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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山地草原生态现状及保护对策

闫晓玲
#张掖市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甘肃 张掖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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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阐述了河西走廊山地草原在国家生态中的地位!分析了当前面临的自然生态系统变化"草畜供求失

衡"草原退化"草地使用权"经济发展与草地资源保护中的矛盾等现状问题!提出了河西走廊山地草原可持续发展

中关于制订全面长远的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规划"健全草原生产生活投入保障体系"划定基本草原"完善草原承包

责任制度"创建河西走廊草原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调整优化畜牧业结构"转变畜牧业经营方式"加大依法治

草宣传力度!提高全民草原生态保护意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河西走廊$草原生态系统$现状分析$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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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山地位于黄河之西%青藏高原与蒙新

高原之间!走廊的南边是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阿

尔金山!北边是与蒙古高原毗连的荒漠和龙首山%合

黎山%马鬃山!向西直达吐鲁番盆地的东缘!东西延

长近千公里!南北跨越
#

个纬度!受历史时期人类活

动和自然过程的共同影响!形成了以山地%荒漠和绿

洲为主体的链状生态系统布局!在我国西北和中亚

地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山地
5

荒漠
5

绿洲复合

生态系统中!山地制约着荒漠和绿洲的发育与演变!

对区域内部的地域分异以及各种土地类型的分布排

列具有决定性意义'

7

(

&同时!也形成了多样的山地

草原生态系统类型!不仅构筑了我国北方重要的生

态屏障!也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文化景观&

!

!

自然概况

河西走廊是祁连山以北的山前内陆盆地!以河

西走廊为轴心形成了
!

个内陆河流域!中部属黑河

流域!西北部属疏勒河流域!东部是石羊河流域&三

者相互连接!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构成了祁

连山
5

河西走廊
5

龙首山%合黎山%北山
5

阿拉善荒

漠
5

阿尔泰山大区域山地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地理格

局#

:9<74=

"

7"9<93=2

!

!8<!"=

"

96<!"=(

$)在行政

区划上地跨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五市
79

县#市%区$&海拔
7"""

"

74"">

!北部最低的居延

海盆地约
3"">

'

6

(

&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狭长的

山前拗陷带上!西部形成了疏勒河流域的玉门
5

瓜

州盆地!中部是黑河中游的酒泉
5

张掖盆地!东部有

石羊河流域的武威
5

民勤盆地!这些盆地都是绿洲

集中分布区&祁连山地是一脉相承的高峻山岭!山

体海拔大多在
!"""

"

96"">

!最高大雪山海拔

#6":>

!最低党河谷地
67"">

&山系海拔
96"">

以上的高山带!冰雪作用创造了山岳冰川地貌!冰缘

作用下形成石河等地貌类型&中山带的流水作用强

烈!造成了各种水蚀地貌形态&低山带的地貌以干

燥剥蚀作用及风沙堆积过程为主&本区气候随山体

海拔的升高和走廊东西部差异而变化'

!

(

!年均气温

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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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积温
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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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照时数
6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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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太阳辐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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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6

*

E

57

!年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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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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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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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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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其生态环境长期

形成的地带性土壤有盐化灰漠土%盐化棕漠土%山地

栗钙土%山地黑钙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荒漠草原土

及山地沼泽土等&河西走廊山地草原总面积
:3!'46

万
A>

6

!占甘肃省草原总面积的
44F

'

6

(

&在该区农

田%草 原 和森林三大植 被生态系统 中 草 原 占

38'"3F

!草原植被类型包括荒漠草原%高寒草原%山

地草甸和高山灌丛&荒漠草原位于祁连山中部北坡

海拔
6!""

"

6#"">

处!面积占草原生态系统的

46'!F

)高寒草原位于海拔
6#""

"

6:"">

处!面积

占草原生态系统的
69':F

)山地草甸和高山灌丛分

别在海拔
6:"">

以上的地区!其中草甸草原面积

占此类生态系统的
7!'3F

&走廊荒漠草原生态系

统!包括以禾本科和菊科为主的荒漠化草原和草原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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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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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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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甘肃甘州人!兽医师!本科!研究方向为草原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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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荒漠)以藜科%蒺藜科灌木%小半灌木为主的荒灌

类型)在湖盆低地及河流集水地段有较大面积的以

芦 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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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 芨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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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势的低平地盐化草甸类

型&组成各类草原的主要植物种有柽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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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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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拐

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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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驴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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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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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头草#

:

7

&

1

)

%

&$#)

%

)2''

$%红

砂 #

;)$-&-#'$*,,.

%

,#'+$

$%盐 爪 爪 #

<$2'3'-&

%

#$+'2)

$%白刺#

='(#$#'$*'>'#'+$

$%驼绒藜#

8)#$0

(,'3)*+,&

1

$+($

$%多根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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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花针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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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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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生针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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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芨芨草%赖草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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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麻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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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山地草原生态地位

"'!

黄河水系和内陆河水源涵养地
!

河西走

廊祁连山地丰富的草原资源%沼泽湿地%冰川%森林

孕育了黄河水系的庄浪河%大通河和内陆河石羊河%

黑河%疏勒河'

!

(

&其中!庄浪河积水面积
6""7M>

6

!

年径流量
6'76

亿
>

!

)大通河积水面积
7!:79M>

6

!

年径流量
63'7

亿
>

!

)石羊河流域全长
!""M>

!年

均径流量
74'84

亿
>

!

!全流域面积约
9'"8

万
M>

6

)

黑河流域全长
37"M>

!年均径流量
!8'63

亿
>

!

!全

流域面积约
76'3

万
M>

6

)疏勒河流域全长
:94M>

!

年均径流量
6"'43

亿
>

!

!全流域面积约
7"'6

万

M>

6

&祁连山地现有大小冰川
634:

条!总面积达

7:86'4M>

6

!储水量
377'6

亿
>

!

!多年平均冰川融

水量达
7"

亿
>

!

!冰川融化形成
679#6'6M>

6 的地

表径流水'

7

(

&发源于祁连山地的大小河流有
43

条!

出境水量
9!'77

亿
>

!

!这些水系每年以
8!

亿
>

! 的

径流!滋润着河西走廊绿洲和内蒙古额济纳旗
8"

多

万
A>

6 的良田和众多的天然绿洲!哺育着流域内

48"

多万人口!支撑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维系着

我国北方的生态平衡&

"'"

内陆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

地处中

国西北部温带干旱荒漠区东南部边缘的河西走廊%

北山
5

阿拉善高原荒漠草原区!南界祁连山北麓!东

起长岭山老虎山与腾格里沙漠相邻!西北与新疆接

壤!北抵甘蒙省界的狭长地带!荒漠草原总面积

474'!

万
A>

6

!占甘肃省草原总面积的
63'83F

'

6

(

&

受北方极端干旱气候的影响!荒漠草原林木生长困

难!而草本植物却较易生长!在其漫长的生物演化过

程中!形成了抗旱能力极强的超旱生小半灌木%半灌

木%灌木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建群种组成的稀疏植

被群落!成为蒸腾少%耗水量少%适于生长%阻挡风

沙%减少和避免土壤破碎吹蚀%形成结皮的主要植被

类型'

6

(

&这一脆弱的生态系统以稀少的植被!阻挡

着腾格里%巴丹吉林和库姆塔格三大沙漠向走廊入

侵的步伐!肩负着北锁黄龙%南保绿洲的历史重任&

处于我国西南部高寒草原荒漠区东北部边缘的

祁连山%阿尔金山山地草原区!草原总面积
9#3'66

万
A>

6

!占甘肃省草原总面积的
6#'74F

'

6

(

&受青

藏高原寒湿气候和北部干旱荒漠气候的双重影响!

形成以中生短根茎莎草%丛生禾草为主的山地草甸

草地和以旱生禾草%蒿类为主的山地草原草地'

6

(

&

这一草原生态系统通过繁茂的草地植被和发达密集

的植物根系!截留降水!涵养水分!构成地下径流!源

源不断地补给各大内陆河流水源!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的水源涵养区之一!也是河西地区的高山,水

塔-!更是河西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同时!草原还

能对地区性温度%降水%湿度和蒸发等气候要素进行

调节&因此!河西走廊山地成为西北乃至我国内陆

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因库
!

河西走廊山地

生态地域复杂!植被类型多样!具有中纬度山地植被

的特征&植物区系属青藏高原植物区!植物主要以

阴生%湿生%寒生%寒旱生%中生和旱生植物为主!共

有高等植物
7!77

种&其中!苔藓植物
!

科
#

属
#

种!蕨类植物
3

科
79

属
7:

种!野生种子植物
39

科

9!7

属
763#

种!乔木
77

科
7:

属
98

种!灌木
!4

科

##

属
73:

种!草本
84

科
!83

属
7"##

种'

6

(

&在这广

大区域的草原上!不但广泛分布着构成中亚荒漠四

大植被类型的植物种!亦有古地中海残留植物种!还

有泛热带植物种分布!有些是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

如紫野麦草#

6,#3)-&@',2$+)-&

$%冰草#

/

%

#,

17

0

#,.+#'*($(-&

$等&

河西走廊北山%祁连山地及马鬃山区草原地带

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广泛&据调查'

9;#

(

!祁连山地野生

脊椎动物共有
63

目
#!

科
63#

种&其中!鱼纲
7

目
6

科
9

种!爬行纲
6

目
!

科
4

种!两栖纲
7

目
6

科
6

种!鸟纲
78

目
!:

科
6"#

种!哺乳纲
8

目
78

科
#: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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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9

种!二级保护动物
!:

种!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
79"

种&野

生动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有不少是中国特有动物!

如雪 豹 #

!$.(")#$-.'+'$

$%野 牦 牛 #

!,)

1

"$

%

-*

&-("*

$%藏野驴#

E

F

--*G'$.

%

$%白唇鹿#

8)#--*$2>0

'#*(#-

$%马鹿#

8)2$

1

"-*

$%藏羚羊#

!#,+$

1

#$

1

'+('0

+$-3$($

$%黑颈鹤 #

D#-*.'

%

#'+,22'*

$%暗腹雪鸡

#

4)'#$,

%

22-*"'&$2$

7

).*'*

$和 淡 腹 雪 鸡 #

4)0

(#$,

%

$2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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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
!

河西走廊山地是甘

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

与农耕区的过渡带!是华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几

千年来进退往复%抵触融合的大舞台&祁连山一名

出自古代匈奴语!意为,天之山-&祁连山区,美水

草!宜畜宜牧-!大月氏%乌孙及匈奴等民族先后游牧

于此'

7

(

!汉代匈奴战败退出时感叹,失我祁连山!使

我六畜不蕃冥)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唐

以后!吐蕃人及其后裔长期在此从事畜牧业&目前!

这里集中分布着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9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极端严酷的生态环境条件

下!依靠自然力发育而成的天然草地资源是本地赖

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放牧畜牧业经济是其重要

产业&在这些自治州县中!第一产业中牧业产值平

均占
8"F

以上!其中肃南%阿克塞和肃北为
:4F

!

!

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为目前甘肃省最高!充分表明了

天然草地资源在
9

个牧业县中的基础产业地位和主

导作用&在高山为屏嶂形成切割较深的山间盆地这

种特殊的地势条件下!形成了可供放牧利用的高寒

草甸%沼泽草甸%山地草原%草甸草原等类型齐全的

高山草地!以及北山%阿拉善高原和阿尔金山以南的

苏干湖盆地及哈尔腾河谷广大荒漠草地&由于地面

平坦%土层深厚%降水与积温等有利于牧草稳产高

产)区内可放牧利用的草原总面积
3#:'!

万
A>

6

!占

全区草原总面积的
33'!:F

!年鲜草总产量达

74#4'94

万
N

!理论载畜量
479'4

万羊单位&境内有

牧草类植物
!""

余种!约占全省可食草地植物的

79'#F

!在牧草植物中有
776

种为适口性好的优质

牧草!约占全省喜食饲用植物的
64'3F

'

6

(

&走廊区

分布有蒙古羊%河西绒山羊%骆驼%凉州驴和安西牛等

家畜品种及野生动物黄羊%盘羊%野马和野骆驼等保

护动物)祁连山地区牧畜有适应高寒环境的牦牛%藏

羊%山丹马%岔口驿马和甘肃高山细毛羊等&在甘肃

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小!草地资源相对较多的情况

下!合理地利用草地资源!大力发展节粮型食草家畜

和草地畜牧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著名的生态旅游胜地
!

祁连山%阿尔金山

山地与走廊地带是目前青藏高原北部边缘保存较完

整的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既分布着大面积的高山草

甸%雄伟的冰川!又有广袤的荒漠%半荒漠景观!具有

极高的生态旅游价值&

6""4

年!祁连山草原被.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

一-&祁连山草原的精华是位于冷龙岭主峰北面焉

支山和祁连山山间盆地之中的大马营草原&每年的

8

%

3

月间!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依旧银装素裹!而草

原上却是碧波万顷&大马营草原!地形平坦%水草丰

美!蜚声中外的远东第一大牧场000山丹军马场就

在这里&与大马营草原相邻的皇城滩!古称,夏日塔

拉-!意为,黄金草原-!清朝梁份在他的.秦边纪略/

中说+,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藏族史诗

.格萨尔王/中说这里是,黄金莲花草原-&与皇城草

原有着同样美丽的康乐大草原!地处祁连山中段林

草丰茂之精华地段!是肃南裕固族牧民的又一骄傲

之处!山上森林密布!山间草地碧绿无垠!羊群悠闲!

给人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感觉&近年来!随着古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和武威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和月牙泉

重点旅游线路的繁荣!再加上安西荒漠自然保护区

和肃北国际狩猎场的建立!使沿山一线的草原风光

游越来越著名!特别是节假日!草原成了周边地区人

们休闲娱乐和观光旅游的最理想场所&而随着草原

保护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将会有更多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景观可开辟为旅游景点!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的

发展和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

!

河西地区山地草原生态系统现状分析

#'!

干旱缺水!草原快速向荒漠化"沙漠化演

替
!

干旱是影响河西走廊山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最

主要因素&在走廊东西近千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年

均降水量从东到西由
9"">>

递减到
78>>

!属于

典型的地理背景性极端干旱%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降水少%蒸发大%气候干燥%土壤水分缺乏!一般干燥

度在
7'4

以上!年径流在
74>>

以下&近年来!由

于全球气候变暖%我国内陆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的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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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河西走廊草原干旱化日益强烈&据气象资料

统计'

!

(

!自
6"

世纪
3"

年代以来!祁连山北麓草原分

布面积最大的肃南县气温明显上升!降水量逐年下

降&年均最高气温
6"7"

年比
7:3#

年升高
7'!3?

!

年均最低气温
6"7"

年比
7:3#

年上升
"'#4?

)年平

均降水量不到
6#">>

!比
7:3#

年减少
:">>

!特

别是每年的
95#

月!平均降水量只有
#">>

!致使

牧草不能正常返青!生长发育不良!产草量明显降

低!全县天然草原产草量较
7:3#

年平均减少
9"F

以上&

6"7"

年!干旱草原面积达到
38

万
A>

6

!占全

县可利用草原面积的一半以上&多年来!河西走廊

大兴水利!开垦荒漠草原造田!使原有绿洲普遍扩

大&但由于水资源不足!采%补失调!地下水位逐年

下降!水资源日渐枯竭!造成大面积草原盐碱化和荒

漠化&筑坝截流和河道渠系建设!减少了来水量%潜

流和渗露!使尾闾湖干涸!一些绿洲和湖盆的草甸植

被向荒漠演替!如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哈尔腾河内

陆水系的民勤%肃南明花区%金塔小河口滩%玉门五

娘庙滩%饮马
5

蘑菇滩和阿克塞的海子滩等地方的

退化草地约
7!'9

万
A>

6

&石羊河中上游大力发展

灌溉农业!使下游来水量的比例由
6"

世纪
4"

年代

的
9!F

减少至现在的
6!F

&加之民勤县发展井灌!

地下水位由
7:8!

年的
!'7!>

下降到现在的
7">

以下!其结果是活化了
!6

万
A>

6 流沙!其风沙线每

年平均前移
!

"

#>

&安西县桥子绿洲!曾有大面积

芦苇草地!由于疏勒河水潜流和渗露减少!现已变成

以白刺为优势种的荒漠草原&河西走廊草地退化程

度的进一步加剧!已成为我国荒漠化发展最强烈的

地区之一!也是沙尘与沙尘暴的重要源头区!荒漠化

面积已占该区总面积的
38':F

!河西绿洲面临着被

荒漠吞噬的严重威胁!特别是防止民勤变成第
6

个

罗布泊的呼声震撼全国'

8

(

&

#'"

超载过牧!草原退化进一步加剧!环境压

力继续增大
!

除了气候因素外!超载过牧是引起

河西走廊山地草原退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人口增

长过快!以家畜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农牧民!为了生

存和生产!必须保留足够数量的牲畜&一般牧民人

均拥有
64

羊单位左右的牲畜才能维持基本生活!这

就意味着每增加
7

个人就要至少增加
64

羊单位的

草地压力&随着人口和家畜数量的不断增加!畜均

占用的草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

其结果是草地%家畜两败俱伤!草
5

畜
5

人系统失

调!产草量大幅下降!草原退化加剧'

3;77

(

&肃南县是

祁连山区典型的草原畜牧业县!

7:49

年建县时!各

类家畜只有
7:'!

万头#只$!

7:36

年家畜达到
83'9

万头#只$!草地载畜量不到
!"

年翻了两番!到
6"7"

年各类家畜上升到
77:'67

万头#只$!较
7:36

年又

增长了
46F

'

76;7!

(

&肃南县天然草原年总产鲜草

96#'"4

万
N

!折合干草
79#'"#

万
N

&根据各类草地

牧草合理利用率和每羊单位日食
6M

H

干草计算!肃

南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为
7"#'97

万羊单位!目前实

际饲养量为
7!9'7!

万羊单位'

79

(

!超载
68'86

万羊

单位&据调查'

6

!

74

(

!肃南县高山灌丛草甸类草地鲜

草产量平均
6!38M

H

*

A>

56

!而
6"

世纪
3"

年代草

地普查时为
63"4M

H

*

A>

56

!平均减少了
973

M

H

*

A>

56

)温性草原类的产草量减少的更多!由

!9"4M

H

*

A>

56鲜草减少到
44!M

H

*

A>

56

&高寒

草原是肃北县主要的草地类型!

6"

世纪
3"

年代这类

草原平均产鲜草
!:74M

H

*

A>

56

!如今测得的结果为

7"6"M

H

*

A>

56

)亚高山草甸
6"

世纪
3"

年代鲜草产

量为
!##"M

H

*

A>

56

!如今为
67""M

H

*

A>

56

!产量

减少了
74#"M

H

*

A>

56

'

7#

(

&鼠虫害是草地生态失衡

的表象!草原退化!给鼠虫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

其大量繁殖!分布面积逐年扩大!危害越来越严

重'

79

(

&目前!河西走廊山地退化草地
3!4'::

万
A>

6

!

占全区草原总面积的
34F

!其中!轻度退化
!#7':3

万

A>

6

!占
9!'!F

)中度退化
646'98

万
A>

6

!占
!"'6F

)

严重退化
667'49

万
A>

6

!占
6#'4F

&

#'#

草原使用权尚未全面落实!%公地悲剧&

仍在上演
!

河西走廊分布着大面积的荒漠类草

原!由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草地质量差!不适于放

牧利用!只能作为生态草地加以重点保护!长期以来

作为农区的公用草地!成了抢牧滥牧和非法开垦的

主要对象&近两年来!为了贯彻实施国家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在全省推行草原承包经营

责任制!因乡村间草权争议大%划界困难!根本无法

承包到户!只能以自然村或行政村形式承包!实际上

仍然是小范围的,大锅饭-&同时!还有的地方!一些

既得利益者占有较多%较好的草地!放养更多的牛

羊!不愿意将草地公平地承包到户!阻碍草地承包经

营权的落实&另外!草地经营权流转不畅!有经营能

力的得不到需要规模经营的草地!无力经营的草地又

不能及时合理的转让出去!草地的管理和经营水平也

无法提高'

7#

(

&草地资源产权和经营权的不明晰!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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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地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加之人口数量膨胀%

家畜数量不受限制的增加!草业的基础性%公益性!又

是弱质%弱势行业!所以草地便成了,公地悲剧-的最

大受害者!也成了多方蚕食%侵占的主要对象&

#'$

经济发展与草地资源保护的矛盾进一步

加剧
!

随着河西地区社会与经济建设的发展!在矿

藏开采%工程建设和道路修建等过程中!不断地占用

甚至毁坏草原!而得不到保护与恢复&近年来!陆续

开工建设的西气#油$东输一%二%三线管道工程%河

西风电%祁连山地水电和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工程等

国家重大项目!占用了河西走廊大面积草原&这一

区域是我国荒漠%半荒漠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防止戈壁地貌沙化和阻挡风沙入侵的重要绿色屏

障&由于大部分地带降水极少!气候非常干燥且蒸

发量高!植被稀疏!是生态环境最为严酷的一个草地

段!草原生态环境相当脆弱!一旦破坏恢复成本很

高&因此!是甘肃草原生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大部

分草原以生态功能为主!国家已经决定实施禁牧和

停止开发利用&但这批工程都是保证国家能源安

全%交通现代化的重点建设工程!关系全国经济发展

大局!只能任其大面积开发利用&总之!随着经济高

速发展!对于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的河西走廊草原地

区!今后草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与草地

资源保护的矛盾更为尖锐&其结果是!草原持续退

化%面积日益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沙化面积扩大!水

资源日渐枯竭而旱化加剧!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样

性减少!生产力与生态功能下降!在草原生态严重透

支的情况下!只能沿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

!

河西地区山地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对策

$'!

制订全面长远的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规划

!

就长远和总体而言!河西走廊草原生态保护发展

的重点应该是,南保水源!北锁风沙!中兴绿洲-!建

立山地
5

绿洲
5

荒漠优化耦合%可持续发展的复合

生态经济系统'

8

(

&南部祁连山草原重点在于植被的

恢复%保护和加强生态建设!应着重抓好草地休牧%

禁牧!从根本上解决草地严重退化的问题&北部荒

漠区草原建设重点在于原生植被的保护!在严格控

制的范围内进行适应性利用!退耕还草%封沙育草!

充分利用沙%光及热资源优势!发展,多采光!少用

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草产业!构筑荒漠草原生态

安全屏障&中部绿洲区重点是发展节水%高效及集

约型可持续草地农业和特色农业!如草畜业%制种

业%果菜业%轻工原料等!突出特色!形成规模%产业

和名牌!通过绿洲集约型产业的发展!减轻南%北山

地与荒漠草原的生态压力!支持南北的保护与环境

建设&

$'"

健全草原生产"生活投入保障体系
!

为了

加快我国自然环境严酷地区的草原植被恢复与重

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从
6"77

年开始中央财政每

年安排资金
7!#

亿元!在
3

个主要草原省#区$!全面

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生存环境恶

劣%草地退化严重%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

中央财政对牧民给予禁牧补助)对禁牧区域以外的

可利用草原根据草原载畜能力核定合理的载畜量!

实施草畜平衡管理!中央财政对履行超载牲畜减畜

计划的牧民给予草畜平衡奖励!牧民在草畜平衡的

基础上实施季节性休牧和划区轮牧&河西走廊是补

奖政策的主要实施地!要在继续推进和完善草原家

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实施禁牧补助%超载减畜奖

励%种草补贴%牧草良种补贴和牧民生产生活资料补

贴等政策!调动广大农牧民草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

划定基本草原!完善草原承包责任制度

!

划定基本草原!是确定草原分布%界限%面积%类

型和利用情况!加快草原保护!建设草原生态文明的

重大举措&因此!要将河西地区重要放牧场%栽培草

地以及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草原一次性划为基本草

原!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强力推进草原

承包责任制度!通过承包真正实现草原,管%用%建!

责%权和利统一-!从根本上解决家畜个人饲养%无限

发展与草地责权不清%无限利用这个矛盾!使农牧民

的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从根本上得到长期保护!有效

的调动农牧民群众自觉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

$'$

创建河西走廊草原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

验区
!

把祁连山及北山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作

为着力点!打造河西走廊草原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

验区&以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防治风

沙或参观旅游等公益性服务%生态景观效益为主要

目标!通过推进国家重点草原生态工程建设!整合植

树造林%水源保护%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生态恢复等

工程资源!彻底改变过去各自为战%重复建设和应急

分散式的项目运行机制!形成统揽全局的长效发展

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问题'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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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优化结构!转变畜牧业经营方式!实

现草畜平衡
!

河西草原区畜牧业的发展!要根据

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畜种%品

种和畜群结构!实现资源互补'

8

(

&调整畜种结构!就

是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体!突出发展草食畜牧业)调整

优化畜群结构!重点提高母畜比重%加快出栏%加速周

转和提高效益)调整优化品种结构!淘汰品质差%效益

低的个体!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良畜种!发展高产%优

质%高效和低耗畜牧业)要积极实施农牧资源互补!祁

连山沿山地区农牧交错特征明显!草原牧区植物生长

期短%饲草料缺乏!而相邻的农区种植业发达%饲草资

源丰富且舍饲养殖发展较快&要按照农牧优势互补

的思路!把牧区牲畜多和农区草料多的优势结合起

来!通过发展舍饲养殖!减轻草原放牧压力!增加农牧

民收入!使草原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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