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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草场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管理与技

术革新,人们无管制的开发与利用,致使天然草场退化日益加剧。本文以地处祁连山高原区的天祝

藏族自治县为例,通过对其进行天然草场退化现状的调查予以研究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可促进天然

草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以及探讨并分析了天祝县天然草场退化背景下,对我国稀有马种———天祝

岔口驿马的品种资源保护的影响,这将对今后保护并开发利用天祝县岔口驿马种质资源、发展高原

地区现代畜牧业、并对继承发展藏区特色马产业文化起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旨在为促使以及天祝

县天然草场与岔口驿马品种资源的保护协同发展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保障生态环境

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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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pas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ople's
 

unregulate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have
 

led
 

to
 

increasing
 

degrada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s.
 

This
 

article
 

takes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
ty,

 

located
 

in
 

the
 

Qilian
 

Mountain
 

Plateau
 

area,
 

as
 

an
 

example.
 

W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
 

degradation,
 

propose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hat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rassland,
 

and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n
 

my
 

country's
 

rare
 

horse
 

bree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ural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Tianzhu
 

County
 

-
 

The
 

impact
 

of
 

breed
 

resource
 

protection
 

on
 

Tianzhu
 

Chakou
 

Stage
 

Horse.
 

Thi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hakou
 

Yima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ianzhu
 

County
 

in
 

the
 

future,
 

developing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in
 

plateau
 

areas,
 

and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horse
 

industry
 

culture
 

in
 

Tibetan
 

area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ianzhu
 

County’s
 

natural
 

grassland
 

and
 

Chakou
 

Yima
 

breed
 

resources,
 

and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
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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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祝县天然草场退化对该地区畜牧业的

影响

  天祝是属于甘肃武威的一个藏族自治县,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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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为高寒草原牧区,冬季严寒

漫长,约占全年的三分之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气

候寒冷,雪虐风饕,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牧草无法获

得足够的时间生长,草地第一性生产力低。自上世

纪60年代以来,草原畜牧业由粗放模式转变为集约

化管理,使得牛羊马等家畜的饲养量快速上升。加

之早些年大家对天然草场保护的意识不到位,导致

天然草场退化非常严重,且给当地生态环境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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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损害,出现了牲畜品种退化,生产性能降低,并且

随着天祝县人口的激增以及对生计需求的逐步提

高,天然草场退化日益加剧,当地农牧民增收缓慢等

经济问题愈加突出,由此给当地天然草场和畜牧业

的健康可持续协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加之高

寒牧区也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自然或人为灾害也

同样破坏了天然草场,致使其产草量下降,优良牧草

生产滞后,寒季牧草供不应求,然而寒季牲畜单纯依

赖放牧的天然草场,缺少饲草料补给,使牲畜处于能

量负平衡状态,由此造成农牧民的经济收益下降,因
此天祝县高寒牧区受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的制约,草场资源不能满足其畜牧业的迅速发展需

求,严重阻碍了天祝县畜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天祝县天然草场退化现状

草场退化乃是草原生态系统逆行演替,主要表

现为优良牧草种类变少,质量变差,草地生境变恶劣

等。造成天然草场退化的原因分为人为因素与自然

因素,包括土壤中营养物质流失和理化性质变差,优
质牧草的丢失与经济生产力下滑。

天祝的高寒草场为甘肃省内最重要的牧区之

一。借鉴国内外关于草场的研究进展,综合分析认

为天祝县高寒草场退化的内在原因是其脆弱的生态

环境,人们无节制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是其高寒

草场退化的重要驱动力,加之气候的变暖、变干进一

步加速了其草场的退化速度。并且认为畜禽粪便的

流失、植物的异株克生作用以及自毒作用也是致使

天祝高寒草场退化的又一原因,草场退化是内外因

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有自然因素,也包括人为因

素。当前,天祝县天然高寒草场已普遍发生了退化,
退化比较严重的草场面积多达13.47万hm2,在天

然高寒草场总面积中的占比有34.41%,主要分布

于高山草甸草场,沙化、碱化面积则达到了8.6万

hm2,且仍以每年1.34万hm2 的速度发生快速

退化。
天祝天然草场的退化对该地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造成了严重制约,其中就包括以全年放牧为主要饲

养方式的岔口驿马,天然草场退化导致岔口驿马数

量锐减,对岔口驿马的品种资源保护造成了不利的

影响。

3 岔口驿马的品种介绍

天祝岔口驿马在民间俗称“走马”,为马科马属

动物,该品种的马头形正直,体格适中,胸宽腰短,背
长腹大,毛色多以骝色。其以善于走对侧快步而扬

名,步伐轻快且平稳,颠簸感很弱。还具有很强的挽

力。马匹几乎全年放养,因而成就了其耐粗饲,放养

式管理的特性,且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品种优

良,耐力持久,且抗病力强,分布广泛。

4 天然草场退化对岔口驿马品种资源的

影响

  岔口驿马产地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长期依赖于

天然高寒草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以及动物性初级

副产品的产出,农牧民实现增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

依靠马匹数量的增长,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恰好依

赖于天然草场资源,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高消耗、高
风险、低产能、低收益、低附加值,无法彻底摆脱夏饱

秋肥、冬瘦春死的靠天吃饭式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成
为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因素。截至2022年

底,天祝全县岔口驿马总养殖量仅6
 

000多匹,规模

较大的保种育种场只有3个,组建的选育群仅46
群,保种户仅有284户。由此得见,岔口驿马的品种

资源保护深受天然草场退化的损害。是限制其发挥

生产性能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快速发展岔口

驿马产业的瓶颈所在。
换言之,天祝天然草场退化导致了牧草料出现

短缺,以致岔口驿马长期的处于能量负平衡状态,进
一步导致其生产性能的降低,最终岔口驿马产业处

于恶性循环。因此,要想使岔口驿马生产走上良好

道路,提高岔口驿马的经济效益,最根本的是解决岔

口驿马的饲草料短缺问题。打破岔口驿马的传统生

产方式,在各主要环节采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提高

岔口驿马生产效率,建立新的高效繁殖模式,全面提

高岔口驿马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

5 解决草场退化困境的途径

天然草场退化问题是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

造成的。自然因素主要有环境气候恶劣和病虫害频

发等。但就天然草场退化而言,人为因素则占主导

地位,因此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增加人为

种植草场面积、合理放牧以及防治各种病虫害对天

然草场造成的危害等,全方位加强草场防护,使退化

草场尽快修复,走出草场退化的困境。

5.1 人为种植牧草

过度放牧是天祝天然草场退化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天祝现有的天然草场已不能满足畜牧业的迅速

发展。为了确保当地畜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应倡

导和鼓励农牧民自己种植优质牧草,来提高草场的

出草量,此举有助于维持草场土壤处于肥沃状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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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草场生态环境平衡。
在寒季来临时,草场牧草资源匮乏下,可以在暖

季收割一部分牧草与成熟的庄稼秸秆,然后科学的

青贮,这样就可以变废为宝,使废弃的秸秆变为草

料,以此来达到寒季补饲,这样既可以减少牧草的消

耗,又可以帮助马匹安稳度过寒季,进而使天然草场

得以恢复。

5.2 合理放牧

天祝县独特的气候环境使夏季和秋季成为牧草

的主要生长期,冬季和春季牧草的生长则相对缓慢

甚至停滞,若春冬季节过度放牧就很容易造成草场

退化,春季放牧也会使适口性好的嫩草提前被啃食,
因此根据草场情况改变放牧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保证牧场的生态环境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这样

不但减少牧草生产压力,而且还可在来年获得更多

的优质牧草。
与此同时,要明令禁止在水土流失严重的草场

进行放牧,使遭到破坏的草场休整一年以上,然后再

根据牧草长势进行有节制的放牧。使天然草场得以

完成自我修复,减少放牧对天然草场造成的损害,帮
助天然草场的生态环境快速恢复。

5.3 草场病虫害的综合管理与防治

天然草场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威胁,若防控意

识不到位,防控方法不恰当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

果。因为害虫啃咬草场牧草,阻碍牧草的茁壮成长。
而发病后,病草也会迅速传播到健康的牧草上,给天

然草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还会大幅降低优质牧草

的产量,影响天然草场的生产能力。
在保护过程中,应根据病虫害种类采取切实可

行,行之有效的防治计划,如利用食物链和食物网

“以虫治虫”,达到减少甚至灭杀病害虫的目的。夏

秋季节经常有环境条件骤变和灾害性天气,这对牧

草的健康生长极具威胁,此时则要进行人为干预,给
牧草及时补充水分以及增加其肥力,提高其抗病能

力。并有专员驻守,能及时发现异常且上报政府来

查明病因,快速对症下药,将损失尽量降到最低。

5.4 增强牧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收益直接受生态环境

状况的影响,天然草场退化与农牧民的生活密切联

系,主管部门应该通过网络、标语、广播、电视或广告

等宣传方式,宣传优良生态环境对其自身的重要性,
引起农牧民对天然草场退化问题的充分重视,并且

逐步改善具有破坏性的生产模式,促使草场生产出

更多的优质牧草,使天然草场获得良好且充裕的休

整,达到天然草场生态环境同畜牧业健康协同发展

的目的。

6 岔口驿马品种资源的保护举措

6.1 建立原生区进行保护

在岔口驿马的主要产出区建立岔口驿马的保种

育种群。筛选符合岔口驿马品种要求的优质马匹组

成核心群,使保种核心群进行随机性交配,采用随机

留种保种方式。对岔口驿马养殖户采用补贴政策,
构建起一批高质量的选育群,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岔

口驿马的优良品质,确保优良种马可以源源不断提

供,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保护。

6.2 采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保护

随着现代生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原位保种之

外,动物的品种资源也通过各种易位保存技术(配子

或胚胎的冷冻保存、体细胞保存和DNA
 

保存)得以

保护,所以可以采用易位保存技术创建起岔口驿马

生殖细胞与胚胎冷冻库,确保供体数量足够,与此同

时为保证其安全性,需建立多个冷冻贮存地。当然

也可采用基因组、卵母细胞等技术手段达到遗传资

源保存的目的。

6.3 优化管理体系

深入了解岔口驿马对藏区畜牧业的重要性,保
种工作由畜牧局亲自负责承担,将岔口驿马品种资

源的保护纳入到天祝县的总体经济发展规划当中、
加入到生态保护规划,成立具有官方且权威性的保

种部门,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并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在生态环境良好的背景下,主动探索出有

利于岔口驿马品种保护的新方向,鼓励农牧民自体

养殖,也可以协议方式自愿与政府保种场合作,政府

高价回收优质马匹等方法,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养殖

户联合生产模式,将养殖数进一步扩大,将品种资源

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6.4 综合开发利用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老百姓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人们试图寻找到一

种骑乘型、轻驭型的马种,逐渐发展出了容体育竞

赛、旅游观赏、娱乐表演、马术教育等一体化的现代

化马产业,这也有利于天祝岔口驿马品种资源保护、
开发利用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6.4.1 发展旅游、表演、比赛用马 充分发挥岔口

驿马行走奔跑无颠簸感的优势,向旅游区输送优良

的走马,以供表演乘骑等,还可以通过举办赛马会等

活动,推动岔口驿马进入市场,为当地农牧民提高额

外的经济收人。

6.4.2 积极发展“特别特”的马产业 进一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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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地客商的交流合作,积极主动与赛马等产业的

客商联系,以达到吸引更多外地投资商投入到岔口

驿马产业领域的目的,并且彻底改变依赖于政府投

资、政府决策的被动局面。积极引进国内外中大型

投资商,采取控股、参股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岔口驿马

产业跨越式的发展。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民的

积极性,加速岔口驿马产业建设步伐,将岔口驿马逐

步推广至世界各地。

6.4.3 开发并利用附加值高的副产品 加强对岔

口驿马的皮、肉、毛、奶等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以及促

进其抗蛇毒血清和抗病毒疫苗等生物制品方面的研

发,提高农牧民养岔口驿马的积极性与经济收入,以
达到岔口驿马品种资源保护的目的。

7 天祝县天然草场退化对岔口驿马品种资

源保护的总结

  为了进一步加强高原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以及

提出针对性治理措施,我们需要全面探讨并分析引

起天然草场退化各种因素,并结合具体情况,创建出

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确保已经退化的草场可以迅

速恢复至原有水平,不但要使现代畜牧业快速发展,
还要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同样,岔口驿马

是珍稀马种,合理保护并开发利用其种质资源、对发

展高原地区现代畜牧业、继承和发展藏区特色马产

业文化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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