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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娃龙巴牧场围栏和斗木狭牧路及牧场的评估 
                               作者：申时才 
                              2004 年 8 月 25 日 
 
牧路开发和围栏的作用 
从 2003 年 5 月份的调查发现，由于土大黄的不断扩张，色娃龙巴已经是迪麻洛流域退化最

严重的牧场。为了在色娃龙巴牧场上试验控制或消灭土大黄扩张的解决办法（除草剂），做

一些放牧与禁牧对植被生长、植物多样性的对比研究，为将来的牧场恢复、土大黄的控制以

及轮牧制度的建立提供科学和实践依据，研究会和村委会达成了封闭色娃龙巴牧场 3 年的协

议。为了减少色娃龙巴牧场封闭后的所带来的放牧压力，收回以前所有权属于迪麻洛，但由

于长期以来牧路不通而不能达到的斗木狭牧场，2003 年“滇西北农牧生计改良项目”支持

了当地村民挖通从色娃龙巴牧场到斗木狭牧场间修建牧路的经费。其中，绝大部分的工作都

是由当地的农户和村委会自发和协调完成的，如牧路的勘测、设计、修建等都是由当地的村

民自己完成的，没有外面的专家或者畜牧局的技术人员参与，项目希望当地村民和村委会有

愿望和能力自主管理好牧场资源。 
 
同样地，为了尽早在色娃龙巴牧场进行除草剂试验，以及封闭牧场与自由放牧牧场之间的对

比研究，2004 年“滇西北农牧生计改良项目”也支持了色娃龙巴牧场的围栏，并对以前在

色娃龙巴牧场有房子，且需要继续放牧的农户提供了 20 个帐篷（2 户农户共享 1 个帐篷），

并由村委会及各社社长负责协调工作。 
 
调查的目的 
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和评估由当地农户自己设计、实施的围栏和牧路的完成情况

以及实施过程中农户运用的知识和认识等，以便探讨当地农户使用地方技术的可行性；观察

和了解色娃龙巴牧场封闭后土大黄的生长情况、和其他植物的恢复情况，封闭后对牲口饲养

和其他牧场的放牧压力、植被生长等的影响；新开发牧场的植被类型、载畜量等的综合评价。 
 
本次是围栏、牧路实施，围栏后植被恢复以及新牧场植被的第一次正式调查，以后还需要进

行不断的非正式调查和监督。 
 
调查方法和思路 
本次调查由研究会人员 2 名、畜牧局技术人员 1 名、村委会人员 1 名以及当地村民 1 名共 5
人组成。调查的主要方法是实地考察以及对牧场上部分农户的采访。 
-  色娃龙巴牧场：禁牧与放牧的对比观察。土大黄在禁牧和放牧条件下的对比：生长高度，

入侵程度，结籽时间，结籽率等，其他植物的对比：恢复和破坏情况，生长高度，植被群落

的变化等。采访主要是色娃龙巴牧场封闭后所带来的影响，对围栏的看法及新牧场的评价等。

如色娃龙巴牧场封闭后对在其它牧场放牧的牲口产奶量、牲口的生长情况、其他牧场上牲口

的变化以及对其它牧场植被的破坏等影响。 
-  围栏：村委会对承包围栏人员的选择、口头协议以及围栏后对围栏的管理监督，围栏的

位置、距离、质量，围栏的劳力、用料以及围栏人自己是否履行协议责任等，当地村民对围

栏的看法、评价等。 
-  牧路及牧场：牧路勘测和设计上是否合理，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的，牧路长度、宽度，牧

路开发对植被的破坏情况，牧路的开支是否合理，全村在利益分配上是否合理等。新牧场的



植被分布情况，植被群落结构，载畜量等。 
 
1． 色娃龙巴牧场、斗木狭牧路及新牧场的基本情况 
1.1。色娃龙巴牧场：围栏后的土大黄生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其他的植被恢复很好，牲口

很少到过牧场，农户对目前的牧草恢复也很满意；而放牧的地方的情况刚好相反，土大黄特

别多，其他的牧草基本上看不见，牲口吃不饱。 
 
-  土大黄：土大黄在放牧与没有放牧的地方形成明显的对比，具体的情况如表 1。 
 

表 1：土大黄在放牧和不放牧的对比. 
土大黄 数量 发芽和生长情况 种子成熟情况 对其他牧草的影响 
放牧的 土大黄占绝

对的优势，其

他牧草和杂

草都很少 

再生的土大黄提

前发芽生长，植株

20cm 左右，明显

比不放牧的要高，

新生的土大黄多

半是由于牲口的

机器运动产生的 

土大黄种子成熟的

比较多，时间上提

早开花对结籽率影

响不是很大，晚期

结籽的种子都能成

熟 

土大黄（放牧）明

显抑制其他牧草的

生长 

不放牧的 去年土大黄

密的地方，现

在呈现土大

黄中等，其他

的杂草占优

势，禾草少 

再生的土大黄目

前刚发芽或还没

有，新生的土大黄

很 少 ， 植 株

5-10cm 左右 

土大黄密集的地方

的种子绝大多数没

有成熟，只有少部

分开花比较晚的、

比较稀的地方的种

子成熟了 

其他的牧草能抑制

土大黄的生长 

注：表 1 中的‘再生’指土大黄根部营养组织（母体上）的第二次生长，‘新生’指种子

或植株脱离母体后的生长。 
 
    从表 1 中的土大黄在放牧与不放牧条件下对比发现，土大黄是主要靠种子和机械传 
播（根部营养体脱离）的一种多年生植物。在放牧的地方，土大黄是明显的优势种，主要 
因为：1. 牲口不吃土大黄或者吃土大黄很少，使得土大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其它的牧草逐 
渐减少或变矮小，2. 牲口在放牧中的蹄子对土壤的破坏及对土大黄发达的根部营养组织踩 
踏使得部分营养组织脱离母体而可以形成新的植株，3. 没有建立放牧制度，使得牧房附近 
的载畜量过大，增加了杂草的入侵机会，可以明显得出的结论：机械运动可以促进土大 
黄的生长、种子成熟率以及新生植株的发展和扩张。围栏后的牧场，尽管在往年放牧强度 
最大、退化最严重的土大黄最多而其他草最少的地方，由于围栏后没有牲口吃和蹄子的破 
坏，其他的牧草，特别是杂草获得了恢复的机会，往年土大黄密度高的、肥沃营养的地方 
不仅对土大黄的生长有利，对其他杂草的生长也是很有利，因此杂草呈现很强的竞争性而 
表现明显生长旺盛，而禾本科和莎草科则少。在没有放牧的地方，土大黄的生长和发芽比 
较晚，植株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绝大多数密度高的地方的种子基本上不能成熟，而放牧 
的地方则相反。 
   总之，土大黄是一种喜欢机械运动的植物。放牧条件下可以促进土大黄的营养生长， 
提高种子成熟率，提前发芽生长，而不放牧则相反。 
 

-  其他的植物（不放牧的）：牧场中不同地方的植被差异性比较大，但只要是相似地段上的



植被群落就比较相似。土大黄密度不同的同一区域上可以明显的看出，土大黄密度高的杂草

特别多，土大黄密度中等和偏下的杂草和禾草差不多或者禾草占优势，没有土大黄或密度很

小的，多半是禾草占优势。 
1. 土大黄密度高的地方：目前土大黄在数量上没有杂草的多，在高度上也没有杂草的高，

禾本科和莎草科的植物比较稀少但生长良好。主要的植被群落：血满草（忍冬科），高

度有 50-100cm，牲口不吃，目前还没有开花，毛莨（毛莨科），高度 20-50 cm，牲口会

吃些，目前开花结籽，还有几种菊科植物，这些植物牲口多数都喜欢吃，因此不会影响

牧场的质量。禾草比较单一，只有 1-2 个种，而且密度很小。 
2. 土大黄密度中等偏下的地方：目前土大黄在群落中处于劣势，杂草和禾本科草占优势，

杂草和禾草的高度都差不多，杂草要高一些，禾草要低一些。杂草和禾草在不同的地段

上的情况也不同，某些地方是杂草和禾草差不多，某些地方杂草占优势，而有些则禾草

占优势，多数是属于杂草和禾草差不多的类型。 
3. 基本上没有土大黄的地方：禾草是一种群落中的优势草，在群落高度上，杂草占最高层，

禾草占中间，在此类群落中，禾草科植物会出现比较单一的现象，禾草和莎草物种的多

的地方很多，少的地方太少。 
 
-  植物多样性（没有放牧的）：尽管不同的区域，植被群落和物种上差异很大，尤其在不同

区域上的禾草和莎草植物的物种数量是最明显的，但在相似的区域里，由于土大黄密度高的

地方的肥沃的营养和开放的群落增加了其他杂草的入侵机会，而土大黄密度低抑制了其他杂

草的入侵，因此在相似的区域内植物物种在数量上是持平的或者差不多。 
 
-  不足：有个别的农户不执行村代表制定的村规民约，会把牲口放到色娃龙巴牧场最高的

琼姑牧场，这样会影响其他没有去放牧的农户，同时村委会还有按照村规民约执行。目前当

地农户对把牲口放进去的农户还多半是抱怨，还没有效仿。 
 
1.2。围栏：色娃龙巴的围栏总的可以分成两个地方，一是齐藏栋牧场与南亚桐牧场之间，

整个围栏只有一条，全长有 500-600m 左右；另外是白汉社山头，周围几个牧场且可以通往

色娃龙巴牧场，因此围栏 2-3 条，总的长度为 200-300m，具体的如表 2。 
 
                        表 2：两处围栏的基本情况. 
围栏地 费用开支 围栏距离 围栏用材 牲口进出难易 备 注 
齐藏栋牧场 1200.00 元 500-600m 砍的冷杉杂

木 
   不容易 河岸两边 

白汉山头 800.00 元 200-300m 倒的冷衫和

杂木 
 小猪、羊能进 2-3 不同处

 
-  禁牧的制定：经过研究会与村委会的长期商讨，村委会同意把色娃龙巴牧场封闭 3 年，

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了禁牧制度，写进了村规民约，报交给县政府生效后正式实

施，如果村民不按照民约来实行，村委会将按照民约来执行。 
 
-  围栏人的选择：对于当地的农户来说，他们对迪麻洛流域的牧场都很熟悉。色娃龙巴的

封闭，需要从那些地方围栏，需要多少劳力都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主要是在

农户选择上必须达到两个条件：1.放牧就在围栏附近的，这样可以随时到牧场去查看，发现

牲口进去可以赶出来，围栏烂了、坏了可以及时修补，2.要有责任心，至少是多数村民可以



信任的农户。 
 
-  费用开支：费用研究支持，协调工作由村委会负责，工作由承包人负责。考虑到围栏后

的维修工作，村委会决定把围栏工作承包给 2 户农户，并且与当地的两个农户达成口头协议，

齐藏栋的围栏费用为 1200.00 元，白汉山头的为 800.00 元，然后承包他们，因为他们在村的

信誉不错，离各自的围栏处也很近。围栏费用是先付一部分给承包人，然后等到围栏后或者

是 3 年后再补上另一部分。围栏的实施方案由承包人自己决定，自己独自完成可以，请其他

的村民帮忙也可以，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并保证质量。围栏后的维修由承包人负责，围栏

至少必须要达到 3 年以上，如果达不到就要扣发部分围栏的费用。 
 
-  围栏的实际情况：基本上两个地方的围栏都还可以。齐藏栋牧场的围栏由于村民的反对

（牲口放牧压力大）而改变了原来设计的围栏地点，白汉山头没有改变计划。在两处的围栏

中，白汉山头是比较理想的，2-3 条围栏都是在比较紧要的地方，一般只要是围好这些地方，

牲口就进不去。用材比较好，估计能用到 3-4 年，围栏的密封性也很好，大牲口进不去，小

牲口一般也进不去。齐藏栋牧场的围栏比较差，没有按以前规划的路线来实施，而目前围栏

的位置也不是比较理想的地方。围栏用材主要是以前倒在地上的冷杉排立起来，然后在周围

加上一些辅助材料。此处的围栏可以防止大牲口如牛、马的通过，但不能阻止小牲口如猪、

羊的通过，但由于当地传统的放牧习惯——牲口随着牧民流动，因此只要没有牧民在围栏内

放牧或在围栏附近居住，牲口一般是不会到围栏里的。 
 
-  牲口进出情况：从目前来看，牲口很少进入到色娃龙巴牧场围栏的部分。牧草很少有牲

口吃过的痕迹，部分牧房周围的痕迹也是当地牧民送游客时经过牧场所留下的。还有围栏承

包者也是住在牧场附近，他们会随时对围栏进行查看和维修，如果发现牲口进入牧场也会赶

出来。总的说来，牲口没有进入牧场的原因主要是：1. 当地的很多农户一直认为除草剂已

经打了，怕牲口进去后中毒，2. 村规民约的制定，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制度，农户都比较

相信村委会和研究会，并且村委会会不时的派人到牧场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人故意在围栏

里放牧就会按照村规民约来执行，3. 居住在没有围栏的牧民的房子离围栏点比较远，同时

牲口每天晚上都要回牧房附近休息、吃一些补充饲料及农户挤奶的传统放牧方式使得牲口不

会走得太远，因此很少到达围栏附近或者进入围栏牧场。 
 
1.3。牧路：新开发的斗木狭牧路是目前迪麻洛流域所开发的最好的牧路之一，牧路的勘察、

设计上都比较合理，植被破坏小，财务开支和利益分享上也比较合理，同时也证明了当地技

术是可行的。 
 
-  权责分配：牧路的勘测、农户修路的组织以及在实施过程的中的后勤保障等都是由村委

会负责和协调，研究会主要是提供资金支持和跟踪牧路的进展。 
1． 牧路勘测：由村委会人员以及当地有经验的农户做的。斗木狭牧可以开发的场路有两条：

一条石头多、山势陡，炸石头需要更多的炸药和劳力，另一条地势比较平坦、石头较少，

因此选择后一条。牧路勘测上，勘测人员把牧路每隔 100m 做上记号，尽量避免减少植

被的破坏。 
2． 牧路实施：从 2003.11-2004.7 完成的。本打算 2003 年 11 月底前完成，但后来由于雪大

就停工了，2005 年 5-6 月一直下雨，因此时间拖到了 7 月份才完成。在牧路实施中，遇

到石头、大树以及竹子块根就用炸药炸，一般的泥土用锄头来挖。 
 



-  利益共享：村委会把牧路平均分给每个社，然后由各个社自己组织来完成。根据每段路

的长度、艰难度来承包给农户，炸药由村委会统一提供。去年普它社的农户由于修建公路而

没有时间参加。除了在实施过程中先预支一部分生活费用外，其他的费用等到完成以后再全

部付清。村民平均每天的收入可达 50.00-60.00 元，但由于来回牧场至少需要 2 天，食物的

人工搬运或马托运费，加上下雪时不能开工，因此平摊下来就是 10.00-20.00 元左右。多数

村民认为这种报酬比较低，但觉得自己是在为自己干活也就不在乎了。 
 
-  财务监督：村里领导负责财务的收支、报表等，财务主要由书记负责，其他的人员监督。

报表上，每个组、农户做了什么工作，用了多少工，花了多少钱，是什么时候完成的都有详

细的记录，报表已经送到了县畜牧局审查，并且以后会复印一份报表给畜牧局，原始的报表

村委会自己会留着。 
   
-  牧路基本情况：牧路基本上顺利完成，但由于是刚新开发的还有很多不稳定性还需要进

行维修或者修补，但只要牧场利用起来后当地的农户就会进行自觉的维修。 
1．牧路的长宽：牧路全长估计有 5 公里左右，从齐藏栋走路到斗木狭牧场需要 3-4 个小时。

牧路的宽度有 1.3-1.5m，大牲口可以同时通过，而且可以减少拥挤的发生。牧路的地势比较

平坦，周围的遮荫很好，水源也丰富。 
2．植被破坏：硬的竹子块根、大树需要用炸药炸，因此农户在牧路设计上就尽量避开植被

密的地方，也减少了对植被的破坏。全长炸掉了 15 棵树，其中多数是已经死掉的但倒在路

中间挡路的树，这些树很粗、已经开始腐烂。其他植被的破坏主要是竹子，在色娃龙巴流域

竹子是森林植被下的主要群落，竹子密的地方有 2-3 处，但距离都不是很远，总的估计有

200 米左右，其他的都是竹子比较稀疏的地方。牧路的最高部分绕过了很多大石路，因此这

方面的破坏也不大。总之，牧路的开发对植被的破坏都是很轻微的，这不仅是农户实施中更

容易，同时也减少了劳力和物力上花费。 
3．不足：牧路刚开发完成，很多地方还不稳定和巩固，路上的泥土很多。当地的农户没有

把牧路利用起来而造成齐藏栋牧场放牧的巨大压力。 
 
1.4．斗木狭牧场：分布于海拔 4000m 以上的高山牧场，牧场面积大、载畜量大，德钦牧民

没有过来放牧，迪麻洛农户也没有去放牧。 
 
-  牧场权属：拥有权属于贡山县，使用权属于迪麻洛，但长期以来没有牧路达到斗木狭牧

场，因此以前都是德钦的牧民在使用。今年随着牧路的开发，村委会已和德钦以前在斗木狭

牧场放牧的村委会达成一致：迪麻洛要收回斗木狭牧场，德钦人不能再过来放牧。德钦牧民

的房子已经搬走了，目前也没有过来放牧。 
 
-  牧场容量：牧场全长估计有 5-6 公里，平均宽度有 400-600m，牧场的最高峰是雪山，下

面是矮灌丛，中间是草本群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山放牧之地。可载畜比较可观，估计能

容纳 50-60 户农户放牧，基本能容纳 3 个社放牧，400-500 头牲口。 
 
-  植被群落：牧场上的禾本科和莎草科的植物物种比较少，群落结构比较单一，主要的植

物是：草血褐（蓼科）、报春花属植物（报春花科）、蔷薇科的一种植物，还有分布稀疏的但

数量大的中草药植物：如贝母、雪上一支蒿、雪莲、次参等植物（详细请看附件图）。除了

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外，其他群落中的优势群落牲口都喜欢吃，因此放牧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牧场上没有土大黄，多半是由于以前在斗木狭牧场放牧的牧民的村子附近没有土大黄而形



成，原因和迪麻洛农户放牧以后的土大黄发展情况有待研究和监督。很多农户认为，在斗木

狭牧场放牧可以提高酥油产量，主要原因：1. 营养高：牧场的海拔高，都是在 4000m 以上，

无论是那种草和低海拔的同一种草比起来营养上都要好。2. 药性高：海拔越高，植物的药

性越好，对牲口的产奶很有帮助，而且奶的味道和品质也会更好，如虫草，高海拔的药性好，

低海拔要差一点，雪山上的雪鼠药用价值高等。 
 
-  不足：牧场上石头太多限制了植物的生长，同时也限制牲口的进入。牧场上没有森林植

被，牧民的烧材受到限制，尤其是建材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帐篷很不方便。今年没有迪麻

洛农户到牧场上放牧，造成了色娃龙巴牧场封闭后给其他牧场带来的放牧压力。 
 
2．讨论 

 土大黄特性：从新开发的牧场斗木狭、白汉山头的牧场以及新科牧场等看来，土大黄最

适分布海拔为 1800-3500m 之间，高于 3500m 以上的海拔，即使放牧的强度和低海拔牧

场相似，土大黄的生长和蔓延也不是很严重。从今年放牧与不放牧的对比来看：植物生

长情况晚、慢、种子结籽率低，土大黄是一种比较喜欢机械运动的植物，短距离的传播

主要是靠机械运动造成植株脱离母体而产生新的植株，长距离的是靠牲口来传播。牲口

对土壤的破坏程度越大，土大黄的生长越好，入侵得更快。反之则相反。因此减少猪对

牧场的破坏会是解决土大黄的途径之一。 
 

 轮牧制度：从色娃龙巴封闭以后的植被恢复情况以及其他按照轮牧制度放牧的牧场植被

情况来看，轮牧对牧场的恢复、防止杂草的入侵是很重要的。封闭后的色娃龙巴的植被

恢复很好，以前完全是土大黄处于优势种的地方其他的植物已经恢复起来了。以前建立

和实施放牧制度的牧场，土大黄和其他植物能同时恢复。可以明确的是，轮牧可以促进

植被的恢复，限制土大黄及其他杂草的入侵，以便缓解了土大黄扩展的速度。因此放牧

制度的建立也是牧场的恢复的必要手段之一。 
 

 围栏：封闭色娃龙巴牧场使得以前放牧的农户不能放牧，增加了其他牧场的放牧压力使

得其他牧场的牲口吃不饱，有些甚至死掉，酥油产量低，看到过色娃龙巴目前牧草恢复

得好的农户能想通，也有部分农户想不通认为除草剂打后可以打开围栏放牧了。帐篷的

发放也有一定的问题，领取帐篷时没有给组长而是直接发放给农户，有些农户独自霸占

了一个帐篷而不和别人分享，有些农户不能相互协调在一起，因此大家的意见很大，让

组长来领和协调是最好的办法。围栏制度的建立和围栏能否真正实施下来还有待考验，

但只要村委会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同时利用好新开发的牧场，色娃龙巴的 3 年禁牧应

该是可以实行的，而将来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轮牧制度也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村委会的打算：随着研究会在迪麻洛的工作进展、牧路的开发和围栏的实施，村委会也

在逐步的对畜牧业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和规划。主要的打算：1.将来的牧场管理方面要建

立各小组相应的放牧时间、放牧制度和措施，从明年开始实施，2.猪从明年开始必须圈

养，否则将按制定的规章制度来执行，3.把牦牛、其他的不产奶的公牛、马以及骡子全

部赶上斗木狭并围在上面不准下来，直到到达牲口回村头时的时间才赶下来，4.房子周

围的土大黄用除草剂杀死后种外地的草，5.把色娃龙巴分成几个轮牧分区，每隔 1 个月

在一个地方放牧，下一个月到另一个分区，这样重复的放牧保护其他的植物的恢复，6.
开发一个新的牧场，减少其他牧场的放牧压力，7.药品实行滚动，药品发放给每个社的

防疫员，然后要求年底把自己收回来，8.防疫员的评估直接从农户反应来，具体的补足、



防疫制度也需要建立，9.很多农户对色娃龙巴牧场的牧草恢复很满意，认为研究会和村

委会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想要研究会用摄像机拍摄下来和组织一次当地的农户到牧场去

参观。 
      以上这些村委会的打算表明了村委会已经逐渐介入到了迪麻洛的设计与规划中，这

对将来的很多工作的开展是很有利的。如果猪实行圈养，不产奶的公牛、马以及骡子被

赶上斗木狭牧场，或者再开发一个新的牧场，或者是把全村的三个社安排到斗木狭牧场

都可以解决色娃龙巴牧场封闭所带来的放牧压力和造成其他牧场的植被破坏和牲口的

损失。 
 

 牲口和人同住：当地的传统挤奶使牲口始终围绕在农户居住的牧房周围，牲口随着人流

动及晚上回来。这样造成了牲口多牧屋周围的土壤和植被破坏，同时也给轮牧带来了机

会：牲口随着农户搬迁后不会自己跑回到原来的地方，除非农户又回到以前的地方，牲

口每天晚上要回来限制了牲口不会走得太远，因此放牧制度的实施比较容易，分区轮牧

可以不需要围栏。 
 

 当地技术的可行性：牧路、围栏的设计、实施以及以前当地轮牧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效果，

证明了当地技术的可行性。这主要是当地的农户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对当地环境

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适合于当地的经验，因此研究会以后的工作更应该注

重农户的参与合作或者是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能力。 
 
3． 建议 

 牧场管理：需要建立合理的轮牧制度，这不仅可以抑制土大黄的生长扩展，同时也可以

保证其他植物的恢复。一般是不同的小组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管理措施，

然后由村委会来协调。明年为了减轻色娃龙巴封闭的压力，村里的猪要圈养，要么把牦

牛、马及骡子等大牲口赶上斗木狭牧场，要么把施永功社、从尼社和青马堂社的农户分

派到斗木狭放牧，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损失，同时也可以保证色娃龙巴的封闭而不会被

农户破坏和管理顺利 
 

 防疫员的补助：调查各社村民对防疫员的看法：打针是否到位，有没有按照兽医站的标

准来打，打后的效果等来综合检测防疫员的满意度，防疫员打本社的牲口所用的时间，

结合畜牧局给的补足来给防疫员适当的不足，同时促进村委会建立相应的防疫制度。 
 

 非正式的评估：色娃龙巴牧场、围栏的修补和管理、牧路的维修以及新开发的牧场的变

化情况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长期的间断的非正式评估，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

时在这些方面发挥村委会的作用。 
 

 开发新牧场：对于村委会提出的想开发另一个新的牧场，研究会可以支持。这样的可以

减少当地的放牧压力，对于其他的研究工作或者是试验会更做些。新牧路的调查评估需

要兽医站人员、研究会人员及村委会人员共同来做，经费来源可以尝试其他的如乡政府

的支持。 
 

 传统的放牧：村委会提出的以后色娃龙巴牧场的分区放牧有利于牧场的管理和植被的恢

复，当地的传统的牲口随着牧民流动而不需要围栏。只要在色娃龙巴牧场放牧的农户按

照规定的时间流动就行了，牲口不会超出牧民居住的房子 1 公里之外。 



 
附件：色娃龙巴牧草恢复、牧路及斗木狭牧场照片 

 
                            图 1：土大黄密集地 
 

 
                             图 2：围栏用材（倒的冷杉） 
 



 
                                     图 3. 

 
                                      图 4 
                       图 3、4：新开发的斗木狭牧场的植被. 
 



 
                         图 5：齐藏栋牧场放牧的情况. 

 
                             图 6：帐篷. 



 
                                    图 7：没有土大黄的植被. 

 
                             图 8：有土大黄的植被. 
                         图 7、8：色娃龙巴植被恢复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