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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区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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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江源区植被类型 以高寒草甸
、

高寒灌丛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 植物区系特征为 植物种类较

少
, 以 温带科属 为主

,

特有种
、

属种稀少 该区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 经营管理水平落后
,

超载过牧
,

鼠

害猖撅
,

草地退化
、

沙化严重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物种减少
,

生物多样性丢失 针对上述问

题
,

通过加强天然草地资源 的保护
、

优化家庭牧场生态结构及生产模式
,

建立稳产
、

高产的人工草地
,

逐 步实现半舍饲和集约化生产 建立健全草地资源监测
、

预报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开展不 同生态类

型退化草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

实现三江源地 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关键词 三江源 资源 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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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 区指黄河
、

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地 区
,

地 处青藏高原 腹地
,

位 于青海省南部 三 江源头

集水 区 的年径流量
,

占长江干流总径流量 的
,

占黄 河 干 流 总 径 流 量 的
,

占澜 沧 江 总 流 量

的 巧 通过黄河
、

长江水系将源 区 的生态环境 同

我 国东部和全 国的生态环境紧密联 系在一起 该

区作 为北半球气候 变化 的主要启动 区 和调节 区
,

对我 国东部
、

西南部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 巨 大影响 保护和恢复三江源 区 的生态环境
,

实现 区 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不仅对青藏高原

的可持续发展
,

而且对全 国的可持续 发展有重大

战略意义

近 年来
,

在人 口
、

牲畜数量激 增 和气候变 化

异常的压力下
,

三江源 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草地

已 呈现 出全面退化 的趋势
,

中度 以上退化 的草地

面积 占可利用草地面积 的
,

已沦为次生

裸地 或利用价值极低 的“黑 土滩 ,’以 篙 草属植 物

为建群种的高寒草地严重退化后
,

生草土层被破

坏
,

形 成的大 面积次生裸地
,

约 占退化草地 总面

积的
,

并呈逐年加快的趋势 目前三江源区

的水寸 流失面积 已 占流域面积 的一半 以上
,

其 中

由于生草土层遭破坏
,

造成 的水土流失 区域 占流

失总面积 的 三江源 区草地生态环境的不断

恶化对其生物多样性构成 了严重威胁
,

濒危物种

达
,

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退化草地为啮齿动物提供 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和 良

好的栖息环境
,

导致草地 鼠害频繁发生 退化草地

在丧失其生态功能的同时
,

也逐渐失去 了牧业生

产利用的价值 长期 以来
,

国家和地方对治理源 区

退化草地工作十分重视
,

各级科研和行政管理部

门从退化机理研究
、

治理和恢复技术
、

政策法规等

多方面进行工作
,

取得 了一定效果
,

但草地退化的

整体态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

部分地 区更有加速

退化 的趋势 为了从根本扭转三江源 区高寒草地

不断退化的严峻局 面
,

全面有效地开展三江源 区

生态环境治理
、

退化草地植被恢 复与重建工作 已

迫在眉睫

研究地 区基本情况

三江源 区位于青藏高原 的腹地
,

青海省的南

部
,

北 纬
“ ‘ ‘ ,

东 经
‘ ‘ ,

地

势高亢起伏
,

平均海拔 左右 行政 区域包

括果洛藏族 自治州 的玛多
、

玛沁
、

达 日
、

甘德
、

久

治
、

班 玛 个县
,

玉树 藏族 自治州 的称 多
、

杂 多
、

治多
、

曲麻莱
、

囊谦
、

玉树 个县
,

海南藏族 自治

州 的兴海
、

同德 个 县
,

黄南 藏族 自治州 的泽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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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个 县 以 及格 尔木 市代 管 的唐古拉 乡
,

总 面

积
,

约 占青海省 总面积 的 总

人 口 万人

源区气候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

年平均气

温为 一 、 其中最热月 月 平均气温为
、 ,

极端最高气温 最冷月 月 为 一

一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年平均降水量
,

其 中 月 降水量 约 占全 年 降水 量

的
,

年蒸 发 量 为 日照 百 分率

为
,

年 日照时数 、 ,

年太 阳辐

射 量 沙 暴 日数 一 般 天 左

右
,

最多达 天 曲麻莱

三 江 源 区 草地资源及生 态环境现状

组成三江源区的植物 区 系特征

三江源地 区植被 主要 以 高寒草甸 为主
,

它是

随着青藏高原 隆升形 成 的高山严寒气候 的产 物
,

植物区 系组成与我国其他地 区的植被类型不同

植物种 类较 少

在青藏高原严酷 自然条件 的影响下组成三江

源 区 的植物种类 比较贫乏 建群种 以 莎草科 的篙

草属植物为主
,

一般形成单优势种群落 在高寒草

甸植物群落 中禾本科 的属种虽然较多
,

但所有种

均处在从属地位
,

仅在少数群落 中禾本科 的异针

茅 。。 可成 为次优势种 另外
,

由于遭受

人类生产活动的干扰
,

如过度放牧
、

开垦后 的弃耕

地或 因鼠类破坏的局部地段
,

原生植被退化
,

草皮

层破坏
,

土层疏松
,

为种子繁殖 为优势的垂穗披碱

草 就 二 大量侵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

可成

为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以 温 带科属 为主

青藏高原虽然地跨亚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和寒

温带
,

然而组成高寒草甸 的植物则以温带科
、

属为

主

特有种
、

属稀 少

青 藏 高原脱 离 海 浸强 烈 隆 升 为 世 界上 最 年

轻
、

最 高
、

最 大 的 的高原
,

由此 而 产 生 的特殊 严

酷 的环境条件
,

使 古 老种类 消失
,

而新种 的形 成

和 分 化 相 对 较 晚
,

所 以 植 物 地 理 成分 多 为 周 围

地 区延伸和迁移 而来
,

因而组成高寒草甸植物 的

特 有 种
、

属 较 少 其 中特 有 属 多 为 青 藏 高 原 所

共 有 或者 与周 围地 区 所 共有 青 藏 高原特有 属

有 赫定介属 成。记
、

独一味属 乞
、

固沙草属 九
、

扇穗茅属
、

合头菊

属 鞠二 入么二二
、

黄冠菊属 叩卿
。 、

马尿

泡属 尸二 二 乞 等 还有 与甘肃
、

陕西
、

内蒙古

所共有的特有属羽叶点地梅属沪口 。 等

已 有 资 料 表 明
,

组 成 高 寒 草 甸 的 特 有 种

有 泽 库 虎耳 草 动飞 、 、

青 海 虎 耳

草 乞即 乞 乞
、

玉 树 虎耳 草 万二 乞
、

治 多 虎耳 草 记 乞
、

藏 沙 棘田切尹

乞
、

总苞毛蓑 二 乞 二 、 、

唐古

拉 虎耳草 艺 夕。 乞
、

藏篙草 二 乞

乞
、

短轴篙草 尹。 乞乞
、

藏西篙草 夕乞
、

藏北篙草 乞 、

日喀则篙草 尹二乞爪乞
、

康 滇 篙 草 即 乞 坛
、

马 尿 泡 乃忆 二 乞

“夕“ 乞 等

三江源区主要植被类型及其特征

高寒草甸类是在高原 高 山 亚寒带和寒带寒

冷而湿润 的气候条件下
,

由耐寒 多年生 中生草本

植物为主或有高寒灌丛参与形成
,

是 以矮草草群

占优 势 的一 类 草 地类 型 它 在青 藏高原 草 地 类

型 当中 占绝对优势
,

是青藏高原 主要草地类型之

一

根据高寒草甸对水热条件 的适应 以及建群种

的形态
、

生态一生物学特性
,

将高寒草甸划分为高

寒草原化草甸
、

高寒篙草草甸
、

沼泽化草甸和高山

灌丛草甸

高寒草原化草 甸

高寒草原化草甸是指 由耐低温的旱 中生短根

茎密丛地 下芽篙草属植物所形成 的植物群落
,

而

且在群落中混生有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
,

是过渡

于典 型高寒草甸 与草原 包括温性 草原 和高寒草

原 的中间过度类型 高寒草原化草甸仅包括高山

篙草草原化草甸一个群系
,

以 高山 篙草为建群种 的草原化草甸
,

是三江

源 区分布最 广
、

面积最 大 的类 型之一 主要分

布在海拔 、 的森林带以上 的高寒灌丛

带和广 裹 的高原面上
,

自北而南其分布高度逐渐

抬 升 分布 地 区 的气候特 点 为 寒冷
、

少 雨
、

日

照长
、

太 阳辐射强烈
、

风大
、

蒸发量大 年平均气

温 一 一 ,

年降水量 、 高山篙草

草甸经济利用价值很高 高山篙草草质柔软
,

营养

丰富
,

适 口 性强 耐放牧践踏
,

是一类很好的天然

放牧场
,

适宜放牧耗牛和藏羊

高寒 高草草甸

高寒篙草草甸是是适应 中湿环境 的一类草甸

群 落
,

主要分 布于青 藏 高原东 部 的

排水 良好 的滩 地
、

山地 阳坡
、

阴坡等 主要有 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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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草草甸
、

线叶篙草草甸
、

禾叶篙草草甸
、

四 川篙

草草甸
、

短轴篙草草甸等几个群 系 优势种植物
,

如矮篙草
、

线叶篙草等
,

生长 比较茂密
,

群落总覆

盖度 群落结构简单
,

仅草本层一层 外

貌整齐
,

呈黄绿色 常见的伴生种类有喜马拉雅篙

草
、

异针茅 以及杂类草的圆穗寥
、

珠芽寥
、

高山唐

松草
、

矮火绒草等

沼 泽化草 甸

沼 泽 化 草甸是 由湿 中生 多年生 草本 植 物 为

主所形成 的植物群落
,

是典型草甸 向沼泽 的过渡

类 型 它 的分 布一 般 与特 定地 形 所 引起 的土壤

水分状况有密切联 系
,

是在地势低洼
、

排水不畅
、

土壤过分潮湿
、

通透性不 良等环境条件下发育起

来 的 土壤 为沼泽化草甸土
,

有机质质量分数高

达 、 ,

值为 、

沼泽 化 草甸 广 泛 分 布 于 三 江源 区 各 地 的湖

滨
、

山间盆地
、

河流两岸的低阶地
、

山麓潜水溢 出

带 以及高山上部冰川前缘
、

山地分水岭之鞍部等

地形部位
,

青海南部的莫云滩
、

星宿海等地尤为集

中 因长期 的寒 冻和融 冻作用
,

使地表产生 了许

多特有的冻土地貌
,
即冻胀丘

、

热融凹地和热融湖

塘 群落结构 比较简单
,

层次分化不 明显 草层生

长茂密
,

覆盖度达

由于沼泽化草甸所处 的局部微地形及其水文

条件和土壤条件 的差异
,

植物群落的建群种截然

不同 可分为藏篙草草甸
、

大篙草草甸
、

甘肃篙草

沼泽化草甸等几 个群 系
,

是三江源 区主要 的水分

涵养区

该类型群落 以藏篙草为优势种
,

伴生种类有

羊茅
、

双叉细柄茅
、

细柄茅
、

山地虎耳草等

高寒灌丛草甸

高寒灌丛是指 由耐寒性 的中生或旱 中生灌木

为建群层片所形成的植物群落 而且它们广泛分

布于三江源区及其邻近地 区森林限以上的高山带

它是具有垂直地带意义的相对稳定 的原生植被类

型 组成这类灌丛的区 系成分比较复杂
,

主要 以北

温带成分杜鹃属
、

柳属
、

绣线菊属
、

金露梅属和温

带亚洲成分锦鸡儿属等植物组成 灌丛下草本植

物种类较多
,

以多年生寒冷中生植物为主
,

其地理

成分以北极一高山种类为优势

高 寒 灌 丛 适 应 寒 冷
、

半 湿 润 的 气 候 条 件
,

分 布 地 区 的 年 平 均 气 温 在 以 下
,

年 降水 量

为
,

冷季漫长
,

植物 生 长期短暂 一

般 自 月中旬开始萌发生 长
,

进人 月下旬即开始

凋枯 在漫长的冷季
,

经常受劲风的侵袭
,

因而形

成 了多种多样 的形态一生态特征 根据高寒灌丛

的生态外貌特征
、

种类组成
、

层片结构
、

发育节律

和生态地理分布规律
,

划分出 个群系组
,

即高寒

常绿灌丛和高寒落叶灌丛

三 江 源 区 生 态环境现状

草地生态 系统 结构 不 合理
、

经营管理水 平

落后

三江源区 自然条件恶劣
、

交通不便
、

经济基础

和技术力量薄弱
、

经营管理水平落后 近年来草地

畜牧业生产虽然有 了很大的改善
,

但仍未从根本

上摆脱逐水草而居
、

靠天养畜
、

单一 的经营方式

人 口 和牲畜的迅速增长
,

进一步突出了草地资源

短缺的矛盾 由于草地投人产出比例严重失调
,

忽

视 了草地资源 的保护和建设
,

从而加速 了草地 的

退化 表
,

使草地的生态环境恶化
,

生产力水平下

降

表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分布及其面积

一

地区 可利用

草地面积

退化草地面积 占可利用草地

面积的比例

世纪

年代

一

世纪

年代

世纪

年代

西藏

川西北

青海

甘肃

合计

,

世纪

年代

为平均值

三江源 区草地畜牧业主要依赖于天然草地和

以放牧利用为主的经营方式
,

自然条件严酷
,

青草

期短
,

枯草期长
,

牧草的现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

季节和年间差异显著 , ” 因此
,

草地畜牧业生产

很大程度上受环境条件 的制约
,

草畜之间供求不

平衡的矛盾导致 了“超载过牧一草地退化一草畜矛

盾加剧一生态环境恶化 ”的恶性循环

超载过牧
,

草地退化

青 藏 高 原 现 有 各 类 牲 畜 约 万 头 只
,

家

畜存栏数相 当于 世纪 年代的 倍
,

各地超载

过牧 的现象普遍存在 表 长期 的粗 放经 营管

理
,

超 载 过 牧
,

使 大 部 分 冬 春 草 场 严 重 退 化
,

其

余草地也处于不 同的退化 阶段
,

平均产草量下 降

了 、 表 超载过牧不仅使草地初级生产

力下降
,

而且使草场质量变劣
,

优 良牧草减少
,

毒

杂草增加 由于优势植物资源位的变化
,

使植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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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结构和外貌发生变化
,

草场植被 向退化演替方

向进行

表 不同地区 实有载畜 与理论载畜 比较

妞

一一为

曰七一一︸,区 县

青海玉树县

青海河南县

青海阿坝州

四川若尔盖县

四川石渠县

甘肃甘南州

年实有数 理论载畜量

万只羊单位 万只羊单位

超载率

习

,

表 天然草地牧草产 对 比

地区 测定时间 产草量 测定时间 产草量 增减率 备注

刚察 年 年 一 鲜草

泽库 年 习 年 一 鲜草

贵南 年 年 一 鲜草

共和 年 年
‘

一 鲜草

囊谦 年 年 石 一 十草

玉树 年 年 一 干草

洞 和土丘纵横交错
,

经风蚀
、

水蚀等因素的作用
,

次生 裸 地 不断扩 大
,

相互联 片
,

最 后形 成 寸草不

生 的“黑 土 滩 ” 较 为 突 出 的地 区 有 四 川 的石 渠

县
、

青 海果 洛州 的达 日县
,

其发展 速度之快相 当

惊人 仅四川的石渠县 鼠害发生面积
,

年

较 年 分 别 增 加 和 造 成 危 害

的面积分别增 长 和
, “黑土滩 ”面

积 年较 年增加

表 高原鼠兔的密度
、

总洞数及危害面积
,

亡 几葱

退化水平 平均密度 只
·

一 总洞数 洞 口 面积 一

原生植被 石

轻度退化

中度退化

重度退化

果洛州达 日县有天然草地 火 ,

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可利用草地面积 “ ,

占草地面积的 退化草地面积为 火 ,

占全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

其中轻度退化草

地面积为
,

中度退化草地面积
,

重度退化草地面积为
,

分别

占全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

和

根据考察测定
,

达 日县建设 乡才哇沟退化草地植

被平均盖度约
,

产鲜草
,

原生植

被平均盖度约
,

产鲜草
,

后 者

为前者 的 倍 达 日县因草地退化而损失的可食

牧草达
,

相 当于 万只 羊单位一

年的需草量 由于草地 的大面积退化而引起可食

牧草产量的降低
,

导致草地承载力严重下降
,

使草

畜矛盾更加突出

鼠虫危害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三江源 区主要害 鼠有高原 鼠兔
、

达乌尔 鼠兔
、

高 原 尉 鼠等
,

鼠害 发 生 面 积 约
,

约 占青 藏 高 原 草 地 面 积 的 其 中青 海

有
,

川 西北有 一 ,

甘

南有 “ 这些 害 鼠不仅 与牛 羊争食
,

消耗 大量 的牧草
,

而且使草地经受 反 复 的挖 掘
、

啃 食
,

原 生 植 被 破 坏
,

并 形 成 斑 块 状 的 次 生 裸

地 表 尤其在 鼠兔 和黔 鼠共 同生存 的地段
,

鼠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平衡失调

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严酷
,

由于水蚀
、

风蚀等因

素
,

使表土层流失
,

岩石裸露
, 土壤养分大量流失 如

青海 省天 峻县快尔马乡
,

轻度 鼠害地 区损失腐殖

质
,

氮素
,

中度 鼠害地 区

损失腐殖质
,

氮素
,

重 度 鼠 害 地 区 损 失 腐 殖 质
,

氮

素 青 藏 高 原“黑 土 滩
, ,

退 化 草

地 面 积 以 “ 计
,

每 年 可 损 失 有 机

质
,

氮素 草地退化不仅

造成 了土地资源 的极大浪费
,

而且使水资源受到

严重污染 据黄河吉迈水文站 年 的实测资料表

明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

年平均输沙

量为 、 最大 日含沙量为 如

此大量 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黄河
、

长江源头生态环

境遭受破坏
,

而且严重威胁着黄河
、

长江中下游的

生态环境和 区域经济的发展 黄河断流时间和距

离不断延长
,

年长江洪水泛滥就是例证

不合理的开垦加剧 了草地的退化

据统计
,

仅青海省 世纪 年代末先后开垦

草地
,

除部分草地 尚能耕种外
,

其余

大部分因不具备作物生长发育的基本水温条件而

弃耕 多年后的今天
,

这些弃耕地 的植被 尚未得

到恢复
,

长期处在杂类草繁衍的次生演替阶段
,

为

害 鼠的生存创造 了食物资源和生存环境
,

其种群

数量 明显高于其他草场类型 加之人 为不合理 的

开发利用
,

乱砍乱伐乔灌木和挖掘 固沙植物
、

药用

植物等
,

使大面积草场植被破坏
、

地表裸露
、

覆盖

度减 少
、

土壤蒸发量增大
,

在冻融
、

水蚀
、

风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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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下
,

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逐年扩大

三 江 源 区 草地 畜 软 业 与 生 态环 境协

调发展对策

加 强天然草地资源 的保 护
、

合 理 利 用 和 退

化草地修复

初级生产力水平及其植被覆盖度不仅是维护

草地生态功能的关键
,

而且也是制约草地畜牧业

经济效益 的主要 因素 因此
,

天然草地 的保护
、

合

理利用和修复将直接关系到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

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三江源 区开展 以草

定畜
,

因地制宜地确定最优 的放牧强度和放牧制

度 在逐步提高草地投人 的前提下
,

通过禁牧
、

减

畜
、

围栏划 区轮牧
、

灭 鼠灭虫
、

封育补播
、

施肥等

综合技术措施
,

使退化草地植被尽快得到恢复
,

草

地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

以提高天然草地初级生产

力水平和涵养水分的能力

优化家庭牧场生态结构及生产模式

目前 我 国草地 畜牧 业 生 产 一 直处 于第 一性

生产不足
,

第二性 生产超前 的状态 其结果造 成

了“超 载过牧一草地退 化一草畜矛 盾加剧一 次级

生产 力下降 ”的恶性循环 因此
,

解决草畜矛盾是

发展草地畜牧业 的首要任务
,

其关键是优化草地

生态结构
,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通过调整畜种和畜

群结构
,

提高适龄母畜 比例
,

采用最优存栏结构
、

出栏方案等优化生产模式
,

改变传统
、

落后的以存

栏数 为 目标 的经营模式
,

以提高草地畜牧业经济

效益和维护草地生态平衡

建立稳产
、

高产的人工草地
,

逐步实现半舍

饲和集约化生产

开展种草养畜
,

建立稳产高产 的人工草地
,

是

解决草畜之 间季节不平衡矛盾 的重要途径
,

也是

保证冷季放牧家畜营养需要及维持平衡饲养 的必

要措施 它不仅能提高植物光能利用率和物质转

化效率
,

减少牧草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

而且还可将

部分冬春草场 的“黑土滩 ”恢复
、

重建为稳产高产

的饲料基地 目前一些畜牧业发达的国家
,

人工草

地在草地畜牧业 当中所 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
,

基本

形成 了专业化
、

集约化 的生产 如美国的人工草

地 占草地面积的
,

澳大利亚 占
、

新西兰则

占 以上
,

而我 国仅 占
,

这种布局和现状

与畜牧业现代化 的要求极不相称
,

应 当引起足够

的重视

发展季节畜牧业可充分发挥高寒天然草地生

产力的季节优势
,

开展科学养畜
、

进行羔羊和 肉牛

育肥 这样不仅可提高出栏率
、

畜群周转率
,

而且

使牧草尽快转化为畜产 品和商品 并通过家畜优

良品种培育
、

暖棚等基础设施建设
,

冬季补饲等措

施以提高家畜生产性能
、

质量和能量转换效率
,

逐

步减少 和替代家畜存栏数
,

从根本上缓解草畜矛

盾
,

减轻天然草地载畜量

建立建全 草地资源监测
、

预报和综 合评价

指标体系

为了有效控制草地退化
,

必须采用生态学
、

生

物学
、

数学生 态学
、

经济生态学
、

地学及其他相

关学科 的交叉研究
,

揭示三 江源 区 不 同类型生态

系统环境和 生物资源 的特性
、

生态过程
、

生态敏

感性及 区域生态潜力 根据退化草地等级标准和

有关参数
,

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机数据

库 ‘ , ‘ ,

利用综合评价结果进行 分类管理
,

并制

定中
、

长期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草地资源和生态

环境的预测
、

预报
,

调控社会经济与 自然环境各组

分之间的生态关系
,

使之达到资源利用
、

环境保护

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建立不 同生态类型退化草地植被恢复与重

建技术体 系研究与示范

退化草地恢复与重建作 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 的生态工程
,

必须按照 生态学原理和

系统科学 的方法
,

对 区域整体优化与层层优化设

计相结合 根据三江源 区生态环境现状及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开展试验研究 与示范
,

以点代面推动

整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 基于 以上考虑
,

三江源 区退化草地恢 复
、

重建及其草地畜牧业可

持续发展 的优化模式应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制定

三江源 区生态建设 中长期规划
,

利用优化放牧技

术和制度
,

实行禁牧
、

减畜
、

围栏划区轮牧等方案
,

对严重退化 的草地实施恢复与重建技术
,

使尽快

恢 复其植被和提高草地 的生态功能 以家庭承包

户为基础
,

逐步调整畜种和畜群结构
,

实现最优化

生产结构
,

并辅 以 品种改 良
,

围栏
、

暖棚等基础设

施建设
,

使发展生产
,

提高农牧 民生活水平和保护

生态环境相结合
,

形成 以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协调发展 的 良性循环 逐步 向草地畜牧业

集约化
、

专业化方 向发展
,

建立饲料生产
、

饲料加

工和利用一 条龙生产基地
,

提高 防御 自然灾害的

整体水平 和能力 建立三江源 自然保护 区计算机

模拟专家决策 系统
,

以能 流
、

物流 和价值流 为主

线
,

进行综合效益分析和评估通过宏观调控 和科

学管理
,

有效控制草地的退化
,

并使退化草地 向恢

复演替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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