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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 是 著者 在 参加 苏联 科学 院 生 产 力 研 究 委 员 会 远东 考察 队 
时 ,对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 原 ( 黑 龙 江 沿 岸 地 区 ) PRR BS PULTE 
的 研究 车 果 。 | 
所 发 表 的 是 1950—1953 年 的 调查 材料 。 
调查 工作 的 任务 是 确定 天 然 蚀 料 套 源 的 分 布 面积 和 质量 , 以 

及 为 日 俭 发 展 的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畜牧 业 建 立 永久 性 蚀 料 基地 而 提 
出 改良 天 然 草地 的 途径 。 这 项 调查 工作 是 和 今后 远东 生产 力 发 展 
远景 的 综合 调查 工作 相 精 合 的 。 

在 书 中 将 义 壕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中 形成 草地 的 自然 因素 、 草 地 
的 土壤 .草地 牧草 的 产量 和 刨 料 地 的 初步 改良 和 根本 改良 的 基本 
原 旭 ,以 及 发 展 大 田 乌 料 的 方法 。 了 

调查 工作 是 用 路 线 调 查 方法 进行 的 。 
土壤 和 植物 坛 样 的 化 学 分 析 是 在 及.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天 家 学 院 

无 机 化 学 和 分 析 化 学 教研 宰 的 土壤 - 农 化 试验 室 里 进行 的 。 植 蚁 
灰分 中 征 量 元 素 的 测定 是 在 苏联 科学 院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试验 室 里 进 
行 的 。 

K.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宏 学院 的 学 生 B. AL 彼得 洛 关 (Ilerpo) 和 
B. II. 耶 尔 马 科 夫 (Epwagop) 以 采集 员 的 身份 参加 了 野外 工作 
(1951 年 和 1952 年 ) 。 

在 拟定 野外 炙 查 工作 计划 时 ， 瑟 . A. #284 (Tlanennnn) 、C. I. 
斯 米 洛 夫 (Cxexrop) 和 H. H. 彼 尔 特 (IIempnm) 4-7 PEAS, FE 
工作 过 程 中 了 0. A. 李 维 罗 夫 斯 基 (JImpepopegzi 和 B. 了 . 威廉 斯 农 
业 土 壤 博 物 馆 的 土壤 学 家 们 也 提供 了 很 多 的 科学 建议 。 在 调查 粗 
柚 方面 得 到 了 阿穆尔 州 家 业 局 和 阿穆尔 融 类 畜牧 管理 局 的 很 大 帮 
By, A AS PPK GRRE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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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共产 党 中 央 公 体会 该 有 关 进 一 步 发 展 农业 和 扩大 食品 生 
产 的 决 斑 更 加 强 了 进一步 巩固 畜牧 业 蚀 料 基 地 的 重大 意义 。 

扩大 远东 地 区 食品 生产 ,特别 是 扩大 畜牧 产品 的 生产 是 发 展 
远东 生产 力 的 一 个 重要 的 任务 。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阿穆尔 州 应 成 为 远 
东 地 区 的 主要 粮食 基地 。 阿 穆 尔 州 的 宏 地 主要 分 布 在 泽 雅 - 布 列 
HEA , 在 该 平原 中 集中 了 狗 占 阿穆尔 州 的 3/s 的 耕地 和 80% 的 
牛 。 牛 的 数量 正 汲 年 在 增加 。 按 照 阿 穆 尔 州 农业 发 展 的 远景 规 
Ki), FE 1960 年 性 畜 的 总 头 数 应 比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最 后 一 年 增加 
64% 。 Lary : 
AR, BUI SHE BPO eR EK KM fil 

料 地 。 PEST VE HA AE Be ohn ae, 在 个 别 地 区 内 
从 这 些 撩 荒地 中 所 收割 的 干草 能 占 所 有 干草 收割 量 的 75 多 ,而 放 
Be fa A MBH RET 60% 。 

FD a HY BE AES , FE 1955 ERR BP 
面积 的 5% 以 下 。 

在 大 多 数 集体 农庄 的 牧场 里 , 粗 刨 料 不 能 够 完全 保证 牛 在 合 
但 期 中 的 食用 , 其 缺少 量 平均 为 80 一 40 多 ， 而 在 某 些 情况 下 缺少 
量 还 要 多 。 这 种 缺乏 可 以 用 日 料 中 增加 损 草 的 方法 来 补充 。 黑 龙 
江 治 岸 地 区 性 畜 总 头 数 的 培 加 远 远 超过 了 外 料 硅 源 的 发 展 , 这 也 

就 给 正在 发 展 的 畜牧 业 带 来 了 困难 。 
B) 1954 年 温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天 然 侧 料 地 和 熟 落 地 以 及 撩 荡 

地 共有 一 百 万 公 藉 , 其 中 做 蚀 料 地 的 面积 仅 占 20 色 ， 其 余部 分 由 
于 不 良 的 经 济 状况 或 者 是 由 于 沼泽 化 而 没 开发 ,并且 常 常 遭 受 火 
烧 。* 

在 1956 一 1960 年 之 间 黑 龙 江 沿岸 地 区 的 国营 宏 场 和 集体 农 
Feat RIFF 600,000 公顷 的 生 荡 地 和 撩 荡 地 做 为 耕 田 。 准 备 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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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面积 的 干 谷地 草地 和 和合 数 面积 以 上 的 撩 和 区 地 。 面 临 的 任务 是 

必须 改良 包括 有 50% 以 上 沼泽 草地 的 其 余天 然 铅 料 地 。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的 天 然 草地 由 于 含有 很 多 适口 性 不 良 的 杂 . 

类 草 、 若 草 、 拂 子 荐 并 由 于 草 群 中 豆 科 植 物 很 少 ,因此 生产 量 不 高 。 
根据 这 种 情况 ,必须 千 合 草地 形成 和 演化 的 自然 条 件 , 查 明和 

提高 草地 符 产 量 的 最 有 效 的 和 最 经 济 的 方法 。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甸 料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做 的 还 很 少 。 在 法 龙 江 

沿岸 地 区 农业 开发 的 第 一 个 时 期 ,主要 是 对 边区 的 王 壤 和 植物 区 

系 进 行 了 调查 。 这 些 调 查 是 由 俄罗斯 地 理 协 会 、 东 西伯 利 亚 地 理 

协会 和 移民 局 [ 马 区 (Maag) ,1859 年 ;斯 米 德 QUDmnrr) , 1860 4F 5 Ky 
克 西 茧 维 奇 (MaEgcHMOBEd), 1862 年 ;布吉 雪夫 (ByYrarmeB)) 1867 年 ; 

Ke Bye pe 〈KpororgHE) ，1875 年 ; 科 尔 仁 斯 基 (Kopauucrnii) ， 

1892 年 ; 格 鲁 姆 - 格 尔 日 马 伊 洛 (TpPyYMM-TpxEEMaiiro) , 1894 年 ; 柯 

F574 (Komapos), 1896 年 ; 谢 尔 盖 耶 夫 (CepreeB), 1898 年 ; 苏 斯 耶 

夫 (Illyeses), 1906 年 ; 留 捷 维 格 (JUorepzrr), 1907 年 ; 道 克 图 洛 夫 
斯 基 (JogTypoBeKHi)，1909 年 ; 格林 卡 (Taaaga), 1910 年 ; 克 留 科 

FE (KamogoB), 1911 年 ; 托 马 雪 夫 斯 基 〈ToxameBeKHi), 1912 年 等 ] 

进行 的 。 

所 进行 的 调查 表明 ,将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土壤 是 在 周期 性 沼泽 

化 的 条 件 下 形成 的 (在 高 地 形 部 位 的 土壤 受 木 本 植物 的 影 虽 , 而 低 

地 形 部 位 旭 受 草本 植被 的 影响 ) 。 根据 威廉 斯 的 意见 ， 泽 雅 - 布 列 

HEARED EE) RAZR ERE, 

最 有 系统 的 土壤 调查 是 在 K. J. 格林 卡 的 领导 下 进行 的 (1910 

年 ) 。 他 证 明 在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全 经 有 过 二 种 土 培 形成 过 程 一 一 

灰 化 过 程 和 沼泽 化 过 程 。 根 据 他 的 断言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所 进行 

的 风化 过 程 同 欧洲 和 亚洲 俄罗斯 地 区 森林 带 的 风化 过 程 是 同一 类 

型 。 

BLE B. IL. 柯 刻 洛 夫 (1897 年 ) 的 奏 料 , 阿穆尔 州 地 区 是 四 个 
， 植物 省 界限 的 会 合 处 , 这 四 个 植物 省 为 达 弗 里 亚 、 满 洲 、 鄂 霍 欧 克 
和 西伯 利 亚 植 物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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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弗 里 亚 植 物 省 的 特征 是 在 这 里 分 布 着 能 很 好 地 滤 过 严寒 而 
“ 霄 雪 的 冬天 的 草原 草本 种 类 ;满洲 植物 省 的 特征 是 分 布 有 中 生 草 

》 

/ 

本 植被 和 水 渐 更 替 针 叶 树 的 关 叶 乔木 树种 ;西伯 利 亚 植 物 省 的 特 

” 征 是 分 布 有 落叶 松针 叶 泰 加 林 ; 嘿 霍 茨 克 植物 省 的 特征 是 分 布 有 

Sa EES. | 
正如 B. 正 柯 马 洛 夫 所 指出 , 前 两 个 植物 省 分 布 在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而 后 两 个 植物 省 分 布 在 阿穆尔 州 山 地 泰 加 林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原始 森林 主要 是 由 人 针叶树 种 所 粗 成 的 。 

D. B. 格 鲁 姆 - 格 尔 日 马 伊 洛 (1894 年 ) 指出 ， 阿穆尔 州 的 农民 
不 是 与 干燥 的 气候 做 斗 征 ,而 是 与 水 分 过 多 的 现象 做 斗 备 ,他们 不 
但 不 应 创造 植被 ,而 且 还 要 破坏 植被 ,以 便 疏 干 适 于 农业 利用 的 土 
地 。 
0C. 于 科 尔 仁 斯 基 (1892 年 ) 确定 , 破坏 植被 的 烧荒 和 土地 的 

| PHA EE eA UE EF. JK B.C. 道 克 图 洛 夫 斯 基 发 现 
了 很 多 湖泊 在 变 干 和 沼 详 地 在 逢 小 。 

.与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 原 土壤 调查 同时 进行 了 平原 蚀 料 套 源 的 研 

究 。A. I. 烈 威 蒋 基 (JIeprrKHit，1910 年 ) 在 研究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西南 部 草地 干草 的 蚀 料 质量 时 , 他 训 为 这 些 干 草 的 营养 价值 是 接 

近 于 好 的 春 作物 慕 秆 。 M. ®. 科 罗 特 庚 (Koporkum, 1910 年 ) FE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的 西南 部 地 区 中 对 草本 植物 种 类 组 成 进行 了 鉴定 。 

这 些 草本 植物 种 类 和 组 成 表明 , 在 草 旬 群 落 中 旱 生 植物 的 数量 比 十 

Juttbie 90 BRIT. 
1910 年 在 阿穆尔 州 泽 雅 区 ( 泰 加 林 区 ) APRIL PE 
试验 地 ,最 近 几 年 B. OH. 阿 烈 克 沙 兴 (AregeaxHH) 在 这 个 试验 地 上 
人 委 做 过 改良 天 然 草地 和 栽培 有 外 料 价值 的 野生 草 类 的 试验 。 试 验 
的 糙 果 表明 ,在 创 除 塔 头 之 后 湿 草 地 土壤 的 热 和 水 分 -空气 特性 得 
到 了 改善 , HH AIIM T PPS (Calamagrostis Langsdorffir) 的 

Ps 2 AY Hp EE), 对 当地 野生 草 类 ( 野 车 轴 草 Trifolium 
lupinaster, Hii, 胡 枝 子 等 ) 的 多 年 栽培 试验 没有 取得 良好 的 车 
果 。 草 类 种 子 的 产量 和 青草 的 产量 都 很 低 ( 阿 烈 克 沙 兴 , 1918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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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UW. 秋 卡 耶 夫 《IIyEKaeB, 1912 年 ) 对 某 些 野生 草 类 栽培 的 可 能 性 

进行 了 研究 。 他 在 过 去 的 彼得 洛 夫 农 学 院 (现在 的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 的 小 区 试验 地 上 播种 了 从 远东 引 来 的 垂 野 麦 (Hlymus 

sibiricus) , KAR (Vicia amoena) 、 野 车 轴 草 (Trifolawm lupina- 

ster) 、 穆 子 (Echinochloa crus—gallt) 等 草 类 的 种 子 , 获得 了 良好 的 

产量 ,特别 是 垂 野 麦 、 草 芯 和 穆 子 的 产量 更 好 。 但 是 由 于 试验 是 在 

离 原 产 地 8000 公里 以 外 的 地 方 进 行 的 ， SE ee 

条 件 下 被 利用 。 

革命 以 后 ,有 关 疏 恨 畜 笋 业 甸 料 基 地 的 研究 ,主要 是 在 阿穆尔 

州 试 验 站 进行 的 。 这 个 试验 站 培育 了 适合 于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的 罗 

”三 叶 ( 阿 穆 尔 11S), RA (PBR 33 SB), BA — 426 

号 )、 梯 牧草 (阿穆尔 102 号 ) 等 品种 。 

在 试验 站 对 这 个 问题 所 进行 的 其 他 研究 工作 中 , 应 当 特 别 指 

出 的 是 工 . 于. 阿拉 莫 夫 (Amaxop, 1934 年 ) 关于 查 明 多 年 生 草 类 越 

冬 死亡 原因 的 试验 。 试验 的 烙 果 表明 , 主要 的 原因 是 草 类 受 冬 害 
和 春季 干旱 季节 中 的 枯 秦 ,而 没 发 现 由 于 淹 害 、 雪 害 、 冰 板 层 和 雪 

老病 而 死亡 的 现象 。 

1932 42» 在 C. TL. 斯 米 洛 夫 的 人 毛 导 下 有 HE. E. KEK (Ka- 

Oanos), A. A. 昆 德 拉 齐 耶 夫 ( 了 KoHrpaTrpepB)、B. 玉 . 格 馆 捷 罗 来 (Teae- 

sepos) , U. ®. 甫 拉 多 诗 夫 (IIraroHop) 等 参加 的 远东 天 然 刨 料 地 的 

导 查 ,是 至 面 地 确定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天 然 乌 料 碍 源 的 唯一 的 工作 。 
根据 这 个 负 查 ,在 远东 地 区 中 分 出 了 力 个 蚀 料 面积 不 同 的 自然 区 ， 

其 中 阿穆尔 州 有 二 个 自然 区 : 1) Rae 富有 制 草地 

AUB Ha GANS TCA RCH; 2) 阿穆尔 - 泽 雅 区 一 一 沼泽 
草地 和 短期 泥 激 的 草地 , 制 草地 很 少 , BPH RES, MES, 第 一 

次 对 远东 的 天 然 钼 料 奏 源 进 行 了 数量 和 质量 上 的 估计 ,提出 了 今 

后 研究 天 然 铜 料 套 源 的 任务 ,并 指出 了 必须 改良 草地 的 措施 。 
A. Tl. 沙 威 尔 金 (Canepaun, 1936 年 ) 在 确定 沿海 地 区 拌 子 菠 - 

1) B. P. 威廉 斯 铅 料 研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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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的 蚀 料 价值 时 ,对 远东 地 区 的 这 个 基本 类 型 的 天 然 蚀 料 地 进 
(PRT AHH, 

®. U. WASH K (1989 年 ) 更 对 远东 地 区 的 多 年 生 栽 培 草 类 
的 播种 地 进行 了 区 划 。 他 建议 在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无 林地 区 中 
播种 紫 音 项 ,在 森林 地 区 中 播种 红 三 叶 草 , 而 在 所 有 的 地 区 中 可 以 
播种 梯 牧 草 。 

10. B. 布 郎 克 (Bpaage, 1935 年 ) 全 对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中 所 网 
到 的 草 类 进行 了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 分 析 的 车 果 表 明 , 草 旬 植物 群 
落 中 背景 草 类 的 灰分 及 芙 蛋白 质 的 含量 都 比 生长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的 同 种 草 类 为 低 。 

还 必须 指出 ，1934 一 1936 年 由 于 建立 国营 农场 , 在 黑龙 江 治 
岸 地 区 的 很 多 地 区 中 进行 了 个 别 的 地 植物 学 描述 上 T. 1. 利 亚 波 
娃 (Pa6opa) 、A. C. 2B HAH (IleneOpr), K. ®. FFL BH 

(SIxopaes) , B. M. 朱 布 科 娃 (3y6Kkopa) 、 工 工 . age (Lyx), B. A. FB 

再 斯 (Mysme) 等 ]。 从 这 些 描述 中 可 以 看 出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草 
“地 在 20 年 前 是 比较 湿 油 的 , 在 植物 群落 中 , 中 生 草 本 植物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的 这 个 现象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直到 目前 为 止 ,对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的 蚀 料 大 源 还 没有 进行 过 
专门 的 研究 。 

五 年 计划 中 所 指定 的 发 展 远东 生 产 力 (包括 农业 ) 的 高 涨 和 扩 
大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畜牧 产品 的 生产 等 都 需要 对 这 一 地 区 的 自然 硅 
源 ,特别 是 对 外 料 硅 源 进行 研究 

BUF SE HEA BEB J RO A Re Oe 
EMMI THA, FACT PMA, 这 项 工作 是 利用 航空 
黑 片 的 材料 和 修正 集体 农庄 及 国营 农场 十 地 利用 计划 中 所 划分 的 
乌 料 地 的 方法 来 进行 的 。 植 物 群 从 的 对 照 是 用 直线 调查 法 确定 
的 ,并且 根据 各 个 饲料 地 的 类 型 给 制 了 1:500 比例 尺 的 重点 地 段 
图 。 

草 类 的 产量 是 用 规定 面积 中 的 收割 量 来 确定 (I BOK, 重复 
10K), XI BLK 4 公分 , 也 就 是 可 以 膝 食 的 高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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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e Se 1 RAP MMR 10 次 收割 量 的 平均 数值 。 为 了 
消除 换算 上 的 误差 而 扣 去 了 10 和 多。 在 计算 出 可 能 有 的 干草 量 时 ， 
损失 量 是 按 UL. B. 拉 林 (JIapmg, 1935 年 ) 的 比率 计算 的 : 其 中 对 禾 
草 - 蓄 类 草 群 的 损失 量 上 比率 为 25 和 % ， 对 苦 草 草 群 为 巧 钨 ， 对 杂 类 
草 - 禾 草草 群 为 20 多。 在 复合 草地 中 草地 草 类 的 产量 是 根据 植物 
群 从 及 其 蚀 料 物质 产量 百分比 的 计算 来 确定 的 。 草 类 的 青草 量 是 

il.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调查 路 毋 和 草 铅 土壤 与 草地 植被 妖 痢 如 载 的 地 点 : 

1 一 岗 查 路 线 ; 2 一 土壤 利 草 地 植 层 训 载 地 点 (重点 地 段 )o 



MHZ aN 10 个 坛 样 的 秤 量 来 确定 的 ,而 干 物 质 产 量 是 在 晒 干 之 
后 释 量 而 确定 的 。 同 时 我 们 还 对 各 牺 体 农庄 的 生产 条 件 下 的 干草 
收获 进行 了 研究 。 

为 了 对 草 类 的 蚀 料 营养 价值 做 出 总 的 评价 ,我 们 对 10 次 收割 
量 的 中 等 哉 样 进行 了 植物 分 析 , 并 对 其 种 类 成 分 进行 了 鉴定 。 在 
草 群 中 各 和 植物 类 型 的 草 类 的 重量 百分比 是 根据 在 收割 地 中 对 这 
些 类 型 的 青草 进行 释 量 的 方法 来 确定 的 。 在 主要 的 纸 济 上 有 重要 
意义 的 蚀 料 地 上 ,测定 了 中 等 坛 样 收 割 牧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1952 年 在 草地 定位 观察 的 条 件 下 , 硫 完 了 矿物 质 肥 料 对 草 类 

收割 量 和 再 生 草 产量 的 影响 、 并 研究 了 物候 计 和 在 夏季 月 份 中 蚀 
料 物 质 的 生产 力 。 

在 制定 改良 草地 和 发 展 大 田 蚀 料 生产 的 综合 措施 时 , 参考 了 
和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经 验 。 

PAA LIF 300 万 公 臣 的 面积 , 其 中 有 100 Fi SEL Bey Ra 
ih, RRA el -L DA  RS 
BOLE BIR) Sea HEN 1h, Pe EE EAB IK 460 个 草 
4a) F398 35) (AR PE Wa, FE PR, 
在 一 些 主要 类 型 的 草地 上 还 做 了 草 类 化 学 成 分 的 分 析 。 

我 们 和 当地 的 专家 们 一 起 灶 制 了 泽 雅 - 布 列 雅 无 林 区 Bg BE 
和 耕地 的 土壤 改良 、 森 林 恢 复 、 造 林 及 发 展播 种 牧草 等 措施 草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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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草地 形成 的 自然 因素 
温雅- 布 列 雅 平原 位 于 北 纺 49"20'- 61"20'、 东 构 127°80— 

129*30' (根据 格林 芍 ) ZN, 是 在 苏联 远东 地 区 中 最 广 章 的 笠原 
(图 2)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是 被 斯 塔 诺 沃 依 山 脉 、 图 库 林 格 尔 山 脉 、- 
扎 格 达 山 豚 和 布 列 英 山 碰 及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境 内 的 小 兴安 瞧 等 了 

Be At AK Ly eH 

平原 的 西部 界线 为 泽 雅 河 ， 南部 与 中 华人 民 共和国 以 黑龙 还 

为 办 ,东部 界线 为 布 列 雅 河 。 
温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地 区 具有 很 徽 弱 的 斜坡 地 形 , 向 泽 雅 河口 和 

黑龙 江 方面 倾斜 。 这 里 的 河谷 地 直径 达 1 BH MADR IM 

Fe HEY DTT he FERRY, DL HEY ATRIA a a REY a 

MEA HET ES) VRLEHL BIBER , TE EA ZB 

的 (在 西南 部 ) 和 长 丘 状 的 (在 东北 部 ) 河 问 地。 在 这 些 河 间 地 中 ， 
布 满 了 碟 状 的 汉奸 地 ,这 些 洪 汗 地 周期 性 地 被 降 下 的 雨水 所 济 没 
(阿穆尔 溺 谷 ) 而 沼泽 化 。 在 这 些 浅 土 地 的 底部 分 布 着 一 些 分 割 平 
原 的 长 土地 。 币 对 的 下 原 的 拔 海 高 度 为 150 一 180 米 ,长 丘 状 平原 

的 拔 海 高 度 为 200 一 240 米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是 由 第 三 筷 的 冲积 - 坡 积 的 砂 质 - 矶 石 沉 积 

物 堆积 而 成 [ 克 里 斯 多 法 维 奇 (Kpmmroyopmrd), 1932 年 ]。 这 些 厚 层 
沉积 物 裕 成 士 物 质 的 、 透 水 性 不 良 的 粘土 层 所 复 盖 。 FER 
南部 地 区 粘土 层 的 厚度 达 10 米 以 上 , 这 个 厚度 癌 东北 部 水 渐 减 汪 

+ 

到 工 米 。 在 长 丘 的 陡坡 上 , HFK AAR, RAE 

的 第 三 筷 砂 岩 则 露出 到 表面 。 

目前 在 平原 的 西南 部 地 区 没有 木 本 植 彼 , 而 是 特殊 的 北部 草 
原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为 450 毫米 。 但 是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和 季风 气候 条 件 下 的 各 地 区 一 样 , 它 的 特征 是 年 平均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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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量 的 变动 很 大 (图 3) 。 
从 引证 的 套 料 中 可 以 看 出 个别 年 从 的 年 降水 量 可 能 比 多 年 
平均 年 降水 量 多 1 -2 倍 。 最 近 30 年 的 餐 料 表明 , 年 降水 量 也 常 
常 发 生 周 期 性 的 减少 。 通 常 绝 有 百 分 之 七 十 左右 的 年 降水 量 降落 
在 夏季 的 下 定 季 里 ,这 就 引起 了 耕地 的 过 温和 草地 表面 的 沼泽 化 。 
可 是 正 像 从 图 3 中 看 到 的 那样 ,在 个 别 的 年 分 中 大 部 分 降水 量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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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到 生长 期 的 其 他 季节 内 。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的 冬天 ,虽然 晴天 很 多 , 但 非常 严寒 , 积 雪 不 

多 。 在 冬季 帮 风 时 期 ， 河 问 地 上 的 雪 贸 吹 到 低地 和 上 比较 深 的 长 汗 
地 ,这 对 多 年 生 草 类 的 越 色 是 不 利 的 。 此 外 雪 从 二 月 就 开始 蒸发 。 
图 4 中 所 故 示 的 是 平原 西南 部 地 区 耕地 在 二 月 的 阳光 照射 下 而 攻 
发 的 典型 的 雪 丢 。 

在 冬季 里 ,小 河 都 糙 冻 到 河 底 ,而 土壤 妈 糙 丈 达 2 米 以 上 。 由 
于 春季 的 寒冷 和 干旱 ,所 以 土壤 缓慢 地 解冻 ,这 就 障碍 了 植物 的 生 
长 ,并 且 抑制 了 确 化 和 菌 的 微生物 活动 。 

4. — APB SRA MR eH, 

. 夏季 通常 是 炎热 ,晴天 很 多 。 在 夏季 的 前 牛 季 常常 发 生 干 旱 ， 

而 在 夏季 的 后 个 季 则 常 暴 雨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常 升 
高 达 80% , 

秋季 干燥 而 温暖 。 春 季 和 秋季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有 时 降低 到 
15%, 因 之 常 促 进 烧 荒 的 发 生 。 泽 雅 - 布 列 雅 焉 原 的 无 霜 期 为 165 
天 。 

在 图 5 中 列 入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气候 条 件 的 基本 材料 D。 在 这 . 

1) die 贡 . 再 克 洛 斯 科 夫 的 资料 (1925 4e) afi, 



一 带 6 月 未 或 7 月 初 温度 最 高 ,降雨 量 也 最 大 ,这 时 土壤 完全 解冻 
了 。 在 这 时 期 内 , 草 类 营养 物质 的 生长 量 也 最 大 。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每 年 降水 量 的 差别 也 较 大 , 这 对 草 类 的 产量 也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根据 多 年 的 材料 , 6 月 和 7 月 的 月 降水 量 的 变动 很 大 2( 表 也 。 

el ， 2 ， A 4 777 
“OOO 

5.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西南 部 地 区 气 侠 条 件 的 基本 材料 : 
降雨 量 ( 1) ,气温 (2 ) 和 冻 士 的 深度 ( 3 )。 

正 像 在 表 工 中 所 看 到 的 那样 , 6 月 份 降 雨量 的 变化 达 4 倍 ,而 - 

7 月 份 的 降雨 量 的 变化 旭 达 7 倍 。 例 如 , 在 1951 年 直到 月 中 旬 

1) 贿 看 (苏联 气候 学 指南 ”莫斯科 出 版 , 1931 年 。 

e 1]12 。 



韦 开 始 有 实际 意义 的 降雨 ，1953 ，， 表 1.，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西南 部 地 
年 , 旭 正 相反 ,最 大 量 的 降雨 是 在 区 6 月 和 7 月 的 降雨 量 (毫米 ) 

SATAM 6 Ab, MBAR | | Oe RH * 
大 量 降 雨 是 在 7 了 月 下 向 (参看 图 最 高 降雨 量 | 最 低 降雨 量 

“ 纺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微 匀 河 6 月 | 170 | art 
ih es) 和 长 乒 状 河 问 地 ”月 | 2 
(东北 部 ) 的 降雨 量 是 有 很 大 的 差别 (J 6) 。 例 如 , 在 平原 的 东北 
部 地 区 的 最 高 降雨 量 在 6 月 下 旬 、7 月 下 旬 、8 月 下 旬 是 很 高 

Bk 
100 

VAVAV/AWAVAVAWAVAUAERVAYAURUAVA 
Se 

6. 泽 牙 - 布 列 雅 平原 西南 部 地 区 (1 ) 和 东北 部 地 区 (2 ) 

生长 期 中 各 名 的 降雨 量 。 

在 降水 量 大 的 年 份 ,由 于 周期 性 的 过 湿 ， 林原 似乎 全 部 都 形成 
TREK, (EERE ED SE GP, GEMM ZK SF} MUSES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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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水 分 供应 状况 完 人 至 决定 于 大 气 降水 。 大 气 降水 在 渗入 土 
让 之 后 ,形成 士 壤 水 分 的 毛管 悬 着 层 。 在 距 土 才 附近 , 则 形成 高 楼 
地 下 水 。 高 楼 地 下 水 最 多 可 以 下 降 到 1.5 米 , 通常 在 80 一 100 厘 
米 深 处 。 在 降水 量 多 的 年 份 里 ,高 楼 地 下 水 能 达到 土壤 表面 ,这 是 
由 于 机 械 租 成 粘 重 的 成 土 母 质 透 水 不 良 所 引起 的 。 冬 季 芋 并 很 厚 
而 在 干旱 的 春 -夏季 中 解冻 又 很 慢 , 这 就 促进 了 在 干燥 的 夏季 的 前 
秆 季 中 仍 保存 有 土壤 水 分 。 土 壤 的 干旱 仅 在 夏 -秋季 发 生 干 旱 的 
一 些 年 份 发 生 过 。 例 如 ,在 1951 年 的 春季 便 经 发 生 过 。 oe 

Fete FEAT I HDR AE CHOTA X , HERR ASBE HOY BE by 
水 分 营养 的 来 源 , 仅 耸 布 在 旧 河 套 的 沁 注 草地 例外 。 这 些 河套 的 
ERR RBI. | 

由 于 在 高 地 形 部 位 和 低地 形 部 位 的 土壤 温度 和 水 从 状况 显著 
不 同 , 从 一 方面 可 以 在 某 一 比较 陡 的 南 坡 上 小 到 干草 原 的 玖 毛 区 
菊 群 从 ,而 在 另 一 方面 ,在 坡 下 部 的 冻 士 上 可 以 看 到 北方 沼泽 的 苦 
草 塔 头 。 在 这 些 塔 头 中 常常 看 到 沼 问 荆 (Equisetum limosum) 以 
及 落 草 (Koeleria gracilis) 。 在 暂时 过 湿 的 地 段 上 , 形成 有 由 旱 生 
植物 .中 生 植 物 以 及 水 生 植 物 所 构成 的 复杂 的 群落 。 

浮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草地 表面 的 沼泽 化 是 由 于 在 短期 内 a, By 
量 很 多 和 透水 不 和 良 的 土壤 所 引起 的 。 

平原 河 间 地 的 特征 是 在 个 别 的 年 份 里 常 发 生 滞 水 的 现象 和 雪 
面 的 沼泽 化 ,这 是 由 于 在 不 大 面积 上 各 年 的 降雨 量 不 均匀 的 芋 果 
造成 的 , 由 于 这 样 的 烙 果 ,就 使 从 前 没有 沼泽 化 的 草 旬 开始 沼泽 

化 和 从 前 已 沼泽 化 的 草 甸 变 为 干 操 。 但 是 ,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 原形 成 
沸水 的 现象 在 逐年 地 减少 。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永久 冻 层 的 界线 细 过 了 〈 由 北 ) 整个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 在 整个 一 年 中 , 仅仅 在 某 些 没 有 干 酒 的 沼泽 地 下 面 
保存 有 冻 土 。 这 些 没 有 干 酒 的 沼泽 地 大 狗 占 有 整个 地 区 面积 的 
10%. Ave, 在 这 里 可 以 耕种 一 些 喜 温 铜 料 作物 ， 如 玉米 、 乌 料 用 
KES. 

Hpi YE ah ES ROKR ED WR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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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很 少 (淡水 性 ") 。 分 析 资 料 才 明 ,河水 和 并 水 中 的 矿物 质 的 
含量 是 极 少 的 ( 表 2)。 

表 2， 泽 雅 - 布 列 雅 西 南部 河水 和 并 水 中 的 矿物 偶合 量 * 
总 矿物 Kooy (BEF) 

= 1 saa Bs AE | meme | 确 酸 | 氨 | 高 铁 盐 | KEE wate 

ARE 1.1) 52) Fe) 无 | 无 | BR] 无 | BR 

伊里 傅 蓄 夫 村 吉姆 河 …… 于 .6 无 于- 无 二 | 无 :元 无 “| BR 
DHL ARN RFT. |3.0| 360 | 无 | 迹象 | 无 | 无 Fe | ER 

Pa eee. O85! 70. | 3G a 无 | 无 无 | UR 

i el leathelipied 5.1) 360 | 无 | BR) KH) 无 无 38 
e 庄园 地 的 井 aeeeseeesooses 

游击 队 国营 农场 的 并 …… 3.7| 339 | 无 | WR) 7) 无 无 53 

* 分 析 者 P. C. 际 弗 林 (IIappaa)。 

“” 从 表 上 的 套 料 中 可 以 看 出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河水 和 并 水 是 
WK, 根据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的 调查 材料 ,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河水 中 伍 
的 含量 平均 为 28.1 毫 克 / 升 ,而 在 间 水 中 为 勾 .7 毫克 / 升 ,也 就 是 
裔 为 正常 硬度 的 水 的 2/s 一 2/s 。 

必须 指出 ，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气候 没有 相似 性 。 这 是 特殊 的 自 
然 省 。 自 然 条 件 的 粽 合体 对 这 一 带 的 沼泽 土生 草 - 草 名 士 和 生 草 
灰 化 主 的 形成 上 发生 了 很 大 的 影响 。 

标 龙 江 沿岸 地 区 草地 的 土壤 是 在 屡次 冲刷 和 沉积 的 重 粘 士 上 
形成 的 , 而 这 些 重 粘土 是 在 古代 淡水 盆地 的 条 件 下 沉积 的 。 这 些 

土壤 的 特征 是 基 些 盐分 不 足 , 而 在 这 些 土 壤 上 所 获得 的 外 料 也 入 

WDE RAE 洗 刨 料 。 在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上 自然 草地 上 放牧 和 性 

畜 时 ， 可 以 看 到 性 畜 对 盐分 朴 充 蚀 料 上 的 需要 。 

(a 7 中 列 入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土壤 略图 1), 这 个 土壤 图 是 

著者 和 A. VM. 卡 奇 亚 尼 给 制 (C. TL. 亚 鲁 科 夫 校 审 ) 。 

最 肥沃 的 土壤 是 厚 层 生 草 草 旬 土 , 该 土壤 分 布 在 平原 的 西南 

1) KAA 
e 15e 



129° 127°30 

APr soe 
oe > 

| 

i 
Wag mass 
Nh 

in 

eer 
Lie SMI = 

p 一 一 
SAS 

Ae eS SE SS | 7 CD Cn 

Ke 
oe 

bepe30BK& 一 

PMT 
| 

| 

人
 

e
e
n
!
 

> 
BS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土 壤 略 图 

0 
oO 

_ OFS 
一 一 

S 
60,9, 
Ox 4 Ke 

GME) ar 17 

O 
<5 
So 

图 7. 

1 一 一 河 沁 地 粘 塘 质 和 砂 豆 质 

SC 

K 

‘ \ 

4—— FS Pea 

EUR te LAYER Sa BSS 

5—— ie ROT HB Hi he AE IRE: 5 

. 

? 

生 BY] Ae Bs Be fag be, 

PERS tA eR 

Ay ety) BO BE ATR te ho 

Pie 

Sea TS FR) Bg A eA HE fg DE KL; 3 一 一 低 
ih A 

2 

Fe Fe hye] 
4A PR EA AE BS faq] 
6 

+8 



部 地 区 。 泛 些 土 壤 是 在 籁 圣地 形 部 位 湿 草 甸 的 草丛 草本 植 彼 下 形 
RNY, | 在 过 去 生长 着 木 本 植被 ( 杆 ， 黑 樟 ) 的 排水 良好 的 地 方形 成 
”有 隔 灰 色 森 林 土 ,这 些 土壤 目前 已 完全 被 开明 。 在 长 丘 上 ,在 从 前 
”的 四 杨 - 樟 树林 林 和 冠 下 形成 有 生 草 灰 化 土 。 

“” 越 往 东北 旭 土 壤 越发 生变 化 。 生 草草 甸 土 和 灰色 森林 土 被 发 
青 在 四 杨 - 自 梭 林 和 落叶 松 - 白 权 林 林 冠 下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所 代替 。 

”在 沼泽 化 的 河 沁 地 、 碟 形 土 地 和 长 洼地 上 ,在 周期 性 过 湿 的 条 
件 下 ,在 潮湿 草 名 的 苦 草 、 拂 子 苦 和 杂 类 草 植 被 下 面 形 成 有 泥炭 腐 
殖 质 潜 育 二 。 在 经 常 过 湿 的 较 深 的 洼地 和 长 建 地 的 若 草 和 拂 子 荡 
草 甸 则 形成 泥炭 潜 育 土 。 

© 泽 雅 - 布 列 雅 的 土壤 中 钠 的 合 量 较 高 。 这 些 钠 的 生成 很 可 能 
2-H 4 40—60% 的 钠 长 石 由 于 水 解 而 产生 的 〈NasSiO。 

十 Hs0 一 >2NaO 于 十 重 0:) 。 在 分 解 时 产生 的 碱 被 吸收 在 土壤 中 。 

根据 B. B. 尼 柯 尔 斯 卡 娅 的 观察 ,在 土壤 组 土 中 钠 长 石 分 解 产物 的 
数量 随 着 向 山花 接近 而 培 加 。 正 如 为 了 确定 草地 植物 灰分 中 钠 的 
含量 而 进行 的 分析 所 表明 ,平原 土壤 中 吸收 性 钠 的 含量 在 这 方面 
AL HM 
FEATS PE ELAR PI AS OEE (EE 

BAAR) ,这 便 证 明了 黑龙 江 治 岸 地 区 草地 土壤 中 有 强烈 的 硅 酸 盐 

分 解 过 程 的 存在 ,根据 J. . PORE RE (1931 年 ) 的 意见 这 些 过 

程 在 溶解 于 水 中 的 碳酸 气 的 作用 下 更 加 激烈 。 

由 于 草地 植物 中 含有 较 多 的 二 氧化 硅 , 因 此 我 们 对 硅 酸 粉末 

BET TH. MIA ate DASE 100 个 硅 酸 粉 末 涂 片 的 检查 ， 

确定 了 泡 的 矿物 生成 (考察 队 采 策 员 UT. PAW). LF 

发 生 的 晶体 仅 占 武 验 样本 中 被 确定 的 晶体 总 数 的 8% 。 SERRE 

FUERA RAY. FEF BSE PF (7200 倍 ) 检查 这 些 硅 酸 粉 

De ete reais tee ee 
在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草地 土壤 中 没有 代 玫 黑土 草原 特征 的 泡沫 

1) 苏联 科学 院 地 质 研 究 所 A. A. 五 偷 采 娃 进 行 了 检查 。 

e ate 



反应 层 , 并 且 也 没有 任何 的 、 甚至 轻微 的 .有 草 旬 胸 碱 士 特征 的 股 

盐 层 。 

! 人 类 对 黑龙 江 治 岸 地 区 自 然 的 影响 首先 玫 现 在 平原 沼泽 化 的 

减少 上 。 例如 , 在 十 年 以 前 地 图 上 可 以 看 到 的 很 多 湖泊 现在 已 经 

变 干 \ 如 麦 谢 沃 湖 等 ) 。 在 一 些小 河 地 区 〈 霍 重 斯 特 河 , FE PE be FP 

河 , 科 素 洛 夫 卡 河 等 ) 形 成 了 草本 沼泽 。 在 一 些 从 前 是 河谷 和 河套 
- 的 地 方 成 了 逐 浙 干 酒 的 念珠 状 建 地 。 由 于 这 些 地 区 的 变 王 ,目前 

在 平地 上 只 能 看 到 营养 状态 的 远东 地 区 草地 的 主要 植物 一 一 摆 拂 
F-# (Calamagrostis Zongusqdonffi) , FE3X B, BBS FE 1950 一 

1953 年 期 间 仅 纸 过 了 一 次 完整 的 发 育 周期 (在 1952 年 ) 

土地 的 开明 和 周期 性 的 烧 昔 逐 渐 改 变 了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草 
地 的 面 狐 。 特 别 是 在 草地 草本 植 破 的 组 成 中 培 加 了 早生 植物 的 比 

- 重 。 APRS TREND, 故而 引起 了 草地 上 高 草 植物 

的 生长 和 草丛 的 创 弱 。 

观察 证 明 , 在 草地 草本 植株 稀疏 以 后 , 很 快 地 就 生长 出 柳 从 
《在 低 草 地 上 生长 伏 枝 柳 一 一 So1z Yepens， 在 干 谷 草地 上 生长 沼 
isj—-—Salia racjy2odc) 。 这 些 柳 从 在 天 然 割 草地 中 有 时 占 割 草 、 
量 的 40 一 60 和 %。 干 草 具 有 黄花 儿 柳 一 一 Sol1iz caprea 的 混杂 物 是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中 普 有 逼 的 现象 。 

在 在原 上 占有 广 天 面积 的 泄 牙 草地 的 形成 条 件 决定 手 河流 洪 
水 的 性 质 。 在 这 一 地 区 河流 沪 误 非常 猛烈 ,这 种 记 广 是 由 于 从 泰 加 
PURE PRE BRAKE Sta, ARRAS Ble 
形 、 永 冻 层 和 谷类 沼泽 。 这 里 年 大 气 降 水 量 为 1000 2K, RIE 
大 的 水 流 都 构 过 泽 雅 河 ,该 河 发 源 于 斯 塔 诺 沃 依 山脉 的 山 蓝 , 流 经 
阿穆尔 州 的 山地 和 平原 地 区 , 流 长 几乎 为 1000 公里 。 泽 雅 河水 位 
的 上 升 , 常 引 起 黑龙 江水 位 的 高 泼 和 横贯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的 各 河 
BERVILIE, FEREZEXKILIEM , 7K LPM 7 HIS RE 
HADEN, MPE DEK EMA BRR. BEE Ja AEE. 
证 地 上 留 下 有 很 多 的 损害 草地 的 粗 砂 质 冲 积 物 。 

洪水 的 特征 决定 了 具有 萍 层 生 草 灰 化 士 (在 砂 质 岗地 ,在 灌木 

es 18 。 



和 不 高 的 草本 复 盖 下 ) 和 草 名 沼泽 土 (在 受 渡 水 的 岗地 之 间 的 低 
Sih AES PF ABE TP) 的 层 状 泥 激 地 的 形成 。 因 此 ,黑龙 江 沿 
岸 地 区 的 泄 小 地 草地 的 生产 力 是 很 低 的 ,这 也 是 该 自然 区 域 的 特 
征 。 

同时 , 必须 指出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具有 充足 的 阳光 和 深厚 腐 殖 
质 层 (有 时 可 达 60 厘米 ) 的 肥沃 的 土壤 , 夏天 具有 足够 的 热量 , 这 
些 都 能 使 这 个 地 区 的 粮食 作物 和 乌 料 作物 获得 高 额 的 产量 ， Ff 

| 果树 栽培 业 和 蔬菜 裁 培 业 得 到 顺利 的 发 展 。 

e 19 e 



=. 漂 牙 - 布 列 牙 平原 的 草地 资源 

在 泽 雅 - 布 列 雅 芷 原 内 的 集体 宏 庄 和 国营 央 场 进行 土地 规划 
Bt (1950 年 ) ,划分 了 天 狗 400,000 AYA HY KIA HI Be HH , 250,000 Zs 
项 的 放牧 地 和 350,000 公 项 的 撩 幕 地 。 从 这 些 蚀 料 地 中 获得 了 天 - 
狗 80% 的 干草 和 几乎 100 多 的 放 收 但 料 。 但 是 ,这 些 草 地 还 利用 
的 很 不 够 ， 例 如 , 1950 年 各 集体 宏 庄 仅仅 在 102,100 AU PET 
了 制 草 ,其 中 包括 有 50,000 Ata Agee. 

从 割 草 地 中 收割 的 干草 为 87,300 吨 ,也 就 是 在 工 公 项 中 少 于 
1 吨 。 同 时 ， 在 1950 一 1951 年 舍 鹿 期 中 粗 料 的 不 足 量 达 80, 700 
吨 或 为 需要 量 的 80% ， 其 中 谷 草 的 比重 占 27 %—B0% (个 别 的 地 
K). : 

目前 ， 在 国营 宏 场 中 天 然 制 草地 的 面积 是 不 天 的 (Kes 8000 
BH, 15% KF REAR eB), 其余 的 干草 主要 是 从 
梯 笋 草 和 一 年 生 牧 草 的 播种 地 中 获得 。 

一 盾 以 上 的 天 然 饲料 地 (其 中 包括 有 撩 荒地 ) 是 属于 国家 次 
源 , 这 些 蚀 料 地 主要 是 需要 进行 土地 改良 的 草地 ,其 中 仅仅 小 部 分 

稚 集 体 宏 庄 用 作 制 草地 。 
“由 于 第 坟 个 五 年 计划 中 要 开 星 一些 莫 地 ， Pe a= 

Jak Fy fide OB a BEBE (Ze 3) 。 
在 1960 年 保留 有 500, 000 公顷 的 饲料 地 ,其 中 有 25% WUE 

Ed (FB EEL, RIS F ICR) , 5% 的 割 草地 和 25 的 放 收 地 。 
除了 一 年 生 大 田 饲料 作物 而 外 ,必须 保证 ,这 些 包 料 地 为 畜牧 叶 生 
产 大 煌 150 万 吨 的 青 放 收 乌 料 和 大 鞠 50 万 吨 的 干草 。 
这 样 看 来, 陈 了 发展 大 田 徊 料 而 外 ,最 合理 地 利用 天 然 筒 料 过 

源 是 具有 现实 性 的 意义 。 
研究 平原 地 区 个 别 草 句 类 型 的 生产 力 表明 , 尽管 干 谷地 的 制 ， 

草地 和 帮 收 地 的 面积 在 短小 ,但 是 这 些 草地 在 改良 之 后 仍 能 充分 
eo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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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 AIF Be RS BO Ra Fe (BE 4) 
3. BHAWNKERKA RM MMAR (BAIL) 

割 草 地 | 放牧 地 | 撩 荒地 的 利用 

we gp | | wae | ee | 乓 有 | | seam | 林地 | HE | 放生 
地 割 | 化 割 | wee | 灌木 | 灌木 -| 永 放 | pes | 地 的 | 地 的 

Bye] | 的 放 Pee | ieee 草地 | 草地 | 地 “| 草地 | 收 地 | BOW | 地 ，| Be | ES 

1953 ss | 39 | 2 | 1 | 28 | 08 | 4 | 16 | ise 
1960 of be |} 3 e 1 60 aye O° | apt a5 

(计划 数字 ) 

* 其 余 66% AAA 

表 4.，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天 然 草地 便 料 产品 的 产量 

放牧 地 

地 割 | cee | bey 灌木 | 获得 | ARB | ARAY see 获得 放牧 

ssi | sci | iy | POE | OU | |e || as | | 铅 料 
TRE cs fa “| 地 ，| 地 a | # |e 

Be 1953 年 

公 担 /公顷 及 站 20) 15) 2 10 { 25 

B( 1000 | 179 | 219 | 84| 30/| 512| 312! 94| 8| 414! 114] 295 
吨 计算 ) 

1960 年 

浸 有 进行 改良 的 

公 盟 /公顷 et) 40) . 8 20| 15| 10 12 | 380 

(1000 | 82) 219| 84| 30! 415 mg 90| 8|206| 60| 162 
吨 计 算 ) 

stay RG 

公 担 / 公 项 | 16| 20/ 15] 10 20{ 10 25 | 60 

Bk (vy, 1000 | 165 | 292 | 162 60] 643 | 162 | 120! 8 290! 195 | 324 
吨 计算 ) 

在 表 4 中 列 入 的 天 然 乌 料 地 的 总 产量 并 不 是 实际 上 收获 的 总 
产量 ,而 是 在 草地 上 每 年 所 产生 的 总 量 。 可 是 , 目前 做 外 料 用 的 仅 
为 总 产量 的 1/5。 其 余部 分 由 于 天 然 干 燥 和 烧 草 而 从 根部 枯死 ,这 

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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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FOR A FR ALA 

ARTE SR Bh 9 SE FP BY ES ini 1 BE FB PAE 

: 这 样 看 来 , FA FAR BE tH, 9 SE FE = J} 

SER ADE. Rx 2 Be Reh SED SE es FT A BA 

on fea] Pp BE He pe SE AS SE MME | 

FER 4 “1 RRR —45_EJAL AT. HR RIS SE HY 

RA, EE BERR Re PEK AK EP EY 

以 得 到 的 。 

计算 数字 证 明 ,在 定数 的 和 干 谷 草地 、 放 收 地 和 捧 荒 地 被 开 星之 

Ja, 在 1960 年 内 仅 在 被 改良 的 天 然 侧 料 地 中 ， 不 计算 大 国外 料 的 

各 源 ,就 能 够 获得 所 需要 的 干草 数字 ,特别 是 这 些 角 料 地 在 实行 割 

草 -放牧 利用 及 正确 地 与 青 侧 料 输 牧 制 中 大 田 蚀 料 利用 相 烙 合 时 ， 
更 能 获得 所 需要 的 干草 量 。 如 果 草 地 的 实际 生产 力 仍然 没 有 改变 

的 话 , 那 末 这 些 草 地 的 放牧 印 料 仅仅 能 达到 所 需要 的 :4。， 

现在 ,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天 然 制 草 地 和 放牧 地 的 外 料 产品 总 量 

由 于 每 年 降水 量 不 均匀 而 受到 极 大 的 波动 。 干草 收获 量 和 放牧 侯 

料 产 量 随 着 年 气象 条 件 的 不 同 而 变化 ,其 变动 数值 达 工 -2 人 悦 。 

正如 表 5 所 示 , 例如 ， 同 1949 年 平均 降水 量 相 比 较 ，1950 一 

1953 年 平原 的 个 别 地 区 割 草地 每 公顷 干草 的 产量 都 有 了 改变 。 引 

证 的 套 料 证 明 , 干旱 年 份 的 干草 收割 量 和 放牧 印 料 产量 为 降水 量 

中 等 年 份 的 1/s (1951 年 , 卡 固 诸 维 奇 区 ) ， 而 在 降水 量 较 多 、 土 增 

潮湿 的 年 份 里 的 产量 超过 中 等 年 份 的 上 倍 和 件 (1952 年 , 达 姆 包 夫 

区 )。 1951 年 于 草 的 收获 量 最 低 , 这 从 上 面 所 引用 的 图 3 中 可 以 

看 出 ,就 在 7 月 以 前 几乎 没有 降雨 ,而 比 多 年 平均 降水 量 还 大 的 全 

部 降水 量 都 集中 在 8 月 。 在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这 个 旱 年 就 像 兴 水 年 

那样 彼 人 们 所 周知 。 在 这 年 8 月 下 大 雨 之 后 ， 所 有 的 小 河 都 开始 

泄 闭 。 在 这 几 年 内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各 个 集体 宏 庄 的 和 王 草 收获 量 

都 有 更 显著 的 差别 。 

”由 于 每 公顷 干草 产量 很 低 , 同 时 由 于 不 能 利用 干草 收 籍 机 来 

进行 生产 ,虽然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的 天 然 负 料 地 的 有 效 性 很 大 , 但 

a 2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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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 1949-1953 年 漂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行政 区 各 集体 农庄 每 公顷 割 草 地 的 干草 产量 (各 区 集体 农庄 的 平均 数 ) 

下 

a | 对 干旱 年 份 扩大 干草 收获 量 
102 bd | Slutty over | S SS 

这 天 一 一 一 一 方面 是 不 起 作用 的 。 另 一 方 

fi) Y/Y 面 , 在 湿度 大 的 年 份 里 也 同 

ae FEA He 8 PR ale A Hh Al 

| me FR EVE, I EK eB 
| Way /BY Dy BD fal He Ha FB A a 

é 不 适 于 机 械 制 草 。 
K Blass ever 早 现在 必须 消除 恶劣 的 天 、 

S| eee RTA ZS EEL RR HH Ff BE 
产量 及 匈 料 质量 的 影响 。 

最 多 明示 over 后 不 但 在 舍 抽 期中, 而 且 

Pee ZENE ORE RSP ig | A/T 2 
供应 充分 的 个 料 是 很 重要 

Sly 656F 早 的 。 在 放牧 期 中 黑龙 江 沿岸 

ern 5), 地 区 的 和 集体 农庄 能 获得 人 至 年 

牛奶 挤 奶 量 的 62% 和 几乎 
全 部 的 肉 产 品 。 黑 龙 江 沿岸 

地 区 牲畜 的 生产 量 , 通常 从 

7 月 开始 减低 〈 图 8) 。 这 是 

| Bossy ever. 早 

“a / BEY 

| 
S 

AKN 

多 明志 6f6T 时 同 这 时 期 糙 束 生长 的 干 谷 草 ， 

ot 地 禾 草 一 背景 草本 植物 有 
A/T 关 。 

正 因 为 这 样 , 在 黑龙 江 
多 明志 

im a eRe MA 7 A PABA IP 

MLA PPB PRIGKIRAR| PATHAK 

蚀 。 在 放 收 期 中 对 御 畜 进行 
We Cs RP FEN a AE He HE AN 
国营 宏 场 在 整个 放 收 季节 的 
月 份 中 保持 了 性 冀 的 生产 量 
( 采 宾 科 ,， 1953 年 ) ALLL 

° 23 e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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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58.9 68.1 ts ae 

BS. SyerSes SERPS: 
1——190 #2; 2——i9B14¢; 3——1952 4, 

FER Bo UWETEBA” EES 3B EW BI (# 6) 

AMC CoTEYS CY tet rete Ce 
(< 游击 队 2 国营 农场 ) 

各 月 份 中 每 一 头 奶牛 一 画 夜 平均 挤 奶 量 ( 公 斤 ) 年 份 
) 5 月 | 6 月 | 7 月 | sf | 9 月 | 1 月 

1949 年 70 | 8.0 | 8.o.| 7.9 | 55 | 2.2 
(ZA FERRE) : | 

1950 年 | 9.6 | 10.3 | 14.0 | 11.6 | 11.0 9.0 
(Ah FER fia) | 

在 同一 地 区 的 先进 斯 大 林 梨 体 宏 庄 畜 牧场 中 ,由 于 广泛 地 和 采 
BATRA AME RE (蛋白 质 的 ) PIER, WM 1949 
年 到 1951 年 ,每 头 奶牛 的 平均 挤 奶 量 几乎 塘 加 到 2 倍 。 

浮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的 其 他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经 验 也 证 明 ， 
了 关于 补充 喂 伺 的 作用 〈 唐 波 夫 区 的 吉姆 斯 基 国营 宏 场 “阿穆尔 
游击 队 ” 和 集体 宏 庄 , 布 拉 蕊 维 申 斯 克 区 的 基 多 夫 牺 体 农庄 等 )。 
.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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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 aR AY ZE Fy EE MOE, eG 
草地 草 类 的 水 分 供应 有 关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按 其 地 境 可 以 分 为 
一 个 复合 蚀 料 地 。- 

I. 0 eFC RPE Hm A RT VO BB 
合 区 。 在 这 个 复合 区 中 主要 的 草地 类 型 如 下 : 

1) 分 布 在 生 草 草 甸 土 上 的 湿 油 的 或 短期 丢 尖 水 的 .具有 灌木 
的 杂 类 草 - 苦 草 -早熟 禾 草 地 。 每 公 苇 的 干草 收获 量 为 12 一 巧 公 

_ 担 (放牧 用 )。 
2) 分 布 在 泥炭 潜 育 芋 上 的 长 期 彼 沥水 ,或 潮湿 的 杂 类 草 - 昔 

”草草 地 。 每 公顷 干草 收获 量 为 10 一 15 Rib PERERA) 。 

8) FEVER TL LIRR fey BENE KI Sh FF 
REM, AGT MAREE I 18—20 公 担 ( 仅 部 分 地 用 作 

BIRCH). 
4) 冲积 砂 士 上 明 水 周转 的、 长 期 沼泽 化 的 苦 草 塔 头 甸 子 (未 
利用 ) 。 

5) 苍 布 在 妹 龙 江 和 泽 雅 河 高 泥 泪 地 平坦 岗地 轻 度 灰 化 的 生 
Ben BL EA, 干 如 的 、 没 有 济 水 的 灌木 杂 类 草 - 禾 草草 地 。 每 到 
iF ACHE Ey 5 一 7 公 坦 (用 作 放 牧牛 和 和 绵羊 ) 。 

6) 砂 质 高 岗地 的 、 没 有 渡 永 而 干燥 的 禾 草 - 杂 类 草 - 营 类 草 
地 。 每 公 基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3 一 5 Zi RBA) 。 

IT. 位 于 低 湿 洼 地 上 的 、 季 节 性 过 湿 的 河 间 地 草地 复合 区 。 在 
这 个 复合 区 中 的 蚀 料 地 可 以 分 为 : 

1) 发 育 在 高 长 丘 薄 屠 轻 度 灰 化 生 草 士 上 的 、 干 谷地 中 等 湿 油 
的 、 林 旷 地 苦 草 - 禾 草 - 杂 类 草草 地 。 每 公 硕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8 一 10 
公 坦 (放牧 用 ,很 少 用 作 制 草地 ) 。 

2) 发 育 在 微 匀 分 水 迪 和 微 匀 坡 地 薄 层 生 草 草 旬 潜 至 土 上 的 、 
生长 有 稀疏 柳树 的 干 谷地 季节 性 过 湿 的 杂 类 草 - 苦 草 - 拂 子 芽 草 : 
地 。 每 公 厌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10 一 12 公 坦 (用 作 割 草地 ) 。 

3) 发 育 在 排水 分 水 肉 及 组 坡 的 弱 灰 化 灰色 森林 士 和 厚 层 生 
草草 旬 士 上 的 没有 灌木 的 , PERE, Fea 

e 2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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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营 类 - 禾 草 草地 。 每 公 丰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7 一 9 公 坦 (主要 是 用 
作为 割 草地 ) 。 

4) 发 青 在 高 泥 小 地 长 丘 薄 屠 轻 度 灰 化 十 上 的 处 于 灌木 更 新 
过 程 中 的 、 轻 度 湿 油 的 王 谷 地 禾 草 - 芝 类 - 杂 类 草草 地 。 每 下 项 干 
草 的 收获 量 为 5-7 2330 BORA) 。 

5) 发 育 在 泥炭 腐殖质 潜 育 士 和 腐殖质 潜 育 士 上 的 、 低 湿 的 送 
EMS HARTA fo), 每 公 臣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16 一 18 
公 坦 (用 作 制 草地 ) 。 

6) 发 育 在 泥 炎 腐殖质 潜 育 士 上 的 、 低 湿 的 周期 性 于 旱 的 瘘 汗 
地 拂 子 荡 草 地。 每 公顷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18 一 20 公 坦 (用 作 割 草 ) 。 

7) 发 育 在 泥炭 潜 育 土 上 的 、 低 湿 的 征 匀 洼地 及 长 汗 地 拂 子 攻 
草地 。 每 公顷 干草 的 收获 量 为 20 一 25 AIA LER AE SIR) 。 

8) CES ASL Ae a ee (未 
利用 ) 。 

在 很 多 浅 低 地 的 地 面 上 和 地 形 非常 不 平 的 .周期 性 干 酒 的 一 
些 地 方 所 形成 的 积 水 , 使 得 这 一 带 形 成 了 复合 草地 。 在 上 述 的 每 

“ 个 乌 料 地 类 型 中 ,都 可 以 看 到 了 3 个 5 个 、10 个 或 更 复杂 的 植物 
复合 群 从 。 把 任何 一 个 刨 料 地 作为 牲畜 的 放牧 地 而 利用 时 ， 都 不 
可 各 如 地 剩 下 很 多 牲畜 没有 被 食 掉 的 草本 植物 ， 因 为 这 些 草本 植 
物 具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适口 性 。 TERRI, 沼泽 化 斑 地 上 的 粗 杂 的 和 
适口 性 不 良 的 草本 植物 常 混合 在 割 草 物 中 ,这 些 沼 泽 化 斑点 的 存 
在 也 妨碍 着 割 草 机 的 使 用 。 

Bal 9 是 唐 波 夫 区 列宁 集体 家 庄 为 放 收 肥 青 性 瘟 而 利用 的 由 型 
草地 地 段 的 植被 图 。 图 10 是 唐 波 夫 区 的 干 谷 草地 植被 (BAB) 
的 重点 地 段 图 。 这 个 草地 秩 烧 草 破坏 得 很 严重 。 在 草 从 被 烧 掉 的 “ 
地 方形 成 了 蓄 类 草丛 。 Aa 

HAE SHE AA eS Bh SR (高 
的 ,中 等 的 , 低 的 ) , SPEER EAE HE EBERLE 
层 厚 度 来 决定 。 
古 比 雪 夫 区 “自由 ”集体 农庄 的 草地 是 可 以 作为 泽 雅 - 布 列 雅 

e Be 



AG 

AE Ja 2 SEH) AER: Wa AL REARS 
些 草地 的 航空 照片 概 疼 。 这 些 草地 是 群 从 的 复 区 , JOSE ACUTE 

。 从 为 :平地 上 的 杂 类 草 一 拂 子 茂 群 从 ; 中 低地 上 的 拂 子 荡 群 从 , 苔 - 
PTA TES EIA; 低洼 地 上 的 若 草 群 从 。 这 些 
群 从 都 具有 不 同 的 生产 力 。 

NG a D>». QB wy 

YER NS 党 人 g Ye R ay K Jp Hf 
A ‘< > 4, Yy AN VA Ae 

NS 
S eZ 

CN 

[—:- Zs WS: Cos 荐 下 /， 

M11. PEGS A eR OE Hie ZEAE 
| JR1:35,000) : 

1 一 具有 明 水 的 若 草 塔 头 甸子; 2 一 若 草 群 从 ; 3—PEFSERRM; 4 一 杂 类 
PSSM; ”5 一 耕地 ; 6 一 村 上 庄 。 

e 29 e 



四 、 瀑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土 被 及 几 种 主要 
类 型 饥 料 地 的 产量 

1， 河 疝 地 

下 原 地 区 与 长 丘 状 河 商 地 上 的 所 芝 饲 料 地 与 拂 子 荐 草地 主要 
io TAC A 
用 做 放 收 地 。 

(一 ) 制 草地 

BAUM HEE HH (1950 年 8 月 19 日 , 记载 区 87)。 这 此 

草地 狗 占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包 料 地 总 面积 的 50%。 
地 形 是 大 部 分 已 被 开明 的 吉尔 率 河 和 吉姆 河 的 河 间 地 符 原 。 

记载 是 在 吉姆 国营 收场 的 割 草地 (中 年 撩 荡 地 ) 上 进行 的 。 这 个 割 

草地 位 于 国营 牧场 中 央 园地 西南 8 公里 的 地 方 。 小 区 地 形 一 有 

由 于 牧草 收割 机 的 运转 而 形成 的 不 深 的 凹 痕 。 

投影 复 盖 度 为 70% 。 植 株 粗 成 中 有 : AAR 50% (Agrop- 

yrum repens); ZeA8# 5 48% (Artemisia laciniata, Artemisia 

manshurica, Achillea millefolium 等 ); 豆 科 占 2% (Trifolium 

lupinaster, Vicia amoena, Vicia unijuga) 。 | 

aE Peas lal 12 。 

青草 的 产量 为 24 及 担 /及 项， WE PE 12 Ai / BE, 而 二 

草 为 9 公 担 /到 项 。 

土壤 是 厚 层 生 草 草 旬 土 ， 土 下 剖面 是 在 典型 地 段 的 中 央 部 从 ， 

放 面 的 深度 为 100 厘米 ,没有 泡 注 反应 。 

A, : 0 一 25 厘米 , 腐殖质 蔓 积 层 , 湿 时 呈 黑 色 ， 而 二 时 皇上 大 

~ 色 , 质 松 , 粉 砂 粘 壤土 ,被 根系 炉 在 一 起 。 

As : 25 一 50 厘米 , VAS, 湿 时 呈 联 灰色 , 几乎 是 黑色 ， 带 

e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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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t 

16. 6% 

Ho P 

17. 42 R (Lysimachia borystachys) , 

IV—#x; V— 

2. FEALEER (Artemisia manshurica); 

7. WERE (Cnid- 
9. 水 杨梅 (Geum aleppi- . 
=m (Trifolium lupinas- 11. Bey 

13. (RYEHIZE (Serratula coronata); 

I 工 于 一 营养 枝 再 生 ; 

4. 欧洲 艾 苗 (Artemisia vulgaris); 

6. 3ERRB(Crepis tectorum); 

15. Heteropappus sibiricus; 

8. 旋 复 花 (Inula britannica); 

II 一 开花 ; 
1. KREME (Agropyron repens); 

. BRA (Vicia wnijuga); 

10. ¥%BR (Vicia amoena); 

Wee (Lythrum salicaria); 

I—-#E; 

3. 3H (Achillea setacea); 

ZEEE (Artemisia laciniata); 

tum monniert) ; 

12 

cum); 

ter); 

14. 

#25 (Geranium Wlasovianum); 

e 31 。 



色色 色调 ， 而 千 时 呈 灰 色 , 带 有 浅 灰 色 斑 点 和 硅 酸 粉 未 ,无 车 构 , 重 

wie, PAR ABE TE— iE 3 

1: 50—100 厘米 ,棕色 , 紧 实 ,湿润 , AR ARR 

“tes "ate A ie Ce He A ig bs COE AEB AR, 向 下 硅 酸 

粉 未 更 加 明显 ,有 小 铁 班 和 个 别 的 植物 根 。 
C 一 Co : 100 厘米 ,棕色 , 紧 实 , 极 湿 ,粘土 。 
地 下 水 在 1.5 米 以 下 ,因此 仅 草地 地 表 呈 湿润 状态 。 

“在 平原 上 与 上 述 草地 接近 的 地 方 还 分 布 有 杂 类 草 - 拂 子 菠 - 营 
类 草地 。 

杂 类 草 - 拂 子 荐 - 营 类 复合 草地 (描述 号 双 69, 1950 年 8 月 了 
日 ) 是 不 衣 每 年 都 利用 而 常 受 火烧 的 割 草 地 。 

地 形 是 具有 碟 状 低地 的 平地 , AR ERS. 描述 是 在 唐 

波 夫 村 北 7 公里 的 撩 莞 地 上 进行 的 , ere ase “PIB REE 

集体 农庄 的 割 草地 。 
小 区 地 形 一 一 由 于 机 械 的 运转 与 拖拉 机 的 授 旋 而 产生 的 压 

ae 

FH RM ET SY 50 % ,YREM AY DS be i tt 
Sd Salia caprea 和 Cor orylus heterophylla, #¥ 36422) 

80%, 群 从 和 组 成 中 : HAF 23% (Calamagrostis epigetos) , Z¥ 

类 草 占 749 (Artemisia manshurica, Artemisia vulgaris, Lychi- | 

machia dohurica, Galiwm verum, Achillea millefolium, Aster 

fastigiatus, Serratula coronata, Buplewrum scorzonertfolia 等 ) ， 

BFA 38% (Trifolium lupmaster, Viera amoena, Viera unt- 

juga). 青草 的 产量 为 37 公 担 /公顷 ， 晒 干草 产量 为 16 公 担 / 公 

项 , 王 草 产量 为 12 公 担 /公顷 。 背 景 植 物 的 物候 计 见 图 13 。 

土壤 为 厚 层 障 灰 色 森 林 土 。 土壤 剖面 深度 为 100 厘米 。 没有 

泡沫 反应 。 

A; : 0 一 20 EK, RRRERE UN SRE. FY SRK, BAKA BME, 

质 松 ,无 车 构 , 粘 焉 土 , 具 有 很 多 的 根 。 
As : 20—60 BOK EAE EL PDE Ja HE A ELE ADR CERI» MAA 

e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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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 Whig Es 
mex acetosa); 16. & 

17. Bee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18. Ay’ (Dianthus 

chinesis); 19. 35@25% (Geranium dahuricum); 20. #3GRB(Scrophularia man- 

Fe (Rumer confertus); 

ARE 25. 

22. Bese (Campanula glome- 

27. PRREEF RR 

24. FERRE (Angelica dohurica); 

26. +-0t3¥ (Achillea | millefoliwm); 

AEF AN (Gentiana triflora) , 

21. HORI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23. Heleropappus sibiricus; 

PL4E (Veronica sibirica); 

(Allium sacculiferum); 28. 

shurica) ; 

rata) ; 

ed i 



B : 60 一 100 厘米 ,棕色 ,湿润 , 紧 实 ,粘土 质 , 具 有 瞳 社 色 和 票 色 斑点 ,有 硅 酸 粉末 
Al KBE. 

C—Co : 100 厘米 ,棕色 , 紧 实 ,潮湿 的 粘土 

现 将 上 述 二 个 平原 于 谷 草地 土壤 的 机 械 和 组成, 宏 叶 化 学 特 性 

-和 土壤 浸出 液 的 材料 烈 入 表 7: 表 8、 表 9 中 。 玫 中 的 材料 证 明 ， 

” 王 壤 的 机 械 和 组 成 是 重 的 ,当地 表 过 湿 时 机 械 便 很 难 在 上 面 运行 , 因 

而 收 划 收 割 工作 也 变 得 复杂 化 了 。 

这 些 土壤 的 农业 化 学 性 质 (Ge 8) 指出 ， 你 过 开 星 以 后 ， 在 水 分 

状况 改善 的 条 件 下 ,粮食 作物 和 蚀 料 作物 将 能 获得 很 高 的 产量 。 

目前 ,对 这 些 蚀 料 地 正在 进行 开 星 。 

混 有 拂 子 芒 . 苦 草 的 汉 洼 地 的 杂 类 草 - 撞 子 芒 草 地 ( 玫 9) 在 平 

地 上 具有 很 大 的 殊 济 意 义 (1951 年 8 月 23 日 描述 号 369) 。 这 种 

- 制 草 地 和 狗 占 平地 割 草 地 总 面积 的 一 全 左右。 

古 比 雪夫 区 “自由 梨 广 家 se SL IO SE 

草地 的 代表 (参看 图 11), 

占 蔷 草地 面积 60% 的 杂 类 草 - ih FERAL ABE BD 

所 特有 的 群 从 。 这 个 群 从 是 由 下 列 各 种 植物 所 租 成 : AAR 70 % 
(天 叶 章 一 一 Ca1cmagorosjis Langsdor fit) ; 茶 类 草 28.5% (Farr xe 

—— Artemisia 1ccimiatae， 问 草 一 一 五 wisetuma arvense, PIPE 

—— Artemisia integrifolia, ALF: Ss ——Artemisia manshurica, — 

Ee HE ee Geranium Wlasovianum, 水 杨梅 一 Geum aleppi- — 

cum, hes 4—-— Inula britannica FITS Fh Galium boreale 

等 ) ; GR 1.5% (车 轴 三 Trifolium lupinaster FI 

AR—— Vicia amoena), 青草 产量 为 36 公 担 /公国 , 于 草 一 一 10 

公 担 /公顷 。 
土壤 是 薄 层 生 草 草 旬 土 ,不 起 泡 汪 反映。 土壤 剖 面 深度 为 100 

厘米 。 

Ay 0 一 20 厘米 , 府 殖 REBE, 湿 时 呈 黑 色 , 和 干 时 呈现 灰色 。 10 PORE LT 

IR tio 

Ag 20—40 厘米 eRe. RAE ie ,有 少量 草根 。 

B 40 一 100 Jk, IKE, BL, Hiv, RS, 略 呈 层 状 的 粘土 , ABARARS 

e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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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哈 傅 洛 夫 区 菜 契 哈 村 “胜利 ”集体 农庄 的 杂 类 草 - 禾 本 科 草 
地 可 做 为 长 乒 状 下 原 暂时 过 湿 的 草地 的 代表 (195 年 7 月 .9 A, 
描述 号 及 147) 。 这 个 草地 是 5 公顷 大 的 一 据 林 间 空地 。 

地 形 : RERRESR 2H. RELERAESHERE 
i PART FA. t 

rae: BMRA) EE 
草地 的 草 群 组 成 : 禾 本 科 70% (GA —Koeleria graceles, 草 

4a) FAS Poa pratensis, f4 {A Filan = Ek —— Trisetum sibori- 

cum, ee KA— Elymus sebiricus 和 大 叶童 

grostis Langsdorffit) ; BAF 8% (RMA Carex letorhyncha) , 

杂 类 草 19% (Biv — Artemisia laeiniata, P- = ¥x— 

Artemisia wmitegrifolia, eee Geramium Wlasovianum, 

砧 草 一 一 Go1iomm boreale, FF 人 Equisetum pratense, Wi xe SE 

ee te Majanthemum bifolium) 。 在 草地 草本 植物 组 成 中 ,有 很 

多 森林 杂 类 草 (黄花 营 草 -一 一 Bemerocc11s flava, H+ A 

Carex pediformis, Eupatorium kirillovi, FR 

officinale); FA 2% (Hit =H ex —— Trifolium lupinaster, HA 

种 Melilotus suaveolens FIK IEE Vicia amoena), tet 

eZ 5 TA RAE. 

青草 产量 为 26 公 担 /公顷 。 WFR PBA 10.5 公 担 /公顷 。 

干草 为 8 公 担 / 公 硕 。 
EAA. BMRA 100 厘米 ,没有 泡 汪 反应 。 

A; 0—14 BK, CARERS AE, ARS MED, M+ 

Ae 14—30 JBK , OA Pe, CAE, AKA BEN, SH, ARH, 

As 30—50 JK , ie RE a Et ye, 重 粘 壤土 ,有 人 少量 草根 。 

B 50—70 厘米 , 瞳 棕 色 ， RARE, FE io LAER 紧 实 ， Ai ELE 

— Calama- 

和 

1 70 一 100 厘 采 ,灰色 , 紧 实 ,潮湿 的 粘土 。 

SEE BE 8) Te AL AELIOG KLE REA BEML A SE Fil 

— ARM, KRU M124), SAMA, LA MAM 

有 积 水 的 可 能 性 。 在 分 水 岭 上 的 割 草地 中 ,常常 发 生 沼 泽 化 。 

| 9° BP 6 



| 

H10 ERE RAKE PRASMES LEMIRE 

fat | 取 祥 | 最 大 | 用 0.0 | whale 分 二 和 
| A | 

ee eee 本 
深 度 处 理 后 | HE \3 oe 

19 oS S Soa 

wae] (8) T)eit}sliie]s 
a ° ros) roo) ro) = 广 | |) @)@) 11/319 /219)218] ¥ 

At o—14| 14.4 3.99 |5 67|2 73113.2080.08l54 2025.88|10.20/11.08| 4.60 
Ay |14—30| 一 | 2.89 |3 39|4.63 11.52/80. 96139.56141 . 40/11.48/16. 52) 13.40 
B |50—70/10.3|] 2.69 |3.62/2 94) 5.37/89.00|/23 .16/65.84/10.36:20.00) 35.48 

C |70—90| 10.5] 2 46 |3.66|0.61 14.01/82. 92/21 .32161.60) 7.2414.12| 40.24 

Rll. PERE RAS RA AM EM LMR HE 

(二 ) 放 牧场 ak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放牧 期 是 从 五 月 开始 到 十 月 为 止 。 首 先 
是 利用 若 草 放 收 地 ,然后 是 割 草地 ,再 其 次 是 据 荒 收场 及 河谷 地 的 
杂 类 草 - 禾 本 科 草 地 。 此 外 也 在 灌木 林 中 , 制 草地 的 再 生 草 地 中 ,从 
类 作物 与 豆 科 作 物 的 留 样 地 中 进行 放牧 。 人 工 放 收 场 很 少 利用 。 

在 放 收 地 上 有 很 多 性 冀 践 路 形成 的 小 草 丘 及 四 疲 , 这 些小 草 
丘 及 叫 痕 是 在 土壤 潮湿 时 形成 的 。 在 过 滤 放 收 的 所 荒地 收场 上 ， 
生长 的 全 是 矮 草 , AE a HX —— Agrimonia pilosa, 水 杨梅 

Geum aleppicum,  % , Hi 33. Zs 48——-Potentolla fragariot- 

e 38 e : : FE 



des 工 .， 篇 线 委 陵 荣 和 车 前 草 。 
河 疗 地 的 典型 放牧 地 有 下 列 几 种 : 

杂 类 草 - 昔 草 - 拂 子 薄 草 地 (1952 年 7 月 10 HL NM 
450) 。 

地 形 ; AAW aR PRR. FEE ba A 

RSM SMEMP KA, RAAT PE 6 A 
地 。 南 坡 一 直 延 续 到 吉姆 六 的 悬 岸 处。 描述 是 在 吉姆 河谷 地 西南 
6 公里, BAK 1 公里 的 米 哈 依 洛 夫 区 甫 罗 芬 捷 兰 集体 家 庄 肥育 

性 冀 的 放牧 地 上 进行 的 。 
放牧 场 的 地 表 有 性 冀 在 土壤 潮湿 时 跨 踏 的 踏 痕 。 

投影 盖 度 为 70% 。 

杂 类 草 -兰草 TIE REMAN: KAI 5 和 (天 时 章 
Calamagrostis Lamgsdorf1i， 猩 叶 拂 子 薄 Calamagrostts 

anguseifolia, Fett BA Agrostis Trinit, #24) aka 

Poa pratensis 和 苦 草 一 一 Koeleria gracilis); Zeas#= 30% (欧洲 

xXB—Ariemisia vulgaris L., Bry 

 B-EHe—Anemone dichotoma L., 438 44——Trollius chinensis, 

; 土 三 七 Sedum aisoon L., BH Be— Rumex crispus L., 

RAE 4 WAR——-Angeliea viridiflora); BF 10% ( 

Carex appendiculata); 豆 科 5% (车 轴 三 叶 草 Trifolium lupi- 

naster L., Lathyvus guinguenervius, Vicia unijuga), 青草 产 

量 为 84 M/A, WEP Ey 17 公 担 /公顷 , 干草 量 为 13 公 
HAN, 

EBLE IER CRAKE L. : 
剖面 深度 200 厘米 。 没 有 泡 沸 反 应 。 在 150 BRERA A BK 
《高 楼 地 下 水 ) 。 

Ay 0 一 22 厘米 , 魔 殖 质 层 , 灰 祝 色 带 灰白 色色 届 RS, BE: AR Ae 
地 方 有 鲜明 的 淡 兰 色 兰 铁 矿 述 条 。 在 千 晶 面 上 有 少量 的 二 氧化 硅 粉 未 。 过 滤 不 明显 。 

Ag 22 一 60 厘米 ,腐殖质 层 , 吵 神色 , 重 粘 愤 土 , 团 粕 精 构 , 潮湿 , MRE. AOA 
化 硅 粉 未 。 

e 30 e 



R12. RERERRAR-AA 
ft e Peel. alo.) ae) 

层 | TS | | 水 溶性 eo gee 
ee ise" | ae | ee 重 碳 酸 中 的 | 

| 余 有 物 se Catt | Nata K+ | Catt | 

a | UR) (%) ， 

0.005 | o0—14 | 0.185 | 0.103 | 0.008 
| 

J 

A, | 14—30 | 0.090 | 0.032 | 0.005 | 无 “0.003 

B |, 50-70 | 0.087 | 0.018 | 0.008 | 无 0.005 

c | vo—90' | 0.078 | 0.018 | 0.006 | 无 0.005 

By 6O—115 厘米 ,棕色 ,潮湿 , 粘 里 十 ,有 腐 殖 实 渍 次 , 糙 糙 , 略 旦 板 状 糙 构 ,有 粒状 
铁 班 。 

Bz 115—140 SK BBE KLE MA ABAKAR Ai REE STRAB EE 0 

Bs 140—160 Bk Cae, Sh M+ 7k. 

C 150—200 SRK, AE 7KUE, BAGH SE, RO, BTA SFE. 

由 于 过 去 灰 化 的 原因 ,在 土壤 剖面 中 出 现 了 第 二 腐殖质 层 ( 在 

EA 140 厘米 处 ) 。 - 

So BEY ZO ORE SAKE IR AAA A ge 18 5 Ze 

14 中 。 bate, 2 
13. MHRLAKS-BR-BFFRMRKRAERRARLHRRESRE 

| 21.8 | 6.2 | 20.4] 5.8 

( 30 一 40 | 1.4 3.8 | 23.9 | 6.0 | 21.9/ 5.8 
| 24.1 | 6.0 | 21.9] 6.6 

B, | 72-80 | 0.7 3.3 | 23.4 | 6.2 | 20.9| 8.3 
‘(100-110 | 0.8 3.2 | 23.38 | 6.4 | 19.9] 7.5 

B,| 140—150| 4.8 6.7 | 85.1 | 6.4 | 39.9] 9.2 
| | 

C |17c—180| 1.0 | 8.2 | 24.8 | 6.2 |.21.9| 6.6 



(= % 当 量 ) 

0.96 0.58 0:38 - 

0.65 0.45 0.20 

0.54 0.40 0.14 

元 0.66 0.60 0.06 

由 引 庆 的 刚 料 可 以 证 明 ,灰色 森林 潜 育 土 具 有 很 高 记 的 肥力 ， 
在 其 水 分 状况 经 过 改良 以 后 , 这 种 士 壤 足 以 保证 饲料 牧草 能 够 大 
量 的 发 展 。 
FBTR Riki (春天 放牧 , 制 草 及 再 生 草 放牧 ) 的 草 

地 ,在 不 明显 的 甚 丘 状 平原 的 分 水 岭 上 ,占有 很 大 的 面积 。 这 些 草 
地 在 多 雨 年 份 由 于 表面 的 沼泽 化 所 以 很 少 被 利用 。 目 前 这 些 草地 
大 部 分 都 生长 着 小 柳 从 和 水 越 枉 。 此 外 在 大 部 分 河谷 地 上 生长 有 

和 粹 树 和 栋 子 小 灌木 林 的 杂 类 草 -兰草 -早熟 禾 草地 可 用 来 放牧 。 这 
些 草地 的 总 面积 可 达 30,000 公顷 。1952 年 我 们 在 吉姆 河 河谷 的 

一 个 草地 上 起 立 了 一 个 富 定 位 观察 站 。 现 在 把 这 个 草地 做 一 下 描 
a . | 

4 HTS BRL RR TE, 距 伊里 诗 夫 卡 村 工 公 
里 。 这 个 草地 是 米 哈 依 洛 夫 区 甫 罗 芬 捷 兰 集体 农庄 的 放 牛 地 。 

地 形 : 袖 广 的 沼泽 化 的 吉姆 河 河谷 地 。 | 
在 小 河 泥 六 的 河岸 上 ，, 生长 着 很 大 的 若 草 塔 头 。 在 较 高 的 地 

ee Le Tt Or ae oe ee 草 与 
RAR ARE, PEA TRIB PE Tm Be 

#2 (IAT) RAED) 。 
小 地 形 : WEARER DURTE BUDE Fe. FE 20% 的 草地 上 

e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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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S 
j i, -二 

diculata, BITS A 

SRT RRR IRA CRUE (HLL ECE EA) 5 TK 
PEE 1K, FETC HHA RE REE 

HE Hay ERE We: RABY 50% (早熟 禾 -一 Poa pratensis L., 
aix—— Koeleria gralitis, Be By he #i—— Agrostis Trinti, RE 

— Hierochloé odorata); 苦 草 20% (H#e#n A e——Carex appen- 

Carex amurensis) ; Zeasee 25% (hha 

— Sangutsorba media, #¢-F- Ft Filipendula palmata, Fe ji 

Hi G tx ——Seneio pratensis, 4#-%#s——Trollaus chinensis, #RAL - 

#H- 2 —— Artemisia mdnshurica, f-1H-32 —— Achillea millefolawm 

等 ) of ARS RABY. 青草 的 产量 见 表 15 。 

良 15， 杂 类 草 - 阁 草 - 莓 系 草 地 放牧 塌 牧 草 青草 体 的 生长 ( 放 笋 塌 ，1952 年 ) 

个 料 的 水 Bie | ween | 干 收获 物 | 湿 收 获 物 “| Tam | 分 12) | 湿 收 获 物 | 干 收获 物 | 湿 收 获 愧 | 干 收获 物 | 分 1 多 
公 担 /公顷 | 十 对 照 的 多 

6 月 6 日 15.3 100.0 | 100.0 65 
6 254 21.6 125.5 147.2 61 

7 月 了 日 31.5 177.0 205.9 |" 60 
158.1 198.0 

”从 上 表 所 引证 的 数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放牧 地 的 青草 储藏 量 为 80 
Ath /BA, iF 80 公 担 /公顷 。 在 夏季 的 前 什 季 , 即 
在 早熟 秒 开 花 以 前 ,青草 生长 的 最 快 ,这 时 投影 盖 记 可 达 90% 。 

+438: BABA LMR et, 
A; 0 一 10 厘米 ,腐殖质 著 积 层 。 湿 时 呈 黑 色 ,， THAKAC. BAREH, BE 

MAH, B+, 

A, 10—60 厘米 ,腐殖质 化 的 ,黑色 重 粘 壤 土 , 有 草根 。 

A; 50—80 厘米 ,腐殖质 化 的 ,黑色 重 粘 下 土 , 紧 实 , 有 极 洗 量 的 草根 。 

C 80 一 100 厘米 , 灰 神 色 ,水 湿 , 带 有 湾 译 斑点 的 粘 苦 的 粘土 。 

在 这 些 草地 上 , 土壤 生 草 层 的 含水 量 通常 可 达到 最 大 毛管 持 
水 量 。 高 楼 地 下 水 常 竣 出 地 表 。 

e 43 。 



SERGEY I ROL CES KEE AHI) BT HE RB A RR 
. 16 R#H17 fh, 

才 16， 杂 类 草 - _ 若 章 - 荐 有 草地 厚 导 生 草 章 匈 土 的 农业 化 学 畦 性 

pg) 代 换 性 | 水解 酸 度 
取样 nee 
oat: CR Cae CER 深度 Ss 

林 法 ) 
(82K) 

多 % 克 当 量 

代 换 性 盐 基 代 换 性 了 205 
(FREES FR)| Nat |-( BR 
一 一 一 一 一 ( 按 十 利 | 法 ) 毫克 /100 
Catt | Mgt+ ke) 3 

ER 

0 一 10 | 12.0| 33.3 6.2 

10 一 20 | 后 .5 21.7 7.3 

50—60 | 1.7| 19.3 3.4 

从 这 些 数 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这 个 草地 土壤 的 肥力 指数 \ 代 换 性 盐 

基 总 量 , 腐 殖 质 含量 ,吸收 性 钙 ) 很 高 。 但 也 促成 了 水 人 过 多 。 
在 这 个 草地 上 进行 的 牧草 sy SR SE IE Be BA, 追 施 

氮肥 具有 很 高 的 效果 (参看 表 31、32) 。 在 这 些 草地 上 花费 少量 的 

代价 进行 排水 郎 可 以 创造 高 产量 的 固定 的 放牧 地 ,或 进行 蔬 荣 - 钼 

料 输 作 。 
这 些 草地 的 物候 贰 如 下 : 1) 五 月 末 和 六 月 初 一 一 香草 (Biero- 

chloé odorata) , BRR, 单 花 GEEK Iris uniflora), 毛 昔 ,草原 狗 知 

草 \3enecio pratensis) ， 浦 公 英 等 开花 ; 草 旬 早熟 禾 (Poa pratensis 

L.) 3+88; 2) 坟 月 的 前 中 月 一- 落 草 (Koeleria gracilis) , #7 
梅 、 金 遵 花 \Tyo11ius chinensis) Fn 3 tes #t ( Hemerocallis flava L.) 

R17. REE BR BARN 

} 水 溶性 i, i BE 
- 取样 深度 | 吸湿 度 | 干 残余 物 水 提取 

| ma (HCO;) 
| 液 的 p 互 

(%) 

0.096 | 0.0588 | 6.2 | 0.014 | 0.006 
0.069 | 0.087 | 6.6 

| 

0.022 | 

0.015 0.003 

0.043 6.4 0.003 0.009 



开花 , Beta) AA (Poa pratensis) 分 蔡 和 抽 穗 ; 3) 天 月 的 后 生 月 
一 一 草 名 早熟 禾 CPoc pratensis) , tt WB (Agrostis Trinis) , 

we (Filipendula palmata) , %¢3 Qe (Valeriana alterni- 

- folia) , 462% (Polemoniwm coeruleum) , RFRS HE (Thalicirum agut- 

legifolium) 和 芍药 (Paeonia albiflora) 开花 ; 4) 七 月 前 咎 月 

落 草 (Koeleria oraei1is) 和 结果 完了 , RE WA (Agrostis Triniz) 

Fue fa) BA AL (Poa pratensis) 结果 , HE Wh Be. 7K EE EL. 7K tes HE 

(Geum aleppicum) 32%8 Si An HE ih = He Re (Trifolium lupinasier 

L.) F¥4E; 6) LAM REA—RE WA (Agrostis Trinit) 和 

早熟 禾 草 车 果 完了 , RAE SEE (Campanula glomerata), Hupa- 

torium hirillovi, BRRUK (Veratrum Maacki), KSA (Vicia 
amoena) , 草 芯 (Vicia cracca), Sanguisorba media, 龙 牙 草 和 旋 

复 花 开花 ; 6) 从 月 前 牢 月 一 一 车 草 ，4denopjhora verticillata, A 

RE (Dictamnus dasycarpus) , FAS (Lythrum salicaria) FF HE 

7) AR BAPA—BX, E=-+ Sedum purpureum) #0 % AE FF 
花 ; 8) FLA RIE A—S BABE (Sausswrea japoniia) 开花 。 

in] A HW AAS Be ORR Hh ANAS He EB ATR BE Hh Fe 

Fe EAs HE ZP J See A, WARE BA , FES EE Rh EAE RS 

不 少 可 疑 为 有 毒 的 草 , ASO ERE eS, 

为 成 年 性 畜 常 常 放弃 这 些 草 而 不 吃 。 

fu iI, BEA URL SAA HOR SS OAD 
厚 屠 生 草草 匈 土 水 提取 液 的 组 成 

SOz- Ca Mgt* fie | wi 二 多 | 4 He 全 水 提取 液 

AYER 
(%) ee, ee Stee 

0.008 0.006 | he 0.56 | 0.30 0.26 | AR 4 

0.013 0.005 水 条 0.60 0.25 0.35 无 色 

0.011 0.003 Wh RH 0.46 0.15 0.31 无 ;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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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FH- BRASH BWR: 

/ Whi VL, 14 

2. Rupp (Calamagrostis ang- 

6. ARERR (Campa- 
8. Kit Be 

10. Stell- 

. Hfg# x (Lleocharis palustris); 4. I (Sanguisorba. 
5. BEM RA (Agrostis Trini); 

nula glomerata) ; 

开花 ; II1——3etkae; IV-—#e3e; V3“ 

9. ZEBRA: (Angelica dahurica) ; 

IL 

1. Beh (Carex appendiculaia); 

3 ustif olia) ; 

7. HFM (Lriophorum gracile) ; 
(Pedicularis grandiflora) ; 
aria longifolia. 

I—_ #39}; 

tenuif o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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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东 - 苦 草草 地 做 春季 放 收 地 . TEES ANAL IAT H_L A DS HE IE 
大林 和 集体 安 庄 放 牛 的 放 收场 便 是 一 个 拂 子 苦 - 苦 草 制 草 地 (1951 

。 年 8 月 9 日, 描述 双 62) 。 这 里 的 河谷 地 是 草本 植物 沼泽 。 仅 接 
” 近 阶 地 陡 壁 500 米 真 的 一 块 草 地 不 是 沼 谋 地 。 在 这 拨 草地 上 我 们 

挠 了 土壤 剖 面 ,并 做 了 植物 描述 。 

投影 复 盖 度 为 80 多 。 草 层 的 高 度 为 50 厘米 。 草 群 的 组 成 为 : 
«FARR 380% (ar HES ——_ Calamagrostis angustifolia); 苦 草 

65.6% (BERNE %— Caren appendiculata, $A) ALAEM) ; WA 
草 14.4% (KAEMGSEA— Pedicularis grandiflora 和 和 叶 地 术 
—Sanguisorba tenurfolia) , 

湿 草 的 产量 为 39.5 公 担 / 公 藉 ; 晒 干草 的 产量 为 15.7 公 担 / 
。 公 项 。 王 草 的 产量 为 12 BH/BA, AKER. er 

份 ,草地 因 沼 泽 化 而 不 能 利用 。 

BPN Resale 14 。 从 物候 畜 中 可 以 看 出 , 苦 草 和 拂 子 

， 占 整个 草 群 的 牢 数 以 上 。 这 个 草地 的 土壤 是 发 育 在 湿 粘 车 粘土 

a —- = | ” 

se 

Tine ae ee 
. 

+A ee 

ZLHRRE RES, TRS LEM kw es 
沉积 物 。 章 面 深度 为 80 厘米 。 

A; 0 一 25 厘米 ,由 苦 草 和 拂 子 伴 构成 的 泥 崇 型 棕色 物质 ,并 带 有 黑色 的 条 粒 。 
Cy 25—80 JEK BE, RE BA tt 水 温 , 粘 车 的 粘土 。 

从 80 厘米 深 有 水 郑 出 。 地 下 水 存在 深度 位 于 工 米 。 
这 类 的 草地 需要 进行 根本 地 改良 和 调节 河流 到 流 。 

2. AH 

FEI TE Ah_E— fie his FS a a A RH i HA) BE 

地 。 而 将 岗地 上 的 干 谷 地 草地 做 放牧 地 。 

(—) ae 

Ais it cE HBr eK “SB ESE A HE EE HT TL 

BoA HS a EH EIR BB AY 

J Ra Aaa E , BAS 〈1950 年 7 月 20 日 描述 2 6), 

e 47 e 



| WIG: 微 度 起 伏 的 河谷 地 ， 交差 分 布 有 小 岗地 和 四 地 。 在 局 

地 之 间 的 凹 地 上 是 湿润 的 拂 子 菠 草 地 , RAH RG EAS 

于 。 在 沟 有 沼泽 的 地 方 每 年 都 进行 割 草 ， pail se | 已 不 能 

利用 。 

投影 盖 度 为 90% 。 草 群 的 组 成 : 禾 本 科 55 多 (大 叶 章 一 一 

Calamagrostis Langedorffit) ; & 30% (FERNS H—— Carex ap- 

pendiculata); Ze28* 5% (A =—— Platanthera hologlottis, 

Spiranthes australis), AIKHRRD. WENT BA 57 公 担 / 公 

tH, 晒 干 草 的 产量 为 20.5 公 担 /公顷 ,干草 产量 为 18 公 担 /公顷 。 

.物候 讲 参 看 图 15。  - 浊 
从 物候 简 中 可 以 看 出 , 拂 子 坟 草地 最 高 的 制 草 期 是 在 7 月 上 

旬 。 

土壤 : 发 育 在 粘 士 上 的 泥炭 - HS eal - 潜 育 土 。 在 一 米 深 处 有 

水 涛 出 。 

A, 0—15 Bk, WEE KUL. APART SaaS Sa 

A; 15—30 Sk, WABAL. SE MEHR AA 

C 30—100 Sk WAKE Me HRERARAR RGM BAt. 

唐 波 夫 区 “斯大林 和 集体 农庄 ( 库 罗 巴特 金村 ) BO Be Hh BY 

做 为 纯 拂 子 产 草地 的 实例 。 蔷 草地 在 过 去 全 是 泄 误 地 典型 草地 ， 

PF RAAT ICH aR (描述 号 N20, 1950 年 7 月 26 A), 

面积 有 50 ADE, 
投影 盖 度 为 90% ; 草 群 的 组 成 : 禾 本 科 92% (大 时 章 - 

Calamagrostis Lamgsdor1zi) ; FxA8 3% (西伯 利 亚 记 尾 一 一 Tyz7s 

sibirica FIRE RS 56 ——Pedicularis grandifeora); 苦 草 5% 

(Fi fa) 2 ¥9 ) 。 | 

ARLHELED. IFW 100 DK, HR 
为 110 公 担 / 公 硕 。 晒 干草 的 产量 为 43 公 担 / 公 硕 ,干草 的 产量 为 
34 公 担 / 公 藉 。 | 

Pep in sin paca 15—20 日 。 地 下 水 的 深度 为 

o TREK RA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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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533; 工 一 一 开花 ; U1 RRL; IV 一 一 和 精 实 ; VY 一 一 死 C。 
1. tot RFS (Calamagrostis angustifolia); 2. S¥#h3Hi (Carex appendiculata) ; 

; #9 (Hleocharis palustris). 3. 草包 



“41 0 一 4 HK ARTE PA RVERIC, 湿 时 呈 兰 黑色 , 干 时 略 带 灰 白色 。 Bet, 

重 粘 于 土 中 混 有 一 层 炸 色 的 砂 层 。 

Ag 40 一 105 厘米 ,黑色 带 有 灰色 ,强度 潜 衣 化 的 粘 壤土 ,有 粒 色 闻 层 ， 汲 有 植 根 。 

B 105—180 厘米 ,黑色 ,强度 潜 育 的 重 粘 寻 土 。 在 130 厘米 处 是 冻 层 。 

观察 证 明 , 这 种 类 型 的 拂 子 荡 草 地 由 于 水 渐 干 燥 而 被 杂 类 草 - 

BS Be A Hh : 
FRR ADRK AEP DRA SERRE BY Bh 

FESS PTS FA RHE a A A , EBLE RT — ZS 

i (BH N15, 1950 427 A 26 日 )。 

这 个 草地 的 特点 是 牧草 的 种 类 成 分 非常 多 。 
在 草地 的 草 群 组 成 中 包括 : 禾 本 科 30% (KE We A— 

Agrostis 7T10M， 落 草 一 一 开 oe1jera 90racz10s， 高 野 麦 一 一 五 /wo008 

eXce1sws, 伏 枝 冰 草 一 一 40ropoyyomn repens, Ki-#—Calamagrostis 

Langsdor fii); 豆 科 3% (KZA Vicia aoenwa， 车 朝 三 叶 草 

Trifolium lupinaster) ; 茶 类 草 67% (FAL: Artemi- 

sia monshurica, Heteropappus sibvricus, HhRK—— Sanguisorba 

media, se e2 -—Geranium Wlasovianum , K fi #!] ——Equise- 

tum ‘pratense, #4344— Lysimachia dahurica, ¥% 4—— Poly- 

gonum diwaricatum, ZEB AE Potentilla chinensis, Spiranthes 

australis, @¢ —- BE Filipendula palmata, #ALzsE— Scro- 

phularia manshurica, Achillea millefoliwm), 有 大 片 

的 ,但 较 薄 的 一 层 灰 蓄 复 盖 。 青 草 产量 为 42.6 Zed / RH WAP 
产量 为 16.2 公 担 / 公 硕 ,干草 产量 为 1 公 担 /公顷 。 

从 引证 的 数据 可 以 看 出 ,在 逐渐 干燥 的 草地 中 ,不 仅 生长 着 一 

些 典 型 沼泽 草地 打 类 草 ,而 且 也 生长 一 些 典型 早生 杂 类 草 。 

在 图 16 中 将 黑龙 江 一 一 泽 雅 沁 泪 地 兰草 沼泽 草地 的 植物 粗 

抑 与 其 临近 的 一 个 草地 的 植物 组 成 进行 了 比较 ,， 这 个 草地 以 前 是 

沼泽 草地 ,而 目前 已 逐渐 变 于 (描述 Ne 2 和 描述 Ne 3,1950 年 7 月 

14 日 )。 从 图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原来 是 沼泽 化 的 草地 在 逐渐 自然 变 

FER Paras A eee AAS SSR, AUER IDG HERS Hh 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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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 要 仔 半 研究 泥炭 一 腐殖质 潜 青 十 的 熟化 条 件 。 

pens); 杂 类 草 25% (URE 

1 一 禾 本 科 ; 2 一 若 草 ;3 一 杂 类 草 ; 4 一 豆 科 。 

(=) 放牧 地 

如 上 所 述 , 在 砂 质 及 砂 粘 壤 览 的 岗地 上 ,发 育 着 早生 类 型 的 草 

本 植物 (25 页 ) 。 河床 附近 的 岗地 上 一 般 生长 着 灌木 。 而 黑龙 江 
泄 辟 地 的 高 岗地 上 大 部 分 生长 着 杂 类 草 - 禾 本 科 斤 草 ( 芒 属 - 冰 草 ; 

Ves Bi ies I 蔓 股 颖 - 柴 胡 和 其 他 种 群 从 ) 。 岗 地 上 的 土壤 是 发 育 在 

Da EAPO, BAM AEE ARE, 

唐 波 夫 区 “Shs” See EAE AS RARE BI 

泄 洲 地 上 的 干 谷 地 草地 的 一 个 例子 (1950 年 7 月 27 Hist Ne 21), 
分 布 有 草地 的 岗地 的 高 度 为 高 出 河流 中 常 水 位 12 米 。 岗 地 上 复 

盖 有 圆 形 花坛 灌木 (柳树 、 作 树 、 棱 子 ) 。 | 
投影 盖 度 为 60 多 。 大 部 为 芒 类 - 落 草 群 从 ,其 组 成 为 : FORA 

71.6% (〈 落 草 一 一 Koeljexia graci1is， 伏 枝 冰 草 一 Agropyron re- 

Artemisia vulgaris, TRALEE SS 

—Artemisia manshurica, ¥HH+2E 5H 

folia, BRAK 
—Buplewrum scorzonerae- 

Elymus sibvricus, Z| 2E Potentolla 

e 5l e 



chinensis, AE &¥—— Erigeron acer, % 3 #E—— Lysimachia 

dahurica, 2-¥-28 Galium verum); 豆 科 3.4% (Heq=H we 

— Trifolium lupinaster, KiZE Vicia amoena), 青草 产 

量 为 14.0 公 担 / 公顷, 晒 干草 产量 为 6.9 B/BA, 

PYAR RE KALE. 

4, 0—15 厘米 ,腐殖质 著 积 层 , 湿 时 呈 暗 灰色 , 干 时 为 浅 灰 色 , 境 状 糙 构 。 ga 
草根 。 

Ay 15—25 BK, WK MEAL OMA, 
C25—100 HK, SRE, F MURR RED | 
FE BERR es eS 1 He Be EAS fas He LA 10—20% Wy 

是 生长 着 灌木 。 那里 的 草 稚 是 早生 植物 类 型 (在 放 收 地 上 主要 为 
落 草 和 委 陵 荣 , 在 荐 草地 上 主要 为 葛 股 绪 和 蒿 类 ) 。 BRERA 

， 列 雅 平 原 干 谷 地 王 壕 齐 面 的 研究 和 对 植物 群 丛 的 调查 证 明 , BR 

部 分 草地 都 是 多 年 的 撩 荡 地 。 因 此 下 面 我 们 认 一 玲 在 艾 自 然 带 的 

自然 条 件 下 , 由 于 氢 荒 地 和 逐渐 衰老 和 乏 计 接近 原始 状态 的 生 荒 地 

而 发 生 的 植被 的 更 替 

观察 证 明 ,这 种 更 赶 是 撤 下 烈 方向 进行 的 : LD RAT Artemisia 
scoparia, Panicum crus-0d 形 ， 金 色 狗 尾 曹 (Sitaria glauec) Ana 

Fe) ARE AA) es AR ES EE ee HBS 2 一 3 年 后 过 滤 到 下 面 一 类 , 即 ，2) 
RAZR SM (Artemisia wulgaris), KIA (Vicia amoena) ; 

Fala et (Crepis tectorum) AIM HAMMK ei neH; 3) ae Bese 

为 紧 实 和 浆 草 的 训 退 , URES 2h ERE, 这 种 
Pi se HE 7A ie BOTA MA Seay Elymus SeUs AR RR 

— (Calamagroslis epigeios) 以 及 6—8% 的 豆 科 草 类 (车 二 三 叶 草 

Trifolium lupinaster, KAA 

— Vicia unifga) ,着 混 有 以 菊 科 占 优势 的 杂 类 草 及 空心 柳 和 沼 
柳 稀 羽 小 柳 从 ; 4) FISD ROBE sre HERB Sh LED ik EAS RIA 

Here dh, Ope HE A AAR, BFA. RE SA, BSP 

POR, UD RAE AAR EL BOGE BE, TEP LES 

大 量 的 杂 类 草 , 和 工 误 有 很 多 空心 柳 和 涪 柳 的 小 树 从 和 少量 的 黄花 

e 5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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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BEE, MESH: 5) HARE MYOE NIE RABE 
RAM PCM, LAPOCMRAAPZ PMR BSH, 
KKK, HM, WB, MERA ERA, 兰 科 、 百合 笠 ( 黄 
Fi PEGS Sh AGREE) 的 森林 杂 类 草 , 并 混 有 小 灌 从 。 

FEOF Ih OMFS BE CWE, 中 年 的 和 老年 的 蒿 类 次 草 擦 
莞 地 过 渡 为 混 有 地 杨梅 、 灯心草 和 中 生 植 物 杂 类 草 的 苦 草 - 拂 子 
菠 - 杂 类 草 撩 荒地 。 如 进一步 的 沼泽 化 , 则 草地 将 戳 苦 草草 地 所 更 
替 2， 而 变 干 时 , 则 被 葛 股 颖 草地 所 更 替 。 

在 每 个 群 从 中 都 可 以 看 到 种 的 成 芬 的 季节 性 的 更 替 (参看 图 
12—15 ie), FEDERER, 刨 料 质量 最 好 的 牧草 是 
蓄 类 - 冰 草 群 从 。 在 有 这 种 群 从 的 复 区 中 还 可 看 到 营 类 - 拂 子 工 
( 兰 尾 草 一 一 Colamagrosfis epigeios) 群 从 。 这 类 群 从 一 般 是 分 布 

在 较 高 的 地 段 。 
在 老年 撩 荒地 上 ， jE RO: ie te 类 群 从 和 前 股 

颖 - - 葛 类 - 杂 类 草 群 从 。 

。 从 上 面 (26 页 ) 所 引用 的 泽 雅 - 布 烈 雅 在 原 主 要 匈 料 地 类 型 的 
描述 中 可 以 看 出 , 饲料 的 产量 主要 决定 于 草地 的 位 置 。 草地 的 位 
置 决定 着 土地 土壤 的 湿 油 程度 , 从 而 也 就 影响 了 不 同 草地 群落 的 

«BR. 

| 

从 蚀 料 的 质量 (蛋白 质 和 灰分 物 质 的 含量 ) 和 收 划 所 生产 的 畜 
收 产品 的 产量 来 看 ,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生 有 丰富 的 早生、 中 生 草 类 的 
于 谷地 和 混 低 草地 是 最 有 生产 效能 的 刨 料 地 。 而 种 类 成 分 贫 歹 的 
(FREES MARES 及 少量 的 沼泽 杂 类 草 - 兰 科 、 毛 昔 科 ) 的 湿 草 
地 和 沼泽 草地 的 生产 效能 较 差 。 

给 将 河 问 地 和 训 注 地 的 种 的 最 多 的 草地 的 生产 量 指数 例 太 表 
18 中 。 

从 上 述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 质量 最 高 的 干 谷地 草地 的 割 草 量 要 
比 湿 草 地 ( 拂 子 茅草 地 ) 少 1/: 一 ?/: 。 

由 于 湿 草 地 能 轻 常 保证 得 到 水 分, 故而 河 泥 地 的 牧草 产量 总 . 
?1 ESHER) RSE Ae LE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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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很 稳定 的 ( 表 19) 。 
R18. SHE AWAKE REZ MAANARASFSS 

ops | | HMR (ER) |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7 | ages. | 人 

® | 禾 本 科 | 豆 科 Fee 小 草 科 | te | me 

在 河 癌 地 上 (无 森林 的 征 倾 平原 ) 
41) 蒿 类 - 冰 草 ,在 无 森林 

的 微 倾 在 原 上 2 55.0 | 4.0 | 41.0] 无 17.5 uy 
52 | PFs FER | 

其 河 河谷 地 上 人 30.0 无 9.4| 60.6 39.5 15.7 
67 | RSE, Zena 

a EE SSS ROR -58.3 | 无 8.4] 33.3 48.2 | 19.3 

汪汪 小 x | tee 13.3 32.5 15.2 

21.4 11.7 

57.2 20.5 

su Ae OE 54.0 | ink 33 

piss tee Sra ety aim 92.0 | 无 |; £ 

R19. 唐 波 夫 区 “布尔 什 难 克 "集体 农庄 干草 地 和 低 草地 7 月 份 的 牧草 产量 

1952 年 产量 占 量 ( 公 担 /公顷 ) Mah Ae 

从 以 上 的 数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冰 草 - 营 类 干草 地 的 青草 产量 几乎 

BEEP TR Ti Es SBE A BEE AD */4 

SE hs ee EAs Ba EAB is EER Fa HE io (A Hh , $e 
EMMI A Hh) 的 平均 产量 烈 入 表 20 中 。 

Ze 20 中 可 以 看 出 ， 拂 子 蒋 草地 越 干 ， 收 草 的 种 类 成 分 越 多 

.《 主 要 以 旱 生 植物 计算 )， 则 干草 和 湿 草 的 产量 也 越 低 。 这 完全 是 

与 于 谷地 草地 和 heen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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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e. Se ee ae eee = So eC 

B20. BALA TURES IRF SNE SH HA MEF (1951 年 ) 
描述 号 | HIER (ER) 

区 “| 禾 本 科 | 豆 科 | 杂 类 草 
产 量 ( 公 担 /公顷 ) 

景 杂 类 章 
I | ER | 干草 

222 93 一 7 AFA (Mquisetum pratense) |52.5| 20.2 ia 

333 98 一 - 2 |#M#(Sanguisorba tenuifolia)|54.0| 19.7 115.7 

354 92 一 8 | KiE BZ (Peolicularis 86.0} 14.0 |11.0 

grandiflora) 

63 1.2 | 35.8 | at e( Artemisia stolonifera) 32.0; 11.3 | 9.3 

88.2 | 2.6 | 64.2 | Bnpst# (Artemisia laciniata)|30.0| 8.7 | 6.7 
KA (Equisetum pratense) |25.1| 8.3 6.3 

| INSEE (Artemisia vulgaris) |20.6 5.3 

表 21， RALLVE 晤 地 和 高 平原 上 的 放 收 二 的 植物 组 成 和 

湿 草 及 晒 干 草 的 产量 (1950 年 ) 

ee amen | ee 成 (多 ) | 产量 ( 公 担 / 公 顷 ) 
Ne | : 禾 本 科 | 豆 科 | pee | wae | 三 千 草 | oR Ae 

工 ， 黑龙 江河 沁 地 的 岗地 上 
5 |7 月 19 日 来 类 草 18.6 | 2.61 78.8 123.3| 9.5 | 4.0 

10 |7821H| AAA-HAR | 36.6 | 3.3| 60.1 |18.4| 6.6 1 3.0 

21 |7 8278 禾 本 科 71.6 | 3.4| 25.0 |14.0| 6.9% | 2.0 

”2. 在 河 问 地 上 (无 森林 的 征 倾 平原 ) 
75 18 月 妆 日 | 末 类 草 - 豆 科 - 和 用 | 59.3 |21.3| 19.4 110 1 5.0 | 4.5 

8H 9 日 | 拂 子 昔 - 来 类 草 24.0 |11.0| 65.0 | -了 7 | 3.0 | 0.6 

表 针 是 痉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典型 放牧 地 的 干草 与 湿 草 的 产量 。 

上 述 各 表 证 明 , 泄 浅 地 上 和 平原 上 的 矮 草 - 禾 本 科 放 牧 地 的 入 

草 产 量 都 很 低 是 由 于 牧场 的 负荷 过 重 和 王 谷 地 草地 的 水 分 供应 不 

JE PT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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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收 草 的 分 类 租 成 及 其 营养 物质 的 含量 

一 、 牧 草 的 分 类 和 粗 成 

在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草地 上 ,我 们 一 共 查 明 有 270 种 主要 的 

天 然 草本 植物 。 其 中: KA 42 种 , WHR 28 种 , 豆 科 16 HH, 
Bi 42 Fh, ERA 15 种 , 百合 科 12 种 , AY 14 HP, KABA 12 HH, 

HCA 8 Hh, EIGER 9 种 , APE 9 种 , 桔梗 科 7 种 ， epee 4 HP, 
va A 4 种 , 兰 科 4 种 ,入 牛 儿科 3 种 , ZR 6 种 ， AAG © Ht 6 

尾 科 4 种 和 其 余 科 的 26 种 。 

从 各 科 野 生 草 本 植物 的 目录 中 可 以 看 出 ， 斤 草 是 草地 中 主要 
的 草 群 。 在 杂 类 草 中 分 布 最 多 的 是 菊 科 、 毛 芒 科 ,百合 科 、 去 人 参 科 、 

| BAe Be Are REA. 
FEB AREA BAP LAR: 1) FE ie BH A 

Fl, ERA, AMAL, BOE, FL, 兰 科 , KBR, BE 2) TER 
AAMT SAE, ERA, RL, AE, ER, 
桔梗 科 , OER, BP, AUREL 3) 在 有 灌木 的 干 谷 地 草地 有 百合 
Fi, AWE, AL, FL RAL, KBR 

野生 草本 植物 对 牛 的 适口 性 如 表 22 所 示 。 
- ”从 引用 的 套 料 中 可 以 看 出 ,可 食 草 类 的 最 大 数量 决定 于 禾 本 

_ 科 和 豆 科 植物 。 其 余 的 24 科 植 物种 ,牲畜 不 食 ,， DRA FER 

内 。 一 般 放 牧 季节 的 前 守 季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干 谷 地 草地 的 可 食 
草 类 的 数量 为 35 一 40 罗 ; 在 湿 草 地 为 20—25% 5 在 沼泽 化 草地 为 、 

10 一 巧 多 。 而 在 放牧 季节 的 后 秆 季 , 草 类 适口 性 的 降低 是 由 于 条 

本 科 植 物 的 完成 生长 以 及 蒿 类 的 发 育 。 在 这 个 时 期 牲畜 很 原意 

吃 在 小 麦 留 楼 地 上 发 育 起 来 的 一 年 生 草 类 [ 黄 狗 尾 草 Setar 
glauca) , #8 (Echinochloa crus—gallz)], 

“PTE Seip Be He BS JR ESE HDS RS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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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l ee a ee ee 

322. HHBAW ISN 1 A) 

he a | Hem 7 la zs es x} 网 党 
» 

aa 数 | 利 数 | 多 | 种 数 ] 
1 | HRA: 人 2 6 2 6 
2 | ppm... Be 4 18 ne ae eB To 8. 
3 | 吾 科 ………. i565 } i1 | 7 Pt Bt SS = 2 | 14 
4 | 薄 科 ………- 42 1 3 13 31 13 | 31 15 | 35 

6 | She: | 13-| 一 .| 一 1 ed oe ee RS BA 

6 | 百合 科 …… 和 一 | 二 二 一 二 直 三 12 | 100 

7 | BR 12 3 | :25 aT) 4 | 33 5 | 41 
8 | 玄 参 科 …… ae Peas Meee 1 9 | — } — | 10 |, of 
9 | MAR | .7 : oe ay” Say Genes Been Lisle eh CaN ee 

10 | BRA el ee eer SE et fe 1) 87 
11 | BYR GO Le ee ee 1 | 13 7 | 87 
12 | ASHER... a Sy DS aes aa i ow Ree) a 7 | 100 
13 | 龙 胆 科 .……- 2 3 | 100 
14 | Yee Say a a oo 全 
15 | 败 将 科 …… 3 — 二 cc Sas as 3° | 100 

16 | RMF... 4/—/]— 317%} —|— 到 42% 
17 | EF 4 ra os =p We 2 bone 4 | 100 

18 | BF...---- oh RRR eG eee 7 a ce Si oe sea 4 | 67 
19 | $e -过 2 | 100 
20 | 7CRERL------ yin BAN ce bes Sb in 3 | 60 

wt) 做 一 个 简单 的 鉴定 。 

RARE 

2 ht A (Calamagrostis Langsdor fit ) 是 一 种 分 布 很 广 的 多 

年 生根 鞭 儿 本 科 植 物 。 生长 在 河谷 . HSA LIER 

殖 质 潜 育 十 及 生 草 草 甸 土 的 分 水 擒 ,形成 纯 拂 子 菠 草 地 ,甚至 可 以 

”生长 在 生 草 灰 化 土 和 灰 化 土 上 的 森林 和 河 木 中 间 , 随 着 草 地 的 逐 

渐变 干 而 从 草 群 中 消失 ,被 杂 类 草 - 拂 子 头 群 丛 所 更 奉 。 在 7 A 
HE. : 

在 生长 的 初期 牲 瘟 喜 食 。 MaRS HIE, Eni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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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丛 降 低 。 捍 拂 子 六 的 再 生 草 和 开花 时 的 收割 物 相 比较 , BR 

质 合 量 增加 了 30% , BRERA TIRE. 

A. 下. YARED KE (1936 年 ) 在 布 东 德 区 所 进行 的 调查 表明 ， 

水 草 - 拂 子玉 放牧 地 在 放牧 期 间 内 ,可 食 牧 划 每 月 的 产量 占 整个 放 

收 期 的 百分比 为 : 5 月 一 一 20%; 6 H——42%; 7 H——27%; 
有 | 

a) BE FE Bt SAREE, FFI OKA, Lat MSR, 1934 年 ) 对 

 ” 拂 子 苇 干 草 的 消化 棕 进 行 了 研究 。 | RRSSE RN, aL BE 
AEE (54%) ,其 刀 是 开花 时 期 收割 的 干草 (49%) , 消化 这 最 低 的 
是 在 拂 子 荡 糙 实时 期 收 制 的 干草 (46% )。 

BR PE (Calamagrostis angustifolia) RBRR BBE 

EIERK, Ey EMA EER LB EeE, RiewA 
河谷 地 上 , ARR EH (10 年 内 ) HFS, ART, 在 黑 
龙 江 沿岸 地 区 的 拂 子 荡 草 地 中 主要 是 犹 叶 拂 子 匾 。 狭 叶 揣 子 荡 与 
卑 拂 子 荡 的 不 同 点 是 董 较 和 站, 叶 窄 ,并 具有 较 密 而 仿 的 园 雏 花序 。 
FP PR PSE SETHE B. I. BSR KA P. H. HK 
布 科 娃 - 阿 丽 索 娃 (1931 4E), FESR DBT ABAR HE EE 
的 生境 条 件 所 改变 了 的 卑 拂 子 芭 的 生态 变型 ,这 种 比较 湿 的 生境 
条 件 是 狭 叶 拂 子 茂 的 特有 的 生境 条 件 。 仅 在 生长 期 的 初期 粕 玄 千 
ER. 
RTA (Calamagrostis epigetos) Je BEER ER AR AY 

(ALD), SOR ARLRS, 2} PERL aR i A 
所 有 的 干 谷 草地 上 ,是 旱 生 -中 生 类 型 禾 草 。 仅 在 生长 初期 性 冀 喜 
食 。 以 后 便 变 得 特别 粗糙 。 与 前 两 种 相 比 其 蛋白 质 含 量 特别 低 。 

HEE (Elymus sibiricus) 是 多 年 生 高 芭 禾 草 。 广泛 地 分 布 
在 河 间 地 的 所 有 干 谷 草地 上 。 其 特征 是 耐 旱 性 和 抗 塞 性 都 很 高 ， 
枝叶 生长 良好 ,可 以 获得 稳定 的 产量 ,性 畜 喜 食 。 阿 称 尔 试验 站 正 
在 进行 坊 培 " 阿 稳 尔 野 麦 "并 将 推广 做 制 草地 的 混合 收音 。 

REWRR (Agrostis Trintt) EZEEREAR, FATE 
HA AFAR, PERARE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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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长 初期 性 畜 喜 食 。 在 6 月 千 束 生长 。 
FAA (Poa pratensis) EAE AH ALAA EE AH, 牧 

- BOR RGRE, DATE Eh CA Ee, 生 草 灰 
化 土 和 灰色 森林 土 上 ) 。 ey 
伏 枝 冰 草 (Agropyron repens) ZARA RA, BOR A a 

4a, A TERETE MANE Sh AHEM SR 
。 落 草 (Koeleria gracilis) 是 一 种 牧草 质量 很 好 的 多 年 生 禾 
草 , Mabe (草丛 ) 地 分 布 在 沁 泪 地 和 河 冰 地 的 干 谷 草地 上 。 在 6 月 
未 千 束 生长 。 在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条 件 下 ,在 夏季 的 下 什 季 中 没 
有 第 二 妖 的 最 大 生长 量 , 再 生 草 产量 很 少 。 性 畜 喜 食 。 
ERE (Arundinella anomala) 是 多 年 生根 董 禾 草 , 分 布 在 汇 
熏 地 及 河 疝 地 的 干草 地 和 湿 油 草地。 在 生长 期 的 前 个 期 性 畜 喜 
食 ;, 以 后 很 快 地 变 为 粗糙 。 

一 

oh A 

BE (Carer appendiculaia) Fe FEW LMA RE Bh XK oh 

分 沼泽 化 的 草地 和 湿 草 地 上 形成 的 背景 草 群 。 含 有 7 一 8% HE 

自持。 开花 以 前 牲畜 祭 喜 食 。 在 开花 之 后 , 由 于 灰分 中 硅 含量 的 
增加 ,牲畜 不 食 。 eal ie 
FRE (Carex Meyeriana) Je 7-7 FEW LALA TRAY 
一 阶地 上 ,形成 塔 头 ,性 畜 不 食 。 

BAH (Carex Schmidtit) 是 分 布 在 河 泄 地 的 沼泽 化 草地 , 形 

| | 成 塔 头 , 仅 在 生长 初期 牲畜 可 食 。 

RYH (Caren levorhyncha) Fe A) 4p ZEAE PES EY Be Hh 

HEI BE HE ARE 
Sti (Heleocharis vulgalis) 分 布 在 沼泽 化 的 草地 ,牲畜 不 食 。 

= A 

Bh (Trifolium lupinaster) 是 分 布 最 广 的 一 种 豆 科 草本 
国 ” 植 愧 ,也 是 在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恶劣 气候 条 件 下 最 改定 的 一 种 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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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 芍 地 分 布 在 所 有 的 干 谷 草地 和 湿 油 的 草地 。 占 整个 草 群 的 

2 一 5% 。 开 花 前 牲畜 喜 食 ,开花 以 后 旭 不 食 。 

KR (Vicia amoena) 是 多 年 生 和 纹 续 植物 , 呈 坪 状 地 分 布 在 

所 有 干 谷 草地 和 湿润 草 地 ， 占 草 群 的 2 一 8 和 ， 仅 在 生长 期 的 最 初 

阶段 对 牲 背 有 可 食性 。 将 叶 能 保持 很 久 。 在 夏季 的 后 千 季 开花 。 

甚至 在 9 月 末了 也 能 看 到 开花 的 花 采 。 它 的 特征 是 具有 很 大 的 再 生 

FI 0 

EI (Vicia unijnga) 是 多 年 生 豆 科 植 物 , 便 料 价值 向 好 ， 

广泛 地 分 布 在 所 有 的 干 谷 草地 。 仅 在 生长 期 的 最 初 阶段 可 食 , 以 

后 便 不 食 ,牧草 的 产量 比 大 全 人 荣 少 。 

五 PK RD. (Lathyrus quinquenervius) 是 多 年 生 豆 科 植 物 ， 

分 布 在 稍 湿 草 地 和 沼泽 草地 。 在 开花 前 牲畜 喜 食 。 

BE fa ( Melilotus suaveolens) 是 一 年 于 豆 科 植物 ， settee 

MAEM, BREE, 
tL (Lespedeza striata) 2 -)\h—4EA4EtED (高 8 一 10 Jz 

AK) 主要 从 布 在 收场 和 路 偿 等 比较 紧 实 的 土壤 上 ， 没有 生 疡 十 的 

意义 。 

胡 枝子 (Tespedeza bicolor) 是 多 年 生 灌 木 , 广 泛 地 分 布 在 排水 
， 县 好 的 坡地 及 没有 沼泽 化 的 分 水 岭 。 刨 料 价 值 很 高 ,很 容易 更 新 ， 

牛 很 喜欢 吃 ( 叶 和 花序 ) 。 含有 大 量 的 蛋白 质 和 谈 分 物质 。 

XE 

CY Xs (Artemisia vulgaris) Ay Ap AE AL BE te Mh, FA 
地 、 湿 草 地 和 灌木 从 中 间 ， 仅 在 生长 初期 牲畜 可 食 , 这 时 蛋 和 白质 和 

灰分 物质 的 含量 都 很 多 ,而 挥发 性 油 份 少 ,以 后 可 能 由 于 择 发 性 油 

份 的 增加 或 成 分 的 变化 而 失去 伺 料 意义 。 

着 草 (Achillea millefolowm) 449 4E SALVE Fe BE, eee ee 

谷 草地 以 为 治 木 中 间 。 在 开花 以 前 和 做 干草 时 性 畜 可 食 。 

Me PAE WY (Veronica sibiriea) 是 多 年 生 植物 , 常 分 布 在 

干 谷 草 地 和 湿 泗 草地 以 及 灌木 中 间 。 ee A Au ES fey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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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BEMAL (Lysimachia dahurica) 是 多 年 生 植 物 , 广泛 地 J it 

fee. HSA EK Hh, TET AR HRAR. HERE 
zr. 

Fag] Bquisetum arvense) 分 布 在 各 处 。 Ara Fae e 
BRE BAER. 

hii (Galium boreale) 4>#ptEFAL, HEB RM EBE. 

HFK (Agrimonia pilosa) 分 布 在 各 处 干 谷 草地 和 湿 草 地 。 
性 畜 不 食 。 

旋 复 花 (Inula britannica) 分 布 在 各 处 , 仅 干 草 可 食 。 
在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中 牛 喜 食 或 兴 喜 食 的 草 类 在 禾 本 科 中 有 

88% , FES BAA 41% , EDA HA 86%, | 
ARTES Be HANES Hh LED LA ES 

BRANBaHMY, RH-BORELROMHSESR. 湿 草 

HMR EREAREARE. 
草 类 的 适口 性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决定 于 各 种 草 类 的 生长 期 。 例 

如 ,天 多 数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都 在 7 AW FARRER, DESH 
不 食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草 地 草 类 的 开花 时 间 主 要 是 在 下 面 的 各 个 

时 期 中 
1. FRSA RASHES PIE A: HEE (Ranun- 

culus amurensis) , = (Ranunculus japonica) , 38 4E (Jrollous 

 chimensis) , 黄花 菜 (Hemerocallis flava) , 7K #5 HE (Geum alepp- 

ZU )， 草 地 千里 光 (Senecio pratensis), ZB AE (Potentilla — 

. chinensis) , Rite ZeVE Se (Potentilla fnagarioides) , ZEF-2E (Galium 

verum) ， 这 些 草 类 能 形成 鲜 黄 色 的 季 相 。 ERSHRCERRA 
MAA A: 香草 (Mierochloe oqoxatc)， 落 草 (Koelerta 

gracilis), RE MKA (Agrostis trinit); 开花 的 有 六 月 禾 (Poa 

2ratensis) 、 林 早熟 禾 (Poa nemoralis); FEEFMEWA BES 

(Calamagrostis Langsdorfit) , RM piFA (Calamayrostis a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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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olia) , i PRES (Calamagrostis epigeios) 。 

2. 在 夏季 的 后 个 季 中 开花 的 有 : 东北 支 参 (Scrophularia 
manshurica) ， 于 屈 荣 (Lythrum salicaria), 大 策 荣 (Vicia amo- 

ena), ie (Vicia cracca), ELA (Vicia unijuga), He th 

(Trifolium lupinaster) , #4 (Melilotus suaveolens), 走马 芹 简 

F (Angelica dahurica) , 4 $6 3 | (Angelica viridiflora), EAR - 

RE (Veratrum maackii) , #435 (Achyrophorus grandiflora) , 

FEE EX (Geranium sieboldit), = eB (Geranium vilassovianum), 

BH (Uris kaempfert), NA (Sanguisorba. tenurfolia) , Hh ke 

_ (Sanguisorba media) , HER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3xBew3s 

形成 了 以 红色 ,白色 和 兰 色 为 占 优势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季 相 。 
3. 初秋 开花 的 有 : 聚 花 风 耸 花 (Campanula glomeraia) , 

花 龙 胆 (Gentiana triflora), F-0+ (Achillea millefolium) , 

叶 风 毛 菊 (Saussurea amurensis) , 狗 哇 花 tr gre 

”这 些 草 类 形成 了 兰 紫 色 季 相 。 
BH (Carex appendiculata) Ais (Carex 大 BE 

M# (Carex Schmidtii) 425 Aves. 

二 、 营 养 物美 的 含量 

最 初 测定 漂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最 主要 牧草 《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 的 营 

养 价 值 的 是 K. UW. 秋 卡 耶 夫 (1912 年 ) 。 碍 将 他 所 获得 的 奏 料 列 

AF 23。 

-已 克 确 定 , 黑 龙 江 治 岸 地 区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植 物 与 苏联 其 他 地 

FWRI, HEARS ERE, Ti ME Be A HUY 

豆 科 草 类 的 蛋白 质 含 量 比 苏联 其 他 地 区 的 蛋白 质 平 均 含量 较 高 。 
例如 , LEA RMS BAH His Ske (Vicia amoena Fisch) 接近 
FREER, HSH (Trifolium lupinaster L.) 接近 

于 栽培 的 红 三 叶 草 。 k 
-苏联 科学 院 远 东 分 院 布朗 克 (1935 年 ) 也 对 黑龙 江 治 岸 地 

RRR RA ETE. SLR AS BI AY ER A 

e 62 e 



%23.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才 杯 科 牧 草 和 豆 科 收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占 干 物质 的 -多 ) 

ae we te 290i fs mea 

和 
2 Wi Se (Calamagrostis epig- 

CO08 间 二 下 

3 | 狗 竟 股 颖 (Agrostis Canina) ……| 9.9) 6.2| 0.9} 5.6|137.2 | 1.9 

4 | 伏 枝 冰 草 (Agropyron yepens)……| 12.9 | 6.1] 1.31-7.9|132.9| 2.4 

5 | BE (Elymus sibiricus) …… 12.0) 7.6] 0.9] 6.0| 33.9} 2.1 

”6 | eA FER (Setaria viridis) .| 9.8 | 11.8] 1.6] 10.1 | 31.5] 2.0 
7 | #8 (Panicum crus-galli) ……………， 10.8 | 14.9] 2.9] 18.4) 32.0} 2.1 

8 | SOMERR EL (Arundinella anomala)| 11.5 | 6.0| 1.0] 6.1| 37.9] 1.7 
9 | GMB (Vicia amoena) ……… 10.4| 7.6] 3.4| 21.4] 338.3] 2.4 

10 | 车 轴 三 叶 草 (Lrifolium tupinaster)) 11.7 | 7.6 | 2.5 | 15.4) 37.7) 1.8 

11 | 444 (Lespedeza bicolor) +++++++++++ 11.1| 6.2 | 2.5] 15.8 | 30.6] 2.9 
12 | 湿地 山 笋 豆 (Lathyrus palustris) | 12.4 | 7.0] 2.5 | 15.6] 87.9] 2.8 

Fe 24。 

与 第 一 种 情况 相同 ， 黑龙 江 沿岸 草地 上 形成 背景 mR EE AY & SF 

AAPOR EE RWS RPE, HRS, 黑龙 

TL eae A RES SAR 

在 湿 草地 上 分 布 最 广 的 杂 类 草 的 一 些 种 (Sanguisorba parut- 

flora (Maxim) Tokeda; Filipendula palmata Maxim, Veronica 

sibirica L., Lisimachia dahurica Ldb., Galium boreale L. 

Patrimia scabisaefolia Link.) 的 蛋 和 白质 的 含量 也 很 低 。 Beat 

PAE ZB Jes AD fe] 5] (Hquiselum arvense 工 .) 及 所 有 草 甸 群落 的 植 

物 , 都 舍 有 大 量 的 灰分 物质 及 蛋 和 白质。 根据 蛋 和 白质 的 含量 可 以 把 

Artimisia vulgaris L. 划分 出 来 。 它 与 问 荆 一 样 , 除了 在 水 生 群 

从 以 外 ,分 布 在 所 有 的 植物 群 从 中 。 

a 这 样 看 来 ，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天 然 草地 齿 布 最 广 的 各 种 草 类 

的 化 学 成 分 便 证 明 :这 些 草 类 的 蚀 料 质量 是 不 高 的 。 

必须 指出 ,这 些 草 类 如 在 排水 情况 腿 好 ,腐殖质 较 多 的 土壤 中 

生长 ,其 蛋白 质 和 灰分 物质 的 含量 一 定 会 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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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 24 ， 远 东 地 区 天 然 草 类 的 化 学 成 分 (点 干 物 导 的 多 ) ， ， 
(根据 I0，B. 布 盎 克 的 资料 ) 

次 生长 期 Ba | RE A 
物 | bea 未 脂肪 四 序 植 | SBE 白质 mi a 

LA ARMER WBE Nut: BP 6 8 开花 | 5.9| 6.6| 37.1] 0.9 | 40.3 

2 cnt big Talis 8 epig- 
CLOS) ste reeenerereseceeceeecersereeees 开花 7 6 4.2 88.1 y wd i 43.1 

3 | Fen; (Calamagrostis) -++++- 开花 | 6.7| 7.4) 41.6) 1.5 | 42.8 

4 | DUES (Agrostis clavata)--:--- thee | 6.4] 656.6 | 84.8 | 0.8 | 42.4 

5 | 29 %e5¢ HS (Arundinella anomala)| Fh | 4.6 | 4.2 | 35.7} 0.9 | 44.6 

6 | Kpkvk RE (Agropyron repens) .……: 开花 | 7.5 | 11.6 | 38.9 | 2.8 | 34.1 

7 | BRS (Elymus excelsus Turcz) …| 开 花 前 | 8.0) 3.8 | 39.5 1.1 | 37.6 

8 | Ha —nt2A(Trifolium lupinaster) 开花 | 4.9 | 11.0| 34.9] 8.8 | 35.4 
9 | BAKE (Meli otus Suaveolens) ---| 开花 | 4.0| 9.7 | 46.0/| 1.8 | 28.4 

10 | HF (Lespedeza bicolor) -+++++++ 开花 | 4.5 | 14.1] 19.0} 1.8 | 61.1 

11 | Bij (Vicia amurensis) -++++++++--- 开花 | 5.8 | 14.8] 36.8) 1.5 | 31.1 

12 | BARR (Vicia iaponica) -+++++-++++e++ 开花 | 6.6 | 17.6| 38.9] 1.1 | 80.8 

13 | 大 叶 草 其 (Vicia pseudoropus) …| 开 花 前 | 5.0 | 10.2 | 37.3} 1.0 | 36.4 

14 | BARA (Vicia umijuga) -r---++++-+ 开花 | 5.3 | 11.8| 34.9] 1.8 | 36.6 

15 | BBR (Vicia amoena Fisen)---| 开花 | 4.6 | 12.4| 81.2 | 0.9 | 40.8 

16 | WE (Lathyrus pilosus) -++-++++ 开花 | 7.5 | 12.7 | 84.7] 2.1 | 32.9 

17 | 地 榆 (Sanguisorba parviflora) …| 开 花 前 6.9 | 6.6| 34.3) 0.8 | 41.4 

18.| 4 AFR (Filipendula palmata)---| 开花 | 6.6 | 5.9} 37.9 | 1.9 | 37.3 
19 | 威 灵 仙 Veronica sibirica) -++-++-+ 开花 | 7.9| 7.6 | 26.9} 1.2 | 46.4 

20 | 黄 莲花 (Lysimachia dahurica) …| 开花 | 5.7 | 5.9 | 26.8] 2.1 | 47.9 
21 | GEE (Galiun boreal) -++++++++-20-+ 开花 前 | 6.7 | 6.6 | 25.7} 3.7 | 44.9 
22 | 败 获 (Patrinia Seabiosaefolia) …| 开花 1 5.2 | 4.1) 87.6 | 0.9 | 42.6 

23 | 3 (Artemisia vulgaris) -++++++++++. me | 7.0 | 10.0| 34.6| 1.8 | 38.3 

24 | whee (Achillea piavmiea) ……， 开花 1 6.1| 6.8] 37.8] 1.5 | 38.2 

25 | BAS) (Hquisetum arvense) +-++++++ — | 20.3] 16.7 | 18.8 | 8.7 | 45.5 

在 表 25 HH Pr 5 | FAW EE de BE RAS AE ES fie 

Fe fa) te ECCT 
SERB BY ae, Bie Hh Ba) BHI AY RSS TEAE Fe FI BAY 

Fe BI Bebe A PLES STE AES A A So 

FR HTL Us Fe HK Ee A SS BS ie HSE HE H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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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 
#25. S-SNATREASEERSNLN SENSE KMNNENRS 

KEK 

leila CaO 

‘i 7 
| ARBRE (Agropyr- 

onrepens) te | 8.8/2.3 a 9.3 oe 40.7 | 0.8/1.2 

EWA (Agrostis | 
Trinit) 抽穗 | 5.6| 工 .6 ia 8.4.2.3 

Him «| 6 9/2.2|14 011.2/2.6 87.2) 39.2 | 0.7/0.9 

mus Sibiricus)---| 抽穗 | 7.4/2.2 13.941.1 2.6 35.7| 37.3 | 0.9/0.5 

PEALE (Bro- | | | 
mus Sibiricus) --+| Hyg | 9.6/2.4/14.8 9.92.6 385.7) 37.3 | 0.9/0.4 

= Yee 

. 

ES AEA ey, a ates Le af AR | 物 

35.8| 46.4 | 0.6/0.9 

AHH 12.2/2.4 15.3/10.813.1/17:3) 52.1 | 0.8/1.7 

生长 期 12.0/2.6 15.913 .5)3. sls .1| 47.4 | 1.0/1.0 

She Bit Abt hart ote 0.6/0.4 

开花 tea alesis 39.3 | 0.8/1.7 

AOS He HORE A EASA ESO KIRS. ACARI EGE re Hh_E 
H26.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天 然 估 草地 主要 草 类 收割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1951 年 (点 干 物质 的 多 ) 

描 
述 草地 的 草 群 , 割 浊 日 期 P.O,|CaO 

号 素 的 

Pa fe EAB | id 
20 | HRFSEMEE, 7 月 26 日 …………: 6.5/5.9] 6.2/4.7] 1.1 /85.9\50.7|0.5/0.4 
25 | HESS, 7 月 27' 日 ……|' 一 |6.0| 8.3/6.9] 1.1 36. ao jos 0.9 

河 闸 地 
2 | 杂 类 草 -水 草 - 葛 股 颖 草 群 ， | 
NY 2p icsatel uid eon ast taide 6.5 /9.8|9.4/8.7|1.2 |33.2/46.4 0.7/1.2 

21 | 荡 属 - 落 草草 群 , 7 月 27 A 6.1|7.9| 8.2) 7.8| 1.2|37.2/45.5}0.4| 1.2 
5 | We RE, | | 

7 月 19 目 .pp 6.5|17.4|8.617.811.2136.046.80.511.5 

17 | WR R BIEL, 7 月 26 日 …:|7. 工 |8.4| 9.4|8.8| 5.4B0.1a6.6|o.7|1.0 
14 | 冰 草 草 群 ,7 月 22 Yo vveereereeeeee 6.0/8.0|9.5|7.8| 3.7 33.645 .1/0.6 0.5 



放牧 和 收割 干草 。 

-如同 分 析 的 车 果 玫 明 , 撩 荡 地 草 类 的 割 草 在 于 草 收割 期 平均 
比 湿 草地 和 沼泽 化 草地 的 牧草 多 合 25% HE AR, AB 40% IK 

分 物质 (\ 表 26)。 

从 表 27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了 月 下 定 月 的 莎 草 - 拂 子 芒 草 地 ,每 画 
夜 的 牧草 定额 中 ,缺少 的 磷 占 应 获得 的 40 一 60 多 ,而 消化 蛋 自 质 几 

乎 缺少 一 牢 。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牧草 中 所 具有 的 营养 物质 的 数量 ( 按 

蛋白 质 的 含量 ) 仅 能 保证 一 亏 夜 的 挤 甩 量 达 3 一 4 公斤 。 

R27. MVMASERKKMKRSRER PRE 

BR. SABNSH, 1950 年 

TAD? ARR RSS eee (12 公斤 干 物质 ) 
中 的 含量 ( 克 ) 

a | 高 RO Om 
a Hn 

| res ee meee | eee rem 
AAS | 地 的 地 的 再 生 

草地 ~ 12 oor 水 草 ae 草地 

418 384 294 384 

Ned eee. ; 66 

eee eeareerse 

这 样 看 来 , 在 水 草草 地 放牧 , 由 于 蛋白 里 养 分 不 足 , 所 以 在 夏 

_ 季 的 下 咎 季 冀 牧 产 品 便 遭 到 一 些 损失 。 由 于 干草 收割 期 间 的 丐 
迟 , 特 别 是 由 于 拂 子 菠 草 地 的 干草 收割 期 的 延迟 ,使 牧草 中 损失 大 

量 的 蛋白 质 。 在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原 哈 重 斯 特长 建 地 及 吉姆 河 之 帆 

R22. 吉姆 河和 吉尔 琴 河 河 问 地 洼地 草 多 的 窒 叶 氨 子 莫 

营养 物质 含量 的 变化 (1952 年 ) 

412 公斤 和 干 物 上 质 中 的 含量 
x} 4A wk HA w We bk 

Gi) gc | 7, | (毫克 /公斤 

6 月 24 日 480 50 

6 月 8 日 802 49 60 100 

7 月 10 日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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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汗 地 草地 上 ， BEM EAE BT EMIT Bos HEH 便 是 一 个 例证 
(#28). 
: WAR 28 +h BF SARE AT DEH , BFS RL HE 7 月 中 
FPR ISNT AF RE , Fy KEIR PREC , BB OEE A fa ESE 
RARE. | 

我 们 对 做 收 草地 的 禾 本 科 -- 杂 类 草 湿 草 地 的 牧草 灰分 以 及 杂 
类 草 -水 草 - 春 对 草地 收 草 灰 分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进行 了 测定 (#8 
29) 。 

表 29， 禾 本 科 杂 类 草草 地 和 杂 类 草 -水草 - 莓 系 草 地 天 然 收 草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灰分 中 的 含量 (多 ) 

人 铁 | 网 | -人 钙 | 外 
吉姆 河 河谷 地 杂 类 草 -水 草 -区 系 草 地 | 

Oe ee 66H | 7.8 | 0.66 | 0.0023 | 0.00077 | 0.00061 
Hew. i. ape 6 月 6 日 | 6.2 | 0.26 | 0.0028] 0.0017 | 0.00061 
Ne 6 月 6 日 | 9.0 | 0.34 | 0.0074 | 0.0034 | 0.0014 
所 有 的 牧草 割 草 ….，…:..| 7 月 7 日 | 6.2 | 0.83 | 0.0061 | 0.0016 | 0.0054 
人 8 月 7 日 | 8:0 | 0.16 | 0.0066 | 0.00091 | 0.00092 

吉 媚 河 河谷 地 陡坡 禾 本 科 - 杂 类 草草 地 
Peet 6 月 7 日 | 5.9 | 0.64; 一 | 0.00051 | 0.00092 
OS Ta ee 6 月 7 日 | 5.7 | 0.10 | 0.0030 | 0.0011 | 
GEYSER +r ese ree reeenereeres 6 月 7 日 | 9.0 | 0.21 | 0.0052 | 0.0013 

在 这 些 草 地 天 然 收 草 的 微量 元 素 方面 ,我 们 没有 发 现 重要 的 
。 差别。 
”所 著 地 制 草地 草 类 的 矿物 质 含 量 比 苏联 其 他 地 方 的 草 类 的 平 

” 均 含 量 要 低 一 些 。 
Fy A RE , TREES AMF A He LS 9 HE I 

SMUT ERE BE TE A, AB 
量 的 两 倍 。 
根据 温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土壤 中 钠 的 含量 较 高 ,我 们 便 对 野生 草 

类 的 灰分 中 钠 的 含量 也 进行 了 研究 。 分 析 精 果 表 明 , 泽 雅 - 布 列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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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割 草地 和 放牧 地 草 类 的 钠 的 含量 和 苏联 其 他 地 带 同样 土地 上 
的 草 类 的 含量 很 相似 ($e 80) , 仅 落 草草 地 和 落 草 - 拂 子 荡 草 地 的 
草 类 ,其 钠 的 含量 比 苏联 其 他 地 方 同 类 草地 的 草 类 的 平均 含量 为 
高 。 干 谷地 草地 草 类 中 锅 的 含量 也 比 苏 联 其 他 地 方 同类 的 草地 所 
含 的 钠 的 平均 数量 要 高 一 些 。 在 撩 幕 地 上 钠 的 含量 和 苏联 其 他 地 
方 的 最 高 含量 相近 。 ie 

R30.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野生 草 类 中 锡 的 含量 

发 、 基 车: 8h (AER Fy HZ) 
Vee Er B-b EA ts  Y ’ 

SETI EH EHO APS RF SERRE corer eterno 0.41 
小 凸 形 地 癌 寅 凹 地 内 的 拂 子 桩 草 群 ee + 0.40 

ZS JES Py HH eis Hs ENP SE SBE «+e -eesceceecceceescecenseecsenseres 0.67 

长 洼地 中 的 水 草草 群 RN 5 0.738° ~ 

沼泽 地 干草 (苏联 西伯 利 更 的 中 等 干草 ) pp 0.36 

灰色 森林 土 的 杂 类 草 - 禾 本 科 草 地 干 谷地 草地 
在 生 有 灌木 的 平 友 从 水 瞧 上 ee 0.34 

汲 有 滞 林 的 平 焰 分 水 岭 上 evoooveeveeosiovovsoosoovooseoiooooooevv， ee 0.25 

PEFEHEGR HD Eo ppp eseeececeaceeesessccosceoees 0.37 

生 有 灌木 的 平 粗 坡地 pp 1 0.38. - 

FAFA BLE BE ( PE PRIBE AY ASE) pp 0.18 

AR fyb LM RAR TA A ree 
FIA ERL HARARE od eeedcnecconcvnagecsccevvaseé 1.00 

WHA KER ERA LRA BT ARS … 1.40 
扎 MEE ayy A HOY BARA JBBTE EHD oe ee eee eeeeeeeeeeeeeees 0.47 

向 斜 平原 的 禾 本 科 - 蒿 属 撩 荒地 Javan ove qeclncensedsvoedessebevasesee sat 1.22 

Ft ARE. pe 0.58 

Fe (与 苏联 其 他 地 方 相 比 ) jas ooeoeoeeoesesosesese aie 0.20 

| 有 本 wa 1.17 

_ETERIE | JAN Bea EAs HES RB TBS 
TR AA (SRA ESE) 中 钙 和 磷 的 含量 很 低 ,而 
硅 的 含量 旭 很 高 。 干 谷地 草地 和 低位 草地 的 草 类 含有 家 冀 正常 发 
育 所 必需 的 一 切 主要 矿物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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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E ANE ROY PRO 
SHOR HA se EA i 

”在 根本 地 和 初步 地 改良 草地 时 ,必须 考虑 到 不 同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和 经 济 条 件 , 以 及 其 经 济 发 展 的 远景 。 

根据 土壤 的 性 质 , 沼泽 化 的 强度 , 刨 料 地 的 保证 性 , 以 及 士 地 
的 耕作 程度 , 我 们 把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划分 为 四 个 自然 蚀 料 区 (图 
17) 。 

最 没有 保证 的 蚀 料 地 是 第 一 区 (西南 区 ) 。 这 里 货 中 了 最 肥沃 

的 , 几乎 是 完全 开明 过 的 土地 ( 厚 层 生 草 - 草 名 土 DG HG IK BR 
.十 ) 。 这 一 地 区 是 阿穆尔 州 谷物 、 豆 类 生产 的 中 心 ， 也 是 商品 畜 收 
WAH, 

5) Hh Bei Bh WO PR AE REL SO EA IE 
很 强 而 开垦 较 差 的 第 二 区 。 这 里 ,单位 面积 的 牲畜 密度 较 小 一 些 ， 
但 草地 却 比 较 多 。 主 要 的 商品 作物 为 大 豆 和 小 麦 。 在 这 地 区 现在 
也 正 计划 发 展 一 些 巨 大 的 工业 中 心 。 

割 草地 的 保证 性 占 中 等 的 地 区 是 第 三 区 。 这 里 的 制 草地 主要 
是 河谷 地 的 拂 子 薄 草 地 , 牧场 很 少 。. 牲畜 主要 是 在 森林 及 灌木 林 
中 放 政 。 所 有 适 于 开明 的 土地 都 已 开垦 。 春 小 麦 是 这 里 的 主要 商 
品 作物 。 这 些 春 小 麦 主要 是 集中 在 谷物 农场 中 生产 。 将 来 这 里 的 
小 麦 生 产 还 要 扩大 。 

第 四 区 是 第 三 纪 砂 岩 的 露头 。 圭 坪 为 薄 层 生 草 - 灰 化 士 。 在 
这 种 土壤 上 生长 的 植物 为 件 有 稀 朴 草 被 的 稀疏 灌木 林 。 在 这 一 地 
区 只 有 在 分 水 岭 一 带 可 以 放牧 。 在 坡地 上 由 于 土壤 侵 鲁 作 用 很 强 
烈 ;, 所 以 必须 禁止 放牧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的 草地 牧场 状况 表明 ,目前 在 这 一 带 的 水 利 
规划 、 河 流 治理 、 森 林 恢 复 及 草地 的 全面 改良 方面 必须 采取 国家 指 
施 。 为 了 制定 这 些 措 施 的 计划 ,1953 .年 阿穆尔 州 执行 委员 会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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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有 作者 参加 的 委员 会 蔗 。 委员 会 吸收 了 土地 规划 工作 者 、 农 学 

家 、 林 学 家 及 土壤 改 民 学 家 等 参加 工作 。 在 州 执行 委员 会 的 专家 

会 议 上 对 制定 的 计划 进行 了 讨 芥 ， 并 对 这 个 计划 表示 赞同 。 这 个 

计划 的 地 理 图 如 图 18 Pras. 

根据 这 个 计划 ,在 现今 还 没有 森林 的 平地 上 要 栽植 防护 林 英 。 

在 所 有 大 的 天 然 境界 地 上 (长 洼地 的 谷 缘 地 、 徒 坡 等 ) 要 恢复 森林 

植被 。 计 划 恢 复 森 林 8,000 公顷 。 栽 植 防 护林 带 的 面积 为 965 公 

(SEAT HS MED FE TT Be RSLS). BELL 
| ache 为 150000 Zs , 4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西南 部 最 肥沃 的 ， 蚀 料 地 保证 性 最 小 的 地 区 

(包括 草地 收场 ) 的 土壤 规划 的 实现 , 将 使 黑龙 江 沿岸 的 农作物 有 
更 大 的 提高 。 同时 将 消灭 利用 天 然 外 料 的 自发 现象 ,改善 草地 和 

放 玫 地 的 水 分 状况 ,使 大 田 乌 料 生产 得 到 发 展 ( 因 为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越冬 条 件 得 到 了 了 改善) ,并 在 各 河流 的 排水 沁 壮 地 上 建立 长 期 的 栽 、 

培 割 草场 及 放牧 场 。 恢复 和 栽植 森林 将 使 春 、 mike dia 
。 得 到 组 和 ,并 提高 夏 、 秋 期 间 的 土壤 排水 状况 。 

黑龙 江 高 记 激 地 的 草地 主要 是 由 于 两 个 河流 一 一 阿里 木 河和 
阿尔 这 两 条 河 
以 前 的 河道 已 经 消失 。 河 水 现在 都 流 到 泥 勤 地 的 低 草 甸 中 。 由 于 
PARK RS , 沼泽 化 的 面积 也 就 越 来 越 大 。 在 届 节 泾 流 
的 条 件 下 ,整理 这 两 条 河流 的 河道 , 仅 在 平原 的 西南 部 就 可 以 疏 干 ， 
一 万 公 藉 以 上 的 沁 壮 地 草地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上 主要 需要 改良 的 草地 资源 位 于 泽 雅 河谷 
地 上 。 这 个 草地 的 土壤 改良 是 与 调节 经 常 沪 激 的 漂 雅 河 泾 流 相 和 精 

合 。 调 节 河 流 汲 流 必 须 按 照 远东 地 区 国民 经 济 所 需要 的 水 能 大 源 
的 利用 措施 计划 来 进行 。 在 憾 节 泽 雅 河 泾 流 时 ,经 过 朴 干 .在 整地 
面 及 进行 其 他 耕作 技术 措施 以 后 , SOR AOE RM BIL 
RHE RFE) 便 可 以 得 到 根本 的 复兴 。 在 这 一 带 发 展 
FB Ey BE ARO ES REE A DY, 

37S EE ERA 5 a hE BE e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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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地 区 实现 。 

在 下 原 的 儿 臣 上 (第 三 闸 料 区 ) 是 主要 的 指 施 应 当 是 防止 二 
fil, 
FESS HA pF HEE ERE, PELL BR RE, 

SO — AGE EEA, PRD Dy WF EE RIND 7 tae 
掉 , 必 须 在 所 有 坡地 上 建立 草地 。 在 徒 的 坡地 上 ,在 不 进行 放牧 的 
条 件 下 , 最 好 保留 一 些 灌木 林带 。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至 部 长 期 放牧 地 
上 ,必须 进行 巩固 草根 土 综合 耕作 技术 工作 。 

阿 称 尔 州 多 有 20% 的 人 口 从 事 农 业 。 这 个 州 和 远东 地 区 其 
他 各 州 相 局 , 其 特点 是 集体 安 庄 拥有 大 量 的 十 地 。 例如 , 1949 年 
这 个 有 劳动 力 的 集体 农庄 庄 员 需 要 耕种 15 公 荐 耕地 和 22 ZV fy 
料 地 (其 中 包括 17 ARR RAR), 1958 年 每 个 有 劳动 力 的 庄 

。。 员 则 需 耕 种 23 公 臣 耕地 。 
阿 称 东 州 安 业 的 一 切 主要 生产 过 程 都 是 用 机 器 来 完成 的 。 阿 

穆 尔 州 的 机 补 化 程度 在 苏联 是 占 头 等 的 。 手 工 劳动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宏 场 里 仅 具有 一 些 辅 助 意义 。 在 阿穆尔 州 机 关 所 制定 的 措施 
当中 ,也 不 把 它 计 算 在 内 。 由 此 可 见 ,改善 铜 料 地 的 一 些 措施 也 应 
当 用 机 械 化 的 方法 来 进行 

-从 漂 雅 - 布 列 雅 芷 原 自然 条 件 的 特征 和 蚀 料 地 的 情况 来 看 , 几 
 “ 乎 所 有 的 天 然 草 地 都 需要 根本 地 和 初步 的 改良 。 

1. BHAA 

所 有 秆 利用 的 和 计划 利用 的 沼泽 化 草地 ,都 应 当 加 以 疏 干 。 
TRIPATHI IE IH, 从 坡地 到 河岸 线 是 有 一 定 的 坡度 的 。 因此 在 
调整 汉 流 以 后 , 便 可 以 把 排水 渠 由 浴 洪 道 引 向 河 里 ,而 在 干旱 季节 
利用 这 些 水 渠 里 的 水 来 进行 灌 浙 。 为 此 必须 恢复 阿里 木 河 在 阶地 
上 的 老 河道 ,并 届 节 其 汉 流 。 

在 很 多 中 间 置 有 小 砂 丘 的 地 段 , 都 具有 粘土 层 很 厚 的 深 洼 地 ， 
| 在 这 些 地 段 上 ,可 以 进行 平整 地 面 。 

REA SLOMAN ARATE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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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工 割 草 场 和 收场 ;进行 铅 料 输 作 和 生产 多 汁 的 青 赃 作物 及 简 ， 
料 种 籽 。 在 开 用 这些 草 地 时 , 必须 有 区 别 的 来 选择 输 栽 作物 及 农 
业 技术 。 在 泥炭 草根 土 及 有 做 小 草 丘 的 草地 , 应 当 条 用 旋转 犁 赫 
地 。 只 有 在 深 腐 苑 实生 草草 名 士 可 以 进行 至 翻 卉 。 在 耕作 泥 碳 草 
根 土 十 壤 时 必须 施用 矿物 质 肥 料 。 

在 现 有 的 河 泥 地 草地 上 , 可 以 进行 下 面 的 一 些 钼 料 翰 作 处 理 : 

. 工 处 理 : 1) GCE RRO BAA BE, CP RAY 
苏丹 草 ; 2) BURG AD FE RT RIA REI & Yo (= 4 FE BBB) 
3) ATAPI HI INAS, GSR 4) 做 种 子 用 的 间 播 收 草 
POSE 5) 留 做 干草 的 收 划 ; 6 一 8) 留 做 干草 及 放 收 的 收 划 。 

2 处理: 1) 蚀 料 瓜 类 ;做 青 崇 料 的 玉 晶 和 泰 ; 9) ABs Ab FER 
料及 于 草 的 大 豆 囊 麦 混 杂 物 ; 3) 肉 根 直 根 类 作 有 牺 蚀 料 , SR BS 
4) 间 播 牧草 的 燕麦 ; 5 一 8) 留 做 干草 及 放 收 的 收 草 。 

在 河 沁 地 上 适合 于 乌 料 输 作 的 作物 是 混合 下 草 :杂种 紫 攻 项， 
BPS Be, RRA, 

还 可 以 采用 其 他 的 牧场 输 作 处 理 : 
1. 处理: 1) PRESS, GEAR: 2) FAP RE BR AN ha 

BNK GERBER; SE BRE AH Ze 4 一 5) 做 干草 用 的 牧草 : 

6 一 8) HOBIE 
2， 处 理 ; 1) 做 青 瞧 料 的 玉 蜀 和 ;9) 做 称 色 梓 充 余 料 的 大 豆 : 

燕麦 混杂 物 ; 3) PER INANE; 4 一 5) 做 干草 用 的 收 革 ; 6 一 8) 

BoP AMF RE, 
8. 处 理 : 1) RAR, (ER BS; ©) i A 

麦 ; 3 一 、， 做 干草 及 放 牧 用 的 牧草 。 
宣 收 场 收 草 混 作 的 有 以 下 几 种 : RRA, PANO, 黑龙 江 

iv sabi was ane ane : 
在 黑龙 江 流域 条 件 下 ,所 有 的 人 工 草地 都 需要 进行 矿物 肥料 

的 追肥 (在 生长 初期 追 施 氮肥 ,收割 后 或 休 限 前 一 个 月 追 施 磷 钾 肥 
料 ) 。 
首先 应 当 进 行 根 本 改良 的 是 黑龙 江 - 泽 雅 河 的 大 面积 的 泥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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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草地 及 各 小 河流 的 筷 小 地 草地 。 这 些 河流 附近 都 有 很 多 集体 家 
庄 , 这 些 集 体 农庄 不 仅 需要 草地 ,而 且 也 需要 内 水 洱 。 河 流 沁 雍 地 
有 以 下 这 些 : BIC. 共 葛 有 7,000 公 苇 沼泽 化 的 生长 灌 
木 的 草地 ; FLAERA TERE, RA 10,000 RU; AHR, 
AT 8,000 ZUR; ALAR TRIH, AAT 2000 ZH: AAAI 

6,000 ZB, Hi IAL IM A A HEH RR, DA eR a eT Ye it 
草地 的 土壤 改良 都 必须 根据 技术 改 计 来 进行 。 同 时 还 要 考虑 到 地 : 

。 面 沼泽 化 的 程度 ,土壤 卖 层 含 冰 层 的 厚度 及 底 土 的 透水 性 等 等。 
目前 ,在 还 没有 进行 巨大 的 国家 措施 来 治理 各 大 河流 的 泾 流 

_ 也 前 ,就 可 以 开始 对 各 小 河流 的 河 汇 地 草地 进行 朴 干 和 对 其 汲 流 
。 进行 局 部 的 调节 。 为 此 可 以 在 河流 谷地 修筑 一 些 横 土 坊 。 这 些 横 
土 雯 可 以 形成 妹 水 凶 , 同 时 也 可 以 把 这 些 士 声 用 做 通过 这 些 谷 地 

”的 道路 。 这 些 道路 一 般 都 代入 平原 内 部 很 远 的 地 方 。 在 堵 成 崇 水 
， 凶 的 提 寺 下面 ,可 以 进行 排水 工作 和 整修 在 实 谷 地 上 时 常 流 串 的 

Wie, 

EAS J AH ES ALR A AE a SE 
CARH RL , 把 这 些 草 地 变 成 高 度 耕 作 的 草地 。 在 冬季 积 雪 很 厚 
， 的、 较 姜 的 排水 长 土地 上 ,播种 多 年 牧草 对 增加 甸 料 餐 源 及 提高 其 

质量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助力 。 TERRE RENE, 为 了 防止 水 流 
”的 著 积 ,必须 在 播种 收 草 以 前 进行 最 简单 的 土壤 改良 ( 沿 长 洼地 的 
| 合 稼 地 及 谷 道 修筑 沟渠 ) 。 在 进行 最 简单 的 排水 以 后 ,需要 进行 旋 
ARH, 施用 矿质 肥料 、 eee 
«SH, DAO RITTER), ERISA REI 
BRAT PTL ee, fend 牛 毛 草 ， TERETE, AL 
CS AMER SO, i hS MM, A RAE 

ARTE IA Mh AYIA A] , EE TA TD A 

到 年 或 在 耕作 以 后 立即 进行 播种 收 草 。 
在 第 一 个 向 料 区 内 上 比较 人 迫切 地 需要 对 草地 进行 根本 地 改良 ， 

FERALAS, 这 里 首先 应 当 实 行 汗 地 排水 , 以 及 把 这 些 

过 地 变 成 高 度 耕作 的 收 草地 等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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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厚 层 洪 灰色 森林 土 及 生 草 - 草 旬 土 的 平坦 河 问 地 上 ,可 以 进 
45 FB Sa) Sb ge TEAL Ee 

T. 处 理 : 1) (ices HPAI AE A9ZSs 2) KARA (=F 

FAG GRE AP TE EAL) 5 3) AVR E WD, FSFE RMAs 

4) Tel Be He Aye | 5 一 6) 做 干草 的 牧草 ; 6 一 8) BEE, 

IT. 处 理 : 1) (TT ORAS E 2g 28 5 2) 做 绿色 补充 钼 料 的 大 豆 

燕麦 混杂 物 ; 3) 肉质 直 根 类 蚀 料 作物 , Se BMA; 4) 燕麦 、 a 

KBAR IAT; 5) 做 干草 及 放牧 用 的 苏丹 草 。 

同时 应 当 在 天 然 草地 及 其 他 外 料 地 广泛 地 进行 最 简单 的 排水 

工作 ,并 对 这 些 草 地 进行 初步 地 改良 。 

2， 章 地 的 初步 改 居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 原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钼 料 地 ,可 以 用 届 节 雨水 泾 
Be EW Py SE BA OR BO 
法 进行 初步 地 改良 。 

在 做 路 线 调 查 的 过 程 中 ,对 草地 土壤 及 草 旬 群落 的 发 展 条 件 
所 做 的 研究 指出 ,黑龙 江 沿岸 一 带 的 冷冻 湿 泗 的 土壤 非常 需要 矿 
物质 氮肥 。 在 生长 初期 , 当 阳 光 充 足 而 土壤 温度 很 小 的 时 候 , 草 地 
牧草 的 幼苗 缺乏 氮 素 , 这 是 黑龙 江 沿岸 的 很 普通 的 现象 。 在 六 月 “ 

中旬 ,土壤 水 分 为 2025 % 时 , 土壤 卖 层 的 温度 达 16—18°O, 在 
30 公分 深 处 的 温度 为 8°C 到 11°O 。 六 月 中 多 土壤 卖 层 的 硝酸 盐 
的 含量 在 100 克 土 壤 中 不 超过 2 一 3 毫克 ,在 七 月 中 名 不 超过 
20 一 25 vr, 

黑龙 江 沿岸 土壤 的 生物 活动 性 很 弱 。 阿 称 尔 试验 站 ( 安 德 罗 
HH, 1955 年 ) 对 生 草 草 名 土 的 微生物 总 量 所 做 的 测定 指出 ， 在 工 
BERGE 1 AF 5000 万 到 5000 万 个 微生物 , 序 比 微生物 缺乏 的 
土壤 还 要 少 很 多 (根据 C. TL. 亲 诺 格拉 斯 基 的 套 料 ) 。 在 上 一 年 耕 
翻 的 耕地 上 ,还 仍然 保留 小麦 的 殉 株 ,这 证 明 在 黑龙江 沿岸 二 塘 
中 有 机 质 的 分 解 过 程 是 很 弱 的 。 

大 国 向 料 作物 也 需要 矿物 实 氨 素 。 例 如 ,在 我 们 的 试 具 中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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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 AAU, 产量 便 提 高 了 一 倍 。 干 谷地 草地 的 收 
草 不 论 在 定位 观察 站 中 ,或 在 生产 试验 中 , 施用 氮肥 追肥 以 后 , 产 
量 都 培 加 了 一 倍 到 一 倍 个 , 胡 藉 下 素 的 含量 也 墙 加 了 两 倍 。 

1952 年 在 吉姆 河 河谷 地 的 草地 定位 观察 站 中 ,对 未 施 过 磷肥 
奖 肥 和 施 过 磷肥 妃 肥 的 两 种 草地 进行 了 氮肥 妃 肥 的 影响 的 研究 。 

这 两 种 草地 是 杂 类 草 -水 草 - 莓 系 草地 和 杂 类 草 - 莓 系 - 落 草 草地 。 
， 所 肥 是 在 生长 初期 (六 月 六 日 ) 追 施 硝酸 乌 (每 公 项 以 50 公斤 计 
算 ) 及 过 磷酸 钙 (每 公 项 以 60 APRA), FEARS AE BY 
地 筷 施 两 志气 肥 : 在 生长 初期 追 施 一 次 ,在 收割 以 后 施 一 次 。 收 制 
是 以 每 个 小 区 开始 进行 的 。 在 折合 成 公顷 时 , 为 了 正确 估计 其 损 
失 要 扣除 20% BEE E Fi] AE 31 。 

z 31. 所、 磷 矿 质 肥 料 追 肥 对 低位 草地 牧草 产量 的 影响 (1952 年 ) 

来 类 草 - 水 草 - 莓 柔 草地 Fe BE SAYS 
一 -一 一 一 

就 验 处 理 ,施肥 占 对 照 的 多 | pf ae 占 对 照 的 多 

=. | tes | Pay | ites | Fes | 湿 的 | 千 的 | 湿 的 | 千 的 
基本 收割 (7 月 7 日) 
SIRGSE TE (RP) coe ees sees 63.1 73.8| 30.8 | 100 | 100 

SETAE GER HIE -+0-e ees ecceeeesseees 64.6 75.5} 80.7 | 102 | 100 

SE HEF PE AL …… ee 82.6 汲 有 进行 研究 

ee ee 95.4 107.9| 43.2 | 146 | 140 
Fie 
Se = Ve 22 .7 25.1| 9.3} 100 | 100 

SEGRE 6 月 6 日 ) …… 24.2 26.4} 9.2} 105 | 100° 
CSE RG FLEAS (6 6 A) | 26.2 汲 有 进行 研究 

30.0| 11.5 | 119 | 

| FARIS -PS BE A A ILE 8 10 A BEAT HY FEAL BPS 
草草 地 上 是 在 8 月 31 日 进行 的 。 

从 强 证 的 数字 中 可 以 看 出 ,矿物 览 扼 肥 可 使 杂 类 草 - 莎 草 -等 

” 系 草地 的 青草 产量 增加 50% , 使 杂 类 草 - 兹 系 - 荡 草草 地 的 产量 培 

NY 46% , 而 再 生 草 的 产量 则 相应 地 增加 了 24% F19%, 磷肥 

对 牧草 的 寺 产 没有 显著 的 效果 。 



杂 类 草 - 医 系 - 莎 草草 地 收割 以 后 ,重复 追 施 氮肥 所 得 的 糙 果 
如 表 32 所 示 。 

麦 32， 妃 施 两 次 气 肥 对 杂 类 草 - 莓 柔 - 薄 草 草地 再 生 草 产量 的 影响 

再 ieee 

试验 处 理 
收割 后 施 更 -未 施 kt 

gM | Fa j= ee. 
湿 的 | Fay | tees | “Fay 

SEWER AB) ceeeveeveeee 9927-0| "8:4 (<9 100 100 

KEVa SA ae 

FEZEA BIB ccoceecseeeeees 41.0 | 18.5 100 100 180 | 161 

PEEIE GBR cco cee eee eee eee 43.0 14.7 105 109 190 175 
FETE KAS Snot apiaeiae Une 49.8 18.2 124 134 

附注 : 在 折算 为 公顷 时 减 去 20% 。 

从 引证 的 数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按 每 公顷 施 1.5 公 担 确 酸 钞 , 追 施 

两 灵气 肥 , 则 牧草 的 割 草 量 可 增加 到 工 .5 倍 ,而 再 生 草 可 增加 到 2 
倍 。 . 

XY BASE HE AUIE He we ok Ae Rc, All 19 中 可 以 看 出 ， 

Ebi BRED a» RAE ak (SERRE RU eR) 在 七 月 祝 

ie 2 EEEE7 MM 

19. 氮肥 对 草 层 中 禾 本 科 牧 草 发 育 的 影响 : 

1. FARRER, 2. HE; 3. 豆 科 ; 4. R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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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增加 了 工 倍 。 这 样 ,在 所 有 情况 下 ,施用 矿质 氮肥 都 得 到 了 很 
高 的 效果 。 化 学 分 析 指 出 ,在 矿质 氮肥 施用 后 19 天 蛋白 质 的 含量 
Fue IY 20 和 ,而 再 生 草 的 蛋白 质 的 含量 旭 增 加 到 17% (#2 33) 。 

#33. 葡 施 矿质 气 肥 对 提高 杂 类 草 -从 草 - 莓 系 草 地 草原 轨 草 的 蛋白 质 的 售 
量 的 影响 (1952 年 )。 吉 姆 河谷 地 米 哈 依 罗 夫 区 (SOMEONE DE) 

| 2 ae 

基本 草 层 ---16.9/1.5] 9.3/2.6 40.01. 0. a 15 

642568 SEERETRE HEL …………- 7.7|1.3| 8.3|2.0|29.652.50.70/1.29 

< 7.4|11.9| 革 .6| 芋 7|31.448.00.52|1.60 

---|'7.8|2.0/12.5)2.0 31.046. 0.73/1.02 

“基本 草 层 §3| SRI) …… 6.911.2| 了 .52.8130.452.50.42I1.31 

TATH 造 施 磷肥 一 …………. 6.8|1.3|7.9| 未 测定 0.631.27 

RE | 道 施 复 取 |7.5|1.4| 9.0) 4.0/28.551.110.851.7 - 

‘aa 适 施 氨 肥 和 磅 肥 …， 上 0.581.0 
BAR 未 施 追 肥 ( 对 照 ) …|7. . G. eat. 78 

7 4 308 - fh 24; …………: 9.5/1.2) 7.3|3.2|28.4)51. sees 76 

总 TERE FRE …………… 7.6| — | — |2.1/381.2\52.80. Bo. 45 

AES SAR …|7. 7.43.3132.049 .580. en. 51 

LA Ee FCGIB AR OO AR) … 7.4) 2.6 32.850.210. sh 10 

8 月 12 日 筷 施 磷肥 …………， 8.7|11.1| 7.1/3 -6 |29.9\50. 7/0. woke 67 
; ego | >. i ee : .2| 7.3) 2.9131.4/50.20.52 

8.0| 2.6 |33.0/48. ie 

收割 后 的 再 生 草 7 月 7 | acs) ----- 8.4/1.7 |10.4/1.0 27.5152. shed 721.40 

H (8 月 10 收割 ) enssponsens 9.3/1.9 12.2)2.1 25 .5|60.90 45/1 .34 

BOS FA BSR HE BY 7 He, FER Be BA BY] (6 6 A) 

EGRUE, SMC RIE RSM, 在 
MAUS 20 CEA AWE Be IMT 25% , THI BRIE Hl 28 In 

了 34%, BARGER a ABIL, 6 月 6 日 ) Sa Rio 

TF 16%, HERVE HY el NS oe EE ESE TAL RIE 9 FE IE 38 
REM.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生长 期 的 后 期 (8 月 12 A) 收割 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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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蛋白 质 的 合 ee ee or ts | ee ci 
Riese GSB pH) 的 扩大 ,以 及 在 七 月 雨季 以 后 营养 枝 
发 育 的 结果 。 这 时 由 于 草 层 中 不 太 适 口 的 或 完全 不 适 日 的 菊 科 、. 
支 参 科 和 桔梗 科 等 草 类 的 增多 ,以 及 存在 有 枯 凌 的 植株 ( 禾 本 科 收 
草 ) 。 所 以 收 草 的 适口 性 正 日 趋 下降 。 

矿质 氮肥 是 非常 灵敏 的 。 在 黑龙 江 沿岸 使 用 矿质 氨 肥 做 造 有 
具有 很 高 的 效果 。 

对 土壤 中 根 的 分 布 所 进行 的 研究 指出 ,牧草 的 根系 主要 是 分 
布 在 上 层 (0 一 15 公分 ) , 仪 个 别 的 一 些 根 穿 人 了 下 面 的 粘土 层 。 
因此 倪 肥 也 应 当 在 根本 改良 草地 时 做 追肥 来 施用 。 用 矿质 气 肥 做 
追肥 是 初步 改良 草地 的 最 有 效 ,最 纺 洲 的 方法 ,这 个 方法 可 以 增加 
天 然 乌 料 碍 源 的 数量 和 改善 天 然 甸 料 套 源 的 质量 。 再 生 草 起 施 所 
肥 以 后 ,产量 培 加 了 26 匈 ， 沟 过 重复 追肥 , 则 增加 了 工 倍 。 我 们 所 
做 的 计算 指出 ， 追 施 氮 肥 以 后 , 可 使 在 两 公 荐 牧场 上 放 收 三 头 氢 
AB, 而 在 不 追 氮肥 的 两 公 荐 牧 地 上 只 能 放牧 一 头 牛 。 同时 由 于 外 
料 中 蛋白 质 及 共生 素 合 量 的 增高 , 性 畜 的 生产 品 也 一 定 增加 。 我 
认为 把 一 部 分 干 谷地 开 星 为 耕地 对 日 丛 增 长 的 畜牧 业 是 不 会 受 

到 损失 的 。 在 草地 上 以 及 在 耕地 上 31 施用 矿质 氮肥 ,不 仅 可 以 增加 
WP, 而 且 还 可 以 培 加 谷类 作物 的 产量 。 矿质 氮肥 可 以 用 
飞机 来 进行 施肥 。 

因此 在 远东 地 区 需要 建立 一 个 同时 可 以 生产 合成 须 的 矿质 所 
肥 工 场 。 这 个 工场 可 以 建筑 在 利用 黑龙 江 、 BALAI Pe He 
大 水 能 奢 源 的 基地 上 。 

修筑 山上 渠道 和 拦 水 渠道 以 及 在 很 多 情况 下 修筑 垂直 排水 坑 
备 ( 在 粘土 层 不 厚 的 地 方 ) ,来 调节 地 玫 泾 流 ,对 初步 改良 草地 具有 
现实 的 意义 。 在 阿穆尔 州 北部 各 区 都 有 在 草地 内 阻隔 低地 河流 及 
其 分 支 的 生产 经 验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 原 迫 切 地 需要 修筑 一 些 汪 的 
排水 沟 来 进行 草地 的 排水 。 在 草地 上 调节 地 面 泾 流 的 这 种 最 简单 

1 甚 到 对 豆 科 作物 大 豆 施 氮肥 ( 马 雷 斯 ，1953 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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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排水 工作 ,可 以 由 机 器 拖拉 机 站 的 草地 土壤 改良 小 组 来 完成 。 
排水 沟 ( 深 50 站 分) 排水 的 拂 子 芽 草 地 图 。 图 20 便 是 用 

”图 20. 用 排水 沟 改 良 拂 子 茅草 地 图 ( 古 比 雪夫 区 )。 

在 侍 部 排水 草地 上 或 自然 干 酒 的 草地 上 必须 前 除 小 草 丘 。 创 
称 小 草 丘 应 当 利 用 平 路 机 、 灌 木 钾 除 机 、 久 二 机 在 晚秋 初冬 或 早春 
EEE ACR RET, FEE ES FE BY De He Ha 

- 被 创 除 的 草 丘 应 当 被 利用 来 制造 堆肥 。 
初步 改良 泽 雅 - 布 列 雅 符 原 草地 的 其 他 有 效 措施 有 以 下 几 项 : 

1) 早春 用 圆 盘 友 友 冰 草 (BENE HE) 钼 料 地 ; 2) 在 毁坏 的 牧场 上 及 
产量 不 高 的 外 料 地 上 ,用 圆 盘 友邦 地 并 问 播 牧草 蚀 料 作物 (用 轩 盘 
开 沟 器 或 播种 机 ) ; 3) 用 矿质 肥料 及 当地 肥料 对 牧草 进 行 追肥 ; 
4) 浊 掉 草地 杂 草 及 放 收 后 存留 在 牧场 上 的 植株 残 体 ; 5) BRE 
Ko. : 

PEA Hh Pa _E FH BFE A hy 5 BE ESE Bs A 
JS, 特别 是 追 氮肥 和 磷肥 配合 进行 。 在 干 谷 草地 上 适 于 间 播 下 列 
收 划 :黑龙 江 野 麦 、 元 世 崔 麦草 、 黑 龙 江 梯 牧 草 、 无 根 莹 冰 草 、 黄 彰 
蒂 。 在 无 林 区 割 除 灌 木 时 , 还 必须 要 考虑 到 森林 更 新 闻 题 和 在 茧 
水 池 附 近 保 留 灌木 林带 及 积 雪 林带 。 上 述 的 一 些 措施 在 苏联 的 中 
部 各 区 都 进行 了 很 好 的 研究 ,在 黑龙 江 沿岸 的 条 件 下 毫 无 疑问 也 
将 产生 很 大 的 效果 。 

e Sle 



3 草地 的 利用 ee 

在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提高 草地 生产 力 的 最 主要 条 件 是 合理 地 利 
用 草地 。 在 收割 牧草 做 干草 的 同时 , SCAT RC TRE RS EB Boll 

BFF ZT BLES Fa 3 

FR TET Ua FE ARR ARS ARAN De SE GOA 8 

' 行 收割 。 对 牧草 进行 适当 的 防腐 措施 , TORR PRAR BA 

质 及 灰分 。 因 此 在 这 一 带 组 积 笋 草 栽培 的 最 主要 任务 是 收割 干草 
工作 的 全 面 机 械 化 。 这 个 工作 的 全面 机 械 化 , 可 以 按时 的 毫 无 损 
失地 收 荐 做 干草 用 的 牧草 ,并 能 保证 舍 包 期 对 牲 音 的 查 料 供应 。 

割 草 地 放 人 牧场 是 黑龙 江 沿岸 草地 放牧 割 草 输 划 制 中 的 最 好 的 
AVA, WBA BOX BAT HF SG ae: 第 工 年 一 一 在 开 

花期 收割 ”; 第 2 年 一 一 开花 期 收割 十 再 生 草 放牧 ; 第 3 年 一 春 

季 放 牧 十 浊 草 ;第 竺 年 一 一 开花 期 收割 ;第 5 年 一 一 正常 的 充分 放 

钼 的 放牧 ;第 6 年 一 一 放 外 较 晚 的 放牧 ;第 年 一 -休闲 。 

兹 将 青 蚀 料 输 牧 制 中 天 然 妆 场 放 外 的 最 好 日 期 介绍 如 下 : 

5 月 415 日 一 6 月 工 日 : 长 建 地 及 各 河流 谷地 上 的 低 杂 类 草 一 

RH RS et Rh + SBB56 月 工 日 一 6 月 巧 目 :平原 

上 的 干 谷 杂 类 草 一 斤 本 科 草 地 及 季节 性 水 分 过 多 的 杂 类 草 一 拂 子 
并 草草 地 ;6 月 匡 日 一 ?月 工 日 :二 谷地 草地 ,多 年 生 收 革 ， ore 

地 及 灌木 林 牧 场 ; 7 月 工 日 一 7 月 15 日 : 长 建 地 及 各 河流 谷地 上 
的 低 东 草 及 纱 草 - 拂 子 药草 地 的 第 一 灵 再 生 草 十 治 木 地 放牧 ;7 月 
15 日 一 8 月 工 日 : 干 谷 地 草地 及 季节 性 水 分 过 多 的 草地 的 第 一 次 
BAM , SEAR + AKER RA BAER; 8 月 工 日 
—8 154: FRAP B—-RBEM; HAH PAR+ ADH 
FR we 6 i + BZ 8 A156 A—9 A148: BH 
OEE , HIRAI K IRAE EK + RS 
B+ AUER GERRARD); 9A 1-97 15 

DSK B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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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割 草地 再 生 草 ,第 三 播种 期 的 大 豆 节 麦 混杂 物 十 夏季 青 峙 料 十 
多 半 补 充 蚀 料 ( 瓜 类 但 料 ) ; 9 月 15 日 一 10 月 工 日 : BERRA 
FBG TSH A ER (BARRA) ;从 10 A 1 Hite 
Fe fal), FERC AY DI AE BRAD TE Bo 

FE eA UES RR BER SAK Dt BS FE 
价值 的 再 生 草 , 第 二 次 再 生 草 就 比较 难以 获得 。 因为 从 8 月 未 起 

BOSS FAIA RS Bld PE ,并 开始 发 黄 。 
为 了 改善 牧场 上 的 牧草 发 育 , 必 须 实行 改换 牲畜 停 居 地 (牲畜 

体 息 地 ) ,随后 必须 用 重 拖 运 器 却 平 恬 肥 。 为 了 防止 杂 草 及 不 适口 

的 草 类 的 发 展 应 当 不 断 地 把 竹 畜 吃 剩 下 的 艾 草 全 部 割 掉 。 
在 放 收 - 制 草 输 刘 制 中 合理 地 利用 天 然 伺 料 地 是 提高 黑龙 江 

沿岸 收场 生产 力 的 一 个 有 效 方法 。 

4. AMEE Ae RAE 

BST YEE KD fal RASTER = BE Et KE REB 
RR. | 

AG, HE, FM RS MEI MERE, 这 一 点 是 人 人 
都 很 清楚 的 。 阿穆尔 州 大 豆 耕 地 (1950 一 1953 年 ) 占 公 部 耕地 的 
18 多 ,做 刨 料 用 的 是 当地 品种 棕色 57 (B.A. 周 罗 尼 欧 基 ) 。 这 
Phi PREZ HH HY 7 100 多 公 担 青草 伺 料 。 

FEUER KIA ARIE UE BE RBA AK 
RAR IE YE, SCN I EPA AK Ee 
物 是 乳 用 性 冀 青饲料 输 收 的 主要 环节 。 由 于 和 采用 补充 喂 饲 的 精 果 
“游击 队 2 国营 宏 场 乳牛 的 年 括 乳 量 比 采 用 大 豆 燕 麦 混杂 物 做 补充 
LAITY 145 (RA, 1953 4, HAMEL, 1953 年 ) 。 

斯 天 林 集 体 宏 庄 每 公 臣 大 豆 地 青草 的 平均 产量 为 190 公 担 ， 
而 在 革 些 年 分 划 为 1385 一 138 公 担 。 在 工 公斤 蚀 料 大 豆 的 干草 中 
含有 150 克 蛋 和 白质。 大 豆 蚀 料 中 合 的 钙 质 也 很 丰富 。 大 豆 可 以 衬 
充 天 叶 草 地 上 豆 科 收 革 的 不 足 。 大 豆 又 可 以 做 很 好 的 青 彤 料 。 至 
于 豆粕 旭 可 做 黑龙 江 沿岸 的 主要 精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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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很 好 地 耕作 及 施肥 ,在 雨量 适当 的 年 苍 不 仅 能 生产 丰富 ， 
的 青草 ,而 且 还 能 生产 大 量 的 乃 熟 果穗 。 wet 
AERA PY BSE A gp NAZIS BER, 1953 

年 “中 别 里 ”(Cpere-6exsefmit) 国营 宏 场 在 70 ZS Hl th b 4g Bh 
收割 了 57 公 担 的 干 苏 丹 草 。 斯 沃 博 德 内 依 区 “十 月 十 四 年 > (14 
Jer Ora6pa) 集体 宏 庄 的 苏丹 草 也 获得 了 很 好 的 收成 〈 但 面积 不 
大 )。 苏 丹 草 的 播种 面积 目前 还 不 大 ,今后 须 加 以 扩大 。 另 外 还 必 

须 对 种 子 繁 育 进行 研究 ,因为 这 里 的 苏丹 草 不 车 籽 实 。 
在 生产 外 用 甜 某 、 甸 用 药 六 、 胡 葛 修 及 蚀 用 瓜 类 等 作物 方面 ， 

也 有 着 丰产 经 验 ( 古 比 雪 夫 区 欧 克 特 雹 集体 宏 庄 ) 。 在 黑龙 江 沿 岸 
做 青 赃 料 用 的 向 日 次 生长 的 也 很 好 。 在 刨 养 性 畜 方 面 , 特别 是 肥 
育 猪 方面 ,局 铃 昔 具有 非常 大 的 意义 。 PRVAT KARR BK 
蚀 料 。 计 算 指 出 ,集体 农庄 的 刨 料 作物 ( 瓜 类 , 根 鞋 块 鞋 作物 , 青 彤 . 
料 作 物 ) 面积 不 应 当 少 于 总 耕地 面积 的 15 多。 必须 大 大 地 提高 对 
HES ARETE DZ 

上 面 (4 页) 已 经 指出 ,远东 的 科学 研究 机 关 , Hob TS 
尔 州 国营 育种 站 , 已 经 培育 了 一 些 当 地 的 禾 本 科 ,、 豆 科 收 划 品 
种 。 

但 是 由 于 夏季 的 后 咎 季 士 壤 及 空气 过 滤 湿 油 而 使 种 子 繁 青 遭 ， 
到 了 困难 。 土壤 和 空气 过 湿 抑 制 了 授粉 作用 ，, 并 使 根部 长 出 了 营 
Fe, AIM ADRES EE. 

fe ETL YY REM ES RE SM 必须 向 留 种 
地 施 矿 质 肥 料 和 石灰 。 研 究 确 素 肥 料 对 豆 科 牧草 籽 实 生产 的 作用 
是 很 重要 的 。 阿 穆 尔 州 农业 试验 站 ( 亚 比 茨 基 , 1958 年 ) 所 进行 的 
试验 指出 , EY FS ON SET AY DE EY FE Ee J J 20% 
Ab AORN Np WY OCA EE HG a Fe HEHE 
有 很 大 的 优点 。 这 一 点 在 种 子 繁 育 实 践 中 也 是 应 当 考 虑 的 。 

今后 牧草 青 种 工作 的 任务 就 是 培育 豆 科 牧草 的 早熟 品种 , 工 
选拔 当地 的 牧草 品种 。 Sy TY RUSE EAE UR, 每 个 集体 宏 庄 都 
必须 有 自己 当地 品种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留 种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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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结束 语 

泽 雅 - 布 列 雅 在 原 的 天 然 饲料 地 (CLERK) 在 中 等 湿度 的 
` SEF RF 200 万 吨 天 然 收 划 的 青草 。 和 被 集体 农庄 整个 畜牧 饲养 业 
所 利用 的 仅 占 这 些 天 然 饲 料 赛 源 的 四 分 之 一 。 其 余 的 蚀 料 由 于 草 
地 的 沼泽 化 、 季 节 性 的 水 分 过 多 或 收 草 质 量 不 好 而 没有 锥 利用 。 
在 第 天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要 把 干 谷地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饲料 地 开 

星 为 耕地 。 所 以 面临 的 任务 是 必须 开 星 低温 的 沼泽 化 草地 。 为 了 
满足 黑龙 江 流 域 畜 收 业 发 展 的 要 求 在 最 近 五 年 内 应 当 开 胜 15 万 
公 荐 这 样 的 草地 来 做 荐 草 地 及 放牧 地 。 

在 新 地 开明 做 为 耕地 以 后 , 泽 雅 - 布 烈 雅 平 原 的 天 然 蚀 料 地 只 
有 在 进行 初步 的 和 根本 的 改良 以 后 , GARD GARE E&Y 

才 可 以 保证 对 畜牧 业 的 鹿 料 供应 。 由 于 黑龙 江 治 岸 地 区 
产 范 围 的 扩大 ,所 以 要 求 必须 广泛 地 进行 国家 措施 ,来 调节 各 河 

tena AE RETIN, aed ae acauleema meiaspasieniaes 
新 和 造林 。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改良 草地 的 主要 技术 措施 有 以 下 几 点 : 1) 在 
低温 的 草地 和 沼泽 地 进行 开 沟 排 水 ; 2) 在 干 谷地 上 (季节 性 的 水 
分 过 多 的 土地 ) 排 出 地 面积 水 , 割 除 灌木 。 在 能 生 草 土地 上 播种 牧 
草 。 对 上 收 划 追 施 矿物 质 肥 料 , 在 早春 进行 圆 盘 友邦 地 (在 有 环境 禾 

ASA HER ACK EI) 

Te wet AS EAE 7° BY Se EE UF A FB SJ He 

Ep, 5 Ze FE Sh Ae He EE SC Fl) EK Ze PE AR SE BA] 

Pri, FE7B I REE a he REE i FD IE IR BY 28 

果 。 由 于 黑龙 江 沿岸 地 区 的 生物 学 活动 很 能 ,所 以 在 阿穆尔 联合 

工业 当中 ,必须 建立 矿质 肥料 工场 来 生产 合成 饥 。 

在 草地 上 使 用 丰 物质 氮肥 应 当 在 进行 必要 的 技术 工作 以 后 ， 

以 及 在 草地 和 群落 中 有 好 的 乌 料 牧草 时 施用 。 有 氮肥 追肥 ( 工 公 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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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5 公 担 确 酸 钾 ) 可 以 使 低 草 地 牧 划 的 制 草 量 墙 加 550 多 以 上 , 使 
FALE HM 24 多 ， 同 时 还 能 改善 牧草 的 植物 组 成 及 提高 牧草 的 蛋 
白质 的 合 量 。 

为 了 建立 栽培 制 草 地 ,应 当 把 冬季 积 雪 稳 定 的 凄 洼地 及 长 洼 
. 地 利用 起 来 。 在 这 里 建立 割 草 地 时 ,应 当 调 节 地 面 泾 流 , 进 行 旋转 
FE BEL ADEA» SU EL BN «HA 
SE EIR 
iL HRA AEE EE EKEME BE, KE 

Ay DAD Fe ea Fe ah D> IE A ae 
WARE, ERRATA KRIE AAR, : 

制造 青贮 料 的 最 好 的 作物 是 玉 唱 季 、 向 日 次 及 大 豆 燕 麦 混 杂 
物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各 和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家 场 的 大 田 蚀 料 生 产 及 
牧 划 栽 培 的 发 展 与 多 年 生 收 草 及 一 年 生 收 草 种 子 繁育 的 管理 有 密 
切 的 联系 。 

计算 指出 , 实行 上 述 措 施 以 后 ,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的 集体 宏 庄 : 
Fat ES ES PY DA EB eA hE HF 
地 ,而 对 畜牧 业 也 不 会 有 损失 。 

巨 天 的 草地 改良 工作 应 蓄 根 据 泽 雅 - 布 列 雅 平原 各 个 地 区 来 - 
RUZ}, FEES SBR PR ROR, 这 些 
“ESRD BS Fe 4 Fa a RE ES 
AE IR SA Hy 5 — PK EBT , i 

Fy TSDC TL YS EH US FES eS By 
BBR, WERK Ro fil IAG NT ORAS GR 
定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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