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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天然牧草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环境

保护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畜牧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
是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而言，畜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为了
确保内蒙古畜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有必要确保牲畜有足
够的草料供应，即确保有充足的牧草作为支撑。一旦牧草不足，
就会阻碍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牧草的生长发育
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气候条件对牧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的影响不同 [1]。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变暖趋势加剧，内蒙古
的气候也发生了变化。草原生态系统受到气候变暖的响应，
这也对内蒙古牧草的生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在此基
础上，本文根据近年来内蒙古气候变化特征，重点分析了内
蒙古气候变化对天然牧草生长的影响，并提出了几点应对措
施，为今后更好地保护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牧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内蒙古气候变化特征
1.1 气候增暖，降水较少，暖干趋势显著
内蒙古自治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区，降雨稀少且分布

不均、冷暖季变化差异显著。1960~2010 年内蒙古年平均温
度呈上升趋势，升温率为 0.35℃ /10a，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来内蒙古增暖趋势特别显著（图 1）。内蒙古近 50
年来降水量总的来说呈略微减少趋势，平均每 10 年降水量减
少大约 10.3mm，减少趋势并不明显（图 2）。内蒙古整体气
候呈暖干化趋势，且发展势头比较猛；此外，从空间分布特
征来看，受内蒙古地形地貌以及深居内陆、与海洋相距较远
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降雨天气由西向东不断增加，蒸发量
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由西朝东递减至大约 1000mm。内蒙
古自治区气候为显著带状区域分布态势，由东朝西由湿润、
半湿润气候区逐渐向半干旱、干旱气候区过渡，晴天多、降
水天气少，全年日照时间普遍较长。

图 1  1960—2010 年内蒙古年平气温变化趋势

图 2  1960—2010 年内蒙古年平均降水量变化趋势

1.2 季节间的气候存在显著的差异
内蒙古自治区季节间的气候差异较大，冬季寒冷且漫长，

大部分区域冷季存在的时间很长。最冷月为 1 月，月平均温
度从南部朝北部不断降低，且都不超过 -10 ℃，夏季温度高，
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地区夏季仅为一、二个月，还有一些
区域没有夏季。7 月为最热月，气温变化十分大，冷暖差异
明显。春季、冬季持续时间很长，同时多大风天气。

1.3 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
因为内蒙古自治区地理区域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气候的

不断增暖，内蒙古自治区近年来极端灾害性天气不断攀升，
例如干旱、大风、沙尘等灾害性天气出现概率越来越大。

2. 内蒙古气候变化天然牧草的影响
2.1 内蒙古气候变化对天然牧草生长发育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天然牧草生长发育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随着内蒙古气候增暖，天然牧草生育期有所提前，但是枯黄期，
因为温度的上升，天然牧草的枯黄期有所延后，并最终导致
了牧草生长季天数的延长 [3]。内蒙古天然牧草的主要生长期
为 4~10 月，牧草生长季受温度影响特别明显，若温度上升生
长期便会延长，尤其是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内蒙古
气候增暖十分显著，促使当地天然牧草生长期不断延长。

2.2 气候条件对天然牧草产量的影响
天然的草地通常包括山地草原、高山草甸、林间草甸、

灌丛草甸、亚高山草甸、盐生草等类型。内蒙古牧草的返青
期主要出于 4 月的中上旬，但是枯黄期大部分发生于 9 月的
下旬至 10 月的上旬，因为温度的升高，天然牧草的枯黄期大
约会推迟一周左右；此外，平均气温每上升 1.0℃，天然牧草
年产量大约会减少 120kg，会导致牧草短缺问题。

2.3 降水对天然牧草的影响
在天然牧草生长过程中还要求一定的水分条件。内蒙古

降水呈略微减少趋势，若春季降水稀少，易出现干旱灾害，
往往会导致牧草萌芽到返青期缺水严重，进而给牧草产量和
品质带来不良影响 [4]；若夏季温度偏高，降水少，蒸发量大，
引发夏旱，也会给牧草生长带来旱情。

2.4 气候变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内蒙古暖干化的气候趋势使得草原生态环境受到不利的

影响。与此同时，草地超载，过度放牧，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越发严重，风沙天气增多。

3. 应对措施
3.1 科学调整牲畜的养殖结构
根据内蒙古气候变化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当地畜群养殖

结构。生产方式由传统游牧方式向舍饲、半舍饲现代畜牧业
方式转变，由原来单纯追求牲畜存栏数逐步向效益畜牧业转
变，这样不但能够较好地减轻草地放牧压力，还可以大幅提
升畜牧业生产效益。此外，积极推进人工饲草地建设，缓解
天然草场的压力；进行网围栏建设，有效保护以及恢复草地
植被。通过对牲畜养殖结构的科学合理的调整，逐步改变广
大牧民靠天养畜的牧业生产方式，进一步推动内蒙古草地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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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的良性发展。
3.2 强化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结合内蒙古牧区草原植被以及不同季节的气候情况，大

力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改善，以更好的发展畜牧业产业。
可以对干旱荒漠区域采取围封转移方式，禁止开展放牧活动；
加强对内蒙古天然林草资源的保护工作，有重点的强化生态
环境的综合治理，加大对已退耕还林（草）的管护，积极发
展非耗粮型畜牧业，探索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粮多—草
多—畜多”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对于内蒙古沙化特别严重
的区域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沙源治理、植树造林以及增
加防护林带 [5]；对于放牧草原应制定轮牧或者休牧制度。在
干旱季节到来之时能够适当将放牧时间缩短，亦或禁止放牧，
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确保牧区草地植被的健康生长发育，
避免土壤沙化，促进内蒙古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 结语
总之，内蒙古自治区气温呈不断上升趋势，降水量呈略

微减少趋势，且季节间气候差异较大，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
这些均对内蒙古自治区天然牧草的生长发育与产量带来不同
程度的影响。对于此，应根据内蒙古气候变化实际情况，合
理调整畜群养殖结构，积极推进人工饲草地建设，缓解天然

草场的压力，同时强化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特别
要注重内蒙古天然林草资源的保护工作，促进草地植被的健
康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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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是编码的及时，正确和安全的方法。

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进行准确

的实时预测和监测，避免造成大规模的农业气象灾害，最

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性天气对农民造成的损失。一是将多普

勒雷达技术应用到天气观测中，实时识别云模式和测量风

的强度，应用该技术可以通过实时显示径向速度来识别天

气，并获得一些风场信息，以准确判断风速和风向。在发

生灾害和危险时，可以及时预测。二是预报冰雹天气。对

流风暴中强上升气流是冰雹形成的重要条件，多普勒技术

可以实时监测冰雹的形成，使冰雹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降到最低。第三，对洪涝灾害的观测，多普勒雷达技术也

能起到重要作用，短时间的强降雨是造成洪涝灾害的主要

原因，通过这种观测技术可以判断这种气象灾害的准确性，

使当地居民提前做好准备，农民及时采取防灾减灾措施。

第四，降水天气的观测，多普勒雷达在观测降水天气时，

可以定量地估计降水目标，结合雷达回波强度与降水的关

系，可以将降水强度随时间的变化转化为合适的量，从而

可以准确观测大尺度降水天气。在农业方面，它可以帮助

农民做好农作物的及时播种、收获准备，防止农作物播种、

收获剂不及时，造成产量损失。

参考文献

[1] 闫文辉，黄兴友，李盈盈，等 . 基于多普勒天气雷达

的低空多 普勒速度的切变识别算法研究 [J]. 热带气象学报，

2019（2）：253-261. 

[2] 张杰，张思豆，代华 . 多普勒天气雷达 PUP 产品强天

气监测预警系统设计 [J]. 暴雨灾害，2018（5）：486-492.

[3] 魏娟娟，勾卫东 . 多普勒雷达在气象观测中的应用分

析 [J]. 南方农机，2018，49（8）：197. 

[4] 袁珲，吴亚洲，姚凯荣 . 多普勒雷达在气象观测中的

应用 分析 [J]. 科技风，2017（19）：106. 

[5] 董立书 . 多普勒雷达在气象观测中的应用 [J]. 农民致

富之 友，2016（5）：196. 

[6] 罗剑飞 . 多普勒雷达实时回波在地面气象观测中的应

用 [J]. 科技资讯，2012（22）：31.

 

作者简介：蒋书太（1967-），男，汉族，吉林省通化县快大

茂镇团结委五组人，大学本科，中级工程师，从事气象工作。

（上接第 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