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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给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分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文章对内蒙古草原气候特点及

气候对牧草生长 !畜种分布和土壤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发现内蒙古气候湿润度的某些等值线与土壤带的分界

线几乎完全重合 表明土壤带的形成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而气候和土壤环境是草场类型及其生态系统的主要影

响因素 因此以气候湿润度为主要依据 结合内蒙古土壤带的水平分布特征 进行草原生态类型区域的划分不仅具

有合理性 而且具有稳定性 ∀指出近年来的气候增暖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气候变化 虽使草原生产力有一定的提

高 但并未使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类型有所改变 ∀

关键词  内蒙古  草原气候  生态类型  区域划分

引言

气候因素不仅通过影响牧草生长间接地影响着

家畜 而且也作用于畜体本身 直接影响着家畜的活

动和生存 ∀内蒙古不同类型的草原养育着不同的家

畜 这完全是经过长期的适应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

内蒙古大草原地形复杂 气候多样 在由东亚季风气

候向中亚内陆气候的过渡过程中 也伴随着由半湿

润 !半干旱向干旱气候的过渡 ∀同时形成了草甸草

原 !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 !极旱荒漠等草原类型 ∀不

同类型草原的生产力差异很大 ∀作为我国最大的畜

牧业生产基地 畜牧业在内蒙古的社会经济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气候变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

影响 弄清畜牧业生产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对制定畜

牧业发展战略 !趋利避害 !合理开发利用畜牧业气候

资源有重要意义 ∀本文就气候对草原生态环境所产

生的影响及本区草原类型的划分和畜牧业气候资源

的合理开发问题作一些分析 ∀

 内蒙古草原气候特点

内蒙古大草原从中国东北边界额尔古纳河起

向西南伸展至甘肃北部 东到东经 β χ 西至东

经 β χ 草原面积 1 ≅ 东西距离达

面积居全国五大草原之首 ∀区内大部地

区海拔高度在 以上 除东北部的大兴安岭地

区属半湿润气候外 其余地区都属于干旱和半干旱

气候区 ∀干旱少雨 !无霜期短 成为发展农业的限制

因素 ∀因此 自古以来内蒙古都是以畜牧业为主 是

全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

牧草产量的形成 !营养物质的积累 !以及牧业生

产的各个环节 甚至畜病的流行 均受气候变化的影

响和制约≈ ∀草原气候的共同特点是大陆性较强

降水量少 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都较大 ∀也就是

说草原气候的主要标志是水分和温度 ∀温带草原年

降水量 ∗ 而高寒草原则为 ∗

气温的日较差一般为 ∗ ε 年较差可达

∗ ε ∀草原生态系统是以各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占优势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构成的功能综合体 ∀

草原生态环境的主要景观就是连绵的草原植被 ∀草

原上没有大片森林 其原因就在于降水较少 ∀雨水

所能淋湿的土层亦浅 而地下水位却很深 ∀深层地

下水不能对表层土壤进行补给 植物生长只能靠大

气降水 ∀禾本科草类可通过其丛生须根充分利用这

些大气降水 维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 ∀由于草原降

第 卷第 期

年 月
      

气  象  科  技
∞×∞ ≤ ≥≤ ∞ ≤∞ ⁄ ×∞≤ ≠

      ∂

∏



水所能淋湿的土层一般为 1 ∗ 1 最深达

左右就沉积成钙积层 ∀乔木不能往深穿透钙积层

而表层土壤中的水分又不能满足其高大树冠蒸腾的

耗水需要 所以乔木很难在草原气候环境下成长 ∀

降水只能支持耐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 ∀

内蒙古草原属于温带草原 是欧亚大陆温带草

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草原的中东部

处在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之下 西部已属内陆气候 ∀

降水自东向西 !自南向北逐渐减少 ∀年降水量最大

的地区是大兴安岭北部 接近 从大兴安岭

北部到中部 一般为 ∗ 是内蒙唯一的

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区 并且形成了内蒙古最大的森

林地理群落 ∀年降水量最少的地区是阿盟的中西

部 不足 属极干旱气候区 其中额济纳旗

多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1 是内蒙古年雨量最

少的观测站 ∀内蒙古地区等雨量线基本呈东北 ) 西

南走向 在东南 ) 西北方向上表现出较大的梯度 一

般为 1 ∗ 1 ∀

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 内蒙古地区降水主要

集中在夏季 水 !热在时间上匹配较好 有利于牧草

生长 ∀但年雨量较少 且变率大 特别是西部地区降

水变率达 ∗ 致使牧草产量很不稳定 ∀

内蒙古的年平均气温基本呈南高北低分布 以

东北部的大兴安岭岭上地区为最低 年平均气温

∗ ε 并由此向西向南不断升高 西部的鄂尔多

斯市和阿盟 !东南部的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南部已

达到 ∗ ε ∀内蒙古草原气温年较差很大 冬季严

寒漫长 夏季短促 无霜期短 水 !热组合在空间上不

协调 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只有大兴安岭以东和

阴山以南地区水热条件较好 部分已被开垦为农区 ∀

内蒙古草原气候的另一特点是多风 尤其是春

季风沙天气特别多 ∀阿盟大部 !鄂尔多斯市西部及

阴山以北向东直至兴安盟 每年 级以上的大风日

数达 天以上 其中阿盟西北部 !巴盟北部 !乌盟北

部和锡盟西部大风日数达 余天 ∀在长期干旱而

地表裸露的西部地区 地表细沙土已被强风吹走 仅

留下颗粒较大的残留物 使地面的物质组成呈现区

域性的差异 ∀一般说来 地面物质的区域差异是由

风力和降水量共同决定的 ∀风力越大 !越干旱的地

区 地面残积物越粗大 ∀于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出现

了自西北向东南地面物质的粒度由粗转细的变化

依次形成了戈壁带 !古风成沙带 !砂质黄土带 !黄土

带 ∀可见 气候条件不仅是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 也

是土壤带分布状况的影响因素 ∀

太阳辐射强 日照时数多 是内蒙古草原气候的

又一特点 ∀除了大兴安岭岭上年日照时数不足

外 其余地区都在 ∗ 全年太阳

辐射总量达到 ∗ 是我国光能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 ∀牧草生长期 ∗ 月的辐射量约占

全年总辐射量的 ∀牧草的光合利用率较高 这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长期较短的不足 ∀由于光照

充足 !光合作用强 内蒙古草原上干牧草的粗蛋白质

达 ∗ 1 粗脂肪 !无氮浸出物也较高≈ 牲

畜既爱吃又容易上膘 牛 !羊肉的质量较高 ∀

 气候条件对牧草生长及草原生态的影响

1  气候对牧草生长的影响

光 !热 !水是影响牧草生长发育的基本气候因

子 ∀牧草的生物学产量 ∗ 是通过光合作

用生成的 ∀光照通过影响叶绿素含量来影响天然牧

草干物质的积累 ∀温度又直接影响着牧草的生长发

育速度 ∀当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ε 时 牧草地下

部分开始萌动 稳定通过 ε 时 牧草返青 ∀牧草的

分蘖 !拔节也与温度密切相关 并且牧草生长的各个

阶段都要求一定的积温 积温不足便不能正常成熟 ∀

牧草的各个生理过程都要在水的参与下进行 没有

水便没有生命 ∀

内蒙古草原光能充足 水热同季 比较有利于牧

草生长 然而水热的空间组合不协调 东北部降水较

多而热量不足 西部地区热量有余而降水又严重欠

缺 ∀与光 !热条件相比 大部地区降水明显不足 降

水少成为天然牧草产量形成的主要限制因子 ∀随着

降水量由东向西递减 干湿状况也自东向西由半湿

润 !半干旱 向干旱和极旱区过渡 ∀植被状况则从大

兴安岭湿润 !半湿润的森林区 以及靠近森林一侧的

半湿润的草甸草原 向西过渡到典型草原 !荒漠草

原 直至极旱荒漠 ∀靠近森林一侧 牧草种类繁多

草木茂盛 靠近荒漠一侧 牧草种类简单 草群低矮 ∀

牧草的覆盖度及产草量也自东向西由密到稀 由高

到低 形成依次递变的地带性分布 ∀降水不仅对草

原生态类型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而且影响牧草产量

和品质 ∀从总体上看 降水愈多 产量愈高 ∀

1  气候对畜种分布的影响

气候对牧草生长的影响必然会涉及到食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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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物链上的其他环节 最明显的就是对畜种分

布的影响 ∀对内蒙古畜种分布和气候条件的统计分

析表明 牛 !马对水草的要求较高 适宜在雨水多 !辐

射量小的东部地区生活 ∀其中牛主要分布在年雨量

∗ 的地区 包括呼伦贝尔草原 !科尔沁

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有名的 / 三河牛0 !/ 草原红

牛0就是在这些地区育成的 ∀这里的草原属于草甸

草原和典型草原 其牧草高 产量多 一般在

以上 ∀

马的活动能力和采食能力强 对水草的要求比

牛稍低 主要分布在年雨量 ∗ 的地区

包括乌兰察布草原 !鄂尔多斯草原及以东地区 ∀

绵羊喜食低矮牧草 适宜在辐射量中等地区活

动 主要分布在年雨量 ∗ 的地区 即内

蒙古的中东部 ∀山羊比较耐旱 对低矮牧草和灌木

均可采食 对太阳辐射的适应性也较强 主要分布在

年雨量 ∗ 的地区 包括半荒漠草原和沙

化荒漠草原 /阿尔巴斯白山羊0就是在半荒漠的鄂

尔多斯西部育成的 ∀

骆驼最耐旱 主要分布在年雨量 左右

的西部地区 ∀表 列出了不同畜种分布情况 可以

看到 牛和马 ∗ 分布在锡盟以东地区 绵

羊 分布在中部地区 骆驼则 以上分布在西

部 ∀表 中占全区百分比的计算方式为 占全区百

分比 盟 市 头数 自治区头数 ≅ ∀这种分布组

合就是在环境和气候的作用下自然选择的结果 ∀

表 1  不同畜种在内蒙古的分布情况(2000 年统计) 万头

牛

头数
占全区

百分比

马

头数
占全区

百分比

绵羊

头数
占全区

百分比

山羊

头数
占全区

百分比

骆驼

头数
占全区

百分比

呼  盟

兴安盟

通辽市

赤峰市

锡  盟

乌  盟

呼  市

包  头

伊  盟

巴  盟

乌  海

阿  盟

1  气候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气候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不仅包括生物复

合体 而且还包括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 即环境诸

因素 ∀内蒙古土壤的带状分布特征就是在气候系统

各组成要素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 ∀图 给出内蒙古

土壤分布图≈ 内蒙古土壤带的分布与等雨量线的

分布基本一致 都是沿东北 ) 西南延伸 ∀这也表明

了土壤带的形成与气候生物过程有密切关系 ∀虽然

牧草的生长状况与光 !热 !水等气候因素皆有关系

但降水条件却是内蒙古草原牧草生长的主要限制因

子 ∀而作为草原生态系统初级生产者牧草的生产

量 又构成和决定了下一级消费者和分解者的生产

量 ∀因此降水量就成为内蒙古草原生物量的主要决

定因素 ∀而这些生物量 最终又在适当的温湿条件

下 由微生物分解还原为物质代谢原料 回归土壤

图  内蒙古地区土壤分布图

改变了土壤的生化物理状态 ∀可见气候条件也是土

壤类型的决定因素 ∀内蒙古土壤自东北向西南依次

出现的带状黑土带 !黑土 ) 黑钙土 ) 暗棕壤 )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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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土带 !栗钙土带 !棕钙土带 !灰漠土带 !灰棕漠土

带的差异 也反映着进入土壤的生物代谢量的差异 ∀

一般来说 内蒙古地区土壤颜色越深 其有机物含量

越大 土壤也越肥沃 ∀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类型和区域划分

1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类型

气候条件是内蒙古草原生态状况的决定因素 ∀

随着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 气温和太阳辐射量自东

向西递增的影响 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状况也出现了

由草甸草原生态系统 !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向荒漠草

原生态系统和荒漠生态系统的过渡 ∀这些生态类型

自东向西是渐进式演变的 不同生态类型之间没有

很分明的界限 要给出区域的分界线并非易事 ∀然

而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给草原畜牧生产的

分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将草原依据生态类型进行

区划是必要的 ∀此前已有人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

作≈ 它们各有特点 ∀我们认为 气候和土壤环境

是草场类型及其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此以

湿润度为主要依据 结合内蒙古水平土壤带的分布

特征 进行草原生态类型区域的划分是可行的 据此

将内蒙古草原划分为 类草原生态系统 ∀

草甸草原 ∀以呼伦贝尔市中东部草原为代

表 其年雨量为 ∗ 年平均气温 1 ∗

1 ε 这是本区最湿润的地区 ∀年湿润度大于 1

见图 土壤以黑钙土 !暗棕土壤 !黑土和灰色森林

土为主 ∀其生态系统的建群物种是中旱生和广旱生

的多年草本植物 特点是群落茂密高大 生产力较高

平均产草量大于 ∀适宜发展牛马等大牲

畜生产 /三河马0 !/三河牛0是本区的名优品种 ∀

图  内蒙古地区年湿润度分布图

  典型草原 ∀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代表类型 ∀

其年雨量为 ∗ 年平均气温 1 ∗ 1

ε 湿润度 1 ∗ 1 土壤以栗钙土 !栗褐土为主 ∀

典型草原生态系统的建群物种是旱生密丛草本植

物 草高参差 一般在 ∗ 平均产草量

∗ 适宜发展牛 !马 !绵羊生产 /草原红

牛0 !/乌珠穆沁羊0 !/敖汉羊0 !/鄂尔多斯细毛羊0是

代表品种 ∀

荒漠草原 ∀包括锡盟西部 !乌盟北部 !巴盟

大部及鄂尔多斯市西部 ∀该区年雨量 ∗

年平均气温 1 ∗ 1 ε 湿润度 1 ∗ 1

土壤为棕钙土 ∀生态系统的建群物种由强旱生 !丛

生小禾草组成 草丛低矮稀疏 草高不到 地

面覆盖度不足 生产力较低 但牧草质量较好

平均产草量 ∗ 适宜发展绵羊 !山

羊 !骆驼 /白绒山羊0为名优品种 ∀

沙化荒漠草原 ∀包括巴盟西部及阿盟东部

和南部 年雨量 ∗ 年平均气温 1 ∗

1 ε 湿润度 1 ∗ 1 是草原中最旱的类型 ∀

土壤为灰漠土 !风成沙土和部分棕钙土 ∀生态系统

建群物种以半灌木和小禾草为主 生产力低 年均产

草量 ∗ 以骆驼和山羊为优势畜

种 ∀

荒漠区 ∀主要是阿盟西部和西北部 年雨量

不足 湿润度小于 1 土壤为灰棕漠土 ∀

该区几乎没有植被 在偶尔降雨之后可见一些速生

短命植物 在一些季节性水源可以到达的地区有耐

旱灌木顽强生长着 ∀骆驼是本区的唯一优势畜种 ∀

1  气候增暖对草原生态类型区域划分的影响

世纪 年代以来 全球气候明显变暖 ∀与

此同时 内蒙古地区出现无霜期延长 有效积温增

加 积雪 !降雹 !雷暴 !大风和沙尘暴日数减少 降水

量则出现由少转多的变化≈ ∀分析表明 气候增暖

使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环境出现了向好转化的特点 ∀

一般认为 这对草原生态类型区域的划分也会产生

影响 ∀然而实际计算结果表明 目前的气候增暖对

草原生态类型区域的划分影响很小 ∀原因就在于

湿润度是年降水量与年最大可能蒸散量之比 ∀年最

大可能蒸散量与气温和风速有关 气温越高 风速越

大 则蒸散量越大 ∀近年来实际的气候变化是 随着

气候增暖 降水量也有少量增加 而且在气温升高的

同时平均风速却有所减小 以致总的效果是湿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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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未变 ∀另一方面土壤环境和土质条件在气候影

响下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 各地现有的土质条件

是经历了数千年 !上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才形成的 它

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有太大变化 ∀这表明草原生态类

型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然而草原生态类型的稳定 并不等于草原的生

产力没有变化 ∀我们看到草原的生产力每年都随着

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近来年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

出现向好转化的事实表明 气候增暖和降水增多对

内蒙古草原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利的 ∀

 结束语

通过对内蒙古草原气候特点和生态类型区域划

分的分析发现 气候湿润度的某些等值线与内蒙古

土壤带的分界线几乎完全重合 表明土壤带的形成

与生物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而土壤环境与气候条件

又都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以气候湿润度与水平

土壤带分界线相重合的几条线作为分界线 将内蒙

古草原大致分为 种生态类型区 ∀这种草原生态类

型区域划分方法不仅具有合理性 而且具有稳定性 ∀

事实上 近年来的气候变化虽然使草原生产力有所

提高 但草原生态类型并未改变 ∀

内蒙古土地辽阔 地势平坦 但也有一些山地起

伏于其间 形成了生物气候和土壤类型垂直分布上

的差异 ∀在有条件时 进行更细致的草原生态区划

也是必要的 ∀

参考文献

 ≤ √ ±∏

≥

 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 国牧区畜牧气候 北京 气

象出版社

 孙金铸 陈山 内蒙古生态环境预警与整治对策 呼和浩特 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

 樊锦召 刘寿东 内蒙古气候与草原带及生产力的关系 畜牧气

象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 中国牧区畜牧气候 北京

气象出版社

 陈素华 宫春宁 气候变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干旱

区资源与环境

Ρεγιοναλιζατιον οφ Γρασσλανδ Χλιµατε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ανδ

Εχοτψπεσιν Ιννερ Μονγολια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2

√ ∏ √ 2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Κεψ ωορδσ:

                     气   象   科   技                  第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