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櫿櫿櫿櫿
櫿
櫿
櫿
櫿

櫿櫿櫿櫿
櫿
櫿
櫿
櫿

氄

氄氄

氄

院士
高层
论坛

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建设　　
稳定人工草地的探讨 　　

山仑，徐炳成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严重的土壤侵蚀和频繁的干旱同时发生是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天然植被、人工草地和种

植业并存则是该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土地利用方式。世界各国开发半干旱地区农业取得的一个共同成功经验

是：实行农业与牧业的结合，两者的产值约各占５０％。我国黄土高原土地面积６２万ｋｍ２，降水量３００～５００ｍｍ

的半干旱地区占到６０％以上，其中丘陵沟壑区和风沙区最为典型。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以下简称黄土高原）除具

有世界半干旱区域的一般特征外，自身的特点也很明显：１）人口密度大（每ｋｍ２ 有５０～２５０人）；２）坡耕地比例高

（治理前丘陵区坡耕地占到耕地的８０％左右）；３）地形地貌复杂（梁峁沟坡川台塬都有）。历史上，由于人口增长，

盲目开垦，造成土地利用不合理，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水土流失，致使当地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同时由于泥沙

严重淤积，给黄河下游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建国后国家对这一地区的生态恢复和农业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专家们始终强调的一个技术原则是：在综合治

理的基础上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大力发展人工草地则是达到土地合理利用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期，不同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几乎同时提出在黄土高原应当确立“自给性农业，保护性林业，商品性畜牧业”

的农业建设方向建议；国家领导人也提出在这一地区要“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要求，一个

时期内各地掀起了种草的热潮，但没有持久。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国家在生态脆弱地区推行的大规模退耕还林（草）举

措是以造林为主的，但同时也有针对性的倡导种草。纵观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在黄土高原人工种草效果，总体

上并不理想，特别是距离大范围内建成稳定人工草地的目标还相差很远，有关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退耕还林（草）调研

或总结报告中往往缺少确切还草面积的数据，一些地方公布的累计种草面积数据明显偏大，可信度不高。在这期

间，笔者曾２次到陕、甘等地作过调研，沿途见到的人工草地不多，退耕种草地更少，有专家估测，陕、甘、宁还草面

积占整个退耕面积比例不足５％。种草面积小，而能稳定下来的更少，“种草易反弹”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宁夏西

吉县、陕西米脂县都曾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的资金大力推行过大面积退耕还草，当时效果不错，但停止援助

后都出现了全局性的反弹。另据２００４年资料，宁夏、陕西和甘肃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２９％和２０％，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３．６％，说明建设草畜基地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为什么虽经过多年的倡导，稳定的人工草地一直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难以形成规模？这需要认真加以探

讨。在过去农村温饱问题未解决以前，往往把林草植被难以有效恢复的原因归结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现在温

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林果业也有了明显发展，为什么人工草地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有政

策方面的原因，按照退耕还林（草）条例的规定还林比还草明显对农民有利：补贴高，延续时间长；另外通过还草实

现产业化更需要后续配套政策的支持。一些种草成功的实例，如陕西吴旗、甘肃华池、宁夏盐池、彭阳等地都是通

过政府大力扶持而取得成效的。

技术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一是人们往往把种草看得过于简单，其实种草在某些技术环节上（如成苗）比粮

食作物要求更严格，如果改土培肥、田间管理没有跟上，肯定生长不良，效果不好。凡是种草取得较好效益的都很

重视对草的栽培与管理，有条件的地方还对优良牧草进行补充灌溉。如在年降水量３９２ｍｍ的内蒙古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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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积极发展水浇地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大面积上的鲜草产量达到４５０００ｋｇ／ｈｍ
２，用于养牛业，取得了显著效益；陕

西榆林市通过小块水地或坝地种植苜蓿发展畜牧业，也是一种好的经验。二是草种的选择十分关键，目前黄土高

原的草种过于单一，经多年选择现在在该地区广种的牧草主要是苜蓿。苜蓿是一种公认的优良牧草，但据文献报

导以及笔者的研究结果，苜蓿抗旱能力较强，主要是由于具有强大的根系，实际上属于一种高耗水低水效的牧草

作物，其耐旱能力明显低于一些抗旱作物，且易造成土壤深层干燥化，在供水条件较好时可获得高产，在严重干旱

时则生产力低下，为获得高的比较效益更应当在半湿润地区发展，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则应选择适宜土地，有

条件的地方应施以补充灌溉。因此黄土高原在发展苜蓿的同时寻求适应性更强的草种是当务之急。技术方面存

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牧草纳入种植制度的体系之中，不然稳定人工草地建设仍然难以实现。笔者在陕

北作调研时多次问到草地衰败后下一步怎么办时，干部和群众回答的都很模糊，看来还缺乏将牧草纳入正规轮

作、延续种下去的思想和技术准备。

最后，有几个认识上的问题也需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准确定位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的人工种草，

要求其发挥什么作用，发挥多大作用：

１）从恢复植被角度上看，在人工营造方面首先应强调乔灌草紧密结合的发展方向。过去一度不考虑自然条

件盲目营造乔木林，形成不少既无经济价值又无生态效益的“小老头”树，显然不当，但也并非这一地区就不能造

林，前面已提到，地形地貌复杂是黄土高原与世界其他半干旱地区的区别处之一，这既是问题，也是优势，植被恢

复不但要遵循地带性规律，也要重视非地带性特征，黄土高原梁峁坡地不适宜造林，但在沟谷地、一些阴坡地结合

实施水保工程可以造林。草与灌木虽适宜于在半干旱地区广泛种植，但也不是无条件的，特别是人工牧草，不同

草种对土地、土壤和气候条件都有一定要求，盲目发展也将导致失败。涉及到人工营造与自然修复的关系，同样

应强调两者的结合，经过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践已经明确，通过封山禁牧促进植被自然恢复是

黄土高原多数地方在大范围内加快植被建设的一条主要途径，应当大力倡导。

２）从发展农业产业角度看，总体上强调该地区畜牧业的主导地位是对的，但同时应重视产业的多样化。其实

黄土高原农民致富许多是从发展经济果木开始的，如在适宜地区选择适宜的地块种植苹果（犕犪犾狌狊狆狌犿犻犾犪）、红

枣（犣犻狕犻狆犺狌狊）、山杏（犃狉犿犲狀犻犪犮犪狊犻犫犻狉犻犮犪）等，已有不少成功实例，这方面虽然只能局部受益，但已成为黄土高原

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亮点。另外，发展小杂粮、设施蔬菜等也存在不少潜力，需进一步挖掘。总之，要根据区域优

势、市场需求以及科技进步因地制宜的布局本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草地畜牧业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其主导作

用也需逐步实现。

３）关于发展畜牧业的饲料来源。人工草地是黄土高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来源之一，饲料作物与天然草场的

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不同地区以哪个为主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近年来粮饲兼用玉米已有一定规模发展，天然植

被（草场）一定时期内全部封禁是有必要的，但多数不能永远不利用，未来有计划地实行严格的轮封轮牧制度将是

一种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黄土高原人工草地发展虽已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但现状难以令人满意，应从政策上、技术上、认

识上全面去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停滞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加速。世界许多地处半干旱

地区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前苏联、以色列，甚而日本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人工牧草和草地畜牧业的成功

经验，严格地讲，目前为止黄土高原还缺乏自己这方面的系统经验，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近期内举办１次以“如何在黄土高原建设稳定人工草地”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组织开展建设稳定人工草

地的战略研究，以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明确存在问题，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２）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加强对人工种草的领导，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法规，组织力量进行长期定位示范。

３）加强建设人工草地的科学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加速选育适应在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广泛

种植的新草种（包含培育、引进优良草种以及乡土草种的有效利用等）。二是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人工种草

技术体系和产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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