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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方草甸退化草地治理技术与示范”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０６００），重点针对我国草甸和草甸草原生态系

统所受干扰强度大、退化机理错综复杂、恢复机制及有效治理技术缺乏等问题，从十三五规划有关“美丽中国”、“绿色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出发，着重开展草地退化恢复机理、恢复治理技术、生态产业技术创新应用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创
建可复制、可移植、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技术及新型生态产业技术，提出草甸退化草地治理的整套技术方案，为我国草牧业与生态

环境和谐发展、牧民稳定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草甸草地； 退化与恢复机制； 治理技术； 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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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草地退化与恢复机制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十年

代。 美国和前苏联“黑风暴”事件之后，退化草地的

恢复重建受到世界科学界及各国政府的普遍重

视［３， ３１］。 １９７５ 年召开的“受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

建” 国 际 研 讨 会， 奠 定 了 恢 复 生 态 学 理 论 基

础［２， ６， ２２］。 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就分别开展了大

量草地退化驱动机制研究［９］，美国、加拿大、欧洲等

从天然植被恢复、人工植被重建、土壤过程和生物群

落等 角 度 探 讨 了 退 化 草 甸 恢 复 的 理 论 与 方

法［１１， １７， １９， ２５］。 近年来，基于功能性状的群落生态理

论、生态系统下行效应原理、阈值模型及集成过滤模

型 成 为 退 化 草 地 恢 复 的 最 新 理 论 依

据［９， １２， ２３⁃２４， ２８， ３３］。 国内相关研究基本与国际同步，
早期 大 多 集 中 于 退 化 草 甸 草 原 演 替 过 程 解

析［３７， ４２⁃４３］，最近更多关注草地恢复过程中植被、土
壤、微生物等相关的机制性研究［１８， ３４， ３５， ４５］。 但是，
国内关于草甸草地退化与恢复的理论研究比较薄

弱，缺乏深度与系统性。
草地治理技术研究始于 １９ 世纪中叶，欧洲各国

率先采用施肥及土壤水分调控等方法改良草地，澳
大利亚、新西兰及前苏联等国也通过施肥、灌溉、补
播、耕翻、划破草皮、火烧、外来种引入等方式研究草

地改良技术［１， １４，２７］。 ２０ 世纪中叶世界草地普遍退

化，恢复重建被纳入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目标，草地恢

复也从单项技术改良转向系统综合治理，形成以生

物多样性维持、群落结构优化配置、土壤及种子库修

复为主体思路的恢复治理技术［５，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２６， ３０］。 我

国长期以来主要采取围栏封育、休牧轮牧等管理措

施，以及翻耕、灌溉、施肥、补播等恢复措施来恢复和

改良退化草甸［３８， ４０⁃４１， ４４］，但仍缺乏系统性、可移植的

草甸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技术与相关标准规范。
现代草食畜牧业产业模式的建立，是欧美国家

草地生态得以全面恢复的根本原因。 二战之后，欧
美各国依据其土地、资本、劳动力因素，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现代草牧业体系，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基于高

产改良草地的现代放牧畜牧业模式，北美基于混合

农业体系的集约化大农场模式［７， ２１， ２９］。 近年在现代

信息技术驱动下，国际草食畜牧业管理逐步向精准

化、智能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我国现代草牧业体系

尚未建立，在全球经济开放竞争的强烈冲击下，草原

生态经济系统受到极大挑战，亟待探索生态草牧业

发展的关键技术与模式，促进传统畜牧业转型及草

原可持续利用［３９， ４６， ４８］。
现阶段及未来，草地恢复生态学将更注重退化

机理⁃恢复机制⁃系统调控研究，强调多学科交叉融

合［４］；注重多尺度、多维度生态系统恢复，强调系统

性和整体性［１５］；注重社会、经济与自然协同，强调生

态恢复与民生改善有机结合［３２， ３６］。 我国北方草甸

和草甸草原面积约 ５．９６ 亿亩，是北方牧区生产力最

高、多样性最丰富的草场，家畜承载力相当于其他温

带草地类型的总和，其生态和生产功能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４７］。 相对于干旱区草地类型，草甸草地

利用方式更加多元，退化过程和机制更加复杂，由于

高生产力、高多样性的表观特征，草甸草地实际退化

程度被严重低估。 另一方面，草甸草地具有自然资

源优势，生态恢复力较强，在合理的恢复治理模式下

具有很大的恢复潜力和利用空间，无论在生产和生

态意义上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目前草

甸草地恢复治理的投入力度不够，研究上缺乏专门

针对草甸退化草地的评估标准与恢复理论，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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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成完整的草甸退化草地治理技术体系，制约

了北方草甸草地高生产力优势的发挥和草牧业

发展。
我国已经开展过很多草地治理工作，但生态恢

复效果稳定性差，形成退化⁃治理⁃再退化⁃再治理的

往复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恢

复理论与技术，也未解决好生态修复后的替代产业

问题。 本项目着眼于北方草甸退化草地生态恢复与

持续利用的技术瓶颈，开展从生态治理到产业培育

的整套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为我国草牧业与生态

环境和谐发展、牧民稳定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２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项目针对我国草甸和草甸草原生态

系统所受干扰强度大、退化机理错综复杂、恢复机制

及有效治理技术缺乏等问题，从十三五规划有关“美
丽中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

求出发，着重开展草地退化恢复机理、恢复治理技

术、生态产业技术创新应用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创建

可复制、可移植、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技术及新型生态

产业技术，提出草甸退化草地治理的整套技术方案，
为我国草牧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牧民稳定增收

提供技术支撑。
科学目标：通过对北方草甸退化草地演变规律

和趋势、退化与恢复机制等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为
草地生态修复和生态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揭示

多元利用途径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下草甸草地的退

化机理，建立退化等级评估体系；探索不同退化类型

草甸草地在自然与干扰条件下的恢复机理，阐释生

态恢复关键技术对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及生态系统

多功能性的影响，提出我国草甸退化草地的系统性

恢复理论，以及生态恢复治理的技术原理。
技术目标：通过对不同治理技术的试验性研发，

重点突破群落优化配置、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生物多

样性与稳定性维持等关键共性技术，为草甸退化草

地生态问题综合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充分考虑

我国草甸草地分布范围广、区域差异大的现实，以呼

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松嫩平原、寒地黑土区等

典型区域的草甸草地为对象，研发区域差异化的恢

复治理技术，建立各区域生态恢复治理技术标准与

配套模式。

应用目标：项目在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的基础

上，从修复后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及替代产业持续

发展的需求出发，通过对生态草牧业相关技术的重

点研发、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创建生态与经济协调

发展的产业技术模式，在产业技术层面突破草甸草

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形成生态富民的替代产

业技术体系与优化模式，促进北方草甸草地区域新

兴产业带的培育和发展。

３　 主要研究内容

（１）针对草地生产力、生物多样性、水分过程及

养分循环等核心科学问题开展攻关，揭示多元利用

途径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下北方草甸及草甸草原的

退化机理与恢复机制，建立退化等级与恢复水平评

估体系，提出我国草甸退化草地的系统性恢复理论；
（２）针对不同退化程度的北方草甸草地，重点围

绕群落优化配置、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提

升等共性技术问题，研发植被低扰动快速恢复、草地

综合复壮及稳定重建、土壤定向修复等关键技术，集
成草甸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技术体系，创建可复制、系
统性的北方草甸退化草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

（３）针对后修复阶段草地可持续利用问题，集成

研发草地优质生产利用技术、饲草高效转化与绿色

养殖技术、智慧型生态牧场管理技术等生态产业技

术，探索生态修复技术与生态产业技术的组装配套

模式，选择重点区域开展产业化示范，创建草甸草地

生态恢复⁃持续利用模式及技术解决方案。
针对总体目标和研究内容，项目设计了“一纵三

横”的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一纵”是根据科学问

题和关键技术目标，梳理出基础理论与技术原理、恢
复技术与治理模式、产业技术与集成示范等三个研

究层面，将所有研究内容串联起来，形成相辅相成、
相互支撑的一个整体；“三横”是在三个研究层面内

各自布局，开展横向比较或联合研究：在基础理论与

技术原理层面，依托项目组野外基地与长期观测实

验平台，研究北方草甸草地退化机理、恢复机制；在
恢复技术与治理模式层面，横向开展联合实验及对

比分析，凝练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松嫩平

原、寒地黑土区等五大典型区域的生态恢复技术及

集成模式，从分到总提出草甸退化草地治理技术体

系；产业技术与集成示范层面，开展生态草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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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态旅游三方面的产业关键技术集成创新，
并在典型区域进行产业化应用，最后总结提炼北方

草甸退化草地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模式。 项目总体技

术路线见图 １。

图 １　 项目总体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４　 结语

科学上，项目将揭示多元利用途径和气候变化

共同作用下，北方草甸及草甸草原的退化机理及恢

复机制，建立退化等级与恢复水平评估体系，提出我

国草甸草地退化机理和恢复机制重大理论成果；技
术上，针对不同退化程度的草甸草地，研发出植被低

扰动快速恢复、植被综合复壮、草地稳定重建、土壤

定向修复培育技术；创建不同区域、不同组合的高产

人工草地建植技术、草产品加工与贮藏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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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草地生态恢复技术和综合治理模式；产业上，开
展北方草甸草地生态草牧业产业技术集成创新，进
一步研发草畜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技术，构建

生态草业、生态畜牧业产业技术模式及体系，提出区

域生态产业技术方案和配套产业技术集成模式。
本项目开展不同退化程度草甸草地生态治理与

产业技术组装配套、集成示范，建立我国草甸退化草

地恢复治理技术体系。 项目成果将有效提高草地生

产力水平，改善牧民增收能力。 项目拟建立 ５ 个县

域以上示范基地，示范区天然草地植被生产力提高

２０％—３０％；生态产业技术模式应用，可促进大型生

态牧场经济效益提高 １０％以上，家庭牧场经济效益

提高 ２０％ 以上，旅游型家庭牧场经济效益提高

２０％—５０％。 项目成果推广后将促进草甸退化草地

的全面恢复，按修复 ２０％草甸退化草地（约 １．２ 亿

亩）、草地产量提高 ２０％计，可多提供干草 ２４０ 万吨、
满足 ３３０ 万只羊单位家畜的干物质需求，将为草地

生态保护、草牧业现代化和牧民致富提供良好示范

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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