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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阿拉善盟牧草生长状况与气象条件分析 

王丽华 段凤莲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气象局，内蒙古阿拉善 750336) 

摘要 20l0年阿拉善盟春季沙尘暴天气和冷空气活动频繁 ，气温持 续偏低 1．．2℃，降水偏少，大部分地区牧草返青期较历年推迟 5～ 

20 d；5月下旬至 6月上 旬，雨热条件适宜，牧草 长势 良好 ；进入 6月下旬以后 ，全盟 大部分地 区出现 高温少雨干旱天气。牧草生长受到抑 

制；7月 中旬中期全盟大部分地区出现有效降水 ，使前期旱情得到缓解，降雨结束后持续的高温天气仍是影响牧草正常生长发育的不利 因 

素。总体来看 ，2010年阿拉善盟大部分地区天然草场牧草产量属持平偏欠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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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最西端 ，地处亚洲大陆腹 

地，为内陆高原，远离海洋，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冬寒夏 

热，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境内传统产业为畜牧业，拥有草原 

面积 460万 hm2。牧草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 ，也是发展畜牧 

业的主要限制因素，其生长期主要经历牧草的萌发期和青 

草期llI。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阿拉善盟气候 

条件的不稳定变化导致牧草产量的起伏不定，直接影响全 

盟畜牧业的发展。该文利用各旗草场监理部门监测点监测 

结果及气象资料，分析 2010年阿拉善盟气象条件对牧草生 

长状况的影响，以为牧草进一步稳产、高产和发展畜牧业提 

供参考 。 

1 气象条件分析 

2010年牧草生长季(4—9月)阿拉善盟平均气温较常 

年偏高 l～2℃，降水偏少 26％左右，但阿拉善盟北部降水偏 

多 2％～62％。春季气温偏低 ，降水季节分布不均 ，前期干旱 

明显，后期雨水正常。总体上看，全盟草地生态质量持平，但 

牧区春季温度高、降水量少的特点对牧草的生长发展较为 

不利翻。 

1．1 返青期 

天然草场牧草返青期的早晚受温度和降水影响，其中 

温度是关键因子。2010年 1—5月全盟平均降水量仅为 3．1 

mm。中、南部平均降雨量 3．9 mm，北部降雨量较少，平均为 

2．0mm。2月中旬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低 5．0～7．0℃，2月下旬 

时气温迅速回升．与常年相比偏高 7．0—9．0℃．3月上旬全盟 

平均气温为一6．2～2．8℃，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地偏低 2—4℃； 

春季偏低的温度不利于牧草的前期萌动 ，2010年牧草返青 

期较历年偏晚，多在 3月下旬至4月中旬，北部返青期比南 

部推迟 5—10 d。返青后，受气温和降水量偏少影响，全盟各 

地牧草长势情况存在差异【31。 

1．2 旺长期 

6月中旬以后．出现高温少雨干旱天气，牧区旱情严重， 

牧草生长受阻．其中6—7月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 

高 2～4℃，日最高气温在 30℃以上的天数达 30～50 d，甚至 

出现 40 以上高温天气，额济纳河拐子湖出现 40℃以上的 

高温天气长达 l1～13 d；累积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平均值偏少 

10％～93％；牧草旺长期受高温干旱影响，生长发育迟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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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长势偏差[31。7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偏高 3-4℃，旬 

中期出现降水天气。使土壤墒情得到有效改善，但降水量与 

历年同期相比仍偏少 14％，随着降雨的结束，阿拉善盟又出 

现持续少雨的高温干旱天气。 

2 气象条件对牧草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根据 5月初各旗监理部门监测点监测结果及气象资料 

分析可知，2010年4月阿拉善盟的气候反常，沙尘暴及冷空 

气侵袭的次数较历年增多，牧草返青期较往年推迟 l5～30 

d．导致 4月至 5月上旬牧草长势明显 不一致 ，禁牧区内禁 

牧的植物返青较缓慢．而禁牧区外的牧草返青较快。建群灌 

木沙冬青、霸王、锦鸡儿、刺叶柄棘豆等已处于返青期，20％ 

～ 40％的红砂、珍珠及白刺则处于萌芽阶段。 

牧草旺长期的干 旱是影响内蒙古 自治区 2010年草地 

生态环境的主要气象灾害。6月中旬以后遭遇的持续高温、 

少雨天气 ，全区干旱面 积最大约为 92．38万 km2，阿拉善盟 

发展成为全区重旱区域，使天然牧草长势明显变差，致使返 

青后的牧草出现黄尖、萎缩、枯萎，大面积减产 。天然草原 

牧草平均高度仅为 11～13 em，盖度 7％～3l％，鲜草产量为 

195～900 k m 。阿拉善盟西部春季雨水相对充沛，灌木初 

期长势较旺盛，而且 6、7月降水少对其不利影响较小，西部 

区灌木草场长势偏好于 2009年。 

阿拉善左旗中部、南部 1—5月降水量较北部相对多， 

且全旗沙尘暴及冷空气天数比往年增多，牧草返青期同比 

2009年推迟 15 d左右 ，禁牧 区内针茅草场 、红砂草场等牧 

草生长明显不如禁牧区外适宜放牧区的长势正常；天然草 

原灌木产量平均为 112．5 kg／hmz，小针茅返青高度为 4-8 

em．牧草产量较 2009年同月下降 5％～8％，总体上牧草长势 

情况不如往年。阿拉善右旗 2009年和前 5个月降水量略 

好，全旗牧草返青率高，产量高于 2009年，其南部区的土砾 

质荒漠亚类的草群产量平均为 1 005．0 kg／hm2，平均高度 

30 cnl，盖度达 16％；盐土质荒漠亚类的草群产量平均为 

255．0 kg／hm2。平均高度为 13 cm，盖度达 12％；北部区沙质荒 

漠亚类草群产量平均为 120．0 kg／hm2，平均高度为23 em，盖 

度达 18％。额济纳旗受低温影响，有效积温较 2009年降低 

20％。牧草表现为返青较差，生活力弱，相对于 2009年同期， 

大多数牧区返青期平均推迟 20 d左右 ，平均产量为 120．0 

kg／Ilm ，平均高度为 12~22 em，盖度 5％-8％。 

(下转第 306页) 



资源与环境科学 现代农业科技 2011年第 20期 

需要农机部门召开现场会，通过宣传带动农机大户、种田大 

户搞秸秆还田作业。必要时应该鼓励各镇村建立秸秆全量 

还田示范点，形成镇镇有示范村、村村有示范户、大户带小 

户的试点形式阎。通过现场演示，让群众和村组干部看到秸 

秆粉碎还田的效果，极大提升农户搞好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 

的信心，为全区域内实现秸秆禁烧和秸秆全量还田奠定坚实 

的基础 。 

3．5 加强政策扶持是秸秆还 田实施的必备条件 
一

是结合中央和省级农机财政购置补贴政策，对购买大 

中型拖拉机和各类秸秆综合利用设备的农户进行财政补 

贴 ，同时各个地方政府也要出台配套补贴政策 ．对各 乡镇购 

买秸秆还田机具农户实行追加补贴。二是加强对种田农户或 

机手的补贴。政府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和推动秸秆全量还 

田，帮助农民适当减轻负担。对实行秸秆全量还田的农户， 

由于作业成本大幅提高，对机手或农户进行补贴。三是对秸 

秆全量还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区给予一定的工作经费补 

助，调动各级干群的积极性。通过政策扶持，有利地促进秸 

秆禁烧和秸秆还田的大面积实施。 

综上所述 ，推广秸秆还田技术就是以机械粉碎、破茬、 

深耕和耙压等作业为主，将农作物秸秆粉碎后直接还到土壤 

中，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肥地力，提高作物产量同。采用科学 

的管理手段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合理实现机械化还田作 

业各环节的衔接 ，既可以优质高效地完成抢收抢种、保证不 

误农时、争取有效积温 ，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劳动强 

度，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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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领导联系点，部门包区域”的制度，形成立体管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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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几年的努力，这些地方基本解决了禁烧问题．同时 

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也有大幅度的突破。 

3．2 搞好宣传发动是落实秸秆还 田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 

为推广秸秆还田技术，需要加强全民秸秆禁烧和秸秆综 

合利用意识，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标语、板报等多 

种宣传载体 ，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 、多形式的宣传活动 。环保 

局、农机局、农林局、公安局、交通局要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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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田的好处删。农忙期间，新闻媒体要对禁烧和秸秆还田进 

行跟踪报道。事实证明，宣传工作做到位能够大大促进秸秆 

还田和综合利用的实施 。 

3．3 加强技术培训和服务是实施大面积秸秆还田的根本保证 

为保证秸秆还田作业能促进后茬作物的生长，充分体现 

秸秆还田培肥地力的优势，相关部门要编制秸秆全量还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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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B／OL]．(2009—12—12)『2O11—09--06]．http：／／wenku．baidu．corn／view／ 

f38803d7elc708a1284a44eb．ht mL． 

[3】杨云马 ，贾树龙，孟春香，等．不同耕作及秸秆还田条件下冬小麦养分 

利用率研究『J1．华北农学报，2010，25(B8)：202—204． 

[4】吴行国，朱桂珍，韩芳．秸秆还田技术的应用效果及示范推广[J】．农业 

科技通讯．2oo8(12)：94—95，147． 

[5】秸秆还田机操作要领叨．农民科技培iJlI，2009(5)：38． 

[6】潘宁，张守成，徐加健，等．秸秆还田对农作物生长土壤环境的影响及 

对策lJ1．上海农业科技，2010(2)：22—23． 

(上接 第 298页) 

3 生产建议 

面对今后高温天气的加剧，草场土壤失墒严重，牧草长 

势变差，对牲畜养殖极为不利，盟内各地要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I51。在牧草长势差 、产量低的牧区积极采取措施进 行冬季 

饲草配置．以防冬、春季可能出现的强降温、雪灾和旱灾等 

气象灾害的危害，保证牲畜安全越冬。 

在干旱现象曰趋恶化的牧区，力争控制放牧强度，尽量 

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牲畜饲草问题，减少对草场的破坏；同 

时协调全年草畜平衡工作，根据产草量合理制订出栏率，防 

止牲畜超载，加大严重超载且饲料不足地区的牲畜出栏率， 

以保护草地生态环境[句。 

各地区应密切关注中、长期天气预报，抓住有利时机进 

行牧草补播，提高草种发芽、生长率，恢复重建逐渐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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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并注意草场病虫危害，做好草场虫、鼠防治工作，应对 

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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