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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饲 用 植物 志 》 的 研究 和 编著 工作 ， 从 一 厌 八 〇 年 以 来 列 
大 农 收 渔业 部 畜牧 局 全 国 重大 畜牧 业 科研 项 目 计 划 。 邢 年来， 在 北 

， 京 农 业 大 学 的 主持 下 ,经 我 国 草地 、 牧 草 、 硒 料 、 人 饲养 及 植物 等 学 
科 有 关 单 位 和 同志 的 积极 努力 、 通 力 合作 ,在 已 往 大 量 工作 的 基础 
局 本 志 终 将 和 读者 见面 了 。 这 是 有 关 学 术 界 的 一 项 有 科学 和 生产 
意义 的 集体 创作 ,也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HAE LE, BHA 
学 综合 研究 的 结晶 。 

CHE PARSE 属于 经 济 植物 志 书 的 范畴 ， 它 是 在 对 植物 

正确 分 类 与 私 定 的 前 提 下 ， 以 研究 其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为 基础 ， 
重点 探讨 共 饲 用 特性 和 经 济 价值 ， 其 在 天 然 草 地 的 植物 ,， 并 对 植物 
的 区 系 地 理 ， 生 境 条 件 ， 形 成 的 植物 群落 中 的 地 位 也 有 包 述 。 因 此 
是 一 项 大 型 的 专著 ,， 也 是 我 国 的 一 项 应 用 科学 的 基础 建设 。 

研究 饲 用 植物 的 主要 意义 在 于 : 第 一 ， 弄 清 饲 用 植物 资源 、 其 
利用 现状 和 存在 的 问题 ; So, 揭示 各 种 植物 的 饲 用 价值 和 特性 ， 
以 便 经 济 有 效 地 进行 利用 第 三 ， 为 牧草 栽培 、 改 良和 饲料 生产 不 
断 提 供 种 源 ; 第 四 ， 有 利于 草地 资源 调查 和 从 事 于 草地 畜牧 业 生 产 
和 科研 工作 者 参考 ; 第 五 ， 促 进 饲 用 植物 科学 研究 事业 的 发 展 。 

饲 用 植物 与 人 类 生产 的 关系 ,有 着 悠久 的 历史 。 当 人 类 从 渔猎 
进入 黎 畜 时 代 ; 便 与 牧草 发 生 联系 ,开始 认识 牧草 并 进入 初期 的 评 
价 。 随 着 大 类 社会 的 进步 和 生产 的 发 展 ， 对 饲 用 植物 的 认识 ， 逐 步 
RA, 并 逐渐 有 关于 利用 和 种 植 牧 划 的 文字 记载 ， 但 是 ， 把 饲 用 村 
物 作为 一 门 科 学 来 进行 研究 ， 六 只 有 百 余年 的 历史 。 中 国 对 饲 用 村 

* j] e 



分 、 温 度 、 湿 度 、 光 照 、 抗 着 性 、 抗 寒 性 、 耐 盐 碱 性 和 病 虫 等 。 

入、 人 饲 用 价值 ， 主 要 包括 饲 用 植物 的 物理 特性 ， 营 养 价 值 ， 饲 

用 方式 ， 化 学 成 分 ， 各 种 化 学 物质 的 消化 率 和 氨基 酸 含量 ， 经 济 评 

价 ， 适 口 性 、 产 草 量 和 刘 、 牧 等 其 他 用 途 。 

七 、 适 口 性 等 级 分 为 ， 最 喜 食 、 喜 食 , 采 食 、. 不 食 。 饲 草 评定 等 

Ba, RBS. i. SRS. : 

八 、 相 近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主要 采取 比较 方式 简 述 形态 、 

生态 的 主要 点 、 与 前 种 的 区 别处 和 饲 用 简 评 。 

九 、 正 文 内 署名 为 撰 稿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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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禾 本 科 Gramineae ceevescsrsecseessssessersensssseseeeasessnssesvennneereseune 1 

1. peiyxAeluropus pungens (Bieb) C. Koch 

CA, Littoralis (Gouan) Parl. ee | 

2。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Agropyron sibiricum (Willd.) Beauv. ee 4 

3.。 羽 毛 三 芒 草 hzristida pennata Trin, ooeeeeeeeeeeeoeeooooeoeeeeeoeeee 6 

4. 4H Arthrazon hispidus (Thunb.) Makin ovsersrsessesereree 8 
5. Ba ft Beckmannia syzigachne (Steud. ) Fern. eessreseeceeveeceecee] () 

6. EE Bromus catharticus Vah] cerceececceccesvcecseccccccesscevcce] 2 | 

7. BFF Calamagrostis arundinacea (Li) Robherrssrerseseereeeeeee] 5 

8. R28 Calamagrostis pseudophragmites (Hall. f.) 

Ke le cecceseve cee ccc ccevec ces cencce ces csc ccs cesses ceccecceccss cesses cescecesscosccs | G 

9.。 细 柄 草 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 (R. Br.) Stapferrsrrereeeeeee22 

10. 2#AFE Cleisiogenes songorica (Roshev.) Ohwi 

CC. mutica Keng) oo 

11. RAF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n. ) Keng serresseeees eevee 25 

12. KE Deschampsia CEeSPiLOSA (Lic) Beauv. serrescereeecer eee ceeeee D8 

13。 小 时 樟 Deyuxia langsdorffii Cuink.) Kunth 

(Calamagrostis langsdorffii (Link) Trin. peste: med Mei 30 

14.77 2p Llymus dahuricus Turz. var. violeus C. 

P. Wang et He Li Yargrerrereceeeee cess con ccccce cee cee cee ees cee die oqepee 3A 

15.232 Elymus tangutorum (Nevski) Hand-Mazz。………，…39 

16.1 ja) (2A Blytrigia intermedia (Host) Nevski «sere 44 

‘17. MEHR Llytrigia reptens (Li). Desv. ex Nevskiceeereeeee 0047 

- 18. BRE Hlytrigia trichophora (Link)Nevski e+e eee eee ee50 

19.5875 Enneapogon borealis (Griseb.) Honda (Pap- 

pophorum bareale Griseb,). ccs ser cee cesses ses ces ces cee ore see one sos ere 59 

20.。 小 画眉 草 Eragrostis poaeoides Beau, ceeeeeces cee ccc ccc ceecvcrceone 57 



er 

31. 3B RES Festuca arundinacea Svthreb) i: 45:3 (EER SER eceeee 

22, BAL Festuca rubra [y, esresesrseecerscecensse cesses ces senses see cee eee ove 63 

23. RIB Helictotrichon tibeticum (Roshev.) Keng f. +*+++++##67 

24. ig HA HEES Hemarthria compressa (Li. £.) Re Bre cevcseceeeeeeee7] 

25.XKEE Hordeum violaceum Boiss.et Hohen. eeccseresececeeeee7 4 

26.43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 (Nees)C. E. Hubb. -« boc icsice bcd édescd sect Abbidsivedk bob UeMeedaeeee TT 

27. HERS MEE [schaemum ciliare Retz, seecrecessssceecessecceeeee cesses 7Q 

28. 9FE Koeleria cristata (Lis) Pers, eeecesceeseecee cee cscsee see geecee cee 82 

29. He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seressserceeeesee 85 ， 

30. 青 海 固 沙 草 Orinus kokonorica (Hao) Kengeeesseses ese ceeces cee eee 87 

31. HER Panicum repens 工 。 人 

32. BEER Paspalum dilatatum “Poiz, ‘eo sccssedcsedavdtbe Joh ssbecsees 93 

33. RI EE Paspalum wettsteinti Hackel. sssssecerceeceresesseceeeee 95 

34。 扁 秆 早熟 禾 Poa pratensis L. var. anceps Gaud. ceeesseeeeseeee97 

35. SAN HW EL Roegneria brevipes Kengeererrerecerceeceresscesseeees 100 

36. HERARS WE Roegneria nutans (Keng) Kengerresecseceesesescess 104 

37. A 1E93 WE Roegneria pauciflora (Schwein.) Hylander- 107 

38. BH Secale cereale [y, errrrcsevescecesecescercesssessseeesenseesersenees 11 () 

39. KABA Setaria anceps Stapf Cv. serrrrrersseereeseveeeee 113 

40. 32 Setaria italica (L.) Beauv. ac 区 118 

41. KEE Stipa bungeana Pri npsisecacs wlagapdeselbedmate 124. 

42. = EH Trisetum livinowiti (Domin. ) Né vek field: 129 

43. KK Zea Mays Li, es srveceecececesccsccssvecece cesses cescsscssesevsesevens 132 

豆 科 Leguminosae evreeeeeeceevee ces cecccvececcecsececseeceeessassesesssese 139 

44. HRM IE GER) Alhagi sparsifolia Schap. po 139 

45. 紫 穗 枫 Amor pha fruticosa [,,sserereesevseecsessesesseeceecsecseceeeee 142 

46. MEVERE RE Astragalus cicer Ly, sssssssesessessesrecesersssenseceness 145 

47. FAERIE Astragalus galactites 了 ae 148 | 

48。 多 枝 黄芪 Astragalus polycladus Bur. et Franch. -srrrreerers 150 

49。 云 南 黄芪 Astragalus yUnnanenstsS FTranch。，……w… 153 

50. FHI IL Caragana korshinskii 区 om 154 

51. Mii Ly HG we Desmodium uncinalum DC. rsesrsseceessscseceeceeees 160 

Zz @ 



52. # ft @ Glycine maz (L.) Wits Se 

53.H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eorces cer ccsces cee ceccsecseces cee 

54. eI KOE Gueldenstaedtia stenophylla Bunge ceressesssss ee 

55. HAF Lespedeza bicolor Turca.ssersssssreecsecer ase secese sneene ene 

56. SEW Lespedeza floribunda Bunge srrrrscerseesercee eve 

57. — 4K G Oxytropis bicolor Bunge oo 

58. we 8 ik Oxytropis squammulosa DC. O00 con cee 000 000 000 888 e009 088 

[1 

59. EAE Robinia pseudoacacia Li, -srsssseessseseeesens sen enn tee eeeeee 

60. BF Sophora alopecuroides LI «gyno seipcancnertcy gn Xe oRiieRirnstne ops 

61. WIRE Stylosanthes guianensis (AUbl) Swe sseseress 

62.。 披 针 时 黄 华 Ther mopsis lanceolala R. Br, ee 

63. 埃 及 三 叶 草 Trifoz1iama alecandrium Ly. sssrsseesseesreereeseese ses 

64.。 草 莓 三 时 草 人 rifol1iuom fragiferum Tia \ oemeseasgeaanaaageaagageseen 

65. RSH Trifolium resupinatum Lin cet cer cee seceeccee cee ces cee 

66. HU=UEE Trifolium subterraneum Ly, +s eeeseesesseeses coneee one 

67. SIF RS Vicia amurensis Odette corccesccccecescecceeceeccvces 

68. R= Bi Vicia pseudorobus Fisch. et. C. A. Mey. errr 

69. DEFER BE Vicia tetrasperma Moench. «mssrsersseceecse see seeces 

Ws BL BL Cy peraceacesseresescee se seecee sos cae coven ceeans cee seeess cee cue eve 

70. 44 Fad Fa Blysmus sinocompressus Tang et Weng eseercess 

71. F4+SE Carer aridula V. Krecz. oy - As RSI VIN 

72. RALBE Carex cinerascens Kukenth, s+ eeeeseceversceccesseeees 

73. SRBE Carer meyerina Kunth errreseee cee cee cesses ces cee coe cee ene 

74. 木 里 苦 草 Carex muliensis Tang cerrecrerccecessceseecsecescossevees 

75. SU ME Kobresia pygmaea C。B.ClarkKe ee 

76.1 Scirpus tabernaemontani Gmel. (S. validus 

Vahl, ) [和 

ay Compositae ai 

77.1 RE Artemisia boratalensis 了 0jjaK。 .ee 

78.62% Artemisia Giraldii Pampa correreerere cee sereee cee cee eee cnn ene ces 

79. 4F Ss Artemisia gmelinit Web. et Stechm. ss-erereseeecee eee 

80. MAR Artemisia kaschgaria Krasch.s ee 

81.524 Artemisia mongolica Fisch. et Bess. evrereeseeseece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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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EE Artemisia pectinata Pall. (Neopallasia 

pactinata (Pall. ) Poljak.} sssssessssevessessee sonsneens see sneiete ope 

83.4 BB Artemisia subdigitata Mattf, srorcrrererecsessescecseseeone 

BA. FPA BE Helianthus annuus Ly, esseveserssccecsecseesesencenisesnan see ein 

85.45 2# Helianthus tuberosus L. ee 

86.4% Hippolytia trifida (Turcz.) Poljak. ssssersesssessseeens 

87.4: Kalimeris integrifolia Turcz. ex DC. eee cee eee ene 

88. 76 76 48 Karelinia caspia (Pall.) Less. +++ cece con pee deciesesee ces 

89. wneBeE Lactuca indica Ii ee re en ae ee 

90. 串 时 松香 草 Silphvum perfoliatum Lx 000 cee ee coe eee ees eee oro sos eee. 

BEE] Chenopodiaceae cvveesseecereee see see cesses see seesse ons sus cee nee sae 

91. Hy FRYE Atriplex hortensis PO re 

92. PAA FW eR Atriplex sibirica L. ai 

93. 叶 用 甜菜 Beta vulgaris Var. ciC1G |, coosssesesescecsseceesoecee ens 

94, 444L ERR Ceratoides arborescens (Losinsk.) 

Tsien. et C. G. Ma (Hurotia arborescens A. Los.) +++ 

95,8 Chenopodium album [, ssscrsccecssssssee senses cssssecesstunes nen ane 

96. CERBE Chenopodiuim: glawcum rui 二 二 

97. thax Halocnemum strobilaceum (Pall.) Bieb。 ee 

98. th#ix Halostachys caspica (Bieb) C. As Mey. sssseesssese 

99, HR Halozylon persicum Bunge ex Boiss. et Bubse… 

100./)\3% Nanophyton erinaceum (Pall.) Bunge «srrsrseerrserseee | 

101. L%¥ Petrosimonia sibirica (Pall.) Bunge soe ene cee sessoeane 

102. FF 3 Salsola collina Pall, ssscsssescsecsecseeneenseeessessenes one 

103. PAM FBX Salsola laricifolia (Turcz.)Litv. sererseseseeeee 

104. AK ARGRIE Suaeda glauca Bunge oo 

105. FE BPE Suaeda physophora Pall, srreereerceeeeereceeeseveeesecne 

AIRF Equisetaceae Tate 

106. AWE Lquisetim hiemale Ly, ser sorsenesscarececsorensongnsysnsne en 

满江红 科 A zollacede «rressesrccecseceeeneans ene conse cnn cance sense ces ces 

107. MRM: Azolla filiculoides Lam, tmsssersen see seececseeanersnnes sae 

108. ARH Azolla imbricata (Roxb.) Ni 

320 

324 

JN. 杨柳 科 Salicaceae -ssreecsseesseresecee serene seserneerses ces 329 

° 4° 



109. fn Populus canadensis Moench “seeeeesecescereeeces ves ceeceeeee 

110. it Populus CAVidi ANA Dode eveeee ceeceecescce cos cesces coe vescesess 

111. 箭 杆 杨 Populus nigra L. var.thevestina (Dode) Bean … 

112. fp Saliz MAtESUCANA KOIiAZe coe ceecee cee vee cee ceecee ces ces cecves ses 

Fi, FEAL Bet ulacede ovreresssee cesses cesses cee cee cesses seeaee cen eeenereesincs 

113.%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x Trautv, eosssesss sescee cee 

十 、 壳 斗 科 Fagaceae RU va asees 

114.3 #RQuercus mongolica Fisch. ex Turcz, ceessesercsscsceses 

十 一 、 榆 科 Ulimaceae orrese cesses cerevecee ee 

115. Fy Ulmus glaucescens Franch, sssesessssse cesses cosecscee ves ove 

十 二 、 桑 科 Moraceae «s-seecssssensee senses senaee cersen see sensesene see ene cen eee 

116. HEM Ficus tikoua Bur. cerceeceeeee coe coe cee oo 

十 三 、 昔 科 Poly gomaceae -srssecsecrecse nee see ase nee ace see ace see eee cee vee eve 

117.32 Fagopyrum sagitiatum Gilib. (F. esculentum 

Moeneh) .。…。…。。。。。%。。o。o%o ooeeeoe。oese。。oeobo。 oo。o。。oovieeoaesse sseeoe。oooe 

118. L4> BE Polygonum divaricatum 工 。 9999eeeeeeeeee 

119. ABE Polygonum oricntale Li, corsreereerccececceeseeccececcceceeces 

+ 四 、 HF} Amaranthaceae «sreeesecessescescee cee cee see ccesescce sevece cee 

120. 2a>3EF EH Alternanthera philozeroides(Mart.)Griseb.+ 

121.2 Amaranthus paniculatus i, ss+s+eseeer ser eee cesses cee cee ove 

x. wa Portulacaceae CRARO CEO TEED Afri reabied hE 

122. BEIT Portulaca oleracea Ly, ss+eesssesseeseseesee ses cee sne see ses one 

十 六 、 石 竹 科 Caryophy1laceae，eeeeeee serene ce cer eee se 

123. #2 BH Gypsophila desertorum FenZl pe 

124, BA Stellaria media (Li.) Cy illus eeeesecse cee coe ses cesses cee oes 

++. + EAI BM cared Pere We egestas vr seetiripaath theses ven scclbenape eae < 二 

125. WHSE Brassica campestris [, sssseeseeceeseecee cece cee cee cee cee ees 

126. 32H H EK Brassica napclbrassica Mil], +++ eeecereeecee ces coeeee 

127. 3¢32 Capsella bursa-pastoris (1i.) Medic. …… 

128. FH FPRE Lepidium apetalum Willd, oesceeceececceecevceesee ee 

129. PRYESE Nasturtium officinale Ry Bry cerrsreessesese cesses ceeses 

IN 75 PLA ROSACCAL «seeeeresree sve ceecoeene eee coeens cee gee cat goeeecese cee sas 

© 9 



130. BEB Potentilla acaulis Le sresssereesseeserseese cesses 395 

131. BABR SX Potentilla anserina oo 
398 

132. BBM BR Potentilla bifurca L.var. canesces Bong. 

et. Mey. (P. bifurca var. pygmaea Kitag.)  ssrsserrerse 401 

133. BBS Potentilla chinensis Sep, sereveceesescescccceeceseeesesess 405 

134. F#XBRH Potentilla multicaulis Bunge pe 406 

135. LBBRH Potentilla multifida [., s-srerererceeseonee soersonee 409 

136. HKERSX Potentilla SU
 411 

137. Hie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Te 
414 

十 妃 。 辖 牛 玫 苗 科 .Geraniaceae arena 417 
138. 草 原 老 芍 草 Geranium pratense L. soowee Sak dgi bbe ideeoksepen dies op ALE 

AE, PEBEBE Rutacede -oseecos coesessee see coe sen senses sve crn senses cus ons oennes 420 

139. 4b2£& Haplophyllum dauricum (Lic) JUSS. coeeeeteecseneeeseeee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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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A Gramineae 

1. 小 te 茅 

Aeluropus pungens (Bieb) C. Koch 

(A. littoralis (Gouan)Farl.J 

别名 Re RTE AB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秆 直立 或 倾斜 ， 基 部 生 鳞 片 状 叶 ， 多 

分 枝 ， 生 殖 枝 高 5--25cm。 叶 鞘 多 聚 生 于 秆 的 基部 ;叶片 局 平 或 内 

#%, £0.5—6cem, #2 1.5mm. WHEE BR, 长 2 一 7rcm， 帘 

3—5mm, 分 枝 单 生 ， 紧 贴 主轴 ; ANAS ON IB, kK (2) 3—4mm, : 

4 (2) 5 一 9 花 ， 无 柄 或 近 于 无 柄 ; 颖 孵 形 ， 具 膜 质 边 缘 并 芯 生 小 

纤毛 ， 第 一 颖 长 1 一 1.5mm， 第 二 颖 长 1.5 一 2mms MRA, W 

缘 膜 质 而 具 纤 毛 ， 具 5 一 9 脉 ， 长 ?一 2. 5mmy 内 称 与 外 释 等 长 。 
MESA “分布 于 新 疆 和 甘肃 。 国 外 在 蒙古 、- 伊 朗 、 苏 联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以 及 欧洲 均 有 。、 

_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多 芒 是 中 生 人 外 外 根 桂 型 禾 草 。 是 盐 化 
低地 草 甸 草场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主 要 分 布 于 草原 低地 、 占 据 一 些 大 

河流 三 角 洲 、 河 岸 阶地 、 河 间 及 盐 渍 化 湖 盆 低地 和 冲 积 扇 缘 洼地 。 

地 下 水 深 40 一 50cm 至 2m 左 右 的 湿润 地 有 段 。 土 壤 为 壤 质 和 沙 壤 质 草 

ih, 矿 化 度 较 低 ， 多 为 《2 》 5—10g/L, 
小 狂人 蒂 通 常 与 其 他 小 禾 草 及 小 杂 类 草 组 成 盐 化 草 甸 草场 ， 章 层 

高 10 一 20cm,- 覆盖 度 ,10 一 20% 。 组 成 成 分 因 生 境 条 件 而 异 ， 在 比 

BORON ak Se a ATE Hh (地 下 水 深 40 一 50cm ANB A 与 耐 盐 中 生 的 

* ] . 



小 杂 类 草 ， 如 盐 生 车 前 

(Plantago maritima var. 

salsa) }§ 2 3 (Taraxa- 

cum spe) MIA ERE 

(Ox ytropis glabra), Ba 

(Suaeda sp.) # (Che- 

nopodium sp.) 等 组 成 群 

落 。 在 地 下 水 深 1.5 一 2. 0m 

比较 干燥 的 生境 上 ， 人 小 猿 茂 

分 别 与 隐 花 草 (Crypsis 
aculeata) PlBAP BAK 

AR ll EK . Batt BE20—30% 。 

RABEL ATR, HAH 

落 中 出 BL RE HY, HRT A 

(Halocnemum strobila- 

ceum) 和 着 时 盐 爪 爪 (天 a1- 

dium foliatum) 等 典 FY EE 

AE HYD. REA IY tH RET eS 

RM—-RE, MASSA, Bi Nx Aeluropus pungens 

J) REE HAE 成 为 芦苇 、 胀 Cease A, littoralis 

果 甘 草 盐 化 草 旬 的 共 建 ， 

种 

NE ME 4 月 初 萌发 ，6 月 上 名 开 花 ，8 月 下 旬 一 9 月 初 开 

始 枯黄 。 

REBAR, tet BERS, FE AE 77 th ok, 较 能 忍受 重 放 ， 在 

许多 过 凡 的 草场 上 ， 其 他 植物 难以 生存 ， BE AE TBR AY A Re 

优势 种 。 但 不 能 在 土壤 过 湿 时 放牧 ， 以 防 土壤 被 踏实 ， UR 

化 ， 芒 碍 它 的 根茎 发 育 和 植株 生长 。 

° 2 * 



MAMA MEW, SHRRORA, 3. 1A 
用 比 羊 好 ， 羊 喜 食 其 开花 前 较 幼 嫩 的 枝叶 ， 在 开花 后 ， 草 质 虽 然 有 
所 下 降 ， 但 仍 为 各 种 家 畜 采 食 。 冬 季 , 小 狂 茅 仍 能 保留 一 部 分 枝叶 ， 
在 冬季 草场 上 家 畜 也 都 非常 愿意 采 食 。 因 小 狼 茅 茎 叶 较 坚硬 ， 幼 畜 
二 般 不 喜 食 。 在 禾 本 科 牧 草 中 ， 小 狂 茂 蛋白 质 含量 偏 低 ， 灰 分 含量 
较 高 。 泵 狂 茅 是 盐 碱 较 重地 区 重要 的 放牧 侗 草 ， 它 的 分 布 多 靠近 平 
原 农 区 ， 因 也 是 发 展 近 田 养 畜 的 重要 牧草 资源 。 从 表 又 可 看 出 ， 

含 谷 氨 酸 最 高 。 

IAT 小 锋芒 的 化 学 成 分 * 
分 析 占 于 物质 (%) 

生育 期 | 水 分 
粗 蛋 | 粗 粗 | 无 氨 | 粗 a Am shi | ie bith Be | 

风干 草 粉 抽穗 期 8。09 9.04 | 2637 | 23。17| 47。38| 18.04| 0.77 | 0. 08 - 

Pu 结果 期 | 8.17 6.38 | 1.74 1.31。96| 49。14| 10。78| 0.34 | 0.15 

* HH/\—-RARERARRATZAT. 

表 1 一 2 NH DAH MTR %) 

ie 6 开 析 

Reh (Pp 
FF a 

R..tv kK. © 0.266) 0.159] 0. 189) 0.366) 0.146). 0.234) 0.392) 0.201) 0.045 

ee oa ae i | : aie wil|#|4i|H|aA m | x 
~~ ' & Goh TA ah i Oe ie ee 

| @|el]e | elm] alm) 42 

RF Bw ~ 0.166) 0.166) 0.566; 0.201) 0.261 ovoisl 0.285 0.397 

| 

小 猜 茅 也 是 多 风沙 地 区 优良 的 固沙 植物 ， 还 可 用 于 绿化 城市 铺 

建 草坪 。 

(#8 73 XR) 

*, 3c ¢ 



2. PAH Pek BE 

Ape ion sibiricum CWilld.) Beauve — 

形态 特征 和 Se AA 

iy, AWRBAR, HRA. ZHU, FHV, —MH 30—60em, 

栽培 条 件 下 可 达 lm 左右 。 时 条 形 ， 一 般 长 14 18cm, 宽 0.7 一 

0.gcm， 叶 面 粗糙 ， 叶 背 光滑， 干旱 时 叶 缘 常 内 卷 。 叶 下 不 明显 。 

IRIE ER, K7—10cem, AB 30—50 个 ， 小 穗 呈 覆 瓦 状 排列 ， 

Fi, Rae, BNE 
7 一 11 NE, OB 
只 有 2 一 3 个 结实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苏联 
mA, ea “省 

联 ， 我 国内 蒙古 锡 林 郭 勤 

盟 有 分 布 ， 华 北 、 东 北 、 

内 蒙古 有 引种 栽培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西伯 利 亚 冰 草 天 然 分 
布 于 沙土 或 沙壤土 地 带 ， 
称 为 沙土 地 于 的 典型 植 

物 ， 在 西伯 利 亚 西部 、 亚 
洲 趾 部 的 丘陵 区 及 波浪 式 
的 沙土 和 荒漠 地 带 ，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常常 是 优势 植 
. 物 。 据 报道 在 亚洲 中 部 当 

沙土 比例 在 1:4 一 1:11 

(平均 为 1:6) 时 ， 西 伯 
Ba 

2 BHI #IMEXKA Agropyron sibir- 
icum (Willd,) Beauv, 



利 亚 冰 草 能 够 很 好 的 覆盖 地 面 。 当 土壤 中 含 0.25 一 0.05mm 的 土 粒 

在 80.5 一 95% 时 ， 西 伯 利 亚 章 能 更 好 地 生长 。 耐 微 碱 性 ， 在 pH 值 
为 7.5 一 8.7 时 ， 可 获得 较 高 的 产量 。 耐 寒 耐 旱 ， 在 我 国 温带 地 区 
可 良好 越冬 ， 在 青藏 高 原 海拔 2300 一 3800m 的 地 方 生长 发育 良好 。 
耐 千 旱 性 稍 次 于 沙 生 冰 草 和 冠状 冰 草 ， 其 蒸腾 系数 一 般 在 212 一 
386 之 间 ， 在 年 降雨 量 200 一 350mm 的 地 区 ， 可 以 较 好 地 生长 。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不 而 高温， 在 北京 夏季 温度 达 30—38°C 时 ， 基 本 停止 
生长 。 因 此 ，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在 我 国 高 寒 干 旱 半 干旱 地 区 建立 人 工 草 
地 ， 改 良 天 然 草 场 具有 广泛 的 利用 前 途 ， 在 改良 和 绿化 沙漠 及 荒原 
中 亦 可 利用 。 
西伯 利 亚 冰 章 在 我 国 北方 多 数 地 区 试 种 , 均 可 良好 的 生长 发 育 . 

以 北京 为 例 ， 一 般 3 APT, PERERA, KER, Re 
Ai, 4A PA, SA LBA, SA ARN, OA 6 月 初 进 
入 花期 ，6 月 底 种 子 成 熟 。 种 子 成 熟 时 很 易 脱 落 ， 因 此 ， 在 蜡 熟 时 
应 及 时 采 收 。 生 育 期 105 天 左右 。 枯 凌 期 在 12 月 下 旬 ， 全 年 可 生长 

期 为 280 天 左右 。 

西伯 利 亚 冰 草 茎 叶 较 柔软 ， 营 养 成 分 见 表 (2 一 1、2 一 2)， 为 

多 种 家 畜 喜 食 。 早 春晚 秋 可 放牧 ， 可 划 制 末 制 干草 ， 亦 可 青 饲 ， 在 
中 国 农 科 院 畜 牧 所 试验 地 种 植 ， 一 年 可 浊 割 三 次 ， 亩 产 鲜 草 1700 
多 kg。 种 子 亩 产 35kg 左 右 。 另 外 , 西伯 利 亚 冰 草 还 可 与 其 他 禾 草 、 
豆 科 四 草 进行 混 播 ， 建 立 混 播 草地 ， 如 与 草地 早熟 禾 、 无 芒 雀 麦 、 
曹 攻 、 沙 打 旺 等 轨 草 混 播 可 建立 浊 草 和 放牧 兼用 的 人 工 草地 。 这 种 
草地 在 第 2 一 6 4E lA], BPP“ FA 350—600ke, BA RKA BAK 

500—750ke, 

西伯 利 亚 冰 草 较 易 建 植 ， 播 前 将 土地 耕 友 平整 , 要 求 土 粒 细碎 ， 

在 适宜 的 培 情 下 ， 可 春播 或 秋 播 东北 一 般 在 6 月 下 旬 至 8 ALA. 
北京 地 区 一 般 在 8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名， 播种 量 每 雷 0.75 一 1.5kg， 
播种 方式 多 采用 条 播 ， 行 距 20 一 30cm。 播 种 深度 视 丧 情 和 土质 而 

° > ¢ 



委 2 一 ] 二 

nan | mera | Cre | 分 析 样 别 | 干 物质 cate 

kK 24.6 in 0.5 7.6 2.2 10.2 0.18 0.07 

风干 样 90.9 3 1.9 28.0 8.0 | 3769 0.66 0.25 

于 物质 100 16.6 201 30.8 8.8 41,7 0.72 0.27 

表 2 一 2 西伯利亚 冰 草 毛 基 酸 含量 (%) 
Ed 

Siar. i ae 
pr PR TREE aa Vag 原样 中 aia ac 

wm | nee 

天 门 冬 氨 酸 | 0.49 | 12.08 2.00 | FAM 0.11 2.65 0.44 

苏 AB G14 1 3.38 0.56 亮 氨 酸 0.19 a 0.78 

丝 氨 酸 0.15 3.65 0.69 mi A mR 0.09 2.19 0.36 

谷 . 氨 Mm | 0.35 8.65 1.41 -|. 葵 丙 氨 酸 0.15 | 3.78 0.62 

H A mR 0.14 3.32 0.55- m 所 wR 0.16 3.98 0.66 

wn Ae 0.17 4.37 0.77 组 4 酸 0.06 1.46 0.24 

pe MB | 0.03 | 0.86 | 0.14 i om | 0.16 | 3.92. | 0.65 
ay 氨 酸 0.18 Ao hds 4 0.73 in 氮 酸 0.25 6.24 | 1.03 

蛋氨酸 0.04 1.00 | 0.16 

2, WABI TT HE 3 一 4cm， 上 土质 粘 重 可 适当 浅 播 。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幼苗 易 受 杂 章 危害 ， 苗 期 需 加 强 中 耕 除 草 。 另 外 ，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虽 耐 旱 耐 将 ， 但 有 适当 的 水 肥 管 理 ， 可 明显 提高 产量 。 

(FH. TW 

3. HE=—ER 

Aristida pennata Trin. 
二 

形 杰 特征 ”多 年 生 密 从 型 草本 。 须 根 坚 韧 , 外 被 砂 套 ; PAI, 

光滑 无 毛 ， 高 .30 一 50cm。 叶 鞘 长 于 节 间 光滑 无 毛 ， 叶 舌 短 小 ， 

叶片 质地 坚硬 ， 卷 折 如 针 状 ， 长 达 25cm。 回 锥 花序 基部 常 包 藏 平 

+ 6 . 



TER; 小 穗 草 黄色 ， 长 13 一 15cm， 颖 尖 披 针 形 ， 具 3 一 5 脉 ; 外 ， 

8kKY 6mm, tH, WELL, SHAREWHSNR, BK 
4mm, EEKZ) lem, MEM, ARB, KA 1mm,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新 疆 和 甘肃 西部 。 在 国外 ， 欧 洲 和 中 

、 亚 细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羽毛 三 芒 草 是 

禾 本 科 多 年 生 密 丛 型 

WAAR, WH 

先锋 植物 。 在 新 疆 主 

要 分 布 在 准噶尔 盆地 

_ 的 古 尔 班 通 古 特 沙漠 

中 。 它 在 10 一 50m 高 

的 半 流 动 新 月 形 沙丘 

向 风 坡 面 ， 以 及 10 一 

30m 高 的 半 固 定 沙 匡 

HRM, WHR (Cal- 

ligonum ssp.) 和 

Hwee (Haloxylon 

persicum) 形成 稀 

RMR, HESS 

草根 有 砂 套 ， 能 保护 

根系 ， 使 其 耐 热 性 增 

强 ， 在 植株 基部 形成 

不 同 高 度 的 风 积 沙 

堆 ， 起 固沙 作用 。 随 

着 沙丘 进入 半 固 定 状 

aS» FED SK PA, HBS EEA YR (Calligonum 7e- 

s PF ¢ 

图 3 羽毛 三 芒 草 Aristida pennata Trin. 



assist icici! 
植物 种 类 增多 ， 总 盖 度 接近 20%。 
羽毛 三 芒 草 4 月 初 萌发 ，5 月 中 、 下 旬 开 花 ，6 月 初 结 果 , 7 至 

8 月 间 枯 黄 。 

饲 用 价值 ”羽毛 三 芒 草 在 抽穗 前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马 最 喜 食 ， 
其 次 为 骆驼 。 开 花 以 后 适口 性 逐渐 变 差 。 BURR 
植物 ， 植 株 冬季 保留 较 好 ， 适 于 冬季 和 早春 放牧 利用 ; 带 芒 的 细 水 
颖 果 ， 在 夏秋 种 子 成 熟 时 ， 能 扎 进 羊 的 皮肤 或 扎 伤 口腔 粘膜 造成 危 
害 ， 然 而 ， 在 冬季 颖 果 已 经 脱落 ， 也 不 致 于 对 牲畜 有 害 。 

羽毛 三 芒 草 的 营养 价值 为 中 等 或 中 下 等 ， 它 富 含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纤 维 偏 多 ， 粗 蛋白 质 含量 在 禾 草 类 中 可 列 为 中 等 〈 表 3) 。 

#3 羽毛 三 蕊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 emia? 

11.50 11.40) 1.69 | 33.57 0.12 47.92) 5. are 1.11 风干 草 粉 | RH 

r BLE Hs ALE DTA 

羽毛 三 芒 草 也 是 优良 的 固沙 植物 。 

〈《 杨 已 志 ) 

AF 草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 

We at. OH, 
形态 特征 ” 禾 本 科 疙 草 属 一 年 生 草本 。 秆 细弱 ;高 30 一 45cnm 

”基部 倾斜 或 平 卧 ， 节 部 着 士 后 即 生 出 不 定 根 。 时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4cm， 宽 8 一 15mm， 基 部 心 形 而 抱 葵 ， 除 下 部 边缘 生 纤 毛 外 

ee 8 。 



dei EE BARTER 2 一 10 BR HARHMAT Ss A OM 

本 于 穗 轴 各 节 ， 有 柄 小 穗 退化 仅 剩 得 柄 ， 无 柄 小 穗 长 4 一 全 5mm， 

MRR, S- MRR, A7—Ik, se — HG, SIs 第 一 

外 释 透 明 膜 质 ， 第 二 外 穆 与 之 等 长 ， 近 基部 伸 出 一 膝 曲 的 蕊 ， 冯 

6—9mm, HE 2h CAA). 

地 理 分 布 ， 遍 布 于 旧 

大 陆 温暖 地 区 ， 我 国 绝 大 

多 数 省 区 低 海 拔 地 带 均 有 

分 布 。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 

湖北 、 漳 南 、 安 徽 、. 江 西 、 

江苏 等 省 区 分 布 很 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RAAT RRS Wi 

地 区 生长 ， 生 活力 很 强 ， 

Re eR, FE 

围 内 也 能 行营 养 繁殖 。 它 

性 喜 中 等 湿润 的 环境 ， 适 

应 于 紫 泥 主 及 山地 黄 壤 等 

多 种 土壤 生长 。 分 布 于 山 

$e Eh, HEA. 地 边 等 稍 

阴 湿 之 处 ， 在 我 国 南方 春 

季 返 青 ， 夏 季 茂 已 生长 ， 

人 图 4 eet 4riarazov pisp2d2s( 工 hunb。) 

饲 用 价值 MER i ckind 

国 南 方 也 是 一 种 优良 的 野 

ee, AT ERA, ERB, PX, RR 

Bek DR A, PEDO Me CE Se BEES) 

FMM” CRN, EH, ME Me a MR 4 

° 9° 



m4 BEANIE SE RES} 

Re Oh RA ae 034) | coe) 10 | in 9 His Be ta es Az) 6% %) | (% 期 | Co | BE |mmem|mereelaia 3} hese: 
; | | { | | 

营养 期 | 一 8.50 | 3.00 a4, 19 10-40 jae 0.85 | 0.38 | 5. 65 | 42.28 

* 四 川 省 畜牧 所 分 析 , ADF 为 酸性 洗涤 纤维 。 

RATT, SMA, VIER, 
| ( 周 寿 荣 ) 

5. 芮 “和 草 

Beckmannia syzigachne (Steud.) Fern. 

BIZ KBE. BK. 
CSE RARE R-EERA, HAM. HA, 

节 微 膝 曲 ， 高 45 一 80cm， 光 滑 无 毛 。 叶 鞘 较 节 间 AK, Hew 

膜 质 ， 叶 片 扁 平 ， 两 面 粗糙 ， 长 6 一 15cm;， MRR, AMM, 着 
生 于 位 项 ， 圆 锥 花序 ， 长 10—25em; /\ MGR 单 生 ， 压 扁 ， 近 圆 
形 ， 基 部 有 节 ， 脱 落 于 颖 之 下 ， 内 外 颖 半圆 形 ， 泡 状 脱 大 ， 背 面 弯 
曲 ， 稍 革 质 ， 内 外 称 等 长 ， 膜 质 ， 有 2 脉 ,全 株 朴 被 微 毛 , 具 芒 尖 ， 
£2 0.5mm; 花期 6 一 9 月 (图 5 )。 

地 理 分 布 “ 贾 草 为 广 布 种 ，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 华 东 、 
西南 等 各 省 区 的 水 边 湿 地 均 有 分 布 。 在 世界 热带 、 温 带 区 域 汪 北 半 
球 温带 、 寒 温带 地 区 ， 苏 联 、 蒙 古 、 日 本 。 朝鲜 、 北 美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菌 草 由 种 子 繁 殖 ， 分 蓝 能 力 较 差 ;因此 ， 

只 能 形成 疏 丛 型， 一般 在 5 ARB, RA 开始 分 WR, 6:=: 
8 月 开花 结实 。 种 子 成 熟 后 立即 枯黄 。 喜 生 于 水 湿地 ， 河 岸 湖 旁 ， 

. 10 e 



浅水 中 ， 沼 泽 地 ， 草 旬 及 
水 田中 ， 属 中 生 草 匈 种 。 

由 于 生长 迅速 ， 可 抑制 其 

他 草 类 的 生长 。 因 此 ， 有 
时 形成 小 片 纯 群 落 ， 它 也 

是 其 他 水 淫 群 落 第 见 的 伴 

生 种 ， 具 有 耐 盐 性 。 因 此 ， 

为 广 布 布 种 。 
饲 用 价值 春 、 夏 两 

SEK, mH ik, 

宜 早 期 收割 ， 贮 制 干 草 ， 

草 质 柔 软 ,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 见 表 5 ) 。 花 
后 期 或 结果 后 调制 干草 ， 

营养 价值 显著 降低 。 因 此 ， 

要 注意 适时 收割 利用 ， 一 图 5 BiH Beckmannia syzigachne 

般 在 抽穗 期 为 最 佳 。 每 公 (Steud. )Fern。 

项 可 产 于 草 约 650—1000kg, FARAH 32.5%. 

表 5 MENS RD 

水 fF 物 RM) eRe 
Se ae oe | me | BE) OO | CO CK) | 租 蛋 白质 | BUD | wee | 粗 灰分 | A 

6 月 25 日 70.97 8.30 2.58 30.62 | 10.51 47.99 | 0.17 0.16 

6 A258 10. 68 7.42 2.30 | 27.67 9.38 53.23 | 0.51 0. 48 

BREEN, 3.4. WHR, FESR. BL Le 
均 乐 食 ， 但 适口 性 减低 。 果 后 枯黄 ， 家 畜 放 牧 时 基本 不 采 食 。 

芮 草 的 果实 可 做 为 精 料 ， 亦 可 食用 。 
( 李 建 东 ) 

aa J] 。 



6. Fa Pa FE Be 

Bromus catharticus Vahl 

ae BEF. RAKAMMEZ. , 

形态 特征 扁 德 淮 麦 为 禾 木 科 稚 麦 属 短期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须 

根 发 过 。 茎 直立 丛生 ， 高 达 im##A, Bk 2m 以 上 。 
叶 iy A 

被 柔 毛 ， 后 渐 脱 落 。 nee RK 2—3mm
, A AMR A 叶片 披 针 形 ， 

长 达 40 一 50cm， 帘 

6 一 smm。 圆 锥 花序 

Fi EGR. 长 20cmy， 

有 的 穗 形 较 紧 姿 。 人 小 
iE ka, ite 6 一 

12 PAH, K2—- 

3cm。 上 颖 尖 披 针 形 ， 

4% LRAWE, B— 

颖 较 第 一 颖 长 ， 外 释 

顶端 裂 处 具 小 芒 尖 ， 

Wy RE, BG), 

颖 果 紧 贴 于 释 内 “〈 图 

6). 

地 理 分 布 hats 

Ae He Pe Pa Be PH AY Bal 

根 廷 ,19 世纪 60 年 代 

传 入 美国 ， 目 前 澳 大 

利 亚 和 新 西 兰 已 广 为 

栽培 。 我 国 最 早 于 40 

re AR ROW TE 

«12° 

te 】 ee: y 1 从 人 本 

Ae A Vrs MME Soe A a a = ae PASS ony 

AGE << 3 2 Lon ote. a Ze 8 co t= - : PA: ae or DA < sere aes = = é 

S an N _— —— Sigg zur AAA NG 

MA 

2 
JEG ton 

图 6 Rez Bromus catharlicus Vahl 



Hi, AEA ASS BY BI. TERR IA EY 

四 州 、 贵 州 、 广 西 等 省 栽培 表现 为 短期 多 年 生 。 凡 引种 过 地 区 ， 常 
可 见 逸 生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扁 穗 省 去 属 短期 多 年 生 ， 在 长 江 流域 以 

北 表现 为 一 年 生 或 越 年 生 * 在 以 南 栽培 可 生长 四 年 以 上 ;性 喜 温 瞬 
湿润 气候 ， 最 适宜 生长 气温 为 10 一 25*p， 夏 季 气 温 超过 35°C 即 不 
甚 相宜 。 北 京 、 内 蒙古 不 能 越冬 ， 在 南方 栽培 抗 冬 性 较 强 ， 在 贵阳 i 
地 区 于 984 年 春 ， 绝 对 最 低温 下 降 到 零下 .7C, MRR ROR 

绿色 。 有 一 定 的 耐 旱 能 力 。 但 不 能 耐 积 水 。 在 亚热带 当 其 逸 生 于 野 
外 时 能 同一 些 疏 从 型 章 类 及 杂 类 草 混 生 。 生 于 灌 从 中 的 扁 德 亿 麦 分 
葛 显 著 减 少 ， 但 可 同 灌 丛 植物 竞相 生长 ， 株 高 达 2m Wb, MAK 
44:5cm。 MEM EM BORG, PE 喜 肥 沃 粘 重 的 土壤 ， 
也 能 在 盐碱地 及 酸性 土壤 里 良好 生长 ,在 北京 春播 , 4 月 上 名 播 种 ， 
6 月 下 旬 抽 种，8 月 上 旬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约 122 天 。 根 据 贵 州 农 
学 院 栽培 ， 秋 播 其 生育 期 记载 如 表 6 一 1 。 

表 6 一 1 “ 扁 穗 涯 麦 生 育 期 田间 记载 表 〈 月 .日 ) 

播种 期 | th Hi | THER | 开花 期 | 屯 熟 期 iri FAA 生育 期 当天) 

10.12 10.28 12.28 4.26 5.10 5.20 | #220 

在 北方 多 为 春播 。 在 南方 春秋 均 可 播种 :贵阳 秋 播 生育 期 为 220 

天 春播 者 每 年 可 潮 割 两 次 。 亩 产 鲜 草 2000kg， 种 子 收 量 50kg 
左右 。 秋 播 者 可 浏 割 3 一 4 KK, WIM M 2500 一 3000kg， 可 收 两 次 
AF, 折 亩 产 种 子 可 达 125kg。 种 子 千粒重 11.5g， 每 斤 种 子 约 5 
BR, 种 子 与 皮 壳 比 为 1:0,24， 一 般 每 穗 结 子 70 一 80 Bi, 高 者 321 
粒 交 其 中 饱满 粒 数 269 粒 。 成 熟 种 子 易 脱 落 。 

RUA WARMER, 有 较 强 的 再 生性 及 分 碍 能 罗 
产 草 量 较 高 ， 抗 冬 性 较 强 ， 在 南方 是 解决 冬 春 饲料 的 优良 牧草 。 幼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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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AKE, MIME, TRIE, ARS 
FFB, ZEN THR, ABER ADIEU. BURNER EE 
期 的 营养 成 分 如 表 6 一 2 ， 各 种 氨基 酸 含量 如 表 6 一 3。 

表 6 一 2 ” 扁 穗 汰 麦 抽 穗 期 的 营养 成 分 (%) 

样 Hil | F DK [mem 及 让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RAE th Y 

| 

BUF FF 94.2 17.3 2.5 - PR. t 10.9 35.4 

37.5 于 物 中 100 18.4 2.7 29.8 11.6 

R03 BMLEWARKSB (4) 
pe SE 

二 物质 中 | 蛋白 质 中 | | 干 物质 中 | Re 
下 酸 ”、 ~、 

天 门 冬 氨 基 酸 1.48 8.03 异 亮 氨 酸 0.62 3.35 | 

wD AB 0.62 3.35 = Aw 1.07 5.84 

丝 氨 酸 0.57 3.12 AAR 0.73 3.99 

SAR 1.76 9.60 m aA mR 0.74 4.05 

HAR 0.69 — 3.76 组 氨 酸 0.25 1.39 

A AR 0.91 |. 4.97 精 2 mR 0.66 3.58 

Bt 2 mR 0.17 0.92 且 AR 0.63 3.41 

a 酸 Giss| i @ete1 mB a mR 0.29 1.56 

A mR 0.06 0.35 

表 6 一 3 是 抽穗 期 测定 的 扁 穗 誉 FH 氨基 酸 含量 。 其 中 家 冀 所 
需要 的 必需 氨基 酸 较 丰富 ， 赖 氨 酸 含量 较 高 ， 为 优良 的 禾 草 之 一。 
栽培 要 点 扁 穗 仅 麦 较 易 建 植 。 长 江 流域 以 南 冬季 温 爵 地 区 可 

以 秋 播 ， 一 般 一 次 播种 可 利用 2--3 年 。 北 京 。 青 海 。 肉 蒙古 等 冬 
季 寒 冷 地 区 可 春播 ， 利 用 1 一 2: 年 。 每 亩 播种 量 1.5 一 2Kg)， 条播 ， 
行距 15 一 20cm， 播 深 3 一 4com， 播 后 镇 压 生 长 期 间 注 意 中 耕 除草 
和 适当 淡 水 施肥 ， 尤 其 追 施 氮肥 ， 可 大 幅度 提 高 产 草 量 和 改善 吕 
质 。 

CRHK FH 
°* 14 。 



7.87 WF 

Calamagrostis arundinacea (L.) Roth 

NE BREA. WIRE. 

形态 特征 SERA, MRED. FAL, HiME VK 

曲 ， 高 50—60cem. Mh ERA, K5—25cm, #% 2—-7mm, 

圆锥 花序 Ga we AAR, K6—10cem, H1—1.5cems 小 穗 长 5 一 

tmm， 含 1 小 花 ， 上 颖 披 

针 形 ， 二 上 颖 近 等 长 或 第 一 

PLA; SbFA KARR ET 

形 ， 长 4 一 5mm， 基 盘 两 

侧 的 毛 长 达 外 释 ; 的 1/4 一 

1/3; 芒 自 外 释 下 部 伸 出 ， 

长 约 7mmy 近 中 部 膝 曲 ; 

内 释 等 长 或 稍 短 于 外 释 。 

地 理 分 布 “大量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东 

部 及 山东 ,新 疆 部 分 地 区 ， 

AK RR OTA. 

方 贵州 、 云 南 等 地 的 高 寒 

山地 也 有 大 量 出 现 ， 根 据 

各 方面 资料 分 析 ， 野 青 茅 

群落 多 为 森林 破坏 后 的 次 

生 草 本 植被 ， 环 境 湿润 的 

缓坡 尤为 普遍 。 

BY BS OP TE WK ML bai 

is HK ap APR), Bp 

| 

| 

NY 

———e 

图 7 HP ePse Calamagrostis arundinacea 

(L.) Roth 

9 15 ,9 



联 的 查 坡 治 什 ， 阿 尔 泰 都 有 大 面积 出 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野 青 茂 为 温带 和 暖 温 带 山区 分 布 较 多 的 

一 种 暖 温 性 中 生 禾 本 科 上 繁 草 。 植 株 中 等 高 大 ， 粗 壮 。 在 东北 、 华 

北 多 生 于 湿润 的 中 山 与 亚 高 山 之 间 的 林 缘 、 林 间 草 地 、 缓 坡 、 雏 谷 
等 地 。 一 般 多 在 海拔 1400 一 1900m 的 山地 ， 土 壤 多 Hi) WHIMR 
部 分 未 神 寺 。 MEAG WRAP, RK. HRP PMH 

成 多 为 森林 破坏 后 的 一 种 次 生 植 被 。 在 山西 省 的 五 台山 、 太 岳山 、 

昌 梁 山 及 太行 山 的 高 海拔 亚 高 山 以 上 海拔 愈 高 分 布 量 愈 少 ， 如 在 五 

台山 1900m 以 上 就 很 少见 。 在 暖 温带 或 部 分 亚 热带 主 要 是 在 高 海 

拔 、 温 度 低 的 山地 出 现 。 野 青 茅 为 这 些 地 区 建 群 植物 之 一 ， 常 大 片 

成 群生 长 于 山地 。 总 盖 度 很 大 ， 可 达 95%. BAH 穗 较 晚 ,整个 

营养 期 较 长 ， 可 利用 夺 期 也 较 长 。 

华北 中 山地 区 由 野 青 茅 所 形成 的 群落 ， 其 伴生 种 大 多 为 中 本 章 

本 植物 ， 一 般 没 有 和 森林 及 灌 丛 ,个 别 地 区 有 小 量 胡 梳子 属 的 小 灌木 。 

最 常见 的 中 生 草 本 植物 以 蓝 花环 豆 COxytropis coerulea), KS 

里 胡 枝 子 (Tespedeza dahurica), 草木 标 (Melilotus suaveo- 

ot. fe BAR (Poa sphondylodes), ARRMe CLlymus 

cylindricus), Ji9i#§ WE CRoegneria breviglumis), RAH 

(Festuca rubra), peetur eB (Carex lanceolata), BRIX (Po- 

tentilla chinensis) #2. MAWRWMBRIES Rw wR 

3000—3300m 高 地 也 有 大 面积 分 布 ， 盖 度 也 RA, UP ESS 
为 主要 建 群 种 , RASA AB CArundinella che- — 

nit), 322436 (Festuca rubra), ji %(Stellera chamaejasme), 

山地 紫苑 (Aster oreophilus) 等 混 生 。 

饲 用 价值 ”“ 野 青 茅 的 适口 性 中 等 ， 如 华北 山地 野 青 茅草 场 中 放 

笋 家 畜 ， 常 多 采 食 蓝 花 环 豆 、 苦 草 、 披 碱 草 等 , 而 野 青 茅 遗留 很 多 。 

放牧 量 小 时 ， 在 冬季 常见 覆盖 很 厚 一 层 野 青 芒 和 硬 质 早熟 条 等 的 枯 

叶 层 ， 尤 其 利用 作为 放牧 羊 群 更 是 这 样 。 一 般 家 畜 也 采 食 ， 世 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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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BH, HAL, RHMUBRARK, RKAKSHIK. 
BABRBRE, SHREHER, MARE RANFRM EHR 
HEBRR, ADR RE 60% 以 上 《〈 死 表 7 一 D)， 而 本 草 又 _ 
系 上 繁 草 ， 故 宣 于 浊 割 利用 。 

表 7 一 1 . 野 青 茅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Bi laze wl 粗 脂肪 OF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产 奶 净 能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 4b (%) M/k) (MI /ke) (MJ /kg) 

i | Hh robes 2071 | 62.58 | 10.73 8.85 5.71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野 青 芒 虽 然 也 有 大 量 的 分 药 ， 但 草 质 稍 粗 糙 ， 养 分 含量 在 中 等 
以 圭 ， 粗 蛋白 质 稍 低 。 野 青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各 种 成 分 的 消化 率 如 表 
YU 二 #7—3. 

72 PENNER 

+ oe 5 于 W mR C%) 
采集 日 期 

naam wee | mere | 无 所 浸出 物 | 灰分 

81.6.5 Ay BE HH 5.48 15.64 | 2.11 | 27.98| 45.06 | 9.21 

81.7.2 初 穗 其 7.84 12.77 | 1.80 | 35.03| 41.73 | 867 

81.8.16. | 始 花期 8.65 11.12 | 2.00 | 34.38] . 42.57 | 9.93 

81.9.17> 初 枯 期 6.57 8.89 3.89 Ra My 46.53 |11.52 

表 7 一 5 野 青 茅 几 种 养分 的 消化 率 

GF DM MR (%) 
生育 期 pidge go ae Rg pay ee 

粗 蛋白 质 | wie | mere ley) 粗 灰分 
| | | 

分 7.90 |. 1.80, ‘37.80 46.30 6.20 
FF HE +4 | 

AR (%) 77.14 | 54.58 | Tie 47.05 | 一 
( 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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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FHTRD, BEKE, EHDA LEURBS. 

SFRFROEPS, FARRER Hi LR BAG, 0—20cm © 

层 内 产量 很 低 ， 而 且 蕉 的 比例 大 ，70% 以 目的 产 草 量 均 在 20cm 以 

上 部 位 , KET UA ERS 群落 中 产量 高 的 每 亩 可 达 300 一 

400kg 青草 ， 蔡 时 比 为 1.12:1。 山 地 野 FF PORE 的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植物 量 之 比 为 1:3.64， 而 且 细 根 量 为 粗 要 的 5.61 倍 于 群 

落 的 蔡 叶 比 为 1:1.78。 根 据 在 五 台山 测定 的 野 青 茅 群落 草 旬 , 地 上 、 

地 下 部 植物 量 结构 及 野 青 茅草 的 地 上 结构 。 

按 月 测定 的 产 草 量 表明 ， 不 论 是 野 青 芒 群 落 还 是 野 青 茅 本 身 ， 

均 以 7 月 份 为 最 高 。 群 落 产 草 量 高 达 每 亩 789. 5kg， 野 青 茅 单 种 产 

草 量 达 264Kkg; 月 增长 量 及 月 增长 率 均 以 5 月 份 为 最 高 ， 这 是 其 生 

长 关键 的 月 份 〈 表 7 一 4) 。 因 此 ， 应 严格 控制 5 月 份 的 放下 利用 率 ， 

以 达到 草地 高 产 不 衰 。 

表 7 一 4 野 青 茅草 句 和 野 青 荡 月 份 产 草 量 及 月 增长 率 
草地 类 型 月 份 

测定 项 目 
及 建 群 种 | 4 | 5 | 6 | 7 | 8 | 9 |_ 10 

BF 青草 产量 (kg/ 亩 》- | 96 “|380.2 [547.4 |789.8 |708.5 |575 “|104。4 

i 占 最 高 产量 的 〈%) | 12.1 | 48.13] 69.31/100 | 89.74] 72.83] 13.16 
草 请 增 长 量 (kg/ 亩 ) | 96 |294.2 |167.3 |242.4 | — | — | — 

名 月 增长 率 〈%) 100.0 |359.9e|l144.00|144.27| — 一 a 

EF 青草 产量 (kg/ 亩 ) 66.7 |182 |203.2 |264.3 |200.2 |178.3 |°55.5 

4 占 最 高 产量 的 〈%) | 25.24) 68.86] 76.89/100 76。67| 67644) 35.67 

3 Aske (ke/ wm) 66.65|165.35| 21.15| 61.15} 一 | 一 a 

月 增长 率 〈%) 100.0 |273.07|111.62|130.10| 一 on are 

野 青 茅 为 山区 冬 草 的 主要 来 源 之 一 ， 应 重视 提高 调制 手段 以 增 

加 其 饲 用 价值 。 

(B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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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TE. 
Calamagrostis pseudophragmites (Hall. f.) Koel. 

We FeRAM m—EF (20 

形态 特征 ， 禾 本 科 根 茎 型 多 年 生 草 本 。 秆 直立 ,高 30 一 60cm。 

峭 。 笠 光滑 无 毛 。 叶 舌 膜 质 ， 先 端 撕 裂 或 二 裂 ， MAAS, WR 

及 上 面 较 粗 糙 。 圆 锥 花序 

稍 开 展 ， 长 10—20cm, 

Sy RFRA, BIE; ANS 

绿色 ， 成 熟 时 常 带 褐色 。 

颖 具 1 一 3 hk, Sp MK 

FAR, AZ1E. DR - 

fh RHE PRA SP 
REREAD, MBAS H 
丝 状 毛 ， 毛 与 小 穗 等 长 或 
稍 短 ; 自 外 颖 近 项 端 伸 出 
Ke 3mm 44H Hote, 稍 粗 
于 丝 状 万。 内 释 膜 质 透明 ， 
较 外 释 短 〈 图 8 )。 

地 理 分 布 ， 假 革 拂 子 
茅 分 布 手 我 国 的 东北 、 华 

dt. 西北 、 内 蒙古 、 西 南 
和 西藏 等 地 。 在 内 蒙古 可 
自 天 兴安 岭 山 地 和 帆 草 以 
东 一 直到 西部 鄂尔多斯 和 
东 阿 拉 善 ;在 新 疆 主 要 分 

Ais 假 革 拂 子 荡 Caolamag7rost?S 

pseudophragmites(Hall.f.) 

Koel. 

5 FAG HES Ae We Ta ZS ie SS as AT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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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 贵 州 、 云 南 等 省 。 

国外 分 布 于 欧洲 南部 ， 地 中 海 沿岸 ， 巴 尔 于 一 小 亚细亚 、 前 亚 ， 

苏联 的 高 加 索 、 中 央 亚 细 亚 山地 ， 西 西伯 利 亚 、 东 西伯 利 亚 南 部 和 

远东 ， 上 蒙古、 朝鲜 和 日 本 。 按 区 系 地 理 分 布 为 古 北极 成 分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假 革 拂 子 茅 为 典型 的 中 生 多 年 村 草本 植 

物 。 低 湿地 草 旬 或 沼泽 化 草 旬 的 优势 种 或 主要 伴生 种 5 DEP ER 

或 山地 中 ， 低 山 带 各 大 河流 的 河 漫 浴 及 河流 冲积 平原 地 王 水 位 较 

高 的 沙丘 间 平地 或 沙 地 ， 沙 漠 中 的 淡水 湖 盆 地 四 周 ， 也 见于 黄土 五 
陵 的 沟谷 低地 ， 以 及 灌溉 农 区 的 渠 沟 、 田 十 、 押 匾 地 :或 路 边 低 汗 

处 。 

从 假 革 拂 子 茅 为 优势 植物 的 低 湿 地 草 凶 ， 习 见于 内 蒙古 和 西北 

各 省 〈 区 ) 的 河 、 湖 冲积 地 沙丘 间 低 地 ， 特别 是 大 河流 河 漫 滩 草 旬 

的 主要 建 群 种 。 土 壤 多 为 发 育 微弱 的 原始 冲积 性 草 旬 填 ) 常 为 沙 质 ， 
微 盐 渍 化 ， 或 为 盐 化 草 甸 土 ， 地 表 偶 有 盐 霜 。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工 -2 

(3)m, 洪水 季节 常 被 河水 沥 。 在 这 里 往往 形成 假 拂 革 子 茅 的 单 优 群 

落 ; 有 时 则 与 拂 子 芒 CCalamagrostis epigeios) 或 芦 革 人 PP 杂 a- 

gmites communis) MILA, HB Rik 60—90cm, # 盖 度 为 

30—60% 5 零星 散布 于 干旱 地 区 湖 盆 洼 地 , 丘 间 低 地 的 叶 层 高 50cm 

EA, BRE 40 一 50% 。 在 大 河流 近 河 床 的 河 漫 滩 : HH 的 湖 忆 

外 围 ， 或 山 翡 冲积 一 洪 积 扇 缘 泉水 溢出 带 的 沼泽 草 旬 士 ， 或 草 甸 狠 

泽 土 上 ， 又 可 构成 假 革 拂 子 茅 沼泽 草 旬 , + RG. Pe eth, Hh 

下 水 位 30 一 100cm， 有 季 闻 性 积 水 。 假 苇 Pa eA wi 

河 、 叶 尔 羌 河 、 和 田 河 、 于 田 河 沿岸 的 荒漠 河岸 林 、 荒 漠河 岸 灌 从 

( 杜 加 伊 ) 的 习 见 伴 和 村 种 ， 分 布 于 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灰 杨 (Populus pruinosa), Hip alA Me MEM (Tamarix 

ramosissima), 4%]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ft tie 

HAR, EARP RBRES ROM, ES WR Artemisia 

ordosica) 组 成 草 旬 性 的 沙 地 植被 。 在 大 面积 地 分 布 于 新 疆 塔 里 木 ， 

e 20 。 



吐 重 蓝 -了 哈密 、 乌 者 等 贫 地 、 艾 比 湖 平 原 、 诺 明 、 嘎 顺 戈壁 等 地 的 

PEEL, LRT ESBS FMM CLeymus secali- 
mas) 是 重要 的 伴生 种 。 

BPRTSRE 4 月 萌发 ， 花 果 期 7 一 9 月 。 化 学 元 素 成 分 含 
量 与 芦苇 近似 。 灰 分 一 般 为 12 一 13%，， 钾 含 量 约 为 1.1 一 1.5%; 

， 钙 含量 较 低 ， 约 为 0.3 一 0.8%; Wh AH A 0.04—0.08%,; 二 氧 

化 硅 含量 很 高 ， 为 7 一 10%; 氮 含 量 为 1.74% (芦苇 为 1.81%)3 
硫 含 量 为 0.05 一 0.15% ( 芦 革 为 0.07 一 0.115%)。 化 学 特征 属 
Si>N>K>Ca 型 ， 是 富 集 SiO, 的 植物 中 含 SiO. 量 较 高 的 种 ( 表 

ay 

R83 假 革 拂 子 茅 化 学 元 素 成 分 ” 
(STWR) 

PEER] 克 元 素 成 分 oF ie 

Pa NLP |-s lsio,| Fe | Ar | Mn| K | Na] ca |oilso, 

11.27} 一 |0.054/0.08 | 7.70} 0.000) 0.000} 0.000) 1.185) 0.058) 0.291) 一 | — 1 

2 |13.57| 一 |0.112|0.13 | 9.25] 0.040] 0.049 0.000 1.548] 0.073) 0.605/0.80/0. 47 

3 |13.42) 一 10.151/0.15 |10.00| 0.000) 0.025) 0.037) 1.144] 0.041) 0.838/0.54/0.57 

4 |12.61) — — |0.07 | 9.44) 0.000) 0.000) 0.000] 1.191) 0.052) 0.621/0.52/0. 28 

5 13. 16/1.74/0.060/0.23 9.59) 0.018) 0.000) 0.000) 1.123) 0.086) 0.562) — | 一 

* 3 引 有 自 《 中 国 植被 地 理 及 优势 植物 化 学 成 分 》。 — 
样品 序号 1、2、3、5. 采 自 内 蒙 阿拉 善 ,4. 采 自 内 蒙 鄂尔多斯 。 

CUM BERT AR i 
SMEAR, WI10% 左右 为 马 、 牛 、 编 羊 、 山 羊 乐 食 。 生 
长 后 期 ， 蔡 叶 变 粗 硬 ， 家 畜 除 非 饥饿 缺 草 ， 几 乎 不 采 食 ， 抽穗 前 打 
贮 的 干草 为 各 种 家 畜 乐 食 ， 但 抽穗 开花 以 后 晒 制 的 干草 ， 带 大 量具 
长 柔 毛 的 和 感 子 ， 家 畜 ， 特 别 是 羔羊 采 食 后 易 积 留 在 瘤胃 中 而 得 “ 毛 
球 病 ?， 不 得 不 进行 手术 治疗 ,人 饲 喂 时 应 引 以 注意 : 

e 21 。 



GASES 30-40% 左右 ， 可 做 造纸 及 人 造 纤维 工 | 

Wie: RRA, BPA, BEAK, BRM KEE 

持 植物 。 | 
(38.3 #) 

‘ 

9.2) 柄 草 

Capillipediuimn parviflorum (R. Br.) Stapf 

RB make. 

BARE RAE 

科 细 柄 草 属 从 生 型 多 

年 生 草 。 秆 高 50 一 

100cm， 直 立 或 基部 

ih, REA, P 

土 被 短 毛 ， 不 分 枝 或 

有 直立 的 分 枝 。 叶 片 
条 形 ， 长 10 一 20cm， : 

宽 2—7mm.._ |i HEFE 

From, AAA 

BEA) ay A, RAE 

Fe 1 一 3 AEF Be ites 

NFB MT AE 1 

3 枚 顶 生 ， 无 柄 小 穗 

长 3 一 4mnm， 第 一 轿 

背 腹 扇 ， 具 4 脉 ， 第 

二 颖 舟 形 ， 具 3 lik, | 

FINE ATE, Fei 图 9 细 柄 草 = 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 

延伸 呈 一 膝 曲 的 芒 ， (及 .Br.)Stapf 

e 22 。 



#K 12—-15mm, AMDARR, SKRAFRANMM.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旧 大 陆 之 热带 和 东 亚 及 澳大利亚 的 野生 草 

种 。 我 国 的 四 川 、 云南 、 和 贵州、 湖北、 湖南、 广西、 江西、 安徽 、 
江苏 等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 细 柄 草 喜 欢 温 热 ， 故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分 布 较 多 ， 年 平均 温度 10%c 以 上 地 区 生长 良好 * 它 喜 生 于 中 等 湿 
润 环境 ， 但 也 较 耐 旱 。 较 为 耐 了 明 ， 生 长 于 山坡 林 缘 ,竹林 边缘 ， 灌 
从 下 ， 草 从 中 ,路 边 ， 沟 旁 等 多 种 环境 。 靠 种 子 人 繁殖 ， 常 为 群落 中 
的 伴生 种 ， 仅 在 某 些 局 部 地 段 偶 见 成 为 群落 的 优势 或 亚 优势 植物 。， 
在 我 国 南方 各 地 每 年 春季 返青 ; 夏季 生长 茂盛 ,7 一 10 月 开花 结实 。 
饲 用 价值 ” 细 柄 草 为 良好 的 野生 牧草 。 黄 牛 、 水 牛 等 家 畜 很 喜 

采 食 ， 山 羊 亦 乐 食 ， 我 国 南方 各 省 区 群众 浊 青 或 浊 制 干草 时 ， 细 柄 
草 常 为 浊 割 草 种 之 一 。 孕 穗 期 采样 分 析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 所 示 。 

下 # |ADF| % 

| (96 | (96 he 

0.350) 0.267 

9 MEER 

钙 

(%) 

i OF WW RCM) 

mam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砍 分 | BR 

46。5 

水 
生育 期 | 分 

(%) 

8.10 44.1 | 5.9 | = | 8.30 1.70 | 35.40 
: i 

四川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ADE AREVBRAZ. 

〈 周 寿 荣 ) 

10.。 无 芒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ongorica (Roshev.) 

Ohwi (C. mutica Keng) 

WS NTR. RAL ABA CRM), 
HSE AAR MGT MSA, FEMA, W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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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5—S0em, JERR RMA. 叶片 eI, K 2—6em, Fa 

sci hia fs 圆锥 花序 开展 ， 分 枝 近 于 平展 ; 小 穗 长 4 三 ginm， 

含 3 二 6 小 花轿 卵 状 披 针 形 ， 质 较 薄 ， 第 一 外 BK 3 一 4nmim 先 

MECHEL ks PERMIT SPE 〈 图 10)。 1%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陕 西 、 宁夏 、 

甘肃 .青海 及 新 疆 蒙古 、 

苏联 中 亚 及 西伯 利 亚 南 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 态 学 特 

性 ”无 芒 隐 子 草 为 多 年 生 

Bi AANA EL. TETE ABE 

古 伊 克昭 盟 观 察 ， 它 由 5 

月 开始 生长 ， 7 月 中 名 抽 

i, 8 月 上 名 开花 ，8 月 

中 名 至 9 APA, 9 

月 下 旬 地 上 部 分 于 枯 。 - 

无 芒 隐 子 草 的 地 下 部 

分 具 须 根系 和 砂 套 。 据 陈 

世 猎 在 荒漠 草原 石 质 丘 陵 

淡 棕 钙 土 上 观察 研究 ， 它 

的 须根 可 入 土 25cm 左 右 ， 

斜 向 扩展 ， 根 幅 可 大 

10cm 左右 。 

REBT MEE 图 10， 无 芒 隐 子 草 Cleisiogenes songorica 

原 旱 生 种 。 为 荒漠 草原 的 (Reshev. ) Ohwit. mutica Keng) 

建 群 种 和 优势 种 。 在 小 针 

茅草 原 、 沙 生 针 茂 (Stipa glareosa) 2 tae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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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 Ajania achilleoides), KE (Hippol ytia tri fida) 群落 中 为 

优势 成 分 ， 进 入 草原 化 荒漠 则 成 为 伴生 种 或 亚 优势 种 。 一 般 不 进入 
HOE, 在 荒漠 章 诛 及 匾 漠 ， 它 成 为 糙 隐 子 草 的 替代 种 。 它 喜 
生 于 起 质 士 。 沙 壤 质 土 及 砾 质 化 土壤 ， 但 不 能 忍耐 土壤 的 盐 渍 化 和 
碱 化 。 
” 饲 用 价值 “无 芒 隐 子 草 的 茎 叶 和 柔嫩 ， 适 口 性 良好 。 从 .5 月 返青 

到 9 月 枯黄 ， 羊 和 马 最 喜 食 。 由 于 株 丛 多 成 斜 升 状 态 ， 因 而 牛 和 骆 (| 
WRARE, Ke. | 

本 种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据 分 析 ， 它 含有 较 多 的 粗 蛋 白质 ， 即 使 
到 结实 期 其 含量 仍 不 甚 降低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0。 | 

” 表 10， 无 艺 隐 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水 分 GF WwW km  C%) 5 BE 
生 FF 期 

(%) Pet canens | meee | FO, | mae ae | (6) | 〈%) 

* 拔节 期 11.43 | 15.14] 3.74 44.99.}. 28.01.| 8.12 |.0.53.] 0.32 

* 抽穗 期 9.09 | 11.52] 3.00 45.08 | 31.70 | 8.70 | 0.46 | 0.37 

** 25 EA 7-10] 12.15 | 2.34 | 26.82] 51.09] 7.60 | — | —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 中国 农 业 科 学 院 草原 研究 所 分 析 。 

本 种 是 优等 的 放 收 型 小 族 草 。 它 而 于 旱 ， 一 年 中 被 利用 的 时 间 
较 长 ， 王 枯 后 残留 较 好 ， 不 易 被 风 刊 走 忆 能 为 家 畜 充分 利用 。 - 

(eB) 

11. FEE. 

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n.) Keng 

AZ “RTE. SBAAR—-BAG AA GA.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密 从 旱 生 小 型 禾 草 。 植 株 通常 绿色 ， 秋 后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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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 RASH. WsRM, H 10—40em, F 后 常 成 

ii OR BNE RRS ho MAKI. FOE. Ja J Le IA AE 

基部 ， 叶 舌 有 一 园 很 短 的 纤毛 ， 叶 片 质 较 落 狭 条 形 ， 扁平 内 卷 粗糙 。 

PUTER BOR, SRA, DM K5—7mm, 2-3 iE, A 

色 或 带 紫色 ， 颖 具 1 脉 ， 外 释 先 端 有 主 脉 延伸 的 短 蕊 ， Pa AER EG 

bpReK. 1 果 期 7 一 9 月 "ey ta 

(图 11)。 

地 理 分 布 “ 广 泛 分 布 于 

欧 亚 草原 区 ， 在 地 理 成 分 上 

属 欧 亚 草原 种 。 在 我 国 广 布 

于 黑龙 江 、 吉林、 LT. A 

北 、 内 蒙古 、 山 西 、 陕 西 、 

甘肃 、 新 疆 等 省 “〈 区 ) HE 

RE ARF UGK. BE 

分 布 于 蒙古 、 苏 联 远东 南部 ， 

西伯 利 亚 南部 , 哈萨克 斯 坦 、 

高 加 索 、 伏 尔 加 河流 也 有 分 

46 0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he Wah EE JR AE AE HR AD 

BA, Fe Pee fy RF : 

ee) SRK, teKIL © A MIT < 
squarrosa(Trin.)Keng 

及 内 蒙古 草原 4 月 中 名 返 

青 ; 6 月初 拔节 ，8 A RIM, 9 月 中 下 名 开始 枯黄 ，10 月 

至 第 二 年 4 月 上 各 休眠 。 它 的 生态 分 布 十 分 广泛 ， 自 森林 草原 带 至 

莫 漠 带 均 可 见 到 , 但 以 草原 带 分 布 最 广 。 在 草原 区 除 碱 班 和 沼泽 地 外 

各 类 土壤 均 能 生长 。 因 此 ， 它 又 是 适应 性 强 的 牧 划 。 可 成 为 各 类 草 

漂 植 被 第 二 层 或 下 层 优势 成 分 ， 也 可 以 成 为 次 生性 小 型 秒 草 草原 的 

° 26 ，。 



KAA RAR. CREED REM, RRR, AHR 

ik, ERASRRRRTBRRREPARFRODREBH. i 

上 述 草原 过 度 放 牧 时 ， 糙 隐 子 草 增 加 ， 成 为 优势 种 ， 可 形成 次 生 的 
糙 隐 和 子 草草 原 。 因 此 , 它 是 演 替 系列 中 的 一 个 不 甚 稳定 的 阶段 , 在 东 
北 两 远 河 平原 、 大 兴安 岭 山 前 台地 及 内 蒙古 高 原 的 居民 把 及 牧 群 饮 
水 点 附近 较 常 见 。 如 果 减 少 放牧 ， 保 护 较 好 ， 易 恢复 到 原生 状态 ， 
继续 强烈 放牧 也 很 容易 进一步 退化 ， 变 成 冷 蒿 占 优 势 的 群落 或 造成 
草原 沙化 ， 在 其 他 的 各 类 草原 群落 中 也 是 常见 的 重要 伴生 种 ， 甚 至 
在 草 旬 、 盐 生 草 旬 、 草 原 化 荒漠 中 也 都 是 常见 的 伴生 种 。 因 此 ， 它 
是 分 布 范围 广 、 生 态 适 应 性 强 的 优良 牧草 。 | 
SAH ” 糙 隐 子 草 在 生育 期 间 粗 蛋白 含量 达 8.18 一 19.31%， 

粗 脂 肪 含量 达 3.14 一 5.73% , 其 能 量 值 也 较 高 ( 表 11 一 1、11 一 3) 。 

氨基 酸 含量 也 较 高 〈 表 11 一 2)， 且 草 质 柔 软 ， 因 此 ， 属 于 营养 成 分 

含量 较 高 的 优等 牧草 之 一 。 其 适口 性 ， 在 新 鲜 时 ，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特 别 是 在 早春 返青 早 ， 东 北 草原 一 般 4 月 中 旬 返 青 ,5 月 上 名 
即 可 放牧 。 羊 和 马 、 驴 最 喜 食 。 

表 11 一 1 ， 糙 隐 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Gf 于 BW Rm %) 钙 BR awe fp Ze 
育 期 

和 19.31 | 5.73 | 34.43 5.95 | 34.58 | 1.34} 0.32 | 37.10 

抽 «6 | (9.41 136434 «3.73..| 37-98 7-29 | 37.57. | 0.99 | 0.37 | 74.75 

co. ae Oey 8.18 | 3.14 | 37.18 6.90 | 44.60 | 1.15] 0.29 一 

RH 黄 9.51 2.93 2.29 38.71 1683 48.24 twee.) OGi4 一 

*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1980) 。 

即使 到 了 夏季 ,该 草 的 草 质 仍 然 柔 软 ， 各 种 家 畜 的 适口 性 仍然 

很 高 。 因 此 ， 以 糙 隐 子 草 为 优势 的 草原 ， 多 做 为 放牧 场 ， 但 如 过 度 

放牧 常 营 引起 草原 的 沙化 。 该 种 在 各 类 草原 中 一 般 都 生长 较 矮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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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二 2 ” 糙 隐 子 草 各 种 氨基 酸 的 含量 * (%) 

总 含量 Perrcsunl irre Sse seo oo 

0.40 | 0.18 

aa | Fe sa ne rea m x we 

0.56 0.43.| 0.10 | 0.30 | 0.09 

宁夏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1984), 

表 11 一 3 MITES MR PERE 

eax | ee 和 人 
0 0 

BA CEI) maker | Myke |. 6 $2, 
营养 期 

(宁夏 固 源 ) 60.06 10.18 8.32 7-88 33.78 

结果 其 sath. 8 
(宁夏 同心 ) 93.03 11.52 9.45 12.62 23.40 

结果 其 

果 熟 其 

” 宁夏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1984) 。 

此 ， 不 宜 做 为 割 草 场 利 用 。 但 在 秋季 放 收 ， RHR LE, B 

BS PRE Fe TR AY Se He | | 

糙 隐 子 草 属 的 其 他 一 些 种 类 ， 也 均 是 优良 牧草 。 

( 李 建 东 ) 

ee 章 
Deschampsia caespitosa (L.) Beauve 

WS %& 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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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丛 生 禾 草 。 科 高 30 一 100cm 。 营 养 枝 的 时 灰 

绿色 ， 平 行 叶 脉 非常 明显 。 茎 生 时 片 较 硬 ， 宽 1. 5 一 4mm。 贺 锥 

花序 朴 散 ， 下 垂 ， 长 10 一 25cm。 小 穗 长 4 一 5mm， 草 绿色 或 变 为 

些 神色 , 含 2 小 花 。 颖 与 小 穗 等 长 ， 第 一 颖 具 工 脉 , HIMBA 3 脉 。 第 

一 外 释 长 3 一 4mm， 

Te PR, AeA 

SE. EMH, By 

释 FE BB 1/4—1/5 处 

ih, ARK 

Sb FF 

地 理 分 布 Atk 
界 温带 、 寒 带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在 我 国 广泛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及 西南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发 草 喜 温 凉 气 
候 ， 春 季 返 青 较 早 ， 

耐 低温 ， 抗 霜冻 ， 冬 
季 以 其 从 生 枯草 茬 保 
护 地 面 芽 越过 寒冷 季 
节 。 发 草 为 Cs 植物 ， 
喜 湿润 ， 多 生长 于 沼 

图 12 发 草 Deschampsia caespitosa 

(L.) Beauv. 

泽 草 匈 、 河 岸 两 旁 及 草 甸 草 地 ， 在 四 川 可 生长 在 海拔 3000—4000m 

的 沼泽 草 甸 及 其 低 湿 草 地 中 。 沼 泽 草 旬 土 ， 低 湿 沙 土 及 山地 草 旬 土 

AREER RY. Wi HAL pHeh6.4—-7.2; 发 草 常 与 无 脉 若 章 

(Carex enervis), VU Jl] ® HWCKobresia setchwanensis), 73 

RE (Caltha scaposa), BR KS 4% HE (Trollius ranuncu-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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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des) 等 植物 生长 在 一 起 。 

饲 用 价值 “发 草 开花 前 草 质 和 柔嫩， 为 眉 牛 、 骗 牛 、 绵 羊 及 马 所 
喜 食 ， 其 抽穗 前 的 从 生 营 养 枝 为 编 羊 特别 喜 食 。 

发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 所 示 。 
表 12 发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oe lo GF BD kh  C%) 
采样 月 份 | 生育 期 

。 fazer] sua | meter | acer | | Co | 《9 

5 拔节 23.7 3.9 23.8 563 | 43.3 0.41 0.21 

6 that | 22,0 | 306 28.9 ed 39.3 | 0.31 | 0.24 

7 Zp fi 11.7 2.6 $4.8 7 23.7 47.8 0.23 0.16 

8 Bl 9.4 2.7 23.1 3.7 61.1 0.20 0.19 

* 四 川 章 原 研究 所 ， 四 川 农大 分 析 。 
从 表 12 所 列 材料 可 以 看 出 ， 发 草 幼 嫩 时 期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REE Mah, ABA PRR, wo fa a 所 

以 ， 以 发 草 为 优势 的 章 地 宜春 季 和 初夏 放牧 为 宜 。 Bouse 

CAR 

13.7). 时 杜 

Deyuxia langsdorffii (Link.) Kunth 

别名 KK (Calamagrostis langsdorf fit CLink) 

Trin.) . | 

UAE NMHRANS ELBE, BH 90—1500m, 
FH 1—4mm, BADR, MBM, AMERS, TERRE 

Bo RRP HM, FRAG HEA, KAB, 长 6—10mm, 

”先端 钝 ， 易 破碎 。 无 叶 耳 。 叶 互生 ， 表 面 绿色 WL, BIO, 
长 15 一 30cm， % 3—8mm, 基部 犹 ， 先 端 渐 尖 ， 王 后 内 卷 ; EE 

花序 长 圆 披 针 形 或 近 于 金字 塔 形 ， 长 8 一 20cm， 绿 色 至 黄色 ， 分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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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 HIS, 3 至 数 枚 能 生 ， 具 多 数 小 枝 和 小 穗 ， Re 黄色 
或 带 紫色 。 枝 醒 细 弱 ， 粗 糙 ， 具 星 状 短 刺 毛 。 轿 披 针 形 ,先端 渐 尖 ， 

边缘 绿色 ， 两 颖 近 于 相等 。 外 释 披 针 形 ， 膜 质 ， 长 约 3mim， 先 端 
三 裂 ， 中 部 伸 出 细 长 直 臣 ， 芒 长 2—-2.3mm, 基 盘 具有 丝 状 柔 毛 。 
内 释 为 外 释 之 半 或 等 长 。 花 药 白色 , 子 房 长 卵 形 。 颖 果 紧 包 于 和 白色 长 
AEWA. RAM MIKI, PER. PERE, NE. 微 扁 ( 图 
13), 

地 理 分 布 “ 小 时 樟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等 地 区 的 平原 低 湿 
地 ,其 他 如 河北 、 山 西 、 陕 
西 、 甘 肃 、 也 有 分 布 。 苏 联 
远东 、 蒙 古 、 朝 鲜 、 上 日 本 等 
地 均 有 分 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叶 樟 属 湿 中 AE aR 本 科 杆 
iy, MRL, :也 能 在 干 焊 生 
境 中 生长 ， 喜 温暖 ， 但 能 耐 
寒冷 ， 适 应 范围 较 广 。 在 湿 
润 的 草 旬 、 沼泽 化 低地 ， 都 
能 良好 发 育 。 五 质 山坡 、 丘 
陵 也 能 适当 ; 生 长。 在 东北 
北部 \ 中部、 三 江平 原 、 松 
嫩 平 原 的 低温 地、 丘陵 山地 
以 小 叶 樟 为 建 群 种 组 成 杂 类 
草 的 沼泽 化 草 旬 。 经 济 价值 
重要 。 

图 13 ”小 叶 樟 Degyzzia langsdorffii 
(Link) Kunth ( Calamagrostis 

langsdorffit (Link) Trin ] 

小 时 樟 耐 寒 性 强 ， 冬 季 - 40% 能 安全 越冬 ， 不 耐 干 热 ,， 36°C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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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RE, 37 CULRAFRA, Ant RUBS, Mats 
i, OjRestmy, PEAR, 

在 东北 黑龙 江 流域 、 三 江平 原 ，4 月 上 中 旬 小 叶 樟 开始 萌发 ， 

发 芽 最 低温 度 为 4 一 6"D， 最 适 温度 6 一 8%C, 苗 期 能 耐 三 5 一 -8% 低 

温 。5 月 下 名 至 6 月 土 隐 ,土壤 表层 温度 在 10 一 12 双 时 旺盛 生长 ， 

CAPR,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上 ， 中 名 形 成 越冬 草 , WEMBZ. 

小 叶 樟 为 喜光 植物 ， 日 照 充 足 ， 生 长 旺盛 ， 结 实 率 高 。 反 之 ， 

生长 纤细 、 易 倒伏 。 在 林 下 易 黄 化 。 

小 叶 樟 喜 生 于 低 湿 ， 地 于 水 位 高 的 湿地 ， 浸 在 水 中 的 根 节 ， 能 

产生 水 生根 和 根 董 , 节 间 膨大 , 有 贮 氧 的 功能 ， 生 长 期 间 耐 涝 。 根系 

发 达 ， 能 耐 一 定 的 于 旱 ， 但 长 时 间 王 旱 叶 片 卷 缩 ， 菱 着， 但 只 要 遇 

雨 ， 又 会 恢复 生长 。 

小 叶 榜 主要 分 布 于 黑土 、 草 旬 黑 土 、 沼 泽 化 草包 土 。 具 发 育 良 

好 的 根系 和 根茎 ， 可 以 形成 根 蔡 层 。 在 低温 和 通气 不 良 的 条 件 下 ， 

有 机 物质 积累 ， 促 进 土壤 的 沼泽 化 。 小 叶 樟 最 适宜 生长 在 DH6 二 7.5 
PES SRE, pPHASH, WRAAR, RRS, 

AER, BOMB, KIT RIERA, MPAA. bat 
樟 也 不 耐 盐 渍 化 土壤 。 

小 叶 禅 有 垂直 根茎 ， 是 分 刘 发 生 的 部 位 。 着 生 须 根 和 腋芽 靠 

近 地 面 的 越冬 芽 的 下 层 芽 为 潜 芽 。 潜 芽 可 以 代替 越冬 芽 萌 生 新 株 。 

根茎 可 以 分 生 新 的 根茎 ， 旦 白色， 产生 新 的 幼 芽 , 发 育成 新 的 植株 。 

根茎 的 再 生 力 强 ， 切 断后 ， 也 可 萌生 新 枝 ， 迅 速 恢复 草丛 下， 

小 时 樟 的 生育 周期 ， 随 分 布地 区 的 水 热 条 件 而 变化 。 在 黑龙 江 

中 南部 约 需 190 一 210 天 ,北部 和 西部 为 150 一 170 天 ,高 纬度 地 区 生 

育 期 得， 光照 时 间 长 ， 能 开花 绊 实 。 

在 黑龙 江 4 月 5 日 至 10 日 返青 4H10N# 15 AR. 44 

20 至 30 日 拔节 ， 约 持续 30 KRM. 6 月 中 名 抽 穗 ， 开 花 较 桌 

中 ，3 一 5 天 内 完成 。 受 精 后 10 一 15 天 种 子 成 熟 。7 AMAT 月 中 旬 

e 32 。 



穗 部 由 黄 神色 变 为 黄 和 白色， 成熟 的 种 子 ， 易 随 风 束 动 。 抽 穗 到 种 子 
MIN, BALM 5 一 8 TA, AP MLRKREDRABK, B 

成 多 分 枝 的 上 繁 草 ， 易 引起 倒伏 。 再 生 草 也 发 生 分 枝 ， 形 成 密集 的 
草丛 。 
-水 叶 樟 初期 生长 迅速 ，60 天 内 可 以 基本 完成 车 养生 长。 再 生性 
RBM KO, Ak, MABE, WSK, HB 
2 ER, XU ae a IS A I A AA, | 

小 时 樟 为 湿 中 生 丛 生 状 植 物 。 在 东北 的 中 、 北部 地 面 平 坦 、 土 
RAB, AV RMA, BRE WEL REAR 
植被 的 重要 建 群 种 或 优势 植物 。 在 林 缘 、 缓 坡 和 岸 边 ， 长 期 失 水 ， 
LPOG EK, BARBI (Vicia sp.)、 蚊 子 草 (Filipendu- 
la palmata), HH CAnemone vivularis), 6 4b CSan- 

guisorba sitchensis) , iki @ S (Lathyrus quinqunervius) 4 

成 著名 的 “五 花草 甸 ”。 草 层 密度 大 ， 产 量 高 , 草 质 好 的 杂 类 草草 旬 。 
或 以 小 时 樟 与 毛 果 苦 草 (Carex lasiocarpa), Kik#H (Carex 

appendiculata), JAX (Carex tato) aA eg, 这 些 

草 旬 型 群落 ， 具 有 重要 的 饲 用 价值 。 
饲 用 价值 ”小 时 樟 为 细 莹 草 ， 草 质 柔 软 ， 表 面 光 滑 ， 无 任何 异 

味 和 毒 质 。 无 论 青草 和 干草 ， 适 噩 性 均 良好 ， 马 、 牛 、 羊 均 喜 食 。 
可 用 于 放牧 或 调制 于 草 ， 青 贮 均 很 适宜 。 茎 叶 比 为 54.6:45。4。 

据 东 北 农学 院 肖 文 一 先生 对 小 叶 樟 的 观察 见 表 13。 
_ 表 13 可 以 看 出 ， 小 时 樟 不 同 浊 割 时 期 营养 成 分 不 同 ， 第 一 次 浊 

割 ， 随 生育 期 推迟 ， 粗 蛋白 质 含量 依次 下 降 。- 5 月 17 目 宕 草 ,， 糙 蛋 
白质 含量 最 高 达 28.05%, 6118 GMD AEARTRA 
12.91%, 在 抽穗 以 后 ， 植 株 分 枝 ， 幼 枝 莹 少 叶 多 ; 粗 蛋 自 质 含量 又 
增 到 4.54%，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变化 不 大 。 小 叶 榜 是 速生 高 产儿 类 章 ， 

二 年 可 刘 制 两 次 | 
过 时 或 过 重 放牧 会 引起 草地 退化 。 

a 33 。 



313 Ot ARRAS RD 
Dl mary Oo OT TES! OE 

i 

a eH | eh RA | iF MH) 生育 期 | gee 7 
(8/H) | | | on 
00 lad abe oe beatiifi 1a 

53 —-MK 17/5 拔节 期 | 11.97 |28.05 | 4.03 l28. og | 29.09 10.75 

第 二 次 28/9 BB 9.61 | 9.86] 1.71 |28.75 | 39.41 [10.66 

第 一 次 29/5 孕穗 期 10.41 |18.61 | 2.88 |35.51 | $2.15 {10.85 

第 二 次 28/9 | 营养 其 10.92 |10.95 | 1.65 |26.92| 47245 {13.03 
第 一 次 11/6 | ih 38 10.39 [12.91 | 3.25 |35.93 | 26.36 [11.16 

第 二 次 28/9 SHH 10.61 [12.89 | 1.75 |26.92| 45.89 [12.55 

第 一 次 22/6 | 开花 分 权 期 9.30 |14.54 | 2.68 |34.50 | 37.13 {11.15 
第 二 次 28/9 营养 期 11.39 |14.84 | 1.68 |25.19 | 46.55 |11.74 

B—tK 4/7 蜡 熟 完 熟 期 9.88 | 9.33 | 3.89 |40.00 | 36.46 [10.32 

第 二 次 28/9 营养 期 12.30 |13.79 | 1.79 |25.46 | 46.50 “112.46 
第 一 次 21/7 枯黄 期 11.09 |12.53 | 3.13 |32.15 | 43.90 8.29 

第 二 次 28/9 | 营养 期 11.40 |16.37 | 1.57 |24.26 | 42.73 |15。07 

栽培 要 点 _ 移植， 选取 天 然 草地 繁 密 草丛 中 苗 壮 的 幼苗 ， 秋 季 
锅 植 在 田中 ，3 一 5 天 即 可 返青 缓 苗 。 有 性 繁殖 :正常 种 子 发 芽 率 为 
7Q%， 利 用 雨季 播种 ， 每 亩 播种 量 1 一 1.5kg。 苗 期 要 防除 杂 草 。 

CHR) 

14. 青 紫 披 碱 草 

Elymus dahuricus Turz. var. violeus C. P. 

Wang et H. L. Yang 

形态 特征 AARRME RS EE RAD Eee, PAI, 

145—225cem. AH HM RABKRE;, MARK. KY Imm; 

叶片 扁平 或 干 后 内 卷 ， 长 20—25cm, 宽 8.7—13.6mm, ALE, 

下 面 光 滑 。 穗 状 花 序 直立 ， 长 达 18.5—25.5cm, Hf 6—10mm; 小 

穗 带 紫色 ， 长 12 一 15mm， 每 小 穗 3 一 5 NE, Mew, A 3-5 

脉 ， 脉 粗糙 并 被 短 硬 毛 ， 长 7 一 LImm， 和 先端 世 长 3—6mm; SFE 

es 34 。 



针 形 ， 上 部 脉 明 显 ， 全 部 密生 短小 糙 毛 , WER, 成 熟 后 向 外 反 
th, K9—2imm, WES 外 释 等 长 。 颖 果 ( 种 子 ) 长 枯 圆 形 ， 深 福 

色 ， 于 粒 重 3 一 4g 〈 见 图 14)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内 蒙古 大 青山 。 生 长 于 山沟 、 山 坡 草地 及 沟 

$y, |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青紫 披 碱 草 是 一 种 喜 温 一 中 生 禾 草 。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自然 条 件 下 ， 4 月 中 旬 返 青 ， 返 青 时 所 需 气 温 8 一 

10°C, —fe kh wk HH CAgropyron cristatum) H4C, K#HE#F 

(Elymus sibiri- | 

cus) BH2CHA.5 A 

MRA, 6 月 底 孕 穗 ， 

7 月 初 抽穗 ， 7 月 中 

“和 旬 开 花 ，8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从 返青 至 种 

FBG FA EY 为 132 

RK, Te Be we BI fh 

BOE UL A 〈 见 

表 14 一 1)。 

青紫 披 碱 草 地 士 

MARA RU. WHE 

呼和浩特 地 区 栽培 的 

2 一 4 年 植株 个 体 发 育 

( 表 14 一 2) 来 看 , CH 

现 的 植株 高 大 (145 一 图 14 青紫 披 碱 曹 Llymus dahuricus 

or Mary Turz. var. violeus C.P.Wang 179cm), 
== ThE et H.L. Yang 

(2.94—3. 82mm), 

a dE (28cm x lcm)， 花 序 较 长 (24—25em), i 样 就 构成 了 

青 紧 氢 碱 草 的 高 产 性 状 。 

9 35 e 



- 衣 14 一 1 呼和浩特 地 区 青紫 披 碱 草 的 物候 期 * 

物 候 ‘ 生育 
年 返青 期 | 拔节 期 | 孕穗 期 | 抽穗 期 | 开花 期 成 熟 期 

限 天 数 

2 年生 6.5 4.25 7.1 7.7 7.10 8.24 141 

3 年 生 4.20 5.1 6.29 705 7.9 8.26 | 128° 

村 年 生 4.15 4.28 6.26 7.6 7.12 8. 20 127 

ety 4 月 上 、 中 名 | 4 月 底 66 AUR) 7 月 初 | 7 月 中 旬 68 AP 132 

。 引 自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学 报 》1986 年 第 1 期 135 页 。 

表 14 一 2 .家 紫 披 碱 章 类 株 个 体 发 育 调查 * 
Cia oe li 花 序 

限 _ | Cem) |(mm) om Ab — a lt a] tee (g) 
让 

S 

生活 第 2 年 179.0| 3.82 | 35.1 | 1.36 | 25.5 | 26.8 | 56.0 | 330.0 一 

生活 第 3 年 ”| 145.0) 3.46 | 26.3 | 0.80 | 24.0 | 28.0 | 54.0 | 318.0 一 

生活 第 4 年 145.5] 2.94 | 28.2 | 0.86 | — 一 一 一 31.5 

- #F 156.5] 3.40 | 29.8 | 1.00 | 24.7 | 27.0] 55.0 | 324.0} 31.5 

* SIB «PY BR es RBS Be Fa 1986 年 第 1 期 136 页 。 

青紫 披 碱 草 结实 性 能 良好 ， 除 生活 第 一 年 外 ， 以 生殖 枝 占 绝对 
优势 。 生 活 第 三 年 的 草 群 ， 生 殖 枝 重 量 占 枝 条 总 重 的 72. 4% ， 而 车 
养 枝 仅 占 27.6% ， 生 殖 枝 数量 占 总 枝条 数 的 53.3%， 营 养 枝 占 
46.7%, 

SOR RR AIE, MOREE, 0—soom- RE 
干 重 达 266.68Kkg/ 亩 ， 以 土 层 0 一 20cm 占 绝 对 优势 。 

青紫 披 碱 章 再 生性 让 等 ， 一 般 地 区 仅 刘 制 1 次 ， 雨 水 较 好 的 地 

区 再 生 草 高 达 30cm， 可 供 放牧 利用 。 一 般 再 生 草 占 总 产 草 量 的 10 一 

15%. 

青紫 披 碱 章 的 适应 性 较 强 。 首先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性 ， 可 以 在 我 国 
9 36 ° 



北方 各 地 区 安全 越冬 ， 即 便 是 8 月 份 播种 ， 当 年 苗 高 仅 10cm 也 能 

露地 安 人 多 越冬。 抗旱 性 中 等 ， 该 草 属于 中 生 禾 草 ， 适 于 年 降 水 400 

wm 的 地 区 栽培 。 青 紫 披 碱 草 喜 欢 肥 沃 、 团 粒 结 构 良 好 的 土壤 ， 由 

于 较 高 产 汪 所 以 整个 生育 期 中 需要 大 量 的 氮 … 磷 盖 钾肥 ;- 黑 钙 士 : 

暗 栗 钙 土 、 壤 土 是 青紫 披 碱 草 生长 最 适宜 的 土壤 ， 不 宜 在 砂 士 、 粘 

土 上 生长。 该 草 能 耐 一 定 的 惰性 土 , 适宜 的 土壤 p 于 为 7.0 一 8.5。 

饲 用 价值 “青紫 披 碱 草 植株 高 大 ， 茎 叶 粗 糙 ， 适 于 大 家 畜 。 抽 

i. 开花 之 后 ， 叶 量 减 少 〈 见 表 14 一 3)， 适 口 性 大 大 下 降 。 

表 14 一 5 青紫 披 碱 草 不 同 发 育 期 芝 叶 比例 ” 

nt 花序 

ig | % g | % 

kop 期 24.6 41.4 34.7 58.6 一 — 

孕 fH 期 57.5 57.2 43.0 42.8 一 一 

Hh 238.5 61.4 134.3 34.5 15.5 401 

FA 7E 其 191.0 54.4 115.0 32.8 34.5 12.6 

成 熟 期 192.1 73.4 69.5 26.6 一 一 : 

* SIA (ARRAS SIR 198647551 FH, 

PRRMEALEAAKAR, BHNIAAWTR, BATT 

WA, Re SARA BW. TERR PW eA HR 
14 一 4 所 示 。 

表 14 一 4 ， 青紫 披 碱 草 抽穗 期 干草 化 学 成 分 表 
GRAAF WRI) 

WB he 
(mg/kg) 

5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pesca 粗 灰 分 BF 

36.26 48.77 6.35 0.73 0.12 19.99 

HEAR, FRM ATA PERE RUT, BU Pe 

9 37 « 



fee BE. FEY WE AEH RRP. ARIE OS 2-4 ME eS 种子、 
fit LIM —5) PRO, BE, A EO, 

表 14 一 5 BRRBSERAERWAFE“RF GS (ke/ii) 

生活 第 2 年 1191.4 617.6 62.4 

生活 第 3 年 1010.0 $87.3 24.3 

生活 第 4 年 1163.4 350.2 a 

aye 均 1305.1. 451.7 43.4 

© BI CPS RRB 19864838 1 I, 

栽培 要 点 “青紫 披 碱 草 对 水 分 有 一 定 的 要 求 ; ib, 应 选择 低 
洼 的 肥沃 的 地 块 种 植 。 整 地 要 精细 ， 土 壤 要 绍 碎 -一 般 北方 多 春播 ， 
如 春风 大 ， 旱 情 严 重 最 好 夏 播 。 播 量 每 亩 2000g 左右 ,行距 30 一 
45om, WARE 8—4em, HRM GUE, MRS REAM 
野 竞 豆 、 黄 花 首 蕃 混 播 , 其 产 草 量 玉 品 质 都 有 所 改善 ,其 播种 量 可 减 
半 。 

青紫 披 碱 草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播 种 当年 应 及 时 消灭 杂 草 。 在 有 灌 
溉 条 件 的 地 区 ， 每 年 灌水 2 一 3 次 , 尤其 在 孕穗 一 抽穗 期 应 保证 水 
分 的 供应 。 追 肥 对 青紫 披 碱 草 亦 有 良好 的 反应 ， 在 孕 禄 期 至 抽穗 期 
追肥 增产 作用 最 佳 ， 一 般 每 雷 追 尿素 20 一 10kg。 

青紫 披 碱 草 植株 高 大 ， 茎 叶 粗 硬 ， 尤 其 在 抽穗 、 开 花 之 后 迅速 
. 粗 老 ， 因 此 最 适宜 的 刘 割 期 为 孕穗 期 ， 浊 割 太 迟 严重 地 影响 质量 ， 
这 点 在 利用 时 应 特别 注意 。 

( 王 比 德 ) 

9 88 。 



in. # 章 

Elymus tangutorum (Nevski) Hand-Mazz. 

WAGE HRARRMARRAD ER, PSE. 

70 一 150cm， 具 4 一 5 节 。 叶 HIGH AEs 叶 舌 截 平 ， K 0. 5—1.0 

mims 叶片 扁平 ， 1 

18cm, % 3—6mm, 

EL RLBE BR Bi AE 

—, FROG. BR 

花序 直立 ， 较 紧密 ， 

小 穗 稍 偏 于 一 侧 ， 绿 

色 稍 带 紫 色 ， 含 3 一 

A; 颖 披 针 BRA 

状 披 针 形 ， 长 7 一 

gmm, fk 明显 而 粗 

糙 , 先端 尖 或 具 短 芒 ; 

Sh Fe RE ATE» 
ERKG, Wot 

PE Be » % 5—10mm,; 

gy bh PEK 8 
emmy PYRE ShIES 
KO BUR (种 子 ) 披 - | 

针 形 ， 见 图 15。 \/ LA 
2 | SZ ‘ 

二 细胞 染色 体 “ 专 小 -一 
es So BE He Yr AN 

色 体 数目 据 观 察 ， 有 图 15 2em Elymus tangutorum 

7. 14 ‘20-28 (Nevski) Hand. -Mazz. 

e 39 e 



和 42 等 ， 并 且 也 发 现 有 非 整 倍 性 细胞 ， 经 145 个 细胞 的 计数 统计 ， 

以 2n = 42 的 细胞 为 最 多 ， 上 古 总 数 的 40%， 所 以 确认 麦 莹 章 的 体 细 
胞 染色 体 数 为 2n = 42， 基 数 X=.7 为 六 倍 体 。， 

表 15 一 1 麦 莹 草 生 育 期 及 与 同属 牧草 比较 
(在 呼和浩特 种 植 的 第 二 年 ) 

CR 
B 其 | ; 4 Be wy ， 

”名 称 (A.A) |(A. A) c k 日 ) 

天 数 KH 天 数 

fe 草 3.30 4.5 «80 €1 |6.15| 77 |6.25| 87 ra 93 |7. 20/113 

B/E RB 4.2 4.10 |4.10) 68 |6.16| 75 |6.25| 84 |7.5 | 94 |7.25)114. 
kk RE 3.30 4.5 {4.5 | 67 [6.30] 92 |7.10/102 |7.15/107 |7.30|122 

肥 披 碱 草 3.25 4.8  |5.30| 66 |6.21 88 |7.1 | 98 |7.£0|108 17. 30/128 

FRE wR 4.5 | 一 —}—|— 7.7 | 93 |7.7 {124 |7. 041131 

垂 穗 披 碱 草 3.30 4.5 [6.5 | 67 |6.14] 76 |6.20| 82 16.28] 90 |7.14/106 

短 芒 披 碱 草 4.2 eae pe BES 6.5 | 64 |6.121-71 |7.7 | 97 

* 引 自 《中 国 草原 》1984 年 第 4 期 64 页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山 西 、 内 蒙古 、 甘 肃 、 青 海 5 四 川 、 新 

疆 及 西藏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 麦 莹 草 是 一 种 早熟 性 禾 草 ，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自然 条 件 下 ,5 月 10 日 播种 , 10 日 后 出 苗 , 16 RFF, B2R SP HE, 

”5 天 拔节 ,70 天 孕穗 , 79 天 抽穗 , 87 天 开花 , 122 天 种 子 成 熟 ， 是 该 
地 区 几 种 多 年 生 禾 草 中 播种 当年 唯一 种 子 可 成 熟 者 。 越 冬 后 第 二 年 

早春 4 月初 返 青 〈 返 青 时 日 均 气 温 7.7*C)，5 月 中 旬 拔 节 ， 6 月 中 

2, 6 A PAT. 6 月 底 开 花 ，7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由 返青 至 

种 子 成 熟 一 般 需 113 天 左右 , 比 同 条 件 下 的 披 碱 草 (Elymus dahu- 
ricus) 早 9 天 ， 比 肥 披 碱 草 CL. excelsus) RIB5R, HARE 

BREE CE, dahuricus var. veoleus) 218K, K¥EM CL. si- 

biricus) BIR, MUMBE RMR (CL. breviaristatus) FEB 

PLBLA CE. nutans) 的 生育 期 稍 长 数 日 ， 详 见 表 15 一 1 
ed40。 



x SAE PARRA, 因此 生长 发 育 所 需 积 温 量 比较 小 。 

据 内 蒙古 自治 区 13 个 试验 点 统计 ， 考 蓉 草 从 返青 至 种 子 成 熟 需要 
> 10°C HIE Hi 1262—1877 °C, FE > 10 CHA MA aH 669— 

957sC， 而 同属 牧草 披 碱 草 所 需 积 温 相 应 为 1700—1941°C 和 739 一 

i a | 

麦 莹 草 播 种 当年 生长 较 缓 慢 ， 尤 其 是 拔节 前 生长 更 慢 。 而 生活 

第 2 年 它 的 生长 相对 较 快 ， 尤 其 以 拔节 至 抽穗 期 生长 最 快 。 因 此 麦 

疆 草 在 拔节 之 前 应 注意 及 时 消灭 杂 草 ; 拔节 之 后 是 追肥 /灌水 的 最 
佳 时 期 。 

麦 蓉 草 地 上 枝条 发 育 良好 ， 据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栽培 测定 ， 春 斤 
生活 第 1 年 65% WAR, 35% 为 营养 枝 ， 因 此 当年 能 收 少量 种 
子 ， 村 活 第 2 年 以 后 ，71% 为 生殖 枝 ，29%6 HERR, HWARE 
生殖 生长 良好 ， 在 我 国 各 地 种 植 均 能 正常 开花 、 结 实 。 

” 壹 鞠 草 根系 发 育 良好 ， 据 呼和浩特 地 区 栽培 4 一 3 HSA 
系 发 言 调 查 ， 播 种 当年 每 亩 根 量 为 29.15Kkg, 第 2 年 每 亩 133. 4kg， 

第 3 年 达 358:-20kg;， -说明 随 着 裁 培 年 限 的 增加 而 根 量 明显 增加 。 考 

莹 草根 系 主要 分 布 在 土壤 表层 .0 一 30cm， 一 般 占 总 根 量 的 88.6% ， 

而 0 一 10cm 最 多 ,平均 占 总 根 量 的 49% 。 麦 鞭 草 根 量 与 地 上 部 产量 
> He 12.3, 21 4112.4, 248 123.3, 3 42 1:1.5, 

麦 莹 章 的 再 生性 中 等 ， 据 呼和浩特 对 生活 第 2 年 草 群 测定 ， 再 
生 草 占 总 产 的 14.7% ;不 如 老 芒 麦 、 披 碱 草 的 再 生性 强 ， 但 比 垂 穗 

披 碱 草 ， 肥 披 碱 草 再 生性 好 ， 北 方 一 般 每 年 仅 浊 割 利用 工 次 。 
麦 苏 草 的 适应 性 较 强 ， 它 可 以 在 海拔 3000m 的 青海 高 原 土 及 川 

,西高 原 3000 一 3600m 的 地 带 生长 ， 具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性 ， 在 - 35%c 的 
-低温 下 能 安全 越冬 ，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8 月 初 播种 ， 苗 期 越冬 未 发 现 
GER, RABAT PAM, CPM BRAKDRS, 

HE HS ihe ric PH De Pe EA EH a, ESA ORAM, — RB 
钙 土 、 栗 钙 土 及 砂 壤土 均 能 生长 ， 以 肥沃 的 壤 士 生长 良好 。 从 种 子 

» ey 



Pe TARE, pH¢—11 HR ERB MARA, SRD at 
对 土壤 酸碱度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该 草 不 耐 夏 季 高 温 ， 
饲 用 价值 “ 麦 蒙 草 质地 和 柔软， 无 有 异味 ， 各 种 竹 畜 喜 食 ， 交 其 

YREBAH, HEME PS, HMR AYER, RAE, RAY, 

(ERA ARRAS EL PGE (EIS —2), WAS 1 ER, BAH 

Ne ee Ew : 

表 15 一 2 麦 莹 草 葵 叶 比 调 查 结果 〈%) 

a+ | om B | | 叶 | 花 序 注 

第 二 年 42.6 40.8 ~ 16.6 

| meme | - 56.0 30.1 13.9 

. 1 2 56.0 30.1 13.9 生活 第 2 年 

4 次 再 生 草 50.3 49.5 一 测定 

eB 48.5 ae ee | 
; 抽穗 期 56.0 30.1 13.9 

i 候 开花 期 ，63。6 23.8 12.6. > 

成 熟 期 65.9 19.4 14.7 

生殖 枝 “ 64.4 22.0 % Ye 
核 “条 Bak 34.0 66.0 一 

RT DL] 放牧)、 刘 割 调制 干草 ， 也 可 以 青贮 , 以 干草 
利用 最 为 普遍 。 抽 翻 期 浊 割 调制 的 干草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5 一 3。 

表 15 一 5 KRRERA 居 牧草 化 学 成 分 比较 〈%%) 

收 草 名 称 | HEA | same | 粗 纤维 | 取样 地 点 、 时 间 

% RE 草 9.25 2.24 36.68 呼和浩特 ”83 年 7 月 

gk RM H 6.03 1.99 39. 40 呼和浩特 “83 年 了 7 月 

% 2. 2 11.27 4674 29.39 呼和浩特 “83 年 7 月 

fe Fel Pk PRL 9.79 2.46 34.56 呼和浩特 ”83 年 7 月 

Ae ok PR Te 6. 40 1.85 42.94 呼和浩特 “83 年 8 月 

青紫 披 碱 草 6.91 1.71 36,26 呼和浩特 8346 7A 

* 引 自 “中 国 草原 ”1984 年 第 4 期 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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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E HM, RT SMR BER, BILD DEBUTS, 
其 饲料 产量 也 较 高 ， 据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中 等 管理 水 平地 段 测 定 ， 播 - 
种 当年 讶 产 鲜 草 699. 3kg, FL 278. 7kg, 第 2 年 相应 为 1311。 5kg 

fil 437.2kg, FR BP PLEA, ERE, RRASMTAR 
古 骨 治 区 西部 地 区 牧草 区 域 试 验 ， 不 同 地 区 产 草 量 详 见 表 巧 一 4, 在 

水 洲 条 件 下 ' (锡林郭勒 盟 正 叮 蓝 旗 ) 干草 产量 较 高 ， 每 亩 767kg， 
而 在 于 旱 , 将 薄 的 乌 兰 察 布 盟 达尔 汗 茂 明 安 联合 旗 每 亩 具有 145kg。 

表 15 一 4 卖 壮 草 在 内 蒙 西部 地 区 各 地 的 产 草 量 (kg/ 亩 ) 

地 区 | OE | 鲜 草 产量 | 干草 产量 

锡林浩特 市 旱 作 767.5 278.4 

i BH 旱 作 1498.5 i= 

TE i BE 灌水 2 次 2367.8 767.0 

达尔 汗 藏 明 安 联 合 旗 旱 作 487.7 145.0 

乌拉 特 中 旗  “ Bye 1492.4 475.1 
Vo int FE 540.2 159.5 

PARE TT Ate 1058.4 334.6 

BREA — ITH, MK, a-ha, s 
RACER SRR RAI GRA. BITES) ABH 
1s—3iem, HRSA RATA. LRAT B1—se, we 
量 ， 单 播 每 雷 2Kg， 混 播 减 半 。 播 种 深度 .2 一 3cma 北方 干旱 地 区 

播 后 需 及 时 镇 压 。 麦 营 草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抑制 ， 应 及 四 消 
灭 杂 草 。 生 育 过 程 中 对 水 分 要 求 较 多 , 干旱 时 产量 显著 下 降 , 应 分 别 
eB A, RW, HARA IT EK; MARE SRE LE 
期 、 抽 穗 期 结合 灌水 追 施 氮 肥 〈 一 次 按 10ke/H) RRM T BS 
性 较 强 ， 当 大 多 数 穗 子 中 部 种 子 已 变 黑 褐色 即 可 及 时 收 种 。 收 种 时 

闻 最 好 在 清晨 ， 旭 荐 后 马上 运往 困 场 防晒 ， 脱 粒 ， 以 免 造成 种 子 的 

损失 。 
ave (Fb 4e, M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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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al (ee Be 

El ytrigia intermedia (Host) Nevski 

PSE PHERRARAA ERE RS SERA, APE 

AUR, AH, Mit, B70—130em, H6—8 节 ， 叶 片 RRA 

%, K20—35cem, #£0.5—1.2cm, LMA, PMSF. RK 

花序 直立 ,长 20—30cm; 穗 轴 节 间 长 6—16mm; 小 穗 长 10 一 15mmy 

<= 3 一 6 小 从 3 a FB ll FB 

先端 截 平 而 稍 偏 FH, AS 

7 ks 外 释 宽 披 针 形 , 无 毛 ; 

内 释 与 外 释 等 长 〈 图 16) 。 

地 理 分 布 “ 中 间 优 麦草 

原 产 于 东欧 ， 天 然 分 布 于 高 

加 索 、 中 亚 的 东南 部 草原 地 

带 , 1932 年 由 苏联 引入 美国 ， 

几 年 后 引入 加 拿 大 ， 现 成 为 

北美 洲 西部 干旱 地 区 的 重要 

栽培 牧草 。 我 国 1974 年 开 

Ra, Aver. AZ. 

北京 及 东北 等 地 试 种 ， 普 遍 - 

表现 耐寒 、 耐 旱 , 生长 势 强 ， 

再 生性 较 好 ， 株 体高 大 ， 茎 

Hee, ERB. FS 

及 半 干 时 草原 是 -- 个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草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图 16 ‘Pale Hlytrigia 

Fp fia] HE OL, intermedia (Host) Nev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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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E, AR MAAR TAR, BS EE 
降雨 量 350mm 的 地 区 ， 可 以 良好 的 生长 。 耐 盐 ， 可 在 中 轻 度 盐 化 
TREK. SSH, TR, Tate ORs 
周 扩展 漫延 ， 并 且 可 在 沟 先 陡坡 生长 。 中 问 模 麦草 建 植 以 后 ， 由 于 
根 群 密集 ， 可 以 改善 土壤 结构 ， 促 进 土壤 的 物理 性 状 向 好 的 方向 转 
化 。 

”中间 候 才 草 喜 冷 凉 气候 ， 在 北京 试 种 ， 对 夏季 高 温 适 应 性 差 ， 
在 36 一 38% 的 温度 条 件 下 ， 基 本 停止 生长 ， 部 分 叶片 枯黄 ， 播 种 当 

年 有 死 苗 现象 ， 但 可 以 越 夏 。 春 秋 两 季 生 长 迅速 ， 枝 时 繁茂 , 秋末 、 
冬 初 长 势 更 旺 。 -一 直到 12 月 下 旬 才 进入 枯 姜 期 : 

中 间 候 麦 章 在 我 国 北方 许多 地 区 试 种 ， 都 可 正常 发 育 生长 了 以 
北京 为 例 ， 一 般 在 3 月 中 旬 返 青 ，5 月 下 旬 抽 穗 ， 6 月 中 旬 感 花 ， 
7 月 中 旬 成 熟 ， 生 育 期 约 113 天 ， 全 年 可 生长 270 REA. 

中 间 候 麦草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可 在 裸露 的 石灰 性 土壤 上 生 
长 ， 也 可 以 在 排水 良好 ， 酸 碱 适中 的 各 类 土壤 凸 良好 地 生长 。 
种 子 千 粒 重 5.2g8， 每 斤 种 子 含 9.7 万 粒 。 

AAA FHSAA HH, MAXIE, Pee 
较 高 ， 在 北京 地 区 一 年 可 浊 割 2 一 3 He, WPM 1500—2250kg, 
可 了 栖 制 干草 500 一 750kg。 要 注意 适 期 刘 制 ， 过 早 草 质 虽 好 ,， 但 产 

草 量 低 。 过 晚 ， 草 质 粗糙 ， 适 口 性 差 ， 人 饲 用 价值 低 。 一 般 以 抽穗 其 
为 宜 。 在 早春 夏 末 可 用 以 放牧 ， 切 鼠 重 牧 或 频 牧 。 

中 间 优 麦草 叶 量 丰 富 ， 草 质 优良 ， 适 口 性 好 ， 牛 、 马 、 羊 均 喜 
食 ， 抽 穗 期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6 一 1， 氨 基 酸 含量 见 表 16 一 2。 

_ 裁 培 要 点 “中 间 候 麦 草 较 易 种 植 ， 可 用 种 子 直播 ， 也 可 用 根 苍 
无 性 繁殖 。 利 子 的 发 芽 率 可 保持 4 一 5 年 ， 在 温度 为 5 一 7*C 时 可 以 

发 芽 ， 在 8 一 10sc 的 条 件 下 发 芽 较 快 。 在 寒冷 地 区 可 春播 ， 亦 可 在 
夏季 趁 雨 抢 播 。 在 华北 地 区 宜 秋 播 ， 播 前 要 翻 耕 平整 土地 ， 施 入 底 
肥 ， 掌 握 丧 情 ， 播 种 量 每 亩 1000 一 1500g， 条 播 行距 30 一 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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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 4cm， 播 后 镇 压 。 

表 16 一 1 中 间 优 麦 葛 的 化 学 成 分 〈 闻 ) 

日 FR 
i | Fa | FOR 得 脂肪 | 粗 纤 维 | 粗 灰 分 钙 i 

料 出 物 

79—220 RB F| 23.0 3.1 it. | & | -O! 9.9 | 0.13 | 0.06 

间 风干 样 | 99.9 | 12.2 | 2.6 |28.0 iy 8.0 | 39.2 | 0.51 | 0.24 

- FHM | 100 13.4 2.9 | 31.8 | 8.8 | 43.1 | 0.56 | 0.26 
H 

表 16 一 2 PMEBELSAZBES (%) 

Fay [Re : 
re 原样 中 | FHP 氨 原样 中 | 于 物质 中 

a | 基 a | mn 
天 门 冬 氨 酸 0.03 | 0.13 | 异 亮 氨 酸 下 
苏 氨 酸 0.36 1.55 | eR 0.08 0.78 

丝氨酸 0.19 0.47 BAR 0.09 0.38 

SAB 0.12 0.50 AAAR 0.14 0.60 

HAR 0.33 1.43 fi a BR 0.14 0.63" 

BAR 0.147 0.61 组 氮 酸 0.05 0.22 

haw 0.16 0.71 WAR 0-14 | 0.60 

aa 0.03 0.13 ii RR 0.28 1.22 

蛋氨酸 0.16 0.68 

HA EERATMAE, LEM, KELS, BMA Re, 
尤其 和 豆 科 牧草 混 播 可 以 提高 产量 和 改善 品质 。 

中 间 候 麦草 种 子 较 大 ， 出 苗 迅 速 、 齐 全 ， 但 苗 期 生长 缓慢 ， 需 
及 时 清除 杂 草 。 比 较 耐 干 旱 和 贫 交 , 但 对 水 分 尤其 对 氮肥 反应 敏感， 
在 生长 期 间或 浊 割 放牧 后 ， 适 当 浇 水 施肥 ， 可 显著 提高 产量 和 改善 
品质 。 中 间 候 麦草 不 象 扁 穗 冰 草 寿命 长 ， 但 适时 管理 ， 可 延长 利用 
aE D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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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 

El ytrigia repens (L.) Desv. ex Nevski 

CAE SEERA. AREDRRA. FRA, HW, 

高 60 一 80em， 光 滑 ， 具 3 一 5 Wi. MMAERD RM RA G. 

it EER, 扁平 ， 纹 10 一 20cm， 宽 5 一 10cm。 穗 REF A 

竟 ， 长 科研 18em 宽 8 一 15mmi 小 穗 单 生 于 穗 轴 之 每 他 ， 合 6 一 

log, 长 142 一 18mm， 成 熟 时 脱节 于 颖 之 下 ， 小 穗 轴 不 于 诸 花 亲 

折断 ; 颖 披 针 形 , 具 5 一 7 脉 ， 

边缘 膜 质 ， 长 10 一 15mms 

外 称 具 5 一 7 脉 , 顶端 具 得 尖 

头 ， 基 部 有 短小 基 盘 ， 第 一 

ARKH 12mm; 内 释 短 于 

Sb, BEAEs FH bin 

AE (#17). 

Mie AFR 

东北 、 内 蒙古 、 宁夏、 甘肃 、 

青海 、 新 疆 和 西藏 ;国外 在 

”蒙古 、 苏 联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 

ae, ASHER SRA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MBE: 新疆 4 月 下 旬 初 

返 6 SRB 7 月 初 抽穗 , 
月 下 有 开花 ， 8 月 中 下 名 种 

FRM. EA 月 中 下 旬 
证 层 高 度 可 达到 10 一 15cm， 

图 17 (eee Liytrigia repens 

(L.) Desv. ex Nev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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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放牧 利用 。 5 月 下 旬 再 生 草 还 可 以 再 次 放牧 。 在 花期 浊 制 ， 第 二 
次 再 生 草 到 入 冬 停 正 生长 前 的 高 度 仍 可 达到 40 一 50cm， 可 供 秋 季 
或 冬季 放牧 利用 。 

候 麦 人 草 的 根 蔡 相 当 发 达 ， 侵 占 能 力 特 别 强 ， 再 生 速 度 也 很 快 ， 
RES APS Re 20cm 左右 的 深度 ， 因 此 对 土壤 变 坚实 ; 通 飞 状况 

恶化 十 分 敏感 。 

IE BE GA) FP AE HR SE HARM, 是 章 甸 草场 午 要 组 成 植物 EE 

ee Bh SEE EE, 湖滨 、 山沟 或 沙丘 间 低地 等 湿 

润 生境 ， 面 积 不 大 在 新 疆 价 麦草 主要 分 布 于 北 杜 山地 草 甸 ， 也 见 

于 阿尔 泰 河谷 河 漫 浴 草 甸 ， 是 高 禾 草 草 旬 建 群 种 或 者 是 秒 草 一 杂 类 

章 章 旬 的 优势 成 分 。 在 平原 绿洲 中 的 渠 劳 。 田 二 和 氛 芒 地 等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地 区 也 有 广泛 分 布 。 也 分 布 在 东北 西部 和 内 蒙古 东部 的 松 嫩 
FR. FOWR, BERND ARS Hh. LRA EHR 

黑土 、 章 旬 土 。 能 忍受 轻 度 的 土壤 盐 渍 化 。 草 群生 长 繁茂 ， 群 落 总 
盖 度 达 70 一 90% 。 草 层 高 度 在 60cm 以 上 。 和 群落 中 组 成 植物 种 类 

较 多 。 主 要 共 建 种 有 40 余 种 。 在 山地 草 旬 中 共 建 种 有 西伯 利 亚 三 

毛 草 (Trisetum sibiricum), & (Deschampsia caespitosa), 

KBB (Alopecurus pratensis), RAR (Poa annua) , 无 芒 

4232 (Bromus inermis), "33% (Dactylis glomerata) fil ie 

(Phleum phleoides) 等 。 杂 类 草 的 伴生 种 有 甘草 (G1 yeyrrhi- 

za uralensis), UF (Sophora alopecuroides) MRK 

(Hordeum violaceum) 等 。 河 温 滩 草 旬 其 他 植物 还 Aw EA 

(Medicago falcata) fl #7 (Melilotus suaveolens) 等 。 

ABE BXEAS. FASTER. FREER. MMMER 

Ki, SFRADHAAMKR, REBER. BPUMMHFR, 
叶片 保留 程度 好 ， 冬 季 枯 草 荃 叶 也 保留 较 好 ， 也 为 各 种 家 裔 喜 食 。 

候 麦 草 在 结实 以 前 含 蛋白 质 较 高 ， 见 表 17 一 1> 营养 状况 良好 ， 

可 制 成 干草 作 冷 季 补 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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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BBLS KD 

i 于 物 质 (%) 
水 分 
hae | eae | 脂肪 femme] 区 分 
8.3 19.4 23.1 orgs Ek. 4.3 44.8 
705 13.4 29.0 | 2.9 45.6 9.1 

7.4 11.1 30.0 3.5 47.3 8.1 

7.0 8.1 29.1 3.0 51.9 8.0 

6.4 3.6 29.2 3.9 56.2 7.2 

7.0 18.0 23.6 563 44.0 9el 

生育 期 

植株 完全 干枯 
再 生 和 草 

优 麦 草 在 美国 、 苏 联 和 加 拿 大 等 国 引种 栽培 已 经 多 年 ， 培 育 了 

几 十 个 产量 高 、 品 质 好 、 抗 着 性 强 的 优良 品种 。 我 国 也 进行 了 种 植 。 

据 青 海 玛 多 县 等 草原 站 ， 在 海拔 4280m 种 植 生长 良好 。 出 苗 整 齐 

越冬 性 较 好 。 分 莫 力 强 ， 生 长 茂密 ， 叶 量 丰 富 。 三 年 生 株 高 50cms 

最 高 达 74cm， 亩 产 鲜 草 900.5kg。 新 疆 引 种 作为 人 工 栽 培 牧 草 ， 

据 测定 野生 候 麦 草 在 栽培 的 第 二 年 ， 亩 产 干 草 150 一 200kg。 成 熟 

期 的 蔡 、 叶 、 穗 比 为 1:1.9 :0.3。 可 见 优 麦 草 的 叶 量 较 丰 富 , 是 建 

立 长 期 人 工 草 地 很 有 希望 的 栽培 种 ， 宜 注意 选 育 短 根 葵 类 型 。 

翁 麦 草根 茎 十 分 发 达 ， 侵 占 能 力 极 强 ， 也 适 于 作为 水 土 保 持 和 

保护 堤岸 的 植物 。 但 候 麦 草 是 田间 作物 一 种 恶性 杂 草 ， 很 难 根除 。 

表 17 一 2 ” 价 麦 草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值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有 机 物质 消 | 消化 能 代谢 能 “| 产 奶 净 能 
生育 期 (DE) (MJ |(ME) (MJ 样品 来 源 

(%) 化 率 〈%) /kg) /kg) |(MJ/keg) 

孕 德 期 | 14.02] 2.53 55.37 9.49 7.28 4.97 ae 

拔节 期 | 13.46 | 2.65 62.99 10.87 8.78 5.93 北京 农业 
| 关 学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 蒋 瑞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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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RAE 

El ytrigia trichophora (Link) Nevski 

形态 特征 ERREAKAP EZR RSEAERA, ARR 

=o FHI, % 40—100 (150)cm, HHA 3 节 。 叶 片 质 较 和 柔软 ， 

长 披 针 形 ， 长 20 一 30cm， 宽 0. 3 一 1.2cm， 上 面 粗糙 或 疏 生 柔 毛 。 

穗 状 花 序 直立 ， 长 30cm 左右 ， 小 穗 长 1] 一 2cm， 含 4 一 7 (12) 小 

RN 

脉 ， 上 部 及 边缘 密生 : | 

KE, ARPS 

(图 18)。 

WIE) ELE 

BRRERD AFR 

新 疆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高 加 索 山 地 、 哈 萨 克 

南部 的 吉尔 吉 斯 、 乌 - 

BAN SE. bP SS Wy 

地 栗色 土壤 及 生 荒 地 

上 ， 在 吉尔 吉 斯 共和 

国 海 拔 1000 一 2500m 

山腰 形成 了 单纯 的 毛 

(ESR, TPA 

20 万 公顷 ， 在 BH 
刘 殉 及 塔吉克 大 约 有 

17 万 公顷 的 毛 优 麦 

FRE Vite 图 18 EMER Llytrigia trichophor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Link) Nevski 



特性 ERM A Mi, FEE ME 250—300mm Ay dh KT 

以 良好 生长 , 在 我 国 北方 大 部 分 地 区 可 以 越冬 , 在 北京 地 区 越冬 率 可 

达 100% 。 毛 优 麦 草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宜 在 排水 良好 ， 酸 度 适中 的 介 

于 水 主 和 粘土 之 间 的 各 种 土壤 上 生长 。 

毛 优 麦草 在 华北 地 区 生长 发 育 良好 。 生 育 期 表现 如 表 18 一 1。 

表 18 一 1 SERB CA. AD 

返青 期 | 拔节 期 | FH HH | 抽穗 期 FL | BRA | seman | ase 

8.2 3.7 4.4 | 5.24 6.9 | 7.3 7219 12.14 

其 生育 期 139 K, Ae 260—270 天 。 

毛 优 麦 草 喜 冷 凉 气候 ， 在 北京 突出 表现 早春 晚秋 生长 速度 快 ， 
KATE, HARA, ULE APRA, BRR. 但 7 一 8 
HF GPAV ES AES} RA, TEES ADR BRE RIA. HH 
子 千 粒 重 5.93g， 每 斤 种 子 9 万 粒 。 

饲 用 价值 “ 毛 候 麦草 营养 体 异常 发 过 ， 植 株 高 大 繁茂 ， 每 平方 
KALA 600—800 个 侍 ， 在 一 年 浊 割 两 次 的 情况 下 , 最 高 亩 产 鲜 草 达 
4350kg。 但 其 草 质 粗 糙 ， 饲 用 价值 较 低 ， 但 掌 握 利 用 适时 ， 或 早 
春晚 秋 将 是 牛 、 羊 很 好 的 放牧 草场 。 其 营养 成 分 如 表 18 一 2 及 18 一 
36 

表 18 一 2 ERASHCS RD (%) 

样 别 | FD mae 8 Bi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em 钙 | Be 

; is | 

原 et 25.3 | 2.4 0.5 9.2 243 10.9 | 0.12 | 0.07 

MFR] gt.0 | 8.7 1.9 | 33.0 8.2 39.2 0.42 | 0.25 

干 物质 中 | 100.0 9.6 | 36.3 9.0 43.0 0. 46 0.28 
| | 

近 几 年 来 ， 我 国 已 开始 从 野生 的 毛 价 麦草 中 引种 驯化 工作 。 这 

* 51 e 



表 18 一 3 ” 毛 候 麦草 的 氨基 酸 含量 (%) 

于 DS oak OP a ee 
x ot heal NaH RARE a 业 || ett 于 物质 中 | 蛋白 质 中 

酸 ~ 酸 、| 

天 门 冬 氨 酸 | 0.24 | 0.97 |10.11 | #3 am | 0.07 | 0.29 | 2.99 
苏 @ Mm | 0.08 | 033 | 3:45 |e we MB | 0.14 | 0.54 5.63 
丝氨酸 | 0.09 | 0.35 | 3.68 | Be & BM | 0.06 | 0.22 | 2.30 

谷 & mB | 0.24 | 0.96 | 10.60 (£m Am 0.10 | 0.39 4.02 
甘氨酸 | 0.10 | 0.38 | 3.91 | # 氨 mM | 0.11 | 0.42 4.37 
A AR 0.13 | 0.50 | 5.17 4 a wm | 0.94 | 0.14 1.49 
Be 所 WM | 6.02 | 0.09 | o.92 | #8 & M | 0.10 | 6-41 4.25 
mR wR | 0.11 0.44 4.60 ia ma R 0.22 0.86 8.96 

蛋氨酸 | 0.01 | 0.04 | 0.46 | | | 

EFRHWKATAT ZAR, ARH RA PERE 

(= &) 

19.5 7 草 

Enneapogon borealis (Griseb.) Honda 

(Pappophorum boreale Griseb.) 

别名 北方 冠 芒 草 、 奥 古 图 那 音 一 苏 乐 〈 这 名 )。 

形态 特征 “ 禾 本 科 一 年 生疏 丛 状 小 草本 ， 高 5 一 20(33) cm, 

SAFER RK, Bi, CURR. MAADRFA 

BERANE. SRRRE, BKB. HARA, 顶端 具 纤毛 ， 

圆锥 花序 紧缩 呈 短 穗 状 ， 长 1 一 3.5cm， 宽 5—15mm, ee Ry se 

绿色 。 小 穗 2 一 3 HE, WHE 1 小 花 退 化 。 颖 披 针 形 ， 具 膜 质 边 缘 ， 

先端 尖 ， 第 二 颖 比 第 一 颖 略 长 。 外 冬 被 柔 毛 ， 基 盘 及 边缘 柔 毛 尤其 

Hie, Him» 条 直立 而 不 等 长 的 羽毛 状 芝 。 内 冬 与 外 各 等 长 或 稍 

Kk, #AAE. fm 

地 理 分 布 “ 冠 蕊 草 为 亚洲 中 部 区 系 成 分 。 分 布 于 亚洲 中 部 干旱 、 

半 于 旱地 区 。 在 我 国 广 布 了 于 东北 、 人 华北、 西北 各 省 (KH). HALA 

Se" 52 e 



—-- 9 
tT 

平原 大兴安岭 山地 ， eR | 
PAS RBS ew i 
兰 察 布 高 原 、 阴 山 、 

”上 阴 南 丘陵 ， 向 西 至 哇 
尔 多 斯 高 原 ， 贺 兰 山 
地 和 山 前 平原 ， 东 西 
阿拉 善 ， 尤 首 山 至 额 
济 纳 。. 伟 入 黄河 中 游 
Baty BesL. FB. 
甘肃 等 黄土 高 原 较 干 
爆 的 出 丘 坡 地 ， 在 新 

绪 见 于 天 山南 坡 、 北 
YE OR, ALAR 
ARGH AM, F 
里 木 湖 以 东 的 山 间 盆 
地 ， 少 量 见 于 天 山北 
坡 大 石头 一 带 、 博 格 
多 山南 坡 及 以 东 地 
区 。 国 外 分 布 于 苏联 
东 哈 萨克斯 坦 山地 ， 
西伯 利 亚 东 部 、 中 亚 、 
蒙古 、 印 度 和 非洲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图 19 PH Lnaneapogon horealis(Gri- 

本 
DAE EBA, BBY 
广 幅 旱 生 植物 。 生 于 荒漠 . ERE HE Ey PH we VD RAR Ly BS 
MEME RPL, 谷 或 洼地 , 也 常见 于 荒漠 区 的 河床 、 河 滩地 或 其 他 短期 
受 径流 滋润 的 低 目 地形。 偶尔 也 散 见 于 草原 带 干燥 的 坡地 或 森林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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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带 的 岩 崖 。 在 亚洲 中 部 , 系 荒漠 或 荒漠 草原 群落 中 常常 具有 的 夏 雨 

型 一 、 二 年 生 草 本 植物 层 片 的 主要 成 分 。 其 在 草 群 中 的 出 现 率 和 生 

长 势 受 当 年 降水 的 制约 。 春 、 夏 季 雨 水 丰富 的 年 份 ， 冠 芒 草 可 以 在 

草 群 中 大 量 繁 生 ， 而 在 降水 很 少 的 干旱 年 份 ， 则 萌生 很 少 ， 生 长 禾 

小 ， 或 保留 种 子 于 土壤 中 而 不 萌发 。 因 而 属于 干旱 地带 草地 中 的 不 
稳定 成 分 。 

作为 亚洲 中 部 干旱 、 半 王 旱 地 带 草地 中 一 、 三 年 生 植 物 层 片 和 

冠 芒 草 同时 存在 的 植物 通常 有 三 芒 草 (Aristida adscensionis) , 

小 画眉 草 CEragrostis minor), HH (Tragus berteronian- 

us), SALE (Tragus racemosus), BE (Chloris virga- 

ay. EER (Artemisia scoparia), Fitt® CNeopallasia pe- 

ctizata)、 猪 毛 菜 (Salsola collina), ii) yy CSalsola ruthe- 

nica), #KR# (Bassia desyphylla) 等 。 它 们 经 常 出 现在 鄂 尔 多 

斯 高 原 西 部 ， 贺 兰 山 蓝 ， 阿 拉 善 高 原 南 部 、 东 部 和 东北 部 以 及 狼 山 

以 北 时 有 分 布 的 绵 刺 CPotaninia mongolica), FFA (Caragana 

horshinskii), #E2 (Zygopyllum xanthoxylon), WS (Te- 

traena mongolica), BRL (Salsola passerina), A kEB(S ym- 

pegma regelii), $e RR (Ceratoides latens), KH WE W 

(Brachanthemum gobicum), 2. #> (Reaumuria soongorica) 

5 SULT R MP, ah RIM ARE L. PRA tae 
REAR. RimRh, ANB. Wie I Be i 

Fe AACR. DERBY Be C Artemisia frigida), 3 BES 

(Stipa gobica), KH (Stipa bungeana), WAE HF CSti- 

pa glareosa) 等 荒漠 草原 或 微 荒漠 化 的 干草 原 草地 中 ， 在 新 疆 天 

山南 大 较 高 处 ， 主 要 出 现在 草原 化 的 合 头 草 荒 漠 草 地 内 而 在 北 塔 

Uy Ra RE, FLAC AR Ly PR BEL AR, BE EO A DA Ry FEHR 

KAK—H, PS iy PRS WAR Hh Ky LES HRA (Allium po- 

lyrrhizum) 荒漠 草原 草地 中 ， 土 壤 为 壤 质 而 多 砾石 的 淡 栗 钙 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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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 sb CA AE AC BI 
(Achnatherum splendens) 盐 生 草 甸 草地 中 。 

据 宁 夏 农学 院 与 宁夏 贺 兰 县 草原 试验 站 在 费 兰 山东 入 观测 ， 玩 

芒 草 的 物候 期 及 生长 情况 如 表 19 一 1、 表 19 一 2。 

gc > 

oil 表 19 一 1， 冠 芒 草 的 物候 期 CA. AD 

采样 地 点 本 分 药 基 an ala $i tt) 8 I 

9.5— 宁夏 贺兰山 | 5.25 | 6.5 | 6.20 | 6.25 | 6.30 | 7.25 | 7.30 9.30 20 
8.15 

表 19 一 2 ” 冠 芒 草 的 生长 速度 
| 

Al 其 5.30| 6.10) 6.20) 6.30] 7.10] 7.20| 7.30} 8.10] 8.20] 8.30) 9.10) 9.20 
CA. 日 ) % 

te (cm) | 1.9 | 4.5 | 6.9 | 11.0] 23.3] 24.2) 24.5) 26.4) 27.8] 29.1/24.9%| 24.0 

* 9 月 以 后 顶部 和 干枯， 高 度 降低 。 

一 般 情况 下 ， 每 株 平均 分 昔 39 个 ， 其 中 有 效 分 碍 5 个 , 无 效 分 

HE 34 个 ， 株 高 21. 3 一 32. 4cm， 株 从 直径 22.2cm, 茎 秆 直径 1.1 一 

2.0mm， 每 株 叶 片 平 均 107。2 枚 ， 叶 面积 2317.4mm2， 叶 面积 指 

数 为 0.019， 单 株 重 8.982g, A. ML WAH 1 1.142 0.25, 

地 下 部 根深 9. 2cm 《最深 15.5cm)， 分 布 直径 8.8cm (最 大 17.9 

cm)， 营 养 面 积 251.65cm2:， 根 系 总 重 0.186g (FH), RSME 

“部 重量 比 为 1: 5.4。 

田间 栽培 小 区 试验 7 月 15 日 抽穗 至 初 花 期 浊 制 ,8 月 1 日 一 9 

月 15 日 可 产生 二 次 再 生 草 , 亩 产 鲜 草 47.8kg， 折 合 干草 23.75ke, 

于 鲜 比 为 1:2.01。9 月 10 日 收 种 子 ， 每 亩 收 种 子 12Kg。 千 粒 重 

30. 4g， 当 年 室内 发 芽 率 51% 。 

饲 用 价值 ” 冠 臣 草 属 优等 牧草 ， 夏 秋季 山羊 、 绵 羊 、 马 、 骆 驼 

都 喜 食 ， 山 羊 、 编 羊 尤 其 爱 吃 结 籽 的 穗 子 ， 从 种 子 蜡 熟 到 完 熟 期 是 
.55 。 



生育 期 

IH 
开花 其 
结实 其 
成 熟 期 
枯黄 其 

水 分 (%) 

7.87 

7.59 

7223 

7.51 

6.33 

表 19 一 5 冠 芒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物 “ 质 (%) 占 二 

gta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JOR 
11087 | 3.06 | 21531 | 48.78 
7.73 | 2.40 | 24.19| 63.84 
6.12 | 2.35 | 23.63] 48.56 
5.49 | 1.69 | 22.24] 42.19 
5.01 | 2.11 | 21.13 | 39.45 

” RoRATAR~WAKBRERB RAs 
宁夏 农学 院 畜牧 曾 医 系 饲 养分 析 室 分 析 。 

生育 期 

抽穗 期 91.81 9.92 

表 19 一 4 冠 芒 草 的 营养 价值 ” 

InP CHEAT DIE %) 

roma me 

1.90 24.60 

| 无 所 #5 
esti AL Ix] 旬 

43.28 12.11 

Be 
(%) 

0.44 0.23 

14 

11 

粗 灰分 | (96) [BR C%) 
“98 0.73 0.20 

~84 0.63 0.19 

19.34 0.59 0.14 

28 39 0.63 0.14 

32230 | 0.35 0.12 

可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MJ/ |}(MJ/ 
kg) kg) 

消化 粗 
白 (g/ 
kg) 

76.00 | 1.05 9.09 

* £H+. $HABACATHH RHA, AGRE, aR: 
样品 采 目 宁夏 、 中 宁县 。 

天 门 冬 氨 酸 

苏 A 酸 
丝 所 酸 
谷 BH RM 
H A RB 
A A 酸 

hm A Rm 
Hl RR 
a A R 
+ 36 AR 

表 1]9 一 5 “ 冠 芒 草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一 一 ee. a dt ee ee a | 

w => 

0.15 

0.32 

亮 

栈 
A 

ii 

= Pat & 

a R 
a mR 

FA WR 

氨 ” 酸 

所 
氨 “ 酸 

A MR 

a mR 
a mR 

* 宁夏 技术 物理 研究 所 分 析 中 心 分 析 ; 样品 采 自 宁夏 、 中 宁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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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ita, AERA, SHRBRE. ETRE 

原 试验 站 对 滩 羊 进行 适口 性 观察 ， 结 果 为 喜 食 。 冠 芒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9 一 3。 

据 内 蒙古 自治 区 980) 分 析 ， 冠 蕊 草 抽穗 期 每 公斤 干 物质 中 

含 胡 草 卡 素 83.4g;， 又 据 宁 夏 草 场 植被 调查 队 (1984) RA, EE 

草 的 营养 价值 及 氨基 酸 含量 如 表 19 一 4、19 一 5。 

(HEA tb RFR) 

20. NEP =p 

Eragrostis poaeoides Beauv. 

别名 OR | 

RET, BER, .3 ‘ 

形态 特征 ， 本 种 

为 秒 本 科 画 眉 草 属 一 

年 生 草本 。 根 须 状 。 征 

斜 升 或 直立 ， 高 10 一 

20cm， 基 部 节 常 膝 

1 Big eA 

KEERA, BOR 

KRE. WHF, 

K3—15em, WHA 

常 有 腺 体 。 圆 锥 花序 AZ 

FR, SA; Ah 

穗 孵 状 披 针 形 至 条 状 

长 圆 形 , 长 4 一 9mm， 

含 4 至 多 数 小 花 ; wl 图 20 小 画眉 草 Eragrostis poaeoides 

NIE RRA, Beau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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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 一 2mm， 常 具 1 脉 ， 外 释 卵 圆 形 ， 长 1. 5 一 2mm， 内 释 稍 短 于 
外 释 。 疾 果 近 球形 (A 20).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于 我 国 南北 各 省 区 及 全 世界 温暖 地 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画眉 草 为 一 年 生 朴 从 型 小 禾 草 ， 依 靠 

种 子 繁殖 。 据 在 内 蒙古 草原 地 区 观 舍 ,其 种 子 通常 在 夏季 雨 后 萌发 ， 

6 月 上 名 开 始 生 长 ,7 APRA, 8 月 上 名 开花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10 月 上 旬 地 上 部 分 干枯 。 

本 种 分 布 极为 广泛 ， 多 生长 于 砂 质 坡地 、 农 田 、 路 边 和 扬 荒地 

以 及 植被 受到 破坏 的 地 段 ， 有 时 成 片 生长 。 在 荒漠 草原 与 荒漠 带 草 

场 上 ， 它 常 与 三 芒 草 (Aristida heymannii), 虎尾 草 (Chloris 

virgata), AEH (Setaria vividis), @HEH (Tragus monogo- 

lorum), 3£72H (Enneapogon boreales) 等 构成 夏 十 型 一 年 生 禾 

草 层 片 。 这 种 层 片 在 雨水 特别 丰富 的 年 份 ， 可 以 占据 优势 ， 但 在 极 

于 旱 年 份 ， 它 们 的 作用 又 很 微弱 。 它 的 生存 和 消长 直接 取决 于 夏季 

降雨 的 状况 。 通 常 在 炎热 多 雨 的 夏季 可 以 达到 最 活 路 的 生长 发 育 高 
峰 ， 随 着 周期 性 的 秋 旱 到 来 ， 它 的 果实 已 经 成 熟 ， 并 转 入 休 了 眼 状 
ZA 

饲 用 价值 小 画 层 草 是 放牧 场 上 的 优等 牧草 。 它 的 时 多 而 较 柔 - 

嫩 ， 适 口 性 良好 ， 青 鲜 时 羊 喜 食 ， 马 和 和 牛 乐 食 ， 在 夏秋 季 骆 驼 也 乐 

食 ， 而 冬季 和 春季 一 般 不 吃 。 牧 民 认 为 它 是 羊 和 马 秋 季 抓 MK 

该 种 的 营养 价值 良好 ， 从 其 化 学 组 成 来 看 ， 在 抽穗 与 开花 期 含 

有 较 多 的 粗 蛋 户 质 ， 几 可 与 豆 科 植物 媲美 ， 在 干枯 时 下 降 亦 不 甚 县 

殊 。 其 粗 纤维 含量 动态 规律 与 其 他 禾 本 科 植 物 相 似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20 一 1， 氨 基 酸 含量 如 表 20 一 2。 

小 画眉 草 是 优良 的 放牧 型 牧草 ， 亦 可 浊 制 干草 。 其 产量 常 随 着 

雨量 的 变化 ， 在 年 、 季 、 甚 至 月 份 之 间 差 异 很 大 ， 可 试行 人 工 采 种 

繁殖 或 在 荒漠 草原 的 砂砾 质 草场 上 进行 草场 的 补 播 改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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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一 1 )peesHhtksra* 

GF DD = 
水 分 (96)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SOR | 粗 灰分 
钙 〈%) (%) 

抽穗 期 8.93 33.61 5.17 | 29.47 17.75 14.00 0.72 0.53 

生育 期 

结实 期 6.58 | 24.57 3.75 eo. ae | 34.14. | 11.98 1.63 3.07 

结实 期 | 16.31 22.55 2.50 | 35.79 | 29.27 9.89 1.60 0.43 

+ # | 10.99 | 15.00 | 1.88 | 36.74 | 38.18 | 8.20 | 2.16 | 0.47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 

表 20 一 2 ”小 画眉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Peri tam|toclmace | SiH A | Rt FTA | cE Se 

果 后 营养 期 样品 0.17 | 0.09 0.19 0.35 0.33 (0.22 0.07 | 0.18 0.37 

分 析 项 目 区 丝 cl ac sa oc ps 8 氨 

果 后 营养 期 样品 05 (0222s) 02687 10.20 -0228120。.27 .120.13 1 0.33 1 .0.23 

*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分 析 。 

(3 ##) 

21. BREF 

Festuca arundinacea Schreb. 

别名 BKRMA. BAF. 

形态 特征 BREPRAAP LH BSEERA, BARBI 

致密 ， 多 数 分 布 于 10 一 15cm 的 土屋 中 。 秆 成 疏 从 ， 高 50 一 90cm。 

叶 条 形 ， 长 30 一 50cm， 宽 0 .6 一 1cm。 圆 锥 花序 开展 ， 长 20 一 30 

em, AMON, K 15 一 18mm，4 一 5 pt, MRAM, ME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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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Af, 具 1 一 3 脉 ; 

Sb RAE, B 5 脉 ， 

FE MADREs 内 

FEDS 等 长 或 稍 

短 ， 背 上 具 短 纤毛 

花药 条 形 , 长 约 4mm 

(图 21) 。 

HATE AH BAK 

HURT TS IK, RK 

EG} ti Fp RS wt 

的 伏尔加 河流 域 ， 北 

高 加 索 , 土 库 曼 山地 ， 

西伯 利 亚 , 远东 等 地 。 

我 国 新 疆 有 野生 ，20 

世纪 20 年 代 初 英国 、 

加 拿 大 、 美 国 开始 裁 

培 ， 目 前 在 北美 东部 © 

湿润 地 区 和 西部 干旱 

草原 广泛 种 植 。70 年 

代 以 来 ， 我 国 先后 从 

澳大利亚 、 荷 兰 、 加 
拿 大 、 美 国 引 进 部 分 图 21 TRE A Festuca arundinacea 

ORESRM, Be  ' oT 
北京 、 河 北 、 山 东 、 山 西 、 新 疆 等 地 试 种 ， 普 遍 表 现 适 应 性 强 ， 

生长 繁茂 , 对 我 国 北 方 暖 温 带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及 南方 亚热带 都 能 适应 ， 

是 该 地 区 建立 人 工 草 场 及 改良 天 然 草场 非常 有 前 途 的 草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苇 状 羊 茂 是 适应 性 最 广泛 的 植物 之 一 。 

它 能 够 在 多 种 气候 条 件 下 和 生态 环境 中 生长 。 抗 寒 又 能 耐 热 ， 耐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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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又 能 耐 潮 湿 ， 在 冬季 =- 15% 的 条 件 下 可 安全 越冬 ， 夏 季 可 耐 38% 

的 高 温 ， 在 我 国 江西 可 越 夏 。 在 美国 西部 于 旱 区 到 东部 湿润 期 广泛 

Rit, RLM RLS), 革 状 羊 茅 可 在 多 种 类 型 的 土壤 上 生长 ， 

有 一 定 的 耐 盐 能 力 ， 可 耐 pH4. 7 一 9.5 的 酸碱度 。 因 此 它 比 一 般 牧 

草 具 有 更 广泛 的 适应 性 而 著称 。 但 革 状 羊 茅 最 适宜 在 年 降雨 量 450 

mm 以 上 和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温暖 湿润 地 区 生长 ， 在 肥沃 ， 潮 肖 ， 

粘 重 的 土壤 上 最 繁茂 ， 最 适 的 pH 值 在 5.7 一 6.0 之 间 。 

。 芝 状 羊 昔 长 势 旺 盛 ， 生 长 迅速 ， 发 育 正常 ， 春 季 返 育 早 ， 秋 季 

可 经 受 1 一 2 次 初 霜 冷冻 。 每 年 可 生长 270 一 280 天 ， 在 北京 地 区 的 

生育 期 如 表 21 一 1。 

表 21 一 1 革 状 羊 茅 的 物候 期 〈 月 .日 ) 

返青 期 | KH | 孕穗 期 | 抽穗 期 | FLAW | 蜡 熟 其 | wi EH ewan 生长 天 数 

8.17 - 647 | 6.22 4.20 | 5.14 6.22 | 12.20 99 | 279 

一 般 种 子 产 量 25 一 35kg/ 亩 ， 种 子 千粒重 为 2.51g， 每 斤 种 子 

19.5 万 粒 。 

饲 用 价值 ” 苇 状 羊 茅 枝叶 繁茂 ， 生 长 迅速 ， 再 生性 强 ， 在 北京 
地 区 中 等 肥力 的 土壤 条 件 下 ， 一 年 可 浊 割 4 次 ， 鲜 草 产量 2500 一 

4000kg/ 亩 ， 鲜 干 比 约 3 : 1， 可 了 晒 制 干草 7500 一 1250kg/ 亩 , 产 草 
量 依 水 分 条 件 和 土壤 肥力 及 管理 水 平 而 变化 。 环 境 适 宜 可 发 挥 高 产 
潜力 。 

苇 状 羊 芒 叶 量 丰 富 ， 草 质 较 好 ， 如 能 掌握 利用 适 期 ， 可 保持 较 
好 的 适口 性 和 利用 价值 。 其 抽穗 期 的 营养 成 分 和 氨基 酸 含量 如 表 
22 .21 一 3。 

苇 状 羊 茂 属 上 繁 草 ， 适 宜 刘 制 青 饲 或 栖 制 干草 ， 为 了 确保 其 适 
口 性 和 营养 价值 ， 刘 割 应 在 抽穗 期 进行 。 另 外 ， 在 春季 、 晚 秋 以 及 
收 种 后 的 再 生 草 还 可 以 进行 放牧 ， 但 重 牧 或 频 牧 会 抑制 苇 状 羊 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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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一 2 BREFHCSRD (%) 

供 试 品 种 es [aaa 二 分 | & | BF 

80—25 鲜 草 | 30 4.6 | 0.6 8.0 13.2 | 3.6 | 0.20 | 0.07 

SIRE +#|100 | 15.4 | 2.0 | 26.6] 44.0 | 12 | 68 | 0.23 

REX FE | 100 15.10 4168 ("| 2761 45.2 10.8 | 0.66 | 0.23 

he 分 析 80 一 25 80 一 30 分 析 80 一 25 80 一 30 ，. 
项 目 REX RAH e 项 25 RAE REX 

基 酸 。 、| 鲜 样 中 | EP | 鲜 样 中 | EM | me loreee| EM Noreen] EM 
蛋白 RM | 4.60 115.4 | 4.50 lis.10 | & a m | 0.05] 0.18 | 0.03 | 0.11 

天 门 冬 氨 酸 | 0644] 1.46 | 0.41 | 1.38 vote: 0.32 | 1.06 | 0.30 | 1.01 
ik 氨 M | 0.20 | 0.65 | 0.18 | 0.62 | BH BM BM | 0.14) 0.45] 0.11 | 0.38 
丝氨酸 | 0.18 | 0.61 | 0.17 | 0.59 | AA a RM | 0.22 | 0.73 | 0.20 | 0.67 

谷 SH RM | 0.48 | 1.59 | 0.46 | 1.56 | he St MB | 9.23! 0.78 | 0.22 | 0.73 | 

H XX M | 0.21 | 0.70 | 0.20 | 0-68 | 组 A 酸 | 0.08 | 0.25 | 0.07 | 0.23 

丙 A RB | 0.28 | 0.92] 0.26] 0.89 | 4 A RM | 0.22 | 0.74 | 9.20 | 0.69 

Be AB RM | 0.04] 0.13] 0.05] 0.17 || FR A RR | 0.47 | 1.57 | 9.31 | 1.96 

He RM | 0.23 | 0.78 | 0.21 | 0.72 

生长 发 育 ， 应 注意 合理 轮 牧 。 

栽培 要 点 “” 苇 状 羊 茂 较 易 建 植 ， 在 春季 或 秋季 肖 可 播种 ， 以 秋 

播 为 宜 ， 当 地 温 达 5 一 6% 时 种 子 即 可 正常 发 芽 ， 地 温 达 8—10°CHY 

幼苗 生长 发 育 迅 速 并 一 致 ， 秋 播 不 宜 过 迟 ， 一 般 掌握 使 幼苗 越冬 时 

达到 分 茧 期 ， 以 利 越冬 。 播 前 须 精 细 整 地 ， 施 足 底 肥 ， 为 获 高 

产 ， 可 根据 土壤 养分 状况 ， 按 需要 量 施肥 ， 一 般 土 壤 有 效 成 分 可 保 

持 ， 磷 〈 了 :Us) AEF 30ppm, #f (K.0) 不 低 于 100ppm, 速效 

氮 在 40 一 60ppm。 播 种 量 一 般 1.5 一 2.5kg/ 亩 。 条 播 行 距 30cm， 

播 深 2 一 3cm， 播 后 适当 镇 压 。 芝 状 羊 茅 还 可 和 白 三 叶 、 红 三 叶 、 

紫花 首 蒋 、 沙 打 旺 混 播 ， 以 建立 高 产 优质 的 人 工 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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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RMEKBE, MER PHARM, FEWER 
AEB, AXIS SANE Kk, WARE PE 
草 量 和 改善 品种 。 

苇 状 羊 芒 种 子 成 熟 时 易 脱 落 ， 采 种 可 在 螨 熟 期 ， 当 60% 的 种 子 
变 成 神色 时 就 可 收获 。 种 子 发 芽 率 可 保持 4 一 5 年 , 此 后 发 芽 率 急剧 
下 降 ， 生 产 上 应 注意 保 种 。 

( 李 &) 

2.8 EF 

Festuca rubra L. 

me AM. - 
形态 特征 SERH, AERA, PRM, REM 

PH, ARAL A Sse. FPA, HH 45 一 70cm， 具 二 至 三 节 ， 
顶 节 位 于 秆 下 部 三 分 之 一 处 。 叶 片 对 折 或 内 卷 ， 宽 1 一 2mm， 长 
10 一 20cm。 叶 畏 基 部 者 长 ， 上 部 者 短 于 节 间 。 分 莫 叶 的 叶鞘 闭合 。 
成 长 后 基部 时 精 红 棕色 ， 破 碎 呈 纤维 状 。 圆 锥 花序 狭窄 ， 长 9 一 13 
cm， 宽 0.5 一 2cm。 每 节 具 1 一 2 分 枝 ， 分 枝 直立 RIA, PRY 

下 常 裸 露 。 小 穗 淡 绿 或 先端 紫色 ， 含 3 一 6 PE, MRE. 
外 释 长 圆 形 ， 具 不 明显 的 五 脉 。 第 一 外 称 具 短 臣 。 上 络 果 长 凌 形 ， 不 
易 脱落 ， 遇 雨 潮湿 常 在 果 柄 上 发 荐 。 花 期 约 6 一 7 月 〈 图 22)。 

地 理 分 布 “广泛 分 布 于 北半球 温 寒带 地 区 ， 欧 亚 大 陆 都 有 分 
布 。 在 欧洲 天 然 草 地 能 生长 从 密 的 草 层 ， 形 成 草 甸 ， 亦 常 栽培 ， 特 
别 在 潮湿 的 ， 沙 质 土壤 中 生长 成 丰盛 的 草 从 ， 在 生长 盛 期 ， 下 部 叶 
FA ee.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华 中 、 西 南 及 西北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 多 生 于 
山区 草 坡 ， 在 稍 湿 润 的 生境 形成 繁 密 的 草 旬 。 在 内 蒙古 呼 盟 、 锡 盟 、 
大 兴安 岭 多 有 分 布 ， 为 冷 湿 地 牧场 重要 草 种 。 南 方 各 省 多 分 布 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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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ERB, WBN ES 

山上 部 等 形成 出 地 草 

多 。 
北京 附近 常见 于 

林 缘 灌 从 之 间 。 

生物 学 、 生 态 学 
性 状 ” 紫 羊 茅 为 根茎 

性 中 生 禾 草 ， 常 藉 根 
茎 进行 繁衍 。 能 适应 

潮湿 的 或 干燥 区 湿润 

生境 ， 无 论 在 水 湿 的 

河滩 地 或 山区 林 缘 都 

能 发 育 为 丛 窗 的 草 

甸 。 由 种 子 萌 发 的 杆 

株 ， 初 期 发 育 缓慢 ， 

当年 不 能 形成 生殖 

枝 ,在 播种 后 三 、 四 ， 

_ 年 才能 充分 发 育 ， 但 

已 形成 的 草 从 ， 春 季 

萌发 后 或 利用 后 的 再 

生 草 生长 很 快 ， 利 用 

期 长 ， 属 于 长 寿 的 多 

年 生 草 。 
图 22 #24 Festuca rubra L. 

在 气温 达 4 时 ， 种 子 开始 萌发 。 生 长 最 适 温度 约 10-25, 

当 气 温 逐 渐 升 高 时 ， 影 响 其 再 生 力 和 产 草 量 。 我 国 南方 ， 夏 季 炎 

热 ， 干 旱 ， 影 响 紫 羊 茂 的 生长 ， 在 草地 利用 、 管 理 上 ， 应 适当 控制 
放牧 强度 ， 防 止 草场 退化 。 

紫 羊 茅 是 长 日 照 植物 ， 春 季 返 青 早 。 在 华北 、 华 东 地 区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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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返青 ，5 月 下 和 名 抽穗 ， 花 期 6 ALA, TAP DHT RA. RE 

期 长 ， 约 到 11 月 上 、 中 旬 始 枯黄 越冬 。 
耐寒 性 较 强 ， 在 北方 ， 次 于 冰 草 ， 但 较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 无 蕊 省 

麦草 耐寒 性 稍 强 。 喜 凉爽 湿润 条 件 。 不 耐 炎 热 ， 当 气温 达 30% 时 ,出 
MBER, 3840 时 ， 植 株 枯萎 。 在 北京 越 夏 死亡 率 可 达 
30% 左 右 , 春秋 季 生 长 良好 。 但 在 海拔 800m 以 上 的 低 中 山地 种 植 ， 
则 表 现 常 绿 的 性 状 。 在 华东 地 区 可 作 冬 春季 放牧 型 青绿 饲料 。 

抗 病 、 抗 虫 性 较 强 ， 较 少 受 病虫害 的 侵袭。 根系 发 过， 入 土 深 
度 可 达 100 一 130cm， 但 主要 根 层 集 中 在 10 一 20cm 土 层 中 。 对 土 

_ 扩 要 求 不 严格 ， 能 耐 交 薄 土壤 ， 在 沙 质 土壤 生长 良好 ， 根 系 充分 发 
育 ， 在 粘土 、 沙 壤土 均 可 种 植 生长 。 能 耐酸 性 土壤 ， 在 土壤 pH4.5 
有 时， 能 及 本 长 .但 以 在 PH6 一 6.5 中 性 土壤 中 生长 良好 。 喜 湿润 ， 
耐水 渡 ， 在 肥沃 的 土壤 能 很 快 建 植 成 稠密 的 草地 。 再 生 力 强 ， 浏 割 

30 一 40 天 后 ， 可 以 迅速 再 生 ， 恢 复 可 利用 的 草地 。 利 用 年 限 长 , 一 
般 可 利用 7 一 8 年 。 栽 培 草地 可 利用 :10 年 以 上 ， 是 建立 人 工 放牧 草 
地 和 混 播 草地 的 优良 草 种 之 一 。 

紫 羊 茅 的 植株 性 状 生长 不 稳定 ， 很 大 程度 依靠 遗传 性 能 ， 应 根 . 
据 生 产 需 要 的 性 状 ， 提 纯 复 壮 ， 以 防 正 退化 .根据 未 肥 需 要 和 管理 
措施 提高 产量 ， 可 有 较 大 的 潜力 。 生 长 后 期 ， 多 施 氮 肥 ， 易 使 叶片 
徒长 ， 分 幕 增加， 造成 群落 的 透风 、 透 光 不 良 ， 易 发 生 倒 伏 。 

紫 羊 芒 具有 厚 密 的 植 众 ， 浓 绿 的 叶 部 ， 有 适 土壤 的 能 力 ， 能 而 
频繁 的 浊 割 ， 生 长 发 育 整齐 ， 能 保持 一 致 的 嫩绿 颜色 ， 常 采用 作 草 
坪 植 物 ， 常 与 彰 股 颖 等 植物 培植 为 优质 的 细 叶 草坪 。 坪 种 经 过 选 育 
过 程 ， 现 在 已 培育 成 多 种 优良 的 草坪 植物 。 并 以 植物 上 部 生长 有 
限 ， ,下层 发 育 繁盛， 常用 作 果 园 覆 盖 植 物 。 根 系 发 育 ， 也 是 良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饲 用 价值 ” 紫 羊 芋 适 口 性 良好 ， 咎 、 羊 、 免 、 狼 等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在 供给 家 畜 青 饲料 有 良好 的 价值 。 粗 蛋白 质 占 于 物质 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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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纤 维 只 有 24.6% (Fe 22-1). REF HAUMMRBER (%), RH 

310% (#22—2)., 

表 22 一 1 RSHKHLSKD* 

占 于 物 质 (%) i 8 
粗 蛋 白质 | mans | JOM, | 粗 纤维 | ma (%) 

wr 21.1 3.1 37.60 24.60 13.60 0.76 0.21 

87.8 21.17 3.15 37.36 24.77 13.51 0.17 0.05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22 一 2 ” 紫 羊 茅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RE) mien | 有 抽 物 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产妇 能 祥 品 来 源 | 生育 其 消化 率 | (DE) | (ME 
(%) (%) (%) Make) CNEB) (MJ/kg) 

五 & wW | HR) 8.12 | 2.68 62.63 | 10.68 2458 5.81 

四 川 农 学 院 结实 期 | 6.05 1.45 50.67 8.31 1.98 4.14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紫 羊 蔓 主 要 用 于 放牧 ， 亦 可 用 以 调制 干草 。 叶 片 纵 卷 闭合 ， 除 

抽穗 开花 时 ， 外 观 似 茎 的 部 分 几乎 全 部 是 由 叶片 和 叶 贡 组 成 的 “时 
KE”, MEWS, MAR AWB BH, RAR, IL 

PSR hH Ak, MAMMA, ARR. 

栽培 要 点 “ 紫 羊 茅 种 子 很 轻 ，1000 MHA 0.7—le, BAF 

136 万 粒 。 发 芽 率 高 ， 但 项 土 力 较 小 ， 播 种 时 需要 注意 浅 履 土 。 播 
种 前 要 精细 整地 。 根 据 本 地 气候 条 件 , 可 春播 、 夏 播 或 秋 播 。 北 方 以 

雨季 播种 较 好 ， 出 苗 快 ， 杂 草 危 害 程度 较 轻 。 条 播 ， 行距 15 三 

30cm, 播 深 1 一 2cm, 也 可 撒播 ， 或 与 红 三 叶 、 白 三 时、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等 混 播 。 播 种 量 1 一 1.5kg。 如 用 于 绿化 草坪 ， 播 种 量 需 4 一 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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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HMEKRRE, HERRE, PA, REA 

要 。 播 种 前 应 施用 充分 的 有 机 肥料 ， 对 根系 发 育 ， 幼 苗 生 长 和 促进 

分 碍 都 有 明显 的 作用 。 生 长 初期 ， 地 上 部 生长 缓慢 ， 对 氮肥 的 需要 

不 很 明显 。 在 放牧 或 浊 割 后 应 及 时 追 施 氮 肥 ， 一 般 每 亩 施 硫 猴 15 一 

25Kg， 对 于 促进 分 蔡 ， 恢 复生 长 有 促进 作用 ， 并 可 结合 灌水 效果 

明显 。 在 酸性 土壤 中 ， 茵 期 需要 一 定量 的 过 磷酸 钙 ， 如 每 雷 施用 

20 一 25kg， 对 于 地 上 部 和 地 下 部 的 生长 发 育 都 很 重要 。 

采种 时 ， 春 季 不 宜 放 牧 和 制 草 ， 待 穗 部 变 黄 后 即 可 采种 。 穗 长 

约 15—20cem, URE, RANT. MRA 易 脱 落 ， 不 

及 时 收割 ， 遇 雨 可 能 在 果 柄 上 萌发 生长 。 

(CHAE KARA) 

23. Ha Fe Ee 

Helictotrichon tibeticum (Roshev.) Keng f. 

BZ PEPE. 
CSE RAREARAAHRERSELRA, THR 

秆 直立 ， 丛 生 ， 高 60 一 80cm， 具 1 一 2 节 ， 花 序 以 下 被 微 毛 。 叶 片 

质 硬 ， 内 卷 如 针 ， 长 5 一 gcm， 宽 1 一 2mm。 圆 锥 ERE. BB 
色 ， 长 2 一 5cm;， 小 穗 含 2 小 花 ， 长 约 lcm; #1 MA1 hk K 

7 一 9mm， 第 2 疾 具 3 脉 ， 稍 长 于 第 1 颖 第 工 外 释 常 具 7 hk K 

7 一 smm， 质 地 较 硬 ， 芒 自 外 冬 中 部 稍 上 处 伸 出 , 长 约 1 一 1.5mm， 
me, ARMRT OR. MRA CH 23). 

地 理 分 布 “ 藏 异 燕麦 分 布 于 我 国 青海 、 甘 肃 、 西 藏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天然 草场 上 生长 的 藏 异 燕 麦 一 般 5 月 中 

旬 返 青 ，6 一 7 月 抽穗 开花 ，8 一 9 月 种 子 成 熟 。 驯 化 栽培 种 一 般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初 返青 ，6 月 下 旬 抽 穗 , 7 月 中 名 开花，8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01 一 114 天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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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长 缓慢 ， 只 能 

入 孕穗 期 ， 株 高 仅 

28cm 左右 ; 天 然 草场 

上 或 播种 第 2 年 的 茂 

FR, PRWEB 

VERB, Bie 

期 和 开花 期 生长 加 

速 ， 至 结果 期 株 高 可 

达 90 一 100 cm 。 茂 

Fe He Be FE AE RE I, 

7A Pee 

长 迅速 ，60 一 75 天 后 

株 高 可 达 30cm & 

hind 
藏 异 燕麦 适应 性 

强 ,在 青藏 高 原 上 ， 
生长 于 海拔 1700 一 
3800m 以 上 的 地 区 。 
在 2700 一 3800m 的 地 
区 生长 良好 ; BAK 

于 高 山 草 旬 或 较 潮湿 

的 草 印 上。 能 适应 土 

围 。 对 水 分 适应 性 也 

较 强 ， 喜 潮湿 ， 但 在 较 干 旱 的 地 区 也 能 生长 发 育 。 

茂 异 燕 去 抗 寒 能 力 强 ， 据 观察 ， 播 种 当年 及 第 2 年 至 第 6 年 的 
WF HEE, FETT RI ER 3270 一 3600m 的 地 区 播种 ， 航 季 低 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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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一 1 WMRRAEAR® OA. AD 

播种 其 | wnmen | zoe | eon | acme | eve | 村 时 期 | am | nse 

第 2 年 5 1 Be 225 lanGol7 edu TeBBwds Bol 8.21 | 10.30 

第 3 年 4.30 | 515 | 6.8 7.9 7.89 | nSokS. at 118 
第 4 年 4.26 | 5.6 6.13 | 7.10 | 7.25 | 8.17 | 10.30 

第 5 年 5.5 5.19 | 6.13 | 7.20 | 8.1 8.18 | 10.30 

第 6 年 5.3 5.5 6.10 | 7.11 | 7424 | 8.18 | 10.30 

# ”在 青海 同 德 地 区 观察 〈 旱 作 栽 培 条 件 )。 

- 36 一 -37. 5%C 的 情况 下 ， 能 正常 越冬 , 其 越冬 率 为 95. 4% 左 右 8 
在 高 寒 牧 区 春季 当 气 温 突 变 下 降 至 - 3 一 -58 时 ， 藏 异 燕 麦 幼 苗 虽 

受 冻 害 ， 但 能 很 快 恢复 生长 ， 耐 盐 碱 能 力 亦 强 ， 耐 湿 但 不 耐水 滤 。 

在 海拔 2800 一 4500m HR, Cte FY Tt wie, BRAT 
PF, #AWEBE (Kobresia capillifolia) 草 甸 草场 群落 中 H 

异 燕麦 以 重要 禾 草 类 型 散 生 在 群落 中 ， 这 类 草场 禾 草 数量 少 ， 盖 度 

80—85%, Hi AE 130ke; 在 海拔 3600 一 4500m 的 阴 坡 ， 气 候 

阴冷 潮湿 ， 土 层 薄 ， 日 照 短 条 件 下 它 在 杜 胸 (Rhododendron 

spp-), mili (Salix spp.) 草场 中 ,在 灌 丛 下 常 与 线 叶 尚 草 、 黑 
BH (Carex atrofusca), HR BRB CElymus nutans) 组 

成 群落 ， 林 下 草本 盖 度 30 一 40% ， 亩 产 青草 90kg; 在 海拔 3500— 
4000m 的 阴 坡 以 金 露 梅 (Dasiphora fruticosa) 为 建 群 种 组 成 的 

BRP, EAT RAR SRAM, ROR, MMA 

(Ptilagrostis dichotoma), #2323 (Festuca rubra) 等 构成 

草本 层 ， 盖 度 50%, HOHE 92kg 左右 。 

饲 用 价值 “ 藏 异 燕 考 整 个 植株 柔软 ， 茎 秆 .叶片 无 刚毛 、 刺 毛 ， 

无 特殊 气味 ， 青 草 和 干草 均 为 各 种 家 畜 喜 食 。 藏 异 燕麦 营养 价值 中 

等 或 中 上 等 。 它 从 营养 期 至 结果 期 都 含有 较 丰 富 的 粗 蛋 白质 和 无 氨 

浸出 物 ， 粗 脂肪 含量 较 低 ， 而 粗 纤 维 则 较 多 ( 表 23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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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藏 异 燕麦 的 化 学 成 分 * 

Gf F DM RCM) 
生育 期 RT oo (%) |BE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RR] | 

Hh 6.65 16.75 | 1.64 34.61 | 7.68 39.35 | 0.26 0.19 

开 花 6.44 8.89 | 1.96 38.64 | 6.52 43.99 | 0.27 0.11 

。 青海 畜牧 科学 院 分 析 钙 、 磷 ， 余 为 农大 分 析 。 

天 然 草地 上 生长 的 藏 异 燕麦 一 般 为 放牧 利用 ， 为 各 种 家 畜 的 四 
季 放 牧场 ， 栽 培 驯化 后 建立 的 人 工 草地 ， 宣 割 草 利 用 , 为 冬 春 母 畜 、 

幼 畜 及 种 畜 良 好 的 补 饲 青 干 草 ， 人 工 建立 的 放牧 场 ， 主 要 用 作 冬 春 
缺 草 季节 放牧 ， 藏 异 燕麦 刘 割 后 可 青 饲 ， 也 可 青贮 后 冬 春 利用 。 藏 

“ 蜡 燕 麦 天 然 草场 上 所 形成 的 草 层 ， 一 般 计 产 青草 可 达 100kg 左右 
栽培 种 一 般 播 种 当年 亩 产 干草 58kg 左右 ， 第 2 年 至 第 6 年 的 藏 异 
燕麦 株 高 可 达 67 一 73cm， 亩 产 干 草 200 一 250kg， 种 子 25—30ke 

( 表 23 一 3) 。 

表 23 一 5 ” 藏 异 燕麦 产量 表 * 

FRE 平均 亩 产量 (kg/ 亩 ) 
生长 年 限 一 -一 说 明 

cm) |-¢ e | +m | 种子 
第 1 年 28.3 156.2 60.4 表 中 所 列 者 并 非 同 

第 2 年 70.3 519.3 204.4 29.2 一 年 可 有 三 种 收获 物 

第 3 年 72.11 616.7 220.0 26.7 

第 4 年 73.8 652.7 233.4 31.3 

第 5 年 70.6 574.4 206.5 28.7 

第 6 年 67.5 548.3 205.3 26.9 

* 旱 作 栽 培 条 件 下 。 

栽培 要 点 ”栽培 藏 异 燕麦 要 求 地 势 平整 ， 在 青藏 高 原 上 播种 ， 
最 好 是 在 气温 稍 暖 、 生 长 季节 稍 长 的 地 区 。 在 青藏 高 原 一 般 夏 秋 翻 
地 ， 熟 地 也 可 春 翻 。 在 气温 稍 高 的 地 区 可 随时 翻 耕 土地 。 藏 异 燕麦 
种 子 较 小 ， 要 求 整地 细致 ， 如 条 件 许可 ， 应 施 有 机 肥 作 基肥 ， 播 前 
进行 友 辖 ， 先 重 友 后 轻 糖 。 藏 异 燕麦 春 、 夏 、 秋 季 均 可 播种 ， 在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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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高 原 具备 灌 水 条 件 的 以 春播 为 宜 ， 春 时 又 无 灌水 条 件 ， 宜 在 夏季 
雨 期 播种 ， 秋 季 播种 最 晚 不 应 晚 于 仲秋 。 | 

藏 异 燕 麦 种 子 有 毛 ， 播 种 前 对 种 子 毛 要 处 理 ; 种 子 千粒重 2. 3 一 

“.5g， 每 公斤 种 子 约 为 40 一 43 万 粒 。 条 播 时 ， 行 距 300m, B+ 
深度 3 一 5cm 。 播 后 对 土地 要 镇 压 ， 这 样 利于 控制 播 种 深度 ， 有 利 
于 出 苗 。 藏 异 燕麦 每 亩 播种 量 1 一 1.25kg， 种 子 田 可 适当 少 播 ; 

藏 异 燕 去 播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苗 期 要 严 加 保护 ， 生 长 第 2 至 第 
6 年 的 藏 异 燕麦 在 苗 期 和 生长 期 要 严防 性 畜 践 路 和 采 食 ， 生 长 第 2 
DRAG, WAAR PARC. RRR A 
Bi Ze CE KI ER nt BE 7 

FRE EE ETE TE J XGA, BRE 收获 应 在 70% 种 子 成 熟 
时 进行 。 藏 异 燕麦 的 灌溉 应 在 分 蓝 期 和 孕穗 期 各 进行 一 次 ， 或 灌水 
结合 施肥 ， 能 提高 亩 产量 。 灌 水 和 施肥 还 可 以 延长 藏 异 疗 麦草 地 的 
使 用 年 限 。 

(FF WM 

Hemarthria compressa (L. f.) R. Br. 

别名 ， 和 牛仔 草 、 铁 马鞭 。 

形态 特征 “局 穗 牛 鞭 草 为 禾 本 科 牛 鞭 草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各 

高 60 一 150cm， 基 部 横 卧 地 面 ， 着 土 后 节 处 易 生 根 ;， 有 分 枝 。 叶 

片 顶端 渐 尖 ， 基 部 圆 ， 无 毛 ， 边 缘 粗 糙 ， 叶 片 长 3 一 13cm， 宽 3 一 

8mm; 叶鞘 压 局 , CE. HOARE. BREE RW. 长 5 一 10cm， 

直立 ， 深 绿色 ， 穗 轴 坚 韧 ， 不 易 断 落 ， 其 节 间 几 等 长 于 无 柄 小 穗 

无 柄 小 穗 长 4 一 5mm。 颖 果 ， 螨 黄色 (图 24) 。 

细胞 染色 体 ， 2n = 354, 

地 理 分 布 “局 穗 牛 鞭 草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长 江 以 南 各 省 〈 区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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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山 东 、 陕 西 等 
wh, APA. A. 

印度 及 美国 、 巴 西 等 

姐 温 带 和 热带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局 穗 牛 鞭 草 嘉 

温暖 湿润 气候 ， 在 亚 

热带 冬季 也 能 保持 青 

绿 。 冬 季 生 长 缓慢 ， 

只 有 最 大 生长 量 的 十 

分 之 一 "夏季 生长 快 ， 

7 月 份 日 生长 量 可 达 

3.6cm, 

fra is PBR HB BP 

出 苗 快 ， 出 苗 15 天 - 

即 分 蓝 。 第 1 KA 

40 天 后 可 达 47.8cm。 

第 2 次 分 药 在 出 苗 后 

图 24 ei RERL =Hemarthria comp- 

ressa (L..f.) R.Br. 

30 天 左右 开始 ， 第 3 KF) BEATE a 50 一 60 天 ， 第 4 wap BEM 

在 77 天 心 发 生 。 全 生育 期 中 ， 第 2 次 分 碍 数量 最 大 ， 约 占 总 分 蔓 

数 的 48.6%. EG), MRR? 月 中 下 旬 抽 穗 ，8 月 上 中 和 旬 开 

花 ，9 月 初 结实 ，9 一 10 月 种 子 成 熟 ， 结 实 率 较 低 让 种 子 小 六 不 易 收 

获 。 生产 上 广泛 采用 无 性 繁殖 ， 繁 殖 系 数 为 98 一 105。 

ja a AEE a, EE XI 4 一 6 次 。 每 次 浊 割 后 50 RA 

可 生长 到 100cm Wb. XR RED BE, 381 VXI HG BES 

153.1—174.5 4%. 

Wei EE PE, RT. PRCT eh tik BE IK 39.8°C 生长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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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3sC 枝 时 仍 能 保持 青绿 。 在 海拔 2132.4m 的 高 山地 带 ， 能 在 

有 雪 覆 盖 下 越冬 j 该 草 适 宜 在 年 平均 气温 在 165°C 地 区 生长 ， 气 
温 低 影响 产量 

 ，， 扁 乔 牛 凌 章 耐水 湾 ， 据 实验 ， 植 株 被 水 滤 两 个 月 ， 仍 然 存活 ， 
BME AERA, U pH 为 6 生长 最 好 ， 但 在 pH i 
为 4 一 8 时 也 能 存活 。 

扁 穗 牛 靶 草根 系 分 沁 琴 类 化 合 物 ， 抑 制 豆 科 牧草 的 生长 ， 与 三 
“时 草 、 山 蚂 蝗 混 播 时 ， 豆 科 软 草 均 生 长 不 良 。 

AAA KEEN A, EER, 适口 性 好 , 是 生 、 
羊 。 免 的 优质 饲料 。 据 试验 ， 水 牛 的 采 食 率 为 90 一 94%, 黄牛 -92 一 
97% ， 西 门 塔 尔 牛 93 一 96% ， 成 都 黑白 花 奶牛 91 一 96%， 萨 能 奶 — 
山羊 90-95%, FETA 95.8%, KEM 88—90%, ; 
HAR, 青 饲 有 清香 型 味 ，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调 制 干 章 

不 易 掉 叶 ,， 但 脱水 慢 。 防晒 时 间 长 ， 遇 雨 易 腐烂 。 青贮 效果 好 ， 恒 
用 率 高 。 

据 四 川 农业 大 学 研究 ， AACE A 蛋白 质 含量 以 6 一 7 月 
第 3 次 浊 制 时 最 高 ， 到 开花 结实 期 ， 降 到 最 低 水 平 ,， 粗 纤维 的 含量 ， 
SMIRK, 影 唱 不 显著 。 无 气温 册 物 则 前 其 高 中 期 低 ， 后 其 
又 上 升 。 

囊 24 一 1 WBerRENS RD 

| | as POR a | wt 
De FF Hs 2d PT AB fie) 生育 期 KS (2) |e 

| (%) | (%) 

四 川 雅安 | 全 株 | 拔节 | 87.8 -| 16.8 a 4.45 al 30.27 - ei 12.241 0.44 | 0.24 
四 川 雅 安 / 全 株 | HAW | 86.6 | 17.28) 3.78 | 31.64) 35. 58| 11372|-0.53 | 0.26 
四 川 雅 安 | HR 结实 | 62.5 .99| 2.07 | 33.16) 54. 5.92; 0.39 | 0.10 

四 川 雅安 | AH 结实 | 63.4 6.65| 1.68 | 34.67| 50. 29 6.71] 0.23 | 0.11 

“四 川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24 一 1 是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驯化 的 局 穗 咎 烟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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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RARSERE, ARRKRS—, 

XTRA AS el, ER RE OS HS fe] CE 24 一 2)。 从 

4H26238 5 25 ARP NA, FOR PARED 9.26—9.65 

MJ/kg, BRAM 1.518%, BHR S. 8 A 28 日 在 开花 期 浊 

割 ， 代 谢 能 为 9.02 一 9.13MJ/kg。 拔 节 其 高 于 结实 期 。 

表 24 一 2 ” 扁 粮 牛 鞭 草 不 同 浊 基期 代谢 能 变化 

Se eae K 期 & 实 期 

i ~. BCA. ry at y 
目 日 ) 4。2 5.13 | 6.16 | 7.17 8.25 | 8.28 

in 

| 

代 谢 能 9.51 | 9.62 | 9.65 | 9.52 9.76 9.13 
(MJ/kg) 

BAR (cm) 69.2 62.6 70.8 59.7 70.0 113.5 

栽培 要 点 MMH et RIL RKRHLRLERRE, EB 

高 。 据 试验 ， 在 pH 值 为 6 Mtb, Wee 8280ke. 

在 亚热带 用 种 苗 反 揪 方 法 进行 无 性 繁殖 ， 全 年 均 可 进行 ， 春 季 

成 活 率 为 82%， 夏 季 86.6% ， 秋 季 96.7%， 冬 季 61% 。 株 行距 为 

5x30(cm) A. FHA, H—-KABR, RAR, KR. YU 

后 每 浊 割 一 次 都 应 施 人 姜 尿 或 氮肥 ， 促 进 生 长 发 育 。 

EERE) SAA, 以 拔节 到 孕穗 前 期 浊 割 为 宜 , 车 调制 干草 “ 
则 以 拔节 到 抽穗 期 为 好 ， 青 贮 则 以 抽穗 期 至 结实 期 为 宜 。 

Ct 3%) 

25. RRB 

Hordeum violaceum Boiss. et Hohen. 

别名 RE, FA—-MAA RAK). 

BASSE AAR KRRS ERA, APRS. FFA 

弱 ， 直 立 或 基部 膝 曲 ， 高 30 一 70cm， 具 3—4 45. Mr RHE iA,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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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KY Imm, BR, HARPER AS, K 1.5) 3—14em, 

帘 2 一 4mme。 穗 状 花序 顶 生 ， 长 4 一 7cm， 绿色 或 带 紫色 ， 成 熟 时 

逐 节 断 落 ， 穗 轴 节 间 长 1 一 2mm， 穗 轴 的 每 节 着 生 3 枚 小 穗 ， 两 

侧 小 穗 具 柄 而 不 发 育 ， 颖 和 处 称 狭 窗 如 针 状 :中间 的 小 穗 发 育 而 无 

柄 ， 颖 旦 针 状 ， 长 约 6mm， 钥 糙 ;， 外 释 披 针 形 ， 长 5 一 bmm， 先 

端的 芒 长 3 一 5mm (图 25). 

细胞 染色 体 ， 2n= 14,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河北 、 内 蒙古 、 宁 夏 、 陕 西 、 甘 肃 、 

青海 、 新 疆 等 省 区 ， HK HMA. NWA. FH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紫 大 麦草 为 疏 

丛 型 中 生 禾 草 。 一 般 

4 月 中 旬 至 5 月 中 名 
返青 ,7 月 上 名 抽穗， 

7 月 中 旬 开 花 ，7 月 

末 、8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生育 期 为 90 一 120 

天 。 经 驯化 栽培 ， 在 

灌水 条 件 下 ， 叶 层 高 

可 达 20 一 30cm， 株 

高 可 达 70 一 100cm。 

EAD} Be a AE AE 

较 强 。 据 内 蒙古 音 牧 

科学 院 在 内 蒙古 西部 

Be ih BASF TA TE Wn BE 

紫 大 麦草 在 7 ARK 8 

月 初 浊 割 后 ， 到 9 月 

下 旬 停 止 生长 前 ， 其 

25 #KEE Hordeum violaceum Boiss. 

et H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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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生 草 高 可 达 300m AA 〈 灌 水 条 件 下 )。 

紫 大 麦草 的 适应 性 较 强 。 在 我 国 其 分 布 区 的 海拔 高 He 800— 

3450m， 年 平均 温度 为 0 一 10.3%, 4E>10° CHAI 2100—3300%, 

Hy St 2750 一 3300 小 时 ， 年 平均 降水 量 100—500mm, AT 

大 过 草 为 中 生 植 物 ， 水 分 在 茶 种 程度 上 是 决定 其 分 布 的 主要 因子 ， 

所 以 ， 在 上 述 分 布 区 内 多 见于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的 草地 、 河 边 、 路 旁 ， 

如 在 内 蒙古 西部 的 荒漠 地 区 也 常见 于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的 冲刷 沟 旁 。 

RRREMELRMBRAA™, ERGL. AV RGL. BK 

Rt. RL, RSL EERE RK. SEM, WM, 

¥e pH (4 7.5—8.0 的 土壤 上 亦 能 生长 良好 ， 是 改良 轻 度 盐 渍 化 和 
碱 化 草场 的 优良 草 种 。 

紫 大 麦 草 耐 高 温 ， 在 夏季 极端 最 高 温度 36°C 的 内 蒙古 西部 匾 

漠 地 区 亦 有 分 布 ， 对 寒冷 亦 具有 一 定 的 适应 能 力 ， 在 海拔 .3290 一 

3450m， 年 平均 气温 07， 冬季 极端 最 低温 度 - 36.2°C de 

fet Mth AA KR. 

饲 用 价值 ” 紫 大 麦草 为 优等 饲 用 禾 草 。 eR, 适口 性 好 

青 鲜 时 牛 、 马 喜 食 ， 羊 乐 食 ， 结实 后 适口 性 有 所 下 降 ; 但 调制 成 于 

草 后 ， 为 各 种 家 这 所 乐 食 。 可 放牧 利用 ， 亦 本 次 家 但 全 是 于， - 拓 

浊 牧 兼用 的 好 草 种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曾 在 灌溉 条 件 下 种 植 ， 亩 产 干 章 可 达 :150 二 

250kg， 种 子 产 量 每 亩 50 一 100kg。 

R25 RAZ SHS RH* 

| 占 绝 干 物质 的 〈%) 
生育 期 TRB (M0) |e i R 45% ). BE CY ) RPE BS Td) SE EP HR 

emma le 2 
了 PR 

抽穗 | 5.74 | 21.96) 3.29 | 27.81| 34 él 12.30) 1.18 | 0.099|82 年 8 月 | 巴 音 塔 拉 

开花 6.20 | 11.81) 1.59 | 31.59] 47.22) 7. 中 0.453| 0.12 | 82 年 乌 中 旗 
巴 次 险 太 

° 由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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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大 麦草 的 营养 价值 较 好 ， 含 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含 粗 纤维 较 低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25。 

MESS ” 紫 大 麦草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砂 质地 、 轻 度 盐 汪 

46 Woe + 35 BY AA 

播种 前 应 进行 种 子 清 选 和 了 晒 种 。 播 种 期 可 在 4 月 中 、 下 名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35cm， 播 种 量 每 亩 2.5kg， 履 土 深度 3 一 4cm， 播 

后 应 及 时 镇 压 保 丧 。 

紫 大 麦草 在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被 杂 草 抑 制 ， 应 及 时 防除 杂 草 。 

在 整个 生育 期 内 ， 应 根据 情况 进行 适时 灌水 ， 有 条 件 的 可 结合 灌水 

进行 追肥 。 每 次 浊 制 后 应 灌水 ， 春 季 返 青 时 应 灌 返 青水 。 

割 草 用 的 其 适宜 刘 割 期 为 抽穗 至 始 花期 ， 收 种 子 的 可 在 70% 左 

右 的 种 子 成 熟 时 收获 。 刘 割 留 荐 高度 一 般 为 4em 左右 ， 最 后 一 次 

XIE Sem 以 上 ， 以 利 越冬 和 第 二 年 再 生 。 

( 吴 高 升 

2.0 +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别名 we ce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禾 草 ; BERR EER. 秆 丛生 , 直立 ， 

高 25 一 80cm， 具 2 一 3 节 。 叶 片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6cm， 

_ 席 2—-8mm, 平滑 无 毛 。 紧 缩 呈 穗 状 ， 长 5 一 20cm， 有 白色 丝 状 

RE BRERA, BAPE, 小 穗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一 柄 

长 ， 一 柄 短 ， 均 结实 且 同 披 针 形 或 矩 圆 形 ， 长 3 一 4mm， 基 部 密生 

长 10 一 15mm 的 丝 状 柔 毛 : 第 一 颖 较 犹 ， 具 3 一 4 脉 ， 第 二 颖 较 宽 ， 

具 4 一 6 脉 ; 第 一 外 释 卵 状 窍 圆 形 , 第 二 Ob PPT; 雄蕊 2( 图 26)。 

地 理 分 布 Aaa a, WRAP, ERDAS RH 

e777. 



和 亚热带 以 及 暖 温带 和 温带 的 

低 海 拔 地 区 。 在 我 国 分 布 极为 

ris, DUO, BH. RH. 

湖北 、 湖 南 、 广 西 、 江 西 、 福 

建 、 河 南 、 江 苏 、 浙 江 、 安 徽 

等 省 区 分 布 为 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日 

茅 一 般 喜 分 布 于 中 等 湿润 的 环 

3, 但 它 也 相当 耐水 渡 和 干旱 。 

适应 于 各 种 土壤 , 无 论 是 粘土 、 

Ht, MLVBARTH. 2 

壤 、 黄 壤 、 紫 色 土 、 褐 土 或 冲 

积 土 等 均 有 白 茅 的 分 布 ， 但 以 

较 朴 松 的 土壤 发 育 更 为 民 好 。 

白 茅 为 喜光 古物， 但 也 较 能 耐 

Wi, FERRI, PR. RK, 

灌 丛 中， 地 边 、 田 边 、 路 劳 、 河 

Ww. Wa REWAREHER. 

HFHREARK, ALR-H 

可 以 分 布 到 深 20 一 30cm 的 土 

层 中 去 “〈 土 朴 松 时 ) 根 董 穿刺 ， 

蔓延 的 能 力 很 强 ， 竞 争 力 特 别 

SS 
iM 1 hh 

1% Nh 0 

i¢ S at ae. oA 

P4957 

图 26 WH Imperata cylindrica 

(L.)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上 旺 成 ， 许 多 地 方形 成 以 它 为 主 的 草本 植物 群落 。 Aint Be OF 

(Deyeuxia spp.). BR (Carex spp-), fk & (Artemisia ja- 

ponica) , BRMRHEK A (Lespedeza cuneata) 等 植物 组 

成 群落 ， 分 布 于 我 国 南方 多 种 草地 类 型 中 ， 此 外 ， 白 茅 还 与 马尾 

PS (Pinus massoniana) 或 与 档 本 (Alnus cremastogyne) #4 

RPE, CPR BIE SS 以 外 ， 也 能 行 种 子 繁 殖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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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一 6 it, 6-8 月 开花 结实 。 由 于 其 小 穗 基部 及 穗 轴 上 上 只 

丝 状 桑 毛 ， 种 子 易于 传播 ， 也 是 其 生活 力 强 的 原因 之 一 。 

饲 用 价值 ” 白 茅 在 我 国 南方 分 布 广泛 , 数量 多 , 是 草食 家 畜 在 饲 

养 上 占 重要 地 位 的 一 种 野生 牧草 。 水 牛 、 黄 牛 均 喜 采 食 ， 为 各 地 放 

牧 牲畜 、 刘 青 和 浊 制 干草 的 重要 草 种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26 所 示 。 

表 26 白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 

钙 | 磁 Bre pode | i 干 物 质 (%) 

jpeg] 粗 脂肪 | mre | 粗 灰 分 | EBB] Co | ce 

拔节 期 
开花 期 

1983.5. 6. 50 1.90 35.30 8.10 48.20 0.287; 0.149 

= 5-83 1.90 37.80 6.00 48.47 0.087 

° 四 川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白 茅 的 营养 价值 随 草 的 粗 老 而 逐渐 下 降 ， 从 呀 26 中 可 看 出 ， 

其 粗 蛋 白质 拔节 期 为 6.50% ， 开 花期 下 降 为 5.83%， I HA ER 

HA 35.30%, FEW EFA 37.80%, RHR Weak 

后 的 消化 率 ， 生 长 初期 为 70%， 生 长 150 天 之 后 ， 下 降 到 40%, | 

以 上 说 明白 茅 的 饲 用 价值 明显 地 随 季节 而 变化 ， 愈 至 后 期 草 质 愈 

劣 。 因 白 茅 具 根茎 ， 到 后 期 其 养分 则 运往 地 下 茎 中 贮藏 起 来 。 

白 茅 的 根 蔡 含 果糖 及 葡萄 糖 等 ， 味 甜 可 食 ， 入 药 为 利尿 剂 ， 清 

RH, SHR KASS It il, BRE YY. 

Cl 4 

27. AAG i EE 

Ischaemum ciliare Retz 

别名 纤毛 鸭 嘴 草 。 

RSE ARABI BSE HB, BR 40 一 80cm， 最 高 

WL 120cm。 冯 基部 第 二 或 第 三 节 膝 曲 ， 上 部 直立 。 节 密生 白色 
e 7 日 .9 

0.117. 



KE MRS TAB, 

BRABKRE, 

WT Hh. MARR 

丝 状 长 毛 。 叶 片 柔软 ， 

线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5cm, 宽 3—10mm, ~ Zs 

AGERE, BF 
生 叶 显著 退化 。 花 顶 

生 或 腋生 ， 为 两 放 总 

TRAE FF, 18 Wi 3 一 5 

枚 者 ， 长 3 一 5cm ， 

小 穗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BUPA Hy FS By ZEA PT 

落 ， 有 柄 小 穗 小 于 无 

WAM. FR) H Bl 

RBH B, KA | | 

5mm， 第 一 花 雄 性 ，- A27 MEBRM Ischaemum ciliare 

第 二 花 两 性 ， 内 称 等 we 
长 或 短 于 外 释 ， 外 释 短 于 第 一 颖 。 芝 长 12 一 15mm， ef ARLE Be 

Hh, HEB 3, HARE, PBN RUS REK, FERBAS 

展开 。 

细毛 鸭 嘴 草 为 密 从 状 旱 中 生 上 繁 牧草 ， 须 状 根 系 发 达 , 深 30 一 

40cm， 质 硬 色 黄 ( 图 27 )。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广西 、 广 东 、 福 建 、 云 南 、 ed 四 川 、 浙 江 、 

台湾 等 省 均 有 分 布 ， 此 外 ， 热 带 亚洲 、 非 洲 亦 产 。 模 式 标本 产 于 中 

国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喜 温 暖 而 湿度 中 等 的 沙壤土 ， 但 在 土屋 

将 薄 的 出 地、 丘陵 也 能 生长 。 在 广西 多 分 布 于 海拔 700m AP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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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丘 陵 地 区 ， 能 形成 单一 群落 ， 海 拔 1000m 也 能 生长 ，1200m 则 

基本 绝迹 。 最 适 生长 在 之 10%C 年 积温 为 6000 一 8000%c， 年 均 降 十 

量 1000mm 左 右 的 地 区 。 该 草 再 生 力 强 ， 较 耐寒 〈 可 耐 ~ 3 cha 

冻 ) , 在 南亚 热带 冬季 仍 有 青绿 状态 ， 比 较 耐 牧 ， 适 口 性 好 。 以 有 性 
繁殖 为 主 。 花 期 7 一 8 月 ， 种 子 成 熟 期 9 一 10 月 ， 随 后 老 叶 枯黄 , A 

一 个 月 后 从 基部 长 出 新 叶 ， 故 虽 系 枯黄 的 季节 仍 见 青绿 部 分 。 细 毛 

鸭 嘴 草 生 产 有 两 个 高 峰 期 ， 第 工 次 在 2 一 3 月 份 ， 第 2 次 在 7 一 8 A 
-” 份 ， 一 般 侠 草 产 量 为 6000 一 8000kg/ 公 质 。 在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方 

可 达 15000 多 Kg/ 公 硕 。 

饲 用 价值 ”适口 性 良好 。 放 牧 家 畜 常 首先 采 食 细毛 鸭 跨 草 ， 然 
后 采 食 其 他 牧草 。 据 1981 年 对 放牧 牛 群 的 观察 ， 该 草 一 次 放 收 的 
株 丛 采 食 率 为 82% MKF RMR ( 89.7%), HEF REM EE 61%) 

狗 尾 草 〈60%)、 圆 黑 省 穆 〈29%)。 再 生 能 力 据 在 广西 大 容 山 的 观 
察 ，. 山 项 上 以 纤毛 鸭 嘴 草 为 主 的 草地 ，6 月 份 第 1 次 测定 产 量 达 

s000kg/Abi, 7 月 26 日 测定 再 生 草 为 3000kg/ 公 顷 ，9 月 20H 
再 测 定 为 2600kg/ 公 Hi, =]K Bit 为 13600kg/ 公 质 。 一 年 WA 

3 一 4 次。 四 草 于 鲜 比 为 1:3 一 1:4。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27 。 

表 27 细毛 鸭 嘴 草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 FOR 占 干 物质 的 〈%) 

(A. BD C6) | C96) |p opti 2 oe ge 33] 96) | C90) 
| | 

5.6 | AHH | 12.67'| 87.33 | 6.60 | 1.02 |35.94 |47.26 | 9.18 | 0.22 | 0.09 

8.5 开花 期 11.91 88.09 | 4.64 | 1.00 |35.28 |50.85 | 8.23 | 0.15 | 0.05 

10.7 | sae 11.60 88.40 | 3.57 | 1.00 |36.64 [52.12 | 6.67 | 0.12 | 0.04 

栽培 要 点 ”细毛 鸭 嘴 草 可 于 10 月 份 采 收 种 子 ， 在 春季 气温 达 

20%C 时 播种 ，8kg/ 公 顷 。 播 种 前 宜 整 地 细碎 ， 播 后 覆 以 薄 土 。 在 

苗 期 不 予 放牧 ， 待 抽穗 后 当年 即 可 利用 。 通 常 在 栽培 条 件 下 鲜 草 产 

量 达 40000kg /公顷 。 宜 与 格拉 姆 柱 花 草 、 大 翼 豆 等 牧草 混 播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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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X 1%) 

23.4 

Koeleria cristata (L.) Pers. 

别名 NAR. 

形态 特征 RAR 落 草 属 多 年 生 Bok, BMW, HR 20— 
45cm， 在 花序 下 密生 柔 毛 。 叶 片 扁平 或 内 卷 ， 宽 1 一 2mmy 叶 

WHESSRAKTERR YG 于 秆 基 。 圆 锥 花序 星 紧密 穗 状 ， 长 
4—12cm, # 5 一 

14mm， 主 轴 RAK 

均 被 柔 毛 。 小 穗 无 毛 ， 

长 4 一 5mm， 含 2 一 

3 小 花 。 颖 长 2.5 一 

4.5mm, 1—3 脉 , 边 - 

RAT RR. Sb - 

AR, Fe, A 

Bp, ARE 

i, MRP, 
顶端 二 裂 〈 图 28 ) 。 

细胞 染色 体 : 
2n=14, 

地 理 分 布 “” 落 草 

主要 分 布 于 中 国 北部 

草原 区 。 从 东北 的 松 

辽 平 原 、 内 蒙古 的 呼 

盟 、 锡 盟 及 高 原 其 他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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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 新 疆 、 青 海 、 甘 肃 、 宁 夏 及 华北 地 区 的 山地 。 在 典型 草原 区 

和 草 甸 草 原 以 至 亚 高 山 普 遍 散 生 分 布 ， 为 编 羊 放牧 利用 的 优质 牧 

草 。 

欧 亚 草原 也 较 普 遍 分 布 ， 欧 洲 的 温带 部 分 ， 苏 联 、 匈 牙 利 、 垦 

麦 、 瑞 典 等 地 ， 北 美的 美国 、 加 拿 大 等 国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落 草 为 北方 普遍 生长 的 丛生 下 BADR 

Bi MMAR, TW BARA, ZEAE a BE BES, Be Ht Be 

踏 ， 牧 用 性 强 。 性 耐寒 冻 ， 在 寒冷 的 北方 典型 草原 、 草 旬 草 原 及 高 

山 草 旬 草 原 等 环境 中 生长 良好 ， 如 内 蒙古 锡 盟 、 松 辽 平原 及 五 台山 

零下 40%C 能 安全 越冬 。 耐 旱 力也 很 强 ， 为 旱 生 草 类 ， 在 北方 草原 

是 极 常见 的 草 ， 它 的 频 度 普 遍 是 较 大 的 ， 但 在 群落 中 的 多 度 则 往往 
不 高 ， 一 般 不 为 草地 的 建 群 和 优势 种 ， 个 别 地 区 最 多 也 只 能 为 次 优 
种 。 它 常 散 生 于 东北 和 内 蒙古 呼 盟 的 贝加尔 针 茅 草 旬 草 原 (Form 

Stipa baicalensis)、 内 蒙古 高 原 的 大 针 蔓 (Form。9。grazaizs) 

Alsi Ret 〈EForm。 >。Rry1ouiz) 、 新 疆 阿 尔 泰 的 沟 时 羊 蔓草 原 

(Form. Festuca surcata)、 北 温带 山地 的 羊 茅草 原 和 糙 隐 子 草 

草原 (Form. F. ovina Form.)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等 不 同 草 原 类 型 中 ， 并 常 与 冰 草 CAgropyron cristatum), He KB 

FH. BAA (Poa sphondylodes) 和 羊 茅 共同 伴生 于 上 述 群落 

中 。 在 亚 高 山 草 旬 草 原 也 常 与 贝加尔 针 茅 、 紫 羊 芒 、 山 草 和 杂 类 草 

组 成 草地 的 群落 。 它 适应 栗 钙 土 、 淡 栗 钙 土 及 山地 棕 壤 ， 甚 至 亚 高 

山 草 原 土 。 春 季 返 青 略 较 其 他 牧草 早 ， 生 长 迅速 ， 夏 季 即 形成 丰茂 

的 下 繁 草 从 。 秋 初 ， 生 殖 枝 很 快 成 熟 枯黄 ， 但 不 影响 基 生 叶 的 生长 

与 放牧 利用 。 

饲 用 价值 ”夏季 为 羊 群 的 重要 采 食 牧草 ， 草 质 柔 软 ， 适 口 性 优 

民 。 纺 羊 与 山羊 最 喜 采 食 ， 和 后 亦 喜 食 ， 马 次 之 。 秋 季 穗 枯 以 后 基 生 

” 叶 亦 为 编 羊 、 山 羊 及 和 牛 喜 食 。 为 北方 牧区 和 农 区 山地 草场 有 价值 的 

牧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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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KKR: KOSHER, KHERSRRMRE. BA 
质 含量 较 高 ， 据 分 析 结 穗 前 粗 蛋 白质 APM RAY 23.8%. 秋 枯 期 
也 保持 一 定 的 营养 含量 CE 28 一 1 ) 。 消 化 率 较 高 〈 表 28 一 2 ) ,尤其 
是 粗 蛋白 质 的 消化 率 较 高 于 其 他 禾 草 ， 为 成 年 家 畜 夏 季 抓 采 和 幼 畜 
生长 发 育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的 牧草 。 

表 28 一 1 浴 草 的 营养 成 分 〈%%) 

| oF WK | sii 项 目 | : — a 消化 蛋白 | 钙 "| BR 
灰分 [i 2 ea We lata 养分 

成 分 9.60 | 37.30) 1.90 | 42.00) 9.20 7.29 64.63 | 0.46 | 0.16 

盛 花期 axes se pee 77.49/79. 34 

表 28 一 2 ”反刍 动物 落 草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产 气量 | mde | 粗 脂 “| 有 机 物质 消 | MERE | RBI | om ft 
样品 来 源 | : oe 

(ml) | 6%) | 肪 (5%) | 化 率 〈%) |(MJ/Kkg) (MI /ce> | she 

山西 五 台山 
6.71 二 YY 人 57.53 9.79 8.13 5.18 

抽穗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落 草 均 为 野生 ， 在 天 然 植物 群落 中 也 很 少 为 优 建 种 ， 某 些 地 区 
可 为 次 优 种 ， 出 现 频率 很 大 ， 到 处 有 它 生长 ， 生 活 和 繁殖 力 很 强 ， 
植物 以 种 子 形式 繁殖 ， 种 子 很 小 。 根 系 发 达 纤 细 稠 密 ， 耐 旱 与 保 土 
能 力 很 好 ， 为 理想 的 下 繁 牧 用 草 类 。 总 叶 量 较 少 , Sw 1.4:1, 

是 一 种 旱 生 性 牧草 。 本 草 因 茎 叶 和 柔软， 营养 成 分 较 丰富 ， 枯 凌 后 仍 
为 家 畜 所 采 食 ， 出 现 频 率 大 ， 固 土 保水 力 强 ， 所 以 它 是 一 种 很 有 利 
用 价值 的 牧草 。 

( 陈 安 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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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别名 © OID. AMF CTI). ARH CM). 
Bsa RABE RBSSER. MRA. WMLAPAK, K 

高 2—4m, WRFRAH, HE, AM 1 一 1.5cm。 地 下 有 走 茎 ， 

具 鳞片 状 叶 , 可 供 繁殖 用 。 叶 片 披 针 形 ， 长 25 一 80cm， 叶 宽 1.5 一 
4cm 不 等 ， 叶 鞘 无 或 仅 边缘 羽生 纤毛 。 每 株 着 时 10 余 片 至 IH, 

浓 绿 色 。 圆 锥 花序 宽大 而 稠密 ， 长 30 一 50cm， 主 办 延伸 达 花 序 尖 

端 或 至 少 达 花序 之 2/3 以 上 ， 在 分 枝 细弱 腋 间 具 微 毛 ， 每 节 具 一 得 
PAAR, RK 1 一 1.5mm， 长 柄 向 外 反 曲 ,长 2.5 一 3mm。 

小 穗 卵 状 披 针 形 ， 基 盘 舟 形 ， 先 端 渐 尖 ， 外 释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芒 长 
7 一 10mm， 膝 曲 不 明显 ， 内 释 极 微小。 雄蕊 3 枚 , AK 1.8mm 

(图 29 )。 

地 理 分 布 “ 主 要 分 布 东 亚 至 玻 里 尼 西 亚 及 澳大利亚 以 东 的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岛 。 在 我 国 则 主要 分 布 在 广大 亚热带 地 区 ， 如 广东 、 广 

A. Aw. HS. Wa. WA. BI. BW. Bw. WR, HTT. 

安徽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及 生 坊 学 特征 ”五 节 芒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 最 适宜 的 气温 为 

25 一 30"‰2，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 每 天 平均 可 长 4cm。 在 贵州 雷山 县 年 

平均 温 15.4%C， 无 霜 期 302 天 ， 可 四 季 常 青 。 抗 寒 力 强 ， 在 贵阳 

地 区 常年 气温 条 件 下 ， 五 节 芒 冬季 大 部 分 叶 可 保持 绿色 ，1984 年 

春 贵阳 地 区 出 现 - 9.7%C 低 温 ， 五 节 芒 心 叶 仍然 保持 绿色 。 五 节 芒 

能 抗 星 ， 耐 肥力 也 强 ， 据 试验 ， 冬 前 施用 尿 RA 不 施 用 尿素 的 比 

较 ， 施 用 尿素 者 越冬 性 良好 ， 叶 始终 保持 绿色 。 五 节 芒 可 耐 D 瑞 4 的 

酸性 土壤 ， 也 有 一 定 耐 萌 性 。 依 靠 走 节 和 分 葵 繁 殖 ， 走 蔡 伸 向 那 

里 ， 昔 发 到 那里 ， 具 有 较 强 竞争 力 。 在 贫 将 土壤 上 生长 不 良 ， 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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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PS BE AE 

快 成 为 优势 种 。 一 个 

种 根 ， 一 年 内 可 分 幕 

到 Im* Ay, 

芒 成 片 的 地 区 ， 其 化 

草 类 ， 甚 至 木 本 树种 
亦 难 于 入 侵 。 根 据 贵 

州 农学 院 引 种 试验 ， 

1974 年 12 月 引入 老 

i KX, 341848 

5} Gi ETH, 5 月 22 日 

开始 分 葛 ， 当 年 可 分 ， 

HH 100 4. 

生长 时 间 较 长 的 

AYE, RABKE 

根 错 节 ， 有 很 强 的 保 . 

持 水 土 的 能 力 ， 而 且 i Be | 
再 生 力 也 很 强 ， 根 据 图 29 人 floridulus | 

贵州 农 学 BE 1975 年 ob 

在 贵州 雷山 县 的 调查 ;9 AS AXIS Pe wER 12945ke, 10 月 20 
日 第 二 次 浊 割 再 生 草 ， 亩 产 鲜 草 达 5431. 5Kkg。 

五 节 芒 最 适 刘 割 期 是 孕穗 期 ， 株 高 1 一 1.5m 左 右 , 这 时 产 章 量 
虽然 较 低 ， 但 叶 量 大 ， 蔡 秆 也 较 柔 软 ， 适 口 性 好 ， 消 化 率 也 较 高 ， 

一 年 可 以 浊 割 3 一 4 次 ， 株 高 2m 以 上 则 粗 纤 维 显 著 增 加 。 

饲 用 价值 “五 节 芒 经 人 工 管 理 后 ， 在 贵阳 地 区 4 月份 可 开始 刘 

4], 10 月 份 以 后 生长 才 逐 渐 缓 慢 ， 供 草 期 长 达 6 个 月 左右 ， 全 

年 可 刘 割 3 一 4 次 , 亩 产 鲜 草 1 一 1.5 万 kg。 五 节 芒 开花 以 后 , 草 质 粗 

i, RAMEY, RBS BRA FH 花 前 XM, BMA 软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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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 叶 量 多 品质 好 ， 营 养 价值 高 ， 适 口 性 好 。 
在 南亚 热带 地 区 ， 五 节 芒 可 四 季 常 青 ， 群 众多 采取 随 用 随 割 的 

利用 方式 ， 一 亩 地 大 致 可 供 6 一 7 头 牛 的 越冬 青 饲料 ， 贵 州 中 亚 热 
带 地 区 ， 和 群众 多 在 旺 草 季节 ， 将 嫩 草 制 下 来 晒 干 ， 扎 成 捆 贮 藏 作 越 
冬 饲 草 。 

根据 贵州 农学 院 分 析 ， 五 节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29 。 

表 29 五 节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Gc FF B® RK... HM 
ES LES ES | 二 I Fe 8 a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the 74.59 25.41 10.1 2.87 41.6 pane 7.3 

经 济 价值 “在 我 国 中 亚热带 地 区 ， 作 为 饲料 供应 期 长 ， 同 时 它 
又 是 山区 良好 的 保持 水 土 的 材料 ， 贵 州 、 湖 南 等 省 将 五 节 芒 坊 培 在 
河岸 ， 沟 边 ， 在 坡度 较 大 的 土山 上 ， 用 以 保持 水 土 ， 防 冲刷 效果 得 
好 。 群 众 还 栽培 用 来 作 围 往 、 编 草 席 和 盖 房 等 。 

CR IK) 

30. BiB 

Orinus kokonorica (Hao) Keng 

形态 特征 ”青海 固沙 草 为 禾 本 科 固 DER 多 年 生 RA, FA 
立 ， 高 30 一 50cm， 质 较 硬 ;叶鞘 无 毛 ， 叶 舌 膜 质 截 平 ， 边 缘 呈 纤 

毛 状 ， 时 片 常 内 卷 ， 长 4 一 gem, 基部 宽 2 一 mm。 圆 锥 花序 KK, 
长 7 一 19cmr 小 穗 具 得 柄 ， 排 列 于 穗 轴 的 一 侧 , RARE 黄色 ， 
长 7 一 8.5mm， 含 3 一 4 (5) NE, NMHRERE, Bp HE, 

第 1 颖 具 1 脉 ， 第 2 颖 具 3 hk, ORM, Ao 脉 ， 顶 端 细 齿 状 或 
中 脉 延伸 或 小 尖 头 。 内 各 与 外 释 等 长 。 颖 果 狭 矩 圆 形 ， 具 3 棱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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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MES) FTE 

固沙 草 特产 于 青海 ， 

主要 分 布 于 青海 省 ， 

一 般 生长 在 干旱 草 

原 上 ， 海 拔 2700 一 

3450m 的 平 滩 、 阳 坡 、 

向 阳 绥 坡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青海 固沙 草 在 

青海 的 草原 上 ， 一 般 

4 月 中 下 旬 返 青 ， 7 

月 上 和 旬 孕 穗 ，7 AK 

8 月 土 名 开花 ，9 月 

种 子 成 熟 。 

青海 固沙 草 在 青 - 

藏 高 原 上 者 季 生 长 组 

慢 ， 夏 季 及 初秋 生长 

迅速 ， 并 形成 茂密 的 

植 从 ， 枝 时 丰富 ， 根 

系 发 达 ， 地 下 生物 量 

大 于 地 上 生物 量 2 一 

3 fe; 耐 BRP, mM 

食 ， 再 生 能 力 很 强 。 

图 30 青海 固沙 草 Orinus kokonorica 

(Hao) Keng 

青海 固沙 草 具有 广泛 的 适应 能 力 ， 从 海拔 2700 一 4200m 的 高 度 

均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耐 旱 能 力 极 强 ， 在 雨量 极 少 的 柴 达 本 于 导 地 区 

也 能 生长 ;耐寒 性 强 ， 在 青藏 高 原 高 寒 地 区 冬季 气温 在 - 36.2 一 

_ 38.lec 的 情况 下 ， 植 株 越冬 及 分 药 均 很 好 ; 对 土壤 要 求 个 is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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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LRM RA, Db, Mt. PRL. Bat 
上 均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能 适应 pH 值 7.1—8.7 的 土壤 范围 。 

青海 固沙 草 与 旱 生 密 丛 型 地 面 芽 植 物 新 疆 针 茅 (?tbpa Sare 力 - 

tana), SGAEERSE (Stipa breviflora) 等 为 建 群 种 组 成 滩地 和 

阳 坡 的 青海 固沙 草 、 针 茅草 场 ， 这 类 草场 夏季 气温 较 高 ， 降 水 少 ， 

RAR, MERA, 枯黄 晚 ， 生 育 期 约 180 天 左右 ， 耐 牧 性 极 强 。 

该 类 草场 是 主要 的 冬 春 放牧 地 , 约 占 青海 可 利用 草场 面积 的 6.61%， 

亩 产 青草 130.5kg。 在 海拔 2500 一 4500m 的 长 江 沿 岸 阶 地 及 坡 

枇 ， 青 海 固沙 草 与 针 茅 属 植物 (Stipa purpurea, S. krylovit, 

S. breviflora, S. penicillata, S. roborowskyi), BRE . 

(Achnatherum splendens), #82 (Phragmites communis) “34 

优势 种 组 成 的 草原 草场 。 植 株 最 高 达 200cm 以 上 , 一 般 30 一 50cm 。 

这 类 草场 面积 大 , 亩 产 青草 100kg。 在 海拔 3700 一 4200m 的 阳 坡 ， 
以 高 山 组 线 菊 (Spiraea alpina), Pajt fF (Cotoneaster zab- 中 

elit) KHIF (C. acutifolius) SAAR LER BH, | 
PEE DILL FE RAL, GRATER (Kobresta ， | 
humilis), FEERWEA CRoegneria hirsuta), Faw eM CR. | 

thoroldianay 等 组 成 灌 从 下 草场 ， 覆 盖 度 30 一 40%， 亩 产 青草 
215kg 左 右 。 这 类 草场 气候 温和 ， 坡 陡 ， 坡 面 多 石 块 ， 宜 放牧 尾 牛 

和 山羊 。 

饲 用 价值 ”青海 固沙 草 枝叶 茂盛 ，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的 28 一 30% 
左右 ， 全 株 质 地 柔软 ， 无 刚毛 、 刺 毛 ， 无 特殊 气味 ， 结 果 前 期 适口 

表 50 ”青海 固沙 章 化 学 成 分 
四 

分 析 项 目 | 生育 期 | 水 分 
mea | 租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青草 抽穗 67.30 9.17 1.83 30.89 53.83 4.28 

于 草 花期 9.43 3.86 31.73 48-75 6.23 

« 89 。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结 果 后 期 适口 性 降低 。 
青海 固沙 草 在 开花 前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富 含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蛋白 

质 和 粗 脂 肪 含量 均 较 高 CHE 30 )。 

育 海 固沙 草 易于 调制 干草 ， 花 期 刘 割 的 干草 含 营养 价值 较 高 ， 

也 可 用 于 放牧 。 在 青藏 高 原 主 要 用 于 夏秋 放牧 。 天 然 草场 产 草 量 不 

高 ， 一 般 亩 产 干草 100—175kg. FoR 且 耐 

we, QA AF AD. 

(7) 

31.78 地 # 

Panicum repens L. 

NS BRR. HEE. 

BARE AMRARANRRSEALRA, RAM 

状 茎 ， 秆 直立 ， 高 50 一 100cm， 具 多 节 。 叶 片 WH, BH, RR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5cm， 宽 2.5 一 amm， 上 we HH, FMI we 

圆锥 花序 开展 ， 长 约 10 一 20cm， 主 轴 直 立 ， 分 枝 斜 升 ， 小 重 矩 圆 
B, HMR, KH 3mm, H-MBR, KAADMH 1/4, KA - 

明显 ， 第 二 上 颖 与 小 穗 等 长 ， 具 7 一 9 ik, BRA, 第 二 OR wR 

质 ， 边 缘 卷 抱 内 释 。 谷 粒 矩 贺 形 ， 平 滑 光 亮 〈 图 31 ) 。 

细胞 染色 体 ，2n = 40。 

地 理 分 布 “ 铺 地 乘 广 布 于 全 世界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东南 部 的 广东 、 广 西 、 福 建 、 浙 江 及 台湾 等 省 区)。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铺 地 系 喜欢 温 热 湿 润 的 气候 ， 适 于 在 热 

带 、 亚 热带 年 降雨 量 800 一 1500mm 的 地 区 种 植 。 在 水 分 充足 ， 晶 

Yi 22CUEM-AEKHGE. AMARA R WI. bi 寒 能 力 ， 能 耐 

受 零 下 2 一 4 的 低温 和 霜冻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从 较 贫 将 的 酸性 

红 黄 壤 至 海滨 砂 士 上 均 能 生长 ， 但 最 适宜 在 肥沃 的 潮湿 沙 地 或 冲积 

e Of) « 



夏秋 季 抽 穗 开花 。 其 结 籽 

率 很 低 , 采 收 种 子 比 较 难 ， 

WB WER. PEAY 7 \ 

根茎 具有 很 强 的 伸展 能 

力 ， 再 生性 能 好 ， 常 在 小 

范围 内 成 为 群落 优势 种 。 

饲 用 价值 “ 铺 地 夭 的 

茎 叶 没 有 刚毛 ， 茎 含 汁 液 

ee, MAR, TOE 

好 ,消化 能 较 高 ， 和 后 、 羊 、 

5. fh. BAB KR 

31—1) 。 

SB HARE AE 

中 营养 物质 的 含量 都 较 好 
(如 表 31 一 2 ) ,高 于 热带 

或 亚热带 地 区 的 许多 禾 本 

科 牧 草 。 在 我 国 南方 能 保 | 

持 常 年 青绿 ， 生 长 迅速 ， 图 31 Sinz Panicum repens 工 。 | 

再 生 力 强 ， 耐 践踏 。 铺 地 

乘 鲜 草 产量 高 ， 据 广西 畜牧 所 试 种 测 定 ， 一 年 可 浊 割 3 一 4 次 ， 亩 

产 鲜 草 3100 一 3500kg; 福建 等 地 引种 裁 培 ， 一 年 可 浊 割 5 K, 

表 51 一 1 ” 铺 地 么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pes | em acne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消 

AM EEK. HRA — \ 

站 

消化 : 代谢 能 
(DE) (ME) (%) | 化 率 〈%) | MI /ke) (MJ/keg) 

产 奶 净 能 : 
(MJ/kg) 

10.0 2.19 51.73 a. | ten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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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鲜 章 可 达 5000ke Ze 25 5 SILA AT BEACH ALT, AAAI a ECR A 
KFRRGCAN. BREED EM 美国 也 CRI EARS 
地 。 

铺 地 乘除 作 饲 用 外 ， 因 其 根茎 粗壮 扩展 性 强 ， 生 长 迅速 ， 是 固 

定 堤坝 保持 水 土 的 良好 植物 。 全 株 可 供 药 用 ， 能 治 瘤 毒 。 根 蔗 生 

肌 ， 埋 口 ， 治 跌 打 、 水 肿 ， 骨 硬 喉 ， 蛇 虫 伤 ， 小 便 不 利 等 病症 。 

表 51 一 2 铺 地 委 的 化 学 成 分 ” 

上 FF BW RCH 
祥 品 | 采样 时 间 保 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_____ 

ee abe BE(%) 

十 章 19844F 

9H15H 

a 111205 Sb 结实 期 | 6.16 | 1.68 [43.35 [44.91 | 3.90 | 0.07 | 0.18 

广西 | 初 花期 10.11 | 2.51 |26.72 |54.53 | 6.13 | 0.20 | 0.15 

” 上 表 内 初 花期 样品 是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结实 期 ee tt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选择 湿润 肥力 较 好 的 土壤 ， 圭 翻 友 碎 | Hom HE 
畦 ， 以 便 灌 溉 和 管理 。- 

AWARE, AER ER, ARR, 无 病 旧 害 的 
根茎 作 种 用 。 种 植 时 期 要 求 不 严 ， 在 我 国 南方 如 气候 温 暧 、 主 塘 潮 
湿 或 可 灌溉 的 地 段 ， 每 年 3 一 10 AWA RPA, IRA BR 
易 成 活 。 

种 植 时 在 畦 上 按 行距 30 一 40cm FF, HE EB 20 一 30cm， 每 株 

PS 3 一 5 根 斜 放 ， 后 按 每 亩 1500 一 2500kg 堆 滨 好 的 土 杂 肥 ，10 一 
15kg 磷 肥 混 合 施放 作 基肥 ; 加 盖 士 2 一 4cm 左 右 。 如 在 晴天 种 植 后 
加 以 浇 水 ， 即 可 成 活 。 

铺 地 和 款 种 植 后 初期 生长 较 稀疏 ， 杂 草 容易 滋长 ， 最 好 中 耕 除 草 
1 一 2 次 ， 待 覆盖 后 可 自行 抑制 杂 草 的 生长 。 一 般 种 MA PA 
右 当 株 高 达 50 一 70cm 时 ， 即 可 进行 第 一 次 刘 割 , 留 Hy 6 一 10cm， 

。921， 



此 后 ， 可 视 气候 及 水 肥 条 件 和 生长 情况 ， 进 行 划 割 。 每 次 浊 割 后 每 

亩 施 以 硫酸 铵 或 尿素 5 一 10kg， 则 可 提高 鲜 草 产量 及 质量。 在 广 

东 、 广 西 、 福 建 等 省 ,每 年 可 浊 割 3 一 5 Uc, 年 调 产 鲜 草 可 达 5000kg 

EE. 

82. EEE 

Paspalum dilatatum Poir. 

别名 HE. 

BASE AAR CERES 年 生 草本 ， 秆 高 50 一 200cm， 

DAR, OPA 光滑 ， 松 凶 ， 叶 舌 膜 质 ， 长 2—-5mm; 叶片 条 形 ， 长 

10 一 45cm， 宽 3 一 13mm， 无 毛 。 总 状 花 序 穗 状 ， 5 一 18 或 更 多 ， 

长 3 一 10cmy 呈 总 状 排列 于 主轴 上 小 穗 卯 形 ， K3—4mm, 5 

端 尖 ， 成 4 行 排列 于 穗 轴 一 侧 ， 边 缘 具 长 丝 状 柔 毛 ， 两 面 贴 生 短 

毛 。 谷 粒 孵 圆 形 ， 长 2 一 2.5mm (图 32 )。 

地 理 分 布 ， 毛 花 公 穆 原 产 于 巴西 东南 部 、 阿 根 廷 北部 、 乌 拉 圭 ， 
及 其 附近 和 亚热带 地 区 。 现 已 被 热带 、 亚 热带 许多 国家 和 地 区 引种 
Qe. 澳大利亚 引种 已 有 上 百年 的 历史 ， 它 已 成 为 澳大利亚 南部 和 
昆士兰 州 的 主要 牧草 之 一 。 1875 年 引进 美国 ， 在 美国 东南 部 各 州 ， 
其 在 牧草 中 占有 重要 的 地 位 ， 以 后 又 发 展 到 印度 、 非 洲 国家 、 马 达 
加 斯 加 。 菲律宾 、 夏 威 夷 和 斐济 。 新 西 兰 和 日 本 、 南 朝鲜 和 约旦 均 
ABM. 1962 年 我 国 从 越南 引入 种 子 ， 首 先 在 广西 、 湖 南 斌 
种 ; 现在 除 广西 ;湖南 外 ， 云 南 、 广 东 。 福建 、 江 西 。 湖北、 贵州 
均 有 种 植 。 广 西 已 应 用 于 草山 改良 。 | 

ae ys FO ASE SE YEE RMR ACR, CET HE 超过 
1000mm 的 地 方 生长 更 好 。 可 耐 零下 10"C 的 低温 ， 是 亚热带 牧草 
中 抗 寒 力 强 的 牧草 ， 也 较 抗旱 ， 但 长 期 干旱 它 处 于 休眠 和 生 长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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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WK. 7 pH 

值 4.6 一 6 酸性 红壤 、 

黄 壤 中 均 能 生长 ， 再 

ATOR, EAE AY XI Bl 

4 一 6 WK. Hi 产 鲜 草 

达 2500 一 5000kg 。 

种 子 产 量 较 高 ， 种 子 

地 亩 产 种 子 达 20kg。 

种 子 轻 且 有 毛 ， 可 随 

风 飞 扬 自 然 繁殖 。 

饲 用 价值 ” 因 产 

量 和 粗 蛋 白质 合 量 较 

高 ， 适 口 性 好 ， 各 种 

RBI Be, DAF 

鱼 。 因 耐 践 踏 和 重 牧 ， 

为 南方 优良 牧草 之 1 

一 。: 因 其 适应 性 广 ， 
抗 着 性 强 ， 生 长 速度 
快 ， 在 水 土 保持 和 作 
为 军事 工程 的 覆 被 村 

A32 BEER Paspalum dilatatum 

roir, 

物 均 有 重要 地 位 。 是 南方 草山 改 民 的 优良 牧草 之 一 。 每 年 可 浊 宙 

4 一 6 次 。 亩 产 鲜 草 3000 一 5000kg。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32 。 

栽培 要 点 ”可 用 种 子 直播 或 分 苑 移植 ， 春 播 家
 于 2 4 月 份 进 

行 ， 秋 播 在 10 月 份 进行 ， 分 昔 移 植 全 年 雨天 均 可 进行 。 如 直 播 整 

地 要 精细 3 条 播 行距 为 40 一 50cm。 可 不 覆土 。 与 豆 科 混 播 每 亩 需 

种 子 0,2 一 0. 4kg。 单 播 需 种 子 0. 5 一 0 75kg。 

同属 植物 本 属 植物 约 有 300 种 以 上 ， 我 国 连同 引种 的 主要 有 

2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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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ERMON S ae 

°° FD Sa BO 

mem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无 所 浸出 物 
| | 

82.8 | 8.32 | 2.79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水 分 (6) 

| 

34.25 12.15 42.59 广西 南宁 | 0a 

8 Fi, RHE. WHE. CHER. RHR. RTE. Be 

草 、 bd 5 42 EA Kit eh. 

( 陆 文 高 ) 

33.。 宽 叶 和 誉 牧 

Paspalum wettsteinit Hackel. 

BABE RARER RE MAMEWS-EARE. HORSO— 
lodem, AMIR, ATR R, Bas LATE 
出 不 定 根 ， 须根 发 达 。 叶片 长 V2-320™, Da t—3em, 两 面 密 被 

AAC, WARD, MH, SEM. BR 

花序 长 约 8—9crm, we 4 一 5 个 排列 于 总 PL, DMB MEA, BH 

行 排列 于 穗 轴 的 一 侧 。 种 子 孵 形 ， 一 侧 隆 起 ， 一 侧 压 扁 C33).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南美 巴西 、 巴 拉 圭 、 阿 根 廷 北部 等 亚热带 多 两 

地 区 。 本 品种 由 澳大利亚 新 南 威尔士 牧 RED 联络 委 员 会 选 育 而 

成 。 现 在 ， 新 西 兰 、 澳 大 利 亚 、 巴 西 等 国 均 大 面积 推广 应 用 。 澳 大 

利 亚 尚 组 织 种 子 出 口 ， 远 销 亚热带 各 国 。 我 国 是 1974 年 从 澳 大 利 

亚 进 口 的 ， 首 先 在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栽培 ， 经 十 年 来 的 引种 观察 和 区 

域 试 验 ， 并 进行 了 大 面积 的 种 子 生 产 ， 现 已 作为 一 个 当家 品种 在 草 

地 改良 中 推广 应 用 。 广 西 种 植 面 积 达 4 千 多 亩 ,此 外 , 云南 、 贵 州 、 

广东 、 福 建 、 湖 南 、 江 西 等 省 均 有 引种 栽培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性 喜 高 温 多 十 的 气候 和 土壤 肥沃 排水 良 

好 的 地 方 生长 ， 在 于 旱 贫 将 的 红 、 黄 壤 坡 地 亦 能 生长 ， 唯 叶子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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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窗 ， 而 且 易 老 化 。 
在 我 国 南亚 热带 地 区 

可 四 季 常 青 ， 而 以 夏 

秋季 节 生 长 最 茂盛 ， Ww 

冬季 下 霜 期 间 生 长 停 
止 ， 叶 尖 发 黄 ，. 霜 期 

过 后 即 恢复 生长 。 种 
子 在 气温 稳定 在 20%C 

时 即 可 萌发 ， 在 南宁 

3 月 份 播种 ，4 月初 

全 苗 ， 出 苗 两 周 后 即 
HAD BH, SAF 

BR, 6 AP AT 

fi, 7 月 中 名 开 花 ，8 

月 中 旬 大 量 结实 。 花 . 
果 期 较 长 ， 一 年 可 收 

种 子 两 次 ， 每 亩 种 子 
产量 25 一 30 kg。 单 

播 人 工 草地 亩 产 鲜 草 
3000—5000ke,, 4) BE 

力 和 再 生 力 强 ， 且 耐 

牧 、 耐 火烧 ， 可 与 大 
Ro. HER, ig 

Be. BPA LSP RIE 图 33 TRH eR Paspalum wettsteinit 

当年 即 可 形成 良好 的 Hackel. 

草 群 。 

饲 用 价值 ”此 草 是 放牧 地 的 优等 牧草 ， 水 牛 。 黄 牛 霉 喜 吃 ， 鞋 
DE EE APN 46%, 54%, BUFR 26%。 据 广西 畜牧 所 分 析 其 化 学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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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il 2e 330 
表 53 WN ew ANS oD 

me fF © BR C%) 
采 祥 地 点 | 生育 期 [At (96)| —___—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md | 无 扰 漫 出 物 
广西 畜牧 sn | 0 30.39 
研究 所 

9.95 | 1.65 8.11 | 49.90 

载 培 要 点 ”播种 前 应 把 土地 进行 翻 耕 或 用 重 夺 反复 码 平 码 碎 ， 
“以 利 种 子 着 床 。 待 春暖 下 雨季 节 进 行 播种 。 华 南 地 区 通常 在 3 一 

4 月 份 播种 ， 播 种 后 不 需要 覆土 。 如 作 收 种 用 ， 可 行 条 播 。 每 亩 用 

种 量 0.5Kg， 播 种 时 可 用 钙 、 镁 、 磷 肥 或 草木 灰 与 种 子 拌 匀 或 做 成 
AKASH. WER, WAR. ee ee, = 

叶 草 、 野 大 豆 等 混 播 。 在 种 子 缺乏 时 ， 亦 可 采用 分 株 移 植 的 办 法 来 

扩大 种 植 面积 ， 在 雨季 移植 极 易 成 活 。 

〈 陆 文 高 ) 

34. att AAR 

Poa pratensis L. var. anceps Gaud. 

BORE WiFRAKRARAR PAA RSEERA, RAD 

RRA. Fe, BH 60 一 100cm, 具 2 一 3 节 。 叶 片 扁平 , K 7.5 — 
15cm， 宽 2—3mm, RIK 4.5em, 上 面 及 边缘 微 糙 涩 ， 下 面 

平滑 ;时 舌 膜 质 ， 截 平 或 稍 钝 圆 ， 长 0.5 一 tsmm。 圆 锥 花序 开 

E, £FRCRE ARBAB, K10—13cm, DRE RH, K 

4 一 6mm， 含 3 一 5 Es MRR, K2.5—3mm, B—-WA 

1 脉 ， 第 二 颖 具 3 脉 ， 外 释 具 明显 的 5 脉 ， 基 盘 密 生 较 长 的 编 毛 ， 

内 释 与 外 和 等 长 或 顶 生 小 花 者 (图 34).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陕西 、 甘 肃 、 青 海 等 省 ;在 欧 淮 

也 有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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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天然 草地 生长 的 局 

秆 早熟 禾 ， 一 般 4 月 中 

Mi, 6 月 开花 ，8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在 陕西 

5 月 开花 。 栽 培 驯化 的 

扁 秆 早熟 禾 ， 在 青藏 高 

原 海 拔 3200 一 3500m 

处 ， 播 种 当年 只 能 进入 

孕穗 期 ,个 别 抽 穗 开花 ; 

栽培 第 2 年 至 第 6 ERY 

扁 秆 早熟 禾 一 般 4 月 中 

旬 返 青 ， 5 月 底 至 6 月 

Ww, 7 月 上 名 开花 ， 

8 月 底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 

育 期 116 一 128 天 〔〈 表 

34—1), 

watt PAAERR 

草场 上 前 期 生长 缓慢 ， 

5 月 底 后 生长 迅速 ， 再 

图 34 扁 秆 早熟 禾 Poa pratensis L.var. 

anceps Gaud. 

生 力 强 ， 耐 践 PA, it 牧 。 栽 培 的 扁 秆 早熟 禾 播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第 2 年 至 第 5 年 孕穗 期 前 生长 缓慢 ， 后 期 生长 加 快 ， RABE, F 

物质 积累 多 ;开花 期 收获 干草 后 ， 再 生 速度 快 , 经 60 一 80 天 生长 至 

10 月 中 旬 再 生 草 株 高 又 可 达 30cm 左右 ， 亩 产 再 生 草 青草 250kg 

左右 。 

扁 秆 早熟 禾 对 海拔 适应 范围 广 ， 从 海拔 800 一 3300m 的 范围 内 

均 可 生长 ， 喜 生长 于 沟谷 河 边 及 低 平地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 格 ， 人 能 

适应 pH7.2 一 8.5 的 土壤 ， 对 土壤 水 分 不 很 敏感 。 适应 机 械 摄 种 、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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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一 1 扁 秆 早熟 禾 生育 期 表 (A.A) 

播种 期 Hm ep a 

4 & 5.23 | 6.20 Ta2tul Gee 10.30 

第 2 年 4.14 833 | 6.12 | 7.10 | 7.25 | 8.29 | 11.1 | 128 
第 3 年 4.20 | 5.6 | 6.10 | 6.30 | 7.20 | 8.24 | 11.1] 119 

第 4 年 国有 

第 5 年 5 OO 

收割 和 于 草 及 种 子 。 遍 秆 早熟 禾 具 有 广泛 的 抗 着 性 。 抗 寒 力 强 ， 能 在 

-36 一 -37.5% 的 低温 下 越冬 ， 越 冬 率 可 达 94% 左右 。 当 春季 高 寒 

的 育 藏 高 原 上 气温 突然 下 降 到 - 3 一 - 5% 时 ， 不 受 冻 害 ， 即 使 受 

些 冻 害 ， 也 能 尽快 生长 发 育 ， 具 有 较 强 的 抗旱 能 力 , 它 的 根系 发 达 ， 
具 根 茎 ， 繁 殖 快 ， 分 药力 强 , 在 春 旱 严重 的 情况 下 能 正常 返青 生长 。 
耐 盐 碱 ， 耐 土壤 盗 薄 。 

扁 秆 早熟 禾 单 播 可 以 建立 单 种 人 工 草地 ， 也 可 混 播 建 立 浊 割 、 
放风 兼用 人 工 草 地， 在 适宜 的 生 卉 能 形成 茂密 的 植 从 , 并 形成 群落 。 

饲 用 价值 ” 扁 秆 早熟 才 质 地 柔软， 无 刚毛 和 刺 毛 ， 无 臭 无 味 ， 
叶 和 花序 所 占 比 例 较 大 。 据 测定 在 开花 期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的 28 一 

32.7%。 叶 茂盛 ， 叶 量 丰 富 ， 富 含 营养 成 分 ， 各 个 生育 期 都 有 中 等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及 丰富 的 无 所 浸出 物 和 矿物 质 〈 表 34 一 2)。 

索 34—2 扁 秆 早熟 禾 的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GF DW Rm (MH) 5 De 

(6)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meter | mises | EME | (%) | 〈%) 
| 

全 株 | 开花 期 | 9.72 | 13.98 | 3.91 38.86 | 7.66 | 35.59 0.35 | 0.14 

全 株 | 结实 期 | 6.15| 10.05] 3.22 32.38 | 10.05 44.38 0-20 | 0420 

Wid FF BAAR AE Be Hy J HK, 枝叶 茂盛 ; 开花 期 以 前 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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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 羊 仍 喜 食 ; SRR RGD TAKA, 2 RARER 
届 秆 早熟 和 未 地 上 部 生物 量 高 ， 栽 培 当年 株 高 24 一 28cm， 平 均 

亩 产 干 草 40 一 55Kkg， 生 长 第 2 至 第 5 年 株 高 达 80 一 100cm， 平 均 

亩 产 于 草 400 一 465kg; 种 子 田亩 产 种 子 40 一 60kg。 收 干草 者 一 

般 一 年 浊 割 1 次 ， 浏 割 时 留 荐 高度 5 一 7cmsy 稍 暧 地 区 一 年 可 市 

两 次 。 | 

栽培 要 点 ”局 秆 早熟 儿 播 种 地 块 选 择 地 势 平 坦 ， 降 水 量 稍 多 的 

地 区 。 最 好 要 夏秋 翻 耕 土地 ， 春 翻 也 可 。 整 地 要 细致 ， 要 求 重 破 轻 

邦 并 镇 压 ， 使 地 块 平整 ， 土 块 细 碎 。 遍 秆 早熟 禾 种 子 千 粒 重 一 般 为 ， 

0. 4 一 0.43g&， 每 公斤 种 子 约 为 233 一 250 万 粒 , 亩 播种 量 为 0.5kg， 

MF HA 0.4kg， 条 播 深 度 2—3cm, fF HB 30cm, BARB 2 一 

3cm。 可 混 播 也 可 单 播 。 

扁 秆 早熟 禾苗 期 生长 缓慢 ， 播 种 当年 及 第 2 至 第 5 年 的 苗 期 生 
KBr BBR Bint AT at JH BRIA BFR | 

hat? PARED BE, PRK WRB Bs KAA 

IBY KERR aT. BW ERRABMKSEAGE, 

Sy BES HE K— Ke, “44F WT GETS 43-57%; 灌水 结合 施 磷 肥 每 

亩 7.5kg， 当 年 可 提高 产量 80 一 110% 。 当 扁 秆 早熟 禾 生 长 至 第 6 
年 后 开始 退化 ， 可 采用 灌水 ， 施 肥 提 高 产量 ， 延 长 使 用 年 限 。 

遍 秆 早熟 禾 最 适 收获 干草 时 期 是 开花 期 ， 此 时 粗 蛋 白质 含量 最 

高 ， 营 养 价值 最 好 。 扁 秆 早熟 禾 可 以 调制 干草 ， 也 可 以 青贮 。 
(7 

35. AS 

Roegneria brevipes Keng 

CSE GWM WURARAP RMR RS FERA, Ah, 

秆 常 单 生 ， 直 立 ， 高 30—120cm, H2—-3 4%, HE. MA M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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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 kK 

12 一 18cm ， 宽 2 一 

3mm; 上 面 微 粗糙 ， 

下 面 光滑 。 穗 状 花 序 

长 7 一 1tcm， 弯 曲 或 

iP FE: 小 穗 长 1。 4 一 

2.2cm,° #8 ta T fh 

RA, 含 4 一 7 小 

tes ARN, PEs 

B, A3shk, SoM 

具 4 脉 ， 微 粗糙 ;外 

BRB, AAW BS 

的 5 脉 ， 微 粗糙 ;第 

—bFet 9—10mm, 

顶端 延伸 为 臣 ， 芒 长 

2.5 一 3cm ， 粗 糙 ， 

向 外 反 曲 ， 内 释 长 

8—9mm (FA 35), 

WEDA Ri 

WEA BBR s 

图 35 得 柄 鹅 观 草 Roegnerta brevipes 

Keng 

模式 标本 产 青海 沽 源 县 ， 分 布 在 青海 及 与 青海 接壤 的 西藏 、 甘 肃 均 

有 零星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得 柄 鹅 观 草 播 种 当年 只 能 进入 孕穗 期 ， 

第 2 至 第 6 年 二 般 5 月 上 旬 返 青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上 旬 开 花 ，9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GE 35—-D; 天 然 草 场 上 生长 的 得 柄 忽 观 草 8 AL 

HE o 

GA ROLE A 5) BET AE PAT EL HA 4 RT 

BE 35—48 +, H24EW SD ORT, MIR RH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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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一 1 MMBMREAMR (A.A) 

播种 期 出 苗 期 和 1 crm | some | ams | ee | cm |e | saat 

5.21(75) 6.12 7.25 8.20 9.3 一 一 一 一 

第 2 年 一 - 5.7 5.13 6.15 7.16 8.2 9.2 10.10 

第 3 年 一 5。3 5.10 6.15 7.20 8.8 9.5 10.10 

第 4 年 4 4.25 | 5.3 6.28 | 7.12 | 8.12 | 9.10 | 10.10 
第 5 年 一 4.27 5.4 6.29 7.21 8.9 9.4 10.10 

熟 期 收获 调制 成 干草 后 , 经 40 一 60 天 的 生长 , 株 高 可 达 20 一 30cmy 

再 生 草 亩 产 干 草 可 达 105 一 125kg 。 该 草 播 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第 2 

至 第 6 年 生长 迅速 ， 第 6 年 开始 衰退 。 

得 柄 故 观 草 的 适应 性 较 强 ， 在 青海 它 分 布 在 海拔 2300 一 3700m 

处 。 喜 生长 在 .2300 一 2500m 的 山坡 砾石 地 上 ， 到 海拔 3400m, BA 

长 在 沟谷 地 带 及 阳 坡 山 蔓 地 带 。 在 土壤 pH 值 为 7.7 一 8.6 的 范围 

内 ，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 能 耐 土壤 将 薄 。 

短 柄 鹅 观 草 具 有 较 广 泛 的 抗 逆 性 。 抗 寒 能 力 强 ， 据 测定 ， 在 同 

德 巴 滩 草 原 3400m 的 栗 钙 土 上 种 植 ， 气 温 下 降 到 - 38°CH, Hit & 

Mik 93% Wks 幼苗 在 春季 气温 下 降 至 - 3 时 ， 返 青 幼苗 生长 正 
常 无 冻害 现象 。 抗 时 性 也 较 强 ， 在 25cm 的 耕作 层 中 ， 当 土壤 含水 

率 降 到 10% 左右 时 ， 返 青 率 仍 达 90% 以 上 。 

在 海拔 3000 一 3600m 之 间 ， 或 在 2700m WAP A LL H.W 

坡 、 山 龙 平 地 等 处 ， 以 禾 草 为 主 的 山地 草原 群落 中 ， 短 柄 鹅 观 草 作 

为 建 群 种 与 垂 穗 忽 观 草 (Roeognreria nutans), BAR WER, me- 

1aztfpera)、 青 海 狐 观 草 -( 尺 。 RoRonorica) 、 冰 草 ( 了 gropyron cri- 

statum) , JR BAAR (Poa al pigena) Wk PAR CP. sphondy- 

lodes), #i#t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Ret FRR 

(Stipa sp.) 等 组 成 各 种 层 片 、 群 落 ， 盖 度 达 87% ， 其 中 禾 草 占 

42%, 

在 海拔 2700—3200m 的 山地 草 旬 群落 中 ， 常 以 建 群 种 或 亚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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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ah ty He Hb HE HE PE (Achnatherum regelianum) , #% HRCA. s plen- 

dens) FEBWE CR. hirsuta), BZBBME CR. hirsuta var. 

variabilis), wizt, Rim (Elymus dahuricus), BH Rie 

(E. nutans) FARSHRAHR AAR CUDA 植物 为 主 

的 草 甸 上 ， 常 作为 伴生 种 与 异 穗 若 (Carex heterostachya), REF 

B (C. lanceolata), AMA (C. stenophylla) REE BBD 

(Kobresia sp.) 等 组 成 群落 ， 盖 度 达 89%, HH RBH 15%. 

AAPE HMMM IR, CME, ME. ZHRK, LF 

和 叶 重量 约 占 全 株 比例 的 1/3， 适 口 性 好 。 开 花期 及 其 以 前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喜 食 ， 开 花期 浊 制 的 青贮 草 或 干草 为 羊 和 马 所 喜 食 。 

短 柄 鹅 观 草 富 含 营养 成 分 ， 各 个 生育 期 都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及 无 氮 浸 出 物 ， 而 粗 纤维 含量 中 等 〈 表 35 一 2)。 

表 55 一 2 短 柄 故 观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占 oF WD 质 (%) ae | 和 磁 
分 析 部 位 | 生育 期 waka i) mums | marae | 天 | 相克 分 

(96) | 粗 蛋 白质 | al Rh | 粗 灰 分 | C96 | (%) 

saa 77.88 16.99 | 1.81 35.31 | 38.56] 7.33 | 0.08 | 0.036 

干草 全 章 | MH | 6.98] 17.00; 1.81 35.30 | 38.57 | 7.32 | 0.35 | 0.164 

鲜 草 全 草 5 38.21 | 40.05 | 5.60 | 0.09 | 0.027 

于 草 全 草 | 开花 期 | 6.47) 13.64] 2.53 38.20] 40.05] 5.58 | 0.30] 0.091 

短 柄 故 观 草 天 然 草 场 一 般 用 作 四 季 放 牧 ， 建 立 的 得 柄 鹅 观 草 人 

工 草地 一 般 为 浊 制 青 饲 ， 或 调制 干草 ， 或 青贮 料 备 冬 春 饲 喂 幼 畜 、 

母 畜 和 种 畜 。 

短 柄 鹅 观 草 为 枝叶 茂盛 的 上 繁 草 ， 植 株 高 大 ， 天 然 草场 一 般 亩 

产 和 干草 60 一 100kg， 旱 作 栽 培 时 第 2 年 至 第 6 年 亩 产 干 草 平 均 为 

550 一 750kg， 种 子 田 亩 产 种 子 39 一 58kg。 

PIR PRM RN LRA, MR; 要 求 整地 

APE. WK. AHR, MMR, BARA R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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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 WAKA MBA s 草 对 当年 幼苗 危害 。 春 、 夏 沟 可 播种 ， 

而 以 春播 为 好 。 种 子 千粒重 2.8 一 3.2g， 每 公斤 种 子 35.7 一 31. 3 

Aki; AHEM, THE 20 一 30cm， 播 前 应 施 基 肥 ， 播 种 时 最 好 施 种 

肥 。 种 子 播 前 要 清 选 和 断 蕊 ， 使 其 净 度 达 95% ， 发 芽 率 达 75% 以 

上 。 平 均 每 亩 播种 量 1.3—1.5ke, WR 3 一 5cm。 

为 了 获得 高 额 产 草 量 ， 应 在 分 昔 和 技 节 期 灌水 1 一 2 次 。 据 测 

定 ， 灌 水 可 提高 产量 27 一 36 % 。 如 在 灌水 或 降雨 期 间 结 合 施 肥 还 

可 提高 干草 产量 35 一 40% 。 短 柄 鹅 观 草 播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要 及 时 
灭 除 杂 草 ， 大 面积 人 工 草地 也 可 用 药物 除草 。 生 长 第 2 年 以 后 的 短 

柄 鹅 观 草 在 青藏 高 原 可 于 开花 期 浊 制 干草 、 青 贮 ， 或 制 颗粒 饲料 ; 

收获 种 子 时 ， 视 70%6 种 子 成 熟 即 可 收割 。 

最 适宜 收获 期 为 开花 期 ， 一 般 留 荐 高度 7cm 左右 。 

(7 

36. Feta RS We 

Roegneria nutans (Keng) Keng 

CASE ERRMBARAA BURRS EEMER A, Fi 

RAH, LHORERME RL, PR, WB, 50—70em, 
具 2 一 3 77. HARB, K5—20cm, %1—3cm, A. BREF 

Fi, K4.5—6.5em, PAT AS HH FORE, APE K 10—15mm_ 

含 3 一 4 花 ， 草 黄色 ， 颖 披 针 形 ， 具 3 tks WDRRMEBA SH, E 
长 7 一 18mm， 粗 壮 反 曲 ， 内 释 与 外 释 等 长 或 稍 短 〈 图 36), 

地 理 分 布 “我国 主 要 分 布 于 甘肃 、 青 海 、 四 川 以 及 与 青海 及 甘 
肃 接 壤 的 西藏 和 新 疆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TEMP WME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初 返 
tt, BS AL PAIR, 7 月 中 名 开花 ， 花 期 长 ， 一 直 延 续 到 8 

月 ，9 月 上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15 一 130 天 。 该 草 分 药力 强 ， 

* 104。 



再 生性 好 。 

EMG WEAR A iz 

的 适应 性 ， 从 海拔 1500— 

3800m 的 滩地 、 谷 沟 、 阳 坡 、 

PRYEKRARH. BE 

长 在 海拔 2700—3700m 的 

Wig. WAL Rh, Wea 

及 阴 坡 灌 丛 林 下 。 它 分 布 广 ， 

数量 多 ， 是 山坡 草地 的 重要 
优等 牧草 之 一 ;在 青藏 高 原 

多 生长 在 海拔 3300 一 3700m 

的 沟谷 、 向 阳 缓 坡 、 稍 潮湿 

的 滩地 。 分 碍 节 具 密集 根 头 ， 

耐寒 性 强 ， 冬 季 气 温 下 降 到 

-20 一 -37s 时 能 安全 越 

ey 在 海拔 3700m 的 滩地 越 

冬 率 达 87% 耐 土 BEAM, 

具有 抗旱 能 力 ， 在 pH fa 

7 一 7.8g 的 土壤 中 能 生长 。 是 
青藏 高 原 天 然 草 地 上 为 主要 

Whee, ik he Fe 

40—80kg, 条 件 好 的 年 份 

可 达 100kg 以 上 。 

图 36 SERARG WEE = Roegneria 

nutans (Keng) Keng 

fe fl ROW BE Hg -2700m VF AYIA ALL BE, 海拔 3300—3600m 

Ayuda, WR, Pee SR Ae. We 

HRM BE CR. brevipes), BA BUM" CK. melanthera), & i 

#3 EL CR. kokonorica), wR (Agropyron cristatum), FAR 

早熟 条 (Poa al pigena) , pe He fh 4 2236 (Festuca rubra), 羊 

e 了 405? 



¥ (F. ovina) 组 成 群落 ， 在 这 类 草场 中 禾 草 约 占 12%. FRB, 

盖 度 一 般 达 87 一 90% 。 

该 草 在 海拔 3600 一 4500m 的 陡 峻 冷 湿 的 山坡 上 , 以 林 下 草本 出 
现在 烈 香 杜 艇 (Rhododendron anthopogonides) , %& 4E FERS CR. 

capitatum), #7 HEFLBS CR. przewalskii) HAAS HEH, A 

成 林 下 草本 和 群落; FERAL ASG (Spiraea al pina) HE 丛林 

下 它 以 常见 种 出 现 。 

该 草 在 海拔 3100 一 3500m 的 滩地 或 阳 坡 的 草 场 上 成 为 针 茅 属 

(Stipa sp.) . HE (Achnatherum splendens), 3 fK BW 

草 群 落 的 优势 成 分 ， 有 时 甚至 可 形成 纯 垂 穗 忽 观 草 群 落 。 在 海拔 

,800m Abs AR WER HE Wy 亚 优势 Bh DOE He DE BIR CET ymus 
u tans) HHL, MAKBHE, KREY te RK 80—85%, Ht 

Em 60—80cm, Hy FE 125—200kg. 

饲 用 价值 RBM EEKREGELDRS. I Me, 全 株 无 臭 、 

无 味 、 无 刚毛 、 刺 毛 ，. 质 地 柔软 。 该 草 葵 叶 茂盛 , 富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蛋 白质 含量 偏 低 ， 粗 纤维 含量 偏 高 , 营养 价值 中 等 或 中 等 以 下 ( 表 

36), 

Ki SRMMAHLERD 
GF DW Rh mH 

干 ; & |i | 7.59 2.73 36.17 | 46.55] 6.96 1.99 0.15 

于 草 开花 期 | 9.09 3.63 37.73 | 43.64] 5.91 |* — 一 

干 草 | 结果 期 | 5.85 2.42 43.45 | 43.16] 5.12 1.34 0.15 

FRA | 结果 期 | 15.71 2.15 24.41 | 50.95] 6.78 1.10 0.92 

FE ARIG MIA ETT, APR, FEF TES AE eR 

重量 的 22.7—26.5%, BRREW BRA WN 1 BOE, HERE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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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FARBER. 

EW 5a km ARK BG EY re Fe 125 一 

200kg, MANIA MEH BIRR, WP b0ke 左右 ， 与 
CUR, KRASaAKHSABBW TH 60 一 90kg; 5 HE At 
BS. FAAS A aK PF A a Pe EE 40 一 60Kg。s 

EMMMEP MH 1.5 一 2.1g， 每 公斤 有 种 子 48 一 67 万 粒 。 
(Fr ® 

37. BERS WS 

Roegneria pauciflora (Schwein.) Hylander 

CASE REMMRARAN MUR RSA, Wh. 

秆 从 生 ， 直 立 或 基部 倾斜 ， 高 90—120cem, 具 4 一 6 节 ; 时 局 平 ， 

HB, K9I—25cm, H0.4—0.8cm, KE, Mh. MRE, A 

立 ， 细 长 ， 长 12 一 25cm; AH K 10—16mm, F 3—6 AE, RR 

色 或 带 黄 色 ， 小 穗 轴 被 柔 毛 ; 颖 宽 披 针 形 ， 先 端 锐 尖 ， 具 5 脉 或 第 

2 MA 6 一 7 脉 ; REE, RDRK, LBA 5 hks APR 

Sp #274 CE 37). 

地 理 分 布 “ 主要 分 布 于 北美 洲 。 我 国 北京 植物 园 1963 年 3 月 引 

入 ， 后 甘肃 天 水 曾 栽培 作 牧 革 ，1972 年 引入 青海 同 德 巴 滩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REMY ERMA, 

第 2 年 以 后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返青 ，8 月 中 名 开花 9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27 一 144 天 GE 37 一 1)。 
贫 花 禾 观 草 分 划 力 强 ， 再 生性 好 。 在 开花 期 收割 后 经 45 一 60 

天 其 再 生 草 株 高 可 达 20 一 25cm， 亩 产 和 干草 60 一 70kg。 

草 播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一 般 可 分 莫 30 多 个 , 第 2 年 以 后 生长 迅速 ， 

4y BEB AIK 50 一 80 +, AALMRMA IK 135 个 左右 。 

贫 花 鹅 观 草 具有 广泛 的 适应 性 ， 在 青藏 高 原 海拔 2300—3700m 
e107 ° 



的 地 区 均 可 种 植 。 耐 盐 碱 ， 

在 pHi 8. 1—8. 8H LH 

中 生长 发 育 良 好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在 肥沃 的 

土壤 中 更 能 发 挥 其 原 种 的 

优势 ， 植 株 和 产量 都 会 大 

幅度 地 提高 ， 能 旺盛 健壮 

地 生长 。 

AE HOW EE He wi HE 

Wa. «Sy Be Ze MeO 

2.5cm 处 ， 能 忍受 低温 的 

侵袭 。 据 观察 ， 在 无 积 雪 

覆盖 的 同 德 巴 浴 ， 当 气温 

降 至 - 36%C 时 其 越冬 率 仍 

可 达 93% 以上; 在 盐碱地 

也 能 生长 ， 但 其 产 草 量 不 
ms 抗旱 能 力 稍 差 ， 在 同 

德 巴 浴 旱 年 其 越冬 率 为 

78 一 83% 。 具 有 青草 期 长 

的 特点 ， 对 病虫害 有 一 定 

抗御 力 。 

建立 贫 花 儿 观 草 人 工 草场 可 以 单 播 ， 也 可 与 首 藩 ，(Medicc9go 

sativa) 或 其 他 牧草 混 播 。 BPRS ERAT EAS BE 

滩 试 验 ， 贫 花 鹅 观 草 人 工 草地 亩 产 干草 可 达 350—700ke, 种 子 田 

每 亩 平均 产 种子 39 一 60.5kg。 

饲 用 价值 AER MI EK, 无 刚毛 、 刺 毛 、 无 特殊 气味 ， 

枝叶 茂盛 ， 植 株 高 大 ，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 的 30.7 一 40.4%。 该 草 

富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含量 不 高 (37-2), 属 营养 

。108。 

A374 7ERSWLE = Roegneria paucif- 

lora (Schwein.) Hy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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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E ABBE 

3-1 REOMEAWMR™ 《月 .日 ) 

播种 期 | th | 返青 期 | 分 更 期 | 孕穗 期 十 开花 期 | 结果 期 | RAT | 枯黄 期 

当年 5.13] 6.25 8.17 9.3 

第 2 年 5.8 5.22 7.5 8.10 8.30 9.18 10.36 

第 .3 年 5.13 5.26 7.13 8.16 M28 ‘| 9.47 -1 10.30 

第 4 年 4。30 5.23 7.18 8.20 9.2 9.15 10.30 

第 5 年 4,30 5.16 7.10 8.13 8.27 9.20 10.30 

第 6 年 | nie 13 5618 | 7.12 8.15 | 8.28 9.17 10.30 

* 在 青海 同 德 巴 滩 观 测 。 

表 357 一 2 贫 花 切 观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ES HA ae BHR 

wma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UR, | 粗 灰分 
钙 | BF 

(%) | (%) 

水 分 
生育 期 

(%) 
分 析 部 位 

FHS) HH | 3.42 | 9.48 2.07 28.49 | 54.59 | 5.37 | 0.22 | 0.123 

干草 全 草 | 开花 期 | 6.58 | 10.94 2.28 30.40 | 50.86} 5.52 | 0.35] 0.123 

干草 全 草 | RM | 8.11 | 12.03 2.32 33.43 

FREE] RAW | 8.64] 7.44 2.13 35.07 | 51.34] 4.02 | 0.22 | 0.104 

REMMANRER, SERBWER, *. FL. GREK. 

冬 春 缺 草 季节 全 株 几 乎 全 部 食用 。 据 报道 青藏 高 原 在 环 湖 四 周 GF 

海 湖 ) 的 贵 南 、 同 德 、 兴 海 及 海拔 较 高 的 泽 库 、 祁 连 等 地 ，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亩 产 于 草 一 般 400 一 500kg， 最 高 可 达 600 一 700kgs 

栽培 要 训 ” 贫 花 鹅 观 草 最 好 在 降水 量 400mm 以 上 地 区 种 植 。 

如 在 于 旱地 区 种 植 ， 则 需 灌溉 。 贫 花 鹅 观 草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2. 4 一 

2.88, 每 公斤 种 子粒 数 为 41.7 一 35.7 万 粒 。 播 种 前 要 求 精 细 整 地 ， 

使 十 壤 平整 细碎 。 如 条 件 许 可 ， 应 施 入 有 机 肥 作 基肥 。 在 高 寒 的 青 

藏 高 原 ， 要 求 播种 前 一 年 夏 、 秋 翻 耕 土地 ， 并 用 机 械 进 行 浅 耕 灭 除 

杂 草 。 据 报道 ， 在 播 前 春季 用 轻 友 存 一 遍 ， 行 杂 草 高 度 达 2 一 3cm 

“09 “ 

47.65.| 4.57. |0.23 | 0.139 



MN, Ai. APR REHM, BY wah 4 eR a 

的 危害 。 7 天 以 后 再 进行 第 2 次 灭 草 ， 可 减少 杂 草 45—75%. 

种 前 后 应 对 土壤 各 进行 一 次 镇 压 。 

贫 花 鹅 观 草 最 适 播 期 以 春播 为 宜 ， 夏 秋 播 种 亦 可 。 在 温暖 地 区 

可 早秋 播种 ， 如 纯净 度 在 93% ， 发 芽 率 为 70% 以 上 ,每 亩 播 量 1 一 

1.25kg， 播 种 深度 3 一 4cm， 条 播 行 距 20 一 30cm， 播 种 时 宜 施 种 

肥 。 

贫 花 忽 观 草 播种 当年 幼苗 嫩 小 ， 要 求 严 加 保护 ， 禁 止 家 畜 采 食 

和 践踏 。 当 年 播种 的 大 面积 人 工 草地 应 采用 除草 剂 灭 除 杂 草 。 据 报 

道 ， 在 分 雍 期 每 亩 用 2, 4-D 丁 酯 乳油 50 一 75g 加 水 35kg， 能 灭 除 

田间 双子 叶 杂 草 95% 以 上 。 

贫 花 牲 观 草 在 分 划 期 和 拔节 期 分 别 灌水 和 施肥 可 以 提高 产 草 

量 。 据 青海 省 畜牧 科学 院 在 同 德 巴 滩 采 用 松 土 补 播 机 对 生长 第 4 年 

的 贫 花 鹅 观 草 进 行 松 土 和 施肥 ， 可 以 提高 干草 产量 82.29%， 施 肥 

加 灌水 可 提高 干草 产量 127.75% 。 刘 割 时 留 荐 高度 7 一 gcmy， 收获 、 

干草 应 在 开花 后 期 浊 割 。 如 收获 种 子 ， 在 进入 虹 熟 期 后 即 可 收割 。 

(7 1) 

38, 黑 Re 

Secale cereale L. 

别名 Wz. 

CARTE BRAAAR RE 属 一 年 生 草 本 。 秆 直立 ， 株 高 

0.7 一 1.5m。 叶 鞘 无 毛 ， 叶 舌 近 膜 质 ， 长 约 Imm, HH 扁平， 长 

5—30cm, #5—8mm. MK ERMA, RR, K5—12cm, KH 

10mm; 小 穗 长 约 15mm, HF 2 一 3 小 花 ， 下 部 小 花 结实 , WANE 

AB, MR CA 38), 

细胞 染色 体 ，2n=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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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RHA 
北 。 内 蒙古、 华北、 西北 |OY 
及 青海 、 云 贵 高 原 均 有 坊 3 
培 。 苏 联 、 欧 洲 北部 、 美 
国 、 加 拿 大 也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 黑 麦 喜 冷 凉 气候 。 有 
APE MBE, ERR 
Hh A ABP ASE, YEE 

地 区 两 种 都 可 以 种 植 。 黑 
FHKE, CRBS 
—-25CHh Kih, A SATAE 

在 - 37%C 低 温 下 越冬 ， 它 
Pitt I AG. TL 
要 求 不 严格 ， 但 以 沙壤土 
生长 良好 ， 不 耐 盐 碱 。 黑 
麦 耐 贫 将 但 土壤 养分 充足 产量 高 ， 质 量 好 ， 再 生 快 。 

黑 麦 在 北京 9 月 下 旬 播 种 ， 翌 年 3 月 上 名 返青 ，4 月 下 旬 即 可 
”利用 。 收 种 子 在 6 A GE 38 一 1)。 

表 58 一 1 黑 麦 在 北京 地 区 的 物候 期 〈 月 .日 ) 

Ss" 

2 

一 第 ”一 

Pe 

< 

FT 寺 

= 

图 38 *# Secale cereale L. 

品 ”种 播种 期 | 分 昔 期 | 拔节 期 | 孕穗 期 | 抽穗 期 |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HT 9.25 10.3 4.10 4.15 5.1 5.10 6.25 

黑 麦 再 生 能 力 较 强 ， 在 孕穗 期 刘 割 ， 再 生 草 仍 可 抽穗 结实 ， 据 

北京 长 阳 农场 实验 ， 孕 穗 期 浊 割 , 再 生 草 占 总 产 草 量 的 50%, 而 抽 

穗 后 浊 割 ， 其 再 生 草 的 产量 仅 占 总 产 草 量 的 10% 。 

据 北京 地 区 多 年 种 植 黑 麦 的 资料 统计 ， 黑 麦 的 全 生育 期 要 求 积 

eT he 



温 达 到 2100—2500CHA. AA MAH. 

饲 用 价值 ” 黑 麦 叶 量 大 ， 茎 秆 和 柔软， 营养 丰富 ， 适 口 性 好 ， 是 
牛 、 羊 、 马 的 优质 饲 草 。 据 北京 对 冬 牧 70 黑 麦 营养 成 分 的 分 析 , S 
叶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以 孕穗 初期 最 高 ， 随 生育 进程 发 展 ， 逐 渐 下 降 ， 
而 粗 纤维 则 逐渐 升 高 ( 表 38—2), 

表 58 一 2 黑 麦 各 生育 期 化 学 成 分 

占 于 BW Rh CM 钙 | B 
品种 | 采样 部 位 | 生育 期 水 分 (%)| ee [ae 

BE lemma Re laca| C0 | (%) 
拔节 期 | «63.86 (15.08 | 4.43 |16.97 [59.38 | 4.14|-0.67 | 0.49 

全 |B] 3.87 [17.65 | 3.91 |20.29 |48.01 | 10.14] 0.88 | 0.55 

22 AHH | 3.25 117.16 | 3.62 |20.67 [49.19 | 9.36] 0.84 | 0.49 

70 株 ” | 孕穗 后 期 | 5.34 (15.97 | 3.93 |23.41 |47.00 | 9.69) 0.81 | 0.38 

抽穗 始 期 | 3.89 |12.95 | 3.29 |31.36 |44.94 | 7.46] 0.51 | 0.31 

从 
= 

表 38 一 2 是 北京 长 阳 农 场 对 冬 牧 70 黑 麦 的 营养 成 分 分 析 。 若 以 

收 和 干草 为 目的 ， 最 佳 收割 期 以 抽穗 始 期 为 宜 ， 此 时 末 制 手 草 每 亩 可 

RFT OR 372ke, MEA KH 48.1ke. MUR ee 8 质 为 

100%, 孕穗 后 期 为 7857%， 拔节 期 为 20%。 

北京 种 植 的 冬 牧 70 BSA AE =A A ( Aneurolepidium chi- 

nense) MARFR (Hordeum vulgare) 的 粗 蛋 自 质 高 ( 表 38 一 
3)。 

表 58 一 5 ”冬笋 70 黑 麦 与 羊 草 、 大 麦 化 学 成 分 比较 

占 Meee e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E (9 

mime]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BRE ‘ss 
awl 收 草 种 类 #5 (%) 

(%) 

冬 牧 70 黑 麦 | 孕穗 期 | 3.84 | 13.48 3.42 32.61 7.75 42.74 0481 | 0.50 

羊 草 | 抽穗 期 | 6。56 7.01 4.10 31.68 742 49.94 | 0.44 | 0.25 

大 # | 孕穗 期 | 9.51 | 8.89 1.81 27.32 | 9.39 52.59; — 

据 测 定 黑 麦 籽 粒 含 铁 100mg/kg、 铜 6.4mg/kg、 锰 60:0mg/kg、 

° 112° 



% 30me/ke. Bike 0.6me/ke, BRR 1,5mg/kg5 微量 元 素 

较为 丰富 。 
黑 麦 的 消化 率 也 较 高 。 黑 麦 籽粒 是 猎 、 鸡 、 牛 、 马 的 精 料 ， 黑 

麦 葵 时 是 牛 、 羊 的 优良 饲 草 。 近 几 年 城市 奶牛 业 发 展 较 快 ， 北 方 广 

泛 用 黑 麦 做 青 饲 、 青贮 效果 很 好 〈 表 38 一 4)。 

表 58 一 4 黑 麦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 

有 机 物质 消 Ye aS Be 产 奶 净 能 
采样 地 区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E) 

化 率 〈%) Oi ke (M/k (MJ/kg) 

tt 10.42 2.53 52.01 8.79 6.79 4.48 

新 恒 14.47 2.72 59.46 10.26 8.07 8.09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采 样 部 位 为 全 株 。 

栽培 要 点 “在 华北 及 其 他 较 温暖 地 区 ， 黑 麦 一 般 为 玉米 、 高 梁 、 
谷子 、 大 豆 的 后 作 。 前 天 作 物 收割 后 ， 用 圆 盘 友 灭 茬 ， 然 后 施 有 机 
KC, oR, BE. 9 月 下 名 播种 ， 行 距 15 一 20cm， 播 种 量 10 一 

12.5kg/ 亩 。 播 种 后 6 一 7 天 出 苗 ， 对 漏 播 的 田 边 、 地 角 进 行 补 播 。 
11 月 下 名 灌 冬 水 ,12 月 下 名 再 镇 压 一 次 ,使 灌水 后 的 土壤 裂 锋 弥 合 ， 
BADHBA BE 3 月 中 旬 返 青 ， 此 时 灌水 、 施 肥 CTH RE 
15kg)。4 月 中 旬 拔 节 时 再 施肥 、 灌 水 ，5 月 上 旬 孕 穗 初期 即 可 济 
MAH. AWS, 6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和 作为 青贮 或 调制 干草 在 抽 
穗 时 刘 制 。 西 北 、 东 北 的 高 寒 地 区 只 能 春播 ， 一 般 在 5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 

(RRA Thee) 

39. RRS Se 

Setaria anceps Stapf cv. 

We 蓝 绿 狗 尾 草 、 局 平 狗 尾 草 、 澳 大 利 亚 狗 尾 草 。 

°113 。 



HARE KP 

古 鲁 狗 尾 草 为 禾 本 科 

狗 尾 草 属 多 年 生 黎 

草 。 须 根系 发 达 ， 六 

土 较 深 , 吸收 面 较 宽 ， 

生活 力 强 。 茎 直立 ， 

At ESE LF, RS 

150cm 左 右 。 苗 期 茎 

FER ZL, WH WE SR 

色 ， 抽 穗 期 蕉 秆 及 叶 

i PRRAAL, WE ARR 

2, MA Ree, The 

LHE, RAR 

Te Oy BR, MY SS TE 

it Alby, 2 oy Be 

ASA, HEA 
WIE, MABE 
STE AR, a 
HEAR, AMBRE, AM 

ve { 

PA; | I \\% 

图 39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Setaria ancepa 
Stapf cv. oe y 

排列 紧密 , HEAL APR ANTE, HALON, AP AE He 
(F139). 

细胞 染色 体 ; 2n = 36. 

地 理 分 布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起 源 于 赞比亚 ， 主 要 栽培 在 南非 、 
罗 得 西亚 和 澳大利亚 。 除 非洲 外 ， 已 引种 于 菲律宾 、 新 几内亚 、 印 
度 .马尔 加 什 (马达 加 斯 加 )、 斐 济 ; 我 国 的 台湾 ， 美 国 及 其 他 许多 地 
区 。 它 已 成 为 澳大利亚 的 主要 牧草 ， 特 别 是 在 适度 湿润 的 昆士兰 和 
新 南 成 尔 圭 作 过 大 量 的 研究 和 繁殖 工作 。 

在 北 回归 线 以 北 有 灌溉 条 件 的 摩洛哥 和 以 色 列 ， 卡 松 二 得 狗 必 
ell4e 



车 也 得 到 良好 的 发 展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于 1974 年 由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引入 

Ash, 先 在 南宁 广西 畜牧 所 试 种 ， 随 后 相继 在 广东 、 福 建 及 湖南 等 
省 的 部 分 地 区 试 种 ， 亦 可 适应 ， 广 东海 南 意 已 用 于 建 植 人 工 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在 适宜 栽培 地 区 ， 于 初 

春 ,3 月 播种 出 苗 或 分 苑 移 栽 返 青 ， 至 抽穗 开花 和 种 子 成 熟 ， 早 的 生 
育 期 为 110 天 左右 ， 有 晚 的 生育 期 90 KAA, WH 39 一 1。 

表 59 一 1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生育 期 表 〈 月 ,日 ) 

播种 期 | 出 苗 期 | 返青 期 | 分 终 期 孕穗 期 开花 期 成 熟 期 “| 生育 期 (天 ) 

3.11 3.19 

未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分 更 中 等 ， 再 生性 较 强 ， 在 生育 期 间 ， 

利用 根茎 分 刘 增 殖 ， 在 水 肥 适 中 时 ， 每 刘 割 一 次 ， 植 株 的 分 丝 数 

几乎 成 倍增 加 ， 它 的 再 生性 ， 主 要 体现 于 根茎 具有 分 丝 的 生理 遗传 

机 能 ， 能 够 连续 生长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适 应 性 强 ， 适 于 热带 和 亚热带 海拔 1500m 左 

右 的 山地 以 及 丘陵 、 平 坡 ， 年 降雨 量 超过 750mm 的 地 区 栽培 ， 除 

强酸 、 强 碱 性 土壤 外 ， 能 适 生 于 各 种 质地 土壤 。 在 我 国 南方 红壤 

p 再 4.5 的 丘陵 地 带 亦 可 建 植 。 它 在 温度 20 一 25*0 和 相对 湿度 在 70: 一 
80% 左 右 ， 分 碍 生长 旺盛 ， 对 光照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一 般 在 12 一 16 
小 时 光 周 期 下 可 促进 其 生长 。 

卡 梭 古 鲁 狗 尾 草 的 抗 关 性 也 比较 强 ,， 在 我 国 南方 无 霜 地 区 可 保 
持 蔡 叶 青绿 越冬 ， 在 低温 -~ 4"C 遇 到 中 霜 或 重 霜 , 则 植株 上 部 茎 时 呈 

Wee. 在 低温 - 9 时 ， 仍 有 23 一 91% 的 植株 能 够 残存 下 来 。 在 

田间 高 温 40%C 左 右 不 越 夏 , 午间 时 片 出 现 萎缩 。 在 高 温 越 夏 期 间 有 
“TIL5。 

4.3 6.9—7.10 112 

8.10 二 一 9.12  |10.2—10.25 |10.19—11.11 93 



My PES A Wy Bp, HE A KR, Hoa eR, 
可 经 受 短 时 浊 的 洪水 淹没 或 浸泡 ， 火 烧 后 仍 能 复生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 开 花 适 宜 的 温度 为 20 一 25"2， 无 论 随 天 或 
阴 天 都 可 开花 ,以 上 午 7 一 9 时 开花 最 感 ;: 一 不 圆锥 花序 的 穗 导 开 
花 ， 从 穗 的 中 上 部 开始 向 上 向 下 开放 全 穗 开 沦 二 般 历 时 7 闫 左 
右 。 由 于 株 群 分 葵 多 ， 分 更 有 先 有 后 ， 抽 穗 不 完全 一 致 ， 全 田 开 花 
结束 到 科 子 完全 成 熟 收 完 ， 往 往 持 续 约 两 月 之 久 。 如 果 收 种 稻 刘 制 
及 时 ， 在 华南 一 年 可 收 两 次 或 跨 年 收 种 三 次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适 于 与 绿叶 山 蚂 蝗 〈Deszrzodizzzz intortum) 

及 大 辟 豆 (Macroptiliumatropurpureus) 等 混 播 。 昔 期 或 生长 

前 期 ， 豆 科 草 生长 快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生长 慢 ， 但 豆 科 草 的 再 生性 
#, HAS, ZUKARRA, DHAWEKAHRE, DA 
三 、 四 年 仅 保存 再 生性 、 耐 牧 性 强 的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草 群 。 
饲 用 价值 “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 在 始 穗 期 茎 叶 柔 墩 清 脆 无 异味 ， 

适口 性 好 ; 鞋 叶 比 一 一 叶 量 占 47.7% FRO Wy 32.7%, 在 利用 
+, THREE. UAE, TPE RMS R, SPOR 
— 化 学 成 分 分 别 见 表 39—2, 39-3, . 

39-2 干 物 质 中 能 值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 组 蛋白 质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DB)| 代 谢 能 (ME)| ow fel 
生育 期 消化 率 | 一 Say wlidazets 

(%) (%) (%) (MJ/kg) | (MJ/ke) | Arq iieey 

$i fai | 16.73 | 2.73 | 66.59 11.60 | 9.34 6.39 | 三 西府 收 记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RAMEE, RIE, HIERN, 
牧 采 食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的 奶牛 ， 能 提高 奶 产 量 ， 营 养 效应 显著 。 在 
华南 大 工 草地 上 ;， 饲 用 鲜 草 产量 年 亩 产 2500Kg 左右 WHE RPE RR 
培 ， 一 年 划 制 3—4 次 ， 年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5000kg 42. -E EGY fF 

“。 116 。 



RP aM, PETE BARRE BER, HE KE ieee 

态 环境 的 良好 植物 。 

表 39-3. 卡 松 古 鲁 狗屁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 占 风干 物质 96 | 
| 

tf | aa | BL ae aoa JP ac 25 96 p96) 
地 广西 
植株 sain) 

“a PR EOE 

my |1985 年 
6 A 

7.63 9.40 2.68 32.35| 39459] 8.35 0.61 | 0.29 

栽培 要 点 站 记 应 重视 抑制 野生 杂 章 ， 元 其 是 恶性 末 草 ， 可 于 
KARAM, RASH MT HK, HARRI, REAR 
播种 前 加 喷 除 草 剂 一 次 ， 将 杂 草 灭 除 在 萌发 之 始 。 在 华南 一 般 在 六 
Gs AWAY SEE, YS EP a A BT. 应 

fe REAM, 以 便 确 定 播种 用 量 。 单 播 每 亩 用 种 250g 左 右 ， 混 播 每 
HAA 150g 左右 。 大 面积 播种 ， 可 采用 手 摇 机 播 或 动力 机 播 ; 播 
种 应 同时 加 以 轻 压 ， 使 种 子 贴 泥 易于 吸水 萌发 生长 。 播 种 时 按 每 亩 、 
用 磷肥 15—25ke 拌 种 同时 播 下 ， 待 草 群 苗 高 10cm 左 右 ， 亩 施 氮 

化 肥 5Kg 左右 ， 如 与 豆 科 牧草 混 播 ， 在 生长 和 放牧 利用 过 程 中 以 
i ABE, AHR DAIL, 避免 对 豆 科 草 产生 反 效 应 。 

EDGAR RRS. TRE OE. RnR oT 成 熟 有 上 先 
后 ,如 用 大 工 收 种 ， 应 分 次 采 收 ， 如 用 机 械 收 种 ， 应 掌握 留 种 地 草 

群 株 穗 的 全 部 小 穗 枯萎 , WER RBG, PRR, ROLE 
株 穗 的 种 粒 开 始 脱落 ， 此 时 ， 可 使 用 机 械 立 次 收 种 。 

AR WAR CSetoria anceps) HM=ECFEBRH AM REDE 
重 独 尾 草 外 ， 还 有 南 迪 狗 尾 草 和 内 洛克 狗 尾 草 ; 现 简介 如 再 : 
ah a Nandi setaria), 为 二 倍 体 ， 2n = 18, 5 它 起 源 

于 肯尼亚 的 南 迪 高 地 , 主要 栽培 在 肯尼亚 ， 澳 夫 利 亚 和 罗 得 西亚 ; 
绚 种 启 西 也 适应 。 MRA, AE, PRE, IEA, 

和 



叶鞘 叶片 光滑 ， 星 暗 绿色 ， 稍 带 白粉 ， 花 色 灰 白 。 生 育 期 与 卡 松 十 
鲁 狗 尾 草 接近 。 南 迪 狗 尾 草 干 物质 的 氮 含 量 一 般 为 ,1.38%,，, 相应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为 8.7% 。 

Ali be HER (eroR setaria), 类 似 南 迪 狗 尾 草 ， 但 生活 

力 更 强 。 四 倍 体 ，2n = 36， 起 源 于 肯尼亚 海拔 2400m 的 aberdere 

山地， 发 展 于 澳大利亚 。 引 种 广西 ， 表 现 良好 。 幼 苗 基 荃 具 红 色 或 

不 为 红色 ， 偏 从 生 ， 株 型 较 高 ， 叶 守 长 。 叶 畏 叶 片 光滑 无 昔 毛 。 叶 

iA, RRA, HRSA. EER, ER 

期 近似 南 迪 。 内 洛克 的 一 个 栽培 种 (Bua yiver) 于 物质 氮 素 含量 

为 1.08%， 相 应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为 6.7% 。 | 

南 迪 、 内 洛克 的 适应 性 和 栽培 利用 ， 与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基本 相 
i | 

(HARM) 

AO. 3% 

Setaria italica (L.) Beauv. 

别名 BFL AK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禾 本 科 植 物 。 秆 直立 ,高 约 100cm 左 右 。 叶 条 

状 披 针 形 ， 上 面 粗糙 ， 下 面 较 光 滑 ， 无 叶 耳 ， 圆 锥 花序 穗 状 ， 通 党 

FH, K10—40cem, ERMBERE, OMB 形 ， 长 2 一 3mmy 
徐 生 于 缩短 的 分 枝 上 ， 基 部 有 刚毛 状 小 枝 1 一 3 条 ;第 一 颖 长 为 小 

穗 的 1/2 一 1/3， 第 二 颖 略 短 于 小 穗 ;! 第 二 外 释 有 细 点 状 皱纹 。 谷 粒 

EMBER, MecAR. RAL BL RY He (40). 

细胞 染色 体 : 2n= 18, 

地 理 分 布 ” 本 种 原 产 地 中 国 ， 自 古代 即 成 为 一 种 主要 的 粮 料 作 

物 广 泛 引 为 栽培 。 我 国 种 粟 历 来 十 分 普遍 ， 主 要 分 布 在 淮河 , 汉 水 、 

秦岭 以 北 、 河 西 走廊 以 东 ， 阴 山 山 脉 、 黑 龙 江 以 南 和 东 至 渤海 海滨 

。118 。 

er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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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m 以 下 , 年 降水 量 400 一 

700mm， 年 平均 温度 5 一 

12°C, FE #3 150—210 天 

的 地 区 种 植 最 广泛 。 

村 在 世界 上 的 栽培 区 

域 ， 主 要 分 布 在 亚洲 东部 ， 

无 论 播种 面积 和 总 产量 中 国 

均 居 首位 * 亚 洲 的 其 他 国家 ， 

如 印度 已 巴基斯坦 、 日 本 、 

朝鲜 、 缅 甸 、 印 度 尼 西亚 、 

斯 里 兰 卡 :土耳其 和 伊 拉 死 

等 国 也 都 有 种 植 。 欧 洲 以 苏 

联 栽培 面积 为 最 大 ， 其 次 为 

波兰 、 罗 马 尼 亚 等 国 。 非 洲 

-如 苏丹 、， 摩 洛 哥 ;美洲 如 阿 

根 廷 等 国 也 有 一 定 面积 的 种 

*A o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R BH = BK EBS : NA 

—, 多 于 春季 播种 ， 当 年 秋 图 40 38 Setaria italica (1,.) 

季 收 获 ， 据 在 北京 地 区 观测 pees 
SHA RM 40—1. . 

表 40—1 票 的 生育 期 〈 月 .日 ) 



票 具有 较 高 的 抗旱 能 力 ， 尤 其 幼苗 期 耐 旱 性 更 强 叶 所 以 在 我 国 
北方 干旱 地 区 的 生产 中 占有 重要 的 地 位 。 Ra Ew, BRE 
较 高 温度 下 进行 种 长 发 育 ， 每 日 平均 气温 ;25 一 35% 本 长 比较 合适 】 
桶 在 拔节 到 抽 惩 阶段 ,需要 较 高 的 温度 。; 滩 发 育 的 早期 是 感 温 阶段 ， 
必须 有 一 定 的 适 定 温 度 才 能 完成 第 一 阶段 的 发 育 志 然 后 进 闪 第 三 阶 
段 为 感光 阶段 。 光 照 因 子 对 粟 生 长 发 育 ， 制造 营养 都 起 着 重要 作 
用 。 只 有 在 较 适 宜 的 光照 条 件 玉 才 能 生长 良好 ， RAE, RE 
喜光 作物 ， 在 光照 比较 强 时 ， 形 成 干 物质 多 ,植株 生 长 健壮 元 产 量 

”高 。 票 适宜 生长 在 海拔 2000m 以 下 ， 年 降雨 量 在 400 一 600m 表 的， 

地 区 。 票 对 土壤 要 求 不 很 严格 ， 适 应 性 比较 广 ， 在 各 种 王 壤 审 均 可 

种 植 ， 最 适宜 的 土壤 是 pHs 6 一 7 的 HEMEL, eee, HE 

ie > has 过 0.4% 就 会 枯黄 。 采 必 须 在 氏 好 的 二 作 条 件 王 : 泪 能 
AB Pe GER 40 一 2)。 

表 40 一 2 SREB 2 SER. 

品种 名 称 r2scoms | Sy BE Be 73 | ZH (%) 秸秆 产量 (kg7 雷 ) 

有 v 2 = ; 

民权 青 谷 125.5 强 62.92 37.1 488.7 

a 10-3 170.4 中 70.7 229.3 675.5 

80-2364 (ja db) 15067 弱 75.。6 :2 和 下 二 590 

饲 用 价值 ”标的 秸秆 是 饲养 大 家 畜 的 重要 饲 草 寺 无 怪 味 RB 

喜 食 。 通 常 秸秆 与 籽 实 产量 之 比 为 1:1 二 2。 秸秆 养分 年 富 ， 据 分 

析 ， 栗 的 秸秆 中 含 可 消化 蛋白 质 0.7 一 1.0% 盖 可 消化 总 养分 歼 三 

51,1% ， 比 麦草 和 稻草 的 可 消 兹 蛋 让 质 含量 高 0.2 一 0.6%， 可 消 
化 总 养分 高 9.2 一 16.9%。 标 的 干草 、 鲜 芭 叶 ， 以 及 青贮 料 中 所 含 

粗 蛋 白质 高 于 其 他 秒 本 科 牧 草 ， 而 近似 豆 科 牧草 ， 是 大 家 畜 的 良好 

盟 饲 料 〈 表 40 一 3、40 一 4)。 

我 国 种 聚 主要 目的 是 收获 籽 实 作为 食用 ， 其 次 是 收获 秸秆 《 谷 

7120 



% 40-3 READIES RSS 

水 分 oF BW TRC%) bowie fe we 
si 生育 站 于 ERC PORTE, REP 

(96) |r va mel 粗 脆 肪 十 粗 纤维 | OR, | anacah | (26) |. C6) 

ee | that | 9.24] 13.28 | 1.98 | 31.82 | 42.99 | 9.93 | 0.51 | 0.16 

Sift | we | 8.20) 6.56 | 1.95 | 34.61 | 46.06 | 10.82 | 0.44 | 0.04 
+f . 

Pe TLD COED AT. 

R44 RELHUBESSZBROR* (%) 

1.33 ae 0.03 0.29 Ts OK 

FR 

0.55 | 0.35 0.42 0.56.) 0.17 | 0.21 | 0.35 

0.56 0.23-| 0.47 | 1643 0.14 | 0.18 

于， 中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Bt) 兼 做 饲料 ”在 东北 、 华 北 .西北 等 地 区 ， 小 米 是 广大 群众 重要 、 
的 粮食 ， 养分 非常 丰富 。 据 原 中 央 卫 生 研究 院 的 分 析 ， 每 公斤 小 米 
中 含 蛋 白质 .97g， 脂肪 17g ," 维 生 素 Bi;5.9mg, 维生素 B.0.9meg, 

维生素 A3200 国际 单位 。 

PPh alive uaaeceee. cecenn 
ThA, HAMAR Hoy Ae, RISEN, 
NHK. FAH, RRB BAT’. BRNO, EM 
BRAS SAM, FY 含 16 一 17% 的 粗 蛋 白质 ， 比 禾 本 科 牧 草 高 

”0.5 一 1 倍 。 并 且 高 于 猫 尾 草 和 红 三 叶 草 混 播 的 秒 草 ， 接 近 于 豆 科 

BeBe | 
粟 的 谷 实 也 是 制 酒 的 原料 ， 米 酒 味美 醇厚 ， 色 、 香 、 味 都 称 上 

aes , oe | 
E,W LIAN. KASH, 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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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 粗饲料 。 谷 粮 还 可 棒 油 。 
it SAP BN, 在 播种 前 需 进 行 一 系列 的 耕作 措施 ， 

如 灭 茬 ， 深 耕 ， 夸 地 ， 糖 地 等 ， 并 使 土地 平整 细碎 ， 以 利 播种 顺利 
进行 ， 保 证 出 全 苗 。 一 般 春播 的 粟 要求 在 头 年 秋季 深耕 ， 耕 后 要 艳 
地 保 丧 ， 秋 耕 可 以 促进 票 的 根系 生长 ， 不 仅 扩大 了 票 对 养分 和 水 分 
的 吸收 面积 ， 且 使 地 上 部 生长 茂盛， 穗 大 ， 粒 多 、 粒 重 。 并 能 增强 
抗旱 、 抗 倒伏 能 力 。 
播种 前 4 一 5 日 应 先进 行 晒 种 , 晒 种 能 提高 发 芽 率 ， 播 种 前 需 进 

行 温 汤 浸种 ， 可 提高 防治 白 发 病 和 黑 穗 病 的 作用 。 播 种 前 用 20% 
的 生石灰 水 浸种 ， 浸 泡 1 DY, BRISA BR, SSP 

”疾病 的 经 济 有 效 方法 ， 同 时 能 起 到 选 种 的 作用 。 
RNA A FALE 2. 4 一 2.7g。 

“播种 方法 ” 票 在 各 地 因 栽 培 条 件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播种 方式 。 
1, 撒 播 ， 作 哇 温 扳 ， 用 种 量 较 多 ， 一 般 采用 开 沟 扳 种 ， 幅 宽 约 

6 一 9cm 左 右 。 | 

2. 条 播 : RAPED, HRS, —MRARMHH. KB 
AGREE, WAM. BRK RRA, BRE, 
Fie Ti AB |e its PR SR AS) BE RED FR ee ARATE, ~— PRAT BB 为 25—32cm, 

株距 为 4.5 一 9cm 为 宜 。 

3. 薄 作 播种 ， 在 东北 和 内 蒙古 东部 ， 习 惯 采 用 茎 作 制 度 ， 可 
以 不 每 年 翻 耕 ， 而 在 前 杖 所 留 芍 背 上 用 犁 破 茬 冲 沟 , 或 用 粮 存 冲 沟 ， 
用 “点 葫芦 > 点 播 ， 播 后 覆土 。 此 种 播 法 ， 当 地 称 粮 种 。 

4. 沟 谷 播种 ， 在 精耕细作 施行 套种 地 区 ， 可 采用 此 法 。 一 般 是 
放宽 行距 ， 深 沟 浅 播 ， 一 沟 一 背 为 53 一 60cm， 沟 宽 23cim， 深 
16cm， 播 幅 13 一 16cm， 每 亩 播种 量 300 一 350g。 

栗 的 种 子 小 ， 一 般 播 后 覆土 3.3cm 左 右 为 宜 。 se He, 

吸 肥力 很 强 ， 施 肥 是 重要 的 增产 措施 。 应 多 施 有 机 肥 作 为 基肥 ， 在 
基肥 中 最 好 加 些 过 磷酸 钙 ， 亩 施 ke AAA. JUST RIE. 

ae 22。 



其 需 肥 最 迫切 的 时 期 , 是 在 拔节 后 的 支 醒 分 化 期 。 在 拔节 期 施 追 肥 还 
Aw, RRA ARE. 

SEE SHAG AR, PR REAT “PM”, 可 促进 根系 发 育 , 使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之 间 ， 营 养 器 官 与 生殖 器 官 之 间 ， 生 长 更 加 协调 。 但 在 
生长 的 中 后 期 ， 特 别 是 在 拔节 、 抽 穗 和 灌浆 期 ， 灌 水 作用 最 大 。 在 
拔节 期 开始 就 应 灌水 ， 以 促进 次 生根 的 发 育 ， 扩 大 吸水 吸 肥 面 积 ， 
促进 穗 指 分 伦 和 伟 长 。 在 灌水 时 ， 结 合 追 肥 ， 使 肥效 更 能 很 好 地 发 
挥 。 | 

-二 标 可 以 与 豆 科 作物 混 、 间 作 ， 也 可 与 非 豆 科 作物 混 、 间 作 ，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并 做 到 培养 地 力 。 前 者 多 用 在 落地 ， 后 者 多 在 
较 肥沃 的 田中 应 用 。 栗 与 绿豆 、 小 豆 混 、 间 作 可 增产 ， 与 玉米 、 高 
梁 等 混 、 了 间作， 在 河南 安阳 与 河北 保定 等 地 区 采用 ， 也 有 一 定 增产 
效果 ， 但 不 能 培养 地 力 。 

栗 成 熟 后 要 及 时 收割 ， 收 割 过 早 ， 则 籽粒 不 饱满 ， 影 响 产量 ， 
收割 过 了 晚 ,出 会 发 生 落 粒 , RES AH, MRR MER, 
粒 变 硬 时 即 应 迅速 收割 。 

若 以 青 饲 为 目的 者 ， 可 在 开始 抽穗 之 前 10 天 进行 浊 割 。 以 调制 
干草 为 目的 者 ， 则 以 抽穗 开始 为 宜 。 刘 制 时 留 着 10cm 左 右 ， 既 可 
减少 蔡 的 粗 硬 部 分 ， 且 可 使 再 生 草 生长 良好 。 若 以 青贮 为 目的 时 ， 
以 主 穗 开始 成 熟 时 进行 浊 割 最 适宜 。 | 
RAMS A, MAM. EKMET PART AR 

的 品种 。 其 中 有 不 少 品质 优良 、 产 量 高 或 能 适 于 特殊 栽培 用 途 的 珍 
贵 品种 ， 如 味道 香 美 的 4 十 里 香 久 “ 玉 子 青 汶 适 于 抗 涝 的 4 水 里 站 见 
米色 洁白 的 ̂ 馈 馈 谷 > 等 。 现 将 目前 生产 中 推广 面积 较 大 的 品种 介绍 
$F: 

燕 京 811， 前 金陵 大 学 燕 京 作物 改良 场 用 纯 系 育种 方法 育成 。 
SRA, 抗 白 发 病 , 产量 高 ， 适 合 春播 。 

SAS: 河北 省 石家庄 农场 由 农家 种 “ 毛 黄 2 谷 选 育 而 成 。 推 
+123 + 



PHAR A, EM, RAB, 适宜 密植 。 
Te Be Ln FFF SF BEE IA AR Bs 

中 ， 用 混合 选 育 方法 育成 ， 对 黑 穗 病 等 抗 病 力 强 。 
大 同 黄 谷 一 号 ;为 山西 雁 北 地 区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于 1958: 年 站 

偏 关 县 “ 齐 头 红 ?中 经 单 株 系统 选 育 而 成 ， 为 中 熟 种 ， 能 抗 折 发 病 和 
红叶 病 。 Bae eta: 

除 以 上 品种 外 尚 有 很 多 优良 谷 种 ， 如 山东 的 金钱 子 和 东风 谷 ， 
河北 的 磨 里 谷 和 平 杨 谷 ， 山 西 的 母 鸡 嘴 谷 ， 陕 西 的 大 红 袍 和 延安 4 
号 ， 河 南 的 厂 谷 和 新 农 冬 二 谷 ， 内 蒙古 的 蒙 时 一 号 东北 的 龙 谷 23 

SHAE 6 号 ， 南 方 的 南京 12 号 等 都 是 较 好 的 谷子 品种 。: 

病虫害 防治 “ 粟 的 病害 主要 指 浸 染 性 病害 ， 是 由 真菌 \: 细菌 、 

病毒 等 侵 染 而 发 生 的 。 真 菌 病害 常见 的 有 白 发 病 ̀  黑 穗 病 、 栗 锈病 等 。 

SE AY Ha BF EE SR ARI, Se ES EE REA RA MR AS 

他 植物 保护 措施 ， 都 已 基本 上 得 到 了 控制 。 

ee if 

41.4% Tf Ht 

Stipa bungeana Trin. 

别名 AREF. 

形态 特征 SEERMAR, THEW, PAWB,; 古 高 :20 一 

60cm, 叶 层 高 15 一 30cm， 叶 片 纵 卷 呈 针 状 ， 长 3 一 15cm。 圆 锥 状 

TE FREE i AH BA A, “Ke 10 一 20cm， 分 枝 细弱 ， 2 二 4 个 禾 生 ; 

小 穗 灰 绿 色 或 浅 紫 色 ， 稀 疏 着 生 于 分 枝 上 部; BK 9-1mm, i 
ia WE HA NTE, = 3 一 5 脉 ， 外 释 长 4.5—6mm, WBA MATH 

Oe, Wink thA-eBae, HP ARMEs SIAR. cE 

或 具 少 量 柔 毛 ， 第 一 芒 柱 长 10—15mm, PO EPHK 5—10mm, 

针 长 3 一 5cmy 内 释 和 外 释 等 长 。 颖 果 圆 柱 形 。 长 芒 草 早春 了 月 下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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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至 4 月 上 和 旬 返 青 , - 6 AW 
HTK, WE RMN BRAR 、 
BER. KE, EMME “ 臣 \ 

ARs, Sema  N \ 
成 新 的 植株 ， 这 是 长 芒 草 的 一 下 
种 特殊 繁殖 方式 。 

地 理 分 布 ， 长 芒 草 广 布 于 | 
我 国 暖 温和 温带 地 区 。 东 起 华 ， 
北平 原 ， 西 达 青海 。 甘肃 祁 连 
山 、 川 西 和 西藏 拉萨 地 区 ， 北 人 
至 履 北 山地 以 北 的 黄土 丘陵 ， WP 
阴山 出 脉 分 水 岭 以 南 ， 南 到 河 Ah 
南 伏 牛 出、 黄河 中 游 的 晋 西北 、 沁 yy 
Bh 陕 北 , 关中 需 上 、 甘 肃 \ / 
中 南部 。 人 宁夏 及 内 蒙古 南部 鄂 \ 
Ko. 黄土 高 原 。 为 石 质 于 oN, 
燥 坡 地 和 黄土 丘陵 最 为 常见 的 Wie 
草 种 ij 它 的 生态 幅度 比较 广 ， 
并 形成 不 同 植物 群落 的 优势 和 
建 群 种 ， 在 晋 西 、 陕 北 , 宁 南 、 
MARL EB HL, ER 

- 1100—1700m #5 $H SES 34 BE 

Ki. LB, SREMSER 
(Artemisia giraldii) RA Al 41 KE Stipa bungeana 

成 群落 的 建 群 种 。 晋 西 、 陕 北 黄 Pi ig 
LB RAR AMR AS ERR a R 
Be ihe GM RHYL (Lespedeza dahurica), F4E® (Artemi- 

sia gmelinii) AH A AA RE FE BEAL HS F 1700—1850m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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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w AA HA (Thymus mongolicus) ARFR BAM, Hil 
DI Jt As WE A sb 2% Pa Se a BE BB RS LES HE 
ft (Stipa breviflora), -tzf (Lespedeza potaniniit) Am 

WORE. HR IKATEDEL, EPUB 
(Ostryopsis davidiana) #2, We (Hippophae rhamnoides) 

HE DA BY EE Ue EH EAE BY. Ht BAR BE UR: 1200—1 400m 

BAK, °F BAS DEAL, EF Pe, Be Zk BS SR A PB “PES 
MFR PAM. BEAR MR KS MOM CArtemisia 

frigida) 干草 原 和 温带 南部 , 以 及 暖 温 带 夏 绿林 破坏 后 的 次 生铁 秆 
蒿 、 莹 蒿 群落 中 ， 长 芒 草 为 群落 的 次 优势 成 分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长 芒 草 的 分 布 区 主要 处 于 北方 农 区 或 农 

收 区 交错 地 区 。 原 始 的 草原 植被 已 大 量 被 开垦 ， 天 然 植被 只 能 在 山 
HOARE. CRRA, PURE PYM RAR. ETE 
部 一 些 中 低 山 地 还 见 到 局 部 保留 较 好 的 长 蕊 草 干 草原 植被 。 长 芒 草 
分 布 区 内 年 平均 气 5—10C, 10°C 温 2300—40000, 年 降 

水 量 300 一 650mm，. 处 于 暖 温 带 、 温 带 的 半 于 旱 、 半 湿润 区 。 优 势 

土 为 黑 坊 填 或 淡 黑 护士 ， 有 时 也 见于 碳酸 盐 褐 土 ， 但 向 北 可 伸 入 
350 一 250mm 降雨 量 的 淡 灰 钙 土 荒漠 草原 地 带 ， 在 这 里 常 以 偶 见 种 ， 
出 现 ， 在 水 分 条 件 稍 好 的 山地 或 山 苦 地 带 ， 多 度 增 加 且 生 长 良好 。 
耐 旱 性 方面 ， 它 次 于 短 花 针 茅 、 沙 生 针 蔓 、 RRS, 实 为 一 种 典 
型 旱 生 至 广 旱 生 的 草 种 。 据 在 山西 省 黄土 高 原 测定 , 长 芒 草 在 5 月 
25 日 的 蒸 及 强度 为 3.95g/dm2: 时 片 . 小 时 。7 上 月 30 日 测定 为 

4.41g¢/dm? 叶片 .小 时 。 其 蒸腾 比 〈HO 分 子 数 /CO, 分 子 数 ) 为 
427.35。 利 用 水 分 效率 中 等 。 相反， 它 的 持 水 力 却 较 低 ， 失 水 较 

快 〈 表 41 一 1) 。 这 在 调制 优质 干草 方面 ， 具 有 一 定 的 价值 。 
对 长 芝 草 几 项 生产 一 一 生理 指标 测定 的 结果 表明 , 在 温度 中 等 ， 

“光照 较 低 的 状态 下 ， 它 的 净 光 合 速率 较 高 ， 说 明 它 在 温带 南部 及 北 
暖 温带 地 区 ,光照 中 等 时 生产 量 较 高 〈 表 41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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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KEBRHHKD* 

饲 用 植物 | BARE (%) |12 小 时 失 水 《%) |24 小 时 失 水 “〈%)》 |36 小 时 失 水 〈%67 

KER | ~ 56.59 | 78.85 | 88.67 | 91.02 

* 山西 省 畜牧 研究 所 在 晋 西 黄土 高 原 分 析 。 

_ 表 41 一 2 长 芒 草 不 同时 期 的 兆 光 合 速率 * 
净 光 合 速率 (COzmg/ 

日 期 (H+ BD| 物候 期 | Wa RE CC) | JERR Ux) dmsz 叶 片 . 小 时 六 

ET 25 65000 22.46 

8.1 RBH 28.5 100000 16.88 

9.11 BRB 24 65000 80. 40 

* 出 西 省 畜牧 研究 所 1983 年 在 晋 西 黄土 高 原 分 析 。 

表 4] 一 5 “长 艺 草 不 同 阶段 的 暗 呼吸 速率 * 

瞳 呼 吸 速 率 (CGimg/g 日 期 | DB 其 | MBE CC) | BAND | 备注 

5.25 抽穗 16.1 0. 26 1983 年 测定 

7.30 RBBB 20 : 0.46 (Re E24. OORT 

9.17 果 后 营养 22 0.56 测 ) 

* 山西 省 畜 收 研究 所 在 晋 西 黄土 高 原 测 定 。 

R414 长 基 章 的 CO, 补偿 及 碳 同化 途径 

牧草 | 物 RB | wi co) | sem x CO: 补 偿 点 pm 碳 同化 途径 

Ke EB | 果 后 营养 29 | 35000. ts ee 
* Gee BOE ME aH Te ee RR 

SAM, KEE ARMM GE 41-2), 有 利于 FOR 

的 积累 。 
从 长 芒 草 的 解剖 结构 及 其 CO; 补 偿 点 为 中 等 程度 ， 可 以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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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为 C: HAS CE 41—4), 

表 41 一 5 KEBABMICRR* (月 . AD 

tk | 返青 其 | 3} We 5 | 4h 8 | ese [eit 枯黄 其 

成 年 | 3.25 3.30 5. 20 6.10 | aa 圳 ， 10.10 

, LL Pe He BC OE FE Bi PG Eh RB 

长 芒 草 形成 群落 的 稳定 建 群 种 ， 5 TF Ses x VEAL Fh HF 

(Stipa krylovii), ##B (Agropyronsp.), RRR (Clei- 

stogenes squarrosa) as on ph 35 fy A A — 2 A BY, 群落 中 旱 

生 和 半 旱 生 植物 成 分 占 群 落 植物 种 总 数 的 70% 。 总 盖 度 50% 左 右 。 

RSA, ARE. KERMA HRM. MiLB 
“ 量 结构 看 : 地 表 0 一 10cm & 间 层 的 生物 量 占 总 量 的 49%， 而 0 一 
20cm 则 可 占 到 总 量 A 97%, AMEN REA, Be: MAKE 

草 群落 的 地 上 生物 量 为 170g8/m*， 地 下 生物 量 530g/m” ,地 上 与 地 

下 生物 量 之 比 为 1:3.2。 

饲 用 价值 “长 芒 草 为 下 繁 禾 草 ， 耐 践 踏 ， 是 温带 、 暖 温 带 山地 

家 畜 重 要 的 放牧 型 野生 牧草 。 为 山 、 绵 羊 喜 食 ， 和 后 次 之 。 FBBR - 

甚 早 ， 是 山地 早期 放牧 的 一 种 重要 牧草 ， 这 在 其 他 章 尚未 大 量 生长 

而 家 畜 多 在 春 乏 情况 下 ， 有 其 重要 的 生产 价值 .春季 的 适口 性 较 好 ， 

夏季 抽穗 后 适口 性 和 饲 用 价值 均 降 低 ， 夏 末 雨 季 来 临 后 ， 它 又 进入 

时 后 营养 阶段 ， 大 量 新 的 分 莫 枝 形成 ， 适 口 性 又 转 而 提高 。 同 时 在 

天 然 草 山中 ， 常 与 质量 和 适口 性 均 优 的 糙 隐 子 草 、 冰 草 ， 兴 安 胡 枝 
子 (Lespedeza dahurica), 黄芪 (Astragalus sp.) % B(Arte- 

misia frigida) 等 草 类 组 成 群落 ， 因 此 ， 整 个 草地 质量 也 较 高 。 长 

芒 草 本 身 含 水 量 低 、 失 水 较 快 ， 除 容易 调制 于 草 外 ， 家 高 食 后 比较 

We UR, A EN, BER RABE”, La) I RR 

草 ? 为 好 。 一 般 长 蕊 草草 地 的 产 草 量 , Ha ee TP A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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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长 蕊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于 物质 兴 %) BB 
Di a 生育 期 09 wa ete ore a 2 

= a am i gi p} 6262.| 6% 

干草 全 株 [ 太 Bi Hh Bl] 10.0 | 7.08 | 3.49 |31.39 51.43 | 6.61 | — 一 

于 草 全 株 | 五 台山 | 结实 后 | -7.73 |12.57 | 3.60 29.67 |43.43 10.73 | 0.53 | 0.12 

山西 省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41 一 7 ”长 基 草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二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分 析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消化 能 (D 卫 ) Ro RE CME) FE 
部 位 Riva. a] (| (%) | Md key | (MJ/ke) | (MIJLikg) 

、 全 株 | 出 西 | seem 11.13 3.98 8.89 | 6.92 | 4, 52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800kg。 时 量 较 少 ， 低 于 茎 的 重量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表 4 一 6), 长 
“匠人 草 含有 较 多 无 氮 漫 出 物 ， 粗 纤维 中 等 ， 而 粗 蛋 白质 较 低 。 

( 陈 安 仁 ) 

A RES Ee 

Trisetum livinowii (Domin.) Nevski 

Rt MRR, BER, .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禾 本 科 多 年 生 密 从 型 草 本 ， 高 30 一 50cm， 

直立 ， 具 2 一 3 节 ， 在 花序 以 下 被 绒毛 。 叶 片 扁平 ， 长 3 一 5cm, 宽 
1 一 2mmy 边缘 具 较 长 的 纤毛 ， 两 面 被 短 柔 毛 。- 圆锥 花序 穗 状 ， K 
绿 或 浅 标 色 ， 具 光泽 ,长圆 形 , ;长 3 一 12cm,， 主轴 及 分 枝 密生 短 
毛 ; DK 5 一 amm， 含 2. (3) 花 ; 上 颖 长 圆 形 至 披 针 形 ， 先 端 

RX, WKH RR, 第 一 颖 长 4 一 4.5mm， 具 1 脉 ， 第 三 颖 长 约 

omm, 只 3 脉 。 小 花 外 释 披 针 形 , 具 5 hk, Cm RUWAR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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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次 1.5 一 2mm， 

PRET DFE, FC 

tig 2 BY (42).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四 川 、 青 海 、 西 藏 、 

甘肃 等 省 〈 区 ); 中 亚 

细 亚 及 土耳其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得 芒 三 毛 草 返 

青 早 ， 一 般 4 和 月 下 名 

BH, oA. Ta 

mim. 7 HLTH, 

8 月 中 、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为 115 一 

120 天 。 生 长 期 为 

200 天 左右 。 根 系 发 

_ 达 , 耐 旱 性 稍 差 。 具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能 力 ， 幼 

苗 能 耐 低温 霜冻 ， 冬 

季 气 温 在 - 38°CH, 

植株 能 安全 越冬 ， 越 

冬 率 为 94.6%。 对 土 

Ht ESR NEL I” A» Pew, FE pH fA 7-1—8.3 的 微 碱 性 土
壤 中 生 

长 茂密 ， 能 抗 病虫害 。 分 药力 强 ， 一 般 当 年 实生 苗 可 分 葛 2 一 4 个 ， 

第 2 年 后 为 15—18 4; MIAH 4 AF HP ER 12 一 25 个， 第 2 年 后 为 

30 二 45 个 。 短 芒 三 毛 草 植株 不 高 大 ， 再 生 力 差 ， 二 般 亩 产 再 生 干 章 

仅 25 一 35Kg。 

短 芒 三 毛 草 喜 生 于 青藏 高 原 海拔 3200 一 3800m 的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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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短 芒 三 毛 草 Trisetum livino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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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湿地 ， 散 生 在 各 类 草 甸 中 。 
得 芒 三 毛 草 能 适应 青藏 高 原 的 土壤 、 地 形 条 件 及 夏季 多 变 的 气 

候 ， 并 具有 广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第 以 伴生 种 出 现 于 各 

种 禾 草 及 莎 章 科 植物 组 成 的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上 。 在 海 拔 2500 一 

4800m 的 滩地 和 阴 坡 ， 作 为 常见 种 与 高 山 贰 Ft (Kobresia pygma- 

ea)、- 针 茅 组 成 草 甸 ， 在 滩地 、 阴 坡 与 羊 茅 组 成 草 甸 。 有 它 分 布 的 

草地 ， 在 海拔 3400m 以 下 ， 一 般 作 为 冬 春 章 场 , 3400 一 5200m 的 草 

WARK, wr Fe 40 一 60kg。 

饲 用 价值 得 芒 三 毛 草 枝叶 柔软 ， 种 子 成 熟 后 茎 秆 亦 不 变 坚 

” 硬 ， 地 主 部 分 化 学 成 分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有 一 定 饲 用 价值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2。 

表 42 短 世 三 毛 草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Gc Fr 物 RH | 克 

(96)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ZR | 粗 灰分 | CO | (96) 
样品 特征 | 生育 期 

fee BE Hf | 59.5]. 10.12 | 7.16 33.09 | 43.70] 5.93 一 - 一 

侠 草 “| 开花 | 54.2] 7.64] 1.97 | 35.15] 49.78) 5.46 | — | 一 

FR | FH | 7.6| 12.23] 2.49 | 30.95 | 44.81 | 9.52 | 0.39 | 0.18 

Fi 开花 一 2 30.95 | 44.81 | 9.53 | 0.42! 0.19 

-在 开花 前 期 ， 得 蕊 三 毛 草 马 、 牛 、 羊 喜 食 ， 编 羊 、 山 羊 最 喜 

食 枯黄 后 金 株 茎 秆 仍 柔软 ， 地 面 10cm 以 上 部 分 马 、 牛 、, 羊 喜 食 。 

调制 的 王 草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食 。 为 牛 、: 羊 的 抓 采 和 保 腰 草 。 

得 苦 三 毛 草 的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比例 ,一 般 为 36.76%， 

每 公斤 种 子 有 29.5 万 粒 。 

短 芒 三 毛 草 在 天 然 草地 上 的 小 片 群落 ， 一 般 亩 产 干 草 为 40 一 

Soke, 栽培 的 当年 亩 产 和 干草 为 50--62kg;， 第 2 年 以 后 亩 产 干 阐 

I750 一 2900kg， 种 子 10 一 20kg。 从 第 4 年 后 产量 一 般 开 始 下 

降 , 产 量 高 峰 期 为 第 2、3 年 ， 第 6 年 则 下 降 为 150kg 左右 。 

2? 31 。 



栽培 要 点 ， 因 短 芒 三 毛 草 种 子 轻易 被 风 吹 走 ， 要 求 整地 细碎 ， 

播 后 要 进行 镇 压 。 

青藏 高 原 上 以 5 月 上 .中 名 播种 为 宜 ， 较 暖 地 区 六 春 、 夏 、. 秋 

均 可 播种 。 :千粒重 0. 3 一 0.348， gion. 6—0. kere: 行 

EE 30cm, eH 2—3cm. | 

播种 当年 的 短 芒 三 毛 章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危害 ， 帮 要 及 时 除 

草 。 在 营养 期 灌水 1 一 2 次 ， 可 以 提高 亩 产 40-69%. 

调制 青 干草 的 得 芒 三 Sipe baie 种 子 应 在 .60 一 75%% 

成 熟 时 收获 。 FA | | 

Eph 

43. 2# 

Zea mays Le 

别名 EAR. HA. OK. 

形态 特征 “玉米 为 禾 本 科 玉 米 属 一 年 生 草本 植物 。 须根 系 ， 主 

要 分 布 在 0 一 30cm 土 层 中 ， 最 深 可 达 150—200cm, ie WS hae 

轮 生 几 层 气 生根 ， 有 支持 茎 秆 不 致 倒伏 和 吸收 养分 的 功能 。 茎 , A 

各 2 二 4cm， 高 0.5 一 4cm， 茎 有 节 和 节 间 ， 茎 内 充满 复 ， 地 上 有 

8 一 20 节 ， 地 王 有 3 一 7 节 ， 节 间 侧 沟 下 方 的 节 上 着 生 腋 芽 ” 基 部 蔬 

间 的 腋芽 可 长 成 分 枝 。 叶 片 剑 形 ; HAE, MPA PRK, 边缘 呈 波 

RAE, EAE, ME Bes 节 数 对 等 ， 叶 片 长 80 一 150c 硬 册 宽 

6 一 15cmy J eh UE , A BEG, 时 舌 薄 而 短 。 肉 雄 同 株 异 化 。 

雄花 着 生 在 植株 顶部 ， 为 圆锥 花序 ， 分 主轴 与 侧 械 ， Ef LA A 

LARD, WA RD, BA) RR BE a A 

Bi EAN TE, 48 —-2E IEA OR A. SPER, = BCRRBSS ME Eee 

PEPER PRB EA RI, PE. Sb ee, 果穗 中 必 

有 穗 轴 , FEVER. ZN RTA ED, BE FR A 8 一 24 行 ,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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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穗 外 有 护 颖 两 片 ， 内 、 外 
BH, AABRNE, 

RR; 5-H tk, AA, 

Dh Fe F— wees, ABARSE. TERE 
丝 状 ， 顶 端 分 又 ， 称 花丝 ， 长 
20—30(50)cm, 上 颖 8, 分 硬 

HA. LHS PA, Se 
SF RUE ALTE 3 ER Bits 
Ay 2. ERE (43), 

Ah iid Ye fk: 2n= 20, 

地 理 分 布 ， 玉 米 原 产 于 中 
南美 洲 。 现 在 世界 各 地 均 有 栽 
培 凡 主要 分 布 在 30 "一 50? 的 纬 ， 和 

度 之 间 。 栽 培 面积 最 多 的 是 美 | 

A. +R. A, See Bw 

4B. 印度 和 罗马 尼 亚 。 我 国 的 

玉米 主要 产 区 是 东北 :华北 和 
西南 山区 。 

二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玉 
米 是 喜 温 帮 物 ， 全 生育 期 要 求 

图 43 玉米 Zea mays 工 。 

较 高 的 温度 。 玉 米 生 物 学 有 效 温度 为 10"c 。 BEE BR 6—10°C, 
IRF 10°C RH, 16—21°CR HME, RIERA hy 28—35°C, 
40°CU. Eft ik eo, ta RET 3B] — 2 一 -= 3 的 低温 。 拔 节 期 要 求 
15*-27°C, 下 花期 要 求 25—26°C, 灌浆 期 要 求 20—-24°C 不 同 玉米 品 
种 对 温度 的 要 求 也 不 相同 ,我 国 早 熟 品 Pp BER FA ih 2000-—2200°C; 
中 熟 品种 2300—2600°C; 晚熟 品种 2500—2800(3000) °C, HHA EK 
产 区 多 数 集中 在 7 崩 份 等 温 线 为 21 一 27%e,， 无 霜 期 为 120 一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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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范围 内 。 
SEOKJESG HA, ZES LR 10 NY. PEFR LH 

开花 结实 。 光 谱 成 分 对 玉米 的 发 育 影 响 很 大 , 据 研究 白天 蓝 色 等 短 
波光 玉米 发 育 快 ,而 早晨 或 晚上 以 红色 等 长 WER AR. EWC, 
植物 ， 具 有 较 强 的 光合 能 力 ， 光 的 他 和 点 高 ， 一 般 玉米 光合 强 庆 为 
35—80mgCO./dm” Ire “NAY. 是 

玉米 的 植株 高 ， 叶 面积 大 ， 因 此 需 水 量 也 较 多 。 玉 米 生长 期 间 
最 适 降 水 量 为 410 一 640mm， 干 旱 影响 玉米 的 产量 和 品质 。 一 般 认 
为 夏季 低 于 150mm 的 地 区 不 适 于 种 植 玉 米 ， 而 降水 过 多 ， 影 响 光 

照 ， 增 加 病害 ， 倒 伏 和 杂 章 危害 ， 也 影响 玉米 产量 和 品质 的 提高 。 
虽然 玉米 需 水 较 多 ， 但 相对 需 水 量 不 AR, RE RM 240—370, 
比 大 麦 〈280 一 400)、 Fe 〈340 一 500)、 紫 花 首 攻 (83). =H 

(797) 低 ， 耗 水 量 较为 经 济 。 玉 米 有 强 夫 的 根系 ， 能 充分 利用 士 
壤 命 的 水 分 。 在 温度 高 ， 空 气 干燥 时 ， 叶 片 向 上 卷曲， 减少 燕 腾 面 
积 ， 使 水 分 吸收 与 蒸腾 适当 平衡 。 

玉米 对 土壤 要 求 不 十 分 严格 。 土 质 疏 松 ， 士 质 深 厚 ， 有 机 质 丰 
富 的 黑 希 土 、 栗 钙 土 和 夏 质 壤 士 ，pH 在 .6 一 8 范围 内 都 可 以 种 植 玉 
米 。 玉 米 苗 期 能 生长 在 含 NaCl0.21% 的 土壤 中 ,大于 0.3%% EK 

植株 死亡 。 
玉米 植株 含有 16 种 元 素 ， 除 C、H:、O; 来 自 CO; MKS, HH 

都 要 从 土壤 中 吸收 。 需 要 量 较 大 的 有 N、P、K、S、Ca 和 Mg 等 ， 
需要 量 较 少 的 有 Fe、Mn、Zn、Cu、Ba 和 Cl: 等 。 玉 米 从 抽 礁 前 

10 天 到 抽雄 后 25 一 30 天 是 玉米 干 物 质 积 累 最 快 、 吸 肥 最 多 的 阶段 ， 

这 个 阶段 吸收 占 总 吸 肥 量 70 一 75% 的 N、60 一 70% 的 P 和 65%% 的 

玫 。 每 生产 100 Fr eK FF Hi HF N1.75—2. 22kg, H,PO,0.59— 

0.85Kg 和 开 :O1. 5 一 1.84kg。 三 要 素 的 比例 为 2.6:1:2.2。 

饲 用 价值 “玉米 产量 高 ， 适 应 性 强 ， 玉 米 的 籽粒 、 荃 叶 营 养 丰 
富 ， 是 各 种 家 畜 的 优质 饲料 〈 表 43 一 1) 。 每 生产 一 公斤 猪肉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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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一 1 玉米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ih +F DM KR CM)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水 分 (%) i 
| mize]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ZOM | mae oe 

籽粒 辽宁 | 成 熟 期 11.61 7.61 4.61 1.39 ‘| 73.27 | 1.81 

秸秆 山东 -| 成 熟 期 | 11.20 3.5 0.8 33.4 42.7 8.4 

北京 | 成 熟 期 8.70 2.0 0.7 28.2 58.4 2.0 

分 析 部 位 

Pe “43-2 玉米 的 氨基 酸 含量 〈%) 

ae ices eee | 玉米 入 aah 玉米 青贮 浊 从 的 这 十 

| 
0.27 0.10 0.07 0.06 0.09 

0.39 — — 0.07 0.10 

0.25 0.03 0.03 0.01 0.03 

0.36 0.08 0.07 0.08 0.12 

0.03 0.03 0.01 0.01 0.02 

0.25 0.25 0.16 ~~ 0.06 0.08 

0.39 a: ea 0.10 0.15 

0.21 一 _ 0.04 0.08 

0.31 0.09 0.07 0.06 : 0.02 

0.25 0. 06 0.08 0. 06 0.08 

0.13 0.04 0.02 0.02 - 0.03 

0.34 0.10 0.90 0.06 0.08 

0.02 0.03 

分 析 部 位 | 地 点 于 (0 

玉米 秸 宁夏 94.6 600 8.8 35.0 10.0 | 0.19- 

玉 HK 北京 85.2 94 4.6 18.0 5.4 一 

5.6kg EKA, —-AREAS l0ke. 100kg 玉米 籽粒 相当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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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ke mw, 125keHy RR, okeHAB. 是 肉牛 、 奶 牛 、 马 、 
羊 、 猪 、 禽 类 和 鱼 类 不 可 缺少 的 饲料 。 玉 米 整个 植株 都 可 饲 用 ， 利 
用 率 达 85% 以 上 ， 是 著名 的 “饲料 之 王 >。 玉 米 的 粗 蛋白 质 含量 5 一 
10%， 纤 维 素 少 ， 适 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SORA A, CALA AL, 

(0.2—-0.5%, 国外 最 近 膏 出 的 新 品种 有 的 高 达 .5% 。 重 米 各 个 部 分 

所 含 氨基 酸 成 分 不 同 〈 表 43 一 2 ， 以 籽粒 最 为 丰富 。 
玉米 的 微量 元 素 也 很 丰富 〈 表 43 一 3)。 

据 测定 玉米 闻 粒 中 含 维生素 A906.72mg/kgy 维生素 
B,0.934mg/kg, 4¢4:%B,0.272me/ke, 4 4 KES. 073mg/ke, 

We bh x 1.3—2.2me/keg, BR 3.7—6.3mg/kg.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测定 《〈 表 43 一 4)， 玉 米 的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较 
高 。 

表 435 一 4 玉米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 量 价 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分 析 部 位 (ALR LN fA LY EEA AeA DID | 代谢 能 CMa) 产 奶 净 能 
(%) (%) .| B ¢ (MJ/kg) | (MJ/ke) (MJ/kg) 

4 «6FL «| «10.17 3.83 86. 81 15.26 13.69 8.65 | 

EKE 3.22 0.91 57.99 9.51 8.00 4.97 

青贮 玉米 7323 2.51. 52.36 8.81 7204 4.51. 

”玉米 在 发 达 国家 85% 作 为 饲料 籽粒 为 猪 、 鸡 、 奶 牛 、 肉 牛 的 
HOR. PEAK, FEW DATTA Hy a Bl AT RE, 
玉米 作为 饲料 作物 在 我 国 的 地 位 日 趋 重要 。 
栽培 要 点 “玉米 在 我 国 的 栽培 历史 大 约 有 470 多 年 。 但 出 于 产 

量 高 ， 品 质 好 ， 适 应 性 强 ,栽培 面积 发 展 很 快 。 目 前 我 国 播种 面积 
在 3 亿 亩 左右 ， 仅 次 于 稻 、 麦 ， 在 粮食 作物 中 居 第 三 位 。 在 世界 上 
仅 次 于 美国 。 我 国 对 玉米 的 栽培 技术 也 积累 了 丰富 的 经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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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 我 国 玉米 产 区 自然 条 件 差 别 很 大 ， 要 根据 本 地 的 无 霜 基 
Kis, MG, LM, TE, ROMA, BE 
KAZHVRLHPE RG. DEER RORA, BT 
2. | 
玉米 的 播种 期 受 温度 ， 湿 度 的 影响 。 春 播 玉 米 在 7.6cin $B 

WEIS CHER AN. FAG ROKER AR 
后 及 时 播种 。 
”播种 深度 ， 依 土壤 丧 情 为 2.5 一 10cm， 以 5 一 6cm 最 适宜 。 每 

HIRE 3 一 4kg， 每 亩 4000 一 6000 株 。 

饲 用 玉米 的 种 植 方式 。 单 播 , 从 种 植 到 收获 便于 机 械 操 作 。 和 大 
豆 、 穆 食 豆 、 欧 豆 、 毛 叶 车 子 间 作 ， 可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的 蛋白 质 产 
量 。 

管理 ， 玉 米 植株 高 大 ， 籽 粒 和 鞋 叶 产量 高 ， 要 求 管理 精细 。 施 
肥 、 灌 水 、 化 学 铠 草 及 防治 病虫害 等 是 玉米 高 产 栽培 管理 中 的 关键 
技术 措施 。 

要 获得 高 产 优质 的 玉米 ， 播 前 每 亩 施 2000 一 3000kg 优 质 展 肥 
作为 基肥 。 播 种 时 施 4A—oke/ RMR, 15—20ke/HU RRS, 
2—3ke/ At PPE PEE 

ER. BM. M.A . SER 
10—20kg/H. N:P: K¥1:0.5—0.8:0.8, 

玉米 喜 半 于 里 气候 ， 但 对 水 分 十 分 敏感 。 开 花期 一 株 玉米 每 天 
耗 水 约 2kg， 每 亩 每 天 耗 水 3 一 4m3s， 全 生育 期 耗 水 250 一 350ms。 

不 同 生育 期 玉米 对 水 分 的 需要 不 同 。 抽 雄 前 10 天 至 抽雄 后 10 天 是 玉 
米 一 生 中 需 水 最 多 ， 对 水 分 最 敏感 的 时 期 ， 称 为 “ 需 水 临界 期 ?。 
这 个 时 期 要 进行 灌溉 。 玉 米 一 生 中 一 般 要 浇 水 3 一 4 次 , 依 不 同 地 区 ， 
具体 情况 而 异 。 灌 水 方法 ， 我 国 目前 多 为 沟 灌 、 畦 灌 ， 最 近 发 展 利 
用 喷灌 、 滴 灌 ， 后 两 种 方法 ， 既 节约 用 水 ， 又 灌溉 均匀 。 玉 米 不 而 
涝 ，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及 南方 两 量 大 的 地 区 ， 要 注意 排水 或 采取 八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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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AAR SRB AL 
ORB R AEE RGA, ABU. OBA mR. WH 
iAH BRR. HORI. ER HEE. SEIN Ae NO RE 
用 抗 病 品 种 、 加 强 栽培 管理 、 合 理 轮作 及 药剂 防治 等 措施 及 时 防治 
病虫害 。 

4. SX I ( 著 钟 怀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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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 

， 一 一 全 全 
豆 科 Leguminosae 

44, Bail Fe SER 

- Alhagi sparsifolia-Schap.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豆 科 半 灌 木 , 高 60 一 130cms/ 莹 层 灰 绿色 ， 
AEH, RIK 1.2—2.5cm. BHRA, HS NB RITAB. K 

0.5—2cm, H0.4—1.5em, Jew, ALP BLE, Ba Tm 被 巾 
生 短 柔 毛 :叶柄 长 3—-lomm, ERE. BIRR, BE BH 
KR, K1.5—dem, HSA, HVHR, PH SAB, RH, AE 
RARE HERE, DRAM, KA 8mm, WKH 5mm, 
KARRI K, HORI, FRE, Li. 荚果 串珠 状 ， 弯 
曲 ， 不 开裂 〈 图 44) 。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内 蒙古 、 甘 肃 和 新 疆 均 有 分 布 ; 苏联 、 伊 朗 、 
阿富汗 、 巴 基 斯坦 和 印度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芯 叶 骆 驼 刺 春季 萌发 和 生长 与 春季 雨量 

关系 较 大 ， 雨 量 充足 ， 萌 发 较 早 ， 生 长 较 快 。 在 新 疆 ,一 般 在 3 月 
下 旬 萌 发 ，5 一 7 月 开花 ，8 一 10 月 结果 ， Rk ARATE, + 

季 植 株 仍 保持 黄 绿色 。 Py 

Bi Fe Fe RA BEATA HARARE ARAR AN. TRO ARI PB 

Fy 3h ERB 30% HH PRE, ARAM RRS. — PRB 
驼 刺 地 下 部 可 占据 100 一 500m ”的 土地 ， 根 入 URI 12m, MRK 

30m。 能 保证 在 荒漠 地 区 中 极为 炎热 干旱 的 夏季 得 到 正常 供水 六 故 
能 在 干旱 的 生境 条 件 下 良好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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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 叶 骆驼 刺 种 子 

坚硬 ， 在 干旱 条 件 下 

RAF. AeA 

ET OE ey i EE 

dh FL Bl. Ht UH 

Be Wal fy SE TE BE AE Hh 

Page. Fei AS it 

th Bik ADS PEAR GR AD 

植物 。 

Bie Ht Be SE a Ay it 

2h hE WA LE 
灌木 ， 盐 化 低地 草 旬 

植物 。 主 要 分 布 新 疆 

AY PASE. AR Set A ait 

河西 走廊 西部 地 区 ， 

常见 于 冲积 一 洪 积 扇 

扇 缘 地 带 的 盐 化 草包 | 

上 。 适 应 的 土壤 条 件 图 44 OT Se SER] «6Alhagi ee 

颇 为 广泛 ， 多 生 于 沙 Scher: | 
mim ht Rath, Or. Wt. Wt Tea Tee 在 

以 疏 叶 骆驼 刺 为 建 群 种 的 盐 化 低地 草 旬 草 场 上 ， 生 长 发 育 恨 好 二 和 营 

BAEK, SA 60x 70cm, KAWK1.5x 3m; 株 高 30 一 80cm。 

a 5 3 (Phragmites communis), Iki HE (Glycyrrhiza 

intlata) 和 花花 柴 (Karelinia caspica) GARHR., AWHSE 

SEAR PEA ON BB CAcroptilon anstrale), ¥F 
B@ (Swainsonia salsula), #§283% (Taraxacum sp.) Fl— 428 

BA ACE 18 0 MA A 5 AA 
组 成 中 的 典型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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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UMA BIS SE ER. RE EE ee, 
霜 打 后 更 喜 食 KERRERER. WEMBEERR. KEES 

”有 涤 冬 邓 梢 黄 后 较 喜 食 ， 有 催肥 抓 硫 作用 。.9 月 下 名. 枯黄 后 ， 仍 保留 
少量 叶子 。 当 枝条 纤维 素 增多 而 适口 性 降低 时 ， 仍 为 骆驼 山芋 和 
绵羊 所 喜 食 ， 并 有 保 采 作 用 。 在 冬季 无 草 的 情况 下 , 家 畜 采 食 叶 子 、 
种 子 和 较 柔 软 的 枝条 。 | | 

RUM BABE ET SF 30 一 50kg。: 营 养 价 值 好 ; MERE 
较 高 HWLTORSERA MEU), 家畜 采 食 后 能 增加 体 
AT ORE. FRRRARHSHRH13% 以 上 。 据 试验 ， 每 
50KSg 骆 驼 刺 草 粉 的 营养 价值 相当 于 40kg BR, WARS 

玻 叶 骆驼 刺 也 是 一 种 较 好 的 蜜源 和 药 用 植物 。 
疏 时 骆驼 刺 因 具 有 和 刺 状 花梗 ， 特 别 是 细毛 羊 在 采 食 过 程 中 ， 其 

针 刺 拉 挂 羊毛 ， 影 响 羊毛 的 产量 和 质量 ， 同 时 也 影响 适口 性 。 若 将 
开花 、 结 实 期 的 疏 叶 骆驼 刺 调 制 成 干草 ;尤其 是 制 成 干草 粉 后 ， 冬 
季 饲 喂 家 畜 ， 适 口 性 可 大 大 提高 ， 而 且 有 较 强 的 催肥 作用 。 据 新 疆 ， 
NRF GES) OT GT IR SER ETE EA 质 含量 在 13.87% ， 如 表 

44 一 1。 能 量 价值 及 与 首 蒂 干草 营养 价值 比 见 表 44 一 2 44-3, 

表 44—1 BEM SSE RI AES a 

FMR -C%) 钙 | R 
Rn 生育 期 -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 ea maa era i leTsee| CO | 0 

1982.| 新 疆 
全 株 6.3 | 库 车 | 开花 | 8.80 113.87 | 2.14 123。64 |50.70 9.65 | 1.68 | 0.16 

全 株 . | 1982.| 新 疆 结实 8.23 | 9.08 | 1.15 |23.09 |56.90 | 9.78 | 1.37 | 0.15 
9.10! 库 车 

-”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草 分 析 室 分 析 。 

分 布 在 固定 或 半 固 定 沙 乓 上 的 蓝 叶 骆驼 刺 ， 能 适应 沙 埋 ， 地 上 

分 核发 达 ， 成 为 株 处 ， 具 有 良好 的 防风 固 钞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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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HEUER AR 消 Ruane | ， 净 能 
收 草 名 称 | 生育 期 oe) | “au | Fl | 

RC%)| 〈《%7》 | 化 率 《%) | (MI/ke) | (MI/ke) | icvitrs, 

pied sem 2077 | 55e6% | 9.66 | 7.19 | 5.00 © 新 疆 喀 什 

* 北京 农业 大 学 畜牧 系 测定 。 

R44—3 朴 叶 骆驼 刺 与 首 藩 干草 营养 价值 比较 

饲料 单位 kg/kg)， 粗 蛋白 质 (g/kg) | 
pay re ait Rei aE ME EM OT ree 

| an | 与 音 荐 干 章 比较 含量 | SHRPRER 

HEBER 0.536 1 113 1 

Be 36 SE RE 0.295 0455 126 Wi} 

45. 紫 穗 槐 

Amor pha fruticosa L. 

别名 WA. HR. MIE, 
形态 特征 ” 豆 科 紫 穗 槐 属 ， 落 叶 灌木 ， 高 1 一 4m， 从 生 、 枝 时 

繁 密 ， 直 伸 ， 皮 暗 灰色 ， 平 滑 ， 小 枝 灰 褐 色 ， 有 凸 起 锈 色 皮 孔 ， 幼 
Ne REE, MUR, BBB, MAE, ABORT, A 
H11—25, NB, RH. HA, CmAe, ah, HAA 

BAS ARR. BORE ERE SE LAE a AE Ben AE, ERA Ey 苯 
Ee, BATRA, BOR RE, FOR, aR, RB 
短 ， 长 7 一 9mm 、 棕 褐色 ， 密 被 瘤 状 腺 点 ， 不 开裂 ， 内 含 1 种 子 。 
种 子 光泽 ， 花 期 5 一 6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 图 45)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河 南 、 华 东 、 潮 北 ; II 
等 省 〈 区 )， 原 产 美国 。 苏 联 、 朝 鲜 也 有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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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RM 
Se. it. mL, it 
HP, TUL. bia 
性 极 强 的 灌木 ， 在 芒 
山坡 、 路 旁 、 河 岸 、 
盐碱地 均 有 生长 ， 华 
A RAG BIW AR 
HWS RMR 
进行 根 萌芽 无 性 繁 
i, WR, 根系 
发 过 ， 每 从 可 达 20 一 
50 根 萌 条 ，. 平 茬 后 一 

se A BH 条 ,高 ' 达 1 一 

am, 2 年 开花 结果 ， 

种 子 千粒重 约 10g, 
每 公斤 含 种子 7.5 一 
9.5 Hh, RHR 

aiken He WSS 
Sw Gee Ghee \ f > a oD), NUD Ves) NEN 

图 45 4st Amorpha fruticosa L, 

N 

70—80% RRIF TK, 绝对 低温 - 30‰2， 冻 土 达 王 2my， 

枝条 被 冻 枯 后 仍 能 从 根 萌发 新 株 。 在 宁夏 腾 格 里 沙漠 ， 地 面 温度 高 

达 70" 时 也 能 生长 。 在 沙 层 含水 量 2.7% ， 于 沙 层 达 30cm 或 被 水 

45 天 后 均 可 生长 。 耐 盐 碱 性 也 很 强 ， 在 含 盐 量 0.3 一 0.5% 的 土 

壤 中 也 可 生长 良好 。 因 此 ， 它 是 抗 逆 性 强 ， 应 用 价值 广 的 一 种 优良 

灌木 。 -:; 

饲 用 价值 “ 紫 穗 槐 主要 是 嫩 枝 及 叶 作 饲 用 。 因 枝 . 叶 有 异味 , 牛 、 
羊 放牧 时 不 喜 食 ， 但 晒 干 后 可 供 冬季 饲 用 。 其 化 学 成 分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粗 蛋白 质 高 达 25.7% ( 表 45 一 D)。 糖 化 后 是 营养 价 什 
较 高 的 饲料 ， 干 物质 中 的 能 量 价值 见 表 45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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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46 «ed 45—1 紫 穗 槐 的 化 学 成 分 

_ [Ka f FF WW RM) |) we | ee 
TRF HM 

Koo] aeeaie | me | mete | moe Dome (4) | 

东 ” 北 十 12 站 22.8 } 12.8 13.8 5.9 44.7° |'0031 | 0.28 

辽宁 北 票 | i2 | 15.0 | uss0 =| ea? | 9.4 ° [ib gg. ge?) RTT 
四 川 雅安 |-12 | 25.7 15.7 11.8 47 ,| 421 | 1.06 | 0.18" 

aR2A{ 12 24.3 | 14.6 10.0 5.3 45.8 |0.76| 一 

表 45 一 2 ” 紫 穗 槐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风干 物质 中 + 物质 -中 | 
- 粗 纤维 

样品 来 源 总 能 Fist Ae (ME) 代谢 能 (ME) HEA os 

(MJ/kg) (MJ/kg) (MJ/kg) (%) 

东 dt | 16.27 © 3.48 3.97 25.9 15.7 

writ | 15.24 3.28 3.69 17.0 = | 18.0 

pu Ji} eee 17.14 -* BeBe 4.19 : F 2eu2 13.4 

云南 会 泽 16.48 _ 8652 4.06 2767 1T 3! 

SUM BLY OPIS, PEABALI AK, AE REZS BAT 5000ke, © 
第 三 年 可 收 10000 一 15000Kg， 第 三 年 可 收 25000—30000kg, 

紫 穗 槐 还 是 优良 的 绿肥 作物 ， 肥 效 高 , FL Me RE 1.32%, 
% 300ke hyn, “AF 50Kg 豆 饼 的 肥效， 每 eee ke; 

含 钾 '7.9kg。 

REEVE SAE BMAD, Fy ey Re, fem 

粒 结 构 ， 并 可 直 控 供给 植物 营养 。 施 用 紫 穗 槐 绿肥 三 年 之 后 ， 宣 塘 

水 分 ; 有 机 质 及 含 氮 量 都 有 增高 的 趋势 , 而 含 盐 量 则 有 降低 药 现 象 ; 

SRI TG. 3 倍 ， 有 机 质 增 加 61% ， 水 分 增加 36%。， 同 时 根系 存 

根瘤 菌 ， 更 可 以 提高 土壤 肥力 和 生产 力 。 

oe Fil a A Hit Hh oe PE A SE, 在 含 盐 量 0， 39% 的 情况 下 ,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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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正常 ， 同 时 植株 众生 ， 叶 部 丰茂 ， 占 60%， 可 以 防风 防 沙 。 因 

此 是 很 好 的 防风 ;固沙 和 水 土 保持 植物 。 

紫 穗 槐 的 枝条 软 而 直 ， 可 编制 信 、 篮 等 是 副业 的 主要 原料 之 一 。 

种 籽 含 油 10 一 15% ， 可 做 为 甘油 及 润滑 油 。 紫 穗 槐 在 花期 还 是 蜜源 

Ki. | 

栽培 要 点 ”上 兹 穗 槐 适应 性 很 强 ， 栽 培 方法 简单 。 可 以 直播 ， 经 

过 育苗 移植 或 搬 条 复活 后 ， 不 需 整枝 ， 也 不 需要 灌溉 ， 茎 叶 内 含有 

一 种 特殊 气味 ，、 能 抵抗 病虫害 。 

育苗 的 苗 转 要 选择 土壤 芯 松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 土 。 播 种 时 ， 因 . 

菜 皮 诗 含 有 蜡 质 ， 常 因 吸 水 困难 ， 发 芽 慢 。 因 此 ， 播 种 前 需要 浸种 

催芽 处 理 。 以 春播 为 好 ，4 月 中 旬 至 5 月 中 旬 。 播 后 10 天 左右 出 齐 ， 

5 一 6 天 后 除草 ， 苗 高 cm 有 时 进行 一 次 间苗 , 苗 高 12cm 时 进行 定苗 ， 
株距 9 一 12cm 为 宜 。 第 二 年 春季 可 开始 起 苗 移 裁 。 每 公 质 播种 量 

每 公 项 产 30 一 50 万 株 。 在 雨季 也 可 以 直播 ， 较 育苗 省 

、 省 钱 。 也 可 在 雨季 揪 条 繁殖 ， 选 用 一 年 以 上 的 枝条 ， 每 条 前 成 

择 条 时 最 好 在 雨季 进行 ， 有 条 件 时 最 好 进行 

灌水 。 

( 李 建 东 ) 

46. JRE a oe ES 

Astragalus cicer L, 

别名 MURA, 

PSHE EMR RADA RE RS EERAMD. MAI 

而 强大 的 直 根 和 根 葵 两 部 分 组 成 。 直 根 上 部 直 径 在 2cm WE, FL 

白色 到 浅黄 色 。 主 根 及 侧根 上 均 可 产生 根瘤 ， 根 瘤 开 始 呈 姜 状 ， 随 

分 校 不 断 增 加 ， 后 呈 球 形 ， 直 径 在 2cm 以 上 ， 主 要 分 布 在 20cImi 以 

上 土屋 中 。 根 茎 上 有 节 ， 节 长 2 一 gcm， 节 上 有 膜 质 化 的 叶鞘 。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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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MALAYER 

Zap RK. ER 4 HE 

5cm 以 上 表土 层 中 。 

茎 较 细 ， 直 径 0.3 一 

0. 5cm, 基部 紫红 色 , 上 

BRAKES, Sy TRIN AR AE 

&HE, WAM MA 

甚 明显 。 第 一 年 饥 甸 生 

长 , 第 二 年 前 期 直立 , 后 

HMMA. BK 70 一 
150cm， BEE 40 一 

70cm。 ARIA, 基部 

分 枝 一 般 3 一 5 个 ， 侧 枝 

4—104. RARE 

叶 ， 每 个 复 时 有 小叶 

15—33k. AM K 

形 ， 长 2.5 一 4.0cmy, 宽 

1.0—1.5cem. Hy fii AAT 
i460 «eR TEBE «©=0 Astragalus cicer L. . 

ere 4 HEE. FLIER BEE, 和 叶柄 对 生 ， 着 生 在 叶柄 基部 
Ch PM, ARATE, RW, REARS. MR, 
BERR, Gynt a Ae Be a ESE, ES SES AR BLE 

每 英 有 种 子 3 一 11 粒 。 种 子 黄色 ， 带 有 光泽 (图 46) 。 5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欧洲 ，1931 年 加 拿 大 从 苏联 引进 。 近 年 来 我 国 

从 加 拿 大 ， 美 国 引入 。 目 前 加 拿 大 、 美 国 栽培 较 多 。 经 在 我 国 辽 宁 、 

北京 、 山 西 、 陕 西 、 河 南 、 浙 江 、 云 南 等 地 试 种 ， 生 长 良好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鹰 嘴 黄 忒 适 于 温暖 湿润 气候 ， 在 潮湿 的 

沙 质 土 ， 示 壤 土 上 最 能 表现 其 生长 特性 。 抗 寒 力 、 耐 将 性 较 强 , 亦 

抗 高 温和 耐酸 ， 但 不 耐 盐 碱 和 水 渍 ， 适 宜 在 微 酸性 和 中 性 土壤 上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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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ERS} RPE, AP PA Ae A EE. 
SPD EEKMEERER, SPER RZ. HASLAM 
(AE, : 根 荃 上 根 树 芽 横 向 水 平生 长 形成 根 鞋 ， 分 枝 向 上 本 长 则 形 
成 新 的 植株 。 新 植株 形成 新 的 营养 根 和 根 芭 。 这 些 根 荃 和 根 蔡 分 枝 
纵横 交错 ， 在 表土 层 中 形成 稠密 的 根 葵 层 。 随 着 生长 年 限 延 长 ， 植 
PRES HE, 概 蔡 数量 不 断 增加 。 种 子 硬 实 率 高 ， 一 般 为 70 一 80%s 硬 
灾 率 随 着 几 存 年 限 延长 而 降低 。 条 件 适 宜 时 ， 枝 条 托 播 可 形成 新 的 
植株 。 可 用 根 荃 和 枝条 进行 无 性 繁殖 。 

“1 在 砂 京 地 区 秋月 凸 旬 播 冲 ,7 月 中 旬 开 花 ;8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郊 ，12 
月 上 名 干枯 ; 第 二 年 4 月 上 旬 返 青 ,5 月 中 名 开花 ,6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SIGMA MOREE EZEM RMS, WAR, WA, 
ROME, PSVERGR SOB. “RRGRERA, Zot 
FUR W116, MP MRL. BEM, BEIT 

. 称 之 为 长 毛 免 的 补品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见 表 46 一 1。 

表 46 一 1 BREVIS ka* 

Hh F BW Wm (% 
分 析 部 位 | 采样 时 间 人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A | 粗 灰分 

85.5.9 | @ HH] 84.9 | 29.59 3.96 18.19 | 38.54 9.72 

g5.5.24| 76 Hh] 982.7 | 25.29 | 4.00 | 23.85 | 38.46] 8.40 
全 株 

85.6.8 | 花草 期 

85.7.8 | 成 熟 期 

80.5 | 20.79 | 3.42 | 29.97 | 38.64 7.18 

tan 9 17.19 2.97 32.35 38.34 9.15 

* ,中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46 一 2 ” 座 嘴 黄 苞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分 析 守 RB =) FP 茶 瑞 i a 奏 FE IB AA A 1 A AKI ARR 

0.39 

er i 
0.85 全 株 1 1.05 | 1.05 | 0.10 0.96 | 1.02 | 1.33 1.04 

OF) 中 国 改 业 科学 院 畜 收 研究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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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嘴 黄芪 可 青 饲 ， 亦 可 了 晒 制 干草 ， 也 可 与 禾 本 科 饲 料 作 物 混合 
青贮 。 在 北方 ， 一 年 可 浏 割 2 一 3 次 ， 亩 产 鲜 草 3500 一 4000kg; 在 

南方 ， 每 年 可 浊 割 3 一 4 次 ， 亩 产 鲜 草 4000 一 4500kg。 地 二 MAH 

稠密 ， 地 下 部 有 稠密 的 根茎 层 和 强大 的 根系 ， 是 优良 的 水 士 保持 植 
, SERB. | 

HRSA MOM EMTALA, BATA, 在 南 

OF, HARRAH. RERRRMAR, DR KHLMeM. H 
期 生长 缓慢 ， 播 前 整地 消灭 杂 草 ; 结合 整地 施 磷 钾肥 20—25ke, 

. FAR 2 一 3cm。 用 种 子 育苗 、 枝 条 插 择 育苗 或 根茎 移 栽 , 每 雷 2000 一 

3000K AH, RED T2000.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危害 ,应 注意 中 耕 铠 草 。 eI TE 

ARDS, ARBRE, WAKER ERE ME1O—l5cmU E. 

种 子 易 受 籽 实 蜂 类 害虫 危害 ， 蕾 期 起 至 种 子 成 熟 ， 每 隔 10 一 

15 天 用 乐 果 类 内 吸 剂 药物 防治 一 次 。 <= 
HER) 

47. TERE 

Astragalus galactites Pall. 

别名 FAARK.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豆 科 紫 云 英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 一 10cmy， 

具 短 缩 而 分 歧 的 地 下 茎 。 地 上 部 分 无 或 具 极 短 的 茎 。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9 一 21， 小 时长 圆 形 、 椭 圆 形 至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5mm， 宽 

1.5 一 3mm， 先 端 钝 或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攀 形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被 平 

伏 的 丁字 毛 ;， 托 叶 卵 状 三 角形 。 花 序 近 无 醒 ， 花 密集 于 叶 丛 基部 如 

RAK, FESR, SRIPRHABKRE, “gah, RB. K 

RONG, Fev Aw 〈 图 47)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蒙古 及 苏联 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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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iy 5 oe 态 学 特 
性 一 白花 黄 芮 是 无 茎 的 多 

年 生 轴 根 牧 草 。 主 根 入 土 

较 深 ， 可 达 lm AA; 根 

幅 较 宽 ， 可 达 30 余 cm 

侧根 较 少 ， 常 斜 伸 或 水 平 “ 

Bie mw | 
据 在 内 蒙古 草原 地 带 

观察 ， 白 花 黄 芪 4 月 中 名 

开始 生长 , 5 月 上 名 至 6 月 

上 名 大 量 开花 ，6 月 至 7 

AAR, 8A AP RR 图 47 AER Astragalus gala- 
白花 He ze A ctites Pall. 

本 ， 春 季 在 草原 群落 中 可 形成 明显 的 开花 季 相 。 耐 干旱 、 耐 寒 。 广 
泛 地 分 布 于 草原 区 ， 也 进入 现 满 草原 中 。 训 生 于 砾石 质 和 砂砾 质 土 

eb, JSC WBC AL ty BE ICEL 3 
Fi 76 Be ee BU OL PEAR AP, “Ee HLT WA Bay OR BR ET 

(Stipa krylovii), KEF (S, grandis), RA tH (CS. kle- 

menzii) ASAE RSE (S. breviflora) 为 建 群 的 草原 群落 中 。 

饲 用 价值 ”白花 黄 蕊 是 放牧 场 上 的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它 在 春季 返 

” 青 早 。 绵 羊 、 山 羊 最 喜 食 其 花 和 嫩 叶 ， 花 后 采 食 其 时， 夏秋 季节 采 

食 较 差 ,次 季 残 留 无 玫 , 故 采 食 很 少 。 马 春 、 夏 季 均 采 食 ， 和牛。 骆驼 

利用 较 差 。 据 在 内 蒙古 锡 林 郭 勤 盟 访 问 资料 ， 牧 民 认 为 羊 在 开花 期 

采 食 较 多 时 有 泻 肚 现象 ， 如 采 食 过 多 时 ， 有 致命 的 危险 。 究 竟 是 中 

毒 ， 或 是 家 畜 因 采 食 过 多 造成 消化 不 良 ， 上 胀 肚 而 死 ， 尚 待 研究 。 

据 许 令 好 报道 ， 在 凡 蒙 古 地 区 测定 白花 黄 忒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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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一 1 白花 黄芪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 

春 | 夏 | 秋 k 

Hy | 76. 48 | 77.99 | 74.05 | -一 

据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分 析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47 一 2。 

表 47 一 ; 白花 黄 苇 的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5 FW KM) 钙 |B 

生育 期 oe | er | eee 采样 地 点 
Co) | 租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JOR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0 | 000. 

PaaS 
开花 期 |12.22 | 27.42 | 285 | 29.22 | 25.55 | 14.96 | 1.99 | 0.47 [MAB 

开花 期 | 8.08 | 21.61 | 2.67 | 22.94 | 38.09 | 14.69 | 2.85 | 0.40 1 内 蒙古 乌 兰 
ak: 

ETE EE TCC EG A, EE 
羊 所 利用 。 

RR) 

48. BAK BEE 

Astragalus polycladus Bur. et Franch. 

形态 特征 “多 枝 黄芪 系 豆 科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根 状 鞋 粗壮 币 ， 
MES, WB, KH50em, MRA. AME II—21, HARE 
针 形 或 阔 椭 圆 形 。 长 3 一 10mm， 宽 1 一 4mm， 叶 两 面 均 被 有 白色 

伏 贴 的 长 柔 毛 ;顶端 钝 。 总 状 花 序 紧 密 ， 多 花 ， 花 冠 红色 或 董 色 ; 
莱 果 有 隔膜 ， 长 5 一 6mm， 花 果 期 6 一 9 个 月 。 

AAG PRE CA. sunpaninsis) 外 形 近似 ， 其 区 别 在 于 
多 枝 黄 世 苹果 腹面 有 隔膜 ， 种 子 排列 在 膜 两 边 ， 而 后 者 无 隔膜 〈 图 
48) 。 | | 

细胞 染色 体 ，2n= 2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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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四 x) 

ON, WG. Ht, ae 党 J 

南 及 西藏 东部 均 有 分 Mon § ZG “ated 
布 。 AE o i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Wo, : 
特性 SHARE yy, ay \ 
断 山 的 特有 种 ， 多 0 " 
分 布 在 海拔 2100— GD 

4100m 的 干旱 山坡 、 

平 浴 、 路 边 、 沟 谷 。 

多 校 黄芪 属 寒 温 

带 地 区 多 年 生 豆 科 草 

AED, ERB LR 

其 毗邻 地 区 分 布 十 分 

广泛 。 从 水 平分 布 情 图 48 多 枝 黄芪 Astragalus polyclaus 

况 看 , 滇 西北 ， 川 西 、 Bur. et Franch. 

川西 北 、 甘 肃 南 部 ， 藏 东 和 青海 南部 高 原 地 区 均 有 自然 分 布 。 横 断 

山高 寒 地 区 是 它 的 重要 分 布 区 。 

多 枝 黄 莽 有 较 强 的 适应 性 ， 最 适 于 向 阳 的 山坡 、 坝 地 ， 土 壤 潮 

湿 ， 有 机 质 丰 富 的 土壤 环境 。 具 有 较 强 的 耐寒 、 耐 旱 能 力 ， 在 四 川 

省 阿坝 县 的 寒 温 带 地 区 ， 全 年 平均 气温 0 一 6%2，7 月 平均 温度 10 一 
12.9%C，1 月 平均 气温 6 一 7.9"C2， 极 端 最 低温 可 达 - 33.997, SOC 

的 积温 300 一 681SC 无 霜 期 很 短 ， 仅 3 一 47 天 ， 甚 至 常 年 可 见 霜 雪 ， 

年 降水 量 700mm 左 右 ， 且 有 50% 集 中 在 5 一 月， 于 湿 季 明显 。 在 

多 冰雹 和 大 风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多 枝 黄 忒 仍 然 能 生长 。 在 群落 中 竞争 

FE FRR, FTCA FEMA HM, CRRA. Boh, ERE 

Pio WARESRAM, MALL, -BAAA, MT RRAK. 

6 月 开花 ， 茎 、 叶 、 花 近乎 同时 生长 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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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 SRR ANMAMR, CHRP, BALM, 
附 牧 力 强 , 章 质 优良 ， 常 年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喜 食 ， 是 天 然 草场 上 的 优 
BAH. WERE AGE RA, Ae CBOE, 
HRTEEW, RTSSWER BRE. 

本 牧草 的 营养 成 分 高 ， 适 口 性 好 ， 其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食 ， 特 别 对 
于 绵羊 、 纤 牛 等 高 守 地 区 的 草食 家 畜 来 说 ， 它 更 是 天 然 放 收场 上 的 
重要 而 优质 的 牧草 来 源 。( 表 48 一 1、48 一 2) 。 

表 48 一 1 多 枝 黄 谍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干 物 质 〈(%) | 
水 分 〈%) 

neo | oki | wate | KD [amma 

10.79 | 16.32 | 2.29 | 19.73 } 13.32 - 48.34 
| 

表 48 一 2 多 梳 黄 茎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A 
K Na Fe Mn Cu Zn Ca P S 

元 素 名 称 
| (%) | (ppm) | (ppm) | (ppm) | (ppm) | (ppm) .| (%) | (%) | (ppm), 

4H | 1.49} 6.68 | 38,64 | 10.09 | 239° | 4.34 | 225} 0.36] 0,29 

SRE -种 很 有 栽培 前 途 的 野生 牧草 ， 青 海 省 铁 下 加 草 天 
改良 试验 站 首先 用 它 和 其 他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建 立 人 工 草场 ， 生 长 
良好 ， 其 生产 性 能 ， 再 生 能 力 和 营养 成 分 均 较为 理想 ， 是 较 好 的 浊 
BRIA BBO 

eb, BBA VEE RE, AEA BGR, HRW. ERE 
Ri KIA. —KSRRERT BR Im2? 的 土地 ， 因 而 可 以 成 为 良 
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特 别 在 气候 较 寒冷 ， 植 物 稀少 ， 水 土 流 关 较 严 
重 的 地 区 种 植 ， 更 具有 很 大 的 经 济 价值 。 

( 刘 玉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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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PE 

Astragalus yunnanensis Franch. 

形态 特征 ”云南 黄芪 是 豆 科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主 根 粗 大 。 蔡 极 
短 。 羽 状 复 叶 ， Hop 11—23, WM, K44-9mm, H4— 
6.5mm， 上 面 近 无 毛 ， 下 面 有 白色 和 柔 毛 。 总 状 花序 腋 生 ， 花 冠 村 
Re, KA 20cm, RAM, RHAABKES. KEG B. 6 月 下 
WHE. 5SSRRERE ERG, SR C49). 

地 理 分 布 ”云南 、 四 川 及 西藏 昌都 地 区 。 
生 胸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云南 黄芪 是 

草 之 一 ， 耐 寒 、 耐 时 
能 力 均 比 多 枝 RE 
强 。 生 于 海拔 3500 一 

4800m 的 山坡 、 草 地 

或 流 石 浴 上 。 这 些 地 
区 年 平 均 气 温 小 于 
0"C， 最 热 月 份 气 温 
低 于 10%C2， 几 乎 全 年 
BALE, 最 低 气 温 
在 -35%C 以 下 。 雨 量 

小 ， 雷 暴雨 多 ，5 一 9 
AAWE, HEKB 
大 风 , 霜 雪 全 年 可 见 。 

”在 这 样 恶劣 的 寒 、 旱 
气候 环境 中 ， 云 南 黄 
TE WR AE TE HAE 
AY MRI. BH 

SHIM) 
MLZZYD  Y 

Zoya 
PD Grex 

图 49 ZRH Astragalus yunnanensis 

F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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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m, HEEB, IPRS. 7 月 开花 ， 花 蔡 、 叶 迅速 
生长 ， 牧 草 生 长 期 仅 100 天 左右 ， 到 9 月 初 即 停止 生长 。 
饲 用 价值 ”云南 黄芪 属 优良 牧草 之 一 ， 枝 叶 丰 茂 ， 质 地 和 柔软 ， 

适口 性 良好 ， 常 年 为 各 类 家 畜 喜 食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49 一 1 及 表 49 一 
AS 

表 49 一 1 云南 黄芪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F WM | 水 分 《〈%) 1 
agen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ow d | 无 所 浸出 物 

10.58 | 11.81 | 3. 60 | 21.68 | 7.16 | 55.75 

表 49 一 2 ZABREHRELRES 

Na’ | Fe Mn Cu Zn» -\»Ca | P S 
元 素 名 称 

(%) |(ppm) | (ppm) | (ppm) | (ppm) | (ppm) | (%) | (%) | (ppm) 

& #/1.22| 4.45 | 22.66| 3.66 | 1.12 | 1.72 | 0.73 | 0.20 | 0.01 

云南 黄芪 是 横断 山高 寒 地 区 很 有 栽培 前 途 的 豆 科 牧草 ， 它 可 与 

披 碱 草 、 羊 茅 等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作 为 人 工 草场 及 天 然 草场 改良 的 
重要 草 种 之 一 。 | 

( 刘 玉 红 ) 

50. 本 条 锦 鸡 儿 

Caragana korshinskii Kom. 

WS HH. EH. KARR.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1.5 一 5m。 根 系 发 达 ， 一 般 失 主 深 达 5 一 

6m, 最 深 的 可 达 9m 左右 ， 水 平 伸 展 可 达 20 Rm. MR SHA. 

AI, DEKE, RAR, BRAKRE. WKRAH,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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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倒 披 针 形 或 

ARAB, TE 
面 密生 绢 毛 。 花 单 生 ， 
BR, EEE, 

ee Sees ees 

毛 。 莱 果 氢 针 形 或 短 

圆 状 披 针 形 ， 稍 扇 ， 

em, RACH. FP 

FRAME, Ye 
褐色 、 黄 褐色 或 褐色 

(图 50) 。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古 西 

部 、 陕 西北 部 及 宁夏 ;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TA BILE 

内 蒙古 于 不 月 开始 返 

至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开花 ，6 月 上 各 

SEE， 
NS jy 
Ves AY. 

Oe NEY 
Ay 

yy SKS S 
Ss ¥ ie < 

4 Y iS . 

办 SEE of, A bp 

图 50 #F XBL Caragana korshinskii 
Kom, 

BTA PHAR, 7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10 月 上 名 枯黄 。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萌 蓝 力 较 强 ， 能 耐 家 畜 哨 食 。 当 被 家 畜 噶 食 或 经 
人 工 平 着 后 ， 能 萌 莫 出 较 多 的 新 枝 ， 提 高 了 家 畜 可 食 部 分 的 产量 。 
据 陕西 省 佳 县 所 作 的 平 茬 试验 表明 ， 经 平 着 处理 者 ， 其 冠 幅 为 对 照 
的 127 一 216%， 新 枝 可 增加 140 一 297% 。 群 众 也 有 “ 柠 条 砍 去 一 
个 头 ， 弟 兄 万 个 往 出 走 2” 的 说 法 ， 认 为 它 的 萌 巷 力 是 很 强 的 。 

柠 条 饥 鸡 儿 在 内 蒙古 西部 ;: 播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但 在 停止 生长 

前 株 高 达 lcm 以 上 时 即 可 越冬 ， 第 二 至 第 三 年 生 长 速度 加 快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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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可 达 lm 左右 ， 第 四 年 即 可 开花 结实 。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开花 与 气温 、 光 照 等 生态 因素 关系 密切 8 4H 

强 、 温 度 高 时 则 开花 较 多 ， 开 放 的 也 快 。 据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多 年 

的 观测 ， 柠 条 锦 鸡 儿 在 一 天 内 花 的 开 放 以 14 时 最 多 ，.22 时 至 型 昌 
7 时 之 间 则 不 见 开 花 。-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结实 率 颇 受 其 结实 年 龄 与 群体 郁 闭 度 等 因素 的 影 

响 。 据 陕西 省 佳 县 打 火 店 林场 报道 ， 以 第 六 年 种 子 产量 最 高 ;平均 

亩 产 种 子 19.5ke, 其 群体 郁 闭 度 为 0.6 时 ， 种 子 每 军 产 量 可 高 达 

16.5kg。 了 此 外 ， 它 的 结实 率 高 低 也 有 周期 性 ， RARER 

从 年 ， 间 隔 时 间 大 约 为 1 一 2 年 。 

根据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测定 ， 符 条 锅 鸡 儿 的 种 子 在 用 蕊 的 第 三 

年 发 菠 率 就 显著 下 降 ， 为 正常 发 芽 率 的 30—40%, 第 四 年 .只 有 很 

少 的 种 子 发 芽 或 全 部 失去 发 芽 能 力 ， 因 此 ， 可 以 认为 在 常温 平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种 子 贮 藏 年 限 不 宜 过 长 。 

柠 条 锦 鸡 儿 为 喜 砂 的 旱 生 灌木 ， 多 生 于 荒漠 、 EU Ca a 

Ale. “Fide abd, 在 流动 沙 地 、 Bi vb Se ee BY Fr lB A Pe RI 

WEAK. CREAMER RD HB RE, RS De 
(Artemisia ordosica) K AWB (A. sphaerocephala) j% 

28 PFA ANY IL DER, PPAR LTE EE PE 
YER, BIR RBMKH AB A, Ai 1.5—3m, Ki 15x 2m, 

覆盖 度 - $995 10—20%, tT FIL TERM PRA ARES 

产量 的 4 一 10% 。 这 种 草场 在 利用 上 多 作 秋 季 放 牧场 或 冬 春 放 收 

柠 条 锦 鸡 儿 抗 逆 性 强 ， 能 耐 低温 及 酷热， 在 - 39°C 的 低温 下 

能 安全 越冬 ;在 夏季 沙 地 表面 温度 高 达 45°C HOS FEIE AK. 

分 布 区 的 年 平均 降水 量 在 150mm WE; 年 lich 笛 物 学 活动 

积温 为 3000 一 3600%2 。 中 国 科学 院 沙 漠 研 究 所 沙 坡 K WWI 

条 锦 鸡 上 各 项 水 分 生理 指标 的 测定 结果 表明 ， 其 束缚 水 与 自由 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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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1.53—3.13, MEHR IKIK 66.1% ， 水 分 饱 和 亏 缺 平均 
为 28.8% ， 有 吸水 力 为 15 一 25 个 大 气压 。 在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达 拉 特 
旗 展 旦 召 沙 地 上 测定 的 柠 条 锦 鸡 ILI BS 水 率 为 0.43% WL 
条 锦 鸡 上 抗旱 性 很 强 。 

柠 条 锦 鸡 儿 还 具有 耐 风 蚀 、 不 怕 沙 埋 的 特点 。 其 根系 被 风蚀 裸 
露 后 ， 一 般 情况 下 仍 能 正常 生长 。 植 株 被 沙 埋 后 ， 分 枝 的 生长 则 更 
加 旺盛 ， 在 内 蒙古 西部 柠 条 锦 鸡 儿 分 布 区 常 可 看 到 被 沙 埋 而 形成 由 
几 条 甚至 百 余 条 分 枝 组 成 的 固定 着 沙丘 的 大 株 从 ， 其 周围 积 沙 面积 
可 达 100 一 150m2， 积 沙 厚 度 可 达 5 一 7m。 

总 之 ， 柠 条 锦 鸡 儿 具 有 广泛 的 适应 性 和 很 强 的 抗 逆 性 , 是 荒漠 、 
荒漠 草原 地 区 的 优良 灌木 饲料 。 
IAM fram IL Sk, aR, BER, 适 

口 性 强 , BRSORS RAMA, A. PARRY RERAE 
幼 嫩 枝 时 ， 春 来 喜 食 其 花 ， 夏 秋 采 食 较 少 ， 秋 霜 后 又 开始 喜 食 。 马 、 
牛 采 食 较 少 。 它 含有 较 多 的 蛋白 质 和 氨基 酸 。 据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分 析 ， 其 营养 期 及 花期 地 上 部 全 株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0 一 1。 

_ 50-1 柠 条 锦 鸡 汪 的 化 学 成 分 * 

| 水 分 占 F D kk & (%) 
生育 期 | | 无 氮 分 析 部 位 

(%)》 | mea | 粗 脂 肪 | eter | JOR | 粗 灰分 

FER) 6.60 | 14.12] 2.25 36:92 | 40.04| 6.67 | 2.34 |.0.34 | 地 上 部 全 株 

开花 期 | 6.51 | 15.13] 2.63 59.67 | 37.18 5.39. 2631 | 0.32 | 地 上 部 全 株 

* .内 锭 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柠 条 锦 鸡 儿 营 养 期 地 上 部 分 含 第 一 限制 性 氨 ER — MAM 

(0.701mg/100mg 于 物质 ) KRKABHMAREH (0.60mg/ 

100mg FOR) 还 高 。 其 他 必需 氨基 酸 的 含量 见 表 51 一 2。 营 养 期 

和 平 物质 的 热能 为 18.27kJ/kg， 有 机 物 消化 率 为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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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一 2”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a a 充 | 革 | 其 | 和 | 本 至 | 及 
a|a|a) 2) a) Bl) a) | we lela 介 
酸 | ee ie ee 酸 | m lel mel i 

营养 red Sate 部 基 se 0.520 |0.138 0.903 | ti 

‘i ee 

aK HF | 

0.513 0.634 |0.701 |0.263 |0.726 

据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章 原 工作 站 资料 ， 一 般 在 人 工 草地 5 年 以 上 

ATRL, WAR FRY 量 每 WH 150—200kg; 平均 3 一 

4 亩 草地 即 可 养活 工具 羊 。 

sie Hh cide ARAN ical, 

Fae, KARTE. YEN SSH IM 
间 ， 家 畜 吃 到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幼 嫩 枝 梢 及 枯 叶 ,不致 乏 弱 ; BAB, 
早春 牧草 青黄不接 时 ， 它 先期 放 叶 开花 ， 母 畜 采 食 它 的 嫩 枝 汪 叶 及 
花 ， 可 迅速 恢复 健壮 ， 保 证 产 羔 。 夏 季 遇 到 干旱 ,草场 上 的 浅 根性 
牧草 连 片 枯黄 ， 有 的 牧草 甚至 死亡 ， 而 柠 条 锦 鸡 儿 则 凭借 其 强大 的 
根系 和 抗旱 性 能 ，- 仍 可 生长 良好 ,成 为 家 畜 夏季 ;干旱 时 的 “救命 
草 ?。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粗 老 枝条 经 粉碎 加 工 成 草 粉 ， 冬 季 及 早春 补 饲 
绵羊 及 山羊 ， 适 口 性 也 很 好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莱 果 及 种 子 也 是 很 好 的 
饲料 ， 据 分 析 ， 其 种 子 中 含 粗 蛋白 质 27.4% ， 淀 粉 31.6%63 将 其 
种 子 加 工 处 理 后 喂 羊 ， 对 羊 的 催肥 作用 不 亚 于 大 豆 。 1 : 

柠 条 锦 鸡 儿 还 是 很 好 的 防风 固沙 、 水 土 保持 树种 ， 可 调节 小 气 
候 ， 涵 养 水 源 、 改 变 自然 生态 环境 。 此 外 ， 它 还 是 很 好 ;的 蜜源 植 
物 ， 其 根 、 花 、 种 子 均 可 入 药 ， 有 汶 阴 养 血 、 通 经 、 镇 静 、 止 痒 等 
效用 。 
栽培 要 点 
选 地 ， 种 植 柠 条 锦 鸡 老 应 选择 年 >T0%c 的 积温 3000%c; 以 上 地 

区 的 固定 、 半 固定 沙 地 或 覆 沙 地 。 
整地 ， 为 了 给 符 条 锦 鸡 刀 的 种 子 创造 良好 的 发 芽 条 件 ,， 除 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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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风 亿 地段 外 ， 一 般 播 前 均 应 进行 耕 翻 整地 。 
播种 ， 播 种 用 的 柠 条 锦 鸡 儿 种 子 要 求 千 粒 重 在 55g 左右 ， 纯 净 

度 不 低 于 90% ， 发 症 率 不 低 于 80% 。 为 了 满 足 上 述 要求 ， 播 前 应 
对 柠 条 锦 鸡 儿 种 子 进行 清 选 并 作品 质 鉴定 。 还 应 指出 ， 在 从 外 地 调 
入 种 子 时 ， 要 进行 严格 的 检疫 ， 以 免 将 病虫害 带 入 。 

柠 条 锦 鸡 儿 时 直播 时 ， 要 求 土壤 含水 率 不 低 于 10% 。 因 此 ,一 
般 应 在 6 一 7 月 份 雨季 抢 丧 播种 ， 此 时 温度 高 ， 土 壤 水 分 充足 ， 种 
FULK, HAFAN. BHBLREU 3cm 左 HAH HAE 
fi 0.25—0.5ke, 条 播 ， 行 距 1.5 一 2m。 播 后 应 及 时 镇 压 以 利 
抓 苗 ， 并 可 防 正 风 全。 此 外 ， 为 防止 播种 后 鼠 、 免 等 据 食 其 种 子 ， 
播 前 应 在 播 区 内 进行 消灭 鼠 ̀  兔 工作 。 
播 后 围 寺 管理， 柠 条 锦 鸡 儿 在 幼苗 阶段 生长 缓慢 ， 因 此 ， 播 后 

最 少 应 围 封 三 年 ， 严 禁 放 玫 ， 以 利 幼苗 生长 。 
病虫害 防治 ; 柠 条 锦 鸡 儿 常见 的 虫害 有 柠 条 豆 象 、 检 条 小 蜂 、 

柠 条 和 象 自 惠 等 ， 这 些 害虫 对 柠 条 锦 鸡 儿 种 子 的 危 害 率 严重 者 可 达 
50% 以 上 。 防 治 方法 ， 可 于 柠 条 锦 鸡 儿 开 花期 喷 酒 50% 的 百 AR 
1000 倍 液 毒 杀 成 虫 ， 亦 可 于 5 月 下 旬 喷洒 8 0% 的 BE HE 1000 Tk 

或 50% MAMAS 500 倍 液 毒 杀 幼 苗 等 。 
平 邦 复 壮 ， 柠 条 锦 鸡 儿 的 寿命 较 长 ， 可 以 一 年 种 植 多 年 利用 。 
当 其 生长 8 一 10 年 后 ， 植 株 表 现 衰老 ， 生 长 缓慢 ， 有 枯 枝 现象 或 病 
虫害 严重 时 ， 应 及 时 进行 平 着 ， 以 延长 其 寿命 ， 恢 复生 机 ， 重 新 演 
茂 地 生长 。 平 茬 的 方法 是 ， 于 立冬 至 第 二 年 春天 解冻 前 ， 把 地 上 的 
枝条 全 部 用 锋利 的 刃具 割 掉 。 有 条 件 的 ， 可 AME 木 平 荐 机 进行 平 
ti. 

( 吴 高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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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银 叶山 蚂 蝗 

Desmodiuin uncinatum DC, 

BASE SHEBERA, HAM 70cm. SHH BRAK, 

长 达 150cm, ZLBRAAHE. =H BH, HH MB, HE. MH 

柄 长 2—Sem. AE NI, K 3—7em, 3 1.5—3.5cem, 顶 生 小 

叶 叶 柄 长 5 一 15mm。 叶 面 绿 色 ， 靠 近 中 央 叶 脉 有 一 银白 色 的 条 斑 。 

叶 背 淡 绿 色 ， 两 面 被 有 毛 。 总 状 花 序 ， 花 粉红 色 ， 开 花 后 淡 蓝 色 。 

荚 镰 形 ， 棕 色 ， 成 熟 时 易 横 裂 为 48 个 菊 节 。 长 4 一 5mm, 宽 

3mm， 密 被 有 钩 的 细毛 ， 易 粘 附 。 种 子 黄 绿色, LEACH 

HB, K3—4mm, 宽 2mm; 厚 约 Imm (51).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巴西 、 委 内 瑞 拉 和 

澳大利亚 北部 。 在 巴 . 

” 西 分布 于 南 A10°H 

拔 1000m 的 地 方 。 一 

般 分 布 于 南 纬 30" 至 
北纬 19”, 海 拔高 度 由 

海平 面 至 2400m， 

雨量 范围 在 900 一 

3000mm， 现 在 广泛 

分 布 于 热带 和 亚热带 

Hoek. RATA. J 

西 等 省 有 引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嘉 温 .和 的 气 图 51 银 叶 山 蚂 蝗 Desmodza7a uncinat 

候 ， 春 季 很 早 开 始 生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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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SRSRRNHHS REM, HEH, AKRAM RK 
复生 长 春秋 两 季 生 长 良好 。 生 长 温度 的 低 限 约 15"C， 两 量 900mm 

已 足够 生长 。 旱 季 产 量 低 ， 相 当 耐 滤 涡 。 
- 银 计 帆 蚂 蝗 适 应 的 土壤 范围 很 广 ， 从 砂 土 至 粘 壤土 都 可 生长 ， 

在 坚实 的 重 粘 土生 长 较 差 。 耐 酸性 土 ， 在 pH5.5 一 6.5 生长 RE. 

不 耐 碱 。 对 肥料 反应 敏感 , 如 缺乏 磷 、 钾 、 硫 、 铀 等 肥料 时 生长 不 屁 ， 

在 贫 将 的 土壤 上 生长 较 差 。 
银 叶 山 蚂 蝗 为 短 日 照 植 物 ， 幼 苗 生 长 比较 弱 ， 在 南宁 11 月 开 

EER, DIA AT RA, CARRERE, AEB. 
COST DM, ACW, BORE Ht EA 
Ko 建 植 起 来 的 银 时 由 蚂 蝗 ;对 杂 草 的 竞争 能 力 十 分 强 ， 能 够 侵入 

马 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14 BJR (Paspalum spp.) 的 

BRk Kew, SHB Pp! ae vividis), FB (Panicum 

spp.). 4H (Paspalum thunbergii), WHR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j& 2B (Chloria spp.) SA 本 科 牧 草 A B 

iF. 3 

fa BUM 银 时 山 蚂 蝗 共 和 时 密 被 短 毛 ， 适 口 性 不 佳 ， 家 畜 要 

逐渐 习惯 采 食 。 一般 先 吃 嫩 梢 、 叶 片 ， 后 吃 荃 蔓 。 可 以 放牧 、 青 刘 
和 调制 干草 。 在 南宁 一 年 浊 制 2 一 3 Me, BPA RH 1500 一 2000kg。 

据 报 道 在 澳大利亚 昆士兰 每 亩 年 产 干 物质 311ike. FOR 中 粗 蛋 白 

质 含量 为 T1.2 一 18.2% ， 可 消化 率 为 54.5%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1。 

表 51 - 银 叶 山 蚂 蝗 化 学 成 分 〈%%) 

干 物质 | 得 | 粗 脂 Bi | 粗 纤维 emcee | Hl 灰 分 

35.0 | 12.7 | 2.0 | 43.3 | 38.4 | 3.6 

银 叶 山 蚂 蝗 耐 家 畜 践 踏 , 再 生 力 较 强 , 与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可 组 

成 良好 的 草场 。 它 在 春季 返青 快 ， 秋 季 再 生 恨 好 ， 这 一 时 期 提供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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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A. EMME, HER ARAB, 但 在 重 
霜 地 区 则 干 物质 损失 很 大 。 它 生长 强健 ， 若 管理 良好 ， 能 保持 5 一 
8 年 。 银 叶山 蚂 蝗 叶 量 丰富 ， 叶 片 容易 腐烂 ， 茎 叶 能 形成 摩 Bw 
盖 层 ， 也 是 优良 的 绿肥 履 善 植物 。 银 叶山 蚂 蝗 近年 引入 我 国 南方 试 
种 ， 适 应 终年 温暖 少 霜 的 地 区 。 种 子 较 易 采 收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755 一 
21Kg。 

栽培 要 点 ” 银 时 山 蚂 蝗 在 进行 全 翻 耕 整地 良好 的 条 件 下 播种 ; 
生长 最 好 , 但 也 能 够 在 粗放 清理 地 面 的 情况 下 建 植 . 可 以 条 播 、 搬 揪 
或 飞播 ， 每 亩 播 量 约 250 一 500g8。 播 种 深度 不 超过 lcm。 宜 在 春季 

早 播 ， 生 长 期 长 ， 产 量 高 。 每 亩 施 磷 肥 25 一 50kg 作 基肥 :添加 钙 、 
钾 、 硫 和 钼 ， 效 果 更 好 。 银 时 山 蚂 蝗 草 地 ， 要 建 植 好 后 才 开 始 放 
牧 ， 它 不 耐 低 浊 ， 宜 留 荐 高 20 一 30cm 以 利 腋芽 快速 再 生 。 如 过 度 

BBMIZE, (KIA 5cm， 则 逐渐 从 草地 中 消失 。 建 植 良好 的 草地 适 
度 的 火烧 可 以 很 好 地 恢复 。 每 年 追 施 一 次 磷肥 。 银 叶山 蚂 蝗 成 熟 不 
一 致 ， 果 莱 易 断裂 脱落 ， 可 在 种 子 50% 成 熟 时 一 次 浊 MR, 丁 、 
干 脱粒 。 

相近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山 蚂 蝗 属 全 世界 约 有 300 多 种 , 主 
”要 分 布 在 热带 和 亚热带 ， 少 数 在 温带 。 我 国 约 有 55 种 ， 分 布 西南 
至 东南 各 省 区 ， 起 源 于 南美 的 少数 种 被 引种 到 一 些 热带 国家 作为 饲 
料 和 牧草 植物 ， 引 种 成 功 的 除 银 时 山 蚂 蝗 外 , 还 有 OP ee CD 
infortu7)， 我 国 南方 有 引种 。 一 些 种 含有 少量 丹 宁 ， 降 低 了 适口 
tHE. MARA (CD. triangulare), FPWR 〈 假 地 豆 ) WD. 

heterocarpum), 

(K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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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穆 AE 

Glycine max (L.) Merr. 

别名 HE. AHAB. 
形态 特征 ， 穆 食 豆 为 豆 科 一 年 生 草 本 ， 是 大 豆 属 的 一 个 饲 用 类 

HD RAR SH 150cm 以 上 ， 初 直立 ， 后 上 部 草 生 ， 密 被 黄 
KBE, WREGAH, N38, AMR, WANA WIE aH 

AG, MAN BIEs HK, RHE. RORTERRRE, 
常 有 花 S—6, EGR, REG, LAME, RRA, 
EMF ABBR, BRKBE, RANARHBER BEBE, FR 
2 一 3 HHT; ERA, BK, a 很 多 ,一 般 依 科 皮 的 

颜色 可 分 为 茶 、 黑 、 黄 、 青 、 花 等 五 种 种子 长 8.5 一 9mm， 帘 

6mm (图 52) 。 POZE 

细胞 染色 体 ， 2n 

= 40,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热带 及 温带 稍 暖 地 
区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东北 各 地 区 ， 大 面 
PR, 其 次 在 华 
北 、 西 北 也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ett KARE HH 
省 生育 期 130 一 150 

天 ， 一 般 在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上 名 播种 ， 7 

月 下 外 到 8 月 初 开 图 52 穆 食 豆 ”G1ycize maz (L.) 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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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9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如 表 52 一 1。 

表 52 一 1 穆 食 豆 的 生育 期 〈 月 .日 ) 

日 ”期 BS — 7 — SB a 

6. 6—7. 3 if 4—7. 19 Ze 20—8. 4 8. 5—8. 18 8. 19—9. 2 9.3—9.15 

穆 食 豆 是 喜 温 作物 ， 发 芽 的 最 适 温度 为 18 一 22"C5 AE RHE 
季 ， 气 温 宜 在 OC 至 15%C 之 间 。 也 比较 喜 湿 ; HERE BM 
FFF H 120—130% 的 水 分 。 适 宜 播 种 在 不 积 水 foe HEM, BER 

得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在 开花 结 英和 籽粒 灌浆 期 需 水 较 多 ,车 能 保证 
供水 ， 将 会 获得 高 额 产量 。 当 7 月 进入 雨季 后 ， 生 长 逐渐 加 快 ，6 
月 底 到 7 月 初 日 生长 速度 维持 在 1.5cm FA, 7A Mm BAKA 
2cm 左右 ， 其 中 以 7 月 上 旬 至 8 月 上 名 生 长 最 快 ; 4% 2.7—3em 
左右 ， 由 8 月 上 旬 至 下 旬 ， 生 长 速度 降 至 2 一 2.5cm。 

穆 食 豆 耐 阴性 较 强 ， 故 可 以 和 玉米 、 谷 子 RR, 牌子 等 混 播 
既 能 提高 青饲料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又 能 提高 饲料 品质 。 = 

穆 食 豆 对 士 壤 选择 不 太 严格 ， 砂 土 。 HE, JER BORE a + 
地 都 可 种 植 ， 但 以 排水 良好 ， 士 层 深厚 ， 保 水 力 较 强 的 平 洼 肥沃 的 
黑 油 砂 十 为 最 适宜 。pH 值 大 于 9.6 的 碱 性 土壤 或 小 于 8.5 的 酸性 
土壤 都 不 适 于 种 植 。 耐 浊 、 耐 踩踏 性 差 ， 早 期 高 刘 割 尚 能 再 生 。 
饲 用 价值 春播 穆 食 豆 年 割 一 茬 ， 再 生性 微弱 。 在 青 林 省 中 部 

地 区 ， 平 均 亩 产 干草 为 290。5Kg， 如 表 52 一 2。 

B22. RRETRP RRR 〈kg/ 亩 ) 

et 第 四 年 重复 第 二 年 重复 | 第 三 年 重复 

174.7 | 297.3 | 377.3 | 312.7 | 290.5 

AERP WKAR SD, HP a A 500—--1000kg, pare,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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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TH, HAWKES RD, HR 
ib 73cm 左右 ， 每 株 平均 生育 5 一 6 TSE, HLT 制 嫩 于 草 的 适 收 
期 。 it 
KADWADZU EM, MERE, SHRM, KE 

Hk, CHARS, SHMRD, BTA AN. XRD 
同 ， 所 含 营养 成 分 也 不 同 〈 表 52 一 3)， 氨 基 酸 含 REM 〈 表 52 一 
43675 

表 52 一 5 不同 刘 割 期 穆 食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中 物 je 86%) 
oo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租 纤维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灰分 

> i x | 成 熟 期 | (13.7 42.44 18.89 4.45 29.54 4.68 

ee =) | 营养 期 | 76.40 | 17.38 4.21 | 26.70 41.53 10.18 

青 干草 | 3M | 13.50] 15.91 2.70 | 33.23 | 39.38 8.78 

复种 干草 | 开花 期 | 9.21] 19.33 1.71 | 29.19 41.79 7.98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52 一 4 穆 食 豆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A | we | a) a | RT 

0.12\/0.14 0. 07\0.15)/0. 27/0. 16/0. 23/0. 16)0.07/0.14 营养 期 〈 全 株 ) ost 0090.2 

穆 食 豆 不 但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丰富 ,而 且 产 量 也 高 ， 是 猪 、 奶 牛 、 

鹿 , 羊 等 家 畜 的 优良 饲料 。 

春播 青 浊 穆 食 豆 在 吉林 省 中 部 地 区 , "一般 亩 产 鲜 草 2500ke 左 

右 , 高 产 可 达 3750ke; AAEM, Pe ME 500 一 750Kg， 

收 子 实 的 一 般 亩 产 100 一 150kg。 

. 穆 食 豆 可 调制 于 草 和 干草 粉 ， 也 可 与 玉米 秸 混合 青贮 ， 单 用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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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豆 青草 喂 猪 ， 有 时 适口 性 较 差 ， 最 好 适当 挫 和 其 他 青 料 ， wire 

TT iB Mie He BE UF 

分 期 播种 ， 分 期 利用 是 延长 青 划 穆 食 豆 利用 时 间 的 有 效 办 法 

凡 集 体 养 猪 场 和 养 猪 专业 户 ， 夏 季 青 饲料 的 需要 量 比 较 大 六 且 需 要 

不 间断 的 供应 ， 因 此 ， 就 要求 延 长 青 饲料 利用 时 间 如 表 52 一 5 所 

示 。 

表 52 一 5 ” 青 浊 穆 食 豆 分 期 播种 和 利用 情况 表 

收割 期 

tA <b? 

播种 行距 

(cm) 

播种 量 PRE 
发 育 阶段 利用 天 数 株 高 (cmy) 

(Kg/ 亩 ) 

4.21 3.35 60 7.25 61.6 了 | 开花 始 期 | 771.5 20 

5。3 2.85 60 - §$.19 5967 “| 开花 始 期 | 746.5 | 2 

5.16 3.0 60 8.20 53.7 “| 开花 中 期 788. 5 2 — SI 

_ 

通过 分 期 播种 可 延长 青饲料 利用 期 50 天 以 上 ,而 且 早 收 部 分 
(TAPER) 还 可 以 再 复种 一 闫 青饲料 ， 如 白菜 、 胡 萝 下 ， 对 充 
分 利用 土地 ， 提 高 单位 面积 产 草 量具 有 重要 意义 。 

栽培 要 点 “播种 期 在 东北 地 区 通常 在 早春 4 月 下 旬 到 5 APA 
播种 ; 青 饲 时 ， 应 当 合理 密植 。 在 吉林 省 多 采用 分 期 播种 的 方法 
于 4 月 下 旬 、6 月 中 下 甸 和 麦收 后 进行 。 这 样 可 以 均衡 供应 高 产 、 优 
质 的 青饲料 。 

穆 食 豆 种 子 百 籽 重 为 9 一 15g。 播 种 量 Bw eke, FX) RI Hl 

青 干 草 时 ， 每 亩 播种 量 4 一 6kg。 同 玉米 等 禾 本 BEXAR ED 
混 播 时 ， 播 种 总 量 要 比 单 种 适当 增加 克 SA 6SHoke. 

穆 食 豆 的 播种 方法 ， 大 多 采用 平 条 播 和 高 垄 作 两 种 播种 方法 吕 
生产 子 实时 ， 以 行距 60cm，: 覆 土 深度 4 一 6cm 的 BAW As 4 
产 青 浊 饲 料 时 ， 采 用 行距 30 二 50cm 的 平 条 播 ; 便于 收割 和 利用 : 

穆 食 豆 适 于 和 玉米 、 苏 丹 草 、 燕 麦 等 混 播 和 间 条 播 一 可 提高 音 
人 面积 青饲料 产量 ， 适 于 调制 猪 的 青贮 料 , PRE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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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3.。5kg/ 亩 比 单 播 青 刘 穆 食 豆 提 高 产量 1 倍 左右 。 玉 米 混 播 穆 食 
豆 的 言 播种 量 8。5Kg， 混 播 比例 可 按 家 畜 需 要 采用 2:1 122,77 
虐 为 30cm 或 15cin 较为 合适 ， 这 样 玉米 株数 可 在 4000 一 5330 株 ， 
穆 食 豆 在 :2 万 一 3.2 万 多 株 ， 亩 产 鲜 草 在 1666.5 一 2666.5kKga 

穆 食 豆 的 田间 管理 与 大 豆 相 仿 。 因 穆 食 豆 苗 期 生长 缓慢 ， 后 期 
生长 迅速 ， 应 当 注 意 及 时 中 耕 除 草 。 一 般 亩 施 有 机 底肥 量 2 一 3 吨 。 

有 水 利 条 件 的 地 方 ， 应 适时 进行 灌溉 。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大 幅度 提高 

产量 。 
穆 食 豆 的 主要 病害 是 炭 这 病 ， 严 重 时 叶片 大 量 枯死 ! 防 治 办 法 

最 根本 的 是 轮作 倒 茬 ， 如 果 已 经 发 病 ， 应 及 早 拔除 病 株 ， 或 试用 托 

布津 、 多 菌 灵 。 福 美 锰 、 福 美 铁 等 杀菌 剂 防治 。 霜 霉 病 也 会 发 生 ， 

HBA ERA. 
Kk: BRBMHKAE, KPBS 鼓 粒 期 收割 作为 青 饲 

8, 调制 青贮 时 ， 宣 在 8 月 中 下 名 鼓 粒 期 收割 :了 郴 制 青 干 草 用 ， 在 

鼓 粒 期 时 片 未 脱落 前 收割 品质 良好 ， 产 量 高 。 据 试验 证 明 ， 鼓 粒 以 
后 调制 的 干草 ， 比 结 葬 期 调制 的 干草 ， 每 亩 增产 90kg， 相当 于 增 
加 粗 蛋 白质 20ke, BERMHKRAREM RT 收割 ， 可 以 调制 成 
质地 优良 的 青 干 草 。 

(% HA) 

53.H 3.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别名 甜 草 。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豆 科 甘草 属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70cm。 根 

粗壮 ， 外 皮 红 褐色 至 上 暗 褐 色 ， 横 断面 内 部 淡 黄 色 或 黄色 ， 有 甜 味 。 

茎 直立 ， 密 被 白色 短 毛 及 刺 毛 状 腺 体 。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时 7 一 17， 

ON . 倒卵形 、 近 闻 形 或 枯 圆 形 ， 长 1 一 3.5cm， 宽 1—3em, 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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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或 钝 ， 基 部 圆 形 或 

RR, WARE 

和 腺 体 。 总 状 花 序 腋 

HE, FERS: TEST al 

ARs 密 被 短 毛 和 腺 体 ; 

花冠 蝶 形 ， 淡 蓝 紫色 

或 紫红 色 ， 长 14 一 

25mm, MRAKK 

圆 形 、 镰 刀 形 或 弯曲 

成 环 状 ， 褐 色 ， 外 面 

密 被 刺 毛 状 腺 体 ; 种 

子 2 一 8 fi, ja El B 

或 旨 形 ,黑色 (图 53)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 |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华北 图 53 HE Glycyrrhiza uralensia 

及 西北 ， 蒙 古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 中 亚 )、 巴 基 斯 坦 、 阿 富 汗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甘草 为 多 年 生根 划 型 牧草 。 它 的 主根 呈 

圆柱 形 ， 粗 而 长 ， 向 下 直 伸 ， 入 土 可 达 1 一 2m。 侧 根 离开 地 面 约 

30 一 40cm， 呈 水 平 状 态 分 布 ， 长 可 达 2m 左右 。 

甘草 于 4 月 上 名 开始 生长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中 旬 开 花 ， 8 月 中 

名 至 9 月 中 旬 结 实 ， 9 月 下 旬 枯 黄 。 生 长 期 达 180 天 左右 。 它 适 生 于 

我 国 西北 部 和 北部 半 干 燥 温 凉 气候 区 ， 海 拔 在 800 一 2000m 之 间 ， 

年 平均 气温 为 2.6 一 88， 年 降水 量 为 273 一 499mmes 

本 种 多 生 于 较 干 燥 的 砾 质 草 原 ， 碱 性 砂 地 、 砂 质 的 :田间 、 田 

边 、 路 旁 及 所 荒地 、 低 地 边缘 及 河岸 轻 度 碱 化 的 草 甸 。 它 喜 生 于 排 

水 良好 、 阴 光 充 足 、 土 层 深 厚 的 栗 钙 土 和 灰 钙 土 上 ， 士 壤 的 了 乓 值 

是 8 .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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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 草 是 中 旱 生 草 未 , 它 的 生态 幅度 较 广 , 在 典型 草原 带 中 分 布 十 
SP, RADA MM BREE, HE PAR, ILRI 
ROR, BMH (Ephedra sinica) 共同 组 成 甘草 一 麻黄 
群落 。 在 低 湿 的 碱 性 砂 地 上 以 及 所 荒地 土 为 常见 的 伴生 种 。 此 外 ， 

“ 它 也 进 穴 芒 漠 草原 带 ， 甚 至 在 局 部 沙化 的 地 段 能 成 为 优势 种 。 
。 饲 用 价值 “甘草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现 荤 前 骆驼 乐 食 ， 绵 羊 、 山 
羊 亦 采 食 ， 伍 不 十 分 乐 食 。 王 枯 后 羊 、 马 ， 骆驼 均 喜 食 ， 羊 尤 喜 食 
其 著 果 ， 生 冬 稚 乐 食 。 青 鲜 时 它 的 营养 价值 虽然 较 高 ， 但 适口 性 很 
低 ， 据 研究 同 它 含有 较 多 量 单字 有 关 。 
HRI, FERS OMA MAMAN, ICR 

白质 将 量 以 现 莹 期 为 最 高 ， 此 时 浊 制 的 干草 具有 较 高 的 饲 用 价值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3 一 1。 

. 表 535 一 1， 甘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fF 物质 09) 
esis | 租 脂肪 | 粗 纤维 | TO | 粗 灰分 

BCH) 

Ay BR 7.71 25.87 1.24 | 0.44 

Sn a 

12.74 22.38 32.21 11.85 

12.15 | 24.72 25. 82 31.87 10.63 6. 96 1.18 | 0. 41 

* ARH RMB 

| ;甘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如 表 53 一 2。 

” 表 535 一 2 甘草 的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j 
| 

ab a 

018 | 

葵 丙 异 亮 
Te AR 

酸 BR 

0.68 | 0.56 | 0.12 | 0.53 | 1.03 | 0-68 | 0.77 | 0.24 | 0. bos 

。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分 析 。 

革 草 在 典型 草原 或 基 漠 草原 地 带 可 作为 放牧 或 刘 制 干草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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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的 根 可 为 药 用 ， 能 清热 解毒 ， 润 肺 止咳 ”调和 诸 药 等 ， 主 
治 咽喉 肿 瘙 、 咳 嗽 、 脾 胃 虚 弱 、 药 物 及 食物 中 毒 等 症 。 在 食品 工业 
上 可 作 啤 酒 的 泡沫 剂 或 着 油 、 密 钱 果品 香料 剂 ， 又 可 作 灭火 器 的 泡 
沫 剂 及 纸 烟 的 香料 。 

(BRR) 

54. RIP KAR 

Gueldenstaedtia stenophylla Bunge 

Ble aT. MRO. 

ASE DAKORRENHSTEMA, SRAKRE. 

”主根 肉质 圆柱 状 ， 较 细 长 。 得 蔡 多 数 集 生 于 主根 顶端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集 生 于 得 茎 上 部 ， 小 时 7 一 19 枚 ， 长 圆 形 至 线形 ， 奏 季 小 叶 近 多 

形 ， 夏 秋季 小 叶 呈 长 圆 形 或 线形 ， 全 缘 ， 两 面 有 白 柔 毛 ， 果 期 后 毛 
渐 少 或 无 毛 。3 一 4 个 总 花梗 由 叶 丛 间 抽 出 ， 每 个 总 花梗 顶端 由 2 一 

4 茶花 组 成 伞 形 花序 ， 花 红 紫 色 ， 花 长 6 一 smm， 顶 端 微 止 。 莱 果 
大 多 3 个 着 生 在 果 梗 上 ,， 菜 果 圆 简 形 ， 长 ,14 一 18mmj 被 有 灰白 色 

KRE, AA 4 一 6 枚 种 子 。 种 子 小 ， 肾 形 ， 直 径 约 2mm (图 54)。 
地 理 分 布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北 、 内 蒙古 、 西 北 、 华 北 及 华 

东 地 区 ， 在 国外 ， 主 要 分 布 于 蒙古 境内 的 草原 地 带 。 

， 生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狭 叶 米 口袋 具 有 长 约 20 一 35cm 的 肉质 
主根 ， 可 以 贮存 营养 物质 ， 供 给 来 年 春季 4 月 份 于 旱季 节 萌 发 返青 
的 营养 需要 。 在 东 龙 地 区 ， 从 4 月 中 有 返青 ，4 月 中 下 有 始 花 ,， -5 

月 初 盛 花 ， 花 期 15 一 20 天 ; 5 月 下 名 至 6 月 下 句 ， 约 20 天 为 结果 

BSAA TEAR RAM. 从 BR A Ba ee 
180 天 ， 是 北方 草原 区 生育 期 较 长 的 牧草 之 一 。 

狭 叶 米 口袋 喜 生 于 向 阳 砂 质 草地 ， 耐 旱 性 强 。 在 春 旱 、 多 风 、 

无 十 气候 环境 下 ， 仍 能 正常 返青 、 出 苗 、 抽 叶 ， 在 夏季 酷热 ， 砂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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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狭 叶 米 口 袋 Gueldenstaedtia 

- stenophylla Bunge 

地 面 温度 高 达 53°C IY, MARA ASEM TRA. 

狭 时 米 口 袋 适应 性 强 。 分 布 广泛 ， 在 草 旬 草原 、 于 时 草原 、 匾 

漠 草 原 以 及 稍 湿 的 盐 生 草 旬 上 均 能 生长 。 对 土壤 的 适应 幅度 广 ， 在 

黑土 、 栗 钙 土 、 盐 生 草 旬 土 及 黄 粘 士 壤 ， pH6.s 一 8 的 微 酸性 、 弱 
碱 性 土壤 ， 均 能 生长 、 发 育 ， 完 成 其 生活 周期 。 

狭 叶 米 口 袋 的 再 生性 及 耐寒 性 均 很 强 。 被 羊 哺 食 后 , 约 在 12 一 
20 天 左右 ， 亦 能 长 出 新 的 枝叶 ， 经 笔者 试验 ， 狭 叶 米 口袋 一 年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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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H4—-5 次 ， 尤 其 是 花 后 营养 期 的 再 生 力 较 强 。 在 东北 草原 区 的 

4 月 中 旬 ， 土 壤 尚 未 结 冻 就 能 萌动 、 发 芽 ， 在 一 年 的 生育 期 里 经 受 

上 晚 、 早 霜 的 两 次 冷害 ， 仍 能 保持 青绿 状态 。 

饲 用 价值 “ 狭 时 米 口 袋 为 低 斤 的 旱 生 牧草 。 全 株 被 毛 ， 质 地 粗 
糙 ， 小 时 微 苦 。 蔡 时 比 为 1:2 一 2.5。 于 草率 (FHS 西部 草原 区 ， 

7 月 份 ) 为 40 一 50% 。 营 养 价 值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4。 

R54 狭 叶 米 口袋 的 化 学 成 分 * 

we hR 水 分 占 oF 物 质 (%) 钙 | 磷 
(%) 粗 蛋 白质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oe (%) | (%) | Gng/kg) 

FF 4) 9.13 22-79 2.21 25.60 15.31 34.09 | 2.42 | 0.41 47.46 

_。， 中国 科 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分 析 。 

狭 叶 米 口 袋 植株 低 矮 ， 稀 疏 ， 不 宜 划 割 调制 干草 , 只 能 为 绵羊、 
山羊 放牧 利用 ， 为 中 等 品质 的 牧草 。 此 外 ， 全 草 可 入 药 。 主 治 痢 庆 
疗 毒 ， 各 种 化 脓 性 炎症 ;并 有 止 海 的 功效 。 

ARB) 

55. 胡 校 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别名 ”二 色 胡 枝子 、 扫 条 。 
形态 特征 ” 豆 科 胡 枝 子 属 灌木 ， 高 0.5 一 3m， 分 枝 繁 密 , EH 

灰 褐 色 ， 嫩 枝 黄 神色, RAMEE HMA A, WA 
PRR, K1.5—5em, H1—2cm, % HSE, BAR) 
尖 ， 基 部 模 形 或 圆 形 ， 叶 背面 琉 生 平 伏 短 毛 ， 侧 生 小 时 较 水 ， 具 短 
柄 y 托 叶 2 ， 条 形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总 花梗 较 叶 长 ， 花 梗 K 2-23 
mm; 花 葛 杯 状 ; SHE, Ke, DRO, RRM,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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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HK 

$45) iF RB HR 
北 、 内 蒙古 、 华 北 、 

西北 及 湖北 、 浙 江 、 

Li. MESA; FE 

国外 ， 蒙 十、 苏联 、 

朝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Hi, Gh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EE WRT OA A: 
性 落叶 灌木 ， 耐 阴 、 

155 we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薄 。 根 系 发 达 ， 适 应 性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其 生境 通常 在 暖 温 

带 落 叶 阅 叶 林 区 及 亚热带 的 山地 和 丘陵 地 带 ， 是 这 一 带 地 区 的 优势 

种 .也 分 布 在 林 缘 、 无 林 或 在 森林 破坏 后 , 遭 反 复 砍伐 和 火烧 ,森林 不 

能 恢复 的 地 区 。 与 胡 枝 子 混 生 的 有 檬 (Corylus heterophila), % 

线 菊 (Spiraea sp.). ef (Kanus sp.). RT (Ostryo- 

psis davidiana) 等 灌木 。 混 生 的 主要 禾 本 科 及 杂 类 草 有 野 十 草 

— (Arundinella nirta), $38 CRoegneria komji), A CAr- 

_ temisia sp.), KA H CAnemone tomentosa) 等 在 华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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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和 森林 破坏 后 ， 常 与 辽东 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WR HE 

(Betula duburica), AE CB. plat yphyllum), WB (Populus 

davidiana) 等 相 混 生 ， 形 成 优势 的 灌木 丛 。 | 

HF int PEG, FCS Be th agit - 28 一 二 30 的 低温 已 在 黑 

龙 江 ， 了 哈尔滨 5 月 下 旬 返 青 ， 河 北 ， 赤 城 4 月 下 旬 返 青 妨 北京 4 月 
中 旬 返 青 。 返 青 温 度 要 稳定 在 5 以上。 在 北京 生长 期 达 180 一 190 

天 ， 在 河北 省 赤城 县 也 有 150 KAA (#55—1), 

表 55 一 1 胡 枝 子 生育 期 表 〈 月 .日 ) 

ae we | 返青 其 | 分 枝 期 | 开花 期 | 结果 其 | 枯黄 期 | 和 天 

黑龙 江 哈 尔 滨 5.23 一 7.24 9.19 a 52 

河北 赤城 4.30 5.25 7.20 8.15 10.5 155 

dt 京 | 4.12, 4.28 - 6.5 7.13 10. 20 和 191 

胡 枝 子 根系 发 达 ， 二 年 生 植 株 主根 入 土 深度 达 170—2000m, 
根 幅 130 一 200cm， 幼 株 根瘤 发 达 ， 每 株 有 根瘤 40 一 200 7+, 70% 

的 根系 集中 在 5 一 30cm 土 层 中 。 胡 梳子 的 叶片 宽大 二 据 开花 期 测 

定 ， 单 株 时 面积 达 9nm2:， 其 荃 叶 比 随 发 育 时 期 而 异 ， 开花 期 叶 量 过 

最 大 值 。 

胡 校 子 从 第 二 年 开始 ， 生 长 速度 加 快 ， 开 花期 株 高 达 1 一 3m， 

现 蕾 至 开花 期 日 增长 量 可 达 1.83cm。 人 工 栽培 的 二 年 生 植 株 。 单 

株 鲜 重 可 达 2.03kg， 亩 产 鲜 草 2005—3408ke. 

AE WR RHEE. BOK,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调 制 

成 草 粉 也 是 免 、 鸡 、 猪 的 优良 饲料 。 

胡 枝 子 营 养 丰 富 ， 粗 蛋白 质 含量 在 13. 4 一 17% ， 粗 纤维 也 只 

有 25.1 一 24.4% ， 钙 、 磷 丰富 〈 表 55 一 2)。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对 二 年 生 胡 校 子 植 株 的 分 析 ， 其 氨基 酸 含量 较 

为 丰富 ， 苗 期 的 赖 氨 酸 含量 达 1.06% ， 开 花期 也 达到 0.83% ， LER 

e。 LI74。 



表 55 一 2… 胡 枝 予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占 于 物质 (%) FF BE 
分 析 部 位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fia ea men RT| POR | 粗 灰分 《962 | 26), 
全 株 北京 aye] 66.5 | «(13.4 47 | 25.1] 49.8 7. 03-1018 | 05:20 

叶 北京 “| 开花 期 8.1| 17.0 | 5.9|15.8| 53.4 | 7.9 | 1.94 | 0.26 
-本 二 二: 比 京 -| 开花 期 -7.3 | 4.0 | 0.9 | 49.6] 43.2 | 2.3 | 0.34 | 0.51 
全 株 翡 京 “1 开花 期 | 6¢.7) «14.1 3.6 | 24.7] 51.3 6.3 | 1.22 | 0.26 

全 株 河北 | 苗 期 8.2| 10.4 934) 22.3 1° 672 | 27.7 二 217 

全 株 | 河北 | 结果 期 | 9.4| 16.4 | 1.8) 24.4] 51.4 | 6.0 | 0.96 | 0.17 

_*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首 荐 还 高 ， 其 他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也 和 紫花 首 蕃 相差 不 多 ( 表 55 一 3) 。 

: 表 55 一 5 ” 胡 枝 子 氨 基 酸 含量 (%) 

pee 苗 期 “| ua pee ob | seem | aM 
R py 人 

He ad mescaea| ma | 北京 | 北京 河北 赤城 

天 门 冬 氨 酸 1.93 1.33 0.36 1.64 year 

苏 A R 0.89: 0.60 0.16 0.77 0. 40 

» HR mR. 0.83 0.55 0.19 0.70 0.44 

Se A RB 2.68 1. 62 0. 36 2.22 1.08 

H A R 1.18 0.68 0.18 0.87 0. 40 

A a BB 1,27 0.74 0.20 0.98 0.42 

am 所 ew 0.16 0.10 0.13 0.15 0.10 

i 所 RB a 0.86 _ 0.31 1.03 0.51 

蛋 HR 0.29 0.20 0.17 0.29 0.14 

ye A OB ee 0.77 0.31 0.94 0.52 

% A R 1.81 1v21 0.41 1.55 0.82 

a a OR 0.87 0.57. 0.25 0.79 0.45 

A Am 1.10 0.75 0.19 0.95 0.44 
wi BAR 1.06 0.65 0.21 0.83 0.57 

aA 0.41 0.30 0.26 0.30 0.27 

组 氨 Rw 0.43 0.28 0.09 0.35 0.24 

“i A R 1.14 0.72 0.19 0.95 0.55 

且 A wR 0.83 0.44 0.16 0.65 1.01 

DRAG Be AEM He BSF FE AE i at OK HISD HT H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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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 锌 等 元 素 较 丰 富 ， 但 硒 、 铀 、 销 等 元 素 明 显 缺乏 〈 表 55 一 4)。 

表 55 一 4 RF SRE 

人 六 人 和 ie i 
元 素 北京 河北 元 素 北京 “小 河北 

名 称 名 称 J | 

# (ppm) ,| 146.9 79.88 || $B (%) 0.59 0.79 
fi! (ppm) 0.345 0.1625] = (%) 0.597 | ， 0.150 

Hii (ppm) 29.19 12.49 th (ppm). 44,51 48.65 

#1 (ppm) 44.61 43.24 44 (ppm) 6.538 0.945 

 (%) 1.49 1.01 $4) (ppm) 16.04 12.6] 

-所 (ppm) 0.05 . 0.01 # (ppm) 19.55 3.615 

%% (ppm) 0.7775} 0.4975) BE (%) 0.52 0.15 
外 (ppm) 0.6500 0. 2500 # (ppm) 0.815 | 0.6575 

#4 (ppm) 6. 790 3.828 | i (ppmy) 760.8 294.6 

铁 (ppm) 309.3 194.0 硒 (ppm) 0.0475] 020300 
XK (ppm) 0.055 0.020 &k (ppm) 2.607 1.623 

pt (ppm) 21.93 10.41 #% (ppm) 29.98 | 24.02 

WRF LEAT, HBL RAH Eh 53.3— 
57.62%, REAR TORIE MAE (62%). HLSEAWEAASHON AE, JE ISL 
率 较 高 的 牧草 之 一 。 其 消化 能 、 代 谢 能 也 较 高 〈 表 55 一 5)。 

表 55 一 5 ” 胡 枝 子 在 反刍 动物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AR Hint | 有 机 物质 消 
采样 地 点 | 采样 部 位 

(%) (%) WR C%) 

北京 全 株 15.00 4.96 57062 10.18 8.04 7.24 

北京 洁 呈 咏 18.18 | 5,27 | 53.30 9, 48 7.09 6.6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RISER WRF MEAL, AGRE A TRE. PS 

选择 在 土壤 水 分 充足 的 早春 或 雨季 ， 华 北 地 区 在 7 一 8 A AR SE BCR 

好 。 播 种 前 种 子 去 壳 ， 控 破 种 皮 ， 能 提高 发 芽 率 。 播 种 量 每 让 4 一 

© 176， 



5kg。 播 种 前 施 过 磷酸 钙 20 一 30kg/ 亩 。 苗 期 生长 慢 ， 应 除草 1 一 

2 次 。 当 年 产 草 量 不 高 。 第 二 年 生长 快 ， 苗 高 40 一 50cm 刘 制 ， 每 

年 浊 制 1 一 2 Ue, HRPM 1500 一 2000kg。 可 青 饲 ， 也 可 调制 成 二 

草 ， 制 干草 时 在 开花 期 刘 割 为 好 。 

BE CREAR ERE ER: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15 一 20Kkg。 

CRA WARE RLF) 

56。 多 花 胡 枝子 

Lespedeza floribunda Bunge 

形态 特征 豆 科 胡 枝 子 属 多 年 生 小 灌木 ， 高 60 一 100cm。 枝条 

me, AR, 多 于 茎 下 部 

ay, BBS, RMA, 

被 白色 柔 毛 。 羽 状 三 出 复 

iH, BA, DUAR 

AI 状 长 BIB, K 10— 

25mm, # 4—10mm, 先 

big Is A, AL 
尖 ， 基 部 宽 模 形 ， 全 缘 ， 
Li pe EE, Ja Ht It 

滑 ， 背 面 有 和 白色 和 柔 毛 。 侧 

生 小 时 较 小 , 具 短 柄 。 托 叶 

钻 形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BER AE, K1.2— 

+ 265em ys ANGE He ARBRE 

GB, te. 花冠 红 紫 色 ， 

长 7 一 10mm。 无 瓣 花 得 
图 56 ”多 花 胡 枝子 ”Zespedez9 

生 叶 腋 , 无 花梗 。 葛 钟 状 ， floribunda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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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A, BPRABKE. RRA, SRFSSK,. AMR 

KR. PP aS. APM, BRA, JE CAS). 

胡 枝 子 属 染色 体 的 研究 ， 对 染色 体 数 量 、 oa 

已 作 了 不 少 报道 。 

细胞 染色 体 : 2n=2x=22, 

MESA “多 花 胡 梳子 多 分 布 于 我 国 北部 ， 华 北 、 东 北 南 部 ， 

内 蒙古 等 地 ， 自 河北 省 东部 向 西 至 山西 宁夏、 陕西 甘肃 青海 
等 ， 和 江苏 、 浙 江 以 及 华东 地 区 北部 ， 西 南 延 入 四 川 谷地 均 有 分 
布 。 北 京 附近 于 爆 山 坡 ， 分 布 广泛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多 花 胡 枝子 为 暖 性 的 旱 中 生 小 灌木 ， 适 

应 性 广 。 耐 干旱 .将 薄 的 土壤 ;常生 在 山 蕴 砾 石 质 坡地 , Ke, 
沟 岸 阳 坡 ， 森 林 草原 边缘 、 山 地 灌 丛 的 伴生 成 分 。 在 丘陵 : 沟 坡 及 
路 边 向 阳 的 干燥 地 区 常 零散 分 布 。 

多 花 胡 枝子 性 喜 温 暖 ， 返 青 稍 迟 。 在 华北 地 区 于 春雨 过后 避 欧 
4 月 下 名， 在 头 年 保存 的 残 着 上 开始 萌发 ， 约 5 月 上 和 旬 分 枝 。 仲 夏 ， 
水 分 适当 时 旺盛 生长 ， 形 成 繁茂 的 草 从 。 6 月 开始 开花 ;8 AREA 
盛 花期 ; 在 北方 干燥 、 植 物 稀 蓝 的 山坡 ， 花 色 艳 丽 , 花 冠 痰 柴 红色， 

布 满 斜 生 的 枝条 。 花 期 较 长 ， 形 成 艳丽 的 花丛 。 可 以 栽种 在 论坛 绿 
地 ， 园 篱 边缘 作为 观赏 植物 。 

多 花 胡 枝子 主根 发 育 ， 深 入 土壤 下 层 可 达 lm eA, MRI 
盛 发 育 ， 密 布 上 层 土 中 ， 可 以 吸收 深层 土壤 水 分 ， 适 应 于 旱 竺 境 ， 
生长 良好 。 繁 密 根 系 六 固 土 能 力 很 强 ， 可 以 防止 水 二 流失 。 西 北 地 
区 曾 采 用 作为 防风 固沙 , KARA. MRR, HERR, 
可 以 固氮 ， 有 改良 土壤 的 作用 。 

多 花 胡 枝子 在 北京 附近 山地 ， 无 林 覆 盖 的 阳 坡 ;十 层 浅 薄 或 砾 ， 
石 质 土 ， 水 分 易于 流失 的 坡地 能 生长 良好 ， 亦 常生 长 在 灌 未 奈 地 :? 
$B WA CArmeniaca cibirica) /\it R24 (RAamanus parvi- 

floia), #§X§JL (Caragana pekinensis) 等 组 成 的 灌 从 中， 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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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Vitex chinesis), BR (Ziziphus guguba) 等 为 优势 的 

APH AAA CBothriochloa ischaemen), Wat fi (Cleisto- 

genes squarrosa), RRB (Artemisia gmelinii) =A MH 

木 草 卜 中 ， 形 成 亚 优势 的 群落 。 根 部 延伸 在 山坡 的 砾石 薄 层 土壤 中 ， 
有 护坡 防止 冲刷 的 作用 。 

人 饲 用 价值 ”多 花 胡 枝子 是 众生 的 小 灌 本 ， 枝 条 细软 ， 适 口 性 良 | 
好 ， 适 于 各 种 家 畜 ， 尤 为 羊 最 喜 食 ， 牛 、 免 等 都 喜 采 食 。 对 于 肥育 
ORE, ARESHMEMR, + ARAMPDAARKDER. 
花期 以 后 ， 枝 条 易于 变 粗 糙 ， 纤 维 成 分 增高 ,, 适口 性 和 消化 率 逐 渐 
降低 ， 使 利用 时 间 减 少 。 早 期 可 割 制 干草 ， 在 干燥 调制 时 ， 叶 片 易 
于 脱落 ， 降 低 蛋 白质 含量 和 干草 质量 。 割 草 时 不 宜 过 低 ， 以 免 伤 害 
下 部 的 再 生 芽 。 亦 调制 成 干草 粉 ; 是 猪 ; 鸡 的 好 饲料 。 晚 夏 放牧 之 后 ， 
易 影 响 分 更 的 再 生 。 
SEMEN, HIRI RER, BRLIME, WE 
白质 含量 12 一 13%%， 粗 纤维 约 30% 左右 〈 表 56 一 1)s 

表 56 一 1 多 花 胡 枝 化 学 成 表 ” 

水 分 i 于 胸 质 中 (%) 钙 | 磅 
生育 其 — 

(%) etna UIE i | a meee | SO | 得 灰 分 (96> | (6 
: . 
全 株 | 北京 | 开花 期 | 8。2 12。6 2.4 29.3 50.9 | 4.8 | 0.75 0027 

全 株 | 北京 结实 期 553 13。7 2。4 30.4 46.4 Tel 0.78 | 0.39 

* Jt KET. 

ADL IR KAS7.14%, SH RF CL. bicolor), H 

毛 胡 枝子 (CL. tomentosa) , 和 阴山 BAA CL. inschanica) 高 

10.72%, 9.10% #10.85%. (#256—2), 

多 花 胡 枝子 赖 氨 酸 含量 GE56—DKABHHRHR. HD 

须 氨 基 酸 的 含量 也 较 高 ， 可 谓 优良 牧草 之 一 。 
栽培 要 点 ”多 花 胡 枝子 在 雨季 播种 出 苗 率 高 。 条 播 ， 行 距 45 一 

e 179° 



表 56 一 2 ”多 花 胡 枝子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yoo 

oF 结果 期 全 株 rt ee 

ee. he ss | ar: 

天 门 冬 氨 基 酸 1.32 FAM | 0.61 
苏 - 氨 - 酸 0. 48 亮 2 R 0.93 

丝 A Rm 0.47 BA Rm 0.44 

谷 所 R 1. 26 ZA AR 0.55 

甘 AR "0.52 ih Rm 0.71 
A A RB 0.61 氨 - 0.26 

BS 酸 0.13 | 组 A mR. 0.23 

R A R 0.69 精 氮 R 0.61 

蛋 A R 0.16 ia 所 RB 0.77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56 一 3 多 花 胡 枝子 在 反 包 家 雪人 饲料 二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py USER) LY on 消化 能 “上 代谢 能 
(%) | 《%) (MJ /kee) od /lee 

产 切 净 能 

(MI/ke) 
采样 |. 采样 

wa [ 部 位 

7.60 ak Eos pete 17.40 | 3.42 | - 57-14 | 10.00 ~ 6.31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50cm。 播 种 当年 一 般 不 利用 。 第 二 年 苗 高 40 一 50cm 有 时 浊 制 ， 每 年 浊 

割 1 一 2 次， 每 亩 可 收 鲜 草 1500—2000ke. 调制 干草 在 官 花期 浊 市 

营养 价值 最 高 , 结 莹 期 收割 ,叶片 易 脱 落 ， 粗 纤维 增多 , 影响 适口 性 。 

种 子 在 莱 果 黄 宰 色 时 收获 ， 每 让 可 收 种子 5 一 10Kg。 

CHG RRA) 

57. — fA RG 

Oxytropis bicolor Bunge 

别名 阿拉 格 一 奥 昌 图 哲 。 

形态 特征 DAL, MURS EAE DRA, FH 5—100m., 此 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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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ae oe Ee =e 

OBS WEES 
丛 状 ;全 株 被 白色 
BRR. GM HAR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 与 
小 叶柄 基部 合生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长 4 一 

20cm。 小 时 轮 生 ， 通 

常 具 8 一 14 He, 间或 
A AED, AEE 

状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先 

HBR, PAR, 
Re, ,两面 被 白色 绢 

状 柔 毛 。 MARE 
生 于 长 花梗 的 顶端 。 
总 花梗 与 叶 等 长 或 比 
mA. EMRIs 
Ati, BIT AN, RET 

2, BER, Ls 
5 PAIR BE ET IE He 
i, BOR PRA 
WERE, FRI 
为 明显 , 先端 微 止 ; BR 

“ S = = 3 

KS ay 

rs ———— = 

js 

IOS -< 去 

C= 

‘ie x 

所 人 SS Se 

NS > 

aw NS 

a, 

图 57 —f&#kE Oxytropis bicolor 

Bunge 

MPR. AA, 龙骨 辩 顶 端 具 长 imme, Fe Re eK 

KE MAB, KR, AKA, BRA BREEKZS 
(F157).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西 北 等 地 。 在 东 

dt. 内 蒙古 、 二 色 赤 豆 主要 产 于 西 辽河 平原 ， 乌 兰 察 布 盟 南部 ， 锡 

林 格 勒 盟 北 部 ， 大 青山 、 鄂 尔 多 斯 高 原 一 带 ， 在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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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产 于 中 、 南 部 黄土 丘陵 和 贺兰山 地 。 蒙 十 的 东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二 色 为 豆 是 喜 温 瞬 的 多 年 生 草本 ， 蛙 本 

或 中 早生 植物 。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温带 南端 和 暖 温带 的 半 干 日、 半 湿 
润 地 区 ， 系 典型 草原 、 沙 生 章 原 或 草 旬 草 原 草地 的 伴生 种 ， 偶 尔 也 
可 进入 荒漠 草原 地 带 。 在 西北 ，4 月 萌发 ， 花 期 在 5 二 6 AH, 7 
8 月 份 结果 。 

二 色 划 豆 经 常 伴生 于 我 国 森林 草原 带 , 广泛 分 布 的 白 羊 草 (Zo- 

tie ch fe ischaemum) Fevh, wk AEAHBRABLABRR 

林 草原 与 典型 草原 过 渡 带 丘陵 阳 坡 、 半 阳 坡 的 小 尖 隐 子 章 〈Ciei- 
Stogenes mucronata) 草地 中 ， 在 陕 甘 、 宁 、 晋 黄土 高 原 的 丘陵 
阳 坡 、 半 阳 坡 出 现 于 葡 蒿 (4rtemisia gtira1dii 类 型 的 干草 原 
中 。 也 是 这 一 地 带 长 芒 草 (Stipa bungeana), WH (Artemisia 

frigida), RH (Thymus mongolicus) 于 草原 的 习 见 伴生 种 。 

在 扬 荒 地 或 人 工 林地 耕作 过 的 土壤 上 ， 常 能 以 种 子 大 量 繁 生 ， 生 成 

二 色 束 豆 占 优势 的 植物 群 聚 。 分 布 区 的 土壤 一 般 为 灰 褐 土 ， 淡 灰 神 “ 
+R RH +. 3 

饲 用 价值  ~BROARSRE, WH. TNA. WFR, 

马 、 牛 也 吃 。 宁 夏 南 部 群众 注意 到 当地 的 达 乌 里 黄 鼠 非常 喜 食 , Bea 

REA “ORT BE”. MAR RZD, PER. AOA OH AAEM 

WHR. BP ERA Ait RE, BYE IAP Dh it RR KE 

原 地 带 天 然 草地 的 补 播 草 种 ， 对 于 增加 天 然 草地 豆 科 收 草 的 比例 有 

积极 作用 。 

表 57 一 1 二 色 琼 豆 化 学 成 分 * 

占 于 物质 CH) 

wes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I, | es 

钙 ， 

(%) 

ia 

(%) 

水 分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8.58 12.78 18.47 2.50 | 0.40 

i . 

THA | Ba 1.67 | ne, 53.67 

” 引 自 宁夏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资 料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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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M RARRBES BW H57—1R57—2, 

表 57 一 2 ”二 色 棘 豆 氢 基 酸 含量 * (%) 

生理 

_ a ae 
名 称 -一 

KIS AR 1.13 x 所 R 0.73 

苏 xR 0.51 xk a mR 0.38 
丝 oR 0.53 AW eB 0.50 

谷 & B 1.09 wm AR - 0.58 

H A RB - 0.57 = 0.34 

AA wR 0.53 A 氮 R 0.19 

nh A BB 0.19 iA R 0.51 

Ri A R 0.56" i & RB 0.15 

xz A Rm , {0.07 `\ 且 所 Rm 0.69 

FF AR 0.47 

* 宁夏 技术 物理 研究 所 分 析 〈 样 本 采 自 宁夏 固原 县 ) 。 

CH SH) 

58. fig: 32 he G. 

- Oxytropis squammulosa DC. 

别名 查 干 一 奥 日 图 哲 〈 蒙 古 族 名 ) 。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豆 科 棘 豆 属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 一 5cm。 蔡 极 短 ， 

AE, RFE EF UR RL, AN 7 一 15 枚 ,条 形 , 长 5 一 
15mm, %1—1.5mm, HMA, ARR. LER, AL 
一 3 采花 莹 管状 ， 外 面 密 被 鳞片 状 腺 体 ， 花 冠 白色 ， 蝶 形 。 荚 果 
外形， 膨胀 ， 先 端 有 硬 尖 〈 图 58) 。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陕 西 。 甘肃 、 宁 夏 、 青 海 ; 
蒙古 、 苏 联 西 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鳞 苯 环 豆 是 多 年 生 轴 根 牧 草 。 它 的 植株 

WE, BREA, ERA, 常 扭曲 成 辫 状 ;向 下 直 伸 ， 入 土 可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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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cm 左右 ， 侧 根 较 

少 ， 常 斜 偶 或 呈 水 平 

状态 分 布 。 

据 在 内 蒙古 荒漠 

草原 地 带 观察 ， 鳞 苯 

P44 月 开始 生长 ， 

5HEANB6 AF 

#4, 6 月 结实 ，7 月 

BEF A 

i =o Wi Fre 

草原 旱 生 植 物 ， 匾 江 

Ht Jin FH Fie Be A RPM 

为 次 要 的 伴生 成 分 ; 

也 少量 见于 黄土 高 原 

于 草原 群落 中 。 人 性 耐 

TH, WR. SET 

砾石 质 山 坡 与 丘陵 ， 

砂砾 质 河谷 阶地 薄 层 

的 砂 质 上 上 。 

” ” 饲 用 价值 一 鳞 芙 刺 豆 是 放牧 场 上 的 良好 饲 用 植物 。 Lyi 

i=. UFR ARE, BREABRRH. HT BRR, URS REA 

答 存 叶 轴 变 成 的 硬 刺 ， 其 他 家 畜 采 食 较 少 。 

rere eT re mer ore 

高 ， 在 花期 以 后 有 所 下 降 ， BS Se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下 页 表 58。 

吴尊 状 豆 在 荡 演 草原 章 场 上 为 放 收 型 饲 草 ) ae BE TALI, 

如 作为 补 播 材料 ， 可 能 是 有 价值 的 。 但 应 掌握 在 幼 期 利用 ， 防止 后 

期 粗 老 ， 梳 硬 多 刺 ， 而 降低 其 饲 用 价值 。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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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 yoy B58 SERRE 
ets GF WM RR C%) 
AERP 7k AE CM) 1 doe gi ge OE Rg 2° Pe OE Bt (%) |Gh C%) 

sc serch S) 5 tina ail samen | mere | go | aioe 

RTE 11.02 | 22.89] 3.59 | 20.03| 40.23| 13.26] 0.49 | 0.50 

m By | 10.93 | 21.35] 3.90 | 25.91 |. 38.28 | 10.56] 1.79. | 0.35 

8 ae de BO BE IF 

CZ RR). 

他 和 有 其 2S ye A 
Robinis pseudoacacia 工 。 

别名 -刺槐 。 
形态 特征 “落叶 

| 乔木， 高 10 一 25m， 
OTR, ABP 

复 时 ,小 叶 7 一 25 WM, 

WERKM BB, K 
2.5—4.50m, 36 dit 

al RM, ae AB 
形 ， 全 缘 ， 无 毛 或 幼 
RAGE, Fonts 

ae —_s Sa 人 

| 状 。 总 状 在 序 腋生 ， 
长 430 一 25cmj 4% 

en a PR, BB, A 
, BE, WORE MR 
常 有 黄色 斑点 ; ES 

10， 二 体 ; FICE. 图 59 YER Robinia pseudcacacia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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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KO, K3—-l0om, ME, HEEB, BA (图 
59). . 

地 理 分 布 RASMRARH, SHARARLMMPRTE 

树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适应 性 颇 强 , 有 抗旱 力 。 喜 湿润 肥沃 的 十 

壤 ， 公 路 和 铁路 旁 常 有 栽培 。 在 冲积 平原 ， 黄 土 丘陵 ， 和 干燥 沙 芒 地 
也 能 生长 。 为 浅 根系 树种 ， 适 于 山谷 或 少 风沙 处 造林 。 每 年 5 月 开 
花 ，8 一 9 月 结果 ，9 一 10 月 果实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其 时 为 山羊 、 猪 、 免 等 所 喜 食 ， 群 众 常 采 摘 其 叶 作 

青饲料 ， 也 可 晒 于 ， 打 成 干草 粉 贮藏 备用 。 其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9 
所 示 。 

。 表 59 洋 槐 树叶 的 化 学 成 分 
5 

做 《%7 | CH)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ate leeway) 粗 灰分 

11.02 46.61 7.62 0.30 29.24 | 5.51 2.90 

据 测 定 ， 洋 槐 ike 的 鲜 树 叶 中 含 消化 能 2874. 4kJ 和 可 消化 粗 

FAM 48.8g。 | 

根据 报道 , FRM HEF 85.2%, 粗 蛋 白质 19.1%, MAR 

1.68% ， 蛋 氨 酸 0.08% ， 胱 氨 酸 1.47% ， 亮 氨 酸 1.40% ， 精 氨 酸 

1.48% ， 苯 丙 氨 酸 1.13%， 甘 氨 酸 1.10%6 。 

此 外 ， 种 子 含油 量 12 一 13% ， 可 作 肥 和 皂 及 油漆 原料 。 茎 、 皮 、 

根 、 叶 供 药 用 ， 有 利尿 止血 的 功效 。 | 
RSG PAT RA, Mah, RRA EH 

幼苗 移 裁 ， 也 可 插 插 ， 在 于 旱 的 地 区 ， 移 裁 之 初 宜 适 当 灌 水 ， 以 利 

成 活 。 

〈 周 寿 荣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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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 BT 

Sophora alopecuroides L. 

Me MAM, FSR. 
: HARE SUSTERA, RHAMMMAK. SUR. SHY, 
上 部 分 枝 ， 高 30 一 60(80)cm 。 全 株 密 被 灰白 色 平 伏 绢 状 柔 毛 。 单 数 

羽 效 复 时 ,互生 ,长 6 二 15cm, 小 叶 11 一 25, $5 DIR BE GT IG RVI, 

全 缘 , 长 二 5 一 2.8cm, 宽 7 一 10mm, 两 面 及 叶柄 均 密生 平 伏 绢 毛 ， 

坚 灰 绿色 ， 托 叶 小 ， 钻 形 、 宿 存 。 总 状 花 序 生 于 分 枝 顶端 , 长 约 10 一 

15cm， 花 多 数 紧 密 | 

HED, WB, BA 

RAE, Wii Ae 
— SRR, TEER 
黄白 色 ， 较 BK 2 一 

st RRR, 礁 UM, BY 
H 10K. RR \ A y 
ie FER, K5—12cm, OP 

密生 平 伏 短 网 毛 ， SY, | 
内 有 种 子 (3.) 6 一 12 SS 

1. HERE, Bo SS 
SRM i, KA SS 
5mm (60). SB 

IBS} AR i = 
在 我 国 河北 、 河 南 、 Y 
Ba, i et aay 4 人 7 
TH. Hit, SA 

西藏 等 地 区 。 国外 分 图 60” 苦 豆 子 ”Sop1ora alopecuroides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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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S. SERESIL. +2. Kees 
洲 西 南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苦 豆子 作为 我 国 草 旬 草场 杂 类 草 层 片 的 

组 成 部 分 ， 广 泛 地 出 现 于 各 种 盐 中 生生 境 ， 例 如 在 内 蒙古 。 陕 北 、 

宁夏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的 山 昔 洪 积 扇 扇 缘 低 地 以 琢 各 河流 河 漫 滩 ， 

阶地 ， 水 区 淡水 潮 湖 滨 低 地 , 经 常 伴生 在 微 盐 化 的 假 革 拂 子 匾 《Ca- 
lamagrostis pseudophragmites)-BRaA; 或 作为 建 群 种 组 成 盐 

生 草 甸 ， 成 为 小 面积 的 苦 豆 子 单 优 种 群落 2 AMAR RRR 

FO, PRAIRIE Ry 40 一 60cm, 总 盖 度 ,50 一 70% FE 
PMA E, GUSH CAlAagi sparsifolia) WRAMKH — 

M EBRUELLML, Map HN (Aeluropus littoralis), 

MAREE. PEPER RS AM ION 2A, oS PRR 
Di RUS a. Re era Hh is DIE AE RP DL EK AR ER CGT ve yrrhiza 

wntlata) 盐 生 草 旬 中 。 在 准噶尔 岔 地， 它 作为 奉 极 种 组 成 铃 销 刺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草 旬 化 盐 生 灌 从 于 EBB SB 

木 贫 地 大 河流 两 岸 、 额 济 纳 河沿 峰 、 柴 达 木 各 河沿 峰 BP EAE 
F4EM (Tamarix ramosissima) 灌 从 中 ， BA ET KM, 

白 麻 (Poachynum hendersonit) RE RARBA. 

ec eee) ee 
BR, WHERYDM, TAVARVERPFRMHIYRUARME, EA 

EAM, Bi BEE (Artemisia ordosica) Fes TEE 

RAW, WAR BRS MG Wh PG AE AAW, RIAA HW RK 

中 ， 它 伴生 于 由 刺 CNitraria tangutorum) tk AY ERA, 

在 沙 区 附近 ， 它 也 是 沙化 草场 的 主要 侵入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营 豆 子 为 耐 盐 碱 的 中 生 或 潜水 旱 生 村 

多 。 对 水 分 生态 因子 的 适应 性 比较 产 幅 :多 数 情况 下 ， 为 盐 中 生 植 
物 ， 生 长 于 低 湿 地 的 原始 冲积 性 草 甸 土 或 轻 盐 化 的 草 旬 未 止 ， 地 表 

175 ERA SD Ais 9 ld HE AE TS HE APE I A ap fd ah BAe th eg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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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种 沙 生 植 物 。 具 一 定 程 度 的 耐 早 能 
Ay 可 生长 于 未 区 的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的 沙 地 
或 沙丘 上 5 生长 苦 豆 子 的 地 方 ,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在 1 一 4m， 于 早生 境 ， 可 在 地 下 水 位 
6m 左 右 地 方 生长 。 

苦 豆子 4 月 于 名 萌发 (在 新 疆 3 月 中 
-名 前 后 返青 ), 5 一 6 月 现 a, IF7E, 6—s 
月 结实 并 成 熟 ，.9 月 底 开 始 干 村。 当年 实 
生 苗 未 见 现 蔓 开 花 。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轻 盐 化 沙 地 或 水 洪 
YW, BR, Bit, SEPeKer, 
开花 党 多 。 它 靠 种 子 及 根 芽 进行 有 性 ; 无 
性 繁殖 , ALF Bik AY BE, 分 布 于 20cm ~ 

左右 深 的 土 层 内 , 根 更 较 粗 , 直径 在 0. 5cm 
以 上 ， 且 甚 长 ,因而 具 极 强 的 能 力 , 特别 在 
疏松 土壤 中 。 常 能 成 为 局 部 地 段 的 优势 杆 
萄 ,构成 单 优 群落 。 株 高 30 一 80cm, MB 

” 20 一 40cm, 平均 单 株 鲜 重 13.67g (11.3-— 
16.8g)， 其 .中 葵 重 4。.49g， 占 35.8%, 

MRA FH 8.78, 464.%, mt hw. 
1:1*8( 其 中 包括 果 序 )。 按 每 10em 分 层 ， 
APM ES (RR) 配置 情况 如 表 
60—1, _ 
饲 用 价值 ， 苦 豆 子 在 整个 生长 发 育 阶 

BASHIR, ASEM, AR 
FARE, BLT TEMR AHR, th 
者 家 畜 在 饥饿 状态 下 采 食 后 ， 轻 者 引起 消 
ASE, RAEI, BART IS, 

表 60 一 1 苦 豆 子 的 株 丛 结构 分 析 

8.78 | -13,67 64.2 | 100.00 | 

4.49 

5.54 
100.00 |35 8 

4。51 
81.4 

1.03 
18.6 

| 

20—30cm 
32.08 4.26 

100.00 

1.38 | 1.09 2.47 | 1.18 
55.9 |44.1 100.00 |27.2 {72.3 

1.4 
100.00 | 

0.1 Tel 

163 9.29 

HR (g). “| 1s 比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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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 FRRERG, WAAP REA. CREAR 

He 苦 豆 子 可 为 各 种 家 畜 的 重要 饲 草 之 一 ， Hr, RAB SR 

采 食 ,但 到 冬 末 或 春季 地 土 部 分 保留 不 好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0 一 2 

表 60 一 2 ” 苦 豆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SF 物 质 (%) 
钙 (%) 

得 蛋白 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J | :9 facet] 在 脂肪 | 类 纤 维 | 粗 灰分 | SORT | cf abe 
11.16} 22.69} 3.08 25.46 | 14.83 33.94 0.32 

期 || 12.39) 22.87) 4.71 25.41 | 6.97 43.04] 0.99 0.18 

期 TO 3T | 24.92 31.95 | 5.90 40.02 | 0.85 0.18 

HH] 15.04] 14.86] 2.51 28.61 | 1.44 52.58 | 0.88 0.095 

养 期 | 8.23| 14.86 | 3.67 15.31 | 8.85 57.31 | 1.77 0.05 

黄 期 | 610.02 5.76 | 1.57 42.91] 3.01 46.75} 0.71 0.02 

” 宁夏 农学 院 畜 牧 兽医 系 饲 养分 析 室 分 析 。 

在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 败 民 也 认为 苦 豆 子 有 毒 , 家 畜 一 般 不 采 食 。 
作 蒙药 供 人 服用 ， 但 有 时 不 慎 也 发 现 有 中 毒 的 反应 ， 表 现 头晕 、 恶 

、 腹 胀 。 BR 
根 入 中 药 ， 与 同 BMWS Sophora flavescens) 有 同等 疗 

效 ， 可 清热 、 解 毒 、 燥 湿 、 杀 虫 。 茂 医用 于 治疗 咳嗽 与 解 热 ， 疗 效 
良好 。 同 时 ， 可 作 称 田 瓜 地 的 绿肥 ， 瓜 大 味 甜 。 示 种 又 是 男 沙 植物 
ALLER. 

合理 利用 ;考虑 到 若 豆 子 的 固沙 和 密 源 价值 ， 宣 通过 规划 ， 在 
集中 分 布 的 风沙 地 区 保留 一 定 面积 ， 专 从 事 放养 塞 峰 和 保护 沙 地 生 
态 环境 ， 广 大 草场 上 散 生 的 苦 豆子 ， 可 以 配合 挖 药 及 拔 后 做 绿 肥 ， 
有 计划 、 有 控制 地 挖 除 ， 并 随时 播种 适合 当地 的 优良 牧草 。 但 必须 
防止 育 目 滥 控 破坏 草场， 引起 沙化 ， 并 应 对 新 播 收 草 加 以 管 护 ， 做 
到 科学 地 培育 与 合理 利用 相 结合 : 

(Em REA es RR) 

水 分 

€%) 

DG 3 OR 后 

ot WH We oF H 

° 190° 



61. 诗 亚 那 柱 花草 

Stylosanthes guianensis (Aubl) Sw. 

别名 BAe. REAR. See. 
形态 特征 ” 豆 科 柱 花 草 属 多 年 生 丛 生性 人 草本， 直立 或 半角 得 ， 

主根 发 达 ， 深 达 lm 以 上 。 粗 糙 型 的 蔡 密 被 每 毛 , 老 时 基部 未 质 化 ， 
分 校 多 ， 长 达 0. 5 一 2m， 草 层 高 度 可 达 I—1.5m, =H wap, hat 
ne nee 
mR, RHEE, 

某 些 生态 型 有 粘性 。 

托 叶 与 叶柄 愈合 包茎 

成 鞘 状 ， 先 端 二 裂 ， 

BEBEE. MAR 

FE AD =E REF AH, 小 叶 

较 小 ， 很 少 细毛 。 花 

FRET ERS tt Seng 
TRAE Fr RSE eT AE 

长 在 具有 一 片 单 叶 的 六 y Cd 

Baw, SE. VAN Zag 

WS, RB, BBR 

fi. KIRAN AA BA 

HK, 23, RYe— 

PLE. SERB SS HY 

神色。 种 子 呈 椭圆 | 3 

形 ， RAR Res, 图 61 EWA Stylosanihes guianen» 

两 侧扁 平 ， 种 脐 位 于 sis (Aubl) Sw. 

-191¢ © 



偏 中 上 。 大 小 因 各 品系 而 不 同 ， 长 1.8 一 2. 7mm, #4 2mm, FH 
重 2.04 一 2.53g8， 每 公斤 约 有 18 一 48 -万 粒 (图 61) 。 

细胞 染色 体 , 2n= 20。 

地 理 分 布 ” 柱 花草 属 约 有 40 个 种 ， 大 部 分 原 产 于 南美 洲 ， 其 

中 有 4 一 5 种 原 产 南 非洲 。 在 美洲 由 巴西 传 至 美国 的 佛 罗 BURG 
威 夷 。 大 洋 洲 首先 传 入 新 西 兰 的 昆士兰 及 澳洲 北部 ， 又 传 至 斐济 。 
在 非洲 分 布 于 南非 、 肯 尼 亚 、 罗 得 西亚 南部 和 乌干达 。 亚 洲 在 印尼 : 
锡金 和 泰国 有 栽培 。 本 属 圭 亚 那 种 中 粗糙 型 的 晚熟 品种 斯 科 非 柱 花 
草 (CCF。Scpnofield)， 华 南 热 作 研究 院 首先 于 1962 年 引进 我 国 ， 

先后 在 广东 、 广 西 、 云 南 、 福 建 等 省 南部 和 人 台湾 试 种 ， 作 为 绿肥 覆 
盖 植 物 和 牧草 。 后 来 ， 又 从 澳大利亚 先后 引进 本 种 的 不 同 品种 库 克 
(Cook) 、 奥 克 雷 〈Oxly)、 恩 迪 弗 (HEnaeavour) 柱 花 草 在 广西 

和 广东 少量 试 种 。 新 育成 的 品种 格 来 姆 (Grahamy) 柱 花草 于 1981 
年 引进 到 广西 黔江 示范 牧场 ， 由 于 比 早 年 引入 的 正 企 品 种 有 较 耐 低 
温和 抗 病 , 开花 早 , 易 留 种 等 优点 ， 在 桂 南 、 桂 西 和 广东 用 于 草地 改 
良 ， 发 展 较 快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圭亚那 柱 花草 适应 性 很 强 。 由 于 从 肥力 

低 的 土壤 中 吸取 钙 和 磷 的 能 力 强 ， 是 热带 豆 科 牧草 中 最 耐 贫 将 酸性 
土壤 的 种 类 。 能 生长 在 热带 砖 红壤 、 潜 育 士 和 灰 化 十 以 及 从 干燥 的 
砂 质 士 至 重 粘土 均 能 生长 和 良好， 喜欢 排 水 良好 、 质 地 下 松 的 士 壤 。 
it RHR, PARI, Wy ie} pH4. 0 的 强酸 性 土壤 。 

圭亚那 柱 花草 喜 高 温 ， 怕 霜冻 。 耐 寒 的 程度 和 品系 有 差异 ， 一 
般 在 15%C 时 能 继续 生长 ，0%C 时 叶片 脱落 ，- 2. 5°CMH URE. 在 亚 热 
带 地 区 可 在 霜冻 线 以 上 的 高 坡地 生长 s 分 布 的 纬度 界限 约 在 北纬 
23°C 和 南 纬 的 23"C 之 间 ， 海 拔高 度 200 一 1000m。 在 新 西 兰 的 昆 士 

兰 它 适 宜生 长 在 雨量 900—1000mm 的 地 区 ， 在 乌干达 需要 雨量 

500mm 以 上 ， 在 巴西 1000 一 1700mm。 可 忍受 得 时 人 间 水 渡 ， 但 不 

能 在 低洼 积 水 地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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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草 幼苗 期 ， 特 别 在 前 .6 AKA, 在 高 温 潮湿 季节 生长 
快 。 枝 条 形成 郁 闭 时 ， 能 抑制 杂 章 。 WEAR, ABW 12 

小 时 以 下 的 日 照 时 才 开 花 ， 最 适 日 照 是 10 小 时 。 
圭亚那 柱 花 草 在 混 播 中 常 能 和 大 么 、 潘 哥 拉 草 组 合 很 好 ， 也 能 

和 无 芝 虎 尾 草 。 狗 尾 章 、 毛 花 稚 穆 持 父 混 生 ; 建 植 后 能 和 杂 草 竞争 ， 
并 能 侵入 天 然 草地 。 其 固氮 能 力 在 乌干达 试验 ， 不 施肥 的 柱 花 草 牧 
场 ， 产 量 相当 于 施 氮 素 165kgy/ 公 项 的 禾 本 科 牧 场 。 

和 柱 花 章 病虫害 主要 有 迪 冶 病 ,. 随 种 植 面积 扩大 而 为 害 广 泛 ; 在 
国内 也 发 生 。 此 病 一般 在 高 温 高 湿 条 件 下 出 现 , 易 在 雨季 后 期 流行 。 
症状 表现 在 叶片 。 叶鞘 、 鞋 或 花序 上 出 现 圆 形 或 圆 形 褐色 病 斑 ， 
H#@4 0.5—5mm, UARARR, WRT, WAR 

REAR, 严重 时 只 剩 夫 秆 ， 坐 部 环 状 坏死 而 导致 整 株 死 
Ee. MURAL RASA POR SR (Colle- 
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1 C. dematium Grove, “4 FAX | 

WREAF 95%, 温度 在 26 一 30" 时 ， 本 病 最 易 流 行 ， 雨 水 、 风 、 
Bi shy, ASAE, WEA LAR RS eH 

圭亚那 柱 花 草 对 2,4-D 的 耐 受 力 强 。 
圭亚那 桂花 草 玫 个 重要 的 栽培 晶 系 ， 有 的 属于 不 同 的 生态 型 ， 

在 国内 都 有 引种 。 在 南宁 种 植 的 生育 情况 如 表 61 1 所 示 。 

表 61 一 1 几 种 圭亚那 柱 花草 在 南宁 的 生育 期 〈 月 .日 ) 

ne faen [nen | oem | ren | eee 
: | 

斯 柯 非 3.28 4.5 5.16 {12,274.20 |. 3—5.25 
2 ee “4.6 4.19 5.28 11.30 12.27 

‘Fak 4.6 4.19 5.28 11.27 12. 27 > = 

格 来 姆 4.8 4,25 5.25 10.16 12.10 

奥 克 雷 3.22 4.11 6.11—12 | 6.25 

EAE 据 分 析 期 柯 非 柱 花草 全 株 干 物质 含 粗 蛋 蝗 质 

8.06—138.1%, 含 粗 纤维 34。38 一 37。70f。 BEY AH T> $5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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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 11.8% ， 可 消化 率 为 52.6% ， 粗 纤维 可 消化 率 为 42.2%6 ,其 所 
含 养分 及 消化 率 均 低 于 紫花 首 蒂 (紫花 萌 藩 蛋白质 的 消化 率 达 
81.7%)，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1 一 2， 必 有 需 氨 基 酸 含量 见 表 61 一 3。 0 

表 61 一 2 圭亚那 柱 花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十 于 :物质 的 (%) 

ae | 粗 脂肪 | meee | ZR | 粗 灰分 
钙 (%) | 磷 (%) 

斯 柯 非 开花 8.06 | 2.24 34. 38 50.87 | 4.45 

Hs KR 分 校 14.72] 2.81 30.19 | 43.51] 8.77-| 1646 0.25 

格 来 姆 开花 | 15.32 | 1.44 | 31.91| 42.93 | 8240 

表 61 一 5 圭亚那 柱 花草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品 种 mS cao ac cae to 

斯 柯 非 56 | 0.522/0.213 | 0.24 |0.474 | 0.32 | 0。245| 0.25 | 0.03 0.24 

fe 3 53.26] 0.42 |0.224 | 0.263/0.526 | 0.23 | 0.258) 0.274] 0.027] 0.258 

品 种 cs 异 亮 氨 酸 eam ace ARR | IRs Am) SCR 

微量 

无 

0.213 0.314) 0.112 0.186 0.266) 0.96 | 0.218 

0.241 0.375| 0.123 0. 258 0.28 | 0.101| 0.218 

粗糙 型 的 柱 花草 适口 性 在 生长 早期 比较 差 ， 到 后 期 逐渐 为 牛 喜 
欢 采 食 。 据 广西 畜牧 所 青 刘 喂 牛 ， 牛 逐渐 习惯 后 则 采 食 。 在 巴西 的 
报道 ， 初 夏 时 斯 柯 非 柱 花草 适口 性 差 ， 只 有 叶子 被 采 食 ， 售 饲 牛 试 
喂 两 天 后 不 采 食 。 若 稍 放置 使 植物 体 和 昔 毛 萎 荡 ， 亦 可 提高 适口 
性 。 

细 茎 型 的 格 来 姆 柱 花草 适口 性 很 好 ， 生 长 各 时 期 都 为 牛 、 羊 、 
免 等 家 畜 喜 食 ， 叶 量 较 丰 富 ， 开 花期 蔡 叶 比例 1 ; 0.76， 蔡 占 总 重 
56.71% 。 除 放牧 、 青 刘 外 ， 调 制 干草 也 为 家 畜 喜 吃 。10--11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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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时 达到 最 高 产量 ， 此 时 又 是 少雨 季节 ， 利 于 调制 干草 过 冬 。 收 种 
脱粒 后 的 蕉 秆 ， 牛 也 喜欢 吃 ， 含 有 粗 蛋 白 6.55% ， 比 稻草 还 高 * 此 
外 守 还 可 制 成 优良 的 干草 粉 ， 在 尼日利亚 每 年 浊 割 45cm 以 上 部 分 
的 枝条 打 成 干草 粉 ， 含 粗 蛋 白 达 17.17% 作为 商品 出 售 。 草 粉 青绿 
色 ， 有 香味 ， 与 水 调和 富 于 粘 稠 性 ， 猪 很 喜欢 吃 。 
”圭亚那 柱 花 草 播种 当年 可 以 浊 割 1 一 2 次 ， 亩 产 青草 2000 一 

3000kg, FH 450 一 650kg。 蔡 叶 产 量 高 ， 地 上 部 分 覆盖 浓密 ， 能 
RK. 根瘤 多 ， 每 公顷 可 固氮 180 一 216kg， 茎 叶 又 易 腐 烂 分 
解 ， 可 作 良 好 的 绿肥 覆盖 作物 。 
栽培 要 点 
1. 播 前 整地 :- 建 植 人 工 草 地 ， 可 进行 半 翻 耕 ， 用 重 丰 或 旋 耕 机 

处 理 地 表 ， 或 行 全 翻 耕 ， 以 全 翻 耕 处 理 得 越 好 ， 效 果 则 愈 佳 。 亦 可 
E95 HI — 4 A 2,4,5-T, 2,4-D, BH BSLERE, a UE 

荒 后 直接 播种 于 天 然 草地 ， 播 种 量 要 加 售 
2. 种 子 处 理 ， 种 子 硬 实 率 较 高 ， 达 80% ， 发 芽 力 低 ， 通常 用 机 

械 处 理 划 破 种 皮 ， 可 使 发 芽 率 提高 到 95%， 或 80% 热 水 浸种 1 一 2 
分 钟 。 每 公顷 用 种 量 5 一 8Kkg。 

3. 施 肥 和 接种 : 一 般 播种 时 施 含 钼 的 过 磷酸 钙 每 公 质 200 一 400 
kg。 在 贫 交 的 土壤 上 施 磷 肥 是 必要 的 。 诗 亚 那 柱 花草 可 以 为 土壤 中 
机 豆 族 根瘤 菌 自然 接种 ， 结 出 根瘤 。 最 好 的 优良 接种 菌 剂 CP82， 
每 株 可 固氮 70mgs 

人. 管理: 建 植 诗 亚 那 柱 花 草 的 草地 ， 初 期 生长 缓慢 ,3 个 月 后 

生长 迅速 , :通常 以 放牧 采 食 禾 本 科 以 抑制 其 生长 。 
单 播 的 走 亚 那 桩 花草 如 格 来 姆 ， 通 常 作 为 采种 和 青 对 、 打 制 干 

BOA, Wi 过 精 细 整 地 ， 灭 除 杂 草 。 在 杂 草 少 的 条 件 下 ， 可 以 上 揪 
AIA. FTI 50—80cm, PEF 30 一 40cm。 在 南宁 2 月 底 至 4 

月 播种 ， 播 深 1 一 2cm。 育 苗 比较 简单 ， 由 于 初期 杂 草 生长 快 ， 大 
田 管理 困难 ， 故 常 在 苗床 育苗 ， 再 移 裁 到 大 田 。 苗 床 应 选 在 土质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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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HACE, PSE FE LAD HU Iv PORTRAIT 
基肥 5 播 后 薄 覆 细 士 再 淋 透 求 凡 苗 出 土 20-30 KS, Ti 1-2 K 

液肥 。 在 苗 高 20 一 30cm 时 , 趁 阴雨 天 气 移 栽 于 大 田 凡 成 活 率 可 达 

90% 以 上 。 因 为 纺 苗 期 生长 很 缓慢 ， 往 往 为 杂 草 掩盖 ， 三 般 要 及 时 
除草 两 次 ， 以 后 柱 花 章 生长 迅速 ， 可 以 完全 柳 盖 地 面 。 前 期 除草 ， 
是 采种 栽培 的 最 重要 管理 工作 。 

5.x: JAE 4-5 7A, BER 40—50cm, WTR K 

X12). XSI BE ab 30—50cem, WBE, BERTRAM 
制 。 SBith 

格 来 姆 柱 花 草 等 花期 长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容易 落 粒 在 国外 常 
用 带 有 钉 齿 滚 简 的 通用 收割 机 ,降低 切割 高 度 ; 开 天 后 收 第 到 次 以 回 
收 更 多 种 子 。 人 开采 收 在 上 部 花苞 种 子 大 部 成 熟人 开始 脱粒 于 即将 
BLUE» SURE HIT, AUR AT, 2-3 Klas HAH 
“一 3 tk, HEME, EA 

(RAB 

“62.。 披 针 叶 黄 华 

opens lanceolala R. Br. 

B1% BRR, HOF. ) Ba SER es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高 18—20cm, PBR ARK EB. 

SHU, A-ROR, EKARRAH. SREY, 具 3 小叶， 
AN BBE TIE ALR BIB, Ke 2.5 一 4.5cm， 宽 0.5—1.0em, 

DMR, 2H, 两 面 密生 平 伏 长 柔 毛 ， 小 叶柄 短 。 托 时 2 ， 卵 状 
BH, Tem BR, MRA, K1.5—2.5cm, HH 4—7mm, 
MERC. BREA, BAS, Bz, WB, BBR. 

Bi fh, 4 2 一 3 SHA, KK 25—28mm,. ES ARB, wR 
Be Kil.6em, SEFKERE, SHR, K5—smm. Hew 

196 



ad 

AE, JMR 
Kh, THA, BRSZ 

Ar oie Le I. a A. 

FRB, BRE, A 

柄 。 LRH, SRSA 
ys oom, we 7 — 

12mm, Jig AR, EAE 

RE, SPF 6 一 14 粒 ， 

种 子 近 肾 形 ， 黑 褐色 ， 有 
光泽 〈 图 62) 。 

地 理 分 布 ”主要 分 布 
于 东北 、 人 华北、 西北 及 四 

川 、 西藏 苏联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一 披 针 时 黄 华 在 青海 3 

AUR 4 月 初 返 青 ，5 一 6 月 

开花 ，7 一 8 月 种 子 成 熟 ， 

在 青藏 高 原 ，4 月 中 下 名 

A, 6A, 8 月 种 

NI 
AN SY, | 

MA Sk al 

Wes, i 
\\ SW, | Y 

Sy, | 
FF Vi |G, 

SS 

图 62 披 针 叶 黄 华 = hermopsis 

lanceolala R. Br. 

子 成 熟 。 苗 期 生长 慢 ，5 月 以 后 生长 迅速 ， 再 生 力 强 。 
披 针 叶 黄 华 适 应 范围 极 广 ， 丛 东北、 华北 到 海拔 3200 一 3800m 

的 青藏 高 原 。 喜 生长 在 草 旬 草原 、 碱 化 草原 、 盐 化 草 旬 及 青藏 高 原 

3200 一 3400m 的 向 阳 缓 坡 ， 平 浴 。 一 般 散 生 ， 条 件 适 宜 时 ,也 能 形 

成 水面 积 的 群落 。 在 沙化 草原 及 沟渠 、 河 谷 也 有 零星 生长 * 士 壤 p 

值 为 7.2 一 857 时 也 能 良好 生长 。 

BEST My Se AE He EEG, 能 在 东北 青藏 高 原 的 高 寒 了 地 区 良好 越 

冬 ， 能 而 -36 一 -37 的 低温 。 幼 苗 及 返青 后 遇 和 拨 时 间 的 = 5 °C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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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CHR, (HRERKRAD, FREER ERR. HM. 

化 土壤 中 也 能 良好 生长 。 

饲 用 价值 ” 披 针 叶 黄 华 质地 柔软 ， Jp Sp ATI OR, 但 无 

HB. WE, 不 影响 家 畜 采 食 。 披 针 时 黄 华 叶 量 大 ,， 粗 蛋白 质 含量 

高 据 青 海 畜 牧 科学 院 分析 ， 开 花期 最 高 达 27.93%， belinda ciel 

15. 417% > 表 62, 

R62 披 针 叶 黄 华 的 化 学 成 分 

生育 期 、| 水 分 (%)》 
iG F WM 质 (%) 和 

i 钙 《〈%) (%) 
mem] 粗 脂 肪 | mere | 粗 灰 分 | SR, 

营养 期 5.65 25.42 | 2.26 27.11 | 6.69 38.52 | 2.33 1.47 

开花 期 2 22.84 | 6.05 49.02] 1.32 0.17 

EA 5.31 15.41 | 2.42 25.97 | 5.82 50-38 | 0.98 | 0.17 

据 测 定 披 针 时 黄 华 含 有 生物 碱 , 对 家 畜 有 毒害 作用 ， 故 具有 早春 

家 畜 采 食 ， 而 在 春 末 至 秋 中 各 种 家 畜 都 不 采 食 。 晚 秋 至 重 霜 后 又 开 

SRR es 

RRB ROR RE, BPR 50—100kg. 

披 针 叶 商 华 全 株 有 去 痰 止咳 、 止 痛 、 止 血 之 功效 ， 可 为 药 用 。 

(x 1) 

63. 埃 及 三 叶 章 

Trifolium alexandrium L. 

HfL LAhA=HR, 
-形态 特征 ”埃及 三 叶 草 为 豆 科 三 叶 草 属 一 年 生 或 越 年 生 章 本 村 

H, HRA, ERRA, MARRS, RARE te LM RE 20 

cm DAWA. Se, BIL, Hm 30—70cm, HH 9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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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具 白 色 柔 毛 。 基 部 
叶腋 分 校 ， 分 枝 力 较 

强 。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长 椭圆 形 ， 叶 柄 长 ， 

背面 密生 白色 苷 毛 。 

头 状 花序 ， 白 色 或 淡 

黄色 。 种 子 孵 形 ， 黄 

色 或 黄 褐色 (图 63) 。 

地 理 分 布 ” 埃 及 

三 时 草原 产 埃及 的 尼 

罗 河 流域 ， 广 泛 分 布 

于 北非 、 欧 洲 、 苏 联 。 

我 国 南方 及 台湾 省 也 

有 裁 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埃及 三 时 草 嘉 

温 姐 湿润 气候 。 发 

芽 最 适 温 度 为 15 一 

20; , SHE 1.7C 

会 受 冻 害 。 苗 期 根系 

发 育 速度 超过 地 上 部 

分 。 4 一 6 片 真 叶 时 开 

图 63 埃及 三 时 草 Trifolium alexandrium 

L. 

始 形 成 根瘤 。 在 北京 , 4 月 播种 , 6 月 开花 ，7 月 种 子 成 熟 。 在 人 台湾， 
10 Att, B42 HF RR. 

埃及 三 时 草 比 其 他 三 叶 草 抗 于 旱 ， 耐 盐 碱 ， 在 我 国 南方 滨海 盐 

碱 地 生长 良好 。 

BATE RR=EMH, SHRM, BOK, SURARE 
食 。 可 育 饲 或 调制 成 干草 ， 是 家 畜 优 良 的 饲 草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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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埃及 三 叶 草 化 学 成 分 

. 5 F we TE os 
分 析 部 位 | 生育 期 | 水 分 (%) 

粗 蛋白 质 | weg 

SK 分 校 期 | .86 19.28 3.57 22.86 37.86 16. 43 

BK .| RH 0 23.6 一 20.6 39.9 15.9 

栽培 技术 “埃及 三 时 草 种子 小 ， 千 粒 重 只 有 2.3¢, HHH, B 

求 精细 整地 ， 并 有 适宜 的 土壤 水 分 , 施 有 机 肥 2000—3000ke/ fr, 过 

磷酸 石灰 30 一 50kg/ 亩 。 我 国 南 方 播种 期 从 9 月 到 11 A tHe 

在 4 一 5 月。 条播， 行距 30cm， 播 种 深度 2—-2.5em, Fe BBHE 

0.75 一 1kg。 也 可 撒播 。 适 当 增 加 播种 量 。 埃 及 三 时 草 可 单 播 而 也 

可 与 红 三 叶 草 混 播 ， 混 播 较 单 播 提 高 产量 及 抗 病虫害 能 力 。 苏 联 广 

泛 做 为 饲料 或 绿肥 作物 。 条 件 适 宜 的 地 区 ， 每 年 可 浊 割 3 次 挛 亩 产 

育 草 500 一 1000kg。 收 种 子 25 一 35kg。 

埃及 三 叶 草 苗 期 生长 慢 ， 要 注意 负 草 ， 生 长 期 审计 Ben ak, 

保持 湿润 。 苗 高 40—50cm XI, BEA sem WHR 国 南 

Fi, MB 2 一 > 次 以 后 , 仍 可 收 种 子 。 

( 张 文 淑 ) 

64。 草 莓 三 叶 草 

Trifolium fragiferum L. 

CARTE £4 A, B20—30cm,. 248, WPM. 三 出 

Sit, Att BI NIE Bt OE HH IIB, KK 1—1.5cem, i 0.8—1.5em,, 

先端 微 上 四 ， 基 部 株 形 ， 边 缘 具 细 齿 ,两面 均 无 毛 ;; zw, 托 

HERR, IKKE. KK, HAA lcm ZA, RBG; 花 

WAH, ADH; SB, AE, GRMN, HRB, R 

4, RRMA, MAE, ARTRRBAWSA; HF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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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GME, Rem 
6, AEGEA CA 

64). | 

mE we 
三 叶 草 原 产 于 地 中 海 

和 近东 ，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盐碱地 土 到 处 

可 见 ， 广 泛 分 布 于 世 
界 温带 地 区 在 西欧 
的 一 些 国家 《法国 ) 
HARSH. ROH 

“有 野生 种 元 在 东北 、 
华北 和 新 疆 都 AR 
Si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Si KRSM 
于 湿润 温带 气候 ， 在 

、 年 降雨 B 500mm 以 

上 或 有 灌溉 条 件 地 区 
图 64 eile Trifolium Pay 

生长 良好 。 它 比 自 三 上 Fie QM FH BS Hw HEE 

BE. 7£30—60cm 深 的 土 层 里 生长 良好 ， 成 株 即 使 被 水 渡 3 个 月 仍 

Reise. Fe pH5.5 的 酸性 砂 壤 至 pH9.0 的 碱 性 泥炭 土 上 能 生长 繁 

Di, 在 盐分 达 1 一 3% 的 地 方 也 能 存活 。 耐 寒 力 很 强 ， 适 于 滨海 和 盐 

碱 性 土壤 的 湿润 地 区 栽培 。 

AATE BSH, BEDE, WR, BK 

BAA. 适 日 性 也 较 好 ， 唯 产 草 量 低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4。 

MSR BRS RFA, TAR 1.17 一 1.5g, 硬 实 较 

多 。 第 一 年 生长 发 育 组 慢 ， 因 此 播 前 要 求 精 细 整 地 ， 并 保持 土壤 

° 901° 



64 草莓 三 叶 草 营养 成 分 〈%%》 

样品 | 水 ; 分 we 粗 脂 肪 stl 粗 纤维 ess] one [oes Fae R 分 

s 

+ # 

83 $408 

15.28 12.38 2.8 10. 37 47.68 . 11, 49 

水 分 ， 适 当地 施用 磷肥 作 底 肥 ， 并 将 种 子 接 种 相应 的 根瘤 菌 。 为 提 

高 发 芽 率 ， 播 前 应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春 播 、 秋 播 均 可 。 播 种 量 每 亩 

0.25 一 0.5kg， 和 条播， 行距 30cm， 播 深 1 一 2cmes 苗 期 生长 缓慢 ， 

须 注意 中 耕 除草 。 茎 叶 封 垄 形成 稠密 草 层 后， 可 抑制 杂 草 生 长 。 可 

单 播 也 可 与 禾 本 科 及 其 他 豆 科 牧草 混 播 。 草 侮 三 叶 草 具 较 多 负 甸 茎 ， 

且 能 借 种 子 繁殖 ， 所 以 能 够 耐 频 牧 和 重 牧 。 但 收 种 子 困难 

(Fk Xe) 

65.。 波 斯 三 叶 章 

Trifolium resupinatum Lie 

形态 特征 ”波斯 三 叶 草 为 豆 科 三 叶 草 属 ，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草本 植 

wy, ERM, HK 0. 3 一 1cm， 侧 根 发 达 ， 多 分 布 在 表土 

层 。 茎 直立 或 斜 向 上 ， 中空、 光滑， 草绿 或 紫红 色 ，, 高 50 一 80(4145) 

om. 时 为 掌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倒 角 形 或 阔 椭 圆 形 ， 先 端 稍 尖 或 平 

直 ， 边 缘 具 密 而 细 的 尖 锯 齿 ， 叶 肪 明显 ， 叶 片 长 3.5 一 5cm, 宽 2 一 

3cm。 托 叶 膜 质 。 头 状 花 序 ， 腋 生 , 花 梗 长 2 一 4cm' 每 花序 有 30 一 

40 茶 小 花 ， 花 冠 粉红 色 或 紫红 色 。 荧 果 球形 ， Ae cosine 

种 子 黄 褐色 (A 65). 

地 理 分 布 “ 波 斯 三 HRC FN IEAM. AB Ay oe BA. EE 

埃及 、 美 国 广泛 种 植 。 苏 联 的 欧洲 部 分 及 格鲁吉亚 西部 有 野生 种 。 

RB AVILA MSIF, RHR. 

- 202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波斯 三 叶 草 喜 

温暖 湿润 气候 ， 也 耐 

寒 抗 旱 。 在 甘肃 河西 

走廊 古 长 城 脚 下 ， 海 

拔 1660m 地 区 种 植 ， 

未 受 冻 害 ， 生 长 苗 ， 

壮 。 该 地 区 在 4 月 播 

种 ， 6 月 分 枝 , 6 AR 

ig, 7 月 中 名 开 花 ， 

9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广西 南宁 、 秋 播 ， 型 

年 4 一 5 月 开花 ，6 月 

种 子 成 熟 。 株 高 100 一 

130cm, Xi #3 次 ， 

亩 产 青 草 6500kg。 北 Sez 

京 地 区 ,4 月 播种 ,6 图 -65 -波斯 三 叶 草 ”Trijfol1zzm resupinatum 

月 开花 ，7 月 种 子 成 aN: 
熟 ， 栋 高 80 二 9g0cmy; 亩 产 种 子 20 一 25kg。 

波斯 三 叶 草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最 喜 粘 重 酸 性 土壤 ， 在 中 性 至 

弱 碱 性 主 壤 中 亦 能 良好 生长 。 

饲 用 价值 ”波斯 三 叶 草 柔 嫩 多 汁 ， 无 异味 ， 适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可 做 青 饲 或 调制 成 干草 。 再 生 性 强 ， 南 方 每 年 浊 割 3 一 

4 次， 北方 2 一 3 次 , Bree 1500—2500ke. He K, MAAS 

重量 的 55%。 各 个 时 期 适口 性 都 好 。 苏 联 的 有 关 资料 分 析 ，100kKg 

青草 可 获得 2.9kg 可 消化 蛋白 质 。100lg 于 草 可 获得 12.7Kkg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 其 车 养 丰富 ， 可 谓 优良 笋 划 〈 表 .65 一 1D)。 

表 165 一 2 表明 波斯 三 叶 草 的 氨基 酸 含 量 较为 丰富 ， 特 别 是 厅 氨 
* 203 * 



表 65 一 1 波斯 三 叶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G5 Ff BD RM) 
awe [ksh (96)|—_________________ |; (96) a (6) 

fazer]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JU | 粗 灰分 | 

盛 花期 6.073 15.19 2.14 23-22 47.49 11. 96 | 1.83 | 0.136 

“甘肃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65 一 2 ”波斯 三 叶 草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2%) 
. 氮 | 

基 
了 Gam | 苏 氨 酸 Seam Raw RAM A | ew | eM 
ae aes AT ua 

鲜 ”和 草 0.13 | 0.10 | 0.09 | 0.14 0.09 | 0.12 | 0.05 | 0.11 

干 草 0.66 | 0.50 | 0.45 | 0.72 | 0.46 | 0.60 | 0.24 | 0.56 

酸 含量 较 高 。 

栽培 要 点 ”波斯 三 叶 草 千 粒 重 为 0.67g， 并 有 较 高 的 硬 实 率 。 

播种 时 要 求 精细 整地 , -土壤 丧 情 好 时 播种 ， 并 施 有 机 肥料 1500 一 

2000kg/ 亩 ， 过 磷酸 20 一 25kg/ 亩 。 南 方 9 月 下 名 至. 10. 月 上 名 播 

种 ， 北 方 .3 一 4 月 为 宜 。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40cm， 播 种 量 0.25 一 0.35 

kg/ 亩 ， 留 种 田 适 当 减 少 播 量 ， 每 亩 0.15 一 0.25kg， 覆 土 2 一 3 

cm。 苗 期 除草 1 一 2 次 , Hm 30 一 40cm HY XI HX] 制 后 及 时 灌水 ， 

施肥 ， 以 利 再 生 。 种 子 易 脱 落 ， 要 及 时 采 收 。 

CS a ae: ep) 

66, He=I 

Trifolium subterraneum L. 

RAE WE RADA FRE FEE AMY. SKA 

E. Hi, RARR, ARAK. SAKA, K60—130cem, = 

HAM, AK, DOB, OW, WHSHRE, Alma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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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A 6 atte 
PE. EM RK, 
BG, ARR. 7EF 

WE, FER K 20—. | 
30cm, Wisin F a, £ 

面 着 生 4 一 6 共和 白色 小 | 

46, 花序 顶端 有 20 一 
30 HK FIN, 每 

个 爪 有 4 一 6 个 分 枝 ， 
SHANE ES, J 
BRERA RA 
RGA Lh, 3OR, 
PIs —2 粒 种 子 。 种 

FRK, WER 
EB, BARE me 
(图 66)。 

地 理 分 布 “地 三 
叶 草原 产 于 西欧 和 南欧 。 

图 66 ”地 三 时 草 ”Zrzfo7izmm subterraneum 
L. ; 

MAES YES} A Es HE Bela. 澳 大 
利 亚 。 我 国 的 湖南 、 青 海 、 新 疆 等 地 开始 引种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地 三 叶 草 喜 温 暖 湿 润 气候 ， 不 耐 炎 热 。 

适 于 在 年 降雨 量 700mm 地 区 生长 。 有 晚秋 播 种 SO, Hk. 
AER, BFE, BRS RASS, REBEL. HR 
RAM AMT RA, KREWEBR, BE HRM 
地 区 ， 也 可 春播 ， 如 我 国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南山 种 羊 场 , - 春季 播种 ， 苗 
源 虽 然 生 长 缓慢 ， 但 到 7 一 8 月 份 生长 迅速 ,9 月 底 降 雪 ， 雪 融 后 地 
主 叶 草 仍 保持 青绿 ， 亩 产 鲜 草 3500kg。 湖 南城 步 县 南山 牧场 ,4 肖 
播种 ， 夏 季 生 长 良好 , 12 月 份 种 子 成 熟 。 北 京 地 区 , 3 月 播种 ，7 月 
种 子 成 熟 ， 长 势 不 好 ， 种 子 和 青草 产量 都 很 低 。 



=H AERO RAT, BRR AML. WRB 
TE FER SBE, FU RA, BE aS TCE Pe, 
品质 好 。 地 三 叶 草 在 国外 已 育成 很 多 品系 的 栽培 品种 ， 澳 大 利 亚 就 
有 了 14 个 品种 ,90 多 个 品系 ， 我 国 已 引种 10 多 个 品种 ， 其 中 广西 的 

Cr-Clare 亩 产 鲜 草 5050kg, 湖南 城 步 县 引 种 的 Mt。 Barker ae 

早 、 中 。 晚熟 三 种 类 型 ， 表 现 也 较 好 。 
地 三 叶 草 具 有 发 达 的 根瘤 ， 能 固定 空气 中 的 氨 素 ,- 但 其 根瘤 的 

品系 与 红 三 叶 草 、 白 三 叶 草 不 同 ， 在 接种 根瘤 时 要 予以 注意 。 
ARE ”地 三 叶 草 蛋 白质 含量 高 ， 蔡 时 柔嫩 多 汁 , 适 蝇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但 是 ， 地 三 叶 草 含 有 肉 性 激素 ， 著 在 以 地 三 时 草 
为 主 的 放牧 场 长 期 放牧 ， 易 发 生母 羊 不 孕 、 难 产 甚至 死亡 。 不 同 品 
种 的 地 三 叶 草 肉 性 激素 含量 差别 很 大 。 | 

地 三 叶 草 可 放牧 ， 也 可 青 刘 ， 调 制 于 草 。 当 草丛 高 20 一 30cm 

时 即 可 利用 。 若 收获 种 子 ， 在 开花 后 应 停止 放牧 。 部 分 种 子 自 然 落 
粒 ， 可 形成 再 生 植 被 ， 因 此 ， 地 三 叶 草 草场 ， 可 利用 多 年 。 

据 广 西 畜牧 所 分 析 ， 地 三 时 草 鲜 草 含 粗 蛋 白质 21.8 听 ( 表 66)， 
二 物质 中 含 总 能 17.04MJ/kg， 消 化 能 GH) 11.77MJ7Kg， 代 谢 
能 〈 鸡 )7.16MJ/kg,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GH 151¢/ke. 

表 66 ”地 三 叶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i oF 物 RO) 采样 部 位 | 生育 期 | 水 分 (%) 

mea | mines | mere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全 株 | vem 87.22 21.8 | 3.36 | 20.3 39.93 - 14.61 

* 广西 畜牧 所 分 析 。 

RSE HSM HRT BE SP BR, Te Al By Dy ti EPP JK Bo 

根瘤 菌 拌 种 。 整 地 要 精细 。 播 种 期 项 秋季 为 宜 。 地 三 叶 草 的 种 子 较 

大 ， 和 于 粒 重 7.1g。 播 种 量 4 一 6kg/ 亩 ， 覆 土 3 一 4cm， 播 后 镇 压 ， 

出 苗 后 ， 要 防除 杂 草 及 病虫害 ， 浊 割 或 放 笋 后 ， 要 及 时 施肥 、 灌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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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RIK, Hy wee 3000—4000kg, 
地 三 叶 草 种 子 埋藏 在 土壤 中 ， 收 获 困 难 ， 澳 大 利 亚 采 用 气动 真 

SUK, BAY KF 30 一 50kg。_ 

(Kim FRY) 

67. SLICE REE 
Vicia amurensis Oett. 

-形态 特征 ”黑龙江 野 豌豆 为 豆 科 野 欧 豆 属 ，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OR, BR, K 
50—150em, 直 径 
2 一 4mm。 偶 数 羽 状 

复 叶 , 小 时 8 一 20 枚 ， 

椭圆 形 或 孵 圆 形 ， 近 

革 质 或 膜 质 ， 侧 脉 明 
显 ， 与 主 脉 B65°— \ LN L 

AERA BR. B SSS 7H)/ 
REE, EER, ia eS 
AN HE 10—30 FE, \ 

to] 
果 ， 米黄 色 ， K is a ” 8 Z = 

2cm, -内 含 种 子 2 一 £ 

FY PE ALK Aa | 
1/2 (B67). | | \W 0 

细胞 染 色 Pk 
2n=12。 图 67 黑龙 江 野 天 豆 Vicia amurensis 

地 理 分 布 ”黑龙 O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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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妓 竞 豆 分 布 于 东北、 内 蒙古、 华北 苏联、 朝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Hi.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BRIER ESA KLEMM, 草地 ， 

阴 坡 也 有 分 布 。 攀 缘 生 长 ， 多 分 枝 ， 一 般 分 枝 20 一 30 个 ,条件 适 
宜 时 分 枝 多 达 200 个 。 单 株 覆盖 面 积 为 1 一 1.5mz。 主 根深 ， 一 般 
达 2m， 根 幅 60 一 70cm， 侧 根 密生 根瘤 。 小 叶 面 积 不 大 , 约 为 0.5 一 

0.8cm2， 叶 量 大 ， 单 株 叶 面积 达 500cm2 以 圭 。 

黑龙 江 野 竞 豆 比 山野 昔 豆 (VV. amoena) 耐 于 旱 。 在 北京 观测 ， 

无 灌水 条 件 的 黑龙 江 野 鄞 豆 ， 于 土 层 达 30cm Wt, WEF Hae 
藉 ， 而 黑龙 江 野 吏 豆 并 不 显 旱 象 。 抗 寒 性 强 ， 能 耐 - 30% 的 低温 。 
在 河北 围场 县 ，5 APE, FOR, 7 月 上 名 开 花 ，8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9 月 上 名 枯黄 ， 生 长 期 为 140 天 左右 。 在 北京 , 4 月 上 和 返 
青 ,5 月 上 名 分 枝 下 旬 现 著 ，6 月 中 下旬 开 花 , 7 AOA, 105 
下 旬 枯 黄 ， 生 长 期 200 天 左右 。 

黑龙 江 野 竞 豆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以 富 含有 机 质 的 壤土 生长 最 
好 ， 沙 土地 上 也 能 很 好 地 生长 。 建 植 的 第 2 4, BOP, a 

株 覆 盖 面 积 在 1m? AA} Z2AAAEK, 4 NF KARR 3 

ABE BRILSREEMNRK, HEA, SHOR, ZX 
异味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对 五 种 野 基 豆 化 学 成 分 分 | 

i, URBCS REWER se (e67—1). 

表 67 一 1 RELAREHtS Ra. 

占 于 W KCK 

LE los mailer of JEM, le ch 

7.16 |0.97\0. 27 

(%) (% \(%) 

全 株 84.8 | 北京 | 结 攻 期 

全 株 85.7 | 北京 | 开花 其 

ER 85.8 | 北京 | 结 葬 期 

6.44 |24.45 | 3.65 | 26.3 |38.44 

10.00 31.50 | 3.17 | 15.5 \43e17 | 6.66 |0.35/0. 48 

5.80 |25.50 | 3.90 | 22.4 [41.00 | 7.20 10. 66/0. 32 

° 北京 安 业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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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67 一 1 8, RRCFRETCMMEARABRER. B 
纤维 最 低 ， 是 浊 割 的 最 佳 时 期 。 

黑龙 江 野 竞 豆 氨 基 酸 含量 丰富 ， 其 氨基 酸 总 量 与 首 蒂 相 似 。 其 
BUMS AISA, Th 酸 比 首 蒋 高 40% ， 异 亮 氨 酸 高 20% 
( 表 67 一 2) 。 从 氨基 酸 总 量 看 ， 苗 期 高 于 开花 期 。 

表 67 一 2 黑龙 江 野 豌 豆 的 氨基 酸 含量 (%) 

aom | sem | a. wom | 开花 其 氨基 氨基 
| 、 人 ~ 了 

i RA R 1.32 0.94 a 2 R 0.86 0.01 

苏 A R 0.88. 0.71. AAR 0.91 0.68 
& A R 0.27 0.17 mi a Rm 0.09 0.83 

3 AR 0.94 0.77 组 所 Rm 0.38 0.32 

% A BRB 1.56 1.27 i A mR 1.08 0.77 

天 门 冬 氮 酸 1.60 1.09 胱 A RB 0.14 0.07 

aH & Rm 0.93 0.75 ii AR 0.80 0.52 

Se A R 2.33 1.78 a 0. 01 0.55 

H A R 1.28 0.96 | 

67-3 黑龙江 野 豌豆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 
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生育 期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消 | 消化 能 (DED RAE (MED) - 产 奶 净 能 
(%) (%) | 4% (%) | (MJ/kg) | (MJ/kg) | (MJ/kg) 

oe He HA 24.77 3.84 64.5 | 11.58 8.75 | 6.4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RTS Bw BER 刍 动物 饲 料 干 物 质 中 的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为 
64.5% ( 表 67 一 3) MACHU, LURES. BRAD wR 
饲料 。 

栽培 技术 ”黑龙 江 野 豌 豆 业已 开始 引种 驯化 工作 。 据 引种 实验 
报道 ， 大 工种 植 黑龙 江 野 吏 豆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沙 质 壤土 最 好 。 
春 、 秋 播种 均 可 。 条 播 ， 行 距 60 一 80cm。 人 穴播 。80 一 100cm，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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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5 一 6 Bio MF MR RB, BA GALL ORR A, 提高 发 菠 
率 ， 播 种 当年 ， 苗 期 要 除草 1 一 2 次 。 第 2 年 生长 快 ， 地 面 很 快 被 
覆盖 ， 不 用 除草 ， 但 浊 割 后 要 施肥 灌水 ， 产 草 量 可 明显 提高 。 每 年 
Xi) FPG, Bye 2500 一 3000kg。 | 

种 子 收获 可 在 荧 果 变 成 黄色 时 收获 ， 种 子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 要 分 
WR. BHA MAS 15 一 20kg。 

(陈默 君 ) 

68. 假 香 野 豌豆 

Vicia pseudorobus Fisch. et. ey A. Mey. 

别名 AMER. IER. Ae 
形态 特征 DR VF (f 

2 eH ih i 1 gs Jan ws? 
主 茎 长 1—2m, BR - | n> 
羽 状 复 叶 ， 小 叶 4 gs a e 
0K, WH RM aN Qe 
Hw, K2—6em, ert 人 KF | 

I—2.5em, 先端 急 6 > Y 

RR, ARATE, HF 4 | 

面 有 白色 短 柔 毛 ， 叶 

meee LD i KZ 

卷 须 ; +6 wh i NS 
型 ， 长 8 一 15 mm。 \ Zz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花 完 二 \ MWS 
紫色 ,长 10—14mm, A / i 

AK 圆 形 ， 长 2 一 图 68 (AER Vicia pseudorobus — 

38cm, PY & 1 一 6 粒 Fisch, et. C. A. Mey, 

°° 210 . 



PF, PF Be 〈 图 68) 。 

细胞 染色 体 :; 2n=12。 

地 理 分 布 ， 假 香 野 豌豆 分 布 于 东北 、 河 北 、 陕 西 、 山 西 、 四 川 、 

云南 湖南、 湖北。 苏联 、 朝 鲜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假 香 野 葛 豆 生 于 林 缘 、 山 坡 灌 从 .草地 、 

草 甸 草 原 及 其 他 湿润 的 草地 上 。 

假 香 野 豌豆 为 直 根 系 ， 主 根深 2 一 2.5m， 根 幅 为 40 一 50cm， 
侧根 密生 根瘤 。 主 茎 分 枝 不 多 ， 长 1 一 2m， 人 攀缘 性 强 , 与 灌木 或 高 

秆 禾 草 混 种 ， 减 少 郁 闭 ， 增 加 透 光 性 ， 促 进 生长 。 单 种 饥 贸 生长 ， 

下 部 叶片 易 .脱落 。 株 丛 高 50 一 60cm， 叶 片 大 ， 小 时 面积 为 2 一 

2.5cm2。 两 季 生 长 快 ， 日 平均 生长 速度 达 25cm. HX, CS 

覆盖 ， 也 能 耐 -= 30 的 低温 。 抗 旱 性 不 如 黑龙 江 野 更 豆 CV. amu- 

rensis) 和 山野 竞 豆 (/%. amoena), 

假 香 野 将 豆 在 河北 围场 县 ， 5 月 中 旬 返 青 ，9 APR, A 

” 育 期 100 一 110 天 ， 生 长 期 140 天 左右 。 在 北京 4 月 中 旬 返 青 , 6 月 

下 名 开花 ，7 月 上 名 结 实 ，10 月 下 名 枯黄 ， 生 长 期 可 达 200 天 左右 

( 表 68 一 1) 。 

表 68 一 1 ” 假 香 野 吏 豆 的 物候 期 * (月 .日 ) 

地 _ 区 | awe | 分 枝 期 | em | seem | a | stn 

It SH 

北 京 

5.14 6.5 7.8 7-17 7.23 9.10 

4.16 5.13 6.23 7.6 7212 10.28 

° 1984 年 调查 材料 〈 北 京 农业 大 学 )。 

饲 用 价值 ” 假 香 野 豌 豆 生 长 繁茂 ， 蔡 柔软 ， 无 异味 , 适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是 牛 、 马 、 羊 、 免 的 优质 饲料 。 

假 香 野 豆 豆 的 营养 丰富 ，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测定 ， 开 花期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为 10.4 一 25% ， 粗 纤维 含量 为 19.0 一 42.9%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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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MALRM HBR, BAB aA eR 80% 

以 上 ， 是 有 开发 利用 和 驯化 前 途 的 优 民 牧草 之 一 。 

假 香 野 吾 豆 叶 片 所 含 粗 蛋白 质 是 荃 的 1.5 倍 ， 而 粗 纤 维 则 低 于 

1.5 42, FE AE Fs PBN a ee 8 AY 4 一 5 倍 ， 所 以 ， 该 草 的 饲 用 价值 较 高 

( 表 68 一 2)。 | 

表 68 一 2 REPRE HItS R* 

分 析 | 采样 时 间 ae 水 分 EMR OH 下 BR 
v7 粗 蛋 忆 6) |% 部 位 |( 月 。 日 )| 地 点 >| Bae ee 2 2 Panes 6%) |.%) 

时 85.7 | 北京 | 开花 期 | 6.70 |25.00-|-4.40 |19.00 142.4 | 9.20] 0.74] 0.33 

= 85.7 | 北京 | 开花 期 | .7.00 [10.35 | 1.80:142.9 [37.2 17.904 0.394, 0.34 

全 株 | 85.7 | 北京 | 开花 期 | 4.93 |19.41 | 1.34 |37.3 |35-68 | 6.27 | 0.83 |- 0.18 

全 株 | 85.8 | 北京 | 开花 期 | 7.20 114.50 | 2.80 |29.4 145.9 7.40 | 1.47 | 0.2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假 香 野 豌豆 的 氨基 酸 含量 丰富 ， 特 别 是 动物 所 需要 的 几 种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较 高 ， 匮 氨 酸 比 玉米 合 项 氨 酸 还 两。 其 氨基 酸 总 量 超过 

沙 打 旺 的 40% ( 表 68 一 3) 。 

表 68 一 3 ” 假 香 野 吏 豆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生 

Pa 本 期 | 开 闪 斯 | 种 子 ] Mla 其 | orem |e 于 
基 基 [a 了 

天 门 冬 氨 酸 | 1.44 1.37 2.97 异 亮 氨 酸 | 0.61 0.56 1.19 

苏 A Mi 0.52 0.47 1.06 wm 2 MRM] 0.68 0. 43 1.79 

丝 B RM 0.58 0.53 1.31 oA 0.40 - 45 0.73 

谷 HB Rm 1.34 1.36 5.28 组 em wR 0.19 9.13 0.85 

H A wR 0.63 0.59 1.23 i A Rm 0.59 0.51 2.70 

A A Bw 0.71 0.67 1.31 | fp A MR 0.48 - 43 0.99 

De 氨 BM! 0.08 1.00 0.16 亮 氨 酸 | 0.97 0.86 2.12 

i mm | 0.77 | 0.92 | 1.35 | me M mM] 0.46 | 0.45 | 0.96 
蛋 氨 酸 | 0.16 0.07 0.31 AAR | 0.55 | 0.53 1.16 

° iS) 人 一 Las) « 



HEAL Ae AEE, LR DL LETT EN ALTER 
铁 、 fA 铜 、 硫 、 ARAL E> 而 缺少 硒 、 BE. 钾 ( 表 68 一 4) 。 

表 68 一 4 _“ 假 香 野 吏 豆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3 (ppm) 824.5 410.3. | $8 (% 0.38 0.14 
Bi (ppm) 0+3500 0. 1900 ‘i Cppm) 61.85 27.62 

ii (ppm) 26. 69 27.09 ‘1 (ppm) 2.125 1.215 
eG (%) 0.99 0.71 ay (ppm) 75.83 52.59 

4 (ppm) 0.035 0.015 #2 (ppm) 153.4 22.23 

% (ppm) 1.005 0.6275 BE (%) 2.6 7.6 

&i (ppm) 4. 800. 0.675 & Cppm) 1.240 0.8025 

| (ppm) 8.848 11.590 硫 (ppm) 632.5 571.0 

& (ppm) 1033.0 574.3 ii (ppm) 0.045 0.0275 

示 (ppm) 0.040 0.015 €k (ppm) 20.18 12.86 

, MR (ppm) ,| 26.25 12.96 & (ppm) 48. 40 37.76 

钾 《〈%) 2.34 2.91 

 BERREER ADD PANTO ROE TRA RD 
HER. PRUE. PUL ARREE, TSE RIS CE 68-5). 

表 68 一 5 ” 假 香 野 豌 豆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HEAR) 粗 脂肪 | 有 机 物 质 消 | 消化 能 代谢 能 | FEW aE 
采样 地 点 ，| RH (DE) |. (ME) 

. C%) (%) MER €%) | (MJ/keg) | (MJ/keg) | (MJ/keg) 

dt 京 | 开花 期 | 16。.66 | 4.21 60. 47 10.88 8.41 7.44 

河北 围场 | 开花 期 | 20.43 1.41 62. 87 10.90 ~ 8.27 7.91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假 香 野 鄞 豆 的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24.5g， 硬 实 率 较 高 ， 

-一般 在 70% 以 上 ， 播 种 前 最 好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效 果 较 好 的 方法 是 用 

硫酸 浸种 20 一 25 分 钟 或 用 粗 砂 揉 控 划 破 种 皮 ， 处 理 后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提高 到 85% 以上。 播种 时 土壤 要 翻 耕 , 施 有 机 肥 1000—2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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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 SIGM 20—30ke/H, RERWSRHYT, WLR 
Eo 条 播 行 距 50 一 60cm， 每 亩 播种 量 3 一 3。5kg。 苗 期 生长 慢 ， 要 

及 时 防除 杂 草 。 第 二 年 以 后 生长 快 ， 很 快 覆 盖 地 面 ， 有 很 强 的 抑制 
杂 草 能 力 。 每 年 浊 割 两 次 ， 在 初 花期 或 苗 高 40 一 50cm HX. 每 
年 可 产 鲜 草 3500 一 4000kg7 亩 。 种 子 收获 不 英 果 变 黄 时 采摘 ,过 晚 

| AME. BHM 10—15ke. 
(KRE KWH 

69. DOA bi 

Vicia tetrasperma Moench 

别名 BRE.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豆 科 牧 草 。 em, K 50—100cm, 有 楼， 

SOK, REBE. PHN 状 复 叶 ， 有 卷 须 ， 小 时 6—12, RRB 

Wz, K7—17mm, KH 2 一 4mm， 先 端 钝 或 有 小 尖 , 基部 橡 形 ; 

EMER. KARTE ATE 1 一 2 杀 ， 总 花梗 细弱 ， 与 叶 近 等 长 , 花 _ 
CRE, REA, FRLE, LRLBABREE. RRARHA 
ez, Wi, KH 10mm, KS SAFE 4A CA 69).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广泛 分 布 于 河南 、 湖 北 、 wii. TCH TCH. 

安徽 、 浙 江 、 陕 西 、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 人 台湾 等 省 区 ;， 欧洲、 非洲 
北部 、 北 美洲 、 亚 洲 及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此 草 喜 生 于 中 等 湿润 的 环境 ， 常 见于 匾 
坡 、 田 边 、 地 边 、 河 边 、 沟 边 ， 灌 丛 及 草丛 中 ， 有 时 也 生 于 小 麦 地 
及 竺 豆 地 中 ， 稍 耐 萌 。 在 我 国 南方 ，4 一 6 月 开花 结实 。 行 种 子 繁殖 。 

植株 显得 纤细 和 柔软 ， 但 其 叶 先 端 具 卷 须 ， 常 攀缘 向 上 生长 ， 以 获得 

光照 ， 故 其 生活 力 比 较 强 。 

饲 用 价值 ”此 草 为 南方 良好 的 野生 豆 科 牧 草 ， 猪 、 牛 、 羊 均 喜 

食 ， 亦 为 青 饲 或 浊 制 干草 的 草 种 之 一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表 69)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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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cr sul 

> SN 

SN 

( Pe aN 用 一 7 

\ yk : 
AVY | 图 69 WETS 

起 < Vicia tetra- - 

Ny sperma Mo- 

ench 

表 69 四 籽 野 豌豆 的 化 学 成 分 

十 Mm - 质 (%) es Be 
分 析 部 位 樟 时 间 | 生 育 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页 -一 一 一 

frees wel aul | 粗 纤维 | FOR | 粗 灰分 | C26) | (967 

BK Peas He 15051 | 4.50 26.31 | 51.68| 4.00 |0.619 |0.194 

四 川 省 畜 归 所 分 析 。 

草 富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蛋白 质 亦 较 丰 富 。 
四 籽 野 吏 豆 除 作 饲 料 外 ， 也 有 肥田 的 作用 ， 可 作 绿 肥 。 此 外 ， 

SRI. HGRA MER, AA ES, Hope 
Sb We HY WIT HER « 

C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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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  Cyperaceae 

70. 华 扁 穗 章 

Blysmus sinocompressus Tang et Weng 

别名 ARM. BHT GRA). 

CASE DMP MRR RSEERA. REK, A, WE 

生根 。 秆 散 生 ， 高 
5—20cm, 扁 三 棱 状 ， 

AH, 中 部 以 下 生 时 ， 

基部 有 褐色 的 宿 存 叶 

mM, MAB, DAA 

2, Ame, Won 

近 三 棱 形 ， 宽 1 一 

3.5mm; Hah, ik 

i. BHR, wi 

高 出 花序 ， 小 苞 片 磷 
FoR, FRR. PAR 

FeM—, TE, Al 

3, &1-5—3cm, 

宽 6—10mm, 4 3 一 

10 小 穗 。 涉 穗 排列 

AT, WBE TE 图 70 48 }¥ AMIE Blysmus sinocompressus 

KK Hi WB, K5— Tang et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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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 42-9. MH KE, Bee, BR, 背面 有 -3 一 
5 ik, 4 3.5 一 4.5mm。 下 位 刚毛 3 一 6 条， 卷曲 ， 比 小 坚果 长 约 

2 倍 ， 有 倒 刺 。 雄 蕊 3 枚 。 崔 芒 柱 头 2 枚 ， 比 花柱 长 1 倍 。 小 坚果 

RANE, FR, Ky 2mm (图 70) 。 | 
地 理 分 布 ”四 川西 部 高 原 地 区 分 布 很 广 ， 云 南西 北部 、 西 藏 、 

青海 、 甘 肃 等 省 区 亦 很 多 ， 此 外 ， 陕 西 及 华北 地 区 也 有 分 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喜 湿 润 , 生长 于 沼泽 边缘 , 半 沼 泽 地 及 其 

他 低 湿 草地 。 沼 泽 土 .沙壤土 及 沼泽 化 草 旬 土 均 可 生长 。 华 扁 穗 草根 
蔡 发 达 。 营 养 繁殖 及 竞争 能 力 很 强 ， 常 成 片 形 成 以 它 占 绝对 优势 的 
单一 群落 。 生 活力 强 , 耐 霜冻 , 早春 返青 较 早 , 初夏 即 茂盛 生长 ,， 持 青 
WRK, KS, AHWR, RE hw AB BM RR (Kobresia 
spp.) RB (Carex spp.) HHHRER-—*, ERBME, 

46 Jed Pe 4) AE MER 3000m 以 上 的 地带， 在 华北 分 布 的 海拔 BE 
ONE, 

HFRRA, RKAGASHRFTRE. 6 MRS aR 

70 所 示 。 | 

2/0 SaeBeHtSka (4 TORHY * 

采 祥 月 份 | 生育 其 aac aunems | moran | macs Sh £5 | a 

6 mwe | 21.7 | 4.2 22.3 | 7.0 44.8, | 0.41 | 0.32 

7 i | 15.8 | 40 23.5 | 5e3 51.4 | 0236 | 0.18 

9 mm | 14.1 | 3.7 22.1 | 4.5 55.6 | 0.29 | 016 

花 后 14。67 | 4.92 24.09 | 6.78 49.54 一 一 

°* 资料 来 源 ， 四 川 草原 研 究 所 、 四 川 农业 大 学 。 

从 表 70 所 列 材 料 可 以 看 出 ， 华 局 穗 草 含 粗 蛋 白质 较 高 ， 粗 脂 

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含 量 亦 较 高 ， 粗 纤维 含量 较 少 ， 由 此 可 见 其 营养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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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还 是 较 好 的 。 和 而且， 随 着 草 的 变 粗 老 ， 其 含 粗 蛋 白质 等 营养 物质 

下 降 的 幅度 与 其 他 落 草 科 草 相 比 较 还 是 较 小 的 。 所 以 , 华 局 穗 草 在 天 

然 草 地 中 ， 其 饲 用 价值 是 比较 好 的 。 
( 周 寿 荣 ) 

71. PE sig 

Carex aridula V. Krecz. 

形 杰 特征 ” 干 生 苔 草 为 莎 草 科 昔 草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 Baa K i 

HIRE. FR 4—20em, EMAAR RA ADM BOM 

形 ， 短 于 秆 ， 宽 约 1mm, 

糙 ， 边 缘 外 卷 。 小 穗 2 一 3; 项 

生 小 穗 雄性 ， 棒 状 ， 具 短 梗 ; 

侧 生 小 穗 肉 性 , 矩 圆 形 或 球形 ， 

具 3 一 14 杀 密 生 的 花 ， 无 恒 ; 

苞 片 刚毛 状 或 鳞片 状 , Fe Eis 

崔 花 鳞片 孵 形 或 宽 UB IE, 棕 

色 ， 具 宽 的 白色 膜 质 边缘 ， 脉 

1 条 。 果 圳 稍 长 于 鳞片 ,球状 倒 

Ie, Me, BK, Mase, 

AE, WAR, KOR - 

I, NERRRA NE, A= 

iB, KA 2mm (A 71). 

地 理 分 布 “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甘 肃 、 青 海 、 西 藏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TP 

生 营 草 为 在 青藏 高 原 高 于 地 区 图 71 FA: Carex aridula 

+ KW Be, — fi 4 53K V.Kre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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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 旱 年 4 月 中 旬 返 青 ， 5 月 至 6 月 开花 ， 7 月 结果 ， 8 月 中 、 下 
AF RM. FLERE), BEAR, iA mB. OR, 

哨 食 后 生长 迅速 ， 耐 牧人 性 极 高 ， 一 般 春季 生长 较 慢 ， 夏 秋生 长 迅 - 

速 。 于 生 若 草 能 适应 青藏 高 原 海拔 2300 一 4200m 的 高 寒气 候 ， BE 

长 于 海拔 2700 一 3400m AIPA. BIA HE, 在 p 互 值 为 7.1 一 

8.6 的 土壤 上 都 可 生长 ， 对 水 分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对 温度 、 湿 度 适 
应 范围 也 较 广 。 王 生 昔 草 具 有 广泛 的 抗 逆 性 ， 抗 寒 能 力 强 ， 青 藏 高 

原 一 般 冬 季 最 低 气 温 在 - 30 一 - 38xC2， 王 生 苔 草 仍 能 安全 越冬 ， 幼 

苗 在 春季 低温 下 能 正常 生长 ， 抗 旱 能 力 较 强 ， 能 在 贫 将 的 土壤 中 生 

长 ， 抗 病虫害 的 能 力也 较 强 ,很 少 有 病虫害 发 生 。 干 生 蔡 草 在 青藏 高 

原 ， 海 拔 3200 一 3300m 的 滩地 或 阳 坡 的 草原 群落 中 ， 一 般 以 优势 

种 或 亚 优势 种 出 现 。 与 优势 种 西北 针 茅 (Cstibpa sareptana), Fite 

* 3 (Stipa breviflora), KH (Stipa bungeana) 等 组 成 针 

茅草 场 ， 一 般 盖 度 约 为 65 一 75% 。 在 茂 茂 草 (Achnatherum spl 

endens) 草场 中 ， 以 亚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出 现在 由 茂 茂 草 、 紫 花苞 
茂 草 (Achnatherum purpurascens) ShRPHRE +, ERA 

原 上 ， 一 般 散 生 于 各 群落 中 ， 并 以 伴生 种 形式 出 现 。 

#71 干 生 若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GF 物 质 (%) 钙 | BR 

家 蛋白 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 维 | JOM | 粗 灰分 | 296 | 《26 
青草 | 营养 期 157:7 本 | 17.53) 5.53 25.44 | 43.82 SEO 

FH | BHR | 7.29| 17.23) 3.49 25.03 | 46.50] 7.75 | 0.41 | 0.17 

Be | 开花 期 61.08 | 13.44] 3.39 28.73 | 47.99 | 6.45 | 0.26 | 0.14 

BA | BR 49.68 | 12.66] 2.60 32.39 | 44.48] 7.87 | 0.60 | 0.12 

FH 结果 期 | 5.51 | 11.97 | 2.46 36.60 | 41.54] 7.43 | 0.57 | 0.12 

FH (RBH 5-51] 15.03] 3.73 29.08 | 44.52] 7.64 | 0.60 | 0.10 

枯黄 草 | 枯黄 期 [18.72 6.06 | 3.51 35.08 | 45.88 | 9.47 | 0.95 | 0.04 

* 青海 省 笋 科 院 草原 所 分 析 室 分 析 。 

饲 用 价值 ”于 生 首 草 植株 矮小 ， 无 异味 ， 地 上 全 株 无 刚毛 、 刺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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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HERARK, ZHM. ZK, WKB. FEBRERT 
生育 期 都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及 碳水 化 合 物 、 矿 物质 ; 各 
个 生育 期 各 类 家 冀 食 后 均 能 增 腺 。 营 养 价 值 高 ， 是 青藏 高 原 上 优等 
放 怕 鸭 划 之 一 ， 是 夏秋 家 畜 抓 采 的 优质 草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71。 

干 生 苦 草 由 于 植株 低 乡 ， 目 前 不 能 栽培 驯化 。 但 在 青藏 高 原 上 
是 四 季 放 由利 用 的 优等 牧草 。 干 生 苦 章 质地 柔软 ， 从 返青 到 枯黄 各 
个 生育 期 内 ， 羊 、 牛 最 喜 食 ， 马 亦 喜 食 ， 夏 秋季 马 、 牛 、 羊 最 喜 食 。 
地 上 全 株 各 类 家 亩 都 采 食 。 以 干 生 苦 章 为 主 的 小 片 天然 草 场 ， 一 般 
产量 不 高 ， 亩 产 青草 40 一 50kg， 与 针 昔 所 组 成 的 群落 亩 产 青草 
60—100kg; 与 茂 茂 草 为 优势 种 组 成 的 群落 亩 产 青 草 150 一 200kg。 

FA RT (EIRP | noni 
(a) 

72. 灰 化 香草 

Md arex cinerascens Kukenth. 

”别名 湖 草 。 
CASTE BRB. 若 章 属 多 年 生 章 本 , A 30—90cm, IRE, 

Wt, FAM, 具 3 ee, 基部 有 褐色 纤维 状 枯 叶 鞘 。 叶 短 于 秆 ， 宽 
1.5—2mm, RMB, 小 穗 3 一 5， 雄 小 穗 顶 生 ， 圆 柱 形 ， 长 ] 一 
4om, 内 小 穗 侧 生 ， 拢 圆 形 至 圆 ， 长 0.5 一 4omi 苞 片 叶 状 礁 花 鳞片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顶 端 锐 尖 ， 有 3 Rik, WME, PARE, 
具 狭 的 白色 膜 质 ， 边 缘 果 诈 椭 圆 形 ， 平 凸 状 ， 长 2.5 一 3miim， 淡 绿 
色 ， 顶 部 有 短 队 , ROR. ANE FRB PR EBLE» 415mm, 
柱头 2 。 花 果 期 4 一 5 月 (图 72)。 i 

地 理 分 布 “东北 、 华 东 、 华 中 等 地 ， 生 于 湖 边 、 沼 泽 及 山坡 草 
地 ， 国外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灰 化 苦 草 为 根 董 型 湿 生 植物 ， 其 根 状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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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 REM 

1—1.5mm, Kik5— 

locm, 有 黄 褐色 或 
REAR, FBR 

_ 芽 ， 每 当 春 初 或 浸 源 
AGE AVS, BY ea 

萌发 成 植株 。 在 江西 

a AWK, REE 

草 一 般 初春 萌发 ， 

4 月 中 和 旬 高 达 37 一 ， 
60cm，5 月 中 旬 开 

花 结 果 ， 随 后 经 洪水 

i dmv, BEA CKER 

期 。8 月 以 后 ， 洪 水 

tM, Wak FMRI 

昔 草 又 萌生 ,至 霜降 

株 高 可 达 20- 一 50cm， 

但 不 结果 。 

#8 BA iy i fee Hy 

KR, REM SCH 
图 72 灰 化 苔 草 Carez cinerascens 

Kukenth, 

右 ， 在 地 势 低洼 ， 地 下 水 位 58 一 80cm， 上 土壤 湿 润 的 地 区 ， 灰 化 若 
” 章 仍 能 萌发 生长 。 当 初春 气温 .上升 到 10°C, BEB 泥 洛 或 有 浅水 泛 
小 的 地 区 ， 灰 化 营 草 生长 尤为 旺盛 ， 繁 殖 力 极 强 ， 形 成 纯 型 群落 。 
但 长 期 济 水 ， 其 地 上 部 分 亦 随 即 枯黄 、 腐 烂 。 灰 化 苦 草 具有 发 达 的 
须根 ， 其 盘根错节 ， 与 士 粒 相 互 吸 附 ， 构 成 厚 达 15 一 20cm 的 生 章 
根 层 ;- 坚实 不 易 耕 友 ， 正 是 由 于 这 二 庞大 的 须根 ,吸附 着 沼泽 草 旬 
十 有限 的 速效 养分 。 

奕 化 兰草 主要 进行 无 性 繁殖 , 依靠 根 状 共 上 的 腋芽 萌发 成 新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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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滨 湖 地 区 ， 灰 化 苦 草 生长 地 如 经 耕作 破坏 ， 弃 荒 后 3 年 二 仍 可 萌 

发 成 新 株 ， 满 布 整个 地 面 ， 成 为 单独 优势 种 群 从 = 二 
饲 用 价值 ” 灰 化 若 草 是 郡 阳 湖 滨 地 区 良 等 野生 牧草 ， 幼 嫩 时 ， 

+2. BHEBR, RHO, ARABARS ERE. ANAL 

制 干草 、 粉 碎 作 为 配合 饲料 的 填充 剂 ， 也 可 青贮 和 作 发 醇 饲料 。 郡 

阳 湖 湖滨 地 区 春 末 夏 初 常 浊 割 作 浙 肥 ， 秋 后 浏 割 作 为 燃料 。 灰 化 苦 

草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21 吨 ， 又 耐 浊 ， 每 年 可 浊 割 5 次 

相近 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 Bw: BRA 2000 多 种 , 广 布 世界 

Sih, KAN 4000, HPA TRA: RABE C. le- 

’ orhyncha; AZAR C. maximowiczii; He BRC. lanceo- 

lata Bootte a” 

(EEX) 

73.808 

Carex meyerina Kunth 

别名 She. PE, 

BARE UMRPARA, SERA, ert yes = 

高 30 一 50cm, 有 三 锐 棱 , 纤细 ， 坚 硬 ， 基 部 具 黑 棕色 旦 网 状 分 裂 的 

Ib AHS. HARB, BR, BTR, HAM Imm, 

边缘 外 卷 ， 粗 糙 。 小 穗 2 一 3， 接 近 ， 项 生 的 雄性 , 圆柱 形 长 1. 5 一 

2mm; MARR HEHE, SNE RO OWERIB, K5—10mm; IH; HH 

AK, TO, WER RAE, KA 3.5mm, te, AK 

HAC RRA, inti, RRMA, WERK, $RMRAKT 

鳞片 ， 灰 绿色 ， 密 生 乳 头 状 突起 ， 有 褐色 树 脂 状 小 突起 ; 脉 5 一 6 

%, Win RAK HK, MOSK. NER WS WB, KH 2mm, 

i= BR, FEE, REMBRHK, HIS, DA 2 T3). 

WIRD DK, Ra. WM,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西 南 等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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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四 川西 北 高 原 主要 分 布 
于 阿坝 藏族 目 治 州 黑河 中 

下 游 及 白河 上 游 宽 谷 的 古 

MUKA. Brat. oP 

PVR a Sabet, Hh 
AUHEBDH. 

生物 学 与 生 SH 

性 “乌拉 若 草 多 生 于 沼泽 
草地 中 。 在 四 川 阿 坝 州 多 

分 布 于 多 草 丘 的 积 水 沼 泽 

草地 , 土壤 为 泥炭 沼泽 土 ， 

pHs.9, 泥 谈 层 厚 5 一 9m。 

这 种 沼泽 以 乌拉 若 草 为 优 
. 势 种 ， 伴 生 植 物 有 木 里 苔 

草 〈Carex muliensis) 、 

MAPS Ht (Eriop- 

horum gracile) JErRe 

Ei (Carex secbrirostr- 

1S)、 条 时 重头 菊 (Crema- 

图 73 乌拉 苦 草 Carex meyerina 

Kunth 

nthodium lineare), NJ## H (Uencularia intemedia) , & He iR+F 

#2 (Potamogeton pusillus) (&%E FE (Chamaesium paradoxum), 

KE EB (Batrachium trichopyllum), 742 UARRE (Caltha sca- 

bosa) 、 海 韭菜 (Triglochin maritimum) 等 。 乌 拉 苦 草 在 阿坝 州 

返青 相对 地 比 其 他 苦 草 显得 晚 些 ， 而 又 较 快 地 变 得 粗 老 。 
饲 用 价值 ”早期 幼 嫩 时 的 乌拉 昔 草 为 居 牛 、 物 牛 和 马 所 条 食 ， 

粗 老 后 ， 对 和 牛马 等 家 畜 的 适口 性 也 大 为 降低 。 乌 拉 昔 草 秆 较 坚 硬 ， 

叶片 不 发 达 ， 叶 细 而 成 革 质 ， 较 粗糙 ， 饲 用 价值 中 等 .在 东北 地 区 ， 

乌拉 昔 草 用 作 纺 织 、 造 纸 或 作为 填充 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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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ese eS 73 所 示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其 所 含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 粗 灰分 及 无 氮 浸 出 物 等 营养 成 分 还 是 较 好 的 ， 在 
高 原 地 区 沼泽 草地 中 仍 不 失 为 一 种 可 供 放 牧 利 用 的 野生 牧草 。 

表 735 乌拉 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oF 物质 (%) 
采样 月 份 下 ae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Zo 

生育 期  (%) BE (%) 

抽穗 期 15.8 4.2 26.8 4.6 48.6 0.25 0.27 5 

6 花 后 期 | 17.4 | 2.6 29.0 | 4.6 | 46.4 | 0.18 | 0.27 

7 凋落 期 | 10.7 | 2.3 31.0 | 3.7 52.3 | 0.36 | 0.15 

8 凋落 期 | 10.7 3.1 29.3 4.5 52.4 0.54 0.15 

* 四 川 草原 研究 所 。 

( 周 寿 荣 ) 

”74。 木 里 昔 草 

Carex muliensis Tang 

别名 BPs GIF). 

形态 特征 ” 莎 草 科 苦 草 属 ， 根 蔡 从 生 型 多 年 生 草 。 科 高 30— 

45cm， 三 棱 形 ， 基 部 为 褐色 叶鞘 所 包 。 叶 得 于 秆 ， 宽 3 一 5mm， 

长 10 一 25cm， 叶 片 扁 平 。 花 序 由 3 一 5 离 生 小 穗 组 成 ， 上 部 ,1 一 2 

小 穗 为 雄性 ， 线 形 ， 下 部 小 穗 为 肉 性 花 Aik, ANSE SIR 柱状 《图 

74). 

地 理 分 布 “ 四 川西 部 阿坝 、 甘 孜 、 谅 山 等 州 均 有 分 布 ,在 阿坝 、 

甘孜 两 州 海拔 3000m 以 上 的 地 带 分 布 甚 为 广泛 。 此 外 ,西藏 、 青 

海 、 甘 肃 等 省 区 分 布 也 较 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木 里 苦 草 地 下 部 具 发 达 的 根茎 ,生活 力 

很 强 ， 通 过 根 蕉 进行 营养 繁殖 ， BOAR, BkEEK. K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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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RARE, i 
RAK RR, LAF 
花 结实 ， 但 仍 保持 大 
绿色 ， 相 对 而 言 ， 较 

CE RMR ER 
为 缓慢 。 

木 里 若 章 喜欢 水 

湿 ， 多 生长 于 沼泽 和 

沼泽 草 旬 及 其 他 低 湿 

草地 中 。 沼 泽 土 、 潮 

湿 沙 壤土 也 能 生长 展 SS 

.好 。 它 常常 是 一 些 沼 

泽 植被 的 优势 植物 ， 
有 时 成 为 建 群 种 。 如 

多 草 丘 积 水 木 里 苦 草 

沼泽 草地 则 以 木 里 若 
草 为 建 群 优势 种 ， 分 

布 于 宽 谷 、 阶 地 、 山 
前 泉水 溢出 带 ， 形 成 

ARK. BAR. 

射 状 及 弧 形 草 丘 ， 丘 
间 季节 或 常年 积 水 ， 
本 里 昔 草 多 生 于 丘 间 凹 地 积 水 区 。 木 里 若 草 多 生长 于 pH5.9 一 6.4 

HOVE RRA E+ L, PEA AOR BE (Eleocharis ovata), #4 

fe (Blysmus sinocompressus), FEM2eW FH (Eriophorum 

latifolium), FRIRBEH (Carex secbrirostris), HRB (K oele- 

ria tibetica), FKBE (Carex enervis), FIRMA (Cre- 

manthodium plantagineum)  RAEK &Y 48 (Pedicularis la- 

图 74 ABBE Carex muliensis Tang 

* 225° 



ngtflora), KAR RR (Equisetum heleocharis). fe mt CH p pul- 

ris vulgaris) %, KER S Ahk. MARS BAR ALR 
SEEDER, ABI, SARE, RE, ABE 
HB. RM EMP R. KAMSSHA ER. MAN, UBF 

草 为 主 的 沼泽 草地 ， 呈 现 一 片 灰 绿 色 的 景观 ， 好 似 我 国 南方 的 水稻 

田 一 样 ， 此 时 正 是 木 里 若 草 生长 旺盛 的 季节 。 

饲 用 价值 ” 木 里 若 草 为 疾 牛 、 物 牛 和 马 所 喜 食 ， 特 别 是 春季 和 

初夏 是 以 木 里 苦 草 占 优 势 的 沼泽 草地 良好 的 放牧 季节 ， 到 秋季 其 适 

FEET Rie See SUN 7h oo SA 8 a aN 

编 羊 的 食 口 性 则 大 为 下 降 。 

木 里 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5 所 示 ， 从 表 中 所 列 材料 可 以 看 由 ， 

木 里 萌 草 亡 含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还 是 比较 高 的 ， 如 

之 它 在 高 原 地 区 沼泽 草地 中 大 面积 分 布 。 在 这 些 地 区 仍 是 一 种 良好 

的 天 然 饲 用 植物 。 木 里 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随 生 育 期 而 变化 ， 初 期 随 着 

植物 生长 ， 粗 蛋白 质 含量 有 所 增加 ， 开 花 以 后 则 下 降 ， 而 粗 纤维 的 

含量 则 随 植物 生长 而 增多 ， 所 以 仍 以 早期 利用 为 好 。 此 外 ， 本 里 音 

草 的 灰分 含量 也 是 比较 高 的 。 

木 里 若 草 在 高 原 地 区 分 布 较 广 ;面积 较 大 ， 利 用 季节 性 较 强 ， 

除 放 牧 利 用 外 ，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还 可 浊 割 制作 青贮 料 。 我 们 兽 在 阿 韦 

R74 木 里 若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ft 于 PD hm BH C% 
采样 月 份 | 生育 期 NGS PE aS RIE  (%) |RC%) 

eal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mast | JOM, | ) 

5 拔节 期 | 17.7 3.6 27.2 5.7 45.8 | 0.21 | 0.29 

6 MAEM | 21.2 | 3.0 28.0 | 5.4 | 424 | o19 | 0029 

7 花 后 期 | 15.2 4.0 29.0 4.7 47.1 0.42 0.15 

8 完 熟 期 | 16.4 3.5 29.0 4.8 46.3 0.45 0. 20 

” 四 川 省 草原 研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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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 AWM ANE RADARS RRR RE, 18 

LE SURG RA BORA IE, SERIE AB ed BR 

好 的 青贮 料 ，: 而 以 混合 青贮 的 效果 更 佳 。 
( 周 寿 荣 ) 

-. 75. 高山 赏 草 

Kobresia pygmaea C. B. Clarke 

别名 NRE 

BABE BDEPRRARSEERA, PARAM, ae 

高 1 一 3cmy 44, A= Hie, AMA EH Me 叶 与 秆 近 

等 长 ， 刚 毛 状 。 奉 序 简单 穗 状 ， 孵 状 矩 圆 形 ， 长 4 一 6mm， 直 径 约 

1.5—3mm, 肉 雄 异 序 或 同 序 为 肉 雄 顺序 。 支 小 穗 5 一 7 枚 ， 密 生 ， 

全 部 单 性 或 顶 生 的 1 一 4 枚 雄 

ee, MARRS 2 一 6 枚 肉 形 而 各 

A— EME, 鳞片 宽 孵 形 或 延 

ABE, K25—4mm, Wha 

A, AMAAER, PRA 

4, 有 3: 条 脉 ， 两 侧 褐 标 色 。 

先 出 叶 椭圆 形 ， 长 2 一 3mm， 

Bee, Was, 27 

whe, WATE BM MS 

合 。 小 坚果 倒 卵 状 椭圆 形 ， 长 

1.5—2mmy> WORE. 

短 ， 柱 头 3 。 二 次 小 穗 轴 长 及 

果 的 一 半 “〈 图 75)。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青 藏 高 图 75 lume Kobresia 

原 分 布 较 广 ， 四 川西 部 甘孜 藏 pygmaea C.B.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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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 NPE MERI RAS, TIN IN A. HT 
西藏 、 云 南西 北部 及 我 国 华北 地 区 分 布 也 较 多 。 锡 金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高 出 党 草 为 根茎 密 丛 型 多 年 生 草 ， 生 活 

力 很 强 ， 能 耐 低温 寒冷 的 气候 。 在 四 川西 部 多 分布 于 海拔 3800 一 

4500m Ry si, MAR. ik. BH. AE, BSR MR 
洪 积 平原 、 宽 谷 、 阶 地 及 一 些 缓坡 地 上 。 常 形成 以 高 山 山 草 占 优 势 

的 群落 ， 是 高 山 党 草草 甸 的 优势 建 群 植物 ， 其 盖 度 可 达 40 一 60%， 
有 时 高 达 80% , 高 山 山 章 在 年 平均 气温 - 0.1 一 -1.6%, 大 于 和 等 于 

5% 的 积温 仅 543.1 一 886.9<C 的 高 寒 地 区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王 可 以 看 

出 它 的 耐寒 能 力 之 强 。 高 山 山 草 适宜 生长 的 土壤 为 高 出 草 旬 土 ， 
pH6 一 7， 土 层 藉 、 一 般 仅 40—50cm. BUA EMESE, —R 

仅 1 一 3cm， 生 长 良好 时 约 3 一 5cm， 与 其 伴生 的 禾 草 和 杂 类 章 也 
仅 5 一 10cm， 而 其 地 下 部 确 很 发 过， 特别 是 高 山 沉 章 的 根系 非常 
发 达 ， 致 使 土壤 形成 致密 的 草根 盘 结 层 ， 厚 达 lem WE. RIS 
草 一 般 5 月 上 旬 返 青 ， 生 长 期 约 5 个 月 。 与 高 山 觉 草 伴生 的 植物 有 
JTHABX (Potentilla saundersiana), BIRMEW (Saussu-. 

rea stella), #43 (Festuca ovina), KH (Leontopodium 

leont podioides), | #RBE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 

ARMA BUARBABA, RALNRSZHER, PRS 

原 海 拔 3800—4500m yt, URW A RAY BH, EA 

R75 BUBB Ra 

3.2 24.5 6.1 48.6 | 0.49 | 0.21 



BREXSWEEM OZ, BURARB), PAR, AY 
Hh He RTA TE OBR. RRA, Fee eR KA 
甚 广 ， 二 是 各 类 家 畜 喜 食 ， 三 是 其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5)， 所 以 ， 在 高 海拔 3800 一 4200m 地 区 的 天 然 草地 中 ， 仍 不 失 为 

HERE. 
AX 

767K OR 

Scirpus tabernaemontani Gmel. 

CS. validus Vahl.) 

别名 KAR. DBL 3. 
CSE BRE. 

荐 草 属 多 年 生 大 型 水 生 章 
AY). MRE, 
4, 0. HU, B 
40—200cem, #2 3—15cm, 

圆柱 形 ， 平 滑 ， 中 空 。 叶 
RR, ERB, RM 
4, KARR, BRA 
长 2 一 10cm 具 较 狭 窗 的 叶 

He 苞 片 1 一 2， 其 中 一 
BRK, HALE. Hi 
于 花序 ， 直 立 。 长 侧枝 聚 
HE PB AE, a BY RK 
3 一 8 枚 ， 不 等 长 。 常 工 一 

2 KA, “IIE BOE 图 76 xR Scirpus tabernaemontani 

ABW, K&8mm, KA Gmel. (S.validus V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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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m， 单 生 或 1 一 2 MRA, AM. MA Te 

圆 形 ， 长 3.5mm， 宽 2.2mm， 红 棕色 或 红 褐色 ， 常 具 紫 红色 疣 状 
X2, FRA-KSA PK, VRB, ARE, THM, K 
中 脉 延 伸 成 短 尖 下 位 刚毛 .6 条 ,与 小 坚果 近 等 长 , 具 倒 刺 ,雄蕊 3 
柱头 2 ， 长 于 花柱 。 小 坚果 倒卵形 或 椭圆 形 ， 长 2mm, 宽 1.5mm, 
WR, Ki Bt, IESE 图 76)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 南 及 江苏 、 陕 西 、 甘 
oo, BE. MEL Ak, OL APE, AD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水 葱 为 多 年 生 大 型 水 生 草 本 植物 。 4 一 

5 月 返青 ，6 一 7 月 开花 ,8 一 9 月 果实 成 熟 , 生育 期 180 天 左右 。 水 

葱 可 进行 无 性 繁殖 和 有 性 繁殖 。 根 状 蔗 在 地 下 10 一 30cm 的 泥土 中 

横 走 ， 非 常 发 达 ， 节 间 短 而 密集 ， 在 节 上 具 多 数 须根 和 芽 ， 通 过 根 
蔡 每 年 可 产生 大 量 新 的 株 从 ， 再 生 能 力 极 强 。 也 可 通过 种 子 进行 繁 
殖 ， 成 熟 的 种 子 容易 脱落 ，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即 可 萌发 生长 。 水 葱 属 
于 多 年 生 具 根茎 的 湿 生 沼泽 种 ， 其 生长 环境 多 为 池 狠 ， 湖 泊 ， 河 流 
和 沟渠 等 处 ， 适 宜生 长 在 多 腐殖质 的 沼泽 浅水 中 。 其 典型 生境 是 常 
年 积 水 的 河滩 与 湖滨 泛滥 低地 ， 土 壤 多 是 在 冲积 物 上 发 育 的 腐殖质 
沼泽 土 ， 也 有 些 是 弱 盐 化 沼泽 土 ，-- 般 呈 中 性 或 弱 碱 性 反应 ,pH 大 _ 
约 为 7.0 一 8.0 之 间 。 水 葱 喜欢 光照 ， 在 通风 透 光 ， 温 度 又 较 高 的 夏 
季 ， 生 长 迅速 。 水 葱 较 抗 寒冷 ， 主 要 表现 在 地 下 根 状 茎 方面 ， 在 北 
方 ， 有 时 气温 在 冬季 可 下 降 到 - 40"C， 但 它 依 然 能 顺利 越冬 ， 型 年 
正常 返青 。 水 葱 亦 较 耐 盐 碱 及 炎热 ， 更 耐水 湾 。 从 我 国 温带 地 区 至 
寒 温 带 地 区 的 浅水 中 都 能 生长 发 育 。 所 以 ， 在 整个 生境 的 各 个 生态 
因子 当中 ; 水 是 其 主要 的 限制 因子 ， 而 对 于 其 他 生态 因子 的 要 求 不 
Eh. KASS 8 月 下 名 开始 连同 果穗 一 同 脱落 ， 经 过 越冬 

休眠 于 型 年 5 一 6 月 发 芽 出 苗 。 水 葱 是 构成 草本 沼泽 植被 的 主要 植 
网 种 类 之 一 。 多 见于 湖泊 边缘 的 浅水 和 河曲 所 形成 的 半 生 湖 中 ， 在 
水 库 、 养 鱼池 及 终年 积 水 的 水 泡 边 沿 也 有 大 量 生 长 ， 水 葱 生长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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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水 深 一 般 在 10 一 50cmn 之 间 ， 土 壤 发 育 为 腐殖质 BEL. RH 
落 面积 不 大 ， 所 以 常常 形成 被 深水 切割 的 零散 分 布 的 群落 。 其 群落 

也 往往 十 分 单纯 ， 一 般 多 为 单 优 势 种 组 成 的 群落 ， 伴 生 种 都 是 一 些 

KAD, WHA (Trapa bispinosa), 45 SR (Nymphoides 

peltata), IR-F-3€ (Potamogeton spp.) 等 泛 叶 植物 。 也 有 水 营 + 

RR BW CT ybpa angustifolia) 72 泽 BK + NE WACT ypha 

Minima) AVE Bek + 3 (Zizaia latifolia) 等 湿 生 群落 ,但 种 类 

ROA $B. HPS (Phragmites communis) 1A 泽 分 布 的 地 

Hi, 可 见 到 水 葱 沼 泽 与 芦苇 沼泽 相 结合 的 复合 体 ， 其 中 水 葱 沼 泽 占 
据 积 水 更 稳定 的 小 生境 。 在 这 种 群落 的 组 成 中 ， 伴 生 种 类 略 多 ， 可 

APA, ANE WW. WK (Scirpus spp.), BR Juncellu- 
strotinus) .) S#8WH (Cyperus glonerata), Big CSagitta 

ria  natans), YS (Alisma plantago-aquatica), KK#% 

(Triglochin palustres), 4éj§ (Butomus umbellatus) Kk @ 

沼泽 的 结构 整齐 ， 株 从 茂密 ， 植 株 高 大 ， 一 般 高 在 1 一 2m ZH, 总 

盖 度 为 70 一 90%6 。 

AME ”水 葱 的 荃 叶 质地 较为 粗糙 ， 但 无 特殊 气味 。 叶 量 很 

少 ， 其 主要 人 饲 用 部 位 是 蔡 秆 ， 茎 穗 比 为 93:7, 于 鲜 比 为 1:6。 水 葱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适 口 性 较 差 ， 千 一 般 采 食 ， 幼 嫩 期 猪 嘉 食 。 测 穗 以 

后 纤维 增加 ， 猪 不 喜 食 。 水 葱 营养 价值 丰富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76。 

表 76 水 葱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于 物 质 (%) 
分 析 部 位 四 

maak | 粗 脂肪 | wae | eee | RD 

全 草 | 16.08 2.93 | 25.62 | 46.10 | Q_ gg 
1 

” 引 身 天津 市 饲料 公司 ，1984， 猪 饲料 手册 ， 农 业 出 版 社 。 

水 营 生 长 快 ， 在 整个 生长 季节 内 刘 割 1 一 2 次 。 作 为 猪 饲料 ， 
割 取 地 上 全 草 ， 经 切 碎 生 湿 喂 或 发 酵 喂 。 出 穗 前 后 选择 较 嫩 的 植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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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充分 粉碎 发 酵 或 打 桨 咀 。 喂 牛 可 直接 放牧 或 青 舍 饲 ， 并 可 用 于 青 
贮 。 最 佳 浊 割 期 为 6 一 8 月 ， 这 时 体内 粗 纤维 含量 较 少 , 且 产 量 高 ， 
每 公顷 可 产 鲜 草 1500 一 -300kg。 本 种 可 作为 编织 材料 ， 又 可 作 造 纸 
原料 。 其 嫩 苗 和 根茎 可 食 ， 春 季 取 嫩 苗 ， 者 食 或 盐 渍 食用 as KAS 
草 入 药 ， 能 除湿 利尿 ， 治 水 肿胀 满 ， 小 便 不 利 等 病 。 水 葱 生长 在 河 
边 ， 湖 边 ， 因 根系 发 达 ， 植 株 密集 , 能 缓冲 激流 对 塌 岸 的 冲刷 作用 ， 
所 以 它 具有 固 堤 ， 固 坝 作 用 。 同 时 ， 水 葱 还 是 草食 性 和 杂食 人 性 鱼 类 
的 天 然 性 饵料 ， 并 为 鱼 类 产 卵 和 逃避 歼 害 提 供 场所 ， 冬 季 对 鱼 类 有 
有 保温 作用 ， 特 别 是 在 高 海拔 地 区 的 湖泊 ， 其 作用 更 为 明显 = 茂密 

“的 水 葱 群落 还 为 许多 珍 全、 益 鸟 提供 栖息 藏身 ， 筑 梨 急 富 ， 繁育 后 
代 创 造 了 良好 的 生境 条 件 。 怕 绿 的 茎 种， 姿态 优美 ， 有 观赏 价值 5 
可 做 点 级 园林 光 沼 的 风景 。 

栽培 要 点 ， 水 葱 可 用 种 子 和 根 状 葵 繁殖。 如 用 种 子 繁殖 ， 于 秋 
季 采 收 种 子 ， 翌 年 南方 2 一 3 月 ,北方 4 一 5 月 将 河滩 围 起 ， 水 撤 
Pia, vee, Bi. RI, KH, Bt 1 一 2cm FA 

出 苗 。 出 苗 后 ， 放 入 浅水 ， 随 着 幼 株 长 高 ， 水 量 逐 渐 加 深 。 用 根 状 
茎 繁殖 时 ， 南 方 在 2 一 3 月 ， 北 方 在 4 一 5 月， 将 根 掘 出 ” A 

植株 长 高 ， 水 面 逐 渐 加 深 ， 但 水 面 不 要 超过 植株 , 否则 被 水 滤 死 。 
GAA) 



| 四 、 葡 科 Compositae 

“77. 博 乐 匣 
Artemisia boratalensis Poijak. 

形态 特征 “ 菊 科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0 一 30cm， 全 株 密 被 白色 的 长 _ 

柔 毛 ， 呈 银灰 色 。 蔡 从 基部 分 枝 ， 丛 生 。 不 育 枝 上 时 与 基 生 叶 具 柄 ， 

叶 长 圆 形 ,二 回电 状 全 裂 ， 裂 片 具 小 裂片 一 对 ， 长 枯 圆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1 一 4mm; 中 下 部 叶 具 柄 或 毛 ， 长 圆 形 ，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小 裂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5mm， 具 工 一 2 对 条 形 假托 叶 ， 

花期 早 枯 ， 上 上 部 叶 无 柄 ， 羽 状 全 裂 或 不 裂 。 头 状 花 序 无 醒 ， 排 列 成 

或 宽 或 窄 的 圆锥 状 ， 偶 尔 成 总 状 ; 总 区 钟 状 ， 长 3 一 5mm， 宽 2 一 

3.5mm; 总 苞 片 3 层 ， 外 层 密 被 长 RE: MK, WH BR. 

卵 圆 形 ， 洗 黑色 “图 77) 。 

地 理 和 分布，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北部 ， 国 外 在 苏联 中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博 乐 项 是 中 温 超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 在 新 疆 

以 博 乐 蒿 为 主 的 荒漠 植被 , 主要 分 布 在 博 乐 谷地 , PSR ACHE LL ME BE 
Pim, HAMAS A, MRE 600 一 1000m 之 间 。 它 所 处 的 土壤 为 
Ri, WHERVMRKSLARK RE. 

Peis ts A ES PRA, PR BEE BO ORE PP a K50 

cm 以 上 。 和 群落 总 盖 度 可 达 20 一 30% 。 种 类 组 成 一 般 2 一 3 种 ,有 时 

”多 至 18 种 。 奇 台 西部 群落 中 有 类 短 生 和 短 生 植物 层 片 发 育 。 在 土壤 

砾 质 化 加 强 时 ， 博 乐 葛 常 与 超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组 成 群落 。 形 成 从 属 层 

Fr AY 2) 2B HBR E BE DE (Nanophyton erinaceum), #hA 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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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CAnabasis salsa) 、 

木 地 肤 (Kochia pras- 

trata), FM RAR CA. 

aphyua) 等 所 组 成 。 群 落 
盖 度 15 一 25%。 

博 乐 鞠 是 一 种 耐 旱 性 

很 强 的 植物 ， 其 原因 是 博 . 

乐 蕊 有 较 长 的 主根 ， 可 大 

50cm 以 上 。 侧 根 也 较为 

发 达 ， 能 够 吸收 较 多 的 水 

分 和 营养 物质 ， 供 给 地 上 

部 分 的 良好 生长 发 育 。 博 

乐 萝 叶子 密 被 绒毛 ， 可 以 

大 大 地 减少 水 分 的 蒸腾 损 

失 ， 这 一 特性 也 使 博 乐 项 
具有 较 强 的 抗旱 能 力 。 
BRB 4 月 返青 ， 开 

花期 一 般 在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初 ， 结 实 期 在 9 月 中 下 
旬 。 

__ 饲 用 价值 BUR 
荒漠 带 重要 的 优良 委 草 之 
一 适口 性 较 好 , 各 种 家 畜 

图 77 tWoRR Artemisia boratalensis 

Poijak. 

都 喜 食 ， 羊 最 喜 食 ， 牛 和 马 在 冬季 喜 食 ， 骆 驼 仅 个 尔 采 食 。 春 季 
适口 性 尚 可 ， 补 饲 管 盐 可 提高 采 食 率 。 从 晚 春 到 开花 期 〈7 一 8 

月 ) BAB, oO, 此 时 家 畜 很 少 采 食 。 经 秋季 霜 打 后 ， 挥 

发 油 消失 ， 对 各 种 家 畜 的 适口 性 均 有 所 提高 。 特 别 是 绵羊 和 山羊 训 

食 果 实 部 分 。 博 乐 项 的 蛋白 质 ,. 脂 肪 含量 均 相当 高 〈 表 77)* 雁 物质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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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LER, LREKSRCMBYH ERM, PSR, SHR 

MRERE. SBPRMRLVM ARAM, RR datcahiteh 

但 营养 枝 保留 程度 尚好 ， 叶 片 也 脱落 少 ， PASE RSE 

养 枝 和 基部 时 片 。 

77 ecun nee 
oo " Ea iF RM 钙 | Be 
分 析 部 位 | 生育 期 

(6) :全 和 脂肪 | meee | PAL | axe | 9 | Co 

干草 粉 Dream 7. S027 WW. 15 6.25 | 44514-| 5608 | 0678 | 0.18 } 

” 引 自 《 新 疆 植 被 及 其 利用 》。 

(JE FMR) 

78. 28 aaa 

Artemisia giraldit Pamp. 

别名 He. RRA ARE A). 
WSSTE SARE, Fy 20 一 60cm， 水 分 条 件 好 时 可 达 

70 一 80cm。 根 粗 状 , 褐色 。 茎 单一 , 直立 ， 较 粗 硬 ， 仅 基部 木质 化 ， 

HHORE, RMKRAGKRE. LAMA MM FEMS, 
部 叶 羽 状 全 裂 ， 裂 片 3 一 5 ， 狭 条 形 ， 全 缘 ， 先 端 钝 或 锐 尖 ， 两 面 
被 伏 贴 柔 毛 。 叶 基部 具 条 形 假托 叶 1 —2 对 ; 上 部 时 较 小 ; HBR ， 
342, LREF, BAB, K4 2mm， 直 径 1 一 1.5mm) KS 
数 在 茎 上 部 ， 排 列 为 扩展 的 圆锥 状 。 总 苞 片 4 层 ， 无 毛 , 中 肋 绿色 ， 

具 宽 膜 质 边 缘 。 边 缘 小 花 只 性， 中 央 小 花 两 性 管状。 瘦 果 神色 ， 
甚 轻 小 (图 78)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河北 ; 山西、 陕西、 甘肃 、 宁 夏 、 青 海 
等 省 区 的 黄土 高 原 以 及 内 蒙古 乌 兰 察 布 盟 南 部 、 伊 克昭 盟 和 大 青山 、 
贺兰山 等 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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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葡 

营 是 一 种 多 年 生 草 本 状 的 半 灌 : 
木 ， 属 喜 暖 性 的 早生 、 中 旱 生 
植物 。 早 春 萌发 甚 早 ， 营 养 期 i 
长 ， 村 黄 期 迟 。 其 物候 期 在 内 
蒙古 为 7 一 8 月 开花 ， 9 一 10 fo SE 
月 果实 成 熟 ， 在 宁夏 南部 其 生 站 
育 期 如 表 78 一 1 所 示 。 a, os 

宁夏 干燥 的 黄土 丘陵 阳 坡 广 生 党 | 天 
实测 的 莹 蒿 平均 高 度 为 32.9 Ya, PY 
(18—46)cm; 丛 径 5.9(4.0 一 Ret ri 
7.1) cm。 单 株 鲜 重 3 一 10g， n\n, Gee AS 

干 重 1 一 3.5g, 干 鲜 比 1:2.85 一 NY OF Ol 
3。 平 均 每 株 有 分 枝 30.5(26 一 i 7 Fl 

35) Bes 叶片 总 Be 236 (205— | 区) 
267) Hrs 花序 分 枝 898.5 1) 

(480—1317) 枝 ; 主根 入 土 深 ei Wy 

140cm， 根 系 水 平分 布 范围 of Me 
75—90cm, ‘ij 根 20 一 50 条 ， 下 
分 梳 细 小 ， 具 多 量 根 毛 。 a oop, si 

于 盛 花 期 测定 的 株 丛 结构 图 78 3 Artemisia giraldii 

如 表 87 一 2 所 示 。 ae 

表 78 一 1 RSE RMR* V1.) 

返青 SUH 开花 其 枯黄 期 
营养 期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gam | mage 

期 期 | 始 期 三 期 “| 末期 始 期 | 盛 期 

3. 15 3. 25—6. 20 6. 20 6. 30 le 10—8. 10 8. 10—8. 30 8. 30—9. 10 9. 10—9. 10. 30 11.30 

” 观察 地 点 ， 宁夏 西 吉 县 大 坪 乡 白虎 材 丘 忠 阳 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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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蒿 每 年 的 生长 旺 单 峰 式 ， 4 月底 以 前 因 气温 低 ， 生 长 缓慢 ， 
平均 日 生长 速 度 仅 0.62mm， 以 后 逐渐 增加 ， 5 月 至 6 月 中 旬 为 

4s2mm， 进 入 9 月 又 复 降 低 ， 直 至 枯黄 前 ,日 生长 速度 平均 为 1.5 

mm, 详 见 表 78 一 3 

表 78 一 2 MRM 
“ap 蕉 nf FEF 

层次 cm |] i | 一 一 

oe ge) | « | 重量 @| % | 重量 @ | % 
20—30L1E | 0.60 29.4 0. 40 36.4 0520 2 
10—20 0.74 36.2 0. 40 36.4 0.08 |\ 28.5 

0 一 10 0.70. 34.4 0.30 27.2 0.00. 0.0 
St 2.04 100.0 10 | 100.0. 0.28 100.0 

2; My + HE 17t 0.54. 0.14 

Bs + ee 1 0.68. 

* Wii,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西 吉 县 。 

表 78 一 35” HRtEKRE* 

a} 

AR OA. BD 株 高 (cm) 株 高 “cmy) 

20 34. 3.15 1.0 7. 0 
3.25 1.3 (7.30 37.0 
3.31 1.5 8.10 43.0 
4.10 1.7 8. 20 48.0 
4.20 3.3 8. 30 54.0 
4.30 4.6 9.10 57.0 
5.10 6.1 9. 20 61.0 
5.20 6.7 9. 30 63.0 
5-30 7.3 10.10 65.0 
6.10 8.1 10. 20 67.0 
6. 20 12.0 10. 30 69.0 
6. 30 24.0 11.10 72.0 
7.10 28.0 11.20 68.3 

 £FE RAL RAE, 

葵 蒿 习 生 于 半 于 早生 境 ， 叶 裂 亢 狭 细 ,密生 灰 白色 伏 毛 具有 

较 强 的 旱 生 性 , 是 组 成 我 国 黄土 高 原 干 草原 草场 植被 的 重要 建 群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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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与 长 世 草 一 起 构成 地 带 性 植被 ， 履 盖 在 黄土 母 质 的 丘陵 、 低 山 

的 干燥 阳 坡 、 半 阳 坡 。 分 布地 区 海拔 高 度 一 般 在 1100—1 800m, # 
晋 、 帮 南部、 驳 西 北部 和 秦岭 山地 可 下 降 到 1000m 以 下 ， 而 在 黄土 

高 原 西 部 ， 可 上 升 到 2000m 左右 ， 海 拔 再 升 高 ， 则 让 位 于 万 年 蒿 
(Artemisia gmelinii), 

SSERMLRUBHS+, REPL MRA, detest 

西北 区 山地 ， 也 可 为 灰 褐 土 、 褐 土 或 棕色 森林 土 。 也 少量 地 生长 在 
沙 质 淡 栗 钙 土 或 山地 灰 钙 土 上 。 从 其 地 理 分 布 及 生境 条 件 分 析 ， 对 

温度 、 水 分 等 生态 条 件 的 适应 性 均 较 宽广 。 以 对 土壤 质地 而 言 ， 喜 
款 质 士 ， 但 对 沙 壤 质 、 沙 质 土 也 能 适应 ， 并 且 能 生长 在 黄 王 高 原石 
质 化 的 山地 和 河谷 陡 崖 上 ， 有 明显 的 嗜 石 特 性 。 

以 蒙 蒿 为 建 群 种 的 干草 原 是 处 于 我 国 温带 南部 和 了 暖 温 带 森 林 草 

原 地 带 及 典型 草原 带 南 部 边缘 地 区 的 重要 草原 类 型 ， 它 可 以 向 南 伸 
入 落叶 闪 叶 林 区 ， 成 为 森林 破坏 后 的 次 生 植 被。 

在 典型 草原 带 ， 如 晋 西 、 宁 夏 南 部 , 葵 世 时常 与 长 ER Stipa 

bungeana) 相 结 合 ;而 在 森林 草原 带 ， 如 华北 西部 、 北 部 出 丘 陵 

地 区 、 陕 北 白 于 山南 草 以 东 、 以 南 的 广大 丘陵 沟 餐 区， 和 常 与 白 羊 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A#—#,. BRREDWH BSE 

1800m 以 上 ), WSIS A FE RR PK UR BAK, AF BABE, 

ha cfd reine Maem oc 
#E, WREB MU, CRED. 

UeEab, FEB ACR IR RU RE, BRAC, 

eS HE APE AE BPH BE BKC Rosa hugonis), Kite (Ostryop- 

sis davidiana), Ybig (CHippophae rhamnides) 等 落叶 间 叶 灌 

AP, EK R Rot RETR, Ze + HSS TE (Wikstroemia 

chamaedaphne) 群落 可 能 成 为 沿途 演 稚 的 类 型 。 

在 华北 、 西 北 地 区 森林 草原 带 的 沙 质 扬 荒 地 上 ， 有 时 可 见 到 它 

以 少量 伴生 在 中 亚 白 草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群落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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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成 一 种 很 强 不 稳定 的 草 甸 草 原 类 型 。 

1983 年 7 月 中 旬 ， 在 宁夏 南部 黄土 丘陵 阳 坡 长 蕊 草 一 葡 项 + 猪 

ii (Artemisia scoparia) 干草 原 调查 , KERS RBH EP 
盖 度 分 别 为 10% ， 多 度 分 别 为 COP*，COP1， 地 上 部 生物 量 占 群落 
总 生物 量 的 比率 分 别 为 26% 、20.5% 。 该 地 区 属 丘陵 沟 塞 区 ， 年 降 
Wi 402mm, 年 均 气 温 6 °C, MIRE 1800 一 1900m， 土 壤 为 浅 

Mapes. 群落 总 盖 度 83% ， 地 上 部 生物 量 239g/m2， 相 当 于 亩 产 鲜 
草 159. 4kgy 莹 车 属 第 一 层 ， 高 34cm， 地 上 部 生物 量 为 50g/m2 

合 亩 产 鲜 草 ;33.4kg。 草 场 均 因 放牧 过 度 , 呈现 严重 退化 。 

aA HRT PSA. FERRER, BREE 
要 牧 革 ， 和 牛 、 马 、 驴 、 又 均 采 食 ， 绵 、 山 羊 喜 吃 幼 嫩 的 枝 梢 。 夏 季 
因 具 有 特殊 的 蒿 类 香气 ， 适 口 性 降低 ， 此 时 家 畜 多 不 采 食 。 秋 霜 以 

后 ， 适 口 性 又 提高 ， 同 时 大 量 结 籽 ， 是 家 畜 抓 采 的 牧 章 ， 羊 和 大 家 
畜 均 喜 食 。 冬 春季 保留 较 好 , 又 是 家 畜 度 过 枯草 季 的 重要 保 采 牧 草 。 

根据 株 高 和 株 丛 结构 分 析 ， 适 当 封 育 的 草场 ， 宣 作为 浊 草 利用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消化 能 、 能 量 含量 、 代 谢 能 如 表 78 一 4 所 示 。 

表 78 一 4 “ 萎 蓄 的 化 学 成 分 * 和 能 值 含 量 *” 

水 分 占 于 物质 (%) 钙 | Be | 消化 能 代谢 能 

粗 蛋 i ue| FOR of \c0 地 点 “| BAC %) 白质 ea mater a) 2, la 33|(%) (%)| (MJ/kg) | (MJ/ke) 

| 1 
固原 县 | 营养 多 是 5l10.23 | 3.02 | 22.84| 56.16| 7.75 | 一 | 一 | 10.76 8.83 

西 吉 县 ,| 结果 |8.57| 6.11 | 4.75 | 26.60] 56.78] 5.76 |0.7110.23] 10.26 8. 42 
| 

* 宁夏 农学 院 畜 收 普 医 系 饲养 分 析 室 分 析 。 
** 消 化 能 和 代谢 能 均 以 Schneder 公 式 推 算 而 得 ,以 牛 、 羊 为 对 象 , 为 风 于 原样 的 含量 。 

莹 贰 还 是 水 土 保持 植物 ， 在 黄土 高 原 丘 陵 山 地 对 护坡 固 土 有 和 良 

好 作用 。 

(HEA 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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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年 萌 

Artemisia gmelinii Web. et Stechm. 

BG AR. RIB. 

形态 特征 “ 菊 科 蒿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 半 灌木 状 ， 站 0 有 

SH, HK, SHR, 暗 紫 红色 , 无 毛 或 上 部 被 得 柔 毛 。 oe 

下 部 叶 在 开花 期 枯萎 ， 中 部 叶 具 柄 , 基部 具 假 托 叶 ， PONTE EK 

孵 形 ， 长 3 一 14cm， 宽 3 一 6mm， = Hel ARAL, AB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宽 1 一 4mm 全 缘 

或 有 锯齿 , PRA HAD AU 

叶 幼 时 两 面 被 蛛 丝 状 毛 ， 后 锌 

芯 毛 或 无 毛 ， 有 腺 点 ;上 部 叶 

小 ， 羽 状 浅 裂 或 具 齿 ， 头 状 论 

序 多 数 ， 排 列 成 复 总 状 花 序 ， 

总 苞 近 球形 或 半球 形 ， 直 径 

2—3.5mm, Pit, Be 

G, 背面 绿色 ; WR & 

花 肉 性 ，10 一 12 枚 ; AE7E ITE, 

Be, PR, OE, 裸露 。 

18 UR IG, 长 约 1.5mm 

(图 79)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和 西北 地 区 ， Ser. 

朝鲜 、 日 本 和 苏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万 

年 蒿 在 新 疆 一 月 初 萌 发 ， 7 月 

初 开 花 , 8 月 初 结实 ， 9 月 以 后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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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枯黄 。 

万 年 蒿 抗旱 力 较 强 。 结 实数 量 很 大 ， 种 子 沈 殖 力 很 强 ， 根 茧 也 

很 发 远 ， 从 母 株 不 断 长 出 新 枝条 。 具 有 一 定 耐 寒 性 。 

万 年 营 是 适中 温 旱 生 半 灌木 。 是 干草 原 和 草 甸 草原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是 我 国 温带 森林 草原 地 区 主要 的 植物 ， 并 可 深入 到 落叶 冰 叶 

林地 区 的 干旱 坡地 ， 是 森林 破坏 后 次 生 植 物 之 一 。 主 要 分 布 于 华北 

西部 和 西北 部 的 低 山 丘陵 , 陕 北 白 于 山南 龙 。 海 拔高 度 800 一 1600m。 

在 新 疆 主 要 分 布 于 北 缀 各 山地 的 中 山 带 ， 南 疆 也 有 分 布 。 多 处 于 草 

原 带 较 湿 润 的 地 带 。 机 亚 高 山 的 扬 巷 地 上 

也 广 为 分 布 。 

BAY MIR, SPR RM, THE PAR, 半 阳 坡 
永 分 条 件 差 ， 生 境 仍 然 干 旱 , 土壤 为 灰 褐 土 和 淡 灰 褐 土 。 在 海拔 较 高 
处 则 出 现在 土 层 不 厚 的 砂砾 质 土 的 阳 坡 上 ， 土 壤 为 栗 钙 土 。 

万 年 项 常 与 从 生 禾 章 和 杂 类 草 形成 群落 ， 共 建 种 有 多 种 针 < 茂 

(Stipa), BMA (Festuca sulcata}, pK (Agropyron cris- 

tatum)$,. 7EA4H (Bothriochloa ischaemen) EL, FES 

也 是 优势 成 分 之 一 。 草 层 高 度 15 一 20cm。 和 群落 总 盖 度 40 一 50% 。 万 

年 萝 在 草 旬 草原 中 也 常 以 亚 建 种 出 现 。 

饲 用 价值 ”万 年 蒿 适口 性 中 等 。 羊 、 骆 驼 喜 食 ， 其 次 是 马 ， 和 后 

多 不 采 食 。 冬 春季 节 马 喜 食 。 赴 打 后 适口 性 更 有 所 提高 ， 其 能 值 及 

消化 率 见 表 79。 

表 79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值 含 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粗 蛋 白 | 宜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消 沙化 能 | 代谢 能 上门 净 能 
牧草 名 称 | 生育 期 (ME) 

eC%)| €%) MER C%) | (MJ/keg) | (MJ/keg) | (MJ/ke) 

万 年 蒿 prem 15.74 De 35 65.21 11.64 | 9.55 | 6.48 乌鲁木齐 

表 (79) 中 表明 , 蛋白 质 高 于 禾 本 科 牧 草 , 纤维 素 含量 较 少 ， 生 长 

后 期 纤维 素 增 加 也 不 显著 ， 开 花期 纤维 素 含 量 为 14,16, 结实 期 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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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为 21.56% 。 含 脂肪 较 高 。 是 秋季 家 畜 抓 腰 春 季 恢 复 体 厅 的 优 民 

牧草 。 

CER Faw) 

80.1% 什 六 

Artemisia kaschgaria Krasctte 

形态 特征 ” 菊 科 芍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60cm LA. WR BRE 

而 呈 淡 灰白 色 ， 老 枝 常 无 毛 。 不 育 枝 短 缩 》 能 育 枝 多 数 ， 多 得 的 分 

BK, LBAKH i RRR. AB RM SEP BM RA, RAB, = | 

回 羽 状 分 裂 , 第 一 次 羽 状 全 裂 , BOK Bit RAMA, HBR . 

形 , 两 面 密 被 柔 毛 ; 中 部 叶 比 下 部 叶 小 ， 裂 片 少 ， 无 柄 ， 上 部 时 多 为 
羽 状 全 裂 ， 所 有 叶 基 

部 均 具 1 一 2 对 假托 

叶 。 头 状 花 序 具 短 梗 ， 

直立 ， 多 数 排列 成 开 

EMER, 总 区 多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长 

4—5mm; 总 苞 片 3 一 

4 层 ， 外 层 被 毛 ; 小 

HOEK, With. B 

果 长 圆 形 或 长 椭圆 

形 ,长 1Imm 左 右 (A 

80).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苏联 中 

亚 和 西 们 利 亚 也 有 分 图 80 Wet Artemisia kaschgari@ 

布 。 Krasch, 

+2426 



Aap Sa ACES We LS EAE ARE OK, 
荒漠 草原 和 荒漠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在 新 疆 一 般 多 分 布 在 塔 城 盆 地 、 
准噶尔 盆地 西部 山地 ， 伊 犁 谷地 和 天 山北 坡 低 山 带 下 缘 和 山 前 地 带 
的 广大 地 区 ， 在 天 山南 坡 只 见于 山地 。 喀 什 茧 适应 于 访 漠 中 降水 量 
较 多 、 土 壤 无 盐 渍 化 的 坏 质 和 砂 质 的 荒漠 灰 钙 土 和 灰 棕 荒漠 土地 
区 。 

喀什 芒 形 成 单 优势 种 群落 仅 分 布 于 伊犁 谷地 和 天 山北 坡 。 喀 什 
蒿 建 群 种 在 群落 中 形成 20cm 高 的 小 半 灌 木 层 片 。 群 落 总 盖 度 为 25 一 
30% 。 群 落 中 种 类 组 成 通常 3 一 6 种 ， 多 者 可 达 15 种 。 大 多 数 群落 

中 伴生 有 超 旱 生 半 灌 木 和 小 半 灌 木 ， 木 地 肤 、 高 枝 假 木 贼 、 盐 生 假 
木 贼 和 驼 绒 昔 等 。 在 供 殊 谷地 的 植物 群落 中 ， 常 见 有 相当 多 的 类 短 
生 和 短 生 草本 植物 从 属 层 片 ， 类 短 生 植物 有 珠 芽 早熟 禾 、 厚 柱 苦 草 、 
旱 雀 麦 等 ， 短 生 植物 有 荒漠 庭 芥 、 离 子 草 、 舟 果 莽 等 在 春雨 旺盛 ， 
植物 生长 茂盛 的 年 份 可 用 于 打 草 。 

在 山地 草原 带 下 部 ， 海 拔 1000 一 1500m， 常 可 以 见 到 草原 化 的 

喀什 贰 荒漠 群落 。 它 们 广 布 于 伊犁 谷地 , 塔 谷地 和 天 山北 坡 的 低 山 ， 
AFH a PR No RRL 

喀什 蒿 虽然 适 于 荒漠 中 降水 量 较 多 的 地 区 ， 但 是 也 具有 一 定 的 
抗旱 能 力 。 具 粗 而 长 40cm 以 上 的 主根 和 表土 层 中 分 枝 发 达 的 侧根 。 
春季 还 可 形成 短命 根 ， 能 充分 利用 土壤 水 分 ， 在 干旱 时 期 地 上 部 术 
死 。 喀 什 蒿 生长 初期 密 被 灰白 色 蛛网 状 绒毛 ， 有 防止 阳光 暴晒 和 水 
分 燕 发 的 作用 。 喀 什 蒿 没有 明显 的 主干 ， 基 部 木质 化 很 强 ， 因 此 耐 

” 寒 性 较 强 ， 能 忍受 - 40“c 的 低温 。 

喀什 蒿 4 月 初 开 始 萌发 返青 ，5 月 中 旬 就 可 长 出 大 量 枝叶 ， 借 
助 春季 的 融雪 和 春雨 ， 生 长 迅速 ， 形 成 叶 徐 。 6 一 7 月 夏季 干旱 ， 
气候 炎热 ， 它 处 于 抑制 状态 ， 叶 片 逐 渐 干 枯 脱 落 ， 生 长 过 程 基本 停 
正 。 通 过 夏季 休眠 ， 秋 季 (8 月) 继续 进行 营养 生长 ， 形 成 短 枝 ; 
越冬 的 短 枝 开 始 发 育成 生殖 枝 。 8 月 中 下 名 开 花 ， 9 月 结实 ，10 月 

“243。 



WH, BALE 部 和 叶片 死亡 。 

院 什 功 多 数 是 靠 种 子 繁殖 ， 特 别 是 在 水 分 条 件 充 中 的 年 份 兴 可 

以 观察 到 大 量 下 种 子 更 新 的 幼苗 ， 也 可 以 从 多 年 生 本 质 化 分 校 和 根 

颈 上 生长 小 的 枚 条 和 叶片 。 

饲 用 价值 KTR RK, HARD, BOER,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采 食 。 羊 最 喜 食 ， 马 、 牛 和 骆驼 也 都 采 食 。 除 在 枝叶 茂盛 的 

感 伦 时 期 因 含 挥发 油 具 兰 味 家 冀 不 采 食 外 ， 其 他 时 期 各 种 家 畜 都 采 

食 。 春 或 秋季 霜 打 后 ， 适 口 性 最 好 ， 冬 季 在 雪 覆盖 下 枝叶 保留 尚 

好 ，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采 食 基 部 枝叶 。 雪 后 生殖 枝 的 适 品 性 世 有 很 大 的 

提高 。 

喀什 蓄 是 荒漠 和 半 贡 漠 草场 上 很 有 价值 的 然 鞋 。 也 是 早春 催乳 

或 恢复 家 畜 体 质 和 秋季 育肥 抓 采 的 上 等 牧草 。 

表 80 喀什 鞠 化 学 成 分 * 

te 占 于 物质 (%) a | aw 
AA 

(4) | geen | 粗 脂肪 :| mere | 8 | 大 分- ae | 0 | 96 

ars 结实 8. 89 14.76 6.44 28.08 29.57 21.15 | 0.75 天 88 

* 新 疆 八 二 农学 院 草 原 系 收 草 分 析 室 。 

喀什 芒 蛋 白质 和 灰分 含量 都 高 于 禾 草 ， 而 纤维 低 于 儿 草 ,是 世 
汉中 较为 优良 的 牧草 。 

CER HRW 

81.3 wh i 

Artemisia mongolica Fisch. et Bess. 

别名 RAK—HARA 44s).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直立 型 草本 ， 高 50—120cm, SR-,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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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 ， 常 带 紫 褐 色 ， 被 
 ” 屿 丝 状 毛 。 蔡 生 叶 在 

JERR; PMA 

mii, ws, 

RBM A 3 一 5 深 
。 裂 的 小 裂片 ， 边 缘 有 
PRR RMA, Th 

更 片 又 常 3 A, Be 
披 针 形 至 条 形 ， 叶 上 

Hae, WEE, F 
IEE. EE 
BREESE, SARE 
FREER, A 
; 梗 或 无 醒 ， 边 缘 小 花 
。 只 人 忻 ,中 央 小 花 两 性 ; 
国花 冠 管状 钟 形 ， 紫 红 

时 ” 色 ， 瘦 果 矩 贺 形 ， 深 
8, KE EM 

«78, RH 9 月 (图 SN 
m 81), | xi WJ 

地 理 分 布 主要 A TER 
有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党 

1 北 和 西北 各 省 CK), 图 81， Sy Artemisia mongolica 

Fisch. et Bess. 
BHT. GH. 

7. Wt. AS. Wwe, MeL RA KE) BERS HE 

侠 、 上 日本、 蒙古、 苏联 东西 伯 利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属 达 乌 里 一 蒙古 

成 分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该 种 广 布 于 森林 草原 带 的 草原 和 章 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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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 PRZEAMERM DAWU, RIDER. Be, 
前 丘陵 地 区 分 布 最 广 ， 属 于 温带 中 生 植 物 。 经 常生 长 在 河岸 沙 地 、 
wa, WS, BIEL, HABA RH, KS. ER, Ae 
原 、 典 型 草原 群落 中 均 能 见 到 ， 经 常 是 羊 草草 原 狗 肉 地 上 、 线 叶 菊 
杂 类 草草 原 、 贝 加 尔 针 茅 草原 的 伴生 种 。 在 局 部 低 湿 的 草 旬 中 可 以 
形成 小 群 聚 。 早 春 4 月 末 返 青 ，10 月 枯死。 

饲 放 价 值 ” 蒙 古 营 的 适口 性 不 高 ， 在 春季 的 幼苗 马 、 牛 、 羊 均 
采 食 ， 到 了 夏季 由 于 该 种 枝 蔡 粗 硬 ， 其 他 优良 牧草 均 已 长 出 ， 生 长 
茂盛。 因此 ， 各 种 家 畜 基 本 不 采 食 。 但 是 到 了 秋季 ， 特 别 是 在 下 霜 
后 和 冬季 ， 各 种 家 畜 均 采 食 ， 但 小 家 畜 更 喜 食 。 刘 割 后 调制 干草 饲 

养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从 其 化 学 成 分 (28D 的 含量 分 析 ， 该 种 属 营 

养 中 下 等 牧草 。 

表 81 蒙古 萝 的 化 学 成 分 * 

本 水 分 -+ F D oo ld oa Be | 胡萝卜 素 

(%)》 jez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天 i, | 粗 灰分 | (96) | (36) | cmg7kg， 

花期 15.35} 12.58 4.99 23-48 52.89 5. 66 0.77 | 0.16 64.00 

在 ”中 国 科 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分 析 。 

( 李 建 东 ) 

82. fi A ie. 

Artemisia pectinata Pall. CNeopallasia pectinata 

(Pall. ) Pol jak. J 

别名 MMH. SAAB (iA). 

形态 特征 ” 菊 科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15 一 40cm。 茎 单一 或 自 基 部 

WEAR, REMKAB, PRABAE. SAM MARMALB, 
| - 2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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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BARKHA 

Re, ABA RE 

状 ， 无 毛 ， 稍 坚硬 。 

SORE PRUE ICRE, ON 

lal Bs K3—4 (5) 

mm， 单 生 或 数 个 集 

生 于 叶腋 ， 多 数 在 小 

枝 或 茎 顶 排 成 穗 状 或 

狭 圆锥 状 ， 花 托 圆锥 
状 , 外 围 肉 花 3 一 4 个 ， 

狭 简 状 ， 能 育 ， 中 央 

小 花 两 性 ， 排 列 在 花 

托 边缘 的 结实 ， 中 央 

的 不 结实 。 瘦 果 椭 圆 

形 ， 长 1.5 一 2mm， 

黑色 〈 图 82) 。 

地 理 分 布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省 〈 区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苏联 西 

图 82 iP Artemisia pectinata Pall. 

(Neopallasia pectinata (Pall.) 

Poljak. ) 

伯 利 亚 和 哈萨克 斯 坦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和 蔓 齿 苇 为 草场 上 的 杂 草 ， 其 生长 同 降雨 

情况 有 密切 关系 。 一 般 春 夏 雨 水 好 时 ， 大 量 成 群 繁 茂生 长 ， 可 能 成 

为 局 部 草场 的 背景 植物 ， 如 雨水 不 足 ， 则 生长 稀 玻 搬 小 。 它 具有 浅 

的 直 根 系 ， 主 要 分 布 于 15 一 20cm 以 内 的 土 层 中 ， 侧 根 较 发 达 。 

通 向 4 一 5 月 开始 生长 , 若 雨水 正常 ,7 ASL. 8 月 开花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结果 ,9 一 10 月 成 熟 。 成 熟 后 很 快 干枯 坚硬 ， 但 在 整个 冬 

地 可 在 地 上 很 好 保存 , 这 对 冬季 放牧 乃至 减轻 土壤 盆 蚀 都 是 有 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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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ESA URE MR, MER RIT BER, TY 

ERAERRS. Ri PER PREM, WRB. MW. 

覆 石 特 多 、 轻 碱 化 土壤 和 盐 土 外 ， 各 处 均 可 生长 ，: 移 喜 生 于 塘 质 & 

沙 壤 质 么 砂 质 土壤 上 。 在 过 度 放牧 地 段 和 押 荒 地 止 能 较 好 地 发 育 

起 来 。 常 以 不 大 的 多 度 和 盖 度 生长 在 猪 毛 萝 (Artemisia scopa- 
ria), Wiss (Artemisia frigida), 百里香 (Thymus mongolisus) 

Heh, ACERS (Cleistogenes mutica), py Hee (Co- 

nvolvulus ammanii), FBR CSetaria vividis), —RUM BBR 

(Potentilla bifurca), WRI (Echinops gmelinii) iva 

在 一 起 ， 很 少 成 为 群落 中 的 优势 成 分 。 

饲 用 价值 ” 香 齿 蒿 幼 嫩 时 羊 少量 采 食 ， 长 高 后 因 具 蜡 臭 ， 阁 种 

家 畜 均 不 食 。 王 枯 后 ， 马 和 牛 稍 采 食 ， 而 编 羊 :山羊 和 骆驼 均 乐 食 

或 喜 食 。 在 芒 责 章 原 带 ， 羊 、 牛 .骆驼 均 乐 食 其 鲜 草 。 据 牧民 反映 ; 
ABRE EAR Ja SHER AE. Witte & #82), 幼 嫩 时 它 的 

蛋白 质 含量 很 高 ， 随 着 生长 迅即 降低 ;， 粗 灰分 含量 较 高 ， 其 中 钙 多 

im >Re; WMEbRERRER, L—-RARLAAPHRAtE. & 

SU, CHM PSUS A. HUHAE RA, 

82 BAS ke 

水 分 | 此 FMR (%) 后 | me | aye hae 
a er tags FS lo wey primera] 2M lie 3} (%) | (%) | Gng/kg) 

ats 营养 -|12。17-|128。75| | 5.87 |32.87 |15.94 116.57 | 1.74 | 0.59 50.75 

teal 77 /13.91 (14.50 | 7.13 133.10 126.22 |19.05 | 2.79 | 0288 53.62 

ao 开花 111。23 |12.22 | 9.40 |40.74 [27-75 | 9-89 | 1.16 | Oo89 64. 87 

ne SF |12.87 | 4.92 | 6.45 |13.75 160.87 |14-01 | 1.04 yi 一 

et 开花 | 8.88 | 5.29 | 5686 |22.11 |53.18 [13.56 | 0.98 | 0.19 一 

” G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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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的 饲料 平衡 中 占 二 定 地 位 。 
( 黄 光 华 二 刘 毁 心 “ 何 永海 ) 

83. 牛 FR 项 

Artemisia subdigitata Mattf. 

ae HSLAB (SF), BILE Gia) » 

形态 特征 ， 菊 科 ， 多 年 生 草 本 。 具 粗大 的 根 状 荃 。 高 80—120 

cm, 2b, Hit. SMG, HMMA. REM FEMS, 

鞋 下 部 与 中 部 时 近 指 状 或 羽 状 

深 裂 ， 侧 裂片 2 或 1 对 ， BA 

RAE, KRRRAREE, — 
EMULE; 叶 基部 渐 狭 成 短 
柄 ， 常 有 全 缘 或 羽 状 分 裂 的 假 
托 叶 。 茎 上 部 叶 3 YE BW MA : 

Bi, MIRE EK, BRIG RHP oe Y epe: 

% He4mm, 极 多 数 在 | AL 
Sm RMR ERT RA BY, 7 58 oth 

BR, eee “ore SOY 

Sih, RAH 3 一 4 层 ， 黄 
绿色 ， 具 膜 质 边缘 。 边 缘 小 花 
崔 性 ， 细 口 瓶 状 能 育 ， 中 尖 小 
wt, KHAG. AA. B 
Bigvy, K0.6mm, PNB, 

紫 褐色 (图 83) 。 

地 理 分 布 “ 广 泛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至 西南 。 > 图 83 4B Artemisia subdigi- 

% 在 内 蒙古 多 见于 大 青山 、 训 汗 tata Mat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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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I, TL LRA Bi i 
EGPSeS est HERRRRAER, BRMRK, 

内 蒙古 山地 草场 4 月 萌发 ，8 一 9 月 开花 ，9 一 10 AFRRA;, HH19834F 

在 宁夏 六 盘 山北 端 观察 ， 物 候 期 如 《〈 表 83 一 1)。 

表 83 一 1 牛尾 蒿 的 生育 期 〈 月 .日 ) 

Sit. FRE 
cc SS SS es 果 后 营养 期 | 枯黄 期 
始 期 | 盛 期 

返青 期 | 分 枝 期 结果 期 成 熟 期 

9。 10—9. 28 10. 6 7.25—8.10 | 8. 27—9.10 4.3 | 7.10 7.18 3.25 

观察 地 点 ， 宁 夏 固 原 县 西海 子 山坡 地 。 

开花 期 时 从 高 85cm, 株 高 (最 上 部 花序 顶端 )118cm 株 从 直径 

35cm。 平 均 每 株 有 41 SK, 459 枚 叶片 ，7 个 花序 分 枝 。 根 为 

直 根 系 ， 主 根 直 径 bmm， 侧 要 直径 3mm; 主要 根系 分 布 在 17cm 

深 的 土 层 中 ， 根 系 水 平分 布 的 范围 〈 根 幅 ) 约 10cm, 显示 出 长 期 

在 水 分 适中 环境 下 的 中 生 植 物 根系 分 布 特点 。 

就 株 丛 基部 至 葵 顶 每 10cm 划 为 一 层 ， 共 可 分 为 四 层 。 则 蔡 、 

叶 、 花 序 自 下 而 上 的 分 布 为 茎 占 总 茎 量 的 百分率, 依次 是 26.28%， 

27.99%, 30.55% ,15.17%; 时 占 总 叶 量 的 百分率 依次 是 10.96%， 

23.92%, 29.23%, 35.88%; 花序 占 总 花序 量 的 百分率 依次 是 0: 

13.77% ，37.12% ,49.10% 。 单 株 重 936g， 茎 : 叶 : 花 序 为 1:0.64: 

0. 36。 

牛尾 营 再 生 力 较 弱 ， 据 观测 ， 株 高 7omAY XI, FE 2cm, 4 

年 可 产生 第 一 次 再 生 草 高 5.8cm， 再 行 浊 割 至 留 茬 2cmy 第 二 次 再 

生 草 仅 高 4.3cm， 证 明 在 放牧 利用 中 只 能 产生 一 次 再 生 草 ， 全 年 可 

供 放 笋 2 次 。 从 地 上 部 结构 可 看 出 牛尾 蔷 为 浊 割 型 牧草 。 

牛尾 蔷 为 典型 的 中 生 植 物 ， 主 要 分 布 在 森林 草原 带 和 草原 带 的 

山地 , 是 山地 草 旬 或 河谷 低 湿 地 草 甸 的 常见 伴生 种 , 而 在 低 山坡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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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 的 中 生境 环境 下 也 能 成 为 

建 群 种 。 例 如 ， 在 宁夏 六 盘山 

wh, EAH HEF (Stipa 

przewalskii), BRR CAr- 

temisia lanvandulaefolia), 

Fi 42 & (Artemisia gmeli- 

nii), BR (Pteridium aqui- 
z= | 叶 | # 

lium var. latiusculum) , 

@ H (Carex spp. ). + 国 

eB (Anaphalis sinica), 

PLE (Thalictrum sp. ), 4 

BH CBupleurum chinense ) 

SAR I. Ae 
i th Fe fe BEA Ly SA KP 

山地 灌 从 中 。 
本 草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旱 性 ， 

在 半 湿 润 的 旱 中 生 环境 ， 常 作 

为 优势 植物 ， 参 与 组 成 万 年 项 

Big RE. ARGH 

的 山地 ， 可 出 现在 于 燥 的 石 质 

山坡 葡 脚 、 沟 谷 、 溪 流 附 近 的 

落 层 土壤 上 ， 在 这 里 改变 了 在 

阴 湿 山地 所 具 有 的 叶 沙 而 宽 

大 ， 和 柔软 的 体态 ， 表 现 为 叶子 

显著 变 狭 ; 质地 变 得 较 厚 硬 。 

i A RED EMF SC Artemi- 

sta dracunculus) it AW, 

而 后 者 中 部 时 片 不 分 裂 ， 可 与 

30cm 一 顶部 = | 叶 | 在 

20—30cm 

= | oo | 

表 835 一 2 FRMNRABH* 

二 20CIno 关 

= | 叶 | # 

-0 一 10cm = | + | 2 
123 

936 

100 

0.64) 0.36 

100 

100 

49.10 

1 

1 

35.88 

15.17 

30.55 

23.92 29.23 

13.77 37.12 

27.99 

10.96 

tr 3 4E 

ze MH: 4E 
” 观测 地 点 ， 宁 夏 固原 县 西海 子 山坡 地 。 重量 (g) 

共 的 配置 (%) | 26.28 叶 的 配置 (%) 

花序 的 配置 (%7) 

= 

bo ol -_ * 



本 种 相 区 别 。 

饲 用 价值 “牛尾 蒿 适口 性 不 良 ，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春 季 幼 嫩 时 

牛 、 羊 稍 吃 ， 夏 秋季 不 吃 ， 秋 卉 后 及 冬季 缺 草 时 家 畜 采 食 。 山 区 群 

众 常 在 秋季 浊 割 混 有 牛尾 蒿 的 野草 ， 于 冬 春季 类 草 期 补 饲 牛 .- 马 等 
大 冢 畜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83 一 3。 

因为 牛尾 葛 具 根茎 ， 为 石 质 山坡 地 薄野 土壤 的 地 被 植物 ,有 利 

于 水 土 保持 。 此 外 ， 可 做 烧 柴 。 藏 医 以 牛尾 车 地 上 部 芬 六 药 ， 有 清 
热 、 解 毒 的 功效 ， 用 以 治疗 咽喉 肿 冯 ， 咳 嗽 、 气 管 炎 等 s 

表 85 一 5 ”牛尾 萝 的 化 学 成 分 + 和 能 值 含量 ## 

At 于 物质 (%) 钙 | BE | 消化 能 

地 点 | 期 | (%) tL a A a 2 | | 969] (960 (MJ/kg) | (MJ/ke) 

- 兰 1 | 营养 7.60 |13.98 | 2635 |20.04 |54.06 | 9.57 |1.24|0.25 11.10 9.09 

; prize 8.78 | 7.83 | 3.06 [34-65 |47.51 | 6.95 |0.79/0.19} 9.38 7.70 

AAA RA 9.36) 8.54 3.85 28.34 |52.82 | 6.45 |0.90/0. 24 9.92 8.12 

gee 8.66 |13.39 | 2.57 |21.79 |53.84 ]10.41 |1.28]/1.24) 10.97 9.00 

* THRE AKSKRAAEA TEA ; 
“*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以 Schneder 公 式 推算 而 得 ， 以 牛 、 羊 为 对 象 ， 为 风干 原样 中 的 

含量 。 

GES JURE) 

84. AO 

Helianthus annuus L. 

别名 SE7E. ABATE. BABAZE. 
PSE WAR RBA MARR. EMA, BH 13m, 

根系 强大 ， 深 可 达 2-2.5mV bk. SMR, SRR, RAMS, 
fem ARIK, AZ, AW EMH. HAA, HWE K 10—40cm, 

先端 尖 ， 基 部 心 形 或 截 形 ， 边 缘 有 锯齿 ， 两 面 被 短 硬 毛 ， 基 长 栖 ; 

，252 - | 



SORTER. BR, BO 
EFA, H#10— 

40cm; 总 苞 片 多 层 、 

Bh, OBIE ae IR GE 
针 形 , 先端 尾 状 断 尖 ; 
HAAR, 

状 花 的 舌 片 矩 圆 形 ， 
BER, A, 
状 花 棕色 或 紫色 ， 结 
ZT, 冠 毛 膜 片 状 ， 早 

. BRE R 
«RHA, Mia. 8 
oh, IK te Be 4, 
(A 84). 

细胞 染色 体 ; 
2n= 34, 

地 理 分 布 “向 日 
昔 原 产 中 南 的 干旱 地 
区 ， 在 美国 西南 部 和 墅 西 哥 北部 的 干旱 二 区， 野 生 向 上 日 蓝 分 布 很 
I. AA 400 车 前 由 西方 传 入 我 国 。 在 我 国 南北 各 省 《区 ) 都 有 种 
Mio TEAL IL. Se. We. Ht. HSS (CE) 均 有 大 面 
积 种 植 。 在 国外 ， 美 洲 播种 面积 最 大 ， 次 为 欧洲 、 亚 洲 ， 再 次 为 非 
洲 ， 大 洋 洲 最 少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向日葵 虽 原 产 热带 ， 但 对 温度 的 适应 性 

却 十 分 广泛 ， 既 耐 低温 又 耐 高 温 。 人 整个 生育 期 需 之 10" 活 动 积温 
2600 一 3000%C 之 间 ， 向 日 葵 的 种 子 在 4-6%C 下 能 发 芽 ， 其 幼苗 可 忍 
BEE 4-5, RES 8 的 春 符 又 寒 ， 但 生长 后 期 遇 霜 冻 ， 叶 
片 迅 速 枯 凌 。 向 日 葡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很 高 ， 并 且 在 生长 期 间 水 分 的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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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aH Helianthus annuus L. 



FERRARA RT ER KS FEET KY 

所 需要 全 部 水 分 的 20—25%, HARK EAE. HF RAE 

需 用 。 虽 然 向 日 莫 对 于 水 分 的 要 求 很 高 ， 但 它 能 利用 入 土 很 深 的 庞 

大 根系 吸收 土壤 深层 和 底 土 层 中 的 水 分 。 因 而 它 仍 然 能 够 很 好 地 耐 

旱 ， 且 茎 叶 密 生 莓 毛利 用 耐 高 温 与 干旱 。 向 日 蓝 的 耐 盐 性 较 强 ， 据 

测定 ， 在 含 盐 量 达 0. 3 一 0.4% 的 盐 涡 士 上 ， 它 可 正常 生长 ， 其 耐 游 

性 与 高 粱 相近 。 向 日 鞭 宜 在 粘 质 、 REDD ROR GEA ae 

适应 沼泽 化 土壤 和 强 石灰 质 土壤 。 

向 日 蓝 为 喜光 作物 ， 它 的 叶片 ， 花 盘 每 天 都 随 太 阳 转 ， 它 虽 是 

短 日 照 作 用 ， 但 一 般 对 日 照 长 短 都 不 敏感 。 良 好 的 光照 条 件 有 利于 

它 健壮 生长 和 开花 结实 。 
饲 用 价值 “在 同等 条 件 下 ， 向 日 鞭 产 量 较 玉 米 高 。 如 茎 粗 .4crn; 

HH 1.5—1.8m, BANK 30cm, M MRE 3 一 4kg, 如 每 亩 2000 

株 ， 其 鲜 重 可 达 6000 一 8000kg。 蓉 盘 连 同 茎 秆 和 叶子 一 起 青贮 ， 

是 良好 的 青贮 料 。 

向 日 莫 全 株 含 有 较 多 灰分 和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纤维 含量 较 低 ， EC 

的 叶 含有 较 丰富 的 蛋白 质 〈 表 84 )。 

表 84 向 日 葵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于 物 质 (%) 
分 析 部 位 水 分 (%) 

粗 蛋 白质 | mine | 祖 纤维 femme) 粗 灰分 

Hf 叶 - 79.2 23.1 5.3 8.6 44.7 18. 30 

7 叶 12.9 22.8 2.6 15.0 38.7 20.90 

Fe ie] A 86.8 9.9 7.5 19.8 44.7 18.10 

莫 盘 | 17.4 9.0 6.5 17.17 48.9 18.43 

MAMIE, MPR, ASU, ADR. Hb 

AB Jew FY Be RB A YO SEE GS, TE A A GO 

PRP EE AL a ET 3% 的 果 胶 ,有 粘性 , BRA E 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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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s 
: 
; 
7 

MVE RAKE, WOK. KAZAMA, Wee 
Zi, 34, ) 
POUR A MR, 营养 丰富 , 含有 和 蛋白质 30—36%, 脂肪 8 一 11%， 

糖分 19 一 22% ， 可 作为 精 料 。 其 皮 壳 约 占 子 实 重量 的 30%， 含 脂 

” 肪 2%， 粗 蛋白 质 4%， 可 作 配 合 饲 料 。 

向 日 次 的 花期 长 ， 花 密 多 ， 是 一 种 很 有 价值 的 蜜源 植物 ， 一 般 
每 亩 能 产 蜜 30 一 35kg。 它 在 轮作 中 是 很 多 作物 的 优良 前 作 ， 并 在 
水 分 不 足 的 地 区 可 充 其 他 作物 屏障 。 它 是 很 好 的 油料 作物 和 工业 原 
料 。 | ; 

栽培 要 点 
1. 施 肥 与 整地 ， 向日葵 的 耗 肥 量 很 大 ， 从 出 苗 到 开花 未 期 需要 

全 部 营养 物质 的 3/4， 并 且 在 开花 期 内 急速 消耗 大 量 养分 从 花序 开 
始 形成 到 花期 末 ， 需 氮 最 多 ， 出 苗 至 开花 ， 对 磷 素 要 求 最 多 ， 在 花 
盘 形成 到 乳 熟 期 ， 对 钾 素 的 需要 最 多 。 因 此 最 宜 在 生育 初期 追 施 磷 
肥 ， 在 花序 形成 之 前 宜 追 施 氮肥。 在 花序 形成 甚至 在 开花 期 宜 追 施 
钾肥 。 一 般 每 亩 可 施展 肥 2000 一 2500kg 作 基肥 。 然 后 HALE. 

2. 播种 ， 向 日 荃 有 早熟 种 和 晚熟 种 之 别 ， 前 者 生育 期 100 KZ 
右 ， 后 者 为 130 天 以 上 ， 由 于 品种 和 各 地 区 气候 冷暖 不 同 , 其 播种 

期 也 各 不 相同 ， 河 北 省 早 昔 多 于 4 月 初 播种 , MET 6 月 下 句 播种 。 
东北 、 内 蒙古 地 区 多 于 5 AL. POE. HT. BEL FM YES 

-月 播种 。 播 种 方法 分 开 沟 点 播 和 条 播 ， 大 面积 可 采用 机 播 ， 每 亩 播 

种 量 1.25 一 1.50kg。 株 行距 45 x 45cm, BYR 6—8cem, FR 

地 区 播 后 镇 压 出 苗 快 而 整齐 。 

3.。 田 间 管 理 

MA Pi: His 10cm 左 右 时 应 及 时 间苗 ,定苗 、 留 苗 数 可 依 

品种 \ 用 途 及 土壤 肥力 状 而 定 。 一 般 每 亩 留 苗 2500 一 3000 株 ， 收 将 

”用 的 宜 称 ,青贮 用 宜 密 。 植 株 高 大 ， 叶 片 繁 茂 的 品种 适 于 黎 植 ， 反 

之 则 适 于 密植 。 当 株 高 20cm 左 右 时 中 耕 除草 一 次 ， 铀 深 5 一 6cm， 
。255 。 



株 高 30cm 时 再 中 耕 一 次 ， 深 度 6 一 7cm。 

BNE. Bets 当 株 高 25 一 30cm 时 追 施 化 肥 ， 株 高 40 一 50cm 时 

培土 15cm 左 右 ,培土 时 注意 不 要 损伤 植 铂 。 种 子 田 在 花 盘 形成 期 从 
秆 中 上 部 叶腋 中 常 发 生 许多 分 枝 ， 这 些小 分 枝 的 花 避 长 不 大 ， 子 粒 
不 饱满 ， 并 影响 主 蔡 发育 ， 故 应 打 掉 。 但 打 权 要 避免 损伤 皮 茎 。 

排水 和 灌水 :在 干旱 和 半 巴 旱地 区 种 植 向 日 邯 时 ,， 有 条 件 者 要 
行 灌水 ， 方 可 高 产 。 向 日 著 虽 较 耐 涝 ， 但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或 有 积 水 的 
地 方 要 及 时 排水 。 向 日 划 为 异 花 授粉 作物 ， 进 行人 工 辅助 授粉 可 提 
高 结实 率 ， 从 盛 花期 开始 ， 每 隔 1 一 2 天 进行 2 一 3 次 ， 每 次 授粉 在 

早晨 露水 王后 至 12 时 效果 最 好 。 

KA: 青贮 用 向 日 艺 应 在 盛 花期 浊 割 ， 此 时 含 蛋白 质 高 ， 而 粗 
纤维 少 ， 收 获 过 晚 ， 荃 秆 很 快 木质 化 ， 失 去 青贮 价值 。 收 籽 用 向 日 
蓝 成 熟 时 舌 状 花 和 大 部 分 叶片 干枯 ， 多 数 头 状 花 序 背面 变 成 黄色 ， 
一 般 当 田间 全 部 头 状 花序 的 60 一 70% 变 成 榜 黄 色 时 收割 最 好 。 

CR 5) 

85.39... =F 

Helianthus tuberosus L. 

We 洋 姜 。 
形态 特征 “ 菊 科 为 向 日 葵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1] 一 3m， 具 块 昔 。 

SHU, LMS, 被 短 糙 毛 或 刚毛 。 基 生 叶 对 生 ， 上 部 叶 互生 ， 
BH. KARE RRB, K10—i5em, % 3 一 gcm， 先 端 

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宽 模 形 ， 边 缘 有 锯齿 ， 上 上面 租 糙 ， 下 面 有 毛 ， 叶 
柄 上 部 具 狭 翅 。 头 状 花 序数 个 ， 生 于 枝 端 , 直径 约 5 一 gcmy MA 
RAE, WE, BRERA, BRERA. BRB. 有 毛 ， 上 
端 常 有 2—A PAREN TE (A 85). 

细胞 染色 体 ，2n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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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地 理 分 布 原 产 北 

%s REA. ASA. 

RAE AR. Bee. 

TH. 江苏、 浙江 、 安 徽 、 

湖北 、 湖 南 及 四 川 等 省 区 

都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PES PERRY Ree! 

草本 植物 。 它 的 地 上 部 分 

和 根系 入 冬 后 即 枯死 ， 但 

块茎 仍 保留 在 土壤 中 ， 等 

到 翌年 春 末 、 夏 初 ， 得 到 

适宜 的 萌发 条 件 时 ， 则 重 

新 发 芽 ， 形 成 新 的 植株 。 

BEN RAB aR 
死 ， 全部 生育 期 约 为 6 一 图 85 4§2== Helianthus tuberosus L. 

7 个 月 , 较 一 般 农 作物 为 长 ， 故 在 我 国 北 方 ， 它 只 能 开花 而 不 能 结 

实 半 因为 开花 期 较 晚 ， 花 后 气温 迅速 降低 ， 而 影响 受精 和 种 子 的 形 

成 。 菊 位 的 生育 期 在 我 国 的 南方 与 北方 是 有 差异 的 。 在 南方 ，4 月 

We, ;8 月 开始 现 某 开花 ，11 月 初 地 上 部 分 全 部 枯死 。 在 北方 ， 

现 蔓 和 开花 期 要 上 晚 一 个 月 左右 。 

BSH 30 天 左右 ， 在 地 下 块 蕉 处 开始 长 出 铀 外 梳 ， 当 60 天 

AAW, RAAKD TRA, MBKDHRA, RAH 

大 的 时 期 ， 可 延迟 至 地 上 部 分 枯死 以 前 。 块 苓 一般 重 50—70g, K 

的 可 达 250 一 350g。 一 般 每 株 生 有 15 一 30 FRA, SHAK 50 一 

60 个 。 块 共有 的 集中 在 根系 的 周围 ， 有 的 较为 分 散 ， 这 与 品种 和 证 
«RAHA BEAK. | 

菊 芋 原 产 于 温带 稍 冷 的 地 区 ， 故 在 其 生长 发 育 过 程 中 ， 不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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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漫 。 一 般 在 我 国 北方 较 南 方 生 长 的 好 些 。 它 的 块茎 在 .6 二 7 吧 即 可 

发 菠 ，8 一 10 发 菠 最 好 。 春 季 幼 苗 可 以 忍受 OCU EMMA TH, 

秋季 植株 上 部 和 叶片 ， 能 忍受 - 4 一 - 5 和 暂时 低温 的 侵袭 。 在 冬季 

- 25 一 -30 低温 中 ， 菊 芋 块 茎 可 DL RE 

中 。 因 此 ， 种 一 次 菊 芋 可 连续 利用 多 年 。 

影响 菊 们 块茎 形成 的 主要 因素 是 温度 和 光照 。 块 蔡 形 成 的 最 适 

温度 为 18 一 22*C ,过 高 过 低 对 块茎 的 生长 都 不 利 。 菊 位 块茎 的 形成 还 

要 求 黑暗 条 件 , 光 对 块茎 的 形成 有 强烈 的 抑制 作用 。 块 荃 主要 是 在 开 

花 以 后 形成 的 ， 此 时 具有 块茎 生长 的 适宜 温度 条 件 ， 同 时 ， 它 的 植 

株 基本 停止 了 营养 性 生长 ， 大 部 分 光合 产物 向 下 运输 而 贮存 于 坎 葵 

中 ， 结 果 形 成 和 增 大 了 块茎 。 
菊 位 的 适应 性 广 ， 耐 盗 薄 。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格 ， 凡 是 能 生长 

其 他 作物 的 土地 ， 它 都 能 良好 生长 ， 最 适宜 于 轻 质 砂 壤土 。 一 般 在 

废墟 地 、 宅 边 、 路 旁 、 扬 荒地 等 处 ， 也 可 生长 。 

菊 芋 主要 是 依靠 块茎 进行 营养 繁殖 。 在 块 蔡 形 成 后 ， 须 经 过 一 

定时 间 的 休 眼 期 ， 一 般 为 80 KAA. Ri, 在 适宜 的 生长 条 件 下 才 

能 发 芽 生 长 。 

饲 用 价值 ” 菊 芋 的 地 上 茎 时 和 地 下 块茎 都 是 优良 的 饲料 。 新鲜 

的 或 青贮 过 的 绿色 茎 时 ， 牛 、 马 、 羊 、 骤 、 驴 等 均 嘉 食 。 它 的 块 蔡 

脆 嫩 而 富 含 营养 成 分 , 无 论 新 鲜 的 或 贮藏 过 的 , 家 禽 或 家 畜 均 喜 食 。 

根据 实践 经 验 ， 用 它 来 喂 猪 最 有 价值 。 

菊 伴 的 块茎 具有 良好 的 营养 价值 。 新 鲜 的 块 共 和 其 于 物质 中 ， 

含有 较 多 的 无 所 浸出 物 和 和 蛋白质， 尤其 菊 糖 的 含量 较 高 ， 其 营养 价 

值 较 马 铃 鞋 高 。 它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氨基 酸 含 量 如 表 85 一 1、85 一 2。 

菊 芋 的 地 上 茎 叶 部 分 是 优良 的 青饲料 ， 据 研究 ， 其 营养 价值 可 

超过 绿色 的 红 三 叶 草 。 如 经 过 青贮 ， 其 营养 价值 并 不 降低 ， 有 的 物 

质 甚 至 可 能 增加 (4 85 一 3) 。 

菊 芋 为 高 产 饲料 作物 。 据 我 国 各 地 小 面积 裁 培 情况 , 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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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产 块茎 1250—5000ke, HMA 1000—2000kg. MRBWH, 

产量 还 可 进一步 提高 。 

表 85 一 1 菊 芋 块 营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i 
~ 
~ 

12.58 |0.05/0.04] 武汉 wipe =| 72.8] 11.76 | 3.61 11.76 | 60.29 

BEERS 72.5 | 12.63 | 4.91 {4% , 70s 08 4.21 |0.05/0.83| iN 

ERE 87.4 | 11.11 |15.08 7.94 | 55.55] 10.32 |0.0510.02| 贵州 

FRA 7.5 | 10.16 | 1.95 29.95] 46.70] 11.24 | 一 | 一 | 辽宁 

FRE 5.3 | - 11.83 | 1.37 27.88 | 46.88 | 12.04| —|—| #4 

* 浙江 省 粮食 厅 等 分 析 。 

表 85 一 2 菊 芋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组 氨 酸 | HAM pena 分 析 项 目 | MAM | AAR) 蛋氨酸 | HAR scam 

0.24 0.09 0.80 0.13 新鲜 块 芭 0.09 | 0.06 0.09 0.12 

” 内 蒙古 农 委 学院 分 析 。 

表 85 一 5 ” 菊 芋 的 绿色 部 分 和 青贮 绿色 部 分 化 学 成 分 比较 表 * 

占 绝对 F DW hm (%) 
分 析 项 目 Soa ty carla tb lial lieder tdi BBs Fa 108M sett Ue elt Oe initio 

| 粗 蛋 白 | 脂 肪 | 纤 维 | 无 气 浸出 物 灰 分 

绿色 部 分 84.1 9.59 1.61 17.16 49.16 13.61 

青贮 绿色 部 分 82.8 8.02 2.27 18.90 51.39 11.57 

° 赵 可 夫 著 《 菊 芋 》。 

AFAR AAD, 又 是 工业 上 和 医药 上 重要 的 原料 ， 

并 可 作 大 的 食品 。 在 它 的 块 蕉 中 含有 比较 多 的 菊 糖 ， 水 解 后 可 形成 

果糖 。 果 糖 可 制造 酒精 ， 为 工业 原料 ， 又 可 用 于 医药 及 制作 糖果 粒 

Mo 此外， 块茎 脆 嫩 可 口 ， 可 以 炒 食 、 者 食 或 腌 制 咸菜 佐餐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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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要 点 ; 

播种 前 的 准备 :为 了 获得 菊 芋 块 共和 地 上 茎 叶 的 高 额 产量 于 在 
播种 前 必须 深 翻 土壤 和 施用 基肥 。 深 翻 对 根系 的 发 育 和 块茎 的 生长 

”有 重大 关系 。 土 壤 耕 翻 深 度 ， 一 般 在 30cm 左 右 即 可 ， 如 能 深 翻 到 

60cm 时 ， 则 产量 还 可 提高 ， 翻 地 过 浅 时 ， 不 利于 根系 和 块茎 的 生 
长 而 降低 产量 。 土 地 深 翻 最 宜 于 前 作物 收获 后 进行 ， 翌 年 春季 播种 
前 还 须 进 行 一 次 浅 耕 , 耕 后 将 地 整 平 , 作 畦 即 可 播种 。 基 肥 随 着 整地 
施 入 土 中 , 每 亩 施肥 量 应 依 土壤 的 肥沃 程度 .前 作物 和 肥料 的 种 类 而 
定 。 如 施用 展 肥 ， 一 般 要 求 每 亩 施 500—3000ke. 

播种 ， 菊 位 一 般 以 种 芋 播 种 。 在 播种 前 必须 将 种 伴 选 好 ”可 选 
取 大 小 均匀 和 重 约 30g 左 右 的 块 蔡 作 为 种 芋 。 播 种 时 间 半 我 国 南北 
地 区 稍 有 差异 。 北 方 / STAAL. 中旬 土壤 解冻 后 播种 :南方 ， 
常年 天 部 分 时 间 区 可 随时 播种 。 播 秆 方法 ， 可 采取 正方 形 点 播 ” 株 
pa -54F FED 60x 60cm 为 宜 。 播 种 深度 以 5 一 10cm 为 好 ， 可 随 土壤 
性 质 而 定 。 

田间 管理 ， 菊 位 虽然 适应 性 强 ， 能 耐 交 薄 ， 但 对 于 较 好 的 管理 
RRR. MPABM 20-30 天 即 可 萌发 ， 长 成 幼苗 。 从 幼苗 期 至 

收获 期 ， 必 须 加 强 田间 管理 ， 才 能 保证 高 额 产量 。 首 先 要 及 时 中 硅 
除草 ， 幼 菌 期 及 现 曹 前 可 进行 两 次 中 耕 。 在 第 二 次 中 耕 时 ， 可 同时 
在 植株 基部 进行 培土 ， 以 利 块茎 的 生长 发 育 。 灌 溉 对 菊 芋 来 说 ， 也 
是 非常 必要 的 。 灌 溉 必须 抓 住 三 个 关键 时 期 ， 即 幼苗 期 、 现 攻 期 和 
盛 花 期 。 此 外 ， 在 菊 位 生长 期 间 施用 追肥 也 是 必要 的 ， 在 幼苗 期 追 
施 一 次 氮肥 ， 可 使 植株 多 长 枝叶 ， 现 茧 之 前 可 追 施 一 次 钾肥 对 块 
蔡 的 增长 有 显著 作用 。 

WC PEA WE, 菊 注 的 收获 时 期 主要 次 定 于 栽培 目的 和 气候 条 件 。 
如 以 青绿 枝叶 作 猪 、 羊 饲料 时 , TER, HR SA, 
只 能 割 取 幼 嫩 部 分 饲 用 。 在 株 高 80 一 100cm 时 割 取 上 部 喂 猪 ; RE 

尚 能 继续 革 长 。 作 青贮 用 时 ”我国 北 方 要 在 早 霜 前 对 制 ， 南 方 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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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部 叶片 开 始 枯死 时 浊 割 ， 留 天 10—15cm. JAB WPM, He 

FE Se EW HE XI), aa Ha, 趁早 晚 吸 湿 发 软 时 运 回 贮藏 。 

AA ARAM RAM, WIRE BKB XI, We 

降低 块茎 产量 。 在 冬季 严寒 少 雪 和 潮湿 粘 重 的 土壤 上 ， 须 在 秋季 控 

HRA. MA PIRSA, AERA (田间 开始 工作 ) 土壤 

解冻 后 块 蕉 萌发 前 收获 。 秋 季 收 获 的 块 芭 可 贮藏 在 浅 堆 或 贮藏 室内 ， 

温度 以 不 超过 0 一 2*C 为 宜 。 | 
(S RH) HERB 

86.2 REF 

Hippolytia trifida (Turcz.) Poljak. 

别名 =A. ZFA—-BEA (RF).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菊 科 女 苦 BAKA, 5—25cem. WHA 

壮 ， 木 质 ， 暗 褐色 。 荟 得 缩 ， 扭 曲 ， 树 皮 黑 褐色 ， 呈 不 规则 条 状 剥 

裂 或 臂 裂 ， 老 枝 灰 色 或 神色， 木质， 由 其 上 生出 多 数 短 缩 的 营养 枝 

和 细 长 的 生殖 梳 : 生殖 枝 细 长 ， 常 弯曲 ， 斜 升 ， 全 部 枝 密 被 银 和 白色 

BE. HREM, 3 深 裂 或 3 浅 裂 ， 裂 片 条 形 ， 灰 绿色 。 头 状 

花序 狭 钟 状 ，4 一 8 HEAT MRP aR, LRA, BR, 

两 性 ， 结 实 。 瘦 果 圆 柱 形 ， 无 冠 毛 (A 86).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内 蒙古 和 宁夏 ;在 国外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据 在 内 蒙古 乌 兰 察 布 盟 荒漠 草原 地 带 观 

@, KeEPAATHR. 7 月 中 、 下 名 孕 蕾 8 月 开花 ，9 月 结 

实 区 10 月 为 果 后 营养 期 ，11 月 中 名 枯黄 。 

女 蒿 是 一 种 醋 旱 、 耐 寒 、 耐 将 薄 的 小 半 灌 木 。 据 研究 ， 它 的 地 

下 部 分 具 轴 根 系 ， 根 颈 较 粗 壮 ， 常 分 布 于 地 面 以 下 3 一 5cm 处 。 主 
根 2 一 3 条， 粗壮 ， 可 入 土 40cm 左 右 ， 侧 根 发 育 较 差 ， 多 横向 或 倾 

Bt T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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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营 为 旱 生 植物 ，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范围 比较 集 
中 ， 主 要 出 现在 蒙古 高 原 
荒漠 草原 带 的 东 半 部 ， 为 
优势 种 或 建 群 种 。 在 小 针 
茅草 原 群 落 中 记 可 成 为 优 
势 植物 或 伴生 植物 ， 多 生 
于 砂 壤 质 棕 钙 土 上 。 它 也 
稀 见 于 草原 带 向 荒漠 草原 
带 过 渡 的 边缘 地 区 。 

女 蒿 草原 中 比较 常见 
yA PRB: HM + 
SEER MA + 沙 生 
针 茅 草原 。 前 者 主要 分 布 
在 内 蒙古 荒漠 草原 地 带 东 

北部 的 平原 及 丘陵 坡 翡 地 

段 ;该 处 是 利用 价值 较 高 
的 放牧 场 ， 适 合 于 各 类 小 
家 畜 全 年 利用 。 后 者 主要 

图 86 2x Hippolytia trifida 

(Turcz.) Poljak. 

STE OPAL, BOR BCH HOHE BRB, HE 

牧 。 

和 前 者 一 样 是 荒漠 草原 地 带 的 优质 放牧 场 ， 宜 于 山 、 编 羊 和 骆驼 放 

饲 用 价值 ， 女 蒿 为 中 等 饲 用 小 半 灌 木 。 青 鲜 时 羊 和 骆驼 喜 食 ; 

马 乐 食 ， 牛 稍 食 。 结 实 后 羊 最 喜 食 。 骆 驼 、 马 喜 食 ， 对 羊 有 抓 厌 帮 

用 ， 冬 季 它 的 枝条 保留 较 好 ， 是 冬季 匾 汉 草原 放牧 场 上 的 重要 饲 用 

植物 。 

据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 析 ， 它 在 开花 期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粗 

纤维 含量 较 低 ， 无 氮 浸 出 物 亦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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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女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 

ok F mR 生育 期 “| 水 分 (%) _ (4) (BE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are | 2M | mac 

Fut 

BEE 

13.2 15.35 4.10 24.77 47.11 8. 67 1.45 0.33 
和 , 

10.96 9.77 30.75 35.13 10.30 1.37 0.56 14.05 

” ARARKSRA HH. 

( 富 条 就 ) 

87. 全 叶 马 兰 

Kalimeris integrifolia Turez. ex DC. 

WZ Ae. SH eH. HAH. 
形态 特征 、 菊 科 马 兰 属 ， 多 年 生 章 本 ， 高 50 一 80cms SHY, 

BROR, APR. WHA, 条 状 披 针 形 或 倒 披 针 形 , 长 :2 一 4cm， 
宽 3 一 7cm， 先 端 钝 或 尖 ， 基 部 宽 攀 形 ， 全 缘 ， 无 叶柄 , 两 面 均 密 被 
粉 状 短 毛 。 头 状 花 序 单 生 于 梳 顶 而 排 成 耻 伞 房 状 ， 直 径 1 一 2。5cm， 
总 苞 片 3 层 ， 有 短 粗 毛 及 腺 点 ; 边 花 舌 状 , 一 层 , 舌 片 长 1 一 1.5cmn 
wee, BEAR, KY 3mm, HH. BEAM, Ke 2mm, 
Ree, WE, EMER, We, PEK, BBE (87). 

MIE} AMM) HERB HER, RV 
Ab RAE BDA, BSP ROAR, SA ee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全 时 马兰 是 二 种 伴 人 植物 , 在 人 家 附近 、 

路 旁 、 耕 地 以 及 扬 荡 地 上 多 有 分 布 ， 几 乎 成 为 一 种 习 见 的 杂 草 ， 并 
混 生 在 次 生 阔 叶 林 的 林 缘 草地 和 灌 丛 的 草本 层 中 ;在 北方 城镇 附近 
于 燥 的 低 山 丘陵 上 ， 也 有 形成 大 面积 的 纯 群 落 。 

本 种 在 我 国 北方 ， 开 花期 为 7 月 上 旬 到 9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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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植物 花期 长 得 多 。 在 吉林 省 
长 春 引种 栽培 ， 每 雷 可 收割 青 

草 866 一 1600kg， 每 株 鲜 重 

20—35g, “Res, 

饲 用 价值 ”全 叶 马 兰 对 各 

种 家 畜 有 和 较 好 的 适口 性 ， 其 

干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详 见 表 87。 

从 下 表 可 见 ， 全 叶 马 兰 的 

营养 成 分 ， 在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 

肪 的 含量 中 偏 上 ， 灰 分 含量 较 

高 ， 1g 鲜 叶 含 维生素 (C 

0.6mg。 青 草 和 干草 ， 马 、 牛 、 

+, HER, BARMAN 

饲 草 ， 加 水 蒸煮 ， 拌 入 精 料 ， 

气味 浓 香 。 虽 然 产量 不 甚 高 ， 

但 饲 用 品质 良好 ， 整 个 植株 几 

乎 都 可 供 家 畜 饲 用 ， 花 期 过 

后 ， 植 株 并 不 明显 硬化 ， 较 长 

ww 

多 全 

- Oa prin! aa | aia — i = 

we 
SS 

aR. 

—. ah. 

Y ( 

yi 
4, 

Jy 

Ni
i 

Uy 62.2.0 2% ~~ 产 et bes Sal 

OP an at. eGo NS 

图 87 公 叶 马兰 Kalimeris inte- 

grifolia Turcz. ex DC, 

期 间 保 持 质地 柔软， 可 以 作 饲 用 。 

表 87 ”全 叶 马 兰 的 化 学 成 分 * 

5G MF DW mR (%) 采样” 水 分 (%) 
maces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JOM, | 粗 灰分 

钙 (%) | BEC%) 

& 草 67.81 | 107 3.23 28.48 | 45.0 9.22 0.66 0.28 

F 7.08 | 13.79 | 3.19 27.82 | 46.0 9.20 1.85 0.79 

* 《东北 地 区 常见 饲 用 植物 一 览 表 》。 

(ft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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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6 46 UR 

Karelinia caspia (Pall.) Less. 

别名 ” 胖 姑娘 。 
形态 特征 ” 菜 科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50 一 100cm。 共 直立， 粗壮， 

中 空 ， 多 分 枝叶 互生 ， 近 肉质 ;和 拢 圆 形 或 矩 圆 状 孵 形 ， 长 1.5 一 
6em, 宽 0.5 一 2. 5cm， 先 端 钝 或 圆 形 ， 其 部 有 圆 形 或 载 形 小 耳 ， 
抱 茎 ， 全 缘 或 具 不 规则 的 得 齿 。 头 状 花 序 ， 长 13 一 15mm， 约 3 一 

7 个 在 枝 顶 排列 成 伞 房 式 育 伞 状 ,总 苞 短 圆柱 形 ,总 苞 片 5 一 6 层 ， 
质 厚 ， 被 短 年 毛 ; 1 
托 平 ， 有 托 毛 ， 小 花 Ky Nee 

异形 ， 紫 红色 或 黄 aie. 
fi, WIE MAR, HE Bi Rh? 
EMER. BER EE a 六 
B, 具 4 一 5 楼 ， 深 Hoe. 

(' Sih i{ hy) 4! Why fii 

ay 

ay 
ves 

Y 

褐色 ， 无 毛 ( 图 88 )。 Nd, Y 

地 理 分 布 ”分布 AK 
FAR. THR. H 

肃 、 青 海 及 新 疆 ， 在 

苏联 中 亚 与 欧洲 东南 

*, Sh. FRA 

耳 其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花花 上 某 一 般 在 

4 AML, 7-85 
开花 ，9 月 结实 ， 降 图 88 花花 柴 Karelinia caspia (Pall.) 
霜 前 开始 枯黄 。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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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 柴 具 有 肥厚 肉质 化 的 叶片 ， 耐 盐 性 强 ， 具 有 脱落 当年 生 部 
分 枝条 和 叶片 的 生理 生态 特点 ， 从 而 可 减少 水 分 的 需要 和 避免 水 分 
大 量 散发 ， 保 持 植 物体 内 水 分 的 平衡 ， 使 它 能 在 严酷 的 生境 中 生存 
下 来 。 花 花 紫 冬季 保留 程度 尚好 ， 第 二 年 仍然 可 见 到 去 年 遗留 下 来 
的 枯 枝 。 

花花 柴 是 盐 中 生 的 菊 科 杂 类 草 ， 是 盐 化 低地 草 旬 组 成 植物 。 多 
分 布 于 干旱 、 半 干旱 地 区 河谷 冲积 平原 ， 山 翡 洪 积 扁 缘 和 出 前 冲积 
平原 的 盐 化 沙 地 及 沙 质 草 旬 盐 十 上。 地 下 水 位 高 13m, PLE 
达 10g/EL。 在 新 疆 主 要 分 布 于 吐鲁番 盆地 和 天 山南 草 由 前 平原 的 盐 

化 沙 地 上 。 在 准噶尔 盆地 绿洲 附近 的 次 生 盐 渍 化 弃 耕 地 正 有 上 生长。 
在 宁夏 大 量 出 现在 黄河 河谷 平原 盐 碱 荒地 和 田 边 渠 十 正 ， 

在 新 疆 花 花 紫 常 与 疏 叶 骆驼 刺 (AlAagi sparsifolia、 芦 苇 
(Phragmites communis) 组 成 不 同 的 群落 ,伴生 有 刚毛 树 柳 (Ta- 

marix hispida) , 7 7E BF RR CPoachynum hendersonti), Ww Wie 

覆 花 (Inula ammophila)¥, LHR BAY RE Mkt k, 
ESA CAeluropus littoralis) 形成 比较 密集 的 群落 。 混 生 

Bim Wes R. ARIEL (Glycyrrhiza intlata) 和 芦苇 等 少量 种 
2 dae BE 40—50% 。 

“人 饲 用 价值 ”花花 柴 的 适口 性 较 差 。 羊 、 牛 和 骆驼 可 采 食 ， 怠 少 “ 
量 采 食 ， 马 几乎 不 食 。 羊 一 般 在 春季 采 食 刚刚 萌发 的 幼 嫩 枝叶 ， 秋 
季 以 后 采 食 落叶 和 幼 嫩 枯 枝 ， 牛 在 夏季 采 食 得 多 ;骆驼 四 季 采 食 : 
调制 成 干草 ;山羊 、 牛 和 骆驼 都 采 食 。 据 喀什 地 区 的 牧民 反映 ， 因 
花花 此 青绿 时 具有 特殊 的 怪 味 ， 绵 、 山 羊 往往 不 受 吃 吃 后 也 不 士 
Ei. 

花花 柴 蛋 白质 含 量 中 等 ， 与 禾 草 基 本 相似 ，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和 灰 
分 较 高 〈 表 88 一 1) ,能 满足 家 畜 对 矿物 质 的 需要 。 在 缺乏 优良 牧 

草 的 地 区 ， 仍 可 作为 饲 草 利用 。 氮 基 酸 含量 见 表 88 一 23 

花花 柴 含有 必需 氨基 酸 10 种 ， 氨 基 酸 总 量 高 达 6. 492, 4H 2B 
se。 266 。 



表 88 一 1 花花 柴 的 化 学 成 分 * 

Gf +r BD Rh 0W) 

va sf ae, te ah (20? | 96D 
| 

粗 蛋 
白质 

12.29 开花 期 0.12 

成 熟 期 

Pein 
库 车 县 5.76 0.90 

新 疆 
民 丰 县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委 草 分 析 室 分 析 。 

He | 1982.7.8 

整 株 0.19 10.06 | 3.47 | 6.01 15. 53 

6.13 |21.22 |48.80 |11. 56 

1.00 1982.10.7 25.13 |49. 86 

表 88 一 2 ”花花 此 氨基 酸 含量 *(%) 

苏 氮 酸 | 蛋氨酸 | 亮 氨 酸 | 异 亮 氨 酸 | 酷 氨 酸 | 葵 丙 氨 酸 | 赖 氨 酸 aH A 

9. 360 0.297 0.435 | 0.295 | 0.141 | ©.572 0.343 0.514 风干 草 粉 

人 

局 
HA 

析 项 目 丝氨酸 HAR 半 胱 氨 酸 组 氨 酸 | 精 氨 酸 谷 氨 酸 WAR 

风干 草 粉 ~ 0.093 | 0.325 0.278 0.822 0.334 0.335 0.437 

” 新 疆 农 业 科 学 院 中 心 试验 室 分 析 。 

TMT SRS LR 

89. I a ray 

Lactuca indica L. 

别名 HSER, SRK. 
RABE MA-HERMIFERA, MHKSABAM, 

RR 荆 5 一 3m， 茎 粗 状 ， 无 毛 ， 上 部 多 分 枝 。 叶 形 多 变化 二 下 部 时 
ASA. 中 部 叶 及 上 部 叶 条 形 , 披 针 形 或 长 梢 圆 形 ， 长 10 一 50cmy 

宽 1. 5 一 8cm， 不 分 裂 或 齿 裂 以 至 羽 状 或 倒 向 羽 状 深 裂 或 全 裂 ， 无 

柄 ， 基 部 抱 荃 ， 两 面 带 白粉 ， 无 毛 或 有 毛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在 蔓 枝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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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HE x ERs 总 区 

ARTE, THR EIR 

色 。 瘦 果 椭 圆 形 ， 长 约 

5mm， 黑 色 ， 压 局 ， 

MAAR, 

mH &, ¢ EA 

(图 89). 

地 理 分 布 ”野生 种 

分 布 几 遍 全 国 。 目 前 ， 

os. BL. WM. Bi 

北 、 安 徽 、 江 西 ̀  四 川 、 

云南 、 广 东 、 广 西 等 省 

(区 ) 大 面积 种 植 。 近 

年 来 ， 已 北 移 引 种 到 河 

北 、 山 西 、 内 蒙古 、 吉 - 

林 和 黑龙 江 等 地 。 在 国 

外 主要 分 布 于 日 本 、 贡 

鲜 、 印 度 及 苏联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WREAK 

短 ， 因 地 区 和 品种 而 
图 89 «we Lactuca indica 工 。 

异 。 在 华北 地 区 ， 春 播 时 ，5 一 8 月 间 生 长 旺盛 ，7 Ae, 8 月 开 

花 ， 花 期 很 长 ， 可 以 延续 到 10 月 。 留 种 的 植 株 ; 一 般 在 9 一 10 月 

种 子 陆续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为 180 天 左右 。 在 华中 地 区 ,， 3 月 上 旬 春 

播 ，5 月 上 名 开始 刘 割 利用 ，6 一 8 月 气候 温暖 湿润 ， 生 长 特别 是 

&, 7 ATR, 8 月 开花 ， 秋 后 气温 下 降 到 10"2 以 下 时 ， 才 停止 生 

长 。 

山 万 莒 是 一 年 生 或 越 年 生 轴 根系 牧草 。 它 的 主根 呈 纺 锤 形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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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 ALAWK 2m 以 上 ， 根 群 多 集中 在 0 一 30cm MLE. E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各 种 土壤 都 可 种 植 。 但 喜 永 喜 肥 、 也 排灌 良好 的 
肥沃 壤 王 生长 最 好 ， 如 遇 久 旱 风 生长 缓慢 。 注 涝 则 根部 淹 水 容易 死 
亡 。 据 实验 观察 , 对 微 酸 或 微 碱 性 土壤 均 为 适宜 , Ze pH 187.004 

的 土壤 上 生长 良好 。 
山 葛 曹 喜 温 暖 湿润 气候 ， 适 应 性 较 强 ， 既 耐寒 又 抗 热 。 据 观 

Si, APS AE 20 一 25"C 时 即 能 发 菠 ， 成 株 在 15% 以 上 时 生长 Tk, 

25 一 35%C 时 则 生长 最 快 。 在 北方 地 区 ， 一 般 早 春 解 冻 后 即 可 播种 ， 

二 直 利 用 到 降 霜 时 为 止 ， 轻 霜 对 它 危害 不 大 , 通常 幼苗 能 忍耐 - 2°C 
的 低温 ;成 株 在 晚秋 遇 - 5 一 - 7sC 低 温 时 , 也 可 安然 无 害 。 但 正 值 现 
曹 开 花 时 ， 抗 寒 性 较 差 。 在 南方 地 区 多 秋 播 ， 敢 年 春季 提早 浏 割 。 
夏季 高 温 多 雨季 节 ， 生 长 旺 感 。 

; 山 离 童 的 生长 速度 比较 平缓 ， 没 有 突出 的 高 峰 。 据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观察 ， 它 除 苗 期 生长 极 缓慢 外 ， 以 后 一 直 维持 1.5cm 左 右 日 生 
KE. ,其 生长 强 魔 以 6. 月底 至 7 月 初 为 高 峰 ， 此 前 与 此 后 生长 均 较 
缓慢 ， 这 可 能 与 当时 的 降水 与 气温 有 关 。 在 四 川 雅 安 试 种 ， 春 播 的 
山 葛 总 ，14 天 就 可 齐 苗 ， 其 后 随 着 气温 上 升 和 基 生 叶 的 形成 伸 长 很 
快 。 再 生 东 生 叶 生长 迅速 ， 但 在 抽 董 期 显著 减弱 〈 见 表 89 二 1) 。 
WSO BER HRI, IMIG 2 一 3 天 即 可 长 出 敬 时 。 南 方 

地 区 全 年 能 收 6 一 8 FE, AL TMK See AE Me 3 一 5 HE. 
此 外 ;出 万 莒 的 抗 病 虫 能 力也 较 强 ， 能 耐 阴 ， 适 宜 在 果树 或 宁 
木 间 辽 种植。 
AA WAHEAY, RRMPAM. MMA, Nem 

Zu. SUPSSaeAt, MR, HOB, HL 
WREA. BG. +. ASHER, BRM, PRR, WR 
Se DALAM RUE ARSR RE. om. PAY 
M—-RUL, BLKAKAHRH AUS ABER, YA 
用 量 与 粉 料 配合 达 8:1 时 ， 雏 鹅 的 生长 发 育 良 好 。 此 外 ， 用 它 喂 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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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更 为 和 良好。 四川 和 湖南 等 地 一 些 养 色 场 ， 用 山 葛 曹 做 为 鱼 的 饵 

料 ， 取 得 了 良好 的 养殖 效果 。 

山 黄 莒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含 有 多 量 的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出 物 , BED WDA ET AE,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9 一 2。 

表 89 一 1 山 葛 昔 的 生长 速度 测定 

+ a =| ONE ZEM 再 生 基 叶 | FRE | f 了 往 

占 干 物质 《〈%D)7 1 
分 析 单 位 采样 时 间 生育 期 ae 

地 点 | | (96) | BLE Teal ere] 26, Tan 3c st 
安徽 省 粮食 厅 安徽 7.03 |29.22 | 9.96 |10.86 |37.31 |12.65 

湖南 农 科 院 湖南 5.69 |25.26 | 8.11 |11.13 |44。94 |10.56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内 蒙 8.43 |22.99 | 5.93 | 6.93 |47. 89 |16. 26 

四 川 农学 院 76.6425 sail 营养 期 13.09 |23.81 | 8.27 [13.22 [44.75 | 9.95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公主 岭 | 营养 期 |13.41 |21.72 | 4.73 [18.03 136.93-118.。59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公主 岭 | 抽 苔 期 |11.96 |18.87 | 6.62 |15.53 |43。03 |15.95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公主 岭 | 观 蔓 期 |13.42 |21.85 | 5.27 |17。28 [40.94 114.66 

了 北京 市 | 营养 期 30.52 |13.16 | 9.67 |30.62 |16.03 

浙江 畜牧 研究 所 浙江 | 营养 期 23.64 |15.45 |14.54 |29.10 /17.27 

Ly Ps Ee Bt A ig AEB EE, FE 89 一 3。 

由 表 可 见 ， 山 万 莒 是 一 种 优质 的 青饲料 。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5000 一 
7500kg， 高 产 的 可 达 10000kg 以 上 。 

除 青 饲 外 ， 可 了 晒 制 干草 粉 ， 每 雷 可 收 曹 粉 400—500kg. WE 

的 效果 较 好 ， 草 质 柔 软 易于 压 紧 ， 每 立方 米 重 量 为 594 一 675kg。 

育 贮 山 葛 曹 呈 金 黄色 、 具 芳香 气味 ， 有 微 酸 味 ， 猪 和 免 均 喜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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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She ys BE SDR %) 

分 析 项 目 | 所 ce coc he cca acon caca ooc 

19814F 6 月 

采 于 四 川 0.10 | 0.08 | 0.02 | 0.08 | 0.14 | 0.08 | 0.08 | 0.03 | 0.08 | 0.01 

& it | 

” 四 川 农学 院 分 析 。 

uo, SHA AZ. FPR. BR. AER. 

栽培 要 点 : 

整地 播种 : WS PORE AN i 轻 〈 千 粒 重 1 一 1.5g)， 顶 土 力 

弱 。 因 此 ， 土 地 要 整 平 臣 细 ， 保 好 墙 ， 以 保证 出 苗 齐 全 。 一 般 都 进 

行 直播 ， 也 可 育苗 移 栽 。 北 方 地 区 , 在 地 刚 解冻 时 即 可 趁 培 播 种 。 南 

方 春播 ， 秋 疾 都 可 以 。 播 种 方法 多 采用 条 播 、 机 播 、 灵 播 ， 也 可 搬 

播 或 穴播 。 一 般 行距 20 一 30cm， 每 亩 播种 量 750 一 1000g8， 播 深 
2 一 3cm， 播 后 及 时 镇 压 。 育 苗 移 栽 时 ， 北 方 地 区 2 一 3 月 进行 苗床 

播种 ， 用 塑料 薄膜 覆盖 保温 。 南 方 10 一 11 月 播种 。 每 亩 播 量 100 一 

150g。 一 分 地 培育 的 苗 可 移 栽 5 亩 。 昔 团 要 加 强 管理 ， 经 常 保持 混 

润 。 清 除 杂 草 。 当 幼苗 长 到 4 一 5 片 真 叶 时 ， 即 移 栽 。 

田间 管理 ， 山 葛 章 宜 适 当 密 植 ， 条 播 时 一 般 不 间苗 ，2 一 3 株 一 

从 ;这 样 可 以 生长 良好 ， 但 过 密 时 则 需 间 苗 。 可 按 株距 4 一 6cm 定 

Ho 不 可 过 黎 ， 和 否则 不 但 影响 产量 ， 而 且 会 使 荃 秆 变 老 ， 适 口 性 变 

5 = 

苗 高 4 一 6cm 时 ， 要 及 时 除草 。 以 后 每 刘 割 一 荐 都 要 及 时 追肥 、 

灌水 。 除 播 前 施 足 基肥 外 ， 在 北方 多 追 施 化 肥 。 一 般 每 亩 2500 一 

5000g。 在 南方 多 泼 娄 尿 水 ， 都 能 促进 生长 ， 提 高 产量 。 

利用 : 有 搞 叶 和 剂 割 两 种 利用 方法 。 小 片 地 多 摘 叶 利用 , 即 : 只 搞 

取 外 部 大 叶 ， 保 留 内 部 小 叶 使 其 继续 生长 。 大 面积 栽培 的 多 采取 这 

割 。 当 株 高 30 一 40cm 左右 ， 就 可 以 开始 刘 割 利用 ， 以 后 每 隔 20 一 

,2371 ， 



40 RN AI— .每 次 划 制 要 及 时 ， 不 宜 过 迟 ， 以 利 再 生 ， 不 但 可 

SRA ore ar 
由 黄 划 产量 的 高 低 ， 除 肥水 等 条 件 外 ， 还 与 划 割 时 留 关 高度 

关系 。 一 般 留 玲 高 度 以 2 一 4cm 为 宜 。 最 后 一 次 浊 割 要 贴近 地 面 ， 
以 提高 总 产量 。 

采种 ， 山 葛 音 采种 的 最 适时 期 约 在 植株 顶部 果实 的 冠 毛 露出 时 
为 宜 。 由 于 花期 较 长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可 分 期 采 收 。 收 割 后 晒 干 
BUR, RIBAK. EGS SM, DMR, MAA 
BF, SL#RERAD. HUTHGRE, BERT HRERM 
大 大 降低 。 因 此 ， 山 药草 的 种 子 必 须 年 年 更 新 。 通 常 浊 割 1 二 3 次 
后 停 割 留 种 或 者 不 浊 割 而 留 种 。 每 亩 可 采种 子 25 一 60kg EA. 

病虫害 防治 ， 山 葛 昔 的 病虫害 少 ， 有 时 有 蚜虫 危害 。 如 发 生 下 
害 ， 可 用 40% WAR Ah FE 1000 一 2000 FRNA. 

(SRH PB RR) 

90. 串 叶 松 香草 

vn eae perfoliatum L.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菊 科 松香 草 属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株 高 2 一 3m。 

根 粗 壮 ， 有 多 节 的 水 平 根茎 。 播 种 当年 仅 形成 莲座 状 时 从 ， 翌 年 始 

形成 从 生 、 直 立 的 茎 ， 蔡 四 棱 ， 嫩 时 有 和 白色 毛 ， 长 大 则 光滑 无 毛 。 

HEME, KK 400m, # 30cm 左 右 ; Ma, RAR Al, 

HARI MAREE; 基 生 叶 有 柄 ， 蔡 生 叶 无 柄 。 头 状 花 序 着 生 

于 假 2 权 分 枝 顶端 ;， 花 杂 性 ， 外 缘 2 一 3 层 为 肉 性 花 ， 花 盘 PRA 

POYETE. BILD UE, IF, HE, PRAM, BRAKDU MR 

mAMK (A 90) © 

2m fila Be 4, 2n = 

WED HUBER Lee, ERE 

es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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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 中 西部 和 南部 山 

区 ， 其 他 各 大 洲 均 无 分 

布 。1979 年 引 ARE, 

目前 除 台 湾 省 外 ， 各 省 

(区 ) 均 已 试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HO eA HE 
强 ， 通 过 春 化 阶段 除 需 
一 定 低温 外 ， 植 株 亦 需 
生长 到 一 定 大 小 ， 植 株 
过 小 不 但 越冬 率 低 ， 且 
越冬 株 只 能 部 分 开花 结 
实 。 当 年 形成 的 根 诗 芽 
可 以 萌发 ， 但 只 能 形成 
SEAM BE 

串 叶 松香 草 抗 寒 
抗 高 温 ZE-38°C F 

可 以 越冬 ， 在 月 均 温 
32.4°C 下 可 以 安全 生 

Ko iit Mesh ze Bk 4 
个 月 ， 植 株 仍 可 缓慢 生 
长 ， 在 我 国 南方 酸性 圭 
WERKE A REF. ti 
wa AE aR, IE 

图 90 串 叶 松香 草 «=Silphium perfolia- 

tum L. 

BE AE. AN HM, PER, WF AEH. jh + M pH 

为 6. 5 一 7.5。 花 期 长 ， 可 自 6 月 延续 到 严 赴 来 临 。 第 一 次 浊 割 后 植 
株 可 抽 蔡 ， 第 二 次 浊 割 后 只 能 形成 基 生 叶 复 。 

在 北京 地 区 4 月 上 名 返 青 ，6 月 中 名 开 花 ，7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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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 生 育 期 110 KAA, BREA EF BO 35K ZA. 

11 月 下 名 干 村， 生长 天 数 230 天 左右 。 

AACE BRERA RSH. AMER, 2 FD 

质 比 为 .1:0.8 AR. SREB, AERERRHAH, KALE 

香草 营养 成 分 表 90 一 1 及 氨基 酸 含量 考 90 一 2 。 

表 90 一 1 串 叶 徐 香 章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于 D 质 (%) 

部 位 (%) af! ex la oe] 天气 | 加 灰分 (C%7 | (%) 

全 株 |1980.7| 中 畜 所 | 叶 DA | 84.0 | 23.6 | 2.0. | 86 |.46.7 | 19.1 | 3022] 0.28 

全 株 |1981. 5)" H/o O°—| 87.2 | 23.4 | 2.7 | 10.9 | 45.7] 17.3 | 2091] 0637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90 一 2 ” 串 叶 松香 草 氨 基 酸 (%) 

生育 Ag 育 Eade Lee 

ee ana 抽 革 期 |g | 莲座 叶 及 期 | ae 
酸 PS | 酸 < 

天 门 冬 氮 酸 2.23 2.43 蛋 A wB 0.18 0.20 

苏 A B 0.98 0.90 FH 5 AR 0.82 0.82 

» Bm Rm 0.96 0.95 亮 氨 了 酸 1.59 1.48 

Se A R 2.49 2.53 酷 A R 0.68 0.64 

H A Rm 0.99 0.96 AA AR 0.82. 0.92 

nA AR 1.13 1.02 wm 氨 R 1.62 1.15 

hi A R 0.77 0.23 组 氨 酸 0.40 0.43 

a wm RB 1.06 1.03 精 A R 0.98 0.98 

ii A Rm 1.22 1.16 

适宜 青 饲 和 青贮 。 适 口 性 随 着 逐渐 采 食 而 增 强 ， 一 般 经 2 一 

3 天 即 可 适应 。*' 消 化 率 ， 蛋 白质 为 83%， 无 氮 浸 出 物 为 82%， 粗 

纤维 为 67% 。 在 北方 鲜 草 产 量 为 7500kg/ 亩 ,在 南方 为 15000kg/ 

亩 左右 。 刘 割 次 数 在 北方 3 一 4 次， 在 南方 4 一 5 KA. LAB, 

是 很 好 的 蜜源 植物 。 

栽培 要 点 “选择 土 层 深 厚 、 肥 沃 、 无 盐 碱 、 有 灌水 条 件 的 土地 

° 274° 



种 植 。 播 前 土地 宜 深 翻 , 施 足 有 机 肥 ， 使 土壤 有 足够 的 水 分 。 在 北方 

适宜 冬季 寄 籽 、 春 播 和 夏 播 。 春 播 在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进 行 ， 夏 

播 不 宜 晚 于 7 月 中 名。 在 南方 播 期 要 求 不 严 ， 秋 播 宜 早 不 宜 晚 。 播 
量 ， 纯 净 、 发 芽 率 高 的 种 子 , 收 划 用 每 亩 0.2 一 0.3Kg, 种 子 用 0.1 一 

0.5kg。 播 深 2 一 cm。 苗 期 生长 缓慢 ， 应 注意 中 耕 铠 草 ， 以 防 杂 
草 危害 。3 一 4 片 真 叶 时 定苗 ， 收 革 用 每 亩 3000 株 , 种 子 田 每 亩 600 

株 左 右 为 宜 。 浊 割 收 草 ， 第 一 、 二 两 次 应 在 攻 期 至 初 花期 进行 ， 浊 

割 后 注意 追肥 淡水 。 种 子 成 熟 极 不 一 致 ， 应 及 时 采 收 。 在 南方 采 收 

种 子 易 受 雨水 和 台风 和 危害， 可 以 剂 割 一 次 ， 再 采 收 种 子 ， 以 便 降 低 
株 高 和 避 开 雨季 和 人 台风 季节 。 

CA 作 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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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22%} Chenopodiaceae 

01. RUBIES 
Atriplex hortensis Le 

BS, YEU. ges. : 

形态 特征 : 本 种 为 蓝 科 滨 蒙 属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60 一 200 

(300)cm， 无 粉 或 幼 嫩 部 分 

稍 被 粉 。 茎 直立 , 粗壮 ， 多 分 

枝 。 叶 片 稍 肉质 ， 卵 状 长圆 

形 至 卵 状 三 角形 , 先端 微 钝 ， 

EPREBRRBE, Sam 

具 不 整齐 锯齿 ， 具 叶柄 。 花 

单 性 ， 肉 雄 同 株 。 花 序 穗 状 

al EIR, BEE 5 枚 ;雌花 二 

型 ， 一 种 无 色 片 ， 只 具 花 被 

5 片 ， 另 一 种 无 花 被 而 具 2 

苞 片 ， 苞 片 离 生 ， 近 圆 形 ， 

ER, BRAK, RHA 

状 脉 纹 。 种 子 肾 形 ， 绿 褐色 

(图 91)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欧洲 

我 国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西 、 

青海 、 宁夏、 新 疆 等 省 区 多 见 

° 276° 

法 国 菠菜 。 

SQ 

图 91 榆 钱 菠菜 «© Atripler hortensis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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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榆 钱 菠菜 是 一 种 高 大 的 饲 用 植物 。 它 的 

生长 速度 迅速 ， 但 苗 期 生长 较 缓 慢 ， 开 花 以 前 生长 最 迅速 ， 进 入 开 
花 和 种 子 形成 期 ， 生 长 速度 又 转 缓慢 。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种 植 ， 播 种 
后 7 二 10 天 即 可 出 苗 ，5 月 上 旬 播 种 ，5 月 中 旬 出 苗 ，6 月 底 现 蕾 ， 
7 月 中 名 开 花 ，9 月 中 下旬 种子 成 熟 , 从 出 苗 至 种 子 成 熟 共 123 天 。 
在 甘肃 武威 栽培 ,4 月 中 旬 播 种 , 9 月 底 成 熟 , 生育 期 为 130 一 140 天 。 

本 种 适应 性 很 强 。 它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喜 湿润 肥沃 的 土壤 ， 耐 ， 
盐 碱 ， 在 土壤 pH9 的 重 碱土 上 也 能 正常 生长 。 耐 寒 ， 抗 霜 性 较 强 。 
种 子 在 土壤 1 一 2%C 低 温 下 即 可 萌发 ， 苗 期 可 耐 - 6"C 的 低温 。 当 秋 
季 早 霜 来 临 后 ， 植 株 仍 保持 青绿 色 ， 不 惧 霜 害 。 
饲 用 价值 ” 榆 钱 菠菜 原作 蔬菜 栽培 ， 由 于 植株 高 大 ， 产 量 高 ， 

品质 好 ， 耐 盐 碱 ， 近 年 来 常 作 饲 草 栽培 用 。 它 主要 用 于 青 饲 ， 适 于 

饲 喂 乳 第 和 猪 ， 牛 、 羊 也 喜 食 ， 切 碎 后 鸡 也 爱 吃 。 

榆 钱 长 菜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粗 纤维 含量 较 低 ，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较 高 ;而 粗 灰 分 含量 也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1 。 

表 91 榆 钱 菠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占 了 二 .物质 《%%) 
分 析 项 目 Thor (%) | 2B BE Tei BA) BE 

| mzam| mie | mere | 无 氨 漫 出 物 | ， 粗 灰 分 

? fee 67.80 13.35 4.04 26.09 26.40 30.12 

* 于 # 7.80 13.23 4.12 26.14 26.25 30.26 

ec. > 6.85 19.01 1.10 16.25 50.94 12.70 

wn 干 ; 1 芥 5.95 | 25.43 1.47 13.35 35.92 22.03 

* 原 东 北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分 析 

"新疆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8 
ee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分 析 。 

we, MRIS ABBA 47-51%, 4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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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3 吃 。 在 一 般 管 理 条 件 下 ， 亩 产 青 饲料 3000—4000ke, 4x 

肥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块 ， 亩 产 青 饲料 6000kg 。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552g。 结 
实 丰 富 ， 每 亩 产 种 子 90 一 300kg， 繁殖 系数 高 ， 一 亩 种 子 田 所 产 种 
子 可 供 150 亩 地 播种 。 

栽培 要 点 “ 榆 钱 菠菜 对 土壤 虽然 要 求 不 严 ， 但 水 肥 是 保证 高 
产 的 决定 条 件 。 当 土壤 干旱 时 ， 则 生长 缓慢 ,产量 降低 革 在 排水 不 
良 或 易于 积 水 的 地 块 上 种 植 ， 易 导致 烂 根 ， 故 栽培 中 应 注意 选 地 ; 
必要 时 要 进行 排水 。 

榆 钱 菠 菜 适 宜春 播 。 其 播种 期 依 各 地 土壤 解冻 的 迟早 而 异 交 早 
春 积 雪 融化 后 ， 土 壤 可 以 耕作 时 ， 即 可 播种 。 播 种 宜 早 不 宜 迟 因 
HARK, BPR, PER ARM, 
条 播 的 播种 量 每 亩 0。25 一 0.5kg， 行 距 30—45cm; 收 种 子 用 

的 可 放宽 至 60cmy 撒播 的 播种 量 每 调 1. 5 一 2.0kg。 播 后 覆土 2 一 

“cm， 并 及 时 镇 压 。 本 种 的 种 子 寿命 得， 一 般 多 利用 上 年 新 收获 的 
种 子 。 

田间 管理 ， 出 苗 后 ， 应 及 时 在 行 间 中 耕 除草 ， 如 苗 密 可 适当 疏 ， 
苗 。 株 距 10 一 20cm， 留 种 田 株距 可 增加 至 30cm。 在 生长 期 间 , 应 
灌溉 2 一 3 次 ， 并 结合 灌水 进行 追肥 。 它 对 氮肥 反应 显著 ， 每 亩 用 
量 10kg 左 右 。 留 种 田 施 氮肥 不 宜 过 多 。 

榆 钱 菠 菜 具 有 一 定 的 再 生性 ， 我 国 温带 地 区 可 浊 割 3 次 。 当 株 
高 60 一 70cm 时 进行 第 一 次 浊 割 ， 再 生 草 高 达 50 一 60cm 时 即 可 刘 

割 。 如 浊 割 太 迟 ， 则 因 植 株 长 得 过 高 ， 产 量 虽 高 , 但 叶 量 大 大 减少 ， 
适口 性 及 消化 率 也 都 会 降低 。 刘 割 留 ER 度 一 般 10cm 左 右 ， 过 低 
会 影响 再 生产 量 。 

榆 钱 菠 菜 种 子 的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 当 植株 中 部 种 子 成 熟 变 成 黄 褐 
色 时 即 可 采种 。 在 无 霜 期 较 长 的 地 区 ， 留 种 地 可 浊 割 两 差 青饲料 后 

再 留 种 。 
( 富 象 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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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西 伯 利 亚 滨 歼 

Atriplex sibirica L. 

Se WR. RR. RA GE. 
ASE A, BAA AK, HH 20—s00m, AbD 

BH, 直立 ， 具 纵 条 纹 。 由 基部 分 枝 ， 分 枝 明 显 斜 生 。 全 株 被 白粉 
粒 。 单 叶 互生 ， 大 小 不 等 , 具 得 叶柄， 叶片 次 状 孵 形 或 孵 状 三 角形 ,， 
基部 模 形 ,先端 钝 ， 边 缘 希 具 不 整齐 的 波状 钝 齿 ， 中 部 一 对 牙齿 较 
Ky MBAR, AMM ARBOR A ESR, wf Le 
i HAAS, THRRADM, BRAG, EA, MARR, 
ACTA FFU, SAA 

伞 状 ， 生 于 茎 上 部 的 

形成 短 穗 状 花序 。 雄 

HOSS Hr, HE 蕊 4 一 

53 雌花 无 花 被 ， 由 

2 个 合生 苞 片 所 包 

围 ， 果 时 苞 片 膨大 ， 

AUK, BROMWB, 

MRE, Bi, Rp 

Pa rh, BERR, A 

SRRIRSE, Widin 

AFH, RHRKA 

AL, Af SN lie ae 

胞 果 。 种 子 扁 球 形 ， 

红 褐 或 黄 神色， 直径 

2—2.5mm (图 92)。 

地 理 分 布 西伯 

mm 
oe 

a 

hes 
i 

LE 

A] 92 PH{AF WYER Atriplex sibir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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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亚 滨 获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等 地 区 ， 在 内 蒙古 ， 除 大 

兴安 岭 北部 山地 和 燕山 北部 外 ， 遍 布 全 区 。 国 外 见于 蒙古 、 苏 联 的 

西伯 利 亚 南 部 ， 哈 萨克斯 坦 及 中 亚 一 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西伯 利 亚 滨 莹 为 一 年 生 盐 生 一 中 生 草 

本 植物 。 在 西北 , 5 月 萌发 , 7 一 8 月 为 开花 期 , 8 一 9 月 结实 。 多 生长 在 

我 国 温带 、 瞬 温带、 海滨 湿润 地 区 ， 铅 西 到 草原 区 及 荒漠 区 和 低 平 部 

位 的 碱 化 、 盐 化 土壤 上 ， 由 荒漠 草原 带 愈 向 西 ， 其 分 布 逐渐 增多 。 

习 见 于 河谷 冲积 平原 ， 湖 滨 平 原 , 丘陵 间 低 洼地 。 一 ME RBM (A- 
chnatherum splendens) # +H BEBE (Puccinellia tenuifl- 

° a) thE EY Ay RR I (Kalidium cuspidatum K, cracile),. 7 

HAR) CNitrarta sibirica), BARAR CVitraria tangutor- 

“m) she, thie ny aA, WEE Ae CSalsola passerina) 

2 A SE ALP 2 Rn «ULES SR RH By LA 
Hs Bh Hz HBC) FP LIBR 5 DLA EE a PE 
AI fH RBM CSuaeda corniculata), RAP CS. glauca), 

Wie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等 。 也 可 以 在 局 部 盐 化 沙土 

或 盐 土 上 形成 不 大 的 单 优 种 群落 。 并 时 常 聚 生 于 直 碱 化 的 灌溉 农田 
Hi, i, BHAA, RSME, BKK, BRAK DY 
农田 杂 草 。 

西伯 利 亚 滨 昔 的 元 素 成 分 含量 具有 灰分 较 高 和 Cl 三 Na>NZK 
>Ca (S) ®. 

饲 用 价值 “西伯 利 亚 滨 获 为 中 .下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绿 时 适口 性 不 
高 ， 秋季 经 霜 后 至 渐 干 , 羊 、. 牛 乐 食 。 骆 驼 乐 食 至 喜 食 , 尤其 受 吃 结 在 
枝 上 或 散落 地 上 的 小 果实 。 马 一 般 不 吃 。 幼 嫩 时 可 喂 猪 8 蒙古 有 报 
道 ， 青 绿 时 能 引起 骆驼 肚 肽 , 严重 时 可 致命。 这 种 植物 在 灌溉 农 区 ， 

半 农 牧区 于 夏秋 能 长 成 大 从 ， 打 贮 干草 比较 容易 ， 可 做 家 畜 冬 春 或 
荒 年 救 荒 饲 草 。 此 外 ， 果 实 可 入 中 药 , 有 清 肝 明月 、 祛 风 消 肿 的 功效 。 

(3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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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FATE ， 

Beta vulgaris var. cicla Le 

HG Aw. 牛皮 菜 。 
RARE MASE HRP ASE RMT. KER, 

BRA, RLMG. BGR. RRL, HA, K30emY Ew 
MH NBR, 4 400m, BY 20cm， 淡 绿色 ， 光 滑 ， 肉 质 ， 
叶柄 长 约 22cm， 罕 而 肥厚 ， 叶 柄 背面 有 较 明 显 的 棱 。 长 穗 状 花序 ， 

排列 坚 圆 锥 形 ， 花 小 。 灸 生 、 黄 绿色 。 果 实 聚 侣 成 球状 ， 称 种 球 ， 
ASHE 1 一 4 粒 〈 图 93) 。 

地 理 分 布 ， 时 用 甜菜 原 产 欧洲 南部 , 现 地 中 海 沿岸 仍 有 野生 种 。 
我 国 栽培 最 多 的 是 长 江 流域 以 南 的 四 川 、 湖 北 : 湖南 .浙江 、 江 苏 、 
贵州 广东. 广西、 福建 等 省 〈 区 ) ,华北 及 山东 河南 均 有 栽培 。 
国外 ， 欧洲 各 国 ， 苏 
联 、 日 本 、 美 国 、 中 二 
eB ARH. Se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SY 
St HARE ic, 
RAR, KAS ss Sle wc | Re 
适 温 为 15 一 25"C， 温 | a Lae 
度 过 低 ， 生 长 缓慢 或 Fe | ee 
停止 生长 耐 低温 , 幼 ze | ie 
苗 能 忍耐 = 3 一 - 5°C sh & 2 | 有 AS， 

的 低温 ， 短 时 间 达 到 apy “FSR 
: a a = 10°C, th Ai HeSE Ae ! 

Ke 不 耐 炎 热 和 于 图 93 叶 用 甜菜 Beta vulgaris var. 

旱 ， 当 温度 超过 30%C 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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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abe Kk. AR, B. KEKE R, RSW MAA 
MN, ERAR. MLAB, WH, BAR. TERI 
WARK, KH, SBEKSIL, KSEREK, ME 
蔓 ， 开 花 结实 后 死亡 。 

叶 用 甜菜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各 种 土壤 均 能 革 长 计较 耐 坨 碱 。 
对 施 氮肥 人 敏感 ， 施 氮肥 茎 叶 繁茂 ， 叶 片 肥 大 ， 和 柔 咸 多 汁 。 对 前 作 要 
求 不 严 ， 但 鼠 连 作 ， 吐 用 甜菜 的 前 作 ， 病 虫害 多 ， 生 长 不 良 ; 
饲 用 价值 ” 叶 用 甜菜 和 柔嫩 多 汁 ， 营 养 丰富 ， 适 日 性 好 ; 其 叶片 ， 

直 根 和 根 头 是 猪 的 优质 青饲料 。 一 般 以 整 株 或 切 碎 后 生 喂 ;》 2 
喂 时 ， 不 宜 放 置 时 间 太 长 ， 以 免 产 生 亚 硝 酸 盐 中 毒 。 时 用 甜菜 草酸 
含量 较 多 ， 不 宜 饲 喂 妊 娠 母 猪 和 仔猪 ， 以 免 影响 钙 的 吸收 志 有 得 胚 
胎 和 仔猪 的 发 育 。 可 作 肉 鸡 饲料 , 但 不 宜 作 蛋 鸡 饲料 。 

叶 用 甜菜 水 分 含量 高 ， 鲜 叶 达 90% 以 上 ， 其 干 物 质 中 含 粗 蛋白 
质 20.21%， 粗 脂肪 3.8% ， 粗 纤维 7.21% ， 无 所 浸出 物 44.96%, 

粗 灰 分 8.21% 。 据 分 析 其 氨基 酸 含量 也 较 全 面 ， 但 含量 都 不 高 ( 表 
93) 。 

RIS 叶 用 甜菜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四 川 

— ~~ 栈 

粗 蛋白 1.3 2.3 亮 氨 酸 0.05 0.06 

苏 A 酸 0.03 0.03 ri A 酸 0.03 0.02 

H AR 0.05 0.06 Aa Pi ARR 0.03 0.04 
Mm am 0.04 0.04 wi al mR 0.03 0.04 

4 氨 酸 0.05 0.06 组 a OR 0.01 0.01 

蛋氨酸 0.01 微 精 A mR 0.04 0.05 

Ft AMR 0.03 0.04 fi, 氨 酸 0.01 0.01 

叶 用 甜菜 ， 叶 片 大 ， 产 量 高 ， 生 长 期 长 ， 可 多 次 利用 ， 能 长 期 

均衡 地 提供 青绿 饲料 。 一 般 亩 产 鲜 叶 3000—4000kg, WR NER AY 

可 高 达 5000 一 8000kg。 是 一 种 经 济 价值 较 高 的 叶 菜 类 青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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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要 点 秋季 或 早春 整地 并 施 足 有 机 肥料 。 华 北 地 区 春播 在 

3 月 下 旬 或 4 月 上 名 , 南方 秋 播 在 8 一 9 月 间 。 条 播 ,行距 30 一 35cm 
播 深 2 一 3cm。 叶 用 甜菜 千粒重 14.6g。 每 亩 播种 量 约 1.5kgs。 苗 高 

20cm Hy} Ja) HY. BFF 20 一 25cm。 亦 可 育苗 移 栽 , 每 亩 苗床 用 种 10kg， 

可 供 10 亩 大 田 用 苗 。 昔 高 5 一 6cmy, HH 4 一 6 HA, 按 行 距 40cm, 

株距 25cm 移 裁 定植 。 苗 期 中 耕 除 草 1 一 2 次 ， 适 当 灌 水 施肥 。 防 

治 地 老虎 、 旦 晴 地 下 害虫 。 直 播 后 60 天 或 移 栽 后 30 一 40 天 ， 植 株 
有 时 片 11 一 12 片 时 ， 即 可 将 下 部 6 一 7 FRR, FH 4 一 5 片 心 叶 

goede, SpA KR TT PEI 10 一 15 次 ， 最 后 一 次 连同 根 头 一 齐 稀 

We BAI, BA RAP. 

MAM SHARE, DG. BRIE, A 
DRAG By, RCE, BUA WR, Wea 50—60kg. © 

| (Fh m0 He) 

94. BALE AR 

Ceratoides arborescens (Losinsk.) Tsien. et 

C. G. Ma (Eurotia arborescens A. Los.) 

BIS SERA. AM. EB.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未 ， 高 1 一 2m。 枝 条 丛生 ; 分 枝 多 集中 于 上 部 ， 

全 体 被 星 状 毛 。 时 互生 ， 披 针 形 ， 长 2 一 gcm， 宽 1 一 2.5cm， 先 

端 锐 尖 或 钝 ， 基 部 模 形 至 圆 形 ， 全 缘 ， 具 明显 的 羽 状 叶脉 。 花 单 性 ， 
肉 雄 辣 株 ， 雄 花序 细 长 而 柔软 ， 长 6 一 gem， 肉 花 管 倒卵形 ， 长 约 
4mm， 花 管 裂片 得， 其 长 为 管 长 的 1/4 一 /5， 果 熟 时 管 外 两 侧 的 
中 上 上 部 具 4 东 长 毛 ， 下 部 有 得 毛 。 胞 果 倒卵形 ， 被 毛 〈 图 94) 。 

地 理 分 布 ， 为 我 国 特产 植物 。 产 吉林 、 辽 宁 、 河 北 、 内 蒙古 、 
山西 、 陕 西 、 甘 肃 和 四 川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华北 驼 绒 昔 根 系 发 达 ， 主 根 长 , 侧根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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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栽培 测试 ， 当 年 生 幼 

WE H#K9icm, , Mil 
#8126 es 二 年 生 苗 主 

根 平 均 长 145cm， 最 长 

达 171cm， 根 系 总 长 
BE 为 245.30m， 表面 

积 达 13239. 8cm® ; 

三 年 生 苗 主根 平均 

长 169.6cm， 最 长 达 

190cm， 根 系 总 长 度 为 

588.78m ， 表 面积 达 

54140.9cm*, 以 0 一 

60cm 的 土 层 中 根 量 最 

多 。 

PEM, BAKE 

径 可 达 10cm WE, FF 

可 产生 大 量 的 不 定 芽 而 

发 育成 枝条 。 蔡 丛 直 径 

为 70 一 200cm。 

He Ab BE BRAS AE AS 

BERT, SiR. HRS 

eye, 适应 性 较 强 ， 

94 华北 驼 绒 获 ”Ceratotdes arbore- 

scens(Losinsk.) Tsien,et C. 

G.Ma (Hurotia arborescens 

A. Los.) ve 

除 低 湿 的 盐碱地 、 流 动 沙丘 外 ， 各 类 土壤 均 能 生长 ， 但 它 喜 沙 ” 以 

土壤 表层 具 浅 覆 沙 的 地 顽 生 长 最 好 。 

华北 驼 绒 蓝 的 根系 ， 垂 直 根 及 水 平 根 都 很 发 达 ， 因 而 可 充分 吸 

MERRIE. RE KA MRD. Mh KE ELK, EMRE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华北 驼 绒 理 峙 寒 性 强 ， 它 的 生长 期 长 达 180 一 200 天 ， 于 4 月 

,384， 



PETZ, AKAM ROT, SA LUM, SA. FOIE, 
9 月 末 或 10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He AL BE RAR i BE CDS) Bp Be HW, 但 因 其 被 花 被 管 包 训 并 有 

毛 保 护 , 据 测试 已 保存 三 年 的 种 子 仍 具 有 50% 的 发 芽 率 。 黄 种 子 在 适 

宜 的 温度 和 湿度 条 件 下 , 发 芽 速 度 很 快 ,在 25 的 恒温 下 ，48 小 时 的 

发 芽 势 为 51% (发芽 率 为 54.5%) 。 在 田间 播种 观察 ， 当 土壤 湿度 

适宜 时 ，2 一 3 天 即 可 出 苗 齐 全 。 
华北 驼 绒 蔡 的 生长 发 育 速度 很 快 ,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当年 即 可 开 

花 结 实 ，2 一 3 年 就 能 长 为 成 株 。 但 由 于 水 、 热 .土壤 条 件 差异 的 影 啊 

也 不 尽 相 同 。 据 观察 ， 在 灌水 条 件 下 ， 当 年 即 可 开花 、 结 实 ， 株 高 

一 般 达 60 一 70cm， 最 高 达 110cm， 分 枝 平 均 8. 3 个 第 二 年 株 高 

80—120em, MAK 60cm, WIE MAME NM. FEF 

bw EAR, 4H MRR, BMI 10—20cm, 不 能 开花 ， 

推迟 第 二 年 才能 开花 结实 。 它 的 再 生性 较 绊 ， 一 年 仅 能 剂 割 1 Ko 

华北 驼 绒 蔡 为 旱 生 半 灌 木 ， 是 干草 原 草 场 的 偶 见 种 ， 常 零星 散 

生 或 以 斑 块 状 形 成 以 其 为 建 群 种 的 灌 丛 层 片 。 它 喜 砂 ， 多 生 于 砂 质 

坡地 或 山地 沟谷 两 侧 砾 石 坡地 及 坨 甸 地 带 的 砂 质 坡地 。 它 适宜 在 

10% 年 积温 2200 一 3000% ,年 降水 250 一 450mm 的 气候 条 件 下 生长 。 

主要 分 布 于 干草 原 草场 ， 有 时 也 进入 草 旬 草 原 及 荒漠 草原 草场 。 
饲 用 价值 “华北 弦 绒 蔡 为 良好 的 饲 用 半 灌 木 ， 在 天 然 草场 上 ， 

骆 蓄 、 山 羊 、 绵 羊 、 马 四 季 均 喜 食 其 当年 枝叶 ， 牛 采 食 较 差 。 它 的 

叶片 经 霜 后 也 不 掉 落 ， 仍 能 很 好 wae. Bh: BH 45.4%, 

时 为 54.6% 。 是 良好 的 放牧 饲 草 ， 又 是 干旱 地 区 建立 半 人 工 浊 草地 
的 良好 半 灌 木 。 

据 分 析 ， 在 营养 成 分 中 ， 以 粗 蛋 白质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较 高 ， 

又 富 含 钙 ， 见 表 94 一 1。 

从 氨基 酸 的 含量 来 看 ， 以 亮 氨 酸 和 赖 氮 酸 的 含量 较 高 ， 其 氨基 

酸 的 含量 高 于 高 梁 和 玉米 的 籽 实 9。 这 对 家 畜 、 家 禽 蛋 、 乳 、 肉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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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一 1 PAC RM RH LS a* 

Gf BW 质 (%) | BL Re 水 分 
>| mazes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JOM | co | 9) 

采样 时 间 | 生育 期 

1983 年 ， | 营养 期 | 7.59 | 8.04 1.67 30.41 8.26 | 51.62 | 2.65 | 0.32 

19834— |JF7E RH] 7.10 | 17.24 1. 22 35.59 | 10.80 | 35.15 | 1.62 | 0.22 

19824F 结实 期 | 7.84 | 16.63 1.23 30.63 12.85 38.66 | 2.19 | 0.16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产 较 好 。 氨 基 酸 的 含量 见 表 94 一 2。 

雪 94 一 2 ”华北 驼 绒 蒙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Jaan) = (ae 胱 氨 FTE aE 
2 AR 亮 氨 酸 

AR 氮 

丙 
pea ate aa = RA fils) 所 

19834F] 0.355} 0.285] 0.105] 0.316] 0.528] 0.362] 0.376) 0. 143 0.335 

‘i 19834F| 0.435] 0.367] 0.105] 0.369) 0.605) 0.443] 0.481) 0. 196 0.465) 一 

os 19824F| 0.427| 0.342] 0.132] 0.367| 0.586] 0.430) 0.466} 0.219) 0.480) 一 

* yey BEBE Pk eT 

华北 驼 绒 蔡 热 能 及 有 机 物 的 消化 率 见 表 94 一 3。 

表 94 一 5 华北 驼 绕 蒙 热能 及 有 机 物 消 化 率 表 ” 

nk 期 | 采 集 期 | ti Ge) | 有 机 物 消 化 率 〈%) | fe 

& FF W 1983 ing ™ 59. 36 

FF EH 1983 17.43 54.57 

结 果 期 1982 17.89 49.99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饲料 营养 研究 室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华北 驼 绒 蓝 的 种 子 小 而 轻 且 带 毛 ， 易 与 枝叶 等 杂质 
混在 一起 不 便 播种 ， 故 播种 前 首先 应 去 杂 。 它 的 种 子 小 ， 顶 士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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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mBLARUR, WD icmbH. HALRB BK 
Se LM, AiO LE A SS EL KX 
@. PPR, BRRKROTRH, BSH, 43M 
可 出 齐 苗 。 抓 苗 的 关键 是 覆土 深度 及 土壤 湿度 ， 只 要 抓 好 这 两 个 环 
节 ， 即 可 保证 抓 苗 。 

华北 驼 绒 获 的 播种 方法 较 多 ， 可 根据 具体 情况 ， 因 地 制 宜 地 先 
择 适 宜 的 方法 。 

植 苗 移 裁 ， 华 北 驼 绒 获 生长 快 ， 一 年 生 苗 高 可 达 60—70cm, | 

于 第 二 年 即 可 移 裁定 植 。 育 苗 要 选择 适宜 的 地 块 GL MYM) 
作 畦 播种 。 撤 播 、 条 播 均 可 ， 但 要 视 田 间 杂 草 而 定 ， 杂 草 少 的 可 撤 
播 ， 杂 草 多 时 则 宜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35cm， 每 亩 播 量 1.5 一 2Kkg。 

植 苗 移 栽 可 在 春秋 两 季 进 行 。 春 季 移 裁 可 在 莫 动 前 的 4 月 初 ， 秋 季 
移 栽 在 10 月 中 、 下 旬 。 植 苗 的 方法 分 截 干 和 不 截 干 丙 种， 土壤 丧 情 
差 又 无 灌溉 条 件 的 ， 宜 采用 截 干 植 苗 法 ， 即 将 地 上 枝 前 掉 ， 留 天 
7 一 10cm， 以 减少 水 分 蒜 腾 利于 成 活 。 如 在 土壤 培 情 良好 ,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地 块 ， 可 用 不 截 干 植 苗 。 一 般 在 土壤 含水 量 达 8% 时 ， 即 能 
保证 移植 成 功 。 华 北 驼 绒 昔 植株 含水 量 及 持 水 能 力 较 低 ， 所 挖 起 的 
苗木 要 特别 注意 失 水 ， 否 则 不 易 成 活 。 

直播 ; 选 好 地 块 进行 条 状 或 全 部 耕 翻 .在 干旱 地 区 最 好 是 压 青 束 
th, AMR Se. ARMOR A, 全 耕 翻 的 宜 撒 
播 。 
BRM, ET RARER RMR, 由 于 雨季 的 迟早 及 降水 

量 的 多 寡 ， 在 年 度 间 均 有 差异 ， 一 般 在 7 月 末 、8 月 初 ， 则 不 利于 
Hee, RAB, RUA, RARER, BAW 
He IE Ge OR a Bc Hs AA XU) BE Hh fy A BCT BE 

ICSE REE, 苗 期 因 生长 缓慢 易 受 其 他 植物 的 抑制 ， 
故 在 苗 高 15 一 20cCm 时 ， 应 进行 铀 草 ， 或 将 高 草 割 掉 ， 以 促进 其 生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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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种 方法 ， 当 种 子 成 熟 后 用 手 招 较 为 适宜 , 这 样 既 不 损害 种 子 ， 

又 能 减少 杂质 的 混入 ， 扫 后 的 种 子 放 在 通风 的 室内 或 棚 内 阴干 ， 每 

天 要 翻动 ， 以 防 发 址 散 热 ， 降 低 种 子 的 发 芽 率 。 
( 赵 书 元 ) © 

95. 22 rm 

tnenopodium album Le 

BZ KR. AR. RAR.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30—50cm. SH W, MAL, Bt 

形 ， 具 楼， 有 沟 槽 及 红色 或 紫红 色 的 条 纹 ， 嫩 时 被 白色 粉 粒 。 多 分 

枝 , 枝条 斜 升 或 开展 。 叶 具 长 柄 , 与 叶片 近 等 长 或 为 叶片 长 度 的 1/2， 

nt He = Fa aR ON TB Be 

ROI, AM LEB © 

nye Ke ON TE Be RK 

形 ， 长 3 一 6 cm ， 宽 

1.5 一 5cm， 先 端 钝 

或 微 尖 ， 基 部 模 形 至 

TRE, BRAKE 

FE BR A St RAM 

KR, MIELR LH 

通常 无 粉 ， 深 绿色 ， 

下 面 灰 白色 或 淡 紧 

fi, BRRKA BA 

粒 。 花 绿色 ， 多 数 化 

禾 排 列 成 腋生 或 项 生 

的 圆锥 花序 ;人 花 被 片 

5, RONG aH AIL. 

°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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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PMPRRE, LAMA MILA, MMR, A 

#55, PRP AE RESD; 花柱 得 , 柱头 2, 果皮 与 种 子 贴 生 。 种 子 横生 ， 

AEWA. HA 1 2 一 1.5mm。 边 缘 具 带 状 薄 边 , 表面 近 黑 色 ， 
有 光泽 ， 具 不 明显 的 沟 纹 。 胚 卷曲 成 环 状 ， 有 胚乳 〈 图 95)。 

”细胞 染色 体 ，2n= 16、18。 
MESH “我 国 各 地 均 产 。 分 布 于 田间 、 路 边 、 荒 地 、 居 民 点 

周围 、 畜 群 卧 盘 附近 和 极度 退化 的 草场 。 遍 及 全 球 温带 及 热带 地 
x.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获 的 生育 期 较 长 ， 因 地 区 性 水 热 条 件 的 
不 同 而 不 同 ， 在 我 国 北方 生育 期 大 约 为 180 天 左右 ， 而 在 我 国 南方 ， 
例如 上 上海 二 带 ， 种 子 从 3 月 开始 萌发 出 苗 ，9 一 10 月 开始 结实 ;10 一 
11 月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大 约 为 250 天 左右 。 获 具 较 强 的 再 生性 ， 当 

幼 嫩 植株 被 家 畜 采 食 或 被 浊 割 后 ， 还 可 以 从 蕉 基部 萌发 出 大 量 的 枝 
条 。 靠 种 子 繁 殖 ， 出 苗 后 经 短 时 间 的 营养 生长 ， 很 快 进入 花期 。 花 
期 在 北方 从 6 月 下 名 一 直 可 延续 到 8 月 ,并 从 7 月 下 名 开始 , 种 子 陆 

续 进 入 成 熟 期 ， 一 株 多 枝 的 大 株 从 ， 能 产生 种 子 数 万 至 数 十 万 粒 。 
生育 能 力 特 别 强 ， 所 以 在 所 荒地 或 田 边 、 沟 边 以 及 村 落 附近 ， 一 旦 

有 获 的 种 子 侵 入 ， 很 快 就 形成 茂密 的 群落 。 获 为 世界 广 布 种 。 适 应 
性 和 抗 着 性 非常 强 ， 耐 将 薄 ， 耐 盐 碱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的 士 
壕 上 均 能 生长 ， 但 在 中 性 和 偏 碱 性 的 土壤 上 生长 较 好 ， 最 适 pH 值 ， 
为 7.5 一 8.0， 当 土壤 p 联 值 达 8.5 时 ， 亦 能 生长 。 萤 喜光 , 但 亦 耐 阴 ， 
在 阳光 充足 的 条 件 下 生长 最 好 , 但 在 树 萌 下 生长 亦 良 好 。 在 不 良 的 环 
境 条 件 下 , PRK AERIS, 但 也 能 开花 结实 。 获 对 水 分 的 生态 幅 
度 适应 较 宽 , 即 可 生长 在 较 湿 润 的 环境 中 ， 又 能 忍耐 一 定 的 干旱 。 获 
抗 寒 性 较 强 。 从 早春 到 晚秋 可 随时 发 芽 出 苗 。 幼 苗 能 忍耐 零下 3% 低 
温 ， 秋 季 霜 冻 才 枯死 。 获 的 种 子 细小 , 发 芽 温 度 在 10 一 25*c， 但 以 
15 一 25% 最 为 适宜 。 在 不 同 温度 下 的 发 萄 率 分 别 为 5xC 时 ， 为 0%; 
20"C 时 为 33% ，25sC 时 为 59%，30%C 时 为 36%。 获 属于 一 年 生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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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HEA, 多 见于 居民 点 附近 周围 路过、 畜 群 卧 盘 附近 和 极 

度 退化 的 草场 上 。 但 其 分 布 却 非常 广泛 ， 为 世界 广 布 种 ， 它 常 和 一 
些 一 、 二 年 生路 旁 、 田 间 杂 草 形成 不 稳定 的 群落 。 在 这 种 群落 当中 ，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出 现 率 不 高 。 
获 在 氮肥 充足 的 旧 营 盘 、 旧 房 舍 迹 地 上 形成 单一 的 群落 ,在 很 

大 的 范围 内 连绵 不 断 。 这 种 由 多 数 一 、 二 年 生 种 类 所 构成 的 群落 的 
密度 、 盖 度 以 及 产量 极 不 稳定 ， 随 年 降雨 量 如 积温 以 及 外 界 其 他 生 
态 因子 的 改变 而 改变 。 一 般 总 盖 度 在 60 一 80% 之 间 。 据 东北 栽培 
试验， 每 公顷 可 收获 青草 3000—4000kg. 

饲 用 价值 RAHM EK, KHPA, Bk, FR 
为 1:7， 茎 叶 比 49:51。 易 消化 ， 营 养 丰富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4。 

表 95 MHL SK 

占 于 DW h (%) 
-和 瑟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采样 地 点 磷 〈%) 

内 蒙古 | 24.54 2.61 15.67 33.42 23.76 _ a 

青海 西宁 | 29.33 2.67 10.00 32.67 25.33 0. 26 0.11 

ee ad 19.67 7.38 28.96 34.70 9.29 0.23 0.09 

机 18.68 5. 49 11.41 27.05 30.37 | 0.17 | 0.08 

* 引 自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1985， 农 业 出 版 社 。 

葡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至 鲜 草 ， 马 不 喜 食 ， 牛 、 羊 、 骆 驼 最 喜 食 。 

干草 马 喜 食 ， 牛 、 羊 最 喜 食 。 可 调制 成 干草 或 青贮 ， 作 为 牛 、 羊 的 

冬季 饲料 。 蔡 是 优良 的 猪 饲料 。 幼 苗 、 嫩 茎 叶 及 种 子 ， 猪 极 喜 食 ， 

并 可 终年 利用 ， 可 以 多 次 浊 制 。 其 具体 饲 用 方法 是 :将 幼苗 和 嫩 茎 

叶 切 碎 ， 生 湿 咀 或 发 酵 喂 。 开 花 结 果 后 ， 将 花序 连同 嫩 枝 时 采 回 ， 

切 碎 湿 喂 或 育 贮 发 酵 喂 。 发 酵 或 青贮 产生 的 酸 可 中 和 掉 碱 。 秋 后 将 

成 熟 的 种 子 采 回 ， 晒 于 ， 炒 熟 ， 粉 碎 后 ， 可 代替 精 饲料 ， 也 可 整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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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 。 但 一 定 要 注意 生 喂 ， 因 者 熟 喂 可 引起 中 毒 。 灰 获 含 毒 成 分 还 不 
十 分 明确 ， 据 报道 ， 获 含有 叶 啉 质 。 猪 吃 获 后 ， 味 啉 质 进 入 血液， 
使 机 体 细 胞 对 日 光敏 感性 增高 ， 在 日 光照 射 部 位 产生 光 毒 反应 ， 引 
起 水 肿 、 潮 红 、 皮 下 出 血 等 。 故 称 此 病 为 日 光 性 皮炎 或 光敏 感性 皮 
炎 。 昔 的 种 子 可 梯 油 ， 出 油 率 达 15%， 为 工业 用 油 。 嫩 茎 叶 可 以 做 
青菜 及 干菜 食用 ， 可 食 部 分 中 含 胡 萝卜 素 0.05%, 维生素 C0.07%， 
蛋白 质 4.7% ,- 粗 纤维 1.1% 。 全 草 及 果实 入 药 能 止 痫 、 止 痒 , 治 痢 

PIS. PEI. 
GRA) 

96.7 绿 获 

Chenopodium glaucum L. 

ANZ PIR. NKR. ARR. | 

形态 特征 ” 灰 绿 袭 为 获 科 一 年 生 草本 植物 ， 株 高 10 一 40cm。 

茎 直立 或 平 卧 ， 下 部 分 枝 ， 荟 梳 具 条 楼 及 绿色 或 紫色 条 纹 。 叶 片 长 

椭圆 形 、 孵 形 至 披 针 形 ， 长 2 一 4cm， 宽 6 一 15mm， 肥 厚 , 先 端 钝 

或 微 尖 ， 基 部 枢 形 ， 边 缘 具 深 波 状 锯齿 ， 上面 无 粉 ， 平 滑 ， 下 面 有 

粉 粒 而 旦 灰白 色 ， 有 时 稍 带 紫 红色 ， 中脉 明 显 ， 黄 绿色 ， 叶 柄 长 ， 

4 一 12mm。 花 序 穗 状 或 复 穗 状 ， 项 生 或 腋生 ， 花 被 裂片 3 一 4 称 

为 5,; BREA IIE, GARI. HER3—4, Mh1—5, ee RH, 

花药 球形 ; 柱头 2， 极 短 。 胞 果 圆 形 ， 局 顶端 露 HH 7E eb, FABER 

i. FTA, HH0.75—1mm, 4, wR, 瞳 褐色 RBA, 

有 光泽 。 

细胞 染色 体 ， 2n=16, 18,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除 台湾 及 华南 外 ，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 苏 联 、 朝 鲜 、 

Sa. AA. FR. ARE. KW Rh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灰 绿 获 在 北方 一 般 4 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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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HARK, 

边 开 花边 结实 ， 直 到 

晚秋 卉 冻 来 临 才 开始 

枯黄 ， 生 育 期 大 约 为 

180 天 左右 〈 表 96 一 

1)， 从 生育 期 上 看 ， 

南北 方差 异 不 甚 明 

i RAR OAL 

强 ， 在 生长 季节 ， 当 

地 上 部 分 被 家 畜 采 食 

RX Aa, AY AGS 

基部 分 生出 大 量 新 

Bin RRB ST 

殖 ， 种 子 发 芽 力 强 。 

在 适宜 的 生境 条 件 

下 ， 在 整个 生长 季节 

都 有 幼苗 出 现 ， 并 成 

片 生 长 ， 形 成 单一 的 

BYR. KRESS 
96 JZKS¢R2 Chenopodium glaucum L. 

度 广泛 ;我国 长 江 以 北 各 省 、 区 均 有 分 布 ,遍布 于 南北 两 半球 温带 地 

区 。 该 植物 耐 盐 碱 ,表现 出 强烈 的 抗 盐 性 , 适 于 生长 在 盐 渍 化 土壤 上 ， 

最 适 生长 的 pH 为 8 一 9, 可 忍受 最 高 DH 为 9. 5。 在 碱 斑 周围 常 伴生 一 

些 蔓 科 耐 盐 、 抗 盐 植 物 良 好 生长 、 发 育 。 性 喜 湿 ， 要 求 土壤 有 较 好 

的 水 分 条 件 。 由 于 茎 、 叶 内 贮 有 大 量 水 分 ， 能 忍受 暂时 的 王 旱 。 所 

以 ， 灰 绿 获 是 一 种 而 盐 碱 、 耐 水 湿 、 耐 炎热 ， 适 应 性 很 强 的 盐 生 植 

物 。 种 子 发 芽 覆 土 为 2? 一 gcm， 覆 土 过 厚 不 能 发芽 的 种 子 ， 能 保持 

几 年 不 丧失 发 莱 能 力 ， 并 且 ， 它 的 休 眼 期 很 短 。 遇 上 适宜 条 件 便 能 

迅速 发 芽 出 苗 ， 根 据 实验 ， 其 最 适 发 芽 温 度 为 20 一 30*2， 在 不 同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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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一 1 灰 绿 蒙 的 生育 期 表 〈 月 .日 ) 

AwR | seem | seme | weve | HERP | saan | st 

cn | 用 
度 下 的 发 芽 率 分 别 为 5sC 时 为 0% , 20°C MA 78%, 25°C 时 为 47%， 

30%C 时 为 90%。 灰 绿 获 的 茎 叶肉 质 化 ， 贮 水 组 织 发 过， 具有 泌 盐 的 
生理 功能 ， 可 把 盐分 排出 体外 。 常 成 为 盐 化 草 甸 的 组 成 成 分 。 它 党 
与 某 些 属 于 一 年 生 的 杂 类 草 和 茂 茂 草 共 同形 成 群 从 。 这 些 茂 茂 草 + 
一 年 生 草 类 群 从 广泛 见于 典型 草原 地 带 和 荒漠 地 带 ， 是 受 人 为 活动 
影响 较 强 的 群落 类 型 ， 地 面 形成 大 小 不 同 的 碱 班 ， 群 落 中 的 一 年 生 
植物 层 片 ， 随 生境 条 件 的 改变 〈 如 年 降雨 量 的 改变 ) 而 使 其 种 类 成 
分 有 很 大 的 变化 。 但 经 常 是 以 蓝 科 植物 和 其 他 科 的 一 些 耐 盐 植 物 为 
主 ， 其 中 也 常 含 有 菊 科 植物 及 一 年 生 禾 草 。 此 外 ， 灰 绿 蓝 还 可 出 现 
在 茂 装 章 圭 蒙古 葱 的 群 从 中 。 这 种 群 从 一 般 出 现在 二 河谷， 或 为 柳 
沙 的 地 段 。 总 盖 度 比较 低 ， 一 般 为 30 一 50%。 
饲 用 价值 - 灰 绿 蓝 全 草 肉质 多 汁 ， 富 含水 分 , 因 体内 含有 盐分 ， 

具有 一定 戌 味 ， 其 干 鲜 比 为 1:10， 茎 时 比 52:48。 营 养 价值 较 丰 富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6 一 2。 灰 绿 获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幼 嫩 时 牛 、 羊 采 

PEAS 
10 月 

6 月 下 名 至 7 月 下 名 至 
月 中 名 9 月 下 旬 

ah oe 
名 

表 96 一 2 ” 灰 绿 莹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oF 物 质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其 一 (%) | 租 蛋 白质 | 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JOM | 《(% 

1.45 0.44 38.67 7-41 25.81 4.15 10.79 20.58 内 蒙古 哲 盟 
通辽 ka 

* RAP EAM ARRAY PITTS 

食 ， 尤 其 为 骆驼 所 喜 食 。 本 种 可 做 猪 饲料 ， 在 抽 茎 至 开花 结实 期 取 

Sk, MAAR, RAB, HSAs. FRIAR, 

重 快 。 嫩 茎 叶 做 成 各 种 菜 食 ， 味 道 鲜 美 。 荃 叶 还 能 提取 皂 素 ， 供 工 

。293 。 



WA, SRA AZ, GEA, IRF, Rh, MR PURB. 

RiP. IS; RRR, Bm sR. 

| CRA A) 

97 ae AL 

Halocnemum strobilaceum (Pall. ) Bieb. 

形态 特征 半 灌 木 ， 高 20 一 40cm。 茎 自 基 部 分 枝 ， 小 枝 对 生 ， 
有 关节 ， 灰 绿色 ， 老 枝 近 互 生 ， 木 质 ， 灰 褐色 ， 枝 上 有 对 生前 , & 
得 成 车 状 的 短 枝 。 

ar Ot AR, WE OR. 

rR R, K 0.5 一 

15cm, BH # 2 一 1 Y 

3mm, HH, 2B. + 

性 ,每 3 (2) RAF 
1 苞 片 内 ， 苞 片 旦 盾 

形 鳞片 状 ， 对 生 ， 花 

RE B=, 3 

es HES 1, Fe HB, 

柱头 2。 胞 果 两 侧扁 8 

种 子 卵 形 或 圆 形 ， 直 

径 0.5—0.75mm, 褐 

色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 甘 肃 北 部 。 

苏联 、 蒙 古 、 阿 富 

汗 、 伊 朗 和 非洲 北部 图 97 盐 节 木 Halocnemum strobiieanen 
也 有 分 布 。 (Pall.) B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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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AR, Ate 4 AP 
发 ， 花 果 期 '7 月 中 旬 至 8 APH, 105 Mie. 

盐 节 木 为 适中 温 盐 生 多 汁 小 半 灌 木 ， 是 多 汁 盐 柴 类 半 灌 木 、 小 

半 灌 木 荒 漠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也 是 盐 土 荒漠 中 分 布 最 广 的 一 种 植物 ， 

见于 各 地 区 盐 土 低地 、 盐 湖滨 、 扇 缘 和 洼地 的 潮湿 盐 土 上 ， 山 前 冲 

积 平原 的 结 壳 盐 土 上 也 有 分 布 。 盐 节 木 是 最 耐 盐 的 肉质 小 半 灌 木 ， 

根系 有 十 分 耐 盐水 滤 的 特性 。 具 在 新 疆 盐 土 荒漠 测定 ， 盐 节 木 可 适 
应 土壤 地 表 具 5 一 10cm 的 盐 壳 , 0 一 30cm 土 层 的 含 盐 量 达 10 一 20%。 

地 下 水 深 20 一 100cm 或 者 深 达 200 一 300cCm， 矿 化 度 大 于 10 一 

30g/ 工 。 盐 节 木 随地 下 水 位 的 深浅 不 同 , 群落 组 成 和 结构 也 有 差异 。 

盐 节 木 单 优势 群落 ， 是 典型 的 多 汁 木 本 盐 柴 类 荒漠 型 。 单 层 结 

构 ， 种 类 贫乏 。 生 长 状况 随 土 壤 湿润 程度 和 地 下 水 的 深浅 变化 而 有 

差异 。 在 地 下 水 接近 地 表 的 潮湿 土壤 上 ， 生 长 茂密 , 株 高 可 达 30 一 

100cm， 履 盖 度 可 达 50 一 60cm， 个 别 地 段 高 达 80 一 90% 。 伴 生 种 有 

多 枝 树 柳 (Tamarix ramosissima), = 240 (T. hispida), 

Eo (Phragmites communis), FE Rp ME (Limontum gmelinit) 

MARA CScorzonera salsula) 等 。 植 物 因 受 土壤 重度 盐 渍 化 
生长 不 良 。 地 下 水 在 1.5 一 2m 深 时 ， 和 群落 变 得 很 稀 蕊 ， 盖 度 减 至 

10 一 30% 。 伴 生 种 植物 有 所 增加 ， 除 上 述 种 类 外 ， 还 增加 有 盐 穗 木 

(Halostachys casbica)、 花 花 柴 (Karelinia caspica) 和 

西伯 利 亚 白 刺 (Vitraria sibirica) 等 。 在 若 羌 以 北 的 人 台 特 马 湖 

滨 湖 平原 ， 由 于 地 下 水 深 达 3 一 4m， 地 表 有 5 一 15cm 厚 的 坚实 的 砂 

质 盐 壳 ， 盐 节 木 生长 受 到 抑制 ， 株 高 只 有 10 一 20cm， 丛 径 20 一 

25cm， 和 群落 盖 度 5 一 10% ， 表 现 为 稀 朴 EH BORA, AREA 

的 景象 。 

盐 节 木 与 潜水 稻 旱 生 灌 木 形 成 的 群落 经 常 出 现在 若 羌 和 库 尔 勤 

冲积 扇 下 部 坏 质 结 皮 盐 土 上 。 地 下 水 2 一 3m, 矿 化 度 10 一 20g/ 工 。 盐 

PAS EAM. SHEMALE HE HK, HR 1.5—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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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RES—10%, PEAR RPAPPS 3S. Btn SER (Alhagi sparsifolia), 
KBR (Glycyrrhiza intlata) MEBRS. 

$b ARG 5B AS eT RE, BBA 

Bi RAR He ASG A MSR th. EP RA Eh REE 
土 荒漠 的 过 渡 类 型 。 覆 盖 度 为 O—15% PEMA, PBK 

果 枸 本 (Lycium ruthenicum),# fj BH CSalicornia europaca) 

AEE | | 
AAA ” 盐 节 木 是 盐 漠 中 适口 性 较 差 , 利用 价值 不 天 的 植物 ; 

夏季 因 植 株 含 盐 量 较 高 ， 家 畜 一 般 不 采 食 。 只 有 在 秋季 以 后 植株 变 

干枯 骆驼 采 食 。 盐 节 木 含 粗 蛋白 质 较 高 〈 见 表 97)， 是 骆驼 秋季 抓 

EA AEE 3 

mI ” 盐 节 木 的 化 学 成 分 

Ad HOF 物 质 (%) a | 殉 
的 攻 了 FE bye y 

90) | Fi [tae ara) BLAH] C20 | 26> 

采样 | 采样 

时 间 | 地 点 
Ey 

1983.7 8.76 | 16.71) 3.12 | 10.17) 38.76 阿克苏 | 营养 期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牧 草 分 析 室 。 

5 0.41 | 0.128 

( 薪 瑞 芬 ) 

98. 盐 BA ZK 

Halostachys caspica (Bieb) C. A. Mey. 

ASE CAVE, B50—200cem, SHI, 多 分 枝 ; WHT, 

小 枝 肉 质 ， 蓝 绿色 ， 有 关节 ， 叶 鳞片 状 ， 对 生 先 端 尖 ， 基 部 联合 。 

花序 穗 状 ， 有 柄 ， 圆 柱 形 ， 长 1.5 一 3cm， 直 径 2—3mm; 花 两 性 ， 

腋生 ， 每 3 花生 和 于] 苞 片 内 ， 苞 片 鳞片 状 ， 花 被 合生 ; BIN, 顶端 

3 eB. BHA, MES 1; FINI, 两 侧 局; 柱头 2, FEAR, RBs 

种 子 直立 , RIE. 直径 6—7mm. 红 褐 色 ， MEME, AAA (B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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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D TER 

国 分 布 于 甘肃 北部 和 

新 疆 ; bok. 

Bi. PRT. 2a we 

ADs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盐 穗 木 是 盐 生 

旱 生 多 汁 半 灌木 ， 是 

盐 土 荒漠 主要 组 成 植 

物 之 一 ， 在 新 疆 主要 

分 布 于 塔里木 盆地 和 

正 者 盆地 ， 天 山北 翡 

也 有 时 在 局 部 地 区 出 

Dh. CREME 
条 件 为 盐 渍 化 相对 较 

轻 和 龟 裂 型 盐 士 ， 地 

表 具 有 2 一 5cm fy He 

层 盐 结 皮 ，0 一 30cm 
图 98 盐 穗 木 本 证 caspica (Bieb.) 

C. A. Mey. 

主 层 的 含 盐 量 为 10% 左 右 。 地 下 水 位 2—4m, 地 形 微 倾 斜 , 排水 条 件 

i Uf. 

” 盐 穗 木 常 与 潜水 旱 生 灌木 多 种 树 柳 形成 群落 ， 伴 生 植 物 有 具 叶 

mK. RR. AAR. PBS. AR AT yh Bie 

伏 变 化 ， 本 种 群落 常 与 盐 爪 爪 群落 构成 复合 群落 。 盐 穗 木 群落 单 层 

、 高 度 80—100cm, 

随 着 地 下 水 位 下 降 ， 到 3.5m 以 下 ， 土 壤 变 得 更 干燥 ， 盐 渍 化 
加 强 ; 形成 稀疏 的 盐 穗 木 单 优 种 群落 。 高 度 可 达 1.2m AA. RE 
老 枯 枝 较 多 。 总 盖 度 仅 有 10 一 15% 。 和 群落 中 伴生 种 有 毛 红柳 、 册 
刺 、 芦 苇 。 西 伯 利 亚 牛 皮 消 等 。 盐 穗 木 与 潜水 旱 生 耐 盐 的 多 年 生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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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植物 或 半 章 本 植物 和 木 本 植物 形成 群落 ， 多 属于 多 省 木 未 盐 柴 类 
荒漠 与 直 花 昔 旬 之 间 的 过 滤 类 型 ， 习 见 的 次 级 优势 植物 有 芦苇 天 
花 野 腑 、 上 胀 果 甘草 。 和 群落 总 盖 度 30 一 40%。 伴 生 种 植物 很 瞧 。 

塔里木 盆地 扇 缘 地 带 的 胡杨 林 中 ， 土 壤 为 覆盖 细 沙 洒 粉 水 的 冲 
积 沙 壤土 或 壤 士 ， 地 表 有 时 形成 固定 示 包 ， 表 层 往往 有 盐 结 皮 闪 洪 
水 深 1.5—3m, WMGALK+SD Mi, 郁 闭 度 在 0.2 以 下 ,这 利 类 型 

进一步 盐 渍 化 则 可 发 展 为 盐 穗 未 一 胡杨 林 和 群落。 
盐 穗 麻 老 枝 通 常 无 叶 ， 嫩 枝 肉 质 ， 小 叶 鳞 片 状 这 些 形态 上 的 

构造 使 它 增强 抗旱 耐 盐 能 力 ， 能 够 在 盐 土 荒漠 上 生长 良好 5 
HRA ARAMA, ERP 7 一 9 月 ，10 明 下 旬 枯 死 ， 冬 季 

小 叶 脱 落 ， 桔 枝 和 果实 残留 状况 良好 。 
饲 用 价值 、 盐 穗 木 在 饲料 贫乏 的 新 疆 南村 荒漠 草场 中 洛 是 兰 种 

较为 良好 的 饲 用 笋 草 。 适 口 性 良好 ， 骆 驼 、 山 羊 和 绵羊 乐 BS 
不 食 。 冬 季 驴 、 骆 驼 喜 食 。 盐 穗 木 适 宜 利用 季节 为 旱 春秋 和 冬季 。 
夏季 由 于 植株 含 盐 量 较 高 ， 家 畜 一 般 不 生食 。 据 新 疆 民 丰县 收工 反 
映 ， 家 畜 夏 季 采 食 会 产生 腊 胀 病 ， 若 不 排 汽 ， 就 会 引起 死亡 。 盐 穗 
木 在 早春 是 家 畜 的 重要 牧草 。 对 恢复 春 乏 家 畜 的 体 况 有 良好 作用 5 

表 98 盐 德 木 化 学 成 分 * 

ft RMF BW Rm C%) 
ee ey eee a” oF <R 

‘ 家 蛋白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OR | 灰分 

风干 草 粉 30.93 

AF 

*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收 草 分 析 室 分 析 。 

从 表 98 中 看 出 ， 盐 穗 木 的 蛋白 质 含量 与 首 蕃 相近 似 , 粗 灰分 含 

量 达 30.6% 。 这 对 放牧 家 畜生 长 发 育 所 需要 的 矿物 质 是 很 有 利 的 。 

放牧 在 以 盐 穗 本 为 主 的 草场 上 ， 可 以 不 必 补 盐 。 

营养 

开花 

22.71 2.91 5.22 38.23 0.36 

15.08 1.75 13.26 39.31 30. 60 0.16 

(4 &,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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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白 BRE 

Haloxylon bersicu Bunge ex Boiss. et Bubse 

形态 特征 “小 半 乔 木 ， 高 1 一 7m。 树 皮 灰白 色 ; SRKBEM 
REE: MELAS, VK 5 一 15mm。 叶 鳞片 状 三 角形 
先端 具 芒 尖 ， 平 伏 于 枝 ， 腋 间 具 绵 毛 。 花 着 生 于 二 年 生 枝条 的 侧 生 
短 枝 上 ;小 苑 片 舟 状 、 孵 形 ， 与 花 被 等 长 ， 边 缘 膜 质 ; LPH BP 
形 ， 先 端 钝 或 略 急 尖 , 果实 背面 先端 之 1/4 处 生起 状 附属 物 ; 花 盘 不 
明显 。 胞 果 淡 黄 褐色 ， 果 皮 不 与 种 子 粘 生 , 种 子 直径 约 2. 5mrni fh 
盘旋 成 上 面 平 下 面 凸 的 陀螺 状 〈 图 99) 。 

地 理 分 布 “我国 Pep ye 
分 布 于 新 疆 准噶尔 盆 fe 
地 。 苏 联 哈萨克 斯 坦 、 
伊朗 和 阿富汗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白 梭 梭 是 适中 
温 超 旱 生 沙 生 夏 绿 小 
半 乔 木 。 是 沙漠 草场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在 
新 疆 白 梭 梭 群落 多 出 
现 于 准噶尔 盆地 的 古 
尔 班 通 十 特大 沙漠 和 
艾 比 湖 以 东 的 沙漠 
中 也 斑 抉 状 的 分 布 图 99 ARB Hilexsigi persicum Bunge 

FSeew Aaa ex Boiss. et Bu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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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河 两 岸 的 一 些小 片 沙 地 上 。 白 梭 权 适 于 沙漠 生境 ， 主 要 分 布 在 半 
固定 沙 地 上 ， 小 面积 出 现 于 半 流 动 的 沙丘 或 厚 层 沙 地 上 ， 沙 质 土 ， 
主要 靠 降水 。 

白 梭 梭 的 发 育 随 生 境 不 同 而 有 差异 。 在 半 流 动 沙 乒 中 高 1.5 一 
3m, -成 散 生 状态 。 在 半 固 定 沙 丘 上 高 1.5 一 2m， 发 育 最 好 ， 盖 度 
Wik 10 一 20% 的 建 群 层 片 而 在 固定 沙丘 上 高 度 只 有 1 一 1 5my 因 
受 其 他 植物 抑制 生长 衰退 ， 盖 度 仅 在 5% 以 下 。 

在 10 一 50m 高 的 半 流 动 新 月 型 沙丘 及 向 风 坡 10 一 30m 高 的 半 
固定 沙丘 顶部 ， 它 与 沙 扒 京 、 三 芒 草 形成 稀疏 植物 群落 , 在 半 固 定 
沙丘 中 , PHAR ARR. HR. ARIK, 
一 年 生 和 得 生 类 短 生 植物 组 合成 不 同 的 群落 。 种 类 可 达 10 一 18 种 ， 
总 盖 度 15—30%, 

白 梭 梭 根系 很 发 达 ， 分 布 深 而 广 。 时 退化 成 狭小 三 角膜 状 ， 当 
年 生 的 绿 枝 为 光合 同化 器 官 ， 也 有 落 枝 现象 。 因 此 ， 能 在 含水 量 
0.5% 的 沙土 中 正常 生长 。 

白 梭 梭 在 炎热 的 7、 8 月 干旱 季节 有 -个 半月 的 体 卢 期 ;- 般 和 
月 初 萌发 ，5 一 6 月 开花 ，9 一 10 月 结实 。 
饲 用 价值 “ 白 梭 梭 的 营养 成 分 见 表 99， 适 口 性 优 舟 过 嫩 枝 是 骆 
We. We, RAMP ORE. WISER RMR, 山 

、 绵 羊 在 春秋 两 季 喜 食 落 地 的 枝 和 果实 ， 马 和 牛 不 乐 食 # BBR 
fe IMEC 

表 99 白 梭 梭 化 学 成 分 ” 

iF 物 Kh CA 

mse] anny | 粗 纤维 | ,无 总 | 粗 灰分 
水 分 

(%) 

钙 | 磅 

(%) | (%) 
样品 “| 生育 期 

18.53 6.10 Arms 营养 8. 20 1.23 0.175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草 分 析 室 。 

其 他 用 途 ， 白 梭 梭 荒漠 可 作为 沙漠 地 区 的 优良 薪 材 基地 ， 王 材 

*。300。 

2.50 | 1.608 47.54 



重 可 达 65 一 200kg/ 亩 。 

白 梭 梭 具 有 优良 的 防风 固沙 作用 。 因 当地 缺少 能 源 ， 白 检 梭 严 

重 被 砍伐 ， 极 为 脆弱 的 生态 系统 被 破坏 ， 加 速 了 “道行 演 蔡 ?进程 。 

为 此 ， 应 禁 砍 伐 ， 合 理 放牧 利用 以 及 人 工 更 新 培育 。 

100. 7) ve 

Nanophyton erinaceum (Pall.) Bunge 

形态 特征 “ 垫 状 小 半 灌 木 ， 高 10 一 20cm。 茎 自 基 部 分 RK, HK 

皮 粗 糙 ， 灰 褐色 至 黑 褐色 ， 当年 生 枝 绿 色 。 时 三 角 状 孵 形 , 长 1. 5 一 

5mm, Walk, & 

WBEBMA. Fev A Rl 

RGR, MWK A FB 

Eo HERVE, AR 

Be SE AEF A TH Sic s 

GR 2, 基部 有 宽 膜 

” 质 的 边缘 ， RAS, 

披 针 形 ， 膜 质 ， 果 时 

HBR; BEES 。 胞 采 

TNE, RRM 

种 子 直立 ， 胚 螺旋 状 

(Aj 100 )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新 疆 ; 国外 

在 蒙古 和 苏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图 100 “Nx Nanophyton ertnaceum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Pall. )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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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NEA ADE HER. BD)ERAKRRRG YH EBA RH 

ty, ZEN TAB LF RE (AR RE RT 
RAE MH Lk. MRE RE 600—1000m, + Sti BRET, BR 

石 占 30—95% Ay HBL. BRR. MEY ORL. BRAIDS 
漠 土 。 这 类 地 区 土壤 排水 良好 ， 光 照 条 件 优 越 , EH MAR, 

pH8 一 8.5， 有 碱 化 层 发 育 ， 质 地 轻 壤 至 中 坏 ， 多 具 粉 砂 质 ， 并 夹 

杂 有 小 碎 石和 小 卵石 及 石 癌 沉积 。 

NTE FS 10°C Aik 3000%C 左 右 ， 年 降水 量 120 一 300mm 之 

间 ， 季 节 分 配 基 本 趋 于 均匀 的 温带 荒漠 气候 。 小 莲 对 大 幅度 温差 适 

应 能 力也 较 强 ， 在 分 布 区 ， 极 端 最 低温 度 - 31.8—- 42.7%, thin 

最 高 温度 可 达 35.2 一 40.9%C， 生 长 良好 。 

小 莲 植 物 群 落 外 瑶 呈 现 稀 下 而 低 矮 ， 草 层 高 度 5 一 15cm， 在 整 

个 生长 季节 中 , 季 相 灰 褐 , 较为 暗淡 。 和 群落 总 盖 度 最 高 可 达 50%， 

一般 在 15 一 25% 之 间 。 
以 小 蓬 为 单 优势 种 的 群落 分 布 最 广 。 它 多 处 在 海拔 600 一 900m 

低 山 、 山 昔 洪 积 扇 和 河岸 古老 阶地 上 。 小 蓬 在 群落 中 形成 高 10cm 

左右 的 小 半 灌 木 层 片 。 总 盖 度 10 一 30% 。 种 类 组 成 从 10 余 种 少 到 

1 一 2 FR, PEA RP AER) (CAlhagi pseudoalhagi), *\B CAr- 

temisia gracilescens), A. HK (Kochia prostrata), * #1 

AI (Anabasis salsa), fi RA (Ceratocarpus arenarius) 

等 。 

在 新 疆 乌 它 古 河 以 北 和 北 塔 山 一 带 ， 海 拔 1200 王 的 山 划 冲积 扇 

上 ， 小 莲 与 超 早生 半 灌 木 或 小 半 灌 木 形 成 群落 。 该 群落 具有 盐 生 特 

feo RT AAR, ERE RR. AN. ANT 10cma 。 总 itt 

HE 20—30% 。 组 成 植物 6 一 8 A, FEAR ATERMR. SHAM (Can- 

crinia discoidea), Yo4E $+ (Stipa 91areosa)。 在 伊犁 谷地 、 

fi Hh FA Ba AR AS Ly Bs RH 500m ZEA FIG LL I A 9 TR HE 

壤 上 ， 常 与 草原 禾 草 形成 草原 化 荒漠 群落 。 从 属 草 本 层 片 有 砂 生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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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S (Stipa eapillata), RR (Carex duriuscula) 等 。 

总 盖 度 10—15%, 6—8 种 组 成 植物 。 伴 生 种 有 博 UR (Artemisia 

boratalensis), /\B. 4H A CAllium polyrrhizum), YE 尔 

Ma fit (Cleistogenes thoroldit) 等 。 

小 蓬 在 上 月 初 萌 发 ，6 AKT 月 初 开 花 ，8 一 9 月 结实 ，9 月 

中 下 名 枯黄 。 

”多 用 价值 小 蓬 的 饲 用 价值 中 等 ， 适 口 性 在 家 畜 中 和 季节 之 间 

差异 很 大 。 骆 驼 最 喜 食 ， 马 和 羊 较为 喜 食 ， 牛 不 乐 食 。 骆 驼 终 年 喜 ， 

食 ， 马 和 羊 春 夏 几 乎 不 食 ， 秋 季 喜 食 。 小 蓬 草场 宜 作 小 家 畜 的 春 、 

秋 放 牧场 。 粗 蛋白 含量 高 ， 晚 秋 是 家 畜 催 肥 饲 料 ， 骆 驼 的 好 草场 。 

产 草 量 低 ， 每 亩 产 鲜 草 68kg。 

表 100 小 六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占 风干 物质 (%) 每 ie 
样品 et 

© | 6 lac] smo [ae | 9, [a | oo | 0 (6). 

ats FF7E | 7.33 | 15.06 | 3.37 20.3 42.24| 19.03; 一 gia ~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分 析 室 ， 

(HE Fi 3) 

101.4 & 莲 

Petrosimonia sibirica (Pall.) Bunge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15 一 40cm， 被 密 柔 毛 , 后 近 无 毛 。 
鞋 单一 或 由 基部 分 出 数 条 ; 分 枝 对 生 ， 斜 升 。 叶 对 生 ， 条 形 ， 半 圆 
柱状 ， 长 1 一 3. 5cm， 通 常 稍 呈 镰刀 状 弯曲 ，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稍 扩 
fe. DMM 2K, ARMA, 花 被 片 5 ， 膜 质 ， 外 轮 3 片 椭圆 
状 ， 孵 形 ， 内 轮 2 片 披 针 形 ， 先 端 长 渐 尖 ， 果 时 稍 增 大 ， 大 半 部 加 
厚 并 变 成 软骨 质 ， HEB. RRO, We, MA, 

1303 ， 



%, H#1.5mm, an qNVeE 

胚 螺旋 状 〈 图 101).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 在 国外 苏联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Mt VEEL 

温 超 旱 生 耐 盐 的 一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是 半 灌 

TK RAD -BHEA, Tele 

草场 常见 的 组 成 植 

物 。 在 新 疆 多 分 布 于 . 
阿尔 泰山 东南 山 攻 ， 

准噶尔 盆地 北部 和 北 
塔山 西北 蔓 ， 处 于 山 pa 

PEA. Me BY 图 101 MX Petrosimonia sibirica 

wh Be. HEME Db BR (Pall.) Bunge 

质 棕 钙 土 与 灰 棕 荒漠 土 ， 群落 是 以 毛 贰 为 建 群 种 。 共 建 种 还 有 盐 生 

LR. WEES. ERA RMEE, BARR. OR. 

生 草 等 。 
又 毛 茵 也 常 以 伴生 种 出 现 于 准噶尔 盆地 西南 部 的 古老 淤积 平原 

和 主 壤 为 壤 质 或 烙 坏 质 荒漠 灰 钙 土 的 琵琶 柴 与 权 梭 柴 群 落 中 订 其 他 

Ay AE AE Bhi A ERE. A OES PEA 利 亚 A. Font AR 

等 。 草 层 高 度 为 20 一 40cm。 总 盖 度 10%。 种 类 较 丰 富 , 伴生 种 除 又 

EU, WHR. RGM. WML DRE, RHR 

草 等 。 

也 常 以 伴生 种 出 现 于 准噶尔 北部 ， 处 于 额 尔 齐 斯 河 一 乌 仑 证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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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盐 生 假 木 贼 群落 中 。 土 壤 为 盐 化 或 碱 化 的 棕 钙 土 和 灰 棕 荒漠 
土 。 有 的 土壤 甚至 还 含有 石膏 ， 机 械 组 成 为 砾 质 、 砾 沙 质 或 壤 质 ， 
群 总 盖 度 5 一 10% ， 乃 至 15 一 30% ， 其 他 伴生 种 木 地 肤 、 博 乐 芦 、 
BS. RARER. JERR. 

在 天 山北 坡 乌鲁木齐 一 带 低 山 黄土 荒漠 草 场 上 ， 可 形成 优势 
种 ， 笠 生 种 有 角 果 黎 和 猪 毛 菜 、 假 木 贼 等 。 

又 毛 莲 于 4 月 上 旬 萌 发 ，5 月 开花 ，6 月 下 名 结 实 ，7 月 中 旬 . 

开始 枯黄 。 
饲 用 价值 ”又 毛 茵 适口 性 中 等 。 整 个 生长 时 期 直到 秋季 家 畜 不 

太 喜 食 ， 秋 季 霜 打 后 纺 羊 、 山 羊 及 骆驼 喜 食 。 据 新 疆 息 康 地 区 牧民 

反映 ， 浊 割 后 粉碎 是 猪 的 好 饲料 。 罕 畜 初 食 又 毛 莫 有 腹泻 现象 。 羊 
采 食 鲜 草 尿 特 别 多 ， 群 众 认为 是 “ 凉 性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1 。 

表 101 又 毛 莲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占 MF BW KR %) 
样品 “| RH. a Ae ee?) ja 9 | 

: (96 | 组 蛋白 而 | samen | 粗 纤维 | A | gear | Co | Co 

风 于 草 粉 | 开花 期 |10。59 | 11.46 4.22 14.45 | 42.34 | 27.53 | 0.56 | 0.133 

风 于 草 粉 | 结实 期 | 8.28 | 9.26 0.96 | 12.53 | 50.70 | 26.55 | 0.89 es 300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牧 草 分 析 室 。 

表 101 中 表明 ， 粗 蛋白 质 含量 与 禾 草 相近 ， 但 纤维 素 明显 低 于 

禾 草 ， 灰 分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都 很 高 。 说 明 它 具有 一 定 的 饲 用 价值 ， 是 

荒漠 草场 中 较 好 的 牧草 之 一 。 

( 薪 瑞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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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毛 菜 

Salsola collina Pall. 

别名 FLIER. Wy HAR.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可 达 1m。 茎 近 直立 ， 通 常 由 基 部 

多 分 枝 。 叶 条 状 圆 柱 形 ， 肉 质 ， 长 2 一 5cm， 宽 0.5 一 lmm 先端 

具 小 刺 尖 , ERAT RE UE. 深 绿色 或 有 时 带 红 色 ， 光 滑 无 毛 或 疏 生 

短 糙 硬 毛 。 穗 状 花 序 , 小 苞 叶 2 , RRB, FMA RMR, 边缘 膜 质 ; 

ERAS, BRR, 披 针 形 ， 果 期 背部 生出 不 等 形 的 短 翅 或 草 

RRR. HRA, RR, Pp wR CA 102). 

地 理 分 布 “ 猪 毛 菜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 西北、 西南、 河南 、 山 

东 、 江 苏 、 西 藏 等 省 M2 
KK, Be. Sy. Be 

斯 坦 、 中 亚细亚 、 苏 联 

东部 及 欧洲 等 国家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 猪 毛 菜 适 应 性 、 再 

生性 及 抗 逆 性 均 强 ， 为 

耐 旱 、 耐 碱 植物 ， 有 时 

成 群 从 生 于 田野 路 游 、 

沟 边 、 荒 地 、 沙 丘 或 盐 

碱 化 沙 质 地 ， 为 常见 的 

田间 杂 草 。 5 月 开始 返 

A, 7—8 AF, 8— 

9 月 果 熟 。 果 熟 后 ， 植 株 

Fa, FARM HH, 图 102 猪 毛 菜 Salsola colling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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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风 滚动 。 

人 饲 用 价值 ” 猪 毛 菜 是 中 等 品 质 的 饲料 。 Si EH idhane 

BE. Wilh. G@Vek, BHMAWK 102. 

#102 ERMAN MAR 

占 FM BK) 
WE Bil La | 粗 纤维 | JOR | 粗 灰分 

采样 

日 期 

水 分 

(%) 

Oy 

(%) 

样品 

来 源 

45 

C%) 

6.16 | 抽 蔡 期 |7.07 3,52 11.79 | 40.56] 18.81] 4.09 | 0.27 25. 32 | 

HAARAA HRA, 6-7 月 割 取 全 草 ， 切 碎 可 AMR 

猪 、 禽 ， 也 本 发 酵 饲 用 。 8 月 现 草 以 后 ， 茎 生硬， 铜 用 价值 降低 。 

猪 毛 菜 果 期 全 草 可 为 药 用 ， 91 ILI, es 

(FRE Kl 

103. HATH 4 BR 

Salsola laricifolia (Turcz.) Litv. 

别名 细 叶 猪 毛 菜 。 

形态 特征 228+, TEE KR DOR HE K, 高 20 一 40cm， 最 高 

80cm, 分校 多 ， 老 枝 灰 色 ， 暗 褐色 或 棕 褐 色 ，. 幼 枝 淡 黄白 色 或 灰 

白色， 具 纵 有 裂纹。 单 叶 互生 或 复生 ， 半 圆柱 形 或 条 形 ， 肉 质 ， 先端 

稍 钝 或 具 短 尖 。 下 面 有 纵向 突起 ， 上 面相 应 有 纵向 沟 槽 ; 深 绿 色 。 

Mee, PATHE RTE. BHAI, ABH KONIG, Ewe 

A5, Him Rw, RAYA AO PR ep Bee HO 片 干 膜 质 翅 ， 

3 片 大 ”2 片 小 ， 呈 黄 褐色 ， 红 紫色 或 淡 紫 褐色 ， 具 多 数 扇 状 纹 ， 

顶端 具 不 规则 的 波状 圆 齿 , 翅 以 上 的 花 被 片 呈 圆锥 状 , 果 熟 后 开裂 而 

不 癌 外 反 折 ， 雄 营 5 ， 花 药 项 端 有 条 形 附 属 物 ; 柱头 锥 状 、2 裂 。 

Haz), (8) HIB (AY 1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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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分 布 ” 
于 我 国内 蒙古 锡 林 格 

勒 盟 、 乌 兰 察 布 盟 北 

部 、 伊 克昭 盟 西部 、 

巴 彦 淖尔 盟 、 阿 拉 善 

盟 ， 宁 夏 中 北部 ， 甘 

肃 西 部 、 北 部 ， 青 海 

柴 达 木 ， 新 疆 北 部 、 

喀什 噶 尔 等 地 区 。 国 

外 ， 广 布 于 亚洲 中 部 

荒漠 区 ， 多 aR 

Hh. PRP. BE 

克 斯 坦 等 地 。 为 亚洲 

中 部 荒漠 区 系 的 基本 

成 分 ， 属 戈壁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松 叶 猪 毛 菜 为 

强 旱 生 的 小 半 灌 木 。 

每 年 4 月 中 .下 名 休 眼 
图 103 ” 松 叶 猪 毛 菜 Sealsola laricifolia 

(Turcz.) Litv. 

芽 开 始 萌动 ， 6 AMM, 6 月 中 旬 初 花期 ，6 A FRE, 8 

HARA, RA MR ERA SO 月 未 至 10 月 上 名 ， 11 月 初中 
名 枯黄 (1985 年 宁夏 贺兰山 东 茜 定位 观测 记录 ) 。 

本 种 习 生 于 石 质 、 砾 石 质 生 长 地 ， 与 半日 花 (有 elimztpenaarz 
soongoricum) , iil ie FE (Conovolvulum tragacanthoides) 一 起 是 

亚洲 中 部 石 质 性 草原 化 荒漠 的 建 群 植物 。 在 内 蒙古 狼 山 、 桌 子 山 、 

何 拉巴 素 山 以 及 宁夏 费 兰 山 的 低 山 区 AL RR, a EG AE 
(Stipa klemenzii), Yb 4 $3 (Stipa glareosa)、 短 花 针 草 

(Stipa breviflora), F# BFH (Cleistogenes song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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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SH EE SS ESE CR, PAYA BE 盖 度 8—15% AA, 

松 时 猪 毛 菜 可 达 80 (24—28) 丛 /m2 在 西部 的 雅 布 赖 山 ， 则 与 霸 

王 柴 (Zv0opp11xzrz xanthoxylon), 4 Rb(Reaumuria soongori- 

ca), We HH CAsterothamnus centrali-asiaticus), @kH - 

(Sympegma regelii), 4% HAR KI CAnabasis brevifolia), 

BAH ARE HEE BERD aS BRR, YE 

盖 度 5 一 8% . EA DAW Gh AL Aa BEA IE A, 
成 为 石 质 、 砾 石 质 干 荒漠 的 伴生 成 分 ， 如 在 甘肃 西部 的 合 头 re 

漠 、 东 阿拉 善 .鄂尔多斯 高 原 西北 部 的 编 刺 (Potaninia mongolica) 
荒漠 ， 阿 拉 善 西北 部 、 上 额济纳 的 裸 RA (Gymnocar pos przewal- 

skit) 荒漠 都 有 松 叶 猪 毛 菜 出 现 ， 在 新 疆 ， 它 又 常 参加 到 阿 Kew 

WM. Hh, MURA, WIE Meme. HA 
HHS RORUAS CHAU (Artemisia gracile- 

scens) FEM AB CA. terrae-albae) 荒漠 中 ， 成 为 伴生 种 。 

在 内 蒙古 狼 山 西 段 ， 它 也 人 参与 沙 冬青 (4mazzzpobzbtaztpxs mongoli- 

cas) 群落 ， 与 荒漠 细 柄 草 (Ptilagrostis pelliotii) 等 组 成 草原 

化 荒漠 草地 。 在 荒漠 草原 亚 带 ， 它 和 红 砂 、 川 青 锦 鸡 儿 (Caraga- 

na tibetica) 相似 ， 只 出 现在 石 质 、 砾 石 质 较 强 的 干燥 山 丘 等 特殊 

AEH. ERS) RA EBA ERG. RAGE MRR 

松 叶 猪 毛 菜 所 含 各 种 化 学 元 素 ， 可 表现 出 荒漠 旱 生 一 盐 生 植物 

的 特点 : Ao. Na, Cl 的 含量 Bese, SiO. WK, K. Calk 同类 

Mw, ABMn, Fe, Al “〈 见 表 103—1). 

表 103-1 松 叶 猪 毛 菜 化 学 元 素 成 分 * 
(HFM) 

Tu 素 AEM 液 成 分 灰分 
Al |Ma | K | Na | Ca [C1 iso, N| P | s | sio, | Fe | 

21.96 | — | 0.111) 0.25 | 0.90 | 0.000) 0.000) 0.000) 1.901) 7.816) 1.109/3.04/1. 80 

* SIE «Ee ee ae He Ss 样 品 采 自 内 蒙古 阿拉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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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RHRERAPS AAR. W5. WA. MET 

食 嫩 枝叶 ， 马 、 和 后 不 采 食 。 一 般 在 初春 无 其 他 优质 牧草 的 情况 下 ， 

iF. WERE, 夏秋 季 则 适口 性 降低 , 只 有 骆驼 无 论 夏 秋 或 冬 春 都 

乐 食 。 松 叶 猪 毛 菜 一 小 针 茅草 原 化 荒漠 类 草地 是 夏秋 牧场 ， 其 中 草 

本 植物 产量 可 达 200—400kg/AM, RRR MMA A CE 103 一 

2) 。 除 饲 用 价值 外 ， 牧 区 还 以 枯 枝 为 薪 材 。 

表 105- 2 松 叶 猪 毛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绝 Fm RCM) 
生育 期 水 分 《双开 -一 

| gz | im | 和 粗 纤 维 [sepa ol anaes 

开花 期 | -一 pea i Pee | a 25.9 
| 

(HSH) 

104. AR ZR WRI 

Suaeda glauca Bunge 

别名 We. MAM Gents).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植物 ， 高 30 一 60cm RE, AHA WW, 

浅 灰 绿色 ， 圆 柱 形 ， 具 纵 条 纹 ， 上 部 分 枝 开 展 ， 可 形成 大 丛 。 

全 株 灰 绿色 。 叶 肉质 ， 半 圆柱 状 AB, Or, Fede 钝 或 略 呈 急 

尖 ， 表面 光滑 或 被 粉 粒 ， 常 稍 向 LS. HW ALBUM MAR. 花 

小 ， 球 形 ， 单 生 或 2 一 5 RRA OR, nt 共 具 小 HT. AEH 

稍 短 于 花 被 ; 花 划分 裂片 ， 草 绿色 ， 向 内 包 卷 ; BBS, AK 

4%, 子 房 孵 形 ， 柱 头 2 。 果 时 花 被 增 厚 , SARA, 包 于 胞 果 外 转 ， 

外 观 呈 五 角 星 状 。 种 子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2mm， 黑 色 ， 具 颗粒 KA 

点 (图 104 )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的 甘肃 、 宁 夏 、 陕 西 

等 省 〈 区 ), 以 及 华东 沿海 一 带 。 在 内 蒙古 除 山地 森林 带 以 外 ， 闷 亿 

* 310° 



布 全 区 。 也 经 常 分 布 

于 宁夏 、 甘 肃 的 干旱 

地 区 的 盐 湿 低地 。 国 

外 分 布 于 朝鲜 、 日 

本 、 蒙 古 南 部 和 苏联 

的 西伯 利 亚 及 远东 地 

K.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灰 绿 碱 莲 为 一 
年 生肉 质 叶 的 盐 生 一 

中 生 植 物 。 在 宁夏 ， 

4A Fa 发 ， 7 一 

8 月 开花 ， 9 月 成 熟 。 
Rew, AT RAG 

方 温带 、 暖 温带 落叶 

阔 叶 林 区 、 草 原 区 和 

荒漠 的 盐 湿 生境 ， 多 
见于 滨海 地 带 和 内 陆 

的 河谷 平原 ， 威 水 湖 

的 湖滨 。 为 组 成 一 年 

生 多 汁 盐 生 草 旬 Eh 
图 103 Mai Suaeda glauca Bunge. 

EERE) 的 优势 种 ， 也 进入 盐 湿 的 羊 草 (Leymaus chinensis) 
草原 ， 在 这 里 成 为 群落 伴生 种 或 次 优势 种 ; 一 般 地 不 出 现在 山地。 
SFT, IR, REDE ALARM. FRASIER. ee 
HK A 7h FE CAeluropus littoralis var. sinensis) 草包 的 

主要 伴生 植物 ， 在 华北 滨海 及 西北 内 陆 可 以 与 翅 碱 茵 (9?xaeda 

jpetezropfera)、 角 果 碱 蓬 CS. corniculata), thf B(Salicornia 

europaca) 等 组 成 一 年 生 多 汁 盐 生 植物 群落 ;在 荒漠 地 区 ， 出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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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a>K>S>Si>Ca(P) 型 。 同 时 又 属于 富 集 Na、C1、&S 元 
素 的 植物 和 富 集 N 的 植物 见 表 104 一 1。 

ARE KARERKS A 用 植物 。 虽 然 粗 蛋白 质 含量 不 

低 ， 如 表 104 一 2， 但 一 般 家 畜 不 食 或 少食 。 幼 嫩 时 猪 只 少食 其 叶 ， 

只 有 骆驼 乐 食 。 牛 、 马 大 家 畜 一 般 不 食 。 

表 104 一 ? 灰 绿 碱 莲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于 物质 (%) 

生育 期 “| 水 分 (%) BE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JOR, 

结实 期 | 10.96 | 2.31 18.92 | 3.64 64.17 | 0.53 0.18 

据 吉 林 报 道 ， 幼 嫩 的 灰 绿 碱 鞍 茎 叶 用 开水 浸泡 10 多 分 钟 ， 再 
在 冷水 申 浸 1 一 2 小时， 可 做 凉菜 或 炒 食 ， 可 供 人 食用 的 野 菜 ， 也 
可 混入 面粉 熬 粥 ， 称 为 备 荒 植物 。 种 子 含油 较 多 ， 可 做 肥皂 、 油 
漆 吕 全 株 含 KCO:， 可 用 于 印染 、 玻 璃 工业 和 化 学 工业 ， 是 化 学 工 

业 的 原料 。 
表 104 一 3 、104 一 4 表明 灰 绿 碱 蓬 属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表 104 一 5 灰 绿 碱 著 主 要 和 毛 基 酸 的 含量 *(% ) 

PAR | HAR estate occ oe scm a eel eae ace 

0.192 0.351 0.517 | 0.055) 0.713) 0.243) 0.489 | 0.999) 0.619 | 0.377 0.225 

” BHA RAB. 

表 104 一 4 灰 绿 碱 车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可 消化 化 能 ya 
rns | 二 人 gAkg) | ake) | Md/key RED Ce [RLEFAE CoO 

THz | 62.09 | 12.92 10.60 | 8.64 | 8.49 

* 宁夏 草场 植被 资源 调查 队 (1984), 

另 据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分 析 ， 新 鲜 茎 时 含 蛋白 质 1.99%， 脂 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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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WE4.07%, FAA 17.53%; 种 子 含 油 28 一 30% ， 油 中 含 

蛋白 质 22.77%6 。 

(HEA FRA) 

105. Be AR Bia 

Suaeda physophora Pall. 

”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30—80cem, ASAE, BRK, 当 
年 枝 苍白 色 。 叶 条 形 、 半 圆柱 状 ， 直 伸 或 稍 弯曲 ， 长 3 一 6cm， 宽 
2 一 :mm， 灰 绿色 。 团 PER 6 

含 少数 花 ， 生 于 苞 腋 及 花序 
短 分 枝 上 ， 于 枝 端 构成 圆锥 花 
序 ， 花 两 性 及 崔 性 ， 花 被 近 球 
%, RK, SRA, BAH 
形 ， 肉 质 ， 果 时 膨胀 呈 圳 状 ， 
HERS 5; FA 2—3, BT wR 

生 , 扁平 ， 双 凸 镜 形 ， 直 径 约 
3mm; 胚 螺 旋 形 《图 105)。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北 部 ， 甘 肃 西部 ， 国 外 在 东 
欧 、 中 亚 及 苏联 西西 伯 利 亚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砷 

果 碱 莲 在 新 疆 的 北 疆 4 Ay 
萌发 ，6 月 中 名 开 花 ，7 月 上 
旬 开 始 结实 。 

TR RELE PME 2 106 wemate Suaeda physo- 
盐 的 小 灌木， 有 适应 于 生理 十 phora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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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的 结构 。 根 具有 强大 的 细胞 活 透 压 ， 植 物体 特别 是 具有 半圆 柱状 

含 桨 和 汗 和 可 溶性 盐 甚 多 的 叶片 ， 蔡 梳 术 质 化 而 表皮 灰 褐 色 。 使 它 的 

吸水 、 贮 水 和 防止 水 分 蒸发 的 能 力 增强 。 因 而 抗旱 耐 盐 性 能 很 强 。 

宫 果 碱 蓬 是 盐 生 小 灌木 。 它 是 多 汁 盐 柴 类、 盐 土 荒漠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多 分 布 于 天 山北 葛 扇 缘 低地 ， 习 见于 乌 仑 古河 下 游 盐池 周 

围 的 盐 十 上， 甘肃 西部 较 低 洼 的 下 湿地 也 有 分 布 。 分 布 区 海拔 高 度 

450 一 600m。 虽 然 处 在 降水 量 只 有 100 一 200mm 的 荒漠 区 ， 但 是 地 

下 水 位 高 1 一 4n， 地 下 水 补给 较为 充足 ， 土 壤 底 土 潮湿 。 由 于 大 气 

干燥 ， 蒸 发 量 大 ， 因 此 土壤 含 盐 量 高 ， 在 20cm 以 上 表土 含 氯 化 钠 

和 硫酸 钠 10 一 30% 。 

we A te ERA ARR CAnabasis salsa) 和 红 砂 (Reazu7zzz7rza 

soogorica) 分 别 形 成 群落 。 总 盖 度 10 一 15%。 植 物种 类 贫乏 ， 混 

生 少 量 的 盐 爪 爪 (Kc1radzxaz foliatum), Aww (Suaeda pte- 

raztpa)、 盐 穗 木 (Halostachy belangeriana), (8 {4 Fl WA Hl 

(Nttraria stbirica), ZO. RR Fee (Limonium gmelinit) 

等 。 地 面 有 被 覆 雷 素 壳 状 地 表 。 

圳 果 碱 鞍 与 盐 爪 爪 形 成 群落 ， 常 出 现 于 乌 仑 古河 下 游 地 区 。 土 

坏 潮 湿 。 和 群落 较为 密集 ， 总 盖 度 可 达 50% 以 上 。 和 群落 中 混 生 有 白 秦 

(Atriplex cana), #75 7% (Halocnemum strobilaceum) Fx 

EL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等 。 

AA BRMEROEPS, BEMNNFBRMRH, HK 

次 是 编 羊 。 这 种 草 由 于 含 盐 量 较 高 ， 放 牧 利用 在 以 训 果 碱 莲 为 优势 

表 105 RARSHKS A R* 

占 干 物 质 (%) 
dal (%) 人 灰分 

钙 (%%)| 磷 (%) etn 。 
位 

0.41 | 0.16 9| 乌 鲁 nie 术 齐 GE sy — 8.33 | 18.30 
| | 

16.00 43.33 tk 1.59 | 20.78 

9” FR — KERALA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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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的 草场 上 可 不 必 补 盐 。 粗 蛋白 质 含 量 高 于 禾 草 , 接近 于 豆 科 牧草 ， 

含 灰 分 很 高 ， 看 来 在 盐 此 类 荒漠 草场 中 仍 不 失 为 一 种 较 良 好 的 饲 用 

植物 。 以 塞 果 碱 蓬 为 主 的 群落 可 用 作 骆 驼 和 羊 的 春秋 放牧 场 。 赛 果 

碱 茵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5。 

BER a a TRB By AE A ERA AAS BY BEA, 有 滋补 健身 的 作用 。 

(#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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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 ARWRE Equisetaceae 

106. 木 om 

Equisetum hiemale L. 

Nf WE, SLE, BHR, 

BSE AMER MRA, AM RNRRE, BBA 
色 ， 横 卧 于 土壤 中 。 共 坚硬、 

直立 ， 单 一 或 仅 从 基部 分 枝 ， 

中 空 ， 高 50 一 100cm， 粗 3 一 

8mm, Awe 16 一 20 条 ， 党 

RAANPERRE, 2 列 ， 极 

MBE MAME KEE, K 
7—9mm, 基部 呈 黑 褐色 — 

RT 16 一 20 个 , 条 状 披 针 形 ， 

先端 长 渐 尖 ， 黑 褐色 , 易 脱 落 。 
Ble ORT, BH, 
密 ， 无 柄 ，6 一 8 月 间 抽 出 , 8 一 
9 月 成 熟 ， 长 约 6 一 13mm， 棕 

褐色 (A 106), 

地 理 分 布 AK WR A) Ai 7 
广 ， 在 我 国 北 起 黑龙 江 省 小 兴 
安 岭 ， 吉 林 东 部 长 白山 区 ， 近 

下 摩天 岭 ， 南 到 河北 、 江 苏 、 
图 106 FRR ELquisetum hiemal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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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四 川 ， 西 至 陕西 、 甘 肃 、. 新疆 等 省 区 。 国 外 分 布 于 北美 西部 ， 

AA, Ae. tA, BSW. AAW, SHB, RS 

加 、 英 国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木 贼 属于 孢子 植物 ， 除 用 孢子 植物 繁殖 

外 ， 又 因 有 根茎 ， 还 可 进行 无 性 繁殖 。 因 根茎 繁殖 迅速 , 再 生 力 强 ， 

因此 ， 木 贼 往往 成 片 生 长 ， 甚 至 可 以 形成 单 优势 种 的 草本 群落 。 木 

贼 适 应 性 强 ， 生 态 幅度 广 。 一 般 喜 湿 ， 多 成 片 生长 在 河 边 ， 沟 谷 溪 

边 、 林 内 坡地 。 在 林 区 无 论 是 在 茂密 的 针 阁 混交 林 或 针 叶 林 的 林 下 ， 

还 是 在 疏 林 下 均 茂 盛 的 生长 。 垂 直 分 布 从 海拔 650m 起 ， 可 以 达到 

2950m。 木 贼 耐寒 ， 可 以 忍耐 零下 40° 以 下 的 寒冷 气候 。 在 长 白 
山区 ， 木 贼 在 针 冰 混交 林 下 ， 常 形成 单 优势 种 的 林 下 草本 层 。 据 调 

查 ， 仅 吉林 省 敦化 县 的 统计 ， 全 县 以 木 虐 为 优势 的 林 下 草地 就 有 99 

万 亩 之 多 ， 是 林 区 的 重要 牧草 资源 。 
饲 用 价值 ， 木 贼 的 叶 退 化 ， 可 食 的 部 分 是 常 绿 的 茎 。 茎 的 蛋白 

质 、 脂 肪 含量 较 高 ， 接 近 于 燕麦 草 CArrhenatherum elatiusme- 

rD， 而 且 粗 纤维 还 少 于 燕麦 草 ， 从 营养 成 分 上 看 属 下 上 等 牧草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6。 

2 表 106 ” 木 贼 的 化 学 成 分 〈 附 燕麦 草 ) 

总 能 =| 水 分 Gh aD RW C%) 分 析 
种 类 | 干 物 质 i 

(MJ/kg) | (96) jie pi] 粗 脂肪 | 粗 纤 给 | oO, | 着 灰分 “单位 

ARK | 86.41| 14.55 |13.59 | 7.85 7.39 |16.21 | 52.46 1 

7 9.67 | 10.85 2.60 |26.72 | 45.81 | 14.03| 下 林农 业 大 

sae “Mor- 
Hie BET 12.1 11.26 2.62 |38.91 | 38.79 | 8.42|- 

ARE AAR RR PSR. Fok TER, ANWR, MbLAEH 

质 坚韧 ， 因 此 ， 适 口 性 较 差 。 而 在 早春 和 秋季 对 牛 和 羊 的 适口 性 较 

好 ， 是 春 、 秋 两 季 和 牛 羊 的 放牧 饲 草 。 由 于 含 木 贼 酸 和 无 水 硅 酸 ， 具 

适合 放牧 反刍 动物 牛 和 羊 。 因 为 硅 酸 被 家 畜 吸 收 ， 聚 集成 大 的 不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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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分 子 聚合 体 ， 往 往 会 引起 家 畜 尿 结石 病症 。 经 调查 马 牧 食 单一 木 
贼 后 ， 会 引起 尿 结石 病 ， 而 牛 、 羊 采 食 不 会 引起 尿 结石 症 。 原 因 是 
牛 、 羊 采 食 木 贼 后 ， 硅 酸 被 吸收 后 在 消化 道中 被 溶解 ， 又 以 硅 酸 形 
式 随 尿 排出 。 在 吉林 省 东部 山区 群众 认为 木 占 是 牛 的 抓 采 草 ， 村 草 
季节 的 “救命 草 据 吉林 省 敦化 县 草原 站 的 试验 调查 ， 早 春 3. 月 20 
日 至 4 月 20 日 放牧 于 木 贼 草地 的 牛 ， 日 均 增 重 35g， 而 同期 没有 
放牧 未 贼 章 地 的 牛 ， 日 均 减 重 45g。 尤 其 做 为 秋季 放牧 场 更 为 理想 。 
当 结 冻 后 ， 在 早春 其 他 收 草 萌生 之 前 ， 做 为 牛 的 早春 放牧 地 时 ， 和 后 
RAMA TBE. 

AA HE EE), SARE, KA CBOE AR OH, 对 牛 
AOE ts A SALE. OF LR IE A th BBE GT Be, BEMIS 5 IL 
ERA I. Gl: 敦化 县 在 4 ABORT AR, 5 ABC 
于 其 他 杂 类 草草 地 ， 6 月 放牧 在 低 湿 草 场 ，7 月 放牧 在 疏 林 草场 ; 
8 一 9 月 放牧 在 林 下 灌木 从 草场 , 10--11 月 又 放牧 在 木 贼 草地 。 为 防止 

磨损 牙 坎 ,对 于 肉 用 牛 无 关 紧要 ， 因 此 也 可 专门 作为 肉牛 放牧 场 。 
森 贼 全 草 可 为 药 用 ， 其 性 平 ， 味 甘苦 ， 有 散 风 清热 、 平 肝 、 明 

目 和 利尿 的 作用 。 在 孢子 中 含有 1.75 一 2% 的 葡萄 糖 、 果 糖 及 多 种 
游离 氨基 酸 。 

( 李 建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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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满 江 红 科 Azollaceae 

107. 细 绿 7 

Azolla filiculoides. Lam. 

别名 ” 细 叶 满江红 、 茧 状 满江红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漂浮 植物， 须根 

4, $m, BETA 
中 或 固 泥 着 生 ， 根 状 
ZED RADAR, Eb 

面 或 斜 倚 离 开水 面 生 

长 ， 侧 枝 腋 外 生 ， 分 

RHR A 比 茎 叶片 

>, 叶 长 约 11 一 

1.5mm， 鳞 片 状 ， 二 

裂 互 生 ， 分 裂 为 上 下 

BH, LBA wR KR 

离开 水 面 ， 下 面 有 共 

生 腔 ， 与 满江红 鱼 胆 

¥ (Anabaena azol- 

la) 共生 ， 下 裂片 沉 

水 或 浮 水 大 小 孢子 

果 着 生 方 式 不 一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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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oy ae HE Azolla filiculoides Lam. 



: 匈 子 吉 有 3 个 浮 腰 ， 小 孢子 圳 的 泡 胶 块 上 有 钩 毛 (A 107).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美 洲 ，1976 年 由 东 德 引入 我 国 ,我 国 南 北方 各 

省 〈 区 ) HAR. 
“人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细 绿 菠 如 绿 萍 一 样 ， 也 是 具有 固氮 、 光 

合 、 放 氧 的 绿色 水 生 蕨 类 植物 ， 但 其 生长 发 育 和 生态 特征 与 绿 萍 相 
hk, 且 有 明显 差异 。 首 先是 细 绿 萍 生 长 在 不 同 季节 不 同 环境 条 件 

， 下 , 菠 体 的 形态 差异 甚大 ， 这 种 生态 型 的 变化 ， 据 浙江 温州 农业 科 
学 研究 所 研究 ， 可 分 为 3 个 类 型 ， 即 @ 在 野生 状态 ， 或 生长 衰弱 ， 
管理 不 良 时 ， 细 绿 萍 常 以 平面 浮生 型 或 称 野 生 型 的 生态 型 出 现 ， 其 
特征 是 萍 色 呈 黄 或 大 红 ， 萍 体 又 可 由 母 萍 、 子 萍 和 枝 菠 三 种 形态 组 
合 而 成 ， 产 量 不 高 ， 多 发 生 在 冬夏 季节 ,显示 了 低温 和 高 温 对 它 生 
长 的 不 利 影响 。@@ 在 管理 水 平 较 高 ， 荐 湖水 肥 适 宜 时 ， 细 绿 菠 多 以 
直立 浮生 型 出 现 ， 特 征 是 菠 体 直立 ， 株 型 较 大 ,产量 高 ， 其 在 萍 湖 
中 所 占 的 比例 的 长 度 和 密度 , 往往 决定 细 绿 萍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高 低 ， 
但 直立 浮生 型 抗 热 、 抗 寒 和 抗旱 性 较 差 。@ 在 田 水 放 干 ， 采 用 喷灌 
或 湿润 灌溉 ， 进 行 湿 生养 殖 时 ， 细 绿 萍 常 以 滥 生 重 迭 生态 型 出 现 ， 
这 时 菠 体 的 根系 可 以 着 泥 生 长 ， 整 块 田 面 象 碧 绿 的 地 毯 ， 耕 群 多 层 
BK, MEnK 6 一 7 层 ， 亩 产 达 6250kg。 其 次 ， 细 绿 戎 的 根系 纤 

细 而 多 ， 根 毛 极 短 ， 初 生根 的 根 套 薄 ， 具 有 固着 特性 ， 故 可 湿 生 养 
殖 ， 因 此 与 绿 萍 的 根系 发 育 特征 不 同 。 细 绿 菠 在 主干 上 腋生 侧枝 ， 
当 侧枝 形成 5 一 10 个 以 上 分 枝 后 ， 即 可 以 从 母 萍 上 断 离 形成 子 萍 ， 
如 果 氮 肥 较 高 ， 主 干 存活 时 间 缩 短 ， 再 生 腋芽 很 少 或 不 产生 ， 主 干 
出 现 早 枯 脱 落 现 象 ， 细 绿 萍 的 叶 色 与 绿 萍 一样， 也 随 营养 条 件 和 温 
度 的 变化 ， 发 生 红 色 、 紫 色 、 深 绿 的 变化 。 下 裂片 一 般 和 白色 衬 绿 ， 
HAASE, 

2 RE Hid BE A ABR ER, EWE A PE BE] A A AS, 
A ERE AU AE Se, FE, SURE RAE AE KA 
BAUR. ARE S°CIFAIEAK, “Ui 15°CH KWH, 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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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 ARGUE, 35—40° CHAS ILEK, 45°CHMAB HE, 可 

Lan aR ERO AN A i EE, ET RRO SE. EAD 

生长 习性 和 养殖 过 程 观 察 ， 发 现 湿度 波幅 对 细 绿 菠 的 生长 发 育 影 响 

较 大 ， 一 般 以 相对 湿度 67 一 95% 波幅 范围 为 适 , 如 果 自 然 界 湿度 波 

kK, FRR, VSS Rh, BHR LARP ae, 

23 Vie REE a AY, FEAR eT APR RK, RR BE A 7K 4} BR, 

i OLAS, HUI AEA ERR RI ETO. WESD ERR AEE FESR 

件 等 生态 因子 对 细 绿 萍 的 生长 亦 有 影响 , WE ER A Te 

细 绿 萍 的 固氮 活性 下 降 到 20—73% ;施用 磷 钾 肥 , BY DE BEA ee 

的 固氮 力 ， 使 萍 体 生 长 快 ， 个 体 大 ， 加 快 细 绿 菠 的 繁殖 。 

饲 用 价值 细 绿 车 是 与 绿 萍 同属 而 不 同 种 的 植物 ， 因 此 饲 用 上 

与 绿 萍 有 许多 相似 之 处 。 但 因 其 具有 开始 繁殖 的 起 点 低 ， 单 位 面积 

产量 高 ， 根 系 能 着 泥 固 生 等 优点 ， 故 更 适 于 山区 饲养 家 畜 、 RR.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07 一 1。 

表 107 一 1 细 绿 萍 的 化 学 成 分 * 

it + -物质 〈%) | 大 

粗 蛋 白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JOR | 相 灰 分 | (2%2 | C90 
水 分 

C%)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93.6 21.87 3.13 1.56 71.88 1.56 0.04 | 0.07 湖南 | 结 胞 期 

” 十 二 省 、 市 、 自 治 区 配合 饲料 资源 营养 成 分 玫 。 

表 107 一 2 ” 细 绿 萍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 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采样 地 点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消 | 消化 率 (D 了 ) | 代谢 能 (ME) | Wie 
(%) (%) | 化 率 〈%) | (MJ/kg) | (MJ/kg) | (MJ/ke) 

江西 21.65 2.25 47.69 | 8.26 | 5.41 | 4.1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107 一 1 看 出 , 细 绿 薄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占 于 物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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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5%,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属 中 等 。 表 107 一 3 中 的 氨基 酸 含量 比 绿 
天 高 ;入 三 

表 107 一 5 细 绿 萍 的 氨基 酸 含 量 ” (%) 

采样 地 点 “| 干 物 | 租 蛋 | 苏 氢 | 甘 氨 毗 氢 上 氮 | 蛋 氨 | 异 亮 酷 氢 | 亮 氮 | 傈 两 | 赖 拨 组 氢 | 精 氨 | 色 氢 
ArH | ge lie] we | | | | MM Me | me | | | | 

7.3) 1.7/0. 08/0. 09/0. 05/0. 09/0. 02/0. 08/0. 05/0. 13/0. 08/0. 07/0.03 0. 09)0.02 四 川 

* 中 国 饲料 成 分 营养 价值 表 。 

细 绿 萍 是 水 田 良好 绿肥 ， 细 绿 萍 的 叶 、 荃 与 根 的 重量 比 为 
3.01:1。 一 般 亩 产 鲜 萍 7000kg， 在 早稻 行 间 的 最 高 产量 约 为 3250 
kg, 

栽培 要 点 “ 细 绿 萍 的 放养 与 管理 ， 基 本 与 绿 薄 类 同 ， 但 因 其 生 
理 生 态 特 性 ， 使 其 养殖 技术 上 又 有 独特 之 处 ， 主 要 是 ; 

@@ 据 浙江 温州 地 区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研究 ， 细 绿 萍 开始 繁殖 的 起 
点 温度 低 ， 在 水 温 5% 的 条 件 下 , 仍 能 继续 生长 ,水 温 12*C 时 ， 细 绿 
车 的 繁殖 率 比 绿 菠 高 3 一 4 倍 。 因 此 要 抓紧 早春 放养 , 争取 在 春季 获 
得 饲料 的 最 高 产量 ， 又 因 在 平均 水 温 29.4%c， 温 度 波 幅 在 23 一 
36.7"C 时 ， 细 绿 萍 的 繁殖 系数 近 于 零 。 因 此 夏季 ， 不 宜 放 养 细 绿 荐 
作为 饲料 来 源 ， 入 秋 以 后 ， 气 温 逐 渐 降低 ， 有 利于 细 绿 荐 的 增殖 。 

加 细 绿 车 的 根系 能 在 潮湿 的 土屋 着 泥 生长 ， 菠 体 可 形成 多 层 重 
和 迭 ， 而 且 产 量 亦 高 ，10 一 15 天 可 以 全 部 采 收 一 次 , 这 样 有 利于 水 源 
缺乏 地 区 ， 尤 其 是 山区 繁殖 细 绿 萍 ， 以 供 畜 、 禽 饲 用 。 

轿 细 绿 薄 在 空气 湿度 高 的 情况 下 ， 易 染 由 丝 核 菌 引起 的 夫 病 等 
缺点 ， 因 此 应 加 强 病虫害 防治 工作 。 

(L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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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 耕 

Azollaimbricata (Roxb.) Nakai 

别名 Wa, Aw. HAR, 

形态 特征 —FHL)ABR RD. MARPERME, BEF K 

中 ， 根 状 蕉 纤细 横 走 ， 羽 状 分 枝 ， 平 卧 水 面 。 叶 小 形 ， 二 和 裂 互 生 ， 

RY, SABRNEALRAL, 4% KAlmm, BRA BA 

上 下 两 片 ， 上 片 肉 质 ， 半 月 形 ， 绿 色 ， 浮 水 ， 上 面 有 乳头 状 突起 ， 

THAR RB, SABIE M (Anabaena azo1ya) 3% A; 下 

ROTA, BORE, MEER CE) 成 对 生 于 分 枝 基部 的 下 

By kh, WE CK) WTR, KB, RAS ISDKAFRBRIG 

KET, HOU WRK, RB, AASRDAT B, & 含 64 

个 小 孢子 (A108), © 

细胞 染色 体 : 2n0 - 

= 48,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长 江 流 域 以 南 

各 省 (区 ) HTH OR, 

沟渠 和 稻田 中 ; 国外， 

亚洲 、 欧 洲 、 美 洲 、 

澳大利亚 、 非 洲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SR AE YE BEA 

成 成 分 是 叶 ， 它 以 互 

生 羽 状 排列 和 相互 重 图 108 绿 萍 Azolla imbricata (Roxh.) 

友 呈 平面 三 角形 而 漂 N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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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于 水 面 。 一 片 绿 薄 叶 含有 上 片 叶 称 同 化 叶 ， 和 下 片 叶 称 浮 载 叶 。 

它们 除 有 行使 吸收 养分 和 水 分 的 功能 外 ， 其 中 上 片 叶 的 作用 丈 重 ， 

它 不 仅 以 其 较 大 的 叶 面 进行 光合 作用 ， 制 造 碳 水 化 合 物 ， 而 且 因 叶 

内 中 部 有 含 胶 质 的 孵 形 大 空 腔 一 一 共生 腔 ， 腔 内 共生 着 许多 满江红 

鱼 胆 藻 ， 因 此 能 进行 固氮 作用 ， 以 供给 萍 体 的 需要 , 增加 氮 素 积累 ， 

促使 绿 萍 旺 盛 生 长 。 绿 萍 的 根 ， 不 仅 吸收 养分 ， 而 且 支 撑 萍 体 ， 使 

之 稳定 地 漂浮 于 水 面 。 绿 萍 的 茎 短 、 细 ， 但 也 是 维持 萍 体 平 衡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绿 萍 的 繁殖 方式 分 为 无 性 繁殖 和 有 性 繁殖 两 种 。 无 性 

繁殖 是 直接 从 萍 体 的 基部 不 断 生 出 侧枝 ， 侧 枝 断 离 后 发 育成 新 的 个 

BK, SEH, 绿 薄 的 分 裂 和 生长 都 极其 迅速 。 有 性 繁殖 是 在 适 

宜 条 件 下 ， 肉 雄 孢 子 结合 后 ， 发 育成 新 薄 体 。 

绿 萍 的 生长 发 育 因 温度 、 光 照 和 水 分 等 生态 因子 的 影响 而 异 。 

绿 萍 的 正常 生长 要 有 适当 的 温度 条 件 。 温 度 过 高 或 过 低 ， 均 能 引起 

绿 萍 衰亡 。 据 试验 ， 绿 薄 生 长 的 适宜 温度 是 25*C 左 右 。 水 温 在 5°C 

以 下 ， 绿 萍 基本 停止 增殖 。20 一 252 时 ， 繁 殖 较 快 。35%C 以 上 生长 

党 殖 显 著 减 弱 。43% 时 基本 停止 生长 。 温 度 的 高 低 ， 不 仅 对 绿 薄 生 

长 起 着 显著 作用 ， 而 且 对 绿 涉 机 体 的 形状 、 色 泽 、 养 分 含量 及 固氮 

能 力 都 有 明显 影响 ;在 适 温 条 件 下 正常 生长 的 绿 萍 ， 体 大 色 绿 ， 含 

ABE, HARA, RACHA. AUER DL, eee Pate, 

WRC. FEIT LAEBRS RM, TERT A 

夏 保 种 的 问题 。 除 温度 外 ， 光 照 也 是 绿 萍 进行 光合 作用 ， 以 至 固氮 

作用 必 不 可 少 的 因子 。 随 着 光照 的 强度 ， 时 数 等 不 同 ， 绿 萍 的 繁殖 

和 固氮 效能 也 有 明显 差异 。 据 试验 ， 光 照 在 2 一 5 万 勒 克 斯 左右 时 ， 

绿 薄 增殖 快 ， 萍 体 含 氮 量 高 ， 固 氮 力 强 。 光 照 在 7500 勤 克 斯 以 下 ， 

ARAB AR TRA ZS, PEW, ASL. TEAR FE 80000 勒 克 斯 以 上 ， 

RPA AT, AERA, UKAATMOR, —ML KR 

肥 ， 水 流 较 缓 静 ， 水 位 稳定 ， 水 面 狭长 的 池塘 ， 沟 渠 较 为 适合 ， 稻 

田 养 萍 以 养殖 为 好 。 此 外 ， 土 壤 和 湿度 条 件 对 绿 泪 的 生长 发 育 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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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影 响 ， 如 有 效 磷 含 量 高 的 稻田 ， 绿 大 繁殖 快 ， 空气 湿度 长 期 处 

于 饱和 状态 ， 会 抑制 绿 玫 的 蒸腾 作用 , 将 会 减弱 绿 萍 对 肥 分 的 吸收 ， 
使 萍 体 逐 渐变 为 黄色 ， 体 质 差 ， 易 生病 害 ; 湿度 低 于 60% eA 

AHP, MR. AAR. WE 为 85 一 90% 时 , HARE 

长 的 最 适 湿 度 ， 此 时 绿 萍 繁殖 最 快 。 
饲 用 价值 ” 绿 萍 鲜嫩 多 汁 ， 纤 维 含量 少 ， 味 甜 适口 ， 是 猪 、 鸡 、 

WS, APES EP CE 108—1 为 绿 菠 的 化 学 成 分 )。 以 绿 萍 喂 猪 对 

比试 验 表明 , 按 每 增 重 0. Ske 的 饲料 消耗 换算 , 50kg 鲜 萍 喂 猪 的 增 

产 效果 相当 于 36kg 鲜 甘 暮 草 或 37. 5kg MHF, BERS, 

唾 绿 萍 与 喂 甘 薯 草 的 猪 层 字 率 分 别 为 74.9% M1 75.1%, RBDAA 

3.34cm 和 3.03cm， 板 油 为 2.13kg 和 2.19Kg。 

表 108 一 1 ， 绿 萍 的 化 学 成 分 
op LF Be JRO) Rs opt CS SRAM EPEC 2 <e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灰分 
分 析 项 目 3) |B 6%) 

0.9 | ae | <n 0.06 Zit 1.6 | 一 94.0 0.02 

DIRE, AUR, BUR, RUA, RAE aR, 
猪 开始 时 不 太 爱 吃 ， 驯 饲 后 即 能 大 量 采 食 。 一 头 母 猪 日 喂 量 10— 
15kg， 肥 猪 在 吊 架 子 阶 段 大 量 饲 喂 绿 萍 能 代 90% HORDE. 将 珊 
干 的 绿 菠 粉碎 后 ， 与 其 他 精 饲 料 混合 制 成 颗粒 饲料 ， 可 作 天 群 机 械 
化 养 猪 、 养 鸡 的 饲料 ， 用 于 喂养 锥 鸡 ， 其 效果 比 白菜 好 ， 绿 萍 也 可 
做 反 名 家 畜 的 青绿 饲料 。 其 消化 能 见 表 108 一 2。 绿 萍 又 是 永田 良好 
绿肥 。 还 可 以 供 药 用 ， 能 发 汗 、 利 尿 祛 风湿 、 治 顽 将 。 
绿 省 繁殖 快 ， 产 量 高 ， 据 测定 ， 一 般 亩 产 20000 一 25000kg。 
养殖 要 点 : 
1. 菠 种 繁殖 ， 作 好 汗 种 繁殖 是 发 展 绿 萍 生 产 的 重要 前 所， 这 是 

因为 绿 萍 越冬 之 后 ， 养 分 大 量 消耗 ， 菠 体 瘦弱 ， 抵 抗力 降低 ， 而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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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一 2 ” 绿 萍 在 反刍 家 畜 人 饲料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消 | 消化 能 CDE) | 代谢 能 (ME) leg OMI 
easing eval (%) | (%) ae 本 CMJ/ig) | MJ/ke) [ 

绿 萍 江西 2.80 15.74 2.01 38.38 6.39 | 3.8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春 气温 变化 大 。 又 常 有 寒潮 如 霜冻 ， 一 旦 管理 不 好 ， 若 种 繁殖 慢 ， 
进行 大 面积 放养 就 会 出 现 缺乏 种 源 。 在 萍 种 繁殖 中 ， 要 选择 背风 向 
阳 ， 水 源 便利 ， 阳 光 充 足 ， 土 地 肥沃 的 地 方 作 萍 母 田 。 菠 田 要 精 奉 
A, FAAP ie, 施 足 基肥 ， 分 格 下 种 。 注 苗 用 量 每 亩 400 一 500kg， 

ERE, AFR, BW, BRM, MKB, Hw 
母 田 以 经 常 保 持 水 苦 8 一 12cm 为 宜 。 此 外 ， 还 要 加 强 虫害 治理, 狠 
抓 治虫 、 治 螺 、 治 薄 ， 以 利于 加 速 繁殖 。 
2. 水 面 放 养 . 在 稻田 和 水 质 较 肥 、 水 位 稳定 的 自然 水 面 ， 以 冬 
萍 每 亩 放 萍 500kg， 春 萍 放 300 一 400Kg， 先 做 格 放养 , 然后 逐步 扩 

大 ， 先 浅水 后 深水 ， 先 死水 后 活水 ， 先 无 全 墙 ， 后 有 鱼 雯 ， 进 行 大 
范围 水 面 放养 。 

3. 管理 
施肥 : 菠 种 繁殖 时 因 萍 体 瘦弱 ;气温 低 ， 氮 、 磷 、 钾 三 要 素 均 

十 分 缺乏 ， 需 少 施 勤 施 肥料 ， 如 帮 肥 、 草 木 灰 等 ， 施 量 和 施 期 可 根 
据 当地 情况 而 定 ， 也 可 施用 化 肥 ， 每 亩 过 磷酸 钙 1. 5 一 5. 5kg 和 了 硫 
Me 0. 5 一 1kg 加 水 75kg， 过 滤 后 喷 施 。 大 范围 水 面 放养 讨 ， 每 
亩 施 过 磷酸 钙 5kg 左右 ， 较 瘦 的 水 面 需 施 腐熟 属 肥 1 吨 以 上 。 

Bis hE He ey I, A, So, Bi 
萍 丝 虫 等 多 种 。 它 们 均 不 同 程度 的 影响 绿 萍 的 繁殖 ， 严 重 时 可 以 很 
快 将 绿 菠 吃 光 。 因 此 要 对 不 同 害 虫 喷洒 不 同 药物 进行 防治 ， 

HY: MAM ARM, BAR mR 
AT, TRE, 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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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速 绿 萍 生长 和 繁殖 。 
SH: “RE MB EM, Wa eae, Bek eB 

扩大 党 殖 或 饲养 猪 禽 用 ， 否 则 将 影响 其 党 殖 速度 和 质量 。 

4. 采 收 : 当 萍 面 起 皱 福 时 ， 即 可 采 收 。 采 收 时 可 局 部 收 捞 ， IK 

可 全 部 收 捞 ， 重 新 整 田 放 入 萍 种 。 据 试验 ， 后 者 虽 费 工 ， 但 获 产量 

较 高 。 

相近 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PILAR AK, DAT RIA 

同性 状 又 分 为 三 硕 满 江 红 亚 属 和 九 腰 满江红 亚 属 , 全 世界 计 有 7 种 ， 

2 个 变种 。 我 国 仅 产 1 种 ，2 个 变种 : 其 他 各 种 ,近年 来 已 由 世界 

各 地 先后 引进 我 国 ， 它 们 都 具有 良好 的 饲 用 价值 。 ， 
三 厌 满 江 红 亚 属 ， 侧 枝 腋 外 生 ， 侧 梳 数 目 比 茎 时 方 少 ; KT 

襄 有 .3 个 浮 腰 ， 小 孢子 夺 的 泡 胶 块 上 有 很 多 钧 毛 。 

1. 细 绿 萍 〈 细 叶 满江红 。 芯 状 满 江 红 ) A. filiculoides, 

2. ( 卡 洲 满江红 ) A, caroliana, 

3.。 日 本 满江红 A. japonica, 

4. BEE CAPE 4。rxbra。 
九 采 满江红 亚 属 ， 侧 枝 腋 生 ， 侧 枝 数目 与 蔡 叶 相等 ， 大 孢子 者 

有 9 个 浮 腺 ， 小 孢子 赛 的 泡 胶 块 仅 有 不 规则 丝 状 物 ， 或 无 附属 物 。 

1. 多 果 满 江 红 -4。z7azpricata var. prolifera, 

2. 常 绿 满江红 «OA. imbricata var. aempervirena, 

3.。 尼 罗 萍 SERBIA) A. nilotica, 

4. Pee CHM ILL) A. pinnata,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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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杨 柳 科 Salicaceae 

109. Jn 杨 

Populus canadensis Moench 

别名 ”加拿大 杨 、 美 洲 黑 杨 。 

形态 特征 “杨柳 科 乔 木 ， 高 达 20m 以 上 ， 树 冠 孵 贺 形 ， 树 皮 

灰 黑 色 ， 老 则 深 裂 ; 

小 枝 近 圆柱 形 ， 或 微 

AR, Bix. = 

AABREAAK HE, 

长 6 一 10cm ， 宽 6 一 

8cm, Femme 尖 ， 基 

MAE RRB, 

RABY, LAR 

色 ， 下 面 较 淡 ， 光 滑 

Es HW, K 

6 一 10cm , 带 红 褐色 ， 

先端 有 时 具 1 一 2 腺 

体 。 雄 柔 黄 花序 长 7 一 

15cm, 4 Fr 38 1K OB 

形 或 孵 圆 形 ， 淡 绿 褐 

&, ER, BEAU an 

15—25,; 雌花 序 长 图 109 Jt Populus canadensis Mo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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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cem, FHWA, HA2-38, RFKK 20cm, HR PA 

HG, 2 (3) MEW (A 109). 

地 理 分 布 “ 加 杨 原 产 欧 洲 ，19 世 纪 中 叶 引 入 我 国 ,在 南 岭 以 北 

各 地 均 有 种 植 ， 尤 以 北方 各 省 〈 区 ) RRS.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加 杨 根系 特征 基本 同 于 小 叶 杨 (Popu- 

lus sz770717) 。 加 杨 耐 寒 性 优 于 箭 杆 杨 (Populus nigravar. the- 

vestina), 但 不 及 小 时 杨 ， 能 在 东北 哈尔滨 生长 。 在 绝对 最 低温 度 

-41l.4" 时 ， 遭 受 冻 害 。 在 年 降水 量 200—1, 000mm 的 范围 内 都 能 

生长 ， 其 中 以 降水 量 500 一 900mm 的 地 区 生长 较 多 。 加 杨 较 耐 旱 ， 

但 其 耐 旱 力 不 及 小 时 杨 。 其 适宜 的 立地 条 件 与 小 叶 杨 的 相仿 对 水 肥 

条 件 较为 敏感 。 在 土壤 肥沃 、 水 分 充足 的 生境 ， 据 调查 , 12 年 生平 

均 树 高 21.5m， 胸 径 34.2cm。 

加 杨 具 有 生长 快 、 繁 殖 容易 、 适 应 性 强 的 特点 。 它 的 叶 形 大 、 

树冠 宽 。 树 高 生长 以 2 一 6 年生 者 较 快 , 年 生长 量 达 1.67 一 2.62m， 

-第 7 年 后 生长 渐 慢 。 胸 径 生 长 ， 以 3 一 8 年 生 的 较 快 ,年 生长 量 达 
2.1 一 4.2cm， 第 9 年 后 开始 缓慢 。 在 较 好 的 立地 条 件 下 速生 期 

可 保持 达 20 年 左右 。 

加 杨 对 土壤 适应 较 广 ， 在 多 种 土壤 条 件 下 均 可 生长 ， 但 以 壤 质 

土 最 为 适宜 ， 粉 沙壤土 次 之 ， 而 在 盐 碱 土 和 重 粘 土 上 生长 差 。 MB 

- 较 能 耐水 湿 ， 在 长 江 以 南 地 区 各 省 均 生 长 良好 。 它 的 抗 涝 性 较 钻 天 

杨 (Populus pyramidalis) MAH CP. tomentosa) 强 , 在 水 

边 生 长 很 好 。 加 杨 喜 光 ， 在 郁 闭 林内 天 然 整枝 极 佳 。 

加 杨 的 繁殖 多 用 插 捅 育苗 。 大 树 上 的 1 一 2 年 生 枝条 均 可 作为 育 

苗 材 料 ， 但 一 年 生 的 最 好 。 宜 选用 种 条 中 部 为 插穗 ， 长 17cm 左 右 ， 

粗 1 一 1.5cm 最 好 。 加 杨 病 虫害 一 般 较 小 叶 杨 严重 ， 这 是 限 制 它 发 

展 的 因素 ， 应 注意 防治 。 

饲 用 价值 ”加 杨 的 风干 嫩 枝 叶 为 骆驼 、 山 羊 和 编 羊 所 喜 食 ， 马 

和 和 牛 采 食 较 差 。 它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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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 ， 灰 分 含量 也 较 高 ,无 氮 浸 出 物 丰 富 , 而 粗 纤维 WB GR 109— 

1)。 它 的 蛋白 质 品质 很 好 ， 含 有 较 丰 语 的 各 种 必需 氨基 酸 ， 其 含量 

AA RFRA Ue 〈 表 109 一 2)。 总 评 为 良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表 109 一 1 加 杨 的 化 学 成 分 * 

采样 水 分 fF 物 质 (%) 钙 | 磷 
分 析 部 位 采样 地 点 生育 期 nz 3 FR ae iws 

时 间 (%) 白质 ae 0)|(% 

当年 枝叶 | 6.26 | 内 蒙 伊 盟 | 营养 | 5.00 | 18.16] 4.51 17.64 51.21] 8.26 |1.64/0.51 | 

当年 枝叶 | 6.26 | 内 蒙 伊 盟 | 营养 | 5.25 | 13.35] 4.73 56.95| 7-78 |1.52/0.22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109 一 2 ”加 断 嫩 枝叶 和 董 落 干 草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比较 * 
< 

需 氨 pa I | | | RH) S| | | | a 

mi, |e] Scns | 氢 酸 | 氢 酸 | 氨 酸 | 氢 酸 | 氨 酸 

加 杨 嫩 枝叶 0。82|0.69|0.15| 0.63 |1.41| 0.72 |0。81|0。.29|1.39| 一 6.91 

B#4FB  /1.12/0.64) — | 0.74 |1.25] 1.38 |0. 86/0. 42/0. 46) 一 6.87 

* 加 杨 嫩 枝叶 样品 采 自 内 蒙古 伊 克昭 盟 ， 由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Dots AI 
干草 的 数 据 据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 究 所 、 中 国 动物 营养 研究 会 合 编 《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222 一 223 页 所 列 换算 而 得 。 

加 杨 除 其 嫩 枝 时 可 作 人 饲料 外 ， 其 木材 轻 软 , 为 优良 的 纤维 用 材 。 

此 外 ， 还 可 用 于 建筑 ， 制 家 具 、 小 农具 、 火 柴 杆 等 。 

(HIE WARPMA MEM) 

110. 山 “ 杨 

Populus davidiana Dode 

别名 WH. AB. KH.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杨柳 科 乔 木 或 小 乔木 ， 高 达 20m, 树冠 AB 

OMI; 树 皮 灰 殷 色 ， 老 时 下 部 色 暗 而 粗糙 。 叶 柄 扁平 ， 细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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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通 常 三 角 状 圆 形 或 

圆 形 ， 长 宽 近 相等 ， 

先端 圆 钝 或 锐 尖 ， 基 

MRR MAB, i 

BARR. HER 

黄花 序 长 5 一 9 cm, 

ARB, AGA E, 

Hee 6—11,; WE 花序 

长 4—7cem, FEE 

短 , 柱头 2 ，2 RR. 

BAR HH Al Ki HEE 

2A. FRA, 

倒卵形 或 卵 形 ， 淡 褐 

色 , 具 长 毛 ( 图 110)。 

地 理 分 布 在 中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内 蒙 

古 、 华 北 、 西 北 及 西 
图 110 ijt Populus davidiana Dode 

南 等 地 区 。 朝 鲜 、 日 本 、 苏 联 ( 远 东 地 区 )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根据 哈尔滨 市 多 年 物候 观测 资料 ， 山 杨 - 

每 年 开始 展 叶 期 5 月 10 日 ， 展 叶 盛 期 5 月 15 日 ， 开 始 落叶 期 9 月 

14 日 ， 落 夺 未 期 10 月 16 日 ;开花 盛 期 4 月 24 日 ， 开 花 末 期 5 月 

3H, 果实 成 熟 期 5 月 23 日 。 

山 杨 喜 生 于 山地 。 在 林 区 ， 于 山坡 、 山 沟 、 原 始 林 经 采伐 破坏 

后 ， 常 做 为 先锋 树种 与 白桦 、 栎 属 〈Quercus sp.) 混交 形成 次 生 

林 。 

饲 用 价值 “ 鲜 叶 及 干 叶 为 马 、 千 及 鹿 所 采 食 , 从 表 110 中 看 出 ， 

山 杨 嫩 枝叶 含 较 多 粗 蛋 白 和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而 粗 纤 维 相对 较 

少 。 幼 嫩 期 味 苦 汲 , 初 喂 时 猪 不 喜 食 , 经 加 调制 和 驯 饲 后 猪 喜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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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Wipes 

水 分 #5 占 oF 物质 (%) a 

(96) jit | 粗 脂肪 | mete | JOR | 粗 灰 分 | (6 | CD 

5.18 pa 62.283) 15.37 9.31 21.82 47.42 6.08 1.63 | 0.19 | 

山 杨 种 子 很 小 ， 千 粒 重 仅 0.4—0.72, BAR SAF 140—250 

万 粕 ， 发 菠 率 65 一 90% 。 

山 声 为 乔木 树种 ， 主 要 以 生产 木材 为 目的 ， 饲 料 来 源 主要 是 应 
”用 生长 未 期 或 结合 林地 采伐 和 抚育 收集 嫩 枝 叶 。 山 杨 鲜 、 干 叶 是 鹿 
AOE A, RAE”, 晒 干 , 供 冬 季 饲 喂 。 干 叶 也 可 喂 羊 ， 或 
WRI, BAM ABA, FAT, BE RUS 
REM, IAEA ROR et; Bt, ABE. mb. BY 
可 入 药 。 

( 李 景 富 “ 吴 德 成 ) 

lll. 杆 杨 

Populus.nigra L, var. thevestina (Dode) Bean 

别名 With. HRA. RAD,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杨柳 科 乔 木 ， 高 可 达 30m， 树 冠 尖 塔 形 , 树 

皮 灰 白色 或 淡 灰 色 ， 幼 时 光滑 ， 老 时 下 部 稍 裂 ， 在 干旱 生境 开裂 较 

早 并 旦 上 暗 灰色 ;小枝 细 长 ， 几 与 主干 平行 生长 。 萌 发 枝 和 长 枝 上 的 

叶 三 角形 或 卵 圆 状 三 角形 ， 长 稍 大 于 宽 或 等 宽 ， 长 达 9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近 圆 形 ; MREVHARHBRKEMWB, KAR, K 

6 一 7cm， 寓 4 一 5cm， 先 端 长 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模 形 或 宽 模 形 ， 边 

AREA; UWF, K2.5—5em, CB, WR BERK 4 一 7 

cm; HA WAG, LMRAB, RK iocm, WHRNAB, 2 

34 (Aj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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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我国 

Be (XK) ree, 

尤 久 西北 和 华北 地 区 

较 普 遍 。 在 国外 ， 高 

mA. BAF. Le 

其 、 北 非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箭 杆 杨 花 期 4 

月 上 名 ， 果 熟 期 5 月 

中 旬 ， 生 长 期 因 地 而 

异 ， 一 般 140 一 210 

天 。 在 年 降水 量 500 一 

700mm 的 条 件 下 ， 

生长 良好 。 在 年 平均 、 
温度 大 于 15%、 降 水 

量 超 过 800mm 的 地 

方 ， 生 长 较 差 。 

据 山西 省 林业 科 

学 研究 所 在 夏 上 县 观 

图 111 箭 杆 杨 ，。 Popzxlxus nigra L.var. 
thevestina (Dode) Bean 

察 ， 箭 杆 杨 的 根系 有 3 个 特点 : 侧根 分 布 在 10 一 15cm 的 土 层 中 ， 

50cm 以 下 根 量 减 少 ， 在 排水 良好 条 件 下 ， 根 量 多 少 与 土壤 质地 有 

关 ， 土 层 中 如 夹 有 粘 沙 层 或 粘 化 层 ， 则 细 根 很 少 ;在 排水 不 良 条 件 

下 ， 根 量 与 地 下 水 位 有 关 ， 直 根 到 地 下 水 面 即 停止 生长 。 

箭 杆 杨 喜 光 ， 抗 寒 ， 耐 轻 度 盐 渍 化 , 对 土壤 水 有 条 件 要 求 较 高 。 

地 下 水 位 在 1.2 一 2m ih, HEHE MAK. Kika EAS PS we HE 

上 ， 生 长 极 慢 , 侧枝 过 早衰 老 枯死 。 蒸 腾 强 度 , ZEA BE 为 203 

mg/m.h ( 按 鲜 样 重 计 ), 但 在 宁夏 中 卫 则 高 达 1322mg/m*h, 相 卷 

达 6 HS, RTPA WIM A eM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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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 生 以 前 为 箭 杆 杨 树 高 旺盛 生长 期 ，7 一 10 年 开始 下 降 ，10 
年 以 后 ， 高 生长 缓慢 。12 年 生 以 前 为 径 生 长 旺盛 期 ，13 年 开始 下 

降 ，16 年 后 进入 缓慢 期 。 

箭 杆 杨 是 一 种 速生 用 材 树 种 。 生 长 快 ， 树 冠 窄 ， 根 幅 小 ， 树 干 

通 直 匀 称 。 在 山西 洪 洞 8 年 生 的 箭 杆 杨 ， 树 高 15.9m， 胸 径 16.4 

cm， 冠 幅 1.5m。 树 冠 小 ， 又 不 形成 根 莫 ， 胁 地 少 ， 可 密植 ， 适 宜 

《四旁 ? 绿 化 及 公路 两 侧 栽植 ， 也 是 营造 农田 防护 林 的 优 恨 树 种 。 

HATHA DRI, ELAR. BRR 

均 可 。 箭 杆 杨 在 海 拔 2000m 以 下 的 沟谷 、 河 旁 和 平原 地 区 裁 培 其 

广 。 也 适宜 荒漠 、 半 荒漠 地 区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沙 地 造林 。 在 新 疆 伊 殊 

地 区 栽培 的 ， 高 达 30m， 胸 径 60 一 70cm， 生 长 很 快 。 

饲 用 价值 BF BRT RBM AT EAE TE SER Bo 

化 学 成 分 中 ， 它 富 含 无 所 浸出 物 和 灰分 ， HLM RE, 粗 蛋 白质 

表 111 一 1 RHR HLS Ra 

采样 时 间 | 采样 水 分 Gh F BD Rm (9%6) 钙 | Be 
分 析 部 位 +l RL ol Se ee 

(月 .日 )| 地 点 (%) ne le # 肪 | 相持 维 | 乱舞)| 租 灰分 |(%6)|(96) 

当年 核 叶 9.12 2 [ia 6.02 | 11.82] 6.45 |' 21.04] 51.35] 9.34 |2.27]0.11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111 一 2 ”和 莘 杆 杨 嫩 枝叶 和 小 麦 的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比 较 * 0%) 

亮 
FAB 

氨 酸 

Ny BE OK 

0.63 

0. 62 0.72 0. 65 Sil 4.81 0.87| 一 |0.25| 0.31 ta ee 

” 箭 杆 杨 嫩 技 叶 样 品 采 自 兰 州 市 ， 由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 ATs ARRAS HK 
根据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 中 国 动物 营养 研究 会 合 编 《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 
养 价 值 表 》234 一 235 页 所 列 换算 而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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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不 多 ， 粗 纤维 也 较 少 “( 表 111 一 TD)。 但 它 的 蛋白 质 品 质 好 ,所 含 
各 种 必需 氨基 酸 比 小 麦 款 的 还 多 些 ， 特 别 是 亮 氨 酸 、 赖 氨 酸 和 精 氮 

酸 含量 较 高 〈 表 111 一 2)。 | 

(Hike WAM A MER) 

112.4 

Salix matsudana Koidze 

别名 ”柳树 、 河 柳 、 江 柳 。 

CARTE AMADA, H15—20m, HEAR, WE 

KE, WA, BRAAK, RARE, BEBE, HE. HRB, 

长 5 一 10cm， 宽 1 一 1 5cm， 和 先端 长 渐 尖 ， 基 部 模 形 或 近 圆 形 ， 边 

BAW GA, Ema 

色 , EE, 下 面 带 灰白 色 ， 

初 稍 有 毛 ， 后 即 脱 落 ， 叶 

柄 长 2—-8mm, HAR 

毛 ! 托 叶 披 针 形 ， 边 缘 有 

具 腺 的 锯齿 ， 早 落 。 雄 花 

序 得 圆柱 形 ， 长 1 一 2cm， 

花序 轴 有 毛 ， 包 孵 形 ， 黄 

ef, HERB 2 ， 腺 体 2， 

花丝 基部 有 长 柔 毛 ， MEE 

序 长 约 1。5cm， 花 序 轴 被 

KE, BAEC, FE 

TAG ALIB, Fc 4E ER 

Si, FEA 2 裂 ， 腺 体 2 ， 

戎 果 2 狼 裂 《图 112)， 图 112 旱 柳 Saliz matsudana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Koi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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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 Bak. Wea. Ae ae ATR a EET 
1600m, 不 仅 是 广泛 栽培 的 行道 树 及 防护 林 树 种 ， 而 且 在 河谷 及 低 
湿 滩 地 有 天 然 自生 的 旱 柳 河滩 林 。 
“生物 学 与 条 态 学 特性 Trio Ce a 
展 ， 三 车 生 旱 柳 根 幅 达 10 余 米 ， 可 有 效 地 吸收 土壤 水 分 。 它 适应 性 
较 强 ， 耐 永 湿 ， 也 较 耐 干旱 和 靖 功 。 当 树干 被 洪水 浸 淹 时 ， 被 淖 部 
japan 
长 。 
SO HERE) I—os SER We 

下 ， 可 达 12 一 14 年 ， 材 积 速 生 期 在 12 一 24 4F, 30 年 ADA, 生长 

缓慢 ， 寿 命 一 般 在 50 二 70 年 间 ， 也 有 超过 200 HH BM, 
_ 日 柳 在 华龙 一 般 4 月 中 和 有 到 下 和 有 开花 ， 然 后 长 叶 ) 5 月 上 向 

果实 开始 成 熟 。 种 粒 饱满 、 Se REPRE BAR AY AF 
立即 采集 。 “PRLIE 0. 167g. 
+3 ROVE RHHA, #e. RMD, BORMIEST ACR 养分 条 
件 较 高 ， 所 以 ， 旱 柳 不 能 形成 密林 。 疏 生 为 好 ， 过 密 则 易 分 化 或 形 
ROEM”, SOMBRE, DRA SERRA, ZEAE IY YE BE OTC, He 
KHIR -— 39°C MULE, FURR, MAE RAR, 
PCE, BEIT BE Pe, Fa EH 

地 的 旱 柳 比 在 梁 地 上 的 生长 快 。 在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生境 能 成 林 ! 成 材 ， 
而 在 永 分 不 足 的 生境 ， 生 长 不 良 ， 往 往 形 成 “小 老 树 轩 特别 是 在 干 
OUI AW) EGER, BO RAR, 成 活 的 植株 也 易于 干 梢 死亡 。 
而 在 湿润 的 立地 条 和 件 下 造林 ， 成 活 率 高 ， 生 长 也 人 局。 例如， 原 中 国 
科学 院 治 永 队 秦 口 治 沙 综合 试验 站 ,于 1959 年 4 月 中 旬 在 引水 灌 沙 

的 丘 间 低地 反 捅 旱 柳 条 ， 到 7 月 中 名 成 活 率 . 达 70% ,新 生 枝 平均 长 

26. 3cm， 最 高 的 达 75cm， 三 年 生 植 株 高 240cm。 适 宜生 长 在 通 

气 良 好 的 沙 壤 士 上 ， 在 粘土 地 或 长 期 积 水 的 低 湿地 ， 容 易 烂 根 ， 引 
起 枯 梢 而 逐渐 死亡 。 

° 337° 



在 风沙 区 ， 旱 柳 喜 沙 埋 ， 沙 埋 后 可 长 出 大 量 不 定 根 ,增强 对 水 、 
养分 的 吸收 ， 故 在 流动 沙丘 前 方 丘 间 低 地 生长 的 旱 柳 ， 未 埋 后 长 势 
格外 好 。 但 当 沙丘 不 断 前 移 、 旱 柳 已 被 置 于 迎风 面 时 ， 它 即 受 到 风 
人 蚀 ， 随 着 根系 不 断 被 暴露 ， 它 的 长 势 就 逐渐 衰弱 下 来 。 

旱 柳 的 繁殖 以 揪 条 育苗 为 主 ， 也 可 用 种 子 繁殖 。 由 于 它 萌芽 力 
强 ， 造 林 主 要 用 插 干 《高 二 和 低 于 ) 和 揪 条 ， 有 时 也 用 植 苗 。 在 河 
岸 、 渠 边 、 河 漫 滩地 、 丘 间 低 地 “四 旁 己 或 地 下 水 位 在 1.5 一 3m 
的 冲积 平原 、 缓 坡地，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沙 地 均 可 造林 。 在 干旱 沙丘 、 
出 梁 、 排 水 不 良 的 粘土 地 、 未 经 改良 的 盐碱地 以 及 草根 稠密 盘 结 的 
草 旬 或 沼泽 地 均 不 宜 造林 。 

饲 用 价值 旱 柳 嫩 枝 时 的 适口 性 与 北 沙 柳 (Salix psammo- 
phila) 相近 似 , 但 因 系 高 大 乔木 , 家 畜 不 便 采 食 。 在 我 国 北方 一 些 

农 笋 交错 地 区 ， 群 众多 对 旱 柳 施行 头 木 作 业 〈 又 称 萌 芽 作 业 ), 使 旱 

MRT ha, LTR AR. EIA PAB 10 月份， 

用 特制 的 长 柄 利 铲 将 较 细 的 枝条 修 削 下 来 ， 扎 捆 风 干 ， 以 备 冬 春 补 
ACA, FAN DRI A, PERO. WFR 

FABER RAAB, ARTE ARE, UA 

叶 可 促进 羔羊 生长 。 生 长 良好 的 旱 柳 ， 枝 叶 产 量 很 高 。 据 在 内 蒙古 

乌 审 旗 调 查 ， 一 亩 22 株 17 一 20 年 生 的 旱 柳 林 ， 可 产 风 于 枝叶 饲料 

达 240kg。 

旱 柳 的 营养 价值 在 青 饥 料 中 是 比较 良好 的 ,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粗 纤 维 含量 较 低 ， 而 富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 表 112 一 1), 这 就 使 它 比 较 易 

于 消化 利用 。 就 其 蛋白 质 品质 言 ， 旱 柳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各 种 必需 氨基 

酸 ， 其 含量 比 小 麦 堵 中 的 还 多 些 〈 表 112 一 2)。 在 9 HY GARR 

中 ， 除 蛋氨酸 和 组 氨 酸 外 ， 其 他 7 种 的 含量 均 较 一 般 谷 类 饲料 所 含 

者 为 高 。 它 所 以 是 羔羊 的 优良 补充 饲料 ， 这 是 一 个 原因 。 旱 柳 总 评 

为 良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旱 柳 还 是 营造 用 材 林 和 农田 防护 林 的 优良 树种 之 一 。 木 材 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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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一 1 Aiea Ae ae a * 

分 析 PRET RE Gh Fr WM KR C%) 钙 | Be 

部 位 | (月 .日 )| ”地 点 | 粗 蛋 | 红 纵 | 无 所 | y|(%)|(%) ; : 白质 粗 脂 肪 维 浸出 物 粗 灰 分 “4 3 

6.20 | 内 蒙古 伊 盟 | 营养 期 |4.70| 17.46|-3.27 | 20.13| 52.04| 7.10 |2.32|0.40 

gtk  gtllk SR SR 6.20 | 内 蒙古 伊 盟 | 营养 期 |5.15| 15.23] 3.32 | 19.85) 52.99] 8.61 |0.52/0.35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112 一 2“ 旱 柳 嫩 枝叶 和 小 麦 获 所 含 必需 氢 基 酸 比较 ”(〈% ) 
ee 

氨基 zit YY 

饲料 wen 总 计 
a 

旱 柳 嫩 枝 叶 0.73|0。58|0.08| 0.53 |1.13| 0.62 |10.75|0.26|0.76| 一 | 5.44 

小 EB 0.87| 一 |0.25| 0.31 |0.62| 0.72 |0.65l0.46|0.93| — | 4.81 
| 

* 旱 柳 嫩 枝叶 样品 采 自 内 蒙古 伊 金 霍 治 旗 ， 由 中 国 农业 科 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小 
考 获 的 数据 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 中 国 动物 营养 研究 会 Bai PRA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234 一 235 页 所 列 换算 而 得 。 

建筑 、 桩 木 、 矿 柱 、 包 装 箱 板 〈 无 气味 )、 胶 合板 、 家 具 、 小 农具 和 

RCA; RANRE, MFTRAR, LWRMK, ARH. | 

其 花 、 絮 、 果 、 梳 .时 、 根 均 可 入 药 ， 用 于 预防 及 治疗 黄 冶 型 传染 

性 肝炎 ， 止 血 、 疗 儿 ， 治 疗 风湿 性 关节 炎 、 甲 状 腺 肿 大 、 和 牛皮 癣 、 

tt BH 

(KIL WHeMA 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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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FEAF} Betulaceae 

113. #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x Trauty.. 

别名 Re. FR. RM. 

形态 特征 落叶 灌木 、 币 从 

木 。 树 皮 灰 褐色 ， 小 

梳 红 褐色 ， 密 生 褐 色 

绒毛 ， 具 白色 皮 孔 。 

na, For, - 

, JH |B NIG BY BB OB 

形 ， 先 端 近 截 形 ， 有 
Pik, RAN BI 
重 锯齿 , RARE, 
叶柄 -长 1 一 2cm， 密 

RAE RIRE. Welt 
同 株 , HEI, HBS; 

雌花 无 梗 ， 着 生 雄 

花序 下 方 ，1 一 6 7 

生 枝 端 ， 花 柱 丝 状 ， 

鲜红 色 外 露 。 坚 果 单 

生 或 2 一 6 个 复生 , UE 

生 ， 多 分 枝 ， 高 达 2m， 稀 为 小 乔 

球形 ,直径 达 1.5cm,， 图 113 B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x Trautv 

*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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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H, BARA, WRRERMRE, EMR. AHA 

| FUR, WEIR, AIG RUATHISE, 2—4 ETERS, HE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9 月 (图 113) 。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黑龙 江 、 吉 林 (长 白山 海拔 400 一 800 

、 近 宁 、 内 蒙 、 河 北 、 山 东 、 山 西 (太行 山海 拔 800 一 2200m)、 
了 (海拔 800 一 2400m)、 河 南 “〈 内 乡 海拔 800 一 1400m)、 陕 

西 、 宁 夏 等 省 《〈 区 )。 FE EAD SOS AES Sh RO HF We AM 

区 ， 蒙 古 东 部 、 朝 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棱 为 喜光 中 生 植 物 。 常 成 片 生 长 于 向 阳 

山坡 、 丘 陵 、- 排 水 良好 的 中 性 或 微 酸 性 含有 丰富 腐植 质 土屋 较 厚 的 

山地 棕色 森林 土 上 ， 在 石 亦 质 土 、 轻 盐 碱 土 和 低 湿地 上 也 能 生长 。 
并 能 耐 于 旱 和 将 薄 的 土壤 ， 因 此 ， 干 燥 地 或 多 石 的 沟谷 、 石 地 也 常 

见 。 可 用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分 碍 繁殖 。 萌 芽 能 力 强 ， 能 耐 - 45 汉 低温 

和 具有 较 强 的 抗 灭 性 ， 当 年 枝 可 达 1.5m。 因 此 ， 在 荒山 荒 坡 能 很 

快 连 片 生长 ， 成 为 优势 群落 ， FER BEF ER”, CBR ER” BRR OF ” 

等 。 在 林 区 森林 破坏 后 条 群 沙 常 成 为 植 定 演 谷 的 一 个 阶段 一 灌 

木 阶段 。 

饲 用 价值 ” 榜 主 要 是 标 叶 做 为 饲 用 ， 生 长 季节 是 鹿 的 笋 养 植 
物 , 沁 并 可 贮存 做 为 冬季 饲料 ; 还 可 做 猪 的 饲料 ”夏季 叶 可 做 杆 短 的 

饲料 。 根 据 对 榜 化 学 成 分 、 氨 基 酸 、 96 FERRE A a ( 表 

表 113 一 1 榜 叶 化 学 成 分 (%) 

中 
* 声 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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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113—2. 113—3,113—4), EM CARAMWMEGR, TE 

达 12.9% ， 属 于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同 时 还 是 早春 的 蜜源 植物 。 

113-2 ” 榜 叶 二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MEA (%) 粗 纤维 (%) 消化 能 (MJ/ke) 代谢 能 〈(MJ/Kgy) 

10.5 24.1 5.59 5.26 

ae 14.7 10.06 9.36 

m 113-3 RMHARRES (%) 

FH |e TH | | | Rm Re A 
物质 | 蛋白 |\AR |AR | 氨 酸 AB AR AR an 氨 酸 

a: 
gles 氨 酸 se RW 

84.27 |12.45/0.601/1. 811/0.094/0.946/0. 211 1. 069/0. 674/0.757|0. 278 0.745 054 0.507 

表 1135 一 4 BHT MR. KETRER* 

FoR & | 磷 | 植 酸 磷 | 钾 BH 锌 铜 BE 领 铁 
《%) | (%) 1(%) | (%) 1(%)| (ppm) | (ppm) | (ppm) | (ppm) | (ppm) | (ppm) 

j 

84.27 |1.094 |0.13) 0.43 |0.80) 0.0217 | 43.01 | 4.87 5.55 226.8 180.3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 

RNS RASH 15%, TAAMLE KR, MRT AS, Hee 

用 。 子 实 中 含油 率 高 达 51. 6% , 可 供 食用 ， 故 为 木 本 油料 植物 。 种 仁 

入 药 ， 可 止咳 、 开 胃 、 明 目 。 因 此 ， 栋 是 经 济 价值 较 高 的 食用 和 药 

用 植物 。 

树 皮 、 叶 、 果 区 均 含 有 靶 质 ， 可 供 提取 档 胶 原料 。 木 材质 地 坚 

硬 致密 ， 心 材 、 边 材 色 为 红 白 ,美观 ， 可 做 手杖 、 企 柄 或 薪 炎 等 

用 。 梳 条 可 用 来 编 翁 。 

杰 也 是 水 土 保持 的 优良 树种 、 在 荒山 荒 坡 很 容易 占据 优势 。 也 

是 很 好 的 护 田 灌木 。 

( 李 建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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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壳 斗 科 Fagaceae 

114.5% 古 栎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ex Turcz。 

BIS HER Anh tE. BHF.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树 高 20—30m, Sw eR KBE, H 

滑 。 幼 枝 紫 褐色 ， 光 滑 ， 有 圆 点 状 皮 孔 。 树 皮 瞳 灰色 ， 具 深 纵 裂 。 

树冠 卵 圆 形 。 单 叶 互 生 、 

常 在 小 枝 顶端 3 一 5 BE 

AEs 叶片 倒卵形 ， 或 倒 卵 

状 长 圆 形 ， 基 部 耳 形 ， 叶 

RR A, wi 第 有 8 一 9 

对 大 小 不 等 的 齿 裂 ， 叶 表 

面 深 绿色 ， 背 面 淡 绿 色 ， 

BiH E MICE. 16 HE, 

We HE |r] Pe, 雄花 排 成 细弱 、 

FE HU 黄花 序 ， 长 6 一 

8cm， 生 于 新 枝 叶腋 HE 

花 单 生 ， 或 2 一 3 集 生 , 每 

总 区 中 有 一 雌花。 坚果 多 

BKM, Rik Ae 

的 尖端 ,底部 有 圆 形 疤痕 ， 图 114 蒙古 栎 “Cuercxs mongolica 

坚果 中 下 部 为 总 苞 形成 的 Fisesh。eXx Turcz. 

9 号 4 



过 斗 所 包 被 ， 其 上 有 关 状 突起 。 种 子 具 肉质 子叶 〈 图 114)。 
细胞 染色 体 ，2n = 24。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 海 拔 600m 以 下 山地 ， 常 见 大 面积 
纯 林 。 山 东 、 河 北 、 UNA. RHO A at 几 外 ， 苏 联 、 朝鲜 以 
及 目 洒 也 清 分 布 、、， 避 TINOOO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蒙古 栎 是 深 根性 树种 ， 主 根 发 达 ， 利 于 
固 土 抗 风 。 树 皮 厚 ， 抗 虫 ̀  抗 灭 性 强 ， 关 芽 力 强 、 易 于 萌芽 更 新 。 
在 东北 山区 生长 的 蒙古 标 ,- 一 般 年 份 在 5 月 中 包 开 花 ， 花 期 5 一 6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在 华北 地 区 ， 花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 

蒙古 栎 林 多 半 是 原始 林 遭 到 破坏 后 形成 的 次 生 杆 被 ， 圭 要 生长 
在 阳光 充足 的 高 燥 山 玻 。 耐 干旱 .将 荡 , 年 降 责 量 在 300mm ER 
FATES RARE, ERE O°C HG REN Ae PE PD 
应 。 KARR 

ae BHO. TEARS 1 SE ORR es BR 
421t, MAGES. WER, ME, BS RRR, ， 
AGH AILMEMUKARR AS RB AER 

WE. AL i RAM, Jeep EMRE. BR 
林 省 东部 山区 就 有 蒙古 标 林 达 22.8 TAH, Bib 1000347 HRS 
每 年 可 提供 数 以 百 万 公斤 的 树叶 人 饲料。 是 不 罕 忽 视 的 桐 料 资源 二 其 
树叶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14 一 工 FORGES RR 

¥ 114-1 eee re 

yy wo 中 的 (%) 
分 析 项 目 采 采 日 期 Se? £3 8 eas 

干 物质 ARTE oy | 水 分 | 组 蛋白 | 租 脂 肪 | 粗 纤 给 无 所 浸出 物 | 想 区 分 
ee eee fe A ee a a 

叶 80.7.17 |87.95 | “6s3 > 了 |12.05 |10.28 | 5.96 [16.31 | 49634. F] 6506. 

叶 80.8.25 |89516 |. 16.76 |10.84 | 9.67 | 5.60 17,59] 52.17 | 413: 

叶 80.9.15 |88.53 | 16.47 |11.47 |10.52 | 5.15 |18.72 49637 | 4077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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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 sur SaRaRe RS CK) 

A 
氨 酸 | 

RE iit 和 peace 

10-724 10.451 104.206 |0.534 |0+987 |0«680 |0.309.-|0.265 |0-522 (0.075 

BE  |80,.8..25, |0.745 |0.436 0.170 |0. 497. .806 |0. 467 0» 659,[0,250 10,536 |, / 

Ca 80,915 0.805 (0, 508 0,199 [0.518 1.187 |0.724 [0.807 |0.340, 0. The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Cz 

二 了 114 一 5 蒙古 栎 矿物 质 、 微 量 元 素 含量 

植 酸 磷 (%)| 钾 《〈%)》 分 析 项 目 | 采集 日 其 09) 钙 〈%) |RBE (%) 

叶 80.7.17 87.95 0.887 | 0.17 0.027 | 0.77. 

分 析 项 目 (%) | 全 opm pm [skcpm | som [pm) 

叶 0.018 27.71 | 9.24 36.95 | . 587.65 135.01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析 。 

另 据 于 兆 英 等 人 的 研究 报告 指出 ， 枕 古 栎 的 嫩 枝 时 具 有 毒性 ， 
其 人 工 发 病 试验 统计 如 表 114 一 4。 

表 114 一 4 BHM ALR RRM 

试验 耕 牛 。 | 试 验 期 总 食 入 旧 平 均 食 入 量 | 发 病 死亡 地 
总 头 数 Eke) | (ke) %) | 头 数 | «> 

6 77-2—242.5 | 7-15—16.2 6 100 2 33.3 内 蒙古 昭 乌 达 盟 

FIRMS AMR, ERAT 6 一 7 天 后 中 毒 发 病 。 初 
WROTE, KAR, BAP, RESTO, BRR 
RSLS. RT, MMU, LAMDRAA, Kok, R 
少 或 尿 闭 。 妆 便 干 硬 呈 算盘 珠 状 。 后 期 出 现 水 肿 ， 病 程 可 延长 5 一 
15 天 ， 因 肾 功能 衰竭 而 死亡 。 



ARAL RA PR, 可 能 与 其 他 树叶 混 饲 ， 食 入 量 少 有 
关 。 因 此 ， 在 利用 时 ， 应 以 混 饲 或 调制 干 叶 粉 为 宜 。 同 时 要 进行 蒙 

十 栎 嫩 枝 时 的 毒性 分 析 研 究 ， 以 解 中 毒 之 惑 。 

蒙古 栎 木材 坚硬 而 耐 腐 ， 可 供 建 筑 ， 造 船 ， 桃 木 ， 胶 合板 等 用 、 

材 。 压 缩 木 可 制 机 械 零 件 。 树 皮 可 药 用 ， 能 收敛 止 泻 ， 治 痢疾 。 壳 

LRM ESR 〈 壳 斗 含 16.73% ， 树 皮 含 6.7%)。 种 子 含 淀 粉 

55.76%， 可 酿酒 。 亦 为 野生 动物 ， 熊 、 枝 猪 等 所 喜 食 。 

(HR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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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榆 科 Ulmaceae 

155.34 全 拉 榆 

Ulmus glaucescens Franch. 

别名 灰 榆 、 山 榆 、 黄 青 榆 。 

WATE ANF 

木 或 灌木 ,高 3 一 6m。 

树 皮 瞳 灰色 ， 一 年 生 

RAH, RHE, 

二 年 生 枝 淡 灰 黄色 ， 
常 具 纵横 裂纹 。 叶 多 
GE Hi REE, 

长 2.5 一 4cm， 宽 1-- 

2.5cm， 先 端 渐 尖 或 

又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宽 
RIE, 边缘 有 单 锯齿 ， 

两 面 无 毛 : 叶柄 长 

5 一 smm。 花 Sap ia 

BT FPR, EAE PY Ze 
梳 基 部 的 叶腋 或 苞 

腋 ， 花 葛 钟 形 ， 先 端 
4 浅 裂 。 翅 果 宽 椭圆 

形 至 倒卵形 , 长 1。5 一 图 115 Sf? = Ulmus glaucescens Franch 

°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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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m， 无 毛 ， 种 子 位 于 翅 果 的 近 中 部 ， 柄 长 2—3mm (A115), 

WED EREDAR. TA. Hit. Wie. RB. 

山西 、 河 北 、 山 东 、 河 南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蜡 栓 是 阳性 树种 ， 十 分 耐 旱 ， 生 于 二 烛 

剥蚀 的 山地 ， 不 仅 生 于 沟谷 而 卫 也 证 于 山顶 、 «AT 在 土 层 

很 薄 或 石 锋 中 都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 |; 

据 观察 ， 旱 榆 于 4 月 下 旬 开 花 展 叶 ，5 月 下 旬 到 6 月 上 旬 种 子 

BA, ARAM, HERRERA CUlmus pumila) 缓慢 ， 

7 PEED Adom Ai, ee ee ee 

60—70cm, ) ih 

BMD, WA ARAD AAD Be FAME TOE, 
AEE WORM FRR I AS BL, HE 

15-1 ARCEERRAFSL A ， 
BARS MIE (1984.38) — 

RB (cm) | AK (cm) | 

1 5204 18 19 126.73. 
J 

ia i: ‘, aus aA 

2 65.4 97.0 28 186.76 _ 
: ehti ts ou 

NA 95.0 106.0 24 160. 08 

yi 内 蒙古 狼 山 〈 三 贵 沟 、 达 拉 
沟 ) Fane (1984.5) 

Wa (Cm) 
Pr 

果 熟 期 5.60 3.29 23.87 “10.82, 1 

2 DY 5.30 4.00 17.51 13.69 
3 J eh BY ‘ 4.30 3.85 18.14 12.73: 

4 果 熟 期 3.45 2.80 11.14 8.91 

5 果 熟 期 3.40 2.80 15.60 10.19 

平均 4.41 3/35 17.25 11.27 



成 垫 状 。 ae eae en ee oy ee 
115=1, 2 

表 115 一 35“ 内 蒙古 哈 太 山 旱 榆 调查 (1984.5) 

Re OR | 物候 期 | 株 高 my) 冠 幅 (my》 | Hh 7% (cm) | 胸径 (cm) 

1 果 期 4.75 ie Ben 18.78 14.01 
2 水 半期 3.34 "1.54 10.19 5.73 

3 果 期 4.66 i ie 26.74 13.69 

4 果 期 6.20 6.28 24.51 22.28 

5 果 期 5.00 5.44 27.37 24.51 

平 克 | ig & 4.79 | 4.26 | 21.52 | 16.07 

PAE F HER 1000—2500m 石 质 山 地 的 阳 坡 ， 常 以 建 群 种 形成 

旱 榆 疏 林 ， 在 林 中 生长 的 灌木 还 有 蒙古 扁桃 《Praniis mongoli- 
ca), ANH RZ (Rhamnus parvcfo1ra)、 黄 刺 梅 Rosa xanthina; 

半 灌 木 = BA iw) & (Artemisia brachyloba), HER ( Arte- 

mi sia gmelinii), 草本 植物 主要 有 RBHSE (Stipa gobica), 

WAS CPtilagrostis pelliotii), PURL#RMEB (Roegne- 

ria alashancca) 等 。 

早 栓 分 布 中 心地 区 的 湿润 度 为 0， 30 一 0.13, 年 平均 温度 为 2.0 一 

75°C, 210°C4E Rk 2000—3000°C, >2°CH HH 100 一 140 天 ， 

年 降水 量 ,150 一 200mme 
RARE , 早 榆 是 内 蒙古 地 区 良种 山羊 ， 如 阿尔 轧 斯 、 二 儿 
山 、 阿 拉 善 白 绕 山 羊 的 重要 饲料 。 山羊 夏季 采 食 其 嫩 枝 时， 冬季 采 

食 其 细 枢 及 落叶 ， 为 良好 的 木 本 饲 用 植物 。 其 枝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5—4, 

， 旱 榆 不 仅 是 干旱 山区 山羊 饲养 业 的 重要 未 未 饲料 ， 而 且 是 耐 二 
旱地 区 的 展 好 防护 林 树 种 和 制 做 农具 的 优质 木材 。 此 外 ， 树 皮 纤 维 

有 站 性 ， 可 做 糊 料 、 造 纸 和 人 造 棉 用 ， 果 实 可 与 面粉 混 为 食 用 ， 种 

Furi,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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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一 4 旱 榆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FW 质 (%) ale 
RRR) ew | | —_______ 

(%)| 相 蛋白 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FOR | (%) | cx) 

1983.5| 果 期 |9.18|， 11.30 2.28 17.08 8.43 60.91 | 3.47 |0.038 

1984。5| 果 期 |7.61| 17.96 1.39 22.22 8.54 49.89 | 2.63 |0.450 

1984。5| 果 后 营养 期 |7.24| 11.78 2.11 31.90 | 6.65 | 47.56 | 2.85 10.320 

。 内 蒙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旱 榆 造林 可 直播 或 植 苗 ， 春 秋 两 季 均 可 进行 ， 春 季 
应 在 土壤 解冻 后 苗木 展开 前 ， 秋 季 应 在 苗木 落叶 后 ， 土 壤 封 冻 前 。 

直播 造林 旱 榆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42g8， 其 寿命 较 得， 发芽 力 随 着 
贮存 年 限 而 递减 。 保 存 4 年 后 ， 其 发 芽 率 仅 有 32%， 因 此 最 好 在 
种 子 成 熟 后 ， 随 采 随 播 ， 以 保证 有 较 高 的 出 苗 率 。 直 播 造 林 要 提前 
整地 ， 待 种 子 采 收 后 立即 播种 。 播 种 方式 可 采取 条 播 、 水 平 沟 播 、 
HE. AGE. oO. KS. MR, TRAE 
种 。 其 种 子 顶 土 能 力 弱 ， 履 土 不 宜 过 深 ， 以 1 一 2cm 为 宜 。 

植 苗 造林 ， 育 苗 应 选 土 层 深厚 、 肥 沃 的 地 块 做 畦 ， 行 距 按 25 一 
Soom 条播 。 播 种 期 以 5--6 月 为 宜 。 在 苗 期 应 及 时 间苗 、 钢 章 ， 促 
进 苗 木 的 生长 。 

营造 饲 用 林 或 防护 林 ， 于 前 一 年 进行 细致 的 整地 ， 选 用 1 一 2 

年 的 苗木 进行 穴 植 ， 突 的 直径 为 44cm， 深 度 40 一 50cm。 一 般 采 用 

行距 2—3m, 株距 工 .5 一 2m， 亩 栽 200 一 300 株 为 宜 。 营 林 后 要 加 

强 抚育 管理 ， 幼 林 期 应 进行 松 土 、 铀 草 、 培 土 ， 以 增加 土壤 的 营 水 
能 力 ， 促 进 幼 林 的 生长 。 营 造 饲 用 林 应 在 株 高 Im 时 ， 自 50 cm 处 
剪 掉 主 于， 待 其 侧枝 长 高 后 再 剪 掉 顶 部 ， 以 促进 分 枝 ， 增 加 枝叶 ， 
利于 家 畜 采 食 。 或 当 造林 后 树 高 达 lm 时 ， 开 始 进 行 轻 度 放牧 ， 以 
控制 生长 高 度 ， 促 使 其 产生 分 枝 。 

近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有 :; BRAM 〈C rrzus glauc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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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Lasiocarpa Rehd.) 与 旱 榆 的 区 别 是 果实 被 毛 ， 利 用 价值 
APM. DRT ARTE Bi, WER, 

( 赵 书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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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Moraceae 

116. Hb IN 

Ficus tikoua Bur. 

BIZ BMA, eile, Beale, 
RSE HRAKERREM MARA, SAGA. 

ZA, WMA, ULAR K ADEA, HERE, BLO 
圆 形 ， 长 1.5 一 6mm， 宽 1 一 4m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浅 心 形 ， 

边缘 有 波状 锯齿 ， 上 面 被 短 刺 毛 ， 下 面 沿 脉 被 短 毛 ， 叶 柄 长 1 一 ” 
cm, ERASE, BEF IMM MRE, BFP, RRM 
球形 ， 成 熟 时 红 褐色 ， 花 单 性 ， 雄 花生 于 花序 托 的 口 部 ， 花 被 片 
2—6, HB 1 一 3?， 肉 花生 于 另 一 花序 托 内 〈 图 116)。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长 江 流域 及 亚热带 许多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如 淹 
北 、 湖 南 、 广 西 丁 部、 贵州、 云南 、 四 川 和 陕西 南部 ， 越 南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地瓜 性 喜 温 热 ， 主 要 分 布 于 亚热带 的 低 

山区 的 山坡 、 田 地 边 、 路 旁 、 沟 边 、 河 浴 、 林 边 、 灌 丛 边 等 各 地 
方 。 从 水 分 条 件 来 讲 ， 地 瓜 喜 生 于 中 等 湿润 的 环境 ， 但 它 既 耐 二 
KB, WitbkM. HFCAMME, ARR KM, RSME 
强盛 ， 只 要 有 一 段 已 具 不 定 根 的 芭 ， 在 湿润 的 环境 便 能 发 展 成 为 一 
大 片 。 地 瓜 也 能 与 白菜 、 野 青 茂 及 其 他 杂 草 类 生长 在 一 起 ， 形 成 以 
它 占 优 势 的 群落 。 在 肥沃 疏松 土壤 上 生长 特别 良好 ， 但 在 板结 的 圭 
壤 上 以 至 岩石 颖 里 它 也 能 蔓延 生长 ， 是 一 种 生活 力 极 强 的 植物 ， 在 

© 352.9, 



”植物 。 

亚热带 地 区 冬季 也 不 

， 桔 闭 ， 为 四 季 常 青 的 

饲 用 价值 - 地 瓜 

的 茎 叶 为 黄牛 、 水 牛 

所 特别 喜 食 ， 山 羊 亦 - 

乐 食 。 在 四 川 ， 群 众 

对 它 评 价 很 高 ， 认 为 

”此 草 对 牛 、 羊 等 家 畜 

的 生长 及 产 奶 都 有 良 

SFM, ARAM 

放牧 牛 、 羊 让 其 采 个 

&, MARKEE _ 
饲 皇 、 羊 ， 其 嫩 枝 叶 
还 刘 割 用 以 喂 猪 。 地 

瓜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165 mR. 

地 瓜 也 是 一 种 中 a4 下 到， 

草药 ; 据 记 载 全 草 均 图 116 eM PFicus tikoua Bur. 

可 入 药 , 有 祛 风 除湿 fie, RAGA, BIA. lpraergente 

116 ”地瓜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 

ang 生育 期 ja 可 am 粗 纤维 浸出 物 

5 月 下 名 rps 10.30 | 3.00 |18.10 | 57.40 | 11.20] 2.818] 0.206] 31.89| 5.88 

此 外 ， 其 果 (肉质 花 托 ) ORAL, 2% th RA ORE 
用 。 成 熟 的 果实 可 作为 制 醋 酒 炎 的 原料 。 

( 周 寿 荣 ) 
* 353 。 



+=, BR Polygonaceae 

417.3% 78 vine 

Fagopyrum sagittatum Gilib. 

(F. esculentum Moench) 

别名 age. =H. 

CARTE HEABR—-FERA, BH 50—120cm, ERE 

ig, MRR, 2H 7 7 

i, $9, HR, F 
a, HE, HET. 

淡 绿 色 , 后 渐变 紫红 色 ， 
成 熟 后 为 红 褐色 。 下 部 

叶 有 长 柄 ， 上 部 叶 近 无 

i; 叶片 三 角形 或 卵 状 
三 角形 ， 先 端 渐 尖 ， 基 

MERRIE, Hs 

托 叶鞘 短 简 状 ， 无 毛 ， 
顶端 斜 而 截 平 ， 早 落 。 
总 状 或 圆锥 花序 ， 顶 生 
或 腋生 ， 花 醒 细 长 ， 花 
淡 粉 红色 或 白色 , BH, 

每 株 可 开花 2000 RY 

上 ;， 花 被 5 RB, BH 图 117 FE2e «=FPagopyrum sagittatum 

矩 圆 形 ， HEE 8, BE AE Gilib. (F.esculentum Moench) 

e 3546 



被 片 短 ， 花 盘 具 腺 状 突起 ， 花 柱 3， 柱 头头 状 ， 肉 蕊 与 雄蕊 蜡 长 。 瘦 

果 卵 状 三 棱 形 ， 具 3 Hi fa Be, 先端 渐 尖 ， 褐 色 或 灰色 ， 光 滑 。 种 

子 千 粒 重 11 一 32g8， 料 粒 与 秸秆 比 为 1 :1 一 2， 皮 壳 率 20 一 30% (图 

et a 
细胞 染色 体 :，2n = 16, 

地 理 分 布 “ 荞 麦 原 产 于 我 国 的 湿润 山区 ， 后 传 到 亚洲 东部 各 

国 ， 现 在 欧洲 及 世界 各 地 均 有 裁 培 。 苏 联 裁 培 最 多 ， 其 种 植 面 积 占 

世界 养 麦 总 面积 的 65%， 居 第 一 位 ， 我 国 占 世 界 第 二 位 。 国 内 栽培 
多 不 集中 ， 但 以 华北 、 东 北 和 西北 海拔 较 高 的 地 区 种 植 较 多 ， 长 江 

以 南 的 山区 也 不 乏 裁 培 在 山西 种 荞麦 面积 50 万 亩 以 上 , 亩 产量 25 
kg 左右 ， 在 胁 北 、 吕 梁 及 东山 区 ， 光 、 热 、 水 、 土 资源 均 有 利于 

荞麦 生长 。 日 本 及 我 国 各 地 常 分 布 有 野 荞 麦 ， 多 生长 在 暖 温 带 、 温 

带 半 于 旱 或 湿润 山区 的 蕊 地 及 路 旁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幼苗 生长 迅速 ， 能 很 快 覆盖 地 面 ， 抑 制 

杂 草 滋生 。 出 苗 后 20 一 25 REISE, Be 开花 期 延续 25 一 35 

天 。 一 般 于 午 开花 受 粉 ， 当 天 闭合 ， 末 受 粉 者 次 日 再 开 。 磊 麦 生 殖 

生长 与 营养 生长 并 进 ， 直 到 收获 时 才 停止 生长 ， 故 花期 长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医 考 性 喜 凉 爽 湿 润 气候 ， 不 耐 高 温 、 寒 冷 和 干 热风 ， 生 

育 期 得 ， 一般 60 一 90 天 ， 早 熟 种 60 天 ， 中 熟 种 60 一 80 天， 有 晚 

MAT SO 天 以 上 , AKRAM PED. FER AIRED, BR 

总 积温 1000 一 1200"。 种 子 在 一 般 管理 条 件 下 生活 力 两 年 或 三 年 。 

发 芽 最 低温 度 3 一 4%C， 最 适 温 25—31°C, Bw 温 37 一 44%2， 一 般 

土 温 在 16°C 以 上 ， 播 后 4 一 5 天 即 可 发 芽 出 苗 。 

荞 卖 生 育 期 中 需 水 较 多 ， 发 芽 需 水 为 种 子 重 量 的 45 一 50%， 蒸 

GAM 450 一 360， 空 气 湿 度 低 于 30-40%, HARMAN, BRE 

芒 ， 花 蕾 严重 脱落 。 但 是 荞麦 开花 时 ， 雨 水 不 能 过 多 ， 如 遇 细 两 连 

绵 ， 受 粉 不 好 ， 影 啊 籽 粒 产量 。 

荞 才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其 吸收 磷 的 能 力 很 强 ， 不 适 于 其 他 禾 谷 

"355 ， 



Ey Be AS FE ET ASE, HAMS 
- Ja PME. 

SHE 育 浊 荞麦 柔嫩 多 汁 ， 可 为 猪 、 牛 、 羊 优良 青饲料 ， 

亦 可 调制 干草 ， 或 与 甜菜 时 、 青 玉米 等 混合 青贮 。 养 麦秸 可 直接 饲 

喂 牛 、 羊 或 粉碎 喂 猪 。 籽粒 富 含 淀 粉 、 蛋 白质 、 钙 、 ws big 

#Bi Se ee 可 作家 畜 的 精 料 CR 117). 

Rl FAK MA* (%) 

| 二 物 质 
dh 2] Mee ix ta oe ang ea 

aM | mie | mere eee] BI 

11.2 17.23 62.95 4.62 风干 样品 | 花期 

+ 引 自 东北 农学 院 饲 料 作物 裁 培 技术 。 

一 公斤 荞麦 壳 含 蛋白 质 0.057g，- 相 当 0. 5 MAP BM, HAE 

上 白质 主要 由 球 蛋白 和 谷 蛋白 组 成 ， 其 中 含 精 所 酸 12.7%, BRE 

7.9%. KAR 1%. 

ASEM Pa PM “BIER” 的 光敏 物质 ， 猪 羊 食 之 过 多 ,在 

日 光照 射 下 会 引起 “ 养 麦 疯 ” 病 ， 或 叫 荞麦 疹 ， 使 家 畜 全 身 发 痒 、 

烦 燥 、 无 力 、 不 进食 。 对 白色 皮毛 的 家 畜 更 为 敏感 ， BPS AE 

IRBRIR US, BSAA PRA AH. 

FE 46 Bi FS ON Fe Be AS Ha AY 7° BF HE 1500—3000kg. nie ew geaen 

Kae, 7ES4X Ht Aa ER 1350kg。 籽 粒 一 般 亩 产 50 一 75 

kg， 尚 可 收 秸秆 75 一 100kg。 四 川 凉山 自治 州 10 DHA 

产 籽 粒 150kg。 

莽 麦 叶 量 大 ， 山 西 农业 大 学 1982 年 测定 ， 初 花期 叶 量 占 总 重 

51.8%, 244.3%, Fer 3.9%。 青 刘 时 AF ER RD 
60cm HY) XI F, DRMMSRAORZ, 

FRASM AWARE, Wa eR, FRNLAERGAD,. FF 

麦 蜜 质 优 良 营养 丰富 ， 含 40% Wa, — MIZE IRM A TB 2.5—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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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g。 幼 苗 和 花 、 叶 中 含有 糖苷 〈 虞 丁 Rutin), 可 治疗 高 血压 、 
糖尿 病 、 视 网 膜 炎 等 。 由 于 养 麦 生育 期 短 , 在 充分 利用 生长 季节 提高 
复种 指数 方面 ， 它 也 十 有 相当 重要 的 地 位 。 HERES NRO 
物资 。 
“栽培 要 点 ”大 麦 对 前 作物 要 求 不 严 ， 可 在 前 作 收 后 ， 起 着 平地 

ENT, 其 根 能 分 泌 有 机 酸 ， 对 研 钾 利用 率 强 ， 可 用 确 、 钾 化肥 
TRE, BARI K EE 
FAT ARNREZRAREA, RABRRH, RR 

80% ULL AEA 当年 种 子 发 芽 率 高 ， 陋 年 种 子 发 芽 率 低 
播种 前 应 筛选 、 王 种 。 | 
HEM. 夏 、 秋 季 均 可 播种 ， 华 北 地 区 6 月 中 下 各， 华中 

号 表 生 市 有 、 华 南 9 月 中 有 播种 ， 亚 热带 尚 可 冬 播 。 内 蒙古 .东北 、 
西北 寒冷 地 区 每 年 只 收 二 替 养 麦 ， 多 在 4 月 下 各 到 5 月 上 名 播 种 。 
青 饲 养 麦 从 春 到 秋天 可 播种 。 条 播 、 点 播 、 撤 播 均 可 ， 但 30cm 
行距 条 播 最 好 。 "6 8S 3. 5— 一 6kg， 也 可 2—2.5ke, Pee. ii 

3h, EX A, PEA, WO HE, HD 
BMS scm, AR RCAUE, DME RIF, SHB 12— 
17% of x 

PLR BAAR ER, CR OR, pe ah 
2 一 8 Uc, SE ea BU, ah DA HE ce AE RF 7E IN EK 1 一 
2 wy $22 BR. Bey EAA HE 5 一 7.5kg。 盛 花期 每 隔 7 闪 

Ae FR AL Yb WBE — Ue, 苏联 经 验 喷 釉 每 袋 贰 可 增产 5.5 公 担 。 此 外 在 

盛 花期 用 拉 缠 法 进行 人 工 授粉 或 每 公 硕 养 蜂 两 箱 ， 借 区 授粉 ， 可 显 
著 提 高 种 子 产 量 :、 收 籽粒 者 ,于 果实 三 分 之 二 变 灰 神色 时 即 可 收获 ， 
ALRITE RL, BK, | 

(7 # HR) 

©3576 



118.% 分 2 

Polygonum divaricatum 工 。 

别名 BR. RAB. 

CARE BASR, SFLEA, BKIMAA. SHY, 

Bah, HRM RB, PMERMRK. CHR RR. HARRIE 

ii, tH MA RMRHBUBAB, K5—12cm, #0.5—2cm, 

Kee wiAR, AEBMR. FH. HHAEMRRRE. MHKERL 

RAB, A3 锐 棱 ， 黄 褐色 ， 有 光泽 ， 比 花 被 长 〈 图 118)。 

地 理 分 布 ”又 分 区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和 山西 等 

省 〈 区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朝鲜 、 蒙 证、 苏联 。 属 东亚 成 分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又 分 葛 为 草原 _ 

中 旱 生 植物 ， 是 草 多 

草原 和 草原 群落 中 常 

见 的 伴生 种 。 除 盐 注 

化 土壤 外 ， 一 般 的 生 

境 均 可 生长 ， 适 应 性 

广 ， 野 生 于 山坡 草地 

BURMA. BES 
WH. Ur. HAR 

田 边 、 路 旁 以 及 住宅 

MCh, BS 

散 分 布 ， 未 见 大 片 群 

落 。6 一 7 月 开花 ， 

7 一 8 月 果 熟 。 该 种 植 

。358 。 

图 118 又 分 蔓 Polygonum divaricatum L, 

从 

开展 ， 花 小 ， 白色 或 淡 黄色 ; 花 被 片 5， TRA; HE & 8; 花柱 3。 jg 

eee ee ee eg = — 



物体 分 枝 多 ， 形 成 球形 ， 是 草原 上 的 风 滚 草 ， 种 子 量 大 ， 借 助 于 滚 

动 传 播种 子 。 

饲 用 价值 ” 幼 嫩 茎 叶 ， 味 酸 甜 ， 各 种 家 畜 适 口 性 不 等 ， 营 养 价 

值 一 般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18。 

表 118 ”又 分 蓝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Wilin ides 水 分 | 占 风 干 物质 〈%) 钙 | me | 分 析 
0 i (96) | LEE le newsfan eran JOM lin ae sy] (26> | (%) | 部 位 

1959.6.24 | 抽 共 期 | 9.02 | 17.55) 3.84 | 18.19] 49.38] 10.04] 1.77 | 0.15 | 干草 | 

1959.6.24 .| 抽 世 期 |84。16 | 19.25) 4.16 | 19.82) 45.77| 11.0 | 0.20 | 0.03 | 鲜 草 

* 黑龙 江 省 野生 经 济 植物 图 志 。 

又 分 蓝 为 春季 或 秋季 的 青饲料 资源 ， 该 草 在 此 期 间 核 叶 细嫩 而 

繁茂 ， 于 春 末 夏 初 及 秋季 ， 可 供 牛 、 猪 、 羊 放牧 用 ， 营 养 期 制 取 地 

上 部 全 草 ， 切 碎 可 生 喂 。 成 熟 后 割 取 嫩 枝 也 可 人 饲 喂 。 

MABE RRA AZ. 

119.41. ps 

Polygonum orientale Li. 

NS ATE. TH. Wee, 

COPE AHPRARTER. BR. APE KB EA, B 

1—3m, 4HV, Att, PS, OR, BRAKE. HARK; | 

HWE RRB, Ks—20cm, H4—12cm, Wik, AMIE 

形 或 微 带 槐 形 ， 有 时 了 略 呈 心 形 ， 全 缘 ， 两 面 均 被 疏 长 毛 及 腺 点 ， 主 

脉 及 侧 肪 显著 ， 两 面 均 凸 出 。 茎 下 部 的 叶 较 大 ， 上 部 叶 渐 狭 而 呈 久 

状 披 针 形 ;， 托 叶 鞘 杯 状 或 简 状 ， 被 长 毛 ， 项 端 绿色 而 呈 叶 状 ， 或 为 

干 膜 质 状 裂片 ， 具 缘 毛 。 花 序 顶 生 或 腋生 ， 圆 柱 形 ， 长 3 一 10cm， 

。359 。 



He | as 50m 2 下 Sf, 

党 由 数 个 排列 成 圆锥 状 ; gk | . 5 

orto eyes 9 OR os agar 

A, BHR, KY \ f. 
3mm 3" aE BS 7, KF | ) 

被 ,其 中 5 枚 与 裂片 互生 ， 
着 生 于 裂片 近 边 缘 部 ， 其 
中 2 枚 与 裂片 对 生 ， 着 生 
于 裂片 基部 ， 花 柱 2， 稍 
露出 于 花 被 外 ， 柱 头 旺 头 
状 。 二 小 坚果 近 圆 形 ， 扁 
平 ,两面 中 央 略 隔 ， 先 端 。 

色 ， 有 光泽 ， 包 于 花 被 内 具 式 御 贡 由 交 利 全 蔓 代 又 
(图 119)¢ 图 119 “re Polygoawm orientale 工 。 

细胞 染色 体 ;， 2n = 22。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为 中 生 植 物 ， 常 见于 耕地 、 
FA. Bei. I. RY .江河 两 岸 、 村 落 附近 ， 多 为 栽培 。 国 外 
分 布 在 朝鲜 、 日 本 、 菲 律 宾 、 印 度 、 苏 联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红 划 属 一 年 生 大 型 草本 植 牺 ， 在 我 国 北 
方 一 般 在 .4 月 上 上旬 即 可 出 苗 ,,6 A REA EI, A) LO BT 
的 花 穗 抽 出 ,| 生育 期 可 达 180 RAE. A ES HR, Rees A 
下 名 相继 进 大 成熟 期 ， 种 予 随 成 部 脱落 岂 二 株 红 昔 可 产生 种 巴 数 千 
KL, AN AE AR, ES OR, ZEKE ESTE LE Ae et 
REM REN ORR A. SORE EER, TEE ER A RE 
ELBE, PEK REE NOU, 4 DH LABS « SG OK 
ied, MBA BAA TEE AA Ry RK RE. BE 

*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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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 AIL Ry AOE OC PIF HSI aC ee 
PERRY, SPH. Be. RRA L, 与 之 伴 
生 的 多 为 一 年 生 和 二 年 生 杂 草 。 多 为 中 生 植 物 ， 也 有 少数 为 旱 中 生 

植物 。 群 落 表现 为 草 群 高 ， 盖 度 一 般 在 60 一 80% 之 间 。 

饲 用 价值 ”本 种 植物 在 初 花期 较 鲜 嫩 ， 果 熟 期 后 变 粗 烙 ， 无 特 

殊 气 味 。 干 鲜 比 为 1 : 6.5; 茎 叶 比 为 55 : 45， 其 营养 价值 较 丰 富 。 
粗 蛋 白 含量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9。 © 

表 119 红 募 的 化 学 成 分 * 

fF 物 质 (%) 
分 析 部 位 | 水 分 0 一 一 天 划一 一 | 刁 (%) | 《9 

-| 租 鼻 白 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FOR, | 粗 灰分 

全 草 80.40 | 16.02 | 4.34 21.02| 44.85 | 13.77 | 0.71 0.12 

全 草 7.09 | 14.86 | 4.04 19.52 | 48.80 | 12.78 | 38.38 0.52 

。 引 自 天 津 市 饲料 公司 ，1984， 猪 饲料 手册 ， 农 业 出 版 社 。 

本 种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羊 喜 食 ， 牛 乐 食 。 全 年 可 刘 割 1 一 2 次 。 
在 幼 嫩 期 猪 最 喜 食 。 其 饲 用 方法 是 ， 幼 嫩 期 割 取 地 上 部 全 草 ， 经 切 
RAAB, BEG, BW, ARATE, RAMS, B 
切 碎 发 酵 喂 。 该 种 牧草 产量 很 高 ， 叶 量 较 大 ， 可 在 开花 前 后 大 量 收 
获 ， 供 青贮 发 酵 用 。 也 是 良好 的 密 源 植物 , 开花 期 从 6 月 可 一 直 延 续 
到 10 月 。 全 草 及 果实 入 药 。 全 草 具 有 祛 风 利 湿 ， 活 血 止 痛 作 用 ， 
治疗 风湿 性 关节 炎 ， 果 实 具有 活血 、 消 积 、 止 痛 、 利 尿 作用 。 主 治 
胃痛 、 腹 胀 、 脾 肿 大 、 肝 硬化 腹水 、 栋 淋巴 结核 等 病 。 嫩 苗 可 食 
用 ， 种 子 可 提取 淀粉 ， 用 于 副食 品 工业 。 红 划 叶 片 宽大 ， 粉 红 花序 
下 垂 ， 姿 态 优美 ， 全 国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供 观赏 。 

栽培 要 点 ”本 种 喜 水 湿 环 境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种 子 繁 殖 ， 北 
方 清明 前 播种 ，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50cm， 沟 深 3cm 左右 ， 覆 土 1 一 

2cm。 经 党 保持 土壤 湿润 ， 一 周 左右 出 苗 ， 每 亩 播 量 1 一 1.5kg。 

花 前 可 适量 追肥 ， 并 注意 浇 水 ， 加 免 干 旱 减 产 。 做 为 饲料 ， 在 初 花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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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苋 科 Amaranthaceae 

120。 空 心 于 子 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别名 水 花生 ， 水 苋菜 。 

形态 特征 ”空心 莲子 草 为 苑 科 莲子 草 属 ,多 年 生 宿 根 草本 植物 。 

RAREGRA, BAT, PER, TH ADK. AMHK, LMA 

ff, LKRELAPS, Aah. MME, KB, K4—6cem, HH 1 一 

3 cm， 全 缘 绿 色 ， 叶 柄 不 明显 ， 叶 腋 内 着 生 叶 芽 。 圆 形 头 状 花 序 ， 

A, Bit, 花 被 区 片 各 5 Bl, 内 生 雄 营 10 个 , EBS 1. HR 

外 圆 形 ， 种 子 细小 扁平 (图 120) 。 

地 理 分 布 “ 空 心 着 子 草原 产 于 拉丁 美洲 巴西 。 现 在 我 国 长 江 流 

域 的 江苏 、 浙 江 、 四 川 、 湖 南 、 潮 北 等 省 都 有 分 布 。70 年 代 时 又 引 

入 长 江 以 北 的 河北 、 北 京 、 山 东 、 辽 宁 等 省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空心 莲子 草 适 应 性 广 ， 能 在 水 池 ， 湿 地 

及 陆地 生长 。 它 喜 温 、 喜 肥 、 耐 寒 性 比 水 浮 莲 、 水 戎 芦 强 ,， 在 10 

时 开始 萌芽 ， 生 长 最 适 温 度 为 22 一 33*2， 低 于 20%2， 高 于 33s 都 

生长 不 良 ， 气 温 达 5% 以 下 时 ， 水 上 部 分 枯萎 ,水 下 部 分 仍然 活着 ， 

只 要 不 结 冰 ， 就 能 越冬 ， 次 年 春季 再 生 。 

长 江 流 域 的 空心 莲子 草 一 般 在 4 一 5 月 萌 发 生长 ， 气 温 在 20% 

以 下 生长 缓慢 ， 日 增长 量 为 1 一 2cm，6 一 9 HRA, WES. 

旺盛 生长 期 ， 日 增长 量 达 2 一 cm。 从 叶腋 不 断 抽 出 新 枝 ， 并 再 分 

Rm. ZAREK 15m 以 上 ， 分 枝 达 数 十 个 。9 一 11 月 ， 气 温 逐渐 

。363。 



降 到 15°CLA FAY. 

止 生长 。 

空心 莲子 草 夏 季 

开花 并 能 结 籽 。 但 由 

于 长 江 流域 能 自然 越 

RX, 而 且 又 有 节 节 生 

根 的 特点 ， 所 以 都 是 

用 华 蔓 进 行 无 性 繁殖 .， 
饲 用 价值 ”空心 

莲子 草 多 半 用 来 饲 号 

He 2. WRN OD 

碎 或 打 浆 后 拌 精 料 和 

Bo UBER — A 

Ae BENS KR. 

2p UR A TR FR He 

Hs OS AR 

4 :1 搭配 饲养 30 天 ， 

甘 昔 茧 平均 每 头 增 重 

14.37ke, EAM 
120. ete T HE Alternanthera philo- / 

zeroides( Mart.) -Grisebys os 

低 ， 为 13.62K8g5 HR. 空心 莲子 草 干 物 质 中 会 粗 蛋白 质 较 高 名 开 开 

JE IIE 22.2%, HLA HED, AE 18.5% 0 1 HEHE (DE); 代谢 能 

(MB) 均 较 高 人 ( 表 120 一 1)51 ! 

# 120—2 表明 25 ay EFM LAA sz, a 

化 率 及 消化 能 、 代 谢 能 均 较 高 。 

室 心 莲子 草 作为 饲料 ， 可 以 喂 猪 、. 羊 x 生 ， eT Wi amivk 

产 学 院 研究 ,空心 莲子 草 中 含 皂 臣 ， 因 此 ,在 饲 喂 时 ，. 必 须 在 草 浆 

中 加 入 0.2% 食 盐 ， 降 低 皂 不 ,和 鱼 示 能 鲜 食 ,rr 个 MPR. BS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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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ARC, BEAMS A 0.15—0.2%, BER 0.09%, AH 

0.57% AkKSoESFRRARAR MERRIE. EAA 

别 注意 当 水 花生 开花 后 种 子 成 熟 时 ， 不 能 生 喂 鲜 料 , 以 免 家 畜 食 后 ， 

随 妆 便 排出 体外 ， 成 为 田间 恶性 杂 草 。 其 根 或 全 草 可 以 入 药 ， 有 清 

热 解毒 之 效 。 

栽培 要 点 ”在 需要 保护 越冬 的 地 区 ， 当 气温 达 10*2 以 上 时 ， 即 

可 放养 。 开 始 时 要 用 绳 框 围 住 ， 使 其 稳定 ， 在 一 定 水 面 上 ， 不 致 散 

失 漂 走 ， 以 利生 长 。 同 时 要 根据 水 质 肥 瘦 适 当 施肥 ， 景 好 用 腐熟 的 

有 机 肥 。 还 要 注意 防止 虫害 ， 如 发 生 斜 纹 夜 资 虫 , 可 用 90% 晶体 敌 

百 虫 稀释 1200 FRG, MARR 5 一 7 日 后 才能 取 饲 。 

采 收 ， 当 水 面 上 的 空心 莲子 草 长 到 3cm 高 时 ， 即 可 开始 收割 ” 

苗 荐 高 6 一 7cm， 并 保留 叶 3 一 4 片 ， 以 后 每 长 到 30cm 高 时 即 可 采 

收 。 也 可 以 从 一 处 连 根 捞 起 做 饲料 ， 每 次 捞取 后 ， 使 留 下 的 种 苗 适 

当 牙 散 一 点 可 加 速 繁殖 。 
保 种 越冬 。 在 江苏 选 背 向 阳 水 面 ， 并 选 老 壮 的 植株 留 做 种 苗 ， 

密植 于 深水 中 ， 降 霜 后 ， 上 部 时 枯萎 压 在 根 上 ， 可 保护 过 冬 。 

(KERR LRH) 

121.8% fi it 

Amaranthus paniculatus L. » 

别名 FHA, FHA. 

形态 特征 ”每 穗 疯 是 苋 科 苋 属 一 年 生 草本 植物 。 直 根系 ， 主 要 

分 布 在 20 一 30cm MLE, ZBHW, AWM, 呈 黄 绿色 或 红 紫 色 ， 

株 高 1—4m, WHA, SR, WIR AEM BRKT, K 4 一 15 

cm, %&2—8cem, WmMACE. MWK1—l5em, RH, HERE. 

la ETE PRE, TRAE, BRR TERA, Ear, SAK, 

WED FER HAE, ZEAE, WERE, GAB, Wink 

+ 366° 



ti, FERRI. HR 

NG, mt, PFU 

球形 ， 棕 黑色 或 黄白 

色 , AXE, HB 

Imm 左右 (图 121)。 

WI Re 
HALE e KE) WAR 

i. Bie eT AE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能 种 

植 ， 在 美洲 从 阿根廷 

到 安第斯 山脉 ， 从 和 危 

地 马 拉 到 墨西哥 、 美 

国 ; 在 亚洲 从 伊朗 、 

斯 里 兰 卡 到 印度 ， 经 

尼泊尔 到 中 国 、 蒙 

古 、 朝 鲜 ， 在 非洲 的 

埃塞俄比亚 等 国 也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繁 德 砚 的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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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fH Amaranthus paniculatus 

L. 

性 很 强 ， 最 适 于 半 于 旱 和 较 温 湿 的 气候 ， 具 有 了 耐 将 薄 、 耐 盐 碱 、 耐 

ORME, TAU TERS. Wk, BIR, Abie te Re 

酸 、 碱 土壤 都 能 生长 。 

SRS WRF Ze SCR AY RF, (ARB, 10—-12° CR FRR, 3h 

TH JE 0% 低 温 即 受 冻 害 ， 成 株 遇 霜冻 很 快 枯死 。 

在 北京 地 区 6 一 7 月 生长 最 快 ， 株 高 每 天 增长 3 一 4cme。 ER 林 

省 5 月 中 旬 播 种 ,6 月 上 名 出 苗 ，7 月 中 旬 株 高 达 60 一 70cm，8 月 上 

LG, 株 高 110—130cm, 8 月 中 旬 乳 熟 , 株 高 190 一 210cm，9 月 上 

187， 



名 蜡 熟 期 ， 株 高 210cm 以 上 , 9 AR PP aaah, RO 

物 ， 南 种 北 引 ， 现 曹 开 花期 延迟 ， 植 株 高 大 ,二 葵 叶 生长 茂 感 ， 青 饲 

料 产量 高 ， 北 种 南 引 ， 现 蕾 开 花 早 、 植 株 矮小 ， 种 子 产 量 高 。 
繁 穗 苋 的 再 生性 强 ， 株 高 60 一 70cm 时 可 刘 割 青 饲 。 浊 BE. 

施肥 、 灌 水 还 可 继续 利用 。 据 测定 ， 该 草 为 C4 植物 , 对 光 的 利用 率 
较 高 ， 光 合 强度 为 44mgCO:/dm: .小 时 。 阳 光 充 足 , ARR, 生长 
速度 快 ， 干 物质 积累 多 ， 其 生物 量 与 玉米 相似 。 据 鲁 北 测定 ,- 亩 产 

鲜 茎 时 1500 一 2500kg， 闻 粒 150 一 250kg， 南 方 可 亩 产 侠 瘟 6006 一 

12000kg。- 据 报道 ， 世 界 最 高 籽粒 产量 达 333.5—400ke/m. 

饲 用 价值 ”党 穗 苋 叶片 柔软 ， 蔡 秆 脆 嫩 ,= 纤维 素 含 量 低 ， 和 气味 

纯正 ， 适 口 性 好 ， 营 养 价 值 高 ， 是 猪 ; 禽 、 牛 的 优质 青饲料 。 青 饲 、 

打 浆 、 青 贮 、 干 草 均 可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产 入 
RH, KREME AIR A wy 12.68%( 表 121— 
1), WARE RRM -E RT, SLEW AR 达到 15.45%, 

LF 表 121 一 1 繁重 苋 的 化 学 成 分 

水 分 | fF mM 质 (%) 

(« |ecma] ame Tee | 5M, Pe 
"spe ] 5.70] 8.50 | 1.80 38.70 | 41.00 

采样 部 位 | 生育 期 
(%) ; 

叶 Pe HH | 9.90 | 23.70 4.70 11.70 | 42.30. 

全 株 | BWP | 6.85] 12.68 | 2060 | 31.28] 41.35. 

表 121 一 2 繁 德 苋 抽穗 初期 茎 叶 比 。 
ET (g) FR (g) 

万 “种 一 -一世 一 一 全- 

km | [4 | ww] Bohm 

绿色 种 100 65.6 34.4 100 50.9 49.1 

红色 种 100 64.5 35.5 100 50.3 49.7 

* 山东 省 惠 民 地 区 农 收 渔业 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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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穗 苋 的 叶 量 大 ， 茎 叶 鲜 重 比 为 1 : 0.52， 于 重 比 为 1: 0.72. 

成 熟 期 侠 时 穗 比 为 1 : 0.66， 干 叶 粒 比 为 1: 0.72 (#121—2). 
。 繁 穗 葛 的 籽粒 不 仅 产量 高 ， 营 养 丰富 ， 其 粗 蛋 白质 含量 比 玉米 

高 36%, 脂肪 比 玉米 高 74%; 比 高 梁 高 127%; 钙 、 磷 含量 比 玉米 

高 1.59 人 税 〈 表 121 一 4) 。 

FERRARA 生 素 ， 不 仅 是 畜 禽 的 优质 饲料 ， 也 是 亚 

洲 、 非 洲 人 民 喜 爱 的 蔬菜 ( 表 121 一 6) 。 

表 121 一 6 Bi, RMR ARR, TOMER 媲美 。 
繁 穗 苋 的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叶 比 茎 高 40% 左 右 ， 且 抽穗 前 比 抽 

穗 后 的 消化 率 高 〈 表 121 一 7) 。 

表 121-3 ABT MAR ie 

# HB (g) F- H (g) 
品 种 由 

ze| + | |e aw| 4 | # ® 

绿色 种 100 60.2 39.8 100 58.4 41.6 

红色 种 一 100 61.3 38.7 100 oe ee ee 

” 山东 省 惠 民 地 区 农 牧 渔业 局 分 析 。 

121-4 RRR SM HAH 
00K FMR EE 

水 分 | 蛋白 质 FER Kt | F | 脂肪 | 碳水 化 合 物 CA wi 
名 称 te cn (%) | Cg) | (g) aes (g) | (g) | Ce) | mg) | Gna) 

HAH} 1600.7 | 11.3 | 14.5 | 7.5 60.4 | 7.5 2.9 | 268.5 | 477.5 

玉 ” 米 | 1509.5] 10.6 | 9.4] 4.3 74.4 ee eae 本 9 290 

3) 1388.3] 11.0] 11.0] 3.3 73.0 Nets 17 28 287 
| | 

_ 引 自 《 农 业 现代 化 研究 》84.。 1。 

栽培 要 点 KEMPS, FAH 0.7 一 0.8g, 因此 整地 要 细 ， 

最 好 冬 前 深 翻 ， 施 基肥 2000 一 3000kg/ 亩 。 北 方 春播 在 4 月 上 名 至 

5 月 上 名， 夏 播 可 在 6 月 。 南 方 3 一 10 月 均 可 播种 。 播 种 量 每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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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一 5 SERHASREB 〈% ) 

苏 A wR 0.05 0.08. 
HAR 0.08 0.11. 

he 氨 酸 0.01 0.04 

i 氨 酸 0.10 0. 0.11 

& AR 0.03 0. 0.03 

FAR 0.08 0. 0.05 — 
= AR 0.14 0. 0.13 

Aw 0.06 0. 0.05 

AAR 0.13 0. 0.13 

mi aR 0.08 0. 0.09 

组 AR 0.03 0. 0.02 

精 氨 酸 0.05 0. 0.10 

A RB 0.08 0.05 

121-6 ” 繁 德 苋 鲜 茎 叶 营 养 成 分 ” 
(每 100g 新 鲜 茎 叶 含量 ) 

gegge /EUR| 脂肪 | 瑟 水 化 合 | 纤维 素 | 灰分 | Va | Va.) Vac] We 
(%) | (%) |B (%) | C%) | ©%) | 国际 当量 )| (mg) | Gmg) | mg) 

“BR | 3.6) 0.45] 11.7 1.55 | 1.75 

wx 3.2 | 0.30 4.3 0.60 | 1.50 

* 5) A«KRW RIES 4. 1, 

121-7 RARER ARSAAT WR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有 机 物质 消 

(MJ/kg) | (MJ/kg) | (MJ/ke)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 (%) | 化 率 “〈%) A 

山东 惠 民 | SE | 抽 穗 前 | 17.11 | 0.57 | 44.42 7.36 4.71 

山东 惠 民 |. 叶 | 抽穗 前 | 26.03 | 2.88 | 63.40 11.31 8.33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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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kg, Bb 1—i.5om. WAR HBR WM 管理 ， 
及 时 中 赫 除 草 ， 间 苗 或 浊 割 后 灌水 追肥 。 

繁 穗 苋 的 病虫害 较 多 ， 如 霉 丙 病 、 造 桥 虫 要 及 时 防除 。 

繁 穗 苋 的 利用 方式 可 根据 本 地 条 件 采 用 间 拔 法 ， 即 分 期 间苗 采 

收 ， 间 大 留 小 ， 间 密 留 禹 ， 逐 渐 留 成 单 株 ， 最 后 一 次 割 完 。 据 昆明 

试验 ,5 月 播种 ， 出 苗 后 10 一 15 天 开始 间苗 ， 以 后 每 隔 10 天 左右 

间苗 一 次 ， 间 拔 4 次 后 完 苗 。 大 面积 密 播 可 采用 全 拔 法 ， 即 苗 高 
50cm 开始 分 期 分 片 拔 收 ， 到 现 蓄 开 花 时 拔 完 ， 拔 完 一 块 复种 一 块 " 

湖南 用 这 种 方法 每 年 可 种 3 一 5 次 。 剂 割 法 ， 适 当 称 播 , 早期 间苗 成 

«MPR. 4 60—80cmM XM, BH 20cm, AKA 20 一 30 天 浊 割 

一 次 。 北 京 从 6 月 至 10 AWN 4 次 ， 亩 产 鲜 草 6000gKg。 
党 穗 苋 的 种 子 产 量 高 。 以 收 种 为 目的 ， 种 植 SA, Pe FE 15 一 

25cm， 开 花 时 追 施 磷 、 钾 肥 ， 促 进 灌浆 成 熟 。 大 部 分 种 子 变 黑 或 

黄 时 ， 即 可 收获 ， 收 获 过 晚 落 粒 严 重 。 

春播 的 繁 穗 苋 也 可 汶 割 1 一 2 次 后 , BAP 
(BRR EMRE 
ERE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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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SF Poriulacaceae 

122. +o 1A. 

Portulaca oleracea 工 。 

BZ MPS. WUE. 

形态 特征 ， 为 马 齿 砚 科 一 年 生肉 质 草 本 ， 高 10 一 25cm， 全 株 

FRE. 2A, RGR. ME, BB, K1—3 

cm, #, 0.5—1.5cem, 

先端 钝 圆 ， 有 时 微 
站。 花 单 生 或 3 一 5 WE 
RGA, BH AS, p- Li 

BUR Br 25 Tem OLY Sg 
5, mf; HEE 8— AG ay 

12; 子 房 半 下 位 ， FE : ZB FA oe 

LAB, HRA A GE AE) 
ea are FC PDB SNVNNR Y 
%, PRBE, HE C GED 
不 及 lmm， 黑 色 。 ER 

花期 5 一 8 月 ， 果 其 | ' 
6 一 9 月 (A 122), 个 

HES RH Ai 
南北 方 各 省 〈 区 )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平原 地 图 122 Bw Portulaca oleracea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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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S, Has, PRA, BRAEEE 1300m 的 由 地; 广 布 于 全 世界 热带 和 
温带 地 区 5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马 齿 苋 作为 一 种 田间 常见 杂 草 ， 具 有 广 

泛 的 生态 适应 性 7 ZERIT, BAIR, WR, EIR, SOND 
土壤 上 ， 能 生长 ;在 湿润 肥沃 的 菜园 和 农 地 ， 它 生长 尤为 旺 感 ， 蔡 
粗 ， 叶 大 ， 多 汁 ， 株 型 庞大 ， 产 量 高 ， 且 满 布 作物 下 层 ， 成 为 与 作 
物 争 水 、 争 肥 ， 难 以 根除 的 有 害 杂 草 。 马 齿 苋 的 鞋 常 铀 甸 状 或 向 十 
斜 升 ， 着 生 于 作物 下 层 ， 具 有 耐 阴 的 特性 ， 但 在 光照 充足 的 作物 辽 
间或 菜 地 边缘 ， 其 生长 尤为 繁茂 。 此 外 ， 马 此 苋 对 温度 变化 并 不 敏 
感 ， 只 要 气温 在 10%C 以 上 ， 不 论 温带 或 热带 ， 山 区 或 平原 ， 酸 性 土 
壤 或 碱 性 土壤 上 都 能 生长 和 定居 。 
饲 用 价值 ” 马 此 苋 葵 叶 肥厚 多 汁 ， 粗 纤维 多 ， 养 分 丰富 ， 是 一 

种 优等 饲料 〈 表 122 一 1) 。 又 其 幼 嫩 、 微 带 酸 味 ， 适 口 性 好 。 是 猪 
ORAS, EWR, BURL We, Rt RB YB ACE 122 一 2)。 
Hob, RUA SEA. SRE, AREAL. 

表 122—1 Dawa 

水 分 占 oF 物 质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9%) | 祖 蛋 白质 | BUI 无 所 | (%) | €%) 

上 海 7E BA! 9。6 21.88 | 4.17 12.5 25.0 36.45 | 0.16 | 0.05 

潮 南 初 花 期 12。0 21.67 aE: 18。33 9.17 47.5 0.23 | 0.03 

表 122 一 2 ” 马 齿 苋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Ax | 饲 料 中 的 & 量 
| 

Rp Ay yi Be ih | | | mee ee pe a alee a a 
Bi pos ag | Be ea | we | wR | me | me | we foe! we acme) mw | we | | Be 

全 株 上 海 |9.5 |2.1 |0.10/0 or 02/0. 01/0. 05/0. 07/0. 11/0. 10/0. 14/0. 09/0. 10/0. 05 ( 初 花 期 ) af e . ° . | . . : . . . a 下 . 

* T=. Ti, ARENA MARRARR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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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KRWHSHRSALRRS HM, HHARM SASS 

h2n, PERWAEAS, AARHS-KARARARAR. 

122-3 ” 马 齿 免 的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于 物质 矿 物 质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2 

(%) % | mg/kg 

ef & | 多 cle 
0.09 | 53.09 | 1.97 | 6.41 | 7.66 

* +=4, TH. AMEMAAN RMA ERD. 

#E122—3 FP HY UL ER EE HS 

BARC. AILA. RAR. 

(LES ”陈默 君 ) 

上 海 | ME | 9.5 



六 、 石 竹 科 Caryophyllaceae 

123, nelebs 

Gypsophila desertorum Fenzl 

别名 荒漠 丝 石 竹 。 

形态 特征 .本 种 为 石竹 科 丝 石竹 属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6 一 10cm， 

全 体 被 腺 状 柔 毛 。 根 粗壮 ， 本 质 化 。 茎 多 数 ， 密 丛生，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稍 分 枝 。 叶 坚硬 ， 钻 形 ， 长 4 一 gcm， 宽 0.5 一 Imm， 先 端 锐 尖 ， 

MMR, 2H, RAR BE 2 一 4 叶 。 二 歧 聚 伞 KRHA, A 

it RRA KA 

7mm, #10, #£ 

2, MR AE. 

4A. HS 圆 肾 形 

(图 123)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蒙 

古 和 苏联 西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荒漠 起 草 为 多 

年 生 轴 根 笋 草 。 根 

系 入 土 较 深 ,可 破 

100cm 的 土 层 中 ， 根 
图 123 ”荒漠 霞 草 ”Cyzpsop1NiIa desertorum 

Fen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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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常 因 土质 而 有 变化 ， 一 般 在 砾石 质地 ， 其 根 幅 较 窄 ， 而 在 较 松 软 
的 砂 质 地 ， 侧 根 常 斜 向 下 伸 ， 根 幅 宽 可 达 50cm 左右 。 

荒漠 起 草 在 干旱 地 区 复杂 多 变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种 子 往往 成 熟 不 
良 。 据 观察 ， 它 以 种 子 进行 繁殖 的 机 率 很 小 ， 而 由 根 颈 部 分 生 的 蔡 
枝 ， 有 时 入 土 很 深 ， 最 深 可 达 lm 左右 ， 这 样 ， 它 主要 依靠 分 株 的 
方式 进行 无 性 繁殖 。 

据 在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观察 ， 荒 漠 假 草 于 4 月 下 旬 开 始 生 长 ，7 
月 下 旬 孕 蕾 ，8 月 上 和 名 开花 ,9 月 上 各 结实 , 10 月 植株 枯黄 。 

荒漠 震 草 是 属于 温带 旱 生 多 年 生 草本 , 性 耐 干旱 , 抗 风沙 , 耐寒 。 
主要 分 布 于 荒漠 草原 地 带 ， 在 砂砾 质 棕 钙 土 冷 车 、 小 针 茅 荒漠 草 原 
中 常 成 为 草 群 稳定 的 伴生 种 ， 它 也 进入 砾 质 与 砂 质 的 干草 原 地 带 。 
饲 用 价值 ”荒漠 起 草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纺 羊 、 山 羊 乐 

食 ， 开 花 后 采 食 较 差 ， 在 干枯 时 羊 稍 食 。 牛 、 马 不 食 。 骆 驼 有 时 采 
食 。 冬 季 植 株 常 由 基部 断 碎 。 

HF AML PY SL EE 

123—1. 

13-1 ”荒漠 震 草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eH | ti | 夏 | 秋 | fe 

绵羊 | 43.75 | 72.86 | 83.68 | 1 94.44 

123-2 ”荒漠 霞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二 有 驳 ， 质 (%) 
it aie (mae genes Sanrae | J, | mde 

开花 期 站 6.38 | 13.55 

生育 期 ”| 水 分 (%%) #5 (%) \BE C%) 

3.05 1.28 16.15 52.0 17.02 0.17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荒漠 霞 草 具 有 中 等 的 营养 价值 ， 据 在 内 蒙古 巴 彦 淖尔 盟 乌 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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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后 旗 采 样 分 析 ， 它 在 花期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稍 低 ， 粗 纤维 含量 也 较 

低 ， 而 无 氨 浸 出 物 含量 却 甚 高 。 其 慈 学 成 分 如 习 123 一 2。 

荒漠 霞 草 为 荒漠 章 原 草场 上 的 放牧 型 饲 草 ， 主 要 为 羊 所 利用 。 
(Se Z%) 

124, % 缕 

Stellaria media (下 .) Cyrillus 

别名 MH. 
形态 特征 ”石竹 科 ， 繁 缕 属 一 年 生 草 本， 高 10 一 40cm。 茎 细 

Bi, HIP ED, 由 基部 多 分 枝 。 呈 对 生 ,， 孵 形 ， 长 0.5 一 2. 5cm， 

宽 0.5 一 1.8cm， 先 端 锐 尖 ， 有 或 无 叶柄 。 花 单 生 叶腋 或 成 顶 生 朴 

散 的 聚 企 花序 ， 有 长 花梗 ， 葛 片 5， 披 针 形 ， 花 瓣 5， 白 色 , he 
短 ，2 深 裂 ; WB 10, FRE, LEI, WRN, 
顶端 6 HA, FPP He, BB (A124).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从 东北 到 西南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为 欧 、 亚 广 布 种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 喜 生 于 湿润 的 地 方 ， 耐 阴 湿 ， 荒 地 、 路 

边 、 农 田 、 地 边 、 河 边 、 沟 边 等 各 处 均 有 生长 。 靠 种 子 繁殖 ， 结 实 
较 多 ， 成 熟 时 ， 果 实 易 瀑 裂 ， 散 出 种 子 ， 生 活力 较 强 。 

繁 炙 在 我 国 南方 为 冬 性 二 年生 草 ,， 常 与 小 春 作物 及 冬 性 蔬菜 作 
物 伴 生 。 繁 缕 能 耐 低温 ， 秋 季 萌 发 ， 冬 季 生 长 良好 ， 次 年 春季 生长 
旺盛 ， 初 夏 开花 结实 ， 完 成 整个 生育 周期 。 性 喜 润 肥沃 的 土壤 ， 故 
在 施肥 多 的 蔬菜 地 生长 特别 良好 ， 农 民 群 众 笠 春 采 集 繁 然 和 蔬菜 基 
部 枯 老 叶片 用 作 猪 饲料 。 
饲 用 价值 MRM, HW. F -FHRA, B. BRERA, 

” 鸡 亦 吸食 其 叶 和 嫩 枝 。 农 民 群 众 常 浊 割 繁 缕 喂 猪 、 牛 ， 对 繁 缕 评 价 
甚 高 ， 认 为 是 优良 饲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营养 价值 如 表 124 所 示 。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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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一 Sar ON 
CX SY) (A 7 

ax) oe 
g (A RD @ SD | 

ay ORES WA 党 ~ YD ee ws 

NF = Sia ; 全: 
——y C5 

v LAY 2 一 

\\ 
f Wy) 

YS 
A * yee 
% fe 

<<、 
全 

图 124 2 Stellaria media (L.) Cyrillus 

PEE AS a 21.43%, PARA BRA 22.62%, 而 粗 纤维 含 

量 仅 16.66% ， 说 明 其 营养 价值 是 很 好 的 ， 也 证 明 农 民 群 众 通过 养 

猪 实践 而 对 它 作 出 的 良好 评价 是 正确 的 。 

嫩 苗 亦 可 做 蔬菜 食用 。 

124 ” 繁 缕 的 化 学 成 分 ” 

一 公斤 鲜 草 中 含 

消化 能 | A Te) leroy 
Ge 二 来 = 1 BE bas les ¢e) lee) 

12.1 

化 学 成 分 Chi FW BN %) 
get lat late 

22.62) 798.38 0.06 1.5] 0.13 初 花 期 35. 72 16.66 

* 四 川 农学 院 、 四 川 省 畜 科 所 的 分 析 资 料 。 

21.43 | 3.57 

(Jal AF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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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FER Cruciferae 

: 125. 油 菜 

Brassica campestris 工 。 

别名 ” 菜 若 、 北 方 小 油菜 、 SE o % 

UCASE WHALER, BSR. 一 年 生 草 本 。 直 根系 。 茎 直 

立 , 分 枝 较 少 , 株 高 30 一 90cm。 且 互生 ,分 基 生 时 和 芝 生 时 两 种 * 基 生 

叶 不 发 达 , BAEK, RAB, 

长 10 一 20cm， 有 时 HW, AX 

羽 状 分 裂 ， 顶 生 裂 片 圆 形 或 孵 

HE, MER SM, BR 

WIE, AMR. BAM A} 

叶 无 叶柄 ， 下 部 茎 生 叶 羽 状 半 

A, CRT RAS, WHA 

硬 毛 和 缘 毛 : LMAAWRE 

形 或 披 针 形 ， 基 部 心 形 , WE, 

郴 侧 有 重耳， 全 缘 或 有 波状 细 

齿 。 总 状 无 限 花序 ， 着 生 于 主 

BS i. FER, TEM 

4, ARB MTF. HBS 

Bi 4B. KARA, 

长 3—8cem, #%2—3mm, 4 

端 有 长 924mm, Re 
图 125 油菜 Braesiea campestr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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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 一 15mm。 种 子 球形 ， 紫 褐色 (A 125). 

细胞 染色 体 : 2n = 20。 
地 理 分 布 “北方 小 油菜 原 产 我 国 西部 ，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西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及 长 江 流域 各 省 〈 区 ) 。 世 界 各 地 也 广泛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油菜 不 是 一 个 单一 的 物种 ， 它 包括 蔡 苦 

属 中 许多 种 ， 根 据 我 国 油菜 的 植物 形态 特征 ， 遗 传 亲缘 关系 ， 结 合 
农艺 人 性状 ， 栽 培 利用 特点 等 ， 将 油菜 分 为 三 个 类 型 , 即 白菜 型 油菜 、 
芥菜 型 油菜 和 甘蓝 型 油菜 ,每 个 类 型 中 又 包括 若干 个 种 。 白 菜 型 油 
菜 ， 主 要 有 两 个 种 ， 一 是 小 油菜 的 原始 科 (B.campestis); 一 是 
普通 白菜 的 油 用 变种 CB. chinensis var. oleifera Mak.). 

白菜 型 油菜 生育 期 变 幅 较 大 。 北 方 春 小 油 菜 的 生育 期 60 一 130 

Ky AN HH SE 130—290 天 。 

油菜 的 阶段 发 育 比较 明显 ， 冬 性 型 油 肖 ,者 砂 阶段 要 素 0 一 
10C, BAW 15 一 30 天， 春 性 型 介 于 春 、 太 型 之 间 , 对 温度 要 求 不 

甚 明 显 。 油 菜 为 长 日 照 植物 ， 每 天 日 照 时 数 为 了 2 一 14 J AB 
日 照 要求 入 开花 结实 ; 增加 日 照 ， 可 以 提前 开花 结实 RE, wise 
组 发 育 。 

油菜 依 生育 特点 和 栽培 管理 不 同 ， 可 分 为 苗 期 : aM, 开花 
期 和 角 果 容 育 成 熟 期 。 苗 期 时 间 长 ， 一 般 为 60 一 90 KR. APE RY 
油菜 ， 苗 期 较 短 。 这 个 时 期 主要 是 叶片 生长 和 根系 建成 5 壮 划 期 是 
从 植株 露出 花 蔓 到 第 一 洒 花 开放 为 止 。: 这 个 时 期 是 营养 秒 长 和 生殖 
生长 两 王 阶 疏 。 营 养生 长 较 快 ， 每 天 植株 增高 2 二 3cmyj 咱 片面 积 增 
Kk, 茎 生 叶 生长 并 开始 分 枝 。 

芝 若 期 受 类 型 、 品 种 、 温 度 及 栽培 管理 条 件 诸 因 素 的 影 哆 二 
般 为 30 天 去 右 。 | 

油菜 有 25%% 的 植株 开花 时 ， 即 为 初 花 期 ,75% HA PR IEE RAE 
期 ， 花 期 约 30 天 左右 。 油 菜 的 开花 顺序 : EEE, 2 RTE s ERB 
分 枝 先 开 ， 下 部 分 枝 后 开 ， 同一 花序 ) 则 下 部 先 开 ， 依 次 陆续 向 汪 

”380 » 



Frit. MSIE OKRA, RUE me 
素 尤 为 敏感 。 
油菜 的 子 实 期 是 从 终 花 至 种 子 成 熟 ， 一 般 为 1 个 月 左右 。 这 个 

时 期 对 矿物 质 营 养 的 需要 逐渐 减少 ， 特别 是 氮肥 不 宜 太 多 ， 氮 肥 过 
多 会 贪 青 晚熟 ， 对 油分 积累 不 利 。 

” 计划 是 根深 、 枝 时 繁茂 、 生 长 期 长 的 作物 。 要 求生 长 在 圭 层 深 
厚 。 肥 沃 、 水 分 适宜 的 土壤 中 。 土 壤 pH 在 5 一 8， 以 弱酸 或 中 性 土 
壤 最 为 适宜 。 较 耐 盐 碱 ， 据 营口 市 盐碱地 利用 研究 所 资料 ， 在 含 盐 
量 为 0.2 一 0.26%6 的 土壤 中 能 正常 生长 。 | 
饲 用 价值 油菜 是 猪 、 禽 的 优良 青绿 饲料 。 茎 秆 和 果 壳 含 粗 蛋 

白质 2.1 一 3. 工 %， 粗 脂肪 2. 3 一 4.7%， 粉 碎 后 可 做 家 畜 的 饲料 。 

油菜 子 棒 油 后 的 饼 洒 含有 丰富 的 蛋白 质 ， 同 时 有 多 种 氨基 酸 和 
矿物 质 营养 ， 是 畜 仿 的 优良 饲料 ( 表 125)。 菜 子 饼 含有 硫 代 葡萄 糖 起 
(芥子 毒素 )， 这 种 物质 本 身 无 毒 ， 但 遇 到 芥子 酶 时 ， 就 会 发 生 水 

fF, FOAL MEMS Ri AS AR REAR, Bey 
在 消化 吸收 过 程 中 ， 可 变 成 促 甲状 腺 素 物质 ， 使 单 胃 家 畜 发 生 甲 状 
腺 肿 大 ， 消 化 道 受 损 ， 但 对 反刍 类 家 畜 无 毒害 。 

125 ”油菜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于 物质 〈%%) 钙 

(%) 

BE 

(*%) 

| 水分 
PE 2S Bl 

(%) 
样品 来 源 

.四 川 、 名 山 | 油菜 叶 CHE) «| 95 26.0|6.0 | 14.0 |30.0 | 24.0 | 0.16 | 0.03 

四 川 、 成 都 | 油菜 征 CFD | 10 2.30] 2.55 | 51.33] 35.04] 8.78] 0.65 | 0.02 

an BS | MSH RFE) | 12.3] 3.1] 4.7 | 36.9] 49.1] 6.2] — — 

四 川 、 荣 昌 | 油菜 全 株 95.1 | 22.45] 4.08 | 14.28136.74 | 22.45| 0.12 | 0.04 

十 三 省 市 27-| WS GE 7.8 | 36.4 | 7.8 °| 10.7} 37.1 | 8-0 | 0.73 | 0.95 
样品 平均 值 

用 菜子 饼 做 饲料 时 -应 先 打 碎 ， 用 温水 浸泡 8—12 小 时 ， 除去 

浸泡 水 ， 加 清水 者 一 小 时 ， 并 经常 搅动 ， 使 毒素 燕 发 后 即 可 与 其 他 

”3&1 。 



饲料 搭配 饲 用 。 
国外 已 选 育 出 不 含 或 少 含 硫 代 葡 萄 糖 武 的 油菜 品种 。 
油菜 的 花期 长 ， 也 是 良好 的 蜜源 植物 。 
栽培 要 点 ”种植 油 荣 的 方法 有 两 种 ， 即 直播 或 育苗 。 北 方 多 采 

用 直播 ， 南 方 则 以 育苗 为 主 。 大 面积 种 植 多 用 直播 ， 小 面积 多 为 育 、 
苗 。 

油菜 种 子 较 小 ， 千 粒 重 2.5 一 4g8。 要 求 整地 精细 ， 施 足 底肥 ， 
根据 利用 目的 ， 选 择 不 同 的 行距 。 做 青 饲 用 , 25 一 40cm 行 距 ， 播 量 

0. 3 一 0.4kg/ 亩 ， 若 收 子 用 则 加 大 行距 ， 减 少 播种 量 。 饲 用 的 油菜 
可 条 播 ， 也 可 撤 播 。 育 苗 的 油菜 ， 要 先 做 苗床 ， 整 地 更 精细 , 施肥 、 
灌水 条 件 较 好 ， 苗 床 撤 播 ， 待 长 到 1 一 2 片 真 叶 时 ， 即 可 移入 大 田 。 

在 油菜 生长 期 间 ， 要 施肥 、 灌 水 ， 保 证 苗 壮 。 北 方 冬季 要 覆盖 
一 层 有 机 肥 以 保温 防冻 。 

CZ 3%) 

126. cH HE 

Brassica napobrassica Mill. 

别名 eR. KBb. MBB. 

CAGE ZHHKEZ+THEASRR_FERA, ABM. 

块根 肥大 ， 近 球形 或 纺锤 形 ， 淡 绿色 ， 淡 紫色 或 淡 灰 黄色， 直径 

10 一 15cm， 通 常 上 半 部 露出 地 面 ， 淡 紫色 ， 下 半 部 埋 入 土 中 ， 淡 

黄色 ， 有 时 全 埋 土 中 ， 在 中 部 以 下 两 侧 有 两 行 须 根 ， 黄 色 。 茎 于 次 

年 春季 抽出 ， 高 80 一 100cm， 直 立 ， 有 分 枝 。 基 生 叶 具 柄 ， 顶 端 圆 

钝 ， 边 缘 有 不 规则 的 钝 波状 上 表 ， 上 面 蓝 绿色 ， 下 面 浅 绿色 ; BA 

ARR, WEA, AB, MSs. ERA. KAR, K4- 

8cm， 了 只 长 3 一 8mm， 每 一 角 果 含 种 子 10 一 20 粒 。 种 子 近 球 ， 深 褐 

色 (图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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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45 SH KR 
于 亚洲 西部 和 欧洲 。 传 入 我 国 
已 有 近 百 年 的 历史 ， 在 我 国 高 
寒 地 区 如 东北 、 内 蒙古 、 河 
MERGERS, PERE. 
华北 、 华 东 、 西 南 、 中 南 等 地 
区 如 江苏 、 云 南 、 贵 州 、 湖 南 
和 天 津 ̀ . 上 海 等 省 市 都 有 栽培 。 
湖南 省 在 60 年 代 从 华北 地 区 
引入 ， 由 于 适应 性 强 ， 可 利用 
AAR, FA SUK, # 
豆 、 大 、 小 麦 等 秋冬 作物 间作 
套种 ， 产 量 高 ， 含 淀粉 较 多 ， 
因而 在 全 省 普及 ， 作 为 猪 的 优 
质 饲 料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范 

GH GLE, 耐寒 性 强 。 种 

图 126 36H wRBrassica na- i 

po-brassica Mill. 

子 能 在 2 一 3"C 时 发 芽 , 幼苗 能 忍受 - 2A— - °C, Be AE A PRU REE 

受 短 时 间 的 -7 一 -8sC 的 低温 。 生 长 的 最 适 温 是 13 一 18*c。 幼 苗 耐 热 

性 较 强 ， 块 根 形 成 期 不 耐 炎热 ， 要 求 昼夜 温差 大 的 凉爽 气候 。 故 在 

夏季 炎热 地 区 可 秋 播 ， 而 东北 、 内 上 蒙古 等 高 寒 地 区 则 可 春播 。 芜 菁 

甘蓝 生长 期 长 达 120 天 ， 秋 播 宜 适 当 提 早 ， 以 延长 其 生长 期 ， 使 块 

根 充 分 膨大 。 耐 将 薄 ， 对 土壤 的 选择 不 太 严 格 ， 在 肥沃 蔓 松 的 壤土 

生长 最 好 ， 人 得 在 新 开垦 地 或 轻 盐碱地 上 ， 在 适当 施肥 的 情况 下 也 能 

生长 让 好 。 在 粘 重 的 低洼 易 涝 土地 上 则 生长 不 良 ， 易 烂 根 死亡 。 苗 

期 较 耐 于 旱 ， 块 根 膨 大 期 则 必须 供给 充足 的 水 分 。 

ICH, BRR 7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3 一 4 天 齐 苗 。 以 后 进入 
叶片 生长 期 ， 到 9 月 上 旬 以 后 叶 生 长 达 最 大 值 ， 肉 质 根 逐 渐 膨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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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BLA, ARE, AE, Beige, 2d 
沟 埋 藏 ， 第 二 年 春季 3 月 中 下 旬 土 壤 解冻 ， 气 温 上 升 ， 即 可 把 已 通 
过 春 化 阶段 的 种 根 定植 。 种 植 成 活 后 迅速 抽 苦 ， 4 月 下 旬 到 5 月 上 
旬 开 花 ，6 月 上 中 名 角 果 变 黄 ， 种 子 成 熟 ， 千 粒 重 3.2g。 
饲 用 价值 “ 莞 戎 甘蓝 营养 价值 较 高 ， 但 适口 性 稍 差 , MOBS. 

块根 略 带 辛辣 味 ， 猪 能 较 好 采 食 ， 但 吃 量 过 多 时 亦 有 不 喜 采 食 的 表 
现 。 奶 牛 不 宜 大 量 饲 咀 ， 如 喂 量 过 多 , 可 使 牛奶 有 苦味 或 特殊 气味 。 
鲜 叶 和 块根 都 能 制 成 优质 的 青贮 料 ， 块 根 经 秋冬 贮存 后 可 减少 其 辛 
知味 ， 改 善 适口 性 。 国 外 ， 如 新 西 兰 的 南 岛 大 面积 种 植 范 其 甘蓝 ， 
作为 冬季 羊 的 补充 饲料 ， 他 们 用 电 围 栏 划 区 轮 收 利 用 ， 收 到 良好 的 
经 济 效果 。 

芜 其 甘蓝 的 块根 含有 大 量 碳水 化 合 物 ， 其 鞋 叶 含有 丰富 的 粗 蛋 
白质 和 胡 昔 下 素 。 据 北京 市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采样 分 析 ， 芜 黄 
甘蓝 的 块根 和 蔡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6)。 

126 THHRRRASH HLS RD 

it F WwW Kh C%) 
样 F WM RB 

? Haem | am mm om mM] MH 

块 OR 

= i 

10.91 13.47 0.55 9.71 67.84 8.43 

11.99 22.94 4.5 9.92 47.79 14.85 

SEF HEA EM BiB b R24. 75mg. 

芜 戎 甘蓝 可 作 食 用 ， 主 要 作 腌 菜 ， 亦 可 煮 食 或 炒 食 。 作为 饲 用 

是 一 种 多 汁 饲料 ， 可 用 以 饲 喂 猪 、 羊 、 生 等 家 畜 。 宜 鲜 喂 ， 制 成 青 

贮 料 或 直接 放牧 用 。 块 根 产量 高 ， 一 般 亩 产 3000—3500kg, 高 产 
者 达 5000 一 7500kg。 茎 时 一 般 亩 产 1000 一 1250kg。 

栽培 要 点 ” 芜 苦 甘 蓝 的 栽培 方法 有 直播 和 移 栽 两 种 。 高 寒 地 区 

宜春 季 播 种 ， 夏 季 炎 热 的 地 区 宜 夏 秋季 播种 。 直 播 的 ， 播 前 整地 施 

肥 ， 按 行距 50 一 60cm HA. A, BHF FT 0.2 一 0.3kg， 履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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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2em, 如 土壤 干旱 ， 播 后 立即 灌溉 ， 出 苗 后 及 时 间 苗 ， 最 后 
FERRER 25 一 30cm 定苗 。 田 间 管 理 主 要 是 中 耕 除 曹 ， 防 治虫 害 ， 并 

“适当 妃 肥 。 浇 水 ， 苗 期 可 适当 追 施 氮肥 ， 促 进 叶 片 生长 ， 为 后 期 肉 
质 根 膨大 创造 条 件 。 虫 害 主要 为 蚜虫 及 菜 青 虫 ， 可 用 乐 果 及 敌 百 虫 
800—10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移 栽 的 播 期 要 适当 提早 ， 选 用 肥 沃土 壤 

作 苗 床 ， 稀 播 。 每 0.1 亩 苗床 需 用 种 子 0.1kg AA. HW 后 注意 
间苗 、 浇 水 、 松 土 、 除 草 等 项 管理 工作 。 播 后 25 一 30 天 ， 当 幼苗 

长 有 14 一 5 片 真 叶 时 即 可 移 栽 定植 。 直 播 后 约 120K, BRA 100. 

天 ， 当 气温 下 降 ， 块 根 充分 膨大 并 停止 生长 即 可 收获 。 块 根除 直接 
饲 用 ， 还 可 控 沟 或 窗 存 起 来 留 作 冬 春 饲 用 。 温 暖 地 区 可 留 在 露地 过 
冬 。 范 蔷 甘 蓝 菊 根 极 耐寒 ， 即 使 受 冻 亦 不 影响 饲 用 。 采 种 用 母 根 则 
不 能 受 冻 特别 要 注意 保护 顶 萄 。 第 二 年 春季 定植 。 莞 茧 甘蓝 可 能 
538. AR. Bh. 油菜 等 十 字 花 科 蔬菜 杂交 授粉 ,使 品种 退化 。 
故 采种 时 须 注 意 隔 离 采种 ， 采 种 田 最 好 与 上 述 十 字 花 科 蔬 菜 采 种 田 
相隔 1000m 以 上 。 

(Fp 20 FE) 

127.47 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BS 3H. KHER. : 
ASE AMRRTTLEM, KR, W-EEMOEER 

本 植物 。 茎 直立 ， 有 分 枝 ， 高 5 一 50cm。 全 株 稍 有 单 毛 及 星 状 毛 ; 
基 生 叶 从 生 ， 呈 莲座 状 ， 平 铺 地 面 ， 具 长 柄 ， 大 头 羽 状 分 裂 ， 不 整 
FUR BRAD BW, HEM WK 3 一 10cm， 宽 8 一 20mm BAM 
无 柄 ， 狭 披 针 形 ， 长 1 一 4om， 宽 2 一 13mm， 先 端 锐 ze, Ab MA 
形 且 抱 茎 ， 全 缘 或 具 朴 细 齿 。 总 状 花序 顶 生 和 腋生 , 花 后 显著 伸 长 ; 
MH ROME, K4 1.5mm, 41mm, HAs 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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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 KA 

2mm, AM, AS 

6, 458, BRA 

两 个 蜜 腺 。 短 角 果 倒 

三 角形 或 倒 心 形 ， 

长 5 一 amm ， 宽 4 一 

7mm， 扁 平 ,先端 微 
凹 ， 有 极 得 的 宿 存 花 

柱 。 种 子 2 行 ， 长 椭 

圆 形 , 细小 , 扁平 。 长 

0. 8 一 Imnm， 宽 0. 3 一 

0.5mm, /20.3mm, 

种 子 黄色 ， 子 叶 背 倚 
(图 127) 。 

细胞 染色 体 : 

2n = 32,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几 饥 全 国 各 地 。 全 世 
界 温带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为 世界 广 布 种 。 

图 127 3€32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蔗 菜 的 生育 期 因 地 区 性 的 水 热 条 件 差异 

而 不 同 ， 在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从 3 月 份 开始 萌发 或 返青 ,到 6 月 中 下 

名 开始 枯黄 , 其 生育 期 仅 为 120 天 左右 ,大 约 经 过 半 个 月 左右 的 休 眼 

期 ,又 开始 萌发 , 长 出 新 苗 , 并 且 新 苗 的 发 生 一 直 可 延续 到 10 月 份 。 

其 第 二 次 萌发 的 幼苗 , 生育 期 大 约 为 100 天 左右 。 而 且 , 这 些 再 次 萌 

发 的 植株 人 芷 当年 还 可 以 产生 成 熟 的 种 子 ， 种 子 落 地 后 ， 仍 能 萌发 。 

所 以 ， 在 整个 生产 季节 ， 工 菜 可 以 通过 种 子 党 殖 2 一 3 次 。 在 我 国 

南方 ， 例 如 上 海 一 带 ， 全 年 除 12 一 2 At 不 能 生 长 外 ， 其 他 10 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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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都 能 良好 生长 ， 即 使 到 了 11 月 份 还 可 以 开 EAR. FRR M 

二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广 泛 生 于 湿润 的 休闲 地 、 田 边 、 果 园 等 地 ， 多 分 

布 于 海拔 较 低 的 平原 地 带 。 适 宜 在 pH W® 7.5—7.8 的 中 性 和 微 碱 

性 土壤 土生 长 。 它 要 求 有 较 好 的 水 热 条 件 和 光照 ， 在 年 降雨 量 为 

350—800mm 的 地 区 能 良好 生长 。 工 菜 耐 寒 ， 抗 旱 ， 能 长 期 忍受 

OC 以 下 的 低温 。 菠 菜 有 较 强 的 抗 低温 能 力 。 在 北方 10 月 份 以 后 气 

温 急 剧 下 降 ,- 夜 间 温度 经 常 达到 =- 5sC 以 下 ， 当 其 伴生 种 因 寒冷 而 

濒于 死亡 时 ， 它 依然 能 繁茂 地 生长 。 相 反 , 工 菜 对 炎热 反应 较 敏 感 ， 

因此 ;到 :6 月 份 以 后 , 当天 气 渐 渐变 得 炎热 时 ， 开 始 枯黄 死亡 。 菠 菜 

的 种 子 在 12 一 15%c 的 温度 下 ， 即 可 萌发 ,最 适 发 芽 WARE 15—20°, 

当 温 度 低 于 ;5% 和 高 于 30%C 时 不 发 菠 。 种 子 寿 命 较 长 ， 其 发 芽 力 

可 保持 5 年 以 上 。 由 于 落 菜 多 生 于 果园 、 菜 地 、 沟 边 和 摆 荒 地 等 一 

些 特殊 的 生境 中 ， 其 群落 结构 也 相当 不 稳定 。 在 南方 少数 城市 郊区 

也 有 栽培 供 食用 。 优 势 种 以 一 年 生 植物 与 田间 杂 草 ̀ 道 旁 杂 草 为 主 。 

以 形成 单一 的 植物 群落 ， 成 片 生长 。 

饲 用 价值 ” 医 菜 全 草 质地 鲜嫩 ， 和 柔软 ， 无 特殊 气味 , 富 含水 分 ， 

其 干 鲜 比 为 1:7， 茎 、 叶 和 花序 的 鲜 重 比 为 36:28:36。 莽 菜 营 养 价 

值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7。 

表 127” 蔗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i TF 物 质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钙 (%) |BR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eran | SOR, | 粗 灰分 

分 析 部 位 | 水 分 (%) 

全 草 0.28 0.19 

全 草 

87.92 24.75 2.73 22.60 39.93 10.09 

12.39 21.55 2.42 14.09 44.08 12.86 1.11 0.68 

” 引 自 天 津 市 饲料 公司 ，1974， 猪 饲料 手册 ， 农 业 出 版 社 。 

本 种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青草 牛 、 马 、 羊 均 最 喜 食 ， 干草 马 、 牛 最 喜 

食 ， 羊 喜 食 。 因 其 萌发 返青 早 , 产量 高 , 可 作为 家 畜 的 早春 饲 草 ,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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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ARBSARRA, RUB. BH, HRBB 
优良 的 猪 饲 料 ， 始 花期 质地 人 鲜嫩， 适口 性 好 ， 易 消化 营养 丰富 ， 
鲜 草 蛋 白质 含量 2.99%, RP REARSE 21.55%, WARS 
钙 及 维生素 C。 做 为 猪 人 饲料， 以 青 生 喂 为 宜 ， 或 放 四 自行 采 雁 于 现 
ork, 2. hs, MOR RAB. AEA, AR 
2. RMS. BL, THA OMAR. SSR RAT EER 
i, OR. MARA. HSA Aw Ky 20-30%, HF 
WAS AREA LA, AR. ES. BR hee 
Ate: RS, TT AS A 和 村 半 入 全顺 
很 有 利 。 

全 草 、 根 及 种 子 均 可 入 药 。 能 凉 血 止血 、 RAI ARN 
B. BEER, BR. ASE. PRR, SHAE. 

| ( 张 春 禾 ) 

”128. 独 47 RK 

Lepidium apetalum Willd. 

BI ROMS. BS AARAUL. 
形态 特征 ”本 种 属于 十 字 花 科 ， 独 行 菜 属 。 为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本 植物 ， 高 5 一 35cm。 茎 直立 或 斜 升 ， 多 分 枝 ， 被 白色 短 腺 毛 。 
基 生 叶 莲座 状 ， 平 铺 地 面 ， 羽 状 浅 裂 或 深 裂 ， 叶 片 犹 是 形 ， 长 .2 一 
4cm， 宽 5 一 10mm， 叶 柄 长 1—2cm, BEM HR 针 形 BAB, 
1.5—3.5cm, #1—4mm, ARAKAeAA. BREPWA, 再 

排列 成 圆锥 花序 ， 果 后 伸 长 ， 花 小 ， 不 明 Hb, ER KY Imm, B 
H4, tok, FMB, KA 0.5—0.7mm, 0.3mm, WHR, 

EE, EMM), LB, KH 0.3mm; AMBLMARREER, 
S21, EF RRM, Ab. RRR, EE 
ae, HRsmm, HE, TMM, R28, SASS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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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形 ， 长 约 1.5 

mm, * 40.8mm, 

厚 40.3mm, 表面 具 

微小 的 癌 状 突起 ， 棕 

色 (F128), 

细胞 染色 体 ，2n 

18: 

MESA tA 

菜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北 、 西 北 及 西南 地 

x. 

EMF SEBS 

特性 ”独行 菜 为 一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在 
”华北 地 区 3 月 下 名 即 
”可 返青 ， 种 子 在 4 月 

出 苗 。 7 月 中 名 至 8 

月 进入 枯黄 期 ， 生 育 

期 大 约 为 120 天 左右 
( 表 128 一 1) 。 成 Bh 图 128 独行 菜 工 ezidiz7 apetalum Willd. 

HY a, ABU ZA 休眠 后 ， 于 当年 8 一 9 月 又 开始 出 苗 ， 幼 
首 在 当年 只 进行 营养 生长 ， 第 二 年 才能 开花 结实 。 该 种 植物 分 枝 能 
力 较 强 ， 当 上 部 枝条 被 家 畜 采 食 后 ， 其 下 部 蔡 很 快 进行 分 棱 ， 具 有 
旋 强 的 再 生 能 力 。 繁 殖 方式 是 通过 种 子 或 越冬 幼苗 。 独 行 菜 的 适应 
仁和 抗 道 性 都 很 强 ， 对 土壤 条 件 要求 不 严 ， 最 pH 2 7.5—8.5 
之 间 ， 在 各 种 土壤 中 都 能 生长 良好 。 独 行 菜 具 有 抗旱 的 特性 ， 适 于 
生长 在 稍 干燥 的 向 阳 地 上 ， 喜 光 性 强 ， 在 过 分 湿润 的 土壤 条 件 下 ， 
吧 而 生长 不 良 。 独 行 菜 比较 耐寒 冷 ， 种 子 在 5°C 的 环境 下 即 可 萌发 ， 

"389， 



5128-1 独行 菜 的 生育 期 表 

a | 返青 期 | 分 枝 期 | RA | seem 结果 期 | RA | 枯黄 期 

于 全 :和 狂人 人 于 人 下 eR 
同时 它 亦 耐 炎热 。 种 子 在 30%c 条 件 下 ， 发 芽 率 最 高 ， 可 达 8 4%， 

在 20YC 时 ,其 发 芽 率 仅 为 77% 。 种 子 在 吸水 萌发 时， 首先 在 外 表 

形成 一 层 非 常 粘 的 水 膜 ， 这 层 膜 会 对 种 子 胚芽 的 出 土 起 到 保护 作 

用 。 独 行 菜 广 泛 生 于 水质 草原 及 盐 化 草 旬 以 及 田野 、 路 旁 、 居 民 点 

附近 和 放 救 过 重 的 地 方 。 它 常 与 多 种 一 、 二 年 生 植物 和 少数 多 年 生 
植物 形成 不 稳定 的 群落 。 这 类 群落 虽然 由 多 数 一 、 三 年 生 植物 构 

成 元 但 在 降雨 量 较 多 的 情况 下 ， 生 长 良好 ， 和 群落 总 盖 度 可 达 50 一 

80%. 

饲 用 价值 - 本 种 植物 在 春季 质地 柔软 鲜嫩 ， 夏季 变 得 粗 炉 并 

具有 辛辣 味 。 其 干 鲜 比 为 1:6， 茎 时 比 为 70:30， 营 养 价值 较 丰 富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8 一 2。 

表 128 一 2、 独 行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点 于 DW 质 (%) 

ER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JOE 

钙 | R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 | (%) 

see 
Se 113 | 6.51 | 4.87 。 10.48 52.82 | 1.41 | 0.29 

” 内 蒙古 哲 里 木 盟 畜牧 兽医 科学 研究 所 分 析 。 

从 独行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看 出 ， 粗 蛋白 含量 较 低 ， 但 钙 含 量 较 直 

富 ， 为 良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草 各 种 家 畜 均 采 食 ， 但 因 具 有 辛辣 味 ， 

所 以 采 食 率 不 高 。 调 制 成 干草 后 ， 羊 、 骆 驼 采 食 ， 经 过 霜冻 后 ， 牛 、 

羊 喜 食 。 青 鲜 草 经 过 青贮 发 醇 ， 辛 辣 味 消失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幼 嫩 

期 , 猪 喜 食 ; 稍 老 后 , FESR. FARA, HA ih ER, 

经 切 碎 生 湿 喂 。 现 得 期 割 嫩 梳 梢 , 与 其 他 野菜 混合 生 湿 咀 或 发 酵 喂 。 

”390。 



独行 菜 全 草 及 种 子 可 入 药 。 全 草 能 清热 利尿 、 通 淋 ， 治 肠炎 腹 
泻 、 小 便 不 利 、 血 洒 、 水 肿 等 病 。 种 子 CUA. MEF) ARE 
定 喘 ， 演 肺 利水 ， 治 肺病 、 嘴 咳 痰 多 、 水 肿 、 小 便 不 利 等 疾患。 
种子 还 可 榨 油 ， 供 工业 用 。 
栽培 要 点 “独行 菜 喜 欢 温和 而 凉爽 的 气候 ， 排 水 良好 而 肥沃 的 

砂 质 土壤 ， 不 宜 栽 培 在 低洼 容易 积 水 的 地 区 。 用 种 子 繁殖 ，4- 5 
月 播种 ， 条 播 或 撒播 均 可 ， 履 土 1 一 1.5cm， 保 持 土 壤 湿 润 ， 约 10 

天 左右 出 苗 ， 6 月 份 追肥 一 次 。 
= Ch# A) 

129.04 洋 3K 
Nasturtium officinale R. Br. 

WIS TSK. DHE. 

形态 特征 ， 西洋 菜 是 十 字 花 科 多 年 生 的 水 生 植 物 。 苓 币 甸 或 半 

i Ah) EAE, BR 40 一 50cm HR, Bae, Pa, AAs, Way4e 

Mm, FEHMS. TRUK, MPS WE BREF, WE, 

AA. AREEB, Rem. PH, BOB, tat (129). 

地 理 分 布 “ 西 洋 

菜 原 产 于 欧洲 ， 引 入 

广东 栽培 已 有 五 、 六 

十 年 历史 。 目 前 ， 在 

广东 、 广 西 、 福 建 、 

湖南 等 省 均 有 栽培 ， 

用 于 蔬菜 和 饲 草 。 撮 

湖南 湘潭 市 红旗 农场 

1978 年 从 广州 引种 ， 
图 129 西洋 菜 Nasturtium officinale 

做 饲 用 栽 塔 ， 经 过 四 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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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9 一 1 西洋 菜 化 学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占 于 物质 的 (%) 

i GH) (e/ WT Wt A kg) 

AGAR CH) | 代谢 能 〈 鸡 ) 

219 

注 ，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及 可 消化 粗 蛋白 质 系 根据 畜牧 杂志 1979 年 2 期 张 子 仪 “ 对 猪 鸡 人 饲料 营养 价值 评定 方法 中 若 于 问题 的 商检 ”一 文 换 - 

' (MJ/kg)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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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而 成 。 

年 试 种 观察 ， 年 亩 产 鲜 草 达 10000kg 
以 上 。1982 年 用 0。6 亩 地 测 产 ， 上 年 9 

月 下 旬 移 植 ，3 月 下 旬 收 割 ， 收 鲜 草 
8100 kg， 折 亩 产 13500kg。 后 全 场 扩 

种 60 余 亩 ， 为 发 展 养 猪 ， 解 决 冬 春 饲 

草 ， 起 着 重要 作用 ， 被 认为 确 是 一 种 较 
好 的 冬 春水 生 饲 料 。 由 于 它 具有 高 产 和 
耐寒 等 特点 ， 是 我 国 南方 有 发 展 潜力 的 
饲 用 植物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西洋 菜 性 喜 

湿润 环境 ， 在 湿润 情况 下 ， 才 能 生长 良 
好 ， 形 成 草 从 ， 稍 受 干旱 则 生长 受阻 。 . 
故 在 整个 生育 期 中 ， 对 水 分 十 分 敏感 ， 
适宜 在 种 植 地 田 面具 水 浸 情 况 下 才能 正 
常生 长 。 喜 欢 冷 凉 气候 ， 在 广州 地 区 ， 
当 气 温 15—20°C 时 AE KERR, 25°C DI 

上 则 生长 缓慢 ， 故 在 2 一 5 月 生长 迅速 。 

要 求 肥沃 深厚 水 田 种 植 ， 种 植 在 畜 含 附 
近 肥 沃 地 上 ， 生 长 特 旺 。 因 为 西洋 菜 具 
有 发 达 的 分 枝 再 生 力 ， 茎 节 着 地 生根 形 
成 新 的 植株 ， 故 侵占 空间 的 能 力 极 强 ， 
“形成 密集 的 草 从 ， 能 较 好 地 抑制 其 他 杂 
草 滋生 。 

TAGE PEFR SIT, SAE 

含量 较 低 ， 适 口 性 优良 ， 为 各 种 畜 、 禽 

所 喜爱 ， 并 且 无 异味 ， 具 有 较 高 的 营养 

Ori, Twi =F be a HT a RM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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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取 29 一 1 可 知 ， 西 洋 菜 

于 物质 中 含 粗 蛋 白质 达 30% 以 

上 ， 粗 纤维 仅 有 14.5% ， 比 其 

{BIKA AE ER. RIAD 

学 特性 ， 西 洋 菜 不 但 质量 高 ， 

而 且 能 为 青饲料 淡季 (4) 

提供 青绿 饲 草 , 具有 特殊 意义 。 

”因为 冬 春 两 季 ， 牧 草 处 于 寒 冻 

环境 ,生长 受到 抑制 , 而 西洋 菜 

则 能 提供 青饲料 和 一 部 分 维 生 

素 ， 在 家 畜 饲 养 上 具有 特殊 意 

义 , 根 据 湖 南 农 学 院 试验 材料 

西洋 菜 每 年 亩 产 鲜 草 10000 

kg, Ki3#25000kg, 54H 

产 稻 谷 750kg 比较 (不 包括 稳 

A), 则 单位 面积 营养 物质 产量 

远 比 种 水 稻 为 高 ( 表 129 一 2)。 

由 此 可 看 出 ， 西 洋 菜 单位 

面积 营养 物质 中 可 消化 粗 蛋白 

质 为 水 稻 的 7 倍 多 。 

栽培 要 点 ”选择 肥沃 深厚 

和 有 灌溉 条 件 处 种 植 ， 深 耕 和 

施 足 基肥 “每 亩 施 畜 数 3000 一 

5000kg), #4-4, 7k #2 A lcm 

左右 待 植 。 将 种 茎 切 成 长 约 

15 一 20cm ， 按 行 株 距 15 x 

20cna A, BEI 5 一 6 条 种 茎 ， 

三 深 5 一 7cm。 植 后 灌 浅 水 1 一 

i 
= 
- 

ie 
二 
i 
i 
BK 
了 加 
a 
iH 

4 
i 

ot 

粗 纤维 | #5 

(%) | (%) 

(%) 

可 消化 粗 蛋 白 “〈 猪 ) 

= 
zt 
Ral 
型 

g/ke | kg/ 亩 

8.2 0.03 | 0.27 

8686.04 6.8 25 19 

11.58 

83.6 15.46 11599.5 

750 

A 谷 西洋 菜 Ik PPE 

7524 1.93 14 140 0.92 | 0.09 | 0.06 

0.75 

9196.0 

0.92 

10000 | 6.31 

0. 20 ? 

1.40 | 0.10 

200 

20900 1.30 

0.84 

27170 

1.09 

25000 | 7.10 

注 ，1, 稻谷 、 水 浮 莲 的 能 量 、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常量 营养 成 分 引 自 中国 农 业 科 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主编 《 猪 、 鸡 饲料 成 ARATE ， 

农业 出 版 社 , 1979 年 11 月 。 2, 稻草 未 计算 在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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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 适 施 追 肥 , 当 生 长 旺 期 ， 每 割 一 次 ， 每 次 每 亩 追 施 尿素 5 一 
6kg， 并 经 常 保持 水 深 2 一 3cm。 如 发 现 黄 条 跳 师 及 水 菜 蛾 ， 蚜 量 
为 害 时 ， 可 用 80% 敌 敌 旦 稀释 800 IK MA. 

( 陈 德 新 ) 



十 八 、 昔 蕉 科 Rosaceae 

130. BEAR 

Potentilla acaulis 工 。 

别名 无 蕉 委 陵 菜 、 纳 布 塔 嘎 日 一 陶 来 因 一 汤 乃 ( 蒙 名 )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矮 小 章 未 ， 植株 全 部 被 星 状 毛 、 叶 从 高 1. 2 一 

3(5)cm， 生 殖 枝 高 1.5 一 7(10)cm， 具 细 长 横行 根 状 葵 ， 福 色 ， 4 
PEAR MR. 

=k fi, 自 基 部 分 枝 ， 

掌 状 三 出 复 叶 ， 水 叶 

BIN, LMR, 

边缘 具 钝 齿 , KR, 

托 叶 革 质 ， 与 叶柄 合 

生 。 花 黄色 ， 单 生 或 

由 2 一 5 RB MK RS 

AERP, SH 5, SHIR 

RHE, BH, 

RIB, TEMES , TE BS 

WE, HERBS, Ue 

BSR RAE, 

褐色 (130).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平原 ， 河 图 130 HEAR Potentilla acaul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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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北部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 乌 兰 察 布 盟 中 、 南 部 , 伊 克 昭 盟 东部 ， 

陕西 、 甘 肃 、 宁 夏 黄土 高 原 和 西藏 。 国 外 分 布 于 蒙古 ， 苏 联 哈萨克 

斯 坦 、 西 伯 利 亚 和 远东 地 区 。 

星 毛 委 陵 菜 作为 常见 的 伴生 植物 ， 出 现 于 三 古 高 原 东部 的 波状 

平原 及 黄土 高 原 丘 陵 、 山 地 的 大 针 茅 94itba grandis) HR, Ze 

古 高 原 典型 草原 带 的 西北 针 茅 (Stipa krylovii) 草原 以 及 广 布 于 

东 起 华北 平原 ， 西 至 祁连山 ， 北 界 恤 北山 地 、 阴 山 、 南 达 河 南 伏 牛 

INAV RTE (Stipa bungeana) 草原 中 。 同 时 ， 也 是 山地 草原 干 

旱 生 境 最 常见 的 杂 草 成 分 ， 出 现在 蒙古 高 原 及 其 以 南 相 邻 地 区 ， 阴 

Wh. MAb sh. MEW MAHA (Stipa sp.) 草原 中 。 

在 新 疆 ， 它 也 是 山地 草原 的 伴生 种 ， 经 常见 于 阿尔 泰 、 天 山北 

坡 及 准噶尔 西部 山地 针 茅 CStipa capillara) + Bf Ht HH CS. 
saneptana) + 吉尔 吉 斯 针 茅 (S.kirghisorum) 草原 ， 或 沟 时 羊 

茅 (Festuca sulcata) 草原 中 。 

星 毛 委 陵 菜 作 为 杂 类 草 成 分 ， 参 与 豆 北 山地 以 北 的 黄土 丘陵 地 

区 ， 东 鄂尔多斯 及 甘肃 、 宁 夏 南 部 的 百里香 (Thymus mongoli- 

us) 草原 ,或 由 小 针 茅草 原因 过 度 放牧 和 强烈 风 亿 影响 演 替 而 来 的 
ij (Artemisia frigida) 草原 ， 能 时 常 在 群落 中 起 优势 作用 ， 而 

在 水 分 条 件 略 好 的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过 牧 阳 坡 、 半 阳 坡 ， 可 成 为 群落 

建 群 种 ， 组 成 次 生 的 星 毛 委 陵 菜 草原 。 此 外 ， 也 是 东北 、 内 蒙古 东 

部 丘陵 、 山 地 分 布 很 广 的 羊 草 (Leymzus chinensis) AWW (Pi- 

和 本人- sibiricum) 草原 的 重要 伴生 植物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星 毛 委 陵 菜 是 温带 、 暖 温带 草原 性 的 量 

生 、 中 旱 生 植物 ， 广 泛 分 布 在 我 国 森林 草原 及 典型 草原 地 带 。 EK 

在 不 接受 地 下 水 影响 的 高 原 、 丘 陵 或 山坡 地 ， 土 壤 为 淡 栗 钙 土 、 桑 

+. Bt MB, RB. URLS, RAR 

质 、 沙 壤 质 、 沙 质 到 砾石 质 ， 能 忍耐 较 强 石 质 化 生 学 ， 反映 了 具有 

较 强 的 耐 旱 性 和 石生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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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T AAR Rt RMR, BSRRIAW Wi Me 

130—1, | 

130-1 星 毛 委 陵 菜 的 物候 期 (月 .日 ) 

返青 其 | SU Mi | 开花 期 | 结果 期 | RH | eae 枯黄 期 

4.15 4.28 | 5.4 | 5:20—0.16 6.15 | 6.20 一 10.20| 10.20 

另 据 报道 ， 在 内 蒙古 花期 为 5 一 6 月 ， 果 期 为 7 一 8 月 。 

在 宁夏 固原 县 黄土 丘陵 坡地 上 ， 调 查 星 毛 委 陵 菜 的 单 株 鲜 重 为 

0 一 1.59g， 风 干 重 0. 46—0.75g, FM 122.28; PEER 

ZA 53 BA 30 一 40% ， 叶 占 总 重 的 46 一 50%， 花 占 总 重 的 10 一 

23%, Bch: 46 =121.37:0.47. 

BEZRRURSLRERER, FE 在 草 群 PR 生成 直径 

30 一 40cm 的 这 块 状 ， 春 季 开花 期 ， 使 草原 在 草绿 色 背景 上 形成 一 
团团 黄色 的 花 斑 。 该 草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比较 耐 牧 ， 可 成 为 针 茅 属 草原 

放牧 偏 途 演 蔡 的 代替 种 ， 例 如 黄土 高 原 中 ， 西 部 的 星 毛 委 陵 菜 型 干 

BRL, ADM ME AKER, Pe (Leymus secalinus) , 
糙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fa BAR (Poa spho- 

ndylodes), -#i-¥ (Lespedeza potaninii), Pali (Artemi- 

sia capillaris), BRR BB AWEXE (Heteropappus altaicus), 

BRE (Leontopodium leont podioides) 等 地 上 部 生物 量 鲜 重 

H3g/m-:， 其 中 星 毛 委 陵 菜 为 34g/m2， 占 23.7%. EIR ER 
受过 分 地 践踏 和 重 牧 ， 在 花期 过 度 放 牧 利用 情况 下 ， 便 会 逐 渐 误 
退 。 

饲 用 价值 ”属于 放牧 型 草 ， 适 口 性 不 良 ， 仅 为 中 等 篇 低 的 饲 用 

aM. MH. WFR 〈 四 、 五 月 ) CHM ALE. SL BBRE 

TEMA, Ky PEREGRINA WE, ASAE KRIS, AR URBE IE 

BAB. SERRA, Ah, R4HRKA. VXR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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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意义 〈 表 130 一 2) 。 本 种 是 早春 的 蜜源 植物 ; LARARK, 作为 

良好 的 地 被 植物 在 山 、 丘 坡地 有 保持 水 土 的 积极 作用 。 

表 150 一 2 ” 星 毛 委 陵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物候 其 占 风 干 原样 C%) a Be 消化 能 -代谢 能 * 

2S lec memince ee] eR | 得 灰分 (%) | (%) | <MIVkg) | MI7kg) 

me F**) 9.57 | 2.76 | 12.26] 43.83] 20.42] 2.15 | 0.45 13.65 11.18 

果 后 营养 | 8.74 | 2.37 | 22.70] 37.79) 24.20) — -一 16.99 11.38 

” 消化 能 、 代 谢 能 均 以 Schnder 公 式 推 算 ， 以 牛 羊 为 对 象 ， 为 风 于 原样 的 含量 。 
“” 各 物候 期 分 析 样 本 分 别 采 自 宁 夏 回族 自治 区 盐池 县 麻 黄山 AR Re, ATR 

学 院 畜牧 兽医 系 饲 养分 析 室 分 析 并 计算 。 

(HER RH) 

131. 鹅 绒 委 陵 菜 
Potentilla anserina 工 。 

别名 曲 尖 委 陵 菜 、 仙 人 果 、 藉 麻 。 

形态 特征 SELAAEA, RIEK, BHD. FAHD 

枝 沿 地 表 生 长 ， 可 达 97cm， 节 上 生 不 定 根 、 叶 与 花梗 。 羽 状 复 时 ， 

基 生 叶 多 数 ， 叶 从 直立 状 生 长 ， 高 达 15—25cem, HAWK 4 一 6cm， 

小 叶 15 一 17 枚 ， 无 柄 ， 长 圆 状 倒卵形 、 长 圆 形 ， 边 缘 有 央 锅 齿 , 背 

面 密生 白 绢 毛 。 花 鲜 黄 色 , BEF RH KEEL BR 

形 ， 宽 约 1mm， 神 色 ， 表 面 微 被 毛 〈 图 131) 。 

地 理 分 布 ”我 国 东 北 、 西 北 、 华 北 及 西南 各 省 (区 ) 均 有 生长 。 

广 布 于 亚洲 、 欧 洲 及 北美 大 陆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东北 草原 地 区 一 般 了 4 月 中 旬 ， 距 地 

面 10cm 地 温 稳定 在 10°C 以 上 ， 平 均 气 温 14%C 时 ， 萌 发 返青 ，5 

月 中 下 旬 始 花 ，7 月 下 旬 终 花 ， 花 期 持 续 达 60 一 75 天 ， 第 一 条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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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后 7 一 12 天 开始 结 _ 

果 , 果 期 持续 70 天 。 
9 月 中 下 名 早 霜 后 ,地 

EMRE, > 
生育 期 约 达 150 一 155 

天 。 
$8 RBIS) Hi 

广 ,数量 多 ， 是 广 幅 
型 中 生 耐 盐 植物 。 在 
海拔 150 一 3600m 的 

低 湿 环境 中 都 能 生 
长 。 是 杂 类 草 甸 、 根 
sRRRG, BAH 
旬 、 沼 泽 化 草 旬 及 杂 
类 盐 生 草 甸 、 杂 类 草 
高 寒 草 甸 中 常见 的 伴 
生 种 。 在 我 国 北方 及 

图 131 RAB Potentilla anserina 

T. 

FS eG Tey De — ES AR Bie Pod A LEN BEY BRR 

. FEW. WED RH RB EA NRA K. 

9G HZ BER HT SOR AY TE ERR, FER. WR. 

旬 主 、 沼 泽 化 草 旬 土 ， 高 山 草 旬 土 以 及 不 同 盐 渍 化 程度 的 草 旬 土 ， 

均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在 pH6 一 8.5 的 土壤 环境 中 亦 可 生长 。 

忽 绒 委 陵 菜 长 期 生长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低 湿 环境 ， 具 有 很 强 的 耐 

适 性 。 在 易 受 内 洲 的 松 嫩 平原 的 低 湿 草地 被 水 滤 渍 35 天 的 情况 下 ， 

仍 能 发 出 新 时 。 

WARBRSH MAM RAF SR, BRK, ERIK, Ah 

达 .30 一 35%2， 炎 热 无 十 时 ， 叶 子 易 卷 起 ，7 一 10 天 时 ， 小 时 上 部 于 

Hh, IS 天 左右 ， 地 上 部 整 株 枯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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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 BRAMMER, MRR, PRA 
UR. AACR 7 AP. Ba 比 值 为 1:4， 干 草 率 为 
25% ， 属 又 坎 多 汁 ， 营 养 价值 较 高 的 牧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1 。 

‘2131 BRBRRLE RD 
GS F BW im (%) . 

样品 类 别 水 分 (%%) 
naam | aie | ae lemme) 次 | 分 

青 于 和 草 | 29.32 20. 66 7.47 19.48 42.15 10.24 

° HeLK MAAK RAI. 

CRABKAD ALR, MARBASRAM, RXR 
贮 利用 。 青 鲜 章 叶片 糙 涩 ， 牛 、 羊 少量 采 食 ， 属 中 等 偏 低 牧草 。 东 
北 中 部 农业 地 区 有 的 农户 将 此 草 鲜 嫩 茎 叶 切 碎 ， 挫 拌 在 饲料 中 吃 状 
鸡 鸭 ， 据 说 能 增加 产 蛋 量 。 
BRERA 15.25%, SH 可 提取 烤 胶 及 黄色 染料 。 

此 外 ， 全 草 还 供 药 用 ， 国 外 资料 报道 ， 能 治疗 肿瘤 、 坏 血 病 等 证 
榨取 汁液 内 服 ， 可 排除 尿 结石 ， 治 疗 结石 证 。 青 海 、 甘 肃 的 高 寒 地 
区 所 产 本 种 的 根部 肥大 ， 富 含 淀粉 , 可 供 食用 , 特 称 茧 麻 。 

栽培 要 点 ” 选 向 阳 、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低 平地 块 ， 以 黑土 、 草 得主 
及 含有 一 定 腐殖质 的 砂 壤土 为 良好 土质 。 秋 季 结 冻 前 将 地 RR 
20em, WML. 54, HemE (HERE 2m, K10m, HE 二 20cm). 

BE 4 一 5 月 份 ， 将 母 株 株 丛 连 根 带 IES) JF, He 20 x 200m 的 
株 、 行 距 栽植 畦 池 中 ， 埋 植 土 深 4 一 6cm， 然 后 灌水 CAT 省 水 ， 
最 好 在 十 前 栽植 ) 。 两 季 前 铀 草 两 次 。 也 可 在 6 一 8 Awe 

4 次 ,每 次 间隔 20 一 25 天 ,在 第 二 次 AA, 可 据 地 力 情 况 酌 施 氮肥 。 

(H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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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RM BER 

Potentilla bifurca L. var. canesces Bong. 

et Mey.(P. bifurca var. pygmaea Kitag.) 

别名 ~REPK. Wee, HAH RH).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矮小 草 示 ， 具 木质 化 的 根 状 茎 ， 瞳 神色。 全 

株 被 绢 状 白色 柔 毛 。 茎 自 基 部 分 枝 ， 直 立 或 斜 升 ， 高 5 一 12zcm， 王 ， 
BABE Ie He, ROM 状 复 叶 ， 小 时 7 一 13， 小 叶片 先端 党 
=F, WEMH=EB, BRR, SH, WHRRRE, HB 
质 。 聚 们 花序 顶 生 ， 

AE 3—5 3k, 3B 

GG, BSAA 

形 ， 花 冠 鲜 黄 色 ， 直 

4212—15mm, HS 

ZK, MESA. B 

果 ， 近 椭圆 形 ， 长 约 

2mm, 褐色 (图 132)。 

本 种 植物 常 于 基 

部 产生 病态 的 营养 体 

变性 ， 形 成 红 紫 色 或 

肉 红 色 的 组 织 增生 ， 

形似 鸡冠 。 关 于 此 变 

态 的 发 生 , 说 法 不 一 : 

一 说 是 人 te Be 踏 受 

伤 ， 流 出 红色 汁液 结 

痴 形成 :一 说 是 菌 或 

虫 寄生 刺激 植物 体 发 

二 J cn 

hed) 5 

bp SSS 7 jj 

ee Ae 

tT ae é 

> iy x \ SS 

Oe Ns 
on 
Wi84 os ide aN 

‘ < 

ee te if 

aa SITS enn hed va NES 
SR NS yi 

\ se tT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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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2 Bue Potentilla bifurca 

L. var. canesces Bong. et Mey. 

(P.bifurca var. pygmaea Ki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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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S ARH AE, — TEFL SEER Oh Of RE ETE ERT F Di 

地 理 分 布 “遍布 我 国 北方 各 省 区 ， 目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陕 

西 、 甘 肃 、 青 海 至 新 疆 、 西 藏 ， 南 方 分 布 于 华中 和 四 川 。 国 外 分 布 

FR. DKA 

它 经 常 作为 伴生 成 分 生长 在 东北 、 内 蒙古 东部 及 松 嫩 平 原 外 围 

Ay AR eho (Stipa baicalensis) 草 多 草 原 ,， 在 甘肃 陀 东 一 带 ， 

它 伴 生 于 小 尖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mucronata) RRR, EC 

又 是 广 布 黄土 高 原 中 西 WER KER (Stipa bungeana) 草原 

的 常见 伴生 种 。 在 新 疆 ， 出 现在 阿尔 泰山 、 天 山北 坡 与 准噶尔 西部 
山地 的 针 茅 CS. capillata), Wee (Festuca su1cata) 草 原 ， 

Ee + BSE HR CS. sareptana) +R BH HHY (CS. kirghi- 

sorum) Tiki. FRE RAM RES RIL Pie WA, AK 

于 固沙 草 (Orinus thoroldii) 草原 中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可 以 一 直 

上 升 到 高 原 、 高 山 ， 出 现在 新 疆 天 山南 北 坡 高 山 带 的 假 羊 匾 CFe- 

stuca pseudovina) 高 寒 草原 ， 帕 米尔 高 山 带 山坡 和 剥蚀 平面 上 

的 银 穗 羊 茅 (Festuca olgae) 高 寒 草 原 ， 以 及 广 布 于 青海 西部 高 

IR. (EWI, RA. EAM Ph. Boas 

PUNVRIEHESE (Stipa purpurea) Py KAKI, MBM A KBE, 
山 间 盆地 AR HE GC Artemisia salsoloides var. wellbyi) 高 

寒 草 原 中 。 在 高 寒 而 湿润 的 生境 ， 它 又 可 成 为 因 过 牧 偏 途 演 替 而 成 

的 杂 类 草草 旬 的 伴生 种 。 例 如 ， 出 现 于 新 疆 巴 尔 雷 克 山 和 天 山北 坡 

西 段 亚 高 山 带 的 高 山 糙 苏 CPAlomis alpina) 草 旬 ， 北 屠 一 些 山 

hal 4 HEA PERS (Geranium albiflorum) Ha), 在 藏 南 喜 马 

PAELLA IG HK. HEIR AIL eM. A LU, AR J 

HAAG, AURAL. AHEM APL, EMP BEAT LT 
到 4600 一 5200mm 的 高 山 带 ， 出 现在 小 岗 草 CKobresia pygmaea), 

RR CK. humilis) RRBAW. 

生物 学 与 AD SHH BOB BR RA B)RA, 高 5 一 

2 402° 
———— C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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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m， 丛 径 6 一 12cm， 视 生境 而 异 。 根 长 42 一 62cm。 据 在 宁夏 南 

Rm tea, Ape 0.452, WIFE 0.25¢, Fal :1.8。 

毛 二 和 裂 叶 委 陵 菜 的 物候 期 如 表 132 一 1。 

表 132-1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的 物候 期 ”月 .日 ) 

返青 期 | it 3 | 开花 期 | 绿 果 期 | 果 熟 其 [a 枯黄 期 

4.17 5.8 5. 12 56 20—=7-. 10 Te 15 性 25—10. 12 10. Te 

* 观察 于 宁夏 南部 固原 县 河川 乡 丘陵 坡地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花 期 长 ， 每 年 目 5 月 中 至 8 月 陆续 开花 、 结 

果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是 生态 广 幅 的 中 旱 生 或 旱 生 植物 ， 作 为 最 常见 

的 群落 伴生 种 广泛 分 布 在 典型 草原 和 和 森林 草原 地 带 的 干草 原 和 草 多 

草原 草场 中 ， 也 少量 地 出 现在 荒漠 草原 边缘 地 带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的 阴 

坡 。 在 山地 ， 习 见于 林 缘 、 灌 从 和 山地 草 旬 , 亚 高 山 、 高 山 草 甸 。 分 

布 的 高 度 一 般 在 4700m 以 下 ， 然 而 在 西藏 的 山地 有 时 可 见于 5000 一 
、5200m 的 高 山 带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主 要 是 作为 伴生 种 出 现在 各 种 草 

场 中 ， 一 般 不 构成 群落 的 建 群 种 。 例 如 ， 在 宁夏 南部 黄土 丘陵 的 长 

Pe + wig (Artemisia capillaris) 于 草原 中 ， 毛 二 裂 时 委 陵 

菜 地 上 部 生物 量 为 14.0g8/m2:， 占 群落 地 上 部 生物 量 〈174g/m2) 的 

8.04% 。 

毛 三 裂 叶 委 陵 菜 分 布 的 土壤 可 以 是 黑 钙 土 、 黑 起 土 、 浅 黑 坊 士 、 

湘 黄土 、 淡 桶 钙 土 、 栗 钙 土 、 高 山 草 原 土 或 高 山 草 旬 土 。 它 具有 一 

定 程度 的 耐 盐 性 和 耐 沙 、 抗 旱 性 。 例 如 ， 可 以 在 青藏 高 原 西 部 阿里 

地 区 、 人 和 伴生 在 沙 生 针 茅 (Stipa glareosa) FERRER; 它 又 可 出 现 

在 北 性 准 嘴 尔 盆 AS WW. ROR Beh ER at bk, SRE 
CAchnatherum splendens), #3% (Leymus secalinus), BE 

(Glycyrrhiza uralensis) if th "AHL Ys B52 WAR AE AO PAY 
© 468 。 



#] C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草 甸 化 灌 丛 。 

饲 用 价值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属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绵 、 山 

羊 于 春季 训 食 ， 和 夏秋 及 干枯 后 乐 食 ;， 牛 、 马 仅 稍 吃 ， 王 旱 生 境 生长 

过 于 低 矮 ， 往 往 大 家 冀 无 法 采 食 。 骆 驼 四 季 乐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2-25 

表 152 一 2 ” 毛 二 有 裂 叶 委 陵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GF DW hm (%) 

(%) price mel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SoM 

宁夏 盐池 | 营养 期 | 4.14 | 13.53 | 2.64 17.02 | IE 1.17 | 0.18 

宁夏 固原 | 果 熟 期 5.25) 12.83] 3.20 22.41 

宁夏 西 吉 | RAB | 8.04 9.69 | 3.95 15.32 
养 期 

” 宁夏 农学 院 畜牧 曾 医 系 饲养 分 析 室 分 析 。 

毛 二 裂 叶 委 陵 菜 为 药 用 植物 。 春 、 夏 季 挖 取 带 根 全 草 ， 切 碎 王 

+, Wits 秋季 采 其 变态 茎 叶 ， 晒 干 入 药 ， 有 凉 血 、 1 ee 

能 。 因 花期 长 ， 为 一 种 辅助 蜜源 植物 。 

本 种 在 植株 大 小 和 和 柔 毛 的 牙 密 方面 变异 较 大 ， 据 此 划分 为 若干 

变种 。 正 种 叶柄 和 花茎 下 部 被 划 柔 毛 或 微 硬 毛 ， 小 叶 椭 圆 形 或 倒 角 

状 椭 圆 形 ， 花 径 7—10mm, FRR AAL. MRR, SH 

pL Gt BRR EA GR BR CP. bifurca L. var. 

canesces Bong. et Mey. =P. bifurca L.var.pygmaea Ki- 

tag.); 茎 下 部 无 毛 ， 叶 表面 无 毛 ， 叶 缘 及 叶 背 面 沿 脉 有 伏 毛 ， 花 

径 达 2mm， 花 托 及 苯 片 散 生 伏 毛 ， 副 苯 无 毛 的 小 二 裂 委 陵 菜 又 

名 小 叉 时 委 陵 菜 CP. bifurca L. var. glablata Lehm. =P. 

semiglabra Juz.); 习 见 于 森林 草原 带 或 草原 带 山 地 较 湿 澶 的 生 

境 。 植 株 较 高 大 ， 叶 片 较 大 ， 叶 柄 及 花茎 下 部 被 柔 毛 ， 花 径 1.2 一 

1。.5cm 的 为 高 二 裂 委 陵 菜 (已 。bijurca L. var. major Ledeb.), 

(CHEK Rt)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钙 | # 

14.62 | 46.94 ee <a 

14.62 | 56.42 1.12 | 0.15 

© 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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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Be 菜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Nf WAX. HAH. ALA. 
形 术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60cm。 根 圆柱 状 ， 未 质 化 ， 

BH. SHURAA, SE. MARA, MAMMA, BH) 
叶 11—25, RKMAVMMME, K1.5—4em, #5—15em, 
RPARRB, QSAR, PRRRKABREREE, 
ZAM SEEM. CHRRPERHA, ESR, BE, HS 
4 1icm, BRAKE, 

稍 有 皱纹 〈 图 133). 

地 理 分 布 “” 委 陵 菜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西 北 ， 以 至 西南 等 
MK;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部 、 苏 联 的 乌 苏 里 边区 ， 
朝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4 25 学 特 

性 ”早生 植物 ， 对 土壤 不 
苛求 ， 适 应 性 广 ， 生 于 山 
坡 、 丘 陵 草 坡 、 路 旁 、 林 ik , [x 
缘 和 灌 从 下 ， 是 草 多 草原 = WE he Sel 
及 干草 原 的 常见 植物 。 在 yy 
东北 花期 (5) 6 一 8 月 ， 

BY WILLE 
SWS 

p> SZ < 
’¢ VE 

果 期 7 一 9 月 。 

饲 用 价值 ” 委 陵 菜 的 图 133 ASE Potentilla chinensis 
Be; See, RE,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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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喜 食 4 其 干草 ， 马 、 牛 嗜 食 ， 羊 最 喜 食 。 该 笋 曹 营养 价 值 一 般 ，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33。 

133 RRR NSD 

饲料 生育 | 水 分 ships 钙 
部 位 采样 日 期 用 

种 类 期 | (%) | AE (%) | (9%) 

地 上 部 | 干草 |1959.。6.16 ge 7.70 | 9.88 | 4.47 |22.31 |55.73 | 7-61 | 1.89 |0.180 

地 上 部 | 鲜 草 |1959.6。16 9 pane 11.01 | 3.68 |24.14 [52.08 | 9.09 | 0.64 |0.061 

* 黑龙 江 省 野生 经 济 植物 图 志 。 

BBEEE BRAM. 4A FRR S RR, 6—7 Al eH 
舍 饲 ， 或 作为 猪 的 发 醇 饲料 。 8 月 后 质地 粗 醒 ， 所 以 晚期 饲 用 价值 
不 大 。 但 制 成 干草 和 其 他 饲 草 混合 饲 喂 ， 适 口 性 增加 。 另 外 ， 花 期 
为 辅助 蜜源 植物 ， 茎 、 时 及 根 均 可 做 角 料 ， 提 取 单 宁 ， 全 章 可 供 药 
用 。 

(F232 时 吴 德 成 ) 

134. BARBS 

Potentilla multicaulis Bunge 

形态 特征 ”多 茎 委 陵 菜 为 蔷薇 科 委 陵 菜 属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0 一 

25cm。 根 粗壮 ， 木 质 化 ， 常 有 残余 棕 褐色 托 叶 。 蔡 多 数 , 倾斜 或 呈 

弧 形 上 升 ， 密 被 长 柔 毛 和 短 柔 毛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基 生 叶 有 小 叶 

6 一 8 tt, AU HBA, RRB, BH 圆 状 条 形 ， 上 面 wR 

色 ， 散 生 柔 毛 ， 下 面 密生 灰白 色 秸 毛 和 和 柔 毛 : HWMLAKRE, 

叶 膜 质 ， 大 部 与 叶柄 合生 茎 生 叶 与 基 生 叶 同 形 ， 但 小 叶 较 少 ， 叶 

柄 较 短 ， 托 叶 革 质 。 伞 房 状 聚 匀 花序， 具 少 数 花 ， 总 花梗 及 花梗 密 

ARABKRENMRE, LARA lom, Yr 5, S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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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H 5, Be Ie, 7E 
5, ee, RH WG. B 
FUME, wt, 
被 在 宿 存 的 花 BA (图 
134) 。 

MESA LESS 
菜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的 甘肃 、 
青海 、 新 疆 以 及 西南 地 
区 。 
生物 学 及 te AS 学 特 

性 ”多 茎 委 陵 菜 在 青海 一 
般 4 月 返青 ，6 至 7 AHF 

花 ，8 至 9 月 结果 ， 9 月 中 
AFF RP. MPR. 
BAB, AMR, iit 
牧 性 强 ， 家 畜 常 年 四 季 利 
用 。 多 茎 委 陵 菜 返青 至 抽 
墓 期间 生长 缓慢 ， 抽 昔 以 
后 生长 迅速 。 

图 134 #ABBH Potentilla multi- 

caulis Bunge 

多 茎 委 陵 菜 适应 范围 广 ， 从 东北 至 西北 、 华 北 至 西南 都 有 分 布 ， 

能 适应 海拔 3000 一 3600m 地 区 ， 也 能 适应 低 海 拔 的 东北 地 区 , 并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 多 茎 委 陵 菜 为 中 早生 植物 ， 在 于 旱 草 原 、 草 旬 草 原 都 

以 伴生 种 出 现在 各 类 草场 中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沙 化 土壤 至 草 

旬 土 都 能 生长 ，p 联 值 7.1 一 8.1 的 土壤 中 生长 发 育 良 好 ;能 在 于 旱 

的 荒漠 中 生长 ， 在 草 旬 草 原 潮湿 的 草场 发 育 也 很 好 。 

多 茎 委 陵 菜 的 抗 寒 力 强 ， 青 藏 高 原 3600 一 4200m 的 海拔 地 区 ， 

高 而 冷 ， 冬 季 气 温 -- 般 在 - 37"C 以 下 ， 多 茎 委 陵 菜 都 能 越冬 。 抗 旱 

”407， 



s ~ 心心 ~ SS 

能 力也 强 ， 在 荒漠 、 半 芒 江干 早 章 原 上 都 有 分 布 ort ae 
多 茎 委 陵 菜 在 干旱 草原 、 草 旬 URL BH RM (Achna- 

therum splendens) 草原 上 都 以 伴生 种 出 现在 各 类 草场 上 ,多 蔡 委 
陵 菜 生 态 可 塑性 很 广 。 个 别 地 段 多 茎 委 陵 菜 能 形成 层 片 ， 植 从 ， 世 
可 形成 小 片 群落 。 在 半 荒 漠 的 茂 茂 草 草场 上 ， 以 茂 茂 草 为 优势 种 ， 
多 茎 委 陵 菜 往 往 形成 植 丛 伴生 于 芒 茂 草 堆 下 ， 有 时 形成 小 片 群落 ; 
在 干旱 草原 上 ， 以 针 茅 (Stipa) PARR PREP REAL BR 
生 在 草场 上 ， 在 草 旬 草原 上 和 常 伴生 于 以 高 山 嵩 草 (Kobresia py- 
gmaea), |al#—#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为 优势 种 的 

草场 中 ， 并 能 形成 植 丛 。 

饲 用 价值 SHERWIN, te RM, SRT 
质地 和 柔软， 无 臭 、 无 味 、 无 刚毛 、 刺 毛 ， 叶片 和 花序 占 比 例 较 大 ， 
耐 践 踏 ， 而 牧 。 一 般 只 能 用 作 放 牧 利用 。 

多 蔡 委 陵 菜 富 含 宫 养 成 分 ， 生 育 期 的 各 个 时 期 都 含有 较 高 的 和 
脂肪 ， 粗 蛋白 质 ， 碳 水 纶 合 物 及 矿物 质 ， 粗 纤维 含量 低 ; 蔓 于 消化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4。 

表 1354 多 茎 委 陵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水 分 | 占 于 物 质 《9 
C96) | 租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OR | ante 3 

a 

(%) 

Be 
生育 期 

(%) 
分 析 项 目 

| 

6.1 8.8 19.1 3.7 57.5 10.9 1.98 | 0.15 FH | 抽穗 期 

多 茎 委 陵 菜 各 个 生育 期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采 食 ， 开 花 前 期 羊 。 牛 最 

喜 食 ， 开 花 后 期 牛 最 喜 食 ， 羊 喜 食 ， 马 乐 食 ;， 该 草 常 年 四 季 各 类 家 

BORE, KE. FRAME. 

多 荃 委 陵 菜 植株 矮小 ， 一 般 都 伴生 于 各 类 草场 ,一 般 产 量 不 高 ， 

与 优势 种 伴生 的 草 旬 草 原 亩 产 青 草 100 一 175kg, 干旱 草原 亩 产 青草 

40 一 60kg， 半 贡 漠 的 茂 茂 草草 场 一 般 250kg 左右 ， 多 茎 委 陵 菜单 

“408 ， 



Arte ea R20—30ke, 即使 形成 水 层 片 小 群落 亩 产 青草 40 一 50kg。 

全 株 可 入 药 ， BAH, Ibi. 

a7 

135. BRB 

Potentilla multifida L. 

Me AMM Bw. 
CARE SHEBRAURASRRESTLEA, HH 

E, KG: PREG, Sk, ARE, 老 叶 柄 与 托 叶 残 余 。 
蔡 斜 升 或 近 直 立 ， 高 20 一 40cmy 蔡 \ 总 花梗 与 花梗 均 被 长 柔 毛 和 短 
RE. 奇数 羽 状 复 叶 ， Sif 
具 长 柄 ,通常 具 小 叶 7, 
本 时 片 羽 状 深 裂 几 达 中 4K 
K, BRERA ip 
针 形 ， 先 端 锐 尖 ， 边 缘 eo. . ww 
向 下 反 卷 ， 上 面 伏 生 短 eue 
RE, FHRA GH vA 

 & . 托 叶 膜 质 ， 与 叶柄 外 展 到 

合生 部 分 长 达 zom = SR 7 ae, 
生 时 与 基 生 时 同形 ， 但 \ aT, 
HAR, AEE RED, He ee 、 aes 
MR. RRR PRO RRS 
ee, EPEVE, £ 
BH#10—12mm; 昔 片 

5 三 角 状 KE, ee DD 4 
E, BH 5, RRR 图 135 多 裂 委 陵 菜 Potentilla multi- 

针 形 ; 76 5, RA, fide 工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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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BRIG, We CB 135). 
地 理 分 布 ” 多 裂 委 陵 菜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北 、 西 北 、 华 北 等 

省 ， 四 川 、 西 藏 也 有 欧 亚 北部 、 北 美 也 有 分 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裂 委 陵 菜 返 青 早 ， 在 青海 一 般 4 月 初 

萌发 ， 6 ABB, 7 月 开花 ，8 月 底 至 9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多 裂 委 陵 菜 具 有 广泛 的 适应 性 ， 从 海拔 不 高 的 东北 、 华 北 到 青 

藏 高 原 海拔 4200m 处 都 能 适应 。 喜 生长 于 山坡 草地 ; 在 青藏 高 原 喜 
生长 在 海拔 3300 一 3600m 的 河滩 、 阳 坡 干旱 草地 ,砂砾 土壤 或 石 颖 
间 ， 在 退化 的 沙化 草原 也 有 生长 ， 阳 坡 平 滩 也 有 分 布 。 耐 将 薄 土 壤 、 
ORAM, BH PEK. | 

BAI BH 寒 性 BR, FE-30—- 36.5% 的 低温 下 能 安全 

越冬 ， 幼 苗 在 青 藏 高 原 早 春 气 温 突 然 降 至 - 3"C 左 右 , HERB: 
具有 较 强 的 抗旱 力 , 对 水 、 温 要 求 不 严格 ， 耐 盐 碱 力 强 。 

多 裂 委 陵 菜 具 有 广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在 草 甸 、 干 旱 草 厌 上 ， 常 
以 伴生 种 或 常见 种 出 现在 各 类 草场 上 。 在 阳 坡 于 时 草原 ， 常 与 针 葛 

属 (Stipa) 为 优势 健 群 种 的 各 类 针 茅 组 成 的 旱 生 密 丛 型 地 石 植物 
伴生 ， 在 青藏 高 原 上 的 高 寒 、 潮 湿 的 草 旬 上 ， 常 以 伴生 种 出 现在 以 
高 山高 草 (Kopresia pygmaea) Ait me CK. capillifolia), 

al #5 BE C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为 优势 种 的 草场 上 , 这 

KEG HR, Wee 340—400kg 左右 。 : 
在 滩地 、 阳 坡 常 与 旱 生 密 丛 性 禾 草 为 优势 种 的 紫花 针 幕 《〈S 在 - 

pa purpurea), PaALE Ss CS. sareptana), 7 $F CS. bre- 

viflora) WRRRE (Achnatherum splendens) 等 伴生 ， 盖 度 

不 大 ， 亩 产 鲜 草 100 一 125kg， 返 青 早 。 
饲 用 价值 ”多 裂 委 陵 菜 植株 低 矮 ， 全 株 质地 和 柔软， 叶片 在 共生 

均匀 分 布 ， 无 臭 、 无 味 ， 无 刚毛 、 刺 毛 。 多 裂 委 陵 菜 从 幼苗 到 果 后 
的 各 个 时 期 ， 都 含有 较为 丰富 的 营养 物质 ， 一 般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含量 都 比较 高 ， 粗 纤维 含量 极 低 ， 具 有 易于 消化 的 优点 ， 维 生 素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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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 质 丰 富 。 其 营养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5. 

#135 ”多 有 裂 委 陵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分 析 项 目 | 生育 
水 分 占 FW 质 (%) 钙 | wR 

| oo 无 所 (%) | (%) 祖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POR, | 粗 灰分 | (% 

== fan | - 5.26 19.97 53.91 10.00 | 2.40 | 0.21 10. 86 

， \ 

SNARES PUK, ERR bMS BCR 
羊 \ 马 5 SRRBRAAMERKES, BB. Kh. eR AE 
食 , 夏 、 秋 ;， 马 、 牛 最 喜 食 ， 各 类 家 畜 常 年 采 食 全 株 。 

多 裂 委 陵 菜 目前 很 少 坊 培 ， 因 其 植株 矮小 ， 故 一 般 产量 很 低 ， 
天 然 草 场 上 伴 生 者 与 其 建 群 种 一 般 亩 产 青草 100 一 200kg， 折 合 干 
章 40 一 75Kkg， 能 形成 层 片 或 小 群落 的 多 裂 委 陵 菜 亩 产 干 草 25 一 
40kg。 但 再 生 力 强 ， 常 年 可 用 作 牧 地 放牧 。 

多 裂 委 陵 菜 地 上 全 草 可 入 药 ， 具 止血 、 杀 虫 、 祛 湿热 之 作用 。 
( ”人 外) 

136. RAR 

Potentilla supina L. 

Ne 伏 委 陵 菜 、 野 金 梅 草 。 

形态 特征 “属于 鞋 薇 科 ， 委 陵 菜 属 ， 为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高 10 一 50cm， 根 细 长 或 较 粗 闭 。 茎 平 卧 , 斜 升 或 近 直 立 , 多 分 

BK, RERE. MRAM, BEM ANY 7 一 13 Be, DoS WER 

惩 圆 形 ， 长 0.6 一 cm， 宽 4 一 15amm， 和 先端 圆 钝 ， 边 缘 有 缺 刻 状 名 

齿 ， 上 面 略 粗 焙 ， 无 毛 ， 下 面 被 伏 毛 : SEH SRAM, AW 

ASHE, HHA WB, SRB. CMAPS 叶腋， 花梗 长 8 一 

20mm, MAI 30mm， 密 被 RE, LWA, 6-—8mm; 苯 片 三 角 

。411。 



形 , 副 苯 片 孵 形 , Se 

Fuse Ks ERB OP 

形 ， 先 端 微 缺 或 钝 。 

BRE, hh, R 

褐色 。 

细胞 染色 体 : 2n 

= 34,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黑龙 江 、 吉 

林 、 内 蒙古 、 新 疆 、 

河北 、 河 南 、 陕 西 、 

甘肃 、 山 东 、 四 川 。 

国外 朝鲜 、 日 本 、 苏 

KK CAA. AT 

地 区 )、 北 美洲 均 有 -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朝天 委 陵 菜 为 

一 或 二 年 生 章 本 植 

物 ， 在 我 国 北方 3 月 中 名 开始 返青 ， 种 子 在 5 月 上 旬 至 6 月 上 名 开 

CA 

Wz Wh 
| 
, 
V4 此 P=" nN \ | 

Ni si 
i ‘ 
| 

J 
ss ~ 

SS 

图 136 BAKARS Polentilla supina L. 

始 萌发 出 土 ， 9 月 上 名 至 10 月 进入 枯黄 期 ， 返 青 的 植株 生育 期 大 

约 为 180 天 左右 ,实生 苗 的 生育 期 大 约 为 120 天 左右 。 幼 苗 三 般 在 当 

年 只 生长 根 和 复生 时 , 经 过 越冬 才能 抽 蔓 开花 ( 表 136 一 1)。 

该 植物 个 别 植 株 开 花 结实 后 并 不 枯死 ,表现 多 年 生 杂 草 的 特征 ， 

其 再 生 能 力 强 ,在 生长 季 剂 割地 上 部 分 后 , 可 在 茎 基部 生出 新 枝 。 主 

要 靠 种 子 和 越冬 苗 返 青 的 方式 进行 繁殖 。 朝 天 委 陵 菜 为 耐 盐 碱 的 旱 

中 生 植 物 ,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pH A 7.5—8.5, ii AF hie, 

多 水 分 的 草 旬 及 盐 化 草 旬 上 。 人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的 气候 ， 在 较 高 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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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6 一 1 MRAM Me 

出 苗 期 | 返青 期 | 分 枝 期 | DBE HA | 开花 期 | 结果 期 〈 嫩 果 期 ) | 成 熟 期 | 枯黄 期 

全 3 月 中 旬 |4 月 下 旬 | 5 月 下 旬 |6 月 中 名 7 月 中 名 8 月 上 名 | 9 ALR 

6 月 上 名 |4 月 下 名 |5 月 下 旬 |6 月 中 名 | 7 月 中 名 8 月 上 名 9 月 上 名 | 105 

下 生长 快 而 品质 好 。 朝 天 委 陵 菜 具 有 很 强 的 抗 着 性 , 耐寒 冷 和 较 抗 盐 

碱 ， 可 忍受 一 定 的 土壤 湿度 。 种 子 的 发 芽 力 强 , Ri Fi EA 20— 

25"C。 在 草原 带 的 低 湿 地 草 旬 及 盐 化 草 旬 中 常 成 为 茂 茂 草 + 杂 类 草 

群 丛 中 的 伴生 植物 。 

饲 用 价值 ”朝天 委 陵 菜 在 花 前 期 质地 和 柔嫩， 无 气味 , 富 含水 分 ， 

干 鲜 比 为 1:6.5; 茎 叶 比 为 55:45。 营 养 较 丰 富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6 一 

2。 

136-2 ”朝天 委 陵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5S FF DW 质 《%) 钙 Be 

TN i | dee | cern | arc aal aNd coer | ca > 间 蛋 白质 | anew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SOM | (9 | «06 
< 花期 | 8.07 | 12.41 | 3.83 | 23.23 | 10.0 | 50.53 | 1.74 | 0.33 

” 内 蒙古 哲 里 木 盟 畜牧 兽医 科学 研究 所 分 析 。 

本 种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羊 喜 食 ， 为 草 旬 草原 放牧 场 上 的 耐 牧 植 

RAR, WAAR whe He BARAK AE 

BRN AZ, Hewes, WS. HR. Iki, ERR. WR, 

各 种 出 血 、 感 冒 发 热 。 

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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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地 Ri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 

别名 WMA. WT.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达 2m, CE. MH. ZH, 

上 部 多 分 枝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小 时 S—15, PHKRRBAMAE, 
从 长 2 一 6 cm ， 宽 0.。7 一 

4cm， 先 端 锐 尖 或 钝 ， 

基部 近 心 形 或 近 截 形 ， 

边缘 有 尖 圆 牙齿 。 花 小 

而 密集 ， 形 成 顶 生 圆柱 

形 的 穗 状 花序 ， 每 花 有 

苞 片 2 ， 披 针 形 ， 苯 裂 

4, ERR, Ra 

色 Fate Ms HES 4, 

FEET HES. BRE 

I AB, KA 

3mm， 棕 褐色 , AW, 

千粒重 1.25g (图 137). 

地 理 分 布 FRA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人 华中、 西南 。 遍 及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具有 强壮 的 根系 ， 

适应 性 强 , 生态 幅度 广 ， 

性 喜 湿 润 环境 ， 甚 至 能 

， 414 。 

图 137 地 榆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 

es... eee ee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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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浅水 处 生长 。 耐 寒 力 强 ， 在 华北 地 区 可 分 布 到 海拔 2800m 的 山 
HE, BERKS 亚 高 山 或 河滩 杂 类 草草 旬 的 优势 种 或 建 群 种 。 北 

方 地 区 每 年 4 APMED, 6 月 下 旬 孕 鞋 ,7 月 开花 ，8 HAR, 

五 台山 海拔 2400m 的 亚 高 山 五 花草 旬 中 ， 地 榆 产 量 可 占 草 群 总 产 

草 量 的 6.1 一 13.5%， 是 草 群 中 产量 最 高 的 草 种 ， 分 种 盖 度 可 达 
19.5% ， 频 度 达 90% 。 生 长 高 度 在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一 般 较 矮 ， 只 有 

30 一 40cm， 在 土壤 肥沃 的 沟谷 或 河滩 散 生 的 高 度 可 达 2m。 

地 榆 在 现 萤 之 前 生长 较 慢 ， 在 亚 高 山 草 甸 中 测定 结果 表明 ， 从 
4 月 底 开 始 返青 ， 至 6 月 27 号 的 57 天 中 ， 生 长 高 度 只 有 12cm, 

平均 日 增长 高 度 为 0.2cm， 6 ARSE, 27H 27 日 的 30 天 
里 ， 植 株 高 度 可 达 23.9cm， 净 长 19cm， 平 均 日 增长 0.63cm， 8 

月 之 后 生长 变 慢 ,至 8 月 26 日 株 高 达到 28.8cm， 平 均 日 增长 

0 46cm. 

地 榆 再 生性 能 也 比较 强 ， 在 华北 区 亚 高 山 草 甸 中 ，6 月 29 日 ， 

Xf, 275 29 日 的 30 天内， 再 生 草 高 达 16.4cm， 平 均 每 日 增 

长 0.55cm， 到 9 月 16 日 株 高 可 再 次 达到 10cm， 平 均 日 增长 

0.2cm， 年 可 利用 3 次 。 

ARE ww RM, FE, CHR. MAB LAU 

片 较 少 ， 且 多 集中 在 植株 的 下 半 部 ， 上 半 部 主要 是 茎 秆 和 花序 ， 开 

花 后 的 地 榆 株 丛 〈8 AP), 地 上 部 分 以 风干 物质 计算 ， 叶 仅 占 总 

BA 15.4%, M24 57.0%, TERY 27.6%. 

由 于 地 榆 株 丛 茎 多 时 少 ， 所 以 从 整个 地 上 部 分 化 学 成 分 来 看 ，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不 高 ， 地 榆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7。 

栽培 妥 点 ”栽培 地 榆 过 去 多 为 药 用 , 可 用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分 根 繁 

殖 ， 选 择 富 含 腐殖质 的 壤土 或 沙 质 壤土 , 土壤 水 分 条 件 要 好 , 播 前 要 

把 地 整 平 匈 细 、 上 松下 实 。 播 种 期 宜 在 早春 或 8 月 份 , 土 Bk 分 适宜 

时 进行 。 用 条 播 方法 ,行距 40—50cm, 用 种 子 繁 殖 时 ， 亩 播种 量 1 一 

1.5kg, 播种 深度 1. 5 一 2.0cm， 匣 高 10cm 时 可 进行 一 次 间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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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7 ”地 栓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绝对 于 物质 的 《〈%) 钙 | R 

(%) | (%) 

水 分 
) | LSE | 起 脂 肪 起 纤维 | 区 各 lan ae 
人 
花期 (1)|.9.22 | 8.8 |2.60|36.70| 45.2 | 6.7 | 0.86 | 0.02 县 太 岳 山 亚 高 山 草 地 

生育 期 

花期 (2)|1il.6 | 82 | 1.97 | 24.03] 56.9 | 8.9 | 1.68 | 0.08 | 山西 省 五 台山 

(1) 山 西 省 农 笋 厅 饲 料 成 分 分 析 室 分 析 。 
(2) 山西 省 忻州 地 区 农 收 局 饲料 分 析 室 分 析 。 

株距 30 一 40cm， 分 根 繁殖 可 于 早春 萌芽 前 ， 将 根 控 出 ， 根 据 根 的 

KA, 分 成 3 一 4 株 不 等 ， 按 行距 45cm， 株 距 300m, NH. 

《新 宗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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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BELEN BE Geraniaceae 

188. 章 原 老臣 章 

Geranium pratense 工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高 30 一 90cm。 根 状 葵 短 ， 具 多 数 肉 

质 粗 根 。 茎 直立 ， 回 

上 分 枝 ， 枝 上 密 被 腺 ey 
=, 4, BR 
形 ， 直 径 2.5 一 6cm， 

掌 状 7 一 9 RA, 裂片 \ Se. 
ZEKE RB) PRE } 

BG, EMBRARRH 

状 缺 刻 ， 两 面 均 被 黎 

RRC; BAM AF 

MAEMAKH. 

SAR AB FP AEF A) CT 

ig, FE 长 2 一 5cm， 

生 2 花 ;花梗 长 1 一 

3cm, 密 被 白色 腺 毛 ; 

5s FEMMES, WER 

色 , RFS 1.5 HF. 

WRK A 38cm (A 

138). 图 138 EXEL Geranium pracens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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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我国 分 布 在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四 川 等 地 ， 朝 鲜 、 
日 本 、 蒙 古 、 苏 联 、 欧 洲 及 北美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草原 老区 草 4 月 中 旬 开 始 返 青 ， 5 月 至 

6 月 中 旬 分 枝 ，6 月 下 和 旬 至 7 月 上 和 旬 初 花 , 7 月 中 至 8 ABE, 8 月 
中 名 结 实 。 

草原 老 芍 草 适宜 生长 在 湿润 的 环境 中 ， 根 系 发 过 ， 具 有 肥厚 的 
肉质 块根 。 耐 寒 性 强 ， 不 耐 旱 ， 再 生性 强 。 

BREBRE PESTER AB, CREA AHR BAR 
HY. ZEUS BPR PRB, Ly MAILS yd BEE a aA BA 
分 布 。 分 布 于 阿尔 泰山 至 天 山北 部 的 中 山 带 ,山地 草原 与 森林 牌 直 带 
之 间 , 海 拔高 度 1000 一 2100m。 土 壤 为 深厚 的 壤 质 黑土 。 在 东北 平原 
和 内 蒙古 高 原 的 森林 草原 地 带 ， 也 有 广泛 的 分 布 。 它 的 生态 幅度 很 
广 ， 分 布 的 生境 条 件 很 复杂 。 从 开阔 平原 到 低 山 丘陵 ,到 河滩 
TURAL BE HH. LETRA AERGL, BL, Rot 
上 。 主 要 分 布 在 温带 半 湿 润 到 半 干 旱地 区 。 在 天 山 。 阿 尔 泰 山 山地 
草 旬 和 大 兴安 岭 两 蔓 森 林 草 原 地 带 ， 气 候 较 湿润 ， 草 原 老 溜 草 发 育 ， 

良好 。 

草原 老 琢 草 在 天 山北 坡 中 山 带 森林 一 草 旬 带 内 ， 成 为 建 群 种 或 

亚 建 群 种 。 共 同 混 生 植物 有 白 三 叶 草 (Trifolium repens), KA 

Hip (Alopecurus pratensis), HWiHh FBR (Poa pratensis), 

TEBE (Bromus inermis), MXR (El ytrigia repens), Fp 

HH Uris ruthenica) 和 山 糙 苏 (PhAlomis oreophila) 等 。 

草原 老 礁 草 在 东北 平原 和 内 蒙古 高 原 的 森林 草原 带 也 有 上 广泛 的 

分 布 。 常 与 建 群 种 中 生根 茎 和 儿 草 和 种 类 繁多 PAG AH AWA 

BA, PAAAEBCE. BHF (Calamagrostis epigeios), By 

古 草 (Arundinella hirta), AW AKA (Pull satilla turezanio- 

wit), PRK Vicia unijuga) 等 。 

ATE SURGE Ibe. BF. WF.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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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Y, SRE. WiKTERARSMHRARER, SER 

叶 易 折断 ， 脱 落 。 植 株 含 水 量 较 高 ， 刘 割 后 遇 雨 易 霉 烂 。 因 此 在 调 

制 干草 时 应 注意 当地 的 天 气 变化 。 

草原 老 珊 草 营 养 价值 高 , 见 表 138 , 粗 蛋 白质 含量 略 高 于 禾 草 ， 

纤维 素 含 量 低 于 禾 草 〈 初 花期 15.94% )。 在 结实 期 含 脂 肪 和 钙 较 高 

( 粗 脂肪 4 49% ,Cal.59%), 

衣 158 草原 老 鹊 草 在 反刍 动物 饲料 干 物 
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粗 蛋 白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代谢 能 净 能 样品 

Be ee ee c96>) Choi oeee | Aly ee) + Ga cyt aD 质 (%)| (26) | C86) | CMT / ke) | (MT /kg) | Aer Re | NIND | 来 源 

SE ae 15.06 | 2.89 | 64.01] 11.13 8.55 6.10 | 1.95 ies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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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R} Rutaceae 

139.4t = F 

Haplophyllum dauricum (L.) Juss. 

别名 BEG, SH—MHH RAK). 

形态 特征 机 生 草 本 ， ae 6 一 25 

cm， 全 株 有 特殊 香 

x, BME, Hi. 

单 叶 互 生 ， 无 柄 ， 条 

状 披 针 形 至 狭长 圆 

形 ， 0. 5—l1,. 5cm， 
K N 

#1—2mm, #3, 
YY . i 

灰 绿色 ， 两面 被 腺 点 。 ee 
REFS, 黄色 ， 

y aS 

Mi 5, FEMS» AE 

810, $%3 8. Bi 

RR, MP RB A 

139).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分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 蒙古 、 苏 联 也 有 

分 布 。 图 139 IES Haplophyllum dauricum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 工 .) Juss, 

9 420。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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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中 ( we 4] \ 2H 

SS 一 ba —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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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LEASE RAR, SERPS PHM, 
木质 ， 淡 黄色 ， 主 根 入 土 较 浅 , 仅 达 20 余 厘米 ， 根 幅 较 窗 ， 宽 可 达 
40cm， 侧 根 较 少 ， 常 旺 水 平 状 分 布 。 

据 在 内 蒙古 荒漠 章 原 地 带 观 察 ， 北 蔡 香 于 4 月 下 旬 开 始 生长 ， 
5 月 下 旬 孕 蕾 ; 6 月 至 8 月 中 名 开花 ， 花 期 较 长 ，8 月 下 旬 结 实 ， 

9 月 下 旬 地 上 部 分 干枯。 
北 芸香 属于 温带 旱 生 多 年 生 草本 ， 性 耐 干旱 ， 耐 寒 。 广 泛 分 布 

于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 在 草原 地 带 波状 高 平原 的 石 质 或 砂 质 丘 陵 坡 地 
上 ， 常 出 现 于 以 大 针 芦 、 羊 草 、 丛 生 禾 草 等 为 建 群 种 的 群落 中 ， 而 
为 伴生 种 。 在 荒漠 草原 的 砂 质 或 砾 质 棕 钙 土 、 淡 灰 钙 土 上 ， 它 稀 莹 
Hh Hy BUF Ae BEEP SR CStipa gobica), AEH (S. klemenzii), 

KB (Hippolytia trifida) 为 建 群 种 的 群落 中 。 
“人 饲 用 价值 “ 北 芸香 是 放牧 场 上 的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自 春季 返青 时 

起 至 秋季 ， 绵 羊 、 山 羊 乐意 采 食 它 的 嫩 枝 叶 与 花 ， 牛 、 马 不 食 。 内 
i GPK MH RUA EEA. WHMIS, 
USE, EARAWKWELES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139—1, 

139-1 北 芸香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 ) 

人 秋 | 冬 

oe 3 | 66.66 | 84.87 | 82.66 | 69.70 

据 分 析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9 一 2。 

表 159 一 2 ” 北 靶 香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于 物 质 (%) 
水 分 (2%)|- 

anim | 租 纤维 | OS, | me 分 
生育 期 钙 (%) | 磷 (%) 

开花 期 13.41 9.00 3.80 43.40 34.73 0.18 9.07 | 1.35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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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9-3 LESSOR 

生育 期 | smee co 粗 脂 肪 (%) (%) | WAH (%) 

开花 期 | 93.02 | 52.81 | 46.46 | 39.99 

北美 香 在 天 然 草场 上 散 生 ， 主 要 为 小 畜 所 利用 ， 在 局 部 地 区 是 

RS RHR, FFA NE | 

CH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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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KwRF} Euphorbiaceae 

140。 木 we 

Manthot esculenta Crantz 

别名 WES. ME. 

PSHE ABZEARA AR RHE, £44, KER 
1.5—3m, RRRARKK, RREBDRERMAER. BAY, PT 
ERA. MAA, | 

«WEA 30cm, HH 

掌 状 ，3 一 7 深 裂 或 全 

裂 ， 生 于 叶柄 顶端 。 

AN 

\ i RP 
N 加 

S , tH - AD 

J 二 

| i Sy | 

of S J \ 

Iie AC , 
Pi Sy 

= 4) 
圆锥 花序 顶 生 Be K 
生 ， 花 单 性 ， 肉 雄 同 / 
株 ， 无 花 辩 ， 花 昔 钟 VAN | AGE 
状 ，5 VR WR , | gn 
色 ， 雄 花 具 雄蕊 10 二 国 w Way. 
Kk, METH 3S, cd i 
WR, MAB, kK Ah Ks = 
150m, # Ah 6 GAS 
Ho MF WK, FR 

H57—74g (图 140) 。 

地 理 分 布 “ 木 蔓 

原 产 于 巴西 亚 马 孙 河 140 AB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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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 分 布 于 南美 热带 等 地 区 。19 世纪 输入 缅甸、 越南 ， 以 后 又 

从 越南 引入 我 国 。 目 前 ， 在 我 国 大 致 分 布 在 北 回归 线 以 南 的 广东 、， 

广西 、 云 南 、 福 建 、 台 湾 和 湖南 的 南部 等 省 〈 区 )。 据 联合 国 粮 农 组 

织 1970 年 资料 ， 世 界 木 暮 产量 A A 90958000 mi, Hyp 于 拉美 

各 国 的 占 39%, Be 33%, 亚洲 占 28%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木薯 在 热带 地 区 为 多 年 生 ， 但 让 有 霜冻 

的 地 区 则 为 一 年 生 ， 由 此 可 见 它 是 一 种 喜 温 而 不 耐 霜 的 植物 。 一 般 

年 平均 温度 在 188 ， 一 年 中 有 7 个 月 以 上 无 霜 期 ， 年 降雨 量 在 

300mm 以 上 的 地 区 均 可 种 植 。 木 薯 是 喜 阳 植物 ， 如 果 阳 光 不 足 , S 

叶 徒 长 且 和 柔弱 ， 块 根 产量 低 ， 引 起 植株 倒伏 。 木 暮 虽然 是 耐 娃 植物， 

但 过 于 干旱 ， 块 根 贮藏 养分 减弱 ， 纤 维 增多 ， 产 量 下 降 。 木 暮 对 土 

壤 要 求 不 高 ， 各 类 土壤 均 可 种 植 ， 但 以 土 层 深 厚 为 宜 。 它 对 钾肥 敏 

感 ， 供 应 不 足 ， 会 影响 块根 膨大 。 由 于 植株 高 大 ， 不 宣 密 植 ， 过 密 
会 影响 通风 透 光 ， 植 株 生长 细弱 ， 也 会 降低 块根 产量 。 

饲 用 价值 “ 木 昔 因 含 有 丰富 的 碳水 化 合 物 , 是 一 种 高 能 量 饲料 ， 

据 广 西 畜 牧 所 分 析 ， 木 暮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0 所 示 。 

140 ABMS aD 

GF 物 kh HM 
-en/|— 3) 4 7 

mee | mies | 粗 纤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灰 分 

37.31 3.24 0.70 2.47 92.19 1.40 

28.04 19.25 7.16 21.1 44.47 8.02 ,. 

从 表 140 PYM, APORRASEY. WARE, 
无 论 块根 或 叶片 均 含 粗 纤维 量 低 ， 故 是 良好 的 饲料 。 

鲜 募 块 和 鲜 叶 片 均 含 有 和 氰 氢 酸 (HCN)， 对 畜 俩 有 毒害 作用 
氨 氧 酸 的 含量 ， 因 品种 而 异 ， 苦 味 种 如 印尼 细 叶 、 印 居 大 是 恒 南洋 
wee heh, SAR, ARR A (R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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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含量 较 低 。 木 单一 般 要 经 过 处 理 后 才能 饲 用 ， 叶 片 和 块根 切片 勾 

UG+, AAREABK, PRADA. RCH. B 

泻 经 水 漂洗 数 次 ， 其 毒素 含量 极 低 ， 饲 喂 禽 畜 无 不 良 影 响 。 据 国外 

EH, BAA, EAR PA 10% 效果 很 好 。 

”本 暮 鲜 叶 可 直接 投 咀 木薯 和 剧 ， 不 会 中 毒 ， 故 是 木 莫 乔 的 好 饲 

料 。 

载 培 要 点 ”木薯 宜 在 土壤 深厚 、 朴 松 、 排 水 良好 、 阳 光 充 足 的 

地 方 种 植 。 每 亩 施 基 肥 ( 属 肥 ) 1500 一 2000kg， 起 畦 (HERE 70— 

100cm) 种 植 。 

种 茎 要 求 充分 老 熟 ， 粗 壮 ， 节 间 短 ， 无 病虫害 , 表皮 无 损坏 等 。 

按 15 一 20cm 为 一 段 ， 每 段 应 有 3 一 5 个 芽 点 为 宜 。 

广东 、 广 西 和 福建 等 地 ， 一 般 3 月 份 开始 种 植 ， 插 植 方式 有 直 
立 择 、 和 斜 反 和平 择 等。 无论 哪 种 方式 ， 须 注意 种 茎 不 能 倒 托 ;种 茎 

露 土 面 2 一 3cm。 一 亩 插播 株 数 多 在 800 一 1000 株 。 

木薯 虽 耐 将 薄 ， 但 不 高 产 。 据 华南 农业 大 学 资料 ， re 

1500kg, 2£1500kg, H500kg hy, BMERME MRA 207ke, B 

1.5kg, #ié6.ikg, RUA 13:1:11, KREMRMARANF 

的 应 用 。 

在 种 植 后 30 天 左右 , 常会 出 现在 同一 种 茎 中 小 苗 从 生 ， 要 进行 

选 苗 ， 将 弱 苗 摘 去 ， 保 留 1 一 2 枝 壮 苗 即 可 , 如 发 现 缺 株 ， 要 及 时 补 

iff. 

种 植 后 50 一 60 K, BUT PRRE, HAAR, WRN 

基肥 不 足 ， 可 结合 加 施 基肥 。 当 种 植 后 70 一 80 天 要 进行 第 二 次 培 

土 ， 增 加 主 层 ， 防 止 倒伏 ， 并 结合 摘 顶 GF) “〈 如 植株 生长 较 差 

可 推迟 进行 ), 以 节省 养料 ， 提 高 块根 产量 。 

木 暮 常见 的 虫害 有 金针 虫 、 白 蚁 、 昊 是 、 象 鼻 虫 等 ,为害 嫩 芽 、 

种 茎 的 艇 部 ， 一 经 发 现 要 及 早 防治 。 

我 国 南 方 多 在 11 一 12 HR RIN, RAGS,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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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SEA, SARL ER A. INTE 
aE, APMP Boe til eH. PEO ER WC 
过 将 放 在 背风 、 阴 暖 保温 处 ， 或 用 干 稻草 覆盖 越冬 。 

( 陈 德 新 ) 

141. 肥 A> 树 

Muricococcum sinense Chun et How - 

别名 米 硬 〈 壮 语 )。 

形态 特征 ” 肥 牛 树 为 大 载 科 肥 牛 水 属 多 年 生 常 绿 乔木 。 肥 牛 灿 
的 名 称 是 根据 广西 群 

RAM BP, FFU 

为 可 使 牛 肥 壮 而 得 名 . 

肥 牛 树 植株 高 大 ， 成 

年 树 通 常 高 7 一 10m， 

最 高 可 达 30m BR, 

PLT TE, Mie eR, 

单 叶 互生 , 叶 面 深 绿 ， 

嫩 叶 略 带 淡 紫 红色 ， 

叶肉 稍 厚 , 两 面 光 滑 ， 

Ht Fr St Tk He aE BX BY 

SK AC i AB, 长 8 一 

15cm, 宽 6 一 10cm， 

WHR PEPER, FUR 

Bk, M+ A 柄 , 长 4 一 

6mm, fi 状 花 序 ， 

腋生 ， 花 细小 ， 单 性 

es。 426。 

Chun et How | 

\) | ts 

so wn \\ \ ff fs 

4 ; ea A \ q 

图 141 肥 牛 树 Muricococcum sinense 

| 
1 



It, FETE. ADH, AEE, BIR. MEUEARA:, DR. HE 
花 苯 在 花芽 时 近 球 形 ， 闭 合 ， 开 放 时 聚合 状 ，3 一 4 裂 ， 雄 蕊 通常 4 

枚 ， 有 时 3 一 8 枚 ， 突 出 ， 花 丝 中 等 粗 厚 ， 基 部 或 超过 中 部 合生 ， 
花药 劲 直 ， 长 方形 ， 药 室 贴 连 ， 平 行 ,侧面 纵 裂 。 退 化 子 房 深 2 裂 ， 
崔 花 苯 杯 状 ， 顶 部 3 裂 。 胚 珠 每 室 一 里 。 荐 果 近 似 球形 ， 径 约 10 一 
15mm, 表皮 粗糙 有 小 瘤 状 突 体 ， 分 型 为 3 个 2 BHD RH, BF 

径 约 6mm， 表 面 光 滑 ， 有 不 规则 的 小 斑纹 ， 淡 褐色 (A 141), 

地 理 分 布 ” 肥 牛 树 是 我 国 珍贵 的 稀有 植物 之 一 ， 原 产 于 中 国 广 
西西 部 岩溶 地 区 ， 主 要 分 布 于 广西 的 天 等 、 大 新 、 隆 安 、 德 保 、 靖 
西 、 龙 州 、 宁 明 、 崇 左 县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肥 牛 树 原 产 于 亚热带 气候 的 广西 西部 石 

灰 兰 山区 ， 喜 欢 夏 凉 冬 温 ， 年 差 较 小 ， 日 温差 大 ， 年 雨量 1400 一 

1500mm 的 岩溶 山 原 气候 。 它 能 忍受 去 下 4 一 7% 的 低温 和 较 长 时 

间 的 干旱 ， 四 季 保 持 青 绿 ， 抗 寒 耐 旱 性 较 强 。 在 石灰 岩 地 区 ， 不 论 
Bil, bi, wk, sh, Be BI, MAK, WA 
pH 值 6.5 一 8 HME, LRRANKHSERRAA KEL 

4EK; 在 pH ff 4.5—5 的 酸性 土壤 上 也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但 不 如 在 

中 性 至 微 碱 性 的 石 亦 土 上 生长 良好 。 
种 子 千 粒 重 80 一 95g， 据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含 脂肪 量 高 达 

44.68%, 收获 的 种 子 若 不 加 处 理 ， 则 容易 失去 发 芽 能 力 。 一 般 在 适 
宜 的 环境 条 件 下 ， 种 子 落地 后 7 一 10 RST REN, PARA 
可 长 出 1 一 2 片 真 叶 。 幼 龄 树苗 生长 很 缓慢 ， 据 调查 三 年 龄 的 植株 平 
均 高 度 3 一 3.5m， 径 围 27 一 30cm， 但 经 砍 收 后 的 再 生 RAR 
快 ， 一 年 可 伸 长 2m 以 上 。 肥 牛 树 的 寿命 很 长 ， 据 称 可 达 数 百年 之 

” 久 ， 仍 生长 不 训 。 肥 和牛 树 的 根系 发 达 ， 并 具有 分 解 利 用 石 亦 岩 的 能 
力 ， 能 在 岩石 的 儿孙 中 长 得 枝叶 繁茂 。 肥 牛 树 的 开花 结实 习性 很 不 
规则 ， 有 些 年 份 开花 结实 较 多 ， 有 些 年 份 则 少数 植株 或 个 别 枝条 开 
花 结果 。 大 叶 型 肥 牛 树 一 般 是 3 一 4 月 开花 ，6 一 7 HRE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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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型 肥 牛 树 则 6 一 7 月 开花 ，9 一 10 月 果实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 肥 牛 树 是 我 国 特有 的 珍贵 木 本 饲 用 植物 。 肥 牛 树叶 

含 蛋白 质 较 高 ， 营 养 丰 富 ， 适 口 性 好 ， 牛 、 羊 喜 吃 ， 马 次 之 ， 产 时 

量 较 高 ， 收 获 期 很 长 。 3 龄 树 平 均 每 株 年 产 叶 25.8Kg， 高 可 达 

40kg, 10 龄 以 上 的 每 株 可 收 叶 50 一 100kg， 高 可 达 250Kg WE, 

可 以 连续 长 期 收获 。 肥 牛 树 能 耐 低温 和 干旱， 冬季 保持 青绿 ， 到 秋 、 

冬 的 叶子 略 带 甜 味 ， 适 口 性 更 佳 ， 是 冬季 枯草 期 饲料 不 足 的 优良 饲 

料 植物 。 
据 广西 畜牧 所 分 析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1。 

141 肥 牛 树 的 化 学 成 分 

占 于 WM 质 (%) 
生育 期 | 水 分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全 一 | & | @ | 4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ZO 

结果 期 | 3.34 11.97 4.09 26.15 | 10.95 46.84 | 3.17 | 0.16 | 大 叶 种 

开花 期 13.09 | 4.25 29.06 | 9.02 44.58 | 2.50 | 0.19 | 小 时 种 

肥 和 牛 树 除 作 饲 用 植物 之 外 ， 其 木质 细微 坚实 ， 可 作 机 械 工 业 ， 

建筑 和 家 具 用 材 ， 种 子 油 可 供 工业 用 。 此 外 ， 肥 和 牛 树 较 为 耐 粗放 ， 

寿命 很 长 ， 四 季 青 绿 ， 也 是 绿化 石山 地 区 ， 六 造 饲料 林 、 风 景 林 的 

优良 树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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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 根 树 科 Tiliaceae 

142. te 根 

Tilia mandshurica Rupr. et Maxim. 

别名 AWB. RH, Hee.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达 20m。 树 皮 灰 褐色 ， 老 时 纵 浅 裂 。 

幼 枝 和 芽 外 面 有 黄 褐 

色 星 状 毛 。 单 时 互生 ， 

a] 1K BE o> TB Be ZEB ON 

BB» BR, K8— 

12cm, #& 7—1llcm, 

叶 基 部 偏 斜 形 ， 先 端 

长 突 尖 ， 边 缘 有 粗 句 

齿 ， 锐 尖 呈 芒 状 ， 表 

Hat, FARE 

4 BUR EB. 44 7—12 

FEA WF EA RES 4 

FF, MRE ER, 

中 部 以 下 与 总 花梗 合 

生 。 花 黄白 色 ， 退 化 

EES MERE, TEA 

BERNIE. BR 图 142 糠 机 Tilia mandshurica Rupr. 

扇 球形 或 球形 ， 密 被 et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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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y 4 RE (图 142)。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地 区 及 山东 、 江 苏 、 江 西 等 

省 。 此 外 ， 朝 鲜 、 苏 联 远东 地 区 亦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粹 机 是 速生 阳性 树种 ， 当 主 于 砍伐 后 ， 

能 够 从 其 基部 萌发 新 的 枝条 。 东 北 地 区 的 红 松 针 冰 混 交 林 和 落叶 间 

叶 杂 木林 中 的 糠 机 ， 一 般 在 5 APART, 6 月 下 名 开花 ， 花 期 可 

达 30 一 40 天 左右 ， 9 月 果 期 ， 9 月 中 下 旬 经 初 霜 后 落叶 ， 生 育 期 

120 一 130 天 。 

糠 机 需要 温和 湿润 的 气候 条 件 ， 在 年 平均 气温 变动 于 0 一 6%、 

日 平均 气温 过 10 吧 的 持续 期 为 120 一 150 天 、10sc 的 积温 约 为 
9500—3200%, 4ERE KH 500 一 1100mm、 年 平均 相对 湿度 变动 于 

60—75% 的 条 件 下 生长 最 适宜 。 

糠 机 喜 生 于 山地 坡度 在 30。 以 下 的 缓坡 或 斜坡 上 。 在 土 层 深 

厚 、 湿 润 ， 排 水 良好 、 富 含 腐殖质 ， 代 换 性 盐 基 含量 较 丰 富 的 微 酸 

性 暗 棕 壤 上 生长 最 佳 。 

糠 机 常 与 色 木 (Acer mono), RR (Tilia amurensis) AH 

(Ulmus propinqua) 等 在 红 松 阔 叶 林 的 采伐 迹地 上 形成 落叶 间 叶 

杂 木 林 。 亦 是 红 松针 疗 混 交 林 的 混 生 种 和 山 杨 林 ， 杆 树林 的 伴生 

种 。 

饲 用 价值 ” 糠 机 是 叶 量 丰富 的 木 本 饲料 植物 。 在 东北 长 白山 区 

AOR BS, PER KIN A EWR BR. FEL RSS, BARR 

ak A HARE, HT, eB. ZEN A BHR 

5—10%, ， 可 使 畜 禽 产量 增加 10 一 15% “〈 产 蛋 量 和 产 肉 量 ), 饲养 周 

期 缩短 55 一 59 天 ， 有 明显 的 经 济 效益 。 

糠 机 树叶 是 优良 的 能 量 饲料 ,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丰富 。 

蛋白 质 中 含有 家 畜生 长 发 育 所 需要 的 各 种 必需 氨基 酸 。 其 中 ， 蛋 氢 

酸 、 蜡 亮 氨 酸 的 含量 高 于 豆 科 胡 校 子叶 的 2 一 3 倍 , 而 胱 氨 酸 则 高 于 

11 倍 ， 此 外 ， 还 含有 其 他 植物 叶子 很 少 含 有 的 色 氮 酸 。 其 化 学 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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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142 一 1 及 

142>—Z. 

MRAM RRM, 
WA, AMARA, WRAY 
mA, KES, 亦 是 胶合 板 、 

火柴 杆 、 铅 笔杆 的 良好 原料 
化 学 加 工 可 制 人 造 丝 、 毛 、 棉 

等 ， 树 皮 纤维 可 供 造 纸 和 纺织 
用 ， 剥 取 伐 倒 的 树 皮 ， 水 磨 粉 
碎 ， 过 滤 可 食用 ， 花 能 分 泌 花 
%, 是 优良 的 蜜源 植物 ; 亦 可 药 
用 ， 有 发 汗 、 镇 静 、 解 热 之 功 
效 。 

糠 机 树 体 庞大 , 树干 通 直 ， 
MMe, SAH, ZAR 
CEM, FRR, DEER 
Roe BA TAO TTI AP 

栽培 要 点 HEH 
叶 杂 木林 中 ， 主 要 以 天 然 下 种 
或 天 然 萌芽 来 自然 更 新 。 在 栽 
培 条 件 下 , 要 选择 阳光 充足 、 土 
层 松软 、 湿 润 的 微 酸性 土壤 ， 
在 春 、 秋 两 季 采 用 压条 法 进行 
无 性 繁殖 。 若 用 种 子 繁殖 ， 必 

须 使 种 子 经 过 一 年 的 后 熟 作 

用 ， 才 能 提高 其 萌发 力 。 在 营 

造 人 工 林 时 , 要 注意 对 其 锈病 、 

ALIA, FARE, MBE SEI 

表 142 一 1 PH ee 

ame | #5 | 钾 

ff, 水 分 face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和 粗 灰分 | BRR 

rr | 

采集 日 期 

分 析 项 目 

6.43 

12.24 

3-91 {12.10 

80 年 7 月 15 日 | 87.90 

HH 

5.16 11.60 3.71 

02 
4. 

804F 8H 2H] 94.84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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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一 2 ” 糠 根 叶 氨基 酸 成 分 (%) 

干 物质 | mem | wae | iracm_| msc am | 蛋氨酸 

87.90 | 12.24 | 0.550 0.655 | 1.655 0.144 0.976 

于 物质 | AR | 亮 氨 酸 | AAR | AR | AAR | HAR | AR 

87.90 0.254 0.145 0.047 0.437 | 0.120] 0.541 | 0.412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害 的 防治 。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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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十 三 、 树 柳 科 Tamaricaceae 

143。 多 枝 树 柳 

Tamarix ramosissima Ledeb. 

别名 红柳 。 

形态 特征 “ 树 柳 科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通 常 高 2 一 3m， 多 分 校 ， 

枝 紫红 色 或 红 棕 色 。 叶 披 针 形 、 孵 状 披 针 形 或 三 角 状 披 针 形 ， 长 

0.5 一 2mm， 先 端 锐 尖 ， 略 内 弯 。 总 状 花 序 生 于 当年 枝 上 ， 长 2 一 

scm， 宽 3 一 5mm， 组 成 项 生 的 大 型 圆锥 花序 ;， 苞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ERE; BAS, Is 花瓣 5 ， 倒 孵 形 ， 淡 红色 或 紫红 色 HH 

53, HBS, CHS, BER. BRKABE, 388A. HTH 

端 复生 柔 毛 CA 143). 

地 理 分 布 “广泛 分 布吉 新 疆 塔 里 木 岔 地、 准噶尔 盆地 和 吐鲁番 

盆地 ， 甘 肃 河 西 走 廊 ， 内 蒙古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 乌 兰 布 和 沙漠 、 库 布 

齐 沙 漠 、 腾 格 里 沙漠 、 毛 乌 素 沙 地 、 乌 兰 察 布 高 原 , 宁夏 河东 沙 地 ， 

及 青海 柴 达 木 盆地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阿富汗 、 人 伊朗 、 土 耳 其 、 蒙 古 、 

苏联 及 欧洲 东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枝 树 柳 3 月 中 名 至 4 月 开始 萌发 生 

长 ，5 月 下 旬 至 7 月 开花 ， 或 花期 一 直 延 续 到 9 月 底 至 10 月 初 ，6 

月 下 名 开始 结果 ，?7 月 上 名 开始 成 熟 。 在 一 个 花序 上 ， 果 熟 期 不 一 

致 ， 下 部 果实 先 熟 ， 项 部 者 最 后 成 熟 ，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RAF 

即行 飞散 ， 种 子 小 难于 采集 。 故 若 采 种 ， 应 及 早 采 果 ， 以 防 籽 落 。 

种 子 长 0, 4 一 0.5mm， 每 克 种 子 约 6 万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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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 Hi 

深入 土 中 , 接地 下 水 ， 

最 深 者 可 达 10 余 米 。 

侧根 多 水 平分 布 ， 甚 

广阔 ， 且 多 细 根 。 根 

株 萌 发 力 强 , 耐 沙 埋 ， 

沙 埋 后 可 于 根 颈 处 萌 

RKB MHA 

‘8, RATE L 

生长 。 由 于 这 种 特性 ， 

在 水 区 往往 形成 高 大 

的 树 柳 沙 堆 ， 成 为 独 

特 的 景观 。 也 耐 风 蚀 ，” 

bk ii Se Be WAR 

系 ， 可 萌发 出 很 多 新 

枝条 。 它 还 极 耐 沙 害 ， 

据 观 察 ， 即 使 迎风 面 

的 树 皮 被 沙 石 打 光 ， 143 BRE Tamariz ramosissima 

仍 能 依赖 背风 面 残留 Lepeps t ity 

Ry bit Be RAE KK o 

Hae, Fe. ORE, SOMERS TEATESOS 

80cm，4 一 5 年 高 达 2.5—3m, 10 年 生 可 达 4 一 5m, 地 径 全 8cma 

寿命 可 达 百 年 以 上 。 

SRE tit FB OTR, Je nt Py Ee DE OF A AB 

应 力 。 据 测定 ， 当 沙 地 水 分 降低 到 0.
5% It Cae — RS a 

HE), 仍 能 维持 生命 达 20 余天 。 在 绝对 最 高 气温 达 47.
6C、 地 面 高 

js 70°C. 的 新 疆 吐 鲁 番 盆 地 ， 能 正常 生长 。 它 的 耐寒 性 也 很 好 ， 

iy it — 40°C AYP”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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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枝 树 柳 为 喜光 灌 未 ; RRO. RENE ALR 
FEL GHEE 0.5 一 0.7%6 的 盐 渍 化 土壤 上 能 很 好 生长 ,但 在 土壤 表 

层 0 一 40cm 含 盐 量 2 一 3% 的 盐 土 上 生长 不 良 。 对 流沙 适应 能 力 差 ， 

在 高 大 流沙 丘 上 栽植 ， 亦 生长 不 良 。 

多 枝 树 柳 主 要 生长 在 干旱 地 区 的 湖 盆 边 缘 和 河流 沿岸 ， 成 为 盐 
化 低地 及 其 上 沙丘 群 上 的 一 种 建 群 植物 ， 群 落 覆 盖 度 20 一 30% 至 
40—70%, 伴生 植物 种 随 生 境 条 件 亦 有 很 大 差别 。 在 塔里木 盆地 地 

下 水 位 2 一 4m 的 较 湿 润 的 盐 渍 化 较 轻 的 盐 化 草 旬 土 和 草 甸 盐 土 上 ，- 

伴生 有 铃 销 刺 “〈 互 alzrroaezadrom halodendron), 4 Hw RAR 

留 的 胡杨 (Populus ezbpratica)， 还 有 长 穗 树 柳 (Tamarix 

elongata) = LAPS, BAR HAD APE (Phragmites austra- 

lis), 4a BHF (Calamagrostis pseudophragmites), /\¥# 

#% (Aeluropus littoralis) 等 ,总 盖 度 可 达 40 一 70% ;在 额济纳 

河 下 游 草 旬 盐 土 上 ， 伴 生 有 黑 果 冤 杞 CLycium ruthenicum), K- 

花白 麻 (Poac ynum hendersonii), #EF CSophora alopecu- 

roides), HH (Achnatherum splendens) 等 ， 总 # HE iK 

40—60% 。 在 乌 兰 布 和 沙漠 北部 湖 盆 周围 重 盐 渍 土 上 ， 伴 生 有 小 果 
白 刺 (Nitraria sibirica), Dai = (Suaeda sp.). PS, Bi 

BE 30—40% © 

” 饲 用 价值 ”多 梳 树 柳 在 我 国 干旱 地 区 对 养 驼 业 是 重要 的 饲料 。 

在 春 夏 季节 ， 骆 驼 乐 食 其 嫩 术 》 到 秋季 则 不 喜 食 其 粗 硬 的 校 条 。 青 

侠 时 其 他 家 畜 不 食 ; 秋 后 山羊 和 编 羊 采 食 其 脱落 的 细 枝 : 马 和 牛 不 

RE REM. | | 
SS BORED OE SRL Hy KS}, HE HS, 
而 粗 纤维 含量 是 较 低 的 CGE143—-D) 。 其 蛋白 质 品 质 是 中 等 的 ，9 

种 必需 氨基 酸 总 量 占 其 于 物质 的 4 %， 大 体 同 谷 实 玉米 中 所 含 者 相 

仿 〈 表 143 一 2) 。 综 合 论 之 ， 多 枚 树 柳 可 评 为 中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多 枝 树 柳 当前 除 饲 用 外 ， 主 要 用 于 营造 农田 防护 林 和 固沙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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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143 一 1 SRE MMR IS Me 

| 占 干 物质 (%) 钙 | Ow SPRY BOL ARAL) 生育 期 KA (96 [ge 
TE | eae oF | POM, Le te 9] < 260 | (%) 

9.5 Bld 开花 期 7.80 |13.56 | 2.83 |21.06 |49.96 112.59 | 2.02 | 0.20 

6.12 Be ** | 始 花期 8.41 |10.06 | 0.26 |18.85 |58.31 |12.52 | 1.92 | 0.15 

* ”中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研究 所 分 析 。 
** BAA. A. RHR. SURES, SA RICE J 和 刘 草 地 的 饲 用 

植物 ，1958 年 ， 科 学 出 版 社 。 | 

表 1435 一 2 SREMMRHAEKSH 
所 含 必 需 氨 基 酸 比较 * 

= Fay if 干 物 质 (%) 

fa ate sci (emilee em ec eee ace) 总 计 
Be ELE HD BAK 0.46 | 0.39 | 0.12 | 0.31 |0.75/0. 50/0. 58 0.24 0.65) — | 4.00 

玉米 谷 粒 0.64 0.27 | 0.11 | 0.26 |0. 780. 86/0. 31/0. 14)9.37|) 一 | 3.91 

* 多 枝 树 柳 样品 采 自 宁夏 中 卫 ， 由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高 牧 研 究 所 分 析 ; 玉米 谷 粒 的 数 

据 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冀 牧 研究 所 、 中国 动 物 营养 研究 会 合 编 6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232 一 233 页 所 列 换算 而 得 。 

造林 可 植 苗 或 插播， 一 般 以 植 苗 为 好 。 采 用 播种 或 反 揪 育苗。 种 子 
在 发 芽 期 和 苗 期 要 求 土壤 湿润 ， 宜 经 常 灌水 。 播 种 以 春播 为 好 ,也 

可 夏 播 。 多 采用 “水 面 落 种 法 ”播种 ， 每 平方 米 水 面 撤 种 子 .10g， 
如 方法 得 宜 ， 每 平方 米 可 得 苗 500 余 株 。 当 年 苗 高 50 一 80cm 时 ， 
BN Ay Hl. SFG AA, ve lcm 粗 的 一 年 生 枝 条 ， 截 成 30 一 40cm 
KM, BIT. 

宜 选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轻 度 或 中 度 盐 化 沙 地 及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其 他 
土壤 造林 。 造 林地 应 保持 土壤 湿润 ， 以 提高 苗木 成 活 率 。 

( 黄 兆 华 ” 姚 育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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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236 et Umbelliferae 

(144.3 蔓 下 

Daucus carota 工 。var。satioa Hoffm 

We ASh, TES. AEP. | 
形态 特征 WSbAPCAMS ROLLER. BYE 

ABA ARR, 有 红 、 

RARE, Kiel 

HERA EE. Pei _b 

AR, PR. RAR 

根 移 裁 后 ， 抽 出 花 

=, & 90—100cm, 

SLAAHERE, ¥€ 

座 叶 是 3—4 回 羽 状 ， 

Sit, BH RA, 

AMBRE, FR 

种 叶片 小， 叶柄 得 而 

A, WAR HK. 

叶柄 长 而 粗 。 复 伞 形 

He FRACS, HA 

中 间 的 花 常 带 紫色 ， 

EES FEA, 虫 媒 受 粉 ， 

RRB YD K+ 
图 144 胡 昔 下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Ho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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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HE, RAM PRR, SSSR. BME 
子 有 细 刺 ， 易 粘着 在 一 起 〈 图 144)。 -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理 分 布 ” 胡 葛 卜 原 产 于 中 亚细亚 一 带 。 它 在 欧洲 已 有 2000 年 

以 上 的 栽培 历史 。 我 国 于 元 代 从 小 亚细亚 传 入 。 南 北方 均 有 栽培， 
目前 以 陕西 、 甘 肃 、 宁 夏 、 新 疆 、 四 川 各 省 区 栽培 较为 普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胡 葛 卜 种 子 在 2—4°C 时 即 开始 发 药 , 适 

温 是 18 一 25"C 。 胡 昔 人 下 幼苗 的 耐 热力 和 耐寒 力 都 强 ， 幼 苗 和 成 长 

的 植株 都 能 忍受 零下 3—5°C 的 低温 。 肉 根 和 生长 的 最 适 温度 是 13 一 
18%C 。 叶 子 生长 的 适宜 温度 是 23 一 25%c。 在 开花 期 和 种 子 灌 浆 期 

要 求 较 高 的 温度 ， 最 适 温度 为 25*6。 胡 昔 下 在 2—6°CHO IE FS 
40 一 100 天 才 通 过 春 化 阶段 。 衣 葛 上 为 长 日 照 植物 ， 其 耐 旱 力 强 ， 

最 适宜 的 土壤 湿度 为 田间 饱和 持 水 量 的 60 一 80%。 土 壤 中 水 分 过 
少 ， 肉 质 根 瘦小 粗 硬 ， 且 带 有 苦味 。 种 子 发 芽 时 要 吸收 种 子 示 向 重 
量 的 100% 的 水 分 ， 从 播种 到 出 苗 期 和 叶 复 与 根系 旺盛 发 育 期 是 供 、 
应 水 分 的 紧要 关头 。 长 期 干旱 ， 突 然 降雨 或 浇 水 , 易 引 起 块根 皮 裂 ， 
影响 品质 ， 水 分 过 多 ， 块 根 生长 不 良 。 土 壤 中 氮 素 过 多 ， 常 使 叶 焦 
过 茂 , 肉质 根 相对 地 较 小 , 且 干 物质 含量 减少 。 钾 能 促进 形成 层 的 分 
生 作 用 ， 对 增产 有 显著 效果 ， 磷 的 功效 不 显著 。 胡 葛 直 的 根系 和 同 
化 器 官 是 在 生长 的 前 半期 形成 的 ， 这 时 要 注意 营养 元 素 的 供应 寺 但 
在 形成 肥大 肉质 根 的 时 期 ， 将 要 吸收 极 大 量 的 营养 物质 此 时 供应 
足够 的 营养 元 素 更 为 重要 。 

胡 葛 下 的 适应 性 较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只 要 是 土壤 肥沃 ， 玻 
松 而 深厚 ， 生 长 均 好 。 但 土壤 粘 重 、 泥 学 生长 不 相宜 。 在 中 性 或 弱 
酸性 土壤 中 生长 好 (pH5.5 一 7.0)。 
饲 用 价值 ” 胡 葛 卜 的 消化 率 很 高 , 蛋白 质 达 73%, 脂肪 达 77%%， 

无 氨 浸 出 物 达 99% 。 因 其 营养 成 分 好 ， 香 甜 适口 ， 易 于 消化 。 是 
各 种 畜 禽 的 良好 多 汁 饲 料 ， 同 时 又 是 优良 维生素 多 的 补充 人 饲料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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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He Fl SE Hh A ES FFE LY UE 144 一 1、144 一 2 及 144 一 3。 

表 144 一 1 胡萝卜 的 化 学 成 分 (% ) 

分 析 项 目 | IK St | euacesm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ja 粗 灰分 

食用 胡 葛 小 88.69 1.27 0.68 0.25 9.22 0.89 

饲 用 胡 昔 小 81.34 0.88 0.24 0.32 15.68 1.24 

We psa 81.94 3.87 0.09 3.34 7.59 3.17 

Bes > sa 84.32 ti17 0.53 2.65 6.07 4.67 

表 144 一 2 胡萝卜 的 化 学 物质 的 消化 率 表 

Pea | — a Se, EEO RRC) HRA paren a Rae (%) | (MJ /kg) | (MJ/kg) | (MJ/kg)| (%) 1G) (e/g) 1%) 

js Bal, | 24.2 4.14 3.10 2.30 4.3 28 2.9 

a hF | o3.¢ 3.27 2.81 一 25d 16 6.7 

he RB! i9.7 | 3.10 2.10 一 361 11 4.4 

ane 14.9 2.59 2.14 1.59 13 7 0.9 

he Ha iscn as Ge 
(MJ/ke) | (MJ/ke) | (MJ/kg) | %) (g/kg) (%) 

pit, | 17.16 12.73 9.50 17.3 119 11.9 

e A | 16.45 11.05 一 10.5 63 26.1 

a hee 13.77 11.93 一 8.8 50 18.6 

eee 17.54 14.48 10.63 8.7 49 6.0 

衣 葛 下 的 产量 很 高 。 一 般 亩 产 块根 3000—4000ke, 鲜 叶 1600— 

2000kg。 耐 贮藏 ， 适 于 加 工 ， 是 家 畜 冬 春季 主要 多 汁 饲 料 之 一 。 

饲 喂 衣 昔 下 块根 时 ， 洗 净 泥 土 ， 除 去 腐烂 块根 。 结 冻 的 在 室内 

解冻 后 马上 咀 。 切 碎 的 块根 不 可 久 放 。 用 胡 葛 卜 喂 公 畜 可 提高 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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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We 上 bas Eas BRS BR} (%) 

分 析 项 sc sca an em + |e sc se a. 

fa 下 (风干 )| 0204 | 0-02 | 0.01 | 0.04 | 0.05 | 0.03 | 0.04 | 0.02 | 0.03 | 0-02 | 0.02 

ae 0.17 | 0.11 | 0.07 | 0.33 | — | 0.15 | 0.15 | 0.09 | 0.15 | 0.06] 0.04 

we ha 0.20] — | 0.07 | 0.17 | 0.25 | 0.23 | 0.15 | 0.09 | 0.15 | 0.05 一 

胡 葛 小 a (平均 ) 0.05 | 0.03 | 0.02 | 0.08 0.03 | 0.04 | 0.02 | 0.03 | 0.03 | 0.02 

* 摘自 《 猪 鸡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 

A, 提高 幼 畜 的 生长 发 育 。 胡 昔 卡 块根 是 马 最 喜欢 吃 的 多 汁 饲 料 s 

每 匹 马 每 天 可 咀 5—1loke, WBS PHA+, He RMRRER, 

每 头 乳 牛 每 天 可 喂 15 一 25kg。 咀 饲 宗 禽 时 能 提高 产 卵 率 及 卵 的 孵化 

A, RSA ROSA 50g, FAR 100g. 

胡 葛 下 除 鲜 喂 外 ， 其 新 鲜 叶 可 制 成 青贮 料 ， 或 将 鲜 叶 打 浆 、 青 
me, RR. wa, PS b+, MRA, Re 
CAT, Raima. MA, 牛 、 免 、 羊 时 可 不 用 粉碎 。 

栽培 要 点 : 

选 地 和 整地 :播种 胡 昔 卜 的 地 必须 选 土 层 深 厚 ， 土 质 下 松 、 排 

水 良好 、 富 含有 机 质 的 砂 质 壤土 或 壤土 ， 胡 蔓 下 肉质 根 入 土 深 ， 吸 

收 根 分 布 也 较 深 ， 除 深耕 外 ， 表 十 还 要 细碎 、 平 正 ， 结 合 深 耕 施 入 

腐熟 基地 。 

播种 ， 播 前 磨 去 种 子 上 的 刺 毛 ， 春 播 时 可 行 浸种 。 每 雷 播 量 

1—1.5kg, MAAR APUERIE MB BAR. IRA 50cm, Ate 

两 行 ， 株 距 10cm, #H+1.5cem, FEPRIE AIA HK, SETAE 

— ABT 月 下 旬 播 种 。 东 北 及 高 寒 地 区 ， 则 提早 至 6 月 开始 播种 。 为 

了 均衡 供应 畜 禽 饲料 ， 也 可 进行 春播 夏收。 种子 发 芽 最 低温 度 为 

4 一 8%C， 一 般 平均 气温 7 % 左 右 即 可 播种 。 春 播 胡萝卜 也 可 与 玉米 

fF. AUR, MABE PEK, BP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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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S, SAUTRRREK. CHAMBER, RATER 
BA—vKH, CMM LOS hAS, SRR, Ae 
Wik, WPA 100ke 左右 。 黑 龙 江 省 中 南部 地 区 ，?7 月 PAF 

收 后 及 时 复种 胡萝卜 ， 小 麦 不 减产 ， 又 多 收 一 磊 朝 葛 下 。 此 外 ， 衣 
葛 下 尚 可 与 甜菜 、 荔 子 、 辣 子 等 混 种 。 

田间 管理 ， 间 苗 与 中 耕 除草 。 不 论 条 播 、 撤 播 ， 在 幼苗 期 进行 

2 一 3 次 间苗 , 第 一 次 在 幼苗 1 一 2 片 真 叶 时 进行 ;在 幼苗 4 一 5 片 叶 
时 进行 第 二 次 间苗 或 定苗 ， 一 般 结合 间苗 进行 中 耕 除 草 。 

灌溉 与 施肥 ， 发 芽 期 种 子 发 芽 很 慢 ， 因 此 ， 从 播种 到 出 苗 ， 应 
连续 灌 2 一 3 YOK, 或 播 前 灌 足 水 ， 经 常 保持 土壤 湿润 ， 夏 播 胡 萝卜 
苗 期 正人 逢 雨季 ， 须 注意 排涝 : UPR EK, HSB. BEG 
PPM, 德 止 叶 部 徒长 。 肉 质 根 肥大 期 ， 要 求 多 量 水 分 ， 须 及 时 
充足 灌水 ， 硼 昔 下 使 用 新 鲜 帮 肥 或 每 次 施肥 量 过 大 , 都 易 发 生 又 根 ， 
一 般 追 肥 2 一 3 次 , 第 一 次 在 定苗 前 后 进行 , 以 后 每 隔 20 天 左右 追 第 

二 次 或 第 三 次 。 

收割 ， 春 胡 昔 下 在 播 后 90 一 100 天 收获 ; 秋 胡 葛 下 收获 期 寒冷 
地 区 在 10 月 中 下 有 开始 收获 ; 上 冻 较 晚 的 地 区 ， 则 在 立冬 后 收获 。 
收获 不 宜 过 晚 ， 以 免 肉 质 根 受 冻 ， 不 耐 贮藏 。 

i (M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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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 旋 花 科 Convolvulaceae 

145. 刺 旋 花 

Convolvulus tragacanthoides Turcz。 

BZ 木 旋 花 。 
形态 特征 ”小 半 灌 木 ， 高 5 一 15cm， 全 株 被 有 银灰 色 绢 毛 。 茎 

分 枝 多 而 密集 ， 节 间 短 ， 老 枝 宿 留 成 黄色 刺 ， 颇 倾 鹰 爪 状 ， 整 株 呈 

AR A BK, = AGE 20 一 30cm。 叶 互生 ， 狭 倒 披 针 状 ， 条 形 ， 长 

0.5 一 2cm， 宽 0.5 一 1.5cm， 先 端 钝 圆 ， 基 部 新 狭 ， 无 柄 。 花 单 生 

或 2 一 3 RATER LP, RRs SHS, BB, Feta, 外 面 

被 黄 棕色 毛 ; 花冠 漏斗 状 ， 长 约 2cm， 粉 红色 ， 顶 端 5 RA, BR 

中 带 密 生 毛 ， 裙 及 花冠 下 部 无 毛 ;， HES, SEK, 子 房 有 毛 ， 柱 

头 2 裂 。 藉 果 ， 近 球形 ， 径 约 8mm， 有 毛 (A 145),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陕西 北部 、 甘 肃 、 宁 夏 、 内 蒙古 、 青 海 

( 柴 达 木 )、 四 川西 北部 、 新 疆 等 省 区 。 国 外 蒙古 、 苏 联 哈萨克 斯 坦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为 强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 早 者 4 月 中 、 下 名 

萌发 ， 在 宁夏 5 月 底 至 6 月 上 旬 开 花 ，6 一 7 HAR, 内 蒙古 6 一 7 

月 开花 ，8 一 10 月 结实 。 主 要 生长 在 半 荒 漠 区 的 干燥 山坡 、 山 入 、 

山 前 丘陵 和 山 间 盆地 ， 有 时 可 伸 入 荒漠 腹地 地 区 ， 其 分 布 与 土壤 质 

地 的 强 砾石 化 密切 相关 。 

它 也 能 生长 在 沙漠 地 区 的 沙砾 质 生长 地 上 ， 如 内 蒙古 乌 兰 布 和 

沙漠 、 狼 山 、 贺 兰 山 西 划 山 前 倾斜 平地 ， 作 为 伴生 种 出 现在 沙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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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 pi ptanthus 

mongolicas) 草原 化 

FoR HP; LEAR pal 

拉 善 的 巴 彦 乌拉 山 、 

狼 山 和 巴 丹 吉林 沙漠 

WRB, EL A 
- 质 坡地 、 山 前 砂砾 质 

洪 积 扇 和 洪 积 坡地 ， 

时 常 成 为 编 刺 〈Po- 

taninia mongolica) 

草原 化 荒漠 群落 的 伴 

EMD. EASE 
旱 生 小 灌木 半日 花 

( Helinthemum 

soongoricum) 共同 组 

成 建 群 层 片 ， 出 现 于 
西 鄂尔多斯 桌子 山南 

ARR bs FFE 

5 SA THE MES OR 2% Hh AS 
图 :145 ylweZE Convolvulus tragacan- 

thoides Turcz. 

BAD AB. EEE AY BRR, OR RE EE By ge AE ED, 出 
现在 这 些 干燥 生境 ,组 成 不 同类 型 的 干 荒漠 草场 。 如 在 宁夏 河东 、 内 
蒙古 马兰 布 和 沙漠 西部 .甘肃 河西 走廊 等 地 的 剥蚀 低 山 ， 山 前 丘陵 和 
山 间 盆地 的 淡 灰 钙 土 或 灰 漠 土 上 ， 生 长 在 珍珠 柴 (Salsol1a passe- 
rina) 芒 漠 群落 内 ， 在 甘肃 西部 的 石 质 低 山 、 山 沟 ， 出 现在 侣 头 章 
(Sympegma regelii) GPA HK FB SE (Salsla laricifolia) 等 

PEG BD Tre oe aE Ps EP ip he SE Ly WL EE BE 山 前 平地 及 

附近 石 质 低 山 坡地 ， 伴 生 在 戈壁 得 舌 菊 CBrachanthemum job 
cum) 而 漠 草 场 内 。 在 广 布 于 东 起 鄂尔多斯 西部 , 西 至 准噶尔 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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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抵 阿 拉 善 南部 、 南 迄 柴 达 木 与 祁 连 RMA (Reaumuria 

soongorica) 芒 漠 中 ， 刀 是 盐 渍 化 不 甚 强 、 地 面 强 沙砾 质 、 砾 质 的 

rs ey er 

WERE, UPRM, SSR OMS, 并 形成 刺 

垫 状 的 生活 型 ， 说 明 它 具有 很 强 的 耐 时 性 。 无 论 当 地 气候 发 生 何 种 

程度 的 干旱 ， 只 要 稍 有 降雨 ， 它 总 是 能 够 返青 、 生 时 、 开花 8 结果 ! 

唯物 候 期 可 能 因 干 旱 而 推迟 。 春 季 降 水 正常 的 年 份 ; 它 生长 奸 盛 ， 

满 株 遍 开 粉红 色 喇 叭 花 ， 象 一 个 个 漂亮 的 花环 ， 撒 满 山 坡 平地 ， 冉 

FT tie Bic RG WR i EAH 

AA WiKEAWAL, ARBOR, A ne 

FREICGH MH Ee, WRB 4 ERA, BS. FAM, wii 

用 价值 仅 能 ; vy TAKS. 

此 外 ， 和 刺 旋 花 是 早春 的 蜜源 植物 ， 在 荒漠 半 匾 漠 区 的 沙砾 质 、 

砾石 质 山坡 、 丘 陵 对 水 土 保持 和 固沙 有 一 定 作 用 。 

( 郭 思 嘉 ， 叶 娃 琼 ) 

146. #8 Ba 

I pomoea aquatica Forsk. 

BZ RERESK. 2-bS. FTI. 

RABE mE, HERE, HARA, SHH. 2 

MHEG, PS, BTKHRAAFHA, PREMARDBRKE 

角形 ， 长 6 一 15cm， 先 端 短 Rak Sh, eb MB, 边缘 全 

缘 或 波状 ， 具 长 叶柄 5 ANAT BERT ERR. REE 

We, A—-BSE, WHERE K 3 一 6cm 苞 片 2; MAS, NBs 

花冠 漏斗 形 ， 淡 紫色 或 白色 。 藉 果 卵 球形 ; ARMS 2—-4 i, 

形 ， 种 皮 厚 ， 坚 硬 ， 黑 褐色 〈 图 146) 。 

地 理 分 布 “亚洲 、 oo AMA,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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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 如 四 川 、 贵 州 、 

云南 、 湖 北 、 安 徽 、 

湖南 、 江 西 、 江 苏 、 

Wil. eS KR 

培 较 多 。 特 别 在 广州 、 

福建 、 四 川 等 省 4 一 下 
了 月 均 可 生长 ,收获 。 

TRE RL He A bit 

HK, HBA RAR 

培 专用 作 饲 料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RBNY 

水 湿 环 境 , 能 耐 高 温 ， 

生长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5°CHA, 10CUF 

生长 停滞 , 不 耐寒 冷 ， 

AUR Ut te BVA 

Be. Herre fi A RA 

物 ， 在 我 国 南 方 得 日 

照 条 件 下 人 能 开花 结 
图 146“ 药 菜 Ipomoea aquatica Forsk. 

实 。 每 克 种 子 20 一 30 粒 。 在 北方 长 日 照 条 件 下 ， 不 易 开 花 结 实 ， 

留 种 困难 。 有 的 品种 在 长 江 流 域 以 至 广州 都 不 能 开花 ， 或 者 开花 都 

不 能 结实 ， 故 一 般 都 用 营养 体 行 无 性 党 殖 。 

药 菜 依 其 结实 与 否 分 为 子 获 和 蔷 药 两 种 类 型 ， 前 者 有 种 子 和 营 

养 两 种 繁殖 方式 ， 而 后 者 只 能 靠 无 性 繁殖 。 也 有 依 其 对 水 分 的 适应 

和 栽培 法 分 为 旱 药 或 水 药 两 种 类 型 。 子 比 的 品种 和 类 型 ， 分 布 于 广 

州 的 有 大 骨 青 、 大 鸡 白 、 大 叶 黄 、 白 壳 及 剑 叶 等 品种 ， 荟 叶 粗 大 ， 

产量 高 ， 以 水 生 为 主 ， 也 可 旱 植 。 子 药 在 湖南 、 湖 北 有 白花 药 菜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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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 药 菜 ， 前 者 质地 柔嫩 而 产量 高 ， 后 者 茎 叶 带 紫色 ， 纤 维 较 多 j 
RARE. WRT RADE, VLU PER, SSRN, W 
间 短 ， 较 耐 旱 ， 叶 较 大 ， 早 熟 ， 以 幼苗 供 食 ， 品 质 较 差 5 MILT 
东 有 温州 的 空心 菜 和 游 龙 空心 菜 。 

芒 药 的 地 方 类 型 和 主要 品种 ， 广 州 有 细 通 菜 和 丝 药 两 个 品种 ， 
均 不 能 结实 ， 荃 叶 细小 ， 旱 植 为 主 ， 产 量 低 ， 品 质 优良 5 MK 
药 ， 蔡 秆 粗壮 ， 质 地 柔嫩 ， 生 长 期 长 。 四 川 的 茧 药 叫 大 药 菜 ， 又 名 
KH HRD, 质地 柔嫩 ， 生 长 期 长 ， 产 量 高 ， 主 要 栽 于 水 困 ， 
也 可 在 低 湿 地 栽培 。 广 西 的 茧 药 小 时 尖 ， 叶 箭 形 ， 浓 绿色 ， 品 质 
Wem, WE, ith, ARPA, EA, PD, 
方法 进行 繁殖 。 

饲 用 价值 “ 药 菜 既是 夏 、 秋 良好 的 蔬菜 ， 也 是 高 产 的 多 汁 青绿 
饲料 ， 群 众 常 以 其 幼 嫩 茎 时 作 蔬 菜 ， 以 其 老 茎 叶 作 饲料 ， 或 者 专门 
栽培 作 养 猪 的 青饲料 。 由 于 其 生长 期 长 (4 一 11 月 ) 且 可 多 次 收获 ， 
供 青 期 长 达 7 一 8 个 月 之 久 , 许 多 养 猪 场 和 农家 栽培 利用 非常 广泛 ; 
BRAM HA, Be 产量 1000 一 1500kg， 多 次 采 收 者 亩 产 在 

5000kg 以 上 ， 药 菜 的 营养 价值 如 表 146 所 示 。 

表 146 东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与 营养 价值 #* 

化 学 成 分 〈 占 二 物质 的 %) 
钙 (%) | RCH) 

粗 蛋白 质 | mine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纤维 | macs 

16.00 8.00 43.00 13.00 20.00 _ 一 

13.86 5.94 50.50 11. 88 17.82 0.18 0.01. 

营养 价值 (其 干 物质 含量 ) 
总 ”能 消化 能 代谢 能 eg 

(MJ/kg) | (MJ/kg) | (MJ/ ke) aeston HLA AE (%) 

16.80 10.70 9.95 15.4 13.3 

16.55 11.12 10.37 13.9 11.8 

* 资料 来 源 于 新 疆 、 上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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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技术 “ 比 菜 的 栽培 应 根据 其 生物 学 特性 和 当地 气候 特点 ， 
着 重 抓 好 栽培 季节 ， 播 种 育苗 ， 管 理 和 留 种 等 环节 。 

栽培 季节 :长江 中 下 游 各 省 由 于 春暖 迟 ， 用 种 子 繁 殖 ， 一 般 于 
4 月 开始 播种 ， 如 果 有 保温 苗床 可 以 提早 到 3 月 。 露 地 栽培 可 于 
4 一 7 月 分 期 播种 。 四 川 较 为 温暖 ， 一 般 于 3 月 下 旬 播 种 。 广 州 冬 
季 不 冷 ， 早 熟 品种 1 月 份 即 可 播种 ， 用 薄膜 覆盖 栽培 ， 春 季 即 可 收 
获 ， 中 熟 及 暖 熟 品种 以 2 一 3 月 播种 为 宜 。 机 

用 无 性 繁殖 ， 四 川 于 2 月 在 温床 催芽 ， 3 月 在 露地 育苗 ，4 月 : 
于 名 定植 露地 。 湖 南 于 4 月 下 旬 行 反 揪 繁殖， 于 6 一 7 月 植株 衰老 
时 再 插播 一 次 。 广 州 是 用 宿根 长 出 的 新 侧 芽 于 3 月 定植 露地 。 

播种 育苗 技术 :早春 播种 比 菜 ， 由 于 气温 较 低 ， 出 芽 缓 慢 ， 如 
遇 低 温 多 十 天气， 容易 烂 种 ， 可 于 播 前 先行 浸种 催芽 ， 并 用 塑料 薄 
膜 覆盖 育苗 ， 不 仅 可 解决 烂 种 问题 ， 还 可 提早 利用 ， 直 播 者 ， 每 亩 
播种 量 10Kg， 如 要 育苗 间 拔 出 售 种 苗 ， 每 亩 播种 量 在 20ke 以 上 。 
播种 有 用 钉 灶 松 土 覆盖 ， 或 用 浓厚 的 人 畜 数 尿 覆 盖 ， 以 利 出 芽 。 苗 
高 3 一 5cm， 要 加 强 水 肥 管 理 ， 经 常 保 持 湿 润 和 有 充足 的 养分 。 功 

高 20 一 25cm， 开 始 间 拔 出 售 或 定植 ， 育 苗 一 亩 可 供 15 一 20 亩 定植 
之 用 。 此 外 ， 也 可 用 点 播 或 条 播 。 

药 菜 的 管理 ， 旱 地 栽培 可 在 苗 长 17 一 20cm 时 ， 按 15cm 左 右 

的 株 行 距 定植 ， 以 后 要 经 常 保持 土壤 湿润 肥沃 。 水 田 栽培 时 ， 应 施 
足 底肥 ， 按 20 一 25cm 的 行距 定植 ， 如 是 择 揪 ， 苗 长 20 一 24cmy, 可 
斜 插入 土 2 一 3 节 ， 以 利生 根 。 定 植 后 温度 高 低 ， 应 维持 约 3 一 4cm 
RMR, WA AM, BALI, MAK, RAKIM, Wo 
loom 左右 的 深 永 ， 以 充分 满足 其 对 水 的 需要 , 也 有 利于 降低 过 高 的 
土 温 。 每 采 收 一 次 ， 施 一 次 肥 ， 可 用 腐熟 人 数 尿 , 追肥 应 先 淡 后 浓 ， 
RAM 度 40 一 50%。 浮 水 栽培 时 ， 将 其 秋 苗 编 在 状 形 的 芯 复 或 稻草 
绳 上 ， 或 用 棕 绳 ， 竹 枝 将 秧苗 夹 紧 漂 浮 水 面 ， 两 端 固定 ， 但 可 因 水 
面 升降 而 上 下 浮动 。 同 样 ， 也 需 施肥 才能 保证 旺 感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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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种 方法 ， 子 药 留 种 时 ， 应 选 不 太 肥 沃 的 旱地 ， 玫 人 RAE, 
行距 60 x 30cm， 每 穴 2 株 ， 并 立 支柱 引 芝 ， 以 利 开花 结实 .iii 月 
收回 种 株 ， 待 后 熟 后 脱粒 ，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75kg 左右 。 

芯 术 留 种 各 地 的 方法 不 同 : 湖南 长 沙 于 10 月 下 旬 选 晴天 接 出 根 
侍 作为 种 苑 ， 略 加 晒 干 , 贮 地 客 中 。 迪 时 先 放 稻草 , BP, 正面 覆 
盖 稻 草 防 寒 越冬 。 四 川 省 茧 药 的 留 种 , 先 选 向 阳 和 排水 良好 的 时 地， 

控制 施用 氮肥 ， 以 培育 组 织 充 实 老 健 芯 草 ; 于 8 ABRIL, R 

水 、 贫 癣 的 石 谷子 坡地 或 沙 款 士 ， 将 上 述 茧 草 横 埋 土 中 ， 仅 留 芭 尖 

“一 7cm 在 外 ， 以 进一步 使 蕨 曹 老 化 ， 于 11 月 上 和 有 接 出 画 彤 和 53 
天 ， 搁 把 贮藏 于 坛 形 的 客 中 ， 保 持 10 一 15” 的 温度 ,75% 的 湿度 。 

如 温度 低 于 10"C 时 ， 常 受 寒 害 ， 高 于 25 吧 则 会 引起 腐烂 , 湿度 过 高 

HSS, CUR, MERE, BE. REAR 

育苗 。 i 

( 周 寿 荣 ) 

147. 1 eo 

Ipomoea batatas (L.) Lam. 

别名 WM, ae, ws. 

形态 特征 ”甘草 为 旋 花 科 甘 曹 属 蔓 生 草本 植物 。 根 分 为 纤维 根 、 

块根 和 和 牛 劳 根 。 纤 维 根 呈 须 状 ， 细 而 长 ， 着 生 很 多 根 毛 ， 多 分 布 在 

表土 层 30cm A; RRB. WE. WRB. BBL RK, 

根 表 面 光 滑 或 有 条 沟 , 皮 和 白 、 黄 、 红 、 紫 色 ; FSR, K0.3—1m, 

粗 0.2—2cem, Agate, K0.7—7m, Hi 4—8mm, 4 Be, 

褐 绿 或 紫 绿色 ， 蔡 表面 有 昔 老 ， 芭 上 有 节 。 单 时， 心脏 形 、 肾 形 、 
三 角形 和 掌 形 ， 叶 缘 有 全 缘 和 深浅 不 同 的 铅 刻 ， 叶 色 为 浓 绿 、 淡 绿 、 

RAR. UKE, MK eae, RO RAMS, oA 

有 毛 。 丛 集成 聚合 形 花序 ， 有 3 一 15 REDE, MHA; 淡 红 或 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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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LERE, GES 5 

个 ， 崔 蕊 一 个 ， 柱 头 

Rl, BRR Bt 

RRB, A 有 1 一 4 粒 

种 子 ， 种 子 褐 色 或 黑 

色 ， 球 形 、 半 球形 或 “ 

不 规则 三 角形 A. 

147), 

地 理 分 布 He 

原 产 南美 洲 。 主 要 分 

布 于 南美 、 墨 西 哥 、 

印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美国 、 日 本 和 非洲 各 

地 。 我 国 各 地 均 有 坊 

培 , 以 山东 ,河北 及 河 J | 

南 、 江 苏 面积 最 大 。 图 147 HB Ipomoea batatas (L.)Lam,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甘草 是 喜 温 植物 ， 不 耐寒 。15% 以 上 幼 

苗 发 根 缓慢 20 一 27%C 发 根 速 度 明 显 增 快 ，18%C 以 上 蔡 叶 才能 正常 

生长 ，18 一 30C 是 荃 叶 生 长 最 适 温度 。35 一 38%C 茎 时 生长 不 良 。20 一 

30 记 是 块根 膨大 适宜 温度 , 22 一 24%C 块 根 膨 大 最 快 。 气 温 低 于 15°C 

荃 叶 停止 生长 ， 低 于 10%C 茎 叶 枯 死 。 块 根 在 - 2%C 时 受 冻 害 ， 贮 藏 

期 间 的 安全 温度 为 10 一 15"C， 低 于 9 吧 受 冻害 。 甘 暮 生长 期 要 求 积 

温 3000% 以 上 。 

甘 划 在 任何 土壤 上 都 能 生长 ， 但 以 土 层 深厚 ， 具 有 一 定 肥力 的 

砂 质 坟 土 为 宜 。 甘 暮 耐 酸 也 耐 盐 碱 ， 在 土壤 pH4.2—8.3 范围 内 均 

能 生长 ， 但 以 pH5 一 6 生长 最 好 。 土 壤 水 分 以 最 大 持 水 量 的 60 一 

70% (绝对 含水 量 的 16 一 18% ) 为 宜 。 

甘 莫 生长 期 间 适 宜 的 降水 量 为 450mm。 栽 捅 后 至 封 人 董 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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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AK BREE 60—70%, Br BKB] 70—80% s RE 

大 期 在 70% 以 下 。 甘 薯 的 蒸腾 系数 约 250 一 500。 
甘薯 是 喜光 不 耐 阴 的 植物 ， 日 照 充 足 ， 有 利 块根 形成 。 ARK 

短 对 甘薯 的 生长 发 育 影 响 很 大 ， 短 日 照 促 进 开 花 。 
”车 茵 根系 强大 ， 吸 肥力 强 ， 据 分 析 , 每 500kg MBP AN 1.75 
kg, P 0.87kg, K 2.75kg。 每 形成 500kg 鲜 暮 植株 要 从 土壤 中 

吸收 Nl.75kg、P0.75kg、 开 2.9kg。 甘 暮 需 钊 多 ， 和 毛 居 第 二 位 。 

钾肥 有 促进 碳水 化 合 物 合成 和 转运 的 能 力 , 促进 根部 形成 层 的 活动 ， 
增强 细胞 分 裂 ， 使 薯 块 不 断 膨大 。 氮 素 对 芭 叶 旱 发 和 旺 长 有 促进 作 
用 。 一 般 春 暮 裁 捅 后 90K, BBR 40-60 天 氮 素 积累 达 最 

高 峰 ， 再 过 20 天 左右 ， 荃 叶 生 长 达 最 高 峰 ， 以 后 转 六 块根 膨大 阶 
BE. | 
饲 用 价值 HELMS, Hoke, FRA ( 表 

147 一 1); 薯 块 富 含 淀粉 ,是 很 好 的 能 量 饲料 , 钙 、 磷 丰富 , 粗 纤维 少 ， 

表 147 一 1 甘 董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物质 和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Fees age 钙 
C%) | C%) RAHA RH (%) | €%) | (%) |B C%) 

河南 nt 15.9 2.8 0.5 3.0 7.3 2.3 | 0.29 | 0.05 

上 海 Eth 19.4 12 0.2 0.8 15.8 1.4 | 0.07 | 0.05 

rH | MF | 85.7 | 32 0.8 2.5 76.6 | 2.6 | 0.21 | 0.11 

* 十 二 省 市 、 自 治 区 配合 饲料 资源 营养 成 分 囊 。 

甘薯 营养 丰富 ， 氮 基 酸 含量 也 较 全 面 ， 仅 赖 氨 酸 、 色 氮 酸 和 组 

氨 酸 含量 较 少 ， 在 饲 喂 中 应 注意 补充 CE 147 一 2)。 

甘薯 含 铁 量 很 高 ， 匀 、 硒 含量 较 低 〈 表 147 一 3)。 

甘薯 含 胡 葛 下 素 和 硫 胺 素 也 较 丰 富 ( 表 147—4). 

猪 、 鸡 对 甘草 的 消化 能 、 代 谢 能 与 胡萝卜 、 甜 菜 大 致 相同 〈 表 

147 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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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7 一 2 “甘薯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SN 采样 部 位 an it 2m uF a ee 

oe ee LE 福建 惠安 上 海 四 川 达 县 

粗 蛋 白质 at 4.4 2 14.7 

em 氨 酸 0.08 0.22 0.06 0.55 

蛋 氨 酸 0.02 0.05 0.02 0.12 

胱 AR 0.03 0.13 0.01 0.46 

色 AR 一 0.04 0.02 0.15 

i AR 0.10 0.15 0.02 0.51 

HAR 0.08 0.18 0.03 0.48 

PE 0.08 0.51 0.03 0.55 

mM A mR 0.05 0.21 一 0.33 

亮 AMR 0.14 0.28 0.07 0.77 

FEAR 0.08 0.05 0.05 0.46 

甘氨酸 0.08 0.15 0.06 0.54 

R A 酸 0.11 0.23 0.04 0.60 

组 AR 0.03 0.06 0.03 0.19 

* 十 二 省 、 市 、 自 治 区 配合 饲料 资源 营养 成 分 表 。 

表 147 一 5 ” 甘 莫 的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于 物质 微量 元 素 (mg/kg) 
采样 部 位 | 采样 地 点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本 

Zit 吉林 83.7 一 - 24.4 53.4 -一 一 

Bip 27.9 100 4.1 12.0 一 - 一 

B+ 河南 88.9 140 4.0 4.5 5.0 <0.2 

” 中 国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甘薯 的 茎 叶 是 猪 、 生 、 羊 的 好 饲料 ， 青 绿 多 汁 ， 育 肥效 果 好 。 

一 头 成 年 猪 日 喂 量 S—s8ke, FRM, PARR. APSR MR 

30 一 40kg。 茎 叶 与 昔 块 青贮 ， 是 猪 的 优良 饲料 ， 甘 暮 茎 叶 与 玉米 

BEE FHRR AR. BRAR, WI, RE 1. 

Hares, IEA HR 2 一 3 次 ， 亩 产 SBE 4000—5000kg,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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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147 一 4 HBHRERS RB 

维生素 (mg/kg) 
采样 部 位 采样 地 点 FER (%)| A> 

ashe | mex | vite | mm 

甘 暮 叶 17 67.4 r.3 2.8 14.0 

HES 北 京 鲜 23.2 一 -- 一 

HAR | 北 京 鲜 18.6 一 一 一 

hk 32.9 11.4 10.4 0.3 4.4 

= 时 sim: |) mae Hi fe aa = ig fe Sips 
* 中 国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表 147 一 5 ”甘蓝 的 消化 能 及 代谢 能 * 

Yee gl off SESS aad ic Fy Ra a |e a | | we | ; | 
部 位 | 地 后 | C06) | (%? | €%6) | C%) [BD C%D | CH (9) ARC KAR 

ae 山东 | 88 | 8.1 Ba 28.5 | 39.5 | 9.3 |1.63/0.08/15.26 | 5.02 

— | 24.6 | 1.1 = 0.8 = 一 |0.03|0.01| 9.76 | 1.55 | 1.47 

MF | 一 | 90.0} 3.1 | — | 30] — | 一 |o.06/0.07| 4.31 | 3.85 | 3.68 

* 中 国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 

Fr 3—5 次 ， 亩 产 鲜 HE 6000 一 10000kg。 每 亩 收 块 根 2500 一 3000 

kg。 

栽培 要 点 ”甘薯 栽培 要 结合 当地 情况 ， 利 用 目的 ， 选 择 适 宜 的 

品种 。 饲 用 多 选用 茎 时 和 块根 都 高 产 的 品种 。 北 方 要 提前 温床 育苗 

南方 可 露地 育苗 ， 也 可 选 小 块 暮 直播 ， 产 量 高 ， 省 工 。 

育苗 的 甘薯 在 地 温 稳定 在 15°C DEM. RUS 
起 荃 、 施 足 底肥 。 栽 捅 密度 每 亩 5000 一 7000 株 。 若 以 收 昔 块 为 目的 ， 

Fy 4 HH. 

FS HB, G4, 7 BERK ie BE OR FF FE 60—-70% & 

Ay 蔡 叶 旺盛 生长 期 ， 保 证 土壤 水 分 充足 ! 块根 膨大 时 期 注意 防 游 

排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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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 全 生育 期 中 要 中 耕 培 土 2 一 3 次 , 结合 灌水 ， 追 施 氮肥 20 一 

30kg/ 亩 《分 2 一 3 次 追肥 ), 促进 莽 叶 生长 ， 提 高 产量 。 

昔 草 封 垄 后 ， 可 开始 第 一 次 浊 割 ， 留 慎 不 要 太 低 , 一般 要 25 一 

30cm， 以 利 再 生 。 以 后 每 隔 30 一 50 天 割 一 次 。 春 暮 一 般 可 A 4 一 

5k, RE 3 一 4 次 。 BRT BHR» 

(HR 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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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 Juncaginaceae 

148.7% dE X& 

Triglochin maritimum L. 

He Ge MS). | 
形态 特征 KES KRSARSERERA, RKRAA, 

直 加 下 ， 斜 生 或 横生 ， 有 多 数 须根 。 叶 全 部 基 生 , 通常 不 起 过 花序 ， 

叶片 半圆 柱 形 ， 宽 约 2mm, 4}, BRK, ABS, fh 

#. MEK 约 3 一 smm。 花 兹 直立 ， 高 10 一 60cm。 总 状 花 序 ， 长 

10 一 20cm， 其 总 花梗 上 密集 着 生 多 数 花 。 小 花梗 长 约 Imnm， 花 后 

常 稍 延长 。 花 被 片 6 BEAK, HHI 枚 宽 孵 形 ， 内 轮 3 RR, 

RR. HER. DRE, EABRESK. WRMAB, ANE, 

长 3 一 5mm。 果 梗 直 或 弯 ， 长 约 3 一 5mm (A 148). 

地 理 分 布 ”在 世界 广泛 分 布 于 北半球 和 南美 洲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山 东 、 西 南 、 西 北 等 地 。 在 四 川 主要 分 布 于 阿 圾 、 革 

孜 自治 州 海拔 3400 一 4200m 地 带 的 沼泽 和 半 沼 泽 及 其 他 低 湿 草地 

中 。 凉 山 州 少数 地 方 〈 布 拖 、 西 昌 ) 亦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海 韭菜 能 行 种 子 党 殖 , 也 能 行营 养 演 殖 。 

春季 返青 较 早 ， 夏 季 开 花 结 实 。 结 实 后 仅 花 茎 变 粗 老 坚硬 ， 而 叶片 

仍 较 和 柔软 并 保持 绿色 ， 海 韭菜 性 喜 潮 湿 环 境 ， 生 于 沼泽 、 半 沼泽 、 

湿润 沙 地 、 海 边 及 盐 滩 等 处 。 在 川西 高 原 沼 泽 和 半 沼 泽 草 地 中 ， 海 

韭菜 常 与 木 里 苦 草 (Carex mu1zensrs)、 华 己 穗 草 ( 忆 1 ysmus sino- 

mpressus), 四川 高 草 (Kobresia setchwanensis), EMP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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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tha  scaposa), 

KR (Triglochin 

palustres) 等 植物 

AER a A 

YF 0 

阿坝 藏族 自治 州 ， 茂 

族 牧 民 对 海 韭菜 及 其 

同属 水 麦 冬 评价 甚 

高 。 他 们 统称 这 两 种 

草 为 “ 活 鲁 " 草 。 当 地 

牧民 有 一 条 放牧 经 验 

REE, RE 

牧民 都 很 喜欢 赶 羊 群 

到 海 韭 菜 和 水 麦 冬 分 

布 多 的 地 方 去 放牧 ， 

让 羊 采 食 海 韭菜 和 水 

麦 冬 ， 他 们 认为 羊 吃 

采样 月 份 | 生育 期 

6 初 花期 | 28.8 

7 盛 花 期 | 22.4 

8 完 熟 期 | 17.8 

结实 期 8.16 

” 四 川 省 草原 研究 所 ， 四 川 农业 大 学 。 

饲 用 价值 Ae 
和 山羊 喜 食 。 在 四 州 

图 148 海 韭 菜 = Triglochin maritimum 工 。 

17.0 

16.3 

34.5 

41.87 

11.9 

10.3 

8.6 

9.90 

表 148 海 韭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的 (5%) 

San wee | mee | ae | 2M mL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FR 

39.1 

47.3 

35.0 

37.48 

$5 (%) |BE C%) 

0.65 0.42 

2.39 0.24 

1.66 0.15 

1/45 in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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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 两 种 草 , 有 抓 采 和 驱 虫 的 功效 。 甚 至 认为 , 如果 某 一 年 ; 羊 群 没 
有 吃 到 海 韭菜 就 会 出 现 生长 不 良 。 经 观察 也 证 明 藏 绵羊 的 确 很 喜欢 
采 食 海 韭菜 和 水 麦 冬 。 据 有 的 资料 记载 海 韭菜 属 多 盐 的 或 有 咸 味 的 
植物 ， 分 析 资 料 〈 如 玫 146) 也 证 明海 韭菜 的 粗 蛋 自 质 含量 很 高 ， 
这 些 都 可 能 是 它 对 藏 绵羊 适口 性 特别 好 的 原因 。 

海 韭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8 所 示 。 
从 表 中 所 列 材料 可 见 海 韭菜 含 粗 蛋 白质 及 粗 灰 分 均 较 高 。 在 沼 

泽 及 其 他 低 湿 草地 中 ， 是 饲 用 价值 较 高 的 野生 饲 用 植物 。 
( 周 寿 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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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证 七 、 天 南星 科 Araceae 

149.K & 

Pistia stratiotes L. 

别名 AME, KEEL KE. 

WABE ABAKHERAKBRRBKOHEA, 须根 发 达 ， 

悬垂 水中 。 主 茎 短 缩 ， 叶 簇生 于 其 上 ， 是 首座 状 。 叶 倒 卵 状 枫 形 ， 

长 2 一 gcmm， 先 端 钝 圆 而 呈 微 波状 , 基部 有 和 柔 毛 , 两 面 RAE. 

生 于 叶腋 间 ， 总 花梗 短 ， 佛 焰 

区 长 的 工 2cmm， 背 面 被 毛 ; 
Ami, BHT RIAH, i 

HEF, MALRB, WEF 

Gye, BEE 2 一 8 AEF LE 

部 ， 与 佛 焰 区 分离。 果 为 浆果 

状 ， 内 含 种 子 10—1547, Hi A 

形 ， 黄 褐色 〈 图 149) 。 

地 理 分 布 “ 大 蔬 原 产 于 热 

带 和 亚热带 的 小 溪 或 淡水 湖 

中 ， 在 南亚 、 东 南亚 、 南 美 及 

非洲 都 有 分 布 。 在 我 国 珠江 三 

角 洲 一 带 野生 较 多 ， 由 于 它 生 

长 快 ， 产 量 高 ， 因 此 南方 各 省 

都 引入 放养 。 逐 渐 从 珠江 流域 ”图 149 KY Pistia stratiotes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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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到 长 江 流域 ， 湖 南 、 湖 北 、 四 川 、 福 建 、 江 苏 、 浙 江 、 安 徽 等 省 。 ， 

70 年 代 又 北 移 过 了 黄河 ， 但 由 于 气温 低 ， 生 长 期 短 ， 产 量 不 高 ， 没 

有 推广 开 来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大 菠 喜 高 温 湿润 气候 ， 耐寒 性 不 如 水 戎 

芦 和 水 花生 。 一 般 在 温度 15 一 45 吧 之 间 都 能 生活 ,10" 以 下 常常 发 

生 烂 根 摔 时 ， 低 于 5 汉 时 则 枯 碎 死亡 。 适 宜生 长 发 育 的 温度 是 23 一 

35sC 时 生长 繁殖 最 快 ， 江 南 的 夏季 一 个 月 内 每 株 可 繁殖 50 一 60 株 。 

大 攻 喜 氮肥 ， 在 肥水 中 生长 发 育 快 ， 分 株 多 ， 产 量 高 ， 肥 料 不 

足 时 ， 叶 发 黄 ， 根 变 长 ,产量 也 低 。 它 能 在 中 性 或 微 碱 性 水 中 生长 。 
-而 以 pH6.5 一 7.5 为 好 。 它 还 喜欢 清水 ; ea 

此 不 能 象 其 他 水 生 植 物 那 样 在 河流 中 放养 。 ie 

KBEARART, EZRGXLERA. 在 广东 :广西 大 部 分 地 

区 全 年 生长 ， 能 够 自然 越冬 ， 但 冬季 生长 缓慢 天 长 汪 流 域 生 一 0 注 

份 可 以 露天 放养 ， 只 能 在 6 一 9 RAK, RR, 因此 很 少 养殖 。 大 

薄 开 花 结实 不 一 致 ， 在 夏季 高 温 多 十 季节， 陆续 开花 结实 ,江浙 一 

带 7 月 开花 ， 北 京 8 月 开花 ， 从 开花 到 种 子 成熟 需 860 一 80 天 ,种 子 

BOAR, RWI, BRA KP. Oak Set A 

种 子 千 粒 重 1.552. 

饲 用 价值 “大 菠 多 做 猪 的 饲料 ， ut MAEM, ALR, 

FE TT RIE WR UR, & AAEM OR, tA a 

的 。 据 原 农 科 院 江 苏 分 院 试验 ， 大 蔬 干 物质 消化 率 为 60.88%. i 

Be. BRL DBE FAME 40:210:10:240 比例 组 成 的 饲料 经 165 天 咀 猪 

试验 ， 始 重 15kg 小 猪 , 平均 日 增 重 为 ,0.29kg。 于 大 蔬 占 50%% 的 平 

均 日 增 重 只 有 0.203kg。 说 明 大 蔬 饲 喂 比例 不 宜 过 多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9。 

大 营 是 水 生 植 物 ， 含 水 较 多 ， 纤 维 少 ， 比 较 柔 嫩 ， 和 

普遍 利用 的 一 种 青饲料 。 大 藻 也 可 以 做 绿肥 ; 鲜 草 的 养分 含量 ; 毛 

为 0.22% ， 和 磷酸 0.06% ， 氧 化 0.11%, Bawa,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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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49 大 菠 化 学 成 分 

Are 
RA l 水 分 分 析 单 位 

{1A 

-北京 鲜 样 -94.。4 14.00 | 4.46 | 20.00 | 53.86 7.68 | .北京 市 畜牧 所 

武汉 鲜 样 89.5 | 三 20.95 | 9.52 .| 17.14] 36.20 16.19 |， 华 中 农学 院 

PON ERE 94.1 | 11.86 | 3.39 | 22.03] 40:69} 22.03 | :华南 农学 院 

做 追肥 。 
栽培 要 点 1 大 蓝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是 以 无 性 繁殖 方式 延续 后 代 和 

发 展 的 ， 主 要 是 放养 管理 。 在 珠江 流域 可 以 全 年 放养 ， 四 季 常 青 。 
长 江 流 域 则 可 以 放养 7 一 8 个 月 ， 其余 时 间 要 保护 越冬 。 除 无 性 繁殖 

bh, 也 可 用 种 予 繁 殖 ， 这 是 在 不 能 自然 越冬 的 地 方 采用 的 方法 。 
放养 管理 ;在 温度 不 低 于 10"C 的 地 方 ， 可 以 全 年 放养 ; 而 在 冬 

季 有 霜 的 地 方 就 需要 保护 越冬 ， 并 在 春季 气温 升 到 15%C 以 上 时 , 拿 
到 露天 放养 

大 面积 放养 时 注意 施肥 ， 防 除 杂 草 、 病 正 害 和 适时 采 收 。 大 于 
是 喜 肥 植物 ， 肥 足 产 量 高 。 据 原 华东 农 科 所 试验 测定 ， 在 水 中 含 氨 
态 氮 0.3mgy/100ml 时 ， 每 亩 水 面 产 量 1625Kkg， 单 株 重 19g， 在 含 

AAA 0.9mg/100ml 水 中 ， 则 产量 为 5469kg， 单 株 重 89g。 为 了 

保证 大 匣 迅 速生 长 繁殖 要 施 足 底肥 ， 经 常 追肥 ， 用 腐熟 的 有 机 肥 施 
入 塘 中 较 好 。 大 蔬 病 虫害 主要 有 蚜虫 、 卷 叶 虫 、 青 虫 、 粉 甲虫 和 黄 
萎 病 。 危 害 最 大 的 是 蚜虫 和 黄 萎 病 , 防治 蚜虫 可 用 40% 乐 果 乳 剂 和 
水 200 FRE, BAW, SRR, BRR, REI, 

可 用 波尔多 液 〈 石 灰 0.5kg、 硫 磺 0. 5ke, 加 水 80 一 100kg) 喷雾 ， 

或 用 代 森 辛 加 水 800 倍 喷 撒 。 喷 撤 药 液 后 要 间隔 一 周 左右 才 能 喂 
养 ， 以 免 中 毒 。 

大 车 长 满 水 面 时 ， 就 可 以 随 用 随 捞 ， 但 每 次 捞取 不 宜 过 半 ， 要 : 
保证 有 足够 的 种 苗 继 续 繁 殖 ， 同 时 将 留 下 的 植 侏 均匀 拨 散 开 ， 以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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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 每 亩 产量 为 2. 5 一 5 万 kg， 高 产 的 可 达 7.5 万 kg 左右 。 

保苗 越冬 ， 在 冬季 气温 较 低 或 有 霜冻 的 地 区 ， 大 蔚 必 须 加 以 保 

护 才 能 越冬 。 一 般 多 用 酿 热 物 ， 马 娄 、 千 秆 等 做 成 温床 ， 使 床 温 保 

持 在 15%2 以 上 ， 就 能 安全 越冬 。 在 越冬 期 间 ， 要 选用 健壮 种 苗 ， 掌 

担 适 宜 温度 ， 阳 光 充 足 ， 水 质 清 洁 ， 并 保持 一 定 肥力 ， 及 时 防治 病 

虫害 ， 就 能 使 越冬 良好 。 春暖 后 移入 露天 放养 。 

种 子 繁殖 :秋季 采 收 的 成 熟 种 子 ， 到 第 二 年 春季 ， 在 温床 或 温 

室 育苗 。 先 将 种 子 浸 在 4 一 6cm 清 洁 水 中 ， 保 持 温 度 30 一 35%C， 并 

有 充足 的 阳光 ，3 一 5 KBPA AA, 9-12 天 BGR. PERF 

浮 到 水 面 生 长 ， 出 现 叶 片 和 根 后 ， 生 长 加 快 ,要 及 时 给 予 一 定 养 分 
长 到 5 一 6 Fru RT IPRA ER, 即 为 成 苗 , 从 发 芽 到 成 苗 大 约 需 时 40 一 

50K. HFRHDKREA LAR, 不 要 设备 保护 越冬 ， 而 且 种 子 

TIGER, SRE, EKER, HAE Bik, WT HA, 

生长 慢 ， 必 须 提 前 育苗 , 才能 提前 放养 。 

(L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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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 BSA ZERE Pontederiaceae 

150.7% #i 芦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BN RURSE, UR, kK BR7E.. 
形态 特征 ”两 久 花 科 、 凤 有 眼 莲 属 ， 多 年 生 浮 水 草本 ， 高 20 一 74 

cm, SAR, BET KP (或 根 生 于 泥 中 ); SR, AKAD, 

时 基 生 莲座 状 ， 宽 多 

CRAB. KM K 

2. 5 一 12cm， 先 端 钝 

圆 ， 基 部 浅 心 形 、 截 

形 、 圆 形 或 宽 模 形 。 

BR, Wt, BRA 

叶 *6 一 12 片 ;叶柄 长 

得 不 等 ， 中 下 部 膨胀 

RAP RDA, 花 

aS RHA, 花序 穗 

TK, RE, AER 

漏斗 形 ， 管 长 1.5 一 

1.7cm, 6 #, WE, 

Fe ATE BB) NIB, J} 

面 近 基部 有 姐 毛 ， 上 - 图 150 水 葫芦 Hichhoruia crassipes 

裂片 中 央 具 一 黄 Bs (Mart.) So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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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3K3 ys MEL. FH3S. BAROB. Hime—o9 #. 
果 期 8 一 10 月 (79150).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南 美 。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华 东 、 西 南 等 地 广泛 

栽培 或 逸 为 野生 ， 国 外 美洲 、 非 洲 和 亚洲 等 地 五 十 多 个 国家 也 有 栽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水 葫芦 为 多 年 生 饲 料 和 绿肥 用 作物 ， 它 
喜 温 、 好 湿 ， 适 于 在 静水 或 水 流 缓慢 的 水 塘 、 沟 续 生 长 ;对 酸 、 碱 
不 敏感 ， 对 水 质 肥瘦 和 水 的 深浅 要 求 不 严格 ;但 要 获得 高 产 ， 则 应 

_ 有 充足 的 氮 、 磷 、 钾 等 营养 元 素 的 供应 。 其 抗 寒 力 较 强 ， 二 般 只 要 
温度 能 保持 在 7 一 10*C 以 上 ， 就 可 以 完 侈 越冬 。 东 葫芦 在 鞭 原 产地 
南美 并 无 明显 的 生长 期 和 休眠 期 ， PA] AU A RE 

才 形 成 相对 的 生长 期 和 休 眼 期 。 

水 项 芦 分 无 性 繁 苑 和 有 性 繁殖 。 只 要 温度 适宜 ， 炒 戎 划 就 能 继 

续 不 断 的 进行 无 性 党 殖 。 其 特点 是 先 由 短 缩 茎 节 上 的 腋芽 形成 负 筒 

枝 ， 再 由 币 甸 村 先端 的 菠 产 生 新 的 植株 。 伺 甸 枝 较 长 ， 嫩 脆 易 断 ， 

断 离 后 形成 为 独立 的 新 株 。 新 株 经 7 一 8 天 后 ， 又 可 再 分 下 新 株 由 
就 这 样 二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一 个 母 株 ， 在 30 天 内 能 增殖 40 一 80 株 ， 

“繁殖 极 快 。 除 无 性 裳 殖 外 ， 水 葫芦 还 可 用 种 子 育苗 繁殖 。 在 种 手 繁 

殖 中 ， 关 键 的 问题 是 如 何 提高 种 子 的 结实 率 ， 以 获得 大 量 的 种 子 。 

这 是 因为 水 葫芦 的 受精 子 房 在 水 中 发 育 ， 在 自然 受精 情况 下 ， 其 结 

实 率 仅 为 10.5% 。 因 此 近年 推广 了 人 工 授粉 法 。 其 结实 率 可 达 80 一 

90%. 

7k A PS YS Ae He ee AC Hah 5 AE AL TH AR Hh os ARE AE TR PE 

随 温度 的 升 高 而 加 快 ， 其 生长 能 力 之 强 是 其 他 植物 所 不 能 比拟 的 5 

每 年 清明 前 后 ， 气 温 升 至 13*C 以 上 时 ， 越 冬 的 种 株 开 始 恢复 生长 ， 

潜伏 芽 萌 动 抽 生 新 时 ， 当 气温 升 至 25 一 35%C 时 ， 植 株 生 长 和 分 株 迅 

HIM te, 生长 最 旺盛 时 ， 每 一 单 株 每 月 约 可 抽 生 分 株 40 一 50 株 ， 这 

时 的 鲜 草 产量 亦 为 最 高 。 当 气温 上 升 为 35xC 以 上 时 ， 水 葫芦 的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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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受 到 抑制 。 水 温 上 升 至 43qc， OK 

葫芦 则 大 量 死亡 。 秋 冬 时 节 ， 气 温 
下 降 至 15\C， 水 葫芦 即 停止 生长， 
并 转 入 休 限 期 。 越 冬 时 ， 气 温 维持 

在 7s%c 以 上 ， 植 株 仍 能 自然 越冬 ; 
但 气温 低 于 0"C 以 下 时 ,水 葫芦 则 因 
受 冻 害 而 相间 死亡 。 除 气温 对 水 区 
芦 生长 发 育 的 影响 较 大 外 ， 水 质 因 

“ 子 对 水 葫芦 的 生长 和 鲜 草 产量 亦 
有 影响 ， 据 北京 市 畜牧 所 测定 ， 水 
质 较 肥 , 每 升 含 氮 24.25mg 的 水 池 ， 
ABM MISA, SME, BX 
鲜 草 45 一 50 吨 。 而 每 升 SR 2 一 
3mg HORAK, Ai A 株 矮小 ， 
根 伸 长 ， 亩 产 鲜 草 仅 10 一 15 吨 ， 而 ， 
且 水 苦 芦 所 含 蛋白 质 也 较 低 。 
AAG ,水 葫芦 柔软 多 

汁 ， 鲜 嫩 可 口 ， 而 且 营养 丰富 GE 
150)... 

-水 戎 芦 容易 消化 ， 不 仅 可 以 喂 
猪 ， 又 可 喂 牛 、 羊 和 家 禽 ， 是 最 喜 
食 的 优等 饲料 ， 如 将 水 葫芦 加 工 制 
成 草 浆 ， 还 是 饲 喂 草鱼 的 好 饲料 。 
在 饲 用 方式 上 ， 一 般 是 将 水 葫芦 全 
草 打 浆 ,发酵 青贮， 还 可 以 冻 贮 ， 
水 藏 ， 都 能 长 期 保持 原 有 鲜嫩 的 特 
点 。 

水 戎 饭 在 适宜 的 环境 条 件 二 ， 

3150 “水 葫芦 的 营养 价值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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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产量 高 。 第 长 最 快 时 每 亩 水 面 一 天 可 增长 鲜 草 700kg， 一 
般 府 产 可 达 25 一 40 奈 ， 在 华南 地 区 ， 亩 产 竞 达 50 一 75 吨 ， 可 供 30 一 
40 头 猪 的 青饲料 。 由 于 水 葫芦 具有 生长 快 ,产量 高 、 管 理 简便 、 不 占 
耕地 等 许多 优点 ， 现 已 成 为 我 国 从 南 到 北 养 猪 业 上 普遍 应 用 的 一 种 
水 生 饲 料 。 
此 外 ,水 戎 芦 用 作 绿 肥 ， fasoke OK HF BRR BO. 57Kkg, 过 磷 

玛 钙 0.22kg， 硫 酸 钾 0.07kg， 肥 效 较 高 》 又 其 嫩 叶 和 叶柄 可 作 荐 
菜 ， 还 可 净化 污水 。 

养殖 要 点 ， 5 
放养 ， 每 年 清明 前 后 ， 气 温 升 至 13 吧 时 ， 先 将 自然 越冬 或 保护 

sr a 用 草 绳 、 竹 木 框 等 围 起 来 , 让 其 育苗 繁殖 ， 待 种 苗 增 长 
， 应 将 围 圈 逐 渐 放大 ， 直 至 水 葫芦 长 大 成 片 ， 便 可 进行 大 范围 永 
Rep 放养 的 种 苗 每 亩 水 面 最 好 是 500 一 1000kg, 至 少 应 有 150 一 

250kg， 种 苗 放 养 后 应 加 强 管理 ， 如 水 质 不 肥 ， 植 株 瘦小 ， 时 片 发 
黄 应 及 时 追肥 。 追 肥 以 腐熟 的 有 机 肥 为 好 ， 可 直接 施 入 水 中 ， 也 可 
用 1 一 3 洛 的 硫酸 徐 溶 液 喷 撤 ， 都 可 促进 生长 。 

采 收 ， 水 葫芦 放养 1 一 2 个 月 后 ， 当 植株 生长 十 分 茂密 时 即 可 采 
收 。 采 收 时 先 采 丛 密 高 大 ， 发 育 较 老 的 植株 。 每 次 采 收 量 可 达 全 部 
植株 的 1/3 左 右 。 一 般 夏 季 每 隔 7 天 即 可 采 收 一 次 。 入 秋 后 ， 每 隔 15 
天 才能 采 收 一 次 。 秋 分 、 寒 露 时 节 则 应 停止 采 收 ， 以 利 留 种 越冬 。 

越冬 保苗 ;水 葫芦 除 在 两 广 和 福建 能 自然 越冬 外 ， 我 国 其 他 地 
区 都 需 保护 越冬 。 进 行 保护 越冬 时 因 地 区 气候 不 一 所 采取 措施 也 不 
一 样 。 在 江苏 、 江 西 、 湖 南 等 地 ， 稍 加 保护 即 可 越冬 ， 如 将 种 苗 放 
在 背风 向 阳 的 塘 边 ， 加 盖 塑 料 薄膜 ， 避 免 霜 雪 直接 伤害 ， 即 可 安 
全 越冬 ;还 可 放 入 泉水 及 流水 中 ， 利 用 水 温 保护 心 芽 生 机 ， 也 可 安 

冬 。 在 我 国 北方 ， 群 众 创造 了 多 种 办 法 ， 如 自然 温室 保 种 、 温 
泉 。 自 然 井 或 热电 厂 循环 水 保 种 ， 利 用 马 娄 等 酿 热 物 保 种 ， 和 阳 峙 
旱 栽 保 种 等 ， 都 能 促使 水 葫芦 安全 越冬 ， 为 第 二 年 提供 良好 、 健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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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AAT Bz 

Iris tenuifolia Pall. 

别名 £48. BGM. WEF. 

形态 特征 慢 尾 科 多 年 生 草本 。 须 根 多 数 ， 细 长 ， 棕 褐色 杆 

株 基部 有 棕 褐 色 的 纤 

维 状 枯死 叶鞘 。 基 生 

叶 狭 条 形 ， 长 30 一 

40cm, 灰 绿 色 , ED. 

花莲 长 10 一 20 cm, 

下 部 具 鞘 状 退 化 时 

苞 片 稍 膨大 呈 罕 纺锤 \ 

形 ， 膜 质 ， 有 人 花 1 一 2 

呆 ， 蓝 紫色 ， 花 被 管 
细 长 ， 外 轮 花 被 3， 

倒 卵 状 披 针 形 , 斜 展 ， 

内 轮 花 被 片 3 BK 

‘biG, Hat; 花柱 分 

3, MR. WR 

SNAG IERIE CA 

151).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图 151 Ae Iris tenuifolia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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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AIG. rth. Pe. WL BRPTL PL Hat, BE. 
新疆》 WW. HI, RR, BARI. BAA. 

He Wy 33h bs He ee SMH TS Fy Se Se Bs DAP HH 
PRISE Se ME RRR 平原 砂 质 棕 钙 土 上 观察 

”研究 ， 它 具 粗 壮 须根 ， 入 土 深度 可 达 1.3m， 根 幅 约 50cm 左右 。 其 
分 故 节 多 位 于 地 面 以 下 7 一 8 cm 的 深 处 。 

据 在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观察 记载 , 细 叶 营 尾 于 3 AFAIK, 
4A LMPH, 4A PME 5 月 中 旬 开 花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结实 ， 

6 月 中 旬 至 9 月 中 旬 为 果 后 营养 期 。 
“” 细 叶 井 尾 是 温带 旱 生 多 年 生 植物 。 多 分 布 于 荒漠 草原 和 草原 地 

带 ， 为 小 针 茅 草原 的 常见 伴生 种 ， 也 分 布 于 针 茅草 原 、. 羊 草草 原 中 。 
常生 于 干燥 的 沙丘 、 沙 地 或 砂砾 质地 以 及 山坡 等 处 在 黄土 高 原 壤 质 
的 侵蚀 黑 起 士 丘陵 山地 ， 细 时 车 尾 作为 偶 见 种 时 常 出 现在 长 芒 草 干 
草原 群落 内 。 
饲 用 价值 ” 细 叶 吉 尾 为 中 等 牧草 。 它 在 春季 返青 早 ， 纺 羊 、 山 

羊 喜 食 其 花 和 少量 的 嫩 叶 ， 其 他 家 畜 在 青 鲜 时 不 食 或 少量 采 食 。 冬 
季 残 留 良 好 ， 枯 草 或 青 干草 羊 、 骆 驼 喜 食 ， 马 乐 食 ， 为 家 畜 的 “ 度 
Ti”, | | : 

细 时 井 尾 有 良好 的 营养 价值 ， 据 分 析 ， 其 开花 期 的 粗 蛋白 质 仿 
量 较 高 ， 粗 纤维 含量 与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植 物 比较 相近 或 偏 低 。 其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如 表 151。 

151 细 叶 昔 尾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于 物质 的 (%) 
生育 期 Dee ee ee ule seb 

maa]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JOM | 租 灰分 
水 分 (%%) — _|#5 (%) |RRE C%) 

4.66 盛 花 

BR 

潜 11.13 19.61 3. 88 36.42 32.99 7-10 0.47 

7.59 46.28 | 31.05| 6.35 2.59 1.40 Ri 13.90 2242 

。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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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RERRE RAR RM, FTFARSRRORA, By 

在 开花 期 调制 干草 作 贮 备 饲 草 。 此 外 ， 在 上 述 地 带 草场 上 的 砂 质 证 

壤 地 土 ， 用 它 作 补 播 牧草 亦 具 有 一 定价 值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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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istogenes squarrosa (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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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yuxia langsdotffir (Link.) 

Kunth 30 

Deyeuzia s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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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inops gmelinii 248 

Eichhornia crassives( art.) 

Solms 461 

Eleocharis ovata 225 

Elymus breviaristatu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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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ymus dahuricus Turz. var. 

violeus C. P. Wang et H. L 

Yang 34,40,103 

Elymus nutans 40,69,103 

Elymus sibiricus 35,40 

Elymus tangutorum (Nevski) 

Hand-Mazz.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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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ski 44 

(Host) 

| Hlytrigia repens (L.) Desv.ex 

Nevski 47,418 

Elytrigia trichophora (lLink,) 

Nevski 50 

Enneapogon borealis (Griseb. ) 

Honda (Pappophorum borea le 

Griseb.) 52,58 

Ephedra sinica 169 和 们 

Equisetum heleocharis LL. 226 

Equisetum hiemale I,. 317 

Eragrostis minor 54 

Eragrostis poaeoides Beauv.5? 

Eriophorum gracile 223 

Eriophorum latifolium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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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gopyrum sagittatum Gilib. 

(F. esculentum Moench). 354 

Festuca arundinacea Schreb. 59 

Festuca olgae 402 

Festuca ovina 83,228 

Festuca. pseadovina 402 

Festuca rubra L. 16,63,70 

Festuca sulcata 83,241,395, 402° 

Ficus tikoua Bur. 352 

Filipendula palmata 33 

Filifolium sibiricum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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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nium albiflorum 402 

Geranium pratense I,. 417 

Glycine maz (1..) Merr. 163 

Glycyrrhiza intlata 140,18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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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48,167,403 

Gueldenstaedatis stenophylla 

Bunge 170 

Gymnocarpos przewalskii 309 

Gypsophila desertorum Fenzl 375 

Hi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20, 

188,435 

Halocnemum caspica 2,292 

Halocnemum strobilaceum (Pa- 

ll.) Bieb. 2,294 

Halostachys caspica (Bieb) C. 

A. Mey. 296 

Halostachys belangeriana 295 

Halozylon persicum Bunge ex 6 

Boiss. et Bubse. 299 

Haplophyllum dauricum (L.)- 

Juss. 420 

Helianthus annuus {,, 252 

Helianthus tuberosus 1,. 256 

Helictotrichon tibeticum (Ro- 

shev.) Keng f 67 

Helinthemum soongoricum 308, 

443 

Hemarthria compressa (L. f.) 

R. Br. 71 

Heteropappus altaicus 397 

Hippuris vulgaris 226 

Hippolytia trifida 

Poljak. 25,261 

(Ture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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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phae rhamnoides 126,238 

Hordeum violaceum Boiss. et 

Hohen, 48,74 

Hordeum vulgare 112 

I 

Imperata cylindrica(Iis)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 

bb. 77 

Inula ammophila 266 

Ipomoea aquatica Forsk. 444° 

| Ipomoea batatas (LL.) Lam. 448 

Iris tenutfolia Pall. 466. 

Ischaemum ciliare Retz. 79 

p | 

Juncellus strotinus 231 

K 

Kalidium cuspidatum 280 

Kalidium foliatum 2,315 

Kalimeris integrifolia Turcz。 

ex DC. 263 
Karelinia caspia (Pall.) Less. 

140,265,295 

Kobresia capillifolia 69,410 

Kobresia humilis 89,402 

Kobresia pygmaea C. B. Clarke 

227,402,408, 410 

Kobresia setchwanensis 

Kochia prostrata 234,302 

Koeleria cristata (L.) Pers.82 

Koeleria tibetica 225 

2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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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uca indica lL. 267 

Lathyrus quingunervius 33 

Leontopodium leontpodioides 

区 

Lepidium apetalum Willd. 388 

_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172 

Lespedeza cuneata 78 

Lespedeza dahurica 16,128 

Lespedeza floribunda Bunge 177 

Lespedeza inschanica 179 

Lespedeza potanintt 126,397 

Lespedeza tomentosa 179 

Leymus chinensis 311,395 

Leymus secalinus 397,403 

Limonium gmelinii 295,315 

Lycium ruthenicum 435 

M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116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423 

Medicago falcata 48 

Melilotus suaveolens 16,48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85 

Muricococcum sinense Chun et 

How 426 

N 

Nanophyton erinaceum (Pall.) 

Bunge 233 

Nasturtium officinale R. Br.39 

Neopatllasta pectinata 54,246 

Nitraria sibirica 280,295,315, 

435 

Nitraria tangutorum 188,280 

1 

Nymphoides peltata 54 

O 

Orinus thoroldii 402 

Orinus kokonorica(Hao) Keng 87 

Ostryopsis davidiana 126,173, 

238 

Oxytropis bicolor Bunge 180 

Oxytropis coerulea 16 

Oxytropis glabra 2 

Ozytropis squammulosa DC. 184 

P 

Panicum repens 1. 90 

Paspalum dilatatum Poir. 93 

Paspalum thunbergti 161 

Paspalum wettsteinii Hackel. 95 

Pedicularis langiflora 225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161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238 

Petrosimonia sibirica (Pall.) 

Bunge 303 

Phleum alpina 402 

Phleum phleoides 48 

Phragmites communis 20,89,140, 

231,266,295 

Pinus massoniata 78 

Pistia stratiotes L.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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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ago maritima var. salsa 2 

Poa alpigena 102 

Poa annua 47 ~ 

Poa pratensis lL. var. anceps 

Gaud. 97 

Poa sphondylodes 16,83,102,397 

Poachynum hendersonti 188,266, 

435 

Polygonum divaricatum L. 358 

Polygonum orientale L. 359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228,408,410 

Populus canadensis Moench 329 

Populus davidiana Dode 174,331 

Populus euphratica 20,435 

Populus nigra L. var. thevestina 

(Dode) Bean 333 

Populus pruinosa 20 

Populus pyramidalis 330 

Populus tomentosa 330 

Portulaca oleracea \.. 372 

Potamogeton pusillus 223 

Potamogeton spp. 231 

Potaninia mongolica 54,443 

Potentilla acaulis LL. 395 

Potentilla anserina L. 398 

Potentilla bifurca L. var. cane- 

sces Bong et Mey(P. difurca 

var. pygmaea Kitag.) 248,401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16,405 

Potentilla multicaulis Bunge 406 

Potentilla multifida L. 409 

Potentilla saundersiana 228 

* 486 

Potentilla supina nf 411 

Prunus mongolica 349 

’ Pteridium aguilium var. latiu- 

sculum 251 

Ptilagrostis dichotoma 70 

Ptilagrostis pelliotit 309,349 

Puccinellia tenuiflora 280 

Q 

Quercus liaotungensis 174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ex 

Turcz. 340 

R 

Rahus sp. 173 

Reaumuria soongorica 54,315,444 

Rhamnus, parvifolia 178,349 

Rhododendron anthopognides 106 

Rhododendron capttatum 106. - 

Rhododendron przewalskit 106 

Rhododendron spp. 69 

Robinia pseudoacacia L, 185 

Roegneria alashancca 349 

Roegneria breviglumis 16 _ 

Roegneria brevipes Keng 100 

Roegneria hirsuta 89,103 | 

Roegneria kokonorica 102 

Roegneria komjt 173 

Roegneria melanthera 102 

Roegneria nutans (Keng) Keng 

102,104 

Roegneria pauciflora(Schwein. ) 

Hylander 107 
————a “aas 



天 

Roegneria thoroldiana 89 

Rosa hugonis 238 

Rosa zanthina 349 

S 

Sagittaria natans 231 

Salicornia europaca 311 

‘Saliz matsudana Koidz. 336 

Salsola collina Pall..54,306 

Salsola laricifolia (Turcz.) 

Litv. 307,443 

Salsola passerina 280,443 

Salsola ruthenica 54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 414 

Sanguisorba sitchensis 33 

Saussurea ‘stella 228 

Scirpus spp. 231 

Scirpus tabernaemontani Gmel. 

(S. validus Vahl.) 229 
Scorzonera salsula 295 

Secale cereale L. 110 

Setaria enceps Stapf cv. kazu- 

_ ngua 113,116 

Setaria italica (1L.) Beauv. 118 

Setaria vividis 58,161,248 

Silphium perfoliatum L. 272 

Sophora alopecuroi des 工 .48、435 

Sophora flavescens 

Spiraea alpina 89,106 

Spiraea sp. 173 

Stellaria media(L.)Cyrillus 377 

Stellera chamaijasme 16 

Stipa baicalensis 83,402 

Stipa breviflora 89,126,149,308, 

410 

Stipa bungeana Trin, 54,124, 

182,395,402 

Stipa capillata 395,402,303 

Stipa careptana 402 

Stipa glareosa 24,54,83,308, 

349,395,403 

Stipa gobica 54 

Stipa grandis 149 

Stipa kirghisorum 402 

Stipa klemenziit 149,308 

Stipa krylovit 83,89,149,39 5 

Stipa penicillata 89 

Stipa przewalskit 251 

Stipa purpurea 89,402,410. 

Stipa roborowskyi 89 

Stipa sareptana 89,396,402, 410 

Stipa spp. 69,241,395 

Stylosanthes guianensis (Aubl) 

Sw. 191 

Suaeda corniculata 280,311 

Suaeda glauca Bunge 280,310 

Suaeda heteroptera 311 

Suaeda physophora Pall. 314 

Suaeda przewalskit 312 

Suaeda pteranrha 315 

Suaeda sp. 2,435 

Swainsonia salsula 140 

Sympegma regelit 54 

T 

Tamariz elongata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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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ix hispida 266,295 Typha angustifolia 231 

Tamariz ramosissimai Ledeb. 20 | Typha minima 231 

188,295,433 

Taraxacum sp. 2,140 4 

Tetraena mongolica Uencularia intemedia 223 

Thalictrum sp. 251 Ulmus glaucescens Franch. 

Thermopsis lanceolala R. Br.196 347,350 

Thymus mongolicus 126,182,248, Ulmus propingua 430 

395 Ulmus pumila 348 

Thymus serpyllum 

Tilia amurensis 430 Vv 

Tilia mandshurica Rupr.et Ma- | Victa amoena 211 

xim. 429 : Vicia amurensis Oett.' 207 © 

Tragus berteronianus 54 Vicia pseudorobus Fisch. et C. 

Tragus monogolorum 58 © A. Mey. 210 

Tragus racemosus 54 Vicia sp. 33 

Trapa bispinosa ~ Vicia tetrasperma Moench 214 

Trifolium alezandrium L. 198 Vicia unijuga 418 

Trifolium fragiferum L. . 200 - Vitex chinests 179 

Trifolium resupinatum LL. 202, Ww 

Trifolium subterraneum I, 204 ; 

Triglochin maritimum LL. 223, Wikstroemia chamaedaphne 238 

454 
| tf 

Triglochin palustres 231 

Trisetum livinowit (Domin.) Zea mays lL. 131 

Nevski 129 _ | Zizania latifolia 231 

Trisetum sibiricum 47 Ziziphus guguba 179 

Trollium ranunculoide 29 Zygopyllum xanthoxylon 5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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