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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以连续5年的半干旱区生态恢复试验为线索，结合作者在国内外恢复生
态学的各种实践和野外调查，阐明了在生态系统退化尚没有达到阈值时“借助自然力”恢复的观点。
全书共分7章，前三章谈草原退化诱发的沙尘暴问题以及治理中存在的各种误区，尤其在治理思路上
的“林草之争” 实质问题，建议国家在干旱半干旱区的生态治理应以草为主，辅助以灌木和少量的乔
木。
但是，无论是草还是乔灌木的修复均应强调释放自然力，将国家的大量治理经费向社区中的人倾斜。
第4章介绍了国内外自然力恢复成功的具体例证以及自然力恢复的科学道理；第5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科
学院在浑善达克开展的试验，以及由此诞生了生态治理模式，如“以地养地” 、“自然力恢复”、“
畜南下、禽北上”；第6章介绍了中国的主要生态系统类型、退化原因以及分类治理的思路；最后一
章作者用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了自然力恢复观点面世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为国内首部对干旱半干旱区造林做法进行系统剖析的科普类专著。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适合从事恢复生态学、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研究和管理的人士阅读，
也可供高校相关领域的教学、研究人员以及管理者参考，还可供关心环境保护、土地荒漠化防治等相
关领域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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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高明，1964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邑县，198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山东农业大学
特聘教授；《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植物学通报》、《生命世界》编委或副主编，《新
京报》、《科学时报》、《中外对话》特约评论员或专栏作家。
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
提出的“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等生态恢复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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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旷日已久的“林草之争”：　　1.2　“三北防护林”为什么不能阻挡沙尘暴：　　中国
“三北防护林”由来已久。
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最高领导就指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
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1964年，上述指示又更加明确为：林业要以造林为基础。
造林要把重点放在水土流失、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有阵地，有重点，有步骤的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用诗人的热情和革命家的激情，为三北地区的生态建，设指明了奋
斗方向，促使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立项上马殊不知，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地区让森林成活是相当
困难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原林业部领导同志深入沙区、山区调查研究，形成了在我国西北、华北和
东北西部存在千旱、风沙危害、水土流失问题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的构想。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构想未能实施。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林业总局又组织一大批干部深入三北地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
此基础上组织编制了《三北工程计划任务书和建设规划》。
　　1978年11月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计划任务书》。
同年11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关于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
的规划》，并强调指出：　“我国西北、华北及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木料、燃
料、肥料、饲料俱缺，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大力造林种草，特别是有计划地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是改变这一地区农牧业生产条
件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国务院还要求有关省（自治区），采取有力措施，按期完成防护林建设规划规定的各项任务。
从此，“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式启动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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