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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驱车往返 200 多公里，途径乃东区、措美县、琼

结县，沿省道 509、510，翻过 5000 多米海拔的垭口，望着

远处皑皑的雪山，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高山草甸草原、清澈的

湖水、成群的牦牛、藏羊，难得一见的海鸥、老鹰、野鹤、

野驴等，拍照时不小心手被荨麻给蜇了下很是酸爽，在 4500

多米海拔的高原湖边围在一起来场别样的野餐，喝着刚刚煮

沸满是清香难得一窥的勒布沟清茶，蘸着辣椒吃着藏民自家

做的牦牛肉、土豆、软饼，听着远方飘来的歌声，除了恼人

头疼的高反，这样的日子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呀。 

此次调查是以藏羊为主，浦老师要通过巴桑罗布的翻译

与晒得黑黝黝的放牧藏民详细了解关于藏羊的放牧时间、饲

养规模、饲养方式、出栏情况、效益等情况，我作为一名随

行摄影师除了要留下浦老师与藏民认真交流时工作照，剩下

的便很是自由的随手拍拍拍。 

通过浦老师与藏民的交流，及从巴桑罗布等交流过程中，

了解到措美县等牧区的藏羊是以放牧为主，藏民没有购草贮

备应对冬春饲草不足的习惯，只会给价值更高的牦牛买些饲

草和精料，每年 12 月 1 日“乌交会”前卖掉不足 15%的羊。



在藏民的传统观念里，牛羊数量多少才是财富的象征，而不

是银行存款，因此卖牛羊时不是过秤，而是凭感觉，一只牦

牛多少钱，一只藏羊多少钱。在路上我们就见到一只牦牛被

绑在一辆皮卡车上被卖掉了，大概 1 万多元。 

通过一天的交流和实地调查走访，发现藏羊饲养周期长

达 4-5 年，只是放牧没有饲草等精料补饲，出栏时个体不足

80 斤，由于传统及财富观念导致出栏率低，虽然草畜平衡但

天然草场依然压力很大，望着仅 2-3cm 低矮的草甸草原，很

是担忧。 

我想是否可以通过引进藏羊育肥企业，在 8、9 月份从

高海拔的牧区购入架子羊，在低海拔农区，利用丰富的作物

秸秆、优质饲草和精料，通过 3 个月左右的短期育肥，是不

是既能解决天然草原的放牧压力，又能提高牧民的收益。当

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想法，不知能否实现。 

（饲草育种与栽培团队  吕会刚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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