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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探讨

摘　要：草地退化是长时间多方面原因形成的，生态修复治理是解决草地退化的正确方法。通过山西草地生态类型的分布、

特点，山西省天然草地等级评定的分析，可知山西草地退化程度以及治理的效果。通过对山西退化草地的原因分析，从退化

草地生态修复理论、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对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进行阐述、探讨。为山西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提供方

法，为山西缓解草地退化实现良性循环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政策性支持和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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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graded grassland in Shanxi province 

FENG Jianping
(Taitou Central Forest Farm of Luliangshan State-owned Forestry Bureau, Xiangning 042100)

Abstract:  Grassland degradation is formed by multiple factor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are the correct methods to solve grassland degradation.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ecosystem types in 
Shanxi,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grassland grades,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degree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Shanxi is moderate, with 
a small proportion of excellent grassland and severe degradation, and a large proportion of moderate degradation. This is related to the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range and soil, climate conditions, and main vegetation of the grassland in Shanxi, as well as human factors 
such as excessive grazing, rampant mining and excavation by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It is also related to policies such as the emphasis and investment on grassland in Shanxi.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for degraded grassland and safeguard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Shanxi,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graded grassland in Shanxi, 
and proposes policy support and phased goals for the benign circulation of grassland i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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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草地退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是渐进的，又是
阶段性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动物破坏或不利的自
然因素影响，引起植被及土壤衰退、生物量降低、
牧草品质下降、生态功能减弱、生态系统逆行演替
的过程。按其退化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生态修复是指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使其向好的方向演变，并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受破
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的过程。生态修复严格遵循
近自然修复、循环再生、和谐共处、整体优化、区
域分异等生态学原理。一般泛指改良或重建退化的
生态系统，使其重新有益于利用并恢复其生物学潜
力的过程。

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草地退化是指
经过 20~30 年的过度利用，引起草地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退化。我国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的执行期一
般为 3~5 年，要求项目区不能重叠，避免使生态修
复项目难以实现其恢复目标，使退化草地生态修复
陷入退化 - 治理 - 利用 - 再退化的恶性循环。针
对我国草原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
题，白永飞研究员基于长期理论研究，提出了生态
修复的三个关键阶段，即植被建植（先锋植物为主），
此阶段管理措施以禁牧为主。结构优化（原生群落
优势物种多度增加），此阶段可轻度利用。功能提
升（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显著提升），此阶段能
合理利用［1］。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是个长期的、
渐近的过程。黄土丘陵区草地的恢复过程、固碳速
率与潜力研究表明：从退耕地演替到百里香群落、
铁杆蒿群落、长芒群落、和大针茅群落［2］的时间
分别是 23、35、58、78 年。草地生态系统是人、
动物、植物、微生物及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体，任
何一方的破坏都可打破草地生态平衡体，人类要生
存、发展，不断掘取大自然资源，破坏草地生态环境，
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没有时间等变好。这就
要求我们不断探索一条长久保持生态平衡，不破坏
少破坏草地条件下的修复之路——生态修复治理。

近年来，山西省草地生态保护建设工作紧密结
合本地特点，坚持在草地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和
合理利用方面持续发力，治理效果显著。2020 年
7 月山西省林草局颁布了《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工作导则》，引导山西率先在全国草原生态
保护修复治理工作中构建了法律保障、科技支撑、
监测评价、修复标准、灾害防控五大体系［3］，坚
持以亚高山草甸、黄河流域退化草地为重点治理对
象，针对草地区域分布的生态特征［4］，探索出自
然恢复加人工治理。2021 年 12 月山西省林草局出
台《山西省“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为山
西省开展草原保护修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标志着山西
省草地治理真正进入了一个大生态建设的方阵［3］，
在山西草地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目前，
山西省主要采用近自然恢复加人工促进修复治理措
施，用围栏封育加人工施肥开浅沟补播草种修复方
法。此外，还可通过生物袋、淤地坝等生物措施加
工程措施相统筹的方法增加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和抗逆性，改善草地环境，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的健
康。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缓解草地退化问题，
实现草地的良性循环。

2　山西省退化草地现状

2.1　山西省草地生态类型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华北平原西侧，总面

积 15.66 万 km2。地形呈东北高西南低走向，内部
起伏不平，河谷纵横，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西省
草地主要分布在太行、吕梁山区和晋北、晋西北、
晋中盆地边缘地带［3］，临汾山地也有部分草地。
因地理位置、地貌特征、气候等自然因素的不同，
草地的垂直分布特点明显，草地类型也复杂多样［5］，
根据分布范围及特征、海拔、主要植被，按山西草
地生态类型的分布、特征［6］，全省草地分为 7 类。
2.2　山西草地等级分析

表 1  山西省天然草地“等”的评定 ［7］

Ⅰ Ⅱ Ⅲ IV V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18 825 0.4 2 107 479 46.3 1 315 878 28.9 854 852 18.8 254 966 5.6

h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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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山西退化草地现状
根据《山西草地生态类型的分布、特征》表［6］

可知 2000 年左右山西各类草地总面积为 376.4 万 hm2

（5 646 万亩）。山地草甸草地：载畜量最少，为
75 只羊／ hm2，鲜草产量最多，为 6.9 t ／ hm2，
约 555 万亩，占草地总面积 9.83％，分布于 2 km
以上，主要植被以优类、良类、低类牧草为主。温
性草原类草地：载畜量最多为 270 只羊／ hm2，鲜
草产量最少，为 3.1 t ／ hm2，约 44 万 hm2(660 万
亩 )，占草地总面积 11.69％，分布于 1.5 km 以下，
主要植被以良类、中类、低类牧草为主。由此可知
合理放牧的重要性，超牧、过牧可导致草地退化，
鲜草产量下降，牧草品质降低。从主要植被草地类
型分析牧草品质：温性灌草丛草地以优类、良类、
中类牧草为主，温性草丛草地以良类、中类牧草为
主，温性灌丛草地以良类牧草为主，温性森林林缘
草地以优类、良类牧草为主，低湿草甸草地以中
类、低类牧草为主。由此可见优类牧草只有畜载量
少、气侯条件适宜的草地才有，全省大部分草地鲜
草产量、品质都处于中上等。根据表 1［7］、表 2［7］

可知 1994 年山西天然草地面积为 6 828 万亩，分
五等 8 级，优质牧草、劣质牧草都很少，分别占全
省草地面积的 0.4％和 5.6％，中上等质量的牧草占
比全省草地面积很大。鲜草产量最多的 1 级、2 级
面积不足 390 万亩，占全省草地面积的 5.7％，最
少的 7 级 8 级面积约 256 万亩，占全省草地面积的
3.74％。由两组数据说明：山西草原由 1995 年到
2000 年 5 年时间从 6 828 万亩减到 5 646 万亩，鲜
草产量最少的草地占全省草地面积由 3.74％增加到
11.69％，鲜草产量最少的面积由 256 万亩增到 660
万亩，这说明山西草地退化程度严重，治理刻不容
缓。同时，也看到 5 年时间鲜草产量最多的草地面
积由不足 390 万亩增加到 555 万亩，说明山西省退
化草原治理有一定效果，但修复治理过程此消彼长，
是一个动态渐近慢长的阶段。据 2020 年底山西省草
地资源清查，全省的草地面积约为 4 657.66 万亩［8］，
说明山西草地被发展所蚕食，总体面积缩减，有
80% 的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其中，中
度退化面积 2 600 多万亩，重度退化面积达 800 多
万亩［9］，退化严重。处于退化 - 治理 - 利用 - 再

退化的恶性循环，必须破解这一难题。

2.4　山西草地退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草地退化主要是大自然有限的草原生态系统长

时间被无限索取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所控扰，导致草
地上大量的植被破坏和能量流失，如露天开采、过
度放牧、滥挖、滥垦、砍薪材、挖药材等人类活
动使草地植被发生逆行演替，严重退化。另外，
风蚀、水蚀、气候变暖、持续干旱少雨、环境污染、
火灾等自然因素亦使草地的土壤恶化逐渐造成草
地退化。

3　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

3.1　生态修复理论
生态修复一般是针对受到干扰或侵害的生态系

统，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规律，主要依靠生态系统的
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进行适当的人为引导，
以遏制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10］。在生态学原理
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物理修复、化学
修复或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
佳效果的修复技术。生态修复需要生态学、植物学、
微生物学、栽培学和环境工程等多学科的结合［11］。
目前我国生态修复的基本思路是，选择适宜的先锋
植物，构造种群和生态系统，实行土壤、植被与生
物同步分级修复［12］，逐步使生态系统修复到一定
的功能水平。当前山西草地修复治理的方式主要实
行自然恢复加人工修复措施，围栏封育加施肥补播
草种。全省各地统一按这种方式治理。各地因地应
制宜，按照多种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植被恢复、水
土保持、合理利用、动植物互作等，采用适合区域
特征的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的新方法，引领未来
生态修复治理的发展方向。

3.2　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方法
目前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以《山西省生态

功能区划》为基础，以《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工作导则》为依据，在全省 6 类 44 个生态功
能区，结合《山西草地生态类型的分布及特点》［6］，
逐类制订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方案，逐个生态功
能区细化具体生态修复治理措施。黄土高原退化草
地生态修复以逐步降低乔木树种比例，合理配置乔

表 2  山西天然草地“级”的评定 ［7］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7 级 8 级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面积 占本省

65 254 1.43 194 147 4.27 553 795 12.16 760 004 16.70 1 745 921 38.36 1 062 473 23.34 159 019 3.49 11 387 0.25

h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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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草种群结构；矿山、道路工程修复以矿山回填、
植被重建、生态廊道为主；退化、沙化草地早、中、
后期的修复，平地采用自然恢复加人工治理（包括
施肥、播种、切根、植皮等），缓坡地段采用生物
措施加人工补播，陡坡和风蚀侵蚀沟采用工程措施
加植被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切忌施肥，以免造成水
源污染。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生态修复治理技术措
施。

3.2.1　围栏封育措施
它是通过一定的人为干预，解除牲畜的啃食、

践踏等一切外界干扰，给退化草地生态系统得以休
养生息的机会，使草地生态系统在自身更新能力下
进行恢复，促进生态系统演替，增加系统稳定性的
一种简单有效的自然恢复措施。首先科学判定草原
类型和退化等级，科学规划禁牧、轮牧、休牧区域
与时间，把禁牧、休牧区纳入围栏建设范畴。因地
制宜合理使用围栏，该用则用，用则合理，要划定
最少使用面积、该撤则撤，精准施策，合理保护草地。

3.2.2　人工促进修复措施
在不破坏或少破坏原生植被的前提下，人工利

用机械划破草皮、切根、植皮；或浅犁、松土、施
肥、播种、浇灌、覆土、轻耙等措施在天然退化草
地上补播适生草种；或割除有毒有害植物，优化植
被群落结构，促进草地生产力。连续三年通过人工
治理与自然恢复的草地一样，可实现快速恢复。

3.2.3　建植人工草地
在草地退化严重区域由于草地产草量低，退化

面积大，范围广，远不能满足畜牧的需求，建植人
工草地是退化草地恢复或重建的强有力支撑。即
“1/10 递减治理模式”［13］。

3.2.4　微生态修复
指在一定结构的空间内，正常微生物群以其宿

主人类、动物、植物组织或细胞及其代谢产物为环
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能独立进行物质、能
量及其基因相互融合统一的生物系统的修复［14］。
牛羊粪发酵物、生物有机纤维菌肥等作为喷播基材，
伴随草种、土壤、水肥在砾石滩、护坡建设中经常
应用，也是改善沙土质地草原退化治理的一种办法。

3.2.5　培育优势草种
为壮大乡土优良草种遗传育种工作，山西省科

学选择乡土优势草种，规划播种适宜范围，合理布
局，形成乡土优良草种研发生产基地。全省范围成
立 12 个乡土优良草种场，研发出五大类 12 种“晋
草生态草种包”［4］，为全省退化草地种源提供保障。

3.2.6　植被重建技术

植被重建技术是在草地遭受严重破坏或在条件
不适宜经多次治理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运用的，采
取土壤改良，草种植被选优，重新播种，表土覆盖，
管理维护等措施。在干旱或半干旱区域，草地重度
退化地块治理，由于土壤水分条件限制，导致草种
成活率非常低，播种恢复效果不理想，需要植被重
建技术［11］。在碎石区域、风电等基建项目破坏区
域也需要植被重建技术。

3.2.7　综合修复
草地退化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

一的方法很难发挥其理想的效果。必须将围栏封育、
人工促进修复、建植人工草地、全局植被重建技术、
微生态修复、优良牧草种植基地建立、侵蚀沟治理、
生态袋、淤地坝等多种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起
来运用。

3.3　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效果
山西省一直着手抓退化草原的生态修复治理，

尤其近几年，2020 年利用中央财政林草植被恢复
资金 2 598 万元，保护修复 3.247 5 万亩的亚高山
草甸，使全省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3.3％。2022
年利用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涉及资金 5 164 万元，
草种繁育基地建设涉及资金 300 万元，草原有害生
物防治涉及资金 264 万元，完成退化草原生态保护
修复治理 32 万亩、种草改良 30 万亩、草种繁育基
地建设 0.53 万亩、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治 330 万
亩［4］。建成山西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修复治理工程
体系，实现从平面修复转为立体修复，从局部修复
转为整体修复，从单一修复转为系统修复［3］。

4　山西省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保障措施

《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的发布，为山西
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地域范围和法律保障。
在山西省草地重度退化的区域，减少甚至杜绝一切
人为生产或生活活动，防止人畜任意进入该区域，
保证封禁持续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集中连片，
实行禁牧。在禁牧区域周边适当位置拉网围栏、设
立明显碑牌、标志，牲畜实行圈养［15］。在草地轻
度退化的区域，划定范围，根据草地物侯期，实行
休牧措施。合理设置牲畜活动场地、水源地、饲喂
设施设备场地；合理设置四至界限，并在界限设置
围栏、标识牌，明确标注封禁时间、措施等。牲畜
实行半圈养，储备饲草料，为年度的休牧作好准备，
在休牧期过后，即时撤去围栏等。在草地中度退化
区域，结合禁牧、休牧办法，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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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该禁则禁，该休则休。在优良牧草区间轮流
放牧，即轮牧。也可利用农闲种植优良牧草，建植
人工草地、半人工草地，实行农牧交替。此外，还
可通过其它保障措施来保护草原的建设。

4.1　建立综合联动机制
各地以林长负责制，加强部门联动，建立以林

业局牵头的包括森林公安局、水务局、城乡规划局、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局、农业畜牧局等相
关部门参加的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
议商讨并协调解决退化草地生态修复管理中的实际
问题，共同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4.2　建立智能化的草地监测、监管体系 , 加强执法力度
加大科技投入，林草部门要加强对草地管理人

员和基层决策人员的相关业务培训，增强相关专业
人员对草地资源的监测能力和生态修复治理能力。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明确相关的奖惩措施。加大依
法治牧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抖音、微信、碑牌、
条幅、标语等宣传形式，加强法制宣传，提高村民
对草地的认知和保护，树立法律意识，依法保护建
设草原。综合管理联席会各成员单位通过审批许可、
监督执法等方式管理区域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和破坏
活动，重点要加强天然草原的保护和资源管理，严
禁开垦草原和违法采集野生植物等活动，加强退化
草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的监管。

4.3　实行生态补偿机制，发展新能源产业
利用中央、省级财政林草植被恢复资金，退化

草地修复治理资金实行生态补偿。光伏产业作为新
能源产业，可与养殖业有机结合，光伏组件可安装
于动物圈养建筑的屋顶，实现养殖园区的能源自供，
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光伏套件的大范围使用可
遮光挡风，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有效提升土壤肥力
与植被覆盖率，实现“板下种植 + 板下养殖”的模
式，提升牧民的经济效益。

4.4　实行合理放牧，杜绝超牧过牧
合理的放牧，包括确定合理的放牧率，以及在

时间和空间上对不同草地的合理利用等。确定放牧率
时，要充分考虑草地的生产力状况，使草地能够及时
得到恢复，草地的合理放牧率应为 75 只羊／ hm2。
防止过度放牧导致草地退化。

5　山西省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展望

通过建立“星 - 空 - 地”一体化草原智能感知
预警平台［16］，建立智能化的草地监测与优化管理系
统，为退化草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依据［17］。

通过建立完善的草原监管体系来保护草原建设，
打击破坏活动。经过全省发力，有望到 2025 年全
省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草原退化趋
势有效遏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3.5％以上，
到 2035 年全省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草原退化有效治理和修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5％以上，到本世纪中叶退化草原得到全面治理或
修复，草原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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