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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 国 饲 用 植物 志 》 的 研究 和 编著 工作 ， 从 一 克 八 〇 年 以 来 列 

入 农 收 渔业 部 畜 笋 局 全 国 重 大 畜牧 业 科研 项 目 计 划 。 几 年 来 ， 在 北 

京 农业 大 学 的 主持 下 ， 经 我 国 草地 “ 黎 革 、 人 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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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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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AEM, KEL MHA 

学 综合 研究 的 结晶 。 

《中 国 饲 用 植物 志 》 属 于 经 济 植物 志 书 的 范畴 ， 它 是 在 对 植物 

正确 分 类 与 鉴定 的 前 提 下 ， 以 研究 其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为 基础 ， 

重点 探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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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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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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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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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入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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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类 社会 的 进步 和 生产 的 发 展 ， 对 饲 用 植物 的 认识 ， 逐 步 

深入 ， 并 逐渐 有 关于 利用 和 种 植 牧 草 的 文字 记载 ， 但 是 ， 把 饲 用 村 

物 作为 一 门 科 学 来 进行 研究 ， 还 只 有 百 余 年 的 历史 。 中 国 对 饲 用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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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大 量 研究 的 时 期 ， 正 是 新 中 国 建立 以 来 岳 三 十 余年 。 从 对 国外 优 
良 牧 革 和 人 饲 用 作物 的 引种 栽培 到 野生 牧草 的 调查 、 驯 化 、 选 育 ， 化 

学 成 分 的 分 析 ， 营 养 价 值 的 评定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的 观测 等 等 ， 
所 有 这 些 工作 都 取得 了 较 丰 硕 的 结果 ， 推 动 着 生产 的 发 展 ， 积 累 了 
不 少 科 学 资料 《中国 饲 用 植物 志 》 正 是 在 上 述 大 量 工作 的 基础 上 进 
行 总 结 的 。 

饲 用 植物 的 经 济 价值 ， 包括 饲 用 价值 和 生产 价值 。 饲 用 价值 主 

要 表现 在 化 学 成 分 、 消 化 率 、 热 能 、 适 口 性 等 方面 转生 产 俐 值 则 表 

现在 草地 植物 中 的 丰富 度 、 生 产量 、 利 用 频 度 、 再 生性 和 栽培 工艺 
性 状 等 。 饲 用 植物 主要 是 多 年 生 和 一 、 三 年 生 的 草本 植物 ， 以 及 二 

些 半 灌木 、 灌 木 类 ， 有 时 还 有 些 树木 和 低 等 植物 ， 侍 属于 植物 分 类 
学 的 科 属 。 而 依照 其 经 济 和 饲 用 意义 , 又 将 饲 用 植物 分 为 ; 禾 草 类 、 
BHAA, PRR, BAR, RAKAPRARBSARAD, 

从 生产 实际 出 发 ， 我 们 编写 饲 用 植物 志 时 ， 采 用 了 先 重点 后 一 

般 的 步 又。 首先 编写 了 分 布 较 广 、 饲 用 价值 高 和 比较 重要 的 植物 ， 

以 后 将 逐步 推 向 全 国 各 地 。 今 后 的 研究 , 除 一 般 特 性 和 饲 用 价值 外 ， 

还 将 重视 其 对 水 同 地 区 、 不 同 生 态 条 件 的 适应 性 寺 在 生产 上 加 强 应 

用 的 可 能 性 和 利用 的 途径 、 化 学 成 分 营养 价 值 及 其 功能 式 如 重要 

氨基 酸 、: 微 量 元 素 和 营养 物质 的 消化 代谢 等 方面 的 研究 。 失 有 这 

样 才能 为 不 同 自然 区 域 培育 出 在 生产 上 能 “当家 ? 的， 营养 价 值 完 
郑 的 饲 用 植物 的 种 和 蝇 种 。 也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使 我 国 畜牧 业 立 于 可 

意 的 基础 上 ， 稳 步 发展 ， 实 现 畜 牧 业 的 现代 化 。 

中 国 饲 用 植物 志 编 辑 委员 会 “ 

1985 年 1 月 . 



凡 OB 

本 志 收 载 的 饲 用 植物 是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 数 量 较 多 ; 在 各 省 、 区 
畜牧 业 人 饲料 生产 中 ， 地 位 较 重要 的 一 些 野 生 种 和 栽培 种 ， 以 及 部 分 
有 者 有 害 植物 。 为 了 适应 畜牧 业 生产 的 需要 ， 又 兼 具 科 学 系统 性 ， 
各 卷 所 采 录 的 饲 用 植物 ， 一 律 按 科 归 类 排序 ， 其 先后 以 饲 用 重要 类 
群 来 分 。 

一 :正文 的 排列 以 种 名 为 辞 目 ， 下 分 学 名 、 别 名 、 形 态 特 征 、 
地 理 分 布 、 生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和 饲 用 价值 逐 项 描述 。 有 些 饲 用 植 
物 还 简 述 了 栽培 要 点 及 相近 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以 上 各 项 按 顺 
序 著录 。 其 中 以 饲 用 价值 为 主要 项 目 。 其 余 资 料 酌情 予以 增 减 。 

二 、 引 用 的 种 名 : 选用 《中 国 植物 志 》、《 中 国 高 等 植物 图 鉴 》 

等 习 用 和 通俗 易 懂 的 名 称 。 例 如 ， 白 三 叶 草 不 称 白 车 轴 草 等 ， 学 名 
用 植物 拉丁 文 各 ， 只 录用 现行 植物 分 类 书刊 上 常用 的 和 名称， 一 般 公 
认为 正名 ， 拉 丁 文 异 名 ， 列 于 拉丁 文正 名 之 下 ， 加 括号 ， 别 名 选取 
某 些 书籍 中 惯用 的 名 称 或 某 些 省 、 区 群众 通用 的 俗名 。 

三 、 正 文中 饲 用 植物 的 形态 特征 。 根 据 同 属 不 同 种 其 区 别 的 主 
要 特征 予以 扼要 著录 。 编 写 的 内 容 和 顺序 排列 为 ， 生 活 型 根茎 、 
叶 、 花 .果实 、 种 子 。 描 述 用 的 术语 ， 参 考 《 种 子 植物 形态 学 名 称 》 
《1953 年 商务 印 书馆 出 版 ) 。 

四 、 地 理 分 布 ， 包 括 原 产 地 ， 国 内 分 布地 区 、 省 的 海拔 生境、 
地 瑶 ， 引 进 试 种 地 点 ;国外 分 布地 点 。 

五 、 生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内 容 和 顺序 排列 , 先 述 生 物 学 特性 ， 
后 述 生 态 学 特性 ， 包 括 生育 期 、 再 生 期 、 适 应 性 、 生 境 、 土 壤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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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温 度 、 湿 度 、 光 照 、 抗 逆 性 、 抗 寒 性 、 耐 盐 碱 性 和 病 虫 等 。 

六 、 饲 用 价值 ， 主 要 包括 饲 用 植物 的 物理 特性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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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l 

th, GOH, PREM. REN MA. 

七 、 适 口 性 等 级 分 为 : REB. BR. RB. FE. MAKE 

等 级 分 为 ， 优 、 良 、 中 、 低 、 劣 五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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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mineae oooooooeveeooeovoeooev ooevoeeoeeoeoeeeoeevooeeoevsoeeseeoeevoe I 

1. 远 东 苞 区 草 Achnatherum extremiorientale (Hara) 上 人 eng……1 

2.0% Achnatherum sibiricum (L, ) Keng erreesceecee cee ceecec covves 3 

ZS. KBB Alopecurus pratensis Ly, ee & 

4. 准噶尔 看 麦 娘 Alopecurus songoricus (Schrenk) V, Petr. 

ooe cee ceneee cee cee cee cee ene soe 880 ee 100 808 008 008 cee vee ees one O00 se8 eee see cee ceeene ves eseees 8 

5. 多 时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polyphylla Keng ex Keng f。 

et | Ope aoe 1 

6.。 十 字 马 唐 Digitaria cruciata (Nees) A. Camus ，… 和 13 

7. 止 血 马 唐 Digitaria ischaemum (Schreb. ) Schreb, ex - 
MUh]l。 ，…。，。，…，。。。。。。。。。，。。。。。。。。。。。。…ee ces ces cee ses cesses sevens coneee 16 

8. WRB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var.frumen- 

TE IAL co cro nrn cos oss ons ton nonenn conataaaagonnne 410 

9.4% RRR Lremopyrum orientale(L.)Jaub.et Spach.….……27 

10. 旱 麦草 Lremopyrum triticeum (Gaertn. ) Nevsk icereerceeees 

11. 墨西哥 类 玉米 Euchlaena mericanna Schrad, cercreceeces 

12. PG UH Festuca olgae (RE1. ) Krivot, ceeresceecce seecee cee nee 34 

13, MME Festuca pratensis Huds, eocseceecorceeserceecescee coe vee 3G 

14, RAKE AEE Festuca ovina L, Subsp. sphagnicola (B, 

Keller) Tzvel, cevreecoscscsssscscceccesse cesses cee sas see ses cee cocee ces coe one 38 

LS, KH Hordeum vulgare Li, errererercereceseecee ee cee serves cee see cceees 4() 

16, Ri Leucopoa albida(Turcz, )Krecz.et Bobr。………43 

17. 天 山 赖 草 Leymus tianschanicus (Dr db.) Tzvel。，……w……45 

18.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ANAerss, «eereseeeees 

28 

saeesa cee 31 

00 000 000 900 008 coceee 48 

19. #& Panicum miliaceum Li. O00 Coe cores cen cee cen cee cesses eee ses eee ses ces coe 

20, AREER Paspalum orbiculare GQ, FOrst, cercssceecescesceeeee soe 55 



21. YIKES Pennisetum glaucum (Li, ) R.z Bry ee 59 

22. BAL Phalaris arundinacea Ly, srrsereessersseseseeseeces see cesses ove oeeG 

23. /)FFBAEL Phalaris Minor Reba, ceeceecsssseceeseeceeceecee we cee eeveee G5 

24. PREEBAEL Phalaris tuberosa Ly, sssrsesecerceeseecee es67 

25. 假 梯 牧 草 Phleum phleoides (Li, ) Sim, sreessceeceeces see ceeeeveee 70) 

26,7235 Phragmites australis(Cav.)Trin.ex Steud, ………71 

27. RAR AR Poa bulbosa subsp. vivipara (Koel.) Ar- 

CANE, «ee teeseecce cee senses encase senses eee ene cesses ces sos sensen ens soe ase ces eesises oop 77 

28. 硬 质 早 熟 禾 Poa sphondylodes Trin, €X Bunge' coves 79 

29. 纤 毛 鸟 观 草 Roegneria ciliaris (Trin, ) Neyski cssserss+s +81 
30. WE Roegneria kamoji Ohwi cee cee cee see cce cesses cee ces ven ses coseee OG 

31. FIR WE Roegneria kokonorica Keng ceeresssersersecee see cee eee 2 

32. PFFEEL Schismus arabicus Nees serrsersesesceersesenseesee snecee ceeeeeQ7 

33. 卡 选 14 号 狗 尾 草 Setaria anceps Stept cv. Kazungulaset- 
ATE 14 SCLATI Grr crete cesses cessor ceases ses ceeces soe cee ses sce ces sen seeene senses GQ 

34, tH IB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 Stapt;crrreereereoeee 102 

35. Hee Sorghum propinguum (Kunth) Hitche, sssrres+s106 

36. ap Pte Sorghum ‘sudanense (Piper) Stapf soocee cup 10 

37. 短 花 针 茅 Stipa breviflora GrisSeb, seercrsssescerreeceerecevees eve] 4 

38, WEEE Stipa glareosa P, Smirn,  serrserreceeseeceecee eveeee one] 18 

39. REEF Stipa gobica Roshey, cerceecsesseee 29° ep 2) 

40 Ket ¥ Stipa grandis 王 。SmiTDn。 cee ceecceceeesevescesvee 1 24 

41, BEET Stipa krylovii Roshev, ssersrececerceesee 128 

42. f= Trisetum spicatum (Li, ) Richt, csererceeesespr eee eeeeee 131 

43, ZEAE Zoysia japonica Steud, srrseseereeseecer cee erecse ene eeveee ovo] 33 

BF LEZUMINOSA srererereeeveee verses eneane ces seneceseesse cesses aavans oo 138 

44. 田 皂 角 Aeschynomene indica 工 ， oobooeoso ooiosioeioieisooooe138 

45, 落花 生 Arachis hypogaea 45 

46, 扁 茎 黄芪 Astragalus complanatus 及 。 有 Ti 149 

47. 灰 时 黄芪 Astragalus discolor Bunge seers ssereessesserseees eee 154 

48, ESRB Astragalus hessleri Trauty, seorceececesere ces seveee 156 

49. RB Astragalus tibetanus Benth, ex BuUnge… 158 

50 。 毛 蓝 豆 Calopogonium Mucunoides DESV, csesereeesevese ces ees eee] G0) 



51. paw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ceecrseerecessecereeessoeee 163 

52. BURR Crotalaria JunCea [ig ceseeeceeceecrecccceecoeves see ver vcecessevses 166 

53. FERC 2S Desmodium elegans DC, eerseeese covvesreeceesceceesovese 168 

54.0 AB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 seorserereceseceeveeeee] 7] 

55. Awe Hedysarum fruticosum»Pall, var. lignasum 

CT rautve-) Kitag yssecrr ces cecscecenses cesinecessssercesscescsscseceesee 175 

56.8 AIS Hedysarum Mongolicum TurcZ, ssoreececesecsecee oe] 80 

57. wa yaewE Hedysarum polybotrys Hand.-Mazz, 

-varwalaschanensis (B. Fedtsch.) H.C. Fu et Z. 

YY, Chueeeceoces cee ceevescvevceccececces vee ccvcsesescceces ces cosvesccssevescsseses 122 

58.8e¢amK Hedysarum sikkimense Benth.ex Baker ++++184 

59 。 多 花木 兰 Indigofera amblyantha Crab covceecercesccecescee cooeee 1 8G 

60. Gi Kummerowia stipulacea (Maxim.) Makino 
C00 000 Coe eee ser conser Fee reese ene see O00 200 Cee See Cees oo Senses senses sences cesses sec ees | ()() 

61. ett RA mw Lespedeza cuneata(Dum.Cours.)G. Don «++ “195 

62. 阴 山 胡 枝子 -Zeszpedezu inschanica (Maxim. ) Schindl. 

or202 

63, 山 豆花 .ZesZzedeza tomentosa (Thunb, ) Sieby 207 

64, Hii Maackia amurensis Rupr. et Maximy 210 

65.KRE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DC,.) Urb. ese 212 
C6. KA Medicago Lupulina Ly esresecercreccesveceeces cesses ces coveee 2 15 

67. FUERA ARR Melilotus indicus (Li) Al], seecevcee cee cee 218 

68, ZL APR M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rerreersersceeecesceeses eee one 223 

69.400 ts (变种 )， Melissitus ruthenicus (L.) peschkoua 

var. oblongifolia (Fr.) H.C. Fu et Y.C. Tsiang +229 

70.79). Mucuna cochinchinensis (Lour,. ) Cheval. (Sti- 

zolobium cochinchinensis(Lour.) Tang et Wang) seresresse 231 

71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i, crereeceecee recess cevcee ves ser sence coves 234 

72. JME Pueraria phaseoloides (Roxb.) Benth, ………240 

73.40. Phaseolusradiatus L, 

gancennnn.cceces cup sopied cco cocoon pds bound dad aed UnW chdpocted bap sed Weubos dpohiee'tnesadbse? 42 

74,9606 293F Vicia villosa Roth var.glabrescens Koch ……246 

15.47 Phaseolus calcaratus Roxas: -rrecsevee cores cosssbece vanesesee 2 49 



{1 

76.8L a Vigna Stneunsis (L, ) LEN], cotees sen ees ene sects cceess see see soe P59 

77.5S49L EB Vigna cylindrica (Li. ) Skeels, erresrerreeseeecesssesee one 255 

T8.KSLG Vigna sesguipedalis (Li) FPruw, sstereeeecee reece cee 000259 

PO ELEL Cy Peraceac cerreeeeeceecseceecescee cee cee cee es cesses cee soe see senses 26] 

79. BEB Carex crebra V,. Krecz, t00 cee nee cee cee ces cen eccves ces soe 2G | 

80. 凸 脉 苦 草 Carex Lanceolata Boott-rrrresse se see sevens cesses serene o0e26 2 

81. FRA Carex leucochlora Bunge eererrssersseee eve reese sve ene eee 2G 4 

82. KM Carex physodes M, Bieb, -rrrsressseeesseerensessesee een 26g 

83. RIB Carex siderosticta Hancersssrrrsereeree see sen cesses vee eee 270 

S4.HH BE Kobresia kansuensis Kuk ent h, crreesercesces cee cee vee 272 

SS. KER Kobresia macrantha Bocklr, «+++ scenes cesses eese00273 

86,2 Kobresia myosuroides (Vill, ) Fiori et Paol, 

cavicesece.see ace ane ces vec lese voc covace sevens ove soe see nes coe cop siteoes sos sousesunduosies tea? 75 

87. FRAGREL Scirpus radicans Schkuhr esreeeeeeececescee evens see 000277 

88.4 2m Kobresia stenocarpa(Kar.et Kir,.)Steud 

aa 

89. Boa NHR Kebresia royleana (Nees) Bockjlr。……… 281 

菊 科 Com Positac. orvereese cee cesses cee cvesse cee vee ere cnn sesens senses senses eee 283 

90.49 Acroptilon repens (Lig ) DC, coveeecercceceeccececvee cesses 283 

91.46% Artemisia brachyloba Franch, eveseecseceesse cee cos ceever coe 2 85 

92.4% Artemisia intramongolica H, Cy. Puy cereeeseeeeeeee eee 287 

93,28 Artemisia Laciniata Willd. sr+sreessseeee ces eer cer eee 289 

94.KRE& Artemisia pubescens Ledeb 。 ceecsrececcecceccevessceces soe 29 | 

8. .KKE ArteMisia SLtCVETSIGNGA Will, corceeceecceceecences coveee2G3 

96. PW RRA Asterothamnus centrali-asiaticus Noyo- 

DOKL, sseeeereeneeesecsecenseeceeens see ens cee ene cee see cae ennses senses ses see ses eee 298 

97, KA Asterothamnus fruticosus (C, Winkl.) Nov- 

OPOKT, serserseecee cesses eeesee ees cesses sen eneacevee cer sce ave see cee ces cen see ser see 3()] 

98. NAF Cacalia hastata Ly, eerrsreeereeceeceecessseseeceesvesse see son ore 303 

99. WHEW Echinops gmelinii Turcd, ercressverscee cen ceescessenee 305 

100. pF Guizotia abyssinica (Lyf. ) Cass, ssereeeereeeees +0307 

101 . 泥 胡 菜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srr rereesee cesses see see see eee 310 

102. HAZE RE SESE Izeris sonchifolia Hance evrrrrseesseees soveeeseeeee3 13 



103.5E:KRA Leontopodium nanum (Hook.f, et Thoms. ) 
Hand, -Mazz, ssrseesseeeesereeesncers cen sensor senses ene one ene ene ene one ove 000315 

104. 蚂 昨 腿 子 Myripnois bioica BUN Ge eee eee ove cee vos cee cee cve cee ceccee 317 

105.878] Olgaea leucophylla (Turcz。) 工 jin… eee eee eee 000319 

106. 林 荫 千 里 光 SEneCiO 1eM107e1S1S Li, seeeeereecceces cee cee coscccces see 32] 

五 、 Ri Fi Chenopodiaceae cee cee cee cee cee ces cee cee cee ces cen cee cen ces cee ces cee 3S l4 

107. VERE Atriplex cana C. Ax Mey, errrecseseecee cee seeses 324 

108 .中 亚 滨 芝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ljimeesrorreereeces eevee 327 

109.4 WHR Chenopodium urbicum L, subsp, sinicum Kung 

et G. TS. C hu eee coe cee coccee coe cee coe cee ves cee cesses ces cesses ses ves ces cesses 33 1 

110. 碱 地 肤 Kochia scoparia (L.) Schrad, var, sieversiana 

(Pall. ) Ulbr.ex Aschers et Graebn。 cerceereseee cee eve eee 335 

111.Kl REX Salsola junatovii Botsch, corceeceeceecee ces ceecee cee 338 

112. fAR Suaeda corniculata (C, A. Mey.) Bunge………340 

113. 2:49 Suaeda salsa CL.) Pall. O00 ceccee cee cce coe ces vesces cesses 343 

六 、 木 贼 科 EqQuisetaceae  csercecsecsecseccecescsecececcscceecesesscesseeees 348 

114. AFA LHquisetum arvense Ly ceereereerceceecesceececcee ces cee seseee see 3 48 

Be AM Fig R CORE tse +0) 000 <exnde enw sevvoryoreoteovequovsiantans ona see nannd Gy 

115。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var, latiusculum 

(Desv.) Underw, €x Hel lereressrcsssercsssercescee coe cee coe cee 00035] 

八 、 松 科 Pinaceae  ccrcsecseccecseccecee cesses cesses cee cee cee cee cee cee eve cee ee eee 353 

116. HPS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cesceececcecceecercesceeceeces eee 353 

FL. HEAL Betulaceac wssrssessessessnseeseessessseesesseesnesnnceeseeeeesee35g 
117. HE Betula PLALY PRY LL a] Suk,  ceeceececcvcceeceeceeceeceecveces eee 356 

Tt. SPIER Urticacede cvrccecceccccseccesceccecse ces ceecee cesses ces sencee cee eee 358 

118. BRUT SK Urtica Cannabdina Li, eeercereeresceecesceecee cee cesces ces eee 358 

Tt. BRL Poly gomacede  «srrrcrsscoecesceeseecessenses ase sencee cesses cee eee 363 

119. AREA Polygonum macrophyullum D, Domereeseeeesee see cee 00e 363 

120. PEM ABE Polygonum macrophilum D, Don var, 

Stenopayllum (Meisn。) Apd. Li covceeceececccecee cee cee cee ceeeee 365 

121. FHF ws Polygonum sibiricum Laxm, soe cee cce ces secces cee 367 

122. Re Rumez acetosa i. O00 000 000 000 000 000 F080 00 cee see see cee ven ses sence 3 7 () 

oe. + 字 花 科 Cruciferae oooovooovoevoevooveesoeeeseoeooeevooeeeeoooee376 



123.848 Descurainia sophia (L. ) Webb. ex Prantl 

124. war Pugionium cornutum (二 。) Gaertn. MB din dar Seseedeoness 378 

125. 风 花菜 Rorippa palustris (Leyss.) Bess, , see een ene eee eee e003 3) 

十 三 、 景 天 科 Crassulacede ceeersecseccecererecescescceces eee cas ens ceeceecseeee 384 

126.。 瓦 松 Orostachys fimbriatus (Turcz. ) Berger ste ese eee eee 384 

127.6 L# Orostachys malacophyllus (Pall. ) Fisch, 
COS SHH LSS FHS COR SSH SEH SES FET SSH SHHLHSH FHT SHE SETSHS CHEKTES CHHTES SEH SES SEK SES EES SES FEE e386 

HD. PEALE Rosaceacrrrreeees corceeceseceree cesses cence cee ces cee cee cee cee cee 383 

128. Kip MRE Alchemilla tianshanica JuZ,cerrrrreeceeceecesceeeee 383 

129。 东 北 杏 Prunus mandshurica (Maxim. ) Koehne …………"390 

130.。 稠 李 Prunus padus L, var. pubescens Regel et Tiling 

OOS SOS SOS SES FES SES SES SES SES SES SEHR SHS SES SOS SEK SHS SST SHS SEH ETT SHH SHS THES SHE SES SHE EEE ESE 392 

131. PEK AI WAS Prunus sibirica Liycerrsereeseecee see ses cesses see seeeee ene 394 

132. REABA Spiraea dasyantha Bungerserreseeceseee ces eve vee eee eee 396 

133.4 4 pki HAA Spiraea hypericifolia L, vos eos eon see eos one 000398 

134, =BARA Spiraea trilobata L, oe see vee oa0 ses tasmanian aeEnEnD 

3 at #4 Pe Ae BI ZY gophy llaceae pe 

135. Rl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 coe ceeseeceeccecosccssoscseseevee d() 3 

136. SSSE Peganum harmala Ly srreesssceeseeceecssceeceecesceecesses ees 4g 

137. USA Tetraena mMongolica Maxim, crreeereesseseeceecee cee ceeeee 4] () 

十 六 、 树 柳 科 Tamaricacede  crrrcerserscceeccecerceecceceeceecee cesses ceeeee 4] 4 

138, ZLB Tamarix hispida Wil ldycerreeseeceecceceececcessescesseseeed] 4 

+E. PARIS Hlacagnacede ep ened] 7 

139. PEW Hippophae rhamnoides L, subsp, chinensis 

Rousi SOS SES SES SEE SES SHES SESESE SHS SSH SEH SES ETHE ESE SET SHEE SES SEE TEESE CEH evccee ese °°°417 

TT‘ YE VT BL PL Apocy naceae soe cee cee cee ces ces cos ces cesses ccecsssescesees 4D 4 

140. 4h er Apocynum venetum LL, 村 

+ JE 旋 花 科 Convolvulaceae 1 

141.43 BEE Calystegia hederacea Wall. soe cesses coeveasessesese cesses {78 

142, 银灰 旋 花 Convolvulus ammannii DeSsTr。 we 430 

中 Li, 甘草 科 Ver be naceae soe cve see ceeses ces rescue cesses secses ess ces see ABZ 

* 6 。 



143。 蒙 古 获 Caryopleris MongGholica BUNGE ee 433 

二 十 一 、 唇 形 科 Tabiatae «e+ cveree cee ves cee see vee ces vee ces cee cee ces cee sesces ceed 3G 

144. 4a)B1E Lagochilus ilicifolium Bunge cereeeess coe cee cee coe vee eee 4 3G 

145.42 Origanum vulgare Li, crrrrereecseses cesses vee 439 

146。 草 原 糙 苏 Phlomis pratensis Kar, et Kir, cercrrrreseeces serve 44] 

a. Fit FL Solanaceae ceerseceeceeceeceecee vee cee cesses cesses cesses cescevcee dd 3 

147 FEE Solanum tuberosum [, eve reeceeceeceeceecee cee ces cee ceeceveee 443 

二 十 三 、 玄 参 科 Scrophulariaceae cvrrseeeereeceerce vee cesses ces cervee eee 447 

148. KK BEE Cymbaria Cahurica Li, cerreecesceecesceeses cesses ceecee 447 

二 十 四 、 车 前 科 Plantaginaceae cvsssreroreeecescescesceecescee see see eee eee 45() 

149. LA Plantago depressa Will1d。eeeeeee ee450 

=F ALy BEL BF Rubiaceae cvrrcecesccecseceecee cesses ceecescescescee ses seeees 453 

150. SEF SHE Galium verumM LL, rerceeceececcccceeceecerceeceeceecescescessesves 453 

STAN. FB CUucurbitaceae csrerecsecrecerceecee cee cee ces vee cee ves cee ees 456 

151. fF IM Sechium edule (Jacq. ) SwartZ crrrerceeeesceeceecee eee 456 

els i PI} Ty phaceae 09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 000 000 900 990 000 000 008 4 OY 

152.) Bi Typha Minima Funck 000 000 000 000 000 coe coeeee cooces covece vee 4 iY 

THIN KBB Araceae cvrccecseccecceceeccecee 462 

153.8 Amorphophallus rivieri Durie nesserrsesces cee cee cee ceevee 462 

二 十 九 、 百 合 科 Liliaceae cveersceeccecescseceeceeceecee cesses 68 

154, hGA Allium kaschianum RE Ge] ove csecce cee ceeceeceeceeceeceeeee 4 GQ 

155. Hla: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Bunge seseeeceereereeceseee47() 

三 十 、 意 尾 科 [Tidaceae «errseccecceccevesceecercerceevescesseeses cesses cesses ceed 73 

156,22 Iris ruthenica Ker, -Gawl], <esrseceseeeseeceeves vee eee 4 73 

=F —. BARB Cannaceae cvoreecceccecescceceeceeveecee sce see cesses esevee 477 

157. FEB Canna edulis Keresersescecceceeceecee cee cesses ces vee cee cee cee cee eee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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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禾 本 科 Gramineae 

1. ZRREE 

Achnatherum extremiorientale 

(Hara) Keng 

别名 MHF 

CARTE SERA, FH, RA, KB, BA 130— 

150cm， 具 3 一 4 节 。 叶 鞘 较 松弛 ， 长 于 或 上 部 者 短 于 节 间 ， MEK 

约 Imm， 截 平 ， 上 缘 齿 裂 ， 叶片 扁平 ， 长 约 30 一 50cm ， 宽 5 一 10 

mn, 边缘 及 上 面 微 粗糙 , 下 面 平滑 。 圆 锥 花序 疏散 ， 长 30 一 40cm， 

分 枝 细 长 ， 平 展 ， 小 穗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7 一 9mm， 草 绿色 ， 成 熟 

时 变 为 紫色 ， 含 1 小 花 : 第 一 颖 与 第 二 颖 近 等 长 ， 膜 质 ， 具 3 is 

外 释 长 5.5 一 7mm， 先 端 具 2 微 齿 ， 背 部 被 白色 柔 毛 ， 芒 长 1.5 一 2 

cm， 一 回 膝 曲 ， 芒 柱 扭转 ， 内 释 具 2 脉 ， 脉 间 被 柔 毛 : 花药 项 端 

有 毫 毛 。 颖 果 纺 锤 形 ， 长 4mm 左 右 〈 图 1)。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RRR, BEB.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远东 茂 苞 草 是 比较 高 大 的 多 年 生 朴 从 型 

禾 草 。 根 系 较 发 达 ， 茎 、 叶 较 茂 密 。 在 东北 地 区 ， 从 4 月 下 名 开始 

返青 ，7 一 8 月 开花 ， 种 子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成 熟 。 远 东 茂 茂 草 的 顶 梳 

叶 ， 和 克 季 保存 良好 ， 因 而 有 利于 冬季 放牧 利用 。 

MAREE NEAT MW BER, RMA PE. KARE 

燥 的 山坡 、 草 地 均 可 生长 。 它 比较 而 践踏， 但 是 过 度 践 踏 则 会 使 其 

草丛 高 出 地 面 ， 致 使 草地 凸 四 不平， 影响 放牧 及 剂 割 利用 。 



Mi wHKRRE Achnatherum extremiorientale(Hara) Keng 

饲 用 价值 “远东 苞 苞 草 属于 中 等 品质 的 牧草 ， 幼 嫩 时 各 种 家 畜 

HER, MARKS, FEAR HI, RAR TR. KA. 

ja, MARBHRA. ULKRKREAEVMI, KARBNSE 

BCA Hh AN SL BK TT Be Hh BL 

UL Ae BBC AF AD SP MY LE 1 

e424 .° 



Rl 远东 茂 芍 草 的 营养 成 分 表 * (%) 

oA Bi 
ee 

Hem | items | 粗 纤维 | eo | 灰分 

8.07 7.01 2.24 33.91] 44.76 4.01 0.33 0.1 

* “东北 师 大 草地 所 分 析 。 
(# A & i) 

2. > Hy 

Achnatherum sibiricum (L. ) Keng 

Ne PAWS. KHRER. MARK OR 

古 族 名 ) 
CSE LRA, FH, HMAERMAM DAMA, 较 

WERE, fy50—150cm, 36 E. HHLE, RED, THRE, 

顶端 具 不 整齐 裂 齿 ， 叶 片 通常 卷 折 , 质地 较 坚 硬 。 圆 锥 花序 较 紧 缩 ， 

有 时 较 朴 松 ， 但 从 不 开展 ; 小 穗 草绿 色 或 灰 绿 色 ， 成 熟 时 变 紫色 ; 

颖 近 等 长 或 第 一 颖 稍 短 》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膜 质 忆 先端 尖 而 透明 ， 具 
3 一 4 脉 ， 外 释 厚 纸 质 ， 长 7 一 7.5mm,， 背部 密生 较 长 的 柔 毛 ， 具 3 

脉 ， 脉 于 先端 汇合 ， 基 盘 密 被 白色 柔 毛 ; 顶端 锐 尖 ， 芒 长 约 2.5cm， 

一 圆 或 不 明显 的 二 回 膝 曲 ， 中 部 以 下 扭转 ， 具 较 密 的 细小 刺 毛 或 熏 

=; 花药 条 形 ， 顶端 具 毫 毛 〈 图 2)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黄 土 高 原 、 新 疆 、 青 藏 高 

is 苏联 (西伯 FW. BAL PW. WIA). Ra. WHR. we 

汗 、 印 度 西北 部 、 尼 泊 尔 、 克 什 米尔 等 地 也 有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羽 昔 为 旱 中 生 多 年 生 高 天 禾 草 。 生 于 草 
Ks 草 旬 草原 、 山 地 草原 、 草 原 化 草 旬 及 林 缘 灌 丛 中。 多 为 伴生 杆 

» Be 



物 ， 有 时 成 为 优势 种 ， 可 

形成 单一 的 小 群落 。 

羽 茅 分 布 区 年 均 温 度 

为 4 一 6%D， 降 水 量 250 一 

450mm， 湿 润 系数 0.3 一 

1.0, >10°;CHA %& 积温 

2000 一 2400‰2， 地 带 性 土 

壤 为 栗 钙 土 和 黑 钙 土 。 

1981 年 ， 将 从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采 到 的 野生 种 

子 ， 在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巴 音 哈 太 草 原 试验 站 试 

种 ， 播 种 当年 大 部 植株 可 

BEA St BE, TE RRA 

Hibs A20% WHR KR 

节 、 抽 穗 、 开 花 并 少量 结 

实 。 第 二 年 生长 发 育 旺 

感 。 于 4 月 中 旬 返 青 ， 8 

月 中 名 种子 成 熟 ， 叶 层 高 达 30cm ， 株 高 130 一 170cm， 每 亩 产 干 

草 300 一 350kg ， 种 子 65 一 80kg ， 茎 叶 比 为 58 ; 42。 抽 穗 期 其 茎 

图 2 

一 一 人 

一 -AAA ww = CC ——_ 

Tae L 

SSS ; 

WH Achnatherum sibiricum 

(L.)Keng 

OSE 35.71%. 85.71%. 28.57%. 

饲 用 价值 ， 羽 茅 是 优良 的 饲 用 禾 草 ， 马 、 和 后 最 喜 食 ， 在 幼 嫩 时 

FUER. WFRAE, ERKALAKRAHEAAM, FERMI 

制 的 干草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也 可 做 为 青贮 或 半 干 贮 的 原料 。 

羽 茅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2 一 1 氨基酸 含量 见 表 

a~~Ze 

HCMICN, WF RAABMN UALR, AEA WRERR 

草地 上 采 食 羽 茅 的 家 畜 和 用 栽培 的 羽 茅 饲 喂 家 畜 试 验 ， 均 未 发 现 有 

e 4° 



表 2 一 1 羽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oF 物质 (9) 
mim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灰 分 | 钙 | ow 

水 分 

(%) 
物候 期 

4.46 38.26 11.50 

1.94 39.44 1.67 | 0.31 10.29 

0.21 |1.27 6.37 9.12 | 2.30 38.82 

。 内 蒙古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表 2 二 2 羽 茅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9) 

物 RR |e | ef) te ] ww] ee 
Be | we hme fm | mw fom) mmoles 
期 酸 | 酸 站 下 | em | 酸 | Rl) el] | MW 

开花 期 1.294 | 0.581 0.242 1.002 0.365 |0.448 |0.230 |0.306 | 0.566 

成 熟 期 0.632 0.439 0.195 1.093 0.308 |0.374 |0.269 |0.268 | 0.491 

ae ae 

所 所 “| 氢 x | 
酸 -| 酸 | 了 酸 

0.169 |0.397 |0.494 |0.472 

0.143 |0。496 |0.366 |0.392 

* 内 蒙古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中 毒 现象 ， 关 于 羽 茅 是 否 有 毒 ， 尚 待 进一步 探讨 。 

(ABH 起 书 元 ZRH) 

36 KA BER 

Alopecurus pratensis Lee 

别名 草原 看 麦 娘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具 短 根 状 茎 。 秆 直立 或 基部 稍 膝 曲 。 

e 5 6 



高 80 一 80(110) cm。 

His tin, BTW 

ls PRR, Fv 

Stila]; 叶片 长 20 一 30 

cm , 宽 3 一 6(10)mm， 

上 面 粗 糙 下 面 光 

消 。 圆 锥 花序 圆柱 

状 ， 长 4 一 8 cm, 宽 

6—10mm, KAR fh; 

NRAAB, Key 

5mm, 1 小花， 

KATA: MS 

长 ， 下 部 1/3 互相 连 

&, REAAE;s 外 

SRT As 

VAM HW LT, 

长 6 一 smm， 中 部 膝 

His Afi (A3). 

细胞 染色体 : 

2n=28, 42, 

图 3 KA#B Alopecurus pratensis L,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及 西北 ， 欧 洲 、 亚 洲 的 寒 温 地 带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KARMA PERS Bi, A 7 FR GE 

是 草 甸 草 原 、 山 地 草 甸 和 盐 渍 化 草 旬 草 地 常见 的 伴生 种 。 对 土壤 和 

水 分 条 件 要 求 较 高 ， 适 于 生长 在 湿润 而 寒冷 气候 地 区 。 不 耐 炎 热 及 

干旱 。 它 喜 生 于 中 性 及 微 碱 性 的 肥沃 黑 壤 土 上 ， 在 过 酸 的 土壤 上 往 

往 会 死亡 ， 在 盐 涡 化 土壤 上 生长 不 恨 。 在 富 含有 机 质 的 山地 草 多 土 、 

山地 暗 栗 钙 土 和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的 栗 钙 土 上 也 可 生长 。 它 在 新 疆 阿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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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山 和 萨 乌 尔 山 是 出 地 高 用 草草 多 的 建 群 种 之 一 ， 天 山北 坡 海拔 在 
1600—2500m 的 中 高 山 带 ， 是 山地 禾 草 一 一 杂 类 草山 地 草 多 的 伴生 

种 和 亚 优 势 种 ， 又 是 割 草 地 主要 牧草 之 一 。 
大 看 麦 娘 分 葛 力 弱 ， 分 药 持 续 时 间 长 ， 分 蓝 形 成 新 枝 的 根系 发 

生 晚 ， 并 生长 缓慢 。 据 研究 在 浊 割 两 周 后 ， 有 22% 的 新 枝 尚未 发 育 
出 新 的 根系 ， 一 个 月 后 其 根系 入 土 深度 仅 有 10 一 15cm 。 从 分 葛 期 
至 开花 期 根系 生长 也 较 慢 ， 入 土 浅 ,， 大 约 .98% .的 根系 集中 在 0 一 
20cm 的 士 层 中 。 | 

大 看 麦 娘 抗 病 力 差 ， 易 受 白粉 病 的 感染 ， 在 盐 化 低地 草 甸 上， 
常 是 当地 麦角 病 的 主要 中 间 寄 主 之 一 。 

夫 看 麦 娘 是 交 性 牧草 ， 播 种 当年 的 苗 不 具有 生殖 枝 ， 生 活 第 二 
年 或 第 三 年 以 后 才能 充分 发 育 。 可 利用 年 限 长 ， 在 草丛 中 可 保留 10 

年 或 更 长 的 时 期 。 大 看 麦 娘 属 上 繁 禾 草 ， 叶 量 丰 富 。 春 季 萌 发 较 
里， 一 般 在 4 月 上 旬 至 5 月 中 旬 返 青 ， 地 上 部 分 生长 较 快 ， 6 月 抽 
fi, 6 月 下 句 开花，7 月 结实 。 盛 花期 芭 、 叶 和 穗 比 为 37 : 47 : 16 

(不 包括 叶 辅 ) 。 
饲 用 价值 “大 看 麦 娘 植株 高 大 ， 时 量 丰 富 ， 单 株 干 草 产量 25 一 

30g。 茎 叶 较 柔嫩 ， 饲 用 品质 良好 ， 利 用 年 限 较 长 ， 而 产 量 中 等 。 

适口 性 好 ， 青 草 各 种 牲畜 喜 食 。 此 草 适 于 浊 割 调制 干草 ， 马 、 牛 喜 
食 ; 绵羊 、 山 羊 采 食 较 差 。 刘 割 以 始 花 期 前 及 始 花期 为 宜 ， 开 花 后 
WMHS, ATM, He, ASHARA, 适口 性 降低 ; 冬 
季 保 留 较 好 ， 牲 畜 仍 采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3 一 1， 消化 率 见 表 3 一 
2。 

MGS KARMA HARI, HMA he. 千粒重 仅 

0.76—0.838. HER AIK, ik, RYKRD Mw 56%, FF 

F Ae tit Bi, TEAR 1 年 后 发 芽 率 则 可 降低 10%，2 年 后 降低 20 一 30%， 

3 年 后 丧失 了 播种 价值 。 由 于 种 子 细小 应 注意 整地 。 它 的 种 子 成 熟 

下 整齐 ， 完 熟 后 种 子 容 易 脱落 ， 故 收 种 应 掌握 在 前 期 所 抽出 的 穗 ， 

pgE7 ww 



表 3 一 1 大 看 麦 娘 的 化 学 成 分 
oF my CK) a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B | mace | Cm | cs) 

9.90 0.26 | 0.195 

生育 期 | 水 分 

结实 期 | 8.32 9.94 2.72 30.85 | 38.27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分 析 室 分 析 。 

表 3 一 2 ”大 看 麦 娘 的 消化 率 《%) 

生育 其 | + i | mao | NDF | ame | 干 物质 消化 率 

开花 期 83.76 12.89 74.28 | 7.21 55.36 

见 到 上 部 籽粒 将 要 脱落 时 收获 为 宜 。 

(HEX) 

4 准噶尔 看 麦 娘 

Alopecurus songoricus (Schrenk) 

V. Petr. 

CASTE SERA, RARKS, FORAE, HME 

部 膝 曲 。 高 40 一 80cm。 叶 鞘 平滑 无 毛 ， 上 部 叶鞘 膨大 ， 叶 天 长 2 一 

2.5mm; 叶片 遍 平 ， 柔 软 ， 绿 色 或 淡 A HH, KE 3 一 smm。 圆 锥 花 

序 紧 密 呈 圆柱 状 ， 长 4 一 8cm， 宽 6 一 10mm AMAIA, wi MAE 

ii, HBL, K4—5mm; MESK, FLAAEs 外 释 与 颖 近 等 

长 ， 芒 细 而 弯曲 ， 自 外 释 下 部 1/4 处 伸 出 ， 长 7 一 smm“〈 图 4)。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新 疆 天 山 、 阿 拉 套 山 ; 苏联 中 亚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准噶尔 看 麦 娘 为 中 生得 根 状 荃 一 疏 丛 用 

草 。 草 旬 植 物 。 在 新 疆 分 布 于 北 戏 亚 高 山 带 ， 是 亚 高 山 草 旬 的 亚 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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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YEWRAHwR Alopecurus songoricus(Schrenk) V, Petr, 

群 种 或 重要 伴生 种 ， 多 生长 于 土壤 肥沃 、 腐 殖 质 丰 富 的 亚 高 山 草 多 

io. 

准噶尔 看 麦 娘 生长 速度 快 ， 在 阿尔 泰山 2300 一 2700m 山地 ， 4 

月 下 旬 返 育 , 7 月 初 抽穗 、 开 花 ,， ?7 月 中 名 结实，10 月 初 停 止 生长 。 

饲 用 价值 ”准噶尔 看 麦 娘 产 量 高 ， 草 质 优 良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较 

高 ， 适 口 性 好 ， 开 花 前 各 类 家 畜 都 喜 食 ， 于 枯 后 家 畜 仍 爱 吃 ， 属 优 

等 牧草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4 一 1、4 一 2、4 一 3。 



表 4 一 1 准 吗 尔 看 麦 娘 化 学 或 分 * 〈 占 风干 物质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元 素 名 称 | a 

#4 (ppm) 73.98 

i (ppm) 6.2 

gl (ppm) 23.63 

#5. %) 0.36 

44 (ppm) 0.04 

%&% (ppm) 0.12 

ss) <0 

#4 (ppm) 19.75 

&k (ppm) 97.19 

Bi. %) 2.05 

EC %) 0.08 

表 4 一 5 RERSRATRAE 
at | 元 素 名 称 

锰 (Dpm) 

钼 (ppm) 

钠 (Ppm) 

(ppm) 

BEC %) 

ey 

‘Kk (ppm) 

#8 (ppm) 

硫 (%) 

碘 (ppm) 

€¢ (ppm)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3 10 e 

分 析 | RAE |= | 水 | mak mim | em elas 
部 位 时 间 期 分 | 白质 wall fo 浸出 物 灰分 | 

全 株 阿勒泰 | 开花 | 6.95 | 11.55| 2.45 | 31.60| 41.75 | 5.70 | 0.26 | 0.18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曹 分析 室 分 析 。 

R4—2 ”准噶尔 看 麦 娘 氨基 酸 成 分 * (%) 

氨基 酸 名 称 | & 量 | 氨基 酸 名 称 | ¥ 4 

天 门 冬 氨 酸 | 1.21 异 亮 氨 酸 0.61 
苏 A 酸 0.62 亮 AR 1.01 

丝 Ba mR 0.52 MB AR 0.31 

谷 A Rm 1.56 AP AR : 0.54 

H A R 0.60 | i a mR 0.63 

A A R 0.85 a 0.17 

he A mR 0.15 | oe mR 0.25 

mh A R -0.79 精 AR 0.73 

S& A R 0.21 ii 2 mR 0.70 

18.39 

1.42 

107.14 

0.51 

0.2 

<0 

2.19 

0.36 

0.05 

0.36 

18.13 
ee = 



准噶尔 看 麦 娘 ， 由 于 植株 高 大 ， 以 割 草 利用 为 宜 ， 通 常 亩 产 干 
草 可 达 250kg， 但 是 在 亚 高 山 带 由 于 运输 困难 造成 浪费 ， 往 往 主 要 
ERA. 放牧 利用 中 践踏 现象 严重 ， 降 低 了 利用 价值 ， 所 以 对 
这 类 草地 应 研究 改进 利用 措施 。 

(HER) 

5. 多 叶 隐 和子 章 

Cleistogenes polyphylla Keng 

ex Keng f. et L. Liu 

BEE SEERA, HMA, Wit, B15—40cm, 较 粗 

thy 径 约 1 一 1.25mm， 具 多 节 ， WU 处 脱落， 上 

部 左右 弯曲 ， 与 叶 勒 近 于 又 状 

分 离 。 讨 鞘 多 少 具 疣 毛 ， 层 层 

BH IKE AM, HR 

Ys 叶片 披 针 形 至 条 状 披 针 

形 ,长 2 一 6.5cm,， 宽 2 一 4mm， 

多 直立 上 升 ， 扁平 或 内 卷 ， 质 

BENE TR. 圆锥 花序 较 狭 窗 ， 基 

部 党 为 叶鞘 所 包 ， 长 4 一 7cm， 

宽 1 一 3 cm; 小 穗 长 8 一 13mm， 

会 3 一 7? 小花; MRI 

We, BA—3 (5) liks Sb FF BE 

HUB, 5 ik, S8—sp ee SEae 

具 长 0.5 一 1.5mm 的 短 芒 内 

释 与 外 释 近 等 长 (图 5)。 图 5 SOF | Cleistojenes 
Hh FE 4} 4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polyphylla Keng ex Keng 

北 。 华北 及 黄土 高 原 地 区 。 ae tes 
”31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内 蒙古 草原 区 ， 多 叶 隐 子 草 于 4 月 下 

名 到 5 月 中 名 萌 发 ， 6 月 中 名 以 后 拔节 ，7 月 中 名 前 后 抽穗 开花 ， 

至 9 月 上 旬 果 实 成 熟 并 脱落 ， 9 AFB 10 月 初 ， 地 上 部 分 陆续 
枯 菱 ， 植 株 开 始 进入 休 眼 期 。 

多 叶 隐 子 草 为 芍 丛 型 禾 草 。 分 幕 节 位 于 表土 层 0 一 2cm 内 ， 新 

分 幕 芽 均 产生 于 株 丛 的 外 围 ， 仅 在 株 从 疏离 之 后 ， 才 能 在 株 丛 中 央 

部 分 分 募 朝 生 新 的 枝条 。 每 个 分 昔 节 都 可 能 产生 2 PT SBR. AB 

色 的 分 昔 芽 。 根 系 多 集中 于 35cm 以 上 的 土屋 中 ;须根 在 10cm 以 下 

发 达 ， 但 纤细 而 坚韧 。 在 山地 草原 ， 多 叶 隐 子 草根 系 分 布 幅 度 可 大 

于 丛 幅 3 FAA. 

多 叶 隐 子 草 为 旱 生 一 中 早生 草原 种 ， 生 于 暖 温带 的 而 地 、 丘 

陵 和 砾石 质 草地 和 灌 从 下， 是 小 禾 草 层 片 的 主要 成 分 之 一 。 例 如 ， 

在 大 兴安 岭南 蔓 和 东南 区 就 有 贝加尔 针 茅 CStipa baicalensis) 

+ 多 时 隐 子 草 +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Lespedeza davurica) + 白莲 蒿 

(Artemisia gmeliniit) PRM CFilifolium sibiricum) -+ 

多 叶 隐 子 草 群落 的 分 布 。 前 者 群落 的 环境 较 湿 润 而 凉爽 ， 土 壤 主要 

AMR BL, Ries, +A, REBT Ay 
前 漫 岗 坡地 ， 土 体 多 砾石 ， 侵 蚀 比 较 明 显 。 

饲 用 价值 SHRATRRERER, RAR, PRMRK, & 

MPREOSYHER, TUB, HAE, B. KHSRKRAAHH 

最 高 。 其 直立 性 和 冬季 残留 性 远 较 糙 ha FH CC. squarrosa) 为 

好 ， 多 评价 为 良 等 放牧 型 饲 草 。 

从 化 学 成 分 来 看 ， 孕 穗 至 开花 期 的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肪 的 含量 ， 

均 明 显 低 于 糙 隐 子 草 ，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则 显著 高 于 糙 隐 子 草 。 其 

营养 比 为 1:13.6 一 19.8。 因 此 ,多 叶 隐 子 草 属 于 碳 氢 一 碳 型 牧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 。 

ee 12 se 



表 5 多 叶 隐 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5 RF 物质 
” | races | munky | meron | seme | Mae | a | B 

7.00 4.20 

7.03 6.14 

* 引 自 科尔沁 草地 资源 调查 统计 资料 。 

生育 其 

2.00 32.70 48.30 5.80 2.25 | 0.40 

1.54 31.87 48.02 5.40 0.50 | 0.07 

〈 何 永海 ) 

6. 十 字 马 唐 

Digitaria cruciata (Nees) A. Camus 

别名 大乱 草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高 30 一 170cm 。 秆 较 强 壮 ， 直 立 或 倾 

斜 ， 具 多 节 ， 节 生 焦 毛 ， 着 士 后 的 节 部 易 生 须根 ,并 向 上 抽出 花枝 。 
TAT Th, CERREREs, ARR, K1—3mm; 叶片 条 

RRA, WE, K3—20cm, H3—10mm, MHAKRERLA 

无 毛 ， 边 缘 有 时 变 厚 ， 微 波状 。 总 状 花 序 3 一 14 枚 ， 呈 指 状 排列 或 

数 层 近 轮 生 或 互生 ! 小 穗 灰 绿色 或 带 紫 黑色 ， 长 权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2.5 一 3mm， 第 一 矣 微小 ， 无 脉 ， 第 二 颖 具 3 脉 ， 项 端 及 边缘 膜 质 

或 有 纤毛 :第 一 外 释 稍 短 于 小 穗 ， 具 7 脉 。 谷 粒 成 熟 后 呈 深 铅 绿 色 ， 
长 2.92 一 3.48mm， 宽 1.1 一 1.4mm， 顶端 有 小 尖 头 外 露 (图 6)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云南 、 四 诈 ， 尼泊尔 、 印 度 也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十字 马 唐 生 长 于 山坡 草地 。 为 喜 温 暖 湿 

润 气候、 长 日 照 植物 。 在 四 川 生 育 期 为 165 一 175 天 。 每 年 4 月 下 和 名 
播种 ， SABA, CAMRY, 8 AL. PRAM, 8 月 下 名 抽 
穗 ， 9 月 上 名 开花 ，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在 成 熟 期 植株 生 

长 测定 见 表 6 一 1。 



图 6 十 字 马 唐 Digitaria cructata (Nees) A.Camus 

表 6 一 1 十 字 马 唐 成 熟 期 生长 情况 

项 目 分 he BC) tH  & (em) 

| ewes | 平均 | 标准 差 |e | | 平均 | 标准 卷 | 范 国 

四 川 武 隆 县 
ba 

仙女 村 84 3.382 1.68 i—9 124 69.98} 20.2 |32—1i111 

Dae 95 4.79 4.91 1—24 116 105.89) 4.91 46—174 

+ FS BERN RR, AMA RE, HAN RRS. 

施 基肥 比 不 施 基 肥 的 生长 更 佳 。 

饲 用 价值 ” 草 质 较为 柔嫩 ， 各 种 牲畜 均 喜 食 ， 即 使 到 成 熟 枯 黄 

BM, AAAS ek, +. FERRE. ERMINE, 

鲜 草 1466.7 一 2056.0kg ， 随 土质 好 坏 而 有 差异 。1985 年 在 四 川 武 

o Jars 



隆 县 仙女 山林 场 修 家 坝 种 植 〈 海 拔 1730m， 平 坝 ， 垦 荒地 ， 每 亩 施 
底肥 过 磷酸 钙 25Kg)， 草 层 总 盖 度 在 98% 以 上 ， 株 高 116cm， 草 层 
高 度 826m， 一 次 测 产 ， 平 均 亩 产 鲜 草 2660kg 。 由 上 可 以 尹 出 施肥 

” 比 不 施肥 的 可 增产 29.38 一 81.36% 。1986 年 ， 始 花期 测定 鲜 干 比 为 

4.89:1。 按 此 计算 ， 未 施肥 的 亩 产 于 草 为 299.43 一 420.45kg， 施 

过 和 磷酸 狠 底 肥 的 亩 产 干 草 则 为 543.97 kg 。 

草 将 产量 较 高 。 据 测定 ， 其 单 穗 籽 粒 数 如 表 6 一 2 所 示 ， 可 见 十 

字 马 唐 结 实 性 能 良好 ， 易 于 繁殖 。 

表 6 一 2 单 穗 籽粒 数 
—— 

项 AB | 单位 i) «| nme 

-四川 武 隆 县 仙女 村 110 238.71 55—498 

四 川 武 隆 县 仙女 山 
林场 110 386.85 172 一 705 

十 字 马 唐 不 仅 单 穗 结 籽 数 多 ， 且 着 生 芸 密 ， 不 易 脱 落 ， 籽 粒 成 

Ait MRI Be, BU, HASHES APH. 
籽粒 千粒重 为 1.66—1.68g, 草 籽 雷 产 量 (未 施肥 ) 30.0— 

37.5kKE ， 在 施肥 情况 下 可 达 45 一 60kg 。 
1986 年 ， 始 花期 测定 茎 叶 比 〈 按 干 重 计 ) 为 60.19:39.81。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 一 3。 

表 6 一 5 ”3 种 马 唐 属 牧 划 化 学 成 分 比较 (%) 

® “种 | mean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气温 出 物 | 灰 分 | 钙 | ow | 生育 期 

+ Se" 6.93 1.55 33.52 48.34 9.66 | 0.31 | 0.12 | 初 花期 

gg a 6.19 2.06 30.50 55.01 6.24 一 一 

mic R** 10.99 2.64 33.73 44.41 8.23 一 — | He 
Oe ee ee 一 -一 ~ 

* PQ RR eS Bs 
ee 4S Hh DL A SS EE RM HK 

*15 6 



上 表 说 明 ， 十 字 马 唐 粗 蛋白 质 占 6.93%， KOR (6.19%) 高 

0.74%， 比 紫花 马 唐 低 4.06%。 由 于 粗 纤维 含量 较 低 , 故 在 成 熟 期 
枯萎 期 ， 草 质 仍 较 柔嫩 。 饲 喂 观测 ， 王 草 、 鲜 草 , 牛 、 羊 均 喜 食 ， 是 
中 上 等 饲 草 。 | 

栽培 要 点 “四 川 省 武 隆 县 种 植 十 字 马 唐 约 有 100 余 年 的 历史 , 草 
种 驯化 程度 高 ， 但 种 植 粗放 。 农 民利 用 休闲 地 , 播种 前 一 个 月 翻 耕 ， 
Rat, eR, BAR. 4 月 下 句 播种， 最 迟 不 超过 5 月 上 名。 
播种 量 视 土 壤 肥 力 而 定 ， 每 亩 播种 2 一 3 kg 。 播 种 方式 为 撒播 ， 均 
未 施 基肥 〈 仙 女 山林 场 除外 )。 

苗 期 要 除 杂 草 ， 很 少 发 生病 虫害 ， 整 个 生长 期 均 不 施肥 。 
当地 农民 习惯 在 成 熟 期 以 前 不 刘 割 ， 待 10 月 初 成 熟 后 才 刘 市 。 

10 月 种 子 已 完全 成 熟 ， 早 霜 已 开始 ， 经 2 一 3 次 夜 霜 日 晒 后 ， 迅 速 枯 
蓉 ， 这 时 浊 割 后 脱粒 收 种 ， 晒 制 干草 ， 堆 翅 、 存 贮 。 

根据 实验 ， 在 海拔 800m 以 下 的 地 区 ， 春 夏 之 交 气 候 温和 时 期 ， 

它 生长 较 好 ， 而 夏季 受 高 温 伏 时 影响 ， 越 夏 困 难 ， 长 势 受阻 ; 在 海 

拔 800m 以 上 地 区 ， 湿 度 、 湿 度 适 宜 ， 长 势 稳定 ， 可 产 第 二 茬 ， 或 

顺利 收 种 。 

CSB 4F 48) 

7. 止 血 马 唐 

Digitaria ischaemum (Schreb. ) 

Schreb. ex Muhl. 

CARTE ”一年生 草 本 。 秆 直立 或 倾斜 ， 基 部 常 膝 曲 ， 高 15 一 

45cm, 44 35. UW RRBBS, RA, ANPREA, LEMAR 

Mae. MAORAKREs HARM. K0.5—1.5mm; 叶片 局 

平 ， 长 2 一 10cm， 宽 2 一 smm。 总 状 花 序 2 一 4 于 茎 顶 彼 此 接近 或 

最 下 1 RAs, 长 3.5 一 8cmj 小 穗 长 2 一 2.8mmy 灰 绿色 或 带 紫 

es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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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每 节 生 2 一 3 枚 ; 

BA HA, EWR 

质 ; PIMA 

穗 或 等 长 ， 具 3 脉 ; 

第 一 外 释 具 5 脉 ， 均 

被 柔 毛 。 谷 粒 成 熟 后 

Bmw (图 7 )。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于 我 国 南北 各 省 区 ， 

本 种 在 欧洲 、 亚 洲 、 

北美 洲 的 温带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东北 及 内 蒙 

eR, 5 月 开始 出 

BH, 8 月 进入 开花 

期 ，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 9 月 

中 名 以 后 逐渐 枯黄 ， 

生长 期 约 为 130 天 左右 。 

图 7 止血 马 唐 Digitaria ischaemum 
(Schreb,) Schreb.ex Muhl, 

EMS EA GAA, RTE Flom 处 。 根 系 最 
MiK200m, “EE He 种 子 进行 繁殖 。 据 统计 ， 每 株 最 多 能 产生 
种 子 17920 粒 。 种 子 发 芽 率 的 高 低 与 春 、 夏 季 的 降水 量 有 直接 关系 ， 
在 雨水 多 的 年 份 ， 大 量 种 子 得 以 萌发 ， 这 样 便 能 抑制 周围 其 他 植物 
的 萌发 与 生长 ， 形 成 止血 马 唐 单纯 群落 。 当 新 种 子 落地 ， 经 过 和 握 其 
休眠 如 再 遇 雨 水 ， 还 能 当年 萌发 。 

止 多 马良 常生 于 湿润 的 田野 、 河 边 、 路 旁 和 沙 地 。 喜 潮湿 肥沃 
的 微 酸性 至 中 性 土壤 。 在 向 阳 的 开 及 地 上 长 势 更 好 。 



本 种 多 分 布 于 所 荒地 或 利用 过 度 的 草地 上 ， 其 伴生 种 多 为 一 些 
一 、 二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如 金色 狗 尾 草 (Setaria lutescens), RR 

(Chenopodium aristatum) .fa@ (Polygonum aviculare) 

HH (Artemisia scoparia), RW (CSalsola pestifer), HK 

SARE CAstragalus dahuricus), FAIA Uw # (Atriplex 

sibirica) MH (Xanthium sibiricum), 有 时 还 有 国 旋 花 ECao- 

nvolvulus arvensis), (KBB x (Potentilla supina) 和 车 前 

(Plantago asiatica) $,WikhBeAKERRER Se. x 

年 生 杂 类 草草 地 ， 因 年 降水 量 的 不 同 其 年 产量 波动 很 大 ， 种 类 成 分 

也 不 稳定 。 因 此 ， 在 盖 度 和 草 层 高 度 方面 年 际 间 也 很 不 平衡 。 

饲 用 价值 止血 马 唐 草 质 柔 贩 ， 无 特殊 气味 , 干 鲜 比 为 1:3.7， 

茎 、 叶 、 穗 比 为 1:0.75:0.33。 营 养 价值 中 等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氨基 

酸 含量 如 表 7 一 1、7 一 2 。 为 羊 所 喜 食 。 

R7—1 止血 马 唐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mm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team | 11.0 

* 内 蒙古 哲 里 木 盟 胜利 饲料 厂 分 析 。 

表 7 一 2 eM GERM) 氨基 酸 成 分 ”〈%) 

KIRA | 0.36 
ir AR 0.15 

% w 酸 0.19 

谷 氮 酸 0.57 
甘 A&A Rm 0.16 

A wm 酸 0. 16 

Bm A wR 0.08 

i A RR 0.26 

& A R 微量 

* FER RK SH OR EH HT. 

ee 18 。 



此 外 ， 鲜 草 猪 也 喜 食 ， 切 碎 或 粉碎 生 喂 、 发 酵 喂 或 作 青 贮 饲 料 

均 可 。 
〈 张 春 不 ) 

8. HPA Be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var. 

frumentacea (Roxb. ) W. F. Wight 

别名 Br. RH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根 系 发 达 ， 根 幅 30 一 120cm ， 主 要 分 

布 在 30cm 的 土 层 内 。 秆 直立 或 基部 膝 曲 而 略 斜 升 ， 高 90 一 250cm， 

ik, #20.8—1.5cm, K8—1175. HRM, Wit, TE, SR 

短 于 节 间 ， MH Bik; 叶片 宽 条 形 ， 长 20 一 60cm， 宽 1.5 一 

3.5cm， 边 缘 具 细 沧 或 微 呈 波状 。 圆 锥 花序 直立 ，: 或 成 熟 时 稍 向 下 

弯 ， 长 12 一 18cm， 主 轴 粗 壮 具 条 棱 ， 棱 边 粗糙 至 被 短 BER 

刺 状 疣 毛 ， 分 枝 密集 ;小 穗 密集 排列 于 小 穗 轴 的 一 侧 ， 单 生 或 不 规 

则 簇生 ， 初 为 黄 绿色 ， 成 熟 后 呈 黄 褐色 ， 上 部 花 两 性 ， 下 部 单 性 或 

退化 ， 宽 孵 形 ， 长 3 一 4mm; B-MRAIAB, 长 约 为 小 穗 的 1/ 3 

具 5 脉 ， 被 较 多 的 短 硬 毛 : 第 二 轿 稍 短 于 小 德 ， 具 5 脉 ， 脉 上 具 和 刺 

REE, Iki RE, 第 一 外 释 上 部 具 5 脉 或 7 Ik, Fee 

RARE; B-HARSHOPRESK, WR, R2F. Hh 

AZT, K24mm, RRAMAK ES, Fe, Te 

第 二 颖 外 。 千 粒 重 3.8 一 4.3g (图 8) 。 

细胞 染色 体 ， 2n=4x=36; 2n=6x=54,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印度 西北 部 。 热 带 非洲 、 印 度 、 东 南亚 、 日 

本 、 朝 鲜 作 为 食用 作物 或 饲料 作物 栽培 。 澳 大 利 亚 、 北 美国 家 作为 

饲料 作物 也 已 引入 各 自 国家 。 在 我 国有 不 少 的 变种 .品系 或 生态 型 ， 

在 云南 下 关 洱海 边 发 现 有 野生 种 。 在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有 小 面积 人 

9 19 2 



TRH. THEA 

出 海子 1 号 湖南 各 

F, CHAKA Bit 

省 区 大 面积 推广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湖南 稳 子 属 嘉 

Ya tie 4? AE ES A FR 

物 。 在 云南 昆明 地 区 

裁 植 ， 播 种 至 出 苗 需 

10 一 15 天 ， 出 苗 至 抽 

穗 93 一 101 K, HEE 

至 或 熟 32 一 42 天 ， 生 

B H136—158Kk, # 

lj ffs 2 10°C-A KY AA 

1410C, ETA 

XFS, FRPP BT 

需 15 一 21 天 ， 出 雷 至 图 8 湖南 了 妥 子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抽穗 90 一 97 天 ,抽穗 Beauy var. frumentacea (Roxb,) - 

W.F. Wight HS WIAZS—A4 KR, Ae ‘aes 
BHh132—139K, FS1ICHARMRH1455C,. ETA wMBR 

1700m 以 上 的 黄土 丘陵 及 六 盘山 也 区 种 子 不 能 成 熟 ， 只 能 作为 青 浊 

作物 栽培 (#8—1), 

表 8 一 1 湖南 生子 生育 期 

出 苗 期 ii #8 期 

《日 /月 ) 《日 /月 ) 

RH 
CAD 

播种 期 

(日 /月 ) 

生育 天 数 
地 

云南 昆明 26/5 16/9 28/10 

宁夏 银川 18/4 12/9 

ee 20 。， 

a 



湖南 重子 苗 期 生长 较 慢 ， 进 入 拔节 期 即日 均 温 在 20"C 以 上 时 ， 

生长 速度 加 快 。 据 宁夏 平 罗 呈 草原 站 资料 ， 出 苗 至 拔节 ， 日 平均 生 

长 高 度 具 有 1.4cm， 而 拔节 至 抽穗 ， 平 均 日 生长 高 度 2.7cm ， 于 物 

质 积累 33:.8g/ 日 /m2 云南 昆明 地 区 营养 生长 盛 期 ， 日 平均 生长 高 

度 2.7cm ， 干 物质 积累 47.3g/ 日 /m 

湖南 种子 分 药力 较 强 ， 在 栽培 条 件 下 ， 一 般 分 募 1 一 4 个 ， 在 下 

植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上 ， 分 碍 数 可 达 10 一 20 个 。 在 宁夏 黄 灌区 的 分 

Road: 5 月 5 日 出 苗 ， 5 月 25 日 开始 分 昔 ， 6 月 初 至 6 月 底 进 

入 分 井 高 峰 ， 平 均 每 3 天 可 长 出 一 个 新 芽 。 7 月 初 进入 拔节 期 之 

后 ， 分 幕 速度 减 慢 或 停止 ， 植 株 进入 旺盛 生长 阶段 。 分 莫 成 穗 率 一 

般 较 高 ， 达 86 兴 左右 。 

湖南 种 隆 的 再 生性 较 弱 。 据 宁夏 青铜 峡 市 草原 站 观测 ， 拔 节 前 

浊 割 ， 再 生 草 占 总 产量 的 57%; SRI, BER AR 产量 的 

18.9%, 抽穗 期 浊 割 ， 基 本 上 收 不 到 再 生 草 ， 孕 穗 期 浊 割 再 生 草 的 

产量 随 留 杆 高 度 的 增高 而 增加 ， 但 原生 草 产量 则 相反 ， 最 后 两 茬 草 

的 产量 还 不 及 不 留 茬 一 茬 草 的 产量 。 产 量 的 高 峰 期 出 现 的 抽穗 盛 

期 。 

湖南 稳 子 抗 倒 伏 能 力 强 ， 在 高 产 栽培 条 件 下 ， 管 理 得 当 ， 一 般 

很 少 发 现 倒 伏 。 结 实 率 一 般 不 高 ， 仅 占 小 穗 数 的 44.3%， BARR 

多 ， 但 单 穗 粒 数 还 是 较 多 的 。 据 测定 ， 和 宁夏 的 海子 1 Sw RTE 

穗 粒 数 1741 一 2864， 穗 粒 重 7.1 一 11.6g&。 种 子 落 粒 性 弱 无 明显 

的 后 熟 休眠 性 。 种 子 发 芽 最 适 温度 20 一 30"2， 尤 以 25 一 28% 最 佳 。 

湖南 种 子 对 气候 的 适应 范围 广 ， 从 云南 的 下 关 到 西北 黄土 高 原 

及 华北 、 东 北 均 有 种 植 。 在 云南 昆明 地 区 最 冷 月 平均 气温 7.78C ,年 

极端 最 低 气温 零下 5,4*%C， 湖 南 稳 子 个 别 植株 还 可 越 年 生 ， 或 从 前 

一 年 地 上 部 枯死 的 茎 秆 基部 萌生 新 芽 ， 形 成 新 A. hk 壤 要 求 不 

FP, WEA. RBC Re. Bh. Ba. Hw 

等 都 可 种 植 。 



湖南 稳 子 的 抗 逆 性 较 强 。 据 宁夏 观察 ， 它 的 幼苗 春季 能 耐 零下 

3 一 5 的 低温 ， 幼 苗 及 成 株 在 夏季 气温 33 一 36% 的 条 件 下 无 不 良 反 

应 ， 在 黄 灌区 旱地 能 获得 高 产 ， 在 低洼 积 水 地 和 水 田地 也 能 正常 生 

长 。 另 外 , 耐 盐 碱 性 也 较 强 ,在 0 一 20cm 土壤 全 盐 含量 0.28 一 0.35% 

的 盐碱地 上 能 正常 生长 ， 株 高 达 2m 左 右 ， WY H BK 3000— 

4500 kg ， 种 子 200 一 300kg;， 在 全 盐 含量 0.5 一 0.6%% 的 盐碱地 上 ， 

保苗 率 达 30% 左 右 ， 株 高 100 一 150cm， Ce shies iran 

子 100kg ， 耐 盐 性 能 强 于 苏丹 草 。 

饲 用 价值 ”湖南 稳 子 属 良 等 上 繁 性 高 大 禾 草 。 青 饲 、 调 制 干 

草 、 青 贮 均 可 ， 无 异味 ， 马 、 牛 、 羊 、 免 、 鱼 喜 食 ， 但 据 Haaley 

(1969) 报道 ， 株 高 在 60cm SH MIRA, ASR A FI 

性 失调 症 (Photosensitivith disorders)， 羔 羊 较 成 年 羊 更 甚 ， 

然而 作用 多 半 是 原 发 性 的 ， 持 续 时 间 不 长 。 

湖南 征 子 为 一 年 生 高 产 草 种 ， 在 云南 昆明 地 区 水 肥 条 件 一 般 的 

旱 作 地 上 ，, 孕穗 期 浊 制 , 亩 产 鲜 草 6970 kg 《〈 折 合 干草 1894.TKg), 在 
水 肥 条 件 好 的 旱 作 地 上 ， 亩 产 鲜 草 8000 一 9000kg (折合 干 章 1600 一 
1800kg ) 。 在 宁夏 黄 灌区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上 ， 抽 穗 期 浊 割 ， 亩 产 
鲜 草 4260kg 〈 折 合 干草 1103 kg ) 左右 ， 高 产 田 可 达 6500kE 以 上 
(折合 干草 1683 kg )， 在 宁夏 干旱 地 区 ， 亩 产 鲜 草 723 kg HAT 

草 187kg)， 比 当地 草 谷 子 增产 1 们 以 上 ;在 六 盘山 湿润 地 区 , ae 

鲜 草 2568kg (折合 干草 676 kg )，- 比 当地 燕麦 增产 54% 。 黄 灌区 麦 

收 后 复种 ， 年 均 每 亩 还 可 收 2560 一 3600 kg 鲜 草 (折合 干草 932kg ), 

在 黄 灌区 年 均 亩 产 种 子 300 kg 左右 ， 高 产 田 达 403kg ， 为 高 产 草 料 
FRA ED 

WMRT MSH hse Rs, AERA. MRTRRARH 

值 分 别 见 表 8 一 2、8 一 3、8 一 4、8 一 5、8 一 6、8 一 7、8 一 8。 

栽培 要 点 ”湖南 生 子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旱 作 、 水 浇 地 ， KM 

TE Hh RHR MEE AY PP. PTT, ER RE ER, 北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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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一 2 ”湖南 稳 子 的 茎 叶 比 例 * 

* ”宁夏 黄 灌区 测定 数据 。 

表 8 一 5 湖南 稳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 

2.19 |30.10 44.53 | 9.55 | 0.26 |0.15 

i 18.75 | 3.14 | 0.06 |0.04 

FE 

SS °F | 89.17 13.15 | 2.08 区 60.09 a 区 0.34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所 分 析 ， 鲜 样 由 宁夏 农学 院 饲 养 教研 室 计 算 ， 分 样品 种 为 海 

Fi 号 潮 HRT, 采样 地 一 一 银川 。 

成 熟 期 

EB 期 样品 
5 HS | 粗 粗 RK 粗 eta |i, | fh | Zit | th | |e 

鲜 草 19.69 3.14 | 0.31 | 5.89 7-61 |2.74| 一 | 一 
拔 节 期 

FH 93.21 [14.92] 1.49 |27.93 | 35.83 |13.04 | — | 一 

| 7? 

i 23.35 2.23 | 0.40 | 8.24 9.63 | 2.85 | 0.07 |0.04 

Fi 93.39 8.92 | 1.61 |32.96 | 38.52 |11.38 | 0.28 |0。14 

2.00 | 0.61 = 12.32 | 2.64 | 0.07 |0.04 25.90 

35.0 rr 0.96 | 9.91 

5.95 | 2.56 |26.32 49.82 | 8.34 | 0.16 |0.11 



8-4 ”湖南 稳 子 氨基 酸 成 分 表 直 〈《%) 

表 8 一 5 ”湖南 稳 子 微量 元 素 含量 * 

钙 $3 钾 A bir a 锌 铁 ‘it 硒 
“全 (mg/|(mg/ |(mg/ |(mg/ |(mg/ 

(%) | €(%) 1 (%) | (%) | (%) | kg)| kg) keg) keg] kg) 

拔节 期 

孕穗 期 

ji (258 

we FA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析。 

表 8 一 6 MBRFABRRD* (%) 

氨基 酸 名 称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兰 州 畜牧 所 提供 样品 ， 采 样 时 期 为 结实 期 。 

ea 24。 



表 8 一 7 -湖南 稳 子 元 素 含 量 * 

eee ee, a] 元 KA 称 含 量 

铝 (Ppm) 85.63 ‘hh (ppm) 478.95 

Wi (ppm) 5.99 44 (ppm) 3.71 

#l(ppm) 7.51 #4 (ppm) 503.835 

钙 (%) 0.48 (ppm) 5.54 

#% (ppm) “0.665 BEC %) 0.29 
铬 (ppm) — 0.61 i (ppm) 2.75 

ei <0 &k (ppm) 1.94 

4 (ppm) 4.34 #2 (ppm) 8.055 

& (ppm) 112.485 Bit %) 0.51 

BAC %) 2.2% 矶 (ppm) 1.375 

镁 (%) 0.43 (ppm) 44.0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兰州 畜牧 所 提供 样品 ， 采 样 时 期 为 结实 期 。 

表 8 一 8 ”湖南 稳 子 营养 价值 〈( 牛 、 羊 ) R* 

总 能 | 可 消化 总 消化 能 代谢 能 可 消化 
生育 期 品 HEAR 

(mJ/kg) (%) (mJ/kg)| (mJ/kg) (g/kg) 

鲜 草 3.19 9.82 ~My Sar Oh 1.46 18.0 
拔节 期 

干草 15.36 46.54 8.58 | 7.03 85.0 

鲜 草 3.88 11.94 1.80 13.0 
孕穗 期 

干草 15.31 47.78 7.20 50.0 

ff BF 4.35 13.58 2.51 2.05 11.0 
抽穗 期 

干草 15.69 49.09 9.04 7.41 41.0 

鲜 草 5.94 16.97 | 3.14 2.55 13.0 
成 熟 期 

于 草 15.81 45.10 8.28 6.82 34.0 

| 
种 ” 子 | | 16.15 | 72.24 | 13.26 本 10.92 | s.0 

* 了 村 夏 农 学 院 伺 券 教研 室 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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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整地 应 以 保 墙 为 中 心 ， 丰 糖 镇 压 结合 ， 使 表土 上 松下 实 ， 以 利 出 
苗 。 湖 南 稳 子 种 子 秋 粒 较 多 ， 播 前 风 选 ， 可 提高 种 子 净 度 。 

湖南 稳 子 收 种 子 ， 则 以 春播 为 佳 。 云 南 昆明 地 区 5 月 下 和 有 两 季 

到 来 时 播种 ， 宁 夏 黄 灌区 4 月 中 旬 前 后 播种 。 如 用 作 青 刘 栽 培 ， 播 

期 要 求 不 严 ， 可 根据 土地 利用 情况 ， 春 播 或 夏 播 均 可 ， 北 方 麦收 后 

复种 应 尽量 抢 时间 向 前 赶 ， 否 则 对 产量 影响 较 大 。 湖 南 种 子 的 千 粒 

重 3.8 一 4.3g， 每 kg 种 子 有 23 一 26 HH, KAM Saw lke HT 

足够 ， 收 种 田 0.5 kg 较为 适宜 。 据 宁夏 试验 ， 在 黄 灌区 中 等 肥力 条 

件 下 ， 收 划 田 每 亩 6 万 苗 ， 收 种 田 每 亩 3 万 苗 6 RRA, 收 划 田 

为 了 提高 饲 草 蛋白 质 产量 ， 可 与 毛 敬 子 (上 ;cia villosa), i FB 

BW. sativa) 白花 草木 可 (Melilotus albus) 等 豆 科 牧草 混 

种 。 播 种 行距 收 划 田 为 18 一 20cm ， 收 种 田 30 一 35cm， 播 种 深度 

2 一 3cm 。 旱 地 播 后 镇 压 是 抓 苗 的 关键 。 
湖南 稳 子 苗 期 应 除草 一 次 ， 收 种 田 在 分 划 前 应 进行 间苗 定苗 。 

产量 的 高 低 与 水 肥 条 件 十 分 密切 ， 在 施 足 底肥 的 基础 土 一 于 分 井 : 

拨 节 时 结合 灌水 应 各 追 施 一 次 氮肥 ， 每 次 施 尿 素 10 一 15kg ， 收 再 

生 草 者 刘 割 之 后 ， 再 追 施 肥 一 次 ， 收 种 田 孕 穗 灌浆 时 应 注意 浇 一 次 ， 

水 。 

湖南 征 子 再 生 力 较 弱 ， 在 齐 穗 时 1 次 性 收割 产 草 量 最 高 ， 用 于 

青 饲 者 可 于 孕穗 期 齐 地 面 刘 割 。 抽 穗 前 留 高 茬 浊 割 虽 能 收 到 一 定 的 

再 生 草 ， 但 留 高 茬 损 失 的 产 草 量 要 比 再 生 草 产量 多 。 为 了 有 计划 地 

供应 青饲料 ， 可 分 期 分 批 播种 。 湖 南 秽 子 种 子 成 熟 时 茎 叶 仍 呈 绿 

色 ， 应 于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的 穗 子 转 黄 时 收获 为 宜 。 为 了 减轻 麻雀 危 

(ee BCs 万 力 生 MTR he RHR) 



9. AR RB 

Bem p yrum orientale (L. ) 

Jaub. et Spach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章 本 。 高 10 一 25cm ， 秆 常 具 3 节 ， 上 部 被 
GE. ERR, a 
¥~, K4Almm; 叶 

片 长 2 一 5cm , 宽 2 一 4 

mm, 两 面 均 被 RE 

毛 。 穗 状 花 序 紧 密 ， 

K2—3cm, fish & 

节 断 落 ， 小 穗 无 柄 ， 

单 生 于 穗 轴 各 节 ， 排 

FTA i BE 

1K; i Pi MEE ia, FF 

BAH, Fetnk HA 

或 成 TE, wh 

Es 外 释 披 针 形 ， 具 

Hi, 5 Dky ARS Sh 
FILS iS BM RZ A 

短 ， 先 端 2B, 4b 

粗糙 或 具 短 纤毛 (A AY 东方 旱 麦 草 Lremopyrum orientale 

9), (L.)Jaub. et Spach 

地 还 分 布 ay A TR a EU 7 HS OE Hy 苏联 
《中 亚 和 哈萨克 斯 坦 ) 以 及 地 中 海 沿岸 、 非 洲 北 部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生长 于 沙 质地 、 洪 积 扇 、 荒 漠 低 山 、 平 

尺 河 岸 和 盐 读 化 草 甸 。 为 早春 短命 植物 。 它 趁 初春 的 气温 逐渐 升 高 

“9 中。 



和 了 融雪 的 土 层 湿 度 ， 了 于 3 月 底 或 4 月 初 发 芽 生 长，4 一 5 月 开花 ， 

5 一 6 月 果 熟 ， 在 两 个 月 左右 的 时 间 内 完成 整个 生活 周期 。 

饲 用 价值 ”为 新 疆 北 部 春秋 牧场 中 的 早春 牧 革 ， 羊 喜欢 采 食 。 

崔 季 保存 良好 。 在 塔 城 、 伊 犁 的 冬季 牧场 中 ， 其 干枯 植株 仍 有 一 定 

饲 用 价值 。 据 分 析 植 株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 。 

RI 东方 旱 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 HEA | 粗 脂肪 | HA | 无 氨 浸 出 物 | 灰分 | 钙 | ww 

7.45 | 7.81 | 1.69 | 31.31 | 44.14 | 7.60 | 0.49 | 0.28 

(ik 14 A) 

10.5% 邦人 章 

Eremopyrum triticeum (Gaertn. ) 

Nevski 

形态 特征 —FE ERA, this 4 30cm, FF RA, H0.5— 

1.5mm, H3—44, ZMAN RH, HERE RE. WH 

于 节 间 ， 上 部 显著 膨大 ， 无 毛 或 下 部 被 微 毛 : HBR, 叶片 条 

%, We, K1.5—8cem, H2—3mm, MRERRA, WAR 

圆 形 ， 长 1 一 1.7cm， 宽 0.6 一 1.6cm， 穗 轴 具 关节 而 逐 节 脱落 ; 小 

MASHER A, BEAR, BR, F3—6 DE, MK 

+B, K4—6mm, FMA, dBA 5 脉 ， 顶 端 较 尖 或 成 短 芒 

内 释 顶 端 微 呈 齿 状 ;， 子 房 锌 毛 〈 图 10)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苏联 HL, WFR) 也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旱 麦 草 是 中 生 短 命 禾 草 。 为 荒漠 和 芒 江 

° 28。 



图 :10 AHH Lremopyrum triticeum (Gaertn.) Nevski 

草原 植被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常 见于 春季 。 在 我 国 新 疆 北 部 ， 分 布 于 

天 山北 坡 低 山 丘陵 及 山 前 冲积 凯 平 原 的 荒漠 和 荒漠 草 原 上 。 在 伊 

Fh. LS Sh, 准噶尔 盆地 种 周围 低 山 丘陵 的 荒漠 和 荒漠 草原 也 有 

yi, i 拔高 度 为 600 一 1300m 左 右 。 适 于 在 非 盐 涡 化 的 壤 质 、 

砂 壤 质 和 砂砾 质 的 淡 栗 钙 土 和 灰 棕 荒漠 土 上 生长 。 

旱 麦草 是 春雨 型 的 短命 禾 草 ， 它 的 生长 发 育 与 生境 干 湿 条 

件 有 着 联系 。 适 于 生长 在 湿润 而 寒冷 气候 环境 中 。 春 季 融 雪 后 , 种 子 

束 开 始 萌发 , 随 着 温度 的 回升 ,生长 速度 加 快 。 当 夏季 干 时 来 临时 ， 

气候 变 得 干 热 ， 土 壤 水 分 燕 发 强烈 ， 表 土 含水 量 显著 下 降 ， 在 这 以 

° @ 



前 旱 麦草 早已 有 效 地 利用 了 春季 高 湿 的 水 分 条 件 ， 迅 速 完成 它 的 生 
活 周 期 。 结 实 后 ， 营 养 体 全 部 死亡 ， 则 可 逃避 和 季 干旱 的 不 利 条 
件 ， 这 是 旱 麦 草 对 于 旱 气候 生态 条 件 适 应 的 特殊 性 ， 也 是 与 分 布 区 
季节 性 干 湿 条 件 有 节律 的 变化 相 一 致 。 | 

旱 麦 草 生 长 周期 很 短 ， 2 个 多 月 则 可 通过 整个 生长 发 育 阶 段 。 
Blt, PRE, GER HEAR 到 20cm 。 单 株 的 生物 量 较 低 ， 虽 然 
在 潮湿 低洼 地 生长 得 密 而 高 ， 但 所 提供 的 生物 量 却 不 高 。 

旱 麦 草 以 种 子 繁殖 ， 种 子 成 熟 后 ， 穗 轴 极 易 折断 脱落 ， 入 士 能 
力 强 ， 繁 殖 能 力 较 高 。 据 在 乌鲁木齐 市 附近 的 荒漠 草地 上 观察 ， 里 
麦草 在 3 月 中 旬 出 苗 ， 5 月 上 旬 抽 穗 ， 中 旬 开 花 ，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6 ALAS. 
旱 麦 草 是 一 年 生 短命 植物 ， 在 任何 群落 中 从 不 起 建 群 种 的 作 

用 。 但 把 它 作为 一 个 生态 类 群 来 看 ， 可 成 为 某 一 群落 结构 的 一 部 
分 ， 尤 其 春季 景观 特别 明显 ， 生 态 条 件 较 好 的 年 份 ， 个 体 数量 相当 
丰富 ， 但 是 ， 由 于 生长 期 短 ， 夏季 来 临时 ， 就 消失 了 ， 所 以 不 能 作 
为 建 群 层 片 看 待 。 

旱 麦 草 的 根系 较 浅 ， 多 分 布 于 土壤 表层 10cm 左右 ， 不 耐 牧 ,家 
冀 采 食 时 常 容 易 连 根 拔 起 ， 在 土质 蓄 松 的 沙 地 生境 中 ， 更 容易 遭 到 
性 畜 采 食 践 踏 的 破坏 。 
AA SERRSWRE, KR, ORS, SHER, 

草 质 和 柔软， 适口 性 好 。 马 、. 牛 . 羊 和 骆驼 均 喜 食 。 旱 麦草 在 春季 生长 
旺盛 时 期 ， 正 是 性 畜 经 过 漫长 冬季 ， 厌 情 很 差 ， 从 冬 场 转 到 春 场 ? 
家 畜 急 需 获 得 足够 营养 物质 来 恢复 体 原 ， 以 利 产 羔 育 羔 , 总 之 ， 蛙 
麦草 在 春季 草场 饲 章 的 供应 上 起 着 重要 作用 。 

旱 麦 草 生长 状况 与 冬季 积 雪 和 春雨 有 着 相当 密切 的 关系 CD 
自然 气候 年 度 间 的 变化 影响 较 大 ， 当 遇 到 干旱 年 份 ， 就 不 利于 它 的 
萌发 和 生长 ， 甚 至 寸 草 不 生 。 

旱 麦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一 般 ， 含 纤维 素 较 低 ， 含 区 分 较 高 。 其 
+ 30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 

210 旱 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本 上 质 (%) 钙 Bt 
生育 期 由 

A > BG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 分 | 〈%) | Oo 

开花 8.32 9.05 | 3.71 18.60 50.27 10.05 | 0.152 | 0.259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分 析 室 。 

( 杨 恩 忠 ) 

11. 墨西哥 类 玉米 

Euchlaena mexicanna Schrad. 

NS BAARAR. EK |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禾 草 。 须 根 发 达 。 秆 粗壮 ， 直 立 ， 从 生 ， 高 

3.5 各 左右 。 叶 片 披 针 形 ， 光 滑 无 毛 ， 叶 色 淡 绿 ,， 叶 脉 Elis BP 

紧 包 葵 秆 。 肉 雄 同 株 异 花 ， 雄 穗 着 生 蔡 秆 项 部， 多 分 枝 达 20 个 左 

右 ， 圆 锥 花序 ， 花 药 黄色 ， 花 粉 量 大 ， 雌 穗 多 而 小 ， 距 地 面 5 一 8 节 

以 上 ， 每 节 着 生 一 个 肉 穗 ， 每 株 有 7 个 左右 ， 肉 穗花 序 ， 花 丝 青 红 

色 。 每 穗 产 种 子 8 粒 左右 ， 种 子 互 生 于 主轴 两 侧 ， 外 有 一 层 包 时 庇 

护 ， 种 子 呈 纺锤 形 ， 麻 褐色 (All). 

细胞 染色 体 2n = 20。 

地 理 分 布 “墨西哥 类 玉米 原 产 墨西哥 。 中 美 各 国 均 有 栽培 。 在 

我 国 引种 后 ， 长 江 以 南 地 区 均 有 种 植 ， 华 北 也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墨西哥 类 玉米 生长 旺 感 ， 生 长 期 长 ， 分 

茧 期 占 全 生长 期 的 60% ， 在 南方 ，3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9 一 10 月 开花 ， 

1 月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245 天 。 分 昔 的 植株 ， 开 花 晚 ， 成 熟 比 主 

侍 晚 15 天 左右 。 种 子 成 就 后 ， 易 落 粒 。 在 北方 种 植 ， 营 养生 长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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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往 往 不 能 结实 。 

种 子 由 于 外 面 有 

硬 壳 保护 ， 影 响 种 子 

吸水 , 因此 , 播种 时 要 

求 土壤 水 分 较 好 。 播 

种 要 求 温 度 为 18 一 

25°C, 10 天 即 可 出 苗 。 

45—50KF AE, 

Fy BEI 140K. REA 

Bt, — AAR SY BE A 

达 15 一 30 株 ， 有 的 可 

达 55 株 以 上 。 

墨西哥 类 玉米 苗 

期 生长 慢 ， 到 5 片 叶 

后 开始 分 莫 ， 生 长 速 
度 加 快 ， 日 生长 量 

2.1 一 3.7cm。 最 适宜 

的 生长 气温 为 24 一 

27%C。 生 长 速度 与 

水 分 、 养 分 、 温 度 、 

光照 呈正 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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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墨西哥 玉米 Fuchlaena mexicanaa 

Schrad. 

墨西哥 类 玉米 适宜 生长 在 海拔 500m 左 右 的 平地 , EH pHs. 5— 
7.5， 温 暖 、 潮 湿 的 气候 条 件 。 耐 高 温 ，38sC 高 温 生 长 旺盛 /不 耐 

饲 用 价值 ”墨西哥 类 玉米 质地 胞 嫩 ， 多 汁 ， 甘 甜 ， 适 日 性 好 ， 

Al. AUC, TRAE. 3. ABTA, WERKEROK 

RAR. FRE PEG, Ze” Pa AE HY XI PA 4—S eK, BPH HE RL7500— 
10000 kg, 

° 32 ， 



表 11 一 1 “墨西哥 类 玉米 的 生育 期 * (日 /月 ) 
NAA a 

播种 由 a sre | ae 灌浆 期 | a | 枯黄 期 

14/5 18/9 25/11 

# 1986 年 ， 广 西 观察 资料 。 

表 11 一 2 ”墨西哥 类 玉米 的 化 学 成 分 * 

Rm | 分 析 生 水 Gh 风 于 有 物质 (%) 

| lh | 白 ; 质 AE | 浸出 物 | HAR 

广西 南宁 Zein} Ay Be HH 14.8 9.83 1.89 27.09 37.20 9.19 |0.36/0.47 

»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农业 科学 院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R1—3 墨西哥 类 玉米 氨基 酸 成 分 * (%) 

氨基 酸 各 称 含 量 | 氨基 酸 名 称 | a 量 

天 门 冬 氨 酸 

苏 A RB 

FEAR 

% AR 

Mm 所 了 酸 

ARR 

pi A mR 

氨 

组 氨 酸 

i 氨 酸 

i 氨 酸 

is 

也 

zz fF kk fF = FF a 下 

S$ BBE ES 汪 Bi et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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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一 4 ， 墨 西 坷 类 玉米 元 素 含量 * 

元 素 名 称 a 量 | 元 素 名 称 含 量 

铝 (ppm) 90.18 | 'F (ppm) 25.1 

Gi (ppm) 5.9 ‘4 (ppm) 4.64 

§l( ppm) 3.88 $i (ppm) 47.94 

5%) 0.39 ‘@ (ppm) 2.19 

#4 (ppm) 0.45 BEC%) 0.36 

# (ppm) 0.23 (ppm) 3.75 

i <0 &k (ppm) . 2.65 

(ppm) 21.69 #8 (ppm) 6.37. 

& (ppm) 178.34 Bit %) 0.11 

BBC %) 2.52 Bic ppm) 1.95 

EC%) 0.23 FECY%) 0.02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墨西哥 类 玉米 播种 的 土地 要 选择 平坦 、 肥 沃 、 排 灌 
方便 的 地 块 ， 施 足 基肥 。 和 条播 或 穴播 ， 行 距 30 一 40cm ,株距 30cm， 

每 亩 用 种 子 量 0.5 kg 左右 ， 出 苗 后 至 5 片 叶 时 生长 开始 加 快 ， 应 追 
施 氮 肥 5 一 10 kg / 亩 ， 并 结合 中 耕 有 培土 。 

青 饲 用 ， 可 在 昔 高 Im 左右 浊 割 ， 每 次 浊 割 后 HR, 青 
贮 用 ， 可 先 浊 割 1 一 2 次 青 饲 后 ， 当 再 生 草 长 到 2m 左右 高 ， 孕 穗 时 
再 刘 ， 做 种 子 用 ， 也 可 刘 割 2 一 3 次 后 ， 待 其 植株 结实 ， 肉 穗花 丝 枯 

凌 变 黑 时 ， 苞 时 变 黄 即 可 收获 ， 过 晚 易 落 粒 ， 造 成 损失 。 每 亩 收 种 
子 50 kg 左右 。 

( 黄 致 诚 RBR) 

12. Pa LAE A 

Festuca olgae (Rel. ) Krivot.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禾 草 。 具 下 伸 的 根 KS, HMB, MER 

20 一 30cm ， 生 殖 枝 高 40 一 85cm 。 须 根 具 砂 套 ， 秆 直立 ， 平 滑 ， 基 

s 34° 



部 具 密集 残存 的 褐色 

nays 叶片 坚硬 、 内 

4. Bl HE TE FPA 

长 4 一 10cm ， 具 10 一 

20 AN Bas ZN FE Bl SB 

vB, RAR, 23-6 

Ate, SATE, HEB 

AAS ERS, | EZ HR 

ARBRE, MRR 

A, SPICE, A 

WARE, BRK 4 
mm (12).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天 山 、 帕 米 

尔 、 昆 仓 山 的 3200 一 

4000m 处 ， 阿 尔 泰 山 

的 中 山 及 亚 高 山 草 原 

tts 国外 苏联 中 亚 地 

图 12 PRUs Festuca olgae (Regl.) 

Krivot. 

区 、 喜 马 拉 雅 西部 山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西山 羊 茅 生长 于 壤 质 亚 高 山 草原 土 上 ， 

是 一 种 冷 时 型 牧草 ， 成 团 丛 状 ， 团 丛 直径 20 一 40cm 。 多 分 布 坡度 大 

于 15 反 的 阴 坡 、 半 阴 坡 。 在 中 山 、 亚 高 山 较 平 组 的 地 段 或 相 类 似 的 

BAS by ATK Rh BEAD. 

在 昆仑 山 的 中 山 带 、 亚 高 山 带 多 成 为 高 赛 草原 的 重要 优势 种 之 

一 站 5 MRSA (Festuca ovina L. Subsp. sphagnico- 

ta), MBM (Carex serotina), =~ BBN (Kobresia sieno- 

carpa) SRPMMAKECWURRERMERE 地 植被 型 。 以 西 

山羊 茂 为 优势 种 的 草地 型 ， 季 节 特 征明 显 ， 盛 夏 之 际 ， 西 山羊 茅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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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在 阳光 照射 和 微风 吹 动 下 ， 闪 射出 波浪 起 伏 的 缕缕 银 光 。 

西山 羊 茅 5 月 初 开始 萌发 ， 6 月 开始 抽穗 ， 7 PPAR, 8 

AT AG, BAS AS RRR. Te ieee ela 

正常 生长 。 冷 季 残 存量 多 。 

饲 用 价值 西山 羊 蒋 适口 性 良好 ， 抽 穗 前 叶片 嫩绿 ， 各 种 家 

BEE, HEU, HARARE, RBPBRE. US. H 

+. WFHBHOEREARS, LEAS, MEBAKS. Hall 

ZRFEFEE. 

FE BBE iy iy HRS es A AH, PE RE ee 

主要 牧草 之 一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 

表 12 西山 羊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 于 物质 %) * 

采样 | 采样 | 生育 | 水 | 粗 蛋 | 粗 | A | 无 所 | 粗 

时 间 | 地 点 | 期 | 分 | A | 脂肪 | 纤维 | 浸出 物 | RD 

分 析 

部 位 
|。 

LK 1 og [IFAS 8.18 | 8.75 | 2.87 |22.42 | 48.90 | 888. 0699 | 0.22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划分 析 室 分 析 。 

C4 Fa) 

13. Hi a) =F 

Festuca pratensis Huds. 

形态 特征 SHEA, WRK, FHM, TR, KRTO— 

130cm 。 叶 片 扁平 成 内 卷 ， 长 15 一 20cmj 叶 耳 披 针 形 , RRS, 

边缘 具 睫 毛 。 圆 锥 花序 紧缩 或 稍 和 舒展 ， 长 10—25cem; 小 穗 长 10 一 

15cm, 含 6 一 10 花 ， MRABAWB, K3—-5mm, LE, WAR 

ms 外 释 长 孵 形 ， 长 5 一 8smm， Wick, FRR Es 花药 长 达 

4mm 《图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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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染色 体 2m = 

14。 

MED ER 

国 分 布 于 新 疆 伊 犁 谷 

地 国外 欧洲 及 苏联 

中 亚 、 西 伯 利 亚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i apo P 

KB, HAM ELRARE 

草 甸 植物， 生 于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低 湿 地 、 河 

SEP. aA KAY 

LM AHL, HM 
(Bs BF FF (Cala- 

magrostis pseudo- 

phragmites), $i 
图 13 Bays Festuca pratensis Huds, 

EH (Elymus dahuricus), {2 ##R (Elytrigia repens), Gif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4H (Carex sp.) 等 组 成 草 

旬 草 地 植被 类 型 。 

草 旬 羊 茅 最 适宜 在 潮湿 、 肥 沃 、 粘 重 的 中 性 壤土 上 生长 ， 但 对 

土壤 的 适应 性 较 广泛 ， 耐 酸 、 耐 碱 ， 适 应 的 PHA 4.5—9.5. thie 

耐 积 水 。 生 长 两 年 的 植株 ， 根 系 发 育 完全 ， 在 短期 于 旱 时 ， 也 能 生 

长 。 

该 草 植株 高 大 ， 分 药力 强 ，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生 长 3 一 4 年 的 植 
株 ， 生 殖 梳 可 达 10 个 以 上 过 叶 量 丰富 ,一 般 叶片 占 总 重量 的 71.7%。 

Rif BSE WA EHO, Sc AE 苗 当 年 不 具 生 殖 枝 ， 第 二 年 开始 
发 育 ,第 三 四 年 生长 最 旺盛 。 它 返青 早 ， 在 新 疆 3 月 中 旬 返 青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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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抽穗 ， 7 月 结实 ， 8 月 初 成 熟 ， 果 后 分 裴 仍 能 继 棱 生长 ,， 直 至 入 
冬 枯黄 。 
饲 用 价值 “ 间 旬 羊 茅 在 抽穗 前 ， 牛 、 马 喜 食 ， 弟 乐 食 ， 成熟 

后 ， 马 喜 食 其 穗 ， 牛 喜 食 其 叶 。 果 后 的 再 生 枝条 各 类 察 畜 均 喜 食 。 
调制 干草 可 做 为 冬季 大 牲畜 的 补充 饲料 。 属 于 优等 牧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 

13 BERNER (%) 

采 OF 分 析 | 水 | 粗 蛋 | 粗 | A | 无 KR) 
灰 | & wR 

地 点 浸出 物 | 分 

oh 47.84 让 二 

*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草 分 析 旦 分 析 。 

ERB 

开花 期 | SH 27.91 ma 
新 源 县 

14. BEAR AE HE AE 

Festuca ovina |, subsp. sphagnicola 

(B. Keller) Tzvel.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丛 生 禾 草 。 须 根 RM. H15—35cem, S 

秆 基部 被 灰 棕 色 枯 菱 叶鞘 。 叶 片 内 卷 。 圆 锥 花序 紧缩 呈 穗 状 ， 长 

2 一 4cm， 小 穗 长 6 一 gcm AR RRR fa; Sp 4 3.8—5mm, 

顶端 具 短 芒 ， 长 为 外 释 的 1/3 一 1/4 子 房 顶 端 无 毛 ; 花药 长 约 2mmm 

(图 14)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天 山 、 阿 尔 泰 山 、 准 噶 尔 西部 山地 、 帕 

KRM BCs 在 国外 ， 分 布 于 蒙古 西部 、 苏 联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穗 状 寒 生 羊 茅 是 一 种 寒 旱 生 的 下 繁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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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生 长 于 灰 钙 土 、 

栗 钙 土 、 山 地 草 旬 土 

和 亚 高 山 草原 土 上 。 

穗 状 寒 生 羊 茅 是 

生 在 天 山 、 阿 尔 泰 山 

海拔 1900 一 3000m | 

西 昆 仑 山海 拔 3000 一 

3400m 的 山地 草原 、 

亚 高 山 草 旬 以 及 高 寒 

草原 带 的 重要 优势 种 

之 一 。 在 昆仑 山 山 地 

BRADY, BSB 

4> & (Artemisia 

parvula), ECE He 

(Stipa roborow- 

skyi) wi RRS 

组 成 山地 草原 的 主要 

草地 类 型 。 其 伴生 种 

植物 常见 有 昆仑 早熟 

Rl14 ARRAS Festuca ovina 工 。 
subsp. sphagnicola (B,Keller) 

Tzvel, 

A ( Poa litrilloviana) MBM (Elymus nutans), —~BWS 

陵 菜 (Potentilla bifurca) 等 ， 亩 产 于 草 60 一 140 kg 。 

穗 状 寒 生 羊 茅 一 般 4 月 底 萌 发 ，6 月 初 至 6 月 中 名 抽穗 ， 8 月 

初 结实 ，10 月 底 枯黄 。 

穗 状 寒 生 羊 茂 ， 再 生性 强 ， 耐 牧 性 也 强 ， 抗 逆 性 较 差 ， 在 于 旱 

Sh, HERR, KER. 

饲 用 价值 在 整个 生长 季节 ， 编 羊 、 山 羊 喜 食 ， 马 在 春 、 夏 季 

HER, KBAR, RE, BERR. AT BA HR, 

而 牧 、 产 量 高 ， 因 而 是 夏季 和 秋季 放牧 地 家 畜 的 重要 笋 草 。 穗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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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生 羊 茅 营养 价值 中 等 ， 从 化 学 成 分 含量 来 看 ， 粗 蛋白 质 和 糖分 盒 

量 较 高 ， 而 粗 脂 肪 、 粗 灰分 中 等 。 但 在 草地 中 占 重 要 地 位 ， 是 山地 

草地 中 的 优良 收 昔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4。 

表 14 穗 状 寒 生 羊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干 物质 %)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生 水 | 粗 蛋 | A 粗 TR. #4 
脂 纤 KR | 钙 | R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4y | 白质 | 肪 维 | BHM | 分 

全 株 Se an 7.31 | 8.15 | 2.32 |29.60 | 47.57 | 5205 |0.27| 0.078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笋 草 分 析 室 分 析 。 

CH A HD 

15.K% Re 

Hordeum vulgare Le 

CARTE ”一年生 或 二 年 生 草本 。 秆 高 50 一 100cm， 光 滑 ， 有 

4 一 7 i. HB: MARR, K1—2mms HARK, 叶片 长 

5—20cm, H6—20mm., MIRE, K3—8em, He Tae 8 

ANB, AEDME 14s MAB, K8—14mm,) 先端 芒 长 8 一 

16mm; 4)>i2HMIB, K10—1llmm, 5fk, #@ K10—l15cm, F 

HARSHA, BADR, RSERKADA GR CPR 

var. nudum Hook.f. ) FALH25—30g (M15),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种 植 大 麦 有 五 千年 的 历史 。 在 本 世纪 30 年 代 就 

达到 1 亿 多 亩 。 分 布 区 域 很 广 ， 从 东海 之 滨 的 江苏 * 浙江 至 青藏 高 

原 ， 在 海拔 4700m 以 上 的 地 区 仍 有 种 植 ， 南 起 福建 、 江 西 》 北 到 内 

蒙古 、 黑 龙 江 ， 全 国有 25 个 省 (KR) 都 有 种 植 。 

从 种 植 季节 划分 ， 全 国 分 为 春 大 麦 和 冬 大 考 两 个 生产 区 域 前 

者 多 为 冬季 严寒 ， 大 麦 不 能 越冬 的 地 区 ， 主 要 有 东北 、 内 过 古 、 山 

ee 60。 



1. ee. Wie. H 

mn. Bs 后 者 以 河 

北 以 南 、 东 南 沿海 和 

云南 、 贵 州 为 多 。 从 

种 植 的 大 麦 类 型 看 ， 

除 青海 、 西 藏 、 四 川 ， 

康定 等 高 海拔 、 生 育 

期 得 、 积 温 低 的 地 区 

种 植 裸 大 麦 以 外 ， 其 Os tijjj;4 

> NAS >> EZ wr WA Ze 

O> = ~ 

4 

Z 

Py Ze 
. Z : . <2 

—<=~ = — . ee. 

AN “+ ~~ 四 

tie 

A Rta 

余 多 数 是 种 植皮 大 ee 

a MW, 
在 世界 上 除 我 国 NY 

外 ,主要 分 布 在 美 bY | 
i. Me AL Be As 
延 、 法 国 、 土 耳 其 、 
i 意大利、 tea migare be 
HK. KRSAR.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大麦 适 于 在 中 性 土壤 上 种 植 ， 但 轻微 酸 

性 或 碱 性 土壤 仍 可 生长 。 大 麦 属于 耐 低 温 作 物 ， 尤 其 在 苗 期 耐寒 力 

较 强 ， 但 不 同 生态 类 型 的 耐寒 力 有 所 不 同 。 根 据 不 同类 型 大 麦 春 化 

阶段 对 温度 条 件 的 要 求 ， 可 划分 为 冬 性 、 灶 冬 性 和 春 性 3 个 类 型 。 

我 国 幅员 辽阔 ， 大 麦 分 布 于 全 国 ， 由 于 各 地 气候 条 件 差异 悬 

殊 ， 根 据 各 品种 阶段 发 育 特 性 ， 在 生产 实践 中 划分 以 下 3 个 区 :者 

大 麦 区 、 北 方 大 麦 区 和 南方 冬 麦 区 。 

饲 用 价值 全 世界 大 麦 总 产量 中 有 87 一 90% NAR. RU 

年 来 用 于 饲料 的 大 麦 约 500 万 t， 占 大 麦 总 产量 的 70% 。 大 麦 籽 实 的 

饲 用 价值 相当 于 玉米 的 95% 。1kg 大 麦 籽 实 含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75g， 

臣 可 消化 纯 蛋 白质 65g， 钙 1.2g， 磷 3。.3g。 青 刘 大 麦 是 奶牛 夏 初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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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的 优质 青饲料 。 在 抽穗 初 期 收割 ， 可 以 调制 出 上 等 青贮 饲料 。 
大 麦秸 秆 经 过 氨 化 、 碱 化 或 盐 化 处 理 ， 可 以 提高 饲料 的 适 百 性 和 消 
化 率 。 大 麦 籽 实 是 家 畜 日 粮 中 不 可 缺少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尤 其 是 饲 
养 瘦 肉 型 猪 的 日 粮 中 ， 更 不 可 缺少 ， 一 般 占 23 一 32%。 腌 制 金华 火 
腿 和 宣武 火腿 所 饲养 的 生猪 ， 其 日 粮 中 大 麦 约 占 60%% 左 者 。 

大 麦 之 所 以 在 国内 外 饲养 业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吕 主 要 原因 是 它 所 
含 营养 成 分 完全 ， 尤 其 是 蛋 自 质 、 氨 基 酸 和 玉 物 质 含 量 都 较 直 富 
(#11—1, 11—2) 。 

%15—1 ABS RS R*(%) 
—_—_—_—_—__ oe 站 一 

样品 名 称 | 水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纤维 | 粗 灰 分 | 钙 | i 

2.83 0.05 | 0.4} 

8.76 -一 一 

表 15 一 2 大麦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 | * | m | @ 精 | 栈 
ela] B |) a) ww 

m| mt} me] em |) ed oe 

57 

酸 酸 酸 酸 

0.41 0.66 | 1.27 。 0.59 | 1.93 0. 26 。 。 Ba 0.50 | 0.16 | 0.45 | 0.57 

#15S—2HW, SRABRNGH, MAPFEKMAF GE 

闻 实 中 的 氮 基 酸 含量 。 

65.21 6.95 

30.13 40.4] 

©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Pt 

表 15 一 5 ARHLPRETRE B(me/kg) 

EYE oan ere ser 
179.96 41.78 6.43 3.21 17.99 



栽培 要 点 “大 麦 是 适宜 密植 的 作物 ， 吸 收 水 肥 能 力 较 强 ; BOR 
土地 必须 经 过 耕 翻 ， 结 合 施 底 肥 ， 每 公顷 可 施用 有 机 肥 10 一 15t。 

及 时 破 碎 土 块 ， 达 到 土壤 芍 松 、 平 整 ， 以 保证 播种 质量 。 播 种 期 各 

地 可 根据 气候 条 件 而 定 . 春 大 麦 区 一 般 从 3 月 9 日 至 4 月 22 日 , 娘 大 

麦 区 为 9 月 25 日 至 11 月 26 日 。 播 种 方式 可 采用 条 播 ,行距 15 一 30cmi。 

南方 稻 屿 冬 播 时 , 可 采用 搬 播 或 穴播 。 播 种 量 每 公顷 为 50 一 70 kg ， 

覆土 深度 2 二 3cm ， 播 后 镇 压 。 籽 实用 大 麦 可 在 分 静 至 拔 节 期 追 施 
氮 、 磷 无 机 肥 1 一 2 次 ， 每 公顷 为 100 一 150 kg HX) 利用 时 ， 可 在 

孕穗 至 抽穗 期 收割 。 

《 陈 自 胜 ) 

16. 银 fa HE 

Leucopoa albida (Turcz。) 开 FTecg。 

et Bobr. 

别名 白 春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和 直立， 丛生 ， 高 25 一 60cm ， 具 2 一 

3 节 ， 基 部 具 密 集 的 褐色 残存 叶 藉 ， MBs HAIL AES 叶 

片 常 对 折 成 内 卷 ， 长 5 一 20cm， 宽 约 2mm， 常 无 毛 。 圆 锥 花序 紧 

缩 ， 具 5 一 20 个 小 穗 ， 小 穗 长 7 一 12mm， 含 3 一 6 小 花 ， 银 灰 绿 色 ， 

单 性 ， 为 不 完全 的 肉 雄 异 株 ; PI, WAR, 第 一 颖 长 3 一 5mm， 

具 工 脉 ， 第 二 颖 长 4 一 5mm， 具 3 脉 ; 外 释 卵 状 抢 圆 形 , 多 DAF, 

Fem A MAMMA, WARK, AMM, AEA 

Ws ARSRMHKT OH. MRK 4mm, AW 〈 图 16)。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蒙古 、 苏 联 的 东 

西伯 利 亚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银 穗 草 在 内 蒙古 东部 地 区 ， 于 每 年 5 月 

中 旬 形 成 基 生 叶 从 ， 6 月 初 开始 拔节 、 抽 穗 ， 形 成 大 量 的 营养 枝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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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 枝 ， 构 成 一 密集 

PHA, 6 月 中 名 到 

7 月 上 名 开花 ， 7 月 

: 环 至 8 月 中 果实 成 

熟 。 根 系 发 达 ， 深 入 

土 层 40 一 60cm ， 多 

集中 在 10 一 30cm 处 ， 

形成 有 弹性 的 生 草 土 

Bo 

银 穗 草 具 有 较 强 

的 耐寒 性 和 耐 旱 性 。 

长 期 生长 在 寒冷 的 山 

地 草原 。 在 漫长 的 系 

统 发 育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抗旱 耐寒 的 特性 。 - 

由 于 多 年 簿 存 的 大 量 

BAL BR HB A he 

内 ， 因 而 增加 了 根 际 

的 湿度 称 温 度 ， 同时 

也 保护 了 埋藏 在 植株 

图 16 银 穗 草 Leucopoa albida (Turcz.) 

Krecz, et Bobr. 

LESH ReMA, 

本 种 为 多 年 生 中 旱 生 山地 草原 种 。 在 森林 草原 带 和 草原 带 的 山 

地 顶部 或 山坡 上 ， 常 以 建 群 种 与 羊 茂 CFestuca ovina), eH 

(Kobresia bellardi), hy CSanguisorba officinalis), ® 

Ai CSaussurea iodostegia) 等 形成 繁茂 的 银 穗 章 草 地 或 

零星 混 生 于 贝加尔 针 茅 CStipa baicalensis) MAW ®W CFili- 

folium sibiricum) 草地 中 。 

饲 用 价值 ” 银 穗 草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春 季 为 牛 、 马 、 羊 喜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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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四 季 采 食 。 各 种 家 冀 均 以 春季 适口 性 最 好 ， 夏 秋 以 后 茎 叶 变 粗 

硬 ， 适 口 性 有 所 下 降 。 冬 和 邓 马 、 牛 乐 食 。 

银 穗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6 。 

表 16” 银 稿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sew | 水 分 | ees | mime | asin | earns | a | % | Be 

果 期 (结实 期 ) 8.12 7.38 3.71 29.15 46.68 4.96 | 0.37 0.22 

+ KT RRASHRAA HH. 

银 穗 草 为 密 丛 型 下 繁 笋 草 。 茎 叶 繁 茂 ， 分 药力 强 ， 耐 践踏 ， 再 

AVERT, ERMA + 杂 类 草草 旬 草 地 中 ， 人 鲜 草 产量 占 草 群 总 生物 

量 的 38% 以 上 ， 营 养 枝 超 过 生殖 梳 3 倍 左右 。 茎 叶 及 穗 之 比 为 39.62: 

36.15:24.23。 冬 季 保 存 率 高 。 是 一 种 良好 的 放牧 型 :牧草 有 一 定 

的 裁 培 前 途 ， 可 通过 引种 驯化 为 北方 寒冷 地 区 的 放牧 场 改良 提供 草 

种 。 

(FRR FRH) 

17. 天 山 赖 草 

Leymus tianschanicus (Drob。) Tzvel. 

CAneurolepidium tianschanicum 

(Drob. ) Nevski) 

彩 态 特征 ”多年生 曹 本 。 具 下 伸 的 根 状 茎 。 秆 直立 ， 单 生 或 从 

生 ， 高 70 一 130cm; 叶鞘 无 毛 , 长 于 或 短 于 节 间 ,基部 的 残留 叶鞘 呈 

SPARK, MPR, Mk, 长 2 一 mm 叶片 质 较 硬 , 长 20 一 40cm， 

宽 5 一 9mm， 扁平 或 内 卷 ， 无 毛 。 穗 状 花 序 直立 ， 长 20 一 35cm， 

小 穗 通常 3 枚 着 生 于 穗 轴 每 节 ， 长 1.5 一 1.9cm， 含 8 一 5 小 花 ， 颖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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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稍 长 或 等 长 于 小 

hi, Piet SL 

颖 稍 短 ， 背 具 1 脉 呈 

Aik, Se A KR 

针 形 ， 具 5 脉 ， 先 端 

ANDRE: 内 释 等 长 

或 短 于 外 释 ( 图 17)。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天 山 ， 苏联 中 

亚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天 山 赖 草 为 多 

年 生 旱 中 生根 状 茎 禾 

草 ， 多 见于 草 旬 中。 

在 新 疆 散 生 于 天 山北 - 

RE it, (AEH 

(Stipa capillata) 

+ WES (Festuca 

valesiaca) +B 

(Artemisia sp. ) 

图 17 Kim Leymus tianschanicus 

(Drob.)Tzvel. 

(Aneurolepidium tianschanicum 

(Drob.) Nevski) 

+ 杂 类 草山 地 草原 中 ， 可 成 为 主要 伴生 种 ， 在 局 部 坡 面 也 可 成 片 生 

长 。 

生长 地 的 土壤 为 栗 钙 土 、 淡 栗 钙 土 、 地 表 常 有 砾石 。 

天 出 赖 草 对 水 分 要 求 稍 高 ， 喜 湿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在 贫 将 的 

土壤 上 也 能 较 好 的 生长 。 耐 践踏 、 耐 盐 碱 ， 再 生 能 力 强 ， 生 活力 也 

强 。 生 长 速度 锯 ， 一 般 4 月 下 名 返 青 ， 6 KP. 

饲 用 价值 “天山 赖 草 生 长 快 ， 产 量 高 ， 但 全 株 较 粗糙 ， 适 口 性 

稍 差 。 在 幼 嫩 时 期 ， 马 、 牛 和 羊 都 乐 食 ， 开 花 后 适口 性 下 降 ， 马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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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只 采 食 其 叶片 。 在 枯黄 后 ， 尤 其 是 冬季 , : 基 生 叶 保 存 尚 好 ， 作 为 

冬季 放牧 ， 各 类 家 瘟 都 乐 食 ， 在 大 雪 覆 盖 下 ， 对 不 会 扒 雪 采 食 的 牛 
放牧 ，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7 一 1、17 一 2、17 一 3。 

表 17 一 1 天 山 赖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干 物质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生 | 水 粗 
灰 | 猪 fing 

部 位 分 

全 株 下 re 结果 期 | 7.84 | 7.28 | 1657 | 25.41] 52.07 | 5.83 ny 0.186 - 

R72 KUMBRSBRD* (%) 

ERA HK & 量 AERA RK VE 县 

天 门 冬 氨 酸 0.73 FAR 0.29 

a 酸 0.32 亮 氨 酸 0.49 

丝 氨 wR 0.31 m A mR 0.14 

谷 氨 RB 1.02 葵 两 氨 酸 0.26 

H A RB 0.30 gm A mR 0.37 

A A R 0.39 氨 0.8 

uBR 2 R 0.10 Aa mR 0.11 

a A mR 0.41 im AR 0.35 

i A R 0.09 ii 2 酸 0.5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提供 样品 ， 采 样 时 期 为 结实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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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3 天山 赖 草 元 素 含量 * 

元 素 名 称 a Bt | 元 素 名 称 

(ppm) 0.029 ‘& (ppm) 46.6 

ii] (ppm) 4.4 44 (ppm) 0.24 

(ppm) 7.5 钠 (%) 0.15 

#E(%) 0.19 eR <0 

8 <0 BEC %) 0.1 

$4 (ppm) 0.12 铅 <0 

&5 (ppm) 0.5 €k (ppm) 3.50 

i (ppm) 0.66 &% (ppm) 18.65 

EC %) 0.03 Bi %) 0.08 

钾 (%) 1.1 矶 (ppm) 0.33 

镁 (% ) 0.08 &t (ppm)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提供 样品 ， 采 样 时 期 为 结实 期 

| 

* RRUKSPONRBSAAM | 

| 

(RB) | 
| 

18,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 

别名 ts, AS | 
PARE £7434, FH, WH, W1—-1.25m, 7% 

=, HHAAH. HMKT HH, MOAKR E, eB, 长 
1 一 2mm， 先 端 有 短 毛 。 叶 片 长 条 形 ， 长 约 20—-50em, HH1— 
1.5cmy FRRREEHAAB. AER 扇形 ， 长 10 二 40cm， 

主轴 长 不 超过 花序 之 半 ， 穗 轴 不 脱落 , 分 枝 坚 硬 直 立 ， 小 穗 披 针 形 ，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具 不 等 长 的 柄 ， 含 2 小 花 。 仅 第 二 小 花 结 实 ， 基 盘 
具 白 色 至 黄 褐色 和 柔 毛 ， 第 一 颖 先端 渐 尖 ， 两 侧 具 脊 ， 兰 间 有 2 一 3 
脉 ， 第 二 颖 舟 形 ， 边 缘 具 小 纤毛 :第 一 外 释 和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较 颖 稍 
i, 第 二 外 释 较 狄 ， 较 颖 短 1/3， 芒 自 先 端 裂 齿 间 伟 出 ， 长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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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 RH. Af 

Bh, KAAS 

1/2 (图 18)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亚 热带 各 省 

《区 )， 湖 南湖 北 、 

江西 、 安 徽 、 浙 江 、 

福建 、 四 川 、 贵 州 、 
云南 、 广 西 、 广 东 等 

省 。 在 国外 ， 日 本 、 

南洋 群岛 、 东 南亚 各 

国 也 有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SPER ATE 

禾 草 。 对 环境 适应 性 

强 ， 为 厂 布 住 植物 。 图 18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 
芒 为 中 旱 生 的 阳性 根 

状 蕉 ， 侵 占 力 强 ， 能 迅速 形成 大 面积 草地 。 喜 湿润 ， 但 能 耐 干旱 ， 

对 温度 要 求 不 严格 。 生 于 酸性 土壤 上 ， 在 以 黄 款 、 黄 棕 壤 上 生长 

良好 ， 但 能 适应 多 种 土壤 类 型 ， 具 有 很 强 的 适应 性 和 再 生 能 力 。 该 

种 在 淮河 以 南海 拔 800 一 1500m 的 中 低 山 地 、 丘 陵 、 河 滩 、 林 间 、 

农林 隙 地 、 荒 地 上 均 有 广泛 的 分 布 。 在 土 层 比较 深厚、 湿润 的 地 

带 ， 在 海拔 2000m 左 右 的 山地 和 数 十 米 的 农 区 低 湿 地 上 ， 芒 也 能 良 

好 地 生长 。 在 江苏 南部 丘陵 低 山 ， 湖 北大 别 山区 都 有 广泛 分 布 。 在 

东北 地 区 有 零星 分 布 。 在 夏季 清凉 、 冬 季 略 寒 ， 多 雨 多 雾 的 山地 气 

候 ， 年 平均 气温 不 低 于 14 一 16%，10"C， 积 温 4500 一 5000%C 的 地 

KR, WOR aa. FER, DMB, BABAK, (HD 

BEB, WHI), HM50—70cm, & AWM, AR,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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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在 亚热带 土壤 湿润 的 山 地 ， 草 层 的 植被 组 成 大 致 有 20 一 25 种 

植物 ， 芒 常 与 野 古 草 CArundinella hirta), HAE (Miscant- 

hus ioridxlxs)、 白 茅 (/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FA BYE. FE HK, HSH (Eulalia speciosa) SARE 

dh, MadtAy ek, HHS A (Deyeuxia arundinacea), ®# 

3% (Themeda triandra var. Japonica) 形成 优势 的 群落 ， 在 土 

坏 湿 润 的 农 区 ， 常 与 芒 其 (Dicranopteris dichnotora)、 组 成 灌 

草丛 。 在 山区 灌 草 从 中 ， 芒 常 成 为 建 群 种 。 在 所 荒地 、 农 田 孙 地， 

芒 的 侵占 力 很 强 ， 常 成 为 重要 的 优势 种 。 在 高 放牧 频 度 的 草地 上 ， 

芒 的 再 生 受 到 强烈 的 控制 ， 草 层 变 斤 ， 但 基部 丛生 蔡 增 多 ， 章 质变 

WK, Ft HERES | 

草地 的 青草 期 一 般 自 4 月 下 旬 起 到 A Pak. BER 

当地 割 草 或 放牧 利用 ， 青 草 期 可 延至 10 月 左右 。 芒 和 野 青 茅 群 落 中 

物候 期 的 测定 结果 如 下 〈 表 18 一 1)。 

28-1 芒 和 野 青 茅 的 物 

品 种 | 运 次 | 分 要 | ane deRe atte ce 2 lan | i fe lee 

4 月 25 已 |5A20H 17 月 20 日 85108 a 208 AIA 11 月 5 日 | 潮 北 省 宜昌 

BF it # eee 7308 ba 9 月 13 日 |10 月 21 月 | BA Bie 

饲 用 价值 ” 芒 是 我 国 亚 热带 地 区 由 中 山 直 到 平原 农 区 草地 的 重 

要 成 分 。 它 在 春季 萌发 早 ， 一 般 在 3 月 中 名 开 始 萌发 ，4 月 中 旬 ， 草 

高 10cm 余 ， 茎 叶 和 柔嫩 ， 适 口 性 良好 ， 和 营养 价值 高 ,此 时 可 以 开始 

放 笋 ， 7 月 以 后 抽穗 开花 。 芒 的 生育 期 长 ， 季 节 对 该 牧草 的 适口 性 

有 明显 的 影响 ， 营 养 前 期 ， 适 口 性 良好 ， 家 畜 喜 食 ， 抽 穗 后 ， 营 养 

成 分 大 量 消 耗 ， 植 株 变 粗糙 适口 性 则 下 降 ， 家 畜 渐 不 喜 食 。 

芒 的 前 期 生 苹 迅 喇 ， 恢 复生 长 快 。 抽 穗 前 可 以 连续 放牧 2 一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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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误 。 牛 最 喜 食 ， 羊 也 喜 食 。 在 营养 生长 的 后 期 ， 放 牧牛 群 可 以 

利用 植株 的 20 一 30% 。 华 中 地 区 ， 世 是 春耕 时 期 有 价值 的 重要 饲 

草 农闲 时 进行 放牧 ， 农 忙 时 割 草 青 饲 或 作 补 饲 料 。 在 春季 耕 田 和 
播种 之 后 ， 农 民 喜 将 牛 群 在 芒 的 草地 上 放牧 ， 牛 群 可 以 恢复 体力 。 
在 放牧 营养 生长 的 后 期 ， 放 牧牛 群 大 致 可 利用 植株 的 20 一 30%。 

芒 的 再 生 力 强 ， 一 般 在 8 ATA, RRSP, B9—10 

月 间 ， 再 生 草 层 达 30 一 50cm 时 ， 植 株 鲜嫩 ， 适 口 性 好 ， 性 畜 喜 食 ， 

是 良好 的 深秋 季 放 牧场 。 
芒 是 良好 的 割 草 型 牧草 ， 在 植物 营养 生 长 的 后 期 ， 在 抽穗 以 

前 ， 可 浊 割 晒 制 良好 的 干草 ， 但 这 段 时 间 也 正 是 这 些 地 区 的 多 雨季 
i, HAMA AAEM. 

.抽穗 前 可 浊 割 调制 青贮 料 。 可 以 窖藏 ， 大 量 贮存 青贮 料 ， 可 减 

少 抽穗 后 的 营养 损失 和 调制 干草 时 发 生 霉 烂 。 芒 也 可 以 调制 袋 装 青 
贮 。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 在 不 同 的 生育 期 间 蔡 与 叶 之 间 差别 很 大 GE 
18 一 2) 。 

表 18 一 2 ”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邓 节 变化 〈 占 于 物质 %) 

48.61 |27.85 | 7.38 | 9.14 | 0.33 | 0.53 | 0.26 | 3.01 | 0.07 

52.47 \27.49 | 7.55 | 6.93 | 0.39 

56.59 |29.09 | 6.40 | 4-61 | 0.33 

55.99 |28.35 | 8613 | 4-35 | 0.48 

57.02 |29.18 | 6.86 

”5 。 



表 18 一 5 “六 植 株 各 部 分 的 化 学 成 分 9) 

pee | mem | mm | een | om ae | 均 分 

全 章 5.58 2.00 46.34 37.82 | 8.26 

2.79 0.90 46.71 44.70 4.90 

叶 | 6.9 2.27 47.4 33.98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以 蕊 为 主 组 成 的 草地 ，3 月 中 、 下 旬 可 以 返青 。4 月 上 名 可 以 进 

入 羊 的 饱 青 期 ，4 月 下 旬 可 以 达到 牛 的 饱 青 期 ，6 月 牧草 生长 旺 

盛 ， 利 用 率 最 高 ，7 月 份 产 草 量 达到 高 峰 ， 此 后 生长 停止 ， 蔡 叶 逐 

步 老 化 ， 纤 维 素 含量 增高 ， 粗 蛋白 质 含量 降低 。 例 如 : 7 月 上 名， 
叶 部 蛋白 质 的 含量 为 6.91%， 到 10 月 则 只 有 本 23% 。 这 时 应 注意 转 

移 收 场 ， 防 止 草 地 的 退化 和 水 土 流失 。 秋 未 制 草 后 的 再 生 草 ， 营 养 

成 分 高 ， 适 口 性 好 ,是 良好 的 放牧 青草 。 

表 18 一 4 芒 的 饲料 营养 价值 

分 iT 
可 消化 养分 | 淀 粉 价 ‘se 可 消化 粗 蛋 白 可 消化 纯 

样 3 A 
(g/kg) (g/kg) 

10.13 1:15.35 0.84 0.56 

FH 49.75 30.32 1517.49 2.69 1.67 

鲜 草 13.74 

消化 试验 的 结果 表明 ， 免 对 芒 的 消化 率 不 高 ， 而 羊 的 消化 率 则 

较 高 ， 不 低 于 一 般 禾 草 。 

芒 抽穗 开花 后 的 稿 秆 ， 牲 畜 不 喜 食 ， 以 石灰 水 浸 煮 2 本 时 后 ， 

其 消化 率 和 淀粉 价 均 能 提高 。 深 粉 价 由 原来 的 13% ,可 提高 到 402%。 

芒 干草 的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约 为 30 一 46%, 粗 蛋 白质 为 3.0 一 4.8%。 

HK. ABFA, ANGERS, LATA. WF. 

羊 、 细 毛 羊 、 举 细毛 羊 对 ， 需 要 改良 草地 ， 增 加 豆 科 草 ， 或 添加 全 

氮 量 高 的 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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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 雨 地 区 ， 芝 有 良好 的 水 土 保 持 作 用 ， 要 注意 放牧 强度 对 土 
壤 基 质 的 影响 ， 过 度 利 用 则 引起 草地 退化 和 土壤 流失 。 

芒 抽 穗 时 ， 可 以 用 其 编制 绳 销 ， 草 鞋 ， 可 作为 造纸 原料 ， 建 筑 
材料 及 其 他 工业 用 品 。 
HEA EEDA MKT ARORA, BIR 

人 工 草地 上 ， 很 易 侵入 ， 5 年 以 后 ， 芒 可 成 为 草地 的 主体 。 
进行 人 工 坊 培 时 ， 一 般 靠 根 状 鞋 移植 ， 初 春 切取 根 状 葵 ， 经 过 

培土 ， 施 肥 后 能 迅速 萌发 ， 茂 感 生长 。 芒 的 分 药力 很 强 ， 二 三 年 后 
可 以 获得 较 高 的 产品 ， 种 植 方法 可 视 土壤 条 件 而 定 。 若 土 层 深厚 、 
I, PMH, SLA, WHE, PRT IM, 
增加 覆盖 度 ， 可 以 减少 蒸发 ， 有 利于 植物 生长 。 

(TMG LRM 

19.4 

Panicum miliaceum L. 

别名 BR. HT 

CSG —FEEA, HH, BA 或 少数 丛生， 高 60 一 

120cm， 节 上 密 被 柔 毛 。 叶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K10—30cm, WiK1.5 

cm。 圆 锥 花序 开展 或 较 紧 密 ， 成 熟 后 下 垂 ， 长 约 30cmy AK 

4 一 5mm， 含 2 小 花 ， 仅 第 二 小 花 BN, 第 一 颖 长 为 小 穗 的 1/3 一 

2/3， 具 5 一 7 脉 ， 先 端 尖 ， 第 二 颖 与 小 穗 等 长 ， 具 11 脉 ， B—HE 

具 18 脉 ; 第 二 外 生 革 质 ， 成 熟 后 呈 乳 白色 或 褐色 ， 边 缘 SAAR 

(图 19)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我 国 北方 ， 为 古老 粮食 和 酿造 作物 ， 列 为 五 

谷 之 -~-， 至 今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的 栽培 历史 。 在 我 国 北方 干旱 地 区 分 布 

较 广 ， 河 北 、 山 西 、 陕 西北 部 、 内 蒙古 、 宁 夏 、 甘 肃 ， 及 东北 北部 

地 区 均 有 栽培 。 

ee。 53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R 

是 一 种 早熟 性 作物 ， 生 育 期 

得， 一 般 为 110 一 120 天 。 在 东 

北 5 月初 或 中 旬 播 种 ， 当 种 子 

吸水 达到 自身 重 的 25% 时 ， 即 

可 萌发 。 萌 芽 初 期 具有 LAD 

ALAR; 以 后 在 近 地 面 处 形成 不 

定 根 。7 一 8 月 开花 、 结 实 ，-9 

月 种 子 成 熟 。 

么 有 发 达 的 须根 系 ， 人 入土 

比 其 他 作物 浅 ， 入 士 深度 的 

80 一 100cm ， 扩 展 范 围 约 为 

100 一 150cm 。 无 分 HERA 

BE, 5p BEAT IAI—5 >. RNAS 

力 较 强 ， 种 子 稍 遇 水 分 便 可 萌 

发 。 自 农田 逸 出 的 乘 经 常生 长 

在 道 旁 和 田间 , 成 为 田间 杂 草 。 

ie Bil ED, BRL 

较 肥 沃 的 土壤 ，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不 太 严 格 ， 抗 旱 性 强 ， 病 虫害 图 19 # Panicum miliaceum L, 

W>, Fe Bt in ak BL, 在 PH8—9 的 土壤 【上 也 能 良好 地 生长 。 因 此 , 在 碱 

化 严重 的 草地 生 荒地 上 播种 乘 ,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生物 浴 碱 措施 , 既 可 以 
浊 割 作为 饲 草 ， 又 可 积累 土壤 有 机 质 ， 改 善 土壤 的 理化 性 质 ， 为 草 
地 植被 的 恢复 创造 良好 条 件 。 a 

AA RERGITWRRRRH RM, CHM, 

特别 在 盐 碱 土地 区 ，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一 年 生 饲 草 ， 也 是 草料 兼 收 的 饲 

料 作 物 。 其 草 质 柔 软 ， 时 量 丰 富 ， 适 口 性 较 好 ， 马 、 牛 . 羊 均 喜 食 ， 

尤其 马 最 喜 食 。 茎 叶 青绿 时 ， 可 剂 割 作为 饲 草 。 成 熟 后 蕉 秆 变 硬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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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粗 糙 ， 适 口 性 降低 。 但 秋天 可 收割 作为 冬季 饲 草 ， 其 籽粒 可 作 糖 

饲料 。 季 是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粗 纤维 较 少 的 优良 牧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9。 

表 19 RH Ma R* (%) 

项 a | | maces | somes | moran | 天 所 上 多 | ate | 全 | | 铁 

地 上 全 株 | 8.91 | 10.68 

籽粒 | 3.16 | 16.50 

* 地 上 全 株 ， 解 放 军 兽医 大 学 分 析 ， 

籽粒 ，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卫 生 研 究 所 分 析 。 

另外 ， 生 的 蔡 秆 可 以 造纸 ， 籽 粒 还 可 入 药 ， 有 益 气 和 中 ， 宣 及 
利 胃 作 用 。 也 可 酿酒 ， 其 精 粕 可 以 作为 猪 饲 料 。 
栽培 要 点 “ 季 适 宜 播种 在 向 阳 较 干 燥 的 地 块 ， 在 盐 碱 不 重 但 其 

他 作物 不 能 生长 的 土地 上 也 可 播种 。 适 宜 播 种 期 为 5 月 ， 八 种 或 条 
播 均 可 ， 因 分 碍 数量 较 几 ， 播 幅 宜 稍 宽 。 要 进行 必要 的 田间 管理 和 
施 一 定量 的 氮肥 么 的 籽粒 成 熟 后 易 脱 落 ， 应 及 时 收获 。 

(35 4) 

0. 59 0. iZ — 2-49 | 26.14 7.50 

9.60 1.40 1.60 |0.08/0.29) 0.07 

20. REE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秆 直立 ， 高 60 一 120cm , 具 11 一 12 节 。 

叶 舌 膜 质 ， 棕 色 ， 叶鞘 无 毛 ， 下 部 者 长 于 而 上 部 者 短 于 节 间 ， 压 扁 

MA; 叶 条 形 ， 长 5 一 10cm ， 宽 2 一 6mm。 总 状 花 序 常 3 一 5 枚 ， 呈 

总 状 排列 于 主轴 上 ， 穗 轴 纤 细 ， 长 3 一 6cmy AREA, RAF 

排列 在 穗 轴 的 一 侧 ， 长 2 一 2.5mm， 含 2 小 花 ， 仅 第 二 小 花 结实 

第 一 客人 缺 ， 第 二 颖 与 第 一 外 称 相 似 ， 均 具 3 kk, PO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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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BAAT. FE 

H0.9¢A 4 (20),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华南 、 西 南 及 

湖北 、 福 建 、 浙 江 等 

省 区 。 喜 生 于 热带 、 亚 

热带 中 低 海 拔 的 天 然 

草 坡 及 农田 附近 的 零 

是 草地 上 :1980 年 在 

福建 省 三 明 市 市 郊 引 

入 栽培 ， 目 前 已 大 面 

积 推广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圆 果 雀 穆 的 生 

育 期 ， 据 1980 一 1981 

年 在 福建 省 三 明 市 市 

郊 栽培 试验 结果 ， 播 
种 当年 的 生育 天 数 为 

127 天 ， 宿 根 裁 植 的 

生育 天 数 为 107 天 ， 

图 20 [ARE Paspalum orbiculare G, 

. Forst, 

而 冬 播 的 生育 期 则 长 达 187 天 ， 详 见 表 20 一 1。 

lal 42 穆 的 生长 和 再 生 力 是 较 强 的 。 植 株 日 平均 增长 速度 为 
0.81 一 1.82cm， 每 年 可 浊 割 .4 次 以 上 。 每 次 鲜 草 产量 为 1023 一 1900 

kgy7 亩 (UL 20—2) 。 

圆 采 稚 牧 具 有 强大 的 根系 和 旺盛 的 分 碍 能 力 ， 既 抗 兽 又 耐 肥 ， 
对 土壤 有 要求 不 严 ， 在 红 、 黄 款 上 均 能 生长 良好 。 在 水 、 肥 条 和 件 良好 
Kt, Whee, Fei. 在 南方 高 温 干 旱 的 季节 ， 如 遇 37 二 39 民 的 高 
温 ，2 个 月 左右 不 下 雨 的 情况 下 ， 虽 然 生 长 受到 一 定 的 影响 ， 但 未 

as。 56 。 



表 20 一 1 BRERHSAA 
er 

播种 期 | 出 苗 其 | 返青 期 | Re | 拔节 期 | 孕 德 期 | 开花 其 | 成 熟 其 | 生育 天 数 

1980 年 
| 

5 月 9 日 5 月 15 日 一 5 月 24 日 | 6 月 8 日 | 6 请 30 日 | 7 月 19 日 | 9 月 15 巨 127 

1980 年 7 ae Ss 1981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2 月 i8 朋 3 月 30 日 | 4 月 26 日 | 63H 187 

nr (宿根 栽植 )| 318A 4 月 16 日 | 4 月 25 日 | 5 月 18 有 日 | 6 月 18 日 107 

表 20 一 2 ARAFHASAR 

Xi] #4 Et |t th) ¥ 均 | 鲜 草 产 量 | 平 、 
生 张 日 期 高 上 度 | 日 增长 A i i 

次 数 KH | (cm) (cm) | (kg/ 亩 ) | (ke/i 

1 198047 57 104 1.82 1216.5 31.87 
3 月 18 月 .一 5 月 4 日 

2 5 月 14 日 一 7 月 14 日 | 60 108 1.80 1900 31.67 

3 7 月 14 日 一 9 月 15 日 | 61 118 1.93 2382 46.43 

4 9H15H—11430H| 75 61 0.81 1022.5 13.63 

见 枯死 现象 ， 并 能 正常 开花 结实 。 冬 季 气 温 在 零下 4sc 时 ， 仅 地 上 

并 嫩 叶 枯萎 ， 地 下 部 分 能 安全 越冬 。 型 年 春季 气温 回升 到 10 一 15Y 

时 ， 迅 速 返 青 生长 。 圆 果 雀 穆 喜 光 程 度 不 明显 ， 在 自然 状态 下 ， 常 

与 其 他 禾 草 混 生 ， 在 朴 林 下 也 有 它 的 分 布 。 栽 培 条 件 下 ，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播种 ， 并 适宜 作为 一 种 混 播 的 禾 草 。 

ATi ZRH ERE, ReK, ASHER RR EMS 

B AK, Sree, BOM, A EARE EH 

或 晒 制 成 干草 作为 冬季 的 饲 草 。 

圆 寻 和 誉 牧 的 化 学 成 分 ，1986 年 7 月 福建 农学 院 牧 医 系 饲料 分 析 

室 分 析 结 果 如 表 20 一 3。 

圆 和 朱雀 穆 的 必需 氨基 酸 和 微量 元 素 ， 据 福建 省 农业 科学 院 中 心 

实验 室 于 1986 年 2 月 27 日 分 析 结 果 如 表 20 一 4 和 表 20 一 5。 



表 20 一 5 ARERHLFE RMD (%) 

分 析 | 生 | k | we | 粗 a | 无 ala 
cat 脂 纤 K|\ el ® 
部 位 | 期 | 分 | em | ow 维 ，| 浸出 物 | 分 | 

节 叶 ( 鲜 )| 孕 穗 期 80.91 2.17 053 5.92 9.09 1.38 | 0.09 0.07 

CAF) 5.09 | 10.78] 2.62 29.45 | 45.21 6.85 | 0.45 0.33 

(46-F) 11.36 | 2.76 31.03 | 47.63 7.22 | 0.47 0.35 

YE, 198647 6 月 15 日 采样 于 福建 三 明 市 研 东 。 

R 

分 析 x |= las] 亮 lan] wm | a | ow | w]e 
a | & | | w 所 | 所 | 氮 ]| al - 

项 目 酸 | FR Aw) MW | ARM) wB 酸 B FR 酸 

| | | I FAZER! 860.322 |0.i10 10.544 i 683 a 草本 343 |0.331 |0.062 0.406 9.329 | 0.071 

Bea 

%20—-5 BRR: PHA Ic Rm (ppm) 

2 | 铜 | 铁 | tik | 锌 | 钙 | 3 a | 钾 

| | 

& i | 10.8 2.02 10?-|4.15x 107 | 60.6 [5.3410 14.23XI0 | 1.48 x 10° 

MEAS WAH, BRE BH OMA RN, TP 

草 量 也 不 低 ， 一 般 栽 培 条 件 下 ， 亩 鲜 草 产 3000 kg 左右， 水肥 条 件 

充足 时 可 达 5000kg Wk, RAAT, 种子 产量 每 雷达 20 一 30 kg 及 

繁殖 力 强 ， 便 于 推广 。 目 前 ， 已 在 福建 、 江西 等 省 大 面积 推广 /个 

计 面 积 达 50000 亩 以 上 。 主 要 用 于 建立 人 工 草地 “〈 混 气 型 为 RRB 

牧 业 和 治理 水 土 流失 。 

HRSA Law, BRO, FAT 〈1000 一 

2000kg / 亩 -有 机 肥料 做 基肥 。 播 种 方式 有 条 播 “〈 行 中 30cm) A 

* 58-。 



weit RY. MAH 0.5 一 1cms 出 苗 后 ， 和 追肥 一 次 ， 施 用 尿素 量 

为 10 一 20kg / 亩 ， 过 磷酸 钙 15 一 30 kg,/ 亩 。 苗 高 25 一 30cnz hy, Bp 

可 浊 割 或 放牧 利用 。 利 用 次 数 每 年 4 一 5 次 。 每 次 利用 后 ， 必 须 追 肥 

一 次 ， 以 保证 持续 高 产 。 

RE HE Aa) 

21. 珍 HR 

Pennisetum glaucum (L. ) R. Br. 

别名 WA. HS SEV 

CARTE —FEEA, FHI, fH 1.25—3m, HA Fs 

HRA, RRAEs 叶片 宽 条 形 ， 长 60 一 80cm， 宽 1.5—3.0 

cm,，, 基 部 几 呈 心 形 。 圆 锥 花序 紧密 呈 柱 状 ， 长 20 一 35cm， 径 2 一 

2.5em, ESNREEL, BAG, NM K3.5—4.5mm, BIB, 
常 双 生成 ER, THUR, Reh, BNR A2DE, BE 雄 

性 ， 第 二 花 两 性 ， 颖 不 等 长 ， 膜 质 ; 第 一 外 释 长 2.5mm， 上 有 具 5 脉 ， 

S— REA 3mm, 23 hk. MRAWB, K3—-4mm, RRA, 

千粒重 4.5 一 5g (图 21)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热带 非洲 ， 在 亚洲 和 非洲 广 为 裁 培 。 我 国 南北 
一 些 省 市 都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珍珠 粟 对 温 热 条 件 适应 幅度 大 ， 在 原 产 

地 年 平均 温度 达 23 一 26"2， 在 温度 生态 类 型 上 它 属 于 高 温 植物 。 引 

ARB Ja, FAW W6—8°C, 210°C A j3000—3200°C fy tin Hr FE 

2. APPR KIREAK. MAS WOM K, 珍珠 粟 生 长 尤为 繁茂 ， 

再 生 力 强 ， 生 物 量 高 。 在 南昌 地 区 , 珍珠 粟 每 年 4 月 中 、. 下 名 下 种 ， 

这 时 气温 尚 低 ， 种 子 萌发 缓慢 ， 幼 苗 铸 小 发 黄 ， 苗 期 长 达 40 余 天 ， 

待 气温 上 升 到 30 一 35%C 时 ， 植 株 突然 徒长 ，7 月 初期 即 抽 穗 扬 花 ， 

8 月 初 结实 ， 生 育 期 仅 122 天 。 珍 珠 彬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可 适应 酸 

e 59 。 



PAB, Dp ie Ze BOLE 

土壤 上 定居 DRE 

利用 庞大 的 根系 ， 在 

雨季 最 大 限度 地 吸收 

土壤 中 的 水 肥 ， 以 健 

壮 植株 ， 使 之 有 较 广 
的 生态 适应 性 ， 具 有 
较 好 的 耐 时 与 耐 将 薄 

特性 。 只 是 在 生态 环 

境 较 差 的 情况 下 ， 如 

土 层 仅 厚 12 一 13cm ， 

质 粗 含 石 砾 多 时 ， 植 

KARE R, FB, 

ay BBD, AAD 

低 。 

BRIA Hi A HR 

fem, Frew aR 

受 日 照 长 得 变化 的 影 

响 ， 因 之 从 我 国 南方 

向 北方 引种 时 ， 它 因 

图 21 BRM Pennisetum glaucum (L,) 

ih SRE Br. 

对 光 周 期 反应 不 一 样 ， 往 往 会 延长 生育 期 ， 使 抽穗 开花 期 延迟 ， 在 

RIGA, TERA BM Re. 

Git CRRAMNK, MMR, MARR, FF, 

%. “yee, WARP RRB, HTX 3 至 二 次 时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21。 

栽培 要 吉 “ 播 种 前 犁 友 工 次 土壤 ,或 用 旋 耕 机 将 表土 块 友 碎 后 ， 

每 亩 施 有 机 肥 1500 一 2500 kg 作 底 肥 。 在 红 款 地 每 亩 可 施 30 一 50kg 

磷肥 作 基 肥 。 每 亩 播种 量 1 一 1.5kg 。 种 子 田 宜 点 播 ， 株 行距 30 x 

es。 60 。 



21 SHR Re 

FMR C%) oF WwW mw WH CH) 

AGA RK 

10.19 

粗 脂 肪 

2.91 

粗 纤维 

31.07 

FER 粗 灰分 

20.6 46.61 9.22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所 人 饲料 研究 室 分 析 。 

40cm ， 作 青 饲 用 的 为 20 x 30cm 。 采 用 半 耕 翻 方法 ， 均 可 适当 增加 
密度 。 苗 期 应 及 时 中 耕 除草 ， 生 育 期 间 要 浇 水 3 一 4 次 。 每 次 浊 害 后 
应 及 时 浇 水 追 施 氛 肥 。 种 子 成 熟 后 易 脱落 ， 且 易 遭 岛 害 ， 要 及 时 采 
收 。 

( 王 素 珍 H W 

22.85 草 

Phalaris arundinacea Ls 

别名 Be. was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具 根 状 茎 。 茎 秆 通常 单 生 或 少数 从 生 ， 

高 60 一 140cm ， 有 6 一 8 节 。 叶 萌 无 毛 ， 下 部 者 长 于 而 上 部 者 短 于 节 
间 ， 叶 舌 薄 膜 质 ， 长 2 一 3mm; 叶片 扁平 ， 幼 嫩 时 微 .粗糙 ， 长 6 一 
30cm ， 宽 1 一 1.8cm 。 圆 锥 花序 紧密 狭长 成 穗 状 ， 长 8 一 15cm ， 呈 
紫色 至 淡 绿色 ， 密 生 小 穗 ， 小 穗 由 1 枚 两 性 小 花 及 附 于 洪 下 的 2 枚 
退化 为 外 移 的 所 组 成 ， 长 4 一 5mm BAR, 孕 花 外 释 宽 披 针 形 ; 
ARAB, PALA. PFRKERA, K43mm (图 22)。 

WES} 4% “分 布 于 北半球 温带 地 区 ， 我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北 、 
华东 、 华 中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莫 草 栽培 驯化 容易 成 功 ， 是 我 国 南方 和 

北方 天 然 草地 补 播 和 在 环境 条 件 恶 劣 地 区 建立 人 工 草地 的 优良 牧草 
61 ° 



图 22 itt Phalaris arundinacea L, 

ca 

葛 草 在 我 国 温带 地 区 返青 早 ， 一 般 于 3 PL PRR, 74 

中 、 焉 名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约 113 一 124 天 ， 而 在 南方 的 亚热带 地 区 ， 

一 般 播 种 当年 ， 不 能 开花 结实 ， 只 有 在 第 二 年 才能 Sek AE 

期 。 如 果 涯 播 ， 其 生育 期 可 达 437 天 ， 如 秋 播 ,其 生育 期 可 达 285 天 。 

大 市 冬 季 蔡 叶 不 枯 秘 ， 青 草 期 长 ， 利 用 期 也 长 表 22 一 1)。 

。j62 .。 



表 22 一 1 航 草 春秋 播 期 的 生育 期 表 (年 "日 /月 ) 

Hh 
fa 

K 
节 

BRAKRAEAH, RRARK, BERD, FANS, EF 

XPV PARE RHA +, Ak, RRA RB, 

般 每 年 浊 制 3 一 4 次 并 不 影响 其 生长 发 育 。 该 草 春 季 生 长 迅速 ， 浏 

WHER ZA, ZAM, FREI. 

BE AMT ER, Wa a BR RRA LET CH SA. 

驳 以 无 性 繁殖 能 力 强 ， 因 其 根系 强大 ， 根 状 蕉 横向 延伸 ， 其 节 上 能 

长 出 新 的 植株 。 据 报道 ， 播 种 和 栽种 当年 可 繁 生 49 一 56 株 ， 第 二 年 

延伸 至 98cm， 繁 生 为 1079.6 株 。 

苦 章 不 是 之 处 是 结 籽 率 低 ， 用 种 子 繁殖 生长 缓慢 ， 苗 期 管理 费 

nS 

昔 草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格 。 在 土壤 pHfi4.9--8.4 MAA 

都 能 良好 地 生长 。 也 适应 富 含 有 机 质 的 淤泥 肥 土 ， 受 水 济 过 的 潮湿 

土壤 它 能 生长 繁茂 。 它 既 耐 涝 ， 又 能 抗旱 ， 还 能 耐寒 。 据 报道 ， 
1985 年 在 内 蒙古 哲 里 木 盟 查 金 台 牧 场 试 验 地 积 水 浸 泡 60 天 ， 仍 能 正 

向 生长 ， 但 影响 结实 率 。 在 温室 中 ， 从 1985 年 11 月 24 日 灌 一 次 透水 

后 ， 到 1986 年 2 月 17 日 抽穗 再 未 灌水 ， 池 土 干裂 3cm 左 右 ， 室 内 相 

对 湿度 为 70 一 80% ， 夜 间 伴 以 1%C 和 短 时 间 0% 的 低温 ， 但 生长 仍 很 

旺盛 ， 株 从 高度 达 100cm 左 右 ， 只 是 结实 率 不 高 。 在 查 金 台 牧 场 试 

验 地 极端 最 低温 为 零下 30.9" 的 情况 下 ， 能 安全 越冬 。 6 月 份 以 后 

温室 趾 极 端 最 高 温 常 达 40%c 以 上 亦 能 正常 生长 。 



项 草 抗 首 性 强 与 其 发 达 的 根系 有 关 ， 除 了 根 状 葵 横 癌 伸 长 外 ， 

每 0.5 一 1cm 便 有 一 根 状 荃 节 ， 每 节 都 能 长 出 2 一 4 条 须根 ， 多 达 26 

条 ， 长 约 20 一 26cm ， 分 布 于 3 一 30cm 的 土屋 中 。 根 状 茸 节 部 的 不 

定 根 ， 部 分 埋 于 土 中 ， 部 分 露出 地 面 ， 这 样 大量 的 根 状 茎 和 不 定 根 

便 组 成 了 一 个 吸收 水 分 养分 和 透气 的 根 层 ， 所 以 遇 旱 洲 均 能 正常 生 

Ke 

饲 用 价值 ”草草 的 草 质 鲜嫩 ， 叶 量 大 ， 每 株 一 般 有 8 一 12 片 叶 。 

叶 面 积 大 ， 拔 节 期 单 株 总 叶 面 积 为 94.85 一 140.943cm23 抽穗 期 单 

株 总 叶 面 积 为 123.38 一 165.212cm2。 植 株 中 部 时 最 宽 可 达 1.9gcm ， 

长 35.3cm 。 苦 草 营养 价值 高 〈 见 表 18 一 2)， 适 口 性 好 ， 马 、 和 后、 羊 

等 家 畜 喜 欢 吃 。 从 表 18 一 2 可 以 看 出 ， 草 草 在 营养 期 ， 其 营养 成 分 

含量 最 高 ， 蛋 白质 含量 可 达 18.9 一 27.65%， 脂 肪 多 达 4 一 6.38%%， 

而 纤维 素 含量 仅 18.02%, 但 在 抽穗 开花 以 后 ， 其 营 养 成 分 急剧 下 

降 ， 而 纤维 素 含量 显著 上 升 。 eee ee 

成 分 见 表 22 一 2。 

表 22 一 2 鞠 草 营养 成 分 含 熏 表 〈 占 风干 物质 %%) 

测定 | 生育 | 水 | He | 粗 | 粗 | 无 氮 | 粗 
脂 | 纤 灰 | | BR 

地 点 | 阶段 | 分 | 白质 | 肪 | 维 | Raw | 分 

吉林 7.11 9.75 1.73 |35.44 35.74 10.23 | 0.5] 0.20 

湖南 | XR | 11.95 4.89 | 2.06 |33.13 | 42.14 5.83 | 0.41 0.19 

nia FRE | 6.31 | 16.81 | 3.12 [23.78 | 41.33 8.65 | 一 一 

AAA, Bay RAE, AT A. 也 

WMA. ZEW Se PARI eH, 

MFA RETR, POR, ZF ATX 2—-3K. HR, EA 

Tr, ROBE BA a4 EE RR, BOE KR, PS 

达到 高 峰 ， 可 亩 产 鲜 草 2867.15ke, HA PHI kg, 第 三 年 

* 64° 



路 减 ， 可 亩 产 鲜 草 2763.9 kg ， 折 合 干草 690.95kg ， 以 后 每 年 仍 保 

持 这 一 水 平 。 

在 我 国 南方 ， 苦 草 播种 当年 生长 较 快 ， 并 可 获得 一 定 产量 ， 而 
以 第 三 四 年 产量 最 高 ， 每 年 可 浊 收 干草 400 一 550kg ， 往 后 年 份 也 
能 维持 如 此 产量 。 

BRR Aw, REP TARAS, WER eH 
水 土 保持 植物 。 

栽培 要 点 ”元 草 适应 性 强 ， 对 土壤 选择 不 严格 。 在 建立 人 工 草 
a, BORE, WEA, Mee, POE RTT. 

芯 草 春秋 两 季 均 可 播种 。 我 国 南方 播种 在 3 月 中 下 名 以 前 ， 北 
方 可 推迟 到 4 月 中 旬 以 前 ， 南方 秋 播 宜 于 10 月 中 名 之 前 。 

葛 草 可 用 种 子 直播 , 也 可 育苗 移 栽 或 切割 根 状 荃 进行 无 性 繁殖 。 
用 种 子 直 播 ， 可 开 沟 条 播 ， 播 深 为 3om ， 行 距 30cm, HEA 

土 1cm 。 每 亩 播种 量 为 1 一 1.5kg 。 根 状 蔗 繁 ' 殖 更 易 成 活 1 且 便于 
管理 ” 蕊 一 小 段 根 状 蔡 以 50cm 的 株 、 行 距 TASK, BE 
需 灌 透 水 即 可 成 活 。 

郑 草 繁殖 能 力 强 , 种 植 第 二 年 可 形成 强大 的 株 丛 , 第 三 车 即 覆 盖 
地 面 ,使 其 他 杂 章 难以 侵入 。 一 般 无 有 病虫害 , 因此 , 田间 管理 简单 、 
省 开 5 但 每 次 浊 制 后 , 要 及 时 追 施 速 效 氮 肥 并 灌水 , 以 促进 荃 叶 再 生 。 

总 之 ， 研 究 和 开发 利用 葛 草 资源 ， 对 于 饲 草 生产 和 遗传 育种 工 
作 都 将 具有 深远 的 意义 。 

(高 % Hie) 

23. /\\ APRs Be 

Phalaris minor Retz.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须 根 稠密 ， 入 土 较 深 。 具 根 状 茎 ， 翰 

棕色 ， 和 直立， 光滑 ， 成 熟 期 高 达 100 一 160cm 。 叶 蒜 长 于 节 问 ， 

° §5 e 



rh RRs 叶片 长 

15 一 23cm ， 宽 0。6 一 

1om, 局 平 ,嫩绿 色 。 

圆锥 花序 长 5 一 8 cms 

小 穗 排列 紧密 ， 每 小 

fats 2 小 花 ， 仅 一 花 

7, MRR, K 

0.5—0.6cm , ¥ 粒 

DATE 3a #8 4, KO. 3— 

0.4cm, # 0.15 — 

0.2cm (A423), 

Yu afk x =7,4x 

= 28,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地 中 海地 区 ， 在 欧 图 23 小 籽 韶 草 Phalaris minor Retz. 

洲 诸 国 及 澳大利亚 、 阿 根 廷 、 乌 拉 圭 均 有 种 植 ， 我 国 于 70 年 RAI 

进 ， 在 江苏 、 浙 江 、 福 建 等 省 及 长 江 中 下 游 一 些 地 区 种 植 ， 长 势 良 

好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性 喜 凉 爽 而 湿润 的 气候 ， 在 南京 秋 播 的 

抽穗 期 为 4 月 30 日 至 5 月 19 日 ， 边 抽穗 边 开 花 ， 盛 花期 5 月 13 日 至 

27 日 ， 一 穗 上 开花 顺序 自 上 向 下 地 进行 ， 每 穗 开花 期 为 工 周 左右 ， 

花粉 多 ， 自 5 月 31 日 至 '6 月 11 日 种 子 陆续 成 熟 。 早 春生 长 缓慢 ， 在 

抽穗 前 开始 猛 长 。 适 宜 于 较 肥 沃 而 潮湿 的 土壤 上 种 植 . 耐 旱 性 较 好 ， 

耐寒 性 较 差 ， 绝 对 低温 在 零下 6% 时 即 受 冻 害 ， 但 地 上 部 分 受 冻 枯 

鞭 后 ， 根 状 莽 上 的 芽 可 在 翌 春 再 生 ， 故 在 淮北 地 区 种 植 ， 虽 冬季 枯 

菱 仍 能 收 到 较 高 的 产量 。 

饲 用 价值 RAMESH, RRR, ARARERARSRE, 

可 青 饲 或 晒 制 干草 , 秋 播 的 在 4 月份 可 以 放牧 , 但 因 含 有 植物 碱 类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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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幼 嫩 期 对 牲畜 特别 是 马 易于 中 毒 ， 放 牧 不 宜 过 早 过 量 。 作 为 青 

浊 用 ,可 在 开花 前 2 周 刘 割 第 一 次 , EA ee, 以 利 下 部 分 下 枝 抽出 ， 

于 盛 花期 浊 割 第 二 次 。 由 于 发 育 晚 而 草 质 嫩 ， 在 南京 最 后 次 浊 制 可 

延至 一 年 生 黑 麦草 之 后 ， 以 填补 5 月 中 、 下 旬 饲 料 不 足 的 空缺 .小 

籽 茧 草 含 蛋 白质 较 高 ， 分 析 结 果 见 化 学 成 分 表 23。 

表 25 PBS MT 
水 分 占 FW 重 (%) 
《%) | suena | 粗 脂 肪 | mete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 分 

生育 期 取样 时 间 

营养 生长 | 9 月 份 88.34 14.9 6.17 25.8 41.33 11.8 . 

© 江苏 省 淡水 水 产 研究 所 分 析 。 

另 据 江 苏 省 农业 科学 院 土肥 所 在 抽穗 期 分 析 ， 王 物质 为 1455 一 

15.7% ， 粗 蛋白 质 则 为 9.69 一 13。44%% 。 

栽培 要 点 ”在 长 江 中 、 下 游 一 带 ， 播 种 期 以 10 月 中 名 为 宜 ， 过 
早 易 受 冻害 。 种 子 千粒重 为 1.2 一 1.3g， 每 亩 播种 量 0.5kg ;条播 

行距 35 一 40cm 。 除 施用 基肥 外 ， 早 春 宜 结 合 除草 重 MAE. AF 

茧 草 可 以 和 箭 符 跪 豆 混 播 ， 每 亩 播种 量 0.5 kg ， 如 播 箭 徐 蔓 豆 种 子 

2.5kg， 则 可 减少 追肥 的 施用 量 。 小 籽 昔 草 易 于 倒伏 ， 故 收 种 的 应 

以 施 基 肥 为 主 ， 要 控制 追肥 用 量 。 穗 子 成 熟 后 易 散 落 损失 ， 故 约 有 

70% 穗 子 上 部 发 黄 时 即 可 抓紧 收获 ， 亩 产 种 子 可 达 25 一 50 kg 。 

(项 荣 串 ) 

24. ERAS HL 

Phalaris tuberosa Le 

MS KEBR,. RAS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长 寿 高 大 草本 。 须 根 虽 较 少 ， 但 入 土 较 深 。 

°* £7 6 



SIMBA, MBER 

Bb, RA, HLA 

芽 ， 可 不 断 发 育成 新 

=, F#HOADT kK, 

形成 稠密 的 草丛 。 科 

直立 , 抽 入 后 高 1.5 一 

2.0m. PY Ry We tr 

af; ZU, F 

BARB ASM APA i 

平 ， 长 27 一 40cm , & 

1.1—1,5¢em, 无 毛 ， 

带 灰 绿色 。 圆 锥 花序 

长 6 一 10cmy 小 穗 排 ， 

列 紧密 ， 每 小 穗 含 2 

处 花 ， 一 花 退 化 ，) 一 ” 

Aen, BH 长 0.5 一 

0.55cm。 谷 粒 被 有 

SEEN ALL Sb RAF Aa, 

WHE, AE A 

24). 

=7, 4x=28, 

细胞 染色 He, xx 图 24 fRAERG HR Phalaris tuberosa L, 4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南 欧 、 地 中 海 沿岸 的 温带 地 区 。 我 国 的 栽培 品 

种 是 从 澳大利亚 引进 的 ， 在 广西 、 四 川 、 江 苏 、 湖 南 、 甘 肃 等 省 试 

种 ， 长 势 良好 ， 可 以 推广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喜 凉 来 而 湿润 的 气候 ， 生 长 期 长 ， 为 长 

寿 多 年 生 牧 草 。 据 澳大利亚 资料 记载 , 能 生长 30 一 40 年 不 衰 ; ,在 南京 

5 月 14 一 25 上 日 抽穗 ，5 月 29 日 一 6 月 5 月 开花 ,6 月 12 昌 一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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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DEKE, 9 月 份 开始 再 生长 。 适 应 性 强 , 能 忍耐 溃 水 ， 

耐 时 性 也 很 好 ， 能 耐 较 长 时 期 的 夏季 干旱 ， 可 以 在 降水 量 400 一 600 

mm 地 区 生长 。 在 我 国 的 长 江 流域 生长 良好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以 肥沃 的 粘 壤土 生 长 最 好 。 
FARE RAWAM EER, BRR, WE. RRA 

MORRE. MEK, HHP, PEREW 15cm 为 

宜 。 浊 割 期 以 抽穗 前 品质 最 佳 。 该 草 含 有 少量 二 甲 基色 胺 植物 碱 ， 

易 引 起 羊 中 毒 。 植 物 碱 以 早秋 和 初冬 的 再 生 章 含 量 较 高 ， 在 饲 草 中 
补充 钼 元 素 可 以 减轻 危害 症状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24。 

表 24 球茎 蔚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 

生育 其] aman | 水 | ame [mim ms] mee | 天 所 当 曙 IK 粗 分 

39.50 11.798 

, . 

* 于 草 为 四 川 省 草原 研究 所 分 析 ， 鲜 草 为 广西 畜牧 记分 析 。 

“ 球 些 葛 章 是 一 种蛋 白质 含 量 较 高 的 牧草 ， 其 粗 蛋 白质 含量 低 于 
bay 德 兰草 草 (P. coerulescens), RFA RB CP. minor) 和 

4 #2 BARE CP. canariensis), 

在 南京 ， 春 秋 两 季 可 刘 割 3 次 ， 亩 产 鲜 草 4000 kg AA, EB 

川 雅 安 可 产 4000 一 6000 kg 。 

栽培 要 点 不 同 来 源 品种 的 生育 期 ， 生 长 势 和 养分 含量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种 子 小 ， 千 粒 重 1 一 1.4g， 幼 苗 生 长 缓慢 ，, 要 求 整 地 良好 ， 

有 条 件 的 要 施 基肥 ， 种 子 发 芽 最 适 温度 为 16 一 26%C。 长 江 流 域 秋 播 

为 9 月 下 各 至 10 月 中 旬 ， 广 西 在 10 月 ， 北 方 可 以 春播 。 移 栽 在 春 、 

秋 均 可 ， 但 栽 后 必须 灌水 。 条 播 行 距 40cm ， 每 亩 播 量 为 0.5 kg ， 

播 深 2cm 。 苗 期 生长 慢 ， 要 注意 清除 杂 草 。 浊 割 后 追 施 氨 肥 ， 干 时 

ea 69 。 



Hk, WORE PRA. BDA ASM, SS, 在 

Fae te ay EB Pe SE A A fe 

FEF EBA APF ARS BTR, RPA loke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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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假 梯 牧 草 

Phleum phleoides (L..) Simk.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有 时 具 

RRA, HER 代 

ERB, Hw, § 
高 25—80cm , ¥% | 

滑 无 毛 。 叶 片 灰 绿 

色 ， 宽 达 4mm， 

扁平 或 有 时 内 卷 ， 

WARE ABE. BOR 

圆锥 花序 灰 绿 色 ， 

圆柱 形 ， 长 5 一 12 

cm; Ai FEE, 

KiK3mm, 41 小 

人 花 ， 两 出 压 局 ， 近 

无 柄 ， 额 草 质 兼 膜 
质 ， 具 3 ik, hk 

CTF, 顶端 延伸 成 

PATER; hE 

质 薄 ， 短 于 小 穗 的 

1/4—1/3; APA 

es 70 。 

图 25 假 梯 牧草 Phleum phleoides(L.) Simk, 



FSR, FEAGMAE 〈 图 25)。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天 山 、 阿 尔 泰 山 、 博 乐 和 温泉 县 山地 ! 
蒙古 、 苏 联 〈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 也 有 。 

生 驳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假 梯 牧草 是 旱 中 生疏 从 禾 草 ， 草 旬 草 原 
秆 愧 。 在 新 疆 主要 分 布 在 北 杜 山地 ， 是 山地 草 旬 草原 草地 中 的 伴生 
种 ， 或 亚 优势 种 。 多 生 于 阴 坡 暗 栗 钙 土 或 黑 钙 土 上 。 
MRAM 4 月 下 旬 返 青 ，6 月 底 至 7 月 初 开花 ， 8 上 月底 至 

9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可 用 于 放牧 或 割 草 。 
人 饲 用 价值 、 假 梯 笋 草 属 优等 牧草 ， 秆 细 叶 多 ， 质 地 优良 ， 适 口 

性 良好 ， 在 营养 生长 期 各 类 家 畜 都 喜 食 。 结 实 后 植株 迅速 粗糙 ， 适 
日 性 下 降 ， 干 草 为 牛 和 马 所 喜 食 ， 羊 乐 食 。 

表 25 假 梯 牧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 干 物质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生 水 | 粗 蛋 | 狂 WH |x A) 程 
育 Bf z IK 钙 Be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分 | 白质 | 肪 维 | 浸出 物 | 分 

全 株 人 Sex | 9.13 | 4.33 | 2.29 136.55 | 40.24 | 7.46 | 0.23 | 0.07 

* 新 B\—-RFRERABRRAMSZAR 

( 薪 瑞 芬 ) 

26.。 芦 a5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 Trin. ex 

Steud.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 

别名 6. PF. B 

BSE SERA, AMKA, FRI.5—3m, RAK 

4—6(25)m, H#2—10mm, WERE AMAA 0.7—1.5m, 

直径 在 5mm 以 下 ， 叶 萌 无 毛 或 被 细毛 ， 叶 舌 短 ， 类 似 横 的 线 痕 ; 

> oa 



叶片 局 平 ， 长 15 一 45 

cm, %#%1—3.5cm, 

Mee mI A, Ay 

WAS +s 圆锥 

Aree, FB, FH 

3, (£10—40cm, 

常 旺 淡 紫 红色 ; AB 

& (3) 4 一 7 小 花 ， 

长 10 一 12mmji 颖 具 

3 脉 ,第 一 颖 长 3 一 7 

mm, 第 二 颖 长 5 一 11 

min; 外 释 A. 3 ik, 

RA 长 6 一 12 mm 

ME; 第 一 小 花 常 | 

Wie. BR, KH ea 
形 ， K0. 2—0.25 NE 

Al26 芦苇 _Pjprag7atztes australis (Cav.) 

mm, %% 0.1mm 《图 Trin. ex Steud, ” a 
26). 

WES a “芦苇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东 起 黄河 河口 ， 西 至 新 疆 的 
塔 城 、 伊 犁 ， 东 北 从 黑龙 江 省 的 三 江平 原 ， 南 至 湖南 的 洞庭 淹 泣 。 
但 集中 地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其 中 以 东北 的 辽河 三 角 洲 的 盘 
饥 、 东 沟 苇 区 ， 松 嫩 平 原 的 嫩江 、 白 城 苇 区 ， 三 江平 原 苇 区 ， 兴 蒙 
古 的 呼伦贝尔 和 锡林郭勒 草原 上 的 革 区 ， 新 疆 的 博 斯 腾 湖 革 区 ， 伊 
异 河谷 地 及 塔 城 额 敏 河谷 地 等 苇 区 ， 都 是 大 面积 芦苇 集中 的 分 布地 | 
区 。 此 外 ， 芦 苇 也 广 布 于 全 世界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芦苇 具 横 走 的 根 状 茎 ,在 自然 生境 中 ， 

灸 根 状 茎 繁殖 为 主 ， 根 状 茎 纵横 交错 形成 网 状 ， 甚 至 在 水 面 上 形成 

较 厚 的 根 状 莹 层 ， 人 冀 可 以 在 止 面 行走 。 根 状 茎 具有 很 强 的 生命 力 ，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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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均 长 时 间 埋 在 地 下 ,1m 甚 至 lm 以 上 的 根 状 鞋 ,一 旦 条 件 适 宜 ， 全 
可 发 育成 新 枝 。 它 还 能 以 种 子 进行 繁殖 ， 种 子 可 随 风 传 播 。 

影响 芦苇 生长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是 水 分 。 但 它 对 水 分 的 适应 幅度 
很 帘 ， 从 土壤 湿润 到 长 年 积 水 ， 从 水 深 几 厘 米 至 Im 以 上 ， 都 可 以 
形成 芦苇 群落 。 届 到 水 深 在 20 一 50cm， 而 且 流 速 缓慢 的 河 、 湖 ， 

芦 革 都 可 形成 高 大 的 禾 草 群落 ， 素 有 “ 禾 草 森林 之 称 。 芦 革 高 度 
因 地 而 异 ,在 东北 各 地 为 1.8 一 2.5m， 部 分 也 有 达 3m 或 更 高 者 ， 
而 新 疆 博 斯 塔 湖 芦 革 可 达 4 一 5m 甚 至 6m 以 上 ， 在 湖南 洞庭 湖 可 达 

Am 以 上 。 水 深 不 仅 影响 芦苇 地 上 植株 的 生长 高 度 ， 同 时 也 与 它 的 
地 下 根 状 位 的 分 布 等 有 关 ， 在 常年 积 水 的 地 方 ，: 芦 革 的 根 状 莘 分 布 
在 土壤 表层 ， 占 地 下 部 分 总 重 的 71%， 人 往往 一 些 牛 辑 湖 或 小 湖 的 芦 
革 从 水 浅 处 逐渐 向 水 深 处 延伸 ， 随 着 水 体 深度 的 增加 ,， 它 的 根 状 茎 
则 南 上 浮动 ， 最 后 根 状 储 纵横 交 织 ， 加 之 地 上 部 分 的 残 枝 落叶 与 侍 
土 ， 可 形成 地 告状 的 浮 岛 覆盖 水 面 ,在 草根 层 下 的 水 可 达 4 一 5m 深 。 
相反 在 季节 性 积 水 或 无 积 水 的 地 方 ， 芦 革 地 上 植株 变 矮 ， 几 乎 与 水 
分 减少 成 正比 ， 随 着 水 分 的 减少 ， 芦 苇 高 度 依次 递减 ， 一 般 地 区 芦 
Hiatt 60cm 至 1m 左右 不 等 。 在 这 些 地 方 它 的 地 下 根 状 蕉 埋 深 增 

加 ，0 一 30cm 根 状 蕉 和 根 占 地 下 总 重 的 54% ， 其 中 20 一 30cm 地 下 

BARS, 40 一 60cm 是 地 下 坚 共 和 横 茎 交叉 区 ，60cm 以 下 基本 上 

是 横 走 的 根 状 荃 。 应 该 指出 ,水 分 减少 的 矮 芦苇 地 ,， 正 是 作为 牧场 
利用 的 对 象 ,， 芦 著 根 状 荃 埋 深 增加 ， 非 常 有 利于 牧场 醒 牧 程度 的 提 
高 ， 同 时 也 给 牧场 复壮 更 新 提供 有 和 条 你 。 积 水 深度 不 同 ， WES 
生长 发 育 其 有 明显 影响 ， 季 节 人 性 积 水 ， 即 芦 革 区 土壤 有 干 有 湿 ;1 在 
4 月 父 育 成 株 的 占 植株 总 数 的 50.5% ， 而 在 长 期 积 水 的 芦苇 ,4 月 
发 育成 株 的 占 植株 总 数 的 19.5%。 一般 情 况 下 ， 春 天 季节 性 积 水 的 
葫 苇 ， 发 着 出 苗 时 间 均 早 于 长 期 积 水 的 芦苇 半月 左右 ， 有 利于 北方 
早春 放牧 。 

芦 鞍 对 土壤 和 水 的 pH 值 适应 幅度 较 大 ， 它 从 微 酸性 至 中 性 可 
73 。 



ka, TM pH 值 6.5 一 9， 都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形 成 群落 ， 但 以 
pH7 一 8 时 生长 最 茂 感 。 

芦苇 对 盐 碱 土 有 较 强 的 耐力 ， 能 在 内 陆 咸 淹 附 近 ， 有 较 厚 盐 结 
皮 的 盐 土 上 生长 ， 但 它 的 外 部 形 AB RS Bh, BRB, BW 
20cm ， 叶 子 成 披 针 状 ， 一 般 在 新 疆 的 盐 沼 、 滨 海 的 芦苇 ， 植 株 生 
小 而 稀 蓝 ， 其 高 度 均 在 Im 以 下 。 芦 苇 在 土壤 含 毛 量 0.25% 以 下 ， 
最 高 不 过 0.5%， 灌 水 氧 含 量 在 0.3% 时 ， 能 正常 笃 长 发 育 ， 亩 产量 
可 达 350 一 450 kg 。 它 的 耐 盐 性 ， 为 向 盐碱地 扩大 草地 提供 了 可 能 ， 

涡 其 对 沿海 城市 建立 饲料 基地 有 着 重要 意义 。 
芦苇 植物 群落 地 理 分 布 非常 广泛 而 多 样 ， 单 优势 芦苇 纯 群 落 在 

各 地 可 同时 币 观 。 
芦苇 的 物候 期 由 于 它 分 布 广 ， 受 各 地 自然 条 件 限 制 , 非常 不 一 。 

现 以 华北 为 例 ;， PERMA 月 上 旬 ， 展 叶 期 5 月初， 生长 期 4 月 
上 旬 至 7 月 下 名 ， 孚 穗 期 7 月 下 旬 至 SA ED, HMMS 月 上 名 到 
下 旬 ， 开 花期 8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名 ， 种 子 成 熟 期 10 月 上 旬 ， 落 叶 期 
10 月 底 以 后 。 

综 上 所 述 ， 芦 革 是 一 种 适应 性 广 、 抗 着 性 强 、 生 牺 量 高 的 优良 
牧草 。 

饲 用 价值 “芦苇 嫩 蔡 、 叶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但 以 马 、 牛 大 瘟 
为 甚 。 芦 革 草 地 ， 目 前 绝 大 多 数 都 作为 放牧 地 来 利用 ， 也 有 用 作 制 
草地 或 放牧 与 制 草 兼用 ， 往 往 作为 早春 放牧 地 。 著 草地 有 季节 性 
PART, MERA, RH. FARRAR. PB LBD 
植株 高 大 ， 又 有 较 强 的 再 生 力 ， 以 芦苇 为 主 的 草地 ，， 生物 量 也 是 四 
草 类 较 高 的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芦 苇 亩 产 鲜 草 266 一 933 ke ， 

除 放 牧 利用 外 ， 作 干草 利用 的 也 很 普遍 ， 每 年 可 虽 制 2 一 3 次 。 
近期 有 被 作为 青贮 饲料 利用 ， 效 果 十 分 良好 。 青 贮 后 ， 草 青色 绿 ， 
草 香味 很 浓 ， 羊 很 喜 食 ， 牛 亦 喜 食 ， 而 马 则 不 喜 食 。 每 年 5 月 未 至 
6 月 初 青贮 。 

° 7T4 。 



， 由 芦苇 的 营养 成 分 分 析 表 明 (#2—-1), CHABOR. 

脂肪 含量 ， 在 禾 草 中 属于 上 等 。 与 其 他 几 种 植物 相 比 ( 见 表 26 一 2): 

芦苇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含量 与 小 叶 樟 相近 ， 略 高 于 羊 草 ， 显 著 高 

于 拂 子 茂 。 氨 基 酸 含量 以 天 门 冬 氨 酸 和 谷 所 酸 为 高 〈 表 26 一 3)。 

表 26 一 1 芦苇 化 学 成 分 表 ”(〈% ) 

生育 组 | 水 分 | me | 粗 纤 维 | 粗 脂肪 | WARD 无 氮 浸 出 物 

7.15 | 41.46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 究 所 分 析 。 

表 26 一 2 芦 革 与 几 种 植物 化 学 成 分 比较 ” (%) 

5 a F wD 质 
植物 名 称 eee 

| 水 分 | pees | meee | 粗 脂肪 .| 粗 灰分 | 无 氨 浸 出 物 
F 3S | 营养 期 | 7.54 10.65 30.92 2.28 7.15 41.46 

小 叶 樟 ”| 营养 期 | 8.34 10.54 28.05 2.39 4.56 46.12 

羊 草 - | 营养 期 | 7.84 7.00 | 32.48 1.43 5.44 45.81 
H+ | BFR | 6.70 3.44 | 36.56 1.12 5.19 46.99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26 一 5 芦 革 氢 基 酸 成 分 y〈%) 

天 门 冬 氨 酸 1.30 异 亮 氢 酸 | 0.49 
苏 A R 0.46 亮 氨 酸 0.79 

丝 BH MR 0.45 Ri 氨 酸 0.25 

Se BA mR 1.29 AR TAR 0.40 

H A mM 0.42 m a mR 0.50 

A A R 0.69 氮 0.21 

hi A Rm 0.13 组 氨 酸 0.20 

mi A Mm 0.61 i Am 0.53 

蛋 A mR 0.15 hi 2m 0.49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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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 革除 艇 作 驳 草 ， 提 供 性 膏 饲 用 外 ， 又 是 重要 的 造纸 原料 万 
其 误 我 呈 的 造纸 工业 中 居 重 要 地 位。 也 是 民间 编织 与 建筑 的 重要 原 
BB. 芦苇 的 报 状 荃 可 入 药 ， 能 清热 生津 4 IEW, FUR, BERL 叶 及 

花序 亦 可 入 药 。 >; 

栽培 要 点 “目前 芦苇 仍 以 天 然 生长 为 主 。 首 先是 如 何 管理 利用 
的 问题 ， 而 管理 最 重要 的 是 要 有 充足 的 水 分 供给 在 有 河 : 湖水 补 
给 充足 的 地 区 ， 每 年 最 少 要 有 1 一 2 次 灌溉 ， 尤 以 春季 重要 ， 若 有 条 
件 进行 冬 灌 更 好 。 对 退化 的 芦苇 草地 ， 除 力求 防止 载 畜 量 过 大 外 ， 
AUR. BMS, BEANE, ER, 
Bd, —he Baw, SAE, a =A eK a, 

MS BRAK, MAAK ROI, BRR HE. Pe Bob Fil 

用 的 芦苇 草地 更 不 宜 长 期 积 水 。 kale 

ZIRT, CHS TNA, ROMAN, 27S 
ReWRS, KLEBFREHERHREHRM, PRBS BH 
青 ， 致 使 双子 叶 杂 草 增多 。 病 虫害 增多 的 情况 下 ， 可 以 采取 火烧 的 
办 法 改良 芦苇 草地 。 火 烧 改 良 芦苇 草地 ， 仍 是 目前 国内 外 行 之 有 效 
的 措施 ， 它 最 大 的 优点 是 成 本 低 而 效益 高 。 火 烧 后 型 年 莒 革 返 青 早 

而 幼苗 苗 壮 莹 齐 ， 其 高 度 、 密 度 都 有 增加 火烧 应 在 结 冻 后 或 化 并 
前 进行 。 火 烧 必 须 严 格 注意 安全 。 

目前 ; 大工 芦苇 田 已 经 出 现 ， 但 天 都 是 建立 大 工 的 芦苇 造纸 原 
IE, MAR WALA BR, HR WERE. WICH 
“nyt, MERA LESRRESH, RAMYHREA RE ， 
AS Pt Te, AA ER ETT EK ERI TE. Wh EEK 

MLA OKT ARI BE, RARER, BER | 
Atétla, ii — WE, wees Rm 30—600m 长 的 捅 条 ， 

WAV —-K, BRARMELBAA 2 个 腋芽 ， 地 下 部 分 有 1 一 2 个 

Rm. DIRRERRMM TRA: RAKRA: MARA KORRSA, 

截 成 30cm 长 ， 斜 埋 或 直 栽 入 开 好 的 沟 里 ， 沟 深 20cm3 AAR: BY 

e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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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根 状 蔡 的 青 革 ， 每 穴 5 一 6 株 ， 栽 入 泥土 中 15cm LA, RBH: 

即将 20cm? PARRA AM LE RE, RAMA 地 内 ， 株 行距 

1—2m, Why RIG RAIA 80 一 100% ， 但 运输 不 便 ， 只 适 于 近 PB 

应 用 。 芦 苇 用 种 子 的 有 性 演 殖 ， 目 前 虽 已 成 功 ， 但 仅 限于 实验 性 地 
应 用 。 

27. 胎生 早熟 条 

Poa bulbosa subsp. vivipara 

(Koel. ) Arcang. 

CASTE 多 年 生 草本 。 密 从 型 ， 须 根系 ， 秆 基部 具 鳞 蔡 状 根 

头 或 加 粗 的 营养 枝 ， 直 立 ， 光 滑 ， 株 高 〈15)30 一 50cm 。 叶 闽 长 于 

节 间 ， 平 滑 ;， 叶 舌 先 端 尖 ， 膜 质 ， 长 3 一 4mmi HHL, Ko 

:0cm ， 宽 2.5 一 304.5)mm。 圆 锥 花序 紧缩 ， 长 4 一 10cm ， 分 被 统 

hes AAR, 15—7mm, MRE, 长 2 一 4mms SHR: 

长 2.5 一 3mm， 背 部 和 基 盘 均 光 滑 无 毛 : 小 穗 的 花 通 常 变 为 胎生 的 

小 鳞茎 〈 图 27)。 

地 理 分 布 “ 胎 生 早 熟 禾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新 疆 ; 国外 ， 欧 洲 、 苏 联 

《高 加 索 、 中 亚 、 西 伯 利 亚 一 带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胎生 早熟 禾 是 多 年 生 密 从 型 、 春 两 型 中 

旱 生 类 短命 禾 草 。 在 新 疆 分 布 于 天 山北 坡 的 低 山 带 ;阿尔 泰山 、 塔 

里 林山 区 和 伊犁 谷地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800 一 1400m 的 中 低 山 平 

组 的 半 阳 坡 及 沟谷 ,土壤 为 砂砾 质 或 砾石 质 的 棕 BL 和 荒漠 灰 镍 

hs 是 荒漠 、 芒 漠 草 原 的 季节 性 伴生 种 。 有 时 可 成 为 季节 性 的 优势 

种 。 常 与 短命 植物 庭 工 、 四 齿 芥 、 旱 麦草 和 类 短命 植物 囊 果 蔡 草 : 

伊犁 郁金香 等 出 现在 不 同类 型 的 车 类 半 灌 木 群 落 中 。 植 被 总 盖 度 

20 一 40%。 在 荒漠 草原 为 次 要 的 伴生 种 ， 常 与 灰 蒿 、 草 原 苦 草 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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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胎生 早熟 禾 Poa bulbosa subsp, vivipara (Koel.) 

Arcang。 

生 小 杂 类 草 组 成 群落 。 
胎生 早熟 禾 主要 依 伴 春季 融雪 和 降雨 萌发 .生长 .春季 返青 时 ， 

生长 快 ， 分 枝 多 ， 但 它 的 生活 周期 短 ， 植 株 矮小 ， 不 体 发 育 慢 ， 产 
量 低 。 胎 生 早熟 禾 共 基 具 有 加 粗 的 鳞茎 ， 贮 备 营养 物 较 多 ; 因此 ， 
耐寒 性 和 再 生性 很 强 。 在 经 常 放牧 的 情况 下 ， 还 可 以 抽穗 结实 ， 可 ， 
作为 培育 春季 放牧 地 的 优良 委 草 。 在 新 疆 地 区 4 月 中 名 返青， 6A 

下 旬 抽 穗 ， 7 月 种 子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胎生 早熟 禾 春 季 萌 发 早 ， 生 长 快 ， 是 早春 驻 畜 宝 

食 的 牧草 ， 在 春季 放牧 地 上 占有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适 口 性 好 ， 编 羊 、 
i 加 



山羊 、 马 最 喜 食 ， 牛 喜 食 ， 驼 乐 食 。 枯 草 仍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采 食 。 胎 

ERA AIR, WER, BARAK SER, RAPS, 

RSRER, WMKBREKEARE EEA. HERA, 

表 27 Ae PR ADE eS 

水 分 fo FH 质 (%) = | @ 
(%) | ee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eee | 粗 灰分 | (%) | ~~ 

22.85 50.34 0.414) 0.238 6.36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分 析 室 。 

28. WE BAAR 

Poa sphond ylodes Trin. ex Bunge 

别名 KAR, EA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秆 直立 ， 密 丛生， 细 硬 ， 高 30 一 

60cm ， 具 3 一 4 节 。 叶 鞘 长 于 节 间 ， 无 毛 ， 叶 舌 膜 质 ， 先端 锐 尖 ， 

K3—5mm; 叶片 长 2 一 9cm， 宽 约 1mm。 圆 锥 花序 紧缩 ， 长 :3 一 

10cm, 宽 约 1cm， 每 节 具 2 一 5 分 枝 ; 小 穗 成 熟 后 呈 草 黄色， 长 
5 一 7rmm， 含 4 一 6 PE; - 颖 披 针 形 ， 具 3 hk, 外 释 技 针 形 ， 先 端 
RR, APR 2/3 和 边缘 干部 1/2 有 长 柔 毛 ， 基 盘 具 编 毛 ; 第 一 
SFR 3mm; APESK ESSE (A 28).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WR. WH SH 
CK); 苏联 西伯利亚、 远东 )、 朝 鲜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硬 质 早 熟 禾 是 中 旱 生 密 丛 型 禾 草 。 生 于 
与 型 草原 地 带 ， 可 进入 森林 草原 带 及 华北 落叶 Pe 林带 的 灌 从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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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硬 质 早熟 用 Poa sphondylodes Trin. ex Bunge 

ih, BR > HH BUF REA AE 
BARRA RARER, EK. M4 FRR, 5 OAS 

FE, 78H, 9 月 中 旬 枯 黄 。 硬 质 早 熟 禾 喜 阳光 耐寒、 耐 
旱 ， 生 态 幅 度 广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在 栗 钙 土 及 碳酸 盐 神 士 上 生长 
良好 ， 土 壤 pH 值 为 7.9 一 8.5。 习 见于 干 山坡 、 黄 土 丘 陵 坡地 ， 人 党 
作为 针 茅 草原 及 灌木 草丛 中 的 伴生 种 或 优势 种 。 在 东北 西部 朴 林 灌 
丛 的 固定 沙丘 、 沙 地 的 蒿 类 一 羊 草草 原 上 生长 良好 。 
饲 用 价值 ” 硬 质 早熟 禾 为 良好 的 牧草 。 草 质 柔 软 、 嫩 蔡 和 叶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其 中 以 马 和 羊 最 喜 食 ， 为 夏秋 季 抓 采 政 童 。 可 以 
RR, HARM RFR, BRERA, BR 
FORE AY eR. WS. Tee es) 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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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BASRA RR 〈%) 

m | 无 氮 
编号 HEA | 粗 脂 肪 | 纤 

| 维 | 浸出 物 

10.0 42.2 7.7 0.50 2.3 i 

2 — |10.35 | 10.71] 2.62 | 30.24 28.69 | 7339 | 0.09| o.21 

3 3.20] 0.90 | 12.6] 21.3 9 mao) > —T 48 = 

4 —  |12/6 9.60 | 1.50 | 31.3 | 40.904 467 [84 0, 7A 

注 ， 

1. 张 家 口 地 区 草原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室 分 析 ? 

2. 东 北 师 大 草原 室 分 析 

3. 山 西 农学 院 畜牧 兽医 系 分 析 
4. 西 南 民 族 学 院 牧 医 系 分 析 室 分 析 。 

(ZR) 

29. FSG WE 

Roegneria ciliaris (Trin. ) Nevski 

别名 JER, AER 

形态 特征 SRA, ZHW, H40—100cm, MAR RH 

KA, FRC E A4—5 +, WME, HAR, K0.5mm; 

叶片 扁平 长 10 一 27cm， 宽 3 一 10mm， 两 面 均 无 毛 ， 边 缘 粗 糙 。 

MRE, FPR, K5—20cm;, 小 穗 通常 绿色 ， 含 7 一 10 4; HB 

柱 圆 状 披 针 形 ， 有 短 尖 头 ， 两 边 或 一 侧 常 有 齿 ， 具 5 一 7 脉 ， 边 缘 与 

边 脉 上 有 纤毛 外 释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具 5 脉 ， 背 部 有 粗毛 ， 边 缘 具 

长 而 硬 的 纤毛 二 HR, K10—20mm; WRK ASEH 2/3 (图 

29) 。 

地 理 分 布 ,主要 分 布 于 北半球 的 温带 及 亚热带 地 区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华北。 华东 、 华 中 及 西北 地 区 ， HK GA) AAR, HT 

鲜 世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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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十 态 学 
特性 ”纤毛 狼 观 草 喜 

生 于 温暖 而 湿润 的 山 

RH, iAP A 

ci, BMA, 

有 时 还 能 形成 以 纤毛 

MA Te H Ay 

落 。 在 安徽 海拔 1700 

m 的 亚 高 山林 缘 、 草 

旬 均 丰 其 生长 。 据 宁 

夏 贺 兰 县 草原 站 报 

i, FEMMAF 5 

月 30 日 播种 ，7 月 27 

日 出 苯 ， 当 年 未 抽穗 
开花 ， 于 10 月 13 日 章 - 

从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生 

长 期 仅 79 天 。 翌 年 ， 

BUY 6 75 AE ER fg ; 

S—4F, 3 月 21 日 返青 ， 4 为 16 日 分 莫 ， 5 月 25 日 抽穗 ,7 月 2 日 

种 子 成 熟 。 其 生育 期 为 105 KR. TEN MAA ERD BR Fes 

1953 年 播种 ， 过 冬 后 ， 4 月 3 日 返青 ，6 月 16 日 抽穗 ，6 月 25 有 日 开 

花 ，7 月 工 日 成 熟 ，10 月 13 日 地 上 部 分 枯死 ,其 生育 期 为 90 天 。 在 

安徽 省 合肥 地 区 ， 纤 毛 狐 观 草 8 月 底 至 9 月 初 返青 ， 至 10 月 19 日 去 ; 

右 则 处 于 分 碍 期 ， 草 高 达 10 一 15cm， 至 11 月 中 旬 草 高 可 达 20cmy 一 

并 以 绿色 的 叶 丛 越冬 ， 次 年 3 月 初 ， 气 候 转 暖 即 进入 拔节 期 ，4 A> 

初 至 中 名 开花 结实 ， 5 月底 ，6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6 月 中 ， 地 上 部 分 

很 快 桔 死 ， 生 育 期 多 达 248 天 。 从 以 上 资料 证 明 ; “纤毛 儿 观 草 在 不 同 

气候 条 件 下 ， 其 生育 期 通过 的 时 间 是 不 相同 的 。 

es。 82 。 

图 29 纤毛 忽 观 草 Roegneria cil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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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毛 猛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 虽 然 能 于 秋季 返青 、 生 讼 ， 并 以 绿 

色 植 从 越冬 ， 但 由 于 气温 多 变 ， 且 逐渐 变 冷 ， 其 生长 速度 是 比较 组 

慢 的 。 

据 宁 夏 贺 兰 县 草原 站 的 调查 ， 于 生长 第 二 年 的 9 月 2 日 测定 ， 

ER EN HE 17.8 +; 9 月 27 日 调查 ， 其 平均 根深 为 

27.4cm。 WSL, ABR WRN BET ERY. 

FEMMAER RETR. Hue, HP 种 子 达 40 一 

50kg ， 发 芽 率 一 般 均 在 90% 以 上 。 用 分 株 繁 殖 效 果 也 很 好 ， 据 安 

BE WAR ESA A, HAA SRM, Bink 

S—5 RM, KR, MIRARATIA 98% 以 上 。 
FEMME WA. RRM, MARIEREK, AEM RGB ML, 

HEA EE Ee Be BR A Ae BEAR AS. MAXI) BGA Bee HA, 4 AE XI 

2 一 3 次 ， 并 不 使 其 退化 ， 再 生 力 比 较 强 。 

从 地 理 分 布 看 ， 纤 毛 牲 观 草 适 应 的 生态 幅度 是 比较 宽 的 。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50 种 鹅 观 草 属 植物 中 ， 绝 大 多 数 能 分 布 在 北 温带 ， 而 纤毛 

狼 观 草 ， 不 仅 在 北 温带 各 省 区 有 分 布 ， 而 可 向 南 一 直 分 布 到 亚热带 

地 区 。 

纤毛 鹅 观 章 适 应 的 年 降水 量 在 400 一 1500mm 之 间 ， 它 既 可 在 

沙 坏 质 土 上 生长 ,也 可 在 粘 坏 土 上 分 布 , 它 适应 的 p 吾 范围 为 4.5 一 

8.0。 适 应 的 绝对 最 低温 和 最 高 温 ， 在 零下 30"2 和 41*C 。 它 既 可 在 

东北 零下 30% 的 低温 下 越冬 ， 又 能 在 暖 温带 以 南 地 区 绝对 最 低温 达 

零下 23% 的 严寒 气候 条 件 下 ， 以 绿色 叶 丛 越过 冬季 ， 可 见 ， 其 耐寒 

性 是 很 强 的 。 

纤毛 龟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 耐 高 温 能 力 比 较 弱 ， 在 夏季 35%C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 其 地 上 部 分 全 部 枯死 ， 但 地 下 部 分 仍 能 顺利 通过 

高 温 季 节 ， 并 在 秋季 气候 凉爽 时 返青 。 这 是 它 避 开 高 温 季节 ， 保 证 

种 群 繁 衔 的 适应 性 。 

BATE 纤毛 忽 观 草 在 抽穗 期 之 前 ， 其 荃 叶 比 较 鲜 嫩 柔 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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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牛 、 羊 、 免 、 鹅 均 喜 欢 采 食 ; 只 是 从 抽穗 到 果实 成 熟 的 1 至 1.5 

月 期 间 内 ， 由 于 其 蔡 秆 迅速 粗 老 ， 基 生 叶 (SEEM) 逐渐 枯死 ， 

使 其 利用 价值 急剧 下 降 。 在 温带 地 区 ， 纤 毛 忽 观 草 从 返青 到 抽穗 仅 

有 64 天 时 间 ， 而 在 亚热带 地 区 从 返青 到 抽穗 多 达 210 KA. HH 

放牧 利用 ， 亚 热带 的 纤毛 鸟 观 草 的 可 利用 期 约 为 温带 地 区 的 3 A 

右 ， 尤 其 ， 和 纤毛 忽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 作 为 冬 绿 草 地 轻 度 利用 ， 具 

有 重要 价值 。 上 
经 跟 群 放牧 调查 ， 纤 毛 狐 观 草 对 牛 、 绵 羊 的 适口 性 ， 可 评 为 中 

等 牧草 ， 适 宜 作 放 救 用 ，. 不 宜 作 制 草 用 。 因 为 ， 虽 然 其 蔡 秆 较 高 ， 

但 叶 量 甚 低 ， 据 抽穗 期 调查 ， 其 蔡 叶 比 仅 为 1: 0.15。 在 拔节 期 以 

前 的 株 从 ， 几 乎 能 全 部 为 这 群 所 利用 。 

从 纤毛 落 观 草 干 草 所 含 的 营养 成 分 看 〈 表 29 一 1)， 其 籽 实 的 营 

养 成 分 含量 较 茎 叶 稍 高 。 因 此 ， 它 作为 精 饲 料 ， 也 具有 -= 定 的 利用 

价值 。 
纤毛 钨 观 草 籽 实 的 营养 价值 也 是 很 高 的 ， 表 29 一 2 说 明了 无 论 

在 鲜 种 子 或 干 种 子 中 ， 其 可 消化 蛋白 质 、 总 能 和 消化 能 的 含量 与 禾 

草 、 杂 类 草 记 有 种 类 的 籽 实 相 比 ， 都 是 营 头 价值 最 高 的 精 饲 料 之 

表 29 一 1 FEBWMRALSERS (%) 

物 水 
候 
其 分 

ALR 

白质 

# 
加 
肪 

A 
4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20+ WUE* | Fh | 10.10 2.20 38.00 

Zehr | JFAL** | 13,50] 9.00 | 2.00 | 31.80 | 33.60 10.10 

籽粒 成 熟 10.84 | 13.51 1.89 | 22.03) 46.30 | 5.43 | 0.29 $.36 

° 四 川 石 渠 采样 ， 

。 吉林 采样 。 

纤毛 狐 观 章 的 产 草 和 产 种 量 不 大 高 。 据 宁 夏 贺 兰 县 草原 站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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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RM eH A 
cg 

| om | a 中 FR op 
|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质 A 总 ty 化 能 蛋白 质 | 总 能 | 消化 能 | 可 消化 蛋白 质 
(% ) | (%) (M/k =) T/ke).| airy: wie <(MJ/kg) |(MJ/kg)) (g/kg 

87.8 |13.50 15.40 8.20 94 17.53 9.33 107 

fe: “44FAE KA, A AIR, RUE KANE KEM, © 

计 产 青草 为 556.6 kg ， 亩 产 种 子 40 kg 。 据 吉林 省 畜牧 研究 所 试验 ， 

生长 2 年 的 ， 全 年 制 草 2 次 ， 间隔 时 间 60 天 ， 亩 产 青 草 200 一 

300kg 。 

纤毛 势 观 草 不 仅 可 作为 牧草 、 饲 料 利用 ， 如 作为 城镇 草坪 ， 建 

ee al et ae, 亦 具 有 一 定 的 利用 价值 。 只 是 其 寿命 仅 有 

一 4 年 的 时 间 ， 加 上 夏季 不 耐 35sC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 这 就 必然 降低 . 

了 它 的 利用 价值 。 
栽培 要 点 .纤毛 狗 观 草 的 栽培， 主要 依靠 种 子 人 繁殖。 种 子 发 全 

率 高 ， 只 要 土壤 条 件 适 宜 ， str LA RIT CH, 简单 易 行 。 

在 播种 前 ， 首 先 将 土地 翻 耕 、 存 平 ， 如 果 在 肥 土 层 比较 薄 的 丘 

陵 坡地 上 播种 ， 为 了 保持 表土 的 肥力 ,可 用 圆 盘 破 松 土 后 播种 , 但 前 

者 应 施 是 底肥 ， 后 者 在 出 苗 后 应 施 追 取 。 

播种 方法 ， 可 采用 条 播 ， 亦 可 撒播 。 条 播 的 行 BW 25 一 30cm 

为 宜 ， 播 种 量 以 每 亩 2 一 2.5kg 为 好 。 如 果 在 山坡 地 播种 ， 应 当 加 

大 播 量 ， 一 般 应 比 正常 播 量 增 加 25% 。 建 立 种 子 田 ， 应 减少 播 量 ， 

一 般 每 亩 播种 1.5 一 2 kg 即 可 。 条 播 播 深 以 3cm HAA. HE 

A WMA ie, HAL. EAH, Be 

应 加 以 镇 压 ， 在 南方 不 用 镇 压 亦 可 。 | 
FAT URBA, EMME, BRB, ADK 

为 好 。 这 样 , 它 不 但 能 安全 越冬 , 而 且 可 如 开 春季 梅雨 季节 的 草 匾 。 

。85 。 



播种 当年 ， 特 别 应 注意 及 时 除草 ， 一 般 进 行 2 一 3 次 中 耕 除草 即 
可 。 根 据 条 件 ， 适 时 追肥 和 灌水 ， 能 提高 其 收获 量 。 但 在 建设 城镇 
草坪 和 地 被 物 时 ， 每 当 草 群 处 于 拔节 期 ， 应 及 时 交割 ， 这 样 ， 可 延 
长 其 绿色 叶 丛 的 时 间 。 
EMMA, WERK, PETRA Re, 

可 放牧 利用 ， 但 应 适度 。 北 方 以 放牧 3 一 4 次 为 好 ， 在 亚热带 地 区 可 
利用 4 一 6 次 。 但 秋季 利用 的 时 间 间 隔 ， 应 比 春季 长 1 倍 。 如 用 作 割 
草地 ， 全 年 仅 能 浊 割 2 一 3 次 。 

(ABE 高 FE ZB 锐 ) 

30.9% 观 草 

Roegneria kamoji Ohwi 

别名 BOWE, SPRUE, BRBWR, SEKEE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须 根系 ， 深 15 一 30cm 。 秋 直立 或 基 
部 倾斜 ， 朴 丛生 ， 高 30 一 100cm 。 叶 鞘 外 侧 边缘 常 被 纤毛 :时 舌 截 

平 二 长 0.5mnmy 叶片 遍 平 ， 光 滑 或 稍 粗 糙 。 穗 状 花 序 长 7 一 20cm， 

下 垂 ， 小 穗 绿色 或 旺 紫色， 长 13 一 25mm (ERS), & 3 一 功 花 ; 

MMe, WRAKBR, Wie 2 一 7mm 的 短 芒 ,， 有 3 一 5 脉 ， 

第 一 颖 较 第 二 颖 短 ; 外 释 披 针 形 ， 边 缘 宽 膜 质 , 背部 及 基 盘 近 无 毛 ， 

芒 长 20 一 40mmi AYRE, JEL, WAR. BURA. 
黄 褐色 ， 千 粒 重 为 1.9g CA 30). 

地 理 分 布 “” 除 青海 、 西 藏 外 ， 分 布 几 遍 全 国 ;， 朝鲜 、 日 本 也 有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和 狐 观 草 在 我 国 吉 林 省 等 温带 地 区 ， 如 果 

采取 春播 或 夏 援 ， 当 年 仅 能 形成 基 生 叶 从 ， 而 不 能 抽穗 结实 ， 直 至 

降 霜 后 ，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其 绿 草 期 为 96 一 132 KR. MAK 2 年 以 上 

的 鹅 观 草 ， 一 般 于 3 月 底 或 4 月 初 返 青 ，6 月 中 名 开花 ，6 月 底 或 

7 月 初 果 熟 ，10 月 初 或 中 旬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生 育 期 为 95 一 106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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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 期 为 199 一 208 

Ky 在 湖南 、 安 徽 省 

等 北 亚热带 地 区 ， 如 

播种 在 春季 进行 ， 其 

实生 苗 难 以 越 夏 。 如 

果 采 取 秋 季 播 种 ， 宜 

在 8 一 11 月 中 旬 播 
种 , 实生 苗 可 以 越冬 ， 

但 叶 受 冻害 呈 淡 紫红 

色 ， 型 年 4 月 中 旬 抽 
i, 5 月 初 果 熟 ， 6 

月 初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生育 期 可 达 145 一 236 

RK, FRM eK 

266K; 如 以 生长 2 

年 以 上 的 忽 观 草 于 8 

月 底 或 .9 月 初 返青 统 

计 ， 其 生育 期 为 245 

天 ， 青 草 期 达 275 天 

( 表 30 一 1) 。 可 见 ， 图 30 #453 Roegneria kamoji Ohwi 

独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的 生育 期 和 青草 期 远 比 温带 地 区 时 间 长 。 这 说 

明 ， 鹅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作为 牧 地 ， 尤 其 作为 冬 绿 草地 或 草坪 ， 远 
比 温带 地 区 的 利用 价值 大 。 

狼 观 草 主要 依靠 种 子 繁殖 。 其 种 子 成 熟 比较 一 致 ， 利 于 一 次 收 

获 ， 且 产 种 量 户 。 种 子 发 芽 率 亦 高 ， 一 般 均 在 90% 以 上 RMR 
AREA WAM RRM, PME 2 年 以 上 的 植株 进行 统计 ， 一 般 每 
坐 可 分 莫 15 一 25 枝 ， 最 多 有 达 36 枝 者 ， 其 再 生 力 不 太 强 ， 每 年 仅 能 
收割 2 天， 最 多 不 能 超过 3 着 ， 每 次 收割 的 间隔 时 间 为 60 天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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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 | AR | on sam | eae | AM | HO Te nee | a 种 期 

吉林 自 城 | 18/6 | 2676 Us | 。 | 0 0 5/11 
吉林 哲 城 | 28/6 | 1277 16/8 0 1 0 0 16/10 
吉林 公主 岭 | 6/7 15/7 一 0 0 0 25/10 

吉林 公主 岭 inc ae 29/3 一 2/4 | — | 型 年 18 一 22/6|24 一 26/6| 20/7 7 一 23/16 

吉林 公主 岭 |1954 年 秋 播 | 7/4 一 | 型 年 7 一 9/6 \6—11/6 |26/6—4/7 一 
生长 2 年 

湖南 长 水 |1980 年 18/6| 9/7 一 | 型 年 15/4 — |- 475 

安徽 合肥 |1987 年 
19/10 型 年 5/5 

安徽 合肥 |1987 年 1/9 
多 年 生 

注 ，“ 0 " 指 未 通过 此 物候 期 “--” 指 缺 少 观测 资料 。 

收获 8 天 即 可 再 生 。 据 吉林 省 畜牧 研究 所 报道 ， 狂 观 草草 地 每 次 浊 

割 后 到 新 草 朝 发 需 7 一 11 天 而 在 分 碍 期 利用 ， 一 般 3 天 即 可 再 

生 。 

邹 观 草 分 布 的 生态 幅 是 比较 宽 的 。 它 适应 的 降水 范 围 是 400 一 

1700mm 之 间 ， 它 既 可 在 沙 质 土 上 生长 ， 亦 可 在 粘 质 填 上 定居 ， 适 

应 的 土壤 p 联 值 为 4.5 一 8 适应 的 绝对 最 低温 为 = 30°C. ARE 

温 为 35%c 。 

忽 观 草 耐寒 而 不 耐 高 温 。 在 温带 地 区 ， 当 年 春播 后 ， 形 成 草 共 

而 不 能 开花 结实 ， 绿 色 草 丛 遇 霜冻 后 ， 地 上 部 枯死 ， 型 年 才能 开花 

结实 ， 但 果 后 营养 期 可 延续 到 霜降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冬 季 绝 对 低温 

达 - 23 吧 的 条 件 下 ， 仍 能 以 绿色 草 从 越冬， 但 夏季 35%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 狐 观 草 即 难以 适应 ， 地 上 部 分 全 部 枯死 ,不 存在 果 后 营养 期 ， 

直至 秋季 气候 转 凉 ， 它 才 开 始 萌发 返青 。 

狗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 虽 能 以 绿色 草丛 越冬 ; 但 由 于 气温 多 

变 ， 且 渐 趋 寒冷 ， 其 生长 速度 亦 受到 气温 变化 的 制约 ， 众 9 月 初 到 

1 月 25 日 的 80 天 中 ， 其 平均 日 增长 0.3cm 左右 ， 至 降 霜 前 植 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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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 一 25cm 。 在 水 肥 条 件 好 的 背风 处 ， 叶 长 可 达 10 一 25cm 。 降 霜 

后 ， 植 从 基本 停止 生长 。 当 年 播种 的 实生 苗 ， 降 霜 后 ， 时 片上 部 呈 

ee eee a ee 

苗 耐 寒 性 要 强 。 

”和 忽 观 草 喜 欢 生长 在 路 旁 ， 经 常 遭 人 、 畜 践踏 ， 但 仍 能 生长 发 育 

较 好 ， 只 是 草丛 呈 平 卧 状 ， 生 殖 校 较 低 矮 。 这 证 明 ， 它 对 践踏 和 土 

壤 的 板结 还 是 具有 一 定 的 耐 踏 性 。 

忽 观 草 抗 旱 、 耐 热 性 均 较 纤毛 多 观 草 弱 。1983 年 ， 安 徽 滁 县 大 

柳 种 羊 场地 区 发 生 春 早 ， 在 进行 鸡眼 草 CKummerowia striata) 

等 的 耐 旱 性 调查 中 ， 当 时 土壤 5 一 10cm 的 含水 率 仅 有 4.1% 的 情况 

Ni 鸡眼 章 、 绢 毛 胡 枝子 (Lespedeza czxzeata) 并 未 明显 受害 ， 

FEMME HR, MMM IL PS MMS, 成 株 

WES, CARL, TR, MMAR ERB EN 
CUE AAHLRE MINTER, AYKAER EHR 

1, FAA, CAKRABRE, EP AWK. ARK 

环境 亦 有 一 定 的 适应 能 力 。 

急 观 草 能 在 开 阁 而 光照 强 的 环境 下 很 好 地 生长 发 育 ， 但 它 在 疏 

林 下 ， 甚 至 在 郁 蔽 度 达 50 一 70% 密林 下 ， 亦 能 生长 得 很 好 。 可 见 ， 

它 的 耐 阴性 是 很 强 的 。 因 此 ， 用 它 建 立 林地 草地 或 草坪 是 很 好 的 草 

种 。 

AR: SURE PRS, HE eRe, HES, 

AER. LAL LRU RA. 
«SHAE, BMA ERAN, HSPARRBAMEA. A, 

Eze Fi ER SR, A, ROM MARA 1 至 

1.5 个 月 的 期 间 内 ， 由 于 其 茎 秆 迅速 老化 ， 基 生 叶 和 蔡 生 叶 逐渐 干 

枯 ， 使 其 利用 价值 急剧 下 降 ， 只 有 喜 粗 饲 的 牛 可 以 利用 外 ， 其 他 畜 

禽 签 本 不 能 利用 ， 但 经 粉碎 制 成 干草 粉 ， 亦 可 搭配 利用 。 

牲 观 草 在 亚热带 地 区 的 利用 期 远 比 温带 地 区 为 长 ， 但 无 论 亚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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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还 是 温带 ， 营 养 期 长 ， 生 殖 期 短 却 是 共同 特点 。 据 调查 资料 证 明 ， 
要 观 草 的 营养 或 果 后 营养 期 一 青草 从 期 ， 比 从 抽穗 到 果 熟 这 一 段 时 
间 长 几 倍 到 近 十 倍 。 这 说 明 ， 鹅 观 草草 地 宜 作 放牧 利用 ， 不 宜 作 刘 
割 利用 。 如 此 长 的 青草 从 期 ， 作 为 城镇 草坪 草 种 也 是 适宜 的 。 

从 鹅 观 草 开 花期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看 〈 表 30 一 2)， 其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依次 为 9.65 一 10.19%,， 2.6 一 2.72% 和 

39.9 一 44.24% 其 籽 实 含 粗 蛋 白质 13.87%5， 粗 脂 肪 1.859% BA 

表 50 一 2 ” 故 观 章 的 化 学 成 分 COMFY) 

分 析 | 采 祥 | 采样 | 物 | 水 | 粗 | 粗 | 粗 | 无 氮 | 灰 
a | me | 4 |B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 | | om | 维 | 浸出 物 | 分 

zn | 一 ,| 吉林 | 花期 8.99 

2p | — | Wit | EH | 7.77 

籽 实 | 一 | 吉林 | FA 111.50 

10.19 | 2.72 |27.49 | 39.90 |10。71 |0.80) 0.34 

9.65 | 2.61 |29.34 44.24 | 6.19 |0.07) 0.11 

p32 ae 1.85 |21.57 | 45.25 | 5.96 |0.97} 0.81. 

21H 35.25%, SFABRMMBR, LEMMR (Reegneria muti- 

ca) 相 比 ， 非 常 近 似 ， 与 其 他 禾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相 比 亦 不 逊色 。 

从 要 观 草 不 同 物 候 期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动态 ( 表 30 一 3》 来 看 , 从 

分 蓝 期 到 果 熟 期 ， 其 粗 蛋 白 由 26.51% mB 9.57% 粗 脂 肪 则 由 

4.83% ， 降 低 为 2.30%， 呈 明显 递 降 的 趋势 ; 相反， 其 粗 纤维 和 无 

氨 浸 出 物 , 依 次 由 19.19% 增 长 到 31.0% 和 由 29.9%% 增 加 到 41.35%， 

呈 明 显 递增 的 规律 。 从 中 不 难看 出 ， 忽 观 草草 地 作为 放牧 地 利用 最 

为 合理 ， 其 最 适 放 牧 期 为 拔节 期 和 分 划 期 ! 如 作 割 草 利 用 ， 以 孕穗 

期 为 好 。 这 样 才 能 获得 较 高 产 的 优质 草 ， 而 收 到 最 佳 的 饲 用 效益 

狼 观 草 的 营养 价值 也 是 比较 高 的 〈 表 30 一 4)， 在 青草 中 ， 其 总 

能 、 消 化 能 和 可 消化 蛋白 质 ， 依 次 A 14.9MJ/kg. 3.56MJ/ke 

和 15g/ kg 。 干 草 中 ， 其 上 述 指标 依次 为 17.32MJV/ kgs 4.10MJ/ 

kg 和 :17gAkg。 可 见 ， 狼 观 草 的 营养 价值 与 一 般 禾 草 相 比 岂 还 是 
* 90 。 



家 30 一 5 ”和 儿 观 草 不 同 物候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G RM FF wm KR BR CH) 
物候 期 

x 3 | ma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emma | 灰 ole fom 

。 资料 系 由 湖北 省 畜 笋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50 一 4 ” 热 观 草 的 能 量 、 消 化 能 及 可 消化 蛋白 含量 

本 

质 总 能 消化 能 “| 可 消化 蛋白 | 总 能 消化 能 | 可 消化 蛋白 
(%) ) (MJ/ke) |(MJ/kg) | g/kg) (MJ/kg) |(MJ/keg) (g/kg) 

86.5 7.4 14.98 3.53 15.00 17.32 4.10 17.00 

比较 高 的 。 

狼 观 草 的 产 草 量 不 太 高 。 在 温带 地 区 ， 春 播 或 夏 播 ， 当 年 仅 能 

形成 青草 从 ， 低 禾 ， 不 能 刘 割 ， 仅 可 放牧 利用 ， 产 草 量 甚 低 。 异 年 

抽穗 期 以 后 ， 才 能 形成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亚 热带 地 区 亦 然 。 据 吉林 省 

畜牧 研究 所 测 产 资料 ， 生 长 两 年 的 禾 观 草草 地 ， 年 收 2 董 ， 亩 产 干 

H250—350ke; 另 据 湖 南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的 测 产 资料 : 1980 年 10 月 

18 卓 播种，1981 年 4 月 20 日 测 产 ， 一 次 测 产 为 亩 产 青 草 1133.4kg 。 

可 见 ， 其 产 草 量 是 不 算 高 的 ， 这 一 方 面 与 BME 再 生 力 不 够 强 有 

关 ， 更 重要 的 ， 是 与 “高 草 期 ”时间 太 得 密切 相关 。 

故 观 草 可 作 优 等 牧草 ， 而 且 其 籽 实 也 是 良好 的 精 饲料 。 此 外 ， 

它 还 是 一 种 良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尤 其 忽 观 草 的 营养 期 或 果 后 营养 

e 9] e 



期 很 长 ， 在 亚热带 地 区 可 达 8 个 多 月 ， 而 且 能 以 绿色 草 从 越冬， 用 

作 城 镇 冬 绿 草坪 建设 ， 具 有 很 大 的 开发 价值 。 

栽培 要 点 ” 牲 观 草 的 栽培 ， 主 要 用 种 子 繁 殖 。 种 子 千 粒 重 

4.4g， 每 公斤 有 22 万 粒 种 子 ， 每 亩 需 种 子 1.75 一 2 kg 。 只 要 水 热 

APS A, BIA TRH, ORM, THAR. BR 

培 、 田 管 、 收 获 等 技术 ， 基 本 与 纤毛 牲 观 草 相同 。 

〈 送 运 峰 高 法) 

31. FG WL 

Roegneria kokonorica Keng 

BZ WT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须 根系 ,根深 达 30cm。 秆 直立 ， 

2 一 3 节 ， 高 30 一 50cm ， 在 花序 以 下 被 柔 毛 ， 顶 端的 节 呈 膝 曲 状 。 叶 

MIB, 叶片 长 2 一 15cm ， 宽 2 一 5mm， 内 卷 ， 无 毛 ， 穗 状 花序 直 

立 ， 紧 密 ， 长 3 一 6cm， 小 穗 呈 覆 瓦 状 排列 ， 绿 色 或 带 紫色 ， 长 8 一 
10mm， 含 3 一 4 (6) NE; MRA, SAME, Fem 
短 芒 ， 具 1 一 3 脉 ， 边 缘 膜 质 ， 外 移 具 5 脉 密生 硬 毛 ， 第 1 SRR EM 
芒 粗 煤 ， 长 4 一 amm， 直 或 稍 曲 ， ARSE (A 31). 

地 理 分 布 “ 主 要 分 布 于 青海 、 甘 肃 、 西 藏 和 四 川西 部 等 高 海拔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适 于 生 长 在 海拔 2500 一 4200m WAX 

草原 、 旱 化 草 甸 和 砾 质 山 坡 。 自 1968 年 以 来 ， 甘 肃 山 丹 马 场 、 宁 夏 
盐池 草原 站 、 青 海 省 甘 子 河 、 隆 城 滩 及 风 峡 口 等 草原 站 ， 均 已 开展 
了 引种 驯化 工作 ， 并 已 开始 运用 于 草地 改良 和 人 工 草地 建设 。 青 海 
忽 观 草 播种 后 ， 一 般 需 15 一 20 天 方 能 出 苗 ， 当 年 生长 缓慢 ， 平 均 高 
仅 18 一 23cm ， 不 抽穗 或 仅 个 别 抽穗 。 翌 年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上 名 返 
青 〈 表 31),， 6 月 下 名 至 7 月 下 名 抽穗 ， 8 月 上 名 至 8 月 下 旬 成 熟 ， 

。92 。 



草 高 90 一 120cm ， 从 

返青 到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为 95 一 126 天 。 

从 青海 狐 观 草 生 

长 动态 来 看 ， 第 二 年 

生长 的 植 从 4 月 上 旬 

RA, PIER 

416.8cm, Ty BR 

7, MEA RA 

期 ， 其 植 丛 高 度 依次 

¥Y17.2, 22.3, 65.7 

fil 58.9cm, Fy Wl, 

Fe iif RS LEE FE oy Be HH 

之 前 增长 量 较 大 ， 之 

后 到 拔节 期 ， 仅 增长 

0.4cm; 从 抽穗 到 开 

花 却 增长 了 33.4cm， 

以 后 其 高 度 生 长 急剧 

变 慢 并 停止 下 来 。 因 

图 31 FMR WE Roegneria kokonorica 

Keng 

些 ， 如 割 草 利 用 ， 以 开花 期 收获 为 最 好 。 

育 海 狐 观 草 为 驴 丛 型 多 年 生 禾 草 ， 分 蓝 力 比较 强 ， 据 对 生长 ? 

年 的 植株 进行 调查 ， 平 均 每 从 有 11. 4 个 营养 枝 ， 其 中 长 营养 枝 8.6 

个 ， 短 营养 枝 284; 另 有 7.4 个 生殖 枝 和 7.4 个 地 面 芽 ， 可 见 其 

oy BE A Ta Fe Ue Be TRY 从 刘 割 试验 证 明 ， 每 年 浊 割 4 次 ， 并 未 导致 

草 群 退化 。 但 由 于 其 生育 期 不 长 ， 每 年 以 州 割 2 一 3 次 为 好 。 

青海 狐 观 草 主 要 依靠 种 子 繁 殖 。 其 每 亩 产 种 量 可 达 40 一 100 ke;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3.5g， 发 芽 率 在 90% 以 上 。 既 利于 天 然 更 新 ， 又 利 

于 人 工 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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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一 1 青海 恕 观 草 的 生育 期 表 

青海 势 观 草 分 布 的 生态 幅 不 

宽 ， 它 的 野生 种 ， 仅 分 布 于 我 国 
西北 和 西南 的 高 原由 地 ， 其 引种 

驯化 也 多 限于 原 产 地 。 适 应 的 降 
水 范围 一 般 为 300 一 700mmy 适 

应 的 极端 最 低 气 温 为 =15 一 

-30%C， 适 应 的 极端 最 高 气温 为 

27—30°C; 适应 的 土壤 三 般 为 中 

性 一 碱 性 ，pH Hi 6.5—8.5, 

青海 独 观 草 能 在 高 海拔 的 高 

寒 草 原 和 章 旬 地 区 分 布 ， 说 明 它 

对 干旱、 低温 ， 温 差 大 的 极端 气 

候 因 子 ， 具 有 很 强 的 适应 性 。 

饲 用 价值 ”青海 猫 观 草 抽 入 
BU, SR, MRS, BS 

meth 〈% ) 237263; FH 

(%) 50250; 是 马 牛 羊 喜欢 
利用 的 中 等 牧草 。 它 既 可 放 由 , 又 

| | BY XI HP RE, AE Tee EH RK tik “> 

中 高 草草 种 的 情况 下 ， 它 是 建立 

人 工 割 草地 的 较 好 牧草 品种 。 

| HPF YG 8 UO Hy PR A PB 
量 ， 不 同 地 区 ， 或 同一 地 区 不 同 

年 份 差异 很 大 ， 在 海拔 3480m 的 

RE YK, ERA, 

Fete PT 66.5 kg, FEAF BE 155.5 

ke; 而 在 海拔 3200m 的 草原 地 

区 , 其 亩 产 鲜 草 达 750 一 1500kg， 

1977 。27/4 | 15 一 25/6 | 1—18/7 25—29/7 | 18/3 一 3/9 | 11/9 1974 。25/4 |， 25/5 25/6 15/7 15/8 15/9 

25/6 25/7 25/8 一 一 

25 一 27/7 

27/6 5/6 

f] Ui AR 73 ¢5/3 门 源 风 峡 口 | «676° 10/6 海 曼 甘 子 河 | 74¢4 



FeFI300—700ke (# 31 一 2)， 其 产 种 量变 化 在 35 一 100kg 之 

间 ， 但 只 要 将 该 草 播种 在 水 热 条 件 比 较 好 的 地 上 ， 它 是 能 得 到 较 高 

的 产 种 量 和 产 草 量 的 。 

表 31 一 2 ”青海 势 观 草 在 不 同 地 区 生长 2 年 的 产量 

草 群 高 产量 (kg/ 亩 ) 收获 时 间 
测 产 地 区 生 境 条 件 

(cm) | 鲜 草 | 干草 | eee | | (4° AD 

海拔 3200m. 山地 草 1977。9。1 

门 源 风 峡 口 | 向 土 、 粘 壤 、 年 雨 544 58.9 |461.54| 156.5| 一 果 熟 期 

mm, 4F 40. 36C 

海拔 3100m, FHA | 95.0 |95o.25| 396.01 95.0 | 19747 9°15 
沙壤土 、 其 余 同 上 果 熟 期 

WBF] ”海拔 3200m, 干 草原 、| oo, oo 234.0| 80.0 1975 "8 "30 
沙壤土 | FAT 
海拔 3290m， 王 草原 

同 德 巴 滩 | 沙 坟 ,年 降水 400mm， | 105.0 |1100.0| 850.0/110.0 果 熟 期 

4E 349 4, 0C 

表 51 一 5 BRBUMSHFR KEW 

播 i H(kg/tH) 

测 产地 区 | * eo | woe | wee | em F 
期 鲜 草 | seat | 鲜 章 | prac | 鲜 草 | pee | oper | tee 

海 轴 县 甘 子 河 |1974 年 4 月 | 250 0 700 80 |690.5| 71 | 600 一 

© “0 “未 结实 ! “- "未 收 籽 。 

SHE RS LE ARP ASA, DE RAPHE, dX 

FH, DIRE HE. 

SAF HE 98 LY SE PO AS IRA 〈 表 31 一 3)， 第 一 年 产量 较 

低 ， 亩 产 鲜 草 仅 250 kg ， 第 二 至 第 三 年 , 亩 产 草 、 产 种 量 最 高 ,分 别 

达 700 一 1500 kg 和 35 一 100 kg 左右 ， 第 四 年 ， 产 量 开始 下 降 ， 亩 产 

° 95 。 



青草 为 600kg 。 因 些 ， 种 植 4 年 后 ， 应 采取 适当 的 更 新 措施 ， 以 便 

延长 其 利用 时 间 。 

从 青海 鹅 观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看 〈 表 31 一 4)， 虽然 其 主要 知名 

成 分 含量 ， 较 老 芒 麦 (Elymus sipirrcus)、 垂 和 宫 披 碱 草 ( 瓦 1ymzus 

nutens) FIRGEWME (CRoegnoria kamoji) 等 稍 低 外 ， 但 比 一 般 

禾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都 高 。 

过 31 一 4 青海 热 观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em | se | 3 | oe | me 占 RF Mm th C%) 
料 | 样 | 新 育 粗 | 粗 | 粗 | ee! 粗 
地 | 时 | 部 z | 脂 | 竹 出 | 灰 | 秆 BR 
区 lm | & | w| o | & | oe | 维 | ow SD 

be: 1968 [25H BH) WR | 8.67 (11.85 | 2.91 134.59 136.71 | 5.87 0.439 0.1&8% 

WEG NLA RTT Ye CRC AAPA EE AA A ER IS 
的 根系 ， 在 高 原 山地 可 作为 水 土 保持 植物 。 
栽培 要 点 ”施肥 、 精 细 整 地 是 出 苗 、 全 苗 和 壮 苗 的 必要 条 件 ， 

要 求 每 亩 施 有 机 肥 2000kg， 要 做 到 一 耕三 起， 使 十 地 平 Rt 
FF PH 

该 草 在 播种 前 ， 除 进行 选 种 清 杂 外 ， 应 利用 断 芒 器 或 环形 镇 轧 

器 断 芒 ， 以 利 机 械 播 种 。 

在 西北 和 西南 的 高 原 山 区 ， 以 4 一 5 月 份 播种 最 好 ， 当 年 可 以 收 

草 ! 如 遇 春 季风 大 、 王 旱 ， 可 在 7 一 8 月 份 雨 季 播 种 ， 或 在 初冬 地 面 

开始 冻结 时 进行 寄 籽 播种 。 

播种 量 一 般 每 亩 为 1 一 1.5kg ， 如 果 是 种 子 田 ， 其 播种 量 可 酌 

” 情 减少 。 播 种 方法 ， 一 般 采 用 条 播 ， 行 距 20 一 30cm; 播 深 3 一 4cm。 

青海 鹅 观 草 由 于 苗 期 生长 缓慢 ， 萄 受 杂 草 危害 , 当 苗 高 7 一 8cm 

和 封 区 前 都 应 进行 中 耕 除 草 ， 如 有 灌水 条 件 ， 在 分 更 和 拔节 期 ， 结 

合 追 肥 进 行 灌水 ， 能 明显 地 提高 产量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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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种 子 成 熟 后 容易 脱落 ， 应 在 种 子 黄 熟 时 及 时 收获 、 Wt 

TCE 5 AF RAE eM 

(Hie ”高 ， 洁 ) 

32. 齿 释 Fi 

_ Schismus arabicus Nees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 本 。 高 5 一 15cm 。 叶 条 形 ， 短 小 , 宽 0.5 一 | 

2cm 圆锥 花序 较 紧 密 ， 孵 形 ， 长 1 一 2cm， 小 穗 长 6 一 rmm， 含 

5 一 7 小 花 ， 颖 短 于 小 

穗 ， 长 5 一 tmm， 有 具 

5 一 7 脉 ， 第 一 颖 稍 

kis Sb FARK 2,53 

mm, #9}k, Fis 

约 1/2 处 被 柔 毛 而 以 

边缘 为 密 , 顶端 膜 质 ， 

CE; Ae Wes, 

eK Sb FEBS HY SE BS 

(F432), 

细胞 染色 体 ，2n 

© a2;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WN iy 

FRE MM A a PASS 
地 、 天 山 和 塔 巴 尔 吟 

Ke « 台山 的 前 山 丘 陵 ， 苏 

图 32 ”上 沧 称 章 Schismus arabicus Nees 

Ke CHL Al Pa (A Fil 

WW.) .巴基斯坦 和 印度 

也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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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PRO ALA ZEON, BME it 

FR. WM, ARF RR 350 一 1000m 的 沙漠 及 荒漠 带 。 土 壤 的 

风沙 土 和 砂砾 质 灰 棕 荒漠 土 。 

在 沙漠 中 ， 以 白 秆 沙 HR (Calligonum leucocladum), tt 

Reig (Ephedra sp. ), Ws (Artemisia ace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地 类 型 中 ， 浮 释 草 为 散 生 种 ， 常 长 在 沙丘 边缘 低 凹 处 。 其 他 伴 
生 植 物 有 羽 状 三 芒 草 (Aristida pennata), BE H Be (Co- 

rispermum lehmanninum) 等 。 在 平原 戈壁 的 毛 芒 Artemisia 

schischitkinit) 群落 中 ,此 释 草 可 与 四 齿 芥 (Tetracme ri 

co7r111Ss)、 荒 漠 庭 芥 (Alyssum desertorum), KRPHE (Fre- 

mopyrum orientale)、 形 成 短命 植物 层 片 。 主 要 伴生 植物 有 沙 生 
针 滨 (Stipa glareosa), VB (Petrosimonia Si0irica)、 碱 韭 

(Allium polyrrhizum), Fe He HK (Kochia pzrostrata)、 角 果 

Re (Gerlatocdar pus: drenarius) 等 。 

齿 称 草 为 短命 植物 ， 生 育 期 较 短 ， 能 充分 利用 早春 融雪 水 和 降 
水 完成 生活 周期 ， 种 子 能 度 过 盛夏 与 严冬 ， 第 二 年 重新 发 菠 。 一 般 

4 月 上 名 萌发 ，6 月 开花 结实 ，7 月 上 旬 枯 死 ， 在 极端 干旱 年 份 ， 
6 ART. 

饲 用 价值 ” 澳 释 草 植株 矮小 ， 在 雨水 好 的 条 件 下 ， 草 高 可 达 

10 一 25cm 。 青 鲜 时 全 株 和 柔软 鲜嫩 ，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A, RADA 

挑食 。 王 枯 后 茎 叶 残 留 良 好 ， 秋 季 小 畜 喜 食 。 在 平原 戈壁 多 为 春秋 

表 52 一 1 齿 释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干 物质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生 水 | 粗 蛋 | 粗 | Rl OA 
脂 纤 灰 || R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分 | 白质 | 肪 维 | BMH |) + 

1986 年 | 新 疆 | _. | ? 全 株 | 6 月 | 奇 台 县 | 开 在 | 6.84 | 9.16 | 1.90 24.10 | 45.75 [12.25 |0.66| 0.161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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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 利用 ， 早 春 此 释 草 生长 发 育 迅 速 ， 在 春季 缺 草 的 情况 下 可 作为 

小 畜 的 优等 放牧 青草 。 化 学 成 分 和 微量 元 素 含量 见 表 32 一 1、32 一 

2。 

训 32 一 2 AMSTRER* 

元 素 名 称 TEA | 元 RA 称 | a 量 

#3 (%) 0.065 &% (ppm) 538 

i (ppm) 15.59 - 铀 (ppm) 3.5 

il (ppm) 31.51 钠 (%) 0.09 

钙 (%) 0.43 镍 (ppmy) 0.99 

#% (ppm) 0.02 BEC %) 0.18 

# (ppm) 0.29 #3 (ppm) 2.5 

&5 (ppm) 0.50 &k (ppm) 8.35 

‘ij (ppm) 4.61 8 (ppm) 100.80 

铁 (%) 0.06 ®t (ppm) | 44.15 

BEC %) 1.17 RA ( ppm) 1.59 

镁 (%) 0.22 & (ppm) 12.59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 杨 已 志 ) 

33. RE 14S Fi FE 

Setaria anceps Stept cv. Kazungula 

setaria 14 setarta 

形态 特征 SERA, MRA, HERARRAA, HRA 

呈 淡 红色 ， 株 高 1.5m eA, 2HM0.38cm, SH, HACE 

R, DHE, 微 带 白粉 。 叶 鞘 光 滑 无 毛 ， MAM. MAK 35cm, 

宽 1.1 一 1.5cm ， 叶 缘 微 紫红 色 。 圆 锥 花序 、 异 花 授 粉 ， 小 穗 排列 

NAR, CRAG. MERA, RARE SRE. 

卡 选 14 号 狗 尾 草 ， 是 广西 畜牧 所 1981 年 以 引种 的 非洲 狗 尾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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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ria anceps) 

与 栽培 种 卡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Kazungula 

setaria) 杂交 组 合 ~ 

群体 中 选 育 驳 成 的 ， 

已 在 广西 推广 应 用 

(图 33) 。 

地 理 分 布 ”适宜 

在 北纬 30 ”以 南 ， 海 

拔 60 一 1800m fy & 

陵 、 山 地 栽培 ， 在 我 

国 的 广西 、 广 东 、 福 

建 均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该 草 喜 温暖 、 

潮湿 、 阳 光 充 足 的 地 

区 生 长。 要求 温 度 

25%C ， 相 对 湿度 70 一 

80% ， 光 周期 12 一 16 图 33 卡 选 14 号 狗 尾 草 Setaria anceps 
小 时 的 生活 条 件 。 苗 上 Kazungula setaria 14 

期 和 冬季 生长 绥 慢 ， 

抽穗 不 一 致 ， 早 晚 相 差 20 多 天 ， 其 生育 期 见 表 33 一 1。 

表 53 一 1 ” 卡 选 14 狗 尾 草 的 生育 期 〈 日 /月 ) 

播种 期 | 出 苗 期 | 5} Be HH | 孕穗 期 | 开花 期 [ecm | em | 注 

| 
7/4 15/4 7/5 19/6 5/7 22/7 3/8 第 一 年 

26/8 7/10 21/10 2/11 | 18/11 | 第 二 年 

“100 。 



卡 选 14 号 狗 尾 草 在 热带 、 亚 热带 年 降雨 量 1000mm 左右 的 地 

区 ,可 连续 生长 ， 无 枯黄 期 ， 四 季 均 可 利用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在 低 海 拔 〈1800m WP) 的 肥沃 壤 士 生长 良好 ， 但 也 能 在 红壤 、 黄 

壤 贫 将 的 土地 上 生长 ， 在 堤坝 .江湖 沿岸 .路 旁 或 其 他 休闲 空地 也 能 

生长 。 在 广西 ， 田 间 最 低温 度 降 至 零下 °c, 50% 的 植株 仍 能 以 鲜 

草 越 冬 。 在 夏季 ， 气 温 达 35 一 40"C2， 不 见 枯黄 。 生 长 势 较 强 。 

饲 用 价值 “ 卡 选 14 狗 尾 草 叶 量 丰富 ， 鲜 叶 重 占 全 株 的 53.4%， 

草 质 柔 嫩 ， 为 牛 、 羊 、 免 、 儿 所 喜 食 ， 也 是 鱼 的 优良 饲 草 。 在 较 肥 沃 ， 

地 上 大 植 ， 每 年 可 浊 割 4 次 、 亩 产 鲜 草 8&000 kg ， 和 豆 科 牧草 混 播 

也 可 作 放 笋 地 利用 ， 其 全 年 产量 结构 平衡 ， 是 放牧 型 和 浊 割 兼用 型 

牧草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 表 33 一 2、33 一 3) 。 

表 53 一 2 卡 选 14 狗 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Ko far WwW Rh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其 mt — alee aa St — (6) | ame | 粗 脂肪 | et | ee | 相 灰 分 

广西 、 南 宁 孕穗 期 | 14.05 12.44 2.74 26.77 36.45 7.55 

*。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33 一 5 ” 卡 选 14 狗 是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 

0.375 0.057 0.339 0.768 0.473 0.141 0.034 

栽培 要 点 “ 卡 选 14 狗 尾 草 以 刘 制 用 牧草 ， 宜 选用 土地 平坦 肥 

沃 的 土壤 。 整 地 要 精细 ， 施 足 基 肥 ， 先 育苗 ， 后 移 栽 。 当 苗 高 15cm 

左右 时 ， 以 30x30(cm) 或 40x40(cm) Ff FE HEF 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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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阴雨 天 或 移 苗 后 灌水 .为 了 返青 快 ， 易 栽植 , 移 苗 时 可 先 割 去 长 

叶 ， 留 10cm 左 右 的 苗 ， 每 穴 3 一 5 株 。 苗 返青 后 ， 追 施 氮 肥 ， 以 后 

每 浊 制 一 次 ， 均 需 施 足 氮 肥 。 

以 放牧 为 主 的 草地 ， 因 该 草 种 子 小 ， 也 需要 精细 整地 ， 灭 除 杂 

草 。 也 可 与 豆 科 牧草 混 播 。 播 种 时 间 为 春天 3 一 4 月 为 宜 ， 也 可 在 8 

月 雨季 进行 ， 每 亩 用 种 量 200 一 250g。 

种 子 田 ， 要 注意 增 施 磷肥 。3 一 4 年 后 ， 要 进行 更 新 ， 以 提高 种 

子 产 量 。 | 

(RKm BRHF) 

34. 标 叶 狗 尾 草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须 根 发 达 。 秆 直立， 高 1 一 1.5ms。 
叶鞘 松弛 ， 叶 舌 长 的 1Imm; 叶 宽 披 针 形 ， 长 20 一 40cm， 宽 2 一 

6cm， 具 纵深 皱 禄 ， 无 毛 或 疏 生 硬 毛 。 圆 锥 花序 呈 狭 或 宽 的 塔 形 ， 

K 30—35em, SHER MB, DBR, 披 针 形 ， 长 3.5 一 

4mm; 刚毛 长 5—15mm; 第 一 颖 孵 形 , 具 3 一 5 脉 ;》 BO MA 5 一 

7 脉 ， 第 一 外 生 与 小 穗 等 长 ， 具 5 脉 ， 内 释 膜 质 ， 短 小 。 谷 粒 具 不 

明显 的 横 和 皱纹， 千粒重 1g 左右 〈 图 34)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华南 、 西 南 、 福 建 、 浙 江 ; 印度 与 马来西亚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生 于 山坡 、 山 谷 的 阴 湿 处 或 林 下 。 它 的 

生育 期 ， 在 福建 中 、 北 部 自然 生长 状态 下 ， 约 180 天 左右 ， 生 长 期 

260 天 以 上 ， 而 在 中 部 以 南 ， 冬 季 最 低温 度 在 0"c 以 上 ， 则 几乎 无 

枯黄 期 ， 保 持 终 年 青绿 ， 但 生育 期 仍然 为 190 天 左右 。 

据 福 建 农 学 院 牧 草 研究 室 于 1981 一 1982 年 ， 在 三 明 市 和 建 阳 县 

引入 栽培 试验 结果 ， 其 生育 期 状况 如 表 34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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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棕 叶 狗 尾 草 Setaria palmifolia(Koen.) Stapf 

表 34 一 1 ” 棕 叶 狗 昆 草 生育 期 〈 月 日 ) 

播种 期 | 出 苗 期 pr | 2 开花 期 | 结果 期 

3"17 | 4°5 | 5.5 9° 5 10°10 | 10°20 | 11°10 [12°20 ) 215} 255 

3°30 | 4°24 | 5*16 | 9°10 | 10°5 | 10°14] 112 [12°20 | 188] 236 

4915 | Bed 6°12 | 919 | 10°5 | 10°26] 11°12 [12-29 | 188 | 235 

注 ， 前 两 行 的 试验 地 点 在 建 阳 县 第 三 行 在 三 明 市 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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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叶 狗 尾 草 主 要 靠 种 子 繁 殖 ， 但 发 芽 率 较 低 ， 而 且 播 种 当年 ， 
幼苗 生长 比较 缓慢 ， 单 播 时 ， 不 易 迅 速 覆盖 地 百 ， 故 在 建立 人 工 草 
地 时 ， 最 好 采取 混 播 的 方式 。 实 验证 明 ， 它 与 马 唐 混 播 较为 理想 。 
单 播 的 鲜 草 产量 5230.55kg / 亩 ， 混 播 的 达到 6191.98kg / 亩 ， 增 
产 20% 。 但 种 子 繁殖 地 则 宜 采 用 单 播 ， 便 于 收获 种 子 。 

棕 叶 狗 尾 草 的 再 生 力 较 强 ， 每 年 可 浊 割 3 一 4 次 ， 小 区 试验 产 
量 ， 每 次 鲜 草 产量 1000 一 2500 kg / 亩 。 

棕 叶 狗 尾 草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的 气候 。 也 具有 一 定 的 抗旱 性 和 耐寒 
性 。 在 福建 省 北部 ， 冬 季 最 低 气温 在 零下 9sC 的 情况 下 ， 能 顺利 越 
冬 。 对 土壤 肥料 要 求 不 严 ， 适 宜 在 南方 红壤 或 黄 坏 地 区 栽培 。 若 在 
良好 水 肥 条 件 下 ， 生 长 旺盛 ， 产 草 量 高 。 而 在 将 薄 、 和 干旱 的 水 土 流 
失地 区 ， 也 能 正常 生长 和 发 育 。 但 产 草 量 和 种 子 产 量 均 较 低 ， 鞋 叶 
老化 也 较 快 。 无 论 何 种 栽培 条 件 ， 均 未 发 现 病 虫 危害 。 
饲 用 价值 ” 棕 叶 狗 尾 草 的 蔡 叶 质 地 比 较 粗糙 ， 对 饲 喂奶 牛 ， 

适口 性 较 差 。 其 鞋 叶 比 在 拔节 期 为 3?7 : 63。 据 福建 农学 院 进行 饲 喂 
奶牛 试验 结果 ， 用 棕 叶 狗 尾 草 代替 其 他 青草 饲 喂奶 牛 ， 每 头 平均 日 
食量 50 kg , 头 两 天 产 乳 量 略 有 下 降 〈 每 头 乳牛 与 对 照 组 比较 ， 共 下 
降 4.5kg )， 第 三 天 以 后 ， 恢 复 正 常 ， 并 略 有 提高 。 说 明 利用 棕 叶 
狗 尾 草 饲 喂 乳 牛 要 有 一 个 适应 的 过 程 。 

根据 对 棕 叶 狗 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资料 ， 其 粗 蛋 白质 含量 相当 
A> HAN EWA 的 18.78% ， 可 作为 蛋白 质 来 源 ， 直 接 饲 喂 

或 将 草 粉 挫 入 配合 饲料 中 。 代 替 豆 科 笋 革 之 用 ( 表 34 一 2) 。 
棕 叶 狗 尾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也 是 较 全 面 而 丰富 的 ， 见 表 34 一 

"全 

由 表 34 一 2，34 一 3 表明 ， 棕 叶 狗 尾 草 是 适 于 华南 红壤 山地 栽培 
的 一 种 优良 牧草 。 具 有 适应 性 广 、 抗 着 性 强生 产 力 高 、 再 生 力 强 、 
蛋白 质 含量 高 、 适 口 性 良好 的 特性 ， 可 以 作为 建立 人 工 草 地 , 用 于 发 
展 畜牧 业 。 同 时 , 由 于 棕 叶 狗 尾 草 具 有 发 达 的 根系 , 繁茂 而 宽大 的 由 
"104 。 



— ————————— ee Tt ce 

W34—2 HW RS MS md 6%) 

eas) | 87.34) 3.92 | 0.75 | 3.15 5Y | 2.00 
ZI 5 月 三 明 市 

19834F | 福建 省 2 
拔节 期 | 12.66| 16.40 | 2.63 |20.40 38.48 | 9.43. 

5 月 三 明 市 

1983 年 | 福建 省 | 
绝 于 拔节 期 | 0 18.72 | 3.01 |23.35 44.06 110.80 | 

5 月 三 明 市 

。 福建 农学 院 分 析 。 

表 34 一 5 ” 棕 叶 狗 尾 草 毛 基 酸 成 分 * (%) 

氨基 酸 名 称 | & it | 氨基 酸 名 称 | a 量 

天 门 冬 氨 酸 1.39 AR 0.48 

苏 AR 0.48 RR 0.84 
2 A R 0.50 mB AR 0.28 

Se A RB 1.15 Wel 0. 46 

H A R 0.50 mi a wR 0.57 

两 a Rm 0.69 氮 0.25 
he 氨 mR 0.21 组 氨 酸 @.12 

i A mR 0.65 精 AR 0.64 

mk A mR 0.18 fi 4 RR 0.87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片 ， 不 仅 能 充分 利用 太阳 光 能 ， 而 且 具 有 强大 的 固 土 保水 能 力 ， 也 

是 一 种 治理 水 土 流失 的 优良 草 种 。 且 前 推广 面积 已 有 30000 HL 

2 

AES A RY LAER, WARE, BR 

15cm 左 右 ， 平 地 宜 采 用 畦 作 ， 以 利 排水 。 基 肥 最 好 用 有 机 肥 料 ， 

施用 量 500 kg / 亩 ， 或 者 利用 尿素 、 过 磷酸 钙 拌 种 做 种 肥 代 替 基 

肥 。 播 种 前 ， 对 种 子 应 进行 晒 种 ， 可 提高 其 发 芽 率 。 可 采用 条 播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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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 条播 行距 30cm 。 播 种 量 3 kg / 亩 。 覆 土 深度 1 一 2cm 。 采种 
地 亦 可 采用 穴播 ， 穴 距 30cm 。 当 苗 高 40 一 60cm 时， 可 以 刘 割 或 

放牧 利用 。 每 次 利用 后 ， 应 追肥 一 次 ， 可 用 尿素 和 过 磷 酝 镶 各 5 一 

10kg / 亩 。 棕 叶 狐 尾 草 可 以 和 马 唐 、 长 松 古 鲁 狗 尾 草 、 鸡 眼 草 等 混 

播 ， 播 种 量 按 比 例 大 小 相应 减少 。 采 种 栽培 时 ， 宜 采用 单 播 ， 以 利 

种 子 收获 。 

( 苏 水 金 ” 黄 仁 湘 ) 

35. 拟 高 3 

Sorghum propinquum (Kunth) Hitche. 

形态 特征 SEA RRR, 

长 约 20 一 40cm ， 粗 1 一 2cm ， 节 间 长 

1 一 4cm 。 秆 直立 ， 高 约 1 一 3m， 径 约 

0.8 一 1.5cm， 由 8 一 切 个 茎 节 构 成 , 节 

PIR A Es HR SAT, 较 节 间 为 

长 ; 叶 舌 质 较 硬 ， 长 0.5 一 Imm 叶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70 一 120cm , 宽 约 2 一 

3.5cm。 圆 锥 花序 ， 直 立 松 散 ， 长 约 

20 一 30cm ， 分 梳 轮 生 , 长 15 一 20cm , 其 

上 着 生 小 枝 ， 无 柄 小 穗 尧 状 披 针 形 ， 长 

4—5mm, AE; 有 柄 小 穗 较 无 柄 小 各 

狭小 ， 带 释 和 颖 ， 果 形似 橄榄 ， 光 滑 ， 

Bre; Shite, Fh 重 3.76g 

(图 35)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华南 。1978 年 在 mss ie oe 

福建 沙 溪 两 岸 发 现 此 草 。 根 据 福 建 农 学 propinquum (Ku- 

院 多 年 来 的 引种 、 筛 选 后 ， 推 广 到 浙 ni 让 Ti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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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 江 苏 、 广 东 s 广西 、 云 南 、 贵 州 、 河 南 等 省 ， 均 能 适应 生长 。 
此 外 ， 在 东南 亚 也 有 分 布 。 | 
EBSA HULA BEE STI RIAA, 

高 粱 在 栽培 条 件 下 ， 生 育 天 数 为 216 天 左右 ， 生 长 天 数 为 270 天 。 

在 中 亚热带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下 ，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 表 35 一 1)。 但 北 
移 到 南 温带 地 区 ， 则 有 时 种 子 不 易 成 熟 ， 甚 至 地 下 茎 越冬 也 有 困 
难 。 

表 55 一 1 拟 高 粱 生育 期 *〈 日 /月 ， 天 ) 

ela | so | we | me | 天 成 熟 期 | 生育 | aw | 生长 
种 苗 ig sid fai AR nea 
期 | ee ee ee ae ae i ae 期 | 天 数 - 

15/3 10/5 | 9/7 | 21/9 | 4/10 | 9/10 270 

ee het] 

14/10 |20/10 | 216 {10/12 23/3 

。 1979 年 播种 ， 福 建 地 区 试验 。 

拟 高 梁 的 再 生 能 力 很 强 ， 小 区 试验 ， 年 可 收 制 6 一 7 Uk, BNA 
长 期 内 ， 每 月 可 制 1 次 。 平 均 日 增长 速 度 3 一 4cm ， 全 年 每 公顷 鲜 
草 总 产量 150t 以 上 。 

拟 高 梁 种 子 播种 后 ， 在 适宜 的 温度 和 水 分 条 件 下 ， 开 始 萌发 ， 
先 长 出 胚 根 ， 后 长 出 胚芽 。 出 苗 后 茎 基部 开始 长 出 须根 ， 同 时 形成 
根 状 茎 ,使 地 下 部 发 展 壮大 。 因 根 状 茎 尖端 尖 硬 ， 穿 透 力 强 ， 能 在 
地 下 纵横 草 延 ， 分 布 成 片 ， 故 有 保持 水 土 的 能 力 。 根 状 位 的 芽 ， 平 
时 处 于 休 眼 状态 ， 待 到 一 定 的 时 候 才 发 荐 ， 先 侧 生 后 才 向 上 生长 成 
为 直立 的 新 植株 ， 到 第 一 次 浊 割 后 ， 茎 基部 即 大 量 分 募 ， 分 蓝 数 一 
般 为 30 一 40 个 高 者 可 达 176 个 。 但 收割 次 数 要 适 中， 过 多 或 过 
少 ， 均 使 分 葛 数 下 降 ， 并 使 茎 秆 变 细 。 实 践 证 明 ， 以 平均 每 月 收割 
1 次 为 宜 。 收 割 时 的 葵 时 比 为 2 :3， 株 高 在 100cm 左 右 。 采 种 时 

拟 高 梁 栽 培 的 第 一 年 ， 种 子 在 10 月 份 成 熟 ， 第 二 年 以 后 ， 一 年 有 2 
次 成 熟 ， 第 一 次 在 6 一 7 月 份 ， 第 二 次 为 9 一 10 月 份 。 种 子 成 熟 期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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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致 ， 宜 早 收获 。 拟 高 梁 到 11 月 下 旬 至 次 年 2 月 ， 生 长 缓慢 ， 但 

到 次 年 3 月 ， 即 开始 迅速 生长 ， 3 月 中 下 旬 即 可 供 青 饲 。 

拟 高 梁 适 于 生长 在 低 海 拔 疏 松 的 酸性 红壤 上 ，Pp 联 值 在 4.0 一 

5.5 之 间 ， 同 时 对 中 性 土壤 亦 能 适应 。 在 湿润 的 条 御 下 生长 良好 ， 

可 以 获得 高 产 稳产 。 在 干旱 的 山坡 、 岩 坎 、 阴 坡 或 灌木 处 中 栽培 ， 

亦 能 适应 。 但 鲜 草 产量 较 低 。 
对 气温 的 要 求 ， 日 平均 温度 在 25 一 35% 时 ， 生 长 极为 旺 感 ， 日 

Feta tn IK 40"C 时 亦 能 适应 。 冬 季 气 温 在 零下 8SCUA, MM Le 

幼 株 有 庆 雪 现象， 其 余 均 能 安全 越冬 ， 当 气温 在 零下 7%C 时 ， 根 状 

BEAM. B.. 

扫 高 梁 具 有 一 定 的 抗 道 性 。 不 论 在 沙 浴 、 农 田 、 山 坡 和 河流 两 

Fe, STALK. MAM, BROS, AAPA 

害 。 

饲 平 价值 ” 拟 高 梁 的 蔡 叶 质地 柔 壤 、 多 汁 . 叶 肉 厚 、 茎 通 充 实 、 

际 甜 。 拔 节 期 ， 蔡 含 糖 量 一 般 在 6 一 8% EA, SES: 2 左右 ， 

适宜 用 作 青 饲 或 青贮 原料 ， 亦 可 了 晒 制 干草 。 营养 成 分 和 微量 元 素 合 

fe Wize 35 一 2、35 一 3、35 一 4。 

表 55 一 2 拟 高 梁 的 化 学 成 分 *〈%) 

ares] sm | eye, | memes] sum 外 me | 天 和 和 | ms 

ent CH) | 拔节 期 | «82.73 1.76 0.68 4.70 8.13 2.00 

ZH OM) FAH 6.67 9.5 3.65 25.41 43.97 10.80 

苍 叶 ( 绝 干 )| 拔节 期 0 10.18 3.91 27.23 47.11 11.57 

。 福建 农学 院 委 医 系 人 饲料 分 析 空 分 析 ，1979 年 6 A R= IRAE, 

Wi tAB. FL AL. AB. RAKRAMER. MMH 

牛 ， 日 食量 平均 为 60kg ， 利 用 率 达 82.35%. mew, A 

95%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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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5—3 拟 高 梁 氢 基 栈 成 分 CN) 

氨基 酸 名 称 & it 氨基 酸 名 称 & 量 

天 门 冬 氨 酸 2.26 

苏 A RB 0.65 % AR 1.09 

丝 氨 R 0.61 Kae 0.38 

F 所 - 酸 1% * AE mR 0.59 

H & mR 0.57 Aw 0.58 

“RAR. 0.85  & 0.33 

mh A R 0.15 AAR 0.20 

i 氨 了 酸 0.86 MAR 0.78 

蛋 所 酸 0.21 ii 2 0.9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二。 

表 55 一 4 ” 拟 高 梁 的 微量 元 素 成 分 (%) 

有 
含 “ 量 3.680 0.009 0.200 0.239 0.004 0.051 0.012 | 0.011 

。 1980 年 ， 福 建 省 农业 科学 院 中 心 实 验 室 测 定 。 

拟 高 粱 除 作为 草食 动物 和 鱼 类 的 良好 饲 章 外 ， 关 有 强大 的 根系 

再 作为 水 土 保 持 植物 。 其 茎 秆 老化 后 ， 可 作为 纤维 工业 的 原料 。 

由 于 拟 高 梁 含 有 少量 氢 氛 酸 ， 故 幼苗 或 经 施 屎 素 后 不 到 10 一 15 

天 的 嫩 苗 不 能 放牧 或 江 害 用， 以 免 中 毒 。 收 割 青 饲 时 ， 植 栎 高度 最 

好 在 100 一 120cm 为 宜 。 

栽培 要 点 ”营养 繁殖 可 用 根 和 茎 移植 和 插播 。 如 作 青 饲 用 ， 株 

行距 为 30x 30cm ， 作 青贮 用 ， 株 行距 以 30 x 40cm 为 宜 。 

种 子 繁殖 有 两 种 方法 ， 一 种 是 温水 浸种 24 小 时 后 ， 直 接 进 行 穴 

播 ， 每 穴 约 播 2 一 3 粒 种 子 ， 而 后 用 火烧 士 或 黑 肥 土 盖 种 ， 另 一 方法 

是 将 种 子 先 经 过 温水 浸种 ， 而 后 再 经 过 催芽 ， 进 行 薄 哎 育苗 ， 待 苗 

长 到 15 一 25cm MH, TBR, BK. RAMA,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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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 或 繁殖 种 子 时 ， 株 行距 最 好 为 30x50cm 或 40x50cm。 播 种 

量 ， 如 育 苞 移植 ， 每 公斤 种 子 的 苗 ， 可 供 种 植 0.27 一 0.3 公 项 之 

用 ， 如 直接 播种 ， 其 播 量 为 15 kg /公顷 。 

红 培 、 黄 坏 或 黑土 地 ， 均 可 播种 或 移植 。 将 土地 深耕 后 ， 略 施 

农家 肥 或 垃圾 土 7500 kg /公顷 或 混合 化 肥 375kg /公顷 ， 则 当年 鲜 

草 亩 产量 可 达 5000kg Wk. WRN 1 次 ， 每 公 项 应 追 施 氮肥 

60kg 左右 。 在 夏季 收割 利用 时 ， 留 荐 高 度 不 得 少 于 10cm 。 

拟 高 梁 的 种 子 极 小 ， 千 粒 重 仅 有 3.76g， 故 覆土 不 宜 过 厚 ， 一 

般 为 1 一 2cm ， 田 闻 管 理 除 防除 杂 草 外 ， 对 苗 期 晶 虫 的 危害 盖 应 及 

时 发 现 并 喷 施 乐 果 或 敌 百 虫 。 

《还 振 举 ) 

36. 苏 丹 草 

Sorghum sudanense (Piper) Stapf 

CARTE —FHARKEA, fF H1.5—-2(3)m, 直径 2 一 

13mm, %$#LE. HAA 5124457, 2 RA—-MHI—OTH, 

A PK OY BEAT AK ih BRAD BR RETA el, 3 —5 4, BA IA20+ 

Ub, KARHA PAB WH, PAM BAA ww 38 种 ， 生 产 上 

Ui BARS. MERE, 叶 舌 干 膜 质 ， 长 3 一 4.5mm， 和 先端 钝 

圆 ， 常 据 裂 叶片 宽 条 形 ， 长 45 一 60cm ， 宽 4 一 4.5cm ， 光 滑 ， 

叶 缘 粗糙 。 圆 锥 花序 ， 孵 形 或 查 圆 形 ， 长 30 一 50cmy 花序 形态 类 

型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有 明显 差别 ， 可 分 为 强烈 周 散 的 、 周 散 的 ， 半 紧 密 

NW. ARN. PENNE RBS 6 种 。 无 柄 小 穗 披 针 状 燃 圆 形 至 

KE, K4-—-8mm; 颖 密 被 白色 长 柔 毛 : PMRW, RAK 

KEE, AiwAK1—2em RHE. MRAWC, BEM, K 

3.5--4mm, $f 2 一 2.5mm。 籽 粒 成 熟 后 外 壳 颜 色 不 一 ， 通 常 分 

红 、 黄 、 黑 3 种 ， 千 粒 重 10 一 15g (A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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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殖 分 布 “苏丹 

草原 产 于 非洲 的 苏丹 

高 原 ， 在 非洲 东北 、 

EF wy Rt Mb. KR 

BSAA SERA IR 

的 分 布 。 由 非洲 南部 NS 2 
传 入 美国 、 巴 西 、 阿 

根 廷 和 印度 。1915 年 

传 入 澳大利亚 ，1914 

年 苏联 首先 在 叶 卡 捷 

林 诺 夫 斯 克 州 试验 站 
进行 试验 ， 1921 一 

1922 年 开始 大 面积 种 
‘i, 至 1937 年 播种 面 图 36 mare Sorghum sudanense (Piper) | 

积 达 15 万 公 项 。 苏 丹 

草 在 我 国 栽培 也 有 几 十 年 的 历史 ，1935 年 以 前 华北 农村 就 有 栽培 ; 

东北 、 西 北 也 广泛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苏丹 草 是 喜 温 植物 ， 不 抗 寒 ， 怕 霜冻 ; 
但 耐 干旱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种 子 发 萄 最 适 温度 为 20 一 3e%c， 最 低 
温度 8 一 10*2 。 生 育 期 100 一 120 天 ， 因 品种 和 生育 期 气候 条 件 而 异 。 

从 播种 至 出 苗 为 11 一 17 天 ， 至 抽 稿 为 70 一 91 天 ， 至 成 熟 100 一 120 

天 。 苏 丹 草 为 短 日 照 作 物 。 在 整个 生育 期 内 需 积温 2200 一 3000%C 。 
幼苗 对 低温 很 敏感 ， 在 3 一 4%C 时 能 使 幼苗 受 冻 害 。 苏 丹 草 具有 强大 
的 根系 ， 可 以 充分 利用 土壤 中 不 同 土 层 的 水 分 ， 所 以 抗旱 能力 很 
Ho DARA BRK, $8 WG, 4 BEI % 313m, Fh BH 
1886cm ， 开 人 花 以 后 为 11556 cm 。 根 系 入 土 最 深 可 达 245cem, Al 
深度 土屋 内 根 数 的 百分比 为 ，0 一 25cm 土 层 时 ， 根 数 为 119 条 ， 占 
总 数 的 22.8% 26 一 50cm 时 ， 根 数 为 51 条 , 占 11.9%;，51 一 100cm 

elll: 



it, AB H101%, 422.3%; 101—200cem HI}, WKH 15274, 

34.2%, 201 一 245cm 时 ， 根 数 为 53 条 ， 占 8.8%。 上 述 资 料 表 明 ， 

苏丹 草 的 很 系 有 1/3 分 布 在 0 一 50cm 土 层 内 , 2/3 分 布 在 51 一 245 cm 

PRJZT HH, AULA UMAR IRELEAMWRAAKSD, AE 

具有 抗旱 得 高 产 性 能 的 重要 原因 。 

据 吉 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在 公主 岭 试 验 观 察 ， 由 加 使 大 

引进 的 苏丹 草 ， 5714 ARE, 5 23 AS, 6 月 10 旦 开始 分 

B®, 6 月 20 日 拔节 ，? 月 8 ARMM, KARI, WAH Mt 

55 天 ， 其 生长 高 度 为 114.4cm 。 苏 丹 草 再 生 力 很 强 ， 第 一 次 光 割 后 

的 再 生 草 当年 仍 可 刊 用 2 一 3 次 。 若 水 肥 条 件 充 足 时 ， 再 生 草 可 利用 

3 次 ， 再 生 草 的 产量 相当 于 第 一 次 浊 割 草 产量 的 1 一 2 倍 。 

蚀 尺 价值 ”苏丹 草 是 我 国 北 方 地 区 夏季 的 主要 青 刘 饲料 作物 ， 

cath, ‘t 羊 等 草食 家 畜 的 优质 青饲料 。 在 吉林 省 中 部 黑土 地 带 ， 

播种 一 次 ， 可 浊 割 3 次 ， 鲜 草 产量 为 11250 一 21600 kg /公顷 。 若 放 

Br Fil FA, ye Ho 一 4 次 ， 鲜 草 产量 4700—8750 kg /公顷 。 从 

播 各 至 放 收 适 期 需 34 一 41 天 ， 从 第 2 次 放牧 到 第 3 次 放牧 需 18 一 28 © 

天 。 苏 丹 草 可 以 进行 分 期 播种 ， 以 延长 奶牛 夏季 青饲料 利用 时 间 。 

EBA OMAR, RWS. 7 月 下 名 播种 的 苏丹 草 ， 至 
初 霜 时 收割 ， 生 育 期 为 50 天 左右 ， 生 长 高 度 达 90 一 120cm ， 鲜 草 
产量 可 达 9000 一 12000 kg /公顷 。 

苏丹 草 不 仅 产 草 量 高 ， 饲 草 质地 人 优良， 适口 性 好 ， 其 营养 价值 

也 较 高 扩 表 36 一 1) 。 

由 表 看 出 ， 苏 丹 草 营养 期 粗 脂肪 和 无 所 浸出 物 含 量 较 高 ， 而 抽 

穗 期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从 单位 面积 总 的 营养 价值 看 ， 仍 以 抽穗 

期 收割 为 宜 。 

苏丹 草 的 粗 蛋 白质 中 各 类 氨基 酸 含量 也 比较 丰富 〈 表 36 一 2)。 

苏丹 草 干 物质 中 粗 灰分 含量 平均 为 7.22%， 其 中 主要 矿物 质 仿 

星 如 表 36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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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36 一 1 苏丹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业 〈%) 

成 分 
水 分 | mate | me 访 粗 4 mits | 组 区 分 

营养 期 | 10.92 5.80 2.60 | 28.01 44.62 8.05 

抽穗 期 10.00 6.34 1.43 34.12 39.20 8.91 

成 熟 期 16. 23 | 4.30 全 | gate 35.38 7.94 | ! 

让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36 一 2 苏丹 草 营养 期 氨基 酸 含量 * (%) 
| 

ne lam| oe [an | 名 次 | am | sm] sm 

HAM | 0.202 | Bar 0.825 亮 氨 酸 0.463 

甘氨酸 | 0.232 || Bem | 0.117 || 茶 丙 氨 酸 | 0.395 

RE RR. A Hh | MEME) 0.229 

AAR 0.089 

Haw 0.138 

| MAR 0.251 BEARS | 0.187 

+ 吉林 省 农 科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表 36 一 5 苏丹 草 矿 物质 含量 (%) 

0.568 0.231 0.252 0.054 0.704 0.016 0.212 | 2.348 

苏丹 草 lke FMR PMS bAMAHAH 223.5—443.9me. BW 

嫩 期 含量 较 高 , 发 育 后 期 含量 逐渐 降低 。 例 如 : 3 BEA 443.9me~e, 

拨 节 期 为 365.2mg、 抽 穗 期 为 262.6mg、 开 花期 为 283.5mg。 

坊 培 要 点 ”苏丹 草 适 应 性 较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太 严 格 ， 除 盐 碱 

地 、 涝 洼地 和 了 酸性 较 强 的 土壤 不 宜 种 植 外 ， 一 般 耕 地 均 可 种 植 。 因 

其 根系 发 达 ， 播 种 土地 应 进行 秋 翻 或 春 翻 ， 翻 后 考 糖 平整 。 为 提高 

产 草 量 ,应 施 足 底肥 ， 每 公顷 可 施 农家 HE 20000 一 30000kg ， 或 播 

种 时 每 公顷 施 氮 、 磷 复合 肥 300 一 450kg 。 适 宜 的 播种 期 以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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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土 层 温度 达 10—12°C 时 方 可 播种 。 在 吉林 省 一 般 为 5 月 上 
旬 播 种 。 刘 草地 宜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45cm， 每 公顷 播种 量 30kg。 
采种 地 行距 60cm， 每 公顷 播种 量 15 一 23 kg 。 播 种 覆土 厚度 为 2 一 

3cm， 播 种 后 镇 压 。 刘 草地 在 苗 期 可 除 杂 草 1 一 2 次 。 采 种 地 可 在 苗 
期 、 拔 节 期 除草 、 蹲 垄 2 次 。 用 作 青 饲料 时 ， 豆 在 孕穗 初期 〈 或 拔 

节 后 期 ), WaT RARE AAR, BEBO 1 次 收割 。 为 促使 
再 生 草 生长 ， 第 一 次 收割 后 每 公顷 可 追 施 氮 肥 150—200kg, TH 
地 区 有 灌溉 条 件 时 ， 应 于 灌溉 结合 追肥 。 

为 了 提高 苏丹 草 的 品质 和 产 草 量 ， 可 与 一 年 生 豆 科 作 物 一 RR 
BE. WERE SETEM. 尤其 作为 奶牛 青饲料 轮 刘 利用 时 , 更 为 
必要 。 其 混 播 比例 为 苏丹 草 每 公顷 播种 量 30 kg 与 RAR RASH 
扎 10 一 15 kg 。 人 神子 均匀 混合 后 同行 条 播 。 

〈 陈 自 胜 ) 

37. AEE 

Stipa breviflora Griseb. 

ANS 阿 哈 日 一 黑 拉 于 那 〈 蒙 古 族 名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丛生 型 早生 草本 。 秆 直立 ， 基 部 节 处 膝 曲 ， 

高 30 一 60cm 。 叶 鞘 粗 糙 或 被 短 柔 毛 ， 上 部 边缘 具 纤 毛 : HRT 

形 ， 白 色 膜 质 ， 基 生 叶 密集 ， 长 10 一 15cm ， 茎 生 叶 稀疏， 长 3 一 

Tom, 圆锥 花序 下 部 被 顶 生 叶鞘 包 庄 ， 分 枝 细弱 ， 光 滑 或 具 稀 朴 短 

刺 毛 ，2 一 4 枝 簇生 ， 有 时 具 二 回 分 枝 ， 分 枝 斜 升 ， 小 穗 稀疏 ， 颖 狭 

披 针 形 ， 长 10 一 158mm， 绿 色 或 淡 紫 褐色 ， 中 上 部 白色 膜 质 ， 第 二 

Sims Hi A — SR, SEK YH) 5.5mm, Wepre, LAKA 

1.5mm, ###=, ELAR, eae 于 1l1mm 的 柔 毛 ， 

第 一 芒 柱 扭 转 ， 长 1 一 1.5cmn ， 第 二 芒 柱 长 0.5 一 1cm， 芒 针 弧 状 

2th, 4 3 一 6cm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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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南部 、 

华北 、 西 北 和 青藏 高 

原 。 以 黄土 高 原 为 中 

心 分 布 区 ， 向 西 沿 祁 

连 山 进入 新 疆 ， 分 布 

FRU OF. ARB, 

吐鲁番 、 轮 台 等 地 )、 

BREW Gi. 

1+, FR BE 

布 江 以 南 地 区 向 东 

抵 河 北山 地 以 北 ， 国 

Shi LT Dy HK A Ze 

古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ET AE A i 

We ink TE AY A AE 5 A 
图 37 短 花 针 芒 Stipa breviflora Griseb, 

下 繁 草 ， 是 荒漠 草原 的 主要 建 群 植 物 之 一 。 

分 布 于 黄土 高 原 北 缘 灰 钙 土 上 的 短 花 针 茅草 原 ， 位 于 草原 与 匾 

漠 交 界 处 ， 成 为 一 条 不 宽 的 过 渡 带 。 经 常 混 生 有 大 量 喜 暖 的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牛 枝 子 (Lesbedeza potaninii), BR WV ®W (CAlania 

achrljiyeoides)、 或 灌木 亚 菊 (A. fruticulosa), fh] 南 接近 于 草原 

一 侧 ， 常 挫 入 一 定量 的 长 芒 草 (Stipa bungeana), ®B CArte- 

misia giraldit), F4ER (A. gmelinit); 向 北 ， 将 进入 草原 化 . 

荒漠 带 一 侧 ， 则 混入 驴 怠 蒿 〈4zrtemrsia dalailamae), Hite 

豆 (Oxytropis aciphylla), Ht PRERENDER, LARA 

高 原 南 部 具 砾石 的 暗 棕 钙 土 上 ， 几 种 旱 生 的 锦 鸡 儿 CE BB OBL 

Caragana stenophylla), fe} WIL (C. roborousky), PIA 

ellos 



锦 鸡 〈C.。 intermedia) SH WIRE, MM METER RA 
SiR. ARIE ARMA CArtemisia frigida) 或 戈壁 

Ete (Stipa gobica), WHEE y CS. glareosa), 

ASE 1 HAE EPS, ES dE BE SE CS ti pa kry- 
ooii) BEARS AR, ES UME, TE AEF OR AE 
Rs. BRA (Salsola passerina)， 也 构成 山地 植被 自 上 而 下 由 

草原 向 荒漠 的 垂直 过 渡 带 。 

在 新 疆 主 要 在 天 山南 坡 海拔 1000 一 2900m 的 荒 站 草原 草地 中 ， 

土壤 为 淡 栗 钙 土 和 棕 钙 土 ， 质 地 为 壤 质 或 石 质 化 很 强 的 砾 质证 ， 在 

Kw SES Se IE DR KEL CAgropyron cristatum) 草原 中 ， 

短 花 针 茅 为 优势 种 之 一 ， 还 有 喀什 殴 (Artemisia kaschgaria), 

西北 针 茅 CStipa krylovii); 在 石 质 化 强 的 地 段 ， 出 现 大 量 的 

刺 锦 鸡 儿 〈Coragana acanthophylia) 形成 灌 丛 草原。 在 天 山南 
HEL EG TH BRR RRC Anabasis brevifolia), Ww + HX CStipa 

glareosa) Jy Rt PENS Tete RP, RATE Gt Ee EEE BP, GRA 

糙 隐 子 草 (Cletstogenes squarrosa), [t+#h NM CKalidium 

schrenkianum), #t #8 48 (CReaumuria soongorica), me yb 3 

(Ceratoides /ate1s) 等 植物 。 在 博 格 达 山 南 坡 海拔 2000—2500m 

iui, PE HOE RAR, FMAM TRE 原 草 地， 其 他 

i Pb Ry A OPE YR BRS JL «(CCaragana roborovskyi), RRR 

(E phedra intermedia), FARR CE. przewalskii), RE 

¥ (Stipa caucasica) }, KBB IK, BAR, EHH 

Whe, tw, MHA MRE MRA. ERE PR 

高 寒 草 原 中 也 有 短 花 针 茅 出 现 。 

MEH ERD AR, Ih RRP RH, ERR, i 

> 10°C fy 75 ah Aik 4 2000—3200°C, -FRARE2.5—3.0R A. FER 

土 高 原 ， 常 见于 丘陵 阳 坡 ， 而 阴 坡 为 长 芝 草 干草 原 群 落 ， 向 西 在 更 

干旱 的 河西 走廊 东部 ， 它 则 习 生 于 缓 乒 的 阴 坡 ， 和 阳 坡 的 荒漠 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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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k. MEAS LRN. WHY. BER, mK 

耐 踏 在 黄土 高 原 ,， ;3 月 中 旬 有 萌动 ， 3 月 底 已 返青 ,， 5 月 上 、 中 

和 抽穗 开花 ，6 月 下 旬 果 实 成 熟 ，10 月 中 下 名 进入 枯黄 期 ;在 内 蒙 

古 高 原 ， 沁 月初 萌动 ， 5 月 下 名 至 6 月 上 旬 抽 穗 开 花 ，7 月 上 和 名 种 

子 成 熟 ， 9 月 枯黄 。 枯 黄 后 直至 春季 返青 以 前 ， 在 草地 上 保存 良 

好 ， 有 利于 冷 季 放牧 利用 。 

饲 用 价值 ” 属 优等 牧 划 ， 抽 穗 以 前 马 、 骆 驼 喜 食 ， 其 次 是 羊 ， 

牛 也 乐 食 。 夏 备 抽 穗 以 后 ， 逐 渐 粗 老 ， 适 口 性 降低 ， 结 实 后 颖 果 具 

尖锐 基 盘 ， 对 细毛 羊 或 半 细 毛 羊 可 造成 危害 ; 果实 成 熟 落地 而 进入 

果 后 营养 期 ， 适 口 性 又 有 提高 。 所 以 说 ， 短 花 针 茅 与 其 他 小 针 茅 具 

有 相似 的 饲 用 特点 ， 既 是 春季 能 促进 家 畜 恢 复 体 况 ， 夏 未 和 秋季 又 

fETEZ RRM ES. KORE. WRU. F. Bt. SHS 

B A#KERESR, BHRHRAR RHR. 

从 表 37 一 工 可 以 看 出 ， 短 花 针 茅 在 营养 期 蛋白 质 含 量 可 达 

— 表 37 一 1 短 花 针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A | 水 占 风干 物质 (%) 

mel 粗 | 粗 | 无 氮 | 和 粗 
人 i | | | | ai 

全 pe BEF a 营养 期 | 8.34 |10.14 | 3.90 |26.26 | 47.84 | 3.52 |0.21| 0.025 

4 网 “8 ela i 7.32 | 5.75 | 1.47 |31.90 | 49.15 | 4.41 |0.24| 0.37 

内 蒙古 | 抽穗 期 |12。24 |10.15 | 1.85 |42.06 | 29.83 

内 蒙古 | 开花 期 |11.69 | 8.78 | 2.39 |46.31 | 22.26 

内 蒙古 | 结实 期 |10.47 | 5.19 | 1.73 |51.09 | 24.66 | 6.86 0.41] 0.12 

内 蒙古 | 完 熟 期 13.55 |12.83 | 2.21 |45.42 | 18.64 | 7.35 |1.76| 0.19 

内 蒙古 ae 7.74 | 3.84 | 1.35 |26.64 54.15 | 6.28 |0.4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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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冠 花 针 革 元 讲 含量 * 
j 

元 素 名 tr & fi Caen |e on | eee [oe ee 元 素 名 称 | & 

铝 (%) 0.02 eT em Cdl le | 38.64 

ii (ppm) 13.72 ‘4 (ppm) 18.1 

Sl (ppm) 6.12 #4 (ppm) 78.14 

 (%) 0.69 § (ppm) 0.2 

#% (ppm) 0.13 (ppm) 19.47 

% (ppm) 0.26 #4 (ppm) 0.24 

+) <0 &K (ppm) 3.49 

#4 (ppm) 1.54 #8 (ppm) 46.49 

BR (%) 0.03 Bi (%) 0.04 

fA C%) 0.37 fl (ppm) 0.8 

& (%) 0.08 &% (ppm) 9.0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10.14% ， 这 时 茎 时 和 柔嫩， 是 放牧 利用 的 最 好 时 期 。 同 样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结 实 后 营养 含量 迅速 下 降 ， 纤 维 含量 上 升 ， 植 株 粗糙 ， 适 

口 性 下 降 。 秋 季 果 后 营养 期 再 生 大 量 营 养 枝 ， 饲 用 价值 继续 提高 ; 

至 深秋 于 枯 后 保存 完好 ， 冬 季 补 饲 有 一 定 意义 。 

(HEA RAH 赵 书 元 BMH) 

38. 沙 生 针 茅 

Stipa glareosa P. Smirn. 

别名 ” 赛 日 音 一 黑 拉 干 那 RARA) 

形态 特征 SESAME A, FHA RA, SHE 

Hh. SERB AT HS ARERR REE, MR LMRMRA AEs PKA 

Imm, WRAAEs 叶 上 面 被 短 刺 毛 ， 粗 糙 或 光滑 ， 下 面 密 被 短 

刺 毛 ， 基 生 叶 长 20cm， 茎 生 叶 长 2 一 4cm fl 锥 花序 基部 包 于 项 

ALTAR AY, XA, AEH, MARIE, MRR, — Ae 

SK, K20—30mm, 顶端 延 伸 成 长 尾 尖 ， 中 上 部 和 为 白色 膜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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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颖 基部 具 3 脉 ， 

中 上 部 仅 剩 1 中 脉 ， 

第 二 颖 具 3 Sky SbF? 

~7—limm, % # 

QB, K #4 2mm, 

BRABRE E— 

回 膝 曲 ， 全 部 着 生长 
2 一 4mm 的 白色 和 柔 

=, EHRHR, KH 

1.5cm, Eee 

弯曲 ， 长 4 一 7cm (图 

38) 。 

MESA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西部 、 

oR. Hit. WHA 

部 、 新 疆 、 西 藏 西部 

和 北部 等 地 苏联 

(西伯 利 亚 南部 、 中 

亚 ) 蒙古 也 有 。 
图 38 沙 生 针 茅 «Stipa glareosa P,Smirn.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生 针 茅 为 超 旱 生 丛生 RE, WR 

10 二 15cm， 生 将 枝 高 20 一 30cm 。 一 般 4 月 初 返 青 ，5 月 下 名 到 6 

月 上 和 开花 ，6 月 中 、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旱 年 不 抽 葵 结实。 

。 沙 生 针 昔 对 干旱 气候 具有 很 强 的 适应 能 力 。 其 分 布 区 湿润 系数 

为 0.13 一 0。3， 年 降水 量 150 一 300mm 年 这 10" 的 生物 学 活动 积温 

2200—3000C, ERA, DEHFPEBD HEARTH RA RAR 

阿拉 善 一 西 鄂尔多斯 高 原 的 沙 质 、 砂 砾 质 棕 鳃 土地 带 〈 海 拔 1100 一 

避 00m)， 此 外 ， 在 荒漠 地 带 沿 着 干燥 山坡 ， 沙 生 针 茅 可 上 升 到 海 

拔 3700—3900m 的 高 山 ， 形 成 山地 草原 的 一 个 组 成 成 分 ， 因 此 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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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P Fe Mi. WAM. RAW. Be. BE. PR BU AF hy 

HRB AA EN LT. FETE MAT 9 TR EA SE Fa iB 

生境 中 亦 有 零星 片段 出 现 。 

沙 生 针 茅草 地 往往 具有 不 同 程度 的 灌 丛 化 特点 。 灌 林 的 主要 代 
表 为 中 间 锦 鸡 儿 、 矮 锦 鸡 儿 和 狭 叶 锦 鸡 儿 等 ， 植 从 分 布 均 色 ， 闭 势 

旺盛 ， 这 显然 是 与 沙 质 土壤 中 生理 有 效 水 分 含量 较 高 保持 着 一 定 的 

联系 。 禾 草 层 片 中 除 以 沙 生 针 茅 为 建 群 种 外 ， 稳 定 的 亚 优势 种 成 分 

为 石生 针 旬 和 无 匠 隐 子 草 。 半 灌木 层 片 也 比较 发 达 ， 常 匈 的 代表 植 

Wik. RUB, OH. PHS. HHRAMAMER & 
HRA. MRBA. RB. RR. AAEREK. BR ERS 

等 。 草 地 的 产 草 量 约 为 10—20ke/H, HPRE H 50%, RAM 

H20%, AN-BHEAK H12—15%, HEAR A 15—18%. 

Ub AE ET ae BGAN AE HEAR AMAR A AR, ae EE He + 

WE (Artemisia frigida) Hy, We A+B Bw CA. xero- 

phytica) BR, WA He F+ 2B CAtppolytia trifida) 草 

yo, vb AEE P+ SRD W (Asania achillaeoides) A, We 

针 茅 + RUM (Oxytropis aciphylla) 草地 (见于 沙 质 地 
Eb) WAS + KR GE CAsterothamus centraliasiaticum) FF 

地 【见于 干 河床 两 侧 的 砾 质 沙 地 上 ) 等 等 。 

饲 用 价值 沙 生 针 芒 为 优等 饲 用 植物 。 各 种 牲畜 均 喜 食 ， 颖 采 

无 危害 。 萌 发 早 ， 特 别 是 冬季 枯草 能 完整 的 保存 ， 有 抓 腰 … 早春 ) 

APR (22) VE. WATS RMR, MTR, PREM 

的 沙 生 针 茅草 地 则 适 于 牧 驼 。 

沙 生 针 茅 笋 草 产 量 虽 低 ， 但 营养 含量 丰富 ， 含 有 较 高 的 粗 蛋白 

质 和 粗 脂 肪 。 沙 生 针 茂 草 地 是 荒漠 草原 地 带 优质 上 等 草地 之 一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38 。 

DETAR MEMO EK, MUR, FARRAR, HE 

过 牧 。 必 须 重视 这 类 草地 的 合理 利用 ， 以 免 引 起 土壤 食 蚀 和 沙化 。 

*” 妇 0。 



R38 沙 生 针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Gc mM FF WD RCH) 胡 葛 个案 

水 分 | wa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气温 出 物 | @ mg/kg， 

10.69 

物候 期 

抽 入 

开 t 

12.77 | 4.27 4.71 |0.46}0.40| 74.00 

10.14 13.31 3.58 5.79 |0.42/0.44) 63.25 

39. BEET HH 

Stipa gobica Roshev. 

别名 高 壁 音 一 黑 拉 干 那 〈 蒙 古 族 名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秆 斜 升 或 直立 ,基部 膝 曲 ,高 (10)20 一 . 

50cm, Hebi kite, PR, WRA KALE, + EW 

滑 ， 下 面 脉 上 被 短 刺 毛 ， 基 生 叶 长 达 20cm ， 蔡 生 叶 长 2 一 4cm 。 圆 

锥 花序 下 部 被 项 生 叶 鞘 包 训 ， 分 枝 细 弱 ， 光 滑 ， 直 伸 ， 单 生 或 率 

HE, 小 穗 绿色 或 灰 绿 色 ， 颖 狭 披 针 形 ， 长 20 一 25mm， 上 部 及 边缘 

宽 膜 质 ， 顶 端 延伸 成 丝 状 长 尾 尖 ， 二 颖 近 等 长 ， 第 一 颖 具 1 脉 ， 第 

=F 3 ik; SPERIE7.5—8.5mm, WHA, HALRB, 

长 0.5 一 2mm， 密 被 柔 毛 ;， 芒 一 回 膝 曲 ， 芒 柱 扭 转 UWB. KA 

Lom, #6 iA MIE SA, FEM RBI, Kaeo, ae 
长 3 一 5mm 的 柔 毛 ， 柔 毛 向 顶端 渐 短 〈 图 39)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高 原 区 、 黄 土 高 原 区 、 青 藏 高 原 

，。 区、 上 甘肃、 新疆 等 地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戈壁 针 葛 为 超 旱 生 多 年生 密 丛 型 小 禾 

草 ， 叶 层 高 20 一 30cm ， 生 殖 枝 高 30 一 40cm ， 丛 幅 10cm 左右 。 

戈壁 针 茅 在 内 蒙古 高 原 4 月 上 旬 返 青 ，5 月 下 名 到 6 月 上 名 开 

二 



花 ， 6 月 中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旱 年 不 抽 茎 结 

实 。 

SRE EL OF Sp A 

湿润 系数 在 0.13 一 

0.30 之 间 ， 年 降雨 量 

低 于 250mm, 4F > 

10"C 的 有 效 积 温 

2000—3000, 戈壁 

SPOR, BES 

山地 和 石 质 丘 陵 上 部 

的 砾石 性 原始 粗 骨 土 

生态 条 件 ， 保 持 着 密 

切 地 联系 。 

由 于 生境 的 限 

制 ， 戈壁 针 茅 只 能 形 

成 小 面积 的 群落 片 

段 ， 常 以 岛 状 形式 与 其 他 砾石 生 群 落 组 合 在 一 起 ， 构 成 群落 复合 
体 。 戈 壁 针 茅 在 内 蒙古 高 原 区 组 成 的 主要 草地 类 型 有 以 下 几 种 ， 

1.。 RES + RHA CFilifolium sibiricum) Ki 地， 该 草 

Hho) HT LA 〈 海 拔 1470m) 和 阳 坡 上 部 。 草 群 高 10—20cm, i 

度 15 一 20% 左 右 ， 其 中 戈壁 针 茅 占 15%， 线 叶 菊 占 3%。 草 群 产 量 

不 高 ， 生 长 旺季 每 亩 产 鲜 草 约 66kg， 禾 草 占 80%， 杂 类 草 和 小 半 

灌木 各 占 10% 。 

2.30 REESE + Re CArtemisia brachyloba) 草 地， 该 类 型 

EB LF BA vy wh kG FG a BE YH BE Ht SSE OG Ah Sa ae 

响 ， 草 群 中 含有 大 量 的 荒漠 草原 成 分 ， 草 群 高 度 平均 10cm ， 盖 度 

15%, 产 草 量 每 雷 约 65 kg ， 禾 草 占 80 一 85%， 小 半 灌 木 欧 类 点 15 一 

“122， 

图 39 戈壁 针 茜 Stipa gobica Roshev. — 



20% , 杂 类 草 的 作用 Ri. 
3 .戈壁 针 茅 二 冷 项 CArtemisia frigida) 草地 ， 其 分 布 的 地 

理 范 围 和 戈壁 针 茅 + 山 葛 章 地 相似 ， 其 不 同 点 主要 表现 在 这 类 草地 

所 处 的 小 地 形 部 位 比较 平缓 ， 砾石 性 程度 略 低 、 土 层 稍 厚 。 草 群 平 

均 高 10cm ， 总 盖 度 15%， 其 中 禾 草 占 8%， ANE HE ZN 5%, RR 

草 占 4% 。 地 衣 层 片 较 发 达 。 

4. BEEPS + AM (Hippolytia trifida) 草地 : 这 类 草地 

和 戈壁 针 茂 +A RRMA HAERM—-EARIL, LARA 

HEA RM BODIE Ri, SAIN ARE Re 

ETRE. PRB R MIRE. ht, RA7TcemM, Fy5emeA, 

总 盖 度 7 一 8% 。 

5. RES + BIR WW (Asania achillaeoides) 草地 :这 类 

草地 见于 狼 山西 南 段 ， 海 拔 1600m 左 右 的 西北 翡 石 质 山坡 。 基 本 叶 

层 平均 10cm 左 右 ， 盖 度 10 一 12% ， 禾 草 类 和 小 半 灌 木 各 占 172。 

饲 用 价值 ”戈壁 针 芒 为 山地 草地 上 的 优等 饲 用 植物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颖 果 无 危害 。 由 于 其 分 布 于 石 质 山 地 和 匡 陵 的 顶部 ， 最 适 

于 放牧 山羊 。 

区 壁 针 茅 虽然 植株 低 乡 ， 但 叶 层 高 达 20cm 以 上 ， 草 质 好 。 其 

不 同 物候 期 的 营养 化 学 成 分 详 见 表 39。 

表 39 RRR ANIL AL 
a PS RSP BRK) 

水 分 | me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 6 | @ 
| 

果 期 4.74 10.50 4.46 38.95 37.35 4.00 4.96 | 0.36 

* ”内 蒙古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戈壁 针 茅 草地 所 占 的 面积 较 小 ， 且 呈 分 散 的 小 片 混 生 在 其 他 草 

地 中 ， 其 利用 价值 ， 往 往 与 其 周围 相 邻 的 草地 一 齐 考虑 ， 才 有 一 

ee 123 。 



的 实际 利用 价值 。 

( 吴 高 升 RHA) 

40.K 针 F 

Stipa grandis P. Smirn. 

形态 特征 ”多 年 

ASE AFAR, AT 

立 ， 高 50 一 100cm 。 

My ARG, BRET 

形 ; 基 生 叶 条 形 ， 长 

可 达 50cm 以 上 ， 苍 

生 叶 较 得 ,圆锥 花序 ， 

基部 包 于 叶鞘 内 ， 长 

20—50cm, 2—4 4 

REE: 颖 披 针 形 , 长 

30 一 40mm， 成 熟 后 

RR; 外 释 长 15 一 

17mm, BARA 

4mm; *: — 5 RHA 

一 芒 柱 长 6 一 10cm， 

B= EEK a= 

2.5 cm, 芒 针 丝 状 卷 

曲 ， 长 10 一 18cm ,全 图 40 一 1 Xt Stipa grandis P,Smirn. 

芒 光 滑 〈 图 40 一 1)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中 东部 、 东 北 WLP. T 

夏 、 甘 肃 和 青海 境内 ， 苏联 〈 东 西伯利亚 南部 、 远 东 东 南部 、 外 贝 

加 尔 )、 蒙 古 东 部 和 北部 也 有 。 

。 124°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大 针 茅 是 多 年 生 密 从 早生 禾 草 。 在 内 诊 

古 草 原 区 ， 大 针 茅 一 般 在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开 始 萌动 ， 7 月 上 中 

EM, TARR 8 月 初 芒 针 外 露 进入 抽穗 期 ， 8 月 中 、 下 旬 进 入 

盛 花期， 绛 紫色 的 花 穗 构成 醒目 的 初秋 草原 季 相 ， 9 月 初 颖 果 陆 续 

成 熟 并 开始 脱落 ， 9 月 中 名 以 后 便 开 始 枯 效 而 进入 休眠 期 。 

大 针 茅 丛 幅 直径 约 40 一 60cm， 株 从 基部 宿 存 多 年 的 枯 老 残 枝 ， 

对 其 更 新 菠 度 过 冬季 严寒 起 着 保护 作用 。 根 系 发 达 ， 根 量 大 部 分 集 

中 在 50cm 以 上 的 土 层 中 ， 其 中 0 一 10cm 土 层 中 的 根 量 占 总 根 量 的 
32.8%，10 一 20cm 层 占 32%， 极 少数 的 须根 可 入 土 100cm 左右 。 

根 在 砂 质 土 壤 中 具有 砂 套 ， 使 之 免 受 土壤 对 其 机 械 损 伤 。 大 针 蒂 以 

种 子 繁 殖 和 营养 繁殖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两 种 繁殖 方式 都 普遍 存在 。 
大 针 久 草地 是 我 国 温带 草原 分 布 较 广 ， 面 积 较 大 的 典型 从 生 笨 

草草 地 。 大 针 茅草 地 分 布 区 , 具有 温带 半 和 干旱 气候 的 特征 ,年 降水 量 

230--400mm，6 一 8 月 降水 180 一 240mm， 年 均 温 在 - 1—4°C HH, 

10 和 的 年 积温 介 于 1800 一 2200% 之 间 ， 湿 润 系数 为 0.28 一 0.44， 

一 段 每 年 有 II 至 3 个 月 的 半 干 旱 期 ， 有 的 年 份 可 达 4 至 5 个 月 ， 干 

旱 期 一 般 不 超过 1 个 月 ， 生 长 期 170 一 210 天 ， 冬 季 覆 雪 日 数 多 在 70 

天 以 上 ， 最 高 可 达 140 天 。 上 述 温带 半 干旱 大 陆 性 气候 ， 是 形成 大 

针 六 地 带 性 草地 的 基本 条 件 。 土 壤 一 般 为 土 层 较 厚 的 壤 质 或 砂 坏 质 

典型 栗 钙 土 与 暗 栗 钙 土 。 在 经 常 受 地 下 水 影响 的 草 旬 土 或 盐 碱 化 土 

上 ， 不 适 于 大 针 茂 的 生长 。 大 针 茅 对 沙 质 土壤 具有 一 定 的 适应 性 ， 

因而 在 沙 质 栗 钙 土 上 常 可 见 到 发 育 良好 的 大 针 茅 草地 。 

大 针 玉 草地 的 种 类 组 成 比较 丰富 ， 种 的 饱和 度 也 参 高 ， 每 平方 

米内 一 般 有 10 一 22 种 植物 ， 除 大 针 茅 作为 建 群 种 外 ， 次 优势 种 和 主 
要 伴生 称 有 羊 草 CLeymus ch1zze1psisS) 、 糙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WE CArtemisia frigida), 2H (A. commuta- 

ta) YE (Koeleria cristata), wk! (Agropyron cristatum), 

羊 (Festuca ovina), #4jt- ARE (Hed ysarum gmelinit), 

°125 ° 



草木 哥 状 黄芪 CAstragalus melilotoides), SB (Melisst- 

tus ruthenicus), Ri-2EHR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Bay AK 3 Fy HEZE CHeteropappus altaicus), RUB (Filifolium 

sibiricum), EL = #& (Haplophyllum dauricum) , %R 

(4llium anisopodium), t## (Carex duriuscula), 小 时 锦 

2 JL (Caragana microphylla) 和 西 们 利 亚 杏 (Prunus sibiri- 

ca) 等 。 草 群 总 盖 度 一 般 为 30 一 60% 。 

大 针 茅 草地 地 上 生物 量 的 增长 在 雨季 来 临 之 前 缓慢 ， 每 日 干 重 
增长 0.0157 一 0.0268g， 7 月 上 和 旬 增 长 最 快 ,日 增长 量 可 达 0.1602 一 

0.2147g。 生 物 量 的 高 峰 期 出 现在 8 月 底 至 9 月 初 ， 单 株 王 重 为 

8.3225g。 植 株 高 度 的 增长 ， 也 以 7 月份 为 最 快 ， 一 个 月 内 可 由 

26 cm 长 至 75 一 80cm 。 

大 针 茅 草地 地 上 生物 量 垂直 分 布 图 〈 图 40 一 2》 BS 字 塔 形 ， 

各 层 的 生物 量 自 下 而 上 明显 地 减少 。0 一 10cm 层 产量 最 大 ， 占 总 地 

上 生物 量 的 57 一 62% ， 10 一 20cm 层 占 27 一 30%%，20 一 30cm 层 只 占 

17 一 9% 。 这 些 特 点 说 明 ， 大 针 茅 草地 群落 中 的 植物 , 以 铸 小 的 植株 

和 下 繁 型 禾 草 居多 。 

6 Pay 7 月 下 旬 .8 月 下 名 

图 40—2 大 针 茅 草地 的 地 上 生物 量 垂 直 分 布 图 
( 引 自 “大 针 茅 草地 群落 结构 与 地 上 生物 量 的 季节 动态 ”) 

饲 用 价值 ”大 镍 茅 是 优良 牧 革 。 开 花 前 各 种 家 BAER, LR 

其 是 春季 。 但 果实 成 熟 时 对 家 畜 有 一 定 的 危害 ,特别 是 编 羊 ， 具 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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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盘 的 颖 果 不 仅 易 刺 伤 其 口腔 粘膜 和 腹 下 皮肤 ， 而 且 芒 针 混 入 羊毛 

时 也 影响 毛 的 品质 ， 所 以 果实 成 熟 期 的 大 针 钊 草地 质量 显著 降低 ， 

有 经 验 的 委 民 常 在 此 期 移 场 放牧 ， 以 避免 其 危害 。 轿 果 脱 落后 ， 其 

适口 性 又 有 所 提高 。 大 针 茅 植株 冬季 残留 性 颇 好 ， 是 分 布 区 内 家 瘟 

最 基本 的 放下 地 。 开 花 前 刘 割 的 青 干草 ， 各 种 家 畜 也 乐 食 。 大 针 蔓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40 一 "。 大 针 茅 分 碍 期 的 营养 比 为 1:5.0。 

%40—1 AERIS MD R*%) 

生 TR 胡 葛 下 素 
育 HEA | HR | 粗 纤 维 BRK | 镍 
期 浸出 物 (mg/kg) 

4} Be BH15.61 13.88 (2.97 22.81 39.14] 5.59 | 0.44] 0.14 73.60 

拔节 期 | 9.20 | 13.90] 3.05 31.70 | 33.95 | 8.20 | 0.77 | 0-34] 84.40 

花 BH 9.52) 16.50] 3.64 26.57 | 37.69] 6.08 | 0.64 | 0.31 82.25 

果 期 |11.25 8.39 | 3.55 45.49 | 26.31 5.01 1.31 | 0.21 83.20 

+ Fi BH/10. 03 2.73 | 4.55 36.83 | 40.24] 5.62 | 0.62 | 0.44 一 

* _ 引 上 自 中 国 科 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 邻 地 区 天 然 

RH, 

不 同类 型 的 大 针 茅草 地 ， 其 经 济 价值 是 不 相同 的 。 在 内 蒙古 中 

东部 草原 区 ， 根 据 草地 资源 调查 资料 ， 将 其 主要 类 型 的 生产 力 列 入 

表 40 一 2 中 。 

根据 草地 资源 调查 等 级 评价 标准 ， 大 针 茅 草地 多 被 评 为 二 等 6 

级 草地 。 在 上 述 几 个 草地 型 中 ， 大 针 茅 + 羊 草 草地 约 占 内 蒙古 大 针 

芒 草 地 总 面积 的 50% 左右 ， 其 分 布 又 多 处 于 典型 草原 带 的 东部 ， 自 

然 条 件 比 较 优 越 ， 草 群生 长 高 ， 群 落 盖 度 一 般 均 在 50% 以 上 ， 不 仅 

可 以 作为 放牧 地 ， 也 是 较 好 的 天 然 打 草地 。 大 针 茅 + 糙 隐 子 草草 

地 ， 约 占 内 蒙古 大 针 茅 草地 总 面积 的 25% 左 右 ， 多 分 布 于 典型 草原 

带 的 中 西部 ， 气 候 较 大 针 茅 + 羊 草草 地 更 干旱 些 ， 草 群 高 度 较 低 ， 

群落 盖 度 一 般 为 30 一 40%， 多 作为 放牧 地 利用 , BHR MR HK, 

,127，。 



表 40 一 2 ”大 针 茅 草地 生产 力 状况 统计 表 

pilo.. epi be ae sehr np pire 

ke/i|m 季 | 冷 季 | 暖 季 | 冷 季 

Ke H+ 羊 草 83.60 | 52.27 | 36.89 | 17.08 | 8.70 | HH CK eR) 

72.13 | 50.44| 36.76| 16.48 | 8.67 | S23 (BFR) 

大 针 茅 + 糙 隐 子 草 — | 54.4 | 30.4 | 12.5 | 5.0 | 呼 盟 (高 平原 ) 

76.00 | 50.06 | 33.37 | 16.36 | 7.87 | 锡 盟 ki eB) 

KH ¥ + OH 55.96 | 36.38| 27.43] 11.89| 6.47 | 锡 盟 〈 低 山 丘 陵 ) 

44.13 | 32.37| 25.36 | 10.58 | 5.98 | 锡 盟 (高 平原 ) 

小 叶 锦 鸡 儿 一 60.88 | 39.65 | 27.13 | 12.96 | 6.40 | 锡 盟 〈 低 山 丘陵 ) 
KH + FR 2B 

55.67 | 38.57 | 27.29| 12.60] 6.44 | 锡 盟 “〈 高 平原 ) 

eee ia 133.98 | 87.09 60.96 11.96 | 9.52 赤峰 市 

特别 是 大 畜 中 的 马 群 利用 。 

大 针 茅 草地 是 相对 比较 稳定 的 地 带 性 植被 。 但 是 ， 随 着 放牧 利 

用 强度 的 增强 和 人 为 活动 的 加 剧 ， 大 针 芒 常 被 克 氏 针 芭 所 取代 ， 这 

种 情况 在 内 蒙古 高 原 已 相当 普遍 。 所 以 ， 采 用 合理 的 放牧 制度 ， 严 

格 控制 载 畜 量 ， 乃 是 保护 大 针 茅 草地 资源 永 续 利 用 的 一 项 重要 各 

施 。 

〈《 何 永海 ) 

41.。 殉 氏 针 茅 

Stipa krylovii Roshev。 

别名 PRL. RRA Cia!)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密 丛 型 早生 草本 。 秆 直立 ， 高 30—60cm, 

叶 昔 光滑》 HE REB, ARR, SEAM KK 30cm, SAH K 

10 一 20cm 。 圆 锥 花序 基部 包 于 叶鞘 内 ， 分 梳 细弱 ，2 一 4 枝 艇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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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B, BRB, BRE, MBAR, ee, 先端 白色 腊 

质 ， 长 20 一 28mm， 第 一 颖 略 长 ， 具 3 脉 ， 第 二 颖 稍 短 ， 具 4 一 5 
脉 ， 外 释 长 9 一 11.5mm， 顶端 关 节 处 被 短 毛 ， 基 盘 长 约 3mm， 密 
RABRE EAM, 3, B-EHRM #, K2—-2.5cm, 

第 二 芒 柱 长 约 1cm， 

芒 针 丝 状 弯曲 ,长 7 一 

12cm (图 41)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辽河 平 

RED. A Se, 

北 北 部 (黄土 高 原 

RK). TH. Hit. 

Fe i ies Jak, BSE EHH y 

苏联 (西伯利亚 南 

部 、 东 哈萨克 斯 坦 和 

”中 亚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KH AS 

年 生 密 丛 型 禾 草 ， 早 
生 人 草原 种 。 植 株 具 图 41 SERRE Stipa krylovii Roshev. 

有 发 达 的 根系 ， 地 上 部 分 由 多 数 分 葛 形 成 密集 的 草 从 ， 叶 层 高 20 一 
30cm， 生 殖 枝 高 50 一 60cm ， 丛 幅 直 径 通常 为 30 一 40cm 。 在 内 蒙 
证 高 原 上 ， 克 氏 针 茅 一 般 4 月 下 旬 开 始 返青 ， 7 月 末 开 始 抽穗 ， 8 
ALMA HE BH, 8 月 下 名 果实 陆续 成 熟 ， 9 月 下 旬 植 株 开 始 村 
黄 。 

殉 氏 针 茅 是 典型 草原 的 建 群 种 之 一 。 比较 喜 暖 、 耐 旱 ， 分 布 范 
围 较 广 。 但 一 般 不 进入 森林 草原 ， 在 荒漠 草原 虽 有 少量 渗入 ， 但 并 
个 成 为 草地 的 优势 成 分 。 其 主要 分 布 区 属 温 带 半 干旱 气候 ， 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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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 HA BAY 2000—2500°C, ew AB 0.2 一 0.4， 年 降水 量 约 
300 一 400mm， 年 均 温 在 0 一 5%C 之 间 ， 每 年 有 1 一 4 个 Ae RH 

和 一 个 月 的 干旱 期 。 地 形 为 开阔 平缓 的 高 平原 以 及 缓 起伏 的 丘陵 坡 
地 。 土 壤 大 多 为 壤 质 、 沙 坏 质 或 沙砾 质 的 栗 钙 土 ， 腐 殖 质 层 较 菏 ， 

在 20 一 30cm 下 可 见 钙 质 积 层 。 克 氏 针 茅 在 我 国 干 旱 区 的 山地 草地 

类 型 中 ， 一 般 出 现在 阴 坡 ,在 山地 分 布 的 下 线 为 海拔 2000 一 2900m， 

上 线 为 2300 一 3200m， 土 壤 为 山地 暗 栗 钙 土 。 克 氏 针 茅 对 土壤 盐分 

的 反映 很 敏感 ， 即 使 在 轻 度 盐 化 的 土壤 上 ， 也 难以 见 到 它 的 本 长 。 
克 氏 针 茅 在 典型 地 带 性 生境 中 的 代表 类 型 ， 是 克 氏 针 茅 二 糙 隐 

子 草草 地 ， 分 布 广 而 面积 最 大 。 在 趋 于 潮湿 时 ， 形 成 克 氏 针 茅 一 大 

针 茅草 地 ， 趋 于 低 湿 时 ， 形 成 克 氏 针 茅 一 羊 草草 地 ， 趋 于 干旱 温暖 

时 ， 形 成 克 氏 针 茅 一 得 花 针 苞 草 地 趋 于 干旱 时 ， 形 成 克 氏 针 茅 一 

戈壁 针 茅 或 克 氏 针 茅 一 石生 针 茅草 地 ， 土壤 沙 砾 质 化 时 ， 形 成 沙 叶 
饥 鸡 儿 一 克 氏 针 茅草 地 或 克 氏 针 茅 一 冰 草 草地 ， 海 拔 上 升 时 ， 形 成 

VEEL SEH, 放牧 利用 过 度 时 ， 则 促使 小 半 灌 木 作 用 增强 
而 形成 克 氏 针 茅 一 冷 蒿 草地 。 

饲 用 价值 ” 克 氏 针 茅 是 一 种 良好 的 牧草 ， 春 季 和 和 夏季 抽穗 前 
牛 、 马 、 羊 均 喜 食 。 到 秋季 果实 成 熟 时 ， 饲 用 价值 大 大 降低 ， 因 为 

其 颖 果 具 长 芒 针 ， 基 盘 锐 尖 而 坚硬 ， 对 牲 言 ， 特 别 是 小 畜 有 刺 伤 危 
害 。 

克 氏 针 茅 的 产量 中 等 ， 在 内 蒙古 高 原 ， 每 亩 可 产 鲜 草 100 一 
250 kg ， 折 合 于 草 40 一 100Kg。 

克 氏 针 茅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含 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肪 。 其 
主要 物候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1。 

克 氏 针 茅 草地 具有 了 耐 牲畜 践踏 的 特点 ， 是 重要 的 天 然 放 牧 地 之 

。 但 放牧 利用 过 重 ， 则 引起 明显 地 退化 。 

目前 对 克 氏 针 茅 退化 草地 的 改良 较 困 难 ， 可 有 计划 的 进行 轮 封 
保护 ， 以 恢复 其 生产 力 ， 并 采用 合理 的 放牧 制度 ， 保 证 其 生产 力 的 

© 130° 



表 41 克 氏 针 芒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物候 期 区 ae | maces | mime | marae | 无 所 省 物 | mse | eh | BS 

KAA. HRP KAMMERER, WL 
改良 ， 以 促进 羊 草 比重 的 加 大 ， 提 高 草地 的 产量 和 质量 - 

经 采集 野生 克 氏 针 基 种 子 试 种 后 ， 其 出 苗 十 分 良好 ， 当 年 可 进 
入 分 更 期 ， 第 二 年 大 量 开花 结实 ， 据 此 可 建立 人 工种 子 繁 殖 基地 。 
选用 适当 的 去 芒 机 处 理 种 子 ， 和 适用 的 松 土 补 播 机 ， 在 退化 的 克 氏 
针 昔 草 地 上 进行 补 播 ， 对 改良 草地 是 完全 可 行 的 。 

(AGH BER BRD 

42.f4 = 毛 

Trisetum spicatum (L. ) Richt. 

CARTE SERA, MRAM. FA, HW, B20— 

80cm, 1-3, BHF PRR. HR E, 叶片 长 3 一 
15cm, %2—4mm, HAWKE. ARLE RS 呈 穗 状 ， 下 部 有 

HR, Wee, At, 小 穗 含 2 一 3 小 花 ; 第 一 颖 长 约 4mm， 具 

1 脉 ， 第 二 颖 长 约 Imm， 具 1 一 3 脉 ， 外 释 长 4 一 5mm， 顶 端 具 2 

ew, Fem FA2mmAAK3I—SmmyeE, I 外 反 HH, A RR 

“ 质 ， 略 短 于 外 秩 ， 基 盘 具 极 短 的 柔 毛 〈 图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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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M== Trisetum spicatum (L.) Richt. 

细胞 染色 体 ; 2n=14, 28, 42,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山西 、 山 东 、 陕 西 、 甘 肃 、 青 海 和 新 

疆 、 西 藏 ， 苏联 (西伯利亚 、 中 亚 和 高 加 索 ) H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SH BAPEMERE, BER, tis 

的 气候 ， 适 于 肥沃 的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 多 生 于 森林 带 上 缘 至 海拔 

3000m 的 亚 高 山 草 甸 ， 是 亚 高 山 草 甸 的 伴生 种 。 常 与 Ra CP e- 

stuca rupbpra)、 高 山 黄 花 茅 (CAnthoxanthum alpinum) 及 多 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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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草 组 成 草 甸 群 著 。 这 类 草地 上 的 植物 种 类 簿 多 ， 夏 季 具 有 十 分 美 

丽 的 季 相 。 穗 三 毛 一 般 5 月 初 返青 ， 7 月 抽穗 ，; 8 月 开花 ， 9 月 结 

实 。 

饲 用 价值 ” 穗 三 毛 草 质 柔 软 ， 适 口 性 好 ， 各 类 家 畜 都 喜 食 ， 以 

牛 、 羊 最 喜 食 。 营 养 成 分 也 较 高 ， 特 别 是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很 高 ， 是 

家 畜 抓 采 的 优良 牧草 。 穗 三 毛 生 长 在 亚 高 山 草 旬 草 地 上 ， 草 层 高 为 

30 一 50cm ， 盖 度 93 一 100%% 。 鲜 草 产量 为 400 一 500 kg / 亩 。 草 质 优 

良 ， 适 口 性 好 ， 多 作为 夏季 牧 地 利用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42。 

表 42 “ 生 三 毛 的 化 学 成 分 *( 邮 ) 

新 疆 伊犁 | REAR | 7.89 | 7.88 | 2.27 |17.59 | 60.00 | 4.37 | 0.16 | 0.08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收 划分 析 室 分 析 。 

( 杨 恩 忠 ) 

43. 结 2 草 

Zoysia japonica Steud. 

别名 RRR, PRR, eR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具 根 状 荃 。 秆 高 15cm, RAEB 

分 布 于 40 一 50cm 的 土 层 中 ， 最 深 可 达 140cm， 具 有 交 VBA 

入 蔡 。 葵 多 节 ， 节 间 平 均 长 1cm 左右 ， 每 节 发 出 不 定 根 3--7 条 ， 分 

B2—64, BPM RA AAA MA. UR, FER, HA 

RRA. 质地 较 硬 , 宽 约 3mm 左 右 ， 叶 缘 常 内 卷 ， 色 泽 浓 绿 ， 枝 

叶 密 集 ， 平 铺 地 表 。 总 状 花序 ， 长 3 一 4cm ， 宽 3 一 5mm 小 穗 柄 

%Sth, Kik4mm; 小 穗 卵 圆 形 ， 紫 褐色 ， 两 侧 压 扁 ， 长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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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Sek Zoysia japonica Steud, 

3.5mm, KA1.2mm; #1 AE, B— Bik, Bo MRM, Hes 
Wi, A 1k, K2.5—3mm (43).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我 国 、 日 本 及 东南 亚 地 区 ， 在 我 国 广泛 分 布 
于 自 东 北 经 华北 至 华东 各 省 〈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野生 条 件 下 ， 它 主要 喜 生 于 山坡 苔 地 

和 放牧 退化 的 山坡 草地 ， 常 常 成 为 优势 种 而 形成 矮 草草 地 。 结 缕 草 | 
在 温带 地 区 〈 青 岛 ) 4 AP EH, 10 月 下 名 逐渐 枯萎 ， 绿 色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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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一 190 天 ， 在 亚热带 地 区 (杭州 ) 4 月 上 、 中 名 返青 ,7 一 9 月 为 扫 
穗 结实 期 ，11 月 上 名 为 枯黄 期 ， 绿 色 期 为 200 一 210 天 ， 抽 穗 与 成 熟 
时 间 较 长 。 结 缕 草 根系 发 达 ， 具 根 状 共和 佣 甸 茎 ， 其 萌 葛 本 均 分 布 
FH FAME, RAW, RAO, MARA HD he 
Bi. Hk, SOMA A, KAA. AMAT RAE, 
年 旭 割 5 次 而 不 训 ， 再 生性 是 很 强 的 。 

。 结 缕 草 地 上 部 分 质地 坚韧 而 富 弹性 ， 根 系 发 达 而 形成 根 网 ， 叶 
SRR, RAI SEIT, PRB. 

ORE KORE RR, HEUER, BEARER, TROL, TB 
在 其 生长 过 程 中 还 能 将 杂 草 逐 步 挤 掉 ， 因 此 , 它 是 一 种 优良 的 牧草 ， 
而 且 也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草坪 植物 。 

结 缕 草 既 可 进行 有 性 繁殖 , LAT BEAT IC PEEL. URS A 
蔡 栽 种 结 继 草 ， 一 年 时 间 角 甸 茎 最 长 可 延伸 3m, SAS BUTI 
© 12m?, 两 年 时 间 每 墩 覆 盖 面 积 可 达 0.。29mz, 直播 结 BRIE, yA 
甸 芭 分 枝 可 达 15 个 ， 饲 甸 芭 最 长 可 达 53cm， 单 株 覆 盖 面 积 可 达 
0.025ms， 两 年 时 间 钼 甸 芭 最 长 可 延伸 3m， 履 盖 面积 可 达 0.25mz。 

结 缕 草 适应 性 强 ， 对 土壤 选择 不 严格 ， 不 论 在 含 盐 量 较 高 的 海 
浴 ， 还 是 在 陡峭 的 山坡 、 沟 崖 ,不 论 土 层 深厚 或 浅薄 , 还 是 土壤 肥沃 
或 贫 将 ， 即 使 是 砂砾 、 石 颖 ， 均 能 “安家 落户 "。 它 适应 的 pH A 
6.5 一 8， 适 应 的 土壤 含 盐 量 为 0.5 一 0.68% ， 在 地 下 水 矿 化 度 10 一 

20 之 间 均 能 正常 生长 。 生 长 的 适宜 温度 13 一 25*C， 但 在 极端 最 低温 
度 -21.5"2 下 ， 其 地 下 部 分 ， 极 端 最 高 温度 40.9%C， 其 全 株 均 能 安 

全 通过 。 结 缕 章 是 一 种 喜光 植物 ， 它 对 光照 强度 很 敏感。 
结 炙 草 从 阳光 直射 下 的 山坡 、 丘 陵 地 带 到 河 边 较 稀疏 的 树林 之 

下 ， 均 有 成 片 生 长 。 从 青岛 市 的 试验 证 明 ， 结 缕 草 可 以 抵抗 连续 
159 天 的 干旱 。1983 年 在 安徽 省 滁 县 地 区 ， 连 续 干 旱 1 个 月 以 上 , 土 

下 含 水 量 下 降 到 4.1%， 仍 能 很 好 地 生长 ， 亦 耐水 湾 ， 在 低洼 地 水 
泪 工 个 月 ， 水 退 后 仍 能 迅速 恢复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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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 4 REAM RE, HEH 为 100 一 200kg ， 产 
草 量 甚 低 。 因 此 ， 作 为 优良 牧草 栽培 价值 不 大 。 根 据 安徽 省 生物 研 
究 所 在 大 柳 种 羊 场 的 调查 资料 ， 认 为 该 草 在 暖 温 带 、 亚 热带 的 草山 
草 坡 有 大 面积 分 布 ， 尤 其 在 高 、 中 草草 地 放 怕 退化 后 ， 结 炙 草 成 为 
优势 种 形成 退化 的 矮 草 草地 类 型 ， 适 宜 于 编 羊 和 山羊 的 利用 ， 尤 其 
绵羊 利用 更 为 适宜 。 据 跟 群 放牧 调查 ， 其 适口 性 为 最 喜 食 ， 是 一 种 
优等 牧草 。 把 天 然 草地 作为 放牧 地 具有 一 定 的 利用 价值 。 

结 缕 草 的 根系 盘 根 错 结 ， 地 上 茎 草 纵 横 交 织 ， 密 集 的 枝叶 ， 既 
可 对 降水 起 到 组 证 作用 ， 又 可 兆 留 地 表 径 流 ， 发 达 的 根系 既 可 固 土 
涵 水 ， 又 可 阻止 径流 的 下 切 。 因 此 ， 它 对 护坡 、 护 堤 、 国 沟 、 防 止 
KAMAE ROE. LH, SRM, Ree 
性 ， 既 而 践踏， 又 耐 修 前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草坪 植物 。 

栽培 要 点 ” 结 继 草 对 土地 选择 不 严格 ， 但 为 了 保证 全 苗 、 壮 苗 ， 
EMMA LEER, ORL HOF, SEAR, Rat 
施 入 适量 有 机 肥料 ， 灌 1 次 透水 。 结 继 草 以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 中 
名 ， 当 5cm 地 温 稳定 在 10% 以 上 时 为 播种 适 期 。 播 后 覆土 深度 最 多 。 
不 得 超过 0.3cm ， 以 盖 严 种 子 为 宜 。 进 行 地 面 覆盖 为 提高 地 温 ， 减 ， 
少 蒸发 ， 节 省 浇 水 次 数 ， 保 证 全 苗 、 壮 苗 和 降低 成 本 的 重要 措施 。 
结 缕 草 种 皮 含 有 大 量 蜡 质 ， 使 种 子 吸水 困难 ， 不 易 发 芽 ， 因 此 ， 播 
前 必须 进行 化 学 处 理 ， 用 0.8% 的 氢 氧 化 钠 水 溶液 浸种 16 小 时 ， 然 
后 用 清水 淘 洗 10 至 15 遍 ， 至 水 清 为 止 ， 再 用 清水 浸泡 8 小时， 最 后 

再 淘 洗 1 一 2 次 ， 捞 出 种 子 晾 干 准备 催芽 播种 。 催 芽 方 法 ， 将 种 子 用 
其 容积 2 MUTED, HARE, MES, WR Be, RAR 

AA AT HE BETO%, AB—lOKRM SH Mi, WA MP. AG 缕 草 种 子 

成 熟 度 高， 千粒重 为 700mg。 采 取 撒 播 或 条 播 方 法 均 可 。 

结 缕 草 播种 后 ， 一 定 要 加 强 苗 期 管理 ， 从 种 子 萌芽 到 幼苗 期 ， 

都 需要 有 充足 的 水 分 。 幼 苗 期 要 经 常 清除 杂 草 ， 是 保证 幼苗 苗 壮 生 

长 的 关键 。 幼 苗 开 始 分 葛 时 ， 要 结合 除草 进行 第 一 次 疏 苗 ， 达 到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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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之 间 互 不 挤 靠 为 宜 。 分 划 盛 期 进行 定苗 ， 条 播 按 行 距 4cm ， 株 距 

按 2 一 3cm ， 投 播 按 2 x 3cm 为 标准 留 苗 。 间 苗 、 定 苗 要 在 雨 后 或 灌 

溉 后 进行 。 间 苗 、 定 苗 后 还 应 及 时 灌水 ， 以 防 透 风 伤 根 。 为 了 保证 

苗 期 有 充足 的 养分 供应 ， 必 须 进 行 追 肥 ， 腐 熟 的 人 凑 尿 或 硫 贸 、 尿 

素 均 可 。 

侵害 结 缕 草 的 病害 主要 是 锈病 ， 可 喷洒 150 倍 的 波尔多 液 预防 ， 

发 病 后 用 波 美 28 度 的 石 硫 合剂 稀释 液 120 一 170 倍 喷洒 危害 结 缕 草 

RAR HSE, FRPP EE EH, HAP RRA RA, 

—-B2R, RNB. 

(高 洁 ` 送 运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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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豆 科 Leguminosae 一 4 月 

44. 田 ff 

Aeschynomene indica Le 

别名 HL KR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状 一 年 生 草本 。 直 根系 ， 主 根深 17 一 23cm 。 

陆 生 的 ， 主根 发 达 ， 侧根 13 一 18 条 ; 水 生 的 ， 主根 不 发 达 ， 侧根 少 

且 粗 ， 一 般 3 一 7 条 。 在 10cm 土屋 中 的 根 量 〈 仅 指 陆 生 条 件 ) A 
总 根 量 的 87% 以 上 。 出 苗 工 个 月 即 见 根瘤 ， 开 花 以 前 ， 主 根 密布 根 

瘤 ， 侧 根 的 根瘤 也 相当 多 。 茎 直立， 中 空 ， 高 30 一 120cm ， 无 毛 。 

WA PR BH, 具 小 时 41 一 58， 5 Al TZ, K3—8mm, 宽 1—3mm, 

先端 钝 圆 ， 有 短 尖 头 ， 基 部 圆 形 ， 无 小 叶柄 ， 晚 间 和 阴雨 天 小 叶片 

全 部 闭合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着 生 1 一 4 花 ， 花 昔 二 层 形 ， 花 冠 蝶 形 ， 
旗 办 黄色 具 紫 红色 纹 ， 无 爪 ， 贾 瓣 绞 旗 辩 稍 知 ， BPR RIS. 

Smee 

KRABI, Ho—10%, HYMAN, RIB, 
He 1 粒 种 子 ， 果 熟 后 ， 各 节 断 落 ， 种子 肾 形 ， 光 消 ， 黑 褐色 〈 图 

44)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北 自 吉 林 ， 南 至 广东 、 云 南 的 辽阔 地 

K; 在 国外 ， 非 洲 、 大 洋 洲 及 亚洲 热带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亚热带 的 安徽 省 滁 县 地 区 试 种 ，1983 

年 3 月 20 日 播种 ， 闪 月 26 日 出 苗 ， 5 月 4 日 全 苗 ，7 HLH 

开花 ， 8 月 中 名 果 熟 ， 到 10 月 中 旬 便 逐渐 死亡 。 全 生育 期 为 177 天 。 

在 野生 条 件 下 ， 其 物候 期 比 裁 培 约 推迟 10 天 左右 〈 表 44 一 1)。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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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田 皂 角 Aeschynomene indica L, 

阴 皂 角 出 苗 后 ， 迅 速 进入 快速 生长 期 ， 最 大 日 增长 速度 为 2 一 

2.5cm 8 月 2 日 后 趋向 平缓 ， 并 随 着 莱 果 的 成 熟 而 停止 生长 ， 其 

平均 日 增长 速度 为 0.91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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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一 1 田 皂 角 的 生育 期 *〈 日 /月 ) 

播种 期 出 苗 期 | 5 LH | BG Hi | 盛 花期 | 果 热 其 ti 黄 期 

20/3 26/4 20/6 3/7 15/7 15/8 20/10 

* 刀 [ 自 安徽 省 生物 研究 所 (19834) ARSHKM MOREA. 

田 皂 角 为 灌木 状 一 年 生 豆 科 笋 草 。 其 根 颈 部 位 萌 茧 力 不 强 ， 大 
量 的 芽 分 布 于 全 株 枝 干 上 ， 因 此 ， 齐 地 面 浊 割 ， 再 生 力 很 弱 ， 全 年 
一 般 只 能 浊 割 2 次 ， 收 获 量 不 高 。 荧 果 成 熟 后 不 开裂 ， 而 是 逐 节 断 
裂 ， 这 有 利于 种 子 的 均匀 散布 ， 而 其 轻 软 多 瘤 ， 显 著 增 厚 的 果 壳 ， 
便于 种 子 散布 。 这 些 特 点 ， 在 陆 生 条 件 下 ， 同 样 有 利于 风力 传播 和 
地 表 径 流 的 携带 。 尤 其 它 的 莱 果 不 开裂 ， 可 使 种 子 免 受 虫 鸟 危害 。 
果 壳 吸水 和 保水 力 极 强 ， 有 利于 种 子 萌发 。 

田 皂 角 具 有 较 广 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其 适应 的 生态 幅度 比较 宽 。 
常见 于 田 醒 、 地 边 和 闲 弃 地 ， 也 喜 生 于 水 沟 、 池 塘 和 浅 位 沼泽 的 边 
缘 或 上 述 水 域 的 浅水 地 段 。 它 适应 的 土壤 pH 在 4.0 一 8.0 之 间 ， 安 
微 省 大 柳 种 羊 场 的 土壤 pH 在 4.0 一 6.8 的 范围 内 均 有 ROR. AE 

在 水 肥 条 件 优越 的 微 酸性 和 酸性 土壤 上 生长 发 育 得 最 好 。 可 见 ， 它 
的 酚 酸 性 是 非常 强 的 。 1 

生长 在 沼泽 、 水 田中 的 田 皂 角 ， 在 长 期 浸水 条 件 下 ， 其 露出 水 “ 
面部 分 仍 枝 繁 叶 茂 ， 花 果 累 累 ， 生 长 发 育 良好 ， 但 在 土壤 于 早 ， 
10---15cm 土 层 的 含水 量 仅 为 4.1% 的 情况 下 ， 虽 然 能 存活 ， 但 植株 

细 斤 ， 难 以 开花 结实 。 可 见 ， 田 皂 角 虽 能 “水 陆 两 栖 ”, 但 其 喜 湿 性 
是 极其 明显 的 。 

田 皂 角 虽然 在 不 同 的 土壤 肥力 条 件 下 都 有 分 布 ， 但 从 其 生长 发 
育 状况 来 看 ， 它 喜 肥 的 特性 是 显而易见 的 。 据 对 不 同 土壤 肥力 水 生 
条 和 件 下 的 调查 证 明 ， 生 长 在 具有 泥炭 层 水 体 中 的 ， 株 高 达 150c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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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株 高 一 般 在 100cm 以 下 ， 枝 疏 叶 少 ， 茎 秆 细弱 。 对 陆 生 的 不 同 

肥力 条 件 下 生长 的 进行 调查 ， 亦 有 同样 的 规律 ， 在 土壤 含水 量 蓄 本 

相似 的 条 件 下 , 土壤 含有 机 质 大 于 4% 的 地 段 ,植株 最 高 达 164cm， 

有 31 个 分 枝 ， 单 株 重 0.2kg， 结 蔷 达 249 个 。 但 在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小 于 1% (0.3%) 的 地 段 ， 株 高 一 般 在 30cm 以 下 ， 极 少 分 枝 或 个 

分 枝 ， 生 长 发 育 不 良 。 可 见 ， 田 皂 角 对 土壤 肥力 的 要 求 是 非常 严格 

的 。 

从 地 理 分 布 看 ， 田 皂 角 虽然 在 温带 地 区 有 其 分 布 ， 但 它 最 适宜 

的 气候 条 件 却 在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 在 35"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 正 是 

它 的 快速 生长 期 。 

mA Hea mek. SM, BOR. BH 

ffi, CRRA, Wa XA RR Te, BRR 

喜 食 ， 是 一 种 较 好 的 豆 科 饲 用 植物 。 

从 表 44 一 2 可 见 ， 田 皂 角 的 粗 蛋白 质 含量 达 15.8%, MKF RS 

家 44 一 2 田 印 角 与 其 他 豆 科 牧 草 化 学 成 分 比较 GET WIRY) 

wm 分 析 生 水 | 粗 蛋 | 粒 粗 无 氮 料 
脂 纤 灰 

名 称 部 位 期 分 二 Am | 雇 维 浸出 物 分 

A oS f#| 2. | 开花 期 | 8.3] 15.8 | 8.6] 23.1 36.2 8.0 

鸡 眼 草 | 蔡 、. 叶 | 开花 期 | 6.8| 13.8 | 5.8| 28.5 39.3 5.8 

KB MB | SEL Me | 开花 期 | :7.9| 12.5 | 5.8] 26.5 40.9 6.4 

By RA | EL | 开花 期 | 9.2| 13.7 | 2.6] 36.8 30.9 6.8 

阴山 胡 枝 子 | Lt | 开花 期 | 7.6 | 12.4 了 人 | 25.6 41.3 11.5 

由 天 时 大豆 2 35.4 7.3 

. * 为 湖南 省 高 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其 余 均 为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室 分 析 ， 采 样 时 

间 ， 1983 年 8 Hy 采样 地 点 ， 安徽 滁 县 。 

KE (Glycine soja); 其 粗 脂肪 含量 达 8.6%， 这 在 安 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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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一 5 HSA 与 其 他 豆 科 牧草 化 学 物质 的 消化 率 ” 

饲 用 植 He 原 样 中 于 

B | VALE! WF te FE | KR re 能 | 可 消化 | 消 化 能 | 代谢 能 
物种 类 其 白 质 (7%) 蛋白 质 ( 猪 ) ( 鸡 ) 

(g/kg) (MJ/kg) MI fee) (g/kg) MI kg)| MIke) 

A HB 角 | 开花 期 77 20.99 5.86 84 10.21 6.36 

鸡 眼 草 | 开 花期 81 7.78 2.30 89 6.28 2.55 

3S yw FEE 62 8.24 4.98 68 8.91 5.44 

绢 毛 胡 梳子 | 开花 期 76 8.40 4.81 81 9.00 5.15 

PAL aT IE 67 7.20 5.23 73 7.78 5.65 

*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分 析 室 分 析 。 

地 区 的 全 部 野生 豆 科 牧草 中 是 属 最 高 的 ， 粗 纤维 仅 含 23.1%， 比 其 

他 豆 科 牧草 都 低 。 

从 表 44 一 3 中 可 见 ， 在 鲜 草 中 ， 田 皂 角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为 

77g/ kg 、 消 化 能 为 20.99MJ/ kg .代谢 能 为 5.86MJ/ kg , 远 高 于 其 

他 4 种 豆 科 饲 草 ， 而 在 干草 中 , 田 皂 角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 消 化 能 和 代 

谢 能 依次 为 ，84g/ kg 、1021MJ/ kg 6.36MJ/ke, 也 都 远 高 于 

其 他 4 种 豆 科 饲 草 。 

从 表 44 一 4 中 可 见 ， 田 皂 角 含有 牲畜 所 需要 的 全 部 氨基 酸 , 而 且 

各 种 氨基 酸 的 含量 几乎 都 高 于 其 他 对 比 委 曹 。 尤 其 天 门 冬 氨 酸 的 含 

量 高 达 5.42% ， 比 对 照 牧 草 高 4 一 5 倍 。 

田 皂 角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见 表 44 一 5。 除 铁 的 含量 低 于 鸡眼 草 、 截 
Ht BRA ae A AB Ly HR (Desmodium sp.) 外 ， 其 他 微量 元 素 的 

含量 ， 均 远 高 于 对 比 豆 科 牧草 。 可 见 ， 田 皂 角 的 营养 价值 是 比较 高 ” 

的 。 

在 安徽 省 滁 县 大 柳 种 羊 场 地 区 ， 田 皂 角 是 牛 羊 最 喜 食 的 优良 

笋 草 之 一 ， 据 跟 群 放牧 调查 ， 它 的 适口 性 被 评 为 最 喜 食 级 。 在 营 

养 期 ， 地 上 部 分 各 种 家 畜 均 可 利用 ， 只 是 花期 以 后 ， 仅 采 食 其 嫩 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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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和 果实 。 
此 外 ， 田 和 皂 角 全 草 可 供 药 用 ， 能 利尿 解毒 ， 葵 皮 坚韧 ， 可 剥 制 

纤 约 ， 又 为 优良 的 绿肥 植物 ， 其 种 子 不 仅 可 以 作 精 料 ， 击 下 ， 江 苏 
省 东海 县 农民 还 曾 用 它 磨 粉 制 成 豆腐 样 的 副食 品 。 | 

栽培 要 点 ” 田 皂 角 为 一 年 生 饲 用 植物 。 要 建立 田 皂 角 的 大 工 草 
地 ， 必 须根 据 其 生态 适应 性 选择 土地 。 如 建立 陆地 草地 ， 必 须 选 择 
有 良好 水 分 条 件 的 地 块 ， 如 建立 浅水 地 人 工 草地 ， 积 水 不 应 过 深 ， 
一 般 在 20cm 以 内 为 好 。 但 无 论 旱田 或 水 田 裁 培 ， 都 需要 有 良好 的 
肥力 条 件 ， 如 土壤 肥力 不 足 应 增 施 磷 、 钾 肥 。 
RB, HAMM, Bey, BREE, He 

平整 ， 以 利 播种 和 出 苗 。 
。 田 皂 角 在 亚热带 地 区 ， 春 、 秋 、 冬 季 均 可 播种 ， 春 播 在 3 月 下 

旬 或 4 月 上 旬 为 宜 ， 温 带 地 区 应 推迟 10 天 左右 。 如 建立 人 工 草地 应 
Sw, 建立 半 人 工 草地 以 撒播 为 宜 ， 覆 土 深度 1 一 1.5cm 。 在 水 田 

建立 田 皂 角 草地 ， 最 好 利用 枯 水 的 冬季 播种 为 好 ， 以 防止 革 果 或 种 
子 在 水 中 分 布 不 均匀 。 如 秋 、 冬 季 播 种 ， 最 好 带 荧 播种， 经 一 冬 果 
壳 腐 烂 ， 春 季 出 苗 整 齐 ， 且 能 提高 出 苗 率 。 如 春季 播种 应 脱 去 果 
壳 ， 以 利 种子 尽 快 萌芽 出 土 ， 种 子 发 芽 率 一 般 为 85%。 千 粒 重 7.9g。 
播 前 一 般 不 需 作 特殊 处 理 。 如 建立 种 子 田 ， 播 种 量 以 每 亩 1kg 为 ， 
宜 》 而 建立 人 工 草地 ， 播 种 量 以 每 亩 1.5kg 为 好 ， ， 

对 田 沌 角 草地 的 利用 ， 如 作 放 牧 地 ， 宣 在 现 蓄 之 前 放牧 为 好 ， 
如 刘 割 用 以 盛 花期 为 宜 。 这 样 可 使 牧草 保持 较 多 的 营养 成 分 ， 又 能 “ 
获得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如 采种 ， 以 莱 果 成 熟 占 70 一 80% 采 收 为 宜 ， 如 。 
收获 再 迟 ， 则 较 早 成熟 的 就 容易 脱落 ， 影 响 收获 量 ， 或 采取 成 熟 一 
批 ， 采 收 一 批 。 

田 皂 角 易 受 蚜 虫 危害 ， 尤 其 是 植物 嫩 茎 、 幼 叶 部 位 容易 受害 。 
当 出 现 虫害 时 ， 立 即 喷 药 。 

(高 i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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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花 HE 

Arachis hypogaea Le 

别名 花生 、 长 生 果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根 系 着 生 许 多 根瘤 。 茎 直立， 高 15 一 

75cm, SHRM, ANB, RRAKRE, SOK. MH 
WREH, BA 4, BBB, K2.5—5cem, H1.5—2.5cem, #& 

tie FE, ZEB, SA, WME; 叶柄 细 长 ;》 HRA. LS 

ARPA HRA), RAR A, HSA ERE, BEEK, SH 

“BB; ide, RE. FRAT SEP. RRB, AMA, 

RATE, Be 

2 一 4 粒 种 子 。 百 果 重 

130—200¢ (图 45)。 

细胞 染色 体 : 2n = 

ax = 20; 2n = 4x = 

40, 

地 理 分 布 ”落花 

A SHS, Aa 

BF Cd Rak Fi, 

以 亚洲 的 栽培 面积 最 

大 ， 其 次 为 非洲 、 美 

| 洲 、 欧 洲 。 在 我 国 ， 
由 主要 分 布 在 北 纬 50。 

ORs 东经 76” 以 东 

的 温带 和 亚热带 ， 年 
平均 气温 11%C， 生 育 

期 积温 2800*C 以 上 ， 
图 45 落花 生 Arachis hypogae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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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降水 量 500mm 的 地 区 。 以 河南 的 东部 , 河北 的 南部 ,山东 的 东 

部 、 西 北部 ， 辽 宁 的 西北 部 和 东部 ， 以 及 广东 东部 的 丘陵 山地 为 主 

要 产 区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落花生 是 喜 温 植物 ， 发 芽 最 适 温 度 为 

25 一 27"2， 一 般 播 种 时 要 求 土壤 温度 稳定 在 15%C。 幼 苗 能 耐 短 时 间 

0 一 4% 的 低温 。 开 花 最 适 温 度 为 25 一 28%C。 

落花 生 在 生育 期 要 求 水 分 较 多 ， 降 水 量 不 能 低 于 500mm。 种 子 

在 萌动 时 要 吸收 相当 于 本 身 重量 40 一 60% 的 水 分 。 落 花生 不 耐水 淹 ， 

种 子 发 芽 时 ， 空 气 中 的 氧 含量 减低 四 分 之 三 ， 即 会 影响 幼苗 生长 。 

开花 期 ， 著 土壤 持 水 量 在 80% 以 上 ， 会 造成 茎 叶 徒 长 ， 开 花 减 少 。 

据 山东 等 地 观察 ， 土 壤 持 水 量 在 60% 时 ， 开 花 最 多 。 

日 照 长 得 对 落花 生 苗 期 植株 的 生长 有 显著 影响 。 据 中 山大 学 

(1957) 试验 ， 长 日 照 能 促进 蕉 枝 的 生长 。 短 日 照 能 促进 开花 。 日 

照 长 短 对 莹 果 发 育 也 有 明显 影 顺 。 短 日 照 增加 单 株 结 荧 数 。 
落花 生 在 生长 发 育 过 程 中 ， 需 要 的 主要 营养 元 素 为 A. BR. 

钙 、 硼 、 铀 。 酸 性 土壤 中 要 增加 石灰 的 施用 量 。 

落花 生 喜 生长 在 疏松 、 通 透 性 好 的 肥沃 砂 质 壤 土 上 ， 亦 能 良好 
的 生长 在 黄 壤 、 红 壤 、 紫 色 土 ，p 瑟 为 5.0 一 6.5 的 砂 质 土地 上 。 

据 目 前 研究 ， 我 国 落花 生 品 种 可 分 为 4 大 类 型 ， 

普通 型 ， 这 个 类 型 的 落花 生 茎 叶 苗 壮 ， 生 长 期 长 ， 为 160 一 180 

无， 产量 高 ， 抗 旱 性 强 。 栽 培 面积 最 广 。 

珍珠 型 ， 株 型 直立 ， 分 枝 少 ， 生 育 期 短 ,一 般 120 天 左右 v 抗 时 ， 

抗 病 能 力 较 弱 。 多 栽培 在 复种 指数 较 高 的 地 区 。 

多 粒 型 ， 分 枝 最 少 ， 生 育 后 期 莹 为 紫红 色 。 莱 果 内 含 3 一 4 粒 种 

子 。 生 育 期 120 天 左右 ， 适 宜 在 无 霜 期 短 的 地 区 生长 。 

ER: HK AY. 侧枝 很 多 , KEIR HA RK, FRE ih, SECA 

“EA” SRE, THE 3 粒 。 生 育 期 150 天 左右 ， 抗 旱 \ 抗 病 \ 而 

将 性 强 ， 适 宜 在 干旱 地 区 栽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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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经 济 类 型 和 栽培 特点 ， 按 生育 期 长 得 和 种 子 大 小 可 划分 为 如 

下 几 种 类 型 : 晚熟 种 ， 生 育 期 160 天 以 上 ， 中 熟 种 ， 生 育 期 130 一 160 

KR; PMP: ARWI0OKW Fs KALA: APPAREL E; 中 

粒 种 : 种 子 百 仁 重 50 一 70g， 小 粒 种 ， 种 子 百 仁 重 50g 以 下 。 

:落花 生 依 生长 类 型 又 可 分 为 草 生 型 和 丛生 型 。 草 生 型 茎 叶 产 量 

高 于 丛生 型 。 

饲 用 价值 ”落花 生 的 植株 、 果 壳 、 果实 榨 油 后 fey BERS BY Blok 

家 畜 的 优质 饲料 。 植 株 蛋 白质 含量 高 ， 据 测定 ， 落 花村 的 叶片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达 20.11 一 23.02%， 粗 脂肪 为 3.77 一 3.96% 〈 表 45 一 1)， 是 

家 畜 的 优质 饲 草 、 精 料 。 在 美国 把 落花 生 做 为 优质 饲料 , 5t 落 花生 于 

草 ， 相 当 于 8t 优 质 禾 草 。 HRB MAB. SHRM. EREN 

南部 ， 常 用 落花 生地 作为 饲 喂 猪 的 放牧 地 ， 可 提高 内 的 品质 ， 制 成 
味道 鲜美 的 火腿 和 肉 制 品 等 。 

落花 生 的 荃 叶 营养 丰 语 ， 据 分 析 晒 王后 的 落花 生 茎 时， 含有 丰 - 

语 的 蛋白 质 与 脂肪 ， 而 叶 的 蛋白 质 与 脂肪 高 于 茎 4e45—1), 

R45—1 落花 生 茎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 二 H(%) 
ee 

: 水 - 本 粗 灰分 

& 

生 

型 

WK oe 8.73 3.77 20. i1 12.65 47.01 Te%3 

生 | SEM 9.99 1.23 9.40 20.70 52.54 6.14 

型 TR 9.83 0.91 8.43 24.50 42.21 4.12 

| 平均 | 9 | 1.07 | 12,03 | 22.84 | 46.76 | 5.99 

* 青岛 商品 检验 局 资料 。 

“落花 年 的 从 时 还 可 青贮 ， 也 是 牛 、 羊 、 猪 的 优质 青贮 饲料 〈 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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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 落花生 青贮 的 化 学 成 分 | 

一 | Ep i FF BW KRM 
采样 地 区 

(%) | mat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moe 

5.7 a 京 35.1 

25.0 4.9 

* 3 引 自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农业 出 版 社 ，1985。 

花生 饼 是 落花 生 种 子 榨 油 后 的 副产品 ， 其 中 蛋白 质 含量 高 达 

50% 左 右 ， 是 几 种 饼 类 中 蛋白 质 含 量 最 高 的 一 种 ， 是 后 、 猪 、 禽 类 

等 家 畜 必 不 可 少 的 蛋白 质 饲 料 〈 表 45 一 3)。 

表 45 一 5 花生 人 饼 的 化 学 成 分 * 

采样 占 RF 重 (%) 
地 点 | 水 分 | e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 | 

北京 4.9 27.8 

山东 5.3 21.7 

广东 4.1 27.1 

四 川 21.7 

* 引 自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农业 出 版 社 ，1985。 

花生 人 饼 中 还 含有 动物 所 需要 的 各 种 氨基 酸 ， 特 别 是 赖 所 酸 

(1.1—1.5%), HAR. 9—2.57%), AR (3.36—5.65%) 很 丰 

BS HEADER P RE Sie (30—60mg/kg). # 〈40 一 56mg/ kg )。 

TERRE ARE RIANA, MRR. OS. PR 

良 饲 料 。 

栽培 要 点 ， 落 花生 种 子 比 较 大 ， 含 有 大 量 的 脂肪 和 和 蛋 白质， 这 旺 

些 物 质 转 化 为 发 芽 所 需要 的 有 机 养分 需要 较 多 的 时 间 ， 而 且 为 于 叶 

出 土 ， 出 苗 比 一 般 作 物 要 缓慢 。 在 土壤 上 要 注意 选择 平坦 ,不 积 水 ， 

土质 疏松 的 地 块 ， 整 地 要 精细 。 为 了 争取 生长 期 ， 提 前 播种 ， 近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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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推广 地 膜 覆盖 的 播种 方法 ， 有 利 保 境 ， 提 高 地 温 ， 防 止 杂 草 。 品 
种 的 选择 ， 要 根据 当地 生产 的 具体 条 件 而 定 。 可 春播 ， 也 可 夏 播 。 
种 植 方法 ， 可 平 作 ， 也 可 董 作 。 密 度 根 据 土 地 肥力 情况 ， 一 般 每 亩 
1.5 万 株 。 在 生长 期 要 进行 中 耕 除草 3 一 4 次 ,结合 中 耕 要 培土 ， 有 条 
件 要 追 施 化 肥 和 浇 水 2 一 3 次 。 落 花生 在 昼夜 平均 温度 12*2， 荧 果 停 
止 生长 ， 要 及 时 收获 ， 如 延迟 ， 易 使 早期 荚果 的 果 枉 霉烂， 荚果 脱 
落 ， 造 成 收获 困难 ， 影 响 产 量 。 如 延期 收获 过 久 ， 还 会 受到 严 霜 为 
害 ， 荚 果 受 冻 ， 品 质 降低 。 

落花 生 的 病 下 害 较 多 ， 要 进行 综合 防治 , 主要 措施 是 合理 轮作 ， 
减少 线虫 和 枯 碎 病 的 发 生 ， 选 用 抗 病 品 种 及 无 病虫害 种 子 ， 清 除 杂 
草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HAG RRA) 

46. frag ARES 

Astragalus complanatus R. Br. 

WG SK 

RSE SERA, RAKRK, ERAK. 2AM, KW 

达 1m 以 上 ， 常 由 基部 分 被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9 一 21 FEMA, 

RRBs AH AI ROOK AB, K5—15mm, 宽 3 一 7mm， 

先端 钝 或 微 缺 ， 基 部 钝 圆 ， 全 缘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密 被 短 毛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总 花梗 细 长 ， 具 花 3 一 9 采花 苯 钟 形 ， 被 黑色 和 和 白色 得 

WE; OcRe, BA, RRA, BME, BERR 

“Fis BESS10, —fiiks FRRRABRE, PLARE. KRY 

| We, K25—35mm, BAN, RABE, ADHT3I0R, 

ARB, KA2mm, #HA1.5mm, REM RRRE 〈 图 46)。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黄 土 高 原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扁 芭 黄 莽 生 长 发 育 快 ， 播 种 当年 即 可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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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2 
yy gee 

tA SSS ea > Y in 

ONE CHE SS N 
BS) aA 

% 人 | A) i Cly 

Ge \ UMS 

NY) j <p 

SSS + } a 

edad paar. 
GSS y ) jg ‘Xing, 
VG EBS 

| if ep 

Fl 46 jd ZEBTEE Astragalus complanatus R. Br, 

inne: 
Z Fe IN

 

RAT. ER 4 月 初 至 4 月 底 播 种 ， 种 子 在 10%c 左 右 萌 动 ， 6 天 
至 15 天 出 土 ， 出 土 后 10 天 长 出 第 一 片 真 叶 ， 根 长 12cm 左 右 。 在 生出 
4 一 5 方 真 时 以 前 ， 生 长 比较 缓慢 ， 以 后 逐渐 加 快 ， 分 枝 可 达 10 个 左 
右 ， 常 外 甸 地 面 而 向 四 周 伸展 ， 分 枝 上 又 可 长 出 许多 侧枝 ， 多 枝 交 

。150。 

rt 



XM, 旦 半 钥 外 状 。 与 此 同时 根部 迅速 生长 ， 到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中 名 

开始 现 蕾 时 ,根系 深 达 1.5m 以 上 。 开 花期 较 长 。 一 般 在 10 月 下 旬 多 数 

种 子 成 熟 , 可 制 取 地 上 部 分 收 打 种 子 。 种 子 千 粒 重 2.18g 左 右 。 第 二 年 

BR, 根 颈 上 又 生出 新 的 枝叶 。 第 一 年 春季 播种 ,到 秋季 收获 种 子 ， 

生育 期 约 需 210 天 。 

播种 期 要 求 不 严 ， 根 据 陕 西 试验 ，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播种 。 冬 季 可 

采用 寄 籽 的 方法 播种 。 
根系 发 达 ， 开 花 结实 后 期 ， 根 系 长 达 1.5m 以 上 ， 侧 根 纵横 , 根 

HRS, AMMAR, 
耐寒 性 很 强 ， 甚 至 在 寒冷 的 黑龙 江 也 有 野生 分 布 ， 但 适宜 在 凉 

爽 的 北方 种 植 。 

耐 旱 力 强 ， 潮 湿 多 两 对 其 生长 结实 不 利 ， 鼠 积 水 , 喜 通风 透 光 ， 

宜 栽种 于 排水 良好 的 山坡 地 。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 ， 除 低 湿 地 、 强 酸 碱 地 外 ， 从 粗 沙 到 轻 粘 壤 

土 此 能 生长 ， 但 以 砂 质 壤土 为 最 好 。 

饲 用 价值 ” 扁 茎 黄芪 质地 柔软 , 稍 有 和 气味， 随 着 生长 期 的 增长 ， 

攻 的 比例 逐渐 增 大 ， 分 枝 期 、 和 曹 期 、 初 花期 、 盛 花期 至 结 英 期 ， 其 

Zi} Hi 4y FI A0.98, 1.09, 1.20. 1.40, BRERERARK, 

猪 、 鸡 、 免 喜 食 ， 和 牛 、 羊 乐 食 ， 尤 其 喜 食 嫩绿 的 枝 时 。 无 论 青 饲 或 

是 调制 成 至 于 草 粉 搭配 饲 喂 均 可 。 

扁 蔡 黄 忒 的 粗 蛋 白质 及 能 值 含量 较 高 ， 而 粗 纤 维 较 首 蒂 低 〈 表 

46 一 1) ， 按 饲料 分 类 ， 在 分 枝 期 的 于 草 粉 属 蛋 白质 类 饲料 ， 和 曹 期 接 

近 蛋 白质 类 饲料 水 平 。 

HWERAWHDRMAREL AM REREAE 白质 含 量 高 

1.78%, HARD RO. 44%, 

: MARKEA SRM MT BHe ALR, RERRTA 

| HR C#46—2), . 

WMARKEGARBEKAAREMSHRELKR, HO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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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Fite mt He Le 46—3, 

WAAR RPE eS, BEET XI H) 3 次 。 

由 于 它 根系 发 过， 根瘤 很 多 ， 种 植 后 能 给 土壤 中 留 下 大 量 有 机 

物质 和 和 氮 素 ， 所 以 它 是 各 种 禾 谷 类 作物 的 良好 前 作 。 

表 46 一 5 扁 蔡 黄 匠 与 董 落 中 含有 的 主要 微量 元 素 

AM) y | | FOR | 粗 蛋白 质 | 铀 锌 & | “ 权 
名 称 说 HW} C%) (%) (ppm) | (ppm) | (ppm) | (ppm) 

综 上 所 述 ， MAERRBRER, BOHR, Twit, Pw 

量 高 ，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5000 kg UL, 故 可 评 为 优质 豆 科 牧草 。 

Fi eS APF MAA, PAR “UF” ,能 补 肝 肾 、 

Bits. FAA. 

MARRAREMP RED, HFRARK, SRASERS 

网 ， 地 十 部 分 枝叶 繁茂 ， 荃 蔓 交 织 ， 呈 半 铀 入 状 覆盖 地 面 ， 可 形成 

较 厚 的 草 层 ， 起 到 了 很 好 的 固 土 作用 。 

凯 蔡 黄 艾 枝 叶 繁茂 ， 花 洒 芬 芳 ， 花 期 长 ， 又 是 很 好 的 蜜源 守 物 

和 花 粉 源 植物 。 

栽培 要 点 “ 喜 通 风 透 光 、 耐 寒 、 耐 旱 ， 宣 栽种 于 北方 排水 良好 

的 山坡 地 ， 无 论 在 田 十 、 地 头 、 草 丛 或 大 田 ， 均 可 生长 良好 。 对 土 

接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砂 质 培土、 壤土 、 粘 壤土 等 均 可 适应 。 

扁 共 黄芪 种 子 坚硬 ， 耐 贮藏 ， 生 命 力 强 ， 播 前 对 种 子 可 不 进行 

处 理 ， 适 当 增 加 播种 量 。 播 期 要 求 也 不 严格 ,无 论 是 春季 或 是 秋季 ， 

都 能 进行 播种 。 一 般 春 季 (4 月 ) 或 秋季 〈8 月 ) 用 撒播 、 条 播 或 

从 播 ， 因 种 子 小 ， 不 宜 过 深 。 条 播 行距 30cm ， 开 浅 沟 , 将 种 子 播 于 

沟 中 ， 覆 土 3? 一 amm， 每 亩 播种 量 1 一 1.5kg ， 稍 镇 压 后 浇 水 ，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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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 15 天 出 苗 。 出 苗 后 间苗 1 一 2 次 ， 然 后 按 株 跷 10 一 12cm 定 苘 3) 田 

闻 管 理 ， 应 及 时 除草 、 松 土 。 每 年 春天 解冻 前 ， 植 株 还 未 返青 时 ， 

施 帮 肥 工 次 ， 在 刚 解冻 时 ， 用 四 齿 帮 划 地 使 差 和 证 温 合 。 信 冬 结 站 

前 ， 为 使 植株 很 好 越冬 ， 应 浇 水 1 次 。 苗 期 生长 缓慢 ， 要 注意 中 耕 

除草 ， 如 遇 雨 天 土壤 板结 ,- 更 要 及 时 夸 松 ， 以 免 发 生 缺 苗 。 

扁 蔡 黄 芭 作 为 饲 草 用 时 ， 每 年 可 刘 割 3 次 ， 量 适 刘 割 期 应 是 现 

蔓 期 至 初 花 期 ， 苗 茬 4 一 5cm 左右 ， 也 可 根据 饲 草 的 要 求 ， 分 行 收 

制 ， 收 种 子 后 的 秸秆 仍 是 好 饲料 。 

于 秋末 冬 初 ， 种 子 绝 大 部 分 成 熟 而 果 尚 未 开裂 时 连 茎 割 下 ， 堆 

放 3 天 左右 ， 了 盯 干 后 脱粒 ， 去 净 杂 质 ， 陈 二 后 入 库 贮存 。 种 子 亩 产 

75 一 175 kg 左右 。 

(FUP HEM RFA) 

47. TKI SAR 

Astragalus discolor Bunge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50cm ， 植 物体 各 部 均 有 丁字 
毛 ， 星 灰 绿 色 。 主 根 直 伸 ， 根 颈 粗 ， 木 质 化 ， 具 多 数 根 顽 。 圭 直立 
或 斜 升 ， 上 部 稍 分 枝 ， 具 条 棱 。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 一 站 》 托 叶 狭 ， 
=A; DHBABRMARGAB, K4—13mm, *® 1—4mm, 先 

wee, MABE, LR, FRA. MOK, 
总 状 花 序 生 于 枝 上 部 叶腋 , BE 8—15 3k; LH NI; ERE A Imm; 
FER, BIB, K10—15mm; FBRAREB, MHHABs 

HORE, Kizmm, RRA, SMS K, Wi 2B, 不 本 
oo, RR, TA, AE. SRR, We, 是 
Ba Tee Cindy: 

MESA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西部 ， 蒙 古 南部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灰 叶 黄 蕊 为 多 年 生 旱 生 草 本 。 凑 耐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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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MARSH. 

生 于 荒漠 草原 及 荒漠 地 

带 的 砾石 质 或 沙砾 质 坡 

地 ， 常 为 群落 的 伴生 

种 ， 有 时 可 形成 以 其 为 

优势 的 小 群落 ， 但 面积 
不 大 。1982 年 由 内 蒙古 

马 拉 特 中 旗 哈 太 出 所 采 

SEPA RT a EES FP 

tT, EAR BHA 

院 巴 音 哈 太 草 原 试验 站 

试 种 ， 出 苗 良 好 ， 当 年 

BU Ay DIR FE EES, OB 

二 年 进入 生长 盛 期 。 在 

BRAT, 4 月初 返 

BH, -5 月 土 旬 分 枝 ，6 

月 初 现 蓄 ， 6 月 中 名 始 

花 ，7.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 ; 激 。 种 子 千粒重 1.23g。 

饲 用 价值 : 灰 叶 黄 

忒 适口 性 好 ， 为 各 种 家 

音 亡 喜 食 ， 特 别 是 在 早 

海 时 期 返青 早 ， 叶 丛 繁 

Be, AeA AS 

食 , 即 使 在 花 果 期 , 因 其 

STAB hASMRE 

Tee. ERAWMEA 

Ey PS . on 

3 =) j -- iC 

bihjpmm AREA 人 和 
jas a5 

\ 

Me 

cori -一 一 
NE = 

图 47 灰 叶 黄芪 Astragalus diseolor 

Bunge 

盘 晶 质 含量 达 14.33%，*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详 见 表 47。 

eTgS 。 



R47 RHRERAM HLS Mo R* 

kB ie F OW HH 
(%) [axel 粗 脂肪 | 租 -纤维 lemmaw | 灰分 | =e | 次 

5.88 14.33 1.32 39.45 37.80 7.10 1.18 0.19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按 灰 叶 黄芪 的 适口 性 和 化 学 成 分 等 主要 指标 综合 评价 ， 灰 叶 黄 - 

RAR SH GABE, | 

(RHA KAA 

48. 5h OR AER 

Astragalus kessleri Trautv.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或 小 半 灌 木 。 株 高 30 一 40cm ， 各 部 ( 除 - 

去 花冠 ) 被 丁字 毛 ， 根 系 发 达 ， 长 50 一 70cm ， 具 短 而 粗壮 的 根 状 

茎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叶 轴 长 5 一 15cm ， 硬 化 而 宿 存 ;小叶 9 一 15，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长 0.7 一 1.2cm ， 宽 1 一 4mm， 先 端 常 具 小 尖 头 * 总 

状 花 序 ， 花 梗 较 长 ， 花 稀疏 ， 苯 管状 ， 花 淡 紫 色 。 莱 采 细 长 ， 三 校 

形 ， 先 端 尖 ， 长 1 一 1.8cm， 宽 3 一 5mm， 青 绿 时 淡 紫 红色 , 含 种 子 

3 一 5 粒 〈 图 48)。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新 疆 天 山 ， 苏联 CPD)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克 含 尔 黄 忒 为 旱 生 植物 ， 多 生长 在 海拔 

1000 一 1400m 的 山地 阳 坡 ， 坡 度 较 陡 ， 砾 石 质 很 强 的 地 段 。 是 砾石 

质 荒 漠 植 被 的 伴生 种 或 亚 优 势 种 。 共 生 植 物 多 为 博 乐 殴 〈4drtemt 

sia borotalensis), @R% (CA. frigida) AHR (Kochia pro- ; 

strata), ArweTE CConvolvulus tragacanthoides) 等 。 

克 舍 尔 黄芪 的 抗旱 能 力 很 强 ， 它 在 山地 坡度 陡 , 水 土 流失 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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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强 的 生境 中 ， 生 

KRER, ATEN 

BERR AIK, — PRAT 

多 达 30 一 50 个 ， 所 以 

Tit POPE AR GR. FE AE BE 

力也 较 强 ， 在 春季 经 

常 放 牧 的 情况 下 , 6 月 

中 旬 停 牧 ， 半 月 以 后 

再 生 草 仍 然 开 花 结 

果 ， 得 到 繁殖 的 机 

会 。 

We OR Be BS OT Ab 

的 草地 ， 气 候 干 时 ， 

地 形 陡 ,植物 种 类 少 ， 

草 层 高 20 一 30cm , 覆 

盖 度 15 一 30%， 亩 产 一 3: 
干草 20-_35kg ,这 类 图 48 和 Astragalus kesslert 

草地 一 般 作为 冬 牧 

地。 由 于 处 在 阳 坡 ， 冬 季 积 雪 少 或 不 积 雪 ， 过 度 放 牧 牲 畜 ， 因 之 多 

数 为 干旱 退化 的 草地 。 

克 舍 尔 黄 项 ， 在 新 疆 天 山中 段 的 北 坡 ， 4 月 上 名 返青 ， 花 期 较 

长 ， 通 常 为 5 月 初 到 ?7 月 初 ，7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AE ” 克 售 尔 黄芪 为 优等 牧草 ， 在 砾石 质 荒漠 分 布 广 ， 草 

群 中 占有 一 定 的 产量 ， 奉 季 返 青 早 ， 生 长 快 ， 耐 践踏 ， 再 生 力 强 ， 

| 营养 物质 含量 较 高 ， 如 表 48 所 述 。 盛 花 前 ， 基 生 叶 丰茂 , 草 质 柔 软 ， 

| 结 芙 后 草 质 变 粗 老 ， 有 较 高 的 适口 性 ， 各 种 牲畜 采 食 ,绵羊 最 喜 食 ， 

| 马 、 和 牛 乐 食 。 据 牧民 反映 :牲畜 被 放牧 在 有 克 含 尔 黄 艾 的 草地 ， 上 

in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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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克 舍 尔 黄 苞 化 学 成 分 *〈9%f) 

fp 
水 分 | 粗 蛋 白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气 浸出 物 | 灰分 

生育 期 

PRR | 7.91 | 17.76 

盛 花期 

1.59 22222 42.35 8.17 

8.66 16.09 1.75 33.38 35.05 5.07 
: 

* 新 疆 紫 泥 永 绵羊 研究 所 分 析 。 

(ALA FRR MRE) 

49. ja 黄 EE 

Astragalus tibetanus Benth. ex Bunge 

形态 特征 SLBA, HHKARIH SRE RASS 

BUM AW, BH 25-—-30cm, 4RRD, BHMREH, 具 小 叶 ， 

35—45, KB, K6e—18mm, #3—8mm, Ae Re MN; 托 

叶 锥 形 ， 基 部 合生 。 头 状 伞 房 花 序 ; EP RRK, ERMA BRE, 

BOR, BART REI 3h, CRB, Re, HS I, 

NAW GD, RAR ARREMRA, TRAE. KRSERSAE 

A, AE, SKB, K3—5em, %2.5—3mm; Wig 

只 ， 中 间 有 隔膜 ， 含 种 子 10 一 20 粒 〈 图 49)。 

MESA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和 西藏 印度、 蒙古 .苏联 (中 亚 、 

西伯 利 亚 》 也有。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RRA PREY, THR RA 

伴生 种 ， 在 局 部 地 区 或 封 育 的 草地 上 成 优势 种 .生境 和 干旱, 地势 较 平 

坦 ， 土 壤 为 淡 标 钙 土 或 栗 钙 土 。 它 的 抗旱 能 力 强 、 繁 殖 能 力 快 ， 在 

经 常 放 牧 的 草地 上 ， 由 于 牲畜 喜 食 ， 影 响 有 性 繁殖 。 草 地 一 旦 封 育 旺 

3 一 5 年 ， 则 在 植被 组 成 上 变 成 了 优势 种 ， 它 的 株数 和 覆盖 度 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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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 FERRE AA 

一 定 的 产量 。 

joc Ba Be Dt Ab AY He 

地 ， 主 要 牧草 有 博 乐 

Brae FF CSti- 

pa sareptana), W 

2 (Festuca-va- 

lesiaca), BRA 草 

(Carex li parocar- 

zbos) 和 其 他 草 类 达 十 

余 种 。 草 层 高 度 20 一 

35cm , 盖 度 35 一 60%， 

干草 产量 35 一 65kg / 

亩 。 这 类 草地 处 在 低 

山 平缓 地 段 ， 是 最 好 

的 冬 牧 地 。 

WBS ES FE Bi HE 4 

月 上 旬 返 青 ，5 月 上 、 

图 49_ 藏 黄芪 Astragalus.tibetanus Benth, 

ex Bunge 

中 名 开 花 ，6 AFAR. 
饲 用 价值 “” 藏 黄 忒 为 优等 牧草 。 在 荒漠 草原 植被 中 参与 度 不 大 ， 

单 株 产 量 一般 ， 草 群 产量 中 等 ， 但 营养 成 分 含量 较 高 ， 分 枝 到 始 花 
期 ， 粗 蛋白 质 的 含量 均 在 20% 以 上 〔〈 表 49 一 六 ， 灰 分 、 钙 。 磷 的 含 
量 也 高 ， 给 性 畜 提 供 了 一 定量 的 矿物 质 饲 料 ,， 5 月 下 旬 草 群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中 等 ， 但 粗 脂肪 含量 很 高 。 叶 量 多 ， 草 质 柔 软 ， 适 口 性 很 
高 ， 各 种 牲畜 中 羊 、 牛 最 喜 食 ， 马 采 食 略 次 ， 枯 黄 后 ， 叶 片 脱落 ， 
REARS REA SHER RE. 

DRG. BRE. WEL RRA RHEMRWAWIES 
目 牧草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9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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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一 1 藏 黄芪 化 学 成 分 * 

2 和 月 下 可 

| 

A 

eh 4) — ode 

amt ROC ec ae Cd 分 | = | m 

营养 期 5.84 26.44 3.48 16.64 38.32 9.28 1.33 | [ar xe [aes | na | nn | foe 

*+ 新 疆 紫 泥 泉 绵羊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49 一 2 ” 藏 黄 苞 所 在 群落 化 学 成 分 表 * (%) 

aes | 水 分 | maces | 和 随访 | marae | 元气 民 册 物 | 志 分 | os | BR 

7.09 | 8.05 

* 新 疆 紫 泥 泉 编 羊 研究 所 分 析 。 

(FER BER MFR) 

£2 豆 

Calopogonium mucunoides Desv. 

别名 BRUBB. KMEL RAK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缠绕 性 草本 。 根 系 不 发 过 ， 举 基部 着 地 处 可 

ARH, HORS ID. SBA, MB, wR, AA, K2—3m, © 

DEE, BREE. PREAH, AK 4—10em, H2—5cem, 

TEN RA, BIB, MARS, FMB AR, AAA, 
面 均 被 毛 ， 托 叶 箭头 状 。 总 状 花 序 ， 腋 生 ， 具 花 约 6 某 ， 蓝 色 而 带 下 
MARRY, MRR, 扁 , 长 约 3cm ， 宽 4mm， 密 被 长 毛 ， = r 
种 子 5 一 8 粒 ， 种 子 矩 圆 形 ， 褐 色 〈 图 50)。 

细胞 染色 体 ， 2n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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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为 300 一 1800m，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南美 洲 热带 地 区 ， 在 
中 国 分 布 在 海南 、 广 
东 、 广 西 等 省 -( 区 )， NA 4H ans 
福建 南部 及 云南 西 双 BAIN (E oh 
版 纳 也 有 引种 栽培 。 aif oes ee 
ss, Raf Ue See. 
于 湿润 的 热带 国家 ， | S ee) 
作为 各 种 经 济 林木 间 = 9% am 
fey Baa. SE A 
料 作 物 。 适 生 的 海拔 

在 热带 东非 最 高 可 生 

长 至 海拔 2000m 处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的 
特性 毛 曹 豆 在 播种 图 50 5S the eee mucunoides 

2 个 月 后 生长 快 而 旺 

盛 : 到 4 一 5 个 月 可 完全 覆盖 地 面 , 厚度 可 达 40 一 60cm .在 广东 省 10 一 
1 月 开花 ， 翌 年 1 一 2 月 种 子 成 熟 ， 种 子 落 地 能 自然 繁殖 ， 再 次 形成 
草 层 。 故 毛 草 豆 虽 为 短期 多 年 生 ， 但 有 自身 繁殖 的 特性 ， 有 时 也 会 
ERASE, MPR, HR RNAS, 竺 雨 后 再 生 。 耐 湿性 
好 ， 以 年 降水 量 在 1250mm 以 上 的 地 区 生长 最 为 良好 ， 但 鼠 土 壤 长 
期 渍 水 。 耐 靖 薄 和 耐 荫蔽 能 力 不 够 强 。 可 以 生长 的 土壤 pH 值 为 4.3 一 
8. 0， 最 运 宜 为 4.5 一 5.0。 不 耐寒 ， 在 4 一 5"C 时 生长 受阻 ，2%C 时 苍 
蔓 逐 渐 枯 死 。 在 广东 湛江 ， 冬 季 落 叶 枯 雁 ， 而 在 两 水 较 多 的 热带 ， 
冬季 仍 可 保持 青绿 。 

饲 用 价值 用 做 饲 草 ， 通 常年 收割 1 一 2 次 ， 由 于 鞋 叶 多 毛 ， 适 
日 性 较 差 ， 故 大 都 采用 与 无 蕊 虎尾 BM (Chloris gayana),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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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um maximum), #36 (Brachiaria mutica) SRB, 

ANS RRR, ULSRBARSMAH, FHARFEMESE. 

io ee = 

针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0。 

表 50 BREWS ROR 

分 tt | xK 分 占 绝 i 物 质 .6%) 

部 位 |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ae] 6 | 本 

Zn+* | 74.3 15.56 2.33 31.53 44.36 6.22 一 一 

Sent ee” 75073 17 Tal 3.62 30.66 40.27 7.64 | 1.14] 0.14 

* SIR CAPRI EW FAP HEL, 19875. 

*+#+ ”华南 热带 作物 科学 研究 院 、 热 带 收 草 研 究 中 心 分 析 。 

种 子 的 养分 较 好 ， 含 粗 蛋 白质 36.38% ， 粗 脂肪 场 .8345 ATE 
精 料 。 种 子 产 量 每 亩 为 30 一 50 kg 。 

毛 蔓 豆 早期 生长 快 而 旺盛 ， 覆 盖 层 厚 ,， 建 植 容易 ， 易 于 结 出 根 

瘤 ， 抑 制 杂 草 的 能 力 强 ， 常 用 为 橡胶 、 柑 顶 、 可 可 等 树 园 及 保护 芒 

原 除 地 的 覆盖 作物 。 在 冬季 地 上 部 虽 枯萎 而 仍然 覆盖 ， 至 春天 由 茎 

基 萌 芽 或 由 种 子 自身 繁殖 而 再 次 形成 覆盖 。 在 胶 园 ， 常 与 距 瓣 豆 按 

1 : 1 混 种 。 当 树冠 郁 闭 时 ， 毛 蔓 豆 不 耐 阴 而 先 枯死 ， 距 瓣 豆 就 继续 

起 履 盖 作用 。 

毛 昌 豆 用 为 绿肥 ， 可 在 生长 4 一 6 个 月 时 收割 或 就 地 翻 压 ， 亩 产 ， 

鲜 草 约 1500 一 2500kg 。 鲜 草 含 有 肥 分 ， 氮 0.46 %、 五 氧化 三 磅 
0.06% 、 氧 化 钾 0.48%。 

栽培 要 点 “土地 要 求 耕 存 整 平 ， 每 雷 施 有 机 肥 500 一 1000kg， 

磷 化 肥 20 一 25kg 。 由 于 种 子 中 的 硬 实 比例 较 高 ， 播 前 按 1kg' HF 

用 50mil 浓 硫酸 处 理 15 一 30 分 钟 , AKL COIL AA BRA MR, BP 

可 播种 ， 或 加 细 砂 摩擦 种 子 至 种 皮 起 毛 ， 然 后 再 用 水 浸种 至 种 子 吸 ， 

Kk» ORF aA. FERN Te tha A a ae, 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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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潮 湿 时 直接 撤 播 。 间 种 于 胶 园 、 果 园 的 采用 穴播 。 穴 距 为 56 一 80 
x 50cm , 每 穴播 种 子 5 一 6 粒 , 盖 土 2.5cm 左 右 。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11.3g， 

每 亩 播种 量 撒播 的 约 0.5kg ， 穴 播 的 约 0.25 kg 左右 。 

播 后 约 1 星期 出 苗 ， 半 个 月 后 要 及 时 查 苗 补缺 ， 并 进行 松 土 除 
草 。 土 壤 瘦 将 的 要 追 施 1 次 氮肥 ， 以 后 视 情况 再 除草 1 一 2 次 。 

用 为 放牧 ， 宣 在 植株 伸延 已 向 上 生长 之 后 开始 ， 每 隔 2 一 3 个 月 
1 次 ， 每 次 牧 后 需 适当 追 施 氮 、 磷 肥料 。 

Ch RF > 

51.98 GE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别名 ”蝴蝶 豆 
CARE SHER DAAERA, MRA30CM, MAA, 

蕉 草 长 1 一 4m， 反 时 针 方 向 卷曲 ， 被 极 疏 的 黄 毛 。 羽 状 三 出 复 时 ， 
顶 生 小 叶 较 大 ，. 小 叶 卵 状 尧 形 ， 长 4 一 5cm ， 宽 3 一 3.5cm , 深 绿 色 ， 

蕊 被 柔 毛 : FRAC, BH. BREF, WE, AH3I—-5, ££ 

KK, RHEGHHR, ARERR, BPR, BHRSK, HRB, 
HEAS, FELIZ, H-BRE. RRA, K7.5—15cm, 
深 福 色 ， 每 荧 含 种 子 10 一 20 粒 ， 有 假 隔膜 ， 种 子 矩 圆 形 ， 褐 绿色 具 

” 查 状 条 纹 〈 图 51)。 

细胞 染色 体 ，2n = 20。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地 为 热带 南美 洲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海南 省 和 广东 、 

广西 ”国外 在 澳大利亚 、 印 度 尼 西 亚 、 马 来 西亚 及 印度 等 国家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前 期 生长 慢 ，4 一 5 个 月 后 分 枝 增 多 ， 生 

| 綦 加 快 ，8 个 月 后 生长 旺盛 ， 覆 盖 度 可 达 100%， 厚 度 达 30 一 50cm， 

可 继续 生长 10 年 以 上 。 上 距 浴 豆 为 自 花 授粉 植物 ， 在 海南 省 开花 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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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 12A Ha, 

1 一 2 月 份 种 子 成 熟 。 

不 耐 霜冻 ， 在 广东 淇 

江北 部 ， 遇 寒冷 年 份 

结 种 较 少 。 适 宜 于 高 

温 多 十 的 热带 气候 ， 

在 13% 以 下 生长 即 停 

ik, REE, (AR 

季 生 长 较 慢 ， 也 能 

PAN Bt, A 耐 贫 

FS. FENEIR ASW ee 

土 至 粘土 、 冲 积 主 或 

山地 都 可 良好 地 生 

长 。 在 pH4.0 的 酸性 
土壤 上 仍 可 结 根瘤 ， 

而 以 pH 4.9 一 5.5 更 

为 适宜 。 在 富 会 石灰 

图 51 BRED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的 土壤 上 结 根 瘤 也 较 良 好 。 耐 阴性 强 ， 在 戎 ik Bik 70% 时 仍 能 生 

长 。 

饲 用 价值 ” 距 瓣 豆 叶 量 丰 富 ， 茎 叶 和 柔软 少 毛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用 作 放 牧 时 ， 耐 牧 性 好 。 能 与 多 种 禾 草 混 种 而 用 为 放牧 或 青贮 ， 较 
多 的 是 采取 与 大 和 寺 混 种 。 收 割 要 注意 控制 禾 草 高 度 在 和 cm 左右 ,以 
免 影 响 距 瓣 豆 的 生长 。 它 在 开花 以 后 结 籽 以 前 收割 ， 可 调制 成 优良 
的 干草 。 用 为 青 饲 ， 通 常 第 一 年 不 收割 ， 要 除 净 杂 草 ， 第 二 年 起 每 
年 可 收 2 次 。 亩 产 鲜 草 约 1000 一 1500 kg ， 鲜 草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as 

距 瓣 豆 可 用 为 胶 园 或 热带 果园 的 绿肥 覆盖 作物 。 由 于 耐 阴性 强 ， 
冬季 不 落叶 或 半 落 叶 ， 能 长 期 覆盖 地 面 。 保 土 效 果 良 好 ， 但 在 初期 

生长 颇 慢 ， 故 在 幼 龄 胶 园 、 果 园 建 植 时 ， 常 与 毛 蔓 豆 或 爪哇 葛 茧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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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BRStS Ma R* 

分 析 | 水 分 下 绝 Fw RK 
部 位 | 《%) | 宜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无 氨 淄 出 物 | 粗 砍 分 

= 75.7 22.19 2.47 30.89 34.98 9.47 

*” 引 自 苏 加 楷 等 编著 《优良 牧草 栽培 技术 》 ,1983 年 , 农业 出 版 社 。 

播 ， 以 提早 覆盖 。 待 胶 林 、 果 树 长 大 荫蔽 , 毛 草 豆 或 爪哇 葛 其 衰退 ， 

距 辩 豆 还 可 保持 良好 的 覆盖 度 。 

用 为 绿肥 ， 可 与 直立 的 灰 叶 豆 、 木 豆 混 播 ， 以 弥补 当年 产量 不 

足 。 距 辩 豆 鲜 草 的 肥 分 ， 氮 0.66% ， 五 氧化 二 磷 0.09 %， 和 氧化 钊 

0.43%. 

栽培 要 点 “选择 较 肥 沃 的 土地 ， 进 行 犁 起 翻 耕 碎 土 后 播种 。 播 

前 要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可 用 始 温 为 70%C 的 热 水 浸种 6 小 时 ， 或 用 浓 硫 

酸 处 理 15 分 钟 后 洗 净 ， 再 用 清水 浸 12 小 时 。 临 播 时 如 果 接 种 根瘤 诡 ， 

对 提高 产量 有 良好 作用 。 播 种 期 以 3 一 4 月 为 宜 ， 按 50x 50cm 或 80 

x 50cm 和 闪 播 。 每 穴播 6 一 8 粒 ， 播 深 3 一 4cm 。 种 子 千粒重 23g， 每 

再 约 需 播 0.4 一 0.5kg 。 也 可 以 用 捅 条 繁殖 ， 选 取 粗 壮 枝 条 , 3 一 4 节 

为 一 段 ， 长 约 30cm 。 先 在 苗 转 按 10 x 20cm HRA PRAM, HE 

露出 上 端 一 节 于 地 面 ， 待 长 根 抽 菠 后 ， 即 可 移 裁 。 

种 植 前 ， 每 亩 要 施 有 机 肥 1000 kg 左右 、 磷 肥 20 一 25kg 为 基肥 。 

蓝 期 要 注意 中 耕 除 草 ， 结 合 追 施 1 次 氮肥 ， 以 加 快 生 长 。 距 辩 豆 病 

虫害 少 ， 留 种 田 如 有 豆 莱 蜡 危害 ， 应 予 防治 。 

在 混 裁 情 况 下 ， 可 将 种 子 按 一 定 比例 混合 播种 。 其 比例 如 下 ， 

Pe : 毛 草 豆 : 葛 茧 =4:5:1; Me: SR=A1:°1,f wee: 

毛 蔓 豆 = 工 : 1。 距 辩 豆 种 子 难于 机 械 收割 ， 留 种 的 宜 设立 支架 ， 以 

重 手 采摘 ， 提 高 产量 ， 通 常 亩 产 种 子 15 kg 左右 。 

| ( 顾 荣 中 ) 
©1656 | 



525 教 麻 

Crotalaria juncea In 

别名 ABA, PERK, EEE DR :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 本 。 主 根 壮 ， 入 土 深 达 1m 左 右 ， 侧 根 多 ， 

有 根瘤 。 茎 直立 ， 高 

2—2.5m, 4. KH 

小 沟 纹 ， 密 被 绢 质 短 

AE. BM, GAB 

或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B—10cm, #8 1.5— 

2.3cm， 两 端 渐 狭 ， 

两 面 密 nA mR WE 

毛 ; 托 叶 狭 披 针 形 。-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或 腋 

生 ， 有 花 10—2038, 

WKRA2cm, MK 

FUE 的 3/4 花冠 蝶 

形 ， 黄 色 s 莱 果 圆 柱 形 ， 密 被 绢 质 短 柔 毛 ， 含 种 子 8 一 10 粒 ;种 子 凤 

形 , 深 褐色 或 绿 褐色 〈 图 52)。 

细胞 染色 体 ，2n = 16。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地 印度 和 巴基斯坦 。 我 国 以 台湾 省 种 植 最 早 ， 

20 世 纪 40 年 代 初 期 曾 引入 福建 ,至今 引种 成 功 的 省 区 有 ;中南 和 华东 

区 各 省 区 ， 了 辽宁、 河北 、 山 西 、 陕 西 及 新 疆 等 。 其 中 安徽 、 江 苏 : 

漳 北 、 河 南 四 省 曾经 广泛 种 植 。 它 虽 为 短 日 照 植物 ， 租 在 长 目 照 地 

区 生长 也 较 良 好 ， 其 早熟 品种 在 山西 和 新 疆 中 部 都 能 收获 种 子 ， 国 时 | 

外 以 印度 和 巴基斯坦 种 植 较 广 ， 东 南亚 诸 国 及 非洲 的 乌 于 达 ， 罗 德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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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irae E22 0. 

西亚 和 美洲 的 巴西 等 也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茂 采 的 品种 有 早 、 中 、 晚 熟 3 种 生态 型 ， 
生育 期 分 别 为 120 一 140 天 ，150 一 160 天 ， 170 一 190 天 。 出 苗 和 生长 

都 很 快 ， 在 25sC 左 右 播 后 2 一 3 天 即 可 出 苗 ，7 一 8 月 生长 最 快 时 ， 可 
日 增长 2 一 4cm ， 中 熟 型 品种 在 出 苗 后 40 一 60 天 现 蕾 , 现 蓄 后 10 天 左 

右 开花 ， 此 后 5 一 6 天 形成 幼 英 。 在 南京 共 可 收割 3 次 。 

适应 性 广 ， 自 平原 至 海拔 1500m 的 山地 均 可 种 植 ， 耐 旱 、 耐 交 
性 强 ， 除 苗 期 外 , 生长 期 也 能 耐 短期 的 水 溃 , 但 不 能 受 渡 ,在 土壤 p 五 
值 4.5 一 9.0 之 间 均 可 种 植 ， 能 耐 盐分 0.3% 以 下 的 盐 土 ; 耐 炎 热 不 

耐 霜 冻 。 

主要 的 虫害 ， 苗 期 为 地 老虎 、 蚜 虫 ! 结 莱 期 为 豆荚 蝇 ， 常 造成 

种 子 减 产 甚 至 无 收获 ， 主 要 的 病害 是 枯 邦 病 ， 种 子 和 土壤 均 可 带菌 
传染 ， 对 留 种 田 有 着 毁灭 性 的 威胁 。 

AA 4. FF. A. SREKGH, BRAM. BHA 
Ha, WH MMT eR, —MEME HN Ha 1k, BW e20em, BA 
至 花期 再 割 1 次 ， 亩 产 鲜 草 约 3000kg ， 折 合 干草 约 600 kg , 干 物质 
的 养分 含量 如 表 52。 

表 52 教 麻 营养 成 分 含量 * 

占 F 物质 (%) 
水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灰 分 

分 OT 采 OF 
生育 期 

18.55 3.00 28.00 29.35 13.2 
4 

= EMM ati 7.3 | 15.39 2.82 10.8 

50 Be Ea IN “aos : 10.85 1.63 13.15 

* 河南 省 农林 科学 院 分 析 。 

FRESE RMT, MR AR59I.3%, MA H4.8%, 

Ha§91.2%, HABHW58.7%, HFSRABMHER,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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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用 带 莱 的 部 分 喂 牛 ， 但 国外 有 的 地 方 仍 用 来 喂 马 或 喂 猪 。 
项 麻 的 其 他 用 途 ， 主 要 用 为 绿肥 ， 初 花期 鲜 草 含 氮 0.53%， 五 

氧化 二 磷 0.09%， 氧 化 钾 0.22%， 青 秆 可 以 剥 麻 ， 出 麻 率 为 3.5 一 
5.0% | 

栽培 要 点 ”主要 用 夏 闲 的 农田 和 坡地 种 植 ， 也 可 间 种 在 玉米 、 
H7E. HE. RRA HRA RERERMNEEBRED 
Ah, #1 FERVAK35—45R, 2 茬 的 60 一 80 天 。 播 种 期 收 曹 的 在 长 江 

以 南 地 方 自生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中 旬 , 黄 淮 之 间 为 4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中 有， 
茂 麻 种 子 千 粒 重 30 一 40g8， 每 亩 播种 量 通常 为 3 一 4kE ， 留 种 田 减 半 ， 

作 播 种 的 需 5 kg 。 对 整地 要 求 不 严 ， 覆 土 深度 3 一 4cm, 对 磷肥 极 敏 
感 ， 缺 磷 的 土壤 及 将 地 均 需 施 磷 为 基肥 。 行 距 ， 收 曹 的 为 50 cm , 留 
种 的 为 70cm 。 播 种 的 一 般 可 用 撒播 ， 条 播 时 需 在 苗 期 除草 1 一 2 次 。 
收 草 田 病 虫害 少 ， 但 如 邮 老 虎 或 蚜虫 独 狼 时 应 防治 。 留 种 田 需 防 豆 
荧 虹 和 枯 姜 病 ， 首 先是 选择 适宜 的 播种 期 ， 如 南京 为 6 月 上 旬 ， 郑 
州 为 5 月 下 名， MEST, RFP RM OR 
嵌 松 或 杀 虫 醚 进行 防治 。 晚 播 也 可 减少 枯 要 病菌 从 土壤 扩散 的 机 会 ， 
防治 的 办 法 除 选用 抗 病 品 种 外 ， 在 播种 时 可 将 种 子 浸 于 0.3 YS 
蓝 灵 胶 悬 剂 中 14 一 16 小 时 《种 液 比 1 : 1.5) ， 防 治 效果 在 90% 左 右 。 

Ci EP) 

53.。 雅 致 出 蚂 蝗 

Desmodium elegans DC.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或 灌木 ， 高 1 一 3m, 具 较 多 的 分 枝 ， 枝 无 毛 ， 
世 生 皮 孔 ， 一 年 生 小 枝 及 托 叶 均 密 被 短 柔 毛 。 叶 柄 长 1 一 8&cm， 被 
GRE,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形 状 和 大 NW HRA, WENT 
¢. RN. BRAIN. MOB. RHEE, WEA 重 
Ama, DARA, AHR, ADR, M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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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M, Lisi 
密 被 短 柔 毛 ， 下 面 被 

KRERHRGEE 
至 近 无 毛 ， 侧 脉 4 一 9 

对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或 
在 分 枝 的 顶端 排 成 大 
型 的 圆锥 花序 ， 花 序 
Ri, deep RH, HEY 
wee HE, 花 苯 钟 
R, 5s, 花冠 长 5 

mm, Rm. RA 

色 、 淡 紫色 或 白色 ! 
子 房 密 被 毛 , 具 短 柄 。 
ERE, 具 3 一 9 节 ， 
PAR HM Bw 
OR, RRA Z 
间 明 显 弱 缩 ， 密 被 短 柔 毛 或 绢 毛 〈 图 53)。 

细胞 染色 体 ，2n= 2x=22。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 贵 州 、 陕 西 、 甘 肃 、 西 

WK. WR. POR. HS. SA 〈 区 )， 越南 、 印 度 、 锡 金 、 不 

丹 、 尼 泊 尔 、 阿 富 汗 也 有 。 

和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雅致 山 蚂 蝗 生 活力 很 强 ， 有 抗旱 、 抗 

寒 、 耐 贫 将 、 耐 干 热 等 特点 ， 具 有 广泛 的 生态 幅度 。 在 我 国 西南 山 

区 从 海拔 500 一 3900m 均 能 生长 良好 。 常 见于 1400 一 3900m 的 河谷 

| 灌 反 、 标 边 灌 从 、 路 旁 、 山 坡 等 处 。 但 随 着 不 同 地 点 ， 不 同 生态 环 

| 弄 的 变化 ， 便 出 现 有 复杂 多 样 的 形态 变异 ， 例 如 西藏 ， 产 在 吉隆 的 

花冠 蓝 楷 色 或 楷 红色 ， 顶 生 时 较 大 ， 沦 醒 最 长 可 达 2cmi 产 在 聂 拉 
5 末 的 花冠 全 为 白色 ， 产 在 林芝 的 分 枝 顶 端的 花序 常 排列 成 大 型 的 加 

|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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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 花序 等 。 因 此 ， 本 种 的 种 内 形态 变异 极其 多 样 ， 是 一 个 多 型 性 ” 
种 。 

雅致 山 蚂 蝗 抗 旱 、 抗 热能 力 较 强 ， 在 年 降水 量 340mm, 4H 
发 量 2205.7mm， 相 对 湿度 为 46%， 极 端 最 高 气温 达 35.7s 的 四 川 

省 得 菜 县 ， 生 长 良好 ;在 无 霜 仅 有 51 天 ，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的 理 塘 县 ， 

植株 也 能 安全 越冬 。 它 对 土壤 的 要 求 RAP, (EERE ROD 
土 、 暗 栗 钙 土生 长 繁茂 。 

人 工 栽培 很 有 前 途 ， 尤 其 在 缺乏 豆 科 饲料 的 地 区 ， 可 以 引种 ， 

以 增加 饲料 中 的 豆 科 成 分 。 
饲 用 价值 “雅致 山 蚂 蝗 作为 饲料 ， 在 我 国 西南 山区 已 有 悠久 历 

史 。 其 枝叶 和 荣 果 是 羊 的 优等 饲料 ， 羊 四 季 均 喜 盆 。 千 、 马 、 猪 也 
喜 食 。 除 放牧 利用 外 ， 还 可 作 舍 饲 补充 饲料 。 本 种 营养 丰富 ， 从 表 
“3 一 1、53 一 2 可 看 出 它 的 粗 蛋 自 质 含量 很 高 。 

表 53 一 1 ”雅致 山 妈 蝗 的 氨基 酸 成 分 *(%) 
生 

育 

期 

1982 年 | 四 川 | 果 
3 月 6 日 | 康定 | 期 0.75 | 0.30 | 0.31 | 1.07 | 0.41 | 0.41 | 0.43 | 0.07 0.35 

FF 
via 
期 

生 

育 

期 

1982 年 | 四 川 
9 月 6 日 | 康定 0.59 | 0.12 | 0.36 | 0.33 | 0-41 | 0.12 | 0.40 | 0.80 6.48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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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一 2 ”雅致 山 蚂 蝗 的 化 学 成 分 ”〈%%) 

we) = | 水 | BE | A | A | HK A] OA 
ate 3 育 it | #& K | & | 磅 
地 点 | 时 间 | 期 | + | AR | Bw | # | 浸出 物 | 分 

1982 年 
96H 44.57 6.48 | 0.90 | 0.21 四 川 康定 3.07 |16.78 RY | 7.05 | 22.05 

* PRASRARKRRASRRRSHH. 

《 刘 玉 红 ) 

54, eRe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 

Me wat. BKAARK. HAR RARA) 

形态 特征 OK VER. H110—150cm, MMH, ZHA. ZH 

立 ， 多 分 校 。 树 皮 灰 黄色 或 灰 褐 色 , 常 呈 纤维 状 剥 落 ， 小 枝 黄 绿色 ， 

稍 带 紫 褐色 ， 嫩 枝 灰 绿色 ， 被 短 柔 毛 ， 具 纵 沟 校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Mt 9 一 21， 托 叶 孵 形 ;， 小 叶 长 卵 形 或 卵 状 矩 圆 形 ， 基 部 圆 形 或 

近 株 形 ， 全 缘 ， 上 面 密布 红 褐 色 腺 点 并 朴 被 短 柔 毛 ， 下 面 密 被 短 估 

毛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与 叶 近 等 长 ， 具 4 一 10 采 小 花 ， 朴 散 ， 花枝 短 ; 

As TERA, K15—20mm, EBB, ecw, Boe 

RE, REMRMATER, FRAC. 密 被 短 柔 毛 。 荧 果 通 常 具 2 一 

3s MS 节 具 网 状 脉 纹 ， 朴 生 柔 毛 或 无 毛 ， 中 部 具 疣 状 突 起 或 无 

《图 54) 。 

地理 分 布 ”山竹 岩 黄 苞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西部 、 内 蒙古 东部 ， 苏 
联 ;( 东 西伯利亚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山竹 岩 黄 芪 喜 生 于 草原 区 的 沙丘 及 沙 地 

上 。 具 有 强壮 的 根 状 茎 ， 以 其 进行 无 性 繁殖 。 根 状 茎 对 种 的 繁衍 ， 

和 群 处 的 稳定 ， 植 被 的 更 新 以 及 产 草 量 高 低 具 有 重要 的 作用 。 山 竹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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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颈 上 :的 不 定 

芽 ， 一 部 分 可 直接 伸 

出 地 表 发 育成 地 上 

枝 ， 一 部 分 则 变 为 标 

BMRA, ZEW 

层 中 水 平 延 伸 ， 一 般 

2 一 3 年 的 实生 苗 或 萌 

葵 苗 即 可 产生 根 状 

=, RRABAV— 

种 变态 ， 它 从 根 颈 部 

向 四 周 呈 放射 状 扩展 

延伸 ， 并 可 产生 分 
枝 , 多 集中 分 布 在 5- 一 

20cm fy 沙 层 内 ， 由 

于 不 断 地 产生 萌 蓝 株 

或 生长 新 根系 ， 从 而 

形成 了 无 性 繁殖 的 强 

大 网 络 系 统 。 据 调 

查 ， 山 竹 岩 黄 区 在 自 

. 然 状态 下 ， 有 90 光 的 

PRIA FE MAIR EE 

AEA WBE ER, Tit SCAE 

苗 在 其 群落 中 都 不 足 

10%,， 有 时 难以 找 

到 。 山 竹 岩 黄 蕊 的 根系 发 达 ， 根 幅 为 冠 幅 的 4 一 5 倍 ， 具 多 级 支 根 弹 | 
侧根 多 集中 在 10 一 50cm 的 土 层 内 ， 并 具 根瘤 CHM RL BOR Re 
状 等 )。 山 竹 岩 黄 茱 的 茎 随 着 株 龄 的 增长 , 木质 化 的 程度 也 增强 ,大 
而 使 越冬 率 和 分 枝 能 力 显 著 提 高 ， 成 年 株 在 一 个 生长 季 中 可 产生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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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分 枝 。 与 此 同时 株 丛 也 相应 地 增 大 了 产 草 量 ， 防 护 效益 也 相应 地 

有 所 提高 。 山 竹 岩 黄 蕊 始 果 期 为 3 一 4 龄 ， 成 果 期 为 5 一 10 龄 ， 误 果 

期 为 10 龄 以 上 。 其 花序 多 着 生 于 2 一 3 级 分 校 上 ， 结 实 率 较 低 ， 一 

般 亩 产 种 子 5kg 左右 。 其 种 子 实 际 上 是 带 果 皮 的 苹果， 因果 皮 不 易 

与 种 子 分 离 ， 吸 水 慢 很 不 利于 种 子 的 萌发 。 

山竹 岩 黄 芪 分 布 区 的 年 均 温 4 一 6%D， 盖 10%C 的 有 效 积温 在 

2400% 以 上 ， 年 降水 量 300 一 450mm， 湿 润 度 0.4 一 0.6 的 固定 ， 于 

固定 沙 地 。 山 竹 岩 黄芪 常 和 差 巴 嘎 蒿 Artemisia halodendron), 

BAB CArtemisia wuadanrzca)、 东 北 木 蓝 (CAtraphaxis man- 

Si277ca)、 又 分 蔓 (Polygonum arvarcatfu)、 黄 柳 〈9 alix 

flavida), #8 (Corispermum sp. ),. wb (Agriophyllum 

arenarium) 等 组 成 群落 。 

_， 饲 用 价值 “山竹 岩 黄 忒 是 家 畜 的 优质 乌 用 半 灌 木 ， 其 特点 是 返 
青 早 、 生 长 迅速 、 植 株 高 大 、 枝 时 繁茂 。 从 其 营养 价值 来 看 ， 山 竹 . 

兰 黄 莽 富 含 粗 蛋 白质 和 家 畜生 长 发 育 所 必需 的 氨基 酸 。 粗 脂肪 和 无 

ARKDHE RHR. EK PEBERS, RERBARL, 

HANOBMWEKRAERABERXN. HMR54—-1, 54-2, 

表 54 一 1 WSR MLS Ka R* 

Fm 质 (%) 
水 分 | me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圳 
6.90 10.74 2.11 44.58 31.16 4.51 1.24 

6.93 17.51 3.91 39.24 28.47 3.94 0.51 

水 家 畜 的 适口 性 有 所 降低 。 目 前 对 山竹 岩 黄 芪 的 利用 ， 是 野生 的 多 
°173 。 



表 54 一 2 Ls HH A a 

ater 
花期 | 1. 309 | 0. 可 ee 0. =i 0.390 |0.396 

Bi | & Z 

氨 氨 A 

mim 酸 

0.471 0. 233 0.340 

0.344 0.458 | 0.482 | 0.401 |0.222 |0.446 0.693 8.501 

为 放牧 利用 ， 栽 培 的 多 为 浊 草 利用 。 在 花期 调制 的 干草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栽培 要 点 ”山竹 岩 黄 忒 适宜 在 覆 沙 地 、 固 定 沙 地 、 半 固定 沙 地 
以 及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地 上 种 植 。 种 植 的 方法 可 直播 或 育苗 移 栽 。 

直播 ， 可 穴播 、 条 播 . 撤 播 . 飞 播 。 穴 播 株 行距 0.5 一 1.0X1.5 一 上 
2.0m， 亩 播 量 0.7 一 1Kg .条播 行距 1.5 一 2.0m, 亩 播 量 1 一 1.5kg 。 
撒播 、 飞 播 亩 播 量 0.5 一 1 kg 。 穴 播 、 条 播 一 般 播 深 2 一 3cm 。 

春季 丧 情 好 的 地 块 可 在 晚霜 后 播种 ， 若 春季 丧 情 不 好 或 春季 风 下 
大 的 地 区 ， 应 躲 过 风 期 在 雨季 到 来 之 前 播种 。 播 前 要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以 提高 出 苗 率 。 可 采用 脱 去 果皮 ， 擦 破 果皮 ， 用 水 浸泡 或 枞 芽 
等 方法 。 | 

育苗 移 栽 ， 育苗 地 要 选择 排水 良好 的 沙土 或 沙壤土 地 做 畦 条 
播 ， 行 距 30 一 35cm ， 亩 播 量 3.5 一 4kg ， 播 期 以 acai: 

为 宜 。 移 栽 苗 木 ， 一 般 以 1 一 2 年 生 昔 为 好 。 
飞播 时 用 丸 衣 种 子 可 提高 成 苗 面积 ， 因 丸 衣 可 加 大 种 子 重量 防 

止 移 位 ， 并 可 减少 鼠 虫 危害 ， 同 时 可 结合 丸 衣 处 理 加 入 吸湿 剂 、 根 | 
瘤 菌 以 及 稀土 微 肥 等 以 促进 发 芽 、 保 苗 ， 提 高 产 草 量 。 

抚育 管理 ， 山 竹 岩 黄 忒 生 长 数 年 后 ， 因 植株 衰老 生机 减弱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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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其 恢复 生机 ， 可 结合 浊 草 进行 平 送 ， 以 促使 其 苗 壮 。 

Wis HELGE Bi Bae 危害 山竹 岩 黄芪 常见 的 害虫 有 蚜虫 、 豆 蛾 

Hh. RAH, Bs. HR, SHAT. WSR, AS. REA 

Ania. BARRE, MR AMAA Dy AS hi ey BBR 

ES, WAR REE KROL, PR RIK AAP RHE 

=, RW WUPRRKDAL RE, URRHSK RARE. 

(RH RAH 

55. AN er Ba BE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 var. lignosum 

(Trautv. ) Kitag. 

别名 thE. FARRAR RRA 

形态 特征 ， 半 灌木 。 高 0.5 一 Im。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小 叶 5 一 8 
MH, BABRAREAB. MREPFSUUESK, B4-10; ¥ 
MP RAMP, MBE ER a, IRAN, K 15 一 16 

mm, Jer, MAH, RMHK4—5mm, MERHUSK, 

耳 长 约 为 爪 长 之 半 , LARMATRR, FRB. RRA23H, 
无 毛 〈 图 55 一 1)。 

MESA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东部 小 腾 格 里 沙 地 、 乌 珠 穆 沁 沙 

地 、 科 和 尔 沁 沙 地 和 呼伦贝尔 抄 地 ， 以 及 辽宁 西部 的 沙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木兰 黄芪 于 5 月 初 开 始 返青 ，8 一 9 月 开 

花 ，8 月 中 、 下 名 为 盛 花 期 ，9 一 10 月 结实 ，10 月 上 名 果实 成 熟 后 ， 

叶片 脱落 。 本 变种 为 株 丛 不 高 的 半 灌 木 ， 多 分 枝 ， 枝 条 较 脆 弱 ， 着 
叶 较 丰富 。 主 根 粗 壮 ， 圆 柱 形 ， 深 入 土 中 可 达 5m Ub. WRG 
短 ， 多 分 布 在 湿 沙 层 内 。 

木 岩 黄 忒 的 自然 更 新 能 力 很 强 ， 主 要 依赖 于 营养 繁殖 。 其 根 芝 
部 生 有 大 量 的 萌 慕 芽 ， 这 些 萌 莫 全 一 部 分 向 上 生长 发 育成 地 上 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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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一 1 ARTE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 va® 

lignosum (Trautv.) Kitag. 

ge, A — MAR ER A FT Le 10 一 40cm 处 水 平 辐射 延伸 ， 形 

成 地 下 蔡 ， 其 上 自 节 处 产生 不 定 萄 ， 不 定 芽 再 向 地 面 生长 发 育成 新 

°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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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子 株 。 地 下 茎 长 达 20m 以 上 , 串联 有 12 一 30 多 棵 地 上 植株 “〈 加 55 一 

2)。 水 分 靠 深 入 到 地 下 湿 沙 层 中 的 母 株 根系 及 部 分 不 定 根 吸 收 供 

给 。 

ss | A 

ie LIN 
| eo Ay Ps 

Pos | 90 

图 55 一 2 ” 木 岩 黄芪 根 共 图 

木兰 黄芪 耐 风蚀 ， 耐 贫 将 ， 抗 寒 性 强 。 在 冬季 经 历 SF 40 一 

50Y 的 低温 后 ， 翌 年 亦 能 安全 越冬 返 育 ， 地 面 芽 和 地 下 芽 正 常 萌发 

BMRA. RRP. 遇 于 时 年份， 植株 分 枝 减少 ， 且 

生长 缓慢 ， 时 片 变 小 。 | 

MHA PLKA, BERR, RA KAR ER SAE 

凉 的 气候 。 它 是 一 种 沙 生 、 中 旱 生 灌木 ， 生 于 草 甸 草 原 和 于 草原 的 

沙 地 、 固 定 和 半 固 定 沙 丘 上 ， 是 沙 地 植被 的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 常 可 

以 形 成 木 洗 黄 攻 群落 片断 ， 也 有 时 以 个 别 株 丛 散 生 于 丘 间 和 低 处 。 从 

本 知 黄 芪 占 优势 的 群落 中 , 常见 的 植物 有 褐 沙 项 CArtemisia intr- 

amongolica), M4) (Polygonum divaricatum) , Wis &(Me- 

liss.tus ruthenicus), 兴安 虫 实 (Corispermum chinganicum), 

9 177。， 



de IK (Cynanchum thesioides), FE BR BM (Thalictrum 

squarrosum) 等 。 木 岩 黄 芪 群落 片断 有 时 具有 相当 高 的 盖 度 ， 可 

达 70%， 它 的 分 盖 度 可 达 50% “〈 马 珠 穆 沱 沙 地 ) 。 

饲 用 价值 ” 木 岩 黄芪 为 一 种 良好 的 饲 用 植物 。 是 沙 地 灌木 中 适 
口 性 和 采 食 率 最 高 的 饲 用 植物 之 一 。 青 鲜 时 ， 编 羊 、 山 羊 喜 食 其 嫩 

枝叶 、 花 和 果 ， 马 也 采 食 ， 骆 蓄 四 季 均 采 食 。 秋 季 牧 民 常 采 其 莱 果 

补 饲 羔羊 。 在 乌 珠 穆 沈 沙 地 ， 木 岩 黄 忒 占 优势 的 草地 ， 于 草 产量 达 

855 一 2415kg /ha， 其 中 木 岩 黄芪 可 占 100 一 1095 kg /ha。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含 有 较 多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纤维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钙 和 磷 的 含量 

也 较 平 衡 〈 表 55 一 1) 。 

表 55 一 1 木兰 黄芪 的 化 学 成 分 * 

SF WM  mc%) 生 
a a | 粗 | 无 氮 | 相 

ws | 纤维 al oh | | = K| Ee 
分 | 白质 > 

be | 
ELM ia ee ib 2.86 |33.08 48.71 | 3.55 |0.24| 0.21 

嫩 梳 叶 7H ee FR ae sails. 4112.08 3.12 |32.26 |46.90 | 5.64 |0.45| 0.21 

9.89 | 3.98 |30.97 |50.42 | 4.74 |0.68) 0.18 嫩 枝 叶 rp ee eae 5A 期 5.10 

嫩 枝 叶 og hig 花 期 |9.01| 6.89 | 4.14 |29.54 |53.92 | 5.51 11.46] 0.09 

+ 前 ?个 样品 由 中 国 科学 院 兰州 沙滩 所 分 析 ， 后 PAE IN am 综 考 会 
分 析 。 

其 所 含 能 量 也 相当 高 〈 表 55 一 2)， 在 营养 期 的 含量 ， 超 过 子 盛 花期 

调制 的 紫花 首 落 干草 含量 ! 在 花期 、 果 期 ， 其 能 量 介 于 紫花 首 蒂 二 

草 和 小 麦秸 之 间 ， 且 高 于 优 民 稿 秆 的 谷 草 。 木 岩 黄 苞 不 仅 蛋 自 质 

含量 较 高 ， 而 且 品 质 也 较 好 。 就 9 种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比较 ， 它 同 紫 

RE Torrent 

花 首 铸 干草 相仿 ， 较 蛋白 质 含量 相当 丰富 的 小 麦 堵 还 高 得 多 ( 表 | 
55 一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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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 i h 2 ARBRE TORS ie BA 8 ee"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代谢 能 | 净 能 

饲料 名 称 | 育 | 消化 率 | (DE) (ME) 净 能 | 奶牛 能 样品 来 源 量 单位 (%) |(MJ/kg) |(MJ/kg) |(MJ/keg) | (Np) 

| 
ABE) 营养 | 51.48] 11.76 | 6.37 6.57 | 2.09 hae 

木 岩 黄芪 | 花 、. 果 | 53.72] 9.42 | 7.05 4.94 | 1.57 ee aa 

木 岩 黄芪 | 果 | 52.81] 9.35 | 7.16 4.85 | 1.55 Te ee ie 

* 由 北京 农业 大 学 畜牧 系 测定 。 

表 55 一 5 木 岩 黄 苞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与 紫花 首 蒂 干草 稳 小 
RFRA LEB CMA aE Tilt) 

Paine» 术 | 统 | 苏 | 蛋 | 时 | 亮 | 苯 | mw | 组 
mane fe  |m i mia |e ai B| x | 所 

B, Flm(m| mimi ml me| e | Be 

0.75 | 0.34 ABRE 营 /7 养 (0. 85/0. 66/0. 16 AXito.o7/0. 12 

木 岩 黄芪 花 、- 果 ; |0.90lo.73|0.18|0.72|1.17|0.68 

木 岩 黄芪 BR 0. 76/0. 6410. 14/0.60|/0.99/0.58| 9. 

RiARTR B 6 |0.89]0.69/0.11/0.69]1.08/0.81 

小 BR 一 0.78| 一 |0.22|0.28|0.55|0.64| 0. 

0.86 | 0.35 

0.35 

0.37 

9.41 

EE HE HEIR SS RIA ME J Be BE, 细 枝 条 也 易 随 风 吹 而 被 断 

折 。 因 此 ， 在 以 木 崖 黄芪 为 主 的 群落 草地 作为 放牧 用 营养 损失 较 

大 ， 应 在 莱 果 成 熟 前 〈 盛 花期 一 乳 熟 期 ) 刘 制 调制 成 干草 ， 或 加 工 

成 草 粉 利用 为 好 。 

由 于 木 岩 黄 忒 营养 价值 高 ， 适 口 性 好 ， 所 以 ， 在 科尔沁 水 地 经 

第 出 现 放牧 强度 过 大 ， 利 用 过 度 的 现象 ， 使 之 分 布 商 积 日 渐 缩小 。 

应 围 封 改良 ， 重 点 保护 ， 以 促进 其 自然 更 新 或 加 强人 工 更 新 。 

(Hike RRs 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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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e et Se 
Hedysarum mongolicum TurcZe 

别名 CxS AKA) 

WARE LK. KH IMA, RAL, SRRRMKK 

色 ， 常 呈 条 状 剥 落 。 和 典型 小 叶 椭圆 形 ， 每 叶 具 小 时 11 一 23， 大 小 不 

一 ， 植 株 上 部 的 小 叶 

长 4 二 7mm， 宽 2 一 3 

mm， 下 部 的 小 叶 长 

8 一 15mm ， 宽 4 一 6 

min, 花冠 蝶 形 ， 紫 

红色 FRR 

BIKE, 3677 Mw hk 

自 中 部 突起 ， 具 网 状 

ike, AWMPAB 

状 突起 〈 图 56) 。 

MED A 

于 我 国内 蒙古 中 北部 

草原 化 荒漠 地 带 ， 其 

地 FRE A A A Ab 

纬 42°—45°, A 径 a 

-一 

a 

108°—114°; 蒙古 也 图 56
 St AE Hedysarum mongolicum 

有 分 布 。 
T rez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蒙古 岩 黄 蕊 为 沙 生 旱 生 半 灌木 。4 月 返 

青 ，7 一 8 月 开花 ， 9 月 底 种 子 成 熟 。 | 

蒙古 岩 黄 芪 分 布 区 的 湿润 系数 为 0.13 一 0.2， 干燥 度 为 4 一 5 度 ， | 

> 10°C HY H RAIA 2300—2900°C, 4F hE 7K 100—150mm, 地 带 性 ， 

ea。 1180。 



土壤 为 淡 棕 钙 土 。 

蒙古 岩 黄 芪 通常 生长 在 草原 化 荒漠 地 带 的 层 状 高 平原 阶地 余 
坡 的 冲刷 沟 边 缘 、 坡 前 冲积 扇 的 砾 质 砂 地 、 阶 地 沙 坡 以 及 盆地 边缘 

的 相似 地 形 上 ， 有 时 也 出 现在 小 块 沙 地 上 。 在 这 些 生境 条 件 下 ， 蒙 

古 岩 黄 忒 常 以 建 群 种 或 优势 种 形成 面积 大 小 不 同 的 稀世 层 片 。 在 该 

层 片 的 周围 则 为 淡 棕 钙 土 灌木 一 石生 针 戈 草原 化 荒漠 草地 所 占据 ， 
eM WA BE (Zygophyllum xanthoxylum) . 5% 9 RB 

(Ceratoides Jatans)、 狭 时 锦 鸡 儿 (Caragana stenophylla), — 

Rew IL (C。bygaea)、 枇 杷 柴 CReaumuria soongorica), 

松 叶 猪 毛 菜 CSalsola laricifolia), BRYA CS. passerina), Hy 

HARE (Oxytropis aciphylla), GH RARM CAnabasis bre- 

vifolia) “& (Hippolytia tri fida) , ER 3 HE KC Asterot ha- 

mnus alyssoides), AEH (Stipa klemenzii), FERTFHR 

(Cleistogenes soongorica) 等 。 

蒙古 岩 黄 芪 的 生长 需要 一 定 的 水 分 ， 但 其 具有 耐 旱 、 耐 贫 将 。 

抗 风 伺 的 特点 。 
饲 用 价值 ”蒙古 岩 黄 芪 为 优良 的 野生 饲 用 半 灌 木 。 其 营养 期 、 

开花 期 、 结 果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6。 从 表 中 资料 看 出 ， 其 花期 粗 蛋 

白质 的 含量 与 紫花 痛苦 相 接近 。 

R56 ROH SRRNLS RD R* (%) 

占 下 物 质 的 

the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mete | eo | mK | 钙 | 现 

营养 期 

果 期 

5.80 

6.75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众 蒙 方 岩 黄芪 的 适口 性 来 讲 ， 在 各 种 家 畜 中 以 骆驼 最 喜 食 ， 四 

季 采 食 其 芝 叶 ， 绵 羊 、 山 羊 喜 食 其 嫩 枝 时 及 花序 ， 牛 、 马 采 食 其 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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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 。 

1985 年 作者 将 由 内 蒙古 四 子 王 旗 卫 井 苏 木 哈日 岗 嘎 采 到 的 野生 

种 子 ， 在 巴 彦 淖尔 盟 乌拉 特 中 旗 巴 音 哈 太 草原 试验 站 种 植 ， 出 苗 生 

长 良好 ， 当 年 株 高 达 40—50cm, K 径 30 一 40cm ， 可 进入 分 枝 状 

态 。 第 二 年 可 开花 结实 ， 株 高 达 100—120cm,, HFHERRS, H 

发 出 由 无 性 繁殖 的 新 株 ， 产 草 量 也 显著 提高 。 经 过 几 年 的 试 种 5 初 

步 认 为 蒙古 崖 黄芪 在 荒漠 草原 区 是 很 有 裁 培 前 途 的 饲 用 半 灌 木 ， 应 

予 迅速 开发 利用 。 

蒙古 岩 黄 芪 也 是 防风 固沙 的 恨 好 材料 。 

57. HNTB Pa RE 

Hedysarum polybotrys Hand. -Mazz. vare 

alaschanensis (B. Fedtsch. ) H. C. Fu 

et Ze ve Che 

WS WHEEARK,. ZK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1m 左右 。 根 粗壮 ,外皮 棕 红 色 。 

茎 直立 ， 稍 分 校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9 一 21， 纸 质 ,; WKEA 

Gai IB, K5—35mm, fF 3 一 18mm， 先 端 圆 或 微 缺 ， 有 小 尖 

头 ， 基 部 圆 形 ; BRERA, Kik25cm, 78 10 一 30 Rs 总 花梗 

JL 4k, FERRE, 区 片 披 针 形 ， 膜 质 汪 小 苑 片 销 状 ; 花 淡 

黄色 ， 长 10 一 10mm; 花 葛 斜 钟 状 ， 最 下 面 的 1 枚 葛 齿 较 其 余 的 昔 

上 

| 
BR 1 倍 ， 花 于 蝶 形 ， 旗 狼 征 圆 状 倒卵形 ， 辟 狂 定 圆 形 ， 与 旗 辩 等 

K, EAR MRRRK. RRAS—ON, SPR) MIB ai al 

B, WKAR, WE, RMAMRWA, AB S57).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河北 、 山 西 、 内 蒙 主 、 字 和 夏 、 甘 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SAA, BPR, 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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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带 的 

从 中 ， 也 可 沿 山地 进 

Ae Hh KR AY wy 

Mh. HENS Rea BK 

为 耐 阴 植物 ， 在 强 光 

FEKABREB, & 

见于 山地 阴 坡 、 半 阴 

坡 。 

1981 和 1982 年 分 

别 在 内 蒙古 大 青山 、 

WwW EP AE 

F, EAR A RA BE 

巴 音 哈 太 草 原 试验 站 

试 种 、 观 察 。 其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播 种 当年 

仅 能 进入 分 枝 期 、 株 

高 .10 一 15cmy， 第 二 

图 57 HMA Raw Hedysarum 2oLypo- 
trys Hand.-Mazz, var, alaschanen- 

sis (B.Fedtsch.)H.C. Fu et ZY, 
Chu 

三 年 开始 进入 正常 的 生长 发 育 阶段 ， 大 量 开花 结 实 ， 株 高达 60 一 

80cm , 

本 变种 在 栽培 情况 下 ， 于 5 月 上 外 返青 ， 5 月 下 名 分 枝 ， 6 月 

PHO, 7 月 上 旬 始 花 ，8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 宽 叶 多 序 岩 黄 区 的 适口 性 很 好 ，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采 

套 。 在 分 布 区 其 植株 几乎 被 家 畜 采 食 得 不 能 开花 结实 ， 仅 能 在 灌 从 
中 或 石竹 中 才能 见 到 完整 的 植株 。 就 其 化 学 成 分 看 ， 果 熟 期 含 粗 蛋 

上 自 质 达 13.42% 。 其 各 种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7。 

宽 叶 多 序 岩 黄 蕊 是 适口 性 好 、 营 养 价 值 高 的 优质 豆 科 饲 草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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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宽 叶 多 序 若 黄 苞 的 化 学 成 分 《2) 

占 F 物 质 

水 分 | AAR | 粗 脂 肪 | #25 | meme i HKD | F 4 

7.33 1.51 39.13 33.55 5.06 1.16 

: 

. 
13. 42 0.06 | 

. 

。 分 析 时 期 为 果 期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中 心 化 验 室 分 析 。 

进一步 研究 其 人 工 驯化 、 坊 培 技术 ， 以 便 从 速 开发 利用 。 

本 变种 的 根 ， 近 年 来 多 代 “ 黄 芪 ” 药 用 。 

(RHA RAM) ; 

58. yar a BAS 

Fretiy sariim stkkimense Benth. ex Baker . 

形态 特征 SEERA. RA, AR. SW 15 一 25cmz BM | 
KURA, K4—l5em, HW 19I-33, PRAMBRBB IB, | 
长 6 一 16tmm， 宽 3 一 7rmm， 先 端 贺 或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初时 被 毛 ， 后 即 脱落 ， 仅 中 脉 被 毛 ， 托 叶 膜 质 ， 连 合 ， aa 
分 离 ， 被 白色 长 柔 毛 。 总 状 花序 ， 腋 生 ， 具 12 一 20 茶花 ， 苑 片 条 
t, AEs ERR, K7—-smm, SHS SMESK; oul 
C, KRG, CRATRBLSK, LERBREMK, SRA 
毛 。 甘 果 启 平 ， 有 1-5 节 ， 下 三 ， 英 节 回 形 或 矩 加 销 ， 具 网 纹 ， 被 和 
KRE 〈 图 58)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云南 西北 部 、 四 川西 部 、 西 关东 部 、 音 ， 
海 西南 部 及 南部 ， 不 丹 、 饮 金 、 尼 泊 尔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生 于 海拔 3000 一 5000m 的 亚 高 山 章 旬 和 

高 山 草 旬 中 ， 尤 以 4000m 左 右 的 草 旬 中 为 多 。 此 外 ， 也 出 现在 山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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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BeaARE Hedysarum sikkimense Benth, ex Baker 

砾石 质 山坡 湿润 处 或 林 间 草地 或 灌木 丛 中。 锡金 岩 黄芪 对 高 寒 、 淮 
| 湿 、 强 辐射 \ 昼 夜 温差 大 等 环境 条 件 具有 很 强 的 适应 性 ， 例 如 四 川 省 
| 理 塘 县 海拔 3900m， 年 平均 气温 3.0"C， 最 热 、 最 冷 月 平均 气温 分 
| WA10.5°C#-6.0°C, BORA KIA 温 1307.5%C， 青 草 期 仅 139 

和 天， 年 降水 量 725.8mm， 年 日 照 时 数 .2624.2 小 时 。 在 这 样 的 生态 
条 件 下 ， 豆 科 牧 草 极 其 缺少 ， 而 饮 金 岩 黄 芪 却 能 在 亚 高 山 和 高 山 草 
| 外 中 广泛 分 布 ， 局 部 地 段 上 可 形成 优势 种 ， 盖 度 可 达 5—10%, 最 

f 高 可 达 30% 。 它 与 几 种 禾 章 或 未 草 科 为 建 群 种 的 植物 , 构成 了 禾 草 ， 
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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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类 草 或 莎 草 科 草 、 杂 类 草 亚 高 山 草 旬 草 地 。 
HAG ”锡金 岩 黄芪 营养 价值 较 高 、 粗 蛋白质 含量 高 达 | 

24.5% 〈 表 58)， 是 青藏 高 原 东部 天 然 草地 上 重要 的 优良 笋 草 ， 全 | 
年 为 各 类 性 畜 所 喜 食 。 是 性 畜 抓 肘 、 催 乳 的 重要 饲 草 。 也 是 在 高 海 
拔 地 区 有 引种 驯化 前 途 的 野生 牧草 。 

表 58 BREE AERA (%) | 
‘aia|e 3 ae wail re) | weal ew] | 
生育 期 | ok 分 HBA | BUR 粗 纤维 -| ARR | BK) F a | 

: 

花期 | 10.33 24.56 

。 采样 地 点 :四川 理 塘 县 ，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分 析 。 

59. 多 化 木兰 

Indigofera amblyantha Craib 

别名 野 蓝 枝 、 马 黄 消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80 一 200cm 。 二 全 和 

毛 。 羽 状 复 叶 ， 小 时 7 一 11， 倒 卵 形 或 卵 状 矩 圆 形 ， 长 瑟 5 一 4cm， | 
宽 1 一 2cm ， 先 端 圆 形 ， 有 短 尖 ， 基 部 宽 株 形 ， 全 缘 ， 两 面 被 丁字 | 

毛 。 总 状 花序 肤 生 ， 长 3cm 左 右 ， 螺 形 花冠 ， 淡 红色 ， 长 约 5mme 
黄 果 条 形 ， 棕 褐色 ， 长 2.5 一 6cm ， 有 丁字 毛 ， HEME, HB. 
千粒重 7.7g (图 59)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河北 、 山 西 、 河 南 、 江 苏 、 浙 江 、 广 东 、 
广西 、 福 建 、 江 西 、 四 川 、 跌 西 、 甘 肃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花木 兰 生 于 山坡 草地 灌 从 中 、 水 边 和 | 

路 旁 。 根 据 福 建 农 学 院 在 三 明 市 引种 栽培 ， 它 的 生育 期 为 176 一 215 

天 。 播 种 当年 ， 7 月 下 甸 开 花 ， 型 年 6 月 开花 ， 花 期 长 达 4 一 5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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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4K Indigofera amblyantha Craib 

月 ，11 月 种 子 成 熟 ， 详 见 表 59 一 1。 

表 59 一 1 多 花木 兰 生 育 期 表 ” (月 .日 ) 

播种 期 wo | et eT | rae | sie 成 熟 期 | 枯黄 其 

3°13 4-14 5°17 7°22 7°31 8°21 11°5 

。 根据 福建 农学 院 1984 年 资料 。 

多 花木 兰 喜 温暖 而 湿润 的 气候 ， 适 宜 在 南 温带 及 亚热带 中 低 海 

拔 地 区 栽培 ， 夏 季 高 温 ， 雨量 充足 的 地 区 ， 生 长 最 旺 。 在 冬季 温度 

低 ， 但 无 持久 的 霜冻 情况 下 ， 可 保持 青绿 。 如 遇 严 霜 后 ， 叶 片 脱 

s。187。 



落 ， 枝 条 仍 能 安全 越冬 。 敢 春 ， 枝 条 上 的 嫩 芽 开始 萌发 生长 。 自 然 
脱落 的 种 子 ， 也 能 在 地 表 过 冬 ， 与 嫩 芽 同期 出 苗 生 长 。 多 花木 兰 喜 
i, WS, (ADMD, IEMA. MEMRAM, Ze 
pH4.5—7.0 的 2, we Rae, BERR. WHR, th 

可 与 其 他 牧草 混 播 ， 表 现 喜 光 ， 但 又 具有 一 定 的 耐 阴性 。 多 花木 兰 
具有 较 强 的 抗 逆 性 ， 适 应 栽培 的 范围 广 ， 且 未 发现 有 严重 的 病 由 
害 。 
饲 用 价值 ”多 花木 兰 属于 豆 科 植物 ， 蛋 白质 含量 高 ， 嫩 枝 和 叶 
片 质 地 和 柔软， 具有 甜 香 味 ， 适 口 性 好 。 其 营养 成 分 如 表 59 一 2、 
59 一 3。 

表 59 一 2 ”多 花木 兰 的 化 学 成 分 * (%) 

ta ( 鲜 ) 86.6.24 三 明 始 花 期 |63.67 9.78 | 1.44 | 7.91 |14.55 | 2.65 | 0.44 | 0.12 

BORK TH 福建 OR) 86.6.24 三 明 始 花期 4.85 |25.62 | 3.78 |20.71 |38.10 | 6.94 | 1.15 | 0.30 

嫩 枝 叶 福建 ( 绝 干 )|86.6.24 三 明 始 花期 26.93 | 3.97 |21.77 |40.04 | 7629 | 1.21 | 0.32 

。 1986 年 7 月 ， 福 建 农学 院 畜牧 兽医 系 饲 料 分 析 室 分 析 。 

表 59 一 5 多 花木 兰 氨基 酸 成 分 ”〈% ) 

eR ZK = 氨基 酸 名 称 | 2° 

天 门 冬 氨 酸 1.61 FAR 0.73 

苏 A R 0.73 % mM 1.22 

丝 HA mR 0.67 mM HR ~ 0.40 

Se HR mR 1.76 AR 0.63 

H A mR 0.74 mi am 0.82 

A A R 0.78 氨 0.36 

he 氨 mR 0.17 组 . 氨 Rm 0.30 

th Hm 0.91 精 氨 mR 0.83 

x& A mR 0.15 A 2 酸 0.9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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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一 4 多 花木 兰 的 微量 元 素 成 分 

a | 全 分 析 项 目 a| 铁 | ‘i 2 sa] 

1.34 10° 2.36 x 10? | 1.29 x 10° 38.9 5.03 x 10° = & 
(ppm) | 

- * 198647 2 月 ， 福 建 省 农业 科学 院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多 花木 兰 的 茎 叶 比 为 45 : 55， 其 古 枝 时 为 后. 羊 、 免 所 喜 食 。 可 
浊 制 青 饲 或 青贮 ， 也 可 了 晒 制 干草 或 干草 粉 。 饲 用 时 ， 最 好 与 禾 草 混 
喂 。 鲜 草 产量 一 般 为 1500 kg / 亩 ， 大 田 示 范 区 2500kg / 亩 ， 第 一 年 

可 汶 割 利用 3 一 4 次 ， 第 二 年 为 6 一 7 次 。 
此 外 ， 多 花木 兰 具 有 改良 土壤 ， 增 加 土壤 肥力 的 作用 ， 同 时 具 

有 一 定 的 抗旱 、 耐 交 性 能 ， 是 一 种 水 土 保持 植物 ， 也 可 以 作为 莲 柴 
栽培 。 

栽培 要 点 ”播种 前 整地 要 求 翻 耕 松 土 20cm 深 ， 每 公 硕 施用 青 
。 娄 , 或 垃圾 士 6000 一 7500 kg 作 基肥 ,并 混入 过 磷酸 钙 每 公 硕 450 kg 。 
， 春 、 夏 、 秋 均 可 播种 ， 可 直播 ， 也 可 育苗 移 栽 。 可 条 播 、 穴 播 和 插 
， 播 。 条 播 行距 为 45cm, 穴播 穴 距 45cm ,播种 量 每 公 质 10.5 一 12kg， 

覆土 深度 2cm 。 

多 花木 兰 苗 期 生长 较 慢 ， 应 及 时 除去 杂 草 。 混 播 时 ， 要 注意 与 
禾 草 的 比例 ， 该 草 应 占 1/3 一 1/4。 当 株 高 达 100cm 以 上 时 ， 即 可 这 
割 利 用 。 留 着 高 度 应 不 低 于 15cm 。 每 次 浊 割 之 后 ， 每 公 硕 追 施 磷 、 
钾肥 各 150 kg 。 留 种 地 不 对 割 。11 月 种 子 成 熟 时 ， 分 批 采 籽 ， 每 公 
质 可 收获 种 子 60 一 75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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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长 昔 鸡 眼 草 

Kummerowia stipulacea (Maxim. ) Makino 

BS HAT. FRE 

WASTE —FERA, HRA, MRR GK, + RR 18—35 

47cm, SRIF 展 ， 

RRM Es HK, 

2h, BAB, 

ffs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BI NTE BRA AB, 

7 一 20mm， 宽 3 一 12 

mm， 和 先端 圆 或 微 

Pe], Pt hk 4 BA. HE 

1 一 2 水 往生 叶腋 ， 苯 

PR, BP 5s Fes 

BI, LER Ra, 

KERRK. HRHK 

形 ， 长 约 4mm， 有 

种 子 1 粒 ， 黑 色 ， 平 

#3 〈 图 60) 。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分布 

图 60 长 苯 鸡 眼 草 Kummerowia sti pulacea 

(Maxim.) Makino 

于 我 国 东 北 、 河 北 、 山 西 、 喘 西 、 甘 肃 、. 河 南 ̀  山 东 、 浙 江 、 安 徽 、 

江苏 、 江 西 等 省 区 ， 四 川 省 的 二 郎 山 海拔 2800m Ab A A, 

建 、 广 西 也 有 栽培 ， 于 安徽 省 滁 县 地 区 有 大 面积 推广 : 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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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 朝 鲜 和 苏联 《远东 地 区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 术 学 特性 ， 长 昔 鸡 腿 草 常 生长 于 多 砾石 的 山坡 、 河 

上 岸 沙 土 、 砂 砾 地 以 及 路 旁 、 林 下 、 田 边 杂 草丛 中 。 喜 温暖 湿 润 气 

候 ， 气 温 在 20%c 时 生长 旺盛 。 在 长 江 流 域 ，4 APTS, TER 
9 月 中 旬 。10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达 216 天 。 栽 培 条 件 下 生育 

期 因 不 同 的 播种 期 有 所 差异 〈 表 60 一 1) 。 在 北方 地 区 ， 整 个 生育 期 

为 110 一 150 天 ， 其 初春 发 育 比 鸡眼 草 快 。 长 萝 鸡 眼 草 再 生 能 力 较 

弱 ， 主 要 依靠 浊 割 后 地 上 部 分 腋芽 的 萌发 。 制 草 时 ， 留 茬 高低 对 再 

生 草 产量 有 较 大 最 响 。 在 分 枝 期 刘 割 的 再 生 草 约 占 全 年 产 草 量 的 

19% 。 在 北方 * 其 再 生 草 于 霜降 前 尚 能 结 籽 。 旗 苯 鸡 眼 草 种 子 繁殖 

PEAR, PARAL, BALM TRA SIR DAE RB 

萌发 。 在 分 枝 初期 ， 即 形成 大 量 根瘤 ， 主 要 分 布 于 根 颈 附 近 及 主根 

上 ， 侧 根 较 少 。 

表 60 一 1 长 尊 鸡 眼 草 生 育 期 玫 * (月 .日 ) 

播种 期 | 出 苗 期 | Rew | 开花 期 攻 成 熟 期 | 枯黄 期 

3°31 4°10 6°28 830 9°7 9°18 

* 安徽 滁 县 ，1982 年 一 引 自 安徽 省 生物 研究 所 研究 资料 。 

长 苯 鸡 眼 草 对 日 照 反 应 强烈 ， 在 短 日 照 下 ， 生 长 速度 缓慢 ， 卓 
发 育 进行 得 很 快 ， 当 高 度 达 5 一 7.5cm 时 就 .开花 、 结 实 ， 生 育 期 仅 
130 天 左右 。 对 水 热 条 件 的 需求 近似 于 鸡眼 草 ， 但 可 以 比 鸡眼 草 栽 
种 在 更 远 的 北方 。 相 反 ， 在 广阔 的 南方 ， 秋 季 死 亡 比 鸡眼 草 要 早 。 
pn eligi eed ci PE ii 
ER HE EAS, HT ST HW. Shy BR EY 
turn 在 安徽 滁 县 ，pH 在 4.1 的 酸性 土 上 ， 也 能 较 好 地 生长 。 但 
| 最 适 pH 为 6,5 一 7,0。 在 排水 良好 的 土壤 上 生长 良好 ， 南 方 春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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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 集中 的 地 区 ， 土 壤 长 时 间 处 于 水 溃 状 态 ， 会 明显 地 阻碍 其 生长 

发 育 。 雨 水 多 ， 湿 度 大 ， 易 导致 病虫害 的 发 生 。 但 漫 水 2 一 3 天 的 
短期 水 渍 ， 对 生长 并 无 影响 。 长 苯 鸡 眼 草 具有 很 强 的 耐 旱 性 和 耐 热 
性 。 在 稠密 的 杂 草 从 中 ， 长 苯 鸡 眼 草 茎 长 达 60cm 以 上 ， 草 质 和 柔软， 
产 草 量 较 高 ， 具 有 较 强 的 耐 荫蔽 能 力 。 

饲 用 价值 ”长 葛 鸡 眼 草 茎 枝 柔 软 ， 叶 密 量 多 。 分 枝 期 茎 占 45% ，| 
其 余 为 叶 和 芽 ， 现 草 期 叶 比 蔡 多 34% 。 草 香味 浓郁 ， 能 值 含量 较 高 
( 表 54 一 2) ， 所 含 营养 物质 丰富 〈 表 60 一 2、60 一 4、60 一 5)， 帮 为 扯 

优等 饲 草 。 它 的 消化 蛋白 质 含量 比 紫花 首 攻 昌 低 ， 但 含 总 能 量 却 略 
BTREHE. THENAARAA. WH. ANU RRP 

表 60 一 2 ”长 昔 鸡 眼 草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DE, #) | (ME, 鸡 ) 
(MJ/kg) |(MJ/kg) 

能 | 可 消化 | 

(MJ/kg) (g/kg) (MJ/kg) 

。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60 一 5 长 昔 鸡 眼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采样 时 间 | Ro | 分 析 | 生 | 水 | 粗 蛋 | 粗 | 粗 | 无 漫 | 粗 
脂 | 纤 | | | | OR 

(年 月 "日 地 点 | 部 位 | 期 | 分 | 白质 | 肪 | 维 | 氮 物 | 分 

84°7°25 | 安徽 潍 县 * ZEnt | 营养 期 | 7.9| 11.5 |5.3 124.4] 45.0 | 5.9/0.69] 0.21 

81°8 吉林 公主 岭 ** | sent | 营养 期 11.7| 14.4 [4.1 [24.6] 33.6 [11.6 — | 一 

- 安徽 省 畜牧 普 医 研究 所 分 析 。 
。 吉林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if, UBM ORR, WBE. SATORU. thE, BRR 
料 , RRA, PRREK, RECHRR, RERB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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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一 4 ”长 昔 鸡 眼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 (%) 

1.16 1.12 | 0.28 |.0.35 

1.31 0.27 | 0.74 0.94 

- 吉林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第 一 行 采 样 于 1981 年 9 月 ， 人 

二 行 采 样 于 1981 年 8 A, 地 点 吉林 市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 

表 60 一 5 ”长 昔 鸡 眼 草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Pa 
含量 

- 理 (mg/kg) 

FEAF yt 

* 
as 

ASEM 
HORT 

。 吉林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也 可 将 青 干草 粉碎 成 草 粉 ， 或 制 成 颗粒 饲 料 。 长 昔 鸡 眼 草 最 适用 于 
南方 拘 草 地 改良 是 很 好 的 放牧 型 牧草 。 目 前 ， 南 方 低 山 丘 陵 区 的 
草 计 改良 多 因 自 然 条 件 恶劣 ,; 外 引 牧 草 适应 能 力 差 而 难于 成 功 。 长 
蔓 鸡 眼 草 适应 性 好 ， 抗 道 性 强 ， 作 为 草地 改良 先锋 植物 ， 能 够 显著 
证 改变 草地 豆 科 牧 草 缺 乏 的 状况 ， 提 高 草地 利用 价值 。 在 安徽 滁 兵 
去 柳 种 羊 场 ， 长 莹 鸡眼 草 是 被 用 作 草 地 改良 的 主要 草 种 之 一 。 长 苯 
BRAAGRA—H, SARSHWP bRARERC, RWKA 
的 生长 发 育 起 着 重要 作用 。 各 种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表 54 一 5) 也 是 较 
Bs SOU RARR (54-4), HAR. BAMA EX 
三 些 饲 草 饲料 中 所 缺乏 的 ， 如 用 以 作 配合 饲 用 ， 有 助 于 满足 畜 禽 对 
各 种 营养 物质 的 需要 。 若 与 禾 草 混 播 ， 也 是 改善 草地 营养 结构 的 有 
藏 方法 。 在 我 国 南方 ， 草 地 豆 科 草 缺乏 ， 禾 草 抽穗 以 后 易 老 化 ， 利 
| 届时 项 很 得， 而 长 莹 鸡眼 章 生育 期 长 达 ? 个 月 ， 对 于 调节 不 同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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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营养 成 分 丰 欠 状况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在 北方 ， 长 昔 鸡 眼 草 雷 产 青 

草 较 鸡眼 草 高 133.4 一 200 kg ， 全 年 浊 割 1 一 2 次 ,每 雷 产 青 草 1000 一 

1500 kg 。 南 方 全 年 可 刘 割 2 次 ， 亩 产 青 草 1200 一 1800 Kg 。 以 初 花 

期 浊 割 为 宜 ， 此 时 饲 草 的 蛋白 质 含 量 最 高 ， 青 草 产量 也 高 。 在 放牧 

的 情况 下 ， 可 于 长 葛 鸡 眼 草 生长 茂 感 地 先行 放牧 至 5 一 6 月 ， 而 后 任 

其 生长 ， 再 刘 制 干草 。 最 后 一 次 浊 制 宜 在 嫩 果 期 ， 此 时 大 量 籽 实 可 

大 大 提高 饲 用 价值 ， 且 总 消化 养分 也 是 最 高 的 s 据 安徽 省 生物 研究 

所 研究 资料 ， 长 葛 鸡 眼 草 种 子 亩 产 可 达 91.7 kg ， 籽 实 也 是 优良 的 

精 饲 料 。 

长 苯 鸡 眼 草 为 异 花 授粉 植物 ， 花 被 鲜 欧 , 是 一 种 优良 密 源 植物 。 

它 的 耐 旱 、 耐 热 、 耐 贫 将 、 耐 酸性 土壤 等 生态 生物 学 特性 ， 对 于 我 

国 南 方 的 荒山 治理 有 着 重要 意义 。 作 为 荒山 绿化 植物 ， 有 利于 水 土 

保持 ， 改 善 自然 环境 。 它 的 肥 分 含量 高 ， 又 多 根瘤 ， 为 很 好 的 旱 作 

绿肥 ， 有 提高 土壤 肥力 的 作用 。 此 外 ， 全 草 还 能 作 药 用 ”有 清热 解 

=. GRAMMAR, Wa eR. 

栽培 要 点 ”选择 地 势 平 坦 ， 排 水 良好 的 地 块 。 前 作为 一 年 生 谷 

类 作物 、 根 菜 类 作物 均 适 于 种 植 长 葛 鸡 眼 草 。 不 宜 连 作 。 种 长 葛 鸡 

眼 草 后 ， 土 地 肥沃 ， 富 含 氮 素 ， 利 于 种 植 其 他 作物 。 整 地 要 精细 ， 

做 到 上 松下 实 ， 以 利 出 苗 。 播 种 期 ， 南 方 在 3 AP. PA, AIEEE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旬 ， 西 北 在 4 月 中 旬 。 有 的 地 方 还 可 行 早 春 顶 姿 

播种 或 冬 播 〈 寄 籽 播 种 ) 。 播 前 应 晒 种 2 一 3 天 ， 以 提高 发 芽 率 和 提 

早出 苗 。 据 试验 ， 当 年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为 70 一 90% JEM 2 年 的 则 降 

A60%, Wiehe 3 年 以 后 的 种 子 很 少 能 发 芽 。 因 此 ， 收 藏 的 种 子 不 能 

过 久 ， 否 则 影响 发 芽 能 力 。 长 葛 鸡 眼 草 种 子 千粒重 2.20g8， 每 公斤 

有 种 子 454545 粒 。 生 产 饲 草 的 ， 播 种 量 每 亩 为 1kg ， 生 产 种 子 的 

” 应 稍 减 ， 每 亩 为 0.75 kg ， 草 地 改 恨 用 宜 加 大 播 量 ， 每 调 1.5kg 家 

与 禾 草 混 播 ， 以 每 亩 0.75 一 1.0 kg 为 宜 。 一 般 宜 条 播 ， 便 于 管理 和 

收获 。 行 距 20 一 30cm ， 密 度 不 宜 过 大 。 草 地 改良 用 可 行 撒播 。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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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深度 ， 湿 润 土壤 1.5 一 2.0cm， 干 燥 土 壤 2 一 3cm， 播 后 应 轻微 镇 
压 ， 以 利 出 苗 。 长 葛 鸡 眼 草 对 氮肥 要 求 不 高 ， 分 枝 期 最 好 追 施 磷 
肥 ， 每 亩 施 过 磷酸 钙 30 一 35kg，， 适 当 追 施 氮 肥 ， 有 利于 磷肥 的 吸 

收 利用 ， 提 高 产量 。 每 亩 追 施 尿素 12 一 15 kg 。 遇 长 时 间 降 雨水 适 ， 
要 及 时 开 沟 排水 ， 防 止 水 涡 。 长 苯 鸡 眼 草 自然 繁殖 能 力 强 ， 自 生 苗 
密度 大 /有 时 向 落 自生 的 幼苗 密度 比 正常 播种 的 还 大 2 倍 之 多 。 因 
此 ， 只 要 成 行 留 苗 ， 加 强 水 肥 管理 ， 亦 能 获得 较 高 的 产量 。 长 葛 鸡 
RAY PRM, WSR, PR, BRAS LRH 
fal HEWES, ARAL A DA HE REA EAE, AERA RK 
营养 ， 提 高 产量 和 品质 。 作 旱 作 绿肥 用 ， 可 与 玉米 、 小 麦 、 油 菜 等 
作物 套 作 。 刘 割 为 饲 草 用 时 ， 留 着 高 度 宜 为 5 一 8cm ， 过 高 会 影响 
产 草 量 ， 过 低 则 影响 再 生 能 力 。 种 子 成 熟 后 极 易 脱 落 , 要 及 时 收获 ， 
脱粒 贮藏 。 

( 孙 发 政 ， 送 运 峰 ) 

61. BUNT RA 

Lespedeza cuneata (Dum. Cours. ) G. Don 

NS ALWRT. KAR. HOR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根 深 100—150cm, ZHU, BH 30 一 

135cm， 生 长 当年 只 有 .1 主 蔡 ， 翌 年 ， 可 由 越冬 芽 生 出 5 一 30 个 枝 ， 
在 单 株 生长 情况 下 ， 分 梳 多 可 达 100 个 。 茎 和 枝 密 被 白色 得 柔 屯 

BRAK, DMA, nr RRMH, AMER, HMR 

形 ， 上 面 疏 被 短 伏 柔 毛 ， 下 面 密 被 白色 和 柔 毛 : 叶柄 短 ， 托 叶 披 针 

形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有 2 一 4 水 花 ， 无 关节 AMES AME, 

扒 花 徐 生 于 吁 腋 ， 小 区 片 2 ， 狭 卵 形 ， 生 于 葛 简 下 ， 花 苯 浅 杯 状 ; 

花冠 乳白 色 ， 旗 办 有 紫色 斑纹 ， PRSRMIESK, REMHKT 

BR. RANE, RHE, METS, LRRABAE, AS 

|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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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工 粒 ，” 成 熟 后 不 

开裂 图 61) 。 

细胞 染色 体 ; 

2n=20,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河北 、 陕 西 、 

山东 河南、 江苏 、 

安徽 .浙江 、 湖 北 、 湖 

Pa. We. il. 

RAH. Bi. AS 

各 地 区 巴基斯坦 、 

RW. HK. 

Me. FRE. HAL 

国 及 澳大利亚 北部 也 
有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fete Mh eH AE 
于 山坡 或 路 旁 空 旷 草 

地 及 河谷 灌 从 中。 在 

Wy | AN ! | 
YU LZ i 

Gi 
¢ n Ae 经 
q : i AN as 

图 61 7? eka Les pedeza cuneata 

(Dum, Cours,) G,Don 

温带 地 区 5 一 8 月 生长 最 好 ， 亚 热带 地 区 一 般 在 4 月 上 名 即 可 返青 ， 
其 后 随 温度 上 升 而 生长 加 快 ，: 到 8 A KARI A Ey BEA Ee 
后 ， 株 高 不 再 增加 ，10 月 底 至 11 月 土 旬 ， 地 上 部 分 开始 枯萎 ;在 亚 

热带 地 区 当年 播种 的 生育 期 为 205 RK, RAM PKERB— MA 
210 一 230 天 〈 表 61 一 1)。 

OE RAB AAD MBE TE, ATER, FIER Dy 
ML TULA, BAT RES EMRE, PETS, FEM EH 
EX, QURAPERR TRA, HHA HA 繁殖。 种 子 在 
0—S°CIF MWA, ARH A20—25C, RYR—-MAI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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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一 1 截 叶 铁 扫 晕 生育 期 〈 年 月 .日 ) 

1980> 3" 30 

1982 .3。22 

粒 型 种 子 发 芽 率 高 。 小 粒 型 种 子 发 芽 率 低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烧 匾 可 

提高 其 更 新 能 力 。 经 在 亚热带 的 安徽 潍 县 地 区 插 捅 试验 ， 只 要 保持 

土壤 湿润 ， 成 活 率 可 达 95%， 它 的 再 生 力 强 弱 ， 与 其 浊 割 留 荐 高度 

密切 相关 ， 如 每 次 浊 割 留 茬 在 20cm 以 上 ， 全 年 可 浊 割 4 一 5 次 ,再 生 

ARs 如 果 齐 地 面 浊 割 ， 则 表现 再 生 力 甚 弱 。 在 安徽 大 柳 种 羊 场 

的 浊 割 试验 表明 ， 对 当年 生 的 截 时 铁 扫 晕 进行 3 次 近 地 面 浊 割 ， 每 

次 浊 割 后 再 生 草 生长 缓慢 ， 产 量 急 剧 下 降 ( 表 61 一 2) 。 其 最 适宜 的 

留 茬 高度 为 15 一 20cm。 

表 61 一 2 ” 截 叶 铁 扫 晶 鲜 草 产量 及 再 生 力 

过 省 o 沿 0 向 二 syda 有 | | eg Erte tar 
_ Phe / Hi) 割 其 分 枝 其 ze We ER 
生长 年 限 ae 

一 年 生 〈1982 年 3 月 17 日 播种 ) 583.35 1250.05 一 

三 年 生 〈1980 年 3 月 31 日 播种 ) 850.4 3333.5 3166.8 

| 生长 年 限 | Xi) KH | ne fan | ‘ 

第 1 次 7 月 10 日 100.0 

一 年 生 第 2 次 8108 722.2 
(19824F35 17H BF) 第 3 次 8 月 28 日 216.7 

第 4 次 1080.5 

三 年 生 第 1 次 3 月 21 日 850.4 

9 月 15 日 41.6 

(19824F3 318 FF) 第 2 次 7 月 18 日 333.3 1183.8 

BTRARPRA MME AA BH, WR.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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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 和 暖 温 带 地 区 ， 从 坡地 、 匡 陵 的 低 海 拔 地 区 至 2480m (西藏 ) 
的 高 海拔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天 然 条 件 下 多 分 布 于 排水 良好 的 山脊 和 坡 
地 ， 较 喜 热 、 喜 光 。 分 布 区 年 降水 量 为 610 一 2340mm， 不 适 于 在 

雨量 过 少 地 区 生长 。 适 宜 的 年 平均 温度 AW 9.9—-26.2C, Apert 

至 粘土 均 能 正常 生长 ， 适 应 的 pH 值 为 4.0 一 8.0。 具 有 较 强 的 抗旱 
能 力 ， 在 0 一 5cm 的 土 层 含水 率 降 到 1.85%，5 一 10cm 土 层 的 含水 

率 降 到 4.10% 的 条 件 下 ， 其 幼苗 仍 能 正常 生长 。 具 有 较 强 的 耐水 滤 
能 力 ， 当 土壤 含水 率 高 达 86.6% 时 ， 经 6 天 时 间 ， 仍 能 正常 生长 
这 在 多 雨 而 用 造成 水 渍 条 件 的 南方 ，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它 的 耐 热 性 也 

很 强 ， 在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 安 徽 等 地 ， 夏 季 在 35"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环境 下 ， 仍 能 正常 生长 。 它 又 很 耐寒 ， 其 地 上 部 分 的 蔡 叶 在 严 霜 下 
即 枯死 ， 而 地 下 根 颈 和 根 都 能 保全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即 使 缺少 雪 
被 ， 也 能 抵御 零下 15% 的 严寒 。 它 还 是 一 种 耐 将 性 很 强 的 植物 ,在 
土壤 有 机 质 低 于 1 工 % 的 贫 靖 土壤 上 能 正常 生长 ， 属 贫 关 土 壤 的 先锋 
植物 。 对 磷肥 的 反应 颇 佳 。 截 时 铁 扫 灵 为 短 日 照 植物 ， 当 其 生长 于 
日 照 11 个 小 时 的 地 区 ， 就 会 很 快 开花 结实 。 截 叶 铁 扫 姑 的 种 子 与 其 
他 小 粒 豆 科 的 种 子 一 样 ， 具 有 较 高 的 硬 实 率 ， 人 工 播种 时 ，》 应 采用 
相应 的 措施 处 理 种 子 。 
饲 用 价值 ” 截 叶 铁 扫 党 营养 期 枝叶 较 和 柔嫩, 随 着 生育 期 的 进程 ， 

茎 枝 术 质 化 程度 增高 ， 至 果 熟 期 而 变 得 较 硬 ， 其 植物 体内 含有 一 定 
数量 的 单 宁 ， 家 畜 开 始 不 习惯 采 食 , 但 一 经 习惯 即 喜 采 食 。 截 叶 铁 招 
姑 的 营养 价值 很 高 ，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1 一 3, 不 
同 生育 期 和 植株 的 不 同 部 位 ， 其 营养 成 分 含量 变化 较 大 ( 表 61 一 
4) 。 | 

Aw, BEA eH RR RARER, EH 
养 成 分 及 单 宁 的 含量 也 不 同 。 即 具有 不 同 的 化 学 生态 型 ， 其 营养 作 
值 及 各 种 氨基 酸 的 含量 见 表 61 一 5、61 一 6。 

截 时 铁 扫 灵 的 饲 用 方式 ， 可 放牧 也 可 以 浊 割 青草 ， 或 调制 成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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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一 3 ” 截 叶 铁 扫 晖 的 化 学 成 分 *〈%%) 

生育 其 | 直下 白质 | my | marae | saci | moe 分 | #5 | oF 

。 安徽 省 生物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61 一 4 截 叶 铁 扫 虹 不 同 刘 割 期 和 部 位 的 化 学 成 分 *《% ) 

x a a | cial ann | re | nae | ma 

。 资料 来 源 ， 引 自 王 启 柱 ，1977，《 饲 用 作物 学 ?。 

表 61 一 5 截 叶 铁 扫 昌 的 可 消化 成 分 及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 

营 养 价 值 

(XS) Fm 六 ) BS 

16.15 

| 
开花 |12。4| 2。4|90。8 9。 5。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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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0.66 

0.60 

1.27 

0.38 

1.39 

0.04 

ra 

0.59 

0.16 

0.66 

0.59 

0.90 

表 61 一 6 RMHRARHABREE* 〈 占 风干 重 的 %) 0.52 

0.11 

0.54 | 

it | 12.4 区 
。 安徽 省 畜牧 研究 所 吴斌 、 徐 少 华 等 ，1985。 

草 和 加 工 成 草 粉 ， 为 草 、 料 兼用 的 饲 
用 植物 。 它 的 适口 性 取决 于 植株 的 单 
宁 含 量 高 低 ， 在 低 单 宁 含 量 的 营养 生 
KH, FRAME, BERR, Bl 
HR, FL FHRRE, HARA 
期 ， 牛 羊 均 喜 食 其 苹果， 其 青 干 章 或 
草 粉 ， 牛 、 羊 均 贪 食 ， 为 良 等 饲 草 。 
刘 制 干草 ， 在 开花 前 或 开花 初期 最 为 
适宜 。 由 于 本 种 再 生性 并 非 很 强 ， 所 
VXI ABA AREAS, GH 年 浊 割 
2 一 3 次 〈 间 隔 7 一 9 周 ) 最 后 一 次 刘 
割 应 在 初 霜 前 一 个 月 完成 。 在 我 国 亚 
热带 地 区 ， 当 年 生 截 叶 铁 扫 晕 一 般 亩 
产 鲜 FE 1500 一 2000kg ， 生 活 第 三 年 

亩 产 可 达 3500kg 以 上 种子 产量 每 
亩 可 达 85kg 以 上 。 它 的 放牧 利用 ， 
可 用 于 永久 性 草地 或 轮作 草地 ， 且 可 
满足 夏季 需要 。 放 牧 应 注意 避免 草丛 
老化 ， 控 制 植株 高 度 最 好 不 超过 25 
cm 。 连 续 放 牧 和 轻 牧 均 不 利 于 截 叶 
铁 扫 蚌 的 利用 ， 实 行 休闲 期 为 -5 周 以 
上 的 轮 牧 制 ， 可 获得 很 好 利用 效果 。 
它 与 禾 草 混 播 可 使 放牧 期 延长 ,并且 
各 季 产 草 量 较 均匀 。: 植 株 于 夏 末 及 秋 
季 结实 ， 熟 后 落果 而 行 自 播 ， 经 过 冬 
季 休 眠 ， 至 次 年 春季 温度 升 高 时 发 区 
生长 。 
A ER ATE 



水 半 保 持 植物 。 开 花 初 期 翻 入 土 中 可 作为 绿肥 。 根 及 全 株 均 可 药 
用 ,有 明 目 益 肝 ， 活 血清 热 ， 利 尿 解毒 的 功效 ， 并 可 治疗 牛 痢疾 ， 
BABS. CRRA, MA MRA? ZH. 

BELEA AKHAVRERAD, 对 土壤 及 地 形 要 求 不 严 ， 
适 生 范围 很 广 ， 以 在 p 联 值 6.0 一 6.5 的 弱酸 性 土壤 上 生长 最 好 ,在 平 

地 或 缓坡 地 种 植 ， 需 翻 耕 和 平整 土地 ， 整 地 精细 利于 种 子 入 土 、 萌 

发 与 幼苗 生长 。 在 山坡 草地 、 岗 地 和 砾石 地 ， 不 必 赤 番 整 地 ， 先 用 

除 劳 剂 处 理 杂 草 ， 然 后 播种 或 择 插 。 如 植 于 土壤 冲刷 地 区 作 保 持 水 “ 

土 用 ， 可 用 移植 法 或 连同 浊 制 下 的 结实 植株 铺 于 播种 地 ， 使 其 种 子 
落地 自生 。 截 叶 铁 扫 晕 春秋 两 季 均 可 播种 ， 以 春播 为 好 。 春 播 宜 在 
3 一 4 月 《南方 早 于 北方 为 秋 播 宜 在 9 一 10 月 (北方 时 于 南方 ), 还 可 
采用 插 插 繁殖 ， 春 秋 两 季 均 可 ， 一 般 以 秋 插 为 好 。 截 叶 铁 扫 姑 硬 实 
率 高 ， 常 达 70 一 80%， 而 且 莱 果 一 般 不 开裂 ， 所 以 在 播种 前 需 进 行 
PFA. SM PKR MAAR, AR Re RE, 
以 提高 其 发 芽 率 。 另 外 ， 种 子 不 能 贮藏 太 久 ， 贮 藏 3 年 的 种 子 就 已 
失去 播种 价值 。 如 改善 贮藏 条 件 ， 给 予 低温 、 干 燥 、 密 闭 与 黑暗 的 
贮藏 环境 ， 有 利于 延长 种 子 寿 命 。 在 首次 种 植 的 地 方 或 土壤 被 严重 
侵蚀 的 地 方 ， 需 要 在 播种 前 接种 根瘤 菌 , SONU APN Rhizobium 
japonicum。 凡 种 植 胡 枝子 属 成 功 的 地 块 或 有 同族 豆 科 草 生长 3 一 4 

”年 的 地 方 ， 均 不 必 再 行 接种 。 截 叶 铁 扫 晕 采 用 撒播 、 条 播 和 飞播 均 

可 ， 亦 可 单 播 或 混 播 。 由 于 其 种 子 小 ， 播 种 不 宜 深 , 一 般 以 2 一 3cm 

为 好 ， 播 后 用 存 稍 覆 细 土 1 一 2cm 。 播 种 量 ， 撒 播 以 每 亩 1 一 2 kg 为 

BH, 在 山坡 草地 不 使 用 除草 剂 时 ， 应 适当 增加 播种 量 2.3kg/ 亩 

以 上 ) ,使 用 除草 剂 或 条 播 时 , 可 适当 减少 播种 量 40.4 一 0.6 kg / Bi), 

如 以 收 种 子 为 目的 ， 应 减少 播种 量 。 它 对 水 肥 管 理 要 求 不 严 ， 可 根 

据 条 件 酌 情 管理 。 收 种 可 于 10 月 底 果 熟 后 浊 收 ， 而 后 干燥 、 脱 粒 以 

作 饲 料 和 留 种 。 本 种 以 不 浊 割 青草 的 产 种 量 最 高 。 但 通常 先 刘 割 1 

次 后 再 利用 再 生 章 收 种 。 截 时 铁 扫 晕 晚 春 至 夏 末 生 长 快 而 旺盛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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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利用 季节 短 ， 所 以 应 与 其 他 牧草 混 播 或 套种 ， 其 效果 较 单 植 为 

好 。 秋 季 - (10 月 份 ) 用 鸭 芒 、 牛 尾 草 、 黑 麦草 或 狼 观 草 补 播 于 已 建 

植 的 截 叶 铁 扫 晕 草 地 ， 这 些 优 质 禾 草 可 以 提供 早春 放牧 或 延长 秋季 

放牧 时 间 ， 可 使 放牧 季节 延长 3 个 月 以 上 。 当 补 播 禾 草 时 ，， 施 氮肥 

是 必要 的 ， 但 应 保持 低 量 ， 以 维持 截 叶 铁 扫 希 与 禾 草 之 间 的 平衡 ， 

避免 禾 草 的 过 度 竞争 。 在 禾 草 生长 最 旺盛 的 2 月 底 或 3 月 初 和 9 月 

Wi AFB AE A at BY 

4% (Cuscuta chinensis) WRIRRH RAR TS, 

影响 种 子 品质 ， 因 此 ， 生 产 上 必须 使 用 无 杂质 种 子 和 加 强 对 这 类 杂 

草 的 控制 。 

目前 ， 在 安徽 省 试 种 成 功 ， 并 用 于 草地 改良 ， 在 浙江 \ 广 西 、 云 

南 、 北 京 、 陕 西 、 潮 北 等 省 区 均 已 着 手 试 种 。 在 国外 苏联 、 美 国 、 

澳大利亚 早已 作为 栽培 作物 大 面积 生产 。 
(RAH Riz) 

62. PALLIAT 

Lespedeza inschanica (Maxim. ) Schindl. 

别名 白 指 甲 花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90cm 。 根 深 30 一 50cm， 根 少 

而 粗 。 共 直立， 多 分 枝 ， 一 般 每 株 有 15 一 30 余 个 分 枝 ， 无 万。 AR 

SHR, WED RA, MAR, AB, 1.2—3.5cm, 

宽 4 一 18mm， 先 端 圆 或 微 缺 ， 有 短 尖 ， 基 部 宽 攀 形 ， 上 面 无 毛 , 下 

MARRE. BIRR RA, BERR, CRE REFHR, NE 

AUER, Eee, EUR, BH, RRA, he 

Hf, DRERARA AR, RRR, CLERSRRSK. 

RRC, RHE, ARIAT, RAAF A, AA BRS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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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东 及 is (A. 
黄河 流域 ， 朝 鲜 和 日 SS 

本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Su BERRA Pox 

县 地 区 大 柳 种 羊 场 定 RS 

位 试验 站 观测 ， 于 OA 
1982 年 3 月 22 日 播种 ， ge Ze 

4 月 9 日 出 苗 ， 至 :6 SGN 7 

A 8 日 以 前 处 于 缓慢 

生长 期 。 以 后 由 于 气 

温 增高 ， 生 长 加 快 ， 

8 月 17 日 以 后 ， 日 增 

长 量 达 2cm， 9 月 7 PANGS. 
EAN VR Ae Ba AER, ABA EIN NS ) 

停止 生长 。 图 62 阴山 胡 枝 子 Zespedeza inschanica 

He 据 1982 年 观 (Maxim.) Schindl. 

测 ， 阴 山 胡 枝子 的 多 

年 生 植株 于 3 AAR, BRAG; 当年 播种 的 4 月 9 日 出 苗 ， 

到 11 月 底 ， 其 地 上 部 分 趋 于 枯死 。 当 年 生 的 生育 期 为 205 KR, AK 

多 年 的 为 224 天 。 据 统计 ， 阴 山 胡 校 子 的 营养 期 长 达 172 天 〈 表 62 一 

表 62 一 1 阴山 胡 梳 子 生 育 期 表 * 〈 日 /月 ) 

2 | wan | mmm | ecm | arm | seem mom | te a 

22/3 | 9/4 | 2¢/3 16/9 | 5/10 10/11 5/6 | 9 

© SL 2k wea Ae Dy OFFS Dr LEME EL Mh ey a LOE FEES 

* 203 ° 



阴山 胡 枝 子 为 多 年 生 章 本 。 其 根 颈 部 位 萌 茧 力 不 强大 量 的 芽 

点 分 布 于 枝 于 上 ， 收 获 饲 草 时 最 适宜 的 留 茬 高 度 为 30cm 左右 。 再 

生 力 较 差 ， 因 此 ， 全 年 市 次 数 以 2 一 3 次 为 宜 。 9 
阴山 胡 被 子 具 小 型 蝶 形 花 ， 为 自 花 授粉 植物 ， 花 一 般 在 上 午 9 

时 30 分 左右 开放 ，10 时 以 后 全 开 ， 下 午 4 时 许 闭 人 台 。 阴 天 ， 开 花 时 

间 是 上 午 10 时 30 分 至 下 午 3 时 ， 璀 天 很 少 开 花 。 

阴山 胡 巷 子 生 于 路 旁 或 由 坡 林 下 ， 分 布 于 弱酸 性 至 弱 碱 性 土壤 

地 区 ， 其 p 联 值 范 围 是 6.8 一 7.5。 | 

BB Aa it ERR, REIL PP iy SP ae, 4 

H1lthHEA, FERS, 试验 区 在 土壤 0 一 5cm 含 水 率 降 到 1.85%， 

5 一 10cm 含 水 率 降 到 4.10% 的 情况 下 ， 它 的 幼苗 仍 能 正常 生长 。 

从 地 理 分 布 来 看 ， 阴 山 胡 枝子 仅 能 适应 温带 的 气候 条 件 ， 到 子 ， 

北 亚热带 仅 能 定居 在 气候 温和 的 山 稍 ， 安 徽 省 滁 其 地 区 成 了 它 分 硕 
的 南 界 。 它 具有 一 定 的 耐 热 性 ， 例 如，1980 年 大 柳 种 羊 场地 区 ， 

7 一 8 月 份 连续 40 多 天 未 下 透 雨 ， 在 35"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尽管 进 
iT HU, ELBE AMA AAS RR (Trifolium re- 
pens, T. pratanse, T. hybridum), FWRkii (Lotus cornicu- 

latus) SiQikeAK, FARMER, MA wR 

绥 慢 生长 ， 这 说 明 它 具有 一 定 的 耐 高 温 特性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阴 山 胡 枝子 多 分 布 于 排水 条 件 良 好 的 地 段 ， 但 ” 

对 水 溃 条 件 亦 有 较 强 的 适应 性 。 这 在 雨水 多 易 造 成 水 溃 条 件 的 地 区 

推广 种 植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安徽 潍 县 大 柳 地 区 的 丘陵 山地 ， 由 于 过 度 放 牧 ， 加 上 生产 利用 

不 合理 ， 水 土 流失 相当 严重 。 有 不 少 近 陵 山 地 的 顶部 和 坡地 的 沃土 县 
层 被 冲刷 ， 造 成 基 岩 裸露 ， 砾 石 遍 地 。 阴 山 胡 枝子 集中 分 布 的 山谷 轿 
地 段 ， 仅 粗 砂 砾 以 上 的 砾石 ， 即 鼎 整 个 土屋 〈0 一 10cmy7 的 82.2%w 旺 

可 见 ， 山 项 和 山坡 的 土壤 是 非常 低劣 而 贫 将 的 ， 这 类 土壤 仅 含有 机 

质 0.30%， 说 明 阴 凯 胡 梳子 耐 贫 辩 土 于 的 性 能 是 很 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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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 PULTE ARK, RHA. Hes) aU 
定 蔡 叶 比值 为 0.71， 开 花期 测定 比值 为 0.80， 出 现 这 种 现象 的 原因 
是 由 于 阴山 胡 枝 子 在 分 枝 期 不 但 短 枝 多 ， 且 无 落叶 现象 ， 故 叶 的 比 
重大 ， 蔡 叶 比 的 比值 小 ”花期 其 主 葵 和 侧枝 基部 的 叶子 黄 化 并 大 量 
凋谢 ， 故 叶 量 比重 降低 ， 因 此 ， 应 在 分 枝 期 利用 为 宜 。 

阴山 胡 枝 子 营养 期 长 ，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物候 期 都 能 保持 较 高 的 营 
养 价值 ， 有 利于 幼 畜 的 发 育 ， 成 言 的 育肥 和 繁殖 〈 表 62 一 2、62 一 
3) 。 

表 62 一 2 一 阴山 胡 枝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占 于 物质 (%) 

部 位 

Tk 

时 间 
采样 地 点 物候 期 | 水 分 1 |. go ne 无 i SE | mmr | mse | £8 | me 

48.25 ie Ui 西 81°73 2, Mt] EAH | 8.50 117.54 | 1.69 26.15 6.37 

安徽 潍 县 二 |82，9 |. ot) MER | 7.60 [11.40 | 1.50 

PS j81-7 |, Bt 盛 花期 7.62 113.84 1.55 

23.70 52.80 10.60 

42.56 36.93 | 5.12 

。_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室 分 析 ， 其 余 为 山西 省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62 一 5 阴山 胡 枝 子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 

原 样 中 Tr F 

RS i | 物候 其 HH ft 消 ,化 ,能 ih 渤 ,能 ia fe) 消 焦 衣 ew fe 

(g/kg) |(MJ/kg) |(MJ/kg) |(g/kg) |(MJ/kg) |(MJ/kg) 

胃 出 胡 核 子 | 开花 期 | 67.00 7.20 5.23 | 7.78 5.65 

*。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分 析 室 分 析 。 

| 明山 胡 枝 子 的 饲 用 方式 ， 可 放牧 也 可 以 浊 割 青草 ， 或 用 其 青 二 
PLR, UTS A ROS AER Ce 
_ 62—4),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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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一 4 阴山 胡 枝 子 的 氨基 酸 含量 

Wan a | mw | 组 .| 精 | 天 冬 | 至 | a | 、 .含量 (6) #% | eB] a | wal el a | aw | 和 氢 “|e } a |e |e im [oe| me | ele 

氨基 酸 、 氨基 酸 
、 含量 (%) 种 类 

jen 

* SAARRKEEWRE ATS. 

在 春 、 夏 、 秋 三 季 采 取 跟 群 放 牧 ， 对 阴山 胡 枝 子 的 适口 性 进行 
HAE, HERA, BRA, LNRM, 
羊 均 不 食 。 果 熟 期 牛 、 羊 均 择 食 其 苹果。 用 其 青 干草 或 草 粉 进行 的 
饲 喂 试验 表明 ， 牛 、 羊 均 喜 食 ， 未 发 现 不 良 反应 。 

当年 生长 的 阴山 胡 枝 子 亩 产 青草 为 1500.75kg CHEM), AK 3 

年 的 阴山 胡 枝 子 亩 产 青 草 为 2795.5 kg 。 阴 山 胡 枝子 再 生 能 力 较 差 ， 

浊 割 时 应 保留 足够 多 的 芽 点 ， 以 保证 其 再 生 力 。 全 年 浊 割 2 一 3 次 为 
. 

BA Ly LF) i EE LAE A OR Me 段 ， 耐 旱 ， 耐 EL 
款 。 根 系 庞大 ， 具 根瘤 ， 地 上 部 丛生， 是 很 好 的 荒山 绿化 和 水 土 保 
持 植物 。 

栽培 要 点 ”阴山 胡 枝 子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在 平地 、 丘 陵 、 
出 地 及 新 开垦 地 区 均 可 生长 ,在 肥沃 士 壤 上 更 宜生 长 ; He BT EB 
翻 、 平 整 土地 ， 在 山坡 及 山 稍 砾 石 地 播种 前 , 先 用 除 蓉 剂 消灭 杂 草 ， 
然后 播种 。 

阴山 胡 枝 子 春 、 秋 两 季 均 可 播种 ， 亚 热带 地 区 春播 宜 在 3 月 中 
名 到 4 月 上 名， 温带 地 区 宜 在 3 AFR. FR, K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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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旬 到 10 月 中 旬 为 宜 ， 温 带 地 区 要 比 亚 热带 地 区 提前 10 天 左右 。 播 
种 方法 简单 ， 将 种 子 单 播 或 混 播 于 耕 翻 后 的 土壤 里 即 可 ， 采 取 条 播 
或 撒播 方法 ， 播 后 浅 覆 土 ， 条 播 覆土 深度 2cm 左右 ， 撤 播 可 稍 浅 一 
蜂 ，1 一 26m 即 可 。 条 播 行距 65 一 100cm 。 每 次 播种 量 0.5kg ， 搬 
播 每 次 播种 量 1 一 1.5kg 。 阴 山 胡 枝子 对 于 水 、 赐 及 其 他 田 问 管理 

措施 要 求 不 严 ， 可 根据 当地 条 件 管 理 ， 以 促进 其 良好 生长 和 获取 高 
产 。11 月 初 荧 果 成 熟 后 浊 收 ， 而 后 干燥、 脱粒 ， 以 作 饲 料 和 留 
种 。 

(高 洁 Mies) 

63.1 豆 花 

Lespedeza tomentosa (Thunb. ) Sieb. 

Nt REWBRKT. AWKT 

形态 特征 BAKA. SHRABRE, B80—200cm, WREW 

St, WENT BAB RHR, Ks—oom, 宽 1.5 一 2.5cm， 
MAL, RL, LRM, FRRRAGRE, WA OtA, 
TMUAL, AS. BREPRA, AMEE, BRE, LS 

ern, SA 5; CCR. RRA, AH BRR E (图 

| LR 

EG ERR. Hd. BL RO, 
BAL BB, KRU.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山 豆 花 多 生长 在 落叶 阅 时 林地 区 的 山 

th. ER, BARS. BREWK4—-50%,. CRASS HBR 

3§ (Spiraea sp.), Fei (Rhododendron micranthum), & 

| (Corylus heterophylla), BYE (Arundinella hirta), B& 

‘ 菜 Vicia unifjuga) WH (Roegneria sp.) 等 组 成 灌木 草 

从 群落 。 
°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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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豆花 抗 逆 性 | CO eee ; 

强 ， 常 生长 在 土屋 次 58 oS | 

薄 的 山坡 地 。 成 年 植 

RRA TR, —-RA 

ERA IA 2m, Fi 幅 

50—80cm, #8 瘤 较 

多 ， 多 分 布 在 30cm 

土 层 中 。 

”在 河北 省 ， 山 豆 

花 4 月 下 旬 返 青 ， 

7 一 9 月 为 花 果 期 ，11 

月 上 名 枯黄 。 在 北京 

地 区 引种 观察 ， 4 月 

中 和 旬 返 青 ，5 一 6 月 分 

枝 。 生 长 很 快 ， 日 增 

长 达 .0.8 一 1.0cm， 

叶 量 大 ， 分 枝 期 共 叶 图 63 山 豆 花 Lespedeza tomentosa(Thunb.) 

比 达 1 : 1。 8 月 下 名 Sieb。 

rE, 9 A fy 
实 ，9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成 熟 的 种 子 不 易 脱 落 。 

山 豆 花 为 灌木 ， 生 长 年 限 长 ， 也 是 荒山 、 矿山 恢复 植被 的 先 甸 
植物 ， 为 水 土 保持 的 优良 植物 之 一 。 
饲 用 价值 ” 山 豆花 在 分 枝 期 ， 枝 条 细 软 ， 牛 、 举 采 食 。 肛 花 

后 ， 纤 维 增加 ， 羊 仍 能 采 A. HOT, 开花 以 前 ， 粗 蛋 碧 质 为 
12.7 吧 ， 开 花 时 达 14.25% 。 开 花期 对 反刍 动物 有 袖 物 质 消 化 率 为 
52.2%， 比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50.82%) 高 。 在 开花 期 测定 ， 其 含 磷 、 

5. FE, REM, AHL WR, : 

SHEA, AB, A AAR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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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一 1 山 豆花 化 学 成 分 0%) 
Baek | Fa ww HR E 

水 分 | aces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粗 灰分 | Jes 
采样 

物候 期 

北京 | 分 枝 期 | 7.00 | 12.70] 2.6 27.1 8.3 

北京 | 开花 期 | 8.30) 14.25] 2.7 27.9 7.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635 一 2 山 豆 花 对 反刍 动物 干 物质 中 能 量 价值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消化 能 (DB) 代谢 能 (ME) | 净 能 
(9%) (MJ/kg) /  (MJ/ke) | MTEB) 

52.20 © 10.68 8.41 5.81 

天 门 冬 氨 酸 1.79 Fi 5 AR 0.73 

a Mm 0.46 亮 BR 1.19 

2 A R 0.52 mi AR 0.53 

谷 AB RK 2.28 RA AM 0.69 

H A B 0.93 gi A 酸 0.78 

p Am mM 0.86 氨 0.89 

wm 氨 R 0.17 组 氨 酸 0.32 

GA mR 0.84 精 A mR 0.42 

i A 酸 ii AR 0.76 

上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 

良 饲 料 。 同 时 也 是 水 土 保持 的 良好 植物 。 有 着 很 好 地 驯化 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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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一 4 山 豆 花 元 素 含 量 (ppmy) 

元 素 名 称 | 含 量 | 元 素 名称 含 i 

铝 | 468.20 tE 61.98 

i 22.36 钼 3.805 

Bl 53.85 钠 37.33 

i 0.0175 镍 3.613 

铬 0.7925 锌 39.77 

a 0. 2625 an =| 1.088 

钢 7.800 &k 9.190 

铁 654.30 硫 776.8 

(RRB WS) 

64.8] 鲜 槐 

Maackia amurensis Rupr. et Maxime 

ANS with. RR. RAR 

WARE FAK, Bikl3m, FMEMM, ABR, Hakseor, 

小 时 7 一 11 (13), WERE RER 形 ， 长 3.5 一 8.0cm ， 宽 2 一 

5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宽 枫 形 或 圆 形 ， 无 毛 ， 幼 叶 下 面 密 被 长 柔 

毛 。 复 总 状 花 序 ， 长 9 一 15cm; 花 密集 ， A BPR, KA 
4mm， 密 被 红 棕 色 绒 毛 ， 花 冠 蝶 形 ， 长 约 mm， 旗 辩 倒卵形 ， 顶 

mie, BaMRKAsmm, RRA, WHE, KMABBAB, 

K3—7em, $1—1.2cm, HRMRE, MMRARKA 1mm 的 

i, HEM, KM, K48mm (464),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东 等 省 区 朝 

鲜 也 有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朝鲜 槐 是 阳性 高 大 乔木 。 花 期 7 一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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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生 于 山坡 、 林 中 和 

林 缘 ， 虽 然 是 阳性 

树 , 但 耐 阴性 也 很 强 。 

具有 较 强 的 耐寒 性 ， 

(AA TR, FR ye 

RDA TK. Stil 1 2 

PR LA FE AB AE HH 

现 ， 在 部 分 杂 木 林 和 

次 生 林 中 可 成 为 主要 

伴生 种 或 亚 优 势 种 。“ 

饲 用 价值 朝鲜 

槐 的 叶 中 营养 丰富 ， 

钙 的 含量 极 高 ， 磷 镍 

A142, RTE 

较 少 , AeA 质 和 粗 

脂肪 的 含量 均 较 高 见 Bes wee Maackia amurensis Rupr, 

3% 64—1, 其 消 化 能 et Maxim, 

”和 代谢 能 见 表 64 一 2。 

表 64 一 1 朝鲜 槐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项 目 | 占 风 物 mR C%) 

lll 水 分 | ee | 粗 脂肪 | ere | 无 所 浸出 物 | | 钙 | et 

叶 sth bs 10.9 4.4 18.2 43.7 10.9 2.52 | 0.06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音 牧 研 究 所 分 析 。 

朝鲜 槐 的 叶 适 口 性 较 好 ， 除 马 外 ， 其 他 家 畜 均 喜 食 ， 幼 嫩 叶 与 

基 他 人 饲 草 料 搭配 喂 饲 牛 、 羊 可 获得 良好 效果 。 

萌 鲜 槐 本 材质 地 坚韧 ， 不 易 折 断 ， 可 做 建筑 及 各 种 器 具 、 农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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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一 2 朝鲜 掀 叶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 

项 > SR 样 中 于 “物质 中 

类 目 He | MA | 总 能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消化 能 下 代谢 能 | 粗 Ha 
别 白 4 | (MJ/ | (COMJ/ (MJ/ | (MJ/ | (MJ/ 白 维 

(%) | (%) kg) kg) kg) kg) kg) | (%) C%) 

+ ERMA SDE TT ETS Hi 

Fs 树 皮 可 提取 黄色 染料 ， 种 子 可 榨 油 。 

(ih A HE) 

657 大 要 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DC。) Urb. 

别名 ”紫菜 豆 
CAGE SEMA AL, ERMDIL, ALR. ZW, 

柔 毛 多 ， 蔡 节能 着 地 生出 不 定 根 ， 分 枝 向 四 周 偶 展 ， 长 达 4m 以 上 ; 
CRARORE. SHA, DWM. BEM RB, oH 
RHI-3NB, LHRGMRE, PMMRK ERE. MRE, 
MIEKEK10—300m, AE6—12k, WAG, MMA. REY, 
mle, KA7.5cem, HH0.4—0.6cm, SAF7—13H, RAM 

容易 自 裂 ， 种 子 扁 卵 圆 形 ， 浅 褐色 或 黑色 〈 图 65)。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地 为 中 美洲 和 南美 洲 。 现 在 推广 应 用 的 品种 ，。 
为 从 墨西哥 的 2 个 不 同 生 态 型 的 杂种 后 代 所 育成 。 我 国 分 布 在 广 
西 、 广 东 、 福 建 和 江西 等 省 区 。 国 外 在 中 、 南 美洲 许多 国家 有 种 
植 ， 而 在 澳大利亚 、 墨 西 哥 和 巴西 则 作为 重要 的 轨 草 ， 分 布 于 平局 用 
至 海拔 2000m 的 出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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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KREAE 
温 、 喜 光 的 短 昌 照 植 
物 ， 生 长 最 快 的 温度 
为 25 一 30SC ,在 日 照 

较 长 的 情况 下 为 22 一 
27, F13—21°C 

时 生长 缓慢 ， 受 霜 后 
地 十 部 枯黄 ， 但 在 

- 9 扣 情 况 下 存活 率 

仍 可 达 80% ， 在 热带 

BAP ER AE TN 

MW. FEF N3 Kw 

种 的 7 天 出 苗 ，20 一 

30 天 分 枝 60 一 80 天 

开花 结 x, 90 一 100 

( 1 

Al6é5 KEE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DC,) Urb. 

KG APSE EE FEMA, SEA F3—12 A IA AB HY FE 

6 一 12 月 间 种 子 成 熟 。 在 江西 省 ， 前 期 生长 缓慢 ， 入 秋生 长 旺 ie, 

开花 晚 ， 虽 可 越冬 而 种 子 产 量 低 。 

耐 旱 性 很 强 ， 喜 土 层 深厚 而 排水 良好 的 土壤 ， 受 水 溃 会 延缓 其 

AK. 适宜 的 土壤 pH 值 为 4.5 一 8， 可 耐 中 度 的 盐 碱 性 土 壤 ， 能 而 

Kies SWARM ARMS, EE 650—1800mm HH KW 

Ho 

mA ARE. SSR RHO, AA RX 

于 草 的 优良 豆 科 草 。 叶 片 易 于 脱落 ， 需 小 心 收集 。 在 冬季 无 重 霜 

的 地 方 ， 可 以 在 夏秋 轻 牧 而 主要 用 为 冬季 的 笋 革 ， 如 果 用 为 青贮 

料 ， 应 另 加 4 一 8% 的 糖蜜 。 其 种 子 为 礁 葛 、 鲍 、 火 鸡 等 鸟 类 训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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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 BSUTILAAR RIE HR: OM BH (Digitaria 

decumbens), EL FSBH CPaspalum notatum) .非洲 狗 尾 曹 (Se- 

taria sp.), HEHEHE (Chloris gayana), ba S wh Be 

(Desmodium sp.) 或 柱 花 草 (Styvlosanthes gracillis) $8 

PRVEIR. WOE RB. ARE ZE15—30cm, :放牧 

2 Aa k4—6 el, ane BR PP Se BA i RS EH SE 

hk, WEFLRWRPTRASCHMEEK. ZBEBLKESM, HO 

REBREPMARE, MARDRAFEKERAN A. FOR 

量 等 雷 为 550 一 600 kg ， 混 播 的 总 产量 每 雷 为 800 kg 左右 。 化 学 成 ， 

分 如 表 65。 

其 他 用 途 ， 由 于 抗旱 性 强 ， 可 用 为 铁路 、 公 路 两 旁 护 路 的 覆盖 

植物 。 

栽培 要 点 ”播种 前 需 耕 翻 、 筑 畦 、 整 地 ， 消 灭 杂 草 ， 每 亩 施用 

R65 大 愤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 

分 本 粗 & xR 
生育 期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粗 灰 分 钙 磷 

部 位 A 浸出 物 

Zen (1) 一 29,18 | 2.48 25.38 | 36.75 | 13.27 一 

2 (2) | SAH | «(17.7 4.92 37.28 | 32.30 7.80 

C1) 广西 畜牧 所 分 析 ，〈2 ) MUHA. 

有 机 肥 1000 kg 及 磷肥 15 一 20kg ， 缺 钾 的 土壤 需 增 施 钾 肥 ， 酸 性 土 星 

施用 石灰 会 有 利于 钥 的 释放 而 有 好 处 。 通 常 不 需 根 瘤 接种 ， 自 3 一 7 
月 均 可 播种 ， 春 播 在 经 霜 之 后 ， 夏 播 宜 在 雨季 之 前 ， 建 植 后 由 于 种 
子 能 落地 自 繁 ， 故 易 保 持 长 入。 条 播 ， 行 距 40 一 50cm， 也 可 以 撤 
播 或 用 飞机 播种 。 种 子 千粒重 约 12g。 每 亩 播种 量 条 播 为 0.25 一 

0.5kg ， 撤 播 0. 5 一 1kg。 与 禾 草 混 播 的 可 以 同时 分 行 播种 通常 
亩 播 0.2kg ， 也 可 直接 撒播 于 已 经 建 植 的 俯仰 马 唐 或 其 他 草地 上 5 
播 后 轻 存 并 镇 压 ， 璀 季 极 易 出 苗 ， 苗 期 生长 慢 ， 需 进行 中 耕 除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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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后 每 年 要 补 施 适量 的 磷 、 钾 肥料 ， 并 注意 排水 ， 以 免 滋 生病 害 。 

CAR FD 

66.KK A 

Medicago lupulina Le 

别名 天 蓝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 全 株 牙 被 柔 毛 〈 图 66) 。 主 根 

细 长 。 茎 铀 甸 或 稍 直立 ， 高 20 一 60cm ， 三 出 复 叶 ， 小 时 KH HW 

至 葵 形 ,长 和 宽 0.5 一 

2cm, 46 vig BE fl, 

微 缺 ， 基 部 宽 模 形 ， 

ERA, FER R 

NIB. FE10—2558 

集成 头 状 , 花 苯 钟 状 ， 

SAK; ge, 

wm, Exc K FE 

3 RRS hh SF 

vB, A, AWA, 

REE. AMF 1 

粒 ， 黄 褐色 。 

地 理 分 布 “在 我 

国 ， 除 青藏 高 原 的 高 

FMR ATR, 

它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已 知 其 分 布 的 海拔 高 图 66 KRW Medicago lupulina L, 

BE 4) 2200—2300m; 

Perrera Te rT 
: 

|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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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天蓝 首 落 有 一 二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类 型 ; 一 
年 生 的 ; :在 温带 以 北 地 区 ， 一 般 是 5 月 中 旬 出 苗 ，; 8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除 在 春季 3 月 中 旬 出 苗 外 ， 还 能 在 秋季 9 月 中 
旬 出 苗 ， 并 以 其 绿色 植株 越冬 ， 在 次 年 5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多 年 生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每 年 2 月 下 旬 到 3 月 上 和 旬 返青 ， 其 种 子 成 熟 则 在 10 
月 中 名。 在 裁 培 条 件 下 ， 于 温带 地 区 的 吉林 省 ，5 月 3 日 播种 ，8 
月 4 日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仅 80 天 左右 ， 在 亚热带 的 四 川 省 剑阁 县 ， 
9 月 23 日 播种 后 ， 它 以 绿色 植株 越冬 。 并 于 5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为 239 天 ， 生 长 期 则 多 达 243 天 〈 表 66 一 1)。 

表 66 一 1 天 蓝 首 落 的 生育 期 表 〈 日 /月 ) 

| 
15/3 | 14/4 | 28/4 | 20/5 | 24/5 | 239 | 243 Na wae 

aA 

12/9 | 23/9 | 10/11 

天 蓝 首 蕃 的 生长 速度 比较 缓慢 ， 据 安徽 省 生物 研究 所 在 潍 县 大 
柳 种 羊 场 定 位 观察 站 资料 记载 ， 天 蓝 首 蒂 的 日 增长 量 仅 0.18emy 其 
最 大 日 增长 量 是 在 4 月份 ， 为 2 一 2.5cm 。 其 后 ， 生 长 逐渐 变 慢 , 到 
THI, WEILER. 

FE EPR AAD ECHR, SERS A LOM MEK 6 “ORLA 即 可 
萌发 ， 一 般 发 芽 率 在 90% 以 上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元 KR ARO TA 
仅 能 靠 自然 落 粒 繁殖 ， 而 且 ， 在 被 牲畜 末 食 后 ， 其 娄 便 中 的 种 子 发 
FREER. Alt, RAAWwHEXKAR TERROR. RKB | 
PTET EHR, SERA MBEKI RM | 
响 更 新 和 再 生 。 | 

天 监 刘 项 适应 性 强 ， 在 四 川 省 剑 冶 县 海拔 300 一 1200m 的 地 方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有 旷野 ， 在 山地 黄 棕 壤 、 黄 壤 、 粘 壤土 上 均 能 良好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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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长 ， 但 以 在 土壤 p 再 为 7 的 中 性 沙 款 土 土生 长 最 好 。 在 零下 23 反 的 低 

温 下 ， 仍 能 顺利 越冬 ， 说 明 它 具有 较 强 的 耐寒 性 。 在 安徽 省 尖 县 地 

区 ，1982 年 发 生 严重 春 旱 ， 当 土壤 含水 率 下 降 至 4.1% 的 情况 下 , 醒 

株 虽 已 明显 受害 ， 并 未 致死 。 

天 蓝 首 攻 不 耐水 渍 ， 在 土壤 含水 率 达 86% 的 条 件 下 ， 连 续 6 天 

即 已 大 量 死亡 。 
饲 用 价值 ”天蓝 首 蒂 植株 柔软 ， 无 异味 ， 荃 叶 比 为 3 : 7， 特 别 

是 密生 状况 于 这 叶 量 尤 为 丰富 。 其 营养 成 分 具 AHA WB. 

高 、 无 所 浸出 物 高 、 粗 纤维 低 的 特点 , 营养 价值 不 次 于 紫花 攻 蒂 ( 表 

66—2). 

表 66 一 2 KHBBSKRAR® (%) 

引 自 徐 泽 荣 ,，1984，“〔 剑 阁 县 牧草 资源 初 报 ) ， 《四 川 草原 》(3) 。 

它 的 适口 性 好 ， 据 跟 群 放牧 测定 ， 认 为 是 牲畜 最 喜 食 的 优等 收 

草 。 用 青草 喂 么 拉 牛 和 山羊 ， 采 食 率 分 别 为 87% 和 90%。 上 此外， 也 

是 纺 羊 、 猪 \ 免 、 狐 喜 食 的 饲料 〈 表 66 一 3)。 

产 草 量 较 高 ， 在 野生 条 件 下 ， 一 次 剂 割 ， 平 均 每 公 项 产 鲜 草 

5857.5 kg (〈 表 66 一 4) 。 在 人 工 裁 培 条 件 下 , 每 公顷 可 产 鲜 草 11250 一 

22500kg; 每 公顷 产 种子 700 kg 。 

经 过 对 177 个 果穗 的 统计 ， 每 穗 平均 结实 19 粒 ， 而 且 种 子 成 熟 

比较 一 致 ， 饱 满 ， 千 粒 重 1.15g， 说 明 它 具有 良好 的 种 性 。 它 不 但 

*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豆 科 牧草 ， 亦 是 一 种 良好 的 冬 绿 草坪 和 绿肥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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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_5 天 蓝 首 落 的 营养 价值 表 * 
粗 原 "一样 中 +  F 

总 能 

(MJ/kg) 

ar 
er 

白 
(%) es his 

ASH mH fe 能 可 消化 | 站 

(MJ/kg) || (¢/ke) 

能 | 消化 能 
i) 

(MJ/kg) |(MJ/kgp 

Z 

(%) 

2.64 153 17.45 11.59 

2.43 184 17.95 11.00 

* ”中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编 ，1981，《 猪 鸡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表 66 一 4 不 同类 型 地 区 野生 天 蓝 首 落 的 产 草 量 

占 草 群 的 重量 比 | 每 平方 米 鲜 草 重 | 一 钦 测 割 折合 
测 产地 点 海拔 及 生境 

C%) (g) (kg/ha) 

四 川 剑 阁 县 1-490m 河 谷 阶 地 73.31 316 | 3165 

四 川 广 坪 576m Lj Hk HE Hh 83.33 400 4005 

四 川 抄 手 611m HH /a) Be He 94.11 802 8025 

四 川 剑 阁 林 场 | 410m 田 间隙 地 91.00 824 8235 

栽培 要 点 ”天蓝 名 医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但 以 水 湿 条 件 适 中 

LP PE DE AF MEM RA, BRS, PRE KE, WU 

利 出 苗 和 幼苗 生长 。 其 播种 技术 、 田 间 管 理 和 病虫害 防治 ， 与 南 藻 

ti (Medicago hispida) 相同 。 

CASE 高 BoB ZH 锐 ) 

67. 印 度 草 木 根 

Melilotus indicus (Le) Alle 

别名 WAR. BEAL wee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 本 。 根 系 发 达 , RH, 主根 伸 入 土 中 , 深 达 

9218 。 



100cm UP, Ew 

10 一 50cm 直立, 中空 

光滑 无 毛 ; BL,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倒 

BER, BIE BK 

B58 IZ, 1—3cm, 

宽 约 lcm, 先 端 截 形 

BKM, "PRK, 

WA PMU EA hie 

齿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长 5 一 10cm; 花 苯 钟 

K, SARAHB, 5 

SMSKRMB Ks FE 

RI, TH, Be 

5 RG I SK BO 

Kk. RRMA, K 

2 一 3mm， 表 面 网 脉 

ik, ARF 1 fi, 

千粒重 2g (图 67) 。 

图 67 印度 草木 标 Melilotus indicus ( 工 .) 

All, 

地 理 分 布 ”多 分 布 于 暖 温 带 以 南 的 广大 地 区 。 我 国 温带 以 北 ， 

内 蒙古 、 青 藏 高 原 未 见 有 其 分 布 。 主 要 分 布 于 河北 、 山 东 、 河 南 、 

安徽、 江苏 、 湖 北 、 江 西 、 福 建 、 云 南 和 人 台湾 等 省 区 。 在 国外 ， 则 
”主要 分 布 于 东南 亚 、 南 亚 各 国 ， 欧 洲 、 北 美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印度 草木 棵 多 为 野生 ， 也 有 少量 栽培 。 

SREP HORM EB APE, Re BR, MT 
路 边 的 湿润 处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其 种 子 一 般 在 3 APR, 3 月 
| 宗 名 国 苗 ， 4 月 中 和 分 玫 ，6 一 7 月 开花 ，8 一 9 月 结果 并 成 熟 。 可 
| 更， 它 的 花 果 期 拖 得 很 长 ， 必 然 给 种 子 收获 带 来 一 定 的 困难 。 印 度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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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 棵 从 幼苗 出 土 到 果实 成 熟 ， 其 生育 期 约 为 184 一 199 天 。 

印度 草木 标 主 要 以 种 子 进 行 繁 殖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其 新 种 子 的 

硬 实 率 较 高 ， 如 果 建 立 人 工 章 地， 必须 设法 克服 其 硬 实 问题 ， 否 则 

就 难以 作 到 出 苗 整 齐 一 致 。 此 外 ， 印 度 草木 标 为 一 年 生 草本 ， 芽 点 

多 分 布 于 蔡 枝 叶腋 ， 根 颈 部 的 芽 点 数量 有 限 。 因 此 ， 经 浊 制 后 再 生 

能 力 较 弱 ， 尤 其 汶 制 过 低 会 严重 地 影响 再 生 草 的 生产 ， 只 有 适宜 地 

增加 留 茬 高度 ， 才 能 提高 利用 次 数 。 一 般 年 内 仅 能 剂 割 2 一 3 次 。 

印度 草木 标 对 温度 和 湿度 的 适应 幅度 ， 不 如 黄 香草 本 棵 . (Me- 

171otfus officinalis), AZ¢R AR CM. albus); 它 在 温带 以 北 和 

高 寒 地 区 几乎 没有 分 布 ， 就 是 种 植 ， 也 难度 过 严酷 的 冬季 它 分 布 

的 北 界 ， 冬 季 的 绝对 最 低 气 温 为 -=24"， 而 后 两 种 ， 在 寒 温 带 地 区 

的 绝对 最 低 气 温 -30 一 -40 的 条 件 下 ， 仍 能 通过 严冬 ;但 印度 草 

木 标 向 南 分 布 的 地 区 比较 广 ， 可 以 分 布 到 南亚 热带 ， 甚 至 热带 ， 它 

在 358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 能 正常 地 生长 发 育 。 印 度 草木 标 适 应 的 

降水 幅度 为 500 一 2000mm。 它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太 严 格 ， 既 可 在 HH 

性 土 上 生长 ， 也 可 在 沙 壤 和 沙土 上 定居 ， 它 的 耐酸 、 耐 碱 性 都 比较 

a, Brig MM pH (Aww 4.5—8.2; 尤其 能 EAR. FRR 

上 生长 发 育 ， 说 明 ， 它 既 有 较 强 的 耐 时 性 ， 又 可 忍耐 贫 将 的 土壤 。 

但 它 最 适宜 生长 的 条 件 仍 是 排水 良好 ， 肥 沃 湿 润 的 沙壤土 ， 在 此 条 

件 下 ， 其 根瘤 发 育 最 好 ， 才 能 获得 最 高 的 收获 量 。 

饲 用 价值 ”印度 草木 标 茎 叶 和 柔软， 鲜嫩 多 汁 ， 其 茎 时 和 种 子 都 

是 很 好 的 青绿 饲 草 和 饲料 。 制 成 干草 或 草 粉 饲 用 价值 也 很 高 。 据 妓 

外 调查 ， 其 整个 青草 期 各 种 畜 禽 均 可 采 食 ， 尤 其 猪 、 牛 、 羊 特别 喜 

食 。 虽 然 印 度 草 木 标 的 株 高 和 产 草 量 不 如 白花 草木 哥 和 黄 香 草木 标 

高 ， 但 在 我 国 南 方 缺 少 豆 科 牧草 的 情况 下 ， 作 为 一 种 野生 牧草 ， 却 

有 其 一 定 的 饲 用 价值 。 

从 所 含 的 营养 成 分 看 ， 印 度 草木 棵 开花 期 干草 中 含 粗 蛋白 质 上 

17.7%， 脂 肪 2.63% ， 无 氮 浸 出 物 35.03%， 其 全 部 碳水 化 合 物 含 

e。 220° 



量 达 69.17%5 从 鲜 草 中 还 可 分 离 出 香 豆 素 和 多 种 糖 类 ， 如 葡萄 糖 ， 

果糖 3 山梨 糖 、 棉 子 糖 和 纤维 二 糖 等 。 可 见 ， 它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是 

相当 丰富 WH, ESR AR (Melilotus suaveolens) 等 相 比 并 不 

逊色 。 

从 印度 草木 标 种 子 的 营养 价值 来 看 GE67—-1), REARGE 

高 达 33.0% HERB. HAM. BAM. HAM, HEAR. Bi 
氨 酸 的 含量 见 表 67 一 2。 这 与 一 般 豆 科 牧 草 ， 尤其 与 同属 植物 相 比 ; 

表 67 一 1 印度 草木 标的 化 学 成 分 含量 表 * 

ee OR 
Ri | am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cam | 粗 灰分 | | wR | 链 

FR 17.70 2.63 34.14 35.08 10.50 0.82 | 0.29 | 0.38 

| 

* 3 弓 目 江苏 新 医学 院 编 : PARR HD CPA. 

表 67 一 2 ”印度 草木 标 籽 实 中 氨基 酸 的 含量 表 * 〈% ) 

wee | mac | asc | 2 | asc | sxscm | esc | Me AA an | HAR 

ae 北京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1977 年 分 析 。 

”其 籽 实 蛋白 质 和 主要 氨基 酸 的 合 量 都 是 比较 高 的 。 

印度 草木 标 籽 实 中 还 含有 大 量 的 维生素 和 微量 元 素 。 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卫 生 研 究 所 报道 ， 其 硫 胺 素 、 核 黄 素 、 烟 酸 的 含量 依次 为 

4,.2mg/kg. 2.0mg/kg 71 11.0mg/ke; 而 微量 元 素 中 铁 的 含量 

多 达 37250mg/ kg 。 可 见 , 印度 草木 标 籽 实 的 营养 价值 是 相当 高 的 。 

所 说明， 其 蔡 叶 不 仅 是 优良 的 青绿 饲 草 ， 而 且 ， 其 种 子 亦 是 上 好 的 

。 精 饲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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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草木 棵 含有 香 豆 素 ， 少 食 毒 性 不 大 ， 马 、 羊 等 性 畜 如 采 食 

Wes, WAR, 因此， 放牧 或 饲 喂 此 草 ， 切 鼠 不 可 过 量 。 

此 草 在 野生 情况 下 ， 一 般 呈 星 散 状 分 布 ， 放 由 利用 不 致 因 过 食 而 中 

毒 ， 但 在 割 草 饲 喂 畜 仿 时， 最 好 与 其 他 牧草 混合 饲 用 ， 以 避免 过 食 

PE, 

印度 草木 哥 除 具有 饲 用 价值 外 ， 尚 可 作为 蜜源 植物 、 地 被 植物 

和 绿肥 植物 用 。 其 秆 皮 纤 维 色白 质 软 ， 可 作 人 造 棉 的 纺织 原料 。 在 

贵州 、 陕 西 等 地 ， 将 它 作为 中 草药 “ 辟 汗 草 ”( 原 植物 ARAB) 

用 。 

栽培 要 点 “印度 草木 棵 植株 较 低 ， 产 草 和 产 种 量 不 如 白花 草木 

可 和 黄 香草 木 棵 高 ， 因 此 ， 将 它 作为 饲 用 植物 栽种 的 不 多 ， 但 作为 

中 草药 ， 已 有 栽种 ， 在 不 适合 种 植 其 他 草木 标 ， 而 又 缺少 豆 科 牧草 

的 我 国 南方 地 区 ， 亦 可 作为 牧 革 种 质 资 源 予 以 裁 培 勇 化 。 | 

印度 草木 标 在 土壤 肥沃 、 湿 润 ， 具 有 充足 阳光 的 暖 温带 以 南 的 

山地 、 平 原 均 可 栽种 。 
整地 : ARERR SA, WAS, BASRA, wwe 

平整 ， 土 块 要 细碎 ， 才 能 保证 出 苗 快 ， 出 苗 齐 ;虽然 草木 标 根 部 具 . 

有 根瘤 菌 ， 可 以 固定 空气 中 的 氮 素 ， 但 适当 施 些 有 机 肥 ， 则 可 提高 

产量 ， 如 每 雷 施用 20 kg 的 磷肥 ， 效 果 会 更 好 。 实 践 还 证 明 ， 印 度 

草木 村 喜欢 钙 质 土壤 ， 在 酸性 土 上 种 植 ， 施 用 适量 的 石灰 是 必要 

的 。 

播种 ， 印 度 草木 标的 种 子 含 硬 实 较 多 ， 特 别 是 新 收 种 子 硬 实 率 

更 高 。 硬 实 种 子 播种 后 不 易 萌 发 ， 因 此 ， 播 种 前 应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克服 硬 实 的 办 法 有 二 ， 一 是 用 机 械 脱 去 或 擦 破 种 皮 ， 另 一 是 采取 冬 

播 ， 种 子 经 过 冬季 ， 使 种 皮 腐 烂 。 

印度 草木 标 在 亚热带 地 区 ，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播种 ; 春播 宜 在 3 月 

中 名 到 4 月初 进 行 ， 但 无 论 春 播 或 夏 播 多 会 受到 草 荒 的 危害 ， 秋 播 

时 丧 情 好 ， 杂 草 少 ， 有 利 出 苗 和 实生 苗 的 生长 ， 当 年 无 收获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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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籽 播种 较 好 ， 它 既 可 省 去 硬 实 处 理 ， 又 不 争 劳力 ;型 年 春季 出 土 
后 ， 苗 全 茵 齐 ， 且 与 杂 草 的 竞争 力 强 ， 可 保证 当年 的 稳产 高 产 。 

由 于 印度 草木 棵 种 子 细小 ， 应 适当 浅 播 。 播 深 以 1.5 一 2cm 为 
宜 。 播 种 方法 可 条 播 、 灾 播 和 撒播 。 条 播 行距 以 20 一 30cm 为 宜 ， 
穴播 ， 其 株 行 距 以 26 cm 为 好 。 条 播 每 亩 播种 量 为 0.75 kg ， 人 穴播 为 

0.5Kg ， 撤 播 为 kg 。 为 了 播种 均匀 ， 出 苗 整 齐 ， 可 用 4 一 5 倍 于 种 
子 的 沙土 与 种 子 拌 匀 后 播种 。 

在 苗 高 13 一 17cm 时 ， 结 合 中 耕 除 草 和 追肥 进行 匀 苗 ， 即 将 过 
密 的 穴 或 行 铠 去 多 余 植 株 , 减少 对 土壤 水 肥 的 竞争 和 不 必要 的 损耗。 
SUPP RM, MK AMI EMA ERR. YOKE 
fy APSE RAE HE, DAT tH AP. 
EIA, PERLE ERR, CRAY ERE V10 

cm 为 好 ， 以 利 再 生 草 的 生长 。 
印度 草木 标 喂 猪 ， 可 青 浊 切 碎 或 打 浆 喂 ， 也 可 了 晒 成 干草 、 制 成 

RY, SHARMAN. CES. BOAR, TU 
放牧 、 青 饲 ， 亦 可 了 晒 制 青 干草 和 青贮 ， 作 为 冬 春 补 充 饲 草 。 只 是 由 
于 含有 微 毒 ， 不 可 过 量 饲 喂 ， 采 用 混合 饲 草 饲 喂 为 妥 。 

( 萧 运 峰 ) 

68. 草 木 HR 

M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NG MR, BERK, SSAA. PAR 

形态 特征 ”二年生 或 一 年 生 草 本 。 主 根深 达 2m 以 下 。 茎 直立 ， 

多 分 枝 ， 高 50 一 120cm ， 最 高 可 达 2m 以 上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椭圆 形 或 倒 披 针 形 ， 长 1 一 1.5cm ， 宽 3 一 6amm， 先 端 钝 ， 基 部 模 

Bw, RAGA: 托 叶 条 形 ; 总 状 花序 腋 秒 或 顶 生 ， 长 而 纤细 ;， 花 

yy» K3—4mm, CSR, ROW, CORB, RA, BR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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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SER NTE RIE 

球形 ， 长 约 3.5mm， 

KAN ER, AR 

XQ, SMF 1A (A 

68), 

地 理 分 布 “分布 

较 广 。 在 温带 、 亚 热 

TH > Baten Ae BE ta) Fl He 

漠 区 外 ， 均 有 分 布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内 

RH. MHWL. FH 

林 、 了 辽宁、 河北 、 河 

Fa. WAR. Wee. BR 

A. Hit. A. 

藏 、 江 苏 、 安 徽 、 江 

西 、 浙 江 、 四 川 和 云 

南 等 省 区 。 在 西藏 海 

拔 3700m 的 地 区 ， 或 

海滩 海拔 仅 数 米 的 地 Nd 全 

录 ， 在 国外 , 苏联 (中 i 
亚 、 西 伯 利 亚 ， 远 
HK). SS BR. 图 68 me Melilotus si jveolens Le- 

HA 及 东南 亚 、 欧 
洲 、 北 美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章 木 棵 喜欢 生长 于 上 述 地 区 的 温暖 而 强 

润 的 沙 地 、 山 坡 、 草 原 、 滩 涂 及 农 区 的 田 醒 、 路 旁 和 弃 耕 地 上 。 一 
年 生 的 草木 邵 ， 当 年 即 可 开花 结实 ， 完 成 其 生命 周期 , 但 二 年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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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仅 能 处 记 营 养 期 ， 惜 年 才能 开花 结实 ， 完 成 其 生命 周期 。 就 二 

年 生来 说 ， 其 返青 期 在 温带 地 区 ， 一 般 为 4 月 中 名 至 5 月 中 名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一 般 为 3 月 底 至 4 月 初 返青 。 返 青 时 的 日 均 温 一 般 

秀 5 一 10%C。 开 花期 ， 在 温带 地 区 ， 一 般 为 6 月 初 至 7 月 初 ! WK 

带 记 区， 一 般 为 5 月 中 旬 至 7 ARs 结实 期 ， 在 温带 ， 一 般 是 7 月 

中 季 至 8 AK, 生育 期 为 98 一 118 天 ， 亚热带， 一 般 为 8 月 初 至 9 

月 盯 角 ， 生 育 期 长 达 183 一 230 天 。 

草木 标 为 直 根系 草本 植物 ， 其 颈 部 芽 点 不 多 ， 分 枝 能 力 有 限 ; 
而 大 量 的 芽 点 分 布 于 茎 枝叶 腋 ， 所 以 ， 放 玫 或 济 割 , 留 茬 不 宜 太 低 ， 

如 果 要 增加 利用 次 数 ， 只 有 适当 增加 留 着 高度， 一般 PEW 15cm 

左右 为 好 ， 每 年 可 浊 割 2 一 3 次 。 

草木 标 主 要 靠 种 子 繁殖 。 在 野生 条 件 下 ， 其 产 种 量 较 高 ， 自 然 

繁殖 能 力 是 比较 强 的 ; 其 细小 的 种 子 或 莱 果 )， 主 要 靠 自 播 和 风 

力 传 播 ; 其 50% 左 右 的 硬 实 ， 主 要 通过 将 种 子 寄存 于 土壤 中 越冬 ， 

措施 氛 破 种 皮 ， 以 提高 其 发 芽 率 和 出 苗 效果 或 模拟 其 天 然 情况 下 
区 最 硬 实 的 方式 ， 采 取 冬 季 播 种 ， 以 使 翌年 春季 出 苗 整 齐 一 致 。 

草木 标的 生态 幅度 很 广 ， 从 寒 温 带 到 南亚 热带 :从 海滨 贫 交 的 
沙滩 ， 到 海拔 3700m 的 高 寒 草原 ， 都 有 分 布 。 它 适应 的 降水 范围 为 

300—1700mm;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 ， 从 沙土 到 粘性 土 ， 丛 碱 性 土 到 

酸性 土 ， 都 能 很 好 地 适应 ， 记 适应 的 pH 值 为 4.5 一 9 在 冬季 绝对 

最 低温 -40*C 和 夏季 最 高 温 41" 的 情况 下 ， 都 能 顺利 地 通过 , 因此 ， 

它 的 耐寒 、 耐 旱 、 耐 高 温 、 耐 酸 碱 和 耐 土壤 贫 交 的 狂 能 都 是 很 强 的 。 
从 野生 情况 来 看 ， 它 比 白花 草木 村 、 黄 香草 木 标 、 细 齿 草 木 标 和 印 

度 草木 标的 适应 性 都 强 。 
饲 用 价值 ， 草 木 棵 开 花 前 ， 茎 叶 幼 嫩 柔软 ， 马 、 牛 、 羊 、 免 均 

BE. 切 碎 打 浆 喂 猪 效果 也 很 好 。 它 既 可 青 饲 、 青 贮 ， 又 可 晒 制 干 
草 、 制 成 草 粉 。 只 是 开花 后 ， 植 株 渐 变 粗 老 ， 且 含有 0.5 一 1.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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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 种 皮 后 ， 翌 年 萌芽 出 土 。 如 果 进 行人 工 播 种 ， 播 种 前 必须 采取 



“BAR (C.H.O.)”, We WR, WOE IK, HAMIL, Bi 

成 干草 或 青贮 ， 可 使 香 豆 素 气 味 减 少 ， 各 种 家 畜 一 经 习惯 还 是 喜 食 

的 。 

从 草木 标 所 含 的 营养 成 分 看 ， 它 含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和 无 氮 浸 出 物 等 均 比 白花 RR. HE RR A EB RR 

营养 成 分 含量 都 高 〈 表 68 一 1)。 尤 其 籽 RHA 蛋白 质 含量 竟 高 达 

31.2% 。 可 见 草木 棵 不 仅 是 一 种 良好 的 饲 草 ， 而 且 也 是 一 种 良好 的 

蛋白 质 饲 料 。 | 

从 草木 标的 营养 成 分 看 ， 无 论 在 饲料 中 ， 或 是 于 物质 中 ， 含 的 

总 能 、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和 可 消化 蛋白 ， 在 豆 科 牧 革 中 也 都 是 比较 高 

的 。 其 籽 实 中 含 总 能 、 消 化 能 和 可 消化 蛋白 质 见 表 68 一 2。 从 表 中 

可 看 出 ， 草 木 哥 的 营养 价值 是 相当 高 的 。 

从 草木 标的 氨基 酸 含量 ( 表 68 一 3) 看 ， 除 酷 氨 酸 含量 稍 低 外 ， 
其 余 ， 均 比 紫 花 划 藉 (Medicago sativa), Ahk t8 (Lotus cor- 

Miclulatus)、 广 布 野 竞 豆 (Ficia cracca) 和 水 打上 旺 (Astraga- 

lus adsurgens cv. ‘Shadawang’) 的 含量 高 。 

草木 棵 含有 多 种 矿质 营养 元 素 和 微量 元 素 〈 表 68 一 4 和 ， 对 于 增 ， 

加 牲畜 的 营养 和 土壤 肥力 ， 都 是 非常 重要 的 。 

草木 标 还 含有 挥发 油 。 它 含 的 香 豆 素 〈0.5 一 1.5%) 比 白 花草 

木 标 和 黄花 草木 棵 含量 低 ， 比 细 齿 草木 标 含 量 高 。 这 说 明 ， 它 的 适 

口 性 优 于 前 2 种 ， 而 较 后 者 为 差 。 

草木 桔 在 天 然 草地 ， 一 般 以 伴 生 种 的 地 位 出 现 于 多 类 草本 和 群 

落 ， 一 般 株 高 为 50 一 120cm 在 黑龙 江 发 现 有 高 达 250cm 的 。 这 说 

明 ， 它 在 优越 的 水 热 条 件 下 ， 如 果 人 工 予 以 栽培 驯化 ， 是 能 够 生产 

出 较 高 产量 的 鲜 草 和 籽 实 的 。 尤 其 是 它 分 布 广 、 适 应 性 强 ， 营 养 价 

Res 而 含 的 香 豆 素 又 比较 低 ， 因 此 ， 它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种 质 资 

源 ， 将 它 串 化 、 培 育成 抗 性 强 、 饲 用 价值 高 的 高 蛋白 质 饲 料 作物 ，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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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 棵 除 具 有 很 高 的 饲 用 价值 外 ， 还 是 一 种 密 源 植物 ， 作 为 水 
土 保持 植物 也 很 好 ， 尤 其 它 的 根系 发 过， 根瘤 多 ; HB. BL 4S 
富 含 氨 、 磷 、 钾 、 钙 和 多 种 微量 元 素 ， 作 为 草 粮 轮作 、 间 种 品种 或 
压制 绿肥 以 培 肥 土 壤 ， 是 非常 有 前 途 的 。 

在 中 草药 中 ， 和 草木 棵 为 正宗 “和 辟 汗 草 ”， 其 功能 是 ， 清 热 解毒 、 
Ahi, BRU, He. JER. A. H.R, 
HRA HSS ARIE, CARO “RA BR”. AER , = 
治 淋巴 结 结核 。 

栽培 要 点 ”草木 棵 适应 性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它 性 喜 阳 光 ， 
最 适 于 在 湿润 肥沃 的 沙 壤 地 上 生长 。 山 区 、 平 原 均 可 栽种 。 

其 栽培 技术 、 管 理 措施 ， 收 获 和 加 工 利用 等 ; 均 可 参照 白花 草 
木 可 、 黄 花草 木 标 和 印度 草木 标 。 

69. AMT ha ta (AS BPD) 

Melissitus ruthenicus (L. ) Peschkoua 

var.oblongifolia (Fr.) H.C. Fu 

et Y. C. Tsiang 

NS Hw. SAB. THR GRA). 

形态 特征 SERA, HRR5—l5cm, SAME, A 

基部 多 分 枝 。 叶 为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时 甚 狭 , SRAKABBAE, 

长 5 一 12mm， 宽 0.5 一 2mm， 边 缘 在 中 上 部 有 锯齿， 有 时 中 下 部 

也 有 饥 齿 。 得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有 花 3 一 5 水 , 花 黄色 带 紫 纹 ; SRR, 

| K2—3mm; BRE KA, RUB, ees Tee, 

MRR, GAB, K8—12mm, 宽 3.5—5mm, KA 具 网 纹 。 

种 子 淡 黄色 ， 每 莱 含 2 一 4 粒 (AGI).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及 内 蒙古 。 

e。 229。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St Att aie WA 

BEL BW. FRA 

植物 。 多 生长 于 固定 

wv rh, EMR 

部 紧 贴 沙土 表面 ， 具 

AR BNA. DAR 

AEA, 18 AS tot Hh Bet 

化 。 以 种 子 繁殖 。 植 

株 一 般 在 5 月 中 、 下 

旬 返 青 ， 琴 后 生长 迅 

速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初 现 蕾 并 陆续 开花 ， 

花期 常 延 至 8 月 下 

WW , HR—MTE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底 相继 变 

成 淡 褐 色 ， 进 入 成 熟 

期 。 

根据 内 蒙古 锡 林 

BK ih Gi Hh Of Ui Vad BE 

料 ， 在 1m: 的 沙 地 描 

图 69 Suit kite Melissitus ruthenicus 

(L.) Peschkova var, oblongifolia 

(Fr.) H.C. Fu et Y.C.Tsiang 

RRA A, AAR AE Ay St id 14, BREE A 30 一 80%， 

其 分 盖 度 为 2 一 10% 。 

饲 用 价值 ”本 变种 为 优等 牧草 ， 其 适口 性 甚 好 ， 各 种 家 畜 一 年 

四 季 均 喜 食 ， 具 有 良好 的 催肥 作用 。 在 冬季 , 因 其 植株 多 负 甸 地 面 ， 

能 使 细 枝 保留 ， 为 羊 、 牛 的 主要 选 食 对 象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表 69 思 

蛋白 质 和 灰分 含量 较 高 ， 纤 维 含量 在 干草 类 中 属 中 等 略 高 ， 灰 分 中 

钙 多 ， BED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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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9 细 叶 扁 芝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 

采样 时 间 | 生 | 水 | 粗 蛋 | 粗 | 粗 |e] 粗 
采样 地 点 | 育 脂 纤 0 本 上 钙 Be 

年 .月 浊 | 期 分 白质 | Bi 维 | AM) 分 

| 

内 蒙古 锡 
1982。7 .24 盟 三 花期 | 8.37 |15.48 | 2.82 |31.42 |29.70 |12.21 | 1.65 | 0.18 

Ek 旗 | 

ARAB . 
1985 8. 2 盟 三 花期 | 7.39 |16.98 | 2.95 |29.62 |34.31 | 8.75 | 2.01 | 0.13 

苏 尼 特 左 旗 | |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细 叶 扁 鞍 豆 的 产量 ， 因 生境 条 件 的 差异 有 较 大 的 变 幅 ， 在 锡 林 
RHR, MOP MRD A 2.9-28.6%, MB 100ke He 
风干 后 可 生产 45 一 50kg 于 草 。 

〈 何 永海 ) 

70.3) IN 豆 

Mucuna cochinchinensis (Lour. ) Cheval. 

CStizolobium cochinchinensis (Lour。) 

Tang et Wang) 

别名 ” 黎 豆 、 龙 爪 黎 豆 、 虎 爪 豆 、 猫 豆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缠绕 草 质 蕊 本。 根系 发 达 ， 近 地 表层 有 大 量 
RH, HEB, HRAGRE, PM 带 褐色 ， 昔 长 2 一 10m， 多 
Dh. VAR, SHR, HUBARWE, K8—14cm, H4A— 

l0cm, FMRRABRE. BREF K2.mEA, FERAtE, 
(EPR, EAR, FABRA. KRM, AR, K 
8 一 15cm， 宽 1.8 一 2cm ， 被 短 柔 毛 ， 成 熟 后 干 缩 而 扁 ， 黑 色 ， 表 
| 面 有 隆起 纵 背 1 一 2 条 ， 含 种 子 6 一 8 粒 》 种 子 扁平 ， 近 肾 形 ,灰白 色 ， 
有 的 为 黑色 ， 千粒重 1017g， 每 公斤 有 种 子 1000 粒 左右 图 70) 。 

e 231。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亚洲 南部 和 东部 。 我 
国 早 在 明代 李时珍 著 
(ARAAY PE AIS 

B®. RAT KR. 
西 、 海 南 、 台 湾 、 云 
南 、 贵 州 、 湖 南 、 四 
川江 西 , 江 苏 、 浙 江 
等 省 区 均 有 栽培 。 

oe yy 55 ab 7 
特征 为 短 日 照 植 
ty , 在 广东 湛江 3 一 4 FA 70 oe aed) 

月 份 播种 ， 至 6 HS 

长 可 达 5m 以 上 ， 履 盖 度 达 100% 。 始 花期 8 一 9 月 ， 成 熟 期 11 月 ， 

生长 期 240 一 300 天 ， 在 江西 为 210 天 ， 在 江苏 南京 于 1 月 份 重 霜 时 
也 有 少 部 分 种 子 能 成 熟 。 狗 爪 豆 适 于 温暖 湿润 气候 ， 耐 旱 、 泵 将 人性， 
好 ， 也 能 耐 肥 而 不 耐 涝 渍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不 论 平 原 、 坡 地 及 新 
明 荒 地 均 能 生长 ， 但 以 土 层 厚 ， 较 肥沃 而 排水 良好 的 土壤 村 长 最 优 ， 
良 ， 适 宜 的 土壤 pH 为 5.0 一 6.8。 它 长 势 强 ， 生 长 快 ,叶片 天 ， 病 由 
害 少 ， 有 很 强 的 抑制 杂 草 能 力 。 
饲 用 价值 WNBA RM MAS ER. EMA. OT 

X23, B—-UXIM HB H3I—ANW, WAX MAKI 2-34 

i, XG P PEERY 施肥 料 ， 亩 产 鲜 草 1500 一 2500kE ， 据 在 江西 
的 试验 ， 喂 猪 60 天 ， 比 喂 甘 暮 攻 的 猪 多 增 重 33.3% 。 其 化 学 成 分 表 
见 表 70 一 1。 能 量 和 可 消化 蛋白 质 见 表 70 一 2。 ae | 

用 为 放牧 ， 宜 在 完全 成 熟 或 打 霜 之 后 ， 先 供 放 牛 ， 再 放 猪 采信 

se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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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 狗 爪 豆 化 学 成 分 表 * (%) 

水 分 | WE 粗 粗 无 浸 i 
样品 脂 纤 出 灰 分 析 单位 

(%) 白质 肪 | 氮 物 分 

种 子 | 12.1 | 23.7 | 4.5 6.2 | 49.5 | 4.0 | 上 海 畜 医 站 

HOF} “8.9 22.4 7.9 22.8 33.3 4.7 | 华南 农学 院 

* 资料 引 自 农民 部 热带 作物 科学 研究 院 , 《热带 收 草绿 肥 引 种 栽培 }，1965。 

表 70 一 2 狗 爪 豆 能 量 和 可 消 蛋白 * 

二 fl 料 中 

Ba fe m fe] fe) MEE | mw | mee] 俩 “| 到 
*e ) ) 名 

(MJ/kg)} (MJ/kg) | (MJ/kg) (%) (g/kg)| (%) C%) C%) 

19.75 | 14.68 11.09 27.1 217 0.12 | 0.75 

* 分析 单 位 ;贵州 农学 院 、 华 南 农学 院 。 

剩余 的 叶 和 茎 。 由 于 荐 草 长 ， 易 落叶 ， 陋 制 干草 效 果 不 好 ， 但 可 与 

玉米 、 高 梁 、 珍 珠 穆 等 混 播 而 制 做 青贮 料 ， 在 一 段 时 间 以 后 其 颜色 

会 变 黑 ， 但 不 影响 其 质量 。 

另 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卫生 研究 所 《食物 成 分 表 》 记 载 ， 每 100g 

种 子 中 ， 含 热量 351Macl、 水 分 10.4g、 蛋 白质 27.3g、 脂 肪 1.3g、 

碳水 你 合 物 57.5g、 粗 纤维 0.5g、 灰 分 3.0g8、 对 85mg、 磷 836mg、 

铁 7.3mg、 硫 氨 素 0.39mg、 核 黄 素 0.19mg、 尼 克 酸 1.2mg。 说 明 

钙 、 磷 、 铁 的 含量 均 较 高 ， 但 含有 微量 毒素 ， 种 子 须 经 过 浸水 、 者 

熟 或 麻 粉 以 后 方 可 饲 用 。 在 国外 ， 将 豆 莱 连 豆 粒 同时 磨 碎 做 牛 、 猪 、 

鸡 的 精 饲料 。 豆 粉 可 用 作 各 种 RB 配合 日 粮 ， 在 鸡 日 粮 中 添加 

15%% 不 会 影响 生产 力 ， 在 猪 的 日 粮 中 不 宜 超过 25% ， 除 非 是 已 经 者 

| FARD. 

SEE PIT ME RI LY PES, ARSE SER 1S—305) Sh,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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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内 层 木 质 皮 ， 浸 水 一 尽 夜 去 除 毒 素 后 方 可 食用 。 嫩 豆 在 浸透 、 者 

沸 、 烘 烤 或 发 酵 去 毒 之 后 可 单独 食用 。 

狗 爪 豆 能 迅速 形成 40 一 50cm 高 的 株 从 ， 所 以 也 是 优良 的 覆盖 

或 绿肥 作物 ， 可 作 橡 胶 园 、 果 园 间作 的 绿肥 或 覆盖 昌 壁 保持 水 土 之 

用 。 也 可 用 为 甘 暮 或 甘蔗 的 短期 绿肥 , 其 鲜 草 肥 分 如 下 ,所 0.56%， 

FAX B.S %, AL HHO. 43%, 

栽培 要 点 ” 先 深 耕 碎 土 整 地 ， 开 好 排水 沟 。 播 种 期 在 江西 为 4 

月 ， 广 东 为 3 月 。 穴 播 ， 每 穴 先 施 混 有 磷肥 的 有 机 肥 0.5 一 1kg 作 
基肥 ， 然 后 下 种 。 种 子 千 粒 重 约 950 一 1500g， 每 亩 播种 量 5kg 左 

右 。 行 、 穴 距 60x60cm， 每 穴播 2 一 3 粒 ， 盖 土 4 一 5cm， 播 后 5 一 7 

天 出 苗 ， 半 月 后 间苗 工 次 ,每 穴 留 1 一 2 株 , 在 苗 高 15cm 左右 时 松 土 

除草 ， 并 追 施 氮肥 ， 合 每 亩 含 氮 1kg 。 封 行 前 如 杂 草 多 须 再 中 耕 1 

KK WREARSE, BREBETH, FRNARSER, MW 

注意 喷 药 防治 。 

采种 用 的 狗 爪 豆 ， 最 好 设立 支架 ， 也 可 和 玉米 间作 ， 采 用 隔行 

或 隔 株 播种 ， 播 种 期 应 和 玉米 同时 或 稍 后 ， 玉 米 收获 后 的 残 送 正好 

成 为 狗 爪 豆 的 支柱 ， 种 子 产 量 每 亩 为 50 一 100kg ， 当 有 支架 作物 

时 ， 每 株 可 收 1.5 一 7.5 kg 。 

CREP ABR) 

. 71. 刺 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L, 

别名 洋 槐 、 德 国 槐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10 一 25m， 树 皮 灰 神色 至 黑 褐色 ， 也 

有 灰白 色 ， 有 裂 槽 。 小 枝 无 毛 ， 叶 为 奇数 羽 状 复 叶 , 互生 ,小 叶 7 一 9 

枚 ， 对 生 有 只 短 柄 ， 孵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长 2.5 一 4.5cm， 先 端 Pills 

AHR, ADR, FEM RR, RR 花序 腋生 ， 长 10 一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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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白 色 ， 有 香气 ， 长 

1.5—2cm;  # # ow 

1, 裂片 稍 带 BBs NG 
5 齿 ， 旗 瓣 基 部 有 黄 mY 
白班 点 ， 花 柱头 状 ， i 

THARE. KKK Wen (() 

状 椭圆 形 ， 沿 腹 线 有 
3A, K3—10cm, NS 

未 褐色 ， 有 种 子 3 一 a IN 

10h, BA. RAH SN 

_ 有 褐色 花纹 (图 71)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美国 东部 ，20 世 纪 从 

欧洲 引入 我 国 青岛 。 

由 于 它 具 有 广泛 的 适 

应 性 ， 种 植 面 积 迅 速 

扩大 ， 现 在 已 分 布 在 我 国 北纬 23 一 46", 东经 124 一 86 "的 广大 地 区 。 

我 国 各 省 均 有 栽培 ， 其 垂直 分 布 ， 从 渤海 、 黄 海 之 滨 到 海拔 2100m 

的 黄土 高 原 都 广泛 种 植 〈 如 甘肃 省 的 临 涨 县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R RAM, FEAR MSC, 年 降 

雨量 400mm 以 下 地 区 ， 地 上 部 年 年 冻 死 ， 来 年 春天 重新 萌发 新 村 ， 

故 多 呈 灌 木 状 态 ， 不 能 正常 开花 结实 。 只 有 在 年 均 温 7 以上， 年 

降雨 量 500mm 以上， 土壤 湿润 肥厚 的 地 方 ， 能 成 长 为 高 大 乔木 。 

由 于 幼 龄 期 间 (3 一 5 年 生 ) 枝条 受 冻 害 ， 树 干 分 权 、 树 形 弯曲 。 年 

均 温 8 一 14%C ， 年 降雨 量 在 500 一 900mm 的 地 区 ， 刺 槐 生长 良好 ， 

树干 通 直 ， 在 年 均 温 15"C2， 年 降雨 量 1000mm UW EHR, WRN A 

用 栽培 生长 期 长 ， 长 势 旺 盛 ， 是 营造 饲料 林 的 优良 树种 。 刺 槐 在 各 

种 土壤 上 均 能 生长 ， 对 酸性 土 ， 中 性 土 、 含 盐 量 0.3% 以 下 的 盐 碱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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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IEM, HAULERS, JOR. HR. MM LRAERRE, 

a) #58 A — eS Tt Se SH SEE ABH, AER PRK AD EE ok: 

期 干旱 ， 刺 槐 会 于 梢 ， 生 长 缓慢 。 严 重 干 旱 会 落叶 , 甚至 大 量 死亡 。 

水 分 过 多 ， 常 发 生 烂 根 和 紫 纹 羽 病 ， 导 致 全 株 死 亡 。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 

也 易 引 起 刺槐 烂 根 和 枯 梢 。 刺 槐 喜光 不 耐 阴 ， 阳 坡 比 阴 坡 长 的 好 ， 

株 丛 过 密 要 及 时 间伐 ， 饲 用 栽培 要 及 时 剂 制 ， 反 之 生长 缓慢 。 刺 机 

BY Ae FH FAR BE AY OD BE PE BB ES is 

仍 能 萌发 出 新 的 校 叶 。 

刺槐 生育 期 的 长 得 ， 受 各 地 气候 影响 极 大 ， 据 测定 ， 早 春 气温 

回升 到 7.1 一 8.1C 时 ， 刺 槐 芽 膨 大 ， 树 液 开 始 流 动 ， 晚 秋 气 温 降 至 

3.1 一 4.28C 时 ， 开 始 落叶 。 因 些 ， 生 育 期 是 由 西向 东 ， 由 北向 南 逐 

级 递增 。 一 般 大 约 为 160 一 306 天 。 在 水 肥 条 件 满足 的 前 提 下 ， 一 年 ， 

生 苗 在 一 年 中 的 生长 高 度 ， 以 7 月 中 旬 到 9 月 中 旬 生 长 最 快 ， 而 地 

茎 生长 以 8 月 中 条 到 9 月 底 生 长 最 快 。 因 此 ， 刺 槐 的 饲 用 栽培 必须 

在 7 月 以 前 加 强 水 肥 管 理 。 

饲 用 价值 SHE RMR, BHAA A MEH AM R230 ke 

(只 采 收 实 际 叶 和 嫩 枝 的 一 半 )， 无 论 是 HE RFI ER, © 

为 各 种 畜 禽 所 喜 食 ， 其 干 叶 粉 为 调味 饲料 ， 亦 是 配合 饲料 的 组 成 成 

分 。 营 养 成 分 不 亚 于 各 种 优良 笋 革 。 和 刺槐 的 能 量 、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常量 营养 成 分 如 表 71 一 1、71 一 2。 

据 试 验 刺 槐 叶 在 全 年 中 以 6 月 上 旬 采 收 的 粗 蛋白 质 含量 最 高 ， 

可 达 36% 。11 月 上 和 旬 采 收 的 则 只 有 12% 。 但 从 刺槐 生长 习性 考虑 ， 

摘 叶 期 仍 应 以 8 月 盛夏 期 为 好 ， 此 时 生长 旺盛 ， 芽 的 萌发 力 强 ， 一 

次 摘 去 叶 或 嫩 枝 1/2， 对 刺槐 生长 无 较 大 影响 。 在 加 强 管 理 的 情况 

下 ， 南 方 全 年 可 摘 叶 2 一 3 次 。 据 测定 ， 鲜 叶 的 粗 蛋白 质 消化 率 为 

68.4% 、 干 叶 为 57.9% RH PRD, 240.5%. 

刺槐 的 树 皮 、 树 叶 、 花 及 果实 中 均 有 毒 , 而 以 树 皮 中 毒 质 最 多 ， 

特别 是 在 秋季 毒 力 最 强 ， 有 羊 采 食 果实 中 毒 的 病例 。 

*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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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含油 率 13.88% ， 油 是 制 肥皂 和 油漆 Bs, BA BY 

塞 源 ， 还 可 提 劳 香油 。 树 皮 及 叶 含 骂 酸 ， 树 皮 纤 维 是 造纸 及 人 造 棉 
等 的 原料 。 

栽培 要 点 ”刺槐 为 浅 根 树 种 ， 适 应 性 广 ， 村 长 三 感 萌 发 力 极 
强 ， 利 用 荒山 作 饲 用 栽培 ， 既 可 增加 局 料 ， 又 可 绿化 荒 耻 是 一 举 数 
得 的 大 好 事 。 其 栽培 要 点 如 下 。 

选 地 与 整地 ， 和 刺槐 生活 力 顽 强 ， 一 旦 侵入 农田 很 难 清 除 。 必 人 饲 
用 栽培 ， 在 北方 宜 选择 地 下 水 位 lm 左右 的 规划 RRS. FE 
南方 应 选择 土 层 较 深 厚 的 山沟 两 侧 ， 或 河 漫 浴 上 种 植 ; 不管 南方 或 
北方 ， 播 种 时 可 行 全 翻 料 ， 也 可 在 山上 作 带 状 种 植 、 或 完 植 。 带 状 
种 植 每 带 明 植 宽度 2 一 6m， 沿 等 高 种 植 ， 相 间 2 一 6m 再 旦 植 一 带 。 
Wate BSL, TESTA PRR. PRUE, MBER ， 

BA, FRED, Bu, RA Ko—34E Ss, FES 
松 、 油 松 及 构 树 等 。 这 更 有 利 保 持 水 土 。 

播种 ， 可 春播 ， 当 气温 回升 到 7 一 8\C 时 即 可 播种 。 刺 槐 种 皮 刘 
而 坚硬 ， 春 实 率 高 ， 播 前 必需 进行 处 理 ， 用 50 一 60" 前 温 永 浸 泡 三 
昼夜， 也 可 将 种 子 放 在 开水 中 浸 10 秒 钟 ， 迅 速 取出 放 在 凉水 中 充分 
BROS, PRWEB, KPT, VARIA. 

刺槐 种 子 千粒重 为 21.8g，1 kg 种子 约 有 4.7 万 粒 。 直 播 每 亩 用 

种 量 2kg 左右 ， 苗 床 育苗 ， 每 亩 播 量 4 一 5kg 。 

刺槐 可 用 种 子 直播 ， 也 可 育苗 移 栽 ,还 可 播 根 、 插 条 和 用 根 草 
繁殖 等 。 插 条 法 是 ， 选 一 年 生 萌 条 的 中 下 部 ， 前 成 20Gm KE, WT 
直接 反 猎 在 苗床 ， 也 可 秋季 采 好 埋藏 在 湿润 沙里 ， 待 第 二 年 开春 时 
作 揪 条 用 。 

饲 用 栽培 以 摘 叶 和 嫩 枝 为 主 ， 种 植 密度 可 大 旦 。 
HE, AAP PEPIN, HL ES. IAT RRR, 

可 预防 冻 拔 ， 南 方 在 5 月 份 中 耕 除 草 ， 防 止 杂 草 蔓延 :结合 培土 可 
促进 刺 粮 生长 。 饲 用 栽培 为 了 增加 摘 叶 次 数 ， 提 高 产 叶 量 ， 播 种 时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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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亩 应 施肥 1500Kkg ， 磷 肥 20 Kg 作 基肥 ， 每 次 摘 叶 以 后 应 每 亩 施 尿 
素 10 Kg IBM. AT HREM EAR, MAPA 1.5 一 2m 时 ， 将 地 
上 部 离 地 30 一 40cm 处 全 部 割 下 来 。 这 次 浊 制 最 好 在 秋季 ， 冬 前 进 

行 。 
叶 的 采 搞 与 利用 ， 叶 是 植物 营养 光合 作用 的 器 官 ， 采 摘 时 不 可 

一 次 全 部 搞 掩 ， 在 同一 株 丛 中 可 轮流 采摘 ， 每 次 摘 去 1/3 一 1/2。 只 

ALAM MTT SRB, RIM ERS. RINE 

尚未 枯黄 时 进行 。 

刺槐 时 含水 量 低 ， 易 于 干燥 ， 可 把 采 下 的 时 在 地 上 摊 平 曝晒 ， 

1 一 2 日 即 可 晒 干 ， 用 作 冬 季 饲 料 。 

采种 ， 刺 槐 要 在 10 一 15 年 以 上 的 大 槐 树 才能 大 量 结 种 。 要 选择 

生长 迅速 、 健 壮 。 无 病 虫 的 植株 作为 采种 母 株 。 荧 果 颜 色 由 绿色 变 

为 未 褐色 ， 葬 皮 变 硬 呈 干枯 状 时 即 可 采 收 ， 莱 果 采 集 下 来 后 ， 捧 在 

地 上 曝晒， 用 碾 压 脱粒 或 用 脱粒 机 脱粒 均 可 。 

刺槐 种 子 害 虫 主 要 有 豆 医 蜡 ， 成 虫 产 卵 感 期 可 放 赤 眼 蜂 灭 Os 

幼虫 期 可 用 敌 敌 旦 路 撒 。 另 一 种 害虫 是 麦 蛾 ， 当 成 虫 产 卵 感 期 可 喷 

1605, 

相近 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在 我 国 栽培 的 两 个 变型 种 ， 

1.36 BW) HM CR. pseudoacacia IL. f. inermis (Mirb) Re- 

hd.}) #7 3—10om, HEAR, HER, AER 

叶 ， 可 见于 青岛 之 行道 树 。 

2. 球 冠 无 刺槐 “〈R。pbserkdoeacacra LL. f. umbraculifera 

(DC. )Rehd. ) 分 枝 细 密 而 整齐 ,村 无 刺 或 刺 很 小 而 软 。 不 开花 或 

开花 极 少 ， 几 乎 无 果实 ， 多 用 捅 根 或 捅 条 繁殖 ， 可 见于 青岛 、 武 功 

行道 树 。 

CK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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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JIM €5 ie 

Pueraria phaseoloides (Roxb. ) Benth. | 

BS AHR. SHR ae 

ARE SEERA, PARMMK, BHM ER 

定 根 ， 并 产生 二 次 分 枝 ， 伏 地 生长 ， 枝 条 四 伸 ， 有 缠绕 性 ， 一 年 里 

的 长 可 达 5 一 6m， 直 径 约 0.6cm ， 轻 度 木质 化 ， 密 被 褐色 硬 毛 。 = 

出 复 叶 ， 顶 生 小 叶 鞭 形 、 孵 形 或 圆 形 ， 长 宽 6 一 Ilcm， 侧 生 小 叶 较 

小 ， 偏 斜 ， 全 缘 或 有 不 规则 的 3B, LHRRE, FRRKAE, 

被 长 硬 毛 : FAA, 

披 针 形 。 总 状 花 序 ， 

WA, 长 约 8 一 15cm， 

花 淡 蓝 色 或 紫红 色 。 

莱 果 近 圆 柱 形 ， 直 或 

稍 弯 曲 ， 长 7.5 一 8.5 

cm，. 宽 约 0.4cm， 

Rip RUBE, 

色 ， 含 种 子 10 一 20 

Kis FA, HR 

4, (F172). 

细胞 染色 体 : 2n = 

2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印度 尼 西 亚 、 马 来 

图 72 爪哇 葛 芯 Pueraria phaseoloides 

(Roxb.) Benth. 

西亚 及 印度 支那 半岛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海南 、 广 东 等 省 的 橡胶 、 油 

棕 等 园林 地 带 ， 国 外 除 东 南亚 外 ， 在 美洲 、 非 洲 及 南亚 的 许多 国家 

热带 及 湿润 的 亚热带 已 引种 栽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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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爪哇 葛 藤 为 短 日 照 植 物 ， 自 花 授 粉 ， 自 

播种 至 开花 需 180 一 200 天 ， 在 广东 省 11 一 12 月 间 开 花 ， 冬 季 处 于 半 

落叶 状态 ， 次 年 2 月 种 子 成 熟 ， 但 结实 率 不 高 。 植 株 生长 旺盛 ， 种 

植 后 5 一 6 + An Miki, 7 个 月 草 层 高 度 达 30 一 40cm 。 人 性 喜 高 

温 多 雨 的 环境 ， 在 20"C 时 相对 生长 量 仅 及 30 冯 的 24%， 最 低 生 长 温 

度 为 12.5"C， 不 而 霜冻 ， 在 年 降水 量 1200 一 2500mm 的 地 带 生 长 极 

良好， 能 耐 受 一 定 荫蔽 ， 荫蔽 度 为 60% 以 上 时 长 势 减退 。 耐 旱 性 一 

般 ， 耐 湿性 强 。 可 以 在 地 下 水 位 仅 15 一 20cm 深 的 低地 生长 ， 并 可 

耐 受 短期 涡 水 ， 抗 杂 草 的 能 力 强 ， 耐 将 性 好 ， 不 需 接 种 而 易于 结 出 

根瘤 ， 即 使 在 砾 质 的 砖 红 壤 ， 石 质 的 高 地 ， 肥 力 低 的 重 粘土 上 均 可 

生长 ， 最 适宜 于 红 坏 粘土 或 冲积 土 ， 但 砂 质 土 也 可 栽培 ， 适 应 的 土 

Hp Hifi A 4—8, 

饲 用 价值 WORE. AS Fw. ARRAS, 

可 以 放牧 ， 轮 牧 期 以 6 周 为 宜 ， 但 旱季 仅 可 放牧 工 次 。 每 亩 年 产 青 

饲 草 2000 一 3500kg 。 由 于 幼 茧 不 耐 践踏 ， 不 宜 哺 食 过 短 ， 在 轻 牧 
下 易于 恢复 生长 。 如 与 糖蜜 草 (Melinis minutiflora) 混 播 ， 放 

BO fei 25cm 的 比 10cm 的 恢复 生长 快 ， 抗 旱 力也 强 。 如 调制 干 

草 ， 每 年 可 收割 2 一 4 次 ， 亩 产 干 草 250 一 300 kg ， 品 质 良 好 。 用 为 

青贮 ， 往 往 与 以 下 几 种 禾 本 科 草 混 播 ， 糖蜜 草 、 紫 狼 尾 草 ( 记 enmi- 

setum bar pztrel71)、 玉 米 、 高 粱 、 大 和 (Panicum maximum), 

臂 形 草 (Brachiaria mutica), few BRR (Tri psacum fa- 

sciculatum) , 

鲜 草 茎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72。 
爪哇 葛 蔗 是 橡胶 、 可 可 、 油 棕 、 柑 桔 、 金 鸡 纳 树 等 园林 常用 的 

覆盖 作物 ， 其 保 土 防 冲 刷 的 效果 优 于 普通 葛 藤 CP. /obata) ， 如 与 

毛 蔓 豆 、 距 辩 豆 混 种 ， 可 以 形成 长 久 稳定 的 覆盖 层 。 

用 做 绿肥 ， 可 以 收割 压 青 或 江 制 成 液肥 施用 ， 新 鲜 茎 时 所 含 的 

肥 分 如 下 ， 扼 0,53%， 五 所 化 二 磷 0.06%， 和 氧化 钾 0.49% 。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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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INEM 
5 于 物质 (%) 分 析 水 分 

部 位 |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址 纤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 [om 

鲜 苍 叶 | 80.9 19.90 2.09 28. 80 41.36 7.85 | 0.73 | 0.16 

* Duke J.A(1981), 

栽培 要 点 “土地 需 经 翻 耕 ， 并 精细 整地 清除 杂 草 ， 亩 施 有 机 有 

1000kg 左右 ， 磷 素 化 肥 15 一 25 kg ， 种 植 方 法 有 种 子 繁殖 和 择 条 每 

殖 两 种 。 

种 子 繁殖 的 需 先 用 细 砂 摩擦 种 子 或 用 浓 硫 酸 处 理 10 一 芋 分 钟 ,本 

以 提高 发 芽 率 ， 播 种 期 选 在 雨季 开始 前 ， 在 广东 为 3 一 4 月 份 ， 条 播 

的 用 等 高 耕作 法 ， 条 带宽 5 一 8my, 行距 1 一 1.5m;y 穴播 的 袜 距 为 1x 

0.5 一 Im， 每 穴播 种 5 一 10 粒 ， 履 土 深 2 一 3cm。 种 子 千 粒 芋 约 12g， 

每 亩 播种 量 为 0.25 一 0.4kg 。 

插 条 繁殖 的 要 选择 粗壮 带 紫色 的 当年 生 主 草 ， 和 截取 长 度 40cma 

A, HAS, FES OAK, MPR, Bt 

要 厚 、 踏 实 ， 以 保 成 活 。 SO ahh ， 

STM WEE ees HBS PP SE A HAE SEN EH, AC A Ab Hb is AR Hs HK FO 

的 高 峰 期 连续 喷 药 防治 , 同时 要 采取 搭 支架 、 增 施 磷 、 钾 肥 等 措施 ， 

以 利 正 常 收 到 种 子 。 

CAR PD 

73. 2K 豆 

Phaseolus radiatus Le 

别名 菜豆 、 植 豆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蔡 直立 或 半 草 生 , 草 生 。 高 30 一 120cm， 

9 042。， 



1 

【 

| «WEAR OR, BONAR. OHI—St, IRA. = 
«ASE, AK, DO NEABRE, DORM, 
部 圆 形 、 槐 形 或 截 形 ， 全 缘 少 有 三 裂 或 缺 刻 ,， 两 面 被 毛 ， 托 叶 着 生 
玉 复 叶柄 基部 ， 慎 状 ， 长 1cm 左 右 ， 有 几 条 隆起 的 粗 脉 ; 边缘 有 毛 ， 
小 托 叶 条 形 ， 长 5 一 10mm, 上 部 收缩 成 刚毛 状 , 边缘 也 有 长 硬 毛 总 
REF RENT, 总 花梗 密 被 长 毛 。 花 黄色 或 绿 黄色 ， 10258 
TEAR TE HEEL, 
HHEREAE, Ti 
端 渐 狭 , 小 苞 片 条 形 ， 

WR AK E. WB Fh 
KR, Sis, waa 

KE. MBE, 旗 
te AIG, 顶端 微 缺 ， 

基部 心脏 形 ; Baa 

MRA; Bees 

曲 ; 爪 截 形 ， 其 中 有 
—-LERAA. FB 
无 柄 ， 密 被 长 毛 ， 花 
柱 细 长 ， 顶端 弯 曲 有 
Ri, SERB 
色 或 褐 黄色 ， 荧 长 
4—12cm, 434 Fh 图 73 绿豆 Phaseolus radiatus L. 

子 6 一 15 粒 。 种 子 圆柱 
形 或 球形 ， 通 常 为 绿 
色 ， 也 有 黄 、 棕 褐 . 青 蓝 等 色 。 百 粒 重 2? 一 8g (图 73) 。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绿豆 在 我 国 种 植 范围 较 广 ， 从 黑龙 江 到 海南 省 、 合 
| 湾 均 有 裁 培 。 主 要 产 区 集中 在 黄河 、 淮 河流 域 的 平原 地 区 , 以 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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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东 、 山 西 、 陕 西 、 安 徽 、 四 川 最 多 ;， 国外， 以 印度 、 泰 国 、 菲 律 

宾 等 东南 亚 国家 栽培 最 为 广泛 ， 非 洲 、 欧 洲 、 美 洲 也 有 。 

一 般 认 为 绿豆 起 源 于 印度 ， 也 有 人 认为 起 源 于 中 国 的 广州 。 我 

国学 者 在 广西 、 云 南 发 现 了 野生 的 绿豆 ， 并 有 不 同 的 变异 类 型 。 因 

此 ， 现 在 普 人 过 认为 我 国 也 是 一 个 起 源 中 心 。 绿 豆 种 植 的 传播 由 印度 

传 入 印度 支那 、 爪 哇 等 地 ， 然 后 ， 由 马达 加 斯 加 传 入 非洲 大 陆 ， 近 

代 传 入 非洲 。16 世纪 传 入 欧洲 ， 美 洲 ， 日 本 约 于 17 世纪 从 中 国 引 

入 。 绿 豆 是 温带 、 亚 热带 和 热带 高 海拔 地 区 广泛 种 植 作物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由 于 绿豆 起 源 于 温带 和 亚热带 ， 属 于 短 

日 照 植物 ， 但 对 光照 的 反应 不 敏感 。 绿 豆 喜 温暖 湿润 的 气候 ， 耐 高 

温 ， 日 平均 温度 30—36°C 生长 旺盛 ，8 一 12” 发 芽 ， 最 适宜 生长 的 

温度 为 25—30°C, 。 有 效 积 温 为 1600 一 2400"2， 结 莱 后 怕 和 霜冻 。0%C 

时 ， 植 株 死亡 。 绿 豆 较 耐 旱 ， 据 台湾 省 研究 报告 指出 ， 绿 豆 每 日 需 

水 量 平均 为 3.2mm” 和 玉米 的 需 水 量 相同 。 怕 涝 ， 地 面 积 水 2 一 3 

天 ， 会 造成 死亡 。 绿 豆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以 壤土 或 石灰 性 冲积 土 

为 宜 ， 在 红壤 与 粘 壤 中 亦 能 生长 。 适 宜 的 p 互 一 般 不 能 低 于 5.5。 耐 

微 酸 和 微 碱 。 怕 盐 碱 ， 在 土壤 含 盐 量 为 0.2% 能 生长 ， 但 产量 低 ， 

可 做 绿肥 和 饲料 。 

饲 用 价值 ”绿豆 的 种 子 是 重要 食品 ， 也 是 食品 工业 和 酿酒 业 的 

重要 原料 和 重要 药材 。 它 的 莱 壳 、 豆 饼 、 秸 秆 含有 丰富 的 蛋白 质 和 

其 他 营养 元 素 ， 是 各 种 牲畜 的 优良 饲料 。 如 果 用 做 青 饲 ， 或 制 成 于 

草 ， 更 是 优良 的 蛋白 质 饲 料 ， 据 测定 ， 绿 豆 鞠 中 含 粗 蛋白 质 8%， 

脂肪 1.9%， 钙 2.46% 。 其 化 学 成 分 、 消 化 率 及 粉 酒 的 营养 价值 见 

表 73 一 1、73 一 2、73 一 3。 

栽培 要 点 ”绿豆 出 苗 时 子叶 出 土 ， 播 种 前 应 整 好 地 ， 并 有 较 好 

的 坟 情 。 播 种 期 不 严格 ， 可 春播 , 也 可 夏 种 。 在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 

一 年 可 种 三 季 。 播 种 量 每 亩 为 1 一 1.5 kg , 一 般 每 亩 8000 一 15000 株 。 

做 青 饲 用 可 适当 增加 播种 量 ， 每 亩 2 一 2.5kg 。 绿 豆 W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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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一 1 绿豆 英 的 化 学 成 分 *(% ) 

采样 水 粗 蛋 粗 粗 无 浸 粗 
脂 纤 出 7K 钙 Be 

地 点 分 白质 肪 维 和 氮 物 分 

安徽 14.8 8.8 | 1.9 25.2 42.1 i 2.46 0.11 

。 PEM AML AL AF be et ET A OT 

表 75--2 绿豆 秧 的 消化 率 * 

消 tH 率 (%) 
式 禾 帮 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HG | AM | ae 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样品 特征 

青 饲 ， 鲜 草 ， 粗 蛋白 质 

3.1%. HA AEI.3% 

于 草 ， 粗 蛋白 质 4.5%、 

粗 纤维 40% 

风 于 草 ， 粗 蛋白 质 4.5%、 

粗 纤维 40% 

。 引 自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1985， 农 业 出 版 社 。 

表 73 一 3 ”绿豆 粉 渣 营养 价值 * 

原 样 中 干 物质 中 

BF 

项 

干 | 粗 白 | 粗 | 粗 | 无 浸 | 粗 HA 粗 
目 | @ H | 经 出 | 2K 磷 纤 钙 

质 | 蛋 质 | 肪 | 维 | 氮 物 | 分 蛋 质 维 

Forel deo 2.1 Jo. [anc | 8.7 |0.3 |o. 060. 03 15.0 | 20.0 | 0.43 | 0.21 

奶牛 ， 产 奶 净 能 1.00MJ/Kkg 产 奶 净 能 7.20MJ/kg 

0.32NND/kg 2.29NND/kg 

可 消化 蛋白 质 14g/kg 可 消化 蛋白 质 102g/kg 

id A4e, RE 1.51MJ/kg 代谢 能 10.71MJV/kg 

养 净 能 0.92MJ/kg 净 能 6.57MJ/kg 

价 增 重 净 能 0.58MJ/kg 增 重 净 能 4.14MJ/kg 

fi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14g/kg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102g/kg 

猪 ， 总 ”能 2.55MJ/kg | 消化 能 11.05MJ/kg 
消化 能 1.55MJ/kg 代谢 能 10.29MJ/kg 

代谢 能 1.42MJ/kg 

。， 引 自 《中 国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1985， 农 业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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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玉米 、 高 粱 、 棉 花 、 甘 暮 、 谷 子 等 作物 间作 ,也 可 在 果树 、 林 森 
WT, BL, BBA, EEK, READ, AA 
断 增 加 。 它 可 在 麦收 后 种 植 ， 成 为 与 小 麦 轮 作 的 好 方式 。 
以 收 种 子 为 目的 的 绿豆 ， 要 及 时 中 耕 除草 , 培土 防 倒伏 , 于 旱 时 

应 灌水 ， 涝 时 要 排水 ， 并 适时 施肥 ，- 特别 是 磷 钾 肥 尤 为 重要 。 绿 豆 
的 病虫害 较 多 ， 如 叶 刘 病 、 根 蔡 腐 病 、 锈 病 、 白 粉 病 ; 大 豆 蚜 、 菜 
if, DER, week, RTKS, BRM. ‘i 
UGARKFRMRE, WEE AARA. RF. 

也 可 与 玉米 一 同 作为 青贮 饲料 。 
(RBA) 

74. JEM 43 

Vicia villosa Roth var. 

glabrescens Koch 

AS 光 叶 紫花 车 子 。 稀 毛 车子 
形态 特征 ” 越 年 生 或 一 年 生 草本 。 主 根 粗壮 ; Ab 深 达 1 一 

1.5m， 侧 根 发 达 ， 主 茎 不 明显， 有 2 一 5 个 分 枝 节 ， 一 次 分 枝 
5 一 20 个 ，2 一 3 次 分 枝 常 超过 30 个 多 至 百 余 个 ， 角 逢 草 生 ;长 到 5 一 
3m， 枝 四 棱 形 中 空 ， 朴 被 短 柔 毛 。 双 数 羽 状 复 时 FHA, AD 
Hr8—20, ll Bm wea, K1—3cm, #0.4—0.8cm, Ws 

较 少 ， 托 时 戴 形 。 总 状 花 序 ， 花 序 梗 长 8 一 16 cm ， 有 花 15 一 40 采 ， 
花冠 蝶 形 ， 红 紫色 。 荧 果 矩 圆 形 ， 光 滑 ， 淡 黄色 ， 含 种 子 2 一 6 粒 3 
种 子 球形 ， 黑 色 〈 图 74)。 

细胞 染色 体 ，2 = 14。 中 
地 理 分 布 “本 变种 最 早 在 美国 俄 勤 岗 州 种 植 ， 以 后 在 其 东南 部 星 

诸 州 均 有 栽培 。 我 国 于 20 世 纪 40 年 代 引入 江苏 ， 之 后 河南 。 WR 
安徽 、 湖 北 、 云 南 、 四 川 等 省 均 推 广 栽 培 ， 总 面积 尊 达 70 万 公 质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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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在 江苏 及 云南 等 

省 曾 选 育 出 早熟 品 

种 ， 生 产 性 能 恨 好 ， 

成 为 目前 主要 的 栽培 

草 种 。 在 甘肃 、 新 疆 
等 省 区 可 以 春播 ， 但 

其 产量 不 及 毛 叶 敬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江淮 之 间 秋 

播 的 ， 全 生育 期 为 

250 一 260 天 ， 早 熟 品 

种 为 235 一 245 天 。 在 

南京 ， 播 种 后 5 一 6 天 

出 苗 ， 再 经 10 一 15 天 

分 枝 ,， 分校 盛 期 在 2 

图 74 tH Vicia villosa Roth var. 

glabrescens Koch 

A, 3 月 上 匈 伸 长 ， 初 花期 前 后 伸 长 最 快 ， 花 期 早晚 受 春季 温度 所 
影响 ， 一 般 初 花 在 5 ALA, BEEP a, PME 6 月 10 朋 至 
15 日 左右 。 种 子 发 萄 适 温 为 20 一 25s， 气 温 低 至 3 一 5sC 时 地 上 部 则 
停止 生长 ，20sC 左 右 生长 最 快 ， 也 最 有 利于 开花 结 莱 ， 阴 两 会 影响 
开花 授粉 。 适 应 性 广 ， 自 平原 至 海拔 2000m 的 山区 均 可 种 植 ， 在 红 
球 坡 地 以 至 黄 淮 间 的 碱 砂 土 均 生 长 良好 。 耐 寒 性 强 ， 当 气温 低 于 
- 10 一 -20C 时 地 上 部 开始 受 冻 。 在 山东 南部 能 安全 越冬 。 耐 时 性 
强 ， 但 不 及 毛 叶 车 子 ， 现 曹 期 之 前 也 较 能 耐 湿 ， 故 在 江淮 间 产 量 往 
往 超 过 毛 时 车子。 耐 将 性 及 抑制 杂 草 的 能 力 均 强 ， 可 以 在 pH4.5 一 
5.5， 质 地 为 砂 土 至 重 粘 土 ， 含 盐 量 低 于 0.2% 以 下 的 各 种 土壤 上 
种 植 。 

，， 饲 用 价值 ， 光 时 者 子 的 饲 用 价值 相当 于 毛 时 考 子 ， 牛 、 羊 、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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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均 喜 食 。 我 国 农 区 以 青 饲 为 主 。 在 美国 用 作 王 草 或 青贮 饲料 ， 也 

作 青 饲 或 放牧 。 在 现 得 期 收 制 ， 亩 产 鲜 草 约 2000 一 3500 kg ， 如 果 

分 次 收 制 ， 可 以 避免 因 草 层 太 厚 而 导致 下 部 叶片 黄 化 或 霉 腐 ， 而 且 

FRB. FEL MEM RF 9 月 份 播种 可 在 3 月 下 旬 及 5 ALAS 

1 次 ， 于 8 月 中 、 下 名 播种 而 生长 良好 的 ， 可 于 临 冬 、 早 春 及 初夏 

各 收工 次 ; 也 可 以 密 播 而 分 批 抽 行 收 割 ， 以 增加 收 割 的 次 数 和 产 

量 。 饲 草 品 质 以 现 葵 期 之 前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74。 

R74 光 叶 敬 子 化 学 成 分 表 * 

GF 物 RM 生 
和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租 灰分 期 

分 析 部 位 分 
(%) 

3. UM. BE PAF HH12.69 | 23.07 

2. MLB EE] 9.50 | 19.09 

2. OL EVE 4.40 | 17.83 

4.99 24.15 27.47 7.63 | 干草 

6.85 | 干草 

6.95 | 于 章 

3.94 30.82 29.80 

2.17 31.61 37.04 

。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另 据 四 川 凉山 州 草原 工作 站 分 析 ， 分 枝 期 全 章 干 物质 中 粗 蛋 白 

质 达 30.69% 、 粗 脂肪 9.7%、 粗 纤维 22.82% ,无 氮 浸 出 物 28.05%%、 

粗 灰 分 8.74%、 钙 1.48% 、 磷 0.24% 。 

光 叶 者 子 也 是 良好 的 绿肥 与 覆盖 作物 , 在 果园 可 利用 其 硬 籽 ( 通 

常 含 10 一 15% ) 特性 年 年 秋季 自生 ， 而 在 3 一 6 月 份 覆盖 。 也 可 用 为 

开垦 生 荒 地 的 先锋 作物 ， 有 良好 的 压制 杂 草 及 改良 土壤 效果 ， 在 农 

田 作 绿 肥 时 ， 是 水 稻 、 棉 花 、 玉 米 等 作物 的 前 作 ， 适 时 赫 翻 ， 增 产 

效果 显著 ， 在 现 莹 期 鲜 草 肥料 成 分 如 下 ， 全 所 0.50%、 五 氧化 二 磷 

0.13%、 和 氧化 钾 0.43% 。 

光 叶 著 子 也 是 良好 的 蜜源 植物 ， 花 期 长 达 1 个 月 ， 蜜 质 好 ，1 

亩 可 提供 蜜 25 kg AA. 

栽培 要 点 ”稻田 秋 播 宜 先 浅 耕 灭 茬 或 免 耕 ， 赫 后 开 塘 穴播 ， 要 

开 好 排灌 沟渠 在 棉田 、 玉 米田 、 高 梁 田 及 果树 行 间 套 种 ， 先 耕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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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土地 ， 再 开行 条 播 。 春 麦田 套种 用 撒播 ， 播 后 灌水 ， 整 地 不 要 求 

太 细 碎 ， 但 苗床 须 保 持 有 较 好 的 土壤 水 分 。 适 期 早 播 是 取得 高 产 的 

关键 ， 黄 河 下 游 地 区 宜 在 8 月 上 上、 中旬， 淮北 为 8 月 中 旬 至 9 月 上 

各， 江淮 之 间 一 般 为 9 月 ， 也 可 提早 至 8 月 中 旬 ， 西 北 地 区 套 复 种 

为 5 月 中 、 下 旬 ， 种 子 千粒重 20 一 25g， 每 亩 播种 量 早 播 或 肥 地 为 

5 一 4kg ， 迟 播 或 首 地 为 5Kg ， 行 距 40 一 50cm ， 作 分 次 或 抽 行 收割 
的 为 25 一 30cm ， 覆土 深度 3 一 4cm 。 磷肥 有 和 良好 的 增产 效果 ， 宜 作 

基肥 施用 。 

光 叶 车 子 可 和 黑 麦 草 或 黑 麦 混 播 ， 也 可 和 短 豆 加 芥菜 混 播 ， 这 

样 能 提高 青苗 的 高 庆 ， 比 单 播 的 可 增产 30% 左右 ， 通 常 黑 麦 草 和 蔡 

子 用 同行 混 播 ， 黑 麦 和 和 蛋 豆 为 间 行 播种 ， 芥 菜 为 撒播 ， 每 亩 播种 量 

为 黑 麦 草 0.5 二 1kg ， 黑 麦 3 一 4kg ， 竺 豆 10 一 12 kg ， 芥 菜 0.5kg， 
光 叶 车 子 为 2.5 一 3kg 。 

留 种 要 求 有 较 高 的 栽培 条 件 ， 由 于 阴雨 会 影响 开花 授粉 ， 故 产 

种 量 以 花期 少雨 的 黄 淮 之 间 及 西北 地 RRS, WHE SAE 不 够 稳 

定 ， 栽 培 上 要 适当 晚 播 、 稀 播 。 每 亩 留 苗 约 8000 一 15000 hk, RA 

条 播 、 穴 播 并 和 小 麦 间 播 而 以 后 者 为 支架 ， 要 加 强 排水 和 病虫害 的 

防治 。 全 期 危害 的 是 蚜虫 ， 花 莱 期 危害 的 有 葡 马 、 豆 菜 蜡 ， 宜 及 时 

检查 防治 。 病 害 以 叶 斑 病 为 常见 , 可 用 25% 多 菌 灵 (1 : 250) 喷 酒 , 带 

毒 的 蚜虫 可 传播 病毒 病 , 可 以 造成 无 收获 , 故 首 先 应 彻底 防治 蚜虫 。 

〈 顾 荣 申 ) 

edd ee ee I 

Phaseolus calcaratus Roxb. 

AS KE, Mb. KF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主根 不 发 达 ， 侧 根 AK, AL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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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 4B 长 2 一 3 

m， 分 枝 3 一 10 个 。 

SHSM , OBR 

状 NIB. K 7.5—10 

cm, %&3—6.5cm; 

叶柄 长 6 一 12cm ， 密 

被 白色 柔 毛 ; HMM 

圆 或 披 针 形 。 总 状 花 

序 ， 腋 生 ， 有 花 5 一 

2038, He 2—32E REA: 

于 一 个 节 上 ， 黄色 或 

Ri. HR 长 6 一 

12cm， 宽 0.5cm , 褐 

& , Wa, BHP 

F 6 一 10 fis BFK 
简 形 ， 米 黄色 或 红 图 75 人 竹 豆 Phaseolus calcaratus Roxb, 

fi, MAG, We 

roth, PRIA 〈 图 75)。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中 国 及 印度 支那 半岛 。 本 种 栽培 历史 较 灰 ;可 
分 为 4 个 变种 。 我 国 长 江 以 南 各 省 及 内 蒙古 、 山 西 、 山 东 、 河 南 、 
陕西 等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各 地 名 称 不 一 ， 江 西 统 称 竹 豆 ， 四川、 贵州 
称 爬 山 豆 、 巴 山 豆 ， 安徽、 江苏 、 云 南 称 饭 豆 。 不 同 地 方 品种 的 种 
子 颜 色 、 大 小 也 不 一 。 江 西 的 竹 豆 偏 晚熟 ， 以 山区 种 植 较 多 。 国 外 
在 朝鲜 、 日 本 、 东 南亚 诸 国 以 及 美国 、 澳 大 利 亚 均 有 种 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人 竹 豆 为 短 日 照 植物 ， 对 光 周期 反 应 敏 

感 ， 种 子 萌发 温度 为 10 一 12*D，14sC 以 上 发 芽 加 快 。25 一 35%C 之 间 

生长 最 快 ， 茎 草 每 天 可 伸 长 5cm 以 上 ，38" 以 上 生长 较 慢 ,4 月底 

。，250。 



播种 的 于 9 AP ARE, 10 月 下 旬 至 11 月 上 名 成 熟 , 生 育 期 180 一 200 

天 。 再 生性 好 ， 可 收割 2 一 3 次 ， 耐 于 旱 ， 也 较 耐 湿 ， 水 渡 时 只 要 有 

儿 个 生长 点 露出 水 面 ， 水 退 后 仍 可 长 出 新 梢 。 耐 阴 ， 适 于 树 行 间 种 

His 耐 将 并 能 耐 pDH5. 2 的 酸性 土壤 ， 能 连作 ， 少 病虫害 ,不 耐 霜 冻 。 

饲 用 价值 “ 茎 叶 和 柔软， 可 青 饲 、 青 贮 或 晒 制 干草 ， 夏 播 后 2 个 

月 荃 叶 比 为 130.63。 农 家 主要 ARR, HORE, 4. BM. R 

也 都 喜 食 。 在 南京 作 分 次 收割 ，4 月 下 名 播种 的 在 7 月 初 ， 8 月 

初 ， 及 9 月 中 旬 可 各 收 1 次 。 每 雷 可 提 供 青饲料 1000 一 2500 kg 。 

FEL PRAT XI 1 次 后 留 着 作 采 种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5。 

R75 竹 豆 化 学 成 分 表 

分 折 | 和 HF th ROM) a 

部 位 | 期 ge | mune | mare | Se | [| 开 | 
Ze, ML ZE* ER 26.0] 5.6 17.3 42.5 | 86 | — 

全 草 | 初 莱 期 | 19.7 | 6.1 29.3 36.7 | 8.2 |1.901 0.14 | poe. 
畜牧 所 

种 和 20.78| 1.77 4.36 59.48 | 4.61| —| 一 江西 省 农 科 - 
院 畜牧 所 

© 按 苏 加 楷 编 《优良 委 草 栽培 技术 》 中 换算 。 

竹 豆 也 是 良好 的 覆盖 绿肥 作物 ， 适 于 坡地 种 植 ， 常 种 于 疏 林 及 

果 、 茶 园 的 行 间 。 草 层 厚 度 常 达 40cm ， 保 水 保 土 效果 和 良好， 用 作 

绿肥 在 江西 1 次 收割 的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2000 一 2500 kg ， 鲜 草 肥 分 如 

下 :所 0.44%， 五 氧化 二 磷 0.13% ， 氧 化 钾 0.34% 。 种 子 含 碳水 化 

合 物 60.7% ， 粗 蛋白 质 20.9% 。 可 代 粮 食用 ， 与 大 米 同 者 粥 ， 作 饭 

或 包 粽 子 或 代 绿豆 制 作 清 凉 饮料 。 亩 产 种 子 100 一 125kg ， 高 的 达 

200 kg 。 

载 培 要 点 ”对 整地 要 求 不 严 , 但 需 土 层 较 深 厚 。 自 4 月 中 ,下旬 圣 

7 月 上 条 均 可 播种 ,以 早 播 的 产量 高 , 留 种 的 也 宜 早 播 。 种 子 千 粒 午 
60 一 80g, 饲 用 的 每 亩 播种 量 2.5 一 3 kg ， 留 种 的 1—-1.2ke, RAK 

|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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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 行 , 穴 距 45x 30cm ,每 穴播 5 一 6 粒 , 覆土 2cm 左右 ， 留 种 的 适当 

放宽 ， 每 穴 留 苗 2 一 3 株 。 宜 施用 磷肥 及 土 杂 灰 肥 做 基肥 ， 分 次 收割 

的 割 茬 应 留 有 4 一 5 个 节 ， 割 后 宜 酌 量 施 氮 肥 ， 必 要 时 进行 中 宕 或 灌 

水 ， 以 促进 生长 。 竹 豆 病 虫 危 害 少 。 偶 有 BI, Mh, Be 等 危 

害 ， 要 注意 防治 。 留 种 的 花 莱 期 如 干旱 宜 灌 水 以 保证 产量 。 

竹 豆 可 以 和 玉米 、 苏 丹 草 、 高 梁 等 间 、 混 作 ， 同 时 收割 饲 用 。 

( 顾 荣 申 ) 

76. BL 豆 

Vigna sinensis (L. ) Endl. 

Mf Ris. HH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生 草 本 。 主 根 入 土 深 达 30 一 40cm ， 侧 根 

RK, ER, MHS. SAM, K2—-5m, PRSTEA, SAU 

10, REHASH, GWENT OB, BK, MENT BRHBE, 

Ara FH » TKR A 叶柄 长 10 一 15cm 。 总 状 花 序 ， 有 花 2 一 4 东 ， 紫色 。 

莱 果 下 垂 ， 长 8 一 12cm ， 含 种 子 7 一 12 粒 : HBR, BAB, 

(图 76) 。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本 种 原 产 于 亚洲 南部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海南 、 广 东 、 

广西 、 福 建 、 人 台湾 、 江 西 、 湖 南 、 湖 北 等 省 区 ， 长 江 以 北 有 少量 作 

饲 草 种 植 ; 国外 在 东南 亚 、 印 度 、 美 国 等 国家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得 日 照 性 ， 在 江西 、 湖 南 、 浙 江 等 省 ， 

4 月 播种 ，6 月 中 、 下 名 至 7 ALARM. SAPO 

即 开 花 ， 8 ARH, 9 月 中 、 下 名 种子 开 始 成 熟 ， 但 直至 下 霜 前 

仍 陆续 有 东 成 熟 。 在 广东 湛江 ，4 月 初 播种 的 ， 至 5 月份 草 长 2 一 

4m, 6 月 份 长 达 5 一 6m, 覆盖 度 达 80 一 100% , 草 层 厚度 40 一 50cmw，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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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 9 月 份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约 180 天 ， 

不 耐 霜冻 ， 在 长 江 以 

北 虽 可 生长 良好 ， 但 

留 种 产量 低 。 

Tae eR A 

气候 ， 耐 高 温 ， 耐 

将 ， 但 对 磷肥 效应 良 

好 ， 耐 干旱 ， 适 度 耐 

阴 ， 适 应 于 南方 酸性 

强 的 红 、 黄 坏 生 长 ， 

不 耐 涡 水 ， 要 求 排水 

良好 ， 能 抗 线虫 、 病 

%. ThA, REAR 

Bit. 

Ge 

SS 
ae
 

w
y
 

a
 

W SEN 
ss OSE 9 SS 

图 76 BL Vigna sinensis (L,.) Endl. 

饲 用 价值 ” 耐 浊 割 ， 产 量 高 ， 草 质 好 ， 为 牛 、 羊 、 免 、 猪 等 家 
畜 所 喜 食 ， 种 子 可 供 食用 ， 可 与 玉米 混 播 用 为 青贮 料 〈 1 ORS, 
2 份 玉米 )。 也 可 青 饲 或 栖 制 干草 , 在 南京 , 割 青 3 次 的 产 草 2230 kg ， 
2 次 的 2620ke, 1 次 的 3000kg ， 在 福建 、 广 东 等 省 ， 产 量 可 达 

3500 一 4200Kkg ， 在 大 多 数 豆 英 已 长 成 而 有 少数 已 成 熟 时 可 晒 制 干 
草 。 和 干草 如 与 碎 玉 米 混合 ， 可 以 喂 种 母 猪 ， 效 果 良 好 。 收 种 剩 下 的 
芯 。 蔷 党 也 可 同 用 。 鲜 草 化 学 成 分 如 天 76。 

据 江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测定 对 猪 的 消化 率 如 下 : 有 机 物 64%， 
| 粗 蛋 直 质 65%， 粗 脂肪 87%， 粗 纤维 52%， 无 握 浸出 物 66% 。 每 公 
| 

斤 鲜 草 的 饲料 单位 含量 0.23 kg ， 可 消化 粗 蛋白 质 25.87g。 在 猪 的 
| 基础 日 糖 中， 加配 40% 鲜 草 ， 人 饲养 60 天 ， 每 头 每 天 增 重 6.5kg ， 比 
| 不 加 垃 豆 茧 的 多 增 重 0.25 kg 。 

亚 豆 也 是 良好 的 覆盖 绿肥 作物 ， 可 种 于 果树 、 橡 胶 树 的 行 间或 
° 253 ° 



76 GL mR 

本 | sm mK) 
mimeum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人 

Sa. H. ) 南昌 | 初 花 期 | 76。41 

江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分 析 。 

梯田 坎 壁 ， 由 于 草 层 厚 ， 降 温 保水 作用 好 ， 据 种 植 3 个 月 后 在 树 行 
间 测 定 ， 覆 盖 的 地 表 温 度 为 35*%C， 未 种 植 而 无 覆盖 的 为 51.5%C。 福 
建 省 果 树 研究 所 在 柑 桔 园 种 植 并 施用 柚 豆 的 ， 柑 桔 增产 22.9%， 
亦 豆 的 鲜 草 肥 分 如 下 ， 氮 0.48%， 五 氧化 二 磷 0.19%， 氧 化 钾 
0.24%, 

BPR, EERE AER W100 ke 左右 ， 在 江苏 南 
部 已 不 能 全 部 成 熟 ， 亩 产 为 25 一 50kg 。 

栽培 要 点 ， 要 求 适 当 深耕 ， 存 碎 土 块 ， 开 好 排灌 沟渠 ， 当 旬 平 
均 温 度 在 15°C 左右 时 即 可 播种 ， 广 东 、 福 建 自 3 月 至 7 月 均 避 播 

种 ,以 适当 早 播 为 宜 。 福 建 省 果树 研究 所 试验 ,， 4 A 
鲜 草 4240kg， 比 6 月 中 名 播 种 的 增收 35.4% 。 种 子 千粒重 110— 

130g。 宜 用 穴播 ， 穴 距 40x 30cm， 每 穴 3 一 4 粒 ， 每 亩 2 一 2.5kg ， 
在 果园 间作 可 用 条 播 或 穴播 ， 按 利用 目的 及 树 型 大 小 调节 行 穴 距 ，。 
留 种 的 穴 距 50 x 30cm ， 每 穴 2 一 3 粒 。 南 方 可 汶 制 1 EARL AG PEE BS 
种 。 需 施用 磷肥 和 杂 灰 为 基肥 ， 作 分 次 Wc My BY FE 300m Ze AG, 结 

合 根 际 松 土 追 施 少量 氨 肥 ， 必 要 时 进行 灌水 ， 以 提高 再 生 能 力 和 产 
和 省 的 和 
黄 条 跳 归 、 豆 莱 蝇 等 也 需 注 意 防 治 。 

BLL PTL ALT OK, PUR, SR PERIL GT RHE, ARIK. ne 
青贮 适 期 同时 收割 谓 制 。 

Ci 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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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乌 页 豆 

Vigna cylindrica (L. ) Skeels. 

别名 BRE. Se. We | 

CARTE —FEBERKAWEAR, ERRRKA, PHEB . 

FPREMBRE. SHPAEB, We, LMBAB, 长 100 一 150cm， 

能 缠绕 它 物 而 上 ， 有 分 枝 3 一 5 个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项 生 小叶 菱 状 卵 

i, MA) ot OOH 

形 ， 和 先端 稍 尖 ， 上 面 

光滑 ， 浓 绿色 ， 叶 柄 

FE EE BOB OR 

4,5 RTE, AE 

2 一 5 茶 ， 浅 紫色 或 带 

蓝 紫 色 。 荧 果 圆 柱 

形 ， 光 滑 ， 长 10 一 18 

cm, uxt St 黄 A 

色 7 含 种 子 6 一 13 粒 ; 

种 子 肾 形 , 一 黑色 或 黑 

meth, Bh FL AH IMR 

黄 ， 中 部 白色 “〈 图 77) 。 

图 77 ere Vigna cylindrica (L.) 

Skeels.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 
地 理 分 布 ” 我 国 浙江 、 江 西 两 省 种 植 较 广泛 ， 江 苏 ;， 福建 、 湖 

BH. 湖北 、 河 南 等 省 也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乌 亚 豆 为 短 日 照 植物 ， 在 长 江 下 游 春播 

的 ， 因 日 照 逐 渐 增长 ， 始 花期 延迟 ， 秋 播 的 始 花期 缩短 ， 蔡 较 短 ， 
“ 255。 



分 梳 较 少 ， 而 春播 的 植株 较 繁 茂 。 在 20 汉 以 上 茎 叶 生长 较 快 ， 但 开 

花 后 遇 高 温 则 生长 提前 结束 。 生 育 期 70 一 80 天 ， 但 在 生长 的 前 期 或 

后 期 如 处 于 气温 不 足 20* 的 情况 下 , 会 延长 至 90 天 , 在 浙江 衢 县 4 月 

23 日 播种 ， 6 KWH, 6 月 10 日 分 枝 ，18 日 初 花 ，23 日 盛 花 ，26 日 

Few, 7 月 15 日 成 熟 ， 接 着 可 第 二 次 播种 ， 于 9 月 底 成 熟 。 不 

耐 霜冻 ， 耐 旱 、 耐 酸 能 力 较 强 ， 适 应 pH5 一 8.5 的 土壤 ， 在 江西 第 

Wea LUST eet LER, MARE, Is 

十 会 造成 落花 ， 也 影响 结 莱 , SM MFRS. TM, 

砂 壤土 当 水 分 降 至 9.0%, MITRE, 4K 26%, 

主根 渐 发 黑 腐 烂 ， 溃 水 超过 4 小时， 会 使 植株 逐渐 枯 凌 死亡 ， 故 要 

求 土壤 排水 良好 。 

饲 用 价值 ” 乌 均 豆 原 是 一 种 生长 期 短 的 小 杂粮 作物 ， 但 有 着 较 

好 的 饲 用 价值 ， 可 以 青 饲 或 晒 制 于 草 ， 也 可 与 玉米 、 苏 丹 草 、 涉 米 ， 

等 间 、 混 作 而 用 为 青 贮 饲 料 。 适 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BBR. BEF 

好 ， 可 分 2 次 浊 割 ， 第 一 次 在 株 高 40 一 50cm WY, BHR 10cm & 

右 ， 再 生 一 个 月 可 刘 第 二 次 ， 也 可 第 一 荐 加 为 饲 草 ， 第 三 茬 留 种 ， 

生长 期 短 ， 在 长 江 以 南 可 种 2 茬 ， 在 淮北 地 区 可 收 划 1 次 ， 留 种 1 ， 

次 。 摘 荧 收 种 后 蔡 叶 仍 保持 青绿 ， 可 照常 青 饲 。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7。 

R77 乌 开 豆 化 学 成 分 表 ” 

2. Mr. OE 19.50 4.09 18.00 44.84 

ZX. HEL % 

江苏 扬州 | 初 花期 

江苏 杨 州 | 初 葬 期 16.50 3.77 19.34 49.21 

© 江苏 农学 院 分 析 。 

鸟 吉 豆 也 可 用 为 覆盖 或 绿肥 作物 , 间 种 于 果 。 桑 、 茶 的 树 行 间 。 
也 可 在 玉米 、 甘 昔 、 棉 花 的 行 间 套 种 ， 生 长 40 一 50 KR, WOR 
青 ， 增 产 效果 显著 。 亩 产 鲜 草 为 800 一 1500 kg ， 盛 花期 鲜 草 肥 分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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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氨 0.42%， 五 氧化 二 磷 0.04%， 氧 化 钾 0.19% ， 此 外 ， Hi SE TY 

(ee, MER ws0—150kg, WR aA A 

栽培 要 点 要 求 适当 深耕 ， 精 细 整 地 ， 开 好 排灌 沟 续 。 播 种 期 

较 长 ,在 江苏 .浙江 一 带 可 自 4 月 下 名 到 8 月 上 旬 之 间 。 一 般 在 棉花 、 

也 米田 间 套 种 的 5 月 上 名， 用 早稻 天 复 种 的 在 8 月 20 日 之 前 : 间 种 

于 果 、 桑 、 茶 园 的 在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 采 种 的 田 适 当 早 播 ， 在 

湖南 、 江 西 两 省 中 部 还 可 以 提早 10 一 20 天 。 种 子 千 粒 重 100 一 1308g。 

每 亩 播种 量 灾 播 的 4 一 5 kg ， 行 距 30cm ， 从 跑 15 一 20cms 条 播 用 

种 子 5 一 6kg ， 行 距 35cm 。 使 每 亩 有 菌 4 万 株 ， 采 种 的 宜 适 当 放宽 

行 、 穴 距 ， 使 每 亩 有 苗 1.2 一 1.5 万 株 。 播 种 深度 3 一 45cm， 施 肥 

可 在 苗 期 酌 施 1 次 氨 肥 而 着 重 施用 磷肥 ， 一 般 亩 施 20 一 25 kg WB 

酸 钙 为 基肥 。 田 间 管 理 要 及 早 查 苗 补 种 。 在 苗 高 10 一 13cm 时 ， 中 

耕 除 草 1 次 。 雨 季 要 做 好 清 沟 理 墙 。 花 荧 期 高 温 干 旱 需 适 量 灌 水 。 

村 注意 病虫害 的 防治 ,主要 虫害 有 蚜虫 ， 发 生 于 时 背 ， 自 下 期 至 开 

花期 有 斜纹 夜 蛾 ， 幼 虫 咬 害 叶 部 ， 结 荚 期 有 豆 蔷 螨 ， 均 应 按 常 规 喷 

药 及 早 防治 。 枯萎 病 发 生 在 主 共 上 ， 有 病 植 株 的 病 孢 子 会 随 土壤 水 

分 的 移动 扩散 。 故 留 种 田 要 避免 连作 ， 加 强 排水 ， 及 时 拔除 并 销 绽 

病 株 以 减少 染病 的 机 会 。 

包机 豆 可 在 玉米 、 苏 丹 草 、 小 米 的 苗 期 进行 间 、 混 作 ， 而 按照 

这 些 作物 的 收割 适 期 调制 育 贮 饲料 。 
CAR FD 

78. 长 HD 

Vigna sesquipedalis (L.) Fruw. 

A% Mik. BBE. WME, We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共 直立 、 半 直立 、 铀 角 和 草 生 纺 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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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 复 叶 互生 ， 时 柄 长 ， 无 毛 ， 基 部 有 -对 长 约 ] 一 1.8cm 的 小 托 

时 。 叶 片 具 略 带 壮 形 的 小 梗 ， 全 缘 或 有 不 明显 的 角 ， 基 部 阔 模 形 或 

圆 形 ， 顶 端 渐 尖 锐 。 叶 面 光 滑 无 毛 ， 叶 长 约 7 一 由 cm ， 闪 入 状 技 针 

形 的 处 托 叶 。 总 状 人 花 Ed 

FRE, FRI 

4; RAR SERS 

曲 ， 先 端 钝 圆 或 具 

We, ARAB ERG 

His HE Ss 4E EEA IS 

AB, HBR 
ia cf FREE, ERM od); hs é 

A=, BH j 人 
ay Ks My 人 \iS > 一 

AN 4 

LE, AR, BH 

小 ， 呈 尖锐 三 角形 。 

BRK BAB, HE 

HH, 顶端 厚 而 鳄 ， 直 

立 向 上 或 下 垂 。 长 约 

30 cm 以 下 ， 成 熟 时 
为 黄白 、 黄 料 、 浅 图 78 ELS Vigna sesquipedalis(L,)Fruw. 

红 、 褐 色 和 紫色 。 种 

FRE. HAE. AEE ME. PAA. BA. 2. RA, 

黑色 。 百 粒 重 10 一 20g (A478). 

细胞 染色 体 2n = 22、24。 

WED Tee 源 说 法 不 一 ， 有 人 认为 起 源 于 非洲 中 西 

部 ， 有 人 认为 是 非洲 和 中 国 。 我 国 的 云南 西北 部 发 现 了 野生 亚 豆 。 

栽培 克 豆 多 分 布 在 温带 、 热 带 和 亚热带 。 我 国 的 主要 产 区 是 辽宁 、 

山西 、 河 南 、 湖 北 、 湖 南 、 广 西 、 云 南 、 四 川 、 台 湾 等 省 攻 ， 国 外 

WEA AIM. AR, RARMEW, RW. EL TRL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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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及 欧洲 各 国 ， 地 中 海地 区 、 南 美和 中 美洲 的 低地 沿海 地 区 

也 有 。 

”第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长 赤 豆 起 源 于 温带 、 亚 热带 和 热带 地 区 ， 
它 性 喜 温 耐 热 ， 不 耐 低温 与 霜冻 。 种 子 发 芽 最 适 温度 为 25 一 30%C， 
植株 生长 发 育 最 适 温 度 为 20 一 25%C，35sC 也 能 生长 ， 但 在 10% 时 生 
长 受到 抑制 ，5%C 以 下 受害 ,0%C 受 冻 死 亡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红 
BR, BRS AEAEK, MD pH6.2 一 7 中 性 轻 质 壤 士 生长 
最 好 。 耐 湿性 较 强 ， 能 在 降水 量 420 一 4100mm 的 范围 内 生长 ， 但 

BKB, Bk Re REE. SE, BAM ERA 
7k 450—80%. SURSARAW. HKAMHRMBARA. PB 

h 
| 

re 

| 
| 

| 

| 

-种 而 异 。 普 通 喜 豆 对 光 周 期 要 求 较 严格 ， 来 用 长 均 豆 则 对 光 周 期 反 

应 不 敏感 。 在 全 生育 期 中 ， 要 求 日 照 充足 ， 特 别 在 开花 结实 阶段 ， 

光照 不 足 ， 会 导致 落花 落 医 。 

饲 用 价值 ”长 赤 豆 的 种 子 、 莱 过 、 豆 秸 均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衣 78 一 1 ”长 开 豆 种 子 的 营 养 成 分 * 

mn | F z[we| ox a | z|" 8 

粗 蛋 白质 (%) | 19.5—24.7| 2.8 铁 (mg) 7.2—8.8 1.1 

粗 脂 肪 (%) 1 一 2 0.5 iW fb (mg) | 0.02—0.54 0.12 

粗 纤 维 (%) 4。1 一 5。6 0.8 4: +: 2B, (mg) | 0.33—0. 48 0.05 

无 氨 浸 出 物 (%)| 55.2—59.7 | 4.3 维生素 Bx(mg) | 0.11—0.36 

RR 分 (%) 3.0—3.8 | 0.6 维生素 CCmg) 0 
#5 (meg) 79—98 51 维生素 PPCmg)| “1.6 一 2。4 

磷 (mg) 329—474 60 

0.04 

12.0 

' S18 (RARAED , MH, 1989, 

它 富 含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和 多 种 氨基 酸 和 丰富 的 矿物 质 、 维 生 素 。 

长 亚 豆 种 子 在 国外 ， 做 为 优质 蛋白 质 饲 料 生产 。 
长 赤 豆 也 可 入 药 ， 有 理 中 益 气 、 补 肾 健 脾 之 功效 ， 并 可 治疗 脚 

气 病 、 心 脏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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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一 2 ”长 开 豆 茸 秆 的 化 学 成 分 *(%) 

amore | ame | mam meme | wKeem 粗 灰 分 

盛 花期 17.86 4.04 18.39 52. 28 7.43 

SE $e $y) 3 19. 93 3.06 19.52 49.52 7.91 
1 

oH 期 21.38 5.01 29.05 | 32.635 11.91 

。 引 自 《食用 豆 类 作物 》 科 学 出 版 社 ，1989。 

R78—3 长工 豆 的 消化 率 * 

消 化 率 (%) 
样品 -| 畜 种 样品 特 征 Ft She eet Co Vek 

mmm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Feo dl 
已 = 0 | 

HG | 猪 | BAA Bis 25.8% | 94 38 49 40 
种 子 HAF HE, 6.70% | 

花 前 期 ， 鲜 

豆 秧 | 羊 粗 蛋 白质 ,3.1% 76 59 60 81 

FAS HE, 3.7% 

is TH,” AP 

DR AAA, 11.3% 68 64 44 76 

HAA HE, 25.9% 

。 引 自 《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农 业 出 版 社 ，1985。 

栽培 要 点 “长 垃 豆 鼠 连 作 。 连 作 会 使 土壤 酸度 增加 , 抑制 根瘤 菌 

的 活动 ,造成 空 莱 , 因此 , 种 过 长 克 豆 的 地 块 应 隔 2 一 3 年 后 再 种 。 长 蒋 

豆 根深 株 型 大 ， 要 选择 土 层 深厚 ， 肥 沃 的 壤土， 并 进行 深耕 、 施 足 

HE, HH SEK. BRA AHMET ES FM, MIRE 4 

AFHESAPFHs 南方 多 夏 播 ， 在 6 一 7 月 。 台 湾 无 霜冻 ， 一 般 

在 2 一 4 月 播种 。 播 种 量 每 亩 2 一 3 kg , 若 作 饲料 或 绿肥 用 , 应 增加 于 

5kg 。 可 条 播 ， 也 可 点 播 。 饲 用 或 作 绿肥 用 ， 也 可 撤 播 。 

长 区 豆 在 生长 期 间 ， 需 追 施 磷 钾 肥 ， 并 及 时 防除 田间 杂 草 和 鱼 

虫害 。 

Ci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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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落 草 科 Cyperaceae 

79. AE Re 

Carex crebra V. Krecze 

WAST SERA, MREBAMAEA. Fm 20 一 35cm， 纤 

mn, BERR, BMA BAFERATR. MAR, ATH, 

ig, Wee. DOA, WEL 枚 雄性 ， 其 余 的 为 内 性 。 贺 

KE, K6—20mm; 

Fi RRs 肉 花 苞 片 

矩 圆 形 ， 边 缘 膜 质 ， 

H1—3ik,. REAR 

KRRAB, KAS 

mm, RMR E, 

RMR, ARR. 

JN WE 52 3] SN AK HG Il 

形 ， 长 约 3mm， 具 Re。 
3 棱 〈 图 79)。 a 

地 理 分 布 ”分布 "| 
于 我 国 陕西 、 甘 肃 、 fi 
青海 、 四 川 、 西 藏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图 79 密生 苦 曹 Carex crebra V, Krecz, 

| 特性 SAAR TER Way, CB, 干旱 河谷 灌 丛 草地 ， 

。261 。 



亦 生 于 干旱 草原 上 ， 分 布 区 海拔 高 度 在 2650 一 4400m。 通 常 5 月 中 

3H, 8 月 中 旬 进 入 果 期 ，9 月 以 后 逐渐 枯黄 ， 全 生育 期 约 

100 一 120 天 左右 。 

密生 这 草 为 草 旬 或 草 旬 草 原 ， 以 及 灌 草 丛 群 落 的 伴生 成 分 。 在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常 与 四 川 嵩 草 (Kobresia setchwanensis), R#% 

3 (Festuca rubra ), BRR (Poa sp.) 及 其 他 杂 类 草 一 起 

Hh Oks 在 灌 草 丛 群 落 中 则 伴随 火绒 草 (Leontopodium sp. ), Ais 

(Artemisia apiacea), BMAER (Andropogon yunnanen- 

sis) 、 蕊 草 (CArthraxon hispidus), RAR (Lespedeza sp.) 

等 一 起 出 现 。 

人 饲 用 价值 errr Te 
好 ， 营 养 价值 亦 较 高 ， 马 、 牛 、 羊 等 家 畜 终 年 喜 食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79。 了 
表 79 密生 营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mac | mmm | moe | eae | mm #5 | Be 

11.51 4.62 30.52 47.63 Gaza | 0.489] ~O.112 

。 青海 生物 研究 所 分 析 

(郭志 芬 ) 

80. Mak eH 

Carex lanceolata Boott 

BIS Bee, AEB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状 茎 粗 短 。 秆 扁 三 棱 形 ， 高 10 一 

a5em, JEM RBH, MAAR, ARK, WP, BW, ©, 

152mm, HH OMAR, WE, A BI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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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R HEN BR, FARE 针 形 ， 长 0.5-058ani Kee 
FRA, RBG; 

HRA MAD BL, 56 Bl 
形 ， 长 1 一 1.5cm， 

A6—7  HE, AM 

is 肉 花 鳞片 披 针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红 锈 
色 , KERR A1/2— 

1/3; RIES] Oy IB, 
圆 三 棱 形 ， 淡 绿色 至 让 
RHR, WA NTA 
8 一 9 条 凸 脉 。 小 坚果 NAN 
A Hh af RBH, 

BINH, =per, #: 
头 3 《图 80) 。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FRB AIL WR | 
Hy 4b. PRAt. 4 图 80 SKE Carez lanceolata Boott 

iH; AA, Bae, Be 

古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和 远东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RES EER, Bape ph 

EAR, RMA, HEMEL eee oe 
份 籽 实 成 熟 。 

凹 脉 菩 草 耐 阴 喜 湿 ， 适 于 生长 在 雨量 充足 、 气 候 凉 志 的 地 区 ， 
多 生长 于 林 下 和 林 缘 草地 、 山 地 草 旬 或 草 旬 草原 中 。 
饲 用 价值 巴 肪 若 草 返青 早 ， 幼 嫩 时 期 适口 性 好 ， 是 早春 优良 
秒 划 ， 符 、 马 春 夏季 喜 食 ， 羊 在 整个 生长 季 均 喜 食 。 但 随 着 生长 ; 
草 质变 得 粗糙 ， 适 口 性 降低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植株 内 钙 的 含量 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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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80 一 1。 

表 80 一 1 CHES HERD) 

粗 | mM | 无 mM 
肪 | 维 | ue 白质 

7.29 |10.65 。 2.08 |22。11 51.80 | 6.50 | 0.60 

2.92 |22.16 47.23 | 7.27 | 0.60 

2.48 {21.40 50.06 | 7.50 | 0.80 

3.36 |27.04 

表 80 一 2 OhkESHRERER ST WR Pl00gHmeM 

取样 时 间 〈 月 。 日 ) iB bh 维生素 C 

6.24 17.502 9.579 

7.29 ; 7.099 10.424 

9.3 : 6.606 8.501 

10. 28 4.591 11.406 

(Hh & FED 

81. 青绿 若 草 

Carex leucochlora Bunge 

别名 青 营 、 过 路 青 、 四 季 青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须 根系 ， 深 达 30cm， 棕 褐色 ， 具 缩 

短 的 根 状 节 。 秆 直立 ， 三 棱柱 形 ， 高 约 40cm， 基 部 具 淡 褐色 叶 昔 。 

叶 短 于 秆 ， 宽 2 一 3mm， 质 稍 硬 。 小 穗 2 一 4 HRM WE, Mew 

生 ， SE |B IE AR NIB, 4e6—15mmy; Fee, 雌花 鳞片 

RAB, Wms HAKE, RES NRHA RHARK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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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RR ZN NER 

ARRHB, A= 

棱 ， 项 端 具 环 ， 花 柱 

SERA AER, FEA 3 

(181),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_ 于 我 国 东北 、 华北 、 

| 

| 

华东 、 华 中 、 西 北 、 

西南 及 西藏 ， 朝鲜 、 

日 本 、 苏 联 、 印 度 、 

缅甸 、 澳 大 利 亚 、 新 

西 兰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HARARE 

于 山坡 草地 ， 灌 丛林 

下 和 路 边 杂 草 丛 中 ， 
图 81 FFA BH Carez leucochlora Bunge 

E-HOSKSWER 〈 在 暖 温 带 以 南 地 区 ) , Rm 5 eer Aye 
规律 是 ， 在 夏 、 秋 、 冬 三 季 尽 管 其 株 从 不 断 分 蓝 形 成 新 株 ,但 原 有 
的 叶片 并 不 铀 枯 , 只 是 在 每 年 春季 2 月 底 至 3 月 初 ， 新 叶 不 断 生出 
情况 下 ， 越 冬 的 老 叶 逐渐 枯死 ， 这 个 过 程 一 般 延 续 半 个 月 。 对 放牧 
利用 其 为 有 利 , 对 建立 人 工 常 绿 草 地 或 城镇 草坪 ， 具 有 重大 意义 。 

据 安徽 生物 研究 所 在 亚热带 地 区 的 定位 研究 资料 ， 青 绿 苦 草花 
营 的 生长 ， 是 从 3 月 2 日 花 穗 破 十 开始 的 ， 至 4 月 9 日 坚果 的 青 训 

而 终止 ，5 月 19 日 地 上 部 枯死 。 此 后 ， 处 于 果 后 营养 期 的 株 丛 进入 

| 快速 生长 。 至 7 月 8 日， 平均 日 增长 0.59cm， 其 最 大 日 增长 ， 出 
现在 5 月 19 一 5 月 29 日 期 间 ， 平 均 日 增长 达 1.2cm。 以 后 生长 基本 

过 冬季 。 

| 人 own wmaevo naen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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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绿 苦 草 的 分 茧 力 和 再 生 力 是 很 强 的 , 由 于 其 芽 点 分 布 于 地 下 ， 

而 叶 的 分 生 组 织 又 处 于 近 地 表 的 基部 ， 因 此 ， 无 论 刘 割 或 放牧 ， 其 

生长 点 不 易 受 损害 。 只 要 水 肥 条 件 得 到 保证 ， 再 生 力 是 非常 强 的 。 

例如 1982 年 7 R&S 月 刘 割 ， 每 亩 产 鲜 草 266.8kg; 而 8 月 27 月 测定 

HERP A, BARR K853.8ke, 

青绿 苔 草 繁殖 方 式 有 二 ， 一 是 分 根 繁殖 一 是 播种 。 前 者 ， 在 一 

有 种 苗 的 情况 下 ， 方 便 易 行 ， 栽 种 后 成 活 率 高 ， 当 年 就 可 收获 ， 后 

者 ， 播 种 后 ， 幼 株 生 长 缓慢 ， 生 长 两 年 尚 难 获得 较 高 的 收获 量 。 

青绿 若 草 适应 的 生态 幅度 比较 宽 ， CEI AT Me ih lt Fe 

以 南 ， 黄 土 高 原 和 青藏 高 原 东 界 以 东 的 湿润 、 ea a Hb DK EBERT 

在 沙 坏 土 上 定居 ， 也 可 在 强酸 性 粘土 上 生长 。 适 应 At pH se 
4.5 一 8 之 间 。 在 冬季 零下 26% 的 条 件 下 ， 能 安全 越冬 ， 在 夏季 35% F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 能 正常 生长 。 它 适应 的 降水 范围 是 400 一 1300 © 

mm, 

HRP RCO BEER, 也 非常 耐水 溃 。 它 既 

而 高 温 ， 也 耐 干旱 。1984 年 7 一 8 月 份 , 安徽 地 区 发 生 了 严重 的 旱灾 , 生 

在 连续 40 多 天 未 下 透 雨 的 情况 下 ， 青 绿 苔 草 并 无 明显 受害 。 

饲 用 价值 “青绿 苦 草 是 一 种 从 生性 牧草 ， 虽 然 老 叶 比 较 粗 糙 ， 

:但 其 幼 草 和 再 生 草 草 质 柔 软 。 据 跟 群 进行 适口 性 调查 ， 水 牛 、 RO 

上 

+ 全、 绵羊 均 喜 食 。 刘 制 干草 或 制作 草 粉 均 很 方便 ， 而 且 多 种 家 冀 均 ] 

BR. CHM TSR, 

青绿 苔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较 高 〈 表 81 一 1) ， 其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达 

9.8%， 而 粗 纤 维 含量 仅 24.4%， 比 亚热带 地 区 草山 草 坡 的 优势 或 

WA Re HL— 4 HF Umperata cylindrica vare major)、 世 

(Miscanthus sinensis), 7% %# (Themeda triandra), tim 

(Cymbopogon goeringti) 等 均 好 。 

BRA RI AROMA 〈 表 81 一 2) 来 看 ， 除 可 消化 蛋白 质 含 

量 高 于 一 般 禾 本 科 牧 划 外 ， 其 他 指标 都 比较 偏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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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一 1 青绿 苦 草 化 学 成 分 *(% ) 

= 占 风 i 物 je (%) 

wi | 部 位 | 水 分 [mare | 粗 脂肪 | meron | coe | mac [os | 现 
一 一 一 一 一 — 

果 后 营养 | 叶 | 7.6 9.8 0.8 24.4 47.5 9.9  |0.11/0.04 

* EAT Fe BCS ES BESET MUN St DT SE St Hs 
4} Rim, 1984.7. 25 RA SBE 

表 81 一 2 ”青绿 若 草 的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 

ie RR ,中 > oF 

生育 期 | 质 可 消化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可 消化 ae 人 
BAR| OR ( 鸡 ) | 蛋白质 | GB 

€%) | (g/kg) |(MJ/kg) \(MJ/kg) | (g/kg) |\(MJ/kg) | (MJ/kg) 

果 后 其 
92.4 57.0 6.78 5.02 61.0 7。32 5.44 

营养 其 

。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室 分 析 。 

育 绿 将 草 所 含 16 种 氨基 酸 中 ， 除 谷 氮 酸 、 天 门 冬 氨 酸 等 的 含量 

(人 表 81 一 3) 稍 高 于 中 等 儿 本 科 牧 草 外 ， 其 余 氨 基 酸 的 含量 均 较 低 。 

青绿 昔 草 的 微量 元 素 一 一 铜 、 镑 、 铁 、 锰 的 含量 〈 表 81 一 和， 

81-3 ”青绿 蔡 草 的 氨基 酸 含量 * (%) 

名 称 二 it | 名 

于 DW 质 9.8 WA Rm 0.59 

HEA RR 92.4 胱 em 0.08 

mh 氨 mR 0.40 vi 氨 ORS | 0.49 

组 A mR 0.10 蛋氨酸 0.09 

i A mR 0.40 FES MD 0.40 

天 门 冬 氨 酸 1.05 亮 氨 mR 0.69 

丝 所 mR 0.43 Mm em 0.27 

Se iin AE TA AR 0.45 

Ht .所 mR 0.54 I A MR 0.39 

©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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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一 4 青绿 苔 草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 

Fy Rt it 铀 | # 铁 ts 
(%) (mg/kg) (mg/kg) (mg/kg) (mg/kg) 

92.4 7.13 3.94 503.13 | 26.76 

。 由 安徽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饲料 分 析 室 分 析 。 

能 满足 食 草 家 畜 的 需要 。 特 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 其 铁 的 含量 较 高 ， 为 
503.13mgy/ kg 。 | 

青绿 苦 草 二 年 以 上 的 人 工 群 落 ， 全 年 可 浊 割 6 一 8 次 ，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3361 一 4482 kg 。 

青绿 若 草 除 饲 用 外 ， 具 有 四 季 长 青 ， 耐 修剪 ， 耐 践踏 ， 种 源 丰 
富 ， 栽 种 简便 的 特点 ， 可 作为 建设 城镇 常 绿 草坪 和 花坛 镶 边 植物 。 

栽培 要 点 ”青绿 苦 草 的 种 子 成 熟 一 致 ， 籽 粒 人 饱满 ， 在 野外 考察 
中 曾 发 现实 生 苗 ， 说 明 它 具 有 种 子 繁 殖 的 能 力 。 现 仅 将 分 株 繁殖 要 
点 说 明 如 下 : 

青绿 芳 草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 ， 但 在 湿润 肥沃 的 于 壤 上 栽培 效果 ” 

最 好 。 在 建立 人 工 草地 或 草坪 时 ， 要 求 地 面 平整 ， 施 足 基肥 ， 翻 耕 
后 翅 平 ， 清 除 杂 草 。 在 不 易 耕 作 的 坡地 上 种 植 ， 可 采用 局 部 松 土 穴 
栽 的 方法 。 ee 

春 、 夏 、 秋 三 季 栽 种 均 可 。 春 季 以 新 株 萌发 前 〈 南 方 2 AB 
3 月 初 ， 北 方 推迟 20 天 到 一 个 月 ) HH, BEUD RMA (6 月 底 

至 7 月 初 ) 为 宜 ， 秋 季 以 土壤 结 冻 前 的 一 个 多 月 为 佳 。 但 以 春秋 两 
季 栽 种 效果 最 好 。 

如 果 以 野生 的 株 从 为 种 苗 ， 则 需 带 土 控 出 ， 前 去 老 枝 叶 ， 将 天 
丛 分 成 3 一 5 株 为 一 从 备 栽 。 如 用 种 子 育 苗 栽 种 , 亦 应 3 一 5 株 为 一 从， 

但 不 需 前 去 地 上 枝叶 。 
Pe OKA) 行距 以 25 一 30cm 为 好 。 可 穴 栽 ， 亦 可 开 沟 培 土 栽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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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 若 草 栽种 局 sa 从 地 较 多 ， 可 视 栽 种 季节 套种 、 间 播 白 三 叶 

(Trifolium repens), YZERRIL. AEA (Melilotus albus) 

等 。 

人 工 青绿 若 草 草地 ， 当 年 即 可 收获 或 放牧 ， 一 般 在 每 年 的 4 月 

底 和 5 月 初 即 可 采种 。 

| (FH 12 #) 

82. KBE te 

Carex physodes M. Bieb. 

CASTE SERA, AMRERKAAE. FHEB, mK 

疏 从 ， 稀 单 生 ， 高 10 一 40cm， 科 基部 围 有 淡 棕 褐色 SHR. 4K 

形 ， 宽 1 一 2mm， 扁平 或 边缘 

微 反 卷 呈 刚毛 状 ， 较 秆 短 。 在 ees 

片 鳞片 状 ， 膜 质 ， 有 时 先端 呈 

RRs WE BR Ere 

形 ， 长 1.5 一 3cm ， 有 小 穗 3 一 

7 人 个， 紧密 排列 ; 上 部 为 雄花 ， 

FRAME, HEA !1 鳞片， 

HES, 肉 花 位 于 披 针 形 鳞片 

内 ， 和 包 在 工 枚 由 先 出 叶 形 成 的 

REA, MAR BL WRB 

ik, FERRI, KH 2 

cm, im, 7 2 f&, AAA 

BUI, 先端 急 缩 成 短 缘 。 小 坚 
SUE, 2 〈 图 82)。 二 
| 地 理 分 布 ” 仅 分 布 于 我 国 82° kw BR Carex physodes 

| M. Bieb. 
新 疆 的 吉尔 班 通 十 待 沙 演 , 布 

"369 。 

Ba 



尔 津 沙 地 ,伊犁 河谷 苏联、 伊朗 和 阿富汗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生长 于 流动 沙丘 、 半 固定 未 丘 , 吉 地 证 、 

山 前 平原 。 为 早春 多 年 生 类 短命 植物 ， 生 活 周 期 得， 它 充 分 利用 3 

月 底 融雪 后 的 土 层 丧 情 及 初春 的 温度 出 苗 生 长 ，4 滔 开花 并 5 AR 

熟 而 枯死 。 re 

饲 用 价值 “为 沙丘 边缘 及 沙 地 冬季 草地 和 山 前 平原 春秋 草地 的 

优良 牧草 ， 牲 畜 都 喜 食 。 根 据 分 析 其 营养 成 分 〈 植 株 ) 见 表 82。 

表 82 胀 吉 若 草 化 学 成 分 未 (%) 

样品 采 收 期 co |amal 得 让 看 | 规 颖 从 | 3 | x 分 © 

开花 期 

冬季 干草 期 

12.4 21.8 3.1 35.3 18.8 8.6 

7.6 7.5 】 2.4 50.2 7.8 24.5 

ARR ARRRAAK A MRM MEB EE, BED, Hh, 

也 是 良好 的 固沙 植物 。 

(Hk 4a KR) 

83. 宽 叶 香草 

Carex siderosticta Hance 

别名 ”上 崖 稳 、 钻 草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具 根 状 茎 ; PMA, ERR, RR 

EAN. HAR, HARRHB, BFR, KW1—-2.7(3) cm, 

TF MRRGRE, HMB, WH. Dw 5-104, w 

HE, WEITZ, K1.5—3cm; Siti, BMBK3—6cm; HAH 

WELK, 肉 花 鳞片 矩 圆 状 孵 形 或 披 针 形 ， 顶 端 稍 钝 ， 淡 锈 色 或 淡 绿 

色 ， 具 1 一 3 脉 ， WARK. REWDKRHABKAAB, RFRA, 

A=8k, K3—-3.5mm, RR, ABA, AW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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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急 缩 成 短 晓 。 小 坚 

果 椭 圆 形 、 三 棱 状 ， 

长 约 2 一 2.5mm， 柱 

头 3 (图 83)。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华中 ， 苏联 (远东 地 

区 )、 朝 鲜 和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tt KH BRAS 

年 生 草 本 。 生 于 湿 

润 、 土 壤 腐殖质 层 较 

厚 的 针 闻 混交 林 或 阔 

叶 林 内 ， 属 耐 阴 植 

物 ， 强 光照 下 不 能 生 

长 。 由 地 下 茎 长 出 长 

PAAR, CHABAER. FEM 长 30cm 左 右 的 花茎 ， 夏 初 

籽 实 成 熟 。 

图 83 宽 时 苦 草 Corez siderosticta Hance 

83 RH SMHS es (%) 

样品 性 质 | 生育 期 | 水 分 tame | mmm ey | ms FARK 4} 

| 鲜 草 | 开花 期 | 81.6 1.88 1.19 9.43 4.42 1.48 

St Kk 一 81.13 1.84 0.86 10.53 4.20 1.44 

| FF i 一 8.14 9.46 4.43 48.99 | 21.59 7.39 

| 
人 饲 用 价值 ” 宽 叶 昔 草 适 口 性 良好 ， 羊 尤其 喜 食 , 因 再 生性 较 强 ， 

可 作为 生长 季 的 放牧 地 。 饲 料 的 营养 成 分 见 表 83。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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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叶 蔡 草 的 粗 蛋 和 白 和 糊 脂 肪 的 含量 均 较 高 ， 放 履 时 家 畜 喜 食 ， 属 中 
上 等 履 草 。 但 因 生长 于 林 下 5 Ob, BOR TE MOR 

Cy #) 

84. Hot ms 

Kobresia kansuensis Kukenth.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根 状 茎 从 生 。 秆 粗壮 ， 高 30 一 90 cm ， 

直径 3 一 4mm， 三 棱柱 形 。 时 短 于 秆 ， 宽 6 一 8mmy， 基 部 对 折 。 惩 “ 
KEY WOR A SRA B, K3.5—6.5em, HBH 

1—1,.2cm, NMEA, FB Bs BHR Rs RAMS H, 

TRAE AS ERE. A AE A PE BR 

BE WF, A rE 385 8 BR 8 £4. 

FEIT AR PER, FRBIB, K 
5 一 6mm， 边 缘 在 腹面 仅 基部 

愈合 ， 具 明显 2 背 ， 稍 粗糙 。 

ANE RB AFB, K3—4mm, 

有 三 棱 , 顶端 具 0.5mm 长 的 得 

We (P84).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甘 

肃 、 四 川 、 云 南 、 青海 ;西藏 

等 省 (KK),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OH 

肃 岗 草 多 生 于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fa]. 亚 高 山 灌 从 章 伺 。 高 原 宽 图 84 Ea ite ome kansuen- 

5H. WR. iL AR) 

半 沼 泽 草 甸 中 。 土 壤 为 高 山 草 甸 土 ， 海 拔高 度 可 达 2800 一 4750m 。 

生育 周期 较 短 ， 通 常 6 月 至 9 月 为 生长 期 ，9 月 以 后 开始 枯黄 ， 爹 
° 272° 



生长 期 约 为 80 一 90 天 。 

甘肃 帖 草 属 寒冷 型 中 生 植 物 ， 在 地 势 高 ， 气 候 寒冷 而 湿润 的 环 
境 下 生长 良好 ， 通 常 以 伴生 成 分 出 现在 高 山 、 亚 高 山 山 草草 多 和 杂 
类 草草 旬 中 。 尽 管 群落 总 覆盖 度 大 ， 但 种 类 繁多 ， 分 盖 度 低 ， 甘 肃 
嵩 草 也 占 的 比重 很 少 。 
饲 用 价值 “甘肃 山 草 是 山 草 属 中 植株 较 高 的 一 种 ， 具 利用 时 期 

较 长 ， 适 口 性 好 的 特点 ，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尤 以 马 、 黄 牛 、 特 牛 等 
大 家 畜 利 用 最 好 。 抽 穗 后 ， 鞋 秆 变 硬 ， 纺 羊 、 山 羊 利用 稍 差 。 虽 然 
甘肃 嵩 草 在 杂 类 草 旬 中 占 很 小 的 比重 ， 但 由 于 该 草 群 中 有 相当 一 部 
分 杂 类 草 不 能 作为 牧草 利用 或 利用 价值 不 高 ， 甘 肃 山 草 的 利用 价值 
显得 较为 重要 了 。 随 着 草地 事业 的 发 展 ， 在 这 种 类 型 的 草地 上 进行 
人 工 草地 建设 ， 减 少 杂 类 草 的 数量 ， 改 善 甘肃 山 草 及 其 他 优良 牧草 
生长 环境 条 件 ， 它 则 可 迅速 繁殖 生长 ， 成 为 高 寒 地 区 优等 的 夏秋 放 
牧 地 。 

表 84: 甘肃 涡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 

AEB A | 1 Ae 肪 | HA 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HH 2K 分 

10.63 | 3.04 | 34.32 45.64 | 6.37 

。 青海 生物 研究 所 分 析 。 

85. 大 花 高 草 

Kobresia macrantha Bécklr. 

形态 特征 SERA, RAK A AIR KA. FFB 10— 

20cm, 44, APSR, Mae, MH, H2—-3mm, MRE 

Fr OBIE A ALR NIB, K1—2cem, A\AiH, 3-7, MAB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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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mm, ERE, BABAR, KDR2—-8, WEI—-3h, 

ft, RAW. BH 

PRR, K4—5 

mm, 36 At ON AK BR 

针 形 ,黄色 ， 脉 不 明 

显 ， 边 缘 仅 基部 愈 

fo AN ESR Se Hi al IB 

或 椭圆 状 孵 形 ， 平 凸 

状 ， 基 部 有 柄 ， 花 柱 

长 ;柱头 2 〈 图 85)。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青海 、 四 川 、 

甘肃 、 新 疆 、 西 藏 等 

省 (区 ); 苏联 (中 亚 )、 

尼泊尔 等 国 也 有 。- 图 85 KvE RM 五 opresia macrantha B5c-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klr, 

特性 大 花山 草 一 般 生 于 山坡 、 河 温浴、 阶地 .山谷 等 高 山 草 原 和 砂 

地 上 ， 海 拔 可 高 达 3000 一 5100m。 通 常 5 月 中 、 下 名 返青 ， 8 月 中 

旬 以 后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约 90 天 左右 。 

大 花山 草 在 青藏 高 原 地 区 ， 常 以 固沙 草 和 紫花 针 茅 群落 的 伴生 

种 出 现 ， 一 般 不 形成 群落 的 优势 种 。 

表 85 一 1 大 花山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 

生育 期 | 水 分 |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结实 8. 00 | 18.50 | 4.11] | 22.90 | 40.40 | 6.09 

© 四 川 省 草原 研究 所 分 析 
四 川 理 塘 采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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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大 花山 草 茎 叶 均 较 粗 糙 ， 适 口 性 中 等 ， 但 各 种 家 冀 

都 采 食 ， 以 羊 利 用 最 好 ， 并 适宜 夏秋 放牧 利用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85 一 1. 可 见 ， 粗 蛋白 质 含 量 较 高 ， 达 18.5% ， 与 豆 科 牧草 相近 ， 粗 

脂肪 含量 也 较 高 ， 属 于 高 蛋白 、 高 脂肪 类 牧草 ， 其 氨基 酸 含量 也 高 

于 一 般 牧 划 〈 表 85 一 2) 。 

表 85 一 2 大 花 高 草 的 氨基 酸 含量 *(%) 

氨基 酸 名 称 = it | RIE BE | a # 

天 门 冬 氮 酸 0.94 FAB 0.42 

苏 A RB 0.38 % AmB 0.71 

丝 A Rm 0.36 m A mR 0.22 

谷 所 mM 1.09 AAR 0.47 

H a mR 0.45 wm a RB 0.41 

A A 酸 0.50 氨 0.26 

i 所 酸 0.53 组 氨 酸 0.17 

i A RM 0.13 粗 aw 0.48 

ii 所 mR 0.40 氨基 酸 总 量 7.66 

(HEA HHH) 

86. ih FL 

Kobresia myosuroides (Vill. ) 

Fiori et Paol. 

形态 特征 SERA, RRMEAK, ALAR, FAR 

生 ， 圆 柱状 ， 直 径 1.5mm 左 右 ， 株 高 30cm， 有 钝 枝 ， 基 部 入 土 部 

| 分 成 黑 褐 色 。 叶 片 针 形 ， 知 于 或 等 长 于 生殖 枝 ， 基 部 具 褐 色 的 老 

， 叶 畏 。 花 序 圆 柱状 ， 小 穗 单一 项 生 ， 长 1 一 2.5cm, 直径 2 一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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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A= B&B A ES 

HEB 1, RDA 2 

HEE, WET 长 2.8 一 

4mm, 4K 2mm; a 

KSB HER CA | 

86), 

IES th EE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省 (区 ); 

国外 在 蒙古 、 中 亚 也 

有 分 布 。 

是 高 寒 草 旬 植 物 。 主 

要 分 布 在 海拔 2500 一 图 86 RH Kobresia myosuroides (Vill.) | 

3400m 的 亚 高 山 和 高 Fiori et Paol. 

山 草 旬 带 。 喜 寒冷 湿润 的 气候 ， 但 又 具有 一 定 抗旱 能 力 。 对 温度 反 
应 特别 敏感 ， 在 温暖 湿润 的 山地 草 旬 带 不 能 定居 。 对 水 分 条 件 要 求 
不 够 严格 ， 既 能 在 土 层 深厚 、 持 水 能 力 强 的 较 湿 润 阴 坡 上 生长 ,也 
能 在 轻 度 石 质 化 土 层 薄 的 、 持 水 能 力 差 的 较 干 旱 阳 坡 上 生长 。 最 适 ， 
宜生 长 在 款 质 的 高 山 草 甸 上 。 

山 草 常 与 黑 花 昔 草 (Carex melanatha), BRB (Carex | 

atrofusca) 和 珠 芽 昔 (Polygonum viviparum) 等 一 起 组 成 高 

寒 草 旬 群 落 。 在 群落 中 成 为 优势 种 或 亚 优 势 种 。 季 层 高 度 10 一 | 
20cm, 总 盖 度 50 一 70% ， 亩 产 于 草 27 一 35kg 。 | 

山 草 的 须根 相当 发 达 ， 与 其 他 未 草 科 植 物 根系 交织 一 起 ， 会 形 | 

成 富有 弹性 的 生 草 土 。 因 此 它 有 耐 牧 、 耐 践踏 的 特性 。 

es。 276。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eM MR Rep A: 3 

密 丛 型 多 年 生 草 本 ， (ase 
: ; TRANS 



山 草 在 天 山北 坡 的 高 山 草 甸 上， 5 月 上 名 返青 ， 6 月 中 句 抽穗 

开花 ， 8 月 下 旬 枯 黄 。 

人 饲 用 价值 ” 渍 草 的 再 生 能 力 强 ， 耐 牧 ， 株 本 小 ， 最 适 于 放牧 利 

用 。 茎 时 花 果 各 类 牲畜 均 喜 食 。 

尚 草 主 要 分 布 在 高 海拔 地 区 ， 夏 季 气 候 凉 克 ， 无 蚊 蝇 干扰， 最 

适 于 作 羊 、 马 的 夏 牧 地 。 

RAI OTLB, LTE RCE GE A} 48 小 时 的 消化 率 为 
60.31% 。 富 含 蛋白 质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86。 

表 86 山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Ue. ee 

m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B | ac | | 
采 集 
a 水 分 

呼 图 壁 | 营养 |7。.29 | 14.16 | 2.27 

nH) 营养 19.40 | 14.46 | 3.30 

& Ff Bl Bx | 7.33 11.52 | 3.1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分 析 室 分 析 。 

87. ARAL eee 

Scirpus radicans Schkuhr 

别名 5 fee 
CAGE SEEMEMA, PREG AAR. SHU, 

粗壮 ;高 65 一 100cm， 有 节 ， 近 花序 部 分 为 三 棱 形 。 具 基 生 叶 与 茎 
生 时 ， 叶 较 花 序 得 ， 长 10 一 35cm， 宽 5 一 10mm， 叶 鞘 短 于 节 间 ， 

awe, FOL RAM. WERE, PRK, BH 
粗糙 ， 下 具 2 一 4 枚 叶 状 苞 片 。 小 穗 多 单 生 或 2 一 4 个 把 生 于 枝 顶端 ， 
KPRABB, RSE, 鳞片 带 灰 黑色 ， 排 列 紧密 ， 先 端 具 短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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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位 刚毛 6 条 ， a 

Mik, BRADNER 

A3—4 Fs 柱头 3， 具 

乳头 状 小 突起 。 小 坚 

Fe BI AK a = RIB, 

KH 2mm, WHS 

Rf (87). 

HIE} Hh OH 

于 我 国 黑龙 江 、 吉 

rk. WT SRR, B 

fe, AA, HRA 

地 区 和 欧洲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东北 诈 草 在 4 

月 末 返 青 ，5 月 抽 - 

=, FAA 6 月 开始 延续 到 8 月 ，8 一 9 月 果实 成 熟 ，10 月 植株 枯 

黄 ， 进 入 休眠 期 。 

东北 旋 草 属 湿 生 植物 ， 主 要 生长 在 河岸 、 湖 边 水 湿地 、 沼 泽 及 

RAKE. AWARIFA REDD REA, Alt, PMD 

片 生 长 ， 甚 至 可 形成 纯 群 落 。 

饲 用 价值 ”东北 荐 草 返 青 早 ， 是 春季 放牧 家 畜 的 优良 牧草 ， 

表 87 东北 该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 干 物 质 

图 87 FAR Scirpus radicans Schkuhr 

水 分 | macs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Ra | 灰分 

8.10 10.43 3.40 28.50 44.47 5.10 

。 FJACHKARLAH 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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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牛 . 羊 均 喜 食 。 夏 季 适 口 性 降低 。 夏 秋 可 剂 割 为 干草 ， 供 冬季 
饲 用 ， 干 草 的 适口 性 较 好 。 在 秋季 还 可 以 青贮 或 发 酵 后 喂 家 畜 ( 马 
除外 )， 各 种 家 畜 都 爱 吃 ， 但 因 纤维 成 分 较 多 ， 最 好 和 豆 科 饲 草 混 
合 饲 喂 效 果 较 好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7。 

东北 着 草 的 茎 叶 还 是 造纸 的 优质 原料 ,也 可 供 作 编织 用 材料 等 。 
( 李 建 东 ) 

88. 7 AS its 

Kobresia stenocarpa (Kar. et Kir. ) 

Steud 

CARTE 多 年 

ERA, MK R KB 

粗 ， 秆 高 8 一 25cm， 

三 棱柱 形 。 叶 局 平 ， 

短 于 秆 ， 基 部 叶鞘 党 

Rath. BREF al 

锥 形 ,长 1.5 一 3cm， 

宽 6 一 15mm， 分 枝 

Bee, BA IK 7E FP OA 

5 一 12 枚 小 穗 组 成 , 顶 

生 的 雄性 ， 侧 生 支 小 

， 穗 雄 难 顺序 ， 含 2 一 3 

| 雄花 及 雌花 ， 小 坚果 

FH IAG 〈 图 89)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PRIN. BY AR A 图 88 BRE Kobresia stenocarpa 

昆仑 山 的 高 山 和 亚 高 (Kar,et Kir,) Ste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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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带 甘肃、 青海、 西藏 均 有 ， 国 外 在 苏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罕 果 山 草 是 密 从 型 草本 ， 适 宜 的 土壤 为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 也 能 生长 在 土 层 较 萍 、 多 有 石 质 化 “有 生 章 性 的 土 

壤 。 是 适应 冰雪 ， 并 耐 旱 的 中 生 植 物 。 作 为 常见 的 伴生 种 或 亚 优势 

种 参与 高 寒 草 旬 草原 草地 植被 中 。 在 天 山 、 阿 尔 泰 山 ， 它 与 多 种 岗 

Ege (CKobresia oo Rit wee CK. capillifo- 

lia), MBE (K. filifolia) FARRAR ARM, 在 伴生 植物 
HH, HRD A RAB (Palygonum viviparum), ERB E 

(Thalictum collium), Bile BH (Potentilla gelida), B&B 

山 早 熟 禾 (Poa al1pzna) 等 。 在 昆仑 山 的 高 寒 草 多 中 ， 它 以 重要 的 

伴生 种 或 优势 的 成 分 与 珠 芽 萝 、 白 尖 苦 草 (Carex atrofusca), & 

4> lj) PAAR (Poa litwinowiana) , WAKA WAKE (Gagea jaesch- 

kei) SHR (RBH, EROUMR SRW, CORR 

PELE RH MA ESS PAA MB 〈Carex serotina) R RRA 

RAP RMR, RRA ARFS. KRRKARLBECRAR, 

短 芒 落 草 (CK, litvinovit) 等 。 

ERM PERE S 月 初 萌发 ， 7 月 抽穗 ， 8 AMAR, 9 

初 成 熟 ， 9 月 底 枯黄 。 在 天 山高 山 一带 ， 生 育 期 要 晚 20 一 30 天 。 

饲 用 价值 ” 窗 果 山 草 在 7 月 中 名 前 放牧 利用 ， 各 种 家 畜 都 嘉 

食 ， 结 实 后 期 ， 秆 变 粗 硬 ， 家 高 主要 采 食 叶片 , 因 牛 全 年 均 喜 采 食 。 

窄 果 山 草 的 营养 成 分 较 全 面 ， 糖 分 含量 高 ， 粗 纤维 低 ， 适口 性 

好 ， 并 有 甘甜 味 ， 为 良 等 牧草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88。 

表 88 PRM AALS ma *(%) 

ae Oh | ， 生 水 | 粗 蛋 | A | A | a | A 
育 g KR | & | R 

地 点 部 位 | 期 分 | 白质 | 肪 | 维 | RED) 分 

新 疆 吐 鲁 番 | Sh | 果 后 期 | 7.51 | 7.55 | 2.91 |22.74| 51.51 | 7-78 | 0.23 | 0.10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 牧 草 分 析 室 分 析 。 

( 蒋 瑞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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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BOSE 

Kobresia royleana (Nees) Bocklr.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根 状 蔡 密 从 生 。 秆 高 10—40cm, F 

部 圆柱 形 ， 上 部 钝 三 棱 形 。 叶 短 于 秆 ， 宽 2 一 6mmy 基部 对 折 ， 边 

缘 内 卷 ， 枯 死 叶鞘 深 棕色 。 穗 状 花 序 矩 圆 形 ， 长 2 一 3cm;， 小 穗 密 

S, AB, Ké—-lOmm BH BAR, R)NHSH HRM 

OP ARE, Rees HHA, SRHREK, W 

缘 在 腹面 仅 基部 您 合 ， 2 RALE. ANUSARA AR A AR 
MAA, K2.5—3.2mm, 有 三 棱 , 顶端 具 0.2 一 0.5mm 长 yh, 

柱 短 ， 柱 头 3 (图 89)。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四 川 、 青 海 、 西藏 Se CR); 印度 、 

尼泊尔 、 锡 金 、 不 丹 、 阿 富 汗 、 苏 联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喜马拉雅 尚 草 生长 于 青藏 高 原 的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旬 及 山坡 冲积 扇 、 湖 边 、 河 漫 浴 草 甸 、 沼 泽 草 旬 等 潮湿 的 

草地 中 ， 生 长 季 较 得 ， 一 般 5 月 中 、 下 名 返青 ，7 月 上 .中 名 抽 特 、 

开花 ， 8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约 90 一 120 天 左右 。 

喜马拉雅 山 草 是 适应 高 寒 、 中 湿 、 日 照 充足 等 环境 条 件 的 中 生 

植物 ， 具 有 较 广 的 生态 适应 性 。 尤 其 适应 青藏 高 原 寒冷 而 湿润 、 年 

平均 温度 0 左右 的 气候 条 件 ， 分 布 的 海拔 高 度 可 达 3100 一 5200m。 

土壤 为 高 山 草 旬 土 ， 有 机 质 含量 多 ， 土 层 较 薄 ， 中 性 至 微 酸性 。 在 

上 述 环境 条 件 下 ， 喜 马 拉 雅 山 草 生长 良好 ， 常 常 形 成 以 它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地 和 群落， 呈 块 状 分 布 。 草 被 茂密 ， 群 落 总 覆盖 度 达 70 一 90%， 

| 分 盖 度 可 达 50% 。 伴 生 种 类 以 落 章 科 植 物 为 主 ， 如 尼 AR 
(Kobresia nepalensis), 0} RH (Carex sutschanensis) 、 

; WHE CScirpus distigmaticus) 等 。 在 比较 于 爆 的 出 地 亦 

能 生长 ， 但 较 稀 榴 ， 总 覆盖 度 30 一 40% ， 分 盖 度 15 一 30%， 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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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A NBR (Kobresia parva), BRM CK. humilis) 等 。 

饲 用 价值 以 喜马拉雅 高 草 为 主 的 草地 类 型 ， 是 青藏 高 原 高 寒 

地 区 的 主要 放牧 草地 之 一 ， 嘉 马 拉 雅 山 草 叶 量 较 高 ， 荃 叶 柔 软 ， 具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适 口 性 好 ， 各 种 牲畜 均 喜 食 ， 尤 以 马 、 和 牛 利用 较 

好 ， 由 于 生境 潮湿 ， 绵 羊 、 山 羊 利用 稍 差 。 生 物产 量 较 低 ，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50 一 100 kg 左右 ， 但 其 耐 牧 性 强 ， 是 青藏 高 原 地 区 夏 、 秋 季 

的 优良 放牧 饲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89。 

89 喜马拉雅 山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GR F Hw hm Bees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漫 出 物 | mK 期 

植物 名 称 

13。79 49,29 Si 结实 110.00 5.71 4.32 | 26.89 

。 青海 生物 研究 所 分 析 。 

C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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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菊 科 Compositae 

90. il =] 4g 

Acroptilon repens (L. ) DC. 

别名 BH. FES.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根 粗壮 ， 侧根 RK. ZBHY, BH 
60cm， 多 分 枝 ， 有 纵 沟 棱 ， 密 被 蛛 丝 状 毛 和 腺 体 。 叶 披 针 形 至 条 
形 ， 长 2 一 10cm， 帘 

0.2 一 1.5cm, 先端 锐 

Ry BRaCA HE 

或 羽 状 深 裂 ， 被 蛛 丝 

TRE ARR 。 头 状 花 

序 单 生 枝 端 ,直径 1 一 

1.5cm; 总 ANB 

FEAR NIB, RAH 

4 一 5 层 ， 呈 覆 瓦 状 排 

列 ， 外 层 宽 孵 形 ， 上 

半 部 透明 膜 质 ， 具 和 柔 

毛 ， 下 半 部 绿色 ， 质 

SB; ARS 披 ees 

花冠 红 紫 色 , 长 15 一 
20mm, jo RF AE, 

Mie, ats 白 色 图 90 WA Acroptilon repens ( 工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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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华北 、 西 北 ， 苏联 (中 亚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项羽 东 为 中 早生 RRP 多 年 生 草本 植 

物 。 分 布 广 ， 在 北 温带 各 省 (KE) 均 有 分 布 。 是 草原 或 草 旬 草 原 植 

愧 。 在 山地 主要 生 于 半 阳 坡 或 半 阴 坡 。 

WBE ER. RW. BAB RE RR, SER 

松软 的 弃 耕 地 、 田 边 、 地 头 ， 也 常见 于 各 种 粮食 作物 和 蔬菜 地 内 。 

特别 是 在 首 蒂 地 内 生长 旺 感 ， 有 时 可 成 片 地 生长 。 

项 羽 菊 的 根系 粗 而 长 ， 深 入 土壤 深 处 吸收 水 分 和 养料 。 生 活力 

强 ， 生 长 速度 快 。 抗 逆 性 强 ， 耐 盐 ， 耐 将 薄 土 壤 ， 耐 旱 ， 但 不 耐水 

济 。 在 干旱 年 份 表现 良好 ， 当 作物 受 旱 时 ， 呈 萎 磊 状态 或 干枯， 它 

却 生长 旺盛 。 与 作物 争 水 肥 和 阳光 ， 影 响 作 物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在 

田间 则 是 防除 对 象 。 顶 羽 菊 返 青 较 早 ， 在 新 疆 山 地 草原 ， 通 常 4 月 

中 名 返青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名 开花 ， 8 月 初 结 实 ， 9 ARR. 

饲 用 价值 ”项 羽 区 为 中 等 牧 划 。 分 布 广泛 ， 植 株 较 大 ,产量 高 ， 

草 质 中 等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中 等 。 全 株 苦 味 较 大 ， 降 低 了 适口 性 。 青 

绿 时 ， 各 类 家 畜 中 牛 喜 食 ， 山 羊 和 编 羊 采 食 较 少 。 王 草 仍 有 苦味 ， 

RE RE, RERBAR. EFREM, XH R, HRA, 

BRABRLABR, HABMARH BA. VABZSRtR 

HERZ, AAPHAXK. PAST EE Ml 9 FS AB AN PT ME 

62.69%, Ath mk > W290. 

表 90， 顶 羽 菊 的 化 学 成 分 

* | & 风 汗 物质 (%) 

sn oo | mac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气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 钙 | 
开花 期 | 8.11 7.52 3.89 21.99 47.04 11.45 ae 0.146 

ARTE MH (11.06 | 6.33 3.26 20.68 47.04 11.63 | 0.83 0.105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分 析 室 

CH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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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Feces 

Artemisia brachyloba Franch。 

AIS wie. BR. AWB 

WASTE HK, BH 20—40cm, MHI, HH. ZA, 
多 数 丛 生 于 根 颈 上 ， 在 基部 分 枝 ， 纤 细 。 下 部 叶 在 花期 枯 落 ， 中 部 
HT IK NIB, K2—4em, H1.5—2cem, —HHRSB, mW 
IR es LE eis OR ERE FE 

柄 :上 部 叶 一 回 羽 状 \p2 

分 裂 或 不 裂 。 头 状 花 

FroiZe, PRR TB aR 

BIR et HB, K 3.5— 

4.5mm, 直径 2 一 3。5 

mn, fH, FAW 

排列 成 稍 扩展 的 圆锥 

Ry 总 苞 片 3 一 4 层 ， 
BE, RA TE Ue 

性 ， 中 央 小 花 两 性 ， 

we. BREA 1 

mm, 4, HE 

(图 91)5 

地 理 分 布 ”分布 

FRE AIL. AR 

my Wee, 河北 、 甘 图 91 4 Artemisia brachyloba Fran- 

肃 ， 蒙 古 也 有 。 ch, 

EMFSESSZSH ARSFOATHE6 ALAWAR, 4 
长 较 缓慢 ， 7AL. PMMA, 8 AFI, BER 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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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可 开放 到 9 月 上 、 中 名， 首 批 开放 的 花 则 在 此 时 进入 果 期 ， 果 

期 一 直 可 延至 10 月 上 名， 很 快 枯萎 ， 进 入 休 眼 期 。 
兰 萝 为 轴 根 型 植物 ， 主 根 粗壮 而 扭曲 ， 一 般 直 径 为 3 一 3.5cm， 

在 石 质 较 少 的 土壤 中 生长 时 ， 根 颈 和 主根 上 半 部 直径 可 达 10cm 。 
BAR PERLE som, MRA, SHA MEK. BB 
可 生出 侧根 和 不 定 根 ， 借 以 增强 吸收 土壤 水 分 和 养分 的 能 力 。 

岩 功 为 石生 旱 生 植物 ， 广 布 于 草原 与 荒漠 草原 带 的 低 由 五 陵 ， 

也 是 山地 半 灌 木 植被 的 主要 建 群 种 之 一 。 喜 生 于 向 阳 的 岩石 裸露 的 
陡坡 上 。 它 利用 岩石 终 辽 仅 有 的 凝结 水 ， 仍 然 可 以 生长 发 育 很 好 ， 

分 枝 繁多 ， 丛 径 可 达 25 一 60cm ， 丛 间 其 他 植物 非常 稀 疏 且 分 布 不 

均 ， 盖 度 只 有 20 一 30%， BARERDAD ER CA. gmelinit), 

“YH CA. frigida), 阿尔泰 狗 哇 花 CHeteropappus altaicus), 

糙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等 。 在 山地 植被 冬 直 分 布 系 

列 中 ， 岩 芍 群 落 处 于 山地 和 森林 灌 丛 带 的 下 部 ， 目 据 山 地 阳 坡 ， 与 西 

{AA AS (Prunus sibirica) KEK (Ulmus macrocarpa) 草原 

化 灌 丛 相 结 合 。 在 荒漠 草 原 带 的 剥蚀 Rk, awe RH 

(Stipa gobica) 或 石生 FH CS. klemenzii) 组 成 群落 ， 并 且 

它 呈 馒头 状 小 片 分 布 于 残 丘 项 部 ， 由 于 气候 干燥 ， 其 个 体 的 高 度 与 
分 枝 密度 远 不 及 东部 地 区 。 

饲 用 价值 ” 岩 芒 的 饲 用 品质 具有 明显 的 季节 性 特点 ， 生 长 旺季 

因 含有 挥发 性 物质 ， 散 发 出 强烈 气味 ， 故 除 骆驼 外 其 他 家 畜 很 少 采 

食 ， 在 饲 草 缺乏 的 年 份 里 其 饲 用 价值 有 所 提高 ， 除 冬 春 季 采 食 外 ， 

其 他 季节 也 少量 采 食 ， 因 而 常 把 岩 蒿 评价 为 劣 等 饲 用 植物 或 度 荒 牧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1。 

从 营养 类 型 看 ， 兰 葛 属 于 氮 碳 型 牧草 ， 其 营养 比 为 1 :4.6 ( 现 

7 HH). 

TERA AS it Bee Ah i, BR 产量 为 975 一 1050kg / 公 

i, BP Aw 413.3%, | 

* 286 « 



ee 

R91 涯 葛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生育 大 | 水 分 LE HUG | 粗 纤维 romain | 相克 分 sa | Bt 

Se 3 6.01 13.07 47.79 8.04 | 0.50 0.36 9.00 | 16.09 

* 『 引 自 赤峰 市 草地 资源 汇编 ， 
样品 采 自 赤峰 市 阿 鲁 科 尔 沁 旗 ，1983 年 7 月 8 日 。 

BRERA, AW RUNES A. 
( 何 永海 ) 

92. # 沙 欧 

Artemisia intramongolica H.C. Fu. 

BS WR. MINT GRAD . 
WAIST LEK, FB 30 一 60cm 。 根 木质 ， 粗 壮 而 扭曲 。 

老 枝 多 由 基部 徐 生 ， 暗 褐色 或 灰 褐 色 ， 当 年 枝 暗 褐色 、 褐 色 、 黄 色 

或 紫红 色 。 不 育 枝 上 的 时 长 3 一 12cm， 不 规则 二 至 三 回 羽 状 全 型 ， 

侧 裂 片 2 一 4 对 ， 狭 条 形 或 丝 RAT, KK 2 一 5cm ， 宽 0.5 一 1mms 

下 部 叶 及 中 部 时长 3 一 7cm ， 黄 绿色 ， 不 规则 一 至 三 回 羽 状 全 裂 ， 

侧 裂 片 1 一 3 对 ， 上 部 叶 3 一 5 全 裂 或 不 分 裂 。 头 状 花 序 孵 形 ， 或 长 入 

形 ， 长 255 一 :mm， 径 1.5 一 2mm， 通 常 直立 ， 多 数 在 枝 端 排 列 成 

稍 开 展 的 AER, BAA 3 一 4 层 ， 外 层 的 得 小, HB, ABD RR 

K, WBMARMNB, DANEWEE,3—5, FR; 中央 小 花 两 性 ， 

8—13, RHR, WRK mB, K1.5—2mm, 黑色 或 暗 褐色 (图 92)。 

此 理 分 布 SRS) A Se Be Rh AE A EY Hh 

EMFSESSSEMH WU RBAMEY kr. BAY RED 

Ree, BHA, BM, RRND, SR See 

为 主 ， 也 可 因 沙 埋 生 出 不 定 根 进 行 分 株 繁 殖 。 实 生 苗 在 生长 最 初 的 

1 一 2 年 内 比较 细弱 ， 生 长 缓慢 ， 并 且 极 易 在 风 大 、 干 旱 的 年 份 或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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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里 枯死 。 由 于 沙 地 

热效应 好 ， 本 种 常 在 

5 月 上 、 中 名 萌发 新 

枝 ， 遇 雨 后 生 长 迅 

速 ，7 月 下 名 至 8H 

上 名 现 董 开 花 ， 花 期 

较 长 ， 常 延至 8 月 下 

旬 ， 后 即 进 入 结实 

期 ， 种 子 在 9 月 下 名 

成 熟 。 成 熟 的 种 子 可 

在 植株 上 一 直 保 存 到 

第 二 年 春季 方 脱 落 。 

褐 沙 芯 具 有 较 强 

的 耐 沙 坦 、 抗 风蚀 的 

特点 。 在 内 蒙古 锡 林 

浩特 至 宝 昌 公 路 的 沙 

地 北 段 ， 以 其 前 割 的 

枝条 栽 成 方 格 形 的 防 

沙 障 , BURR Re, 

图 92 wybe Artemisia intramongol#ta 

H.C. Fu 

并 有 部 分 枝条 在 型 年 生根 成 活 。 根 据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草地 资源 调查 

资料 ,在 以 褐 沙 蒿 为 建 群 植物 的 典型 样 地 登记 中 , 其 分 盖 度 可 达 23 一 

25%, FR HE 24—32cm, 丛 径 25 一 65cm 。 在 100m3? 的 小 样 地 内 ， 有 

褐 沙 蒿 168 一 276 从 ， 每 亩 占 地 面积 为 100 一 220m 。 

饲 用 价值 “ 褐 沙 蒿 属于 放牧 利用 型 饲 用 半 灌 木 ， 在 冬季 和 春季 

的 存留 性 其 好 ， 成 为 分 布 区 内 重要 的 饲 草 。 编 羊 : 山羊 、 骆 驼 均 乐 

食 ， 干 枯 后 绵羊 、 骆 驼 亦 乐 食 ， 牛 也 采 食 ，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s 

以 褐 沙 蒿 为 建 群 种 的 草地 型 ， 干 草 产量 平均 为 60.4kg/ 亩 ， 其 

Hh a yb PE AE OK WE RH 52.6% ， 每 100 kg 鲜 草 风干 后 可 折合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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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kg 干草 。 

根据 采 自 内 蒙古 苏 尼 特 左 旗 的 样品 分 析 ， 在 其 化 学 成 分 中 ， 粗 

蛋 和 白质 含量 较 低 ， 粗 脂肪 和 碳水 化 合 物 含量 较 高 ， 粗 灰分 中 ， 钙 较 

BS, MPMI, 492. 

92 HMMS as RR 

采样 xk 5S + BW 质 (%) iE Bh 

BB | 期 | (%) |B | sammy | 粗 纤维 | OB | 粗 灰分 || om 

8 月 初 ，| 现 蓝 期 | 7.87 | 7.24 | 5.00 | 38.23| 43.02 | 6.51 | 1.09 

36.17 | 44.81 | 6.61 1. 6.41 6.00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在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浑 善 达 克 沙 地 内 ， 除 本 种 外 ， 尚 有 其 变种 

ANI Hh UDR CA. intramongolica H.C. Fu var. microphylla | 

H.C. Fu) 的 分 布 ， 与 正 种 的 区别 在 于 ， 变 种 叶 较 小 ， 不 育 枝 叶 

长 3 一 4cm， 下 部 时 及 中 部 时 长 1 一 3cm 。 头 状 花 序 在 枝 端 排列 成 独 

守 的 圆锥 状 。 也 属于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褐 沙 欧 及 其 变种 小 叶 褐 沙 葛 ， 在 浑 善 达 克 沙 WAKE OD 

地 ， 也 是 恨 好 的 固沙 植物 。 

〈 何 永海 ) 

93.32 叶 if 

Artemisia laciniata Willd. 

Ne Re. MA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秆 高 20—75cem, AMBRE SHY, 

单 生 或 数 个 丛生， 幼 时 被 蛛 丝 状 毛 ， 具 条 棱 。 下 部 叶 具 长 柄 ， 叶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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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矩 圆 形 ， 二 回 羽 状 深 裂 ， 侧 裂 

片 顶 圆 形 ， 小 裂片 矩 圆 状 披 针 Whi | Maier 
DAN ' Aas KY 2 

全 缘 或 具 小 齿 ， 上 面 深 绿色 ， 0 : Wye } RN 

TERS, Bm alte | eg 
~/ 有 aS 

> 2 25 

WF FIR AA 

并 有 腺 点 ;上 部 叶 小 ， 二 或 一 ee 

ARAB. IARI, BS as) nee 
: Ke a} oe ish 

i AML, Fak, wom WER sl 

狂 的 加 锥 花序 ， 总 苞 半 球形 ， 

ea ate 

H#4—5mm; & & h 3—4 a 

层 ， 外 层 的 宽 孵 形 ， 有 毛 ， 边 \ 

缘 膜 质 ， 内 层 的 边缘 宽 膜 质 ; \ 

Aki, mem. wR CF Ne | 

圆 状 孵 形 ， 暗 褐色 .图 93)。 NA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qt. dt. Peat; Bi HF. A 

本 、 蒙 古 和 苏联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典 

型 的 中 生 植 物 。 主 要 生长 在 温 

ie FR KE, We RAY PBA 

绿 阔 叶 林 带 ， 稍 向 北 ， 也 少量 

地 伴生 于 草原 带 草 旬 化 的 草原 
群落 中 。 最 习 见 于 湿润 的 山地 图 93 Bee Nee lacinia- 

林 下 或 林 缘 ， 是 东北 兴安 落叶 

ws (Larix gmelinii) 林 及 杨 桦 林 下 的 常见 草本 植物 又 是 

温带 各 山地 杂 类 草草 甸 、 亚 高 山 草 甸 ， 或 山地 草 旬 草原 的 习 见 

伴生 成 分 ， 有 时 在 山地 林 缘 ， 可 形成 裂 叶 蒿 、 地 榆 〈Sazg25sorpa 

af ficinalis) 为 主 的 五 花 杂 类 草草 旬 。 裂 叶 功 也 见于 内 蒙古 东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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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西部 草原 带 的 羊 草 (Leymius chinensis), FA 草 群落 中。 
能 忍耐 极 轻微 的 盐 溃 化 环境 ， 例 如 , EDR, DEAS AR 

部 、 东 北西 部 草原 区 河岸 低地 的 马兰 Uris lactea var. chine- 

nsis), ## (Leymus chinensis) 草 旬 中 ， 有 时 世 偶 见于 沼泽 化 

Bay, Bi Bim HEARN + eH RE, aR et 

yh Bey RM RL ER gt: 

“ AAR, 7—8AFE, 910K RA. RH BARRED, 

由 于 生境 一 般 比 较 湿润 ， 根 给 分 布 在 3 一 5cm 表土 层 中, 侧根 和 不 定 
根 多 数 集 中 在 表土 以 下 由 5cm 以 内 。 根 系 上 常 有 寄生 植物 黄花 列 当 

(Orobanche pycnostachya), 

饲 用 价值 ”青绿 时 家 畜 不 喜 食 ，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秋 霜 后 羊 、 

牛 稍 食 ， 山 区 群众 于 夏秋 季 收 割 野草 〈 其 中 混 有 禾 本 科 草 、 杂 类 草 、 

也 有 列 叶 蒿 ) ， 晒 制 韦 草 冬 春季 补 饲 农 畜 ， 使 它 的 饲 用 价值 提高 。 
裂 时 功 的 化 学 成 分 含量 见 表 93。 

表 95 RH AE SE 

! f RF 物 质 (%) 
物候 期 

水 分 | nea | 粗 脂肪 | mre | 无 所 浸出 物 | 区 分 | 全 | 现 

开花 期 

开花 期 

8.95 9.59 3.37 31.55 39.20 7.34 1.01 0.21 

8.21 | 9.88 | 5.47 | 13.12 54.16 9.16 | 1.03] 0604 

(HER FRX) 

4.2% 6S 

Artemisia pubescens Ledeb。 

NWS ASR. KER. KS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根 粗壮 ， 木 质 。 茎 常数 条 丛生 , 直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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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0 一 70cm ， 上 部 有 分 枝 。 基 生 叶 及 茎 下 部 时 具 柄 ， 叶 孵 形 ， 长 
2.5 一 8cm， 宽 1.5 一 4cm，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小 裂片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_. 形 ， 幼 时 密 被 柔 毛 :中 部 时 ， 基 部 具 条 状 假托 叶 ，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全 

RR, RAB, 上 部 叶 及 花序 枝 上 的 叶 常 3 一 7， 全 裂 以 至 不 分 裂 。 

头 状 花序 极 多 数 ， 宽 孵 形 或 矩 圆 形 ， 长 2 一 4mmy 直径 1.5 一 3mm， 

在 茎 和 枝 端 排列 成 狭 

窗 或 多 少 扩展 的 圆锥 

Ry 总 苞 片 3 一 4 层 ! 

边缘 小 花 肉 性 ， 能 

育 ， 中 央 小 花 两 性 ， 

AB. eR LIK OB 

HB, Wf 〈 图 94)。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下 我 国 北部 各 省 区 ; 

Ber. NK CK 

分 、 西 伯 利 亚 及 远东 

地 区) 、 日 本 、 朝 锋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我 国 温 带 草 

mK, ZBEBH5 A 图 94 HBR Artemisia pubescens Ledeb。 

上 旬 开 始 萌 发 ， 7 月 

中 、 上 名 现 蕾 ， 8 月 上 上、 中旬 进 入 开花 期 ， 花 期 持续 日 数 较 短 ， 8 

月 中 、 下 名 果实 陆续 成 熟 并 脱落 ， 9 月 中 旬 以 后 自 下 而 上 开始 相 

萎 。 和 柔 毛 项 属于 轴 根 型 植物 ， 根 状 茎 粗 厚 ， 半 木质 ， 具 多 数 须根 。 

秋 毛 芯 是 一 种 旱 生 植物 ， 在 典型 草原 和 章 甸 草原 群落 中 是 常见 

的 伴生 种 ， 局 部 地 段 可 成 为 优势 种 ， 生 于 沙 质 、 沙 壤 质 、 黑 土 、 黑 

钙 土 、 栗 钙 土 和 草 旬 土 土壤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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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毛 蒿 生长 初期 增长 较 慢 ， 在 锡林郭勒 盟 测 定 ， 日 均 增 重量 为 
0.031g， 花期 的 增长 量 较 快 ， 为 0.093g。 植 株 高 度 的 增长 与 生物 

量 增长 曲线 基本 相 一 致 ， 生 物 量 的 高 峰 期 在 SAS. Fa, RNA 
株 生 物 量 可 这 3.027g， 其 后 随 着 果穗 的 干枯 ， 生 物 量 逐 渐 下 降 。 
ARE LZEBAPSANBALY. PHBH, UB 

& $53 Re, FRB. WA. BERR. HAT HEM 
AHFRFRPHRER, HRS. 

“和 桑 毛 葛 的 开花 一 结实 期 营养 比 为 1 94-1001, REF RAB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4。 

表 94 RE MAS aa R*(%) 

AE 水 Gh FD 采样 地 区 

B| 分 mma | mien | 粗 纤维 | 2B | 粗 灰分 及 时 间 

FRG HH) 9.35 | 12.89 4.01 20.01 | 44.63 | 9.11 |1.98/0.09) MF 8%, 86.7.7 

开花 期 | 7.83 | 8.24 7.99 25.61 | 38.82] 11.51 |1.62/0.15| 锡 盟 ,85.8.6 ~ 

结实 期 | 9.56 | 8.98 5.62 32.61 | 38.38] 4.85 |0.4810.22 

Ure Me Letitia th CueT et eee ee 

Ze PA ae BK BK, 每 100 kg 和 柔 毛 匾 鲜 草 可 了 晒 制 43.7 kg 

TH. 

〈《 何 永海 ) 

95.K.4F , 蕊 

Artemisia sieversiana Willd.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越 年 生 草 本 。 主 根 较 粗 。 茎 直立 ， 较 粗 ， 

具 纵 沟 棱 ， 被 白色 短 柔 毛 ， 高 20 一 100cm 。 基 生 叶 早 枯 。 茎 中 、 下 

部 叶 具 柄 ， 时 和 睫 宽 孵 形 或 宽 三 角形 ， 二 至 三 回 羽 状 深 裂 , 侧 裂片 2 一 

。293。 



8H, DRA 条 形 或 

FARE GIB, FEST 
RB, Bi PKA 
AUR. LBB a 

AEN, HAREB He 
顶端 的 叶 不 裂 而 为 条 

状 花 序 排列 成 中 度 扩 

展 的 圆锥 形 。 头 状 花 

序 半球 形 ， 直 答 4 一 7 

mm， 有 梗 ， 下 牌 ， 

总 苞 片 3 一 4 层 ， 被 白 

色 伏 柔 毛 或 无 毛 : 46 

托 凸 起 , 窗 被 毛 ; 边缘 

AN FE MELE, "RANE 

Wy AYE, EE INTE we bess 
is (TG, Kee Imm, 图 95—1 a «ale sieversiana 

褐色 〈 图 95 一 :1)。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除 华南 外 ， 全 国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 We. A, 

蒙古 、 苏 联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为 田间 、 道 旁 杂 草 。 越 年 生 草 本 。 当 年 

植株 处 于 营养 叶 复 状 态 ， 第 二 年 出 现 生 将校 ， 结 实 后 死亡 。 

KBE, TRH 0.15g， 在 25 一 30%C 温 度 下 24 小 时 即 
可 发 芽 ， 在 一 定 温 度 范围 内 ， 发 芽 率 随 温度 升 高 而 增高 ， 发 芽 速 度 

Dt. O—5°C, RHRH10%, B24K; 10—15°C, WHK83%, Fl2 

Ky 20—25°, ik84%, A&R. MR ELA B25—-30CH, 

FAW RE BAW; 35°C, RHRHI7Y, : 

在 海拔 1650m 的 天 山北 坡 种 植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教 学 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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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i8 日 播种 ，5 月 14 日 出 苗 。 6 月 25 日 进入 分 枝 期 ， 从 播种 到 出 

苗 需 26 天 ， 出 苗 到 分 枝 需 42 天 。 分 枝 期 一 般 有 9 片 真 叶 ， 平 均 每 出 

1 片 真 叶 需 4、6 天 。 当 年 一 直 处 于 叶 复 阶段 。 一 边 长 出 新 时， 一边 

基部 老 叶 片 枯 死 。 

对 地 上 部 分 生长 速度 测定 表明 ， 8 片 叶 以 前 ， 地 上 部 分 生长 较 

慢 ，5 月 23 日 至 6 月 13 日 的 20 天 中 ， 高 度 日 增长 0.17cm 。 8 片 叶 

以 后 ， 日 生长 速度 墙 快 ， 6 月 13 日 至 6 月 18 日 ,平均 日 增长 0.7cm。 

分 枝 以 后 ， 地 上 部 分 则 迅速 生长 。 
地 上 部 分 、 地 下 根系 和 单 株 产 草 量 相关 性 的 测定 结果 表明 ， 在 

具 了 7 片 叶 以 前 ， 地 上 部 分 和 地 下 部 分 增长 均 较 慢 ， 但 根 的 增长 比 植 

株 的 生长 快 得 多 。 在 上 共有 第 3 片 叶 至 7 片 时 时 ， 每 增加 1 片 叶 ， 根 

系 的 增长 为 4.55cm， 而 地 上 部 仅 增 高 0.85cms。 攻 重 量 比 ， 仍 以 地 

上 部 分 为 高 ， 每 增加 1 片 叶 ， 单 株 产量 则 增 重 0.04g， 根 重 只 增加 

0.009g。 在 具有 7 片 叶 至 9 片 时时， 根系 生 长 更 快 ， 平 均 每 增长 

1 片 叶 ， 根 增长 7.65cm， 地 上 部 分 增长 仍 低 于 根 的 增长 ， 每 片 叶 
只 3.2cm， 而 根系 增 重 则 比 地 上 部 分 略 高 ， 每 生长 LH, HER 
增 重 0.31g， 根 增 重 0.36g。 研 究 结果 表明 ， 在 具有 9 片 叶 以 前 ， 

地 下 部 分 增长 无 论 是 根 的 长 度 和 重量 均 比 地 上 部 分 快 。 根 据 测 定 资 

料 可 绘 出 相关 曲线 〈 图 95 一 2) 。 

产 草 量 ， 播 种 当年 8 月 .6 日 测 得 单 株 平 均 干 草 重 , 大 株 53.8g， 

中 株 30.4g， 小 株 5.4g。 小 区 测定 ， 亩 产 和 干草 120.8kg 。 当 年 株 从 

高 度 25.2cm， 过 幅 直径 51.6cm 。 

大 籽 功 第 二 年 4 月 14 日 返青 ， 9 月 1 日 成 熟 ， 生 育 期 140 天 。 

返青 至 分 枝 期 需 30 天 ， 分 核 至 现 蕾 39 天 ， 现 蕾 至 开花 26 天 ,开花 至 

结实 38 天 ， 结 实 至 种 子 成 熟 7 RK, MRE 120 一 190cm。 第 二 年 

FA RP" Hi 22 oF BEAK, FEF 10.8—79.7e Zi}, HRW, HY 

FH276.5kg, PfPe, BH 14.73keg, 

大 将 葛 抗 寒 性 较 强 ， 当 年 株 丛 在 零下 30°C 能 安全 越冬 。 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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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量 、 根 量 ha 
(mg) 

ii40 | 
1080 栋 高 7 45 

1020 根 长 Ay 
950  ------ 株 量 Ki 40 
900 et 
840 根 重 月 35 
780 2 
720 / 30 
650 / 
600 / 25 
540 / 
480 jf 20 
420 F 
360 / 15 

st J a ae 10 

120 F gd 5 
60 

= 0 
真 叶 数 4 5 6 7 8 9 分 枝 

图 95 一 2 “大 籽 营 播种 当年 株 量 、 根 量 、 株 高 , 根 长 相关 示意 

期 ， 由 于 植株 高 大 ， 要 求 水 肥 较 高 ， 在 于 旱 少 雨 的 地 区 裁 培 ， 需 进 

行 灌溉 。 大 籽 贰 最 适 于 朴 松 、 肥 沃 的 土壤 条 件 下 裁 培 。 ie 

饲 用 价值 Aah, KABA 1 Rm CIS—1). HH 

后 ， 嫩 枝 及 花序 较 多 ， 每 株 平均 有 花序 1364 +, ARK 2201 4, 

小 株 511 个 。 花 序 平 均 每 株 40.2g ( 鲜 重 )， 占 植 株 总 重 75.9g 的 

50.6%， 花 序 加 嫩 枝 和 种 子 重量 占 植 株 总 重 的 75.8% 。 青 鲜 状 态 

下 ， 因 有 苦味 ， 牲 畜 不 愿 食 ， 但 打 霜 死亡 以 后 ， 直 至 冬季 ， 不 刘 制 

的 植株 ， 其 花序 及 嫩 枝 ， 牲 畜 〈 羊 、 牛 ) RS Mich. KARTE 

野 干 草 ， 竹 畜 从 中 挑食 其 花序 及 校 叶 。 

大 籽 鞠 主要 用 来 调制 干草 ， 作 牲畜 冬季 贮备 饲料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营养 价 、 元 素 含 量 见 表 95 一 1、95 一 2、95 一 3s 

栽培 要 点 ”土地 应 进行 秋 翻 ， 整 地 要 细碎 平整 ， 翻 前 最 好 施 腐 

FA AD JBE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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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 生育 期 | 水 分 |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RI | % RR 

表 95 一 1 大 籽 蕊 化 学 成 分 (3% ) 

于 Bl BEM | 9.47 | 10.21 6.64 22.27 44.90 6.51 | 1.16 | 0.316 

干花 序 | BETERH | 9.44] 7.00 3.03 34.42 41.01 5.10 | 0.84 | 0.268 

> 新 疆 农 业 科学 院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95-2 AKER 

元 素 名 称 食 量 元 素 名 称 B 

#5 (ppm) 272. 43 '% (ppm) 50.65 

ii (ppm) 29.36 4 (ppm) 43.4 

Bl (ppm) 17.07 #4 (ppm) 211.89 

#5 (%) 1.14 &2 (ppm) 3.64 

(ppm) 0.17 BE(%) 0.26 

& (ppm) 1.07 # (ppm) 3.5 

销 <0 &k (ppm) 12.08 

qj (ppm) 10.59 #2 (ppm) 54.01 

& (ppm) 258.24 Tht (% ) 0。12 

钾 (%) 2.98 Ri (ppm) 1.85 

5E(%) 0.34 #% (ppm) 21.61 

。 RRMA ORBEA. me 

表 95 一 5 大 籽 蓄 氨基 酸 成 分 *(%) 

氨基 酸 名 称 | 含 it | 氨基 酸 名 称 a 量 

天 门 冬 氨 栈 1.81 | 异 亮 氨 酸 0.44 

苏 A MR 0.48 亮 HR 0.71 

% BA R 0.46 mM am 0.23 

Se 氨 mR 1.31 葵 丙 氨 酸 0.43 

H 3 Mm 0.55 mi 2 Mm 0.59 

A a mR 0.51 a 0.27 

me mR 0.09 组 aOR 0.20 

whee Rm 0.59 Am 0.29 

i 氨 Rm 0.10 | i A mR 0.94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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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时 间 ， 最 好 临 冬 播 种 ， 待 第 二 年 雪 化 后 即 可 萌发 。 如 当年 

播种 ， 可 于 化 雪 前 播 于 雪上 ， 等 到 雪 化 后 ， 种 子 即 可 随 雪 水 下 涂 。 

早春 气温 较 低 ， 蒸 发 量 小 ， 有 利于 种 子 发 林 出 苗 。 

大 将 蕊 种 子 千 粒 重 仅 0.15g， 只 能 播 于 土 表 ， 覆土 超过 1cm， 

不 易 出 苗 。 

播种 量 ， 收 划 用 的 宜 密植 ， 使 主 葵 不 致 过 粗 ， 以 利 性 畜 利 用 。 

每 亩 以 7000 株 计 ， 种 子 用 价 为 100% 时 ， 每 讶 1.5g RNA, AAT 

小 ， 播 于 土 表 ， 成 株 率 低 ， 实 际 播 量 应 提高 到 5g 以 上 - 
田间 管理 ， 钢 草 ， 苗 期 长 ， 最 怕 杂 草 ， 要 求 头 年 进行 秋 耕 ， 最 

好 在 7 一 8 月 翻 耕 ， 以 消灭 杂 草 ; 灌水 ， 在 年 降水 388mm 的 谢 家 沟 ， 

因 雨 量 集 中 于 5 一 6 月 ， 有 利于 大 籽 芒 的 生长 ， 不 党 水 即 可 获得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当 大 田 裁 培 ， 分 枝 后 植株 生长 快 ， 应 进行 灌溉 。 收 制 ， 

笋 草 应 在 现 草 期 进行 ， 过 晚 植株 粗 老 。 如 收 籽 用 ， 当 80% 种 子 成 熟 

即 可 收割 ， 过 晚 种 子 易 脱 落 。 

相近 似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大 花 世 ， 又 称 一枝 芍 CArtemi- 

sia macrocephala), BASEL 种 近似 ， 但 荃 不 分 枝 或 少 分 枝 》 头 

a 

下 

; 

状 花 序 单 生 于 叶腋 及 枝 端 ， 成 疏散 的 总 状 花 序 ， 可 以 区 别 。 分 布 于 

我 国 青海 、 新 疆 、 西 藏 ， 苏 联 Ch, WIAA. Ba. A, 

伊朗 也 有 。 

饲 用 价值 与 天 籽 蒿 相似 。 

96. 中 亚 崇 苑 木 

Asterothamnus centrali-asiaticus 

Novopokr.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20 一 40cm, 下 部 多 分 枝 ， 老 枝 术 质 化 , 灰 

黄色 , 小 枝 细 长 ,被 蛛 丝 状 GE, 后 变 RE MRA RAB 或 近 条 

+ 298 



| 
| 

i 
| 
| ) 

‘ 

| 

| 

mm， 在 枝 端 排 eB 

形 , 长 8 一 15mm， 窗 

1.5—2mm, 56 big Bt AS 

Qe, FER FE, 边缘 反 

卷 , PH Ta BEB RR 

6, 后 渐 脱 落 ; 上 部 

叶 渐 小 。 头 状 花 序 长 

8-—-10mm, 宽 约 10 

GIR, TE BLD 

形 ,直径 5 一 7rmmy, 总 

BRA, FHRR 

白色 蛛 丝 状 得 毛 : 边 

缘 舌 状 花 淡 紫色 ， 两 

PEAE IRs so ERE 

状 ， 与 花冠 等 长 〈 图 

96),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内 蒙古 中 、 西 部 、 

人 宁夏、 甘肃 、 青 海 等 

省 《区 ) ， 蒙古 南部 图 95 中 亚 紫苑 木 Asterothamnus centrali- 

也 有 。 asiaticus Novopokr. 

EmSS5ESSRE PUL RUWKARRVEERA, FREA 

BM, MAHBALH, OMAR 颈 发 出 。 其 轴 根 深 入 土 中 ， 达 1m 左 

右 ， 由 分 枝 发 出 多 数 不 定 根 ， 形 成 相当 扩展 的 根系 ， 增 大 在 干旱 环 

境 中 吸取 水 分 和 养分 的 范围 ， 根 幅 通常 大 于 地 上 部 冠 旺 数 倍 。 地 上 

部 老 枝 强烈 木质 化 ， 呈 灰 黄 色 ， 较 粗壮 ， 新 枝 细 长 ， 灰 绿色 。 

中 亚 紫 范 木 各 生育 期 均 较 长 ， 营 养 期 4 一 7 月， 花期 6 一 8 月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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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8 一 9 月 。 

中 亚 紫 殖 木 为 超 旱 生 的 巷 漠 植物 , 出 现 于 荒漠 和 荒漠 草原 带 , 喜 

生 于 朴 松 的 砂砾 质 冲积 和 洪 积 土壤 上 。 常 沿 干 河床 和 流水 线形 成 群 ， 
落 ， 也 生 于 石 质 丘陵 和 山 前 洪 积 坡地 上 。 它 是 亚洲 中 部 的 特有 种 ， 

在 干旱 地 区 分 布 相当 广泛 ， 从 塔里木 盆地 到 阿拉 善 均 有 出 现 ， 但 很 

少 成 为 建 群 种 ， 主 要 以 群落 的 伴 生 种 存在 于 膜 果 麻 黄 CE phedra 

przewalskii), Yaya) CNitraria sphaerocar pa), Fk#(S y- 

ot os. a 

mpegma regelit) Sir RRR. HR 覆盖 度 RR, RRA 

10 一 20%% 。 例 如 ， 分 布 于 马兰 布 和 沙漠 的 中 亚 紫 范 木 ， 是 球 果 白 刺 

群落 和 膜 果 麻 群 落 中 的 伴生 种 ， 在 这 些 群落 中 出 现 的 除 中 RAE 
本 外 ,还 有 珍珠 柴 (Salsola passerina) 、 枇 柜 柴 (Reaumuria so- © 

o10ozrrca)、 长 时 红 沙 CR. trigyna), AR) CPotaninia mongo- | 

lica), BE (Zygophyllum xanthoxylon) 等 。 鲜 草 总 产量 (6 一 

8 月 份 ) 为 300 一 435kg /全 项 ， 群落 中 有 中 亚 紫 范 木 4 一 11 株 /100m， 

表 96 一 1 ”中 亚 紫 葛 木 的 化 学 成 分 ” 

(%) 
质 6 脂肪 | 纤维 

8 月 Hatt ae hee 

14H eA ats PE 9.17 |12.06 | 4.60 |27.10 | 46.54 | 9.40 |1.291/0.47| 106.50 

6 月 _ ae 4 ie 

sie 一 | 结果 期 | 8.75 | 7.68) 3.21 [33.23 | 51.34 | 4.54 |0.720.14 — 

8 月 14 日 采样 ， 由 甘肃 草原 生态 研究 所 分 析 ， 其余 两 个 引 自 黄 兆 华 等 译 《 蒙 古人 

民 共 和 国 放 委 地 和 剂 草地 的 饲 用 植物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年 。 

鲜 重 只 占 总 产量 的 0.8 一 2.8% 。 中 亚 紫 蕴 未 为 建 群 种 构成 的 群落 网 
于 塔里木 盆地 以 西 的 昆仑 山 龙 ， 伴 生 种 仅 膜 果 麻黄 工种 ， 群 落 总 瘟 
这 仅 6 一 8%# 分 布 于 甘肃 省 中 部 士 石 质 丘陵 的 ， 伴 生 有 合 头 裴 、 黄 

”2 300， 

占 干 Mm 质 (%) eat 
; . 育 4.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mg/ 

XK | 
| | ke 浸出 物 | Bey | 5 | sel Kg 于 



表 96 一 2 ”中 亚 紫 范 木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 

采 祥 | 采 样 | 生 | 纺 | 苏 | B | SHR) 亮 | AA] MR | 组 | 精 
育 | 所 | 所 |- 氢 氨 氨 | a) 氨 

时 间 | 地 点 | 期 | 酸 | 酸 | R | eR) MR | aR) 酸 |e PB 

占 原 Flay Pn 0.49 | 0.38 | 0.20 | 0.34 | 0.60 | 0.46 

盛 花 期 

占 干 物质 白银 市 0.54 | 0.42 | 0.22 | 0.37 | 0.66 | 0.51 

0.52 |0.17| 0.41 

0.57 |0.19| 0.45 

甘肃 草原 生态 研究 所 分 析 。 

AE) i CLimonium aureum), RUE (Kalidium cuS 力 -~ 

datum) 等 ， 盖 度 可 达 20% 左 右 。 

饲 用 价值 “中 亚 紫 将 木 是 骆驼 的 良好 饲料 ， 四 季 采 食 ， 特 别 是 

在 冬 春 ， 喜 食 其 新 枝 : 到 夏季 仅 乐 食 。 羊 乐 食 其 嫩 枝 。 马 和 和牛 不 食 。 

中 亚 紫 列 木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5 一 1 所 示 。 可 以 看 出 ， 中 亚 紫 范 木 粗 

蛋白 质 含 量 较 低 或 中 等 ， 无 所 浸出 物 丰 富 , 而 粗 纤维 含量 不 算 太 高 。 

不 物 质 中 馈 磷 含量 丰富 ， 且 比例 合适 。 胡 葛 下 素 的 含量 很 高 。 从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看 〈 表 85 一 2)， 含 量 高 于 优良 禾 草 一 一 羊 草 ， 同 

玉米 、 小 麦 或 大 麦 中 所 含 的 必需 氨基 酸 总 量 不 相 上 下 ， 说 明 其 蛋白 

质 的 生物 价值 还 是 较 高 的 。 总 起 来 言 ， 它 应 属于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RIL HH) 

97.8 Fe 木 

Asterothamnus fruticosus (C. Wink]. ) 

Novopokr. 

别名 ARR Ie 

WASTE ”多 分 枝 半 灌 木 。 高 20 一 40cm， 多 分 枝 , 下 部 常 有 被 

绒毛 的 冬 芽 ， 上 部 被 不 明显 的 蛛 丝 状 短 绵 毛 。 叶 较 密 集 ， 条 形 ， 长 

10 一 15(20xmm， 宽 1 一 1.5mm， 无 柄 ， 两 面 被 蛛 丝 状 短 编 毛 或 有 

* 301 ¢ 



时 上 面 几 无 毛 。 头 状 

花序 在 茎 顶 和 梳 端 排 

RP Rs SIRE 

BK, 长 8—10mm, 

# 410mm; 4 4 HE 

ia TH Fs Se 4 BR A £2, 

稀 淡 紫红 色 ， 舌 状 花 

RR is 管状 花 黄 色 。 

BRA, RA 

BK E; @ BEA 

, EER. 

地 理 分 布 ”分布 

FRB SH. Hit. 

ies DR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紫 蕴 木 是 一 种 

fa Ft AE He OBE Ee HE 

AR. PERF RNS ab 

Fee Ue, HE at HE 

图 97 紫 范 木 Asterothamnus fruticosus 

(C.Winkl.) Novopokr. 

FER, (AAMT EE BR. TLE LL RUS AR, Wy Re 

PRUE. Ew TE BEAR BG EAN Ly HEY) AE BG FE Uy HH he HA Ly Hh 

荒漠 草原 常见 的 建 群 种 。 

据 调查 ， 在 天 il) PRE wR 1800 一 2300m 之 间 ， 常 与 灌 RWB 
(Ajania fruticulosa)、 沙 生 针 昔 (Stipa glareosa) 同 处 于 建 

群 种 地 位 。 草 层 高 度 25cm， 总 盖 度 30%， 亩 产 鲜 草 35 ke, 在 海拔 

2100m 的 阴 坡 ， 常 以 建 群 种 成 分 与 沙 生 针 茅 和 冰 草 CAgropyron 
cristatum) 组 成 山地 荒漠 草原 草地 类 型 。 草 层 高 度 30cmy, 总 盖 度 
35%， 亩 产 鲜 草 66 kg 。 在 昆仑 山西 侧 北 坡 海拔 1760m My Wy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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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 上 常 以 建 群 种 出 现 。 所 处 的 土壤 含有 大 量 卵石 可 达 85% ， 靠 暂时 

地 表 径 流 供应 土壤 水 分 。 和 群落 植物 很 稳 蔓 ， 总 盖 度 仅 有 7 一 8% 。 群 

落 组 成 种 类 贫乏 ， 只 有 少量 的 RRA (Gymnocar pos przewal- 

sRii) 。 紫 将 木 在 天 山南 药 4 月 下 名 萌发 新 枝 ，6 月 底 初 花 ，7 月 

中 、 下 旬 结 实 ， SAP MAF RM, IAPR. RAKE 

本 矮小 ， 但 株 从 分 枝 多 ， 再 生性 强 ， 生 活力 强 。 

AME RAR RRA, PRAMAS, HR 

均 可 被 牲畜 采 食 ， 人 鲜嫩 枝叶 ， 适 口 性 良好 ， 和 牛 、 马 和 羊 均 喜 食 ， 骆 

驼 全 年 喜 食 ， 冬 季 残 留 物 较 好 ， 马 、 羊 、 驼 乐 食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中 

等 。 风 干草 在 闪 牛 瘤胃 中 48 小 时 的 消化 率 为 70.84%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7。 

表 97 ” 紫 莞 木 的 化 学 成 分 *(% ) 

IR 
分 浸出 物 

| 
6.14 | 0.80 | 0.05 46.61 

开花 期 | 8.55 | 10.53 | 2.37 |28.16 | 42.93 7.46 | 0.66 | 0.09 | FRx 

结实 期 | 8.74 | 7.20 | 4.69 [27.23 | 84.50 |17.64 | 0.48} 0.09 | Mettit 

。 新 疆 作 一 农学 院 草 原 分 析 室 。 

(HRS) 

98.) RF 

Cacalia hastata Le 

别名 ” 戟 上 叶 免 儿 伞 、 山 尖 菜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40 一 150cm 。 蔡 直立 ， 较 粗壮 ， 具 

RR, 上 部 常 分 枝 , 并 密生 被 腺 状 短 柔 毛 。 叶 下 部 时 花期 枯萎 ， 中 部 

叶 三 角 状 戴 形 ， 长 10 一 18cm， 宽 13 一 19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截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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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近 心 形 ， 在 叶柄 处 

Pek R, Mw K 

4 一 5cm , 边缘 具 不 整 

齐 的 尖 齿 ， 上 面 绿 

色 ， 朴 被 短 毛 ， 下 面 

淡 绿 色 ， 密 被 柔 毛 : 

土 部 叶 渐 小 , = 角形 

BY RAEI. SKM 

花序 多 数 ， 下 垂 ， 于 

茎 顶 排列 成 狭 金 字 塔 

形 ; 总 苞 简 状 , 长 9 一 

12mm， 宽 约 &gmm， 

总 苞 片 8 ， 披 针 形 ; 

花 两 性 BA EK, 

6 一 19 4. BRB 

f4, £2 7mm, i 
=, 44 (98). 图 98 lize Cacalia hastata 工 。 

WES AFR BIT. Ae. oT. Wt. WAR, th 

西 和 内 蒙古 等 省 区 。 朝 鲜 、 蒙 古 和 苏联 (远东 地 区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山 尖 子 为 林 区 野生 植物 。 4 月 中 、 下 名 

返青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 主 要 生长 在 夏 绿 阔 叶 林 下 ， 林 

缘 ， 针 疗 混 交 林 ， 针 叶 林 和 岳 桦 林 林 缘 、 灌 从 、 林 间 草 地 ， 河 滩 杂 

草 类 草 旬 也 常 有 分 布 。 它 经 常 是 山地 林 缘 草 旬 的 主要 伴生 种 。 

山 尖 子 为 大 型 草本 植物 ， 喜 微 酸性 肥沃 湿 泻 的 土壤 ， 直 根系 ， 

属 耐 阴 喜 湿 的 中 生 植 物 。 

饲 用 价值 ”本 种 适口 性 不 甚 良好 。 春 季 和 初冬 放牧 时 马 、 和 后、 

羊 均 采 食 。 夏 季 放 牧 家 畜 一 般 不 吃 ， 但 夏季 可 与 其 他 饲 草 一 起 割 草 

青贮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还 可 煮 熟 做 猪 饲料 。 秋 季 可 浏 割 调制 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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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冬季 人 饲 用 ， 其 化 学 下 分 见 表 87。 

表 98 山 尖 子 化 学 成 分 

占 风 x 物 质 (%) 

者 、 夏 季 嫩 苗 与 娩 叶 、 嫩 芽 可 做 青菜 ， 炒 食 或 做 汤 食 用 。 

全 株 含 单 宁 可 达 3,.75% ， 可 做 烤 胶 原料 。 | 

($32 &) 

99.。 砂 蓝 刺 头 

Echinops gmeliniti Turcze 

别名 ”火绒 草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高 20 一 50cm 。 茎 直立 ， 常 单一 ， 稀 

分 枝 ， 稍 具 纵 沟 棱 ， 无 毛 或 芍 被 腺 毛 。 叶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长 1 一 

5cm， 宽 3 一 gsmm， 边 缘 有 白色 硬 刺 ， 上 部 时 无 毛 或 芍 被 腺 毛 ， 下 

部 叶 被 AE. BUI Ei, RB. ABA 3cm， 淡 蓝 色 或 

A: DERE READ EMER, CED Bs ABE A 

Tite R, bene, LBMRAMRREs AA fH, KA 3mm, 

WHS, RB, RE, SHESK. BRSRRE, AHL, a 

EKAImm, FRA 〈 图 99)。 

MIE A AAP ASH. Ak. dt. WR. We. BRP. 

Hit. Free. Pres 苏联、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砂 蓝 刺 头 为 一 年 生 的 直 根 植物 ， 主 根 圆 

柱 形 ， 入 士 深 达 20cm 左 右 ， 皮 呈 深 黄色 ， 侧 根 少 而 短 。 地 上 部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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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砂 蓝 刺 头 Bchinops gmelinit Turez, 

立 ， 不 分 枝 或 多 有 少数 分 校 。 

砂 蓝 刺 头 一 般 于 5 月份 即 开始 萌发 ，6 一 7 月 孕 蕾 和 开花 ， 花 期 

可 延续 至 9 月 ，8 一 9 月 结果 ， 进 入 10 月 后 开始 干枯 。 

为 喜 砂 的 旱 生 植物 ， 散 生 于 荒漠 化 草原 区 和 干草 原 区 乃至 讽 漠 

区 的 沙 寿 质 或 沙 质 平地 、 半 固定 沙 地 、 固 定 沙 地 和 流动 沙丘 边缘 ， 
DFS DB, Me RS Fy Bw Ry (4rfemisia or- 

dosica), /\@f3#(Stipa SDp。) 、 热 状 锦 鸡 儿 (Caragana tibeti- 

ca)、 狭 时 锦 鸡 儿 (C。stezobppny11a)、 塔 落 岩 黄芪 (五 ea ysarum 

1aeve)、 霸 王 (Zygophyllum xanthoxylon), WAERC etra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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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ca) 等 群落 中 ， 但 它 本 身 数量 很 少 ， 从 不 FR BP AR 

势 ， 其 群 聚 度 总 是 属于 “ 单 生 (solitary)” 级 。 它 较 喜 温暖 ， 常 见 

于 中 温带 和 了 暖 温 带 草 地 ， 而 在 年 平均 温度 在 0°C 左右 的 温 凉 地 区 出 

现 较 少 。 它 还 喜光 ， 在 植被 覆盖 度 高 的 群落 中 难于 生存 。 

饲 用 价值 ” 砂 蓝 刺 头 青 鲜 时 ， 其 花序 、 叶 及 嫩 芭 为 骆驼 、 怠 和 

马 喜 食 ， 和 牛 、 羊 也 可 采 食 其 叶 、 花 序 和 果实 ， 王 枯 后 适口 性 降低 ， 

为 骆驼 所 乐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9 所 示 。 可 以 看 出 砂 蓝 刺 头 花期 蛋白 

质 含量 中 等 ， 到 盛 花 期 含量 偏 低 ， 而 纤维 素 和 灰分 含量 均 较 高 ， 胡 

葛 下 素 的 含量 也 较 高 。 砂 蓝 剂 头 属于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表 39 砂 蓝 刺 头 的 化 学 成 分 (%) 

BO) oF OW OR i be 

wimg] im | fe wl om |e (FOR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 白质 | 脂肪 | 纤维 | 浸出 物 | 灰分 Spm) 

ak fae Ss re 9.63 | 4.43 [38.92 |29.17 |17.85 |1.58/0.43] 81.88 

月 
A 
A el ETEMIS. 33 5.48 |35.87 |37.15 | 8.17 |1.48l0.25| “一 

BD VE a SAR AY AZ, AT ARSE. HDA. PLS ee. BEE 

新 疆 等 地 区 作 “ 祁 州 漏 芦 >” AZ 

(HIKE =H HEs) 

100.7) #E =| 

Guizotia abyssinica (Le f. ) Cass. 

别名 油 菊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 本 。 主 根 明 显 ， 支 根 极 多 ， 根 颈 以 上 2 一 3 

节 处 有 不 定 根 。 茎 高 150 一 230cm， 粗 1 一 2cm， 圆 柱 形 ， 直 立 ， 中 

空 ， 被 糙 硬 毛 和 紫色 斑点 ， 多 分 枝 ， 枝 绿色 至 紫色 ， 老 枝 常 旺 黑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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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 RH Bl 

EC, ARATE, 

PA AKA E, FCM 

ME, DADE 

KR, BH, PRNE 

eR. BR, BR 

ff, 4B, KA 

4—5 mm (图 100) 。 

MIE} ti 

于 东非 。 中 国 于 1972 

年 引进 ， 先 后 种 植 于 

云南 、 四 川 、 湖 北 、 

广西 等 省 区 ， 安 徽 合 

肥 和 江苏 淮北 滨海 地 . 

区 试 种 也 获 成 功 。 分 

布 范围 南 自 云 南 红 

河 、 德 宏 两 州 ， 北 至 

图 100 «st Guizotia abyssinica (L.f) 

Cass, 

WELSH DL, ZC 2S PAN HME E2800 mid IY TT BIA, 国外 较 广 泛 
地 栽培 于 埃塞俄比亚 和 印度 , 在 东南 亚 和 西欧 一 些 国家 以 及 苏联 
本 也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为 短 日 照 植物 ， 在 云南 陆 良 地 区 春播 ， 

从 出 苗 到 现 Weis 60 一 75 K, PGF) 成 熟 需 80 一 90 天 ， 生 育 期 共 

140—160K; 在 安徽 合肥 需 180 天 ， 随 播种 期 的 推迟 而 生育 期 相应 

缩短 。 适 宜生 长 WBE 13—25°C, 50C 时 生长 停止 ， 受 本: 霜 后 死 

Tio 生境 需 较 好 的 通风 透 光 条 件 ， 不 耐 荫蔽 。 对 土壤 又 求 不 严 ， 但 

仍 以 土 层 较 厚 ， 排 水 较 好 ， 肥 力 较 高 的 砂 质 土壤 生长 为 最 良好 。 珊 

干旱 ， 少 病 虫 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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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 现 蕾 开花 以 前 蔡 叶 含水 分 高 ， 和 柔嫩 多 汁 ， 作 为 饲 用 

可 在 初 花期 浊 割 ， 虽 咯 带 涩 味 ， 但 切 细 喂 猪 ， 无 论 青 饲 、 煮 熟 饲 还 
是 青贮 后 饲 用 ， 效 果 均 好 ， 无 不 良 反 应 。 和 干草 具有 浓郁 的 清香 味 ， 

为 猪 喜 食 。 国 外 用 以 饲 喂 绵羊 。 小 鞭子 生长 快 ， 耐 刘 制 ， 夏 秋 两 季 

均 能 供 饲 。 产 量 高 ， 在 云南 德 宏 州 ， 4 月初 播 种 ， 生 长 40 一 45 天 ， 

亩 产 鲜 草 1200 一 2900kg， 在 合肥 地 区 ， 6 月 3 日 至 17 日 播种 ， 生 

长 65 一 80 天 ， 亩 产 鲜 草 3000 一 3200kg ， 在 江苏 盐城 ， 4 月 下 名 种 

于 棉花 行 间 ， 5 月 底 浊 割 第 一 次 ， 亩 产 鲜 草 550kg，?7 AP WX A 

第 二 次 ， 亩 产 700kg 。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00。 

表 100 小 葵 子 鲜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分 析 | 采样 | 水 分 占 LV iy 质 (%) 

部 位 | 时 间 | (%)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 钙 Te 

ZH AR) 92。1 | 16.20 3.40 20.9 46.8 12.7 2.1 |0.47 

| | 

+ 四 川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小 划 子 也 是 良好 的 绿肥 作物 ， 在 四 川 成 都 ， 可 以 在 麦 茬 后 中 稳 

之 前 或 稻 玲 后 小 麦 前 播种 ， 生 长 40 多 天 即 可 翻 耕 ， 鲜 草 养 分 如 下 ; 

氮 0.13 一 0.32% ,五 氧化 二 磷 0.17 一 0.32% ,氧化 钾 0.30 一 0.78% 。 

可 见 它 是 一 种 含 磷 特别 是 钾 较 为 丰富 的 植物 。 

小 划 子 的 种 子 是 优良 的 食用 油料 ， 出 油 率 31 一 35% ， 机 械 压 榨 

的 油饼 ， 含 粗 蛋 白质 36.9% ， 可 添加 在 SAAB 和 蛋 鸡 的 精 饲料 

中 ， 对 后 的 适口 性 也 很 好 。 

PIES WERE, LER, RVR MKB 

好 的 田 块 。 要 求 整 地 精细 ， 土 壤 有 较 好 的 水 分 ， 宣 播 的 期 间 长 ， 在 

四 川西 部 为 3 一 9 月 ， 苏 皖 一 带 为 4 一 8 月 中 旬 ， 春 播 的 可 与 玉米 、 杭 

花 等 宽 行 作物 同期 间 种 ， 生 长 约 40 天 可 收割 。 夏 播 在 夏 熟 作物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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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秋 播 的 在 早 中 稻 或 早 玉米 收获 后 ， 均 宜 抢 时 间 早 播 以 利 高 产 ， 
川西 一 带 于 8 月 20 日 播种 的 ,生长 50 一 60 天 , 亩 产 可 以 高 达 400kg 。 种 

子 千 粒 重 3。5 一 5g。 每 亩 播种 量 1 一 1.5kg 。 一 般 采 用 搬 播 , 由 于 种 

子 壳 薄 发 芽 很 快 ， 但 幼苗 项 士 力 弱 ， 故 播 后 要 少 覆 土 ， 丧 情 不 足 可 
抗旱 进 行 条 播 ， 以 取得 每 亩 有 苗 20 万 株 左右 ， 留 称 用 的 穴播 ， 行 灾 - 
FE50x 40cm， 每 实 留 苗 2 一 3 株 。 

饲 用 的 小 蓝 子 每 亩 需 施 氮 5 一 7.5kg ， 五 氧化 二 磷 4 一 5kg 。 苗 
高 10 一 18cm 时 ， 进 行 匀 苗 补 苗 ， 要 注意 防 涝 排 渍 ， 但 入 旱 时 灌水 
以 促进 生长 ， 留 种 地 要 中 耕 松 土 2 一 3 次 ， 并 培土 族 根 ， 以 防 倒伏 。 

( 顾 荣 申 ) 

101.36 HA 某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别名 FET IL 

形态 特征 “二年生 草本 。 直 根系 ， 入 土 深度 60—80cm, ER 

发 过， 侧根 较 少 ， 主 要 分 布 在 30cm 左 右 的 土 层 中 。 株 高 30 一 90cm。. 

茎 直立 ;光滑 或 有 白色 蛛 丝 状 毛 。 基 生 叶 莲座 状 ， 有 柄 ， 叶片 倒 披 

针 形 或 倒 披 针 状 椭圆 形 ， 长 7 一 21cm , 提 秦 状 羽 状 分 裂 , WARK, 

三 角形 ， 有 时 3 裂 ， 侧 裂片 7 一 8 对 ， 长 椭圆 状 倒 披 针 形 ,上 面 绿色 ， 

下 面 被 白色 蛛 丝 状 毛 ， SPM MAB, MW, MRR, LB 

叶片 条 状 披 针 形 至 条 形 。 头 状 花 序 多数 ， 总 苞 球 形 , 长 12 一 14mm， 

总 苞 片 5 一 8 层 ， 背 面 顶端 下 有 紫红 色 鸡 冠状 附 片 花 紫红 色 ; 全 部 

HR IRE. WRAMRB, K 2.5mm, 215 SW, BEA, 

2 层 ; PAR (图 101)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几 遍及 全 国 各 地 ， WH. BH. REL AA, 

朝鲜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泥 胡 菜 为 中 生 植 物 ， 抗 逆 性 较 强 ， 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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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泥 胡 菜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路 旁 村 边 荒 地 和 轻 盐 碱 荒地 ， 可 形成 以 它 为 优势 种 的 杂 类 草 群 落 。 

在 落叶 闪 叶 林 区 ， 它 又 是 林 下 草地 的 主要 伴生 植物 。 此 外 ， 在 比较 

湿润 的 丘陵 、 山 谷 、 溪 边 和 荒山 草 坡 ， 以 及 微 碱 弃 耕 地 上 均 有 生 

长 。 有 的 在 局 部 低洼 水 分 充裕 区 可 形成 单纯 小 片 群落 ， 构 成 了 押 荒 

熟 耕地 演 替 中 的 一 个 阶段 。 在 暖 温带 ， 3 月 中 名 出苗， 4 月 上 名 发 

育成 莲座 叶 ,， 4 月 下 旬 抽 花茎 ， 5 月 至 6 月 开花 ， 花 期 50 余 天 果 

期 6 月 至 7 月 〈( 表 101 一 1)。 

饲 用 价值 “ 泥 胡 菜 莲座 期 叶片 柔软 ， 气 味 纯 正 ， 开 花期 前 茎 秆 

脆 嫩 ， 水 分 多 ， 纤 维 少 ， 花 攻 和 幼苗 不 仅 为 多 数 家 畜 所 喜 食 ， 而 且 

是 人 们 春季 食用 的 野菜 ， 是 猪 、 禽 、 免 的 优质 饲 草 ， 全 株 切 碎 煮 熟 

喂 猪 ， 饲 用 价值 更 高 。 进 入 结 籽 期 ， 根 出 叶 老 化 ， 蔡 毛 粗 硬 ， 叶 绿 

体 解体 ， 叶 片 枯 黄 ， 除 煮 熟 喂 猪 外 ， 多 数 家 畜 不 再 采 食 。 所 以 ， 泥 

胡 菜 是 一 种 春季 短期 饲 用 牧 革 〈 表 101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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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一 1 泥 胡 菜 生 育 期 表 * 

We: ; 

年 及 温度 
人 

1983 年 3°13 | 4.15 | 4.30 | 5.8 | 5.20 | 6910 | 795 
113 55 

日 平均 温度 〈 人 ) | 8.0 | 13.5 | 15.0 | 19.0 | 22.0 | 23.5 | 25.5 
| 

1984 年 3°11 | 4°14 | 4°28 | 5°10] 5°18 | 6.7 | 7。2 
112 | 53 

14.0 | 15.5 | 19.5 | 23.5 日 平均 温度 CO) | 8.5 

* “观察 地 点 ， 山 东 省 滨州 市 ， 北 纬 37"25/， 东 经 118"3/。 

表 101 一 2” 泥 胡 菜 化 学 成 分 表 *(% ) 

= 

鲜 根 出 叶 莲座 期 |80.90 3.80 | 1.20 | 2.18 | 9.76 | 2.16 | 0.46 | 0.22 

于 根 出 叶 莲座 期 |11.62 15.20 | 4.91 |20.75 | 38.89 | 8.63 | 1.82 | 0.85 

fi: 4p PR 现 蓄 期 |76.85 4.80 | 1.01 | 4.99 | 10.14 | 2.21 0.18 

于 全 & WAH] 7.77 | 14.90 | 2.76 |16.13 | 49.95 | 8.49 | 0.30 

* 山东 省 饲料 监测 所 分 析 。 

表 101 一 3 泥 胡 菜 人 工 播种 草地 与 天 然 草地 生产 比较 * 

试验 捧 ( 年 ) | 1983 | 1984 | 1985 1983—1985 

草地 类 型 | 人 工 播种 草地 | 人 工 播种 草地 | 人 工 播种 草地 | 、 天 然 草地 
二 这 人 3 站 3 reek 4 | 土壤 含 盐 0.3 

生境 条 件 5% 5% 6% —0.6% 
F Habe Ht FSS Fe MG 弃 耕 地 

车 期 草 | 平 均 50 一 95 60 一 110 40 一 90 30 一 85 

ten) 集中 分 布 范围 60 一 80 65 一 90 50 一 75 | 35—60 

m Kiet 期 48 

(%) | 莲座 期 Pt es mg 35 

Pewee t= 190 

(g/m*) | 莲座 期 a ae pa 85 

测定 样 方 数 | a be. 
* 试验 地 点 ， ent i 

*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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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全 草 可 入 药 ， 具 有 清热 解毒 ， 消 肿 散 结 功效 ， 可 治疗 乳 

PRR. TIE. KER. FL PRL RR SITE. 

栽培 要 点 ” 泥 胡 菜 是 一 种 野生 牧草 ， 尚 未 见 裁 培 报道 。 鉴 于 泥 

胡 菜 喜 湿 、 耐 微 碱 的 抗 道 性 和 早春 快速 生长 的 特点 ， 具 有 缓解 春季 

青饲料 不 足 的 价值 。 从 1983 年 起 ， 连 续 3 年 在 黄河 背 河 洼 碱 弃 耕地 

上 进行 了 人 工 播 种 育 章 试验 。 3 年 中 分 别 获得 亩 产 342 kg 、356 kg 

和 325 kg 的 干草 产量 ， 比 对 照 天 然 草地 ， 分 别 平 均 增加 产 草 量 2.7 

倍 、2.8 倍 和 2.5 倍 ， 增 草 效益 显著 〈 表 101 一 3)。 

(GAR) 

102. ATH 

fxeris sonchifolia Hance 

别名 BR. WMS. WER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株 高 约 30—80cm, KE. SHY, 

上 部 有 分 枝 。 基 生 叶 多 数 ， 长 3.5 一 8&cm， 宽 1 一 2cm， 顶 端 锐 尖 或 

圆 钝 ， 基 部 下 延 成 柄 ， 边 缘 具 锯齿 或 不 整齐 的 羽 状 深 裂 ， 蔡 生 叶 较 

小 ， 刘 状 和 矩 圆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2.5 一 6cm， 宽 0.7 一 1.5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常 成 耳 形 或 戴 状 抱 茎 ， 全 缘 或 羽 状 分 裂 。 头 状 花 序 密 

Smet eR, 有 细 梗 ;总 区 长 5 一 amm， 圆 简 状 , 总 苞 片 有 2 层 ， 外 

层 通常 5 HH, WH, kh); AKRSh, RHB, KAdmm, FR 

各 具 申 肋 1 条 。 头 状 花 序 只 含 舌 状 花 ， 黄 色 ， 长 7 一 smm， 先 端 截 

BZ, ASW. BRE, BH, KA 3mm, AMA RAK) 

Rl, We, KARSW1/4; 冠 毛 白色 (102). 

地 理 分 布 “ 抱 荃 苦 蒋 菜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华 东 和 华南 等 

BK; 朝鲜 、 苏 联 〈 远 东 地 区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AVE PEM RAR, TM 

性 较 强 ， 为 广 布 性 植物 。 花 、 果 期 4 一 7 月 。 生 于 平原 、 山 坡 、 河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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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 抱 蔡 苦 落 菜 Treris sonchifolia Hance 

及 疏 林 下 ， 一 般 出 现 于 荒野 、 路 边 、 田 间 地 头 ， 常 见于 麦田 。 

AAT MA HZ KMS 叶 可 做 鸡 BAB. SHA eA 

eH, Bihige, SMA AA, AE. EL. BP. WER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02。 
表 102 ” 抱 荃 苦 贡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eh 点 RF wm BR 
x 型 | mae | 粗 脂 肪 | mee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灰分 | 钙 |e 

0.05 

0.02 

* 3B “RR” CRASH) , 197747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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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K AR 

Leontopodium nanum (Hook. f. et Thoms. ) 

Hand. -Mazz. 

别名 LEKRE, 

AAS, BORDER yells 
AWRED Bi, FLW FY 
CER, A a 
AE ASE EAR DK vi 
KEEREAH, K | 
2 一 18cm， 密 被 白色 | | 
绵 毛 。 基 部 叶 被 枯 叶 SN 

\ / 

RBA, Zh Rot 

较 莲座 叶 长 大 ， 匙 形 NZ | 
RAI, 长 7 一 25 PN ZG ve P 

Ws Ye mm, % 2 一 6mm， SN A 
SS Cw 

NO ae > 

RAE. et | OK 
少数 ， 不 开展 成 星 状 ie : 
苞 叶 群 。 头 状 花 序 单 1/ MS 
生 或 3 eR, we 7 A 
K4—5.5mm, #4 \ SS 

Es 冠 毛 亮 白 色 。 瘦 果 
无 毛 或 多 少 有 粗毛 
(图 103)。 2 

地 理 分 布 “分布 图 103 §&AKBLF Zeontozolizmn nanum (HIHO- 

于 我 国内 蒙古 、 甘 ok,fet Thoms.) Hand.-M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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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 、 青 海 、 新 疆 、 陕 西 、 四 川 和 西藏 ， 锡 金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 苏 

K Chi)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矮 火 绒 草 是 属 寒 生 小 杂 类 草 。 是 高 寒 草 

原 、 高 寒 草 旬 草 地 植物 。 适 合 于 生长 在 高 海拔 寒冷 山区 的 气候 条 件 

PT, EF RUMAH, RRMA. HMR, WKS, 

但 又 具有 抗旱 特性 。 分 布 广 ， 变 异 大 ， 有 茎 高 数 cm 至 10 余 cm 或 

无 蔡 ， 头 状 花 序 有 几 个 或 1 个， 或 无 蔡 直 接生 于 莲座 状 时 从 上 等 多 

种 生态 类 型 。 多 生长 在 海拔 2700 一 3400m 的 高 寒 章 徊 上。 土壤 为 高 

寒 草 原 土 或 高 寒 草 旬 土 。 据 调查 ， 矮 火绒 草 在 中 天 山北 乱 是 线 时 岗 

草 (Kobresia capillifolia) 、 细 果 BR (Carex stenocarpa), 

KFB (Polygonum viviparum) SA BH 种 草地 的 主要 伴生 

种 ;在 西 昆仑 山海 拔 3500 一 4100m 的 高 寒 草 旬 ， 它 仍 以 主要 伴生 种 

HRTEM, RSS AR BH (Carex atrofusca) AB 

群 种 的 草地 。 生 长 基质 地 表土 层 薄 ， 多 为 砂砾 质 化 。 草 层 较 低 ， 为 

5 一 10cm ， 总 盖 度 30%， 亩 产 鲜 草 40kg 。 
KROES RUSK, ABM, WES AP ee 

萌发 ，.7 月 上 名 开花 ， 8 月 中 、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9 月 下 色相 黄 。 

TAME RARER HP LIN RS, (ARAN, PER. 

草 质 中 等 ， 较 耐 牧 。 适 口 性 一 般 ， 在 放牧 前 期 ， 不 见 牲 畜 采 食 ， 证 

期 以 后 ， 不 论 青 草 或 干草 ， 各 类 牲畜 均 采 食 : 但 不 表现 出 优选 挑食 。 

绵羊 喜 食 ， 牛 次 之 ， 马 少食 。 秋 季 枯 黄 后 ， 叶 片 易 脱落 , 不 耐 践踏 ， 

放牧 意义 不 大 。 矮 火绒 草 现 曹 期 的 干草 在 闪 牛 瘤胃 中 48 小 时 的 消化 

表 105 矮 火绒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证 牺 质 (%) 
生育 期 

水 分 | me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mms | | m 

Rh Bt 8.71 13.98 1.75 28.31 38.49 8.76 0.82 | 0.167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分 析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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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较 高 ， 可 达 87.65%， 含 粗 蛋 白 较 高 ， 为 13.98%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3。 
( 薪 瑞 芬 ) 

104, HOWE IB 

Myripnois bioica Bunge 

别名 万 花木 

形 赤 特征 “水 灌 永 。 高 50 一 80cm， 枝 被 短 细毛 。 叶 互生， 帘 

RBA kK | 
2 一 4cm， 宽 0.5 一 

2cm， 和 先端 渐 尖 ， 基 

MR 形 至 圆 形 ， 全 

缘 ， 两面 无 毛 ， 具 主 

脉 3 条 ;叶柄 长 2 一 4 

mm。 头 状 花 序 单 生 

于 侧 生得 枝 端 ; 先 叶 

开花 ; 总 苞 钟 状 ， 总 

苞 片 5 一 8， 外面 被 绢 

毛 : 雌花 与 两 性 花 有 异 

Pe, WEAE RR ZE, 

RR, EBT, 

两 性 花花 冠 白 色 ， 简 

K, SSB, Je 

K, 3-4, AUS P1104 蚂 昨 腿 子 Myripnois bioica Bunge 

WN, SAR2B, B 

RAE, RE; 冠 毛 多 白色 ， 两 性 花冠 毛 通常 2 一 4 条 (图 104)。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华 北 、 东 北 、 内 蒙 方 一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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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蚂 昨 腿 子 在 我 国 分 布 范围 不 广 ， 多 生 对 

阴 坡 山地 林 缘 、 灌 从 一 带 ， 局 部 可 形成 优势 种 ， 为 山地 中 生 灌 木 。 

在 北京 地 区 ”海拔 400m 的 山地 分 布 较 多 。 一 般 与 荆 条 、 红 花 锦 鸡 

JL (Caragana rosea) 、 三 裂 绣 线 菊 组 成 灌 从 群落。 与 其 共生 的 还 

AIRS RL KE, SRR. ALB. REF. FRSRAA 

物 。 在 北京 密云 测定 ， 其 频 度 为 80%、 多 度 3 H/m*, BE35%. 

在 北京 蚂 昨 腿 子 4 月 下 名 返青 ， 5 月 上 名 开 花 ,10 月 下 旬 枯 黄 。 

饲 用 价值 ” 蚂 昨 腿 子 在 返青 时 羊 采 食 其 嫩 枝 时， 和 牛 、 马 等 大 家 

畜 不 喜 食 。 开 花 结 实 后 ， 枝 条 老化 ， 家 畜 一 般 不 食 。 为 中 下 等 饲 用 

植物 。 据 分 析 嫩 叶 含 粗 蛋 白质 12.69%， 在 蛋白 营养 水 平 上 为 中 等 

偏 上 的 植物 。 热 值 18.2 一 17.69MJ/g。 

表 104 一 1 蚂 昨 腿 子 化 学 成 分 *(%) 

采样 | 物 | 分 析 | 水 | we! HB | | % mM io 
地 点 | 期 | 部 位 | 分 sim | 肪 | 维 | 分 | 浸出 物 

北京 | 开花 期 | 嫩 叶 | 8.99 |12.69 | 4.31 | 8.55 | 8.44 1.11 0.25 

北京 [FETE BRR | 5.14 | 5.06 | 2.94 [38.48 | 5.61 " 0.48 0.17 

北京 | 开花 期 | 老 叶 -| 8.66 [10.64 | 5.03 |13.18 | 9,28 1.37 0.23 

站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104 一 2 ” 蚂 昨 腿 子 氨基 酸 成 分 *(%) 

氨基 酸 名 称 | & .& 氨基 酸 名 称 次 

天 门 冬 氨 酸 1.07 IAM 0.50 

i A mR 0.51 % AR 0.85 

% A R 0.45 MB A mR 0.30 

谷 A Rm 1.26 葵 丙 氮 酸 0.46 

H A Mm 0.60 i A mR 0.56 

A A Mm 0.60 a 0.16 

————— Oe eee ee ee 



一 - 

〈 续 ) 

AERA | = 量 | 氨基 酸 名 称 | = 

ee Mi bee pes Sele ig AN he) ht, St 
te 

肛 A RB 0.16 | 组 氨 OR 0.21 

wm 2 RB 0.66 精 Am 0.55 

蛋 A R 0.14 ii A wR 1.00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RAB FA) 

105. 鳍 ‘all 

Olgaea leucophylla (Turcz. ) Ijin 

别名 aba, Be, MR 古 斯 一 乌 拉 一 洪 克 拉 朱 GA 

族 名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株 高 30 一 70cm 。 茎 粗壮 ， 密 被 日 色 

绵 毛 ，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少 分 枝 ， 基 部 被 褐色 枯 咱 柄 纤维 。 时 乍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5cm， 宽 3 一 4cm， 先 端 具 长 针 刺 ， 基 部 沿 荃 下 延 成 

示 ， 边 缘 具 不 规则 的 疏 齿 或 为 羽 状 浅 裂 ， 裂 片 、 齿 端 及 叶 缘 均 具 不 

等 长 的 针 刺 ， 上 面 绿色 ， 下 面 密 被 亦 白 色 秸 毛 。 头 状 花 序 , 直径 3 一 

5cm， 单 生 枝 端 或 有 时 在 枝 端 具 侧 生 的 较 小 头 状 花 序 1 一 2 枚 ， 总 区 

六 多 层 ， 先 端 具 长 刺 尖 ， 管状 花粉 红色 ， 棍 部 5 裂 ， 花 药 无 毛 。 妆 

REA, CH, ARAMA, PERE, WME, WE 

状 ， 不 等 长 〈 图 105)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西 、 陕 西 、 革 

肃 、 宁 夏 等 省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鱼 获 为 轴 根 型 植物 。 主 根 粗 壮 ， 侧 根 量 

霄 ;二 级 侧根 多 数 ， 细 弱 。 一 般 于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萌 发 ，6 月 

下 名 若 永 分 条 件 正 常 则 进入 开花 期 ， 花 期 较 长 ， 可 延至 8 月 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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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sey Olgaea leucophylla (Turcz.) Iljin 

fy OA, FADE ARI, SLAY BE EE OR Se IB 
Pe, BABU . : 

Py AA PU, ASP, EO, EA 
草原 化 荒漠 地 带 ， 习 生 于 固定 、 半 固定 沙 地 ， 也 见于 砾石 质 坡地 、 
覆 沙 草地 ， 为 沙 地 植物 群落 常见 的 伴生 成 分 。 生 长 地 主 壤 为 沙 质 
WHORL. RL. RL. MKB. RHEL. 根据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草地 资源 调查 资料 ， 在 浑 善 达 克 沙 地 10m? HN NE 
地 内 ， 平 均 有 鳍 葡 2 株 ， 其 分 盖 度 一 般 均 在 2% 以 下 ， 频 度 约 109%6 

* 3820。 



人 饲 用 价值 ” 鳍 萄 在 幼 嫩 时 编 羊 、 山 羊 采 食 ， 秋 季 与 冬季 骆驼 、 

RSH, ARE SHH BAKA KARI,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在 典型 沙 地 样 方 内 , 其 地 上 生物 量 占 总 重量 的 5.8 一 

14.6%， 每 100 kg 鲜 草 风干 后 的 重量 为 42.9 一 64.7 kg. 

根据 采 自 内 蒙古 正 蓝 旅 的 样品 ， 由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析 

室 分 析 ， 鱼 区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05。 

表 105 鳍 苟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采样 | 生 占 风 于 物质 
育 am | oe |B) mamas | eee | iD ls | a 

1982。8。8| 开 花期 | ?7。88 | 7.21 | 3.91 42.27 27.05 11.68 | 1.34 | 0.14 

本 种 地 上 部 及 根 可 入 药 ， 能 破 血 行 妾 、 凉 血 、 止 血 。 

〈 何 永海 ) 

106.。 林 荫 千 里 光 

Senecio nemorensis Lie 

CARTE SHERA, RRAG, ER. SHU, BERNA 

时 众生， 高 70 一 100cm ， 上 部 有 稍 斜 升 的 花序 枝 。 下 部 时 花 期 枯 

Zs; 中 部 叶 披 针 形 或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 基 部 渐 犹 ， 长 10 一 

15cm， 宽 1.5 一 2.5cm， 边 缘 有 细 锯 齿 ， 两 面 被 蕊 毛 或 无 毛 : 上 部 

叶 条 状 披 针 形 至 条 形 。 头 状 花序 多 数 ， 排 列 成 复 锌 房 状 ; 梗 细 长 ; 

具 条 状 苞 叶 ， 总 苞 近 圆柱 形 ， 总 苞 片 1 层 ; 舌 状 花 约 5 tH, Bs 

BEER. BRAHE, AAW, HE 和 冠 毛 白色 “〈 图 106)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北部 、 中 部 、 东 部 、 东 北部 及 西北 部 ; 

(BA, OR (西伯 利 亚 地 区 )、 欧 洲 也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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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林 荫 千里 光 Senecio nemorensis L,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MT 里 光 为 中 生 短 根 RAS FER 

本 。 山 地 森林 草 旬 植 物 。 在 三 北 地 区 分 布 普遍 ， 常 见于 和 森林 草 甸 、 

中 生 灌 从 草地 和 亚 高 山 草 旬 , 海拔 2000 一 2500m 的 中 山 和 森林 带 s 

林 荫 千里 光 适 合生 长 在 朴 林 下 阴 湿 地 ， 中 生 灌 从 和 水 分 条 件 较 

湿润 的 谷地 ， 土 壤 为 微 酸性 ， 深 厚 壤 质 的 黑土 。 多 数 生 于 PHS 

中 ， 有 时 在 沟谷 边 有 小 片 从 生 。 处 在 中 生 禾 草 和 高 大 杂 类 曹植 被 型 

之 中 ， 在 植物 群落 中 成 为 亚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 

林 荫 千里 光 地 下 部 分 发 达 ， 有 粗 状 的 得 根 状 葵 ， 因 而 它 的 生活 

力 强 ， 生 长 速度 快 ,植株 高 大 , 但 再 生性 能 差 。 喜 阴暗 潮湿 的 立地 条 

件 ， 不 耐 干旱 。 在 新 疆 林 荫 千里 光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上 名 返青 ， 7 月 

FHA 8 月 上 名 开 花 ， 8 月 下 名 结实 ， 9 月 枯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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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 林 荫 千里 光 为 中 等 牧草 。 虽 然 生 长 快 ， 株 型 大 ， 单 
HP HERE POSS ERK, HALOS, SAB, ATA 
AD. MARBLE, THRE, OS BR, WI 
期 的 嫩 枝 时 牲 畜 鬼 采 食 ， 开 花 后 ， 茎 秆 变 得 粗 老 ， 牲 畜 只 采 食 时 

片 。 山 羊 和 编 羊 喜 食 ， 马 与 牛 通常 不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6。 

R106 ” 林 节 千 里 光 的 化 学 成 分 * 

HR Fh RCM) 
生育 期 

盛 花 期 | 7。 48 | 10.89) 4.67 38.39 29.91 8.66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分 析 室 。 

CH Fs HR) 

| a 



Fi, #2 Chenopodiaceae 

107.0 tR ® 

Atriplex cana C. A. Mey. 

形态 特征 半 灌 木 或 小 半 灌木 。 高 20—600m, EMSA R, 

有 时 略 成 垫 状 ， 当 年 生 枝 直立 ， 灰 绿 褐色 ， 长 15 一 40cm。 叶 互生 ， 

BAG. PRE BAB, K0.5—30m, 宽 2 一 ?rmmy， SH, 
两 面 均 密 被 白色 鳞 粉 ， 具 短 柄 。 花 单 亿 ， 肉 雄 同 株 ， 穗 状 圆 锥 花序 

THE, HER TER, BO, 上 崔 花 无 花 被 片 ， 具 2 苞 片 ， 基 部 

合生 ， 果 时 平滑 ， 或 有 时 边缘 具 数 个 疣 状 物 。 胞 果 扁 平 ， 圆 形 ， 直 

径 2 一 imm (图 107)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了 我国 新 疆 北部 ; 苏联 的 中 亚 至 西伯 利 亚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Re 是 一 种 早生、 多 汁 盐 生 类 半 灌 

木 。 适 生 于 海拔 400 一 1400m 的 山地 荒漠 草原 、 山 地 荒漠 和 平原 盐 ， 

化 低地 草 旬 草地 。 土 壤 为 山地 灰 漠 土 、 山 地 标 钙 土 和 平原 盐 化 草 旬 

土 上 。 基 质 为 砂 质 和 砂砾 质 。 在 山地 常 以 单 优势 种 组 成 草地 型 ， 也 

常 以 优势 种 和 荒 满 锦 鸡 儿 CCaragana roborousky1), ANRC Arte- 

misia gracilescens), /\i¥& (Nanophyton erinaceum) 、 短 叶 假 

Ai CAnabasis brevifolia), ## (Festuca ovina) 组 成 不 

同 的 草地 型 。 白 滨 歼 草地 有 白 滨 获 + NG + PH, Te AL 

+ WR + EIN 草地 。 总 盖 度 为 10 一 30%， 可 亩 产 鲜 草 40 一 
100 kg 。 在 平原 和 湖滨 周围 盐 化 草 甸 ， 常 与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 BR (Achnatherum splendens) ti (Leym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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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wR 4triplez cana C.A.Mey。 

Secalinus), KI ARK (Poacynum hendersonii), *B#(Ha- 

limodendronhalodendron) #1 yx Ri Hh, EAE BPA BER BREE (CS u- 

aeda physophora), faiRKA2 (Camphorosma monspeliaca) 等 

组 成 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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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3 月 底 萌发 ， 7 月 开花 ， 8 月 结实 。 当 年 生 枝 多 ， 产 量 
高 ， 据 测定 开花 期 每 株 平均 产 草 〈 当 年 生 枝条 ) 量 为 279g。 种 子 疡 
量 高 ， 亩 产 275 kg ， 了 晚秋 和 冬季 叶片 也 不 脱落 。 
饲 用 价值 ”适口 性 好 ， 除 夏季 外 ， 其 他 季节 绵羊 喜 食 、 马 和 和 牛 

乐 食 。 营 养 物质 含量 中 等 〈 表 107 一 1)， 属 良 SHR, Whe 为 荒漠 
类 草地 的 补 播 草 种 。 

表 107 一 1 “ 白 滨 蒙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风干 物质 %) 

分析 | 采样 | 采样 生 | 水 | wa 
译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OR) 分 | AR 

tt} 1985 年 | 3 营养 期 | 5.05 | 9.41 6 月 | AGE 1.37 | 9.72 es \ ti 11.87 |0.50 0.115 

1985 年 | Bf 
= 6 月 | AF 营养 期 | 5.06 | 7.72 | 1.29 [15.17 | 56.11 ey 0.08 

1985 年 | 乌 鲁 
全 株 8 月 | KF 区 和 7.76 | 1.12 |15。.09 小 43。98 可 ?1.59 引 0.92| 0.047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牧 划分 析 室 分 析 。 

表 107 一 2 BRR RB MD*(%) 

氨基 酸 名 称 | & 对 | 氨基 酸 名 称 | = & | 

天 门 冬 氨 酸 0.99 异 亮 氨 酸 0.45 0 
苏 A R 0.40 x A MR 0.68 

丝 氨 Rm 9.40 Ri 氨 酸 0.29 

谷 Bm mR 1.29 AE A SAR 0.35 

H A mR 0.35 wi A MR 0.41 

A A mR 0.46 a 0.28 

wm A mR 0.17 组 A mR 0.15 2 

wa OR 0.52 精 氨 wm 0.56 

i A R 0.18 fi 2 酸 0.5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 薪 瑞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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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FH we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Iljin 

WIG RRB. WAKE 

形态 特征 ，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40cm , BH ARMOR, WA 

A, 有 短 柄 ,叶片 孵 状 三 角形 至 鞭 状 孵 形 ,长 2 一 3cm, 宽 1 一 2.5cmy， 

先端 微 钝 ， 基 部 圆 形 至 宽 攀 形 ， 边 缘 具 朴 锯 齿 ， 近 基部 的 1 ew 

稍 较 大 而 呈 裂 片 状 ， 

ERR, FS 

RAH, BRA fio 

FE BAE, Fé Bie 4 

序 , 单 性 , JE OE Te] BR 

雄花 花 被 5 BI, HES 

55 花丝 基部 连 合 ; 

内 花 无 花 被 ， 苞 片 近 

半圆 形 ， 果 期 增 大 ， 

表面 具 多 数 疣 状 或 肉 

PUK RB, bis 

Bem, AA. itd 

FF. FE ON TE ak Al 

Bw. FH, 2H 

色 或 黄 褐色 ,直径 2 一 

3mm (图 108)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图 108 PWR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Iljin 

于 我 国 过 林 、 辽 宁 、 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东 、 山 西北 部 、 陕 西北 部 、 

宁夏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至 西藏 等 省 区 ; 蒙古 ,苏联 (中 亚 、 西 伯 利 

亚 ) 也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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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1. 生 长 发 育 特点 ， 在 黄 泛 沙 地 观察 ， 中 亚 尝 豪 生 育 期 183 灭 ， 
青 饲 期 140 天 左右 。 最 低 发 芽 温 度 7*2， 最 适 发 芽 温 度 18 一 252， 出 

苗 后 在 1 一 2% 的 低温 下 可 使 幼苗 受 冻 害 。 一 般 在 4 月 上 旬 ， 土 温 稳 

定 在 10%C 左 右 ， 从 萌发 到 出 土 约 10 一 14 天 ;从 出 苗 至 分 枝 期 间 平 均 

气温 在 18 一 20% 为 宜 ， 生 长 期 30 一 35 天 。 分 枝 到 穗 分 化 期 ， 要 求 温 

度 20 一 23%C 为 宜 ， 生 长 发 育 30 天 左右 。 从 穗 分 化 到 开花 期 ， 要 求 温 

度 较 高 ，25 一 30" 为 宜 ， 花 期 至 果 期 ， 较 低 的 温度 〈18 一 22"2) 和 

较 高 的 相对 湿度 (80-95%), AF WRB 花 授 粉 。 果 实 发 育 

和 成 熟 期 ， 气 温 下 降 ， 白 天 温度 高 ， 夜 晚 温度 低 ， 昼夜 温差 大 ， 有 

利于 营养 物质 的 转化 积累 。 在 温度 较 低 、 阴 雨天 多 的 年 份 ， 会 延迟 

FR FAH. 3 

温带 、 暖 温带 沙 碱 地 区 ， 春 蜡 机 遇 大 ， 一 旦 春 旱 往往 种 子 萌发 

受 抑制 ; 虽 生育 期 有 所 缩短 ， 而 营养 生长 受 限 不 大 ， 产 草 量 下 降 不 

显著 ;但 生殖 生长 受 限 明显 ， 由 于 出 苗 期 的 推迟 ， 开 花 结 实 率 递 减 

( 表 108 一 1)。 

表 108 一 1 不 同 播种 期 对 中 亚 滨 蒙 生育 期 的 影响 

ti 
黄 

期 

月 .日 3.30|4.13|6.15|7.10l&.20| 9.15 | 10°10 

WARE CT) | 7.5|10.5|22.5|24.5|25.5| 20.1 | 15.5 

月 .日 4°30] 5.6|6.30|7.20| 9.5| 9， 10.15 

WARE CT) |13.5|15。.5|23。1|25.1l23.3| 16. 15.5 

月 .日 |5.30| 6+517+10|7+28/9+10! 9.30 | 10°17 

从 到 成 

出 穗 日 

苗 形 数 

从 到 日 
成 

形 熟 
成 期 数 (cm) 

| 

41 74 127 30 
MAFF CT) |20.5|21。5|24。.5|25.5|21.0| 16.5 | 15.0 

月 .日 ly de dels lan 10°17 35 66 11r 20 

WA HE CT) |22.5|23。1|25.2|25.5|21.0| 16.5 15.0 

试验 地 点 ， 山 东 省 滨州 市 ,北纬 37"25“ ， 东 经 118 "3/。 

2. 再 生 特 性 : 中 亚 滨 蒙 的 分 生 期 具有 一 定 的 再 生性 能 ,经 放牧 采 

+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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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腋 芽 可 再 分 枝 ， 在 高 温 高 湿 ， 水 热 条 件 适 宜 ， 营 养 体 生 长 的 夏 

零 : 再 生 株 高 可 达 20 一 30cm , 能 形成 较 大 的 再 生 生物 量 。 而 8 月 上 

旬 以 后 ， 再 生 力 显 著 下 降 ， 由 于 生长 期 过 短 , 再 生 草 已 无 利用 价值 。 

， 3. 抗 着 性 ， 中 亚 滨 蔓 是 我 国 灌 海 、 北 方 章 原盐 碱土 上 的 盐 生 植 
物 。 生 长 在 p 了 8.5 一 9.5 的 土壤 上 。 它 茎 叶 表 面 密 生 盐 腺 ， 是 一 种 

能 将 体内 过 多 盐分 排出 体外 的 泌 盐 类 植物 。 气 候 干 旱 ， 蔡 叶 上 面积 

盐 呈 白色 盐 霜 ， 可 经 风 吹 或 雨 淋 掉 。 半 肉质 化 的 叶片 ， 又 是 抗旱 性 

的 表现 。 叶 下 面 与 棱 条 上 灰白 色 粒 状 物 ， 即 是 中 MRAM ORE 

腺 。 这 些 泡 状 盐 腺 逐渐 积累 碳酸 盐 与 氯 化 物 于 液 泡 中 ， 破 裂 死去 ， 

盐 亦 随 之 泄 出 ， 而 后 再 为 新 盐 腺 泡 所 代替 。 所 以 ， 它 肉质 叶 含 盐 很 

Db, ABBR. 

一 般 在 湿润 碱土 和 盐 碱 土 上 不 见 分 布 ， 而 在 含水 很 少 的 沙 地 与 

沙丘 上 却 广泛 生长 。 足 见 具 有 一 定 的 抗旱 耐 旱 能 力 。 常 同 它 伴生 的 

LAA PEA Ae BEC Polygonum sibiricnm), PR  (Suaeda 

glauca), Be 5| HB CMesserschmidia sibirica), % BH (Xant- 

hium sibiricum), $W~hA Sz (Lepidium latifolium) 等 。 

饲 用 价值 ”中 亚 滨 茸 适口 性 较 差 ， 属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为 猪 、 禽 、 

牛 、 羊 所 食 ， 青 饲 放 牧 期 长 达 130 余 天 。 从 分 枝 期 到 开花 前 的 嫩 株 ， 

既是 放牧 的 良好 时 节 ， 也 是 采集 饲养 猪 、 禽 的 最 佳 时 期 ， 这 个 阶段 

蔡 叶 幼 嫩 ， 纤 维 素 少 ， 猪 和 多 数 家 禽 最 喜 食 。 经 过 放牧 采 食 和 浊 割 

后 的 再 生 蔡 叶 ， 亦 具有 幼 嫩 适口 的 优质 性 ， 为 再 牧 和 再 刘 割 提供 了 

可 能 性 。 其 半 肉 质 化 的 叶片 ,全 生育 期 都 可 饲 用 。 它 还 是 一 种 芭 、 叶 

比较 大 的 植物 〈 表 108 一 2)， 记 以 是 一 种 比较 好 的 野 生 饲 草 ! EF 

旱 、 盐 碱 沙 蕊 地 ， 其 他 植物 难以 生长 、 植 被 覆盖 度 很 低 的 生境 下 ， 

中 亚 滨 获 可 繁茂 生长 ,所 以 又 是 低劣 环境 下 的 饲 用 植物 ( 表 108 一 3)。 

另外 , 果实 可 入 药 , 药 称 “ 软 获 获 "。 能 祛 风 、 明 目 、 牙 肝 解 郁 。 

AA RS AAA Aa, BOREL RR. EE, Oe. A 

不 通 等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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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eee 

载 培 利用 “由 于 中 亚 滨 获 具 有 抗旱 、 耐 盐 碱 的 高 抗 着 性 ， 刺 以 

能 适应 其 他 植物 难以 生长 的 干旱 、 盐 碱 和 沙 芒 地。 例如 ， 黄 河 下 游 

的 广大 黄 泛 沙 芒 地， 滨海 沙 碱 地 ， 西 北 沙 质 盐 漠 ， 中 亚 滨 蔡 均 适宜 

生长 。 如 果 在 这 些 土地 上 进行 人 工 播种 补 播 ， 扩 大 生长 面积 、， 增 加 

覆盖 度 ， 便 可 建成 质量 良好 的 草地 。 

〈 谷 奉天 ) 

109. 东亚 市 葡 

Chenopodium urbicum 荆 。 SUbsp。 

sinicum Kung et G L. Chu 

BIS ARK, BARK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1 一 1.5m。 蔡 直立， 粗壮 ， 光 滑 无 

粉 ， 具 条 楼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稍 分 枝 。 叶 大 型 ， 叶 柄 粗壮， 长 2 一 

6cm; HHABRAER NB, WA, 长 5 一 12(15) cm， 宽 14 一 

?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宽 攀 形 或 近 截 形 ， 边 缘 有 不 整齐 的 大 锯齿 ， 
近 基 部 的 工 对 锯齿 较 大 呈 裂 片 状 ， 两 面 均 为 亮 绿 色 。 花 序 圆 锥 状 ， 
腋生 或 顶 生 ， 花 徐 由 多 数 花 密 集 而 成 ， 花 两 性 兼 有 雄性 不 育 的 肉 
花 ， 花 被 片 3 一 5， 狭 倒卵形 。 胞 果 双 凸 镜 形 ， 果 皮 黑 褐色 ， 种 子 横 
生 、 斜 生 及 直立 ， 直 径 0.5 一 0.7mm， 红 褐色 ， 具 明显 点 纹 〈 图 

109) . 

MISSA 4} ARR. AKL I. dt. aR. 
苏 北部 、 山 西 、 内 蒙古 、 陕 西北 部 ， 以 及 新 疆 的 准噶尔 盆地 等 地 
区 蒙古、 伊朗 、 苏 联 和 欧洲 西部 也 有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生长 发 育 特点 ， 在 黄河 口 地 区 , 东亚 市 获 生 育 期 为 195 天 , Hi 

期 155 天 左右 。 发 芽 最 适 温度 20 一 25"2， 最 低 发 芽 温 度 8%C， 最 高 发 
芽 温 度 35%2， 气 温 稳 定 在 12%c 以 上 ,10 一 14 天 出 苗 。 从 出 苗 到 分 梳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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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 40 天 ， 最 适 温度 

20 一 22sC 。 分 枝 到 穗 

分 化 ， 生 长 发 育 40 一 

50 天 ， 最 适 气温 22 一 

25°C. WM fh 2 FF 

花 的 生殖 发 育 阶段 为 

20 一 30 天 ， 需 要 25 一 

30% 的 较 高 温度 。 开 

花期 到 感 果 期 较 长 ， 

为 30 一 40 天 ， 气 温 维 

持 在 20%C 左 右 。 从 果 

实 成 熟 到 植株 枯 黄 ， 

大 约 20 天 左右 ， 约 在 

初 霜 前 10 月 底 前 后 。 
东亚 市 蓝 是 一 种 
短 日 照 植 物 ， 发 育 阶 图 109 Aw Chenopodium urbicum L. 
BLOT GICs IR tt subsp, sinicum kung et G,L. Chu 

感 ， 在 每 日 8 一 10 小 时 的 日 照 王 ，: 东 亚 市 蓝 发 育 很 ' 快 ,/ 能 提早 结 
Es ARIK, Bekok, SAV. mee, ARERR 
A KiK195K (#2109—1), 

东亚 市 理发 芽 出 苗 期 的 早晚 ， 可 直接 影响 营 养 体 生 长 期 的 长 
得 ， 而 对 转 入 穗 分 化 和 穗 形成 的 生殖 生长 影响 不 大 ， 只 要 上 月 照 时 间 
转 短 ， 达 到 一 定 限度 ， 发 育 阶 段 就 转 入 千 分 化 。 所 以 自然 萌发 与 播 
和 媳 期 的 早晚 ， 是 影响 植株 高 六 和 产 草 量 的 重要 因素 s 

再 生性 : 因为 东亚 市 蒙 茎 基部 腋 俯 一 般 不 萌发 ,所 以 在 刘 割 留 枯 
较 低 的 情况 下 ,， 多 不 再 发 生 分 枝 ， 没 有 再 生产 草 量 ;因为 茎 上 部 具 

ADS) BE, SEA TE ATE a AB EH, A BB OE 
刺激 后 再 生 侧 枝 ， 这 样 再 生产 草 量 较 高 ， 并 可 延长 青 饲 期 。 但 在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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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训 109 一 1 不 同 播 期 时 东亚 市 莹 生育 期 的 影响 

月 刘 | 3°80 | 4°14 |7.10 | 8.5 | 9.15 |10.10 |10.25 87 195 1.6 
气温 (YC)755 | 10.6 | 24.5 | 26.0*| 20.1 | 15.0 | 11.0 

AeA | 4°30 | 5*6 | 7220 | 810 | 9+20 110.10 {10°25 75 174 1.3 

=a (T)| 13.5 | 15.5 | 25.0 | 25.5 | 18.5 | 15.0 | 11.0 

AeA | 5°30 | 6.5 | 723 | 812 | +23 110°15 |10+30 49 150 mer 

气温 (名 )| 20.5 | 21.5 | 25.5 |.26.0 | 18.0 | 14.5 | 10.0 

月 。 昌 |6.15 | 6+20 | 7*26 | 8°15 | 9%.25 |10°15 {10°30 37 134 07 

=U CC)| 22.5 | 23.5 | 25.5 | 26.0 | 17.0 | 14.5 | 10.0 

试验 二 点: 山东 省 滨州 市 ， 北 纬 37"25/， 东 经 118"3/。 

牧 下 ， 由 于 茸 基 部 再 生 力 弱 ， 再 生产 草 量 显著 下 降 。 穗 形成 以 后 的 

放牧 ” 因 再 生 方 下 降 ， 其 再 生产 草 量 也 随 之 递减 。 

抗 逆 性 : 东亚 市 获 是 我 国 温带 和 了 暖 温带 气候 条 件 下 ， 盐 土 和 盐 

碱土 低 夺 湿润 区 的 一 种 适宜 生长 的 牧草 。 分 HK LDH 值 一 般 为 

7.0 一 8.5。 虽 在 内 陆 和 沿海 都 有 分 布 ， 但 以 沿海 封闭 低洼 盐 湿地 区 

和 内 陆 黄 河 青 河 槽 状 汗 地 荒 碱 区 最 为 常见 ， 而 在 排水 较 好 的 缓 平 坡 

地 和 较 高 燥 的 高 台 沙 碱 地 ， 则 少见 生长 或 不 生长 。 在 黄河 下 游 引 黄 

灌区 ， 由 于 排水 不 畅 ， 地 下 水 位 抬 高 ， 而 造成 土壤 次 生 盐 溃 化 的 弃 
耕地 ， 多 形成 东亚 市 葡 单 优势 种 群落 ， 长 势 十 分 繁茂 。 一 旦 控 沟 排 

k. 修筑 台 田 、 引 黄 洗 盐 之 后 ， 由 于 水 盐 状 况 的 改变 ， 东 亚 市 蔡 便 

很 快 绝迹 。 足 以 反映 了 它 喜 盐 碱 、 耐 高 湿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在 盐 渍 化 

wwe RK, BMY MP (Phragmites australis), — & t HB 

(Limonium bicolor), tj #® (Polygonum aviculare), ®t WM 

(Tamarix chinensis), #8 (Echinochloa crus-galli), 3h 锦 

Ht (Euphorbia humifusa), yj HW CSetaria viridis), 

se (Scorzonera mongolica var. putjatae), RAR (Cheno- 

podium glaucum), PY3Sk¥ (Amaranthus ascendens), #I=R 

e $33 。 



(Scirpus validus) 等 伴生 在 一 起 。 

TAMA “东亚 市 蓝 适 口 性 好 ， 为 猪 、 牛 、 羊 \。 免 警 多 种 家 

富 、 家 禽 所 喜 食 。 其 叶片 肥厚 ， 半 肉 质 化 ， 纤 维 少 ， 蔡 、 呈 比 很 
高 ， 具 有 较 高 的 饲 用 价值 ， 属 和 良 等 牧 划 。 由 于 营养 体 生 长 逆 长 ， 青 

饲 期 长 达 150 天 以 上 ， 是 一 种 既 可 放牧 ， 又 可 刘 割 的 野 生 He, OE 

生 素 的 含量 也 较 丰 富 ， 如 胡 昔 卡 素 5.36mg， 维 生 素 C69mg， 维 生 

%B,0.13mg, 4E4+XB.0.29mgeg. RE, MASH Ew Be 

1:0.65, FH 4 SH Fw h56. 8%, 莹 叶 王 物质 比率 达 23.15%。 

整个 生育 期 ， 茎 叶 王 物 量 变 率 小 ， 直 到 枯黄 期 前 ， 青 饲 价值 不 减 

( 表 109 一 2)。 经 分 析 ” 东亚 市 区 还 是 盐 碱 湿 地 生境 下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很 高 的 饲 用 植物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9 一 3。 

表 109 一 2 RMR 0%) 
采样 采样 鲜 〈g) 

类 型 2 eos aor TB: ae 
ny | we} ae | a | oot | ee |] oot 

花期 植株 | 1986°7 FRYE] «6100 39.5 60.5 100 43.2 56.8 

再 生 植 株 | 1986-8 | 山东 滨州 100 41.0 | 59.0 | 100 45.5 54.5 
| 

表 109-3 KEARtSRDSE 

分 tr | KR 样 | KR HE] kK 占 于 物质 的 区 %) 

分 | time) 粗 | ot | | . 竹 c a 
部 位 | 时 fal | wh 点 | 期 | (%) 白质 | 脂肪 纤维 出 物 灰分 

PF 4 HE] 198662 | 山东 滨州 | 盛 花 | 7.77 114.90 | 2.75 |16.09 |50.01 | 8.48 |0.29|0.。13 

4.81 | 1.01 | 4.99 |10.13 | 2.21 |0.44) 0.17 鲜 草 全 株 | 19868 | 山东 滨州 | 盛 花 |76.。85 

PFS: 1986 + 10) 111 A Be AH a 6.70 '14.50 | 4.40 '20.00 |43.70 {10.70 |1.71| 0.34 

i 

BRS ALHRAAMEM. MAW. BEM. pw 

性 强 的 适应 性 ， 且 营养 体高 大 ， 光 合 效率 高 ， 营 养 成 分 齐全 ， 适口 

性 好 的 优良 特性 ， 适 生 于 我 国 北 方 许多 功 碱 洼地 ， 是 一 个 值得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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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的 野生 饲 草 资 源 和 具有 栽培 前 途 的 优良 收音 * 在 低洼 盐 荒地 和 
水 位 抬 高 引起 的 次 生 盐 渍 化 所 荒地 ， 可 以 采种 播种 东亚 市 逆 ， 建 立 
半 人 工 草地 ， 增 加 产 草 量 。10 月 上 名 以后， 一 直到 霜降 前 ， 都 是 采 
种 期 ;采种 后 ， 枉 干 贮存 ， 第 二 年 早春 播种 。 因 其 种 子 细小 ， 千 粒 
重 仅 有 0.6 一 0.8g， 每 亩 需 播 种 30 一 40g， 为 了 播 种 均匀 ， 可 先 混 
入 细 砂 芋 ; 而 后 播种 。 幼 苗 阶 段 生长 缓慢 ， 易 受 芦苇 等 多 年 生根 芭 
KARA, BMRA 1 次 生 荒 地 耕耘 除草 ， 是 东亚 市 蓝 萌 发 全 
苗 的 重要 措施 ， 也 可 在 苗 期 进行 1 一 ?次 杂 章 防除 ， 都 可 显著 提高 其 
产 草 量 和 品质 。 放 牧 或 刘 割 后 ， 追 施 1 次 氨 磷 复合 肥 ， 对 再 生产 草 
量 的 提高 十 分 显著 。1986 年 7 月 ， 在 穗 分 化 前 期 ， 于 放牧 草地 每 公 

质 追 施 复合 肥 300 kg ， 比 对 照 区 提高 产 草 量 25.5%， 每 公顷 产 鲜 草 
达 54000 kg 。 

(SRR) 

110. HR 地 肤 

Kochia scoparia (L. ) Schrad. var. sieversiana 

(Pall. ) Ulbr. ex Aschers et Graebn.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10 一 60(100) cm 。 节 直立 ， 自 基部 

分 枝 ， 枝 斜 升 ， 黄 绿色 或 稍 带 浅 红 色 ， 枝 上 端 密 被 白色 柔 毛 ， 中 、 
FREE, KAMAE DEH. MA, TN, BRE. BR 
针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5cm， 宽 3 一 5mm， 先 端 尖 或 稍 钝 ， 全 
缘 ， 两 面 有 毛 或 无 毛 。 花 两 性 或 肉 性 ， 通 常 1 一 2 淋 集 生 于 叶腋 的 柬 
状 密 毛 从 中， 多 数 花 于 枝 上 端 排列 成 穗 状 花序 。 花 被 片 5 ， 果 时 花 
被 片 背部 横生 出 5 个 圆 形 或 酉 圆 形 的 短 翅 ， 翅 具 明 显 脉 纹 ， 项 端 边 
BA. MRR, OPERA (图 110)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和 河南 等 省 区 ， 苏 联 
CHL, MR, BA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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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耐 
盐 碱 的 早生、 中 旱 生 植物 ， 习 
见于 我 国 北方 草原 带 的 盐 碱 化 

草原 、 匾 漠 草 原 地 带 。 生 长 在 
HE. WA REE 
EGR GAL ERLE, 
也 芷 入 荒漠 带 的 盐 渍 化 低地 。 
“常见 于 河谷 冲积 平原 、 阶 地 和 
湖滨 的 蒜 苹 草 群 落 。 在 村 落 居 
民 点 、 畜 圈 附 近 以 及 沟渠 边 、 
路 旁 和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农 困 、 林 
地 上 可 形 或 小 面积 的 纯 群 落 。 

BB LAE) As KE EK RY 
*4100—700mm, #7 S-Di 

的 西北 地 区 ， 当 年 的 发 育 需 依 ”” 
靠 稍 好 的 降雨 条 件 ， 多 十 年 份 

AER it, RB AK 

50 一 100cm 。 一 般 情 况 下 , 4 月 

图 110 碱 地 肤 Xochia scoparia 

(L.) Schrad. var. sieversi- 
ana (Pall.) Ulbr.ex Asc- 

hers et Graebn. 

出 苗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7 一 8 A, 9 10H Re RM, SS 
年 ， 则 停留 在 幼小 阶段 ， 发 育 受 阻 。 在 内 蒙古 伊 克昭 盟 乌 审 旗 多 十 
年 份 观 察 到 主根 入 土 60cm 深 , 直径 0.6 一 0.7 cm M+ #15em +B 

ALM ie, Hen, RK AWEMEK le, 生境 于 里 
时 ， 主根 入 土 更 深 。 

由 植株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得 知 ， 碱 地 肤 系 富 集 Na、S、 开 和 
SiO, HABANA 0.246—3.804%, S0.20—0.35%, K 
1,075—6. 250%. SiO.1.16% (修学 煜 1982) 。 碱 地 肤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含量 如 表 110 一 1。 
RAE Ah RAH. FRR. BIER, 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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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一 1 ” 碱 地 肤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 

FIBRE, 《中 国 植被 地 理 玉 优势 植物 化 学 成 分 》, 1982。 

猪 和 家 禽 也 吃 ， 冬 、 春 季 家 畜 较 喜 食 ， 虽 然 枯 黄 后 小 枝 和 叶 都 脱 

沙 ， 所 留 残 蔡 质 地 粗 硬 ， 但 骆驼 、 羊 仍 爱 吃 ， 牛 夏季 不 吃 ， 冬 季 爱 

吃 ， 马 全 年 不 吃 。 雨 多 年 份 或 灌溉 地 上 ， 碱 地 肤 生 长 高 大 ， 可 于 夏 

秋季 刘 制 干草 ， 供 冬季 补 饲 家 畜 用 。 表 110 一 2 列 出 了 碱 地 肤 的 化 学 

成 分 。; 

表 110—2 碱 地 肤 的 化 学 成 分 ” 

Hf mM F BW RM) 物质 其 人 
og) | 水 naam pone | mee lemma le ole |e 

结果 期 | 3.75 9.84 1.47 19.39 52.19 13.36 | 0.87 | 0.32 

* 样品 采 自 呼 盟 新 巴尔 虎 右 旋 绥 宝 东 苏 木 。 

据 东 北 测定 ， 每 100g Mh KA Bw b H5.7me, GRR 

0.31mg- 维生素 C 39msg。 

碱 地 肤 在 幼 嫩 时 可 采集 供 人 食用 ， 是 备 荒 的 野草 ;果实 及 全 草 

入 药 ， 果 实 称 “ 地 肤 子 >， 有 清热 、 祛 风 、 利 尿 、 止 痒 的 功效 ， 外 

用 可 治疗 皮 癣 、 湿 疹 。 种 子 含油 15% 左 右 ， 供 食用 或 工业 用 。 

( 郭 思 嘉 ) 

* 337 © 



111. 天 山 猪 毛 菜 

Salsola junatoviit Botsch. 

有 形 杰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20 一 50cm ， 多 分 枝 ， 老 枝 A Mh, KR 

褐色 ， 有 纵 裂 纹 ， 一 年 生 校 草 质 ， 下 部 苍白 色 ， 上 部 为 绿色 ， KE 

或 密生 小 突起 。 叶 片 半圆 柱状 ， 长 1 一 2.5cm， 粗 1 一 2.5mm， 问 

内 弯曲 ， 先 端 钝 或 有 
小 尖 ， 稍 膨大 ， 基 部 
扩展 ， 微 下 延 ， 扩 展 
处 的 上 部 BE 缩 成 柄 
状 。 由 数 个 穗 状 花序 
构成 圆锥 状 花 序 ; 在 

MER, NAH RS 
角形 ， 边缘 膜 质 ， 花 

被 片 长 卵 形 ， 自 背面 

中 下 部 生 翅 ， 3 翅 较 

大 ，2 WRN, 膜 质 ， 

棕 褐 色 ， 花 被 果 时 直 

fe 6--9 mm; wR 

5s 柱头 长 为 花柱 的 

2 一 3 倍 。 种 子 模 生 

(图 111)。 

地 理 分 布 “分布 

Fes Me, 为 我 国 

的 特有 种 。 

4 

图 111 天 山 猪 毛 菜 Salsola junatovii Bo- 

tsch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天 山 猪 毛 菜 生 于 干旱 山坡 、 砾 质 荒 演 ， 

为 旱 生 植物 ， 有 很 强 的 抗 时 能 力 ， 对 生长 地 的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耐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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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或 轻 度 盐 渍 化 。 

天 山 猪 毛 菜 生 于 海拔 2000m 左 右 的 山坡 上 ， 送 合 于 多 砾石 的 土 

壤 。 

天 山 猪 毛 菜 在 新 疆 7 一 9 月 开花 ，8 一 9 月 结实 。 开 花期 间 散 发 浓 

烈 气 香 。 它 多 与 多 年 生 禾 草 组 成 群落 。 可 形成 25 一 35cm 的 层 片 。 

形成 从 属 层 片 的 旱 生 多 年 生 禾 草 有 沙 生 针 划 〈?4pa krylovii), 

斐 氏 细 柄 草 (Ptilagrostis pelliotit), 群落 总 盖 度 为 15% 左右 。 

群落 种 类 组 成 为 9 一 12 种 .伴生 植物 有 木 贼 嘛 BCE phedra equise- 

和 wa we tt iB (Artemisia kaschgaria), i #¥ #il WLP CAca- 

ntholimon hedenii) , 2 fe 7E (Convolvulus gortschakovit), 

ea HK CAsterothamnus fruticosus) 等 。 

天 山 猪 毛 菜 是 荒漠 草场 植物 ， 抗 早 能 力 强 ， 久 旱 不 雨 仍 能 正常 
生长 。 生 活力 极 强 ， 生 长 也 迅速 。 

饲 用 价值 “该 草 为 饲 用 价值 很 低 的 牧草、 适口 性 差 ， 质 地 粗 
糙 ， 除 了 骆驼 四 季 采 食 外 ， 其 他 家 畜 一 般 不 采 食 ， 幼 嫩 时 牛 和 羊 有 

时 采 食 。 枯 黄 后 均 不 采 食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11 一 1、111 一 2。 

表 111 一 1 天 山 猪 毛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全 株 1 a ee Ze 7.96 |12.40 | 2.04 |17.01 | 32.02 |28.57 |1.19] 0.14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 原 系 收 革 分 析 室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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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11 一 2 ”天山 猪 毛 菜 元 素 含量 。 

元 素 名 称 | = 量 | 元 素 名 称 | = a 

铝 (%) 0.03 &% (ppm) i oe 

ii) (ppm) 41.45 §4 (ppm) 27.45 

#1 (ppm) 16.27 钠 (%) 0.2 

5 (%) 2.64 fi(ppm) |. ， 20.25 

&% (ppm) 0.34 BF (ppm> 28.33 

& (ppm) 0.58 & (ppm) 1.45 

eR <0 &k (ppm) 9.72 

ij (ppm) 3.95 FB (%) 0.03 

铁 (%) 0.04 硫 (%) 0.45 

钾 (%) 1.91 fi. (ppm) 31.3 

镁 (%) 0.57 & (ppm) 20.64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cur 

~ 112. Ff Ae ina 

Suaeda corniculata (C. A. Mey. )Bunge 

FZ fA WATE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高 10 一 30cm， 全 体 KE, AHR 

分 枝 ， 斜 升 或 直立 ， 深 绿色 ， 秋 霜 后 变 为 红 紫 色 ， 晚 秋 变 黑色 。 叶 
肉质 ， 条 形 或 半圆 柱状 ， 长 1 一 2em ， 宽 1 一 1.5mm， 先 端 尖 或 钝 。 

花 两 性 或 肉 性 ， 每 3 一 6 采 簇 生 于 叶腋 ， 多 数 形成 间断 穗 状 花序 ， 花 
被 片 5 ， 稍 肉质 ， 果 时 背部 向 外 生出 角 状 突起 ， 有 时 其 中 之 一 发育 
HK, HERS, HEL 2. 胸 果 圆 形 而 酷 扁 种子 栅 生 或 人 
生 , 黑色 或 黄 褐色 , 表面 有 点 纹 〈 图 112) 。 4 月 出 苗 ，8 一 9 月 开花 ， 
9 一 10 月 果实 成 熟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和 西藏 ， 蒙 古 、 苏 联 
(中 亚 和 西伯 利 亚 )、 欧 洲 也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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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Set VHA 

Wy, teint REAR 

FR i th AE BR fy ROE 

生 植物 。 例 如 在 东北 

的 西部 “内 蒙古 东部 

Ay St Bt Bt (Puccine- 

llia tenuiflora) #& 

旬 ， TH. Hit. 

海 东 部 的 马 苦 〈7ris 

lactea var.chine- 

nsis) Hf, BRR 
草 旬 中 均 有 角 果 碱 

鞍 。 在 我 国 北方 沿海 

和 内 陆 盐 溃 化 地 区 ， 
& IS pers! -112 i GZ Suaeda corniculata (C.A. 

kt batt eat Mey.) Bunge 
heterophylla), 7K 

Be % CSuaeda glauca), Fh tt PR CS. przewalskii) 为 

RBA, MLA A A Ee Tk ah A BEES He ARE 
西部 的 碱 化 草原 bss AIS AT IB a Aa OR a RE BT, 

SRR. SAKA. TRIG. Hit WE SK, Ris 

ROE SE NIN CKalidium foliatum), 2 #2 NN CK. cuspi- 

datum), MRE IN CK. gracile), BikthMIR CK. caspicum), 

MLAB YS CReumuria~ soongorica), « WH # wb (CR. trigvna), 

me ESH CSalsola abrotanoides), 4 R CNitraria sibiri- 

ca), BR CLycium ruthenicum) 荒漠 中 ， 成 为 伴生 植物 。 

一 般 地 讲 ， 在 从 温带 湿润 的 落叶 阅 叶 林 区 、 洛 海 以 至 内 陆 半 干旱 地 

区 的 盐 渍 化 生境 ， 均 能 广泛 地 适应 ， 但 主要 地 适宜 于 章 原 地 带 的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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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土壤 上 ， 在 更 严酷 的 半 荒 漠 地 融 ， 则 被 前 述 各 种 荒漠 盐 生 灌木 

PER. FR BE TELS BE Ub JO ER ot A He Ag + Be Ag Hh + 

例如 在 青海 湖 周围 海拔 2600 一 3200m 的 冲积 一 洪 积 平原 上 测 Se. + 

培 的 pH9.0， 全 盐 含 量 22.74% 。 角 果 碱 攻 无 论 在 海滨 、 内 陆 平 原 、 

高 原平 原 都 有 其 分 布 一 在 青海 昆仑 山 山 前 地 带 的 出 坡 上 ， 其 分 布 上 

升 到 3900m。 因 为 经 常生 长 在 盐 溃 化 生境 中 BPRS SAH 

究 ， 在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含量 类 型 方面 属于 富 集 Na、Cl、8S 的 植物 ， 其 

Na、ClI、8S 的 含量 分 别 为 2.368 一 15.265% ,5.26 一 24.56 听 ,0.。43 一 

-1.97% 。 角 果 碱 甘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含量 如 表 〈112 一 1) 。 

112-1 角 果 碱 节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元 素 成 分 (%) 
N| P|s:|siol Fe | Al | Mn| K| Na | Ca 

3. 41/0. 298/0.81] 一 |0.041/0.069/0.003|2.346| 5.141/0. 446] 5. 26/1.85 Xt 

Xi 2.37|0.391/0. 43 一 |0.060/0.090/0.008)1.354) 5.892/0.481) 7.33)1.11 

1. 29|0.013/0. 85] 2. 98/0.037/0. 059/0. 000)1. 464/15. 265)1.037|24.56|2.74 

+ FS FS RS Ast 
we ORES i ¢ 7 2 

mt Stat Bat fiat ent Me RF NE 一 | 一 |1.47) 1.80/0.042/0.029| — |1.192)15.114/0.894)14.00/4.38 “a Ss & 

ARSE, 《中 国 植被 地 理 及 优势 植物 化 学 成 分 》，1982。 

饲 用 价值 ”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家 畜 一 般 不 吃 ， 羊 、 骆 驼 

偶尔 稍 吃 。 因 含 盐分 较 高 ， 食 后 易 发 生 腹 泻 ， 秋 季 降 霜 后 植株 变 为 

红色 ， 适 口 性 有 所 提高 ， 骆 驼 和 羊 乐意 吃 ， 马 、 牛 也 吃 ， 此 时 放牧 

骆驼 、 羊 有 利于 抓 采 。 入 冬 后 植株 变 黑色 , 除 骆驼 采 食 外 其 他 家 畜 都 

不 吃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2 一 2。 除 饲 用 外 ， 种 子 含油 ， 可 供 食用 ， 

制 肥 皂 、 油 漆 、 狂 墨 和 涂料 。 植 株 含 碳酸 钾 ， 可 做 多 种 化 工 原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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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角 果 碱 鞍 的 化 学 成 分 ? 

5 Rh 于 ”有 物 - 质 %) 

水 “分 | amen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cme |e 分 | 钙 | 

7.81 

生育 期 

营养 期 

结实 期 

8.25 1.95 17.74 34.70 29.55 0.81 | 0.18 

3.00 16.32 1.75 17.07 36.60 25. 26 0.87 | 0.30 

© 引 自 呼伦贝尔 盟 草 地 资源 勘察 队 资料 。 

(HER FRG) 

113。 盐 地 碱 莲 

Suaeda salsa (L. ) Pall. 

(Suaeda heteroptera Kitag. ) 

别名 BRM, MA. Th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的 ahh gee re 

HRA, ALPE 30—50cm, ER ARIA, MRS, FH 

中 在 15 一 25cm + , BAW, KE, SH, HH. MAB, 
半圆 柱状 ， 肉 质 ， 长 1 一 3cm， 宽 1 一 2mm， 先 端 尖 或 微 钝 。 花 两 

性 或 兼 有 肉 性 ， 团 伞 花 序 ， 通 常 3 一 5 洒 鳞 生 于 叶腋 ， 构 成 间断 的 穗 
状 花序 ， 小 苞 片 孵 形 ， 花 被 半球 形 ， 稍 肉质 ， 果 期 背部 稍 增 厚 ， 基 
部 延生 出 三 角 状 或 狭 翅 状 突出 物 ， 雄 蕊 5 ， 柱头 2 。 胞 果 包 于 花 被 
A, RRR. PERE, BRB, WHR, K0.3— 
1.5mm， 黑 色 ， 有 光泽 ， 表 面具 不 清晰 的 网 点 纹 。 千 粒 重 0.3 一 
0.4g (图 113)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西 、 陕 西北 
部 、 宁 夏 、 甘 肃 北部 及 西部 、 青 海 、 新 疆 、 山 东 、 江 苏 、 浙 江 的 沼 
海地 区 ， 亚 洲 及 欧洲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 343。 



生育 期 ， 几 年 来 在 渤海 、 黄 海 海滨 

以 及 黄河 口 地 区 观察 ， 生 育 期 ,185 天 ， 

育 饲 期 130 天 左右 。 一 般 年 份 , 4 月 中 和 名 

当 平 均 气 温 10"02，10cm 地 温 稳定 在 9%c 

左右 时 出 苗 ， 5 月 中 、 下 旬 分 枝 ， 6 月 
下 名 抽穗 ,7 AE WH Es -花期 7 一 9 月 ， 

花 后 8 一 10 天 结果 ，9 月 上 旬 进 入 结果 

盛 期 ; 9 月 底 果 实 成 熟 〈 表 113 一 1)。 

地 上 部 分 生长 发 育 特 点 ;春季 萌发 

后 ， 由 于 盐 碱 土壤 地 温 增 温 慢 ， 幼苗 期 

EER, FSP (Phragmites 

australis) ,/\jiy (Aeluropus litto- 

ralis var. sinensis) 等 根 状 蕉 性 杂 草 

Witt, EMEw MwA. BADR 

的 5 APHWa, “ik f& x2 FE 20°CU 

上 上 ,， 地 温 回升 加 快 ， 营 养生 长 量 急骤 增 

加 ， 昌 平均 增长 1cm 左右 。: 这 一 生长 高 

峰 期 ,一直 维持 30 一 60 天 , 株 体 增 长 40 一 

50cm,， 直 至 开花 初期 止 。 开花 后 ， 

以 生殖 生长 为 主 ， 植 株 生 长 速度 再 次 迟 

绥 下 来 ， 一 直 延 续 到 种 子 成 熟 为 止 ， 大 

约 60 一 70 天 。 这 个 阶段 的 主要 发 育 特点 

是 株 体 仿 水量 递 减 ， 干 物质 量 递增 。 

图 113 thas Suaeda 

salsa (L,) Pall. 

Hh Hi LE FE A ERE, SEM Wei, 4A RR 

Ro fH; SM MIG MAA, SRA ACA, Sethe we HF 

落 光 能 利用 率 可 达 0.3 一 054%， 王 物质 积累 快 ， 

再 生 特 性 : 盐 地 碱 攻 分 枝 期 具有 元 定 的 再 生 能 着 ， 也 是 羊 群 唯 

一 的 轻 牧 期 ， 采 食 和 刘 割 后 ， 腋 芽 萌 发 ， 再 生 OD Re. A 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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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一 1 ARH 
(观察 地 点 ， 山 东 渤海 海滨 ) 

Van 

BREET = i Be | 期 HH 期 数 

1983 年 (月 "日 ) 4。11|5.13|6.20| 7。8 | ， 9。5 | 9°20 | 10-10 
| 182 130 

日 平均 气温 CC) |10.420.5|23.5| 24.0 | 21-1.) 20.1 | 15-5 | 

1984 年 (月 .日 ) |4.105.13|6.21| 7+7 | 997 | 9-22 | 10-13 
186 128 

日 平均 气温 (Y7 “110.5|20.023.0| 25.0 | 20.5 | 19.5 | 15.0 

1985 年 (月 .日 ) 4*12|5.15|6.23| 7°10 | 9°6 10.15 

A FACT) 

9°21 

10.5|21.0/23.5) 26.0 | 20.5 | 20.0 | 14.5 

Bs KRAMER, BEREK RR, BATA 20 一 30cm， 生 物 

FPRRE. CATHUR, BALMEK, BENRERE. 75 

以 后 ， 进 入 开花 结实 期 已 完全 失去 再 生 能 力 。 

抗 道 性 f RMB. Slt. EL RAILS SAAR. LB 
RATER WORT, MOTTA ORME NO Be. EB ER eh 

含有 高 量 可 置换 的 钠 ， 不 论 钠 与 氯 离子 、 硫 酸根 离子 或 碳酸 稻 离 子 

相 结合 ， 都 对 它 生 长 有 利 。 所 以 它 可 以 说 是 钠 质 生 的 一 种 指示 植 

物 ， 也 是 一 种 良好 的 盐 碱 土 的 指示 植物 ;秋季 植物 体 变 成 红色 ， 赋 

于 所 在 地 一 种 特殊 的 自然 景观 。 例 如 在 渤海 湾 西部 的 泥 质 海岸 上 ， 
生长 的 纯 一 盐 地 碱 蓬 群落， 每 年 随 着 秋季 的 到 来 ， 自 然 地 覆 被 了 一 

层 紫红 色 的 镶 边 。 就 盐 地 碱 茵 的 生长 、 分 布 与 土壤 水 分 的 关系 来 

说 ， 虽 然 在 湿润 和 干燥 的 盐碱地 上 都 有 分 布 ， 但 在 湿润 处 生长 较为 

茂密 ， 也 较为 高 大 ， 夏 季 时 它 也 能 正常 地 生长 在 暂时 的 浅 积 水 中 。 
在 砂 质 盐 土 上 并 不 如 壤 质 或 粘 质 盐 士 上 生长 的 好 。 就 它 与 土壤 中 盐 

碱 成 分 的 关系 ， 在 盐 碱 成 分 愈 高 的 地 方 生长 愈 发 达 。 例 如 内 陆 盐 碱 
湖 边 或 海岸 的 盐田 附近 ， 都 生长 得 极 茂盛 。 而 在 排水 良好 的 地 方 ， 

特别 在 盐 碱 成 分 部 分 被 淋 洗 去 的 土壤 上 ， 它 的 个 体 很 小 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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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 到 了 盐 碱 成 分 全 无 的 土壤 上 ， 则 不 见 它 的 生长 。 当 土壤 中 盐 碱 

成 分 含量 很 高 ， 加 以 土壤 湿润 ， 而 其 他 种 植物 不 能 生长 的 地 方 ， 例 

如 海 涂 地 带 ， 盐 地 碱 蓬 常 旺 纯 群 落 生 长 着 。 在 沿海 区 排水 较 好 ， 盐 

分 (NaCl) 较 低 的 地 方 , 它 又 常 同 二 色 补 血 草 〈Zrmaoxztz2 瑚 Dico- 

1o7r)、 狗 尾 草 (9etaria viridis), HAH (Euphorbia humifusa), 

ise (Aejuropus littoralis), ii (Polygonum aviculare), 

We BZ (Atriplex patens), TE ER CArtemisa annua), *& 柳 

(Tamarix chinensis), 2£#3(Scorzonera mongolica vare 

putjatae), BPM CAtbiscus trionum) 等 生长 在 一 起 。 在 

内 陆 排水 稍 好 ， 碱 分 (NasCOs) 或 盐 碱 成 分 较 少 的 地 方 ， 与 盐 地 

hie KARA: K BB (Chenopodium glaucum), Pax 

(Suaeda glauca), PIS GE CAmaranthus ascendens), RRH 

EB (Glycyrrhiza pallidiflora), B ti RK CApocynum vene- 

tum), BRE (Artemisa captllaris), h# CUmperata cvlin- 

drica var. major), #J=#B (Scirpus validus), fi #§ (Ly- 

cium chinense) 等 。 

饲 用 价值 ” 盐 地 碱 医 适口 性 差 ， 幼 株 仅 牛 、 羊 少量 采 食 ， 骤 、 

马 、 怠 不 食 ， 所 以 在 生长 季节 ， 一 般 不 作 放 牧草 地 用 ， 多 留待 秋末 

种 子 成 熟 后 ， 采 集 籽 实 和 部 分 枝叶 作为 代用 饲料 。 当 枯 凌 的 植株 受 

两 雪 淋 洗 ， 株 体 含 盐 量 下 降 之 后 ， 也 可 在 冬 春 放牧 羊 群 。 泊 海 沿 岸 

的 徒 骇 河 农场 、 黄 河 农场 . 广 北 农场 等 单位 ,还 利用 盐 地 碱 茵 一 蒿 属 

型 草地 作为 割 草 草地 ， 开 花期 浊 割 栖 王 ， 用 做 羊 群 越冬 补充 饲 草 。 

据 凋 查 ， 各 地 农 牧民 采集 盐 地 碱 鞍 籽 实 作为 代用 精 料 历 史 悠 入， 而 

且 也 很 普遍 。 盐 地 碱 蓬 的 茎 叶 比 及 种 子 中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的 含 

量 见 表 113 一 2、113 一 3。 

Ana AMEE, AMAZE, Ti ARAKI 

和 盐分 ， 必 须 经 过 反复 浸泡 或 淡水 冲洗 才能 喂 用 。1973 年 春 ， 山 东 

滨州 农 校 彰 牧场 ， 用 未 经 浸泡 的 种 子 喂 猪 ，40 头 育肥 猪 及 种 猪 ， 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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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一 2 盐 地 碱 藻 莹 、 叶 比 (%) 

类 型 | eer RWWA | FRC) | ze | 叶 ere ( 叶 花 ) 合计 

海 涂 直立 型 | 1985.7 | 山东 无 棣 100 42.6 | 35.9 | 21.5 57.4 

内 地 分 枝 型 | 1985.7 | 山东 滨州 100 40.2 | 37.7 | 2201 59.8 

113-3 ” 盐 地 碱 医 的 化 学 成 分 含量 1%) 

分 析 | 生 | 采样 | 采样 水 i 
育 HEAR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灰分 

部 位 | 期 | 时间 | 地 点 ](%%) 浸出 物 

风干 全 株 | 盛 花 |1985.8| 山 东 无 棣 | 5.07 9.57 1.71 22.01 |) 417.20 |. 20.44 

鲜 草 * 全 株 | 初 花 |1985.7| 山 东 沾 化 11.20 2.10 18.10 | 49.40]. 19.20 

鲜 - HIF 1985- ele 11.50 2015 17.90 | 48.10] 20.35 

风干 种 子 | 成 熟 |1985.9| 山 东 滨 州 |18.84 8.10 4.09 18.92 | 32.20| 17.85 

部 发 生食 盐 (NaCl. 中 毒 ， 死 亡 率 达 60% 。 
又 据 中 国 油脂 公司 资料 ， 盐 地 碱 莲 未 净化 种 子 含油 率 22.43%， 

净 二 种子 含油 达 28.49%， 其 油 可 供 食用 、 制 肥皂 或 为 油漆 原料 。 

栽培 要 点 “目前 盐 地 碱 莲 仍 属 自然 野生 牧草 ， 未 见 试 种 资料 。 
它 是 一 种 肉质 喜 盐 植物 ， 具 有 很 高 的 抗 盐 性 ， 在 海拔 1.8m HAM 
位 线 以 上 和 海潮 沟 两 侧 ， 土 壤 含 盐 量 在 0.9% 以 上 的 潮 间 带 ， 以 及 
在 海拔 3mm 以 上 的 泥 质 重 盐 碱 潮 带 上 , 它 都 呈 单 一 优势 纯 群 从 生长 ， 
是 一 种 海 侵 成 土 母 质 的 先锋 植物 。 不 仅 可 以 充当 家 畜 、 家 禽 的 补充 
饲料 ， 而 且 又 是 浅海 水 域 生 态 系统 有 机 物 的 重要 来 源 ， 对 维持 水 生 
生物 的 有 机 物 平衡 有 重要 作用 。 从 这 几 点 出 发 ， 可 把 它 作为 充分 利 
用 改良 那些 自然 植被 覆盖 率 低 ， 或 至 今 仍 裸露 着 的 海岸 带 和 内 地 盐 
碱 斑 光 板 地 的 先锋 植物 。 补 播 盐 地 碱 茵 种 子 ， 以 增加 生物 产量 ， 扩 
大 生态 效益 和 经 济 效益 。 

( 谷 奉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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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WE Equisetaceae 

114. 问 Al 

Equisetum arvense Le 

别名 “笔头 菜 、 节 节 草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直立 草本 。 根 状 蔡 长 ， 于 地 下 角 甸 生长 ， 黑 

色 或 暗 褐色 ， 常 具 黑 褐色 小 球 芭 。 地 上 蔡 具 二 型 ; 为 营养 蔡 与 孢子 
蔡 。 钨 子 蔡 春 季 由 根 状 共 上 生出 ， 无 叶绿素 ， 淡 黄 褐色 ， 不 分 枝 ; 
高 8 一 25cm ， 具 10 一 14 条 不 明显 浅 肋 棱 ， 叶 鞘 简 漏 斗 形 ， 叶 鞘 齿 

3 一 5， 每 齿 由 2 一 3 小 齿 连 合 而 成 ;孢子 事 穗 顶 生 ， 有 长 模 ， 长 椭圆 
EB, sks WEMAGAL, WRECK tT, SAT 
Bt, AUPE, ARSE AE My SESE, 直立 ,高 15 一 40cm， 
具 肋 棱 6 一 12? 条 ， 沿 棱 具 小 疣 状 突起 ， 叶 鞘 简 长 7 一 smm， 鞘 齿 条 
状 披 针 形 ， 黑 褐色 ， 分 枝 轮 生 ，3 一 4 棱 ， 通 常 不 再 分 枝 “〈 图 114) 。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于 我 国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河 北 、 出 东 、 内 
蒙古 、 山 西 、 河 南 、 湖 北 、 贵 州 、 四 川 、 青 海 、 宁 夏 和 新 疆 等 省 
(区 ) ， 日 本 、 朝 鲜 、 表 古 和 苏联 等 国家 也 广泛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问 研 4 月 中 、 下 旬 由 根 状 莹 生长 出 孢子 

2, 5 月 上 、 中 名 孢子 成 熟 散 出 ， 之 后 孢子 蔡 枯 萎 。 由 同一 根 状 茎 
上 生长 出 营养 茎 ， 直 到 10 月 枯萎 。 

问 荆 属 草 甸 多 年 生 中 生 草 本 植物 。 在 森林 带 、 森 林 草 原 带 的 杂 类 量 
草草 名 群落 、 沟 边 、 河 边 、 砂 质地 可 以 成 群生 长 ， 局 部 可 成 为 优势 用 
种 。 在 章 旬 草原 各 群落 中 多 为 伴生 种 。 在 耕地 和 休闲 地 带 分 散 或 成 

°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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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114 问 荆 Hquisetum arvense 工 。 

水 群落 分 布 ， 成 为 田间 有 害 杂 草 。 由 于 它 具 有 根 状 蔡 ， 深 可 达 1m， 
时 无 性 繁殖 能 力 强 ， 不 易 防 除 。 
饲 用 价值 ” 问 荆 饲 用 部 分 全 部 为 蔡 ， 其 蔡 整 个 生长 季节 都 很 驰 

量 坎 ， 可 利用 时 间 较 长 。 春 季 放 牧 马 、 牛 、 羊 均 喜 食 ， 夏 季 6 一 7 月 可 
采 收 煮 熟 喂 猪 。 亦 可 浊 割 干草 供 各 季 和 惠 用 。 在 东北 每 公 质 产 鲜 草 
8$300 一 7120 kg ， 干 草 生 产 率 百分比 W15.1%. ASSRER, 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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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喂 量 不 宜 过 大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4。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由 ， 其 干草 中 
粗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春季 孢子 蔡 可 为 人 食 ， 故 名 笔头 菜 。 每 百 克 可 食 部 分 中 含 胡 葛 
卜 素 6.68mg， 含 维生素 4mg。 全 章 可 入 药 ， 为 利尿 剂 ， 并 能 清热 
1h tit 

114 RS RD (%) 

ul cw | oy | mare | 要 肪 | more | 2, | mca | = | 砚 

鲜 草 | 营养 期 | 78.30| 2.01 | 1.03 | 4.68 | 8.34 | 5.64 

sit | 7 期 | 89.53 | 1.38 | 0.22 | 4.64 1.59 | 2.64 | 0.23 | 0.10 

鲜 草 | 营养 期 | 86.61 | 2.66 0.29 5.53 2.34 2.57 | 0.13 | 0.07 

干草 | 营养 期 11.50 | 17.63 1.89 | 36.70 | 15.28 | 17.0 | 0.84 

( 李 建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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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A Pteridiaceae 

115. BR 

Pteridium aquilinum (L. ) Kuhn. var. latiusculum 
— 

(Desv. ) Underw. ex Heller 

BE BR, WIR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本 。 植 株 高 达 im, MRAKMIRE, K 
j 黑 褐色 昔 毛 。 幼 叶 未 展开 时 向 内 卷曲 呈 拳 头 状 ， 有 长 柄 ， 表 面 有 共 
神色 绒毛 ， 老 时 近 革 质 ， 孵 状 三 角形 或 宽 we, K30—cocm, *# 
到 0 一 45cm， 有 长 柄 ， 二 或 三 回 羽 状 分 裂 ， 羽 片约 8 对 小 羽 片约 
昌 0 对 ， 互 生 ， 三 角 状 披 针 形 或 披 针 形 ， 来 回 小 羽 片 矩 圆 形 ， 先 端 贺 
使 ， 全 缘 ， 叶 脉 为 羽 状 分 枝 或 侧 脉 二 又 。 孢 子 历 群 条 形 凡 沿 叶 缘 边 
号 着 生 ， 夺 群 盖 条 形 ， 有 变质 的 叶 缘 反 卷 而 成 的 假 盖 (图 115)。 
_ 地 理 分 布 “全国 各 省 (RK) WADA, HKALE MRS, 
志 界 温带 和 暖 温 带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茧 生长 于 山区 和 半山 区 的 林 间 空地 、 林 

缘 。 尤 其 喜 生 于 采伐 迹地 和 新 开垦 地 、 摆 荒地 上 。 由 于 它 具 有 发 达 
的 根 状 葵 ， 侵 占 性 很 强 ， 能 够 迅速 占据 地 下 和 地 面 的 空间 。 因 此 ， 
在 土壤 芯 松 的 舞 荒 地 上 有 时 可 成 片 生长 。 在 东北 地 区 二 般 在 4 月 下 
AVM, 5 Ah. FAA oe. WF HET 月 成 熟 ， 放 出 孢 
耶 ，10 月 中 旬 以 后 枯黄 。 

饲 用 价值 ” 茧 的 饲 用 价值 不 大 ， 放 牧 时 一 般 家 畜 不 主动 采 食 ， 
得 尔 采 食 。 但 是 浊 割 后 各 种 家 畜 均 食 。 在 夏季 采集 全 草 煮 熟 、 晒 干 

,351。 



或 青贮 发 酵 后 可 用 来 

喂 猪 。$ 一 10 月 间 控 
出 根 状 茎 ， 除 去 杂质 VY Y WL, FMR SS 
可 作为 性 言 的 精 料 ， We 
ATEN IEB, HA (Se? 
学 成 分 如 表 115。 Gey 

Hea MRI AOL 7 
Be, THAR, =A], 
RMR, HR SO 

# KZ ‘ “Wr 

粉 达 40%， 可 食用 也 AN 
Ce a 
BAT, BY HS BUR 
¥# 图 115 Wk 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栽培 要 点 ”从 70 

年 代 开 始 ， 吉 林 省 科 

ex Heller 

var. latiuscum (Desv.) Underw. 

DRA A KF a HG HRS ER, IER. 

e115 BRAILES ak at R* 

二 ® 
A 2 

12.73 24.13 1.47 10.41 

11.11 6.49 1.38 23.74 

站 5/8 (HRABLEAH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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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松 科 Pinaac=ae 

116. 油 RS 

Pinus tabulaeformis Caer 

BS 黑 松 、 短 叶 松 
形态 特征 “ 常 绿 乔 木 。 高 可 达 30m， 椅 冠 塔 形 或 卵 圆 形 ， 孤 立 

老 树冠 平展 成 盘 状 。 
树 皮 深 灰 神色， 鳞片 
状 开裂 。 一 年 生 枝 淡 
灰 黄 色 或 淡 红 褐 色 ， 
冬 芽 褐 色 。 叶 2 针 一 
RR, He, K6.5— 

15cm, PRAHA IB. 

长 4 一 9cm Awe A 

起 的 鳞 盾 (图 116) 。 

。 地理 分 布 ” 油 松 
是 暖 温带 地 区 平原 、 
丘陵 地 区 的 主要 树 
Fh,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图 1T16 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华北 山地 、 内 蒙古 的 阴山 山脉 、 大 兴安 岭南 端 。 其 西 南 界 限 为 四 
川 、 陕 西 、 湖 北 的 秦 巴 山地 ， 海 拔 1000 一 1500m 地 段 ， 向 东 至 淮河 

流域 的 低 禾 乒 陵 地 带 。 
生 驳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油 松 根系 发 过 ， 叶 枝 繁茂 ， 抗 风力 强 。 

° 353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能 力 。 在 年 降水 量 300 一 750mm 的 地 区 ， 可 耐 零下 

25" 低温 。 对 大 陆 性 气候 和 大 气 干 早 有 较 强 的 适应 性 。 油 松 是 喜 阳 
光 树 种 ， 能 在 全 光 条 件 下 天 然 更 新 ， 幼 树 也 耐 荫 项 。 油 松 不 耐 盐 
碱 ， 耐 干旱 、 耐 将 薄 能 力 强 。 喜 生 于 肥沃 的 中 性 和 微 酸性 土壤 。 对 
二 氧化 硫 等 有 毒气 体 抗 性 较 弱 。 

油 松 的 生长 速度 随 立 地 条 件 而 异 ， 天 然 林 一 般 生 长 较 慢 ， 在 土 
层 深 厚 、 排 水 良好 地 方 的 人 工 林 生 长 较 快 (河北 遵 化 15 年 生 人 工 
林 ， 高 达 6 一 ?rm， 径 粗 10 一 12cm， 黄 河 旧 泛 区 沙 地 上 29 年 生 ， 高 
达 10m， 径 粗 19cm)， 通 常 幼 年 林 生 长 缓慢 , 4 一 5 年 后 渐 快 , 10 一 20 

年 进入 高 生长 期 ，30 一 50 年 间 直 径 生长 最 快 。 
饲 用 价值 ” 油 松 叶 粉 是 有 价值 、 成 本 低 的 维生素 原料 。 据 报 

道 ，1 公 项 采伐 迹地 上 生产 的 针 叶 粉 的 维生素 含量 相当 于 3 一 4 公顷 重 
肥沃 草原 生产 的 维生素 价值 。 饲 喂 松针 粉 时 要 控制 好 用 量 ， 一 般 占 
饲料 量 的 3 一 8%,，- 可 使 家 禽 产 蛋 量 增加 10 一 15%， 使 猪 平均 增 重 
“0%， 并 缩小 饲养 周 期 55 一 59 天 。 同 时 ， 因 针 叶 审 含有 植物 杀菌 中 
素 ， 还 能 增强 畜 、 禽 的 免疫 力 ， 减 少 疾病 发 生 。 “a 

FL aS BE Ie a J SR BE PTD 伐 时 的 RR SAR 
th, Kite PRO, RA GARRATS, MCE Ra 
含水 率 在 20% 以 下 ， 然 后 进行 粉碎 。 

油 松针 时 具有 很 高 的 营养 价值 ， 其 化 学 成 分 、 氨 基 酸 含量 及 微 四 
量 元 素 成 分 如 表 116 一 1、116 一 2、116 一 3。 

表 116 一 1 油 松 针 叶 化 学 成 分 表 *(〈%%) 

采样 地 点 水 “分 | mimes | at mw moe | cent 粗 2K 分 

吉林 永吉 县 | 9.09 7.36 8.70 18.43 53.93 2.55 

*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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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一 2 ” 油 松 针 叶 氢 基 酸 成 分 未 2 (%) 

0.401|1.019|0.104|0.258|0.967|0.092|I0.025|0.304|0.077|0.453| 0.561 永吉 上 县 口 前 从 全 和 本 可 相机 333 

*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116 一 5 ， 油 松针 叶 微量 元 素 含量 
(%) (mg/kg) 

Eh OK 源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干 物质 | 钙 | aml or] 钠 | 铜 | oe fe | me | 铁 

| 
永吉 县 口 前 90.91 |0.101 | 0.11 |0.60l0.024 | 6.84 |28.71 151.96 |129.89847.69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油 松 以 种 子 繁 殖 。 于 9 月 采集 球 果 ， 使 之 干燥 脱 
粒 。 吾 春播 种 ， 但 种 内 变异 较 大 ， 播 前 应 根据 需要 进行 选 种 。 为 使 

| 其 早日 发 芽 ， 播 前 用 湿 沙 埋藏 或 温水 浸种 进行 催芽 。 在 苗 轩 可 用 搬 
种 、 条 播 法 下 种 ， 发 芽 率 高 的 种 子 可 行 浅 播 ，7 一 10 日 后 亦 能 发 芽 
出 土 。 如 采用 容器 育苗 法 育苗 ， 既 省 地 、 省 种 ， 又 简便 易 行 。 油 松 

易 受 火灾 虫害 之 患 ， 不 易 大 面积 种 植 纯 林 ， 最 好 针 阅 混交 。 同 时 要 
注意 防治 油 松 毛 虫 、 松 梢 螨 、 苗 木 立 枯 病 、 松 干 红 腐 病 等 虫害 、 病 
害 。 

(iH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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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桦 木 科 Betulaceae 

117.8 BE 

Betula platyphylla Suk. 

BIZ ByHEL PERT. HEA 

形 杰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10 一 25m， 树 干 直立 ， 树 皮 和 白色 、 平 

滑 ， 有 横 线 形 育 孔 ， SS 
星 纸 片 状 剥 落 。 叶 互 Nie 

生 ， 三 角 状 孵 形 或 近 ae 

Sek WH, K3—7 Dp en 
‘A 

cm, #2.5—8.5em; YOGA Vice 
先端 渐 尖 ， 基 部 宽 攀 KAY 

SLI A DS, 两 面 散 AG fi” , 
HERR. TE RAPE, HE 

HERR, FETE FF 

果 序 圆柱 形 ， RK 

3—7mm, 中 裂片 三 

角形 ， 侧 裂片 平展 或 图 117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Suk, 

PoE; 小 坚果 椭圆 

形 ， 膜 质 翅 与 果 等 宽 或 较 果 稍 宽 《图 117)。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河 北 、 河 南 、 陕 西 、 宁 收 、 # 

肃 、 青 海 、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等 省 区 ， 在 国外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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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Sih. MIM R ARMA, 
生物 学 与 生 杰 学 特性 ME AE RATE A. 304E AE ASS 

桦 林 树 高 12m， 径 粗 16cm 。 天 然 更 新 好 ， 种 子 结实 率 高 。 种 子 轻 

水 、 具 翅 ， 容 易 扩 散 广泛 分 布 。 白 桦 是 一 种 喜光 植物 ， 但 也 能 耐 一 
ERI. 。 适 应 性 强 ， 可 以 生长 在 石 质 陡 坡 、 河 谷 及 草 旬 上 ， 甚 至 在 
火 看 喷 出 物 及 火烧 和 采伐 迹地 上 ， 都 可 做 为 先锋 树种 独立 成 林 或 与 、 
杨 属 植物 混 生 ， 组 成 杨 桦 林 。 
饲 用 价值 ”白桦 叶 量 丰富 ， 是 值得 重视 的 阔 叶 饲 料 资源 。 据 吉 

林 省 调查 ， 每 公 硕 天 然 林地 可 收 500kg 干 叶 粉 。 白 桦 叶 含有 丰富 的 
营养 成 分 ， 如 表 117。 

表 117 ”白桦 叶 化 学 成 分 表 〈%) * 

产 地 [eae | em 粗 纤维 sez | me xs | Sid/ke) 

永吉 县 口 前 14.43 8.30 11.25 45.14 5.95 14.93 |0。I4| 16.61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此 外 ， 和 白桦 叶 尚 含有 溶血 作用 的 三 墓 皂 起 约 3%， 黄酮 类 2%， 
以 及 胡 葛 卡 素 、 维 生 素 C 等 。 树 皮 含有 白桦 脂 醇 、 白 桦 RRR 
酸 等 ,可 提 到 桦 皮 油 。 种 子 含油 量 欧 11.43% 。 具 有 综 合 开发 利用 
价值 .一 
栽培 要 直 “ 白 桦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整地 要 精细 、 平 整 。 覆 土 

要 薄 ， 以 利于 细小 种 子 出 苗 。 苗 期 要 保持 苗床 湿润 。 当 年 生 苗 可 出 
床 移 裁 。 根 部 易 萌 药 ， 可 在 秋季 前 截 栽植 。 幼 龄 苗木 要 注意 修 枝 ， 
以 加 速生 长 。 要 注意 防治 危害 叶 部 的 柳 毒 蛾 、 棕 尾 毒 蛾 及 危害 树 平 
的 云 杉 大 黑 天 牛 。 

〈《 杨 殿 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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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莹 麻 科 Urticaceae 

118. RI SK 

Urtica cannabina Le 

别名 WR. BRL SER 

GARE ”多年生 草本 。 植 株 高 达 50cm 。 = 有 楼， AME. 

叶 对 生 ， 具 长 柄 ， 叶 

HERS 深 裂 或 3 全 

裂 ， 一 回 裂 片 再 羽 状 

RB, Wii Hi KR 

=, FHRRERE: 

托 叶 离 生 ， 披 针 形 或 

宽 条 形 。 花 单 性 ， 峻 

雄 同 株 或 异 株 ， 同 株 

者 雄花 序 生 于 下 方 ; 

花序 长 12cm 左右 ， 

HSS, MEM | 
2mm, 7E# H 4, pers’ VES 

ERS 4 5 WEAEZE BE A i Fr si, 

深 裂 ， 花 后 增 大 ， 柱 这 Bs 
KERER. BAP 

ev, i kKA2mm, 图 118 RU Sp RR Urtica 
cannabina L. 

Kf, YE (A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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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苍 布 ， 主要 分 布 于 温带 地 区 。 在 国内 ，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和 西北 : 西南 各 省 区 的 山地 也 多 有 野生 。 在 新 疆 天 山南 北 的 低 出 区 

与 戈壁 边缘 之 间 ， 常 常 形成 以 麻 叶 荨 麻 为 优势 种 的 昔 麻 分 布 带 。 获 

REAR WM, 它 在 甘肃 、 青 海 等 地 的 山区 也 往往 形成 荨 麻 草 地 。 

在 国外 ， 苏 联 、 蒙 古 、 朝 鲜 和 日 本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麻 叶 荨 麻 喜 生 于 山 蓝 冲积 一 洪 积 扇 的 路 

边 、 林 缘 、 水 沟 两 岸 ;! 尤其 硅 排 水 良好 的 肥沃 湿润 的 砂 壤 土地 带 ， 

生长 最 为 茂盛。 在 西北 地 区 ， 它 分 布 的 最 高 海拔 为 1800m 左 右 。 趴 

叶 芷 麻 在 温带 地 区 春季 返青 比较 早 ， 一 般 在 3 月 底 至 4 月 中 即 开始 

萌芽 返青 。 在 新 疆 天 山地 区 ， 当 草地 牧草 4 月 底 5 月 初 刚 返青 时 ， 

生长 在 半 阴 坡 的 麻 叶 荨 麻 已 高 达 20 一 30cm ， 这 对 解 决 早春 饲 草 万 

其 青绿 饲 草 不 足 ， 具 有 重要 价值 。 返 青 后 的 麻 叶 霉 采 ， 生 长 逐渐 加 

快 ， 一 般 于 7 一 8 月 份 孕 蔓 开 花 ，8 一 9 月 份 结实 并 成 熟 ， 生 育 期 为 

183 天 左右 。 

PRET SSR ESR A, FAFA AOR OY, FB 

力 ， 疝 外 传播 ， 在 适宜 的 土壤 和 水 热 条 件 下 ， 常 常 形成 以 荨 麻 为 优 

BMH, MSRM SK (Urtica angustifolia) RRR ME 

TE Bate AE RY. TAR SR REA a, RIN, AN 

BHR, CHA DER, Slee wR, 

DP UH SPR HE tha iF HD oy AB AA 4 IZ, EE AO EK WR BE — RH 

450 一 800mm。 在 降水 比较 少 的 西北 荒漠 地 区 ， 仅 能 在 具有 地 形 性 

降水 的 山地 或 湿润 水 溪 边 分 布 。 可 见 麻 叶 荨 麻 是 喜欢 在 阴 湿 环境 生 

长 的 。 它 适应 的 土壤 p 瑞 值 一 般 在 6.5—38.0, REWER Ret. BS 

LEEK, PAR LL RRL ESE AERIS 

土 上 生长 得 最 好 ， MRS RAE, FeO RI 

不 而 于 燥 和 35% 忆 上 持续 高 温 的 。 在 冬季 绝对 低温 达 零 下 30%C 以 下 

的 黑龙 江 地 区 ， 根 部 不 受 冻 害 而 能 顺利 通过 严冬 。 在 云 、 贵 高 原 ， 

冬季 气温 达到 0"C 左 右 ， 尚 能 以 绿色 体 越冬 ， 可 见 其 耐寒 性 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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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的 。 但 夏季 的 高 温 、 王 旱 ， 往 往 植 株 停止 生长 ， 叶 疗 凌 世 而 下 
牌 ， 甚 至 下 部 叶片 枯 凌 而 凋落 。 它 在 同一 地 区 生长 的 草本 植物 中 ， 
其 耐 高 温 、 耐 干旱 的 能 力 是 比较 弱 的 。 | 
MAA ORM SRM A, FR, PRR. FE 

开花 期 以 前 ， 葵 脆 叶 嫩 ， 各 种 营养 成 分 含量 都 比较 丰富 ,理应 成 为 
上 等 饲 用 植物 ， 但 由 于 植物 体 具 有 鳌 毛 ， 鞋 叶 中 富 含 习 酸 :0 本 酸 及 
有 和 刺激 作用 的 酸性 物质 ， 致 使 畜 禽 在 利用 时 受到 了 限制 。 据 调查 ， 
猪 、 鸡 可 利用 各 个 生育 期 的 麻 叶 荨 麻 作 饲料 ; BRR, BF 
很 少 采 食 ， 但 骆驼 不 是 鳌 毛 ， 十 分 贪 食 ， 常 发 生 过 多 采 食 等 麻 而 中 1 
毒 ， 如 不 及 时 治疗 ， 常 因 “ 有 典 胀 ”而 致死 ， 早 春 马 根本 不 采 食 和牛 
夏季 不 喜 食 ， 但 开花 期 以 后 ， 尤 其 秋冬 二 季 ， 马 牛 羊 驼 等 各 种 青 禽 ” 
均 喜 食 。 如 初秋 ( 花 果 期 ) 刘 割 王 制 干草 或 制 成 草 粉 ; - PED Be AE 
春 的 饲 草 或 粗饲料 “各 种 言 禽 利 用 更 好 。 据 报道 ， 用 - 带 籽 远 麻 咀 
鸡 ， 可 促使 冬季 产 蛋 ， 喂 猪 时 增 重 长 采 效 果 良 好 ， 故 《久富 六 记述 上 
“用 叶 咀 猪 易 壮 ”的 说 法 ， 在 生产 实践 中 ， 已 普遍 得 到 证 实 ， 

早春 骆驼 过 食 叶 麻 昔 麻 易 引起 中 毒 ， 而 猪 大 量 采 食 并 未 发 生 中 

毒 现 象 。 从 新 疆 对 麻 叶 荨 麻 长 期 利用 的 结果 看 ， 除 骆驼 发 生 中 毒 
bh, -其 他 畜 禽 沟 未 发 生 过 中 毒 现象 。 证 明 麻 叶 荨 麻 作为 饲料 政 草 ， 

是 具有 一 定价 值 的 。 
麻 叶 荨 麻 植株 高 大 ， 含 叶 量 较 高 ， 其 蔡 叶 比 为 134 池 儿 1 在 我 国 

和 荨 麻 属 植物 中 ， 它 的 生产 性 能 是 最 好 的 一 种 。 在 以 麻 叶 车 麻 为 泊 势 ， 
的 天 然 草地 上 ， 每 年 1 次 刘 割 , 亩 产 干草 400—600kg, 而 HEA TR 
种 的 条 件 下 ， 工 次 刘 割 ， 亩 产 于 草 高 达 996.8kg。 可 见 麻 叶 荨 麻 的 
天 然 草地 不 但 适 于 放牧 利用 ， 也 适合 打 草 利 用 。 

从 麻 叶 等 麻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 表 118) A, FAA, 
其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和 粗 灰分 含量 有 逐渐 递 降 的 趋势 ， 而 其 粗 纤 维 蛋 
有 元 氮 浸 出 物 ， 则 呈现 递增 的 规律 ， 但 就 同一 物候 期 的 营养 成 芬 含 
量 局 狭 叶 车 麻 和 阔 叶 蔓 麻 相 比 ， 并 不 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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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ih SRLS RRSP EL 

占 - 风 于 物 质 (9%] 
wim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灰分 | | RR 

2.82 | 0.59 

一 
w 

. 

N 
= . 

吉林 省 | FRE |13.76 

PRU | 干 茎 叶 

16. 90 

10.09 

花草 

7/7 

Fant Fant Fam 

Be SR | PEAT 

13.40 

9.90 

19/7 

开花 _， 

9.60 

初 果 |110。50 

吉林 省 | 初 果 _ |10.26 吉林 省 FFE. 113536 

27/7 

1.44 | 0.67 

11.89 

0.50 | 0.77 

13. 84 

阔 叶 荨 麻 | PEPE 

UE ab, PR SR A 

有 100 一 3404g/ kg 的 维生素 

Ci 其 种 子 中 含 21% 的 粗 脂 

肪 。 同 时 ， 其 叶 中 还 富 含 胡 葛 

下 素 。 据 花 萤 期 对 叶片 进行 分 

析 的 资料 证 明 : 6 月 15 日 叶 中 

SWB b RW 100.04e/ke s 

而 6 月 231 日 的 叶 中 含量 多 达 

146.7wg/Kkg 。 由 此 可 见 , 麻 叶 

荨 麻 的 饲 用 价值 是 相当 高 的 。 

BR IH SER FBR SR APE E, 48 

由 于 它 具 备 高 产 、 质 优 的 特 

点 ， 只 要 利用 得 当 ， 仍 不 失 为 

一 种 畜 禽 的 优良 饲 草 。 

根据 不 同 畜 禽 的 生理 特点 

和 消化 机 能 及 最 佳 利用 时 期 ， 

应 对 其 进行 因 畜 制 宜 ， 分 期 利 

用 ， 猪 和 鸡 适 合 利用 各 个 生育 

期 的 麻 叶 荨 麻 作为 饲料 ; 而 牛 、 

羊 、. 驼 适 于 开花 期 以 后 利用 

花 、 果 期 浊 割 呆 制 青 干草 或 制 

成 草 粉 ， 用 于 冬季 和 早春 枯草 

期 的 补 饲 ， 各 种 畜 禽 都 非常 喜 

Be 

PR OTHE St PR SP 5) A A Hh 

ty, & Re, MIT HB 

放牧 利用 ， 除 骆驼 因 贪 食 幼 株 

易 引 起 中 毒 ， 应 控制 放牧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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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各 类 畜 禽 ， 秋 冬 春 三 季 放 牧 均 无 不 利 影响 ， 尤 其 适合 抓 秋 采 时 
期 利用 。 

早春 ， 骆 驼 如 因 过 多 采 食 幼 株 而 发 现 中 毒 时 ， 应 及 时 投 给 碱 性 
药物 和 止 醇 药 物 ， 如 苏打 水 、 硫 酸 铜 溶液 之 类 的 吕 服 液 ， 可 迅速 止 
i, 再 辅 以 润 肠 剂 ， 经 此 处 理 后 -一 般 预后 良好 。，“ 

在 麻 时 荨 麻 的 整个 生育 期 内 ,采集 鲜嫩 蔡 叶 ,花序 . 籽 实 ,经 鞘 者 
HR Ab, PERI, 精 料 ,可 代替 其 他 青 粗饲料 咀 猪 , 饲 禽 ， 也 可 
将 青 干草 除去 粗 老 蔡 秆 ， 将 茎 叶 、 花 序 和 季 实 混合 粉碎 ， 用 作 猪 全 
饲料 ， 亦 可 将 草 粉 与 其 他 饲料 配制 成 混合 饲料 ， 其 饲 喂 效果 更 好 。 

麻 叶 荨 麻 既 可 用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用 根 芭 蔓延， 在 天 然 条 件 下 ， 
只 各 对 连 片 麻 叶 荨 麻 草 地 加 以 封 译 ， 再 稍 加 管理 ， 即 可 建成 高 产 的 
半 人 工 草地 ， 如 果 建立 人 工 割 章 地， 虽 无 大 面积 成 功 的 先例 ， 但 在 
小 区 试验 中 ， 已 经 证 明 ,， 10 月 份 用 种 子 播种 ， 弄 年 春季 出 苗 整 齐 ， 
8 月 9 日 开花 ，24 卓 收 到 了 成 熟 的 种 子 ， 当 年 株 高 达 160cm AML, 
用 播种 法 建立 人 工 割 草地 ， 简 便 易 行 ， 效 果 良 好 。 

We RS AAT. ERE, ARN SES BI, 
大工 收割 不 宜 霜 后 进行 ， 而 以 在 花期 至 结实 期 间 浊 割 为 好 ， 一 般 在 
霜 期 到 来 前 几 天 收割 为 最 好 ， 因 这 时 种 子 成 熟 ， 不 但 可 收获 干草 ， 
而 且 ， ,可 收获 大 量 的 籽 实 。 

在 大 工 收割 麻 叶 昔 麻 时 ， 手 应 顺 着 整 毛 方向 ， 由 下 往 上 抓 或 
戴 土 防护 手套 ， 穷 长 袖 的 单衣 ， 以 免 手 触及 整 刺 。 若 被 整 毛刺 
is 可 立即 用 含 碱 量 高 的 灰 绿 昔 、 猪 毛 菜 等 植物 之 时 ， 擦 揉 疼 处 
亦 可 用 苏打 水 涂 控 ， 即 可 消 肿 止 疼 。 

麻 叶 荨 麻 除 可 作 饲 料 牧 草 用 外 ， 还 可 作 中 草药 ， 临 床 常 以 麻 叶 
昔 麻 煎 汁 内 服 、 外 洗 ， 或 将 鲜嫩 茎 时 执 作 草 奖 外 数 ， 可 治疗 风湿 性 重 

关节 炎 ， 产 后 抽风 ， 小 儿 惊 风 、 解 蛇毒 和 治疗 昔 麻 疙 等 疾患 。 

麻 叶 荨 麻 的 蕉 皮 含 有 纤维 ， 一 般 占 于 蔡 秆 的 9 一 10%， 可 作 工 

业 原 料 。 CH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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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Polygonaceae 

119. Al 穗 BE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 

别名 迷 丽 

形态 特征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15 一 35cm， 根 状 茎 肥厚 ， 茎 直立 ， 

不 分 枝 ， 通 常 2 一 3 自 

AIR SAR HH BEAR MY 

RE, ZAM 

As BLA ak AR 

披 针 形 , 长 3 一 9cm ， 

宽 1 一 2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近 圆 形 ， 边 

Ahn] PRB, LE 

BUF RA Es 托 叶 

RAR, FR. FR 

EPA, TE, it 

圆 形 ， 花 白色 或 粉红 

色 ， 花 被 5 RAY, HE 

#8; HS. WR 
WH, ASR, RB 

色 , 有 光泽 (图 119) 。 图 119 [Al REBE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地 理 分 布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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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我 国 上 四川、 云南、 贵州、 西藏、 青海、 甘肃、 陕西 等 省 CDs 
印度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圆 德 辈 为 典型 的 多 年 生 高 寒 草 旬 种 ， 广 

泛 分 布 在 青藏 高 原 东 缘 及 其 毗邻 地 区 的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 在 四 
川西 部 、 云 南西 北部 的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也 有 大 量 分 布 。 它 常 与 
4H (Festuca ovina) RE KBR (Agrostis sp.), PRR (Poa 

Spp- ). WMAWH (Ptilagrostis dichotoma) WRERBR(Po- 

tentilla sp. ),. Bll & BH (Kobresia pygmaea) 等 组 成 优势 ， 

fh). KHPRRRES, PRED, WRAMSB HER’. 
Ze FIG 1 4000—4600mMFEBI— MA, ARAMA Bg, WS 
ARB, AALS Ue R4.000mL Ee HBB, RAR 

灌 从 草 甸 中 ， 圆 穗 要 为 优势 种 ， 在 川西 、 演 西北 地 区 海拔 3900m 去 
右 的 亚 高 山 灌 从 草 甸 中， 圆 穗 划 常 以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罚 现 。 

圆 穗 查 是 高 山 草 旬 和 亚 高 山 草 旬 的 主要 组 成 成 分 ， 是 主要 的 伟 
生 种 ， 有 时 也 可 成 为 优势 种 。 
饲 用 价值 ” 圆 穗 划一 般 生长 在 高 海拔 地 区 ,， 这 里 气候 寒冷 ， 收 

草 生 育 期 短 〈120 天 以 内 )， 优 良 的 禾 本 科 、 豆 科 收 草 分 布 很 少 ， 因 中 
此 圆 穗 划 为 这 些 地 区 不 可 多 得 的 良好 饲 用 植物 。 在 高 山 和 亚 高 山地 中 
区 ， 牛 、 马 、 编 羊 、 山 羊 等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殉 鞭 在 花 果 期 ) ;花序 
甘甜 可 口 ， 策 和 牛 、 绵 羊 更 加 喜 食 。 圆 穗 要 具 适 口 性 好 、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的 特点 〈 表 119 一 1) 。 据 分 析 ， 人 氨基酸 含量 是 珠 芽 昔 的 1.5 倍 ， 

表 119 一 1 圆 穗 蔓 的 化 学 成 分 〈%%) 

样 A | OH? 
采样 地 点 | 育 

时 间 期 | 白质 

6.10 |0.99j0.37 1982.8| 四 川 省 理 县 | 结实 |12.80 | 3.20 |24.10 153.80 

1982.7 四 川 省 红 原 | 花期 | 9.90 

He F118. 94 | 1.12 (21.41 [52.46 
J ' t 

1.70 |33.68 |48.42 | 6.30 

6.07 |0.58|0.43| 综 考 会 分 析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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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 〈 表 119 一 27。 所 以 ， 它 具有 抓 采 催 肥 的 作用 , 是 高 山地 区 抓 秋 

RMR BE 
表 119 一 2 圆 穗 蓝 的 氨基 酸 成 分 * (%) 

0.34 | 0.51 0.50 0.37 0. 26 0.56 0.41 : 0.72 

* 农 科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采集 地 点 :四 川 省 称 城 县 ;采集 时 间 , 1982.7.17; 生育 期 : 花期 。 

〈 刘 玉 红 ) 

120. Bert [al AE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 var. 

stenophyllum (Meisn. ) A. as i 

Ne BI GRA 

CARTE ZAEHSARBESHEZBRRWE TFT, tHKE. B 

1.5—2.5mm, 

地 理 分 布 “为 青藏 高 原 特 有 变种 。 分 布 于 青海 、 西 藏 、 云 南西 

北部 及 四 川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狭 叶 圆 穗 昔 耐 寒 性 极 强 ， 在 零下 37.7sC 

的 高 寒 生 境 站 能 安全 越冬 ， 在 无 霜 期 仅 有 50 天 , KS RL. KM 

， 等 灾害 均 较 频繁 的 恶劣 环境 中 也 能 开花 结实 ， 完 成 整个 生育 期 。 本 

变种 常 分 布 在 海拔 3600 一 4800m 的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 尤 以 4000m 
以 上 的 山顶 或 对 部 的 高 山 草 旬 中 ， 常 以 优势 种 出 现在 高 山 沿 草 

.365 。 



(Kobresia byogmaea) 一 杂 类 草草 向 中 。 在 草地 群落 中 盖 度 一 般 在 

6% 左右 ， 丰 富 度 可 达 6.3% 左 右 。 优 势 种 除 高 山 山 草 外 ， 还 有 羊 切 

(Festuca ovina), @mRe CK. humilis), PRHALBR(Co- 

juria longifolia), &FF CAnaphalis sp.), BRBEB CRanu- 

neulus brotherusiit), WePP7E (Cyananthus hookeri) #@, +38 

为 高 山 草 旬 土 。 

MAH ” 狭 叶 圆 穗 更 营养 丰富 ， 粗 蛋白 质 含 量 较 一 般 优 良 的 

ARARR RRB. HORE, +. 3. BH. USHER, BIR 

催肥 的 优良 笋 革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120 一 1、120 一 2。 

表 120 一 1 RY ARBSSH RD R* 

oO La oe 

mac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eon | a 灰 分 | 5 | ae 

17.93 | 1.00 

采样 地 点 
物 
候 
期 

四 川 称 城 | 花期 26.38 49.63 

* ” 综 考 会 分 析 室 分 析 。 

表 120 一 2 RH+ARSARREER* 

A 基 RMR | 样品 中 《〈%%) | 

门 冬 氨 酸 0.97 ARM 0.60 

i AR 0.55 mi 氨 mR 0.58 

丝 A mR 0.51 氮 0.28 〈 不 计 总 和 ) 

谷 AR 2.30 组 氨 mR 0.27 

H HR 0.60 i AR 0.69 

AA Rm 0.73 hi 氨 R 0.50 

Be Am —_ 色 氨 mR om 

i 酸 0.57 = 10.69 

th A 酸 0.12 

FTE AM 0.46 

亮 氨 酸 0.88 N x 6.25 

Mm A mR 0.36 FD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1982 年 7 月 19 日 ， 于 四 川 省 理 塘 县 采样 〈 花 果 期 ) 。 

( 刘 玉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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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Pa {AALS 

Polygonum sibiricum Laxm. 

别名 剪刀 股 

CARE SRA, H10—30cm, MRAMHK. SAB 

部 分 枝 ， 斜 升 或 直 

Wo FE A UR, 未 

端 斜 形 ， 不 分 裂 ， 叶 
AB. tee em 

条 形 ， 近 肉质 ， 先 端 

锐 尖 或 鳄 ， 基 部 有 时 

具 工 对 小 裂片 而 略 呈 

RB, KMRBH 2 

RH, 2H, Bi 

HEE, ABA. Ti 
Az I EE FR, Bi 3} 

状 ， 内 含 5 一 6 茶花 ， 

花梗 中 上 部 具 关 节 ， 

花 被 浅黄 绿色 ， 5 深 

裂 ， 雄 蕊 7 一 8。 与 花 

被 近 等 长 :! 花柱 3 ， 

(Re, FESR, B 

(1 pd) 站 机 

RON 
~ Soke ~ 1°" DAVID a Lone AOE LT Pe 

PRC HN a AD Ee x) OF hd Mic Pe ai 站 

3 Ww) EGR 
中 (Me 

4 > 1 

ome Tie « WG 

RAD: 

sf Be 

a G ‘a 
ase 

图 121 PRA Polygonum sibiricum 

Laxm。 

果 卵 形 ， 具 三 棱 ， 黑 色 ， 具 光泽 ， 包 在 宿 存 的 花 被 内 (A121).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以 及 四 川 、 云 南 和 西 

ws 苏联 的 西伯 利 亚 和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耐 盐 中 生 或 旱 中 生 植 物 。 习 生 于 盐 渍 化 

的 低 湿 地 、 盐 湿 沙 土地 、 河 浴 、 湖 边 和 沙漠 中 的 盐湖 边缘 ， 也 可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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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于 有 砾石 层 的 盐 化 低地 。 是 温带 禾 草 一 杂 类 草 盐 生 草 得 的 植物 ， 

常 作为 伴生 种 存在 。 例 如 在 我 国 草原 区 东部 ， 它 生长 在 松 嫩 乎 原 . 西 

辽河 平原 ， 以 及 锡林郭勒 和 了 呼伦贝尔 高 平原 的 星星 草 (Puccrnreliza 

tenuiflora), tax CP. distans) 、 盐 碱 化 草 旬 群落 PRE (Ae- 

uropus littoralis var. sinensis), BRE (Achnatherum sp- 

lendens). 虎尾 草 (Chloris virgata) 盐 生 草 旬 中 ,在 内 蒙古 东 

部 ， 东 北西 部 碱 化 草原 碱 斑 地 上 ， 它 也 是 当地 盐 溃 化 草 甸 群 落 常见 

的 伴生 种 。 在 北方 沿海 和 内 陆 的 盐 涡 土 上 ， 则 生长 在 一 年 生 盐 生 植 

物 ， 如 隐 花 草 (Crypsis aculeata), t: 角 草 (Salicornia her- 

bacea), Fy m we CLevmus secalinum), HP U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tA AY, ANU 群落 优势 种 出 现 。 有 时 零 

星 地 、 小 面积 地 分 布 于 我 国 北方 各 地 以 及 青藏 高 原 低 湿 的 湖滨 与 河 
温浴。 在 农 笋 交错 地 区 ， 西 伯 利 亚 蓝 也 习 见 于 农田 附近 。 

西伯 利 亚 克 分 布地 区 的 土壤 是 草 旬 盐 土 、 轻 、 中 度 盐 渍 化 草包 

士 、 含 碳酸 钠 的 碱 性 盐 渍 化 章 旬 土 等 ， 适 宜 于 土壤 了 再 7.5 一 8.5， 
在 p 互 9 时 也 可 忍耐 。 西 伯 利 亚 划一 年 中 的 发 育 规律 :东北 地 区 4 月- 

中 、 下 名 开始 返青 ，7 一 8 月 开始 结实 ， 9 月 进入 枯黄 期 ， 生 育 期 大 

约 为 150 天 ， 在 温带 南部 和 暖 温 带 ， 3 月 下 名 或 4 月 上 名 返青 ，5 一 

6 月 开花 ，8 一 9 月 结果 ， 表 121 一 1。 

表 121 一 1 西伯利亚 蔓 的 生育 期 表 

aww | 分 枝 期 | HATH | 开花 期 | Cae | 成 熟 期 区 

4 月 中 名 SALW | 6 月 上 名 6 月 中 名 7 月 上 旬 ‘i ‘itn 

5 月 中 和 | 6 月 上 旬 | 6 月 中 旬 | 7 月 上 名 | 8 月 上 名 | OA EA 9 月 下 名 

SF FA ABA AE VE ERE, ROH, AF 

fa eNa, Cll 的 植物 ， 其 Na、Cl、8&S 的 含量 分 别 为 0.917 一 

6.348%, 1.86—9.94%, 0.08—0.57% (修学 煜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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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自 不 同 地 区 的 西伯 利 亚 蓝 ， 所 含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1 一 2?。 

饲 用 价值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嫩 枝叶 骆驼 、 编 、 山 羊 乐 食 ， 骆驼 

BREE, 4. BRM. KRHBRM, WH BORBA. A 

王 缩 的 植株 家 畜 多 不 爱 吃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321 一 3、 

121 一 4。 

表 121 一 2 西伯 利 亚 昔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 

So a ea ees m | | eta 
分 |N|P |s |sioj Fe | Al | Mn] K | Na Ca Cl |so, 

RRIF ay | 
尔 本 

| 

采集 地 点 

0, 195)9.13) — |0.968)/0. 195/0. 011)1. 376]1. 376)0. 735 

内 蒙古 包头 ，、|14.08 |2.91 

内 蒙古 集 宁 |19.67 |2.95 

| 内 蒙古 中 滩 5.84 4. 04/0. 121/0..43/1.51)0.1.1910.50 0.000)1.756 7.673 0.0545.951-47 

0.232)0.57| 一 0.09610. 12610. 00811. 248/6. 34810.79714. 111.55 

引 自修 学 煜 《中 国 植被 地 理 及 优势 植物 成 分 》，1982。 

表 121 一 3 AAS mo 

占 ¥ 物 质 〈%) 
物候 期 | $$$ eee 

粗 下 白质 | 粗 用 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灰分 | 钙 | 现 

营养 期 | 15.12 | 3.31 er | 40.67 21.49 [as 0.21 

* 引 自 《内 蒙古 科尔沁 草地 饲 用 植物 资源 》1987。 

#1214 西伯 利 亚 昔 氨基 酸 成 分 * (%) 

氨基 酸 名 称 | a | 氨基 酸 名 称 | 合 Fa 



A a mR 1.91 氮 0.40 

Hh A Rm 0.23 组 a mR 0.33 

ws 氨 Mm 1.73 aR 2.18 

& 8 栈 0.31 ii 2 mR 0.83 

* 测定 时 期 ， 初 花期 〈 内 蒙古 通辽 采样 ) 3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西伯利亚 更 根 去 皮 ， 可 入 药 ， 治 水 肿 。 

122. AR Ps 

Rumex acetosa Ise 

AIS PP. wR. WB 

VST SERA, ERA. ZH, MK, 通常 单 

生 ， 呈 红 紫 色 ， 高 50 一 100cm 。 单 叶 互生 ， 基 生 叶 有 长 柄 ， 蔡 生 时 

FA; MH HEB, K 2 一 10 cm ， 宽 1 一 3cm， 先 端 钝 或 尖 ， 基 部 

箭 形 ， 全 缘 或 有 时 略 呈 波状 ， 托 叶鞘 膜 质 ， 斜 形 。 花 序 狭 圆锥 状 ， 

顶 生 ， 花 单 性 异 株 ， 花 被 6 片 ， 椭 圆 形 ， 成 2 轮 ， 雄 花 外 轮 花 被 片 

小 ; 雌花 内 轮 花 被 片 圆 形 ， 结 果 时 增 大 ， 全 缘 ， 淡 红色 ; HK 3; 

GRA, =m, Birt, Ate 种 子 千粒重 为 2.157g 

(图 122)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吉 林 、 了 辽宁、 河北 、 河 南 、 出 

东 、 陕 西 、 新 疆 、 湖 北 、 江 苏 、 安 徽 、 浙 江 、 四 川 和 云南 等 省 区 ， 

亚洲 北部 和 东部 其 他 地 区 、 欧 洲 及 美洲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酸 模 在 春季 生长 速度 最 快 ， 夏 季 因 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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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PRE Rumezx acetosa L, 

Ax fet WE LAE RE REAR, {BIT AK, TURES, 利于 酸 模 

的 生长 ， 其 生长 速度 再 次 加 快 , 冬 季 降 霜 后 , 其 叶片 先 变 红 后 变 紫 ， 

并 逐渐 枯 凌 。 在 亚热带 地 区 ， 绿 色 叶 从 可 延续 到 12 月 上 名。 在 比较 

温暖 的 小 气候 条 件 下 ， 绿 色 叶 簇 可 以 越冬 。 一 般 2 月份 返 青 ，4 月 

Griz, 5 月 份 开 花 结 籽 ，6 月 份 采 收 种 子 。 寿 命 一 般 可 保持 10 一 

20 年 。 | 

酸 模 主 要 是 依靠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以 进行 无 性 繁殖 。 种 子 产 量 

高 ， 发 芽 率 也 高 。 据 调查 ， 酸 模 每 穗 平均 可 产 种 子 2000 一 2100 粒 。 

在 湿润 的 土壤 中 ， 其 发 芽 率 达 99% 。 

酸 模 耐 刘 割 而 不 耐 践 踏 。 据 试验 ， 酸 模 在 一 年 中 可 剂 割 6 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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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且 每 次 剂 割 后 ， 再 生 草 生长 特别 快 ， 但 在 畜 群 的 践踏 下 ， 其 汐 

叶 极 易 受 损 ， 生 命 力 下 降 ， 而 很 快 发 生 草 群 退 化 。 因 此 ， 酸 模 草地 

RAM AAG TREK. 

RQ BFE BRA AE AS REE. MH 10m 到 海拔 

“500m 的 青海 省 都 有 分 布 。 常 生长 于 土壤 湿润 的 路 边 、 闲 弃 地 和 由 

坡 草地 的 阴 湿 处 。 它 适应 的 土壤 p 互 值 在 6.5 一 8 之 间 ， 适应 的 年 降 

水 量 为 300 一 1500mm 之 间 ， 它 在 温带 地 区 的 零下 30°CH 低温 下 ， 

能 够 顺利 越冬 ;在 亚热带 地 区 的 35"c 以 上 的 持续 高 温 下 ， 虽 然 生 

长 速度 下 降 ， 但 也 能 顺利 度 过 。 可 见 ， 酸 模 不 得 耐寒 、 耐 旱 ， 而 且 

能 耐 高 温和 一 定 的 水 涡 ， 但 不 耐 强酸 性 土壤 。 最 适 于 它 的 生境 条 

件 是 具有 中 等 湿度 的 肥沃 沙壤土 和 温暖 的 气候 。 

饲 马 价值 “ 酸 模 的 茎 叶 和 柔软、 鲜嫩 多 汁 ， 作 为 青绿 饲 草 ， 多 种 

言 禽 均 喜 食 。 据 调查 ， 酸 横 为 绵羊 、 山 羊 最 喜 食 ， 猪 、 鹿 、 马 也 喜 
Bs #R&; BERK, 马 一 般 不 食 。 其 种 子 是 多 种 家 禽 和 鸟 

酸 模 化 学 成 分 的 特点 ， 是 含有 大 量 的 维生素 C 和 草酸 。 在 鲜 叶 

中 ,维生素 C 的 含量 变化 在 12 一 176mg/1008g; 平均 约 为 50 一 100mgA 

100g; 在 花序 中 维生素 C 的 含量 为 118mg/100g, 与 叶 中 含量 近似 ; 

但 在 共 中 的 含量 ， 明 显 减 少 ， 仅 有 54mg/100g。 

酸 模 中 的 草酸 是 以 草酸 钾 盐 的 形态 积累 在 植物 体内 。 这 种 盐 不 

断 地 转化 为 草酸 ， 故 酸 模 具有 酸味 。 

酸 模具 有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高 ， 纤维 素 含量 

低 的 特点 ( 表 122 一 1) 。 从 表 中 分 析 数 据 看 ， 酸 模 是 一 种 高 蛋白 质 

的 饲 轩 植物 。 从 其 营养 分 析 数 据 〈122 一 2) 看 ， 酸 模 的 营养 价值 也 

是 比较 高 的 。 
从 酸 模 所 含 的 微量 元 素 看 (2122-3) ， 它 含有 家 畜 所 需要 的 

各 种 微量 元 素 。 酸 模 的 灰分 中 ， 主 要 由 钾 和 钙 组 成 ， 亦 含有 相当 多 

的 磷 、 镁 和 铁 等 。 在 叶 中 含有 大 量 的 铁 ,其 含量 占 干 物质 的 0.16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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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一 5 酸 模 叶 元 素 含 量 * 

元 Kew 称 | = iit | 元 KA K 含 量 

铝 (%) 0.022 &% (ppm) 79.45 

Wi (ppm) 21.04 4 (ppm) 9.06 

#l (ppm) 71.35 BAC %) 0.25 

#5 (%) 1.91 ‘2 (ppm) 4.98 

# (ppm) 0.84 BE (%) 0.55 

& (ppm) 1.22 & (ppm) 15.38 

# (ppm) 6.5 &k (ppm) 133.15 

#4 (ppm) 21.22 £8 (ppm) 46.35 

铁 (%) 0.23 HLC%) 0.18 

钾 (%) 8.7 fi (ppm) 8.56 

E(%) 1.6 & (ppm) 49.44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0.178% 。 酸 模 地 上 部 分 都 含有 大 量 的 磷 、 钾 和 钙 ， 这 对 动物 的 蓝 
养 需 要 是 非常 有 利 的 。 

酸 模 蔡 叶 汁液 的 pH 值 为 4.5。 因 此 ， 适 口 性 不 太 理想 。 为 了 提 
高 该 饲 草 的 利用 价值 ， 江 苏 省 镇 江 地 区 花木 公司 〈 王 志 民 等 ， 曾 
将 酸 模 用 以 下 3 种 不 同 的 方法 处 理 后, 对 猪 进行 饲 喂 试验 , ORE 
饲 ， 四 切 成 3 一 5cm 的 草 段 生 饲 ， 回 切 碎 的 酸 模 ， 经 5 天 发 醇 后 饲 
I, GGA, AAEM, RAED, RABE, AA 
喜 食 其 叶 ， 造 成 很 大 的 浪费 ， 将 酸 模 切 碎 后 饲 喂 ， 采 食量 增加 ， 采 
食 速 度 加 快 ， 且 芭 叶 多 能 被 利用 ， 饲 料 浪费 大 大 减少 ， 采 用 发 醇 后 
饲 喂 ， 不 仅 采 食 速 度 大 大 加 快 ， 而 且 ,还 出 现 争 食 现 象 ， 饲 料 不 浪 
费 ， 效 果 最 好 。 售 若 再 与 精 料 拌 合 后 饲 喂 ， 效 果 会 更 好 。 

酸 模 在 各 种 盐 冬 饲料 作物 中 ， 是 最 早 被 利用 的 青饲料 ” 且 再 生 
力 极 强 。 每 年 3 月 底 或 4 月 初 , 即 可 进行 第 一 次 浊 割 ,可 一 直 利 用 到 
秋末 冬 初 。 全 年 可 浊 制 6 一 8 次 ,每 亩 青草 总 产量 可 达 2.5 一 3.5 万 kg 。 
可 见 ， 酿 模 是 一 种 高 产 的 青绿 饲料 。 此 外 , 每 亩 可 产 种 子 56.7kg ， 

也 具有 一 定 的 饲料 价值 。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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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模 除 是 一 种 高 产 的 高 蛋白 饲 草 外 ， 它 的 嫩 茎 叶 可 供 食用 。 全 
草 和 根 可 作 中 草药 用 ， 具 有 凉 血 、 止 血 和 解毒 的 功效 ， 浸 液 可 作 土 
R25; MEH GRA), PERMAROMRR, TRA 
Be. 
栽培 要 点 
eH, He, BRAM. OL, 每 亩 施 有 机 肥 5000 kg 

左右 。 每 亩 用 0:5kg THE, HOA. He, ABW 
盖 即 可 〈 深 度 以 0.5cm 为 宜 》。 为 促使 酸 模 种子 提 前 发 茬 ， 可 进行 
KUM. 当 幼 苗 长 到 7 二 10cm 高 ， 具 有 3 一 4 片 叶 时 ， 也 可 移 栽 。 
移 裁 的 株 行 距 以 25 x 30cm 为 宜 ， 每 穴 1 一 2 株 。 

无 性 繁殖 ，@ 分 株 人 繁殖 ， 控 取 健壮 的 株 众 ; 割 去 地 上 止 蔡 叶 ; 将 
根 董 纵向 切 开 ， 每 个 分 株 上 应 有 1 一 2 个 芽 。 下 部 有 较 长 的 根 段 纵 切 
后 ， 可 直接 定植 到 大 田 。 四 根 颈 纵 切 繁 苑 ， 酸 模 根 颈 粗壮 ,上面 有 
很 多 芽 和 芽 点 。 凡 带 有 芽 的 根 颈 都 能 成 活 。 可 按 芽 或 芽 点 ， 将 根 颈 
纵 切 若干 块 ， 每 块 保留 3 一 4 个 芽 ， 栽 插 时 ， 芽 或 芽 点 朝 上 三 覆土 
后 ， 浇 透 水， 一般 15 天 左右 即 可 出 苗 。 

收获 ， 种 子 的 收获 ， 一 般 在 6 月 份 。 留 种 田 在 春季 ， 一般 不 进 
47 Xi #4 . 1 

如 不 留 种 ， 则 在 3 月 底 或 4 月 初 ， 即 可 进行 第 一 次 浊 割 。 久 
后 , 每 隔 28 天 左右 可 浊 割 1 次 。 一 般 在 7 月 前 ， 可 刘 割 3 一 4 次 。7 一 
8 月 份 ， 击 于 气温 较 高 ， 生 长 速度 变 慢 ， 仅 能 刘 割 1 次 ， 9 月份 以 
后 ， 高 温 季 节 已 过 ， 其 生长 速度 得 到 恢复 ， 在 降 霜 前 ， 仍 可 以 浊 制 
多 一 3 多 

若是 留 种 田 ， 在 种 子 收获 时 ， 将 鞋 秆 齐 地 面 割 去 后 ， 施 肥 ， 中 
耕 除 草 1 次 ， 这 样 8 月 份 即 可 剂 割 再 生 草 ， 以 后 ， 可 以 一 直 利用 到 
降 霜 前 。 

(Hee 高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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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十 字 花 科 Cruciferae 

123.3% 娘 荔 

Descurainia sophia (L.) Webb. ex Prantl 

形 杰 特征 “一年生 草 本 。 高 30 一 70cm ， 有 又 状 毛 。 茎 直立 , 多 

Sy, PAE KK | | 

Eo MRR B, K 

3 一 5 cm ， 宽 2 一 2.5 

cm， 二 回 至 三 回 羽 

RRA, FRB AR 

FTE RA TK IB, 

下 部 叶 有 柄 ， 上 部 叶 

FA. FER, 

径 约 2mmy BH 4, 

直立 , 早 落 ， 条 Bs 

花瓣 4， 淡 黄色 ， 长 

2 一 25mm。 长 角 果 

KATE, 长 2 一 3cms 

A$ 14t, PIAS 

HB, K1imm, % 

色 ， 有 细 网 纹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图 123 aad ey sophia (L.) 

于 我 国 华北 、 西 北 、 

"376。 



华东 、 四 川 ， 亚 洲 其 他 地 区 、 欧 洲 、 非 洲 北 部 及 北美 也 有 (图 
一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播 娘 蒿 是 中 旱 生 草本 植物 。 分 布 广泛 ， 
上 至 海拔 2800m 左 右 的 高 山 ， 下 至 1000m 以 下 的 草原 均 有 生 芍 。 多 
数 散 生 于 山坡 、: 沟 谷 、 押 荒 地 、 田 边 、 路 旁 和 庭院 等 地 。 在 新 疆 的 
天 山北 坡 低 册 丘陵、 冲积 一 洪 积 平原 及 河 边 到 处 都 有 播 娘 蒿 生长 。 
通常 适合 在 坏 质 和 沙 坏 质 的 土壤 上 生长 ;在 疏松 、 保 水 保 肥 能 力 强 
的 中 性 土壤 上 生长 更 好 。 

“ 播 娘 蒿 抗旱 性 能 较 差 ， 早 春 种 子 萌发 要 求 土壤 有 一 定 湿度 ， 幼 
苗 期 表土 过 于 干旱 会 导致 幼苗 的 死亡 。 还 具有 喜光 喜 温 的 特性 ， 在 
阳光 充足 ， 气 温 较 暖 的 条 件 下 生长 良好 。 而 在 低温 荫蔽 的 生境 中 生 
长 不 良 。 播 娘 蒿 不 耐 盐 碱 ， 不 耐 涝 ，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 地 表 有 积 水 ， 
透气 性 差 而 盐 碱 程度 较 大 的 土壤 上 难以 生存 。 

播 娘 蒿 是 一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再 生 能 力 差 ， 在 植物 群落 中 的 稳定 : 
性 和 竞争 能 力 均 较 差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参与 度 较 低 ， 常 散 生 于 山地 草 
原 、 山 地 草 旬 草原 和 部 分 山地 草 旬 群 落 中 ， 以 常见 种 和 偶 见 种 出 
现 ， 很 少 成 片 ;， 不 成 为 优势 种 植物 。 

在 新 疆 的 平原 荒漠 和 荒漠 草原 上 ， 春 季 融 雪 和 降雨 较 多 而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局 部 低地 ， 也 常 有 播 娘 蒿 出 现 。 但 在 平原 绿洲 的 农 区 生长 
较 多 ,是 常见 的 杂 草 ， 呈 零星 散 生 分 布 ， 仅 在 局 部 地 区 有 小 面积 的 
成 片 分 布 。 

播 娘 贰 是 以 种 子 繁 殖 的 植物 ， 春 季 萌 发 早 ， 生 长 发 育 快 ， 分 枝 
多 ， 叶 片 密 。 但 生活 周期 短 。 在 平原 区 一 般 4 月 上 名 昔 发 ， 6 月 
上 、:; 中 旬 开 花 ，7 月 种 子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 播 娘 蒿 株 型 高 大 , METER, 春季 生长 发 育 快 。 炎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为 14.18% 。 但 蔡 秆 粗 硬 ;质地 较 粗 糙 ， 适口 性 
差 。 在 营养 期 ， 牛 、 羊 有 时 采 食 ， 马 不 食 。 在 春季 当 其 他 植物 很 少 
或 没有 发 育 时 ， 对 放牧 能 起 一 定 作 用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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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ie MF 

a 于 @ Wh 
生育 期 | k 

HEA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浸 出 物 | ARS | ”人 策 ad 

结实 期 | 9.31 14.18 3.24 | 24.81 41.33 7.13 1.395 | 0.297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分 析 室 。 

播 娘 蒿 种子 可 供 药 用 ， 有 利尿 消 肿 , 祛 痰 定 喘 之 效 。 种 子 含油 率 
约 40% ， 可 供 工业 用 。 

(HH) 

124% FF 

Pugionium cornutum (L.) Gaertn. 

别名 山羊 沙 芥 、 额 勤 森 葛 帮 (蒙古 族 语 ) 

形态 特征 ”二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20cm ， 根 圆柱 形 ， 肉 质 。 茎 - 

直立 ， 无 毛 ， 多 分 枝 。 基 生 叶 莲座 状 ， 肉 质 RREAB, K 

10 一 25cm， 宽 3 一 4.5cm ， 羽 状 全 裂 ， 具 3 一 6 对 裂片 ， 裂 片 孵 形 、 

矩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茎 生 叶 羽 状 全 裂 ， 裂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茎 上 部 叶 条 

状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总 状 花 序 项 生 或 腋生 ， 组 成 圆锥 状 花 序 ; SE 
倒 披 针 形 ， 内 苯 片 窗 矩 圆 形 ;花瓣 白色 或 淡 紫 色 ， 条 形 或 倒 披 针 状 

条 形 ; 侧 蜜 腺 环 状 ， 包 围 短 雄 划 基 部 。 短 角 果 两 侧 具 长 翅 ， 翅 披 针 

形 ， 长 2 一 cm， 宽 3 一 5mm， 果 核 扁 椭圆 形 ， 表 面 有 和 刺 状 突起 

(图 124) 。 

地 理 分 布 THT REAR AE. SREY. NERS 

沙 地 、 毛 乌 素 沙 地 、 库 布 齐 沙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芥 是 典型 的 沙 生 先锋 植物 ， 主 要 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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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和 半 流动 沙丘 

上 。 对 雨水 较 敏 感 ， 

多 十 年 份 生长 繁茂 ， 

株 高 可 达 1.5m 左 右 ， 

荃 的 直径 可 达 2cm 以 

上 ;少雨 年 份 生长 不 

良 , 株 高 仅 数 十 cm， 

枝叶 也 不 繁茂 。 

沙 芥 的 得 角 果 左 

A baw, BE 

表面 有 刺 愉 突起 ， 使 

果实 在 沙 面 上 的 稳定 

程度 有 所 提高 ， 也 便 

FU, RS WH 

发 后 即 迅 速 扎 根 。 当 

年 株 高 30cm 左 右 , 而 

其 根深 可 达 1.3m” 。 图 124 沙 芥 Pugionium cornutum (L.) 

‘ERY EAR YF PRL, Gaertn. 

而 上 层 侧根 则 横向 延伸 ， 扩 大 吸收 水 分 、 养 分 范围 ， 以 适应 保水 力 

Be Ze i HE FS YU Wt AE BE 

沙 芥 习 生 于 从 草原 到 荒漠 东部 高 大 流动 沙丘 之 间 ， 背 风 坡 下 部 
WRMRR I, AMSA, SRI 至 数 株 地 散 生 ， 有 时 也 小 片 地 

成 群生 长 。 曾 在 乌 珠 移 沁 沙 地 测定 一 生长 较 集 中 的 沙 芥 群 聚 ， 其 兰 

度 为 7 %， 干 草 产 量 每 公顷 折合 为 360kg ,其 中 沙 芥 占 85.2%s AE 

7S REKM, he — 4A, On Ww Bw CAgriophyllum 

Sqguarrosum), th 3 (Corispermum spp.). vb Hi (Peammoc- 

hloa villosa), #i®#iLeymus secalinus*™?, {AA RRB REE. 

e 陈 世 锁 《 内 蒙古 草原 植物 根系 类 型 》， 内 蒙古 点 民 出 版 社 ，1986 年 ，1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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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为 骆驼 的 良好 饲料 ， 牛 和 羊 也 乐 食 ， 人 饲 喂 猪 邮 很 

好 。 青 鲜 的 沙 芥 含 很 多 水 分 ， 一 般 多 在 80% 以 上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幼 嫩 时 粗 蛋 白质 含量 很 高 ， 粗 纤维 含量 很 少 ， 非 纤维 质 的 碳水 化 

合 物 和 灰分 也 较 多 ， 但 随 着 植株 变 老 ， 蛋 白质 含量 大 ; 藉 减少 ,而 

纤维 素 则 迅速 增加 ， 灰 分 也 减少 很 多 。 钙 和 磷 的 比例 ， 磷 偏 低 。 Te 

宁夏 草场 调查 中 用 经 验 公式 推算 ， 在 沙 芥 干 物 质 中 含 可 消化 粗 蛋 白 

质 65.84g/kg ， 消 化 能 9.2MJ/ kg ， 代 谢 能 7.91MJVkgs。 这 样 的 

能 量 水 平 高 于 小 麦秸 ， 而 接近 于 谷 草 ， 表 124。 

124 沙 芥 的 化 学 成 分 * 

2.93 2.8 

144.04 38.09 | 7.63 |1.36) 0.18 全 草 | 一 | 守 夏 盐池 县 | 结果 期 5.85|.7.43 | 2.81 

* 6 月 10 日 样品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另 一 分 析 引 自 宁 夏 回 族 上 自治 区 草 
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 《宁夏 地 区 重要 饲 用 植物 草场 类 型 化 学 成 分 营养 价值 为 1984 年 。 

总 评 ， 沙 芥 应 属于 中 等 或 中 等 偏 低 的 饲 用 植物 。 

( 黄 北 华 ， 刘 娆 心 ) 

125. 风 花菜 

Rorippa palustris (Leyss.) Bess. 

别名 KAR. HB bx 

形态 特征 ”二年生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 直 根系 呈 圆 锥 状 ， 入 主 深度 

达 4 一 70cm， 主 根 不 发 达 ， 侧 根 较 多 ， 主 要 集中 在 8 一 30 cm 的 土 

层 中 。 株 高 20 一 80cm 。 茎 斜 升 ， 粗 0.8 一 1.5cm ， 无 毛 或 稍 有 毛 ， 

单 株 分 枝 多 ， 密 集 的 群体 则 分 梳 较 少 。 基 生 叶 和 下 部 时 羽 状 分 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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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达 12cm， 顶 生 裂 
FRA. WB, mA 

裂片 较 小 、5 一 8 对 ， 

RA BEE FE REF 

部 叶 披 针 形 ， 不 分 

Bo IRAE FE AE at 
WAR, 花梗 长 3 一 5 

mm: 花冠 二 字形 , 黄 

色 ， 直 径 约 2mm。 

KFA FEI BOR a 

形 ， 长 4 一 simm， 稍 

弯曲 ， 果 梗 长 2 一 6 

mms; 种 子 细小 ， 解 

形 ， 千 粒 重 0.5 一 0.。7 

& (图 125)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 华 东 、 西 南 ; 

图 125 Ex Rorippa palustris (Leyss,) 
Bess, 

北 温带 的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系 湿 生 植物 ， 多 见于 水 田地 边 ; 在 较 混 

记 的 田野 、 沟 边 、 河 滩 芒 地 可 形成 小 群落 。 具 一 定 耐水 源 性 ， 汛 期 
MIME UK, A BOK MRA BT, Ok SEAT Kae, 
RCRA BR, PORE, BIE. Fe gee A Ae 
BOAy ADA BOR RR ANRE IE, 1H — BAR mH tae ge 

PERM, EADS URI. ZERO, 3 月 上 
各 开始 萌动 ， 3 月 下 旬 根 出 叶 展 开 ， 4 月 下 名 抽 花茎 ， SHEAR 
“月 中 条 开 花 ， 花 期 40 余 天 ， 6 AFAR 7 月 中 名 果 实 陆续 成 熟 ， 
”月底 枯 黄 “〈 表 125 一 1)》 。 早 春 由 于 气温 低 ， 苗 生长 缓慢 ， 易 受 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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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一 1 风 花 菜 生 育 期 雁 * 

5°10 | 6.15 |6.28|7.2 |7.23 

日 平均 气温 CC) 6.8 |8.5 | 14.5 | 19.5 | 23.0 |25.5|26.0|26.5 

1985 3°10 | 3°25 | 4-26 | 5-8 | 6.13 |6.25|7.5 |7+25 

日 平均 气温 (Y) 7.0 | 85 | 15.5 | 20.0 | 24.0 |25.5|26.0|2750 时 

1986 3.15 | 3.30 | 4-28 | -5.12 | 6.15 |6.26|7*3 |7+21 

日 平均 气温 ( 论 ) 7.5 | 9.0< | 14.5 | 19.5 | 24.5 |26.0/26.5/27.0 

* 于 黄河 口 新 浴 地 观察 结果 。 

革 等 根 蕉 型 杂 草 的 抑制 ， 莲 座 状 根 出 叶 的 生长 受 影 响 。 现 花 菜 具 有 

一 定 的 再 生 力 ， 经 放牧 和 刘 制 ， 腋 芽 可 再 生 萌 发 ， 但 泪 月 低 以 后 ， 

PHASHMEKMER, MAHER, AES, PR. WAM 

HERE BES HP FE — BEE Bh A ay RE RR, PRA Ay A CPA 

ragmites australis) ,jae#i (Scirpus triqueter), #8 (Ecli- 

pta prostrata), PRRs! CPolyvgonum amphibium) 等 。 

饲 用 价值 ZEST Zea. AUBRSTIEs 茎 秆 和 花枝 细弱 ， 

纤维 素 含量 少 ， 为 多 种 畜 禽 所 喜 食 ， 特 别 是 猪 : B. 免 最 喜 食 。 初 

花期 茎 叶 比 为 1:1.25， 蔡 时 于 物质 比 1:1.0; FURST HMR 

的 55%， 蕉 叶 于 物质 达 34.58% 。 根 出 叶 可 饲 期 长 达 60 RR, 整个 

生育 期 营养 成 分 变 率 小 ， 直 到 枯黄 期 前 青 饲 价 值 不 减 ; 是 蛙 春 和 初 

夏 ， 鸡 、 免 、 猪 、 羊 的 优质 牧草 之 一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5 一 2。 

另外 ，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31.97% ， 皂 化 值 179.9， 碘 化 值 157.79， 

酸 值 1.72》 为 于 性 油 ， 既 可 食用 ， 又 可 制 肥 皂 。 

栽培 要 点 ，” 风 花菜 尚 属 野 生 种 ， 未 见 栽培 报道 5 据 试 验 ， 风 花 

菜 对 栽培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可 选择 不 宜 农 作 的 低洼 荒地 、 弃 耕地 、 退 

化 草地 作为 风 花 菜 人 工 草 地 。 只 要 尽早 翻 栖 ， 使 土壤 风化 后 ， 精 细 

.382 。 



表 125 一 2 风 花 菜 化 学 成 分 束 * (%) 

alae bm 5 F ® 质 
样品 Bo) 分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B | 粗 灰分 | | 碘 
鲜 根 出 叶 | 莲座 期 |62.41 | 3.92 1.74 | 19.46 

于 根 出 叶 | 莲座 期 |12.15 | 9.18 4.03 | 21.88 

Bt 全 株 | 开花 期 65.42 | 4.15 1.34 | 10.16 

干 全 株 | 开 花期 |11.75 | 5.64 3.57 | 24.28 

0.12 

0.26 

0.15 

0.29 

* 山东 省 饲料 监测 所 分 析 。 

破 历 播种 ， 容 易 全 苗 。 
风 花 菜 比较 抗 寒 ， 在 暖 温带 以 幼苗 越冬 ， 一 般 人 工 草地 进行 秋 

季 播 种 。 因 幼苗 期 与 其 他 杂 草 ， 特 别 是 根 状 茎 型 杂 草 竞争 力 弱 ， 所 
以 秋季 经 翻 耕 荡 芳 播种 ， 既 朴 松 了 土壤 又 削弱 了 其 他 杂 草 的 生活 
力 ， 有 利于 风 花 菜 幼苗 的 生长 。4 一 5 月 每 亩 追 施 25 一 30kg 的 氮肥 ， 

根 出 叶 产 草 量 可 增产 45%， 在 放牧 和 刘 割 后 追肥 ， 对 再 生 草 生物 量 
的 增加 更 为 显著 。 在 盖 度 不 高 的 草地 ， 进 行人 工 撤 种 补 播 ， 也 是 增 
加 频 度 ， 提 高 覆盖 度 的 好 方法 ， 一 般 可 增加 产 草 量 1 一 2 倍 。 

(SHR) 



t=. 景 天 衬 Crassulaceae 

126.4 松 

Orostachys fimbriatus (Turcz。) Berger 

别名 BRR 

CARTE —FEARE 

本 。 全 株 粉 绿色 ， 密 被 紫红 色 

BE. SEALE EIR, TH 

片 匙 状 条 形 , 渐 尖 , 先端 有 1 半 
圆 形 软 骨 质 的 附属 物 ， 边 缘 流 

苏 状 ， 中 央 具 1 刺 尖 。 第 二 年 

抽出 花 蔡 ， 高 10—40cem, & 

叶 散 生 ， 条 形 至 倒 披 针 形 ， 长 

2 一 3cm， 宽 3 一 5mm， 先 端 

FRR, SEAM BAR. TERT 

生 ， 穗 状 或 圆锥 状 ， 基 部 花 极 

长 可 达 1lcm， 呈 塔 BB; ER 

5, at, Fi BRR 

4; HEAS10, TEAR, OR 

5. WAR MAB (A126),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青 海 和 长 

图 126 BLP Orostachys fimbria- 

tus (Turcz.) Berger 

江 中 、 下 游 各 省 区 ， RAP. RMB. HK GAS HWE) 也 有 。 

。 384° 



SEE 

生起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AMR. ERR, HA 
植株 基部 发 出 多 条 侧根 和 不 定 根 。 分 枝 的 细 根 较 多 ， 雨 季 生 长 迅 
速 ， 大 量 细 根 吸收 土壤 水 分 ， 莲 座 状 叶 丛 的 叶片 肥厚 ， 9 月 下 旬 即 
开始 枯萎 。 土 壤 干 时 时 ， 多 数 细 根 常 宕 死 ， 植 株 处 于 半 休 了 眠 状态 。 
第 二 年 返青 后 约 在 6 月 中 、 下 名 其 高 度 增 长 迅速 ， 7 月 中 、 下 名 扫 

出 花茎 ,8 一 9 月 份 花序 上 的 花 陆续 开放 ， 9 一 10 月 结果 ， 完 成 生命 

周期 。 
瓦 松 为 砾石 质 旱 生 植物 ， 广 布 于 典型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地 带 的 山 

地 、 据 蔷 砾 石 质 山坡 、 石 砾 质 丘陵 、 沙 质地 、 山 顶 石 阶 间 ， 有 时 在 
石 砾 质 丘 顶 可 形成 小 面积 群落 片段 。 
饲 用 价值 “ 瓦 松 的 营养 丰富 ， 与 多 数 禾 本 科 牧 草 相 比较 ， 其 粗 

蛋白 质 的 含量 较 低 ， 粗 脂肪 的 含量 较 高 ， 特 别 是 粗 亦 分 的 :含量 特 
高 ， 与 许多 种 蒙 科 植物 相 接近 ， 是 一 种 灰分 一 碳 氨 型 牧草 ;其 营养 
比 为 1:858。 在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区 , 牧民 因 其 含水 量 较 多 ,被 牧民 视 

”为 绵羊 。 山 羊 秋季 放牧 的 抓 采 牧 草 之 一 ， 但 干枯 后 的 瓦 松 饲 用 价值 
| 不 大 ,因此 将 其 评价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瓦 松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6 所 
Re 

R126 瓦 松 的 化 学 成 分 

= 7k 占 风 + wy 质 (%) 
分 eee ea Ns eee 

期 “| (%) | 粗 蛋 白质 | 租 脂肪 | mere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灰分 | we | wm 

开花 期 1.98) 7.07 4.78 28.18 | 27.73 25.25 2.16 | 0.14 

* 引 自 呼伦贝尔 草地 资源 统计 资料 。 

瓦 松 全 草 可 入 药 ， 有 止血 、 活 血 、 伍 郊 之 效 。 也 可 用 来 制造 对 

生 白 ， 供 食用 ， 又 能 提 制 草酸 ， 供 工业 用 。 

〈 何 永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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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钝 叶 瓦 松 

Orostachys malacophyllus (Pall.) Fisch. 

Ble AxEtE. MAR GRARA)D 

形态 特征 “二 年 生肉 质 草 

本 。 第 一 年 仅 生 出 送 座 状 时 ， 

He ABE IG, ohm PEs 

第 二 年 抽出 花茎 ， 高 10 一 30 

om, SHEA, BH, 2M, 

Be UR (SIGNI. Ha LK BR aT IB 

椭圆 形 , 较 莲座 状 叶 大 , 长 达 7 

cm， 两 面 有 紫红 色 Hm. 

序 总 状 ,圆柱 形 , 长 5 一 20cm 

花 紧 密 ， 花 办 5， 白 色 或 淡 绿 

f&, FARRAs, HEB, 

BR, DRS, PERN 

(图 127)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蒙古 、 苏 

联 GER. RMAF) 、 朝 

鲜 、 日 本 也 有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GE 

叶 瓦 松 属于 轴 根 型 植物 , 主根 不 发 达 ， 由 植株 基部 生出 多 条 侧根 和 不 

定 根 ， 固 定植 株 和 吸收 水 分 。 

钝 叶 瓦 松 系 早生 植物 ， 嗜 砾石 ， 多 生 于 海拔 1200 一 1800m 的 册 

好、 丘陵 向 阳 的 砾石 质 坡 地 、 平 原 沙 质地 。 在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和 于 

多 草原 地 区 ， 为 常见 的 伴生 种 ， 生 于 砾石 性 山坡 或 沙砾 质 土 搂 

*。 386。 

图 127 钝 叶 瓦 松 Orostachys mala- 

cophyllus (Pall,) Fisch. 



ee 

饲 用 价值 ” 钝 叶 瓦 松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丰富 ， 粗 纤维 的 含量 很 低 ， 

其 营养 比 仅 有 1:2.2， 属 于 灰分 一 所 型 放牧 利用 的 中 等 牧草 CE 

127) 。 

127 ” 钝 叶 瓦 松 的 化 学 成 分 ” 

ae GM FW Rm 〈%) 
Roh Fee cc ae ee ee 期 |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oR | 粗 砍 分 | 钙 | 砚 

营养 期 |9.11 20.67 1.39 12.04 29.61 27.18 |0.43| 0.32 | 锡 盟 正 蓝 族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在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草原 区 ， 编 羊 、 山 羊 和 骆驼 采 食 钝 叶 瓦 松 肉 

质 多 汁 的 时 和 花 枝 ， 采 食 后 的 畜 群 常 2 一 3 天 饮 1 次 水 ， 被 牧民 视 为 

良好 的 抓 秋 腰 笋 革 。 于 柱 后 饲 用 价值 显著 降低 。 

〈 何 永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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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著 蕉 科 Rosaceae 

128. 天 山 羽衣 草 

Alchemilla tianshanica Juz。 

PASE SERA, RH, KAEB. ZHURMAF, 

高 25—40cm, ig 2 

色 ， 全 株 被 毛 。 基 生 

HARA, HA 

Ww, K3—-6cm, K 

4 一 9cm , 先端 圆 钝 ， 

DIB, DRA VE 

Bi, SFARAs EH 

与 叶柄 合生 。 花 集成 

企 房 状 聚 伞 花 序 ， 花 

小 , 黄色 ; FETE EBs 

副 苯 片 及 苯 裂 片 各 

4; FALE, HEB 4 

BM, BAF SA ie 

Bb, BRM FR 

的 昔 简 内 (图 128)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FH HAW IE, 苏 

Kt Ao 

e 388 e 

图 128 天 山 羽 衣 草 Alchemilla tiaushanioe 

Juz,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天山 羽衣 草 为 灾 生 杂 类 草 。 在 天 山北 

坡 海拔 1800 一 2400m 的 中 山 带 生长 民 好 。 喜 生 于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沟 

底 ， 是 草 甸 草原 和 亚 高 山 草 甸 的 建 群 种 。 在 森林 中 上 部 ， 常 形成 

天 出 羽衣 草 + 自 三 时 草 (Trifolium repens) + BH (Carex 

sp.) + 早熟 秒 (Poa annua) 低 草 草 旬 草地 ， 伴 生 种 有 珠 HS 

(Polygonum viviparum), }§ 2 # (Taraxacum mongoli- 

cum), FH (Achillea millefolium) @, HERE 3—15cm, 

总 盖 度 40 一 80%， 亩 产 鲜 草 360kg 。 在 森林 下 线 ， 禾 草 + 杂交 章 
高 草草 旬 割 草地 中 ， 常 起 主要 亚 优势 种 和 主要 伴生 种 作用 的 禾 

草 以 无 芒 稚 麦 (Bromns inermis), FMR. BREBH (Ge- 

renium pratense) 为 主 CHFAR=jH. FHBLBHR. HE 

F 

天 山 羽 衣 草 是 典型 中 生 植 物 。 喜 潮湿 ， 较 能 耐 板 硬 土壤， 生长 
Rik, BAR, DRS, BERD Ss. 4A RA TAF 

Hi, 8 月 结实 ， 9 月 枯黄 。 质 地 和 柔软， 适口 性 较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采 

食 ， 育 绿 时 绵羊 和 和 牛 爱 吃 ， 马 、 骆 驼 稍 差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8。 

表 128 天山 羽衣 草 化 学 成 分 ” (CHAT WR) 

生 | 水 | me | me fom | em | 租 
wz | 月 纤 出 灰 钙 BE 采集 地 点 
六 | 分 | am | | we | mm | 分 

FFE | 9.93 | 12.27 | 2.45 114.83 | 50.05 | 10.47 | 1.23 区 乌 苏 县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笋 划分 析 室 。 

从 表 中 可 看 出 ， 天 山 羽 衣 草 营养 成 分 含量 是 比较 高 的 ， 但 由 于 

HEINER, PRT IR, JA EBC ET 

C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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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75 Jt #& 

Prunus mand shurica (Maxim.) Koehne 

别名 we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可 达 15m， 直 径 可 达 45cm。 树 皮 iy 

Rt, RAs BRI 

=. HON WB a Ki OP 

形 ， K6—12cm, 

宽 3 一 gcm ， 先 端 尾 

尖 ， 基 部 圆 形 ， 边 缘 

ALT RAD 

El} KERMA E 

花 淡 红色 或 白色 ， 先 

HP, RK 

fl. BRRMAB, 

4, AASMA 

A, BRK, Bi 

fill kid» FRE, 3A SL 

(图 129) 。 

MIE SS FG ”分布 

FRA RMR HW. 过 

7. FR. ASH 

图 129 东北 杏 Prunus mandshuriee 

(Maxim.) Koehne 

苏联 乌 苏里南 部 及 朝鲜 北部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东北 查 为 深 根 性 、 耐 旱 、 喜 光 乔 木 。 在 

东北 的 长 春 ， 东 北 杏 于 4 月 中 名 花芽 萌动 ， 4 月 下 旬 一 5 月 上 旬 开 

花 ， 开 花期 7 一 10 天 ， 5 月 中 、 上 旬 放 叶 ， 6A. FRR. § 

月 中 、 下 名 落 叶 ， 生 育 期 145 一 155 天 左右 。 东 北 杏 的 适应 性 强 ， 在 ” 

。 390。 



疏 林 的 散射 光 下 亦 能 生长 。 耐 寒 性 强 ， 能 忍耐 零下 35°C 以 下 的 严 

寒 。 耐 将 薄 土 壤 ， 各 类 土壤 均 能 生长 恨 好 ， 尤 以 排水 恨 好 的 砂 壤 十 

最 为 适宜 。 一 般 生 于 向 阳 山 坡 、 林 缘 及 灌木 林 中 。 

饲 用 价值 ”东北 杏 是 良好 的 阔 叶 饲料 ， 为 东北 山区 农民 秋季 采 

KA AMI MERA, SI ih, ARB. BR, Be 

SKEBBEH. RILEHMUT AERA Se, YB. HL. AHH 

丰富 。 其 化 学 成 分 ， 氨 基 酸 和 微量 元 素 成 分 如 表 129 一 1、129 一 2、- 

129 一 3。 

表 129 一 1 东北 可 树叶 的 化 学 成 分 * 

样品 KR | 于 物质 ah 占 风 于 物质 (%) 

5 A 已 二 来 源 | 日 期 | oo | kg)| 水 分 | B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SB | 粗 灰分 

oes ay 89.66 |16.19 |10.34 |15.28 | 6.96 | 11.71 | 44.15 | 11.56.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 究 所 分 析 。 

123-2 ”东北 杏 树叶 的 氨基 酸 成 分 *〈%) 

Bh) | BE | Bt | Be) ae) Se | | | | ae | 

ARAB | 采样 日 期 | al Rl al al al ela El we) wl al aw 
Bi Mi Ri RIiRIR| RM| BM|R| Ri BIB 

in 0. 46/1. 56/0. 11/0. 65/0. 23|0. 3610. 73/0. 6910. 11/0. 2510.36] 0.30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实验 测试 中 心 分 析 。 

表 129 一 5 东北 可 树叶 矿物 质 微量 元 素 成 分 * 

样品 采样 | 干 物 | 钙 | a lel we | el aw | ow | 利 铁 
质 (mg/ |(mg/ |(mg/ |(mg/| (mg/ 

KM) AB 期 |(%) | (%) | (%) 10%)| C%) | kg) | kg) ke) kg) kg) 

en 89.66 |1.404 | 0.15 |2.92l0.035 |34.04 | 9.90 |10。29 |64.12 | 316.64 
|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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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几 表 可 看 出 ， 东 北 杏 树叶 中 的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氨 基 酿 

及 各 种 元 素 的 含量 均 很 丰富 ， 是 优良 的 树叶 类 饲料 。 此 外 ， 亦 北 地 

区 尚 产 杏 (Prunus armeniaca), WA (CP. sibirica), Hay 

可 做 饲料 。 

(7 RB) 

130.94 24 

Prunus padus L. var. pubescens Regel et Tiling 

别名 。” 臭 李子 、 矛 依 勤 〈 蒙 古 族 名 )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5 一 8(15 )m。 树 皮 黑 Bas HRA 

RB, KEMRHRE. VHAB. PERE WB, K3—-8 (16) 

cm， 宽 1.5(3) 一 4(6) cm ，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宽 枢 形 或 圆 形 ， 边 缘 有 

尖锐 细 锯 齿 ， 下 面 被 短 柔 毛 ， 或 仅 脉 腋 有 毛 ， 叶柄 长 1 一 1.5 cm, 

无 毛 ， 上 端 常 有 2 腺 体 。 总 状 花 序 疏 松 ， 下 垂 ， 总 花梗 长 10 一 

15cm, 花 直 径 1 一 1.5cm 花瓣 白色 雄 芒 多数， 长 为 花瓣 的 172。 

核果 ， 近 球形 ， 直 径 7 一 9mm， 黑 色 ， 有 光泽 ， 果 核 宽 孵 形 ， 表 面 

有 弯曲 沟 槽 〈 图 130)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wit. 蒙古 东部 和 

北部 、 日 本 及 苏联 〈 西 伯 利 亚 、 远 东 ) HA.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在 内 蒙古 草原 区 ， 笛 李 于 -5 月 下 名 昔 发 

出 新 时 ， 6 月 中 旬 开 始 开 花 ， 果 实 于 8 月 中 下旬 陆续 成 熟 ，9 月 中 

旬 以 后 开始 落叶 至 10 月 上 旬 叶 基本 落 完 ， 进 入 休眠 期 。 

稠 李 为 中 生 、 耐 阴 小 乔木 ， 喜 潮湿 ， 常 见于 河流 两 岸 ， 也 见于 
、 山 龙 洪 积 局 及 沙 地 。 是 内 蒙古 草原 地 区 河岸 杂 木 林 及 沙 地 灌 

丛 的 优势 种 或 常见 伴生 成 分 。 

饲 用 价值 ” 笛 李 叶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粗 纤维 的 含量 很 低 ? 

在 粗 灰分 中 钙 的 含量 较 丰 富 〈 表 130) 。 其 营养 比 为 1:5。0， 属 于 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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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 432% Prunus padus L. var, pubescens Regel et Tiling © 

碳 一 灰分 型 饲料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0。 

表 150 ” 稠 李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 ) 

水 mF mM Ri 
日 期 | 分 | tacks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 | | 

1985.8|8.01| 14.18 3.89 11.79 
| 呼伦贝尔 盟 莫 力 50.07 ot 0.09 | sie 

| 

* 引 自 呼伦贝尔 草地 资源 调查 统计 资料 。 

稠 李 鲜 叶 牛 、 羊 乐 食 ， 马 亦 乐 食 ， 干 叶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但 叶 

中 可 溶性 单 宁 的 含量 较 高 〈2.28 一 4.95% ) , MASE, + 

以 与 其 他 饲料 配合 饲 喂 为 好 。 常 综合 评价 为 低 等 核 叶 饲料 。 

稠 李 叶 的 生产 量 较 高 ， 容 易 采 集 ， 树 龄 30 年 以 上 者 ， 每 株 可 产 

枝叶 18 一 30kg ， 其 中 叶 占 80%， 细 枝 占 20%% 。 

果实 可 食 ， 味 酸 滁 。 种 子 可 榨 油 ， 含 油 量 20.4%， 油 脂 皂 化 值 

*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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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 碘 值 93.86， 酸 值 1.0124， 可 供 工业 或 制 氏 用。 树 皮 含 妓 

KR WHEEREK, BAER. 

(4 Ke) 

131. aA AL 

Prunus sibirica Le 

别名 wa, sre 

形态 特征 ”落叶 小 乔木 或 灌木 ， 高 1 一 4m。 小 枝 灰 褐色 或 淡 红 

褐色 。 单 叶 互生 ， 叶 

Kr St ONG Bat A 

长 3 一 7cm ， 宽 3 一 5 

cm, os BR, ， 边 

缘 具 细 锯 齿 ; 叶柄 长 

2 一 3cm 。 花 单 生 ， 

WIC, FEI Be 

粉红 色 ; HER Bo 

核果 近 球 形 ， 径 的 

2.5cm， 黄 色 而 具 红 

学 ， 果 肉 较 薄 而 .二 

Wh, ORAS FFs AB 

核 平 滑 , 腹 棱 增 厚 有 

纵 沟 , 沟 的 边缘 形成 
2 条 平行 的 锐 棱 ， 背 图 131 西伯 利 亚 杏 Pruns sibirica L, . 

棱 翅 状 突 起 ， 边 缘 极 锐利 《图 131)。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及 内 蒙古 ;蒙古 与 苏联 〈 远 

东 地 区 ) W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西 4 利 亚 杏 在 华北 地 区 一 般 于 3 月 中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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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后 开 莅 ， 而 在 内 蒙古 中 、 东 部 草原 区 ， 花 期 迟 至 4 月 下 名 或 5 月 

上 旬 ， 花 后 放 叶 ， 果 实 成 熟 于 7 一 8 月 份 ， 自 9 月 底 到 10 月 上 名 落 

叶 ， 植 穆 进 入 体 眠 期 。 

西伯 利 亚 杏 为 耐 旱 、 抗 寒 性 强 的 树种 。 多 见于 森林 草原 地 市 及 

其 邻近 的 落叶 间 叶 林带 的 边缘 。 在 陡 峻 的 石 质 向 阳 山 坡 ， 常 为 促 群 

种 形成 山地 灌 丛 ， 在 大 兴安 岭南 昔 和 森林 草 原 地 区 ， 是 灌 丛 草原 的 优 

势 种 和 景观 植物 ， 灌 丛 下 草本 层 主 要 有 线 时 菊 〈 天 ifo1uma sibi- 

ricum), K#H# (Stipa grandis), KWH CS podiopogon si- 

biricus) #2 (Leymus chinensis) B2UHRTER (Cleistogenes 

poly phylla), #&H (Koeleria cristata), MU WRF (Le- 

Spedeza hedysaroides var. subsericea), PAR a Fyre HE (He- 

teropappus altaicus), Fy4E (Artemisia gmelinii), BRR 

(Potentilla chinensis),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S. Kb, BACARRA AIS RA EV OMAR, A 

KSEE HE DR Hh; 在 华北 地 区 则 多 见于 于 燥 的 向 阳 山 坡 。 

人 饲 用 价值 ”本 种 叶 质 柔软 ， 叶 中 蛋白 质 含量 中 等 ， 粗 脂肪 的 含 

量 较 高 ， 粗 纤维 的 含量 较 低 〈 表 131) 。 鲜 嫩 枝 时 羊 喜 食 ， 牛 、 马 乐 

Bs 于 叶 各 种 家 畜 均 采 食 , 尤 以 山羊 为 甚 。 营 养 比 为 1 ;7.6 一 11.7， 

属于 氮 碳 一 碳 氮 一 灰分 型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表 131 西伯 利 亚 杏 鲜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 | 

分 析 | 水 占 风 ¥ 物 质 
站 采样 地 点 

部位 | 分 | maces | 粗 脂肪 | mee | SLB | mx | 钙 | 三 

时 Lesigl 10.19 3.38 9.98 58.90 | 10.09 | 0.63 lo. ose i Bs BK Zee 

nt peas S047 5.89 | 17.67 52.39 | 10.44 | 4.18 |0.08)% BMWA 

* SLAY 2 cy BL AR aD RTH A ES TT 

在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 每 1 株 15 一 20 年 树龄 的 西伯 利 亚 杏 ，7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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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叶 的 产量 为 8 一 15 kg ， 其 中 叶 占 82%6， 小 枝 上 二 18%， 每 100kg 

fief HY AY AE P= 35.4 一 38.8 kg 王 叶 。 在 内 蒙古 科尔沁 地 区 ， 以 西伯 利 

亚 杏 为 优势 的 灌 丛 草原 , 灌木 枝叶 的 产量 每 亩 为 5 一 30 kg 灌 从 下 草 

本 层 的 产量 每 亩 为 225 一 250 kg, 

ARP HY (EA CPrunus armeniaca) 的 砧木 。 幼 嫩 的 果实 酸 涩 。 

杏仁 入 药 ， 有 祛 疾 、 止 咳 . 止 跨 、 润 肠 之 效 。 种 仁 含 油 率 为 55.51%， 

油脂 比重 (15°C) 0.9703 一 0.9736， 皂 化 值 260.1 一 286.1， 碘 值 

46.8 一 49.0， 酸 值 17.0 一 :17.5， 可 挨 合 干 性 油 用 于 油漆， 也 可 供 
i. Hm. 

〈 何 永海 ) 

132. REBAR 

- Spiraea dasyantha Bunge 

别名 ERBRB 

WASTE EK, BH1—2m, )PRAMN SRR, ARE, | 

8. MERI, Ke—4cem, #H1.5—3cem, AMBRRA 

ei, EMR, WRABBI/SULARARARARH, LMR 

A, GREBRE, 下 面 密 被 灰白 色 绒 毛 ， 羽 状 肪 显著 叶柄 长 

2—3mm, PRARE. CBE, REM, BRKABRE RE 

10—204%, 7E#K6—10mm. #4 &, HF 4—8mm, SRR 

绒毛 ， 有 裂片 三 角形 或 卵 状 三 角形 ; EME, AI, Feder tks WES 

20—25, KA AMZ, PH, IK, BRE (A132),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河北 、 山 西 、 江 西 、 湖 北 、 江 苏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绒毛 组 线 菊 为 中 早生 植物 ， 多 分 布 于 中 
出 向 阳 山 坡 ， 常 形成 建 群 种 ， 并 常 与 BE BR COstryopsis davi- 

diana), =WA245 CS piraea trilobata) 等 组 成 灌 从 和 群落。 与 其 

共生 的 植物 有 蚂 昨 腿 子 (Myribnors dioica), #l # Vi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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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nsis), FH 

(Artemisia gmeli- 

nit), BT (Polygo- 

natum odoratum), 

HRS (Lespedeza 

bicolor), & te 

枝 F-(L. floribun- 

da), ®BE (Carex 

sp.). 

绒毛 绣 线 菊 在 北 

京 地 区 4 月 中 旬 返 

青 ， 花 期 5 一 6 月 ， 果 

期 7 一 8 月 ，10 月 下 名 

枯黄 。 

饲 用 价值 ”绒毛 

组 线 菊 在 返青 或 生长 

时 期 的 嫩 枝 和 叶 羊 喜 

食 ， 山 羊 更 乐 食 。 枯 

萎 后 ， 冬 季 ， 山 羊 也 

采 食 其 细 枝 和 时。 由 
图 132 绒毛 级 线 菊 Spiraea das yantha 

Bunge 

TREBABS HE WE, RAMS —, Ry Roe, ob 
ERA NS AE SN A (8.45%), WWE a Bh Bea Ry 
用 植物 之 一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2 一 1， 氨 基 酸 含量 见 表 132 -2 

据 测 定 ， 绒 毛 组 线 菊 的 嫩 枝 热 值 为 4447,12 卡 /1g,， 时 为 4322.5 
卡 /g， 是 灌木 类 中 较 高 的 一 种 。 

REFS OLE RB, PERK KERR —, He 
色 美 ， 花 期 长 ， 也 可 供 庭院 观赏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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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绒毛 绣 线 菊 化 学 成 分 〈% ) 

采样 | 采样 | 水 占 A F 重 - 
ee , 3 

地 点 | 部 位 | 分 | mace | 粗 纤维 | 粗 脂 肪 | mes | 无 氨 浸 出 物 
AN、 

北京 | Wee | 5.14 | 4.25 | 4.75 45.38 0.08 

北京 mt | 5.69 | 8.45 | 20.07] 3.93 | 6.16 0.13 

132-2 HEBRITSSBMA* (%) 

EMS e fi | 氨基 酸 名 称 | & ii 

天 门 冬 氮 酸 1545 | Fe AMR 0.79 
苏 氨 R 0.72 — 亮 RB 1.32 
%& A R 0.58 Mi mR 0.48 
Ss 2 R 1.65 ET AR 0.65 
H A R | 0.72 ei AR 0.69 

Aa Rm 0.88 a 0.21 
Km 氨 酸 0.12 组 OR 0.22 
AR 0.91 iA Rm 0.85 

& AR 0.25 Ai 2 RR 1.23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HR) 

133. 4222 PkIH BER A 

S piraea a sche ge Lis 

别名 免 耳 条 

形态 特征 ”落叶 灌木 。 高 50 一 150cm， 灌 围 50 一 100cm ， 分 校 

Ze, NRK, LERHAE. PHAR EWES BRR, 

i 1.5—2cm, % 3 一 7rmm， 和 先端 钝 圆 或 具 小 尖 头 ， 基 部 模 形 ， 全 

缘 或 顶端 具 2 一 3 饮 齿 ， 两 面 无 毛 : 叶柄 短 或 近 于 无 柄 。 多 形 花 育 

无 总 花梗 ， 花 梗 长 1—1.5cm, SPR, CMA. RABRK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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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R (A133),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各 省 区 ， 苏联 
(西伯 利 亚 和 中 亚 )、 
Ri ROW L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人 金 丝 桃 叶 级 线 
菊 为 早生 灌 未 ， 生 长 
在 干旱 山区 的 阳 坡 、 
阴 坡 、 沟 底 ， 土 壤 为 
棕 钙 土 和 各 HES 
+, SHER. # 
RE, MAR 
被 的 优势 种 或 亚 优势 
种 、 伴 生 种 、 次 要 华 
生 种 。 从 干旱 的 荒漠 
生境 到 湿润 的 草 名 草 
原 均 有 分 布 。 由 于 有 
强大 的 根系 ， 抗 旱 能 ， 

力 极 强 ， 适 应 性 较 广 。 

图 133 APM AAW Spiraea hyperici- 
folia L, 

金 丝 桃 叶 锈 线 菊 在 不 同 草地 类 型 的 组 成 上 有 : 金 丝 桃 叶 锈 线 
菊 一 葛 类 ;人 金 丝 桃 叶 锈 线 菊 一 贰 类 + GRR, SH pop GRY 
类 + 禾 草 类 + BHA, SH MGR w+ M+ Bet TR 
Fi + 中 生 杂 类 草 4 种 类 型 。 

本 种 在 新 疆 天 山北 坡 ， 一 般 4 月 中 旬 萌 发 ， 5 月 中 名 开 花 ，6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9 月 下 名 落 时 。 

多 用 价值 ”本 种 在 干旱 草地 分 布 较 广 ， 单 株 可 食 产 量 高 〈 指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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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 嫩 枝 和 叶片 ), 春季 叶 人 繁茂 ， 质 地 稍 粗糙 ， 盛 花期 租 蛋 白质 含量 
“3.10%， 粗 脂肪 2.23%， 粗 纤维 较 少 〈 表 133)。 适 口 杜 中 等 时 从 返 
青 到 花期 山羊 、 编 羊 爱 吃 ， 特 别 是 羔羊 喜 食 小 时 和 花序 | FL BR 
般 不 食 。 冬 季 在 缺 草 的 情况 下 ， 羊 亦 可 采 食 当 年 生 小 枝 。 

表 1355 SAH Bit Ska 

水 占 于 物 质 (%y 
生育 其 $$ a 

oleae wi] Lay | 往 纤 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oe a | 

盛 花期 | 8.70 13.10 2.23 12.57 58.91 4.49 0.79 -= 0.09 

种 | 9.55 | 12.47 | 1.80 19.59 51.22 5.32 0.62: 

* 新 疆 紫 泥 泉 绵羊 研究 所 分 析 。 

本 种 在 草地 上 既是 饲 用 植物 ， 又 是 有 害 草 ,， 春季 草地 当 它 生长 
的 郁 闭 度 达 到 0.4 以 上 ， 羊 只 则 不 能 进行 放牧 ， 在 0.4 以 下 ,= BR 
可 进入 采 食 ， 但 枝条 拉 挂 羊毛 ， 影 响 羊毛 产量 ， 作 者 兽 于 60 年 代 在 
新 疆 紫 泥 泉 春 牧场 上 放 收 的 羊 群 测定 : 每 公顷 草地 拉 挂 羊毛 
1.018 kg ， 以 350 只 羊 的 草地 面积 计算 ， 则 损失 羊毛 65kg 。 

鉴于 本 种 是 固 土 植 狗 ， 又 是 羊 只 的 好 饲 草 ， 但 对 羊毛 生产 又 有 
极 大 的 影响 ， 在 草地 改良 中 经 大 面积 试验 ， 金 丝 桃 叶 用 线 菊 从 地 面 
砍伐 后 ， 新 枝 生长 缓慢 ， 在 春季 放牧 的 情况 下 ，7 年 中 最 高 株 为 
36cm， 最 低 株 为 gcm ， 仅 为 未 砍伐 植株 高 度 的 1/4 一 1/30， 了 年 平 
均 ， 每 年 增长 高 度 为 1.1 一 5.1cm 。 砍 伐 后 长 出 的 幼 枝 细嫩 ,多 数 为 
羊 只 放牧 利用 ， 草 地 利用 率 提高 了 31% 。 因 从 地 面 砍 伐 , 根系 尚 存 ， 
仍 有 阻止 径流 冲刷 作用 ， 土 壤 无 侵蚀 现象 。 

(Fla ER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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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三 裂 绣 线 菊 

Spiraea trilobata 工 。 

别名 “三 醚 绣球 、 石 棒子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1 一 2m。 小 枝 开展 呈 之 字形 , 幼 时 褐 黄色 ， 
RE, LwK & 

3.0 cm , 宽 1.5—3.0 区 Ae eg | 

om, 6 wet, BR Ge oe WA e me ee 

3a, kA E x Ne an ea a 
RE, ZKA PMU Ne Nl po iS 

上 具 少 数 圆 钝 锯齿 ， AK AWA na 
两 面 无 毛 ， 基 部 具 SS = 

3 一 5 脉 。 伞 形 花 序 具 

总 花梗 , 7E15—3058; 

花梗 长 6 一 13mm， 

AE HAG, HK | 

o—Tmm, SRR, 134 =m em Spiraea trilobata L. 
裂片 三 角形 ， EM 

BIIGs; WESS18—20, EM, BERIT, PRR RREE 
或 无 毛 (A134),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黑 龙 江 、 了 辽宁、 山西 、 内 蒙古 、 河 北 、 
河南 、 陕 西 、 安 徽 、 甘 肃 等 省 区 ， 苏联 (西伯 利 亚 ) 土耳其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三 裂 绕 线 菊 主要 分 布 在 低 山 、 丘 陵 的 阴 

坡 ， 高 海拔 的 阳 坡 也 有 分 布 。 在 北京 地 区 ， 海 拔 在 450 一 2400m 的 
石 质 山 地 草原 及 山地 灌 丛 中 均 有 ， 为 形成 山地 灌 从 群落 的 建 群 种 。 
其 伴生 植物 以 旱 特 生 及 中 生 植 物 为 主 , 如 北京 隐 子 草 (Clersto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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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zcei)、 大 油 芒 (Spodiopogon sibiricus), BR H# (Pote- 

ntilla sp.). HH (Carex sp.) $, FALRNAWURMA, 其 

频 度 为 50%， 密云 山区 为 30%， 盖 度 为 9% 。 在 北京 3 月 下 名 返青， 

花期 5 一 6 月 ， 果 期 7 一 8 月 。 
饲 用 价值 ”三 裂 绣 线 菊 在 山区 是 山羊 与 绵羊 较 好 的 饲 用 灌木 ， 

因为 它 分 枝 多 而 细弱 ， 可 供 家 畜 采 食 的 部 分 较 多 。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测定 ,其 细 枝 粗 蛋 白质 含量 在 3.76% , 而 叶 的 粗 蛋白 质 达 10.459%65 冬 

=, CHARAN HEE Sa AAD,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34 一 

I 134—25 
表 1354 一 1 SRERSHILSMa* (%) 

采样 “| 采样 | ok 占 风 于 wR te 
地 区 | 部 位 | 分 | 粗 蛋 白 | 粗 纤维 | muaeay | 粗 灰分 | ee 

北京 
北京 

*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me j34— 2 三 裂 绣 线 菊 氨基 酸 成 分 (%) 

氨基 酸 名 | 含 it | ERA | e° & 

RIVERA | 1.34 | 异 亮 氨 酸 0.73 
苏 BR | 0.64 | % AMR 1.24 

% BA 和 酸 | 0.59 BM A mR 0.39 

谷 Bh mR : 1.55 葵 丙 氨 酸 0.47 

H A m 0.69 mM 2 AR 0.68 

A A Rw | 0.72 氮 0.18 

pe AR 0.15 组 氮 mR 0.19 

“wi 氮 Re 0.81 Hi 2m 0.79 

xk A Rm 0.28 hii 氨 酸 0.80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三 委 缓 线 菊 适 应 性 强 ， 根 系 发 达 ， 也 是 水 土 保 持 植物 之 一 s 

(RARE #8 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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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RAF Zygophyllaceae 

135. A 刺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BS BR Ak 

形态 特征 灌 

木 。 高 1 一 2m。 多 分 

i, FES, Fe dag Hl Ht 

TK. Hii if 2 一 3 HE 

生 ， 宽 倒 披 针 形 或 倒 

Mm HB, 长 18 一 25 

mm, %& 6—8mm, 

先端 钝 圆 或 平 截 ， 全 

Be, FETE RAE FAK 

Th, 09, #2 

5, 2fi; EMS, 

Afi; 雄蕊 10 一 15; 

了 于 房 3 室 。 核 果 卵 形 

BUA BZ, uN eR er 

色 ， 长 8 一 12rm， 

Hé8--9mm, #F 

72 NIE. 长 5 一 6mm， 

先 场 短 渐 尖 〈 图 135) 。 

7 pitino Py >> 
re < ry 四 和 ee . 4 

> an 

Pak | Ia 
oe > 六 一 一 

re Gf, moe 

=~ ee : 

ts. - aN 

图 135 Ax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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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本 种 相近 的 有 2 种 :小 果 白 刺 CV. sibirica Pall.) FR 

AY, RAE—8mm;, 核 长 4 一 5mmi 嫩 校 上 叶 4 一 6 HRA, KA 

Ri) CN. roborowskit Kom.) 果 径 8 一 15mm， 核 长 8—10mms 

嫩 梳 时 2 一 3 BEA. 

MS DAT RAS. ARAB, TH. aw 

及 新 疆 等 省 〈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白 刺 为 具 肉 质 叶 的 灌木 , 枝叶 十 分 茂密 。 

可 拦阻 并 积聚 风沙 和 村 村 时 。 喜 沙 坦 ， 埋 后 枝 节 生出 不 定 根 ， 逐 渐 
形成 丘 状 沙 堆 。 堆 大 小 不 一 ， 一 般 以 高 1 一 1.5m 左 右 者 为 多 ， 高 者 

可 达 2 一 3m 乃至 5m 左右 。 棱 条 高 度 一 般 仅 20 一 50cm 。 

白 刺 一 般 在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初 萌发 ， 5 月份 始 花 。 TER. 

还 在 继续 生长 ， 7 月 中 核果 成 熟 时 ， 当 年 营养 枝 迅 速 增 长 ， 叶 也 渐 

增 ， 雨 季 来 临时 ， 由 不 定 根 处 再 发 生 新 枝条 ， 到 8 月 冶 生 长 稳定 ， 

核果 脱落 ， 生 物 量 也 最 高 。9 一 10 月 逐 浙 MA, Wet, AG ie 

渐 减 。 

白 刺 根系 非常 发 达 ， 既 有 深入 土壤 的 轴 根 ， 又 有 向 水 平方 向 发 

展 的 细 长 侧根 。 据 观测 ， 枝 条 高 45cm 的 白 刺 ， 主 根 就 深 达 13。8nmn， 

侧根 长 68m， 根 幅 相 当 于 地 上 部 分 冠 幅 的 14 伴 * 。 

白 刺 的 繁殖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可 有 两 种 方式 ， 核果 成 熟 并 脱落 

后 ， 借 风力 滚动 传播 〈 或 鸟 类 吸食 、 携 带 传播 ), THRs UR 

后 生出 下 定 根 ， 形 成 新 枝条 ， 脱 离 母 体 ， 行 无 性 繁殖 ; 它 的 花 小 而 

B, AFAR hw, AEB1O—15 RK, EM eaK, AME. EAL 

长 球形 或 近 橄 榄 形 ， 大 小 为 48.9x 29.6Um。 花 冠 白 色 ， 既 有 调节 

花 内 温度 ， 保 障 花 粉 发 育 和 受精 过 程 进行 ,又 有 利于 招引 昆虫 传粉 。 

它 的 核果 多 汁 、 味 甜 ， 对 招引 鸟 类 或 其 他 动物 传播 种 子 有 一 定 作 

用 。 种 子 表面 有 一 层 骨 质 的 内 果皮 保护 ， 形 成 坚硬 的 果 核 ; 对 适应 

严酷 的 荒漠 环境 有 一 定 意义 。 同 时 ， 它 也 耐 贮 藏 ， 待 条 件 适 宜 时 再 

* Mash, CMY A, TUE BOM, 科学 出 版 社 , 198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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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 。 白 刺 禾 同 植 株 结实 率 差异 甚大 ， 有 的 植株 几乎 不 结果 实 ， 而 
产量 高 的 植株 ， 可 结果 达 5kg ， 其 中 有 种 子 1kg， 种 子 千 粒 重 
28.6—125.5git, 

2 自 刺 属 多 浆 旱 生 植 欧 , 具有 很 强 的 耐 旱 特性 , 与 中 生 植物 丰 比 ， 
无 论 在 水 分 生理 指标 上 ”还 是 在 形态 结构 上 ， 都 有 显著 的 差别 。 例 
如 ， 白 刺 有 较 低 的 时 水 势 和 燕 腾 强度 ， 较 高 的 束缚 水 和 束 / 自 比 * 
( 表 135 一 1)》 有 较 厚 的 角质 层 / 较 低 的 面 / 体 比拼 和 气孔 面积 ， 较 
少 的 气孔 数 和 表皮 毛 数 ( 表 135 一 2)。 

表 185 一 1 和 白 刺 同 中 生 植 物 几 个 生理 指标 的 比较 
a Wr 7K 3% 蒸腾 强度 束缚 水 “| 束缚 水 /自由 水 生理 指标 

植物 种 of CE) | kmg/g 鲜 重 "小 时 ) CAFE] ，， 《比值 

白 . # -30.82 283 一 320 242.7 1.50 

ft 杆 杨 “| -12.06 810.9 

3135-2 和 白 刺 同 中 生 植 物 形态 结构 的 比较 

ga | 叶 表 面积 /体积 | 角质 层 | 气孔 数 (个 /mm2) | 气孔 面积 mm2) 
结 oo 
构 | (um?/1000 厚 OBR 
N #m*) | (4m) 

RRC 

植物 种 ERE | 下 表皮 上 表皮 | 下 表皮 
7 ie 

mm?) 

注 ， 上 列表 1 和 表 2 系 据 下列 文 献 整 理 ，(1) 刘 家 琼 等 ， 我 国 沙漠 中 部 地 区 主要 不 
同 生 态 类 型 植物 的 水 分 关系 和 旱 生 结构 比较 研究 , 《植物 学 报 》，1987，29 (6), 〈2 ) 赵 

虱 仙 等 ， 腾 格 里 沙漠 主要 旱 生 植物 旱 生 结构 的 初步 研究 , 《植物 学 I», 1981，23(4)3 
(3) 刘 娆 心 ， 三 北 地 区 沙 生 植物 特性 及 固沙 植物 种 的 选择 ，1986〈 打 印 件 )。 

YE, Bt, «KAR, 19874 GTB, 
* ” 缚 束 水 /自由 水 之 比 } 
ee R/T ARR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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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刺 对 大 气 于 旱 和 高 温 虽 有 很 强 的 耐性 ;但 它 仍 需 地 下 潜水 补 

给 水 分 ， 用 庞大 根系 吸取 土壤 水 分 ， 故 也 有 人 称 它 是 “潜水 旱 生 刀 

植物 。 

白 刺 的 分 布 限 于 荒漠 草原 及 荒漠 ， 生 于 沙漠 边缘 、 湖 盆 低 地 、 

河流 阶地 的 微 盐 渍 化 沙 地 和 堆积 风 积 沙 的 龟 裂 士 上 。 还 进入 于 草原 

区 。 其 生存 的 土壤 包括 半 固 定 风 沙土 、 草 甸 型 沙土 、 结 皮 盐 士 以 及 

山 前 的 棕 钙 土 等 ， 土 壤 含 盐 量 0.119 一 0.228% 。 小 果 白 刺 的 适应 范 

围 更 广 ， 分 布 面 也 最 大 ， 东 可 达 西 们 利 亚 的 草原 带 ， 且 更 耐 盐 碱 ， 

可 以 在 金 盐 量 达 0.55% 的 结 皮 草 旬 盐 土 上 构成 群落 * 。 

白 刺 是 荒 并 、 半 匾 站 草地 植被 的 重要 建 群 种 之 一 ， 白 刺 群 落 常 

在 沙漠 中 湖 盆 外 国 成 环 状 分 布 ， 且 同 更 低 处 的 盐 生 草 旬 、 盐 爪 爪 群 

落 以 及 其 他 盐 生 植物 群落 有 规则 地 排 成 同心 圆 式 的 生态 系列 的 格 

局 。 据 调查 ， 在 乌 兰 布 和 沙漠 地 区 白 刺 群落 可 含 37 种 植物 ， 其 中 禾 
本 科 7 PH, DE 4, BPO A, BEPC 种 ， 菊 科 、 树 柳 科 各 4 

种 ,其 他 4 科 各 工种 。 它 们 中 除 白 刺 外 ， 主 要 有 大 白 刺 、 茂 茂 草 

(Achnatherum splendens), Fi 3% (Phragmites australis), 

vb i (Psammochloa villosa), BW (Artemisia ordosica), 

细 枝 盐 爪 爪 (Kalidium gracile), Biya (Bassia dasyphyl- 

la), H#E (Glycyrrhiza uralensis), # BF (Sophora alo- 

pecurordes)、 蒙 十 韭 (Allium mongolicum) 等 。 大 白 刺 构成 

的 群落 ， 其 植物 组 成 同 白 刺 群 落 相 似 ， 但 它 还 常 作为 共 建 种 分 别 同 

权 检 (Haloxylon ammodendron), WA (Ammo pi ptanthus 

mongolicus) 等 构成 荒漠 群落 ,并 包含 球 果 白 刺 (Vitraria 

sphaerocarpa), BRE (Salsola passerina), ALAA (Reau- 

muria soongorica) 等 超 旱 生 植 物 成 分 。 

饲 用 价值 ”骆驼 基本 终年 采 食 ， 尤 以 夏 、 秋 季 乐 食 其 嫩 校 ， 冬 

* “ 林 否 华 等 ，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阿拉 善 旗 头 道 湖 地 区 植物 群落 的 生态 生 物 学 研究 ， 
《植物 生态 学 研究 报告 集 》， 第 一 集 ， 科 学 出 版 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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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采 食 较 差 : 羊 也 可 采 食 其 嫩 校 叶 ， 马 和 和 牛 一 般 不 吃 。 它 的 果实 为 

驼 羊 所 喜 食 ， 人 鲜果 或 干果 均 为 猪 所 喜 食 。 寄 生 于 白 刺 根 寺 的 锁 虽 

(Cynomorium songaricum), Ii BR twa HB Aha i 

ARF WER TRE RRR RAMS —, WEAK eb 

的 饲料 平衡 有 重要 作用 。 它 的 产 草 量 视 土壤 水 分 条 件 和 沙子 流 动 程 

度 ， 变 化 较 大 。 据 测定 ， 就 白 刺 沙 堆 每 平方 米 的 青 鲜嫩 枝 叶 产 量 

言 ， 低 者 473g， 高 者 1225g; 就 白 刺 草地 的 风干 嫩 梳 叶 产 量 言 ， 每 

公顷 低 者 为 51kg 〈 半 固定 沙 地 )， 高 者 达 1548kkg( 盐 化 草 甸 沙 他)， 

一 般 言 之 ， 每 公 质 产量 在 450kg 左右 。 就 化 学 成 分 表 135 一 3) 
言 ， 它 富 含 碳水 化 合 物 和 灰分 ， 蛋 白质 也 较 丰 富 上 而 在 矿物 质 中 ， 

钙 和 磷 均 较 少 ， 尤 以 磷 的 含量 最 低 。 蛋 白质 的 品质 从 所 含 .9 种 必需 

氨基 酸 总 量 看 ， 品 质 还 是 较 好 的 。 总 评 ， 白 刺 是 一 种 中 等 或 中 低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白 刺 及 小 果 白 刺 果 实 可 药 用 ， 味 甘酸 ， 性 温 ， 功 能 健 脾 胃 、 助 

ii. PRA. PSL. Fa Ae A Wl SR SEY HK DORE 目前 在 青海 

BA MSR” 生产 ， 在 甘肃 省 也 生产 出 “ 沙 樱桃 2 KH, HSA. 

白 刺 及 大 日 刺 果 实 。 

〈 黄 兆 华 ” 刘 嫉 心 ) 

136.5% Je 3% 

: 
Peganum harmala Ise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20 一 70cm ， 多 分 枝 ， 分 枝 铺 地 散 

生 ， 光 滑 无 毛 。 根 肥厚 而 长 ， 外 皮 褐 色 。 叶 互生 ， 肉 质 ，3 一 5 全 

裂 ， 裂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达 3cm 托 叶 条 形 。 花 单 生 ， 与 叶 对 生 ， 

昔 片 5， 披 针 形 ， 有 时 顶端 分 裂 ， 长 达 2cm FEMS, HRS 

形 ， 长 1.5 一 2cmj E15, 子 房 3 室 。 藉 果 近 球形 ， 种 竺 三 梳 形 ， 

黑 褐 色 ， AADDERRB 〈 图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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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Z| 

图 136 JeGEXE Peganum harmala L, 

\ 

WED WAAR BITE 省 区 ;国外 在 蒙古 、 苏 

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骆驼 鞍 遍 布 全 新 疆 。 主 要 分 布 于 准噶尔 

盆 时 到 天 山北 坡 的 低 山 丘陵 ， 山 前 冲积 扇 的 荒 省 草地 上 ， 也 生长 在 

弃 芒 地 \ 棚 圈 附 近 、 路 旁 、 盐 碱 化 荒漠 上 。 在 植物 群落 中 是 常见 伴生 

植物 。 骆 驼 建 是 多 年 生 旱 生 根 茧 型 草本 ， 是 荒漠 草地 植物 。 适 应 于 

于 旱 的 气候 条 件 。 有 粗壮 而 强大 的 根 茧 型 根系 ， 可 吸收 土壤 深层 水 

分 、 养 分 。 叶 片 细小 、 肉 质 ， 具 有 贮 水 保水 能 力 ， 因 而 抗旱 能 力 

强 ， 适 应 砾石 质 棕 钙 土 和 淡 栗 钙 土 ， 也 适应 于 交 薄 和 轻 度 盐 渍 化 的 

土壤 。 生 活力 强 ， 生 长 速度 快 ， 因 具有 一 种 不 良 味 道 ， 性 畜 一 般 很 

DRA, AMABRR, WA 5 月 上 旬 返 青 ，7 一 8 月 开花 , 9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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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种 子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骆驼 莲 在 草 群 中 参 于 度 小 ， 草 质 较 粗糙 , 适口 性 差 。 

青草 只 有 骆驼 采 食 ， 干 草 骆 驼 仍 然 喜 食 ， 编 羊 和 山羊 有 时 乐 食 ， 生 
和 马 在 饥饿 状态 下 采 食 ， 可 列 为 低 等 牧草 ， 但 所 含 营养 成 分 软 高 ， 
乳 熟 期 粗 蛋白 质 含量 可 达 17.25% ， 粗 脂肪 7.38%6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消化 率 见 表 136。 

136 FRAN TMA SRR 

iu HEAR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无 氮 | 粗 灰分 | 鱼 i 消化 率 (%) 

(%) (%) (%) | (%) | C%) |(% 诈 100 克 ) | CATH) 

乳 熟 期 | «(17.25 7.38 17.13 14.62 |1.57| 201.59 49.0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骆驼 茵 种 子 可 入 中 药 ， 功 能 祛 风 湿 ， 止 咳 定 喘 、 治 胃病 。 种 子 

还 可 作 红 色 染 料 ， 种 子 油 供 轻工业 用 。 

137. 四 合 * 

Tetraena mongolica Maxime 

别名 油 柴 、 四 却 

形态 特征 小 灌木 。 高 40 一 60cm 。 由 基部 多 分 枝 ， 弯 曲 ， 老 

棱 黑 紫色 或 标 红 色 ， 皮 光滑 ， 有 光泽 ;一 年 生 枝 黄 和 白色 ,被 叉 状 毛 。 

FEM HIB. HA, PFE ARK LURE, EE FPERA 2 片 , 近 无 柄 ， 

倒 披 针 形 ， 长 5 一 7rmm， 宽 2 一 mm， 先 端 锐 尖 ， 有 得 刺 尖 ， 两 面 

RRA MIRE, BRR. HI-2RBET MRE, FHA, K 

“3mm; Eo 4, Af&, KA 3mm; 48, KEM. TRE 

HA, RPRKNELHAB, Ai, BR, KA 6mm,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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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37),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区 甚 水 ， 由 内 蒙古 杭 
锦旗 西部 至 乌 海 市 黄 
河 两 岸 到 宁夏 石嘴山 
一 带 ， 以 及 贺兰山 北 
部 低 山 。 为 该 区 特有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四 合 木 为 一 科 
BNIB, IAS) BY 
小 灌木 。 木 质 坚硬 而 
脆 ， 生 长 21 年 的 枝条 
其 半径 具有 4.4mm 

粗 。 因 它 很 耐 烧 ， 群 
REA “Tse”, op 
为 肉质 ， 丰 富 ， 同 枝 
条 一 起 构成 较 紧 密 的 
RA, 4 月 萌发 ，6 
月 开花 ,7 一 8 月 结果 ， 
9 月 种 子 成 熟 ， 9 月 
末 果 落 ， 叶 始 变 黄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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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37 WAR Tetraena mongolica Maxim. 

VN Ay — A AER, ， 只 生 于 草原 伦 荒漠 区 。 从 它 的 极 狭 
小 的 分 布 区 看 ， 区 内 温度 条 件 均 高 于 其 周围 地 区 ， 前 者 的 10C 活 
动 积 温 均 在 3000* 以 上 ， 接 近 于 有 咀 温 型 气候 ， 而 后 KW BA 
候 。 说 明 四 合 木 在 其 进化 过 程 中 ， 除 适应 了 冬季 的 严寒 外 ， 又 保留 
了 它 的 古 地 中 海南 岸 热带 成 分 子 遗 种 的 趋 温 特 性 。 

它 习 生 于 多 石和 多 碎 石 的 漠 钙 土 上 ， 生 境 的 土壤 干燥 、 辩 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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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一 个 土 样 分 析 ，0 一 24cm 土 层 中 有 机 质 含量 只 有 0.34% 左 右 。 

四 合 木 是 我 国 阿拉 善 草原 化 荒漠 植被 的 建 群 种 之 一 ， 也 做 为 优 

势 种 或 伴生 种 出 现 于 建 群 种 分 别 为 合 头 获 (95ymmpegxzaa regelii), 

绵 刺 〈Potaninia oggolrca)、 狭 时 锦 鸡 儿 (Caragana steno- 

phylla), +A (Helianthemum soongoricum) 的 群落 中 。 在 

这 些 群 落 中 ， 它 的 相对 盖 度 可 达 15 一 45% ， 相 对 重量 《所 和 干 基础 ) 

11--78% 。 当 它 做 为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出 现时 ， 其 相对 盖 度 可 达 4-- 

11%， 相 对 重量 2 一 13% 。 在 有 四 合 木 分 布 的 群落 中 ， 常见 的 植物 
有 枇杷 柴 (Reaumuria soongorica), KH 红 水 (有 trzgyza)、 

珍珠 此 CSalsola passerina), RABE HH CS. arbuscula), F 

48 (Zygophylium xanthoxylon), IH WRB (Oxytropis 

aciphylla), #IRWA CAlania achilleoides) ,VoEE (Stipa 

glareosa), HK ZF H (Cleistogenes songarica), =H 

(Aristida adscenionis), xf TH (Enneapogon boreale) 

等 。 

饲 用 价值 ”四 合 森 的 适口 性 较 低 ， 骆 驼 采 食 ， 羊 采 食 较 少 ， 马 

和 和 牛 不 食 。 四 合 木 为 建 群 种 或 优势 种 的 草地 ， 其 风干 物产 量 为 每 公 

项 105 一 690 kg ， 其 中 四 合 木 产量 为 22.5 一 307.5kg 。 从 它 的 化 学 

成 分 看 〈 表 137)， 无 氮 浸 出 物 甚 丰富 ， 尤 以 灰分 较 一 般 植 物 所 含 者 

远 为 丰富 ， 其 中 钙 多 ， 磷 偏 低 ， 而 蛋白 质 含 量 较 低 ， 粗 纤维 也 较 一 

般 植 物 所 含 为 低 。 总 评 ， 四 合 木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表 137 四 合 木 的 化 学 成 分 * (%) 

wR) 4 | 水 i + ® R 
地 sn a ed 

HE|H)LH 1k Rm) ee 
部 位 | 时 间 期 | 分 | 和 白质 ae bs gis | Sue ley ee 

BLK MY 乌 达 一 吉 兰 太 | 果 后 

+ 原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所 沙 漠 室 分 析 。 

* 412+ 



四 侣 木 本 身 虽 人 饲 用 价值 不 高 ， 但 其 群落 中 其 他 植物 包括 蔷 状 亚 
葡 、 几 种 小 针 茂 、 无 芒 隐 子 草 等 均 为 饲 用 价值 较 高 的 植物 ， 这 就 提 
高 了 四 合 木 草地 的 利用 价值 。 

四 合 木 是 现存 数量 很 少 的 珍稀 植物 ， 十 分 宝贵 ， 已 被 国家 列 为 
“BAB. 2 级 保护 植物 。 但 由 于 它 又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薪 柴 ， 现 在 
资源 仍 在 不 断 减 少 中 ， 有 关 部 门 必 须 重视 并 采取 措施 大 大 加 强 四 合 
木 资源 的 保护 工作 。 

(RIF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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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 树 柳 科 Tamaricaceae 

138.% 红 wii 

Tamarix hispida Willd. 

Be EFI 
KAGE 灌 

I. HR 1.5—4.5ms 

枝 皮 红 褐 色 或 淡 红 
色 ， 密 生 细 刚毛 。 叶 

I ERR, 

长 0.5 一 2mm。 总 状 

花序 出 自 幼 核 ， 项 

H.R, KA—7 

(17) cm, 宽 2 一 5cm， 

组 成 项 生 圆 锥 花序 8 

苞 片 披 针 形 ; 花 5 出 ， 

EMKILS TS, F 

HeREOBIG, Slis 4E it 

卵 形 或 狭 椭圆 形 ， 外 

弯 ， 先 端 圆 形 ， 紧 红 

fi, 红色， 在 后 散 

落 ， 花丝 基部 宽 ， 痢 

~~ 

u ey 24 

ee a 
Dag Wy get NEY ee A sa 

>» 

全 A 

2 

..- 

ae 

hg’ Si 

4 和 
4 cl 

ae ae” 
- r 

Ar 
at m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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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 毛 红柳 Tamariz hispida Willd, 

生 于 紫红 色 的 花 盘 之 项。 藉 果 披 针 形 ， 长 4 一 7cm (A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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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 毛 红柳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甘 肃 、 青 海 和 内 蒙古 ;， 国 

外 苏联 〈 中 亚 地 区 )、 阿 富 汗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毛 红 柳 为 旱 中 生 鳞 叶 灌 木 ， 是 构成 杜 

加 依 灌 丛 成 员 之 一 。 适 应 干旱 荒漠 气候 条 件 , 适 生 于 荒漠 平原 的 各 大 

河流 沿岸 及 冲积 平原 中 的 低地 盐 化 草 甸 土 上 。 在 水 库 周 围 沙 丘 上 、 

海拔 较 低 的 山 间 谷地 也 有 分 布 。 

毛 红柳 在 新 疆 分 布 于 天 山南 蔓 诸 大 河流 冲积 扇 下 部 、 山 前 平原 。 

塔里木 河南 岸 及 艾 比 湖 平 原 的 局 部 地 段 。 所 处 土壤 为 典型 的 盐 土 ，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3m 左右 ， 矿 化 度 大 于 10g/1。 毛 红柳 具有 更 强 的 耐 

盐 性 。 因 些 它 占 据 有 强 盐 溃 化 的 生境 ,在 地 表 有 盐 霜 . 盐 结 皮 的 重 盐 

总 化 土壤 上 能 很 好 生长 。 群 落 中 经 常 具有 由 多 浆 盐 柴 类 植物 组 成 的 

次 要 层 片 ， 实 际 上 是 向 多 浆 盐 柴 类 荒漠 过 渡 的 类 型 。 群 落 的 种 类 组 

成 比较 简单 ， 仅 有 10 余 种 植物 ， 其 他 优势 种 植 物 有 DH CAe- 

| apis pungns), 47535 (Phragmites australis),  ¥#y - 

发 育 状 况 随 水 分 条 件 而 异 。 

在 潮湿 条 件 下 ， 毛 红柳 与 芦 革 等 耐 盐 中 生 植 物 组 成 群落 ， 灌 层 

高 80 一 100cm ， 草 本 层 高 20 一 30cm ， 总 盖 度 达 40 一 50% 。 生 境 较 

FRIN, FA PU PLEBA (Halostachys casbrca) 层 片 ,高 40 一 

70cm 。 和 群落 总 盖 度 40% 。 生 境 更 为 干 燥 ， 地 下 水 降低 至 5 一 6m， 

则 成 为 纯 的 毛 红 柳 群 落 ， 履 盖 度 仅 有 10%% 左 右 。 在 帕 米 尔 ̀. 西 昆仑 山 

海拔 2500 一 3100m 山地 常 散 生 于 水 柏 校 群落 中 。 

毛 红 柳 在 新 疆 天 山 以 南 的 平原 区 ， 3 月 下 名 萌 发 ，6 月 上 名 开 

花 ，7 月 种 子 开 始 成 熟 ，10 月 枯黄 。 

饲 用 价值 ” 毛 红 柳 的 适口 性 不 高 ， 但 春季 萌发 的 嫩 枝 时， 各 炎 

性 畜 均 采 食 。 夏 秋季 节 羊 、 山 羊 乐 食 其 花序 。 冬 季 干 枯 后 牲畜 仍 采 

食 当年 嫩 枝 条 。 骆 驼 四 季 乐 食 。 毛 红柳 初 花期 青 干 草 在 阔 牛 瘤胃 中 

48 小 时 的 消化 率 为 59.28% 。 粗 灰分 和 钙 含 量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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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38 ” 毛 红柳 的 化 学 成 分 * 

= | ok 占 于 W 质 (%) 

其 Bh acm | mie | 粗 纤维 | tw | aa] oe fw 分 

FFE HH] 8.62] 4.21 1.74 | 11.83 40.25 33.35 2.37 |0.110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分 析 室 分 析 。 

CH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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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as F Hlaeagnaceae 

139. 中 国 沙棘 

Flippophae rhamnoides [, subsp. chinensis Roust 

别名 “ 醋 柳 、 酸 刺 、 黑 刺 
形态 特征 ”落叶 

灌木 或 乔木 。 高 1 一 

om, 生 于 山地 沟谷 

的 可 达 10m 以 上 ， 甚 

至 18m。 老 枝 灰 黑 
&, WAR MAS 

AVE Et RAD BER, 4h 

DE OC (2 HF HB 

色 的 鳞片 ， 呈 绿 褐 
色 ， 有 时 具 白 色 星 状 
毛 。 单 叶 ， 狭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先 端 略 钝 ， 
基部 近 圆 形 ， 上 面 绿 
色 ， 初 期 被 白色 盾 状 
毛 或 柔 毛 ， 下 面 密 被 
银白 色 鳞 片 而 呈 洗 白 
色 ， 有 叶柄 长 1 一 1.5 图 139 中 国 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e 

MM, 雌雄 异 株 。 花 
工 Subsp, chinensis Ro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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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 RAED EL, BERENS TERR UTE, RTE SR TH EH 

AN RE BOROR).. FEFCU FRI, WRG: BEALE TF, 7c HE te, EG 2 

Ai, HE 4; WEI, APSO, Ree, ESSER, 2H 

BW RNAARKHEV AEH, ARB, BRA. HT 

A, SIG, 有 时 稍 压 局 , 黑色 或 黑 褐色 , FE, AEA (A139). 

细胞 染色 体 ，2n = 24。 

地 理 分 布 ”沙棘 原 产 于 东亚 的 古代 植物 区 系 。 广 泛 分 布 于 欧 亚 
大 陆 东 经 2 一 115"、 北 纬 27 一 68 "50“ 的 温带 和 亚热带 高 山地 区 。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山西 、 内 蒙古 、 河 北 、 陕 西 、 甘 肃 、 宁 夏 、 青 海 和 四 

NR; 苏联、 有 罗马尼亚 、 蒙 十、 芬兰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丈 是 生长 在 暖 温 带 及 温带 南边 缘 半 湿 

润 气候 条 件 下 的 中 生 至 旱 中 生 和 植物 。 多 分 布 在 海拔 800 一 3600m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地 带 ， 有 时 也 见于 内 蒙古 东部 草原 区 的 沙 地 上 ， 西 

PERE KH SM Us. WIA Ne. aw. ARR 
Rips, ABARMBR (Rosa hugonis), 3% (Rubus  pa- 

rvifolius), JERI ®& (Syringa pekinensis), T#® (CS. obla-. 

ta), REARW (Spiraea pubescens), BRA (Lonicera 

ferdinandii), AMF (Elaeagnus pungens), Hit WH (Cra- 

taegus kansuensis) 等 。 有 时 也 在 沙 壤 质 、 多 砾石 的 黄土 丘陵 、 

山地 和 形成 单 优势 群落 。 是 喜光 的 阳性 植物 ， 叶 片 光 补偿 点 为 150 一 

160 只 烛光 。 在 半 干 旱 的 温带 草原 区 沙丘 上 ， 由 于 水 层 蓄 水 ， 沙 丘 

间 能 维持 一 定 的 旱 中 生 环 境 ， 中 国 沙 丈 可 与 中 间 锦 鸡 儿 〈Cara9a- 

na intermedia), ANH FIBIL (CC. microphylla), AHAB (Salix 

microstachya), &H) (CS. flavida), ye CS. cheilophild), 

MAB CAstmisia halodendron), My>B CA. ordosica), 

Wi (A. arenaria) 等 相 混 生 ， 组 成 沙 生 落叶 灌 丛 。 

中 国 沙 丈 适应 性 较 广 泛 ， 抗 寒 ， 并 能 一 定 程度 地 耐 大 气 高 温和 - 

于 旱 ， 能 抗 风 沙 ,能 忍耐 石 质 、 砾 石 质 土壤 基质 ， 甚 至 能 在 红 胶 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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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 能 耐 土壤 贫 将 和 轻 度 盐 碱 化 , :在 土壤 pH9.0, 含 盐 量 达 1.1% 

时 也 能 生长 ， 但 最 适宜 生长 的 土壤 为 强人 砾石 性 的 黑 芒 土 ， 山 地 灰 礼 

土 或 褐色 士 。 

中 国 沙 否 原 为 高 达 10m 以 上 的 乔木 树种 ， 在 一 般 生 境 条 件 不 能 

充分 满足 需要 ， 或 受到 人 畜 破 坏 时 ， 则 长 成 1 一 2m 的 灌 丛 ， 以 灌 丛 

状 为 多 见 。 实 生 苗 生长 4 一 5 年 便 开 花 结实 ， SEPP SAMAR BE A, 

有 着 耐火 烧 的 特性 ， 故 具有 很 强 的 繁衍 能 力 。 被 中 国 沙 环 覆盖 的 地 

Fi» 能 有 力 地 减少 表土 的 水 蚀 和 风蚀 ,是 水 土 保 持 、 国 沙 改 土 的 优 

良 植 物 。 于 黄土 高 原 的 丘陵 、 山 地 ， 还 常见 小 路 两 旁 生 长 不 少 的 中 

国 沙棘 灌 丛 ， 那 是 从 前 行人 扔 下 了 吃 过 的 果 核 ， 经 过 自然 繁衍 而 

成 ， 足 可 证 明 中 国 沙 赤 的 种 子 易于 在 田间 萌发 ， 且 生长 迅速 、 一 经 

立足 之后 ， 能 很 快 地 形成 郁 闵 的 灌 丛 , 它 可 以 有 效 地 种 植 于 陡坡 上 ， 

以 改造 石 质 山 地 的 青 砂 雷 面 ， 保 护士 石山 坡 。 

不 同 地 理 分 布 区 沙 环 的 物候 差异 较 大 。 在 黄河 中 游 地 区 4 月 中 

旬 至 下 旬 芽 膨大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上 名 开 花 ， 不 同类 型 沙棘 花期 也 

不 同 ， 一 般 5 月 上 旬 至 中 旬 开 始 展 叶 ， 5 月 中 旬 至 下 名 幼 果 出 现 ，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中 名 果 实 成 熟 ， 成 熟 果 可 到 翌年 2 一 3 月 脱落 ，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中 旬 落 叶 ， 进 入 休 眼 期 。 沙 环 株 高 达 1 一 5m， 高 山沟 谷 

最 高 可 达 18m。 者 命 为 60 一 80 年 。 在 3 一 5 年 之 前 ， 植 株 处 于 营养 生 

长 阶段 ， 主 要 增高 和 径 的 加 粗 ， 逐 步 形成 树 体 结构 ; 3 一 5 年 之 间 为 

结果 始 期 , 树冠 迅速 增 大 , 分 枝 大 量 增加 ; 3 一 5 年 后 进入 生殖 生长 期 ， 

营养 生长 速率 减低 ,形成 大 量 花 芽 , AMAT RR. WPA RARE 

树种 ， 属 表层 分 布 的 水 平 根 型 ，90% 以 上 的 根 量 分 布 在 0 一 60cm + 

层 内 。 具 极 粥 的 朝 蓝 特性 ，3 一 4 年 生 实生 苗 开 始 产生 萌 坦 苗 ， 每 年 

可 向 周围 扩展 1 一 2 三， 由 地 上 部 独立 ， 地 下 部 同 源 的 众多 萌 株 ， 形 

Bee A AD UR ALR KR. WD RFRA EGR, «4-646 AE YD BR EE aT 1 

HRB REK. WHRRA LAER, SWRA (Frankia sp.) 

与 沙棘 所 形成 的 一 种 非 豆 科 根瘤 共生 体 ,， 垂直 分 布 多 集中 在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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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m 土 层 内， 具有 很 强 的 固氮 能 力 。 

PRR SEAS RAPER RE, AREA, WE PED TRA BR IRC 

PEE SAA RK, ETF MEA BEK TF 0.5—0. 6, Bb eRAE 

KARA BMH. WER, HE -40CR 40 CHAM FHARIER 

AK, URN ELAN PAD, ATE SOD RED, ABR ANTE 

WSs DRAWER, Ait, FER MA EH KABA A 

照 和 极度 干旱 的 条 件 下 ， 经 长 期 自然 选择 的 作用 ， 地 上 部 分 逐渐 演 

变 成 旱 生 类 型 ，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旱 性 ， 在 黄土 地 区 滁 哆 顶部 和 坡 面 目 

有 其 生长 ， 在 年 降水 量 300mm 左 右 ， 相 对 湿度 不 FB) 60% 的 地 区 仍 

有 天 然 沙 丈 林 分 布 。 沙 束 喜 疏松 的 沙壤土 ， 在 粘 重 土壤 上 生长 不 
良 。 耐 将 薄 ， 以 其 固氮 特性 和 大 量 枯 落 物 改 良 土 壤 。 

饲 用 价值 ” 属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在 生长 前 期 幼 嫩 被 叶 或 秋季 的 落 

叶 ， 羊 乐 食 ， 当 春季 各 种 牧草 返青 之 前 ， 其 他 家 畜 也 采 食 一 些 幼 枝 

叶 ， 生 长 季 大 部 分 时 间 及 成 熟 之 后 ， 因 枝条 具 坚 硬 的 刺 ， 家 畜 一 般 
ARE. BRAM RED. WA. BBR, BR. PRP wm 

化 学 成 分 含量 见 表 139 一 1。 

表 139 一 1 中 国 沙 坏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 

无 氮 
粗 纤维 

浸出 物 
候 mea | 粗 脂肪 
期 | 4 

全 株 | 结果 期 | 4.58 | 20.43 | 3.25 | 16.86 | 49.65 | 5.23 | 1.08 | 0.255 

* 甘肃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沙 理 礁 株 叶片 赖 氨基 酸 含 量 占 总 氨基 酸 含 量 的 比值 为 10.91%， 

是 国内 记载 中 比较 高 的 ， 可 作为 配合 饲料 的 HARB. DRM 

1008g 含 维生素 C42 一 68mg。 据 报道 ， 苏 联 阿 普 伟 隆 沙 环 叶 100g, 

SHAR C1I2Z7mge, #A RKE7.9mg, BAMA 162mg, 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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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mg。 沙 刺 叶 片 为 山羊 、 纺 羊 采 食 的 饲 草 ， KAY Bot 

BALLER, BAe, MARTH. VRMRAA RD, 
影响 性 畜 采 食 ， 采 食 率 仅 为 25 二 30% 。 划 区 轮 笋 有 利于 提高 利用 率 
和 载 畜 量 ， 沙 棘 林 轮 牧 期 以 10 天 为 宜 ， 可 适当 随 放 牧 次 数 的 增多 ， 
而 相应 延长 封禁 时 间 。 
沙棘 叶 营 养 丰富 ，( 表 139 一 2) 再 生 能 力 强 , 有 “铁杆 委 草 ? 之 

称 。 DRSAKRHBERC. ME PAR. RES EMRERP, 

维生素 下 中 ， 首 先是 亚 油 酸 和 亚麻 酸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生理 保健 价 

表 1359 一 2 沙棘 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苏 | 蛋 | RR) 亮 ti 
氨 | A 
酸 

TE 组 
所 $A, 

酸 | 亮 酸 | BR 酸 
所 
酸 

a 

Am 
sh 

BR 酸 

vy Bint t 
e e 9 0. 18 0. 99 2.00 Lea Ds 58 0.20 3. are rf Z Cie FE) 1.08 | 1.0 te 0.12 

BRET 0.94 | 0.76 | 0.19 | 0.71 ao ° e ° e ei 7 ae CHE RE) 1.3] | 0.91 | 0.11 | 0.49 | 0.85 

* 山西 大 学 黄土 高 原 地理 研 究 所 分 入 

(i; Ibs, BEAM. WR. RRB. RR. BR 

酸 、 莹 果 酸 、 谷 省 醇 等 儿 十 种 珍贵 的 生物 活性 物质 。 且 果汁 性 质 稳 

定 ,， 利 于 运输 和 贮藏 ， 易 于 浓缩 精制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土著 居民 很 时 

就 用 沙 丈 果 《其 他 亚 种 ) 制 做 各 种 美味 食品 。 后 来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也 

推广 制 做 成 果子 美 。 果酱 、 软 果糖 、 果 冻 、 果 泥 、 果 且 及 露 汁 等 多 

种 食品 。 

若 将 果 计 浓缩 可 制 成 各 种 片 剂 、 浸 膏 ， 或 提取 维生素 C， 可 供 

医药 用 ， 对 胃病 患者 万 其 明显 。 也 能 预防 和 治疗 铅 、 磷 、 葵 等 职业 

性 中 毒 病症 。 果 实 入 中 药 及 蒙药 ， 有 活血 化 次 ， 祛 痰 止咳 、 助 消 

化 ; 健 脾 胃 、 滋 补 肝 肾 及 治疗 妇女 月 经 不 调 、 肺 结核 、 气 管 炎 等 功 

效 。 果 核 内 种 子 含油 率 16 一 18% 以 上 ， 可 梯 油 ， 沙 坏 油 可 用 于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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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 、 冻 伤 和 各 种 皮炎 ， 并 可 用 于 肠胃 病 和 肿瘤 的 临床 治疗 。 

另外 ， 在 草地 建设 中 ， 中 国 沙 环 可 做 绿 篇; 又 是 速生 灌木 薪 迪 

林 树 种 ， 具 有 产 柴 量 高 、 火 力 旺 、 耐 烧 、 烟 少 等 特点 ”木材 坚硬 ， 

纹理 致密 ， 可 做 小 农具 和 工艺 品 ; 树 皮 可 制 榜 胶 。3 一 5 月 开花 期 ， 

花 开 甚 繁 ， 蜜 粉 兼 有 ， 是 黄土 高 原 春 季 养 蜂 重 要 的 辅助 蜜源 。 

沙 赫 具有 良好 的 生态 效益 ， 据 在 山西 省 右 玉 县 测定 ， 凡 是 被 沙 

埋 覆 盖 的 坡地 ， 可 减少 地 表 径 流 80% ， 减 少 表土 水 蚀 75%， 减少 风 

蚀 85% 。 生 长 在 河谷 地 带 茂 密 的 沙 环 林 起 到 显著 的 拦 洪 落 浴 和 护岸 

作用 。3 年 生 沙 环 林 内 落叶 厚 可 达 0.5cm 左 右 , 落叶 重 每 亩 达 700 ke, 

每 立方 米 土壤 中 含有 根瘤 100 一 140 个 。 沙 棘 具有 根瘤 和 大 量 的 枯 落 

物 ， 具 有 效 地 改良 土壤 作用 。 此 外 ， 汁 未 为 鸟 兽 提供 了 食物 和 栖息 

地 。 沙 末 又 是 集 经 济 和 生态 效益 为 一 体 的 珍贵 树种 。 

栽培 要 点 ” 沙 环 以 播种 育苗 为 主 ,建立 以 产 果 为 目的 的 沙棘 园 ， 

需 采 用 无 性 繁殖 方法 。 育 苗 地 选择 有 灌溉 条 件 的 沙壤土 ， 播 前 深 

翻 、 施 肥 、 碎 土 。 播 期 以 春季 适时 早 播 为 好 ， 当 地 表 5cm 深 ， 地 

温 为 9 一 10"C 时 种 子 即 可 发 芽 ，15%C 时 最 为 适宜 ， 一 般 为 4 一 5 月 。 

播 前 用 40 一 60" 温 水 浸泡 1 展 夜 ， 然 后 迭出 ， 混 入 湿 WEY, FH 

30% 种 子 裂 嘴 时 即 可 播种 。 播 种 方法 为 开 沟 条 播 ， 每 亩 播种 量 约 

5kg ， 播 种 行距 20—30cm, B+ 2 一 3cm 。 当 年 间苗 1 一 2 次 ， 每 

lm 长 播种 行 上 留 苗 15 一 20 株 ， 间 苗 后 及 时 灌水 松 土 。 一 般 在 幼苗 

生长 期 间 灌 水 4 一 5 次 ， 并 在 灌水 后 及 时 松 土 除草 。 一 年 生 实生 苗 为 

30 一 50cm， 地 径 0.5 一 1.0cm， 可 出 团 用 于 造林 。 植 苗 造 林 春 、 秋 

季 均 可 ， 春 季 要 适时 早 裁 ， 土 壤 解 冻 20 一 30cm 就 可 造林 。 秘 季 造 

林 待 树木 落叶 后 ,土壤 结 冻 前 进行 。 株 行距 1x 1mm1x1.5m, 

当 深 裁 ， 履 土 一 般 比 苗木 原 土 深 5cm 左右 ， 在 于 旱地 区 可 栽 干 造 

林 ， 以 提高 造林 成 活 率 。 

在 降雨 量 较 多 的 地 区 ， 选 择 土 壤 水 分 较 好 的 地 方 可 进行 直播 造 

林 。 早春 、 晚 春 、 雨 季 、 秋 季 均 可 。 关 键 在 于 播种 地 的 选择 和 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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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WRAL DEAE, WRC RPK WT ENE, BATS Ww 

打 旺 间 种 ， 解 决 沙 打 旺 衰退 后 的 植被 演 替 问题 。 

沙 未 无 性 繁殖 主要 采用 硬 核 择 择 和 嫩 校 反 择 的 方法 。 

水 趟 主要 虫害 ， 苗 期 有 地 下 害虫 华北 大 黑 鳃 金龟 (Holotrichia 

oblita) Fi4e4b ERE CGryllotalpa unispina) 危害 幼苗 根部 林 

地 星 干 害虫 有 红 缘 天 牛 CAsias halaldendri) 和 芳香 木 HM (Co- 

1 SUS cOssus); 食 叶 害虫 有 黄 褐 天 幕 毛 虫 (Malacosoma neustria 

estacea), #£3% 4% (Ocneria dispar), BE mR & 4 fa (Hoplia 

aureola) MS HAAR (Xylinophorus mongolicus) 等 5 主要 病 

AV EH CP uscrium — sp.) 和 沙 均 时 斑 病 CAlternaria 

sp.)。 防 治 方法 除 采 用 造 混交 林 、 平 茬 更 新 等 营 林 措施 和 保护 天 敌 

ant BS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BIKE (Phasianus 

colchicus) 外 ， 可 按 通 常 采 用 的 方法 进行 药 牧 防治 。 

CF wa Ab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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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PtP Apocynaceae 

140. 布 JK 

Apocynum venetum Ty 

别名 ZACK. AU EL BE HR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具 乳汁 ， 根 系 粗 壮 ， 2H, BA 

om SAR, RAS RE, EE, HM 长 6 一 10cm。 
MRP AE, FE Be a , ; 
El KDR IE FE OK Be 

针 形 ,长 1.5 一 4cm ， 

宽 0.5 一 1.5cm， 先 

Fa ARR, SoM HB 

ERB, DRA Si 
Givi. HEE HEF Ti 

A, ANNIE, HR 

te BB, BHO, 

MRE, 花冠 钟 形 ， 

粉红 色 或 紫红 色 ， 长 

5 一 gmm， 基 部 简 

状 ， 上 部 5 有 裂 ， 花 冠 

iA BY AE se OR HE 

ois MESES. AAR 
双生 ， 长 角 状 ， 成 熟 图 140 一 1 罗布 麻 Apocynsum venetum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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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黄 褐色 ， 长 8 一 15cm, 内 含 多 数 黄 褐色 种 子 , 每 一 种 子 顶 端 生 一 所 

白色 细毛 〈 图 140 一 1)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吉林 、 了 辽宁、 河北 、 内 蒙古 、 山 西 、 山 东 、 

河南 、 江 苏 、 甘 肃 、 陕 西 、 新 疆 等 省 CK), 蒙古 、 苏 联 、 印 度 、 欧 

洲 和 北美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罗布 麻 一 般 4 ARM SOA LAE, 

期 6 一 7 月 ， 全 株 花 期 约 40 天 ， 花 多 在 早晚 或 夜间 开放 。 8 HRA, 

每 个 果实 内 可 含 种 子 300 一 800 粒 。 一 般 在 10 月 进入 休 眼 期 。 

罗布 麻 是 一 种 抗 逆 性 强 的 植物 。 耐 旱 、 抗 盐 碱 、 不 怕 严 寒 与 栈 
暑 ; 宿根 能 生活 30 年 以 上 ， 生 命 力 极 强 。 常 成 片 或 散 生 于 沙漠 边 

缘 、 河 漫 浴 、 湖 泊 周 围 的 盐碱地 、 草 原 区 中 的 盐 化 草 旬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再 生 力 强 ， 一 年 可 浊 割 两 次 。 

罗布 及 生 长 繁茂 的 地 区 ， 年 降水 量 大 都 在 600mm 以 下， 就 是 

在 年 降水 量 在 50 一 

100mm 以 下 的 地 区 ， 

不 用 灌溉 亦 能 生长 良 
好 ,个别 地 区 年 降水 

量 只 15mm， 年 蒸发 

量 达 3000mm 仍 能 生 bs 

长 良好 ， 但 需 生长 地 MPO 
有 较 浅 的 地 下 洪水 2 

(不 低 于 1 一 4m)， 这 

种 强 抗旱 能 力 ， 除 了 

叶 部 的 构造 具有 发 达 

的 栅栏 组 织 ， 能 减少 

水 分 的 蒸腾 以 外 ， 最 图 140 一 2 罗布 麻 根 系 图 Apocynm ventum L, 

重要 的 是 具有 很 深 而 发 达 的 根系 ， 可 以 吸取 地 下 潜水 〈 图 140 一 2)。 

只 要 根系 能 够 吸收 到 地 下 水 , 就 是 终年 无 十 的 情况 下 仍 可 生长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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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应 属 潜水 旱 生 生态 类 型 ; 
”罗布 麻 的 耐 盐 性 也 很 强 。 在 土壤 中 总 盐 量 在 0.5 一 1.0% 左 右 时 

能 良好 生长 ， 甚 至 在 地 表 结 有 10 一 20cm 厚 盐 层 的 荒地 上 ,- 只 要 地 
下 水 位 不 低 于 3 一 4m) 便 可 生长 。 它 除了 本 身 耐 盐 性 强 外 ， 还 由 于 
具有 发 达 的 深 根 ， 能 穿 过 表层 的 重 盐 土 层 ， 深 入 至 1 一 2m 以 下 ，- 吸 
取 下 层 含 盐 较 轻 土 层 中 的 水 分 ， 故 在 盐 士 上 可 成 片 生长 ， 成 为 优势 
植物 。 
罗布 麻 耐 严寒 、 耐 酷暑 的 特性 也 很 强 ， 它 可 在 年 平均 气 温 3 一 

5sC 左 右 ， 绝 对 最 低温 度 在 零下 47*C 以 下 的 地 区 生长 。 它 又 不 怕 热 ， 
在 夏季 绝对 高 温 达 47.8sC 的 沙漠 地 带 也 可 生长 。 在 我 国内 地 草原 、 
荒漠 地 带 以 及 山东 沿海 地 区 风力 常 达 10 级 以 上 ， 生 长 不 受 影响 ， 可 
见 其 抗 风 力也 很 强 。 

罗布 麻 的 根 在 约 15cm 的 深 处 具有 横 走 的 根 蔡 ， 其 上 产生 大 量 
的 不 定 芽 ， 不 定 芽 随 处 可 以 长 出 新 株 ， 又 由 于 具有 抗 道 性 强 ， 因 
此 ， 多 密集 群生 并 可 形成 大 片 纯 群 落 ， 使 其 他 植物 不 易 侵 入 。 

人 饲 用 价值 “罗布 麻 春 季 发 芽 较 早 ， 其 叶 及 嫩 鞋 马 、 牛 、 羊 均 可 
&, CHA. 牛 最 为 喜 食 。 夏 季 牲 畜 一 般 不 采 食 ， 仅 在 缺少 其 他 人 饲 
用 植物 时 ， 可 采 食 其 枝叶 。 秋 季 霜 后 和 冬季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并 可 
浊 割 调制 干草 ， 一 年 中 一 般 可 剂 制 2 次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元 素 含量 如 
表 140 一 1、140 一 2。 

表 140 一 1 -罗布 麻 的 化 学 成 分 (%) 

4} BT 水 占 风 三 物 质 

样品 |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漫 出 物 | 粗 灰 分 | | ， 现 

结果 期 | 9.43 | 10.61 2.43 | 31.35 40.05 6.13 0.88 |0.32 

© WAKA. 

2 AB PRE FE HEY AEE. FLEE AE MY fice 2 HR Be ACB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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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0 一 2 ”罗布 麻 元 素 含 量 ” 

元 素 名 称 | 含 量 | 元 素 名 称 量 

铝 (%) && (ppm) 71.3 

Hi (ppm) 44 (ppm) 2.9 

#1 (ppm) wh C%) 0.6 

钙 (%) . 镍 (ppm) 0.92 

43 (ppm) BE C%) 0.21 

4 (ppm) #4 (ppm) 3.29 

#5 (ppm) €k (ppm) 2.61 

_ §i(ppm) #8 (ppm) 53.6 

铁 (%) 硫 (%) 0.94 

钾 (%) HL (ppm) 17.70 

$% (ppm) 43.22 

* 北京 农业 大 学 中 心 实验 室 分 析 。 

工业 原料 ， 优 于 棉花 、 亚 麻 ， 其 抗力 超过 细 羊 毛 。 嫩 叶 群 众 当 茶 饮 
用 ， 故 名 茶叶 花 。 全 株 还 可 药 用 ， 治 疗 心脏 病 及 高 血压 病 。 花 多 而 
芳香 ， 并 有 发 达 腺 体 ， 又 是 良好 的 蜜源 植物 。 叶 含 胶 量 达 4.5% ,可 
炼 胶 。 

栽培 方法 ”罗布 麻 在 我 国 从 本 世纪 50 年 代 开 始 人 工种 植 试 验 。 
通过 试验 证 明 可 以 用 种 子 直播 ， 也 可 以 分 株 、 切 根 、 插 条 等 方式 繁 
殖 。 切 取 根 状 荃 种植， 当年 收获 较 小 ， 但 转 年 产量 增高 ， 生 活力 亦 
增强 。 

(地 建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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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 旋 花 科 Convolvulaceae 

141.4) Bi 4é 

Calystegia hederacea Wall. 

别名 Awe. BILE 

GARE FEA, SEY, BAMAA. MEE, AK 

i, REM eH, WM, K1.5—4.5cm, H2—30cm, Fein 

钝 类 ， 基 部 心 形 ， 茎 上 部 的 叶 三 角 状 戴 形 ， 侧 裂片 开展 ， 通 常 2 

Si, PM RET IE OK = Sa 

JG, WPA, ABO, eH ” 

单 生 于 叶腋 、 花 醒 具 棱角 ， 长 

2.5—5.5cm; 区 片 2, Spal SR 

i, CEES, es FHS, 

矩 圆 形 ， 稍 短 于 苞 片 ;花冠 尘 

斗 状 ， 粉 红色 , 长 2 一 2.5cm 

eS, FHR28. BRA 

iw, wits 种 子 卵 圆 形 , mt 

色 (图 141) 。 

地 理 分 布 “ 打 碗 花 ， 为 一 Eps 

广 布 种， 分 布 于 全 国 南北 各 省 ( 

区 ;在 非洲 和 亚洲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 
- 图 141 47 @EtE Calystegia heder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打 cea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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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花 多 生 于 田野 荒地 及 路 旁 草丛 中 。 并 在 田 边 沟 旁 大 量 群 生 ， 常 与 

田 旋 花 (Convolvulus arvensis), 4 Ri (Plantago depressa), 

je 282 (Taraxacum mongolicum) 等 组 成 草 旬 和 群落 。 在 群落 中 常 

形成 优势 ， 或 成 小 片 丙 块 状 群生 。 打 碗 花 性 喜 潮 湿 肥 沃 的 微 酸 人 性 及 

PET, BOCES, PAM MLM, RMS RAD 

APRs WARMER ORAS E, MEDLER, IRAE 
物 。 其 根 横 走 或 斜 行 在 50cm 左右 的 土壤 中 。 夏 秋 间 产生 新 的 冬 眼 

荐 。 在 河北 北部 ,5 月 上 旬 返 青 ，7 一 8 月 开花 ，8 一 9 月 成 熟 。 一 株 
打 碗 花 可 结 数 百 至 数 千 粒 种 子 。 再 生 力 强 ， 剂 割 后 ， 在 残 茬 和 根 段 

都 能 重新 发 芽 成 活 。 

饲 用 价值 B2UBHNBRER, +. RAR. +. SHB. 

ARAM, HH. TRRAM. AER. HERA, SED 

Bh, MAMRRGRHBRAR. CEKERARMAM, SBE 

富 且 蛋 白质 含量 高 :( 表 141 一 1)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猪 饲 料 ， 应 充分 利 ， 

用 之 。 和 营养 价值 见 表 141 一 2。 | 

表 141 一 1 打 砚 花 的 化 学 成 分 (STWR) 

习 品 闫 | 生育 期 | 水 人 可 白质 | mmm | mst Ef | mace w/a 

5.58 |0.88/0.15 

OQABKRUAS BRAEARD UH 
@ 为 东北 农学 院 畜牧 系 分 析 
@ 为 华中 农学 院 畜 牧 兽医 系 分 析 # 
QA ARAM EK S$ F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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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142. FRA BETE 
代 - 谢 能 

LO LO 

a ae ~ 

人 eet tr 5 106s ¥: Convolvulus ammannii 

z = Ms Desr. 
co N 

Bier SS dos oor bes are s 别名 阿 氏 旋 花 、 宝 日 二 
BARA (AHRA)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矮 小 草 

代 谢 能 | 粗 蛋 白质 

~2| ss 本 。 全 株 密 被 银灰 色 绢 毛 。 蔡 
S 高 2 一 10cm， 平 卧 或 斜 升 ， 多 

= 28 Shik. MHA, ATE RoR HT 
ye aS JB, 6—22mm, 宽 1 一 2.5 

¥ “Ss 过 mm， 无 柄 。 花 小 ， 单 生 梳 

HS alia®. a] Bs ww, 5, WM, ee 
人 A, WR, ABR ER 
eee em . WRB, 2B, ER 
7 eS - 圆 形 ， 淡 褐 红色 《图 142) 。 

= 只 §| 4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 
天 过 和 < 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省 〈 区 ) 及 

at 青藏 高 原 ， 蒙 古 、 苏 联 、 朝 鲜 
ag 也 有 。 

* 弓 自 《中 国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农 业 出 版 社 ，1985。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 内 蒙古 草原 区 ， 银 灰 旋 花 常 于 

“aa 5 月 上 、 中 各 昔 发， 以 后 随 着 
A ae 气温 的 升 高 和 降水 量 的 增多 还 

seme 速生 长 ， 到 6 月 中 、 下 旬 即 可 
8 re RBI MB TER, 7A 
t |e ws 上 旬 进 入 开花 期 ， 花 期 较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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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银灰 旋 花 Convolvulus ammannii Desr, 

同一 植株 不 同 枝 端的 花 陆续 开放 ， 至 9 月 初 尚 可 见 到 最 后 开放 的 

花 。 每 休 花 开放 15 一 20 天 后 ， 即 可 见 到 果实 。 植 株 地 上 部 分 ， 在 10 

月 初 即 枯萎 进入 休 眼 期 。 

银灰 旋 花 为 典型 旱 生 植 物 ， 是 荒漠 草原 和 典型 草原 和 草 旬 草 原 

常见 的 伴生 成 分 。 在 人 类 活动 频繁 和 强度 放牧 践踏 的 石生 针 茂 

(Stipa Rlemenziit) 草原 、 贝 加 尔 针 茅 CStipa baicalensis) 

草原 和 羊 草 CLeymus chinensis) 草原 、 饮 水 点 周围 、 定 居 点 附 

近 和 路 旁 ， 其 多 度 明 显 增加 ， 通 常 被 认为 是 草地 退化 的 指示 植物 之 

—, Teoh, He LFREBM (CAchnatherum splendens) 浴 外 国 、 

山地 阳 坡 、 石 质 丘 陵 等 干旱 的 生境 中 。 

银灰 旋 花 为 轴 根 型 植物 。 主 根 粗 壮 ， 近 地 表 的 根 颈 和 靠近 根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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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位 的 主根 ， 有 分 布 不 均匀 的 白色 休 眼 芽 。 根 深 与 茎 高 之 比 为 9 : 

1 。 地 上 校 条 均 从 根 颈 生 出 ， 数 目 不 多 且 多 斜 升 。 根 碍 现象 在 自然 

状态 下 极 少 见 ， 但 种 子 繁殖 较 普 遍 。 

饲 用 价值 ”银灰 旋 花 的 植株 矮小 且 常 斜 升 ， 马 四 季 少 食 ， 牛 几 

乎 不 食 ， 故 对 大 牲畜 无 放牧 利用 价值。 但 青 鲜 时 ， 羊 ， 特 别 是 山羊 

襄 食 ， 于 枯 后 也 乐 食 。 据 采 自 内 蒙古 锡 林 郭 勤 草 原 的 样品 分 析 资 料 

〈 表 142) ， 银 灰 旋 花 属 于 高 灰分 型 植物 ， 粗 灰分 中 钙 、 磷 的 含量 均 

较 丰 富 ， 营 养 比 均 在 1 :8.0 以 内 ， 是 一 种 氢 碳 一 灰 分 型 牧草。 但 

因 其 植株 禾 小 ， 本 号 地 上 生物 量 很 低 ， 采 食 畜 种 有 限 ， 因 此 ， 多 被 

评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表 142 ”银灰 旋 花 的 化 学 成 分 *《%) 

iG Rh F wR 
ms | 粗 脂 肪 .| meee | seme iw | dee 

% al 

— 

营养 ”期 | 6.62 | 11.80 | -1.72 26.71 42.97 19.08 | 1.89 |0.17 

FF 花期 |6.43| 9.02 2.51 31.21 35.05 15.78 | 1.24 |0.15 

果 后 营养 期 | 7.07 | 12.98 2.4] 22.38 36.11 19.05| 1.75 |0.13 

* ARAM Rbk 

BBW AZ. HERA. IKK, ERA. BR. 

〈 何 永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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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Verbenaceae 

143.32 TH Ht 

Caryopteris mongholica Bunge 

别名 HH. WRB. ALAGM HRA) 
形态 特征 ”小 灌木 。 高 15 一 40cm 。 老 枝 灰 褐色 ， 幼 枝 常 紫 褐 

色 。 单 叶 对 生 , 条 状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长 1.5 一 6cm， 宽 3 一 10mm， 全 
缘 、 上 面 深 绿 色 ， 下 面 灰 白色 ， 两 面 均 被 短 绒毛 。 聚 伞 花 序 顶 生 或 

ma, eR, WOR, ERR, SOB, hi 裂片 
RK, HMB, M4, ah, PERE. SMR, R 
EB, RNBA 4p HMA DIER (A143).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内 蒙古 、 山 西 、 陕 西 、 甘 肃 、 青 海 等 省 区 
蒙古 也 有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蒙古 获 为 短 轴 根 型 植物 。 根 颈 埋 于 土 

中 ， 枝 条 在 适宜 的 水 分 和 温度 条 件 下 可 发 出 不 定 根 。 侧 根 粗 壮 ， 水 
平 伸展 。 主 根 入 土 10cm 左 右 即 开 始 分 枝 ， 以 适应 砾石 质 土壤 生境 ， 
常 入 土 达 100cm 左右。 经 过 休眠 期 的 枝条 ， 多 在 5 月 中 旬 前 后 萌发 
出 新 时 ,-7 一 8 月 分 进入 盛 花期 ，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上 旬 果 实 陆续 成 

熟 ， 到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旬 ， 随 着 气温 的 降低 开始 落叶 ， 植 株 进入 
休眠 期 。 

蒙古 获 属 于 旱 生 植物 。 在 典型 草原 带 的 石 质 山 地 、 石 砾 质 坡地 
为 较 常 见 的 伴生 成 分 ， 也 带 入 荒漠 草原 带 和 荒漠 带 的 东部 边缘 ， 生 
长 在 沙 地 、 干 河床 底部 和 山坡 石 乡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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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蒙古 获 Caryopteris morgholica Bunge 

饲 用 价值 “山羊 、 绵 羊 仅 采 食 其 化 ， 马 在 冬 春季 少量 采 食 其 一 

年 生 枝 条 ， 多 被 评价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3。 

蒙古 获 是 一 种 碳 氮 型 牧草 ， 其 营养 比 为 1，9.4。 

蒙古 获 的 花 、 枝 、 叶 可 作 蒙 药 ， 有 祛 寒 、 爆 湿 、 健 胃 、 壮 身 、 

止咳 之 效 。 其 叶 与 花 亦 可 提取 芳香 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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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5 ”蒙古 获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下 
生育 期 | 水 分 

sae | ame | ae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 | 克 

开花 期 40.29 | 4.22 0.91 | 0.18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 何 永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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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F Labiatae 

144. 9 JE 化 

Lagochilus ilicifolium Bunge 

别名 冬青 时 兔唇 伦 、 昂 嘎 拉 扎 古 日 一 其 其 格 (RA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7 一 20cm 。 

茎 基部 木质 化 ， 多 分 

枝 ， 密 被 短 柔 毛 ， 混 

生 或 长 柔 毛 。 叶 草 

质 , RKB, 长 10 一 

ismm, 宽 5 一 10 

mm， 先 端 具 5 一 8 齿 

RR, Aida A EK Rl 

R, EMRE, Wii 

TE. HR 16 Fe 具 

2—446, EFL EB 

叶腋 ， 花 基部 两 侧 具 

2 tis FEE AAR Bh 

Ww, ASB, BK 
披 针 形 ， ir hi 2; 花 图 144 4a)R7E LagochNus ilicifolium 

Bunge 
THE, IRB, Sb 

Me RAE, ESE, 28, WRAKRE, PRIB,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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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MBA, 22H NER 窗 侄 三角形， 顶端 截 平 (图 

144). | 
MBDA AAT ARH KBE RB aM A Be 

区 ， 人 宁夏 中 、 北 部 ， 陕 西北 部 ， 甘 肃 西部 和 新 疆 ; DRA,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免 展 花 是 一 种 铸 小 的 杂 类 草 ， 地 上 分 校 

不 多 ， 蔡 纤细 ， 粗 仅 2mm 左右 ， 但 其 基部 木质 化 较 早 。 它 的 根 远 

较 蔡 粗壮 ， 根 颈 直 径 可 达 2cm ， 老 根 颈 多 分 裂 。 主 根 和 侧根 均 深 入 
土 内 ， 以 扩大 吸收 荡 围 ， 茎 与 根深 约 成 1 : 3 之 比 * 。 
兔唇 花 6 一 8 月 开花 ，9 一 10 月 结果 。 
它 是 一 种 典型 的 旱 生 植物 , 为 荒漠 草原 植被 的 常见 伴生 种 , 向 东 

WEAR AE RK, MSNA PNT RMT ARR. BET DR 

或 碎 石 质 的 粗 骨 土壤 和 砂 质 土壤 。 

它 在 草场 植被 中 ， 尽 管 一 般 不 成 为 优势 种 ， 但 它 的 恒 有 度 相 当 

高 ， 分 布 在 各 种 群落 中 ， 据 在 鄂尔多斯 地 区 调查 ， 有 免 唇 花 分 布 的 

群落 ， 其 优势 成 分 主要 有 冷 萝 CArtemisia frigida), IETF 
(Stipa breviflora), wee (CS. glareosa), tEREeH (CS. 

krylovit), MFR (Cleistogenes songorica), PK Fxg 

JL (Caragana stenophylla), #3 $3 ¥8 JL (Caragana tibetica), 

My (Artemisia ordosica), yb (Psammochloa villosa), 

BL (Sympegma regelii), HEB (Artemisia scoparia) 

S. RSE P—-RHS EA “+ 别 ”(solitary)， 其 分 盖 度 

都 很 低 ， 最 高 不 超过 1% ， 相 对 盖 度 一 般 不 超过 3% ， 相 对 重量 一 般 

不 超过 1% ， 最 高 不 超过 9% 。 

RAH 羊 和 骆驼 春季 采 食 ， 夏 季 、 秋 季 喜 食 ， 马 在 夏 、 秋 

SEVERE: 和 牛 不 吃 它 。 冬 季 残 留 得 很 好 。 据 在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的 观察 ， 它 的 可 食 率 如 下 ， 44, 77.27%; 5 月 ，61.9%; 6A, 

+ 陈 世 锁 ，《 内 蒙 二 草原 植物 根系 类 型 》，1986 年 ， 内 蒙古 人 民 出 版 社 。 

.437。 



16.6%; 7H, 33.3%; 8 月 ，67.5%， 9H, 41.57%; 108% 

65.0% 。 就 它 的 化 学 成 分 看 ， 粗 蛋白 质 尚 较 丰 富 ， 无 氮 浸 出 物 和 灰 

分 也 较 多 〈 表 144) 。 有 关 消 化 能 资料 表明 ， 免 展 花 于 物质 中 含 可 消 

化 粗 蛋白 质 104.04g/ kg 、 消 化 能 12.47M 妈 kg 、 代 谢 能 10.21MJ/ 

kg 。 这 样 的 能 量 水 平 相当 于 小 麦 获 的 ， 超 过 一 般 的 优质 于 草 。 

表 144 免 唇 花 的 化 学 成 分 (%) 

iv 二 ery 
meerfonna] 地 | 期 | 分 | | aby | ati [Semel ges a eis 

地 上 | 一 7.14 |13.81 | 2.09 |24.76 |43.97 |15.37 |1.59|0。76 — 

她 上 |6 月 | 内 蒙古 乌 | 盛 花 
部 分 |25 日 | 兰 察 布 盟 | 期 14.97 |14.91 | 3.66 |31.17 |36.34 |13.92 |1.99]0.42) 70.95 

* 分 别 引 自 ， 宁 夏 回族 自治 区 草场 、 植 被 资源 调查 队 ，《 宁 夏 地 区 重要 饲 用 植物 章 
场 类 型 化 学 成 分 营养 价值 》，1984 年 ! 中 国 科 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 内 , 蒙 古 自 
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 科 学 出 版 社 ，1980 年 。 

“eee, KREBS 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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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牛 至 

Origanum vulgare Ls 

别名 HEH. BRA. REE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25—60cm, RAR FH, HAR. 

茎 直立 ， 上 端 具 花 分 

枝 ， 下 部 有 不 育 短 

枝 。 叶 片 卵 形 或 矩 圆 

KNB, tt K1—4 

cm, 宽 0.6 一 1.5cm， 

被 柔 毛 及 腺 点 4 叶柄 

4, 2—7mm, #% 

毛 。 花 序 为 伞 房 状 贺 

锥 花序 ， 苞 片 矩 圆 状 

倒卵形 至 倒 和 角形 或 倒 

RHE, 花 昔 钟 状 ， 

长 3mm， 外 面 被 小 

REREFRE, We 
RAHEEM, SA ee: Ue PAR. "3: 

5 花冠 紫红 色 至 和 白 AN 
色 , ERE, 顶端 2 UR DAO IB) Be SU 
wa, Pig3 8. 图 145 42 Origanum vulgare 工 。 

坚果 卵 圆 形 〈 图 145) 。 

地 理 分 布 ” 牛 至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甘 肃 、 陕 西 、 河南 和 江南 各 

省 区 ;国外 在 欧 、 亚 、 北 非洲 也 有 分 布 ， 北 美 亦 有 引进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和 牛 至 为 中 生 多 年 生 草本 ， 是 山地 草 旬 和 

山地 草 旬 草 原 植 物 。 分 布 在 海拔 高 度 为 500 一 3600m 之 间 ， 散 生 于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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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旁 、 山 坡 、 林 间 空 地 以 及 山地 章 旬 和 草 旬 草原 。 土 壤 为 草 旬 土 和 

Upset. HSA BAAR (Poa anrgustifolia)、 草 原 老区 
Fi (Geranium pratense) 等 伴生 ， 草 层 高 35 一 75cm 。 总 盖 度 达 

80 一 90%， 亩 产 鲜 草 700 kg 左右 。 还 常 以 建 群 种 或 亚 建 群 种 与 新 疆 
BaF (Poa relaxa), (RRR (Phleum phieoidesy、 狭 时 青 

i (Artemisia dracunculus), PWEEH (Artemisia absinthi- 

um) 等 植物 构成 山地 草 旬 草原 多 种 植物 群落 。 草 层 高 度 20 一 65cm， 

总 盖 度 70 一 80%, 鲜 草 产量 每 亩 370 一 460kg 。 通 常 于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上 名 返青 ，5 一 6 月 营养 生长 期 ，7 至 8 月 开花 ， 9 至 10 月 结实 。 

饲 用 价值 “后 至 在 春 、 夏 两 季 营 养生 长 时 期 ， 植 物体 内 富 含 挥 

发 油 ， 降 低 了 适口 性 ， 牲 畜 不 采 食 或 少 采 食 。 秋 季 霜 打 后 ， 马 、 

牛 . 羊 .骆驼 均 乐 食 。 冬 季 王 村 或 刘 割 调制 干草 ， 补 饲 各 种 牲畜 均 乐 

食 或 喜 食 。 营 养 价值 较 高 ， 脂 肪 、 无 所 浸出 物 和 钙 等 营养 成 分 含量 

均 较 高 。 在 效 牛 瘤 表 中 48 小 时 的 消化 率 为 60% 左 右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45。 

表 145 ” 牛 至 的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占 于 物 质 (%) 
生育 期 

(%) | 粗 蛋 白质 | mam | 粗 纤维 | 无 气温 出 物 | 粗 灰分 | | 

初 花 期 | 9.72 11. 40 3.06 20.09 45.72 10.01 | 1.21 | 0.22 

开花 期 7。23 6.88 3.93 51.25 11.08 19.63 

* 新 疆 草原 总 站 分 析 室 分 析 。 

牛 至 全 草 可 入 药 ， 有 解 热 、 活 血 之 功效 。 用 来 泡 茶 喝 可 解 热 ， 

KAUR RAAB. ERASMAS. ERR. 

C4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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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UR BEDS 

Phlomis pratensis Kar. et Kire 

CARTE SERA, Hm 30 一 50cm ， 全 株 密 被 AE, RR 

为 粗壮 的 直 根 。 茎 直立 分 枝 不 多 ， 略 成 四 棱 。 叶 对 生 ， 心 脏 形 ， 边 

缘 具 钝 锯齿 ， 基 生 叶 大 而 柄 长 ， 葵 生 叶 柄 得 较 小 , 上 部 苞 叶 无 柄 , OB 

状 矩 圆 形 。 轮 拿 花序 腋生 ， 无 花梗 ， 生 于 主 共 和 分 枝 上 部 ， 花 昔 简 

K, SHA, Bh, CEB, MAAR, AS KW15—2F, 

EBS, PE3R. NER, WCE (A146).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新 疆 天 山北 坡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草原 糙 苏 是 典型 的 中 生 植 物 。 主 要 分 布 

于 天 山北 坡 海拔 1500 一 2500m 之 间 的 中 山 、 亚 高 山 带 ， 也 多 生长 在 

平缓 阳 坡 、 谷 地 、 半 阴 坡 和 半 阳 坡 。 在 亚 高 山 草 旬 上 是 草原 烙 苏 

+ 草原 党 融 草 : (Cera7iU1 pratense), BR (Carex sp.) + 天 

WAH CAlchmilla tianschanica) + 二 裂 委 陵 菜 (Potentilla 

bifurca) + 梅花 草 (Parnassia sp.) 草地 型 上 的 优势 植物 。 这 

种 类 型 在 海拔 2200 一 2500m 之 间 , 面积 最 大 , 是 最 主要 的 夏季 牧场 。 

植被 发 育 茂盛 ， 种 类 繁多 ， 密 度 大 ， 总 盖 度 达 70 一 90%， 草 层 高 度 

40 一 50cm， 雷 产 鲜 草 400 一 560kg ， 发 育 良 好 的 草 甸 ， 夏 季 开 花 ， 

五 光 十 色 ， 形 成 五 花草 甸 的 景观 。 

草原 糙 苏 5 月 初 返青 ，7 一 8 月 花期 ， 生 活力 强 ， 生 长 发 育 快 。 

饲 用 价 逢 ”草原 糙 苏 和 草原 老 玲 草 在 亚 高 山 章 旬 中 为 主要 杂 类 

草 ， 它 们 的 产量 占 草 群 总 产量 的 50-77%. KRUA 是 性 高 抓 采 

的 草 类 。 它 在 草 群 中 参与 度 大 ， 株 型 大 ， 叶 片 多 ， 产 量 高 ， 生 长 发 

育 快 ， 花 期 的 营养 丰富 ， 含 粗 蛋 白质 在 18% 以 上 ， 适 口 性 较 好 ， 秋 

季 经 过 轻 霜 ,适口 性 更 好 , 编 羊 特别 喜 食 ， 牛 和 马 均 乐 食 。 尽 管 茎 科 

粗壮 ， 但 全 部 可 以 被 吃 光 。 是 一 种 良 等 牧草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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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草原 糙 苏 Phlomis pratensis Kar. et Kir, 

表 146 草原 糙 苏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干 物质 为 ) *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全 株 Peay <a 初 花期 | 7.31 |12.08 | 0.81 [35.57 | 33.99 |10.24 |1.45| 0.28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收 草 分析 室 分 析 。 

CE 75%) 

° 442 « 



+=. nF Solanaceae 

147.04, & & 

Solanum tuberosum L. 

别名 土豆 、 地 蛋 、 山 药 蛋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30 一 100cm 。 地 上 茎 常 直 立 ， 地 下 

葵 块 状 。 叶 为 单数 羽 状 复 叶 ， 小 时 13 一 17， 常 大 小 相间 ， OB BR 

圆 形 ， 最 大 的 长 约 6cm ， 最 小 

的 长 不 及 1cm 。 伞 房 花序 ， 项 

生 或 侧 生 ， 花冠 辐 状 ，5 浅 

Bi, AR RH. RRR 

` 形 ,内 有 种 子 200—400 粒 。 种 

FED, WF, WE, RF 

BCH 2K £4, 0 

块 蕉 是 贮藏 营养 物质 的 器 

B, BRAAL. WAL. ih | } 

WZ, RAE AAR. a vi en 

BR. AR. RRS (A147), ae Pa 

节理 分 有 SNS Te Oe 
HRWHRBRAMUK. A iM ti mh us py’ 

利 沿 海岸 和 玻利维亚 等 地 。16 

世纪 传 入 欧洲 。 1719 年 从 北 爱 图 147 ie Solanum tuberosum 

尔 兰 引入 美国 ， 美 国人 叫 爱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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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昔 。18 世 纪 后 期 英国 人 带 入 印度 ， 以 后 便 传 到 东南 亚 各 国 。19 世 
纪 初 期 由 荷兰 传 入 俄国 ， 俄 国 称 “ 荷 兰 昔 ?。 在 我 国 栽培 共有 100 多 
年 历史 ， 由 华侨 从 南洋 群岛 引入 ， 主 要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及 南方 高 山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马 铃 昔 要 求 海 总 气候 ) 决 圭 在 4_5sC 寻 
A RH, 荃 叶 生 长 要 求 17 一 21%c, 块茎 发 育 的 最 适 温度 为 15 一 18"C， 
月 平均 温度 超过 21%C， 影 响 块 茎 膨大 ， 超 过 35%C 则 生长 停 洲 。 马 铃 
暮 喜 肥 沃 的 砂 壤 士 ， 最 适 土壤 pH6 一 5.5。 盐 碱 MMB SB 
疮 茄 病 。 土 壤 田 间 持 水 量 以 60 一 80% 最 为 适合 。 前 期 得 到 长 日 照 ， 
后 期 得 到 短 日 照 ， 这 是 丰产 的 良好 条 件 。 
饲 用 价值 “马铃薯 产 量 较 高 ， 大 面积 生产 每 公 硕 可 达 :20000 一 - 

30000 kg . AMM AW 1000 kg 左 A. HAH, BOB wae.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和 常量 营养 成 分 、 氨 基 酸 含量 、 微 量 元 素 含量 及 维 
生 素 含量 均 见 表 147=-1、147 一 2、147 一 3、147 一 4。 

UMA SH, RARER, EMERALD, A: 
HEA, BLKLRA, PELE, 也 超过 反刍 家 畜 ; BRE 
铃 昔 是 猪 的 良好 育肥 人 饲料。 特别 是 熟 喂 比 生 咀 增 重 提高 31%%。 马 从 
薯 蔡 叶 中 含有 毒物 质 龙 获 素 ， 经 青贮 后 毒素 减少 或 消失 可 供 猪 ， 
牛 饲 用 。 

马铃薯 是 世界 五 大 作物 之 一 ， 是 粮食 、 蔬 亲 ， 又 是 轻工业 原料 
作物 。 

栽培 要 点 ”选择 土壤 深厚 ， 保 水 保 肥 较 好 的 土 扩 训 马铃薯 寻 高 
温 、 性 喜 冷 凉 ， 播 种 期 以 避 开 夏季 高 温 及 冬季 严寒 为 原则 引 播 法 多 
VRE. 

HA GMIERM, BLM, PRIA, 20cm 
MPP Ast, AMR KK. HREM HD OR 
分 。 

蔡 叶 开始 变 黄 时 即 可 收获 ， 茧 蔓 可 同 其 他 青饲料 混合 青贮 。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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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 ” 马 铃 赦 微量 元 素 含 重 (mg/kg) 

ax |e |m |@ |e | | a | « 

表 147 一 4 ” 马 铃 昔 维生素 含量 (%, mg/kg) 

名 称 rom | 82 | awe wt | stm | 2m | mot | sre | 此 和 

HRA | 24.5 0.1 

茎 贮藏 要 通风 ， 防 止 高 温 ， 堆 贮 时 要 用 草 帘 盖 好 防止 发 芽 。 

《 朱 邦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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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 玄 参 科 Scrophulariaceae 

148. 达 乌 里 心 

Cymbaria dahurica 工 。 

别名 wh. ARE. ARM HIRD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4 一 20cm ， 密 被 白色 绢 毛 而 旦 银灰 

白色 。 荃 自 基部 分 枝 。 叶 对 生 ， 披 针 形 、 条 状 披 针 形 或 条 形 ， 长 
10 一 25mm， 宽 2 一 3mm， 全 缘 。 总 状 花序 生 于 茎 上 部 区 腋 ， 每 茎 

具 1 一 4 花 ， 花 大 ， 花 苯 有 11 条 脉 ， 具 5 齿 ， 花 冠 黄 色 ， 长 30 一 
45mm, FR3R, 45228; SIR MREDK, PWE, 

周围 有 一 环 狭 翅 (A148),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黑龙 江 、 内 蒙古 、 河 北 ， 苏联 (西伯 利 
亚 ) 、 蒙 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达 乌 里 芯 芭 为 轴 根 型 植物 。 主 根 粗壮 ， 

入 土 不 深 ， 侧 根 不 发 达 , 特别 是 在 轻 度 盐 化 栗 钙 土 中 , 侧根 少 而 短 ， 
并 且 细 弱 ， 但 在 砂 质 土壤 中 侧根 发 育 良好 ， 常 可 见 到 2 一 3 级 侧根 。 
地 上 枝条 一 般 在 6 AL. POMS LORE, DWM bE 
份 ， 所 萌发 出 的 枝条 常 枯萎 死亡 ， 在 水 分 正常 年 份 里 ，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上 旬 开 出 大 而 鲜 黄 色 的 花 ， 每 淋 花 开 放 的 时 间 长 达 7 一 10 天 ， 
8 月 中 名 多数 植 株 即 进入 结果 期 。 

达 乌 里 芯 芭 属于 早生 植物 ， 是 干草 原 和 荒漠 草原 的 常见 伴生 成 
分 ， 多 生 于 朴 松 的 砾 质 一 碎 石 质 土壤 上 ， 也 见于 山地 草原 和 草包 草 

原 、 沙 质 草原 。 不 耐 过 分 的 潮湿 和 盐 渍 化 较 重 的 土壤 。 
ee 447° 



图 148 达 乌 里 芯 芭 Cymbaria dahurica L, 

根据 内 蒙古 锡 林 郭 勤 草地 资源 调查 资料 ， 在 干草 原 带 的 典型 样 

地 中 ， 每 1m ”的 描述 样 方 中 ， 有 3 一 6 KASH EH, RRR 

20% EF. 

饲 用 价值 ASR BA BE, BRK,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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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48 达 乌 里 芯 芭 的 化 学 成 分 * 

oF 物质 (%) aor wk 
育 | 分 | 粗 蛋 . = ae 机 we he 

时 间 | 地 点 | 期 | (%)? | ee | 维 | 出 物 | 分 (mg/kg) 

1983。| 新 巴尔 虎 | 果 后 
° e e e e ‘ a a 8-23 左 旗 营养 期 |11 11 |13.03 |1.73)17.71 |55.12 |12.41 |0.92/0.17 

1985。| 苏 尼 特 左 | Bi ‘ 
° e* e e 8 e > es e 8 .2| 族 营养 期 6.94 | 9.62 |1.50|24.38_|43.62 |14.93 |1.65/0.07 

* 内 蒙古 草原 勘测 设计 院 分 析 。 

喜 食 ， 干 燥 后 也 乐 食 ， 马 稍 食 ， 牛 不 吃 或 很 少 吃 。 在 鲜 草 产量 构成 
中 , 因 其 植株 矮小 ， 故 仅 占 总 重量 的 3 一 4%， 每 100kg 鲜 草 风 干 后 
可 得 43 一 50 kg 干草 。 

Ish, SMA AZ, ARTE. FUR. abut, 
(tie B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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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 四 、 车 前 科 Plantaginaceae 

149. 平 车 前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Blt, 43K. FRR. FH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 直 根 圆柱 状 ， 基 生 叶 ， 直 立 

BO- Sw HL, Th 

BE. AUB LR BE ATIE 
BY IRR AI, 长 4 一 

19cm, #1—3cm, _ 

先端 锐 尖 或 稍 钝 ， 基 

部 下 延 成 柄 ， 边 缘 有 

ARM R A, Ps Te 

RAEEMCE, MB 

Wk5—7 9%, 4h Ae HL 

或 弧 曲 ， 高 (5)10— 

20cm， 穗 状 花 FR 长 

4 一 18cm ， 中 上 部 花 

eae HE, OP BB TE BE 

Bis 苞 片 三 角 状 卵 形 ; 

m4, Af R 

Wh; 花冠 ， 淡 绿色 ， 

顶部 4 a, #4, MHS. MRAEK, RAM GR, 含 种 子 

* 450 « 

图 149 Pi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4—5, SHRIB, K1.5mm, KH (BH 149). 

地 理 分 布 “ 遍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苏联、 蒙古、 日本、 印度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中 生 、 旱 中 生 植 物 、 喜 湿润 生境 ， 常 见 

于 低地 草 旬 群 落 ， 也 见于 林 缘 、 路 旁 草 地 和 草原 带 的 于 草 原 和 草 旬 

草原 ， 例 如 在 宁夏 、 甘 肃 黄土 丘陵 、 山 地 1800 一 2200m 左 右 的 长 蕊 

Ri (Stipa bungeana) 草原 中 ， 它 是 习 见 的 伴生 植物 ， 在 青藏 高 

原 南 部 3200 一 4200m 的 森林 上 限 ， 也 作为 伴生 成 分 出 WE SEB 

(Elymus sibiricus), Rie CE. nutans), #8 (CK obre- | 

sia spp.) 杂 类 草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 平 车 前 也 能 忍 耐 轻 度 盐 渍 化 土 

款 ， 可 以 生长 在 湖滨 、 河 滩地 的 盐 化 草 甸 上。 此 外 ， 该 种 属 农田 杂 

草 ， 生 长 在 全 国 各 地 的 农 区 、 半 农 半 牧区 的 田间 、 地 绠 、 路 旁 、 沟 

渠 边 、 居 民 点 附近 和 小 片 荒地 上 ， 故 生态 学 上 称 为 华人 植物。 平 车 

前 几乎 能 适应 于 除 强酸 性 、 重 盐 碱 性 和 于 旱地 区 强 石灰 性 土壤 以 外 

的 各 种 土壤 。 

平 车 前 根系 具有 旱 中 生 特 点 ， 主 根 直 伸 ,但 入 土 较 浅 , 约 8cm， 

侧根 纤细 ， 根 幅 较 小 。 

平 车 前 的 生育 期 较 长 ， 在 河北 省 3 月 下 旬 出 苗 或 返 育 ，4 月 上 

FE, 5-9 ARK, 11H FORA. TEA cere AG IEA AR ih 

地 区 4 月 上 、 中 名 出 苗 或 返青 ，6 一 10 月 开花 结果 ，11 ALL Pa 

枯黄 。 环 境 条 件 良 好 时 可 于 型 年 返青 而 越 年 生长 。 

饲 用 价值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马 、 牛 、 羊 .骆驼 乐 食 ， 幼 期 喜 食 ， 

表 149 平 车 前 化 学 成 分 * 

0 
钙 | BS awe A Se a 

mimes | 粗 脂肪 | mo me | 无 氨 浸 出 物 | 粗 区 分 

开花 期 10.68 2.59 18.73 2. 36 0.45 21.74 46.26 

nm 

* 忆 由 革 元 农业 大 学 草原 系 4《 草 原 工 作 手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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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 锡 也 于 幼 嫩 期 喜 食 ， 于 制 后 都 爱 吃 。 嫩 时 人 也 可 吃 ， 一 般 于 初 

夏季 节 采 集 后 用 水 煮 ， 再 经 清水 浸泡 , RE, MAE VM, WSR, 

煮 汤 或 做 面食 的 馅 。 种 子 可 入 药 ， 有 利水 、 清 热 、 芷 演 、 明 目的 功 

效 ， 花 期 花粉 丰富 ， 亦 是 蜜源 植物 。 

平 车 前 的 化 学 成 分 含量 见 表 149。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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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五 、 菇 草 科 Rubiaceae 

150.3% 子 , 全 

Galium verum Le 

别名 pnp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地 下 茎 横 走 ， 暗 紫红 色 。 茎 近 直 立 ， 

高 25 一 45cm， 具 4 纵 棱 ， 多 数 茎 从 生 。 叶 6 一 8 轮 生 ， 条 形 或 狭 条 
#, K1—3cem, H1—2mm, AMHR, CARB, LH, Ft 

后 常 变 黑色 。 聚 伞 花 序 项 生 和 腋生 ， 通 常 在 茎 项 集 结 成 圆锥 状 ， 稍 
紧密 ， 长 达 10cm, EA, HH. RHMA, HRB, LE (图 
150), 

地 理 分 布 a} RBA. Bib, ASA, 西北 及 长 江 流域 
各 省 区 ， 亚 洲 温带 其 他 地 区 、 欧 洲 和 北美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RR, BERS AA FE 

旬 至 5 月 上 名 萌发 ,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旬 进 入 开花 期 , RRR DE 
较为 醒目 ， 花 期 可 延至 25 一 30 天 ， 8 月 初 可 见 到 首 批 花 所 结 的 果 
实 ， 果 期 可 延至 9 月 上 旬 ， 9 月 中 下 旬 植 株 自 下 而 上 枯萎 ， 进 入 体 
眠 期 。 

莲子 菜 为 中 早生 一 旱 中 生 植 物 ， 是 草 多 草原 、 典 型 草原 、 杂 类 
草草 旬 、 山 地 林 缘 及 灌 丛 中 习 见 的 伴生 种 ， 在 草 多 草原 杂 类 草 层 片 
中 有 时 可 成 为 优势 成 分 之 一 。 生 于 低 湿 地 、 石 阶 、 沙 质地 与 丘陵 坡 
地 。 在 内 蒙古 西 拉 木 伦 河 南 侧 的 沙 地 以 南 、 呼 伦 贝尔 草原 东部 及 锡 
林 郭 勤 草 原 中 东部 ， 常 可 见 到 羊 草 一 莲子 菜 群 从 的 分 布 。 土 壤 为 沙 

"如 3。 



SHE J Bh 8 58 mG BE BG + wh 

钙 土 ， 群 落 组 成 也 比较 丰富 。 

= PRA WRB, £ 

根 黑 褐 色 ， 侧 根 较 多 ， 纤 细 而 

坚硬 。 侧 根 的 分 布 和 发 育 程度 

与 土壤 水 分 状况 极为 密切 ， 当 

EEK TEM, BAB Mill 

根 数量 多 且 近 水 平分 布 ， 根 系 

集 中 于 40cm 以 上 的 土 层 中 。 

地 上 高 度 与 根系 入 土 深度 之 比 

是 1 .6, 株 幅 与 根 幅 比率 为 1 : 

2。 阁 子 菜 是 一 种 对 水 分 BER 

较 强 但 也 耐 干旱 的 植物 。 

饲 用 价值 ” 青 鲜 时 骆驼 喜 

B, +. SRR. FREER 

一 般 ， 小 畜 在 其 青 鲜 时 采 食 带 

AMSA, FD. Bil 

的 青 和 干草， 各 种 家 冀 均 喜 食 。 

冬季 植株 的 残留 性 虽 好 ， 但 牲 

畜 不 袁 食 。 因 此 ， 常 把 莲子 菜 

评价 为 低 等 饲 用 植物 。 其 可 食 

率 资 料 如 表 150 一 1。 

在 草 甸 草 原 和 杂 类 草草 各 
Hy ee SES EAE By ee ob 图 150 莲子 菜 Galium verum L, 

地 总 生物 量 的 1 一 3%。 从 化 学 成 分 上 看 〈 表 150—2), ¥ FRE 
伦 期 的 粗 蛋白 质 与 粗 脂肪 的 含量 均 较 高 ， 粗 灰分 中 钙 的 含量 也 显著 

超过 大 多 数 禾 本 科 牧 草 。 

BPRS Hay AL). A Ine wR. RULE. AR.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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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0 一 1 鞍 子 菜 不 同月 份 的 可 食 率 * (%) 

畜 种 | 5 月 | 6 月 了 月 | 8 月 | 9 月 
| 

E 65.2 40.9 48.8 89.4 75.7 

* 引 [ 自 《 锡 林 郭 勤 野生 种 子 植物 资源 》。 

， 表 150 一 2 ”莲子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 〈%) 

生 | 水 点 风 于 物 质 
育 有 期 |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氨 淄 出 物 | 粗 灰分 | os | Be 

开花 期 s.8i 11.11 4.00 22.14 46.02 7.92 |2.53/0.08) 1986+7+7 

结实 期 |8.28 。 7.37 |1.01)0. 23) 1985+8+13 

〈 何 永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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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r BRE Cucurbitaceae 

151. 手 瓜 

Sechium edule (Jacq.)Swartz 

we WmTr. eM, tARM 

CAE SEERA, RYO, SBA, Ko-12m, AM 
可 长 达 20 余 mm。 卷 须 粗壮 ， 分 3 一 4 又。 叶柄 长 5 一 15cm ， 叶 片 腊 

质 ， 长 宽 均 约 为 10 一 

20cm, 常 3 一 5 浅 裂 ， 

i Si, 
AG, PF KEE, 

BMA TB. HEHE 

同 株 ; BEZE1O—3028 

生 于 总 花梗 的 上 部 成 

总 状 花 序 ， 肉 人 花 单 生 

或 双生 # 花 托 短 ; 16 

裂片 长 5 一 7mmi 花 

冠 辐 状 ,黄色 , WH OB 

状 披 针 形 ; GES 35 F 

Bl, WR 1 te, 

FH. RERRE, W151 佛手 瓜 Sechium edule Vaca.) 

倒卵形 , 有 5 KAW, Swartz 

果 每 个 重 0. 2 一 0.5 kg ， 果 内 含 1 枚 种 子 ， 卵 形 , 压 扁 状 〈 图 151)。 

。456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地 各 说 不 一 ， 有 说 原 产 于 南美 洲 ， 有 说 原 产子 
中 美洲 的 墨西哥 及 西 印度 ， 但 原 产 于 热带 是 无 疑 的 。1916 年 由 缅甸 
引入 我 国 云南 省 ， 以 后 传 入 广西 、 广 东 及 南方 各 省 区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佛手 瓜 原 产 热带 ， 长 期 在 亚热带 地 区 坊 
培 ， 人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 气 温 在 15%C 以 上 种 子 开 始 萌发 ，22 一 32%C 是 生 

长 最 适宜 温度 ， 在 秋季 15"C 以 下 生长 减弱 ， 在 10 吧 时 瓜 尚 能 缓慢 的 
生长 膨大 。 茎 叶 经 轻 霜 而 枯萎 ; 瓜 壳 在 保护 条 件 下 可 以 越冬 。 在 沉 
阳 地 区 秋 播 者 ， 弄 年 4 月 8 日 出 苗 ，4 月 22 Aad 825 
花 ， 开 花 以 后 即 可 陆续 结 瓜 。2 一 3 年 生 的 佛手 瓜 ， 在 贵阳 地 区 综 6 
期 可 达 100 天 。 无 霜 期 越 长 ， 结 瓜 期 也 越 长 ， 产 量 也 就 越 高 。 

佛手 瓜 要 求 土壤 朴 松 肥沃 ， 排 水 良好 ， 以 中 性 或 偏 酸性 为 宜 。 
喜 温 但 对 光照 不 甚 敏感 ， 短 时 间 荫 项 对 生长 影响 不 大 。 苗 期 对 过 浓 
的 肥料 很 敏感 。 

人 饲 用 价值 ” 单 窝 种 产量 很 高 ， 生 长 两 年 以 上 的 ， 每 窝 可 产 瓜 
15 一 22.5kg 、 每 公 质 可 产 750 一 1500kg ， 地 上 部 茎 叶 可 利 用 打 权 

朴 叶 等 摘 下 荃 叶 当 饲 料 ， 全 年 可 收 eS 30000 一 45000kg 。 根 据 分 

析 ， 其 能 量 、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常量 营养 成 分 如 表 151。 

佛手 瓜 蛋 白质 含量 蔡 叶 高 于 瓜 ， 老 瓜 富 含 淀 粉 ， 出 粉 率 为 干 重 
的 25 一 30%， 喂 猪 可 代替 精 料 。 茎 叶 和 瓜 生 喂 熟 喂 均 可 ， 茎 叶 也 可 
用 于 青贮 。 

栽培 要 点 ” 选 土 层 深厚 易于 排水 的 地 块 、 穴 播 。 春 秋 播 均 可 。 
秋 播 要 保护 越冬 。 可 用 瓜 种 直播 , 分 株 繁 殖 和 压条 繁殖 等 繁殖 方式 。 
利用 有 利 地 形 搭 棚 架 ， 待 茧 蔓 长 出 来 后 要 理 芒 上 架 。 上 架 时 要 搞 掉 
多 余 芒 昔 ， 以 2 一 3 根 芯 上 架 为 妥 。 前 期 施 清 淡 追 肥 ， 后 期 可 用 肥 泥 
和 潮 渣 肥 。 和 霜冻 来 临 ， 要 保苗 越冬 。 留 种 用 的 老 瓜 让 其 在 瓜 茧 上 发 
芽 ， 作 饲料 或 蔬菜 用 的 瓜 在 瓜 皮 青绿 时 即 收获 ， 瓜 皮 转 黄 绿 时 粗 纤 
维 增加 ， 茎 时 可 在 打 权 摘 叶 时 随 收 随 用 。 留 种 老 瓜 可 在 室内 同 干草 

. ASE, (K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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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七 、 香 蒲 科 Typhaceae 

152. 小 香 薄 

Typha minima Funck 

形态 特征 ”多 年 

ARAL, BR SE 

tt, S43}, Woz, 

im 30—50cm, 径 

s—S5mm, HAAG 

ART BR, BAe A. 

细 条 形 叶 片 ， 宽 不 及 

2mm, 共生 叶 仅 具 叶 

RR CMT Hr, aE AE i] 
株 , 肉 雄 花序 不 连接 ， 

中 间 相 隔 5 一 10cmi 

“EE FE Lk, 

柱状 ,长 约 5 一 9cm， 

雄花 具 工 雄蕊 ， 基 

部 无 毛 ， 瞧 花序 在 

FP, KRM B, K 

1.5—4cem, j& BA fy 

直径 约 8 一 15mm， 

叭 花 有 多 数 基 生 的 项 
图 152 ANE Typha minima Fun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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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稍 膨大 的 长 毛 ， 小 苞 片 与 毛 近 等 长 而 比 柱头 短 ， 柱 头 披 针 形 ,小 

坚果 褐色 (图 152)。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省 区 ， 在 国外 欧 亚 

大 陆 此 有 分 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香 蒲 为 暖 温 性 中 湿 生 牧草 ， 为 低 湿 草 

地 植物 。 多 生 于 河 漫 浴 与 阶地 的 浅水 沼泽 、 沼泽 化 草 旬 及 排 盐 渠 沟 

边 的 低 湿 地 里 。 土 壤 多 为 壤 质 ， 砂 坏 质 沼泽 土 、 沼 泽 化 草 旬 土 及 低 

湿 的 盐 化 草 甸 土 。 但 在 轻 度 盐 碱 化 的 沼泽 土壤 中 生长 较 好 。 
小 香 蒲 是 一 种 沼 生 植物 ， 抗 时 能 力 差 ， 在 较 干 燥 的 土壤 上 一 般 

没有 生长 。 多 在 低温 地 生长 ， 形 成 而 积 较 小 的 群落 。 可 以 与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构成 沼泽 化 低地 Ba, HWS BE 

80%， 草 层 高 度 50 一 120cm , 亩 产 鲜 草 600 kg . AEM Kw eH, 

RAKE, BRAS A Bw. HPA (Calamagrostis epi- 

gejos) Bfyrh, RUSE ARAB, WDB wa: 要 伴生 种 前 
拂 子 茂 、 小 芦苇 水 泛 地 低地 草 旬 草地 ， 总 盖 度 达 35 一 40%， 草 层 高 

度 40cm ， 亩 产 鲜 草 130 kg 。 在 农田 附近 季节 性 积 水 渤 地 也 有 零星 

5} 46. “ATA thom, FEWER CSalicornia herbacea) 

建 群 的 盐 沼 植被 类 型 中 ， 它 也 是 常见 植物 之 一 。 

NF ii UN SERRA EE, 种 子 演 殖 力 较 弱 ,一 般 在 4 月 初 返 青 ， 

5 月 中 旬 至 5 月 底 肉 花 可 形成 小 的 圆柱 状 花序 ， 雄 花序 二 般 在 6 月 
初 形 成 ， 肉 雄 花序 的 开放 时 间 大 致 相同 ， 在 6 WKAR, 7A PA 

开始 结果 ， 8 月 初 果 实 即 可 成 熟 ， 8 月 底 开 始 枯黄 。 植 株 枯 黄 后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日 郴 ， 长 有 长 绒毛 的 果实 干燥 后 ， 在 圆柱 状 花 序 上 

变 得 轻 软 疏 松 ， 碰 触 便 可 脱离 母体 随 风 飘散 ， 四 处 飞舞 ， 扩 大 其 分 

布 范围 。 

饲 用 价值 ”小 香 萍 适口 性 较 差 ， 家 畜 很 少 采 食 ， 青 鲜 状 态 虽 然 

茎 叶 柔 软 ， 但 因 有 咸 汲 的 味道 ， 只 有 后 采 食 少许 ， 其 他 牲畜 均 不 采 

食 。 枯 黄 后 骆驼 少量 乐 食 ， 一 般 在 抽穗 前 浊 割 调制 干草 ， 和 其 他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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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牧 章 混合 饲 喂 ， 适 口 性 可 以 提高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52。 

表 152 小 香 蒲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干 物质 %) * 

分 析 | 采样 | 采样 | 生 水 | 粗 蛋 | 粗 H |x ‘ s 

部 位 | 时 间 | 地 点 | 期 | 分 | 白质 | w | 维 | 浸出 物 | 分 

全 株 ar bn 结实 期 | 7.74 | 4.68 | 3.02 |29.07 | 47.86 one 

*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草原 系 牧 划分 析 室 分 析 。 

小 香 蒲 是 一 种 纤维 植物 ， 富 含 较 多 的 粗 纤 维 ， 可 用 于 造纸 ， 其 

AMZ, WAR, AF ILM. Hie. AR. HRA Hy 

之 用 ， 也 可 作 建 筑 用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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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ceae 

153. == 

Amor phophallus rivieri Durien 

别名 AF. Biss. TER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周围 生肉 质 根 及 纤维 状 须 根 。 先 花 后 时 ， 叶 1, 

块 苓 局 球形 ， 直 径 可 达 25cm; RM 

A 3 小 叶 ， 生 于 

Kel, 听 柄 黄 绿 色 ， 有 绿 褐色 或 白色 斑纹 ， 基 部 具 膜 质 鳞 叶 ;小 

叶 二 此 分 又 ， 裂 片 再 羽 状 次 裂 ， 小 裂片 查 圆 形 至 卵 状 矩 圆 形 ， 大 小 
不 等 ,长 2 一 8 cm, 

一 侧 下 延 于 羽 轴 成 狭 

翅 状 。 花 草 长 50 一 

70cm; th 焰 苞 长 

20 一 30cm ， JN, 下 

部 呈 漏 斗 状 简 形 ， 外 

Hea, i AS DA 

绿色 斑点 ， 边 缘 紫 红 

&, BRA. A 

穗花 序 比 佛 焰 色 长 1 

倍 ， 下 部 为 圆柱 形 肉 

花序 ， 紫 色 ， 雄花 序 

REL CARY 

> PA PEAE ) » Wet es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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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为 圆柱 形 ,， 长 20 一 25cm , 花柱 与 子 房 近 等 长 ， 柱 头 稍 BB. KR 
球形 或 扁 球 形 ， 成 熟 时 黄 绿色 〈 图 153) 。 

地 理 分 布 ”在 国内 自 陕 西 、 上 甘肃、 宁夏、 河南、 山东 、 江 苏 、 
安徽 、 四 川 至 江南 各 省 区 都 有 分 布 ， 在 国外 东 喜 马 拉 雅 至 泰国 、 越 
南 、 菲 律 宾 、 日 本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_ 生 于 朴 林 下 、 林 缘 或 溪 谷 两 旁 湿润 地 ， 

或 栽培 于 房 前 屋 后 、 田 边 地 角 ， 有 的 地 方 与 玉米 混 种 。 
魔芋 的 生长 发 育 ， 种 子 春季 萌发 ， 先 萌生 出 少数 鳞 叶 ， 然 后 幼 

株 抽出 1 片 单 叶 ， 行 营养 生长 ， 至 秋季 生长 期 结束 ， 叶 枯 ， 地 下 形 
成 1 小 块茎 ， 并 以 块 蕉 越冬 ， 弄 年 春季 小 块 荃 萌发 ， 先 出 7 一 10 片 
鳞 叶 ， 然 后 则 抽出 工 枚 三 出 复 叶 ， 生 长 至 秋季 ， 地 下 长 成 一 较 大 的 
块 葵 ， 叶 枯 并 以 块 蕉 越冬 ， 年 生长 期 160 一 200 天 ， 如 此 经 4 一 5 年 ， 

于 第 5 一 6 年 秋季 叶 枯 之 前 的 8 ADM, SR WEA MRA 
顶端 主 芽 分 化 ， 开 始 形成 花 荐 ， 先 在 花 HES) 周 分 化 10 片 左右 的 鳞 
叶 ， 而 后 分 化 穗 原 基 等 性 器 官 ， 至 次 年 4 一 5 月 ， 块 茎 仍 先 出 7 一 10 

片 鳞 叶 ， 然 后 则 抽出 1 花茎, 开花、 授粉 、 结 实 。 至 此 ， 从 种 子 萌发 
至 新 一 代 种 子 形成 约 经 5 一 6 (7) 年 。 由 于 自然 情况 下 魔芋 群体 中 
植株 年 龄 参差 不 齐 ,高 龄 的 块 蔡 常 被 人 们 挖 取 , 故 开 花 的 植株 较 少 ， 
而 且 花序 上 的 肉 花 先 于 雄花 开放 ， 所 以 果实 较 少 ， 在 没有 结实 的 情 
况 下 ， 花 茎 枯死 之 后 ， 鳞 叶 基 部 内 侧 靠近 里 面 1 片 鳞 叶 的 锋 合 点 外 
侧 的 腋 伞 伸 长 ， 形 成 叶片 、 叶 柄 分 化 的 三 裂 叶 ， 行 营养 生长 并 形成 
新 的 块 共 ， 至 下 年 再 抽 花 蔡 。 另 外 ， 腋 全 可 以 生长 出 吸 根 《肉质 根 

” ER) 其 先端 膨大 者 称 子 芋 ， 子 芋 也 具 主 菠 ， 其 形态 和 功用 与 块 苍 
相同 。 魔 莘 为 异 花 授粉 植物 ， 采 用 种 子 繁 殖 ， 其 生长 的 小 块茎 只 能 
用 作 次 年 的 播种 材料 ， 因 此 ， 除 用 于 育种 外 ， 一 般 不 直接 作 大 田 生 
产 的 播种 材料 。 魔 芋 的 无 性 繁殖 能 力 很 强 ， 块 共 、 豚 根 等 可 供 繁殖 
用 ， 通 常用 作 大 田 播 种 。 这 种 繁育 特性 也 为 新 品种 的 选 育 提供 了 便 
利 , 可 以 采用 杂交 育种 等 方法 利用 其 有 性 生殖 选 育 新 品种 、 新 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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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制 成 杂交 种 ， 再 利用 无 性 繁殖 保持 品种 的 稳定 性 及 杂种 优势 而 不 

分 离 退 化 。 魔 芋 原 是 东 半 球 热 带 雨 林 和 亚热带 季 雨 林 气 候 条 件 下 生 
长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属 半 戎 湿 植 物 ， 要 求 温 热 、 湿 润 和 半 戎 项 的 

生态 环境 ， 其 生态 适应 能 力 在 天 南星 科 植 物 中 属 强 的 。 魔 芋 对 光照 

反应 很 敏感 ,要求 半 戎 项 的 光照 环境 , 以 荫蔽 度 为 30 一 50% 为 最 佳 ， 

而 且 以 夏季 机 散 度 较 高 ， 冬 春季 较 低 为 好 。 要 求 一 定 的 荫蔽 度 是 其 

生态 特 狂 中 最 重要 的 特性 。 生 育 期 间 要 求 气温 15 一 2282， 气 温 12% 

开始 生根 ，15"C 开 始 萌芽 ， 块 蕉 膨大 期 气温 在 20" 以 上 生长 良好， 

其 光合 作用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2%C 左 右 〈17 一 27%) ,而 呼吸 作用 在 32 一 

37 CH SHAE; 超过 35% 生 长 受 抑制 ， 低 于 12%C 地 上 部 分 自然 

Bl; 休 眼 期 最 低 可 忍耐 零下 5% 的 低温 ， 低 于 零下 8% 地 下 块 蔡 

即 受 冻 害 。 魔 芋 喜 湿润 、. 半 湿润 气候 , 适宜 生长 于 年 降水 量 为 1400 一 

2000mm, 夏季 多 十 冬季 少雨 的 地 区 RRADAR, AWTS, 

但 也 不 耐水 涡 ， 否 则 块茎 易 腐 伴 ， 要 求 排水 良好 的 湿 泣 土壤。 魔芋 

的 主要 经 济 收获 物 是 地 下 块 共 ， 因 此 要 求 土 层 深厚 、 朴 松 、 潮 湿 、 近 
中 狂 、 富 含 腐殖质 , 以 富 含 砂砾 的 林 下 砂 壤土 为 佳 , 以 利 块 共 、 吸 根 

膨大 和 根系 对 水 肥 的 了 吸收， 地形 以 向 阳 的 山坡 地 为 好 。 

饲 用 价值 ” 魔 伴 的 用 途 广 ， 经 济 价值 高 ， 主 要 用 于 食品 、 工 业 
原料 、 医 药 等 方面 ， 作 为 饲 用 只 是 利用 它 的 副产品 一 有 时 、 飞 粉 等 。 

在 魔芋 的 生物 量 中 RSE 约 占 80%， 叶 占 20%， 即 亩 产 鲜 叶 400 一 

600kg 【一般 亩 产 2000 一 3000 kg AWE), 在 块 蕉 切片 、 晒 王 、 

粉碎 为 粗 粉 后 ， 加 工 制 成 精 粉 的 过 程 中 ， 会 产生 大 量 的 比较 轻 的 非 

常 微细 的 粉末 一 一 飞 粉 ， 飞 粉 占 粗 粉 〈 或 干 片 ) 重量 的 比率 一 般 为 

36.。2 一 44.7%， 如 此 大 量 的 飞 粉 在 食品 等 方面 的 利用 价值 远 不 如 精 

mB; 因此 飞 粉 与 叶 主 要 用 来 饲 用 。 

魔 莘 的 飞 粉 、 叶 具有 和 刺 鼻 的 辛辣 味 和 特殊 的 臭 味 ， 未 经 加 工 处 

理 的 不 能 食用 〈 全 株 有 “ 毒 ?， 以 块 蕉 为 最 )， 否 则 对 舌 、 叱 有 刺激 

与 灼伤 。 其 辛辣 味 一 般 是 因为 在 游离 草酸 和 草酸 钙 ， 以 及 多 酚 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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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 及 变 为 其 基质 的 酚 衔 生物 的 存在 ， 当 酚 衍生 物 的 收敛 性 汐 味 与 草 

酸 盐 等 的 辛辣 味 相互 混杂 一 起 时 ， 就 会 感 党 到 强烈 的 辛辣 味 。 飞 粉 

还 击 于 含有 三 甲 胺 ， 而 具有 很 强 带刺 激 性 的 特异 臭 味 ARK), 

在 120% 加 热 2 小 时 或 80%C 加 热 24 小 时 , 就 能 除去 这 种 臭 气 。 魔 莘 粉 

经 处 理 后 具有 很 好 的 口感 ， 味 道 很 好 ， 处 理 的 方法 ， 加 适量 碱 〈 加 

Ca(OH). st Na.COs, RM EAR) 煮沸 2 小 时 即 可 。 

营养 价值 ” 磨 莘 粉 中 的 主要 成 分 为 碳水 化 合 物 一 一 被 称 为 魔芋 

甘露 聚 糖 的 多 糖 类 。 含 粗 蛋 白质 较 多 ， 含 纤维 素 、 脂 肪 很 少 ,灰分 中 
的 主要 无 机 质 为 钙 ， 而 且 较 易于 被 吸收 ( 表 153) 。 飞 粉 中 含有 2.25% 

的 游离 氨基 酸 ， 其 氨基 酸 的 组 成 。 飞 粉 中 的 营养 物质 消化 率 也 较 

高 ， 与 其 他 的 饲料 相 比 ， 营 养 价值 较 好 ， 可 以 作为 复合 饲料 成 分 或 

饲料 的 添加 剂 。 

其 他 用 途 ， 块 蕉 或 精 粉 可 加 工 成 魔 莘 豆 窗 或 粉条 供 食用 ， 可 作 

保健 食品 ， 还 可 做 成 功能 独特 的 食品 添加 剂 或 填充 剂 ， 并 可 根 酒 。 

魔芋 含 魔芋 淀粉 〈 魔 芋 甘 露 聚 糖 )48.7% ， 其 膨胀 力 可 大 至 80 一 100 

信 ， 粘 着 力 强 ， 可 用 作 浆 纱 、 造 纸 、 瓷 器 或 建筑 等 的 胶粘剂 ， 还 可 

制 印刷 用 魔芋 版 等 等 。 块 茎 入 药 能 解毒 消 肿 ， 炙 后 健 胃 ， 消 饱 胀 。 

栽培 要 点 ”在 适宜 的 分 布 区 内 ， 宜 选择 林 间 阶地、 林 缘 、 阴 坡 
地 、 溪 边 谷 地 、 房 前 屋 后 、 瓜 果 架 下 等 地 栽培 。 土 壤 要 求 肥沃 、 土 

层 深厚 疏松 、 潮 湿 .、 近 中 性 、 含 有 砂砾 的 砂 壤土 。 冬 季 深 翻晒 集 ， 

春季 结合 重 施 农家 肥 碎 土 ， 耕 夸 1 一 2 次 ， 然 后 整 畦 作 芍 ;， 间 套 作 地 

应 在 行 间 进行 深 中 赫 后 再 栽种 。 春 季 气 温 稳 定 通 过 12%2，10cm 土 

温 稳 定 上 升 到 10“2 以 上 时 即 可 播种 ， 长 江 流域 一 般 以 3 月 下 名 至 4 

月 中 旬 播 种 为 宜 。 大 田 生产 一 般 用 块 蕉 和 吸 根 播种 。 块 蕉 播种 可 打 

穴 种 植 ， 行 距 33 一 50cm ， 株 距 23—26cm, WH 17 一 20cm 。 

FAH, MARA 1 片 功能 叶 , 从 发 芽 到 收获 的 5 个 多 月 内 ， 

物质 生产 只 人 靠 这 一 片 叶 ， 应 注意 保苗 。 

中 耕 对 广 芋 的 生长 和 产量 的 形成 有 利 ; 一 般 在 出 苗 后 到 叶片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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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5 ”魔芋 飞 粉 中 氨基 酸 的 组 分 (%) | 
| oth SRR 游离 氨基 酸 部 分 | 全 ROR 分 

15.8 AA etal eA EPC 

wi 氨 OR te eee "0.018 0.019 1.08 1.14_ 

aR 0.935 0.037 0.48 0.51 

精 氨 me 0.102 0.108 2.82 2.98 

FAB 0.376 0.398 3.29 3.48 

I BA mR 0.545 0.576 0.96 1.01 

丝 氨 酸 0.903 0.955 1.56 1.65 

谷 氨 酸 0.072 0.076 4.70 4.97 

H Am 0.005 0.005 1.22 1.29 

A A Re 0.042 0.051 0.93 0.98 

M 4 琶 0.002 0.002 二 一 

Hh 氨 酸 0.033 0.035 1.58 1.67 

eA we 0.009 0.010 一 一 

Fares 0.026 0.028 0.88 0.93 

亮 氨 酸 0.028 0.030 1.38 1.46 

hh a Mw 0.043 0.046 0.71 0.75 

AIR 0.003 0.993 1.39 1.46 

Bo ot 2.247 2.379 22.96 24.28 

展 至 最 大 期 间 进行 2 一 3 次 。 魔 华 的 栽培 以 多 施 基肥 和 早 施 、 重 施 追 
肥 ， 而 在 地 上 部 分 最 大 时 便 停 止 施肥 或 少量 施肥 (尤其 是 氨 肥 ) 为 
原则 。 魔 幸 既 怕 早 又 怕 涟 ， 因 此 除 在 整地 时 做 到 高 八 深 沟 和 开 好 排 
水 沟 外 ,在 生长 期 还 应 根据 雨 湿 情况 及 时 排水 和 灌溉 ， 以 保持 土壤 
潮 浊 ， 防 止 过 混和 干旱 。 魔 位 的 主要 病虫害 有 白 绢 病 、 甘 薯 天 归 、。 
豆 天 蛾 等 ， 介 尔 发 生根 腐 病 ， 其 防治 见 其 他 昔 、 注 类 作物 的 防治 广 
法 。 

魔 痒 块 从 为 营养 器 官 ， 无 明显 成 熟 期 ， 收 获 过 早 ， 不 但 影响 产 
量 和 品质 ， 而 且 影 响 安 全 贮藏 ， 收 获 过 迟 ， 不 仅 不 能 增加 产量 ， 其 
至 在 田间 章 受 冻害 ， 降 低 耐 贮 性 。 因 此 ， 适 期 收获 对 增加 产量 、 提 
高 品质 ， 各 免 冻 害 和 增强 耐 贮 性 具有 重要 意义 。 收 获 适 期 主要 依据 
当地 的 气候 条 件 和 植株 的 生长 情况 决定 ， 当 叶片 已 枯黄 或 当地 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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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至 15% 时 ， 可 开始 收获 ， 至 严 霜 前 收 完 。 

魔芋 块茎 体积 大 、 水 分 多 、 皮 薄 ， 易 损伤 感染 病菌 ， 而 且 喜 温 

怕 冷 。 在 入 窖 贮藏 前 应 进行 LE, SRA. BL RRS, 

减轻 病害 和 提高 耐 贮 性 能 。 在 贮藏 期 间 对 温度 有 严格 要 求 , 对 湿度 、 

空气 等 也 有 一 定 要 求 ， 管 理 稍 有 不 善 ， 就 会 发 生 腐 烂 现象 ， 其 安全 

-贮藏 的 条 件 是 ， 维 持 10 一 15% 的 贮藏 温度 ，80 一 90% 的 相对 湿度 ， 

适当 降低 窘 内 氧 的 含量 和 稍 增加 二 氧化 碳 的 浓度 。 

(起 南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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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BAF Liliaceae 

154. BA 

Allium kaschianum Regel 

别名 鸡 大 腿 、 

BF 2 

形态 特征 多 年 

ERA, Am. A 

RAK. RARE - 

或 柱状 圆锥 形 ， 外 皮 

HR, ER, ty 

或 红 棕色 , 直径 0.5 一 

1cm 。 茎 中 部 粗 2 一 

3mm. HH it # 

Hh, AB, Hi, K 

FAH, 宽 1 一 3mm。 

伞 形 花序 顶 生 ， 下 面 

ARGH, BAA 

SRR, FER, 

FRERFER, 龙 

被 片 淡 红色 ， 花 丝 长 

于 花 被 ， 内 轮 花 丝 基 

部 稍 扩 ks Fe 

* 468 。 

图 154 -EGR Allium kaschianum Regel 



fi, 3 室 。 藉 果 较 小 〈 图 154) 。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的 天 山 ， 苏联 CHM)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卡 锡 葱 多 生 在 中 、 低 山 带 光照 强 的 阳 

坡 ， 稍 有 砾石 质 的 棕 钙 土 或 淡 棕 钙 土 上 。 是 山地 荒漠 草原 植被 中 的 

伴生 种 。 早 春 3 月 下 名 返青 ， SAMUI, 6 月 成 熟 。 卡 锡 葱 而 
干旱 气候 ， 不 耐 盐 碱 ， 生 活力 较 强 ， 在 炎热 的 5 一 6 月 份 ， 生 长 始终 
He, RUNABERA. | 

饲 用 价值 、 卡 锡 葱 为 优等 牧草 ， 返 青 早 ， 生 长 发 育 快 ， 质 地 优 

良 。 营 养 期 的 粗 蛋 白质 高 达 29.63%， 粗 脂肪 2.70%， 矿 物质 的 含 

量 也 较 高 ， 粗 纤维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略 低 。 叶 肉质 、 多 汁 ， 适 口 

性 很 高 ， 各 种 牲畜 采 食 ， 尤 为 绵羊 喜 食 ， 骆 驼 次 之 ， 牛 乐 食 ， 马 不 

多 食 。 怕 民 认 为 ， 是 编 羊 春季 放牧 抓 采 的 好 笋 划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54。 

表 154 KMS ma” 

ma te Vm CK) 
生育 期 | 水 “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粗 蛋 白质 | sum | 粗 纤维 | 无 气温 出 物 | 砍 分 

车 养 期 10.81 29.63 2.70 | 15.93 |. 31.69 9.24 

* 新 疆 紫 泥 泉 绵羊 研究 所 分 析 。 

卡 锡 葱 具 辣 味 ， 对 牲 音 的 口腔 有 刺激 作用 ， 因 此 马 不 多 食 。 在 
卡 锡 葱 生 长 很 多 的 地 方 放牧 各 种 牧 畜 ， 应 经 常 更 换 He 地 ， 调 剂 品 
昧 ， 提 高 其 四 草 的 采 食 率 。 

卡 锡 葱 又 为 野菜 ， 在 早春 返青 后 ， 可 用 来 当 菜 吃 。 
(FER ERR 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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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知 Fi}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Bunge 

形态 特征 SERA, AREMRRKA. MRE, KB, 长 

 15—60cem, #1.5—10mm, FERBAS, SRHRMBR, £ 

a HL, EB, 

20—85 cm 或 更 长 ; 

LAN, SR TB REIS il 

形 。 总 状 花 序 长 20 一 

40cm， 花 常 2 一 6 东 

复生 , 淡 紫 红 色 或 白 

色 ， 花 被 片 6, 矩 贺 

RAI, WEBS, Ee 

$i. BUFR DR HE ALTE, 

长 8 一 13mm， 宽 3 一 

5mm, Ti tn A 1 

mK, AOD. HT 

黑色 ， 具 3 一 4 纵 狭 翅 

(图 155)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于 我 国 黑 龙 江 \ 吉林、 | 

wT. ASH. WW 图 155 知 母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dé. We. aR. omen 
肃 等 地 Bev, HAMEL 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知 母 为 多 年 生根 茎 型 草本 。 在 内 蒙古 地 

区 ， 4 月 末 至 5 月 初 开始 返 育 ，7 月 初 到 8 月 中 为 开花 期 ， 7 AR 

到 9 月 初 结 实 。 它 为 无 限 花 序 ， 在 8 月 上 旬 花 序 中 下 部 已 经 结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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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花序 土 部 仍 有 开放 的 小 花 。; 9 月 中 名 以 后 地 上 部 分 迅速 干 柏 。 知 

母 的 根系 不 甚 发 达 。 据 调查 ， 在 覆 沙 质 栗 钙 土 地 带 ， 根 状 蔡 长 8 一 

12cm ， 水 平 或 斜 向 下 伸 入 土屋 4 一 10cm 。 须 根 较 粗 ， 集 中 分 布 在 

5 一 15cm 土 层 中 ，15 一 20cm 以 下 根系 稀少 。 

FPR REM. BREE RARER 
Hs, UMOPEMKLAEPHRRARSDR. BEM tt AB 

用 。 它 在 温暖 肥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壤 质 土 上 生长 发 育 最 好 。 在 沙 

壤 质 栗 钙 王 地 带 性 草地 群落 中 ， 常 以 伴生 成 分 或 亚 优势 成 分 出 现在 
贝加尔 针 茅 CStipa baicalensis) # JR, & HX (Stipa gra- 

ndis) 草原 或 羊 草 (Leymus chinensis) 草原 中 ， 有 时 还 会 形成 

知 母 根茎 型 杂 类 章 层 片 。 

饲 用 价值 ”在 过 去 的 一 些 文献 资料 中 ， 知 母 常 被 认为 是 “有 毒 

植物 ”或 “可 疑 性 有 毒 植 物 ”"。 可 是 ， 知 母 对 家 畜 如 何 引起 中 毒 ， 其 

中 毒 症 状 及 其 毒 理 学 作用 如 何 ，- 直 没 有 过 确切 的 报道 。 据 分 析 

《中 药 大 词典 》1366 页 )， 知 母 主要 含 气 起 (CxO), RHF 

根 葵 部， 含量 达 6% , 叶片 含 0.7%。 然 而 从 放牧 试验 观察 中 得 知 ， 

知 母 是 一 种 可 食性 系数 很 高 的 饲 用 牧草 。 在 春 、 夏 、 秋 三 季 ， 其 地 

上 部 分 均 为 牛 、 马 所 乐 食 ， 但 不 挑食 ， 锅 羊 最 为 喜 食 ， 并 有 时 表现 

出 明显 的 挑食 现象 。 春 夏季 绵羊 对 知 母 的 采 食 率 高 于 对 羊 草 的 采 食 

率 ， 夏 秋季 高 于 大 针 茅 。( 如 表 155 一 1) 并 且 大 量 采 食 后 绵羊 也 没有 

表现 出 任何 的 不 适 症 状 。 种 子 成 熟 以 后 ， 家 畜 均 不 再 采 食 。 

表 155 一 1 不 同时 期 绵羊 在 大 针 茅 、 羊 草草 地 对 知 母 的 采 食 率 

4 WAT C/A 
16/5— re 16/7—16/8 | 16/8—16/9 

采 食 率 (%) 有 



在 生长 期 知 母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占 干 物质 的 12.83% —11.88%, 

粗 脂 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也 很 丰富 ， 见 表 155 一 2。 

表 155 一 2 ” 知 母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xk 点 Py Mi wm MR CMD 

)| 期 | > | amacerme | mimeas | 粗 纤 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灰 分 | 钙 | 克 

6.19 | 营养 期 |11. 40 12.83 1.62 21.72 45.33 7210 |1.21/0.1 

7.27 | 开花 期 | 8.45 | 12.36 2.98 本 /21 0 43.56 “| 11.42 |2.23|0.27 

8.15 | 花 果 期 | 7.90 | 11.88 2.79 29.76 38.37 9.30 [1.4 |0.06 

Heeb, FRR AZ, RATS Kk. MARTI, tar PA 

3. ip. HB. FAMAS. 

| (FAX EHR F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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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F Iridaceae 

156.4 ARE 

Iris ruthenica Ker. -Gawl. 

别名 RABR. USH 

BSE SLBA, RRAMAK, RBS, BEAR A 

根 。 植 株 基 部 有 褐色 

宿 存 纤维 状 的 枯死 叶 

i. BEM RB, 

绿色 ， 果 期 长 可 达 

30 一 35 cm ， 窗 2 一 

3.5mm， 先 端 长 渐 

尖 , 粗糙 , 两 面具 2 或 

3 条 突出 叶脉 。 苞 片 

2 ， 膜 质 ， 椭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3 一 4cm， 

花草 长 5—7Tem, 

于 基 生 叶 ， 花 单 生 ， 

蓝 紫 色 ， 外 轮 3 花 被 

片 狭 披 针 形 ， 有 紫色 

RAR; AH 3 

片 较 小 ， 花 柱 顶 端 2 图 156 一 1 4y2ti@ Re Iris ruthenica 
Ker,-G - A. WERE, HE as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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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cmj 种 子 球形 〈 图 156 一 1)。 

地 理 分 布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 西 南 ， 苏联 (中 
亚 、 西 伯 利 亚 、 远 未 )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SCE RRARMADA, ORAM, 

常 形成 草 从 。 天 然 草 地 上 细 蔡 营 尾 草 丛 的 大 小 差异 很 大 ， 小 的 草丛 
基部 直径 只 有 数 厘米 ， 大 的 草 从 基部 直径 达 55 一 66cm ， 草 从 中 部 
是 最 老 的 植株 ， 逐 步 向 外 扩大 。 一 般 大 型 草丛 常常 是 靠边 缘 部 分 的 
植株 密集 ， 中 间 老 株 年 久 死亡 形成 空地 ， 常 侵入 一 些 别 的 草 种 。 细 
蔡 昔 尾 在 华北 高 寒山 区 每 年 4 月 初 萌发 ，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开 
花 ，6 月 中 、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果 后 营养 期 时 间 很 长 ， 到 9 月 初 开始 
变 黄 ， 叶 片上 部 逐渐 干枯 ， 至 9 月 中 名 仅 下 部 14cm 左右 仍 是 绿 
色 ， 上 部 已 全 部 和 干枯。 细 芭 六 尾 草丛 高 度 可 达 35cm, 生长 速度 较 
慢 ， 在 山西 省 亚 高 山 草 甸 上 ,5 月 以 前 平均 日 增长 0.2l1cm， :6 月 

份 生长 速度 最 快 ， 平 均 日 增长 0.24cm ，7 月 份 生长 转 慢 ， 日 增长 
下 降 为 0.17cm， 8 月 份 生长 几乎 停止 ,日 增长 仅 0.031cm。 细 蔡 

营 尾 的 叶片 基部 具有 分 生 组 织 , 每 次 被 利用 之 后 , 除了 基部 能 萌生 出 
新 的 叶片 之 外 ， 被 截 去 上 半 部 分 的 老 叶 片 仍 能 继续 生长 从 5 月 下 
名 羊 群 进入 草地 开始 采 食 ， 年 可 利用 3 次 。 第 二 次 5 月 下 名) 草 高 
平均 6 一 8cm 。 第 二 次 6 月 下 名 或 7 月 初 ， 再生 草 高 可 达 12 一 
17cm， 这 时 的 再 生 草 中 有 新 生 叶 片 ， 地 有 被 采 食 叶片 基部 的 增长 
部 分 。 8 月 份 第 三 次 放牧 于 第 二 次 的 再 生 草 ， 此 时 草 高 5 三 8c 训 ， 
再 生 草 中 仍 包括 有 新 生 叶 片 和 残留 叶片 的 增长 。 8 月 以 后 生长 十 分 
缓慢 ， 几 乎 没有 新 的 叶片 形成 ， 只 能 靠 残 留 的 叶 关 有 少 量 增长 汪 据 
对 细 茎 意 尾 草丛 的 定位 观测 ， 5 月 30 日 第 一 次 前 制 ， 草 高 13cm， 

单 丛 产 风 干草 68.6g， 至 7 月 30 日 ， 第 二 次 前 制 ， 草 高 28cm AR 产 

AFR 140g8， 其 中 包括 新 生 叶 片 和 被 前 老 叶 片 基部 增长 部 分 。 同 
年 9 月 15 日 测 产 ，47 天 的 时 间 内 ， 基 本 没有 再 生 ， 全 草 从 中 只 有 两 
PREM, BEA 3—1cm, RAMEE KAW RA 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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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m , 

MAS BBM TR, LE hy EBA RAS, 

FE i SE BES} HH EK WE BY Bw Be AP Bets HZ 1500—2300m 之 间 ， 

SERGE. MH SWRA, BH RBA (Festuca rubra), 
Bitt BAR (Poa relaxa). HEE # (Bromus inermis) aes 

草 属 (Carex sp.) BWSAKHE. CUA HW ATW. AR 

山 、 恒 山 、 芦 芽 山 、 赤 岳山 、 五 台山 都 有 分 布 ， 出 现在 海拔 2000 一 
2500m 的 山顶 台地 、 缓 坡地、 北向 坡地 及 林 缘 处 。 常 与 裂 叶 瘟 

(Artemisia laciniata), KER (Oxytropis manshurica), 

狼 针 草 CStipa baicalensis), #3 (Festuca ovina), BRE 

(Carex sp.) Hi}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等 组 成 群落 。 

细 茎 井 尾 在 草 群 中 的 作用 相差 很 大 ， 从 伴生 种 到 优势 种 ， 局 部 地 段 

成 为 建 群 种 ， 单 种 产量 可 占 草 群 总 产量 的 17.4 一 38.0%。 

饲 用 价值 “ 细 茎 总 尾 地 上 产量 中 没 ASH, HRM Vem 

MEK, FARE. HEPARADHH ABR, BARRE, + 

马 和 绵羊 都 不 采 食 。 山 羊 对 细 芭 车 尾 似 有 特殊 的 嗜好 ， 据 在 山西 省 

太 岳 山区 2300m 的 亚 高 山 草 甸 上 ，8 月 份 对 放牧 山羊 的 观测 ， 山 

羊 日 采 食 口 数 中 ， 采 食 细 蔡 音 尾 的 口 数 占 39.5% ， 日 采 食量 中 ， 细 

从 总 尾 的 重量 占 55.2% 。 也 即 山羊 日 采 食 的 半数 以 上 是 细 茎 意 尾 。 

可 见 ， 细 蕉 高 尾 占 优势 的 草 甸 ， 青 草 期 要 作 充 分 合理 地 利用 ， 减 少 

BC BEA Te FEAR, 必须 组 织 一 定 比 例 的 山羊 群 放 牧 。 细 茎 蔓 尾 在 经 霜 之 

后 适口 性 可 提高 ， 干 枯 状 态 牛 羊 都 乐 食 。 干 枯 的 叶片 能 较 好 地 保留 

在 草地 上 ， 所 以 细 茎 营 尾 占 优 势 的 草 旬 也 适 于 霜 后 枯草 季节 利用 ， 

细 苓 高 尾 属 下 繁 草 类 ， 从 产量 结构 来 看 , ( 见 图 156 一 2) 总 重量 

的 37.05% 集中 在 距 地 面 5cm 的 高 度 ，64.72% 集中 在 距 地 面 10cm 

的 高 度 范围 。 可 见 细 蔡 意 尾 是 放牧 型 牧草 。 因 开花 期 早 ， 花草 短 

小 ， 每 年 进入 放牧 季节 时 细 茎 葛 尾 已 是 果 后 营养 期 ， 地 上 部 产量 

中 ， 只 有 时 片 ， 没 有 茎 和 花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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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一 2 ”细节 可 尾 产量 结构 

细节 吉 尾 的 化 学 成 分 据 8 月 份 采样 分 析 如 表 156。 

表 156 M2 SRLS Ra 

G5 FF BW KR %) 
生育 期 

(的 ) ame | aim | mee | 无 气温 出 物 | 粗 灰 分 | = |e 

果 后 营养 

te _ 
本 
度 

(cm) 0 

13.02 9.62 3.59 33.61 43.26 9.92 

细 荃 蕊 尾 粗 蛋白 质 含量 与 一 般 禾 本 科 草 相近 似 ， 粗 脂肪 的 含量 

较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草 为 高 ， 虽 然 它 地 上 部 分 产量 全 是 叶片 ， 但 粗 纤 

维 的 含量 仍 超过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牧草 。 此 外 ， 粗 灰分 的 含量 也 明显 较 

高 ， 其 中 钙 的 含量 和 豆 科 牧草 不 相 上 下 。 细 蕉 齐 尾 除 放 牧 利用 外 ， 

ay wNhMATH, Fila +. 3. R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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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AF Cannaceae 

157. 0B 

Canna edulis Ker 

WS BP. BEL RS. BRE 

CASTE ”多年生 草本 。 根 系 发 达 。 地 上 茎 高 可 达 3 一 4m; 地 

FRRKAUES, AW, TARY, MRA, SAR. HAA, 

Be, K30—70cm, # 20— 

25cm, mart, WA 和 叶 

于 面 紫 红色 ， 叶 脉 羽 状 。 总 状 

花序 疏散 ， 花 通常 2 共生 长 在 

一 起 ， 为 鲜红 色 ， 后 变 为 桔 红 

色 ; IRAE EMR, WE 

最 显著 的 部 分 ， 上 面 的 3 枚 倒 

披 针 形 ， 顶 端 全 缘 或 凹 入 ， 下 

1 RM, Re, H-MH 

1 发 育 的 药 室 ， 子 房 下 位 ， 3 
室 ， 多 胚珠 。 PARR, 3 瓣 图 157 芒 藉 Canna edulis Ker 

裂 〈 图 157)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印度 尼 西 亚 爪 哇 岛 ， 首 先 引入 我 国 福 建 、 广 
东 、 广 西 ， 栽 培 已 有 数 十 年 历史 ， 后 传 入 浙江 、 安 徽 。1937 年 由 广 
西 引入 贵州 ， 目 前 已 遍及 南方 各 省 。60 年 代 以 蔬菜 引入 北京 市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MM TAH, BES, APAWS 

TI7T。 



叶 枯 凌 。 霜 冻 期 长 ， 地 下 块 蔡 也 受 冻 害 ， 适 宜 在 高 温 多 十 地带 毕 
长 。 不 择 土壤 ， 但 以 土屋 深厚 、 土 质 疏 松 的 壤土 为 宜 ， 土 壤 过 类 、 
过 酸 (pH5 以 下)、 有 机 质 含量 少 的 土壤 ， 影 响 块茎 膨 大 。 花 藉 沿 
能 耐 旱 ， 但 不 耐 涝 ， 长 期 积 水 ， 轻 则 发 黄 ， 重 则 全 株 腐 烂 。 气 温 逢 
到 10% 以 上 块 葵 能 萌发 ，14 一 16% 叶 才 开 始 生 长 ，30% 专 右 最 适宜 

于 块 蔡 膨 大 。20 一 24qC 生 长 缓慢 ，18%C 以 下 生长 基本 停止 ,因此 ， 草 
藉 产 量 高 低 决定 于 该 地 区 24 一 30"2 以 上 气温 持续 的 天 数 及 无 需 路 的 

长 短 , 根据 贵州 农学 院 饲养 饲料 教研 室 引 种 试验 ,结果 如 表 157 一 1。 

衣 157 一 1 碍 藉 不 同 引 种 地 不 同 播种 期 的 生育 期 

Pl BY) Te > 引 种 地 | 播 种 期 | ih wi -期 | 分 BE 期 | F TE | Oh 

贵州 惠 水 县 31/3 1776 219 天 

贵州 关 岭 县 3 /1 17/6 278 天 

贵 if 20/6 | 17/6 274 

fa a RHR AAT 产 4000—5000kg, 2 nt 2000Kg 

左右 ， 其 能 量 与 可 消化 蛋白 如 表 157 一 2。 

根据 贵州 农学 院 及 贵州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用 猪 作 饲 养 试 验 及 消 伐 

试验 结果 证 明 ， 蕉 和 藉 块 共 可 代替 精 料 作 猪 的 催肥 饲料 ;100Kg Ae 

表 157 一 2 ” 共 藉 的 能 量 、 可 消化 蛋白 质 及 常量 营养 成 分 * 

块 共 |15 2.59 | 2.34 | 1.08 |1.2 0.4 |17.20 |15.60 |11.88 | 8.1) 4.5 3.2 

Z | 4.6) 0.66 | 4.60| 一 |0.8 1.6 |14.56 [11.99 | 一 [17.3] 116 | 34.3 

叶 (18.7 3.22 2.05 | — {4.0 27 (5.1 |17.32 |10.92 - nhl 147 | 27.2 
| | | 

* 浙江 省 畜牧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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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F247 74kg 玉米 的 可 消化 总 能 ， 用 作 催 肥 相 当 于 69kg HK 

米 的 营养 价值 。 肥 育 猪 的 花 油 、 板 油 、 腰 油 的 出 油 率 同 玉米 催肥 的 

猪 相 比较 没有 显著 差异 。 攻 夭 茎 叶 青贮 发 酵 后 , 有 酸 香 味 , 猪 愿意 采 

食 ， 只 是 粗 纤 维 多 ， 叶 面 有 胶 质 ， 消 化 率 较 低 。 

葵 藉 块茎 富 含 淀 粉 ， 每 100 kg HRA Ae PH 12 一 13 kg ， 

淀粉 可 作 粉 条 、 粉 皮 ， 还 可 加 工 成 各 种 糕点 。 每 100kg Mw AA 
MH 25 一 30kg ， 每 100kg 干 片 可 酿 制 45 BAW 54ke, WRAL 

粉 法 均 可 当 饲 料 ， 根 据 四 川 省 畜牧 所 分 析 ， 粉 酒 含水 分 94.8%、 粗 

蛋白 质 0.95%、 粗 脂肪 0.88% 、 粗 纤维 0.61% ,无 氮 浸 出 物 2.75% 、 

粗 灰 分 0.32%6 。 粉 酒 作 饲 料 还 可 晒 干 长 期 保存 。 

HMAHRAKA, WOAH, BABS, WEA 

EY RR, WR, HMCAAM, Arak 14.18%, FER 

49.27% ， 和 氧 氧化 钠 抽出 物 32.02% ， 木 质 素 7.71% ， 灰 分 4.87%， 

据 云 南 省 资料 含 a 纤维 73%。 LURK, RUSH. MME 
学 成 分 见 表 157 一 3。 

表 157 一 5 薰 藉 的 化 学 成 分 4 〈%) 

水 分 | 粗 蛋 自 质 | am | moe | emma | RD 
7.5 

0 5.1 0.8 6.2 

4.7 | 0.7 4.5 | 77.5 | 5.1 

* 了 引 自 《饲料 生产 学 》 农业 出 版 社 ，1979。 

栽培 要 点 ” 蕉 夭 植 株 高 大 ， 需 肥 量 大 ， 要 重 施 基肥 ， RARE 

期 、 花 期 各 施 一 次 追肥 以 夺取 高 产 。 

葵 夭 需 深厚 的 土壤 ， 以 利 块茎 膨大 ， 结 合 施肥 时 要 中 耕 培 土 ， 

防止 倒伏 。 

如 需 蕉 叶 作 饲料 ， 生 长 过 程 中 可 每 次 刘 割 1/4 一 1/3。 霜 前 可 将 

ei Hh 10cm 割 下 ， 用 作 青 饲 或 青贮 均 可 ， 地 下 块茎 用 草 覆 盖 ， 

可 随 取 随 用 ， 也 可 留 作 种 用 。 块 茎 也 可 在 室内 堆 藏 ， 以 不 遭 冻 害 为 

度 。 CK 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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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J 4 & Fl 

A 

Achnatherum extremiorie- 

ntale (Hara) Keng 1 

Achnatherum sibiricum (L.) 

Keng 2 

Acroptilon repens(L.3DC. 283 

Aeschynomene indica L. 138 

Alchemilla tianshahica Juz. 

388 

Allium kaschianum Regel 468 

Alopecurus pratensis L. 5 

Alopecurus songoricus (Sch- 

renk) V.Petr. 8 

Amorphophallus rivieri Du- 

rien 462 

Aneurolepidium  tianschani- 

cum (Drob.) Nevski 45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Bunge 470 

Apocynum venetum L, 424 

Arachis hypogaea L, 145 

Artemisia brachyloba 

Franch. 285 

Artemisia intramogplica H, 

C. Fu 287 

Artemisia laciniata Willd, 

289 

Artemisia pubescens Ledeb, 

* 486° 

29 

Artemisia steversiana 

Willd. 293 

Asterothamnus centrali-as¢t- 

aticus Novopokr, 298 

Asterothamuns fruticosus 

(C.Winkl.)Novopokr, 301 

Astragalus complanatus 

R.Br. 149 

Astragalus discolor Bunge 

154 

Astragalus kessleri Traut- 

Mien; 106 

Astragalus tibetanu~ Benth, 

ex Bunge 158 

Atriplez cana C.A.Mey. 324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IIjin 327 

B 

Betula platyphylia Suk. 356 

C 

Cacalia hastata L, 308 

Calopogonium myucunoides 

Desv. 160 

Calystegia hederacea Wall 

428 

Canna edulis Ker 477 

; 

| 



Carez crehra V. 下 recz。 261 

Carex lanceolata Boott 262 

Carex leucochlora Bunge 264 

Carex physodes M.B. 269 

Carez siderosticta Hance 270 

Caryopteris mongolica 

Bunge 433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163 

Chenopodium urbicum L, 

subsp, sinicum Kung et 

G.L.Chu 331 

Cleistogenes polyphylila 

Keng ex Keng f.et L. 

Liu 11 

Convolvulus ammannii 

Desr. 430 

Crotalaria juncea L. 166 

Cymbaria dahurica L, 447 

D 

Descurainia Sophia (L.) 

webb.ex prantl 376 

Desmodium elegans DC. 168 

Digitaria cruciata (Nees) 

A Camus 13 

Digitaria ischaemum (Schre- 

b.)Schreb.ex Muhl. 16 

也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var. frumentacea 

(Roxb.) W.F. Wight 19 

Echinops gmelinii Turcz, 305 

Equisetum arvense L., 438 

Eremopyrum orientale(L,) 

Jaub. et Spach 27 

Eremopyrum triticeum 

(Gaertn.) Nevski 28 

Euchlaena mexicanna 

Schrad. .31 

F 

Festuca olgae (Regl.) 

Krivot. 34 

Festuca ovéna L. Subsp. 

sphagnicola(B.Keller) 38 

Festuca pratensis Huds, 36 

G 

Galium verum L. 453 

Guizotia abyssinica (L. f.) 

Cass. 307 

H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i >) 4 

Hedysarum fruticosum 

Pall. var. lignosum 

(Trautv.) Kitag. 175 

Hedysarum mongolicum 

Turez, 180 

Hedysarum polybotrys 

Hand-Mazz. var. alascha- 

nensis (B, Fedtsch.)H.C. 

Fu et Z. Y.Chu 182 

Hedysarum sikkimense 

Benth.ex Baker 184 

Hemisteptalyrata Bunge 310 

Hippophae rhamnoides 

L. subsp, chinensis 

Rousi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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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deum vulgare L. 40 

I 

Indigofera ambiyantha 

CGraib 186 

Iris ruthenica Ker, 

-Cawl. 473 

Izeris sonchifolia Hance. 313 

K 

Fobresia kansuensis 

nth, 272 

Fobresis macrantha 

Racklr. 273 

Kobresia myosuroides (Vil- 

l1.)Fiori et Paol. Fl. 275 

Lobresia royleana (Nees) 

Pozklr。 281 

Kobresia stenocarpa (Kar. 

et Kir.) Steud 279 

Kochia scoparia (.) 

Kuke- 

Schrad, var. sieversiana 

(Pall.) Ulbr.ex Aschers 

et Graebn. 335 

Kummerowia stipulacea 

(Maxim.) Makino 190 

L 

Lagochilus ilicifolium 190 

Punge 136 

L pontopodium nanum (IIook 。 

f,et Thoms.) Hand. 

-MazZ 315 

Lespedezo cuneata (Dum. 

Cours.) G. Don 195 

Lespedeza inschanica 

* 488 。 

—_ 

(Maxim.) Schindl. 202 

Lespedeza tonientosa 

(Thunb.) Sieb. 207 

Leucopoa albida (Trecz, 

Krecz.et Bobr 43 

Leymus tianschanicus 

(Drob.) Tzvel.- "4s 

M 

Maackia amurensis Rupr, 

et Maxim. 210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 

um (DC.) Urb. 212 

Medicago lupulina L. 215 

Melilotum indicus (L.) 

All. 218 

M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 223 

Melissitus ruthenicus (L.) 

Peschkova var. oblongifo- 

lia (Fr.) H.C. Fu et 了。 

C.Tsiang 229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 48 

Mucuna coohinchinensis 

(Lour.) Cheval. Stizoto- 
bium cochincnensis (LOUT) 

Tang et wang 281 

Myripnois bioica Bunge 317 

N 

Nitraria tangutoruwia Bobr. 

O 

Olgaea leucophylla(Turcz, ) 

Iljin 3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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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anum vulgare 工 。 439 

Orostachys fimbriatus 

(Turez.) Berger 483 

Orostachys malacophyllus 

(Pall.) Fisch. 486 

P 

Panicum miliaceum L. 53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55 

Peganum harmaia L. 408 

Pennisetum glaucum (L,) 

R. Br. 59 

Phalaris arundinacea L. 61 

Phalaris minor Retz, 65 
Phalaris tuberosa L., 67 

Phaseolus calcarats Roxb. 

249 

Phaseclus radiatus L, 

P. aureus Roxb 

Phleum phleoides(LOSimk. 70 

Phlomis pratensis Kar,et 

Kir. 441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353 

Phragmites australis(Cav.? 

Trin.ex Steud. 71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71 

Plantagodepressa Willd. 450 

Poa bulbosa Subsp, vivipara 

(Koel.) Arcang. 77 

Poa sphondylodes Trin, ex 

Bunge 79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 Don 363 

Polygonum macrophyllum 

D.Don var. stenophyllum 

(Meisn.) A.J. Li 365 

Polygonum sibiricum 

Laxm. 367 

Prunus mandshurica 

(Maxim.) Koehne 390 

Prunus padus I., var, pube- 

scens Regel et Tiling 

Prunus sibirica L, 392 

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var. latiuscum 

(Desv.) Underw. ex 

Heller 351 

Pueraria phaseoloides 

(Roxb.) Benth. 240 

Pugionium cornutum (L,) 

Gaertn. 378 

R 

Robinia pseudoacacia L., 234 

Roegneria ciliaris (Trin,) 

Nevski 81 ! 
oegneria kamoji Ohwi 86 

Roegneria kokonorica Keng 

92 | 

Rorippa palustris (Leyss.) 

Bess. 380 

Rumex acetosa L. 370 

9 

Salsola junatovii Botsch, 

338 

Schismus arabicus Nees, 97 

Scirpus radicarzs Schkuhr 

277 

* 489 ¢ 



Sechium edule (Jacq.) 

Swartz 456 

Senecio nemorensis L. 321 

Setaria anceps Stept CV. 

Kazungula setaria 14 seta- 

ria 99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102 

Solanum tubercsum L, . 443 

Sorghum propinguum(Kunth) 

Hitche. 106 

Sorghum sudanense (Piper) 

Stapf 110 

Spiraea dasyantha Bunge 326 

Spiraea hypericifoliaL, 398 

Spiraea trilobata L. 401 

Srizolobium cochinchinensis 

(Lour.) Tang et Wang 

Stipa breviflora Griseb. 114 

Stipa glareosaP.Smirn. 118 

Stipa gobica Roshev. 12] 

Stipa grandis P.Smirn. 12% 

Stipa kryloviit Roshev. 128 

Suaeda corniculata (C, A. 

Mey) Bunge 340 

Suaeda heteroptera Kitag, 

Suaeda salsa (L.) Pall. 343 

T 

Tamariz hispida Willd. 414 

* 490 « 

—— * eee a ::/000wC 0 eS 

Tetraena mongolicaMaxim. 
410 

Trisetum spicatum (L.) 

Richt. 131 . 

Typha minima Funk ex 

Hoppe Bot, 459 

U 

Urtica cannabina L. 358 

Vv 

Vicia villosa Roth var. 

glabrescens Koch 246 

Vigna cylindrica (L.) 

Skeels 255. 

Vigna radi ata(L.)Wilezek 

242 

Vigna sinensis (L.) Savi ex 

jfassK。 252 ’ 

Vigna umbellata (Thunb. 

Ohwi et Ohashi 249 

Vigna sinensis(1,,.)Endl 252 

Vigna unguiculata (L.)Watp. 

ssp. sisquipedalis (L.) 

Veyac. ane 

Vigua ungniculata(l..)Walp. 

subsp.cylindrica Verde, 

Z 

Zoysia japonica Steud,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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