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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的原因及恢复技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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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面积占 75 % - 95 %[1 ] ,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和人类不合理的利用 ,加

之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半干旱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分析了退化原因并提出了全面保护

天然草地、合理放牧、合理割草、对退化某地的恢复、人工草地建设、草地改良、控制虫鼠危害、特色植物资源加

工与利用、建立家庭牧场生产模式等九项防治及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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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有 4 亿 hm2 不同类型的草地 ,据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 ,1997 - 1998 年间 ,我国 90 %以

上的天然草地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 ,并且每年

以草地可利用面积 2 %的速度加速退化 ,而半干

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面积已经占到 75 % -

95 %[ 1 ] 。草地退化是指草地生态系统在其演化过

程中 ,其结构特征和能流与物质循环等功能过程

的恶化 ,是生物群落 (植物、动物、微生物群落) 及

其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它既包括“草”的退化 ,

也包括“地”的退化。

2 　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原因

导致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的原因有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 ,而人为因素在退化过程中起主

要作用。

2. 1 　自然原因

全球气候变化是引起草场变化的重要自然原

因 ,其中降水量的变化尤其重要。半干旱地区的

降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均呈现减少趋势 ,20 世

纪 60、70 年代由于气候变暖引发干旱导致大面积

草场退化 ,这个时期正是我国草场退化最为严重

的时期。据估计 ,1860 年以来 ,全球地面平均温

度升高0. 4 ℃至0. 8 ℃,1990 - 2000 年期间 ,全球

平均气温升高 1. 5 - 1. 6 ℃。例内蒙古地区 1999

年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 3 ℃以上 ,降水

明显减少 ,形成高温干燥的恶劣气候[2 ] 。气候变

暖 ,不仅加速了土壤的蒸发 ,而且还程度不同地改

变了局地大气环流 ,从而影响了降水量变化的区

域分布规律。

2. 2 　人为原因

人为原因 ,特别是近几十年 ,人为的长期的不

合理活动 ,加剧了我国半干旱天然草原退化的过

程。在这些长期的活动中 ,主要原因 :

2. 2. 1 　人口增长 　人口的急剧膨胀引发大量资

源的消耗 ,甚至出现资源的大肆掠夺式利用 ,人均

占有资源数量大幅度减少 ,质量随之下降 ,资源匮

乏。占世界 7 %的土地养育了占世界 21 %的人

口 ,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奇迹 ,又是沉重的压力。研

究报道 ,在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仅依靠自然界本

身的物质生产 ,人口承载力为每公顷 5 - 7 人 ,而

长城沿线已达每公顷 72 人。自 1950 年 ,草原牧

区人口增加了 1 倍多 ,草地家畜增加了 3 倍 ,草原

面积却不断减少 ,至 20 世纪 90 年代每头牲畜占

有草地面积较 50 年代减少了 60 % - 70 %[ 3 ] 。

2. 2. 2 　滥垦、滥挖、滥采及开矿 　1949 年以来 ,

由于我国人口剧增 ,为解决粮食问题 ,从而在“以

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口号下 ,半干旱地区

天然草原有几次大的开垦种粮的高潮。土地平

整、土壤肥沃、草地植被生长好的土地被当作宜农

荒地 ,不断开垦 ,种粮食作物。,目前 ,我国由于盲

目开垦、撂荒导致草地沙化占草地沙化总面积的

25. 4 %[2 ] 。但半干旱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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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草地被开垦以后 ,多数是粗放耕作 ,不施肥、

不灌溉、靠天吃饭 ,产量很低。种不了几年 ,多年

形成的土壤结构被破坏 ,有机物质强烈分解 ,含量

降低。耕作破坏了草原植被 ,松散了生草土层 ,裸

露松散的沙质土地在干旱的风沙中极易受风蚀 ,

每当几季来临 ,疏松的细沙土随风而起 ,成为沙丘

的物质来源。过多的开垦缩小了草地面积 ,增加

了草地的牲畜负荷量 ,又引起草地植被的退化。

这种连锁反应使开荒区草地变成了沙地。2000

年以来 ,中央决定的退耕还草还林 ,才使得草原开

垦得到遏制 ,草原退化有了彻底防治保证。

草原是天然的中草药园。在草原数千种的植

物中 ,有大量是有名的中草药 ,如内蒙黄芪、甘草、

麻黄、柴胡、防风、知母等等 ,这些中草药大部分是

以其根入药 ,因而采集它 ,必须挖根 ,要挖根就要

破坏草原 ,而且大部分采集者都在挖根后都会留

下一个深坑与一堆松土。挖的坑多了 ,破坏的草

场就大了。这给风蚀提供了大量沙源。据估算 ,

挖 1 kg 干草就要破坏 5 m2 以上的草地。草原有

许多有特殊价值的经济植物 ,大量的频繁的采集 ,

不仅会破坏这一资源本身 ,也会给其生存的草场

带来不利影响 ,搂发菜就是其中之一。发菜仅生

长于荒漠草原地区 ,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

破坏易而恢复难。搂发菜不仅会使荒漠草原植被

遭到破坏 ,而且影响土壤结构 ,以至整个生态系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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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车辆毁地 　在草原上 ,地形起伏较小 ,多

为平坦草场的缓坡草地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使

车辆通行。这虽给行车带来了方便 ,但也使草场

受到破坏。草原上除主干道外 ,小路、便道四通八

达 ,且多为二、三道并行 ,很少有一条行车道。随

意形成的道路和多的并行道 ,毁坏了许多可利用

的草场。车辆破坏地表 ,引起风蚀和水蚀 ,当车道

超过一定深度时 ,车辆通行不便 ,道路便废弃。由

于近年来机动车辆的增多 ,行车道的废弃相当普

遍 ,几乎 5 a 左右就会有一条新道废弃 ,这极大地

破坏了草场资源。

2. 2. 4 　旅游　近几年 ,草原旅游业兴起。旅游确

实给当地居民增加了收入 ,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 ,但因管理粗放 ,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骑马是草地旅游的主要活动 ,由于马匹在旅游点

的集中 ,草场反复被践踏 ,常常引起退化。

2. 2. 5 　超载放牧 　草原超载主要来自两方面的

因素 ,一是草场面积减少 ,主要是草场开垦、草场

沙化、道路用地、机械车辆毁地、旅游用地等 ,使草

场面积的绝对量减少。二是牲畜头数的增加 ,使

牲畜占有草场的相对面积减少。历年来 ,畜牧业

的发展是以牧畜头数的增长为指标 ,不是以畜产

品为准 ,国家方针如此 ,牧民对财富的传统观点也

是如此。在这些政策和观点的影响下 ,我国牧畜

头数较解放初期大幅度增加。内蒙古 1947 年解

放时 ,有牲畜 1 925. 8 万羊单位 ,平均每只占有草

场 4. 1 hm2 ,利用强度很低。以后牲畜数量逐年

增加 ,到 1965 年达到 7 327. 8 万羊单位 ,为 1947

年的 3. 8 倍 ,平均每只占有草场 0. 9 hm2 ,已超过

天然草地的承载力 ,此后牲畜头数随气候波动而

大起大落 ,总在 7 000 万羊单位上下徘徊。在内

蒙古的一些地方牲畜数量还在增加[1 ] 。

草畜平衡是维持草地健康的基础 ,目前我国

天然草地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新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牧场上牲畜载畜量超载 1

倍。自 1978 年以来 ,青海省的草食家畜存栏数始

终保持在 3 500 万羊单位以上 ,而草原的理论载

畜量为 2 500 万羊单位左右 ,超载率达 40 %[1 ] 。

由于牲畜的超载过牧 ,草地牧草生长受到抑制 ,加

之牲畜的践踏和草地建设投入匮乏 ,日久天长 ,导

致草地退化。据统计 ,国家每公顷草地投入建设

费用仅 0. 3 - 0. 4 元 ,而草地产出则是 15 - 20 元 ,

比例严重失衡[2 ] 。

3 　半干旱地区天然退化草地恢复的

措施

　　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退化原因复杂 ,改良方

法也不尽相同 ,必须查清草地的退化原因和机理、

分析本地条件和植被状况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

确定改良措施 :草地改良初期 ,需要适当保护 ,禁

止放牧 ,待植被生长进入相对稳定期后方可利用 ;

草地改良应与一些工程措施相结合 ,修筑必要的

排灌工程 ,建立刺丝、光电及生物围栏 ;要进行科

学的田间管理 ,特别注意苗期的杂草防治和病虫

害防治 ,同时要在对土壤肥力诊断基础上进行科

学施肥的灌溉。草地改良就是在正确认识草地发

生规律和草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 ,控制草地的发

展方向和速度 ,一方面防止草地退化 ,另一方面通

过农业技术和工程技术措施克服或缓解不利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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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健康发展的限制因子 ,改善草地植被的生活条

件 ,提高草地的生产力。具体的方面有以下这些 :

3. 1 　全面保护天然草地

天然草地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绿色屏

障 ,对维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 ,防止自然灾害 (如

洪涝、干旱、沙尘暴等)发生 ,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半干旱地区草地退

化、沙化、碱化严重 ,草地资源减少、物种丧失、鼠

害频繁发生 ,草地质量和生产力下降 ,功能衰退 ,

急需要对天然草地进行保护 ,防止草地进一步退

化和物种丧失 ,保证天然草地持续利用。建立天

然草地生态系统保护区是全面保护天然草地的一

种方式。目前 ,我国已经在西部地区建立了一些

草地生态系统保护区 ,但数量还很少 ,应在不同地

带 ,不同类型草原区增加草地保护区的建设 ,使之

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种源地和科研基地。

3. 2 　合理放牧

合理的放牧制度对于保护草地资源 ,维持草

地生产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理的放牧制度

包括确定合理的放牧率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不

同草场的合理利用等。确定放牧率时 ,要充分考

虑草场的生产力状况 ,使草场能够得到及时恢复 ,

防止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场退化。在时间和空间上

合理安排使用不同类型草场 ,也可以起到保护草

场的作用。

3. 3 　合理割草

割草可为牲畜提供冬春饲草 ,确保牲畜安全

过冬。但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利用 ,割草场已日益

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合理的割草制度应包

括选择最适割草时期、合理轮割和适宜的刈割强

度。最适割草时期的选择应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

群落地上生物量的高峰期 ,二是植物营养物质含

量的高低。经过多年的研究表明 ,羊草草原地上

生物量的高峰期在 8 月中旬 ,但牧草粗蛋白质含

量以 6 月下旬为最高。为了兼顾再者 ,应以单位

面积的储氮量的高低 ,作为确定最适割草时期的

依据 ,由此得出羊草草原最适割草时期为 8 月上

中旬。

3. 4 　退化草地的恢复

过度放牧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

地控制因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场逆行演替而造成的

严重退化 ,保护草场资源 ,采取围育措施是十分必

要的。在目前的放牧压力下 ,只有经过封育 ,植物

才能正常生长、发育 ,才能有机会贮存足够的营养

物质越冬和明春返青的需要。围育对优质牧草尤

为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 ,优质牧草才能免遭牲畜的

啃食 ,才有机会与其它牧草竞争 ,特别是与不可食

或适口性差的牧草竞争 ,从而使草场向正向演替

进展。围育后 ,草场的高度、地上生物量 (特别是

禾本科牧草的生物量) 、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地提

高。

3. 5 　人工草地建设

天然草地的产草量低 ,特别是退化的草场产

草量更低 ,加之退化草场面积大 ,产草量远不能满

足牲畜饲草的需求 ,特别是不能保证有足够的饲

草供牲畜过冬春季节。现在惟一可行的就是人工

种植牧草 ,建立人工草地 ,提高产草量 ,来缓和草

畜矛盾。

全面实行退耕还牧种草种树 ,防治风蚀和阻

止风沙。在半干旱地带种植优质高产牧草 ,发展

草粉加工和集约化精准养殖业 ,有许多有利条件 ,

最突出特点是 :土地容易耕作 ,最适合种植多年生

的苜蓿、沙打旺、红豆草、草木樨等优质高产豆科

牧草。比农作物的价值高。建立苜蓿种植带和苜

蓿草粉加工带。既可以向饲料加工业提供苜蓿草

粉 ,也可以向牧区提供牧草 ,以减轻牧区的压力。

退耕还草 , 人工种草是营造该地区良好生态

环境的最佳途径 , 因为天然草场无刈割草区 , 并

且草场产草量低。只靠天然草场放牧牲畜 , 牲畜

很难越过冬春季节 , 必须放牧与补饲相结合 , 推

行人工种草和建立人工草场。应种植适应性强、

出苗率和成活率高、营养价值高、越冬性好的披碱

草、扁穗冰草、星星草、老芒麦等多年生优质牧草。

3. 6 　草地改良

草地改良是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包

括围栏封育、浅翻耕、松土改良、补播、火烧、施肥

等措施。天然草场浅耕翻后 ,草场产草量显著增

加 ,其有效利用年限可达 15 a 之久。

3. 6. 1 　围栏封育 　这是最简单易行也是成效显

著的措施。在半干旱地区退化的草地 ,一般围栏

3 a 即可发生显著的变化 ,生产力就可有较大幅度

提高。封育禁牧是退化草地恢复最经济的技术方

法。解除放牧压力 ,使草地自然恢复 ,作为一种低

投入、经济的措施在退化草地恢复中得到广泛应

用。

3. 6. 2 　松土改良 　这是一种用机械的办法改善

土壤的物理性状 ,进而改良土壤的化学状况 ,为植

物生长创造好的条件 ,提高生产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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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3 　补播　即在退化草地上补种合适的豆科

或禾本科牧草。

3. 6. 4 　施肥 　在某些局部地区 ,在可能条件下 ,

施用化学肥料或有机肥料对提高生产力与退化草

地改良也有很大好处。

3. 7 　控制虫鼠危害

为了有效地控制以蝗虫为代表的虫害 ,以鼹

鼠为代表的鼠害 ,采取各种经济、安全、有效的统

合措施 ,把蝗虫、鼠害种群数量控制在不造成危害

的水平以下。在做好药物防治的基础上 ,积极发

展行之有效的生物治蝗灭鼠 ,如保护椋鸟、牧鸡治

蝗、C 型病毒灭鼠、绿僵菌灭蝗等。

3. 8 　特色植物资源加工与利用

天然草地植物资源 (药用、食用、有毒、木本)

的加工利用是极为重要的 ,可给当地居民带来经

济收入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对土地依赖 ,是天然草

地保护和建设的有益补充。沙柳是很好的编织材

料 ,也可以作为装饰材料 ———刨花板的原料 ;籽蒿

生长在流动沙地 ,籽蒿种子可以提取有工业价值

的籽蒿等。籽蒿等灌木既有利于防风固沙 ,又能

产生极高的经济效益。但是目前我国半干旱地区

仅对少量资源进行了加工利用 ,而且生产加工工

艺属于资源浪费型 ,因此需要研究植物资源的价

值 ,改进传统的加工生产工艺 ,多层次利用植物资

源 ,防止资源浪费 ,避免引起环境污染。在干旱

区 ,人工大规模种植麻黄、甘草、黄芪等药用植物 ,

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3. 9 　建立家庭牧场生产模式

家庭生产经营是我国草地畜牧业的主体 ,他

们对草地的利用方式直接影响着天然草地的环境

质量。优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 ,可以充分调动他

们爱惜土地的积极性 ,减少短期行为对草地的剥

夺和破坏 ,促进草地持续利用。

3. 10 　其它

3. 10. 1 加强宣传教育 　为使广大生产者和开发

者了解环境与生存的关系 ,以及生态建设的任务

和难度 ,应加强《草原法》和科技知识的宣传面与

推广力度 ,用法律保护草原 ,用科技建设草原。让

更多的人了解保护草原的重要性 ,让每个人都感

觉到草原与自己息息相关。

3. 10. 2 严格执法 　严格执行《草原法》,严令禁止

乱开荒、滥采伐、乱采矿、乱采水、乱搂草、乱放牧

的六乱现象。依法行政 ,违法必究。有功者奖 ,有

过者罚。

3. 10. 3 　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生产率 　全面推广

季节畜牧业 ,严格限制牲畜的数量 ,提高家畜的饲

料转化率、个体生产率和商品率 ,减轻草原承载压

力。控制牧区牛羊肉的外调量 ,限制肉制品加工

厂的数量 ,以保证牧民有肉吃为原则。牧区大城

市的牛羊肉供应 ,可以采用由内地农区向牧区倒

流的办法。牧区畜牧业商品生产应以皮、毛、奶产

品为主。

3. 10. 4 　集中投资 ,政策优惠 　站在保护草原的

角度 ,加强草业科学的研究和草地建设投资力度。

以科学为基础 ,技术为指导 ,重点投资重点建设 ,

投资一块 ,建好一块。在政策方面给予优惠。在

半干旱地区的牧区 ,天时、地利、人和 (科技) 均与

内地、沿海无法相比 ,除了给他们相同的机遇 ,更

应多给一份政策 ,多给一份优惠。

综上所述 ,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的功能恢复、

完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整体上加以建设才能达

到。许多事例表明 ,我国西部半干旱地区草地建

设是大有可为的 ,只有遵循生态学原理 ,在开发建

设上就会减少失误 ,保证草地资源利用的可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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