T

EHFO

S

HE5HX5EOF4P

-/ZFP

L

8YRP

L

#

+455R

L

R4Y0H454

LS

EPJ0PWFQ4PDRPOE5.HFRPHR

"

/PPRQU4P

L

45FE)

L

QFHX5OXQE5,PFWRQNFO

S

"

/PPRQU4P

L

45FECXII4O"&""&7

"

+IFPE

$

96)*'/8*

+

/POIFNNOXJ

S

"

OIRHXQQRPOORHIPFHE5

L

XFJR5FPRNY4QEPFDE5HEQQ

S

FP

L

HE

T

EHFO

S

HE5HX5EOF4PDROI4JN

[RQRRWE5XEORJOIQ4X

L

IYFR5JEPE5

S

NFN4YEPFDE5HEQQ

S

FP

L

HE

T

EHFO

S

6.4DR4YORHIPFHE5

T

EQEDRORQNFPOIRORHI8

PFHE5

L

XFJR5FPRN[RQRRWE5XEORJ4POIRFQNXFOE\F5FO

S

EPJPRHRNNFO

S

FPOIRRNOFDEOF4P

T

Q4HRJXQR6/O[ENH4PNFJ8

RQRJOIEOOIRHXQQRPODROI4J[EN4XO4YJEORFPOIRE

TT

Q4EHI4YNR5RHOFP

LT

EQEDRORQNENOIRD4JREPJDROI8

4JN4YEPFDE5

T

Q4JXHOF4PIEWR\RRPHIEP

L

RJJQEDEOFHE55

S

6.4DR

T

EQEDRORQN[RQR4\WF4XN5

S

XPPRHRNNEQ

S

EPJNI4X5J\RJFNQR

L

EQJRJ4QD4JFYFRJFPEHH4QJEPHR[FOIEPFDE5

T

Q4JXHOF4PN

S

NORDFP

L

QENN5EPJQR

L

F4PN

T

QEHOFHE55

S

6

:&

7

;-',)

+

YRRJ8EPFDE5\E5EPHR

,

HEQQ

S

FP

L

HE

T

EHFO

S

,

PEOXQE5

L

QENN5EPJ

,

L

QENN5EPJDEPE

L

RDRP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