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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措施的优化策略

赵红辉Ǔ苟Ǔ琪Ǔ王Ǔ霞Ǔ杨新英Ǔ李Ǔ静
乌兰察布市草原工作站Ǔ内蒙古Ǔ乌兰察布Ǔ012000

摘Ȟ要：草原是我国陆地上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固碳释氧以

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生态功能，被誉为“地球的皮肤”，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主阵地。随着草原载畜量逐年提

高，草原生态系统恢复速度较慢，同时草地退化面积逐渐扩大，尤其在当地人缺乏草原生态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破坏

草原资源案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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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治理措施：增强人们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完善相应的

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科学规划草原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构建专业执法团队；转变发展模式，探索草

原特色产业。

1��草原生态保护优化策略的定义与目标

1.1   定义。草原生态保护优化策略是指通过系统性、
科学化、差异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对草原生态系

统进行修复、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措施，旨在提升

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产力和服务功能，实现生态

效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其核心包括：分区分

类治理：根据草原生态功能分区（如保护区、修复区、

利用区），采取差异化管控措施，例如禁牧封育、草种

改良等。技术与管理协同：结合工程化修复、草畜平衡

制度、动态监测技术等手段，构建“监测—保护—修

复—利用”全链条治理体系。生态与产业融合：通过发

展草业经济、生态补偿等模式，缓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

用的矛盾，促进牧民增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1.2   目标。草原生态保护优化策略的目标围绕以下核
心维度展开：生态恢复与质量提升。遏制退化趋势：通

过退化草原分级修复（自然恢复、人工干预、工程化治

理），基本实现草原退化面积零增长或负增长。提高植

被生产力：年均修复草原超4600万亩，草原鲜草总产量
稳定在5.5亿吨以上，增强碳汇和水土保持能力。资源管
理与制度完善。强化动态监管：建立“天地结合”遥感

监测体系，严格管控毁草开垦、超载过牧等行为，落实

草畜平衡与禁牧制度。法规保障：修订地方草原保护法

规，明确基本草原保护红线（不低于天然草原80%），
纳入林长制考核体系。产业转型与民生改善。草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规模化草种繁育基地，推广优质牧草种植

与“草光互补”等绿色产业模式，降低天然草原压力。

牧民可持续生计：完善生态补奖政策，推动草畜平衡示

范县建设，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畜牧业，减少传统放牧

依赖。长期规划与科技支撑。规划引领：编制草原保护

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稳定数量、提高质量、盘活存

量”的“十五五”目标。科技创新：应用无人机巡查、

土壤墒情监测等技术，提升草原治理效能和预警能力。

2��草原生态保护优化策略的重要性

2.1   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固基础。生物多样性保护：草
原生态系统为全球34%的陆地碳储量提供支撑，其地下
生物量碳库是森林的3-5倍，是维持地球碳平衡的关键载
体。同时，草原孕育了1.5万余种动植物，包含400余种特
有物种，对基因资源存续和生态链稳定至关重要。水土

与气候调节：草原植被通过根系固土可减少70-80%的水
土流失，草毡层蓄水量达800-1000吨/公顷，直接影响长
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径流量（占黄河水量80%）。其调节
地表温度、降低风速（防风固沙量占全国总量56%）的功
能，有效缓解极端气候影响。

2.2   经济民生发展的核心支撑。畜牧业可持续性：
我国草原承载4000万牧民生计，合理载畜量管理可使单
位草场产值提升25%，而生态修复补助政策（“十四五”
累计投入1100亿元）直接促进牧民收入增长。绿色产业转
型：通过发展“草光互补”能源模式、生态旅游等产业，

草原地区实现年鲜草产量超5.5亿吨，同时带动草业经济
规模化发展（如三北地区草原修复面积达22亿亩）。

2.3   国土安全与文化传承的保障。边疆生态安全：草
原占国土面积的41.7%，在边疆地区既是生态屏障（防止
70%以上沙尘暴），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存依托，退
化草原治理直接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文化遗产延

续：草原承载游牧民族千年文化智慧，其保护与修复维

系着56个草原民族的文化记忆与生态文明传承。
2.4   全球生态治理的迫切需求。退化治理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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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70%草原处于退化状态，年均新增退化面积200万公
顷，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和土地生产力下降，亟需通过

优化策略遏制恶化趋势。国际责任履行：作为全球草原

面积第一大国，我国草原碳汇能力对实现“碳中和”目

标贡献显著，其保护成效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1]。

2.5   政策与科技协同的必要性。制度创新驱动：通过
林长制考核、基本草原保护红线（不低于天然草原80%）
等制度设计，构建“监测—修复—执法”全链条治理体

系，提升草原治理效能。技术赋能修复：应用卫星遥感

动态监测、草种繁育基地建设（“十五五”目标年产3万
吨生态草种）等科技手段，实现年均修复草原超4600万
亩的规模化治理。

3��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当前措施分析

3.1   技术措施与工程化修复。退化草原分级修复。针
对不同退化程度采取差异化治理：轻度退化区自然恢复+
补播草种，中度退化区人工干预（施肥、围栏封育），

重度退化区推进工程化修复（如沙化土地歼灭战）。草

种繁育与科技支撑。建设规模化草种基地（内蒙古2023
年草种繁育面积26.5万亩），目标到“十五五”末期实现
生态草种年产3万吨，提升国产草种自给率。应用“天地
结合”遥感监测技术（如草原变化图斑核查、无人机巡

查）动态监管草原资源，提升执法精准度。

3.2   地方实践与产业转型。禁牧与草畜平衡示范。省
通过禁牧封育使4317万亩草原休养生息，内蒙古推行春
季休牧巡查制度，草畜平衡区放牧压力降低60%。市建
立草原补奖资金数据库，2021年以来发放13.5亿元，覆盖
6922.1万亩草原。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推广“草光互补”
能源模式（草产业链产值达802.1亿元）和生态旅游，减
少传统畜牧业依赖。发展优质饲草种植（2023年种植2172
万亩人工饲草），粮改饲项目年收储饲草580万吨以上。

3.3   执法监管与问题挑战。执法效能提升。 2018年以
来全国累计查处破坏草原案件近5万起，通报典型案例35
起，形成震慑效应。市建立三级网格化草原管护体系，3
年查处违法案件3起，破坏面积减少至59.365亩。现存问
题与瓶颈。生态修复质量参差：青海省部分退化草原修

复项目存在方案不科学、验收放松要求等问题。草种依

赖进口：我国生态修复草种70%依赖进口，本土草种育成
品种不足美国的1/6，制约修复效果。退化趋势未根本扭
转：全国仍有70%草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三北地区草原
生态恢复仍需长期投入。

3.4   未来方向与优化建议。强化科技赋能：扩大卫星
遥感监测覆盖范围，建立草原承包电子档案，提升动态

预警能力。完善政策衔接：推动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优

化，研究草原定额管理制度，加强生态修复与碳汇能力

挂钩。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全球最大草原面积优势，加

强草原碳汇计量研究，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2]。

4��草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4.1   退化草原分级修复技术。退化程度分级标准。
根据《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指标》

（GB19377），将退化草原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
级，通过植被覆盖度、土壤侵蚀度等5项指标综合判定。
分级修复措施。轻度退化：实施围栏封育、休牧轮牧，

辅以自然恢复（如西藏那曲市通过封育使草高增加15-20
厘米）。中度退化：采用补播乡土草种（如垂穗披碱

草、冷地早熟禾）、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等技术，

提升植被覆盖度至60%以上。重度退化：推行工程化修
复，如采用草方格固沙+灌木混播技术，沙化土地植被覆
盖度提高至40%。

4.2   区域差异化修复技术。寒温带与高寒草原。寒
温带地区（如云南迪庆）以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全年禁

牧或季节性休牧，减少人为干扰。高寒草原（如青藏高

原）引入青海黑土滩治理经验，通过免耕补播耐寒草种

（垂穗披碱草）修复退化草甸。温带及亚热带草原。温

带草原采用围栏封育+补播技术，结合草畜平衡管理，降
低放牧压力60%。亚热带草原（如云南）重点防治紫茎泽
兰等毒害草，采用化学灭杀与机械除杂结合技术，恢复

可食牧草群落。

4.3   核心修复技术应用。免耕补播技术。推广免耕补
播小型机具，通过浅沟播种保护原生植被，草种出苗率

提升至85%以上，效率较人工撒播提高10倍。市采用免
耕补播技术修复1万亩退化草原，草产量增加30%-50%。
毒害草综合防治。化学灭杀：西藏色尼区使用无人机精

准喷洒药剂，草原毛虫灭杀率达90%。生物替代：云南通
过补播优质牧草抑制毒害草扩散，恢复可食草种占比至

70%以上。土壤与植被协同修复。采用“植被建植—结构
优化—功能提升”三阶段理论，结合土壤微生物改良技

术，修复沙化草原447万亩。
4.4   科技支撑与标准化管理。智能监测与大数据应

用。构建“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立体化监管网
络，实现草原退化图斑季度更新与修复进度动态跟踪。

开发草原生态大数据平台，覆盖12个草地类型，支撑修
复方案精准制定。草种繁育与标准体系。建设规模化草

种基地（如内蒙古年产草种3万吨），推广垂穗披碱草等
17个乡土草种，国产化率提升至80%。执行《草原生态修
复技术规程》，规范退化分级、修复流程与验收标准，

确保技术实施科学性。



地质研究与环境保护·2025� 第4卷�第7期

91

5��草原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模式

5.1   政策驱动与制度创新。草畜平衡与生态补偿。通
过核定科学载畜量（如青海省每百亩草场 ≤ 15羊单位）
和发放草畜平衡补贴，推动牧民主动缩减养殖规模，实

现“精养少养”模式转型（案例：正蓝旗牧民吕茂森将

牛群数量从100头降至42头，收入不降反增）。建立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机制，2025年内蒙古发放草原生态补奖资
金13.5亿元，覆盖6922万亩草原，缓解禁牧休牧对牧民生
计的影响。法律保障与责任考核。将禁牧休牧纳入《内

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林长制分

片包联制度，通过网格化巡查和执法监督提升政策执行

力。全国划定7.31亿亩基本草原红线，要求天然草原保护
比例不低于80%，并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如云南禁止
在3.08万平方公里生态敏感区开发风电项目）。

5.2   技术赋能与生态修复。可持续放牧技术体系。
推广划区轮牧与人工干预结合技术：锡林浩特市毛登牧

场对2.7万亩草场实施“土壤改良+免耕施肥+切根”模
式，植被覆盖度提升至60%以上。在青藏高原等高寒区域
推广耐寒草种（垂穗披碱草、冷地早熟禾）免耕补播技

术，实现退化草甸修复与生产力同步提升。草种繁育与

资源利用。建设规模化草种基地（内蒙古2025年目标年
产生态草种3万吨），推动国产草种自给率从30%提升至
80%，降低对进口草种的依赖。发展“草光互补”模式，
内蒙古草原光伏电站年产值超800亿元，实现生态修复与
清洁能源产业协同发展。

5.3   产业转型与社区参与。畜牧业绿色升级。推动舍
饲圈养与优质饲草种植结合，内蒙古2025年人工饲草种

植面积达2172万亩，粮改饲项目年收储饲草580万吨，减
少天然草原放牧压力60%。发展草原生态旅游和特色畜产
品加工，锡林郭勒盟牧民通过精细化养殖使每头牛附加

值提升40%，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双赢。社区共治机制。
建立“牧民+科研机构+政府”三方协作平台，通过草原
碳汇计量模型探索生态修复收益分配机制（如达茂旗试

点将碳汇收益反哺牧民）。推广牧民合作社模式，正蓝

旗青格勒图嘎查通过集体决策调整放牧周期，使3000亩
草场恢复周期缩短至3年。

5.4   动态监管与长效维护。智能监测网络。构建“卫
星遥感+无人机+地面传感器”立体监测体系，实现草原
退化图斑季度更新和违法放牧行为24小时预警。开发草
原生态大数据平台，对12类草地类型进行生长周期模拟
和载畜量动态测算。成效评估与迭代优化。执行《草原

生态修复技术规程》验收标准，重点考核植被覆盖度、

土壤有机质含量等核心指标，杜绝“重建设轻管护”现

象。建立草原生态银行试点，将修复后的草原生态价值

纳入绿色金融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可持续治理。

总之，在开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严格遵循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有的放

矢地开展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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