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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原产草量遥感监测

徐Z 斌8，!，杨秀春8，陶伟国8，覃志豪8，刘海启!，缪建明7

（8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Z 8###58；!1 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北京Z 8###!6；71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北京Z 8###!6）

摘要：根据 Q(Y+, 遥感数据和同期地面调查数据，对我国 !##= 年草原产草量进行了系统估算。用 Q(Y+, 数据计算全国草原的

归一化植被指数 -Y.+，针对 6 个不同类型草原区建立了 -Y.+ 和地面样方的产草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用这些模型推算全国草

原产草量分布。结论如下：（8）!##= 年我国草原有 7 个牧草高产中心，分别位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锡林浩特草原和大兴安岭

西麓；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甘肃中南部以及新疆西北部；（!）!##= 年全国草原干草总产量达到 !<:!81 7< 万 H，平均单产达到

5!<1 6"LR [ I?!干草；（7）!##= 年干草产量位列前 " 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西藏、黑龙江和甘肃；例如，内蒙古

因草原面积大而成为我国第一大草原牧草生产省，!##= 年有 6#7"1 #5 万 H 干草；（:）总产草量位于前 = 位的草地类型依次为高

寒草甸类、温性草原类、低地草甸类、温性草甸草原类与山地草甸类；（=）!##= 年 5 月份全国草原产草量与 !##: 年同期相比总

体持平；各草原大省的变化情况分别为：青海、甘肃 ! 省区的草产量略有增加，青海增加了 <1 #!\、甘肃增加了 71 67\；内蒙古

减少约 7\；西藏、新疆和四川 7 省区基本与 !##: 年同期持平。研究结果对我国草原监理、草原畜牧业发展和草地生态系统研

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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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初级生产力是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是草原上各种动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草原初级生

产力积累形式主要表现为产草量［M］，草原产草量的高低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基础，也是诊断草原健康状况的

重要指标。草原产草量的监测是草原资源合理利用和载畜平衡监测的的重要依据［*，=］。产草量的测定方法

主要有直接收获法、产量模拟模型和遥感模型等方法［N，,］。直接收获法是在草群生长发育最旺盛、产量最高

的时候进行测产［8］，草本产量是齐地面剪割所获得的产草量，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小区域上测产准确，缺点在

于测点控制面窄，测产周期长，耗时费力。产量模拟模型法充分兼顾了气候、土壤和技术等条件因素，需要连

续和详细的数据，优点在于估产精度较高，缺点在于大尺度区域上的数据难以获取，由此导致在宏观尺度上的

应用受到很大限制［=］。遥感测产模型法是随着现代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数据时空间分辨率的逐渐增加而

发展起来的。利用遥感数据进行草原测产的方法和模型发展较快，渐趋成熟。利用遥感手段监测草原产草量

的缺点虽然在于从遥感数据获取到草原产草量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9］，由此导致测产精度

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利用遥感手段监测草原产草量的最大优点则主要表现在宏观、快速、省力、省时，可为草原

管理与决策提供快速、及时的草原信息。同时，在进行草原产草量监测过程中，如能将遥感数据与大量草地地

面调查数据相结合，则可以大大提高遥感监测的精度［5 X M*］。本文在使用 CVWBG 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

我国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 年组织的大规模野外调查所获得的大量地面调查产草量数据，对我国草原产

草量进行了遥感监测研究。

)* 研究方法

)7 )* 监测方法与技术流程

CVWBG 数据由于其近实时更新、免费的显著特点，目前在各类遥感监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选用

*++, 年 9 月 X 5 月的 MYC 分辨率的 CVWBG 数据。第一步，分日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 ZW[B，进行旬、月的最

大值合成，经几何校正、拼接后得到全国的 ZW[B 分布图；第二步，根据地面样点的采样时间和经纬度信息，在

对应时间段的 ZW[B 分布图中利用 JBG 技术提取每个采样点 M:< 范围内的 ZW[B 均值，一般为 = X N 个像元的

平均值；第三步，在建立 ZW[B 与对应草原样方鲜草重量数据库的基础上，分区域建立 ZW[B 与地面产草量之

间的回归方程，即监测模型。

*++, 年 9 月初 X 6 月初，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组织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

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广西 M9 个主要草原省区的草原管理部门共采集草原样地和样

方 5+++ 余个。考虑到样方在空间分布和草原类型上的代表性，在剔除经纬度缺失和产草量缺失数据点的基

础上，对剩余样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经过整理后可使用的样方数据 *96+ 个。大量的地面产草量调查数

据，可为我国草原产草量遥感监测模型的建立和监测精度的提高提供重要和直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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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分区域模型

我国地域广阔，草原类型多样，如果全国采用同一模型，很难反映草原类型的内在差异。因此，在气候、草

原类型等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将全国共划分六大区域分别建立草原产草量遥感监测模型（表 "）。

表 " 中的六大区域，每个区域随机抽取部分地面样方产草量数据作为模型精度检验样方，其它样方产草

量数据与采集的对应 #$%& 数据应用于回归模型的建立。本文分别建立了 ’ 种模型以进行对比优选：一元线

性模型、幂函数模型和指数函数模型。表 ( 中所有模型均可通过 ! 显著性检验，表明产草量鲜重和 #$%& 之

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 ! 草原产草量建模区域的划分!

$%&’( !# )*+*,*-. -/ 01( 23%,,’%.4 /-3 5-4(’ (,0%&’*,15(.0

六大区域!

)*+ ,-.*/01
包括的省区

2,/3*04-1

!区：东北温带半湿润草甸草原区 #/,56-715 5-89-,75- 1-8*:6;8*< 8-7</=
)5-99- >-.*/0

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东部 ?-*@/0.A*70.，B*7/0*0.，C*@*0
70< -715 97,5 /D &00-, E/0./@*7

"区：蒙甘宁温带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区 &00-, E/0./@*7:F701;:#*0.+*7
5-89-,75- 1-8*:7,*< 15-99- 70< <-1-,5 15-99- ,-.*/0

内蒙古大部、甘肃和宁夏 E7*0 97,5 /D &00-,:E/0./@*7，F701;
70< #*0.+*7

# 区：华北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暖性灌丛区 #/,56 G6*07 H7,8 I-89-,75-
)-8*:6;8*<，)-8*:7,*< =7,8 5-89-,75- 16,;J 6-,J/17 ,-.*/0

河北、山西和陕西 ?-J-*，)670+* 70< )6770+*

$ 区：西南亚热带湿润热性灌草 丛区 )/;56 =-15 =;J5,/9*47@ 6;8*< 5,/9*47@
16,;J 6-,J/17 ,-.*/0

四川 大 部、重 庆、云 南、贵 州 和 广 西 E/15 97,5 /D )*46;70，

G6/0.K*0.，L;0070，F;*M6/; 70< F;70.+*

%区：新疆温带、暖温带干旱荒漠和山地草原区 N*0A*70. I-89-,75-，H7,8
5-89-,75- 7,*< <-1-,5 70< 8/0570- 15-99- ,-.*/0

新疆 N*0A*70.

&区：青藏高原高寒草原区 O*0.67*:I*J-5 2@75-7; 7@9*0- 15-99- ,-.*/0
青海、西藏和四川阿坝州 O*0.67*，I*J-5 70< PJ7M6/;
（)*46;70）

Q Q !下同 56- 178- J-@/=

表 " 六大区域样方鲜草产量和 6)78 关系表

$%&’( "# 90%0*,0*:%’ 5-4(’ &(0;((. /3(,1 23%,, <*(’4 %.4 6)78 /-3 01( = 3(2*-.,

六大区域

)*+ ,-.*/01
模型类型

E/<-@*0. 5R9-1

相关系数

>-@75*/0
4/-DD*4*-05

! 值

! 1*.0*D*4705
37@;-

样本数

#;8J-,1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U""! ’" #$%& V (WU’! X Y! U(" "XU! WZ

幂函数 2/=-, " T [’’W! UX #$%&"! \ZZ Y! UZY (YU! U[ ([[

指数函数 ]+9/0-05*7@ " T ’XW! ’U( -’! X"’#$%& Y! UW" ("X! ’\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U’X"! XU#$%& V W("! W( Y! \ZX Z’Z! ’’

幂函数 2/=-, " T Z\"Z! ’X #$%&"! (\\[ Y! U\Y (\X! (" ’Z(

指数函数 ]+9/0-05*7@ " T "[’! WXW -Z! [XZ"#$%& Y! UU[ ’((! W"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Y"’ #$%& V Z"U"! U Y! U[[ (Y’! YY

幂函数 2/=-, " T "X’\\ #$%&(! Y(’’ Y! \XZ ’’X! ’\ ("Z

指数函数 ]+9/0-05*7@ " T ZYX! Z -Z! U\XX#$%& Y! \\X ’(U! "W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 #$%& V XY’"! W Y! Z[[ "Y\! [U

幂函数 2/=-, " T ("’[[ #$%&’! YZ[X Y! U"U "[X! W" ’(\

指数函数 ]+9/0-05*7@ " T "W[! X -W! Z[XZ#$%& Y! U"( "[’! [U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WUU! X #$%& V \UZ! X\ Y! U\( "U"! Z(

幂函数 2/=-, " T W["’! U #$%&"! Y\U" Y! \Y( "[Y! WU "[X

指数函数 ]+9/0-05*7@ " T ZY[! [" -’! [Y[[#$%& Y! \"X (YX! ’’

&区 一元线性 S0*57,R @*0-7, " T "Z(W[ #$%& V Z’X’! ’ Y! UW’ "[[! W"

幂函数 2/=-, " T "YU[X #$%&(! "[( Y! \Z" ’(\! ’" (\(

指数函数 ]+9/0-05*7@ " T ((W! Z( -Z! Z’UX#$%& Y! \W’ ’W(!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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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型精度的检验

文中主要采用平均相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这两个指标来评价模型精度。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平均绝对误差值，!** 为平均相对误差，%&为样点实际鲜草产量，%(&为模型测算所得的产草量，

) 为样点数。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建立和优选出的模型的精度，用不同区域内预留随机样方产草量作为 %& 样点实际鲜

草产量，空间所对应的 $%&’( 数据计算出的产草量作为 %(&模型测算所得的产草量，然后用公式（#）和（"）计

算误差，评估各区域优选模型的精度（表 )）。

表 " 六大区域优选模型的精度检验表

$%&’( "# )*+,-%+,./ %0012%03 .4 +5( 6 2(7,./ -.8(’*

六大区域

(*+ ,-.*/01
优选模型

$/2-3

估产精度（4）

516*786-2
9,-:*1*/0

检验样方数

’019-:6*/0
0;7<-,

!区 % = )>?! )@" -)! >#)A&B’ ># C>

"区 % = #D)! ?>? -E! D>E#A&B’ CC @?

#区 % = #>)CC A&B’"! F")) >F ?C

$区 % = "#)DD A&B’)! FED> ># C?

%区 % = EFD! D# -)! DFDDA&B’ CD EF

&区 % = ""?! E" -E! E)@>A&B’ >F @C

G G 六大区域的相对误差均约 "F4 左右，产草量测算

精度在 >F4 左右。最大测产精度为东北温带半湿润

草甸草原区和西南亚热带湿润热性灌草丛区，均达到

>#4 ；其次是华北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暖性灌丛区

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原区，分别达到 >F4 ；新疆温带、暖

温带干旱荒漠和山地草原区以及蒙甘宁温带半干旱

草原和荒漠草原区测产精度相对较小，分别为 CD4 和

CC4 。各 区 域 模 型 精 度 可 以 满 足 宏 观 测 产 的

要求［?，>，D］。

!! 9# 产草量干重的折算

用遥感模型通过 "FF? 年 > 月份 $%&’( 数据计算出的六大区域产草量是鲜重，需折算为风干重产草量。

折算系数根据不同草地类型的风干重系数进行，参考《中国草地资源》中有关规定确定［#)］。

!! :# 统计结果分析

遥感测产结果为全国草原生物量层面图，运用 H’( 技术叠加全国省级行政区划矢量图和 #I#FF 万草地类

型分布矢量图，形成全国产草量区域空间分布图，并进行分级显示；然后分别提取各省区、各草地类型和省区

内不同草地类型的产草量和面积数据，在此基础上对 "FF? 年 > 月份产草量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而与 "FFE 年

同期遥感数据计算出的草原产草量结果进行对比以分析草原产草量的年际变化情况。

;# 结果与分析

;! !# "FF? 年全国草原产草量总体状况分析

;! !! !# "FF? 年全国草原产草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FF? 年我国草原产草量的 ) 个高产中心分别位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锡林浩特草原和大兴安岭西麓；青

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甘肃中南部以及新疆西北部（图 #）。

;! !! ;# 我国各省区草原产草量#
"FF? 年 > 月份，产草量居全国前 C 位的省区分别是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西藏、黑龙江和甘肃（表 E），

内蒙古等 C 省区产草量之和占全国总产草量的 C"! >4 。

;! !! "# 我国各草地类型产草量情况#
我国草原鲜草总产量遥感监测结果为 D)C>E! "? 万 6，按照不同草地类型不同干鲜比折合干草总产量为

"DE"#! )D 万 6，干草平均单产为 >"D! @CJ. K L7"。我国各草地类型中，单产干草超过 #?FFJ. K L7" 的草地类型分

别为暖性草丛类、暖性灌草丛类、热性草丛类和热性灌草丛类；干草产量低于 )FFJ. K L7" 的有高寒荒漠草原

类、高寒荒漠类、温性草原化荒漠类。大部分的草地类型产草量位于 )FF M #?FFJ. K L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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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草量居于前 ! 位的草地类型依次是高寒草甸类、温性草原类、低地草甸类、温性草甸草原类、山地草

甸类，这 ! 类草地草产量之和占全国草地总产量的 "#$ #%；总产草量居于第 " & ’ 位的草地类型依次是热性

灌草丛类、热性草丛类和暖性草丛类，三者草地草产量之和占全国草地总产量的 ()$ *%。高寒草甸类、温性

草原类、低地草甸类、温性草甸草原类、山地草甸类、热性灌草丛类、热性草丛类和暖性草丛类等前 ’ 类草地草

产量之和占全国草地总产量的 ’+$ (%，其余 (+ 类草地产草量之和仅占总产量的 (*$ *%。

表 ! "##$ 年全国各省区草原产草量

%&’() !* +,--).)/0) 1- 2.&33 4,)(5 &61/2 78) 9.1:,/0)3 ,/ "##$

省区

,-./0123
草地面积（45#）

6-788971: 7-37
鲜草产草量（;）
<-38= >-788 ?039:

干草产草量（;）
@-? >-788 ?039:

干草单产（4> A =5#）

@-? >-788 801>93 ?039:

北京 B30C01> D!!!$ ++ DD!"*!’$ )* (+!+!*D$ +# #*!!$ #!

天津 E071C01 ""#$ ++ !+(D*!$ *+ (!()+’$ D* ##*($ ")

河北 F3G30 H#"#’$ ++ DH’D+)’D$ DH (+*)’")*$ D! #!)!$ H"

山西 I=71J0 D’#!+$ ++ #!)DD**!$ ’# ’+!D+(+$ #) #(+!$ D"

内蒙古 K113- L.1>.907 )*"(+"$ ++ (*+)"HD(#$ D) "+D)+’##$ (( )!’$ DD

辽宁 M07.101> (#D(H$ ++ )##H)"($ )+ #(*#D+)$ #D ()’+$ DH

吉林 N0901 DD("!$ ++ ("*+"!HD$ #+ !+HDDD#$ )’ (!#+$ "’

黑龙江 F309.1>C071> )’###$ ++ !+’D#*+"$ ++ (H)+’!)’$ H’ (’’+$ D"

江苏 N071>8O ((H($ ++ !"#!!+$ ’( ()#H(!$ ## (!(($ +*

浙江 P=3C071> HHD)$ ++ #")H"#*$ )* ’D"H+!$ H( (’’!$ +)

安徽 Q1=O0 )#’+$ ++ D)+"(D+$ ’( ((!)**)$ (" (!*+$ ""

福建 <OC071 HH*D$ ++ #"’))**$ D) ’H+!**$ D# (’)+$ *(

江西 N071>J0 (D*#*$ ++ )#"+#+"$ !* ##"H###$ D’ ("#!$ !!

山东 I=71:.1> (+#+H$ ++ "*)"’+)$ ’’ #(D)+H’$ !H #+*H$ D#

河南 F3171 (!!)’$ ++ (+D(*)"($ ** D#(DH"*$ )# #+"#$ ’D

湖北 FOG30 #!’!D$ ++ ()+("D)+$ ++ !#)!+++$ "* #+H+$ D’

湖南 FO171 ##D#*$ ++ (#!)!*H#$ *+ #)’D’’*$ ’* (#H"$ )"

广东 6O71>:.1> )+"!$ ++ D#DD*"+$ ++ (++*+(!$ *( (H#’$ (*

广西 6O71>J0 D##!’$ ++ (!’"+*(H$ #+ H*!"H")$ ’) (!D"$ !(

海南 F70171 HD*D$ ++ #*+(*#+$ !( *(+)+’$ H( #+)D$ +*

重庆 R=.1>S01> (#(#*$ ++ ’(+!D+D$ *+ #!(D!H’$ ’# #+)#$ D!

四川 I02=O71 (’"#")$ ++ ’’HD*#"H$ ’+ #"’""!’D$ *" (HH#$ D)

贵州 6O0T=.O (*’)($ ++ (#+()!**$ "+ D)H"(#’$ !# (’’!$ ##

云南 UO1171 (+H#)H$ ++ D)())!*!$ ’+ ((!H’"")$ D* ((+)$ !D

西藏 V0T71> ’((D#’$ ++ ’#((D#**$ !) #"H’+#()$ H* D#"$ D’

陕西 I=711J0 D’#!+$ ++ #!)DD**!$ ’# ’+!D+(+$ #) #(+!$ D"

甘肃 6718O (’’)*H$ ++ HD!H(+DH$ !! (D)’)D"D$ ++ )D+$ #*

青海 W01>=70 H()+**$ ++ ((H)D##*D$ ’+ D"#)+H’’$ "H ’"*$ !*

宁夏 X01>J07 D+(+*$ ++ D)+"D)’$ ++ (#"!!)’$ "H H#+$ DD

新疆 V01C071> !’H()H$ ++ (+"DH)+’H$ (+ D!!)"+++$ ’# "+*$ ++

全国总计 E.;79 .Y R=017 D!H"(!)$ ++ *D)’H#!+($ *( #*H#(D’!*$ "* ’#*$ ")

"$ "* #++! 年与 #++H 年同期我国草原产草量年际变化特征对比分析

"$ "$ ;* 我国草原产草量 #++! 年与 #++H 年同期相比的年际空间变化特征

对不同年份间我国草原产草量时空间变化特征的对比用年变化率 ! 进行分析。! 的计算公式规定为：!
Z （U039:#++! [ U039:#++H）A U039:#++H \ (++。根据 ! 的大小划分为 ! 个等级，严重减产：! ] [ !+%，表示 #++! 年

与 #++H 年相比产草量严重减产；减产：[ !+ % #! ] [ !%，表示 #++! 年与 #++H 年相比产草量减产；持平：

[ !%#! # !%，表示 #++! 年与 #++H 年相比产草量持平；增产：!% ] ! # !+%，表示 #++! 年与 #++H 年相

比增产；明显增产：!+% ] !，表示 #++! 年与 #++H 年相比明显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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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与 !""$ 年同期相比，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浩特草原、大兴安岭西麓、四川的西北

部为明显增产的区域；增产和持平的区域在全国各省都有分布；减产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

明显减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中部、云南西北部和四川南部（图 !）。

!% !% !" 我国各省区草原产草量的年际变化特征"
!""# 年 & 月份全国草原生产力与 !""$ 年同期相比（表 #），总体上接近。草原大省中青海、甘肃的草产量

略有增加，其中青海增加 ’% "!(，甘肃增加 )% *)(；内蒙古减少约 )(；西藏、新疆、四川基本与 !""$ 年产

量持平。

表 #" !$$# 年与 !$$% 年各省区草原产草量对比

&’()* #" +,,-’) ./’,0* 12 03’44 56*)7 6, ’)) 83196,.*4 (*:;**, !$$# ’,7 !$$%

省份

+,-./012
!""$ 年干草产草量（3）
452 6/278 -9 5:6 /0 !""$

!""# 年干草产草量（3）
452 6/278 -9 5:6 /0 !""#

干草绝对变化（3）
;<=-7>32 15:0?2 -9 5:6

相对变化（( ）

@27:3/.2 15:0?2 ,:32

北京 A2/B/0? C"&##))% "" C"#"#’)% "! D )$’)’% ’& D )% !!

天津 4/:0B/0 C)’$&&% C& C#CE"&% )’ C!!!"% !C &% E*

河北 F2<2/ CC#))#C*% ’E C"’E&*E’% )# D ##$&)E% *) D $% &C

山西 G5:0H/ &C’&"EE% )! &"#)"C"% !E D C$#"*E% "# D C% EE

内蒙古 I002, J-0?-7/: *!!C!E**% )! *")E"&!!% CC D C&$C’$$% !C D !% ’*

辽宁 K/:-0/0? !C’"C*!% !! !C’!)"E% !) !C$#% "C "% C"

吉林 L/7/0 $&$$#&E% CC #"$)))!% E& C’&E$#% *E $% C"

黑龙江 F2/7-0?B/:0? C$&C&E)!% ’* C$E"&#E&% $& D CC"C#$% $& D "% E$

江苏 L/:0?=> C$E$!*% ’" CE!$C#% !! !$’&&% )C C*% ’#

浙江 M52B/:0? C"C"C"!% "$ &)*$"#% $C D CE)*’*% *) D CE% !"

安徽 ;05>/ C$$*C&*% C’ CC#E’’E% C* D !&&C&’% ") D C’% ’)

福建 N>B/:0 ’#!)E’% *) &$"#’’% )! D CCCE&"% )" D CC% E$

江西 L/:0?H/ !$$*$$!% #C !!*$!!!% )& D C&!!!"% C) D E% $#

山东 G5:08-0? !!&""*E% E& !C)E"$&% #$ D C$)"C’% !$ D *% !E

河南 F20:0 )E"&")C% #* )!C)$*’% E! D $’$#*C% &$ D C)% )$

湖北 F><2/ *C"!))$% EE #!E#"""% *’ D &!E))$% "& D C)% #*

湖南 F>0:0 $*’#!$"% &’ !E&)&&’% &’ D C’CC)#C% "" D $"% EC

广东 O>:0?8-0? C!)#)!$% ’C C""’"C#% ’C D !!*)"&% ’’ D C&% )!

广西 O>:0?H/ #’$&’!E% C’ $’#*$*E% &E D ’’!$#’% )! D C*% *&

海南 F:/0:0 EC$’E#% C* ’C"E"&% $C C’#E))% !# !E% )&

重庆 P5-0?Q/0? !&"*#&!% "* !#C)#$&% &! D !’)"))% !$ D C"% $$

四川 G/15>:0 !*’C"**)% #$ !*&**#&)% ’* D $$"E’% #& D "% C*

贵州 O>/R5-> $CC"’C#% ’C )E$*C!&% #! D )*$E&E% )’ D &% &E

云南 S>00:0 C#!"))C)% #E CC#$&**E% )’ D )*#$*$*% C& D !$% "$

西藏 T/R:0? !**’C"&C% !$ !*$&"!CE% $’ D !C"&*)% E# D "% E’

陕西 G5:00H/ &C’&"EE% )! &"#)"C"% !E D C$#"*E% "# D C% EE

甘肃 O:0=> C))"$!*E% "C C)E&E)*)% "" $&)"’#% ’’ )% *)

青海 U/0?5:/ ))!*&!&C% $) )*!E"$&&% *$ )""!!"E% !C ’% "!

宁夏 V/0?H/: C$#&#E)% ’# C!*##E&% *$ D C’!’’#% )C D C)% !)

新疆 T/0B/:0? )##!!’#"% #! )##E*"""% &! #)"#"% )" "% C#

全国总计 4-3:7 -9 P5/0: )")C&#"C"% C# !’$!C)&#’% *’ D &’ECC#"%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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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接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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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与 "##% 年同期相比，全国严重减产的草原面积为 &"’(%$)*"，占草地总面积的 +, $"-，在 $ 种级

别中所占比例最小；减产占草地总面积的 +$, $$-；持平占 "%, &.-，增产的占 "/, (+-，明显增产的只占

., &%-。

主要草原大省中，内蒙古严重减产和减产的草地面积占该区总草地面积的 %.,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中部；持平的面积占 "$, ++-，西部分布较多；增产和明显增产占 "., &"-，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等

草原。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各省区增产的面积比率均大于减产的面积比率，其中青海最明显，青海省增产和

明显增产的比率超过 $"-，持平的占 "&, +"-，减产和严重减产的占 "(-。

南方的四川增产和明显增产的草地占该省总草地面积的 %$, "’-；减产和明显减产的占 %#, "/-；持平的

占 &%, %%-。

!, !, "# 我国不同草地类型草原产草量的年际变化情况比较

"##$ 年 ’ 月份草地产草量与 "##% 年同期相比，有 . 类草地的产草量略有增加，其中有 % 类主要分布于青

藏高原，这 . 类的面积之和占总草地面积的 $’, %-，占总产草量的 %%-。其余 &" 类都低于 "##% 年，比较明

显的有干热稀疏草丛类、热性草丛类、热性灌草丛类和温性荒漠草原类。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干热稀树灌草丛

类，这类草地约 /&-集中在云南省，"##$ 年前期云南偏旱，致使产草量明显降低。

"# 结论

（&）&"##$ 年我国草原产草量的 + 个高产中心分别位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锡林浩特草原和大兴安岭西

麓；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甘肃中南部以及新疆西北部。

（"）"##$ 年全国草原干草总产量达到 "/%"&, +/ 万 0，平均单产量达到 ’"/, (.)1 2 3*"。

（+）"##$ 年干草产量位列前 . 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西藏、黑龙江和甘肃；内蒙古草

原产草量为 (#+., #’ 万 0，天津产草量最低，为 &$4 &. 万 0。

（%）总产草量位于前 $ 位的草地类型依次为高寒草甸类、温性草原类、低地草甸类、温性草甸草原类与山

地草甸类。这 $ 类产量之和占全国草地总产量的 (", "-。

（$）"##$ 年 ’ 月份全国草原生产力与 "##% 年同期相比总体持平。各草原大省的变化情况为：青海、甘肃

" 省区的草产量略有增加，青海增加了 /, #"-、甘肃增加了 +, (+-；内蒙古减少约 +-；西藏、新疆、四川 + 省

区基本与 "##% 年同期持平。全国严重减产的面积为 &"’(%$)*"，占草地总面积的 +, $"-，在 $ 种级别中所占

比例最小；减产占草地总面积的 +$, $$-；持平占 "%, &.-，增产的占 "/, (+-，明显增产的占 ., &%-。

$%&%’%()%*：

［& ］! 5367 8 8，9:71 ; <，!" #$, =36 0>?@A:B ?:C0DE6 6AFBF1@A:B C>C06* @7 53@7:, G6@H@71：;A@67A6 <E6CC，"###, %/ ((,

［" ］! ID G，J@7 8 K，L@D M，!" #$, N6*F06 ;67C@71 OF7@0FE@71 FP QE:CCB:7R @7 SFE03 53@7:TC U6> <EFV@7A6C, WXXX "##$ W706E7:0@F7:B Q6FCA@67A6C :7R

N6*F06 ;67C@71 ;>*?FC@D*, "##$，+"(( +"(/,

［+ ］! ID G，I@7 I <，J@7 8 K，!" #$, Y6V6BF?*670 FP C?:0@:B QW; R:0:Z:C6C PFE *F7@0FE@71 F7 R>7:*@A C0:06 FP 1E:CCB:7R ?EFRDA0@V@0> :7R :7@*:B BF:R@71

Z:B:7A6 @7 7FE036E7 53@7:, Q6F@7PFE*:0@AC "##%，<EFA66R@71 FP 036 &"03 @706E7:0@F7:B AF7P6E67A6, ;[66R67：\7@V6EC@0> FP Q:VB6 <E6CC，"##%, （"）：

$’$ $/",

［% ］! ]7 O 8，Q:F 9，53:F L, QE:CCB:7R ?EFRDA0@V@0> *6:CDE@71 :7R A:BADB:06R *603FR @70EFRDA0@F7 FP 036 PFDE03 1E:CCB:7R CDEV6> @7 W776E OF71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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