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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园地 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成因与对策　　　

宋理明1�马晓虹2�魏永林1�马宗泰1�马扶林1�王建民1
（1．青海省海北牧业气象试验站�青海 西海810200；2．青海省海北州气象局�青海 西海810200）

摘要：基于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事实�简要分析了退化沙化的表现和危害�重点阐述了区域天然草地
退化沙化的多层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建议。分析表明：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直接原因
为超载过牧和生物链遭到破坏�间接原因为牧业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畜牧技术的应用�内在原因为高寒气候
特点和复杂地形造成区域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提出3项对策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增加教育投资�控制
并逐步减少牧业人口；大力推行现代高效畜牧业发展模式�发展栽培草地�实施“以草定畜”；树立“不再破坏
就是保护”的意识�开展天然草地的有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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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退化是指草地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其

结构特征和能流与物质循环等功能过程的恶化�
是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它不仅反
映在构成草地生态系统的非生物因素上�也反映
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3个生物组成上�因而
草地退化是整个草地生态系统的退化［1］。草地沙
化是草地退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草地退化沙
化不仅事关草地生态系统稳定和国家生态安全�
而且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

胁。近十多年来�天然草地的退化沙化问题受到
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科技人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
分析研究［2-13］。

青海省海北州作为一个以畜牧业为经济主体

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天
然草地退化沙化问题［7�14］。本文基于区域天然草
地退化沙化的事实�分析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
的真正原因�为当地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为
政府决策和科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依据。
1　海北州天然草地资源和退化沙化现状

海北州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和青海湖北部�地
理位置东经 98°05′25″～102°41′03″、北纬
36°44′00″～39°05′18″�土地总面积3．41万 km2�
其中天然草地面积2．65万 km2�可利用草地面积
2．33万 km2�占天然草地面积的88％�占土地总
面积的68％。大面积的天然草地主要分布于海

拔3000～4200m 的滩地、丘陵和山地。
海北州环湖地区是青海省重要的放牧畜牧业

基地�在畜牧业生产获得连续20余年丰收的同
时�与之相伴随的突出问题是天然草地的退化和
沙化。据调查统计�全州退化草地总面积已达
1．4667万km2�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63％�而且
草地的退化沙化仍在以每年2000～3333hm2

的速度扩展。沙化草地主要集中在青海湖东北岸
和海北州的西北部�这些地区自然气候条件有其
独特性�植被群落组成相对简单�充当了草地退化
的急先锋。
2　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表现与危害

牧草生长高度降低�群体平均草层高度在波
动中下降�草地失去高草层�发生冬春雪灾的几率
增大�近年来局部地区的春季雪灾造成了较大损
失。植被覆盖度减小�地表裸露面积增多�使水土
流失加剧�引起“地”的退化�从而导致草地沙化。
优良牧草比例减少�异株相克作用减弱�杂类草趁
势增多�毒害草大量蔓延�可食牧草产量逐渐下
降�局部地区已成为狼毒 Stellera chamae j 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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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宰区域�草地失去放牧价值�棘豆 Oxytrop is
和黄华 T hermopsis lup inoides 大量生长�牲畜因
误食而导致的中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草地退化沙化的后果�一方面使生态环境发
生改变�引起局部气候的暖干化�又反作用于生物
群落�加剧退化进程；另一方面使草地初级生产力
下降�对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6］。

3　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原因
3．1直接原因
3．1．1超载过牧　牲畜数量的增加是畜牧业发展
的重要标志之一。海北州草地放牧牲畜年末存栏
数从1952年106．57万头（只）增长到2005年的
334．54万头（只）�增加了2．14倍�其变化情况如
图1所示。

图1　海北州牲畜存栏数变化
　　与牲畜数量的不断增加、所提供的畜产品也
相应增多相比�天然草地的初级生产力并未同步
提高�相反�由于草地利用途径的多样化使可利用
面积减少�以及草地资源在现行经营模式下的逆
向演替�其第一性生产力呈现递减趋势。实际观
测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一地段
单位面积产草量普遍比50和60年代下降了
30％～50％�甚至更多［7�9］。

海北州的天然草地依据海拔高度和自然环境

条件划分为夏秋草地和冬春草地。夏秋草地的利
用时间为6－9月�冬春草地的利用时间为10月
至翌年5月�表1为海北各县季节草地分布状况。
　　由表1可知�全州冬春草地与夏秋草地面积
大体相等�两者相比�海晏、祁连和刚察略多�而门
源偏少。由于冬春草地放牧利用时间长达8个
月�根据“短板效应”�其承载格局就成为评判区域
草地是否超载及超载程度的关键�其相关统计和
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海北各县冬春草地均处于超载
状态�且超载形势十分严峻�超载程度达到30％～
110％。超载导致过牧�其危害已被广泛认知�如

果这种状况长期维持�势必造成草、畜生物链和整
个草地生态系统的非良性循环［15］。

表1　海北州季节草地（可利用面积）
地区分布 万 hm2

类型 祁连 刚察 门源 海晏 全州

夏秋草地 49．33 31．47 23．67 12．32 116．79
冬春草地 50．53 31．66 19．55 14．29 116．03
冬春∶夏秋 1．02 1．01 0．83 1．16 0．99
3．1．2生物链遭到破坏　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在自
然法则的作用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物链。然
而�由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人与家畜的活动范围
逐步扩大�由此导致了与众多野生动物的矛盾冲
突［16］。由于现代枪支的流入和使用�人在与野生
动物的对抗中处于绝对的强势�通过猎取大型草
食性野生动物�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额外的食物�
却使肉食性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逐渐变得紧张和

缺乏�从而迫使其攻击家养牲畜�这却是它们悲惨
命运的开端�在反复较量中人类取得了“绝对的胜
利”。如此�当绝大部分大型草食性野生动物在短
期内遭到灭绝之后�肉食性野生动物也难逃厄运�
这些处于生物链顶端的动物种类数量锐减�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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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北州冬春草地草畜平衡状况

地区
冬春草地面积

（万 hm2）
2001－2005年
平均青干草产量

（kg／hm2）

冬春草地可利用

牧草总量

（万 kg）
理论载畜量

（万个羊单位）
2005年实际
存栏数量

（万个羊单位）
平衡状况

（％）
祁连 50．53 880．5 44489．90 123．58 160．74 ＋30
刚察 31．66 847．5 26829．59 74．53 156．64 ＋110
门源 19．55 1062．0 20758．56 57．66 91．81 ＋59
海晏 14．29 903．0 12905．68 35．85 64．29 ＋79

　注：1．折合羊单位时大牲畜（牛、马等）按3．5计；2．冬春草地放牧时间按240d 计算；3．每个羊单位冬春日采食量按1．5
kg 干草计算。
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中充当反面形象的狼也沦落

为被保护对象�原有的生物链遭到极大的破坏。
由于生物链脱节�以鼠类为主要代表的小型

草食性野生动物失去了有效制约而得到空前的发

展�害鼠大量啃食牧草�破坏草地土壤结构和植
被［17-18］。人们首先采取了药物灭除方式对它们加
以控制。但是�药物灭鼠却造成了以鼠为食的鹰
类及其他小型肉食性野生动物的二次毒害�其种
群数量大量减少�不足以控制害鼠的发展规模；同
时�鼠类却逐渐产生了抗药性�甚至将抗药基因代
代传承�毒杀难度增大。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投
放药物只能见效于一时［19-20］。海北州的灭鼠工作
曾经通过了州级地面无鼠害达标验收�然而在短
短的2、3年时间内曾经的无鼠害区域就会重新变
成鼠害区。当前所面临鼠害严峻的形势正是由于
人类的不当行为使生物链遭到破坏而导致的�鼠
害已经给海北州的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鼠害和过度放牧的影
响�使天然草地退化�优良牧草减少�各种杂草趁
机大量侵入繁殖�这些杂草的根系相对粗壮发达�
为地下鼠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其种群数量不
断增多�进而毁坏更多的草地�加剧退化速度�并
使其向沙化方向演替。
3．2间接原因　牧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活水
平提高的需求�必然带动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
海北州牧业人口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25139
人�目前已达到60401人。伴随人口增加�为了
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原料也要求相应增

加�海北牧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是以牛羊肉和
奶制品为主食�扩大养殖规模�增加肉奶产量就成

为了一种内在的必然。与此同时�伴随社会进步�
需要提高牧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由游牧转
为定居�现代交通工具、电信设备、通讯工具不断
进入千家万户�教育的普及�时尚生活的诱惑等�
这些都需要支出�其根本收入来源是销售畜产品�
这就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利益驱动。

管理和科研部门积极引进、开发、推广应用先
进适用的畜牧生产技术�通过规范免疫、建设暖
棚、杂交改良、人工授精等措施和手段�提高了牲
畜的繁活率�降低了损亡率�使区域畜牧业经济在
20多年里得到长足的稳步发展�使海北畜牧业发
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在草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养
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草地的超载和人与野

生动物的领地冲突�生物链遭到破坏�引发草地退
化沙化。
3．3内在原因　海北州境内地形复杂�高山、丘
陵、沟谷、滩地相间分布�天然草地均在海拔3000
m 以上�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和半干旱半湿润地区。
年降水量292．8～521．4mm�季节分布规律明显；
年平均气温－3．0～1．0℃�冬季寒冷而夏季凉
爽；春秋季多大风天气。特定的地形地貌形成了
多样的小区域气候特征�两者相互作用形成了以
高寒草甸为主体�高寒干草原、山地干草原、平原
荒漠、山地草甸、平原草甸均有分布的多样的草地
类型。

由于气候寒冷�天然牧草生长季节只有140～
160d�加之紫外线辐射强烈�植株生长相对矮小�
年净光合生长量很有限�常年放牧利用使牧草地
上部分被消耗殆尽�植被的恢复难度加大。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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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13］�低温导致土壤有机质分解缓慢�土壤
速效养分含量少�土壤水分有效性差�结果使牧草
产量低、易衰老、退化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草地植被一旦遭
到破坏�就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甚至向不可逆
的方向转化。

春秋季的大风天气�尤其是春季大风对业已
开始退化的草地具有助推作用。在此时期�牧草
已被广泛采食�过牧退化地段地表裸露�风力吹走
表层土壤细粒�使土壤肥力下降�有效土层逐渐变
薄�同时部分牧草根系暴露而干枯�加速了草地退
化和沙化进程。

不同的草地类型其内在稳定度存在差异。就
海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濒临青海湖�滨湖
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多为山地干草原类、高寒干草
原类和平原荒漠类草地�植被覆盖度较低�如果长
期过牧容易退化；加之“海陆风”的长期作用�使波
及范围内的草地蒸散量大�气候相对较为干旱�以
及早期形成的湖岸沙地有较大面积分布�更容易
诱导沙化草地的出现和漫延。
4　应对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策略和建议
4．1推行计划生育�增加教育投资�控制并
逐步减少牧业人口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和
《海北州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为法律依据�在牧区
推行合乎法律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削
弱扩大再生产的内在需求；大力增加教育投资�提
高牧民受教育水平�义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相
结合�使更多的人外出谋生�从而减少从事牧业的
人口数量。
4．2大力推行现代高效畜牧业发展模式�发
展人工草地�实施“以草定畜”　 改变传统经
营方式�发展效益型畜牧业。海北州目前实施的
发展“羔羊经济”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与此
同时�积极推广种植能够适应高寒气候特点的优
质人工牧草�扩大人工草地规模�在更高层次上实
现草畜平衡［15］。在退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
“以草定畜”是必要的�这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应
的配套政策措施。
4．3树立“不再破坏就是保护”的意识�开展
天然草地的有限治理　“不再破坏就是保护”

是一种具有哲理性的观点�要逐步接受和牢固树
立�避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加强草地资
源保护�并非一定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只要客观分
析区域草地资源的实际情形�以不再造成新的破
坏为衡量标准�依靠草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
能�逐步恢复和重建生物链�植被群落也必将得到
良好的恢复。

对于退化沙化草地�开展积极的治理工作是
有意义的�但应该是审慎的、有限的�不能是具有
或可能具有不良后果的［9�21］。比如：对于鼠害�要
采用人工捕捉的办法；对于毒害草�应采取人工挖
除的办法。如果政府建立专项资金�能够完成这
两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此外�人工增雨是目前技
术水平下改善牧草生长环境的有效途径�近年来
的实践证明�该项工作是有益的和有效的�需要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5　结论

1）海北州天然草地资源较为丰富�但在畜牧
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退化沙化问题变得日益严
重和突出。

2）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表现为牧草高度
降低�盖度减少�密度减小�优良牧草减少而毒害
草增多；其危害体现为抗御风险能力减弱�水土流
失加剧�鼠害日趋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严
重退化草地向沙化方向演变。

3）海北州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原因�可以
概述为直接原因 （超载过牧和生物链遭到破
坏）、间接原因（人口增加的内在需求和畜牧技
术的应用使养殖规模扩大）和内在原因（高寒
气候特点和复杂地形造成区域草地生态系统

的脆弱性）。
4）提出了应对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的策略和建

议：推行计划生育�增加教育投资�控制并逐步减
少牧业人口；大力推行现代高效畜牧业发展模式�
发展人工草地�实施“以草定畜”；树立“不再破坏
就是保护”的意识�开展天然草地的有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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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egrad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of natural meadow in Haibei District of Qinghai Province

SONG L-i ming1�MA Xiao-hong2�WEI Yong-lin1�MA Zong-tai1�MA Fu-lin1�WANG Jian-min1
（1．Haibei Pastoral Agrometeorology Experiment Station�Xihai810200�China；

2．Haibei Dist rict Meteorology Bureau�Xihai810200�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meadow resources were abundant in Haibei dist rict�but the desertification and
degeneration became serious gradu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stockbreeding development for many
years．According to the fact of natural meadow deterior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in Haibei dist ri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harm of meadow deterior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expatiated emphatically the
mult-i layers causes�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s．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direct causes of meadow deterior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in Haibei were overloading�
overgrazing and the break of biological chain；the indirect causes were population increment and live-
stock technical application�the fundamental causes were f rangibility of meadow ecosystem environ-
ment induced by alpine-cold climate characteristic and complicated geography．Finally�three st 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encouraging family planning�increasing education investment�control-
ling and reducing the husbandry population�implementing modern and efficient stockbreeding devel-
opment mode�developing artificial grassland�determining domestic animal number according to forge
production�building the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and developing finite governance of natural mead-
ow．
Key words： desertification and degeneration；natural meadow；Haibei Dist 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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