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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综述

内蒙古草原生态功能和生态修复的再认识

——第三届(2014)中国草业大会论坛

发言整理材料⋯⋯⋯⋯⋯⋯⋯⋯⋯⋯(1)

加快我国北方优质草种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赵景峰，哈斯巴特尔，梁东亮，张昕(3)

口日团囝

草原畜牧业地区农牧民接受教育培训

影响因素分析

⋯⋯⋯⋯⋯⋯⋯⋯王亚梅，袁满川，朱玉东(7)

东乌珠穆沁旗野生资源植物调查研究

⋯⋯⋯⋯⋯⋯⋯⋯⋯⋯萨仁高娃，曹 芙(12)

阿拉善荒漠梭梭资源状况与恢复利用

⋯⋯格日勒，梅花，吉如和，骆作文，额日德尼，布和(18)

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布氏田鼠鼠害发生特点

⋯⋯⋯⋯⋯伟军，朝克图，胡高娃，王伟共，包贺喜吐(21)

试验研究

冷蒿花粉传播规律的研究

⋯⋯⋯⋯⋯蔡萍，宛涛，韩晓亮，葛云辉，徐振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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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花针茅荒漠草原物种数空间变化特点

及其与取样方法的关系

⋯⋯⋯贾利娟，桑雪颖，李慧娟，吕世杰，苏金梅，鸟兰，羽红梅(30)

18种禾草抗旱性比较研究

⋯⋯⋯⋯王晓龙，王召明，王君芳，陈翔(34)

放牧强度对克氏针茅草原地下生物量

及其垂直分布的影响

⋯⋯⋯⋯⋯⋯⋯⋯⋯⋯⋯巴 音，鸟日恒(38)

乌拉特前旗典型草原牧草最适

刈割期筛选研究

⋯⋯⋯李伟军，曾洁，都耀，鸟日更，阿拉吞那日，李金(42)

呼伦贝尔杂花苜蓿品种选育报告

⋯⋯⋯郭明英，尤金成，朝克围，义如格勒图，王丽娟，贾淑杰(45)

在蒙古国气候条件下4种玉米种植

⋯⋯⋯⋯⋯金国，春花，额仁钦道尔吉，苏德斯琴(50)

野生雀瓢驯化栽培试验研究初探

⋯⋯⋯⋯⋯⋯⋯⋯马玉兰，朝鲁孟其其格(53)

牧科草木樨1号选育及其利用评价

⋯⋯⋯贾碉，白春剥，赵和平，高洪文，丁海君，王{}，张雨军，戈力兵(56)

信息传递

忆李博院士⋯⋯⋯⋯⋯⋯⋯⋯⋯⋯⋯杨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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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原与

草原与草业编委会部分成员

《草原与草业》始于1 979年，

原名《内蒙古畜牧兽医一草原专

刊》，由许令妊教授担任第一任主

编。1 983年更名为《内蒙古草原》，

由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学会和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学院草原系共同主办，

1 987年更名为《内蒙古草业》，由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学会和内蒙古自

治区草原勘察设计院共同主办，在

全国正式出版，季刊发行。201 3年2

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

、勾《草原与草业》，由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工作站共同主办，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主管，自201 3年第2期起，正式启用现刊名。

《草原与草业》自始以来，以“保护草原生态，传播草业科学，引导草业发展”为办

刚宗旨，秉承严谨科学、公开择优录稿的原则，在学科内已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

均期刊。

《草原与草业》设有草原生态保护、草原资源与利用、牧草研究、草种科技、草地农

业、草地畜牧业、草坪园艺、政策法规、国外草学、信息传递、学科人物推介、草学轶事等

兰目。主要刊载国内外草原与草业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技术开发、成

果示范推广等方面的论文、综述、专论和学科前沿动态等内容。

征稿范围：本刊主要刊载国内外草原与草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创新性理论

开究、技术开发、成果示范推广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综述、专论和学科前沿动态、学科重

k信息、草学人物和事件忆录等。欢迎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各级农牧业技术推广单

立、草业公司等学者、专家、管理人员积极投稿。具有明显创新科研成果的文稿以及草

此科学的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类文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

蒙科技重大专项和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及其他公益性行业专项科研课题等研究成果

向文稿优先录用o

—啊翟矽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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