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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
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

我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国

面积辽阔的草地在发挥生态屏障

作用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具有巨

大的潜力．针对我国草原牧区转

型升级发展的需求，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提出“草牧业”理念，

这一新思路被写入2015年中央一

号文件．为将“草牧业”理念实施

落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已

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达成合作，

共建“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封面

图片的上半部分是试验区的产业

布局概念图，主要包括精细人工

草业、现代化肉奶业、特色生物

产业和草原文化旅游产业等；图

片的下半部分为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规划建设的草牧业科技主题公

园．详见方精云等人文(p155)．

讲学屯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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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XUE TONGBAO) (旬刊)

专辑：生态草牧业理论范式与技术体系

137 我国草原牧区呼唤新的草业发展模式

方精云

139 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分析

沈海花，朱言坤，赵霞，耿晓庆，高树琴，方精云

通过综述有关中国草地资源的研究进展，综合分析了我国草地资

源的面积、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和生产力及其变化，探讨了草地

载畜量、承载状况以及自然和人为因素对草地资源的影响．

155 我国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与实践

方精云，白永飞，李凌浩，蒋高明，黄建辉，黄振英，张文浩，
高树琴

分析了我国草业现状和草原牧区发展存在的瓶颈问题，提出“草牧

业”理念，并阐释了其内涵和科学基础．在“草牧业”理念指导下，提

出建设生态草牧业试验区以及布局“四业一体”的总体规划．

165 中国草原的困境及其转型

张新时，唐海萍，董孝斌，李波，黄永梅，龚吉蕊

基于营养级金字塔研究草地畜牧业5个发展阶段特征，从环境、生

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三方面剖析中国草原的不可持续性，提出中国

草地生产方式应转向现代化草基农业和“返璞归真”的天然草地相

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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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国草业科学的发展轨迹与展望

任继周，胥刚，李向林，林慧龙，唐增

简要阐述中国草业科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社会背景，草业科学的框

架结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指出其发展趋势和光明前景．

193 人工草地建设原理与生产范式

李凌浩，路鹏，顾雪莹，毛小涛，高树琴，张英俊

分析了我国人工草地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探讨高效可持续人工草地建设

原理、关键技术与发展范式，建立“精细草业”概念与理论体系，研发出高度

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调控技术，对草地生态系统进行适应性管理．

201 草地生产与生态功能合理配置的理论基础与关键技术

白永飞，潘庆民，邢旗

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合理配置是我国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

总结了草地生态系统生产与生态功能合理配置的基础理论，提出了生态草

业建设的核心技术体系，对我国生态草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213 现代草产品加工原理与技术发展

黄建辉，薛建国，郑延海，玉柱，李昂

草产品加工是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重要中间环节．通过草产品加工可以

提高饲草的质量和利用率，调节饲草生产的季节差异、年度丰欠差异，从而

达到均衡供应优质饲草饲料，在现代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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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生态草业的特色产业体系与设计：以正蓝旗为例

▲任继周等p178 蒋高明，吴光磊，程达，郑延海，刘关珍，李彩虹

介绍了草原管理中的生态系统设计理念、特色生态草业及其构成：生态草

业的经济与生态效益．并以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正蓝旗为例进行了生态草

业产业设计，为国家大范围草地生态恢复、合理保护与利用提供可借鉴的

样板．

▲南志标等p239

231 标准化牧场建设的原理与实践

周青平，陈仕勇，郭正刚

概述了我国牧区标准化牧场的发展历程、建设必要性及理论基础、建设标

准及相关效益等，并以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发展为例，提出了青藏高原标准

化示范牧场的战略定位、发展思路及建设标准．

239 我国北方草地6种乡土植物抗逆机理与应用

南志标，王锁民，王彦荣，傅华，李春杰，段廷玉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和乡土植物种质资源丰富的国家．本文概述了我

国6种乡土草的抗逆机制，旨在明确其逆境适应特性，为培育新品系或品种

奠定基础，以服务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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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中国北方牧草种子生产的限制因素和关键技术

毛培胜，侯龙鱼，王明亚

阐述地域性、认证制度、机械化、土地成本等因素在我国北方地区牧草种

子生产实践当中的限制作用，分析比较种子生产密度控制、水肥管理、授

粉和收获等关键技术要求，总结提出草种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领域．

261 苜蓿种质资源的分布、育种与利用

杨青川，康俊梅，张铁军，刘凤歧，龙瑞才，孙彦

苜蓿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豆科牧草之一．本文针对我国苜

蓿种质资源育种及利用现状，重点综述了国内苜蓿种质资源的分布、类

型、遗传育种及综合利用情况，以期为苜蓿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次

271 羊草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利用 ▲刘公社等p271

刘公社，李晓霞，齐冬梅，陈双燕，程丽琴

羊草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对羊草草原的保护、人工草地建设、退化草原改

良、发展草牧业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羊草的起源分布、种质资

源评价、新品种选育、繁殖及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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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rrent grassland resources in China

SHEN HaiHua，ZHU YanKun，ZHAO Xia，GENG XiaoQing，GAO ShuQin&FANG JingYun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way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stur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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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ing of eco-husbandry system：A case study in Zhenglan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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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andardized demonstration ranche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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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tolerance mechanisms of 6 native plant species growing in China’S northern grassland

and their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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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factor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forage seed production in the norther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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