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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东部低山丘陵地区

饲草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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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 据 吉 林 省 中 东 部 低 山 丘 陵 地 区 自 然 环 境 与 农 牧 业 发 展 格 局 及 该 地 区 饲 料 资 源 及 牧 业 发 展 现

状 , 总 结 了 面 临 的 问 题 , 提 出 了 适 合 于 区 域 发 展 的 生 态 建 设 种 养 模 式 及 畜 产 品 定 位 , 并 对 饲 草 的 加 工 和 有 效

利 用 提 出 了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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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息息相关。近年来 , 由于人类盲目开垦草原和山地 , 使自然植被

遭到破坏 , 造 成土地干旱 、沙化、盐碱 化和水土流 失 , 已经限制 了农业的发 展。在 农 业 生 态 体 系 中 , 畜

牧业作为其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调节过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 , 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制定农牧

业发展战略 , 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1 中东部低山丘陵地区自然概况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位于北纬41～44 °, 东经126～131 °。该区域属长白冷凉、湿润和温差较小气候区。

其特点是: 降水充沛, 蒸发少, 湿度大, 年温差小。

该区域以低 山、丘陵为主 , 植被为天然 次生林和人 工林 ; 水土 流 失 严 重 , 土 壤 肥 力 下 降 较 快 , 土 地

生产潜力较弱。该区低山丘陵低温冷害 , 洪涝灾害多发 , 旱灾发生于春季 , 阻碍区域经济发展。根据自

然生态特点 , 区域农业产 业定位应当 以林 - 牧经营 生态模式为 主 , 发展区 域特 色 经 济 如 绿 色 、有 机 农

产品和畜产品等。

2 吉林省中东部低山丘陵地区饲料资源及牧业发展现状

2.1 饲料资源现状

该区的天然饲草资源主要是林下和草甸天然牧草。由于自上 世纪 70 年代 末 , 人们盗伐 林木和垦

荒种地 , 使得 个别地区草 坡和草甸植 被受到严重 破坏 , 天然牧 草产 量 很 低 。 在 一 些 地 区 , 种 植 业 是 畜

牧生产的饲料来源 , 主要是玉米、水稻的副产物等 , 栽培牧草数量很少。

2.2 畜牧业生产现状

在区域内规 模化的畜牧 场较少 ; 城市 周边农户和 饲 养 企 业 饲 养 鸡 、奶 牛 和 猪 呈 现 一 定 规 模 效 益 。

由于畜牧管理部门的努力 , 在肉牛改良方面成绩突出。而其他养殖业缺乏适当的畜牧生产技术培训和

指导 , 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3 中东部低山丘陵地区牧业生产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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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经济落后 , 缺乏农业资源自然整合的能力。所以 , 农民根据自身的状况以及 周围的影响

决定农业和牧业生产。总体来看 , 由于饲料资源不足和技术条件的原因 , 该区域畜牧 业发展速 度缓

慢 , 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

目前条件下 , 在该类区域内无论发展猪禽等耗粮畜牧业生产还是草食动物生产 , 都 会因饲料来 源

问题使农民望而却步。吉林省实行禁牧舍饲的政策后 , 圈养家畜仅仅依靠玉米秸秆、稻草等 农副产物

不 能满足其营 养需要 , 农民 又没有更好 的办法解 决饲料问题 , 加之销 售 市 场 发 育 不 完 善 , 这 使 农 民 对

从事畜牧生产有顾虑 , 使得区域内畜牧业产值较低。

4 生产建议

从发展的角度 , 根据自然条件等因素 , 在该类区域内宜建立以林 - 牧结合为主的种养 模式。种草

植 树 , 饲养草食 动物 , 将有利 于恢复区 域生态和保 持农牧业的 良性发 展 。 在 畜 种 结 构 调 整 方 面 , 应 当

在稳定猪禽生产的前提下 , 以土地生产潜力为中心确定草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由于该区环 境污染

少 , 适 合发展具 有区域特色 的农牧业经 济。发展绿色 、有机农畜产 品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 如 措

施得当 , 将促进地方经济的稳步发展。

4.1 栽培牧草 , 恢复草原植被

长期以来 , 吉林省东部山区由于乱砍盗伐、毁林开荒等人为因素 , 形成大量的坡耕地 , 致使水土流

失严重 , 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 严重破坏了山区生态环境。20°以上坡耕地全面 实行退耕还 林 , 可解决 对

坡耕地的生 态环境破坏 问题。为此 , 根 据低山丘陵 的特点 , 应选 择 种 植 适 合 保 持 水 土 流 失 、利 于 生 态

恢复和草食动物生产的牧草和可饲用植物 , 如栽培胡枝子、刺槐 , 或间植灌木和乔木等。在 20°以下的

坡地或贫瘠 农田 , 可考虑 种植饲 料 作 物 或 栽 培 牧 草 , 如 青 贮 玉 米 、苏 丹 草 、黑 麦 草 、无 芒 雀 麦 、饲 用 大

豆、苜蓿、子粒苋和苦麻菜等。

4.2 农副产品的加工利用

该区域内的主要农副产物是秸秆类。从加工的适用性角度 , 玉米秸秆宜以黄贮、糖化 和物理加工

方式为主 ; 稻草以氨化为佳。其中整株或去穗玉米的拉膜青贮或玉米秸秆的压块和制粒 , 更适 合于保

存营养价值 , 利于贮存、运输和产品商品化。

另 外 , 针 对 饲 草 的 种 类 、发 育 阶 段 、加 工 方 法 及 畜 禽 的 种 类 及 阶 段 等 , 制 定 相 应 的 饲 料 配 方 并 辅

以 技术指导 , 将 有利于提高 畜牧业生 产效益 , 激发 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 也 更 有 利 于 畜 牧 生 产 的 可 持 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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