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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藏高原是我国内陆及周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高寒草甸是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及其周围山地的地带性植被，面积约70万km2，占高原可利用草
场的近50％。
高寒草甸独特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典型的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的生态适应和进化模式
，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关注。
在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极其脆弱，成为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域、生物多
样性重点保护区，为世界科学界所瞩目。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必将影响高寒草甸的物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它
们亦会对全球变化产生相应的适应与反馈。
因而，深入、系统地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干扰下的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种类组成、结构、
功能的动态演替过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调控和管理更趋科学，使其结构更
趋合理，能量和物质转换效率更高，对实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等的支持下
，紧紧围绕全球变化研究的国际学术热点问题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通过国内外有效合
作，运用生态学、生理学、草业科学、土壤学、地理学、生物化学、数学、气象学等系统理论，开展
了野外长期监测、定位控制实验和样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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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系统总结了长期野外考察、样带研究和定位可控实验获得的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机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包括高寒草甸地区生态要素及其
特征、物种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全球变化下的高寒草甸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高寒草甸生产力与全球变化耦合过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碳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全球变化对生
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全球变化对高寒草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
高寒草甸是青藏高原分布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的生态系统。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可供从事全球变化生态学和草地生态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高校
教师和研究生参阅；同时，还可供制定全球变化应对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国际碳贸易谈判
等相关部门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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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寒草甸地区生态环境特征　　高寒草甸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及其周围山地，是青
藏高原等高山地区具有水平地带性及周围山地垂直地带性特征的独特植被类型。
高寒草甸耐寒中生和旱中生地面芽与地下芽多年生植物得以充分生长发育，建群层片主要是适应高原
和高山寒冷气候的低草型多年生密丛短根茎嵩草层片、根茎薹草层片和轴根杂类草层片等，建群种和
主要伴生种以北极一高山成分与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为主，草层低矮、结构简单，层次分化不明显，
截然不同于我国低海拔地区广泛分布的隐域性草甸植被。
由这些各具特点的植物所形成的群落及其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物种组成、结构、生物量及其三维空
间分布以及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规律与机理。
　　高海拔、高纬度地带的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最敏感。
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地理单元具有独特的气候系统特征，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青藏高原的高寒草甸面积约70万km2，占青藏高原可利用草场的近50％。
全球变化进程的日趋加剧势必将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植物物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
响；同时，植物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动态演替能够敏感地反映全球气候的变化。
因而，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种类组成、结构、功能过程与机理，阐明
群落、生态系统物种之间及其与各主要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群落和生态系统调控和管理
更趋科学，使其生态系统结构更趋合理，能量和物质转换效率更高，实现高寒草句生态系统可持续经
营。
　　高寒草甸（Alpine meadow）是指以寒冷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势而形成的植物群落，主要分布
在林线以上、高山冰雪带以下的高山带草地，耐寒的多年生植物形成了一类特殊的植被类型。
该类地区气候寒冷、潮湿，土壤以高山草甸土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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