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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生物 及 其 与 环境 形成 的 生态 复合 体 以 及 与 此 相关 

的 各 种 生态 过 程 的 总 和 ， 包 括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动物 、 植 物 、 微 生物 和 

它们 所 拥有 的 基因 以 及 它们 与 生存 环境 形成 的 复杂 的 生态 系统 ， 是 

生命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 人 类 文化 的 多 样 性 也 可 被 认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一 部 分 。 正 如 遗传 多 样 性 和 物种 多 样 性 一 样 ， 人 类 文化 (如 游牧 生 

活 和 移动 耕作 ) 的 一 些 特征 表现 出 人 们 在 特殊 环境 下 生存 的 策略 。 同 

时 ，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其 他 方面 一 样 ， 文 化 多 样 性 有 助 于 人 们 适应 不 

断 变 化 的 外 界 条 件 。 文 化 多 样 性 表现 在 语言 、 宗 教 信仰 、 土 地 管理 

实践 、 艺 术 、 音 乐 、 社 会 结构 、 作 物 选 择 、 腾 食 以 及 无 数 其 他 的 人 

类 社会 特征 的 多 样 性 上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物质 基础 ， 具 有 巨大 的 商品 和 公 

益 价值 。 其 价值 主要 体现 在 两 个 方面 : 第 一 ， 直 接 价值 ， 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野生 和 驯化 的 组 分 中 ， 人 类 得 到 了 所 需 的 全 部 食品 、 许 多 药 

物 和 工业 原料 ， 同 时 ， 它 在 娱乐 和 旅游 业 中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第 

二 ， 间 接 价值 ， 间 接 价值 主要 与 生态 系统 的 服务 功能 有 关 ， 通 常 它 

并 不 表现 在 国家 核算 体制 上 ， 但 如 果 计 算出 来 ， 它 的 价值 大 大 超过 

其 消费 和 生产 性 的 直接 价值 。 据 Costanza 等 估计 ，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每 年 为 人 类 创造 约 33 万 亿美 元 的 价值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间接 价值 主要 

表现 在 固定 太阳 能 、 调 节 水 文学 过 程 、 防 止 水土 流 失 、 调 节气 候 、 

吸收 和 分 解 污 染 物 、 贮 存 营养 元 素 并 促进 养分 循环 和 维持 进化 过 程 

等 方面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最 大 价值 可 能 在 于 为 人 类 

提供 适应 当地 和 全 球 变化 的 机 会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未 知 潜力 为 人 类 的 

生存 与 发 展 显示 了 不 可 估量 的 美好 前 景 。 

近年 来 ， 物 种 灭绝 的 加 剧 ，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 以 及 生态 系 

统 特 别 是 热带 森林 的 大 规模 破坏 ， 引 起 了 国际 社会 对 生物 多 样 性 问 

题 的 极 大 关注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直接 原因 主要 有 生境 丧失 和 片段 

化 、 外 来 种 的 侵入 、 生 物资 源 的 过 度 开发 、 环 境 污染 、 全 球 气候 变 

化 和 工业 化 的 农业 及 林业 等 。 但 这 些 还 不 是 问题 的 根本 所 在 。 根 源 

在 于 人 口 的 剧 增 和 自然 资源 消耗 的 高 速度 、 不 断 狭窄 的 农业 、 林 业 



和 渔业 的 贸易 谱 、 经 济 系统 和 政策 未 能 评估 环境 及 其 资源 的 价值 、 

生物 资源 利用 和 保护 产生 的 惠 益 分 配 的 不 均衡 、 知 识 及 其 应 用 的 不 

充分 以 及 法 律 和 制度 的 不 合理 等 。 总 而 言 之 ， 人 类 活动 是 造成 生物 

多 样 性 以 空前 速度 丧失 的 根本 原因 。 据 估计 ， 由 于 人 类 活动 引起 的 

人 为 灭绝 比 自 然 灭绝 的 速度 至 少 大 100 倍 。 引 起 了 国际 社会 的 普遍 

关注 ， 各 国政 府 纷纷 制 订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 特 别 是 受 威胁 物种 保护 

的 法 规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进程 中 具有 历史 意义 的 事件 是 1992 年 

在 巴西 首都 里 约 热 内 卢 召 开 的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 在 这 次 会 议 

上 通过 了 5 个 重要 文件 ， 其 中 之 一 即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 六 导 当 时 有 

150 多 个 国家 的 首脑 在 《公约 》 上 签字 。《 人 公约 》 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 正式 生效 ， 目 前 已 有 188 个 国家 或 地 区 成 为 缔约 方 。 其 宗旨 是 保 

护 生物 多 样 性 、 持 续 利 用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公平 共享 利用 和 遗传 资源 所 

取得 的 惠 益 。 

中 国 是 世界 上 少数 几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的 国家 ”之 一 ， 

现存 物种 总 数 约 占 全 世界 的 10%。 中 国 又 是 世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国家 ， 

人 均 资 源 占 有 量 低 。 中 国 比 其 他 国家 更 依赖 于 生物 多 样 性 。 然 而 ， 

巨大 的 人 口 压力 、 高 速 的 经 济 发 展 对 资源 需求 的 日 益 增 加 和 利用 不 

当 ， 使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受到 极为 严重 的 威胁 。 据 调查 ， 我 国 的 生态 

系统 有 40% 处 于 退化 甚至 严重 退化 的 状态 ， 生 物 生产 力 水 平 很 低 ， 

已 经 危及 到 社会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 中 国有 15% 一 20% 的 物种 受到 严重 威 

胁 ， 遗 传 多 样 性 大 量 丧 失 。 中 国 作 为 世界 栽培 植物 起 源 中 心 之 一 ， 

有 相当 数量 的 、 携 带 宝贵 种 质 资 源 的 野生 近 缘 种 分 布 ， 其 生境 受到 

严重 破坏 ， 形 势 十 分 严峻 。 而 且 中 国 的 保护 区 多 在 经 济 不 发 达 地 

区 ， 用 于 保护 区 的 费用 远 远 低 于 世界 平均 水 平 。 如 果 不 立 即 采 取 有 

效 措施 ， 逮 制 这 种 恶化 的 态势 ， 中 国 的 可 持续 发 展 是 很 难 实现 的 。 

为 了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工作 ， 及 时 反映 这 方面 的 研究 成 果 ， 

促进 跨 世 纪 的 人 才 的 培养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曾 组 织 并 

完成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丛书 ， 对 于 推动 我 国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 窑 

工作 起 到 了 积极 的 推动 作用 。 随 着 近年 来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知识 的 普及 和 

宣传 ， 我 国 各 级 政府 的 有 关 管 理 人 员 和 决策 者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意义 有 所 认识 ， 保 护 意识 也 有 所 提高 。 但 对 于 保护 和 可 持续 利用 的 

需要 还 有 较 大 差距 。 为 此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又 组 织 有 



关 专 家 编写 这 套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系列 丛书 ， 以 进一步 提高 政府 
部 门 和 公众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认识 水 平 。 为 实现 《生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缔 约 国 大 会 提出 的 在 2010 年 基本 遏制 生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态势 提 
供 必 要 的 信息 。 

陈 宜 瑜 
2005 年 11 月 21 日 于 北京 中 关 村 



山 

说 到 草原 ， 不 能 不 说 草 和 草 业 。 因 此 ， 在 本 书 中 ， 先 从 草 说 

起 ， 继 而 说 草原 和 草 业 。 

草 ， 是 人 们 对 草本 植物 的 通俗 说 法 。 在 植物 科学 中 ， 把 茎 内 

木质 部 不 发 达 、 木 质 化 细胞 较 少 的 种 子 植物 叫做 草本 植物 。 其 植 

株 一 般 矮 小 ， 茎 干 一 般 柔 软 ， 多 数 在 生长 季 终 了 时 ， 其 整体 或 者 地 

上 部 分 死亡 。 而 作为 植物 生活 型 系统 ， 草 本 植物 、 灌 木 植 物 、 木 本 

植物 与 叶 状 体 植 物 是 地 球 表 面 植物 的 四 个 类 群 。 如 此 说 来 ， 草 与 我 

们 人 类 的 关系 就 十 分 密切 了 。 在 古籍 中 就 记载 说 “神农 党 百草 ， 而 

后 知 五 谷 可 食 。 一 日 七 毒 ， 茶 解 之 。 ”看 来 ， 我 们 人 类 吃 五 谷 ， 饮 

香 茶 ， 是 从 吃 草 慢 慢 演 化 而 来 的 。 我 们 这 个 民族 对 草 的 认识 和 了 解 

有 着 很 长 的 历史 ，《 神 农 草 经 》《 唐 本 草 》 《 征 类 本 草 》 (ABR 

目 》 等 著作 就 是 先辈 对 草 认 识 和 积累 的 凝聚 。 

今天 ， 我 们 对 草 的 认识 和 理解 就 更 深 了 。 可 以 不 压 张 地 说 ， 我 

们 人 类 的 生存 和 优良 的 生活 ， 都 离 不 开 草 。 草 ， 在 今天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产业 ， 叫 草 业 。 它 与 农业 、 林 业 等 一 样 ， EHRARE-+ 

不 断 发 展 、 有 着 广阔 前 景 的 产业 。 大 力 发 展 草 业 ， 是 维护 国家 生态 

安全 、 建 设 环境 友好 型 社会 的 战略 举措 ， 是 建设 现代 农业 、 增 加 农 

牧民 收入 的 重要 途径 ， 是 加 快 草原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迫切 需要 。 发 展 草 业 ， 就 更 离 不 开 草 原 与 草地 。 

草原 ， 作 为 一 个 具有 严格 科学 意义 的 术语 ， 它 是 指 那 种 分 布 

于 半 温 润 、 半 和 干旱 到 干旱 地 区 主要 由 耐 旱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组 成 的 

天 然 群落 ， 是 不 受 地 表 水 与 地 下 水 影响 而 形成 的 地 带 性 的 天 然 植 物 

群落 。 而 草地 一 词 ， 则 泛 指 由 低 矮 草本 植物 为 主 的 绿地 。 它 不 像 草 

原 那 么 严格 意义 上 植物 群落 学 上 的 概念 ， 是 植被 中 的 一 个 类 型 。 

它 可 以 是 天 然 的 草原 、 草 甸 ， 也 可 以 是 人 工 建 成 的 草坪 或 者 草地 ， 

因而 意义 较为 广泛 。 我 国 草 地 的 面积 约 60 亿 亩 ， 占 国土 总 面积 的 

41.7%， 基 本 上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大 的 类 型 : 温带 草原 、 热 带 一 亚热带 

草地 和 高 寒 草原 。 草 原作 为 一 个 具有 特殊 组 成 、 结 构 和 功能 的 生态 



系统 ， 在 我 国 的 地 位 越 来 越 重 要 ， 它 是 自然 资源 的 宝库 ，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生态 屏障 ， 是 地 球 巨大 的 碳 库 ， 是 丰富 的 基因 库 ， 是 重要 的 畜 

牧 业 基地 ， 是 维护 民族 团结 和 边 绪 稳定 的 重要 地 区 。 对 于 发 展 特色 

产业 和 草原 旅游 业 具 有 广阔 的 前 景 。 

本 书 主要 围绕 草 、 草 原 、 草 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而 展开 。 

RAE 

2008.4.15 

于 北京 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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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草原 概况 

一 、 和 草原 、 草 名 与 草地 

在 一 门 成 熟 的 科学 体系 中 ， 严 谨 的 科学 概念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可 以 说 科学 的 发 展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依赖 于 我 们 对 基本 概 

念 的 重新 审视 和 加 以 重 构 。 几 乎 可 以 这 样 说 ， 一 门 学 科 要 成 为 独立 

”的 科学 ， 就 要 对 其 基本 概念 不 断 地 进行 审定 。 因 为 科学 概念 是 科学 

知识 的 基本 元 素 ， 是 科学 知识 结构 的 基础 ， 因 此 ， 科 学 概念 是 这 刻 
认识 自然 现象 本 质 特 征 的 标志 ， 也 是 领会 自然 规律 的 基础 。 科 学 概 

您 可 以 更 加 这 刻 地 认识 事物 与 现象 ， 促 进 科学 知识 的 系统 化 和 结构 

化 ， 有 助 于 发 展 逻 辑 推理 能 力 。 在 本 书 的 开头 ， 我 们 有 必要 对 草原 

科学 中 草原 、 草 甸 和 草地 这 三 个 最 重要 的 概念 加 以 讨论 。 这 三 个 概 

念 或 者 说 科学 名 词 在 科学 内 池上 是 相互 关联 而 又 有 一 定 差异 的 。 不 

同学 科 背 景 的 人 ， 认 识 也 十 分 不 同 。 在 讨论 草原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之 

前 ， 十 分 有 必要 把 这 三 个 概念 搞 清 楚 。 

1. 什么 是 草原 

作者 认为 ， 所 谓 草 原 是 那 

种 分 布 于 半 温 调 、 半 干旱 到 干旱 

地 区 主要 由 耐 旱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组 成 的 植物 群落 ， 是 不 受 地 表 

水 与 地 下 水 影响 而 形成 的 地 带 性 

的 天 然 植 物 群落 。 这 里 面 至 少 包 

括 5 个 意思 : 

(1) 草原 是 天 然 植 物 群 落 ; 

(2) 草原 是 地 带 性 植被 类 型 ; 

(3) 草原 植被 在 形成 过 程 中 

不 受 地 表 水 与 地 下 水 影响 ; 

(4) 草原 分 布 于 半 湿 润 、 半 干旱 到 干旱 地 区 ， 

(5) 草原 植被 主要 由 耐 旱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组 成 。 

对 此 ， 不 同学 科 背 景 的 人 认识 十 分 不 同 〈 侯 学 煜 ，1988;， 4 
博 ，1979，2000; 宋 永 昌 ，2001;， 贾 慎 修 ，1964) 。 

在 公众 中 影响 最 大 的 《 现代 汉语 词典 》 (1979) 关于 草原 的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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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是 “ 半 干 旱地 区 杂 草 丛生 的 

大 片 土地 ， 间 或 杂 有 耐 旱 的 树 

木 。” 此 说 有 植被 地 理 意义 ， 但 

(WPA ETA PE 

2. 什么 是 草 和 

草 旬 一 词 与 草原 完全 不 

同 ， 它 是 指 可 在 全 国 不 同 气候 带 

下 分 布 ， 形 成 于 季节 性 地 表 水 或 

地 下 水 影响 下 的 主要 由 中 生 植 物 

组 成 的 非 地 带 性 的 天 然 植 物 群 

落 。 章 旬 一 词 至 少 包 括 4 个 方面 

的 科学 内 洒 : 

(1) KPA DEF 

(2) 非 地 带 性 植被 类 型 ; 

(3) 其 形成 过 程 受 季节 性 的 

地 表 水 或 地 下 水 的 影响 ; 

(4) 植物 以 中 生 植 物 为 主 。 

3. 什么 是 草地 

草地 一 词 ， 则 谤 指 由 低 矮 

草本 植物 为 主 的 绿地 。 它 不 是 像 

草原 、 草 旬 那 么 严格 意义 上 植物 

山 间 草 旬 〈 李 敏 提 供 ) 

三 叶 草 人 工 草地 

群落 学 上 的 概念 ， 是 植被 中 的 一 个 类 型 。 它 可 以 是 天 然 的 草原 、 章 

旬 ， 也 可 以 是 人 工 建 成 的 草坪 ， 因 而 意义 较为 广泛 。 
上 述 关 于 草原 、 草 旬 、 草 地 的 概念 ， 人 们 的 认识 也 不 尽 相 同 。 

由 高 等 教育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植物 生态 学 》 一 书 把 章 旬 与 草地 作为 一 

个 概念 介绍 给 学 生 : “中 生 草 本 群落 通常 称 之 为 草 甸 或 草地 ”。 

在 有 些 农 业 科 学 工作 者 中 间 ， 章 原 与 草地 有 时 是 等 同 的 概念 ， 如 

周 寿 荣 主 编 的 《草地 生态 学 》 ， 其 绪论 中 就 说 “温带 草地 或 称 瘟 带 章 

原 ”。 最 近 由 杜青林 主编 的 《中 国 草 业 可 持续 发 展 战 略 》 (2006) 一 

书 ， 在 导言 中 也 提 到 “在 我 国 ， 草 原 与 草地 的 含义 相同 。 ”在 我 国 ， 

对 草原 与 草地 这 两 词 概念 的 理解 是 有 不 同 看 法 的 。 至 于 在 本 书 中 “和 草 

原 即 草地 ”的 说 法 则 只 是 其 中 一 种 。 由 孙 闻 列 主编 的 《中 国生 态 系统 》 

(2005) 一 书 中 ， 则 把 草原 与 草地 分 开 的 。 而 《中 国 植 被 》 (1995) 

2 



一 书 ， 其 植被 类 型 中 就 只 有 草原 、 草 多 ， 而 没有 草地 一 说 。 这 表明 ， 

《中 国 植被 》 一 书 作者 没有 把 草地 作为 一 种 植被 类 型 来 看 符 。 

二 、 和 草原 生态 系统 

在 生态 学 家 看 来 ， 草 原 不 仅仅 是 一 片 草 地 ， 几 群 羊 ， 而 是 一 
个 系统 ， 叫 草原 生态 系统 。 这 个 系统 主要 由 两 部 分 组 成 ， 即 非 生 物 
环境 与 生物 。 非 生物 环境 包括 : 太阳 、 大 气 与 土壤 。 而 生物 就 是 植 
Dy. shin SAVED. 

非 生物 环境 为 生物 的 生存 与 发 展 提供 能 量 、 物 质 与 条 件 。 生 物 
以 非 生物 环境 为 舞台 ， 在 数 十 亿 年 的 演化 与 发 展 过 程 中 ， 演 出 了 辉 
煌 壮丽 的 篇 章 。 生 物 生存 发 展 所 需要 的 能 量 ， 最 终 都 来 源 于 太阳 的 
辐射 。 而 其 参与 物质 循环 的 碳 、 氮 、 氧 、 钙 、 磷 、 钾 等 无 机 元 素 和 
化 合 物 则 分 别 来 源 于 大 气 与 土壤 。 生 物 依 其 功能 的 不 同 ， 分 为 生产 
者 、 消 费 者 与 分 解 者 。 能 够 以 简单 的 无 机 物 制 造 食物 的 自 养 生物 ， 
被 称 为 生产 者 ， 这 就 是 植物 ， 其 中 主要 有 两 类 植物 一 -有 根 的 植物 
与 漂浮 植物 以 及 如 营 类 
那样 的 体型 小 的 浮游 植 

物 。 而 自己 不 能 从 无 机 物 
质 制 造 有 机 物质 ， 只 能 直 
接 或 间接 地 依赖 于 生产 者 
制造 的 有 机 物质 为 食物 的 
生物 ， 被 称 为 生态 系统 中 
的 消费 者 。 这 类 消费 者 可 
分 为 三 类 一 一 食 草 动物 叫 
一 级 消费 者 ， 食 肉 动物 叫 FPP = 
二 级 消费 者 ， 顶 级 食肉 动 || | she Sie ets 
物 ， 被 称 为 三 级 消费 者 。 i: 
EBRESASHH Elepe oe = 
4+. HCE. aT |) Oo 相当 二 SC 
等 都 是 一 级 消费 者 ， 而 = 
狼 、 狐 狸 、 蛇 等 可 称 为 二 草原 生态 系统 ( 引 自 《 彩 图 科技 百科 全 

Rae, MeL = EM) 

ee < — = oe ete een eb ae ay 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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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物质 生产 、 能 量 转化 与 物质 循环 ( 赵 淑 琦 绘图 ) 

禽 猛兽 可 称 为 三 级 消费 者 。 
还 有 一 类 生物 ， 它 们 被 称 为 分 解 者 ， 这 是 又 一 类 异 养生 物 ， 其 

作用 是 把 动 植物 残 体 的 复杂 的 有 机 物质 分 解 为 生产 者 能 够 重新 利用 
的 简单 的 化 合 物 ， 并 释放 出 能 量 。 这 一 类 异 养生 物 主要 是 土壤 动物 
与 大 量 的 微生物 。 

在 草原 生态 系统 中 ， 不 同 的 生物 类 群起 着 不 同 的 作用 ， 它 们 之 
间 在 长 期 的 历史 演化 与 发 展 过 程 中 ， 彼 此 相互 影响 相互 依存 ， 构 成 
了 一 个 和 谐 、 平 衡 的 系统 (或 者 说 整体 ) 。 这 就 是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共同 的 结构 。 大 自然 就 是 如 此 巧妙 。 

草原 生态 系统 不 同 的 结构 单位 有 着 不 同 的 分 工 ， 共 同 完成 作为 
一 个 完整 系统 的 共同 功能 : 物质 生产 、 能 量 转 化 与 物质 循环 。 左 图 
简单 地 表示 了 草原 生态 系统 物质 生产 、 能 量 转化 与 物质 循环 的 主要 
环节 。 



三 、 我 国 草原 与 世界 草原 

我 国 960 万 km 的 土地 上 ， 有 4 亿 hm- ， 占 国土 面积 41% 以 上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 如 此 大 面积 的 草地 ， 主 要 可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 温带 和 草 

原 、 高 寒 草地 与 热带 亚热带 草地 〈 陈 佐 忠 ，2001) 。 

温带 草原 分 布 于 我 国 北 方 ， 从 东北 平原 越过 大 兴安 岭 Aaah oe 

古 高 原 、 黄 土 高 原 到 新 疆 山 地 ， 是 我 国 天 然 草原 的 主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欧 亚 大 陆 草原 的 东部 延伸 。 自 东北 四 西南 ， 主 要 由 于 降水 量 的 变 

化 而 细 分 为 温带 草 旬 草 原 、 温 带 典 型 草原 和 温带 殉 并 草 原 。 

温带 草 旬 草原 是 温带 半 湿 外 地 区 地 带 性 的 天 然 草 地 类 型 ， 植 

物 主要 是 由 中 早生 多 年 生 从 生 禾 草 及 根茎 用 草 和 中 早生、 中 生 杂 

草 类 组 成 ， 并 可 能 散 生 着 一 些 中 旱 生 小 灌木 。 这 是 草原 中 最 刘 润 的 

一 种 类 型 。 集 中 分 布 在 森林 问 草 原 过 波 的 地 区 ， 在 我 国 主 要 分 布 在 

草原 带 的 最 东方 向 ， 如 大 兴安 岭 东 厅 的 低 山 丘陵 以 及 某 些 山地 草原 

带 上 部 。 著 名 的 呼伦贝尔 草地 、 锡 林 郭 勒 草地 、 科 和 尔 沱 草地 以 及 

新 疆 阿 尔 泰 和 伊犁 等 地 是 草 甸 草原 广 为 分 布 的 地 区 。 其 总 面积 为 

14.5 x 10km-， 占 全 国 草地 总 面积 3.7% 。 

温带 典型 草原 是 温带 内 陆 半 干旱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的 草地 类 型 ， 

其 植物 主要 为 真 旱 生 与 广 旱 生 多 年 生 从 生 禾 草 ， 而 在 某 些 条 件 下 由 

浇 木 与 小 半 灌 木 组 成 。 这 是 我 国 草 原 中 分 布 最 广 也 最 具有 典型 性 与 

代表 性 的 一 类 草原 。 

温带 典型 草原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呼伦贝尔 高 平原 西部 、 锡 林 郭 勒 

高 平原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以 及 阴山 北 枇 、 大 兴安 岭南 部 、 西 辽河 平原 等 

地 。 总 面积 约 41.1 x 10km- ， 约 占 全 国 草地 总 面积 10.5% 。 

温带 殉 痢 草原 是 温带 干旱 地 区 有 代表 性 的 草地 类 型 。 植 物 主 

要 是 多 年 生 旱 生 丛 生 小 禾 草 为 主 ， 并 有 一 定数 量 的 早生 、 强 早生 的 

小 半 灌 木 与 灌木 。 分 布 于 温带 典型 草原 带 往 西 的 狭长 区 域内 。 在 

我 国 东西 分 布 于 75"” ~ 114 "了 E 之 间 ， 南 北 跨 37” ~47"N。 如 内 蒙古 

中 西部 、 宁 夏 北 部 、 甘 肃 中 部 以 及 新 疆 等 地 。 由 于 其 直接 受 蒙古 

高 压气 团 的 支配 ， 具 有 强烈 的 大 陆 性 特点 ， 也 略 受 东南 方 吹 来 的 

微弱 的 海洋 季风 的 影响 因而 也 可 形成 一 定 的 降雨 。 年 平均 降水 量 

150 一 250mm， 年 平均 气温 约 2 一 SC ，>10C FAR2200~3000C, + 

壤 主 要 为 棕 钙 土 ， 土 壤 肥力 较 低 ， 有 机 质 含量 一 般 低 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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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强 带 草原 是 我 国 草 原 的 主体 ， 占 据 着 我 国 北部 半壁 江山 ， 

而 其 在 空间 的 分 布 ， 呈 现 着 明显 的 地 带 性 规律 的 特点 ， 即 纬度 性 变 

化 、 距 离 海 详 远 近 的 变化 与 垂直 方 癌 的 变化 : 

1. 纬度 性 变化 特点 
我 国 的 温带 草原 ， 南 北 延 伸 17 个 纬度 。 纬 度 的 变化 ， 造 成 南北 相 

应 的 地 面 热量 的 差异 ， 因 而 导致 了 草原 植物 对 热量 反映 的 明显 变化 。 

温带 草 旬 草 原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 
( 李 敏 提供 ) 

温带 大 针 茅 典型 草原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 

as 

温带 小 针 茅 荒 漠 草 原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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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草原 的 植物 ， 一 般 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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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系 。 而 南部 的 草原 ， 其 植 

物 一 般 都 具有 喜 暖 的 特点 ， 

如 长 世 草 、 白 羊 草 等 群 系 。 

2. 距离 海洋 远近 变化 的 

特点 

我 国 温 带 草原 ， 东 西 绵 

延 44 个 经 度 ， 距 离 海洋 远近 

变化 很 大 ， 因 而 自 东 向 西 ， 

降水 量变 化 很 大 ， 温 度 也 不 

同 ， 大 陆 性 逐步 加 强 的 特点 

十 分 明显 ， 草 原 植被 表现 出 

明显 的 地 带 性 变化 。 但 是 由 

于 地 形 的 影响 ， 这 种 地 带 性 

的 变化 不 是 自 东 向 西 ， 而 是 

自 东 南 往 西 北 发 生变 化 。 在 

东部 为 草 甸 草 原 带 ， 向 西 为 

典型 草原 带 ， 最 西部 为 荒漠 

草原 带 。 

3. 垂直 方向 的 变化 

在 我 国 温 带 草原 区 内 ， 

有 几 条 主要 的 山脉 : 阿尔 泰 

Wi, RM~AW. AABUWS. 在 

这 些 山 地 ， 随 着 高 度 的 变 



化 ， 在 基带 是 草原 的 基础 上 ， 就 会 发 生 植被 垂直 带 的 更 替 ， 从 而 增 

加 了 草原 地 区 植被 类 型 丰富 的 色彩 。 这 个 植被 垂直 带 的 更 奉 ， 在 比 

较 高 的 山地 ， 自 低 处 到 高 处 ， 分 别 是 山地 草原 带 一 山地 落叶 阔 叶 林 

带 一 山地 寒 温 性 针 叶 林 带 一 亚 高 山 灌 丛 带 一 亚 高 山 草 旬 带 一 高 山 草 

甸 带 一 高 山 流 石 滩 植 被 带 一 冰川 便 雪 人 带 。 

高 寒 草 地 是 指 高 山 或 高 原 亚 寒带 、 寒 带 半 温润 - 半 干 旱 一 干旱 

气候 条 件 下 所 形成 的 草原 。 主 要 分 布 在 我 国 西藏 、 新 疆 、 青 海 和 甘 

肃 境内 。 其 总 面积 达 58.02 x 10km- ， 约 占 全 国 草地 总 面积 14.90% 。 

植物 主要 是 耐寒 的 中 早生 或 旱 中 生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或 小 半 灌 木 。 高 

寒 草 地 分 布 区 气候 寒冷 ， 温 度 很 低 ， 海 拔 较 高 ， 自 然 条 件 十 分 严 
酷 。 一 般 年 平均 温度 -4~0C ，>10C 的 年 积温 800 ~1000C, 4 

降水 量 360~400mm。 土 壤 主要 为 高 山 草原 土 ， 一 般 具 薰 而 松 的 草 

秸 层 和 淡色 腐殖质 层 ， 有 机 质 含 量 较 高 ， 可 在 3% 以 上 ,海拔 多 在 

4000m[ 以 上 。 

热带 、 亚 热带 草地 是 指 分 布 于 我 国 长 江 以 南 热带 与 亚热带 气 

候 条 件 下 的 草地 。 其 中 包括 森林 植物 被 破坏 后 ， 多 年 援 殉 而 形成 的 

以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为 主 的 次 生 草 从 或 者 含有 散 生 少量 灌木 或 乔木 的 

嵩 草 高 寒 草地 (青海 海 北 ) 阳 明 山 公 园 草 地 (GIS at) 

黄土 高 原 草地 〈 陕 西 ) 高 寒 金 露 梅 灌 从 草地 (青海 海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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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 草原 (新疆 ) 高 大 草地 ( 李 敏 提供 ) 

灌 草 从 ， 以 及 某 些 河谷 底部 的 次 生 干 热 稀 树 灌 草 从 。 其 总 面积 为 

32.46 x 10%km”， 占 全 国 草地 总 面积 的 8.319%4 。 

这 类 草地 分 布 于 我 国 热带 与 亚热带 地 区 ， 热 量 资源 丰富 ， 气 

较 高 ， 年 平均 气温 多 在 14~22C ，>10C 的 年 积温 多 在 4500TC 

上。 这 一 地 区 降水 丰富 ， 平 均 多 在 800mml 愉 上 ， 高 则 多 在 2000mm。 

土壤 主要 为 黄 壕 、 黄 棕 壤 、 山 地 红壤 等 ， 土 层 浅 溥 ， 肥 力 较 低 ， 有 

机 质 含 量 一 般 都 在 4% 以 下 。 

除 上 述 三 类 草地 外 ， 还 有 海 洗 草地 、 城 市 中 的 草坪 绿地 以 及 正 

在 迅速 发 展 中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工 草坪 与 绿地 ， 如 运动 场 草 坪 、 水 土 

保持 草坪 、 边 坡 绿化 草坪 等 。 

我 国 草 原 之 所 以 形成 今日 的 分 布 格局 ， 那 是 在 漫长 的 地 质 时 其 

滨海 大 米 草 人 工 草地 〈 江 苏 启东 和) 



内 ， 由 气候 变化 和 生物 进化 而 逐步 形成 的 。 

地 球 ， 已 有 了 46 亿 年 的 历史 。 中 今 15 亿 年 前 ， 地 球 上 的 光合 放 

氧 生物 只 有 蓝藻 ， 称 蓝藻 时 代 。 距 今 4 亿 年 前 的 泥 盆 纪 晚期 ， 最 早 的 

裸 蕨 植物 顶 圳 蕨 出 现 了 ， 以 后 就 开始 了 仅 3000 万 年 的 泥 盆 纪 梨 裔 植 

物 时 代 。 我 国 今日 草原 面貌 的 形成 和 发 展 ， 中 今 7000 万 年 是 一 个 重 

滨海 芦苇 草地 〈 山 东 ) 城市 草地 

Biodiversity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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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草地 分 布 概 图 ( 引 自 道 尔 吉 帕 拉 木 ) 

要 的 时 段 。 在 距 今 7000 万 年 以 前 ， 我 国境 内 的 一 些 高 山 和 高 原 尚 未 

形成 ， 那 时 的 东北 和 华北 地 区 ， 气 候 也 不 同 于 现在 ， 其 时 冬季 温暖 

mnie, ZEAMBSM, BAKA Ee. 247000 F FF eR > 

4000 万 年 左右 ， 西 北 诸 大 山系 隆起 ， 大 陆 性 气候 不 断 加 剧 ， 植 被 大 

多 由 超 旱 生 灌木 、 半 灌木 和 小 半 灌 木 组 成 。 而 到 了 距 今 250 万 年 时 ， 

我 国 西部 的 喜马拉雅 山 、 昆 仑 山 、 天 山 、 阿 尔 泰山 和 青藏 高 原 不 断 

隆起 ， 阻 挡 了 北大 西洋 和 印度 详 暖 湿 气 疲 的 东 进 ， 加 速 了 西北 干旱 

区 的 形成 。 植 物 界 也 发 生 了 很 大 变化 ， 在 距 今 250 万 一 150 万 年 间 ， 

大 部 分 喜 热 、 喜 温润 的 植物 种 消失 ， 了 耐 旱 的 草本 植物 种 大 量 出 现 。 

而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 大 兴安 岭 、 小 兴安 岭 、 太 行 山 以 及 贺兰山 、 六 

山 等 山脉 逐渐 抬升 ， 内 蒙古 高 原 、 黄 土 高 原 相继 形成 ， 全 国 的 地 瑶 

He BRAVE AHS, ORR AE SUR RR BE Sab 

fit, EWE AVI, ARE RPUAR (EA eee CA 

趋势 是 从 温 热 向 着 干 冷 的 方向 发 展 ， 向 着 有 利于 草本 植物 发 展 的 方 

向 发 展 。 草 本 植物 的 发 展 和 草原 、 章 旬 植 物 群 落 的 形成 ， 也 促进 了 

草原 动物 的 繁殖 和 发 展 ， 草 原 也 就 从 一 个 单纯 的 植物 群落 和 逐 痢 演变 

成 为 比较 复杂 而 完整 地 草原 生态 系统 。 

我 国 草 原 的 类 型 丰富 多 样 ， 世 界 上 各 种 各 样 的 草原 类 型 ， 在 



我 国 几 乎 都 可 以 看 到 。 世 界 上 草原 的 面积 为 2400 万 km - ， 大 约 占 

全 世界 陆地 面积 的 116。 其 中 非洲 面积 最 大 ， 占 全 世界 草原 面积 的 

28.2% ， 亚 洲 次 之 ， 占 19.5% ， 北 美洲 、 大 详 洲 、 南 美 训 和 欧洲 分 别 

占 16.8% 、16.5% 、15.8% 和 3.1% 。 而 全 世界 草原 的 类 型 ， 也 可 以 分 

ABE: 温带 草原 、 热 带 和 亚热带 草原 与 高 寒 草地 。 

地 球 上 的 温带 草原 主要 分 布 于 北纬 20"” ~ 55 "之 间 。 主 要 在 四 个 

地 区 ， 也 可 分 为 4 个 类 型 : 欧 亚 大 陆 的 斯 泰 普 (草原 ) 、 南 美洲 的 潘 

WA, (草原 ) 、 北 美洲 的 普 列 利 〈 草 原 ) 、 南 非 的 草原 。 欧 亚 大 陆 

的 草原 ， 人 们 称 其 为 斯 泰 普 〈 和 草原 ) ， 这 是 世界 上 最 大 一 片 温 带 草 

原 ， 它 自 多瑙河 下 游 起 ， 包 括 有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哈萨克 斯 坦 、 蒙 

古 和 我 国 的 草原 。 南 美洲 的 潘 由 斯 (SUR) ， 分 布 于 大 西洋 到 安 第 

斯 山 之 间 的 广大 地 区 ， 主 要 集中 

在 阿根廷 ， 这 是 由 大 型 从 生 禾 

草 组 成 的 草原 。 北 美 训 的 普 列 

利 〈 和 草原 ) ， 其 分 布 自 加 拿 大 

南部 到 墨西哥 的 中 部 地 区 。 由 

于 其 跨度 较 大 ， 晶 原 的 类 型 也 比 

较 复 杂 。 有 以 小 须 蕊 草 、 大 须 芒 

草 、 兰 葵 冰 草 、 针 荐 等 为 主 的 高 

草 类 型 ， 其 草丛 的 平均 高 度 在 

2 还 有 以 格 兰 马 

草 、 野 牛 章 等 为 主 的 矮 草 类 型 ， 美国 的 天 然 草原 

其 高 度 平均 1.0m， 以 及 混合 类 型 er 一 
草原 。 南 非 的 草原 ， 植 物 主要 以 Be 
孔 颖 草 为 主 。 

热带 和 亚热带 草原 ， 主 要 

分 布 于 赤道 两 侧 南 、 北 纬 30” 以 

内 的 地 区 。 这 里 年 平均 气温 较 

高 ， 在 15~35C 之 间 ， 年 降水 量 

AS {4-600 ~1500mm7 jal, 

候 最 突出 的 特点 是 夏季 少雨 而 炎 

热 ， 具 有 明显 的 旱季 。 主 要 的 草 加 拿 大 的 混合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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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印 度 、 东 南亚 、 澳 大 利 亚 北 

部 和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的 了 萨 瓦 那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萨 瓦 那 。 这 一 草原 植 

物 组 成 的 共同 特点 是 在 禾 草 为 主 

的 草原 的 大 背景 上 散 生 着 一 定数 

量 的 乔木 ， 不 过 不 同 的 地 区 ， 不 

草 的 种 类 与 数量 、 乔 木 的 种 类 

与 数量 会 有 所 不 同 。 在 非 训 ， 

ERAS KA EHS BB AL 

那 ， 这 里 的 金 合欢 树 ， 高 度 在 

.3~1Sm， 散 生 或 者 丛生， 和 草丛 

ml.S~4.5m; 在 痪 大 利 亚 ， 大 

部 分 是 次 生 的 核 树 与 禾 草 构成 的 SN 

5 ALAR. we 

澳大利亚 的 山地 天 然 草原 

美洲 的 萨 瓦 那 〈 稀 树 草原 ) 



世界 草原 生态 系统 分 布 图 〈 引 目 李 博 ) 
1. 温带 草原 生态 系统 ”2. 热带 草原 生态 系统 ”3. 高 寒 草原 生态 系统 

冻 原 ， 主 要 分 布 于 极地 与 高 山 ， 所 以 又 可 分 为 极地 冻 原 与 高 山 

冻 原 。 在 极地 ， 气 候 寒冷 ， 日 照 很 得 ， 植 物 生 长 时 间 有 限 ， 主 要 的 

DEE A EAA RUA PLA ERIS! fe). TEL, am BER, 

PEAK So 7>, SRA ARE ARE, HR ERE 

Eh EA. RAR) AYA ESE A De eB HA EEK 

Biodiversity | 13 



第 二 章 ” 单 原 生态 系统 组 成 与 结构 多 样 性 

一 、 和 草原 气候 多 样 性 与 地 多 样 性 

(一 ) 草地 气候 类 型 复杂 多 样 

我 国 草地 广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 气 候 类 型 复杂 多 样 ， 几 乎 包括 了 全 

国 不 同 的 气候 类 型 。 在 山区 ， 又 存在 着 垂直 带 的 变化 。 仅 以 草原 面 

积 很 大 的 内 蒙古 自治 区 而 言 ， 由 东 辣 西 存在 着 9 个 气候 地 带 ， 即 温 

润 气候 带 、 半 温润 偏 刘 气 候 地 带 、 半 温润 偏 润 气候 地 带 、 半 干旱 偏 

润 气候 地 带 、 半 干旱 偏 干 气候 地 带 、 干 旱 气 候 地 带 、 很 干旱 气候 地 

带 、 强 干旱 气候 地 带 、 极 干旱 气候 地 带 ( 表 1) 。 热 量 资源 也 可 分 为 

7 个 气候 区 ， 即 山地 寒 齐 带 寒冷 气候 区 、 中 温带 温 寒 气候 区 、 中 吝 带 

im UK. Pim trim FA Prime i i A 

气候 区 、 中 温带 暖 温 气候 区 ( 表 2) 。 根 据 水 分 资源 与 热量 资源 的 地 
表 1 内 蒙古 自治 区 水 分 资源 的 地 理 分 布 

A =e 218.7% > 450 

B EEE ai. BH 0.8 ~ 1.0 400 ~ 450, 

C 半 温 润 偏 润 气候 地 带 0.6 一 0.8 350 ~ 400 

D MEP EL hatte] Be ae 04 ~ 06 只 

E 半 王 旱 偏 干 气候 地 带 0.23 ~ 04 250 ~ 300... 
F 干旱 气候 地 带 0.13 ~ 0.23 200 ~ 250 

G 很 干旱 气候 地 带 0.10 ~ 0.13 150 ~ 200 
H 强 干 时 气候 地 带 0.03 ~ 0.10 100 ~ 150 

I 极 和 干旱 气候 地 带 < 0.03 < 100 

#2 内 蒙古 自治 区 热量 资源 地 理 分 布 

名 FR > 10°C RB ("C) 

1 LL He BE dim it FE PK. <1400 

2 Fi fr dim eA DX. 1400 ~ 1800 

3 中 温带 温 凉 气候 区 1800 ~ 2200 

4 HE fim tee dime FB 2200 ~ 2600 

5 中 温带 温暖 气候 区 2600 一 

6 中 温带 温 热气 候 区 3000 ~ 3400 

7 FE Yin Fer oe it >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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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配置 ， 全 区 可 分 为 30 个 不 同 的 气候 区 〈 王 长 根 ，2001) 。 

(二 ) 草地 地 形变 化 的 复杂 性 
草地 可 分 布 于 不 同类 型 的 地 形 及 某 一 地 形 的 不 同 地形 部 位 ， 山 

地 、 丘 陵 、 平 原 、 高 原 、 河 漫 滩 与 河流 阶地 以 及 山地 的 阴 坡 、 阳 坡 、 
山顶 与 山地 中 部 和 低 部 。 相 对 于 草地 植物 多 样 性 的 研究 ， 关 于 地 多 样 
性 (geodiversity) 如 地 质 构造 单元 、 地 形 单元 、 沉 积 物 、 矿 物 、 岩 石 、 
化 石 等 的 研究 较 少 ， 其 定量 化 的 方法 难以 确定 ( 张 学 雷 等 ，2004) 。 

(三 ) 草地 土壤 多 样 性 

土壤 多 样 性 (pedodiversity) 一 般 认 为 是 指 在 特定 区 域内 土壤 的 

可 变性 ,这 种 可 变性 可 以 通过 土壤 的 构造 、 类 型 、 形 状 以 及 不 同 的 

成 士 条 件 确 定 。 而 其 计量 方法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方法 相似 ， 即 土壤 

类 别 多 样 性 的 仙 农 指数 ， 而 分 析 各 大 洲 和 主要 气候 带 之 间 大 土 类 组 

成 的 变异 ， 即 多 样 性 的 区 域 分 析 或 贝 他 一 多 样 性 分 析 采 用 的 是 多 元 

”统计 方法 ， 如 聚 类 分 析 、 最 小 生成 树 分 析 与 主 坐 标 分 析 〈 陈 杰 等 ， 

2001) 。 由 于 对 土壤 多 样 性 的 概念 还 存在 较 多 的 争议 (PRES, 

2005) ， 因 之 其 研究 还 在 初创 阶段 。 根 据 土壤 多 样 性 的 基本 概念 ， 

可 以 初步 看 出 ， 我 国 草 地 分 布地 区 的 土壤 ， 其 类 型 、 构 造 、 形 状 

BSS+ B+ KESt BStht BeESt HUES WLESt 

RELL BLA 

A Etim BRRE CARE h. 有 机 质 聚 积 

k. RRBRR 2. 易 溶 性 盐 聚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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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成 士 条件 十 分 复杂 ， 表 现 出 多 样 性 丰富 的 特征 。 即 以 内 蒙古 而 
论 ， 草 原 土壤 有 普通 黑 钙 土 、 淋 溶 黑 钙 土 、 草 旬 黑 钙 土 、 石 灰 性 黑 
+ RL RL REL. Beet. RRL. 
UL. BBE. MRL. RRB. BRL. 
盐 化 棕 钙 土 、 碱 化 棕 钙 土 、 风 沙土 等 。 土 壤 pH 值 可 高 过 8.9 而 呈 强 碱 
性 反应 ， 也 可 低 至 6.5 而 呈 弱 酸性 反应 。 土 壤 的 钙 积 层 可 出 现在 地 表 
以 下 30cm， 也 可 没有 明显 钙 积 层 。 有 机 质 含量 可 以 高 达 70.0g/kg， 
也 可 以 低 至 6.4g/kg。 其 剖面 构 型 也 十 分 不 同 。 同 是 栗 钙 土 ， 有 的 有 
明显 过 渡 层 (AB) 和 碳酸 钙 淀 聚积 (By) MRL, ANA 
AB 层 而 为 栗 钙 土 ， 有 的 没有 B 层 ， 而 为 栗 钙 土 性 土 等 。 

=. KRM SD HME 

(一 ) 草原 植物 群落 组 成 的 多 样 性 

到 过 草原 的 人 们 都 会 发 现 ， 草 原 群 落 植物 的 组 成 丰富 而 多 彩 。 

当 你 第 一 次 踏 上 草原 的 土地 时 就 会 发 现 ， 脚 下 的 lm 土地 内 就 有 许多 

种 你 感 兴 趣 的 植物 。 在 草 旬 草 原 ，lm 内 就 可 能 20 种 以 上 的 不 同 种 的 

Hy, BEER ER, IM 内 也 会 有 10 种 左右 的 植物 。 这 些 植物 

属于 不 同 的 科 属 ， 其 叶片 大 小 、 植 株 高 狠 、 花 的 颜色 都 会 很 不 同 。 

如 在 内 蒙古 高 原 东 部 分 布 的 一 种 线 叶 菊 草 旬 草 原 ， 由 82 种 高 等 植物 

组 成 ， 每 平方 米 的 植物 种 类 12 一 25 种 。 除 线 叶 菊 外 ， 还 有 羊 草 、 黄 

线 叶 菊 草 甸 草 原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 



野 豌豆 〈《 李 敏 提 供 ) 

圳 昔 草 、 狭 叶 柴 胡 、 局 

a. RULES. x 

HE TED EB rE ARAB BY , 

还 有 和 菊 科 、 豆 科 、 百 合 

Bt. THER. ETA 

oF REE ye KAN 

为 不 同 的 功能 群 ， 如 多 

年 生 丛 生 禾 草 、 多 年 生 

根 验 型 禾 草 、 多 年 生 杂 

类 和 草 等 。 而 植物 多 样 

性 、 植 物 功 能 群 组 成 、 

植物 群落 生产 力 之 间 有 

MRA. Aa tS 

人 (2001) 研究 结果 认 

为 ， 植 物 多 样 性 高 的 植 

物 群落 ， 其 群落 初级 生 

产 力 也 较 高 ， 而 其 原因 

是 生态 位 互补 效应 。 不 

同 种 的 植物 ， 不 仅 地 上 

部 分 高 矮 不 同 ， 地 下 部 

ER abe Se eee iB Ce ae | 
: :: 

eS ae Pe 

AEEX 

rs, ys 
fe 

SR 

地 榆 〈 关 秀清 提供 ) 

分 分 布 的 深浅 也 有 很 大 差异 ， 构 成 明显 的 阶梯 状 结构 。 草 原 植物 组 
成 的 这 种 多 样 性 ， 与 农田 植物 组 成 十 分 不 同 。 无 论 是 东北 平原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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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 ， 基 本 上 都 是 一 种 植物 组 成 ， 少 有 2 种 或 2 种 以 上 的 植物 。 正 是 

不 同类 型 的 草原 由 多 种 植物 组 成 ， 因 而 就 全 国 来 讲 ， 章 原 植 物 就 更 

加 丰富 而 多 样 。 

(二 ) 我 国 草原 植物 种 的 多 样 性 

我 国 丰 富 复杂 的 自然 条 件 孕 育 着 多 种 多 样 的 草原 ， 其 植物 种 类 

更 加 丰富 。 在 我 国 辽阔 的 草原 上 共有 人 饲 用 植物 6704 种 ， 分 属于 240 

科 ，1545 个 属 。 这 些 植物 中 有 地 衣 16 种 ， 各 侠 31 种 ， 态 类 294 种 ， 

梨子 植物 100 种 ， 被 子 植 物 6263 种 。 如 采 按 科 来 统计 ， 豆 科 最 多 ， 

达到 1238 种 ， 占 总 种 数 18.47% ;， 禾 本 科 次 之 ， 为 1148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17.03%;， 其 次 为 菊 科 538 种 ， 莎 草 科 358 种 ， 蔷 筱 科 230 种 ， 百 

合 科 195 种 ， 覆 科 143 种 ， 杨 柳 科 126 种 。 在 草原 植物 中 ， 对 发 展 畜 

牧 业 最 重要 的 植物 当 是 1148 种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了 。 因 为 无 论 是 热带 地 

区 的 水 牛 ， 还 是 强 带 草原 放牧 的 三 河 牛 、 草 原 红 牛 ， 以 及 绵羊 、 山 

羊 、 马 、 鹿 、 骆 驼 等 家 畜 ， 它 们 赖 以 生存 的 牧草 都 是 以 禾 本 科 植 物 

为 主 。 正 是 这 些 禾 本 科 植 物 ， 成 为 了 草原 植物 群落 的 主要 植物 种 。 

在 草原 上 起 优势 作用 的 禾 本 科 牧 划 有 135 种 ， 其 中 分 布 最 广 、 面 积 最 

大 、 人 多 用 作用 最 为 显著 的 植物 是 针 茅 属 的 植物 ， 达 到 20 种 ， 如 大 针 

mo _ 
; 

\ . 

’ i i é 
‘4 t 他 

| 4 ; ar) a PF 

3 PEP ARS 
7 ¢ th f 

me 
fe 
外 



Ae. WHE. RAE A. SERRE ARSE. RG RD EE 

成 优势 种 的 有 26 种 ， 早 熟 禾 植 物 有 11 种 植物 构成 草原 植物 优势 种 ， 

其 他 能 够 成 为 草原 优势 植物 的 还 有 羊 荐 属 、 稚 麦 属 、 碱 芭 属 、 野 十 

草 属 、 披 碱 草 属 、 冰 草 属 、 隐 子 草 属 等 ， 禾 本 科 植 物 是 草原 最 重要 

的 多 用 植物 。 

(=) 草原 植物 用 途 的 三 泛 性 

人 们 都 知道 ， 丰 富 而 多 样 的 草原 植物 ， 不 仅 牧 养 着 大 量 的 马 、 

A OE. RUE SRM RS, DST eaS. FO. AL BSH 

ED. ixees ES EAA, AT, ARH, RAK 

很 少 有 和 营养 元 素 缺 乏 或 过 剩 引 起 的 病症 。 这 和 古 因 为 它们 不 仅 主要 嘴 

食 那 些 禾 本 科 牧 草 ， 而 且 还 必 

须 只 食 其 他 不 同 科 属 的 牧草 ， 

如 豆 科 、 菊 科 、 十 字 人 花 科 以 及 

百合 科 的 植物 ， 从 而 获得 其 身 

体 必 需 的 营养 。 有 趣 的 是 某 些 

DDK Belg BE EE RL AY HD 

还 会 导致 其 绒毛 与 肉 的 品质 的 

改变 。 人 们 第 说 ， 东 来 顺 的 测 

羊肉 ， 肉 质 鲜嫩 ， 疫 有 脐 味 ， 

其 主要 原因 之 一 是 东 来 顺 的 测 

羊肉 的 产地 一 一 内 蒙古 东 共 旗 

SVG BE. Ke He eH ， 

AeRH ARE DHA, 7 

量 大 ， 绵 羊 大量 哨 食 这 类 植物 

后 ， 羊 肉 的 品质 好 而 且 特 殊 。 

其 实 丰 富 的 草原 植物 ， 不 仅 繁 

衍 着 大 量 的 家 冀 与 野生 动物 ， 

同时 也 是 天 然 的 百草 园 ， 花 的 

原野 ， 有 许多 纤维 植物 、 油 料 

Hy. vem. SRD. 

RR we. fet e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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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药 植物 资源 ， 种 类 之 多 ， 是 人 们 想象 不 到 的 。 因 为 在 我 国 3 万 余 

种 高 等 植物 中 ， 药 用 植物 有 11 146 种 ， 而 草原 地 区 的 药 用 植物 约 

6000 种 ， 其 中 不 乏 名 贵 种 类 ， 如 冬虫夏草 、 甘 草 、 麻 黄 、 雪 莲 、 丙 

fe. AUER, a, RM AR, Mid, BAI, BRR, ee. 

WUE, LO, KP, EPA. BaP 

形 看 起 来 很 特别 ， 其 根部 是 一 条 僵 死 的 虫子 ， 上 部 则 是 一 株 别致 的 

小 章 。 从 表面 上 看 一 半 似 是 动物 一 半 似 是 植物 ， 这 是 自然 界 很 特别 

的 东西 。 它 是 如 何 形成 的 呢 ? 原来 ， 在 青藏 高 原 的 草地 上 ， 有 一 种 

绿 蝙蝠 蛾 的 幼虫 ， 冬 季 会 到 地 下 较为 温暖 的 地 方 生存 ， 而 有 一 种 其 

菌 又 喜爱 在 其 身上 寄生 。 其 结果 是 这 种 真菌 就 会 在 绿 蝙蝠 蛾 幼虫 庆 

KEK, JHE RRA, BAR TAR, FE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 这 种 真菌 的 活动 就 会 使 绿 蝙蝠 蛾 的 幼虫 死亡 。 由 于 

外 界 特殊 的 环境 ， 这 种 幼虫 虽 死 ， 但 不 腐 不 臭 而 发 硬 ， 并 保留 完 束 

外 形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 真 菌 便 会 从 幼虫 的 头 部 生出 有 柄 的 子 座 ， 



外 瑶 很 像 倒 立 的 小 毛笔 。 这 

就 是 一 株 成 熟 的 具有 药 用 价 

值 的 冬虫夏草 了 〈 张 明 华 ， 
1996) 。 

草原 地 区 有 许多 植物 的 

fea ay ee. TEEN, EA 

野生 花卉 植物 很 有 特色 。 如 

果 加 以 引进 驯化 ， 在 园林 绿 

化 、 景 观 配置 上 很 有 发 展 前 

景 。 如 二 色 补 血 草 、 宽 叶 红 

门 兰 、 百 合 、 大 花 银 莲 花 、 

达 乌 里 龙 胆 、 蒙 古 百 里 香 、 

Sie. Siete. BS. BR 

省 、 马 苦 等 。 二 色 补 血 草 ， 

ESR, eA RR 

上 永 不 凋落 的 鲜花 。 这 是 因 

为 当 草原 上 盛开 的 百花 都 已 

铜 谢 时 ， 唯 有 它 挺立 于 枯黄 

草原 是 野花 的 世界 

二 色 补 血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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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器 桶 ( 李 敏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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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野 。 假 如 有 机 会 采 上 一 东 ， 小 心爱 护 ， 其 密集 的 粉红 色 或 白色 

化 打 便 会 较 长 时 间 保存 下 去 ， 历 数 年 而 不 落 。 这 是 由 于 在 长 期 干旱 
条 件 下 花 查 膜 质 化 ， 膜 质 化 的 花 昔 在 开花 之 后 ， 花 瓣 虽 自然 落 掉 ， 
但 花 蕉 却 保 存 下 来 了 。 长 期 保存 下 来 的 花束 ， 看 起 来 和 鲜艳 的 花 采 
一 样 美丽 。 正 因为 如 此 ， 有 人 又 叫 它 为 干 枝 梅 。 

草原 上 有 许多 可 以 食用 的 植物 ， 也 引起 人 们 极 大 的 兴趣 。 这 些 
和 值 物 ， 生 长 于 自然 条 件 下 ， 无 污染 ， 是 地 道 的 有 机 食品 ， 且 种 类 很 
多 ， 资 源 也 比较 丰富 ， 是 可 再 生 资源 ， 其 中 不 乏 珍 贵 品种 。 如 草原 蘑 
ti. SPE SCER. SHEL A, BARS, BE, KU 
来 以 其 鲜美 、 芳 香 ， 有 特殊 药 效 而 为 人 们 喜爱 。“ 口 蘑 ” 食 用 历史 

22 



MEA, FEMME HATS SA 

=. MNVBUA “OB” er 

ThA Aa, babes BK 

家 口 以 北 的 锡林郭勒 大 草原 。 这 

是 因为 在 历史 上 农 牧民 从 这 里 采 

集 到 的 蘑 站 都 运 到 张家口 销售 ， 

而 被 称 为 “口蘑 ”， 已 有 500 多 

年 的 历史 了 〈 陈 佐 忠 ，2000) 。 

这 里 产 的 蘑 站 ， 有 和 白 蘑 、 黄 蘑 、 

Bae SAA. MAME s 

蘑 中 的 极品 ， 色 白 ， 蔡 粗 ， 体 实 

硬 ， 香 味 浓 郁 ， 请 嫩 可 口 。 目 前 

人 们 只 能 从 自然 生长 的 蘑 妇 圈 中 

捡拾 。 科 技工 作者 虽 研 究 数 十 

年 ， 仍 未 能 人 工 栽 培 成 功 。 野 生 

Rik Ke AP SE A 

WD, ALB ARSK, WAP] BEE 

市 售 呐 花菜 多 系 栽培 种 。 而 产 自 

草原 的 野生 黄花 菜 虽 疫 有 栽培 种 

大 而 肥 实 ， 但 香味 甚 滚 ， 极 为 人 

们 所 喜爱 〈 陈 佐 忠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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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植物 化 学 组 成 的 复杂 性 

草原 植物 的 多 样 性 与 复杂 性 ， 不 仅 表现 在 组 成 种 类 与 用 途上 ,， 植 

物 的 元 素 化 学 组 成 也 十 分 复杂 。 世 界 上 的 所 有 物质 归根 到 底 都 是 由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的 。 我 们 如 果 把 任何 一 种 植物 经 烘 干 、 粉 碎 、 燃 烽 而 后 在 

高 温 下 灰 化 ， 其 中 碳 、 氨 、 氧 等 一 些 元 素 就 会 氧化 而 挥发 ， 剩 下 的 就 

是 灰分 了 ， 这 些 灰分 就 是 不 同 元 素 氧 化 物 状 态 。 不 同 植物 都 征 由 不 同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 但 具体 有 哪些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 不 同化 学 元 素 所 占 比 例 

如 何 ?我们 可 以 通过 仪器 确定 这 些 灰分 元 素 是 什么 元 素 , 有 多 少 含量 。 

不 同 植物 之 间 差异 很 大 ， 充 分 表现 出 植物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的 多 样 性 与 复 

杂 性 。 草 原 植物 中 不 同化 学 元 素 的 绝对 含量 表现 出 不 同 的 水 平 。 它 们 

之 间 的 差异 可 以 达到 百 万 倍 或 者 更 高 。 即 使 都 是 植物 所 必需 的 和 营养 元 

素 , 它们 的 差异 也 可 达到 数 万 倍 。 氮 、 钾 、 钙 三 元 素 草原 植物 含量 较 高 ， 

- 一般 在 1% ~ 10% ; 硫 与 磷 的 含量 在 同一 个 水 平 ， 一 般 在 01% ~ 1% 

Ziel; 镁 、 铁 的 含量 在 同一 水 平 ， 一 般 在 001%= 0.1% ; FL fh, 

础 的 舍 量 在 同一 水 平 ， 一 般 在 0.001% ~ 0.01% ; 铜 含量 较 低 ， 一 般 

在 00001% ~ 0.001% ; 钼 的 含量 更 低 ， 一 般 低 于 000001%。 上 述 结 

本 显示 植物 化 学 元 素 含量 的 共同 趋势 。 但 是 ， 不 同 的 草原 植物 化 学 元 

素 的 含量 又 有 自己 特殊 的 一 面 ， 这 就 是 草原 植物 对 不 同化 学 元 素 富 集 

的 作用 ， 其 表现 是 不 同 植物 中 某 种 化 学 元 素 含量 高 的 特点 。 如 草原 植 

物 的 平均 含 气量 一 般 为 2% ， 而 蒙古 莉 可 以 高 达 4.13% ， 内 蒙古 黄 蕊 

也 高 达 4.04%， 这 些 都 是 所 谓 聚 氮 植 物 。 根 据 研究 ， 草 原 植物 中 有 对 

不 同化 学 元 素 聚 积 能 力 的 植物 有 多 种 (Fe 3) ( 陈 佐 忠 等 ，1994)。 

草原 植物 中 不 同化 学 元 素 的 含量 之 所 以 有 如 此 大 的 变化 ， 首 先 

征 不 同类 群 植物 自身 特点 所 致 ， 土 壤 等 环境 条 件 也 对 其 产生 一 定 的 

影响 。 林 厚 营 等 1957) 就 指出 “一 种 植物 的 化 学 成 分 在 一 定 程 度 

表 3 聚积 化 学 元 素 的 草原 植物 

1 聚 氮 植 物 Sh NOL, SRE, SAR 
A dE, BPE, BSE, FART, 
PEMA IL. GEOR, Sl, PR 

2 聚 磷 植 物 SAR RE. OE. BRIA, Th 
BBR : 



(2%) 

聚积 化 学 元 素 的 名 称 植物 名 称 
3 聚 钾 植物 BEM ALAS, AE, Bal Re FETE ARE 

4 聚 钙 植 物 BEIT ALIA, BE, SAME 

FRED 4E. RUGGT. Ei, BNR, RARER. 

Azer Ee. ae 

6 聚 硫 植 物 Pik. WR, bee. AA, ARHK, 

mI, BER, FB, GEAR, Wm, 

Rite. Ail 

7 聚 铁 植物 BEAR, UR. OE. ABA, thie 

8 聚 锰 植 物 NEE. Pal RAS EE, BERBER. OL 
eee: 披 碱 草 
9 聚 铜 植物 料 隐 子 草 、 无 蕊 汰 麦 、 阿 尔 泰 狗 哇 花 、 石 竹 、 

Beta. PEARL Ha 

10 聚 钼 植物 Be. BRS, SPB 

1 RRL AA oa. AB, ee, ba, 

AY, BAR. BE. SAS 

12 聚 锌 植物 BEAT ALES. REEVES, dE. AUB, AEE HA 

| BEER. RARE. Rit, Se 

Mee 

LER ME DE yma ss ream ae 
育 过 程 中 所 形成 的 新 陈 代谢 类 ”病员 Ripe. eu 
型 的 特征 。”A.N. 维 诺 格拉 多 夫 

(1965) 也 曾 指出 “有 机 体 的 化 

学 成 分 保存 着 自己 起 源 上 的 特 

1 

草原 动物 多 样 性 

(一 ) 多 姿 多 彩 的 家 冀 资 源 

长 期 以 来 ， 草 原 利 用 的 主 

要 方式 就 是 放牧 家 畜 。 草 原 牧 民 

fait = 

任 利 用 家 畜 进 行 放 牧 的 历史 进程 。 聚 氨 植 物 小 叶 锦 鸡 儿 ( 关 秀 清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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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铁 、 聚 硫 植 物 百 里 香 ( 左 )、 砂 兰 刺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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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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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 RRMA (7). Be (A) 〈 李 敏 提 供 ) 

中 根据 不 同类 型 草原 的 特点 ， 培 育 了 与 不 同类 型 草原 相 适 应 的 不 同 

种 类 、 不 同 品种 的 家 畜 ， 使 得 我 国家 冀 的 种 类 与 品种 丰富 多 彩 。 在 

我 国 北方 草原 地 区 ， 人 工 放 牧 驯 养 与 管理 的 家 畜 共 有 253 个 品种 〈 包 

括 地 方 品种 、 培 育 品种 和 引入 品种 ) 。 其 中 4 个 野生 种 ，169 个 地 方 

品种 ，39 个 培育 品种 ，41 个 引入 品种 。 主 要 的 草食 动物 有 黄牛 、 敌 

AP. =e. WF. GS. SRS. MEE. SE. ARS. 

马 ， 被 党 为 草原 轻骑 。 我 国 的 马 有 23 个 地 方 品种 ，17 个 培育 

品种 ，7 个 引入 品种 ， 共 计 47 个 品种 。 人 们 一 般 将 其 分 为 4 个 类 和 群 ， 

BIZ. ap. mo SS. eR RAK AA 

PAE re KE RAS AY Sea. ARK, SEP, ASR 

4=, EE, SPUR, PUNE, Ae, PBR, ZI 

Mo, AAA. EAL LEAN “KE” . reo + ea 

JU AY rea DL, ETE, oa, ARE, HE TK 

VF ie AD LL Te) 7] ya, FETE AR HAY 7] eh EAR 

Here Jat EB RRA AAR BH, TETRA ZS Tal Bt 

了 酷 目 然 条 件 下 ， 练 就 了 一 身 独 到 的 生活 本 领 ， 耐 粗 饲 ， 善 采 食 ， 可 

作 饥 ， 体 格 健壮 ， 抗 逆 能 力 强 ， 即 使 大 雪 封 山 ， 道 路 难 辨 ， 和 憾 牛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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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AK, BARE, KAA 

走 。 在 民间 有 “高 原 之 舟 Z 

PR. AR, FEAR BT A 

Wy, RAL kA Bre 4 A 

比 ， 更 有 特色 。 牛 奶 呈 黄色 ， 味 

甜 ， 有 香气 ， 含 脂 率 高 ， 是 藏族 

RACH HS STWR Be 

(=) 种 类 繁多 的 野生 动物 
草原 有 种 类 繁多 的 野生 动 

物 ， 它 们 广泛 分 布 在 辽阔 的 草原 
上 ， 有 的 出 没 于 崇山峻岭 ， 有 的 
IRIE GUS, ANTE 
WIPER, ANH AF RUA Sie 
穴 。 它 们 有 各 自 的 生态 位 ， 并 且 
一 代 一 代 地 繁衍 下 去 。 我 国 草原 
区 的 各 种 野生 动物 多 达 2000 余 
种 。 其 中 不 少 种 数量 少 ， 种 类 珍 
奇 ， 被 列 为 国家 重点 保护 动物 。 
被 列 为 国家 一 类 保护 动物 的 有 雪 
鹏 、 羚 牛 、 野 驴 、 野 马 、 野 骆 
be, BR BREA FHS, a 
马 鸡 等 24 种 。 

藏 羚羊 更 被 视 为 草原 上 的 
珍奇 。 这 种 珍奇 动物 ， 过 去 认为 
它 与 羚羊 相近 ， 故 被 列 和 羚羊 家 
族 ， 但 最 近 的 研究 表明 ， 它 与 羊 
亚 科 动 物 最 为 相近 ， 所 以 被 列 入 
羊 亚 科 ， 是 羊 族 的 一 个 姐妹 群 。 
藏 羚羊 是 国家 一 级 重点 保护 动 
物 ， 濒 危 动 物 物 种 ， 也 是 国际 贸 
易 公约 列 人 严禁 贸易 附录 一 的 动 

一 <a 中 

RS ve 二 这 

二 . < : F TeX te 

~ a7 “se > ee 3 

393 es Sige 

草原 上 的 羊 群 

草原 上 的 牛 群 

草原 上 的 犊 牛 群 

草原 上 的 马 群 



物 ，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现 

在 的 阿里 、 那 曲 地 区 以 

及 日 喀 则 地 区 的 西北 部 

羌 塘 高 原 上 ， 面 积 大 约 

60 余 万 km-， 几 乎 占 全 世 

界 藏 羚羊 分 布 区 的 80% 

Wk, MRE RH Te 

总 数 不 过 15 万 只 左右 。 草原 上 的 骆驼 群 

藏 羚羊 分 布 的 地 方 地 势 

平坦 开阔 ， 气 个 干旱 寒冷 ， 空 气 稀薄 ， 日 照 时 间 长 ， 紫 外 线 辐射 强 

烈 ， 许 多 地 面 长 时 间 为 冰雪 所 覆盖 ， 生 态 环境 条 件 极 其 严酷 。 在 这 

样 环境 条 件 下 生存 的 藏 羚羊 ， 极 而 寒冷 ， 喜 欢 开阔 的 环境 ， 善 于 奔 

跑 ， 抗 高 原 的 紫外 线 辐射 ， 耐 高 度 缺 氧 的 环境 。 同 时 养 成 一 种 独特 

的 二 团队 精神 ”， 在 高 原 上 的 藏 羚羊 ， 平 时 二 、 三 十 只 为 一 群 ， 由 

一 只 雄健 的 公 藏 羚 羊 充当“ 户 长 ”， 日 常 一 切 和 活动 ， 比 如 到 哪里 吃 

草 、 饮 水 、 躲 避风 险 ， 都 由 “ 户 长 ”操心 。 其 他 藏 羚羊 也 都 十 分 循 

规 蹈 怎 ， 遵 守 “ 家 规 ”。 藏 羚羊 的 绒毛 是 动物 纤维 中 最 珍贵 的 纤 

维 ， 如 果 用 这 种 纤维 制 成 一 条 长 1.5~2m、 宽 1~1.Sm 的 披肩 (Wel 

fF) ， 重 仅 100g， 可 以 从 戒指 中 穿 过 ， 价 值 可 达 3500 一 4000 英 镑 。 

正 因 为 如 此 ， 许 多 不 法 分 子 疯 狂 猎 杀 藏 羚羊 ， 对 藏 羚羊 造成 了 极 大 

的 威胁 。 我 国政 府 对 藏 羚羊 的 保护 十 分 重视 ， 即 使 修建 青藏 铁路 ， 

也 千方百计 考虑 藏 羚羊 的 生存 与 繁殖 。 在 青藏 铁路 沿线 野生 动物 主 

要 分 布 与 迁徙 的 地 段 ， 设 置 了 动物 通道 33 处 ， 沿 线路 方向 累计 宽度 

达 58.45km。 在 藏 次 羊 迁 徙 较为 集中 的 楚 玛 尔 河 至 五 道 梁 一 带 ， 设 计 

了 3 处 通道 ， 沿 线路 累计 宽度 达 8km， 从 而 保证 藏 羚羊 的 正常 活动 。 

人 的 天 党 

草原 ， 人 们 称 之 为 鼠 的 天 堂 ， 野 鼠 的 家 乡 。 草 原 上 鼠 的 种 类 之 

多 是 有 名 的 。 我 国共 有 204 种 鼠 ， 其 中 大 部 分 都 分 布 在 不 同类 型 草原 

Eb. EAR GSR, AOR. Epa, RASHES EIR 

具 特 色 ， 不 仅 种 类 多 ， 而 且 许多 种 在 其 他 省 区 没有 分 布 ， 其 中 塔 里 

木 锡 、 郑 氏 沙 鼠 和 伊犁 鼠 免 为 世界 特有 种 ， 就 是 说 全 世界 只 有 新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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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这 3 种 鼠 的 分 布 。 荒 章 沙 地 草原 生态 环境 比较 严酷 ， 鼠 的 种 类 较为
 

简单 。 就 鄂尔多斯 沙 地 草原 而 言 ， 共 有 10 种 ， 即 三 趾 跳 鼠 、 五 趾 跳 

= BLO MBER, “DEER. FOR, BR. RAR. 

AO IRR, BRRAVLAR. RARE, REDS TS 

Agee AR (三 趾 跳 鼠 、 小 毛 足 鼠 和 子午 沙 鼠 ) 为 主 。 其 多 样 

性 指数 ( 香 浓 一 威 纳 指数 ) WHF 1.3306~ 1.6114 之 间 。 当 以 委 线 

仓鼠 为 第 一 或 第 二 优势 种 时 ， 其 多 样 性 指数 最 高 或 较 高 。 其 实 ， 全 

世界 划 漠 地 带路 贞 动 物 的 物种 丰富 度 虽 有 明显 变化 ， 但 却 表 现 出 一 

些 其 同 的 特征 ， 如 共存 种 都 表现 为 或 者 属于 后 足 跳跃 运动 类 型 ， 或 

者 属于 四 足 疏 行 运动 类 型 。 另 外 ， 物 种 丰富 度 最 高 的 地 区 其 降水 量 

分 布 相对 居中 ， 而 年 降水 量 最 高 和 最 低 的 地 区 ， 其 物种 丰富 度 都 较 

低 。 这 也 支持 了 物种 多 样 性 的 中 度 干扰 假说 。 就 物种 多 样 性 而 言 ， 

在 美国 ， 荒 漠 鼠 类 群落 物种 多 样 性 与 年 降水 量 呈 显著 正 相关 ;而 在 

亚洲 中 部 ， 物 种 多 样 性 有 上 升 与 下 降 两 个 过 程 ， 即 年 降水 量 最 高 和 

最 低 的 地 区 均 表 现 出 较 低 的 物种 多 样 性 〈 盛 昆 等 ，2001) 。 在 我 国 

大 兴安 岭 低 山 地 区 ， 以 不 同类 型 草原 为 主 ， 从 低 处 的 羊 草 一 针 芭 宇 

旬 草 原 到 高 处 的 灌 从 、 蒿 类 草原 ， 路 此 动物 种 类 有 黑 线 仓鼠 、 大 他 

鼠 、 五 趾 跳 鼠 、 黑 线 姬 鼠 、 大 林 姬 鼠 、 小 家 鼠 等 。 种 类 成 分 比较 简 

单 ， 其 多 样 性 指数 、 优 势 度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以 及 种 数 等 4 个 度量 多 

样 性 的 指标 随 草原 类 型 而 变化 〈 表 4) 。 

TESLA AAA T Ai). BERS PES PR, 

KIMOR. ARAB. AGRE SSURREER 了。 而 对 我 们 人 类 而 

言 ， 能 造成 鼠 害 的 就 是 那些 小 型 群居 鼠 与 地 下 生活 的 种 类 ， 如 婴 鼠 

( 施 大 钟 等 ，2001) 。2000 年 ， 在 青海 黄河 、 长 江 、 澜 沧 江 源头 即 

表 4 大 兴安 岭 山地 垂直 带 不 同类 型 草原 小 型 哮 贞 动物 的 捕获 率 及 种 多 样 性 

的 ‘occ 
25 羊 草 针 茅 草 甸 草 原 400 6.25 0.3342 

50 艾 类 一 针 茅草 原 1300 585 4 0.2609 0 

3 75 “ 灌 从 -车 类 一 针 茅 草原 3700 169 457 7 0.6772 0 

4 100 灌 丛 一 大 类 草原 500 24 480 5 0.9613 0 

(£ ‘RAF,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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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鼠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 宛 新 荣 提 供 ) 

三 江 源 地 区 ， 草 原 鼠 害 严重 ， 发 生 面积 550 万 hm ， 占 可 利用 草原 的 

28% 。 主 要 鼠 害 就 是 高 原 肉 鼠 和 高 原 鼠 免 。 了 肉 鼠 的 平均 密度 每 公顷 高 

达 45 一 60 只 ， 超 过 一 般 年 份 密度 20 多 倍 。 在 黄河 源头 玛 多 县 80 多 千 米 

长 的 被 害 草原 ， 植 被 几乎 完全 销 失 ， 形 成 地 表 裸 露 的 “黑土 滩 ”。 草 

原 不 但 失去 放牧 价值 ， 而 且 直 接 导 致 源头 区 水 泗 养 功能 下 降 ， 使 断 流 

现象 进一步 恶化 。 青 海 省 每 年 被 鼠 类 吵 食 的 鲜 草 达 44{Lkg， 相 当 于 少 

养 480 万 只 羊 ， 经 济 损失 达 3 亿 多 元 。 在 内 蒙古 的 呼伦贝尔 草原 ，2000 

年 发 生 鼠 害 的 面积 达 90 万 hm ， 占 可 利用 草原 的 114， 主 要 的 害 鼠 则 是 

布 氏 田 鼠 。 而 草原 鼠 类 中 ， 最 有 趣 的 则 是 一 种 跳 鼠 一 一 三 趾 跳 鼠 。 这 

种 跳 鼠 主要 分 布 在 锡林郭勒 草原 的 浑 善 达 克 沙 地 。 它 具有 一 对 长 爪 ， 

强 有 力 的 后 腿 以 及 一 条 长 长 的 尾巴 。 在 不 断 跳 跃 过 程 中 ， 长 尾 正 是 不 

可 缺少 的 平衡 器 ， 起 着 控制 和 调整 跳跃 方向 的 作用 。 三 趾 跳 鼠 是 冬眠 

动物 ， 在 浑 善 达 殉 地 区 ， 每 年 4 月 份 出 孝 ， 活 动 强度 较 弱 。 随 着 气温 

升 高 ， 其 活动 性 也 日 益 增 强 ， 在 5 月 份 达 到 全 年 的 最 高 峰 。 到 炎热 的 7 

月 份 ， 活 动 踢 度 又 有 所 下 降 。 等 8 月 之 后 ， 气 温 回 落 ， 其 活动 性 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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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 因 此 三 趾 跳 鼠 全 年 共有 2 个 活动 高 峰 。 到 了 9 月 末 ， 三 趾 跳 鼠 开 

始 入 霍 。 雄 鼠 首先 人 壳 ， 然 后 是 肉 鼠 ， 最 后 才 是 幼 鼠 。 到 10 月 之 后 ， 

沙 地 上 已 基本 见 不 到 三 趾 跳 鼠 的 活动 ， 这 时 它们 已 经 全 部 进入 冬眠 

期 ， 冬 眠 期 长 达 6 个 月 。 三 趾 跳 鼠 常 夜间 活动 。 白 天 ， 它 藏身 在 铜 穴 

中 ， 用 从 洞 里 刨 出 的 细 沙 将 洞口 虚 掩 起 来 ， 然 后 ， 卧 于 洞 中 圣 半 睡 眠 

状态 。 到 了 晚上 ， 才 出 来 活动 、 砚 食 。 所 以 在 夜晚 ， 经 过 这 善 达 殉 沙 

地 时 ， 借 助 汽车 前 灯 发 出 的 光亮 ， 常 可 见 到 这 种 小 精灵 在 沙 地 里 跳跃 

前 进 的 景象 ， 十 分 有 趣 。 三 趾 跳 鼠 是 一 种 很 “ 懒 HORSE, EEE 

食物 ， 在 其 洞 道里 没有 存放 食物 的 空间 ， 也 没有 排泄 凌 便 的 地 方 ， 但 

它 具 有 较 强 的 挖掘 能 力 ， 经 常 更 换 洞 从 ， 很 少 采 在 固定 的 “家 ”中 。 

(四 ) 星 虫 的 多 样 性 

蝗虫 是 草原 生态 系统 中 最 重要 的 消费 者 之 一 。 其 种 类 之 多 ， 

多 样 性 之 丰富 ， 大 大 高 于 其 他 动物 类 群 。 在 内 蒙古 ， 从 东部 到 西 
部 ， 从 湿润 气候 区 到 极端 干旱 气 伟 区 ， 有 139 种 蝗虫 (部 中 伟 等 ， 
2002) 。 在 锡 林 河 流域 ， 随 着 生境 的 变化 有 33 种 (包括 亚 种 ) 星 
虫 ， 分 属于 4 科 24 属 。 这 33 种 蝗虫 如 果 按 其 对 生境 的 选择 则 有 适应 二 
早 环境 的 早生 种 、 适 应 湿润 环境 的 中 生 种 ， 以 及 适应 湿 生 环境 的 温 
生 种 ( 表 5) 。 

表 5 蝗虫 分 布 的 生境 选择 

PEA, eM AM Ase fake PM BAR 
ithe, Ae AA RM, 大 雪 

10 FF 尖 翅 蝗 、 亚 洲 飞 蝗 等 9 种 

从 表 5 可 知 锡 林 河 流域 的 草原 蝗虫 早生 种 较 多 ， 占 总 种 数 的 
30”% ， 中 生 种 有 9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27% 。 另 外 ， 有 些 蝗 虫 可 以 生活 在 
“种 不 同 湿度 条 件 下 ， 就 是 说 既 可 在 干旱 环境 下 ， 又 可 在 湿润 条 件 下 
生存 ， 如 短 星 翅 蝗 、 条 纺 鸣 蝗 、 宽 须 蚁 蝗 、 毛 足 棒 角 星 、 狭 翅 雏 蝗 、 
小 地 稚 星 等 。 而 白 边 雏 蝗 的 生态 习性 有 点 特殊 ， 它 常 栖息 于 水 生 环境 
中 的 昔 草 枯 株 之 上 ， 但 产 卵 于 沼泽 与 草 旬 的 泥土 之 中 ， 属 于 可 生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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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生 与 湿 油 2 种 不 同 的 生态 环境 中 的 种 类 。 不 同 种 类 的 蝗虫 对 草原 的 

破坏 是 不 同 的 。 在 锡林郭勒 草原 的 几 十 种 蝗虫 中 ， 能 够 造成 经 谤 损失 

的 有 8 一 9 种 蝗虫 ， 其 中 早期 发 生 种 有 毛 足 棒 角 蝗 、 宽 须 蚁 星 、 白 边 病 

蝗 ， 中 期 发 生 种 有 亚 测 小 车 蝗 等 ， 晚 期 发 生 种 有 狭 芭 秩 星 等 。 

(A) 土壤 动物 多 样 性 

草原 土壤 动物 作为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分 解 者 对 凋落 物 的 分 解 、 

草原 生态 系统 物质 循环 具有 重要 作用 。 其 丰富 的 多 样 性 是 人 们 很 难 

想象 的 。 即 使 在 干旱 半 和 干旱 地 区 ， 生 态 环境 比较 严酷 的 条 件 下 ， 土 

壤 动物 仍 很 丰富 。 刘 新 民 等 (2005) 对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宁 夏 干 旱 半 

干旱 地 区 不 同类 型 草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大 型 土壤 动物 多 样 性 进行 了 研 

究 。 研 究 表明 在 这 3 种 草地 生态 系统 中 大 型 动物 有 123 个 动物 类 和 群 ， 

其 中 大 型 土壤 动物 优势 类 和 群 为 蚁 科 成 虫 和 鳃 金 怨 科 幼虫 ， 占 大 型 土 

壤 动 物 总 捕获 量 的 44.20% ;， 象 甲 科 幼 虫 、 拟 步 甲 科 幼 虫 、 步 甲 科 成 

mh SRR. EPR ARP Be Pb PR. 

BES LAP AB a CE Sy Se eb ke A AB} Sh 

虫 为 常见 类 和 群 ， 占 大 型 土壤 动物 总 捕获 量 的 41.00% ;其余 为 稀有 类 

群 ， 合 计 个 体 数 占 大 型 土壤 动物 总 捕获 量 的 14.80% ， 共 有 106 类 ， 

占 总 类 群 数 的 87.10% 。 而 在 典型 草原 ， 优 势 类 群 为 蚁 科 成 虫 、 鲁 

怨 科 幼虫 。 而 第 见 类 群 有 号 甲 科 幼 虫 、 正 归 科 、 步 甲 科 成 虫 、 蚁 科 

ph AT PR, SRR, meee, wre. Wa 

科 幼 虫 、 象 甲 科 幼 虫 等 11 类 。 

(六 ) 土壤 昆虫 多 样 性 

土壤 昆虫 是 土壤 动物 中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锡 林 河 草原 上 的 土壤 昆 

虫 有 26 科 ， 即 长 脚 跳 虫 科 、 跳 虫 科 、 双 尾 虫 科 、 凰 科 、 步 行 虫 科 、 

Fae. WSR, SR. Aa. MR, BSE AB 

fit BP. See. KAR. SRR AR. RRB. KAR 

Bt. TAR, SRR BOREL. ACRE. TR, Sa 

蚁 科 等 。 其 中 ， 鞘 翅 目 的 昆虫 科 类 最 多 ， 达 15 种 ， 数 量 也 多 ， 是 典 

型 草原 地 区 土壤 中 的 代表 性 类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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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草 原文 化 多 样 性 

文化 多 样 性 是 指 文化 在 不 同 的 时 间 和 地 域 有 多 种 不 同 的 表现 

形式 ， 是 不 同文 化 群体 或 者 社 群 用 以 表达 自己 并 在 社 群 之 间 传 承 的 

多 种 方式 。 而 文化 这 一 概念 的 涵义 可 以 有 广义 与 狭义 之 分 ， 如 用 从 

狭义 去 理解 ， 文 化 就 是 指 人 类 在 长 期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所 创造 的 精神 财 

言 ， 如 文学 、 艺 术 、 教 育 与 科技 。 从 广义 上 看 ， 文 化 就 是 人 类 在 社 

会 历史 发 展 进程 中 所 创造 的 物质 与 精神 财富 的 总 和 。 作 者 在 这 里 所 

指 的 文化 ， 是 从 狭义 的 概念 去 理解 。 其 实 ， 即 使 从 狭义 的 概念 专 理 

解 文化 ， 其 内 容 也 是 十 分 丰富 的 。 草 原文 化 多 样 性 是 指 我 国 辽阔 的 

草原 地 区 所 表现 出 来 的 民族 多 样 性 、 宗 教 多 样 性 和 文明 多 样 性 。 亚 

然 ， 这 是 一 个 内 容 十 分 丰富 而 又 十 分 复杂 的 问题 。 

(一 ) 草原 是 多 民族 的 摇 悠 

辽阔 的 草原 ， 居 住 着 我 国 许 多 少数 民族 。 我 国 三 大 天 然 捍 地 

西藏 、 内 蒙古 与 新 疆 ， 分 别 以 藏族 、 蒙 古 族 、 维 吾 尔 族 为 主 ， 还 有 

其 他 少数 民族 ， 如 : 哈萨克 、 锡 伯 、 塔 吉 克 、 乌 效 别克 、 塔 给 尔 、 

俄罗斯 等 。 他 们 长 期 在 草原 地 区 生存 ， 繁 衍 ， 与 天 然 草原 关系 极其 

密切 。 他 们 以 草原 为 家 ， 了 解 草原 ， 熟 悉 草原 ， 爱 护 草 原 ， 对 我 国 

天 然 草原 的 保护 与 可 持续 利用 有 丰富 的 经 验 ， 作 出 了 历史 性 的 巨 六 

的 贡献 。 在 长 期 与 天 然 草 原 打交道 的 过 程 中 ， 在 长 期 的 生产 实践 过 

程 中 ， 我 们 的 许多 少数 民族 ， 创 造 了 丰富 多 彩 的 草原 文化 。 音 原文 

化 ， 是 我 们 光辉 灿烂 的 中 华文 化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 草原 文化 丰 军 多彩 

REWER, “RUSS, BRO”, “Kes, 

BRAS” , ahhh, eo. EIA, BEA ARES 

草原 活动 。 进 入 青铜 时 代 之 后 ， 绵 羊 和 马 引进 了 蒙古 草原 〈 邢 莉 等 ， 

1998) 。 在 漫长 的 历史 时 期 里 ， 草 原 地 区 都 是 地 广 人 稀 ， 为 了 建立 性 

冀 放 牧 的 需要 ， 逐 渐 形成 了 “ 逐 水 草 而 居 ” 的 具有 很 大 流动 性 与 分 散 

性 特点 的 游牧 生活 生产 方式 。 在 这 种 以 游牧 为 主 的 生产 方式 下 ， 形 成 

了 与 农耕 文化 不 同 的 游牧 文化 。 而 匈奴 、 鲜 卑 、 突 厥 、 契 丹 、 蒙 古村 

先后 称雄 蒙古 草原 ， 又 都 为 繁荣 与 丰富 草原 文化 作出 了 自己 的 页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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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民族 在 通过 家 畜 利用 草原 的 宴 长 历史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一 

整套 的 游牧 技术 ， 这 是 草原 文化 的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也 是 草原 民族 对 

人 类 作出 的 独特 贡献 。 草 原 民 族 主要 利用 的 家 畜 是 马 、 牛 、 羊 和 

骆驼 。 他 们 根据 家 畜 的 特点 与 草原 的 具体 状况 ， 采 用 不 同 的 游牧 方 

式 : “一 条 鞭 ” 和 “ 满 天 星 ”。 前 者 适用 于 水 草 肥 美的 草原 地 段 ， 

后 者 则 适用 于 比较 恶劣 的 草场 。 这 种 游牧 技术 对 保护 草原 生态 环境 

起 到 了 很 大 作用 ， 为 草原 的 可 持续 利用 提供 了 很 好 的 范例 ， 引 起 现 

代 草 原生 态 系统 管理 者 的 关注 。 草 原 民族 特殊 的 放牧 生产 实践 ， 独 

特 的 生活 方式 ， 辽 阔 的 美丽 的 自然 生态 环境 ， 也 创造 了 别具一格 

的 文学 、 艺 术 、 和 舞蹈 与 绘画 和 艺术。 我 们 都 知道 《红楼 梦 》 与 “ 红 

学 ”， 但 对 与 之 具有 同等 影响 力 甚至 更 加 古老 悠久 的 “ 江 格 尔 学 

与 《 江 格 尔 》 却 乏 陈 可 知 。《 江 格 尔 》 这 部 英雄 史诗 ， 被 称 为 楷 古 

民族 之 歌 、 蒙 古 民族 之 魂 。 在 这 部 史诗 中 ， 塑 造 了 众多 的 具有 非凡 

的 英雄 气概 的 民族 英雄 。 而 另 一 部 巨 作 《 格 院 尔 》， 被 营 为 “世界 

古典 文学 的 瑰宝 。 ”这 部 光辉 不 朽 的 英雄 史诗 ， 标 志 着 古代 藏族 文 

化 的 最 高 成 就 〈 秋 郎 ，2002) ， 深 受 藏 族人 民 的 喜爱 ， 在 藏族 文学 

史上 产生 了 广泛 而 这 远 的 影响 。 

哈 了 椭 殉 民族 中 流传 着 大 量 的 神话 故事 ， 这 些 神 话 故 事 口 口 相 

授 ， 代 代 相 传 ， 黄 定 了 哈萨克 文学 的 艺术 特色 〈 玛 依 达 ，2000) 。 

在 绘画 艺术 方面 ， 草 原画 派 在 我 国 绘画 中 是 独 领 风骚 的 又 一 大 画 

派 ， 它 表现 的 不 是 小 桥 疲 水 的 风情 ， 而 是 一 派 苑 茫 山 蛮 、 千 帐 扳 烟 

的 大 次 风情 ， 和 是 奔驰 的 骏马 与 矫健 的 山 应 ， 是 超 趟 武夫 立 于 马 前 。 

草原 画 派 还 在 壁画 艺术 中 创造 出 了 许多 精品 。 马 可 ' 波 罗 在 他 的 《 马 

可 ̀  波 罗 游 记 》 里 就 曾 对 元 大 都 的 绘画 乞 术 加 以 生动 描绘 ， 称 之 为 

“HER Bt, ES, RA” . 

草原 歌舞 ， 更 是 草原 文化 中 的 一 条 奇 范 ， 这 种 “草原 人 们 独创 

的 历久 弥 新 的 精神 财富 具有 勾魂 摄 魄 的 魅力 ”。 草 原 上 的 长 调 民歌 规 

模 安 大 ， 字 少 腔 长 ， 唱 起 来 使 人 感到 辽阔 舒展 ， 波 调 起 伏 ， 给 人 留 下 

深刻 印象 。 草 原 舞 蹈 除 独 具 特 色 的 马 步 外 ， 局 部 的 动作 也 非常 有 特 

色 ， 表 演 起 来 ， 可 以 充分 显示 出 其 端庄 质朴 、 刚 柔 相 济 的 风格 。 草 原 

人 民 创 造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乐器， 不 仅 为 草原 歌舞 增色 ， 而 且 更 丰富 了 草 

原文 化 。 草 原 最 著名 的 乐器 是 马 头 生 ， 这 种 琴 首 以 马 为 标志 ， 音 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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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以 马 皮 的 乐器 ， 弹 奏 起 来 ， 可 以 模仿 马 呆 、 马 鸣 、 马 奔 、 马 叹 、 马 

Pee hee fe, EUR PT RL, a Pel. HR 

ABEWRERGLES, WAKDE, BE, MGS. EPSP 

民族 创造 的 文化 中 所 体现 的 朴素 的 哲学 思想 ， 也 大 大 丰富 了 中 华文 化 

的 内 容 。 以 藏 传 佛教 为 核心 的 藏族 文化 ， 相 信 “ 万 物 有 灵 ， 他 们 

认为 风调雨顺 、 平 安 、 祥 和 是 “ 灵 ” 与 “ 神 ” 的 赐予 ， 要 报答 他 们 的 

恩德 ， 对 “ 灵 ” 与 “ 神 ” 的 住所 一 一 自然 界 ， 就 不 能 破坏 ， 要 主动 保 

护 。 所 以 在 西藏 ， 许 多 寨子 的 山 前 山 后 ， 植 被 保护 得 很 好 ， 很 少 动 其 

一 草 一 木 。 假 如 有 人 折 下 一 个 树枝 作 赶 牛 的 木 条 ， 也 可 能 章 到 重 罚 。 

不 仅 如 此 ， 在 那里 ， 不 准 捕捞 水 中 的 鱼 ， 不 准 打 神 山神 湖 周围 的 野 

兽 ， 不 准 采 地 下 的 矿石 ， 就 是 有 贵重 的 金子 也 不 准 挖 。 这 种 保护 目 然 

一 草 一 木 的 做 法 ， 我 们 也 许 认 为 有 点 极端 ， 但 确实 在 保护 生态 与 环境 

方面 起 到 了 很 好 的 作用 ， 收 到 了 非常 好 的 效 示 。 

藏族 文化 中 还 特别 重视 “ 花 斐 与 爱心 ”， 把 这 当 作 为 处 理 人 与 

人 之 间 关 系 的 基本 心态 与 底线 。 他 们 从 身 、 语 、 意 三 个 方面 实践 花 

翡 与 爱心 。 用 身体 的 手 与 足 帮助 人 们 解除 苦难 ， 用 语言 给 他 人 获得 

快乐 ， 在 心灵 深 处 发 出 蓄 翡 之 怀 与 爱心 。 正 因为 如 此 ， 长 期 以 来 ， 

藏族 人 一 旦 吵架 ， 也 不 恶 语 伤 人 。 进 入 他 的 帐篷 ， 可 以 随便 了 唤 。 

藏族 文化 的 终极 目标 是 追求 至 高 无 上 的 快乐 ， 是 把 一 切 痛 杏 都 转 

化 为 快乐 。 所 以 藏 区 物质 生活 虽然 贫乏 ， 但 藏 民族 都 十 分 快乐 〈 冬 

旺 ，2003) 。 藏 族 文化 这 些 内 容 ， 对 我 们 来 说 都 很 有 启迪 。 少 数 民 

族 所 创造 的 丰富 多 彩 的 文化 还 表现 在 他 们 的 衣 、 食 、 住 、 行 、 婚 、 

到 、 巡 、 娶 等 方面 。 这 将 在 草原 地 区 旅游 中 加 以 介绍 。 

藏族 歌舞 纳西 族 音乐 〈 李 敏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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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 经 幅 ROM (HE) 

五 、 划 原生 态 系统 类 型 多样 性 

草地 生态 系统 如 何 进行 分 类 ， 遵 循 哪些 原则 ， 依 据 又 是 什么 ， 

按照 哪些 等 级 ， 有 多 少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它 们 各 自 存在 的 生态 环 

境 特征 、 组 成 与 结构 如 何 ， 作 者 等 人 (2005) 曾 在 《中 国生 态 系 

统 》 一 书 中 作 过 详尽 介绍 。 

我 国 的 草地 生态 系统 ， 共 有 71 目 19 属 135 从 。 这 135 从 可 以 看 

作为 135 个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不 同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之 间 ， 在 生 

态 系统 组 成 、 结 构 、 功 能 过 程 以 及 建 群 种 、 层 片 结构 、 各 层 片 优势 

种 方面 存在 很 大 的 不 同 。 如 贝加尔 针 苦 草 旬 草 原生 态 系统 ， 是 分 布 

于 我 国 半 湿润 气候 以 贝加尔 针 茅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原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是 草原 中 降水 量 最 为 丰富 的 类 型 之 一 ， 土 壤 为 黑 钙 土 ， 腐 殖 质 层 

的 厚度 大 于 $0cm， 表 层 有 机 质 含 量 40g/kg 以 上 ， 碳 酸 盐 累 积 不 明 

显 ， 没 有 明显 钙 积 层 ，A、B 、C 层 过 渡 不 明显 。 这 个 系统 共有 高 

等 植物 81 种 ， 在 1m 内 有 植物 35 种 ， 种 类 十 分 丰富 ， 主 要 由 菊 科 、 

禾 本 科 、 豆 科 、 著 薇 科 植物 组 成 ， 其 优势 种 为 贝加尔 针 茅 、 建 群 种 

还 有 羊 草 ， 伴 生 种 为 洽 草 、 狭 叶 柴 胡 、 防 风 、 造 子 莱 、 射 干 意 尾 、 

WRAEK, Hh. ABR. GHB. BWAH. PKA. H 

落 平均 高 度 30cm 左 右 ， 平 均 覆 盖 度 70% 左 右 ， 地 上 部 分 年 产 干草 

1600 一 2450kg/hm-， 地 下 部 分 生物 量 2267g/m 2:， 地 下 部 分 是 地 上 部 

分 的 12.6 倍 。 土 壤 动物 的 密度 达到 237 095 个 /m- 。 优 势 类 群 为 线虫 

纲 ， 土 壤 微生物 总 生物 量 (0~30m) 为 647.5g/m- ， 以 细菌 为 主 。 

蝗虫 有 条 纹 鸣 蝗 等 9 种 旱 生 一 中 生 种 以 及 东方 雏 蝗 中 生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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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针 茎 典型 草原 生态 系统 从 是 分 布 于 半 王 旱 草 原 气候 条 件 下 ， 

以 大 针 茎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原 生态 系统 类 型 。 土 壤 为 典型 栗 钙 土 ，p 瑟 

值 较 高 ， 全 剖面 变化 于 8.2~8.8 之 间 。 有 机 质 含量 表 层 为 28.8g/kg， 

剖面 中 有 明显 的 钙 积 层 。 植 物种 类 比较 丰富 ， 每 平方 米 平 均 有 28 

种 ， 建 群 植物 为 大 针 茅 ， 优 势 植物 有 羊 草 、 冷 项 、 糙 隐 子 草 、 曲 

AR. GR. MAS, EER wake, BAB. BL ABM 

dE. AEA. RA, MBS, AMOR E25~S50cm, BBE 
度 25% ~45%, Hh_L Pa) 7" 48 {EF 1200 ~ 1700kg/hm2， 地 下 部 分 

(0~100cm) 720.8g/m ， 地 下 部 分 是 地 上 部 分 的 5.4 倍 。 prc 
为 丰富 。 优 势 类 群 为 鞘翅 目 、 膜 怒 目 。 昆 虫 中 以 步行 虫 、 金 龟 子 、 
Sb, Selina. avi, soe 
纹 吗 蝗 、 红 腹 牧 草 蝗 11 种 ， 这 些 蝗虫 主要 都 是 早生 一 中 生 种 。 而 土壤 
做 生物 以 细菌 数量 最 高 ， 约 占 总 量 的 91% 。 

LAE EL AP tc Tak BE DER A AS FH SA BED Hp FE Hh KDA EA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原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里 是 温带 草原 的 最 干旱 地 区 ， 年 
降水 一 般 都 低 于 250cm， 气 候 和 干旱 ， 土 壤 为 棕 钙 土 。 植 物种 类 组 成 
单调 而 又 简单 。 每 平方 米内 共有 10~ 17 种 之 外 ， 建 群 植物 为 短 花 针 
茅 ， VHA Tbe Fae vin. Gi, BM. oR. S 
RAE. PEAS ae BR AEAE 好 上 生物 量 年 度 间 变化 很 大 ， 
介 于 32~ 117g/m "之 间 ， 地 下 部 分 分 布 较 深 ， 可 达 100cm 以 上 。 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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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未 分 解 的 枯死 部 分 重量 较 高 ， 地 上 与 地 下 部 分 重量 的 比例 也 有 
较 大 变化 ， 最 高 可 达 25. 8 倍 。 由 于 生境 严酷 ， 食 物 来 源 匮乏 ， 加 之 
隐蔽 条 件 较 差 ， 使 野生 动物 种 类 十 分 缺乏 ， 大 型 哺乳 动物 更 少 ， 鼠 
类 有 19 种 ， 主 要 有 草原 黄 鼠 、 长 爪 沙 鼠 、 子 午 沙 鼠 等 。 土 壤 动物 线 
虫 纲 数量 较 大 ， 密 度 较 高 ， 每 平方 米 可 达 813 758 个 ， 其 次 蝗 螨 亚 

” 纲 ， 每 平方 米 可 达 13 651 个 。 
矮 山 草 典型 草 旬 生 态 系 统 从 是 分 布 于 青藏 高 原 海拔 3$00m 以 上 

的 高 山 草 旬 土 下 ， 以 矮 嵩 章 为 建 群 种 的 一 种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里 生长 条 件 严酷 ， 高 寒 、 中 温 、 日 照 充 足 、 太 阳 辐 射 强 、 风 大 ， 年 
平均 气温 一 般 多 在 0C 以 下 。 土 壤 形成 构成 中 生 草 过 程 为 主导 ， 土 层 
上 部 根系 盘 结 致密 、 坚 实 ， 形 成 了 秸 状 草皮 层 。 有 机 质 含量 较 高 ， 
一 般 为 无 石灰 反应 中 性 至 微 酸性 ，pH 值 6 一 7.5， 在 一 定 深度 下 可 能 
存在 着 多 年 冻 土 层 。 植 物 群落 组 成 与 结构 比较 简单 ， 建 群 植物 为 
典型 的 冷 中 生 植物 斤 嵩 草 ， 常 见 的 伴生 植物 种 类 有 线 叶 骨 草 、 异 针 
HS, KES, RUSH, SGBRK, SUES. BRAY 
QEAB-B, MRE. Lah Ba, BORK 
有 982 个 。 土 壤 微生物 中 细菌 数量 远 高 于 放 线 菌 与 真菌 ， 尤 以 8 月 ， 
细菌 数量 是 放 线 菌 与 真菌 数量 的 100 倍 。 

五 节 芒 草 地 生态 系统 从 是 热 性 草地 生态 系统 中 以 五 节 蕊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一 草地 生态 系统 分 布 在 我 国 南方 温润 的 
红壤 或 者 黄 壤 条 件 下 ， 水 分 状况 较 好 ， 土 壤 呈 强酸 性 反应 ，pH 值 变 
化 于 4.5 一 5.5。 五 节 芒 这 一 高 大 喜 热 禾 草 是 这 一 类 型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建 群 植物 。 伴 生 种 有 人 金 芒 、 野 古 草 、 热 黄 茂 、 鸭 嘴 章 、 芒 笑 等 。 群 
落 一 般 高 大 整齐 ， 草 从 高 1~ 1.Sm， 最 高 可 达 4m。 其 群落 结构 一 般 
可 分 两 屋 ， 上 层 为 五 节 芒 ， 下 层 其 他 植物 。 这 一 草地 生态 系统 ， 履 
盖 度 可 达 95% 以 上 ， 生 产 力 也 较 高 ， 每 公顷 可 产 干 草 2800kg。 

羊 草草 旬 生 态 系统 从 是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松 嫩 平原 ， 盐 碱 十 
或 草 名 土 条 件 下 的 羊 章 为 建 群 种 的 一 种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里 降 
水 集中 ， 地 势 低 平 ， 地 表 排 水 不 畅 ， 土 壤 不 透水 层 发 育 ， 地 下 水 位 
埋藏 较 疏 ， 地 下 水 位 矿 化 度 较 高 ， 地 表 河 湖广 布 。 土 壤 为 草 旬 土 或 
者 盐 碱 土 。 土 壤 水 分 状况 较 好 ， 土 壤 肥力 较 高 。 这 一 类 型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生产 者 由 167 种 植物 组 成 ， 具 有 耐寒 、 耐 盐 碱 、 耐 渤 特 性 的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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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是 建 群 植物 ， 而 其 余 植物 主要 是 中 生 植物 和 中 旱 生 植物 ， 其 中 有 

一 定数 量 的 盐 生 植物 与 中 生 植 物 ， 如 佛 子 茂 、 野 古 草 、 黄 花 莱 、 细 

叶 地 榆 等 。 在 这 一 类 型 草地 生态 系统 中 ， 细 菌 数 量 最 高 ， 每 元 干 土 

有 细菌 3$430 万 个 。 

苔 草 沼泽 生态 系统 从 是 分 布 于 积 水 低 地 沼泽 土 或 泥 痰 土 的 一 

种 以 蔡 草 为 建 群 种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这 种 类 型 的 草地 生态 系统 植 

物 组 成 比较 简单 ， 蔡 草 为 其 建 群 种 ， 而 伴生 种 主要 有 小 叶 章 、 小 白 

花 地 榆 、 紫 花 瘟 尾 、 黄 花菜 、 展 枝 唐 松 草 等。 其 群落 结构 也 比较 简 

单 ， 只 有 草本 层 。 而 其 覆盖 度 较 大 ， 可 达 707 ~80%, © 

珍珠 猪 毛 菜 草原 荒漠 生态 系统 从 是 分 布 于 欧 并 地 区 的 一 种 以 

强 旱 生 半 灌木 珍珠 猪 毛 菜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地 生态 系统 类 型 。 土 壤 为 灰 

.棕色 荒 并 士 ， 土 表 有 黑色 砾 。 植 物 群 落 组 成 中 有 88 种 植物 ， 种 类 最 

多 的 是 蔡 科 植物 ， 其 次 是 菊 科 、 禾 本 科 植 物 ， 这 些 植物 分 别 是 强 早 

生 、 耐 盐 强 旱 生 、 早 生 与 旱 中 生 植物 。 除 珍珠 猪 毛 菜 这 一 建 群 植物 

外 ， 次 要 优势 植物 有 沙 生 针 茅 、 无 芒 隐 子 草 、 小 针 茅 等 。 而 伴生 植 

物 有 多 根 矢 、 细 叶 韭 、 女 蕊 等 。 

沼泽 生态 系统 结构 图 ( 赵 淑 琦 绘图 ) 
植物 
1. 芦苇 2S 3. 委 陵 菜 4. 旋 复 花 
动物 
1. 丹顶鹤 2. 鸥 3. 鸭 4. a8] 5. 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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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草原 生态 系统 功能 多 样 性 

草地 生态 系统 功能 是 指 草地 在 生态 系统 水 平 上 所 能 发 挥 的 对 人 

类 生存 与 发 展 有 利 的 作用 。 这 种 作用 主要 有 三 个 方面 : 生态 功能 、 

经 济 功 能 和 社会 功能 。 

一 、 生 态 功能 多 样 性 

生态 学 作为 一 个 科学 名 词 ， 是 研究 生物 与 其 赖 以 生存 环境 之 间 

的 关系 。 这 征 1866 年 由 德国 博物 学 家 赫 克 尔 首先 提出 来 的 。 而 到 今 

天 ， 在 我 国 ，“ 生 态 ” 作 为 一 个 形容 词 ， 应 是 指 包括 人 类 在 内 的 生 

物 与 环境 之 间 一 种 协调 发 展 、 和 谐 共 处 、 协 同 进化 的 恨 性 关系 、 友 

好 关系 ， 如 人 们 第 说 的 “生态 村 ” “生态 乡 ”。 而 草地 生态 功能 是 

指 人 类 对 草地 的 利用 ， 其 目标 是 以 包括 人 类 在 内 的 生物 与 环境 之 间 

的 关系 是 协调 、 和 谐 、 协 同 进 化 ， 是 按 自然 规 律 前 进 的 良性 关系 ， 

征 指 人 类 利用 草地 功能 中 有 利于 生态 与 环境 改善 的 功能 方面 。 而 草 

地 能 够 提供 这 方面 功能 主要 有 : 生态 屏障 、 能 量 固定 、 碳 库 、 生 物 

基因 库 与 土壤 形成 等 。 

(一 ) 草原 是 重要 的 绿色 生态 屏障 ， 在 维护 我 国生 态 安全 中 

有 重要 作用 

草地 占 我 国 国土 面积 的 41.7% ， 也 就 是 说 我 国 960 万 km- 的 土地 
上 ， 有 41.7% 的 地 面 被 草地 植被 覆盖 着 。 其 中 内 蒙古 、 西 藏 ， 其 草 

地 面积 分 别 占 各 自 土 地 面积 的 68.8% 和 68.1% ， 宁 夏 和 青海 分 别 占 

58.19% 和 51.36% 。 在 如 此 大 比例 的 国土 上 ， 是 草地 植被 保护 着 国土 

的 生态 安全 ， 是 草地 植被 构成 了 我 国 重 要 的 绿色 生态 屏障 。 在 干旱 

半 干 旱 半 湿润 地 区 ， 我 国 从 东北 平原 经 内 蒙古 高 原 、 黄 土 高 原 到 新 

疆 山 地 以 及 青藏 高 原 ， 草 地 植被 是 这 一 大 片 国 土 的 绿色 生态 屏障 的 

主体 。 没 有 草地 植被 ， 就 没有 这 大 片 国 土 的 生态 安全 ， 即 使 草地 植 

被 的 破坏 ， 也 会 威胁 着 这 大 片 国 土 的 安全 。 就 全 国 而 言 ， 即 使 在 森 

林地 区 ， 在 城市 和 农村 每 一 个 地 方 ， 草 地 植被 在 维护 生态 安全 ，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扮 演 着 特殊 的 角色 。 草 地 植被 这 种 特殊 的 作用 ， 

Biodiversity | 41 



与 其 特殊 生态 功能 有 关 。 这 种 功能 主要 体现 在 地 上 部 分 的 固 土 作用 。 

草原 植物 都 是 低位 芽 植 物 ， 紧 贴 地 面 生长 ， 能 很 好 覆盖 地 面 。 一般 | 

具有 很 好 的 旱 生 结构 ， 如 叶 面 积 缩小 ， 叶 片 内 卷 ， 气 孔 下 陷 ， 机 械 

nS (PPAR RIA, SRSA 

HUA TERA, AEE Te 

的 枯 叶 鞘 所 包围 ， 既 可 抵御 夏季 

的 高 温 ， 又 能 保护 更 新 芽 度 过 究 

长 而 寒冷 的 冬天 。 部 分 草原 植物 

STA, BAKE, 

分 葛 力 强 ， 且 根茎 先端 尖锐 ， 能 

穿 过 板结 的 土壤 ， 迅 速 占据 地 上 

空间 。 因 之 地 上 部 分 草本 植被 可 

较 快 地 履 盖 地 表 。 这 种 地 上 部 分 

的 覆盖 作用 对 于 减少 地 表 径 六 ， 

防止 风蚀 ， 保 持 水 土 ， 维 护 生 态 

环境 有 重要 作用 。 实 验 表 明 ， 风 

蚀 量 的 大 小 ， 风 蚀 临界 风速 的 高 

低 与 植被 盖 度 关系 极 大 。 当 植被 

盖 度 在 69.7% 时 ， 风 蚀 临 界 风 速 

为 10.23m/s， 风 蚀 量 0.14kg ， 而 

植被 盖 度 只 有 10.8% 时 ， 风 雏 临 

界 风速 降低 到 7.84m/s， 风 蚀 量 

达到 4.56kg (王涛 等 ，2001) 。 

草原 植被 地 下 部 分 特别 强大 的 固 

土 作用 与 其 根系 类 型 特点 有 天。 

草原 植物 根 量 大 ， 根 分 布 政 ， 细 

根 比 例 大 是 草原 植被 根系 的 重要 

特点 ， 这 一 特点 对 于 固 土 作 用 十 

分 重要 。 根 据 对 内 蒙古 锡 林 疲 域 

几 种 有 代表 性 的 草原 类 型 研究 结 

Fe eA, SE RARE BBE fa) BEA 

0 一 100cm 根 系 总 量 为 2600.8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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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草 黑 麦 草根 系 图 ( 引 自 拉 歇 尔 ) 

上 

乔木 欧洲 落叶 松 根 系 图 
( 引 自 拉 歇 尔 ) 

乔木 塔 型 银 枞 根系 图 ( 引 自 拉 歇 尔 ) 



其 中 粗 根 ， 即 根 径 >1.0mm 为 481.0g/m-， 占 总 根 量 的 18.49% ， 而 根 

径 小 于 1.0mm 中 根 与 细 根 总 量 占 81.51% 。 地 下 部 分 根系 重量 是 地 上 

部 分 的 14.9 倍 。 而 大 针 茅 典型 草原 0~ 100cm 根 系 总 量 为 720.8g/m ， 
其 中 粗 根 即 根 径 >1.0mm 的 只 有 36.0g/m， 占 总 根 量 的 $5.0% ， 而 根 

径 <1.0mm 的 中 、 细 根 占 总 根 量 的 95% ， 地 下 部 分 根系 重量 是 地 上 

部 分 的 5.4 倍 。 而 实验 表明 ， 包 括 木 本 植物 在 内 的 植物 群落 ， 其 地 下 

” 部 分 不 同 粗 细 的 根系 其 固 土 作用 十 分 不 同 ， 只 有 那些 根系 直径 小 于 

或 等 于 1mm 的 细 根 ， 才 在 固 土 中 起 主要 作用 ， 才 具有 较 强 的 抗 侵蚀 
能 力 。 草 原 植被 的 地 上 覆盖 作用 与 地 下 部 分 强大 固 土 作用 ， 才 充分 
显示 其 重要 的 生态 功能 。 这 一 功能 在 我 国 1998 年 以 来 ， 更 加 引起 人 
们 的 关注 。 小 草 才 引起 全 社会 的 重视 ， 才 迎 来 了 我 国 草 业 的 春天 。 
现在 草 业 的 发 展 ， 是 我 国 历史 上 最 好 的 时 期 。 而 这 与 我 国 一 些 严重 
生态 环境 的 问题 的 频 发 不 无 关系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就 是 沙 侍 暴 、 长 江 
流域 水 质 下 降 与 城市 空气 污染 三 大 问题 。 即 1998 年 上 半年 的 特大 沙 
尘 暴 ， 下 半年 的 特大 洪灾 ， 而 在 年 底 北京 空气 质量 的 恶化 又 引起 人 
们 的 特别 关注 。 这 三 个 问题 的 解决 ， 都 与 草地 生态 功能 有 关 。 假 如 
我 们 充分 发 挥 了 草地 生态 功能 ， 对 于 防止 沙尘暴 与 洪灾 的 发 生 ， 改 
善 空气 质量 都 会 有 好 处 。 

1. 沙尘暴 与 草地 生态 功能 
1993 年 以 来 ， 我 国 连续 多 次 发 生 沙 侍 暴 ，1998 年 尤 甚 。1998 年 

4 月 15 日 上 午 9:00， 内 蒙古 西部 首先 出 现 了 遮 天 项 日 的 沙尘暴 ， 持 
续 4 天 ， 历 史 罕 见 。 其 中 空气 中 的 总 悬浮 颗粒 最 高 达到 69.0mg/ma， 
超过 标准 值 的 230 倍 。 能 见 度 部 分 地 区 仅 为 300m。 这 次 沙尘暴 波及 
长 江 以 北 的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 北 京 、 济 南都 受到 影响 。 北 京 泥 雨 纷 
飞 ， 造 成 的 直接 经 济 损失 达到 3.22 亿 元 。 这 次 沙尘暴 使 我 们 想起 了 
发 生 在 20 世 纪 30 年 代 美 国 的 黑 风暴 和 发 生 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 苏 联 的 黑 
风暴 。1934 年 5 月 12 日 ， 在 加 拿 大 西部 和 美国 西部 的 草原 区 也 发 生 
了 震惊 世界 的 特大 沙尘暴 ， 这 次 沙尘暴 涉及 东西 长 2400km， 南 北 
宽 400km， 几 乎 横扫 美国 的 2/3 领 土 。 从 西海 岸 到 东海 岸 ， 乔 起 了 
约 3 亿 吨 表土 ， 其 直接 后 果 使 美国 冬小麦 严重 减产 ， 比 过 去 10 年 减 
少 51 人 kg， 美国 这 次 黑 风暴 主要 是 美国 对 半 干 旱 草 原 植被 的 破坏 ， 
是 大 量 开垦 草原 为 农田 的 结果 。 自 那 以 后 ， 美 国人 开始 反省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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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加 以 保护 ， 严 林 
开垦 ， 取 得 了 一 定 进 
展 ， 此 后 多 年 没有 再 
发 生 类 似 的 事件 。 在 
我 国 甘肃 、 新 疆 、 内 
蒙古 近 几 年 来 所 频繁 
Pee FS 
AEE SAR. 草地 退化 地表 裸 露 ， 极 易 引起 沙尘暴 
气候 条 件 即 强风 有 | 
3, WAS PAEDIATR SE BN A LOT 
的 人 类 活动 ， 并 导致 以 章 地 植被 为 主 的 植被 破坏 有 关 。 而 防止 沙 人 

- 暴 的 发 生 ， 大 气 环流 是 我 们 无 力 改变 的 ， 但 如 能 实施 欧 痢 化 治理 草 

地 生态 工程 ， 制 止 盲 目 开 垦 ， 严 格 控制 载 畜 量 ， 严 禁 过 牧 超载 ， 建 

立 一 定 面积 人 工 草地 ， 进 行 退化 草地 改良 ， 变 传统 、 粗 放牧 业 为 现 

代 集 约 化 牧 业 等 ， 把 沙 源 减少 到 最 低 限 度 ， 则 沙尘暴 的 发 生 可 以 减 

小 到 最 低 。 

2. 长 江 洪灾 与 长 江 源头 草地 生态 功能 

1998 年 7 月 ， 长 江 流域 发 生 特 大 洪灾 ， 牵 动 着 每 一 个 中 华 民 族 儿 

女 的 心 。 这 次 洪灾 影响 之 广 ， 损 失 之 大 是 罕见 的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这 场 浴 灾 造 成 的 直接 损失 高 达 1160 亿 元 ， 死 亡 数 千 人 。 上 百 万 人 失 

去 家 园 ， 数 千 万 亩 农田 减产 或 绝收 ， 对 全 国 经 济 发 展 造成 了 严重 影 

啊 。 这 场 洪灾 的 发 生 ， 其 主要 原因 是 气候 因素 即 大 量 降水 导致 ， 

但 造成 如 此 大 的 灾害 ， 也 与 长 江 源头 及 中 游 地 区 草地 植被 破坏 、 草 

地 生态 系统 退化 、 草 地 蕾 水 能 力 下 降 、 水 土 流 失 严重 有 关 。 有 资 
料 表 明 ， 草 地 拦 蕾 径流 和 减少 含 沙 量 比 林地 分 别 高 5399% 和 89% ， 草 

地 保持 水 土 作用 很 大 ， 在 许多 情况 下 比 森 林 还 要 好 。 水 土 流失 区 多 

为 死 山 贫 将 山区 ， 土 层 将 薄 ， 草 更 重要 。 长 江 黄河 中 上 游 流域 面积 
251.6 万 km ， 其 中 主要 为 天 然 草地 植被 所 覆盖 ， 据 统计 ， 草 地 面积 
达 110.2km ， 占 流域 总 面积 的 43.79% 。 这 些 天 然 草地 植被 状况 的 好 
扑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决定 了 长 江 流域 水 土 流失 的 状况 。 以 长 江 黄河 源 
头 与 上 游 而 论 ， 长 江 、 黄 河源 头 为 青海 省 的 玉树 州 、 果 洛 州 ， 长 江 
上 游 四 川 省 的 甘孜 州 、 阿 坝 州 ， 西 藏 昌 都 地 区 东部 ， 云 南 迪 庆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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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黄河 上 游 甘肃 省 的 甘南 州 ， 这 些 地 方 属于 青藏 高 原 东 部 ， 平 均 海 

拔 3500m[ 以 上 ， 为 高 寒 地 区 。 其 天 然 植被 主要 为 高 寒 草地 ， 其 次 为 森 

林 与 农田 。 据 调查 ， 高 寒 草 旬 的 面积 为 54.32 万 km- ， 占 其 流域 总 面 

积 的 70%。 这 些 高 寒 草地 主要 是 荔 草 、 金 绪 梅 灌 从 等 高 寒 草 甸 与 灌 

从 。 这 里 本 是 草 质 柔 软 、 营 养 丰富 、 具 有 高 脂肪 、 高 蛋白 、 高 无 氛 

”浸出 物 和 纤维 素 含量 低 、 适 口 性 好 、 耐 牧 性 强 的 优 民 草场， 可 是 随 

着 载 畜 量 的 成 倍增 长 ， 对 高 寒 草 旬 生态 系统 缺乏 科学 的 管理 ， 从 而 

导致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严重 退化 ， 产 草 量 下 降 ， 和 草地 植被 盖 度 与 株 高 

都 显著 下 降 ， 鼠 害 严重 。 在 青藏 高 原 草 地 中 的 主要 害 鼠 高 原 鼠 免 、 

高 原 肉 鼠 恶性 发 展 。 鼠 害 发 生 面积 已 占 该 区 草地 面积 的 13.64% ， 根 

Tia AR, ARABICA, BROIL A. SRA 

RiAMABKE, MAAR. REA, Dal 了 草地 退化 进程 ， 

WIE RAT SAAR “SRE”. EP BOREHAM, 

IASI MARR EE, KEM Skt RA. Peel Ak 

站 21 年 实测 资料 表明 : 多 年 平均 径流 量 为 38.6 人 m ， 年 平均 输 沙 量 

为 105 万 t， 长 江 源 头 与 上 游 水土 流 失 严 重 ， 长 江 中 游 及 其 各 支流 六 

经 的 四 川 盆 地 周围 山区 、 黔 北山 区 、 湘 西山 地 、 陕 南山 地 、 鄂 西山 

地 等 山地 亦 为 次 生 草 地 与 林 区 。 这 些 地 区 ， 长 期 以 来 ， 毁 林 毁 草 开 

苑 ， 造 成 水 土 流 失 。 正 因为 源头 、 上 游 、 中 游 草地 植被 与 林地 的 破 

坏 ， 加 剧 了 水 土 流 失 ， 长 江 的 输 沙 量 大 量 增加 ，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抬 

高 了 河床 。 据 对 城 陵 矶 一 一 河口 235.6km 河 段 1966 一 1986 年 的 对 比分 

析 ，20 年 来 河道 流 积 了 2f2m 的 泥 沙 ， 平 均 河 床 抬 高 0.43m。 正 因为 

如 此 ， 泄 洪 能 力 大 大 降低 。 因 此 在 长 江 黄河 源头 实施 草地 恢复 与 建 

设 生 态 工程 十 分 重要 。 这 一 工程 主要 是 治理 草地 退化 ， 恢 复 草地 植 

被 ， 提 高 草地 植被 覆盖 度 ， 建 立 合理 放牧 制度 ， 严 禁 超载 与 过 牧 ， 

进行 草地 改良 ， 严 禁 开 苑 种 地 ， 逐 步 实 施 退 耕 还 草 ， 变 传统 的 粗放 

的 草地 经 营 管理 制度 为 现代 的 集约 的 草地 经 营 制度 。 

3. 城市 空气 质量 与 城市 绿色 草地 生态 功能 

临近 1998 年 底 ， 北 京 大 气 污染 严重 ， 空 气质 量 受到 人 们 的 广泛 

关注 。 北 京 宣称 “ 癌 大 气 污染 宣战 ”， 要 采取 “紧急 措施 ”控制 大 

气 污 染 ， 并 召开 紧急 动员 大 会 ， 这 是 空前 的 事 。 据 统计 ， 在 1998 年 

的 前 50 周 内 ， 市 区 空气 污染 指数 4 级 周 数 已 从 1997 年 的 14 周 增加 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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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998 年 的 9 月 25 日 、29 日 、30 日 这 3 天 ， 在 静 风 、 闽 热天 气 的 作 

用 下 ， 不 少 行人 感到 眼 干 、 嗓 子 痛 、 空 气 哈 人 。 治 理 大 气 和 感染， 提 

高 空气 质量 不 仅 是 单纯 的 环境 问题 ， 也 关乎 经 阐发 展 ， 政 治 稳定 。 

治理 城市 的 空气 污染 ， 提 高 空气 质量 ， 要 实行 综合 措施 ， 即 机 系统 

芳 虑 。 实 施 城市 绿色 草地 生态 工程 是 治理 环境 的 重要 措施 ， 它 征 在 

我 们 长 期 以 来 以 植树 造林 进行 绿化 这 一 认识 前 提 下 逐步 提高 对 草地 

在 绿化 中 地 位 与 作用 的 认识 。 城 市 绿化 ， 不 仅 要 植树 ， 也 要 种 草 ， 

要 有 乔木 ， 也 要 有 汐 草 ;不 仅 要 有 森林 为 主 的 公园 ， 也 要 有 以 草坪 

为 主 的 绿地 。 灌 草 结 合 比 例 要 适当 ， 各 种 不 同类 型 与 功能 的 草坪 绿 

地 要 很 好 规划 ， 因 为 草坪 绿地 以 草 为 主 ， 其 功能 不 同 于 以 森林 为 主 

的 绿地 。 和 草坪 绿地 不 仅 对 形成 美丽 的 景观 具有 重要 价值 ， 而 且 对 于 

三 约 水 资源 、 创 造 节 水 城市 以 及 水 土 保持 方面 具有 特殊 意义 。 在 城 

市 大 大 提高 草坪 绿地 面积 ， 对 于 减少 总 悬浮 物 的 污 当 ， 提 高 空气 质 

量具 有 很 大 作用 。 

(二 ) 能 量 固定 

草原 植物 作为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生产 者 ， 其 重要 功能 是 将 太阳 能 
从 物理 能 转化 为 化 学 能 ， 即 固定 能 量 。 我 们 知道 ， 地 球 上 所 有 的 能 
量 ， 不 论 是 次 埋 地 下 的 煤炭 、 石 油 、 天 然 气 ， 或 者 森林 植被 、 草 原 
值 物 、 粮 食 作 物 等 ， 都 是 直接 或 者 间接 植物 固定 太阳 能 的 产品 。 解 
决 未 来 人 类 能 源 短缺 的 问题 ， 也 可 能 要 依赖 植物 对 太阳 能 的 固定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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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 草 原 植 物 对 太阳 能 的 固定 与 转化 ， 是 草原 植物 重要 的 生态 功 

能 之 一 。 草 原 植 物 能 固定 多 少 太 阳 能 呢 ? 或 者 说 太阳 辐射 到 地 球 表 

面 的 能 量 ， 和 草原 植物 能 利用 多 少 呢 ? 

太阳 辐射 到 地 球 表面 的 能 量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不 同 的 季 贡 会 

一 定 的 变化 ， 但 在 热带 一 个 疫 有 云彩 的 白天 ， 或 者 在 温带 的 仲夏 

的 一 天 ， 太 阳 辐 射 最 大 量 可 以 达到 2.9 x 10 Jjm“d。 如 此 高 的 辐射 

能 ， 植物 能 够 利用 多 少 呢 ? 假如 植物 不 受 水 、 肥 等 因素 的 限制 ， 

达到 植物 最 高 的 光合 利用 效率 ， 也 就 是 总 辐射 能 的 9% 左 右 。 这 有 是 

为 什么 呢 ? 这 是 因为 太阳 的 总 辐射 能 中 ， 有 55% 左 右 是 紫外 与 红 

外 辐射 的 能 量 ， 植 物 真 正 能 进行 光合 作用 的 辐射 能 ， 只 占 总 辐射 

能 的 40.3% 。 在 这 部 分 辐射 能 中 还 要 除去 非 活性 吸收 与 不 稳定 的 中 

间 产 物 ， 因 此 从 理论 上 讲 ， 植 物 最 高 的 光合 效率 ， 约 占 总 辐射 能 

的 9% 。 但 实际 上 上， 不同 植物 群落 由 总 初级 生产 力 换算 而 来 的 光 能 

利用 率 远 低 于 此 值 ， 玉 米田 不 过 1.6% (Transeau，1926) ， 荒 地 只 

有 1.2% (Golley, 1960) ， 而 在 内 蒙古 草原 ， 不 同 群 落 类 型 变化 于 

0.49% ~1.37% 〈 李 博 ，1988) 。 这 一 结果 一 方面 表明 ， 采 取 不 同 措 

施 ， 提 高 光 能 利用 率 ， 提 高 作物 生产 力 ， 还 有 广阔 前 景 ， 另 一 方面 

也 说 明 ， 光 能 转化 效率 的 提高 ， 还 受 许多 因素 限制 。 

从 太阳 辐射 能 到 植物 群落 通过 光合 作用 固定 太阳 能 ， 这 是 一 

个 能 六 过 程 ， 这 一 过 程 如 条 用 图 来 表示 ， 就 是 一 个 金字 塔 的 形状 。 

祝 延 成 研究 了 羊 草草 地 羊 草 群落 能 量 转化 的 金字 塔 ， 在 这 个 金字 塔 

上 ， 太 阳 总 辐射 能 为 2 321 827.10kJ/m".a， 其 中 有 18.44% 被 羊 草 群 落 

反射 把 ， 有 38.84% 透 射 过 羊 草 群落 进入 地 表 ， 有 42.72% 被 羊 草 群 

落 吸 收 。 而 在 羊 章 群落 吸收 的 辐射 能 中 ， 和 群落 的 总 光合 作用 固定 了 

70 129.76kJ/m `a 的 辐射 能 ， 占 太阳 总 辐射 的 3.02% 。 和 群落 的 蒸腾 作 
用 ， 损 耗 了 921 659.60kJ/m2.a 的 辐射 能 ， 这 占 总 辐射 的 39.7%  ， 和 群落 

的 净 光 合作 用 积累 了 35 139.36kJ/m 'a 的 能 量 ， 只 占 太 阳 总 辐射 能 能 

0.51% 。 在 植物 群落 中 ， 不 同 植物 对 太阳 能 固定 的 状况 差异 很 大 ， 可 

以 用 不 同 指标 来 度量 ， 植 物 热 值 的 大 小 是 度量 植物 对 太阳 能 固定 状况 

的 一 个 重要 指标 。 植 物 热 值 是 指 单位 重量 干 物 质 在 完全 燃烧 后 所 释放 

出 来 的 热量 值 。 它 也 可 以 用 去 灰 热 值 来 表示 ， 即 从 植物 干 重 热 值 中 扣 

除 灰 分 含量 影响 后 的 热 值 。 因 为 植物 的 热 值 是 表示 植物 在 光合 作用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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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将 太阳 能 固定 成 化 学 能 的 结 

果 。 而 不 同 地 带 太 阳 辐 射 有 一 定 

差异 ， 即 使 同一 地 带 太阳 辐射 又 

受 许多 环境 因子 的 影响 。 生 长 在 

同一 生境 中 的 植物 ， 甚 光合 作用 

的 过 程 和 对 能 量 转化 的 过 程 是 不 

同 的 。 因 之 植物 热 值 的 高 低 既 与 

植物 本 身 有 关 ， 也 与 所 处 环境 有 

关 。 在 典型 草原 ， 既 有 低热 值 的 

植物 ， 也 有 中 热 值 与 高 热 值 的 

植物 。 作 者 曾 对 内 蒙古 典型 草 

原 地 带 118 种 植物 热 值 的 状况 进 

行 测 定 ， 其 结果 表明 ， 这 118 种 

植物 中 ， 中 热 值 植 物 有 100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84.7% ， 而 低热 值 与 

高 热 值 植物 分 别 为 14 种 和 4 种 ， 

各 占 总 种 数 的 11.9% 和 4%。 低 

热 值 植物 有 播 娘 荔 ， 其 热 值 只 

有 15.20kJ/g， 其 值 是 平均 值 的 

78.4% ， 其 次 还 有 钝 叶 瓦 松 、 

KA. HER. EST,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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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麻 、 光 头 叶 蔡 、 细 叶 芝 尾 、 杉 叶 藻 、 碱 造 、 内 蒙古 沙 芯 、 马 将、 纵 

汰 。 而 高 热 值 植物 有 又 子 圆 柏 、 兴 安检 、 和 白桦、 白 杆 、 柳 。 又 子 圆 柏 

的 热 值 达到 22.56kJ/g， 是 平均 值 的 1.8 倍 。 

(三 ) 重要 而 巨大 的 碳 库 

在 目前 已 经 开展 的 全 球 变化 研究 计划 中 ， 如 国际 地 圈 生 物 圈 

”计划 (IGBP) 、 国 际 水 文 因素 计划 (IHDP)、 世 界 气 候 研 究 计划 

(WCRP) 和 生物 多 样 性 计划 (DIVERSITES) 等 都 把 碳 循环 与 温室 气体 

的 研究 作为 焦点 之 一 。 这 主要 是 因为 自 20 世 纪 末 期 以 来 ， 人 类 加 天 

气 中 排放 的 误 室 气体 所 产生 的 温室 效应 导致 了 地 表 温 度 升 高 ， 其 中 

GO;, 贡 献 最 大 ， 占 70% ， 其 次 是 CH,， 占 23% ;， 另 一 方面 ， 人 们 在 

研究 全 球 碳 平衡 的 过 程 中 ，“ 未 知 汇 ” (missing sink) 问题 长 期 困 

扰 着 研究 人 员 。 因 为 根据 生态 学 主要 碳 循 环 模型 的 计算 ， 人 类 每 年 

向 大 气 排 放 的 CO, 约 7GtC， 其 中 约 有 一 半 (3.2GtC) 留 存 于 大 气 中 ， 

2.0GtC 被 海 详 吸收 ， 其 余 的 1.8GtC 是 目前 尚未 确定 吸收 汇 的 碳 被 称 

作 “ 未 知 汇 ”。 虽 然 不 同 的 学 者 对 这 一 数字 的 计算 存在 很 大 差异 ， 

(AMINA A “AR” A. HARA, Aare 

经 基本 确定 这 部 分 汇 存在 于 北半球 陆地 生物 圈 中 ， 正 因为 如 此 ， 人 

们 对 草地 在 全 球 碳 平衡 中 的 作用 予以 极 大 的 关注 。 草 地 是 覆盖 地 球 

表面 最 重要 的 植被 类 型 之 一 。 而 全 球 草地 生态 系统 碳 储量 ， 有 的 人 

(Whittaker, 1975) 估算 为 266.3PgC， 约 占 陆 地 生态 系统 总 碳 储 

量 的 12.7% 。 也 有 人 (Prentice .C%, 2001) 认为 全 球 不 同类 型 草 

地 生态 系统 的 碳 储量 约 占 全 球 陆 地 生态 系统 碳 储量 的 29% ~ 31%, 

而 草地 土壤 的 碳 储量 约 占 草 地 总 碳 量 的 89.4% 。 我 国 草地 生态 系统 

碳 储量 的 研究 ， 近 几 年 引起 了 我 国 科 学 家 的 关注 。 倪 建 (2001) 

从 全 国 隐 围 研究 了 我 国 陆 地 生态 系统 的 碳 储量 ， 他 认为 我 国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碳 储量 为 44.09PgC， 而 且 主 要 储存 于 土壤 中 ， 草 地 十 

壤 中 的 碳 储量 达到 41.03PgC， 是 地 上 植被 的 13.5 倍 。 但 董 云 社 等 人 

(2006) 研究 结果 与 之 不 同 ， 他 认为 我 国 草地 生态 系统 碳 素 总 储量 

达到 308PgC， 占 陆地 生态 系统 碳 素 总 储量 的 13.2% 。 陶 贞 等 研究 认 

Ay (2006) ， 在 不 同类 型 草地 中 ， 高 寒 草地 的 碳 储量 约 占 全 国 草地 

碳 储量 的 48.1% 。 在 高 寒 草 地 ，95% 的 碳 都 储存 于 土壤 之 中 。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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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寒 草 旬 土 壤 有 机 碳 (0~ 60cm) 平均 储量 比 相应 这 度 的 热带 森林 

土壤 、 灌 从 土壤 的 碳 储量 高 1~5 倍 。 草 地 生态 系统 高 的 碳 储量 及 其 

分 布 的 特点 ， 表 明 草 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碳 作为 重要 而 巨大 碳 库 的 价值 

与 意义 。 无 论 在 全 世界 或 者 我 国 而 言 ， 草 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碳 在 碳 循 

环 中 都 占有 重要 的 位 置 。 不 仅 如 此 ， 草 地 生态 系统 还 具有 独特 的 生 

物 地球 化 学 过 程 ， 其 碳 素 储量 绝 大 部 分 集中 于 土壤 中 ， 其 地 上 部 分 

碳 循环 不 仅 速度 快 ， 而 且 同 大 气 排放 CO; 的 作用 明显 ， 而 其 地 下 部 

分 一 般 分 解 较 慢 ，CO:; 的 作用 十 分 明显 。 因 此 ， 章 地 生态 系统 碳 循 

环 过 程 与 机 制 的 研究 ， 对 于 阐明 整个 陆地 生态 系统 碳 循环 的 过 程 与 

机 制 具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李 次 浩 等 (2004) 对 草原 生态 系统 碳 素 

平衡 还 进行 了 估计 。 他 们 的 研究 结 采 指出 ， 在 内 这 古 锡 林 河 流域 放 

- 牧 的 羊 草 典 型 草原 生态 系统 ， 植 物 群 落地 上 部 分 净 初 级 生产 固 碳 量 

平均 值 为 每 年 每 平方 米 〈 单 位 下 同 ) 78.2g 碳 ， 根 系 碳 素 输入 量 为 

322.5g 碳 ， 二 者 矶 和 素 输入 总 量 为 400.78 碳 。 土 壤 净 呼 吸 量 为 343.7g 

碳 ， 家 畜 采 食 为 49.7g 碳 ， 昆 虫 史 食 为 14.7g 碳 ， 地 上 立 枯 阶段 的 淋 溶 

与 光化学 分 解 为 3.2g 碳 ， 碳 素 输出 总 量 为 411.3g 碳 。 所 以 在 放牧 的 羊 

草 群 落 中 ， 碳 素 的 输出 稍稍 大 于 输入 。 

(四 ) 丰富 的 基因 库 

基因 资源 是 地 球 上 最 宝贵 的 财富 ， 正 是 丰富 的 基因 资源 形成 了 
生物 种 的 多 样 性 。 草 原 是 丰富 的 生物 基因 库 ， 草 原 所 具有 丰富 的 生 
物 基 因 ， 在 历史 上 为 解决 人 类 的 食物 、 药 用 植物 、 家 畜 品 种 作出 了 
巨大 的 贡献 。 而 其 大 量 的 具有 多 种 抗 逆 性 能 的 植物 所 具备 的 特殊 基 
因 ， 沫 藏 着 未 来 为 解决 人 类 的 人 健康、 食物、 能源 等 方面 需求 的 可 能 
与 希望 。 

人 类 历史 上 曾经 有 3000 种 左右 的 植物 被 用 作为 人 类 的 食物 ， 
其 中 包括 目前 用 途 最 广 的 谷类 作物 如 : EK, NH, HB. KE. FS 
了 于、 麻子 、 黑 麦 、 高 粱 等 ， 全 部 都 源 自 草地 。 绝 大 部 分 栽培 优良 
的 多 用 植物 品种 ， 也 都 来 自 草地 。 不 仅 如 此 ， 草 地 还 是 有 蹄 类 动物 
的 故乡 ， 目 前 几乎 所 有 的 家 养 草食 家 畜 与 禽类 ， 如 : Gh BR 
羊 、 山 羊 、 骆 驼 、 羊 驼 、 驯 鹿 、 鹿 、 猿 、 免 、 狼 、 能 鸟 等 也 都 原 产 
于 草地 。 辽 阔 的 草原 ， 其 中 有 相当 一 部 分 面积 其 生态 与 环境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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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严酷 ， 是 其 他 类 型 生态 系统 所 不 具备 的 。 在 这 样 一 个 严酷 生态 与 

环境 条 件 下 生存 、 发 展 与 柳 衍 的 植物 ， 必 须 具 有 特殊 的 遗传 基因 ， 

而 把 这 些 基 因 分离 出 来 ， 并 用 植物 基因 工程 的 手段 导 和 其 他 作物 ， 

对 于 培育 新 型 的 作物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与 很 大 的 蓄 力 。 特 别 在 未 

来 全 球 变 暖 、 水 资源 苇 乏 、 环 境 污 染 以 及 病虫害 加 剧 的 大 背景 下 ， 

”发现 抗 旱 基 因 、 耐 盐 基 因 、 抗 病 虫 基 因 、 积 累 重 金属 元 素 的 基因 等 

都 有 可 能 从 草原 植物 中 寻找 。 目 前 ， 此 方面 的 研究 已 经 有 了 很 好 的 

进展 。 有 科学 家 从 碱 迁 中 克隆 出 一 个 耐 盐 的 关键 基因 ， 并 导入 作物 

中 ， 从 而 培育 出 新 型 的 耐 盐 作 物 ， 预 计 能 够 在 1/2 海 水 舍 量 将 小 条 件 

PKL; DANE SAE SEB eh MAAR BARS 

中 ， 使 马铃薯 具 有 抗 黄 帮 病 的 能 力 。 在 北京 ， 有 的 科学 家 针对 冷 季 

型 草坪 草绿 期 较 短 、 枯 黄 期 较 长 的 问题 ， 从 一 种 耐 时 植物 中 ， 克 隆 

出 一 种 关键 基因 ， 对 改善 冷 季 型 草坪 草 的 绿 期 有 一 定 意义 。 我 们 可 

以 预计 ， 生 长 在 严酷 生态 环境 条 件 下 的 草原 植物 ， 其 特殊 遗传 基因 

的 研究 ， 具 有 其 广阔 的 前 景 。 

(五 ) 草原 植被 丰 语 了 地 球 表面 土壤 形成 的 格局 和 模式 

第 3 纪 末 形成 的 草本 植被 ， 大 大 改变 了 地 球 表 面 土壤 形成 的 格局 

和 模式 。 柯 夫 达 把 这 种 草本 植物 覆盖 下 的 成 士 作用 称 之 为 生 草 成 十 

过 程 。 我 国 的 草原 则 出 现 于 新 第 三 纪 期 间 ， 其 间 在 欧 亚 大 陆 ， 特 别 

是 我 国 及 其 临近 地 区 ， 许 多 巨大 的 山系 和 高 原 隆 升 ， 海 水 消退 。 北 

部 的 气候 和 逐 新 转 凉 而 干燥 ， 草 本 植物 数量 大 大 增加 ， 西 北 开 始 出 现 

草原 并 辐 华 北 、 东 北 扩展 。 草 原 土壤 逐步 形成 。 草 本 植物 以 其 特殊 

的 结构 、 生 物 量 、 分 布 及 其 成 分 ， 丰 富 了 地 球 表面 的 土壤 类 型 。 草 

本 植被 下 的 土壤 具有 与 森林 植被 下 土壤 不 同 的 物理 、 化 学 、 生 物 学 

性 状 与 剖面 构造 和 剖面 形态 特征 。 

1. 草原 植被 特点 与 土壤 生态 系统 能 量 来 源 

土壤 生态 系统 的 能 量 来 自 何 处 ? 一 是 土壤 中 某 些 藻类 可 以 直 

接 固定 太阳 能 ， 另 一 是 植物 有 机 体 固 定 的 能 量 在 土壤 中 转化 。 植 物 

进行 光合 作用 ， 以 有 机 物质 形式 固定 太阳 能 。 在 没有 放牧 与 割 草 的 

天 然 草 原生 态 系统 ， 这 些 有 机 物质 最 终 会 以 根系 、 根 苍 、 调 落 物 的 

形式 归还 到 土壤 ， 成 为 草原 土壤 生态 系统 最 重要 能 量 来 源 。 草 旬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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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每 年 地 上 部 分 有 机 物质 为 96.22 一 236.48g/m ， 即 相当 于 每 年 有 

1 627 5347 一 3 999 984.9J/m' 能 量 进入 黑 钙 土 土壤 生态 系统 ， 而 其 地 下 部 
分 讨 物 量 为 906.40 一 3254.02g/m。 每 年 约 有 25% 根 系 更 新 ， 即 这 部 分 

根系 在 土壤 中 分 解 ， 最 终 成 为 土壤 生态 系统 中 能 量 来 产 。 即 团 钙 土 土 

壤 生 态 系统 来 自 地 下 部 分 生物 量 中 能 量 为 3 832 889.7 ~ 13 760 211Jim 。 

2. 草原 植物 特点 与 土壤 有 机 质 积累 

植物 是 土壤 有 机 质 最 重要 的 来 源 。 植 物 地 上 与 地 下 部 分 的 调 落 

物 ， 在 物理 、 化 学 与 生物 作用 下 ， 形 成 士 壤 中 有 机 物质 。 草 旬 草 原 

每 年 有 96.22 一 236.48g/m? 地 上 部 分 和 226.60 一 813.51g/m 地 下 部 分 生 

物 残 体 进入 土壤 ， 成 为 黑 钙 土 有 机 质 来 产 。 地 上 部 分 贡 落 物 ， 首 先 

在 地 表 形 成 枯 落 物 层 ， 进 而 分 解 并 在 土壤 上 部 积 素 ， 形 成 A 层 。 黑 

”和 钙 土 根系 分 布 较 深 ， 每 年 在 不 同 层 次 都 有 一 定数 量 根系 调 落 物 进 入 

土壤 ， 但 上 部 士 壤 根系 凋落 物 所 占 比 例 较 大 ， 加 上 地 上 部 分 凋落 物 

分 解 后 积聚 ， 所 以 造成 黑 钙 土 上 部 士 层 中 有 机 质 含量 较 高 的 特点 ， 

一 般 可 达到 4% 以 上 。 而 在 整个 土壤 剖面 中 ， 由 于 根系 分 布 较 深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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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 土 腐殖质 层 较 厚 。 这 种 土壤 形成 过 程 中 ， 有 机 质 积累 过 程 是 草原 

土壤 形成 最 重要 过 程 之 一 ， 而 黑 钙 土 由 于 植被 能 提供 较 高 生物 量 ， 

同时 根系 分 布 较 深 ， 故 有 机 质 积累 过 程 表现 尤为 强烈 。 

3. 草原 植被 化 学 组 成 特点 及 土壤 碳酸 钙 淋 溶 和 淀 积 

草原 土壤 形成 的 另 一 重要 过 程 是 碳酸 盐 淋 溶 与 淀 积 过 程 ， 黑 

人 钙 土 不 形成 坚实 的 B 层 ， 但 也 有 碳酸 盐 淋 溶 与 泻 积 ， 形 成 不 同 程度 
MRE, WSR TR. ZA, KR SH, 
气候 特别 是 降水 有 关外 ， 植 被 起 着 重要 作用 。 植 被 作用 首先 表现 在 
植物 将 不 溶 的 钙 变 成 可 溶性 钙 ， 并 在 地 表 积 聚 ， 成 为 土壤 中 钙 移 动 
的 钙 源 ， 另 外 ， 根 系 凋 落 物 腐烂 造成 不 同 层次 钙 的 聚积 ， 这 就 是 杆 
逢 对 钙 的 生物 聚积 作用 。 草 旬 草 原 地 上 部 分 生物 量 的 含 钙 量 变化 于 
0.3558% 一 2.054% 之 间 ， 每 年 植物 从 土壤 中 吸收 钙 达 1613.06mgy/m2。 

值 物 凋 落后 成 为 上 部 士 层 中 的 钙 源 。 草 旬 草 原 地 下 部 分 含 钙 量 
略 高 于 上 部 。 如 果 植 物 根系 每 年 中 有 25% 的 更 新 ， 则 0- 10=20=- 
30 — 40 — 50 — 60 —- 70 — 80-90 —- 100cmA AI LHEN, HERAR 
RE. Oy APP Tn st PH ZEAE +H Fy 5 5) FI 495497 .87 — 2369.94 — 187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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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26 — 2073.24 — 1654.90 — 1947.64 — 1782.37mg/m2， 则 0 -100cm 

总 计 为 18 296.89mg/m-。 这 是 一 个 相当 可 观 的 数字 。 在 野外 ， 我 们 可 

以 清楚 看 到 治 根 孔 有 假 菌 丝 出 现 ， 这 表明 根系 在 碳酸 钙 移 动 与 演 积 

中 所 起 的 作用 。 

4. 草原 植被 化 学 组 成 特点 与 土壤 养分 平衡 

下 牺 在 养分 含量 丰富 ， 是 最 肥沃 土壤 类 型 之 一 。 丰 富 的 养分 

含量 主要 来 自 章 旬 章 原 植 被 对 养分 的 积聚 过 程 。 植 物 根 系 破 坏 矿物 

的 晶 格 ， 而 其 根系 与 矿物 直接 接触 ， 自 土壤 溶液 中 吸收 Ca、 Meg, 

K、P、S、Fe 等 矿物 元 素 ， 并 输送 到 地 上 部 分 ， 植 物 凋 落 、 腐 烂 后 

又 回 到 证 壤 中 ， 在 其 全 部 矿 化 后 ， 成 为 土壤 有 效 成 分 ， 所 以 植物 根 

系 分 布 所 及 的 土 层 中 化 学 元 素 每 年 都 转移 到 土壤 表层 ， 使 这 些 化 学 

元 素 从 分 散 状 态 转换 到 浓 集 状态 。 草 旬 章 原 地 下 与 地 上 部 分 生物 量 

较 高 ， 而 且 氮 与 灰分 元 素 含 量 丰 富 。 资 料 表明 ， 地 上 部 分 含 气量 变 

化 于 1.46% ~2.62% 之 间 ， 每 年 每 平方 米 积 累 气 2593.49mg ， 灰 分 

量变 化 于 4.998% ~ 11.037% 之 间 ， 每 年 每 平方 米 积 累 灰 分 元 素 

10 475.12 mg， 这 是 十 分 可 观 的 数值 。 

5. 草原 植被 化 学 组 成 及 土壤 符 士 矿物 形成 

黏土 矿物 是 成 士 过 程 中 形成 的 最 活跃 的 固体 部 分 之 一 。 土 壤 中 

黏土 矿物 有 两 大 类 ， 层 状 铝 硅 酸 盐 和 氧化 物 。 前 者 如 1 : 1 型 矿物 高 

岭 石 ，2 : 1 型 矿物 蒙 脱 石 、 伊 利 石 、 后 者 如 氧化 铁 、 氧 化 硅 等 。 植 

物 与 这 两 类 黏土 形成 都 有 密切 关系 ， 其 中 尤 以 氧化 硅 关 系 密切 ， 氧 

化 硅 即 蛋白 石 ， 稼 在 土壤 表层 积聚 ， 这 主要 由 于 生物 积累 。 羊 音量 

原 几 十 种 植物 中 ， 硅 含量 都 较 高 ， 如 禾 本 科 植 物 平 均 含 硅 1.49% ， 

相当 于 SiO;3.19% 。 其 地 下 部 分 含 硅 量 变化 于 5$.640% ~ 9.320% lal , 

相当 于 Si0,12.07% ~ 19.94%, FER AEHA, O~ 100cm+- RAHA PB 

分 生物 量 积累 硅 176 462.63mg/m’, #424-FSiO, 377 630.03 mg/m’, 

假定 每 年 有 25% 地 下 部 分 更 新 ， 相 当 每 年 有 94 407.5 mg/m 的 SiO， 

转 入 土壤， 这 是 土壤 黏土 矿物 蛋白 石 的 重要 来 源 。 此 外 ， 草 旬 草 原 

植被 的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还 与 蒙 脱 石 、 伊 利 石 的 形成 有 密切 关系 。 蒙 脱 

石和 伊利 石 都 是 2 : 1 型 黏土 矿物 ， 二 者 基本 结构 单元 极其 相似 ， 所 

不 同 的 是 伊利 石 层 内 阳离子 为 KK， 而 蒙 脱 石 层 内 阳离子 为 Ca、M8g、 

Na 等 。 草 甸 草 原 地 下 部 分 的 化 学 元 素 组 成 除 硅 外 、 钙 、 钾 含量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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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高 ， 如 钙 含 量 平均 为 3.013% ， 相 当 于 Ca04.218% 。K 含 量 平均 
0.204%% ， 相 当 于 K.-O 0.247% 。 在 lm 十 体内 地 下 部 分 每 年 有 1889.88 | 

mg/m? 的 Ca 游离 到 土壤 中 ， 在 碱 性 条 件 下 ，Ca、 下 等 就 有 一 部 分 可 

能 进入 黏土 ， 形 成 蒙 脱 石和 伊利 石 等 层 状 黏土 矿物 。 另 外 ， 从 SiOy/ 

R,O:; 比 例 看 ， 草 旬 草 原 植被 无 论 其 地 上 部 分 抑或 地 下 部 分 比例 相差 

都 很 大 ， 如 其 地 上 部 分 为 13.68~ 148.23。 这 些 都 利于 蒙 脱 石 与 伊利 

石 形成 。 所 以 柯 夫 达 (1973) 认为 ， 禾 本 科 植 物 根系 是 形成 蒙 脱 石 

FED NARA. 

BtRte MtFtomsz 

热 分 析 结 果 也 都 表明 了 黏土 

矿物 组 成 以 伊利 石 与 蒙 脱 石 

”为 主 的 特点 。 

6. 草原 植物 的 根系 生长 

与 草原 土壤 形成 

据 柯 夫 达 报导 ， 草 本 植 

物 根系 生 量 约 45$0 一 958g/m” 

(0 一 S$0cm 和 0 一 7Scm) , #& 

外 ， 草 本 植物 根系 长 度 更 是 

多 人 ， 在 单 穆 直立 情况 下 ，。 羊 草 一 丰富 杂 类 草草 名 草原 一 黑 外 土生 
达到 70~80km。 单 株 植物 根 “地 下 部 分 生物 量 分 布 图 (1980) 

毛 的 长 度 达 到 1 万 km， 而 根 

毛 一 天 的 生长 量 为 80km。 作 “一 

者 认为 ， 不 同类 型 草原 地 下 

部 分 的 生物 量 (0 一 100cm ) 

变化 很 大 ， 草 旬 草 原 达 到 

906 ~3254g/m?, f-Hb £3434) 

H94~15.5%; TRARY 
1434.7g/m-， 是 地 上 部 分 的 

12.3 倍 。 其 在 剖面 上 的 分 布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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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 这 种 分 布 的 特点 ，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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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ICA AK) Ae 物 量 分 布 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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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经 济 功 能 多 
样 性 

草地 的 经 济 功 能 是 

指 人 类 对 草地 利用 过 程 中 

所 发 挥 出 来 对 人 类 有 用 的 

AR AR. BMAD 

能 主要 体现 在 三 个 方面 : 

BAT ARE. RABE AE 

产 、 草 地 旅游 及 其 他 经 济 

功能 。 

短 花 针 茅 荒漠 草原 一 一 棕 钙 土地 下 

部 分 生物 量 分 布 图 (1984) (一 ) 初级 生产 功能 

植物 的 初级 生产 是 

生态 学 术语 ， 它 是 相对 于 次 级 生产 而 言 的 概念 。 初 级 生产 又 称 第 一 

性 生产 ， 它 是 指 绿色 植 物 利 用 光 能 固定 太阳 能 、 合 成 有 机 物质 的 过 

程 。 而 初级 生产 力 ， 就 是 指 植物 单位 时 间 、 单 位 面积 固定 能 量 或 者 

生产 有 机 物 的 重量 。 初 级 生产 力 在 生态 学 研究 中 ， 有 总 初级 生产 量 

5A MREP BLD. EMRE MET, AEE, LAI 

过 程 ， 有 光合 作用 固定 能 量 的 过 程 ， 又 有 呼吸 作用 消耗 能 量 的 过 

程 。 固 定 的 能 量 扣除 呼吸 消 耗 植 物 就 用 于 生产 与 生殖 了。 而 如 末 把 

植物 呼吸 消耗 掉 的 能 量 都 卷 虑 在 内 ， 这 就 是 人 们 负 说 的 总 初级 生产 

量 了 。 而 用 于 植物 生产 和 系 殖 的 能 量 ， 也 就 是 总 初级 生产 量 扣除 呼 

MIAH, REPORT ET. ete 2a el A RAAB 

部 分 有 机 物质 了 。 这 部 分 的 有 机 物 包 括 植物 地 上 部 分 的 净 初 级 生产 

量 与 地 下 部 分 的 净 初 级 生产 量 。 对 于 家 冀 而 言 ， 利 用 的 是 地 上 部 

分 。 这 地 上 部 分 就 是 农学 家 与 畜牧 学 家 关注 的 “牧草 产量 ”了 。 在 

目 然 条 件 下 ， 我 国 草原 单位 面积 能 生产 多 少 牧 草 呢 ? 

由 于 我 国 草 原 面 积 大 ， 类 型 多 ， 牧 草 产 量 的 多 少 首先 与 草原 

类 型 有 关 ， 在 我 国 温带 草原 ， 自 东部 的 温带 草 甸 草 原 到 西部 的 温 

带 死 痢 草原 ， 其 产 草 量 的 高 低 ， 也 呈 规 律 性 的 变化 ， 即 东部 较 高 ， 

问 西 部 逐 潮 减少 。 东 部 草 旬 草 原 ， 干 草 产 量 每 亩 可 产 107 一 147kg， 

中 部 典型 草原 每 亩 可 产 干 草 100~ 107kg， 西 部 温带 荡 并 草原 每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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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产 干草 只 有 13 一 27kg。 温 带 山 地 草原 ， 每 亩 干草 在 33 一 80kg， 
最 高 可 达 200kg。 而 青藏 高 寒 草原 ， 多 数 地 区 牧草 产量 每 年 每 亩 为 
133 ~ 167kg。 这 种 不 同类 型 牧草 的 产量 自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来 到 90 年 
代 未 ， 整 体 呈 下 降 趋 势 十 分 明显 。 其 下 降 的 幅度 ， 低 地 草 旬 最 高 ， 
达到 62.28% ， 而 年 度 间 的 牧草 产量 变化 也 很 大 。 这 一 变化 与 气候 
条 件 的 变化 ， 尤 其 是 降水 与 温度 的 变化 关系 及 其 密切 。 温 带 荒漠 章 
原 下 降 较 低 ， 为 15.64% 。 当 然 也 有 没有 下 降 地 区 ， 这 些 没 有 下 降 
地 区 或 者 类 型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年 度 间 的 牧草 产量 变化 也 很 大 。 这 
一 变化 ， 与 气候 条 件 的 变化 ， 尤 其 是 降水 与 温度 的 变化 ， 关 系 极其 
密切 。 如 在 天 山 巴 音 布鲁克 草原 ， 能 够 表征 草原 植被 生长 状况 的 归 
一 化 植被 指数 NDVI， 在 其 生长 季 内 (4 一 9 月 ) 与 气温 和 浅 层 地 温 
两 个 因子 关系 极其 密切 ， 正 是 这 两 个 因子 ， 影 响 植被 的 生长 状况 
( 刘 艳 等 ，2006) 。 而 在 青藏 高 原 ， 高 寒 草 甸 、 高 寒 草原 与 温 性 草 
原 ， 春 季 NDVI 的 增加 是 由 春季 温度 上 升 所 致 。 高 寒 草 旬 与 高 寒 章 
原 夏季 NDYVI 增 加 是 由 夏季 温度 与 春季 降水 共同 作用 ( 杨 元 合 等 ， 
2006) 。 牧 章 产量 的 高 低 ， 除 与 气候 、 土 壤 等 自然 条 件 诸 因素 有 关 
外 ， 与 植物 本 身 的 特点 即 植物 光合 作用 途径 的 类 型 也 有 关 。 不 同 的 
植物 在 同一 个 生境 条 件 下 ， 比 如 说 相同 的 干旱 即 水 分 缺乏 的 环境 
里 ， 有 的 植物 可 以 很 好 生长 ， 而 有 的 植物 则 可 能 凋 赣 以 至 枯死 。 这 
就 是 与 植物 光合 作用 途径 类 型 有 关 。 多 数 植物 都 是 直接 利用 空气 中 
的 CO, 进 行 光合 作用 ， 它 们 固定 CO,; 的 最 初 产 物 是 一 个 3 碳化 合 物 ， 
叫做 3 一 磷酸 甘油 酸 。 这 些 植物 在 干旱 炎热 的 日 子 里 ， 气 孔 就 关闭 ， 
CO, 不 能 达到 叶绿体 ， 所 以 气候 干旱 ， 这 类 植物 大 大 减弱 光合 作用 
过 程 以 停止 和 生长 不 良 而 减产 。 多 数 植物 都 是 如 此 ， 如 农作物 中 的 
水 稻 、 小 麦 、 大 豆 等 。 这 类 植物 我 们 叫做 C, 植 物 。 在 草原 ， 多 数 植 
物 都 属于 这 一 类 。 而 另 一 类 植物 不 同 ， 它 们 有 特殊 的 适应 能 力 ， 气 
温 高 而 水 分 缺乏 时 ， 气 孔 会 自然 关闭 ， 但 仍 能 继续 利用 日 光 而 进行 
光合 作用 ， 农 作物 中 的 玉米 、 高 梁 都 具有 这 种 特点 ， 这 类 植物 叫做 
C, 植 物 。 在 草原 ， 这 类 植物 不 多 。 据 唐 海 薄 等 人 (2001) 研究 ,在 
内 蒙古 地 区 2326 种 维 管 植 物 中 ， 其 中 C, 植 物 共有 12 科 57 属 125 种 ， 
其 中 草原 地 区 较 重 要 的 有 沙 米 、 轴 蒙 、 中 亚 演 蔡 、 光 头 叶 蔡 、 灰 绿 
a RMI, ER, BER OKIE. TLRS. PT HEE.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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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籽 芒 、 中 华 隐 子 草 、 狂 毛 、 马 唐 、 狗 尾 草 等 。 还 有 一 类 植物 ， 叫 
做 CAM 植 物 ， 它 们 特别 能 适应 于 干旱 地 区 ， 其 特点 是 白天 关闭 气 
孔 ， 而 夜里 会 打开 气孔 。CO; 就 在 夜间 进 到 叶 中 ， 进 去 的 CO, 就 被 国 
定 在 苹果 酸 中 。 不 过 这 类 植物 光合 作用 效率 不 高 ， 虽 可 在 酷热 条 件 
下 存活 ， 但 生长 极其 缓慢 ， 因 而 初级 生产 量 也 就 很 低 。 在 草原 ， 这 
种 植物 一 般 为 数 不 多 。 草 原 的 牧草 生产 不 仅 要 关注 产 草 量 的 高 低 ， 
”而 且 要 注意 牧草 品质 的 变化 。 因 为 对 畜牧 业 而 言 ， 即 对 牲畜 饲养 而 
言 ， 牧 草 质量 的 高 低 ， 具 有 重要 意义 。 例 如 我 国 南方 热带 与 暖 性 草 
地 ， 牧 草 产 量 很 高 ， 但 是 这 类 牧草 主要 都 是 高 大 禾 草 ， 其 粗 纤维 含 
量 较 高 ， 而 粗 脂 肪 、 粗 蛋白 质 含量 却 较 低 。 这 类 牧草 一 般 要 经 过 适 
当 改 良 ， 才 可 以 为 家 畜 更 好 利用 。 而 温带 草 旬 草原 与 温带 典型 草 
原 ， 其 牧草 的 产量 虽 没 有 南方 热带 与 暖 性 草地 牧草 产量 高 ， 但 其 主 
要 营养 成 分 的 含量 却 一 般 高 于 热带 与 暖 性 草地 的 牧草 ， 即 对 牧草 的 
质量 而 言 ， 温 带 草地 的 牧草 营养 成 分 含量 高 于 热带 与 暖 性 草地 的 牧 
草 。 而 对 同一 类 型 草原 而 言 ， 如 果 草 地 退化 了 ， 优 等 饲 用 植物 相对 
减少 ， 而 劣 等 饲 用 植物 相对 增加 ， 牧 草 的 质量 也 就 下 降 了 。 而 且 随 
着 退化 程度 的 加 剧 ， 牧 草 质 量 的 下 降 也 就 越发 严重 。 如 对 羊 草 草原 
而 言 ， 轻 度 退 化 的 草地 上 ， 根 茎 型 禾 草 、 葱 类 植物 、 豆 科 植物 等 优 
等 饲 用 植物 每 平方 米 153g， 占 总 生物 量 的 57.3% ， 而 葛 类 植物 ， 不 
可 食 植物 等 劣 等 饲 用 植物 每 平方 米 76.1g， 占 总 生物 量 的 28.4% 。 极 
度 退 化 的 羊 草 草原 ， 优 等 饲 用 植物 每 平方 米 只 有 18.8g， 占 总 生物 量 
的 23.3% ;， 而 劣 等 饲 用 植物 所 占 比 例 大 大 增加 ， 达 到 5$1.7% ， 生 物 量 

也 高 于 优等 饲 用 植物 ， 每 平方 米 为 34.2g。 和 牧草 生产 应 该 关注 的 第 三 
个 方面 是 牧草 生产 的 时 间 。 因 为 对 于 家 畜 而 言 ， 牧 草 的 四 季 均 衡 供 
应 十 分 重要 。 而 我 国 天 然 草地 牧草 的 生产 都 具有 强烈 的 季节 性 ， 对 
我 国 北方 温带 草原 而 言 ， 一 般 5 月 初 返青 ，7 月 中 旬 到 8 月 中 旬 是 地 上 
部 分 生物 量 迅 速生 长 的 时 期 ， 一 般 7 月 中 旬 以 后 可 以 达到 最 高 峰 ， 
而 且 9 月 以 后 ， 牧 草 生 长 变 得 缓慢 和 逐渐 停止 ，9 月 底 开始 枯黄 ， 便 
很 快 进入 枯黄 期 。 我 国 辽阔 草地 的 牧草 生产 ， 是 发 展 我 国 草食 家 畜 
最 重要 最 经 济 的 饲料 来 源 ， 对 于 解决 我 国 肉 奶 皮毛 的 需求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2004 年 ， 我 国 草食 家 畜 牛 羊肉 的 产量 达到 1075.15 万 t， 羊 
毛 41.2 万 t， 牛 奶 2260.6 万 t， 分 别 是 1979 年 的 17.6 倍 、2.$ 倍 、21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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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草 地 牧草 生产 做 出 了 很 大 贡献 。 也 正 因 此 ， 我 国 牧区 经 济 也 

得 到 了 较 大 发 展 。 我 国 现 有 笋 区 、 半 农 半 牧 区 266 个 县 、 土 地 面积 

3 957 258km 。 而 西北 四 大 牧区 (内 蒙古 、 新 疆 、 西 藏 、 青 海 ) 2000 

年 的 和 牛肉、 羊肉、 牛奶 、 绵 羊毛 与 山羊 绒 的 产量 分 别 为 58.9 万 t、 

82.0 万 t、189.1 万 t、155 291t 和 5700t， 分 别 占 全 国 总 产量 的 11.1%、 

29.9%、22.9% 、53.1% 和 51.6% 。 这 些 产 品 ， 多 生产 于 无 污染 的 边 

疆 地 区 ， 品 种 优良 ， 尤 为 消费 者 欢迎 。 

(二 ) 原材料 生产 

我 国 辽阔 的 草原 ， 不 仅 生 产 大 量 而 优质 的 牧草 ， 饲 养 着 大 量 
的 牛 、 羊 、 马 、 骆 驼 等 各 种 家 畜 ， 而 且 可 为 医药 、 食 品 、 纺 织 、 制 
革 、 化 工 、 轻 工 、 花 卉 等 许多 产业 提供 独 具 特 色 的 原材料 。 有 的 经 
多 年 的 经 营 开 发 ， 已 经 形成 一 些 特 色 产 业 。 其 中 特别 值得 加 以 介绍 
的 有 草原 药 用 植物 、 草 原 健康 食品 、 草 原 能 源 植物 、 纤 维 材料 、 野 
生花 卉 原材料 等 。 

我 国药 用 植物 的 利用 已 有 数 千 年 的 历史 ， 辽 阔 的 草原 ， 被 喻 
为 我 国 天 然 的 药 用 植物 园 ， 在 草原 地 区 进行 药 用 植物 的 采集 与 销 
售 ， 有 多 年 的 历史 。 其 中 有 多 种 药 用 植物 ， 主 产地 都 在 草原 地 区 ， 
其 产量 之 大 常 占 我 国 总 产量 的 绝 大 部 分 ， 并 销售 全 国 各 地 以 至 国外 
地 区 。 我 国有 3 万 余 种 高 等 植物 ， 其 中 药 用 植物 有 11146 种 ， 而 草原 
地 区 的 药 用 植物 有 6000 种 之 多 。 这 些 草原 地 区 蕴藏 的 各 种 药 用 植物 
中 ， 其 中 不 乏 名 贵 中 药材 与 地 道中 药材 。 如 有 名 的 冬虫夏草 、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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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 生 长 于 新 疆 天 山 、 青 海 、 甘 肃 等 高 山地 带 。 这 种 植物 生长 于 

雪线 附近 的 多 砾石 地 带 ， 高 10~30cm， 蔡 粗壮 、 叶 密集 ， 头 状 花 

序 ， 密 集 顶 生 ， 叶 状 卵 形 ， 多 层 ， 近 似 膜 质 。6~ 7 月 开花 ， 瘦 采 ， 

全 草 采 收 下 来 ， 除 去 泥 沙 ， 晾 干 ， 即 可 使 用 。 同 属 有 3 种 : BAAS 

莲花 、 白 花 水 母 雪 连 花 、 紫 色 花 西藏 雪 连 伦 。 传 统 医学 认为 ， 雪 和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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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虽 生 于 高 寒 之 地 ， 但 性 热 ， 味 将 、 辛 ， 入 肾 ， 功 能 可 温 肾 助 阳 ， 

PERM, THM. Mae, Skea win, SEH. A 

酯 芮 酮 将、 雪人 过 多 糖 、 雪 和 连 多 糖 以 及 8 个 香 豆 素 类 成 分 (IRS, 

2006) 。 但 另 有 报导 ， 雪 和 过 人 花 有 毒 ， 内 服 不 可 过 量 。 

甘草 为 豆 科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广 谤 分 布 于 我 国 草原 地 区 ， 为 

B22, BA STAI” “AAZE” Ze, AKRAM, 

为 药 食 两 用 品种 。 甘 草 使 用 率 在 80% 左 右 。 甚 药 用 已 有 4000 余 年 

历史 。 现 代 研 究 表明 ， 甘 草 内 含 甜 素 、 甘 草 次 酸 、 甘 草 黄 武 、 还 原 

糖 、 省 粉 、 胶 质 等 成 分 ， 可 消除 或 降低 氧化 有 、 组 织 胺 、 葵 、 砷 等 

毒性 ， 对 蛇毒 、 白 喉 毒 、 破 伤风 等 毒素 也 有 一 定 解 毒 作用 ;甘草 能 

抑制 胃酸 分 刻 ， 还 有 降 脂 、 镇 痛 、 抗 恢 厥 的 功用 。 还 有 媒体 报导 ， 

HSA SS HE TC ee SR, ETT ARAB. REID 

甘草 为 主要 原料 的 新 药 、 特 药 、 中 成 药 与 保健 药 等 已 有 3000 余 品 

种 。 但 目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 甘 草 生 产 逐 年 减少 ， 供 需 矛 盾 十 分 尖 

锐 。 我 国 野 生 甘 草 主 要 分 布 于 新 疆 、 甘 肃 、 译 海 、 内 蒙古 、 陕 西 、 

宁夏 、 山 西 、 河 北 等 地 ， 总 产量 还 在 下 降 ， 据 估算 ，1980 一 1990 年 
为 25 万 ~30Ht, 1991~19944F, 105 ~155t, 1995 ~ 2000427, 

2001 ~ 200446 4175 t, 2005 ~20064F4H0.44bt (Tack, 2006) : 所 

以 保护 野生 甘草 资源 ， 积 极 发 展 人 工 栽培 ， 是 解决 甘草 产量 不 足 辣 

题 的 关键 。 

肉 欢 鞭 是 列 当 科 多 年 生 寄生 草本 植物 ， 蔡 肉质 ， 穗 状 人 花序， 生 

于 蔡 端 ， 是 一 种 罕见 的 寄生 药材 。 含 有 甘露 醇 、 葵 乙醇 背 类 、 氢 基 酸 

等 ， 具 有 补 肯 、 益 精 血 、 调 肠 通 便 等 功效 ， 具 有 提高 性 功能 、 抗 站 

私 、 调 免疫 功能 、 抗 衰老 、 抗 老年 痴呆 等 多 方面 的 作用 。 一 般 是 用 

FE IK 28 ~ 10 分 钟 后 直接 进行 晾晒 ， 或 者 用 盐 斋 的 粗 盐 腌 制 肉 及 奢 。 

我 国 天 然 草 原 面 积 大 ， 水 、 土 、 气 都 很 少 被 污染 ， 和 章 原 地 区 

许多 可 食用 的 野生 植物 资源 可 谓 绿色 健康 食品 的 开发 提供 具有 草原 

特色 的 原料 。 这 几 年 ， 我 国 已 建成 了 几 个 野菜 出 口 加 工 基地 ， 一 

些 省 建立 了 野菜 加 工厂 ， 使 野菜 成 为 发 展 地 方 经 济 的 可 中 资源，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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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的 圆 环 ， 圆 环 的 宽度 也 不 一 致 ， 但 圆 环 的 颜色 和 植物 生长 的 状况 
与 圆 环 内 外 的 植物 都 不 相同 。 经 常 是 圆 环 上 的 植物 呈 墨 绿色 ， 高 而 
茂盛 ， 生 长 状况 良好 。 在 锡林郭勒 草原 ， 当 夏季 来 临 ， 尤 其 是 雨 过 
天 睛 的 日 子 ， 在 墨绿 色 的 圆 环 下 ， 常 可 以 找到 自然 生长 的 蘑菇 。 因 
季节 不 同 ， 奖 的 种 类 也 有 所 变化 。 初 夏 出 现 的 是 黑 蘑 ， 盛 夏 出 现 的 
是 黄 盖子 ， 而 夏 未 秋 初 出 现 的 为 白 蘑 。 黑 蘑 ， 在 市 场 上 销售 ， 因 其 

“王后 子 实体 薄 色 黑 ， 被 称 为 “ 杂 蘑 ” ， 经 常食 用 能 预防 多 种 疾病 ， 
如 脚气 病 、 身 体 疲倦 、 食 欲 不 振 、 消 化 不 良 及 妇女 在 哺乳 期 乳汁 分 
泌 少 等 。 白 蘑 ， 是 口 芯 中 的 上 品 ， 干 后 子 实 体 厚 而 色白 。 药 用 ， 可 
治 小 儿 麻 疹 欲 出 不 出 ， 烦 躁 不 安 。 黄 蘑 ， 干 后 子 实 色 淡 黄 ， 品 质 中 
等 。 这 3 种 蘑 殖 质量 不 同 ， 价 格 有 异 ， 但 味道 都 很 鲜美 。 找 蘑菇 、 
采 蘑 菇 也 不 是 一 件 容易 的 事 ， 初 次 采 蘑 薄 的 人 ， 即 使 辛苦 一 天 ， 也 
采 不 了 多 少 蘑 菇 。 只 有 多 次 采 蘑 菇 是 有 经 验 的 人 ， 才 知道 什么 地 方 
有 蘑菇 ， 如 何 找到 蘑菇 。 即 使 在 同一 个 地 方 ， 没 有 经 验 的 人 往往 也 
是 采 不 到 蘑 东 。 这 是 因为 蘑菇 多 生长 在 茂盛 的 草 从 下， 因此 找 起 来 
要 十 分 认真 而 仔细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草原 上 的 蘑菇 十 分 有 名 ， 牧 民 
采集 到 的 蘑菇 ， 过 去 都 运 到 张家口 销售 ， 这 已 有 500 余 年 历史 ， 所 
以 长 时 间 以 来 ， 皆 称 之 为 “口蘑 ”。 口 蘑 香 味 浓 郁 ， 滑 嫩 可 口 ， 味 
道 鲜美 。 长 期 食用 ， 有 降 血压 、 降 胆 国 醇和 预防 肝炎 、 治 疗 软骨 病 
的 功效 ， 因 而 为 人 们 所 喜爱 ， 有 “植物 肉 ” 之 称 。 可 是 蘑菇 与 那个 
圆 环 ， 即 蘑 妾 圈 有 什么 关系 呢 ? 已 有 的 研究 结果 表明 ， 蘑 菇 与 圆 环 
上 的 植物 羊 草 具有 一 种 相互 的 关系 。 蘑 东 的 菌 丝 与 羊 草 根 是 一 种 菌 
根 ， 蘑 菇 分 泌 出 某 种 激素 可 提高 土壤 中 有 效 养 分 尤其 是 有 效 磷 的 含 
量 ， 为 羊 草 生长 提供 了 优良 的 生态 环境 ， 从 而 使 羊 草 生长 茂盛 。 可 
是 ， 其 中 还 有 许多 问题 ， 比 如 说 ， 蘑 东 圈 为 什么 是 圆 的 呢 ? 羊 草 对 
蘑菇 有 什么 促进 作用 ? 蘑 东 生 长 发 育 对 环境 有 什么 特殊 要 求 呢 ? 能 
不 能 人 工 培 养 蘑菇 呢 ? 这 些 问 题 都 还 没有 进行 很 好 的 研究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多 年 来 ， 有 一 些 科 学 家 企图 人 工 培养 这 种 蘑菇 ， 记 今 还 没 
有 获得 成 功 ， 但 已 有 了 一 定 进展 。 在 辽阔 草原 ， 与 蘑菇 圈 相 似 的 还 
没有 研究 清楚 的 自然 界 之 谜 还 有 很 多 ， 它 吸引 着 我 们 许多 人 为 之 奋 
斗 不 息 。 

草原 地 区 还 有 许多 草本 植物 ， 如 芦苇 、 茂 茂 草 等 ， 生 长 速度 快 ， 
生产 力 高 ， 是 很 好 的 纤维 植物 和 造纸 原料 。 草 原 地 区 一 些 生 长 于 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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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 植物 靶 芒 草 (A) 和 沙 竹 (AE) 

的 各 种 柳 是 很 好 的 编织 材料 。 对 于 发 展 编织 业 ， 允 赤 农 村 经 济 ， 幸 宇 

市 场 供应 ， 增 加 农 牧民 收入 ， 都 十 分 有 好 处 。 发 展 生 物 能 源 在 全 球 化 

能 源 日 趋 紧 张 ， 人 们 追求 保护 环境 和 循环 经 济 的 大 背景 下 ， 广 阔 的 草 

原 地 区 ， 尤 其 是 热量 充足 的 欧 漠 草原 地 区 与 欧 并 地 区 ， 许 多 灌木 植物 

具有 转化 成 生物 燃料 的 可 能 ， 值 得 我 们 重视 。 

草原 还 有 许多 野生 花卉 植物 ， 如 果 经 引种 驯化 ， 还 可 以 为 城市 

园林 增光 添彩 。 有 些 草原 野生 花卉 植物 还 可 直接 制作 和 干花 ， 十 分 有 特 

色 。 如 二 色 补 血 草 、 红 门 兰 、 百 合 、 大 花 银 莲花 、 龙 胆 、 百 里 香 、 划 

ke. ete. FRR, Se, Ges. “Ethie, 2RSPAD, 

锌 堂 为 草原 上 永 不 凋落 的 鲜花 。 这 是 因为 当 草 原 上 盛开 的 鲜花 都 凋谢 

草原 有 许多 值得 开发 的 野生 花卉 植物 资源 可 作为 观赏 草 的 针 茅 
( 李 敏 提供 ) 

62 



RM (A). BE 〈 右 ， 李 敏 提供 ) 

时 ， 唯 有 它 挺 立 于 枯 呐 的 原野 ， 其 

密集 的 粉红 色 、 白 色 的 花 采 便 会 较 

长 时 间 保 存 下 去 。 其 实 ， 这 粉红 色 

或 白色 的 人 花 不 是 通常 的 花瓣 ， 而 是 

化 莹 ， 正 是 在 长 期 干旱 条 件 下 ， 花 

二 膜 质 化 ， 而 膜 质 化 的 花 划 在 开花 

之 后 ， 人 花瓣 重新 落 掉 ， 但 花 昔 却 留 

人 存 下 来 。 而 如 果 长 期 保存 的 花束 ， 

看 起 来 可 以 和 鲜艳 的 花 采 一 样 美 

丽 。 此 外 如 宽 叶 红 门 兰 ， 痰 紫色 的 

小 伦 组 成 粗壮 的 总 状 花序 ， 点 绥 于 

ARN, RARER: Ab, HK 

红 百 合 化 ， 金 黄 的 金 连 伦 ， 淡 紫色 

的 马兰 ， 雪 和 白 的 唐 松 草 ， 如 飞鸟 一 

样 曹 汰 等 等 都 是 很 具 特 色 的 草原 野 

EAE FT CUE 

(=) 草原 旅游 及 其 他 经 济 活 动 

草原 旅游 是 指 依托 具有 旅游 意义 包括 文化 多 样 性 在 内 的 草原 生 

态 系统 多 样 性 而 进行 的 旅游 。 包 括 草 原 旅游 在 内 的 旅游 业 ， 已 经 成 

为 世界 上 产业 规模 最 大 、 发 展 势 头 最 强劲 的 全 球 经 济 产业 中 最 具 活 

力 的 “朝阳 产业 ”。 旅 游 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 是 一 种 不 可 逆转 的 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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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而 且 可 以 扩大 就 业 机 会 、 美 化 环境 、 改 善人 民生 活 、 促 进 区 域 
合作 ， 推 动 社会 进步 。 草 原 旅游 业 ， 也 正成 为 草原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中 
最 具 活 力 的 产业 之 一 。 它 对 草原 地 区 经 济 的 发 展 ， 尤 其 是 第 三 产业 
的 发 展 起 到 巨大 的 推动 作用 。 内 蒙古 是 草原 占 主体 的 自治 区 ，1999 

年 以 来 的 经 济 发 展 ， 充 分 表明 了 旅游 业 在 产业 结构 调整 中 为 第 三 产 
业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很 大 的 推动 作用 。1999 一 2003 年 ， 内 蒙古 自治 区 为 
旅游 业 的 总 投入 以 平均 每 年 35.92% 的 速度 递增 。 旅 游 业 在 第 三 产业 
中 的 比例 ，1999 年 为 5.1% ， 而 2003 年 为 13% ， 提 高 了 7.9 个 百 分 斥 

( 刘 丽 梅 等 ，2006) 。 
其 他 草原 面积 较 大 、 类 
型 较 多 的 省 区 ， 近 几 年 
草原 旅游 业 的 发 展 ， 也 
同样 为 这 些 地 方 经 济 的 
发 展 起 到 很 大 的 作用 。 
草原 地 区 的 狩猎 、 资 源 

> 四 开采 等 经 济 活动 也 是 草 
<= we 原生 态 系统 重要 经 济 功 

草原 旅游 产业 发 展 很 忆 能 组 成 部 分 。 

具有 特色 的 蒙古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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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旅游 发 展 不 当 也 会 引起 草地 的 退化 

三 、 社 会 功能 多 样 性 

草原 的 社会 功能 是 指 草原 在 建设 和 谐 、 安 定 、 繁 荣 社 会 中 的 作 
用 。 这 种 作用 超出 了 经 济 与 生态 所 涉及 的 范围 。 那 么 ， 草 原 的 社会 
功能 究竟 体现 在 哪些 方面 呢 ? 草原 的 社会 功能 起 码 可 以 在 下 述 诸 方 
面 得 以 体现 。 

首先 ， 草 原 是 我 国 少数 民族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物质 基础 。 草 原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好 坏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决定 了 我 国 少数 民族 地 区 经 济 繁荣 
与 否 的 关键 。 我 国有 55 个 少数 民族 ， 已 经 建立 了 155 个 民族 自治 地 
方 ， 其 中 自治 区 5 个 ， 自 治 州 30 个 ， 自 治 县 GK) 120 个 ， 合 计 面 积 

达 646.95km2， 占 我 国 陆 地 面积 的 64.3% 。 这 55 个 少数 民族 中 ，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都 是 居住 在 我 国 辽阔 的 草原 地 区 ， 如 草原 占 主体 的 或 者 比 
例 非 常 高 的 内 蒙古 、 西 藏 、 新 疆 、 青 海 、 甘 肃 、 宁 夏 等 省 区 ， 都 是 
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地 区 。 内 蒙古 有 43 个 少数 民族 ， 西 藏 有 37 个 少数 民 
族 ， 新 疆 有 47 个 少数 民族 ， 青 海 有 43 个 少数 民族 ， 甘 肃 也 有 25 个 少 
数 民族 (WRASSE, 2004) 。 这 些 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地 区 ，50 年 来 的 
经 济 已 有 了 很 大 的 进步 ， 但 是 总 体 上 看 ， 生 产 力 水 平 仍然 较 低 ， 经 

济 效益 较 差 ， 贫 困 区 较 大 。 这 些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 以 草原 为 基础 的 经 

济 的 发 展 ， 对 于 促进 民族 团结 、 社 会 稳定 都 具有 重要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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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草原 地 区 的 状况 与 我 国 边境 巩固 、 边 疆 稳 定 有 很 天 关 
系 。 我 国 的 草原 ， 多 分 布 在 边境 地 区 ， 如 从 东北 到 新 疆 的 一 个 宴 长 
国境 线 上 ， 几 乎 全 为 草原 植被 覆盖 ， 故 草原 状况 好 坏 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影响 着 边疆 的 发 展 、 稳 定 与 边防 的 巩固 。 

第 三 ， 草 原 和 以 草原 为 基础 的 草地 畜牧 业 ， 对 西部 开发 决策 的 
实施 ， 对 增加 当地 人 就 业 与 再 就 业 机 会 ， 对 食物 结构 的 改善 ， 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 提高 和 产业 结构 调整 ， 甚 至 进行 爱国 主义 教育 ， 推 动 全 社会 
精神 文明 建设 都 具有 重要 意义 。 章 原 在 人 类 进化 中 还 起 着 关键 作用 
( 张 新 时 ，2000) 。 人 类 的 祖先 是 类 人 猿 或 者 森林 古 猿 ， 起 初 ， 他 们 
是 在 森林 环境 生存 与 进化 的 。 而 后 类 人 猿 可 能 是 由 于 气候 的 原因 ， 走 
出 了 森林 ， 进 入 了 草原 ， 也 正 是 在 这 开阔 的 草原 环境 里 ， 他 们 通过 适 
应 与 竞争 ， 才 进化 为 直立 行走 和 奔跑 的 猿人 ， 因 为 直立 行走 ， 才 能 有 
垂直 的 兰 椎 ， 并 由 于 手足 的 功能 分 化 而 彻底 解放 出 一 双手 ， 也 正 是 这 
双手 能 制造 和 使 用 工具 。 有 了 这 一 切 ， 从 而 成 为 真正 的 “人 ”。 所 以 
从 这 个 意义 上 讲 ， 是 草原 ， 推 动 了 人 类 的 进化 。 

四 、 和 草原 生态 系统 服务 与 价值 

生态 系统 的 多 种 功能 ， 与 一 些 科学 家 所 称 的 “生态 系统 服务 ” 

生态 系统 效益 ”很 相似 ， 生 态 经 济 学 家 把 这 不 同 的 “服务 ”进行 经 

济 价 值 评 估 ， 或 者 说 价值 作 化 的 工作 ， 从 而 引起 人 们 更 大 的 关注 。 

柯 斯 达 了 萨 (Costanza R.D) (1997) 把 不 同 生 态 系统 的 效益 区 分 

为 17 类 ， 这 17 类 分 别 是 四 气体 调节 ，@ 气 候 调 节 ，@ 千 扰 调节 ， 
印 水 分 调节 ，@ 水 分 供给 ，@ 侵 蚀 控制 和 沉积 物 保持 ，@ 土 壤 
WX, OFDMA, ORF WH, ORM, OA WIFI, OE 
Hr, ORME, ORME, Qik FRR, OM, Orch. K 
仲 新 等 (2000) 在 国内 首先 计算 了 我 国 不 同类 型 生态 系统 及 全 国 这 
17 类 生态 系统 效益 的 价值 。 即 每 年 提供 的 效益 ， 如 果 按 人 民 币 计 为 
77 834.48 亿 元 ， 其 中 草地 为 8697.68 亿 元 ， 占 全 国 陆 地 与 海洋 总 效益 
的 11%。 谢 高 地 等 (2001) 也 依据 柯 斯 达 萨 办 法 对 我 国 天 然 草地 生 
态 系统 服务 及 其 价值 作 过 估算 ， 其 结果 是 我 国 草地 生态 系统 每 年 的 
服务 价值 为 1497.9 亿 美元 ， 其 中 废物 处 理 为 476.0 亿 美元 ， 占 总 价值 
A31.78% ， 其 次 为 干扰 管理 与 食物 生产 为 240.7 亿 美元 与 209.6 亿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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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分 别 占 总 价值 的 16.07% 与 13.99% 。 这 种 将 生态 系统 服务 与 价 

化 的 做 法 ， 还 处 于 研究 阶段 ， 其 本 身 还 存在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谢 高 地 

等 ，2006) 。 这 种 局 限 性 正 是 由 于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性 和 用 经 济 学 方 

法 评估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局 限 性 ， 因 而 影响 评估 结果 的 准确 性 、 评 估 

方法 的 不 确定 性 以 及 价值 量 评估 的 不 确定 性 ， 其 实际 价值 还 有 待 进 

上 TE. 

五 、 全 球 变化 下 的 草原 

以 上 介绍 了 草原 类 型 、 分 布 、 组 成 、 绪 构 、 功 能 等 都 古 草 原 的 

现代 特征 。 这 里 所 说 的 现代 ， 可 以 理解 为 自 1 万 年 来 的 全 新 世 期 间 ， 

即 进入 一 种 新 的 相对 稳定 状态 的 近 1 万 年 的 时 期 。 当 然 ， 在 这 1 万 年 

里 ， 气 候 仍然 在 变化 ， 其 变化 可 分 为 早期 的 强 暖 、 中 期 的 全 新 世 暖 

期 和 晚期 的 变 冷 3 个 阶段 〈 张 兰 生 等 ，2006) 。 随 着 气候 的 变化 ， 植 

害 在 分 布 界限 和 空间 格局 上 有 一 定 的 变化 ， 其 中 和 森林 的 扩张 被 认为 

是 全 新 世 时 期 全 球 变化 的 重大 事件 之 一 。 我 国 草 原 植 被 的 基本 格局 

害 认 为 在 全 新 世 基 本 稳定 。 但 这 并 不 是 说 1 万 年 以 前 即 全 新 世 初 期 和 

今天 的 草原 植被 的 类 型 、 分 布 、 组 成 及 结构 完全 相同 。 关 于 这 方面 

的 研究 ， 还 没有 一 个 令 人 满意 的 结果 。 那 么 ， 今 天 和 未 来 的 全 球 变 

化 对 或 可 能 对 草原 有 什么 影响 呢 ? 

全 球 变化 正在 ?| 起 人 们 的 广泛 关注 。 地 球 目 诞生 以 来 ， 其 地 

表 环 境 一 直 处 于 不 停 的 变化 之 中 。 而 我 们 今天 所 讲 的 全 球 变化 的 概 

念 ， 是 20 世 纪 80 年 代 才 被 提出 ， 并 引起 人 们 极 大 的 关注 。 全 球 变化 

是 指 近 现 代 和 未 来 全 球 环 境 及 地 球 承载 生命 能 力 的 变化 。 近 现代 的 

全 球 变化 十 分 明显 ， 主 要 表现 在 全 球 气候 系统 和 生态 系统 的 变化 。 

在 全 球 气候 系统 方面 ， 大 气 圈 组 成 成 分 的 变化 最 为 引 人 注 目 ， 其 次 

是 光度 和 降水 的 变化 。 在 大 气 圈 组 成 成 分 方面 ， 二 氧化 碳 、 二 氧化 

硫 、 一 氧化 碳 以 及 甲烷 等 浓度 的 增加 ， 平 流 层 臭 氧 的 减少 ， 大 气 中 

水 的 酸化 以 及 氟 里 昂 等 人 工 合成 物质 向 大 气 中 的 排放 ， 大 大 改变 了 

空气 的 成 分 ， 其 中 尤 以 二 氧化 碳 浓度 的 增加 最 引起 人 们 的 注意 。 在 

近 现 代 ， 大 气 中 二 氧化 碳 的 浓度 一 直 在 增加 ，18 世 纪 以 前 的 20 万 年 

里 ， 大 气 中 二 氧化 碳 的 含量 长 期 波动 于 190 10° ~ 280 x 10- 左右 。 

但 从 19 世 纪 以 后 ， 大 气 中 二 氧化 碳 的 含量 不 断 增 加 ，1998 年 ，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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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x 10 “。 观 测 资料 还 表明 ，1958 年 大 气 中 的 二 氧化 碳 含量 为 315 
x 10“* 而 1998 年 已 达到 360 x 10"。 在 这 40 年 时 间 里 ， 平 均 每 年 增加 

的 速率 大 约 为 1.0 x 10"。 全 球 变 暖 也 是 近 现 代 全 球 气 候 系 统 变 化 又 

一 个 显著 特征 。 大 量 观 测 结果 和 证 据 表 明 : 地 球 正在 变 暖 并 伴随 气 

候 系 统 的 其 他 变化 。20 世 纪 全 球 平均 表面 温度 增加 了 0.6C 左右 ;20 

世纪 是 过 去 千年 最 暖 的 一 个 世纪 ，20 世 纪 90 年 代 是 过 去 千年 最 暖 的 

一 个 年 代 ， 而 1998 年 是 过 去 千年 最 暖 的 一 年 〈 陈 宜 瑜 等 ，2002) 。 

而 在 近 现 代 生 态 系统 变化 方面 ， 森 林 面 积 的 减少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降 

低 ， 死 并 化 的 加 剧 都 十 分 引 人 注 目 。 近 年 来 ， 王 玉 辉 (2004) 研究 

了 14 年 温度 的 变化 对 草原 植物 种 的 影响 。 其 研究 结果 指出 ， 内 蒙古 

锡 林 河 流域 温度 变化 具有 不 对 称 性 ， 冬 季 最 低 平均 温度 升 高 明显 ， 
-而 最 高 坎 及 平均 温度 变化 不 明显 。 羊 草草 原 气候 的 变化 主要 表现 在 
冬季 最 低温 度 的 增加 ， 而 不 是 平均 温度 的 增加 。 随 着 冬季 最 低 平 均 
得 度 的 升 高 ， 阿 尔 泰 狗 哇 花 和 冰 草 的 重要 值 及 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明 显 
增加 ， 而 寸 草 苦 则 呈 下 降 趋 势 ， 作 为 群落 主要 优势 种 的 羊 草 和 大 针 
茎 及 其 他 优势 对 冬季 最 低 平 均 温 度 变化 反应 不 明显 。 同 时 ， 和 群落 的 
生物 多 性 指数 (Simpson 指 数 、Shannon-Wiener 指 数 ) 、 物 种 饱和 度 
及 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对 冬季 最 低 平 均 温 度 也 均 无 关系 ，14 年 间 冬 季 最 
低 均 瘟 的 变化 并 没有 对 群落 的 结构 和 功能 产生 明显 影响 。 然 而 ， 因 
为 寸 草 昔 和 冰 草 等 少数 优势 植物 对 冬季 最 低 平 均 温 度 变化 反应 的 敏 
感 ， 温 度 变化 的 幅度 增加 或 时 间 延 续 很 可 能 造成 少数 优势 种 在 群落 
中 地 位 的 改变 ， 进 而 可 能 导致 羊 章 群 结构 和 功能 的 变化 。 他 们 的 研 
究 (2004) 还 发 现 ， 在 这 一 地 区 ， 年 降水 以 及 月 降水 的 年 际 波动 明 
亚 ; 年 内 降水 分 配 不 均匀 ， 降 水 集中 分 布 于 6 一 8 月 份 。 月 均 降 水 以 
7 月 份 最 高 ， 基 本 呈 对 称 分 布 。 群 落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年 际 间 变 化 介 
于 年 降水 与 月 降水 的 年 际 变化 之 间 。 影 响 群 落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时 间 
动态 最 显著 的 因子 是 植物 生长 周期 内 前 一 年 10 月 至 当年 8 月 的 累积 降 
水 ， 而 与 年 降水 和 月 降水 无 关 。 和 群落 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时 间 动 态 对 累 
积 降 水 波动 的 反应 呈 显 著 的 二 次 曲线 关系 ， 与 空间 尺度 上 地 上 初级 
生产 力 与 年 降水 呈 线 性 相关 关系 不 同 。 降 水 波动 对 羊 章 草原 地 上 初 
级 生产 力 的 影响 是 一 个 累积 效应 。 那么 未 来 的 气候 变化 又 将 如 何 影 
啊 草 原 ” 对 此 ， 人 们 做 了 一 些 研究 ， 其 结果 对 我 们 思考 这 个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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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许 会 有 帮助 。 张 新 时 〈1993) 应 用 生产 力 一 气候 要 素 回 归 模 型 模 

拟 的 结果 指出 ， 在 CO, 倍 增 、 如 度 升 高 2C 、 降 水 增加 20% 的 条 件 

下 ， 中 国 温 带 草原 生产 力 将 增加 1Vhm-'。 大 气 中 二 氧化 碳 含量 的 增 

加 ， 对 草原 和 草原 植物 的 影响 是 不 同 的 。 一 般 认 为 CO,; 谊 度 升 高 可 以 

使 生产 力 增加 〈 许 振 柱 等 ，2005) ， 但 是 不 同 功能 群 的 植物 表现 不 

” 同 ，Cs 植 物 对 CO; 浓 度 升 高 得 惠 多 于 C4 植 物 ， 这 主要 是 由 于 C4 植 物 的 

微 管束 鞘 细 胞 具有 高 效 的 C 系 ， 使 得 在 当前 CO 该 度 水 平 下 的 光合 作 

用 就 得 到 饱和 ， 即 使 二 氧化 碳 倍增 对 其 的 影响 也 相对 不 明显 。 肖 加 

RAS (1996) 运用 CENTURY 模 型 模拟 的 结果 表明 ， 未 来 气候 变化 导 

By =F Et GJ AK Et a BR EP PE, (BECO, vf BE EHS 

的 情景 下 ， 由 于 CO; 的 补偿 作用 ， 抑 制 了 这 个 下 降 作 用 ， 使 得 大 针 

茅草 原 的 初级 生产 力 增 加 2% 。 未 来 气候 变化 温度 的 提高 对 草原 影响 

如 何 呢 ? 一 般 而 言 ， 温 度 的 增加 有 利于 C4 植 物 的 生长 发 育 。 较 高 的 

温度 促进 了 C4 植 物 的 光合 作用 ， 但 CO, 谊 度 的 升 高 又 使 其 减弱 。 春 季 

最 低 慢 度 的 升 高 减弱 了 狠 草 草原 生态 系统 中 C4 植 物 的 生产 力 ， 使 得 

Cs: 植物 的 产量 和 丰富 度 增 加 。 因 此 在 未 来 全 球 变化 背景 下 (mF 

COREA) ， 草 原生 态 系统 的 C4 植 物 将 可 能 被 更 多 C3; 植 物 所 取 

代 。 这 使 得 草原 生态 系统 拥有 更 多 的 灌木 或 其 他 木 本 植物 。 在 未 来 

植被 、 气 候 和 大 气 二 氧化 碳 浓度 发 生变 化 的 情况 下 ， 有 研究 者 用 3 个 

大 气 环 流 模 型 (GFDL、GISS 和 OSU) 预测 中 国 陆地 植被 的 净 初 级 生 

产 力 将 分 别 增加 21.7%、14.5% 和 15.9% 。 对 不 同 草原 类 型 的 影响 相 
差 悬 殊 ， 对 高 草草 原 分 别 增 加 118.8% 、90.0% 和 84.9% ， 而 对 铸 草 草 

原则 分 别 减 少 32.05% 、21.05% 和 24.65% ， 据 此 推断 ， 未 来 将 促进 高 

草草 原 分 布 ， 限 制 禾 草 草原 的 分 布 。 而 肖 疝 明 等 人 根据 加 拿 大 气候 

中 心 和 美国 地 球 物理 流体 动力 学 实验 室 的 大 气 环流 模型 预测 的 结果 

指出 ， 气 候 变 化 〈 气 温和 二 氧化 碳 浓度 升 高 ) 将 导致 羊 草 草原 和 大 

针 草 原初 级 生产 力 的 显著 下 降 。 这 些 研究 对 预测 于 在 全 球 变化 背景 

下 的 我 国 草 原生 态 系统 的 变化 趋势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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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草原 生态 系统 退化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生物 多 样 性 具有 相对 稳定 性 与 动态 特征 。 在 任何 一 个 区 域 ， 无 

论 是 遗传 多 样 性 、 种 的 多 样 性 ， 还 是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 都 是 相对 稳 

定 的 ， 会 随 着 全 球 气候 变化 和 人 类 活动 而 发 生 改变 。 对 草原 生态 系 

统 而 言 亦 是 如 此 。 

一 、 什 么 是 草原 退化 

草原 退化 是 草原 生态 系统 在 其 演化 过 程 中 ， 在 人 类 活动 与 目 

然 条 件 共 同 作 用 下 ， 其 结构 特征 和 能 流 与 物质 循环 等 功能 过 程 恶 

-化 ， 即 生物 群落 (植物 、 动 物 、 微 生物 群落 ) 及 其 赖 以 生存 环境 恶 

化 。 草 原 退 化 包括 “ 草 ” 的 退化 和 “土地 ”的 退化 。 草 地 退化 不 仅 

反映 在 构成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非 生物 因素 上 ， 也 反映 在 生产 者 、 消 费 

者 、 分 解 者 三 个 生物 组 分 上 ， 因 而 草地 退化 是 整个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退化 〈 陈 佐 忠 ，1990) 。 如 果 从 植物 群落 与 生态 系统 演 替 的 角度 

看 ，“ 草 地 退化 是 指 放 牧 、 开 垦 、 搂 柴 等 人 为 活动 下 ， 草 地 生态 系 

统 远离 顶级 的 状态 ” 〈 李 博 ，1990) 。 或 者 说 草地 退化 是 一 逆行 演 

替 的 过 程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其 组 成 结构 与 功能 都 发 生 明 显 变化 ， 原 

AREER), PRIA, WI, FR RAN BAS 

有 序 性 ， 系 统 向 低能 量 转 化 ， 维 持 生 态 过 程 所 必须 的 功能 下 降 甚 至 

尼 失 ， 或 在 低能 量 级 水 平 上 形成 偏 途 顶级 ， 建 立 了 新 的 亚 稳 态 (4 

博 ，1997) 。 既 然 草地 退化 是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退化 ， 因 之 ， 不 同 程 

度 退 化 的 草地 就 会 在 其 非 生物 环境 、 生 物 组 成 及 其 功能 过 程 等 各 个 

方面 表现 出 来 。 在 温带 草原 生态 系统 ， 不 同 退化 阶段 的 指标 如 表 6 所 

示 【〈 陈 佐 忠 等 ，2000) 。 

根据 国家 环境 保护 总 局 的 统计 (1999) ， 我 国 草原 的 90% 以 上 
处 于 不 同 程度 退化 之 中 。 草 原生 态 系统 的 退化 主要 是 气候 变化 与 人 
类 长 期 不 合理 的 活动 共同 作用 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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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 植物 种 地 上 生物 | 地 被 物 与 | Ma pa 

等 级 类 组 成 BREE | 地 表 状 况 | fam 

表 6 温带 典型 草原 生态 系统 不 同 退化 阶段 的 指标 

原生 群落 组 成 无 重 
要 变化 ， 羊 草 、 大 
et a BEE Be RL ok 
Oy 1 teh AMOK te 
DARL GIFS AN 

oS Dee ce 
但 仍 保留 有 较 大 部 
DEA A EH 
原 原 生 种 

原生 种 大 半 消 失 ， 
种 类 组 成 单纯 化 ， 
Oh. BRB 
小 禾 草 占 绝 对 优势 

植被 消失 或 零星 分 
布 星 毛 委 陵 菜 及 一 
年 生 杂 类 草 

土壤 状况 土壤 动 | 土壤 微生物 系统 可 恢复 

“指示 物 指示 指示 结构 程度 

无 明显 变化 ， 表 
层 硬 度 稍 有 增 
加 ， 有 机 质 稍 有 
下 降 

土壤 硬度 约 增加 1 

倍 ， 有 机 质 明 显 

下 降 

表面 硬度 增加 2 倍 
左右 ， 有 机 质 含 量 
更 低 ， 表 土 粗 粒 增 
多 或 明显 盐 碱 化 ， 
出 现 碱 斑 

失去 利用 价值 

地 被 物 明 
ag 35% sew 

下 降 地 被 物 消 
35%~60% 4 

TM 地 表 裸 露 
-60% 一 85% 

下 降 8$% 呈现 裸 地 ， 

达 乌 尔 鼠 “小 翅 稚 蝗 
Ke 

布 氏 田鼠 eae 

布 氏 田 鼠 = RH 
ee. 
宽 须 蚁 
蝗 

长 爪 沙眼 
UAE ~.wtescs 

姬 昕 旭 A aE SE Ta AF 
a, £8 
fa a Te 
考 属 细菌 

Waa 凝结 草 孢 杆 
AWE a. OR BE 

霉 厚 细菌 

isa A BAB 
| 属 细菌 

无 明显 变化 封 后 
自然 恢 
复 较 快 

肉食 动物 减 围 封 后 
>, Be WAR 
WA 恢复 

食物 链 明 显 自然 恢 
缩短 ， 系 统 复 A 
结构 简单 难 ， 需 
化 ， 功 能 失 加 改良 
调 措施 

系统 崩溃 需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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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度 退化 的 草原 中 度 退化 的 草原 

重度 退化 的 草原 极度 退化 的 草原 

二 、 草 原 为 什么 会 退化 

上 面 已 介绍 了 草原 生态 系统 退化 是 气候 变化 与 长 期 的 不 合理 的 

人 类 话 动 共同 作用 的 结果 。 而 人 类 活动 最 主要 的 就 是 超载 放牧 、 割 

草 、 开 垦 、 樵 采 、 其 他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动 。 

(一 ) 超载 过 牧 与 草地 退化 

研究 表明 ， 过 度 放牧 不 仅 会 对 植物 ， 也 会 对 土壤 产生 不 良 影 

啊 。 根 据 李 永 宏 等 〈1999) 研究 结果 ， 过 度 放 牧 使 地 上 现存 量 的 最 

Fo R223 70 

eh BE Hie Be HE O ~ Scm 土 壤 密度 影响 最 为 显著 。 经 过 6 年 连续 放 

牧 试 验 ， 结 果 表 明 放牧 率 为 6.67 只 羊 /hm? 的 重 牧 地 段 ， 土 壤 密度 为 
1.286g/cm 。 而 对 照 地 段 的 土壤 密度 只 有 1.209g/cms， 前 者 为 后 者 的 
1] O6f% . 

放牧 使 土壤 表层 ， 尤 其 是 0~ Scm 变 得 紧 实 ， 这 从 表层 硬度 的 测定 
AAA 1. ERE (放牧 率 6.67 只 羊 /hm2) 的 表层 硬度 为 



34.71kg/cm2， 而 轻 牧 (1.33 只 羊 /hm") 的 表层 硬度 只 有 30.93 kg/cm’, 

前 者 是 后 者 的 1.12 倍 〈 贡 树 海 等 ，1999) 。 事 实 上 ， 长 期 以 来 ， 

我 国 天 然 草 原 都 处 于 过 度 放 牧 的 状况 下 ， 现 在 天 然 草 原平 均 超 载 

20% 一 30% 。 以 内 蒙古 自治 区 而 言 ，1947 年 每 只 绵羊 单位 占有 草场 

4.1hm ， 利 用 强度 甚 低 。 此 后 18 年 间 ， 牧 畜 头 数 大 量 增 加 ，1965 年 平 

“ 均 每 只 羊 单位 仅 占有 草场 0.97hm ， 已 超过 天 然 草场 负荷 能 力 。 此 后 

20 年 间 ， 牲 畜 头 数 虽 然 有 一 些 波动 ， 但 总 维持 在 7000 万 只 绵羊 单位 

上 下 徘徊 ， 超 过 午 场 藉 载 能 力 。 由 于 牲畜 的 超载 过 牧 ， 草 地 牧草 植 

物 生 长 受到 抑制 ， 加 之 牲畜 的 践踏 作用 ， 日 久 天 长 ， 导 致 章 地 的 退 

化 。 以 锡林郭勒 大 草原 有 名 的 白 音 锡 勒 牧场 为 例 ， 这 个 牧场 的 总 面 

积 为 3730km- ，1950 年 建 场 时 ， 仅 有 职工 20 人 ，1962 年 达到 5139 人 ， 

12 年 间 ， 增 加 了 200 倍 以 上 。1982 年 达到 最 高 峰 ， 全 场 有 人 口 12 959 

人 。2000 年 全 场 有 人 人口 10 210 人 ， 是 建 场 开始 时 的 510 倍 。 人 口 增 

加 ， 就 要 多 养性 畜 ， 因 为 以 牲畜 为 主 的 畜牧 业 生 产 ， 是 牧场 的 主要 

经 济 来 源 。 就 性 畜 总 头 数 而 言 ， 建 场 开 始 时 的 1950 年 ， 各 种 牲畜 总 

头 数 1023 头 〈 只 ) ， 而 1999 年 最 高 , -达到 252 248 (AR) ， 是 开始 

建 场 时 的 240 倍 。 在 此 期 间 ， 主 要 由 于 改革 以 及 市 场 经 济 的 驱动 ， 

牛 、 马 、 绵 羊 、 山 羊 等 各 种 牲畜 的 比例 有 较 大 的 变化 。 在 1975 年 

以 前 ， 马 与 牛 等 大 牲畜 发 展 较 快 ， 如 1975 年 ， 全 场 有 马 17 261 匹 ， 

达到 历史 最 高 峰 ， 而 后 有 所 

下 降 ， 这 是 因为 在 70 年 代 以 

前 ， 牧 场 作为 马场 ， 故 马匹 

数量 大 量 增 加 。 以 后 军马 需 

求 下 降 ， 马 匹 发 展 受 到 限 

制 ， 相 反 绵 羊 与 山羊 尤其 是 

山羊 等 小 家 冀 在 80 年 代 以 后 

有 较 快 发 展 。1962 年 ， 牧 场 

只 有 2283 只 山羊 ，1997 年 增 

加 到 29 674 只 ， 是 1962 年 的 

13 倍 。 这 是 因为 山羊 绕 市 场 

走俏 ， 价 格 较 高 ， 牧 民 可 以 

得 到 较 高 经 济 收入 ， 因 而 大 冬天 在 香 原 上 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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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草原 放牧 对 草原 退化 影响 最 大 ，” 沙 地 的 过 度 放牧 ， 会 加 速 土地 的 沙 
化 过 程 

大 刺激 了 山羊 的 发 展 。 家 畜 的 增加 ， 加 重 了 草场 的 压力 ， 使 每 只 家 
畜 占 有 的 草场 面积 大 大 减少 。1950 年 ， 每 头 (A) 畜 平均 占有 天 然 
-草地 350hm' ， 而 过 了 50 年 ， 每 只 牲畜 占 有 天 然 草地 只 有 1.5hm2， 缩 
小 了 230 售 。 

(二 ) 割 草 与 草原 退化 

我 国 天 然 草原 的 主要 利用 方式 是 放牧 与 割 草 。 就 对 草原 生态 系 
统 物 质 循 环 影响 而 言 ， 割 草 与 放牧 具 相 同 的 作用 。 经 过 5 年 的 割 草 制 
度 试验 表明 ， 过 度 的 割 草 使 地 上 生物 量 大 大 降低 ， 对 草原 退化 有 很 
影响 。 如 一 年 割 一 次 ， 年 年 割 草 的 地 上 生物 量 只 有 113.80g/m2， 而 

审 一 年 、 休 一 年 的 地 上 生物 量 为 149.72g/m2， 前 者 仅 为 后 者 的 76% 。 
为 了 割 草 场 的 可 持续 利用 ， 年 年 割 草 的 做 法 不 可 取 ， 但 事实 上 ， 由 
于 牲畜 头 数 的 增加 ， 尤 其 是 冬季 和 性 畜 存 栏 的 增加 ， 有 限 的 割 草 场 不 
可 能 实施 轮 割 的 制度 。 这 种 连年 的 割 草 输出 大 于 输入 ， 营 养 元 素 不 
平衡 ， 从 而 使 草地 生产 力 下 降 ， 故 割 草场 的 退化 也 有 增 无 减 。 因 而 
从 本 质 上 讲 ， 不 合理 的 割 草 与 放牧 是 相同 的 。 

(=) 开 星 与 草原 退化 
长 期 以 来 ， 我 国 总 把 土地 平整 、 土 壤 肥 沃 、 土 层 深厚 、 草 地 植 

币 生 长 好 的 土地 称 作 宜 农 荒地 ， 视 作 开垦 对 象 。1949 年 以 来 ， 为 了 
解决 粮食 问题 ， 在 我 国 广大 的 草原 地 区 ， 兴 起 了 多 次 开垦 浪潮 ， 至 
00 年代， 全国 新 垦 草 地 达 667 万 hm2 而 50 年 代 到 70 年 代 ， 我 国 西北 
地 区 3 次 大 规模 开垦 ， 开 垦 草 地 6.67 x 104hm2 ( 孙 爹 铸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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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开垦 加 剧 草 原 退 化 过 程 不 合理 的 植树 造林 也 会 引起 草原 退化 

此 后 ,、 文革 ”期 间 ， 以 及 90 年 代 初 又 有 几 次 大 的 草原 开垦 。 根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调 查 ，1988 年 前 后 10 年 间 ， 内 蒙古 东部 33 个 旗 县 开垦 达 

970 851hm 。 草 原 地 区 的 开垦 ， 多 是 广 种 薄 收 ， 粗 放 管 理 ， 加 之 这 

些 地 区 降水 量 低 ， 一 经 开垦 ， 有 机 物质 分 解 很 快 ， 且 春季 风 大 ， 农 

FACE Ree, MT, ARAL AR ARMM, Arf be 

重 退 化 。 当 然 开 垦 引 起 的 草地 退化 和 沙化 与 前 者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它 是 

片断 分 布 而 且 表 现 为 非 缓慢 的 进程 。 

(四 ) RSS RIC 

在 我 国 北方 草原 区 ， 有 大 量 的 如 甘草 、 麻 黄 、 知 母 、 内 蒙古 黄 

蕊 等 药 用 植物 ， 也 有 蘑菇 、 发 菜 等 经 济 植物 。 大 量 的 长 期 控 坑 、 炙 

破 以 及 砍伐 等 活动 ， 严 重 破坏 草地 植被 、 土 壤 或 地 表 结 构 ， 从 而 引 

起 草原 退化 。 在 鄂尔多斯 高 原 草原 ， 由 于 长 期 滥 控 甘草 、 麻 黄 ， 到 

处 土 坑 林立 ， 严 重 破 坏 了 草地 植被 。 在 这 一 地 区 ， 每 控 1kg 甘 草 要 破 

坏 0.53 一 0.67hm 的 草地 。 据 估算 ， 在 这 个 地 区 由 此 而 破坏 的 草地 ， 

每 年 达到 2.67 万 hm- 。 在 内 蒙古 ， 由 于 扶 发 菜 破 坏 草地 1300 万 hm ， 

占 草地 面积 19.3% (FHS, 2000) 。 

(A) 其 他 原因 与 草地 退化 

内 蒙古 草原 地 区 地 面 与 地 下 矿物 资源 十 分 丰富 ， 煤 、 石 油 、 天 

然 气 、 盐 、 硝 、 碱 等 ， 贮 藏 量 都 很 大 。 近 几 年 ， 勘 探 开采 这 些 矿 物 

资源 ， 促 进 了 牧区 经 济 的 发 展 ， 但 在 开采 的 过 程 中 ， 也 会 产生 一 些 

负面 影响 ， 如 加 轧 草地 植被 或 尾 矿 掩埋 草原 ， 从 而 诱发 矿区 周围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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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音 锡 勒 牧场 1953 ~ 1980 年 出 售 牲畜 及 其 产品 和 烧 粪 氮 素 输出 总 量 

出 售 羊 204 566.4 

出 售 马 204 574.5 
出 售 牛 65 511.0 

出 售 羊毛 783 128.8 
HE 36 157.9 

Ht 58 500 
i & B 75 000 
ps 125 449.3 

合 it 1 672 887.9 

原 的 退化 与 沙化 。 而 弃 地 的 植被 恢复 是 十 分 缓慢 的 。 
上 述 长 期 的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动 ， 都 是 草地 生态 系统 退化 的 直 

接 因素 ， 而 就 本 质 来 讲 ， 这 些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动 之 所 以 会 导致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退化 ， 归 根 结 底 是 因为 物质 循环 的 不 平衡 ， 是 因为 营 
养 物 质 的 输出 长 期 大 于 输入 。 据 作者 研究 (1987) ， 自 音 锡 勒 牧 
场 1953 一 1980 年 间 由 于 出 售 牲畜 及 其 产品 和 燃烧 牲畜 姜 便 N 输出 达 
15 728.9t (427) ， 折 合 硫酸 铵 78 644t， 欲 维持 该 牧场 系统 的 所 素平 
衡 ， 每 年 输入 560t 纯 氮 是 必要 的 。 而 实际 上 根本 没有 氮肥 输入 。 

通过 对 白 音 锡 勒 牧场 生态 系统 氮 素 输出 输入 通道 分 析 与 数量 的 
估算 ， 可 以 看 出 在 该 牧场 系统 内 ， 输 出 与 输入 很 不 平衡 ， 输 出 远 高 
于 输入 。 而 且 伴随 人 口 的 增加 ， 畜 牧 业 的 发 展 ， 出 售 牲畜 及 其 产品 
数量 的 增加 ， 更 加 剧 了 这 种 不 平衡 ， 所 以 牧场 系统 的 氨 素 赤字 像 滚 
雪 球 一 样 越 滚 越 大 。 起 初 还 不 觉得 ， 但 天 长 日 久 ， 越 来 越 严重 ， 最 
兴 导 致 牧场 生态 系统 的 退化 。 有 人 形象 地 比喻 这 好 像 是 开矿 。 

(和 从) 好 与 草地 退化 
长 期 以 来 ， 常 把 草原 退化 归罪 于 鼠 类 的 繁殖 与 活动 。 事 实 上 ， 

作为 天 然 草原 生态 系统 中 的 消费 者 之 一 顺 此 动 物 来 说 ， 章 原 是 吵 郊 
动物 的 王国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草 原 植被 与 吵 齿 动物 共存 其 某 ， 相 互 
依 在。 研究 表明 ， 正 征 由 于 长 期 的 不 合理 人 类 活动 与 气候 变化 共同 
用， 使 草地 退化 ， 而 退化 的 草地 ， 主要 为 某 些 有 可 能 恶性 发 展 并 
my 



导致 灾害 的 员 此 动物 提供 了 好 的 生存 环境 与 食物 的 来 源 。 首 先是 黎 

疏 低 矮 的 植被 和 比较 宽阔 的 空间 ， 其 次 是 食物 来 源 。 如 布 氏 田 鼠 喜 

食 灰 蔡 、 委 陵 菜 、 麻 花头 等 袭 科 、 鞋 薇 科 和 和 菊 科 牧草 ， 这 些 牧 草 最 

繁 夸 的 地 段 正 是 退化 的 冷 莲 草地 。 退 化 的 冷 遍 草地 ， 为 布 氏 田鼠 的 

繁殖 不 仅 提 供 开 阔 的 空间 ， 而 且 提 供 了 好 的 食物 来 源 。 从 而 加 剧 了 

有 害 并 可 成 灾 的 鼠 类 的 发 展 ， 使 本 已 退化 的 草地 加 剧 恶化 。 这 束 是 

恶性 循环 ， 即 连续 过 度 放 牧 一 草地 退化 一 鼠 害 退化 加 剧 。 在 内 蒙古 

各 类 天 然 草场 共有 36 种 路 殉 动物， 而 可 使 退化 草地 恶性 发 展 并 导致 

灾害 的 有 布 氏 田鼠 、 长 爪 沙 鼠 、 达 乌 尔 鼠 免 、 狭 据 田 鼠 等 约 6 种 左右 

的 群 聚 型 鼠 〈 钟 文 勤 等 ，1989) , KERR MR SAR, sn 

鼠 自 早春 开始 可 繁殖 3 一 4 宽 ， 数 量 增长 年 变 幅 可 达 100 多 倍 。 而 且 只 

有 植物 群落 高 度 低 于 16cm 时 ， 这 些 群 聚 鼠 才 得 以 恶性 发 展 并 成 灾 。 

(七 ) 气候 变化 与 草原 退化 模式 

气候 变化 是 正常 的 自然 现象 。 历 史上 长 期 的 气候 变化 并 没有 导 

致 像 今天 这 么 严重 的 草原 退化 。 长 期 的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动 与 气候 变 

化 的 结合 ， 才 导致 草原 的 退化 。 但 是 1999 一 2001 年 ， 连 续 的 急剧 的 

气候 变化 加 剧 了 草原 退化 的 进程 ， 并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改变 了 草原 退化 

的 趋势 和 格局 。 对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草原 长 期 生态 观测 结果 表明 ， 近 

50 年 来 ， 在 气候 波动 变化 条 件 下 ， 随 着 人 人口、 牲畜 的 增加 ， 草 地 退 

化 在 人 们 不 易 察 觉 中 缓慢 进行 ， 但 自 1999 年 开始 连续 3 年 的 气候 变 

化 ,改变 了 多 年 平缓 的 不 易 觉 察 的 草地 退化 的 趋势 。 而 近 3 年 气候 变 

化 的 主要 特点 是 干旱 化 与 移 暖 化 ， 是 降水 分 配 的 不 均 与 降水 形式 的 

变化 一 一 暴雨 形式 增加 与 更 加 片断 化 一 一 以 及 夏季 温度 增高 。 以 位 于 

锡林郭勒 草原 的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而 言 ， 

1999 年 平均 强度 高 于 多 年 平均 1.0C ， 其 中 最 冷 月 〈1 月 ) 平均 温度 

高 2C ， 最 热 月 《7 月 ) 平均 高 1.7C 。2000 年 冬季 温度 较 低 ， 但 7 月 

较 多 年 月 平均 误 度 高 3.7Z 。 从 这 2 年 温度 几 个 指标 可 以 看 出 气候 表 

现 出 温暖 化 的 特征 。 另 外 ， 就 降水 而 言 ， 一 方面 年 降水 量 低 于 多 年 

平均 值 ，1999 年 和 2000 年 比 多 年 〈1982 一 2000 年 ) 平均 分 别 少 16mm 

和 34mm， 这 并 不 太 显 车 。 对 植物 生长 影响 最 大 的 是 降雨 分 配 的 不 

合理 与 降雨 形式 的 变化 。 在 这 类 典型 草原 地 区 ， 对 植物 生长 影响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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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是 6 月 下 旬 到 8 月 中 旬 的 降雨 ， 因 为 进入 8 月 中 旬 以 后 ， 温 度 开 

始 下 降 ， 降 十 即使 很 充沛 ， 对 植物 生长 也 没有 很 大 作用 ， 而 1999 年 

2000 年 ， 降 水 的 时 间 分 配 不 能 满足 植物 生长 需要 。1999 年 7 月 下 旬 、 

8 月 上 中 旬 的 旬 降 水 量 只 有 多 年 平均 降水 量 的 4% 、81.3% 和 28% ， 

而 2000 年 6 月 下 旬 、7 月 上 和 旬 的 旬 降 水 量 只 有 多 年 平均 旬 降 水 量 的 
29% ，14% ， 可 以 认为 1999 年 7 月 下 旬 到 8 月 中 旬 的 30 天 ，2000 年 6 月 

下 旬 到 7 月 下 旬 的 30 天 降水 量 少 ， 是 草原 植物 受 影响 的 关键 时 期 。 从 

降水 看 ， 降 水 的 分 配 不 合适 ， 也 是 干旱 化 的 一 个 标志 。 另 据 统计 资 
料 看 ，1999 一 2000 年 暴雨 形式 有 所 增多 ， 也 是 影响 降雨 效果 的 一 个 

三 、 草 原 退 化 的 影响 

草原 生态 系统 退化 其 影响 面 很 广 ， 后 果 严 重 。 

(一 ) 生物 物种 多 样 性 趟 失 

生物 物种 多 样 性 的 丧失 ， 这 不 仅 是 草地 退化 的 一 个 标志 ,也 
是 草地 退化 的 结果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典型 草原 最 近 20 年 来 在 草地 
不 断 退化 的 背景 下 ， 生 物 物种 多 样 性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化 ， 其 中 ， 最 
令 人 痛心 的 是 一 种 珍稀 频 危 植物 一 - 单 花 郁金香 的 形 失 (BRE, 
1993) 。 单 花 郁 金 香 是 一 种 生长 周期 短 的 旱 中 生 植物 ， 早 春 开花 ， 

花 大 而 艳丽 ， 具 有 很 高 的 观赏 价 
区 值 。 单 花 郁 金 香 在 锡林郭勒 草原 

的 出 现 ， 表 明了 蒙古 草原 地 区 与 
中 亚 地 区 和 地 中 海区 地 植物 区 系 
在 起 源 上 的 联系 。 它 在 锡 林 郭 惑 
草原 分 布 面积 不 大 ， 只 在 伊 和 乌 
拉 山 顶 火 山口 般 碎 石 颖 阶 中 才 可 
以 发 现 。1979 年 在 此 处 采 得 几 份 
珍贵 标本 。 多 年 来 ， 科 学 工作 者 
一 直 呼 吁 保护 这 种 植物 ， 但 没有 

在 锡林郭勒 草原 上 广泛 分 布 的 黄花 “得 到 重视 。 由 于 此 处 过 度 放 牧 ， 
Bie? > 破坏 了 单 花 郁 金 香 赖 以 生存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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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环境 ， 如 今 在 保护 区 内 找 不 到 这 种 珍稀 的 植物 了 。 另 外 ， 令 人 怖 

惜 是 黄 羊 的 走失 ，50~ 70 年 代 ， 在 保护 区 内 曾 有 成 群 分 布 ， 它 是 天 

然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然 而 由 于 无 节制 的 狩猎 ， 如 今 已 

经 很 少 抑 了 。 此 外 ， 由 于 生态 系统 的 退化 ， 生 态 环境 的 恶化 ， 曾 经 

图 名 的 口蘑 、 百 灵 鸟 和 黄花 育 入 也 变 得 十 分 稀少 了 。 

(=) 生产 力 下 降 
草地 生态 系统 退化 的 一 个 显著 后 果 是 初级 生产 力 的 下 降 。 

根据 退化 的 程度 不 同 ， 生 产 力 下 降 的 幅度 也 有 差别 ， 轻 度 退化 、 
中 度 退 化 、 重 度 退化 、 极 度 退 化 的 草地 ， 其 初级 生产 力 分 别 下 
降 。 以 典型 草原 生态 系统 而 论 ， 其 地 上 部 分 初级 生产 力 分 别 只 有 
(1200 一 1000kg/hm2) 一 > (1000~600 kg/hm2) 一 > (600 一 200 kg/ 

hm?) —> (<200 kg/hm2) 。 地 上 部 分 初级 生产 力 的 下 降 ， 导 致 载 
畜 能 力 的 下 降 。 据 调查 ， 内 蒙古 天 然 草 地 载 畜 量 仅 相当 于 50 年 代 的 
75% ，60 年 代 的 80% (中 国土 地 资源 生产 能 力 及 人 口 承载 量 研究 课 
题 组 ，1991) 。 不 仅 如 此 ， 由 于 牲畜 数量 的 增加 ， 更 加 重 了 草地 的 

负荷 ， 而 以 天 然 草 地 放牧 为 主 的 饲养 的 家 畜 ， 其 体重 也 下 降 。 据 青 
海 省 调查 ，60 年 代 菜 牛 平均 彩 体重 82.Skg， 菜 羊 肌体 重 20.7kg， 而 

1979 年 分 别 只 有 62kg 和 15.9kg， 分 别 下 降 了 25% 和 23% 。 内 蒙古 鸟 
审 旗 绵 羊 体重 由 50 年 代 平均 每 只 25kg， 降 至 60 年 代 的 20kg/ 只 ， 到 80 
年 代 15kg/ 只 左右 ( 伊 克昭 盟 地 方志 编撰 委员 会 ，1994) 。 

(=) 植物 群落 结构 、 高 度 、 盖 度 以 及 外 貌 发 生变 化 

退化 草地 不 仅 植 物种 类 组 成 有 较 大 变化 ， 且 不 同 植物 种 群 的 作 

用 及 比例 也 差别 很 大 。 在 退化 草地 ， 优 良 牧草 的 比例 减少 ， 有 毒 与 

有 害 植物 的 比例 大 大 增加 ， 这 就 是 在 退化 草地 可 以 看 到 大 量 有 毒 植 

物 的 原因 。 另 外 ， 退 化 草地 植物 群落 的 高 度 、 盖 度 也 大 大 降低 ， 呈 

现 小 型 化 与 矮 化 的 特征 ， 研 究 表明 ， 重 度 退化 草地 植物 群落 的 平均 

高 度 只 有 天 然 草 地 植物 群落 平均 高 度 的 5 左右 。 另 外 ， 地 下 部 分 生 

长 也 很 差 ， 数 量 也 大 大 降低 ， 呈 现 表层 化 的 特征 。 

(四 ) 退化 草原 的 生态 环境 恶化 

严重 退化 的 草地 ， 土 壤 表 层 紧 实 ， 密 度 大 ， 和 孔隙 度 减 少 ， 透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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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机 质 及 植物 营养 元 素 降低 ， 土 壤 肥力 明显 下 降 ， 对 植物 生长 极为 

不 利 。 正 因为 如 此 ， 退 化 草原 的 发 展 ， 也 加 剧 了 目 然 灾害 的 发 生 。 

退化 草地 稀 玻 与 低 狠 群 落 结构 以 及 开阔 的 生境 特征 ， 为 茶 些 可 

以 形成 鼠 害 的 群居 鼠 创 造 了 好 的 生存 与 繁衍 条 件 ， 因 而 种 群 数量 恶 

性 膨胀 ， 从 而 加 剧 了 鼠 害 的 发 展 。 近 几 年 ， 我 国 草地 鼠 害 发 生 的 面 

积 近 5 亿 亩 ， 每 年 损失 牧草 达 100 多 亿 kg 〈 钟 文 勤 等 ，1989) ， 折 合 

人 民 币 约 60 多 亿 元 。 退 化 草地 恶化 的 生态 环境 ， 加 剧 了 风蚀 与 土壤 

侵蚀 过 程 ， 从 而 可 能 为 沙尘暴 的 发 生 提 供 沙 源 。 节 近 几 年 ， 我 国 沙 

尘 暴 有 加 重 的 趋势 ， 这 固然 与 大 气 环流 过 程 形 成 的 恶劣 天 所 有 关 ， 

但 与 大 面积 草原 退化 提供 的 大 量 沙 源 以 及 稀 玻 的 植被 覆盖 也 有 一 定 

关系 。 据 研究 ， 草 地 植物 群落 的 总 盖 度 低 于 50% 最 多 引 起 风蚀 。 不 

仅 如 此 ， 退 化 草地 较 低 的 生物 量 与 生产 力 ， 将 加 剧 灾害 的 发 生 。 

草原 退化 ， 鼠 害 加 剧 “草原 退化 蝗虫 也 常 成 灾 

草原 退 “的 毒 草 和 有 害 草 草原 退化 加 剧 土 壤 沙 化 进程 
相对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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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退化 加 剧 沙 漠 化 的 发 展 草原 退化 使 牧民 生活 条 件 下 降 

退化 草地 的 发 展 ， 生 物 生 产 力 的 降低 ， 载 畜 量 的 减少 ， 对 于 以 

发 展 牲 畜 为 主要 经 济 来 产 的 牧区 与 牧民 来 说 ， 无 疑 是 很 大 问题 ， 它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加 剧 了 牧民 的 贫困 化 程度 ， 甚 至 可 能 影响 社会 安定 与 

团结 。 我 国 草地 退化 严重 的 牧区 ， 有 国家 级 贫困 县 101 个 ， 占 全 国 贫 

困 上 县 的 17.1% ， 贫 困 人 口 1500 万 ， 占 全 国 贫困 人 口 的 1/4 左 右 ， 在 一 
些 地 区 ， 由 于 草原 退化 ， 土 地 沙化 ， 六 沙 埋 压 房屋 与 牲畜 棚 圈 ， 造 

成 一 些 牧 户 成 为 “生态 灾民 ”不 得 不 搬迁 。 有 的 还 会 因 搂 发 荣 ， 控 

甘草 ， 收 麻黄 而 发 生 械斗 ， 或 者 破坏 设施 。 

草原 牧区 主要 是 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地 区 ， 我 国 草 原 牧 区 约 有 31 个 

少数 民族 ， 人 口 约 2200 万 ， 约 占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总 人 口 的 M3， 土 地 退 

化 和 贫困 长 期 困扰 以 及 与 发 达 地 区 经 济 差距 大 ， 有 可 能 影响 民族 困 

结 和 社会 安定 。 

四 、 退 化 革 原 系统 的 治理 

(一 ) 对 严重 退化 的 草原 实施 围 封 转移 

严重 退化 的 草原 ， 其 生态 环境 已 十 分 恶劣 ， 一 般 改良 措施 很 

难 奏效 ， 经 济 上 很 不 划算 ， 因 此 实施 围栏 封 育 ， 绝 对 禁 牧 ， 以 休养 

生 妃 ， 如 采 蔡 牧区 较 大 ， 在 禁 牧 区 内 有 牧 户 居住 ， 就 采取 措施 ， 对 

这 些 牧民 作为 生态 移民 实施 迁 出 ， 另 行 安 置 ， 政 府 给予 补 助 ， 这 就 

是 目前 广泛 实施 的 围 封 转移 。 围 封 转移 的 牧民 可 从 事 种 菜 、 种 植 苗 

木 或 者 种 饲料 ， 养 殖 奶 牛 ， 也 可 从 事 其 他 产业 。 事 实证 明 ， 围 封 严 

重 退 化 的 和 草原， 在 环境 条 件 不 变 的 情况 下 ， 只 要 排除 致使 其 退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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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给 予 充 分 的 时 间 ， 均 可 自行 恢复 到 其 原来 的 状态 。 这 是 一 种 

低 投入 高 效率 的 措施 ， 在 内 蒙古 自治 区 已 得 到 了 广泛 的 应 用 。 试 验 

表明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区 ， 以 冷 蒿 、 针 茂 、 羊 草 、 冰 章 为 主 的 退化 草 

原 ， 经 过 7 年 的 自然 恢复 ， 其 地 上 生物 量 由 1.1Vhm 恢复 到 1.9Vhm ， 

增加 了 73%;， 草 群 盖 度 也 有 所 增加 (48%~55%) ， 高 度 大 幅度 增 

加 (10~30cm) ;以 羊 草 和 冰 草 等 为 主 的 禾 草 类 植物 比例 由 38% 增 

到 71% ， 其 中 羊 草 由 9.0% 增 加 到 35.7% 。 而 以 冷 芒 为 主 的 菊 科 植物 

比例 由 31% ， 大 幅度 下 降 至 9% ， 其 中 冷 荔 由 27.0% 下 降 至 4.7% 。 豆 

科 植 物 比 例 明 显 增 加 ， 如 扁 蒂 豆 由 0.8% 上 升 至 4.1% ;， 章 地 质量 有 明 

显 的 提高 。 退 化 至 冷 划 + 小 禾 草 阶段 的 草原 生态 系统 经 过 约 10 年 左右 

时 间 ， 便 可 恢复 到 近似 未 退化 前 的 草地 状况 ， 即 以 羊 草 和 针 茅 为 主 

的 草原 群落 。 

(=) 对 轻 度 、 中 度 退 化 的 天 然 草原 ， 科 学 利用 ， 认 真 保护 

根据 草场 的 初级 生产 力 ， 根 据 草 畜 平 衡 的 原则 ， 实 现 以 草 定 

畜 ， 防 止 超载 过 牧 ， 对 超载 过 牧 的 牲畜 限期 降下 来 ， 制定 轮 牧 制 

度 ， 合 理 轮 牧 ， 划 区 轮 牧 ， 划 出 禁 牧 区 ， 制 定 禁 牧 期 ， 在 禁 牧 区 与 

茜 牧 期 内 严格 禁 牧 ， 严 禁 开 垦 草 原 为 农田 ， 在 条 件 许 可 有 可 能 增加 

投入 的 条 件 下 ， 根 据 草 地 的 特点 ， 采 取 一 些 改良 措施 。 只 要 措施 得 

当 ， 也 可 收 到 较 好 的 效果 。 这 些 措施 包括 松 土 、 浅 耕 翻 等 改善 土壤 

物理 性 状 的 措施 ， 增 施肥 料 ， 尤 其 是 氮肥 以 改善 土壤 营养 状况 的 措 

施 ， 补 播 本 地 优良 牧草 以 增加 植被 恢复 速率 的 措施 和 通过 轻 度 合理 

放牧 来 促进 草地 恢复 等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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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草原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利用 

草原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利用 ， 是 为 了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统 
的 可 持续 发 展 ， 它 是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统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草 原 区 域 
生态 系统 是 指 以 草原 为 主体 的 特定 范围 内 的 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 济 复合 

” 体 。 在 这 一 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 济 复合 体内 包括 不 同类 型 的 自然 生态 系 
统 以 及 社会 系统 、 经 济 系统 。 讨 论 草原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利 
用 离 不 开 对 这 一 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 济 复合 体 的 研究 。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 统 在 我 国 现在 居于 十 分 重要 的 地 位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更 加 引起 人 们 的 关注 。 现 在 是 我 国 历史 上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 
统 发 展 最 好 的 时 期 。 这 不 仅 是 因为 我 国 面临 的 许多 生态 与 环境 问题 
多 与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统 有 关 ， 而 且 我 国 国民 经 济 中 许多 重大 问题 的 
解决 也 与 草原 区 域 生 态 系统 发 展 有 关 。 

草原 区 域 生态 系统 的 可 持续 发 展 要 从 其 特点 出 发 ， 要 突出 自己 
的 特色 ， 发 展区 域 特 色 经 济 。 只 有 发 展 自己 的 特色 经 济 ， 实 现 人 无 
我 有 ， 人 有 我 新 ， 人 新 我 优 ， 人 优 我 特 ， 才 可 能 有 优势 ， 这 就 是 生 
产 力 、 竞 争 力 。 通 过 竞争 形成 具有 明显 特色 的 经 济 结构 ， 在 国内 外 
市 场 上 形成 具有 竞争 力 的 特色 产业 、 特 色 企 业 、 特 色 产 品 。 什 么 是 
草原 区 域 的 特色 经 济 呢 ? 草原 区 域 的 特色 经 济 就 是 要 以 草原 区 域 特 
色 资源 为 基础 ， 以 市 场 需求 为 导向 ， 以 特色 产品 为 核心 ， 以 特色 产 
业 为 依托 ， 以 特色 技术 为 支撑 的 产业 结构 。 草 原 区 域 由 于 受 特 殊 的 
地 理 、 气 候 、 民 族 、 社 会 等 复杂 因素 的 影响 ， 形 成 了 一 些 其 他 地 区 
无 法 替代 、 仿 造 与 迁移 的 独特 的 资源 。 如 独特 的 植物 资源 、 动 物资 
源 、 气 候 资 源 、 旅 游资 源 、 畜 牧 业 资源 、 药 用 生物 资源 等 等 。 以 这 
些 独特 的 资源 为 基础 ， 通 过 提高 加 工 深度 而 产生 高 水 平 、 高 质量 、 
高 附加 值 、 高 市 场 容量 的 产品 ， 并 逐步 形成 独 有 的 产品 体系 ， 去 满 
足 广阔 的 市 场 需求 ， 从 而 形成 自己 的 特色 系统 。 当 然 ， 这 一 特色 系 
统 的 形成 ， 必 须 立 足 于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可 持续 保护 和 利用 。 没 有 草 
原生 态 系统 的 可 持续 保护 和 利用 ， 也 就 没有 草原 区 域 生 态 系统 特色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特色 系统 的 形成 。 而 草原 生态 系统 的 可 持续 保护 和 利 
用 ， 必 须 处 理 好 草原 生态 系统 多 功能 之 间 的 关系 ， 坚 持 生 态 功 能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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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的 原则 ， 合 理 利用 天 然 资 源 ， 保 护 优 先 的 原则 ， 不断 加 大 国家 投 

入 ， 多 渠道 集资 治理 草原 的 原则 ， 严 格 执法 ， 依 法 治理 草原 的 原则 

等 等 。 在 当前 ， 有 如 下 一 些 问 题 ， 特 别 值得 重视 。 

一 、 根 据 草地 不 同 退化 程度 系 取 不 同 措施 

自 1999 年 以 来 ,我国 90% 以 上 的 草地 都 处 于 退化 的 状态 ， 但 根 

据 草 原 退 化 程度 不 同 ， 可 以 分 为 不 同等 级 。 一 般 可 分 为 轻 度 退化 、 中 

度 退 化 、 重 度 退化 3 个 等 级 。 针 对 草原 不 同 的 退化 程度 ， 进 行 利用 、 

恢复 不 能 一 刀 切 ， 要 采取 不 同 的 措施 。 对 轻 度 、 中 度 退 化 的 草原 ， 要 

根据 草 冀 平衡 的 原则 ， 实 现 以 草 定 畜 ， 防 止 超载 放牧 ， 要 制定 轮 牧 制 

度 ， 合 理 轮 牧 ， 如 划 区 轮 牧 。 完 全 禁 牧 ， 完 全 不 利用 是 不 可 取 的 ， 

-因为 “放牧 ”是 一 把 “ 双 刃 剑 ”， 重 牧 可 导致 草地 退化 ， 但 适度 放牧 

又 可 刺激 牧草 生长 ， 进 而 产生 “ 超 补偿 性 ”， 放 牧 率 的 控制 是 最 重要 

的 。 在 轻 度 、 中 度 退 化 的 草地 上 ， 如 果 条 件 许可 ， 有 可 能 增加 投入 的 

话 ， 可 以 采取 一 些 改良 措 施 。 只 要 措施 得 当 ， 也 可 收 到 较 好 的 效果 。 

这 些 措施 包括 松 土 、 耕 翻 等 改良 土壤 物理 性 状 ， 增 施肥 料 ， 尤 其 是 氨 

肥 以 改善 土壤 营养 状况 ， 补 播 本 地 优良 牧草 以 改善 植物 群落 结构 状 

况 ， 增 加 植被 恢复 速率 等 。 而 对 严重 退化 的 草原 ， 则 要 实施 围 封 的 办 

法 ， 主 要 依靠 自然 力 ， 逐 步 恢复 。 试 验 表明 ， 围 封 严重 退化 的 草原 ， 

在 环境 条 件 不 变 的 情况 下 ， 给 予 充分 的 时 间 ， 均 可 自行 恢复 到 其 原来 

的 状态 。 在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 一 

般 实 施 围 封 3 年 以 后 ， 即 可 达到 

较 好 的 状态 。 相 反 ， 由 于 这 种 严 

重 退 化 的 草原 ， 生 态 环境 已 十 分 

恶劣 ， 一 般 改 恨 措施 很 难 奏效 ， 

经 济 上 很 不 划算 。 在 多 数 情况 

下 ， 飞 播 等 措施 也 不 大 力 提 倡 ， 

因为 草原 土壤 种 子 库 中 不 缺乏 种 

了 于， 飞播 效 末 并 不 理想 。 在 内 驼 

古 许多 地 区 实施 的 围 封 转 移 战略 

应 主要 是 这 种 严重 退化 的 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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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断 提 高 畜牧 业 集 约 化 的 水 平 

要 提高 畜牧 业 的 生产 效率 与 生产 水 平 ， 单 靠 对 天 然 草原 的 利用 
是 不 够 的 ， 必 须 依 靠 科 学 技术 ， 加 大 投入 ， 不 断 提高 畜牧 业 的 集约 
化 水 平 与 现代 化 的 进程 。“ 集 约 化 ”畜牧 业 是 对 传统 畜牧 业 相对 而 
言 的。 与 传统 畜牧 业 相 比 ， 至 少 有 3 点 不 同 : 

(1) 现代 畜牧 业 是 适当 的 组 织 形 式 ， 相 对 集中 于 某 种 畜产 品 的 生 
产 ， 形 成 一 定 的 规模 效益 ， 达 到 高 投入 高 产 出 的 效果 。 

(2) 以 天 然 草原 为 基础 ， 人 工 草地 为 保证 ， 加 强 棚 圈 等 基础 设施 
的 建设 ， 改 变 繁育 模 式 和 畜产 品 集中 产 出 的 传统 经 营 模式 ， 实 现 瘟 
产品 全 年 均衡 上 市 。 

(3) 利用 现代 营养 理论 ， 饲 养 和 放牧 技术 ， 加 强 成 本 核算 ， 以 效 
益 畜牧 业 代 替 头 数 畜牧 业 ( 陈 佐 忠 等 ，1997) 。 

要 实现 畜牧 业 的 集约 化 ， 必 须 建立 和 实施 一 整套 技术 体系 ， 这 
其 中 如 : 饲 草 料 生产 技术 体系 ， 饲 草料 加 工 技术 体系 ， 饲 粮 配合 与 
饲 喂 技 术 体 系 以 及 家 畜 繁 育 体 系 等 。 

三 、 推 动 国 家 加 大 投入 ， 更 要 用 好 投入 

由 于 各 种 复杂 的 原因 ， 长 期 以 来 ， 我 国 对 草原 的 投入 很 少 ， 而 

且 这 种 投入 又 大 多 用 来 救灾 ， 如 雪灾 、 旱 灾 、 蝗 灾 、 鼠 害 等 等 。 据 统 

计 ，1950 一 1999 年 间 ， 国 家 对 草原 地 区 的 投入 21 亿 元 左右 ， 平 均 每 亩 

草地 仅 几 分 钱 ， 同 时 又 无 限制 地 从 草原 获取 资源。 所 以 从 某 种 意义 上 

说 ， 天 然 草 原 是 入 不 甫 出 。 正 因为 如 此 ， 才 导致 今日 90% 以 上 的 天 然 

草原 处 于 不 同 程度 的 退化 之 中 ， 已 经 引起 了 人 们 的 极 大 关注 。 我 国政 

半 干 旱 草 原 地 区 大 面积 植树 造林 效果 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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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 1 BM 

府 正在 实施 的 “ 退 牧 还 草 ”、“ 退 耕 还 草 ” 工 程 以 及 其 他 项 目 ， 在 最 

近 几 年 内 已 经 投入 20 亿 元 以 上 。 可 如 何 用 好 这 笔 巨 大 的 投入 ， 使 之 发 

挥 最 大 效益 更 值得 我 们 注意 。 在 干旱 、 半 干旱 的 草原 地 区 ， 我 们 过 去 

做 了 一 些 违背 自然 规律 、 事 倍 功 半 的 事 ， 今 后 如 何 避 免 发生 类 似 事情 

十 分 重要 。 我 们 曾 有 过 这 样 一 个 简单 的 认识 ， 认 为 生态 环境 建设 就 是 

植树 造林 。 因 此 在 一 些 干 旱 、 半 干旱 不 适合 种 树 的 地 方 ， 进 行 植树 造 

林 ， 结 果 是 年 年 植树 不 见 树 ， 浪 费 了 大 量 资金 和 劳力 。 有 的 地 方 ， 费 

RK, REWER, A, (HATA, Vit 

片 小 老头 树 。 还 有 的 地 方 是 “一 年 绿 ， 二 年 黄 ， 三 年 进 了 灶 火 堂 ”。 

四 、 关 于 国 封 转移 

“ 围 封 转移 ”一 词 是 由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在 2000 年 针对 草原 严 
重 退化 而 制定 的 战略 性 规定 中 提出 来 的 。 在 这 个 战略 性 规定 中 ， 还 
包括 了 其 他 许多 具体 的 内 容 。 如 今 这 一 战略 性 规定 已 实施 多 年 ，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效果 。 那 么 什么 是 围 封 转移 ” 为 什么 要 实施 围 封 转移 ? 
几 年 来 实践 结果 如 何 ? 还 存在 什么 问题 ?下 面 我 们 将 分 别 加 以 介绍 。 

围 封 转移 ， 是 指 对 草原 生态 系统 严重 退化 、 牧 民生 存 环 境 十 分 
恶劣 的 地 区 ， 实 行 “ 围 封禁 收 、 收 缩 转 移 、 集 约 经 营 ”的 综合 措施 ， 
以 便 有 效 保 护 草原 生态 环境 ， 对 牧民 的 生产 生活 作出 妥善 安排 。 

草原 “ 围 封 禁 收 ”， 就 是 把 那些 极度 恶化 、 失 去 生产 、 生 活 条 
件 的 地 区 全 部 围 封 起 来 ， 彻 底 禁 牧 ， 依 靠 自 然 力 ， 恢 复 植被 。“ 收 
缩 转 移 ” 就 是 把 围 封 区 内 的 牲畜 和 从 事 生 产 经 营 的 牧民 全 部 转移 出 
来 ， 搬 迁 到 已 实现 水 、 电 、 路 、 广 播 电视 、 电 话 等 “五 通 ”的 苏 木 
(相当 于 乡 ) 所 在 地 或 具备 “五 通 ” 建 设 条 件 的 地 方 ， 进 行 易 地 开 
发 。“ 集 约 经 营 ”就 是 要 从 移民 区 的 实际 出 发 ， 发 展 家 家 能 干 、 户 
户 受益 ， 能 够 确保 移民 收入 稳定 提高 的 集约 化 、 高 效益 的 产业 。 这 
就 是 “ 围 封 转移 ”工程 的 “内 涵 ” (FREESE, 2000) 。 

为 什么 要 提出 “ 围 封 转移 ”这 一 战略 规定 呢 ? 这 主要 与 当时 章 
化 的 严重 局 面 有 关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的 草原 退化 ， 在 2000 年 

相当 严重 的 地 步 。 那 时 ， 多 年 草原 的 退化 ， 加 上 1999 年 以 
持原 植被 生长 极 差 ， 一 些 地 方 呈现 赤 地 千里 的 局 面 。 部 

-十 分 恶劣 。 为 了 保护 草原 生态 环境 ， 妥 善 安排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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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产生 活 ， 使 草原 地 区 能 够 可 持续 发 展 的 同时 ， 做 到 与 当时 实施 的 

北京 风沙 源 治 理 等 生态 建设 、 产 业 结 构 调整 、 扶 贫 开 发 、 小 城镇 建 

设 、“ 五 通 ”工程 紧密 结合 起 来 ， 做 到 生态 效益 、 经 济 效益 、 社 会 效 

益 “ 三 效 ” 统 一 ， 最 终 达到 转变 生产 经 营 方式 ， 增 加 牧民 收入 ， 提 高 

牧民 生活 质量 的 目标 。 实 施 “ 围 封 转 移 ” 范 围 扩 展 到 全 盟 ， 但 不 同 地 

区 具体 做 法 不 同 。 生 态 环境 严重 恶化 地 区 以 围 封 转移 为 主 ， 生 态 环 境 

”局 部 恶化 地 区 采取 围 封 转移 和 禁 牧 舍 饲 相 结合 的 方式 。 而 对 生态 环境 

较 好 的 地 区 ， 采 取 季 性 休 牧 和 划 区 轮 牧 等 措施 ， 达 到 草原 资源 的 科 

学 利用 。 这 就 是 人 们 篆 说 的 禁 牧 ， 休 牧 与 轮 牧 的 “三 牧 ”措施 。 休 

牧 ， 就 是 在 牧草 返青 后 的 40~ 60 天 内 ， 所 有 羊 群 实行 售 馈 圈养 ， 不 让 

羊 群 哺 食 幼 嫩 且 极 易 影响 后 期 生长 的 牧草 ， 以 保证 牧草 全 年 有 较 高 的 

初级 生产 力 。 这 一 措施 ， 越 来 越 为 牧民 所 接受 。2004 年 ， 全 盟 休 牧 的 

面积 已 达到 2.42 亿 亩 ， 占 草原 总 面积 的 81.9% 〈 布 和 朝 鲁 ，2005) 。 

而 轮 牧 ， 这 是 在 草原 生态 环境 较 好 ， 草 原 疫 有 退化 或 轻 度 退化 的 地 

区 ， 根 据 章 冀 平 衡 的 原则 ， 采 取 轮 疲 放牧 的 做 法 。 

刘 爱 军 等 (2003) 对 锡林郭勒 盟 的 这 一 做 法 进行 了 实施 效果 

的 监测 研究 ， 认 为 随 着 禁 牧 、 休 牧 措施 实施 ， 以 及 2003 年 雨水 充沛 

的 有 利 条 件 ， 其 效果 比较 明显 。 体 牧区 牧草 高 度 增 加 了 5 ~9cm, 

盖 度 增加 了 1% ~ 30% ， 鲜 草 亩 产量 增加 52kg。 围 封 转移 是 一 战略 

措施 ， 是 一 大 工程 ， 要 成 功 实施 ， 牵 涉 到 许多 方面 ， 与 许多 重要 环 

市 相关。 示范 园区 即 生态 移民 、 扶 贫 移 民 的 生产 生活 集聚 区 的 建设 

十 分 重要 ， 它 是 移民 稳 得 住 、 富 起 来 的 关键 环 六 。 围 封 转移 的 成 功 

实施 ， 国 家 投入 至 关 重 要 。 锡 林 郭 勒 盟 在 2000 年 以 来 的 5 年 间 ， 对 

草原 畜牧 业 ， 特 别 是 草原 生态 保护 和 建设 的 投入 达到 14.1 亿 元 ， 是 

历史 以 来 最 多 的 。 柳 学 军 (2002) 在 对 “ 围 封 转移 ”战略 进行 思考 

时 ， 认 为 实施 “ 围 封 转移 ”战略 ， 要 坚持 “三 个 原则 、 两 个 重点 、 

两 个 优先 ”。 所 谓 三 个 原则 ， 即 移民 规划 、 分 点 实施 的 原则 ， 因 地 

制 宜 、 分 类 经 营 的 原则 和 思想 工作 先行 的 原则 。 两 个 重点 即 要 把 解 

决 好 牧民 生产 生活 出 路 为 重点 ， 以 水 利 为 重点 。 两 个 优先 即 科 技 优 

先 ， 生 态 环境 保护 优先 。 围 封 转 移 的 实施 ， 对 退化 草原 的 治理 ， 草 

原生 态 环境 的 保护 ， 牧 民生 活水 平 的 提高 ， 起 到 了 积极 作用 ， 但 今 

后 还 有 许多 工作 要 做 ， 任 重 而 道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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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建 立 天 然 草原 的 合理 放牧 制度 

长 期 以 来 ， 我 国 天 然 草 原 的 利用 ， 主 要 有 2 种 形式 : Bee FIA 

草 。 草 原 的 退化 ， 主 要 是 过 度 放牧 与 不 合理 的 割 草 而 导致 。 建 立 合 

理 的 放牧 制度 ， 对 于 防治 草地 退化 ， 具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什 么 是 

合理 的 放牧 制度 ? 如 何 建立 合理 的 放牧 制度 ?” 这 是 一 个 十 分 复杂 的 

问题 。 汪 诗 平 等 〈1998) 认为 ， 在 不 同 目标 不 同 要 求 下 ， 其 放牧 制 

度 即 最 合适 的 放牧 率 是 不 同 的 。 他 们 通过 1990~ 1997 年 在 内 蒙古 章 

原生 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的 试验 ， 提 出 了 4 种 目标 下 的 4 种 放牧 率 : 

1. 利用 与 改良 相 结合 下 的 放牧 率 

对 于 已 经 退化 的 草地 来 说， 人们 一 方面 为 了 能 够 最 大 限度 的 保 

护 退 化 草地 ， 有 利于 其 在 利用 的 情况 下 不 断 恢 复 退 化 的 草地 ， 另 一 

方面 又 不 至 于 大 幅度 地 导致 草地 系统 生产 力 的 下 降 和 影响 牧民 的 生 
活水 平 ， 即 所 谓 利用 式 的 改良 退化 草地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管 理 章 地 
的 目标 就 是 要 追求 放牧 家 畜 个 体 的 最 大 增 重 和 较 大 地 上 现存 量 。 根 
据 这 一 目标 确定 最 合适 的 放牧 率 。 这 是 因为 对 于 退化 章 地 而 言 ， 如 
果 把 目标 定 在 单位 面积 最 大 增 重 或 者 最 大 利润 ， 势 必 无 节制 地 提高 
放牧 率 ， 增 加 性 畜 头 数 ， 加 大 放牧 压力 ， 其 结果 必 将 造成 草地 的 进 
一 步 退 化 ， 甚 至 严重 沙化 ， 其 结果 是 不 可 能 得 到 持续 的 单位 面积 最 
大 增 重 和 最 大 利润 。 

2. 为 获得 最 高 地 上 净 初 级 生产 力 的 放牧 率 
地 上 净 初 级 生产 力 是 地 上 现存 量 与 家 畜 采 食量 之 和 ， 所 以 ， 当 

放牧 率 较 低 ， 家 畜 采 食量 较 少 ， 地 上 现存 量 可 能 较 高 ， 地 上 净 初 级 
生产 力 未 必 能 够 最 大 ， 而 当 放牧 
率 加 大 ， 家 畜 采 食量 加 大 ， 地 上 

现存 量 降低 ， 地 上 净 初 级 生产 力 
也 未 必 能 够 最 大 ， 只 有 在 适度 放 
牧 率 情况 下 ， 家 畜 采 食量 和 地 上 
现存 量 都 处 于 较 高 的 水 平 ， 而 且 
可 以 发 挥 牧 草 的 补偿 性 生长 作 
用 ， 此 时 可 以 获得 最 高 的 地 上 兆 
初级 生产 力 。 那 么 适度 放牧 率 是 
多 大 ? 不 同类 型 的 草原 ， 或 者 同 

88 



一 类 型 草原 在 不 同 的 年 份 ， 用 不 同 的 家 畜 ， 其 适度 的 放牧 率 古 不 同 

的 。 对 于 内 蒙古 的 羊 草 、 冷 葡 退 化 草地 来 说 ， 在 牧草 生长 季 ， 其 适 

度 的 放牧 率 是 每 公顷 2.7 只 羊 。 此 时 ， 羊 的 个 体 增 重 达 到 最 大 个 体 增 

重 的 87% 以 上 ， 单 位 面积 增 重 是 最 大 单位 面积 增 重 的 70% 以 上 。 其 

结果 是 有 利于 草地 的 保护 ， 征 可 持续 的 放牧 率 ， 值 得 推荐 。 

3. 为 获得 单位 面积 最 大 增 重 的 放牧 率 

有 些 牧民 为 了 能 够 在 短期 内 获得 最 多 的 畜产 品 ， 无 节制 地 加 大 

放牧 率 ， 不 管 草地 的 承载 能 力 ， 不 考虑 对 草地 的 影响 ， 就 是 为 了 获 

得 单位 面积 的 最 大 增 重 。 这 征 我 国 长 期 以 来 在 许多 草原 地 区 共同 的 

思路 ， 也 是 草地 退化 的 主要 原因 。 

4.' 为 获得 最 高 经 济 效益 的 放牧 率 

这 与 第 三 种 情况 相似 ， 不 同 的 是 追求 的 目标 不 同 ， 而 其 手段 和 

最 终结 有 果 一 样 ， 都 会 导致 草地 的 退化 。 

六 、 建 立 合理 着 草 制度 问题 

割 草 是 我 国 天 然 草地 利用 的 主要 方式 之 一 。 建 立 合理 的 割 草 

制度 ， 不 仅 有 利于 治理 退化 草地 ， 也 征 章 原 地 区 可 持续 发 展 的 重要 

措施 。 所 谓 合理 的 割 草 制 度 ， 主 要 是 指 最 合适 的 割 草 时 期 、 合 理 的 

轮 割 制度 以 及 刘 割 强度 、 割 草 机 具 等 。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 不 同 的 年 

份 ， 有 着 不 同 的 与 乙 相 适应 的 合理 的 割 草 制度 。 对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地 区 合理 的 割 草 制度 ， 仲 延 遍 等 1987，1991) 进行 了 研究 。 他 们 

的 研究 得 出 了 如 下 的 结果 : 

1. 关于 最 适 的 割 草 时 期 

所 谓 最 适 的 割 草 时 期 ， 就 是 指 一 年 中 什么 时 候 割 草 最 好 。 所 谓 

最 好 ， 主 要 考虑 3 个 因素 : 地 上 生物 量 最 高 ， 植 物体 内 营养 物质 的 含 

量 最 高 ， 不 同和 营养 成 分 的 比例 能 够 满足 家 畜 营 养 的 需要 。 要 把 这 3 个 

因素 统一 在 一 个 时 期 内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确定 最 适 的 割 草 时 期 一 般 

采用 单位 面积 的 地 上 生物 量 与 植物 体内 的 含 氨 量 的 乘积 即 储 氮 量 的 

高 低 ， 作 为 确定 最 适 割 草 时 期 的 依据 。 在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 单 位 面 

积 储 气 量 的 最 高 时 期 ， 即 最 适 的 割 草 时 期 ， 一 般 是 8 月 上 、 中 和 旬 。 

2. 合理 的 轮 割 制度 

合理 的 轮 割 制度 是 指 在 一 个 割 草 场 多 长 时 间 割 一 次 。 比 如 说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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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 年 割 一 次 ， 一 年 割 两 次 ， 两 年 割 一 次 ， 割 2 年 体 一 年 等 等 。 如 何 

确定 这 一 制度 ， 主 要 根据 不 同 制度 下 牧草 的 产量 、 质 量 以 及 对 草地 

的 影响 等 因素 。 在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地 区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一 年 割 一 

次 或 者 一 年 割 两 次 ， 虽 然 在 短期 内 可 以 获得 较 多 的 牧草 ， 但 由 于 制 

草 频 度 大 ， 草 地 得 不 到 休息 ， 容 易 造 成 草地 的 退化 。 而 2 年 割 一 次 和 

割 2 年 休 一 年 的 制度 较 好 ， 虽 然 牧草 总 产量 较 低 ， 但 其 中 优良 牧草 的 

比例 较 高 ， 对 草地 退化 的 影响 较 小 ， 是 值得 推荐 的 轮 割 制度 。 

3. KF XI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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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产量 有 明显 的 关系 ， 其 对 再 生 草 的 恢复 以 及 不 同 草 种 的 生长 也 会 有 

明显 的 影响 。 大 量 试验 结果 表明 ， 章 地 经 营 管理 的 原则 之 一 是 利用 率 

控制 在 530% 左 右 。 根 据 这 一 原则 ， 留 苦 的 高 度 应 控制 在 12cm 左 右 。 

七 、 建 立 人 工 单 地 

人 工 草地 是 人 们 通过 耕作 、 栽 培 等 农业 技术 措施 建立 起 来 的 
人 工 植物 群落 。 建 立 一 定 面积 的 人 工 草地 ， 是 减轻 对 天 然 草原 的 压 

力 ， 是 治理 草原 退化 ， 实 现 草地 畜牧 业 可 持续 发 展 的 重要 措施 ， 
是 草地 畜牧 业 集 约 化 、 现 代 化 的 要 求 和 标志 之 一 。 发 达 国 家 的 畜牧 
业 ， 人 工 草地 的 建设 和 利用 ， 是 最 重要 的 技术 措施 。 我 国有 关 部 门 
也 十 分 重视 人 工 草地 的 建设 问题 。1978 年 以 来 ， 我 国人 工 草 地 的 面 
积 发 展 很 快 。 到 1990 年 ， 我 国人 工 草地 的 面积 为 866.7 万 hm'*， 占 天 
然 草 原 面积 的 2.1% 。 到 2005 年 底 的 统计 ， 全 国 累计 人 工种 草 的 保 
留 面 积 1300 万 hm"*。 目 前 ， 我 国人 工 草地 发 展 的 格局 已 初步 形成 ， 

在 北方 主要 以 紫花 彰 蒂 、 沙 打 旺 、 老 芒 麦 、 披 碱 草 、 无 匠 汰 麦 等 多 
年 生 牧 草 和 燕麦 、 玉 米 等 饲 草 为 主 ， 在 南方 以 红 三 叶 、 白 三 叶 、 桂 
化 草 、 苏 丹 草 和 一 年 生 黑 麦草 等 为 主 。 在 2006 年 提出 的 我 国 草 业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中 ， 也 把 人 工 草 地 建设 工程 体系 作为 草 业 发 展 重大 
工程 之 一 。 可 是 ， 人 工 草地 的 建设 仍然 有 许多 问题 值得 研究 ， 比 如 
在 什么 地 方 建设 人 工 草地 ， 采 用 哪些 技术 措施 ， 不 同 种 植物 以 及 同 
一 种 植物 不 同 品种 之 间 如 何 搭配 ， 如 何 管理 ， 如 何 利用 人 工 草地 等 
竹 。 特 别 在 干 星 与 半 和 干旱 地 区 ， 建 设 人 工 草 地 困难 更 多 ， 问 题 更 复 
隶 。 一 般 来 说 ， 在 寺 旱 、 半 和 干旱 地 区 ， 利 用 有 利 的 地 形 ， 选 择 丘 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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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建立 羊 草 〈 左 ) 和 羊 草 - 黄 花 蓝 薪 〈 右 ) 人 工 草地 ， 取 得 良好 效果 

低地 ， 利 用 径流 补给 水 分 ， 使 建成 的 人 工 草地 稳产 高 产 ， 起 着 关键 

人 作用。 另外， 为 了 提高 牧草 的 质量 ， 在 人 工 草 地 选择 适合 于 当地 生 

长 的 豆 科 牧草 种 类 十 分 重要 。 这 不 仅 可 以 弥补 天 然 草原 牧草 和 蛋白质 

之 不 足 ， 而 且 可 以 通过 豆 科 牧草 根瘤 的 固氮 作用 ， 提 高 土壤 气 素 水 

平 ， 提 高 土壤 肥力 。 此 外 ， 在 有 条 件 的 地 区 ， 选 择 水 、 土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块 ， 栽 培 高 产 、 优 质 的 一 年 生 饲 草 ， 建 立 一 定 面积 的 一 年 生 人 多 

草 基 地 ， 可 以 使 牧草 的 产量 水 平 大 大 提高 ， 这 种 做 法 也 值得 借鉴 。 

八 、 发 展 草原 地 区 了 旅游 业 

旅游 业 是 一 个 绽 合 性 行业 ， 其 大 规模 的 有 明显 目标 的 旅游 活 

动 ， 形 成 于 18 世 纪 后 半期 和 19 世 纪 前 半期 。 而 近代 旅游 业 的 发 展 ， 

则 依赖 于 运输 手段 的 改进 。 

我 国 的 旅游 业 ， 随 着 改革 开放 和 经 济 的 高 速 发 展 ， 而 呈现 爆炸 

式 “ 发 展 的 趋势 ”。 据 何 光 炜 《2004) 介绍 ，1949 年 11 月 ， 我 国 成 

立 了 第 一 家 旅行 社 ， 到 1978 年 来 华 旅行 人 境 人 数 仅 为 180.9 万 人 次 ， 

旅游 创汇 只 有 2.63 亿 美元 ， 位 居 世 界 第 41 位 。 而 1998 年 ， 我 国 入 境 

旅游 接待 达到 6347.84 万 人 次 。 旅 游 创 汇 126.02 亿 美元 ， 分 别 是 1978 

年 的 353 倍 和 48 倍 ， 世 界 排名 分 别 上 升 至 第 6 位 和 第 7 位 。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可 推动 国民 经 济 许多 部 门 的 发 展 ， 因 为 旅游 ， 要 有 便捷 的 交通 ， 

要 提供 食 征 条 件 ， 要 为 旅游 者 提供 具有 特色 的 工艺 品 、 土 特产 品 以 

及 其 他 旅游 商品 。 在 我 国 ， 旅 游 业 还 促进 了 中 西部 地 区 的 脱贫 致 

富 ， 直 接受 益 人 口 多 达 400 多 万 人 。 旅 游 业 对 吸收 劳动 力 ， 解 决 就 业 

回 题 具有 重要 作用 。 而 农村 发 展 旅游 ， 对 于 农村 产业 结构 调整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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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富裕 起 来 ， 推 动 农村 文明 建设 ， 提 高 农民 文化 水 平 ， 实 现 思想 

转变 ，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 打 造 农 村 整洁 环境 等 方面 都 具有 重要 意义 。 

发 展 草原 地 区 旅游 业 ， 不 仅 有 利于 推动 草原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 

增加 农 牧 民 的 经 济 收 入 ， 提 高 就 业 率 ， 科 学 合理 地 利用 草地 资源 ， 

而 且 有 利于 促进 民族 团结 ， 弘 扬 民 族 文化 ， 推 动 民族 之 间 的 交流 ， 

是 草原 地 区 可 持续 发 展 的 重要 途径 。 当 然 ， 不 规范 的 过 度 的 草原 旅 

游 ， 也 可 能 给 草原 带 来 一 些 负面 影 响 。 草 原 地 区 发 展 旅 游 业 ， 其 上 资 

源 优势 明显 ， 草 原 资 源 规模 巨大 ， 资 源 品 质 优 恨 ， 具 有 发 展 旅 游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 。 对 许多 人 来 说 ， 草 原 充满 着 神秘 的 色彩 。 它 不 同 于 

Pep. ree. HER. TAPE. OR. Shi, EER AE A 

类 生态 系统 。 草 原 地 区 的 气候 ， 对 许多 旅游 者 来 说 ， 很 有 吸引 力 。 

因为 ， 在 7 一 9 月 草原 旅游 的 黄金 季节 ， 气 候 的 最 大 特点 是 交 和 宜 

人， 最 适合 旅游 。 我 国 的 草原 多 分 布 在 温带 ， 最 热 月 (7 月 ) 平均 气 
温 在 20C 左 右 。 而 且 早晚 凉快 ， 可 盖 棉 被 ， 中 午 高 于 20 人 的 气温 只 
是 短暂 的 时 光 ， 而 在 北京 7 月 的 气温 可 高 达 37C 以上， 所 以 对 于 北京 
旅游 者 来 说 ， 北 上 100 余 千 米 ， 进 入 坝 上 ， 就 可 躲 过 北京 的 炎热 ， 进 
入 一 个 温 凉 世界 。 草 原 的 气候 不 仅 温 和 宜人 ， 且 即使 在 雨季 ， 也 少 
有 令 人 讨厌 的 绵绵 连阴雨 ， 而 多 是 雨 过 天 睛 ， 睛 空 万 里 。 在 夏季 ， 
草原 多 是 天 气 睛 和 ， 蓝 天 白云 ， 轻 风 微 拂 ， 清 澈 的 天 空 是 一 个 一 点 
灰尘 都 没有 的 干净 世界 。 草 原 的 自然 景观 特色 ， 也 十 分 诱 人 ， 构 成 
自然 景观 的 地 形 、 植 物 、 动 物 等 不 同 要 素 在 草原 也 独 具 特 色 。 草 原 
的 植物 主要 是 耐 旱 的 草本 和 灌木 ， 一 般 都 在 lm 以 下 。 在 微风 吹拂 
下 ， 草 原 植物 掀起 层 层 波浪 ， 宛 如 大 海 波涛 ， 在 蓝天 映衬 下 景色 十 
分 壮观 。“ 天 苍苍 ， 野 茫 落 ，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的 千古 绝唱 ， 生 动 
地 描绘 了 草原 自然 景观 的 诱 人 景色 。 草 原 植 物 不 像 农田 那么 单一 ， 
而 是 由 多 种 植物 构成 ， 最 复杂 的 草 旬 草 原 ， 每 平方 米内 有 20 种 左右 
1 物 ， 形 态 各 异 ， 特 性 不 同 ， 组 成 了 复杂 多 变 的 草原 世界 。 草 原 植 
“1 玫 很 美丽 ， 那 淡 紫 色 的 马 苦 ， 在 早春 来 临时 ， 不 且 严 寒 而 争先 

H “下 又 大 的 金 连 花 ， 则 独 具 观 赏 价值 ， 而 更 受 人 们 青睐 的 
是 那 站 鲜花 一 一 二 色 补 血 草 ， 即 使 秋季 到 来 ， 它 依然 傲然 
屹立 于 和 全 于 那么 色 的 龙 胆 ， 和 白色 的 唐 松 草 ， 金 黄色 的 野 
AS, hl MEE, RBS Zann So RATER RE. B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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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鲜花 美丽 动人 ， 来 到 这 里 旅游 的 人 ， 都 会 为 之 惊叹 和 折服 。 草 原 
还 是 纤维 植物 、 淀 粉 植物 、 油 脂 植物 、 药 用 植物 、 牧 草 植物 的 大 宝 
库 。 许 多 闻名 的 中 草药 ， 都 主要 出 自 草原 ， 如 柴 胡 、 黄 蕉 、 黄 莽 、 
麻黄 、 防 风 、 远 志 、 甘 章 、 知 母 等 。 怪 不 得 人 们 常常 说 ， 草 原 是 天 
然 的 药 用 植物 园 。 到 草原 旅游 的 人 们 ， 还 会 发 现 一 种 被 称 之 为 草原 
奇观 的 现象 一 “蘑菇 圈 ”。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草原 上 ， 人 们 常会 看 到 
不 同 大 小 的 墨绿 色 围 ， 这 就 是 蘑菇 圈 。 正 是 在 这 墨绿 色 的 圈子 周 
围 ， 人 们 可 能 找到 气味 芳香 的 野 章 菇 。 而 蘑菇 圈 的 形成 ， 带 有 神秘 
的 色彩 。 草 原 的 植物 独 具 特 色 ， 草 原 的 动物 也 会 使 人 感到 新 奇 ， 那 
长 于 奔跑 的 黄 羊 ， 鸣 声 喷 亮 的 百灵 ， 邮 猛 的 猫 头 应 ， 狭 猎 的 狐狸 是 
草原 上 非常 有 特色 的 野生 动物 。 当 然 ， 各 种 各 样 的 老鼠 更 为 有 趣 ， 
草原 是 老鼠 活动 的 王国 。 草 原 地 区 居住 的 少数 民族 也 很 有 特色 : 我 
国 章 原 是 兄弟 民族 聚居 的 地 区 ， 如 内 蒙古 草原 地 区 以 蒙古 族 为 主 ， 
青藏 高 原 高 寒 草 名 则 以 藏族 为 主 。 他 们 在 漫长 的 历史 发 展 过 程 中 ， 
创造 发 展 了 本 民族 的 历史 与 文化 ， 同 本 民族 的 社会 经 济 和 地 理 环境 
相 适 应 的 习俗 ， 形 成 了 自己 的 衣食 住 行 特色 ， 这 些 对 生态 旅游 者 来 
说 ， 也 都 有 极 大 的 吸引 力 。 以 蒙古 族 而 言 ， 他 们 的 衣食 住 行 就 独 具 
特色 。 蒙 古 包 ， 长 期 以 来 就 是 蒙古 族人 民 的 传统 住房 。 这 种 蒙古 包 
以 柳 为 其 骨干 ， 上 为 圆 形 ， 无 窗 ， 用 皮条 紧 缚 成 为 全 架 形 ， 顶 部 和 周 
围 用 羊毛 秸 做 成 。 这 种 蒙古 族人 民 的 传统 住房 轻便 ， 易 拆 易 装 ， 移 动 
方便 ， 而 且 就 地 取材 ， 制 作 方便 。 蒙 十 族人 民 的 服饰 也 极 具 特 点 。 莹 
十 袍 肥大 而 不 开 窗 ， 袖 长 领 高 ， 束 以 腰带 后 可 以 抵御 高 寒 而 多 风 的 天 
气 ， 冬 季 骑 马 时 护膝 防风 ， 夏 季 防 蚊虫 ， 遮 曝晒 。 不 少 旅游 者 很 喜欢 
穿 上 漂亮 的 蒙古 袍 ， 立 在 芝 古 包 前 ， 摄 影 留念 

豪 十 族人 民 ， 自 11 世 纪 以 后 ， 形 成 了 肉食 、 奶 食 、 粮 食 三 大 
类 食物 并 用 的 习惯 。 羊 肉 加 上 奶 皮子 、 奶 豆腐 、 酸 奶子 等 各 种 肉 
食品 和 奶 食品 ， 则 构成 了 蒙古 族人 民 食 品 的 主体 。 粮 食 也 占 一 定 的 
位 置 ， 果 子 、 炒 米 、 羊 肉 考 面 条 则 充分 显示 其 特色 。 谈 到 饮料 ， 达 
古 族 人 民 酷 爱 饮 茶 ， 特 别 喜欢 喝 奶茶 。 据 历史 记载 ， 蒙 古 族 人 民 饮 
茶 已 有 千年 以 上 历史 。 收 民 常 说 ，“ 宁 可 一 日 无 食 ， 不 可 一 日 无 
茶 。” 这 充分 表明 了 饮 茶 对 蒙古 族 牧 民 的 重要 。 不 过 ， 他 们 人 饮 茶 不 
是 绿茶 、 花 茶 ， 而 是 醇厚 芳香 的 奶茶 ， 到 蒙古 包 作客 的 外 地 人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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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的 那 达 募 大 会 ， 那 也 是 不 虚 此 行 了 。 那 达 幕 ， 在 蒙古 语 中 意 为 

联欢 和 游戏 。 在 那 达 莫 大 会 期 间 ， 你 可 欣 质 到 被 穴 古 族人 民 党 为 

“男儿 三 艺 ” 的 赛马 、 摔 跤 、 射 箭 3 项 竞技 活动 。 那 热烈 的 场面 ， 彩 

旗 球 扬 ， 人 流 纵横 ， 牛 羊 欢 叫 ， 牧 马 跌 鸣 ， 可 谓 壮 观 。 

我 国 草原 地 区 多 是 兄弟 民族 聚居 的 地 区 ， 在 长 期 的 历史 发 展 

中 ， 形 成 了 很 有 特色 的 社会 与 人 文 景观 。 这 对 于 生态 旅游 者 来 说 ， 

无 疑 也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他 们 可 以 在 享受 、 欣 赏 大 自然 景色 的 同 

时 ， 了 解 许 多 各 具 特 色 的 社会 与 人 文 景观 ， 丰 富 和 充实 目 己 。 如 以 

内 蒙古 自治 区 的 蒙古 族 而 言 ， 他 们 的 礼仪 ， 就 很 丰富 独特 。 蒙 古 族 

重视 礼仪 ， 也 十 分 尊敬 别人 。 游 客 到 了 草原 ， 蒙 古 族人 民 都 以 礼 相 

待 ， 热 情 欢迎 ， 一 般 都 请 进 蒙古 包 ， 以 奶茶 、 黄 油 、 奶 豆腐 等 蒙古 

eam, MARL A, BK, Dake. RRA 

民 相 传 已 久 的 祭礼 活动 十 分 庄重 。 祭 敖包 多 在 农历 5 月 至 7 月 间 举 
行 ， 届 时 ， 远 近 牧 民 集 中 于 敖包 附近 ， 搭 置 临时 蒙古 包 ， 由 高 位 喇 
嘛 率领 众多 喇嘛 绕 包 诵 经 ， 和 群众 随行 ， 十 分 严肃 。 

草原 ， 不 仅 有 美丽 的 令 人 神往 的 自然 风光 ， 而 且 有 热情 好 客 的 
蒙古 族 、 藏 族 等 牧民 ， 也 有 独 具 特 色 的 社会 与 人 文 景观 ， 这 些 构成 
了 草原 生态 旅游 的 巨大 优势 。 我 国 草原 旅游 资源 十 分 丰富 ， 陈 佐 忠 

等 (2007) 考虑 了 草原 资源 的 特点 及 其 他 条 件 ， 把 我 国 的 草原 旅游 
进行 了 地 理 分 区 。 根 据 这 一 分 区 ， 全 国有 7 个 草原 旅游 区 ，36 个 旅游 
亚 区 ，77 个 旅游 景区 。 即 : 

1. 东北 温带 半 湿 润 草 旬 草 原 和 草 旬 旅游 区 
包括 长 白山 山地 丘陵 草 名 和 灌 丛 草 旬 旅游 亚 区 ， 兴 安 岭 山 地 丘陵 

草 旬 草 原 旅 游 亚 区 ， 三 江平 原 低地 草 甸 和 沼 译 旅游 亚 区 ， 松 嫩 平 原 草 
多 草原 旅游 亚 区 ， 辽 河 平原 沙 地 草原 和 山地 暖 性 灌 草丛 旅游 亚 区 ; 呼 
伦 贝尔 高 平原 丘陵 草 多 草原 和 草原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金 帐 汗 蒙 古 部 落 草 原 旅游 景区 ; 
(2) 甘 珠 尔 庙 旅 游 景区 ; 

(3) 向 海 自然 保护 区 湿地 旅游 景区 ; 
(4) 5 二 自然 保护 区 湿地 旅游 景区 ; 
(5) 握 午 原 旅游 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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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 彦 塔 拉 草 原 旅 游 景区 ; 

(7) 达 拉 哈 草原 旅游 景区 

(8) 扎 鲁 特 山地 草原 旅游 景区 

(9) 辉 特 重 尔 草原 旅游 景区 ; 

(10) 珠 日 河 草原 旅游 景区 ; 

长 白山 山地 丘陵 〈 陈 宁 提 供 ) 

东北 温带 半 湿 润 草 甸 草 原 和 草 旬 旅游 区 

呼伦贝尔 高 平原 草 甸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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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乌 兰 毛 都 草原 旅游 景区 

2. 蒙 宁 甘 温 带 半 干旱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旅游 区 

包括 锡林郭勒 高 平原 草原 旅游 亚 区 ; 乌 兰 察 布 高 平原 殉 交 草原 旅 

游 亚 区 ， 晋 西北 、 鄂 尔 多 斯 东部 、 陕 甘 宁 青 黄 土 高 原 丘 陵 草 原 旅 游 亚 

白 音 锡 勒 草原 

锡林郭勒 草原 〈 李 敏 提 供 ) 

鄂尔多斯 高 原 草地 

Fa 

锡林郭勒 蒙古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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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哪 尔 多 斯 西部 、 宁 西北 、 陇 中 高 平原 元 痢 草原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元 上 都 遗址 草原 旅游 景区 ， 

(2) 蒙古 证 城 草 原 旅 游 景 区 5 

(3) 锡 林 九 曲 草原 旅游 景区 ; 

(4) 葛根 敖包 章 原 旅 游 景区 

(G) 汇 宗 圭 旅 洲 景 区 ， 

(6) 赛 汉 塔 拉 草 原 旅 游 景区 ， 

(7) 洪 格 尔 大 画 群 草原 旅游 景区 ; 

(8) 平顶山 草原 旅游 景区 ; 

(9) 查 干 元 包 章 原 旅 游 景 区 ， 

(10) 灰 腾 音 原 旅游 景区 ; 

(11) 白 音 锡 勒 牧场 草原 旅游 景区 ; 

(12)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旅游 景区 ; 

(13) 木兰 围场 草地 旅游 景区 ; 

(14) 二 连 浩特 草原 旅游 景区 ; 

(15) 葛根 塔 拉 草原 旅游 景区 ， 

(16) 希拉 称 仁和 草原 旅游 景区 ; 

(17) 鄂尔多斯 草原 旅游 景区 ; 

(18) 桑 科 草原 旅游 景区 5 

(19) 马兰 人 花草 原 旅游 景区 。 

3. 西北 温带 、 暖 温带 干旱 荒漠 和 山地 草原 旅游 区 

包括 阿拉 状 高 平原 苑 痢 旅 游 亚 区 ;河西 走廊 平原 山地 欧 漠 和 高 

寒 草 旬 旅 游 亚 区 ， 柴 达 木 盆地 鞠 漠 旅游 亚 区 ;， 北 绕 干 旱 充 并 和 山地 

草原 旅游 亚 区 ， 南 疆 极 干旱 殉 询 和 山地 区 并 草原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1) 通 湖 和 草原 旅 游 景 区 ， 

(2) 卡拉 麦 里 有 蹄 类 自然 保护 区 旅游 景区 ; 

(3) 小 东 沟 山地 草 旬 旅游 景区 ; 

(4) 柯 台 死 漠 草 原 保 护 区 旅游 景区 

(S) 巴里 坤 湖 草地 旅游 景区 ， 

(6) 乌鲁木齐 南山 天 然 风 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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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 森林 与 草原 

南 疆 极 干旱 沙 潢 

西北 瘟 融 、 暖 温带 干 

河西 走廊 旅游 景 

塔里木 岔 地 塔 中 植物 园 

塔里木 盆地 沙漠 

A SR 

旱 荒漠 和 山地 草原 旅游 区 



(7) 沙 坡 头 旅游 景区 ， 

(8) 祁连山 草原 旅游 景区 ， 

(9) 那 拉 提 章 原 旅 游 景区 ， 

(10) 唐 布 拉 草 原 旅 游 景 区 ， 

(11) 巩 乃 斯 草原 旅游 景区 ; 

(12) 巴 音 布鲁克 草原 旅游 景区 。 

4. 青藏 高 原 高 寒 草 负 和 高 寒 草 原 旅游 区 

包括 藏 西北 高 原 高 寒 草 原 和 高 寒 死 痢 旅游 亚 区 ， 藏 西南 山 原 痢 

盆 高 寒 草 原 和 温 性 草原 旅游 亚 区 ;祁连山 山地 环 湖 盆地 高 寒 草原 和 

Bien = 

红 原 高 寒 草地 青藏 高 原 上 的 白 牧牛 青藏 高 原 的 日 月 山 
( 陈 斌 提供 ) ( 陈 斌 提供 ) 

一 一 一 -一 和 
= 

可 可 西里 自然 保护 区 〈 陈 斌 提供 ) 

昆仑 山 山 口 〈 陈 斌 提供 ) 藏 北 高 原 上 的 湖泊 〈 陈 斌 提供 ) 

青藏 高 原 高 寒 草 负 和 高 寒 草 原 旅 游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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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寒 草 甸 旅 游 亚 区 ，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高 原 山地 高 寒 草 旬 旅 游 亚 区 ， 喜 
马 拉 雅 山南 愤 暖 性 灌 草 从 和 山地 草 旬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那曲 高 寒 草 原 旅游 景区 ， 
(2) 金 银 滩 草原 旅游 景区 ， 
(3) 海北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定位 站 旅游 景区 ; 
(4) 可 可 西里 自然 保护 区 旅游 景区 
(5) 纳木错 草地 旅游 景区 
(6) 红 原 一 若尔盖 草原 旅游 景区 ， 
(7) 康定 草原 旅游 景区 。 
5. 南方 热带 、 亚 热带 山地 、 丘 陵 草地 旅游 区 
包括 湖北 草地 旅游 亚 区 ， 湖 南 草地 旅游 亚 区 ， 江 西 草 地 旅游 亚 

区 ;， 广西 草地 旅游 亚 区 ， 贵 州 草地 旅游 亚 区 ， 重 庆 草 地 旅游 亚 区 , 
云南 草地 旅游 亚 区 ， 人 台湾 草地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洪湖 湿地 旅游 景区 ， 
(2) 奇 岳 山 山 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 
(3) 南山 牧场 山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4) 郡 阳 湖 湿地 旅游 景区 
(5) 南山 牧场 和 大 容 山 山 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 
(6) 章 海 湿地 旅游 景区 ， 
(7) 红 池 坝 山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8) 玉龙 雪山 草 旬 旅游 景区 
(9) 香格里拉 草 旬 旅 游 景 区 ， 
(10) 依 拉 草 地 旅游 景区 ， 
(11) 阳 明山 自然 保护 区 旅游 景区 
(12) 垦 丁 自然 保护 区 旅游 景区 。 
6. 中 原 草 地 旅游 区 
包括 北京 山地 草地 旅游 亚 区 ， 河 北山 地 草地 旅游 亚 区 ， 河 南山 

地 草地 旅游 亚 区 ， 山 西山 地 草地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百花 山 山 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2) 东 灵 山 山 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 
(3) 张 北 草原 旅游 景区 , 
0 丰 宁 草原 旅游 景区 



贵州 黔 东南 石灰 岩山 地 

寻 阳 湖 湖滨 草地 

江西 武夷 山 山 地 草地 

南方 热带 、 亚 热带 山地 、 丘 陵 草 地 旅游 区 

(5) seve) ie He Wicd se Xs 

(6) 云 梦 山 草地 旅游 景区 ; 

(7) 户 芽 山 山 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 

(8) 五 台山 山地 草地 旅游 景区 。 

7. 演 海 草地 旅游 区 

包括 盘锦 草地 旅游 亚 区 ， 东 和 营 草地 旅游 亚 区 ， 盐城 草地 旅游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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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北 草原 河北 坝 上 草原 

河南 黄 泛 区 草地 启东 滨海 盐 生 草 地 

盘锦 盐 生 草地 启东 大 米 草 人 工 草 地 

启东 旅游 景区 东营 旅游 景区 

中 原 草地 旅游 区 和 滨海 草地 旅游 区 



K; 启东 草地 旅游 亚 区 。 其 中 有 如 下 景区 : 

(1) 红海 滩 草 地 旅游 景区 ; 

(2) 易 翔 度假 区 旅游 景区 ， 

(3) 东营 草地 旅游 景区 ， 

(4) 盐城 草地 目 然 保 护 区 旅游 景区 ， 

(5) 启东 草地 旅游 景区 。 

如 果 以 北京 为 中 心 ， 如 下 的 草原 旅游 路 线 很 值得 推荐 。 

1. 北京 一 锡林郭勒 草原 旅游 

锡林郭勒 大 草原 是 我 国 著名 的 三 大 草原 之 一 ， 和 是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最 具 典 型 性 的 草原 ， 自 20 世 纪 30 年 代 起 就 受到 中 外 科学 家 的 关注 。 

它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 联 合 国 科教 文 组 织 国 际 生 物 圈 保 

护 网 的 成 员 ， 中 国 科 学 院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也 建 在 这 

里 。 从 北京 乘 飞 机 70 分 钟 便 可 到 达 被 党 为 草原 明珠 的 锡林浩特 ， 乘 

汽车 也 只 有 10 多 个 小 时 ， 不 仅 交 通 方便 ， 还 是 一 条 生态 旅游 景点 丰 

富 多 彩 的 旅游 线 。 盛 夏 之 时 ， 从 北京 乘 汽车 去 锡林郭勒 大 草原 ， 途 

经 八达岭 、 官 厅 水 库 、 京 北 门户 张家口 后 ， 进 入 坝 上 ， 驶 入 蒙古 高 

ko ARM, GUEMAT A, Tathteer. WEA, BSE, 

进入 正 蓝 旗 ， 就 到 了 元 朝 陪都 上 都 城 遗 址 。 元 上 都 始 建 于 1256 年 ， 

是 元 世祖 包 必 烈 耗 费 巨 资 ， 用 3 年 时 间 建 成 的 ， 曾 是 元 朝 重要 的 政 

治 、 军 事 和 文化 中 心 。 早 在 13 世 纪 ， 意 大 利 旅行 家 马 可 ' 波 罗 就 曾 在 

bait, Faced, ELM AS Mite, mF. 

目前 正在 故 址 附近 兴建 上 都 博物 馆 。 有 名 的 金 连 川 ， 也 正在 酝酿 着 

围 封 ， 以 适应 旅游 发 展 事业 的 需要 。 从 上 都 遗址 北上 约 50km， 就 进 

入 内 蒙古 四 大 阔 地 之 一 的 这 善 达 克 沙 地 〈 也 称 小 腾 格 里 沙 地 ) 。 在 

这 里 ， 你 可 以 看 到 起 伏 的 各 种 沙丘 和 耐 旱 的 榆树 林 以 及 灌木 草场 。 

假如 你 幸运 的 话 还 可 以 看 到 刘 步 于 沙丘 中 的 骆驼 。 沙 地 中 的 度假 

A, PRIA, (HAAS A EAI. RE. WR, AREER 

FER EBS Z a SE FE AAR in. TEM ATE ELD 30km Ah , 

有 一 座 海拔 1450m 的 平顶山 ， 是 180 万 年 前 火山 喷发 形成 的 。 在 这 里 

你 可 看 到 群 山 互 相依 假 ， 大 大 小 小 排列 有 序 ， 而 顶部 却 像 刀 切 一 样 

平整 ， 从 而 构成 一 幅 奇 特 的 景致 。 尤 其 是 当日 出 或 日 落 时 ， 去 观 平 

顶 山 ， 景 色 最 佳 。 在 锡林浩特 ， 你 不 仅 可 以 看 到 这 座 草 原名 城 的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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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变化 ， 而 且 可 以 去 古刹 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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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庙 字 之 一 ， 汉 名 崇 善 村 。 始 

建 于 清 乾 隆 年 间 ， 历 经 七 代 活 

佛 精 修 而 成 ， 耗 资 白 银 174 万 余 

两 。 全 庙 共 分 五 大 帐 ， 周 围 有 十 

多 座 小 唐 和 2000 余 间 喇 嘛 住宅 ， 

总 建筑 面积 达 1.2 万 m ， 是 研究 

蒙古 民族 史 和 民族 艺术 的 宝 员 ; 

B. FR ILACE, ARIA 

ARUN. EL, PR I 

1, MU, TE WET” , Re 

在 辽阔 的 草原 上 人 们 用 石头 堆 成 

的 道路 或 又 界 的 标志 ， 后 来 逐步 

演变 而 成 祭礼 山神 、 路 神 ， 食 和 祷 

丰收 和 家 人 洗 福 平安 的 象征 。 锡 

林 郭 勒 草原 上 的 牧民 非常 重视 你 

DENTE, TEETER TRAE 

FREE . “Ba bh te Re TH AY aR AL 

元 包 是 远近 有 名 的 教 包 山 。 对 于 

草地 生态 旅游 者 来 说 ， 最 具 吸引 

力 的 当 是 自然 保护 区 的 自然 景观 

Ali ST. MRR ER KE 

Wk wes FX El dim. i HE JER pe BH AY A FR 

表 ， 这 里 一 望 无 际 ， 坦 荡 开 阔 ， 
置身 其 中 ， 确 可 体会 “天 苍苍 ， 

墅 茫茫 ，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 的 壮 

美景 色 。 旅 游 者 可 在 这 里 领略 到 

草原 的 地 形 、 植 物 、 动 物 、 土 壤 
以 至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特征 。 海 流 
特 平原 大 草原 还 保存 着 许多 传统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的 八景 之 一 “平台 
落日 ̀  

内 蒙古 正 兰 旗 的 元 上 都 遗址 



的 蒙古 族 经 营 管理 草地 畜牧 业 的 方式 和 特点 ， 那 散布 于 大 草原 上 的 
蒙古 包 、 风 力 发 电 装置 、 古 老 的 勒 勒 车 等 都 极 富民 族 风情 。 假 如 你 
应 邀 到 蒙古 包 作 客 ， 热 情 好 客 的 蒙古 族 牧 民 会 端 上 芳香 的 奶茶 、 黄 
油 、 奶 酷 、 手 扒 肉 、 羊 肉 者 面条 ， 这 一 切 将 带 给 你 回归 大 自然 的 无 
穷 乐 趣 。 锡 林 郭 勒 大 草原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所 在 地 ， 这 
里 是 我 国 草原 自然 状态 保存 最 好 的 地 区 。 为 了 给 生态 旅游 者 提供 一 个 
休息 、 度 假 和 了 解 自然 保护 区 的 场所 ， 保 护 区 管理 者 建立 了 自然 保护 
区 度假 村 ， 这 里 有 漂亮 的 蒙古 包 ， 保 存 完好 的 云 杉林 、 杨 桦 林 、 可 以 
钓鱼 、 划 船 的 扎根 斯 坦 诺尔 ， 还 有 正在 筹建 中 的 野生 植物 园 。 

2. 北京 一 黄河 三 角 洲 草地 旅游 
黄河 三 角 济 滨海 草地 是 近代 冲积 物 发 育 起 来 的 年 轻 的 草地 植被 

类 型 ， 以 盐 生 植 物 为 主 。 壮 观 的 黄河 和 海口 ， 水 色 一 天 ， 秋 冬 之 际 
PEGE, MIRE, BK, WRK, KAA TARR. 
田 散发 出 阵 阵 清香 。 胜 利 油 田 的 发 展 ， 大 大 改善 了 这 一 地 区 的 交通 
条 件 ， 自 北京 出 发 汽车 只 需 4 小 时 左右 。 这 里 新 近 建立 的 黄河 三 角 洲 
自然 保护 区 ， 各 方面 条 件 比较 完善 ， 加 之 当地 政府 十 分 重视 ， 这 为 
草地 生态 旅游 发 展 创造 了 好 的 条 件 。 到 黄河 三 角 洲 旅游 ， 黄 河 的 一 
泻 千 里 ， 历 尽 沧 桑 ， 河 水 浊 浪 滚滚 ， 水 势 浩 森 会 给 我 们 留 下 无 穷 无 
尽 的 遐想 。 保 护 区 内 有 鸟 类 180 余 种 ， 每 到 鸟 类 迁 徒 季节 ， 成 千 上 万 
只 雁 鸥 营 尖 汇集 成 群 ， 遮 天 蔽 日 。 游 禽 在 海河 中 戏 水 ， 涉 禽 在 湿地 
漫步 ， 伴 鸣 禽 委婉 动听 的 歌唱 ， 翩 翩 起 舞 。 假 如 你 有 雅 兴 ， 可 起 早 
观 海上 日 出 ， 还 可 漫步 海边 ， 领 略 一 下 人 工 建成 的 拦 海 百 里 大 坤 ， 
近 看 宛如 万 里 长 城 ， 远 望 却 似 一 条 长 龙 卧 海 。 此 外 ， 那 别具一格 的 

蒙古 族 的 勒 勒 车 蒙古 族 的 烤 全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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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景 塔 ， 登 项 可 尽 观 保护 区 景色 。 
3. 北京 一 东北 三 省 草 甸 草 原 旅游 
东北 三 省 的 草 名 草原 以 其 植物 种 类 丰富 、 组 成 复杂 、 风 光 美 丽 而 

居 我 国 三 大 草原 之 首 。 这 里 有 10 个 草地 类 自然 保护 区 ， 有 被 誉 为 丹 顶 
个 的 故乡 的 扎 龙 自然 保护 区 ， 有 一 望 无 际 的 羊 草草 原 腰 井 子 草 地 自然 
保护 区 等 。 丹 顶 稚 在 我 国 被 称 之 为 仙鹤 、 仙 客 等 ， 从 古 到 今 ， 一 直 被 
认为 是 长 寿 、 吉 祥 、 高 雅 、 健 美 、 纯 洁 的 象征 。 其 体态 优美 ， 鸣 声 叶 
Ze, RAW ABGR, SEES, AUER RHO. FL 
龙 自然 保护 区 ， 其 20hm? 的 芦苇 沼泽 ， 塔 头 若 章 沼泽 ， 是 我 国 稚 类 最 
集中 的 最 大 繁衍 场所 ， 故 被 人 们 誉 为 “ 仙 蕉 的 故乡 ”。 正 因为 如 此 ， 
扎 龙 自然 保护 区 逐渐 成 为 草地 生态 旅游 的 热点 。 

4. 北京 一 鄂尔多斯 草地 旅游 
鄂尔多斯 由 于 降水 少 、 气 候 干旱 ， 是 灌木 荒漠 章 原 最 具 代表 性 

的 地 区 ， 这 里 大 资 落 蔗 如 海 ， 沙 丘 滚滚 似 浪 ， 尤 其 是 展 旦 召 苏 木 境 
内 的 银 肯 响 沙 ， 面 临 大 川 ， 背 依 沙 硝 ， 形 似 月 牙 ， 置 身 其 中 ， 趣 味 
无 穷 。 到 鄂尔多斯 旅游 ， 不 能 不 去 游览 成 吉 思 汗 陵 ， 这 是 祭礼 “一 
代 天 骄 ”的 英雄 之 所 ， 也 是 难得 的 观光 胜地 。1927 年 ， 成 吉 思 汗 病 
逝 ， 苦 于 蒙古 草原 ， 几 经 变故 ，1954 年 始 建 于 此 ， 如 今 已 建成 长 寅 
各 1.5km 的 大 陵园 ， 周 围 坦 荡 一 望 无 际 。 陵 园 建筑 具有 蒙古 族 趴 雅 的 
艺术 风格 。 

5. 北京 一 高 寒 草 甸 旅游 
青藏 高 原 的 草地 由 于 其 自然 条 件 十 分 严酷 ， 草 地 植被 比较 特殊 ， 

充满 神奇 色彩 。 长 期 生活 在 这 里 纯朴 的 蔬 族 收 民 所 保持 的 习俗 与 风 
情 , 以 及 建筑 、 历 史 文化 等 , 对 生态 旅游 者 来 说 , 具有 极 大 的 吸引 力 。 
中 国 科 学 院 在 青海 设立 的 海北 高 寒 章 多 生 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 在 这 
里 进行 长 期 的 定位 研究 。 

6. 北京 一 新 疆 山地 草地 旅游 
阿尔 泰山 、 天 山 山地 内 分 布 有 岛 状 的 山地 草原 ， 类 型 特殊 ， 植 

物种 类 组 成 复杂 ， 加 之 上 有 林 ， 下 有 荒漠 ， 自 然 景观 带 十 分 清楚 ， 
因而 更 加 诱 人 。 在 新 疆 所 建立 的 草原 、 章 旬 以 及 荒 次 等 不 同类 型 草 
地 自然 保护 区 ， 不 仅 有 不 同 的 自然 景观 ， 而 且 有 天 鸟 等 珍禽 以 及 野 
生动 物 雪豹 、 盘 羊 等 



我 国 发 展 草 原 旅 

游 有 着 巨大 的 发 展 淤 力 

oe : 和 广阔 的 前 景 ， 但 是 也 

有 很 多 问题 值得 我 们 关 

注 。 我 国 草 原 旅 游 所 涉 

及 的 地 区 大 多 位 于 我 国 

边疆 与 少数 民族 地 区 ， 

人 为 活动 影响 较 小 ， 目 

然 面貌 多 保存 较 好 ， 但 

征 比 较 起 来 旅游 浒 在 市 

场 的 存在 并 不 等 于 现实 

市 场 的 存在 ， 因 之 发 展 

旅游 要 在 市 场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 根 据 我 们 的 具体 

情况 ， 有 选择 、 有 重点 

地 逐步 推进 。 在 每 一 区 

(点 ) 的 建设 上 要 因 地 

制 宜 ， 突 出 特色 。 在 加 

强 服务 设施 建设 同时 ， 

要 重视 景区 的 保护 。 发 展 旅游 要 重视 硬件 与 软件 关系 。 长 期 以 来 ， 

我 们 比较 重视 看 得 抑 、 摸 得 着 的 硬件 建设 。 如 近年 来 饭店 、 旅 馆 、 

交通 、 饮 食 等 硬件 设施 ， 确 实 发 展 很 快 ， 在 许多 地 方 都 有 较 强 的 接 

竺 能力 ， 但 是 那些 看 不 见 却 对 旅游 业 发 展 很 有 影响 的 软件 ， 如 服务 

意识 、 卫 生 管 理 注意 不 够 。 北 京 近 几 年 抓 了 一 下 厕所 改革 ， 引 起 一 

定 反 啊 ， 而 在 许多 接待 单位 ， 厕 所 太 脏 ， 臭 味 太 重 ， 床 单 、 枕 巾 、 

害 单 等 不 和 干净， 实在 使 游客 难以 忍受 。 一 些 接待 单位 与 其 免费 提供 

低 质量 的 牙 襄 、 牙 刷 、 肥 星 ， 倒 不 如 在 卫生 方面 下 下 功夫 ， 给 游客 

留 下 美好 的 印象 。 发 展 草 原 旅 游 ， 有 特色 的 旅游 产品 的 开发 也 大 有 

文章 可 做 。 仅 以 当地 有 特色 的 植物 材料 来 讲 ， 可 以 制作 系列 的 各 具 

忆 术 魅 力 的 标本 、 种 子 、 芳 香油 、 野 生花 卉 等 ， 以 蒙古 族 生活 为 背 

景 的 幻灯 、 画 片 、 小 型 实物 模型 ， 以 当地 岩石 与 矿物 为 材料 ， 可 以 

制作 各 种 标本 为 工 乞 品 等 〈 陈 佐 忠 等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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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若尔盖 草原 的 旅游 景点 花 湖 

九 、 推 动 自 然 保 护 区 工程 建设 

自然 保护 区 是 指 在 不 同 自然 地 带 或 者 不 同 自然 地 理 区 域 建立 
的 一 种 保护 自然 资源 或 者 特定 生态 系统 的 区 域 。 目 前 ， 关 于 自然 保 
护 区 的 类 型 很 多 ， 但 共同 的 地 方 就 是 首先 要 保护 某 些 特定 的 自然 
资源 或 者 特定 的 生态 系统 ， 并 在 不 影响 保护 任务 的 前 提 下 ， 在 科学 
研究 、 教 育 、 生 产 、 旅 游 、 科 普 等 方面 都 要 发 挥 应 有 的 作用 。 而 就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而 言 ，“ 保 护 区 是 保护 物种 及 其 遗传 多 样 性 最 好 场 
所 ”。 不 仅 如 此 ， 自 然 保护 区 还 是 保护 某 些 特定 生态 系统 以 及 自然 
景观 与 人 文 景 观 重要 而 有 效 的 途径 。 所 以 保证 草原 地 区 的 可 持续 发 
展 ， 推 动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工程 有 其 重要 意义 。 

我 国 草原 保护 区 的 建立 始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 到 2001 年 ， 全 国 
不 同 级 别 (HR, GR, BR) 的 草地 类 自然 保护 区 已 有 49 处 ， 其 
中 国家 级 9 处 ， 占 总 数 18% ， 省 级 22 处 ， 占 总 数 45% ， 县 级 18 处 ， 
占 总 数 37% ， 而 如 果 按 草地 类 型 计 ， 草 原 类 自然 保护 区 有 22 处 ， 
占 不 同类 型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45% ， 荒 漠 类 型 占 27% ， 草 旬 类 型 占 
25% ， 高 寒 草地 占 4% 。 上 述 各 类 我 国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的 总 面积 为 
151 309.25km ， 占 我 国 草地 总 面积 (400 万 km2) 的 3.8% 。 我 国 草 地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已 取得 了 很 大 成 绩 ， 但 仍 存在 一 些 问 题 ， 如 对 目 

然 保 护 区 的 认识 不 够 ， 管 理 体制 不 顺 ， 规 划 与 布局 有 缺陷 ， 投 入 不 

足 ， 力 量 薄 弱 ， 人 才 人 缺乏 以 及 与 周边 社区 发 展 协调 等 问题 。 这 些 都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影响 了 我 国 草地 目 然 保 护 区 的 发 展 。 

面 对 我 国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的 现状 和 草地 资源 状况 ， 要 提高 

认识 ， 理 顺 关 系 ， 健 全 法 制 ， 完 善 规划 ， 加 大 投入 ， 进 一 步 加 强 我 

国 草地 上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工程 。 

1. 要 新 建 一 批 国家 级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2003 年 1 月 1 日 起 施行 的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草 原 法 》， 其 中 第 

四 十 三 条 明确 指出 ， 在 具有 代表 性 的 草原 类 型 ， 在 珍稀 着 危 野生 动 

植物 分 布 区 ， 在 具有 主要 生态 功能 和 经 六 科研 价值 的 草原 ， 可 建立 

草原 自然 保护 区 。 根 据 我 国 草 地 类 型 状况 ， 有 必要 新 建 一 批 国家 级 

草地 目 然 保 护 区 ， 而 新 建 草地 目 然 保 护 区 要 从 如 下 原则 出 发 : 

(1) 代表 性 。 代 表 需 要 保护 的 草原 、 殉 并 和 热带 一 亚热带 草地 的 

植被 及 生物 群落 的 类 型 要 全 面 ， 重 点 类 型 不 遗 调 ， 同 质 同 源 类 型 不 

重 登 。 保 护 区 的 布局 要 合理 。 

(2) 要 重视 黎 有 性 和 上 自然 性 。 所 保护 的 区 域内 ， 生 物 群 落 的 组 成 

要 丰富 ， 或 具有 独特 的 物种 保护 价值 和 特殊 的 景观 意义 ;要 考虑 保护 

对 象 的 典型 性 、 黎 有 性 和 自然 性 ， 要 注意 不 同上 自然 区 域 的 过 流 地 带 。 

(3) 规模 要 适当 。 保 护 区 的 面积 要 大 小 适当 。 在 保护 区 内 既 能 

映 各 类 资源 与 生境 的 空间 组 合 规律 ， 保 持 保护 对 象 的 整体 性 ， 又 能 

照顾 到 当地 实际 生产 的 需要 ， 不 过 多 侵占 生产 用 草地 。 

(4) 退化 生态 系统 给 予 足够 关注 。 选 点 不 仅仅 以 原始 的 天 然 草地 

为 对 象 ， 还 要 选择 由 于 不 合理 开发 的 影响 ， 生 态 环境 已 遭 到 破坏 ， 

加 以 保护 能 恢复 的 典型 地 区 。 和 希望 通过 建立 保护 区 ， 吹 补 现存 体 

制 机 制 对 保护 草原 生态 功能 方面 的 缺失 ， 同 时 将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作 

为 退化 草原 治理 的 重要 手段 和 途径 ， 使 被 动 治理 转 为 主动 保护 和 治 

理 ， 将 建立 的 保护 区 作为 “战略 点 ”以 点 带 面 逐步 扩大 ， 促 进 整 个 

区 域 的 生态 恢复 ， 并 为 今后 社会 经 济 的 可 持续 发 展 葛 定 基础 。 这 样 

做 对 于 退化 草地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 具 有 十 分 重要 意义 。 在 这 方面 ， 

美国 的 做 法 可 供 参考 。20 世 纪 30 年 代 以 后 ， 美 国 实行 政府 补贴 鼓励 

农民 奔 耕 ， 同 时 建立 保护 区 。 截 至 1996 年 ， 美 国 在 北美 大 草原 上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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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444 个 保护 区 ， 对 草原 生态 系统 恢复 起 了 重要 作用 。 

2. 健全 法 制 ， 加 大 投入 

(1) 要 转变 观念 ， 提 高 认识 。 尽 管 关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统一 等 方面 的 宣传 。 已 经 很 多 ， 但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和 管理 ， 并 未 受到 社会 的 普 志 关注 ， 要 加 强 宣传 ， 提 高 全 社会 的 认 

识 ， 动 员 社 会 各 界 和 有 识 之 士 ， 共 同 完成 对 草地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与 管理 。 

(2) 拓宽 经 费 渠 道 ， 增 加 经 费 投入 。 保 护 区 的 建设 和 发 展 ， 资 
金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基础 。 有 关 部 门 应 加 大 自然 保护 区 资金 投入 ， 将 
目 然 保 护 区 建设 纳入 国民 经 济 和 社会 发 展 计划 ， 将 基本 建设 费用 、 
人 头 费用 和 保护 管理 事业 经 费 纳 入 各 级 政府 的 财政 预算 ， 从 而 保证 
保护 区 持久 而 稳定 发 展 。 自 然 保 护 区 是 一 项 公益 性 事业 ， 有 巨大 的 
生态 效益 ， 社 会 效益 和 潜在 的 经 济 效益 。 解 决 保护 区 的 资金 投入 问 
题 ， 要 坚持 多 渠道 开发 的 原则 ， 各 级 政府 要 把 保护 区 建设 管理 所 需 
经 费 纳 入 基本 建设 计划 和 财政 预算 之 中 ， 国 家 对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的 补助 资金 ， 可 通过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专项 、 纳 入 全 国生 态 建设 计划 
或 环境 保护 计划 的 办 法 予以 解决 ， 各 级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部 门 要 增加 

对 其 管理 的 保护 区 的 投入 ;鼓励 

社会 捐助 ， 积 极 争 取 国 际 资助 。 

(3) 人 才 培 养 是 关键 。 保 护 

区 的 发 展 ， 人 才 是 关键 。 要 制定 

措施 ， 引 进 高 素质 的 管理 与 科技 

AA, SRF, BEAN, 

使 保护 区 向 科学 、 健 康 的 方向 发 

展 。 

(4) 制定 优惠 政策 ， 促 进 自 

然 保 护 区 事业 的 发 展 。 对 保护 区 

在 实验 区 及 外 围 地 区 进行 的 以 生 

态 旅游 为 重点 的 资源 利用 ， 各 级 

a ap 政府 和 有 关 部 门 应 予以 资金 、 技 
我 国 第 三 户 自 然 保 护 区 一 内 ” 术 、 税 收 等 政策 优惠 ， 提 高 保护 
Ra RAK 区 自 养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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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 科学 研究 ， 提 高 保护 区 管理 水 平 。 科 学 研究 是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的 基本 功能 之 一 ， 又 是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一 项 基础 性 工作 。 积 极 

开展 自然 保护 区 的 综合 科学 考察 ， 提 出 科学 的 保护 对 策 是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的 一 项 重要 基础 性 工作 。 保 护 区 科研 要 坚持 开放 的 原则 ， 不 

仅 要 依靠 保护 区 的 技术 力量 、 依 靠 本 系统 的 技术 、 力 量 ， 而 且 要 吸 

引 各 科研 、 教 育 等 部 门 的 专家 学 者 积极 参与 ， 提 高 科研 水 平和 技术 

支持 能 力 。 

(6) 要 健全 法 制 。 为 了 提高 自然 保护 区 的 管理 水 平 ， 要 健全 自然 

保护 区 的 法 令 、 法 规 ， 要 制定 不 同 自然 保护 区 的 实施 细则 ， 使 自然 

保护 区 的 管理 更 加 规范 。 

十 、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 建 立 有 机 畜牧 业 生 产 体系 

有 机 食品 是 不 舍 人 工 合 成 化 学 物质 的 食品 ， 有 机 冀 产 品 则 是 不 

含 人 工 合成 化 学 物质 的 畜产 品 。 有 机 畜牧 业 生产 体系 则 是 生产 有 机 

畜产 品 的 畜牧 业 生 产 体系 。 这 一 生产 体系 根据 国际 有 机 农业 生产 要 

求 和 相应 标准 生产 、 加 工 、 贮存、 运输 并 经 有 机 食品 认证 机 关 的 供 

人 类 食用 或 使 用 的 一 切 畜 食品 ， 包 括 奶 及 奶 制品 、 肉 及 肉 制品 、 色 

及 皮 制 品 、 毛 及 毛 制品 等 。 有 机 畜产 品 的 必须 具备 四 个 条 件 : 

(1) 原料 来 和 目 有 机 畜牧 业 生产 体系 ， 不 使 用 化 学 肥料 ， 不 使 用 化 

PRA, DME SIN, LTS, KAS, ARTS 

染 ， 家 畜 人 饲养 也 尽 可 能 是 顺 其 上 自然， 充分 利用 天 然 资 源 放牧 。 

(2) 畜产 品 在 整个 生产 过 程 中 遵循 有 机 食品 的 生产 、 加 工 、 包 

装 、 贮 藏 、 运 输 等 标准 要 求 。 

(3) AML eer” na Vita ot Fe PAY Ji AS RE CEA. BAY. 

(4) 经 权威 的 有 机 畜产 品 认证 机 构 认证 。 

在 我 国 畜牧 业 生 产 发 展 的 今天 ， 发 展 有 机 瘟 产 品 ， 建 立 有 机 瘟 

牧 业 生产 体系 ， 应 当 引 起 我 们 的 关注 。 因 为 有 机 畜产 品 的 生产 对 我 

国 畜 牧 业 结构 调整 ， 对 区 域 与 畜牧 业 的 可 持续 发 展 ， 对 生态 环境 保 

护 以 及 人 民生 活水 平 提高 ， 都 具有 重要 意义 。 当 然 ，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生产 ， 建 立 有 机 畜牧 业 生产 体系 也 有 许多 困难 和 问题 。 因 为 与 化 

学 农业 相 比 ， 要 求 更 高 、 更 严格 ， 执 行 起 来 更 困难 。 对 已 经 习惯 于 

化 学 农业 的 人 与 地 区 来 讲 ， 要 有 观念 的 转变 ， 并 有 技术 的 转变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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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已 长 期 化 学 农业 的 无 机 环境 来 讲 ， 要 有 一 个 转换 期 ， 要 有 一 个 

适应 问题 ， 但 从 长 远 看 ， 我 们 应 该 从 现在 起 ， 就 应 关 广 有 机 冀 产品 

的 生产 问题 。 

发 展 有 机 冀 产品， 建立 有 机 畜牧 业 生产 体系 意义 重大 。 

在 我 国 当前 畜牧 业 生 产 发 展 中 ， 发 展 有 机 冀 产 品 ， 建 这 有 机 冀 

牧 业 生产 体系 ， 具 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首 先 它 是 我 国 畜 牧 业 结构 调 

整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50 年 代 末 ， 尤 其 改革 开放 以 来 ， 我 国 畜 牧 业 发 

展 取得 了 很 大 成 绩 ， 但 其 产品 基本 上 还 是 传统 的 产品 ， 这 种 高 闪 的 

代表 未 来 发 展 的 产品 ， 应 在 结构 调整 中 有 一 定位 置 。 其 次 ，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 在 改善 我 国 牧区 严重 的 生态 环境 中 有 重要 作用 。 我 国 草 

地 的 90% 以 上 处 于 不 同 程度 的 退化 之 中 ， 其 直接 原因 之 一 是 由 于 性 

畜 头 数 增加 而 导致 的 过 牧 。 发 展 有 机 冀 牧 业 ， 可 以 把 牲畜 头 数 适 当 

降下 来 ， 让 人 们 集中 精力 发 展 有 机 冀 牧 业 ， 提 高 畜 广 品 的 质量 ， 这 

对 于 防治 草地 退化 ， 保 护 生态 环境 很 有 好 处 。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 还 

有 利于 增加 牧民 收入 ， 扩 大 出 口 与 就 业 。 有 机 冀 牧 业 比 较 起 来 是 记 

动 密集 型 产业 ， 发 展 该 产业 可 有 效 解决 艺 动 力 过 剩 的 问题 。 有 机 瘟 

Pen AA Berea PA A ERASE, Re IE OS lbs th EB 

这 里 是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的 理想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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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定 优势 。 大 力 发 展 有 机 畜产 

品 不 仅 可 以 提高 我 国 畜 产品 的 质 

量 和 在 国际 上 的 竞争 能 力 ， 这 对 

于 有 效 解决 我 国 农 业 目 前 面临 的 

增产 不 增收 问题 。 发 展 有 机 冀 产 

品 ， 还 有 利于 解决 现代 畜牧 业 施 

用 化 肥 、 农 药 带 来 的 一 系列 环境 

污染 问题 。 可 充分 利用 我 国 辽 阔 

天 然 草地 无 污染 的 优势 ， 尤 其 是 

边远 和 经 济 落 后 地 区 天 然 草 地 的 

| 草原 牧 鸡 也 很 有 特点 优势 ， 有 利于 促进 西部 地 区 的 开 

发 与 经 济 发 展 。 有 机 冀 产品 ， 也 

可 以 提高 畜产 品质 量 与 档次 ， 丰 富 市 场 畜 产品 供应 ， 满 足 社 会 不 同 

层次 人 们 的 需要 。 有 机 奶 、 有 机 黄 油 等 有 机 冀 产 品 ， 是 目前 畜产 品 

中 的 新 品种 ， 其 市 场 定 位 较 高 ， 只 是 部 分 人 群 青睐 的 商品 。 生 产 一 

定数 量 有 机 冀 产 品 ， 对 于 满足 社会 不 同 层 次 人 们 的 需求 ， 丰 寅 市 场 

畜产 品 的 供应 是 有 一 定 意 义 。 

发 展 有 机 冀 产 品 有 广阔 的 市 场 背 景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 ， 国 际 

有 机 农业 运动 联盟 会 〈 人 向 称 IFOAM) 倡导 有 机 农业 ， 生 产 有 机 食 

品 。 从 全 球 看 ，2006 年 全 球 有 机 食品 贸易 总 额 大 约 1000 亿 美元 ， 但 

有 机 畜牧 业 产 品 1999 年 销售 额 为 1760 万 美元 。 所 以 有 人 说 有 机 食品 

是 “21 世 纪 最 健康 的 食品 ”。 

建立 有 机 冀 牧 业 生产 体系 要 抓 住 两 个 关键 环 币 ， 即 合格 背景 

与 过 程控 制 。 合 格 的 背景 ， 就 是 要 解决 建立 有 机 畜牧 业 生 产 系 统 中 

清洗 的 无 污染 的 无 机 环境 。 这 一 无 机 环境 ， 包 括 土壤 环境 、 大 气 环 

境 与 水 环境 。 土 壤 环境 要 求 符合 国家 颁布 的 《土壤 环境 质量 标准 》 

(GB 15618-1995) 起 码 要 达到 二 级 标准 。 在 我 国 辽阔 草原 的 绝 大 部 

分 地 区 ， 因 其 长 期 以 来 基本 不 施肥 ， 不 灌 法 ， 无 污染 ， 这 一 标准 ， 

基本 都 可 达到 。 大 气 环 境 也 很 重要 ， 要 求 按照 保护 农作物 的 大 气 污 

uty fe a TOLER BE (GB9137-88) 对 大 气质 量 进行 监测 ， 对 周围 存 

在 大 气 污染 源 的 情况 下 ， 要 进行 认真 处 理 。 而 地 下 水 、 地 表 水 与 灌 

法 水 的 水 质 则 要 达到 或 高 于 种 植 农作物 的 水 质 标准 。 在 有 机 食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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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背 景 值 合格 的 基础 上 ， 有 机 食品 生产 的 另 一 重要 环 币 ， 就 是 生产 

过 程 的 全 面 控制 。 为 此 ， 要 编制 有 机 食品 发 展 规划 。 对 有 机 种 植 、 

有 机 养殖 、 有 机 加 工 、 有 机 配套 产业 、 有 机 农业 害虫 等 防治 、 有 机 

观光 旅游 、 有 机 市 场 体系 建设 、 有 机 文化 建设 、 特 色 农产品 保护 与 

特色 加 工业 建设 的 发 展 方向 、 发 展 重点 、 布 局 、 规 划 与 进度 村 都 要 

作出 比较 明确 与 细致 的 规定 。 有 机 食品 的 另 一 重要 工作 是 认证 辣 

题 ， 这 是 保证 有 机 食品 的 4 个 重要 条 件 之 一 。 目 前 我 国 可 进行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的 体系 已 初步 建立 起 来 。 

十 一 、 建 立 草原 生态 补偿 机 制 

生态 补偿 是 一 种 使 外 部 成 本 内 部 化 的 环境 经 济 手段 ， 对 其 概念 
的 定义 尚 有 不 同 看 法 。 一 般 可 将 其 归纳 为 广义 与 狭义 2 种 : 广义 的 
生态 补偿 包括 污染 环境 的 补偿 和 生态 功能 的 补偿 ， 即 对 损坏 资源 环 
境 的 行为 进行 收费 或 对 保护 资源 环境 的 行为 进行 补偿 ， 以 提高 该 行 
为 的 成 本 或 收益 ， 达 到 保护 资源 的 目的 。 狭 义 的 生态 补偿 是 指 生 态 
功能 的 补偿 ， 即 通过 制度 创新 实行 生态 保护 外 部 性 的 内 部 化 ， 让 生 . 
态 保护 成 果 的 受益 者 支付 相应 的 费用 ;通过 制度 设计 解决 好 生态 产品 
这 一 特殊 公共 产品 消费 中 的 “搭便 车 ”现象 ， 激 励 公 共产 品 的 足 额 
供应 ;通过 制度 变迁 解决 好 生态 投资 者 的 合理 回报 ， 激 励 人 们 从 事 生 
态 保护 投资 并 使 生态 资本 增值 的 一 种 经 济 制度 。 费 世 民 等 (2004) 
则 认为 生态 效益 补偿 的 内 涵 有 3 种 观点 : 为 了 控制 生态 破坏 、 遏 止 
资源 衰竭 而 征收 的 费用 以 及 类 似 生 态 效益 补偿 的 资源 补偿 费 。 一 般 
而 言 ， 所 谓 生 态 补偿 是 指 自然 资源 使 用 人 或 受益 人 在 合法 利用 自然 
资源 过 程 中 ， 对 自然 资源 所 有 权 人 或 对 生态 环境 保护 付出 代价 者 支 
付 相 应 的 费用 ， 其 目的 是 支持 和 鼓励 生态 脆弱 地 区 更 多 承担 保护 生 
态 环境 责任 。 在 我 国正 在 建立 草原 补偿 机 制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这 是 由 
于 : 

(1) 辽阔 的 草原 为 社会 、 为 公众 提供 大 量 公益 性 产品 而 使 公众 
受益 。 既 然 公众 受益 ， 就 应 该 由 其 代表 者 政府 来 付费 。 我 国有 60 亿 
亩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 约 占 国土 面积 的 40% 。 其 所 具备 的 气体 调节 、 
气候 调节 、 水 调节 、 土 壤 形成 、 养 分 循环 、 休 闲 、 文 化 等 多 方面 的 
生态 功能 ， 这 些 功能 所 提供 的 有 形 或 无 形 的 产品 ， 或 者 称 之 为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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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 其 价值 十 分 巨大 ， 有 人 作 过 估算 ， 仅 以 气体 调节 一 种 功能 而 

言 ， 在 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每 年 固定 CO; 的 总 价值 为 1.144 x 10 元 ， 

( 因 庆 文 等 ，2004) ， 即 每 年 每 亩 39 元 。 尽 管 对 这 一 估算 仍 有 不 同 

争论 ， 但 可 看 出 其 价值 十 分 巨大 。 却 是 不 容 置疑 。 而 这 一 价值 并 不 

是 仅 由 草原 地 区 人 们 所 享用 ， 而 是 为 全 社会 、 全 体 公 众 所 享用 或 受 

益 。 所 以 你 享用 了 受益 于 草原 这 一 巨大 功能 产品 ， 你 就 应 该 为 之 做 

出 补偿 ， 尽 管 不 是 等 价 补偿 ， 那 也 应 该 作出 相应 补偿 。 

(2) 草原 有 许多 有 形 的 巨大 的 可 实现 的 经 济 价值 ， 但 受 政策 的 

制约 或 者 草原 资源 自身 特点 的 限制 而 不 能 变现 ， 因 之 政府 应 该 做 出 

补偿 。 比 如 ， 辽 阔 的 草原 有 许多 地 区 目 然 条 件 优越 ， 年 降水 量 可 在 

450mm 左 右 ， 自 然 植 被 为 草 甸 草 原 ， 土 层 深厚 ， 有 机 质 含量 可 在 4% 

以 上 ， 是 我 国 最 为 肥沃 的 黑 钙 土 ， 开 垦 种 植 粮食 作物 比较 有 利 。 但 

为 了 保护 我 国 北方 的 生态 安全 防止 区 并 化 ， 我 们 不 能 进行 开垦 ， 即 

使 有 的 地 方 已 经 开垦 ， 也 要 退耕 还 草 ， 这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体现 出 为 了 

大 局 和 全 体 民 众 的 公共 利益 而 做 出 局 部 牺牲 。 再 比如 ， 草 原 有 许多 

天 然 资源 ， 如 发 菜 、 甘 草 和 许多 药 用 植物 ， 本 来 可 以 开发 ， 但 为 了 

防止 生态 环境 的 破坏 ， 为 了 生态 安全 的 大 局 而 不 能 开发 ， 对 已 开发 

的 必须 加 以 限制 ， 这 也 是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为 了 大 局 、 为 了 公众 而 做 出 

的 牺 性 。 对 于 这 些 牺 性 难道 生态 安全 的 受益 者 不 应 该 做 出 补偿 吗 ? 

(3) 目前 草原 地 区 的 生态 环境 恶化 与 生态 系统 退化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古 因为 它们 为 国家 今日 发 展 做 出 了 巨大 页 献 ， 而 在 过 去 国家 为 此 付 

出 很 少 。 我 国 目 前 90% 以 上 的 草原 都 处 于 不 同 程度 的 退化 之 中 ,， 生 

态 环境 遭 到 不 同 程度 的 破坏 。 分 析 其 原因 ， 主 要 是 因为 近 半 个 世纪 

以 来 从 草原 输出 的 多 ， 输 入 的 少 ， 拿 走 的 多 ， 给 予 的 少 ， 两 者 极 不 

平衡 。 有 人 做 过 佑 算 〈 张 建华 等 ，1991) ， 在 建国 后 38 年 间 ， 国 家 

支援 牧 业 的 总 资金 87.4 亿 元 ， 占 牧 业 产值 的 1.6% ， 其 中 牧 业 基 础 仅 

占 产 值 的 0.29% ， 产 出 与 投入 之 差 十 分 巨大 。 也 有 人 从 物质 循环 的 

角度 计算 ， 如 白 音 锡 勒 牧 场 ， 面 积 3730km ， 在 1953 一 1980 年 的 28 年 
间 ， 输 出 的 牛 14 55824, 42 776 匹 ， 羊 340 944, 2FE4400t, Wh 

6822t， 总 计 输 出 纯 气 15 728.9t， 折 合 硫酸 按 786 440t 之 多 ;， 而 实际 

上 很 少 输入 〈 陈 佐 忠 ，1987) 。 这 种 人 不 甫 出 的 局 面 ， 起 初 很 不 明 

显 ， 后 来 好 像 六 雪 球 一 样 ， 越 来 越 大 ， 及 至 今日 已 十 分 严重 。 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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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大 程度 上 可 以 认为 是 草原 地 区 为 我 国 经 箭 基 础 的 建立 ， 为 我 国 今 

日 发 展 做 出 了 巨大 贡献 ， 而 享用 发 展 成 果 的 我 们 难道 不 应 为 之 做 出 
补偿 吗 ? 

(4) 草原 地 区 牧民 的 渐 趋 贫困 引起 区 域 性 、 局 部 性 社会 不 公平 。 
草原 地 区 牧民 一 方面 忍受 经 济 的 贫困 ， 一 方面 又 要 肩负 起 生态 环境 
保护 的 重大 压力 ， 要 坚持 以 人 为 本 ， 为 社会 的 公平 、 和 谐 、 可 持续 
发 展 做 出 贡献 。 从 整体 看 ， 我 国 草原 地 区 目前 经 济 的 发 展 大 大 落后 
于 东部 地 区 ， 与 其 他 地 区 相 比 ， 也 很 落后 ， 这 已 经 引起 了 区 域 性 、 
局 部 性 的 社会 不 公平 。 我 们 要 建立 一 个 和 谐 的 、 公 平 的 社会 ， 要 以 
人 为 本 ， 要 实现 可 持续 发 展 ， 对 这 些 地 区 进行 补偿 也 是 必要 的 。 

(5) 从 草原 在 全 国 、 全 世界 的 地 位 与 优势 来 看 ， 补 偿 草 原 、 保 护 
草原 也 十 分 必要 。 我 国 草 原 面积 之 大 ， 世 界 第 二 ， 而 草原 类 型 之 丰 
富 ， 堪 称 世界 第 一 。 其 中 温带 草原 、 高 寒 草 地 特色 十 分 明显 。90 年 
代 ， 澳 大 利 亚 一 位 有 名 的 草地 科学 家 访问 锡林郭勒 草原 ， 当 他 看 到 
草 旬 草原 美丽 的 景观 时 ， 兴 奋 不 已 ， 再 三 希望 我 们 保护 好 这 片 美 丽 
的 草原 ， 留 给 我 们 的 后 代 子孙 ( 陈 佐 忠 等 ，2006) 。 

迄今 为 止 ， 我 国 还 没有 明确 提出 草原 生态 补偿 制度 ， 但 实际 
上 已 做 了 许多 类 似 的 工作 ， 如 退耕 还 章 工程 、 退 牧 还 草 工程 等 ， 这 
在 一 定 意义 上 是 一 种 补偿 。 如 何 建立 草原 生态 补偿 机 制 ? 费 世 民 等 
(2004) 提出 生态 补偿 的 原则 应 是 国家 扶持 为 主 ， 宏 观 调控 ， 良 性 
循环 ， 直 接受 益 ， 法 定 补偿 ， 分 类 补偿 ， 重 点 突出 等 。 这 些 都 值得 
我 们 借鉴 。 草 原生 态 补偿 ， 并 不 是 全 部 草原 。 首 先 ， 应 主要 是 章 原 

中 以 生态 效益 为 主体 的 草原 。 如 
草原 生态 功能 区 、 草 原 自然 保护 
区 、 草 原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等 。 

多 渠道 酬 集资 金 是 解决 资 
金 来 源 基本 原则 ， 如 : 国家 财 
政 无 偿 扶 持 、 补 偿 基 金 、 受 益 
者 生态 建设 费用 、 发 行 国债 、 
捐助 、 全 民 义 务 绿化 费 、 生 态 

本 E 税 等 。 其 中 国家 财政 无 偿 扶 持 
开垦 草原 已 应 是 主要 部 分 。 而 补偿 标准 应 

116 



公平 、 合 理 、 逐 步 提高 ， 实 际 操作 中 ， 不 可 能 一 步 到 位 ， 要 循序 壮 

进 。 目 前 最 紧迫 的 是 把 补偿 机 制 建立 起 来 ， 标 准 要 量力 而 行 ， 范 转 

可 由 小 到 大 。 实 施 草原 生态 补偿 ， 建 立 草原 生态 补偿 机 制 ， 这 是 一 

个 十 分 重要 的 问题 ， 对 于 保护 我 国 已 有 的 草原 ， 治 理 退化 的 草原 ， 

保护 我 国 北方 地 区 的 生态 屏障 ， 稳 定 边疆 ， 以 及 允 梯 牧区 经 济 都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十 二 、 音 原 不 是 宜 农 羌 好 

我 国 草 原 的 退化 之 所 以 这 么 严重 ， 其 原因 是 复杂 的 ， 其 中 认识 
和 观念 十 分 重要 ， 特 别 是 决策 者 的 认识 最 重要 。 草 原 是 什么 ? 草原 
的 特点 、 规 律 有 哪些 ? 草原 的 重要 功能 是 什么 ?我 们 曾经 认为 草原 
是 莹 地 ， 好 的 草原 是 宜 农 荡 地 ， 所 以 开垦 草原 。 开 垦 好 的 草原 曾经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事 。 在 我 国 ， 曾 经 有 三 次 大 规模 的 开垦 草原 的 高 潮 。 
这 三 次 大 规模 的 草原 开垦 ， 虽 然 背 景 不 同 ， 但 都 给 我 国 草原 造成 一 
定 的 破坏 。 现 在 我 们 实施 退耕 还 草 工程 ， 在 某 种 意义 上 ， 正 是 要 弥 
补 这 种 损失 。 

十 三 、 要 清理 官办 牧场 和 义务 笋 畜 

草原 退化 原因 很 复杂 ， 不 同 地 区 也 不 尽 相 同 。 归 结 起 来 是 气候 
变化 与 长 期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动 共同 作用 的 结果 。 在 不 合理 的 人 类 活 
动 中 ， 超 载 过 牧 、 开 垦 、 不 合理 的 割 草 、 樵 采 等 是 主要 的 直接 的 因 
素 。 其 中 ， 超 载 过 牧 是 带 有 普遍 性 的 问题 ， 也 是 许多 地 区 最 主要 的 
因素 。 

超载 过 牧 与 政府 倡导 的 “ 头 数 畜牧 业 ” 有 关 ， 也 与 牧民 长 期 形 
成 的 “ 头 数 即 财富 ”观念 有 关 。 而 不 断 增 加 的 牲畜 头 数 中 ， 有 相当 
一 部 分 来 自 “官办 牧场 ”和 “义务 牧 畜 ”， 这 是 不 合理 的 两 部 分 ， 
应 该 清理 。 

在 过 去 一 段 时 间 内 ， 某 些 地 区 的 事业 、 行 政 单位 ， 利 用 手中 的 
权力 ， 在 牧区 兴办 各 种 名 目的 牧场 ， 以 解决 其 副食 品 供应 。 他 们 无 
偿 地 占用 牧区 的 草地 资源 养 症 牧 牛 ， 被 牧民 称 之 为 “官办 牧场 ”。 
他 们 的 羊 群 牛 群 增加 了 草地 的 放牧 压力 。 现 在 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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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清 理 这 部 分 “官办 牧场 。 

与 这 些 “ 官 办 牧场 ”相似 的 是 “义务 牧 畜 ”。 在 铺 彰 ， 许 多 

寺庙 饲养 的 大 量 牲畜 由 牧民 无 偿 代为 放牧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这 些 为 

寺庙 代 养 的 义务 牧 畜 销 灭 了 ， 但 代 之 而 来 的 是 一 些 人 也 利用 手中 的 

权力 ， 让 牧民 为 之 放牧 牲畜 。 他 们 不 花 钱 或 者 少 化 钱 就 可 无 偿 地 占 

有 牧区 的 草地 资源 ， 从 而 加 重 草场 的 压力 。 这 种 被 称 之 为 “ 畦 羊 - 

“ 黑 牛 ”的 数量 ， 在 一 些 地 区 可 达到 10”y% 以 上 或 者 更 高 。 这 种 一 边 

拿 着 傣 禄 ， 一 边 无 偿 占 有 牧区 草地 资源 而 与 牧民 争 食 的 行为 不 合 

理 ， 不 道德 ， 也 应 该 清理 。 有 人 曾 计算 过 ， 假 如 清理 了 “官办 牧 

场 ”与 “义务 牧 畜 ”的 牲 音 ， 我 们 一 些 地 区 的 超载 是 很 有 限 的 了 。 

今天 ， 人 们 普 志 改变 了 对 草 的 看 法 ， 国 家 有 专门 的 法 律 如 草原 

法 来 管理 草原 ， 投 入 了 更 多 的 经 费用 于 种 草 和 保护 草原 ， 许 多 城市 

都 有 以 草坪 为 主 的 广场 ， 房 地 产 也 因 美 丽 的 草坪 而 升值 ， 爱 护 章 坪 

成 为 人 们 的 共识 ， 草 地 科学 研究 也 出 现 空前 繁 业 的 局 面 。 所 以 ,我 

们 有 理由 相信 ， 我 国 草 地 面临 的 许多 问题 将 会 得 到 解决 ， 我 国 的 草 

原 的 未 来 会 更 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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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 底 我 开始 草原 科学 研究 以 来 的 20 多 年 时 间 里 ， 我 国 草 
原 的 面 魏 发 生 了 很 大 变化 ， 草 原 科学 研究 取得 了 很 大 的 进展 。 关 于 
草原 、 草 原 科 学 我 也 有 了 许多 新 的 认识 ， 其 中 关于 草原 多 功能 、 草 
原 可 持续 发 展 、 自 然 科学 与 社会 科学 的 结合 的 重要 、 草 原生 态 系统 
研究 的 复杂 与 困难 以 及 团结 而 又 不 乏 争论 的 草原 科学 研究 团队 的 组 

建 和 珍视 等 方面 ， 给 我 的 印象 最 为 深刻 。 
长 期 以 来 ， 我 们 特别 重视 草原 经 济 功能 ， 一 提 到 草原 ， 就 强调 

其 是 重要 的 畜牧 业 基地 ， 生 产 肉 奶 皮毛 的 重要 。 而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 草 原 的 多 功能 逐渐 引起 人 们 的 重视 ， 草 原 地 区 生态 功能 优先 
的 原则 现在 已 成 为 许多 人 的 共识 ， 这 是 草原 功能 认识 上 的 一 个 很 大 
的 变化 ， 也 是 写作 本 书 的 基本 指导 思想 。 

草原 退化 是 目前 制约 草原 地 区 可 持续 发 展 的 主要 原因 ， 对 其 进 
行 治理 不 能 单纯 靠 自然 科学 技术 ， 还 要 与 社会 人 文科 学 相 结合 ， 这 
是 社会 发 展 的 大 趋势 ， 也 是 必然 要 求 。 因 此 在 本 书 的 写作 过 程 中 ， 
在 这 些 方 面 ， 也 力求 能 够 有 所 体现 。 

1987 年 建立 的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 其 
目标 是 进行 “草原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过 程 与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究 。 中 国 科学 院 、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和 内 蒙古 自治 区 都 投入 了 大 量 的 
人 力 、 物 力 ， 经 过 许多 老 、 中 、 青 科学 家 多 年 的 努力 ， 发 表 了 许多 
论文 和 报告 ， 积 累 了 大 量 的 资料 ， 取 得 了 丰硕 的 成 果 ， 我 也 希望 在 
本 书 的 写作 过 程 中 能 够 有 所 反映 。 

而 最 令 我 难以 忘怀 的 是 我 们 那个 特殊 的 草原 生态 系统 科学 研究 
的 团队 ， 一 些 不 同学 科 、 不 同年 龄 、 不 同 兴趣 、 不 同 经 历 的 科技 工 
作者 相聚 在 大 草原 的 腹地 ， 条 件 很 艰苦 ， 生 活 很 困难 ， 但 目标 很 明 
确 ， 心 地 很 单纯 ， 力 量 很 集中 ， 心 情 很 愉快 ，10 多 年 时 间 里 ， 有 奢 
mem, AMAA, BORA, REBT SORA, FEAL 

经 进入 古稀 之 年 ， 大 家 都 还 怀念 那 段 难忘 的 岁月 ， 经 常 回 忆 曾 经 有 
过 的 争论 。 本 书 的 完成 ， 我 特别 感谢 在 那 段 日 子 和 以 后 给 我 许多 帮 
助 的 同事 们 和 朋友 们 。 也 十 分 感谢 长 期 以 来 默默 无 闻 、 无 条 件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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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亲人 们 。 并 以 此 贡献 给 他 们 作为 永久 的 纪念 。 

由 于 水 平 有 限 ， 尽 管 很 尽力 ， 但 书 中 仍 会 有 错漏 与 不 是 之 处 

晨 请 读者 批评 指出 ， 作 者 表示 衷心 感谢 。 

E-mail: chenzuozhong@yahoo.com.cn 

到 期 aeos ia 陈 佐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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