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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阐释中国丰富的植物

种质资源，主要如下：中国植物种质资源极其丰富，已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农作物及其近缘种（其中８２％为本土资源）、

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其中９８％为我国的野生资源）。在我国保存 的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中，饲 料 植 物 资 源、药 用 植 物 资 源、

水土保持和生态防护植物资源等重要的种质资源，许多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固有成分。因此，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植

物种质资源进行主动干预、修复草原生态系统 是 值 得 大 力 推 行 的 积 极 手 段。提 出 了 利 用 本 土 种 质 资 源 修 复 退 化 草

原生态系统的对策，包括开展科学研究、注重多样性、慎用外来物种、体现生物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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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天

然草地的总面积达３９２７６万ｈｍ２，约占国土总面积

的４０．９％，占世界草地总 面 积 的１２．３％，仅 次 于 澳

大利亚，居全世界第二位［１～２］。在省级行政区中，草

原面积超过１５００万ｈｍ２ 的 有 西 藏、内 蒙 古、新 疆、

青海、四川、甘 肃、云 南 等 省 区，集 中 分 布 于 我 国 西

部［３］。然而，我国草原总体上呈退化趋势，大多数草

原生态系统退化严重［４］，出现土地沙化、盐碱化，草

原群落结构 低 矮 化、单 一 化，草 原 物 种 组 成 发 生 变

化，极大地改变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

影响畜牧业生产和草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更为

严重的是，许多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过大，已经超

出了其自然恢复的能力范围［５］，即使采取禁牧等措

施也难以恢复。这时必须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包

括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促进草原生态

系统的恢复和良性循环。本文从中国植物种质资源

的视角，探讨其在修复我国草原退化生态系统中的

作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大的实践意义。

１　调查区域和研究方法

调查区域涉及我国主要草原分布区，包括内蒙

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
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其中，对内蒙古中部和北

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南部和云南西北部进行了较

深入的调查。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

我国植物种质资源的状况进行了初步探查，包括草

原生态系 统 中 的 植 物 种 质 资 源。在 文 献 研 究 过 程

中，对两个主要种质资源信息系统进行了查询和分

析，包 括 中 国 作 物 种 质 信 息 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ｇｒｉｓ．ｎｅｔ／）和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信息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ｏｂａｎｋ．ｏｒｇ／）。在 实 地 考

察过程中，注重采集标本、访问牧民和宗教人士、观

察草原生态系统物种动态等。在社区访谈过程中，
主要采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方法，如半结

构式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参与式调查等［６］。

２　中国植物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也称遗传资源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是 指 选 育、培 育 新 品 种 的 基 础

材料，包括各种生物的栽培种（养殖种）、野生种的繁

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各种生物

的遗传材料。顾名思义，植物种质资源是可以用于

繁育的各类植物材料，包括活体植物、种子或孢子、
离体材料及其培养物（如根茎、接穗、花粉、珠芽、试

管苗等）和ＤＮＡ材 料。植 物 种 质 资 源 采 用 就 地 保

护和迁地保护两种主要形式进行。对于大多数野生

植物种质资源而言，以自然保护区的就地保护方式

保存种质资源是最主要、最有效和最安全的。对于

农作物而言，不同品种种植在其原来的传统农业生

态系统中也是一种就地保护方式。由于受到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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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严重干扰，很多种质资源难以在其原生境得以

保存，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迁地保护和保

存。

中国植物种质资源极其丰富，仅就高等植物（含
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四大类）种类而言，

就达到３４０００余种［７］，约占世界高等植物总数２８．５
万种的１２％，高等植物数量仅次于世界上植物最丰

富的巴西和哥伦比亚，居第三位。其中，苔藓植物约

２５００种［８］，占世界总种数的１０％，隶属１０６科，占世

界科数的７０％；蕨 类 植 物５２科２６００余 种［９］，分 别

占世界科数的８０％和种数的２２％；裸子植物全世界

共１５科７９属 约８５０种，中 国 就 有１０科３４属２３６
种，是世界上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国家；被子植物２５７
科３０８３属２８９９３种，分 别 占 世 界 科、属、种 数 的

６３％、２５％和１３％，是 世 界 上 被 子 植 物 种 类 最 丰 富

的３个国家 之 一［１０］。各 类 植 物 都 保 存 有 在 北 半 球

其他地区早已灭绝的古孑遗种和古残遗种，特有属

约２７５属，特有种近１７３００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

的５７％以上。

中国是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栽培的主

要作物有６００余种（不含林木、药用植物），包括粮食

作物４０种，经济作物７０种，果树作物８０种，蔬菜作

物２８０种，牧草和绿肥作物１００种，花卉１３０种［１１］。

中国已建立了包括１座长期库、１座长期库的复份

库、１０座中期库和４３个种质圃相配套的 国 家 农 业

植物种质资源异位保存体系，长期保存种质资源４１
万余份。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已长期保存各类农业

植物种质资源４１２０３８份。同时，对库圃保存资源通

过不间断的随机抽样监测和繁殖更新，确保安全保

存［１１］。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是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作物种质资源保藏机构，于１９７８
年开始筹建，１９８４年建成。已收集保存了３５科１９２
属７１２种３９万份农作物及其近缘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其中８２％为 中 国 本 土 资 源，引 进 资 源４００余 种

约４６８００份，并完成了包括１６００ＭＢ的数值和图像

信息的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对３７００００余

份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农艺性状观察和记载，编写了

６７种（类）作物种质资源目录共９０余册，入目录种

质资源总数３８００００余份。同时，对入库（圃）种质资

源的６２％做了抗病虫性鉴定，５７％做了主要品质鉴

定，４３％做了寒、旱、盐、湿等抗逆性鉴定，３％做了其

他性状鉴定。通过鉴定，初步筛选出优良种质资源

２６０００余份，从中评价、创新出优异种质１４７５个［１１］。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隶属于中国科学

院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始 建 于１９９９年，基 建 工 程 于

２００３年 开 始 动 工，２００９年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正 式 运

行［７，１２］，收集保存了１２６８８种１０２７４０份野生植物种

质资源，其中９８％为我国分布的野生资源。中国西

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种质

资源保藏设施，是涵盖植物、动物、微生物的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保藏的完整体系。其保存对象以植物为

主，兼顾动物和微生物。主要保存植物的种子，此外

还保存植物离体种质、动物种质、菌种资源、ＤＮＡ等

遗传物质材料，并辅以种质资源圃、凭证标本和种质

资源信息，是我国保藏资源形式最为多样、材料最为

全面和齐全的野生生物保藏体系，在国际上也是绝

无仅有的。截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共保存１００９６种７６８６４份野 生 植 物 种 子，

８４４种９１２３份离体材料，１３１１种１２１５５份ＤＮＡ材

料，活体植株４３７种４５９８份（丛）。另外，还保存了

大型真菌３１９种３３０份，微 生 物 种 质８１５种８２３５
株，动物种质３５４种１３８０５份。

中国草原生态系统中的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可

作为饲料的植物有２４６科１５４５属６７０４种，其中被

子植 物 的 饲 用 植 物 种 类 最 多，达１７７科１３９１属

６２６２种，其中又 以 豆 科 和 禾 本 科 的 种 类 最 丰 富、优

良种类最多、利用价值最高［１３］。我国草原的豆科植

物种类 达１２３１种，优 等 和 良 等 牧 草 各 有９０种 和

２３４种；在１１２７种禾本科植物中优等和良等牧草各

有１５７种和４０４种。截止到２０１１年底，设立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的国家牧草种质中期库共保

存牧草种质资源３４科２４０属７１５种１３４２１份，其中

禾本科牧草７７属３４４种、豆科牧草５９属１８３种，占
保存材料６９．８％以 上；还 收 集 保 存 了５９个 国 家 的

１９６４份资源。另外，中国已经建立起内蒙古锡林郭

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黑龙江月牙湖草地类自

然保护区、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
疆天山中部巩乃斯山地草甸类草地自然保护区、四

川螺髻山亚高山草甸自然保护区等１３个自然保护

区［１４］，保护了一批珍稀濒危的饲用植物物种、种群，

总面积达２．０１万ｈｍ２ 以 上，约 占 中 国 草 地 总 面 积

的０．１５％［２］。

全国药用植物有３８５科２３１２属１１１１８种，涉及

藻类、菌类、地衣类、苔藓类、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

物等 类 型，其 中 种 子 植 物 达２２３科１９４属１０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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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１５］。最近实施 的 第４次 全 国 药 用 植 物 资 源 普 查

发现了一批 药 用 植 物 新 资 源，包 括 民 族 药、民 间 药

等。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中，有４０００种被认为是重

要的药用植物。许多药用植物是我国草原生态系统

中的固有成分，如黄芪、甘草、肉苁蓉、冬虫夏草、贝

母、黄芩 等。国 家 药 用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由 财 政 部

２００６年专项经 费 在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药 用 植 物 研 究

所内建设，２００７年完成并投入使用。目前保存的种

质达４０００种３００００份，包括一批珍贵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如甘草、千金藤、银柴胡、羌活、重楼、鸡血藤、

厚朴、杜仲、黄柏、黄芪等，保存的种质覆盖了我国药

用植物 的 东 北、华 北、华 东、西 南、华 南、内 蒙 古、西

北、青藏高原８个分布区，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最多的国家级种质库［１５］。

另外，我国的植物种质资源中还有大量适宜用

于草原生态系统恢复的植物种类，如水土保持和生

态防护植物，该类资源估计超过７０００种。

有研究表明，物种丰富度与地上生物量成正相

关［１６］，在我国如青藏高原地区这种相关性也非常显

著［１７～１８］，因此多样化的植物种质资源在我国草原生

态系统修复中能发挥积极作用具有理论依据。

３　植物种质资源与草原生态系统修复

草原生态系统修复成功的标志，可参考生态系

统健康 的 评 价 指 标，即 活 力（Ｖｉｇｏｒ）、组 织 力（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恢 复 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统 称 为 ＶＯＲ指

标。各项指标均体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植物物种

及其生物量方面，也就是说，草原植物的情况直接影

响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植物种质资源可以

在草原生态系统修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性能的角度来看，理想的草原生态系统

具有：良好的生产力、饲草生物量大、优质牧草所占

比重大等特点。所以，优良的植物种质资源是草原

生态系统修复的重要保障。根据调查，草原生态系

统的退化与草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减少存在极其紧密

的关系；而一个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必定其植物种

质资源优良、物种多样性丰富、生产力稳定、优质草

种所占比重十分显著。以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为例，这里的草原生

态系统退化严重［１９］，但出现沙化的情况还不多。最

突出的表现是草原生产力严重下降，适口性差或有

害物种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度增加，鼠害猖獗，退化草

原生态系统中的主要植物种类包括乌头属（Ａｃｏｎｉ－

ｔｕｍ）、翠 雀 属（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马 先 蒿 属（Ｐｅｄｉｃｕ－
ｌａｒｉｓ）、橐吾属（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棘豆属（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黄

芪属（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大 戟 属（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山 莨 菪 属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和 瑞 香 狼 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ａ）
等，与 西 藏 牧 区 的 有 害 毒 草 类 型 有 很 大 的 相 似

性［２０～２１］。对这样的草原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使用优

质的植物种质资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地牧

民也渴望进行尝试。禾本科、豆科、莎草科等主要牧

草中的披碱草属（Ｅｌｙｍｕｓ）、苜蓿属（Ｍｅｄｉｃａｇｏ）、针

茅属（Ｓｔｉｐａ）、虉 草 属（Ｐｈａｌａｒｉｓ）、蒿 草 属（Ｋｏｂｒｅ－
ｓｉａ）、草木樨属（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苔草属（Ｃａｒｅｘ）、羊茅属

（Ｆｅｓｔｕｃａ）等，是 当 地 牧 民 普 遍 认 可 的 优 良 草 种，可

作为今后草 原 生 态 系 统 修 复 和 发 展 的 优 良 种 质 资

源。

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牧民对草原生态系统中的

其他资源植物也比较重视，如食用植物、蜜源植物，

尤其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药用植物。对于冬虫夏

草 （Ｏｐｈｉｏ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贝 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ｐｒａｅｗａｌｓｋｉｉ）、川 西 獐 牙 菜（Ｓｗｅｒｔｉａ　ｍｕｓｓｏｔｉｉ）、湿

生扁 蕾（Ｇｅｎｔｉｎｏｐｓｉｓ　ｐａｌｕｄｏｓａ）、二 型 腺 鳞 草（Ａｎ－
ｇａｌｌｉｄｉｕｍ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ｍ）等名贵药材，当地牧民已经

发展了一定的采集和保护技术或者形成了某些传统

管理方式，值得尊重和研究。

在青海的 藏 族 地 区，有 许 多 的 神 山、圣 水 等 圣

境，这些地区保留和保存了大量的植物种质资源，有
些是优良的牧草和药材，有些是具有宗教、文化功能

的植物资 源，如 用 于 煨 桑、供 奉 的 植 物［柏 属（Ｃｕ－
ｐｒｅｓｓｕｓ）植 物、西 藏 沙 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ｔｉｂｅｔａｎａ）等］。这些植物种质资源具有耐瘠

薄、耐严寒、抗虫害和鼠害等特性，是良好的防治水

土流失、具有生态防护功能的优异种质资源［２２］。

因此，利用本土植物种质资源进行退化草原生

态系统的修复，既有多样化的物质基础，也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

４　对策与建议

我们所调查的区域包括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内
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西部和云南西

北部等地的草原生态系统，大多数处于退化状态，部
分草原已经极度退化。极度退化的草原生态系统在

自然修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措施进

行人工修复或促进，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利用

本土植物种质资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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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主要对策和建议如下：

４．１　开展科学研究。在广泛收集、保存和评价我国

本土草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常规手段和

分子改良等方式，选择和培育有利于草原生态系统

恢复的、抗逆性强的优异植物种质资源。对于耐严

寒、耐干旱、耐盐碱、抗虫害、抗鼠害的特异种质资源

要倍加重视，采用遗传改良等方式繁育新种质，并在

相应的区域推广应用。

４．２　发挥种质资源多功能的作用。考虑到草原生

态系统与草原旅游、草原文化、草原经济、传统文化

和宗教信仰的紧密关系，用于修复草原生态系统的

种质资源既要有优良牧草，也要注重药用植物、食用

植物、蜜源植物、生态防护植物、文化植物和观赏植

物等。

４．３　科学评估草原引种工作。我国草原地区尝试

从国外引进新的草种，总的来说有利于畜牧业发展。
但是，如果缺少必要的生态影响评价，可能会对我国

草原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因此，必须慎重

引进外来牧草，尤其要避免或减少有害生物进入我

国草原生态系统。

４．４　重建草原生态系统多样性。我国草原类型多

样，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存在不同的类型，在不同的

生态系统类 型 中，需 要 应 用 不 同 的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而在相同的生态系统中，也要考虑多物种的配置，少
用或不用单一资源，重现草原物种多样性，促进草原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４．５　倡导草原生物文化多样性。重视当地牧民、村
民和宗教人士等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传统知识、观

念和管理技术，尊重当地传统生态学知识，体现生物

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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