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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西北藏区亚高山草地退化是个有目共睹的现实，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文的原因。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从藏

民生计出发的研究发现，滇西北藏族的畜牧生产特点是 $+) 月位于 ( ,&& - 以上的高山草甸地带，"" 月至翌年 (

月位于 ( ’&& - 左右的亚高山草甸地带，属于轮牧作业；轮牧传统适应了气候和植物生长的季节性变化，有效地维

持草地生产和传统围栏农业。轮牧传统的衰退，使牲畜集中在亚高山草甸地带，导致了草地退化。充分挖掘和尊重

民族传统知识有助于退化草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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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西北藏区亚高山草地已经陷入严

重的退化状态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角3 为中国横断山区

高山峡谷的典型地段3 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生物

多样性丰富而特殊3 在地球自然生态环境演化中有

着重要的地位。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3 获

得了世界性的普遍关注。亚高山草地是滇西北自然

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3 养育着丰富的动植物物种3 在

植被科学中被赞美为 “五花草甸”。研究表明，滇

西北是云南省植物区系和特有种均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重要高产温带牧草有 "% 属、$( 种，绝大多数

食口性属优 等 ， 营 养 价 值 较 高 。 其 中 ， 紫 花 苜 蓿

!"#$%&’() *’+%,’-、 毛 苜 蓿 !"#$%&’() #$(#.)/+0%%-、

鹰云英 !1*+/’(’23* *45-、百脉根 !6)+3* &)/%&32’+3*-、
鸭茅 !7’&+82%* (2)9#/’+’-、麦宾草 !:2893* +’;(3+)<
/39- 等有很好的开发前景4"5。

但是，滇西北亚高山草地退化极为严重4’5。牧畜

放牧是滇西北澜沧江流域亚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中干

扰强度最大、频率最高、干扰时间最长、影响后果最

严重的人为干扰。过去 "2 年来放牧干扰强度明显增

强，牧畜种群数量增加了 ,#%"6，尤其是耗牛!犏牛*
增加了 "$#1)6，草场利用面积增加了约 "%6，但草

地总可食生物量却下降了 "#16，其中，高山灌草甸

可食生物量分别下降了 ’,#26和 ’"#)6，亚高山地段

的林间草地、疏林草地、亚高山灌丛草地分别下降了

"’#$6、"1#’6和 $#)6，生态系统生产力退化明显。

草场整体呈退化趋势，局部退化已经相当严重。长期

过 牧 已 经 导 致 了 一 些 退 化 指 示 植 物 如 大 狼 毒 !:3<
40)/=%’ ;#9’+)&840’-、鸢尾!>/%* +#&+)/39-、橐吾!6%(3<
2’/%’ *445-形成占群落优势的群落，降低了草地物种

的多样性4’5。

滇西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对集中区域之一，

也是云南省的旅游热点地区。旅游业发展刺激了盲

目建设和发展，从而导致不平衡发展，出现局部性的

资源掠夺，逐步加大了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造

成了上述生物多样性的退化。加之文化教育滞后、自

然资源保护和环境意识差，对本地资源包括湿地资

源等造成极大的影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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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草地退化的一些认识和对策

对于草地退化，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自然环

境恶变和人为干扰强烈。例如，内蒙古典型草原退化

的原因主要是： "#$ 多年来牲畜数量一直大大超出

了天然草地的承载能力； "!）长期以来过冬牲畜

数量与天然草地饲草生产的季节特点不协调； "%$
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 鼠害虫害促进了草地

退化； "’$ 气候变化"尤其是高温和干旱$加剧了草

原退化过程(&，’)。

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区，草原退化

主要发生在 高 寒 草 甸 草 原 类 和 高 山 高 蒿 草 草 甸 草

原，其内在因素是冻胀、滑塌、融动泥流等冻土现

象，超载过度放牧和鼠害为外在因素，强烈的径流

侵蚀和风蚀加速了草原退化的进程(*)。在甘肃西南临

夏县，砍、挖、垦荒和干旱少雨，使 % + & 的可利用草地

退化(,)。

此 外 ， 制 度 不 完 善 ， 过 度 放 牧 ， 农 户 经 营 封

闭、生产结构单一等是造成草地生态急剧退化的主

要原因(-)。有研究认为，自然保护措施导致了可放牧

草地资源减少、放牧规模减小、饲料短缺加剧等问

题，使还能够放牧的村民地村寨草地严重退化(.)。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针对草地退化现实，从多

方面提出了促使草地复壮的对策(&/.)。

"#$ 建立人工草地，退耕还林还草，制定科学合

理的草原载畜量、畜群结构和放牧制度，以草定畜，

划区轮牧和草场承包；

"!$ 在政策和指导思想上将畜牧业纳入保护与

发展的综合考虑中，完善草原法体系、加强管理、创

新草业发展制度等天然草地可持续利用对策；

"%$ 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需要，在科学研究基础

上适当规划出专用放牧地或放牧林，在退耕还林中

适当安排木本饲料林或将饲、薪兼用灌木引入生态

恢复；

"&$ 强化当地社区在保护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中

的参与性，在当地传统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制订科学

管理牲畜和牧地的规划、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

这些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无疑有助于退化草

地的恢复和建设。但是，谁来投资，谁来经营和管理

草地却是一个未决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言，利用、损

坏、管理草地的都是当地居民。如果当地居民行动起

来，草地复壮就很容易，否则，对策建议只能是纸上

谈兵。

% 轮牧传统知识对草地持续性的贡献

史学研究表明0 滇西北地区藏族的祖先是甘青

地区南下羌人的一支0 在 *,-/,.& 年间0 这部分羌人

部落被吐蕃同化0 共同构成当今滇西北的藏族(#1)。在

与自然环境唇齿相依、相濡共沫的千百年里，他们总

结出一套非常实用的传统知识技术体系，维持着人

类生计和资源环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根据

滇西北的特定环境改造游牧生活，形成定居亚高山

盆地而巡回于高山、亚高山之间的轮牧活动。

滇西北藏族的畜牧业，属于典型的轮牧作业。滇

西北藏族的居住地海拔多在 % !11 2 左右，平缓背

风的谷地或山间盆地，年均温 #13。村民在方圆数十

公里的草地和森林里进行轮牧活动。每个村寨都有 %
种牧场。每年正月十五"公历 ! 月中旬，海拔高的村

寨则是 % 月中旬$ 以后，人们把牦牛送到半坡森林

图 # 香格里拉县吉沙村轮牧生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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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一个月以后，再把犏牛、黄牛和猪送到海拔

! !""#! $"" % 半坡森林牧场，& 月下旬，牧群到达

! $"" % 以上高山牧场，放牧近 ’ 个月，$ 月下旬

牧群离开高山牧场，(( 月下旬回到村寨牧场 )海拔

! (""#! ’""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进行着轮

牧作业。从 ! 月到 (( 月，人们每天挤牛奶，就地

加工，制作酥油和奶酪，用残余的酸水喂猪。为了

提高乳汁质量，每天要给每头奶牛喂约 &"" + 青稞

籽，在寒冷的 (#, 月，还要喂肉类食物。

在不同的村寨，牧场的使用和管理不尽相同。

小中甸乡的洁沙村，进入秋季，人们放火焚烧海拔

! $"" % 以上高山牧场，以增加土壤可利用养分和

控制高山矮生杜鹃)!"#$#%&$’#& (’#)%#*$%+*的蔓延；

格咱乡翁水村，海拔 ! (-" %，村寨东侧的山地为夏

季禁牧区，秋季牧群回到村寨后，圈养犏牛、黄牛

和猪，而牦 牛 则 放 养 在 东 侧 山 地 上 ； 在 大 宝 寺 一

带，海拔 ! !"" %，高山牧场在 ," .% 以外，每年

的 !#$ 月，在住屋和耕地附近留下一定面积的草地

为禁牧区养草，$ 月割草，近年还圈地种植黑麦草

),#-*./ (%’%&&%*。
这种轮牧，看似简单，实质却是藏民维持而对

自然环境节律的巧妙利用。首先，轮牧是对气候、

植物生长变化的尾随适应。在滇西北高山亚高山地

区，气候的季节变化控制着植物的节律变化，这种

变化随海拔高度增加而滞后或超前。每年 ! 月，海

拔 ! """ % 的地方植物已经复苏，海拔 ’ """ % 却

还是白雪皑皑，而进入 (" 月，高海拔地区开始冰

冻，村寨附近还相对温暖。藏族的轮牧活动恰好是

尾随着植物复苏递进过程进行的，牧群在不同的牧

场都可以获得营养最丰富的食物。

其次，轮牧使围栏农业成为可能。藏族住屋是

单家独户的庭院，包括一幢二层楼房和一个院子。

庭院外是用树篱、木桩、竹物或铁丝网围住的耕地

和夏季禁牧草地。围篱外侧是草甸或沼泽湿地，用

于放牧，逐渐过渡进入山地森林。这种用围栏将住

屋和耕地围起来的农业方式，几乎为滇西北藏民所

独有。在 ’#(" 月，牧群离开村寨期间，村民集中

精力种植粮食和养草，为牲畜储备渡过严冬的精饲

料。当牧群回到村寨后，敞开围栏，让牲畜在耕地

和禁牧草地里自由啃食。在牧群离开高山牧场时放

火焚烧将近枯萎的草场，既清除枯枝败叶又促进营

养物质转换，有助于牧场恢复生长。当牧群回到村

寨后，敞开围栏，让牲畜在耕地和禁牧草地里自由

啃食。诚然，如果没有轮牧活动，种植粮食要付出

多大的物力人力来隔离牲畜。

客 观 上 ， 轮 牧 传 统 促 进 了 草 地 生 产 和 物 种 储

存。定点研究表明，在藏族村寨附近，夏季禁牧草

地和放牧草地的植物种数是 ,’ 种和 (, 种，地上生

物量是 ,,/0" + 1 %, 和 (""0, + 1 %, 2("3。如果没有轮牧

体系维持夏季禁牧草地，草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地

上生物量都将减少。

’ 轮牧传统知识衰退加速草地退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滇西北藏族的生产生活有

了巨大的变化，物质生活改善明显，对外交流日益

频繁。但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恶化，传统知识衰

退，却是个有目共睹的现实。," 世纪 &"#-" 年代，

随着国家木材需求的增长，滇西北藏区出现了大规

模的木材采伐活动，运走了木材引入了以汉文化为

主的外来文化。到了 /" 年代末期，资源枯竭和环

境恶化日益明显，$" 年代以来实行天然森林保护工

程和旅游振兴经济等发展政策4人们不能随意采伐森

林，到高山放牧也受到限制。在香格里拉建塘镇附

近的村寨，由于旅游服务等可以获得更多的现金收

入，人们已不愿再到高山放牧。

但是，牲畜是藏族的重要财产和生产资料，增

加牲畜数量是共同的追求，越来越多的牲畜就集中

到亚高山草地，强度放牧压力下草场严重退化是顺

理成章的。

$" 年代中期开始4 职能部门推广外来牧草种植4
但收效甚微。主要是两个原因，藏民没有种草的习

惯，同时种草引入更多适口性低的杂草。例如，在

达拉村的研究发现，种草草地的植物种数 ’$ 种 )适
口性低的菊科植物占大部分*，相当于夏季禁牧草地

的 ,0"’ 倍，而地上生物量是 (5$0, + 1 %,，相当于夏

季禁牧草地 "0-’ 倍2("3，这一增一减，使藏民不乐意

种草。

所以，面对草地退化，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或

从行政手段上去找原因找对策，要从人文角度去充

分挖掘和尊重民族传统知识。当地藏民在管理、使

用草地，依据他们的传统习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发挥其正面作用，能有效地促进草地复壮，提高草

地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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