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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玛曲县是黄河上游地区的主妥水源涵养池，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巨大。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

为因素的影响，草地退化严重，不仅明显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当地藏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威胁到黄河

流域的生态安全。在分析玛曲草地退化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生态恢复学原理，探讨了退化革地生态修复的途

径，并提出了巩固治理成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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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退化是当代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国的草地资源一度

极其丰富，但近几十年来，草地不断退化，不但严重影响牧区人

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安全问题。位于

青藏高原东部、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玛曲县，地势高亢、气候寒

冷、降水相对充沛，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全县土地总面积

注:本研究受甘肃省科技重大攻关项目 (2GS063 - A31 -010)资助。

10 190.8 km2 ，天然草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84.3% ，其中可利

用草地面积占 96.7% ，以寒冷潮湿高寒草甸类和高寒草原类草

地为主，牧草生长良好，产草量较高，素以"亚洲第一牧场"著

称。玛曲草原既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黄

河上游地区的主要水源涵养地。草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独

特，特别是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对于整个黄河流域的

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该地区群众主要的生产和生活都围绕畜牧业开

  展，也就是说畜牧业是牧民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但由于当地牧民观念落后、知识匮乏，忽视了草地资源的科学

  管理和合理利用，超载放牧、滥垦滥伐的现象相当严重，加之水

  蚀、风蚀和重力侵蚀等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该区草地生

  态系统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力水平降低，明显制约了牧区

  经济的发展和当地藏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威胁到黄

  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该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恢

  复退化的草地已迫在眉睫。

    从恢复生态学的原理来看，治理退化草地的根本途径在于

  根据生态系统控制原理，运用工程的、生物的措施对退化草地

  进行生态修复。

  1  玛曲退化草地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分布现状

    据统计‘卜2】，目前玛曲县近90qo的天然草地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退化和沙化，退化和沙化草地分布于El010 31'45"-102。

  29'00”、N33026'30’，-34013'00”的范围内，行政区划属尼玛、欧

  拉、曼日玛3个行政乡，区域总面积3 613. 21  km2。其中：中度

  以上退化的草地面积有55.6万hmz，占全县天然草地总面积的

  64.7%；重度退化草地面积为21.7万hrr12，占全县草地总面积

  的25.3%；沙化草地面积达7 136. 77 hrr12，且以每年10.8%的

  速度扩展。由于草地退化和沙化，草地植被群落结构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玛曲县沙化草地主要呈沿黄河带状分布和局部集中连片

  分布的特征。从沿黄河带状分布特征看，玛曲县的沙化土地主

  要分布在黄河沿岸洪积冲积滩地和黄河阶地上，黄河在玛曲县

  总流程有433 km．目前有沙化草地分布的黄河沿岸长度已达

  186.12 km，沙化区长度占到了境内黄河总长度的43%。从集

  中连片分布特征看，全县沙化草地有2个较为集中的分布区：

  一是以县城为中心，东西长约30 km、县城以南 20 km的范围

  内，有沙化草地5 039. 91  hm2，其面积占到全县沙化草地总面积

  的70. 61%；二是县城以东7—20 km、以南20一40 km的范围

  内，集中分布着1 711. 74 hrri2的沙化草地，占全县沙化草地总

  面积的23. 98%。这2个区域内分布有各类沙化土地，也是潜

  在沙化土地的集中分布区，沙化土地涉及黄河长度为 84. 71

  km。此外，在县区西北部的黄河谷地和较宽阔的黄河旧河床上，

  沙化草地呈不连续块状零散分布，面积约占全县沙化草地总面积

  的5%，类型以流动沙丘为主，涉及黄河长度为52.10 km。

  1.2 退化草地的发展趋势

    玛曲县沙化草地的分布区域呈扩展态势：一是表现在沙化

  草地涉及黄河沿岸长度增加。1999年有沙化草地分布的黄河

  沿岸长为119 km．至2004年已扩展到了 186.12 km，沙化草地

  涉及到的黄河沿岸长度5年加长了67.12 km，总体呈现出向源

  头和下游延伸的趋势。二是表现为在原有沙化区范围内土地

  沙化面积的增加。沙化草地由原来主要分布在沿黄河两岸阶

  地、河湾滩地，扩展到部分退化草场和南部的部分湿地边缘。

  三是表现在目前还没有被划入沙化区域的采日玛乡，已发现有

  小片零星的沙化土地或潜在沙化土地分布，前景令人堪忧。

    可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实行的封山育林、封山禁牧、建

立自然保护区、围栏轮牧等措施，已经证明生态修复在治理退

化草地、增加地表覆盖、控制水土流失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

2 退化草地的生态修复

2.1 退化草地生态修复的步骤

    要对退化草地生态系统进行人为修复，其调控步骤主要包

括：①停止或减缓使生态系统退化的干扰，如过度放牧、陡坡垦

荒等行为；②对退化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退化等级、可能修复

的前景等进行调查和评价；③根据对退化生态系统的调查结

果，提出生态系统修复的规划，并进行具体修复措施的设计；④

根据规划要求和设计方案，实施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措施，包

括生态系统组成要素、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修复。由于退化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景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恢复力和持

久性，以及自然植被群落自然进展演替的规律性，退化生态系

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位移中得到自然恢复

或人为修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将得以逐步协调‘3】。

2.2 退化草地生态修复的途径

2.2.1 围栏封育

    围栏封育就是把草地封闭一定时期，在封育期内不准放牧

或割草，使被抑制的优良牧草有一个充分生长、繁殖的机会，

并积累足够的营养物质，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增加草地植被覆

盖度，改善其品质和适口性‘4】。

    草地封育的时间长短，应根据草地面积大小、退化程度和

恢复情况而定。长期可封育 1—2年，短期可封育几个月。试

验证明，围栏封育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草地自我生态修复技

术措施。

    据研究‘5】，通过围栏封育，禾本科和豆科牧草在草群中所

占的比重分另Ⅱ比对照区增加了26. 8% 一39. 9%和 20.7% 一

37. 9%，莎草科牧草比例下降了11.9% ~19.3%，可食牧草增产

l倍。封育处理对退化矮嵩草草甸的恢复效应明显，优良牧草

比例和草场质量明显提高，草场退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止；在“黑土滩”地区，采用灭鼠+补播 +封育措施，当年优良牧

草地上干重402 kg/hm2，第二年3 906 kg/hmz，第三年3 644.8

kg/hmz。

    但是，草地生态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围封禁牧，而是要从解

决牧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人手，通过给群众找出路，间接地为草

地生态系统减轻压力，使生态系统休养生息。草地生态修复工

作涉及水利、畜牧、草原等部门，需要政府加强对草地生态修复

工作的领导，协调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以充分发挥

生态自我修复的能力与效益，改善草地生态环境，促进草地畜

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2 生物措施

    目前，退化草地生态修复重建主要有以下6种模式‘6】：青

草沙障模式、卵石方格+种草模式、遮荫网 +种草模式、山生柳

密植扦插模式、羊粪生物结皮+种草促进恢复重建模式以及草

方格 +山生柳密植扦插+种草模式。试验研究表明，这6种草

地恢复重建模式效果依次为：草方格+山生柳密植扦插 +种草

模式>羊粪生物结皮+种草促进恢复重建模式>卵石方格 +



种草模式>遮荫网+种草模式 >青草沙障模式>山生柳密植

扦插模式。

    就玛曲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而言，单一的、传统

的机械治沙模式、生物治沙模式和羊粪生物结皮恢复模式效果

都不太好，只有把3种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大的治

沙效果。

    总之，玛曲退化草场的恢复和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

根据当地的放牧强度与放牧制度、气候、土壤和草场退化成因

等综合因素，本着“防与治”结合的原则，先试验后推广，稳步进

·行。对于轻度退化草场，应以防为主，通过控制其载畜量和轮

牧、休牧等措施减轻放牧压力，防止其进一步退化‘71；对于中度

退化草场，采取封育、除莠、补播、轻耙、施肥等措施，提高土壤

肥力，同时消灭鼠害，将会有效遏制草场继续退化；对于重度退

化草地应采取综合治理措施，首先是灭鼠和除毒杂草，而后是

对草场轻耙、施肥并补播多年生牧草，封育一二年，待补播牧草

完全定植后，再补播高山嵩草、狭穗针茅、羊茅、草地早熟禾等

丛生牧草；极度退化草场和沙丘以治为主，将机械治沙、生物治

沙、羊粪生物结皮恢复、无污染化学治沙等模式有效地结合起

来，设置草方格、防沙栅栏等人工沙障固定流沙，然后种植藏沙

棘、山生柳等根系发达、耐寒、抗风沙且生存能力强的植被，形

成防风阻沙隔离带，人工撒播披碱草渺 生冰草等多年生草种，
控制沙丘移动、遏制沙漠化的扩张[8】。

2.3 巩固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成果的对策

2. 3.1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经济学原理表明，一个流域的上中下游是紧密联系、

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演替的生态经

济系统。一个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

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只有统一筹划、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

实现全流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玛曲处于

黄河上游至源头地区，是黄河流域的生态前沿和重要生态屏

障，生态区位极为重要，其生态环境状况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的生态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建立上中下游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的补偿机制，实行全流域统一利用、保护和管理；尽快

制定流域上中下游利益补偿、责任共担的政策和法规，促使江

河源区生态保护事业的良性发展‘钉，将是极为必要的举措。

    玛曲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远高于其经济产品的价值，且具

有不可替代性，维护其价值持续利用是十分必要的。而当地人

民生活依赖的是经济产品，其价值具有可替代性。以草定畜、

减少载畜量虽有利于生态保护，但势必影响牧民的收入。草场

是当地牧民祖祖辈辈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除了草地资源，他

们还能靠什么生存？

    对于像玛曲这样的高寒牧区，没有生态补偿机制对人口压

力的消解，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不可能得到遏制‘m】。因此，

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应以改变超载放牧、防止草

地退化和改善牧民生活水平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建立

起有利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配套政策。
2.3.2 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产业

    为减轻牲畜业发展对草场的压力，必须为牧民开拓新的就

业门类，优化其产业结构。为此，应大力支持生态旅游、畜产品

加工等产业的开发，限制采矿、捕猎等经济活动，促进牧区产业

转型，合理减少牲畜超载数量，使更多的牧民不再以放牧为生，

从根源上消除玛曲生态环境恶化的隐患。

    对牧区生产结构应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应在以畜牧养殖

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产品的深加工，增加畜牧产品的

附加值，以弥补因限制畜牧养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另外，部分

牧民可从事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工作；可在农区建立一些

越冬饲草的生产基地和牲畜育肥基地，提高牧民的收入水平。

2.3.3  实施生态移民

    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面

对和妥善解决的两大问题。长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困问

题交织在一起致使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举步维艰。雪线上升、

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湿地退化，一方面导致玛曲地表径流

量减少，一些居民点水资源紧张，有的甚至到了“守着源头没水

喝”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由于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洪涝、

干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传统畜

牧业生产方式下，逐步形成了“人口增加一生活困难-扩大载

畜量一草原退化一生活更困难一再扩大载畜量-草原进一步

退化”的恶性循环，造成部分生态脆弱区草原严重退化。在生

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同时将禁牧及舍饲圈养结合起

来，不仅能够缓解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更新观念、

转变经营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实现，而

且还可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

另外，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措施中，生态移民是成本较小而

收益较大的一种方式。

2. 3.4 完善草地管理制度

    完善草地承包制度，加强围栏封育，以草定畜，合理轮牧，

实现草畜平衡。结合人工草场的建设，实施“牧区繁育、农区育

肥，农区种草、牧区补饲”草畜转换模式，减轻草场的放牧强

度⋯】。根据目前天然草场退化的现状，要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治

理，草场长期有偿承包制度势在必行。只有按“草场公有，承包

到户，有偿使用，自主经营，30年不变”的原则，将草场承包到

户，长期使用，才能把生态修复同牧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调

动当地牧民建设和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草原的用、

管、建与责、权、利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草原无主，放牧无界，

使用无偿，建设无责，管理无法”的局面。

    只要落实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牧民为了自己草场的可持

续利用，必然会自觉地控制放牧强度，以草定畜。只有适宜的

放牧强度和适宜的放牧时间才能对草场利用起到调节作用，反

之将不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利用。总之，只有科学合理地控制了

放牧强度，才能减轻草场的压力，真正给予天然草场休养生息

的时间和空间，让天然草场自然恢复与更新，这样才能使天然

草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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