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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高原所在中国草地产草量和牧草品质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2-25 【字号： 小  中  大 】 

草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我国草地约有4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为我国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极为

优越的基础条件。然而，长期以来的不合理利用使得我国大部分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严重影响了牧区、

半牧区的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生态安全。草地的产草量和牧草品质是评价草地资源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对此二者进行

研究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发展草地畜牧业。 

近年来，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科学发展草地畜牧业、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的重要性。在此

背景下，系统地研究中国草地的产草量和牧草品质的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对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实现

草地的永续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近日，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贺金生研究员带领的“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研究

组，通过对中国两大主要牧区（内蒙古自治区和青藏高原）草地进行大范围的野外调查，对中国草地的产草量和牧

草品质的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报道。他们发现，相比内蒙古地区，青藏高原的草地具有更高的

产草量，同时表现出高粗蛋白、高无氮浸出物、低粗纤维、低粗脂肪的特点，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草地牧草品质

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植被类型差异所导致的，同时也受到土壤因子的作用。此外，他们还发现在产草量和牧草品质之

间存在着“权衡”关系，即产草量越高的草地，其牧草品质往往越差，营养价值更低。 

这次对我国草地产草量和牧草品质大范围的研究，有望对当代我国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目前，该成果已经正式发表在《科学通报》上（2013, 58: 22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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