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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生态系统公益保护与西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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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草地生态系统不但为人类提供食物、饲料、药物等重要资源 ,而且还为人类提供许多

工业技术难以替代的公益 ,包括空气和水体的净化、缓解洪涝和干旱、土壤的产生及其肥力的维

持、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的调节等。草地生态系统是中国西部分布最广的自然生态系

统 ,草地生态系统经营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但不合理的工农业生产活动已经严重

破坏了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如果继续当前的不合理生产方式 ,以草地为发展基础的畜牧

业经济将受到极大限制 ,西部经济繁荣也将失去其重要优势 ,同时严重威胁到西部甚至全国生态

环境稳定和居民生活安全。采取合理高效的发展策略 ,保护和科学利用草地生态系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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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tract :Grassland ecosystems services supply human societies with the production of e2
cosystem goods , such as food , forage and pharmaceutical herbs , these goods represent

important and familiar parts of the economy , also natural ecosystems perform funda2
mental life2support services without which human civilization world cease to thrive ,

these include the purification of air and water , mitigation of droughts and floods , regen2
eration of soil fertility , p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iodiversity , regulation of cli2
mate. Grassland ecosystem is most extensive natural ecosystem dist ribute in the west of

China , and grassl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 but human activities are already impairing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natu2
ral ecosystem and sustainable ability on a large scale. lf current t rends continue , the pas2
toral2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grassland ecosystem will be damage seriously , and the

west of China would lose it’s advantage on economical resources , also it become a v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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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ace to environment stability and people living security of west of China and all other

regions of china ,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protection the and scientific exploitation to

grassland ecosystems by powerful policy measure.

Key words :Grassland ecosystem ; The west of China ; Protection

　　生态系统公益 ( Ecosystem services) 是指

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和维持的人类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它不仅包括

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食物、医药及

其他工农业生产的原料 ,更重要的是支撑与

维持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 ,维持生命物质的

生物地化循环 ,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 ,

净化环境 ,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1 ] 。

草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重要主体 ,其生态公

益的实现不仅是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 ,也

是全球生态环境稳定的保障。我国西部拥有

广袤的草地资源 (33144 万 hm2 ) ,占全国草

地总面积 (39283 万 hm2) 的83. 37 %[2 ] ,西部

草地不仅是当地草地畜牧业的物质基础 ,而

且是我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

的天然绿色屏障。

1 　西部概况

中国西部由西南五省区市 (四川、云南、

贵州、西藏、重庆) 、西北五省区 (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以及湖南的

湘西、湖北的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

成。西部地区面积约 538 万 km2 ,约占全国

总面积的 56 % ,总人口约 2. 87 亿 ,约占全国

总人口的 22. 99 %[3 ,4 ] 。西部地区是我国传

统畜牧业生产基地 ,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

青海、甘肃、四川六大牧区皆在西部。西部地

区的气候、环境条件恶劣 ,生态系统脆弱 ,破

坏后的恢复难度极大 ,加上当前草地经营粗

放、科技含量低、人为破坏和鼠害严重 ,草地

退化日益加剧 ,造成草地经济效益居后 ,可持

续经营能力低。西部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及其

对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迫使我们在西部

开发中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科学利用

生物资源 ,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 ,

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平衡。

2 　草地生态系统公益

长期以来 ,草地提供的肉、奶、皮、毛等畜

产品的经济价值得到公认 ,但往往忽略其强

大的生态功能。沙尘暴的频繁袭掠、洪涝泛

滥、干旱肆虐、空气污染等许多重大环境问

题 ,使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草地的生态功能。

2 . 1 　经济价值

2 . 1 . 1 　草地畜牧业的物质基础

充分利用丰富的草地资源 ,大力发展草

地畜牧业将是西部经济大发展的重要动力之

一。充分利用草地资源 ,发展草食家畜 ,增加

肉、奶制品产量 ,可以减少粮食直接消耗 ,也

是解决西部粮食问题的重要途径。

2 . 1 . 2 　众多药草的产地

广袤的西部草地拥有众多名贵中草药 ,

仅青海、甘肃、西藏、四川等省记载的动物、植

物药就分别多达 378 种、77 种 ;《藏药志》记

载了藏药 431 种 ,其中植物藏药 287 种 ,动物

藏药 91 种[5 ] 。另外 ,草地还在旅游、娱乐等

方面体现出其经济价值 ,但草地生态系统的

生态功能所包含的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

值 ,而且其经济价值常常是源于生态功能。

2 . 2 　生态功能

2 . 2 . 1 　生态屏障

近年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洪涝、北方的

沙尘暴等环境灾难的频繁出现 ,都在一定程

度上与西部草地的破坏有关。西部草地作为

我国北方生态环境重要的生态屏障 ,其意义

越来越重要 ,其地位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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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保水固土

由于草的根系发达 ,地表覆盖大量的茎、

叶 ,可以减少降雨对地表的冲刷 ,从而削弱风

雨的冲击力 ,增加区域涵养水分的能力 ,水土

流失明显减少。例如 ,密苏里州荒地土壤流

失速度是草地的 123 倍[6 ] ;缺少植被保护是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大面积水土流失的主

要原因之一[7 ] 。

2 . 2 . 3 　净化空气

草地通过植物光合作用释放的大量 O2

不仅是人类和其它动物生存的保证 ,同时还

能吸收、固定大气中的某些有害、有毒气体 ,

还能分泌一些杀菌素 ,从而减少空气中的细

菌含量。此外 ,茂密的草地 ,像一座庞大的天

然“吸尘器”, 能不断地吸附空气中的尘

埃[8 ] 。

2 . 2 . 4 　调节气候

草地对大气候和局部气候都具有调节功

能 ,从而可以缓冲极端气候对人类的不利影

响[9 ] 。植物通过蒸腾作用调节水循环 ,限制

地区湿度的降低和表面温度的升高 ;还可以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 CO2 ,减少大气 CO2

浓度 ,从而缓解温室效应。

2 . 2 . 5 　生物多样性宝库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组织水平的各种生

命形式 ,包括所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物种

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 ,以及各种生物与其

生存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及其过程[10 ] 。

面对新的害虫、疾病和其他压力 ,粮食增产能

力主要依靠从野生相关种移植抵抗这些挑战

的基因 ,分布在广袤草原上的各种野生动物、

植物资源是作物培育、基因工程的重要基因

源泉[9 ] 。

2 . 2 . 6 　防治沙尘暴

近年连续不断的扬沙和沙尘暴天气 ,使

我国北方乃至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深受其害 ,

而且呈现日益频繁和加剧的趋势[11 ] 。青藏

高原北部特有的大气环流给西北地区带来了

频繁的大风和持久的干旱气候 ,除这一自然

因素以外 ,滥挖乱垦、超载放牧和鼠害等原因

导致的西部草地大面积退化、沙化是主要原

因[12 ] 。治理沙尘暴最积极的措施就是加强

西部灌木、草地建设和保护 ,消除发生大规模

沙尘暴的沙源[13 ] 。

3 　西部开发中的草地保护和建
设策略

3 . 1 　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保障草地可持续经

营

建设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不仅可以改善

当地的投资环境 ,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加

快西部的发展步伐 ,而且对改善全国生态环

境也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等江河的发源地 ,一方面 ,严重的水土

流失使中下游河道、湖泊淤积 ,悬河、悬湖增

多 ,调蓄洪水能力降低 ,加剧了洪涝灾害 ;另

一方面 ,黄河上游水生态平衡失调 ,江河断

流 ,直接影响了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同时 ,生态恶化导致强沙尘暴频繁发生 ,西北

成为我国华北地区甚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

风沙源。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对于确保国家环

境安全至关重要。草地作为西部的主要陆地

生态系统和重要的可利用自然资源 ,应该充

分利用为西部经济发展服务 ,但对草地的利

用不应该只着眼于索取畜产品和草药 ,西部

草地生态系统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有着重

要作用 ,直接关系到长江、黄河流域甚至大半

个中国的安危[14 ] 。虽然牧草是可以再生的 ,

但它的再生是有一定限度的 ,严重过牧、鼠害

和人为破坏势必造成草地退化、沙化 ,整个草

地生态系统将会遭到破坏 ,西部草地生态系

统一旦遭到破坏 ,不仅影响区域畜牧业经济 ,

更严重的是由此产生的洪涝、沙尘暴等自然

灾害直接危及我国其它地区的经济和居民生

活。因此 ,从政府领导到牧民群众必须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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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其严重程度 ,在大力发展西部经济的

同时 ,必须要重视保护和建设 ,以确保西部草

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 . 2 　合理放牧

草原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放牧 ,

所以防治草地退化就要力求合理放牧。合理

放牧首先要实现畜草平衡 ,即根据一年之中

牧草生长供应的情况调整放牧牲畜的头数 ,

以求牧草产量和家畜对牧草的需求之间的平

衡。

3 . 2 . 1 　轮牧

轮牧既能缓解草场放牧压力又能充分利

用天然草地资源 ,已广泛地被世界各地的牧

场所采用。采用先进的轮牧制度 ,根据草地

类型和牧草生长状况严格控制春、夏和秋、冬

牧场的配置、放牧频率、放牧时间及始牧期和

终牧期 ,可以给草场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 ,利

于牧草的再生和繁衍 ,缓解草畜矛盾[15 ] 。

3 . 2 . 2 　发展季节畜牧业

西部地区季节变化明显 ,牧草数量和质

量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夏季牧草产量高 ,营

养也丰富 ,家畜增膘也快 ;而冬季牧草处于枯

黄期 ,产量低质量差 ,家畜掉膘快 ,死亡率高 ,

因此发展季节性畜牧业非常必要。夏季充分

利用丰茂的牧草 ,而入冬之前尽快出栏 ,以减

少冬、春牲畜的掉膘和死亡损失 ,提高牧民抗

灾保畜能力。

3 . 2 . 3 　人工草地建设

建人工草地的目的是为牲畜提供高产优

质牧草 ,尤其是在冬春牧草匮乏季节人工草

地的优势更为突出。人工草地可以提高牧草

产量 5～10 倍 ,同时也提高饲草质量 ,解决

冬、春季饲草缺乏、牲畜难以度过雪灾这一瓶

颈问题[16 ,17 ] 。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战略的

贯彻实施 ,为人工草地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可

利用空间。加大草地建设投资 ,选种优良牧

草 ,充分发挥人工草地的优势 ,科学管理退耕

后培育的草地 ,不但可以生产大量的饲草 ,还

可以改善区域气候和环境 ,保养水土 ,更有利

于农业生产。人工草地不仅产草量高 ,而且

由于草地群落郁闭度增加 ,改善了群落环境

和草地生态条件。

3 . 2 . 4 　封育

封育是把植被围封保护起来 ,禁止放牧、

刈割 ,使草场得到一段恢复时间 ,达到逐渐复

原的目的 ,是针对已退化草地采取的恢复措

施。草地封育当年植被盖度、高度和地上部

分生物量分别提高 20 %～40 %、5～10cm 和

40 %～50 % ,封育 3 年后分别提高 108 %～

120 %、15～25cm 和 140 %～150 %[16 ] 。封育

是为了使植被得以恢复 ,而恢复后植被的利

用方式取决于草地类型和牧草生长状况。如

果封育、草地施肥和补播结合 ,草地的恢复将

更迅速充分[18 ] 。

3 . 2 . 5 　牲畜育肥

夏、秋季节可以充分利用丰茂的天然牧

草尽可能增加牲畜的物质积累 ;秋末再补加

精料 ,使其达到屠宰标准 ,所有羯羊当年出

栏 ,这样就可减少冬、春季草料的需求。另

外 ,舍饲强度育肥不受季节限制 ,并可在草场

质量较差时向市场供应新鲜的羊肉 ,获得的

经济效益更为客观。科学的育肥既能提高牲

畜出栏率 ,缓解草畜矛盾 ,最大限度地降低越

冬羊的数量 ,还能利用季节差异提高经济效

益[17 ] 。

3 . 3 　防治鼠害

鼠害是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面临的

严重威胁之一 ,啮齿类动物采食大量的牧草 ,

势必减少牲畜的可利用牧草 ,加剧草畜矛盾 ;

啮齿类动物打洞掘土的习性破坏大面积的优

良牧草 ,植被盖度下降 ,草地对风雨冲蚀变得

十分敏感 ,土壤流失严重 ,加剧退化 ,退化的

草地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数量进一步增加。

化学药物灭鼠的方式可以暂时减少啮齿类数

量 ,但是无法改变草地退化所形成的适于啮

齿类繁衍的环境 ,并且使其天敌数量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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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减少啮齿类潜在的

数量。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是利用生态系统

自身的调节和物种间的相互制约来限制鼠类

种群数量 ,保护天敌动物 ,严禁狩猎艾虎等猛

兽、猛禽和小型食肉兽 ,以充分发挥它们对害

鼠种群的调节作用。合理放牧可以彻底改变

由于退化形成的适于鼠类繁衍的环境 ,从而

降低鼠类活动对草地的不利影响 ,同时减少

化学污染。

3 . 4 　加强教育 ,提高牧民文化、技术水平

解放以来 ,我国一直采用牲畜头数作为

衡量畜牧业生产发展的考核指标 ,以及牧民

以牲畜数量多少作为衡量财产的依据 ,这在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片面追求牲畜头数而不注

重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要彻底改变牧区

“靠天养畜”忽略草地投资的传统思想 ,消除

片面追求牲畜头数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错误导

向 ,加强教育 ,提高牧民素质是解决这些思想

意识问题的最有效途径。畜群结构和草地利

用模式的优化、牧草品种的改良、草地生态系

统的科学经营管理、草地其他自然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短期利润和长远利益的权衡、草

地可持续发展的畜牧业综合配套技术 ⋯⋯,

这些可持续措施的真正贯彻执行无一不依靠

牧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

3 . 5 　强化管理 ,严格限制人为破坏活动

西部草地不断退化、沙化 ,一方面是由于

草地长期超载过牧和鼠害所致 ;另一方面滥

垦乱挖也是重要原因[16 ] 。许多水土条件较

好的草地被开垦用来种植 ,土壤流失严重 ;有

些种植 2～3 年后因土壤肥力下降被撂废。

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后土壤流失剧增 ,富含有

机质的上层土壤流失 ,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并

很快演化为荒地、沙地。每年夏季大批的民

众涌向草地 ,为了草药毁坏大面积草地。据

报道[16 ] ,每挖 1 Kg 甘草破坏的草地达 10～

12m2 ,还有挖麻黄、党参、贝母、野茴香、发菜

等 ,每年大片的草地因此而沦为流动、半流动

的沙地。另外 ,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 ,大量的

民工掏金毁坏植被 ,原本丰茂的草场短期内

彻底变成不毛之地 ,促使整片草地迅速沙化 ,

完全失去可持续生产能力。西部经济欠发

达 ,居民经济来源有限 ,受短期利益驱动 ,许

多人为破坏活动屡禁不止。贯彻相关法律、

法规 ,依法管理 ,限制人为破坏活动刻不容

缓。

4 　小结

尽管人们更加注重和追求草地的经济价

值而忽视其生态功能 ,但是草地的生态功能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稳定健康的保

障 ,难以估算的生态功能的真正价值远远超

过其经济方面所体现的价值。从世界上发达

国家和我国东南部的发展经验来看 ,开发西

部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

复”的老路。充分利用西部广袤的草地资源 ,

发挥草地的经济功能是西部经济大发展的重

要方面 ,但是科学经营、维持西部草地生态系

统健康、保证其强大的生态功能的有效发挥

不仅是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也对我

国其他各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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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至分化培养基上光照培养 ,分化率达

73. 3 %。愈伤组织在较低浓度的 2 ,42D 诱导

培养基上继代 ,可能有助于愈伤组织向胚性

愈伤转化 ,使高羊茅愈伤分化提高。本研究

培养体系的建立 ,为进一步应用生物技术改

良高羊茅品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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