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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理论的草原健康评价及病情诊断

林 丽!李以康!张法伟!杜岩功!曹广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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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医理论"阴阳表里相关及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探究制约草地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系统归属性及表

里相关性!建立表里相关的指标体系!确立草地生态系统中阴阳五行之所在及其相生相克机制$形成原因和经络

运行模式%从系统论出发!通过综合症状$分析病理等对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预警!以确定诊断的方法达

到治疗目的!使草地健康状况的评估直观而准确!为快速评估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和退化草地的修复治理提供

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健康预警&草地健康诊断模式&退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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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地健康现状及退化草地恢复"保护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草地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是草地畜牧

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固沙%

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的载体&

!78

'

"此外它

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传承以及社会稳

定的维护均具有重要意义&

97$

'

(我国草地总体的特

点是天然草地面积大%可利用面积比例较低%优良草

地面积小%草地品质偏低%适宜抚育草地比例过

小&

9

'

%草地生产力水平滞后&

:

'

(目前"有
"&;

的草

地已 经 发 生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退 化"且 仍 以
#&&

<=

#

)

>

%!的速度增加&

6

'

(

退化已经成为当前制约草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瓶颈(生态系统健康提出的目的就是引起公众对环

境退化等问题的关注&

"7!!

'

"对于占国土面积
8!58!;

的中国草地&

!#

'

"草地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草地健

康程度的评判及退化程度的诊断"是探索草地退化

原因"及时对草地生态系统进行有效保育的基础"同

时可以促进我国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畜牧业的

健康发展"从而为咨询%规划和决策提供服务(

"

!

草地健康现状的评价体系及其评价效力

现今常用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包括指示物

种法%结构功能指标体系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和

生态经济学评价法等(

物种指示法要求被选物种比较敏感"所处的生

态位和发挥的作用比较特殊(通过对不同生物组织

水平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对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进

行评价&

!?7!8

'

(该方法的缺点是指示物种的筛选标准

不明确"采用指示物种的类群及监测参数选择也会

给评价带来偏差&

!9

'

(

结构功能指标体系法是选择表征生态系统功能

的指标描述或概括其健康状况"通过对该指标体系

中各生态要素数和量配比的合理程度评价生态系统

的健康状况(该方法已经在评价三江源生态系

统&

!$

'

%湖泊生态系统&

!:

'

%南非千年生态系统服务和

人类福祉#健康安全%生活安全%文化安全等$的关

系&

!6

'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很多学者也指出"生态系

统健康的指标即便可以明确地划分其功能特征"也

很难确定其量化标准&

!"

'

(

综合指标体系是上述两种体系综合的结果"以

系统为出发点"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演替过程"

生态服务和产品服务的角度来度量生态系统健康"

强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

'

"将自然环境%人类及

社会经济作为总体"从生态服务和生态管理方式出

发"探讨生态系统健康问题&

#!

'

(考虑人类活动影响

的指标体系可分为生态学指标"物理化学指标和社

会%经济学指标(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的

层次结构模型分为
8

层*总目标层%要素层%属性层

和指标层&

##

'

(其优点是较为全面地探讨评价生态

系统健康及其影响因子"缺点是需要研究评价的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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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较多"指标量化难度大"受地域性差异影响较大"

操作难度大"推广性较差(目前"受到全球不同区域

草地类型%规模及环境背景差异的影响"统一的草地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因此"针对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地的特点"建立符合各类草地

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多维比较"是

完善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重要方向(

生态经济学方法是应用经济学方法"综合考虑

草地生态系统现状%草地资源的空间异质性和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稀缺性等因素"构建

草地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价体系和综合评估体

系(该方法的优点是"充分并综合考虑草地生态系

统现状%草地资源的空间异质性和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及其稀缺性等因素"利用针对草地生

态系统特点"构建草地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价体

系和综合评估方法+缺点是草地生态系统生产%生活

及生态服务功能货币化评估困难&

!9

'

(

因此"草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对其生态健

康状况评估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现有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应用到草地生态系统中存在

以下问题*

!

$降低和减弱了生态系统固有的动态性

和空间异质性"使得对草地健康状况的评估缺乏全

面性+

#

$对草地生态系统自身固有变化机制了解的

欠缺"使得对草地退化!恢复过程中其健康状况评估

能力局限性加大+

?

$缺乏对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的预警模式+

8

$缺乏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综合

评价模式及量化指标体系&

#?7#9

'

(

因此"综合考虑草地生态系统复杂性"提出合

理%简易%快速%便捷的预警体系和诊断体系"可为草

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国家

草地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

基于中医理论下的草地健康评价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古代唯物

论和辨证法思想的影响"通过分析现象探求内在机

理"其基本观点是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

#$

'

(中医诊

断的基本原则主要是综合症状"反复观察"加以分析

归纳"辨别其阴阳偏胜或偏衰"调和阴阳"最终使其

归于平衡(中医治病首先运用五行的个别属性"以取

类比象的方法"将人身的一切脏腑形体做系统归纳"

同时又以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来说明脏腑形体间的

相互关系"以便综合症状%分析病理%确定诊断等(根

据辩证论治的精神"作出治疗方针"预测回归&

#$

'

(

生态系统就是一个超有机体"依据其在生态系

统中的作用"取类比象"确定超有机体组分#组织%器

官%细胞--$的五行属性"以寻求其多界面多层次

的统一平衡体(这需要确定健康或是维持健康的草

地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循环和转化规律"并保持各环

节和要素之间向有利于维持草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转化"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

和精华"因此"将中医理论应用于草地健康评价理论

上具有可行性(以中医学为基础的草原病情诊断不

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

'

(

#5!

运用中医理论中的整体观念对病态草地

生态系统的诊断
!

草地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是

有机联系的"且他们之间的物流与能流耦合作用而

实现"物流!能流的循环转化好比草地生态系统的经

络"当物质能量分配及转化发生变化"并打断它们原

有的平衡时"草地生态系统发生应激性反馈"直观表

现为草地退化(如果了解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相生

相克%表里相关的特征"就可以通过草地外部特征的

变化表征内部生态要素的耦合反应"避免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进而对症.用药/"标本兼治(在评价草地

健康水平及退化草地恢复方面"已经有意识地运用

了很多相关的理念(如对于退化高寒矮嵩草#

!"#

$%&'()*+,(-('

$草甸提出的内外因耦合学说&

#:7#6

'

"认

为地表特征的变化能够很好地诠释草地退化过程中

的物质能量的转移及平衡状况&

#"7?&

'

"并在此基础之

上提出评价草地退化过程中碳源汇转化同草毡表层

厚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6

'

+草地养分供求状

态同草地健康也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

'

+通过对三

江源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土
%

草系统因子整体评价"

说明了植物群落的变更"在改变了植物群落中微生

物群系及土壤酶活性的同时也对地上植物组成及结

构产生重要影响&

#"

'

(由此可见"草地健康评价已不

再是仅以其单因素属性优劣进行衡量"而是以草地

功能为基础"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

素进行整合"探究其中变化的内在耦合关系及原因"

成为建立草地健康评价体系的基础&

?&7??

'

(

此外"草地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缓冲和自我恢

复的调节能力"当环境压力%干扰达到一定程度"超

过其自我维持能力时"它将处于亚健康状态或病态"

如果能够清楚其病因"又能够抓住关键时期"在草地

生态系统病入膏肓前对症诊治"可达到节约经济和

时间成本"且保持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这更需要从整体辨别分析草地退化的原因和恢复

#诊治$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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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辨证论治对病态草地生态系统进行

诊断
!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又一特点"它包含着两

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即.辨证/和.论治/(所谓.辨

证/"就是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症候(.论治/就是

在辨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考虑而确立相应的治疗

法则(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

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解决疾病

的手段"也是辨证的最终目的"同时又是对辨证是否

正确的检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体现"是中医所普遍应用的一贯治疗规范(辨证论

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

.辨证/的.证/可以概括表示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

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的情况(.论治/

就是根据这个.证/进行的(而草地生态系统是一个

.超有机体/"其土%生%气%水及生物因素可以看作.超

有机体/的各脏器"各脏器的物流%能流相当于经络"

因此可以通过环境及生物因素的变化"分析其物流%

能流在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反映草地生态系统目前所

处的健康状况及导致健康指数降低的原因(

当然"中医理论体系中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的特点"是古代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它

在草地生态系统病情诊断中优缺点并存"为了更清

楚地了解生态系统整体变化与各要素的耦合关系以

及各要素与要素的耦合关系%病态或亚健康草地生

态系统产生的症候症因及其表现特征"还需要以科

学的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和发展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草

原病情诊断方法(

$

!

展望

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因此"在不打开

.黑箱/的情况下"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将收

集到的病理.信息/"运用中医理论进行相关及类比

分析"以至推断病因%病位以及疾病的转归等(

中医学对草原病情诊断的基础是草地生态系统

物流%能流与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耦合"因此"对草

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深入探索是该理论的基础(

草地生态系统是自然及人为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综合

体"其生长发育过程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基于中医理

论的草原病情诊断还应充分考虑草地生态系统的特

异性(此外"草原生态系统类型千差万别"但
(>

G

7

G

3JK

&

?8

'认为无需比较哪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比另

一种更健康"只需比较同一类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

度(在进行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时应该充分考虑

不同的草地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草地健康诊断标

准(草地健康评价体系的核心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可

获得性和量化能力"如何获得草地健康评价的可量

化指标是该方法可行性的基础(此外"对该方法的

预测性和反演性也是决定该方法是否具有可行性的

前提(一旦基于中医理论的草原病情诊断学得到推

广"草地的健康预警模式将大大完善"这将大大减少

草地恢复过程的人力及物力"对当地及周边生态安

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当然"基于中医理论的草原

病情诊断学目前只是一个提议"其需要完善和丰富

的内容还有很多"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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