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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锡林郭勒白音锡勒草场的现状进行调研,
 

发现草原牧户高度分散、
 

公共建筑缺失、
 

基础设施薄弱是牧

区人居现状的主要特点,
 

草场牧户单元的现状分布呈现出梯度性、
 

分散集聚性、
 

动态迁移性的态势,
 

导致了公共设

施普遍较为分散、
 

滞后.
 

该文运用中心地理论学说对草原牧区的人居环境现状进行研究,
 

并对草场公共设施的合理

配置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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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管理方式改变,
 

在牧区草场实行“双权一制”后,
 

牧民定居成为必然.
 

草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划分,
 

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逐步向“定牧”(定居游牧、
 

定居划区轮牧和定居畜牧)转变,
 

家庭草场成为草原生态保

护的重点.
 

本文通过对锡林郭勒白音锡勒草场的现状进行调研,
 

发现草原牧户高度分散、
 

公共建筑缺失、
 

基础设施薄弱是牧区人居现状的主要特点,
 

草场公共设施普遍较为分散、
 

滞后.
 

因此,
 

草场公共设施的生

态化格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草场牧户与公共设施现状特征

1.1 草原聚落公共设施的梯度性

梯度性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
 

草原聚落的梯度性主要表现在牧户集聚程度、
 

牧户密度、
 

牧户规模、
 

人口密度等各个方面.
 

草原聚落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为牧户—浩特—嘎查—苏木.
 

草原聚落的分布特征:
 

在

草原环境中,
 

自然生态条件相同且均质的情况下,
 

草原上的牧民人口密度分布较为均匀,
 

牧民之间的收入、
 

生活习惯和生活习俗差别较小.

1)
 

草原聚落的交通系统按照苏木为核心,
 

沿着省道或干道,
 

呈鱼骨串形式展开,
 

草原上牧民家庭之间

交通工具基本一致,
 

运输费用与路程基本成正比.

2)
 

苏木或建制镇能够满足牧民生活中所有商品的需求,
 

为了能够缩短交通距离,
 

牧民在购买商品时会

遵循就近原则.

3)
 

牧区商品价格不会因为在不同地点售卖产生较大的价格波动,
 

一般是商品实际价格加上交通费.

4)
 

牧区成规模的商品贸易都集中在个别苏木或建制镇上,
 

牧民定期到苏木或镇上购买生产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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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商品.

图1 中心地理论六边形网络

根据草原聚落层级分布的特点,
 

符合克里斯泰勒提出

的中心地理论基本前提[1](图1).
 

在符合以上前提的基础

上,
 

草原牧区各中心的关系应符合以下特征:
 

聚落层级中心

均匀分布、
 

同等级中心之间距离相等、
 

服务半径相同.

1.2 牧户单元的分散、
 

集聚性

草场牧户单元的分散、
 

集聚性是区域性空间分布格局

的主要特点,
 

是自然、
 

社会、
 

经济因素长期作用以及牧户单

元扩散聚合的结果.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草场牧户

的分布应适应草场资源的分布特征.
 

优越和均匀分布的草

场资源往往促使牧户分布趋于均匀,
 

草场资源的不均匀分

布往往会促使牧户集聚在相对适宜发展的位置.
草原肥沃程度、

 

水源供给充裕程度直接影响牧户在草

原中的分布密度.
 

一般来讲,
 

草场长势较好的草原、
 

水源丰富的地区,
 

如锡林郭勒大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

等,
 

牧户分布较为分散.
 

东乌旗和西乌旗人均草场面积达到133
 

hm2,
 

牧户之间的距离有的超过几十公里,
 

牧民以纯畜牧业生产为主,
 

嘎查集中定居的牧户较少,
 

这样便于牧户单元独立经营家庭草场.
 

而鄂尔多斯

草原、
 

乌兰察布草原,
 

人均草场每人只有20~50
 

hm2,
 

牧户分布相对较为集中,
 

少数牧户分散布局,
 

畜牧

业己经不是该地区牧民唯一的生活及经济发展产业.
 

牧户分布类型随着时间演化,
 

因自然、
 

社会、
 

经济条

件的变化而变化.
以锡林郭勒白音锡勒牧场为例,

 

该牧场始建于1950年,
 

是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
 

建场最早的国营牧

场.
 

该牧场草场植被保持良好,
 

牧场受外界影响较小,
 

能够直观地反映草原牧户规模的分散集聚变化情

况[2].
 

经过调研发现,
 

在1987-2014年不到30年间,
 

白音锡勒牧场牧户单元数量由原来的143户增加到

354户,
 

牧户数量增加了211户(表1).
 

图2中红色圆圈为行政办公中心.
每增加一个牧户单元意味着给草场增加一份新的压力.

 

每个牧户单元都会拥有自己的草场,
 

牲畜

数量随着牧户单元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整个草场的畜牧压力也会随之增大,
 

而草场的生态环境会逐年

下降[3].
 

新增牧民的居住房屋、
 

牲畜的使用空间(牲畜圈、
 

草棚、
 

暖房>以及牧民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基

本设施都会占用和破坏大量的草场,
 

其中还包括通往每个牧户的汽车自由碾轧道路对草场也是一种

难以恢复的破坏.
表1 牧户数量时空变化

年 份 1987 1991 1995 2000 2002 2006 2010 2014

牧户数量/户 143 206 247 290 330 345 347 354

1.3 牧户单元的动态迁移性

草场牧户的动态迁移性表示与集聚性相反的牧户分布变化特征.
 

扩散和聚合是草场牧户随着时间变迁

呈现出2种相反方向的动态演变过程.
 

资源丰度、
 

水源变迁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是引起牧户分布动态

迁移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草场上分散的牧户受到草场管理方式、
 

草场畜牧方式、
 

草场承载力减弱等因素

的影响,
 

逐渐由单元定居开始向聚居转变,
 

当聚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些牧户开始向苏木或城镇迁移

(图3);
 

另一方面,
 

有些牧户单元会随着市场经济和自然气候的变化做出经营方式的调整,
 

例如畜牧业不

好或草场长势不好的时候,
 

牧民会减小畜牧规模,
 

或者把草场承包给别人或者相邻草场的牧民,
 

有些牧民

甚至会采取停牧1年的方式给草场留出缓冲恢复的时间,
 

隔年重新恢复畜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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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
 

草场牧户单元在整体布局上应因时就势,
 

符合草场动态平衡性的特点,
 

草场牧户的生态

化格局在综合考虑社会、
 

经济、
 

文化发展的同时,
 

应该协调草原牧区的近期和远景发展,
 

达到区域草原生

态恢复的目标.

图2 白音锡勒牧场1987-2010年间牧户的聚集性时空演变

图3 牧户的动态迁移路线

1.4 公共设施的分散、
 

滞后性

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水资源分布不均,
 

使得草原很难承载大规模的人口聚居,
 

游牧的

生活方式同样使得草原聚居呈现出“小规模,
 

大分散”的离散性结构形式[5].
 

草原牧区集中式布置公共设施

不可能实现,
 

无论是级配方式还是建设规模都难以和发达地区农村相比.
 

因此,
 

在内蒙古草原牧区构建一

种适宜的公共设施使用方式,
 

必须遵循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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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锡林郭勒草原萨麦苏木的调研发现,
 

整个苏木的公共设施基本都聚集在苏木中心,
 

草原深处的嘎查

很少有公共设施,
 

之前政府兴建的诸如嘎查村委会、
 

医疗卫生所等基本上被废弃.
 

嘎查牧民孩子入学基本

上不能就近解决,
 

很多牧民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会在旗县一级政府所在地安家;
 

草原牧区医疗设施缺乏,
 

牧民就医问题得不到保障[6].

2 公共设施的合理配置

图4 2014年白音锡勒牧场牧户分布图

2.1 公共设施分布特征

以锡林郭勒白音锡勒草场为例(图4),
 

2014年7月14-17日,
 

在笔者调研期间该

牧场行政中心办公建筑正在新建,
 

只有卫生

所相对较新,
 

公共厕所较简陋,
 

有近一半的

房屋只剩下地基,
 

或者连地基都没有,
 

只是

留下人们多年生活的痕迹.
 

行政中心的道路

没有硬化,
 

在雨雪天气下,
 

土路路面泥泞不

堪,
 

牧民的车辆只有选择绕道通过,
 

导致道

路周边草地被严重破坏,
 

道路宽度变得越来

越宽(图5).

图5 白音锡勒牧场公共设施现状

如表2所示,
 

不到10%的受访牧民半年去1次镇中心,
 

大部分受访牧民去镇中心的频率都集中

在0.5~3个月1次.
 

相比于游牧时期的牧民,
 

定居之后牧民与外界来往有了改变,
 

但与农民进城的

频率相比还较低.
 

牧民与镇中心的往来,
 

主要是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
 

生产上包括去城里购买草籽

儿,
 

修理交通工具、
 

设备,
 

去银行融资,
 

秋天羊出场等.
 

生活上包括孩子入学,
 

看病就医,
 

购买一个季

度以上的生活用品等.
牧区收入增长,

 

虽然使牧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但生产生活资料种类单一,
 

落后的交通条件,
 

稀缺的

公共服务设施,
 

信息方面的滞后等等都严重影响了牧民幸福指数的进一步提高.

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1卷



表2 牧民与苏木行政中心的来往情况统计

选项内容
1周以

内/次

0.5个月以

内/次

0.5~1

个月/次

1~3

个月/次

3~6

个月/次

6~12

个月/次

选择人数 10 22 62 86 32 15

比例/% 4.41 9.69 27.31 37.89 14.10 6.61

2.2 公共设施合理分布

根据草原聚落层级分布的特点,
 

符合克里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基本前提.
 

在符合上述前提条件

下,
 

不同层级的草原聚落如苏木、
 

嘎查、
 

牧户单元在草原牧区以上一级行政聚落为中心呈均质分布,
 

按照

中心地理论假设,
 

草原聚落各级中心之间的距离应该是相等的,
 

不同层级中心的服务范围是不同半径的圆

形.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大量的苏木、
 

嘎查、
 

牧户在草原上分布,
 

层级关系明显,
 

且分布均匀.
 

同

理,
 

草场牧户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也满足克里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模型.

2.2.1 公共设施分布状况

以锡林郭勒白音锡勒牧场公共设施合理配置为例,
 

经过调研发现,
 

在2000-2014年,
 

牧户数量由原来

的290户增加到354户,
 

牧户数量增加64户,
 

新增牧户的居住及其他建筑对草场有一定的占用和破坏[7].
 

新增牧户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
 

车辆及大量牲畜的足迹形成新的道路,
 

且每增加1个牧户,
 

由其他牧户通

向该牧户的道路或者牧户在自己草场范围内的足迹形成的道路就大于1条,
 

且道路的宽度会受雨雪天气的

影响,
 

造成对草场更大的破坏[8].
 

本文通过中心地理论分析草场牧户单元分布的均质性.

图6 5公里为半径的六边形体系单元

根据调研得知,
 

牧民平常白天可以接受的出行距离大

概是10公里,
 

草场公共服务设施布置应该以5公里为半径

的6边形为一个体系单元(图6),
 

将草场上354多个牧户按

照就近原则划分为30多个六边形体系,
 

每个六边形体系内

部按照人口、
 

交通和地形等因素划分为3~5个聚落组团

(嘎查),
 

组团内由2~3个居住小组(浩特)组成,
 

1个居住

小组由2~5个牧户单元组成[9](图7、
 

图8).

2.2.2 动态协同分布体系

内蒙古草原牧区地广人稀,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不能

简单地按照嘎查规模和服务半径进行计算,
 

与国内甚至内

蒙古农业村落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内村

落建设标准.
 

内蒙古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应切实解决牧民生活所需,
 

当草场牧户单元的密度过大时,
 

牧

户单元高度分散不利于公共设施集中布置,
 

同时在使用上也不切实际[10].
按照上述公共设施的分配办法,

 

草场上一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涵盖的草场面积约为65平方公里,
 

服务

的牧户单元约为0~60户不等,
 

但是草场上公共服务设施在设置上不可能按照单一功能进行均质分配[11].
 

因此,
 

在牧户单元密度较高的草原牧区提倡动态协同,
 

将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调配,
 

最终达到设施共享,
 

使

草原深处牧民能够利用公共服务设施[12].
 

这种动态协同区别于固定的公共设施或公共建筑,
 

可以在草场范

国内有规律地移动,
 

牧民在掌握公共设施移动规律的前提下,
 

合理高效地加以利用,
 

也可根据使用公共设

施的频率和服务半径对动态协同的服务半径进行研究,
 

分为大半径和小半径公共设施的动态协同[13].
 

同

时,
 

也可根据使用需求合理移动,
 

提高设施的利用率,
 

形成高效的服务模式.
 

例如,
 

在举行那达慕大会、
 

大

型商品交易活动时,
 

将分散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集中化使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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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草原聚落六边形分布模型及公共设施分布

图8 白音锡勒牧场公共设施等合理配置

3 结 语

本文对草场牧户的现状进行研究,
 

发现存在以下特征:
 

草原聚落等级的梯度性,
 

牧户分布的分散、
 

集聚性,
 

牧户单元的动态迁移性等草原牧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公共设施建设难度较大.
 

在此基础上,
 

对锡林郭勒白音锡勒草场公共设施的现状进行了调研,
 

并运用中心地理论学说对草原牧区的公共设施

进行了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 [德]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M].
 

常正文,
 

王兴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 王伟栋,
 

宋 昆,
 

张 杰,
 

等.
 

清之前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区“半农半牧”聚落形成的条件与历史沿革———以鄂尔多斯地

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1卷



区为例
 

[J].
 

建筑学报,
 

2014(S2):
 

73-75.

[3] 宝音图.
 

畜牧业经济管理学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4] 盖志毅.
 

明晰草原产权———牧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制度基础
 

[J].
 

生态经济,
 

2006,
 

22(10):
 

111-114.

[5] 王利伟,
 

赵 明.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
  

理论
 

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J].
  

城市规划学

刊,
 

2013(6):
 

40-46.

[6] 王伟栋.
 

游牧到定牧———生态恢复视野下草原聚落重构研究
 

[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7.

[7] 冯 秀,
 

全 川,
 

张 鲁,
 

等.
 

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区域尺度草地退化现状诊断
 

[J].
 

自然资源学报,
 

2006,
 

21(4):
 

575-583.

[8] 丁 勇,
 

牛建明,
 

陈立荣,
 

等.
 

家庭牧场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
 

[J].
 

水土保持通报,
 

2008,
 

28(2):
 

173-179.

[9] 李肃清,
 

李 全.
 

模式化家庭牧场的建设构想
 

[J].
 

内蒙古水利,
 

2006(4):
 

28

[10]荣丽华,
 

徐广亮,
 

张立恒.
 

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性配置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J].
 

内蒙古工业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36(1):
 

50-56.

[11]罗震东,
 

韦江绿,
 

张京祥.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发展的界定、特征与途径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
 

26(7):
 

7-13.

[12]周连峰.
 

内蒙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10.

[13]钱 凯.
 

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讨综述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7(42):
 

40-45.

[14]暴庆五.
 

草原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Patter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Baiyinxile
 

Ranch

WANG
 

Wei-dong, REN
 

Hao-tian, Zhang
 

Neng-jiang
Architecture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in
 

grassland
 

management
 

mode,
 

the
 

grassland
 

is
 

now
 

divided
 

based
 

on
 

house-

hold
 

units,
 

and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o
 

“fixed
 

grazing”
 

modes,
 

i.e.
 

settled
 

nomadic
 

mode,
 

settled
 

area
 

rotation
 

grazing
 

mode
 

and
 

settled
 

animal
 

husbandry.
 

Fam-

ily
 

pastur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a
 

study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residential
 

situation
 

of
 

Baiyinxile
 

Ranch
 

in
 

Xilingol
 

League
 

of
 

Inner
 

Mon-

golia
 

and,
 

based
 

on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studi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

ment
 

in
 

grassland
 

and
 

put
 

forward
 

proposals
 

for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grassland.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sent
 

residential
 

situation
 

of
 

Baiyinxile
 

Ranch
 

was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scatter-

ing
 

settlements
 

of
 

the
 

herdsman
 

households,
 

lack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weak
 

infrastructure.
 

The
 

local
 

herdsman
 

household
 

units
 

were
 

distributed
 

in
 

a
 

gradient
 

way,
 

with
 

dispersed
 

agglomeration
 

and
 

dynamic
 

migration,
 

and
 

the
 

public
 

facilities
 

were
 

dispersed
 

and
 

inadequate.

Key
 

words:
 

Baiyinxile;
 

herdsman
 

household
 

unit;
 

public
 

facility;
 

ecologic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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