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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 年 7 月 20 日，由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申请地

方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

发 2022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

函〔2022〕119 号)，批准《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DB63JH-039-2022)。

（二）起草单位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林霞 女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编写标准

侯留飞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编写编制说明

付弘赟 女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审 稿

徐  可 女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

刘更寿 男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审 稿

杜雪燕 女 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

赵鸿鑫 男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

王廷艳 男 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

黄世斌 男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提供数据

索南才让 男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汇总数据

张  铭 男 畜牧师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

李生辉 男 畜牧师 湟源县畜牧兽医站 汇总数据

薛万朝 男 助理畜牧师 湟源县畜牧兽医站 汇总数据

王  军 男 助理畜牧师 湟源县畜牧兽医站 提供数据

刘玉炜 男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牦牛繁育推广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马艳圆 女 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提供数据

陈永伟 男 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提供数据

保广财 男 畜牧师 门源县泉口镇畜牧兽医站 提供数据

杜  江 男 畜牧师 海东市乐都区畜牧兽医站 提供数据

陈  烁 男 兽医师 德令哈市畜牧兽医站 查阅资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饲草作为我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的第一性生产资料，是决

定草食牲畜数量和品质的基础物质，是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的重要保障，是稳定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重要抓手，

是维系各民族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基石。我省畜牧业发展的桎

梏是草牧业发展落后，草畜矛盾突出，优质饲草供给能力不

足。近几年，结合国家“粮改饲”政策、“高产优质苜蓿示

范项目”以及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等持续推进，我省

充分挖掘和利用优势资源，因地制宜，鼓励引导种植和养殖

主体充分利用一般耕地、撂荒地、弃耕地等发展人工饲草种

植，加大高产稳产优质的人工饲草地的创建力度，这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草畜矛盾，促进了生态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18年机构改革后，全省自上到下饲草料技术推广机构均处

于完善当中，全面了解掌握各地人工饲草地种植品种、管理

技术和各类饲草产品产量质量，是推动各地建立优质高产的

人工饲草地、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草牧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重要手段之一。2021 年和 2022 年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

广站连续两年在全省 14个县（市、区）设立的 50个人工饲

草地动态观测点，监测调查各类饲草品种、播量、田间管理

措施、物候期、生长性状、鲜草产量测定及后期饲草营养成

分测定。

据查阅资料，我省先前并无人工饲草地监测调查相关标

准或者技术规范可参照执行，经过 2021 年、2022 年两年全



省范围内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工作的开展，我站技术人员认

为有必要制定我省人工饲草地监测调查技术规范，确保掌握

全省不同海拔、不同气候、不同水热条件下人工种植饲草的

田间管理措施、农艺性状和产量质量，以全面掌握我省人工

饲草地的生长状况和生产力水平，确定各地区人工饲草地合

理建植与利用的技术措施，确保全省各地生产的饲草产品优

质安全。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1年，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在湟源、乐都、民和、

同仁、海晏、门源、兴海、贵德、同德、共和、德令哈、甘

德、玉树、囊谦 14个县（市、区）遴选 50个人工饲草地定

位监测点进行饲草料种植田间管理措施、物候期等观测，并

进行鲜草产量测定，10 月中旬至 12 月份中旬 3 次采集青干

草、青贮饲草等主要草产品样品以及常见农作物秸秆样品

（种间营养成分对比）送至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营

养成分测定和种内动态的营养成分变化比较。全省 50 个定

位监测点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量较大，各县（市、区）农

业农村局和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配合做了资料的收集和整

理，各县工作人员均按照我站下发的人工饲草地定位监测和

饲草样品成分分析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此项工

作 2021 年是首次在全省试点铺开，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一些

问题，后期我站也进行了汇总和梳理，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最终完成了 50 个人工饲草地定点监测和 320 个饲草鲜

草、青干草、青贮饲草及常见农作物秸秆样品的采样送检分

析工作，出具了人工饲草地定位监测年度工作报告一份。

2022 年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相关工作方案和工作内容依据

上一年度工作做了完善和细化，2022年全省人工饲草地调查

监测工作的前期田间调查、产量测定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受疫情影响，各类草样的送检工作于 2023 年 1 月开始，目

前检测结果还未出。

2022 年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开始着手组织人员编

制《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在规范编制过程中，

部分基层参加人工饲草地固定监测工作的第一线技术人员

与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

编制组的工作人员交流意见，请教了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

兽医科学院、青海省草原总站等单位的相关专家，翻阅了大

量资料、文献、法规、标准等。编写小组于 2022 年 3 月完

成《规范》初稿后，邀请省内有关专家对《规范》初稿提出

意见建议，并按照意见建议进行修改补充，使《规范》内容

得以充实和完善。《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建立后

我站将继续扩大人工饲草地的监测点范围，即增加人工饲草

地调查监测样本数量，为后期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全省饲草定点监测工作提供依据。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 人 工 饲 草 地 调 查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严 格 按 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规则》及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 标准

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及标准编写常用规范的

要求进行编写。

同时，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未查到青海

省内同类别的地方标准，本标准的编写与现行的国家法律、

法规、强制性标准没有任何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技术路线

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结合我省饲草生产实际，在全

省 14 个县（市、区、中心、集团）50 个样地进行人工饲草

地定点监测，在饲草种植期对饲草品种选择、田间管理措施、

物候期等进行观测，涉及燕麦、饲用玉米、苜蓿、小黑麦、

饲用豌豆、芫根等 6 个种类；在饲草收获期按照东部农区、

环青海湖地区、柴达木盆地、青南地区四个大的区域，结合

2021 年、2022 年粮改饲项目、2021 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

设项目等县区，饲草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以及 2021

年第十三批财政支农资金项目、2022年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项目饲草基地饲草地块进行了产量测定。动态观

测任务完成后，在全省范围内采集饲草产品及农作物秸秆进



行营养成分测定，即自 10月中旬至 12月份中旬 3次采集青

干草、青贮饲草等主要草产品样品以及常见农作物秸秆样品，

将样品送至我站指定的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二）人工饲草地样点设置

人工饲草地定位观测的样点设置原则为全省不同品种、

不同海拔的人工饲草地。样地能代表所选区域的一般立地条

件，其地域范围内的气候特征要一致，并要远离公路、居民

区和工业区，避开边际效益和人为干扰（详见表 1）。 



表1                全省人工饲草地定位观测点设置

样地数量（个）
序号 样地设置地点

燕麦 黑麦 青贮玉米 豆禾混播 苜蓿 芫根 小计

1 西宁市湟源县 2 1 2 1 0 0 6

2 海东市乐都区 3 0 1 0 0 0 4

3 海东市民和县 1 0 7 0 1 0 9

4 黄南州同仁市 1 0 1 0 0 0 2

5 海北州海晏县 2 0 0 0 0 0 2

6 海北州门源县 5 0 0 0 0 0 5

7 海南州兴海县 1 0 1 0 0 0 2

8 海南州贵德县 1 0 1 0 0 0 2

9 海南州同德县 2 0 0 0 0 0 2

10 海南州共和县 1 0 1 0 0 0 2

11 海西州德令哈市 2 0 1 0 1 0 4

12 果洛州甘德县 2 0 0 0 0 0 2

13 玉树州玉树市 3 0 0 0 0 0 3

14 玉树州囊谦县 3 0 1 0 0 1 5

15 合计 29 1 16 1 2 1 50



（三） 田间观测相关要求

饲草田间物候期观测的方法与一般农作物方法一致，物

候期就是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现象出现时日的观测，观测

时间在不漏测不迟测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发育期出现的规律

确定，一般从发育期始期前开始一直到发育期末期，期间保

持连续观测。依照作物的不同，可定株观测，也可不定株。

人工饲草地田间观测要持续稳定，以不漏测定的每一个

生育期为原则，观测周期为 2天一次，如果有些饲草的某些

生育期生长很慢或者两个生育期间间隔长，可每隔 4-5天观

察一次，一般以下午时间观测为宜，某个样地整个生育期最

好固定一人观测，确保数据的误差在最小范围内。

（四）人工饲草产量测定

1.饲草产量测定方法

各类饲草的测产时间应当与当地收割时间相同，一般青

贮玉米收割时间为乳熟后期至蜡熟前期，具体依据早、中、

晚熟品种的刈割时间决定；燕麦等其他禾本科饲草收割时间

为抽穗期；豆科牧草为现蕾期至初花期。为避免雨天引起测

量误差，测产应避开下雨天气。在本地区种植的各类饲草具

体品种都应覆盖到，如在本地区种植有铁研 53 和青早 510，

那么上述两个品种都要进行测产，苜蓿等多年生饲草年产量

应考虑到年刈割次数。具体测产方法为在高、中、低三个长

势样地内随机选取三个样方进行测产，理想状态下高杆饲草



（青贮玉米）测产样方面积约 20平方米，留茬高度为 20厘

米，由于实际生产中种植户种植过程中行距、株距不统一，

因此根据项目户实际种植情况确定测产小区面积。实际操作

中考虑青贮玉米的种植密度密度不同，青贮玉米的产量也不

同，青贮玉米的种植密度根据行距株距计算出来，计算出密

度，刈割小区中 10-30 株平均株高内的青贮玉米称取重量，

由此测算出单株产量、小区产量和亩产量。一般饲草（燕麦、

苜蓿等）测产样方面积为 1平方米，留茬高度为 5厘米，整

体刈割后称量并计算产量。

2.全省饲草鲜草平均产量

根据 2021 年、2022 年全省各检测样地上报数据对全省

各饲草种类进行平均鲜草产量计算，单播燕麦平均鲜草产量

为 2002公斤/亩，单播燕麦（圈窝子）平均鲜草产量为 1125

公斤/亩，单播小黑麦平均鲜草产量为 3968 公斤/亩，单播

青贮玉米平均鲜草产量为 6564公斤/亩，单播箭筈豌豆平均

鲜草产量为 1450 公斤/亩，当年单播苜蓿平均鲜草产量为

1151 公斤/亩，往年单播苜蓿平均鲜草产量为 2121 公斤/亩，

豆禾混播平均鲜草产量为 2842公斤/亩，单播芫根平均鲜草

产量为 2511公斤/亩，单播芫根（圈窝子）平均鲜草产量为

2750 公斤/亩。各类饲草产量测定及相关结果符合我省饲草

种植实际。

（五）饲草营养成分分析



1.饲草样品取样方法

以 14 个县（市、区）50 个人工饲草地定点监测点为基

础，在全省范围内采集饲草产品及农作物秸秆进行营养成分

测定。自 10月中旬至 12月份中旬 3次采集青干草、青贮饲

草等主要草产品样品以及常见农作物秸秆样品我站指定的

检测机构进行营养成分测定。同一样品采集任务尽量在同一

采样地点采集，以便分析饲草样品成分的动态变化。鲜草样

品、干草样品、秸秆样品测定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中

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粗灰分、钙 7项成分指标；青

贮饲草样品测定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粗灰分、钙、pH值、可溶性糖、氨态氮、乙

酸、丙酸、丁酸、乳酸、乳酸菌、酵母菌、霉菌 17 项成分

指标。

2.全省饲草产品成分分析

 2022 年受疫情影响，各监测点各类饲草产品样品于

2023年 1月开始正式寄送并检测，目前这一工作仍在持续中。

2021 年的部分饲草样品检测结果表明我省各地区的燕麦青

干草干物质含量在 24.8%左右。粗蛋白含量基本上在 10%左

右（以干计），其中海东市、海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的均

在 10%以上；同德县的早熟禾秸秆草、披碱草秸秆草、小黑

麦（黑饲 1 号）青干草、小黑麦青干草（高原 197）等品种

因本次采集样本较少，其值在 8%左右；粗脂肪、酸性洗涤纤



维、中性洗涤纤维、钙含量各地区、各品种间基本稳定，燕

麦青干草类同德县和乐都区相对较高；油菜青干草门源县相

对粗脂肪含量和钙含量较高。

燕麦青贮草粗蛋白（以干计）含量平均在 8.06%，粗脂

肪平均 9.34g/kg；中性洗涤纤维平均 52.56%；酸性洗涤纤

维平均 32.63%，钙含量平均 0.19%；pH 值平均 4.32；可溶

性糖平均 4.77%；乙酸平均 0.15%，丙酸均为未检出，丁酸

的含量也很小，有 10 个样品为未检出，其它样品的含量均

在仪器的检出限左右；乳酸平均值在 1.14%左右；乳酸菌数

有 3个未检出，其它的均在 103到 107；酵母菌共有 11个未

检出；霉菌共有 11个为未检出。 

玉米青贮草粗蛋白（以干计）平均在 8.02%；粗脂肪（以

干计）平均在 9.3g/kg；中性洗涤纤维平均在 53.2%；酸性

洗涤纤维平均 35.5%；钙平均 0.25%；pH值平均 4.42；可溶

性糖平均 4.65%；乙酸共有 3 个样品未检出，其他数据均在

仪器设备的最小检出限左右，含量很小；丙酸共有 15 个样

品未检出，其他数据均在仪器设备的最小检出限左右，含量

很小；丁酸共有 6个未检出，其他平均在 0.3%左右；乳酸平

均 1.7%；乳酸菌数在 102到 107之间。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范参考了省内外各类农作物及多年生禾本科生态

牧草等调查监测的相关资料和我站近年来积累的大量饲草



地监测调查数据，将所有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在此基

础上制定了《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本

规范于 2022 年 4 月征求了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青海省草原总站、各基层饲草种植加工技术推广相关单

位及相关种植企业、主体的相关专家意见，专家意见汇总 23

条，采纳 23 条，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见附件

1）。2023 年 6 月 28 日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处的组织下召开专家初审会，期间邀请青海省畜牧兽医

科学院徐成体、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姚喜喜、青海大学王伟、

青海省草原总站刘晓建、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帮作为评审

专家进行审查论证，专家组一致认为《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

技术规范》对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全省人工饲草地

调查监测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对今后进一步建立人工饲草

地产出评价体系和我省草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2）。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加大对标准的宣传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对省、州

（市）、县（市、区）以及各饲草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进

行本标准的宣传及关键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业务

水平和实操能力。

（二）加大对标准的执行力度，结合粮改饲、高产优质

苜蓿示范建设等饲草产业发展项目的实施，将按标准进行人



工饲草地调查监测纳入绩效考核目标管理。

八、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我省种植饲草面积 223万亩，其中以燕麦、青贮玉米等

为主的一年生饲草约 171万亩；以苜蓿、披碱草等为主的多

年生牧草约 52 万亩，年可产鲜草约 370 万吨以上。饲草产

业是草食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是畜牧养殖业、奶业等的上游

产业，今年初农业农业村部出台的《“十四五”饲草产业发

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提高饲草、特别是优质饲草供

给能力，为草食畜产品供给提供有力保障。饲草生产水平和

最终产出产品是否优质，需要有大量的调查监测数据支撑，

《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的实施将对掌握全省不同

海拔、不同气候、不同水热条件下饲草的田间管理措施、农

艺性状和产量质量，最终为后期开展数据建模和特征提取，

确定适合我省各地区人工饲草地合理建植与利用的技术措

施，确保全省各地生产的饲草产品优质安全提供可靠广泛的

数据支撑奠定基础。

《人工饲草地调查监测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1：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填写日期：　2023年 4  月  29  

日          

共 2  页

序号
标准的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5 调查监测时间
监测时间 3-4月，时间比较短，种植时

间基本上可以持续到 6月中旬以后。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贾

志锋）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2
6 调查监测内容

和方法

影响牧草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主要有

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土壤、营养，

土壤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建议增加。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贾

志锋）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3 全文

监测指标应该按禾本科和豆科进行区

分，是否应该有明确的标识，禾本科什

么指标；豆科什么指标。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

已在附表表格中体

现。

4 6.2物候期观测
过于复杂，只需要明确什么方法，怎么

操作即可。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5 全文

最好将监测内容和记录方法分开写，一

个是田间如何测定，一个是如何填写各

种记录表格。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6
6.2.9-6.2.10、

6.3项
建议删除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7 术语和定义

人工饲草地的定义建议修改。人工种植

饲草的地块，不一定全部是集约经营管

理方式。

青海省草原总站（辛玉春）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8 术语和定义
豆科和禾本科饲草的各生育时期建议

列表，或者按豆科和禾本科分开表述。
青海省草原总站（辛玉春）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9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中提到了观测、监测、检测和

分析等方法，就要增加相对应的检测分

析结果和监测报告。

青海省草原总站（辛玉春）
在编制说明中已经

加入。

10
增加监测结果

报告

建议按县域、或者按大的区域编制人工

饲草地监测报告。
青海省草原总站（辛玉春）

在编制说明中已经

加入。

11  4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叙述不是很清晰，建议将此句

修改为“遴选全省一年生和多年生人工

饲草地并进行定点监测，在饲草种植期

对饲草品种选择、田间管理措施、物候

期等进行观测，通过对饲草农艺性状、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姚喜喜）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产量和营养成分进行测定，比较全省不

同品种、不同地区人工饲草地的生产方

式、生产力、营养成分。”

12 6.4.2 取样方法

个别语句表述不清楚，建议将最后一句

话修改为“产量测定后从每个样方中称

取 500g 鲜草样品混匀形成混合样送检

进行成分监测。同一样品采集任务要求

在同一采样地点采集，鲜草样品采集后

当日提交，以便及时分析饲草样品成分

动态，减少养分损失。将样品情况填入

附录 A 中的表 D.1。”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姚喜喜）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3
表 A.9鲜草产草

量登记表

1、表中干鲜比没有单位，建议删除%；

2、干草重建议添加单位 kg。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姚喜喜）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4 3.4

有50%的幼苗露出地面的日期为出

苗期，有50%植株返青的日期为返青期。

以下的生育期都统一为“的日期为xxx

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5 3.5

全田50%以上禾本科饲草幼苗在茎

的基部茎节上生长侧芽并形成新枝的

时期为分蘖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6 3.7

全田50%以上禾本科饲草的植株主

茎基部的第一个节露出地面1-2cm的时

期为拔节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7 3.12

“成熟”的定义再斟酌。当有 50%植株

籽粒颜色接近品种本色，内具蜡状物的

日期为蜡熟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8 3.6
全田50%豆科饲草从主茎叶腋长出

侧枝的时期为分枝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19 5.2 “立地条件”？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20 表 A.3 “孕穗期”建议删除。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贺晨邦）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21
6.5 监测工具

建议删除“监测工具”这部分内容。 青海省草原总站（乔安海）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22 建议增补监测数据的统计汇总等内容。 青海省草原总站（乔安海）
已在编写说明中加

入。

23 3术语和定义
建议根据青海省主要人工饲草种类进

行分类表述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徐成体）

已按照意见作出修

改。

说明：① 提出意见数量：23个；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23个，未采纳0个。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个，未采纳  个。



附件 2：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1.规范性引用文件 DB63/T 1934-2021  退化草地监测技术规范，这个引用文件是关

于天然草地退化监测的，是否适合本技术规范，请斟酌。

青海省草原总站（刘

晓建）、青海省畜牧

兽医科学院（王伟）

采纳

2
3.1人工饲草地

人工饲草地的定义应为：人工饲草地是采用农业技术措施栽培一

年生或者多年生饲草品种而形成的草地，其最终目的是加工收获

高产优质饲草，以补充天然草地的不足，满足家畜的饲草料需要。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    （王伟）、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徐成体）

采纳

3 全文 文中提到“牧草”和“饲草”，应该全文统一。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    （徐成体）、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王伟）

采纳

4 6.2.2观测方法 方法太过冗长，建议进行精简。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

（徐成体）、青海大

学（姚喜喜）、青海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

采纳



5 全文 建议将各类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分开写。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

（徐成体）、青海大

学（姚喜喜）、青海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青海省农

林科学院（贺晨邦）、

青海省草原总站（刘

晓建）

采纳

6 全文 建议删除“原则”“技术路线”“样地设置”等内容。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

（徐成体）、青海大

学（姚喜喜）、青海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王伟）、青海省农

林科学院（贺晨邦）、

青海省草原总站（刘

晓建）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