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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干旱区草原是我国草原的主体，也是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结合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国际草原项目。总结归纳相关

研究调查材料。着重就北方干旱区草原的生态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草原区有关气候、水资源、草地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的6个资

源特征，阐述了有关草地面积、质量、生物多样性等5个方面的生态问题，以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工程治理为范例，总结了干旱区草原植被

恢复与改良的技术体系和生态工程切入点，进一步提出了干旱区草原保护和改良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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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言

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定义，干旱区泛

指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是“年降水量与潜

在蒸发散之比在0．05～0．65之间的地区”。中国干旱区

草原则泛指分布在中国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

区的草原。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和西南等地的18个省

区．其中北方5省区，包括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

西是北方干旱区草原的主体，也是中国国土荒漠化的

重灾区和重要的沙尘暴发源区。

近几十年，由于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人们对草原

的过渡利用超出了草原本身的承载力，干旱区草原生

态系统面临极大的挑战。草原植被严重退化、草原资源

频频告危，生产力逐渐下降，沙尘暴肆虐，加剧了草原

生态系统的破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00年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设立课题，研究北方草原防沙治沙科

技问题：2004年日本JECA组织与中国专家调查干旱

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方向；2004年亚洲开

发银行设立技术援助项目，研究中国草原改良项目和

牧区发展问题。笔者在参与上述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总

结归纳相关研究调查材料，着重就北方干旱区草原的

生态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总结典型范例，提出干旱区

草原保护和改良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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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圜圄重幽暖翟臼田曰E目疆暖翳瞳暖翻一

1干旱区草原概况与现状
1．1面积与分布

本文讨论的干旱区草原以北方蒙古高原干旱草原

区、甘新宁干旱荒漠、山地草原区和黄土高原草原区为

主，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5省区。这是我

国北方最主要的草原牧业省区，共219个县，符合《联

注：根据各类农业年鉴和资料编汇，资料来源见文献【l一3]。

1．2草地资源特征

1．2．1分布规律明显，地带性强，区域间差异极大

中国北方干旱区草原区绝大部分处于大陆性气候

区，其分布主要受水分条件制约的地带性影响．与水分

状况的地带性变化相一致．基本沿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数

条年均等雨线，自东北向西南呈倾斜的经向地带性分

布，依次表现为温性草甸草原类草地、温性草原类草

地、温性荒漠草原类草地、草原化荒漠类草地、温性典

型荒漠类草原地带【1]。

新疆北部由于受西来湿气流的影响，水分状况有

由西向东递减的特征性，但总体仍是干旱荒漠气候，草

地类型呈现山地草甸、山地草原和山地荒漠草原的地

带性分布【1]。总体规律为热量由东向西逐渐增加、水分

条件由东向西递减．草地类型则由温性草原逐渐向温

性荒漠过渡，气候干旱，冬季寒冷、不宜农、林，适宜草

地畜牧业。

1．2．2气候环境造成草地资源季节性不平衡

北方干旱地区水热分布的特殊性．造成干旱区草

原牧草生长高峰在7，8，9三个月，枯草期达6～7个月，

枯草期的牧草营养物质含量比青草期下降50％～80％以

上．再加上冷季草地面积小．而放牧时间长，缺乏可供

冷季放牧的人工草地、可供割晒干草的割草地，因此冷

季缺草成为我国草地利用中最大限制性因素(见图1)。

按季节草地平衡，北方和东部传统草地牧业区，冷季草

地载畜量已超载50％，少数地区已超载1～1．5倍，

暖季放牧期短．适于暖季放牧利用的草地面积大，因此

各地暖季放牧草地基本不超载或有一定载畜潜力。冷

季草地和暖季草地地区分布不平衡、载畜量不平衡的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定义的干旱县(旗)就达215个，

土地总面积332．73万km2．天然草地面积1．52亿hm2．

占该类地区土地总面积的45．66％；占全国干旱半干旱

草地面积的67．90％，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37．98％。其可

利用草地面积1．26 hm2，占北方5省区草地总面积的

83．24％。北方干旱区草地面积分布如表1所示。

矛盾，普遍存在于北方温带区和高寒草地区，特别是新

疆和内蒙古西部尤为突出。

图1 锡林郭勒草原牧草生长季节动态与

家畜季节性采食动态比较

Fig．1 SeasOnaI dynamics Of grasses gnowing

and¨Vestock grazing in×¨ingOIe grassIand

1．2．3水资源贫乏加剧了草原干旱特征

干旱草原区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

水，主要由降水、高山冰雪融水补给。据防治荒漠化及防

沙治沙工程建设调研专题——防治荒漠化紧迫性分析

材料估算。干旱区年均水资源总量约2 350亿m3，平均

为7万m3／km2，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36万m3／km2)，其

中地表水年均2 024亿m3，不足全国的8％。每公顷耕

地平均占有地表水11 921 m3，为全国耕地平均占有量

的45．3％：地下水资源约1 135亿m，．占全国年均地下

水资源量的14．2％。作为我国干旱区主体区域的西北地

区，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0．O％，地均水量仅为全国的

23．6％．耕地平均占水量仅为全国的58．1％(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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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水资源幅及其说明(1992)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整理，$为不包含台湾省的数据。

1．2．4草地生态系统波动大．脆弱性强

北方干旱区草原生态系统脆弱、稳定性差、敏感性

强，抗外界干扰能力弱，易受外界因子的干扰，自我恢

复与调节能力差．向非期望状态演变趋势明显．人为调

解的可能性和幅度都很小，一旦超载过牧，易造成退

化，并难以恢复，对家畜的种类、数量的增减和管理方

式的不当，都将造成草与畜的矛盾和不平衡。在1999—

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区域评价结果

中，内蒙古被列为中等脆弱性地区，浑善达克、阴山南

北麓和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古区段为极脆弱类型．属中

国生态环境最差的地区。

1．3主要生态问题

1．3．1由于盲目开垦。草原面积急剧减少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全国有近1 930多万hm2草

原被开垦，占目前全国草原总面积的近5％。内蒙古高

原农耕界限推进到正蓝旗一带【4】。毛乌素沙地与库布齐

沙漠之间的50 km宽的草场隔离带，经过30年后．几

乎已经连在一起【5】。我国的荒漠界线较20世纪60年代

初向东部草原带推移了50 km，新疆荒漠区盆地的荒漠

向山地草原带推进了100～200 km同。1995—2000年，我

国干旱区草原面积减少了5．49×104 km2【7】。2000年全国

草地资源速查初步成果数据显示，我国成片草地总面

积净减少了约2 547．98万hm2．减少了7．15％：黄土高

原地区净减少139．28万hm2，减少了6．42％：内蒙古自

治区净减少约507．46万hm2．减少了6．44％【8]。

1．3．2由于不合理利用．草原质量逐步退化

我国草地退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最早出

现草原退化的地区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农牧交错区．退

化最为严重的地点是居民点附近。到20世纪70年代

中期，全国退化草原面积约占草原面积的15％，到80

年代中期已增加到30％以上f91，90年代中期达到50％以

上㈣，到了21世纪初已增加到90％以上。

我国北方重点牧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化

草地面积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39．7％，到20世纪90年

代中期达到50．24％(其中轻度退化草地面积占

57．03％，中度退化占30．54％，重度退化占12．16％)。以

省为单位分析，宁夏、陕西退化草地面积达90％以上，

甘肃退化面积占80％以上，新疆、内蒙古面积占40％～

60％，西藏草地退化比例较低，占23．4％[11】。

草地质量退化表现在草群结构发生变化，优势种

植物及优良的伴生种植物种类减少，牲畜不喜食或很

少采食的杂类草及毒害草的数量相对增加，植物生物

产量减少20％。50％，其中轻度退化者减少20％～30％．

中度退化者减少30％～50％．重度退化草地则减少50％

以上；草群盖度降低、高度变矮，盖度降低25％一45％，高

度降低1／4～1／2；优势种植物和优良伴生种生活力减弱、

繁殖率降低、物候期推迟：鼠虫害伴随草地退化而发

生，同时又促进了草地退化[121。

1．3．3植被衰退。草地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下降

草地产草量动态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农业遥感应

用中心的遥感监测数据【13】。草地产草量模拟结果表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草地分布区草地产草量全都

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介于10％～40％之间。温带草地产

草量下降比较严重，介于20％～40％：高寒地区草地产草

量变化较温带草原低，草地产草量下降介于10％。20％。

从省份看．草地产草量下降最大的地区分别是：内蒙下

降27．62％，宁夏25．31％，新疆24．44％，青海24．61％，甘

肃20．19％。

笔者及其研究小组在内蒙古东部典型干旱草原的

研究结果表明，随草地沙化加剧，生物多样性指数呈下

降趋势，对潜在沙化、轻度沙化、中度沙化和严重沙化

草地，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下降20．O％，29．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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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63．2％(见图2)。土壤机械组成逐渐趋于沙砾化，细

物质逐渐损失殆尽，结构丧失，肥力枯竭㈣(见图3)。

图2不同沙化阶段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变化

Fig．2 Species rIchness index frOm di竹enent stages

Of desertificatiOn grassland

图3不同沙化阶段O一10 cm土层土壤机械组成变化

Fig．3 Changes 0f MechanicaI compositiOn Of the

so¨layers(O～1 0 cm)under different

stages 0f desertificatiOn grassland

2生态工程治理的范例启示

草原生态问题的改善在我国许多草原地区取得成

功。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北方干旱区草原的一个主要

类型。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建设项

目表明，干旱区的草原保护与改良是可行的、有效的。

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建设项目主要通过：①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实施沙源治理，营林造林，治理退化、沙

化草地，小流域治理．重点解决浑善达克沙地流沙地植

被恢复与重建和退化、沙化草地封育与改良；②生态移

民工程，实行围封禁牧，迁出牧民和家畜，建立新型的

移民区，保护退化草地的禁牧恢复；③禁牧舍饲工程，

加强家畜棚圈及饲草料基地建设，春季休牧为主．辅助

全年禁牧和划区轮牧的草地保护与利用。

采用的主要技术措施包括：①保护草地原生植被，

减少地表裸露，采用草场封育，设置沙障，营造固沙林、

护牧林和灌木带，人工补播或飞机播种优良牧草；②种

植优良牧草，建立人工草地。围栏放牧、划区轮牧，合理

确定载畜量、安排放牧强度和配置畜群结构；③牧草生

长旺期实施放牧，枯草期舍饲、半舍饲，合理调配营养，

提高饲料转化率：引进和选育改良畜种．提高个体产量

和质量；加速畜群周转；④专门化生产草产品、畜产品，

实施区域专业化、工艺专业化和产品专业化，发挥综合

效益。

取得的成效包括：①退化、沙化草地植被得到初步

恢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站利用3S技术和地面人

工抽检测评，2002—2004年“三牧”草地牧草高度平均每

年增加了9．56 cm，盖度增加19％，鲜草草量增加

1 005．5 k加m2；②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人畜饮水设
施、牧业机械化程度均有大幅度改善，抗灾保畜能力提

高；③沙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后续产业潜力巨大，沙

区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不足10％增加到现在的40％以

上，沙地牧草产量提高5。10倍，其中沙地产业初具规

模；④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效果显著，产业结构更

加合理；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6％；2004年全盟

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度提高5％～7％。

通过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建设的范例总结，得

到草原生态工程切人点的如下启示。

1)开展草原畜牧业制度，改革乡村级或县级试点。

学习其他发达国家干旱区畜牧业的先进经验．将干旱

区草原保护与探索适合中国的畜牧业发展模式相结

合，为干旱区生态环境建设探索经验。

2)在技术方面，针对草原带春季气候干旱、下垫面

植被稀疏、多大风、造成沙暴天气和加速草原带的风蚀

沙化问题，草原季节性不平衡问题，冬春季节牧草产量

降低、营养差、冬春季节过牧对草原破坏最严重的问

题，以建立人工高产草地、人工种草和以高产优质饲草

料种植解决冬春季节饲草问题为切入点，减少冬春季

节放牧对草场的压力，建立草畜平衡的机制。

3)依据草原生态类型特点和生态整治的典型示范

意义，大力推进以草原划区轮牧、禁牧围封、季节休牧、

治虫灭鼠等天然草原保护措施．大力推广以补播施肥、

浅翻灌溉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改良和建设措施，

加强草原基本建设，实施舍饲圈养工程，逐步建立起比

较完善的天然草原保护和监测体系。

4)对于草原环境已经极度恶化的地区，则实施围

封转移和生态搬迁工程，把极度退化的草原区围封起

来，局部区域禁止放牧利用．而将围封区内的牲畜和从

事生产经营的牧民全部转移出来，搬迁到旗县所在地

或其他建制镇周围，实施移民扩镇，也可搬迁到已实现

水、电、路、广播电视、电话“五通”的苏木(乡)所在地，

进行易地开发、集约经营，发展份如奶牛、塑料温室大

棚蔬菜生产等家家能干、户户受益的产业，确保移民收

入稳定、产业有效。同时，确保封围的草地能够休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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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恢复草原的生产、生态功能，为今后的可持续利用

打好基础。

5)提高单位草地面积畜产品单位的生产力．加大

家畜改良的力度，在不增加草地面积的基础上，减少劣

等家畜的数量，提高优良家畜的数量，引进适宜的优良

草食家畜品种，采用先进的人工繁殖技术和饲养管理

技术，完善棚圈建设，充分发挥优良家畜的生产潜力，

提高畜产品数量和牧民的收入。

6)在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治理草原、发展可持续草

地畜牧业的同时，控制好工程的规模。中国县级政府具

有强有力的领导、管理水平和能力，县、旗具有完整的

组织结构和管理层次．独立的生态建设办公室一般也

都建立在旗县一级，国家项目和工程的计划、预算一般

也都通过各级财政、计划部门而落实到旗县一级。建议

大规模的草原综合改良项目以旗县级为基本实施单

兀。

7)旗县经济是国家生态经济和区域经济规划、管

理、统计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单元．旗县不仅具备协调

乡村镇级的生产系统和市场系统的能力。而且可通过

贸易部门、招商部门、计划部门和商业部门来协调和沟

通本旗县与周边旗县乃至外省市区的经济活动。因此，

项目的设计和切入应以旗县级为单位。

3建议推广的主要技术措施

总结我国北方干旱草原地区的各种经验和研究成

果，应采取以下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

1)以家庭牧场为单位，选择适宜于耕作条件的草

地或弃耕地建立小面积高产人工草地或饲用作物田，

保证牲畜越冬饲草料需要．围栏改良较大面积的退化

天然草场，同时在更大面积的天然草场实行划区轮牧。

从而实现“开发一小片，保护一大片”。

2)实行节水型的“小型高效水利配套建设模式”，

选择地表和地下水富集地区，采取打井、修渠等措施，

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系统．由牧户中的高素质人才承

包管理．为相对集中的几户家庭牧场建设1处小型草

原节水灌溉设施．使灌溉面积少则达到20—30 hm2．多

则达到70 hm2．种植高产优质的饲料牧草，建成高产打

草场。

3)建立优草、良畜、暖棚配套设施，使每户实现舍

饲优良肉羊品种或毛肉兼用型的绵、山羊品种50只，

建设防寒暖棚40 m2，加强家畜的冬季饲养管理条件，

种好基本农田0．7～1 hm2的目标。使农牧民在不减少经

济收入的情况下，保护好天然草原植被，增加畜牧生产

能力。

4)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以及不同的生物破坏采

取不同的保护模式．如冷季舍饲、暖季放牧的种植饲草

料模式，山区重点放牧场、割草场的围栏育草、轮牧保

护模式，重点湖区和河流水源区退化草原围栏育草、休

牧保护模式，草原鼠虫害生物防治模式，牧鸡、牧鸭治

蝗和椋鸟控制蝗虫模式．C型病毒灭鼠、鹰墩鹰架灭鼠

模式等。

5)根据风沙危害情况开展牧场防护林建设，发展

替代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人工薪炭林，以减少使用

粪便做燃料。

6)提供生态移民购买优良畜种的长期贷款．减缓

当前生态移民的商业贷款3年还贷的压力，帮助生态

移民改变传统的放牧习惯，建立科学饲养管理家畜的

观念和技术，加强对家畜饲喂、防疫、繁殖、饲料加工调

制等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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