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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原不但是重要的牧业资源,而且对水土保持、生态平衡、气候调节、防风固沙、环境保护等工作影响深远。草原

是各族广大农牧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承载着畜牧业生产的重大责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保护草原资源,

做好草原环境灾害防灾工作意义十分重大。通过对我国草原的基本概况、环境灾害类型及灾害成因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造成草原灾害的类型主要有干旱灾害、大风灾害、生物灾害、 三化!灾害、大雪灾害、草场火灾等六类,灾害成因

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其中过垦和超载是引起草原环境灾害的最主要人为因素;针对草原环境灾害

类型和灾害成因,提出了防灾对策。

1 我国草原、草原环境灾害的基本概况

草原资源是我国国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畜

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

产资料及重要的战略资源, 是我国最大的绿色生态屏

障,同时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防线
[ 1]
。草原不但是

重要的牧业资源, 而且对水土保持、生态平衡、气候调

节、防风固沙、环境保护等工作影响深远[ 2]。我国是草

原资源大国,居世界第二位。全国天然草地总面积达 4

亿 hm 2 ,占国土总面积的 42% ,其中可利用面积约 3 亿

hm
2
,占国土总面积的近 1/ 3。中国草原是欧亚草原的

一部分, 从东北经内蒙古直达黄土高原, 呈连续带状分

布。此外,还见于青藏高原、新疆阿尔泰山前地区以及

荒漠区的山地, 大致从北纬 51#起,南达北纬 35#[ 3]。根

据生物学和生态特点,可划分为四个类型:草甸草原、典

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

我国草原辽阔,类型丰富。草原环境灾害是由于人

类活动影响, 并通过草原自然环境作为媒体,反作用于

人类的灾害事件[ 4]。这种灾害不限于各种自然现象,同

时包括那些被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类似事件以及有损

于人类自身利益的社会现象,它也不同于一般环境污染

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突发性,而且在强度与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方面远远超过一般环境污染,对人类身心健

康与社会安定的影响不亚于自然灾害。另外,草原环境

灾害不同于自然灾害,是因为它不仅具有灾害的共性,

还具有特性。从总体上看, 草原退化、沙漠化、盐渍化、

石漠化仍然严重。大部分草原超载过牧问题突出,内蒙

古、新疆、甘肃和四川等省区天然草原家畜超载 40%以

上。开垦草原、乱征滥占草原、乱采滥挖草原野生植物

等破坏草原生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牧区要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牧区经济发展,畜牧业发展,

牧民增收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加

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小康社会迈进之际, 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草原环境灾害的发生,探索草原环境灾害的

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客观规律,研究和扭转草原各类灾

害发生, 分析其成因机理与致灾过程,对于增强草原抗

灾防灾能力, 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并据此确定科学有

效的防灾、减灾和抗灾对策,最终将达到减轻草原环境

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造福人类的目的。

2 草原环境灾害的类别

2. 1 干旱灾害

草原区年降雨量在 50 ~ 450 mm,地下水位又多在

50~ 100 m 之下,由于巨大的蒸发引起的极不平衡,致使

干旱成为草地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 5]。沙漠干旱气候

与湿润气候之间的过渡性气候带,其位置常呈马蹄形环

绕着沙漠。草原气候区可分为: �热草原气候,分布在

低纬度热带沙漠的外围,最冷月份的月平均气温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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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冷草原气候, 位于中高纬度地区,最冷月的月

平均气温在 0 ∃以下。在干旱条件下,只能生长一些极

耐旱的灌木、小灌木或草本植物,正常年景植被稀疏,产

量很低, 多雨年份和季节植被可能略显生机,少雨年份

植被则生长更差。水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

物体的重要组成成份,直接参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而草地生产也正是以绿色植物的第一性生产为基础,水

的匮缺直接威胁着光合作用过程,从而成为生态系统中

最不利的因素,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大面

积的草地上,降水量少、外来水缺和地下水深的特点,使

草地生产经常处于一种受干旱威胁的不利状态。

2. 2 大风灾害

风灾亦称之为 黑灾![ 6]
。中国气象部门规定,凡瞬

间风速达到或大于 17 m/ s或风力达到 8级以上称之为

大风。造成大风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冷锋南下、风暴发

展、寒潮暴发和台风过境等,强烈的大风是一种严重的

灾害性天气,给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7]。风

大沙多是西部气候又一显著特征, 平均风速达 3~ 4

m/ s,风沙日有时达 75~ 150 d/ a以上,沙尘暴是风灾的

表现形式, 大量的尘土被强劲阵风或大风吹起,飞扬于

空中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不足 1 000 m。从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草原地区大风日数、沙尘暴次数都在

增加,强劲的风力进行剧烈的风蚀、风积作用, 为沙漠,

戈壁风蚀和沙地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动能。内蒙古 20世

纪 50年代全区性风灾 3~ 5 年一遇, 70 年代两年一遇,

进入 80~ 90年代几乎年年发生,我国西部 1993 � 2001

年共发生六次罕见的沙尘暴。1993年沙尘暴席卷新疆,

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 (区) 72 个县市, 风力达 9~ 12

级。仅阿拉善盟就带来经济损失 4. 36 亿元,间接损失

13. 7亿元。

2. 3 生物灾害

生物灾害是自然和人为干扰的结果,它引起草场的

退化,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生物灾害发生频繁, 近几

年生物灾害损失直线上升,因干旱和沙尘暴的发生,一

度很少发生的蝗虫灾害近 3年发生面积不断扩大,已给

内蒙、宁夏、甘肃、陕西、新疆的草场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使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可利用土地资源丧失,生物生产

量下降。

2. 3. 1鼠害

鼠害是指草地因老鼠密度过大而使鼠洞密布,形成

大量次生裸土,埋压牧草,同时因鼠啃食牧草根茎,与牲

畜争食或嘶咬幼畜, 使草地压力过重,加剧草地退化程

度,影响土壤肥力, 导致草地承载牧畜能力下降。草地

鼠害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它是草场三大公害之

一[ 8]。它不仅糟蹋粮食,破坏草场,而且还传播疾病,危

害人畜健康。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被老鼠破坏的草地面

积达 30% ~ 60% ,近年来,草原鼠的数量和活动范围在

急剧的增长, 2005年全国鼠害面积达 3800 万 hm 2 ,严重

的鼠害面积达 2 133. 3 万 hm2 , 年损失 150 亿 kg牧草,

经济损失约 16亿元。根据有关资料反映,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内蒙古地区鼠害频频发生。在灾害发生高峰

年,鼠类危害草场面积占可利用面积的 64%, 即使正常

年份也高达 10%- 30%。

2. 3. 2 虫害

虫害是指害虫引起的草原生态平衡破坏,导致草场

退化,生产率下降的草原生态灾害。虫害是一种较为特

殊的草地灾害, 由于我国草地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在不

同生态类型区均有与之相适宜的虫害发生, 2005年全国

虫害面积达 1 866. 7万 hm
2
, 严重的虫害面积达 1 266.

7 万 hm
2
。仅新疆就害虫种类达 150种左右,有些大发

生年份,发生地段的虫口密度可达几百至上千只。内蒙

古赤峰市在 1998 年春夏之季蝗虫发生面积达 34. 6 万

公 hm
2
,造成 103. 5 万个羊单位家畜无草可食。2005 年

5 月份气温较往年偏低,且降雨较多, 适宜草地螟繁殖,

造成大面积灾害。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塔拉特村大面

积的苜蓿被草地螟啃食,绿色的苜蓿已全部变黄,村里

的道路和村民的房前屋后及墙上也爬满了草地螟,在吐

尔洪乡小麦地和豌豆地也发现了大面积的草地螟,对农

业生产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2. 3. 3 草害

草害是指在可食牧草大量降低时,对牲畜有害和适

口性差的牧草大量侵入,使草地利用率下降。有毒有害

植物一般含有生物碱、配糖体、甙类化合物、萜类化合

物、酚类及其衍生物、无机物、简单有机物和光敏感物

质。牲畜采食后会引起中毒,重者很快死亡。在青海,

草地已发现的有毒植物约占全省草地植物种类的 10%

左右, 667 m 2 生长量达 80 kg(鲜重)。在内蒙古镶黄旗

的一块草地上, 原来以禾草和杂草生长为主, 其中禾草

占 70%以上,但退化后使一年生杂草大增、在 667 hm 2

产 54 kg的干草中,禾草占 0. 8% ,而有害杂草却占 95%

以上,大大降低了可利用性。2005年 4月份以来, 内蒙

古阿拉善左旗草原发生大面积毒草灾害, 致使 20 多万

头牲畜受到威胁,已造成 1 000 多只牲畜死亡。这些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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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主要是变异黄芪(又名 醉马草!)和小花棘豆,牲畜食

后出现摇头、摆尾、行走困难、成瘾等症状,最后消瘦,不

能采食而死亡[ 9]。由于毒草生命力强、耐旱,种子通过

风、洪水、牲畜的粪便等传播,蔓延速度快,从而对牲畜

造成威胁,形成灾害。

2. 4 三化!灾害

 三化!灾害包括草场沙化、退化和盐碱化, 指草原

生态系统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面性能变劣,因人为

破坏而引起土壤结构变差,肥力严重下降,土壤水分耗

尽,导致草原生产力降低的变化过程[ 10]。由于严重过牧

和掠夺式经营开发,草原面积逐年缩小, 草原植被盖度

降低,草原退化严重,且退化速度在加快,目前中国草地

90%不同程度地退化,西部地区则达到 95%。其中中度

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以草地 三化!为主的生
态环境恶化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问题。

2. 4. 1沙漠化

沙漠化是指草原靠近边缘的干旱地区,在人为和自

然的影响下,逐步演变成沙漠地带的过程。
[ 6]
中国草原

沙漠化面积占总面积 58% ,沙化主要发生在农牧交错区

和半农半牧区, 内蒙古草场沙化、退化面积 3 533 万

hm 2 ,约占可利用草地面积 55%。草原是天然的中草药

园,大部分采集者在挖根后都会留下一个深坑与一堆松

土,这给风蚀提供了大量沙源。在蒙、陕、甘、宁一些沙

区,挖药材、草皮、草根和灌木现象严重,秋季草地随处

可见挖出的甘草坑和堆积小土丘, 而到春季多风季节,

不仅地表散沙被吹起到处飞扬而引起草地沙化,而且挖

甘草的坑作为风蚀缺口,常引起地表掏蚀,形成风蚀坑

和下风向流沙逐渐堆积,出现片状流动沙丘。对草原植

物大量频繁的采集,不仅会使荒漠草原植被遭到破坏,

而且影响土壤结构。据估算, 挖 1 kg 甘草就要破坏 5

m2 以上的草地。内蒙古每年生产甘草、麻黄、黄岑、发

菜 1 000~ 1 500万 kg,每年破坏草场 7万 hm 2。

2. 4. 2退化

草地退化是指由于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扰动所引

起的草地植被和土壤质量变坏, 生产力、经济产出和生

态服务功能降低,是草地生态系统远离健康轨迹的演替

过程[ 11]。草地退化所派生出的生态危机,不仅制约区域

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也使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矛盾趋于尖锐,生态问题愈加突出。分析草地退化

现状、剖析可调控因素、提出综合治理策略对该区域草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90%的草地已

经或正在退化, 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 (包括沙化、碱

化)的草地达 1. 35亿 hm 2 ,并且每年以 200万 hm2 的速

度递增,退化速度每年约为 0. 5% ,而人工草地和改良草

地的建设速度每年仅为 0. 3% ,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退

化速度。土壤侵蚀是草地退化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由

于草地植被的破坏, 使草地失去表土覆盖, 从而在雨水

的长期侵蚀下, 使得肥沃的土壤大量流失, 地表径流增

加,河流泥沙量日益升高,既影响草地的恢复,又影响草

地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草原区蕴藏着大量的地下矿产

资源,如煤、石油、矿石等,开采这些地下资源的过程中,

频繁的车来车往,人类活动,以及废矿、废弃物等堆积于

草原上,对草地也是一个破坏。草地水土流失不仅吞噬

大量的草地,而且使下游泥沙淤积,造成河床抬高,水土

流失严重。由于地表植被盖度降低,草原涵养水源、保

护水土的能力减弱,造成草原退化加重。

2. 4. 3 盐碱化

盐碱化是指宜农草原气候干燥,地下水位浅而矿化

度高的平原灌区, 主要是人为措施不当, 引起或加重土

壤渍化过程
[12]
。盐碱化土壤占据着西部广阔的草原化

荒漠及典型荒漠区, 地表粗糙及至极其粗糙, 群落盖度

在 15% ~ 40% ,草群简单,草层高 10~ 30 cm,草场因盐

碱重而生长差,草质低劣,生物单产为 2 127 kg/ hm
2
,其

中可利用草单产为 939 kg/ hm
2
, 1. 36 hm

2
可承载 1 个

绵羊单位。因所产草含盐量高,只能作为牲畜食盐添加

剂用,利用率极低。次生碱渍化主要是割草、搂草、放牧

等造成。使草原地区地表植被变得稀疏,土壤蒸发量加

大。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位于中国东北部,以农业、畜

牧业为中心,是有着 50 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该地区年

均降水量不足 430 mm,倍受空气干燥,持续性水缺乏的

困扰。由于降水量较少游牧家畜已将草地吃光。1965

年后草原土壤盐碱化严重, 到 1989年时因土壤盐碱化,

洮北区受害的牧草地最大已扩大到 1. 32 万 hm2 , 当时

进行了土壤改良,虽已经使 50%的土地恢复了原状,但

是尚未得到完全解决。

2. 5 大雪灾害

雪灾亦称 白灾!,是指由于降雪过多,积雪过深而影

响家畜正常放牧的自然灾害[ 13]。虽然在西部草地出现频

率较小,但在人们缺乏准备和无法应付的情况下,却往往

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北方草原区

共发生大雪灾近 70次,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亿元。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的灾害标准判定,目前出现的是中度白灾。

 遇雪即成灾!已成为困扰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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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天旱情严重,牧草长势低矮稀疏,草场耐雪能力

差,一场大风雪就形成了严重的白灾。草原目前正陷于

传统畜牧业的危机状态,甚至是生存危机。

2. 6 草场火灾

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构成的植物群落,在其成

熟阶段,均为可燃物或易燃物[ 14]。草本植物的燃点一般

在 150~ 260 ∃ ,只要一根火柴的有效能量的 1%就可以

点燃。每千克干柴草发热量约为 12 560 J,火焰温度可

达 700~ 1 100 ∃ ,草原辽阔,一旦发生火灾蔓延不熄,可

使成千上万亩草场化为灰烬,村寨房舍灰飞烟灭,惨不

忍睹,危及人畜的生命安全。草原火灾形成既有自然因

素的作用, 也有人为因素的作用,火灾具有强烈的破坏

作用[ 15]。近 10年来, 草原火灾受害面积是同期森林火

灾受害面积的十倍左右。2005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

566 次,火灾受害面积 5. 34 万 hm2 , 烧死 ( 伤) 牲畜 2

397. 45万头(只)。草原火害不仅毁坏林草、民房,而且

造成人畜伤亡,还带来了一系列危害。主要是降低林草

抵抗能力, 火灾中未烧死的草场生命力减弱,极易遭受

病虫害侵袭;火灾烧掉草原土壤中的有机质,使氮、磷、

钾等无机物变得可溶于水,很容易被雨水冲走,土壤结

构遭受破坏;大灾过后土壤表层的 3~ 6 cm 处温度高达

900 ∃ 以上,造成动物和微生大量死亡,蚯蚓、藻类和真

菌也大大减少;草原火灾对大气产生一系列物理、化学

过程, 产生不良影响而破坏臭氧层, 从而使低层辐射状

态受到影响。

3 我国草原环境灾害及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 1 加强防灾综合研究

草原减灾工作由于上下不对口,使地方的整治工作

难以得到及时准确的业务指导、技术支持和项目安排,

给草原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16]。减轻草原环境灾

害,从经济上讲,与增加生产具有同等意义。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对生物资源以消耗为主的生产行业投资较少,

认为这类可更新资源是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以至从
认识到行动,减灾意识远远跟不上防御草原环境灾害客

观发展的形势, 这是草原环境灾害增大的一个重要原

因。为此,必须确立减灾与增产并重的观念,在制定草

原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 要充分考虑灾害因子,

在对草原效益评估时,要估算因灾导致的损失,在减灾

中求取更大的经济效益。随着草原环境灾害的研究加

快,应该对草原环境灾害学进行超前研究,草原环境灾

害是跨草原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类科学的边缘性科学。

必须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相结合, 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相结合, 无机因素与

有机因素相结合, 生命因素与非生命因素相结合,理论

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单项攻关与交叉、综合、系统的

研究相结合,逐步建立起草原环境灾害科学体系。草原

环境灾害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实

行综合监测与综合测报;搞好草原环境灾害计划与综合

灾害区划的协调工作;进行草原环境灾害抗灾能力的综

合调研; 适当引进国外高新技术; 探索综合减灾管理

模式。

3. 2 建立草原防灾体系

我国草原行业减灾工作是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

来,目前草原管理和科技服务体系主要设置在畜牧部门

内。负责草原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及时上报鼠虫情

动态。制定本级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应急预案,并决定预

案的启动和停止, 这表明,在草原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

面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这可以为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

保护和建设工作、促进畜牧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12]
。县

(市)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草原环境灾害防治应急

指挥机构,鼠虫害发生较为频繁,乡(镇 )人民政府要成

立草原鼠虫灾害防治应急指挥机构。积极落实防治经

费,做好农药、机具、器械、防护用品、交通及通讯工具等

物资的储备。根据灾区范围,提出草原环境灾害防治措

施,并组织防治工作的实施。负责组织防治专业技术服

务队伍和技术培训。组织有关人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

草原旱灾的防治工作。配合宣传部门做好草原环境灾

害防治宣传工作。

3. 3 推行草场的有偿使用和承包经营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草场经营管理体制,全面推行

草场的有偿使用和承包经营、彻底改变以往牧区 草场

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的传统思想和牧

民重牧轻草、用草不养草的畜牧业发展方式, 推行草场

的有偿使用和长期承包,调动牧民治理草场、建设草场

的积极性, 坚持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 14]。改变放牧制

度,推广世界通行的轮牧制度, 实行划区轮牧。根据不

同类型的草原状况, 制订不同的开发利用标准, 使地尽

其力,草尽其用。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农牧相结合的

协调发展机制,形成一个合理的高功能的复合生态系

统。在环境退化严重地区, 实行退耕还草, 推行草原围

栏,严禁放牧,促使草原生态环境不断向高效平衡的方

向发展。在衰竭的草原, 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的人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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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提高草原承灾能力,将原始草原开发、人工草原建设

和草副产品加工等保护和利用林地的方针策略协调配

套,提高草原的产量和草原灾害防治工作的功能。

3. 4 实施退牧还草工程

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性

举措[ 17]。我国草原地区天然草原分布于江河源头和黄

河中上游地区以及沙漠边缘地带, 面积大,范围广,是我

国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这些地区的草原植被退化,不

仅关系到我国天然草原环境持续恶化,生态功能日益衰

退,还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江河湖泊泥沙淤积,沙尘天气

和洪涝, 干旱灾害频繁发生,大面积农田被毁等一系列

生态问题,对国家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  十

一五!期间,以实施国家退牧还草工程为契机,完成退牧

还草围栏的任务,实现我国草原地区可利用草原全部围

栏,通过对草原进行评估,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草原

进行分级,确定相应的载畜量, 制定草原放牧标准。同

时大力推进草田轮作和人工种草,提高科学养畜的管理

水平, 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以促进牧业增效和

农民增收。

3. 5 加强草原执法力度

为了规范应对突发草原生物灾害事件行为,建立健

全突发性草原生物灾害事件应急机制,保障草原生态安

全、保护草原建设成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草原

畜牧业健康发展,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最大限度地消

除突发灾害事件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要

求,畜牧业应坚持以法治草、以草定畜、舍饲育肥的发展

战略。通过地方立法, 对以草定畜做出强制性的限制,

并通过严格的执法,保证以草定畜规定的落实,实现草

原的草畜平衡[ 18]。对未经批准或骗取批准非法征占用

草原的重大案件,坚决依法查处,公开曝光,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对草原野生植物实行严格的采挖许可证制

度,严禁无证采挖和违规采挖,对非牧民占用草原的问

题,各地要按∋草原管理条例(要求进一步做好清理工

作。对严重退化草原区实行禁牧, 中、轻度退化草原区

实施以草定畜和舍饲育肥。认真抓好基层专职或兼职

管护队伍建设, 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健全管护制度,规

范和约束群众的行为,形成人人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2007年 1月 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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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rasslan d is not on ly h erd ing r esources, but also inf lu�

ences soil con servat ion, ecolo gical balance, climate ad justment ,

and w indb reak and sand�f ixat ion as w ell . G rasslan d is closely rela�

t ive w ith herdm en) s living and prod uct ion. Protect ion of gr assland

r esources and prevent ion of it s di sasters are accordingly sign if icant .

Th e back ground of grassland of Ch ina and the categories and causes

of disasters w ere an alysed. The result s show ed that th e categories o f

di sasters include drought , wind, biology, d esert if ication, degrada�

t ion, salini ty, heavy sn ow, f ir e et al. Th e cause of disasters in�

volved both natural factor and human b ein g. Over�cult ivation and

excess� carrying b iology ar e the m ain factors f rom hum an bein g. At

last ,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 e grasslan d disasters w as put for

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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