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８卷１２期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草　业　科　学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０９－２２１４
１２／２０１１

云南贡山草地资源现状与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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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２００９年对贡山县５个乡镇的天然草地类型与分布、牧草资源现状与分布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贡山县

共有草地面积１８１　７３４ｈｍ２，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２６．３５％；全县草地类型有５类、１１组、６０型；采 集 植 物４５科，

１９３种，禾本科和莎草科各有４０种和１２种，分别占植物总数的２０．７％和６．２％；其中可识 别 牧 草 类 植 物１５７种，

食口性好的优良等牧草（８７种）占牧草类植物总数的５５．４％，中等牧草（５３种）占牧草类植物总数的３３．８％，而 低

等和不良牧草（１７种）仅占１０．８％。贡山县草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草地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草地局部退化严重以

及侵略性害草危害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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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资源，可供发展草

地养畜、草产品生产和狩猎业，其自然和人文景观可

供游憩和科学考察，还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沙、

固沙、绿化美化环境等生态功能［１］。我国天 然 草 地

面积约４亿ｈｍ２，位居世界第２，主要分布在广大的

干旱、半干旱地区，是我国牧区、半牧区人们赖以生

存的基础［１－２］。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东部与贵州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隅紧倚西

藏自治区，西部与缅甸接壤，南与老挝、越南毗连，是
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拥有天然草

原１　５２７万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３９．９％，位居全国第

７，省内绝大多数的天然草地分布于滇西北地区［２－５］。

滇西北是云南省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中心，具有丰

富的草地资源与牲畜管理的传统知识。然而，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滇西北天然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政策如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的实施增加了该地区对畜

牧业的依赖，家畜的过度放牧也增加了天然草地的

退化等［３－５］。为了促进云南省滇西北 草 地 的 可 持 续

利用和生态保护，很有必要对滇西北草地资源现状、

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等进行调查研究。

本研究以云南省滇西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为例，调查了 贡 山 县 天 然 草 地 资 源 的 现 状、分 布 特

点、草地资源利用面临的问题等，并针对性地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措施等。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集中于云南省滇西北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贡山县地处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三江

并流”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和 新 区，介 于２７°３４′～２７°５２′
Ｎ，９９°２６′～９９°３６′Ｅ。东 连 云 南 省 迪 庆 州 德 庆、维

西二县，南接傈傈族自治州福贡县，西与缅甸联邦毗

邻，北依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怒江（萨尔温江）从北

到南穿越整个县城。全县地势呈现“三山夹两江”的
高山峡谷地貌，北 高 南 低，最 高 海 拔５　１２８ｍ，最 低

海拔１　１７０ｍ，海拔高差达３　９５８ｍ。全县立体气候

和小区域气候特征明显，年平均气温１６℃，无霜期

２８０ｄ。贡山县是全国贫困县之一，绝大多数的土地

为山地。境内居住着独龙族、怒族、傈傈族、藏族、白
族、汉族、纳西族等１５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９６％。其中，独龙族和怒族属于全国特少少数

民族。２００１年贡山县总土地面积为４　５０６ｋｍ２，耕

地面积为４　４３７．３ｈｍ２，林地面积为１７．７７万ｈｍ２，

天然草地面积为１４．４７万ｈｍ２［５］。贡山县大多以农

牧混合经营或半农半牧经营方式为主，农牧生产是

当地经 济 的 主 要 来 源，而 且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息 息 相

关［５－６］。在畜牧业方面，家畜 种 类 和 品 种 众 多，以 传

统品种为主，如独龙牛、独龙鸡、牦牛和高黎贡山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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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且，很多家畜的养殖依赖于天然草地的轮牧。

２　研究方法

２．１野外调查　２００９年７－１１月，对贡山县５个

乡镇所有天然草地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为了使

调查样地具有代表性，在样地选择时以海拔（高、中、

低）、生境类型、植被类型等相结合为标准，每个乡镇

选择样地１８个，共有９０个。在每一种样地里，随机

选择５个样块，每个样块面积３０ｍ×３０ｍ，共有４５０
个样块。在每个样块中，随机抽取４个样方（重复次

数），样方面积２ｍ×２ｍ，共有１　８００个样方。

草地样地和样方确定后，对草地资源相关的数

据参数和指标进行收集：１）按照植物标本的采集方

法，收集了草地上所有出现的植物标本和进行相应

的登记；２）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草地类型划分标准

和分类系统（类、组、型），结合贡山县的实际情况对

全县草地类型进行划分；３）根据饲用植物的饲用价

值（Ⅰ为优等、Ⅱ为良等、Ⅲ为中等、Ⅳ为低等、Ⅴ为

不良、Ｕ为 不 详）、各 种 等 级 饲 用 牧 草 所 占 比 重、在

１∶５万比例尺的土地利用图上标绘各类草地图斑面

积等方法，以 及 配 合 卫 星 图 片 和 ＧＰＳ定 位 仪 等 手

段［７－１０］测定和计 算 草 地 资 源 的 生 产 力、草 地 载 畜 能

力和草地面积等；４）在每个样方里，测定群落盖度、
植物种群多度、草层高度、牧草产量等，将收集到的

植物标本带回昆明，并请云南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有关专家进行鉴定。

２．２数据处理　野外调查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全部

输入，应用统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ｖｅｒ．１３．０）对数据进

行相应的定性和定量统计与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牧草资源　从不同生境和不同海拔草地中收

集到的植物标本来看，云南省贡山县具有非常丰富

的饲用植物资源。在调查中，收集到的草地植物资

源共有４５科，１９３种，其 中 可 识 别 营 养 价 值［１１－１２］的

牧草类植物１５７种（表１）。禾本科有４０种，占牧草

类植物总数 的２０．７％；菊 科（２０种）、豆 科（１６种）、
蔷薇科（１３种）、莎草科（１２种）和毛茛科（１２种），分

别占总数的１０．４％、８．３％、６．７％、６．２％和６．２％。
从牧草资源的饲用价值来看，大多数饲用植物适口

性较好，家畜采食量高。在１５７种可识别牧草资源

中有８７种适口性为优等（Ⅰ）和良等（Ⅱ）牧草，占所

有可识别牧草 资 源 的５５．４％，主 要 来 自 禾 本 科、豆

科、莎草科；中等（Ⅲ）牧草５３种，占所有可识别牧草

资源的３３．８％；低等（Ⅳ）和不良（Ⅴ）牧草１７种，仅

占所有可 识 别 牧 草 资 源 的１０．８％，主 要 来 自 毛 茛

科、荨麻科、天南星科和忍冬科。

３．２天然 草 地 类 型 与 特 点　本 次 调 查 发 现，云

南省贡山县天然草地面积为１８１　７３４ｈｍ２。按照中

国草地类型的划分标准和中国草地类型分类系统，
结合贡山县独特的地境、植被、气候及民族文化因素

等，将全县天然草地划分为５类（１１组和６０型），每

类草地在面积、载畜量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表２）。
山地灌 木 草 丛 类，大 面 积 分 别 于 独 龙 江 流 域 海 拔

２　７００ｍ以上和高黎 贡 山 山 脉 海 拔３　０００ｍ以 上 地

段，分布较 连 片。怒 江 流 域 江 边 一 带 海 拔１　３３９～
２　７００ｍ也有分布，呈现块状、舌状、线状零星分布。
草地灌木以旱冬瓜、珍珠花、锈叶杜鹃占优势，草丛

优势 种 为 白 茅、大 画 眉 草、芦 苇、裂 稃 草 和 凤 尾 蕨。
草丛一 般 高 度４２．０３～１２５．６８ｃｍ，盖 度５０．２１％～
８１．４３％。此类草地现开发利用少，多数还 未 利 用，
不能为家畜生产所服务，利用空间较大。

林间草地类，广泛分布于全县５个乡镇中山地

带，最高海拔为捧当乡３　７００ｍ高山草地，最低点为

海拔１　５５３ｍ的丙中洛乡江边一带。草地乔灌木优

势种为云南松、冷杉和刺叶栎，草层以裂稃草、金茅、
白茅、扬子毛茛和尼泊尔酸模占优势。一般草层高

度１５．９～８９．１ｃｍ，盖度３８．７５％～８１．５１％。
山地草丛类，主要分布于独龙江流域、捧当乡和丙

中洛乡的高山草地，平均海拔为２　３２９ｍ。白茅、金茅、
凤尾蕨、石芒草、乱草和长穗苔草为草丛优势种。草丛

一般高度２２．８～１１３．４ｃｍ，盖度５４．６３％～８４．８４％。

　　疏林草丛类，由乔木、灌木组成，林间分布草本、
半灌木及草本的草地。主要分布于独龙江流域、茨

开镇和捧当乡，海拔１　７４０～２　０１７ｍ，是自由放牧和

割草利用的好牧场。草地乔灌木以云南松、旱冬瓜、
珍珠花、地檀香、圆柏和箭竹为主，草丛优势种为白

茅、凤 尾 蕨、裂 稃 草 和 滇 西 早 熟 禾。一 般 草 丛 高 度

３１．５～９１．３ｃｍ，盖度４１．６７％～７８．９１％。

　　其他草地类，是指上述各类草地之外的所有可

供放牧利用的零星草地，如可供放牧或割草舍饲的

山间沟谷地、山地、田埂地、房前屋后、道路、农闲地

之间零星分布的小块小面积草地。这类草地分布面

较广，面积比较零星，以田地埂面积最多，面积极不

稳 定，随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而 随 时 变 动。草 层 优 势 种 为

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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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云南省贡山县天然草地牧草资源

科名 种名

禾本科　 箭 竹Ⅲ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雀 稗Ⅱ（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白 茅Ⅲ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鸭 茅Ⅰ（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稻Ⅰ（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川滇剪股颖Ⅱ（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大画眉草Ⅰ（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ｃｉ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鼠尾栗Ⅱ

（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黄 茅Ⅲ（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小 画 眉 草Ⅰ（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黑 穗 画 眉 草Ⅰ（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ｎｉｇｒａ）、马唐Ⅰ（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乱草Ⅰ（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毛马唐Ⅰ（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ｃｈｒｙｓｏｂｌｅｐｈａｒａ）、画眉草Ⅰ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刚莠竹Ⅳ（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四脉金茅Ⅱ（Ｅｕｌａｌｉａ　ｑｕａｄｒｉｎｅｒｖｉｓ）、黄背草Ⅲ（Ｔｈｅｍｅｄ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金茅Ⅱ（Ｅｕｌａｌ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滇 西 早 熟 禾Ⅰ（Ｐｏａ　ｗａｒｄｉａｎａ）、光 头 稗Ⅱ（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ｕｍ）、十 字 马 唐Ⅰ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ｃｒｕｃｉａｔａ）、五节芒Ⅲ（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斑茅Ⅳ（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裂稃草Ⅱ（Ｓｃｈｉｚａｃｈｙｒｉ－

ｕｍ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ｕｍ）、猫尾草Ⅳ（Ｐｈｌｅｕｍ　ｐｒｅｔｅｎｓｅ）、石芒草Ⅱ（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稗Ⅲ（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粟Ⅰ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芦苇Ⅲ（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狗尾草Ⅱ（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毛臂形草Ⅱ（Ｂｒａｃｈｉａｒ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金色狗尾草Ⅱ（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匍匐臂形草Ⅱ（Ｂｒａｃｈｉａｒｉａ　ｒｅｐｔａｎｓ）、狼尾草Ⅱ（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鹅观草Ⅱ（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ｋａｍｏｊｉ）、野 燕 麦Ⅰ（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竹 叶 草Ⅰ（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ｓ）、野 青 茅Ⅲ（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藏野青茅Ⅱ（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蔷薇科　 龙芽草Ⅲ（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川 滇 花 楸Ⅲ（Ｓｏｒｂｕｓ　ｖｉｌｍｏｒｉｎｉｉ）、长 果 花 楸Ⅲ（Ｓｏｒｂｕｓ　ｚａｈｌ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ｉ）、红 毛 花

楸Ⅲ（Ｓｏｒｂｕｓ　ｒｕｆｏｐｉｌｏｓａ）、红腺悬钩子Ⅲ（Ｒｕｂ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卵果蔷薇Ⅳ（Ｒｏｓａ　ｈｅｌｅｎａｅ）、马蹄黄Ⅱ（Ｓｐｅｎｃｅｒｉａ

ｒａｍａｌａｎａ）、草莓Ⅲ（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东 方 草 莓Ⅲ（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蛇 莓Ⅲ（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云 南

绣线梅Ⅳ（Ｎｅｉｌｌ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ｉｓｅｐａｌａ）、匍匐委陵菜Ⅲ（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ｒｅｐｔａｎｓ）、细尖栒子Ⅲ（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毛茛科　 花葶驴蹄草Ⅲ（Ｃａｌｔｈａ　ｓｃａｐｏｓａ）、驴 蹄 草Ⅲ（Ｃａｌｔｈａ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升 麻Ⅳ（Ｃｉｍｉｃｉｆｕｇａｆｏｅｔｉｄａ）、扬 子 毛 茛Ⅲ（Ｒａ－

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石 龙 芮Ⅳ（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ｃｅｌｅｒａｔｕｓ）、南 马 尾 黄 连Ⅲ（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小 喙 唐 松 草Ⅲ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短尾铁线莲Ⅳ（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ｔａ）、黄连Ⅳ（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大火草Ⅲ（Ａｎｅｍｏ－

ｎｅ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野棉花Ⅲ（Ａｎｅｍｏｎｅ　ｖｉｔｉｆｏｌｉａ）、秋牡丹Ⅳ（Ａｎｅｍｏｎｅ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豆科　　 波叶山蚂蝗Ⅱ（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ｓｉｎｕａｔｕｍ）、大叶山蚂蝗Ⅱ（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ｕｍ）、千斤拔Ⅱ（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ｎｓｉｓ）、细茎旋花 豆Ⅰ（Ｃｏｃｈ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赤 小 豆Ⅱ（Ｖｉｇｎａ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菜 豆Ⅰ（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海红豆Ｖ（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ｖｏｎｉｎａ）、含羞草叶黄檀Ⅲ（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甘 葛 藤Ⅰ（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马棘Ⅱ（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猪 屎 豆Ⅱ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扁 豆Ⅱ （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草 木 犀Ⅱ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多花杭子Ⅱ（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毛杭子梢Ⅱ（Ｃａｍｐｖ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ｈｉｒｔｅｌｌａ）、截 叶

铁扫帚Ⅳ（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菊科　　 菊状千里光Ⅲ（Ｓｅｎｅｃｉｏ　ｌａｅｔｕｓ）、千里光Ⅲ（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甘青蒿Ⅲ（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牡蒿Ⅱ（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艾蒿Ⅲ（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密毛紫菀Ⅲ（Ａｓｔｅｒ　ｖｅｓｔｉｔｕｓ）、绵头雪莲花Ｕ（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ｌａｎｉｃｅｐｓ）、辣子草Ⅱ（Ｇａｌｉ－

ｎｓｏｇａ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菊 芋Ⅰ（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菊 花Ⅲ（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苍 耳Ⅲ（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

ｃｕｍ）、清明草Ⅲ（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云木香Ⅳ（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ｃｏｓｔｕｓ）、鱼眼草Ⅲ（Ｄｉｃ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云南兔

耳草Ⅲ（Ｌａｇｏｔｉ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华泽兰Ｕ（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三叶鬼针草Ⅱ（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狼巴草Ⅱ（Ｂｉｄｅｎｓ　ｔｒｉ－

ｐａｒｔｉｔａ）、羽叶鬼针草Ⅱ（Ｂｉｄ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ｎａ）、野茼蒿Ｕ（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莎草科　 扁秆藨草Ⅲ（Ｓｃｉｒｐｕｓ　ｐｌａｎｉｃｕｌｍｉｓ）、浆 果 苔 草Ⅱ（Ｃａｒｅｘ　ｂａｃｃａｎｓ）、长 穗 苔 草Ⅱ（Ｃａｒｅｘ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云 雾 苔

草Ⅱ（Ｃａｒｅｘ　ｎｕｂｉｇｅｎａ）、肋 脉 苔 草Ⅱ（Ｃａｒｅｘ　ｐａｃｈｙｎｅｕｒａ）、水 蜈 蚣Ⅱ（Ｋｙｌｌ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红 鳞 扁 莎Ⅱ（Ｐｙ－

ｃｒｅｕｓ　ｓａｎｇｕｉｎｏｌｅｎｔｕｓ）、复 序 飘 拂 草Ⅲ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ｂｉ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碎 米 莎 草Ⅱ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云 南 莎 草Ⅲ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丛毛羊胡子草Ⅲ（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ｍ　ｃｏｍｏｓｕｍ）、无刚毛赤箭莎Ⅲ（Ｓｃｈｏｅｎｕｓ　ｎｕｄｉｆｒｕｃｔｕｓ）

车前草科 大车前Ⅰ（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ａｊｏｒ）、平车前Ⅰ（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车前Ⅰ（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唇形科　 岩生香薷Ⅱ（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夏枯草Ⅲ（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山菠菜Ⅲ（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紫苏Ⅲ（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广藿香Ⅱ（Ｐｏｇｏｓｔｅｍｏｎ　ｃａｂｌｉｎ）、风轮菜Ⅰ（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痢止蒿Ⅱ（Ａｊｕｇ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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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科名 种名

蓼科　　 草血竭Ⅱ（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ａｌｅａｃｅｕｍ）、水蓼Ⅱ（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尼泊尔酸模Ⅲ（Ｒｕｍｅｘ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圆穗

蓼Ⅰ（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荞麦Ⅰ（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细 柄 野 荞 麦Ⅰ（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苦荞麦Ⅰ（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龙胆科　 秦艽Ⅲ（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簇花龙胆Ⅱ（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云南蔓龙胆Ⅱ（Ｃｒａｗｆｕｒｄｉａ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
云南獐牙菜Ⅱ（Ｓｗｅｒｔ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獐牙菜Ｕ（Ｓｗｅｒｔｉａ　ｂ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虎耳草科 乐思绣球Ｕ（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柔 毛 绣 球Ｕ（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西 南 鬼 灯 檠Ｕ（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　ｓａｍｂｕｃｉｆｏ－
ｌｉａ）、鬼灯檠Ｕ（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　ａｅｓ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川续断科 川续断Ⅲ（Ｄｉｐｓａｃｕｓ　ａｓｐｅｒ）、续断Ⅱ（Ｄｉｐｓａｃ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双参Ⅲ（Ｔｒｉｐｌｏｓｔｅｇｉａ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ａ）

杜鹃花科 珍珠花Ｕ（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大 理 杜 鹃Ｕ（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ａｌｉｅｎｓｅ）、锈 叶 杜 鹃Ｕ（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ｄ－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地檀香Ｕ（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大戟科　 通奶草Ⅱ（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ｐｅｒｉｃｉｆｏｌｉａ）、泽漆Ⅲ（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

百合科　 多星韭Ｕ（Ａｌｌｉｕｍ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滇黄精Ｕ（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康定玉竹Ｕ（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ｒａｔｔｉｉ）、紫花鹿

药Ｕ（Ｓｍｉｌａｃｉｎ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伞形科　 杏叶防 风Ⅱ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ａｎａ）、独 活Ⅱ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白 亮 独 活Ⅱ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ｃａｎｄｉ－

ｃａｎｓ）、积雪草Ⅱ（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灯心草科 长苞灯心草Ⅱ（Ｊｕｎｃｕｓ　ｌｅｕｃｏｍｅｌａｓ）
马兜铃科 马蹄香Ⅱ（Ｓａｒｕ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
马鞭草科 马鞭草Ｕ（Ｖｅｒｂｅ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千屈菜科 水苋菜Ⅰ（Ａｍｍａｎｎｉ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忍冬科　 狭萼鬼吹箫Ｖ（Ｌｅｙｃｅｓ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ｖａｒ．ｓｔｅｎｏｓｅｐａｌａ）
马桑科　 马桑Ⅲ（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罂粟科　 珠芽地锦苗（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　ｆ．ｂｕｌｂｉｌｌｉｆｅｒａ）
报春花科 乳黄雪上报春Ⅲ（Ｐｒｉｍｕｌａ　ａｇｌｅｎｉａｎａ）
景天科　 长鞭红景天Ｕ（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桑寄生科 槲寄生Ｕ（Ｖｉｓｃｕｍ　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
鸭跖草科 大苞鸭跖草Ｕ（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ｐａｌｕｄｏｓａ）
漆树科　 盐肤木Ｕ（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玄参科　 鞭打绣球Ｕ（Ｈｅｍｉｐｈｒａｇ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桔梗科　 大萼党参Ⅱ（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ｌｙｘ）、党参Ｕ（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薯蓣科　 高山薯蓣Ⅱ（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木贼科　 木贼Ⅱ（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ｈｙｅｍａｌｅ）、节节草Ⅱ（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荨麻科　 糯米团Ⅲ（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ｈｉｒｔａ）、长叶苎麻Ⅳ（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ｐｅｎｄ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壳斗科　 刺叶栎Ｕ（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贡山栎Ｕ（Ｑｕｅｒｃｕｓ　ｋ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茜草科　 四叶葎Ⅱ（Ｇａｌｉ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西南拉拉藤Ⅱ（Ｇａｌ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石松科　 石松Ｕ（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ｌａｖａｔｕｍ）
松科　　 云南松Ｕ（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冷杉Ｕ（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雪松Ｕ（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柳叶菜科 长籽柳叶菜Ⅱ（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ｐｙｒｒｉｃｈｏｌｏｐｈｕｍ）
十字花科 紫花碎米荠Ｕ（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商陆科　 商陆Ｕ（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
天南星科 岩芋Ｕ（Ｒｅｍｕｓａｔｉａ　ｖｉｖｉｐａｒａ）、天南星Ⅳ（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柏科　　 圆柏Ｕ（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桦木科　 旱冬瓜Ⅳ（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凤尾蕨科 凤尾蕨Ｕ（Ｐｔｅｒｉｓ　ｃｒｅｔｉｃａ　ｖａｒ．ｎｅｒｖｏｓｓａ）
铁角蕨科 厚叶铁角蕨Ｕ（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ｕｍ）

　注：植物饲料价值中Ⅰ为优等牧草，Ⅱ为良等牧草，Ⅲ为中等牧草，Ⅳ为低等牧草，Ⅴ为不良牧草，Ｕ为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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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云南省贡山县草地资源基本情况

草地类型 草地面积（ｈｍ２） 占草地总面积（％） 可利用草地面积（ｈｍ２） 理论载畜量（羊单位／年）

山地灌木草丛类 ８８　６８８　 ４８．８０　 ５０１　１０．７０　 ８２　６２１．００
林间草地类　　 ２３　６８０　 １３．０４　 １６　３１１．８７　 １４　０１５．１５
山地草丛类　　 ６１　９３６　 ３４．０８　 ４３　３８７．８０　 ６０　３５３．４０
疏林草丛类　　 ３　５２４　 １．９３　 ２　１８３．１０　 ３　３８０．１５
其他草地类　　 ３　９０６　 ２．１５　 ３　７８８．８２　 １４　４９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１　７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５　７８２．２９　 １７４　８５９．７０

马唐、稗、白茅、凤尾蕨、三叶鬼针草和长穗苔草。草层

高度一般２７．１～７１．９７ｃｍ，盖度３６．１１％～６８．７２％。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草地资源分布　结合当地草地资源现状、人

为因素和环境因素，贡山县草地资源利用具有以下

特点：１）高山草地面积宽广，载畜潜力小，低山草地

面积 小，载 畜 潜 力 大。高 山 地 带 连 片 草 地 多、面 积

大，但由于天然草地海拔高，年内大部分时间里多数

高山草地被雪覆盖。因此，这类型草地利用时间短

（３～５个月），天然草被矮小，利用率较低。低山 地

带，人口居住较密，大多数为旱地及小田。面积小，
草地利用时间长，天然植被较高大，利用潜力高。２）
草地面积大、可利用面积小。贡山县天然草地面积

占全县总土地 面 积 的２６．３５％，可 利 用 面 积 仅 占 总

草地面积的６３．７％。３）草 地 产 量 和 各 草 地 面 积 差

异比较大。在所测的样方中，最高和最低月产量相

差达６　３０５．６ｋｇ。在５类草地中，灌木草丛类占草

地总面积的４８．８％，而疏林草地仅占１．９３％（表２）。

４）怒江江 边 一 带 草 地 产 量 低，牧 草 质 量 好，可 食 率

高；中山一带草地草群丰茂，产量高，品质好，可食率

较高，但草地利用率低；高山草地牧草矮小，草丛较

密，质量优良，利用率高，但产草率低。５）怒江流域

产量低，草质好，载畜量比独龙江高，而独龙江流域

牧草高大，牧草适口性一般。

４．２草 地 利 用 存 在 的 问 题　１）经 营 方 式 落 后，
很多牧民仅依赖传统的放牧方式，牲畜养殖主要为

了满足家庭的需求，很少考虑市场销售。２）草地退

化严重，由于人为的放牧喜好造成过度放牧、蹄蚀等

影响，草 地 覆 盖 率 下 降，草 质 变 劣，水 土 流 失 严 重。

３）低中山地段农、林、牧互争地，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海拔２　５００ｍ以下的光、热、水条件较好地带，基本

上能开挖种地的都已开垦，不能耕种的都是些坡地，
只能放牧少量家畜。且由于坡陡，家畜滚死的现象时

有发生。４）害草侵入面积大，优良禾本科牧 草 被 排

挤。在 大 多 数 草 地 上 都 分 布 着 侵 入 害 草，如 蕨 类

（Ｐｔｅｒｉｓ　ｎｅｒｖｏｓａ）、土大黄（Ｒｕｍｅｘ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等。这些

有害植物面积巨大，对优良牧草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对畜牧业的生产也带来极为不利的严重影响。

４．３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为了解决贡

山县草地资源利用方面面临的问题，促进当地畜牧

业和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制定草地区域规划与促进农林牧全面发展。
贡山县每个行政村都有不同数量的天然草地，根据

其特点进行不同家畜的产业化生产；具有丰富自然

草地资源的 地 方，可 以 规 划 成 牛、羊 养 殖 的 重 点 区

域，而怒江江边一带可以规划成猪、鸡、羊等生产周

期短的重点区域。

２）制定明确的草山所有权。为了保护利用草地

资源，对乡与乡、村与村之间都应明确草地的面积，
对有争议的公共牧场应注意这一问题，明确草地所

有权；同时，还需要加强草地改良封育、轮牧、防除害

草、栽培草地建设等的工作。

３）实施轮牧制度。有效的轮牧体制对于促进草

地 的 可 持 续 利 用 和 保 护 扮 演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１，４，１３］，根据当地的 气 候 环 境 和 传 统 习 俗，制 定 适

合于当地社区和村 民 的 轮 牧 制 度，发挥当地村规民

约的作用。在一定时间内，把牲口集中在一个牧区放

牧，当此牧区达到一定的放牧率后，再到另一个牧区

进行放牧，使牧区得到一段时间的轮休。这样利用草

地，使草地休养生息，从而防止草地退化的现象。

４）封育退化草地。以国家政策（退耕还林还牧

政策等）为契机，对退化严重的草地要进行封育，牲

畜不得随意放牧，如出现随意放牧的现象则采取行

政命令的措 施［１，１４］。同 时，可 以 培 植 一 些 自 然 草 地

中的优质牧草和播撒一些当地的牧草，从而改良当

地草地。对于毒、害草种类繁多的草地可以有计划

地试行旱地除代锄和试验其他新的控制方法，如除

草剂、生物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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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饲 料 轮 种 和 加 工 的 推 广。积 极 开 展 草 料 轮

作，粮食套种。在现有耕作的农田中轮作或套种一

定量的牧草，有些牧草含有大量的根瘤菌，很适宜与

豆科作物套种，促进粮食和牧草的搭配从而提高家

畜的优质饲料。此外，进行一些青贮饲料加工和贮

存技术的推广，如青贮饲料、青贮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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