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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充分认识草地群落分布特征、估算牧草储量是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的关键。以库伦旗 8个乡镇的 4个草

地类型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空间分析法，探讨库伦旗草地群落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估算牧草

储量。结果表明：库伦镇物种丰富度最高，水泉乡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北部地区草地面积较大，牧草平均高度较

大，但物种丰富度低于南部地区。根据物种重要值将群落类型分为 23类。4个草地类型中，灌丛草地生物量最高，

疏林草地多度最高。土壤因子显著影响植被高度、盖度、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优势物种狗尾草（Setaria 

viridis）和毛马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主要分布在土壤肥力较差的灌丛草地和草甸草地。库伦旗草本类牧草

的储量（干草）约为 19.78万 t，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茫汗苏木和额勒顺镇。研究结果将为库伦旗牧草资源的开发利

用、合理载畜量的评估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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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草地是全世界分布最广泛的陆地植被类型，在

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也是草地农牧

业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2］。因此，合理开发利用

草地是促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量草

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物种多样性降低、植

被覆盖度下降、牧草产量降低［3］，草地面积大幅减

小，阻碍了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加强草地资

源的调查，了解植物资源的种类、草地的地理分布

状况、利用现状、生态条件、质量和牧草储量至关重

要，是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4］。库伦旗是农业“以牧

为主”的地区［5］，养殖业收入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的

40%［6］，为了促进该地区畜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草地进行详细准确的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物种组成不仅是构建群落的基本要素，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群落的性质。植被盖度、物种丰

富度和生产力等是衡量群落结构及功能的重要指

标，探究物种属性及物种组合与群落结构之间的关

系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7］。而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

格局则是衡量群落是否健康及稳定的重要指标，其

中水平分布是空间格局研究的重要方面，揭示种群

和群落的动态变化［8］。对植物群落进行数量分类和

排序可以较客观准确地揭示物种之间以及植物群

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植物群落的空间

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9］。目前对库伦旗草地的分

布情况及群落特征尚不清楚，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

浪费，阻碍了畜牧业发展。同时，测量牧区的牧草

储量是必要的，但对于整个区域的资源进行完整的

测量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需要通过预定的采样位

置进行空间插值来估算未观测的位置［10］。空间插

值方法包括反距离权重插值、样条函数插值和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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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插值等［11］。由于克里金插值方法基于已知点和

未知点的位置关系，提供了中间值的最佳线性无偏

预测［12］，因此对连续性地形预测精度相对较高［13］。

评估牧草储量是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通过克里金插

值法估算库伦旗牧草储量是可行的且相对准确［14-15］。

本研究针对不同类型草地的群落特征以及土

壤性质，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估算出库伦

旗牧草的储量，为该地区牧草的管理保护、合理利

用及可持续开发提供数据支撑，促进草地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畜牧业的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库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西南部（42°

21′—43°19′ N，121°09′—122°12′ E），土地总面积

为 465 000 hm2，其中林地 129 000 hm2、草地 123 000 

hm2。地处科尔沁沙地和燕山余脉交替地段，在中

部交接。整体地势西南部高、东北部低，最高点

626.5 m，最低点为 190 m，平均海拔 365 m。属于温

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 383.7~447.5 

mm，集中在 7—8 月，年蒸发量 2 000 mm 左右［16］。

以当地养畜牧河为界，北部土壤以风沙土为主，南

部土壤类型较多，有栗褐土、风沙土、粗骨土、石质

土、褐土［17］。

1.2　植被调查与样品采集　

本研究于 2022 年 8 月初在库伦旗进行野外植

被调查，共设置 68个调查采样点（图 1），采样点在研

究区内相对均匀，分布在 8个乡镇（苏木），包括林下

草地、疏林草地、灌丛草地和草甸草地。利用 GPS

仪记录经纬度和海拔，调查记录样方内物种名称、

数量、盖度和高度，齐地剪取植被的地上部分并装

袋，带回实验室，在 80 ℃的烘箱中烘 48 h至恒重，称

重得到干重；去除表层凋落物和腐殖质后，用环刀

取土壤表层土样并装袋，设置 3个重复；样方内随机

选取 3个取样点，取 0~10 cm深度的土壤，混合均匀

编号装袋。

1.3　数据分析方法　

利用SPSS 25软件对不同草地类型植被和土壤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根据样方中物种

的重要值，利用 R4.2.0中的 Twinspan包对群落进行

双向指示种分类；利用Canoco 5软件对群落特征和

土壤 pH 值（pH）、电导率（SEC）、土壤容重（SBD）、

碳（C）、氮（N）、磷（P）含量先进行去除趋势对应分析

（DCA），排序轴的最大值大于 3且小于 4，故冗余分

析（RDA）和典范对应分析（CCA）排序均适用［18］；克

里金插值法在 ArcGIS 10.8 软件中完成。根据资源

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cn）2020年土地利

用数据，分辨率为 30 m×30 m，提取出林地和草地的

栅格，结合采样点植被特征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

法［19］，生成库伦旗群落特征的空间分布图；统计属

性表中栅格数目和像元大小，计算出各类草地面积

和库伦旗牧草储量。其余图在Origin 2023中绘制。

物种重要值 IV=（相对多度+相对高度+相对盖

度）/3

群落物种丰富度（R）、Shannon-Wiener 指数

（H）、均匀度指数（J）计算公式如下：

R = S （1）

H = -∑
i = 1

S

Pi lnPi （2）

J = H/lnS （3）

式中：S 为样方内物种总数；Pi为第 i 物种密度占群

落总密度的比例。

采用烘干法称重测定牧草生物量；采用环刀法

测定容重；采用 pH仪测定土壤 pH；采用电导仪测定

土壤电导率；采用元素分析仪测定土壤碳氮含量；

采用 NaOH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全磷

注:基于自然部标准地图网站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

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库伦旗地理位置及采样点分布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sampling points 

distribution map of Kulun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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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20］。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群落结构组成及物种多样性特征

库伦旗 68 个样地共出现 62 种植物，隶属于 20

科 52属。其中含物种数较多的有禾本科（Gramine‐

ae）17属 18种，代表物种狗尾草（Setaria viridis）、毛

马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糙隐子草（Cleisto‐

genes squarrosa）等；菊科（Asteraceae）5 属 10 种，代

表物种黄蒿（Artemisia scoparia）、大籽蒿（Artemisia 

sieversiana）、苦荬菜（Ixeris chinensis）等；豆科（Le‐

guminosae）8属 8种，代表物种鸡眼草（Kummerowia 

striata）、兴安胡枝子（Lespedeza daurica）、小叶锦鸡

儿（Caragana microphylla）等。

库伦旗各乡镇群落物种丰富度差异较大（表

1），库伦镇最高（R=33），六家子镇最低（R=12）。

Shannon-Weiner指数差异也较大，最低 1.01（六家子

镇），最高 1.44（水泉乡）；物种均匀度指数变幅为

0.57（白音花镇）~0.71（库伦镇）。六家子镇物种丰

富度和 Shannon-Weiner指数均最低，群落结构最不

稳定。库伦镇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指数最高，群落

结构较为稳定。

库伦旗北部地区植被生物量由东至西呈现增

大的趋势，而南部地区较为分散，无明显趋势，总体

上看，东部地区生物量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图 2）。

植被盖度方面，从南到北，呈现先逐渐减小后逐渐

增大的现象，中部裸沙带植被盖度最低。库伦旗南

部地区的物种丰富度明显高于北部地区，且中东部

物种数量最少。东部边缘和白音花镇南部边缘的

植被多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库伦旗西北地区的

植被平均高度明显高于东南地区，且出现一条较为

表1 库伦旗各乡镇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

Table 1 Species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towns of Kulun Banner

群落分布

区域

库伦镇

扣河子镇

六家子镇

额勒顺镇

茫汗苏木

先进苏木

水泉乡

白音花镇

物种丰富度

R

33

22

12

25

23

19

20

22

Shannon-Weiner

指数H

1.17±0.35

1.27±0.24

1.01±0.43

1.03±0.38

1.11±0.24

1.10±0.43

1.44±0.46

1.24±0.63

物种均匀度

指数 J

0.71±0.14

0.66±0.10

0.67±0.13

0.62±0.19

0.62±0.12

0.60±0.20

0.70±0.24

0.57±0.20

注:基于自然部标准地图网站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库伦旗群落植被特征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community vegetation in Kulun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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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分界线。Shannon-Weiner指数以东南部的额

勒顺镇为中心，向外辐射，其值逐渐增大，物种多样

性指数逐渐增大。

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群落分类及植被分布特征

调查的草地类型有林下草地、疏林草地、灌丛

草地和草甸草地 4种。将 68个样点分为 4类，再分

别进行 TWINSPAN 分类，依据植物群落分类和命

名原则，结合调查结果的生态分析和群落生境特

征的优势物种命名群落类型，4 种土地类型的群

落类型如表 2 所列，林下草地 31 个样点经过五级

分类分为 10 类，疏林草地 20 个样点经过四级分类

分为 8 类，灌丛草地 12 个样点经过二级分类分为 3

类，草甸草地 5 个样点经过一级分类分为 2 类。狗

尾草在林下草地和疏林草地的多个群落中广泛分

布，毛马唐在灌丛草地和草甸草地的多数群落中分

布较广。

如图 3所示，4个草地类型中，灌丛草地的地上

生物量最高，显著高于林下草地的草本生物量，林

下草地生物量最低，灌丛草地生物量达到 125.73 

g·m-2，是林下草地的 1.54 倍；疏林草地的植被多度

显著高于灌丛和草甸草地，草甸草地的多度最低，

疏林草地的多度达到 168.72，是草甸草地多度的

1.76倍。

表2 4种草地类型的群落类型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y types in four land types

草地类型

林下草地

疏林草地

灌丛草地

草甸草地

群落名称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狗尾草+鸡眼草（Setaria viridis + Kummerowia striata）

羊草+酸模（Leymus chinensis + Rumex acetosa）

狗尾草+三芒草（Setaria viridis + Aristida adscensionis）

狗尾草+糙隐子草+白草（Setaria viridis + Cleistogenes squarrosa + Pennisetum flaccidum）

白草+虎尾草（Pennisetum flaccidum + Chloris virgata）

毛马唐+狗尾草（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Setaria viridis）

车前草+冰草（Plantago asiatica + Agropyron cristatum）

毛马唐+狗尾草+兴安胡枝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Setaria viridis + Lespedeza daurica）

毛马唐+白草（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Pennisetum flaccidum）

百里香+阿尔泰狗娃花+鸡眼草+狗尾草（Thymus mongolicus + Heteropappus altaicus + Kummerowia 

striata + Setaria viridis）

糙隐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

狗尾草+百里香（Setaria viridis + Thymus mongolicus）

狗尾草+虎尾草+糙隐子草（Setaria viridis + Chloris virgata +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毛马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毛马唐+狗尾草（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Setaria viridis）

毛马唐+黄蒿（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Artemisia scoparia）

毛马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毛马唐+狗尾草+兴安胡枝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Setaria viridis + Lespedeza daurica）

黄蒿+狗尾草+糙隐子草+鸡眼草（Artemisia scoparia + Setaria viridis + Cleistogenes squarrosa + Kum‐

merowia striata）

毛马唐（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毛马唐+白草（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 Pennisetum flaccidum）

样点数/个

2

4

3

2

5

2

5

2

3

3

4

1

3

3

2

3

2

2

3

5

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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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群落特征与土壤理化性质间的关系　

相关性分析（图 4）结果表明，植被群落多样性

分布即Shannon-Weiner指数与土壤碳氮含量呈显著

正相关（P<0.05）；植被盖度与土壤碳氮含量显著正

相关，与土壤容重显著负相关（P<0.05）；物种丰富度

与土壤电导率及土壤碳氮磷含量显著正相关，与容

重显著负相关（P<0.05）；群落平均高度与容重显著

负相关（P<0.05）；生物量和群落多度与上述土壤理

化性质均无显著相关关系；土壤 pH 不显著影响上

述群落特征（P>0.05）。

对频度大于 0.1的 18个物种进行RDA排序，对

4 种土地类型的 68 个样点进行 CCA 排序（图 5）。

RDA 的第一轴反映土壤碳氮磷对植物种生长分布

的影响。兴安胡枝子、糙隐子、地锦、鸡眼草、百里

香等分布在 pH和电导率高且土壤营养含量较高的

区域；最常见的毛马唐、猪毛菜和扁蓿豆等则分布

在土壤容重较大、养分较少的贫瘠土壤区域；而狗

尾草、苦荬菜和大籽蒿等分布在中间区域，表明其

分布较为广泛，生态适应性较强。对于样点的CCA

排序，排序轴的第一轴主要体现了土壤碳氮磷含量

和土壤容重对植物群落分布的影响，第二轴主要反

映 pH的影响。灌丛草地和草甸草地主要分布在土

壤肥力较差、容重较大且电导率较低的区域，而疏

林草地和乔木林下草地分布较为分散，在各种土壤

条件下均有分布但疏林草地更多地分布在土壤 pH

较低的区域。适应能力较强的狗尾草和毛马唐成

为库伦旗草地的优势物种。

2.4　牧草储量计算结果　

根据生物量与相应草地面积的乘积计算得到

库伦旗草本类牧草的储量（干草）约为 19.78万 t。各

乡镇的草地面积及总产草量如图 6所示，草地主要

分布在额勒顺镇、库伦镇和茫汗苏木，总产草量也

是这 3镇较大。单位面积产草量最高的为茫汗苏木

108.76 g·m-2，全旗单位面积平均产草量为99.92 g·m-2，

其中只有库伦镇和扣河子镇低于全旗的平均值，库

伦镇的草地以林下草地为主，因此单位面积的产草

量最低。北部的两镇（苏木）总草地面积为全旗的

注:不同小写字母代表不同草地类型间差异性显著，P<0.05

图3　不同草地类型植被生物量和多度差异

Fig.3　The difference of vegetation biomass and abundance in different land types

注：*代表在P<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代表在P<0.01水平上显著

相关；***代表在P<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图4　土壤因子与群落特征的相关性

Fig.4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factors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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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7%，总产草量为 11.08 万 t，占全旗总产草量的

56.18%。由此可见，库伦旗牧草储量大，且主要在

北部的放牧区。

3 讨论 

3.1　库伦旗草地资源的特征　

库伦旗由于地处科尔沁沙地和辽西浅山黄土

丘陵区的过渡区［21］，以养畜牧河为界限，北部与南

部不同的土壤基质使其植被的分布特征极具特色。

北部以沙地和草地为主，南部以林地和农田为主，

中间裸露的沙带将南北隔开，使其具有不同的植被

特征。库伦旗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同时

处于湿润气候与干旱气候的过渡带，草地植被类型

和生态景观具有鲜明的特殊性［22］。库伦旗草地植

被主要包括林下草地、疏林草地、灌丛草地和草甸

草地等。库伦旗北部主要为牧区，广阔的草地面积

提供了大量的草地资源；而南部林地和农田分散分

布，草本牧草的分布也较为零散，很少有大片的草

地，但林下的草本植被也提供了大量的草地资源。

南部地区单位面积生物量较大，但草地面积小，总

储草量低于北部地区。其中，茫汗苏木的草地资源

最为丰富。调查的样点中，草甸草地较少，只分布

在土壤较贫瘠或水分条件较差的裸沙地等，大多数

草地都伴生有灌木丛或稀疏的油松、樟子松等。通

过 TWINSPAN 法对群落进行分类，68 个样点分为

23 个群落类型，之前的研究者利用 TWINSPAN 将

1 127 个样方划分为 31 个群落类型［23］，12 个样点分

为 5 个群落类型［24］等，本研究分类较多可能的原因

是各样点相似性较低，植被类型较为复杂，除狗尾

草和毛马唐之外物种的优势度太小等，也可能是

1 m2的样方大小设计不合理，需要适当增大样方的

面积等。同时，本研究的分类结果反映了当前的植

注：a：狗尾草；b：毛马唐；c：兴安胡枝子；d：糙隐子；e：地锦（Euphorbia humifusa）；f：黄蒿；g：猪毛菜（Salsola collina）；h：苦荬

菜（Ixeris gracilis）；i：鸡眼草； j：白草；k：车前草（Plantago asiatica）；l：大麻（Cannabis sativa）；m：虎尾草；n：大籽蒿（Artemis‐

ia sieversiana）；o：百里香；p：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i）；q：扁蓿豆（Medicago ruthenica）； r：酸模； SBD：土壤容重；SEC：土

壤电导率；SC：土壤碳；SN：土壤氮；SP：土壤磷； FG：林下草地；SFG：疏林草地； SG：灌丛草地；MG：草甸草地

图5　18个常见物种的RDA分析及68个样点的CCA分析

Fig.5　The RDA analysis of 18 common species and CCA analysis of 68 samples

注:基于自然部标准地图网站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

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6　库伦旗各乡镇草地面积及产草量

Fig.6　The grassland area and grass yield of 

each town in Kulun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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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状况，但狗尾草和毛马唐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

数量和分布特征受水热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不同的

年份发生显著的变化［25］，因此在对库伦旗草地群落

进行分类时，将研究结果进行多年平均值分析可以

使结果更加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3.2　群落空间分布特征的环境解释　

群落结构不仅可以反映种群的数量状况和发

展趋势，也可以反映植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26］。对

于较大的研究尺度，气候和地形主导植被的分

布［27］，但对于较小的尺度，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的

理化性质主要影响群落特征和分布［28］，微生境、土

壤养分等最终决定植物群落类型［29］。库伦旗海拔

差异不大，故本研究未考虑海拔因素的影响。已有

研究表明，土壤因子显著影响群落的分布和多样

性［30］。本研究证明群落高度、盖度、物种丰富度与

多样性指数都与土壤因子显著相关。生物量和多

度受到土地类型的显著影响，而土壤养分状况和理

化性质在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上，也差异性显著，

说明土壤和植被是相互影响的。植物群落演替促

进土壤空间异质性增加，其又反过来维持物种种间

关系、分布格局及群落物种的多样性［31］。大多数草

本植物对土壤的性质有要求，比如对养分和土壤电

导率的需求，适宜的酸碱度，较低的土壤容重等，这

也促进了群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草甸草地和灌

丛草地多分布在土壤条件较差的区域，因为土壤条

件较好，会生长乔木，掠夺养分，遮挡阳光等，但对

于耐旱的油松和樟子松等也会在土壤较贫瘠的区

域生长。从RDA分析来看，土壤容重与其他指标是

相反的方向，而 pH偏向垂直中立，即不宜过高或过

低。植被特征反映出土壤的状况，土壤的养分状况

还可以反映出群落的退化程度［32］。本研究表明，土

壤养分和容重是限制草地主要的土壤因素，这与左

小安等［33］对科尔沁沙质草地的研究结果相似。

3.3　库伦旗牧草合理利用方式评估　

在库伦旗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中，耕地和未利用

地是主要的部分，耕地主要分布在南部，而未利用

的土地主要分布在北部。近些年，库伦旗草地开垦

和沙化的问题突出，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干旱，另一

方面是不合理利用等原因［34］。针对库伦旗南部林

地分布较广的情况，在不破坏林地的前提下，进行

适宜放牧；充分利用北部地区广袤的草地，实行轮

休制，划分区域，定时定点放牧，返青期休牧，后期

适当放牧［35］；虽然库伦旗牧草储量较大，但随着畜

牧业规模的逐渐扩大，需要发展草牧业，保护未退

化草地，恢复已退化草地［36］。合理的土地利用是保

证生态安全的关键［37］，因此需要对未利用的土地建

设人工草场，植树造林，合理调整土地利用方式。

库伦旗林地分布广泛，施行农林（林草）复合经营，

种植乔灌木、农作物和牧草间作是一种理想的土地

利用方式［38］，并将劣质农田退耕还草。根据植被退

化程度选择封育期，适当放牧有利于草本植被生

长。同时，林草部门应加强监管，避免人为破坏

草地。

4 结论 

库伦旗草地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茫汗苏木和额

勒顺镇，两镇（苏木）的牧草储量占全旗的一半以

上；库伦旗有广阔的草地面积和丰富的草地资源，

对其进行充分合理利用至关重要。库伦旗北部的

牧草高度高于南部，但物种丰富度低于南部地区，

造成南北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土壤类型的不同，

南部主要为栗褐土，北部以风沙土为主。土壤因子

显著影响草地群落特征，并调控各物种和草地类型

的空间分布。库伦旗牧草储量估算为 19.78万 t，仍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需结合实际将未利用土地转

换为人工草地或退耕还林还草。本研究为库伦旗

牧草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数据，在促进畜牧

业发展的同时，保证草地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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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community and estimation 

of herbage reserves in Kulun Banner， Inner Mongolia

Xu Yuanzhi1a，2， Liu Xinping1a，2， Hu Hongjiao1a，2， Wang Lilong1a， Zhang Tonghui1a， He Yuhui1b

（1.a.Naiman Desertification Research Station / b.Gaolan S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xperiment， Northwest In‐

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community and estimate herbage re‐

serves are the key to protect and rationally utilize grassland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four grassland types in eight 

towns of Kulun Banner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land communities in Kulun Banner were discussed， 

and the reserves of herbage were estim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ulun Town had the highest species richness 

and Shuiquan Town had the highest diversity index. The grassland area in the northern region was larger and the 

average height of herbage was higher， but the species richnes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ern region. Ac‐

cording to the species importance value， the community types were divided into 23 classes. Among the four 

grassland types， shrub grassland had the highest biomass， and sparse forest grassland had the highest abundance. 

Soil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vegetation height， coverage，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dex. The domi‐

nant species Setaria viridis and Digitaria chrysoblephara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reas with poor soil fertility， 

namely shrub grassland and meadow grassland. The reserves of herbaceous herbage （hay） in Kulun Banner were 

about 197 800 tons， and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Manghan Town and Eleshun Town. This 

study provides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erbage resources， the eval‐

uation of reasonable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Kulun Banner.

Key words：Kulun Banner；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herbage reserve； grasslan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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