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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地区草地退化驱动力分析
!

张建国!刘淑珍!李辉霞!何晓蓉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成都65##$5#

!!摘要!那曲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现有草地:$57::##;<!#占那曲地区土地总面积的

7=4"5>#占西藏自治区草地总面积的$!45">#居自治区各地市的首位#是西藏自治区主要草地

畜牧业基地之一$草地畜牧业产值几十年来一直占该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左右$但是#由于

该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自然条件恶劣#草地破坏后其恢复难度很大$再加之长期以来#对草地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载畜量的不断增加#导 致 草 地 环 境 急 剧 恶 化#草 地 退 化 严 重#生 产 力 日 趋 下

降#已严重影响了牧区国民经济的持续 发 展$本 文 在 对 那 曲 草 地 退 化 现 状 调 查 的 基 础 上#对 那

曲草地退化原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治策略$指出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那曲草地

退化的基本原因#而不合理人类活动则 是 草 地 退 化 的 主 要 原 因$因 此#在 制 定 草 地 退 化 防 治 对

策时#应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理论为指导#让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

!!关键词!草地退化&那曲&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5$!!!!!!! 文献标识码!A

!!草地退化已成为半干旱区的一个严重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在

中国大约有$B5#9;<! 的草地#占国土面积的$547>#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

区$其中5’:的草地已经退化#而且还以每年67B5#$C<! 的速度在继续(5)$这种状况严

重阻碍了牧区畜牧业和社会的发展$防治草地退化现在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一项紧迫任

务$西藏有草地9!#"5=##;<!#占自治区国土总面积的6945>(!)$长期以来畜牧业一直

是该区的支柱产业$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的那曲地区有草地:$57::##;<!#占那曲地区

土地总面积的7=4"5>#占西藏自治区草地总面积的$!45">#居各地市的首位#是西藏自治

区主要草地畜牧业基地之一$草地畜牧业产值几十年来一直占该区国民生产总值的"#>
左右(:)$但是#由于该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自然条件恶劣#草 地 破 坏 后 其 恢 复 难 度 很 大$
再加之长期以来#对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载畜量的不断增加#导致草地环境急剧恶化#草
地退化严重#生产力日趋下降$

5!区域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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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自然环境特征

那曲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的青藏高原腹地!南部和日喀则"拉萨"林芝等地市接壤!
东接昌都地区!西靠阿里地区!北部与新疆和青海毗邻!国土总面积:=4"$万C<!!占西藏自

治区土地总面积的:!49!>#$$%该区地势高亢!地域辽阔!地表起伏平缓!地貌类型以高平

原为主%整个地形呈现西高东低倾斜!平均海拔在$!"##<以上%中西部地形辽阔平坦!
多丘陵盆地!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其间%东部属河谷地带!多高山峡谷!是藏北仅有的农

作物产区!并有少量的森林资源和灌木草场%那曲地区地处高海拔"低纬度的高寒地境!自

然条件极为严酷!是世界上同纬度最冷"最干"风最大的地区%该区气温低!热量不足!全年

无绝对无霜期!气温由东 南 向 西 北 递 减!年 均 温 在?!G左 右!最 热 月 平 均 气 温94:G"=4
:G!最冷月均温?57G"?=G%年 相 对 湿 度 为$9>""5>%年 平 均 降 水 量5"#"6="4"
<<!全区平均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集中在6"=月!占年总降水量的9#>
左右%那曲年蒸发量在5$5"4""!!$#4$<<之间#:!$$%那曲的大风天气远比同纬度的其他

地区多!多数区域大风日数在5##"56#天之间!比中国同纬度的东部地区&""!"天’多$"
:#倍%那曲主要土壤 类 型 为 亚 高 山 草 甸 土"高 山 草 甸 土"高 山 草 原 土%土 壤 发 育 程 度 低%
那曲植被因受其地理位置及海拔高度的影响!在形态和生理上都具有高原植被的特点%除

东南边缘有小面积森林和灌丛外!大面积的草地建群种主要是莎草科"禾本科植物!菊科"豆
科"蔷薇科是主要伴生种%草地中的建群种如高山蒿草"矮生蒿草是典型的喜马拉雅区系成

分!而紫花针茅"青藏苔草"垫状驼绒"藏芥等均属中雅区系成分%

54!!社会经济特征

那曲地区行政区划为十个县和一个特别区!分别是(那曲"聂荣"安多"班戈"申扎"尼玛"
嘉黎"比如"巴青"索县和双湖特别区!其中只有比如和索县为半农半牧县!其余均为牧业县%
那曲土地利用类型较单一!草地面积最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7!万元!占生产总

值=6$#5万元的"94:7>!其中牧业产值$!7""万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76>#"$!这些

特征显示出本地区草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

54:!草地退化情况

54:45!退化面积

那曲地区可利用草地主要包括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两大类%高寒草原类草地是那曲地

区中西部的主要草地类型!全地区草原类草地总面积5=6"7"##;<!&不包括荒漠草原’!可
利用面积5"6!6###;<!!分别占全地区草地总面积及可利用面积的7#4!>和6"47>%退

化面积占该类草地面积的$74!>%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退化总面积的"74">!中度退化占

:54#>!重度退化占554">#$$%
高寒草甸主要分布于东部高山峡谷区及中部高原宽谷区!在西部班戈"申扎县境内的山

体上部也有分布%高寒草甸类草地是那曲地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是耗牛的集中分布

区!草地面积9!967##;<!!可利用面积95!5###;<!!分别占全地区草地面积及可利用

草地面积的!=46>和:$45>%退化面积$:"97##;<!!占该类草地面积的"!46>%其中

轻度退化占该类草地总退化面积的7"4$>!中度退化占!#4">!重度退化占$45>#$$%

54:4!!产草量变化

那曲草地的产草量在近$#年中下降迅速!见图5%6#年代初!该区高寒草甸平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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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鲜草产量为!76:CH!;<!"高寒草原为557$4"CH!;<!"到了9#年代中后期"高寒草

甸平均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到55#7CH!;<!"高寒草原下降到"554"CH!;<!"分别较6#年

代初下降了"=4=>和"64$>#=#年 代 末"高 寒 草 甸 平 均 单 位 面 积 鲜 草 产 量 仅 为9:5CH!

;<!"高寒草原仅为:=74"CH!;<!"分别较9#年代中后期下降了!">和!!4:>"平均每年

下降速率为!479和!4$9>$$%#

!图5!那曲草地鲜草产量变化图!!!!!图!!那曲地区部分牧业县5#年均温升高状况对比图

IJH45!IKLM;HKNMM2OPQOPR;NSHLJS! IJH4!!%NJMJSH2T5#ULNKVNWLKNHLNJKPL<QLKNPOKL

!!!.NXOQKLTLRPOKL!!! !!!2TM2<LNS<JN3NHKJRO3POKLR2OSPJLMJS

!!!!!!!!! !!!.NXOQKLTLRPOKL

!图:!那曲地区部分牧业县"年平均降水量!!!!!图$!那曲地区5=9#年以来历年人口变化

!!!对比图!!!! !!!曲线图

IJH4:!*2<QNKJM2S2T"ULNKVNWLKNHL! IJH4$!,LNK3UQ2QO3NPJ2SR;NSHJSHROKWL

!!!KNJSTN332TM2<LNSJ<N3NHKJRO3POKL!!! !!!JS.NXOQLKTLRPOKLMJSRL5=9#

!!!R2OSPJLMJS.NXOQLKTLRPOKL!!! !!!

!!草地退化原因

!45!自然原因

!4545!气候变暖!变干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一个独特的生态地理区域"它的剧烈隆起对其本身及周边地区的环

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它仍处于强烈上升时期#横亘于高原上高大的山脉阻碍了湿润

气流进入本区"致使区内气候趋于干冷"干旱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由于高原隆升而带来区

内气候变干的同时由于受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气温略有升高"蒸发量增大

而降水有所减少"使本来降水就不足的高原气候更趋干旱"对牧草的生长发育产生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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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由图!可以看出"近!#年来那曲地区气温升高#气候变暖趋势明显!降水量呈减

少趋势图:!因此"高原持续隆升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区内气候变干#变暖是青藏高原草地

退化的主要自然原因!

!454!!其他自然原因

大风天气频繁"土壤发育年轻"土壤易盐渍化"鼠虫害严重等也是那曲草地退化的重要

自然原因!那曲地区是全国大风日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大风使牧草遭受机械损伤"并刮走大

量枯草"沙尘附在牧草叶面上影响光合作用"使牧草生长受到限制而降低牧草产量!同时"
大风还加剧土壤水分蒸发"使熵情锐减"加剧了土壤干旱!此外"大风常吹 蚀 表 土#导 致 风

沙#引起土壤沙化并搬移沙石"造成严重的风蚀现象!风蚀引起的风沙常淹没草场"最终导

致草地退化!青藏高原地势高亢"气候寒冷"寒冻风化作用强烈"山体剥蚀明显"土壤矿物物

理风化强烈而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化学作用和生物过程较弱"因而山地残积坡积物#山前洪积

物及河湖低地堆积物上发育的土壤均具有特殊的粗骨性"土壤发育程度低"肥力差!那曲地

区的西部主要为内陆河流区"湖泊广布!由于湖水易溶盐含量高"湖泊萎缩或干涸后"盐分

沉淀积累或析出而在湖滨地区造成土壤盐渍化进而引起草地退化$此外"由于气候变暖#变

干"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加上人为狩猎"使那曲地区生态系统平衡失调"鼠#虫类的天敌数量

大量减少"致使鼠#虫类数量大量增加"鼠#虫害日趋严重"而引起草地退化!

!4!!社会经济原因

!4!45!人口快速增长!是草地退化的潜在原因

由图$可以看出"近!#年来那曲地区人口 增 长 较 快"由5=9#年 的!:496万 人 增 长 到

!###年的:64!9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5!>%"&!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生活需求量也越

来越大"导致人畜矛盾尖锐化!为了满足需求"牧民开始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草地资源进行掠

夺性开发"造成草地退化!

!4!4!!超载过牧是草地退化的主要和直接原因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牲畜数量也大量增长"加 剧 了 草 畜 矛

盾"超载过牧严重"导致草地退化!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曲地区牲畜数 量 增 长 迅 速"由

5="=年的!$=4:6万头’只#匹(增至!###年的66$万头’只#匹("增加了5664!9>!据刘淑

珍%$&等的调查"那曲地区5==6年的理论载畜量为6#949=万羊单位"而5=="年年末那曲地

区存栏数为5!$!4!9万羊单位"超载率为5#$4##>"超载过牧严重!

表5!那曲地区及部分牧业县草地超载情况

1NY3L5!(WLK?HKNZJSHKNPL2THKNMM3NS[JS.NXOQKLTLRPOKL

单位!万羊单位

项!目 那曲地区 那曲县 聂!荣 安!多 班!戈 申!扎 尼!玛

理论载畜量’=6年( 6#949= 6:4=! $74$5 ""4"7 "74#9 "64#" ==4=:

="年年末存栏数 5!$!4!9 !"$4$# 55"4"! 59=4#$ 5""45= 9#4"9 5$:4!#

超载率’>( 5#$4## !=94## 5$:47# !$#4!# 5754=# $:4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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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草地利用缺乏科学管理!保护和规划

那曲地区的草地目前尚处于缺乏全面规划或虽有规划但实施不力!管 理 不 善 的 状 况"
这主要表现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以来%草地承包责

任制没有相应或完全地建立或实施%形成了对现有草地只用不管护!只用不建设或建设起来

后保护不力的状况"造成草地得不到及时的修养和保护"

!4!4$!商品经济不发达"牲畜出栏率低"淘汰周期长"草地压力大

那曲地区由于远离内地%交通运输不便%畜产品加工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影响了牲畜

的商品率和出栏率%使家畜饲养周期拉长%增加了草地的压力%加剧草地退化"那曲地区畜

产品商品率低%一般多在59>":#>之间"!###年牛的出栏率仅为5!49>%羊的出栏率为

!54=>&"’"牧区目前仍以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经济为主%除用来交换日常生活必须品外%
出售不多"在偏远地区%牧民们仍以家畜存栏数的多少作为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象征%这就

导致牲畜数量不断增长%草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宗教原因牧民还有#惜杀$和#放

生$的习俗%老龄家畜得不到更新和淘汰%有些羊最老年龄可达5#岁!牦牛年龄最老可达57
岁%有些老的牲畜饲养到死为止%这也大大加重了草地的压力!加剧草地退化"

燃料短缺%生活能源以牛!羊粪为主%使土壤肥力难以补充%也是那曲草地退化的一个重

要原因"那曲地区由于海拔高!气温低%不适合树木生长%而且矿物能源资源也比较少或尚

未开发出来%太阳能虽然丰富但目前仍无经济实力加以利用"故本区能源资源缺乏%牧民甚

至牧区的城镇居民目前仍主要以牛!羊粪作为生活燃料"大量的牛!羊粪被作为燃料烧掉%
使草地土壤有机肥得不到补充%土壤肥力日益瘠薄%促使草地退化"

:!草地退化防治对策

:45!转变观念!树立草畜并重的指导思想

在传统畜牧业生产中%重畜轻草%忽视草地在整个草地畜牧业中的基础地位%把草业附

属于畜牧业%畜牧业生产只盯在牲畜上%对草地只利用不建设%只索取不投入%造成草畜平衡

失调%畜牧业生产下降"在那曲%这种情况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仍相当严重"因此%必须转变

观念%由传统的重畜轻草转变到以草为本%立草为业%草畜并重%草畜平衡的思想轨道上来"

:4!!加强机构建设"依法管理草地

草地资源是我国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的管理机构相当薄弱%远远赶不上水

利!土地!矿产!煤炭和林业等部门"当前%草地退化!沙化严重%草地设施破坏严重!草地畜

牧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多%这与草地管理机构不健全%有着很大关系"那曲地区现在迫切需要

加强草地监测管理体系的建设%来依法管理草地"依法管理草地主要有:个内容(一 是 建

立!健全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完善执法机构%有一支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三是具

备有效的执法手段和工作条件"建议那曲在乡一级政府建立草地监理机构%并提供基本的

工作条件%使依法管理草地真正落到实处"

:4:!固定草地使用权!完善草地"畜有偿承包责任制

那曲现行牧区责任制只有牲畜责任制%没有草地责任制和建设责任制%而完整的草地畜

牧业是人!草!畜三者的有机统一"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牲畜责任制%没有草地责任制和建设

责任制%不是完整的草地畜牧业责任制%甚至是一种有害的责任制%因为这样造成#私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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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吃"公家草地!大锅饭的情形#据我们本次调查$这个问题突出的表现在放牧无界%使用

无偿%建设无责%破坏无度的状态#只有实行和完善草地%畜双承包有偿责任制$才能做到草

地有主%放牧有量$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管理有法$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充分调动承包者管

理%投资热情$形成利用?建设?保护%管理?利用的良性循环#

:4$!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

那曲地区草地退化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实际载畜量太大$超载放牧严重#西藏草地

生态系统脆弱$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如不迅速将超载部分降下来$草地退化会加速进行$退
化面积会迅速扩大$直至草地生产力衰竭#近几年来自治区政府作了大量工作$使那曲地区

草地超载率有所下降$但超载仍很严重$目前超载率为7$47>#为了尽快把已超载部分的

载畜量降下来$急需各级政府和草地管理部门加强管理#一方面要切实抓好一些以草定畜%
草畜平衡$并且由此受益的科技示范户%示范村$甚至示范乡$让广大牧民实实在在地亲眼看

到适宜的载畜量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除严格执行’草原法(和有关国家草原保

护法规外$西藏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制定一些地方法规$必要时$也可通过某些行政手

段$把过高的载畜量降下来$以确保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

时应加强牧区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轻草地人口压力#

:4"!实现草地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

根据目前那曲畜牧业过分追求发展牲畜头数$出栏率低$成本高$商品率低的特点$应帮

助牧民改变观念$以草地季节畜牧业理论为指导$按照那曲草地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充分利

用暖季青草期草场丰富的草地资源快速发展牲畜%育肥$到枯草期来临时$只保留基础母畜$
将已育肥的商品畜和老%弱%残畜及时淘汰出栏$实现畜产品的商品化#商品化的部分利润

可用于草地建设方面的投入#实现草地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

:46!开展草地畜牧业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

藏北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环境特征$形成了藏北草地独特的生长%发展规律和高寒草

地畜牧业特点#在很多方面有别于我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草地畜牧业#目前$在基础

性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空白或有待深入之处#因此应加强科学研究力度$根据具体项目的特

点和要求$从内地有关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聘请较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作为流动编制或客座

人员赴藏进行短期工作$或与援藏工作结合起来$由援藏单位带技术%派人才%甚至带项目%
带资金援藏$以解决那曲草地畜牧业发展之需#

$!结 论

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那曲草地退化的基本原因$而不合理人类活动则是草地退化的主要

驱动因素#那曲地区的草地退化$一方面与自然因素有关$而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

则加剧了草地退化过程#那曲地区草地退化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超载过牧#其次是长

期以来草地管理%保护%建设和培育改良工作跟不上草地畜牧业发展的要求#除此之外$还

与体制%政策%法规%宗教以及资金投入不够%人才缺乏%科技水平落后%能源短缺%交通%信息

闭塞等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在制定草地退化防治对策时$应以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系统理论为指导$让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在执行策略时$需要各部门各行

业通力协作$齐抓共管$方可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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