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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玛多县草地退化现状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了草地退化的原因 ,并提出了玛多县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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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多县隶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位

于青海省南部 ,地处黄河上游 ,地理位置为

N33°50′～ 35°40′, E96°55′～ 99°20′。全县

土地总面积为 252. 40 ×104hm2 ,大部分地区

海拔 4000m 以上。多年平均气温 - 4. 1 ℃,

多年平均降水量 326. 3mm , 湿润系数为

0. 43。气候寒冷、干燥 ,四季不分 ,辐射强烈 ,

光照资源丰富 ,干旱、雪灾、霜冻、大风、冰雹

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1 ,2 ] 。全县天然草场面
积 229. 89 ×104hm2 ,可利用草场面积 180. 53

×104hm2 ,占全县草场面积的 79 % ,主要分

布着以嵩草属 ( Kobresia) 植物为优势的高

寒 草 甸 和 以 针 茅 属 ( S ti pa) 、羊 茅 属
( Fest uca) 及早熟禾属 ( Poa) 植物为主的高

寒草原草场类型 ,牧草低矮 ,生长期短 ,仅 70

～90d。玛多近年来由于草地生态环境的急

剧恶化 ,草场退化非常严重。而玛多县是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重点区域[3 ] ,也是江河源

区的核心区域之一[2 ] ,具有典型性 ,保护并

恢复草地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本文拟在分析

其草地退化原因的基础上 ,探讨遏制玛多县

草地退化、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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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整个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持

续发展提供依据和示范。

1 　玛多县草地退化现状

近几十年来 ,草地退化在全国草地生态

系统中占据主导位置[4 ] ,在江河源区的高寒

草地也普遍发生了日趋严重的草地“黑土滩”

化和沙化[5 ] 。处于黄河源头的玛多县也不

例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玛多县草甸草

场持续退化 ,土地荒漠化持续发展 ,湖泊水域

不断萎缩 ,这些变化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发

展速度要显著高于 80 年代以前 ,其增加幅度

达到数倍[2 ] 。由“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演变

为裸土与沙漠化土地是退化草地的最终形

式 ,更大范围内和最普遍的草地退化表现为

产草量与植被盖度下降 ,优良牧草减少和毒

杂草大量滋生 ,鼠害泛滥 ,草畜矛盾突出 ,草

地载畜水平明显下降 ,可利用面积减少[6 ] 。

表 1 列出了玛多县 1987 年与 1997 年两次草

地调查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 ,90 年代以来草

地退化的程度明显加剧 ,尽管轻度退化面积

有所减少 ,但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分别比 80

年代增加了 50. 59 ×104hm2 和 62. 36 ×

104hm2 ,总退化面积增加了 53. 80 ×104hm2 ,

增加比例为 50. 29 %。据玛多县草场退化沙

化调查办公室 1998 年的实地调查显示 ,东北

部地区的黑海乡和清水乡冬春草场退化尤为

严 重 , 草 场 成 为 以 狼 毒 ( S tellera

cham aejasme) 、大戟 ( Euphorbia spp . ) 、甘肃

棘豆 ( O xyt ropis kansuensis) 、甘肃马先蒿

( Pedicularis kansuensis) 等为优势的毒杂草

草地 ,平均盖度 50 % ,牲畜基本上无草可食 ,

群众每年转场达 4～5 次 ,已危及牧民的生

存 ;而西南部地区的扎陵湖乡、黑河乡和黄河

乡的草场退化和沙化也极为严重 ,1999 年连

续发生 4 次沙尘暴 ,整个玛多县的草地呈现

出全面退化的趋势 ,广大牧民的生存环境恶

化 ,形势异常严重[6 ] 。

表 1 　青海省玛多县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草地退化面积对比 ( ×104 hm2)

Tab. 1 　Area comparison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between 1980s and

1990s in Maduo county , Qinghai province. ( ×104 hm2)

时　间 轻度退化 比例 ( %) 中度退化 比例 ( %) 重度退化 比例 ( %) 合　计
占总草地

面积比例 ( %)

80 年代 　72. 28 67. 54 　 5. 08 4. 74 　29. 66 27. 72 107. 02 46. 55

90 年代 　13. 13 8. 16 　55. 67 34. 62 　92. 02 57. 22 160. 82 69. 95

增减率 - 59. 15 + 50. 59 + 62. 36 + 53. 80

2 　玛多县草地退化原因分析

高寒草地的退化是自然因素之间、自然

因素与人为因素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很难

截然分开[7 ] 。玛多县的草地退化也是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

活动和气候变化是导致玛多县草地退化、区

域生态环境恶化的两大因素 ,鼠虫害对它们

产生的影响起了促进作用。

2 . 1 　气候变化是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之一

将玛多县 1987～1998 年的逐年平均温

度与多年平均温度 (1960～1998)不同月份进

行对比可以发现 ,近十几年来 ,除了 4 月份 ,

其它月份的平均温度均高于多年平均值 ,增

高幅度以冬季最为显著。这 12 年的年平均

温度累计高出多年平均值 5. 7 ℃, 平均每年

高出 0. 475 ℃。这表明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 ,

玛多县四季温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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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暖冬现象最为明显。张国胜等研究[8 ]认

为 ,近 40 年 (1959～1999)来玛多年平均气温

呈多年上升的趋势 ,进入 80 年代中后期 ,年

平均气温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特别是 1998 年

平均气温达到 - 2. 1 ℃,是 40 年来年平均气

温最高的一年。玛多县 20 世纪 90 年代的降

水量与 50 年代基本持平 ,60 年代到 90 年代

降水量呈增加的趋势。青海气象局的有关专

家综合玛多近 40 年来降水量的变化规律并

解析到各个季节 ,认为玛多县的春季降水呈

明显增多趋势 ,且年际间波动十分明显 ;夏季

降水量一般有 14 年左右的变化周期 ,目前处

于低值期 ;秋季降水量在 80 年代中期前波动

上升 ,现在为波动下降趋势 ;冬季降水量呈现

明显增多趋势 ,使该地区冬季雪灾日趋严

重[8 ] 。根据玛多县近 40 年来的草地干燥指

数和蒸发力的年际变化态势 ,玛多县自 7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末经历了一个相对湿润期 ,进

入 90 年代明显趋于干旱化 ,且干燥程度呈逐

年上升趋势。受上述气候变化的影响 ,80 年

代中期以后 ,草地蒸发力也逐年增大 ,导致土

壤含水量减少 ,干旱程度日趋严重。

气候变化对草场植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牧草生育期、产草量、草群结构和群落演替等

方面。这种气候变化态势对该地区的高寒草

原和高寒沼泽化草甸植被生长极为不利 ,气

温升高 ,尤其是夏季气温升高使蒸发增大 ,干

燥指数增大 ,而同期降水没有增加甚至减少 ,

影响其结构和功能 ,造成了该类型植被因干

旱而退化。另外 ,这种气候变化趋势也导致

多年冻土退化 ,表土干燥 ,沼泽疏干 ,植物根

系层土壤水分减少 ;冻土层的下降为害鼠、害

虫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鼠虫害的形成与

发生加速使土壤结构、组分发生变化 ,从而使

高寒草甸、沼泽化草甸植被退化 ,优势植物种

群发生演替 ,草地大面积退化。

另外 ,玛多县是青海省大风日数最多的

地区之一 ,全年累计大风日数约 60d ,尤以冬

春季节大风最多 ,约有 20d ,最大风速 4. 0

m/ s ,平均为 3. 4m/ s。大风一起 ,飞扬的沙土

掩埋低洼草地 ,同时刮走草地表土 ,使牧草根

系裸露 ,加剧了草地退化、沙化进程[10 ] 。

2. 2 　人类活动是玛多县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2 . 2 . 1 　超载过牧 ,草畜矛盾尖锐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玛多县畜牧业发

展迅速 ,1960 年以后数量急剧增长 ,在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达到最高峰。由于天然草场

载畜能力有限 ,出现严重超载过牧现象 ,尤其

冬春草场超载率达 41. 5 %。草场超载过牧

严重破坏了原生优良嵩草、禾草的生存孕育

环境 ,优势地位丧失 ,导致土壤、草群结构变

化 ,给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的泛滥提供了条

件 ,进一步加剧了草地退化[10 ] 。由于草畜矛

盾尖锐 ,牲畜数量一直维持在草地承载能力

之上 ,草地不断退化 ,牲畜数量也随之不断下

降 ,进入了“超载过牧 —草地退化 —草畜矛盾

加剧 —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怪圈 ,严重影响

牧民生活和玛多县的畜牧业经济的健康发

展。

2 . 2 . 2 　过度采挖、滥垦滥伐直接破坏草地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 ,除超载过牧外 ,对天

然草地过度采挖、滥垦滥伐也是造成草地退

化的原因之一。据资料统计[9 ] ,每年进入包

括玛多县在内的江河源区的采药挖金者达 2

万余人 ,天然草地被破坏的千疮百孔 ,易形成

风蚀水蚀 ,对当地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和水

土流失起了加剧作用。

2 . 3 　鼠虫害对草地退化起了促进作用

啮齿类动物的破坏作用是玛多县草地退

化的重要原因。该地区的啮齿动物主要有高

原鼠兔 ( Ochotona curzoniae) 、高原鼢鼠

( M yospalax baileyi) 和青海田鼠 ( M icrot us

f uscus) 等[1 ] 。其中高原鼠兔数量最多 ,也是

最先侵入轻度退化草地的鼠类 ,因此对草地

的破坏作用最大。玛多县有鼠害的草地面积

达 13. 98 ×104hm2 ,占草地面积的 13. 2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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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减少载畜量 27. 78 ×104 只羊单位。在鼠

类危害严重的草地上 ,平均鼠洞密度达 3750

～ 7050 个/ hm2 , 最高达 19860 个/ hm2 [2 ] 。

鼠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密切 ,超载过牧所导

致的中轻度退化草地为害鼠提供了栖息地和

环境 ,而鼠害猖獗进一步加速了草地退化。

此外 ,藏族居民奉行“不杀生”的宗教信条 ,对

灭鼠所持的消极抵制态度 ,以及人类活动造

成的鼠类天敌减少等 ,也是鼠害猖獗的原因。

害鼠不仅与牛羊争食 ,消耗大量牧草 ,而且反

复挖掘啃食掩埋草地 ,形成明显的斑块状次

生裸地。害鼠土丘和鼠洞在风蚀水蚀和冻溶

作用下 ,次生裸地不断扩大 ,最后形成毫无利

用价值的“黑土滩”型退化草地。

草原毛虫 ( Gynaephora qi nghaiensis) 是

玛多县最常见的草地害虫 , 最喜食小嵩草

( Kobresia pygm aea) 、矮嵩草 ( K. hu m ulis) 、

藏嵩草 ( K. tibetica) 、垂穗披碱草 ( Elym us

nutans) 、早熟禾 ( Poa sp . ) 、羊茅 ( Fest uca

sp . ) 、二柱头镳草 ( Sci rpus distigm aticus) 等

优良牧草 ,多发生在嵩草草甸和嵩草、针茅为

优势种的草原化草甸上。草原毛虫蚕食过的

牧草逐渐枯萎或死亡 ,毒杂草乘机蔓延 ,使植

物群落发生退化演替 ,草地生产力下降。每

3～5 年就有一次的草原毛虫大发生 ,较短时

间内使大片草地荡然无存 ,加速促进了草地

的退化进程。

3 　玛多县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策略

3 . 1 　综合治理退化草地

玛多县退化草地的治理首先应该以减轻

放牧压力为出发点 ,防止退化草地面积的进

一步扩大和蔓延。在此基础上 ,采用封育、除

杂和施肥等人工调控策略 ,对不同程度退化

草场采用不同模式进行治理 ,是一种在短期

内恢复植被的有效手段。当草地退化极为严

重时 ,建立结构优化、稳定性好的人工、半人

工草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恢复植被的目

的 ,也是一种有效途径 ,但需要一定的经济投

入和农艺水平 ,不宜在轻、中度退化草场上实

施。

3 . 2 　以草定畜 ,发展季节畜牧业

以草定畜、发展季节畜牧业在防止草场

退化 ,促进玛多县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方

面特别重要。玛多县的高寒草场中夏场丰

富 ,冬场短缺 ,所以在夏季可提高家畜数量 ,

充分利用富裕草场 ,并利用入冬前的短暂时

间对羯羊进行育肥和屠宰 ,提高家畜的出栏

率和商品率 ;在保留足够的繁殖母畜的前提

下 ,减少冬场的放牧压力 ,将放牧强度控制在

草场不退化的范围内 ,有效防止草场退化。

3 . 3 　建立稳产、优质的人工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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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也是保证冷季放牧家畜营养需要和维

持平衡饲养的必要措施。建立稳产、优质的

人工草地 ,不仅能提高植物光能利用率和物

质转化效率 ,减少牧草资源的浪费 ,还可以将

一些“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恢复重建为优良的

饲草基地 ,提高牧民抗灾保畜的能力 ,同时减

轻天然草场的压力。

3 . 4 　全面落实“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依法

治草、依法促草

在运用生物和工程措施综合治理不同退

化程度草场的同时 ,全面落实“草地有偿承包

责任制”和《草原法》是当务之急。实行“草地

有偿承包责任制”是玛多县广大农牧民群众

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场资源的根本性措

施。实行“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增强

集体、个人在草地建设上自我积累、自我投入

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增加草场建设和保护的

投入 ;有利于恢复和改善草地生态环境 ,实现

草畜平衡 ,使草地得以休养生息 ,促进生产力

的提高和发展 ;有利于建立市场畜牧业机制

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加强《草原法》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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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贯彻落实的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草原监理

机构 ,做到依法治草 ,重点做好该区宜牧不宜

耕、种植业效益差和坡度大于 25 度的少量耕

地的退耕还牧工作 ,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和以政代法现象的发生 ,把草场的保护、利

用、管理和生态恢复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3 . 5 　草地鼠虫害综合防治

应充分利用乡、县、州各级鼠虫害预测预

报体系 ,及时准确地掌握鼠虫害的发生数量

和发展动态 ,测报灾情 ,进行有效防治。同

时 ,要因地制宜地实施施肥、灌溉、补播和灭

杂等改良措施 ,促进草地的良性发展 ,达到综

合防治草地鼠虫害的目的。

3 . 6 　加强配套建设 ,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必须搞好以牧民定居点为中心的草地围

栏、人工种草和牲畜暖棚的“四配套”建设 ,实

践证明这些措施能有效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

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活水平[11 ] 。

3 . 7 　加大对草地的资金投入

恢复和治理退化草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 ,应将退化草场的恢复与治理纳入国

家和地方的规划 ,使草地生态建设有基本的

资金保证。坚持国家、地方和群众共同建设

投资的原则 ,多渠道、多形式的筹集草场建设

和恢复治理资金。

3 . 8 　加强科技投入和人才建设

重视草地畜牧业的科学研究 ,大力发展

玛多县的教育事业 ,加速人才培养 ,提高广大

牧民的文化素质 ,是恢复和重建该区退化草

场 ,综合治理“黑土滩”,保证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健康 ,促进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牧民

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他们对于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进行畜牧业生产难以接受 ,使畜牧业发

展滞后 ,效益低下 ,同时 ,他们没有意识到合

理利用草场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加上受

到以前有关政策的误导 ,而一味地追求牲畜

存栏数 ,使超载过牧的形势日趋严重。由于

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 ,挖草挖药等破坏草

场行为也屡见不鲜。因此 ,采用多渠道、多方

式对牧民进行教育 ,使其亲身体会到科技的

作用 ,逐步走上科学养畜、科学种草的道路 ,

对于玛多县草地退化防治、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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