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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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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草原畜牧业技术落后，对草原生态维护不到位，不利于
草原植被恢复。原有的废物处理技术和设备的成本过高，难以推
广。通过开辟农牧业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企业的高效
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

例如：将畜牧业产生的动物粪便融合植物秸秆进行沼气发
酵，沼气作为可再生节能能源用于天然气的制取以及居民日常生
活和商业，剩余残渣通过二次加工可以制成有机肥料，应用于农
田蔬菜种植等，农田的作物可以反作用于畜牧养殖。从而形成了
农牧业生态循环模式，在处理农业废料和畜牧排泄物的同时，实
现了有机肥的使用，推动了多领域经济发展，维护了草原生态平
衡。要打造农业、畜牧业、生态旅游等多领域综合牧场，创建生
态园区，引进旅游资源，提高企业效益。

一、生态养殖模式及优势
（一）立体养殖技术
立体养殖技术就是通过多种物种同时养殖，例如、鸡、鸭、

鱼等物种同时养殖，单独养殖时物种的排泄物处理困难对环境影
响较大，但是同时养殖多种可以构成完整生态链的物种就可以实
现零排放，对排泄物的处理简单而且利用率高，可以用少量的投
入，产出大量的资源，达到生态养殖的目的。

（二）林下养殖技术
林下养殖技术与生态放养有一定的类似性，但是林下养殖技

术利用的是天然的林地资源，更加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天然的
林地资源，对肉品质的提升更大，但是要控制合理地生数量，不
要破坏林地自然的生态环境。

二、天然和草地牛羊养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牛羊养殖发展的现状
自 2008 年，搞生态养殖项目以来，种草养牛、羊的形式实

行舍养，虽然种草养殖得到国家补助，但是投资圈舍，种草资金
很高，从外引进种羊、种牛不适应当地气候，还带来不明疾病或
病毒（比如布病、小反刍等），造成牛羊死亡较高，养殖业损失
很大，到了 2017 年实行环保整治，导致大部分迁场，无钱就关闭
养殖场，导致册亨县以前有 80 多个规模牛养殖场形成空圈，只剩
3 个牛羊规模养殖场在养。

（二）优质饲草缺乏，养殖成本高，养殖经济效益差
全县主要种植牧草为象草，品种单一，秸秆多为甘蔗尾叶和

玉米秆，这些饲草和秸秆的营养水平低，水分含量高，雨季新鲜
象草的水分含量可到 90%以上，干物质含量低。规模化羊场常年
需要从北方购买干草、干花生藤等，饲料成本较高；象草、甘蔗
尾叶等简单加工后饲喂，无法满足肉牛营养要。此外，种植象草
的土地成本较高，甘蔗尾稍收集困难，人工成本高等，导致养殖
经济效益差。

（三）本地良种牛源供应不足
册亨县规模化肉牛场饲养的杂交牛都是来源于新疆、内蒙古

等地，本地缺乏可以提供充足杂交牛的种源基地。原来存栏牛数
量约 7.3 万头，随着城镇化和农业机械水平的提高，农村养牛数
量急剧下降，基础母牛流失严重，牛繁殖周期长、繁殖率低，本
地母牛的“造血”能力不能满足全区高速发展肉牛产业的需求。
另外，肉牛运输成本大，应激大，气候环境差异大，经常出现新
进牛不适应本地饲养条件而大批量死亡的情况。良种牛源的供应
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天然和草地做牛羊养殖的对策与建议
（一）科学养殖
通过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恢复天然草原植被，提高

天然草原生产能力，为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创造更好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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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要大力发展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建设，提高农作物秸秆利用
率，增强饲草供给能力，缓解天然草原放牧压力。要调整优化畜
群结构，提高优良畜种比例，推广应用先进饲养管理技术，加快
牲畜出栏周转，提高商品率和畜牧业生产效益，促进农牧民增收
致富。

（二）提升牛羊日粮品质
在全县严厉禁止秸秆就地焚烧的形势下，甘蔗尾叶、玉米

秆等农作物秸秆产量比较集中的地区，政府引导设立秸秆集中收
储加工点，强化秸秆生物饲料化加工技术培训和推广，提升饲料
营养水平。充分利用国家“粮改饲”项目，鼓励企业流转土地，
种植饲料玉米等优质牧草。加强牛羊全价颗粒饲料的推广应用，
实施“科技强牧”政策，引导规模企业使用先进的繁育、日粮配
制、饲喂、管理等技术，提升养殖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

（三）政策延续实施，落实到位
在清晰认识牛羊产业发展规律，制订和落实产业扶持补贴政

策的基础上，政府应延续对牛羊养殖业的扶持补贴政策，科学合
理规划资金使用方向，多动员与宣传，确保扶持补贴资金落实到
每一个养殖户，以小钱撬动产业发展，推动牛羊产业成为乡村振
兴的主产业之一。

（四）提高养殖品种良种化，建设本地种源基地
加强现有山羊供种企业的科学管理，建立数字化的信息登记

网络平台，强制按时提交种畜的系统、繁育、生长等关键信息；
多部门联合攻关，培育出本县特色的山羊新品种。全县山羊散养
所占比重较大，以放牧本地品种山羊为主，需合理引导，杂交改
良，提高品种良种化水平。加强山羊人工授精、胚胎移植、分子
标记辅助选种等先进的繁育技术研发和应用。

牛的繁殖周期较长，需做长远规划。首先要稳定基础母牛数
量，政策偏向补贴基础母牛的养殖。建立“千家万户养母牛，企
业集中育肥牛”的运行模式，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共赢的有
机体，实行母牛分散饲养，肉牛集中育肥、屠宰、销售。扶持有
实力的企业建立种牛繁育场，多部门联合攻关，培育新品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大力发展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建设，提高农作物

秸秆利用率，增强饲草供给能力，缓解天然草原放牧压力。在养
殖的过程中要着重发展生态的养殖技术，提高生态养殖技术的应
用范围，在满足生态循环无污染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肉质，降低
生态养殖的成本，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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