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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草地生态系统的特征、功能过程特点进行草地生态系统分类。具体可考虑 5 个原则: 生物群落特征; 无

机环境特征; 重点功能过程; 动态特征以及尽可能与生物群区结合。利用五级制, 陆地生态系统型——草地生态系

统纲——生态系统目——生态系统属——生态系统丛。暂将全国分成 7 个草地生态系统目, 19 个属, 130 个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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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characterist ics of grassland eco system and its funct ional p rocesses, the grassland

eco system cou ld be classif ied by five p rincip les, w h ich are the featu re of b iom e, the fea tu res of ino rgan ic

environm en t, impo rtan t funct ional p rocesses, the dynam ic characterist ics, and to com b ine w ith b io t ic

comm un ity as far as po ssib le. D epend on the five grades classif ica t ion system , land eco system type —

grassland eco system class — eco system o rder — eco system genu s — eco system p lexu s, the grassland

eco system of Ch ina is classif ied temperately as seven grassland eco system o rders, 19 grassland, and 130

grassland eco system p lexu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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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生态系统分类是一个新的科学问题, 迄今

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个草地生态系统分类方案。《中

国植被》提出的“中国植被类型简表”中涉及草地生

态系统的植被型有草原和稀树草原、草甸、沼泽和部

分灌草丛、高山稀疏植被[1 ]。贾慎修对中国草原类型

分类进行过研究[2 ]。《中国草地资源》[3 ]提出的中国

草地类型分类系统中将中国草地划分为十八类, 即

温性草甸草原类、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等。

苏大学等[4 ]在《中国 1: 100 万草地资源国》的编制说

明中, 采用植被——生境多因素分类法, 对中国天然

草地进行了四级分类。笔者根据对草地生态系统的

研究和认识, 并参照前述的分类成果, 初步拟定了中

国草地生态系统分类原则、依据、单位与系统。这是

一个尝试, 希望能引起同行们的兴趣, 以臻进一步完

善与提高。

1　分类原则

草地生态系统分类属生态系统分类, 应从生态

收稿日期: 2001211215; 修回日期: 2002201210

作者简介: 陈佐忠 (19372) , 男, 江苏泗阳人,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草原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草地生态系

统退化、草地资源利用与保护、草地生态旅游等方面研究, 最近亦关注草坪科学研究

第 10 卷　第 2 期

　V o l. 10　　N o. 2

草　地　学　报
A CTA A GR EST IA S IN ICA

　2002 年　6 月

June 　2002



系统本身的特征、功能过程特点出发进行分类, 具体

而言, 可考虑下述 5 个原则。

1. 1　草地生态系统生产者——绿色草原植物种类

的组成与特征。各级消费者的组成与特征, 分解者的

组成与特征, 总之, 草地生态系统生物成分的组成与

特征, 及其结构特征和生态系统外貌的特征。

1. 2　草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成分——无机环境的

特征, 主要是气候与土壤的特征。

1. 3　草地生态系统重要的功能过程, 即物质生产,

能流过程与物质循环功能进程的特征。

1. 4　草地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

1. 5　草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划分尽可能与生物群区

(B iom e)相结合。

2　分类依据

暂拟的生态系统分类采取五级制, 即型——纲

——目——属——丛。

2. 1　草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同属陆地生态

系统型中的不同生态系统纲。生态系统型的依据是

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组成、结构与功能过程的一致性;

生态系统动态特征的一致性; 群落外貌的一致性。作

为资源利用的一致性。这是生态系统分类中的高级

单元。生态系统纲, 生态系统目、生态系统属三者都

是生态系统的中级分类单元。

2. 2　生态系统纲——同一生态系统型中不同的生

态系统纲, 表现在生态系统组成, 格局与功能过程以

及利用的一致性。

2. 3　生态系统目——同一生态系统纲中不同生态

系统目, 表现在植物生活型及热量条件的一致性, 在

具体划分过程中, 热量的一致性是重要依据。

2. 4　生态系统属——同一生态系统目中不同生态

系统属的划分, 主要依据水分特点以及因此而引起

的生态系统组成、结构与功能过程特征的不同。

2. 5　生态系统丛, 这是生态系统分类的基本单元,

其划分主要依据建群种的一致性, 以及层片结构和

各层片的优势种或共建种的特征。

3　草地生态系统分类简表

3. 1　温性草原生态系统目

3. 1. 1　草甸草原生态系统属

3. 1. 1. 1　贝加尔针茅 (S tip a ba ica lensis) 草甸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1. 1. 2　白羊草 (B oth rioch loa ischa lm um ) 草甸草

原生态系统丛

3. 1. 1. 3　快隐子草 (C leistog enes m ucrona ta ) 草甸

草原生态系统丛

3. 1. 1. 4　羊草 (L eym us ch inensis) 草甸草原生态系

统丛

3. 1. 1. 5　窄颖赖草 (A neu rolep id ium ang ustus) 草

甸草原生态系统丛

3. 1. 1. 6　线叶菊 (F ilif olium sibiricum )草甸草原生

态系统丛

3. 1. 2　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属

3. 1. 2. 1　大针茅 (S tip a g rand is) 典型草原生态系

统丛

3. 1. 2. 2　克氏针茅 (S tip a k ly rov ii) 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2. 3　长芒草 (S tip a bung eana ) 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2. 4　针茅 (S tip a cap illa ta) 典型草原生态系统

丛

3. 1. 2. 5　沟叶羊茅 (F estuca su lca ta) 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2. 6　羊茅 (F estuca d lahu rica ) 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2. 7　糙隐子草 (C leistog enes squa rrosa) 典型草

原生态系统丛

3. 1. 2. 8　冰草 (A g ropy ron crista tum ) 典型草原生

态系统丛

3. 1. 2. 9　羊草 (L eym us ch inensis) 小禾草典型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1. 2. 10　冷蒿 (A rtem isia f rig id a ) 典型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2. 11　沙蒿 (A rtem isia in tram ong olica ) 典型草

原生态系统丛

3. 1. 2. 12　百里香 (T hym as m ong olicus) 典型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1. 2. 13　铁杆蒿 (A rtem isia gm elin ii) 典型草原生

态系统丛

3. 1. 3　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属

3. 1. 3. 1　戈壁针茅 (S tip a g obica) 荒漠草原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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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丛

3. 1. 3. 2　克列门茨针茅 (S tip a k lem enz ii) 荒漠草

原生态系统丛

3. 1. 3. 3　短花针茅 (S tip a brev if lora ) 荒漠草原生

态系统丛

3. 1. 3. 4　沙生针茅 (S tip a g la reosa) 荒漠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3. 5　无芒隐子草 (C leistog enes song orica ) 荒漠

草原生态系统丛

3. 1. 3. 6　多根葱 (A llium p oly rrh iz um ) 荒漠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1. 3. 7　女蒿 (H ipp oly tia trif id a ) 荒漠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1. 3. 8　灌木亚菊 (A jan ia f ru ticu losa ) 荒漠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2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目

3. 2. 1　高山垫状植被生态系统属

3. 2. 1. 1　垫状蚤缀 (A rena ria p u lv ina ta ) 植被生态

系统丛

3. 2. 1. 2　苔状蚤缀 (A rena ria m uscif orm is) 高山垫

状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1. 3　囊种草 (T hy lacosp erm um caesp itosum ) 高

山垫状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1. 4　垫状点地梅 (A nd rosace tap eta) 垫状植被

生态系统丛

3. 2. 1. 5　糙点地梅 (A nd rosace sp ua rrosu la)高山垫

状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1. 6　帕米尔委陵菜 (P oten tilla p am iroa la ica )

高山垫状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1. 7　双花委陵菜 (P oten tilla bif lora ) 垫状植被

生态系统丛

3. 2. 1. 8　四蕊高山莓 (B ibba ld ian the tetrand ra ) 垫

状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1. 9　藏刺矶松 (A can tholiom hed in ii)高山垫状

植被生态系统丛

3. 2. 2　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生态系统属

3. 2. 2. 1　高山流石滩生态系统丛

3. 2. 3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属

3. 2. 3. 1　高山蒿草 (K obresia py gm aea ) 草原化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2　矮嵩草 (K obresia hum ilis) 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2. 3. 3　线叶嵩草 (K obresia cap illif olia ) 典型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4　禾叶嵩草 (K obresia g ran in if olia ) 典型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5　四川嵩草 (K obresia setchw anensis) 典型

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6　短轴嵩草 (K obresia p ra ttii) 典型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2. 3. 7　喜马拉雅嵩草 (K obresia roy leana)典型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8　塔城嵩草 (K obresia sm irrnov ii) 典型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2. 3. 9　北方嵩草 (K obresia bella rd ii) 典型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2. 3. 10　藏嵩草 (K obresia tibetica) 沼泽化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2. 3. 11　大嵩草 (K obresia littled a lei) 沼泽化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12　帕米尔嵩草 (K obresia p am iroa la ica ) 沼

泽化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13　甘肃嵩草 (K orbresia kansnensis) 沼泽化

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14　粗喙苔草 (Ca rex scabriostris) 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2. 3. 15　以黑穗苔草、黑花苔草 (Ca res a tra ta ,

Ca rex m elanan tha) 为主的苔草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2. 3. 16　黄花茅 (A n thox an thum od ora tum ) 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2. 3. 17　垂穗披碱草 (E lym us nu tans) 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2. 3. 18　以珠芽蓼 (P oly g onum v iv ip a rum ) 为主

的杂类草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19　以圆穗蓼 (P oly g onum sp haerostachy um )

为主的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3. 20　虎耳草、高山龙胆 (S ax if rag a spp.

cen tiana a lg id a)草甸生态系统丛

3. 2. 4　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属

3. 2. 4. 1　紫花针茅 (S tip a p u rp rues) 高寒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2. 4. 2　羽柱针茅 (S tip a sup sessilif lora. v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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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p lum osa)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丛

3. 2. 4. 3　座花针茅 (S tip a subsessilif lora) 高寒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2. 4. 4　克氏羊茅 (F estuca k ry lov iana ) 高寒草原

生态系统丛

3. 2. 4. 5　假羊茅 (F estuca p seud ov ina) 高寒草原生

态系统丛

3. 2. 4. 6　银穗羊茅 (F estuca olg ae) 高寒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2. 4. 7　硬叶苔 (Ca rex m oorcrof tii)高寒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2. 4. 8 　藏籽蒿 (A rtem isia sa lsoloid es. va r.

w ellby i)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丛

3. 2. 4. 9 　 藏 南 蒿 (A rtem isia sa lsolid es va r.

w ellby i)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丛

3. 2. 4. 10　垫状蒿 (A rtem isia m inor) 高寒草原生态

系统丛

3. 2. 5　高寒荒漠生态系统属

3. 2. 5. 1　高寒荒漠生态系统丛

3. 3　暖性草地生态系统目

3. 3. 1　暖性草丛生态系统属

3. 3. 1. 1　白羊草 (B oth rioch loa ischaem um ) 生态系

统丛

3. 3. 1. 2　黄背草 (T hem ed a triand ra)生态系统丛

3. 3. 1. 3　中亚白草 (P enn isetum cen trasia ticum ) 生

态系统丛

3. 3. 2　暖性灌草丛生态系统属

3. 3. 2. 1　白茅 ( Im p era ta cy lind rica ) 灌草丛生态系

统丛

3. 3. 2. 2　野青茅 (D ey enx ia a rund inacea ) 灌草丛生

态系统丛

3. 3. 2. 3　野古草 (A rund inella h irta)胡枝子灌草丛

生态系统丛

3. 4　热性草地生态系统目

3. 4. 1　热性草丛生态系统属

3. 4. 1. 1　五节芒 (M iscan thas f lorid u lus) 热性草丛

生态系统丛

3. 4. 1. 2　旱茅 (E rem op og on d elavay i) 热性草丛生

态系统丛

3. 4. 1. 3　扭黄茅 (H eterop og on con tortus) 热性草丛

生态系统丛

3. 4. 2　热性灌草丛生态系统属

3. 4. 2. 1　野古草 (A rund inella h irta)灌草丛生态系

统丛

3. 4. 2. 2　芒灌 (M iscan thus sinaensis) 草丛生态系

统丛

3. 4. 2. 3　芒萁 (D icranop teris d ichotow a ) 灌草丛生

态系统丛

3. 4. 3　热性稀树草地生态系统属

3. 4. 3. 1 　扭黄茅—木棉树稀树 (H eterop og on

con tortus - B om bax m a laba rica ) 草地

生态系统丛

3. 4. 3. 2 　扭黄茅—锥连栎稀树 (H eterop og on

con tortus - Q uercus f ranchetii) 草地

生态系统丛

3. 5　草甸生态系统目

3. 5. 1　典型草甸生态系统属

3. 5. 1. 1　羊草 (L eym us ch inensis) 典型草甸生态系

统丛

3. 5. 1. 2　结缕草 (Z oy sia jap on ica ) 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1. 3　拂子茅 (Ca lam ag rostis ep ig eios) 典型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5. 1. 4　无芒雀麦 (B rom us inerm is)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1. 5　短柄草 (B rachyp od ium spp. ) 典型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5. 1. 6　狗牙根 (Cy nod on d acty lon ) 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1. 7　鸭茅 (D acty lis g lom era ta) 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1. 8　垂穗披碱草 (C linelym us nu tans) 典型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5. 1. 9　鸭青茅 (D ey eux ia a rund inacea ) 典型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5. 1. 10　地榆杂类草 (S ang u isorba of f icina lis) 典

型草甸生态系统丛

3. 5. 1. 11　紫苞鸢尾 ( I ris ra then ica ) 典型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1. 12　高山象牙参 (R oscoea a lp ine) 典型草甸

生态系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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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1. 13　寸草苔 (Ca rex stenop hy lla) 典型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5. 2　沼泽草甸生态系统属

3. 5. 2. 1　藏蒿草 (K obresia tibetica ) 沼泽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2. 2　苔草 (Ca rex spp. )沼泽草甸生态系统丛

3. 5. 2. 3　小叶草 (D ey ex ia ang ustif olia ) 沼泽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5. 3　盐生草甸生态系统属

3. 5. 3. 1　芨芨草 (A chna therum sp lend ens) 盐生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5. 3. 2　星星草 (P uccinellia tenu if lora ) 盐生草甸

生态系统丛

3. 5. 3. 3　赖草 (L eym us seca liuus) 盐生草甸生态系

统丛

3. 5. 3. 4　獐茅 (A elu rop us littora lis) 盐生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3. 5　芦苇 (P h ragm ites com m un is) 盐生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5. 3. 6　马蔺 ( I ris lactea l var. ch inensis) 盐生草

甸生态系统丛

3. 5. 3. 7　罗布麻 (A p ocy num vena tum ) 盐生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5. 3. 8　碱蒿 (A rtem isia aneth if olia ) 盐生草甸生

态系统丛

3. 5. 3. 9　碱茅 (P uccinellia d istans) 盐生草甸生态

系统丛

3. 5. 3. 10 碱蓬 (S uaed a sa lsa ) 盐生草甸生态系统

丛

3. 6　沼泽生态系统目

3. 6. 1　草本沼泽生态系统属

3. 6. 1. 1　苔草 (Ca rex spp. )草本沼泽生态系统丛

3. 6. 1. 2　嵩草—苔草 ( K obresia spp. - Ca rex

spp. )草本沼泽生态系统丛

3. 6. 1. 3　莎草 (Cyp erus spp. ) 草本沼泽生态系统

丛

3. 6. 1. 4　 草 (S irp us spp. )草本沼泽生态系统丛

3. 6. 1. 5　羊胡子草 (E rip horum spp. ) 草本沼泽生

态系统丛

3. 6. 1. 6　荸荠 (E leoha ris liouana ) 草本沼泽生态系

统丛

3. 6. 1. 7　芦苇 (P h ragm ites austra lis) 草本沼泽生

态系统丛

3. 6. 1. 8　香蒲 (Typ ha orin ta lis)草本沼泽生态系统

丛

3. 6. 1. 9　灯心草 (J ancus cancinus) 草本沼泽生态

系统丛

3. 7　荒漠草地生态系统目

3. 7. 1　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属

3. 7. 1. 1　驼绒藜 (Cera toid es la tens) 草原荒漠生态

系统丛

3. 7. 1. 2　珍珠猪毛菜 (S a lsola p asseriua) 草原荒漠

生态系统丛

3. 7. 1. 3　红砂 (R eaum u ria soong orica) 草原荒漠生

态系统丛

3. 7. 1. 4　藏锦鸡儿 (Ca rag ana tibetica) 草原荒漠生

态系统丛

3. 7. 1. 5　柠条 (Ca rag ana korsh insk ii) 草原荒漠生

态系统丛

3. 7. 1. 6　沙冬青 (A m m op ip tan thus m ong olicus) 草

原荒漠生态系统丛

3. 7. 1. 7　四合木 (T etraena m ong olica) 草原荒漠生

态系统丛

3. 7. 2　荒漠生态系统属

3. 7. 2. 1　膜果麻黄 (Ep hed ra p rz ew a lsk ii) 生态系

统丛

3. 7. 2. 2　霸王 (Zy g op hy llum x an thoxy lon ) 生态系

统丛

3. 7. 2. 3　泡泡刺 (N itra ria sp haeroca rp a)生态系统

丛

3. 7. 2. 4　绵刺 (P otan in ia m ong olica)生态系统丛

3. 7. 2. 5　沙拐枣 (Ca llig onum m ong olicum ) 生态系

统丛

3. 7. 2. 6　半日花 (H elin them um soong oricum ) 生态

系统丛

3. 7. 2. 7　白刺 (N itra lia tang au torum )生态系统丛

3. 7. 2. 8　盐生假木贼 (A nabasis sa lsa)生态系统丛

3. 7. 2. 9　合头藜 (S ym p egm a reg elii)生态系统丛

3. 7. 2. 10　琐琐 (H a loxy lon am m od en ron ) 生态系

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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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生态系统被认为是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能量交

换与物质循环的基本机能单位。生态系统的范围和

大小没有严格的限制。生态系统是可以进行分类的。

关于生态系统分类的原则、依据以及系统本身还缺

乏很多的研究。本文就草地生态系统提出的分类原

则, 依据及我国草地生态系统分类简表是初步的。其

中关于分类原则、分类依据部分主要依据《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编写组共同讨论的精神而进行编写的, 故

其思路应该说是集体的结晶、参加讨论者有: 孙鸿

列、陈灵芝、沈善敏、欧阳华、王群力等人。而分类简

表中最基层单元 (丛) 的确定, 则主要是根据中国植

被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国植被》[1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兽医司、全国畜牧兽医总站主编的《中国草地

资源》[3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

共描述了 130 个草地生态系统丛, 该丛大体相当于

植被分类中的群系。而对每个草地生态系统丛的描

述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与生物群落组成与结构两部

分, 很明显, 这一分类方案还有许多尚待补充、修改

与完善的地方。衷心希望有兴趣的同仁, 不吝指教。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在集思广议的基础上, 逐步形

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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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地植物根系研究的里程碑
——简评《中国北方草地植物根系》

　　内蒙古农业大学陈世璜教授等撰写的《中国北

方草地植物根系》专著,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

果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下, 2001 年 8 月终于由吉林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陈世璜教授在 40 余年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中, 凭借坚韧的毅力、丰富的知识和穷

毕生精力, 对中国北方草地植物根系进行系统、深

入、极具创意性的研究成果的总结。

该书的面世, 无疑对草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是我国第一部以草地根系为

研究对象, 系统的、水平颇高的研究专著。

《中国北方草地植物根系》的显著特点为:

11 该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植物根系的功能和

类型; 并以独具特色的根系类型分类系统为主干, 分

别对各类型根系的 61 科 430 种草地植物的根系及

地下营养器官的生物学特性及生态学价值进行深入

系统的观察研究。弥补了草地植物地下器官认识的

空白, 对全面了解草地植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选择典型的草原植被类型进行定位或半定

位的研究, 并以天然草地生长的牧草为主要研究对

象, 观察它们在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根系的变化规

律, 同时对一些重要的草地植物进行野生和栽培条

件下的对比分析, 说明根系对环境的指示作用、生物

量累积规律、草地演替与放牧行为的相关性。

31 该书提供草地植物根系丰富的第一手研究

资料以及植物地下根系和器官的研究方法, 为今后

全面深入研究草地植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中国北方草地植物根系》是陈世璜教授

40 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 是一部内容充实、资料新

颖、图文并茂, 颇具创新性和权威性的学术著作, 勘

称草地植物根系研究领域的里程碑。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祝廷成

2002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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