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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草学基础理论研究 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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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

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拥有草

原39.7亿亩,占国土面积的27.5%,主要分布在东

北的西部、内蒙古、西北荒漠地区和青藏高原一带,
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重要的自然资源,在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草畜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边疆

稳定、民族团结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草学,也称草业(或“草地”)科学,是研究草类植

物和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特性、发展规律、保护利用

的理论与技术的科学。1954年,王栋、贾慎修、任继

周等编制的《草原学与草地经营学教学大纲》出版标

志着中国草学有了现代科学的架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

设的宏观视野,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生

态学理念,为认知和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遵循,凸显了草学的战略地位。近年在“双碳战

略”“种业工程”“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大食物观”
等国家重大需求背景下,草学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

  

然而,草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传统的农

学、生物学、林学等相比,无论是基础研究水平,还是

人才队伍建设,都存在很大差距,与其在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

作用极不相称。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长久以

来的“轻草”思想,没有把草作为“大生态观”和“大食

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和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巨大改变

的现实,导致草原生态建设和草畜业发展与国际相

比整体落后。长期以来,我国草学研究投入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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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

植物抗逆和钾、磷高效等重要性状的基因

克隆和功能分析,植物响应干旱、高盐、磷

钾营养亏缺的信号转 导 和 基 因 表 达 调 控

网络机制等方面研究工作。

队伍力量薄弱,草学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较大。具体表现为草类植物育种起步晚,育种技

术单一,相关现代生物技术体系尚未建立;我国

90%的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但科学有效

的退化草地恢复技术体系缺乏,草原生态修复和草

原生产力提升的“欠账”多;对草学人才培养的支

持力度不足,培养体系尚不完善;草学研究缺乏重

大项目引领带动,研究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进展迟

缓等。
  

为加强草学基础理论研究,以期更有效地科学

支撑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草畜业发展,助力双碳

目标的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2年8
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新时期草学的重

大基础科学问题”的双清论坛,这是有史以来草学领

域首次围绕草学基础科学研究召开的一次重要学术

论坛。根据本次双清论坛的专家共识,本期《中国科

学基金》围绕草类植物育种及草种业发展,天然草地

保护、修复与功能提升,草地农业发展三个方向展开

论述,深入探讨新时期“山水林田湖草沙”协调发展

对草学基础研究的重大需求,凝练并提出草学相关

领域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和研究方

向,以期推动我国草学基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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