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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草业科学研究系列专著》是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和草业与草地资源省部共建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建设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
该重点学科和实验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从1958年建立我国第一个草原专业开始，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立足于内蒙古丰富的草地资源，经过几
代人筚路蓝缕，开拓前进。
《草业科学研究系列专著》就是他们在草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漫长道路上，铢积寸累的厚重成果。
　　这一系列专著涉及了牧草种质资源与牧草育种，牧草栽培与利用，草产品加工，草地生态系统，
草地资源监测、评价和合理利用。
草原啮齿类动物防治等众多领域。
尤其在牧草远缘杂交、雄性不育、冰草转基因以及草地健康和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赢得了
国内外学界认可。
　　我国是草地资源大国，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1．7％，居世界第二位。
草原与森林共同构成了我国生态屏障的主体。
草业“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事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杜青林，2006，《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序言）。
这也正是我国新兴的草业。
科学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们欣慰地看到，《草业科学研究系列专著》由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对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作出
了正面响应。
这一系列专著不仅是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和草业与草地资源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的宝贵成果，也是我国草业学界对祖国崛起的精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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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典型半荒漠与荒漠生态系统中啮齿动物分类、啮齿动物地理分布、啮齿动物种群、群落及
其在不同干扰和尺度下的生态学、啮齿动物的危害与防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在传统的动物分类学、动物地理学和动物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的基础上，融合了景观生
态学、恢复生态学、干扰生态学、保护生物学、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新兴学科门类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着重强调在大尺度下对生态科学问题的综合思考。
分析方法方面，既有传统线性方法，也应用了分形分析、小波分析等非线性方法。
    本书可供从事草业科学、动物生态学、野生动物管理学、保护生物学、植物保护学等专业领域的研
究、教学、生产部门的科技人员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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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类生产活动对草地的影响　　众所周知，内蒙古草原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
族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交错地带，已有许多世纪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朝，就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唐朝的中后期，是继
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
辽、金、元三代的300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
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1570～1582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
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色音1998）。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
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50万hm2，东部地区放垦土
地163万hm2（布赫1991）。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移民实边”政策使内蒙古地区人口的农耕与游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就已超过150万（色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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