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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滩地林鹅复合经营模式经济效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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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黄河下游滩地进行了林地养鹅研究。结果表明：林地内１ａ可养３～４季鹅，鹅子系统的加

入使系统资金周转加快，循环周期及投资回收期缩短５～８ａ，可在短期内见效益，比单纯种植杨树

见效快，另外，鹅子系统加入后，林鹅复合模式下林木子系统的产投比为１０８．９，高于单作林地的经

济产投比（８８．５）。采用林下放养的方式饲养鹅，鹅的体质好、肉品优，脂肪层适中，价格较高，收益

最多，因此，应加强农林复合系统中的次级生产以获得较高经济效益。４个放养水平鹅子系统（每

１００ｍ２ 林地投放５只（散养）、９只（散养）、１３只（散养）、３０只（舍养））的经济产投比分别为２．８５、

２．５０、１．７９、１．１６，可见放养密度与产投比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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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滩地为水陆交错地带，是地球上极其独特的

生态系统类型，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生产功能。但随着

人口的迅猛增长，人们对滩地动植物资源的掠夺、对
土地的盲目开发利用以及各种污染物的大量排放，造
成了滩地生态系统的极度破坏，因此，开展江河滩地

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并且已经引

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将家禽养殖业和林

业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生产力高、综合效益显著的林

禽复合经营系统，是保护和合理利用滩地，保持滩地、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充分发挥滩地生态系统多种功

能，实现滩地区域生态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解决

江河滩地地区目前存在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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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有益尝试。鹅是北方重要的家禽，喜水湿，适于

滩区林下放养，目前国内关于这种模式的研究较少，
更未见关于这方面经济效益的相关报道，鉴此，研究

了黄河下游滩地林鹅复合经营模式的经济效益，以期

为发展林下养鹅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和方法

试验区位于长垣县，林地为４～５ａ生１０７杨，定
植密度９６０株／ｈｍ２，杨树生长良好。共调查临时标

准地７块，每块标准地面积为１０ｍ×１０ｍ。共准备

鹅苗１００只，其中１号、２号 样 地 各５只，３号、４号

样地各９只，５号、６号样地各１３只，８号 样 地 为 鹅

舍饲养３０只，其余１６只备用。放养分两期，第１期

开始放养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１日，结束放养的时

间为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放养７５ｄ；第２期开始放养

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结束放养的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７日，放养７５ｄ。试验期间对鹅的生长情况

进行记录：集中育雏后，称体质量，分别记录其饲料

消耗量、食草量、排泄量。出栏后再次称体质量后进

行经济核算。
（１）饲料消耗量（８号样地）：每天记录鹅的饲料

投入量。
（２）食草量（１－６号 样 地）：食 草 量 为 林 地 每 轮

放养前该林地内林下植被总量，林地内取１ｍ×１ｍ
样方计算其生物量，即该样方内地上植被总质量，由
此可推算出总食草量。

（３）排泄量（１－６、８号样地）：１－６号样地可在

１ｍ×１ｍ区域内，收集其排泄物，称质量，计算总排

泄量。８号样地可直接收集，称质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收益周期

杨树种植后 一 般 要７～１０ａ才 能 成 才，投 资 期

长，资金回收慢，而 在 林 地 养 殖 家 禽，１ａ可 养 多 季，
可以使资金周转率迅速提高，可较快收回各方面投

资（表１）。林地养鹅，开始要建设养鹅基地，包括一

些基础设施等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以１号样地为例，
第１年养鹅收入已超过鹅苗投入、树苗、人力种植投

入，第２年后，便可以收回全部投入（包括建造基础

设施）。因此，在林地内养殖家禽可提早收益，加快

资金周转速度。

表１　单作林地及养鹅林地投资回收期 ａ　

项目 单作林地 养鹅林地

杨树 ７～１０　 ２

２．２　各样地鹅体质量、饲料量消耗对比

鹅苗经过１～４周集中育雏后即可进行放养，放
养期间，鹅主要以林间牧草、昆虫为食物。鹅在林下

啄食牧草、昆虫，活动量增加，加上空气清新，生长环

境好，增加了鹅的抗逆性，减少患病，鹅生长速度快。
经对一些放养和舍养鹅的观测和宰杀试验发现，放

养鹅 体 质 好、肉 品 优，此 外，在 饲 养 时 可 节 省 大 量

饲料。
由图１可见，与舍养鹅相比，放养鹅的体质量有

非常明显的增长，尤其是１－４号样地放养鹅的体质

量增加量最为显著，其中２号样地体质量增加幅度

最大，达到０．６９ｋｇ／只，增幅最小的６号样地也达到

了０．１５ｋｇ／只。为防止 放 养 鹅 食 草 不 足，放 养 期 间

的夜晚，须给鹅加喂１次精饲料，１、２号样地，３、４号

样地，５、６号样地平均饲料用量分别为６．０５ｋｇ／只，

６．５ｋｇ／只 和８．９ｋｇ／只，而 舍 养 鹅 平 均 饲 料 用 量 为

１３．４ｋｇ／只。可见，相对于传统的舍养鹅模式，林下

养鹅可以节省大量饲料，如图２所示。

图１　林中放养及舍养鹅的体质量

图２　林中放养及舍养鹅饲料消耗量

２．３　林中放养及舍养鹅综合经济效益对比

以放养鹅和舍养鹅的鹅体质量和饲料消耗量为

例，对比分析放养和舍养之间单只鹅的效益差异（表

２）。因放养鹅体质好、肉品优，脂肪层适中，故价格

较高，收 益 最 多。而 舍 养 鹅 品 质 相 对 较 差，价 格 较

低，收益最少，且舍养鹅会耗用更多的人力及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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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林下放养模式可以节省大量饲料投入，因此，从
经济效益角度分析，采取林中放养养殖模式经济效

益最佳（表２）。

表２　放养鹅与舍养鹅单只鹅的经济效益

样地

号

鹅体质量／
（ｋｇ／只）

鹅价／
（元／只）

饲料消耗

量／（ｋｇ／只）
饲料费用／
（元／只）

收益／
（元／只）

１　 ４．２４５　 ５５．１９　 ６．０５　 ９．０８　 ４６．１１

２　 ４．３１５　 ５６．１０　 ６．０５　 ９．０８　 ４７．０２

３　 ４．１５０　 ４９．８０　 ６．５５　 ９．８２　 ３９．９８

４　 ４．２００　 ５０．４０　 ６．５０　 ９．７５　 ４０．６５

５　 ３．８４０　 ４２．２４　 ８．９５　 １３．４３　 ２８．７９

６　 ３．８３５　 ４２．１９　 ８．８０　 １３．２０　 ２８．９９

８　 ３．６５５　 ３６．５５　 １３．４　 １６．１０　 ２０．４５

２．４　林禽复合经营模式资金流动分析

２．４．１　林木子系统资金流动分析　单作林地杨树

子系统人力、基础设施等资金的投入明显高于复合林

地，单作林地、复合林地的投资回收期单靠林木收入

大约为７～１０ａ，但其产投比呈增长趋势，分别为８８．
５、１０８．９（表３）。林鹅复合系统，鹅排泄的粪便在微生

物分解下，提高了土壤养分含量，且土壤中微生物数

量增加，对杨树生长有利，促进了杨树生长，相对单作

林地杨树的材积较多，因此林木子系统———杨树的收

入表现为林地复合系统高于单作林地。

２．４．２　鹅子系统资金流动分析　由于１、２号样地，

３、４号样地，５、６号样地放养鹅数量分别相同，因此

此处以１、３、５号放养鹅样地和８号舍养鹅样地为例

进行分析。舍养 鹅 的 总 成 本 高 于 放 养 鹅，分 别 比１
号、３号、５号样地放养鹅 总 成 本 高 出１２．０２、１１．５、

７．８元，而舍养鹅的价格及体质量均小于放养鹅，纯

收入相差最大为３０．６６元／只。１号、３号、５号、８号

地鹅的产投比分别２．８５、２．５０、１．７９、１．１６（表４）。

表３　林鹅复合模式下林木子系统资金流动分析

样地类型
种苗投入／

（×１０３ 元／ｈｍ２）
人力投入／

（×１０３ 元／ｈｍ２）
基础投入／

（×１０３ 元／ｈｍ２）
材积／
（ｍ２／株）

收入／
（×１０３ 元／ｈｍ２）

产投比

单作林地 ４．６　 ２．０　 ７．５　 ０．２４０　５　 １　２４８　 ８８．５

林鹅复合 ４．６　 ２．０　 ７．５　 ０．３４０　８　 １　５３６　 １０８．９

　注：表中林地杨树收入根据每公顷栽植杨树数量（９６０株）在林木年龄为１０ａ时林木的总价值，以当时杨树市场价计

表４　林鹅复合模式下鹅子系统资金流动分析

样地类型
雏鹅成本／
（元／只）

疫苗费／
（元／只）

饲料费用／
（元／只）

其他费用／
（元／只）

总成本／
（元／只）

鹅价／
（元／ｋｇ）

鹅体质量／
（ｋｇ／只）

总收入／
（元／只）

纯收入／
（元／只）

产投比

１　 ５．２　 ０．１　 ９．０８　 ５．０　 １９．３８　 １３．０　 ４．２４５　 ５５．１９　 ３５．８１　 ２．８５

３　 ５．２　 ０．１　 ９．８２　 ５．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０　 ４．１５０　 ４９．８０　 ２９．９０　 ２．５０

５　 ５．２　 ０．１　 １３．４３　 ５．０　 ２３．６０　 １１．０　 ３．８４０　 ４２．２４　 １８．６４　 １．７９

８　 ５．２　 ０．１　 １６．１０　 １０．０　 ３１．４０　 １０．０　 ３．６５５　 ３６．５５　 ５．１５　 １．１６

３　结论与讨论

１）林禽系统内含有林木产品和鹅产品，而单作

系统只有林木产品。在林禽复合系统内，鹅排泄物

可作为生产上的有机肥，系统内鹅排泄物的循环作

用，使工业 能 源 投 入（如 化 肥）大 大 减 少，节 约 了 能

源，且使该系 统 趋 向 于 有 机 系 统，更 具 有 生 态 合 理

性。因此，林禽复合系统可获得较高社会效益。

２）林禽复合 经 营 模 式 相 对 于 单 作 林 木 经 营 模

式结构复杂，需要有人专门负责鹅的养殖、防疫等工

作，有效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就业量，很好地解决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

３）林地内１ａ可养３～４季鹅，鹅子系统的加入使

系统资金流动加快，循环周期及投资回收期缩短，可在

短期内见效益，比单纯种植杨树见效快。因此，应加强

农林复合系统中的次级生产以获得较高经济效益。

４）通过对舍 养 和 林 下 放 养 鹅 的 经 济 效 益 比 较

可见，采用林下放养的方式饲养鹅，价格较高，收益

最多。舍养鹅的总成本高于放养鹅，分别比１号、３
号、５号样地放养鹅总成本高出１２．０２、１１．５０、７．８０
元／只，而舍养鹅的价格及体质量均小于放养鹅，纯

收入相差最大为３０．６６元／只。因此，该饲养方式经

济效益比较好。

５）林 鹅 复 合 模 式 作 为 一 种 全 新 的 养 殖 模 式，

也是林业和养殖业的交叉学科，目前国内外 这 一 方

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其经济效益因为受市场影响

较大而存在不稳定性，本研究部分数据（如苗木价格

等）是基于近几年的统计年鉴。今后应继续对这一

模式 的 生 态 学、生 理 学 进 行 研 究，以 丰 富 其 理 论

基础。 （下转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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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而且药物残留也会威胁人体身体健康，因此

建立合适的检测方法是非常必要的。高效液相色谱

法（ＨＰＬＣ）是经过对比试验确定的测定沙拉沙星含

量的法定方法，但众所周知，喹诺酮类药物在利用液

相色谱测定时存在拖尾现象。紫外分光光度法与高

效液相色谱法、荧光法及其他方法如免疫学检测方

法等相比，所用仪器价格低廉，一般生产企业等单位

均拥有该设 备，方 法 操 作 起 来 简 便 易 行，准 确 度 较

高，非常适合药品生产企业作为质量控制的检测方

法，有较高的实际意义和推广价值。本试验选择在

可见区５３６ｎｍ进行吸光度的测定，有效避免了紫外

分光光度法常选择的２８０ｎｍ处测定时干扰 比 较 严

重的现象，测定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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