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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农 牧 渔业 部 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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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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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 基础 
上 ，- 本 志 第 一 卷 终于 和 读者 见面 了 。 这 是 有 关 学 术 界 的 一 项 有 科学 
Fok PRN AKA, EP RaW, FAB, KEY 
饲料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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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述 。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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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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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培 、 改 良和 饲料 生产 不 

RARE: 第 四 ， 有 利于 草地 资源 调查 和 从 事 于 草地 畜牧 业 生 产 

和 科研 工作 者 参考 ; 第 五 , 促进 饲 用 植物 科学 研究 事业 的 发 展 。 

饲 用 植物 与 人 类 生产 的 关系 ， 有 着 悠久 的 历史 。 当 人 类 从 渔猎 

进入 牧 畜 时 代 ， 便 与 牧 划 发 生 联系 ， 开 始 认识 牧草 并 进入 初期 的 评 

价 。 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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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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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 1 « 



特大 量 研究 的 时 期 ， 正 是 新 让 国 建立 以 来 的 三 十 余年 。 从 对 国外 优 
Bae ford ey IRA ERE A, DK, AB, 
PRAM, SRNAWTE, LYVeRLASR RH 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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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饲 用 植物 的 经 济 价值 ， 包 括 饲 用 价值 和 生产 价值 MAES 

要 表现 在 化 学 成 分 ， 消 化 率 、 热 能 、 适 口 性 等 方面 ; 生产 价 草 则 雪 
现在 草地 植物 中 的 丰富 度 、 生 产量 、 利 用 频 度 、 再 生性 和 哉 脱 工 艺 
性状 等 。 饲 用 植物 主要 是 多 年 生 和 一 、 二 年 生 药 章 来 植 助 ) URE 
些 半 灌木 、 灌 木 类 ， 有 时 还 有 些 树木 和 低 等 植物 全 属于 和 模 物 分 类 

学 的 科 属 。 而 依照 其 经 济 和 饲 用 意义 ， 又 将 饲 用 植 WAR, KB 
x, BAX, PER, PAR, RAAWRRESRRAM, 
RAPER, ANBSAAAHSH, RATABAR, 
一 般 的 步骤 。 首 先 编写 了 分 布 园 广 、 饲 用 价值 高 和 比 获 SEH 

物 ， 在 第 一 卷 中 共 收 入 166 种 。 以 后 各 卷 将 逐步 推 向 合 国 各 地 上 OE 
的 研究 ， 除 一 般 特 性 和 饲 用 价值 外 ， 还 将 重视 其 对 不 同 地 区 ， 未 册 
生态 条 件 的 适应 性 ; 在 生产 上 加 强 应 用 的 可 能 性 和 利用 的 途径 ， 兹 
学 成 分 ， 营 养 价值 及 其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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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 有 这 样 才能 为 不 同 自然 区 城 培 育 出 ̀ 
在 生产 上 能 “当家 2 的 ， 营 养 价 值 完 善 的 饲 用 植物 的 种 和 如 种 。 世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使 我 国 畜牧 业 立 于 可 靠 的 基础 上 ) 稳 步 发 展 ， 实 现 
Sa Wh BR 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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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fl 

未 志 收 城 的 饲 用 植物 是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 数 量 较 多 ， ASB B 
SHRLAHAPP, 地 位 较 重 要 的 一 些 野 生 种 和 栽培 种 ， 以 及 部 分 
REREUNH, ATEHERVAF HER, RAAF RR, 
各 卷 所 采 录 的 饲 用 植物 ， 一 律 接 科 归 类 排序 ， 其 先后 以 词 用 重要 类 
群 来 分 。 

一 、 正 文 的 排列 以 种 名 为 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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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物 还 简 述 了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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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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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 只 录用 现行 植物 分 类 书刊 上 常用 的 和 名称 ， 一 般 公 认 

ALA: 拉 琴 文 异 和 名， 列 于 拉丁 文正 名 之 下 ， 加 医 号 y NML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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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B, 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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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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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 适 应 性 、 生 境 、 土 

* fe 



# KD, BE. RR, AR. KER, RRB GAMERS 

等 。 

六 、 饲 用 价值 ， 主 要 包括 饲 用 植物 的 物理 特性 、 营 养 价值 、 饲 
用 方式 、 化 学 成 分 、 各 种 化 学 物质 的 消化 率 和 氮 基 酸 含量 、 经 济 评 
价 、 适 口 性 、. 产 草 量 和 浏 、 钞 等 其 他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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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级 分 为 : Hh, Ry P. Hh. BA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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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JL, EXHZLA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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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Try IAS Bh Gramineae O00 O80 CFS O08 O28 668 298683 O28 O59 O08 COS HOO O88 OSS OEE EHO BEE eee e 

1.RRA Achnatherum splendens (Trin.) Neswiekioassaeaease- rend 

2.ukKHAgropyron cristatum (Lis ) Gaertr, esocesesceecerecceces secs 

3.WA mH Agropyron desertorum (Fisch.) Schult, eee sees 

AU Agropyron mongolicum Keng 000 000 008 000 600 000 600 050 080 D0 Cee 

pA 小 糠 草 Agrostis gigantea Riot hi isenitenecnsgansdctnc @ ese cece esve ess ec0 cee 500 

6- HAM RM Agrostis hugoniand Rendle «eceeecseceeseecesceccce ces ces 

7. BRAEZWAlopecurus arundinaceus Poir,  sseccccessescceseecses 

8. HAneurolepidium chinense (Trin. ) Kitag. (Leymus 

chinesis (Trin. ) Tzvol, Jeseees COC COO OOS COO SF SHO CERETe 280086 69008 

9. Ri Rt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Trin.)Nevski (Ceymus 

secalinum (Georgi) Tzvel,.) O00 C00 200808 C00 COR COC EES 000 280 00 8O8 See CeE8 

10. 曲 芒 模 颖 草 Apocopis wrightit Munro S00 000 C08 088 C86 608 088 O00 808 O88 

11.A A} RH Arthrazon prionodes (Steud. ) Dandy verses cee eee ove 

12. 刺 芒 野 古 草 4rxzadize11a setosa Tring,  csoccccccssecsesecceecescees 

13.974 Ht Arundinella hirta (Thunb.) Tanrakaceeeerers ses cee cee 

14, Fe Avena sativa Liz O00 000 000 000 000 008 C08 808 208 O80 800 808 288 

15. HBothriochloa ischaemum (L.) 民 eng ee eee see cee cee cee ces 

16.70 ¥ Promus inermis Leyss. 000 000 000 009 000 008 008 808 Cee Conese eeee 

17. HF ACalamagrostis epigejos (Lis) Roth esscsecceceececcesssecee 

18. REBEChIloris virgata Swartz 200 000 008 C00 000 008 000 080 008 R00 C80 eee eee eee 

19. #4 EC ymbopogon goeringit (Steud, ees CAMUS2es cee cee ces efece 

25. Hy HB Cynodon dactylon ‘T..) Pers, COO 29S COR SOR See See EEO Bee Eee SER Eee 65 

21. ¥ Dactylis glomerala Li 000 O00 +e 000 008 008 OF 8 088 000 O08 Fee 888 8s O88 888 888 69 



22。 铂 Echinochloa crusgalli (f1.) Beauv, ee 

23. PPL ElLymus Cahuricus Turc2Z, cereseserceeccecesccersessecessescesses 76 
24. ERLE ELymus excelsus Turcz. » aad ooo aoe odapeducdeee tis . BM 

25. MEFAIR PRI Liymus nutans Griseh. ceereeeeeeseree ces crs 

26. EEL y mus sibiricus Ly, secescosccecesceecse cesses ces 

27. RAW i Bremocuioa ciliaris (Li.) Merr, eeseerserceeee 

eco eee eee eee ees 90 

eee cee ees ces eee 94 

28. it; H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ss+ssees>seeese2es 101 

29.4 2 Fi Festuca CLALLOT 1, ceerccceccevceeccecusces seccce cee sss cescenssesne | ()5 

30. FTW estucd OViNnd Ly, cerreeceereecesceccceceeceececcscesscsscsesenseesssers | ()7 

31. PAE Pestuca sinensis Kong cesrsereecseceeses cesses 109 

32. WER Festuca valesiaca Gaud. subsp. sulcata (Hack.) 

Vis SE TR. Kelle rececesves css coc co one see sen cesteo oss ons mapa a 

33. BEE Hemarthria sibirica (Gand,) Ohwirs-sesesceecserereereee115 
34.9 Heteropogon contortus (L.) Beauv, ce 全 

35. IGRESER Hierochloe glabra Trin, csscsceserceceecsesseces ennecerereee 119 

36. F¥KHE Hordeum brevisublatum (Trin.) Link ee 121 

37。 布 顿 大 麦草 Hordeum bogdanii Wilensky ssersessscessenceeseesee ene] 24 

38. SHEEBESELolium multliflorum ae 128 

39. EAE MLolium pere me i, ssreeseeceesee cesseeseecee 131 

A0.3k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Maxim.) Benth, et 

islets) o MRL soso。eeieo。 3 

41. KE Panicum maximum Jacq, 136 

42.2 WIE L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Tzvel, sssssscssseseeeee 138 

43.4 Pennisetum purpereum Schumach, svrrreeeereeeeseeeceeceeeee 140 

44. Hi Phleum pratense L, he oe ncnes woense eon 

45. Yuh FR Poa erymophila Kerigeessseceeseesennecne cee see eee eve seeeee 147 

46。 草 地 早熟 儿 Poa pratensis Ly +++ Bo los awe see seeder ove sone 

47. vii Psammochloa villosa (Trin.) Bor see sensee cesses cee cesses ove] 5G 

48. 新 麦草 Psathyrostachys juncea (VWisch.) NevSki…… 159 

49, WMERRAE Puccinellia chinampoensis OhwWi pp] 

50. MeL E Puccinellia tenuiflora(Griseb.) Scribn,et Merr.…165 

51. PEER WM Roegneria hirsuta Keng ssecesssesseeesesesee see eee cee eee 169 

52. EL AURG WM Roegneria gmelinit (Ledeb,) Kitbag, srrerssrses*i73 

2e 



53, 人 金色 狗 尾 草 Setaria lutescens (Weigel) 了 .T.Hubb。……175 

54. FHF BE Setaria viridis (Lis) Beauv, ee177 

55. Ke Sinarundinaria chungit (Keng) Keng f。………… 180 

56. KE Spartina anglica Cy. BH. Hubb, erreceereserseeseeseeeee eee 182 

57. KM Spodiopogon sibiricus Trin, ssrrercescrrsereeessecer eee cee see 186 

58. sets Stipa baicalensis Roshev. ate ser cee ces cessessenseecesseoees ors 183 

59. Ea Stipa capillata Ly, cercreececeeceesreceesescosrevsersen see seecreess ere 19] 

60: BEEF Stipa klemenzii Roshev, ee +00 193 

61. FR Tragus berteronianus Schult. sii2sk Adi beach baunians Marken d3 296 

62.7 Themeda triandra Forsk, var, japonica(Willd, ) 

Makino O00 COS O08 COOOOS CES BO8 OFS COOOOS FOS OOS OOS OOOO OES OH S58 D09 090 S87 208 209000 098 198 

BFR Leguminosae 000 O08 208 008 298 OOF COE COS OHS OOS OOS OHTTSS SEF OKT OO CHS SOS SOR ORO 201 

63. Ri ee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diver- 

sifolius Chun。 seeeesseesessseesasesoesssoseeessegsesesesssessepeeoeseesceocsesocss sse eee 201 

64. BRE Amor pha fruticosa Ey 000 000 00s 800 080 000 000 070052000 060000 cov eee D()3 

65. v>F] Astragalus adsurgens Pall, sseccescesccccccescocescccsces eve vee D()5 

66. AAPOR 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 crrcsereeceeceeeerees oee213 

67. EAR Astragalus sinicus Ly, srsrsereeseseerecreereseeces caresses see 716 

68. 中 间 锦 鸡 儿 Caragyaza intermedia Kuang et H.C. Puree seseess9219 

69. 小 时 锁 鸡 儿 Caragaza microphylla Lam 。 7223 

70. FEME HANS LCaragana stenophylla Pojark, ee see vee 009225 

71. PURE HEXZIL Caragana tibetica Kom, srrrrsseceeeecesceeces see eee eee 228 

72. EYEE Cicer arietinum Ly,  crrrserrecsercccrecescreceesee see ser ere ees coe 3 | 

73. 多 变 小 冠 花 Coronilla varia Ly ssorrercseceseccsecescesenseerseeveeces 234 

) 74. 时 类 豆 Glycine soja Siéb. et 7iucc. 00 cee ses see ccesescescasececes 2 3Q 

75. Hide EG Hedysarum brachypterum Bunge eee cccces cee sesces cee 242 

76. 塔 落 岩 黄芪 Hedysarum lacve Maxim, ssreeserssecsessesensseereeee 244 

77. WARE Hedysarum scoparium Fisch. et Mey, ssseeee++248 

78. 鸡 上 腿 草 Kummerowia striata (Thunb.) Schind], sseresssereere 254 

79. AKU ME Lathyrus quinqguenervius(Mig.) Litv,et Kom, +257 

80. ee) Mw Lathyrus SALTVS [y, seecevcccccccce cos cccsccsccecs oo cee eee 25G 

81.。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Lespedeza davurica (Laxm.) Schind), «+ -263 

82.20 RF Lespedeza hedysaroides (Pall.) 下 丰 ag，。…-……265 



{tl 

83.。 百 脉 根 Lotus corniculatus Li, ssssesesessecescescseves eve seeserscsses one 967 

84. IEE FF Medicago falcata [,, sssserseesessseseecovesereraceses ser 00e27(0) 

85. SITES Medicago hispida Gacrtm, srresersereeseecestersceesseceioes #40272 

86.2 ETRE Medicago sativa [y, csrreerseceeceecerseecseees sos sseceevenseneee 275 

87. HAE Melilotus albus Desr,y eeecercceccccessceceeceeces seseseses 2 Q7 

88. AN A ARPR Melilotus dentatus (Wald,et Kit.) Pers, 294 

89. 黄 香草 木村 Melilotus officinalis (Lis) Desr, seorcseresessesseseee 296 

90.20. BE Onobrychis viciaefolia Scop, eerrerrsereesesceeseseeeceesse 009.299 

91. RY WRB Oxrytropis aciphylla Ledeb,  crcceeccvcscccesenscsses ons 3(3 

92. WEE RR GH Oxyiropis coerulea (Pall.) DC. subsp. 

subfalcata (Hance) Cheng f. ex H.C. Fucerceeseeees see eee eee 306 

93. Bip Pisum SALLVUM Li, ceeceecccceesceceeccccescescecsccves senses ses seesee 3()Q 

94.87 # Pueraria Lobata CWilld.) OhwWi sssrsesreceessecrereeseeseeeee 313 

95.JEEE JER Stylosanthes humilis H. By K, cessresessee cee seeseeoeeeee 318 

96.4 =U Trifolium incarnatum [y, serrsssreseesescreseecesseecesceeves eee 32] 

97. BF KER Trifolium Lupinaster Ly,  csrerrecererecceceecceccecer cesses ove vee 325 

98.。 红 三 叶 Trifolium pratense Li, tte cee con eee cea cceceneecces ces seasesecs coe 398 

99. HEM Trifolium repens Li, ssersreeeceeseeeseeneseecee cee see sen ene sen see 332 

100. 7E#1#% Melissitus ruthenicus(L,) Peschkova (Trigonella 

TULRENICA [y,) 000 eerecscrecce ace sovecs cesses senses senses cos segven cee sncece sre sse SBT 

101. ( BFBER Vicia amoena Fisch, srereers ers ses sense nseseecseces sonneeeee 340 

102. uke wie Vicia costata Ledeb, | .oo 345 

103.) Ai EF BLED, Vicia Cracca Ly, serrserseseeserceeese ces 347 

104. JAB Vicia faba L. 同和 作风 于 eese 

105. #4 Vicia Saliva Li,  ereceererceeccevereeecerees ceveeesenseraresee 35H 

106. B&H Vicia UNEJUGA Re Bry coreeeceeceeceecceceeceevercee coves ves ee 3h5 

107.6 4+ Vicia villosa Roth covrereeececceeceeceeceececcevseeses soe see 368 

5 BF} Cy peraceae woeaepauesps2egapases5ieeepsangaeassaessagpi E 

108. 22% Carex duriuscula C, Ax Mey. ssrrrersresereeseeceeeeeeee 371 

109. EER Carex liparocarpos Gaudin  srsrreesereeseereveseseeoee 373 

110. Pu pe eG x Kobresia tibetica Maxim.  seseseseecescercescesseeceesee 375 

Lli. KG fF RRS cirpus planiculmis Br, Schmid sersseeeeresreeeeeeee 378 

112. PRR Scir pus triqueter Ly  ssrrrescrcerereesresreresersencerceenar serene 380) 

4 。， 



DT, BFL Composjtae ee ee “de982 

113. 著 状 亚 菊 Ajania achilloides(Turcz.)Poljak,et Grubov…382 

114. PAR Artemisia anethifolia Weber, 84 

115.4% Artemisia frigida Wil], erceeececcceceecercce ves cee ces coscee cee 38h 

116.22 IG& Artemisia halodendron Turcz. et Bess, ++++++++388 

117. BW Artemisia ordosica Krasch, cerrreserses severe 390 

118.2% 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b Kit. srrrrererseeeee eevee 395 

119. bwBAriemisia sphaerocephala Krasch, es+++++++seeere ene seeeee 398 

120.2% Artemisia xzerophytica Krasch, wen stints 01 

121. | JL Cirsium segetum BUNGE seeceeceecee ces see sec ceessecesceneeed (4 

122. Rit 3G Filifolium sibiricum (Li. ) Kitam. ssrseeseeereere 405 

123. 阿尔 泰 狗 哇 花 豆 eteropappais aliaicxs(Willd.)Novopokr.…407 

124. HRI zeris dentata (Thunb.) Nakai 409 

125. BERS onchus brachyotus DC。 cevcccceccceceecerscsveececces cesses 4d |} 

126.98 A2RTararacum mongolicum Hand, -Mazz, esrrrreeeeereeeeee 413 

Hi, ##Chenopodiaceae con annie son.sonsenponses anancs cov cneconaosasnage ured 15 

127. MAgriophyllum squarrosum (Lin) Mod, sreereeseceeeeeeeeeeed 15 

128. RA RAnabasis brevifolia Cy. Ax Mey. cereseeereeeseeered 19 

129.。 饲 用 甜菜 Beta vulgaris L. var, luted 了 De422 

130. BR Ceratocarpus arenarius Li, cereeseeererreesecceeceeseeeee eee 427 

131. 3¢R# Ceratoides latens (J. F. Gmel.) Reveal et 

Holm grenesssrreoeecesceecsecce ccc ccccvense ses cee ces ceecee cesses css cce coe eee seed 28 

132. % 2X Corispermum chinganicum T]jin 431 

133. RR Haloz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 Bungee 434 

134.2h)[\ [i Kalidium foliatum (Pall.) Mod, csrssssseceeeeeseeeeeeee4 38 

135. 伏 地 肤 Kochia prostrata (Li)Schrad,  csrrssssseseeeeseeeeseeseeed dg] 

136. PERLE Salsola passerind Bunge cererreereereeecseceeceeees ees ove vend 4G 

137. J WXE Salsola ruthenica []jimes-eseesssessee cesses sevens cee see ces one eeed 48 

138. SLE Sympegma regeltt BUNGE seessrrseceeserececsecee cee sever ened 50) 

5 a 杨 神 科 Salicaceae eeeeeooe453 

139.。 胡 杨 Populus euphratica Olive pooe453 

140. JI Populus simoOnii CaTT。 456 

141. Salix flavida Chang et Skvy  evrcsscereeeeeeereeeevee ees oeed GQ) 



142。 北 沙 柳 Saliz psammophila. C, Wang et C. ¥. Yang<+++463 

七 、 榆 科 品 ]maceaeeeeoeoeoovvooeooeeoeooeoeeo see csccesncs coscseseccerasessesecess cesses 467 

143. yj Ulmus pumila I.. Ste eneseevos ses sesceseseseenersecacs soe nes ens ces cen send G7 

Ree 3 Rl. Polygonaceae oo cee cee ene ces cesceccessenses cesses vesses cesses veceen 47 | 

144. WHEE Atraphaxis bracteata A. Los, sssseseseecseeseresseereee 47] 

145. 4 Be vb HA RC alligonum leucocladum (Schrenk) Bunge++++473 

146. YoHR R Calligonum mongolicum Turcz, ss«sseseseeeee ere cee cer vee 475 

147. SF Fagopyrum cymosum (Trev.) Meisn, see ees see ses 00479 

148. 8H Polygonum aviculare [,, essrrecrecsccrescnscerccsaveseness ses seed 8] 

149. FFBPolygonum viviparum Ji, seecececesee ses ces cseveeceeseeserser4 83 

150. ERR Rumex japonicus Houtt, srreecescesccececsevens coe ese ese cee serene 4 85 

FL. WEL Amaranthaceae sssrerrrrrsrseeesssesses ces senses senssense sar snn sense 4 88 

151. RAH Amaranthus retroflezus Li, scovee cee ceecne vas sevens sen cnesee 4 88 

152. 4 WAmaranthus ascendens Lois, eee eee ene see seecvecns sevsns cannes 4Q() 

+ ESF ZE RE Cruciferae cercestsessecseesesevceseaeves sos ces ernsns ananee enna d 95 

153. ZEKE Brassica rapa Ly, serrreereceeceecsecseccessecessesseecsscee oon een seed Qh 

+—. #¥7(#} Rosaceae 0 

154.。 龙 牙 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 s++rressssesseeceeceeces sevsee see see 5()() 

155. 4ik|Potaninia mongolica Maxim,  cerreessessessesesaneaseseeversee5(] 

+=, BERZPIZycophyllaceae cvrreeseeserses cece cee eee ane css snr ase sae seoaee 55 

156。 泡 泡 刺 Wiiraria sphaerocarpa Maxim. 6 

157.MEZygophyllum xanthozylum (Bunge) Maxim。………… 507 

4-=  FEMPPLTamaricaceae sere serseeseeceeeseseeces see sensnesensne nee eenene5 10 

158.。 枇 杷 柴 Reaumuria soongorica (Pal].) Maxim, 0 

= 胡 预 子 科 Elaeagnaceae see secccecesccesesseccvessecss ces cseasesesesseeely 14 

159. vb Llaeagnus angustifolia L. wae ove evn cen cance 仙人 

sk Fi. x 7 $l Boraginaceae ere cee ceccesseeses ces ceesessessesccscesees seseseeeely 18 

160.8 SMSymphytum peregrinum Ledeb,  ssrreeseesserseeeesreeeeoee5 18 

+n 4# Ai #} Plantaginaceae see ces cee ceg cee sesccscccces cesses cesses cee coe ceel DG 

161.4:jij/Plantago asiatica 工 。 二 

十 七 、 百 合 科 Liliaceacrssssssesesseeese reece cesses ene nee nse nse see ege cence sus eee5 28 

162. 8 FyAEALlium mongolicum Rege] s-srresrerressrrseesee senses ene 09528 

* 6 。， 



163. Bide Allium polyrhizum Turcz. ex Regel pe530 

1G4.[AEALllium senescens Li, ssererseessecreesercsceereenssseeseeeer ees see 5 34 

165. Bf4E Allium tuberosum Rottl. ex Spreng, ceecereeesesereeee5 36 

Tt. FI Tridaceae oe cee cee eee ces cee cee cess ses cesses cesses sss ces ses coseeel, 3Q 

| 166. 4imlris lactea Pall. var, chinensis 开 oidz。 ……w………539 





—. AF Gramineae 

SS 

1K RH 

Achnatherum splendens (Trin.) Nevski 

HWS AIR, FRR,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须 根 具 砂 套 。 多 数 从 生 、 坚硬， 草 从 

高 50—100(250) Jf 米 ， 

EAE50—70 (140) 厘米 。 

叶片 坚韧 ， 纵 间 卷 折 ， 

长 30 一 60 Hk, Bl 锥 
花序 长 40 一 60 JB XK, 

开花 时 呈 金 字 塔 形 展 
开 ， 小 穗 长 4.5 一 6.5 

毫米 ， 灰 绿色 或 微 带 紫 

色 , 含 一 小 花 ; i HR i, 

RiCKRAL, 

ABH A; 外 释 厚 

纸 质 , 长 4 一 5 BK, A 

Sik, Wi A REE; 

zea ou. AZAE; TH 

直立 或 微 曲 ,但 不 扭转 ， 

长 5 一 10 毫米 ， 易 脱 

4%; AA 2 hk, AA 

—<—————— 

图 1 #3 Achnatherum splendens 
(Trin) Nevski 



明显 ， 脉 间 有 毛 〈 图 1)。 
MESA “在 我 国 北方 分 布 很 广 ， 从 东部 高 寒 草 旬 草 原 到 西部 

的 荒漠 区 ， 以 及 青藏 高 原 东部 高 寒 草 原 区 均 有 分 布 ， 如 黑龙 江 、 埋 
林 、 和 辽宁、 内 蒙古 、 陕 西北 部 、 宁 夏 。 ,甘肃 、 新 疆 、 青 海 、 四 川西 
部 、 西 藏 高 原 东 部 等 ， 在 国外 ， 茂 茂 草 分 布 于 亚洲 中 部 和 北部 ， 如 
蒙古 、 苏 联 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苇 苇 草 为 高 大 多 年 生 密 丛 儿 草 , SHI, 

坚硬 。 须 根 粗 壮 ， 根 径 为 2 一 3 毫米 ， 入 土 深 达 80 一 150 厘米 , 根 幅 
在 160 一 200 厘米 ， 其 上 有 白色 毛 状 外 菌 根 。 喜 生 于 地 下 水 埋 深 1.。5 

KAA WERE EEL, FERRETS. FR, 潮 边 河岸 等 
地 ， 常 形成 开阔 的 茂 茂 草 盐 化 草包 。 | EA 

RRBE 4 月 中 下 旬 萌 发 ， 并 不 依赖 大 气 降水 而 开始 生长 ;5 
月 上 名 即 长 出 叶子 ， 6 一 7 月 间 开 花 ， 种 子 于 8 ABO A me A, 

FSS, (ER. RRR, ee, Be 
龙 草 返青 后 ， 生 长 速度 快 ， 冬 季 枯 枝 保存 良好 ， 特 别 是 根部 可 残留 
一 年 甚至 几 年 ， 可 使 芒 茂 草草 场 一 年 四 季 牧 用 。 

HRA ASS EAT 塑性， 在 较 低 湿 的 碱 性 平原 以 至 高 达 
5000 米 的 青藏 高 原 上 , 从 干草 原 带 一 直到 荒漠 区 ， 均 有 茂 破 草草 乌 
分 布 , 但 它 不 进入 林 缘 草 旬 。 在 复杂 的 生境 条 件 下 ， 可 组 成 有 各 种 伴 

ARH BWR, CREE RRR, MARK, mR, 
耐 盐 碱 、 适 应 粘土 以 至 沙壤土 。 茂 龙 章 的 分 布 与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轻 
度 盐 涡 化 土壤 有 关 ， 根 系 分 布 深度 也 随 着 地 下 水 位 升降 而 变化 地 
下 水 位 低 或 盐 渍 化 严重 的 地 区 不 宜生 长 。 因 此 ， 芒 车 草 可 为 牧区 寻 
RG, THM. KRAMER ERAS RB, 
为 主要 的 冬 春 营 地 。 适 度 利 用， 总 盖 度 可 达 35 一 50 %, 株 丛 大 ,在 
100 平方 米内 可 有 35- 众 左右 。 
饲 用 价值 ” 茂 臣 草 为 中 等 品质 饲 草 ， 对 于 我 国 西部 荒漠 、 半 荒 

漠 草 原 区 ， 解 决 大 性 畜 冬 春 饲 草 具 有 一 定 作用 ， 终年 为 各 种 牲畜 所 
rm 

一 



a“ 

采 食 ， 但 时 间 和 程度 不 一 。 骆 驼 、 牛 喜 食 ， 其 次 马 、 羊 。 在 春季 ， 

夏 初 同 鞋 叶 为 牛 。 羊 喜 食 ; 夏季 茎 时 粗 老 , 骆驼 喜 食 , 马 次 之 ， 牛 、 

羊 未 食 。 和 霜冻 后 的 鞋 叶 各 种 家 畜 均 采 食 。 但 在 生长 旺 期 仍 残存 着 村 
枝 ， 故 降低 可 食性 ， 也 给 机 械 收获 带 来 困难 。 

HRMAKBA, HAREM ARE AMMA, YER 
BREOR, RHKOVALHHNLT, REPMLERAR, 
因此 , BOER SI MISE RES Ds Ee A, AB 
茂 茂 草滩 为 较 好 的 割 草地 ， 制 后 再 生 草 亦 可 放牧 家 畜 。 开 花 始 期 浊 
割 ， 可 作为 青贮 原料 。 产 草 量 各 地 有 显著 差异 ， 据 测定 ， 在 腾 格 里 
涉 漠 湖 盆 低 洼地 ， 亩 产 干 草 65- .135 公斤 ， 在 哪 尔 多 斯 地 区 ， 一 般 
亩 产 200 公斤 左右 。 

就 饲 用 而 言 ， 装 装 章 质量 不 高 ， 主 要 是 与 它 的 革 叶 粗糙 且 铠 性 
BRKEK, REROAH 
BROWER UME 1-1, HRV MSR. WE 

} 表 1 一 1 BREA ERE) 
人 

Bh ie 占 风 于 Y ye he 
生育 RM | ko VERE a 

lL hy gy] WARS (毫克 /公斤 ) 

分 BE 期 8.79| 16.03| 3.12 | 26.03| 36689] 9.14 | 1.09 | 0.30 102.5 
Ke 节 期 | 6.19] 15.16) 1.98 | 34.73] 36.36] 5-58 | 0.37 | 0.16 一 
开 花 期 | 12.55 14.28) 1.92 | 46.82| 18.37) 6.06 | 0.29 | 0.29 41.12 

结实 期 | 10.67] 10.67] 2.23 | 39.22] 30.62] 6.59 | 1.33 | 0.20} ”一 
于 枯 期 | 8.14) 2.14) 3.84 | 38.31] 40.56) 7.01 | 1.07 | 0.29 一 

* 拔节 期 ， 中 国 科学 院 兰州 沙漠 所 ， 其 他 均 为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表 1 一 2 发 靶 草 的 必 顺 毛 基 酸 成 分 表 *( 闻 ) 

be | 

0.70 | 0.64 | 0.13 | 0.46 
1 1 

1.16 | 0.77 Ro 其 0.76 | 0.26 

* ”中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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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 和 衣 梦 下 素 含量 较 丰富 ， 技 节 至 开花 以 后 这 旦 成 分 逐渐 降息 
HAAS IM, ORT. ARI, AR 
品质 较 好 ， 必 需 氨 基 酸 含量 高 〈 表 1 一 2), KOS AFR 
上 下 。 因 此 ， 芒 苇 草 作为 放牧 或 割 章 利用 时 ， 应 在 抽穗 、 开 花 前 期 
进行 。 

蔷 芒 草 可 做 造纸 、 人 造 纤维 原料 ， 也 是 一 种 远 好 的 水 主 保 特 革 
th. Bot 

(REF .上 昭和 斯 图 wmyR? 

200K - Ee 

Agropyron cristatum (l.) Gaertn. 

别名 ” 妓 麦 子 、 扁 穗 冰 草 、 羽 状 小 麦草 。 
WASTE SEA, AU, BE, ADE, RAB 

秆 直立 ， 基 部 的 节 微星 膝 曲 状 ， 高 30 一 50 厘米 ， 具 2 一 3 节 。 叶 长 
5 一 10 厘米 ， 宽 2 一 5 毫米 ， 边 缘 内 卷 。 穗 状 花 序 直立 , 长 2.5 一 5.5 - 

厘米 ， 宽 8 一 15 毫 米 ， 小 穗 水 平 排列 呈 梨 齿 状 ， 含 4 一 7 花 ,长 10 一 
2k, BE, BRAM IA, BOWL, SR KC—7RK, 
AL, WHE, WMAK 2 一 4 毫米 的 芒 ， 内 称 与 外 释 等 长 《图 
a)» 

地 理 分 布 ， 冰 草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在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河 北 、 
山西 、 陕 西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和 内 蒙古 等 省 〈 区 ) 干旱 草原 地 带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欧洲 、 苏 联 的 西伯 利 亚 及 中 亚 地 区 和 蒙古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冰 草 是 草原 区 旱 生 植物 ， 具 有 很 强 的 抗 _ 

旱 性 和 抗 寒 性 ， 适 于 在 干燥 寒冷 地 区 生长 ， 特 别 是 喜 生 干草 原 区 的 
栗 钙 土壤 上 ， 有 时 在 粘 质 土壤 上 也 能 生长 ， 但 不 耐 盐 碱 , 也 不 耐 涝 ; 
在 酸性 或 沼泽 、 潮 湿 的 土壤 上 也 极 少见 。 冰 草 往往 是 草原 植 驳 群落 
的 主要 伴生 种 。 在 平地 、 丘 法 和 山坡 排水 良好 较 ， 王 爆 的 地 区 也 经 

9 4 3? 



常见 到 。 

Uk Hoy BE fe 7 BR 

BR, S4ES) Be wy 达 25— 

55 个 ， 并 很 快 形成 从 

状 。 种 子 自 然 落 地 ， 可 

以 目 生 。 根 系 发 达 ， 人 入 

土 较 深 ， 达 1 米 ， 一 般 

能 活 10 一 15 年 。 

冰 草 返青 早 ， 在 北 

方 各 省 〈 区 ) 4 月 中 名 

开始 返青 ，5 ARR, 

6 上 月 中 下 旬 开 花 ，7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9 月 

下 旬 一 10 月 上 & 植株 

彬 黄 。 一 般 生 育 期 为 

110—120 天 左右 。 

饲 用 价值 ” 冰 草 草 

质 和 柔软 ， 是 优良 牧草 之 

> BERBER 〈 表 

MOKA Gh 

SAN 

™~, © ae VV AAGH 
Pee TNT SS : 

2 ykBAgropyron cristatum(L,) Gaertn, 

2 一 1 )， 但 是 于 草 的 营养 价值 较 差 ， 在 幼 嫩 时 马 和 羊 最 喜 食 , FAH 
驼 喜 食 。 在 干旱 草原 区 把 它 作为 催肥 牧草 ， 但 开花 后 适口 性 和 营养 
成 分 均 有 降低 。 

冰 草 对 于 反刍 家 畜 的 消化 率 和 可 消化 成 分 亦 较 高 GE 2 一 2 ) 。 
冰 草 在 干旱 草原 区 ， 是 一 种 优良 天 然 牧 草 ， 种 子 产 量 很 高 ， 易 

于 收集 ， 发 芽 力 颇 强 ， 因 此 ， 不 少 省 〈 区 ) SPR, HRB 
要 的 栽培 牧草, 既 可 放牧 又 可 割 草 ， 既 可 单 种 又 可 和 豆 科 牧草 混 种 ， 
SRE TH 100 公斤 ， 高 者 每 亩 可 产 133.3 公斤 。 冬 季 枝 叶 不 易 
胸 落 ， 仍 可 放牧 ， 但 由 于 叶 量 较 小 ， 相 对 降低 了 饲 用 价值 。 



表 2 一 1 URS Ra RM) 

风 网 小: 本 
生育 其 下 水 分 全 

ame mn | 粗 纤维 2B mee |” oe ae 
| 

3 二 0.59 0.44 
| 

33.84 | 6.44 0.44 0.37 

营 Fi Ha 4 20.23 | 4.79 28.35 

HH HB OH | 11.50] 16.93 | 3.64 27.65 

开花 期 9.65 9.65 | 4.31 32.71 | 37.58 

干枯 期 | 10.31 3.74] 2616 

* 中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分 析 。 

R2—2 fi an T Bayar 能 和 代 讲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Ta 狂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4g 
ow (6) | %) |) | CR /aIF)| OBR | 

| 

ae | 16.12 | 3.14 | 63.93 11.17 | 8.92 - | 抽 种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由 于 冰 草 的 根 为 须 状 ， 密生 ， 具 砂 套 和 入 土 较 深 特性 ， 因 此 ， 

它 又 是 一 种 良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和 固沙 植物 。 | 

栽培 要 点 ” 冰 章 春 夏季 可 播种 ， 一 般 4 一 5 Ara 
心 整地 ， 千 粒 重 为 2 克 左 右 ， 每 亩 播种 1 一 1.5 公斤 ， 一 般 条 播 , 亦 

WMH, Bt. 2 一 3 厘米 。 由 于 幼苗 期 生长 缓 温 ， 因 此 , 要 及 时 中 赫 

除草 。 种 子 成 熟 后 易 脱 落 ， 应 及 时 采 收 。 播 种 当年 时 量 上 直 总 产量 的 

70%AA, 24H30% 4H, “FEWER, Berea 

45%, 255%, Hee MMR 2 一 3。 . i 

| 表 2 一 5” 冰 草 产量 及 种 子 产 量 〈 公 斤 / 亩 ) 
( 王 比 德 1979) 

生活 年 限 thot | OR Fe rer er (厘米 ) 

nf | 42 366.85 73.35 | 一 

2 78 1,032.25 318.15 107.55 

3 | 71 569.80 162.80 | 55.10 



冰 草 在 不 同 生长 期 的 产量 ， 栽 培 草 以 开花 期 产量 为 高 ， 再 生 草 

志 是 同期 的 为 高 。 相 反 ， 野 生 章 以 抽穗 期 较 高 ， 见 表 2--4。 
表 2 一 4 冰 草 不 同 生长 的 产量 与 再 生 草 产量 (公斤 / 亩 ) 

( 董 景 实 1981) 

fi iB 

| # 再 生 草 合计 本 28 可 人 (ER 

锡 盟 ( 野 生 ) 

PR (栽培 ) 

113。 a 97.90 112.95] 49.95/162.9 | 28.1 159. 95)159.95 210. 1 43。7 

66.00) 80。.00|146。00| 54。8|195。90|100。45|296。.35| 33.8 |272.2 |272.2 

(FRA) 

36> EDK | 

Miron yron desertorum(Fisch.) Schult. 

别名 “荒漠 冰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具 横 走 或 下 伸 的 根 状 葵 ， 须 根 外 具 砂 

套 ， 秆 直立 ， 高 30 一 50 厘 米 ， 成 疏 从 型 ， 光 滑 或 在 花序 下 被 柔 毛 。 

叶鞘 短 于 节 间 ， 紧 密 误 蔡 ， 叶 天 得 小 ;叶片 长 5 一 10 厘米 ， 宽 1 一 

1.5 毫 米 ， 多 内 卷 成 锥 状 。 穗 状 花 序 直 立 ， 圆 柱 形 ， 长 2 一 5 (9) B 

米 ， 宽 5 一 7 (9) 毫米 小 穗 长 4 一 9 毫米 ， 含 4 一 6 小 花 ;， 额 舟 形 ， 

第 一 颖 长 2 一 3 毫米 ， 第 二 轿 长 3 一 4 毫米 ， 芒 长 达 2 BK; He 

形 长 5 一 6 毫米 ， 基 盘 钝 圆 ， 芒 长 1 一 1.5 毫米 ) 内 释 等 长 或 微 长 

于 外 释 。 上 颖 果 与 释 片 粘 合 ,长 约 3 毫米 ， 红 褐色 ， 顶 端 有 毛 (图 3) 。 

地 理 分 布 ” 沙 生 冰 章 分 布 于 欧 亚 大 陆 之 温带 草原 区 。 产 于 我 国 

吉林 、 辽 宁 省 西部 、 内 罕 古 、 山 西 、 甘 肃 、 新 疆 等 省 〈 区 ) ; 在 国 

外 ， 蒙 古 及 苏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生 冰 草 的 根系 较 发 达 , 主要 分 布 于 0 一 

15 厘米 的 土屋 中 。 耐 旱 和 耐寒 性 强 ， 但 对 自然 降水 量 要 求 为 150— 

5 WY 瑟 



400 毫米 之 间 ， 是 一 

种 比较 典型 的 草原 性 

旱 生 植物 。 沙 生 冰 草 

返青 早 ， 在 北京 地 区 

(RH) 3 AP AE 

青 ， 在 内 蒙古 呼 和 浩 

特地 区 4 AP yk 

青 。 沙 生 冰 草 早春 生 

ER, DRE, K# 

好 。 在 北京 地 区 5 A 

上 名 开始 抽穗 ， 5 月 

中 旬 达 生长 感 期 ，5 

月 底 始 花 ，6 HEA 

达 盛 花 期 ， 6 月 底 种 
FBGA, FEAR 

部 地 区 6 月 初 至 6 月 

中 名 抽 穗 ，7 月 下 名 

28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生长 期 110 天 左右 。 

枯黄 期 晚 ,在 北京 地 区 12 APS. LARA MEA 10 月 底 
还 保持 绿色 。 沙 生 冰 草 再 生性 也 较 好 ， 适 于 放牧 利用 。 到 故 季 地 上 
部 分 荃 叶 能 较 好 的 残留 下 来 , 渐 干 枯 的 叶子 也 能 牢固 地 残留 在 蔡 上 。 

沙 生 冰 草 对 土壤 不 苛求 ， 但 通常 喜 生 于 沙 质 土壤 、 沙 地 、 沙 质 
坡地 及 沙丘 间 低 地 。 沙 生 冰 草 在 沙 地 植被 中 主要 作为 伴生 种 出 现 ， 
有 时 在 局 部 覆 沙 地 疏 或 沙 质 土壤 上 可 成 优势 种 ,形成 沙 生 冰 草 草原 。 

人 饲 用 价值 ” 沙 生 冰 草 的 鲜 草 草 质 柔软 ， 为 各 种 家 畜 喜 食 ， 尤 以 
马 、 牛 更 喜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3 一 1 。 

据 测定 , 沙 生 冰 草 在 反刍 动物 中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较 高 ( 表 3 一 2)。 
e 8 e 

y ms 
(oF NS > 

-2 

— te 4 

图 3 ybe4eykHAgropyron desertorum 

(Fisch.) Schult, 



雪 3 一 1 沙 生 冰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2%%) 

Bee (a ie Oo 

“* *Vegon| amma ae |e ME 
2.83 43.36 26.88 5-65 

4.56 33.82 22297 

| 11.62 | 9.66 
J 

| 4.52 11.13 | 23.00 

* “中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和 内 蒙古 伊 克昭 盟 分 析 。 

表 5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代谢 能 

〈 兆 焦 / 公 斤 ) 
注 

ht 

ee | 15.80 3.81 59.92 10.50 8。27 | 抽穗 、 开 花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沙 生 冰 草 的 种 子 比较 大 ， 千 粒 重 2.5 克 ， 发 芽 率 较 
高 ， 出 苗 整 齐 ， 但 幼苗 期 生长 缓慢 ， 应 加 强 除 草 ， 以 免 杂 草 欺 苗 。 
一 般 播种 当年 不 能 利用 。 利 用 沙 生 冰 草 改 良 的 草场 , 应 注意 载 畜 量 ， 
过 高 则 使 沙 生 冰 草 退 化 ， 同 时 ， 始 牧 期 也 不 易 过 早 。 

( 温 都 素 ) 

4. 沙 a 草 

Agropyron mongolicum Keng 

别名 RAKE, SRTH, 

BARE SERA, RAK, ADERRBKA. FHI, 

高 40 一 90 EK, WMH, A 2 一 3(6) 节 ， 叶 鞘 短 于 节 间 , eK 
0.5 毫米 :叶片 长 10 一 15(30) BOK, H2—-4 BK, HE. WHE 

内 卷 成 针 状 。 穗 状 花 序 长 8 一 10(14) 厘米 ， 宽 5 一 7 OK, Mah 

长 3 一 5 毫米 ， 小 穗 排列 疏松 ， 长 8 一 14 毫米 ， 含 3 一 8 NIE; 第 一 

BK 3 一 6 毫米 ， 第 二 颖 长 4 一 7 BK; 外 释 无 毛 或 被 微 毛 ， 基 盘 钝 

* 9 ® 



A, S—eK 6 一 7 SK. RRMA, K4BK, RAMEE 

4) an 4 

地 理 分 布 “ 沙 芦 草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山 

西 、 宁 夏 、 陕 西 、 甘 肃 

及 新 疆 等 省 (区 ); 在 国 

外 ， 欧 洲 、 苏 联 中 亚 和 

蒙古 均 有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M 沙 芦 草根 系 安 达 ， 

可 深入 到 100 一 150 JE 

K, 而 集中 分 布 于 20 一 

6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沙 方 

草 的 地 上 部 分 虽然 在 牵 _ 

苗 期 和 播种 第 一 年 生长 

都 比较 缓慢 ， 但 它 的 地 

下 根部 发 育 较 快 。 据 调 

查 在 内 蒙古 西部 6 月 1 

日 播种 到 9 月 底 ， 平 均 

株 高 只 有 30 BK, & 

高 达 45 厘米 。 当 年 分 昔 数 一 般 为 5 一 7 个 ， 最 高 达 12 一 15 下 

根部 已 深入 土 中 80 一 100 厘米 。 8 月 10 日 播种 ， 到 9 Ak, PHIM 

wiv 8 BK, SRR 12 厘米 ，4--5 片 叶 ， 根 深 20 厘米 ,并 已 形成 

砂 套 ， 能 安全 越冬 。 

沙 芦 草 在 宁夏 盐池 地 区 3 月 下 句 返青 ， 在 内 蒙古 巴 彦 浑 尔 盟 ,4 

月 初 “月 平均 气温 7 °C) 返青 ， 在 锡林郭勒 盟 锡林浩特 地 区 二 胃
 下 

名 返青 。 沙 芦 草 发 育 快 ， 5 月 底 至 6 月 初 抽穗 开花 ，7 月 下 名 至 8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10 月 下 名 (月 平均 气温 5. 3"C) 枯黄 ， 但 当年 播种 

9 10 。 

图 4 whopiBAgropyren mongolicum Keng 

Le er
 | 



葛 药 昔 可 延迟 到 11 月 上 和 枯黄。 沙 芦 草 是 一 种 生产 性 能 比较 良好 的 
软 草 种 类 ， 其 叶 量 较 大 。 据 内 蒙古 呼和浩特 地 区 测定 ， 抽 穗 开 花期 
的 时 量 可 占 株 斋 总 重量 的 43.54 %。 具 有 结实 率 较 高 、 种子 萌 发 快 、 
发 菠 率 高 等 生物 学 特性 。 

”未 芦 章 是 比较 典型 的 旱 生 植物 ， 它 很 耐 干旱 和 风沙 。 根 据 在 内 
于 古巴 彦 淖 尔 盟 乌拉 特 中 旗 巴 音 哈 太 地 区 观察 ， 它 的 生命 力 很 强 ， 
厦 季 在 根系 被 大 风暴 露出 三 分 之 二 的 情况 下 ， 仍 可 活 下 来 ， 到 夏季 
还 能 开花 结实 。 

水 芦 草 是 荒漠 草原 和 典型 草原 地 带 沙 地 灶 被 的 主要 植被 之 一 。 
在 局 部 地 区 能 成 为 优势 种 ， 如 内 蒙古 巴 彦 淖尔 嚼 的 乌拉 山北 珑 和 乌 
兰 察 布 曙 的 沙 地 均 以 优势 种 出 现 。 
饲 用 价值 ”水 芦 草 是 干旱 草原 地 区 的 优良 牧 用 禾 草 之 一 。 早 春 

鲜 草 为 羊 、 牛 、 马 等 各 类 性 畜 所 喜 食 ， 抽 穗 以 后 适口 性 降低 ， 性 畜 
不 太 喜 食 ， 秋 季 性 畜 喜 食 再 生 草 ， 冬 季 牧 草 王 杜 时 牛 和 羊 也 喜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4 一 1。 

绽 古 冰 草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较 高 ， 见 表 4 一 2 。 

表 4 一 1] 沙 芦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F Py 

生育 期 水 ae 8 
| 粗 蛋白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Peaagea 粗 灰分 

< 开花 期 | 7.19 13.14 | 2.80 27.03 | 41.63 | 6.21 

* ”内 蒙古 畜牧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4 一 2 ”饲料 二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DN Lo ee | 代谢 能 | 
an 其 & - 

Pho | (%) (| CO | OBR | (站 焦 /全 厅 ?| 

蒙古 冰 草 13.07. | 2.08 | 55.15 9.49 | 7.37 | hh PE 期 

ERR W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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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要 点 “” 沙 芦 草 具 有 结实 率 和 种 子 发 芽 率 高 的 优点 ， 千 粒 重 

1.6 克 。 因 此 ， 栽 培 容 易 成 功 。 但 它 植株 比较 低 矮 ， 单 播 产 草 量 不 

高 , 尤其 播种 第 一 年 产量 较 低 。 据 内 蒙古 巴 彦 淖尔 盟 草 原 地 区 测 产 ， 

当年 亩 产 于 草 只 有 75 一 100 公斤 , 第 二 年 150 一 200 AF. WADE 

草 自然 竞争 力 强 ， 在 未 芒 和 锦 鸡 儿 灌 丛 中 ， 混 生 植 株 比 单独 生长 高 

ee, Alt, 5REBPHR RAI RETR MARAS=zR 

HH, ATREMRBBABE (Hedysaraum fruticosum. ) 和 沙 

PROBA, BRTREHT BY. 

VARNERFMWAVED, BHFABLRAZA THAR 

种 ， 在 沙 区 ， 是 改良 沙 地 草场 比较 理想 的 牧草 。 

(ARH) 

5. 小 糠 草 

Agrostis gigantea Roth 

别名 ” 红 顶 草 、 糠 穗 草 、 白 剪 股 颖 。 
RARE SEERA, MATLAB. Fw 90—150 厘米 ， 下 

部 膝 曲 或 斜 升 ， 具 有 5 一 6 节 。 叶 稍 无 毛 ， 多 短 于 节 间 ， 叶 舌 长 3 一 
5 毫米 ， 先 端 齿 裂 ， 叶 片 扁平 ， 长 17 一 30 厘米 ， 宽 3 一 8 毫米 , 上 面 
KE. FEE RAE IB, i RIT, K 14 一 30 BK, 草绿 色 或 带 

紫色 ,成熟 后 黄 紫 色 , SHASRELODK, BRGADA, DB 
长 2 一 2.5 毫米 ， 二 颖 近 等 长 ， 具 Wks SRK 2 毫米 左右 ,无 
Ee; 内 释 长 为 外 释 长 的 三 分 之 二 或 四 分 之 三 ， 具 2 脉 (图 5)。 

染色 体 2n=28, 42, 

地 理 分 布 “ 小 糠 草 适 应 性 很 强 ， 分 布 幅 度 较 广 。 我 国 温带 、 暖 
”温带 的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西 南 以 及 亚热带 的 一 些 地 区 ， 长 江 流 域 
均 有 野生 。 常 为 草 甸 ， 河 温浴 以 及 湿润 谷地 ， 沟 边 的 植物 群落 优势 
建 群 种 ， 但 面积 都 不 大 。 

es 1]12 。 



国外 野生 神 分 布 也 较 
Ph, 万 以 欧 亚 大 陆 为 多 。 
苏联 、 人 蒙古、 欧洲 各 国 均 
有 分 布 。 美 洲 从 加 拿 大 到 
墨西哥 均 有 广泛 分 布 。 尤 
甚 是 美国 新 泽 西 州 和 大 西 
洋 北 部 沿岸 各 州 更 为 广 

si.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糠 草 具 有 很 强 摄取 状 
分 的 能 力 ， 对 土壤 选择 不 
严 , 可 在 多 种 土壤 中 生长， 
尤其 耐酸 性 土壤 ， 在 石灰 
含量 很 低 的 土壤 上， 可 正 
常生 长 发 育 。 抗 寒 力 强 ， 
生活 力 旺 尤其 根 蔡 的 繁 
殖 扩 侵 力 很 强 ， 可 形成 松 
软 的 草地 或 草皮 ， 利 于 放 

泛 。 欧 洲 ， 日 本 已 引种 栽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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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J\$ Agrostis gigantea Roth 

BC, 并 能 防止 土壤 冲刷 。 小 糠 草 属于 中 生性 禾 草 , 喜 湿 润 环境 , 在 天 然 

条 件 下 广泛 地 生长 于 湿润 草 旬 、 草 旬 草 原 、 河 漫 浴 以 及 山地 沟谷 ， 而 

在 干燥 坡地 较 少见 。 植 株 寿命 长 ,一 般 达 5—20 年 可 借 根 蔡 繁 殖 , 故 
利用 期 也 长 ， 可 做 永久 性 人 工 草地 的 成 分 。 耐 践踏 ， 为 一 典型 笋 用 

下 繁 草 ， 也 可 浊 凡 兼用。 在 天 山 的 山 间 宽 谷 地 上 生长 繁茂 ， 高 达 11 

AU, WRB, RRB, CHS PERM TH (Cala- 

magrostis Sp.), FES (Bromus inermis), PIR HCElymus 

dahurieus KElymus tangutorum), #72#(Elymus sibiricus), 

对 大 豆 (Glycine soja), KRKEBRF (Medicago lupulina) 鸡眼 

a. 



# (Kummerowia striata) Ui & BBX (Potentilla sp.). it 

a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 龙 牙 草 (Agrimonia pilosa) 等 

杂 类 草 共 同 组 成 群落 。 但 一 般 面 积 不 大 ， 仅 分 布 于 草 外 植被 带 
中 。 
ARI EULER, WER, BOR. RK 

OR ARE RIE, RAERA, RHEE ORES 

it, SPREYVER, H-SREKK, NRAHTBLEARA 
5.41 %, 总 消化 养分 为 59.34 %， 其 化 学 成 分 砚 玫 5--1。 

表 5 一 1 小 糠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如 tft 期 7.40 2.80 32030 30686 | 60.70 0.33 0. 23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山西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罗 研究 所 分 析 。 

小 糠 章 的 种 子 宙 为 细 小 , 千粒重 0. 09 克 。 小 粮草 为 下 繁 牧 草 , 基 
AEN RIS, FLEE 4: RRR HH Ze 20 厘米 的 高程 空间 产 草 量 超过 总 量 的 

50 % , 茎 .时 比 为 1:2.31 野生 小 粮草 每 声 产 鲜 草 200 一 300 公斤 。 

小 娄 草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也 较 高 。 见 表 pb 一 -之 O 

袁 5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gy 2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ao | 消化 能 
Bg H a 

aN| 0%) (%) 

小 HS 12.88 2.24 59.58 == ee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小 粮草 性 喜 湿 润 ， 在 土壤 含水 量 为 80 “ERY | 
宜 , 在 长 期 人 工 放 牧草 地 上 它 与 白 三 叶 草 (Trifolium repens), Fe 
SMH (Trifolium hybridum) 等 混 播 。 因 种 子 极 细 ， 需 整地 细致 

si Bhs 

. , | : | | 



“er 

Gti 厘米 左右 或 直播 于 湿润 土 表 ， 如 华北 地 区 ny FA 

BRR, HELA TT 410. 25—0. 5A T 

( 陈 安 仁 ) 

6. Hla 

Agrostis hugoriana Rendle 
三 

别名 “ 胡 氏 前 股 颖 。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本 。 株 高 30 一 50 BK, Bh, MRAM 

55 秆 直立 ， 有 时 基部 膝 曲 ， 具 2 习 直径 1 一 2 ZK, 叶片 条 形 ， 

长 2 一 8(12) 厘米 ， 宽 1.5 一 3 毫米， 扁平 ， 先 端 渐 尖 ， 两 边 及 边缘 

粗糙 ， 叶鞘 上 部 稍 蓝 松 、 光 滑 ， 基 部 质地 较 薄 ， 老 化 后 碎 裂 成 纤维 

Rs HGR, Kh 2 ROK, 圆锥 花序 紧 缩 , 每 节 具 3 一 6 FH, 

小 穗 长 3 一 4 襄 米 , 古铜色 或 暗 紫 色 , 小 穗 柄 长 0.7 一 2 毫米 , BR UR 

第 二 颖 长 0.1 一 0.2 BK; HpFEKI—2. 5K, HF 5 脉 , 先端 钝 或 有 细 

Bi, 无 艺 , 内 释 长 约 0.5 SK, MRARB, KA1.5 22K (AG), 

地 理 分 布 “ 甘 青 章 股 颖 分 布 于 我 国 陕西 、 甘 肃 、 青 海 、 四 川西 

北部 及 西藏 部 分 地 区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 甘 青 前 股 颖 一 般 在 4 月 下 旬 至 Ae 

青 《野生 状态 下 ， 返 青 期 略 推迟 )，6 月 中 旬 孕 德 抽穗 ， 7 月 中 、 下 

AE, 9 月 上 名 种 子 成 熟 ,全 生育 期 为 .110 一 123 天 。 牧 草 生长 期 

约 为 150 一 180 天 。 
甘 青 前 股 颖 具备 一 定 的 抗旱 能 力 ， 在 严重 春 旱 情况 下 ， 返 青 率 

仍 可 达 87.5 %。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能 力 ， 在 - 36%C 时 , KASAI 

件 下 ， 越 冬 率 在 95.4 % 左 右 。 有 一 定 的 耐 盐 碱 力 , PHA 8.0 的 土 

壤 中 能 较 好 的 完成 生活 史 , 并 获得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耐 将 薄 , 有 一 定 的 

抗 病 能 力 . 不 耐水 淹 。 

甘 胡 瘟 股 颖 为 中 生 植 物 。 分 更 力 强 ， 当 年 实生 音 一 般 可 分 



划 2 一 5 个 ， 裁 培 者 可 

达 20 个 左右 。 再 生 力 

强 , 具 短 根茎 , 根系 多 

集中 在 18 一 25 厘 东 深 

的 土壤 层 中 ， 最 深 可 

1K 80 BK, KM, Xl la 

ERR, 4 B60— 

80K, KBE WK 

18—20 厘米 , 每 亩 可 

获 再 生 草 50 公斤 左 

右 。 

HE BRASE 

.池塘 或 轻 塘 质 十 中 生 

长 。 在 海拔 1800 一 

37 007K AY Fi pet irs Jt E 

生长 良好 ， 主 要 生长 

在 森林 草原 带 的 平 

WE, WIA RPAH. 

一 般 以 伴生 种 或 常见 
种 出 现 ， 散 生 于 丝 颖 6 HFBRB Agrostis hugoniana Rendle 

Fe KFESSMRMSHHRE FT. | 

人 饲 用 价值 HBRMLTOS, SRK, CMB. WE. 

_， 无 气味 ， 全 株 从 幼苗 到 完 熟 茎 秆 均 和 柔软 ， 枯 黄 草 的 茎 秆 仍 不 硬 、 不 

落叶 ， 因 此 饲 用 价值 高 。 开 花期 含有 较 高 的 营养 成 分 ,饲料 价值 好 ，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中 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 。 

甘 青 前 股 颖 植株 中 等 ， 青 草 期 马 、 牛 、 羊 、 驴 最 喜 食 其 全 株 ; 

开花 后 期 各 类 牲畜 均 喜 食 ， 枯黄 后 茎 秆 不 硬 ， 马 、 咎 、 羊 喜 食 。 受 

秋 能 使 家 畜 增 腰 ， 对 幼 畜 、 繁 殖 母 畜 均 有 良好 的 饲 用 价值 。 

9 16 。 



表 6 。 甘 青草 股 颖 的 化 学 成 分 《2 
二 网 ee a 

x FP B | Ks ; Wee: 
| mmeliamiaere ee lenses| |e 

FF wi 9-50 | 8.70 | 1.90 | 31.2 | 39.2 ola 0.53 | 0.17 + i 

AF #% MM | 9.61 | 2.10 | 34.48] 43.31/°10.50| 0.58 | 0.188) FB 

x (se 青海 省 畜牧 普 医科 学 院 分 析 ， 

鞋 青苗 股 颖 叶片 多 、 不 易 脱 落 ， 枝 时 茂盛 ， 二 般 时 和 花序 十 鞋 

叶 花 序 总 重 的 28.3.%。 千 粒 重 平均 为 0.26 一 0428 FE. ATRL 
34 一 40 万 粒 。 

, 甘 下 前 股 颖 在 天 然 草 地 中 , 一 般 军 产 青 于 草 40 一 50 A, BM 
化 裁 蒂 后 ， 亩 产 青 于 草 可 达 200 一 300 公 斤 。 

ie x if 4 5 8 

了 .种 状 看 麦 娘 

Alopecurus arundinaceus Poir. 

Ne KBE, 
形 坟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本 。 具 根 状 蔡 。 秆 直立 ,高 50 一 420d, 

单 生 或 少数 从 生 ,， 具 3 一 5 RA, on GR Ob RE 
升 ， 长 5 一 20 厘米 ， 宽 3 一 7 毫米 ， 上 面 粗糙 ， 下 面 平 滑 。 圆 锥 花序 
圆柱 状 ， 长 3 一 7 厘米 ， 宽 ,6: 一 10 毫米 ， 灰 绿色 或 成 熟 后 星 黑 色 , 小 
ik 4 一 5 BK, MERA >-BMES, WW ER BE 
毛 , PRG F Bi. EK 1 一 5 毫米 ， Me tia il, 隐藏 或 稍 外 
露 。 颖 果 纺 锤 形 ， 长 约 2 毫米 ,, 黄 褐色 《图 :7 )， 

、 ,地理 分 布 “ 革 状 看 麦 娘 分 布 于 温带 草原 森林 草原 区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内蒙古、 河北 、 宁 夏 、 甘 肃 、 新疆 等 省 (区 )? FERS 
吉 、 苏 联 、 欧 洲 、 北 美 均 有 分 布 。 

* U7,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切 状 看 麦 娘 具 发 达 的 根 

S, 无 性 繁殖 力 强 , 叶 量 丰 

富 ， 花 果 期 的 叶 量 可 :上 

株 丛 总 重量 的 .35.77 一 

46.22%， 主 要 分 布 于 10 

厘米 层 以 上 ;在 20 一 40 悍 

米 层 的 叶 量 占 全 部 叶 重 量 

的 35.09%。 革 状 看 麦 娘 在 

新 疆 的 天 山南 坡 , 4 月 上 名 

返青 ;在 内 蒙古 呼和浩特 

地 区 ,4 月 中 旬 返 青 ( 栽 培 ) 

EE 彦 淖 尔 盟 ，5 月 初 

返青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枯 黄 较 迟 ,10 月 

Py min. BRAK 

WAFL AE EGR, o> ETE BE. 

据 在 呼和浩特 地 区 的 测 

定 ,7 月 初 第 一 次 浊 割 ， 平 

\ 

7 | SIRBRMAlopecurus arundina 

ceus Poir. 

均 株 高 达 80 厘米 ， 9 月 底 平 均 株 高 达 7; 理 米 ， 并 进入 抽穗 期 。 具 

有 结实 率 高 ， 种 子 萌发 快 ， 容 易 抓 苗 ， 便 于 种 子 繁 殖 等 优点 。 

苇 状 看 麦 娘 是 比较 典型 的 中 生性 植物 ， 适 应 范围 较 广 ， 除 草 旬 

外 ， 在 较 干燥 的 山坡 草地 也 能 良好 生长 。 而 在 平原 低洼 地 ,\ 河 漫 滩 、 

湖滨 .山沟 或 丘 间 低 地 等 湿润 生境 , 能 形成 小 面积 苇 状 看 麦 娘 草 多 。 

在 森林 地 区 的 沟谷 及 山坡 灌 反 中常 以 伴生 种 出 现 。 

鞍 状 看 麦 娘 具 耐 轻 度 盐 碱 、 水 涝 、 寒 冷 和 践踏 等 特点 。 克 其 在 

冬季 和 早春 能 耐 较 长 时 间 水 滤 。 

人 饲 用 价值 “ 革 状 看 麦 娘 春季 返青 后 ， 嫩 吐 和 幼 枝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e 18 « 



富 食 。 抽 穗 开 花期 , 牛 、 马 等 大 家 畜 更 喜 食 , 绵羊 喜 吃 叶片 和 花序 。 

- 据 牧 民 经 验 ， 这 时 浏 割 栖 制 的 青 和 干草 是 冬季 的 优质 饲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 一 

麦 7 一 1 革 状 看 麦 娘 化 学 成 分 〈% ) 

hi el hahaa Ra ihe AE a Ne 
aealamm| mae |e 2] eo 

23.9 35.9 10.0 

BT, PRR RE TOL RI He ER 
的 ( 表 ? 一 2) RFE a AR ay DA AP A a a A 
ERE, | 

表 因 -2 饲料 二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 mem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饲料 消 化 率 备 ” 注 
名 称 (%) (%) (%) ( 兆 焦 /公斤 ) | ( 兆 焦 /公斤 ) | . 

ihe 17.84 | 223 | 29.46 10.48 | 8.03 | a8 3Fem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PRA BKARROWLRR, MWR PRLM, RAR 

播 为 宜 。 播 种 期 在 内 蒙古 西部 6 月 中 旬 至 8 ALA, FAH 0.33 

克 . 播种 量 每 亩 二 25 一 1.5 公斤 ， 覆 土 深度 为 2 厘米 左右 。 播 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第 二 年 开始 利用 。 

〈 温 都 素 ) 

8。 羊 ”证 
Aneurolepidium chinense (Trin.) Kitag. 

CLeymus chinesis(Trin.) Tzvel.) 

ANS Ba, 

ae 19 e 



Rae Sie MA, RRR ERR, GK 
A, AOA, HH, RIE, 高 30- 90 BOR, HR 2— - 
3 节 ， 生 殖 枝 可 具 3 一 7 47, REE, SFR eR 
Bee, OE, aOR, A, 叶片 灰 绿 色 或 黄 绿色 ， 长 
7-11 EK, HI BK, MARTE, TRAS, 上面 及 边 乡 
ME MAE, KH. BREE HI, K 12-18 厘米 , 宽 6 一 10 
毫米 ， 穗 辆 坚硬 ， 边 缘 被 纤毛 ， 每 节 有 1-2, MK 1o—20 
毫米 ， 含 5 一 10 小 花 ， 颖 锥 状 ， 具 工 脉 ， 边 缘 有 微 纤毛 ， 不 正 覆 盖 

JASON 

BODE, .外 释 氢 针 状 无 

毛 ，5 脉 不 明显 ,第 一 外 释 ， 

长 8 一 11 毫米 。 颖 果 长 椭 

AY, Wwe 〈 图 8 ) 。 YY 
羊 草 体 细胞 染色 体 效 NY 

目 2n=28。 在 14 对 染色 

体 中 其 中 2.10、13 对 为 
中 部 染色 体 ， 其 余 11 对 
为 亚 中 部 染色 体 。 羊 草 植 

株 外 部 大 致 可 分 为 绿色 和 

灰色 两 类 型 ， 尽 管 叶 片 颜 

色 ， 气 孔 数 目 ， 表皮 毛 的 
数量 以 及 生殖 枝 的 结构 等 
有 差异 ， 但 其 体 细 胞 染色 

体 的 数目 都 是 2n0=28。 可 . 

以 认为 羊 草 的 形态 结构 和 

生理 特性 的 差 拭 ， 可 能 是 

省 图 8 2B Aneurolepidium chinense 
地 理 分 布 ae (Trin.) Kitag. CLeymus chinesis 

34) AHA, 4) AE (Trin.) Tzvel.3. © 

» 20 

= SE 一 人 Am i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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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Peek Ai36° db BAGH 62° Wy IRA 120°—132°H 1 i 

BY. 中 国境 内 约 占 一 半 以 上 。 我 国 分 布 的 中 心 在 东北 平原 、 内 蒙古 
高 原 的 东部 和 华北 的 山区 、 平 原 、 黄 土 高 原 ， 西 北 省 区 也 有 广泛 的 
hi, 译 要 在 毕 于 早 半 湿润 地 区 , TURE RAN BH ER 

村 先王 ,村 司 土 、 碱 化 章 多 十 和 柱状 碱 士 的 生境 中 ， 为 我 国 温带 草 
原 地 带 性 植物 的 优势 种 ， 也 是 欧 亚 草原 区 东部 草原 的 基本 类 型 。 
于 基 芝 草 为 主 构成 的 草原 收 革 ， 富 有 良好 的 营 养 价值 ,适口 性 

mB, Alt, 羊 章 被 称 为 性 畜 的 “ 细 粮 ”了 我 国 著名 的 三 河 纪 & 三 河 
省 和 乌 珠 各 沁 羊 等 优良 家 言 品 种 ， 就 是 长 期 放 饲 在 羊 草 草原 上 而 育 
成 的 。 ta A - eat . 

“全 羊 草 在 国外 主要 分 布 在 苏联 的 贝加尔 湖 一 带 ， 蒙 种 北部 的 色 楞 
HET BARE AAR AY FES OT RAE. PRET SED, 羊 
草 是 主要 的 建 群 种 ， 组 成 大 面积 草原 。 在 沟谷 底部 湿润 地 区 ， 人 往往 
形成 羊 草 的 纯 生 草地 。 此 外 ， 在 朝鲜 等 地 也 有 分 布 
生物 学 与 生 态 学 特性 ， 羊 草 是 多 年 生根 树 性 禾 草 ， 在 自然 生 

更 中 ， 以 无 性 繁殖 为 主 ， 有 性 繁殖 为 辅 ， 且 在 营养 生长 的 同时 ， 进 

行 生 殖 生 长 。 无 性 枝条 和 有 性 枝条 的 比例 ， 对 植株 的 再 生 力 有 明显 
的 影响 ， 并 能 影响 到 不 体 生存 年 限 , 一 般 无 性 枝条 的 比例 愈 大 , 再 生 
力 越 强 ， 个 体 的 生存 年 限 也 愈 长 是 由 于 有 性 枝条 在 抽 稿 、 开 花 : 
结子 等 过 程 中 消耗 了 大 量 的 营养 之 故 ; 而 无 性 枝条 则 可 借助 枝条 凡 
存 大 量 的 营养 ,在 天 然 草地 中 ,学 章 的 无 性 枝条 比例 一 般 在 70 一 80% 
左右 ， 因 不 同年 龄 、 不 同 生 态 条 件 而 有 差异 

羊 草 的 根 茎 分 慕 力 强 ， 可 向 周围 辐射 延伸 ， 纵 横 交 错 ， 形 成 根 
网 区 车 其 它 植物 不 易 侵 入 。 据 报道 ， 羊 草根 系 具 有 固氮 嵌 菌 计 不 形 
成 根瘤 而 有 强 的 寄主 专 一 性， 活力 强 ， 固 氮 效 率 儿 乎 与 豆 科 根瘤 菌 
的 固氮 相等 。 根 二 的 生长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主 坏 性 状 。 羊 草 为 中 
旱 生 植物 ， 喜 湿润 的 沙 壤 或 经 粘 壤 质 土壤 ， 当 干旱 板结 时 ， 根 茎 的 
生长 受到 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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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草 适 应 性 强 ， 能 耐 旱 、 耐 寒 、 耐 盐 碱 ， 能 在 排水 不 良 的 轻 度 
盐 化 草 旬 土 或 苏打 盐 土 上 良好 生长 ， 形 成 大 面积 单一 优势 种 的 羊 草 
草 旬 。 也 能 在 排水 条 件 较 差 的 黑土 和 碳酸 盐 黑 钙 土 上 正常 生长 。 羊 

草 具 有 很 高 的 耐 盐 碱 性 ， 是 非 盐 生 植物 中 耐 盐 碱 性 最 高 的 植物 种 之 
一 ， 能 生长 在 总 含 盐 量 达 0.1 一 0.3% 的 土壤 中 ,具有 广 幅 的 适应 性 。 

在 天 然 草 地 ， 羊 草 的 根 蔡 主 要 分 布 在 5 一 15 KOLB: 在 

PIs, PAD AIA 20 厘米 的 耕作 层 或 更 深 。 在 适宜 的 生境 ， 

根茎 发 育 旺 季 ， 一 月夜 可 生长 1 一 2 厘米 。 水 分 ,温度 。 通 气 及 营养 
条 件 愈 好 ， 根 蔡 芽 的 数量 愈 多 ， 生 长 愈 快 。 冬 季 根 鞋 芽 处 于 体 眼 状 

& BREE, ERMA, 无 性 繁殖 远 较 有 性 繁殖 为 快 。 根 蔡 能 穿 
过 坚硬 板结 的 土 层 。 春 或 夏季 播种 的 羊 草 ， 第 一 年 根 蕉 可 达 3 一 4 

条 , 两 年 后 发 育 到 5 一 10 条 , 长 度 一 般 1 一 2 米 , 据 测 定 根 芭 产量 与 地 
上 部 大 致 相等 。 地 上 部 亩 产 于 草 213 公斤 左右 ， 地 下 部 根 莹 产量 可 
达 199.5 公斤 左右 。 

羊 草 的 根 鞋 一 释 可 生活 三 年 ， 顶 端 发 育 伸 展 ， 下 部 逐渐 桔 死 。 
根 树 的 长 短 ， 节 间 的 数目 与 土壤 的 性 质 、 结 构 和 士 层 厚度 有 关 。 填 
WR, BRE, PAVAK, RAS, FLW, RET 
REL, WAGED, CLERK, SHRM 
4a}, ABARAT DE ea LR, TTA, RTS, Be 
>, HRS, CERRERR, LABOR, BERET, REOH 
MRA, AA RL. ORD, ER, SV 
后 ， 一 般 在 7 月 即 枯死 。 分 给 力 强 的 羊 草 ， 生 长 到 秋 后 枯黄 ， 产 量 
高 。 羊 草根 蕉 在 土壤 中 的 变化 情况 如 表 8 一 1。 

羊 草 的 有 性 繁殖 ， 由 种 子 发 生 的 幼苗 细弱 ， 生 长 缓慢 ;在 正当 
情况 下 ， 播 种 后 10 一 15 日 幼苗 可 以 出 土 ， 出 土 后 , HOA Awe, 

约 30 天 左右 ， 第 五 片 真 叶 出 现 后 , 可 以 看 出 分 蓝 的 新 芽 和 伸 晨 的 根 

荃 。 分 刘 与 根 芭 在 不 同时 期 分 化 出 现 ， 随 气温 升 高 和 降水 量 增加 ， 

生长 逐渐 加 快 ， 约 50 天 后 ， 根 茎 可 达 3 条 以 上 ， 长 度 可 达 . 20 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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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一 1 羊 草 根 付 节 间 长度 变化 表 

根 些 在 土 朋 中 深度 ” | 节 间 -平均 长 度 - 
《厘米 ) (JK) 

耕 翻 后 沙 质 土 15 9.4 

Bw Mme EB Wt 7 4.7 

KK He 3h wR + 5 3.1 

厘米 。 根 蕉 继续 发 生 分 莫 ， ,形成 疏 丛 状 植 从 ， 每 从 含有 3 一 10 个 幼 

株 。 

据 原 内 蒙古 呼 盟 莫 达 木 吉 草原 站 测定 〈1963), 羊 草 于 4 月 下 旬 

开始 返青 ， 萌 发 后 生长 缓慢 ;进入 5 月 拔节 期 生长 加 快 ， 日 均 增 长 

达 0.38 BK; 6 月 上 名 抽 穗 ， 生 殖 枝 的 生长 速度 达到 最 高 , 日 均 增 

0.70 BK; 6 月 下 名 开花 ， 生 长 速度 急剧 下 降 , 日 均 增 长 约 0。35 

厘米 ， 到 7 月 底 ， 种 子 成 熟 ， 羊 草 停止 生长 。 

裁 培 羊 草 的 第 -- 年 幼苗 生长 缓慢 ， 在 第 二 年 返青 后 ， 生 长 速度 

加 快 。 据 羊 草 单位 面积 生物 量 的 观测 , AS 月 生长 速度 逐渐 增高 ，8 

月 中 旬 营 养 枝 的 产量 最 高 。 这 时 气温 升 高 ， 雨 量 充 沛 ， 正 是 植物 的 

生长 发 育 旺 期 。 在 阳光 充足 的 条 件 下 , 羊 草 的 年 平均 同化 干 物 质 为 : 

13 毫米 /100 平方 厘米 /小 时 ， 光合 成 量 为 :21. 3 毫克 二 氧化 碳 /100 

平方 厘米 /小 时 ; 而 一 般 农 作物 的 光合 成 量 为 : 20 毫克 二 氧化 碳 /100 

平方 厘米 /小 时 左右 。 据 中 国 科学 院 林 业 土 壤 研 究 所 , 对 丘陵 地 碳酸 

tht EEE ATE, 地 上 部 生物 量 的 测定 ,播种 后 第 二 年 亩 

产 干 草 ASA, BIE 93 公斤 , 第 四 年 亩 产 干 草 41.9 公 

厅 ， 第 六 年 让 产 干 草 39.7 公斤 。 从 羊 草 地 下 部 与 地 上 部 生物 量 的 

比值 看 ， 在 天 然 羊 草草 地 中 其 比值 比较 稳定 ， 一 般 都 在 6.0 左右 。 

在 我 国 东北 地 区 ， 羊 草 从 5 月 初 开始 生长 之 后 ， 地 上 部 的 生物 

量 一 直 在 增高 ， 到 8 月 中 旬 产 草 量 达到 高 峰 ， 此 时 亦 是 打 章 季节 。 

羊 草 草原 最 适宜 的 打 草 时 期 ， 应 在 植物 开花 最 盛 期 进行 ， 所 收获 的 

牧草 可 以 达到 优质 高 产 ， 一 般 是 在 7 月 上 中 旬 到 8 月 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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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草 干燥 率 〈 干 重 与 鲜 重 之 比 ), 从 .5 月 生长 开始 之 后 ， 随 生长 
时 间 的 增长 逐渐 增高 ， 变 化 幅度 在 36 二 56% 之 间 六 其 干燥 率 与 村 长 
时 间 之 间 有 直线 相关 性 〈 复 相关 系数 为 及 =0.9815)。 了 工 二 

从 羊 草 生物 量 的 年 变化 可 以 看 出 ， 种 植 后 第 三 = 年 六 地 主 部 的 生 
物 量 最 高 ;这 时 生物 量 在 地 上 部 和 地 下 部 分 层 配合 处 隆 最 佳 状态 ; 
地 上 部 同化 器 官 最 集中 的 层次 在 40 一 50 BK, HBB ERE EH 
23.84%。 约 47% 的 同化 器 官 宜 处 于 良好 的 光照 条 件 下 。 距 地 画 40 
厘米 以 上 的 同化 器 官 ， 重 量 占 总 重量 的 46.87%。 根 莹 主 要 集中 在 
地 下 0 一 20 厘米 处 , 约 占 地 于 部 总 重量 的 80%s 其 中 0 一 10 厘米 处 的 

根 重 ， 约 占 根部 总 重 的 50%。10 一 20 厘米 土 层 中 ; 根 桂 占 全 部 根 重 
“的 31.14%。 但 在 天 然 和 种 植 年 限 长 的 羊 草草 地 ，0 一 20 厘米 处 的 

根 重 一 般 占 50 一 70%, ;而 根 村 重 仅 占 根 重 的 5 一 10%。 HARA 
AiR ERT ch A eR A 
4a ke, XI Se yb FREER 

羊 章 的 水 分 代谢 ， HUET ARO ANH, set, 发 育 和 生理 
状况 。 羊 草 体内 水 分 流动 始 于 叶片 的 蒸腾 作用 , 羊 草 的 蒸腾 耗 水 量 , 
HWE, LEME, BHO 400 SKS, 但 因 不 同 生 
育 期 、 焉 同 生 态 条 件 而 有 差异 。 羊 草 在 5 一 8 Aaa aa 
约 为 1000 tii /H/A. & AWK Wes 一 2 ke ae 

3-2 RAYE 〈 耗 水 量 ) 工人 二 本 直子 

月 yy | 2 em | Oe OPE 1S eee (毫克 /平方 厘米 /时 ) | 9 GR) ON BHD 
5 393.91 9. 146.53 | 17.60, 
6 433.65 156.11 Be Sy Sa 
7 329.20 | eee CT - 29.40 ~~ 
8 272.23 101.27 27.50 

¥, 均 357.24 

合 计 526.37 102.40 

WB, ARS DK a RG REA IR AA, «1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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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从 5 一 8 月 可 消化 掉 526.37 FE 7k, HE I 150 一 200 BIS 

草 ， 则 需 耗 水 100 MAA, 

当 士 壤 含 水量 降低 到 一 定 限 度 时 ， 羊 草根 际 的 水 分 运动 亦 要 减 
小 ; 车 蒸腾 继续 增加 , 羊 草 体内 水 分 发 生气 缺 , 使 植物 的 生长 受阻 ， 
GARE (沙壤土 ) 湿度 约 在 9 一 10% 时 ， 羊 章 水 分 代谢 受到 限制 ; 
亚 分 亏 缺 值 达 到 0.17% 时 ， 羊 草 叶 子 开始 微 卷 ; 楚 长 量 减少 。 当 士 

HOKE 6 三 7%， 水 分 亏 缺 值 为 0:35 一 0.41% 时 , 羊 草 叶 尖 部 卷 
2, HHORARPAELRS, HER RELEK, PM SEMPAK 
发 生 的 变形 ,是 羊 草 体 内 水 分 气 缺 程度 在 形态 上 的 反映 ， 也 是 含水 
率 下 降 的 显示 , 可 以 用 作 草 地 灌溉 的 参考 。 
BWR, PEE, ARK SRA, 可 分 为 两 类 参数 ， 
BN>0. 20—0. 24% 和 和 0.20 一 0.10%， 前 一 类 人 参数 通常 出 现在 4 一 

6 月 ， 由 于 春季 气温 土 升 ， 土 壤 含水 量 的 下 降 ， 加 之 强风 作 用 ， 土 

壤 强 度 低 于 10%， 羊 草 处 于 蔬 痿 状态 ， 导 致 叶 卷 变 形 ， 生 长 缓慢 。 

“7 一 8 月 份 ,降雨 量 增多 ; 土壤 湿度 增加 , 通常 参数 为 <0.20 一 0.10%， 
能 维持 羊 草 较 低 的 水 分 代谢 ， 可 以 促进 羊 草 的 生长 。 随 水 分 气 缺 程 
放 的 增加 ， 羊 草 形 态 发 生变 化 ， 导 致 产量 下 降 ” 为 此 ， 适 时 控制 土 

MKS, FEB HAAR IK SR ARGH KE. 

羊 草 个 体 的 开花 期 约 为 10 一 16 天 ， 但 群体 开花 期 可 长 达 四 十 

余天 。 沦 戎 的 长 得 与 年 度 气 候 等 有 关 。 于 燥 温 热天 气 花 期 短 ， 气 候 
湿润 花期 长 。 当 阴 天 气温 低 ,相对 湿度 高 时 ， 开 花 少 。 在 温度 低 于 
20%C， 相 对 湿度 低 于 40% 或 高 于 80% 时 ， 开 花 很 少 ， 或 不 开花 。 适 
宜 的 开花 温 刻 为 25 一 30%C， 适 当 的 大 气温 度 是 60 一 70% 。 开 花 率 与 

年 度 的 气温 、 湿 度 、 降 水 量 等 有 关 。 在 东北 地 区 ， 王 旱 气候 开花 率 
为 40.6% (1975), 雨量 适中 为 57.08% (1977)。 开 花 盛 期 约 为 6 一 8 

天 《6 月 中 旬 到 下 名 ) ,前 三 天 开花 率 最 高 ， 以 后 明显 下 降 。 开 花 时 
间 与 气候 条 件 关系 极 大 ， 一 般 在 下 午 一 5 时 , IPE BIO 
95%。 中 闻 小 穗 最 先 开 花 ， 开 花 率 也 高 》 上 部 小 穗 次 之 ;下 部 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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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最 后 开花 。 
花药 的 发 育 ， 受 年 度 的 气温 、 湿 度 影响 较 大 ,气温 高 ,湿度 小 ， 

花药 发 育 不 良 ， 死 亡 增加 ; 湿度 高 ， 温 度 低 ， 花 药 的 死亡 减少 。 花 
的 位 置 与 花药 的 死亡 有 关 ， 离 穗 轴 远 的 花 ， 死 亡 率 高 ， 友 之 ;死亡 
率 低 。 

羊 草 具 有 广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能 适应 多 种 复杂 的 生境 条 件 ， 在 
东北 和 内 蒙古 草原 区 有 大 面积 的 生长 ，. 成 为 分 布 的 多 度 中 心 ， 为 亚 
洲 东部 草原 区 建 群 种 之 一 ， 组 成 以 羊 草 占 优 势 的 草原 ;为 优良 的 放 
牧场 和 割 草场 。 在 复杂 的 生境 条 件 中 , 随 着 水 热 条 件 的 增 减 和 地 形 的 
变化 ， 羊 草 可 与 多 种 从 生 禾 草 和 杂 类 草 等 组 成 各 种 草原 和 章 旬 类 
型 ， 反 映 了 羊 草 的 广泛 生态 幅度 。 生 长 在 不 同 生境 中 的 羊 草 ， 其 形 
态 结构 、 生 理 特 性 、 营 养 价值 以 及 适口 性 等 都 有 明显 的 特点 。 BE 
对 土壤 的 pH 值 适 应 范围 很 小 ， 对 强酸 性 不 能 适应 ,- 喜 在 偏 碱 性 的 
条 件 下 生长 ， 这 些 差异 特点 ， 塑 成 羊 章 的 不 同 生态 型 。 

在 羊 草 的 分 布 区 内 ， 常 可 以 见 到 两 种 不 同 的 生态 型 ， 一 种 是 时 
片 和 穗 部 呈 绿 色 ， 叶 片 绿色 或 黄 绿色 ， 表 面 多 毛 ， 有 和 白色 旱 质 ， 入 
部 亦 蓝 绿色 ， 穗 较 短 ， 穗 轴 较 粗 ， 每 节 生 有 2 个 或 1 个 小 穗 ， 世间 
较 短 。 一 般 称 绿 型 羊 草 ， 曙 一 种 生态 型 ; 叶片 和 穗 部 发 绿 呈 灰 绿 色 
或 蓝 绿色 ， 穗 较 细 长 , 穗 轴 较 细 ，, 每 节 生 1 个 小 稳 或 稀 生 2 个 小 穗 ， 
节 间 较 长 ;小 穗 稀疏 , 一 般 称 为 灰 型 羊 草 。 这 两 类 羊 草 在 分 类 学 同居 
一 种 ， 但 在 生态 学 上 , 它们 的 耐 盐 碱 性 和 耐 干旱 性 , 则 有 显著 区 别 ，、 
因而 决定 了 在 蔡 间 分 布 上 的 特性 。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 这 两 类 生态 型 的 羊 草 ， 似 乎 没有 明显 的 区 域 盖 
别 。 绿 型 羊 草 分 布 较 普遍 ， 面 积 较 大 ， 要 求 轻 盐 化 和 湿润 的 条 件 ， 
能 适应 碱土 或 碱 化 草 旬 土 ， 草 群生 长 茂密 ， 形 成 羊 草 的 优势 群落 。 
灰 型 羊 草 分 布 的 面积 较 小 ， 属 局 部 范围 ， 能 适应 盐碱地 ， 主 要 分 布 
在 黑土 、 碳 酸 盐 黑 钙 土 、 栗 钙 土 上 。 在 植被 组 成 中 常 与 从 生 的 隐 子 
草 、 针 茅 和 苦 草 等 旱 生 植物 混 生 。 两 类 生态 型 羊 草 在 小 区 域内 的 分 

© 26 。 



布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如 在 盐碱地 土壤 上 ， 常 常 可 以 见 到 以 碱 班 〈 苏 打 
tht) AD, RIEL BEL RMR, QAR 
草 等 群落 顺序 排列 而 成 的 同 心 圆 分 布 现 象 ， 在 这 一 生态 分 布 系列 
中 ， 各 有 国定 的 分 布 位 置 ， 灰 型 羊 草 接近 碱 班 ， 绿 型 羊 草 分 布 在 灰 
MBO” 说 明 二 者 对 盐 碱 性 适应 的 程度 不 同 ， 灰 型 羊 草 比 
较 更 耐 项 碱 。 据 对 生长 灰 型 羊 草 和 绿 型 羊 草 的 土壤 进行 的 总 盐 量 和 
pH 测定 ， 在 同一 生态 系列 中 ， 同 一 地 有 段 的 灰 型 羊 草 的 士 壤 含 盐 碱 
量 总 是 比 绿 型 蔷 草 高 ， 从 而 反映 灰 型 羊 草 比 较 更 耐 盐 碱 。 一 般 灰 型 
羊 草 可 生长 在 总 含 盐 量 达 0.3%% 的 王 壤 中 ， 而 绿 型 羊 章 只 能 在 总 含 
盐 量 不 超过 0.2%% 的 土壤 中 生长 GARR. BY “ARBRE 
HI”). 
| FAXSOT HAAS, KRERMEREOS, WEEE 
EMI FMA CHAR, KOLAR Py SEL 
(5 BORE) A 0.72%, ARRB POLE (15 BRR) HW 1.33%; 

绿 型 羊 章 叶 面 积 气 孔 数量 少 ， 表 皮毛 和 刚毛 都 较 少 ， 较 不 耐 旱 ， 其 
凋 凌 湿度 在 相应 主 层 中 分 别 为 0.85% 及 1.84%。 在 土壤 含水 量 充分 

的 条 件 下 《相当 于 田间 持 水 量 为 100% 时 )， 灰 型 羊 曹 每 平方 厘米 时 

HMA -FYABEA 1529.03 Sh, RFRA 353.33 毫克 ;表明 

灰 型 羊 草 水 分 消耗 量 比 绿 型 羊 草 更 高 。 土 壤 含水 量 相当 田间 持 水 量 
的 30 双 左右 时 ， 灰 型 羊 草 每 平方 厘米 叶 面 的 日 平均 蒸腾 量 为 82 毫 
克 ， 绿 型 羊 草 为 145. 8 毫克 ， 灰 型 羊 章 的 水 分 消耗 量 低 得 多 ， 说 明 
对 土壤 干旱 的 适应 性 更 强 。 

主要 以 灰 型 羊 章 组 成 的 草原 ， 在 土壤 耕 翻 以 后 ， 尘 草 利用 大 量 
被 切断 的 根 蔡 进 行 无 性 繁殖 ， 成 为 植被 演 替 中 的 一 个 发 育 阶段 。 因 
此 ， 在 一 些 退化 或 产量 下 降 的 羊 草 草原 ， 用 切断 根茎 改良 章 原 的 方 
法 有 明显 的 效果 。 

“” 羊 草 草原 的 种 类 组 成 , 在 不 同 的 生 弄 条 件 下 , 可 形成 性 质 上 水 同 
的 群落 。 常 有 下 列 几 种 生态 类 群 , (1) 在 湿润 的 生境 中 与 中 生 的 过 类 

ak he 



BK, SR Vicia amoena), pity CS officina- 

lis), #4632 CHemerocallis minor), Jef (Galium verum) , 

唐 松 草 (Thalicitrum simplex) 等 组 成 的 杂 类 草草 旬 。 (2) EF R 

Ae Bers 5 SUE AG GE 3B (Stipa grandis S. Krylovii), BiH Hk 
(Cliesiogenes squarrosa), 35 EL. (Koeleria Pane sey Wi 16 3k 

(Serratula centauroides),#& %§ (Artemisia frigida) 等 组 成 的 

草原 类 型 。 3) 在 湿润 的 盐 质 生 境 中 与 耐 盐 性 植物 ， 如 章 地 凤 毛 菊 
(Saussurea .Ga1ta70)、 碱 蒿 (4rtezztisiC anethi folia), 3 jj Uris lac- 

tea. var. chinensis Koidz.) 等 组 成 的 各 种 盐 Le a ; 

在 以 羊 草 与 丛生 禾 草 ， 和 羊 草 与 杂 类 草 等 组 成 的 各 类 草原 植被 

中 ， 经 长 期 的 不 合理 利用 ， 过 度 放 牧 或 割 草 ， 不 本 放牧 的 中 旱 生 牧 

草 发 生变 化 ,引起 草原 趋 于 旱 化 ， 生 产 力 下 降 ， 导致 植被 的 退化 演 

替 ， 首 先是 群落 结构 发 生变 化 , 群落 的 盖 度 和 密 ew TM, 草 群 黎 

下 , 喜 食 的 羊 草 和 其 它 中 旱 生 草 类 产量 急剧 下 降 ， 1 A 

FH, SRF, BRERRSURRE 杂 类 草 初期 产量 有 所 增加 ， 随 

着 放牧 强度 增加 ， 其 产 草 量 亦 愈 趋 下 隆 ， 引起 草原 退化 。 随 草 群 的 

过 度 利 用 ， 草 原 旱 化 程度 的 加 重 ， 以 羊 草 为 主 的 ， rh AE A EE 

草 层 片 的 优势 地 位 ， 依 次 为 旱 生 的 密 丛 性 禾 草 ， Bi MER AB 

HEARED. SRM KAZE. BAR. BEG op BA 

杂 类 草 层 片 ， 亦 渐 为 旱 生 的 短 根茎 、 根 募 性 和 一 、 二 年 生 杂 类 草 层 

片 所 代 蔡 ， 导 致 植物 群落 的 分 化 。 

随 着 草原 的 放牧 程度 ， 植 愧 群落 的 种 类 成 分 、 种 群 配置 、 植物 

生活 型 和 层 片 结构 均 发 生 有 规律 的 变化 ， 内 蒙古 和 东北 草原 均 有 这 

种 现象 。 随 着 利用 程度 的 加 重 , 使 植物 的 正常 生长 规律 受到 影响 ， 繁 

殖 能 力 降低 ,减弱 了 有 效 的 光合 作用 ， 导 致 植被 生活 力 下 降 , 羊 章 
的 垂直 和 水 平 根 董 的 分 莫 均 逐渐 减少 〈 表 8 一 3)。 

EHRAWARH, TERRE 100% CD 有 ,57 个 , 但 到 

极度 过 牧 阶 段 ， 仅 有 7 个 。 水 平 根茎 的 芽 数 , 轻 牧 阶段 每 100 CP) 

28 。 



雪 8 一 5 不同 放牧 程度 羊 草 地 下 莹 的 分 药 及 生长 情况 

| 重 直 根 杰 节 分 葛 数 ， | 水 平 根 诗 每 节 分 莫 数 。 | 水 平 根 荃 20 天 生长 长 度 - 

cack amet ee SEN 100 Re 00 ep AEE 
nit 总 计 人 个 ) 总 让 (个 ) | 3 (个 ) | 总 计 〈 个 ) | OBO 

«BE i 1. 1 57 | 0.57 12 0.12 14.9 0.75 
eK Bef a7 0.47 8 0.08 10.7 0.50 
BK He ff 23 0.27 6 0206: He -6.8 0.34 
ie Gy at: San eee 0.5 0.13 

SS eae leer eect oe : 

Fb Ay IHR ch A Hs De hs FH Hy ATR, 22 
TRAP AR ZEAE KK KR BE RUE Be, FRE BT Be 20 天 伸 长 14.9 HB 

米 ， 到 过 度 放 牧 阶段 ， 仅 伸 长 2.5 nee. 了 

对 植物 生活 为 影响 的 试验 表明 ,每 1 、2、-4、6 周 割 草 一 次 ， 羊 . 

草 垂直 根 芭 的 死亡 率 依次 为 : -100.%, 97. 55 81.12%,12.15%, 

PREC KRIN: 98.83% 73.25%. 42.00%, 45.84%, ii 

明 在 过 度 放 牧 条 件 下 ， 羊 草 生 活力 和 无 性 更 新 能 力 均 急剧 下 降 甚 至 

HR, Wik st PS i i EM eB (# 8—3), 

Bi. 不 同 放牧 程度 对 羊 草 结实 重 和 实生 苗 的 影响 

I ee: cite Ki | 

tg 2018 a Se GD | satenttonk a ha ts 幼 RM / 平方 米 
‘Bie me | aur - -F 22.30 
3G Be Boi... 56 2.80 29 

= HE i 2 0.10 19 

过 ea He | —@ ee 17 

REM | 14 

HUSA, BE RRA, EEA A REE 
EME GES), MBO RR IR BBC AM, dosh 
章 苦 其 绪 实 率 和 种 子 更 新 能 力 则 有 所 上 升 ， 直 到 极度 放 牧 以 后 ， 才 
显然 下 降 ,， 因 和 耐 引起 植物 群落 的 种 类 组 成 和 层 片 结构 发 生 分 化 , 续 
致 草原 植物 群落 的 退化 演 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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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 羊 章 是 中 型 宽 叶 的 禾 草 ， 生 态 习性 属 旱 生 和 中 旱 生 
之 间 ， 在 适宜 的 生境 条 件 下 ， 羊 章 的 营养 枝 可 得 到 充 耸 发 育 ， 形 成 
鞋 叶 并 茂 的 草丛 ， 青 绿 时 富 含 蛋 白质 成 分 ， 在 野生 的 禾 本 科 牧 草 中 
它 是 营养 价值 优良 的 草 种 。 在 种 子 成 熟 后 ， 鞋 叶 绝 大 部 分 仍 能 保持 
绿色 ， 进 行 割 草 ， 既 当 饲 草 ， 又 可 收获 种 子 ， 还 可 保持 草原 生产 的 
稳定 。 羊 草 全 年 对 各 种 牲 言 有 不 同 的 采 食 程度 ， 对 于 幼 畜 的 发 育 ， 
成 畜 的 肥育 、 繁 殖 ， 具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羊 草草 原 在 东北 及 内 蒙 
古 东 部 草场 中 ， 占 有 极 重要 地 位 ， 轨 民 把 羊 草 评 为 头等 饲 草 ， 认 为 
在 春季 有 恢复 体力 ， 夏 、 秋 季 有 抓 厌 催肥 ; 冬季 喂 青 干 羊 章 有 补 料 
的 作用 。 羊 草 的 一 般 营养 成 分 如 表 8 一 5。 

表 8 一 5 ” 羊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PR, FOS ee 

粗 脂肪 

wasp . 
= FB 期 | 水 分 

( 训 克 /公斤 ) HEA mS Rin 多 | 8 

期 | 11.29) 26.24) 3.97 

期 9.69] 18。.67| 3.68 

HH =| 10.12] 16.17| 2.76 

11.75] 15.42} 2.83 

期 8。.30| 7.42| 3.25 

期 8.70| 2.31} 5.87 

9.24 | 0.70 | 0.49 98.80 
0.47 | 0.63 59.30 
0.38 | 0.40 85.87 
1.32 | 0.37 48.00 
0.73 | 0.22 91.30 
0.69 0.59 > ol 

26.01) 23.25 

Ht eS > ot OS Be dt HR Si 

游 

东北 平原 和 内 蒙古 东部 的 羊 草 草原 , 为 主要 的 天 然 打 草场 5 制 草 
时 间 适 当 ， 干 草 产量 高 , 且 营养 丰富 , 牧草 并 能 得 到 适当 的 再 生 。 早 
期 割 草 , 虽 营 养 丰 富 , 但 产 草 量 且 较 低 , 仅 为 此 期 割 草 的 55 一 60%; 
割 草 过 迟 ， 产 草 量 增加 ， 但 纤维 物质 含量 增多 。 不 同 生育 期 营养 威 
分 如 表 8 一 6。 

8 一 6 表 营 养 物质 的 动态 , 粗 蛋 白质 以 拔节 期 为 高 粗 纤 维 质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则 相反 ， 随 牧草 生长 而 增加 ， 以 结实 期 为 最 高 。 其 产 草 量 
亦 随 生育 期 而 不 同 ， 据 原 呼 伦 贝 尔 盟 莫 达 木 吉 草 原 试验 站 ， 对 羊 章 
割 草 场 产量 动态 测定 的 资料 如 表 8 一 7。 

sw 30 。 



表 8 一 6， 羊 草草 原 各 生育 期 营养 物质 动态 (%) 

说 明 ， 以 拔节 期 为 100， 其 它 各 期 的 比值 。 

表 8 一 7“ 羊 草草 场 割 草 产量 动态 

a) @ 人 
mH Fe Ce AD (7 AD | (8 AD | 

-: eeatete | 26.6 | 5568 

5 a hs 36.4 76.2 100 75.2 69.0 

ae 71.5 | 69.4 | 68.3 ie 70.5 

羊 草 的 割 草 期 在 内 蒙古 东部 以 7 月 上 和 旬 为 适宜 ， 中 、 西 部 可 推 

迟 十 余天 ， 以 7 月 下 旬 到 8 月 初 为 宜 ， 这 时 羊 草 生长 基本 稳定 ， 达 
到 羊 重生 长 的 高 峰 期 生长 前 期 ， 叶 部 生长 迅速 ， 叶 量 可 占 章 群 总 

产量 的 75%，-6 月 间 ， 蔡 秆 生长 加 快 ， 可 占 总 产量 的 45%, 以 后 基 

本 维持 这 一 水 平 。 5 月 中 旬 至 6 月 中 旬 是 羊 草 生长 的 关键 时 期 ， 据 
观测 若 连续 两 旬 不 下 两 ， 产 草 量 约 减 少 三 分 之 一 。 长 年 连续 割 草 ， 
不 行 轮 浊 ， 不 保留 种 子 带 ， 致 使 多 数 草场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减产 。 
如 前 所 述 ， 羊 草 适 应 性 强 ， 耐 干旱 ， 耐 盐 碱 ， 耐 牲畜 践踏 ， 产 

BS, 营养 价值 超过 燕麦 的 秸秆 ， 一 般 认 为 2.5 公斤 于 制 的 羊 草 ， 
可 相当 于 1 公斤 燕麦 单位 的 营养 价值 。 羊 草 所 含 营养 成 分 的 动态 ， 
随 植 物 的 不 同 部 位 、 不 同 生长 阶段 、 不 同时 期 和 不 同 的 生境 条 件 而 

有 变化 。 羊 草 所 含 氮 、 磷 和 可 溶性 糖 类 ， 是 各 类 营养 物质 的 重要 成 
分 ， 它 们 的 含量 变化 可 说 明 营养 成 分 的 动态 情况 。 

羊 草 的 蛋白 质 含量 , 在 牧草 返青 期 是 整个 生长 阶段 中 最 高 时 期 ， 

« 3l e 

73.2 69.6 50.5 



如 三 年 生 羊 草 返青 期 气 素 含量 可 适 3.03%， 而 在 结实 期 (同年 8 月 下 

A) 仅 含 0.27%。 前 者 比 后 者 约 高 11.2 倍 。 植 物 进 六 拔节 抽穗 期 ， 

营养 生长 进入 盛 期 ， 蔡 时 迅速 增长 ;地 上 部 高 度 由 20 厘米 增 至 80 

厘米 ， 由 占 全 株 华 量 40 一 50% 增 加 到 70 一 80%。 此 时 , 直下 部 分 根 

共和 根系 比值 下 降 ， 含 气量 比 值 也 迅速 下 降 到 113%6; SNE RR, 

藉 牺 由 营养 生长 过 度 为 生殖 生长 ， 氮 素 逐 渐 移 向 生殖 器 官 \ 达 S 叶 ， 
氨 素 含量 继续 下 降 。 羊 草 穗 的 含 氨 量 较 蔡 叶 高 84%，- 后 期 养分 积累 
到 子 实 中 。 此 时 ， 地 下 部 分 含 氮 量 也 略 有 下 降 ， 基 本 维持 稳定 ， 秋 
后 营养 生长 阶段 ， 蔡 叶 含 所 量 又 略 有 回升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含 所 情 

况 基 本 稳定 ， 草 枯死 , 氨 素 向 根系 转移 , OKRA RAAT LE, 

磷 是 核酸 及 磷脂 类 物质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在 植物 的 分 生 组 织 和 

子 实 中 最 丰富 ,是 植物 体内 物质 代谢 ,能量 代谢 的 核心 物质 ”三 的 增 

长 直接 制约 着 氨 的 代谢 和 增长 ， 氮 、 磷 的 增长 基本 上 是 正 相关 的 。 

全 年 增长 变化 ， 磷 的 含量 最 高 峰 与 氨 的 营养 动态 基本 相似 ， 也 在 发 

ES 

定 状 态 ， 桔 草 期 ， 磷 转移 到 地 下 根 鞋 贮藏 器 官 ， a 

ar HEH ah ies, Sori GE 

营养 前 期 ， 茎 叶 的 含量 形成 一 个 高 峰 。 抽 穗 以 后 , SS, 

养分 转 入 重 部 子 实 中 。 非 还 原 糖 类 含量 变化 较 大 ， 前 期 含量 低 ， 后 

期 含量 高 。 地 上 部 分 与 地 下 部 分 ， 营养 器 官 与 生殖 器 官 都 存在 负 相 

XR, 得 穗 部 含量 百分数 较 营 养 器 官 为 低 ， 不 人 下 

羊 草 营养 成 分 分 析 的 结果 ; BOE OE A A AK 

PRM ERAR, BK TNH E RET BRR 

wm #88). 

rete ee 

SenATeNER, BUEN EMRE TAA X 

结果 如 表 8 一 9。 

Aa Rn Oe RA 

° 32° 



- 衣 8 一 8 SERRE RR) 
人 i RUC ER ae 质 

4.00 28.20 49.31 6.02 

2.02 | 20.30 46.01 7.15 

SR 中国 科学 院 林业 土壤 研究 所 分 析 。 
; vt } 

表 8 一 9 不 同 生态 型 羊 草 微量 元 素 的 含量 《毫克 /公斤 ) 

项 B i 7 mole 
Row» 

7215 30.745 1.0725 12.155 4.6475 0.0588 灰 型 羊 草 
RBH 0.9632 54.18 5.418 | 0.1406 9.03 | 13.86 

WARM GEB—10), 

«8-10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袖 物质 消化 率 * 
naam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cy | (|) | ORR/A | 人 张 焦 / 公 斤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羊 草 可 用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用 根茎 进 行 无 性 繁殖 。 羊 
草 具 有 强大 的 根 蔡 ， 在 地 下 形成 根 网 。 根 葵 具 有 生长 点 RE, 
根 节 芽 等 ， 是 重要 的 无 性 繁殖 器 官 。 每 个 根 蔡 节 上 ， 生 綦 新 芽 ， 出 
二 形成 地 上 上 新枝， 组 成 新 的 草 从 。 水 分 、 温 度 、 通 气 性 ， 主 坏 肥力 
LMI, REMEBER A, KAR, 

SP HON ESE AR TBE, ZEAL. 内 蒙古 、 华 北 都 能 
组 成 发 育 良好 优质 草地 。 但 随 牲 畜 数 量 增加 ， 单 位 面积 载 音 数量 增 
多 ， 管 理 不 当 ， 长 期 过 度 利 用 ， 使 草地 退化 ， 产 量 减 少 ， 或 杂 类 章 
增多 ， 尘 草 比重 减少 ， 草 地 质量 下 降 。 在 退化 的 天 然 草 地 或 人 工 羊 

3° * 二 . 



草草 地 ， 可 进行 松 帮 、 耕 翻 和 封闭 等 管理 措施 ,改良 草地 。 经 过 莉 

耕 、 松 臣 的 草地 ， 根 茎 被 切断 ， 土 地 生境 条 件 得 到 改善 ， 羊 草 生长 

可 较 以 前 良好 ， 株 高 、 叶 长 、 叶 宽 都 有 明显 的 增加 ， 产 量 可 有 明显 

的 提高 。 

羊 草草 地 的 松 友 、 耕 翻 ， 一 般 深 10 一 20 BK, RRMA 

平 ， 土 壤 芯 松 。 如 人 工种 植 ， 可 将 羊 草根 莹 分 成 小 段 ， 长 5 一 10 厘 

米 ， 每 段 有 2 个 以 上 根 蔡 节 ， 按 一 定 的 行距 、 株 距 埋 入 经 开 好 的 土 

沟 ， 可 以 良好 的 成 活 发 育 * 羊 草 根茎 进行 无 性 繁殖 ,成 活 率 高 ，- 生 

长 快 ， 产 草 量 高 ， 是 建立 羊 草 草地 的 迅速 途径 。 

人 工 播 种 的 羊 草 草地 ， 要 求 比较 蔓 松 、 通 气 良好 ,排水 通畅 ， 

在 较 湿 润 的 壤 质 一 沙 壤 质 暗 栗 钙 土 和 栗 钙 土 上 ， 都 能 良好 的 生长 发 

育 。 在 黑 钙 土 上 更 能 良好 的 生长 。 播 种 前 应 进行 种 子 清 选 ， 以 提高 

种 子 的 纯净 度 。 在 湿润 土壤 内 ， 种 子 发 芽 需 要 15 一 20 天 。 羊 草 种 

子 发 芽 率 低 ， 幼 苗 细弱 ， 易 致死 亡 ， 应 适时 播种 ， 掌 握 播 种 量 ， 每 

亩 约 需 种 子 2.5 一 4 公斤 。 

羊 草 幼苗 细弱 ， 生 长 缓慢 ， 出 苗 后 10 一 15 天 才 发 生 永 久 根 ,30 ~ 

天 左右 开始 分 莫 ， 产 生根 茎 。 幼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干旱 影响 和 杂 

” 草 覆 盖 ， 造 成 幼苗 死亡 。 已 经 分 蓝 和 产生 根茎 的 幼 株 ， 生 活力 和 抗 

逆 性 增强 ， 渐 能 适应 土壤 的 干 热 ， 并 与 杂 草 相 竞争 。 

有 性 繁殖 的 羊 草 ， 第 一 年 生长 缓慢 ， 翌 年 返青 后 萌发 新 枝条 ， 

生长 速度 加 快 ， 开 始 郁 闭 ， 但 第 一 、 二 年 产量 不 高 。 无 性 繁殖 的 羊 

Hh, PERG, RAB, CRI, RAFRES, ERE 

快 ， 第 二 年 即 可 利用 。 第 三 年 有 性 繁殖 和 无 性 繁殖 的 羊 草 产量 都 达 

到 高 产 。 第 四 至 八 年 达到 生产 高 峰 。 每 雷 可 产 200 一 250 公斤 干草 。 

播种 的 第 四 年 ， 草 丛 密 度 逐 渐 稳 定 ， 覆 盖 可 达 80% 以 上 。 在 此 以 

后 ， 生 长 衰退 。 羊 草 的 衰退 ， 首 先 植 被 密度 降低 ， 同 时 杂 草 开始 侵 

和 入。 其次， 产量 下 降 。 当 然 与 草地 管理 ,生境 条 件 、 土 壤 营 养 物质 的 

供应 有 关 。 开 始 退 化 的 草地 ， 经 过 浅 耕 翻 色 ， 切 断根 茎 ， 增 加 通 透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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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结 合 灌溉 、 施 肥 等 管理 措施 ， 草 地 生产 力 可 以 得 到 恢复 。 

适 期 追肥 是 提高 羊 草 产量 ， 改 进 品 质 ， 防 止 草地 退化 的 重要 措 

施 。 长 期 利用 的 草地 ， 每 年 吸取 大 量 营养 物质 ， 特 别 是 氮 素 物质 ， 

必须 补充 。 一 般 每 施 气 肥 1 公斤 ， 约 可 增产 干草 11 公斤 左右 。 黑 龙 

江 畜 牧 研究 所 试验 ， 在 羊 草 占 80% 的 草地 , MBE 13 一 33 

公斤 , 产 草 量 提高 72 一 125% 。 

Cw ME) 

9. Ft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Trin.) Nevski 

Ceymus secalinum(Georgi) Tzvel.J 

别名 ， 宾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具 下 偶 的 根 状 茎 。 秆 直立 ， 较 粗 硬 ， 

BARB RIK, ARR 45—100 厘米 ， 营 养 枝 高 20 一 35 BX, 
蔡 部 叶 革 残 留 星 纤维 状 。 叶 片 长 8 一 30 厘米 ， 宽 4 一 7 BK, RS 
fi, PEMA. MRER 直立 ， 长 10 一 15 BX, H0.8-12 
Ke, Re ADB C1) 2 一 3 (4) KM, 长 10 一 15 毫米 ， 含 

4 一 7 小 花 ， 水 穗 轴 被 短 柔 毛 ， 颖 锥 形 ， 长 8 一 12 毫米 ， 具 工 脉 ; 
REGED), WERE, RHE, wR MA1— 3 BK 
长 的 短 芒 ， 第 一 外 释 长 S—10BK, HBSHPBESK, Femme BD 
裂 (图 9)。 | 

” “地 理 分 布 ” 赖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的 西部 ， 河 北 、 山 西 、 陕 西 、 

宁夏 、 四 川 、 青 海 、 甘 肃 、 内 蒙古 、 新 疆 等 省 〈 区 ) » 在 国外 分 布 
FOR, Ri. AAMAS. 

EASA BS PALE VER MRA, WEL, 
也 能 忍耐 轻 度 盐 渍 化 土壤 。 春 季 萌 发 早 ， 一 般 在 3 月 底 到 4 月 初 返 
青 ，5 月 下 名 抽穗 ，6 一 7 月 开花 ，7 一 8 月 种 子 成 熟 。 其 生长 形 

e 35 。 



态 随 环境 而 变化 | 较 . a 220 ae came ede ae 

Ko EF RRA © 2 AN ca Se 
较 重 的 生境 ， 生 长 低 
矮 汪 有 财 仅 有 3 一 4 片 

SEAM; :而 生长 在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 盐 溃 化 
程度 较 轻 的 地 区 Ga 

谷 冲 积 平原 荒地 或 水 

EVI) ， 能 生长 成 
MRNA, IFLR 
TEA A AE EA, 
成 为 独立 的 优势 群 
落 。 叶 层 可 高 达 30 一 

40K, AEE a 
开花 (RRB, 
HAN ERA, BOR 

PEC MES 图 9 i EX Aneurolepidium lasystdbhye.™ : 

赖 草 为 中 旱 生 植 (Trin.) Nevski Ceymus secali 一 
物 习 然而 适应 幅度 相 num (Georgi) Tzvel. J te Aes ' 

47 HZ, AAT Ul TS PUL FAY ROR PGR TR 草原 化 

fete, 以 至 45004 米 以 上 的 高 寒 地 带 都 有 分 布 。 既 稍 喜 湿润 ,3 又 颇 耐 

于 旱 ， 能 适应 轻 度 盐 溃 化 的 生境 ， 比 同属 羊 草 CAneurolepidium, 

chinense 就 对 温度 和 土壤 因子 而 言 ， 有 更 为 广泛 的 生境 适应 性 。 在 

内 蒙古 于 草原 地 带 的 低 平 滩地 、 河 谷 、 潮 滨 低 洼 的 盐 渍 化 草 名 土壤 
bk, Git 5 thie (Suaeda sp.) 、 披 碱 草 CLlymus dahuricus),» 
KR (Chenopodium glaucum) , #§B3 (Salsola collina)..2% 48 

成 盐 生 章 多 ;在 地 下 水 位 较 浅 的 滩地 ， MARSH (Carex steno- 

phylloides), je, BBA (Hordeum brevisublatum), 4B #% 

° 36 - 



拂 子 荡 (Calamagrostis pseudophra) % yf hr Rsagmitieimge: 

DujS4talis), ¥¥3,3X (Glaux maritima) , 7 BA (Triglochin. 

palustris), 49H (Haler pestes ruthenica) 2h iz; 7A 

By, FE PY aes PS aS A A Ha Se aH RH, HS ERA, 

PEA BP, GREE (Achnatherum splendens), Hwa Uris lactayar. 

chinensis) . Ri 3 (Puccinellia distans) , PEAR) MB (Polygo- 

num sibiricum) 、 二 色 补 在 章 (Limoniunt bicolor) 等 组 成 盐 生 

Rif); 在 沿 黄 河 两 岸 的 冲积 地 ， 记 第 GPs. BE RER, EH 

(Calamagrostis epigejos) 25 21 aT WE MR A Zea H ait 

宁夏 、 青海 等 沙 坟 地 区 ; 赖 草 作为 伴生 种 ， 或 有 了 时 成 为 亚 优势 种 出 

现在 微 湿 润 的 固定 、 半 固定 沙 地 ， 与 芦 鞍 、 mibbsg (Artemisia or- 

dodica Krasch) 、 锦 鸡 儿 (Caragana sp.)  、 猪 毛 菜 (Salsola 

collina Pall.) 等 组 成 沙 地 草场 。 作 为 杂 草 ， 3 LE AS Be Ba 中 ， 

BARAAK, SAAR, WORR, MA OME’ Si, 在 一 些 

WATE tb, WARTS: , TE RTE PEE. 

CHMEEKK LM SUR, WHR, HRs RL. WR 
At. RAL REL RRGLE RRL BG DL, WAAR. 

饲 用 价值 ” 赖 草 幼 嫩 时 为 山羊 、 纺 羊 喜 食 ， 夏 季 适 口 性 降低 ， 

秋季 又 见 提 高 ， 可 作为 牲畜 的 抓 晨 牧 草 。 生 、 meee 在 自 - 

然 状态 下 ， 叶 量 较 少 而 质地 粗糙 ,丛生 性 差 ,产量 低 ;结实 率 低 ， 

采种 困难 。 其 优点 具有 一 定 程度 地 耐 盐 渍 化 ， 土壤 生态 适应 幅度 广 : 

水 肥 条 件 稍 好 时 能 生长 茂盛 ， 属 中 等 品质 的 饲 用 植物 。 通 过 引种 允 

可 培育 为 适应 我 国 西北 干旱 地 区 ， HE VG HORI, 
HA, LET LRSM AER TRAGER 试 
验 ， 结 果 良 好 . BUG KUM, 23 RAH, 35 天 拔节 ,65 RAM, 
70 天 开花 ,100 天 成 熟 。 当 年 于 6: 月 7 A. 84 1A, 9 8.15.0 

Me 3 Ue, Bi WEA 2730 4 CPHL 748.5 公 打 )。 三 茬 六 = 草率 各 
Al 384.8%, 50.1%, 11.1%， 463) HEA 1.037 2K, cE RH 

ey A 



121. 2 厘米 。 每 株 平 均 分 药 数 88 ts; Sih 1 : 1.97。 秋 季 每 亩 产 

种 于 41.5 公斤 。 

赖 草 除 作 饲 用 外 ， 根 可 入 药 ， 具 有 清热 、 止 血 利 尿 作 用 。 又 可 

用 作 防 风 固沙 或 水 土 保 持 草 种 。 

赖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 。 

I 赖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ee ae ee 
PRI 

aracef eum mere ERE 
= WF 期 | 水 分 

% FF 期 | 5.91 120.97| 2.78 |125.64|34.28110。40 | 0.65 

抽 86 期 | 一 -13.01|2.30 | 34.01] 44.74] 5.97 | 0.26 

开花 期 ( 鲜 草 )， [61.64 | 3.96] 0.96 | 13.86}16.94| 2.64] 0.16 

开花 期 (于 草 ) | 7.36 | 10.33] 2.49 | 36.14] 36.89] 6.79 | 0.42 

4 实 期 |9.34110。.23|.3.46 | 28.44] 41.16] 7.31 | 1.67 | 0-22 

s# 宁夏 、 贺 兰 县 草原 试验 站 王 方 同 志 提供 。 

0.12 | 宁夏 盐池 县 

0.39 5 蒙古 

PAX 

0.13 引 甘肃 天 祝 
HW KR 

(3.3 #) 

10. HH TER ae 

_ Apocopis wrightii Munro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秆 丛生 ， 高 15 一 40 K, —WRY 

沟 ， 常 被 白粉 。 叶 片 条 形 ， 长 3 一 10 BK, H2—4 AK, CEM 

REE. BREF RM, ANAM AI, K2—-3.5 BK, BMA 

金黄 色 糙 毛 ， 逐 节 断 落 ， 小 穗 成 对 排列 于 穗 轴 的 一 侧 ; 有 柄 小 穗 肉 

性 或 进化 至 仅 存 一 柄 》 无 柄 小 穗 长 4.5 一 6 2K; 第 一 矣 边缘 局 平 ， 

顶端 截 平 且 有 毛 ， 具 7 脉 ， 在 顶端 以 下 消失 第 二 颖 带 紫红 色 ， 与 

PFPA SR MRK, TA Bo HP RTC Hn Hi, WEAR <A 10)。 

地 理 分 布 ” 曲 芒 模 ME I i KR I A 

草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江西 、 安 徽 、 广 东 、 广 西 、 云 南 等 省 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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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主要 分 布 在 印度 和 东南 亚 一 
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HE 
MRM eR, MP Rae 
土壤 , BOA RB a tH 
早 , 一 般 在 3 月 底 开始 返青 ; 7 月 
下 名 至 8 月 下 旬 抽 穗 结实 9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脱落 , 秋季 休 眼 晚 ; 
10 月 中 旬 植 株 的 蔡 叶 大 部 分 仍 保 
持 青绿 ， 仅 有 少 部 分 枝条 落叶 ， 
从 而 使 之 利用 时 间 得 以 延长 。 
HERR BEER, 

将 的 生境 条 件 ， 在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草丛 植被 中 ， 常 与 刺 芒 野 古 草 
伴生 ， 成 为 群落 的 优势 种 。 

人 饲 用 价值 ” 曲 芒 模 颖 草 适 口 ‘NY 

性 较 好 ， 尤 以 营养 期 叶 量 多 而 幼 
嫩 ， 蛋 白质 售 量 中 等 ， 具 较 好 的 Ce 
PAHO, EH fe, aa ae ae NO ERR Apoconis wre 
后 ; 叶 量 减少 ,蛋白 质 含量 显著 降 
TK, 饲 用 价值 也 相 随 变化 。 营 养 成 分 如 表 10。 

表 10 曲 芒 柜 颖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2) 

人 a ee 
see al were SE xs) @ | om | 全 

6. 81 | 1. 4a 17 | 23.81 | 

batialien a 分 | 

营 养 期 ieee 

FF 花 期 

5.21 0.41 0.04 1.35 

4.15 0.32 0.14 1.86 

| 
© -中国 科 学院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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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芒 模 颖 草 属 下 繁 收 草 ， 较 而 践踏 ,再 生 力 较 强 ; 抗 干旱 耐 贫 
将 。 秋 后 割 章 或 放牧 利用 后 ， 还 可 萌生 出 幼 嫩 枝叶 ， 因 而 延长 利 中 
时 间 。 通 常 为 放牧 或 割 草 利用 ， 在 我 国 南方 乒 鞭 草 从 植被 中 具有 
一 定 的 饲 用 价值 。 

11. APPS. 

Arthraton prionodes (Steud.) Dandy 

BS ， 竹 时 草 。 
BSE SEERA, APA, HARE B, 高 30 一 100 

厘米 ， 多 分 枝 ， 直 立 或 于 基部 倾斜 ， 下 部 节 上 可 生出 不定 根 和 气 生 
根 ， 叶 片 披 针 形 至 孵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OR, 宽 3 二 15 毫米 , Se 
WHR, POMS, WRAPS, BRE? Bat 
呈 指 状 排列 ， 小 穗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无 柄 小 穗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发 6 二 7 
毫米 ， 第 一 颖 背部 拱 起 ， 边 缘 上 生 斑 状 钩 毛 ; 艺 从 第 二 多 释 近 基部 
(ik, JARs 有 柄 小 穗 较 短小 ， 雄 性) SEE CA 1D, 时 
地 理 分 布 “ 矛 叶 草 草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华东 、 华 北 : 华中 3 湘南 和 
陕西 等 地 区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东南 亚 & 印度 至 非洲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了 矛 叶 套 草 借 根 蔡 繁 殖 ; ASEH 2 3 

米 ， 长 5 一 37 BK, Fm RAM AB, BRB, FeRAM 

强 ， 一 般 分 布 在 土 层 3 一 10 BK. LHW, ZAR, A 

分 布 到 20- 晨 米 ; - 根 蔡 可 于 距 主 蔡 不 远 处 穿 出 地 表 形 成 地 十 植株 。 根 
鞋 每 节 的 腋芽 都 可 能 萌发 成 新 株 ， 植株 在 生长 良好 条 件 下 , 节 数 多 ， 
在 地 下 部 分 距 地 表 3 一 5 厘米 的 部 位 和 近 地 表 的 各 节 都 能 形成 分 莫 
节 。 分 药 节 长 出 的 新 植株 一 般 有 2 一 8 个 。 不 论 母 原 或 新 都 能 在 株 
ROR, HSU ERT RRA AAD RES, 
具有 地 上 分 枝 和 多 节 的 特性 ， 在 夏秋 生长 茂 感 时 期 ， 能 形成 繁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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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被 和 大 量 的 叶片 ， 因 此 

产量 高 而 且 再 生 力 强 ， 亩 产 tc 

MHI 825 公斤 左右 ， 折 合 

“于 草 三 百 五 二 多 公斤 ， 一 年 
可 收割 5 次 (#11), 

Ap ty ss Et Sie HF A BLS 

透 扣 性 良好 的 土壤 ,在 荫蔽 、 

FA BR DAB A eR YG AE 

长 特别 繁茂 。 分 布 的 海拔 高 

度 一 般 在 500 一 1700 米 左 

右 。 Sue a 

饲 用 价值 AM RR 
KS, WK, BER. 

MAD HK, I AES. 
FR Uy SH fs Be ERR T 

RRA, le ITA Tt ae 
HI, FRR EH WRB ) 

中 主要 植物 成 分 。 

Ae pS Ee 蛋白 质 较 图 ;11 Hue Arthrazon prionodes 

多， 纤维 质 较 少 ， 饲 草 品 质 (Steud.) Dandy 

表 11 FHA + 杂 类 草草 地 产量 测定 

高 度 ater e Tat ER a i | 割 草 日 期 | CED SE Us s/t 

1 4 298 18.0 153.0 4000 

2 6 A118 16.5 252.5 86.0 

3 8H 8H 20.5 22642 4-614 
4 9 826H 15.0 186.3 o. se Sh 6 

5 12 月 26 日 12.5 45.0 16.7 

合 计 863.0 263.4 

i, BRE FIGS 40.0% 的 干 物质 aves eer m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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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 粗 脂肪 2.25% ， 粗 纤维 22.72% 、 无 氮 浸 出 物 54.03%、 

粗 灰 分 14.80%。 
( 李 知 了 照 ) 

12. 刺 芒 野 古 草 

Arundinella setosa Trin. 

别名 三 芒 野 古 草 。 
GSE SMA, ARR, SPAR, 

直立 ， 质 较 坚 硬 ， 高 30 一 120K; HRBSLRKEREE, ERA 
短 于 节 间 。 叶 片 扁平 ， 长 10 一 50 厘 米 ， 宽 3 一 7 毫米 。 圆 锥 花序 

开展 或 稍 紧 缩 ， 长 10 一 20 厘米 ;小 入 长 5 一 7 BK, KR Ri 带 深 
紫色 ， 颖 卵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渐 尖 成 芒 状 ， 外 释 大 都 稍 短 于 或 等 长 于 
第 一 一 蜂 ， 第 二 外 释 长 约 2. 5 毫米， 先端 具 工艺 及 2 MR 
芒 柱 棕色 而 扭转 (A 12) 。 

地 理 分 布 ” 刺 芒 野 古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华南 、 华 东 、 西 南 等 省 区 ; 
在 国外 亚洲 热带 区 域 和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刺 芒 寺 古 草 性 喜 温 热 ， 耐 热 耐 靖 薄 ， 多 

生 于 干燥 的 红壤 山坡 和 丘陵 地 。 其 须根 可 深入 主 层 40 厘米 以 下 , 而 
主要 分 布 于 0 一 10 音 米 的 淋 溶 层 中 。 据 对 江西 泰和 县 草山 草 坡 的 考 
察 ， 当 气温 达 30 一 35%C 以 于 的 伏 秋 高 温 干旱 季节 , 在 地 表 温 度 可 高 
达 50%C 以 上 的 沙砾 质 坡地 上 ， 刺 芒 野 古 草 是 少数 可 生存 下 来 的 草本 
植物 之 一 ， 并 成 为 群落 中 的 优势 种 。 这 时 其 叶片 内 卷 盖 时 尖 变 红 ， 
以 半 休 眠 状态 渡 过 干 热 时 期 ， 而 后 又 可 返青 生长 。 其 生育 期 长 达 250 
天 左右 ， :3 月 中 名 返青 ，7 一 9 月 份 开花 结实 ，11 月 底 进入 枯黄 期 。 

刺 芒 野 古 草 是 旱 中 生 草 本 植物 。 它 在 湿润 亚热带 地 区 的 出 现 ， 
往往 同 植被 受 人 为 干扰 破坏 ， 表 土 层 受 到 一 定 程度 的 侵蚀 ， 生 境 发 
生 旱 化 相 联系 。 在 亚热带 低温 地 区 和 海拔 500 或 1000 米 以 上 山地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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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亚热带 ， 则 被 同属 的 妓 

古 草 (4rzmadzzaella hirta) 

所 代替 。 

在 中 ,南亚 热带 草 坡 ， 

刺 芒 野 古 草 是 主要 的 建 群 

种 之 一 ,其 生态 幅度 宽 , 分 

布 甚 广 ， 常 出 现在 不 同 坡 

位 的 不 同 群落 之 中 ， 并 可 
FE GLK TE RAH aD 

FE He BE XI ARE 

其 再 生 能 力 很 差 ， 放 牧 利 
用 不 当 ， 则 容易 引起 群落 

退化 演 蔡 和 土壤 流失 。 
饲 用 价值 Wet 

草 是 我 国 亚 热带 草 坡 主要 

Ree eH a, 

草 质 粗糙 ， 据 在 江西 泰和 

县 测定 荃 叶 比 为 5 : 2。 
适口 性 亦 随 季 节 变 化 很 图 12 刺 芒 野 古 草 47rxzdizzae71a setosa Trin, 

大 。 营 养 期 适口 性 中 等 ， 抽 穗 后 植株 老化 ， 适 口 性 迅速 下 降 而 不 被 

家 畜 所 采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2。 

表 12 刺 芒 野 古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is WE 

各 | hws Eu Balt 
= we | 水 分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营 养 期 

th 7% 期 

11.00 5.56 1.20 28.91 

9.45 5.19 1.56 33.77 45.15 4.88 

48.44 4.88 

* 中国 科学 院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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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芒 野 古 章 饲 用 价值 较 低 ， 耐 牧 性 差 ， 利 用 不 当 容 易 选 成 草场 
退化 AEE MA, 今后 可 改造 为 半 人 工 草 场 。 

(#4 B) 

13. 野 古 草 

ected she lip hirta (Thunb.) Tanaka ge 

OMe AM. 马 牙 草 、 白 牛 公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具 横 走 粗壮 的 根 状 蕉 ， ASRS 

的 弹片。 AH, BA, 粗壮 而 坚硬 ， 高 60 一 100 悍 米 。 叶鞘 或 仅 

边缘 有 毛 , 时 舌 不 明显 ;于 膜 

质 。 叶 条 状 披 针 形 , 发 15 一 db 
_ 30 厘米 , 宽 5 一 15 毫米 ， 无 

扎 或 密生 洗 毛 。 略 锥 花序 顶 
生 , 长 10 一 26 BK, HAA 

RE; NEARS,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长 3.5—5 

毫米 ， 额 卵 状 披 针 形 ;第 一 
ShAEA 3 — 5 liks SROSDFR 
具 5 脉 ， 无 蕊 或 有 芒 状 小 尖 - 

3 (4 13). 

地 理 分 布 ， 野 古 草 的 分 

布 在 我 国 除 新 疆 和 西藏 外 ， 

其 它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在 亚洲 北部 、 苏 联 的 东部 西 

(AIM. Beak. awe AR BPRS 
均 有 分 布 。 13 Bfdyit Arundinella hirt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Thunb.) T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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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hE RRM ARM, 喜 生 于 稍 潮 湿 的 平原 或 山坡 , 可 形 
RUECHRBVE ORE, 在 东北 草原 上 它 又 是 针 昔 和 羊 草 草原 的 
重要 伴生 植物 .此 外 ， 在 稍 湿 润 的 丘陵 , 玻 林 下 , 山谷 . 溪 边 和 荒山 草 
ee, LECKHRM EOWA HREK. AHERT EMA 
以 形成 单纯 的 小 片 群落 。 由 于 具有 强壮 的 横 走 根 鞋 ; 繁殖 迅速 ; 因此 ， 
春 扬 芝 地 和 松 主 翻 耕 处 的 湿地 也 可 以 成 片 生 长 ， 构 成 演 替 中 的 一 个 
阶 发 :在 北方 各 省 一 般 4 月 初 返青 ,6 月 中 下 名 摘 穗 ,7 月 开花 ;8 月 时 灼 。 
SAME EPMHE ER, BRR, SHRAHER, 
HM RRREE, KABLRALMEM, ARBBAARA. H 
收割 后 再 生 能 为 的 观测 ， 分 布 于 温带 地 区 的 较 强 ， 亚 热带 地 区 的 较 
弱 。 依 其 化 学 成 分 GE 13 一 1) 而 论 , 属 中 下 等 品质 

表 13 一 1 野 古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2 7” 

绝 对 TF wy 质 

HAIR 5} | | | 无 氮 mzal|amm|ase| 3,8 

a2 ® PH. | 4.7 1.0 39.7 49.5 5.1 

结 实 期 6.1 1.7 37.9 ATe7 6.6 

结 实 期 7.4 2.6 40.9 40.9 8.3 

结实 :期 = .6。3 1.5 - 47.4 39.4 4.4 

六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分 析 。 

BASF AL ABA RAB ER BE OR 
(# 13—2) v 

HB-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当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i 

te oa mace | mms | AM) ene | 代谢 能 | ay 
, (%) (%) 0/3 ( 兆 焦 /公斤 )|( 兆 焦 / 公 斤 ) 
称 ~~ (%) 

By fy 5.85 | 1.97 58.91 9.86 | 8.23 | 营养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 
($2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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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RAR. 

Avena sativa Le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 朴 从 型 。 须 根系,， 较 发 达 。 FAW B 

100 厘 米 左 右 。 寻 片 扁平 ， 长 15 一 40 厘米 ， 宽 0.6 一 1.2 AK. 

花序 ， 小 穗 含 2 一 3 个 小 花 ， 小 穗 轴 不 易 断 落 ， 近 于 无 毛 或 臣 生 短 

=; 上 颖 片 具 8 一 9 脉 ; 外 释 质 地 坚硬 ， 第 一 外 释 背 部 无 毛 ， 基 盘 仅 

具 少 数 短 毛 或 近 于 无 

毛 .、 ATER ICs Sa 

Ee. MRT BB. 

ARE, AAW, BR 

实 成 熟 时 不 脱落 〈 图 

14), 

WIR th HER. 

主要 分 布 在 我 国 华 

北 、 东 北 和 西北 的 高 

寒 地 区 ， 其 中 以 内 蒙 

古 、 河 北 、 甘 肃 、 山 

西 种 植 面积 最 大 ， 新 

mt. Wie, TH. OR 

西 次 之 ， 云 南 ` 贵 州 、 

四 川 、 西 藏 也 有 人 少量 

种 植 ; 燕麦 也 广 布 于 

欧洲 、 非 洲 和 亚洲 等 

温带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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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燕麦 在 我 国 栽培 历史 悠久 ”品种 很 多 ， 
因 品种 和 播种 期 的 不 同 ， 其 生育 期 差异 较 大 ， 一 般 为 90 一 140 天 ， 

在 吉林 省 通常 4 月 上 多 播 种 ， 生 育 期 90 一 100 天 ， 青 海 省 牧区 通常 
也 在 4 月 上 和 播种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初 开花 ， 8 月 下 名 成 熟 ， 生 育 

期 为 110 一 140 天 ， 甘肃 省 河西 地 区 一 一 般 是 4 月 上 名 播种 ，4 月 下 各 

He 5 A. FABRA, 6 月 上 、 中 旬 孚 穗 和 抽穗 ,7 月 中 、 

下 旬 颖 果 成 熟 。 

燕麦 最 适 于 生长 在 气候 凉爽 、 雨 量 充足 的 地 区 ， 其 幼苗 能 耐 

-2 一 - 4 的 低温 , 成 株 遇 - 3 一 -4% 仍 能 缓慢 生长 , - 6% 则 受 

害 ， 但 不 耐 高 温 ， 开 花 和 灌浆 期 间 遇 高 温 危害 时 ， 影 响 结 实 ， 常 形 

成 瘤 粒 。 燕 麦 的 耐 碱 能 力 较 差 。 抗 旱 性 弱 是 需 水 量 较 多 的 饲料 作物 ， 

在 整个 生育 过 程 中 ， 耗 水 量 比 其 它 各 类 作物 为 多 。 

饲 用 价值 “燕麦 是 一 种 营养 价值 很 高 的 饲料 作物 ， 据 青海 省 的 

在 其 子 实 中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 肪 的 含量 较 高 〈( 表 14) 。 

““ 表 14 MTC) 

ee ce a Be 
waealam | mse meu) 租 灰 分 

3.9 

分 析 部 位 水 半分 

fF 实 | 11.0 10.3 10.1 59.8 4.9 

f TF & 10.2 

‘a 利 

5。4 2。2 28.2 44.6 9.4 

14.7 1.4 1.6 33.4 41.0 7.9 
| 

青海 省 畜牧 痢 医 科学 院 分 析 。 

燕麦 子 实 是 马 、. 牛 的 好 精 料 , 加 工 后 也 可 人 饲 喂 家 禽 ; 青 浊 燕麦 的 

从 叶 营 养 丰富 和 柔嫩 多 汁 ， 无 论 作 青饲料 、 青 贮 料 或 调制 成 干草 都 比 

较 适 宜 。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食 。 

载 培 要 点 ”多 用 作 轮 作 倒 茬 ， 为 了 提高 饲 草 品质 ， 燕 考 可 与 项 
BPisum sativum SH ATF Vicia villosa 等 豆 科 作物 混 播 ， 许 多 

豆 科 作物 都 是 它 的 良好 前 作 ， 尤 以 豌豆 玲 对 其 增产 效果 特别 显著 ， 

般 麦 辟 连 作 。 播 前 要 整地 和 施肥 , 每 亩 可 施 底肥 1500 一 2500 公斤 ,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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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和 播 量 , 在 三 = 北 地 区 均 为 春播 ,在 亚 热 凌 温 肯 地 区 可 以 秋 播 ， aK 

每 亩 播 量 10 一 15 公斤 为 宜 。 田间 管理 的 关键 是 追肥 和 灌水 ,主要 在 

分 蓝 和 拔节 期 进行 ， 这样 就 能 保证 高 产 ,同时 ， 还 要 注意 防 物 估 。 

在 甘肃 、 BS LB RUME, 群众 栽培 燕麦 为 了 收 草 ， 秋季 播种 ， 

入 冬 浊 制 。 在 当地 是 羊 只 过 冬 的 主要 饲 草 。 

燕麦 的 病害 主要 是 坚 黑 穗 病 和 锈病 等 ; 各 害 主要 是 粘 由 、 is, 

wis SEL AAMAS, ETM BL, SPUR AA ABTA. 

( 陈 », 

| 1.4% 章 

Bothriochloa ischaemum (I..) Keng © 

eZ HM, Sa, ee. 
形态 特征 SARA RR, SLURS. ARM, PERCE RIERA 

th, Py 25 一 80 厘米 ， 具 .3 至 多 节 。 叶 片 RRB, K5—18 厘米 ， 
宽 2 一 3 毫米 ”两面 疏 生 病 毛 或 下 面 无 毛 * BREF 4 SERRA - 

FAM, K3—6.5 厘米 ， 宽 约 2 毫米， 细弱 ! 穗 轴 逐 节 断 落 》 节 

间 与 小 穗 柄 都 有 纵 沟 ! NM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TI AD MM, 长 4 一 

5 毫米 ， 基 盘 钝 ， 第 一 颖 中 部 稍 了 下陷， 具 5 一 7 脉 ， 上 部 成 2 兰 ， 

第 二 颖 舟 形 ， 边 缘 近 膜 质 ! 第 一 外 释 长 约 3 毫米 ， 第 二 外 释 条 形 ， 

顶端 伟 出 长 10 一 15 22K, Es ABAD 穗 ,不 孕 ， RE. 7: 
# (图 15—1), 

地 理 分 布 “ 白 羊 草 是 一 iy AAR A, AE ER 

带 的 森林 草原 及 夏 绿林 地 带 。 主 要 分 布 于 华北 .西北 区 的 南部 .中 
南 区 的 北部 山 丘 坡地 和 黄土 高 原 ， 山 西 省 的 中 、 南 部 、 甘 肃 南 部 、 

渭河 上 游 、 和 辽宁 南部 、 河 北 丘 陵 低 出, WA, RA 
区 、 湖 北 的 西北 山地 ， 淮 河 RRA EL. ER, BAA, 大 部 
呈 地 带 性 植被 出 现 。 白 羊 草 在 苏联 、 美 国 及 印度 等 国家 的 有 暖 温带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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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白 羊 草 为 多 年 生 朴 丛 性 禾 

BH, PARRA, RH, 

能 形成 天 量 基 生 叶 丛 。 须 根 
特别 发 达 ， 常 形成 强大 的 根 

网 ， 耐 践踏 , 固 土 保水 力 强 。 

性 喜 温暖 和 湿度 中 等 的 沙 坟 
土 环 境 ， 为 典型 喜 暖 的 中 旱 

生 植 物 。 多 分 布 于 暖 温 带 的 
灌 草 褐 土 及 黄土 的 低 山 丘 陵 

地 ， 一 般 高 程 不 超过 海拔 
1600 一 1700 米 ， 在 华东 及 华 
中 北部 不 超过 1000 米 。 适 应 | 

温度 范围 为 10%C 积 温 3000 一 

4500s%C 之 间 。 因 此 ， 它 的 北 

界 即 为 典型 草原 南 界 。 白 羊 
草 群落 实际 是 夏 绿 林带 的 eet 

一 种 较 稳 定 的 次 A: 演 se 植 图 15 一 1 el eae ts 0a ischae- 

被 。 由 于 白 羊 草 生活 力 极 强 ， 

兼 具有 性 和 无 性 繁殖 , 所 以 能 迅速 占据 地 面 , 成 为 显 域 性 植被 的 建 群 

Bh, 并 常 与 研 条 (itex chinensis). vb (Hi ppophae rhamnoides), 

Aq HAA (Les pedeza hed ysaroides) BR(Zizyphus jujuba) jk 

5B BWR F (Les pedeza davurica), Ff B(T hemeda triandra'var. 

Japonica), RFR (Artemisia gmelinii) 等 组 成 喜 暧 灌 草 从 植物 

He, HARK, AH ZARA TERE, 寿命 长 达 10 年 以 上 。 

也 较 耐 旱 、 耐 贫 将 ， 甚 至 砾 质 坡 地 也 能 生长 。 

白 羊 草 返青 较 晚 ， 夏 季 萌 发 期 生长 缓慢 , 后 期 遇 雨 则 迅速 生长 。 



华北 地 区 一 般 在 4 月 下 旬 萌 发 ，6 AE EM, 9 月 初 花期 以 

RERRE, FRAG IL, EERE Te Seo 
15—2 和 15 一 3) 。 

图 a Tere 
一 一 一 一 生育 期 曲线 A 

生长 曲线 Pe 
4 

A 返青 期 x DBR 六 
O 拔节 期 四 He 

@ 开花 期 BAER 

I nt 

15 25 5 15 25 5 15.25 5 15 25 & 15 25 5 15 25 
ewe eee eee ee 

eben hsv pe Mr Ge te 

i Grr 

图 15 一 2 白 羊 草 生长 曲线 与 生育 期 曲线 图 

ieee 区 习 分 更 期 [加 四 拔节 期 区 刁 抽 德 其 

EX es x) acm (ee 

图 15 一 3 白 羊 草草 地 物候 谱 图 

此 草 再 生 力 较 强 ， 夏 季 放 牧 采 食 以 后 ， 一 个 多 月 即 可 恢复 到 原 

来 的 生物 量 。 冬 季 枯 鞭 绞 晚 ， 残 侏 仍 为 羊 群 采 食 ， 利 用 期 较 长 。 

饲 用 价值 “ 白 羊 草 为 暖 温 带 丘陵 山地 主要 放牧 草 种 。 从 萌发 开 

始 即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尤 以 羊 最 为 喜 食 。 家 畜 适 口 性 评价 顺序 为 

绵羊 一 细毛 羊 及 半 细 毛 羊 一 免 一 山羊 一 役 用 黄牛 一 改良 杂种 牛 或 肉 

50° 



后 一 怠 一 蕊 。 夏 末 秋 初 很 短 -一段 时 间 内 适口 性 稍 差 -- 些 ; 但 到 秋季 
则 又 为 家 畜 所 喜 食 ， 并 为 秋季 主要 抓 腰 牧草 之 一 ;冬季 彬 凌 后 仍 为 
羊 群 所 采 食 。 

-二 和 白 羊 草 营 养 丰富 ，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蛋 白质 含量 属 中 等 以 
土 ， 消 化 率 较 高 ;抽穗 前 蛋白 质 可 与 豆 科 草 媳 美 ;抽穗 后 蛋白 质 含 
量 稍 有 降低 。 其 消化 能 、 代 谢 能 及 消化 率 见 表 15。 | 

表 15 ”饲料 干 物 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 mem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名 称 (%) | (%) (%) |. QBRRIZIT) | ( 兆 焦 1 公斤 ) 

a | 20468} 1487 | 63.50 | 10.81 | 8.88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白 羊 草 以 种 子 和 衫 葵 两 种 形式 繁殖 ， 前 者 为 主 。 种 子 小 而 轻 ， 

千粒重 为 0.34 Sh, BATA FBG 310.6 万 粒 。 根 系 发 达 , 细密 成 

网 ， 因 此 耐 旱 与 耐 牧 力 均 强 。 保 土 力也 很 好 。 根 据 在 白 革 章 主要 分 

Rie 
(SK) 

Lf PE —— 344.895 /9KR? 2.26 2 GE) = 1.47: 1 

Aa: CO War Fee 

图 15 一 4 AAPA 



布 区 的 山西 省 白 羊 草 群 落 测 定 结果 ， 地 下 活 根 量 每 平方 类 为 8296:6 
克 ， 是 地 上 青草 产 草 量 的 3.66 倍 ， 根 量 较 丰富 ” 细 根 量 比例 大 

0.5 训 米 直 径 的 细 根 量 占 总 根 量 的 90% 以 上 ， 为 粗 根 量 的 了 殊 科 多 。 

白 羊 草 群落 中 地 正 生 物 量 每 平方 米 为 900.14 克 。- 鞋 叶 飞花 及 比 为 

1.47 : 1。 无 论 是 白 羊 草 还 是 以 白 羊 草 为 建 群 种 的 群落 , 产量 结构 都 

是 基部 比例 大 。 下 层 “(0 一 20 厘米 ) 占 总 产量 的 70% 左 有 5 是 理想 

hob SRR (A 15 一 4、15 一 5、15 一 6)。 

1 

‘ om 3296.68 
CI 2. 地 下 生物 总 量 : 地 上 生物 

总 量 =3.66 ; 1 
40] RR GR 3. 粗 根 ; PH RS” 
col AREA T0. SRK, =1! 1,67: 12.07 

粗 根 直径 大 于 2 豪 米 , 中 ， ，- al 4.14 =2.5% | 
GD | ago 5~ 2398 

图 15 一 5 ”和 白 羊 草 草地 地 下 生物 量 结构 图 

Eg WA To EES we -2.5%% 4 
1 .地 上 生物 总 量 = 900. 14 克 / 米 : 

2. 地 上 生物 景 : 地 下 生物 量 =T* 366 
. 共 23E=1I:275 

图 15 一 6 白 羊 草 草地 地 于 生物 量 结构 图 

Ee 



白 羊 章 国 内 外 均 系 野生 。 美 国 裁 培 为 人 工 草地 ， 并 曾 用 同属 杆 

w “RETR? 杂交 培育 出 一 些 高 产品 种 ， 除 在 饲 用 上 起 重要 作 

用 外 ， 在 防止 水 土 流失 上 效果 优良 。 | | 

16. 70T: Be 

Bromus inermis Leyss. 

We LES. LEB, KER, 
形态 特征 .无 芒 征 麦草 为 多 年 生 禾 草 ， 具 短 根 状 荃 。 根 系 发 达 ， 

鞋 直立 ， 高 50 一 100 厘米 〈 栽 培 种 高 90 一 130 BK) MAA, 
度 常 超过 上 部 节 间 ， 光 滑 或 幼 时 密 被 昔 毛 。 叶 片 淡 绿 色 ， 长 而 宽 
(648 毫米 ) ,一般 5 一 6 片 ， 表 面 光滑 ， 叶 脉 细 ， 叶 缘 有 RIG. 

无 叶 耳 ， 时 舌 膜 质 ， 短 而 钝 。 圆 锥 花序 ， 长 10 一 20 厘米 (栽培 种 达 
15 一 30 厘米 )。 穗 轴 每 节 轮 生 2 一 8 个 枝 醒 ， 每 枝 梗 着 生 :1 一 2 个 小 
穗 ， 弄 花 时 枝 醒 张 开 ， 种 子 成 熟 时 枝 梗 收 缩 。 小 穗 近 于 图 柱 形 ， 了 由 
4 一 8 花 组 成 。 颖 狭 而 尖锐 ， 外 释 具 5 一 7 hk, Ww 微 缺 ， 具 得 尖 头 

或 :一 2 毫米 的 短 芒 ;， 子 房 上 端 有 毛 ， 花 柱 生 于 其 前 下 方 ， 种 子 遍 
平 ， 瞳 褐色 〈 图 16) 。 

地 理 分 布 ”， 无 芳和 省 麦草 在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等 地 有 广泛 分 

布 弓 在 内 蒙古 高 原 多 生长 于 草 旬 暗 栗 钙 土地 带 ， 往 往 以 无 芒 省 麦草 
为 优势 种 形成 自然 群落 。 无 芒 和 省 麦草 野生 种 广 布 于 亚洲 欧洲 和 北 
美洲 的 温带 地 区 ， 多 分 布 于 山坡 、 道 劳 、 河 岸 。 经 过 选 育 该 草 已 成 
为 亚洲 寺 欧 洲 和 北美 洲 的 于 旱 寒冷 地 区 的 一 种 重要 栽培 牧草 。 解放 
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等 地 普遍 进行 栽培 ， 效 果 良 好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无 芒 和 省 麦草 地 下 部 分 生长 较 快 。 在 播种 

当年 到 分 莫 时 ， 根 系 入 土 深 度 已 达 120 BK, 入 冬 前 可 达 200 厘米 。 

生活 第 二 年 的 根系 产量 (6 一 50 厘米 ) WAT 8004S Ar, 2 FR 于 地 



BRI, REAL 
深度 因 牧 草 品 种 和 

土壤 通气 性 的 差异 

而 有 所 不 同 ， 一 般 

处 于 5 一 15 厘米 的 

土 层 内 。 根 葵 约 占 

根 量 的 五 分 之 一 ， 

对 于 增强 耐 牧 性 ， 

无 性 更 新 的 能 为 ， 

Rig RT RRBR 

好 的 作用 。 

世 省 麦草 在 

适宜 的 生境 条 件 

下 ,播种 后 .10 一 了 2 

天 即 可 出 苗 ，35 一 

40 天 开始 分 莫 。 播 

种 当年 一 般 仅 有 个 

BAL Ze ET HE, 

图 16， w7=e@H# Bromus inermis 

Leyss, | 

bis FPR SY EH LE FERAL, TERI HE, REREAD 

BE fy RF. 当年 可 有 10% 以 上 的 抽穗 植株 ， 并 在 根 革 的 未 端
 发 生 新 的 

分 葵 昔 ,生长 第 二 年 的 植株 返青 后 ，50 一 60 天 即 可 抽穗 开花 , 花期 延 

续 15 一 20 天 。 开花 顺序 先 从 圆锥 花序 的 上 部 小 穗 开始 开 效 ， 逐渐 延 

及 下 部 。 在 每 个 小 穗 内 ， 则 是 小 穗 基部 的 小 花 最 先 开 放 ， 顶部 的 小 

花 最 后 开放 ， 二 站 花序 开花 延续 的 时 间 为 10 一 15 天 ， 以 开始 开放 的 

前 全 二 6 天 开花 最 多 ， 随 后 逐渐 下 降 。 天 气 晴朗 无 风 时 开花 比较 集 

中 ， 一 日 内 以 16 一 19 时 开花 最 多 ，19 时 以 后 很 > FPA, Belay AWE 

千 根 本 不 开花 。 水 花 开 放 比 较 迅 速 ， 开 Ba 3 一 5 oF BY 花药 下 

es 54 。 



垂 ， 柱 头 露出 颖 外 ， 开 放 时 间 延 续 60--80 分 钟 之 后 开始 闭 台 , 外 各 
向 内 释 靠 近 ， 半 小 时 之 内 完全 关闭 。 授 粉 后 11 一 18 天 种 子 即 有 发 芽 
能 力 ， 但 刚 收获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低 ， 贮 藏 第 二 年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最 高 。 
“无 芒 雀 麦草 属 中 旱 生 植物 ， 寿 命 很 长 ， 管 理 适 当 ， 利 用 期 可 达 

30 年 以 上 , 是 栽培 牧草 中 寿命 较 长 的 牧草 。 

无 世 淮 麦草 对 气候 的 适应 性 很 强 ， 特 别 适 于 寒冷 干燥 的 气候 ， 
而 不 适 于 高 温 、 高 湿 的 地 区 。 一般 土 温 20 一 26sC 为 根系 和 地 上 部 生 
长 最 适宜 的 温度 ， 年 降水 量 400 一 500 毫米 的 地 区 生长 适宜 。 但 在 海 

拔 3000 米 ， 冬 季 最 低温 度 在 零下 28—30°C 的 地 方 也 能 正常 生长 。 
在 奈 龙 有 雪 履 盖 的 情况 下 ， 零 下 48% 的 低温 ， 越 冬 率 仍 达 83%。 因 
此 ， 无 蕊 和 省 麦草 是 一 种 比较 能 适应 寒冷 气候 的 牧草 。 

无 芝 和 省 麦草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格 。 适 宜 在 排水 良好 而 肥沃 的 壤 
土 或 粘 坏 土 区 生长 ,在 轻 沙 质 土壤 中 也 能 生长 。 在 盐 碱 士 和 酸性 土壤 
22 BEE, 不 耐 强 碱 和 强酸 性 土壤 .而 耐水 沽 的 村 间 可 长 过 50 天 。 

无 芒 淮 麦草 产 草 量 的 高 峰 出 现在 抽穗 期 ， 其 再 生 草 所 上 的 比重 
也 较 大 ， 是 一 种 比较 早熟 的 笋 草 。 粗 蛋白 质 含量 亦 以 抽穗 期 达到 最 
高 ,开花 期 次 之 。 允 年 生 较 草 产 草 量 的 高 峰 , 一 般 多 在 生长 的 第 二 年 ， 
如 生长 期 内 雨量 、 湿 度 适 当 ， 无 芒 激 麦草 产量 的 高 峰 可 延续 到 生长 
的 第 三 年 。 

无 芒 雀 麦草 具有 发 达 的 地 下 茎 ， 随 着 生活 年 限 的 增加 ， 根 蔡 蔓 
延 ， 到 也 第 四 、 五 年 往往 草皮 累 结 ， 使 土壤 表面 紧 实 ， 透 水 和 通气 
受阻 ， 营 养 物质 分 解 延缓 ， 因 而 产量 下 降 。 因 此 ， 臣 地 松 土 ， 复 壮 
草 层 是 无 芒 和 省 麦草 地 管理 中 的 一 项 重要 措施 。 臣 地 复壮 不 仅 可 以 提 
高 青草 产量 ， 也 能 增加 种 子 的 产量 。 
饲 用 价值 “无 蕊 省 麦草 时 多 鞋 少 ， 营 养 价值 高 ， 适 口 性 很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羊 尤 喜 食 。 在 我 国 北方 人 工 栽培 的 草地 ， 可 亩 产 
于 草 300 一 400 公斤 ， 高 产 的 可 达 500 AAU EL, 一 般 连 续 利 用 6 一 

7 年 ， 在 管理 水 平 较 好 的 情 癌 下 ， 可 以 维持 10 年 以 上 的 稳定 高 产 
° 55 ° 



HEELERS REALE, ADB, Gna, 

FREAK, FETE, WB, si: iad 1 一 2 次 制作 于 草 , 再 

EER AA, Fl BR. £1 43 SREY 

FER FI RT RA MH 16 一 上 i ti 三? 所 

示 。 

表 16—1 ee 
BO oe glen ae 

=e RR TD 
mma | BUD sisi a [at | 

BRAK | | 2560 20.4 460 | 2362, |) 42.805 | 966 

抽 入 期 30.0 16.0 6.3 3000 上 44-70 7.0, 

FiF RRB | 53.0 53 2s 36.4, | 49. 2 6.8 

表 16 一 2 AEBASKSRARVALFAR (%) 下 

鲜 EK |25.0| 3.7 | 15.5 | 20.80) 3.60 | 22.80) 40.40) 12.40| 0.12 | 0.08 

Fx ot 88.10} 5.0 | 48.9 | 11.24) 2.39 | 32.24) 44.82) . 9.31) 0.20 | 0.28 

FR (前 期 ) | 89.0] 8.1 | 53.8 | 16.29] 2.58 | 27.64] 42.19) 10.90 

REEMA MEME, EHR, BOE, AAO 
高 的 牧草 ， 同 时 也 是 一 种 极 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现 已 成 为 欧洲 、 亚 
洲 和 北美 洲 干 旱 寒冷 地 区 的 重要 坊 培 植物 。 我 国 吉 林 省 已 有 几 填 年 
的 栽培 历史 。 近 年 来 ， 内 蒙古 、 青 海 、 新 疆 等 省 区 也 在 进行 夫 面 积 
的 人 工 栽培 ， 南 方 一 些 地 方 也 在 试 种 ， 效 果 都 很 好 。 由 了 此 看 来 二 无 
芒 淮 麦 草 不 仅 是 我 国 北方 地 区 一 种 重要 的 栽培 禾 本 科 牧 革 ， 而 且 在 

南方 山区 也 有 一 定 的 栽培 价值 。 

栽培 要 点 ”温带 地 区 春 、 夏 、. 秋 均 可 播种 。 在 北方 春 旱 严重 的 

地 区 ， 以 夏天 雨季 播种 效果 较 好 。 如 行 春 播 ， 最 好 加 保护 作物 ,以 

+ 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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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 单 和 杂 章 的 危害 “并 能 当年 有 所 收入 。 无 芝 和 省 麦草 可 以 单 

播 ” 也 可 以 与 紫花 首 蒂 、 三 叶 草 、 野 华 豆 等 牧草 进行 混 播 。 单 播 时 

播种 量 每 亩 1.5 一 2 公斤 ， 播 深 2 一 3 厘米 ， 通常 以 条 播 为 宜 ， 行 距 

15 一 30 厘米 。 如 作 种 子 田 ， 适 当 放 宽 行距 ， 减 少 播种 量 。 由 于 其 苗 

期 生长 稻 慢 ， 要 求 整地 精细 ， 施 足 底 肥 ( 播 前 施展 肥 1000 一 1500 公 

Fe/H, TERRES 15 公斤 / 亩 )。 播 种 时 可 施 种 肥 《〈 硫 氮 ) 5 公斤 / 亩 ， 
防除 杂 草 。 在 拔节 、 了 孕穗 或 浊 割 后 追 施 氮肥 ， 可 显著 提高 产 草 量 和 
种 子 产 量 。 若 施肥 和 灌水 结合 进行 ， 效 果 更 好 。 

无 芒 雀 麦草 对 磷肥 有 明显 的 反应 ， 青 海 省 畜牧 科学 院 草原 研究 
所 对 缺 攀 土壤 进行 的 磷肥 试验 取得 良好 的 效果 。 施 用 磷肥 能 促进 牧 
草根 系 的 生长 和 分 蕉 的 发 育 ， 对 每 芭 上 的 着 叶 数量 和 叶 面 积 系 数 迅 
速 扩大 ， 促 进 植物 的 光合 作用 ， 使 干 物质 积累 率 和 光 能 利用 率 成 倍 
的 增加 ， 从 而 提高 了 植物 的 抗 寒 性 和 越冬 能 力 ， 保 证 了 怕 草 产量 的 
Min, RHR, SHKESFA\ LAW ARE P.0)104 
斤 作为 种 肥 , 使 播种 当年 的 产 草 量 较 未 施 磷肥 的 对 照 区 提高 工 7 倍 ， 
生长 第 三 年 不 再 施肥 ， 产 量 仍 可 提高 1 倍 ， 两 年 合计 每 亩 可 增产 干 
草 33 0 公斤 。 施 磷肥 成 本 较 低 ， 增 产 幅 度 大 ， 经 济 效益 明显 。 

当 播 种 的 无 芒 兴 麦草 生长 到 第 四 年 以 后 , 根茎 积 累 盘 结 , BBL 
琅 著 水 透气 时 , 需要 进行 友好 松 土 , URE, 改善 土壤 的 通 透 状况 ， 
促进 分 莫 和 分 枝 的 发 生 。 一 般 在 抽穗 至 扬花 时 收音 ， 二 年 可 浊 制 二 
Ke FE 50 一 60% 的 小 穗 变 为 黄色 时 收 种 ,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15 一 45 公斤 。 

(HOE TRE) 

17.3 FF 

Calamagrostis epigejos (L.) Roth 

ME RRR. ARR. WA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具 长 根 状 蔡 。 和 高 80 一 140 BK, 

壮 。 叶 精 短 于 或 者 基部 长 于 节 间 。 叶 片 条 形 ， 局 平 或 内 卷 ， 长 15 一 

27 厘米 ， 宽 4 一 8 毫米 ， 较 粗糙 。 圆 锥 花序 劲 直 ， 狭 而 AB, 27 

锤 状 ， 长 20 一 35 厘米 ; 小 穗 狭 披 针 形 ， 长 5 一 7 毫米 颖 近 等 长 ; 

外 各 透 明 膜 质 ， 长 约 为 颖 的 二 分 之 一 ， 基 盘 有 长 柔 毛 ， 其 毛 有 几乎 与 

颖 等 长 ， 背 中 部 或 稍 上 伸 出 一 细 芒 ; 小 穗 轴 不 延伸 CA ID. 

地 理 分 布 ” 广 泛 分 

布 于 欧 亚 大 陆 温带 。 在 

我 国 几 乎 各 省 (HK) 均 

有 分 布 ， 但 主要 产 于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省 

(区 ); FER, Serr. 

HAA AWAD AB.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BLS HLS B 

性 强 ， 在 我 国 的 各 种 气 

候 带 均 有 生长 。 耐 盐 碱 ， 

为 轻 盐 碱 化 土壤 的 重要 

植物 。 喜 生 于 低洼 地 ， 

在 低洼 地 可 构成 单 优 种 

AE He. LED 

土 ， 并 且 可 生 于 坡地 、 

RA. GK TE. Dre 

部 以 及 盐 生 植被 的 外 

围 。 在 这 些 地 方 ， 有 时 

局 部 地 区 小 片 群生 ， 在 

图 17 «Beep 3eCalamagrostis epigejos | 

(L.) Roth 

PE HE Bi AE A SEGAL, GE Ae Ds HB BE — Ft Bt —— REAR BR 

BRERA, KERMAN, BAAR, BTR. Bits 

es 58 - 



邑 齐 始 返青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中 名 开花 ,8 月 种 子 成 熟 。 此 时 茎 秆 变 
WRG, BARR. : 

饲 用 价值 “ 拂 子 幸 在 早春 、 初 夏 放牧 时 ，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采 食 。 
牛 增 喜 食 ) 蕊 。 羊 较 差 ， 但 在 夏 示 和 秋季 章 质变 粗糙 ， 各 种 家 畜 的 

” 喜 食 性 降低 或 放牧 时 基本 不 采 食 。 同 样 ， 在 开花 前 调制 的 干草 ， 营 
KRLEE,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结 实 后 草 质变 硬 ， 营 养 显 著 下 降 ( 见 
#17), Abt, 4 PX, . 

Rm WF HKHLSRIR* (%) 

占 风 本 物 质 

Be a 7.4 2.0 34.5 44.7 11.4 一 - 一 

中 国 各 学院 值 物 研 究 所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WHAT im, Bay AH 500 一 650 公斤 。 

由 于 拂 子 茂 具有 粗壮 的 根 芭 ， 又 喜 沙 ， 因 此 是 很 好 的 固沙 和 水 

LARD. PEAT AVR IER 
J ($38 #) 

18. fe Fe 草 

Chloris virgata Swartz 

别名 ” 刷 希 头 草 、 棒 锤 草 、 狗 播 摇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根 须 状 。 科 高 20 一 40 (80) 厘米 ， 直 

SEEM AE RBIS BH. SAAR. TB, SEP ICAS. BP RP, EOP RB 

om mers [ane | ere | AE | ma | 钙 | m 
营养 期 | Tin 2067 ‘| 22.8 54.5 12.8 = -一 

$y 穗 其 | 10.48 |14.。20 2.48 33.70 | 25.86 | 13.28] 1.58 0.56 

开花 期 | iad 2.6 34.0 48.0 8.2 

结实 期 | 一 3.9 2.3 40.0 | 47.4 6.4 a — 
= 2) 624 3.22 0.59 14.33 | 16.64 2.82 | 0.09 0.28 

—- KK | 10.68 7.66 1.40 34.04 | 39.51 6.71.| Bez 0.12 



常 带 紫 色 ， 最 上 部 时 端 膨大 而 包 事 花序 。 ARR, PTT 

we K5—25 EK, HI BK. MK PAW RKKETS 

TK, WHAR, HBR, K3—-7 Bk, PE A RNs 

iy ME SHI, 长 3 三 4 毫米 ， 含 2 小 花 , 下 部 小 花 

两 性 ， 止 部 小 花 不 育 ， 颖 具 1 脉 BIB IPT FA 

3, SOME 3 Uk, AM MMTOME. PRK, K2-3% 

* (A 18). 

地 理 分 布 - 广 布 

全 球 温 热带 地 区 ， 如 

北美 :墨西哥 > 高 如 

索 、 PI, Zr, Bi 

鲜 和 日 本 ;等 均 有 分 

Ais ERB AA. 

(KX), HER RHR 

各 地 分 布 较 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虎尾 草 广泛 分 

EBS. Hil. # 

荒地 、 草 原 多 石 的 山 

坡 以 及 丛林 边缘 。 它 

的 分 布 往往 与 人 类 活 

动 有 关 。 因 此 , 属于 田 

闻 杂 草 和 伴 人 植物 。 

在 于 旱地 区 ， 大 量 生 

长 在 过 度 放 牧 的 和 草 

J. Ei BAA Sic HH 
图 18 fee EChloris virgata Swartz 

Hb HTP, Btw t., BES Wii HRM. 

“if WATE Wiehe be BPAY Be aE RR, BELL, Gs eA a Le Cae 土壤 碱 

9 60 * 



化 的 指示 群落 。 

和， 下 生 类 宇 人 有 TD 
速 长 起 来 。 种 子 发 大 的 最 低温 度 为 7 一 88C， 在 12 一 16"C 时 ，5 
CN 
JERR, 在 这 不 时 期 生长 其 快 ,当地 人 们 称 它 为 “ 热 草 ?植株 的 
大 水、 分 慕 的 多 少 、 产 量 的 高 低 ， 往 往 受 雨 水 支配 ， 年 变化 较 大 。 
REM ERE, SHORTS DM. RAR, WAM 
性 很 强 ) 甚至 碱 班 上 也 生长 良好 。 因 此 ， 可 在 碱 地 上 种 植 ， 作 为 改 
良 碱 化 草原 的 先锋 植物 。 一 般 7 A ARR S 月 开花 结实 9 月 中 _ 
名 种子 成 熟 。 
元 ， 饲 用 价值 虎尾 草 的 草 质 和 柔软 ， 其 鞋 叶 比 为 ， 叶片 占 9.1%， 
mH 27.3%, er 59.1%, FE 4.5%, BHM, Ae em 

Bini asia alas 的 市 玫 二 18—1, 18—2, 18-3, 

Pe +i = 18-1 虎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thd ees eee ee ee 
= FF 期 氨 ( 兆 直 /公斤 ) 

©? | ae mm | wee] 8 Cie em | 

“a & | 11.02 | 7.22-| 1.96. |29011. | 42075 | 7.84 3.61 

ret me ef 235 '| 11.19 | 2.6 84.5" |"Sdet4 $11 

et Mey ei? | 10.3F | 3.38 | s3-tu-}s6.8° | 8.2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13-2 虎尾 草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SR/AMD 

cow 期 [ros 6 总 磷 [mle | a 

Hh ce 0.37 88.98/0.075 0.24 1.21 41.81 40.97 31.77 117.89 242.47 

* FRERMLASROH. . 

e 6] ° 



霹 18 一 53” 宽 尾 章 的 青 干 草 中 氨基 酸 含量 * 〈% ) 

| 
| 

物候 其 FAM | BURA som | 90 wim | 蛋氨酸 | 异 亮 氢 酸 

R 期 88.98 7.22 | 0.209 | 0.249 0.448 | 0.242 0.267 

物 候 期 canine eam cama! mam 

pao 期 | 0.488 | 0.496 0.264 0.119 0.175 | 0.146 

| i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虎尾 草 从 适口 性 和 营养 成 分 上 看 属 良 等 牧草 。 由 于 它 耐 盐 碱 ， 

可 用 以 改良 碱 班 和 退化 草场 , 和 多 年 生 牧 草 混 播 , 做 到 当年 有 收益 ， 

是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一 种 牧草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亩 产 鲜 草 量 120 一 200 公 

Fr. RAT RA EH. 

在 东北 草原 ， 虎 尾 草 还 可 用 于 改良 碱 化 草原 ， 增 加 主 壤 的 有 机 

质 。 在 东北 草原 上 虎尾 草 可 以 生长 在 pH 在 9.0 一 9.7 的 土壤 上 , 根 

系 发 达 ， 土 深 可 达 1 米 以 上 ， 分 枝 多 而 苗 壮 。 在 碱 班 不 毛 之 地 ， 当 

雨季 到 来 时 也 可 以 迅速 生长 ， 由 于 虎尾 草 的 生长 ， 便 可 以 在 草丛 中 

积累 被 风 吹 来 的 泥 沙 ， 又 由 于 虎尾 草根 系 发 达 ， 株 多 而 密 的 生生 死 

死 ， 年 复 一 年 ， 能 积累 大 量 的 有 机 质 在 土壤 中 ， 这 样 便 可 以 逐步 形 

成 表土 层 ， 使 羊 草 和 其 它 牧 草 可 以 侵入 ， 碱 刘 可 以 缩小 以 致 消失 ， 

其 演 替 过 程 是 ， 碱 刘 不 毛 之 地 一 > 虎尾 草 群落 一 > 虎尾 草 '+ 羊 草 群 

落 一 > 羊 草 群落 。 因 此 ， 虎 尾 草 不 但 是 牧草 ， 而 且 还 是 改良 碱 化 草 

原 的 先锋 植物 之 一 。 

( 李 建 东 ) 

19.。 桔 草 

Cymbopogon goeringti (Steud.) A.camus 

形态 特征 SERA, SRABT. FRA, AW, 

* 62 ° 



60 一 90 悍 米 ， 基 部 叶鞘 破 烈 后 反 卷 ， 里 面 芋 红 棕色 。 叶 片 条 形 ， 长 

12—40 BK, H3I—-4 毫米 ， 无 毛 。 伪 圆锥 花序 稀疏 ， 狭 窗 ， 长 

下 一 35 厘 米 ， 由 成 对 的 总 状 花序 着 生 于 佛 焰 苞 状 总 苞 之 上 ;总 状 花 

序 带 紫色 ,长 T 2 厘米 ;小 穗 成 对 生 于 各 节 。 结 实 无 柄 ， 小 穗 长 
5 一 6 2K, F-MAAR2F, RRs PIMA, B—DRAR 

颖 短 四 分 之 一 ， 第 二 外 释 极 狭 ， 芒 自 裂 齿 间 伸 出 :有 柄 小 穗 长 4 一 6 

| BK CH 19)。 : | 
Wat tie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山坡 草 

地 常见 牧草 之 一 ， 主 要 

分 布 于 华北 以 南 各 省 

Ks 在 国外 ， 主 要 分 布 

于 南亚 .东南 亚 和 日 本 。 

生态 学 与 生物 学 特 

性 ” 桔 草 多 生长 于 酸性 

ATA BK, FRE 

能 力 强 ， 返 青 早 ， 一 般 

3 月 底 开 始 返 青 ，8 月 

下 名 抽穗 ,9 月 中 fy 开 

始 开花 结实 ， 以 后 叶片 

远 渐 干 林 。 
桔 草 能 适应 干旱 贫 

靖 的 土壤 条 件 ， 但 在 丘 

Be 3 He HY Fe FH RS BY Nive 

hy Px BR TS ARAL AK F, 图 19 Cymbopogon goeringii (Steud, ) 

生长 良好 ， 更 新 能 力也 A.camusgs 

较 强 。 在 我 国 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被 破坏 后 ， 它 常 与 刺 芒 野 古 草 形 成 

次 生 群 落 ， 在 群落 中 常 为 亚 优 势 种 。 

- 63 * 



饲 用 价值 ” 桔 章 在 营养 期 草 质 柔 软 ， 为 牛 所 采 食 ， 后 期 生殖 校 
抽出 后 ， 基 部 叶片 部 分 干 桔 ， 并 有 一 种 香味 ， 适 口 性 随 之 下 降 : 

桔 草 为 下 繁 钞 草 ， 叶 量 大 而 柔 壤 ， 放 牧 利 用 为 宜 。 但 南 于 桔 草 
生长 的 地 段 一 般 都 是 较 干 旱 的 丘陵 章 坡 ， 过 并 或 不 合理 地 放牧 涯 低 
导致 永 土 流 失 ， 因 此 ， 在 收 章 生长 前 期 可 轻 度 放下 利用， 后 期 宜 
草 利用 。 村 

桔 草 在 春季 抽穗 前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蔡 叶 teow 1:09) RAR 
高 的 饲 用 价值 。 秋 季 抽 穗 结实 后 , 叶 量 减少 ， 蛋 自 质 含量 明显 下 降 
饲 用 价值 也 随 之 降低 。 营养 成 分 如 表 19 一 1。 

表 19 一 1 AARNE OD (%). .. 

党 风 3 8+. Binh .x 
生育 期 Ki 7 ln dl ale. oe 一 

we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eB | | | 却 - 

#2 He} 1.091 | 7.69] 2.44 | 48.96 | 24.15 | 5.85 | 0641 | 30 

$h Mi HH | 1.078 | 3.75 | 3.53 | 48.43 | 28.81 | 4370 | 0.58] 0.15 f1 1.18 

消化 能 见 表 19 一 2。 

“ 衣 19 一 2 ”饲料 干 物 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eA em | aL 6 
POEs Be fp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桔 草 为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次 生 草 丛 植被 中 常见 的 野 符 罗 章 。 旧 前 
二 般 作 放牧 或 割 草 利用 。 在 我 国 南方 次 生 丘 陵 草 丛 逢 被 中 十 据 三 定 
地 位 ， 如 加 以 栽培 驯化 并 合理 利用 ， 则 具有 一 定 的 饲 闲 价 值 ， 

CHER) 



20. 狗 牙根 

Cynodon dactylon (1,.) Pers. 

We RRB, SR, pee, 
BSE SLE, APREARABS, PMKAKS. 

FMM, KHALKS, HEM, ANAS, AB, 
2 一 10 JB, SE 1 一 3 3K, MAREE 3 一 6 BRIER EIA, 
AR AFM —M, K2-2.5 HK, BANE, BURKE, 1 
li RA RIF SDS: SFE 3 脉 ， 
HLAEs: HBASHBSK, 
Ai2# (20), 

Je ik 4n= 36, 40, 
地 理 分 布 ; 狗 牙 根 在 我 国 广 

泛 分 布 于 黄河 以 南 各 省 区 ， 在世 
界 广泛 分 布 于 热带 、 亚 热带 和 温 
带 沿海 地 区 。 在 美国 的 南部 、 非 
洲 、 欧 洲 、 亚 洲 的 南部 各 国 均 有 
分 布 * 近 年 来 在 东南 亚 的 新 加 坡 、 
马来西亚 、 非 律 宾 、 素 国 等 地 多 
用 于 布置 足球 、 高 尔 夫 球 、 僵 球 
等 球场 和 草坪 等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 狗 牙 

根 有 种 子 和 营养 两 种 繁殖 方式 ， 
一 般 情 况 下 ， 它 靠 筷 甸 蔡 和 根茎 
扩展 蔓延 ， 形 成 致密 的 草皮 。 狗 
本 根 为 春 性 禾 草 ， 喜 热 而 不 耐寒 ， 图 20 狗 牙 根 Cyzocdoz dactylon 气候 寒冷 时 生长 很 差 ， 易 遭受 霜 (L.) Pers. 



害 。 在 日 平均 温度 244C 以 上 时 ， 生 长 最 好 ， 当 日 平均 温度 下 降 6 一 
9"C 时 , 生长 缓慢 ;当日 平均 温度 为 -2 二 - °C, He op wee 
亡 。 以 其 根茎 和 人 铀 外 芭 越冬 ， 第 二 年 则 靠 这 些 部 分 上 的 休 呢 芽 戎 
发 生长 。 狗 牙根 能 抗 冬 长 时 期 的 干 时 ,但 在 干 时 条 件 下 ,产量 很 低 ， 

狗 牙 根 送 应 的 土壤 范围 很 广 ， 从 沙土 到 重 粘 主 的 各 种 主 琅 均 能 
生长 ， 但 以 在 湿润 而 排水 良好 的 中 等 到 粘 重 的 土壤 上 年 奖 最 好 。 

由 于 狗 牙 根 具有 强大 的 营养 繁殖 力 ， 从 而 使 它 具 有 很 强 的 竞争 
能 力 。 其 发 达 的 铀 外 茎 在 适宜 的 土壤 条 件 下 能 迅速 蔓延 ， 卓 生长 速 
度 平 均 0.91 厘米 ， 高 的 达 1.4 厘米 。 铀 外 蔡 的 节 疝 下 生 不 定 根 ， 节 
上 的 腋 末 向 上 发 育成 地 上 枝 ， 并 于 其 基部 形成 分 慕 节 ， 从 此 节 焉 分 
生 侧 枝 〈j 一 415 个， 平均 为 4 个 ); Sp, RASS REA 上 产生 新 的 铀 

外 茎 。 当 环境 条 件 不 适宜 时 ， 其 外 甸 茎 只 向 前 伸 长 ， 而 不 产生 不 定 
根 ， 也 不 形成 地 上 枝 。 我 们 曾 观察 到 狗 牙 根 的 长 铀 钼 茎 越过 大 块 石 
头 、 一 米 宽 的 水 泥 地 和 小 灌 从 ， 达 到 另 一 侧 良 好 的 土壤 下 ， 又 进行 
上 述 发 育 和 草 延 的 过 程 。 狗 牙根 的 铜币 蕉 长 达 革 米 以 上 ， 有 的 达 2 
OKDLEs BARE 24 35 (或 以 上 ) 48, SEAT 
上 疝 各 个 方向 穿插 ， 交 织 成 网 ， 覆 盖 地 面 ， 使 其 他 植物 不 易 侵 入 ， 
从 而 形成 以 狗 牙 根 占 绝对 优势 的 植物 群落 。 
饲 用 价值 WFMARAK, ORV, EMAL Ew, RE, 

水 牛 . 马 .山羊 及 免 等 牲畜 均 喜 采 食 ， 幼 嫩 时 亦 为 猪 及 家 禽 所 采 食 ， 
根据 各 地 报道 的 资料 , 狗 牙 根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可 消化 养分 如 表 20 所 示 。 

表 20， 狗 牙根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可 消化 养分 表 * (%) 

古风 FM BR lee 
meaner se Eee ey] 钙 | ay RRR 分 

- BH] — | 9.40] 7.95 | 1.99 |28.59 |53.74 | 7.73 

鲜 | 一 65.00 |10.29 | 2.00 |28.00 |49,71 |10.00 

we 草 | 营养 期 |69。30 117.58 | 1.95 143.64 [22.54 114.65 三 | 一 

样品 类 别 | 生育 期 | 水 分 

0.37 | 0.19 | 3.70 |44,21 
0.14 | 0.07 | 1.90 |20.80 

于 草 | 开花 期 | 一 | 8.80 | 1.60 |27.40 |47.90 |14,30 7.10) — 

。 营养 期 鲜 草 为 湖南 省 畜 收 研究 所 、 花 期 于 草 为 华中 农学 院 、 其 余 为 湖南 省 高 牧 站 
分 析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狗 牙根 的 粗 蛋 白质 ; 无 所 浸出 物 及 粗 灰分 等 
的 含量 较 高 , 特别 是 幼 嫩 时 期 其 粗 蛋 白质 含量 占 于 物质 的 17.58%。 
狗 牙 根 生 长 较 快 ， 每 年 可 剂 割 3 一 4 次， 一 般 每 亩 可 收 干 草 

150—200 公斤 ， 在 肥沃 的 土壤 上， 每 亩 可 对 制 干草 500 一 750 公斤 。 
由 于 独 牙 根 较 耐 践踏 ”一 般 宜 放 轨 利用 ”但 凶 可 用 以 调制 干草 或 制 
作 青 贮 料 。 

狗 牙 根 的 根系 很 发 过， 根 量 多 ， 据 测 ， 其 地 下 部 千 重 达 每 亩 
1333 公斤 , 比 地 主 部 高 得 多 ， 所 以 狗 牙 根 还 是 一 种 良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独 牙根 营养 繁殖 能 力 强 ， 具 有 很 强 的 竞争 能 力 和 强大 的 生命 
A, 所 惧 它 也 是 铺设 停机 坪 、 各 种 和 运动场、 公园、 庭院、 绿化 城市 、 

美化 环境 的 良好 植 狗 。 据 文献 记载 其 根茎 入药 ， 有 清 血 之 功效 。 
栽培 要 点 ” 狗 牙 根 虽 具有 种 子 和 营养 两 种 繁殖 方式 ， 但 是 ， 册 

“于 种 子 发 功率 很 低 ， 能 至 种 子 少 ， 故 一 般 多 采用 根 蔡 和 人 外 甸 些 进行 
BRA, HERAT ROAM CN, Rok, AB 
境 等 ), 其 具体 栽培 技术 也 有 一 定 差异 ;此 处 只 就 其 共同 之 点 分 述 如 
和 

1 播种 法 ， 田 于 狗 牙 根 种 子 小 ， 士 地 需要 细致 平整 。 因 种 子 以 
利平 均 气 温 18%C 时 发 芽 最 好 , 各 地 可 参照 此 温度 再 根据 当地 气候 变 
化 规律 来 确定 播种 时 间 。 每 亩 用 量 0.25 一 0.75 公斤 。 播 种 时 可 用 泥 

水 拌 种， 混合 撒播 ， 使 种 子 和 土壤 良好 接触 ， 有 利 种 子 萌发 。 
2. 分 株 移 栽 法 ， 控 取 狗 牙根 的 草皮 ， 然 后 分 株 在 整 好 的 土地 中 

控 去 栽植 ， 注 意 使 植株 及 芽 向 上 。 
3; 切 茎 捞 压 法 ,早春 将 狗 牙 根 的 币 甸 茎 和 根 蔡 按 起 切 成 长 6 一 

10 厘米 的 尖 段 ， 混 土 撒 于 整 好 的 土地 里 ， 然 后 用 石 滚 镇 压 ， 使 其 与 
主 塘 接 触 ， 便 可 成 活 发 芽 生 长 。 

RHE: HERERO RR, CERAM eR 
块 宽大 的 穴 ， 把 草皮 块 旋 入 穴内 ， 用 土 填 实 即 可 。 

5, 条 植 法 ， 按 行距 0.6 一 1 KH, BOM SAR, 



梢 露出 土 面 ， 盖 土 踩 实 即 可 。 

以 上 光 种 营养 繁殖 方法 ,栽植 后 9 HO MRL 

活 。 | 

狗 牙 根 施 肥 与 否 ， 其 产量 差异 甚大 ， 据 报道 施肥 者 的 声 量 比 来 

施肥 者 高 出 1 倍 多 ， 所 以 狗 牙 根 的 栽培 和 管理 要 注意 合理 施肥 5 在 

种 蔓 前 可 施用 有 机 肥 作 底肥 ， 在 利用 之 后 宜 追 施 氮肥 。 

品种 与 品系 ，” 狗 牙根 的 品种 与 品系 有 海岸 狗 牙 根 (Coastal 

bermudagrass) 、 萨 旺 尼 狗 牙根 CSuwaanne bermudagrass) , Kf 

兰 得 狗 牙根 CVidland pernzaadag7ass、 岸 杂工 号 狗 F HB (Coa- 

stcross-ibermudagrass) 等 。 其 中 岸 杂工 号 狗 牙 根 已 引 六 我 国 华南 

地 区 ， 表 现 妥 好， 目前 正在 华南 各 省 区 推广 ， 人 

简要 介绍 5 

A 1 ST RAR Tift 狗 牙 根 与 南非 引进 种 灰 交 第 

代 培 育 而 成 ， 它 适应 于 普通 狗 牙 根 分 布 的 大 多 数 地 带 。 RR NEE | 

se 5| 3E, 现在 广东 、 广 西 等 南方 省 区 已 推广 。 

岸 杂 1 号 狗 牙 根茎 圆 而 光滑 ， 直 径 2 一 4 毫米, K 2.5 K, ‘fa 

生长 ， 节 着 地 产生 不 定 根 ， 每 节 形 成 1 一 5 个 分 襄 , 繁 育 减 新 株 ! 每 

WAM 2 一 3 片 ， 长 12—30 BK, FE 0.5 一 0.7 厘米 ; 比 普通 狗 牙 根 
的 时 长 而 宽 。 叶 面 基部 芯 生 昔 毛 ， 叶 背光 滑 。 能 抽 重 开花) 但 不 能 

结实 ， 以 其 茸 秆 行 无 性 繁殖 。 由 于 它 能 每 节 产 生 不 定 根 / 并 产生 分 

昔 ， 故 其 竞争 能 力也 很 强 。 

岸 荣 工 号 狗 牙 根 喜 温暖 湿润 气 侯 ， 不 耐 FEY, 当 气 温 低 至 

-14.4CH, AihEMBAS VB, 4A ih PBR 1—S CH, AK 

PEM iil, 15°C HY, 25—35°CM KARA, 35°CU ER ARH. 

AHFRAR, SBA, RHR A RMA MR WAS WA 

K. FERS Hi 4—8 A, .肥料 充足 ? 草 层 高 度 可 达 60 一 80 厘米 。 

由 于 生长 快 、 产 是 高 需 肥 重出 大 光 龙 其 要 满足 对 氮肥 的 需要 。 

和 Lew Aik, MELE RPC KOLA, MAR 

© GE ， 



FAQ, 适当 施用 磷肥 。 以 宽 2 米 作 畦 ， 选 粗壮 、 节 间 短 、 长 势 

好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作 种 苗 ， 每 3 一 4 节 切 为 一 段 备用 。 在 广州 每 年 
3—10 月 都 可 栽植 ， 按 行距 20 一 25 厘米 开 沟 ， 株 距 15 一 20 厘米 栽 

植 ， 覆 土 3 一 5 厘米 ， 土 面 露出 1 一 2 节 ， 栽 后 洪水 ， 即 可 成 活 。: 大 

面积 种 粳 时 ， 可 把 种 蔡 均 匀 撤 入 湿润 的 土壤 上 , 然后 用 圆 盘 丰 必 土 。 
一 般 栽 后 5 一 6 RAR, MMR LE. RI 20 一 30 天 生长 组 

慢 ， 需 注意 除 杂 草 ; 待 它 生 长 茂 感 之 后 ， 即 可 抑制 杂 草 。 当 植株 严 

SSA AAT XA, 4X) 1 一 2 次 后 应 追 施 氮肥 。 每 年 10 一 12 Ae 

正 浊 割 或 放牧 ， 以 利 越冬 。 第 二 年 春暖 时 再 剂 割 枯草 , BE 2 一 3 厘 

米 ， 施 入 肥料 ， 促 其 返青 生长 。 如 发 现 蝇 盟 为 害 生 长 点 ， 造 成 枯 心 

Ba DARA. KRASHR. 2 

(AR Feel) 

21.95 + 

Dactylis glomerata L. 

别名 ”果园 草 、 鸡 脚 草 。 

BSE SEERA, RMD, MRR, BHF 10 一 30 E 

AEA, PRAIA 工 米 以 上 。 秆 直立 或 基部 膝 曲 ， 高 70—120 

厘米 《栽培 的 可 达 150 厘米 以 上 )。 叶 萌 无 毛 ， 通 常 闭 合 达 中 部 以 

5, LMR; 叶 舌 长 4 一 8 SK, Wie BRKs ow HK 20 一 30 

(45) 厘米 ， 宽 7 一 10 (12) 毫米 。 贺 锥 花序 开展 ， 长 5 一 20 (30) 

RK: ABA RET RN LEB, WS 2 一 5 Hes 上 颖 披 针 形 , 先端 

MR, KA—5 (6.5) 毫米 ， 具 1 一 3 脉 ; B—-HRSD SK, Wi 

WAKA 1 BOR RE, BURKE. Be CE 21)。 

HOSES 75 PS SP ET Ae ApS) a Fe a ke ti BR 

Me. VJ RVA LL. PB, SB wu Be UR LA ee 

1600-3100 多 的 森林 边缘 、 灌 从 及 山坡 草地 并 且 散 见于 大 兴安 

° 69 。 



岭 东 南 坡地 。 栽 种 鸭 

荡 除 驯化 当地 野生 种 

Se AB. SB 

澳大利亚 等 国 。 目 前 ， 

青海 、 甘 肃 … 陕西 、 

吉林 、 江 苏 、 淹 北 、 
四 川 及 新 疆 等 省 (区 ) 

WAR, WIHT 

欧洲 、 北 非 和 亚 浏 温 

带 ， 引 入 全 世界 温带 

地 区 。 
Ae Wy BS ti: ABS 

RS Bawa ae - 

润 而 温 凉 的 气候 ， 其 

tt FE VE AS Un i 

(Phieum pratense) 

MATE EE (Bromus 

imermis) , GAR 

能 分 布 到 上 述 两 种 草 

生长 的 地 方 ; 它 还 能 

图 21 ， 鸭 蒂 Dec13 态 s glome
rata” Law ee, 

ERE REROIREE, FAG, “CEG ERR DG PPR IE AC 

10--28°C WIRSECEKIBRE, Ze 20;CDLEM. ROME, BRA. 

BRS AWW AIE, WUE 22°C, 夜 温 12°C, BF Ht 

BRS BPE, RMR TK EB. 

在 良好 的 条 件 下 ， 鸭 茅 是 长 寿命 多 年 生 草 ， 一 般 6 一 8 年 , 多 者 

可 达 15 年 ， 以 第 二 、 三 年 产 草 量 最 高 ， 春 季 萌发 早 , 发 育 极 快 ， 收 

干草 或 收 种 较 EY eR, RH SO, BCE 

A, KARR, PH, AR 65.8% ARE KM, 

° 70 。 



EEC pre 

34% 从 分 蓝 节 及 蔡 基 部 节 上 的 腋芽 长 出 。 其 干草 和 第 一 天 青 草 产量 

较 无 芝 淮 麦 或 猫 尾 草 稍 低 ， 但 在 盛夏 时 ， 高 于 上 述 两 种 草 ， 其 再 生 

草 产量 占 总 产量 的 33 一 66% 。 

网 考 适 应 的 二 壤 范围 较 广 ， 在 肥沃 的 壤土 和 粘土 上 生长 最 好 ， 

但 在 稍 贫 将 干燥 的 土壤 上 ， 也 能 得 到 好 的 收成 。 它 系 耐 阴 低 光 效 植 
物 ， 提 高 光照 强度 ， 并 不 能 显著 提高 光合 效率 ， 所 以 ， 宜 与 高 光 效 

牧草 或 作物 间 、 混 、 套 作 ， 以 充分 利用 光照 ， 增 加 单位 面积 产量 。 
在 果树 林 下 或 高 秆 作物 下 种 植 ， 能 获得 较 好 的 效果 ， 在 国外 多 用 以 
与 多 年 生 黑 麦草 (Loli perenne), ih ML 36 (Pestuca pra- 

tense), Fax RB. BRB (Arrhenatherum elatius) 和 白 三 时 草 

(Trifolium repens). vee te (Medicago sativa), Bam + 

(Lespedesa sp.) 混 播 ， 以 提高 鸭 芒 的 生产 效益 。 

”人 饲 用 价值 BRR. +. BH. REWER. SH 
a AY ADAM. dE. MP 60%, BZ 40%. FS a AT ALE 

放风 或 制作 于 草 ， 也 可 收割 青 饲 或 制作 青贮 料 。 

鸭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随 其 成 熟 度 而 下 降 。 再 生 草 叶 多 蔡 少 ， 基 本 处 

于 营养 生长 ， 其 成 分 与 第 一 次 收割 前 的 孕穗 期 相近 。 其 钾 、 磷 、 钙 、 

镁 的 含量 也 随 成 熟 度 而 下 降 ， 铜 含量 在 整个 生长 期 变化 不 大 。 第 一 

次 收割 的 草 含 钊 、 铜 、 铁 较 多 ， 再 生 草 含 磷 、 钙 、 镁 较 多 。 

鸭 茅 的 不 同 生育 期 及 不 同 状况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21 一 1。 

表 21 一 1 “ 鸣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绝 对 7 物 质 
分 析 样 品 | 生育 期 EAS 

size | mien; | mere | 天 pmo | | 天 
& 草 营养 期 | 418.4 5.0 23.4 41.8 11.4 

ee 4} Bei | 617.1 4.8 24.2 42.2 x07 0.47 0.31 

ee ” 草 抽穗 期 | 12。7 4。7 29.5 45.1 8.0 

ee 开花 期 8.53 | 3.28 35.08 | 45.24 7.87 | 0.07 0.06 

F— B&B | HHH) 9.66] 3.63 | 27.01 | 51.18 | 8.52 | 0.19 | 0.17 

” 鲜 草 营养 期 为 湖南 省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其 余 为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分 析 。 

P + a 



ne eh Mh 维 生 RS 量 很 高 ， 尤 其 MSP RAH, 30% 
克 / 公 斤 、 维 生 素 卫 248 毫克 /公斤 。 微 量 元 素 含量 也 丰富 ， 铁 100 
毫克 /公斤 、 锰 136 毫克 /公斤 、 铜 7.0 毫克 /公斤 、 锋 21.0 毫克 / 
AYE, WS3ERy Ee RIERA Bin # 21—2, 

®R21—-2 BFHURAERERR*(%) 

2c emacs es St ce 
| | : 

BS a et 1.40 0.40 0.80 5-10 0.60 2.90 2°00 | 0.80 

* S15 4. BARRA RAO , 1979, 

i SB MABW AAW MBE, BATRR. AER A+ 

草 。 叶 量 丰 富 的 放牧 用 草 种 ， 冬 季 保 持 青绿 ， 在 冬季 气候 温和 的 地 

方 还 能 提供 部 分 青 料 。 在 连续 重 牧 条 件 下 ， 不 能 较 好 地 长 久保 持 生 

长 ， 但 是 ， 如 果 放 轨 不 充分 ， 形 成 大 的 株 从 ， 就 会 变 得 粗糙 而 降低 

Oe, MPR. BAYA 1 次 ， 亩 产 鲜 草 1000 公斤 , 而 

BS. =A RXR 2 一 3 Ke, BT HH 3000 公斤 以 上 。 生 长 在 于 沃 

土壤 条 件 下 ，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5000 公斤 左右 。 

根据 美国 资料 (10 年 统计 平均 数 ) 鸭 茅 与 白 三 叶 章 混 播 四 场 对 
牛 的 增 重 效果 良好 - 单 播 鸭 茅草 地 , 亩 施 氮肥 15 A, BLE AB 

0.49 公斤 ; BMA =M RRR, AAI, SLE ABH 

0.58 公斤 。 按 其 生长 季 估 算 ， 每 亩 获得 肉牛 增 重 12.7 公斤 。 

此 外 ， 鸭 茅 较 为 耐 萌 ， 与 果树 结合 ， 建 立 果园 草地 ， 在 我 国 果 

品 产 区 是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 

栽培 要 点 ”有 鸭 茅 种 子 较 小 ， 千 粒 重 0.97 一 1.34 克 ， 公 斤 粒 数 

72 万 一 125 万 粒 。 幼 苗 期 生长 较 慢 , 宜 精细 整地 > 彻底 除草 。 播 种 期 

我 国 南 方 各 省 区 春秋 皆 可 ， 而 以 秋 播 为 好 。 春 播 以 3 月 下 旬 为 宜 

秋 播 不 迟 于 9 月 下 名 ， 以 防 霜 害 ， 有 利 越冬 。 播 种 量 在 单 播 时 每 亩 
0.75 一 1.0 公斤 。 与 红 三 时 (Trifolium pratense), H=H, 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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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EE (Lolium perenne), Ih ye (Festuca clatior) 等 混 播 

时 ， 在 灌溉 区 每 亩 用 0.55 一 0.70 公斤 ， 旱 作 每 亩 用 .0.75 一 0.80. 公 

斤 。 单 播 以 条 播 为 好 ， 混 播 时 撒播 、 条 播 均 可 。 播 种 宜 浅 ， 稍 加 材 
土 即 可 ， 也 可 用 堆肥 覆盖 。 幼 苗 期 应 加 强 管理 ， 适 当中 赫 除 草 ， 施 
肥 灌 溉 。 鸭 昔 需 肥 较 多 ， 每 次 浊 割 后 都 宜 适当 追肥 ， 特 别 氮肥 尤为 
重要 。 国 外 资料 报道 ， 每 亩 施 氮肥 37.5 公斤 时 ， 其 产 草 量 最 高 , 亩 

“产后 物质 达 1200 公斤 ; 但 车 超过 37.5 公斤 ， 则 植 徐 数量 减少 ， 产 
量 下 降 。 近 年 在 澳 南 城 步 、 贵 州 威 宁县 用 飞机 播种 ， 采 用 白 三 叶 、 
地 三 时 Lrifolium subterraneum), 24H BSR SW UR 

果 良 好 。 
鸭 茅 以 抽穗 时 浊 割 为 宜 ， 此 时 董 叶 和 柔嫩， 质量 较 好 。 收 割 过 

迟 ， 纤 维 增 多 ， 品 质 下 降 ， 还 会 影响 再 生 ， 据 测定 初 花期 与 抽穗 期 
收割 相 比 ， 再 生 草 产量 下 降 15 一 26%。 此 外 ， 割 着 不 能 过 低 ， 和 否 

则 将 严重 影响 再 生 。 
留 种 时 宜 稀 播 ， 氨 肥 不 宜 施 用 过 多 。 其 种 子 约 在 6 月 中 旬 成 

i, SERA RAR. SRT I 公斤 左右 。 

| | ( 周 寿 荣 ) 

”22。 牧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RZ Br. BH, FH.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秆 丛生， 高 40 一 100 厘米 ， 局 平 ， 光 

滑 ， 基 部 斜 升 或 膝 曲 ， 上 部 直立 。 叶 片 与 叶 蔓 光 滑 无 毛 ， 近 等 长 ， 

AG. BERR Fe, LWA. FRB, Bs 小 

BERT hb — iW, KA5 MK, AMPLE: MA 3 一 5 脉 ; 第 一 

外 释 具 5 一 7 Wk, AK 5 一 30 毫米 的 芒 ;， 第 二 外 释 顶 端 具有 小 尖 藉 : 

边缘 卷 抱 内 释 。 颖 果 椭 圆 形 ， 兴 将 ， 有 光泽 (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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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AR 

欧洲 与 亚洲 ， 广 布 全 球 热 
eit. AR Its 
a@ (K) 均 有 分 布 ， 但 在 
北方 各 省 (区 ) 分 布 较 多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考 

本 种 是 田间 、 道 旁 杂 
草 , BET KA, BR. 
IPE, 7K Me Hh, BESS Pa BR 
野 芒 地 等 。 在 夏季 十 多 时 
生长 迅速 , 亦 为 旱 国 杂 草 。 
其 生长 从 早春 开始， 随 温 
度 和 降水 升 高 而 生长 速度 
加 快 ， 并 且 分 药力 很 强 ， 
Sy HE A A 
WS, AL— PRAT SS Be 
40—50 个 左右 。 在 农 区 经 

常 混 生 在 稻田 和 其 它 旱田 
中 ， 根 系 发 达 ， 再 生 力 很 
强 ， 因 此 ， 不 易 清除 ， 故 

A 22 ff Echinochloa crusgalli ({,.) 

Beauy, 

为 农田 害 草 。 花 前 全 株 为 鲜 绿 色 、 花 后 或 果 后 ， 渐 由 叶 开 始 变色 ， 
至 多 色 到 红 紫 色 。 在 我 国 北方 各 省 ,三 般 在 8 Aa) Par 
花 ，9 月 中 。 下 旬 果 熟 ， 竺 育 期 -220 一 140 REF. 
AA BARE RIM AR PW RRS, e 

EVER, ERR, TR, ARAL. KEE 
Meh Mb, BRA BORMAN EM, PRI RED, 
FERAL, MPR LL BE HOM EL, ERE 55.2%, 0 
44.8%; JRRABHE AH 67.1%, Oty 32.9%, HeoERBE 75%,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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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KAR ER, AEP ARID bs 和 苏丹 
草 、 扁 穗 省 去 等 一 年 生 牧草 峙 和 量 相似 。 穆 的 营养 价值 也 较 高 ， 粗 蛋 

BSREF Mit Ww ( 表 22—1, 22-2, 22-3), MRA. AL AF 

HRER, FRERER, B. FWER. FRAWHARARA 

Baal. 

雪 22 一 1 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7。22 | 1.96 | 29.11 42.75| 7.84 

7e8 | 9.419) 2.45 | 36.15 

| 
果 期 。02 

-| 33.88 |10.3 | 
| 

| 6.282| 1.921/28.293/41.4131 8. say “8 | al |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22 一 2 穆 微 量 元 卖 含量 *( 毫 死 /公斤 ) 

物 筷 mw | 钙 A, Lm | & 

225.4 ora) o.ss7 0.32 | 3.79 20.08 | 13.39 885.2 营养 其 WU 
| 

ew 青 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22 一 5 ” 牧 氨 基 酸 含量 *(%) 

ES 期 中 22 

” 吉林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由 于 穆 对 各 种 家 畜 的 适口 性 均 强 ， 营 养 价值 又 高 ， 放 救 或 浊 制 

均 可 。 产 量 也 较 高 ， 每 亩 可 产 鲜 草 500 一 700 人 公斤。 因此， 是 一 种 

| Sa Eada 亮 亮 气 | Te) Hi 
2 | Re) B 

| 
0. rezk: 488 

| 
0.209 0.242 0. 49610. 24, 119)0. 175 0. 49), 448 

RA BAA BH AP. ERX, WARM, BER 
适 日 性 ， 一 般 在 乳 熟 期 剂 割 为 宜 。 再 生性 较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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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要 点 ” 穆 宜 在 春季 播种 ， 条 播 行距 30 主 米 ， 种 子 千粒重 
为 1.5 克 ， 每 亩 播种 量 1.5 公斤 。 播 种 后 一 般 10 一 20 天 齐 苗 , 70 一 

80 天 抽穗 ，90 天 左右 开花 ，130 天 左右 成 熟 。 人 工 坊 培 情况 下 产 

量 较 高 ， 鲜 草 产量 可 达 1887.6 公斤 / 亩 ， 干 曹 产量 为 471.9 公斤 / 

BW, PF RA 103.25 公斤 / 亩 ， 如 在 灌溉 条 件 下 产量 还 可 增产 1 

倍 。 因 此 在 栽培 选 地 时 应 选择 下 湿地 种 植 ， 王 燥 地 不 宜 播种 。 

(xR) 

22. 5K 碱 草 

Elymus dahuricus Turcz. 

PARE SERA, RMB, MMR, RH WIK 100 悍 

Ke FHI, BH 70-160 厘米 。 叶 片 长 8 一 32 OK, HE 0.51.4 
厘米 ， 叶 缘 被 朴 纤 毛 。 穗 状 花序 直立 ， 一 般 具 有 28 一 38 个 穗 节 , BB 
轴 惠 部 各 节 具 KON, IBS DOR RRA DMS 
3 一 6 个 小 花 ， 二 颖 玫 等 长 ， 披 针 形 ;外 释 背 部 被 密 短 毛 ， 芒 长 
1 2 一 2.8 BK; ABRARAE. HARK. GHB. PR, YMA, 

具 长 柔 毛 。 小 穗 轴 宿 存 ， 棒 状 ， 显 著 上 粗 下 细 , ”被 细小 纤毛 ， 顶端 
Wr, MG. BREA, K4o Sk, WH, ARBRE 
毛 ， 腹 面具 宽 而 深 的 腹 沟 ， 沿 沟 底 有 一 隆起 的 深 褐色 线 。- 胚 椭圆 
形 ， 长 约 占 颖 果 长 的 五 分 之 一 ， 突 起 ， 尖 端 伸 出 〈 图 ,23 一 1)。 

地 理 分 布 ， 披 碱 草 为 旱 中 生 多 年 生 牧 草 。 野 生 种 在 世界 上 主要 
分 布 于 北半球 寒 温 带 的 蒙古 、 苏 联 、 日 本 、 朝 鲜 、 土 耳 其 、 印 度 等 
国家 。 在 苏联 、 披 碱 草 主要 分 布 于 欧洲 部 分 的 中 山地 带 、 东 西伯 利 
亚丁 西伯 利 亚 。 PW. Ki, 帕 米 尔 及 土库曼 一 带 ;， RH, FE 
要 分 布 于 北方 森林 草原 地 带 ” 月 本 主要 见 之 于 北海 道 ， 印度 、 土 耳 

其 仅 分 布 在 西北 部 及 东部 地 区 。 

我 国 ， 披 碱 草 主 要 分 布 于 哈尔滨 ” 沈阳、 北京、 太原、 成 都 三 
° 76° 



线 以 西 的 广大 地 区 ， 整 
个 分 布 呈 东北 至 西南 走 : 

向 ， 横 跨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宁 ， 经 内 蒙古 自治 区 

KB, BABB BL 
ep PAB, IAG 
bs, PA sh. 
克昭 盟 等 地 , 进入 山 西 、 

Ka. Tk. PWD Aw 

川西 北部 而 达 青 海 及 新 

疆 等 地 。 此 外 , 云南 昆明 

附近 亦 发 现 有 分 布 。 其 

分 布 区 的 年 平均 气温 为 

nc 1 月 份 平 均 

气温 为 一 28— — 30°C, 

7 月 份 平均 气温 为 15 一 

24°C, >10°CH HIB 

1600 一 3200"C 之 间 ， 无 
霜 期 100 一 280 K, 年 降 

图 23 一 1_ 技 碱 草 形 态 Hymus. dahuricus 

水 量 为 4150 一 600 毫米 ,其 分 布 区 的 植被 关 型 有 草 甸 草 原 、 典 型 草原 
及 高 山 草原 地 带 ， 对 水 。 热 条 件 到 求 不 严 ， 适 应 环境 能 力 强 ， 是 我 
国 披 破 草 属 牧 草 中 分 布 最 广 .最 为 习 见 的 种 类 。 

披 矿 章 引入 栽培 的 历史 不 入, 苏联 在 二 十 世纪 初 引 入 栽培 。 R 
国 于 .195 年 由 崔 友 文 推荐 ， 在 华北 及 西北 地 区 栽培 ， 自 六 十 年 代 
开始 ， 我 国 河北 坝 上 地 区 的 宗 北 牧场 普 先 引 入 栽培 ， 六 后， 原 内 莹 
吉 草 原 研究 所 ， 在 锡林郭勒 种 畜 场 进行 较 大 面积 试 种 。 从 七 十 年 代 
以 来 ,该 草 已 在 我 国 华北 、 内 蒙古 及 东北 部 逐渐 推广 ， 并 开始 成 为 
主要 牧草 品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披 碱 草 种 子 千粒重 约 为 4.0 一 4.E 克 , 高 
于 垂 穗 披 碱 草 (Ll ymus nutans), WIFKRBME CElymu,s cana- 

densis), HEH (Elymus sibiricus), GERMEB CElyvmus bre- 

viaristatus’ 4 3 EH (Hlymus tangutorum) 相近 。 种 子 在 萌 

发 时 首先 吸收 水 分 ， 其 吸水 率 占 种 子 干 重 的 62%， 是 我 国 该 属 牧 

草 中 吸水 较 少 的 一 种 。 种 子音 发 的 最 低温 度 为 5%C， 最 高 温度 为 

30%D， 超 过 30% 汉 时 种 子 不 能 昔 发 ， 莫 发 时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0—25%, 

在 适宜 的 水 、 热 条 件 下 ， 一 般 萌 发 迅速 而 整齐 ， 如 在 25" 条 件 下 ， 

当 水 分 充足 时 ， 3 天 后 即 可 萌发 ， 从 第 四 至 第 六 天 ，80% 以 上 的 种 

子 均 可 萌发 ， 种 子 萌 发 时 ， 其 贮藏 营养 物质 的 消耗 ， 药 占 纯净 颖 果 _ 

重 的 10% 左 右 。 

披 碱 草 属 牧草 中 的 一 些 种 ， 如 肥 披 碱 草 、 老 芒 卖 、 青 紫 披 碱 

草 、 圆 柱 披 碱 草 及 加 拿 大 披 碱 草 ， 种 子 采 收 后 ， 均 有 较 长 的 后 部 

期 ， 视 种 类 不 同 可 达 3 个 月 至 1 年 以 上 。 但 披 碱 草 的 种 子 后 熟 期 较 

短 ， 据 测定 ， 仅 40 一 60 天 ， 与 得 芒 披 碱 草 及 垂 穗 技 碱 草 相近 ， 因 
此 ， 用 头 一 年 所 采 收 的 种 子 至 第 二 年 春季 播种 时 ， 无 需 进行 种 子 处 

披 碱 草 种 子 的 种 用 寿命 ， 在 北方 室温 条 件 下 ， 可 保存 2 一 3 年， 
属 短命 种 子 类 。 

在 大 四 播种 条 件 下 ， 4 月 下 旬 播 种 ， 播 后 7 一 8 天 萌发 ， 种 子 
萌发 时 先 长 出 胚 根 。 披 碱 草 有 种 根 4 条， 第 一 条 种 和 根 在 播 后 的 第 8 
天 出 现 ， 第 二 条 种 根 在 播 后 的 第 10 天 出 现 ， 第 三 条 种 根 在 第 16K 
出 现 ， 第 四 条 根 则 在 第 28 天 出 现 ， 各 条 种 根 均 以 前 期 生长 较 快 ， 
RAB, Wa wy 28 一 48 天 内 生长 较为 迅速 。 苗 期 一 般 地 
下 部 分 较 地 上 部 分 生长 迅速 ， 播 后 经 50 天 幼苗 进入 三 昕 期 ， 些 时 
地 下 及 地 上 部 分 的 比例 约 为 3 :1 (图 23 一 2)。 

披 碱 草 在 播 后 的 38 RA, IAM KERMA AR, 
由 于 节 根 的 形成 与 发 育 ， 种 根 的 作用 逐渐 减退 ， 据 研究 ， 种 根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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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日 期 ) 

Fae 

1/5 3/5 we K. 9/5 11/5 ak 520/52 30/5 4/6 a 

9/4 20/ nt | | | ad a 
— = ; 好 A CC =H mai a ot | 

. 1) 4 1 I of 
— Ch A Solas NS 

sf 1 Baas . 让 
10 Pa * BPR eat \ 1 

1 .种 根 “2. 节 根 i 

23-2 披 碱 草地 上 与 地 下 部 生长 比例 

活 时 期 约 为 50 天 左右 。 播 种 当年 ， 节 根 入 土 深度 可 达 70 BR, A 

二 年 达 110 厘米 以 上 。 在 灌 没 条 件 下 ， 生 活 3 年 的 植株 ， 在 100 悍 

米 土 层 中 ， 根 量 的 70% 分 布 于 0 一 1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0 一 20 厘米 土 

层 中 的 根 量 占 总 根 量 的 87%, 50 厘米 土 层 以 下 ， 根 系 极 少 ， 仅 占 

总 根 量 的 4%. 

” 披 碱 草 在 播种 当年 苗 期 生长 很 慢 ， 春 播 条 件 下 ， 播 种 当年 部 分 

校 条 可 进入 花期 ， 但 不 能 结实 ， 至 第 二 年 后 即 可 完成 整个 生育 期 。 

一 般 在 内 蒙古 4 月 中 下 旬 或 5 月 初 返青 ， 此 时 日 平均 气温 为 9 一 

11"2，7 月 中 名 开花 ， 8 月 上 名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为 100 一 126 天 。 

在 生育 期 内 ， 从 返青 至 种 子 成 熟 所 需 三 10% 的 积温 为 1700 一 

1900 和 ， 从 返青 至 开花 为 1300C—1600C, WKAR iH 60 一 

65 天 ， 拔 节 至 抽穗 为 13 一 15 天 ， 抽 穗 至 开花 为 7 一 10 天 ， 开 花 至 

MF RA 20 一 25 天 。 披 碱 草 的 生育 期 ， 有 随 栽培 年 限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趋势 。 生 活 禾 二 、 三 年 为 124 天 ， 第 四 年 为 116 天 ， 第 五 年 

为 114 天 。 从 返青 全 拔节 以 前 ， 无 论 其 生长 强度 及 生长 速度 均 较 组 

慢 ， 从 拔节 至 开花 则 较 迅 速 ， 以 后 生长 又 趋 手 缓慢， 关于 披 碱 草 在 

一 年 内 不 同 生育 期 间 的 生长 速度 及 强度 见 图 23 一 3。 

从 图 中 还 可 以 看 到 ， 不 同年 龄 的 披 碱 草 ， 其 生长 势 有 较 大 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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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第 二 年 及 第 三 年 

无 论 其 生长 速度 及 生 

长 强度 均 较 一 致 ， 但 

第 四 、 五 年 均 呈 明显 

的 减弱 ， 因 此 7 该 章 

的 利用 年 限 最 适 期 为 

第 一 、 二 年 ， 属 短期 

多 年 生 牧 草 。 

披 碱 草 具 有 较 长 

的 果 后 营养 期 ， 在 内 

蒙古 呼和浩特 地 区 ， 

一 般 10 月 中 名 至 11 

月 初 地 上 部 分 开始 村 

黄 ， 从 返青 至 枯黄 ， 

历时 180 一 190 KX, 

利用 时 间 较 长 。 

披 碱 草 一 般 单 株 图 23 一 9 ea RIA TIN EE COR) 
Sy BERT IA 30 一 50 个 ， 与 生长 强度 〈 克 /平方 米 ) 

最 多 可 达 100 个 。 

SACS HR: A FF Fey ROEM RIM aca 

BH, EMM (6 AL, PA), RP, BR, 
seems, BES (6 A FRAB7A LA), HSNCRMR,. MS 

大 技 碱 草 相 近 。 从 第 一 个 花序 开花 开始 至 草丛 全 部 花序 开花 ， 所 持 

续 的 时 间 约 为 13 天 左右 ,开花 不 很 集中 ,如 短 芒 披 碱 草 进 众 开花 后 

的 第 二 天 ，50% 以 土 的 花序 进入 开花 ， 第 四 天 85% 以 土 的 花 疗 进 

AFG. 披 碱 草 在 不 同时 期 的 开花 花序 数 为 ;第 二 天 右 7 一 8% ,第 
四 天 占 29.1%， 第 六 天 占 45.5%， 第 八 天 占 59.4%， 第 十 天 占 

80.3%， 因 此 ， 开 花 持 续 期 长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种 子 的 落 粒 性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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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 和 采种 期 稍 有 延误 或 采种 方法 不 当 ， 则 种 子 损失 很 大 。 
披 碱 草 一 穗 开花 延续 时 间 ， 视 年 份 、 地 区 不 同 为 8 一 10 K, Wy 

至 延至 14 一 16 天 ， 但 小 花 开放 较 多 时 间 多 在 开花 后 的 4 一 8 天 内 ， 
关于 披 碱 草 单 穗 开花 期 及 其 开花 动态 见 图 23—A4, 
PRR ce 
花序 : 一 穗 开花 的 so 
顺序 如 同一 般 穗 状 40 

OPA, RRR 30 

HEE EPR ASN BE 10 

首先 开放 ， 然 后 向 

华 序 上 下 小 穗 延 

及 , 在 一 个 小 穗 中 ， 图 23 一 和. 披 碱 草 第 一 穗 开 花 动态 
-下 部 小 花 首 先 开 
放 ， 并 和 逐步 澡 上 延 及 ， 顶 端 小 花 不 开放 ， 或 虽 开 放 但 常 多 不 结实 “ 

在 一 旦 中 ， 披 碱 草 上 午 不 开花 ， 开 花 时 间 多 在 13 一 16 时 内 ,有 
的 年 份 可 延至 18 时 ， 但 大 量 开 花 时 间 多 在 14 一 16 时 内 ,例如 1980 
4, 14—16 时 开花 数 占 一 月 内 开花 数 的 97.5%; 1981 4E 77. 3903 
1982 年 为 95.9%。 一 日 内 大 量 开花 时 的 适宜 气温 为 30 一 35aqc (27 一 
SSC), 相对 湿度 为 45 一 55%。 雨 天 及 气温 较 低 或 湿度 过 大 的 天 气 ， 
才 碱 草 的 花 也 不 开放 。 每 一 小 花 开放 有 时， 内 释 首 先 开 裂 ， 二 者 之 间 
WOK RAE 20 BEA, AERP, 40—60 度 时 ， 柱头 露 出 释 外 ， 
花药 散 放 花粉 并 下 牌 ， 共 需 10 分 钟 左 右 的 时 间 ， 开 放 15 分 钟 后 开 
始 闭合 ，:= 个 小 花 从 开始 开放 至 完全 闭合 ， 历 时 30 一 45 分 钟 。 
人 其 i 442 iy It WY BF SE BR Be 

ii, 3% 1980 一 1982 年 的 观察 ， 在 自 花 授粉 条 件 下 ， 调 查 的 25342 
全 洗 花 中 ， 结 实 的 种 子粒 数 有 15530 个 , 其 结实 率 61.3%; BB 
隔离 授粉 条 件 下 ， 调 查 16102 个 小 花 上 ， 络 实 的 有 9323 个 ， 结 实 
认为 57.8% 。 但 是 在 强迫 自 花 授 粉 时 ， 所 获得 的 种 子 与 自由 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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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较 ， 品 质 较 差 ， 自 由 授粉 时 种 子 的 千粒重 为 5.62 克 ， 而 在 强 
追 自 花 授粉 时 ， 种 子 的 千粒重 为 482 克 。 

披 碱 草 属 多 倍 体 厢 物 ， 染 色 体 数目 为 42， 由 于 大 麦草 族 种 物 
染色 体 的 基数 为 x=7， 因 此 该 草 属 为 6 倍 体 ， 即 2n=6xE42。 据 
报道 在 本 种 中 还 发 现 有 3x 的 多 倍 体 细 胞 ， 即 2n =3X 三 21。 核 型 分 
析 表 明 ， 披 碱 草 的 21 对 染色 体 中 。 有 16 对 染色 体 为 趾 间 着 丝 点 
(M) 型 〈 臂 比 为 1.07 一 1.7)， 有 5 个 为 近 中 点 型 〈SMD) OFLA 

1。7 一 3.0)， 此 外 尚 有 两 对 随 体 染色 体 。 

披 碱 草 能 适应 较 广 泛 的 土壤 类 型 ， 从 自然 分 布 的 情况 ， 诸 如 黑 
钙 土 .了 暗 票 钙 芋 、 票 岳 土 及 黑 护 土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披 碱 草 具有 二 定 
的 耐 盐 能 力 ， 室 内 萌发 试验 表明 ， 当 钠 盐 (NaCl) SHiK 0.2% 
时 ， 对 其 种 子 昔 发 无 影响 “含量 为 0.5% 时， 发 芽 率 降低 19%， 当 
含量 为 0.7% 时 ， 与 对 照相 比 下 降 40%， 甚 至 在 1% 时 ， 也 有 二 定 
的 发 芽 能 力 ( 表 23—1),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披 碱 草 的 耐 盐 能 力 高 于 无 芝 雀 麦 、 肥 披 碱 
A SEB MI, SM, WRIA, AY, Bee eee 
碱 草 及 垂 穗 披 碱 草 。 具 有 中 等 抗 盐 能 力 。 土 壤 pH AMM, WH 
碱 草 种 子 的 萌发 影响 不 大 ， 室 内 研究 ， 当 土壤 pH 为 2 一 3 时 , 对 种 
子 萌发 有 一 定 影响 ， 而 bH 为 4 一 11 时 ， 种 子 萌 发 率 无 姜 异 。 但 
pH 对 幼苗 及 种 根 的 生长 有 一 定 的 影响 4 pH 为 3 一 4 时， 呈现 
7ATEMAVTER, AKA BLAME, WH RAKE MEF pH © 
为 5 一 9 时 的 植株 ， 有 的 甚至 腐烂 ， 且 无 细小 侧 梓 出 现 ， 当 PH 为 
10 时 ， 幼 苗 生 长 缓 惕 ， 种 根 死亡 较 多 ， 但 有 侧 很 出 现 ， 贾 丰 生 研 
RU, TERR pH 的 要 求 不 严 ， 但 随 着 秆 株 的 生长 愈 显示 出 对 
酸性 的 不 适应 性 。 

披 碱 草 具有 一 定 的 抗旱 能力， 在 年 降水 量 为 250--300 毫米 的 
地 区 生长 尚好 ， 根 据 内 蒙古 白旗 额 里 图 牧场 栽培 ，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 
当 土 壤 很 将 薄 时 ,1974 一 1975 两 年 平均 证 产量 为 188 AT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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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1 不 同 含 盐 量 对 几 种 禾 本 科 牧 草 发 芽 率 的 影响 | 

by hp UG (NaCl) 7k Re WEE BE (96) | 
wee | UW A | 

| 1.0 | 1.5| 2.0 5 

. | BaF 75.0 | 7725, 65.0 | .45。0.| 22.5| 3265. | 1205} 4.0 | 0 [0 
xk BR 草 ) 

iin % 1100. |. 103 | 86.7 | 60.0 | 30.9 | 43.3 | 15.3] 5.3 | 0 | 0 

100.0 101.2 

RRB | 95 73.3 | 67.7 | 65.3 | 66.7.| 62.0 | 33.7] 12.3] 7.7] 2.3 
Fa T= Be 

% 100 77.2 | 71.3 | 68.7 |-70.2 | 65.3 | 34.7}. 12.9) 2.3] 2.4 

RE | 96.3 | 93.3 | 80.0 | 75.3 | 7667 | 6007 | 51-3) 22. 3112.7 7.3 
垂 穗 披 碱 草 | 

% 100 96.9 |.83.1 | 78.2 | 79.6 | 63.0 | 53.3] 23. 2/13.2| 7.6 | 

在 较 肥 沃 的 土壤 上 则 可 亩 产 500 公斤 左右 。 

披 碱 草 具 有 较 强 的 抗 寒 能 力 ， 在 内 蒙古 锡林浩特 地 区 ,1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为 -280"0， 绝 对 最 低 气 温 为 =37sC 的 条 件 下 , 其 越冬 率 可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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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98 一 99.5%， 即 使 播种 期 较 晚 ， 只 要 幼苗 已 达 2 一 3 片 时 时， 就 能 
顺利 地 越冬 。 于 白旗 额 里 图 牧场 分 期 播种 试验 表明 ， 在 1974 年 8 

月 23 日 及 9 月 3 日 播种 的 小 区 ， 第 二 年 越冬 良好 ， 越 冬 率 显著 地 

FARRAR REE, 

i EFEX SAAB A, (AE Ba, _— 次 

MBE BRE, 在 生长 的 第 二 至 四 年 内 , 抽穗 期 浊 割 第 一 次 时 ， 

再 生 章 产量 占 两 次 刘 制 时 总 产量 的 14.7 一 24.3% ,开花 期 进行 第 一 

次 浊 割 时 ， 则 再 生 草 产量 相应 占 8.5 一 19.1%， 成 熟 期 浊 割 则 不 能 

形成 再 生 草 。 

饲 用 价值 ” 披 碱 草 具 有 较 高 的 产 草 量 ， 在 内 蒙古 引种 , AH 

ART, HEF AIK 375 一 650 公斤 旱地 栽培 , 亩 产 可 达 175 一 

200 公斤 。 产 草 量 以 利用 的 第 一 、 二 年 为 最 高 ， 以 后 逐渐 下 MR, ££ 

期 浊 割 ， 第 二 年 干草 产量 每 亩 可 达 337.4 公 斤 ， 第 三 年 谋 产 为 

283.65 公斤 ， 第 四 年 亩 产 257.3 A, 2A T4E MF 90.65 4 

厅 ， 仅 占 第 二 年 的 26.9 听 。 适 宜 的 利用 年 限 为 2 一 4 车 ,在 三 年 内 ， 

不 同 浊 制 期 ， 以 成 熟 期 产 草 量 为 最 高 ， 三 年 平均 亩 产 391.05 公斤 。 

开花 期 浊 割 亩 产 377 公斤 ， 抽 穗 期 浊 制 亩 产 255.85 公斤 ， 成 部 期 

浊 割 时 产 草 量 略 高 于 开花 期 ， 但 由 于 品质 下 降 ， 其 蛋白 质 总 收获 量 

反 低 于 开花 期 。 披 碱 草 的 种 子 产 量 较 高 ， 在 内 蒙古 于 灌溉 条 件 下 ， 

每 雷 可 产 63 一 132 公斤 ， 旱地 为 20 一 57;4 公 

披 碱 草 为 中 等 的 饲料 品质 ， RRA INA, 各 种 化 学 成 分 含 

量 如 表 23 一 2。 | 

表 25 一 2 ” 披 碱 草 不 同 生 育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 

iH a OF CO z. 

ae | 粗 脂 肪 | ote | 2 | me 
2.67 29.61 | 41.36 | 11.42 

HF at = 

| 14.94 

10.70 

| 10.08 

2.48 33.61 43. 27 9.94 

2.77 35.82 | 40.43 10.90 mY 党 Baa 

期 
期 

期 



在 接 碱 草草 从 中 ， 哇 占 的 比例 较 少 ， 茎 秆 所 十 比例 大 ， 而 质地 
粗 硬 ， 是 影响 饲料 品质 的 主要 原因 。 据 测定 ， 蔡 占 草 从 总 重量 的 
50—70%, tery 16 一 39%， 花 序 占 9.5 一 19.0%。 分 于 期 各 种 家 瘟 

均 喜 采 食 。 抽 穗 期 至 始 花期 浊 割 所 调制 的 青 干 蔚 ， 家 畜 亦 喜 食 。 退 
于 感 花期 对 割 调 制 的 于 草 ， 茎 秆 粗 硬 而 叶 量 消 ， 可 食性 下 降 ， 利 用 
率 下 降 。 
栽培 要 点 ; 
1, 技 碱 草 适应 性 较 强 对 播种 期 要 求 不 严 ， 在 北方 日 作 栽培 条 

件 ， 雨 季 播 种 〈7 一 8 月 ) 是 抓 全 苗 的 关键 措施 ， 由 于 播 期 较 晚 , 配 
合 播 前 采用 两 次 钢 地 或 邦 地 ， 对 于 消灭 国 间 杂 草 具 有 重要 意义 。 
02. 调制 干草 的 适宜 浊 割 期 以 抽穗 至 始 花 期 较 好 。 
“3. 种 子 落 粒 性 强 ， 采 用 人 工 或 马 拉 机 具 浊 割 采种 时 ， 以 种 子 晴 

I A, 
4. 技 碳 草 虽 较 抗旱 ， 但 在 条 件 许 可 情况 下 ， 灌 水 施肥 是 溃 高 产 

量 ， 改 进 饲 料 品质 的 重要 措施 。 
( 彭 启 乾 ) 

24。 肥 披 碱 草 

Elymus excelsus Turcz. 

别名 wee.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植 株 粗壮 。 秆 直立 , HAR, Bw 140— 

170 OOK, FAIA 6 毫米 ， 叶 鞘 除 上 部 的 一 个 外 ， 都 比 节 间 长。 叶片 

局 平 ， 长 15 一 30 厘米 ， 宽 1 一 1.6 厘米 ， 上 面 粗糙 ， 下 面 光滑 ， 带 

PRE, PREP HI, Mit, K 15 一 22 厘米 ， 宽 10 一 12 毫米 ; 

每 节 生 2 一 3 个 小 穗 ， 小 穗 长 12 一 15 毫米 ， 含 5 一 7 小 花 ; BBB 

形 ， 长 10 一 13 毫米 ， 具 5 一 7 条 明显 而 粗糙 的 脉 ， 先 端 具 长 达 7 训 
RATE; 外 释 上 部 具 5 条 明显 的 脉 ， 第 一 外 释 长 8 一 12 BK,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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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 20 BK, ith. AM MKT 颖 果 长 圆 形 , RRM 

色 (图 24)。 
地 理 分 布 ” 肥 披 碱 

草 在 世界 上 主要 分 布 在 

北半球 的 赛 温带， 我国 

WEBS. RK. 

鲜 、 日 本 以 及 伊朗 、 土 

耳 其 等 国都 有 分 布 ， 呈 

非 地 带 性 分 布 。 

肥 披 碱 草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区 位 于 北纬 30 一 

50 BE, AZ 100 一 120 

度 的 范围 内 。 整 个 分 布 . 

区 从 东北 向 西南 旺 一 带 …: 

状 ， 即 从 寒 温 带 针 叶 林 

区 ， 经 内 蒙古 东部 及 东 
南部 , 过 黄河 进入 陕西 ， 

四 川 而 上 于 青海 东部 。 

本 种 主要 分 布 FT 

原 、 森 林 平 原 地 带 的 山 

坡 、 草地 稍 湿润 的 地 方 图 24 ppp Llymus excelsus — 

以 及 沙丘 ， 成 为 草原 植 Turez， ba 

被 中 的 重要 组 成 植物 。 目 前 在 东北 、 WR. Wt, TL HR 

青海 等 地 已 广泛 驯化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R SEER AMAR, BEB 

发 的 适宜 温度 为 20 一 30*C。 在 大 田 条 件 下 ， 种 根 数目 平均 为 "4 条 ， 

第 一 条 在 播种 后 8 天 出 现 ， 侧根 在 播种 后 13 
天 出 现 ， 播 后 23 AM 

根 总 长 度 为 48.9 毫米 。 播 种 当年 不 能 抽 入 、 开花 ， 为 典型 的 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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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CIMA, SSSI, SER. AP 
期 内 要 求 的 有 效 积温 (810) 为 800—900%, AE wa 的 物候 期 

如 表 24 一 1， 

表 24 一 1 _ 肥 披 碱 草 的 物候 期 (日 /月 ) 

生活 年 限 | 地 区 | 返青 期 | BER ae | a8 

 Inpanyeael 25/3 
se 

北京 15/3 

一 肥 披 碱 草 在 内 蒙古 呼和浩特 地 区 ,栽培 条 件 下 , 7 Ea, 
以 后 边 抽 穗 边 开花 ， 开 花 持 续 时 间 较 短 ， 为 5 一 9 天 左右 。 首 先 在 

穗 状 花序 中 三 分 之 一 处 开花 ， 逐 渐 向 上 、 下 延续 开花 ， 小 穗 开花 延 
续 时 间 为 6--8 天 ， 较 本 属 其 他 种 为 短 。 肥 披 碱 草 一 天 开花 的 时 间 ， 
一 般 在 13 一 16 时 达 最 高 峰 ， 开 花 高 峰 期 仅 2 或 3 小 时 。 开 花 时 所 
需 温度 较 高 ， 为 26—37%, ARH 60—70%, 

肥 技 碱 草 属 旱 中 生 多 年 生 禾 草 ， 适 口 性 强 。 抗 寒 性 良好 ， 一 般 
能 耐 - 30"C 的 低温 。 呼 和 浩特 地 区 ， 生 活 第 二 、 三 年 的 植 侏 ， 越 冬 
率 为 110%。 在 北京 一 般 管 理 水 平 下 ， 播 种 当年 的 分 昔 数 有 16 个 。 
根系 发 达 ， 主 要 分 布 在 0 一 3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生 活 第 一 年 根 长 32 

厘米 ， 第 二 年 根系 主要 分 布 于 0 一 26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第 三 年 在 0 一 
3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分 布 的 根 量 占 总 根 量 的 90% 左 右 。 肥 披 碱 草 而 
旱 性 较 强 ， 在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为 200 一 400 毫米 的 地 区 生长 良好 .在 

内 蒙古 自然 条 件 下 ， 一 般 的 管理 水 平 ， 再 生性 为 中 等 ， 一 年 可 浊 割 
2 次 :维持 高 产 的 年 限 4 一 5 年 左右 ， 以 第 二 年 产 草 量 最 高 。 到 生 
活 第 五 年 ， 其 产量 仅 为 生活 第 二 年 的 :27.6%%。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 生育 天 数 

at 这 1/7 

3/4 28/7 6/5 

ARAB EBE, KE EPA IE PE RR PLE FT S| PERRO, ARR 
经 济 性 状 发 生 较 大 变化 ， 主 要 表现 为 植株 高 度 增 加 ， 由 野生 状态 下 

的 69 厘米 增 至 92,1 一 124 厘米 ， 单 株 分 蓝 数 增加 ， 生 境 条 件 越 好 ， 

© 87 e 



分 理 数 越 多 ， 如 在 肥力 中 等 ， 年 灌水 虐 次 并 施 基肥 的 二 地 上 ， 三 年 : 、 

生 植 株 的 分 莫 数 达 11 个 。 此 外 ， 植 株 茎 秆 变 细 + 由 野生 状态 下 的 

4 毫米 变 为 3.5 一 3.9 毫米 ;叶片 变 长 、 变 宽 ， 单 株 叶 片 | 增加 玉 野 

AE PACKET HG 18.0 厘米 ， 宽 1.3 BOK, BRIT HAA. WR 

WEA S| PRA, SEO KRRIGRAEARE, RRS 

越 好 ， 变 性 越 大 ， 可 见 ， 它 对 水 、 肥 的 反应 较 敏 感 。” 三 

AAT 肥 披 碱 草 返 育 早 ， 分 砷 拔节 持续 时 间 长 ,时 量 较 丰 

富 ， 生 长 前 期 草 质 较 好 ， 开 花 成 熟 后 ， 纤 维 含量 剧 增 ; SH, 

适口 性 降低 ， 因 此 ， 应 提前 在 不 有 晚 于 抽穗 期 利用 ， 可 以 提高 该 草 的 

0 

及 有 机 掀 质 消化 率 也 均 较 高 ， 见 者 24—2, 24—3, 

表 24 二 2 ” 肥 披 碱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90 和 加 

占 风 干 ew fer 

oe ae ete ee 

8.14 

ERB 1K. a 

9.82 2.65 35.86 36.50 

6.40 1.85 42.94 

表 24 一 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项 - — fe 9 

ot fi 能 
4 名 称 

pee 

OKRIZAIT 

mae | 12.35 | 2.10 | 65.33 

| ( 兆 焦 /公斤 ) 
AG 

(%) 
HEA MK 

(%) 

11. 21° | 9.19 _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经 引种 栽培 的 肥 披 碱 草 、 人 饲 用 价值 比 野生 状态 下 为 高 ; 主要 原 

因 是 植株 的 茎 叶 比 例 相 对 提高 ,在 野生 状态 下 ， 叶 量 只 占 总 重量 的 

28.2% 3 er 52.4% 。 而 引种 裁 培 的 时 量 占 总 量 的 30—43,.1% 

24 39.8 一 30.7%。 后 者 的 叶 量 比 前 者 增加 2 一 15% ，: 引 种 栽培 后 

的 肥 披 碱 草 叶 量 ， 除 比 老 芒 麦 低 以 外 BARRE EB i 

。88.， 



RR24—4, | , 

K—4 APRS RRS SH HL OPA) 

ws <a % | i 较 | % | it | % | 比 B 

, KB He sea Aeausbi | 50.7 100% | 30.0 | 100% | 19.3 | 100% 

RM HR | RAB | 65.7 | - 4.4%] 27.2 | +9.3% 

8 © #& | 生活 第 二 年 抽穗 期 | 47.5 | +6.3%| 46.2 | - 54% 
BBRBE | HBA | 63.5 |-25.24%| 23.1 

7.5 |+61.14% 

6.3 |+67.21% 

13.4 |+30.57% + 23% 

RRE MCR BATTER, ARAMA RUE, 

Ae 38 — EAR, FF ae TH 428.15—620 公斤 ， 北 京 地 
区 则 为 767 公斤 。 该 章 在 内 蒙 十 的 种 子 产量 每 亩 103.25 一 126.05 

公斤 。 大 面积 栽培 的 披 碱 草 表现 良好 ;特别 是 较 适 宜 于 有 轻 度 及 于 

度 直 渍 化 的 土壤 上 载 培 ， 因 此 ， 该 草 是 干旱 和 半 王 旱地 区 栽培 驯化 

很 有 前 途 的 优良 牧草 。 

载 培 要 点 ”播种 前 细致 整地 ， 施 足 底肥 并 进行 秋 翻 地 ， 来 年 春 

季 进 行 邦 太 ， 种 子 要 精 选 去 臣 ， 春 、 夏 、 秋 三 季 均 可 播种 。 割 草地 

| SHRED 1 5 一 2 公斤 左右 ， 千 粒 重 5.75 克 ， 每 公斤 种 子 有 
26.6 万 粒 。 条 播 行距 30 厘米 左右 ， 覆 土 3 一 4 厘米 为 宜 。 种 子 也 

可 适当 减少 播 量 的 25 一 30% ， 使 行距 加 大 为 ,45 一 50 厘米 。 

该 草 初 期 生长 缓慢 ， 应 注意 灭 草 。 播 种 当年 产量 不 高 ， 为 了 增 

加 经 济 收 益 ， 可 与 一 年 生 麦 类 、 豆 类 、 油 料 等 作物 间 种 ， 其 中 与 谷 

子 间 种 ， 增 产 效果 显 者 ;也 可 和 紫花 划 攻 间 种 ， 及 时 中 替 除 草 ， 牙 

松 土壤 。 拔 节 至 穗 期 ， 结 合 施肥 灌水 1 一 2 次 ， 可 显著 增产 ， 亦 能 

增加 种 子 产 量 。 

一 般 年 浊 割 1 次 , 再 生 草 可 放牧 利用 , 种 子 田 要 及 时 收获 ， 当 有 

— 50-60% 的 小 穗 变 黄 时 ， 即 可 收 种 。 

(ZH 43) 



25。 垂 穗 披 碱 草 

Elymus nutens Griseb. 

别名 Ak. BEF. ) 

WATE SIR, 50-70 厘 米 ， 栽培 种 80 一 120 悍 

x. PERM, RRR. FH, R39, BAVA. 中 

扁平 ， 长 6 一 8 厘米 ， 宽 3 一 5 毫米 ,两边 微 钥 糙 或 下 部 平滑 ,上 面 Bi 

LAE, MARES EE WA, ER, KA 0.5 SR. 入 

状 花 序 排列 较 紧 密 ， 小 重 
iam 25 

多 偏 于 穗 轴 的 一 侧 , 曲折， 

先端 下 垂 ,长 .5 一 12 EK, 

通常 每 节 具 2 小 穗 ， DE A 

绿色 ;成 熟 带 紫 色 , 长 12 一 . 

15 HK, &3—4 AME, 

BKB, 长 4 一 5 BA, 

具 1 一 4 毫米 长 的 短 世 ;外 

释 长 披 针 形 , 具 5 tks EK 

12 一 20 毫米 ， 粗 糙 , 向 外 

反 曲 或 稍 展开 ， 内 称 与 外 

释 等 长 〈 图 25 一 1)。 

地 理 分 布 “ 垂 穗 披 碱 

草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河 

it. 陕西: 甘肃 .宁夏 、 青 

海 、 新 疆 、 四 川 、 西 藏 等 

省 《区 ) 在 国外 ; REO 
NG WD 9 HANS 

WEARER peggy set MRAE Blymus nutans 

雅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Griseb. 

° 90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垂 穗 披 碱 草 茎 叶 茂 感 ， 当 年 实生 苗 只 能 

fit, 生长 第 二 年 一 般 生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返青 ，6" 月 中 名 至 7 月 

下 和 抽穗 开花 ，8 月 中 、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02 一 120 天 左 

se | 

— EPRMRA ARS. REDE DR, 当年 实生 苗 一 般 
可 分 级 2—10 4+, -LEERRAAIS, TGS 22-46 个 ， 生 长 第 二 年 分 给 
数 达 30 一 80 个 ， 其 中 半数 以 上 能 开花 结子 。 抗 寒 ， 幼 苗 能 耐 低 温 

的 侵袭 ， 据 观察 ， 在 青海 同 德 县 ， 当 气温 下 降 到 一 38" 时 ， 能 安全 

越冬， 越冬 率 为 95 一 98%。 适 应 性 强 ， 无 论 在 低 海拔 的 河北 ， 或 

高 海拔 的 青藏 高 原 均 生 长 良好 ， 适 应 海拔 高 度 的 范围 为 450 一 4500 
米 。 在 青海 省 年 平均 气温 - 26 和 的 泽 库 县 ，- 3.4% 的 曲 玛 菜 上 县 ， 

都 表现 生长 发 育 良 好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各 种 类 型 的 土壤 均 能 生长 。 
据 报道 ， 能 适应 DH 值 7.0 一 8.1 的 土壤 ,并 且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 抗 时 
为 发 强 ， 根 系 入 士 深 可 达 88 一 100 厘米 ， 能 利用 土壤 中 的 深层 水 。 
ARRAS 过 长 则 枯黄 死亡 

“ 垂 穗 技 碱 草 具 有 广泛 的 可 塑性 。 喜 生长 在 平原 、 高 原平 滩 以 及 
山地 阳 坡 、 沟 谷 、 灶 阴 坡 等 地 方 。 在 滩地 、 阴 坡 常 以 优势 种 与 矮 凡 
HE. (Kobresia pygmaea), #2 76¢- 3 (Stipa purpurea) ARE 

EY, 在 青藏 高 原 海拔 3500—4500 KE. We. RWB 

地 带 ， 生 长 高 大 茂 感 ， 形 成 垂 穗 披 碱 草 草场 ， 在 稍 干旱 的 生境 ， 常 
能 占领 大 苇 草草 场 的 空间 ， 形 成 优势 层 片 ， 与 茂 茂 草 〈4cjnatpe- 
rum splendens), ‘27EBRBRE CA. purpurascens) 等 组 成 着 苇 草 、 

牌 穗 披 碱 草 草场 ， 在 路 旁 、 沟 边 、 河 漫 滩地 带 ， 能 形成 大 片 植 从 或 
小 片 群落 ;在 灌 从 草 甸 高山 草 甸 上 一 般 散 生 和 有 零星 生长 ， 往 往 以 
AEE BB A HEAT BG 

垂 穗 披 碱 草 经 栽培 驯化 后 ， 在 青海 各 地 广泛 种 植 ， 可 建立 人 工 
打 草 场 ; 与 冷 地 早熟 禾 (Poa crymophila) 草地 早熟 禾 (CP. pra- 

tensis) 混 播 ， 建 立 打 草 、 放 笋 兼用 的 人 工 草场 。 
« Ole 



饲 用 价值 ， 垂 穗 技 碱 草 质地 较 柔 次 ， 无 刺 毛 、 刚 毛 、. 无 味 ， 易 
于 调制 干草 。 成 熟 后 茎 秆 变 硬 ， 人 饲 用 价值 降低 。 从 返青 至 开花 前 ，- 
%. +, ¥RER, LHEGRER, FERMENT RM ZH 
变 硬 则 只 食 其 叶子 及 上 部 较 柔 软 部 分 。 调 制 的 青 干草 (开花 前 刘 制 ) 
是 冬 、 春 季 马 、 牛 、 羊 的 良 等 保 采 牧草 。 属 中 上 等 品质 牧草 。 开 花 
前 营养 价值 较 高 ,开花 后 期 营养 价值 略 有 下 降 ， 它 含 的 粗 灰 分 少 ;各 
个 生长 季节 粗 蛋 白质 含量 变化 幅度 较 小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25 一 1 

表 25--1 BMRA Ra R*(%) 

占 RF Py ii 
分 
Pig 水 分 | BE lien] ware | GF 复 机 天 让 e| 磁 
me “- 草 68.78 |:3.15 | 0.70 | 8664 | 16.45 | 2.28 10.09) 0.1575 

+ H | 抽穗 期 1 4027 | 9.65 | 2.14 | 26.50 | 50,45 | 6.99 10.27) Os4s2s 

coe 10.08) 2.24 | 27.68 | 5207 | 7-30 0.28) €. 5050 

ee Ff 70.66 | 2.67|0.69| 8.24 | 15.64 | 2.08 |0.09 0.1325 . 
- 8 | FEM] 2.97 | 8.91 | 2.29 | 27.24 | 51.72] 6.87 10.30) 0.4425 

干 草 四 . 7.08 jo. 0. 4450 

eo 草 2.60 [0.13] 0.1500 

于 FF | AR 6.75 |0.35| 0.3875 

a mend... 6.94 0.36) 0.3975 

of 44.46 | 3.42 | 1.18} 19.63°| 28.04 | 3.27 0.15] 0.1775 

于 HB | SeRy | 2.43 | 6.00 | 2.08 | 34.48 | 49.27 | 5.74 |0.26|.0.3125 

+ .# 6.15 | 2.13 | 35.34 | 50.50 | 5.88 |0.27| 0.3200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EMRE, SFO, RRR, ARRAS. 其 

叶 比 见 表 25 一 2。 

表 25 一 2 委 穗 披 碱 草 莹 叶 比 例 测定 表 

sw ines S| a ae 7 全 全 和 和 
gee | ob” fam ool «x | ESE) a 

Fr 7E OW | 116.8 ' 500.0 369.8 73.96 130 26.04 

° 92.° 



ZI ih pil) RaW LA 25 一 2， 各 生育 期 产量 与 粗 蛋 白质 含量 

”变化 网 图 25 一 3 。 

由 垂 穗 披 磊 草 组 90 

成 的 天 然 草场 ， 一 般 80 

亩 产 青 干 草 100 一 120 

公斤 ; 大 工种 植 草场 ， 

在 开花 期 浊 割 一 般 亩 
产 350—800 ANT. 

生性 强 ， Hy HE PR Be . . : 

Hy te Ab OE i 
落 , 开 花期 株 高 50 一 20 

60 厘米 时 浊 割 ，9 10 

”月 下 旬 测 产 ， 一 般 诗 0: 

Fe we EL G60— 120 4 EO 

斤 ; 人 工种 植 草场 ， 图 25 一 2， 垂 穗 披 碱 草 草丛 结构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150 一 ea : api 

200 公斤 .在 种 子 成 熟 | G/mD (%) 

80% It, BY ET Rh, By 

产 种 子 40 一 7.5 公 斤 ， 

每 公斤 种 子 40.2— 

45.4 HM, HE 

250—400 公斤 。 青 藏 

高 原 种 植 的 垂 穗 披 碱 

草 ， 当 年 只 能 进入 抽 

穗 期 ,不 能 开花 结子 ， 

He? + Et 75—175 抽穗 ”开花 ALAA ER 
INF Yat 去 和 AT。 PINE AES os 3 an uy ge a ee Re Ae 态 见 表 25—3, 质 含量 曲线 图 

e 93 e 



表 25 一 5 SRRWEPER (公斤 / 军 ) 
再 生 Bm Pe ik 

SAE Ho) | 鲜 a fae | we e | A joe a CB 2K) (厘米 ) 

播种 当年 38.5 | 280.65 91.25 一 

5 = = 120-1 | 1800.00 “| 733.15 66.65 

第 = 年 117.5 2118. 25 800.25 75.00 36.5 218.8 

第 四 年 108.4 | 1393.20 | 550.30 54.20 38.0 | 241.5 

第 -五 年 100.0 1106.55 393.30 61.80 

第 六 年 88.6 | 1040。.25- | 350540 49.3. 

XI AERA PHFRRSREKEORBARE. 用 

BEALE RELAIS. FL #, TORE. 

栽培 要 点 ”播种 的 前 一 年 要 求 夏 、 秋 季 深 翻 地 B4MARE,. 

FET AS EEA. RRA, ARR Re 

RAKE. “FR, PLM. GE. ERR 

以 4 月 下 名 至 5 月 中 旬 播 种 为 宜 。 千 粒 重 22—-25R, Swe 

量 1 一 1.5 公斤 ， 行 距 20 一 30 厘米 ， 播 深 3 一 5 BK. 有 灌水 条 件 : 

的 地 区 , 应 早 播 ， 有 利 提高 当年 产量 。 
重重 披 碱 草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注 意 消灭 杂 草 ， 有 有 条件 的 地 方 可 在 

拔节 期 灌水 1 一 2 次 ， 生 长 2 一 4 年 的 产量 较 高 ， 第 五 年 后 产量 开始 

下 降 ， 因 此 从 第 四 年 开始 要 进行 松 土 、 切 根 和 补 播 草 子 ;可 延长 草 

场 使 用 年 限 。 | FRY F 

(7 Tf)... 

64.2 漳 

Elymus sibiricus L. 

别名 西伯 利 亚 披 碱 草 。 

老 芒 麦 含有 一 些 变形 种 ， 但 未 有 分 类 鉴定 ， 常 有 异 名 ， 如 多 叶 

se。 94 。 



形态 特征 、 多 年 生 草本 ，, 芷 从 型 ， 须 根 密集 而 发 育 。 秆 直立 或 | 
IBAA, 粉 绿色 ,， 具 3 一 4 节 ，.3 一 4 个 叶片 , SEER | 
5 一 6 “Hs, 5 一 村 Di), Ais hel. MG, FRET 

ils Mee, BUR, 长 0.5—1 3K. 叶片 扁平 ， 内 卷 ， 长 10 一 20 

厘米 ， 宽 5—10 毫米 (多 叶 老 芒 麦 叶片 长 45 二 35 厘米 ， 宽 8- -16 

2K), 两 面 粗糙 或 下 面 平 滑 。 Te KA Fr its PF TE, Ke 15—25 厘米 ， 

A 34—38 My, SP2NE, ADCRALBS TRAIAN; 

ADRAC BERG, 含 4 一 5 MADE, GRRE. Ad GE 

K, K4—5 BK, 具 3 一 5 脉 ， 外 释 披 针 形 ， 密 被 微 毛 ， 具 5 脉 ; 

第 一 外 生 长 8-11 ZS 

米 , 芒 稍 开 展 或 反 曲 ， 
长 10 一 20 3k, AF 

与 外 释 几 等 长 ， 先 端 

2B, ARMA E, 
PREM, AB 
落 (图 26)。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BERRA 

发 达 ， 闪 土 较 深 。 者 

播 第 一 年 ， 祖 系 的 分 
布 以 土 层 3 一 18 厘米 

处 为 最 密 ,18 一 54 Je 

米 处 次 之 ,54 厘米 以 

下 根系 稀少 。 生 活 的 

第 二 年 ， 根 系 入 土 可 

达 125 JH 米 。0 一 23 

厘米 分 布 最 密 ，23 一 

83 厘米 次 之 ,83 厘米 Fl26 #323: Llymus sibiricus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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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则 分 布 很 少 ， 分 蓝 节 在 到 土屋 3 一 4 ORAL. BEB ERS 

根系 久 竺 深度 之 比 约 为 1: 1.2。 和 车 活 第 三 年 的 根系 产量 《10 一 50 

OK) 每 亩 可 达 635 公斤 CFE), Wt LPR 1 UE. BA 

RA, WAAL MKS, ZENER OE He Pa, Web AR A 
蒸发 。1975 年 ， 青 海 同 德 巴 滩地 区 严重 旱灾 ， oe dd 500. 

公斤 干草 的 高 产 。 
老 芒 麦 播种 当年 以 营养 枝 为 主 ， 第 二 年 以 后 则 以 生效 靶 占 优 

势 ， 一 般 在 返青 后 90 一 120 天 开花 ， 穗 状 花序 开花 整齐 ， 就 一 个 花 

序 而 言 ，3 一 5 天 即 可 完成 ， 群 体 开 花 ， 也 不 过 10 一 12 天 。 PA 状 花 

序 一 般 自 上 部 三 分 之 一 sh AACE SEI, ARLE! 下 部 同时 天 
放 ， 最 后 基部 小 穗 。 就 一 个 小 穗 而 言 ， 基 部 的 小 花 首先 开放 逐次 
向 上 ， 水 穗 顶部 的 小 花 最 后 开放 。 一 天 内 开花 的 时 间 集 中 在 12 二 
13 时 ， 其 他 时 间 开 放 极 少 ， 开 花 最 适 温 度 是 25—30°C, Mik we 
度 是 45 一 60% 。 属 异 花 授 粉 植物 ， 但 自 花 授粉 率 也 较 高 ;开花 授 
粉 后 很 快 形 成 种 子 ， 一 般 10 天 左右 达 乳 熟 期 ，15 RRM, 20K 

右 可 以 完 熟 。 穗 状 花 序 中 部 的 种 子 质量 最 好 ， AF HEP 50- 150 公 

ir, FH 3.5 一 4.9 克 。 
BEBE, EKCREEM, BE FE 可 浊 割 两 次 ， 一 般 再 生 章 
产量 占 总 产量 的 20% 左 右 。 属 旱 中 生 植 物 ， 在 年 修 水 量 为 400 一 

500 毫米 的 地 区 ， 可 行 旱地 栽培 。 在 干旱 地 区 种 植 ， 如 有 灌溉 条 件 
可 提高 产量 。 

老 芒 麦 分 蓝 能 力 强 ， 分 更 节 在 地 玫 3 一 4 厘米 深 处 ， 在 - 38°C Hy 
低温 下 幼苗 不 受 冻 害 ， 能 耐 二 4%@ 的 低温 。 冬 季 气 温 下 降 至 二 36 一 
-38%C 时 ， 能 安全 越冬 ， 越 冬 率 为 96% 左右 。 在 青藏 高 原 秋季 重 
霜 或 气温 下 降 到 - g8*C 时 ， 仍 能 保持 青绿 ， 有 效 地 延长 了 利用 时 间 。 
在 青海 、 新 疆 、 内 蒙古 、 黑 龙 江 等 高 寒 地 区 栽培 均 能 安全 越 脏 
长 良好 。 在 内 蒙古 由 返青 到 种 子 成 熟 需 120 天 左右 。 需 活动 积温 为 
1500—1800°C, ARPA 700—8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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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 NAY BER OR Pm, POE eT ee TT 
Wh tet K Bw, 4 pH7—s, A 盐 溃 化 主 壤 中 亦 能 生长 

具有 广泛 的 可 塑性 ， 能 适应 较为 复杂 的 地 理 、 地 形 、 气 候 条 件 : 可 

以 建立 单一 的 人 工 割 草地 和 放 愧 地 ， 与 其 它 禾 草 、 豆 科 牧 章 混 播 可 

及 建立 优质 、 高 产 的 人 工 草 地 ， 其 中 多 时 老 蓄 交 植 你 较 高 ， Br 

和 多， 时 量 大 ， 叶 片 不 易 脱落 ，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92.94% , 

如 表 26—1, 

表 26 一 1 多 叶 老 芒 朗 荃 叶 比例 

s | © #& F 株 高 | 总 重量 
(厘米 ) 7) Gi) | mw 6Ui aS og SE RA OE, 

| | 重量 GH)! % BM GO| % 

青 海 . 同 德 130.2 | FF ££ 500.0 | 335.3 |67.06| 164.7 32.91 

青海 贵 南 128.7 开 £ 500.0 | 334.8 6R。 aa 165.2 33.04 
i 1 

多 时 老 芒 麦 结实 性 能 好 。 宙 产 种 子 量 及 草 量 均 高 ， 在 青海 非 灌 

溉 条 件 下 ， 栽 培 播种 当年 亩 产 干草 128.5 公斤 ， 第 二 年 至 第 四 年 平 
均 株 高 139 一 147 BK, WSF ER 703. 35 一 996.70 AA, We 

如 表 26 一 2。 

表 26 一 2 SHHESE SRS 

均 株 高 平均 林 ; 产量 〈 公 斤 / 亩 ) 再生 草 产量 (公斤 / 亩 ) 

| 4 章 | 于 | 草 | # F 青 草 -| 五” 章 
(HEX) HF 林 £ wal 

第 525- ”年 27 377 129.5. | 

第 二 年 144 2343 860 | 96.5 375 112.5 

第 = 年 146 “| 2806.5 996.5 99 418 125 

第 四 年 i39 =| 2050 703 73 294.5 64.5 

秆 五 年 132 | 1949 650 60 一 一 

BN 年 111 | 1633 546.5 50 一 一 

饲 用 价值 “ 老 芒 麦 适 口 性 好 。 马 、 牛 、 羊 均 喜 食 ， 特 别 是 马 和 
FEA. BRM CLlymus & Clinelymus) 中 志 用 价值 较 高 



的 一 种 。 植株 无 毛 、 无 味 、 开 花 前 期 各 个 部 位 质地 柔软 已 花期 后 仅 
下 部 20 厘米 处 蔡 秆 稍 硬 。 叶 量 丰 富 ， 特 别 是 多 叶 老 芒 麦 的 时 片 多 

而 宽大 。 一 般 播种 当年 叶 量 占 总 量 的 50% 左 右 , 生活 第 二 年 以 后 ， 
朱 穗 期 叶 量 -- 般 占 40—50%, 25 35-47%, 花序 占 6 一 15%， 再 

生 草 时 量 占 60- 一 70%。 一 般 谨 产 干草 200 一 400 公斤 ,- 高 产 可 达 
500 ATUL. 营养 成 分 含量 丰富 ， 消化 率 较 高 ， 夏秋 季节 对 幼 畜 

RA, BAPE ROMA ROAR, DNA, 
HUFRSREBRER, PHELREY, OR. PERE. 
牧草 返青 期 里、 枯黄 期 迟 ， 绿 草 期 较 一 般 牧 草 长 30 天 左右 ， 从 而 

”提早 和 延迟 了 衣 草 期 ， 对 各 类 牲畜 的 饲养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需 其 化 - 

学 成 分 及 消化 率 见 表 26 一 3、26 一 4。 

HWS BEANLEMAR (%) 

eg eH 占 Rl 让 Sy 质 
7 ———[—$——————— 

az | me wm oe | 2B | on xo 

a f 6.52 11.19 (2.76 25.81 | 45.86 72 83 

Hh Mm 期 9.07 13.90 2.12 26.95 38.84 9.12 

开 + 期 9.44 10.63 1.86 28.47 42.81 | 6.99. 

成 熟 期 6.06 9.06 1.68 31.84 44.22 6. 60 

消化 能 “| 。 代谢 能 
| OMIA 元 光 焦 / 公 斤 ) 

ae Sere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老 芒 麦 作为 栽培 牧草 ， 在 国外 开始 于 十 八 世纪 未 ， 十 九 世 纪 初 

期 ， 俄 、 英 、 德 等 国都 有 研究 的 纪录 。 苏 联 作为 新 的 牧草 栽培 开始 

于 1927 年 。 中 国 六 十 年 代 开 始 在 西北 、 华 北 、 东 北 等 地 推广 种 植 ， 

由 于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根 系 入 土 深 ， 抗 寒 性 很 强 ， 故 在 三 北 地 区 越 



冬 性 良好 ， 是 很 有 经 济 价值 的 栽培 牧草 。 
荔 培 要 点 ”播种 前 深 翻 土地 ， 如 春播 , 应 在 前 -- 年 夏秋 季 翻 地 ， 

ji RI, BAe, PE, FAM KMRL, A 
灌溉 条 件 的 地 区 ， 可 在 播 前 灌水 ， 以 保证 播种 时 丧 情 。 春 、 夏 、 秋 
三 季 均 可 播种 和 因 昔 期 生长 缓慢， 春播 应 予 防止 春日 和 二 年 生 隶 草 
的 危害 。 秋 播 应 在 初 霜 前 30 一 40 天 播种 ， 播 晚 苗 期 生长 时 间 短 ， 
贮备 养分 不 足 ， 易 造成 越冬 死亡 。 

老 芒 麦 种 子 具 长 艺 ， 播 种 前 应 行 截 蕊 ， 增 强 种 子 流 动 性 ， 加 大 
播种 机 的 排 种 齿轮 间隙 或 去 这 输 种 管 。 播 种 的 过 程 应 注意 种 子 流 动 
情况 ， 防 止 堵塞 ， 保 证 播种 质量 。 播 量 一 般 每 亩 1. 25 一 1.5 公斤 ， 
种 子 田 可 酌 量 减少 。 | 

BEB IGRI, ARERR, ZED. RR 
灌水 结合 施肥 ， 在 青海 同 德 地 区 亩 产 可 I EE B6—58%, A KK 
力 训 退 的 老 芒 麦 草地 ， 分 蓝 期 亩 施 过 磷酸 钙 12.5 公斤 ， 当 年 可 增 - 
产 鲜 草 43.6% 。 青 藏 高 原 一 般 每 年 割 干草 1 次， 水 肥 充 足 可 收获 
两 次 ;温暖 地 区 每 年 可 收割 两 次 ， 第 一 次 应 在 开花 前 期 进行 。 可 与 
ERE (Vicia amoexra)、 紫 首 蒋 等 豆 科 牧草 混 播 ， 建 成 良好 的 
人 工 草地 。 据 试验 ， 混 播 牧 蔡 适 当 的 管理 利用 可 连续 丰产 四 至 六 年 
再 生 力 与 耐 牧 性 稍 关 ， 如 在 生长 季节 连续 放牧 2 一 3 华 ， 草 地 显著 
退化 ， 但 秋季 浊 割 后 的 再 生 草 ， 在 各 季 进 行 放 笋 ， 对 草地 影响 不 
大 。 种 子 成 熟 易 脱 落 ， 要 及 时 收获 ， 一 般 种 子 达 60 一 75% 成 BM, 
即 可 进行 收获 。 

仅 ) = 9 这 a ; m= 过 

27. We WS 草 

Eremochloa ciliaris Cli.) Merr. 

别名 百 足 草 。 

。 996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朴 从 型 。 秆 直立 , 细弱， 高 20 一 40 

厘米 ， 具 3 一 4 节 ， 花 序 以 下 被 微 毛 。 叶 多 密集 于 基部 ， 叶片 质 较 

Bi, MARE, BER, 基部 长 达 10 BK, B1—-2BK, 

总 状 花 序 单 生 于 秆 项 ， 弯 曲 成 镰刀 状 ， 长 2 一 4 厘米; 小 穗 成 对 生 

FAH; 有 柄 小 穗 退 化 仅 佘 呈 刚 毛 状 的 柄 ， 无 柄 小 穗 呈 覆 瓦 状 排列 

于 穗 轴 的 一 侧 ， 长 3. 5 一 4 BK H- AHL, LRRAE KB 

(图 27)。 ae, 
HRS} 4g BATES) PRB. PON, OK. 

等 省 (区 ); 国外 主要 分 布 St , | 

于 东南 亚 等 地 。 tc.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s BL 4) BE tp Se, AB 

KF HE 
Beige, 5 月 中 旬 开 
花 ，9 月 下 外 成 熟 ，11 月 
开始 枯黄 。 

Hh CE eg AH 
壤 或 水 化 红壤 的 低 山 丘陵 
地 上 为 优势 种 或 常见 种 ， 
在 中 亚热带 出 丘 草丛 草地 

为 常见 种 。 在 江西 泰和 县 
只 见于 紫色 砂 质 岩 的 丘陵 - 

和 阶 状 坡地 上 ， 这 反映 了 
Wms GFE A UD a RY ro LG RSS 

a, KARR EP PAYOR 
特点 。 ee SSS 
iE BME oo wing Krenochlon ciliaris 

HeERe, FATE, 4, (L.) 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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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8 半 都 喜 食 ,。 蛋 自 质 含量 较 低 /( 表 :27 一 1)。 据 在 江西 、 上 广西 调查 ， 

每 亩 产 鲜 草 266. 6 一 400 公斤 ， 草 质 柔 软 ， 利 用 率 高 ， 是 当地 较 好 的 

放 由 场 和 割 草场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27 一 1。 

27-1 BANE MOR 〈%) 

占 人 

结实 期 11.02 | 4.81 1.74 30.90 41.30 10.23 | 0.19 | 0.02 | 0.66 

* 中 国 科学 院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分 析 。 

PRESEN AR BIRR, TRA Re Ce 27 一 

2)。 

表 27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目 | 粗 蛋 白质 | AUG wR we | OR 
in (%) (%) | 化 率 (%) | ( 兆 焦 / 公 斤 )| ( 兆 焦 / 公 斤 )| 各 让 
A Ez 

ame | 5.09 1:38 50.82 8.36 | 6.70 结实 期 

* 北京 农业 天 学 分 析 。 

(郭志 芬 ) 

28. 假 fr FE 

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形态 特征 SEER, AMS. ARLTT, Be 30 厘米 。 
PA, WH, BRM, MORK GMRRME. Ma 

质 ， 具 纤毛 ， 约 0%.5 SK, BRA. HAG. WHR, KS 

| OVER, FE 2 一 4 毫米， 先端 鳄 。 总 状 花 序 单 生 于 秆 项 端 ， 长 4 一 

*101- 



OK, S82 20k, Hit, RHBRIRSH. RAT VAER, 

BERK, KA2 2K, DEWETS HT. AMDB, MAE 

DW, CHNESBARK, HAINFRHH—-M, KA4EK, & 

2 小 花 。 第 一 花 雄 性 ， 仅 含 SMES, 第 二 花 两 性 ， 柱 头 红 棕 色 。 

第 一 颖 与 小 稳 等 长 ， 状 下 部 边缘 有 不 明显 的 短 刺 ， i ages ol 

翅 ; BO PABBAK CA 28). 

地 理 分 布 “ 假 俭 草 为 热 性 植物 ， 

”广泛 分 布 在 我 国 南方 广东 、 广 西 、 贵 

州 、 江 西 、 浙 江 、 江 苏 等 亚热带 和 党 

海地 区 ， 如 江西 更 江 及 其 支流 沿岸 的 

WE, EARS RAD Ds 东南 

亚 一 带 也 广泛 分 布 。1916 年 引入 美国 ， 

经 培育 改良 用 于 美国 南方 的 草坪 ， 称 

CrP fl APPEL”, 常用 于 观赏 或 公共 场 

所 的 草坪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一 假 俭 草 高 

暖 热 , 湿 润 的 生境 、 在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WAKA, ARAKI BA Re 

AB ERP RAMEE. WRB. 

裁 培 的 草坪 草 ， 于 旱 生 境 限 制 根 系 的 

发 育 ， 需 要 灌溉 ， 才 能 保证 良好 的 发 

育 。 

对 土壤 适应 的 幅度 较 广 ， 能 在 多 

种 土壤 中 良好 生长 。 喜 湿润 . 政 松 和 沙 人 
质 的 土壤 ， 在 将 薄 粗 质 的 土壤 能 以 充 “图 28 假 俭 草 Eremochioa , 

4 ee SRB VEL, FE pH4.5— ophiuroides (Munro) 

Hack, 
SSR RBA. EL 

7k a He KD Me, AER BL SRE RE EET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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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R PMR, RRM RI, BER 
| ren AMAARARR, SKVKIAIAK, SRR, Boy 

繁茂 ， 形成 密集 的 草丛 。 在 低 湿 地 形 ;， 冲积 的 沙壤土 常 组 成 比较 单 

纯 的 草 旬 群落 ， 常 有 显 者 的 优势 ,其它 成 分 数量 不 多 。 常 见 群 落 的 
Am PA: WAR (Cynoden dactylon), & jE (Digitaria san- 

guinalis). iB 2 (Eragrostis Sp.) 7x H Aw. (Les pedeza 

cuneata) SEM 2B (Al ysicar pus vaginalis) 等 ， 在 低 湿 地 区 

HEAD (Polygonum hydropiper) SBwHY, HAS, B 

盖 度 常 达 90% 以 上 。 在 森林 、 灌 木 破坏 以 后 由 中 旱 生 、 和 中 人 生 的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组 成 的 灌木 草丛 类 ， 常 有 和 白 羊 曹 (Botprrocpioa 

ischaemum).,, -鸡眼 草 〈 人 waterowia striata) 等 混 生 组 成 的 群落 ， 

FEM Peis WKAR . 7A ea FI A BRS EX CEremochloa ci- 

liaris), 

假 俭 草 是 喜 湿 润 和 沙 性 土壤 的 植物 ， 也 出 现在 农田 除 地 ， 河 流 
Di, ERRELRTRW KR, AMAIE, DEAR, 

KBR. BRK, RRP SS. RAKAER ME, RA 

作为 季节 性 牧场 ， 能 耐 家 畜牧 食 ， 唯 草 层 稍 低 ， 高 度 约 在 5 一 10 厘 

米 ， 营 养 枝 高 度 只 有 5 一 8 BK, AMRF 15 厘米 ， 地 上 部 生物 

ByK 250 公斤 (HB), 

假 俭 草 为 喜 热 植物 ， 南 方 城市 绿化 常用 以 培植 草坪 。 时 绿色 至 
蓝 绿色 ， 发 育 粗 壮 、 节 得 的 叶 状 茎 和 厚 密 的 叶子 ， 在 阳光 充足 的 环 

境 ， 可 以 形成 平整 紧密 较 厚 的 地 面 覆 被 。 稍 耐 萌 ， 明 收 水 分 的 能 力 

强 沁 栽培 时 应 保证 其 需要 的 水 分 ， 才 能 良好 的 发 育 。 茎 时 柔 坟 的 章 

从 ;不 耐 强烈 的 践踏 ， 常 用 以 培植 观赏 或 公共 场所 的 草坪 。 作 为 草 

Pin, 已 培 育成 一 系列 新 的 品系 。 茎 的 颜色 ， 有 浅 红 色 ， 黄 色 或 

绿色 5 红 茎 的 稍 能 耐 热 ， 不 耐 低温 。 美 国 俄 克 拉 何 马 州 〈Okjlapho- 

ma) 培育 的 俄 克 劳 .(Oklawn) 种 ， 外 形 蓝 绿色 ， 能 适当 的 耐 于 

燥 和 热 ， 并 稍 能 适应 荫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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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 假 俭 章 章 从 密 ， 枝 叶 当 二 RR ABER, 
SR ATT, HL LACE TER, WAI eC JE 
FENCING BCR, FOAM RAY Te Hee I BE VBA 282, 
HLA RAAB: FORME 129, 于 本 装 : 

428-1 假 俭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生育 期 分 

结 ee 10.75 

* 中 国 科学 院 综 合 考 察 委员 会 。 

表 28 一 2 饲料 千 物 质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cnbihe chink’ «tices wane 
Rhee, FRA, RRA, RRR SS 
Pw EAE, HAUSER, FL ERE CR RR, 
护岸 ， 保 持 水 土 的 作用 ， 在 适宜 的 气候 、 土 壤 条 御 , TR 
eo . TWAS 

栽培 要 点 ， 假 俭 草 用 作 竹 畜 的 放牧 饲料 ， 主 要 是 利用 天 然 生前 
牧草 。 现 时 ，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常 栽培 用 于 绿化 和 草坪 ; RE 
时 ， 普 通 采 用 无 性 繁殖 的 方法 ， 移 植 锁 入 茎 ， 利 用 分 入 或 断 茎 栽 补 

可 以 迅速 形成 草坪 。 亦 可 采用 种 子 党 殖 ， 建 成 草坪 需要 时 间 较 长 ， 
假 俭 草 的 培植 不 需要 精细 的 整地 和 肥沃 的 土壤 ， 在 中 产 酸 性 和 

TFS ASC DLE EN, RAL > EH 生长 
A LM AT A, TEAR, eo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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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黄 绿色 ， 特 别 在 施用 氮肥 之 后 ， 可 以 少量 的 施用 铁 质 肥 料 ， 以 该 

正 项 缺 铁 症状 ， 游 能 促进 生长 。 耐 旱 性 弱 ， 在 干 星 情况 下 党 限制 松 

系 的 发 育 ; 应 保持 灌流， 以 促进 其 正常 发 育 。 剂 割 次 数 过 多 ， 或 过 

低 ， abies BABB. 

CHIME = HEH) 

f 29. 4 尾 草 

Festuca elafror Le 

别名 BMF. BARMH.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丛 生 草 本 ， 高 60 一 120 BK, BARK, BF 

| GRRE. HH, HH, DRS. MRAP, MEAL, 

不 甚 明显 ， 哇 片 扁平 ， 长 10 一 50 厘米 ， 宽 0.4—0.8 厘米 ， 上 面 粗 
糙 ， 下 面 平滑 ，; 具 光泽 。 花 序 呈 松散 的 圆锥 状 ， 长 约 10 一 20 厘米 ; 
NERA, KH 1.5 厘米 ， 含 5 一 8 小 花 ， 第 一 颖 1 脉 ， 第 二 颖 
3k. BY, FoR, 外 称 具 3 一 7 tk, ORAS, WE, 
32% (图 29)。 

地 理 分 布 牛尾 草 我 国 自 二 十 世纪 二 十 年 代 开 始 引 种 ， 现 在 东 

dé. 华北 、 西 北 以 及 山东 、 江 苏 等 地 〈 区 ) HARE, FER 
FH, HASH aR. 

| 符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和 牛尾 草 适 于 温暖 湿润 的 气候 条 件 ， 比 较 
耐寒 ， 耐 旱 ， 在 降水 600 一 700 毫米 左右 的 地 区 生长 较 快 ， 在 湿润 

肥沃 的 土壤 条 件 下 发 育 最 好 。 在 较 贫 将 的 土壤 上 ， 如 能 加 强 管理 ， 
适时 灌水 ， 也 能 正常 生长 。 对 排水 不 良 、 盐 碱 度 较 高 或 酸性 较 强 的 
王 玉 有 较 强 的 抗 性 。 在 南方 高 温 地 区 难以 过 夏 ， 在 青海 、 内 蒙古 、 
黑龙 江 等 地 不 易 越冬 。 

”后 尾 草 的 条 系 分 布 很 深 ， 须 根 坚 万 粗壮 ， 吸 水 能 力 强 。 虽 具 得 ， 
根 鞋 ， 但 在 紧密 草皮 十 中 难以 依靠 根茎 繁 殖 。 只 要 环境 条 件 适 合 ， 

"也 05。 



牛尾 草 的 结实 能 力 很 强 。 

牛尾 草 早期 生长 组 

慢 ， 历 以 苗 期 的 竞争 能 力 

较 绊 ， 但 其 生长 年 限 长 ， 

BOT Ja TB RAS ERM 

其 他 杂 草 难以 侵入 ， 有 较 

好 再 生 能 力 ， 耐 践踏 。 

据 南 京 农业 大 学 的 观 

in: 9 月 底 播种 的 后 

尾 草 , 越冬 前 高 约 15 一 20 

厘米 ;第 二 年 3 月 开始 返 

A; 5 月 初始 花 ， 株 高 90 

厘米 ，5 月 下 名 盛 伦 ， 株 

高 130 厘米 ，6 月 上 名 种 

F KH. 

饲 用 价值 ”牛尾 草草 

质 略 粗糙 ,如 能 早期 利用 ， 

各 种 草食 畜 都 喜 食 ， 尤 其 

适 于 喂 牛 ， 但 适口 性 略 

EFRE 4H (Bromus 

图 29 42m Festuca 本 . rll 

inrmsi) 、 猫 尾 草 (Phreum pratense) 等 +L HE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均 29 一 1。 

表 29 一 1 牛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yt ih | 生育 期 
PP 二 

水 分 

- 符 a | 亲 70.0 3.70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想 纤 维 [ 腔 出 锅 祖 灰 分 | a | 

1.69 

风 于 物 质 

10038) 

0.17 | 0.62 7-7 | 1463 | 2.61 

牛尾 草 宜 于 浊 割 青草 ， 调 制 干草 或 制 做 青贮 料 ， 也 可 以 作为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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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放 笋 地 。 军 产 干草 在 300 公斤 以 上 ， 亩 产 种 子 30 一 40 AT. & 

MIRA 63%, HB RAR 413%, 

栽培 要 点 ”牛尾 草 的 播种 春 、 夏 、 秋 均 可 ， 其 中 以 秋 播 为 好 ， 

可 以 条 播 或 撒播 ， 行 距 30 一 50 厘米 ， 播 深 1 一 2 厘米 。 可 与 三 叶 草 

属 和 萌 蒋 属 的 笋 草 混 播 ， 建 立 放牧 场 。 也 可 以 与 猫 尾 草 (Phleum 

pratense) 、 鸡 脚 章 (Dact ylis glomerata) Fi ®#H (Lolium 

perenne) 等 混 播 建立 采 草场 ， 单 播 时 播 和 量 每 亩 1.5 一 2 公斤 ;， 建 
立 种 子 田 每 亩 播 量 1 公斤 。 

(页 幼 陵 ) 

30。 羊 Hy 

Festuca ovina L. 

别名 ”酥油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密 从 型 。 根 须 状 。 秆 瘦 细 ， 直 立 ， 高 

15 一 35 厘米 ， 仅 近 基 部 具 1 一 2 节 。 上 叶鞘 开口 几 达 基部 ， 无 毛 。 上 时 

片 内 卷 呈 针 状 ， 质 较 软 ， 长 2 一 6 BK, DRA KAI 20 BK. 

圆锥 花序 紧缩 ， 有 时 几 成 穗 状 ， 长 2.5 一 5 厘米 ， 小 穗 绿 色 或 带 紫 

色 ， 长 4 一 6 毫米 ， 含 3 一 6 小 花 ; 颖 披 针 形 ， 第 一 颖 长 1.5 一 3 毫 

， 米 ， 第 二 颖 长 3 一 4 SK: 第 一 外 释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3 一 4.5 BK, 

先端 具 短 芒 〈 图 30)。 

地 理 分 布 “ 羊 茅 在 我 国 多 分 布 于 西南 、 西 北 各 省 区 的 高 山地 、 

可 升 至 亚 高 山地 。 东 北 和 内 蒙 古 草原 也 有 分 布 ， 在 四 川西 部 山地 竺 

直 分 布 范围 从 2800 米 到 4700 KAA; 在 国外 分 布 于 欧洲 、 亚 洲 及 

美洲 的 温带 区 域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羊 茅 春季 萌发 较 早 , 分 茧 力 强 , 基 生 叶 丛 

发 达 ， 营 养 枝 的 叶片 比 生殖 枝 的 叶片 长 两 倍 多 ， 形 成 较为 紧密 的 检 

丛 。 分 性 幼 芽 受 发 达 的 叶 丛 保护 ， 不 易 受 霜冻 危害 ， 在 夏季 气温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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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月 份 7 一 8 月 份 )7 其 华科 
迅速 生长 ， 开 花 结 实 ， 再 生性 

能 尚好 。 在 海拔 3500 米 的 高 原 

土 ，6 一 7 月 中 名 刘 制 后 ， 还 可 

形成 一 次 放下 再 生 草 。 

羊 茅 为 中 旱 生 植物 ， 耐 低 

温 ， 抗 霜 害 ， 适 于 沼泽 土 以 外 
的 中 等 湿润 或 稍 干旱 的 土壤 生 

长 。 为 高 一 、 亚 高 山 草 旬 和 高 

是 草 原 常见 的 草 种 之 一 。 草 秸 
+, PE Ril eRe Be 

长 ， 适 应 范围 较为 广泛 土壤 

pH5 一 7 均 能 适应 。 耐 将 薄 ， 

但 在 肥沃 土壤 上 生长 更 好 。 

Ata aOR 
i, 4. 羊 、 马 均 喜 食 ， 特 别 

.为 编 羊 所 嗜 食 。 羊 茅 为 密 丛 型 

Keer, AM MRI, 形成” 

上 有 弹性 的 生 草 土 ， 因 此 ， 耐 

践踏 和 耐 笋 。 

BP IRAN, (2.3) e138, 

GN 

Oe << pe 

Si 

one 

图 30 Ee 2 Festuca ovina L. 

营养 枝 发 达 ， erent 

ane. aie, FeeLersem, 2hkeeees oan 

:侧耳 在 夏 来 秋 初 ， 疝 能 第 二 次 再 生 。 羊 芒 相继 形成 两 次 高 的 可 

‘svelidanen RTE SAS OL > Be ARB 

UV, 救 民 们 把 它 誉 为 “ 硬 草 ”、 

分 如 表 30 RAR. 

EA “REL”, FAA 

在 四 川 阿 巩 藏 族 自治 州 红 原 县 海拔 3500 米 的 地 带 人 aM 

漂 ， 亩 产 鲜 草 达 900 公斤 。 如 进一步 加 以 人 工 培 育 ， 呈 可 用 作 放 牧 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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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0 羊 华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6) 

ih a Sead Bi 
nee | 粗 脂肪 | wee [cee] ae) 全 | ow 

2.29 10. 10 1.09 | 0.52 35.07 | 29.20 

2.63 41.09 23.41 18.67 2.60 0.39 

。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 夏 综合 考察 队 分 析 。 

的 补 播 材 料 。 

| CF 4 

31.。 中 华 羊 茅 

Festuca sinensis Keng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60 一 75 厘米 ， 栽 培 种 高 70 一 90 | 
米 。 有 具 须 根 。 秆 直立 ， 基 部 稍 倾斜 ， 具 4 节 ， 节 紧缩 , 无 毛 旺 紫色 。 

叶 条 形 ， 长 6 一 16 厘米 ， 宽 2 二 3.1 毫米 ， 直 立 ， 质 地 稍 丁 ; LE 

或 被 微 毛 ， 叶 鞘 松 弛 ， 无 毛 ， 长 或 短 于 节 间 ; WAM HIE, 

膜 质 或 革 质 ， 具 微 毛 ， 长 0.4 一 1.5 毫米 。 圆 锥 花序 开 展 ， Ke 
13K, ERAS, PRO PRR, LBA 1 一 2 分 枝 ， 小 枝 具 2 一 

4 SAN BE, NFR 3—4 枚 小 花 ， 小 穗 长 8 一 10 毫米 ， 淡 绿 或 带 紫 

i; 颖 先端 渐 尖 第 一 颖 长 5 一 6 毫米 ， 具 1 一 3 fk, Bo 颖 长 7 二 
8 毫米 ， 具 3 脉 ， 极 少 4 脉 ; MKARRKEHB, Hook, BW 

生长 0. 8 一 2 毫米 短 芒 ， 内 释 狭 长 圆 形 。 颖 果 成 熟 时 紫 褐 色 - (图 31)， 

MED PRESSOR, Wie, HREM, 

SMSSESSRE PEF MELA PL PRR, 6 

月 上 上旬 孕穗 ， 7 月 上 、 中 名 开花 ， 8 月 下 名 至 9 月 上 有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为 102 一 124 天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生长 期 约 为 150—210 天 。 

MAAK, MRR, ALIA 85 厘米 以 上 ， 具 有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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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能 力 。 据 观察 幼苗 期 ， 

气温 在 0 %C 以 下 ， 仍 能 

正常 生长 。 冬 季 能 抗 低 

Wi - 38.1 hy BBA 

候 ， 异 年 越冬 率 仍 在 

90% 左 右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Hit FPG RE, 

在 pH 值 7.4—8.8 的 土 

壤 中 生长 发 育 较 好 。 适 

应 性 强 ， 在 青藏 高 原 ， 

海拔 为 2300 一 3806 2K. 

的 地 区 均 生 长 发 育 良 
好 ， 在 内 蒙古 、 四 川 、 

青海 .甘肃 等 省 区 种 植 ， 
也 表现 较 好 。 各 地 多 年 
种 植 未 发 现 病虫害 。 有 

较 强 的 分 昔 能 力 。 当 年 

Pb AY a} BE 10 一 25 个 ， 
图 31 462438 Festuca sinensis Kong 

第 二 年 后 可 达 30 一 48 个 ， 最 高 达 58 ts 野生 的 实生 苗 一 般 当 年 分 

募 2 一 5 个 ;: 补 播 天 然 草地 实生 苗 ， 当 年 可 分 莫 3--6. 个 。 温 耐 牧 ， 

Tt PBR, FREER. FAR RMX Ja, 经 50—70 Ky Piste AY I 20— 

28 厘米 。 生 长 第 二 。 三 年 的 人 工 草地 ， 在 盛 花期 收获 青 干草 后 , 株 

高 可 恢复 到 24 厘米， 平均 每 亩 仍 能 获得 再 生 鲜 草 ,164 公 搬 。 

中 华 羊 茅 喜 生 在 沙 壤 质 或 轻 粘 质 暗 栗 钙 土壤 中 ， 最 通 生境 条 件 

为 海拔 .2700 一 3700 米 的 水 墙 、 沟 渠 边 地 、 向 阻 缓坡 及 平 滩地 。 具 有 

较 广泛 的 可 塑性 ， 适 应 各 种 比较 复杂 的 生境 条 件 ， 随 地 形 s* oe 

度 的 变化 而 组 成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 在 湿润 的 滩地 和 阳 披 土 ; 前 

以 亚 优势 种 出 现 ， 与 从 生性 禾 草 及 杂 类 草 组 成 滩地 、 阳 坡 草地 ,在 

* 卫 10，。 



海拔 3400 一 4000 米 的 滩地 、 河 谷 以 亚 优 势 种 或 主要 伴生 PHBL 

Ei (Kobresia pygmaea) , Fegan his (Ptilagrostis concinna) 

Re Aa, BREWER 3.27%, 是 夏秋 各 类 牲畜 的 主要 

KREG, BPFH 40 一 60 公斤 。 

驯 奉 茂 培 的 申 华 羊 芒 ， 可 单一 建立 人 工 曹 场 wy SRR 

草 、 豆 科 草 建立 混合 人 工 草 场 ， 一 般 亩 产 干草 250 一 575 公斤 ， 是 

冬 春 补 饲 各 类 性 冀 的 主要 人 工 草场 之 一 。 
饲 用 价值 ”中华 羊 芒 蕉 秆 柔软 ， 地 上 部 分 营养 枝 多 , RM ee, 

仅 在 完 熟 期 下 部 20 厘米 处 质地 变 硬 ， 质 量 降低 。 各 生育 期 都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白 质 ， 以 抽穗 期 及 开花 期 为 最 高 ， 分 别 为 14.39% 和 

14.09 吧 ， 开 花 后 期 进入 乳 熟 期 时 ， 粗 蛋白 质 下 降 到 10.36%, 

灰分 含量 中 等 , 粗 纤 维 含量 低 ，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31 一 1。 

表 51 一 1 中 华 羊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pi 8 wy 质 

分 析 种 类 生育 期 水 分 Bw te 
粗 蛋 白 粗 脂肪 | 粗 纤维 让 ipy| RD a Be 

| | 

青 草 68.84 | 4.48 | 0.98 | 9.16 |14.24| 2.30 | 0.11 |0.0883 
抽穗 期 

和 干 草 4,95 |13.68| 2.99 |27:94|43.43| 7.01 | 0.34 |0.2694 

青 草 69.19 4.34| 0.87 | 9.69/13.80| 2.1 | 0.09 |0.0823 
开花 期 

se 章 | 60.40 | 4.10 | 1.04 |13.45118.30| 2.71 | 0.10 (0.1015 
FL 

于 草 | 5.86. | 9.75 | 2.48 | 31.98| 43.48] 6.45 | 0.23 10.2407 

清 # 56.08 | 4.10 | 1.17 115.82|20.20| 2.63°| 0.09 |o.1016 
id 

5c BH | 
~~ 4.88 8.87 | 2.53 34.27] 43.76] 5.69 | 0.20 |0.2200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青草 期 为 马 、 牛 、 羊 、 骤 、 怠 最 喜 食 ， 开 花 后 期 营养 成 分 虽 有 所 下 | 
降 , A EE, MEGA. HMA AARA TR, OF 
We BER, BRK R= ESA BOF HON, 

*1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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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A, BEARER, WR. | 
对 中 华 羊 茅 株 从 结构 的 分 析 ， 天 然 草场 上 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 

的 36.0%，, 栽培 种 为 37.32%， 详 见 表 31 一 2 

表 51 一 2 ”中华 羊 荡 葵 叶 比 例 表 

z Lc C4: 
She | SPR —orhe py | a amt 

重量 GH) % “| 重量 Gey | % 
KREG 开花 期 320.0 64.0 180.0 36.0 500.0 

栽培 草场 开花 期 313.4 62.68 186.6 37.32 500.0 

Pees PRA OK RH, KYB FH 120-140 公斤 。 经 

裁 培 驯化 后 ， 产 草 、 产 子 量 都 较 高 ， 播 种 当年 亩 产 于 草 50 一 60 公 

斤 ， 第 二 年 至 第 五 年 亩 产 干 草 256 一 439.5 407, Be” APF 36. 5— 

55 公 斤 。 产 量 见 表 31 一 3。 

表 51 一 5 中华 羊 茅 旱 作 条 件 历年 产量 

eR ARB) tt  * J eee ek 年 限 ¥en Bagh 干草 | 种 子 | 再 生 草 | 
18.9 56.3 

85.6 402.6 53.3 90.2 

89.7 439.5 55.3 120.3 

419.9 54.8 

75.5 384.2 51.7 

70.6 340.4 46.8 

中 华 羊 茅 易于 调制 青 干 草 ， 利 于 机 械 化 作业 ， 在 青海 省 各 地 均 

被 评 为 优等 牧草 。 收 获 干 草 最 适时 期 为 感 花 期 ， 种 子 收 获 期 ， 应 为 

种 子 75% 左 右 成 熟 时 进行 。 其 后 的 再 生 草 还 可 以 利用 放牧 。 

栽培 要 点 “中华 羊 茅 种 子 中 等 大 小 ， 要 求 播种 前 一 年 夏秋 翻 耕 

整地 ， 硬 土地 要 细碎 平整 ， 并 进行 镇 压 。 播 前 最 好 机 械 灭 杂 草 ' 可 

减轻 杂 草 对 幼苗 的 危害 。 播 种 当年 要 浅 耕 ， 施 入 底肥 ,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地 区 可 行 播 前 灌水 。 播 期 要 求 不 严格 ， 春 、 夏 、 秋 泡 可 。 青藏 高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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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适宜 春播 , 稍 暧 地 区 可 夏秋 播 , 最 ; 迟 不 能 晚 于 7 月 底 。 于 粒 重 0.5 一 | 

0.8 克 ， 播 种 量 每 亩 0.6 一 1.0 公斤 ， 种 子 用 每 亩 0. 5 一 0.75 ANT, ) 
播 深 2 厘米 ， 条 播 行距 30 厘米 。: : 播种 当 年 生 长 缓慢 ， 要 求 及 时 除 

Jee, FEA BH, 可 在 分 募 期 灌 水 和 施肥 ,使 于 草 产 量 提 高 

68% 以 上 。 

WP VAR 32.3%) 3 FF 

Festuca valesiaca Gaud. subsp. sulcata CHack.) 

Schinz et R. Keller ; 

BZ eM. : 
CSE SEERA, BAN. ARE, 秆 直立 , 纤细 ， 

高 30 一 60 厘米 。 叶 片 丝 状 条 形 ;， 宽 约 0.5 毫米 ， 内 卷 ， 粗 糙 。 圆 锥 ， 
形 花序 狭 窗 ， 直 立 ， 稍 疏松 ， 长 8 一 12 厘米 。 小 穗 绿色 或 稍 带 紫红 
色 ， 椭 圆 形 或 长 机 圆 形 ， 长 7 一 8 毫米 ， 含 5 一 7 小 花 ， 颖 披 针 形 ， 
光滑 ， 第 一 颖 长 1.5 一 2 毫米 ， 第 二 - 颖 长 3 一 4 涯 米 ， 外 程 长 4.5 一 
6 毫米 (图 32) 。 

地 理 分 布 为 半 村 不 大 二 诡 国 新 于 ， 疡 渤 共 大 半天 前 兹 和 阿 
尔 素 山 、 准 噶 尔 西部 山地 、 北 塔山 和 伊犁 谷地 ， 国外 在 欧洲 、 苏 联 
高 加 索 、 补 亚 和 西伯 利 亚 的 西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沟 羊 茂 为 多 年 生 密 从 用 草 , 广 旱 生 植物 ， 
生态 分 布 幅 度 广 ， 在 新 疆 北 戏 各 山地 ， 从 海拔 1600 KA 低 山 丘陵 

到 海拔 2500 米 的 中 山 山 地 均 可 见 到 ， 并 常 成 为 群落 建 种 群 种 或 优 
A, Wmwme + WB CAretemisia frigicla) HRMEF + 

~ FREES, 
HTWERCRAR TRE DETR TR, AOMORI 

原 气 候 条 件 下 ， 因 此 ， 具 有 根系 发 过 ， 分 药力 强 ， 叶 片 内 卷 成 针 状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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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一 系列 生态 特点 。 

YE SE XT IK at IZ 

应 敏感 。 当 两 水 充足 

时 ,营养 枝 生 长 迅速 。 

据 测定 ， 春 季 多 雨 的 
北 覆 玛 依 力 出 北 坡 ， 

大 约 4 一 5 天 株 高 即 

可 生长 1 厘米 。 秋 季 

在 水 分 较 充 足 的 条 件 

EF; APR PYAR 

HK BB FF, 

Vy AH XT EE 

选择 要 比 针 茅 属 各 种 

植物 严格 ， 它 不 耐 将 - 

薄 与 粗糙 的 基质 ， 适 

宜生 长 在 土 层 较 厚 ， 

富 含 有 机 质 呈 中 性 或 
/ 图 32 沟 羊 芒 Festuca valesiaca Gaud. 

略 仿 硫 性 的 黑色 十、 subsp. sulcata(Hack.)Schinz et 

meet. R. Keller 

不 宜生 长 在 含有 盐 碱 的 土壤 。 

沟 羊 芒 为 下 繁 草 ， 耐 浅 踏 ， 适 于 放牧 利用 ， 再 生性 强 ， 种 群 比 

较 稳 定 。 春 季 萌 发 较 早 抽穗 也 较 早 ， 秋季 产生 的 分 葛 菠 形成 大 量 的 

短 营 养 枝 ， 具 有 明显 的 春秋 两 个 发 育 期 。 因 此 在 一 年 中 ， 生长 期 也 

较 长 。 据 在 天 山北 坡 低 山 草原 带 观察 ， 3 月 初 开始 萌发 ， 5 月 上 条 

拔节 抽穗 ， 中 旬 开 花 并 陆续 结实 ，6 月 中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脱 落 ， 7 月 

至 8 月 进入 夏 眠 ， 9 月 初 再 度 萌发 ，10 月 中 旬 停 止 生 长 。 

ABE WEF APSR SELB A 草 ， = 叶 较 纤 

细 ， 光 滑 ， 无 毛 ， 全 株 可 食 。 抽 穗 后 质地 较 粗 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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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羊 桩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在 春季 和 秋季 营养 枝 生长 旺盛 ， 粕 
蛋白 质 和 粗 脂 肪 含量 都 较 高 , 同时 富 含 矿物 质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32。 

表 352 HRN MAW) 
4 风 于 #3 质 

ff a|8 mw wile 2) * 8,2) x o 

19.28 4.44 22.06 41.87 12.36 a 养 期 

抽穗 期 16.30 4.88 28,69 43.46 6.67 

结 . 实 期 13420 3.04 28, 39 47.50 8.06 

于 ti 期 | 6.63 4.70 31.31 48.23 9.14 

让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 析 。 

WSFEBS HAR, BRAD EME. SER, +E 

食 。 抽 穗 后 草 质 粗 老 ， 适 口 性 下 降 。 秋 季 新 生 的 营 养 枝 适 口 性 良 

if, BWW. GL EGER. | : 
沟 羊 茅 的 产量 据 在 天 山北 坡 低 山 带 ， 紫 泥 泉 地 区 定位 观测 ， 在 

针 茅 + 羊 芒 于 草原 中 ， 平 均 约 占 总 产量 的 18.19%) 在 营 子 + SE 
+ 羊 蒂 十 首 草 荒 漠 草 原 中 ， 平 均 约 占 总 产量 的 21.3%， 困 此 ， 羊 茅 

生长 最 旺盛 的 时 期 能 提供 干草 产量 为 10 一 12.5 公 斤 / 亩 。 

沟 羊 茅 春季 萌发 早 , 秋季 再 生 旺 盛 ， 冬 季 枝 叶 保 存 完 好 , 短 营 养 

枝 在 雪 下 可 以 保持 青绿 状态 , 为 天 然 放 牧场 优质 饲 用 植物 。 牧 民 誉 为 

“酥油 草 ", 因 抽穗 前 与 秋季 再 生长 的 株 从 能 起 俱 肥 作 上 用。 由 本 种 组 成 

的 于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放牧 场 是 新 疆 北 疆 地 区 重要 的 冬 、 春 、 秋 效 场 。 

CHF WG. E75 RG FREY) 

3304 办 AE 

Hemarthria sibirica (Gand.) Ohwi 

别名 FR, BRR, aR Ba, 

* Tiss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70 一 100 BK, ARS. SAH, 
AEMME, FRUERS, PRED, RE, SLAW, Wht 
易 折 。 叶 片 较 多 ， 叶 线形 或 广 线形 ， 长 10-25 厘米 ， 直 立 或 斜 上 ， 
Jom, HH, MRK PR, BOARE, Ake, 
MED, SEAR, 1 毫米 。 总 状 花 序 单 生 或 成 东 抽 出 ， 花 序 轴 
坚韧 ， 长 达 5 一 10 厘米 。 节 间 得 粗 ， 长 4 一 6 SK. PLA 成 对 小 

稿 ， 一 有 柄 ， 一 无 柄 ， 外 形 相似 ， 披 针 形 ， 长 .5 一 7 BK. A 柄 :小 
穗 柄 扁平 ， 与 肥厚 的 穗 轴 并 连 ， 有 一 茶 两 性 花 ， 发 育 良 好 。 无 柄 小 
穗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7 BK, RMAF EDM MH Me, Ae 
杀 花 ， 一 为 完全 花 ， 一 为 不 育 

ttn ABAD, SPR 

质 ， 透 明 (图 33)。 

地 吾 分 布 ， 本 种 植物 六 泛 

分 布 在 我 国 北方 各 省 区 并 在 

DIK NMA HR, Se. BE 

及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后 

赐 草 在 地 形 低 湿 处 生长 旺 感 。 
为 稻田 、 沟 底 、 河 岸 、 湿 地 、 

湖泊 边缘 常见 的 野生 禾 草 。 根 
茎 及 乌 忽 枝 生 活力 旺盛 ;因而 

有 时 构成 大 面积 的 单 优势 种 群 

落 , 以 无 性 繁殖 为 主 。 这 种 禾 草 
于 7 APRS 8 ALDH, 

花期 较 短 。 开 花 后 ， 茎 叶 生 长 

量 小 ， 质 地 变 硬 。 因 此 ， 宣 在 

开花 期 和 花期 前 供 作 饲 用 。 

饲 用 价值 “和牛 蒜 草 作为 饲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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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牛 鞭 章 Hemarthria sibirica 

(Gand.) Ohwi 



用 植物 ， 其 干草 的 营养 成 分 分 析 如 表 33。 为 禾 草 中 营养 成 苍 偏 低 的 
种 类 。 每 克 鲜 叶 中 含 维生素 C 0.1 毫 克 ， 这 与 一 般 禾 草 无 大 类 异 。 
粗 纤维 量 相对 较 多 ， 诈 口 性 不 高 。 青 草 的 荃 叶 和 柔嫩 时 ， 稍 有 甜 味 ， 
马 掉 花 穗 、 因 水洗 净 ， 钢 碎 语 ， 马 。 APL 羊 喜 吃 , 适 作家 畜 的 饲 草 。 
于 草 切 碎 后 与 其 它 饲料 混 含 ， 才 能 被 咎 羊 一 般 饲 用 。 常 常 在 低温 地 
上 形成 纯 群 落 ， 每 亩 产 青草 可 达 533. 3—666.64 7, BMEK, 

于 收割 和 贮 制 干草 , 但 质地 稍 硬 , 不 能 称 作 饲 用 价值 好 的 野生 歼 草 。 

/| 表 53， 牛 萎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ff 风 物 ia 

times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EG xs | 6 

青 草 | 63.10 | 2.36 9089 | 13.71 | 18.44 | 1620, | 0,08 | 0.03 

FH 10. ot 5.79 | 2019 33.68 45,22 | 2694 | 020 | 0.07 

项 a las 

* ala Ae AcE H LL AHS « 19804, 本 北 师范 天 学 章 原 研究 刘 印 。 

(ALE MR) 

34.41 黄 FF 

Heteropogon contortus (L.) Beauv. 

别名 “地 筋 。 

VASE SERA, SAD, 须根 质 较 坚韧 。 秆 直立 高 
40 一 90 HK, (HRM, HAG, WERT, 长 达 ,15 

厘米 ， 宽 2 一 5 毫米 。 总 状 花序 单 生 秆 顶 ， 长 3 一 7 厘米 ， 直 立 或 稍 

弯曲 ; 小 穗 成 对 并 作 覆 瓦 状 排列 ， 在 花序 下 部 的 3 一 10 对 都 不 孕 ，， 
上 部 各 节 的 小 穗 其 一 枚 无 柄 而 另 一 枚 有 柄 ; 结实 的 无 柄 小 穗 成 圆柱 
形 ， 长 6 一 8 毫米 ， 基 盘 尖锐 ;第 一 颖 革 质 ”边缘 内 卷 ;， 第 二 SF 

Mme, Cie, ex 加 原由， 长 6-…10 EAR | 5 HN Oe FT 

Ae Be SN RR 〈 图 34) 。 



MBSA He 

茅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西 

南 、 华 南 、 浙 江 、 淹 

北 等 省 。 在 横断 山寺 

热 河谷 区 ， 可 上 升 到 

#4) 2700 米 左 右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RSA 

达 ， 主 要 集中 在 5 一 

30 厘米 土 层 中 。 分 

HARA, AIA 8 一 

10 个 枝条 。 在 一 般 年 

份 能 正常 发 育 ， 抽 穗 ， 
结实 ， 在 干 热 地 区 ， 

4 月 开始 返青 ， 7 月 

开花 ，9 一 10 月 结实 ， 

11 月 份 枯 黄 。 

扭 黄 茅 喜 热 且 抗 

旱 ， 耐 贫 将 土壤 ， 在 

我 国 南亚 热带 丘陵 低 

WAGE ni 

\ WA 

图 34 ws Heteropogon coxtorius (L.) 

Beauv. 

山 有 分 布 , 而 在 横断 山地 ,河谷 的 石 砾 质 阳 坡 ， 形 成 单 优势 群落 。 在 

贫 将 红壤 土 上 亦 能 生长 民 好 。 

饲 用 价值 ， 捏 黄 匾 适 口 性 中 等 ， 青 嫩 时 为 各 种 家 畜 乐 食 。 花 后 

期 ， 茎 针 很 快 变 得 坚硬 ， 对 家 畜 ， 尤 其 是 羊 甩 伤 皮肤 的 危害 ， 过 

口 性 显著 下 降 。 与 其 它 禾 草 组 成 的 草地 ， 蛋 白质 含量 较 低 。 在 云南 、 

广西 等 地 区 平均 亩 产 鲜 草 333。 3 一 466.6 公 斤 : TBR, TPO, 

一 般 评 定 为 中 等 或 中 下 等 的 牧草 〈 表 34) 。 

从 表 34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营养 期 蛋白 质 含 屋 只 有 5.87%， 无 气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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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4 扭 黄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裂 《〈%) 

a 风 AR 物 质 

hr met zcelmiem] mere | Be faites] | | 钱 

营养 期 | 5.87 | 0.82 | 26.56 | 49.85 | 6.15 时 这 这 1.00 
2 | 

HW 49.85%, KKM ATRBRKE, 

(张振华 ) 

35.36 SE 

-Hierochloe glabra Trin. 

WS 香 茅 、 光 释 香 草 、 黄 香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状 茎 细 长 , 白色 斜 上 , 全 株 稍 有 香味 。 
SHO, & 15 一 25 厘米 。 叶 片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5 BK, 

宽 3 一 6 毫米 ， 两 面 粗糙 ， 淡 绿色 ， 叶 鞘 长 于 节 间 ， 密 生 微 毛 ， 叶 
BRR, 长 1 一 2 毫米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开 展 、 长 约 5 BK ADRK 

2. 5 一 3 毫米 ， 黄 褐色 ， 有 光泽 ， 每 小 穗 含 1 WA 的 两 性 花 和 2 Mill 

生 的 雄花 ， 两 侧 压 扁 半 颖 儿 相 等 ， 薄 膜 质 ， 宽 ; 雄花 外 称 等 长 或 长 

于 新片 ;两 性 花 ， 外 释 长 2 一 2.5 毫米 《图 35)。 

地 理 分 布 “ 光 释 茅 香 在 我 国 分 布 在 东北 的 西部 、 河 北 、 青 海 以 

及 新 疆 的 和 天山、 乌鲁木齐， 海拔 2000—2800 米 都 A BA; 国外 分 

布 在 东部 西伯 利 亚 、 乌 苏 里 地 区 、 蒙 古 、 朝 鲜 及 日 本 等 亚洲 北部 各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光 称 茅 香 是 典型 的 早春 禾 草 ， 返 青 早 ， 
5 月份 即 为 盛 花 期 ， 比 一 般 植 物 开 花 早 一 个 多 月 ，.7 月 以 后 地 上 部 

干枯 ， 以 地 下 部 的 根茎 和 根系 渡 过 炎热 及 严寒 季节 ， 是 中 生性 短命 

MY, HARSHA 130 一 200 公斤 ， 产 量 偏 低 。 

适 于 沙 质 土壤 ， 广 泛 散 生 在 天 然 草 地 及 人 工 草坪 上 , 并 在 路 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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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 庭 园 、 固 定 沙 丘 群 ， 
湿润 的 荒地 、 河 漫 浴 以 及 山 
答 的 向 阳 草 坡 上 颇 为 常见 ， 
形成 季节 性 的 连 : 片 植物 群 
落 。 
饲 用 价值 ” 光 征 茅 香 二 

草 据 营养 成 分 的 分 析 , 含 粗 .， 
蛋白 质 10%， 粗 脂肪 5% , 
MA 21% 左 右 ， 可 见 ， 粗 

蛋白 和 粗 脂 肪 的 含量 为 禾 本 
PRES HMA, TWH 
维 相对 较 少 ， 磷 与 钙 之 比 为 
1 2 左右、 每 克 鲜 时 含 . 维 
生 素 C1 毫克， 因此 ,适口 

性 较 高 ， 青 草 马 ， 牛 等 大 家 
HEE, RTUBRK, # 
RRB. HAA, B 
wii, RA ABA B, 
ob FA Pe Wh Be de He Ay Be A 
B, MEFBWNRARBA 35 WR Hierochloe glabra 

遍 物 质 消化 率 较 高 《 表 35)。 ies 

#3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Leo 消化 能 | 代 壕 押 
二 m | ww | OO | ObRIA | OBR AID 

KR F 24.08 | 3.32 72.80 13.00 | 10.28 RR RB 

率 ” 北 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光 称 茅 香 开花 后 约 一 个 月 内 ， 基 生 叶 芽 壮 ， 宽 度 亦 增 ， 仍 保持 
1120， 



Rit, 县 耐 残 哮 ， 适 作为 放牧 场 的 草 种 ,与 其 它 禾 AAR 
播 ， 不 仅 生长 无 影响 ， 而 且 因 有 光 各 芒 香 混 生 ,， 可 提高 其 他 笋 草 的 
适口 竹 ,， 唯 它 的 青草 含有 少量 的 香 豆 索 ， 值 得 注意 。_ 

(FLIED) 

36.87 KB 

Hordeum brevisublatum (Trin.) Link 

We KBAR. KERB, FBS, 

形态 特征 SEERA, GAD ARRRS. FA. 直立 或 其 

节 常 膝 曲 ,高 50 一 80 

OK. 063%, 2-3 

(65) 节 。 叶 长 5 一 16 

厘米 , FE 2—6 EK, 灰 绿 

fs HR. BIR ZE 

序 长 3 一 10 OK, RE 
或 成 熟 时 带 紫 色 ， 小 穗 

3 枚 生 于 每 节 ， 各 含 1 

较 水 ， 不 孕 或 为 雄性 ， 

Aa, MESH 状 ,长 4 一 

5.5 Ks Db K 6 一 

TEK, 项 端 渐 尖 成 短 

芷 ， 芒 长 工 一 2 xX, 

ARGH, TAs 

(F136), 

染色 体 2n=28。 
| 图 36 BRK Hordeum brevisublatum 
HIE A Re (Tri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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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分 布 在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 青 海 、 新 疆 等 省 (区 矿 ;居然 生长 的 
面积 较 大 ， 人 往往 呈 单纯 群落 分 片 生长 ， 为 碱 性 草原 的 耐 盐 碱 的 优良 
牧草 ， 牲 畜 最 喜 食 。 近 多年 来 在 吉林 、 上 内蒙古、 河北、 甘肃; 新疆 : 
青海 等 省 〈 区 ) 都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野 大 麦 适 宜生 长 在 半 湿 润 到 半 于 旱 的 气 

候 。 天 然 的 在 森林 草原 、 草 甸 和 章 甸 草 原 上 分 布 较 多 ， 往 往 形成 野 
大 麦 群 落 ， 适 应 力 较 强 ， 耐 干旱 ， 耐 寒冷 ， 在 东北 各 地 区 均 能 越 
%, WEBB RAM HR, TRE Le, pHi 8.3—9.5, i 

盐 碱 性 中 等 。 分 蓝 力 很 强 ， 一 年 生 的 株 从 可 分 莫 5 一 1 个 〈25), 二 

年 生 以 上 的 株 丛 均 达 100 个 左右 。 在 东北 地 区 生长 第 二 年 4 月 初 返 
青 ， 5 月 末 到 6 月 初 抽穗 开花 ， 6 月 底 种 子 成 熟 ， 比 其 它 饲 草 发 育 

快 、 早 熟 宝 果 后 营养 期 较 长 ， 生 长 繁茂 。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年 浊 割 两 天 
Bi, MB 50 天 左右 7 AMAAKEM, BFR 215 公斤 ; 8 月 

XI, BPR 145 公斤 ， 若 浊 割 后 施肥 灌水 ， 第 三 茬 草 的 产量 
可 达 每 亩 205 公斤 ， 草 质 优良 。 花 序 易 断 ， 种 子 成 熟 时 ， 从 上 向 下 
断 穗 落 粒 ，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 不 易 掌 握 采 种 的 时 机 ， 一 般 BY 种 子 
25 一 40 公 斤 。 

饲 用 价值 ” 野 大 麦 的 适口 性 很 好 ， 大 小 牲畜 都 最 喜 食 、 根 据 定 
位 观察 可 知 ， 春 、 秋 季 绵 羊 特别 爱 采 食 ， 往 往 贫 楚 地 哨 食 到 只 剩 下 
根 着 ， 夏 、 冬 季 马 、 牛 等 大 牲畜 的 采 食 率 高 ， 频 繁 的 采 食 ， 使 野 大 
麦 的 生育 受到 影响 ， 故 在 放牧 场 上 表现 不 繁茂 ， 生 长 受阻 HRM 
不 高 。 调 制 成 干草 ， 牲 畜 也 最 喜 食 。 

野 大 麦 在 禾 草 中 是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的 牧草 之 一 ， 草 质 柔 软 ， 
适口 性 好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营养 物质 含量 如 表 36 一 1、36 一 2。 

BE ABE He FD AAAS He, AR ETE SBE BF PR 
低 ， 同 时 落 穗 性 又 强 ， 所 以 采种 比较 困难 。 营 养 枝 的 茎 叶 比 为 2 
1 ， 生 殖 枝 的 茎 叶 比 为 3 : 1。 

野 大 麦 的 产 草 量 ，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 一 年 1 次 割 草 ， 亩 产 于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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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一 1 “ 野 大 麦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营养 期 3.87 11.21 | 15.30 

干花 期 | 3.90 13.73 9.61 

枯黄 期 | 3.73 | «10.39 3.92 

eo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56 一 2 野 大 麦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亮 aA 
BAR 

酸 

3.18 23.63} 43.95 5.90 | 0.172/0.17 

3.18 31.48) 44.80 6.23 | 0.249/0.03 

2A SA P| A HR 

@ 
营 F HB | 0.831) 0.266] 0.036] 0.039] 0.530] 0.705] 0.326] 0.152) 0.164] 0.381 

FF 花 3A | 0.538] 0.255] 0.166] 0.376] 0.538] 0.555] 0.351] 0.131] 0.115] 0.361 

Hi 黄 期 |0.183| 0. 10€] 0.057] 0.108] 0.201] 0.163] 0.117] 0.036] 0.037] 0.132 

章 ” 吉 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47458 公 斤 ， 与 当地 优势 种 羊 草 相对 比 ， 是 它 的 一 倍 之 多 ， 在 东北 
地 区 禾 草 中 ， 可 算是 高 产 牧 草 之 一 。 其 再 生 的 生长 速度 也 较 快 ，8 
月 上 名 剂 割 后 ， 再 生 草 长 到 8 月 下 旬 调 查 ， 高 可 ik 62.3 BOK CE 
50K), BAXIS. BERRA 82.3 厘米 。 草 生 越 繁茂 高 大 , 叶子 

BS 〈 如 长 营养 枝 可 达 8.6 一 13.4 片 叶子 ) 草 质 越 优良 。 
野 类 麦 为 疏 从 型 禾 草 ， 既 可 以 作为 放牧 用 ， 地 可 以 作为 牧草 的 

草 种 。 有 是 我 国 北方 地 区 建立 人 工 草场 的 优良 牧 革 ， 也 是 改良 低 湿 盐 
碱 化 草场 的 良种 ， 各 地 可 就 地 取材 ， 和 栽培 驯化 建立 优质 高 产 的 人 工 

草地 。 
栽培 要 点 “ 野 大 考 播 前 呆 种 可 显著 提高 出 苗 率 。 宣 于 夏 播 ， 久 

7 月 上 和 或 中 名 播种 为 宜 。 春 播 时 ， 虽 然 出 苗 良 好 ,而 入 初夏 旱 驳 
期 中 ， 植 株 干枯 ， 并 容易 发 生 锈 病 , 造成 以 后 生机 不 旺 , MTOR, 
而 影响 产量 。 夏 播 时 ， 不 但 发 芽 快 和 生育 较 佳 ， 更 主要 的 是 杂 草 与 

* 123° 



锈病 不 易 发 生 ， 对 越冬 和 来 年 产量 也 并 无 影响 。 三 

播种 量 每 亩 为 3 一 3.5 公斤 千粒重 2.065E. 采 草 用 可 行 条 播 

或 撒播 ， 条 播 行 距 30 BK, RATA, Be 66 BOK, 每 诊所 

NATE EOP: et dt, me 

(KA). 

37. HAGE 
Hordeum bogdanii Wilensky 

— -Ar 一 

$ 术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本 。 箱 株 高 50 一 80 沽 OK, Be Ah OK 
80 一 120 EK, MR. AMA, Hise, SA, R57 节 ， 
基 节 略 突起 。 叶 条 形 ， 长 5 一 15 厘 米 ， 宽 1-6 AOR, iF, 
色 ， 稍 粗糙 ， 叶 划 短 于 节 间 ， 顶 生 ， 叶 畏 长 1 一 14.5 BK, Beh 
13—16 BOK, MPR. MRE Hie mR WE B, K 5—10 
厘米 ， 宽 5 一 7 毫米 ， 穗 辅 扁平 ， 每 节 具 3 Na, BAM RD, 
具 长 1 一 1.5 毫米 的 柄 ， 中 间 水 入 无 柄 : BEET 状 汪 长 7.5 BER) Hb 
释 具 芒 ， 芒 长 约 7 毫米， 粗糙， 内 释 得 于 外 称 ; BURN HE 
0. 5 一 0.7 厘米 〈 图 37 )。 Ete hy tee 

地理 分 布 “ 布 顿 大 麦草 分 布 于 我 国 青海 、 0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 j 

He Wy S85 A AS SS PE idiot ce bie Sox 

H, CAPMAH, 7HE PAH, 8H FRB = 

Hu, ABH 104—120 天 ， 生 长 期 140 一 190 KR, 

根系 发 达 , 须根 集中 在 22 一 30 厘米 处 的 土 层 中 , 入 主 深 Hees: 1 

KUE, ARR, RB, ARS 2—3.5 IB KAR, 苗 期 

能 耐 O—2 CIR, wePRAEM - 36 一 =- 38% 低 温 。 对 土 壤 要 求 不 严 

i, DH7E7.2—8.6 时 也 可 生长 ， 在 海拔 3200 一 3400 米 地 MAK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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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HR, 4 Ap SEE 
Fy BEE 2—8 个 ,栽培 种 可 达 
40 个 。 第 二 年 一 般 耸 蔓 为 
6 一 芭 个 ， 肥 沃 的 土壤 可 达 

ZO AVE. iBT, 在 林 下 、 
灌 从 中 及 阴 坡 处 生长 良好 。 
特别 喜 于 生长 在 湿润 的 平 
me, WIR, 再 生 力 强 ， 
在 放 斩 或 浊 制 后 , 经 60 天 ， 
植株 高 度 可 达 20 一 28 悍 

米 ， 每 亩 可 收 王 草 50 公斤 。 
盛 花 期 浊 割 , 亩 产 干 草 400 一 

600 公斤 。 每 年 浊 割 2 次， LR 
每 亩 可 收 干草 575 一 775 公 

Pe 4 ae; 
ARK BE He 
滩地 、 河 谷 等 各 种 类 型 的 草 
ht, ERROR Bo 8 OOT | 
一 般 不 形成 大 睫 群 落 。 亦 可 :图 3 Heese Hordeum bogdanti f 
以 单 播 、 混 播 ， 建 立 人 工 草 Wilensky | | 
地 。 a F ’ : 

饲 用 价值 ” 布 顿 大 麦草 葵 秆 直立 ， 枝 时 繁茂 ; 无 刺 ， 无 异味 ， 
' 旨 调 制 青 干 草 。 开 花 前 营养 价值 最 高 ， 干 草 粗 蛋白 质 达 15. 44 %， 
‘Wd .37 一 1 。 iI 
适口 性 好 ， 蔡 叶 和 柔软 让 后、 马 , 羊 最 喜 食 ， 成 熟 后 ;各 种 家 畜 也 I 

BE. ARUBA A, HRS, BSB INET, 提高 成 活 
率 的 良好 饲 草 。 叶 片 不 易 脱 落 ; FAIRS, Mk, hE, 
和 芙 叶 比 见 表 037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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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一 1 布 顿 大 麦草 化 学 成 分 ”〈%%) 

My i 
| | ces | 组 脂肪 | 粗 纤维 eG | we 

8.64 | 12. 47| 2.18 
a, y | 
we * am th | 71.67 \, 4.28 | 0.82 0.10 | 0.1025 
+ Ba 7TH, (eee | | 4.58 | 2.78 | 29.42 | 42.26] 7.44 | 0.35 | 0.3525 

BY 草 | 开花 期 | ?4.21 | 4.29 | 0.74 8.49 | 10.30] 1.97 | 0.07 | 0.0850 
a 7.08 | 15.44 | 2.68 | 30.58 | 37.11) 7011 | 0629 | 0.3325 
BE | ow yy | 65.94 it .36 | 0.81 | 13.25 | 13.60] 2.04 | 0.14 | 0.0725 
oe | m4 6.83 | Pe 92 | 2.22 | 36.24 | 37.02) 5059 | 0.38 | 0.1950 

鲜 | pa gy | 64-73 | 2.73 | 0.79 | 13.57 | 16.01! 2.17 | 0.11 | 0.7750 
ha | P18] 7.18 | 2.07 | 35.71 | 42425] 5.17 | 0431 | 0.2175 

* HHA SK RERMSba ih 

表 57 一 2 布 顿 大 麦草 的 董 叶 比 例 

采样 地 区 | 类 别 | 生育 其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 Go |meGp | .% |mmop | x 
~— -— 

青海 同 德 |B 生 | 开 花期 | 500.0) 405.5 | 81.1 94.5 | 18.9 

% % | RM 培 | 开 花期 |5000.0| 373.0 | 74.6 127.0 |. 25.4 

青海 泽 库 | 栽培 | 开花 期 |5000.0| 365.8 | 73.16] 134.2 | 26.84 

布 顿 大 麦草 植株 高 大 ， 枝 叶 关 感 ， 产 量 较 高 。 天 然 草 场 ， 亩 产 

FR 190 一 200 公斤 ， 旱 作 栽培 草地 ， 亩 产 干草 290 一 400 公 捷 ， 者 

能 灌水 1 次 ， 可 亩 产 于 草 650 公 斤 ， 产 量 提 高 20 一 38% 。 箱 * 子 产 

MEH 25-38 公斤 。 成 熟 后 小 穗 易 断 落 应 及 时 采 收 。 WERE 

FA YE RSG Ai WK Be HEY OL BE 37 —3,, 

A WAKE GR EMME (Koegneria hirsuta), BBRBE 
(Elymus nutans), AEB (Bromus inermis) 混 播 可 以 建立 

优质 的 人 工 草地 , 并 且 比 单 播 提 高 产量 41.1 一 公 ,2%， 见 表 ,37 一 4。 

irks PPM RM, BATA, RR HH 

子 。 春 、 夏 、 秋 季 均 如 播种 ， 在 青海 一 般 于 4 月 底 、5 月 初 播种 ， 

播 量 每 亩 为 0.75 一 1 公斤 ， 播 深 2 一 3 厘米 ， 行 距 30 厘米 ， 播 后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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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一 5 布 顿 大 麦草 不 同 生长 年 限 干草 、 种 子 产量 表 

ee ee oe are 
生长 年 限 | 生育 期 :| Guy 相生 

播种 当年 营养 期 33.8 218.85 80.75 一 

第 二 年 开花 期 115.3 1126.75 403.35 35.35 

B= | eM | liz 1183. 40 406.70 38.35 

第 四 年 开花 期 116.5 1136.75 | 404.35 36.00 

第 五 年 FEW Da BG 850.00 | 287.70 24.30 

第 六 年 开花 期 82.7 | 393.35 | 131.65 11.65 

表 37 一 4 旱 作 条 件 下 布 顿 大 麦草 单 播 、 混 播 产量 比较 表 

1975 年 播种 的 第 2 年 ) | 197645 (播种 的 第 3 年 ) 

Fare | TPR 
if i 4 | 

sn % lan! *% laa] % jasaA/ED| % 

403.4 : 100.0 39.4 100.0! 419.0 100.0 44.3 100.0 

布 顿 大 卖 草 二 人 
+E 573.4 | 142.1 65.7 166.9) 594.4 ) 141.9 65.6 148.2 

+ EMRE | : | 
| | eek. Anas 7 

| ead 7 5 v | | + ER RL 578. 7 143.4 53.8 ey 603.9 | 144.2 50.9 114.9 

+HtBE | | | 

| 1 H 

时 镇 压 。 出 苗 后 要 注意 防除 杂 草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有 条 件 地 区 可 灌 
水 1 一 2 次 ， 促 进 苗 期 发 育 ， 提 高 当年 产量 。 

收获 于 草 以 花期 最 佳 ， 收 获 种 子 要 及 时 ， 过 晚 籽 粒 落 地 ， 影 哗 

i“. 

(A 1th)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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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多 花 黑 者 草 

Lolium multitlorum Lam. 

别名 ”意大利 黑 麦 草 、 一 年 生 黑 麦 草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得 寿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草 ， 须 根 密 集 ， 主 要 分 

布 于 15 厘米 以 上 的 土 层 中 。 秆 成 尽 从 ， 直 立 ， 高 80 一 120 BX; 

MRT; MGR DRA, BH K 10 一 30 厘米 ， 宽 3 一 5 毫 
米 。 穗 状 花序 长 15 一 25 厘米 ， 宽 5 一 8 毫 米 ; 小 入 以 背面 对 向 穗 

轴 ， 长 10 一 18 毫米 ， 

含 10 一 15 (20) A 4€ s 

颖 质 较 硬 , 具 5 一 7 脉 ， 

长 5 一 8 毫米 :外 释 质 

ary, 5 脉 ， 第 一 外 
释 长 6 毫米 ， 芒 细弱 ， 

长 约 5 EK: ARH 

RSE (A 38). 

地 理 分 布 “ 多 花 黑 

麦草 ， 在 我 国 适 生 于 长 
江 流域 以 南 地 区 ， 在 江 

西 、 湖 南江 苏 ,浙江 等 
省 区 均 有 人 工 栽培 种 。 

东北 、 内 蒙古 等 省 (区 ) 

亦 引种 春播 ; BAB se 

草原 产 于 欧洲 南部 ， 非 

洲 北部 及 小 亚细亚 等 

地 ， 十 三 世纪 已 在 意 大 ”图 38 多 花 昧 麦草 Zo7iamn multiflorum 
利 北 部 栽培 ， 以 后 传播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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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其 它 国家 ， 广 泛 分 布 于 英国 、 美 国 、 丹 麦 、 新 西 兰 、 澳 大 利 亚 、 
日 本 等 温带 降雨 量 较 多 的 国家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花 黑 麦草 喜 温 热 和 湿润 气候 ， 在 尽 夜 
温度 为 27*C/12*C 时 ， 生 长 最 快 ， 秋 季 和 春季 比 其 它 禾 本 科 草 生长 
‘, BERAMEK AR, EER. WME. HE Rk. BM 
+, BERR. BERL M pH 为 6 一 7， 在 pH 为 5 及 8 时 仍 
可 适应 。 

多 花 黑 麦草 不 耐 严寒 ， 在 北京 越冬 率 仅 为 50% 。 在 长 江 流域 
以 南 ， 秋 播 可 安全 越冬 ， 并 可 在 早春 提供 优质 青饲料 ， 如 在 武汉 地 
区 , 9 月 播种 ,第 二 年 3 月 即 可 收割 BE, RB 前 可 NIM 2-3 
次 ，4 月 下 旬 到 5 月初 抽 穗 开 花 ， 6 月 上 旬 种 子 成 熟 ， 地 上 部 结实 
后 植株 死亡 。 落 粒 的 种 子 自 繁 能 力 强 。 

SHEBBBDRS, FETE, HBS 割 后 6 周 即 可 再 次 x! 
制 。 耐 牧 ， 即 使 重 牧 之 后 仍 能 迅速 恢复 生长 。 
饲 用 价 秆 .多 花 黑 麦 草 适 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采 食 。 早 期 收 

PURE, HRA BH iM, 抽穗 初期 荃 叶 比 为 1:0.50 一 

12.0.66， 延 迟 刘 制 其 茎 叶 比 为 1: 0.35, SUEMS BET NAF 

饲 ， 调 制 优质 于 草 ， 亦 可 放 收 利用 。 也 是 养 鱼 的 好 和 饵料， 我国 南方 
各 省 区 多 利用 鱼 塘 边 旁 种 植 ， 用 以 饲 归 草鱼 。 
“多 花 黑 麦草 品质 优良 ， 含 有 丰富 的 蛋白 质 ， 叶 丛 期 由 于 茎 秆 少 

而 叶 量 多 ， 质 量 更 佳 ， 其 化 学 成 RA 基 酸 含 BM 38 一 1、 表 
38 一 2。 

表 58 一 1 多 花 黑 麦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TATE eS Tg 

风 
生育 期 
| aan [area Ez: 

i BK! 营养 期 0.7 

下 全 | mee a. 

分 析 种 类 

2.7 0.09 | 0.06 

14.9 0.48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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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8 一) SERRA CRABB ROR (9%) 

Se | soci cnn) 7 al 抽出 HAW eae 
| Bt _ -| 氮 酸 

| 
%  # | 0.13 | 0.11 | 0.02 | 0.09 | 0.18 | 0.19 0.04 * 12 

| 
= 草 过 won 0.64 

蛋白 质 中 5。05 3.65 4.11 | 1.01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 

多 花 黑 麦草 是 重要 的 一 年 生 或 短期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牧 划 ， 适 于 作 
为 大 田 轮作 中 的 冬 春 作物 。 青 饲 、 调 制 干草 或 放牧 利用 均 可 。 亦 可 

与 多 年 生 黑 麦草 、 红 三 叶 、 白 三 叶 等 混 播 ， 以 提高 天 工 草地 当年 的 

| PR, HT BER 3000 一 5000 公斤 ， 产 种 子 50 一 100 公斤 。 

栽培 要 点 ”多 花 黑 麦草 的 栽培 技术 与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基 本 相同 ， 

播 前 需要 耕 翻 整地 ， 施 足 麻 肥 ， 每 亩 施 过 磷酸 钙 10 一 15 公斤 。 在 

长 江 以 南 地 区 宜 秋 播 ， 可 以 条 播 或 撒播， 条 播 行距 15 一 30 BA, 

千粒重 1.98 克 ， 每 公斤 种 子 约 50 万 粒 。 播 种 量 每 亩 工 公斤 ， 播 深 
1.5 一 2 厘米 ， 在 雨水 充足 的 地 区 也 可 以 撒播 ， 适 当 增 加 播种 量 ， 

每 亩 约 1.5 公斤 。 
多 花 黑 麦草 与 多 年 生 黑 麦草 (Lol1izpmz perenne) =m (Tri- 

folium pratense) . R= (Trifolium repens) 等 混 播 ， 可 提 

高 产 草 量 ; 也 可 与 水 稻 、 玉 米 、 高 梁 等 轮作 ， 成 为 牲畜 冬 春 主要 人 饲 

草 。 

在 我 国 北 方 冬季 干旱 、 寒 冷 ， 而 夏季 又 不 太 炎 热 的 地 区 适 于 春 

播 ， 当 年 利用 。 增 施 氮 肥 不 仅 能 提高 产量 ， 亦 可 提高 其 粗 蛋白 质 含 

量 ， 故 生长 期 间 应 追 施 速效 氮 肥 。 种 子 易 脱 落 ， 当 大 部 分 种 子 成 熟 

后 应 及 时 收获 。 

( 苏 加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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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E A 

Lolium perenne 了 。 

BIS M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具 细弱 的 根 状 葵 ， 须 根 稠密 ; 秆 多 数 

MA, RRMAD, Mme, BWR ED, 高 50 一 100 厘米 ， 具 ， 

3 一 4 i; HRM, -通常 短 于 节 间 ， 叶 了 舌 短 小。 时 长 10 一 25 厘 

K, 宽 3 一 6 毫米 ): 质 柔软 ， 被 微 毛 。 穗 状 花 序 长 10 一 30 BK, 
5 一 7 EK; NEA 

5 一 11 小 72, K1— 

1.4 厘米 ; ge 

fa, A 5 脉 ; SPAR 

针 形 ， 具 5 hk, Wi 
通常 无 芒 ， 第 一 外 释 

长 7 毫米 ， 内 释 与 外 “ 
REE (A389). 

地 理 分 布 ” 多 年 
生 黑 麦草 在 我 国 南 方 

各 省 区 都 有 试 种 。 在 

云贵 高 原 、 浙 江 、 湖 

南 的 由 区 ， 都 已 用 于 
生产 ， 是 一 种 很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禾 本 BL Be 
草 ; 它 原 产 于 西南 欧 、 
北非 及 亚洲 西南 。 
1677 年 英国 首 先 栽 
AMR, ARTE ”图 39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工 07izxi perenne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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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英国 ,欧洲 新西兰 .北美 和 澳大利亚 沿海 与 高 地 ， 广 泛 栽培 利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多 年 生 黑 支 草 喜 温暖 湿润 气候 ， 适 于 夏 

季 凉 奏 、 冬 季 不 太 寒冷 、 年 降雨 量 1000 一 1500 2 米 的 地 区 诗 长 。 
- 生长 最 适 气温 为 20 "2， 10 时 亦 能 较 好 生长 ， 不 耐 炎 热 ， 气 温 在 

35 *C 以 上 时 ， 生 长 不 良 ,高 于 39 一 40 CH, 分 莫 枯 奢 或 全 株 死亡 。 
在 我 国 南 方 夏 好 炎热 高 温 条 件 下 ， 越 夏 困难 ， 往 往 枯死 。 但 在 夏季 
凉爽 的 山区 ， 仍 可 生长 。 抗 寒 性 差 ， Wi - 15 Ch 低温 。 在 我 国 
东北 、 内 蒙 古 和 西北 地 区 ， 不 能 或 不 能 稳定 越冬 。 在 北京 地 区 秋 
播 ， 越 冬 率 约 50 UVR. SAMBO Ke 湿润 、 排 水 良好 
的 壤土 或 粘土 ， 亦 可 在 微 酸性 土壤 上 生长 ， 适 宜 的 土壤 pH 值 为 6 一 
7 | 

多 年 生 黑 麦草 生长 快 、 成 熟 旱 。 在 武汉 、 南 京 地 区 ， 9 月 中 下 
旬 秋 播 ， 冬 前 株 高 达 20 理 米 以 上 ， 次 年 4 月 中 旬 草 层 高 达 50 厘米 
左右 ， 4A FMB 5 AMM, 6 月 上 名 种 子 成 熟 ， 植 株 结实 
后 大 部 分 死亡 。 在 湖南 省 城 步 县 南山 HH, WR 1500—1800 米 ， 

多 年 生 黑 去 草 从 3 一 11 月 都 能 生长 ， 冬 季 不 枯黄 。 4A PRR, 

夏季 生长 良好 ， 当 年 即 可 浏 割 3 次 ， 冬 季 草 场 保持 鲜 绿 ， 次 年 5 月 
抽穗 开花 ， 6 月 种 子 成 熟 。 收 种 后 ， 草 层 仍 可 恢复 生长 。 再生 力 
强 。 浏 割 后 再 生 较 快 ， 可 长 出 许多 新 枝 ， 从 残 着 长 出 的 再 生 枝 约 占 ”- 

65 %， 自 分 给 节 长 出 的 新 枝 约 占 35.%。 
AAA “多年生 黑 麦 草 适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采 食 。 早 期 

WA ARMY SED, AIR, ETA RRR, IEF I 
牧 利用 。 在 贵州 用 多 年 生 黑 麦 章 与 红 三 叶 混 播 ; 作为 青 饲 ;在 湖南 
城 步 县 南山 牧场 则 与 白 三 叶 草 混 播 ， 作 为 放牧 场 。 th 

多 年 生 黑 麦草 营养 生长 期 长 ， 形 成 茂盛 的 草 众 富 含 粗 蛋 白 
贰 ， 叶 丛 期 的 饲料 质量 尤 佳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氨基 酸 含量 如 表 39 二 1 
39-2; 

4 oe He A ok BaP BB A aI Se ER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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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9-1 多 年 生 黑 麦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训 * (%) 

G2 A ¥ wy 质 
分 析 种 类 7 ae Pat ok oe TD |. | zee | 址 脂肪 | 粗 纤维 fey) scr | |e 

Bat BHA | 4.3 1.0 “7 | 10.1 3.2 0.11 0.08 

BET a ARB | 18.6 4.1 20.1 | 4304 13.8 | 0.46 | 0.35 

。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畜 收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359 一 2 ”多年生 黑 麦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必需 氨基 Pr | ¥ ort ee Tere Tree ee | a 8 
<。 w | 0.21 | 0.19 | 0-06 | 0.32 | 0-14 | 0.21 | 0-21 | 0.07 | 0-20 | 0.20 

#t -F # | 0.90 | 0.81 | 0.28 | 1.30 | 0.58 | 0.90 | 0.90 | 0.30 | 0.86 | 0.86 

8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引入 我 国 试 种 表现 适 于 我 国 南方 高 山地 区 栽培 ， 是 冬 春季 节 最 好 

NA, aT Xa, le, IARI RA. aah | 

第 一 年 生长 快 : 产量 高 ， 适 宜 作为 3 一 4 年 短期 草地 利 A. 4 

产 鲜 草 ;3000 一 4000 AIT; 多 者 可 达 5000—6000 Airs 产 种 子 50 一 

808 Tio ae 
栽培 要 点 SELMA A te AH, PLANK, PRAY 

RM tRAA. SAP MI APE TE RGAE, — Ab re SRR | 

10 一 巧 公斤 。 可 春播 或 秋 播 ， 但 最 宜 在 9 一 10 月 播 种 ， 以 便 在 冬 

季 或 早春 提供 青铜 糙 。 播 种 方法 可 条 播 或 撤 播 ， 条 播 行距 15 一 30 
BOK. FH 1.5 一 2 克 ， 每 公斤 种 子 50 一 66 万 粒 。 播 种 量 每 亩 1 
ASF, 播 深 15 一 2 厘米 。 人 工 草地 宜 撤 播 。 播 种 量 可 增加 到 每 雷 
1 5 公斤。 多 年 生 黑 麦草 最 适宜 与 白 三 叶 。 红 三 叶 混 播 ， 建 成 优质 
的 人 工 放 收 场 或 制 草 场 。 近 年 湖南 避 阳 地 区 飞播 收 草 中 ， 用 白 三 叶 
和 多 年 生 黑 支 草 混 播 ， 效 果 良 好 。 

ope MF FOE TBR, FLARED, AMEDD, ARO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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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 ， 水 肥 充 足 ， 青 草 产量 可 以 大 幅度 提高 。 所 以 对 草地 要 加 强 管 

理 ， 除 了 施 足 基肥 ， 还 要 注意 适当 追肥 ， 尤 其 要 注意 追 施 速效 氨 
肥 。 与 白 三 叶 混 播 的 人 工 放 牧草 地 ， 要 注意 放 玫 管理 ， 以 保持 三 者 

的 适当 比例 。 姑 有 灌溉 条 件 ， 可 在 分 碍 、 拔 节 和 抽穗 期 适当 灌水 ， 

增产 效果 显著 。 采 种 用 的 多 年 生 黑 麦草 适宜 条 播 ; TR ee: 

BC FAHY BE Be IY RM 

(m2) 

A0. 3k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Maxim.) Benth.et Hook.f. 

We EA BRR Ee, 
WANE Save, AUREL, BE. PRE, 高 80 一 

150 Hk, MHRA, K20—40 厘米 ， 宽 8 一 13 SK, MEA 

AR, TRIG EK 12K. REPRE, OB, Ki 
30 厘 米 ， 总 状 花 序 长 达 10 一 20 厘米 AVEO F WE, 
Kk, Wik, 含 2 小 花 ， 仅 第 二 小 花 线 实 ; BHRAARERE, KK 

小 穗 的 27s BAAN AH, BRARREs Loar 

| bby We 3: 柱头 自 水 穗 两 侧 伟 出 5 图 10): 
地 理 分 布 ， 广 泛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各 地 ; -国外 ; 在 

苏联 的 西伯 利 亚 东 部 、 朝 鲜 和 日 本 的 审 北 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Pe re Ae AE AH RI, BPE EF uy 

bh, USER, TR, Me 丘 RUBE RAE 
kL, BXEBERAM AMA, SAAB, WALI, AI 
APR 8 的 群落 片断 残存 。 
是 暖 温 带 的 一 种 高 大 禾 草 ， 花 期 7 一 8 A, 果 期 8 月 ， 顶 

overgaoee ia 
亩 产 青 章 800 一 1000 公斤 〈 吉 林 省 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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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时 
春 ， 嫩 叶 是 牛 、 羊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的 青铜 
草 ， 可 供 放牧 利用 。 
BBO WY HE, “LK 

之 际 尚 可 割 下 调制 二 
&, wali, 20 
逐渐 坚硬 粗糙 ， 适 口 
性 降低 ， 盛夏 ， 大 家 
畜 采 食 其 地 上 部 的 二 

分 之 一 ， 秋 季 ， 采 食 : 
地 上 部 的 三 分 之 一 。 
干草 的 营养 成 分 如 表 
40 。 

本 种 植物 除 可 供 

饲 用 之 外 , 尚 有 防 沙 、 
Pe, HR. HBS 

用 途 。 

图 40 #k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Ma- 

xim.) Benth. et Hook.f. 

表 40 PANIES RAR 〈%) 

FF HE | 73.80 | 1.78 

e se Hy | 70.70 | 2.53 
398 ae€ oo: 

”_ 引 自 《 东 北 地 区 常见 野生 饲 用 植物 营 养 成 分 一 览 表 》 Pie, 19804F, Ade 
大 学 草原 研究 室 印 。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mere 

0.58 

0.79 

占 

8.74 ds aa Re 73 ti 0.09 

9.10 14. 42 2.49 

& 

(AL 3E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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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 RE 

Panicum maximum Jacq. 

别名 坚 尼 草 、 羊 草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具 发 达 的 须根 和 BARRE. FR 

壮 ， 质 较 坚 硬 ， 高 2 一 3 米 ， 具 4 一 8 节 ， 节 上 密 被 柔 志 :叶鞘 被 疣 

毛 ， 叶 条 形 ， 长 20 一 60 厘 米 ， 宽 1 一 2 厘米 , 边缘 粗糙 。 MEET 

展 ， 长 20 一 40 厘 米 ， 分 枝 纤 细 ， 下 部 轮 生 ， 小 穗 灰 绿色 ， 长圆 形 ， 

长 约 3 毫米 ， 第 一 颖 长 为 小 穗 的 三 分 之 一 ， 宽 卯 形 ， 具 :3 一 5 tk, 

第 二 颖 与 小 穗 等 长 ， 具 
5 脉 ; 外 释 与 小 穗 等 长 ， 

具 5 脉 ， 内 释 与 外 释 等 
长 。 谷 粒 淡 黄色 ， 具 横 
和 皱纹， 长 约 2.5 毫米 
(图 41) 。 

地 理 分 布 ABA 

世纪 三 十 年 代 传 入 我 国 

广州 。 现 在 广东 、 广 西 

普遍 种 植 ， 南 方 各 省 也 
有 引种 栽培 ; 原 产 非洲 ， 
现 广 布 于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 如 印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斯 里 兰 卡 、 马 来 
西亚 、 澳 大 利 亚 、 古 巴 
等 国 均 有 大 面积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大 系 性 喜 高 温 、 潮 图 41 Kgs Panicum maximum Jacd. 

* 136° 

| ae TNS Se 



湿 的 气 侯 和 肥沃 的 土壤 ， 但 在 p 联 4.5 一 6, 贫 将 的 红壤 和 红 黄 壤 上 也 

AE Be, Ai, AME -7.8°CI EPA, EPROP 

季 无 霜 的 条 件 下 ， 终 年 保持 青绿 。 比 较 耐 萌 ， 在 疏 林 下 生长 良好 。 

Sy BY THR, IZ, KAI 80 SARE, SHA 148 个 。 常 形 成 大 

WK. FED a Tis 5 一 10 月 开花 结实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又 

易 落 粒 ， 需 及 时 收 种 。 

饲 用 价值 “大 季 在 南亚 热带 四 季 常 青 ， 茎 、 叶 软 硬 适 用 ， 牛 、 

羊 ` 马 、 鱼 都 喜 食 ， 尤 以 牛 最 喜 食 ， 冬 季 茎 秆 稍 粗 硬 ， 适 口 性 稍 差 。 

HAWKA1 1. BARA, AXA PR, FR RH 

33%. 再 生 力 强 ， 在 华南 每 年 浊 割 4 一 7 次 ， 亩 产 鲜 草 3000 一 5000 

公斤 。 据 华南 热带 作物 研究 所 资料 年 刘 制 4 次 ， 亩 产 鲜 草 为 

4608.44 7, BOMB AMA 66.03 公斤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41。 

表 41 大 季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a 占 i a 草 物 质 
分 析 种 类 men | Re foe SO ae 

6 Sr | tam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BB | ase 

鲜 ee 7.5 pat 027 5 10.9 2.6 

+ “Ge ' 10.8 6.3 ited 30.0 40.4 11.1 

。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畜牧 记分 析 。 

大 乘 是 适 于 华南 栽培 的 一 种 优良 牧草 。 可 制 草 ， 也 可 放牧 利 

用 ;其 根系 发 达 ， 又 可 作 固 堤 护岸、 保持 水 土 之 用 。 

其 缺点 是 种 子 采 收 困难 ， 产 量 低 。 其 次 是 种 植 4 年 以 后 长 势 不 “ 
焉 ， 产 量 逐 年 下 降 ， 需 要 及 时 更 新 。 

栽培 要 点 ”可 用 种 子 直播 或 分 株 移 植 。 _. 般 直播 在 华南 地 区 ， 

春季 2 蜀 下 名 至 3 ALARM, FURKRRPICR (人 工 或 飞 

DLA), 条 播 行距 以 50 一 60 厘米 为 宜 ， 千粒重 1.5 克 。 播 种 量 

每 亩 0.5 公斤。 与 豆 科 牧草 大 辟 豆 、 柱 花草 (Stylosanthes guia- 

Ye1Ssis)、 时 大豆 (Glycine soja) SBR, BABS 0.25 一 0.3 

公斤 即 可 。 不 论 单 播 或 混 播 均 不 覆土 。 分 株 移植 应 该 选择 生长 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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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 SUAREZ, fa E20 厘米 左右 然后 将 全 株 控 起 ， 分 

成 4 一 5 TA — R, FH 60 X90 晨 米 的 株 行距 进行 突 植 。 深度 15 JEOK. 

两 和 李 环 三 极 易 成 活 ， 干 旱季 节 移 植 需 浇 定 根 水 。 

(AAR. HLA) 

42。 中 亚 狼 尾 草 

Pennisetum centfrasiaticum 了 了 ZVvel。 ~ 

别名 yee,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木 ， 具 有 长 根 状 茎 ,和 单 生 或 众生 ，， 直 立 

或 斜 升 ， 高 30 一 120 BK, WR ths 时 GA KI 毫米 的 
纤毛 : 叶片 条 形 ， 长 10 一 30 BRK, H3—-15 SK. BRACE 

呈 圆 柱 形 ， 直 立 或 弯曲 ,发 .50 二 20 厘米 ， 主 轴 无 毛 或 有 微 毛 ， 分 
枝 长 约 0.5 毫米 ， 刚 毛 状 小 枝 灰 白色 或 带 褐 紫 色 ， 长 1 一 2 BK; 

小 穗 长 5 一 7 毫米 ， 单 生 于 由 粗糙 刚毛 状 小 枝 组 成 的 总 区 内， 成 热 
时 与 它 一 起 脱落 ， 第 一 颖 长 0.5 一 2 毫米 ， 第 二 颖 长 约 为 小 穗 的 二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一 ;第 一 外 各 与 第 二 外 释 等 长 ;第 二 外 释 边 缘 薄 ， 
卷 抱 内 释 (图 42) 。 

地 理 分 布 AURA RACER, 
ARLAR,. BRS, MIA REO. eR 
丘陵 、 大 青山 、 燕 山北 部 丘陵 ， 西 边 到 河西 走廊 ， 青 海 东部 和 新 
疆 ， 青 藏 高 原 主要 分 布 于 雅鲁藏布江 中 游 两 岸 较 温暖 的 地 区 ; 在 国 
外 ， 苏 联 。 阿 富 汗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中 亚 狼 尾 草 是 一 种 广 旱 生 草 本 植物 ; 以 

DRE DRAB, ATE, RA RRS TE 
蒙古 西部 ， 一 般 4 月 下 句 返青 ，7 月 下 名 至 8 月 上 旬 抽 穗 ) 8A 
中 、 下 旬 开 花 ， 9 月 中 、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种 子 成 熟 后 ， 连 同 刚毛 状 
小 枝 组 成 的 总 苞 随 风 飘 散 ， 借 以 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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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种 为 喜 温 植 

温带 地 区 ， 对 水 分 条 “ 
件 有 现 广 泛 的 适应 
He, ABR PAE HCI Se 
型 草原 带 都 有 分 布 ， 
龙 其 更 多 地 出 现 于 荒 
潢 草原 地 带 。 习 见于 

沙 质 生境 或 干燥 的 黄 

EER, Ws Th 

FH. RW. EW 

Tes LS REE 

生 ， 形 成 暂时 性 的 中 

亚 狼 尾 草 群落 ， 但 很 

不 稳定 。 在 内 蒙古 中 

部 草原 地 带 的 半 固 定 
沙 地 ， 中 亚 狼 尾 草 分 

Ap FE YB (Arteml!- 

sia ordosica) 、 芦 

革 、 糙 隐 子 草 (Clei- 

图 42 PWR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Tzvel. 

stogenes squarrosa) 及 多 种 杂 草 构成 的 河 MIR BHA, FES 

尔 多 斯 高 原 也 是 当地 黑 沙 贰 或 白沙 蒿 加 黑 沙 车 群落 的 常见 伴生 种 。 
当 水 针 茂 草原 受到 过 牧 、 星 荒 破坏 ， 引 起 沙化 的 早期 ， 中 亚 狼 尾 章 
往往 大 量 侵入 ， 可 构成 群落 的 建 群 种 。 在 海拔 3800 一 4400 米 fy TE 
簿 藏 布 江河 谷 阶地 ， 见 于 多 砾石 的 紫花 针 莫 (Stipa purpurcn) 、 
男 沙 草 (Orinus thoroldii) 草原 群落 内 。 

饲 用 价值 ”中 亚 狼 尾 草 为 优良 牧草 ， 茎 叶 RK, WRU, 
牛 、 马 、 羊 、 骆 驼 都 喜 食 。 再 生性 良好 ， 可 认为 是 一 种 有 栽培 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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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饲 用 植物 。 可 用 种 子 撒播 ， 或 拖 理 根茎 繁殖 ， 以 便 在 固定 、 半 
El UIb LAs, REAFRHKREYRIARH LBW RAM 

人 工 草 场 。 

据 在 宁夏 贺兰山 东 翡 荒漠 草原 地 带 ， 移 栽种 亚 nat es 

验 ， 裁 后 6 一 22 KGB, 750 KAR, 66 KRW, 100 KH, 

105 天 开花 ， 135 KRM. F4F7AZH, IAT AMA, 

鲜 草 亩 产 2680 公斤 〈 折 合 干草 773 公斤 / 亩 )， 每 亩 收 种 子 了 8 A 
斤 。 栽 培 的 中 亚 狼 尾 草 ， 花 期 株 高 85 OK, meRAB I 92 BOK, FF 

均 每 株 分 划 1974, SMH 120.61 (据守 夏 贺 兰 县 草原 试验 站 王 

才 同 志 试验 ) 。 由 此 可 见 ， 通 过 进一步 驯化 培育 ， 可 提高 生长 高 度 、 

叶 量 和 品质 ,、 亦 可 培育 成 适应 半 芒 省 地 带 沙 质 土壤 的 餐 浊 永 用 草 5 

又 因 其 根茎 细 长 、 耐 干旱 、 耐 沙 坦 、 易 繁殖 ， 可 做 为 半 固定 涉 丘 、 

WADED, Usb, APA, RAMSAR ARR 

毒 、 利 尿 的 功效 藏医 用 于 滋补 健身 ; 人 

蕉 代 和 白 茅 根 用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2。 

表 42 中 亚 狼 尾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书 物 eh 

ares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 | 粗 灰 分 ] 生育 期 

开花 期 | 5.57 | 9.33 | 4.48 | 22.68 | 37.46 | 0548 OU7 |e 

结实 期 | 62.80 | 2.30 0.90 | ‘5.50 

* ”中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等 单位 分 析 。 

25.50 | 3.00, 1 一 of 一: 

43.42 oe 

Pennisetum purpereum Schumach. 

别名 R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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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 SEA, MARK, — BB 2 一 4 米 , 最 高 者 可 | 
达 5 米 以 上 s 根系 发 达 ， 具有 强大 伸展 的 须根 ， 多 分 布 于 深 40 厘 | 
米 左右 的 土屋 中 吃 最 深 者 可 达 4 米 ， 在 温暖 潮湿 季节 ， 中 下 部 的 蔡 | 
WREKWACER. FR, 1-2 厘米 ， 圆 形 ; 节 上 芽 沟 明显 而 
BRET, RAB. DEER, WIA 50 一 100 个 。 植 株 成 

Bin, ZEEE REP TT AR, RRR E.R | 
大 水 和 和 毛 被 ; 因 品 种 而 异 ， 一 般 叶 长 45 一 100 厘米 ， 宽 1—4 厘米， | 

中 脉 粗壮 ; WAR, LOREM, FREE 4A, FE 
Ry K2-3 SK PLELERAMSHRE. BREAK, 
黄 褐色 或 黄色 , 长 20 一 
30 BK, @ 1 5 一 3 厘 ， 

米 〈 刚 毛 路 外 ) ; £ 

fh AFG, RRA 
Bs 每 个 花序 约 由 250 
个 左右 的 小 穗 组 成 ， 小 
PBERE, KHOR 
米 ， 含 3 BLE: Bw 
RR, BB, kK 
40.5 毫米， 先端 钝 ， 
GRAS HA ib, 5 = BBE ET 

G, KY 2K, Fee 
R, ilk: BI 
长 约 为 水 穗 的 五 分 之 
四 ， 第 二 外 释 与 小 穗 等 
长 ,，: 花 药 柄 端 具 毫 毛 
(图 43 ) 。 

地 理 分 布 象 草原 图 43 和 象 草 Pennisetum purpereum 

产 于 非洲 热带 区 域 。 现 Schumach。 

ee 上。 



在 世界 各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多 已 引种 栽培 。 我 国 在 二 皇 世 纪 三 十 佑 
代 以 前 已 引入 广州 种 植 ， 现 已 遍及 南方 各 省 《区 元 贞 尤其 神 产 未: 
Pi. me. SH. RO 湖南 ; 江西、 台湾 等 地 , BX, 
成 为 主要 的 栽培 轨 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象 草 喜 温暖 湿润 气候 ， 但 其 适应 性 很 

强 ， 在 广西 海拔 1200 米 以 下 的 地 区 均 能 生长 良好 。 能 耐 短期 轻 霜 ， 

在 广州 、 南 字 能 保持 青绿 过 冬 。 一 般 在 气温 12 一 14%C 时 开始 生长 ， 
25 一 35%C 时 生长 迅速 ，10%C 以 十 生 长 受 抑制 ，5 和 以 下 则 停 正 生长 ， 

连续 受 冻 ， 能 被 冻 死 。 象 草 具 有 强大 根系 ， 能 深 六 土 层 耐 旱 力 较 
强 。 据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观察 ， 经 30 一 40 RF SHREK ERS 

旱 ， 高 温 的 季节 ， 时 片 稍 有 卷 缩 ， 叶 尖端 有 枯死 现 象 ' KBB. 
但 水 分 充足 时 ， 很 快 恢复 生长 。 象 草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落 玉昌 粘 主 
和 微 酸 性 土壤 均 能 生长 。 但 以 土 晨 深 宇 ， 肥 沃 蔬 松 的 二 到 最 为 适 
HREOC LAT, REEREE, SMB, BRD, 
叶片 短小 ， 色 黄 ， 产 量 低 。 
象 草 在 水 分 、 温 度 适 宜 的 条 件 下 ， 一 般 种 植 后 7 一 10 天 出 苗 ， 

15—20K FPA ADHE, SHEAR, SKIS. MIR. + 

HH, MKSPMEVSHARUIKAR. BWR, RRBRAR 
, 4EX 3 次 的 为 25 一 75 4, 4EX 4 次 的 为 43—45 个， 年 浊 6 次 

的 为 91 个 ;高 刘 的 分 划 多 〈 离 地 20 OK), MEXIA CR ARXID 3 
莫 少 ， 肥 地 分 蓝 多 ， 兰 沙 分 蓝 少 ;两 季 分 蕉 多 ， 早 季 分 碍 少 。 在 广 
东 、 广 西 、 福 建 等 地 ， 象 草 每 年 从 2 一 12 月 均 能 生长 ， 和 下 -9 月 生长 

最 盛 ，10 月 份 以 后 生长 逐渐 减弱 。 抽 穗 开花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异 AS 
种 一 般 在 9 一 10 月 间 抽 穗 大 硅 种 则 在 11 月 至 次 年 3 A el Hh IF 
花 。 一 般 结 实 率 很 低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容易 散落 。 种 予 的 发 芽 率 
也 很 低 ， 实 生 苗 生长 慢 ， 性 状 不 稳定 。 因 此 ， 在 生产 上 多 采 归 元 性 
繁殖 。 
饲 用 价值 “ 象 草 是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一 种 高 产 的 多 年 生怕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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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每 可 以 浊 制 6 一 8 次 。 一 般 每 年 亩 产 鲜 草 5000 一 10000 公斤 ,高 者 

AIA 15000 一 30000 公斤 。 象 草 不 仅 产 量 高 ， 而 利用 年 限 也 较 长 ， 一 

般 为 3 一 5 年 ， 如 栽培 管理 利用 得 当 ， 可 延长 到 5 一 6 年 甚至 10 年 

以 上 。 适 期 浊 割 ， 柔 软 多 汁 ， 适 口 性 很 好 ， 利 用 率 高 ， 牛 、 马 、 羊 、 
免 、 忽 等 畜 禽 均 喜 吃 ， 幼 嫩 时 期 也 是 猪 、 鱼 的 好 饲料 。 象 草 除 四 季 

给 家 畜 提 供 青 饲料 外 ， 也 可 调制 成 干草 或 青贮 料 备用 。 象 草 具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43 一 1。 
表 45 一 1， 象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96 

占 < 风 Ww 质 

ZAR LD La xs oeala mm | ate 

10.58 | 1.697 | 32.14 | 44.70 | 9.61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畜 收 记分 析 : 
其 消化 率 ， 扣 菲律宾 用 45 天 和 60 天 再 生 象 草 ， 分 别 对 黄牛 和 水 和 牛 

进行 消化 试验 ， 结 果 如 表 43 一 2。 
表 45 一 2 “不 同 生长 天 数 象 草 再 生 草 干 物质 消化 率 (%%) 

HK H hear 1 ma i a) ik ma op 99) Bf 

|e | 55.8 | 61.5 | 61.2 | 58.8 | 58.6 55.8 

rm Kk 4 | 57.5 64.5 54.2 61.7 56.5 57.2 

| 黄 牛 | 52.5 61.0 57.0 54.3 54.8 51.0 

oC | 水 | 55.0 64.2 64.4 58.3 55.2 54.0 

象 草 内 和 蛋白质 含 量 和 消化 率 均 较 高 。 如 果 按 每 亩 年 产 鲜 草 

5000 一 30000 公斤 计算 ， 每 亩 则 可 年 产 粗 蛋 白 64.5 一 387 公斤 ; 这 

是 其 它 热带 禾 本 科 牧 草 所 不 及 的 。 

此 外 ， 象 草 的 根系 十 分 发 过， 种 植 在 塘 边 、 坦 岸 ， 可 起 到 护 坦 

保 土 作 用 。 据 报道 ， 在 斯 里 兰 卡 和 乌干达 的 研究 表明 ， 栽 培 象 草 能 

LAG A PAR ADRMAR, ABR ALM TE,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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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 以 浏 割 作为 多 年 生 作 物 的 覆盖 材料 。 总 之 ， 象 草 的 产量 高 ， 品 

质 优良 ， 适 口 性 极 好 ， 使 用 年 限 长 ， 用 途 较 广 ， 具 有 很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 是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良好 饲 用 植物 之 一 。 = 

RRA BORMUTH, LER. RRS Lae 

植 ， 在 坡地 上 种 植 不 用 起 畦 ， 在 水 田 种 植 则 以 宽 1 米 左右 起 畦 ， 同 

时 要 施 入 充足 的 有 机 肥 作 底肥 ， 一 般 每 亩 1500 一 2500 公斤 。 

象 草 对 种 植 时 期 要 求 不 严 ， 在 平均 气温 达 13 一 14%C 时 ， 即 可 用 

种 蔡 演 殖 ， 在 广东 、 广 西 为 2 As 湖南 长 处 为 3 月 份 。 种 植 时 要 

选择 生长 100 天 以 上 的 茎 秆 做 种 茎 ， 按 3 一 4 个 节 切 成 一 段 ， 每 畦 ， 

2 行 ， 株 距 50 一 60 厘米 ， 种 芽 向 上 斜 揪 ， 出 土 2 一 3 个 节 。 或 将 种 

茎 平 放 ， 芽 向 两 侧 ， 履 土 5 一 7 BOK, WAS, PR 15 一 20 

厘米 ， 种 蔡 斜 插 ， 每 穴 1 一 2 苗 ， 每 亩 用 种 茎 约 :100 一 200 公斤。 

肥水 充足 是 象 草 高 产 的 关键 。 生 长 前 期 要 及 时 中 赫 钢 草 。 每 次 

浊 割 后 ， 也 应 及 时 中 耕 松 土 追肥 ， 一 般 株 高 100 一 120 厘米 , 距 地 面 

20B KAA XI RAE. | 

象 草 结实 率 和 发 芽 率 均 低 ， 一 般 在 生产 上 采用 葵 秆 进行 无 性 繁 ， 

ji, FERS RRM RPS ERP BARS, 在 冬季 温度 较 低 

的 南昌 地 区 则 需要 采取 过 冬 措施 。 

44. 猫 尾 EE 

Phleum pratense Le 

别名 梯 牧 草 。 

形态 特征 SHENK, HRA, RRA. FHM, 

10—100 BOK, LMRABRRBAHBFHAY MH, A6—sH, 节 

Kp ete, MPR, MFR PRAKT BA, ICE: 叶片 局 

平 ， 长 10 一 30 厘米 ， 宽 5 一 8 毫米 ， 两 面 粗糙 。 圆 锥 花序 圆柱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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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K5—15 厘米 ， 宽 5--6 Bk, 小 穗 长 圆 形 ， 含 1 小 花 ; | 
颖 膜 质 ， 长 约 3.5 2K, Ahk, PRR, FARE, TOR | 
ARs HMB, KY 29K, AT 脉 ， 脉 上 被 微 毛 ， 顶 端 印 
圆 ; ARMS SR, MRA, AN 〈 图 44) 。 

地 理 分 布 猫 
尾 草原 产 于 欧洲 大 
陆 的 温带 。 我 国 东 
北 、 和 华北 和 西北 均 
ARH; 世界 上 许 

多 国家 广泛 种 植 ， “ 
美国 、 苏 联 、 法 国 
等 栽培 面积 最 大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猫 尾 草 为 
须根 系 ; 稠密 强大 ， 
A + #50—90 & 

米 。 葵 的 基部 于 秋 
后 扩大 成 球状 BW 
冬 后 伸 长 成 为 新 枝 
条 ， 而 在 其 基部 生 
根 ， 于 当年 内 发 育 
KK, ARB 

图 44 猪尾 曹 Phleum pratense T。 的 基部 扩大 为 于 外 
状 。 为 多 年 生 牧 草 , 一 般 生 活 年 限 为 5 一 6 年 ,生活 的 第 三 。 四 年 最 为 
BOR, TER. WIXI MAM Ih LARS, EARNS, 
使 新 生 枝 条 的 发 育 减弱 ， 寿 命 缩短 。 

猫 尾 草 为 半 冬 型 发 育 类 型 牧草 ， 播 种 当年 极 少 抽穗 。 在 甘肃 起 
威 地 区 播种 的 第 二 年 3 AE AEH, 6 月 下 旬 抽 穗 ， 8 月 上 旬 种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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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 猫 尾 草 为 蜡 花 授粉 植物 ， 开 花 时 间 持 续 0 一 15 天 ,一 天 内 日 

岂 至 中 午 开花 最 多 。 开 花 顺 序 是 穗 上 部 三 分 之 一 先 开花 。 穗 上 部 授 

粉 较 穗 下 部 早 3 一 4 天， 种 子 成 熟 亦 早 。 人 

猫 尾 草 是 襄 湿 润 芷 物 ， 适 于 在 年 降水 量 700 一 800 毫米 的 地 区 

生长 ， 较 耐水 渡 。 对 温度 的 要 求 不 高 ， 地 温 3 一 4 时 ， 种 巴 开 始 发 

芽 ， 抽 穗 期 适宜 温 度 为 18—19C, SRERF SCHRILAK. & 

季 气 温 高 于 5"C 时 开始 返青 。 耐 寒 性 强 ， 于 北方 寒冷 潮湿 的 地 区 生 

长 良好 。 对 夏季 于 旱 和 过 热 的 气候 抵抗 力 弱 ， 在 南方 各 省 《区 ) 多 

不 适 于 生长 ， 即 使 生长 ， 也 仅 能 收获 一 次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可 生长 于 多 种 不 同 的 土壤 上 河面 以 在 粘 士 及 

壤土 上 生长 最 好 ， 在 沙土 和 泥土 亦 可 生长 。 耐 士 坟 酸性， 能 在 

pH4.5 一 5.0 的 土壤 上 生长 。 在 强酸 性 土壤 和 含 石灰 质 多 的 士 壤 上 

生长 不 良 。 抗 旱 性 较 盖 ， 故 在 干燥 的 土壤 上 难以 成 活 二 产量 甚 低 。 

饲 用 价值 “ 犹 尾 草 是 饲 用 价值 较 高 的 牧草 之 一 。 PR 
花期 至 乳 熟 期 浊 割 较 好 ， 成 熟 后 由 于 叶片 干枯 脱 落 ; ;产量 和 品质 均 

降低 ， 剂 荐 过 早产 量 较 低 ， 且 调制 也 较 困 难 。 生 活 第 一 年 的 头 茬 草 ， 

Fi He EE 1H 59.2%， 叶 占 29.2%， 花 序 HH 10.6% oy 

Ais FE GE TE PY KE — EY XY A, et Pe BERL 2500—4000 2 

Fro FRR REX 1, PRR 低 。 在 甘肃 河西 起 廊 内 陆 灌 

区 , 第 一 年 亩 产 鲜 草 600 公斤 、 第 二 年 产 2350 公斤 .第 三 年 产 2100 

Ar; 若 不 灌溉 则 严重 缺 株 ， 产 量 下 降 。 猫 尾 草 的 适 日 性 较 妈 , By 

骤 最 喜 食 ， 牛 亦 乐 食 ， 羊 采 食 稍 差 。 除 调制 干草 外 ,也 可 供 放牧 ， 

但 仅 限 于 再 生 草 ， 且 以 混 播 者 较 多 。 头 枯草 用 以 放牧 使 产量 显著 降 

低 。 猫 尾 草 也 可 用 于 青贮 。 

其 化 学 成 分 与 消化 率 如 表 44 一 1、44 一 2。 

栽培 要 点 ”猪尾 草 既 可 单 播 ， 又 可 混 播 ， 种 子粒 小 千粒重 

0.36—4 5d, BAM 272707, BHR, —M1—2 厘米 。 单 

播 每 亩 0.25 AAA, BH. BR, KEY RE. SASH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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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猫 尾 草 化 学 成 分 表 (%) 

点 风 a 物 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Te 48 le 93 32。 03 526 33 6. 23 Tr | ans 

6.85 3.03 33.37 50.00 5-61 0.32 | 0.14 

RA4—2 ASFMR PARES RAL Ne 
er 

ff B 

ate ® 

at ie my | OLR a 化 能 | 代 谢 能 
CH) | LE | ( 兆 焦 1 公斤 )| Cb M/A ID AAR 

(%) 备 注 

5.70 9.77 | 8.19 | 2066 | 58.0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果 较 好 。 一 般 每 亩 追 施 氮 肥 10 公斤 ， 磷 肥 .2.5 公斤 ， 钾 肥 5 公斤 。 

se (Th & 45) 

450 HAAR 

Poa crymophila Keng 

形态 特征 SEERA, PARK, AVE, AMR, FM 

生 ， 直 立 ， 稍 压 扁 ， 高 30 一 65 厘米 ， 具 2 一 3 4, HRP, ee 

略 带 红色 ， 叶 舌 膜 质 ， 叶 片 条 形 ， 对 折 内 卷 ， 先 端 渐 尖 ， 长 3 一 9.5 

厘米 ， 宽 4%.7 一 1. 3 毫米， 圆锥 花序 狭 守 而 得 小， KB, ERK 
4.5—8.0 BOK, hie A 2 一 3 个 分 枝 。 小 穗 灰 绿色 而 带 紫 色 ， 

长 3 一 4 毫米 ， 含 1--2 小 花 ， 小 穗 轴 无 毛 ， MR BIS, ORB 
形 ， 具 3 脉 ， 第 一 颖 长 1.5—3.0 毫米 ， 第 二 颖 长 2 一 3.5 HK; 外 

释 长 圆 形 ， 先 端 障 质 ， 间 脉 不 明显 ， 基 盘 无 毛 ， 第 一 外 各 长 3 一 3.5 

EK; ARSMEK, MRA, RBH 〈 图 45 )。 

地 理 分 布 ” 冷 地 早熟 禾 为 我 国 特产 。 主 要 分 布 于 青海 、 冉 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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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x. PU, es AB 

外 ， 印 度 有 少量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4 jh PARA AT, 

荃 叶 茂 盛 。 当 年 实生 苗 只 

能 达到 孕穗 期 , 不 能 结实 。 

在 青海 第 二 年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旬 返 青 ， SAA 

至 6 月 上 名 孕 穗 ， 6 月 上 

旬 至 7 月 上 名 抽穗 开花 ， 

8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105 一 115 天 。 

HALA AR Hh ER 

ik, AREA TTR. HAA, 

自然 生长 的 当年 实生 苗 分 
BEiK 3 一 4 个 ， 而 栽培 的 

则 可 达 22 一 42 个 ， 若 土 

GS. HBR, ABE aA 

百 余 个 。 须 根 多 而 密集 ， 

一 般 多 集中 于 18 一 24- 厘 

米 深 的 土 层 中 。 

图 45 冷 地 早熟 禾 Poa crymophila 

Keng 

A PAAR MAE IRR, TORR REE RR. TE 

海 玉树 县 ， 海 拔高 度 达 4200 米 ， 生 长 良好 ， 并 能 正常 结实 .抗旱 能 

力也 较 强 。 在 年 降水 量 不 足 200 毫米 的 青海 柴 达 木 种 植 ， 也 能 获得 

较 高 的 产量 。 耐 盐 碱 、 耐 将 薄 ， 在 pH7 一 8.3 的 土壤 上 种 植 ， 生 长 

良好 ， 并 能 完成 生活 周期 。 抗 寒 ， 幼 苦 能 耐 -3 一 -5 低温 ， 成 株 

冬季 - 38.5 吧 也 能 安全 越冬 。 它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但 在 湿润 的 未 

Mit, BRERA 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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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地 早熟 禾 具 有 广泛 的 生态 幅度 。 能 适应 高 原 复 杂 的 生境 条 
件 ， 得 在 自然 生态 环境 中 ， 常 见于 3200- 一 3600 米 的 河谷 、 缓 坡 、 湿 

涧 平 浴 、 渭 泽 化 草 旬 周围。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草场 上 ， 常 作为 伴生 种 出 
现 ， 与 各 种 下 从 型 禾 草 、 杂 类 草 组 成 不 同 的 群落 。 在 摆 荒 地 上 常 与 
其 草 伴生 ， 经 3 一 4 年 后 ， 冷 地 早熟 禾 数量 增多 , 并 形成 片 状 群落 。 

天 工 裁 培 的 冷 地 早熟 禾 草地 ， 可 做 为 割 草场 ， 或 制 草 、 放 怕 兼 
用 。 也 可 与 其 它 牧 草 混 播 ， 做 割 草 、 放 牧草 场 。 一 般 可 利用 7 一 10 
年 。 
AA _ 冷 地 早熟 禾 从 秆 直立 ， 和 柔软 ， 略 带 甜 味 ， 适 口 性 

好 。 据 分 析 ， 各 个 不 同 发 育 期 粗 蛋白 质 含量 接近 首 菏 ， 以 抽穗 期 最 
高 ， 完 熟 期 含量 下 降 GE 45--1 ) 。 因 此 , 最 好 利用 时 期 在 开花 期 最 

| 
45-1 冷 地 早熟 禾 化 学 成 分 表 ”(% ) 

ae) 占 证 物 质 

分 析 生育 期 | 3 部 位 水 分 (tae eae ame msl 粗 纤 给 无 氨 浸 出 物 | 起 灰 分 | 俩 | we 
鲜 草 | 67.94| 6.70 0.92 | i106! 10.72 2.66 |0.1210.0900 

抽穗 期 ys 
- 草 | 6.75| 19.48 2.69 | 32.i7| 31.18 7.73 10.3510. 2625 

鲜 草 63.29] 6.13 1. 05.) 113.321. “13.57 2.64 |0.13/0.1175 
开花 期 

F x 6.37| 15.63 2.68 | 33.97| 34.61 6.74 10.3310. 3025 

f i Pere 60.00| 5.32 1.13 | 14.46} 17.37 .| 1.72 |0.08|0. 1000 

+ 草 由 6.15] 12.48 2.66 | 33.93] 40.74 4.04 10.1910. 2350 

鲜 草 sayy] 90°32) 5.28 | 111| 15-57] 15.74 1.98 |0.10|0.1050 
干 i ~l 7544] 12.81 2.59 | 36.33] 36671 4662 0624/0. 2475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本 冷 地 早熟 禾 开花 前 马 。 牛 、 羊 及 喜 食 ， 开 花 后 虽然 粗 蛋 白质 信 
量 有 所 下 降 ， 但 由 毛 草 质 柔 软 ， 适 口 性 并 不 降低 。 是 夏 、 秋 各 类 家 
畜 的 抓 厌 优良 牧草 、 冬 春 则 是 救命 保 肢 草 ， 青 干草 是 冬 春 的 良好 补 
充 饲 草 ， 粉 碎 后 猪 也 喜 食 。 

冷 地 早熟 用 枝叶 茂盛, 营养 枝 发 达 , 营养 生长 期 较 长 ， 种 子 成 训 
后 枝 时 仍 保持 青绿 ,叶片 不 易 脱 落 , 叶片 占 的 比重 也 较 大 , 表 45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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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此 一 2 冷 地 早熟 用 蔗 叶 比例 测定 表 “〈 侠 人 章 ) 

和 | 总 重量 x wok wf 

Wik 《厘米 ) my (HE) ihe % le 花序 重 % 
—_— a 15a ty ok le ae 
天 然 草地 | seem | 42.8 加 369.0 | 73.8 | 131.0 26.2 

| 1 | | 
人 = | 7 
人 工 草地 | 开花 期 | 58.7 | 500 =, 323.5 | 64.7 176.5 | 35.3 

‘ ' i i ; 

4h RARER, RAS, ARPAMB RRB 

fi, KORG LARTER AEA, EPR 25—35 公斤 ; 

人 工种 植 的 草地 第 一 年 亩 产 干草 35 一 50 公斤 ， 株 高 17 一 20 EDK, 

第 二 年 至 第 六 年 亩 产 干 草 225 一 450 公斤 “第 六 年 以 后 产 章 量 下 降 ， 

若 能 及 时 施肥 、 灌 水 、 松 友 加 强 管理 ， 草 地 寿命 可 延续 10 年 。 结 实 

性 能 好 ， 一 般 结 实 率 可 达 60 一 80%， 亩 产 种 子 40 一 50 A. 

栽培 要 点 ” 冷 地 早熟 禾 种 子 小 而 轻 ， 千 粒 重 0.35 一 0.50 se, 

每 斤 种 子 100 一 142 万 粒 。 因 此 ， 种 植 时 要求 精细 整地 、 施 肥 、 灌 

A, FRB, RRB, RW, RAL. ERR, 一般 春 

8, AGE, HARSH O.5—O. AR, ARB, 
条 播 行 距 20—30 厘米 ， 播 深 1 一 2 厘米 ， 播 后 镇 压 。 苗 期 生长 组 

慢 ， 要 防止 竹 畜 践踏 ， 及 时 防除 杂 草 ， 分 坦 :， 拔 节 期 灌水 、 追 肥 ， 

可 提高 当年 产量 。 

据 青海 同 德 地 区 实验 ， 采 用 冷 地 早熟 禾 . 星星 草 (Pucc inel- 

lia tenuiflora), ja#¥ 3 A (Poa pratensis var. ancepe), K 

草 (Agropyron cxistatum) 混 播 ， 可 建立 优质 放 物 地 ， 产 草 量 比 

单 播 可 提高 7 一 41%。 采 用 冷 地 早熟 禾 、 扁 秆 早熟 禾 、 冰 草 、 无 芒 
42392 (Bromus inermis), 3ERR PEMA CElymus nutans) WRB 

Ve eK. PE A EH, CPO ee HR RA 28—165 % . 

(7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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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 WAR. 

46. 草 地 早熟 禾 

Poa pratensis L. 

CASE SHEERR, AAMAS: 根 须 状 。 秆 直立 ， 

HEMI OA, J. WR, WHAT 60 一 100 厘米 ， 具 2 一 3 节 ， 

下 部 节 间 长 1 二 19 BOK, HE, BIB, K 1 一 2 毫米 。 叶 片 条 

形 ， 先端 渐 尖 ， 光滑 ， 局 平 ， Ae, 长 6 一 18 JK, Be 3 一 4 ZK. 

DP RAL, BR, ORS, FO. EERE ON IB, BRE 

%, FR, OTHE. K 13 一 22 BK, WH 2 一 4 BOK, BP 3 一 

4h, MAR. A 

枝 上 着 生 2 一 4 小 穗 。 

小 穗 卵 圆 形 , 草 绿 色 ， 

成 熟 后 草 黄 色 ， 长 4 一 

6 毫米 ， 仿 2 一 4 花 。 

第 一 颖 2 一 3 BK, 具 1 

ik; Bm RM, 长 3 一 4 

2K, 3 hk, SRA 
mm, Winer, 4S Wk 
在 中 部 以 下 具 长 柔 毛 ， 
间 脉 明显 ， 基 盘 有 稠密 
的 白色 绵 毛 。 第 一 外 各 
K 3 一 4 毫米 , 内 释 较 短 
+ 5pe?, AME. BUR 
mee, A=, KY 
2 毫米 〈 图 46 ) 。 

地 理 分 布 ” 草 地 早 图 46 草地 早熟 用 Poa pratens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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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禾 原 产 于 欧 亚 大 陆 、 中 亚细亚 区 ， 广 泛 分 布 于 北 温带 冷 凉 湿润 地 

RK. ERB A HT AIC. AE. WALLA Ze. Bot. ora. 

青海 、 西 藏 、 四 川 、 江 西 等 省 〈 区 )、 自 然 分 布 在 冷 湿 生境 ，. 常 成 为 

山地 草 旬 的 建 群 种 ， 或 为 其 它 草 旬 性 草原 群落 的 伴生 种 。 我 国 逐 渐 

栽培 推广 ， 在 世界 范围 ， 苏 联 亚洲 和 欧洲 部 分 都 有 分 布 。 欧 洲 各 国 
多 有 栽 墙 。 在 北美 ， 加 拿 大 潮湿 地 区 和 美国 北部 是 适应 良好 牧草 ， 
并 有 大 面积 的 栽培 。 在 美国 , 称 为 肯 塔 革 兰 草 , 著名 的 栽 墙 良种 ， 
全 国都 有 栽培 ， 是 北部 年 平均 15"C 等 温 熏 附近 适应 最 好 的 品种 。 也 
是 北 温带 利用 广泛 优质 的 冷 季 章 坪 草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AHRWRE-WKES ELAM, 8 
于 生长 在 冷 湿 的 气 侯 蒜 境 ， 在 栽培 灌溉 条 件 下 ， 在 冷 凉 的 半 干 早 和 
于 旱 环境， 也 可 以 生长 良好 。 在 水 分 候 乏 和 暖 热 的 生境 ， 新 枝 和 走 
守 的 生长 都 要 受到 恨 制 ， 在 于 热气 供 结 束 数 周 以 后 ， 生 长 叉 可 以 铸 
复 形成 草 被。 

草地 早 就 禾 对 气候 的 适应 ， 大 臻 在 温度 5sG 时 ， 可 以 开始 生 
长 ;在 15 一 32%C 时 ， 可 以 充分 的 生长 ,温度 较 高 或 较 低 都 能 降低 逢 
物 生 长 的 速度 ， 但 土壤 中 水 分 供应 情况 ， 可 以 发 生 明 显 的 作用 。 温 
度 保持 在 15%c 以 上 时 ， 能 促进 根系 和 走 茎 的 发 育 ， 极 端的 冷 和 

热 都 造成 损伤 ， 特 别 不 能 抵抗 高 温 干 燥 。 在 全 日 照 的 条 件 下 ， 可 以 

生长 良好 ， 如 土壤 湿度 和 营养 充分 时 ， 在 轻 度 的 萌 蔽 下 洒 能 正常 生 

ee +H 

对 土壤 适应 的 范围 比较 广泛 ， 适 于 中 性 的 到 微 酸性 的 土壤 ,但 

能 耐 pH7.0 一 8.7 的 盐 碱 土 。 最 适 于 肥沃 的 ， 纺 构 和 排水 良好 的 十 

壤 ， 但 也 能 耐 将 薄 的 土壤 ， 对 土壤 中 钙 质 有 明显 反应 。 增 施 氮 肥 和 

磷 、 钾 肥料 可 以 促进 新 枝 和 走 从 的 发 生 ， 提 高 产量 。 根 系 比 较 发 

育 ， 主 要 部 分 多 集中 于 15 二 2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在 耕作 的 土壤 中 ,部 

分 根系 可 深 达 30 一 4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 

草地 早熟 禾 在 早春 和 早秋 生长 有 良好， 新 梳 和 根茎 除 极 冷 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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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A, 其 它 季 节 可 以 生长 y 在 4 一 6 月 生长 最 盛 ， 其 次 9 一 10 

月 初 。 3 月 和 11 月 受 寒 冷 的 限制 ,， 7; 月 和 8 月 受 干 热 的 限制 ,生长 
停顿 ; TERR, 受 寒冷 的 影响 ， 一 般 在 4 月 中 旬 植 物 返青 , 6 一 
7 胃 抽 穗 开 花 ; 9 月 种 子 成 熟 。 全 部 生育 期 为 104 一 110 天 , 生长 期 
4 200 REA. 

幼苗 的 发 本 具有 两 种 芽 ， 其 一 发 育 为 根 共 ， 另 一 产生 分 药 。 分 
划 芽 有 些 发 育 产生 秆 ， 将 来 抽出 花序 ， 另 一 种 只 能 发 育 为 叶 芽 ， 扫 
再 叶枝 屿 保持 营 养 枝 状 态 。 新 的 分 斐 和 根 蔡 是 从 已 发 育 秆 的 基部 节 
LRA, 新 的 走 鞋 也 从 老 的 根 董 的 节 部 产生 。 在 环境 和 营养 条 件 适 
宜 时 ， 根 蔡 节 上 产生 新 芽 穿 出 地 面 ， 形 成 新 株 。 根 鞋 芽 的 发 生 ， 主 
要 是 夏季 和 秋季 ) 第 出 地 面 的 芽 是 在 秋季 WK 季 适 宜 的 生境 中 产 
竺 。 根 蔡 在 适宜 的 环境 中 ;可 以 产生 草皮 。 发 育 的 根茎 ，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旱 性 和 较 强 的 抗 寒 能 力 ， 在 - 38*c 的 低温 下 可 以 安全 越冬 ， 越 
冬 率 可 达 95 一 98%。 
RAR RW PARE PER, AAR ME 

MR, ARABS ATES. WS. BRNO RAR, ZR 
高 原 分 布 普遍 ， 常 生长 在 海拔 3000—3500 米 的 水 渠 边 、 低 湿 草 名 
及 阴 坡 灌 从 草地 中 。 在 潮湿 生境 或 水 渠 边 可 形成 茂密 的 植 从 和 纯 群 
落 ， 在 草 甸 草原 中 常 以 伴生 种 出 现 。 在 低 湿地 常 与 蒿 草 属 (Kobn- 
sia) 、 首 草 属 (Carex) 和 其 它 禾 草 与 杂 类 草 组 成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草地 5 在 阴 坡 或 阳 坡 灌 从 中 ， 常 以 伴生 种 组 成 群落 或 散 生 。 在 东 
北 和 华北 地 区 也 经 常 出 现在 低 湿 草 名 或 草 多 性 草原 中 ， 或 其 它 草 名 
土壤 或 森林 的 边缘 。 
饲 用 价值 ` 草 地 早熟 禾 是 性 畜 重 要 的 放牧 草 。 从 早春 到 秋季 ， 

放牧 采 食 的 饲料 常 为 幼 嫩 植 物 ， 营 养 丰 富 ， 马 、 牛 、 羊 、 驴 、 又 ， 
免 都 喜 采 食 。 对 于 马 是 最 喜 食 和 有 完善 价值 的 草 。 在 种 子 乳 熟 期 
i, 3. +. RR, 成熟 后 期 ， 茎 秆 下 部 变 粗 硬 ， 适 口 性 降低 ， 
EME, 4. AER, WPA. MA.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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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冬 地 为 马 的 长 腺 草 ， 干 草 为 牲 育 优 良 的 补 饲 草 。 对 于 禽类 得 洗 

的 饲料 ， 也 都 有 良好 的 饲 用 价值 。 

草地 早熟 钞 耐 笋 性 强 ， 从 春 到 秋 可 以 放牧 利用 ， 能 以 保持 植 和 

的 生长 和 产量 ， 影 响 不 很 显著 。 但 适当 的 轻 牧 ， 或 行 延迟 和 轮 牧 ， 

可 以 维持 植物 的 正常 生长 。 在 中 夏 或 干燥 炎热 时 期 ， 救 草 生 长 力 王 

降 ， 这 时 应 当 轻 救 或 限制 放牧 ， 过 牧 或 重 牧 将 影响 新 梳 的 发 生 和 走 

鞋 的 生长 ， 影 响 草皮 的 形成 。 不 断 的 割 草 和 放牧 ， 能 促进 走 蔡 和 新 

芽 的 发 生 ， 但 过 度 放 牧 ， 将 抑制 新 枝 的 正常 发 育 。 草 地 早熟 禾 喜 肥 

” 族 的 土壤 ， 施 肥 ， 特 别 施用 氮肥 ， 能 促进 生长 。 灌 水 结合 施肥 ， 促 
进 新 枝 发 生 ， 效 果 明 显 。 

茎 叶 生长 茂盛 ， 叶 片 不 易 脱 落 ， 也 用 以 调制 干草 ， 但 成 熟 草 的 
秆 时， 调制 于 草 ， 消 化 率 降 低 。 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比重 ， 的 

为 34.82%， 见 表 46—1, 

表 46 一 1 SSR AHS 

总 产量 

( 克 ) 

HB ss <) hk if 

期 “~~ | CBDR) 

34.82 65.18 174.1 93.6 500.0 325.9 

37.6 349.2 69.84 135.08) 30.16 
| 

天 然 草地 的 产 草 量 一 般 不 高 ， 亩 产 于 草 140-175 公斤 。 人 工 

草地 和 人 工 混 播 草地 亩 产 干 草 大 致 300 一 400 公斤 。 灌 水、 施肥 , 特 

别 施 用 氮肥 ， 可 以 促进 生长 ， 提 高 产量 和 质量 。 产 量 随 栽培 年 限 不 
同 ， 约 在 第 三 年 以 后 ， 产 量 开 始 下 降 〈 表 46 一 2)。 

Hb PAROS AR, MIS RRR, KAS, 
饲料 接近 成 熟 期 营养 价值 降低 。 生 长 期 间 进 行 灌水 和 施用 氮肥 处 
理 ， 蛋 白质 含量 和 营养 价值 有 明显 的 提高 ( 表 46 一 3 )。 

草坪 利用 ”草地 早熟 禾 也 是 温带 地 区 广泛 利用 的 优质 、 冷 地 草 
坪 草 ， 国 内 外 用 于 草坪 绿化 占有 很 大 的 优势 。 发 育 的 根茎 ， 强 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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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草地 早熟 未 人 工 草 地 历年 产量 表 

株 高 PRAM) re i pe Pipa 

a | ow [we | ee | ae [RB [BSP 
播种 当年 24.5 | 140.25| 59.0 一 a 旱 作 条 件 

2 4 | ee 291.70} 70.2 26.65 | 14.25 | 107.25) 旦 作 条 件 

第 3 年 100.0 | 1092.25| 391.95-| 46.60] 一 -一 旱 作 条 件 

第 4 年 85.3 | 844.0 |312.35 | 51.45) 一 od 旱 作 条 件 

45 5 4E 73.6 669.3 | 273.75 | 34.80 一 旱 作 条 件 

表 46 一 53。 草地 早熟 禾 化 学 成 分 袁 (%) 

| | ic A Tee 
分 析 类 别 | ACEI had 

merlin aims ree, Blass] 05 |e 

+ 草 开花 期 8.03| 2.45) 40. 82 et oe 6.07, 0.44] 0.2¢ 

+ 草 开花 期 7.8, 10。80| 4。30| 45。60| .25。10| 6.44 

> # 开花 期 11.7i 下 67| 2831] 28.31| 6.94 | 

ARAN ARAKRS RK, WURBB MEM. BBR 

绿色 草坪 覆盖 地 面 。 一 般 移 植 的 单 株 ， 三 个 月 后 ， 可 以 分 生 100 条 

以 上 的 新 枝 。 经 过 五 个 月 的 生长 繁殖 , 可 以 扩大 达 60 x 60 平方 厘米 

面积 。90 一 115 天 可 以 覆盖 地 面 。 能 耐寒 ， 在 北方 冬季 PR, LEB 

“ 盖 的 情况 可 以 越冬 。 在 12 月 ， 温 度 达 = 2 一 -5%C 时 ， 始 进入 枯萎 

期 。 也 能 耐 夏 季 王 燥 炎 热 达 36 一 38sc 的 高 温 , 可 以 生长 良好 。 的 在 

3 月 中 旬 返 青 ，12 月 枯萎 ， 青 绿 期 可 达 九 个 月 左右 。 经 过 一 系列 的 

选择 改 展 ， 从 国外 引进 了 一 批 选 育 的 新 品种 ， 如 梅里 安 (Merion) 

等 ， 在 我 国 北方 广泛 推广 ,成 为 草坪 绿化 的 重要 草 种 。 主 要 用 于 铺 

建 运动 场 、 高 尔 夫 球场 、 公 园 、 路 旁 草坪 、 铺 水 坝 地 等 是 重要 的 草 

坪 草 。 

栽培 要 点 ”草地 早熟 禾 在 冷 湿 气候 ， 肥 沃 的 土壤 ， 可 发 育成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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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 天 然 草地 。 培 植 大 工 草 地 ， 种 子 微小 (千粒重 为 0.02 一 0.026 © 
克 ), MRM MAR. RELA, WHEW. BIER 
求 镇 压 土 地 ， 保 持 土壤 湿度 ， 控 制 播种 深度 ， 保 证 出 苗 率 。 播 种 期 
EAs il, WME, A. BL AY, RK, REA 
早 ， 以 备 越 夏 和 避免 杂 草 竞争 。 高 寒 地 区 ， 春 播 宜 在 4 一 5 月 间 , 秋 
播 可 在 7 月 。 条 播 行距 30 时 米 ， 播 深 2 一 3 厘米 。 作 为 草场 ,， 一般 

播种 量 每 亩 约 0.5 一 0.8 公斤 ;草坪 育苗 ,播种 量 每 亩 约 7 一 8 公 
Ay 但 除 育 曹 外 ， 主 要 移植 幼苗 ， 一 般 不 用 种 子 繁殖 。 

播种 用 的 种 子 ， 应 加 以 选择 ， 保 持 种 子 的 纯度 和 发 芽 力 ， 更 应 
注意 选择 适 于 当地 的 品种 和 能 适应 的 生态 型 ， 以 期 获得 草场 的 高 产 
并 保持 无 杂 草 发 生 。 

一 般 采 用 单 播 ， 或 与 白 三 叶 或 百 脉 根 进行 混 播 ， 可 以 适当 提高 
产量 和 改进 质量 。 与 白 三 叶 混 种 可 以 促进 生长 提高 产量 ， 而 不 致 排 
挤 。 或 与 百 脉 根 混 种 ,- 草地 早熟 禾 在 春季 发 育 旱 可 以 提前 供应 人 饲 
料 ， 百 脉 根 在 晚 春 和 夏季 生长 旺盛 ， 二 者 在 放 收 季 内 可 以 充分 供应 
收 革 ， 亦 可 与 其 它 豆 科 牧 草 混合 播种 。 

保持 灌溉 促进 生长 有 明显 的 效果 ， 可 以 增加 产 . 量 结合 灌水 
增 施 氮肥 ， 更 有 明显 的 效果 ， 特 别 在 早秋 和 早春 生长 旺盛 季节 施 
肥 ， 更 能 促进 生长 。 充 分 的 磷肥 和 钾肥 ， 对 于 混 种 的 豆 科 牧 草 有 提 
高 生产 的 作用 。 故 无 论 建 立 草场 或 培植 绿色 草坪 ,都 必须 精细 管 
理 ， 保 持 适 当 的 放牧 和 刘 制 草 层 。 这 

(HAE 3 mM 

47。 沙 省 

Psammochloa villosa (Trin.) Bor 

别名 wir. | | 
WAS E SEERA, PRE, 长 2 一 3 米 , 横 走 于 沙 士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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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 高 达 了 ,5 米 ， 直 立 ， 节 集中 于 秆 之 基部 并 有 黄 褐色 枯 凌 叶 畏 ， 叶 
MILF ARES, BABAR, oH, Kis 50 DR, 
宽 约 工 厘米 。 圆 锥 花序 较 紧 密 ， 直 立 ， 与 叶片 近 等 长 ;小 穗 白 色 或 
RAH, K 10-16 Bk, AH, SINE RLM 等 或 第 二 
PRG, Aso GK; 被 微 毛 ; MK 10-12 毫米 ,背部 被 长 柔 毛 ; 
具 5 一 7 脉 , HRCE: 芒 直 立 )， 易 脱落 ， 长 7 一 10 毫米 ， 内 征 与 
外 释 等 长 ， 生 有 长 柔 毛 ， 具 5 脉 〈 图 47)。 

地 理 分 布 ， 沙 鞭 主 要 分 布 在 内 蒙古 的 玫 个 沙 区 ， 如 巴 册 青 林 涉 ， 
BR. 乌 兰 布 和 沙漠 : 

腾 格 里 沙漠 、 库 布 齐 
沙漠 以 及 毛乌素 沙 
地 ， 还 有 同上 述 沙漠 
毗邻 的 沙 区 ， 如 甘肃 
河西 走廊 沙 区 ， 宁 夏 
中 北部 和 陕西 北部 的 
沙 区 ;在 国外 主要 分 | 
在 在 蒙古 。 ，: ANY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让 | 
特性 De Fw 内 | 
10 一 20 厘 米 深 处 有 主 

HD RNS, He 
RETARIE, Kik 
200—300 厘米 或 更 

长 ， 最 长 可 达 二 十 余 

aK, Fiabe AAR. 
向 上 抽出 新 枝 。 水 平 
MRA, ABIES 
两 侧 分 布 , 须根 密集 。 “图 47 沙 鞭 Psammochloa villosa(Trin.) 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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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半 是 沙 生 植物 ， 不 适 于 盐 渍 化 土壤， 因此 ， 低 水 地 主 不 杰 

现 。 耐 干旱 ， 不 怕 风 吹 和 沙 埋 ， 繁 殖 力 强 。 

沙 蒜 为 根 状 荃 繁 殖 或 有 性 繁殖 。 萌 动 早 ， 生 长 恢 ， 内 蒙古 的 巴 

彦 淖 尔 盟 和 伊 克昭 嚼 地 区 3 月 下 旬 发 叶 ，5 月 开始 生长 ,五 胃 开 
花 ， 花 期 二 十 余天 ， 7 月 开始 结实 ， 8 月 中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由 手 营 

养 枝 生 长 旺盛 ， 则 生殖 枝 常 受到 抑制 ， 故 不 能 每 年 结实 。 种 子 成 熟 
后 得 期间 脱 落 ， 不 易 采 集 。 冬季 植株 较 完整 地 残留 在 根 上 ， 延 长 了 

利用 时 间 程 提高 了 利用 率 。 
沙 蒜 是 典型 的 沙 生根 葵 禾 草 ， 在 草原 带 、 FEUD AY De 

RA ERK. He GA Be (Artemisia sphaeroce- 

phala) 形成 流沙 上 特有 的 先锋 植物 群落 ， 在 沼 固 定 和 固定 水 二 二 
可 混 生 在 黑 沙 葛 (Artemisia ordosica) FRESUMERF. FA 

根 状 茎 旦 线 状 向 外 延伸 ， 纵 横 交 织 如 网 。 在 流动 沙丘 上 生长 高 大 ， 
在 固定 沙丘 上 生长 瘦弱 。 
WAH DREAMED ME, Lem PS See 

草 ， 但 在 荒漠 地 区 有 较 高 利用 价值 。 家 畜 中 以 牛 及 骆驼 一 年 四 季 最 

喜 食 ， 马 次 之 ， 小 畜 不 喜 食 。 抽 穗 期 浊 割 的 干草 为 各 种 家 冀 喜 食 。 
沙 革 质地 粗糙 ， 而 愈 至 生长 后 期 则 愈 粗糙 。 较 其 它 植物 干 彬 晚 些 ， 

并 在 冬季 除 穗 外 ， 全 部 残存 ， 这 对 于 荒漠 及 半 荒 漠 区 ， 家 畜 终 年 放 
牧 饲 养 的 条 件 下 ， 成 为 特别 有 价值 的 饲料 。 生 长 此 草 较 多 的 地 方 ， 
往往 被 作为 牛 及 骆驼 的 冬 春 收场 ， 同 时 也 是 沙漠 地 区 的 主要 打 章 
场 。 在 沙漠 地 区 亦 可 采 其 子 实 以 作家 畜 的 补充 精 料 。 产 草 量 据 测 
定 ， 在 毛乌素 沙 地 生长 较 好 的 纯 沙 于 草 场 ， 每 亩 产 干 章 约 ,225.5 
304. 

DMRERERE, BUM RMR, BEA 
无 氮 浸 出 物 含量 较 高 ， 但 粗 纤维 含量 亦 甚 多 847—-D. WHINE 
白质 品质 较 好 ， 其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E172) 较 一 般 禾 谷 类 人 饲料 

i, ALAA GAD RR PHS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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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一 1 沙 革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Set ak oe 风 于 hm OR WB bk 
mealmielmere ERE rcs] os | me | (毫克 /公斤 ) 

营养 期 ( 叶 ) 7.41 | 12.37] 8.11 | 33.60} 32.05) 6.46 | 1.39 | 0.44 16.00 

% FE Bi 15.20 | 18.20) 3.57 | 32.36] 24.22) 6.45 | 1.14 | 0.45 25.80 

结 x 期 7.83 | 3.68| 3.71 | 29.85| 49.70| 5.17 A em <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表 47 一 2 DH* 的 必需 和 氨基酸 (%) 

FTE 

AR 

A 
亮 氨 酸 AR 

ARR 

LR a bp ARE | 
bieue $56 gai wt “Giri 

占 原样 (%) 0.12 | 0.42 | 0.96 0.61 | 0.20 | 0.62 

占 于 物质 (% ) 

0.65 | 0.51 0.50 

0. 69 0.54 0. 13 0. 45 | le 02 0.53 0. 65 0. 21 0. 66 

1 

6 月 13 日 采样 、 营养 期 。 

沙 革 不 仅 是 较 好 轨 草 ， 也 是 良好 的 固沙 植物 。 应 试行 栽培， 以 
便 在 荒漠 、 半 荒漠 区 作 饲 用 或 固沙 之 用 。 在 这 方面 ， 它 儿 乎 可 与 地 

中 海地 区 和 美国 东海 岸 的 海滩 草 (Beach grass; Ammophila 

arenayia) 相 媲 美 。 沙 蒜 的 子 实 可 加 工 成 粉 ， 人 、 冀 均 可 食 。 

(RIL WAM AR MAR) 

48. 新 HE 

Psathyrostachys juncea (Fiseh.) Nevski 

WE 俄罗斯 野 黑 麦 、 灯 心 草 状 披 碱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60 一 80 (110) 厘米 。 具 得 而 强壮 的 

根 状 共 。 秆 基部 密集 枯 凌 的 上 叶鞘， 叶鞘 无 毛 。 叶 片 质 软 ， 长 4 10 

厘米 ， 宽 约 4 毫米 。 穗 状 花 序 顶 生 ， 长 5 一 10 (12) 厘米 ， 宽 5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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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花 序 下 部 为 叶 畏 所 包 ， 穗 轴 具 关节 ， 每 节 具 小 穗 2 或 3 枚 ， 
小 穗 草 黄色 ， 含 1 一 2 小 花 ; K 8-11 ks HE, HRA K 
4 一 5 毫米 ， 外 释 人 遍布 密 生 小 硬 毛 ， 第 一 外 释 长 7 一 8 BOK, TO 
1 一 2 毫米 的 小 尖 头 ， 子 房 上 端 有 毛 (图 48)。 

地 理 分 布 “ 产 于 我 国 新 

疆 天 山 以 北 ， 在 国外 , 蒙古 、 

美国 、 加 拿 大 、 苏 联 均 有 分 u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th EH, 多 分 布 于 草地 、 
山坡 、 林 下 和 渠 边 。 在 天 山 
北 坡 3 ARB Fe, 4 月 上 
旬 形 成 基 生 叶 从 5 月 下 名 
拔节 抽穗 ; 6 月 上 中 名 开 花 ; 
6 月 下 名 开始 灌浆 ， 7 月 中 
下 名 果实 蜡 熟 。 朴 从 型 短 根 
茎 ， 根 系 集中 层 深度 为 10 悍 
米 ， 最 深 可 达 20 厘米 左右 。 
分 药力 强 ， 因 而 侵占 性 强 ， 
再 生 能 力 较 好 , 共生 叶 少 些 ， 7 
通常 为 5 枚 左右 ， 叶 层 平均 5 
高 度 为 50 厘米 左右 ， 最 高 “一 
ms roe, ane, MSS RAE Tne sm 
强 。 

本 植物 在 荒漠 草原 带 中 可 形 或 群落， 群落 中 的 伴生 种 有 世 

(Artemisia sp.)、 伏地 肤 (Kochia prostrata) , fk (Cam- 

phorosma lessingii) #l#i FR (Ceratocarpus arenarius) 等 ， 总 

盖 度 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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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新 麦草 青 鲜 状态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食 ， 调 制 成 干草 也 为 

各 类 家 畜 所 喜 食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8。 
表 48 MREKF KA R*(%) 

采样 日 期 生育 期 
点 风 十 物 质 

mee | ame | 粗 纤维 | eR | 粗 灰 分 | | 

we |e 
让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 析 。 

新 麦草 在 开花 一 结实 期 ， 蔡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50% 叶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33.4%, 在 株 高 0 一 10 厘米 时 ， 叶 的 重量 占 全 株 时 重量 的 

50%; MA SRM 16.6%, HR, HE XK Xi] MH 
产量 每 亩 可 达 102.5 公斤 左右 。 

新 麦草 每 年 开花 期 ， 易 于 调制 干草 。 秋 后 丛生 叶 残 留 良好 ， 以 

新 麦草 为 优势 种 的 草地 ， 适 宜 放牧 马 : 羊 和 和 牛 ， 尤 其 是 放牧 纺 羊 最 

佳 ， 为 良好 的 放牧 场 。 

7.23 0.2 

| 
2.35 | 22.93 | 41.16 16.50 | 0.63 

Ck it 

49. 朝鲜 碱 茅 

Puccinellia chinampoensis Ohwi 

ME FWA. BEX, BURFX.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密 丛 型 。 须 根 致 密 。 秆 直立 或 膝 曲 上 

升 ， 高 60 一 70 厘米 ， 具 2 一 3 节 。 叶 条 形 、 扁 平 或 内 卷 ,长 3 一 7 厘 

米 , 宽 约 2 毫 米 。 圆 锥 花序 开展 ， 长 10 一 15 厘米 ， 每 节 有 3 一 5 个 

Dh; 小 穗 长 圆 形 ， 旺 灰 紫 色 ， 长 4.5 一 6 毫米 ， 含 5 一 7 小 花 ; Bi 

顶端 有 纤毛 状 细 和 裂 齿 ， 第 一 颖 长 1 毫米 ， 第 二 颖 长 5 毫米 ;外 各 

具 不 明显 的 5 脉 ， 下 部 有 得 毛 ， 顶 端 截 平 ， 具 不 整齐 细 齿 ， 第 一 外 

释 长 1. 5 一 2 毫米 〈 图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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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WARMER 
Raya ade. dk. Babe 
省 (区 ) 的 草原 , 即 松 嫩 草原 、 辽 
河 平原 :盘锦 地 区 、 黄 河 故 道 : 
碱 湖 周围 等 地 ， 在 世界 分 布 在 
北半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l 

鲜 碱 芒 一 般 生长 在 湿润 的 盐 碱 
Ab. 星 从 状 散 生 。 在 松 嫩 平 
原 上 上， 羊 章 草原 土壤 碱 化 以 后 
形成 的 碱 斑 (俗称 碱 疤 垃 ) 上 、 
碱 湖 周围 和 草 旬 碱 土 上 ， 均 能 
生长 ， 有 时 形成 大 面积 的 纯 群 

， 落 。 耐 盐 碱 程度 ， 高 于 星星 草 
( Puccinella tenuiflora) , 

+3 pH 3K 9.0—10 时 仍 可 AE 

存 ， 有 时 和 星星 草 混 生 ， 构 成 

盐 化 草 旬 , 在 遇 到 严重 干旱 时 ， 

发 育 较 差 ， 株 丛 外 围 上 只 有 三 分 

图 49 «BARR SE Puccinellia chinam- 

poensis Ohwi 

Z-RO 2—-A RAH, MPR, RARER, Me 
秆 和 残 叶 。 外 围 成 活 的 生长 良好 ， 表 现 出 明显 的 耐 旱 性。 

朝鲜 碱 芒 分 药力 很 强 ， 播 种 第 二 年 就 可 形成 基部 直径 药 4 一 7 
厘米 的 丛生 草 。 在 东北 地 区 ，3 ARR AMER. SAP MBE 
月 初 抽 穗 开花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旬 种 子 成 熟 ， 比 其 官 草 返 青 早 ， 
发 育 快 。 

MAH Wem eB, BARR, wanes 

称 。 在 草原 上 ， 春 季 到 来 之 时 ， 萌 发 较 快 ， 鲜 绿 幼 嫩 ， 密 丛生 长 ， 

为 大 小 牲畜 相 争 采 食 ， 此 时 营养 期 的 适口 性 最 强 。 开 花 结实 期 间 
7 162 。 



放牧 性 畜 不 爱 采 食 ， 落 果 以 后 的 草 质 较 粗 硬 ， 适 口 性 差 。 在 夏秋 之 
际 《8 月 中 下 旬 ), 第 二 次 新 萌发 的 嫩 草 ,又 是 性 畜 进 入 初冬 枯黄 草 
时 期 最 喜 采 食 的 对 象 。 但 往往 重复 哨 食 多 次 ， 只 留 杖 3 一 6.5 厘米 
高 ， 对 草原 破坏 较 重 。 | 

8 EDR SE TE ARAL Hh KOA A BS A: RH, TE ELH AE Fa BEE 
的 四 革 ， 适 口 性 强 ， 营 养 价 值 和 经 济 价值 几乎 接近 原生 植被 的 羊 草 
(Aneurolepidium chinense), K-F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49 一 1、 

49—2, 

表 4 一 1 SMHS mR) 

本 a ge og 
eg ene deol SECA BROS ae aS BOP 

mee | aim | 粗 纤维 | 2B] xe | oe | 现 a Se Big. Si Woh Epa ie 
kt # Hi | 6.53 | 6.15 | 1.67 | 31.00 | 50.20 ne ie) 0.166 | 0.119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 表 49 一 2 ”朝鲜 碱 茅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Si xg 异 这 # | 
ag | TR " seta pet a ac rie ss 

一 -一 - 

0. 188) a4 0. 202 | 0. 482) 0.089) 0.115 | 0.074 Caaliokes 
| 

RR 期 [804 
|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AREA ATM, BRR, Kk, MABE, 4. 
+ SAB PANBOERREA, HUMP 
AWK RE Al, LPR, BEL RUE TR, 
尤其 纺 羊 对 干草 的 可 食 率 高 于 羊 草 ” 青 、 干 章 产 量 因 分 散 从 生 ， 臣 
密 不 均 ， 变 化 较 大 ， 每 平方 米 约 34 一 492 丛 。 

松 嫩 草原 是 内 陆 苏打 盐 碱 土 区 。 其 上 植被 为 羊 草草 地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草场 ， 如 果 不 采 取 积 极 措施 泵 以 保护 和 合理 利用， 都 有 可 能 
退化 ， 出 现 碱 殉 ， 对 畜牧 业 生 产 是 一 严重 威胁 。 所 以 利用 朝鲜 碱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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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CR RE HL BE TH. 

WeRFLMHAORR RE, ADR, XA, FR 
产量 较 低 ， 不 适 于 作为 采 草 用 ， 但 草 质 和 牲畜 利用 率 皆 较 羊 章 为 
高 。 其 种 子 成 熟 大 约 在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名， 采种 时 ， 要 特别 注意 
AE BIA, ARERR, AA TIN BAER, AEA 
则 会 一 夜 全 部 落 光 。 

栽培 要 点 ”最 好 选择 低 湿 平 坦 的 硝 碱 地 播种 ， 在 有 季节 性 临时 
积 水 的 低洼 盐碱地 或 碱 斑 地 播种 亦 可 。 首 先 在 春季 提前 整地 压 碱 . 
播种 一 般 在 雨季 到 来 以 后 进行 ,因为 北方 春季 干旱 季风 多 ， 地 表 水 
分 蒸发 量 大 ， 使 表土 积 盐 较 多 不 宜 播 种 只 有 等 待 表 层 土壤 在 十 
季 淋 溶 盐 碱 以 后 ， 才 适宜 播种 抓 昔 。 故 在 东北 起 区 播种 期 可 延迟 到 
了 月 中 旬 至 8 ALA, CLM, 表层 土壤 盐 态 轻 时 及 时 播种 , 有 
利于 抓 苗 。 

朝鲜 碱 芒 千 粒 重 为 0.134 克 , 在 盐碱地 播种 一 般 要 加 大 播种 量 ， 
为 了 降低 根基 盐分 和 帮助 出 苗 ， 每 亩 播 量 2 一 2.5 公斤 。 其 播种 方 

%, OF MRA, HE 45 一 60 厘米 , RES WARNSwWHA 
FF, BLRE 0.5 一 1 厘米 左右 ， 若 土壤 湿润 可 以 不 覆土 ; OZ 

沟 内 垫 沙 (或 施 有 机 肥料 )2 一 3 厘米 厚 压 碱 播种 ， 也 可 先 点 子 后 覆 
1 厘米 左右 ， 每 亩 用 沙 量 2500 一 3500 公斤 。 同 时 ， 预 防 播 后 大 

圳 拍 地 以 免 地 表土 板结 ， 要 及 时 松 土 ， 切 勿 形成 硬 盖 ， 妨 碍 出 萌 。 

播种 当年 不 能 放牧 利用 ， 尤 其 越冬 第 一 年 , BE ETL BERR, 

若 放 牧 利 用 时 容易 连 根 拔 出 ， 所 以 严禁 人 、 畜 、 潮 、 食 ， 影 唤 草 地 

的 经 济 效益 和 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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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星 A 草 

Puccinellia tenuiflora (Griseb.) Scribn. et Merr. 

别名 NERS.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须 根 。 秆 丛生 、 直 立 或 基部 膝 曲 ; 灰 
绿色 ， 高 30 一 60 厘米 ， 具 3 一 4 节 。 时 萌 多 短 于 节 间 ， 叶 舌 长 约 1 
毫米 ;叶片 条 形 ， 长 2 一 7 厘米 ， 宽 1 一 3 EK, WE, BREE. 
锥 花序 开展 , 长 8 一 20 JK, 

每 节 分 枝 2 一 5 ; NHK 3 一 

4 毫米 , 含 3 一 4 花 ; 章 绿色 ， 

成 熟 时 变 为 紫色 ; 第 一 颖 长 
约 0.6 毫 米 ， 具 工 脉 ， 第 二 

PK) 1.2 毫米 , 具 3 脉 ; 

外 释 先 端 钝 ， 具 不 明显 的 5 

” 脉 ; 内 穆 与 外 释 等 长 (图 50) 。 

地 理 分 布 “星星 草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辽宁 、 吉 林 、 

黑龙 江 、 内 蒙古 、 河 北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等 地 (区 )， 

西藏 也 有 少量 分 布 ， 欧洲 及 

亚洲 温带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星星 草 返 青 早 , 一 般 4 月 上 、 

中 名 返 青 ,5 月 中 名 孕穗 ，6 

月 上 、 中 名 开花 ，7 月 中 各 

| AERC, AE 期 为 108 — 图 50 882 Puccinellia tenuiflora 
115K. 由 星星 草 形 成 的 草 (Griseb.) Scribn.et 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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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生 长 期 长 ， 一 般 为 200 一 210 天 左右 。 根 系 发 达 , 须根 多 而 稠密 ， 

主要 集中 于 土壤 25 一 30 厘米 深 处 , 能 充分 利用 土壤 水 分 。 据 测定 ， 
第 一 年 的 实生 苗 根 系 入 土 深度 可 达 61 厘米 ， 第 二 年 一 般 入 土 深度 
达 92 厘米 ， 有 的 达 120 厘米 ， 这 就 决定 了 星星 草 有 较 强 的 抗旱 能 
ne | 

星星 草 能 抗御 低温 的 侵袭 ， 据 测定 ， 青 海 同 德 4 月 初 目 平 药 气 
温 在 -2 时 ,就 能 返青 ， 苗 期 在 -3 一 - 5% 的 低温 下 , 还 照常 生长 ， 

仅 上 部 稍 干枯 ; 在 高 寒 的 同 德 ， 当 冬季 绝对 低温 达 - 38sC 又 无 积 雪 
覆盖 的 情况 下 ， 越 冬 率 在 95% 以 上 ， 比 其 它 牧草 越冬 率 高 12 一 
20%. 

BE AYRE RH, AH MTR AE DD, pi 在 858 
的 盐 碱 十 中 ， 仍 能 很 好 的 完成 生长 发 育 。 星 星 草 有 广泛 的 可 道 性 : | 
MEMRAM He, HP, LRM. WMS ERR RO 
虫害 。 
星星 草 分 药力 强 ， 据 测定 ， 补 播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 当年 实生 苗 可 

分 药 2 一 22 个 ;大 面积 播种 的 量 星 得 地 ， 当 年 植株 可 分 BE 23 一 461 
个 ， 第 三 年 以 后 分 更 数 可 达 40 一 75 +, HBR Sok, Wee 
ie RAE, OKI, RRND RAR ETARAT. A 
i, APRA, MRA, ANA DUR, We ew 
优势 种 的 禾 草 + RRA, BRK, WHAT A, MABE 
生长 ， 株 高 可 达 20—30 理 米 ;二 年 生 的 星星 草 人 工 草 地 ， 开 花期 

收割 干草 后 ， 经 65 一 75 天 其 株 高 可 达 30 一 35 厘米 ， 第 一 次 割 草 亩 

产 千 草 200 一 375 Ay BoM Bre FAIA 70 一 125 AV. 

星星 草 生 性 可 塑性 大 ， 在 华北 、 东 北 生长 发 育 良 好 ,在 青藏 高 
原 海 拔 1800 一 3700 米 以 上 ， 年 平均 气温 在 0 一 -28sC 的 地 区 ， 生 长 

发 育 也 很 好 。 
星星 草 喜 潮湿 、 微 碱 性 土壤 。 在 松 嫩 草 原 海拔 110 一 240 米 处 ， 

广 布 于 草原 苏打 盐 碱 士 区 ， 尤 其 在 盐 碱 湖 〈 泡 ) 的 周围 ， 盐 碱 低 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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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均 有 纯 片 生长 。 在 青藏 高 原 上 喜 生 于 海拔 3300 一 3700 米 BAY OF 
滩 、 水 沟 、 渠 道 以 及 山地 阴 坡 、 低 洼 沟谷 等 地 ， 形 成 连续 繁 密 的 群 
落 ， 在 微 碱 潮湿 地 又 可 形成 小 片 群众 。 在 高 山 草 甸 ， 作 为 亚 优势 种 
4 ARR + UIA AGI (Kobresia humilis), Pi WHEE 
(K, tibetica) 草 甸 草场 ， 在 其 它 山 地 ， 作 为 伴生 种 出 现 ,组 成 各 
种 不 同 的 草 旬 类 型 。 
饲 用 价值 ”星星 草 荃 秆 直立 ; BR, HA, BRKS, ZH 

和 柔软， 鲜嫩 无 味 ， 全 株 质 地 优良 富 含 营养 成 分 ， 僻 用 价值 高 ， 插 区 
期 、 开 花期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为 17.00% 和 16.22%, AT Gwe. 
HKD SED, HAA IME, fhe SG A 1 BE OAL 
质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0 一 1。 

表 50 一 1 “星星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a: | POs I Oe 

acs | 
分 析 样品 Ye 

meat] sc 2 | i 

5.06 | 0.77 | 9659 | 12.591 1.60 | 0.08 | 0.05 
16.45 |. 2.51 | 31.09 | 40.92 | 5.22 | 0.27 | 0019 

17.00 | 2.61 | 32.39 | 42.50 | 5.50 | 0.28 | 0.20 

70.16 | 4.84] 0.71 | 9.43 | 13.34] 1.52 |-0.08 |: 0.05 

3.61 | 15.63 | 2.30 | 30.43 | 42.09 | 4.92 | 0.27 | 0.47 

| — | 16.22] 2.39 | 31.59 | 44.70 | 5.10 | 0.28 | 0.47 

期 | 65.28 | 5.13-| 0.79. | 11649 | 15.40 }- 1.31] 0.09 | 0.04 

moe | 3.30 1 14.29.) 262) | Bee) | AsO 82 Oe Ot 

乳 部 期 | — | 14.78 | 2.29 | 33.10 | 44.33 | 5.50 | 0.26 | 0.12 

pa Be Wy | 62.77 | 5.17 | 0.76 | 11.69 | 17.81 | 1.80 | 0.16 | 0.04 

pe He 1 | 4.13 | 13.39 | 1.47 | 30626] 46.16 | 4665-1 0627 4 O«44 

成 熟 期 | = | 13.89 | 2.04 | 31.40 | 47.84 | 4.83 | 0.28 | 0.12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院 分 析 。 

rr er ie ee ee 

BRR Pe he, BIR, AB, PLR. WR 

免 最 喜 食 ， 开 花 前 期 的 青草 马 、 牛 、 羊 最 喜 食 ， 此 时 调制 的 青 干草 

适口 性 也 强 。 枯 黄 草 及 收 种 后 的 秸秆 下 部 稍 硬 ， 马 、 牛 、 羊 仍 剖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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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草 碎 的 粉 粉 咀 猪 ， 猪 也 喜 食 。 在 夏 、 秋 季 是 各 类 牲畜 抓 采 的 优质 

笋 草 。 调 制 的 干草 是 冬 、 春 幼 畜 、 母 畜 的 好 饲料 ， 对 幼 畜 。， 母 畜 的 

发 育 、 怀 胎 . 产 盖 、 产 犊 都 有 一 定 的 良 效 。 枯 黄 草 也 是 马 、 牛 、 羊 ， 

&, SRM, ARES. SREB RW AKER, 

星星 草 营养 枝 多 ,在 天 然 草 地 上 它 的 叶 和 花序 止 盖 重 的 23.3%，， 
栽培 种 为 30.5%， 比 天 然 草地 野生 的 高 7.2%， 详 兄 表 ;50 一 2。 

表 50 一 2 ”星星 草 蔗 叶 比 例 表 * 

ett” "在 芭 叶 和 花序 | 总 重量 
采样 地 区 | 物候 期 种 别 TO a ob ee 

重量 ( 克 )| % | 重量 ( 克 )|  % (3) 

青 海 Se 种 | 347.5 | 69.5 | 152.5 | 30.5 500.0 
开花 期 

同 德 BF A fF | 383.5 | 76.7 116.5 | 23.3 500.0 

青 海 a Bt 种 | 335.0 | 67.0 | 165.0 33.0 
开花 期 

泽 FF Be A ff! 371.0 74.2 129.0 25.8 

e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BRR APRA, Bark, PRPS, 栽培 宜 建立 放牧 及 放 

收割 草 兼 用 草地 。 也 易于 栽培 ， 产 量 稳定 。 一 般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 坊 

培 1 一 6 年 ， 亩 产 于 草 为 ,200 一 263 公斤 2 第 六 年 开始 产量 下 降 。 见 表 

503, 

表 50 一 5 ”星星 草 历年 产 草 量 测定 表 ” 

株 高 Hi 产 (2M 
ZEKER | D RK ———— a a Pe an 7 页 一 

(厘米 ) | 鲜 x | pom | 种 子 | ware 
播种 当年 | 开花 期 24.5 154.10 57.70 — 一 

S — F=\F £ B 70.6 636.70 216.70 45.35 59.25 

第 = 年 | 开花 期 78.1 713.05 256.65 42.65 67.30 

Ss BW Fi Fy H BH 80.4 773-40 263.35 50.05 59.85 

第 五 年 | 开花 期 76.4 706.70 249.20 46.65 

mw WN FF HE 期 70.1 593.35 200.70 43.35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测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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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曹 每 年 灌水 一 次 能 提高 雷 产 量 60% 以 上 。 见 表 50 一 全 

He 50 一 4 是 星 草 拔节 期 港 水 历年 产量 比较 表 * (公斤 / 亩 ) 

| OR 灌水 产量 和 增产 数 
ak RR Fe 

草 | 种子 | 干 章 | 增产 | 种 子 | 增产 

GH 4 年 59. 25 一 132.65 61.95 

% x— 46 | 206.95 46.65 418.35 51.1 65.25 19.95 

第 四 年 | 245.70 54.10 | 393.60 30.1 66.70 11.65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测定 。 

栽培 要 点 ”星星 草 种 子 小 ， 要 求 整 地 精细 ;播种 前 一 年 对 土地 
BEAT RK, FURL REBAR HRB KI 5 一 3 

天 整地 播种 ;无 灌溉 条 件 的 ， 播 前 要 机 械 灭 草 和 镇 压 ,以 利于 控 
制 播种 深度 ， 克 服 断 条 、 断 垄 现象 。 据 测定 ， 播 前 机 械 灭 草 可 减少 

55 一 75 % 杂 草 对 幼苗 的 危害 ， 播 前 镇 压 比 不 镇 压 者 MBA A 
高 0.5 一 1 TF 

星星 草 的 播种 时 间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春 、 夏 、 秋 都 可 播种 ;在 东 

北 地 区 以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上 旬 为 宜 。 青 藏 高 原 上 最 上 晚 不 能 超过 7 月 

中 旬 。 东 北 地 区 最 晚 不 超过 8 月 中 旬 ， 以 免 生 长 期 过 和 类 影 响 过 冬 

和 翌年 的 产量 。 千 粒 重 0.55 一 0.75 克 。 单 播种 量 每 亩 0. 5 一 1 公斤 ; 

种 子 田 0. 4 一 0.6 公斤 ， 条 播 行 距 30 一 45 JK, PP URE 1-2 悍 

米 ， 播 后 镇 压 。 播 种 当年 生长 缓慢 ， 需 要 严 加 保护 ， 严 禁 牲 畜 采 食 
和 践踏 。 

( 方 “ 航 ) 

51. FEES We 

Roegneria hirsuta Keng 

NE HEM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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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 SERA, HE 80 一 120 BK, RHR 100 一 

130 厘米 。 征 直立 ，, 丛 生 ， 基 部 分 莫 ， 具 2 一 3 节 ， 第 二 节 有 时 略 
膝 则 。 叶 片 扁平 ,条 形 , 长 10 一 16 JK, FE 0.3 一 0.9 厘米 ， 上 面 无 

毛 或 琉 生 和 柔 毛 ， 叶 王 面 密生 微 毛 ， 叶 缘 具 短 硬 纤毛 。 叶 革 光 滑 无 毛 ， 
叶 萌 长 为 节 间 长 的 一 半 。 时 舌 截 平 ， 长 0.6 一 1 Sk, BREF 

立 ， 长 6 一 8 厘米 ， 宽 0. 7 一 1 厘米 ， 穗 轴 间 长 1.5—3, 5 SEK, ANS 

呈 覆 瓦 状 排列 ， 每 小 穗 含 4 一 7 NE, BIR K AE, Kbit 

被 柔 毛 ， 先 端 具 渐 尖 或 具 短 

尖 头 ， 第 一 颖 具 3 hk, K 

4.5 一 6 毫米 ， 第 二 颖 具 14 

脉 ;长 5 一 7 毫米 ;外 释 具 5 

ik, RRC, Fike RE py 

%, PK 25-68 Kk 

HRA. ARSIBS 

KR, DRE, ee 

(图 51) 

地 理 分 布 ee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青 海 5 Hit 

南部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ERM KAM TE 

7 一 8 月 份 出 苗 ， 当 年 REA 

营养 阶段 ， 第 二 年 4 月 中 名 

Bn, 5 月 中 旬 孕 穗 ， 7 月 

中 名 开花 ， 8 月 下 名 到 9 月 

上 名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05 一 126 天 ,生长 期 120 一 ”图 51 pte gym oe Roegneria hirsuta 
185K. RH Hh, KR K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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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的 实生 苗 一 般 可 分 曝 2 一 4 个 ， 第 二 年 可 分 砚 8 一 15 个 ， 人 工 
栽培 的 当年 可 分 碍 23 一 45 个 ， 第 二 年 可 达 20 个 左右 。 

适应 性 强 ，: 在 青藏 高 原 ， 海 拔 2200 一 3700 米 的 高 寒 地 区 , 生长 

发 育 良 好 。 冬 季 最 低温 达 -~ 38" 时 ， 仍 能 安全 越冬 ， 越 冬 率 达 94 一 

98%。 在 二 3 一 -5%C 的 低温 下 ， 幼 苗 不 受 冻 害 。 喜 生长 在 海拔 2800 一 
4208 米 的 滩地 、 阳 坡 、 高 山 灌 从 及 沟谷 地 带 。 在 滩地 和 常 与 赖 草 、 

杂 类 章 混 生 ， 形 成 滩地 赖 草 、 杂 类 草草 地 及 组 成 各 种 类 型 的 群落 ; 

在 海拔 3700 一 4200 KW wb, HE AMS AP, TB HE ARK 

下 草 层 ;在 阳 坡 高 由 组 线 菊 草 地 上 ， 亦 是 林 下 的 主要 植物 ; 在 沟谷 

一 般 散 年 在 各 种 草地 上 土 。 须 根 发 达 ， 一 般 根系 多 集中 于 20—24 Al 

KHL, B® EMH RA; Ait, AEA 

里 ， 不 能 完成 生育 期 ， 种 子 不 成 熟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甚 严格 ， 在 pH 

值 7. 0 一 8.3 的 土壤 中 ， 生 长 发 育 较 好 ， 也 可 在 沙 玉 质 、 轻 粘 质 暗 
oR FS BEAK, | 

PARE PEER AK, SAUTER, 无 刚毛 、 刺 毛 ， 无 

复 、 无 味 。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粗 蛋白 质 含 量 较 多 , 粗 灰 分 含量 少 。 

开花 前 期 蔡 秆 柔软 ， 马 、 牛 、 羊 、 驼 最 喜 食 全 株 ， 调 制 FPR 

马 、 牛 、 羊 喜 食 ; 开花 后 茎 秆 稍 硬 ， 但 茎 秆 上 部 及 叶 各 类 性 畜 仍 喜 

Bs 种 子 成 熟 时 期 蕉 秆 硬 ， 适 口 性 降低 ;是 各 类 牲畜 夏秋 放牧 王 冬 

春 补 乌 的 优质 轨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1 一 1。 

KEE A, BRUT. HERA SP BEM eS, MAE 

序 占 有 相当 大 的 比例 ， 据 测定 ， 茎 占 总 重 的 74. 6 一 75.3% ， 叶 和 花 

序 占 总 比例 的 25. 6 一 24.7%。 天 然 草地 每 雷 产 草 量 为 12。5 一 24 公 

打 ， 人 工 培 育 的 单一 或 混 播 打 草草 地 ， 据 测定 ， 在 无 灌溉 条 件 的 同 

德 、 兴 海 、 共 和 、 西 宁 等 地 区 ， 播 种 ， 当 年 亩 产 干草 105 一 200 公 

斤 ， 第 二 年 至 第 六 年 亩 产 干 草 300 一 500 公斤 ， 收 获 和 干草 后 再 生 草 

亩 产 可 达 100 一 125 公斤 。 第 二 年 至 第 六 年 作为 种 子 团 ， 家 产 种 子 

35 一 55 公斤 ， 有 的 高 达 一 百 多 公斤 ， 秸 秆 280—350 公斤 ， 每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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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糙 毛 狐 观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Si | 全 
Cha A Ane: ee a 不 

oe -S | th MH HW] 70.65 | 3.49] 0.65 | 11.47 | 11.93 | 1681 | 0-08 | O11 

— | fh MH! 6.65 | 11.10] 2.06 | 36.47 | 37.95 | 5.77 | 0.26 | 0.38 

于 8) hh eH | 11.89 | 2.21 | 39.07 | 40.65 | 6.18 | 0.28 | 0.41 
oe oA | FE HE | 65.77 | + 4.34} 0.80 | 14.39 | 12.83 | 1687 |,0509 | 0012 

FF. ._B|F 4B! 6.77 | 11.83 | 2.17 | 39.19 | 34.94 | 5.10 | 0.22 | 0.34 

T+ 1A we 12.69 | 2.33 | 42.09 | 37.47 | 5.47 | 0.25 | 0.13 

8 BB] FR Rm MH] 61.57] 3.22] 0.91 | 16.21 | 16.26 | 1.83 | 0.13 | 0.26. 

FB) A AH] 6.36] 7.85] 2.23 | 39.491 39.60] 4.47 | 0.31 | 0.31 

于 IAM B 8.38 | 2.38 | 42.17-| 42.30] 4.77 | 0.33 | 0.33 
BOE) 成熟 期 |54.30| 3.68] 0.90 | 19.00 | 20.18 | 1.94 | 0.16 | 0.15 

- | Rw | 5.43] 7.61] 1.85 | 39.31 | 41.78 |. 4.02 | 0.34 | 0.31 

于 FH RAB 8.05 | 1.96 | 41.57 | 44.17 | 4.25 | 0.36 | 0.32 

- ”青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种 子 约 为 26。 2 万 一 30。4 WM. FREE (Bromus imzermis) 、 布 顿 

K#EE (Hordeum bogdanii) , Ah RAR (Poa crymophila) , #€ 

MRM (Elymus nutans) 混 播 ， 亩 产 干 草 可 达 580—600 公斤 ， 

比 单 播 多 产 17, 5 一 18.5 公斤 。 历 年 产 草 量 见 表 51 一 2。 

表 51 一 2 糙 毛 势 观 草 人 工 草地 产量 表 ” 

株 高 | & £ KR (公斤 / 亩 ) | 再 生 草 (公斤 / 亩 ) 
” 测 产 年 份 ee EE ee 

(厘米 | 鲜 章 | 二 ae eee ae 
"1972 27.50 | 304.35 | 105.90| 一 上 一 ”| 播种 当年 
© 1973 112.70 | 1105.30 | 373.00! 56.20 ~- 一 eee | 

1974 | 114.4 1148.40 | 398. 9 54.40 | 28.3 | 150.10| 8% = ,年 

1975 107.3 901.79 | 306.70; 43.49 一 一 “二 第 四 “年 

二 1976 102.2 726.70 | 246.70 | 36.79 + (2 GLA a 

/\1977 87.3 403.30 | 140.0 23.20 一 一 第 人 年 

# 青海 省 同 德 巴 滩 ， 早 作 。 

栽培 要 点 ”在 播种 的 前 一 年 进行 秋 翻 ,结合 翻 地 施 足 有 机 底肥 ， 

细 友 压 平 土地 。 一 般 在 4 一 5 月 播种 ， 东 北 、 华 北 地 区 、 春 、 有 夏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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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可 。 无 灌溉 条 件 的 地 区 ， 待 土壤 耕作 层 解冻 后 即 可 播种 。 条 播 行 

距 20 一 30 厘米 ， 播 深 3—4 BK. FHH28-340, HBS 

1. 25 一 1.5 公斤 ， 播 后 镇 压 ， 有 利于 出 苗 ， 据 试验 可 提 高 出 苗 率 

11—15.6%.- | | 

播种 当年 ， 苗 期 生长 缓慢 ， 幼 苗 极 易 受 到 杂 草 危害 ， 故 要 及 时 
中 耕 除草 。 据 试验 ， 生 长 第 二 年 至 第 三 年 ， 在 分 葛 和 拔 节 期 灌水 
1 一 2 次， 可 提高 亩 产 干 草 20% 以 上 。 与 其 它 禾 草 混 播 , 一 般 比 单 揪 
提高 35 一 37 %。 

(7 8) 

52. PRS 

Roegneria gmelinii (Ledeb. ) Kitag. 

| 形态 特征 SERA, HMM, FAI, mm 60—120 厘米 。 
OR, Fe 10 一 28 厘米 ， 宽 3 一 8 OK. MRR, 7) 
常 偏 于 一 侧 ， 含 5 一 7 小 花 ， 颖 披 针 形 ， 第 一 颖 长 6 一 11.5 BK, 5K 

二 颖 长 9 一 12 Ks 外 释 披 针 形 ， 粗 糙 或 被 较 硬 的 细毛 ， 第 一 外 各 
长 1 一 12 毫米 ， 先 端 具 反 曲 的 长 艺 ， 世 长 2.7 一 4.3 BK; APPL 

等 于 或 稍 短 于 外 释 ， 兰 上 部 具 短 硬 纤 毛 ， 花 药 深 黄 色 ， 长 2. 5 一 3.5 
毫米 〈 图 52) 。 

地 理 分 布 直 穗 鹅 观 草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山 西 、 
陕西 、 宁 夏 、 新 疆 等 省 (RW. RR WAAR) AA, 
朝鲜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直 穗 鹅 观 草 是 旱 中 生 禾 草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7 一 9 月 ， 花 果 期 较 长 。 多 嘉 生 于 砾石 质 山 坡 草 地 及 林 乡 
草地 。 在 草地 上 一 般 是 零星 地 出 现 。 
饲 用 价值 HOUR HSHRERER, TH+. Zee, 

在 饲 用 等 级 上 属于 中 等 饲 用 禾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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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牛 国 农业 科 

学 院 草 原 研 究 所 化 验 

室 分 析 结 果 ， 直 穗 鹅 

观 草 的 营养 价值 亦 较 

高 ， 其 化 学 组 成 见 表 

52。 

直 穗 狼 观 草 的 种 

子 GR) RAH, 

FAL 5.33%, 14 

Fr #hF BA 188600 

Pls 蔡 、 叶 、 穗 比例 

是 50:37.5:12.55 

有 栽培 驯化 前 途 ， 应 

该 进行 引种 栽培 试 - 

验 。 

图 52 We BM Roegneria gmelinii 

(Ledeb.) Kitag, 

R52 BPAMRHLS IR (%) 

BD. Fie 
oe thee Negelned It'S Sk 2% mM lw Keo | | 粗 纤维 Sails 

iH mh Ww 7.10 8.60 2.43 32.56 49.44 6.97 

7 | OG 6.70 6.13 1.82 36.42 48.45 7.18 

© PBR A Mb PLS Be BR FFE TSP HT. 

(HR wh) 



53. 人 金色 狗 尾 章 
Setaria lutescens (Weigel) F.T. Hubb. 

一 形态 特征 —APERA, FH, BRANMRL FMAM, 
高 20 一 90 BK, FRA RBAA. LRAB, HBL Es WHR 

为 一 圈 ; KL BHKREs MAK 5 一 4 OK, FH 2—8 毫米 ,下 面 光 

滑 ，- 士 面 粗糙 。 穗 状 圆锥 状 花 序 , 长 3 一 8 OK, 宽 4 一 8 BK RE 

刚毛 ), 通 常 直 立 ; 刚毛 每 束 约 ,10 个 左右 ， 金 黄鱼 或 微 神色， 长 达 8 

ZK; APIs 3 一 4 ai | 

2k. WB, John ge a 
R, RRR 1+ 3 | 

发 育 ; BA) NE, 

具 3 tk, KA AA 

WERL—-; FOAM 

长 为 小 穗 的 三 分 之 ， 

-先端 钝 ， 2 5 一 

7 tks 第 一 外 释 和 小 

穗 等 长 , 具 5 脉 ; AR 

膜 质 , A Sb FF ILE; 

| 雄蕊 3 枚 ， 谷 粒 等 长 
“于 第 一 外 释 , 先端 尖 ， 
成 熟 时 具 明 显 的 横 皱 

纹 ， 背 部 极 隆起 ， 黄 

灰色 (图 53)。 

Wie Oe fh 

狗 尾 草 为 世界 三 布 种 图 53 金色 狗 尾 曹 Setaria lutescens 
植物 。 我 国 的 温带 、 (Weigel) F. T, Hu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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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温 带 ， 南 、 北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山 西 省 的 晋 中 、 晋 南 、 晋 东南 万 
为 广泛 ;在 国外 广 布 于 南 、 北 两 半球 的 温带 、 暖 温带 、 亚 热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金色 狗 尾 草 为 一 年 生 野生 禾 草 。 适 应 性 

较 强 。 为 广 布 性 植物 。 最 适应 的 是 温暖 环境 。 对 水 分 的 反 应 较 敏 
感 ， 大 量 生 长 是 在 湿润 的 沟 边 、 路 旁 、 田 间 、 开 陵 、 谷 地 街 河 漫 滩 。 
它 也 可 以 进入 山地 草本 植被 中 ， 但 数量 极 少 ， 进 入 田间 的 也 不 如 普 
通 狗 尾 草 量 大 ， 多 数 可 以 进入 栗 地 及 玉米 地 内 ”得 频 度 和 多 度 最 大 

的 还 是 田 边 . 地头、 沟 竣 等 环境 ， 摆 荒地 也 多 出 现 ， 数 量 仍 不 及 狗 

尾 草 。 所 以 它 的 喜 湿 程度 较 狗 尾 草 大 , HEARS, 生态 幅度 较 
狗 尾 草 低 。 金 色 狗 尾 草 多 分 布 于 农耕 区 ， 为 一 年 生 田间 杂 草 ， 或 称 
伴 人 植物 。 在 中 性 及 微 酸 、 微 碱土 壤 中 生长 良好 ， 抗 盐 性 较 差 ' B 

盐碱地 不 能 生长 。 金 色 狗 尾 草 为 玉米 枯萎 病 的 中 间 寄 主 ， 危 害 玉 米 

的 生长 。 tHe x 
4 fe WRT EMO BR, MRE, ARE, OPH RAPE I: 

1. 2 一 1.5。 本 身 含水 量 大 ， 接近 豆 科 草 类 ， 而 高 于 一 般 RAAB 
类 ， 为 中 生性 禾 草 。 但 它 失 水 较 快 ( 持 水 力 弱 ) , RT RH SR 
草 ， 也 比 一 般 禾 草 快 ， 因 此 ， 调 制 干草 比较 容易 9 BER, FRR 
量 也 更 佳 ， 绿 色 度 较 高 ， 且 不 易 霉 烂 。 在 山西 普 中 山区 作 秒 齐 持 水 
力 试 验 ， 其 特性 如 表 53 一 1。 

表 55 一 1 金色 狗 尾 草 和 一 般 常 见 几 种 牧草 的 持 水 力 测定 比较 
(测定 地 点 :山西 离 石 县 ， 时 间 :， 1983 年 7 月 ) 一 

12 小 时 失 水 率 | 24 7) BY SE 7B] 36 Ay At 4E zk Be 
(%) (%) : 

76.49 68.10 89.00 95.11 

78.47 50.18 71.56 ' 85.01 

70.14 49.67 66.62 77.52 

79.87 35.17 51.25 65.13 

83.34 27.79 38.05 47.51 

74.42 53.32 77.07 88.37 

人 饲 用 价值 金色 狗 尾 童 对 农 区 家 畜 人 饲料 有 一 定 补充 意义 。 效 歼 

+e oS 
ko at it ak a nt B 

me 



和 

全 

干草 全 株 | 抽穗 初 | 9.7 | 

与 浊 割 青 饲 或 调制 干草 都 适宜 ， 尤 其 是 至 浊 或 调制 干草 最 为 理想 ， 

为 各 种 察 畜 所 喜 食 , 尤为 大 家 畜 所 嗜 食 5 春 、 夏 的 采 食 率 更 高 。 金 色 

HARDER, i, HEARS 量 也 比 较 高 ， 抽 - 穗 初期 含 

11.63%, PAA MK 〈34.33%)， 但 与 其 它 RAB BERR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3 一 2。 

表 53 一 2 金色 狗 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ET 
34。33 43.41 8.08 | 0.63 | 0.19 

干草 全 株 | 结 实 期 | 10.95 0.42 33.14 41.47 15.70 | 0.40 

〈 陈 安仁 ) 

54. 狗 尾 章 

| Setaria uiridis (L.) Beauv. 

别名 G8. BH. BAR,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秆 直立 或 基部 膝 曲 ， 高 20 一 90 BX, 

圆柱 形 ,基部 稍 扁 ， 带 青绿 色 。 叶 萌 较 松 驰 ， 无 毛 或 被 柔 毛 ， 叶片 
局 平 ， 长 5 一 30 厘米 ， 宽 2 一 15 毫米 ，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略 呈 圆 形 或 

渐 狭 .圆锥 花序 呈 圆 柱 形 ， 直立 或 上 部 弯曲 ， 刚 毛 长 4 一 12 Sk, 

绿色 、 黄 色 或 紫色 ， 小 穗 梢 圆 形 ， 长 2 一 2.5 毫 米 ， 2 BRO 
于 缩短 的 分 校 上 ， 每 个 小 穗 基部 具 1 一 6 条 刚毛 状 小 枝 ， 成 熟 后 小 

稳 与 刚毛 分 离 而 脱落 ; 第 一 颖 长 为 小 穗 的 三 分 之 一 ， 第 二 颖 与 小 穗 

等 长 或 稍 短 ， 第 一 外 释 与 小 穗 等 Ko MR 椭圆 形 或 长 DB, Win 

锐 ， 长 约 1 毫米 (图 54)。 

地 理 分 布 “ 狗 尾 草 在 我 国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 但 在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宁 、 河 北 、 了 山东、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甘肃 等 省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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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多 ， 在 国外 广 布 于 温带 
和 亚热带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狗 尾 草 是 一 种 适应 性 强 
分 布 广 旱地 杂 草 。 盐 碱 地 、 
酸性 土 、 钙 质 土 都 能 生长 ， 
PSR, WR, ER 
SARS (KE) RS BF 
地 、 沟 边 、 湿 地 和 山坡 等 
环境 中 均 极 常见 。 

狗 尾 草 种 子 产量 大 ， 
发 芽 率 高 ， 落 地 后 可 以 自 
生 ， 尤 其 在 雨季 有 迅速 生 
长 的 特点 。 因 此 ， 是 难 消 

. 灭 的 农田 害 草 之 一 。 苗 期 
常 和 谷子 混 生 ， 两 者 形态 
相似 ， 不 易 区 分 除 掉 ， 危 
害 严 重 。 

由 于 独 尾 曹 还 具 丰 耐 54 ， 狗 尾 草 Setaria viridis (L.) 

旱 、 耐 盐 碱 特点 ， 雨 季 到 次 
来 时 能 迅速 生长 ， 所 以 在 退化 草场 和 摇 荒 地 上 ， 当 雨季 到 来 时 ， 其 
生物 量 大 幅度 增加 ， 局 部 地 区 可 以 成 为 优势 种 ， 当 地 怕 民 称 为 “ 攻 
A” 此 时 的 适口 性 也 强 ， 家 畜 用 它 来 抓 秋 腰 。 所 以 ， 它 是 草原 上 的 

”优良 牧草 ， 还 可 以 浊 制 作为 冬 贮 干草 。 
狗 尾 草 种 子 产 量 大 ， 生 长 迅速 ， 在 北方 各 省 〈 区 ) ROR 

的 第 一 年 生长 特别 茂盛， 是 群落 演 替 的 先锋 植物 。 当 翻 耕 松 主 改良 
退化 草场 时 ， 第 一 年 也 往往 是 优势 植物 ， 并 经 常 和 黄 项 (riemai- 
sia scoparia) 混 生 成 为 优势 种 。 随 着 多 年 生 植物 的 增加 , 它 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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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渐 减少 ， 为 了 提高 当年 的 收益 ， 经 常 补 播 狗 尾 草 ， 还 有 时 与 羊 草 

混 播 。 

狗 尾 草 在 5 月 初 就 能 发 芽 生 长 ， 但 此 时 正 是 春 旱 ， 所 以 生长 组 

慢 ， 随 着 气温 上 升 ， 生 长 迅速 ，8 月 开花 结 实 , 9 AAR, PT A 

后 极 易 脱落 ， 因 此 ， 要 妥当 掌握 浊 割 和 采种 时 间 。 

饲 用 价值 狐 尾 草 茎 时 柔软 ， 无 论 是 鲜 草 或 是 干草 均 是 民 等 牧 

草 。 鲜 干草 马 、 牛 乐 食 , 羊 喜 食 草场 上 的 枯 落 干草 , 青 干 草 为 家 畜 喜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 氨 基 酸 组 成 、 微 量 元 素 含量 见 表 54 一 1、54 一 2、 

54- 一 3。 

表 54 一 1 狗 尾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0s: ipa REAM MEE EIT a tise ini sa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2B | mses 

抽穗 期 | 9.08 | 6.99 | 1.47 | 38.55 | 33.95] 9.96 3.58 

76.9 |. 1.51 | 0.29 | 10.88] 7.87] 2.55 

于 和 草 11.14] 5.81 1.10 | 41.89] 30.26] 9.80 

10.61 0.02 2.69 44,07 29.80 9.81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54 一 2 狗 尾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颌 气 酸 “| 苏 氨 酸 | 蛋氨酸 | seam ene eeam | 玖 氨 酸 | 组 气 酸 | 精 氢 酸 | 色 气 酸 

0。787 1.017 0.958 0.519 | 0.186 0.405 | 0.262 | 0.535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54 一 5” 狗 尾 章 的 微量 元 素 含量 * 《毫克 /公斤 ) 

0.172 | 0.522 

日 mri os | a | | 销 a 铜 i nh 铁 

1981 年 

8 月 17 日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90.92| 0.26 | 0.20 | 2.24 | 1.23 |60.84| 56.33) 6.76 |48。82| 2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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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尾 草 的 产量 较 高 ，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250 一 300 公斤 左右 , 每 株 鲜 
重 可 达 40 死 左右 。 在 夏 末 秋 初 还 可 以 供 家 禽 食 用 。 狗 尾 草 葵 叶 比 

Al: 叶 9.5%, WHR 19%, & 59.5%. HF aE Sot >, FE RK 

季 秆 易 粗 硬 ， 减 低 了 经 济 价值 。 

栽培 要 点 ” 狗 尾 草 春 、 夏 两 季 均 可 播种 ， 但 以 夏季 为 宜 。 于 粒 

重 0.9 一 1.0 克 。 播 种 量 为 2--3 457 /, H+ Bi BW 10— 

15%C 为 宜 ， 条 播 、 撒 播 均 可 。 种 子 产 量 每 亩 约 30 公斤 左右 ,但 是 成 

BAB 应 根据 大 多 数 种 子 成 熟 的 情况 及 时 采 收 。 

( 李 建 东 ) 

550K ft 竹 

Sinarundinaria chungit (Keng) Keng f. 

别名 Bit. SRA. 
形态 特征 ”灌木 状 ， 科 高 约 2 米 ， 圆 柱 形 ， 直 径 约 1 厘米 ， 表 
面 常 有 黑 拆 ， 舌 英 宿 存 或 迟 落 ， 表 面 深 褐色 或 草 黄色 , 有 黑色 斑点 ， 
REELAWE, RACE. GRAVE, BHMKB, K1— 
5.5 EK, MRK 3.5 一 4.5 BK, WRAFE, MO RBERAA 

BRBE, AM RAMA, HH KARR. K5—10 Bk, 
7 一 15 毫米 ， 具 次 脉 3 一 4 对 , ABU E. TERRA DHE 
花序 长 8 一 12 厘米 ， 基 部 为 叶鞘 所 包 藏 ， 小 穗 柄 细 长 , 直立 忒 斜 土 ， 
腋 避 有 腺 疣 ;水 穗 含 4 一 7 小 花 ， 长 25 一 50 EK, 仿 梨 色 王 局 扣 

(图 55 ) 。 

地 理 分 布 “ 特 产 于 我 国 四 川西 部 雅安 、 阿 坝 藏族 自治 州 南部 、 
甘孜 藏族 自治 州 东部 及 凉山 茵 族 自 治 州 部 分 地 方 。 据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记 载 , 云南 江西、 湖北 .甘肃 等 省 有 其 同属 植物 箭 竹 《人 3。?atida) 

分 布 外 ， 其 它 地 方 没有 报道 。 
先 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年 生 灌 木 状 植物 ， 靠 地 下 横 起 的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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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茸 进行 营养 繁殖 。 

常 成 片 分 布 ， 每 平方 

米 有 50 一 80 Hk, 

盖 HE 60—80%, 花期 

6 一 8 月 , 有 性 繁殖 ， 

长 达 数 十 年 1 次 。- 
大 和 区 竹 生 长 于 海 

拔 1500 一 2100 米 ( 高 

的 达 2500 — 3800 

*), BAR (Lin- 

dera antiqua) , IK 

(Corylus ferox), 

HAR. Me MTS 
HH es BS SR VE OP 

ME, 5B (Loni- 

' cera), tHe (Far- 

gesia spathacea) #i 4 

Bit (Deutzia soni 图 55 大 箭 人 竹 Sinarundinaris chungit 

ba) 等 构成 灌木 层 。 (Keng) Keng f. 

BPARRHA, AAMWKRAK, 大 熊猫 活动 于 其 间 , 采 食 其 

竹笋 和 枝叶 。 

表 55 ”大 箭 竹 的 化 学 成 分 *〈%) 

RR | 采样 地 点 | 生育 期 ss nemo, 钙 | WR 

1981.9.10 jis | OF 11-90 2.80 | 29.90] 44.90] 10.60] 0029'| 0.14 

1981.9.12 四 川 宝 兴 | BH FE | 11.00) 2.20 | 30.50] 45.60] 10.70) 0.23 | 0.15 

平 均 11.40] 2.50 | 30。20| 45。25| 10。65| 0.26 | 0.145 

s O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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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 价值 ”大 箭 竹 除 为 大 熊猫 的 饲料 外 ， 亦 为 后 、 半 所 喜 食 ， 
在 四 川 泳 山 州 及 部 分 地 区 中 山 及 亚 高 山 带 ， 大 箭 竹 在 冬 、 闪 季节 仍 
保持 青绿 ， 为 牛 、 羊 冬季 放牧 所 喜 食 的 饲料 。 大 箭 丛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5 所 示 。 

( 周 寿 荣 ) 

56. 大 米 EH 

Spartina anglica C. E. Hubb. 

形态 特征 SERA, ARR. HKAB20—150 BK, K 

径 1 一 3 米 。 根 有 两 类 : —AKR, RERD, AK, ALR 

达 1 米 以 下 ， 另 一 为 须根 ， 向 四 面 伸展 , 密布 于 30 一 40 厘米 深 的 土 
BA. FEM, FEAR. PHA-MBADAE, Mh RRA, 

宽 7 一 15 22K, RHR, 8, PEER. BREF BUR 

£,(2)3—6 (18) 枚 ， 呈 总 状 排列 ， 长 7 一 10(23) BK, BH 

端 延 伸 成 刺 芒 状 ;小 穗 狭 披 针 形 ， 长 14 一 18 EK, BINH, Kh 

节 于 颖 之 下 ， 颖 及 外 释 均 被 短 柔 毛 ， 第 一 颖 短 于 外 释 ,， 具 1 小 脉 ， 

第 二 颖 长 于 外 释 ， 具 1 一 6 tks SRA 1 一 3 脉 ， 颖 有 果 长 工 厘米 左右 
(F456). 

染色 体 2n = 122, 120, 124, 

地 理 分 布 ”大米 草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辽宁 、 河 北 、 天 津 ， 山 东江 

Hh. EBL. BBA BSA Ch. KE) 的 海滩 上 ， 国外 分 

AFAR. RISB. WM. EB. RB. BKM. HBX. BRK 

利 亚 、 美 国 。 

生物 学 生态 学 特征 ”四 碳 植 物 ， 阳 性 ， 湿 年 , 不 耐 戎 蔽 与 二 是， 

气温 在 52 以上， 营养 体 即 能 进行 光合 作用 。 春 季 返 A, 12—13°C © 

以 上 生长 迅速 ， 花 期 长 ，5 一 1 月 陆续 开花 ，10 一 11 月 种 子 成 熟 

(江苏 启东 )。 入 冬 叶 逐渐 变 为 紫 褐 色 , 最 后 枯死 。 江 苏 部 分 地 区 冬 

。182…。 



EHF AE BR BE AE 
K, MPR HED HE, 

青岛 地 区 返青 在 清 : 
明 前 后 ,6 月 中 下 

名 抽穗 开花 ， 延 续 
至 8 一 9 月 ， 种 子 
成 熟 在 10—11 

Ky 115 Je 2 12 

AMEZABMH 
死 。 根 系 纵横 交错 ， 
BRIA, ibe wi 
的 能 力 较 强 ， 根 系 
生物 量 比 地 上 部 约 
高 3 一 11 倍 。 在 嫌 
AAT, BRB vv 
BE, Beam Peewee), 
增多 ， 固 氮 菌 4 + 

fF GHEE Xi val FA56 KOK Spartina anglice C. E. Hubb. 
后 再 生 较 快 ， 一 年 
中 适当 割 章 1 一 3 次 , 可 提高 产 草 量 。 
适应 幅度 大 ， 既 能 生 于 海水 、 盐 土 ， 也 适应 在 淡水 、 淡 土 、 坎 

硬 泥 浴 、 水 滩地 上 生长 。 分 葛 力 特别 强 ， 在 潮 间 第 一 年 可 增加 几 十 
们 到 一 百 多 倍 * 几 年 便 可 连 片 成 草场 。 在 育苗 仙 中 一 年 增加 数 百 
信 。 

特别 耐 盐 ， 适 生 于 海水 正常 盐 度 为 35%、 土 壤 念 盐 量 为 20%% 
的 中 潮 带 。 耐 碱 力 的 初步 试验 表明 ， 在 碱土 pH10.5--11 中 ， 茎 .时 
仍 保持 青绿 。 耐 水 渡 ， 每 次 潮水 湾 没 时 间 在 6 小 时 以 内 生长 正常 。 
能 经 受 一 定 的 风浪 冲击 。 耐 浴 ， 植 株 一 般 能 随 淤 随 长 ， 但 不 耐 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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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埋 。 耐 高 温 ， 草 从 气温 在 40.5 一 42%C 时 , BAKA FEE RES) BEA 

长 。 耐 寒 ， 在 辽宁 省 锦 西 县 已 安全 越冬 〈1974 FBS), 该 地 冬季 
气温 一 般 为 - 202， 最 冷 的 一 年 达 - 25%C， 但 不 耐 倒春寒 当 温度 

高 达 十 几 度 而 夜 温 又 降 到 零下 几 度 甚至 十 儿 度 时 ， 则 将 冻 死 ”》 耐 石 

TH. WATS, ARI RRBH ERR. BL HL HH. KK 

草 适 生 于 海滩 潮 间 带 的 中 潮 带 , 在 风浪 太 大 的 侵蚀 滩 面 则 不 能 扎根 。 

饲 用 价值 ” 嫩 叶 及 地 下 茎 有 甜 味 ' BH, 3. BR. B+. 

4. WW, BF. WR. BH. ABSR. UR. Hh, 

根据 七 个 月 地 上 部 分 营养 成 分 的 分 析 ， 可 以 看 出 ， 粗 蛋白 含量 在 旺 

盛 生 长 抽穗 之 前 最 高 可 达 13%， 盛 花期 下 降 至 “YEA, WB pK 
含量 变化 大 体 与 粗 蛋 白 含量 变化 一 致 。 粗 灰分 与 辆 揭 含 量 在 秋 未 入 

初 比 春 夏 高 1 倍 。 其 它 各 项 含量 变化 不 大 〈( 表 .56 二 用。 

表 56 一 1 大 米 草 汪 化 学 成 分 表 * (WO 
a ae. 

Foy mine elena rere elect] a | op RUDI © 
取样 

部 位 
采样 日 期 

1978 | BF | 92.44) 19.07| 2.75] 14.50] 41.81] 21.87] 0.60| 0.27 

3.13 | Bt | 93.71] 16.24) 2.77] 15.48] 45.28] 20.23] 0.77] 0.2 

4.23 | ME | 92.59] 18.89! 3.27] 13.75] 41.16] 22.98] 0.61) 0.32 

5.30 28M] 93.59] 13.38} 3.17] 25.29] 45.90| 12.26] 0.32] 0.2 36.80 
6.22 nr | 93.88] 13.23] 2.72) 27.32] 43.51] 13.22] 0.34] 0.26 38.29 

7.31 | 叶 | 92.22) 11.98} 2.28] 28.01] 42.98] 14.75] 0.33}--0,22] 23,98 
8.30 | ME | 92.57] 9.61] 2.47| 26.10) 44.42] 17.40] 0.37| 0.2 24.18 

9.28 | HF | 92.51] 10.49] 2.57] 26.61] 43.93] 16.40] 0.35, 0.20] 25.56 

10.29 | BE | 94.11] 10.50) 2.61] 21.33] 40.93] 24.63] 0.66] (0.2 34.69 

11.29 | ME | 92.68] 8.48] 2.65] 19.91] 44.25] 24.71] 0.65] 0.21) 30.97 

。 南京 大 学 分 析 。 

十 八 种 氨基 酸 5 个 月 含量 分 析 结 果 以 谷 氮 酸 、 亮 氮 酸 最 高 天 

门 冬 所 酸 , 丙 氮 酸 次 之 ， 组 氮 酸 、 色 氨 酸 . 胱 氨 酸 最 低 〈 表 56 一 2)。 

十 种 必需 氨基 酸 与 国外 有 代表 性 的 禾 本 科 牧 草 的 平均 含量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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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一 2; 大 米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grrr: AW 氮 酸 
PT a RR - 

~H 10.76 | 0.44 | 0.19 | 0.47 | 1.00 | 0.62 | 0.57 | 0.14 | °. 54 

月 | 0.76 | 0.40 | 0.27 | 0.54 | 0.92 | 0.60 | 0.50 | 0.11 | 0.38 | 0.13 

0.60 | 0.27 | 0.24 | 0.40 | 0.67 | 0.42 | 0.28 | 0.08 | 0.20 

A | .0.65 | 0.29 | 0.23 | 0.47 | 0.76 | 0.47 | 0.34 | 0,11 | 0.39 

HR | 0.66 | 0.37] 0017 | 0.44 | 0.82 | 0.57 | 0.44 | 0.13 | 0.46 

£ 南京 大 学 分 析 。 

GAR 

meee. 

re Ct Ju 
FTE 

蛋氨酸 
氮 酸 

ee 

:和 oN oa 加 

am 

oe 六 种 超过 ( 葵 丙 氨 酸 。 亮 氨 酸 、 异 亮 氨 酸 、 和 蛋氨酸 、 苏 氨 酸 ， 

A) ORR MAB. AB. HAR. PAM). Beit 

过 两 个 样品 ， 其 营养 成 分 分 别 为 : 粗 脂 肪 39 一 40.5%， 粗 蛋白 

39.3—45.5%, FH 63.6—66%, FEM BH 46—48.5% AK 
草 对 反刍 动物 消化 率 也 较 高 ， 是 一 种 优良 牧草 ， 如 表 56—3, 

表 56 一 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 mee | em | ee | 消化 衣 | 代谢 能 
FR ye op (%) | ( 兆 焦 / 公 斤 ) | ( 兆 焦 / 公 斤 ) 

KX 草 | 11.30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1.85 | 60.86 | 10.34 8.34 | 

BY RARE 1000—2000 AR, BH 1: 2.1—-1: 3.5, 

RMRMRM WLI LSA 〈89 次 测 重 ， 启 东 )5 在 江浙 沿海 可 全 年 放 

By DAE AE, FMAM SRA, TR. AE 
干草 、 青 贮 、 草 粉 、 粉 浆 发 酵 等 方式 均 可 用 。 饲 鲜 草 前 最 好 先 温 
泡 三 夜 ， 待 凉 后 用 ， 否 则 需 多 给 家 畜 饮 水 。 

此 外 ， 大 米 草 还 能 增加 土壤 有 机 质 ， 改 良 土 壤 团 粒 结构 ， 使 软 
泥 滩 坚实 ， 促 浴 消 浪 ， 保 滩 护 岸 改良 盐 土 ， 用 作 绿 肥 , 燃料 、 造 
A BAS, 

大 米 草 1963 年 引 自 英国 ， 现 在 我 国 已 推广 栽植 万 亩 左右 ,已 收 

。185。 



到 较 大 经 济 效益 。 大 米 草 不 与 粮 棉 争 地 , 除 作 饲 料 外 还 有 多 种 用 途 ， 

为 了 开发 沿海 效 千 万 亩 海 涂 光 滩 , 可 因地制宜 ,继续 引种 、 推 广 、 利 

用 。 7 

PIR KEPT RB 8.57 克 , FATA 116686 粒 , 平时 

不 用 种 子 繁殖 。 一 般 采 用 分 株 繁 殖 ， 在 大 缸 或 水 田 育 苗 ， 保 持 浅水 

层 并 施肥 。 每 代用 1 一 2 株 苗 ， 一 年 既 可 长 满 (南京 )。 一 般 行 下 

20—30 悍 米 。 同 时 在 海滩 进行 小 型 试验 ,， 摸 清 坊 植 最 适 季节 与 高 程 。 

移 栽 时 间 应 在 小 潮 转 大 潮 之 际 ， 行 距 1.5 一 3 米 均 可 ， 与 风浪 成 反 

比 ， 用 苗 数 与 风浪 成 正比 ， 一 般 3 一 5 株 。 软 泥 滩 裁 后 要 培土 ， 硬 泥 

滩 则 需 挖 穴 裁 。 裁 后 要 防止 人 畜 上 践踏 及 水 禽 、 大 砍 等 候鸟 吸食 。 此 

PRERAM A, BEDI FBLA BRE. 

C17 a 48) 

(58K HE 

Spodiopogon sibiricus Trin. 

MB A. WRAL DEA, 

PSE SERA, AMI HRA. FHL, We, Bw 
100—150 厘米 ， 具 7 一 9 4%, MRA, K15—30 厘米 ， 宽 6 一 14 

毫米 ， 质 较 硬 ， 无 毛 或 两 面 被 毛 。 圆 锥 花序 大 ， 长 15 一 20 BK, HE 

列 较 松 散 ， 带 淡 紫 褐色 ， 小 枝 具 2 一 4 节 ， 每 节 具 小 穗 2 枚 , 一 枚 有 

柄 ， 一 枚 无 柄 ， 均 结实 且 同 形 ， 近 圆 简 形 ， 长 5 一 5.5 毫米 , 含 2 水 

tt; 第 一 颖 遍布 柔 毛 ， 第 二 轿 两 侧 压 扁 ， 背 具 脊 ;第 一 花 雄性 ， 第 

二 花 两 性 ， 外 释 稍 得 于 小 穗 ， 裂 齿 间 伸 出 一 芒 ， 芒 中 部 膝 曲 ， 长 约 

10 毫米 左右 〈 图 57)。 

地 理 分 布 ”大 油 芒 在 我 国 的 黑龙 江 、 吉 林 、 了 辽宁、 河北 ,山西 、 

陕西 、 宁 夏 、 上 甘肃、 湖北、 广东、 四 川 、 内 蒙古 等 省 (HE) BAD 

布 ; 在 亚洲 北部 的 温带 区 域 及 苏联 的 西伯 利 亚 、 日 本 、 朝 鲜 、 蒙 古 

。186，。 



等 地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大 油 芒 属 中 等 宽 叶 禾 
章 ， 喜 生 于 向 阳 的 石 质 山 
坡 或 干燥 的 沟谷 底部 ， 在 
东北 草原 的 一 些 类 型 中 也 
有 分 布 。 生 长 迅速 ， 符 别 
在 阳 披 或 草 多 草原 ， 可 以 
形成 小 片 单 优 种 群落 ， 还 
可 以 散 生 在 固定 沙丘 上 。 
大 油 芒 在 森林 区 的 阳 坡 ， 
PUD MBIT TK 
量 生长 ， 成 为 植被 演 替 的 
一 个 阶段 一 - 根 蔡 禾 草 阶 
Bt, AMMEN LIM BER 
ARP, AEP RSM LM 
上 生长 也 恨 好 ， 但 耐 盐 碱 图 57 Kw Spodiopogon 

sibiricus 

性 老 。 再 生性 强 , 返青 早 ， 

在 东北 4 月初 开始 发 芽 ， 

Trin. 

7 月 抽穗 开花 ， 8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大 油 芒 是 一 种 比较 高 大 的 饲 草 , 可 以 放牧 又 可 收割 ， 
其 营养 成 分 中 葵 〈 表 57)。 早 春 时 草 质 幼 同 ， 马 、 牛 、 羊 均 最 喜 食 ， 
随 着 粗 纤维 的 增加 ， 适 口 性 降低 ， 到 晚秋 草 质变 硬 ， 马 、 牛 、 羊 很 
少 采 食 ， 化 学 成 分 见 玫 57。 

植株 高 大 ， 产 量 很 高 ， 每 亩 可 产 青 草 250 一 365 公斤 eB. K 

割 应 在 花 前 期 进行 ， 因 基 RS MS. ATE 高 度 一 般 以 10 KA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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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大 油 芝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Sa mee | 粗 脂 及 | 粗 纤维 | 2™ Ec T Bi 
60.51 3.30 0.92 14.02 18.50 a 

! 

10.05 | 752 2.09 31.93 42.16 6.25 

11.60 | 6.00 2.00 29.9 43.7 6.80 

10.05 7.52 2.09 31.93 | 42.15 6.26 

10. 66 3.78 2.81 | 26.79 46.30 9.66 | 

© OFF 153F RUSE’, KEM APRR SRAM. 

(#2) 

0.31 0.26 

A HOw ot 

58.58 针 茅 

Stipa baicalensis Roshev. 

别名 ”贝加尔 针 茅 。 狼 针 草 、 油 包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秆 高 50 一 90(110) 厘米 。 叶 片 纵 卷 成 

on eae, ZEEE HK 20 一 30 厘米 ， 叶 舌 长 1.5 一 2 毫米 。 圆 难 花序 

常 为 顶 生 叶 闽 所 包 ， 长 20 一 50 厘米 ;小 穗 灰 绿 色 或 紫 褐 色 ， 膜 质 ， 
长 25 一 30 BK, MRK 12 一 15 毫米 ， 与 世 的 关节 处 生 一 圈 短 毛 ， 

背部 贴 生 成 纵 行 的 得 毛 ， 基 盘 尖锐 ， 长 4 毫米 : CIARA. 

芒 柱 长 达 7 厘米 ， 芒 针 长 达 10 BOK. 

地 理 分 布 Ra TRE RI Bm. LT, 内 蒙古 、 | 

部 、 ei gy dock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IEE MS EA AAR, eS 

6 月 开始 萌动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初 旬 抽穗 开花 ，8 月 下 名 果实 成 熟 ， 

9 月 初 旬 落果， 以 后 逐渐 干枯 。 

具有 须根 系 ， 根 量 大 部 分 集中 于 20 厘米 以 上 的 土 层 中 。 叶 层 高 

35 一 45 厘米 ， 丛 由 直径 30 一 50 厘米 ， 在 植 丛 基 部 常 被 有 多 年 宿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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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AYER — RE RRM, 可 保护 新 芽 安 全 越冬 ， | 
REFRRHTRAW | 
种 : 一 是 种 子 繁 殖 ， 二 
BREA, MWAH 
方式 向 四 周 分 出 新 枝 ， 
MRS RARE BUG 
成 新 的 植株 ， 这 两 种 更 
新 方式 都 普遍 存在 。 

RHE RTRs 
原 的 一 种 中 旱 生 禾 草 。 
性 耐寒 及 干旱 。 一 般 见 
于 排水 良好 的 地 带 性 生 
境 ， 不 耐 盐 碱 ， 从 不 见 
于 盐 渍 化 土壤 上 。 除 做 
AVE TE PATE fic WB EL SEE 
原 外 ， 也 常 进入 线 叶 菊 
草原 或 羊 章 草原 等 其 它 
草地 类 型 中 ， 成 为 亚 优 
BR. Utah, WHE 
可 进入 由 地 森林 带 ， 成 为 林 缘 草地 的 常见 优势 种 或 伴生 种 ， 在 于 划 
原 地 区 仅 散 见于 山地 阴 坡 。 

BARE ” 狼 针 董 为 草原 区 良好 的 牧草 。 一 般 牛 、 马 、 羊 均 喜 
食 , 但 羊 比 牛 、 马 喜 食 程度 较 差 , 四 季 中 以 春季 适口 性 最 好 , BEE 
FRG, 颖 果 脱落 后 适口 性 又 有 所 提高 , ABR, HR x 
瘟 的 基本 饲 草 。 狼 针 划 的 颖 果 成 熟 时 具 硬 尖 和 长 芒 , 常常 刺 伤 羊 的 曲 | 
HAM BOK, BRAG, BM BEE, Bk, “YAR SES, oy 
ABE, URGE. AMM PE, BERR, 

TROGIR ET A AS BE EY) AY Tb BE, TRYARR, rae 

° 189 « 

图 58 RES Stipa baicalensis Res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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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一 ] BRHFHURERAR* (%) 

az 类 | 春 | 夏 | 秋 | & 

43 羊 | 一 | 38.1 | ~ 24.9 | 5307 

站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测定 。 

表 58 一 2 Rete BRA ABR (%) 

类 /型 让 55 月 6 8H} 7H 8 A| 9 月 | IT 月 .425 有 32 月 

草 旬 草原 | 15 一 20| 45 一 50| 70 一 75| 80 一 90| 100 | 85 一 90| 70 一 75| 55 一 60| 40—45 

THR 15 一 20| 45 一 50| 70—75| 90 一 95| 100 | 85—90| 70—75| 56—60 40—45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测定 。 

多 的 粗 蛋 白质 ， 但 在 结实 以 后 ， 则 急剧 下 降 。 粗 纤维 的 含量 偏 高 ， 

结实 以 后 显著 升 高 ， 因而 质地 更 显得 粗 老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58 一 3。 

表 58 一 5 MAHTFHLS Ma R* (%) 

i gh ee SR 
simelmmmimares ps] | mR | (考区 /公斤 ) 

车 38 期 (15.01 |13.88 | 2.47 1 [39.15 | 5.95 | 0.44 | 0014 73.60 
i 66 期 «820 |13.90 | 3.05 33.95 | 8.20 | 0.77 | 0.34 84.00 

结 实 期 11.25 | 8.39 | 3.55 26.31 | 5.01 | 1.31 | 0.21 83.20 
wR RY HA 12.27 | 4.07 | 3.78 44.86 | 6.98 | 0.57 | 0.09 一 

于 th 期 ,|10.03 | 2.73 | 4.55 40.24 | 5.62 | 0.62 | 0.44 一 

地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综 合 考察 委员 会 分 析 。 

主要 为 放牧 型 牧草 ， 产 草 量 较 高 (每 亩 产 鲜 草 135 一 200 公斤 )， 

草 群 的 适口 性 良好 ， 是 牛 和 马 的 优良 放牧 场 ， 有 些 地 段 亦 可 刘 割 二 

HR, Usp, CHAM MAL, ATLA. 

CH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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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针 苦 | 
Stipa capillata L, 

BIG EF 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密 从 型 。 须 根 坚韧 。 秆 纤细 而 直立 ， 
高 40 一 80 JK, MARA MOR, FAH, 长 全 8(10) - 
毫米 ， 叶片 卷 折 成 细 条 形 。 圆锥 花序 狭窄 , 下 部 常 为 顶 生 叶 萌 所 包 ， 
MEG INE, BRE, RARE, HMA M, K 253.5 eB 
As SFE I—1.2 Bk, PRABABEs 芒 二 回 膝 曲 ， HH, 光 
亮 ， 边 缘 微 粗 糙 ， 

无 毛 ， 第 一 芒 长 约 

4 厘米 ， 第 二 芒 长 

1.5 一 2 厘米， 芒 

针 细 丝 状 ， 卷 曲 ， 

长 6 一 12 BK; 基 

盘 坚 锐 ， 长 约 3S 

As 内 释 与 外 释 等 

K MRAK, Z 

@E, K6—-72% 

米 (AI 59) 。 

地 理 分 布 ” 针 

茅 主要 分 布 于 新 疆 

的 准噶尔 盆地 西部 

山地 、 天 山北 坡 和 

阿尔 泰山 ， 甘 肃 记 
有 分 布 ， 国外 在 欧 | 
洲 、 苏 联 中 亚 和 西 图 59 443% Stipa capillata 工 。 

“191 。 



(HAW. RAWAAA. 
Ape 54 AAEM ELSE EEA RA MR, 是 典型 

的 草原 植物 。 生 态 幅 度 广 ， 在 新 疆 天 山北 披 从 海拔 1200 米 的 丘陵 
到 海拔 2300 米 的 广大 山地 ， 均 有 分 布 。 在 山地 垂直 带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它 常 以 建 群 种 或 优势 种 与 沟 羊 昔 (Festuca suleatay ~ ER 
hi (Aneurolepidium angustum) #8 BAA-BBRE CArtemisia 

spo). FEA IL (Caragana frutex), S$ 2APH BAW (Spiraea 

hypericifolia) 形成 干草 原 , HUE AM AB, | 
HEUER REMARKS PA RY BABA 

性 ,因此 ， 它 具有 很 强 的 抗旱 能 力 ， 在 丽水 不 足 的 条 件 干 罚 能 忍受 
KAMAL KF Si RPE RAS, (HSE, EMR AR 
很 敏感 ， 地 上 绿色 部 分 产量 的 多 寡 ) 主要 取决 于 杜 生 长 季节 里 降 未 
HS >, WARSI MART ARE, HU, 营养 枝 增多 ， 
营养 期 也 延长 ， 同 时 可 以 大 量 抽穗 结实 。 秋 季 产生 Hs eH, 所 
REM BA 越冬 ， 第 二 年 春季 RAERABKA, SEMEMD A 
=. | 
PFEREPEMARMEDSSL. BELEK, 
饲 用 价值 HE oh AEG SEA MA, OH 

HU HLBE. 
针 茅 的 营养 价值 不 低 于 一 ACR, SEAR AL AC 

含量 较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59, 

RERRU, RERL OMIM DERG BAER, H 
次 是 羊 和 牛 ， 骆 驼 不 喜 食 。 在 针 茅 草场 上 放牧 马 时 ; BORK 
恢复 ， 而 且 马 奶 产量 也 得 以 提高 。 在 临近 抽穗 时 , 适口 性 迅速 下 降 ; 
而 在 开花 时 就 完全 不 采 食 。 直 到 秋季 ， 适 口 性 又 有 所 提高 ， 冬 季 档 
HRI, BEM, ARRANGE TRA. She OME 
和 蔡 的 顶端 是 家 免 最 喜 食 的 饲 草 。 

ChE MT, Pwr KVR PEE, FE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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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SRS ROR 6%) | 

| 绝 风 二 物 质 
生育 期 ‘ae Alek mlm we ele, Bae vee ‘i 二 

‘ak mlm ae #| 6% | a x o 
zx 21.10 3.81 23.59 43.99 7.50 
抽穗 期 13.89 2.53 27.31 50.58 5.68 
开 花期 11.02 3.99 29.22 48.53 7.25 | 

结 实 期 

干枯 期 

古 s59 5。12 30.62 48.15 7.52 

5.78 5-80 33.00 47.18 8.24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析 。 

芒 山 地 于 草原 中 ， 三 年 平均 针 蔓 在 最 高 产量 月 ， 可 提供 干草 每 亩 30 
“公斤 ， 占 总 产量 的 50.1%。 FER T + SE + WHE + BRM 

H, SSFP, Wee EPG 16.5—17.5 公斤 , 古 总 产 
«ARAN 36% 左 右 。 

针 葛 春季 萌发 稍 晚 ， 营 养生 长 期 较 长 ， 结 实 期 可 延至 初秋 ， 放 
牧 利用 时 间 较 长 ， 而 且 再 生性 强 ， 耐 牧 。 

针 蔓 为 草原 型 放牧 场 的 中 质 牧 草 。 通 常 分 布 广 ， 生 产 力 高 ， 针 
茅草 原 ， 盖 度 可 达 35 一 45%。 在 新 疆 北 覆 冷 季 牧 场 中 占 重要 地 位 。 

TEHIPARBORAME RRS KE, FOSS 
芒 柱 ， 受 湿 能 自行 扭转 , 极 容易 扎 在 绵羊 身上 。 能 刺 入 毛 、 皮 、 皮 下 
组 织 态 至 骨肉， 严重 时 常 引 起 死亡 。 因 此 在 秋季 轨 场 上 ， 针 莫 带 和 宾 
的 颖 果 是 绵羊 的 大 害 。 试 验证 明 ， 在 针 茅 拔节 早期 放牧 ， 抑 制 其 秋 
季 结 实 ， 或 者 秋季 放牧 前 用 机 械 方 法 打 落 颖 果 ， 可 以 减少 危害 ， 这 
时 可 用 以 放牧 粗毛 羊 、 山 羊 和 马 、 牛 。 

( 许 MW 薪 瑞 芬 ) 

60.。 石 生 针 茅 

Stipa klemenzii Roshev. 

WS TRE, ARE.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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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章 本 。 FER 10—25 Ietok, 叶片 纵 卷 成 针 形 ， 
ACMI, RENAE, Ke 2—10 BOR, TARE REM Am 
得 所 包 ， 长 5 一 9 BORs NMA BK 3—s.5 BOK, Sh Ky 10 训 
米 ， 与 芳 的 关节 处 不 具 一 圈 短 毛 ， 背 部 贴 生成 纵 行 的 短 万 叶 基 盘 火 
锐 ， 芒 一 回 膝 曲 ， 芒 柱 长 1 一 2 JER, FE, Stk 10 一 15 BK, 
AE (图 60)。 

地 理 分 布 “石生 
针 茅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内 
蒙古 、 甘 肃 ( 东 北部 ) 
等 省 〈 区 ); 蒙古 和 苏 
联 也 有 分 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Il 

Rit AAA 
种 多 年 生 从 生 小 草 。 
通常 于 4 AWE, GR 

青 的 进程 与 春季 土壤 
水 分 的 含量 有 密切 关 

”了 款 。 一 般 在 秋雨 较 大 
或 冬 雪 较 多 的 年 份 ， 
型 春 土壤 水 分 含量 较 
高 时 ， 返 青 后 迅速 生 
Ko SA, Fas 
6 月 中 旬 抽 穗 开 花 ， 

6 月 下 名额 果 成 熟 ， 
8 月 开始 干枯 ， 9 月 
全 10 月 彻底 干枯 。 正常 年份 ， 开 花 的 石生 针 昔 可 以 结 出 大 量 颖 果 ， 
但 它 的 营养 繁殖 更 有 重要 意义 。 
石生 针 茅 具 须 根系 ， 可 深入 土 中 80 余 厘 米 , 根 量 大 部 集 生 分布 

* 194 。 

图 60 石生 针 茅 Stipa klemenzii Roshev, 



于 得 积 层 以 上 ， 即 表层 .0 一 25 厘米 的 土 层 内 ， 向 下 则 显著 减少 。 植 

株 低 矮 ， 须 根 发 过， 草丛 密 集 紧 实 ， 且 在 植 从 基部 保持 着 发 达 的 纤 

维 枯 藉 ， 表 现 出 适应 干旱 、 多 风 和 寒冷 的 生态 特征 。 

石生 针 茅 是 荒漠 草原 地 带 的 一 种 旱 生 小 型 密 丛 禾 草 。 在 它 的 分 

布 区 内 ,年 降水 量 一 般 低 于 250 SE Ks S10°CHY Mid FE2000—3100°C 

之 间 ， 全 生育 期 可 达 180 一 240 天 。 石 生 针 茅 广泛 出 现在 平缓 砂 质 坡 

地 或 丘陵 坡地 粗 砂 与 砾石 的 棕 钙 土壤 上 ， 为 主要 的 建 群 种 。 伴 生成 

分 有 沙 生 针 摹 (Stipa glareosa)、 粗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quar- 

rosa), Biz (Allium polyrrhizum) 、 $a ett (Lagochilus ilict- 

folius), REFRKA (Asparagus gobicus) RTER 2A Fi (GC ypso- 

_ phila desertorumy @, RF AKMRRRHES, BI ZBAT 

并 群落 中 。 ie 
饲 用 价值 ”石生 针 茅 为 优良 的 牧 革 ， 放 牧 价值 明显 较 大 型 针 茅 

为 高 。 马 和 羊 最 喜 食 ， 牛 、 骆 驼 喜 食 。 草 质 优良 ,家畜 吃 了 易 长 曼 ， 

肉质 好 。 抗 寒 、 有 耐力 ， 且 颖 果 成 熟 时 对 家 畜 亦 少 伤害 。 一 般 旱 春 

利用 能 迅速 恢复 体力 ， 抽 穗 后 采 食 较 差 ， 颖 果 脱 落后 又 能 良好 地 被 

RRB. 

根据 在 放牧 地 进行 适口 性 观察 ， 石 生 针 茅 在 未 抽穗 以 前 家 畜 极 

喜 采 食 ， 短 的 营养 村 适口 性 高 ， 至 抽穗 以 后 ， 家 畜 则 仅 采 食 短 的 营 

养 枝 ， 而 少 采 食 或 不 采 食 生 殖 枝 。 秋 季 以 后 ， 尤 其 经 霜冻 后 ， 时 及 
生殖 枝 又 为 家 畜 所 喜 食 ，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在 乌 兰 察 布 盟 测 定 绵羊 对 

石生 针 茂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60 一 1。 

表 60 一 1 石生 针 茅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 

x 
~ 春 夏 秋 

| 
53.46 | 34. 26 | 50.42 | 63.28 

Ay AE oh 3 2 Th BS A BU SA eB, ER EP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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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降低 。 冬 季 残 株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较 青 鲜 时 几乎 降低 5 一 10 倍 。 

因此 ， 其 残 株 的 营养 价值 是 很 差 的 ， 虽 然 适口 性 较 好 ， 但 不 能 满足 
家 畜 对 蛋白 质 的 正常 需要 ，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60 一 2。 

表 60 一 2 石生 针 茅 的 化 学 成 分 袁 " 《2 

占 风 物 质 
生育 期 | 水 分 a. 

ale Mas es | 现 cmeimmmimerse elms] os | me | eT ae 
拔节 期 7.76 | 21.39] 4.47 | 22.42! 38.63] 5.33 | 0.43 | 0.27 95.90 

GE Hy 5.96 | 15.96] 4.12 | 22.441 34.39] 5.44 | 0.44 | 0.31 91.07 

fh wh 34 9.52 | 11.02) 2.39 | 47.71} 26.68} 3.58 |. 0.30 | 0.46 25.60 

结实 期 10.66 | 11.98] 2.24 | 37.31) 31.90} 3.92 | 1.19 | 0.48 10. 67 

干枯 期 9.81 4,29) 5.24 | 35.07| 46.15) 9.25 | 2.14 | 0.89 

*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 析 。 

本 种 主要 为 放 收 型 牧草 。 以 石生 针 董 等 小 型 鲜 茅 为 主 的 草场 ， 

每 亩 可 产 干草 17.5 一 22.5 公斤 。 

(3 RH) 

61.8 f 草 

Tragus berteronianus Schult.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禾 草 ; HB 10 一 20 厘米 .叶鞘 短 于 节 间 ， 无 

毛 。 叶 舌 具 长 约 1 毫 米 的 柔 毛 。 叶 长 3 一 7 厘米 ， 宽 2 一 4 毫米 ) 边 
缘 具 刺 毛 。 花 序 密 集成 德 状 ， 长 约 3 一 5 厘米 。 水 穗 长 2 一 3 毫米 ， 
通常 2 个 聚 生成 钱 而 均 为 可 孕 性 。 第 一 颖 退化 成 微小 体 ， 膜 质 。 第 
二 颖 革 质 ， 背 部 具 5 AR, WHF VD RSPR; SPER 

质 ， 上 共 3 脉 ; MAW CH61). 

地 理 分 布 “ 融 子 草 主要 分 布 于 暖 温带 及 温带 地 区 。 四 川 西北 部， 
oh RR 山西 、 河 北 、 东 北 及 内 蒙古 一 部 分 地 区 ， 欧洲 
tbH MIR. PMA, WARM RICE MA, Bes A, 

四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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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 均 为 习 见 ， 县 常 与 大 午 

FF (T.racemosus) YE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BY Et 9 — 45 AE BF A RL 

适宜 暖 湿地 带 生 长 。 高 寒 的 
高 出 ` 亚 高 山 或 森林 地 、 寒 准 

的 寒带 或 亚热带 、 热 带 均 极 

少 分 布 * 它 的 耐 旱 力 极 强 ,是 
MRE DRE, BBR 

的 干旱 阳 坡 也 常 发 现 ， 并 为 

CRU PMR. We 

HE, FR ER DATE RS BME AB ie 

地 的 田间 杂 划 ， 尤 其 是 沙 地 

中 更 多 分 布 ， 为 一 种 暖 温 性 

一 年 生 禾 草 。 在 暖 温带 的 夏 
绿林 区 或 森林 草原 区 的 黄土 

丘陵 的 农 区 , 年 平均 气温 5 一 

10°C, > 10°C# i 2300 一 

4000 °C, 4F Ke iii Ht 350— | 
700 BE OK EAE A 半 湿 润 图 61 人 berteronianus 

Dk AOR SP te BR WR th 4h 

kL, ZHAFRRERDHK, HRRARR EH. EB. RARE 

群落 中 ， 与 其 他 一 、 二 年 生 植物 ， 如 狗 尾 草 、 冠 芒 草 CEmmreapo- 
gon brachystachyum), 3H. $3 (Salsola collina)\#B), 

形成 次 生性 植被 或 荒地 植物 、 伴 生 植物 出 现 。 黄 土 高 原 ， 多 分 布 在 
每 拔 1700 米 以 下 的 干旱 坡地 、 浅 谷 、 地 旁 及 田间 。 

饲 用 价值 ”如 子 草 为 一 年 生 田间 杂 草 ， 生 长 低 禾 , 产量 也 不 高 。 
绢 羊 和 山羊 常 牧 食 ， 适 口 性 中 等 ， 结 实 期 较 早 ， 约 7 月 上 、 中 旬 即 

oO 

人 



PO 
成 熟 ， 成 熟 后 的 颖 果 具 刺 芒 ， 常 粘 住 羊毛 借以 传播 ,影响 毛 的 品质 ， 
且 不 利 采 食 ， 影 响 草 的 饲 用 价值 。 只 有 穗 前 或 德 后 营养 枝 的 利用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61 。 

表 61 虱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et 占 绝 + wm 
| ( %) | BE loccmlmree Mae] | wm 

1.42 ae 28. | 39. 16.94 0.81 | 0.148 

¢ Wa ees. 

〈 陈 安仁 ) 

62. 黄 FH 

Themeda triandra Forsk. var. japonica (Willd.) Makino 

WS BH. RF. Ze,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须 根 粗壮 。 秆 直立 ， 高 80 一 150 厘 

HK, UR RRMA, WERE: 时 天 长 1 一 2 训 米 ; 时 片 条 形 ， 

长 12 一 40 厘米 ， 宽 4 一 5 BK. HARES RR, 长 39 一 40 悍 

米 ， 总 状 花 序 长 15 一 17 毫米 ， 有 长 2 一 3 SRKH RE, PHUK 

2. 5 一 3 厘米 无 毛 的 佛 焰 苞 状 总 苞 ; 小 穗 于 每 一 总 状 花 序 有 7 枚 ， 

下 方 两 对 均 不 孕 并 近 于 轮 生 ， 其 余 3 枚 项 生 而 有 柄 小 穗 不 孕 ， 无 柄 

小 穗 纺锤 状 圆柱 形 ， 长 8 一 10 毫米 ， 基 盘 尖 锐 ， 第 一 轿 革 质 ， 边 缘 

As, 芒 一 或 二 回 膝 曲 〈 图 62)。 

地 理 分 布 “ 黄 背 草 在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华 中 、 华 南 沿 海 及 西南 

各 省 〈 区 ) 都 有 广泛 分 布 ; 也 分 布 在 非洲 、 亚 洲 及 澳大利亚 等 国 

家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黄 背 草 多 生 于 于 时 的 山地 阳 坡 ， 在 北方 

其 生长 环境 多 为 火成岩 如 花岗岩 初 风 化 的 土壤 ， 在 华北 、 两 北海 拔 

9 TtL98。 



500 一 1000 米 的 由 坡 上 ， 能 
成 为 群落 的 优势 种 。 在 南方 

SHEFF ARH WARREN 

出 坡 上 , PHI 5—6 之 间 。 
在 贵州 海拔 仅 1000 AK 的 地 

区 分 布 广泛 ， 在 威 宁县 海拔 

2800 米 的 地 方 亦 有 生长 , 它 

常 与 醒 干 旱 的 一 些 灌 从 、 贡 

WMA, FE 混 生 -的 草 
AS BE (Kummkrowia 

striata.), BAR F (Lesp- 

edeza bicolor.). MMH we 

F(L. hed ysaroides.) , 

ABATE BRAK 

RAMEWSH, SHAB 

乐于 采 食 。 萌 发 草 , 可 在 春 夏 

之 交 供 给 饲 草 。 夏 末 秋 初 开 

始 抽穗 ， 草 质 逐 渐 粗 老 ， 适 图 62 黄 背 草 了 jemeda triandra Forsk, 

日 性 降 低 。 待 种 子 成 熟 以 

后 ， 营 养 价值 更 趋 降低 。 

不 同 的 利用 时 期 ， 黄 背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变化 很 大 ， 最 明显 的 是 蛋 

白质 降低 ， 粗 纤维 增加 ， 如 表 62 一 1、 表 62 一 2。 

表 62 一 1 黄 背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var。japozica(Willd.) Makino 

占 风 «i 物 质 
se) ee ae | 

Wen 

mr | mua | mere [ee xe | | 现 
OS Reraenes ie RS pt Dalit ead Soe ot ee 

7 10.44 | 6.12 | 2.22 | 26.88 | 48.93 | 5.39 | 0.43 | 0.18 

9 10.34 | 3.58 1.68 | 26.74 49.89 7.76 | 0.39 | 0.11 

10 11.6 | 2.80 | 240 | 30.20 | 45.30 | 7.70 | 0.41 |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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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一 2 黄 背 草 的 维生素 含量 表 (FHM SRM 

刘 割 时 期 CAD 胡 ， 葛 下 素 ee a ee 
] 

11.105 

8.673 

9.131 

7 24.168 
66.880 
20.657 10 

黄 背 草 在 抽穗 以 前 是 各 种 草食 家 畜 的 良好 饲料 ABR SEH 

填补 饲 草 。 但 抽穗 开花 后 ， 饲 草 品质 急剧 下 降 ， 符 种 子 成 熟 时 ”种 

子 基 盘 有 坚硬 的 锥 刺 ， 能 刺 入 畜 体 引起 皮肤 炎症 ,和 牛 、 羊 采 食 可 和 刺 

伤口 腔 ， 引 起 口 膝 炎 ， 进 入 胃 肠 引起 肠胃 炎 。 在 黄 背 草 分 布 户 泛 的 

地 区 ， 这 种 病例 经 常 发 生 。 若 用 以 放牧 编 羊 ， 黄 背 草 的 种 子 混 六 羊 

毛 后 ， 将 降低 羊毛 的 纺织 品质 。 因 些 ， 应 列 为 清除 对 象 。 清 除 方 

HY Ze SoSH BET 5, BA eR A 1): 

种 子 成 熟 后 的 黄 背 草 ， 纤 维 增高 ， 可 用 做 造纸 等 原料 s 

《 朱 邦 长 ) 

200° 



二 、 豆 科 Leguminosae 

63. SHH ESE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diversifolius Chun 

BIZ ” 假 花生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30 BOK, MARK, EMA 

土 深 可 达 100 一 150 厘米 ， 侧 根 分 布 于 5 一 40 厘米 的 土 层 内 。 茎 多 

分 枝 而 斜 升 ， 旦 披 散 状 。 时 仅 有 1 枚 ， 其 形状 和 大 小 变化 较 大 ,， 幼 
苗 和 植株 基部 多 为 圆 形 ， 主 干 和 枝条 中 部 为 长 圆 形 ， 长 2 一 3.5 悍 
米 ， 宽 2 一 3 厘米 ， 先 端 钝 圆 ， 基 部 浅 心 形 ， 上 部 小 叶 为 长 卵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长 4 一 7 厘米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稍 有 毛 ， 淡 绿色 ， 叶 柄 
短 ， 托 时 条 状 披 针 形 ， 与 叶柄 近 等 长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或 项 生 ， 长 
4—15 厘米 ， 具 花 6 一 17 茶花 苯 长 4 一 6 BK, RBs REL, 

(RAG, HES, 蔷 果 圆柱 形 ， 念 珠 状 ， 长 1.5 一 2 厘米 ， 有 
| 短 柔 毛 和 网 纹 ， 有 莱 节 4 一 7 个 ， 荚 节 间 有 略为 隆起 的 线 环 ， 每 蔷 
BAF IR: 种 子 卵 圆 形 〈 图 63)。 

此 理 分 布 ，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南部 热带 和 亚热带 区 域 。 在 广东 、 
读 西 、 云 南 省 的 西双版纳 等 地 均 有 分 布 ; 国外 主要 分 布 于 印度 、 亚 
洲 南 部 、 太 平 洋 岛 屿 〈 斐 济 、 塔 希 提 岛 )》 和 非洲 的 东部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异 叶 链 贡 豆 为 夏季 生长 植物 。 喜 高 温 少 

雨 的 气候 和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士 壤 ， 生 长 适宜 温度 为 25—39°C, A 
热 季 节 植 株 生 长 繁茂 ， 耐 热 耐 旱 力 较 强 ， 但 抗 寒 抗 病 虫害 的 能 力 绞 
A. ULE 12% 以 下 时 生长 受 抑制 ， 幼 苗 在 7 以 下 时 被 冻 死 ， 

"201， 



通 持 续 低 温 阴 雨天 

气 ， 生 长 发 育 不 民 ， 

出 现 早 花 现 象 。 

异 叶 链 莱 豆 ， 在 

广西 南宁 地 区 ， 种 子 

成 熟 落地 后 ， 能 在 土 

伪 里 安全 越冬 ， 翌 年 

FARE Hi RH 

幼苗 期 生长 缓 盆 ， 当 

气温 稳定 到 22°C 以 

上 时 ，. 植 株 生长 逐渐 

MH, BRB Ree 

草 层 覆盖 地 面 。 生 长 

发 育 正 常 的 植株 ， 一 

般 在 7 月 中 名 现 著 开 

46, TEMBER, WE 

续 至 11 月 中 和 杀 。 种 

子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 但 

图 63 异 叶 链 葬 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diversifolius Chun 

KATO 月 中 旬 至 10 月 上 各 成 熟 。 生 育 期 180 KAA. TF 粒 

HM 2—2.5 5, 

SARAGHA dE PERRO RA, BENT DK, Be 

鲜 草 2000 一 3000 公斤 ， 折 算 干 草 500 一 750 公斤 ， 种 子 每 亩 可 收获 

45 一 -60 公斤 。 据 报道 ， 在 美国 南部 平均 每 公 项 产 干草 3.75 一 6.5 

吨 ， 种 子 100 一 300 公斤 。 异 叶 链 莱 豆 饲 用 部 分 光滑 无 毛 ， 和 柔软 多 

+, MS, He ww. BH 48.7%， 叶 占 51。 3% 种 子 每 

斤 有 20 万 一 25 万 粒 ， 发 芽 率 达 85%% 以上， 繁殖 指数 较 高 ， ii BG 

无 毛 ， 适 于 飞机 播种 ， 对 改良 我 国 南 方 草地 具有 一 定 的 意义 。 

异 叶 链 莱 豆 具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蛋 白质 含量 较 高 ， 与 紫 攻 葡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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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路 高 于 桂花 草 ， 特 别 在 生长 盛 期 粗 蛋 白 的 含量 最 高 ， 这 一 点 

“在 利用 及 饲 用 价值 上 均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63。 

B63 异 叶 链 荚 豆 化 学 成 分 表 ”(〈 为 ) 

占 ee 网 质 
feza|aum | uae | HRP | aes 

ea FH B 16.64 2.34 32.58 34.77. 13.67 

盛 FE 期 10.69 1.89 36.58 41.26 9.58 

ae Me 期 11.89 1.87 39.07 37.27 9.90 

©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畜牧 所 分 析 。 

异 叶 链 荚 豆 不 仅 富 含 蛋白 质 , 而 且 适 口 性 甚 佳 , 是 良好 的 豆 科 牧 

草 。 鲜 草 牛 , 马 、 羊 均 喜 吃 ; 因 其 枝 秆 柔软 , 叶 量 多 ， 故 利 用 率 高 。 干 草 

的 气味 很 好 , 家 畜 也 喜欢 吃 。 据 报道 , 在 美国 的 密西西比 河 佛罗里达 

NRE 8 一 9 于 热 月 份 的 绿色 牧场 利用 外 , 主要 是 制作 干草 捆 贮 备 ， 

CREE 节 给 :家 畜 提 供 优质 饲 草 。 种 子 具 有 自 落 自 生 的 特性 ， 可 

一 次 播种 ， 多 年 利用 ， 其 根瘤 菌 ， 可 增加 土壤 氮肥 ， 茂 密 的 荃 叶 履 

盖 地 面 ， 防 下 水 土 流 失 ， 有 机 质 腐烂 分 解 ， 提 高 土壤 肥力 ， 因 此 ， 

是 一 种 很 有 前 途 的 水 土 保持 、 改良 土壤 的 绿肥 植物 。 

〈 李 兰 兴 ) 

64. 紫 BH 槐 

Amor pha fruticosa Le 

NG «Wate. PAPER, RAR. 

WASTE Wi, WE, 1-4. DKRKHE, AHEM 

Be RIL, MRERGRE. MK 羽 状 复 时 ， 具 小 时 11-25, K 

ARM AIG, K1—3.5 厘米 ， 宽 6 一 15 毫米 ， 先 端 锐 或 微 四 ， 

有 得 尖 头 ， 基 部 宽 模 形 或 圆 形 ， 全 缘 ,， 上 面 无 毛 或 有 短 柔 毛 ， 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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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M BARA, BRERA RIE, EM he, ge 
b, ERS, DOO, AIL R AE. MG, MT, He 
褐色 ， 表 面 密 被 瘤 状 腺 点 ， 不 开裂 〈 图 64)。 

地 理 分 布 HH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从 | 
北 、 西 北 等 地 区 。 南 至 NA A 
长 江 流域 ， 在 海拔 1000 SN fv 
KAKA P IR, BE Ay ee 
地 多 有 栽培 。 在 山东 、 

河南 、 湖 北 、 四 川 也 有 

分 布 。 广 西 及 云贵 高 原 

也 在 试验 引种 ; 原 产地 Ni V gins 

ele / on BO 
EMtRESFR 

性 紫 穗 槐 适应 性 很 

强 ， 为 喜光 灌木 ， 在 光 

FRAN EET, (DF 

花 结 果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PY, ithe OFZ 

th it 0.3—0.5%), 生活 

能 力 强 ， 其 根系 裸露 一 

部 分 仍 能 成 活 。 具 抗 病 

虫害 和 抗 污染 能 力 。 

紫 穗 槐 生长 快 ， 萌 芽 力 强 ， 枝 时 茂密 ， 侧 根 发 达 。 在 一 般 情况 

下 ， 当 年 能 生长 1 米 以 上 ， 次 年 就 能 开花 结果 。 平 茬 后 ， 当 年 高 2 

KA, HA 20 一 30 HAR, AWA 1.5 米 ， 根 系 盘 结 在 深 30 

厘米 2 平方 米 范围 内 的 表土 晨 。 

饲 用 价值 “ 紫 穗 槐 经 济 价值 高 ， 用 途 广 ， 嫩 枝 和 时 是 营养 丰富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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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好 饲料 , 叶 粉 是 畜 禽 配合 饲料 的 主要 成 分 。 据 分 析 每 1000 公斤 风 

nt HSE WR 23.7 公斤 , 粗 脂肪 31 公斤 , 粗 蛋 和 白 含量 约 为 紫花 划 

#805 125%; 朝 枝 子 的 196% ,为 猪 等 所 喜 食 。 其 营养 价值 详 见 表 64。 

表 64 紫 德 槐 的 能 量 可 消化 蛋白 及 常量 营养 成 分 表 *# 

饲 | 样 饲 四 中 

料 | 品 | 生物 质 | 总 能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i ( 兆 焦 / | ( 兆 焦 / | ( 焰 焦 7 the 
® | 源 | (%) | 3 会 拷 ) | 公斤 ) “| 公斤 ) | OO | Bey | GO | ca | (%7 

7 - | 25.0] 1.16 | 3.01 | 1.97 | 5.7]. 40 4.5 | 0.48 | 0.08 

穗 | 黑 
HH «) 2565 1.14 3.14 2.18 6.6 46 4.0} — |; 0.08 

|) 江 

叶 24.3 1. 26 2.81 1.59 9.1 66 5.4 | 0.40 | 0.08 

‘| 样 F 物 质 中 

料 | 品 | 总 能 中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租 蛋白 | 可 消化 | 粗 纤维 钙 | 磁 
全 和 is OR/ | (类 集 / 
称 | 源 | a 从 后 | cm) | e/a] CD | (07 | CD 

ie 家 | 19.2 12.01 7-78 | 23.1 161 18.1 | 1.93 | 0.34 

穗 | Om 
龙 18.71 12.31 8.49 | 25.8 182 15.6 | — | 0.31 

wm | 

叶 - | 二 21.74 11.49. | 6.60 | 37.4| 272 22.2 | 1.64 | 0.31 

65.7> 打 HE 

Astragalus adsurgens Pall. 

MS BRK. HARK. PGE.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50 一 70 EK, SARI SHS. 

* 关于 沙 打 旺 的 种 名 , AS RACE Be SWE Be EY, Astragalus huangheen- 
sis H.C.Fu ex Y.H.Liu. @ (iH REE RED 19824648 1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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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根 粗 长 ， 侧 根 较 多 ， 主 要 分 布 于 20 一 30 OKLA, MMI: 150 
厘米 左右 ， 根 上 着 生 褐 色 根 瘤 。 葵 直立 或 倾斜 问 土 ,丛生 ， DR 

多 ， 主 茎 不 明显 ， 一 般 10 一 25 个 。 叶 为 奇数 羽 状 复 叶 ， 有 小 叶 3 一 

27 枚 ， 长 圆 形 ， 托 叶 膜 质 ， 孵 形 。 总 状 花 序 ， 多 数 腋 生 ， 每 个 花 

序 有 小 花 17 一 79 Ss TER. REM RAs BARSB; CR 

辩 和 龙骨 辩 得 于 旗 办 。 莱 果 和 矩形 ， 内 含 褐色 种 子 十 余 粒 〈 图 65)。 

染色 体 2n = 16。 

栽培 沙 打 旺 与 野生 

直立 黄芪 相 比 ， 在 外 形 

LARK. REF 

植株 高 达 1. 5 一 2 米 ， 
枝叶 茂盛 ， 开 花 结子 较 

迟 ， 因 上 此， 北方 许多 省 

区 种 子 难以 成 熟 ， 不 能 

天 然 更 新 ， 但 是 细胞 染 

色 体 均 为 2n= 16。 根 

据 山 西 农业 大 学 的 试 

验 ， 栽 培 种 属 大 型 染色 

体 ， 其 长 度 和 宽度 分 别 

为 野生 种 的 2 一 3 fF 。 

野生 种 染色 体 很 小 ， 其 

长 度 几乎 与 栽培 种 的 直 

径 约 相等 。 

地 理 分 布 WHT IEE 图 65 沙 打 旺 Astragalus adsurgens Pall. 

在 内 蒙古 、 河 北 、 河 南 、 

山东 、 辽 宁 、 江 苏 等 省 〈 区 ) 都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并 有 多 年 栽培 历史 。 

目前 栽培 种 已 推广 到 黑龙 江 、 吉 林 、 陕 西 、 山 西 、 北 京 、 天 津 等 地 

区 ， 到 1982 年 底 ， 裁 培 面积 近 300 Dis ZEB, BK, BAL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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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等 国 也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打 旺 适 应 性 较 强 ， 根 系 发 达 ， 能 吸收 

土壤 深层 水 分 ， 故 抗 盐 、 抗 旱 。 在 风沙 地 区 ， 特 别 在 黄河 故道 上 种 
植 ， 一 年 后 即 可 成 苗 ， 生 长 迅速 ， 并 超过 杂 草 ， 还 能 固定 流沙 。 沙 
打 旺 适 于 水 壤土 上 生长 ， 以 pH6.0 一 8.0 最 适宜 。 

水 打 旺 与 温度 的 关系 。 根 据 宁 夏 盐池 草原 实验 站 的 研究 ， 沙 打 
旺 早 春 越冬 芽 从 萌发 到 幼 芽 露出 地 面 需 7 天 左右 ， 此 时 平均 气温 为 
49%。 蔡 :时 能 忍受 地 表 最 低 气 温 为 - 24.4%C 和 -30.0%C， 而 当 
年 茎 生 芽 可 忍受 最 低 气 温 为 -13.9 一 -15.4%， 花 曹 能 忍受 的 最 低 
温度 值 小 于 6.6s"C， 大 于 5.6%C2， 种 子 发 芽 下 限 温 度 为 9.5sC 左 右 ， 

发 芽 的 适宜 温度 为 .20.5 一 24.5"C。 沙 打 旺 从 萌发 至 50% 左 右 种 子 
成 熟 时 ， 大 约 需 要 有 效 积温 2440‰。 在 日 平均 气温 22.0%C 左 右 ， 

相对 湿度 6O“K AA, ARR 8 DH, FERS. 

涉 打 旺 与 水 分 的 关系 。 根 据 西北 水 土 保持 研究 所 的 试验 ， 叶 中 
含水 量 为 74.8%， 属 中 旱 生 植物 。 生 长 速度 与 降 水 有 密切 关系 ， 
降水 量 多 时 生长 速度 快 ， 特 别 在 干旱 地 区 十 分 明显 ， 因 各 年 降水 量 

| 不同， 生长 高 度 也 有 明显 差异 。 沙 打 旺 怕 水 淹 ， 在 排水 不 良 或 积 水 
”的 地 方 ， 易 烂 根 死亡 。 苗 期 生长 十 分 缓慢 ， 出 苗 后 半 个 月 苗 高 不 足 
工 厘米 ， 地 下 根 已 达 4 厘米 ，4 年 生 沙 打 旺 根深 可 达 4 一 5 米 。 在 

同样 生长 条 件 下 ， 沙 打 旺 的 地 上 及 地 下 部 干 物质 产量 均 高 于 紫 攻 攻 
(Medicago sativa), 

根据 辽宁 省 农业 科学 院 的 试验 ， 早 春播 种 的 沙 打 旺 ， 出 苗 后 
105—117 RAB, 131-147 天 盛 花 ; 两 年 生 以 上 WAR. RBS 

85 一 -90 KALB, 115—120 天 盛 花 ， 由 现 曹 到 第 一 条 小 花 开 放 需 要 

24 一 35 天 ， 平 均 28 天 。 每 淋 小 花 从 开放 到 凋谢 需要 1 一 3 天 ， 平 
均 2 天 。 同 一 花序 从 第 一 共 小 花 开 放 型 全 花序 开 完 花 需 要 5 一 19 

天 ， 平 均 8 天 ， 以 后 形成 的 花序 ， 因 温度 不 足 ， 只 有 部 分 小 花 开 
放 。 两 年 以 上 的 植株 ， 第 一 个 花序 开始 现 花 到 第 二 个 花序 现 花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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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10 天 ， 平 均 5 天 .小 花 开 后 ， 只 需要 3.5—6.5 KB A DL 3, 

WIT HEA TORR FER, FPG RA, WAFER, WRIT Fe UWE ik 

熟 ， 所 需 天 数 也 多 。 如 在 沈阳 ， 8 月 5 日 前 开花 者 ,需要 25-26 

RM, 8 月 9 一 11 日 开花 者 ， 需 要 30 一 32 RMB. Ws 月 16 
18 HFFA, Wie 35 一 37 天 成 熟 。 根 据 河 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冀 牧 研 

究 所 的 试验 ， 从 现 蔓 到 种 子 脱 落 各 生育 阶段 所 需 时 间 共 55 一 60 天 ， 

“其 中 现 蔓 至 开花 15 一 20 天 ， 开 花 至 花 落 6 一 9 天 ， 花 沙 Bai 2 一 

3 天 ， 结 菜 至 种 子 成 熟 25 一 30 K, HT RABE 3-5 天 花序 

形成 需 20" 以 上 高 温 ， 在 7 一 8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达 20%C 以 上 时 ， 种 子 

HTT RR. 

农 牧 渔业 部 畜牧 局 根据 全 国 各 地 试 种 情况 及 水 打 旺 各 种 子 基 地 

气象 资料 分 析 。 沙 打 旺 要 求 年 平均 气温 8 一 15%0， 和 车 降 水 量 300- 

500 毫米 ， 0 CLEAR 3600—5000C, ARH I0KWE. A. 

年 平均 气温 低 于 10°C, 0 CUE BGR 3600°C, 无 需 期 少 于 150 

天 的 地 区 ， 种 子 难以 成 熟 或 仅 少量 种 子 成 熟 。 如 陕西 省 吴 旗 上 县， 种 

子 难以 成 熟 。 而 年 平均 气温 10 色 以 上 ， 无 霜 期 180 天 以 上 的 河南 

民权 县 、 瞧 县 、 陕 西 渭南 县 等 好， 当年 春播 ， 秋 季 可 收 部 分 种 子 ， 

一 般 亩 产 种 子 5 一 15 公斤 。 大 面积 推广 水 打 旺 .只 不 对 4 一 5 年 的 时 

间 ， 而 推广 如 此 之 快 ， 是 由 于 水 打 旺 具有 下 述 玫 个 特点 : 

1 是 干旱 地 区 的 优质 饲 草 ， 沙 打 旺 营养 生长 期 长 ， 比 同期 播种 
的 紫 首 铸 营养 期 长 1] 一 1.5 月 。 叶 量 丰 富 ， 占 总 重量 的 30 一 402%。 

营养 期 蔡 叶 含 粗 蛋白 质 为 15%% 左 右 。 据 群众 反映 ， 于 草 的 适口 性 

CFS. SwRI ER. BEL WHF RRL RS, 

供 各 种 家 畜 饲 用 。 

2. 产 量 高 : 沙 打上 旺 植株 高 大 粗壮 ， 产 草 量 高 于 一 般 牧 划 。 河南 

的 瞧 县 、 足 西 的 渭南 县 ， 亩 产 青 草 达 5000 公斤 以 上 ， 陕 西 榆林 县 

亩 产 青 草 900 一 1900 公斤 。 甘肃 黄 羊 镇 ， 沙 打 旺 生长 第 三 年， AK 

期 灌 革 次 水 ， 亩 产 青 草 6000 一 8000 公斤 , 是 于 旱 庆 区 很 有 前 途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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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牧草 。 - 
3. 抗 旱 能 力 强 ， 在 吉林 西部 、 内 蒙古 锡 宁 浩特、 青海 西宁 等 地 
= 区， 冬季 严寒 ， 冻 土 层 深 达 1.5 米 左 右 ， 紫 萌 落 和 草木 标 (Mel: 

lotus sp.) 某 些 品 种 常 遭 冻害 ,可 是 沙 打 旺 受 冻害 较 轻 。 在 陕 北 栓 
& 1071 年 9 月 播种 的 沙 打 旺 ， 在 -30\C 的 低温 下 ， 越 冬 素 较 此 
”上 彰 蒂 和 草木 标高 80% 以 上 。 

” 4. 抗 风沙 能 力 强 ， 在 风沙 大 的 地 区 ， 沙 打 旺 常常 被 沙 埋 ， 当 埋 

以 后 ， 又 能 自行 长 出 来 ， 表 现 生 命 力 较 顽 强 。 河 南 瞧 县 草 子 场 前 
HEM, Avice 6000 多 亩 ， 历 来 裁 树 不 长 ， 种 粮 不 收 。 上 自从 

«1979 年 改 种 沙 打 旺 以 后 ， 效 果 十 分 明显 。 沙 打 旺 播 后 当年 能 覆盖 

| 地 面 ， 使 风 来 沙 不 起 ， 水 流沙 不 动 ， 保 持 了 水 土 。 
E 吕 是 优质 绿肥 ， 沙 打 旺 根瘤 多 ， 固 氨 能 力 强 。 河 南 瞧 县 草 子 
| 场 在 沙 地 上 种 沙 打 旺 三 年 后 ， 再 在 沙 打 旺 行 间 种 小 麦 (行距 2 一 3 © 
| 米 ), 亩 产 小 麦 250 公斤 ， 果树 行 间 种 沙 打 旺 压 绿肥 后 ， 相 当 于 给 每 
PRAM HE 0.75 公斤 尿素 。 陕 西 榆林 县 ， 在 种 过 三 年 的 沙 打 旺 茬 地 

”种 谷子 ， 每 雷 打 粮 300 公斤 ， 而 对 照 地 每 亩 仅 收 100 公斤 。 沙 打 旺 

的 荃 叶 中 含 所 1.1 一 3.8%、 磷 0.15 一 0.36% 、 钾 1. 4 一 1.6%， 每 

FRE PRA, AMF RRR 8.5 一 28.5 公斤 。 
6. 保持 水 土 ， 沙 打 旺 蔡 叶 繁茂 ， 覆 盖 面 积 大 ， 扎 根 快 ， 生 长 迅 

呈 速 ， 是 黄土 高 原理 想 的 保持 水 土 的 植物 。 在 陕西 吴 旗 、 志 丹 县 飞播 
芋 沙 打 旺 的 坡地 上 ， 大 雨 后 土 壤 未 受 冲 刷 ， 当 年 播 下 的 沙 打 旺 可 以 覆 

盖 地 面 50% 左 右 ， 二 、 三 年 后 可 以 覆盖 地 面 80 一 90%。 由 于 覆盖 

面积 大 ， 减 少 了 冲刷 地 面 的 力量 ， 保 持 了 水 土 。 
7. EFF ERA: POE EAS DIT RE, ZAP TL, OER 

差 ， 在 缺少 燃料 的 地 方 ， 群 众 将 收 过 种 子 和 叶子 的 茎 秆 作 薪 柴 利 
用 ， 增 加 了 燃料 来 源 。 

8. 种 子 小 ， 吸 水 力 强 ， 发 芽 快 ， 出 苗 齐 : 在 气温 30—35°C, 

水 分 充足 时 ， 播 后 第 二 天 即 可 发 芽 ，3 一 4 KYAT HH, 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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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高 温 多 十 时 大 面积 飞播 。 
饲 用 价值 ” 随 着 沙 打 旺 种 植 面积 的 扩大 ， 用 作 饲 草 的 地 方 ， 晶 

渐 增 多 。 如 嫩 茎 时 打 奖 喂 猪 ， 在 沙 打 旺 草地 上 放牧 绵羊 、 山 羊 ， 收 
割 青 干 草 冬季 补 饲 ， 用 沙 打 旺 与 禾 草 混合 青贮 等 。 风 是 用 沙 打 旺 饲 
养 的 家 畜 ， 采 肥 、 体 壮 ， 还 未 发 现 有 异常 现象 ， 反 刍 家 畜 也 未 发 生 
脾 胀 病 。 河 南 瞧 县 草 子 场 ， 种 有 大 面积 的 沙 打 旺 ， 并 建立 了 灶 细 毛 
羊 专业 队 ， 人 饲养 羊 232 只 ， 南 阳 黄 牛 25 头 , 每 天 除 喂 精 料 外 ， 饲 草 
以 沙 打 旺 为 主 ， 公 牛犊 平均 日 增 重 0.5 公斤 。 
未 打 旺 花 期 长 ， 花 粉 含 糖 丰 富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塞 源 植物 ， 特 别 

ERE, 百花 凋零 ， 而 沙 打 旺 的 花 仍 十 分 繁盛 ， 可 供 蜂 群 采集 花 
粉 。 在 河南 瞧 县 草 子 场 1980 一 1981 年 ， 除 本 场 养 蜂 .120 箱 外 ， 处 

来 养 峰 者 达 1320 Hi, WHITE MR ae a, ME 
沙 打 旺 传递 花粉 ， 增 加 种 子 产量 。 

据 辽 宁 省 农业 科学 院 试验 ， 沙 打 旺 由 苗 期 到 盛 花期 ， 碳 水 化 合 
物 含量 由 63% 增 加 到 79%, HARD GER WM RE) 
由 45% 减 到 35%， 粗 纤维 则 由 18% 增 加 到 37%， 霜 后 落叶 时 增 至 
48%。 其 鲜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65 一 1。 

表 65 一 1 沙 打 旺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鲜 a 

水 ;分 % 7 agalmm mlm ee |S | me o 

鲜 草 66.71 4.85 2.35 1.89 | 9.00 | 15.20 | 

© 陕西 西北 水 土 保持 生物 土壤 研究 所 分 析 。 

从 各 地 多 点 试验 及 分 析 证 明 ， 沙 打 旺 粗 蛋 白质 含量 在 风干 章 中 

Ay14—17%, MSRP OR A is, 幼 嫩 植株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高 于 老化 的 植 

株 。 初 花期 的 粗 蛋白 质 含量 为 12.29%, 仅 低 于 苗 13.36%), i 

高 于 营养 期 (11.2%)、 现 曹 期 (10.31%)、 盛 花期 (12.30%) 和 

霜 后 落叶 期 (4.51%)，, 霜 后 落叶 期 的 粗 蛋 白质 急剧 下 降 ， 仅 为 盛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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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前 的 三 分 之 一 圣 二 分 之 一 。 

在 不 同 生长 年 限 市 (如 过 65 一 为， 氨基酸 总 含量 以 第 一 年 最 
高 ， 达 13% 以 目 ， 二 至 七 年 的 植株 中 ， 变 化 幅度 为 8 一 9.6%， 和 

表 65 一 ? 不 同 生长 年 限 沙 打 旺 初 花期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 
FR A 

: ! 

1 年 0.04} 0.55 | 0.10 | 0.51 | 0.87 | 0.62 | 0.73 | 0.34 | 0.52 

2 4 0.02 | 0.36 | 0.05 | 0.30 | 0.53 | 0.40 | 0.53 | 0.30 | 0.30 

3 年 0.06 | 0.27 | 0.05 | 0.25 | 0.38 | 0.37 | 0.41 | 0.20 | 0.29 

4 年 0.05 | 0.45 | 0.07 | 0.37 | 0.52 | 0.46 | 0.51 | 0.27 | 0.35 

5 “年 0.04 | 0.39 | 0.07 | 0.35 | 0.56 | 0.38 | 0.47 | 0.26 | 0.36 

6 年 0.07 | 6.37 | 0.06 | 0.33 | 0.51 | 0.41 | 0.43 | 0.25 | 0.27. 

7 年 cod 0.39 | 0.08 | 0.33 | 0.54 | 0.48 | 0.49 | 0.28 | 0.37 

2 一 了 年 平均 | 0.05 | 0.37 | 0.06 | 0.32 | 0.51 | 0.42 | 0.47 | 0.26 | 0.32 

© 辽宁 省 农业 科学 院 土壤 肥料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65 一 5 沙 打 旺 播种 当年 不 同时 期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2 et x 两 
项 基 琶 赖 氨 酸 | 组 氨 酸 | 精 氨 酸 | 色 氮 酸 

H ah 
BH 331) | 0.04 | 0.57 | 0.10 | 0.53 | 0.91 | 0.67 | 0.76 | 0.27 | 0.74 

苗 期 (2) «| 0.30 | 4.27 | 0.75 | 3.97 | 6.81 | 5.01 | 6.69 | 2.02 | 5.54 

营养 期 (1) | 0.03 | 0.48 | 0.07 | 0.39 | 0.33 | 0.55 | 0.53 | 0.25 | 0.61 

营养 期 (2) | 0.27 | 4.29 | 0.63 | 3.48 | 5.63 | 4.91 | 4.73 gine 5. 45 

现 车 期 (1) | 0.05 | 0.45 | 0.10 | 0.40 | 0.68 | 0.46 | 0.69 | 0.29 | 0.45 

PLB HW) (2) | 0.49 | 4.37 | 0.97 | 3.88 | 6.00 | 4.46 | 6.69 | 2.81 | 4.387 

初 花期 (1) | 0.04] 0.55 | 0.10 | 0.51 | 0.87 | 0.62 | 0.73 | 0.34 | 0.52 

MEW C2) | 0.30 | 4.14 | 0.75 | 3.84] 6.55 | 4.67 | 5.49 | 2.56 | 3.91 

盛 花 期 C1) | 0.09 | 0.51 | 0.08 | 0.49 | 0.83 | 0.59 | 0.50 | 0.30 | 0.38 

BEAEWA (2》 | 0.73 | 4.15 | 0.65 | 3.98 | 6.75 | 4.80 | 4.07 | 2.44 | 3.09 

MH C1) | 0.02 | 0.15 0.14 | 0.20 | 0.11 | 0.64 | 0.26 | 0.44 

落叶 期 (2) | 0.44 | 3.33 3.10 | 4.43 | 2.44 [14.19 | 5.77 | 9.76 

* 辽宁 省 农业 科学 院 土壤 肥料 研究 所 分 析 。 

(1) 占 绝 干 草 重 百分数 ， (2 ) 占 氨 基 酸 总 量 的 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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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E 〈9. 8%) ,而 低 于 紫 首 著 。 紫 首 攻 第 二 年 初 花期 氢 基 
酸 总 量 为 12.22%。 生 长 一 年 的 沙 打 旺 ， 从 苗 期 到 盛 花 期 ， 植 株 中 

8 种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变化 于 2.7 一 3.6% 之 间 〈 如 表 65 一 3), 平均 为 

2.38%, BIRT RA (3.05%) AKU REF SRK 

fx, HREOKAEROMRERER. VITEHEMORBL 
RAM LAIR E RA GE 65—4), | 

表 65 一 4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A | 粗 看 白质 | 粗 脂肪 消化 能 | 代谢 能 
As aN | 6 | 《0 ( 兆 焦 / 公 斤 ) | ( 兆 焦 / 公 斤 ) 

WT HE 

有 机 物质 
(%) 

注 

13.00 2.61 | 63.46 10:94 8.88 初 花期 

根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的 试验 ， 沙 打 旺 属 低 毒 植物 ， 
所 含 毒 素 为 有 机 硝 基 化 合 物 ， 这 种 化 合 物 在 畜 禽 消化 道 的 代谢 产物 
为 3- 硝 基 -1- 丙 醇和 3- 硝 基 丙 酸 ， 经 肠 道 吸收 进入 血液 后 ， 影 响 中 
要 神经 系统 ， 并 转变 血红 蛋白 为 高 价 血红 和 蛋白， 使 肌体 运 氧 功 能 受 

阻 ， 因 而 引起 畜 禽 中 毒 。 如 试验 将 1.7 SHUT EM RAS, AK 

引起 中 毒 现象 。 喂 入 5。4 毫升 提取 液 (1 毫升 提取 液 等 于 1 克 于 
粉 ， 下 同 ), 引起 小 鸡 轻 微 中 毒 。 喂 入 9 毫升 提取 液 ， 发 生 小 鸡 死 

亡 。 根 据 以 上 试验 ， 认 为 沙 打 旺 是 低 毒 黄芪 属 植物 ， 可 作为 饲料 推 

广 应 用 。 

栽培 要 点 ” 沙 打 旺 种 子 细 小 ， 千 粒 重 为 L7—2 死 ， 每 公斤 种 

子 50 一 60 万 粒 。 所 以 要 注意 浅 耕 ， 一 般 覆 土 1 一 2 厘米 ， 播 深 则 不 

易 出 苗 ， 造 成 缺 苗 断 条 。 作 为 建立 种 子 田 ， 每 亩 播种 量 0.05 一 0.1 

公斤 ; 作为 采 草 场 ， 每 雷 播 种 量 0.15 一 0.2 公斤 ， 这 样 使 每 雷 的 威 

苗 数 ， 种 子 田 为 1800 一 2100 株 ， 采 草场 约 为 3000 一 4000 株 。 播 量 

过 大 ， 出 苗 过 密 ， 吻 造成 浪费 。 

要 适时 播种 。 沙 打 旺 苗 期 生长 比较 缓慢 。 早 春播 种 ， 植 株 当 年 

3L12。 



生长 健壮 ， 无 霜 期 长 的 地 区 ， 当 年 还 可 收 到 种 子 。 在 于 旱地 区 ， 适 

于 雨季 前 播种 ， 出 苗 率 高 ， 但 当年 不 能 结子 。 

飞机 播种 沙 打 旺 ， 在 我 国 西北 地 区 黄土 高 原 已 有 四 年 之 久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尺 播 沙 打 旺 有 苗 面 积 可 达 40 一 50%， 到 第 二 年 即 可 作 

为 采 草 场 。 此 种 播 法 成 功 的 主要 原因 是 : 

1. 用 种 量 少 ， 速 度 快 ， 成 本 低 : 飞播 每 亩 播种 量 仅 0.2 公斤 ， 

飞播 一 架次 可 播种 5000 亩 左右 ， 大 大 降低 用 种 量 及 飞播 成 本 。 

2. 播 下 的 种 子 分 布 较 均 匀 : 以 每 亩 播种 量 按 0.2 公斤 计算 ,飞播 

后 每 平方 米 可 落 种 140 一 180 粒 , 若 每 平方 米 成 苗 按 10% 计算, 还 可 

保存 10 株 左右 , 实际 上 每 平方 米 保存 1 一 3 株 苗 即 可 达到 预期 效果 。 
3. 种 小 易 覆 土 ， 沙 打 旺 种 子 细小 ， 经 风 吹 就 可 浅 履 土 ， 遇 雨水 

易 出 苗 。 飞 播 后 立即 赶 牛 、 羊 群 踩踏 一 遍 ， 也 可 以 达到 覆土 镇 压 的 

- 目的， 出 苗 效果 也 较 好 。 

4 覆盖 地 面 大 :， 沙 打 旺 分 枝 多 ， 生 长 第 二 年 即 可 覆盖 大 地 ， 减 

少 地 表 蒸 发 和 水 土 流失 ， 绿 化 了 裸 地 。 
当前 生产 上 存在 的 问题 ， 首先 是 沙 打 旺 适口 性 较 差 ， 家 畜 开 始 

饲 喂 时 ， 不 采 食 ， 经 习惯 后 才 采 食 。 将 沙 打 旺 调制 成 干草 后 ， 适 口 

性 较 好 。 其 营养 价值 、 适 口 性 和 再 生性 均 不 如 紫 茄 蒂 。 其 次 是 沙 打 

旺 生育 期 较 长 ， 一 般 在 180 天 以 上 ， 花 期 又 长 ， 因 此 常 遇 到 早 霜 危 

害 ， 种 子 不 易 成 熟 或 仅 少量 成 熟 ， 平 均 每 亩 种 子 产 量 5 一 10 公斤 左 

右 ， 种 子 产 量 低 , 满足 不 了 生产 的 需要 。 再 一 点 是 沙 打 旺 为 无 限 花 序 ， 

种 子 成 熟 很 不 一 致 ， 采 种 较 困 难 。 至 于 其 低 毒 性 ,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 

( 黄 文惠 ) 

66. MAHER BIE 

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 

别名 PRRRRER, ATH.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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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术 特 征 “” 多年生 草本 ， 高 60 一 100(150) BK, PR, 2H 

立 ， 多 分 校 ， 叶 较 稀 少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时 3 一 7， 长 圆 形 或 条 

状 长 圆 形 ， 长 5 一 15 毫米 ， 宽 1 一 5 BK, HRCA, SPR 

形 ， 全 缘 ， 两 面 被 短 柔 毛 ， 托 叶 披 针 形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花 小 ， 多 

BE; TEI. MAMA. RMA. RRR, 

龙骨 辩 带 紫色 ， 落 果 近 圆 形 ， 长 2 一 3 Sk, RHARA, TEA 

66) 。 

地 理 分 布 ” 草 木 标 状 黄 蕊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北方 地 区 。 从 东北 到 

西北 各 省 区 均 有 野生 分 布 。 在 

出 西西 部、 河北 ,河南 山东 也 

Ais 国外 分 布 于 苏联 和 蒙古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为 

RAD. MARAE. BR 

型 草原 带 到 芒 漠 草原 带 都 有 分 
布 。 常 作为 伴生 种 出 现在 宁夏 

中 部 的 花 针 巷 、 戈 壁 针 蔓 荒漠 

草原 区 ; 也 见于 黄土 高 原 丘 陵 、 

(RL oe A TE (Sti pa 

bungeana), kK ## (Stipa 

grandis) 于 草原 群落 内 ; 在 蒙 

古 高 原 东 部 近 草 旬 草 原 地 带 ， 

草木 棵 状 黄芪 散 生 在 羊 草 〈4 

neurolepidium chinense),* 

针 茅草 原 浊 草场 中 也 可 见于 

碎 石 质 、 砾 质 轻 砂 或 沙 壤 质 的 

山坡 、 由 药 、 丘 陵 坡地 及 河谷 

冲击 平原 盐 小 化 的 沙 质 土 上 或 

固定 、 半 固定 沙丘 闻 的 低地 。 

。 214。 

图 66 -草木 棵 状 黄芪 Astragalus 

melilotoides Pall. 



在 内 蒙古 东部 纱 地 、 可 混 生 在 答 希 CUlmus bumila)、 黄 柳 (?a- 
lix gordejevii), WR (Artemisia frigida), M MA B (Poly- 

gonum divarcatum) , Av ts (Artemisia drdosica) 群落 中 ， 形 

成 草原 带 的 沙 地 草场 ; 在 伊 克昭 盟 西 南部 毛乌素 沙 地 、 腾 格 里 沙漠 ， 
陕 北 ， 甘 肃 河 西沙 漠 地 区 ， 则 与 柠 条 锦 鸡 儿 (Caragana korshin- 

skit), BAY) ee Yb i (Psammochloa villosa), #%MKsk(C ynan- 

chum komarovii) 及 一 -年生 沙 生 植物 组 成 沙 地 放牧 草场 ， 较 少见 
于 砾 质 的 草原 化 荒漠 带 。 耐 旱 、 耐 轻 度 盐 渍 化 生境 。 其 生长 状态 党 
随 环境 而 异 ， 在 干旱 的 生境 ， 呈 典型 的 旱 生 状态 ， 叶 量 少雨 量 充 

裕 的 年 份 ， 植 株 高 大 ， 叶 量 增多 。 

在 黄土 高 原 中 西部 于 5 月 返青 ，6 月 下 旬 一 7 AL, 7— 

8 月 开花 ，8 月 中 旬 一 10 月 上 和 旬 果 实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为 中 上 等 豆 科 牧 草 。 春 季 幼 嫩 时 ， 为 马 、 和 后 喜 食 ; 

ll, AFBRRALBMAY TST. HHERAAHMS, WOK. % 

TOSwEee, AMBRE. RAAT ERD, PRR. Wes 

—6dO, WRK KK, RRS, FORA, 改善 其 

茎 时 比例 ， 培 育 为 适应 半 干 旱地 区 的 优良 笋 划 。 可 作为 沙 区 及 黄土 

ERBWRKLRARH, ZAPU KMAR. BMA WL 66, 

表 66 BRRKRRLS MR (%) 

点 风 a 物 质 

| wee | mem | meron | HB | me | 5 | a | 
| 

分 枝 期 | «615.04 | 28.75 | 6.76 21.97 | 22.56 | 4.92 | 0.56 | 2.56] @ 

开花 期 5.96 | 6 33 | 3.05 24.38 | 34.22] 5.56 0.96 | 0.24 | 四 

结实 期 8.68 UL6:| 3.96 46.63} 25.29] 3.98 0.46 | 1.19 | @ 

FAR IY 7.85 7.15 | 3870 48.21 | 30.31] 2.78 2.47 | 0.22 | @ 

* HORAK, HReRARH LORIE OD. 
ORAM RAS}, 1981. 
图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 内 蒙古 及 其 东西 部 力 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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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于 北纬 24 一 35 BE 

67.2 KK 

Astragalus sinicus L. 

别名 AR. AER. KA,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100 厘米 。 粮 系 多 分 

布 于 15 厘米 以 内 的 表土 层 。 蔡 直立 或 币 甸 、 无 毛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FN 7 一 13， 宽 椭圆 形 或 倒卵形 ， 长 5 一 20 毫米 , 宽 5 一 15 BK, 
FORMIRAE, BRE, WAREKE. BREESE, A 
花 5 一 13 3e, ATER 

长 达 20 BK, EE 

BR; FEoURI, R 

MA, RRA 
状 长 圆 形 ， 微 弯 顶 端 
有 只， 成 熟 时 黑色 ， 
内 含 种 子 5 一 10 粒 ; 

种 子 肾 形 ， 黄 绿色 ， 

AG CE 67)。 

«WH ORS 
英 原 产 我 国 。 大 体 分 

之 间 ， 我 国 和 日 本 等 

亚洲 国家 较 普 遍地 种 

植 作 稻田 绿肥 ， 并 采 

WEBS ETA. Be 

长 江 流域 和 长 江 以 南 

各 省 都 有 栽培 ， 而 以 

长 江 下 游 各 省 栽培 最 

"216。 

67 些 云 英 Astragalus sinicus 工 ， 



多 。 近 年 来 已 推广 到 郑州 及 江苏 和 安徽 北部 。 紫 云 英 野 生 种 分 布 的 
有 四 川 、 湖 南 、 湖 北 、 陕 西 及 华北 等 地 区 。 tne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紫 云 英 播种 后 一 周 左右 出 苗 ， 一 个 月 左 

右 形成 6 一 7 片 真 叶 ， 并 开始 分 枝 。 一 般 春 前 只 分 枝 , ARABI 
生长 。 花 期 前 后 ， 茎 伸 长 最 快 ， 终 花期 停止 生长 。 我 国 南 方 各 地 ， 
一 般 夺 月 上 、 中 旬 开 花 (有 的 3 月 甚至 2 月 下 旬 即 开始 开花 ), SH 
5 月 上 名 种 子 成 熟 ， 斤 粒 数 为 142, 860 粒 。 

紫 云 英 适宜 于 较 湿润 而 通气 良好 的 土壤 。 初 播种 时 ， 需 较 多 的 
水 分 ， 但 出 苗 后 如 遇 积 水 则 易 烂 苗 。 生 育 期 中 〈 出 苗 至 开花 前 ) 如 
遇 积 “， 则 生长 不 良 ， 叶 色 变 黄 ， 以 至 死亡 。 开 花 结 蔷 时 积 水 ， 则 
降低 种 子 产量 和 质量 ， 紫 云 英 不 耐 干旱 ， 干 时 会 使 其 生长 不 良 ， 并 
提前 开花 。 

紫 云 英 喜 沙壤土 或 粘 坏 土 ， 也 适合 于 无 石 东 性 的 冲积 土 。 耐 交 
性 差 ， 在 粘土 、 排 水 不 良 的 低温 田 或 保水 保 肥 差 的 沙 性 土壤 上 均 生 
长 不 良 。 较 耐酸 不 耐 碱 ， 适 宜 的 土壤 pH 值 5.5 一 7.5。 盐 分 高 的 土 
副 不 宜 种 植 紫 云 英 ， 土 壤 含 盐 量 超过 0.2% 就 会 死亡 。， 
RRB RRS, WB. op. BRS HRD, BP 

BNE, RR, WTR, MMA, BKK, 
产 草 量 高 而 结实 较 差 ; PRMETHP, 
饲 用 价值 “” 紫 云 英作 饲料 ， 群 众多 用 以 暖 猪 ， 为 优等 猪 饲料 。 

+ %, 3. 免 等 喜 食 ， 鸡 及 鹅 少 量 采 食 。 
紫 云 英 蔡 、 叶 柔嫩 多 汁 ， 叶 量 丰 富 ， 富 含 营养 物质 ， 是 二 等 的 

优质 牧草 。 可 青 饲 ， 也 可 调制 干草 、 干 草 粉 或 青贮 料 。 
不 同时 期 收获 ， 影 响 干 草 的 品质 和 化 学 成 分 的 含量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67 一 1。 | 

据 四 川 农 学 院 、 四 川 省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及 湖南 省 的 测定 资料 ， 
紫 云 英 不 同 收获 期 及 不 同 状 况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 如 表 67 一 2。 
紫 云 英 维生素 含量 较 高 ， 每 100 克 MM baw b #6250 国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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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67 一 1 紫 云 英 化 学 成 分 囊 * 〈%) 

cum |x + 站 
me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peed a 直下 

PBB | 9.5b | 28.12 | 3.83 | 11.66 39.77 | 7.06 | 一 一 

MIZE] | 9.18 | 25.81 | 4.61 | 11.81 | 40.97 7.12 一 一 

盛 花期 | 12.03 | 22.27 | 4.79 | 19.53 33.54 7.84 一 一 

结实 期 9.33 | 19.40 | 4.97 | 20.19 38.29 7497 | = | 一 
4 1 

才 。” 原 华东 农业 科学 院 分析 。 

表 67 一 2 ” 紫 云 英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玫 

ARS 化 学 成 分 《9 
生 样 其 a | 采 地 
育 Janes ee |) | 无 出 | 起 
期 品 态 fore te | Pose BEE Y 蛋 | 脂 oF 氮 RK 样 - 点 

HS jet) | ~ | & |B) Re] # | Rw | 分 

8.2 17.8 |0.5 | 1.1 | 3.1 [0.7 |) 7H Hj] | 鲜 草 | 990.66119。 0.91 0.30 | 

2 HR | 鲜 草 | 1538. 24/249] 1.7] 0.60 | 13.8 |3.7 |1.1 | 1.55 | 124 1.1 四 川 德阳 

初 花期 | 鲜 草 | 1241. 46/19.5| 1.3| 0.50 | 11.4 12.9 10.8 | 1.3 | 5.2 12 | 四 吃 

果 后 脱粒 | 秸秆 | 2436.94|18.5| 5.1] 0.50 | 86.6 |8.8 1.9 |42.2 80.5 -|1.6 
鲜 草 9.812.7 .50| 1.28 | 1.42 |0.82| 潮 南 

干草 81.50j17.5|2.5 |23.8 1]3150 16.70 Wie 

位 ， 维 生 素 C 1386 毫克 。 从 上 述 材料 可 以 看 出 紫 云 英 的 营养 价值 是 
很 高 的 : 各 种 化 学 成 分 的 消化 率 如 表 67-3。 

表 67 一 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Bl ne et a | ee | CSF) RII BF) 

紫 于 英 | °1.61 3.87 | 72.75 | 13.00 | 10.49 | 

RRM KE 

紫 云 英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1500—2500 公斤 ， 高 的 达 3500-4000 2 

帮 或 更 多 。 在 我 国 南方 利用 稻田 种 紫 云 英 已 有 悠久 历史 ， 具 有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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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经 验 ,，; 利 用 汪 部 三 分 之 二 作 饲 料 喂 猪 ， 下 部 三 分 之 一 作 绿肥 ， 既 

养 猪 又 肥田 。 根 据 原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试验 , 用 紫 云 英和 干草 粉 喂 猪 

后 ,从 猪 妆 中 可 以 回收 的 成 分 : 所 CN) 为 75.6%, 磷 (PiOs) 为 86.29%， 

$1 (K,0) 477.8%, 种 紫 云 英 可 为 土壤 提供 较 多 的 有 机 质 和 :所 素 ， 

在 我 国 南 方 农田 生态 系统 中 维持 农田 所 循环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 

RAR 紫 云 英 一 般 为 秋 播 ， 最 早 可 在 8 ATH. :最 迟到 311 

APA, 一般 以 9 月 上 名 到 10 月 中 旬 为 宜 。 如 果 种 子 多 硬 实 , 可 用 

磨 研 ; 清水 或 温水 浸种 (24 NRT) 拌 肥 播 种 等 方法 ， 以 提高 发 

芽 率 。 未 播 过 紫 云 英 的 土壤 应 接种 根瘤 菌 为 宜 。 播 种 量 一 般 每 亩 2 一 

4 公斤， 与 禾 本 科 牧 草 如 多 花 黑 麦草 (Lolium multiflorum) 混 播 

时 ， 每 亩 播 量 1 公斤 即 可 。 播 种 方法 在 我 国 南方 ， 多 采用 收获 后 稳 

田 直 接 撤 播 或 苦 翻 土壤 撒播 ， 也 可 整地 后 条 播 或 点 播 。 在 播种 的 同 

时 施 以 草木 灰 拌 磷 矿 粉 〈 用 人 姜 尿 拌 合 )， 有 利 萌芽 和 生长 。 紫 云 英 

种 子 萌发 需 较 湿润 的 土壤， 而 纹 苗 及 其 以 后 的 生育 期 需 中 等 湿润 而 

通气 恨 好 的 土壤 , 故 根据 不 同时 期 适度 排水 是 一 项 主要 的 管理 工作 。 

紫 云 英 的 留 种 田 应 选择 排水 良好 、 肥 力 中 等 、 非 连作 的 沙 质 土 

壤 为 宜 。 干 粒 重 约 3.5 克 ， 每 雷 播种 量 1.5 公斤 ， 每 亩 增 施 过 磷酸 

钙 10 公斤 及 巧 一 30 公斤 草木 亦 ， 可 提高 种 子 产量 。 BHR 80% 

“ 黑 时 ， 即 可 收获 。 一 般 每 亩 种 子 产 量 40 一 50 公斤 。 

紫 云 英 易 染 菌 核 病 与 白粉 病 ， 可 用 1 一 2% 的 盐水 浸种 灭 菌 ,或 

用 1: 工 硫磺 石灰 粉 消毒 亦 可 防治 。 对 甲虫 、 蚜 屿 、 潜 叶 蝇 等 主要 虫 

BY RRR. RAB. 

(Fl a 

68. 中 间 锦 鸡 儿 
Caragana intermedia Kuang et H. C.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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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STE PEK, HH 70—150(200) 厘米 ， 丛 径 1 一 1.5 米 ， 多 

AD, BRR. 黄 绿色 或 黄白 色 ， 枝 条 细 长 , 幼 时 被 绢 状 柔 毛 。 

托 叶 宿 存 ， 硬 如 针 刺 ， 长 4 一 7 Ks MRA AA MM 6-18, 

2 一 3 毫米 ， 先 端 钝 圆 或 锐 尖 ， 有 小 刺 尖 ， 长 20 一 25 BK; BK 

8 一 12 毫米 ， 常 中 部 以 上 具 关 节 ， 苯 简 状 钟 形 ， 长 7 一 12 毫米 ， 密 

RHRE, ECR, RE, WRNBNAB, RASLARK 

圆 形 ， 子 房 披 针 形 ， 无 毛 或 疏 被 得 柔 毛 。 荧 果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顶 端 短 渐 尖 ， 长 20 一 25(30) OK, FH 4 一 6( 8 ) 毫 米 (图 58)。 

地 理 分 布 “中 

间 锦 鸡 儿 于 内 蒙 主 

的 锡 林 SB) Bd 

BB. eA BAL 

BB. BERR. 

Bay he a. GSE 

盟 和 宁夏 及 与 其 邻 

近 的 黄土 高 原 地 区 

均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 

学 特性 中 间 锦 鸡 

儿 多 生长 于 砂砾 质 

TB, FELEMD TY 

集成 风 积 小 沙丘 。 

耐寒 、 耐 酷热 ， 抗 

于 旱 ， 耐 贫 将 ， 不 

WB. GHD AAT 

促进 生长 ， 同 时 能 

产生 不 定 根 而 形成 

新 植株 。 轴 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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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RA, BARA AM 2K, RB 4K, 侧根 亦 甚 发 达 。 
REA, MIR, PERBRSMMK 4 月 下 旬 开 始 生长 ，5 月 中 

旬 开 花 ，6 月 开始 结果 ，?7 月 上 。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种 子 成 熟 后 即 爆 - 
裂 ， 采 种 子 要 掌握 这 一 规律 : 11 月 士 名 落叶 ; 从 萌芽 到 落叶 大 约 经 
200 天 左右 。 生 长 量 最 大 是 5 一 7 月 ，8 月 生长 少 ，9 月 以 后 停止 生 

长 。 
种 子 繁 殖 容易 ， 成 熟 落地 后 ， 遇 十 一 般 6 一 7 RY RE 

上 部 分 在 幼小 时 生长 缓慢 ， 后 期 生长 迅速 ， 幼 苗 在 第 一 、 二 年 都 属 
于 营养 期 。 此 期 主要 生长 根系 ， 而 地 上 部 分 生长 极为 缓慢 ， 第 三 年 
生长 迅速 ， 并 开始 大 量 分 枝 ， 成 为 枝叶 茂密 的 灌 从 ， 条 件 好 时 即 可 
开花 结果 。 但 一 般 均 要 在 第 四 年 以 后 才 开 始 感 花 。 一 般 每 隔 4 一 5 年 
平 差 一 次 ， 可 复壮 更 新 ， 从 根 颈 萌生 出 多 数 的 枝条 ， 组 成 稠密 的 灌 
从 和 较 大 的 冠 幅 ， 从 而 提高 产量 。 

为 旱 生 灌木 ， 主 要 生长 在 荒漠 草原 带 、 王 草原 带 的 西部 地 区 ， 
是 这 些 地 区 的 建 群 植物 种 。 在 鄂尔多斯 高 原 的 梁 地 及 固定 沙 地 上 分 
布 甚 广 ， 常 与 黑 沙 蒿 组 成 灌 从 草场。 与 小 时 锦 鸡 儿 和 柠 条 锦 鸡 儿 近 

，” 似 ， 为 两 者 的 中 间 类 型 或 可 能 为 两 者 的 杂交 种 。 但 从 生态 条 件 及 地 
理 分 布 ， 又 与 后 二 者 有 显然 的 区 别 。 抗 旱 力 强 ，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不 严 
格 ， 水 分 过 多 反而 生长 不 良 ， 但 在 种 子 萌发 和 苗 期 必须 有 一 定 的 水 
芬 条 和 件 。 根 系 入 士 深度 与 生境 、 植 株 年 龄 有 密切 联系 。 一 般 株 从 大 
的 中 、 老 者 ， 根 系 入 土 深 ， 生 境 干 旱 ， 地 上 部 分 较 矮 ， 枝 条 稀疏 ， 
根系 入 土 也 较 深 ; 
饲 用 价值 “为 良好 的 饲 用 植物 ， 适 口 性 好 ， 亦 是 抓 采 笋 草 。 春 

季 编 羊 、 山 羊 均 喜 食 其 嫩 枝 时 及 花 ， 其 它 季 节 采 食 渐 减 。 骆 驼 一 年 
四 季 喜 食 ， 马 和 牛 不 喜 食 ， 荒 时 年份 它 的 饲 用 意义 提高 。 

。 产 草 量 较 高 ， 据 在 鄂尔多斯 地 区 测定 ， 亩 产 干草 约 27.5 一 55 公 
斤 。 营 养 价值 良好 ， 富 含 蛋白 质 ， 粗 纤维 含量 较 少 ， 在 灰分 中 钙 的 
含量 较 高 〈 表 68 一 1) 。 蛋 白质 的 品质 也 较 好 ，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必需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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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酸 ( 表 68 一 2)， 其 含量 高 于 一 般 禾 谷类 侗 料 ;， HHT ABER, 
尤 以 赖 氨 酸 、 异 亮 氨 酸 、 苏 氨 酸 和 纹 氨 酸 为 丰富 。 

表 68 一 1 中 间 锦 鸡 儿 化 学 成 分 表 * (%) 

全 
vate | 粗 脂肪 | 泪 纤 维 | EB | pees | 

ee ee 22 SS 

5.86 | 32.74 | 26.29] 8.68] 2.54] 0.61 
3.67 | 40.18 | 30.20 6.76 | 3.40| 0.59 

嫩 果 期 人 1) | 5.40 2.59 | 31.60 38.99] 6.03 1.06] 0.18 

i FB BY (2) 5.27 1 2is04 2.88 | 30.28| 34.14 6.39 1.06 0.19 

wR | 5.38 | 22.09 2.36 | 27.21 | 40.69 7.65 | 1.38 0.25 

让 “内 蒙古 农 玫 学院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1) 复 沙 梁 地 〈2) 固定 沙 地 (〈3) BBA 

08-2 Fil ROL MRR MMAR CK)  ，， 
本 

fi AR eae 
AR 

FR 
蛋氨酸 

氨 酸 

| 
BAM 组 氨 酸 

| 
苏 氨 酸 精 氨 酸 | 色 氨 酸 

4 SR # | 0.79 | 0.73 | 0.12 | 0.60 | 1.20 | 0.65 | 0.96 一 

占 风干 物质 
0.36 0.91 

0.36 0.96 

中 间 锦 鸡 儿 不 仅 是 良好 的 饲 用 灌木 ， 也 是 重要 的 保水 、 防 风 、 
固沙 植物 。 茎 时 除 做 饲料 ， 也 可 用 做 绿肥 、 燃 料 ， 因 根系 发 达 ， 根 
瘤 菌 多 ， 对 改良 土壤 亦 有 重要 意义 。 经 多 年 哉 培 驯 化 ， 已 有 完整 的 
播种 技术 及 种 子 采集 和 贮藏 方法 。 其 全 草 、 根 、 花 、 种 均 可 入 药 ， 
属 补益 药 类 。 种 子 可 榨 油 ， 出 油 率 可 达 3% 左 右 ， 油 ATE, 
饲料 ， 也 可 做 肥料 。 茎 秆 可 用 做 编织 材料 ， 树 皮 可 以 作 纤 维 原料 。 
花 是 良好 的 蜜源 。 

0.83 | 0.77 | 0.13 | 0.63 | 1.27 | 0.69 | 1.01 

(HEE WHK 昭和 斯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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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 BR XS IL 

Caragana microphylla Lam. 

别名 A. EE. ROH,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40 一 70 厘米 ， 最 高 可 达 IK 树 皮 灰 黄色 

或 黄白 色 ; 小 枝 黄白 色 至 黄 褐色 。 长 枝 上 的 托 叶 宿 存 硬化 成 针 友 状 ， 
MAK 15--55 毫米 ， 脱 落 。 小 叶 10 一 20 个 ， 羽 状 排列 ， 倒 廓 形 或 
倒 卵 状 长 圆 形 ， 先 端 微 目 或 圆 形 ， 幼 时 两 面 密 被 绢 状 短 柔 毛 。 花 音 
年， 长 20 一 25 Bex, 
TEER, WH, H 

Rid, BB, 长 (3) 

4 一 5 厘米 ， 宽 5 一 7 

EK, RAMEE, Wh 

端 斜 长 渐 尖 (图 69)。 

地 理 分 布 “小 叶 
锦 鸡 儿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陕西 等 地 区 ， 蒙古 及 
苏联 西伯 利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叶 锦 鸡 儿 在 

内 蒙古 地 区 4 A 

发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ERIE, 6 月 中 各 
至 7 月 中 和 种 子 成 
mM, 9 月 中 名 以 后 逐 

ON 3 a0, 
Vets) y —V} 7 \\ yn ZB Mee VE A 

Wy BESS 全 SY ADRS WY WS pe ¥\ (VAS = 
9 SA rw \) a CEA/ 时 \)， SS iy \ 

4) Ws A Sj 元 
7 ) i. TZ 由 ; NYAS hy 作 GIA) x 

GAs, WS, = \ ) =) Fae YEy SA ws 
(Yar INS VE n pw 

SIN ES CAN Be 
SONNY Ne WW > SSA SB LZ 
PSY SB pee = e4 — 友 Z 区 

XY WAY Sis 5 LONG VP iy, TV JRING WE” VA YEN 0! TCA) 4 Wee VAY WAY NGS (AN ss sii AN ZS ON Zig 
SO WIG Anes 
A L peal 

SNL WA Y; Qe |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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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T. RAK, 为 草原 区 早期 完成 发 育 周期 的 植物 种 之 一 。 
PALABRA, EUR, CRAM PRL bk, ER 

ALU 420 HORAK. IRR, MT IRE 宽 ， 并 具有 明显 
的 成 层 现象 。 
“小叶 锦 鸡 儿 为 草原 旱 生 灌木 。 耐 于 旱 ， 亦 耐寒 ， 能 抗 风 沙 ， 再 

生 力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多 生 于 草原 地 带 的 沙 质地 、 半 固定 沙丘 、 
固定 沙 乓 、 以 及 山坡 等 处 ， 广 泛 散 生 于 地 带 性 植物 群落 中 。 在 植被 
外 貌 上 ， 具 有 明显 的 景观 作用 。 它 与 羊 草 、 隐 和 子 草 及 大 针 茂 等 构成 
了 不 同 盖 度 的 灌 从 化 草原 ， 成 为 蒙古 高 原 上 草原 植被 的 一 大 特色 。 
饲 用 价值 ”小叶 锦 鸡 儿 为 草原 地 带 良 好 的 饲 用 灌木。 绵羊 、 山 

羊 及 骆驼 均 乐 意 采 食 其 嫩 枝 ， 尤 其 于 春 末 喜 食 其 花 。 牧 民 认 为 它 的 
花 营 养 价值 高 ， 有 抓 采 作 用 , 能 使 经 冬 后 的 瘦弱 家 畜 迅 速 肥 壮 起 来 ， 
骆驼 终年 喜 食 ， 通 常 将 小 叶 锦 鸡 儿 治 从 化 草原 划 作 骆驼 的 放牧 地 ， 
至 于 牛 、 马 则 不 食 。 

据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草原 专业 1959 年 在 锡 林 郭 勤 盟 苏 尼 特 右 族 
测定 羊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69 一 1。 

表 69 一 1 小 叶 锦 鸡 儿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 

A 
a 
类 

编 羊 | ssa | 31.54 

| 

ag ed alae See 

22.75 | 31.01 19.31 | 28. 42 

经 观察 ， 其 叶 为 家 畜 所 喜 食 ， 次 为 一 年 生 枝条 及 其 嫩 梢 ， 至 于 

较 粗 的 枝 ， 则 仅 采 食 其 叶 GERM), AAA A MAR 

食 。 在 各 部 位 中 ， 以 花 的 适口 性 最 高 。 具 有 良好 的 营养 价值 。 根 据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 析 , 其 化 学 成 分 中 , 在 营养 期 内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白 

质 ， 开 花 以 至 结实 期 则 显著 下 降 , 粗 纤维 的 含量 则 相反 CE 69—2), 

根据 研究 ， 其 产量 动态 ， 以 6 月 为 最 高 ， 此 后 则 逐渐 下 降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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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2 小 叶 锦 鸡 儿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6) 

LLELTS 风 于 物 本 | ge 

: alae | ALD 氨 | Ee 1 Sara 

# 12.271 31.59 ay 4.48 | 23.24 | 19.62 | 8.80 |2.09|0。 4st 47, 90 

分 枝 期 14.98 22.48 | 4.98 | 27.85 | 22.36 | 7.38 |2.16|0.52 28.70 

初 花期 | 10.00; 179.18] 3.69 27.13 | 34079 | 5.21 |1.14/0.22 50.70 

BETED 6.40) 23.09 | 4.07 36.31 | 23.20 | 4.93 |1.55/0.33 86.87 

结实 17.68) 11.52 | 2.59 29.33 | 33.15 | 5.73 |1.51|0。 2a 66.50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fe AOE BRE, HEY 月 由 于 果实 成 熟 开 裂 或 脱落 ， 因 而 
总 产量 亦 随 之 下 降 。 

此 外 ， 本 种 又 为 良好 的 固沙 植物 ， 有 些 干旱 地 区 栽培 它 主要 用 
于 防风 沙 和 营造 绿篱 林带 ， 同 时 兼 为 家 畜 提 供 饲料 。 根 、 花 、 种 子 
可 入 药 ， 根 皮 也 可 作 绳 。 

栽培 要 点 ， 在 草原 地 区 的 沙 乒 、 沙 地 上 可 进行 直播 。 播 种 后 相 
土 不 宜 过 厚 ， 以 免 沙 埋 影响 幼苗 出 土 。 为 了 保证 成 活 ， 减 免 沙 埋 风 
吹 ， 可 在 秋季 加 以 防风 措施 〈 如 夹 植 沙 障 ) 。 通 常 在 播种 后 , 4 一 5 天 
即 可 出 苗 ， 两 年 以 后 可 逐 浙 饲 用 和 起 到 防风 固沙 作用 。 

(BRH) 

70. BRE GA X83 JL 

Caragana stenophylla Pojark. 

WE ATA. 

形态 特征 RK. RB 15 一 70 BK. HRRBERKNE, A 

光泽 。 枝 细 长 ， 有 棱 。 托 叶 和 时 轴 在 长 枝 上 宿 存 ， 硬 如 针 刺 ， 得 枝 

主 的 叶 无 对 轴 。 小 时 4 枚 ， 假 掌 状 排列 ， 条 状 倒 披 Gt 形 ， 长 4 一 9 

(12) 毫米 ， 宽 1 一 2 毫米 ， 先 端 钝 或 锐 尖 ， 有 小 刺 尖 ， 基 部 渐 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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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面 疏 被 柔 毛 或 近 无 毛 。 花 单 生 ， 长 10 一 15(20) MK, BAK RA 

叶 短 ; 花 萝 简 状 ， 基 部 稍 偏 斜 ， 长 5 一 8 SOK, TES, RH, 旗 

WAR SIN, Mike, RI LRM BOR: FICE. 

MRA RMB, K2—3 厘米 ， 两 端 渐 尖 “图 70 一 1)。 

HFSS) Hi BE ASL H- 

于 我 国内 蒙古 高 原 的 荒漠 和 草原 

地 区 ， 以 及 北 疆 的 半 荒 漠 地 区 。 
在 东北 、 河 北 、 山 西 、 内 蒙古 、 

THR. Hm. PSA (RK) 都 

有 生长 ;在 国外 ， 主 要 分 布 于 蒙 
古 和 苏联 外 贝加尔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狭 叶 

锦 鸡 儿 株 从 紧密 ， 根 系 发 达 ， 主 

BALE, MARA, ABE EGR 

主根 和 侧根 均 较 粗壮 ， 主 根 在 沙 

埋 位 于 8 厘米 深 处 ， 直 径 为 34 

证 米 , 侧 很 最 大 直径 为 二 9 厘米 

在 92 厘米 深 处 直径 为 1.5 厘 米 ; 

-在 165 厘米 深 处 直径 为 0.7 B 

米 ; 而 在 3.5 厘米 处 仍 达 0.27 Je 

* (A 70 一 2) 。 

- 狭 叶 锦 鸡 儿 既 行 有 性 繁殖 ， eg Tae 5 

WAT FER HH. MRR stenophylia Pojark. 

长 ,5 一 9 月 均 有 花 开 ，6 一 10 月 
结果 。 

具有 广泛 的 生态 幅度 ， 喜 生 于 砂砾 质 土壤 ， 覆 沙 梁 地 ， ROR 
地 , 黄土 及 砾 质 坡地 和 山 丘 地 。 在 鄂尔多斯 高 原 ， 它 是 荒漠 草原 和 草 
原 化 芒 漠 地 区 的 -种 建 群 植物 。 在 荒漠 和 草原 植被 中 常 为 伴生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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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饲 用 价值 ” 狭 叶 锦 鸡 几 为 
RIG AH. Ae. ye 
均 喜 食 一 年 生 枝条 ， 尤 其 春季 
最 喜 食 其 花 。 收 民 认为 春季 采 
食 后 ;家畜 体 力 恢复 较 快 ， 易 
EI, KE MABE. Ue 
驼 一 年 四 季 均 喜 食 枝条 ， 千 、 
马 一 般 不 采 食 。 

由 狭 叶 锦 鸡 儿 组 成 的 植被 
是 放牧 价值 较 高 的 草场， 当年 
生 的 枝叶 柔软 、 适 口 性 好 、 耐 
BEI, APR, 
养 价值 和 适口 性 有 所 降低 。 据 
Wiz, EAR HB. Bit 
克 旗 一 带 ， 狭 时 锦 鸡 儿 占 优势 

misia frigida) 等 。 

图 70 一 2 狭 叶 锅 鸡 儿 的 根系 图 

的 草场 ， 亩 产 可 食 风 于 草 为 40 一 52.5 公斤 ， 最 低 为 20 公斤 。 草 群 
Ay ER Ae ESE (Stipa gobica Roshev.) , Ste Ft HS (Sti- 

pa breviflora) | i EP BFE (Cletstogcenes songorica),; 阿尔 

Fe ty ke 7E CHeteropappus altaicus), #, AE BE (Astragulus 

galactites), RH RRE (Oxytropis aciphylla), ®HR CArte- 

KO WS LERO IE, LEARNS, BPE Bl 
BRL, HAMA, HEAR AA TI, SOE 

” 例 也 有 变 宽 的 趋势 〈 表 70 一 1)。 狭 叶 锦 鸡 儿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较 

低 《 表 70 一 22， 大 致 同 禾 谷 类 饲料 所 含 的 相近 。 



表 70 一 1 次 叶 锦 鸡 儿 化 学 成 分 表 * 〔〈% ) 

风 43 DK 
takes mame eree| OM, tae} 钙 | me | ee 

0.83 

采样 日 期 | 生育 期 | 水 分 

”6 月 15 日 | 分 枝 |12.37 | 18。718| 5.95 |38。14|31.05| 6.16 2.37 

盛 花 | 8.73 |18.94| 4.95 |30.80|140.061 5.25 | 1.34 | 0.66 60.0 — 

结实 | 16.33] 9.06] 2.84 | 33.92] 48.24] 5.94 | 2.53 | 0.47 

7 月 14 日 a 4.73] 10.05] 4.85 |39.65|38.65| 6.80 | 1.60 | 0.07 

*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兰州 沙漠 所 分 析 。 

表 70 一 2 ” 狭 叶 锦 鸡 儿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表 (%) 

FAS) HM) 蛋氨酸 
Sax 

项 Sn 
eas | 

占 原 样 | 0.50] 0.457 0.09| 6.35 | 0.68| 0.48] 0.53] 0.20] 0.44 

—— 

| 

© 了 月 14 日 采样 ， 果 后 营养 期 。 

(HEP RAK Wie A) 

71. Fa bec Hp XS IL 

Caragana tibetica Kom. 

别名 ” 康 青 锦 鸡 儿 、 藏 锦 鸡 儿 、 黑 猫 头 刺 。 

形态 特征 ”丛生 的 矮 灌木 ， 高 15 一 30 厘米 。 树 皮 灰 黄色 或 灰 褐 

色 ， 多 裂纹 。 枝 箱 短 而 密集 。 托 叶 孵 形 或 近 圆 形 ， 膜 质 : 褐色 ， 有 

毛 ; 叶 轴 宿 存 ， 硬 如 针 刺 ， 长 2 一 3 厘米 ， 小 时 6 一 8 枚 , 羽 状 排列 ， 

条 形 ， 长 4 一 12 毫米 ， 宽 0.5 一 1 毫米 ， 先 端 尖 ， 有 小 刺 尖 , 两 面 密 

被 灰色 长 绢 毛 ， 灰 绿色 。 花 单 生 ， 长 20 一 25 毫米 ， 几 无 梗 , SAK 

"0 人 8， 



10 一 15 BK, PHRKRABKZE. CBE, BE. oR Be, 
RGHEH, TRRLRE, CRG. MAL, NASRKXE, 
BiB (71). ; 

,本 种 处 形 与 刺 叶 
Ai eS (Ox ytropis r 

aciphylla) 的 外 形 

近似 ，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株 从 较 小 ， 花 为 蓝 
紫色 或 红 紫 色 。 小 时 
BRE BED HB fe, BE 
wR, 

地 理 分 布 ” 西 藏 
锦 鸡 儿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伊 克昭 盟 、 巴 彦 淖 
尔 盟 .阿拉 善 盟 ) 、 宁 
夏 、 甘 肃 、 四 川 、 青 
海 和 西藏 等 地 ， 在 国 

外 ， 蒙 古 离 部 也 有 分 图 71 西藏 锦 鸡 儿 Caragana tibetica Kom.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西藏 饥 鸡 儿 于 5 一 6 月 开 花 ，7 月 结 鞠 。 

轴 根 十分 发 过， 侧根 多 集中 于 土壤 表层 。 枝 叶 茂 密 ， 根 系 粗 壮 ， 搞 
寒 ， 耐 干旱 。 因 株 丛 紧密 ， 能 拦截 网 沙 士 ， 沙 埋 后 ， 产 生 不 定 根 ， 
并 可 形成 新 的 株 从 。 

西藏 锦 鸡 儿 的 繁衍 具有 显著 的 群集 性 ， 生 态 幅 度 虽 较 狭 塞 ， 但 
在 已 定居 地 段 却 表现 出 较 强 的 排 它 性 。 对 环境 条 件 的 选择 比较 严格 ， 
多 生 于 草原 地 带 向 蒂 漠 地 带 过 渡 的 棕 钙 土 或 淡 棕 钙 土 上， 对 于 砂砾 
质 土壤 或 比较 紧 实 的 沙壤土 或 轻 壤土 适应 良好 ， 但 不 喜 疏 松 的 沙 质 
土 。 是 草原 化 荒漠 的 重要 建 群 种 ， 也 生长 在 荒漠 草原 的 西部 ， 与 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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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锦 鸡 儿 构成 共 建 种 。 它 虽 能 进入 典型 荒漠 区 ， 但 与 典型 的 荒漠 灌 
木 相 比 ， 且 要 求 水 分 较 多 。 主 要 分 布 在 海拔 1100 一 1400 米 左右 ， 年 
降水 量 近 于 150 一 200 毫 米 ， 干 燥 度 在 5.0 以 下 的 地 区 ， 如 在 内 蒙古 

高 原 西 部 《 狠 山 以 北 )， 鄂 尔 多 斯 高 原 西 部 高 平原、 丘陵 和 WRU 
坡 ， 呈 或 大 或 小 片 状 分 布 。 据 在 鄂尔多斯 高 原 调 查 “ 征 藏 山 驳 儿 往 
EG CR MAURER, JON, ADA ABLE CAchnatherum 
spledens), FER FH (Cleistogens soigorica), ea g (Sti- 

pa tianshanica var. gobica) RACE MRRM, MmemnpwA CAT 
lium tenuifsslimum), Wig (Artemisia frilgida), BENE CArte- 

mista pectinata), WD. i (Ajania sp.) 等。 在 沙漠 化 过 程 中 ， 由 于 

RUB, EG RINE RIL, BB CArtemisia ordosica) 

Rw, IRE A PLR (Pennisetum centrasi@tiedmm) . pp 

Hi (Agropyron mongolicun) 等 喜 沙 草 类 。 当 草场 退化 较 重重 ， 还 

会 侵入 较 多 的 骆驼 芒 (Peganum nigellastrum) 。 

饲 用 价值 PMH ILA SAMA, FOS See 
份 家 畜 的 主要 饲料 之 一 , 荒 蛙 灾 年 羊 四 季 均 采 食 , 马 、 牛 也 少量 采 食 。 
SKE, HRA, EL BRA, WU ERA, 
通常 年 份 ， 山 羊 、 绵 羊 在 春季 喜 食 嫩 叶 和 花 ， 其 它 季 节 采 食 少 。 牛 
一 般 不 采 食 ， 马 冬季 少量 采 食 。 

西藏 锅 鸡 儿 蛋 白质 含量 较 低 ， 仅 占 于 物质 的 3.94 一 8.89%， 灰 

分 含量 较 高 ， 特 别 是 钙 的 含量 较 高 ， 而 磷 的 含量 则 很 低 ( 表 7I 二 1)。 
所 含 必 需 人 氨基酸 也 较 低 GE 71 一 2)， 仅 相当 于 二 般 禾 谷类 伺 料 前 窜 
量 。 其 枝条 密集 ， 叶 轴 如 针 和 高 亦 分 的 理化 特点 ， 适 合 骆 驼 ， we 
采 食 利用 。 

以 西藏 锦 鸡 儿 为 主 的 各 类 草场 ， 产 草 量 差异 很 大 。 据 在 内 壹 二 
SCM, 亩 产 可 食 风干 物质 SIAR, MIRE RRM 
杭 锦 旗 测定 ， 亩 产 可 食 鲜 草 一 般 在 20--60 公斤 ， 最 高 达 87.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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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TI—1 西藏 锦 鸡 儿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6) 

上 风 + #y 

i ame | 钼 脂肪 | mee | SOM, | 粗 灰分 | | om 
aia | 和 

| 

7AM | we | 6.66 | 3.94 | 7.99 | 26.50 | 44.41 | 17.16 | 1.86] 0.06 

7 月 25 日 | 果 后 营养 5.16 8.89 2.17 ' 38.49 | 32.01 | 18.44 | 2.22] 0.08 

| 

°°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Se 71 一 2 西藏 锦 鸡 儿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必需 氨 

1 

Sane rear “han GE esac am axe 
| 

占 原样 0.41 | 0.51 | 0.12 | 0.25 | 0.55 | 0.34 | 0.48 | 0.16 | 0.34 

AFD 0.43 | 0.54 | 0.13 | 0.26 | 0.58 | 0.36 0.51 | 0.17 | 0.36 . 

(REP Bee MA MAR) 

72. wee 

Cicer arietinum L. 

NS FMS. Bk, AAS.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20 一 70 BOR, MARK, 枝 梢 星之 

字形 屈曲 ， 有 腺 毛 。 蔡 直立 ， 多 分 枝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9 一 
155 FHA, AAs ADMIRE, BNR, 长 5 一 15 BX, 

宽 3 一 8 毫米 ， 先 端 锐 尖 或 钝 圆 ， 基 部 圆 形 或 宽 模 形 , 两 侧 边缘 三 分 

之 三 以 上 有 饮 齿 ， 两 面 均 被 腺 毛 。 花 单 生 于 叶 脓 ,花梗 长 , 花白 色 、 

玫瑰 色 或 紫红 色 , HGR, ERIE. KRRKAKWE, Bik, 

Tin 73 SHAY RK, BRE, AGA 1—2 brs BPP ON, 光滑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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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a, A 
i, 紫色 或 黑色 (图 
¥ ip 

IESE EE 
豆 分 布 在 我 国 北方 各 
省 (区 ), 特 别 是 新 疆 、 
甘肃 、 宁 夏 等 地 作为 
粮草 兼用 作物 具有 悠 
久 的 栽培 历史 。 广 东 、 
广西 等 地 也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庆 嘴 豆 的 适应 
竹 强 ， 最 适 于 在 温带 
半 干 旱 气候 条 件 下 生 
长 。 抗 寒 力 强 ， 种 子 

在 2° 时 开始 发 芽 ， 

幼苗 能 忍耐 - 4°C 的 

低温 ， 甚 至 在 - 5 一 

-6 时 都 不 致 遭受 

SS Y a Ys = aS 4 NS 二 
e “S$ 4) a MA 

— we? 由 

‘| ; 

# Nt ra if ‘ 乡 

Me WS 
ZR 

= 

Al 72 JURE Cicer arietinum 工 。 

冻害 , 成 年 植株 能 耐 - 8°CAS PES, SET, AER REN + 

壤 干旱 和 大 气 干旱 ， 水 分 过 多 反而 生长 不 良 。 在 生长 发 育 后 期 若 遇 
上 连续 阴雨 天 气 ， 会 延迟 开花 和 授粉 ， 影 响 适时 成 熟 。 应 嘴 豆 是 喜 

温 植物 ， 从 花期 到 成 熟 期 ， 如 果 温 度 不 足 ， 种 子 产量 显著 降低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以 肥沃 、 羽 松 而 排水 良好 的 壤土 为 最 宜 。 座 

嘴 豆 是 自 花 授粉 植物 ， 大 多 数 从 孕 蕾 到 开花 前 就 已 授粉 。 它 是 长 日 
照 植物 ， 缩 短 日 照 使 开花 时 间 推 迟 ， 给 予 长 日 照 ， 可 促进 提前 开花 

饲 用 价值 ， 麻 嘴 豆 的 种 子 可 作 精 饲料， 整 粒 或 共 碎 饲 喂 均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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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猪 和 家 禽 最 爱 吃 。 鹰 嘴 豆 的 绿色 部 分 都 含有 一 定 

BRR, HTH, 但 收 种 后 的 茎 .时 经 过 粉碎 后 可 以 喂 猪 。 

如 用 整 粒 种 子 饲 喂 家 畜 时 ， 必 须 事先 浸泡 12 小 时 左右 。 其 营养 成 分 

如 表 72--1 消化 能 如 表 72--2。 

表 72 一 1 应 嘴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物 质 

axa | 粗 脂 肪 | 租 纤维 | 2, | wes 

种 者 20.04 5.91 | 10.11 50.29 | 13.67 

T 草 13.39 3.50 | 35.07 40.02 8.02 
| | 

# 中 国 科 学 院 草 原 所 分 析 。 

R22 词 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 得 下 白质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 (%6) (%) (%) | ( 兆 焦 /公斤 ) | OBI /Z 

18.29 | 2.73 | 66.07 11.57 | 9.1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 载 培 要 点 ”播种 之 前 施肥 深耕 ， 吾 年 早春 顶 凌 丰 地 ， 土 壤 解 冻 
BM 1 次 ， 使 土 块 细碎 ， 以 利 保 墙 。 

座 嘴 豆 的 种 子 大 小 变化 很 大 ， 一 般 千 粒 重 60 一 600 克 。 西 北 各 
地 栽培 郊 系 为 小 粒 种 ， 千 粒 重 为 250 一 300 克 , 种 子 有 和 白 、 黄 等 色 ， 
陈旧 种 子 色 瞳 。 播 种 期 分 春 、 秋 播 两 种 。 北 方 即 采 用 春播 ， 一 般 在 
3 月 底 到 5 月 初 。 南 方 春秋 季 均 可 播种 ， 方 法 为 条 播 ， 行 距 15 一 

45K, HHH 6 一 7。5 公斤 ， race 一 般 覆 土 为 

4 一 5 EK, MRAM, WEBS 6 一 8 厘米 。 与 一 年 生 禾 本 科 

狗 草 混 播 ， 能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适口 性 。 
鹰 嘴 豆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危 害 ， 因 而 要 及 时 中 赫 除草 ， 

在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可 用 机 械 进行 行 间 松 土 , 既 可 保 丧 ,又 可 消灭 杂 草 。 
。233。 



”应 哗 豆 施 磷肥 能 明显 地 提高 产量 和 加 快 种 子 成 熟 。 不 易 裂 莱 ， 

当 大 多 数 豆 鞠 变 为 黄色 ， 叶 片 开始 脱落 时 ， 即 可 收获 。 通常 每 调 可 

产 种 子 100 一 150 公斤 ， 最 高 达 200 公斤 以 上 。 cag) 
| (PRR AE) 

73。 多 变 小 冠 花 

Coronilla varia Le 

BZ BRAN. 

形 赤 特 征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70 一 130 EK, MARK, ERD 

布 在 15 一 40 厘米 深 的 土 层 中 ， 黄 白色 ， 具 多 数 形状 不 规则 的 根瘤。 

蔡 雪 立 或 侨 升 ， 中 空 ， 具 条 棱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9 一 25; 托 叶 

小 ， 锥 状 , KA 2 SEK 

小 时 长 圆 形 或 倒 卵 状 长 
圆 形 ， 长 5 一 20 BX, 

宽 3 一 15 毫米 ， 先 端 贺 四 

EG, ROM, RMB, SCO OST 
全 缘 ， 光 滑 无 毛 。 总 花 
梗 长 达 15 厘 米 , 由 14 一 

22 采 花 紧密 排列 于 总 花 
梗 顶端 ， 成 合 形 花序 ; 
A, FH, ERM. 
ERIE BPR, 花冠 蝶 形 ， SN 
MAMIE, UREA  —» wg 
ye fa, SERN, WEE J oh 

KR, K 2 一 8 BK, 宽 约 7 oS 

0.2 厘米 ， 具 3 一 13 % 

节 (BB 4 一 6 MH), 图 73 一 1 . 多 变 小 冠 花 Coronilla varia |,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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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散 节 含 种 子 工 粒 : 种 子 肾 形 ， 长 约 3.5 SK, HAI SK Ae 

色 “〈 图 73 一 1) 。 

染色 体 2n= 24, 

地 理 分 布 ”“ 多 变 小 冠 花 1973 年 我 国 南京 中 山 植物 园 从 荷兰 、 瑞 

葛 、 联 邦 德国 、 民 主 德国 和 和 甸 牙 利 等 国 引进 少量 种 子 在 南京 试 种 。 

1974 年 美国 友人 韩 丁 又 从 美国 引入 我 国 少 量 “ 彭 吉 夫 特 ” 品 种 ， 在 

山西 、 陕 西 试 种 表现 良好 ， 当 前 裁 培 面积 逐年 在 扩大 ， 多 变 小 冠 伦 

原 产 于 地 中 海 一 带 ， 在 欧洲 中 部 和 南部 ， 亚 洲 西南 部 和 北非 均 有 分 

布 。 美 国 、 加 拿 大 、 苏 联 、 荷 兰 、 瑞 典 、 法 国 、 联 邦 德国 、 民 主 德 

国 、 匈 牙 利 、 波 兰 等 国都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变 小 冠 花 具 有 发 达 的 侧枝 ， 侧 根 上 有 

不 定 芽 ， 能 形成 新 的 地 上 枝 。 无 性 繁殖 力 极 强 ， 一 年 有 两 次 生长 ， 

第 一 次 生长 为 前 一 年 潜伏 在 地 下 的 越冬 芽 在 早期 萌发 出 土 ; 第 二 次 

生长 为 第 一 次 生 奖 苗 进 行 盛 花期 后 ， 其 侧根 上 的 不 定 伞 再 次 萌发 昌 
土 。 小 冠 花 发 枝 性 很 强 ， 地 上 枝叶 繁茂 , 单 株 覆 盖 度 可 达 4 一 8 平方 
= 

PER, CNG ABER, 3 ALA PHAR 28°, id 

4.6"C， 不 定 芽 即 可 萌发 出 土 ， 直 到 12 月 中 旬 ， 平 均 气 温 降 译 
=- 2.7" 时 才 完 全 干枯 。 抗 旱 力 也 很 强 , 在 轻 壤 土 0 一 10 厘米 土 层 内 
含水 量 仅 5% (为 田间 持 水 量 的 43%), 土壤 容重 达 1.5 克 / 厘 米 ?时 
仍 能 长 出 幼苗 。 但 耐 湿性 盖 ， 在 排水 不 良 的 水 渍 地 ， 根 系 容易 腐烂 
本 

MEME RA, KE, HA, BH, Bese 
均 可 种 植 。 适 于 中 性 或 偏 碱 性 排水 良好 的 土壤 ， 土 壤 含 盐 量 不 超过 
0.5% 幼 苗 均 能 生长 。 在 山西 太 谷地 区 ， 每 年 从 5 月 中 旬 延 续 到 10 

月 下 旬 为 无 限 结 莱 习 性 ， 种 子 成 熟 不 集中 ， 收 获 不 及 时 极 易 脱 落 ， 
同时 ， 还 有 落花 落 荚 习 性 , 一 般 约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花 和 鞭 脱落, 所 以 ， 
种 子 收获 比较 困难 。 



饲 用 价值 ”多 变 小 冠 花 葵 叶 繁茂 而 幼 嫩 ， 叶 量 大 ， 营 养 成 分 仿 

量 高 ， 是 一 种 有 前 途 的 饲 用 植物 。 其 蔡 叶 比 与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73 一 上 

73 一 2。 

- 表 73 一 1 多 变 小 冠 花 与 紫 首 落 的 莹 叶 比 HH) 
本 和 

te Bs EY SS 叶 花 
Ria es BA [ee [Peke Ee SRE Be Se Ee 

ase tt | me tt 

* 首 |e 在 

146 58.85 | 43.3 | 80.7 tak 6.5 | 4.45 

98.7 50.7 51.37 42.2 | 42.76 | 5.8 5.88 ‘ 

| 

表 735 一 2 ”多 变 小 冠 花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is Fh FF W 

Faget mae | 和 请 历 | mee EE lax | 钙 | we 
水 分 

盛 | 81.2 22.04 | 1.84 32.28 1.63 0.24 34.08 9.66 

HEASES, GEMASK, BORLRABS. HH 
ee BRIA, AER GAME, eee eb, 

间 曾 用 为 强 心 药 和 利尿 药 。 但 至 今 没有 文献 证 明 小 冠 花 作为 饲料 对 

和 牛 羊 有 毒害 作用 。 据 美国 J。C。Burns、W。A。Cope AR. Bar- 

ruk 等 人 连续 两 年 在 多 变 小 冠 花草 地 上 放牧 试验 ， 在 整个 放牧 季 

节 里 ， 肉 用 犊 牛 和 母 所 平均 每 日 每 头 增 重 达 0.96 公斤 , ES 
R263 (Festuca arundinacea) 草地 分 别提 高 0.29 公斤 和 0.65 

公斤 ， 认 为 多 变 小 冠 花 是 非常 满意 的 放牧 饲 草 。 山 西 农业 大 学 牧草 - 

室 ， 用 小 冠 花 饲 喂 家 免试 验证 明 : 日 粮 中 全 部 用 小 冠 花 鲜 草 饲 喂 家 

免 ， 第 四 天 开始 中 毒 死 亡 ，15 天 以 后 供 试 家 免 全 部 死亡 ， 但 全 部 饲 

喂 小 冠 花 干草 或 混入 三 分 之 一 鲜 草 ， 家 免 生 长 发 育 正常 。 其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如 表 73 一 3。 

多 变 小 冠 花 产 草 量 高 (图 73 一 2) , 再 生性 能 好 。 在 山西 省 太 谷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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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每 年 可 浊 制 4 一 5 次， 总 产量 达 4000 一 6500 公斤 。 加 之 抗旱 性 
强 ， 冬 季 枯 鞭 迟 ， 可 延长 每 年 青草 供应 期 ， 这 是 非常 宝贵 的 ， 在 国 

外 用 来 补 播 改 良 早 熟 禾 草 地 效果 很 好 。 

表 73 二 5 人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SS 消化 能 代谢 能 | 
目 

PS (%) (%) ( 兆 焦 /公斤 ) ( 光 焦 /公斤 ) | 

多 变 小 冠 花 

有 机 物质 

(%) 

62.82 10.98 8.18 | 初 花期 22.73 | 1.74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耐 牧 性 差 。 据 试验 连续 

放牧 4 年 ， 草 丛 就 被 削弱 。 ?0 

应 在 连续 放牧 之 后 ， 围 栏 制 46 

草 ， 待 恢复 生机 之 后 再 行 放 
牧 ， 如 此 可 以 延长 放牧 地 的 ”40 

Bhi. WT. WR, BR xy 
Rik, FERMI, BH 2 

BEX, 强大 根系 能 固 土 保水 ， ie 

是 很 好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 在 rd 

美国 和 加 拿 大 用 作 堤岸 、 坡 eae ee 
地 的 保 土 覆盖 植物 。 小 冠 花 me El wa tI 

BME, BBE iso gm hE 
壤 氮 素 含 量 。 经 测定 种 植 一 CHEW, 1982, 6, 20) 
年 的 多 变 小 冠 花 地 中 0 一 20 | 

厘米 土 层 内 , 有 机 质 含 量 提 高 了 0.14%, KARIM 22.99%, & 

壕 肥 土壤 的 良好 绿肥 植物 ， 多 变 小 冠 花 的 花期 长 达 5 个 月 之 入， 也 

是 好 的 蜜源 植物 ， 其 花 多 而 鲜艳 ， 枝 叶 茂 盛 ， 又 可 作 美 化 庭院 净化 

环境 的 观赏 植物 ， 还 可 作 果 园 覆 盖 植 物 。 

AIOE, MR, DPR AER Ay, X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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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初 花期 ， 感 花期 后 植株 下 部 40 一 50 厘 米 的 叶片 全 部 脱落 ， 半 也 老 

化 粗糙 ， 降 低 了 饲 用 价值 。 一 般 每 隔 50 天 左右 浊 割 一 次 较 好 ， 根 据 
山西 农业 大 学 牧草 室 测 定 ， 初 花期 的 水 冠 花 0 二 10 JK AIE ALTE MF 
片 。 因 此 浊 割 留 着 高 度 不 宜 低 于 10 刘 米 ， 对 再 生 草 的 生长 ,能 保持 
株 丛 的 良好 发 育 。 调 制 青贮 或 干草 可 在 花期 浊 割 以 增 加 产量 : 

HEE NCES AE, WHR, MA 
苗 移 裁 等 方法 繁殖 。 千 粒 重 3.1—4.08 i. FRR RS, AH 

70% 左 右 ， 发 芽 困 难 ， 故 播 前 常用 浓 硫 酸 浸种 20 一 30 分 钟 , BRR DE 
种 皮 ， 可 提高 发 芽 率 30% 以 上 , 也 可 通过 种 皮 颜 色 判 断 其 发 芽 率 进 
行 选 种 〈 表 73 一 4) 。 

R34 不 同 颜色 种 子 处 理 后 的 发 芽 率 (%) 

ve 硫酸 | s6.6r| 30.7 | 15 -44 }.60.67| 0698] 28 | 110 
碱 60.3 | —9.5 | 58.67] 71 | 47.9 | -1.8 | 18 35.8 

we Ke FH | 93.3 | 40.7 | 69.3 | 102.0! 84.3 | 44.6 | 30.3 | 127.8 
Mi =o 水 | 80 20.7 | 35.67! ， 4.0 | 62 | 64 | 30.3 | 127.8 — 

CK 6608 | 0 34.3 | | 0 | 58.8 | 4 13.0 | 0 

多 变 小 冠 花 种 子 小 ， 苗 期 生长 极其 缓慢 ， 播 种 前 要 精细 整地 ， 
施 底肥 。 早 春 和 雨季 均 可 播种 ， 每 亩 播种 量 0.25 一 0.35 公斤 ， 条 

播 、 撤 播 或 点 播 均 可 ， 行 距 1 米 ， 覆 盖 深 度 1 一 2 虽 米 ,播种 前 可 用 
根 瘙 菌 接种 “〈 图 73 一 3) 。 

种 根 栽 植 ， 应 在 土地 开始 解冻 时 或 雨季 为 宜 , 挖 取 每 株 的 根系 ， 
截 成 9 一 15 BORAGE, HI x 工 米 的 工 离 栽植 ， 深 度 3 一 5 厘米 。 

分 株 繁 苑 ， 控 取 每 株 根 鞋 周围 萌发 的 新 根 苗 进 行 移 栽 。 此 法 较 
种 子 直播 生长 快 ， 成 活 率 高 ， 易 全 苗 。 春 、 夏 、 秋 季 均 可 移 栽 。 枝 
条 插 揪 ， 选 取 健 壮 枝 条 ， 长 15 厘 米 左 右 ， 带 3 一 4 个 节 ， 为 了 提高 

捅 条 成 活 率 ， 最 好 现 曹 前 制 取 ， 斜 插入 土 中 ， 浇 透 一 次 水 ， 经 1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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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Me £e “绿色 

′ 图 73 一 3 不 同 颜色 种 子 几 种 处 理 方 法 的 发 芽 率 (1982, 6). 

20 天 就 可 生根 长 出 新 苗 。 

( 靳 宗 立 )》 

7 和 -大吾 

Glycine soja Sieb. et Zucc。 

NS 落 豆 秧 、 乌 豆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茎 缠绕 ， 细 弱 ， 长 可 达 2 一 3 KK, Hi 

生 黄 褐色 长 硬 毛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时 薄 纸 质 、 孵 形 、 卵 状 椭 圆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1 一 6 (10) 厘米 ， 宽 1 一 3 厘米 ， 先 端 锐 尖 至 钝 

圆 ， 基 部 近 圆 形 ， 全 缘 ， 两 面 有 长 硬 毛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花 小 ， 淡 

紫红 色 ; 花 昔 钟 状 ， 花 冠 蝶 形 ， 旗 办 近 圆 形 。 葬 果 扁 , 稍 呈 镰刀 形 ， 

密 钙 黄 褐色 长 硬 毛 。 种 子 间 弱 缩 ， 内 含 2 一 4 粒 种 子 ， 种 子 宽 椭圆 

B, ilg, K2.5—4 毫米 ， 黑 色 〈 图 74)。 



HES FX 

BRAT REA 

北 、 内 蒙古 、 华 北 、 华 

东 、 华 中 和 西北 等 地 ; 

在 国外 ， 苏 联 的 远东 

地 区 、 昌 本 及 朝鲜 的 

山地 均 有 生长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野 大 豆 的 根系 

发 达 , 深入 土 层 1 米 

左右 , 根瘤 丰富 , 喜 湿 

润 弱 酸性 土壤 ， 在 

pH6.3 的 中 性 土壤 ， 

草 旬 土 以 及 黑 钙 土 上 - 

生长 繁茂 。 

野 大 豆 叶 量 丰 

> FHMK, BH 
图 74 BKB Glycine soja Sieb. et Zucc。 

BS, BRAS 7 一 16 个 。 种 子 萌 发 快 ， 落 粒 性 强 ， 有 良好 的 自然 

更 新 能 力 。 生 育 期 的 长 得 与 纬度 有 关 ， 在 东北 地 区 ， 野 大 豆 在 降 霜 

前 可 保持 青 鲜 状态 。 在 分 布 的 南部 可 达 135 一 145 Ky 在 北部 只 有 

70 天 左右 。 

野 大 豆 喜 生 在 湿润 草 旬 、 五 花草 墙 、 柳 树 从 林 ， 以 至 在 沙 地 和 
石 质地 上 也 能 生长 。 在 河 湾 岸 边 , 旧 河 床上 生长 尤 多 , 是 草包 草场 、 
林 间 人 草地 的 常见 种 ， 适 应 能 力 较 强 。 
饲 用 价值 ” 野 大 豆 蔡 叶 柔软 , 适口 性 良好 , 为 各 种 家 着 所 喜 食 。 

干草 及 冬 春 村 章 亦 为 家 青 喜 食 。 
野 大 豆 为 缠绕 型 豆 科 牧 草 ， 其 华 缠 绕 他 物 才能 根深 呈 茂 ， 可 与 

直立 型 禾 本 科 软 草 混 播 ， 建 立 高 产 、 优 质 的 人 工 草地 。 贞 于 野 大 豆 
es 240 « 



ee eee Ae: PERNA ET 
dH A CBO BOR, 

在 湿润 肥沃 的 土壤 上 ;) 野 大 豆 萌发 早 、 生 长 快 ， 花 期 长 ， 产 量 
Bis 东北 地 区 引种 栽培 亩 产 鲜 草 104 公斤 左右 。 

Be DH MBE, 花期 长 达 两 个 月 左右 , 在 东北 东部 山区 ， 
轻 霜 后 的 9 朋 末 ”枝叶 仍然 浓 绿 ， 富 含 营养 ， 是 蛋白 质 ， 脂 肪 含量 
较 高 的 牧 革 ， 其 一 般 营 养 成 分 及 可 消化 成 分 如 表 74 一 1、74 一 2、 

74-5 : 

表 74 一 1 FAH RR (%) 

a a ee aE: 
于 物质 | Eee hey bx sr peieeapeamenilanctee| 2 “pl ect 

88.10 

样品 来 源 | 生育 期 

吉林 镇 南 # 期 3.77 1I.90| 11.78| 1.56 21.51 42.75 | 4.51 

吉林 蛟 河 : 期 93.49 3.12 7.62 4.04 6-51 17.79 25644 39.53 

中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表 74 一 2 ” 野 大 豆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机 Et 
源 | 

poiteline AR 

0.792 Si are! 

FEE AIR FE ARE SR 
rs 

吉林 镇 南 | 0.764 eer ee 0.535 | 0.371 0.245] 0.435 

 & = RK | sa 0.437 0-892 0.606} 1.273 0.213 | 0.856 0.327 
|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分 析 。 

0.185 

表 74 一 5 。 野 大 豆 微量 元 素 含量 * (毫克 /公斤 ) 

。 禅 品 来 源 0 Bh A Bi | 总 钾 | ee: 
#5 96)| (%) (%) | GO) (%) | 铀 | 负 | fi | 

吉林 镇 南 | 花 期 

a 

Ed 0.08 65.94 
| 

| 1.45 82.012 10. 99 53. 73/500. 67 

2.03 | 0.35 3208) 55.47 

| 
770.48 0.812030 

¢ PUASRULASEA. 

20.80 | 1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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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要 点 ” 野 大 豆 的 生活 年 限 短 ， 生 态 适 应 幅度 水， 又 是 缠绕 
型 牧草 ， 适 宜 与 直立 型 牧草 混 播 ， 应 加 强 裁 培 管理 ;目前 除了 直面 
积 的 引种 驯化 外 ， 尚 未 大 面积 种 植 。 在 疏 林 草地 种 糖 财 可 选择 密 
度 在 每 亩 不 超过 15 FRR, BRA RM, BARR, 采用 
穴播 或 条 播 ， 每 穴播 种 9 一 10 粒 ， 覆 土 深度 为 1 一 2 厘米 ;每 亩 播种 
量 4 公斤 。 播 种 期 以 5 月 中 旬 为 宜 ， 产 草 量 到 8 月 中 和 测定 比 原 草 
地 增产 8.9%。 

(7 RED 

TS ERECT 
Hedysarum brach siptee nan Bunge 

PROSE SERA, 20-60 BK, SAH, 单数 羽 状 复 

叶 ， 小 时 11 一 25， He BME, f 4—10 ZK, 宽 2 一 4 BE OK, 先端 钝 ， 

基部 圆 形 ， 上 面 近 无 毛 ， 下 面 有 白色 柔 毛 。 总 状 人 花序 腋 生 ，. 具 花 

10 一 20 茶 ， 紫 红色 ， 长 13 一 14 OK; EMR, CSR, RRA 

RE, BRK, KARR ODS—, RRARRK A 1 一 3 ¥ 
节 ， 有 小 针 刺 和 白色 柔 毛 〈 图 75)。 

地 理 分 布 ， 短 翼 岩 黄 黄 分 布 于 河北 北部 ，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 
伊 克昭 盟 ， 宁 夏 南 部 ， 甘 肃 河 西 地 区 等 ;国外 见于 蒙古 等 地 :主要 
分 布 在 典型 草原 带 ， 可 进入 森林 草原 带 边缘 地 带 ， 极 少 出 现 于 芒 漠 
草原 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短 贾 岩 黄芪 为 中 早生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HERI, RFR. DAFF, RE, BT 
AR ERE, AM WARK FRI, RAM. wa 
PRE HR ATS MO, FRAGA, HORI Ny SRA BE 
好 ， 可 生成 有 主 茎 和 分 枝 的 小 从 。4 月 返青 ，5 月 末 一 -6 AE, 6 

ARAM, 7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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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得 辟 岩 黄芪 Hedysarum brachypterum Bunge 

AAG ARMM HR, MRF. BA. FE. SSRBS I) 

食 , 山 、 绵 羊 尤 其 喜 食 花 和 果实 。 冬 春季 节 难 以 保存 。 可 引种 驯化 ， i 
Wik 

作为 南部 温带 典型 草原 及 森林 草原 地 带 ， 半 人 工 草地 或 人 工 放牧 地 外 
的 草 种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75。. 

R75 BRAM RHE ROR* (%) 

| i 物质 | ee ee | ee ， 粗 蛋 白 | mae | 粗 纤维 | ERE | aco | oe | om 
4 

果 os 2.285 17.365 1.21 16.875 | 51.01 13.54 | 1.37 | 0.145 | 

* TARSRAT. 



76. He AH | 

1 
Hedysarum laeve Maxim. . 

. 

Es ce oe 4 
形态 特征 ”灌木 ,高 100 一 150 厘米 。 根 入 土 深 达 2 HK, BHO 

状 复 叶 ， 小 时 9 一 17， 条 形 或 条 状 长 圆 形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具 4 一 10 。 
Ks CRAG: 花 苯 钟 形 ， 苯 此 长 短 不 一 ， 花 冠 蝶 形 ， 旗 辩 倒 卵 
E, AMM, FI), RARKT RM GTO: FRE. 
RRA 2 一 3 苇 ee 
节 , 有 时 仅 一 节 发 育 ， 
KER. EAE, 
黄 褐色 〈 图 76)。 

地 理 分 布 ” 塔 落 
ARES HER Be 
北 榆 林 和 宁夏 东部 沙 
地 以 及 内 蒙古 的 毛 乌 
素 沙 地 ， 库 布 齐 沙漠 
东部 、 乌 兰 布 和 沙漠 | 
以 及 浑 善 达 克 沙 地 西 
部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UAE 
沙 生 灌木 , 根系 发 过， 闪 Ya : 
RETR, AEF vita 

“PRES. PIA ED 图 76 JAY EEE pedysarum laeve 

固定 沙 地 上 。 有 明显 M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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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根 ， 三 年 生 植株 的 主根 深 约 1 米 余 , 根 幅 达 9 米 左右 。 人 工 栽培 
的 根系 多 由 2 一 3 条 次 生 直 根 组 成 ,侧根 多 而 发 达 ,分布 于 稳定 湿 沙 
中 。 因 水 分 供应 状况 不 同 ， 侧 根 分 为 一 、 二 级 阶梯 式 的 出 现 。 一 级 
侧根 上 又 长 出 次 级 侧根 ， 形 成 稠密 的 根系 网 。 上 层 侧根 的 萌 药 芽 可 
以 形成 新 的 植株 。 据 观测 ， 一 株 塔 落 岩 黄芪 借助 根 葵 繁殖 ， 最 多 可 
形成 80 佘 株 新 植株 。 野 外 调查 表明 , 塔 落 岩 黄 区 主要 借助 无 性 繁殖 
保持 其 种 群 ， 虽然 也 进行 有 性 繁殖 , 但 因 其 种 子 常 受 跳 鼠 严重 危害 ， 
不 能 成 苗 ， 再 者 沙 地 风蚀 也 会 导致 天 然 种 苗 稀少 。 

BRaAREEARAFH. 5 月 上 名 平均 气温 达 15% 以 上 时 ， 

冬眠 芽 开 始 萌发 ，6 一 7 月 份 生长 迅速 ，7 月 份 形成 花序 并 开花 ，8 
月 份 进入 盛 花期 ， 花 期 可 持续 两 个 月 以 上 ，9 AL. PRR 子 开始 
成 熟 。 野 生 者 种 子 成 熟 程度 很 不 一 致 , 是 具 较 厚 果皮 , 发 芽 率 较 低 。 
据 测定 ， 在 库 布 齐 沙漠 10 月 下 名 比 9 月 下 名所 采种 子 质量 好 〈 表 
76 一 1)， 千 粒 重 和 发 芽 率 均 较 高 。 

表 76 一 1 不 同 采 收 期 塔 落 涯 黄 苞 的 种 子 特性 

采 种 日 期 | 然 种 度 | The | eee 备 
(38) (%) 注 

1963 年 9 月 下 名 多 小 绿 | 13.97 19,9 | 1.100 粒 为 一 样本 ， 千 料 重 为 5 个 样本 
“| ， 的 平均 值 

mars | Rw 19.47 

注 ， 种 子 实 为 莱 果 的 一 节 。 

塔 落 岩 黄 优 结实 丰富 ， 据 在 库 布 齐 沙漠 沙丘 迎风 坡 上 随机 调查 

的 三 株 ， 高 工 米 ， 和 冠 幅 1.5 x 1.5 米 ， 结 种 量 为 4 千 余 粒 。 种 子 发 芽 

也 较 快 , 据 5 APES RAE RARE, RARAYD BH SHR, 

开始 发 芽 所 需 的 天 数 分 别 为 14 天 、24 天 和 30 天 。 其 生长 速度 一 般 

次 于 细 枝 岩 黄 忒 ， 但 超过 黑河 蒿 和 白沙 蒿 。 据 调查 ， 生 长 一 个 月 的 

幼苗 高 可 达 18 厘米 ， 一 个 半月 高 达 30 厘米 ， 三 年 生 植 株 高 达 1.4 

米 ， 地 径 2 一 4 厘米 ， 冠 幅 1. 69 一 3. 23 平方 米 。 枝 时 繁茂 ， 据 原 陕 

13,9. | 2. 发 菠 试验 为 1964 年 8 月 24 日 至 9 月 9 
| 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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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榆林 治 沙 试验 站 资料 ， 三 年 生 植株 一 般 分 枝 达 4 一 6 级 , 有 的 达 ? 

级 ， 而 一 年 生根 更 苗 有 的 高 达 20 条 分 枝 。 随 着 枝条 大 量 昔 发 ， 叶 
片 、 花 、 果 也 均 繁 茂 丰 感 。 据 随机 调查 的 一 个 株 从 ， 从 根 颈 处 长 出 
4 枝条， 共有 复 时 AGS. HRA, CCH DHEA 
提高 。 

塔 落 岩 黄芪 适 生 于 沙 质 土壤 。 Hen BETH WHIM. He 
ESM GOR. FARA RAR) 均 能 正常 开花 、 结 实 。 据 
在 库 布 齐 沙漠 的 调查 , 在 流动 沙丘 上 分 布 频率 高 于 白沙 项 和 沙 木 葛 。 
随 着 沙丘 的 逐渐 固定 并 不 被 演 替 较 晚 期 的 植物 所 取代 ， 仍 能 继续 生 
存 下 来 ， 因 此 ， 在 植物 治 沙 中 显 其 重要 性 ， 具 一 定 的 抗 风蚀 能 力 。 
据 观测 ， 一 年 生 实生 苗 ， 栽 植 后， 在 风蚀 深度 为 7 一 8 厘米 时 其 保存 
率 可 达 72%， 有 的 在 风蚀 15 厘米 时 仍 能 成 活 ， 二 年 生 植株 风蚀 22 
厘米 时 仍 可 成 活 。 但 风蚀 给 幼 株 严 重伤 害 ， 使 其 生长 减弱 。 抗 沙 埋 
能 力 很 强 ， 据 调查 ， 沙 埋 幼苗 ， 只 要 能 露出 顶 荡 和 一 片 真 叶 ， 即 不 
致死 亡 ; 二 年 生 植 株 在 沙 埋 1.5 米 情 况 下 , 仍 能 顶 出 土 表 继 续 生长 。 
抗 热 性 略 强 于 细 枝 岩 黄 芪 ， 据 用 幼苗 作 试 验 , 在 50 一 55sC 高 温 下 ， 
其 死亡 率 均 较 细 枝 岩 黄 忒 低 。 适 应 于 旱 ， 因 在 它 的 时 、 叶 柄 和 枝条 
皆 覆 有 厚 密 的 短 绒毛 ， 有 助 于 减少 水 分 的 消耗 ， 在 缺 水 时 期 ， 部 分 
叶片 脱落 ， 以 调节 水 分 的 收 支 平衡 。 它 的 枝条 时 绿色 ， 可 于 脱 时 后 
仍 进 行 光合 作用 ， 补 充 自身 的 营养 。 
饲 用 价值 ” 塔 落 岩 黄 芪 枝叶 繁茂 ， 营 养 价值 高 ， 适 口 性 好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饲 用 植物 。 羊 喜 食 其 叶 、 花 及 果实 ;骆驼 终年 均 喜 食 ; 
开花 季节 马 喜 食 。 牧 民 常 采集 它 的 花 补 饲 羔 羊 ， 花 期 浊 制 的 干草 ， 
各 类 家 畜 均 喜 食 。 

粗 蛋 白质 含量 高 ， 而 粗 纤维 较 少 〈 表 76 一 2 ), 蛋白 质 中 必需 氨 
基 酸 含量 相当 高 〈 表 76 一 3 )， 大 致 和 紫花 阁 蒂 干草 相当 ;, 这 是 营养 重 

价值 高 的 主要 标志 。 

塔 落 岩 黄芪 亩 产 于 草 一 般 可 达 150 一 250 AA, PF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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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一 2 塔 落 崖 黄 医 干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点 风 + oh oe fete 
生 FF 期 : | 水 分 | 粗 蛋 和 | 粗 脂 肪 | 粗 纤 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粗 灰分 

开 花 7.73 | 21.81 | 3.70 14.36 45.99 6.41 

结 果 13.44 20.35 3.78 25.45 29.79 7.19 

* SFR. KREVRHKR PA RR—==, 19814, 

76-3 £BREBRKRHVRASRESR(%) 

iY QAR | PAR | 蛋氨酸 | ZAR AAAM PAR AARBAR 

位 
| 

kk mH | 0.99 | 0.72 | 0.12 | 1.19 | 0.90 | 0.84 | 0-84 | 6.80 

果 3: | 0.86 | 0.74 | 6.21 | 1.11 | 0.73 | 0.84 } 8-67 i.79 

PRS IARAA. WAS, DRAVHRRAD. 
MEER EM LP, TAR. EPR D 

bk, STH: CRFRE, WOR. MHUREHE, 在 南 永 
RSHEFRYK, WNEWERM. RMS I—2eAw, BR 
1x2—2x 2k, AV RMARRAN, BOW RP LR. # 
Maw KR, NRA Re AT BIE bh, DARI, a 
BH CGHH#4—-5 厘米 ， 长 12 厘米 , 上 下 开口 的 报纸 简 育 苗 )， 育 苗 
期 为 3 一 4 局 。 栽 植 时 每 50x50 厘米 的 面积 内 用 8 简 欢 植 ， 空 隙 处 

播种 涉 营 以 防 凤 。 这 种 方法 不 但 大 大 缩短 了 谋 苗 周期 ， 而 且 也 可 以 
DAVES, Mw RE, 

HM, HEGRAECE. EMRNKARHAADRAP, DI 
Bi RU. AE A—8 月 均 不 播种 , AER SE RR, 
种 深度 3 一 5 BOK, ABP UW RAR, NH 2-3 kK, BIH 8 一 4 
AS. SDP TTR, MIRA PR RIB, AEH 1 <1 2K, 
BPE 3 x 3K, PARR 3 一 5 行 。 据 试验 ， 每 块 当年 生长 季 未 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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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111 一 365 Pk, 即 可 依靠 本 身 的 群体 作用 消除 迎风 坡 的 风蚀 ， 而 不 
需 设防 护 沙 障 。 

| CHILE aA HR) 

77. FS aa BK 

Hedysarum scoparium Fisch. et Mey. 

别名 He. EWR. TERR. 

形态 特征 灌木， 高 90 一 300 厘米 ， 最 高 可 达 5 米 ， 丛 幅 达 

3 一 5 米 。 树 皮 深 黄色 或 淡 黄色 ， 币 呈 纤 维 状 剥落 ， 梳 灰 黄 色 或 灰 绿 

色 。 单 数 羽 状 复 时， 植株 下 部 有 小 叶 7 一 11， 上 部 具 少 数 小 时, 最 上 

部 的 叶 轴 常 无 小 叶 ， 小 叶 披 针 形 、 条 状 披 针 形 、 稀 条 状 长 圆 形 ， 长 
15—43 毫米 ， 宽 1 一 3 毫米 ， 全 缘 ， 灰 绿色 ， 叶 轴 有 和 毛 。 花 序 总 状 ， 

总 花梗 比 叶 长 ， 花 梗 长 2 一 3 SOK, TERA, K 13 一 20 BR, Me 
REAR, Witt, CN, REKAL, RARSRRS KR 

Rs FRRE. RRA 2 一 4 个 莱 节 ， 宽 椭圆 形 或 近 宽 We, B 

胀 ” 具 明显 网 纹 ， 密 生 和 白色 订 毛 〈 图 77 一 1 )。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内 蒙古 、 宁 夏 、 甘 肃 等 省 《区 ) 的 丁 

部 和 新 疆 北部 ， 国 外 ， 苏 联 中 亚 和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RHRRET 夏 中 卫 地 区 ， 3 月 下 

旬 一 4 月 上 名 开始 萌发 ， 经 5 一 6 天 叶 开 始 开放 ，. 9 月 中 旬 一 10 月 

下 旬 凋 落 ， 生 育 期 长 达 180 天 左右 ， 生 育 习 性 为 ,5 AbD, 

在 当年 生 第 一 次 枝叶 腋 处 抽出 第 二 次 枝条 ， 如 此 逐 级 抽出 第 三 次 及 

第 四 次 枝条 。 花 序 形成 于 当年 生 的 枝条 ， 当 年 生 第 一 次 校 条 于 5 月 

下 旬 开 始 开花 ， 但 花 很 少 。 关 后 随 着 第 二 、 三 、 四 次 枝条 的 出 现 ; 
在 大 多 数 叶 腋 处 形成 花芽 ， 并 抽出 花序 ，7 一 8 月 达 盛 花期 。 花 期 其 
长 ;持续 到 9 月 中 、 下 名， 故 种 子 成 熟 期 也 很 不 整齐 ， 大 量 的 结实 
是 在 7 一 8 月 盛 花 期 ， 于 10 月 上 中 旬 成 熟 。 种 子 随 熟 随 落 ， 采 种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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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BE. ATR 

2-3, DEE 
结实 ， 5 龄 后 大 量 结实 。 

AK DL She Br Be 最 快 ， 

年 生长 高 达 70 厘米 ,最 高 

达 工 米 以 上 ， 种 植 三 年 高 

达 2 米 左 右 ，5 一 6 年 植 从 

冠 幅 达 3 一 4 Kk, 其 后 生长 

缓慢 。 在 水 分 条 件 好 的 环 
OBE, He 命 长 达 70 年 以 

上 ， 在 条 件 差 的 沙 地 上 ， 

一 般 生 活 14 一 20 年 后 ， 
即行 衰弱 死亡 。 

细 枝 岩 黄 芪 为 浅 根性 

植物 ， 主 根 不 长 ， 侧 根 极 

发 达 , 向 四 周 偶 展 成 网 状 。 

主要 根系 分布 在 10 一 60 
厘米 的 沙 层 内 《图 77 一 

2 )， 当 植株 受 沙 埋 后 ， 

图 77 一 1 eB Hedysarum sco- 

partum Fisch.et Mey 

则 在 60 一 150 厘米 处 另 成 一 层 。 主 根 扎 到 水 分 充足 的 沙 层 时 ; 即 加 速 
向 水 平方 向 生长 ， 如 水 分 消耗 过 多 ， 主 根 即 继续 下 所 。5-_6 龄 的 村 
株 ， 根 幅 达 10 米 左右 ， 形 成 强大 的 根系 网 。 从 苗 期 开始 字 系 上 就 有 
明显 的 根瘤 ， 数 量 随 根系 生 长 而 增加 ， 利 于 在 贫 将 的 沙 士 上 生长。 
昔 药 更 新 力 甚 强 ， 幼 苗 期 地 上 部 分 有 时 受 野 免 或 性 畜 危 害 ， 或 因 冬 
季 干 冷 而 枯死 ， 但 翌 春 仍 能 萌发 。 约 3 龄 后 ;地 上 部 分 不 再 枯死， 
但 基部 仍 可 长 出 亲 苗 ， 利 用 此 特性 ， 平 着 可 促使 复壮 。 6 AUR, 
平 闫 后 当年 萌 枝 高 2.? 米 ， 丛 径 2.6 米 ， 一 年 的 生长 量 约 相当 于 不 

平 关 的 4 年 生 植株 。 

er249。 



BF (Se) 饱 
i, FRB 25—40 

克 ) HERERAR tis | 
芽 势 均 较 好 ， 保 存 时 = PMTs 

间 较 长 。1975 年 在 宁 下 当 
夏 中 卫 地 区 采种 ， :十 十 十 十 bac 
197746 9 TE ALS 5p | . 
吉 乌 审 召 地 区 做 发 区 | 

90%, RABE 60% SSC Scr 
DE. HF Ge | ea TS 

Sik, ARR, SES SS jae 

soe ee Ne 
nxereees, | SI 
脱落 后 可 随 风 滚 动 。 

沙 埋 后 如 遇 雨 很 快 吸 

始 扎根 。 根 部 垂直 生 ” 线 固 沙 造林 的 研究 , 中 国 科学 院 林业 土壤 研究 所 , HLA, 
长 快 ， 发 芽 约 10 天 第 三 号 , 科学 出 版 社 ，1960 年 。 ee 

后 根 长 可 达 10 RK, BHM, HK. 44 kB 

分 生长 较 慢 ， 但 根部 生长 迅速 ， 在 内 蒙古 乌 审 召 地 区 作 流 水上 直播 

试验 ， 播 种 后 116 天 地 上 部 分 仅 高 21 厘米 ， 且 幼 根 深 达 105 IK 
(图 77 一 3 )， 为 株 高 的 5 HF. 

从 细 核 崖 黄芪 的 自然 分 布 区 看 ， 它 属 温带 干旱 区 植物 种 。 耸 布 

区 的 年 降水 量 通常 在 150 一 250 毫米 ， 于 爆 度 * 为 2.0 一 4.0 ; 西 段 的 

年 降水 量 可 低 于 100 毫米 ， 且 干燥 度 在 4.0 以 上 。 其 抗旱 性 同 它 的 

。 我 国 自 然 区 划 中 的 干旱 指 标 为 0.6 倍 过 10% 期 间 积 温 与 同期 降水 量 的 比 箱 。 

* 250 



生理 解剖 特点 有 关 ， 因 具有 叶片 面积 较 小 《 面 

积 与 你 积 之 比 ) .叶肉 组 织 丰 厚 . 栅 栏 组 织 发 达 、 

海 编组 织 退 化 、 叶 肉 细胞 及 细胞 间 除 较 小 又 

含 树胶 物质 历 状 细胞 和 下 皮层 、 叶 的 两 面 角质 
BRE ALM SE, 决定 了 它 的 抗旱 性 。 
在 宁夏 中 卫 地 区 观测 ， 和 在 大 旱 的 1957 年 ，4 一 
8 月 间 降 水 仅 67.6 毫米 时 ， 仍 能 维持 正 党 生 
命 活动 ， 当 年 平均 生长 高 达 45.5 厘米 。 据 该 
地 区 的 盆栽 试验 , 停止 灌水 后 ， 沙 层 水 分 降 至 
0.81% 时 ， 还 能 继续 生活 20 RTA, HEY 
BADE 0.5 % (ORFUEHABEE 
时 娩 死 亡 。 抗 热 性 能 良好 ， 成 年 植株 可 耐 
40 一 50% 高 温 ， 当 水 面 高 温 达 70%C 以 上 时 , 仍 

能 正常 生长 。 但 蕊 株 或 新 生 幼 芽 耐 热 性 较 差 ， 
温度 太 高 ， 每 受 灼伤 而 致 枯死 。 

纺 枝 畴 纳 医 同 其 他 沙 生 植 物 一样 , 喜 沙 埋 ， 

RLU Eee. 据 试 验 ， 人 工 水 埋 20 IHR 

时 ， 当 年 平均 生长 高 达 37 BOK, MUR 

为 32 厘 米 。 沙 埋 一 般 到 株 高 的 一 半 时 生长 委 

图 77 一 3 RCA RTE 
幼苗 根系 图 

好 超过 志高 度 生 长 转 弱 。 当 新 枝 梢 顶 被 沙 埋 达 20 厘米 堪 ARM, 
仍 能 穿 透 沙 层 , 迅速 生长 。 被 沙 埋 后 ， 生 长 不 定 根 能 力 强 ， 增 加 了 

”对 水 分 和 养分 的 吸取 ， 因 此， 沙 埋 后 生长 更 旺盛 。 成 年 植株 耐 一 定 
ASM, BRS ERS, HM, ATHY 20 厘米 
时 当年 生长 量 仅 8 厘米 ， 仅 及 对 照 的 25 %。 风 蚀 9 厘米 深 时 ， 生 
KM, it 30 至 米 ， 常 致 倒伏 和 死亡 。 幼 株 最 不 耐 风蚀 ， 不 到 
LWP, WUE 10 厘米 时 ， 即 行 干 村 死亡 。 

细 枝 岩 黄 蕊 虽 为 沙 牛 植物 ， 但 对 土壤 条 件 的 适应 仍 有 一 定 的 幅 
度 。 在 土壤 盐分 为 0.04 一 0.09% Fl 0. 14—0. 41% 范围 均 能 适应 ， 

9 5， 



DH 值 可 高 达 7. 8 一 8.2; 在 粉 沙 粘土 上 ， 当 士 壤 容重 达 1. 41—1, 46 

克 / 立 方 厘 米 时 , 容重 愈 高 ,生长 愈 差 ， 而 在 沙土 上 ， 容 重 在 二 .35 一 
1.52 克 /立方 厘米 时 ， 生 长 并 不 受 影 响 。 

细 枝 岩 黄 蕊 虽然 耐 旱 ， 但 并 非 喜 旱 ， 在 雨季 到 来 时 ， 东 地 水 分 
得 到 好 转 ， 植 物体 内 水 分 状况 得 到 改善 ， 生 长 比 旱季 更 旺盛 。 但 圭 
壤 水 分 过 高 也 影响 生长 。 在 洼地 当 沙 壤土 表层 含水 量 达 16.1% -时 ， 

植株 已 有 死亡 ， 特 别 是 在 苗 期 ;如 果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或 排水 不 良 ， 
不 但 影响 正常 生长 ， 而 且 常 会 发 生 烂 根 ， 造 成 死亡 。 
饲 用 价值 BHA. GOH, AREA, 

骆驼 终年 喜 食 ， 山 羊 、 绵 羊 喜 食 嫩 枝叶 及 花 、 果 。 适 口 性 在 生育 后 
期 由 于 枝条 木质 化 程度 高 而 有 所 降低 。 适 时 和 良好 调制 的 风 于 枝叶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因 其 生境 多 为 沙 质 土壤 ， 枝 干 易 拆 ， 故 在 以 它 为 
主 的 都 闭 群落 ， 不 宜 放牧 而 以 浊 制 干草 利用 为 宜 。 | 

在 荒漠 区 为 沙漠 草场 植被 的 优势 种 ， 多 稀 朴 生长 于 流沙 的 背风 
坡 或 丘 顶 ; KA EW ws Sw HR (Cailigonum mongolicum) 、 

Hwvs CArtemisia sphaerocephala), RE (Atraphaxis bra- — 

cteata), Aw (Artemisia ordosica) Rvb>He (Psammochloa 

villosa) 等 混 生 ， 组 成 放牧 用 草场 。 近 20 年 来 ， 引 入 陕 北 榆林 沙 
区 ， 内 蒙 古 毛 乌 素 沙 区 等 地 的 乌 审 召 、 鄂 托 克 等 旗 ， 西 辽河 沙 地 的 
赤峰 等 地 ， 用 作 固 沙 ， 兼 作 饲 用 。 在 内 蒙古 乌 审 召 地 区 流动 沙丘 上 
直播 ， 生 长 第 三 年 ， 平 均 亩 产 鲜 草 360 公斤 ， 折 合 干草 127 公斤 ; 

在 榆林 沙 区 生长 三 年 可 达 郁 闭 。 | 
细 枝 岩 黄芪 蛋白 质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含量 较 高 ， 粗 纤维 的 含量 较 

低 ， 在 灰分 中 钙 的 含量 较 高 ， 这 对 饲养 幼 畜 具 有 重要 意义 。 蛋 白质 国 
品质 为 中 上 等 ，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高 于 一 般 禾 谷类 人 饲料， 与 小 麦 款 接 国 
近 ， 而 不 及 首 藩 于 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77 一 1 、 
71-2, | 

HARES, EK, BRR. HFSW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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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771 RM RR 〈%) 

8 风 + 物 质 

nme mL HAT HE 

9.15 一 |10.26/16.46| 2.71 | 23.03] 41.16) 6.38 |1.94/0.55) 12.00 

9.6 花期 4.25 |14。25 | 6.27 |20.67|47。33| 7.23 |1.74/0.19 — it z.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表 77 一 2， 细 枝 岩 黄 苞 嫩 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表 〈%) 

SR nal bois 

AFB 

Milo | = 

mm) RB] wR 

0.580.54)/0.10 

ws 

20.3%, KAD (17.4%) .的 含量 还 高 ， 油 质 芳 香 ， 可 供 食用 油 

饼 可 制 着 油 和 豆 痪 。 树 皮 可 代 麻 制 绳 等 。 | 
- PREAH EFRRWOMMOEL, HFM, 在 半 于 旱 草 原 
区， 可 以 托 插 和 直播 。 在 同一 沙丘 的 不 同 部 位 ， 由 于 沙 坦 和 风蚀 程 
度 不 同 ， 它 的 生长 也 有 显著 差异 。 在 沙丘 侧 贾 生长 最 好 , 丘 顶 次 之 ， 
DARE FRRE, VATED EMR, 而 在 风蚀 严重 的 迎风 
坡 则 需要 有 沙 障 防 护 ， 始 能 立足 。 植 苗 一 般 以 春季 为 主 ， 在 风蚀 沙 
埋 较 轻 的 地 区 可 在 秋季 栽植 ， 在 雨水 较 多 的 半 王 旱 沙 区 也 可 在 雨季 
栽植 。 多 用 1 一 2 年 生 苗 。 栽 植 时 保留 幼 根 的 长 度 对 于 成 活 和 型 年 
的 生长 有 很 大 关系 。 苗 根 长 40 厘米 较 好 ， 最 短 不 得 小 于 30 BK, 
植 苗 深度 也 应 在 40 厘米 左右 ， 栽 时 要 防止 窝 根 。 株 行距 一 般 为 1x 
2 米 或 2x2 米 。 在 年 降水 量 300 毫米 左右 的 沙 区 , 可 结合 平 闫 进行 
Ti. We 0.7—1.5 厘米 粗 的 枝 段 ， 蕉 成 40 一 60 厘米 的 插穗 ， 浸 水 

9 2OD3。 

0.36/0.79 0.65 0.31/0.50 

0. 38/0. 83/0.51/0. 68/0. 32/0. 52 



1 一 2 天 ， 人 然后 挖 坑 捅 条 。 

EECA AT RB BK, TLR, RRA RE, 
每 亩 用 种 子 0.5 一 1 公斤 。 在 毛乌素 沙 区 , 播种 时 期 以 在 雨季 到 来 前 ， 
5 月 下 旬 一 6 AFAR, ARAB EA EH BR CDipus sa- 
gifttac 和 411cctcga sibirica) 等 鼠 关 所 嗜 食 ， 故 注 意 防 鼠 害 。 可 用 

0.30% 浓 度 的 所 乙酰 氨 浸 制 毒 伺 ”于 播种 前 5 天 进行 灭 鼠 很 有 
效 ， 用 磷 化 锌 毒化 细 枝 岩 黄 蕊 种 子 ， 对 念 鼠 雷 效 果 也 很 好 。 

近年 来 进行 飞机 播种 效果 较 好 。 据 榆林 地 区 资料 ， 飞 播 三 年 以 
后 ， 稳 定 保 存 面积 率 可 达 6.5 一 7.5%， 播 后 第 九 年 的 覆 鞭 度 还 可 达 
到 7.5% 。 在 地 广大 稀 的 沙 区 ，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粳 被 植物 : 

( 黄 兆 华 ” 姚 育英 ”昭和 斯 图 ) ， 

78. 鸡 腿 2 

Kummerowia striata (Thunb.) Schindl. 

BIZ TAR. |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矮 小 草本 。 蕉 平 卧 或 BIH, K5—30 (40) 

厘米 ， 芭 和 分 枝 有 白色 向 下 的 万， 掌 状 三 出 复 叶 ， 托 时 长 形 ,- 宿 
存 ， 小 叶 倒 孵 形 、 倒 卵 状 长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长 5 一 15 BK, H3—8 

毫米 ， 先 端 钝 ， 基 部 模 形 。 花 1 一 3 淋 腋生， 上 基 小 划 4, BSH 
状 ， 花 冠 蝶 形 ， 淡 红 紫 色 。 莹 果 卵 状 长 圆 形 ， 较 划 稍 长 ， 外 面 有 了 网 

纹 及 短 柔 毛 〈 图 78)。 

地 理 分 布 ”鸡眼 草 是 广 布 种 。 在 我 国 ， 主 要 分 布 于 东北 ,华东 、 
华中 和 华北 、 西 北 、 西 南 、 中 南 及 台湾 各 省 区 ， 在 国外 ， 主 要 芬 布 
日 本 、 朝 鲜 、 苏 联 远东 地 区 ， 越 南 及 北美 洲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鸡眼 草 为 浅 根性 植物 ， 根 系 分 布 在 距 总 

32 10 悍 米 深 的 土屋 中 。 地 上 部 枝叶 伏地 或 叙 生 , 有 迅速 占 满 室 地 的 
能 力 ， 在 所 荒 屯 、 路 旁 等 处 形成 连 片 草 从 、 在 家 帝 踊 路 的 茂 牧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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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能 生长 良好 。 鸡 眼 章 
结 种 量 丰 富 , 落 粒 性 强 ， 

具 良 好 的 天 然 更 新 能 

We °% 

鸡眼 草 春季 A 发 

晚 ， 生 长 慢 ， 夏 季 随 着 

温度 升 高 ,生长 速 增 , 超 

过 其 它 豆 科 植 物 。 7 一 

8 月 为 花期 ，8 一 9 月 

为 果 期 ， 不 而 霜冻。 全 
生育 期 135 一 150. 天 。 

生态 适应 性 较 广 , 喜 水 、 

喜 肥 ， 多 生 于 年 降水 量 

400 一 1000 毫米 的 地 

方 ， 特 别 能 忍耐 酸性 较 

高 的 土壤 ， 即 在 pH fe 

5.5 一 6.0 时 亦 能 生长 。 

WEAR BS Fe ES ih A 

MH, MRR BR. ER 

培 条 件 下 , 日 平均 温度 ， 

图 78 ”鸡眼 草 Kummerowia siriata 

(Thunb.) Schindl, 

最 低 - 3 一 -7.8*C， 最 高 22 一 26%C 时 ， 也 能 很 好 生长 ， 耐 牧 和 耐 浊 

性 较 强 。 放 牧 利用 或 早期 刘 割 并 不 降低 其 天 然 下 种 的 能 力 ， 可 连续 

生存 多 年 。 

饲 用 价值 ”鸡眼 草 适口 性 良好 ， 青 鲜 草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且 不 

会 发 生 遥 胀 病 。 在 盛 花期 浊 割 调制 的 干草 ， 也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也 在 栽培 条 件 下 ， 鸡 眼 草 的 青草 产量 每 亩 130 公斤 左右 ， 干 草 产 
量 为 每 亩 70 公斤 .虽然 由 于 植株 禾 小 , 产 草 量 较 其 它 豆 科 草 为 低 , 但 

种 子 产 量 较 高 ， 甚 至 在 早期 浊 割 和 放牧 利用 的 情况 下 ， 亩 产 种 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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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3 一 23 公斤 ， 种 子 成 熟 可 落地 自生 。 含 有 丰富 的 蛋白 质 和 脂肪 
无 论 是 青 鲜 草 或 调制 干草 均 能 保持 较 高 的 营养 成 耸 。 其 化 学 成 分 : 
氨基 酸 含量 及 微量 元 素 成 分 如 表 78 一 1、 78 一 站 78—32" 

表 78 一 1 鸡眼 草 各 时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可 DR - ， 质 

ama | mmm | are | SAS 上 | 粗 灰分 | | Rm 

初 HE 4.1 0.5 8.00 9.2 3.2 0.28 0.07 

开 # 期 3.4 0.6 | 12.0 9.0 |. 2.4 | 0.33 0.06 

种 mM 期 | 5.1 0.9 16.10 12.2 2.9 0.39 0.06 

* 安徽 省 生物 研学 究 所 分 析 。 

表 78 一 2 鸡眼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FF im HE 源 

(产地 ) 

HA 

酸 

蛋 所 

酸 

FFE | 亮 氨 

AR) B 

aA 

氨 酸 | MR 

吉 林 市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学 院 分 析 。 

0.409) 1.313) 0.943| 0.267 0.749 — | 0.418 

| x 

0.781] | 0.791 
| | 

表 78 一 5 ”鸡眼 草 微量 元 素 含 量 ”〈 萤 死 /公斤 ) 

质 c] a | ew 
9 “ 9 站 

| 

4 
a? | ry s,s 0.21 | 0.02 | 2.44 | 0.033) 29.87 reset 72480}44.40 

栽培 要 点 “鸡眼 草 由 于 结 种 量 丰 富 ， 天 然 下 种 能 力 强 可 以 一 
次 播种 ， 多 年 利用 。 CRM LM Rh, RAR AE 
宜 的 地 方 可 播种 ， 满 足 家 畜 对 豆 科 草 蛋白 质 营 养 的 需要 , AFC 
耐 荫 性 和 耐 牧 性 较 强 ， 也 可 以 种 植 在 芍 林 下 ， 做 为 林 下 牧 地 。 在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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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 的 河 漫 滩 上 ， 鸡 眼 草 长 的 枝 长 叶 茂 ， 根 系 发 过， 根 总 较 多 ,能 
形成 连 片 草 群 ， 可 做 为 制 草 地 。 在 盛 花期 浊 割 的 于 草 品质 较 好 ;了 晚 
割 草 质 粗 硬 老化 ， 营 养 价值 下 降 。 

C17 RB) 

79. AKU RS 

Lathyrus quinquenervius (Miq.) Litv. et Kom. 

别名 五 脉 叶 山 黎 豆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根 状 茎 细 而 稍 弯 , 横 走 地 下 。 茎 单一， 

高 20 一 40 厘米 ， 直 立 或 稍 斜 升 , 有 棱 ， 具 翅 。 双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Rr 2 一 56， 时 轴 顶 端 成 为 单一 不 分 枝 的 卷 须 ， 托 叶 为 狭 纲 的 半边 箭 
头 状 ， 小 吁 技 针 形 至 条 形 。， 长 3.5 一 8.5 厘米 ， 宽 2--8 BK, 先端， 
锐 尖 或 渐 兴 ， 基 部 模 形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有 柔 毛 ， 具 5 条 明显 的 纵 
脉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3 一 7 ETE; SOR, TERE, 红 紫 色 或 
蓝 紫 色 。 莞 果 长 圆 状 条 形 7 长 3 一 5 BK, FE C79). 

地 理 分 布 ” 五 脉 山 敌 豆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在 北部 各 省 区 ”在 国 
外 ， 主 要 分 布 在 朝鲜 、 日 本 、 苏 联 的 外 贝加尔 和 远东 等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五 脉 山 黎 豆 地 下 有 细 长 模 走 的 侧根 ， 地 

上 有 分 枝 繁 茂 的 蕉 叶 ， 侵 占 狂 强 ， 能 够 迅速 占据 地 下 和 地 面 的 窑 
间 。 开 花 多 ， 花 期 长 ， 结 子 多 ， 有 较 强 的 天 然 更 新 能 力 。 在 东北 地 
区 ， 5 月初 萌 发 ,6 一 8 月 为 花期 ， 9 月 未 枯黄 ， 全 生育 期 在 150 天 
以 上 。 

五 脉 山 黎 豆 是 我 国 东北 羊 草草 多 草原 的 中 生 豆 科 牧草 的 代表 。 
喜 生 在 黑 钙 土 及 碱 化 草 旬 土 的 草 旬 草原 灌 从 中 及 下 林 下 ， 在 休闲 不 
入 的 所 荒地 上 常 成 片 生长 。 在 沙丘 群 和 陡峭 的 石 质 坡地 上 亦 能 生 
KAM, AiR BR, HERE RAGA RM BAD. 
ARH 五 脉 山 敌 豆 适 口 性 良好 。 鲜 草 时 最 喜 食 ) 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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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在 野 
Ey}, WEEE 

食 其 时 。 在 羊 草 + 杂 

类 草草 原 中 ， 五 脉 山 

敌 豆 的 鲜 草 产量 、7 

月 初 ) Sees 

的 10—15%, 虽然 产 

量 较 低 ， 但 营养 价值 

高 ， 开 花 初 期 的 干草 

率 为 40 一 50%， 高 于 

豆 科 章平 均 干 草率 

(30 一 40%)。 是 刘 、- 

BARA, LAX AAG 

AEH HB BE, 

Fk RBS HE 

前 营养 期 及 花 后 营养 HAD 

期 均 短 。 开 花期 长 达 ig x. 3 

两 个 月 此 时 浏 割 则 图 79 五 脉 山 司 吏 Lathyrus quinguenervius 

FIRE HMA, FY (Miq.) Litv.et Kom. 

调制 优良 干草 。 其 营 
养 成 分 如 表 79 一 1， 代 谢 能 消化 率 如 表 79 一 2。 

表 79 一 1 五 脉 山 笋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o t+ FF ww Rt eR 8) 2 ww) Kap ee ies]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ARP | 粗大 分 

19824F 6 月 | 花 

采 

4.84 23.02 2.68 24.59 9.39 35.48 

* 东北 师范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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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HEA | MIR) AMD!) BR 化 能 | 代谢 能 

质 (%) 率 (%) 人 兆 焦 /公斤 ) ( 兆 焦 /公斤 ) 

项 目 
饲料 名 称 

21.96 | 2.37 74.49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据 文献 记载 ， 该 属 种 子 有 毒 ， 在 利用 过 程 中 ， 防 止 家 畜 误 食 种 ， 
子 ， 最 好 在 花期 浊 制 ， 调 制 干草 。 
栽培 要 点 ， 五 脉 古 复辟 可 以 与 中 车 禾 草 进 行 混 播 ， 建 立 人 工 害 

草场 ， 可 提高 干草 质量 ， 改 善 章 场 组 成 ， 在 我 国 南方 的 草山 、 章 撤 
上 坊 种 ， 可 起 到 水 土 保持 的 作用 ， 又 能 改良 土壤 和 获得 牧草。 

(1 RE ) 

80. RIF URS 

Lathyrus sativs L. 

Ne 马 牙 豆 、 扁 平山 黎 豆 。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70 一 90 厘米 ,根系 发 过; 入土 深 大 

70 厘 米 。 茎 具 罕 翅 ， 直 立 或 斜 升 ， 自 下 部 分 枝 。 双 效 羽 状 复 时 ， 具 
未 叶 工 对 ;时 轴 顶 端 具 卷 须 ， 托 叶 半 边 箭头 形 ， 小 时 条 形 或 技 针 状 
条 形 ， 长 6 一 8 厘米 ， 宽 0.6 一 0.8 厘米， 先端 长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 
下 面 叶脉 凸 起 ， 近 平 行 。 花 1 一 2 杀生 于 叶腋 , 花 具 醒 ， 白 色 或 蓝 色 
等 ; USE, MHS RHE, CRE. RK, BR, 
ASF 2 一 5 Hs 种 子 为 不 规则 的 三 角形 、 四 棱 形 或 模 状 四 面体 ， 
自 色 、 灰 色 或 褐色 《图 80)。 

He tk on = 14。 

地 理 分 布 ”栽培 山 黎 豆 主要 分 布 在 西北 ， 特 别 是 甘肃 中 部 千里 
地 区 和 陕 北 等 地 区 。 和 栽培 山 禾 豆 原 产 于 北半球 温带 地 区 ， 主 要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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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欧洲 南部 和 亚洲 
西南 部 。 在 西欧 的 
许多 国家 ， 以 及 阿 
尔 及 利 亚 、 埃 及 也 
有 栽培 。 从 古代 起 ， 
它 已 是 亚 非 及 南欧 
农业 区 的 重要 饲料 
作物 。 
生物 学 与 生态 

SRM Ree 

豆 是 一 种 抗旱 性 强 

RY Beat, AE Fr 

Fi et SIR. 

如 有 果 土 壤 水 分 过 

多 ， 虽 然 能 增加 青 

HE, AAAI 

于 种 子 生产 。 因 此 ， 

在 于 旱地 区 适时 适 

量 灌水 是 很 重要 
图 80 RM Lathyrus sativs Le 

NM. EMS, DRAWN EH. MLRERTE 

i, FEW. OL. MLSLRLPBER, MPRATERBAL 

ERT. 

栽培 山 黎 豆 在 2—3°C HOHE FARE REE. BE OE TS 
温度 为 16—20°C, HHA AB, she AEM -6——- 8 吧 的 霜冻 。 HA 

在 适宜 条 件 下 ， 经 6 一 7 RAF, His 30KERHMAR, Bat 

5 一 10 天 开始 开花 。 在 开花 的 同时 ， 新 的 分 枝 开始 形成 ， 并 形成 新 

的 花蕾 。 因 此 ， 和 栽培 山 笋 豆 的 花期 很 长 。 从 始 花 到 形成 豆 莱 期 间 ， 

植株 强烈 增长 。 生 育 期 的 长 得 因 气 候 、 土 壤 等 条 件 的 影 吗 ， 一 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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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 120 天 。 开 花 时 间 每 天 大 约 在 上 午 10 时 以 后 , 傍晚 8 时 以 前 闭 

合 。 

栽培 山 黎 豆 对 >10”C 积温 的 要 求 是 ， 从 出 苗 到 开花 需 312°C, 

到 种 子 成 熟 需 1067.2°C, 

据 内 蒙古 自治 区 资料 ，5 月 8 日 播种 , 5 月 20 日 出 苗 ，6 月 14 

Ho, 6 月 17 日 开花 ,6 月 28 AA, 8 月 6 一 12 日 种 子 成 熟 。 

在 内 蒙古 锡林浩特 的 物候 期 是 : 5 月 13 日 播种 , 5 月 25 日 出 苗 ， 5 

月 27 昌 分 枝 ，6 月 26 日 现 蕾 ，6 月 28 日 开花 ，7 月 10 A, 
8 月 9 一 15 日 种 子 成 熟 。 在 甘肃 武威 地 区 ， 栽 培 山 黎 豆 4 月 5 日 播 

种 ，4 月 22 日 分 枝 ，5 月 19 FW, 6H 1S AH, 6H 288 

结 鞭 ，8 月 19 日 种 子 成 熟 。 0 一 50 厘米 土 层 每 雷 有 人 鲜 根 912 公 

斤 。 | 

饲 用 价值 ”栽培 山 笋 豆 是 牲畜 的 优良 饲 草 ， 茎 时 和 柔嫩 ， 叶 量 占 . 

60% 左 右 ， 不 论 作为 青 饲 、 干 草 或 青贮 料 ， 各 类 家 畜 都 爱 采 食 。 收 
种 后 的 稿 秆 、 菜 壳 粉 碎 喂 猪 , 是 良好 的 粗饲料 。 栽 培 山 敌 豆 的 产量 ， 

在 甘肃 武威 地 区 黄 羊 镇 ， 三 年 平均 亩 产 鲜 章 1327.5 公斤 ， 产 子 实 

100.5 公斤 ;在 宁夏 盐池 亩 产 青 草 339.7 公斤 ， 子 实 46.6 公斤 ; 在 

太原 市 亩 产 青 草 156.5 公 斤 ， 子 实 69.5 人 公斤。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0—1; 

80-1 AUREL S AHR (%) 

eee ee ES. Te ee 
q 和 蛋白 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无 揽 浸 | ae | os | 

= ve 23.65 2.57 26.55 38.33 8.90 1.89 0.23 

叶 了 25.09 2.73 28.16 34.58 9.44 0.08 0.24 

种 + 10.25 28.91 2.43 27.78 27.28 3.35 

© 甘肃 农业 大 学 草原 系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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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山 笋 豆 的 鞋 叶 中 还 含有 家 畜 所 必须 的 各 种 氨基 酸 如 
80 一 2 。 

表 80 一 2 栽培 山 凰 豆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mR #% eS 0.14 | 0668+] 1015 0485 | ‘f.03 0.40 | 0.98 
| ‘ 

+ BD me Pl 0.98 | 0.79 | 0.15 

% A Jk -中 -3。.67 | 2.95 OR 25% 

* 结 莱 初期 。 甘 肃 农 业 大 学 草原 系 分析 。 

栽培 市 黎 豆 的 子 实 中 虽然 含有 丰富 的 营养 物质 ,得 困 售 有 (0.5 一 
0.8% 的 有 毒 水 溶性 变异 氨基 酸 , 即 BER A, RA 
MT CMR REESE PR. WPL RET 
中 毒 ， 何 眼前 应 将 子 实用 水 浸泡 或 蒸煮 , 并 勤 换 永 , ERO, 
浸泡 过 子 实 的 水 中 含有 大 量 毒素 ， 平 均 100 毫升 水 中 含有 ERI 
丙 氨 酸 0.06 克 ， 严 禁 人 畜 食 用 。 

栽培 要 点 ”栽培 山 黎 豆 根系 能 在 土壤 中 积累 大 量 氮 素 ” 因 此 ， 
它 是 未 谷类 作物 的 良好 前 作 。 在 裁 培 山 笋 豆 之 后 种 植 燕麦 可 提高 产 
量 25% 。 它 对 前 作 的 选择 并 不 十 分 严格 ， 一 般 在 中 糙 作 物 后 条 禄 比 _ 
较 合 适 。 最 好 在 秋 恶 地 上 种 植 ， 但 它 对 春耕 地 的 反应 也 较 其 他 作物 
为 好 。 播 前 施 六 适量 底肥 ”特别 是 苗 期 追 施 磅 肥 能 促进 日 开花 和 天 
花 整 齐 。 a 

早 播 是 促进 良好 发 育 的 必须 条 件 。 在 甘肃 河西 走廊 3 月 下 有 到 
4 月 上 旬 播 种 ， 内 蒙古 多 在 5 月 上 、 中 名 播 种 。 千 粒 重 180 克 左 右 。 
播种 量 每 亩 约 9--10 公斤 ,行距 20 一 30 BOK, LPR 5 一 6 厘米 。 
KBE PAR. RES. KAM, ARS. CHIR 
混 播 时 比例 为 15 ;1 或 2:1) 与 苏丹 草 混 播 比例 每 亩 RUA 

为 7.5 公斤 ， 和 苏丹 草 为 1 一 1.5 457. RHURDHWRARR, 需 
© 262° 

0.72 | 1622 | 0.90 | 1.03 | 0.42 | 1-03-. 

4.58 | 3.39 4.11 | 1.59 | 3.91 



RRR, TRI, AIREY eI, 

81.350 HT 

Che 45) 

Les pedeza davurica habe) Schindl. 

MZ MEM. FRE. FHT. 

形 杰 特征 ， 章 本 状 半 灌 未 高 20 一 60 OK, BM RARE 
生 寺 通常 稍 斜 升 ， 羽 状 三 出 复 时 ， 小 时 披 针 状 长 圆 形 ; 长 1.53 悍 
米 ， 宽 5 一 10 ZK, 先 

端 圆 钝 ， 有 得 刺 尖 ， 基 

WHE. AR BER 
RE. BRERA, 
Ri ARSTSK, S 

RR, SARA; 

ECRE, RABAR 

fi, HRD, AT BF 

A, PNB RK SD 

形 ， 两 面 凸 出 ， 伏 生日 

色 柔 毛 《〈 图 81 )。 

MESA KSEE 

BRA T RA A 

dé. 4e4t. 西北 、 华 中 

BAM; ZEB Sp we, 

AA, HR CAR. AB 

AAPL)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 性 达 马 里 胡 枝 子 为 草 
图 81 达 乌 里 衣 枝 子 Lespedeza davurica 

(Laxm.) Sch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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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状 半 灌 未 。 在 内 蒙古 地 区 ， 5 月 中 旬 开 始 生 长 ，7 Baer, 
7 月 下 名 至 8 月 开花 ， 9 月 结实 ，10 月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本 种 为 轴 根 型 。 据 观察 在 干草 原 与 荒漠 草原 丘陵 缓坡 的 沙 质地 
上 ， 主 根 入 土 深度 可 达 1.32%, MAURIE 30 厘米 左右 , AAS 
弧 形 下 伸 ， 在 鞋 枝 的 基部 接近 表土 处 常生 长 许多 不 定 根 。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属于 温带 中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 较 喜 温 暖 ， 性 耐 二 
早 ， 适 生 于 年 积温 1700 一 2750%c 及 降水 量 300—400 毫米 的 气候 条 
件 范围 内 。 主 要 分 布 于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地 带 的 于 山坡 ;丘陵 坡地 、 
沙 质 地 ， 为 草原 群落 的 次 优势 成 分 或 伴生 成 分 。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及 
纬度 的 北 移 ， 它 在 群落 中 的 作用 逐渐 消失 。 当 草场 沙化 或 旱 化 时 ; 
本 种 能 较 快 地 侵入 ， 可 成 片 生长 。 再 生性 弱 ， 故 耐 牧 力 不 强 ; 
饲 用 价值 ”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为 优等 饲 用 植物 ， 根 据 在 草场 上 观 

察 ， 在 开花 前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尤 其 马 、 牛 、 羊 、 驶 最 喜 食 ， 花 
期 亦 喜 食 ， 其 适口 性 最 好 的 部 分 为 花 、 叶 及 嫩 枝 梢 ， 开 花 以 后 ， 蔡 
枝 术 质 化 ， 质 地 粗 硬 ， 适 口 性 则 大 大 下 降 ， 故 利用 宜 早 ， 迟 于 开花 
家 畜 则 采 食 较 差 。 据 研究 ，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在 现 蔓 以 前 时 量 丰 富 ， 可 
占 地 上 全 部 风干 重 的 -64.3%， 茎 占 35.7%， 此 时 地 上 部 产量 主要 

集中 在 距 地 5 一 20 厘米 处 。 待 全 株 高 达 40 余 厘 米 左 右 , 此 时 既 适 手 

BBE FN EE 
_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中 ， 粗 蛋白 质 的 含量 由 营养 期 至 开花 

期 逐渐 降低 ， 而 粗 纤维 的 含量 有 逐渐 增高 的 趋势 。 这 种 营养 成 分 的 
动态 是 和 它 的 适口 性 相 吻 合 的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1 一 1 ， 其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如 表 81 一 2 。 

达 乌 里 训 枝 子 为 而 时 而 泌 薄 土壤 的 优良 怕 草 ， 适 于 放 斩 或 划 制 
干草 之 用 ， 也 可 作为 改良 干旱 、 退 化 或 趋 于 沙化 草场 的 材料 ， 如 作 
为 山地 、 丘 陵 地 及 沙 地 的 水 土 保持 植物 也 较 适 宜 。 近 年 来 山西 省 曾 
进行 试 种 ， 效 果 良 好 。 其 种 子 的 千粒重 为 1.9 一 1.95 克 ， 硬 实 率 不 
及 20%， 出 苗 容 易 ， 雨 季 条 播 或 撒播 后 , 赶 羊 群 踩踏 一 遍 , 一 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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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 81 一 1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发 育 期 水 分 ae eB) h 

> He a eran SP sae] ap | ae | CBH/AID 

营养 期 10.26 | 20.55| 3.04 | 22.30 

初 花期 13.23 | 19.29) 2.73 | 29.47 
te 期 13.11 | 18.05] 4.92 | 24.26 

EO 15.03 } 12.09] 2.61 | 32.31 

果 -期 12.72 | 6.54| 3.75 | 18.08 

© Ax RBS Bea 

表 81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ea MB | 有 机 物质 | 消 \ 化 能 | 代 谢 能 
“a mm | o@ | > | ( 兆 焦 /公斤 ) | ObR/AD 

达 乌 里 胡 枝 子 | 13.59] 3.02 5 8.86 一 | 6.67 [a it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 

天 即 可 出 雷 ， 当 年 即 可 开花 结实 。 

(HRD FHM) 

82. 尖 叶 胡 枝 子 

Lespedeza hedysaroides (Pall.) Kitag。 

Me KAR. MMH WRT. 
形态 特征 ”草本 状 半 灌木 ， 高 30 一 40 厘米 ， 最 高 可 达 1 米 。 

茸 直 立 ， 分 枝 少 ， 或 上 部 分 枝 成 扫 姑 状 ， 小 枝 灰 绿 色 或 黄 绿色 ， 有 
伏 柔 毛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托 叶 刺 芒 状 ， 顶 生 小 叶 较 大 ， 条 状 长 贺 
形 、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状 倒 披 针 形 ， 长 1 一 3 厘米 , 宽 2 一 7 BK, 
先端 锐 尖 或 钝 ， 基 部 攀 形 ， 上 面 近 无 毛 ， 下 面 疏 生平 状 毛 ， 侧 生 小 
叶 较 小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3 一 5 花 杀 ， 花 苯 杯 状 ， 苯 片 披 针 形 , 比 
HEH: LGR, 4, ARM RRM MERWE,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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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种 子 1 粒 , 黄 绿 色 ， 

有 紫色 玛 点 (图 82 一 1)。 

地 理 分 布 ” 尖 叶 胡 
枝子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及 华北 ;在 国外 朝鲜 、 
日 本 .苏联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尖 叶 胡 枝 子 适 应 性 

北 地 区 ， 常 和 白 羊 章 上 ty SAG) yf 
(Bothriochloa ischae- 

mum), 3& 4% BBA 

(Lespedeza davuri- 

ca) 成 为 草原 群落 的 优 

Be; EE RMR 

较 少 。 但 在 海拔 1000 一 

1500 米 的 低 山 分 布 BE 图 82—1 RHR FH Lespedeza iaapeit ok. 

SZ, HERE RAT des(Pall.) Kitag. 

AUK E, 是 华北 地 区 山地 天 然 草地 中 最 常见 的 豆 科 牧草 之 一 。 

饲 用 价值 ” 尖 叶 胡 枝子 现 曹 前 期 ， 叶 和 上 部 嫩 枝 的 适口 性 较 

好 ， 羊 喜 食 ， 然 而 在 开花 之 后 家 畜 采 食 较 少 ，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结实 

期 粗 蛋白 仍 有 14.04%， 但 粗 纤维 提高 至 40.70% ( 表 82) Ha 

性 降低 的 原因 。 

表 82 ”类 叶 胡 枝子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Hi 风 + 物 质 

jaa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AEE | 粗 砍 分 生育 期 

14.04 | 6.23 34-46 4.57 结实 期 40.70 3.80 0.187 |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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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LT es BT NT, A Be 
前 期 叶 占 地 上 全 部 风干 重 的 73.6%, Bh 26.4%, 比 园 期 达 乌 里 胡 

”苇子 的 叶 量 大 。 此 时 地 上 部 产量 主要 集中 在 距 地 面 5 一 20 厘米 的 高 
度 上 ， 占 地 上 全 部 风干 重 的 

60.3%， 整 个 株 高 可 达 40 

EK. HE Tis BCR XI FI 

干草 都 较 适 宜 〈 图 82 一 2) 。 

尖 叶 大 枝 子 属 耐 旱 、 耐 

RS ESE BOE, FETAL BY 

VAG SAA Ly A Bae DR 3 HR 

的 石 砾 山坡 地 区 可 选 作 水 土 

保持 植物 。 种 子 硬 实 率 达 

35.0% ,发芽 率 达 50% 以 上 。 

”1982.6.11 . 
蓝 前 期 

Cea 
Wa *t 

村 更 三 

3 
pe eee eee en. CREE 

e018 1 OAT See ee. ee 

图 82—2 RIMS RH RAS 

83.4 ik 根 

SS —_ — 

: 别名 ， 和 牛角 花 、 五 叶 章 、 

Lotus corniculatus 工 。 

5 BEE,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8 一 60 厘米 。 主 根 粗壮 ， 圆 锥 形 。 
| 侍从 生 ， 细 弱 ， 斜 升 或 直立 ， 幼 时 朴 被 长 秒 毛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 ARNE 5， 其 中 3 个 小 叶 生 于 叶 轴 顶端 ,2 个 尘 叶 生 于 叶 轴 基部 而 类 似 

FEM, OBR Z, K 3 一 20 毫米 ， 宽 3 一 12 毫米 ， 先 端 锐 尖 ， 
基部 宽 攀 形 或 略 焉 斜 ， 全 缘 ， 无 毛 。 花 2 一 4 茶 ， 排 成 伞 形 花序 ;县 
SRI RG s EE, RRKRE: BERA, BB, K1- 
1.3 BOK, BOR AW Ra eK, MRA, WE, RE 
BCUS Ut, Wy “BBL” VH, RK 2 5 一 3.2 厘米 ， 鲜 时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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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 TRB 

色 ， 内 含 种 子 多 数 ， 种 

TRAE, IAB Os 

83), 

地 理 分 布 “ 百 脉 根 

在 我 国 南 北 等 地 均 有 坊 

培 。 在 云南 、 贵 州 、 四 

Ji, AAG. BRS. BEE 

甘肃 等 地 区 均 发 现 有 

野生 种 。 从 垂直 分 布 来 

看 ， 在 贵州 威 宁 海拔 约 

2500 米 的 地 区 生长 良 

好 ， 种 子 能 正常 成 熟 ; 

百 脉 根 原 产 欧 亚 两 洲 的 
湿润 地 带 。 在 欧洲 从 地 

中 海 到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半 

岛 都 有 分 布 。 在 亚洲 的 

朝鲜 、 日 本 等 国 均 有 野 

生 种 。 加 拿 大 最 早 播种 
图 83” 百 脉 根 Lotus corniculatus L. 

在 安大略 省 ， 目 前 是 该 地 最 有 价值 的 豆 科 牧 草 。 bu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百 脉 根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气候 ， 根 系 强大 ， 

入 士 深 ， 有 较 强 的 抗 时 能力。 要求 排水 良好 的 沙土 ， 不 能 忍耐 长 期 
涡 水 。 利 用 期 限 五 年 左右 。 

- 和 百 脉 根 野 生 种 及 栽培 种 在 世界 上 广泛 分 布 ， 说 明 它 有 很 大 的 生 

态 可 塑性 ， 能 够 适应 多 种 生境 条 件 。 可 以 同 三 叶 草 、 悉 观 草 〈Koego- 

neria kamoji.), ei HA (Poa pratensis), Ay REM (40- 

rostis gigantea), J¢FZEX (Bromus epilis) 等 组 成 恨 好 的 混 

播 草 地 。 野 生 百 脉 根 比 白 三 叶 草 表现 出 较 好 的 抗 逆 性 ， 在 一 些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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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将 薄 和 于 旱 地 区 也 能 生长 。 种 子 成 熟 后 ， 共 时 仍 保持 嫩绿 色 。 
饲 用 价值 ” 百 脉 根植 株 较 矮小 ， 属 半 上 繁 性 牧草 ， 鞋 半 人 钼 外， 

从 根 颈 部 发 出 的 葵 数 较 少 ， 但 分 枝 旺 盛 ， 时 量 多 而 柔嫩 ， 具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其 营养 成 分 及 消 率 如 表 83 一 1、83 一 2。 

R831 百 脉 根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其 ae.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粗 纤 维 | IR | 粗 灰 分 | 大 

鲜 A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CER/Z IT) 

代 谢 . 能 

〈 兆 焦 / 公 斤 ) 

68.64 百 hk 根 | 2.52 3.22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12.23 | 9.50 | 营养 期 

百 脉 根 对 各 种 家 畜 具 有 良好 的 适 日 性 ， 特 别 是 羊 极 喜 食 ， 由 于 它 基 
本 上 不 含 撮 素 ， 性 畜 大 量 采 食 不 会 引起 肛 胀 病 。 

百 脉 根 在 浊 割 和 畜 蹄 践踏 以 后 再 生性 良好 ， 全 年 可 剂 制 2 一 3 
Ke. BMA, BEBE 2500 一 3000 公斤 。 春 天 萌发 早 , 夏季 高 温 
生长 缓慢 ， 夏 未 生长 较 旺 ， 全 年 供应 饲 草 期 较 短 。 百 脉 根 可 用 作 放 
收 或 浊 割 ， 但 在 调制 干草 过 程 中 ， 百 脉 根 具有 较 强 的 落叶 性 ， 应 采 
取 预 防 落叶 措施 。 

百 脉 根 有 艳丽 的 花 ， 因 此 ， 也 可 用 作 观 赏 植物 栽培 。 
栽培 要 点 ” 百 脉 根 与 禾 本 科 牧 草 如 WX CDactylis glomera- 

tc) 、 早 熟 禾 〈Poa pratensis) 等 混 播 ， 效 果 更 好 。 播 种 第 一 年 ， 

第 长 缓慢 。 竞 争 力 强 弱 ， 与 适当 加 强 管理 有 关 。 

百 脉 根 种 子 硬 实 较 多 ， 播 前 应 行 硬 实处 理 。 宜 秋 播 ， 千 粒 重 
0.9-1.2 克 ， 用 种 量 一 般 每 亩 0.4 一 0.75 公斤 。 播 前 最 好 以 相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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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ER. 播 前 施 足 底 肥 对 以 后 的 生育 和 产量 影响 较 大 。 结 实 性 

好 ， 但 结实 期 长 ， 果 实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 成 熟 后 易 爆 裂 ， 收 种 困难 。 

一 般 好 的 种 子 田 ， 每 亩 可 收 到 种 子 10 公斤 左右 。 
(#8 Ae BB) 

84. TER fa 

Medicago faleata L. 

别名 BAR. RAB. 

形态 特征 SERA, MAI, 2 RH RFE, K 30—60 © 

(100) 厘米 ， 多 分 枝 。 三 出 复 叶 ， 小 时 倒 披 针 形 ,倒卵形 或 长 圆 状 

倒 孵 形 ， 边 缘 上 部 有 锯齿 。 总 状 花 序 密集 成 头 状 ， 腋 生 ， 花 黄色 ， 

蝶 形 。 荧 果 稍 局 ， 镰 刀 形 ， 稀 近 于 直立 ， 长 1 一 1.5 毫 米 ， 被 伏 毛 ， 

含 种 子 2 一 4 粒 〈 图 84) 。 | 

Hh 32 5} 45 黄花 首 荐 分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北 和 西北 。 蒙 古 、 苏 

联 和 欧洲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在 我 国 东北 及 内 蒙古 东部 地 区 ， 5 月 中 

ABR, TAMDAPAWB., 7 月 至 8 月 中 旬 开 花 ，8 月 至 9 月 中 

旬 果 实 渐 熟 。 

黄花 攻 薄 为 多 年 生 轴 根 牧草 。 一 般 多 呈 开 展 的 株 众 ， 和 但 也 有 直 

立 的 。 主 根 发 达 。 据 观察 ， 在 干燥 疏松 的 土壤 上 ， 主 根 可 伸 人 入土 中 

2 一 3 米 ; 在 盐 碱 士 土 ， 虽 可 生长 ， 但 根系 入 土 不 深 ， 发 育 不 良 。 分 

枝 能 力 甚 强 ， 每 一 株 丛 常 可 自 根 颈 处 萌生 枝条 20 一 50 个 。 再 生 能 

TMH, (IA BRA, AE ALN) 1 一 2 次 。 

黄花 划 蒂 喜 稍 湿润 而 肥沃 的 沙 壤 士 。 耐 寒 、 耐 风沙 与 于 旱 ， 其 

iit EEL TE AR, FE BOR ARERR ae, ABP 
冬 生长 。 筷 于 耐寒 的 旱 中 生 植 物 。 适 应 TAF id 1700—2000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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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量 350 一 450 

毫米 的 气候 条 件 范 
围 肉 。 多 见于 平原 、 
WIE. WA. ER 

间 低 地 等 低 湿 生 境 
的 草 甸 中 ， 稀 进入 
森林 边缘 。 
饲 用 价值 黄 

CHBARB AR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各 

种 家 畜 ， 如 羊 、 牛 、 

马 所 最 喜 食 。 牧 民 

谓 其 对 产 乳 畜 有 增 

加 产 乳 量 ， 对 幼 畜 

有 促进 发 育 的 功 

效 ， 还 认为 是 一 种 

具有 催肥 作用 的 牧 

草 。 种 子 成 熟 后 的 

植株 ,家畜 仍 喜 食 。 

nf Wy 
ys ig 4 ; 

\ iy” ’ tes 2 

WwW, Bee 

Al 84 wee Ri Medicago falcata L. 

冬季 虽 叶 多 脱落 ， 但 残 株 保 存 尚 好 ， 适 口 性 并 末 见 显著 降低 。 制 成 

于 草 时 ， 也 为 家 畜 所 喜 食 。 利 用 时 间 较 长 ， 产 量 也 较 高 ， 野 生 的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150 一 250 公斤 ， 栽 培 种 可 达 600 公 斤 。 

黄花 划 藩 具有 优良 的 营养 价值 ， 含 有 较 高 的 粗 蛋白 质 ， 但 在 结 

实 之 后 ， 粗 蛋白 质 含量 下 降 较 明 显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4。 

RABE RRA RIT, GRAS ARABS, XTX 

” 制 调制 干草 很 不 方便 ， 可 选择 直立 型 的 进行 驯化 栽培 。 世 界 各 先进 

国家 早已 引入 栽培 并 选 育 出 许多 品种 或 杂交 种 。 近 年 来 ， 我 国 一 些 

研究 部 门 和 生产 单位 ， 已 经 注意 采 收 种 子 ， 进 行 栽培 试验 ， 驯 化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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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黄花 首 落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 于 物 i 

med on mat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AE | mae | wm | 2 
| 

14.8 | 38.5 8.9 26.1 6.90 4.80 

14.0 17.3 1.40 40.2 | 19.3 0.51 0.15 7.8 

育 ， 取 得 一 定 成 绩 。 尚 需 进行 探索 有 效 的 改良 方法 ， 以 适应 生产 的 
需要 。 
栽培 要 点 ”黄花 首 蒂 的 栽培 技术 与 紫 划 还 相同 。 但 黄花 曹 蒂 苗 

期 生长 极 缓慢 ， 应 加 强 管理 。 新 种 子 看 实 率 较 高 ,最 高 可 达 70% 以 - 
上 ， 所 以 播种 前 应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以 提高 出 苗 率 。 种 子 千 粒 重 2.2 
克 。 

时 CH R40), 

85。 金 化 HK 

Medicago hispida Gaertn. 

别名 WH. BHAT. JHE.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100 BK, ERA 

而 侧根 发 达 ， 根 系 主 要 分 布 于 15 厘米 以 上 的 表土 层 内 , 深 的 可 入 

土 85 厘米 左右 ， 根 上 有 圆 形 肉 红色 根瘤 。 茎 直立 或 币 甸 ， 略 呈 方 
形 ， 无 毛 。 三 出 羽 状 复 时， 小叶 倒 心 脏 形 或 宽 倒 卯 形 ， 长 二 -25 理 

米 ， 宽 7 一 20 HK, RIG PAA, BRB, ALBA 

fi, Linke, £E, PHRAE, AEs CHB, AMR 

Pe,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花 2 一 8 ks 花 苯 钟 状 ;花冠 黄色 。 莱 果 螺 

旋 形 ， 通 常 卷 曲 38, WRAKH, PimAK, FHF 3-7 

Kis 种 子 肾 形 、 黄 色 或 黄 褐色 图 55)。 

地 理 分 布 “ 金 花菜 在 我 国 江苏 ， 浙江 四 川 等 省 栽培 面积 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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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ire. ILA. Ree 
SMSeb aR, BON 
在 印度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金 花菜 喜 温 暖 湿 润 气候 ， 种 
子 发 芽 的 最 适 温 度 为 20% 左 

右 , 在 这 种 温度 条 件 下 , 不 带 
壳 种 子 5 一 6 天 出 苗 , 带 壳 种 

FAR KBB, Hi KE 
右 才 能 出苗。 七 苗 在 -3G | 

BUR, — 6%c 大 BET, 
ITE = TO = 12°C tt, 
会 受 冻 , 碘 滥 性 次 于 楷 云 英 ， 

”但 对 土壤 适应 范围 比 楷 云 英 
广 ， 一 般 排水 良好 的 粘土 和 
红壤 都 能 较 好 地 生长 ， 但 以 
排水 良好 的 沙 壤 士 和 壤土 生 
长 最 好 。 耐 碱 性 强 于 紫 云 英 ， 

图 85 人 金 花 菜 Medicago hispida 

Gaertn. 

+i pH5.5—8.5, SA Hh0.2% 以 下 也 能 较 好 生长 : 
。” 金 花 菜 一 般 有 6 片 真 叶 时 开始 分 枝 ， 大 部 分 枝 在 秋季 完成 ， 克 
季 分 枝 绞 少 , 次 年 3 月 中 旬 蔡 伸 长 后 逐渐 停止 植株 地 上 部 在 初 花 至 
盛 花期 生长 最 快 ， 初 花期 在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中 旬 ， 盛 花期 在 4 月 上 
向 至 4 月 下 旬 ， 种 子 成 熟 于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全 生育 期 约 240 

时 天 左右 。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2.5 一 3.2 克 。 
BAR Shoe, BH. FLY. KASH, 

#0 ji) 6 45 3 BE 2H EER, BORA. 它 在 不 同 生长 时 
期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也 是 不 同 的 ， 据 原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分 析 ， 其 
营养 成 分 如 表 85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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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一 1 金 花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风 <i: 物 i 
生 育 期 水 分 

a a a | a me my | an oF om foes] Boe 

me 期 6.88 26.10 4.83 14.80 38. 46 8.92 

初 花 期 8.21 25.16 | 4.39 16.96 35.11 10.17 

Be 花 期 7.23 23.25 3.85 16.99 38.74 9.94 

又 根据 四 川 农学 院 饲 养 教研 室 分 析 ， 其 营养 成 分 如 表 85 一 2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及 有 机 物 质 消 化 率 如 表 85 一 3。 

金 花菜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3000 一 3500 公斤 ， 高 者 可 达 5000 公斤 以 

表 85 一 2 人 金 花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全 证 花 前 期 | 26.16 5.90 | 18.02 | 41.25 8.67 0.92 0.24 

we | pM | 3.75 | 0.84 | 2.57 | 5.86 | 1.23 | 0013 | 0.034 

全 FF | Bie | 26.63 4.57 | 20.66 | 39.03 9.11 1.27 0.13 

鲜 FF | BH | 3.7 0.64 2.87 5.42 1.27 0.18 0.018 

i 

( 兆 焦 /公斤 ) 

Aa we] 粗 脂肪 | 有 机 槐 质 | 消 化 能 
(%) | ( 兆 焦 /公斤 ) 

21.43 2.69 64.27 11.32 | 8.67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上 ， 既 可 作家 畜 饲 料 ， 也 可 作 绿 肥 。 鲜 草 主 要 利用 时 期 是 在 4 一 5 
月 ， 如 制 成 干草 粉 或 青贮 料 ， 家 畜 全 年 均 可 利用 。 金 花菜 草 质 柔 
嫩 ， 粗 纤维 含量 低 ， 蛋 白质 含量 高 ， 是 品质 优良 的 栽培 牧草 庆 | 

栽培 要 点 “ 金 花菜 一 般 播种 期 为 9 月 上 名 至 10 月 上 旬 ， 播 种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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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产 量 不 高 。 每 亩 播种 带 莱 种 子 5 公斤 或 去 荧 种 子 1 一 1.5 公斤 , 留 
种 田 可 适当 减少 播 量 。 在 晚稻 田中 宜 在 水 稻 收 获 之 前 进行 套种 ， 中 

”和 厌 田 宜 在 水 稻 收 获 后 耕 翻 整地 进行 撒播 、 条 播 或 点 播 。 浸 种 24 小 

时 ， 然 后 拌 磷肥 播种 ， 这 不 仅 可 以 提高 发 芽 率 ， 对 幼苗 生长 和 根瘤 

菌 的 繁殖 也 极为 有 利 。 在 播种 时 要 求 土壤 温润， 而 在 整个 生育 期 中 
要 求 无 积 水 。 排 水 不 良 时 ， 植 株 生 长 缓慢 ， 分 枝 少 ， 产 量 低 ， 特 别 
是 我 国 南方 雨水 较 多 ， 更 应 做 好 田间 排水 工作 。 

(ARSE RENNIE, BRABUS, BHR 
Xi], AMG MD, BPH PB, WAP HSER A 60 —70 % AE MK 

75 BRN, AT HSE APF 100—150 公斤 。 
金 花菜 病虫害 较 少 。 如 发 现 菌 核 病 、 立 枯 病 、 炭 癌 病 可 用 800 

” 倍 的 “401” 液 或 50 倍 明 砚 液 或 1% 波尔多 液 喷 雾 防 治 ， 也 WA 

| 
; 
: 

4 
ho 

RRS 份 与 石灰 1 份 混 撒 防治 ， 蚜 虫 和 区 马 等 可 用 1000—1500 fF 

乐 果 喷雾 防治 。 | 
3 (23, & 4%) 

86.4% A fa 

Medicago sativa lL. 

别名 BEAR. WIE.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60 一 100 厘米 。 EMAAR, ALR 

度 达 2 一 6 米 ， 侧 很 不 发 达 ， 着 生根 瘤 较 多 ; 上 且 多 分 布 在 地 面 下 20 一 
30 厘米 的 根 间 。 根 颈 粗大 ， 居 于 地 面 下 3 一 8 厘米 处 ， 随 着 年 龄 的 
增长 逐渐 深入 土 中 。 茎 直立 或 有 时 斜 升 ， 绿 色 或 带 紫 色 ， 粗 0.2 一 
0.5 厘米 ， 多 分 梳 ， 生 长 两 年 以 上 的 植株 可 分 枝 十 多 个 ， 每 个 主 梳 
具 10 一 17 个 节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长 圆 状 倒 孵 形 、 倒 孵 形 或 倒 
EB, K7—30 毫米 ， 宽 3.5 一 15 毫米 ， 先 端 钝 ， 具 小 尖 刺 ， 基 
部 模 形 ， 叶 缘 上 部 三 分 之 一 处 有 锯齿 ， 两 面 无 毛 或 已 波 柔 毛 ， 托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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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 披 针 形 。 得 疙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花 5 一 20 余 茶 记 紫 色 或 蓝 紫 色 六 花 

WARE, LEI. RABE, WHS 1-3 ewe, 

RARE, WAT 2 一 8 Bis MH, BB, 陈旧 oan 

深 褐色 (图 86)。 

染色 体 2n = 16, L- 

32. 

”地理 分 布 ” 紫 划 

PEAR, Hh 
张骞 出 使 西域 后 引入 

我 国 ， 首 先 ， 在 长 安 
宫 庭 中 栽培 ， 作 为 观 

赏 植物 及 养 马 饲 草 ， 
其 后 ， 在 西北 地 区 广 
泛 栽 培 。 在 这 些 地 区 ， 

ARR RAR 

倒 茬 ; 恢复 土壤 肥力 ， 

IE WH. MAP 

以 供 作 牲畜 饲料 之 

用 。 由 于 有 两 千 多 年 
RB, RA 

BEWKRARY 
西晋 南 ， 就 培育 成 了 

一 些 优良 的 大 家 冀 品 

种 ， 如 秦 川 牛 、 关 中 驶 、 晋 南 牛 等 。 最 近 ， 据 全 国 十 个 省 式 攻 7253 收 

集 的 主要 地 方 紫 首 蕃 吕 种 有 了 74 个 ， 分 布 在 北纬 34 一 45 度 , 延 多 

北纬 50 度 ,栽培 面积 1000 万 亩 左右 ， 是 我 国 栽培 面积 最 大 的 牧草 8 

当前 在 西北 、 东 北 、 华 北 等 地 区 ， 由 于 气 仇 适 宜 ,已 大 面积 种 村 sj 

在 华东 地 区 的 山东 .江苏 北部 和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 亦 有 种 植 司 但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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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 HES, PRS, BSR. 
HtRAPRETERDKAR, VORP. KMSHAR 

Bim, SABA AI, RTA. WER, © 
EP URE RHO SBE, ASEAN, SERA 
班 牙 传 到 中 美 ， 然 后 ， 在 美洲 大 陆 广泛 传播 。 十 无 世纪 五 十 年 代 传 
入 南非 。 十 九 世 纪 初 ， 传 到 新 西 兰 和 澳大利亚 。 在 西方 ， 紫 划 荐 号 

” 称 “ 禾 草 之 王 ?。 近 期 分 布 范围 不 断 在 扩大 ， 北 部 可 达 北 纬 69 度 的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半 岛 ， 南 部 可 达 南 纬 55 度 的 阿根廷 和 智利 ， 分 布 极为 
广泛 。 目 前 栽培 面积 最 大 的 是 美国 1114 万 公 硕 ， 其 次 是 阿根廷 750 
万 公 质 ， 第 三 位 是 苏联 510 FAK, 
一“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森 首 蒋 喜 欢 温暖 和 半 湿 润 到 半 王 旱 的 气 
候 ， 因 而 多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北 地 区 ， 适 应 性 广 。 在 降水 量 较 少 的 地 
区 ， 也 能 忍耐 干旱 。 抗 寒 性 较 强 ， 能 耐 冬季 低 于 零下 30% 的 严寒 
在 有 雪 覆 盖 的 情况 下 ， 气 温 达 零下 40%C 也 能 安全 越冬 ， 在 东北 、 华 
北 和 西北 等 三 北 地 区 都 可 以 种 植 ， 以 平原 黑土 地 区 最 为 适宜 。 南 方 
高 温 潮湿 气候 则 生长 不 良 ， 所 以 栽培 较 少 。 在 冬季 少 雪 的 高 寒 地 区 
(北纬 40- 度 以 上 );- 因 气候 变化 剧烈 经 常 在 春季 遭受 冻害 。 因 
此 ， 必 须 选 用 抗 寒 品种 ， 或 采取 适当 保护 措施 才能 越冬 。 

we ABI ARK, GE 0 一 75 厘米 土 层 中 的 根 量 ， 约 占 总 
根 量 的 60% ( 表 86 一 1)。 主 根 一 般 深 入 土 中 2 一 6 米 ， 据 测定 ， 

表 86 一 1 紫 首 落 根 量 在 不 同 土壤 层 的 分 布 * (EK FREY) 
| 

深度 | 0 一 15 15 一 30 30 一 45 45—60 60—75 75 以 下 
| -一 一 一 一 

2 4 A | 25.3 | 13.1 | 6.6 | 5.7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测定 。 

8.9 40.4 

播种 当年 亩 产 鲜 根 量 566.5 公 斤 ， 越 冬 第 三 年 为 2133 公斤 ， 越 
冬 第 五 年 为 2700 公斤 。 附 有 根瘤 的 大 量 根系 遗留 在 土壤 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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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提高 了 地 力 ， 而 且 改 良 了 土壤 ， 对 后 作 禾 谷类 有 明显 的 增产 效 
果 。 pee 

RO BMBAR AR, TILAK, —ER BI 4. Be, 
河北 、 山 西 等 省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地 方 ，--- 年 可 收 4 一 5 茬 ， 亩 产 青草 
可 达 5000 公斤 以 上 ， 于 草 250 一 1000 公斤 和 世界 水 平 差不多 ， 年 

刘 国 外 最 高 8 一 10 茬 。 内 蒙古 、 新 疆 、 甘 肃 旱 作 地 区 ， 年 浊 1 Ze, 
灌溉 地 区 年 浊 3 一 4 着。 南京 地 区 年 浊 5 一 6 茬 ， 亩 产 青草 5000— 
6000 公斤 。 长 江 流域 年 浊 5 一 7 HE, WH 1000 一 4000 公斤 。 吉 

林 省 在 旱 作 条 件 下 ， 年 浊 3 2, BERT FH 206.5 公斤 ， 第 二 

茬 186.5 公斤 ， 第 三 天 113.5 公斤 ， 共 计 年 亩 产 干 草 506.5 ARE 

右 。 产 种 子 10 一 25 公斤 / 亩 。 据 关中 地 区 的 材料 ,， 紫 童 蕃 的 产 草 量 
第 一 荐 最高， 占 总 产量 的 50 一 55%， 二 荐 草 占 20—25%, Sema 

10—15%, WEA 8 一 10%。 

紧 盲 获 在 我 国 南北 五 地 区 的 物候 期 如 表 86 一 2。 

表 86 一 2 紫 昔 蒂 在 我 国 南北 五 地 区 的 物候 期 玫 

| 返青 期 | PA | 开花 期 Ft ABA 

北京 地 区 (3A FAS AP 6 月 上 旬 | 7 E4115 F 

吉林 省 中 部 “|4 月 上 名 |5 A Pere 月 中 旬 | 7 AOA 

保定 地 区 13 月 上 名 |5 月 中 伍 6 月 上 旬 |6 月 下 旬 j11 月 下 ante BR 

呼和浩特 |4 月 下 名 6 月 上 旬 |6 月 中 旬 |7 月 下 钴 1 月 中 旬 

“南京 地 区 |2 月 下 名 |4 月 下 名 |5 月 中 旬 |6 月 中 和 

据 南 京 地 区 的 试验 ， 6 月 初 播种 ， 生 长 最 快 ， 出 苗 后 40 天 株 高 ,30 
厘米 3 月 中 名 播种 ， 生 长 最 慢 ，40 天 株 高 2.5 厘 米 。 早 春播 种 
者 ， 前 期 生长 慢 ， 后 期 生长 快 ， 夏 播 者 反之 , 播种 愈 晚 , 生长 愈 慢 。 
播 后 20 天 出 现 分 枝 ， 苗 期 分 枝 数 以 夏 播 者 最 高 ， 早 秋 与 晚 春播 种 
者 次 之 ， 旱 春 与 晚秋 播种 者 分 枝 能 力 最 差 。 高 温 或 寒冷 对 苗 期 分 枝 ” 
不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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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萌 蒂 为 异 花 授粉 地 面 芽 植 物 。 最 适宜 的 年 降水 量 为 660 一 990 

毫米 年 平均 气温 2 一 882。 由 春 到 初秋 ， 白 天 气温 在 20"2 以 上 ， 

WRABEARAAA 1M pH 在 6.5 一 8.0 范围 内 均 能 生长 ， 
以 7.5 一 8.0 的 范围 为 最 适宜 。 据 河北 省 土壤 肥料 研究 所 测定 ， 紫 

HS ee BE (4 RED 为 0.3%， 成 长 植株 可 耐 盐 0.4 一 
0.5%%。 在 富 含 辆 质 而 且 腐 殖 质 多 的 疏松 土壤 中 ， 根 系 发 育 强大， 
产 草 量 较 高 。 适 于 排水 及 通气 良好 的 壤土 或 沙壤土 栽培 ,不适 于 在 酸 
性 土 上 坊 培 ， 因 酸性 土壤 影响 根瘤 的 形成 。 也 不 适宜 过 于 粘 重 或 贫 
ORL, RAM RA DR, CARA RIA 6 一 7 米 ， 能 
吸取 土壤 深层 的 养分 和 水 分 。 因 此 ， 在 降水 量 只 有 300 毫米 的 地 区 
仍 能 种 植 ,- 而 且 生 长 良好 。 紫 首 薪 燕 腾 系数 为 700 一 900， 是 需 水 量 
ELH. TKR MAK LLANE, Bea 
HPA TERR ASE RAE a, POR 
陕西 的 关中 、 山 西 的 晋 南 以 及 新 疆 、 甘 肃 南部 、 青 海 、 宁 夏 的 一 些 
WUE, FAPSPESE 5000 ADE. RABI, mk 3 一 5 天 以 上 将 
引起 根部 腐烂 , 造成 死亡 。 
SRM LESRESRM 1 一 1.5 倍 ， 粗 纤维 含量 约 比 圭 

150% 因此 ， 越 是 纺 嫩 ， 叶 的 比重 越 大 ， 营 养 价值 越 高 。 刘 制 时 
既 要 考虑 产 草 量 ， 也 要 考虑 饲 用 品质 。 一 般 在 草 高 20 厘米 以 上 可 
开始 放 怕 ; ;30 运 米 以 上 可 青 浊 饲 用 ， 开 花 初 期 可 剂 割 调制 干草 。 
及 经 济 利用 来 考虑 ， 播 种 后 2 一 4 年 内 生产 力 高 ， 不 宜 作为 放牧 利 
用 ，- 以 青 刘 或 调制 干草 为 宜 ， 四 年 以 后 可 作为 放牧 了 地， 应 有 计划 地 
做 到 分 区 轮 割 或 轮 笋 。 建 立 大 面积 人 工 放 牧场 ， 最 好 采用 禾 草 与 紫 
AMBER. 
PAE RABHADEBRERAMRE, FPR 

率 以 幼 划 期 为 高 ， 其 后 有 所 下 降 ， 但 第 一 和 第 三 茬 的 再 生 章 的 干草 
| ”消化 率 与 幼苗 期 的 消化 率 雷 同 〈 表 86 一 3)。 
| RAM ARCA, MRA. WEAR GH) ,代谢 能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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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均 比 较 高 ， 如 表 86 一 4 

” 表 86 一 5 兹 划 藉 的 消化 率 * (%) 

EEC 粗 纤维 

鲜 - 草 |e GH a 71.0 一 65.5 42.5 
Bm fe 期 一 69.2 a 61.1 44.7 

we 4 2: | 6h.6 80.6 63.5 72.5 44.0 
+ HK |S 2 # 63.0 80.2 57.5 66.9 | 47.3 

ws 3: OE 63.0 77.3 53.0 73.3 43.7 

ea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04 紫 音 菏 青 饲料 的 能 量 和 可 消化 蛋白 质 的 含量 表 * 一 
总 能 ph 1K ey : 

th et ag ona | Sees | Oi | G7 eS 
(%) IBFD “AD. ~ IA BIT)» (%) | (%) 

幼苗 .期 | 16.0 | 3.02 1.79 | 1.01 3 | — 
营 养 期 18.5 | 3.43 1.93 0.75 29 Sea 
初 花 期 24.0 4. 22 2.39 0592. 28 0-59 | 0405 
wm 7 BH | 29.2 | 5.11 2.85 | — 36 | 0.49 | 0.09 
盛 花期 干草 “| 965 | 1.58 0.54 0.36 99 

再 本 草花 期 于 草 | 93.3- 1.70 |. 0.60 2 115 

+ ， 引 自 《 猪 鸡 饲 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 和 值 表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冀 下 研究 所 《1979》。 
CR PEE ACI ROE SAL, XZ (1979). 

ZAG AFR ASOD, WHE A AK ee Re Ge 

si—5), MOE, MEENA. M1 ARRAS 

0.5 公斤 精 料 的 营养 价值 。 从 上 表 可 见 ， 粗 蛋白 质 含量 在 开花 20 双 

时 最 高 (21.01%), KERMA, 218.0%; Me ae 

量 分 别 在 32.2%. 26.9%, HRA 6—7.4%. FEDORA 

oF Erp fs $f 17.0. FB 22.8. BE5.6, 44.2 (CHMRAM). HHA 

含有 23.0—27.67% 1) BE AK, FARA HAA R102— 

12.2%, DPEARBHCHIL EKS,. BMARI CL, RRBs 

EKA, WFR EKG 5.7 G86—6), HARS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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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y . ae? sae all a ae 

Py ; 4 7 

’ ‘ 

4 

着 
at 
7 

(Se 86—5 SEA TSHO LER 0%) 

mw 其 9.98 | 19. 67 5.13 28.22 28.52 

20% Fr iE A 7.64 | 21.01 2.47 23027 $6.83 

50% 开 花期 8.11 16.62 2.73 27.12 37.26 

Bem | 73.8 3.80 0.20 9. 40 10.7 
头 #£ 草 6.60 17.90 2.30 “32.20 23.6 

青 + 草 6.70 17.80 3.00 | 26.90 39.6 

* 1 一 3 项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析。 
4 一 5 项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第 6 项 北京 农业 大 学 牧 医 系 分 析 。 

表 86 一 6 ” 紫 首 藩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天 * 〈%) 

a= 1 

“i 3 Hi | 0.27 | 0.21 | 0.07 | 0.22 | 0.36 | 0.23 | 0.25 | 0.10 
% MH MW | 0.27 | 0.21) 0.07 | 0 22 | 0.36 | 0.23 | 0.25 | 0.16 

HE. MF HA | 0.53.) 0.43.| 0614 | 1.21 | 0.52 | 0.43} 0051} 一 

MW tw BW | 0.44 | 0.34 | 0.08 | 0.37 | 0.68 | 0.36 | 0.41 | — 

B % ®% | 0.72 | 0.55 | 0.16 | 1.60 | 0.97 | 0.62 | 0.64-|.0.25 

=B x, Af 0.80 | 0.76 | 0.25 | 1.62] — | 0.67 1/1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析。 

表 86 一 7 ”此 首 落 的 维生素 和 微量 元 过 含量 表 * 

| 多 
$B l25.9] 56.1 |1.60| 2.3] 6.1] 9.7, 一 .64 二 | 一 | 一 | 二 
初 花期 干草 0.1|ji617 | 一 | —| 一 | — | — |} — | —] 1s0l12.ales. 
MAG \87.6).21.5 ) — | —)— | — | pe) a ft 2ojriesiaz. 
= # F H/89.9 18.8 | ea dh ee etl t= a Aa py pe Dw 

A BA oF 粉 |91.4| 98.8 | 4.4 115. 9)53. 6/28. 0 89.5/5.93| — | 360) — |40. 
HI EDHGE 90.7; 6.0] 2.8) 847/35. 5/15.3/150. 01. 30/40.0] 220] 9.9127. 

227.) O. 27 | 

精 

所 
酸 

0.21 | 0. 

0.21 | 0. 

0.60 | 0. 

aa ie 

0.67 | 0. 
14,2354. 0. 

16.0 = 

” FA SHR AR RARER,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C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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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ER ( 表 86 一 7)。 青 干草 的 胡 昔 下 素 含量 丰富 ， 每 公斤 合 
18.8 一 161.7 毫克 。 上 此外， 还 有 微量 元 素 镍 ， 每 公斤 含 0.2 毫 

Hi. BATE 0.2 毫克 。 并 含有 各 种 色素 等 ， 对 察 畜 竺 长 发 育 及 
” 屯 和 并、 卵黄 颜色 均 有 好 处 〈 表 86 一 7)。 

紫 首 攻 产 草 量 随 不 同 环境 条 件 有 很 大 变化 ， 在 东北 地 区 不 施肥 

不 灌水 的 条 件 下 ， 一 般 播种 当年 不 浊 制 ， 第 二 年 可 浊 割 2 Ke, Sh 

收 种 子 ， 二 荐 初 花期 浊 割 ;第 三 年 以 后 ， 年 浊 制 3 次 ， 第 一 次 在 6 

HP, Dia Sh —t+ A AAA 1 次 ,年 亩 产 青草 2500 一 3000 公 

% 在 施肥 灌水 条 件 下 ， 年 浊 4 次， 产 草 量 可 提高 1 们 以 上 。 平 均 

含 粗 蛋白 质 4% 计 算 ， 亩 产 粗 蛋白 质 100 一 200 公斤 ,相当 1250— 

2500 公斤 玉米 所 含 的 粗 蛋 白质 。 

紫 彰 项 是 我 国 北 方 地 区 人 工 草 场 的 主要 豆 科 牧草 。 现 有 的 优良 

MH mE: PRAM A. HAHA. TROR-SALS 

Bie. HARA. BRAS. RAS. RAAB. ARERR 

一 号 首 蕃 等 。 在 东北 和 西北 今后 推广 豆 科 牧草 仍 以 紫 首 蕃 为 主 ,， 既 
适应 当地 水 土气 候 的 地 方 良种 ， 还 需要 进一步 普及 推广 ， 大 面积 种 

植 。 在 利用 方面 无 论 放牧 或 测 割 ， 都 应 当 在 8 AE RAG HED 

以 前 停止 ， 以 便 使 牧草 冬 前 蓄积 过 冬 的 养分 ， 为 安全 越冬 和 来 年 生 

Bil Fw. PURER AR. AA, 关中 地 区 9 月 下 名 至 10 月 

上 名， 北京 地 区 OAS. FH: BK 8 ALA, AE 6 一 10 厘 

米 ， 这 样 作 北方 紫 首 蒂 越 冬 率 可 达 86% 以 上 ， 利 于 开 年 的 生育 。 

紫 首 蕃 的 利用 方法 一 般 有 两 种 ， 

lim”: BAHAR. RRBAne, DART Ry. 

ABABA, WAR. FRE. LEWES BRAM 

20—30 公斤 ， 青 年 母 牛 10 一 15 Ar. WHHRAETSREER 

秸 、 糠 、 寺 等 混合 饲 喂 寿 牛 ， 既 可 节省 一 部 分 精 料 ， 又 可 使 牛 发 育 

健壮 。 对 不 放牧 的 大 尾 寒 羊 , 每 只 日 喂 整 株 草 5 一 6 公斤 。 不 放 斩 的 

青山 羊 喂 2 一 3 公斤 WH. BR. PRRAGAEN, 中 等 马 和 观 每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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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20—-2 A, KEAN SBR 30 一 35 As HF 10 一 15 公 

Fis 切 碎 或 打 浆 喂 小 鸡 ， 每 只 日 喂 50 一 100 wes WRIA, 2 A HA 
株 上 半 部 幼 嫩 枝叶 ， 下 半 部 较 老 枝叶 喂 大 性 畜 。 用 青 育 销 喂 猪 应 注 

BUF JL: . 

TR: RABSHAAS, BRRORRA, Wawa 

Enh, MUG 20—-30%Ub, BARBRA. BARK, WR 
PAARA, WRDRK 20% 左 右 ， 增 重 可 提高 5.8 一 10.4%， 消 

化 率 提高 12.5 一 12.8%。 但 打 浆 时 不 要 大 量 加 水 ， 打 浆 后 与 其 他 饲 
BL ORE, BE) 混 拌 喂 猪 效果 较 好 。 

喂 量 适当 ， 小 猪 不 宜 大 量 喂 紫 划 蕃 ， 因 含 粗 纤维 多 ， 浪 费 大 ， 
增 重 效果 不 明显 。 一 般 小 克 郎 猪 每 头 量 喂 量 I-AA, PRE 
2 一 2.5 公斤 ， 成 猪 4 一 6 公斤 ， 繁 殖 母 猪 可 喂 到 7.。5 公斤 以 上 。 

与 青饲料 搭配 喂 ， 由 于 紫 首 蕃 粗 蛋白 质 生 物 学 价值 比较 完全 ， 
含有 丰富 的 维生素 和 矿物 质 等 生长 素 ， 与 其 它 饲料 搭配 咀 ， 一 方面 
能 提高 饲料 利用 率 ， 另 一 方面 能 更 充分 发 挥 紫 首 蕃 的 作用 。 

青贮 ， 是 保存 紫 首 蕃 饲料 营养 的 有 效 方法 ， 一 般 多 与 禾 草 、 青 
玉米 等 混合 青贮 。 为 了 获得 好 的 青贮 ， 要 添加 蚁 酸 0.5%， 使 青贮 
料 的 pH 维持 在 4 上 下 ， 这 样 可 使 于 物质 损失 降低 1 倍 ， 蛋 白质 分 
解 降低 2 一 3 倍 , 胡 葛 卜 素 几乎 全 部 保存 下 来 。 还 有 用 密封 的 塑料 袋 
作 真 空 青贮 料 和 半 于 贮 〈 低 水 分 青贮 ), 它 具 干草 和 青贮 的 优点 。 做 
法 是 将 割 下 的 紫 首 蕃 脉 晒 一 天 ， 当 水 分 降 到 45 一 55% 时 进行 青贮 。 

27H: 紫 首 基干 草 通 常 饲 喂 役 畜 和 乳牛 、 羊 ， 多 与 其 它 粗 饲 

RBS AR. 以 提高 粗饲料 的 营养 价值 和 适口 性 。 用 紫 首 藩 于 草 粉 ， 

按 比 例 与 其 它 饲 料 搭配 喂 猪 、 禽 ， 效 果 更 好 。 优 质 紫 萌 攻 干 草 粉 是 

高 蛋白 质 和 维生素 补充 饲料 ,冬季 人 缺少 青 饲 、 维 生 素 和 光照 不 足 时 ， 

都 是 舍 饲 家 畜 的 必 配 饲料 。 高 质量 的 紫 萌 蕃 于 草 粉 要 求 收割 适时 ， 

色 鲜 绿 ， 叶 量 多 ， 有 香味 。 可 采用 人 工 快 速 干燥 法 。 一 般 在 初 花期 

收割 ， 然 后 放 在 800 一 850%C 高 温 烘 于 机 中 , 使 水 分 降 到 10 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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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草 养分 保存 在 90% DLE, BOLE PERE, HGR AE Hal 
RURAL EIS DE, WER — AE TE Ae 、 
积 小 一 RERDS, ETI. BMA, MH RMDRR, 

栽培 要 点 “ 紫 首 蒂 的 播种 方式 可 分 条 播 、 撤 播 与 充 播 ; 因为 种 
子 小 ， 景 好 在 秋季 进行 深 翻 和 压 ， 施 足 底肥 、: 播 前 灭 章 ， 笠 地 要 平 
整 细碎 ， 保 证 出 苗 整 齐 。 春播 多 在 春季 丧 情 较 好 ， 风 水 为 害 不 天 的 
地 区 采用 ， 也 有 早春 顶 凌 播 的 ; 夏 播 常 在 春季 土壤 干旱 ， 了 晚霜 较 迟 
或 春季 风沙 过 多 的 地 区 进行 ， 秋 播 大 致 同 冬 麦 播种 相似 ， 优 点 是 坑 
WF. HER. AAD, RARELY MR, BHA aS 
播种 ), BYE PDE TS ge EE GEE 早春 播种 必须 先 除草 ， 采 
用 化 学 除草 剂 敌 章 隆 等 进行 土壤 处 理 ， 灭 杂 章 于 萌动 期 ， ‘en 
0.2 父 斤 ， 胃 水 40 一 50 公斤 ， 然 后 播种 。 

ATE Ry 515% MS, Be BE Ee TY 
25—65%, BOA AE ME TE RT, RH 10 EE 
E, WKAR SE, ROR, TDG AP ES 
天 ， 比 对 了 照 组 可 提高 发 芽 率 19.7%。 当 年 收获 的 种 子 当年 直播 或 秋 
播 时 , 按 一 分 种 子 加 1. 5 一 2 倍 沙子 混合 , WER F EMR 20—30 ¥, 
Lye eee Rahs eR > Se 
可 提高 发 芽 率 11.5% 和 9.8%。 

eH EPR 1.5 一 2 克 ， 每 公斤 种 子 42 RR, RB 
AST HR AR 0.5 一 1 公斤 ， 播 深 2 一 3 EK, PUREE, 
便于 掌握 播种 深度 。 

在 海拔 2500 一 2700 HK AERC AUR A, BY Be PE BLE 
AP, HOYER, WT ERA, TREO, RR 
AL RG 93.5% RRS ATE A, 38 AFI PR 61.9% 
( 比 平 作 超过 59.4%)， 也 可 追 施 磷 肥 提 高 越冬 率 65.4% (P< 

0.01)， 说 明 磷 肥 对 植株 有 壮 苗 促进 抗 星 性 的 作用 。 

紫 童 落 的 轮作 与 倒 茬 ， 依 耕作 习惯 , 干 壤 条 件 和 栽培 目的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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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数 是 在 访 .26 在 之 后 ; 产 草 量 开始 下 降 时 翻 名 倒 着 。 与 乡 年 生 禾 章 
混 播 ， 产 草 量 稳定 ， 利 用 年 限 也 长 。 六 年 生 紫 萌 蒂 与 狗 观 草 (Rog- 

-0eria turczaninovii) 混 #, BW fe FF BE 28.87 公斤 ,- 比 单 播 增 产 

本 

WO — 

164.7%, PESWAM, ULLRMIC AMA E, RA 4 

Fe 2E, ZERO AR. AHR. DAHER, A 4 一 6 EE 

H; URAKLAE, 利用 5 一 6 年 倒 着 。 翻 寿 时 应 在 雨季 或 雨季 后 

期 ， 此 时 王 环 湿润 地 温 高 ， 翻 耕 后 根 着 吻 离 余 。 干 旱 和 半 干 旱地 
K, WEEM. 

MILGRAKARMAVUA AAS 800, FPR 15.6%, 通常 
1-5 #O—KH, PHAR E. 紫 首 苇 一 谷子 一 玉米 一 棉花 ， 紫 
彰 项 一 谷子 一 小 麦 一 玉米 二 棉花。 其 经 验 是 翻 料 后 第 一 年 种 棉花 ， 
REALWSRE, AOEK, BAHU, HR, RAR 

- FAY Sh oe ig EP ee, EM SER a 

棉花 ， 药 有 25% 的 棉 子 不 能 发 芽 。 在 旱 作 区 , APRA WEAR 
十 琅 永 分 ， 所 以 ， 它 的 后 伏地 种 小 麦 往 往 因 缺 水 而 不 能 丰收 。 因 
此 ， 在 无 灌溉 条 件 的 旱地 ， 紫 首 鞍 后 人 茬 最 好 先 种 一 年 浅 棋 的 中 耕作 
O, CRABEADS EH, A, 也 能 贮备 土壤 水 分 ,以 后 再 种 粮食 
作物 。 

紫 首 著 和 多 年 生 禾 草 混 播 ， 是 提高 草地 蛋白 质 的 一 种 好 方法 ， 
应 大 力 提倡 。 它 在 草 粮 轮 作 中 ， 能 提高 地 力 、 良 改 土壤 和 增加 饲 草 。 
FEAR AGH SBE A 3 一 4 AE, PMN, EI 
组 合 中 ， 河 北 农业 大 学 在 八 种 处 理 中 , VRS REBR (Bro- 
mus inermis) 隔行 间作 生长 良好 ， 产 草 量 高 ， 河 北 省 察 北 收场 采 
用 行距 30 厘米 交叉 播种 ， 产 草 量 最 高 ， 亩 产 干草 分 别 为 203.7 公 

FF. WGA: HHERTEMRAB, WRG FRE 
地 ， 冬 季 可 防风 积 雪 、 洪 土 ， 提 高 紫 首 薪 的 越冬 率 ， 在 华北 ， 按 紫 
Bm L247, SHE OU 公斤 混在 一 起 ， 雨 季 后 期 结合 

中 振 。 在 玉米 、 棉 田 条 播 或 撒播 ， 当 年 均 不 采 收 ， 第 二 年 春 每 亩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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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OOARABEH ST, BARRE KRE, EK PMR ARE 
HBSLZDERB. RESR. SiH. HR. THR. HBS 
有 类 似 做 法 。 

紫 划 蒋 多 实行 采 草 与 采种 交替 兼用 ， 在 北方 ,大 多 以 头 天 留 种 ， 
二 茬 采 草 ， 夏 播 当年 不 浊 割 , 第 二 年 也 是 头 荐 采种 , 每 亩 可 收 7.5 一 
10 公斤 种 子 ， 三 年 以 上 可 收 20 一 25 公斤 种 子 ， 在 南方 ,以 2 一 3 # 
草 留 种 ， 每 亩 采种 7。2 一 11.9 公斤 。 国 外 每 亩 为 66.5 一 93 公斤 ,人 
工 授 粉 地 区 每 声 可 达 133.5 公斤 。 

病虫害 防治 。 紫 彰 蕃 常见 的 病虫害 有 ， 
1. 需 霉 病 ， 主 要 危害 叶 部 ， 病 株 顶部 叶子 黄 萎 ， 病 时 向 背 方 郑 

曲 ， 叶 背 面 生 淡 紫 褐色 霉 层 , 严 重 时 叶片 枯死 。 此 病 多 发 生 在 温暖 、 
潮湿 的 天 气 。 防 治 方法 是 发 病 初 期 用 波尔多 液 (5 克 硫 酸 铜 ，5 克 
熟 石灰 ， 加 水 1000 克 ) 喷洒 1 一 2 次 。 注 意 将 药 工 喷 到 叶子 背面 。 
也 可 采取 提前 浊 割 ， 阻 止 蔓延 。 

2.8: 2. W, RRL ARR, DRL 
eR ABR BO, BAST EA. WAR. CORA 
温 10.2—15.2°, BARR 58 一 75% 时 ， 病 害 大 量 发 生 , 严 重 时 落 

叶 率 达 40 一 60%。 防 治 方法 是 进行 种 子 精 选 和 消毒 ,种 子 田 可 用 波 
尔 多 液 和 石灰 硫黄 合剂 进行 防除 。 

3. 豆 范 、 蚜 虫 、 潜 叶 蝇 : 可 用 40% 乐 果 屯 剂 1000 一 2000 倍 液 
喷洒 ， 效 果 较 好 ， 也 可 以 用 政 百 虫 0.5 一 0.8% 的 稀释 浓度 ( 勿 大 于 

1%) FB, Rw, RABI. 
AM JA OMAN RR: ATER MT ih 74 

材料 的 观察 和 鉴定 ， 初 步 划分 为 六 个 生态 型 。 
1. 大 时间 蕃 类 型 ， 分 布 于 新 疆 维吾尔 自治 区 ， 其 特点 是 叶子 宽 

kK, SHU, RIM WK, LRRD, ROW, HE 
vio, BAR, ME. RRB AB. WAR, Aor 
H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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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M AGA. DAF RAKPHR AUER, ER 
特点 是 早熟 ， 产 草 量 和 产子 量 均 较 高 。 株 型 斜 生 ， 抗 寒 中 等 。 代 表 
BPARGAE. BRE. PHAR. ROWERS. 

3 REAR: DAPI, PAE EP ERR, 
PRERE, REPS, RMR. ARMPAREAR. OB 
Hes. | 

1 HRAGAD: DHFR, BABESREE. St 
2. MARR, PEER, RRAPHRRAR. EAE BS. 

5. 抗 旱 抗 寒 阁 鞍 类 型 ，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河 北 北部 、 陕 西北 部 、 
山西 北部 、 甘 肃 东北 部 及 青海 地 区 ， 具 有 抗旱 、 抗 寒 性 强 的 特点 。 
荃 叶 细小 ， 长 势 缓 慢 ， 产 量 低 ， 标 型 斜 生 至 铀 伏 型 。 代 表 品 种 为 内 
SHH. HRA. STAR. HHAR. BERR. TAs 
等 。 

6. 杂 色 首 蒂 类 型 ， 是 首 蒂 品种 间 杂 交 育 成 的 类 型 ， 特 点 是 花色 
杂 ， 抗 寒 、 抗 旱 ， 产 草 量 高 , EVER, RERMPHAR—-SER, 
ROSH. BR-SHE. PERNA BS. 

; ($822 RUB) 

87. AE LARGE 

Meltlotus albus Desr. 

Me eR, See, 
形态 特征 ”二 年 生 草 本 ， 高 ] 一 3 米 。 直 根 伸 长 达 2 KDE, 侧 

MRA, RASH. SHU, MEG. BS, SHAR, ot 
为 羽 状 三 出 复 时 * 小 叶 椭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长 15 一 30 Sk, 宽 6 一 11 
毫米 ， 先 端 鳄 ， 基 部 模 形 ， 边 缘 有 世 锯 齿 ; 托 叶 较 小 ， 锥 形 或 条 状 
拨 针 形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上 只 花 40 一 80 3. ZEA, Af. K 3-62 

Ks HBR; GRE, WORKT RR, BL). M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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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AMA 
1—2 FLAT; 种 子 

肾 形 ， 黄 色 或 褐 黄色 
(图 87) 。 

地 理 分 布 “白花 
草木 标 在 我 国 河北 、 
内 蒙古 。 Be. Halt 
等 省 《区 ) 都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在 西北 、 东 
北 、 华 北 等 地 有 悠久 
REE, WEEK 
种 植 较 多 的 主要 是 辽 
宁 西 部 、 陕 西北 部 、 
甘肃 东部 ,山西 北部 、 
内 蒙古 东部 、 吉 林 西 
部 、 江 苏 北 部 、 山 东 
北部 ,河北 北部 和 黑 
龙 江 等 省 (区 ) — 图 87 白花 草木 柚 Meltlotus albus 

般 多 作为 绿肥 种 植 ， ver: 
尤其 在 黄土 高 原 、 凤 沙 干旱 地 区 ， 不 仅 做 为 绿肥 和 燃料 而且 还 是 
主要 的 裁 培 牧草 和 水 土 保持 植物 ， 被 广泛 应 用 ;白花 草木 棵 原 产地 
为 欧 、 亚 温带 ， 在 欧洲 各 国 被 认为 是 重要 的 饲料 六 或 作为 乃 第 的 放 
BD AME BR ERM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TE AD CR Res ARSON BER 
Sb, HAREM, STAEMAR ON AMS 8 
BK MAT 25 AT RMRWSRE. BOTH ELE 
FLEE PHAR. 2H. SUHRKRECOYR. BLT HP | 
Hh WE, ANGE SEAR Ea, OEE 含 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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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 合 磁 量 增加 ;20% 堪 看 , APL 30-10%, 7k FAYE 

动 |30-_409%68 种 植 三 年 内 花 章 木 棵 后 # :遗留 在 36 OK BE 用 土壤 的 
FRE, PUSH 90 公斤 左右 ， 腐 殖 质 的 含量 比 种 谷子 ,玉米 

或 土豆 地 增加 084 一 0.2%，， 相当 于 一 计 二 增加 100 一 200 公斤 腐 殖 

Ki, ;此 外 还 有 比较 丰富 的 氮 素 ;一 般 100 公斤 干 物质 中 ， 莹 叶 含 有 

2:5 公斤 氮 素 ， 根 中 含有 :5 公斤 氨 素 ， 种 过 白花 草本 标的 地 ， 全 
氮 含 量 比 种 谷子 、 玉 米 和 土豆 的 地 增加 0.02 一 0.04%， 等 于 一 亩 地 

增加 .15 一 20 公斤 氮 素 。 如 果 按 比较 速效 的 水 解 氮 计算 , 等 于 一 亩 地 
增加 ;5 公斤 氨 素 ， 相 当 于 .25 公斤 硫酸 铁 , 可 见 肥效 之 高 。 所 以 种 过 
白花 草木 标的 耕地 ， 可 以 连 种 三 年 好 庄稼 。 据 甘肃 省 的 调查 材料 ， 
利于 岁 花 草木 标 茬 口头 一 年 种 土豆 、 谷 子 、 糜 子 产 量 最 高 ， 可 增 
FE SCO%U by MH. 廉 子 、 医 豆 等 次 之 ;玉米 较 差 ， 第 二 年 种 莽 
麦 产量 最 高 ， 可 增产 144%, 玉米 次 之 第 三 年 种 各 种 作物 的 增产 
比例 差异 不 大 ， 可 增产 91%。 | 
EAE SOS Rs Ge REI, 

fe Ailes ARAFAT, BURAK BERS 
— «2644, BRERA. 5 月 末 至 5 AMM, 6 月 上 上 、 中 旬 开 花 , 花期 
约 50 一 60 天 1 7 HFRS 月 上 旬 种 子 陆 续 成 熟 ， 随 后 全 株 枯 死 。 

白花 草木 棵 为 二 年 生地 面 芽 植物 。 它 的 适应 人 性 很 广 ， 尤 其 对 主 
款 的 适应 能 力 更 强 , 在 一 般 的 黄土 :粘土 。 砂 故土、 水 壤土 以 及 长 
不 好 庄稼 的 将 薄 碱 性 土地 上 ， 均 能 生长 良好 。 特 别 喜 欢 富 含 石灰 质 
HL, WM. ihe (Madicago sativa L.), 
在 土壤 总 含 盐 量 达 0.15—0.33%Ht, pH7.5—9.0 HHA, FA 

花草 木 棵 均 可 成 功 。 但 对 酸性 土壤 适应 较 差 。 喜 欢 较 湿 润 气候 ， 但 
也 耐 干旱 ， 龙 其 幼苗 抗旱 力 很 强 ， 当 沙 坊 士 0 一 30 厘米 土 层 含水 量 
BRE SUM, SEH, MBAR, WH RRB, A 长 点 却 星 
“ 休 限 ”状态 ， 可 持续 30 RATE, TAI, 白花 草木 标 能 
在 土壤 含水 量 6% 的 条 件 下 ,持续 40 天 不 死 。 其 原因 是 它 的 根系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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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 长 得 快 ， 扎 得 深 。 苗 期 地 上 部 仅 长 2 一 3 片 叶子 ， 株 高 3 厘米 

时 ， 根 已 深入 土 中 6 一 9 BK, 它 的 抗 逆 适 应 范围 比 紫 首 藉 厂 , DT 

力 中 等 。 

白花 草木 棵 也 很 耐寒 冷 ， 二 年 生 的 白花 草木 村 ， 要 经 过 -个 严 

寒 的 冬季 。 一 般 它 在 越冬 之 前 ， 根 系 已 充分 发 育 ， 贮 藏 了 很 多 营养 

物质 ， 并 且 茎 叶 中 的 部 分 养分 也 转 入 根系 ， 从 而 增加 了 根 细胞 中 糖 

类 和 其 它 物质 的 含量 ， 也 增加 了 根 细胞 液 的 浓度 ， 使 它 对 低温 有 一 | 

定 的 忍耐 力 。 实 际 上 ， 白 花草 木 棵 能 耐 - 30" 以 下 的 低温 ， 在 东北 
的 哈尔滨 、 公 主 岭 等 地 种 植 ， 能 安全 越冬 ， 在 西北 的 兰州 、 西 宁 等 
地 ， 春 播发 育 良好 的 1 年 生 植 株 ， 也 可 以 安全 越冬 : 
.白花 草木 棵 具有 显著 的 保持 水 土 作用 。 据 甘肃 天 水 水 土 保持 试 

验 站 的 观测 ， 它 与 农作物 轮作 ， 比 其 它 农作物 的 轮作 ， 地 表 径 流量 
减少 66 一 69.7%， 土 壤 冲 刷 量 减少 64.9 一 66.8%。 陕 西 绥 德 县 在 

34 度 的 坡地 上 种 植 白花 草木 标 后 ， 径 流 减少 14%, + REF 
少 66%。 在 甘肃 秦安 县 种 白花 草木 棵 二 年 就 可 覆盖 地 面 , 水 主流 失 
减少 60%。 这 是 由 于 白花 草木 标 根 群发 过， 蔡 叶 茂盛 ， 密 覆 地 面 ; 
一 方面 减少 雨水 击 打 地 面 , 另 一 方面 增强 了 土壤 的 渗透 作用 。 总 之 ， 
受到 侵蚀 的 耕地 和 坡地 ， 最 好 种 植 白花 草木 可 ， 借 以 保持 水 十， 并 
提高 地 力 。 
饲 用 价值 ”白花 草木 棵 是 牛 、 羊 等 家 畜 的 优良 饲 草 , 可 以 放 收 、 

青 浊 ， 人 制 成 干草 或 青贮 后 饲 咀 。 白 花草 木 棵 含 香 豆 素 (Cumarin), 
其 含量 在 开花 结实 时 最 多 ， 幼 嫩 及 晒 干 后 气味 减轻 。 因 此 ， 应 尽量 
在 幼 后 时 或 晒 二 后 喂 饲 ,以 提高 适口 性 和 利用 率 。 发 霉 、 腐 败 以 后 
香 豆 素 就 会 变 成 抗 凝 血 素 ， 家 畜 吃 了 这 种 草 ， 遇 有 伤 百 ， 掉 液 不 易 
凝固 ， 常 常 引起 内 出 血 而 死亡 ， 尤 以 小 牛 较为 突出 ， 而 马 和 羊 则 少 
见 。 因 此 ， 要 特别 注意 这 一 点 。 

从 未 吃 过 草木 标的 性 畜 ， 让 它 采 食 ， 则 需 调 教 。 从 少 到 多 ， 训 
饲 数 天 以 后 ， 自 然 就 会 改变 其 采 食 习 惯 。 最 好 浊 割 后 与 其 它 青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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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 混 饲 喂 ， 或 调制 成 青 干草 利用 ， 尚 可 提高 适口 性 。 白 花草 木 柠 茎 
枝 较 粗 ， 并 稍 有 苦味 ， 但 早 霜 以 后 ， 若 味 渐 减 ， 各 种 性 畜 习 惯 后 ， 
都 喜 采 食 ， 特 别 是 对 牛 、 羊 能 显著 增 腰 。 粉 碎 或 打 浆 后 喂 猪 效果 更 
佳 。 同 紫 曹 荐 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ne) Mk, AMAR 
放牧 乳牛 时 很 少 引起 腊 胀 病 ， 但 不 宜 多 食 。 

采用 白花 草木 标 喂 大 性 畜 时 ， 用 其 于 草 摊 对 半 谷 草 混 喂 最 好 ， 
PRECELIA, ARMA, SHE. RSMAS 
i; 眼 猪 时 ， 将 切 碎 的 草木 棵 者 熟 ， 捞 出 放 到 清水 里 浸泡 ， 消 除 香 
BROERK, HHSC, HEBOAN, BLK. BHR. WK 
精 料 等 ， 有 较 好 的 利用 价值 。 

春播 白花 草木 标 在 甘肃 省 第 一 年 每 亩 可 收 鲜 草 500 多 公斤 (多 
者 可 达 2000 SAI), 第 二 年 1500—2000 公斤 。 西 北 地 区 有 些 高 产 

者 可 达 4500 公斤 。 白 花草 木 标 的 种 子 也 很 丰产 , 种 子 含 有 粗 蛋 白质 

26.35%%， 收 子 每 亩 产 50 一 100 公斤 ， 炒 熟 、 磨 碎 后 咀 牲 eA 

豆子 的 营养 价值 媲美 。 在 吉林 省 西部 地 区 , 亩 产 鲜 草 500 公斤 左右 。 
白花 草木 标的 化 学 成 分 大 体 上 和 紫 首 藩 相似 ， 也 是 含 蛋白 质 、 

脂 访 、 无 所 浸出 物 等 营养 价值 较 高 的 饲料 作物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87 一 1、87 一 2、87 一 3 Bim. 

表 87 一 1 生长 第 二 年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二 物质 汉 ) 

HE A 质 粗 纤维 x 粗 灰 分 
di: Sa ee Ee one-star are 

+ | & |2n| 4 | & [ae] + | & low 
| | 

营 - 养 We) 40.43 | 18.04 | 28.39 8.35 | 26.33 | 17644 | 11.51 | 10.92 | 11.19 

PL bad | 36.85 | 12.91 | 22.15 7.84 | 24.05 | 23.93 | 10.49 7.08 | 8.39 

me 76 Hy} | 32.27] 8.50 | 14.33 | 9.50 | 49.14 | 37.61] 11644.] 4.00] 5.79 
, | 

cmH) 一 | 8.45 | 15.55 : 9.10 | 54.60 | 39.23 | 一 | 3.14 | 3.94 

+ 这 宁 省 土壤 肥料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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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一 2 TERRI NC) 

20.93 | 33.03 | 8.71 | 1.708 | 06.23 营养 期 11.84 | 19.57 5.92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亡 分析 。 

表 87 一 5 ”白花 草木 标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Tae = 

NI - Ss 

> = set patacs me 

营 养 期 

亮 ae 
eR 

B 氨 

FF 
和 蛋氨酸 

氨 

0. 806 984 5 0. si 0. 463 0.173) 0.728) 0.417 0.741 0.905 

© THERMAL RETA | | 

EKRB—-HNGAROAS THEIFE ROAR. PE 

SRE 3.0%, IIS 0.6% .无 氮 浸 出 物 多 2.1%, MAD 5.6% 

粗 灰 分 多 1.0%。 开 花 始 期 的 营养 物质 含量 较 高 * 了 豆 

施用 过 磷酸 钙 作 底肥 ， 产 草 量 可 提高 工 倍 ; 在 吉林 省 东部 ， 不 

施肥 也 能 达到 亩 产 1000 一 1500 公斤 。 一 般 亩 产 种 子 50 一 75 ATs 

EKER, ANA, ERA ER, Be 1000 一 
2000 ATs 第 二 年 4 月 底 至 5 Amie 在 ， 每 雷 产 草 1000 一 3000 

公斤 ， 然 后 留 下 再 生 草 采 子 。 

早春 播种 的 可 作为 饲 草 用 时 ， 第 一 年 应 在 7 JAS ADC, BE 

还 能 制 一 茬 ， 若 天 旱 草 长 不 高 时 ， 只 能 在 霜 前 割 一 茬 ， 即 7 ALD 

BUX, FY ETI 9 一 12 厘米 ;第 二 年 在 现 蕾 时 收割 , BE 6—9 还 

米 ， 此 时 章 嫩 营 养 价 值 好 ， 并 有 利 再 生 , 因为 收割 后 再 生 草 的 形成 ， 

主要 是 靠 残 蔚 基 部 的 腋芽 和 未 长 成 的 幼 共 及 根 颈 部 的 基 芽 形成 新 

枝 ， 若 8 月 上 名 以 后 收割 ， 就 刺激 这 些 幼 芽 萌 发， 消耗 根部 营养 ， 

减弱 了 抗震 力 ， 越 冬 后 失去 了 再 生 能 力 ， 时 致 全 株 死 亡 。 如 果 秋 后 

停止 利用 ， 仅 前 两 种 新 被 再 生 ， 抑 制 了 根 颈 基 芽 的 生长 ， 秋 后进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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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 BBG, MITT MEH, AHEM RAR, 
RAGE chaaihinih hcnrkike cave 
主要 因素 之 一 。 

”白花 草木 棵 的 用 途 比较 广泛 ， 它 不 仅 是 牲畜 的 饲 草 ， 而 且 还 是 
优良 的 蜜源 植物 。 开 花期 长 的 2 个 月 ， 所 产 的 蛮 白 而 甜 。 据 了 解 种 

BOR PEM, BNP MEAT 1 A. UL, RRR BNF ae OT DI ER, 
AAT eR 40 度 的 白酒 ,出 酒 率 8.520%, Faw, AT 
RR, 504 RAF AER) 1.5 一 5 公斤 麻 ， 按 一 亩 地 可 产 秆 150—300 2 

FHS, #6 10—25 公斤 麻 。 并 旦 可 烧 灰 制 碱 。 ected a 
部 地 区 ， 还 可 以 解决 人 民 的 燃料 问题 。 

BZ, AERA TIERED. ION RN, TE 
RAL. MOM “SE? , eA LAR. RL BS 
者 之 间 的 矛盾 的 纽带 。 它 将 为 改造 黄土 高 原 和 北方 干旱 将 车 地 区 的 “ 
ARMM EXE. ; 

RISE Pe. RETINA A. AE 
草木 村 生长 年 限 短 、 最 好 早春 解冻 后 抢 摘 播种 ， 易 于 抓 苗 ， 当 年 可 
割 草 ， 产 草 量 较 高 。 若 秋季 雨水 多 ， 可 在 11 月 初 , 立冬 前 后 ， 即 地 
冻 前 播种 〈 寄 子 ) 来 年 春 出 苗 。 在 春 早 多 风 地 区 ， 以 6 月 上 、 中 旬 
雨水 调和 时 期 播种 为 宜 。 

在 弃 耕 的 山坡 地 上 播种 ， 不 必 翻 地 ,只 要 把 表土 却 松 即 可 条 播 ， 
或 者 挖 穴 点 播 ， 最 好 沿 等 高 线 开 沟 播 种 ， 或 用 交叉 点 播 。 在 陡坡 地 
或 土质 较 松 软 时 ， 可 在 早春 抢 摘 播种 后 ， 和 1 二 ? 遍 , 或 赶 革 群 踩 一 
遍 ， 也 能 出 好 苗 ， 但 播种 量 要 适当 增加 一 些 。 

由 于 白花 草木 寨 花期 长 ， 因 此 ， 种 子 成 部 期 不 一 致 ， 一 般 在 三 
分 之 二 或 四 分 之 三 的 莱 出 现 褐色 时 ， 即 可 采 收 ， 新 侠 种 子 中 含 三 实 
园 多 ， 有 的 高 达 80% DE, ZEA WET eRe, RA 
CR, WHR RR, TPR. 克 左 右 。 休 闲 也 播种 时 ， 海 亩 播 
种 量 0.5 一 1 公斤 ， 在 坡地 和 沟 芭 等 地 种 草木 各， 每 亩 播种 量 应 为 

° 293 ° 



1 一 1.5 公斤 。 覆 土 不 宜 深 ， 约 为 1.5 一 2 厘米 。 在 西北 地 区 轮 歇 地 

种 植 可 与 小 麦 混 播 ， 于 白露 播种 冬小麦 后 ， 在 其 行 间 播 种 草木 梅 。 
来 年 收割 小 麦 时 ， 草 木 棵 植株 高 约 9 一 12 厘米 ， 这 样 并 不 妨碍 小 考 
生长 ， 下 -年 草木 棵 生长 更 好 。 
TARA Ki, IPS ene. ARIE. Dem 

BARARS REDERIDE, BDkLMAE 320%, MMTRE 
产量 10%， 每 亩 增收 饲 草 750 公斤 。 还 可 与 林木 间作 ， 甘 肃 天 水 在 
挖 水平 沟 种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PKR, RAREST HK 
到 水 平 沟 里 。 先 收 草 喂 性 畜 ， 三 年 后 刺槐 长 得 特别 壮 。 甘 肃 武山 县 
采用 一 行 大豆 〈 黄 豆 ) 、 一 行 草木 可 、 一 行 树木 ， 当 地 群众 称 “ 三 套 
连环 护坡 增产 法 >。 既 解决 了 眼前 利益 和 长 远 利益 的 矛盾 , 又 合理 利 
用 了 土地 ， 保 持 了 水 土 。 

四 花草 木 棵 苗 期 生长 绥 慢 ， 易 受 休 草 侵害 ， 因 此 ， 世 须 及 时 证 
耕 除草 ， 消 灭 草 荒 “在 有 条 件 的 地 块 ， 可 适当 浇 水 和 追 施 磷 钾 肥 。 
防治 病虫害 同 紫 攻 蕃 。 

(ERB) | 

88. ANA ARE 

Melilotus dentatus (Wald.et Kit.) Pers. 

别名 ”无味 草木 棵 。 
形态 特征 “ 细 齿 草木 棵 与 其 它 草 木 标 的 区 别 点 是 ， 株 高 50 一 

100 (150) Ks OK HAUE, 边缘 密布 细 锯 齿 ; 总 状 花序 细 长 ; 
KN SRK, EKG KOK RM, KRLE, MM Ae 
种 子 2 Bi UB 88). 
SA MB AMER SAIL. eat Ae 

ABRAM MRA T HW. BG. HT. AK SES. | 
He yh IS AS eo De Ok BRI SEA BRAC AE, BA AE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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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主 茎 的 豆 科 牧草 ; BH HM, 

环境 条 件 较 好 时 能 形成 较 大 的 株 

从 . GEAR (Melilotus) 的 其 

它 种 比较 , 以 少 含 香 豆 素 为 优点 。 
GED i A Bi ATS RL 

为 干 物 质 的 0.01—0.03%, ， 而 黄 
花草 木 标 CM. suaveolens) 为 

0.84 一 荆 22% ,白花 草木 标 VM. 

albus) % 1.05—1.40%, 

AKHRRRSE WYRE, B 

养生 长 期 长 ， 黄 河中 下 游 地 区 8 

月 中 旬 一 9 月 上 旬 开 花 ， 9 月 中 、 
下 旬 种 子 陆 续 成 熟 ， 部 分 种 子 直 

至 下 霜 仍 不 能 成 熟 。 

细 此 草木 宰 为 中 生 植物 ， 喜 
AEF RAE, FER IB 

Ay +, 在 东北 西部 .内 蒙古 中 、 

东部 见于 低 湿 地 草 旬 或 湖滨 的 轻 图 88 AAA Melilotus denta- 
hye Bg EE; 在 华北 平原 个 tus (Wald.et Kit.) Pers. 

尔 散 见 于 村 庄 附 近 及 田 边 、 道 旁 ， 在 宁夏 黄河 中 游 两 岸 ， 有 时 候 大 

量 轴 更 ， 组 成 以 细 涯 草木 标 为 建 群 种 的 河 漫 滩 草 甸 。 夏 秋季 节 ， 化 

Sipe, WAM, 

饲 用 价值 ” 因 香 豆 素 含 量 低 ， 营 养 成 分 含量 较 丰 富 ， 适 口 性 民 

好 。 适 时 刘 割 或 放 收 ， 各 种 家 畜 均 甚 喜 食 。 天 然 状 态 下 一 般 亩 产 鲜 

草 500 三 1000 公 斤 ， 亩 产 种 子 50 一 70 公斤 。 人 工 裁 培 时 , 每 亩 可 收 

鲜 草 1500 一 2000 AA, A ARE RIE ED. 因 花 期 较 

迟 而 长 ， 又 是 晚秋 的 蜜源 植物 。 

栽培 要 点 Bae eA (Velilotus officinalis) #4 WW, 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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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应 当 在 湿润 的 地 方 种 植 ， 或 者 需 具备 洪 尖 条件， 

ea 

Melilotus of ficinalis ( 工 .) Desr. 

WS FOAL RAE, : 
形态 特征 “一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 高 1] 一 2 米 ; 全 章 有 香味 。 主根 发 

达 ， 呈 分 枝 状 胡萝卜 形 ， 根 

HRS, BHI, BAR, 

叶 为 羽 状 三 出 复 时 ，- 小 时机 

网 形 至 披 针 形 ， 先 端 钝 圆 ， 
基部 模 形 ， 边 缘 具 细 铝 此 ; 
托 呈 三 角形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含 花 30 一 60 3k, 花 苯 钟 状 ; 
Ase fH, HEC, eS 

MitSk, RENAB, A 

WI, RHRE, HAF 1 

Als 种 子 长 圆 形 ， 黄 色 或 黄 

褐色 〈 图 89 )。 

WED RRA 

在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南 和 

长 江 流域 以 南都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在 东北 `、 华 慈 华东 等 

地 栽培 历史 多久 其 地 上 和 

地 下 产量 均 不 如 白花 草本 株 
pares, ace a 

CM si thot dbus). ik We 8s BARK Melilotus officinalis 
渐 缩 小 种 植 面积 ; 该 草原 产 (L.) De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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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DAW, CLA. PRAHA SHA. 

EQLSLBPRE HEAAESA AFA WIA, | 

适 于 在 半 干 旱 温 湿 气 候 条 件 下 生长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在 侵蚀 坡 
地 、 盐 碱 地 、 沙 土地 、 泛 滥 地 及 草地 的 将 薄 土 壤 上 比 紫 首 攻 《Me- 

_dicago sativa) 生长 旺盛 。 抗 盐 能 力 较 强 ， 在 总 含 盐 量 0.2 一 0.3 

的 王 坏 下 也 可 年 奖 根系 发 过 ， 较 能 抗旱 、 耐 寒 ， 在 吉林 、 近 
© Si tha pa abcd RE ata 
AeRARAA MUR, WH RA RAR, (ARIE. 

黄 香草 木 标 播 种 后 ; 条 件 适宜 时 ; 种 子 5 一 7 RR. 
后 15 一 20 天 的 时 间 内 根系 生长 较 快 , 而 地 上 部 生长 较 缓 慢 ,， 一 般 当 
根系 生长 较 充分 以 后 ， 地 上 部 分 的 生长 才 逐 渐 加 快 。 一 年 生 黄 香草 
木 标 当 年 即 可 开花 结实 ， 二 年 生 黄 香草 木 邵 ， 当 年 只 生长 茎 和 时 ， 
不 能 开花 。 第 二 年 春季 4 月 中 旬 萌 发 〈 东 北 ), 由 根 颈 部 越冬 苯 长 出 
Fi, 6 ALM, REAR HA. 7 月 上 旬 开 花 、 
结实 ，8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 
ABE ASEARDRER, BREE, AE AES AIR 

PEM 308.5500 AF, LAM, REMAN, Bolte 
很 强 ， 生 长 后 期 秆 易于 木质 化 。 营 养 价值 与 白花 草木 温 基 本 相似 ， 
如 表 89 一 1 所 示 。 

表 89 一 1 黄 香 草木 标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Gen ReewrrsR 

waka bag | mimes | 粗 脂 肪 | tae | AS | 粗 灰分 

叶 13.2 29.1 3.70 11.3 3401 8.60 | 公主 

= 2.60 8.80 1.70 47.5 33.7 5.70 | AE 

主 全 株 7.32 | 17.84 2.59 31.38 | 33.88 6.99 | & 
. | 

* 吉本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由 上 琢 看 出 黄 香草 木 棵 的 鞋 叶 含 有 丰富 的 营养 物质 ， 其 干草 中 



粗 蛋 白质 的 含量 较 谷 草 高 4.6 倍 ， 粗 脂肪 高 0. 99%% ;而 难于 消化 的 ， 

粗 纤维 含量 却 比 谷 草 低 6.12%, fA Bae, sd aii 

能 较 高 (4 89 一 2 )。 

表 89 一 2 黄 香草 木 标的 能 量 和 可 消化 粗 蛋白 质 的 含量 表 * 

TO) Ri | 可 消化 蛋白 质 | 6 | wR 
分 析 样 品 ， dh ORR, GH) GRID | Gey | Gey | 

HAH 22.7 | 4439 | 2. 26 | 37 048 | 0.08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测定 。 

由 此 可 见 ， 黄 香草 木村 是 富 含 蛋 白质 的 优良 饲 草 ， 量 然 华 有 香 
豆 素 ,影响 采 食 率 , 但 也 能 促进 性 畜 轩 下 腺 的 分 泌 ， 所 以 性 畜 吃 了 黄 
SAAR 可 以 改善 消化 过 程 ,增加 采 食 量 和 饮水 量 。 长 期 饲 号 黄 香 
草木 标的 牲畜 ， 厌 肥 、 体 壮 、 毛 皮 亮 。 其 香 豆 素 的 含量 如 表 85-5。 

表 89 一 5 ”草木 棵 生长 第 二 年 香 豆 素 含 县 变化 表 ”(%) 

KO | OR 
30 一 40 厘 米 |56 一 70 

0.57 

25% 开 花 | ION | AR a [ws 

BRA | 0.29 

黄 香草 木 标 

HER AR | 0.38 0.36 0.33 0.25 0:12 - 

黄 香 草木 可 | “0.45 | | | 0.13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辽 宁 分 院 分 析 。 

eB lA ETA, 

与 此 种 相似 的 还 有 一 种 黄花 草木 棵 CV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它 与 黄 香 草木 标的 区 别 点 是 ， 旗 锥 比翼 辩 长 , RREE, 

植株 高 1 米 左右 。 分 布 的 范围 比较 广泛 。 饲 用 和 裁 培 方法 同 前 。 千 

粒 重 2 一 2.5 克 。 

0.48 0.13 

= 内 

(% H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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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 豆 草 

Onobrychis viciaefolia Scop. 

BS PRE, PRE, 
PARE SEMA, H 30 一 120 厘米 。 主 根 粗 长 ， 侧 根 发 

达 ， 主 要 分 布 在 50 厘米 的 土 层 闵 ， 最 深 可 达 10 米 。 蔡 直立 ， 多 分 

枝 ， 粗 壮 ， 中 空 ， 具 纵 条 棱 ， 朴 生得 柔 毛 。 叶 为 奇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AIP 13—27, BKMB. KMART, 长 10 一 25 毫米 ， 宽 

3 一 10 EK, Ft 

钝 圆 或 尖 ， 基 部 钦 

形 ， 全 缘 ， 上 面 无 

毛 , 下 面 被 长 柔 毛 ; 

托 叶 尖 三 角形 ， 腊 

质 ， 褐色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小 花 25 一 

75 茶 ; 花 葛 钟 状 ; 

花冠 蝶 形 ， 粉 红色 

BRAGA. MRE 

IZ, FR, 22 Be 
粗糙 有 了 明显 网 纹 ， 
星 鸡 冠状 突起 的 尖 

Hi, Kwa, AIF 

裂 , 内 含 种 子 1 粒 ; 

种 子 肾 形 ， 光 滑 、 

瞳 褐色 〈 图 90) 。 

染色 体 为 2n 

= 28, 图 90 “ew Onobrychis viciaefolia S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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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目前 栽培 的 红豆 草 主要 分 布 于 我 国 温 带 ， 如 内 蒙 
iy WE. JER. BEBE. Ha. WG, GK. TSA CR) 都 有 
试 种 或 较 大 面积 的 栽培 ”野生 的 分 布 于 西欧 奥地利 、 瑞 十 和 德国 等 
地 。 在 苏联 野生 种 分 布 于 波罗的海 沿岸 :栽培 种 广泛 分 布 于 英国 、 
意大利 、 法 国 、 匈 牙 利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 西 班 牙 和 苏联 的 乌克兰 和 
俄罗斯 南部 各 州 。 | aa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红豆 草 的 根系 发 育 强大 ， 据 测定 ， 生 长 

一 年 的 根系 分 布 在 25 厘米 的 耕作 层 内 ， 留 在 土壤 中 的 鲜 根 ， 每 亩 

为 833.4 公斤 ， 生 长 二 年 的 根 量 倍增 ， 亩 产 OE 根 2700 公斤 ， 为 第 
一 年 的 3 倍 多 ,第 三 、 四 、 五 年 生 的 依次 为 3533.5 公 厅 、3933.5 
公斤 和 4625 公斤 。 如 果 加 上 底 土 层 中 的 残留 根 量 ， 总 重 超 过 了 地 
上 部 分 产量 。 因此 ， 种 植 红豆 章 的 土壤 中 含有 许多 有 机 质 ， 是 粮食 
作物 和 经 济 作物 的 良好 前 作 ， 在 干旱 地 区 的 轮作 倒 # i vi 省 作 制 度 
中 ， 具 有 重要 的 作用 。 

红豆 草 种 子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播 种 后 3 一 4 天 即 可 龙 芽 ，6 一 7 
天 出 土 。 子 叶 出 土 后 5 一 10 天 长 出 第 一 片 真 叶 。 红 豆 草 在 甘肃 河西 | 
走廊 坊 培 ， 生 长 快 ， 开 花 早 ， 播 种 当年 即 可 毋 iF. ENROL 
月 初 播种 ， 7 月 上 名 开 花 ， 8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 第 二 年 一 般 在 3 月 

中 名 返青 ” 较 紫 首 攻 (Medicago satiog) 约 旱 一 周 ， 比 红 三 时 草 

(Trifolium pratense) 约 早 两 周 。 在 内 蒙古 呼和浩特 市 的 自然 条 
HE, 4 月 未 播种 ， 当 年 亦 能 开花 、 结 子 ， 但 种 子 不 甚 饱满 。 第 二 
年 4 PEW, SHPO, 6 月 上 旬 开 花 。 7 月 上 旬 种 子 成 
熟 。 由 返青 至 成 熟 约 90 天 ， 是 豆 科 牧草 中 较 早熟 种 。 南 京 地 区 秋 
季 播 种 ， 第 二 年 人 月 初 开始 迅速 生 长 ，4 月 中 名 现 昔 ;5 月初 开 
花 ，6 月 上 、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在 贵阳 市 10 月 中 名 播 种 ， 下 句 出苗， 
来 年 4 月 中 名 开 花 ，5 月 底 种 子 成 熟 。 
红豆 草 的 开花 习性 ， 每 个 花序 的 花期 为 2 一 25 天 ， 开 花 顺序 

自 下 而 上 , 先 阳 面 后 阴 面 , 一 天 之 内 ， 每 个 花序 有 5 一 8 RE 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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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茶花 的 开放 时 间 为 1 -2 天 ， 开 花 2—3 Kis, HEME HESS — 3 Ih 

we, FRR ARR, 

红 避 草 为 异 花 授粉 植物 ， 自 交 结实 率 低 ， 即 使 在 人 为 条 件 下 控 

制 自 花 授 粉 ， 洪 后 代 的 生活 力也 显著 减退 。- 成 熟 的 花粉 粒 ;》 在 5 小 

时 内 有 授粉 能 力 ， 肉 营 授 粉 能 力 则 可 保持 两 天 。 在 大 田 生 产 条 和 件 

下 红豆 草 授粉 率 的 高 低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传粉 昆虫 的 多 宴 ， 

其 他 条 件 如 开花 期 遇 上 高 温 、 多 雨 也 会 影响 授粉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红豆 草 结 实 率 ,一般 为 30% 左 右 。 故 提高 红豆 章 的 结实 率 ， 是 种 子 生 

| 产 的 重要 问题 。 
红豆 草 种 子 形 失 发 芽 能 力 较 快 ， 一 般 贮 存 五 年 以 上 的 种 子 ， 不 

宜 做 播种 使 用 。 
红豆 草 适 于 生长 在 森林 和 霖 林 草原 ， 以 及 草原 地 带 ， 比 较 喜 欢 

含 碳 酸 盐 的 土壤 和 阴 坡 地 。 人 性 喜 温 暖 、 于 旱 的 气候 条 件 ， 抗 旱 性 比 

RAR, TEAUMATARE. | 

HAVE ABR ESEZMSRMR, HRARSRRA, 

为 13.58 一 24.75%， 矿 物质 元 素 含 量 也 很 丰富 〈 表 90 一 D)) Ht 

值 较 高 ,ii 禾 类 罕 畜 和 家 禽 均 喜 食 。 收 子 后 的 秸秆 也 是 马 、 牛 、 羊 的 

良好 粗饲料 。 无 论 单 播 还 是 和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其 干草 和 种 子 产 量 

均 较 高 ， 饲 草 中 含有 畜 禽 所 必要 的 多 种 氨基 酸 (〈 表 90 一 2)。 

表 90 一 1 :红豆 草地 上 部 分 不 局 生育 期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生育 期 iY ; e < 下 et 

waa | 粗 脂肪 | LTS e | Sng | ARAL ® Fah ath j 

营养 期 8。49 | 24.75 | 2.58 16.10 | 46.02 | 10.56 1.87 0.25 

BF 5.40 14.45 | 1.60 30028 | 43.73 | 9.94 2.36 6.25 

FF HE 6.02 15.12] 1.98 31.50 | 42.97] 8.43 2.09 0.24 

| EH 6.95 18.31] 1.45 33.48 | 39.18 | 7.58 1.63 0.16 

成 熟 期 8.03 生生 人 | 35.75] 42.90 7.62 | 1.80 | 0.12 

* 甘肃 农业 大 学 草原 系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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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红豆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DA | BA | 异 亮 

酸 | 酸 | AR 

A | AA | MR | BA | 精 氮 

Rm | 氮 酸 | 酸 | Rl) BR 

& FF BW | 0.99] 0.84 | 0.13 | 0.74 1.37 | 1.05 | 1.09 

3 6 6 | (0.57 | 0.48 | 0.11 | 0.39 | 0.65 | 0.56 | 0.60 

FF #6 HY | 0.61 | 0.55 | 0.11 | 0.43 | 0.76 | 0.60 | 0.68 

结  H 

成 熟 期 

0.46 | 1.00 | 0.88 

0.29 | 0.54 | 0.50 

0.29 | 0.53. | 0.56 

0.43 | 0.77 | 0.52 

0.30 | 0.75 | 0.57 

Q.56 | 0.50 | 0.11 | 0.38 | 0.65 | 0.55 | 0.61 

0.54 | 0.49 | 0.13 | 0.31 | 0.76 | 0.50 | 0.67 

* 甘肃 农业 大 学 草原 系 分 析 。 

红豆 草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低 于 紫花 首 蕃 和 沙 打 旺 ( 表 90 一 3) BAG 
REALE EM, ACMESD, MARAT. SHR 
WiTRUE PORARAELEM BARRA, AS 
ME. LRA RED, SR, CART. DST, HD 
BRRRA, HLRPELOVAASARS, KERR 
料 的 牧草 之 一 ， 在 早春 缺乏 青饲料 的 地 区 栽培 尤为 重要 。 

表 90 一 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项 目 | maa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消化 |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Mileage | mm) | 〈(%) | 率 〈%) | ( 渴 集 /公斤 | ( 丝 焦 /公斤 ) 

和 13.54 | 1.54 59.25 | 10.07 7.87 |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由 于 红豆 草 开 花 早 ， 花 期 长 达 2 一 3 个 月 ， 对 养 蜂 甚 为 有 利 ， 
是 优良 的 蜜源 植物 。 其 根 上 有 很 多 根瘤 ， 固 氮 能 力 强 ， 对 改善 土壤 

理化 己 质 ， 增 加 土壤 养分 ， 促 进 土壤 团 粒 结构 的 形成 ， 都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栽培 要 点 ， 红豆 草 可 带 菜 播 种 。 其 千 粒 重 15 一 18 te, HIT 

粒 重 20—24 帝 我 国 北方 以 春播 为 宜 ， 而 华北 和 华中 地 KL ORR 

播 或 秋 播 。 作 制 草 用 每 雷 播 量 5 一 6 公斤 ， 作 为 采 种 用 ， 每 亩 3 一 4 
公斤 。 制 草 用 的 行距 为 20 一 30 厘米 ， 种 子 田 行距 为 30 一 45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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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深 3 一 5 厘米 , 在 干旱 多 风 地 区 , 播 后 必 须 及 时 镇 压 , 以 利 保 苗 。 
红豆 草 播 后 出 苗 前 ， 不 宜 灌 水 ， 如 遇 降 雨 使 表土 板结 时 ， 需 要 

“及 时 抢 码 ， 以 利 出 苗 。 红 豆 草 在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危害 ， 应 

”及 时 除草 。 在 生长 初期 或 每 次 浊 割 、 放 笋 后 ， 要 追 施 化 肥 和 石灰 ， 
与 灌溉 结合 进行 ， 以 促进 生长 和 再 生 。 | 

红豆 草 适 宜 的 刘 割 期 是 孕 车 期。 但 产 草 量 略 偏 低 ， 草 质 好 ， 蛋 

白质 含量 和 消化 率 高 ， 浊 后 再 生 草 生长 迅速 产量 高 ;车 感 花期 结 
SNA, FRR, HERE, HAAS, WD, PARTE. 

”蛋白 质 含量 和 消化 率 均 示 于 孕 蕾 期 浊 割 的 鲜 草 。 
”红豆 章 的 留 玲 高 度 ， 对 头 茬 草 的 产量 影响 极 太 。 即 甸 茬 越 高 ， 
其 产 草 量 越 低 ， 但 对 再 生 草 无 明显 影响 。 在 一 般 的 耕作 条 件 下 ， 只 

能 浊 割 2 次， 再 生 草 产量 为 第 一 次 浊 制 产量 的 50 一 60% 。 再 生 草 可 

用 于 放牧 和 调制 干草 。 红 豆 草 的 分 枝 期 ， 葵 约 占 30%， 叶 占 709%5 
在 盛 花 期 ， 葵 约 占 58%， 叶 占 42%8 BISA HON, th 40%; 

种 子 成 熟 期 ， 芝 约 占 62%， 叶 占 38%。 
红豆 草 为 春播 型 牧草 ， 播 种 当年 即 可 开花 结实 ， 但 是 第 -年 亩 

产 种子 仅 5=-12.5 公斤 ， 第 二 年 到 第 五 年 产子 量 最 高 ， 亩 产 种 子 可 

达 60 一 70 公斤 。 著 头 杖 收 草 ， 二 天 收 种 子 时 ， 逢 子 产 量 因 头 茬 草 
的 收 乔 时间 而 异 。 红 豆 草 生长 到 五 年 以 后 ， 由 于 下 或 作用 ， 杂 草 也 

时。 随 着 侵入 ， 产 量 逐 渐 下 降 。 红 豆 草 的 落 粕 性 强 ， 边 部 边 落 粒 ， 故 采 
种 时 不 宜 过 迟 。 

Ch & -B) 

91. Ha TAPE 

Oxytropis aciphyila Ledeb. 

BZ BI, 
形态 特征 ”矮小 丛生 的 垫 状 半 灌木 ， 高 约 10 一 20 B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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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而 密 。 叶 轴 宿 存 ， 呈 硬 刺 状 ， 密 生平 伏 柔 毛 ; FUR, Kay 
叶柄 连 合 ， 双 数 羽 状 复 时， 水 时 4-6 片 ， 条 形 ; e515 BK, 
宽 1 一 2 2k, EMR, AMR, LGW, Wie 银白 色 平 伏 
杀 毛 ， 边 毕 常 内 卷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有 花 1-3 3, Rey ge 
GUEHGs ESM eee, TURBINE, FUR T BER, 
eS wR A, RE as tert a eR 
柔 毛 ， 背 锋线 深 陷 ， 隔 膜 发 达 Cop. 

-地 理 分 布 RE 
以 河北 ， 内 蒙古 中 、 西 部 ， 
Be, Hat, TB Ibs, 
HIM, MwA, 河 
PY Ep HS A CK); HE 

Fash a AF SE Es SGA 
SN 区 、 蒙 古 南部 的 半 匾 漠 地 区 ， 

少量 地 进入 戈壁 阿尔 泰和 蒙 
MRE Mik 和 得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Te ABN BE, Dy Seta 
原 带 的 标志 植物 之 二 上 ARs 
WD Wi IRR A RAG 

棕 钙 土地 区 及 漠 钙 土 区 的 边 
缘 地 区 。 见 于 干旱 的 丘陵 和 

河谷 阶地 ， 也 大 量 生长 在 山 

fee £7 Je, 砾石 坡地 和 高 原 、 河 

谷 冲 积 平原 的 薄 层 履 沙 地 ， 

在 内 蒙 声 马 兰 察 布 盟 北部 、 

TRPIGM, Fe BR HH 

(Stipa tianshanica var, 

* 304° 

NE 
yr c Ee 

WY 
XT AN Vy) Z 

F191 RNS HPL Ozytropis aciphylia 

Ledeb, 



godica), weA EP (Stipa glareosa), A # Ef HF (Stipa tian- 

- shanica var. klemenzii), Si#E¢h3F (Stipa breviflora) Wie 

(Artemisia frigida) 24a RHEUM PEIN EL TEM DEB el 
”前 倾斜 平原 淡 灰 钙 土 上 ， 与 红 沙 CReaumuria soongarica) , 

” 芒 隆 子 草 〈Cieistogenes songorica) BI Hi XS )JL (Caragana 

pracpypodae)、 驼 绒 获 (Ceratoides latens) 等 组 成 草原 化 荒 满 ; 

向 北部 ， 可 推进 到 荒漠 带 的 边缘 ， 例 如 在 伊 克 昭 盟 西部 、 乌 兰 察 布 

盟 北 部 剥蚀 低 山 砂砾 质 ， 碎 石 质 坡地 ， 可 以 与 红 沙 及 善 状 亚 菊 

(Ajania achilloides), WARRMREE (Convolvulus tragacanl- 

hoides), “4A TE CHelitenthemum soongorieum), PB tt GBR 

(Salsola laricifolia) RAHA. AERT RAKE 化 荒漠 ， 

ERA AH. WS RAR, RAY SHE Zygophyllum xan- 

thoxylum), we CAmmopi pianthus mongolicus) , 4% Hil (Po- 

taninia mongolica) , MAK (Fetraena monglica) jk RR 

(Ephedra przewalskit) RERWA AFA RIOR, TO 
荒漠 地 带 的 固定 、 半 固定 沙丘 及 沙 地 、 常 与 柠 条 (Caragana kor- 
shinskit), AWB CArtemisia ordosica) , BR CHaloxylon am- 

modendron), AR CNitraria tangutorum), =, WywR) CNi- 

_traria sphaerocarpa) 等 组 成 沙 质 荒漠 草场 。 刺 叶 ARMA 

一 东 ， 向 南侵 入 干草 原 带 ， 作 为 小 针 茅 草原 的 伴生 成 分 或 沙化 、 荒 漠 

化 演 蔡 过 程 的 一 个 类 型 ， 占 据 某 些 边 缘 地 段 。 性 喜 干 旱 和 砂砾 质 基 

质 ， 不 耐水 湾 和 盐 渍 化 ， 遇 大 旱 、 则 成 片 死 亡 或 生长 不 良 。 

刺 叶 柄 未 豆 早春 4 AR, 5 月 中 下 名 开 花 ，6 一 7 月 结果 。 春 

李 开 花 时 ， 使 荒漠 草原 在 半月 内 呈现 一 片 蓝 紫色 瑰丽 的 特殊 季 相 。 

饲 用 价值 ”早春 山 、 绵 羊 可 采 食 一 些 花 、 叶 ， 冬 春季 节 和 草 缺 

的 年 份 ， 驴 、 马 和 山羊 可 用 蹄 子 刨 开 它 的 垫 状 株 从 ， 采 食 其 茎 基 

部 。 夏 、 秋 季节 骆驼 乐 食 ， 其 它 家 畜 多 不 采 食 。 在 荒漠 草原 地 区 也 

是 一 种 固沙 植物 ， 在 浮 沙 地 上 可 防止 土壤 风蚀 。 枯 死 的 植株 可 做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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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柴 。 

本 植物 全 株 多 刺 ， 花 、 叶 短小 ， 又 藏 于 刺 丛 中) 大 大 影响 其 饲 

用 价值 ， 为 劣 等 饲 用 植物 。 在 刺 叶 柄 茧 豆 占 优势 的 半 荒 漠 地 区 ,最 

好 用 饲 用 价值 较 高 的 旱 生 、 强 旱 生 章 本 或 小 灌木 :小 半 灌 木 和 逐步 地 

代替 这 种 草 ， 使 草场 向 有 利 方 向 更 新 。 清 除 后 的 刺 叶 柄 束 豆 可 通过 

HF. OF, ARP ARAE, RABAEPRAREL. wR 

Be VE iil FE— FER, TARR, PLA RRR RES 

严重 侵蚀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91。 

91] WIR Ae Se Re CK) 

iaees | 粗 脂 肪 | siete | yin | BUDA 
35.62 30.12 6.88 0.59 | 0.87 8. 46 ‘16.25 2.67 

5.85 g.40| 1.39 | 49.63} 27-02] 6.70 | 0.90 | 0.07 

一 17。.75 | 2.92 38.91 | 32.90| 7.51 0.95 | 0.64 

e FPHORAR (ARAAKREBZLASAKRH OM 1 

@ 甘 肃 农 业 大 学 草原 系 编 《 草 原 工作 手册 》， 

图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沙 汉 所 分 析 。 

92. ERE. 

Oxytropis coerulea (Pall.) DC. subsp. subfalcata 

(Hance) Cheng f. et H. C. Fu 

MNS FAR, FALE, 

CARTE FEMA, BW 10—30 厘米 。 无 地 上 SRMARH 

缩 ， 常 于 十 表 下 分 枝 ， 形 成 密 丛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长 5 一 20 厘米 ; 

托 叶 条 状 披 针 形 ， 中 部 以 下 与 叶柄 合生 ， 被 绢 毛 ， 具 小 时 了 7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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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 DREGE BRIE, KR 1—is 毫米 ， 宽 2 .4 意 洲 先端 便 
ARH, BAB, MMREPM KBB, BERK, eR 
排列 成 GAS 总 状 TEAR, SPOR, BRE, TE, ER 
ORAS E, RAM UA KY 3 |KO, ZAK, B 

| Ik, K10—-15 22k, ASHT SHAG PEMA, Be, B 
。 REBER 〈 图 92-1) 

WE Kee 
。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河 北 、 
让 西 等 省 〈 区 )。 在 太行 山 
IER BR RSW, 
— HAN, ABLE, 
| 海拔 1200-2700 K 的 天 

。 然 章 地 上 ， 是 组 成 草 群 的 
MRED TERS, 
”苏联 等 地 也 有 分 布 。 

生 驳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ae 
RE RK Ve! 

A, ALRE, FEA, 
在 陡峭 于 旱 的 碎 石山 坡 

下 于 能 很 好 生长 。 极 耐 干旱 。 

耐寒 力 强 ， 多 生长 在 海拔 
1200 三 2500 米 的 出 地 。 在 
极端 最 低 气温 达 - 38°C “i 

时 ， 仍 能 生长 ， 但 不 耐 高 图 92 一 1 WER EB Oxytropis coerulea 

温 。 由 出 地 移 至 海拔 800 (Pall.) DC. subsp. subfalcata 

米 平原 地 区 种 请， 在 年 均 (Hance)Cheng f. et 百 .C.Fu 

ii 9. 9°C HY AR tig RG ATi, 100K FAIRER PRR, ba 
FORE ARI. AE HER 200 KL 上 山地 MAES (Stipa bg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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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 、 Bee (Festuca rabra) ,2#23%-3 Vicia unijaga) , & 

草 (Carex sp.), 4 HEE Urio tenuifolia), Bu CArte- 

misia laciniata) SARAH, BERBER E PERS A, BF 

方 米 鲜 重 只 有 15.55, SHEET R HSK, AREREBERE 

中 的 株 丛 数 很 多 ， 每 平方 米 多 数 者 可 达 70 SM, RRB 地 上 ， 

自然 结实 率 高 ， 葬 果 在 花序 由 下 而 上 顺序 成 熟 ， 自 行 开裂 散 种 ， 繁 

殖 力 强 。 千 粒 重 2.5 一 2.66 克 。 每 年 6 月 中 旬 现 蕾 ，7 月 开花 ，8 
月 结实 。 在 土 层 将 薄 ， 兰 石 裸 露 的 石 砾 坡地 ， 蓝 花 忒 豆 成 优势 种 ， 

优势 度 高 者 可 占 群 落 总 产量 的 8.5% 以 上 ， 亩 产 青 草 达 200 多 公斤 。 
一 般 在 石 质 坡地 ， 生 长 矮小 ， 高 度 只 有 20 一 30 BK, (EHR + 
层 深厚 处 ， 生 长 繁茂 ， 高 度 可 达 70 BK, 

mae KR Aw hE), Bit 似 无 地 上 茎 叶 

集中 在 基部 形成 叶 从 ， 叶 多 而 密集 ， 一 个 株 丛 可 着 生 叶 柄 几 十 枚 到 

二 百 多 枚 。 叶 量 极其 丰富 ， 据 果 期 测定 ， 叶 占 地 上 部 总 量 的 55%， 

总 花梗 占 总 重 的 27.2%， 花 果 占 总 重 的 17.8%， 产 草 量 集中 在 地 表 

以 上 10-15 厘米 之 内 。 在 地 表 上 5 厘米 之 内 的 产 草 量 占 地 上 总 产 

草 量 的 39.4%， 地 表 上 10 厘米 之 内 就 集中 了 地 上 部 总 产量 的 65% 
CHLAI92—2), WERE EMME, i Re, i Re, BAW 

强 ， 在 生长 季节 可 以 多 次 利用 。 

BERS 的 适口 性 

i, ROE. SAG » Ea ae 
时 ， 常 从 草 群 中 挑选 其 采 Za 
&, ELo MBE, HY 4 O93 Gs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2—1, HH / 

化 能 、 代 谢 能 含量 及 消化 

率 ， 如 表 92 一 2。 

蓝 花 赤 豆 粗大 的 肉质 

主根 含有 丰富 的 营养 欧 Boer 蓝 花 棘 豆 产量 结构 图 (结实 期 )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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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1 蓝 花 环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ii ee: 网 EES 
ame | mmm | 粗 纤维 |S, 2] er] 钙 | ow 

生育 期 | 水 分 

项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消化 能 代谢 能 B 
(%) (%) (%) ( 兆 焦 /公斤 ) | ( 兆 焦 /公斤 ) | 

BERS 18.78 | 2.84 73.22 | 12.90 10.53 me 

* RRUKEDH. 

质 ， 根 量 大 ， 亩 产 风 于 根 可 达 340 SAR, ELERRMRA WR 

上 培育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牧草 , 用 以 改良 退化 的 山坡 草地 。 种 子 硬 实 率 
约 占 33%%， 在 雨季 ， 无 论 开 沟 浅 播 或 撒播 后 赶 羊 踩踏 ， 均 易 出 苗 ， 
一 般 种 子 发 芽 率 约 在 40% 以 上 。 

( 靳 宗 立 ) 

9.85 豆 

Pisum sativum L.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攀 缓 草本 ， 各 部 光滑 无 毛 ， 被 白 霜 。 根 系 较 

Aik, ASHAVRE. AME, PS, Bah. BAF 

高 30 一 60 BK, AEM APIA 2 KUL. MHAWKA MH, A 小 叶 

2 一 6 片 ， 叶 轴 顶 端 有 羽 状 分 枝 的 卷 须 CMRI K, WHAT 

Mh, PRAGA Bis 小 叶 孵 形 或 顶 圆 形 ， 长 2 一 5 厘米 ， 宽 1 一 2.5 

BAK, cinMA RR, LRERCRAB, £4, A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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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生 或 .2 一 3 共生 于 腑 出 的 总 花梗 上 十; 花白 色 或 紫红 色 ; FEBS: 

ERE. KRAGE, WER, K5—10 EK, 宽 工 -ES5 厘 米 ， 

内 含 种 子 3 一 10 hs 种 子 球 形 、 椭 圆 形 或 扁 圆 形 等 ， 青 绿色 ， 于 后 

ARAB. RB. BAS, MICE, re (图 93)5 oa 

染色 体 2n = 14, | 

地 理 分 布 | BE 

我 国 栽培 历史 悠久 ， 分 

Ai ia, WOR 

BE PES aS er ARS 

Wop. Wt. Hint. F 

海 等 省 〈 区 ) 较 多 。 海 
拔 4280 米 的 西 藏 高 原 

HARI, REAR 

THA 3000 SHH. 

Bi IF HBR 

欧洲 南部 一 带 。 全 世界 

分 布 很 广 ， 从 热带 到 高 

寒 地 带 都 有 栽培 ; 苏联 、 

美国 栽培 面积 大 、 世 界 

种 植 面积 约 1 亿 亩 左 
右 。 图 93 Big Pisum sativum 1,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BED A AS TN ae FE al in 

不 同 。 从 出 苗 到 成 熟 ， 一 般 早熟 品种 为 65 一 75 天 ， 中 HH i 80— 
100 天 ， 晚 熟 品种 100 天 以 上 。 葛 豆 各 生长 发 育 阶 Br RTI, 亦 因 ， 

品种 和 气候 而 不 同 ， 如 1341 PRE, ZEAL RG, DA 

至 开花 约 30 天 , 从 盛 花 至 终 花 约 20 天 ,从 终 花 至 成 熟 约 15 天 ， 全 

生育 期 约 65 天 s 但 在 青海 西宁 地 区 , 从 出 苗 至 成 熟 约 需 80 一 85 天。 

we Fe LARK, FEMA, ULSI BPE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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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偿 晚 减 少 ， 每 淋 花 开放 :2 一 3 天 ,每 株 开花 期 约 为 35 天 左右 ， 
开花 期 邱 长 短 和 到 早 因 品 种 及 气候 条 件 而 异 。 在 温和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汪 自 花 授粉 ， 授 粉 在 花 开放 前 24 小 时 即 已 完成 。 在 亚 热带 和 
热带 条 件 下 ， 可 发 生 异 花 授 粉 。 种 子 寿 命 贮存 5 二 6 年 ， 发 芽 率 为 

80% 左 右 。 在 较 好 条 件 下 保存 ， 可 长 达 10 年 。 
总 豆 适 于 冷 凉 而 湿润 的 气候 ， 抗 寒 能 力 强 。 种 子 在 1 一 2"C 时 即 

能 发 芽 ，8 一 15%C 时 发 芽 较 快 ， 出 苗 整齐 。 幼 苗 耐寒 ， 可 忍耐 -5%C 

的 低温 ， 但 花 及 幼 莱 易 受 冻害 。 生 长 期 内 最 适 温度 为 15%c 左 右 ， 开 

花期 适 温 为 18%p， 结 实 期 需 18 一 20"2。 在 生育 期 中 ， 气 温 在 20"C 以 

FP, WCULRENAK, WHIKS, FES, FRR. MRE 

超过 20%C， 分 枝 少 ， 产 量 低 。 开 花期 遇 26%c 以 上 高 温 ， H 7E HS 

多 ， 且 易 发 病 。 辟 豆 是 需 水 较 多 的 作物 ， 种 子 发 萄 时 吸水 量 约 为 种 

子 重量 的 100 一 110%， 其 蒸腾 系数 一 般 在 800 以 上 。 苗 期 对 水 分 和 : 

营养 需要 较 少 ， 但 由 现 萤 到 开花 、 结 莱 期 需要 较 多 。 开 花 时 最 适宜 

的 空气 湿度 为 60 一 90%， 高 温 王 旱 ， 则 花蕾 脱落 多 , FP ye. Bi 

豆 亦 是 长 月 照 植物 , 南 种 北 移 会 加 速成 误 , 不 过 对 日 照 长 度 要 求 并 不 

严格 ， 夏 播 忱 豆 秋季 也 能 开花 结实 。 

意 豆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以 有 机 质 多 ;排水 良好 ， 并 富 含 

性 及 钙 的 塘 土 为 宜 。 较 耐酸 性 土壤 ， 适 宜 的 土壤 p 了 五 值 为 5.5 一 6.7。 

主 壤 过 酸 刀 根瘤 难以 形成 ， 生 长 受到 抑制 。 

ARE ” 竞 豆 为 营养 价值 较 高 的 饲 用 植物 。 子 实 含 蛋白 质 较 
Bm, —MA22—24%, BH, BARBERA, WHEREA 

RPHEARICH. BAMNMELS 有 6 一 11% 的 蛋白 质 ， 质 地 

较 软 易于 消化 ， 是 家 畜 优 良 粗饲料 、 喂 马 、 牛 、 羊 均 可 。 豌豆 的 新 

鲜 茎 叶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喜 食 。 可 以 青 咀 、 青 贮 、 了 晒 制 干草 或 干草 粉 ， 

.为 生产 王 较 广泛 利用 的 一 种 饲料 作物 。 子 粒 产量 每 亩 为 100 一 150 

AT, THR 20S FUE, BNR F HW 1000 一 2000 AF, 

Bi FY 16 WES tn F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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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5 豌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二 物 质 

mimes | 粗 脂肪 | mere | ERR | ce |e ] 

10.09 | 21.20] 0.81 6.42 | 59.00 2.48 0.22 0.39 

10.88 | 11.48 | 3.74 31.52 | 32.33] 10.04 - — 一 - 

Ht 壳 7.31 6.63 | 2.15 36.70 | 28.18 | 19.03 1.82 | 9.73 

79.20 1.40 0.50 5. 80 11.60 1.50 0.20 0.04 

©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 青 海 省 畜牧 兽医 科学 院 分 析 。 

WES RHEE, ABA. UES. ee 

功能 。 此 外 ， 蕉 时 也 可 作 绿 肥 。 

在 我 国 南方 多 利用 冬闲 利 种 植 或 与 冬 作物 间作 ， 以 提供 早春 优 

质 青 饲料 ， 在 河北 、 山 西 省 播种 水 稻 、 玉 米 、 高 粱 、 甘 暮 等 作物 前 

荐 抢种 一 天 将 豆 ， 可 提高 全 年 总 产量 。 在 青海 省 还 可 以 在 者 着 后 复 

种 更 豆 ， 增 产 青饲料 。 

HRSA RRB, BER, BERR, MRE, 

病虫害 加 剧 。 与 禾 谷 类 或 中 耕作 物 轮作 ， 年 限 为 4 一 5 年 。 北 方 多 

春播 ， 播 期 3 一 4 月， 南方 多 秋 播 ， 播 期 10 一 11 月 。 种 植 密度 ， 应 

根据 土壤 肥力 和 品种 特性 而 定 , 一 般 每 亩 5 万 一 8 万 株 , 瘤 薄 士 壤 可 

增 至 8 万 一 10 万 株 。 千 粒 重大 粒 的 300 克 以 上 ， 中 等 粒 的 200 一 300 

克 ， 小 粒 的 100 一 200 克 。 每 亩 播种 量 10 一 15 A. BURR 

当 增 加 播种 量 。 条 播 行距 20 一 40 EK, BLE 5 一 7 BK. BE 

除 单 播 外 ， 适 与 棉花 、 春 玉米 套种 和 与 麦 类 作物 间 混 种 ， 可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混 播 的 比例 ， 因 地 制 宜 。 有 以 麦 类 为 主 和 以 可 豆 为 

主 的 两 种 混 播 方式 。 以 麦 类 为 主 时 ， 麦 类 的 播 量 比 单 播 略 少 ， 每 亩 

MERE 6 公斤 左右 。 以 豌豆 为 主 时 ， 了 跤 豆 的 播 量 略 比 单 作 时 少 ， 

45 IRD 253 FUE. RXR DALE 植株 高 A, Bt HOR 

int}, HHS RRR, WB 2:1, BAT A BS 8—-10 

° 3412 。 



公斤 ; 燕麦 于 公斤 。 

在 不 同 水 肥 条 件 下 ) 跪 豆 产 量 差异 很 大 ， 砚 、 钾 肥 对 竞 豆 增 产 
有 显著 效果 。 据 分 析 ， 每 生产 SOAR, BRR 1.55 公斤 、 
BOAR. M14 公斤 、 钙 1.46 A. WE 在 苗 期 可 根据 生 
闫 情况 ， 酌 情 早 施 所 肥 。 从 出 苗 至 开花 约 吸 收 钾 素 全 量 的 60%， 因 

此 ; 钾肥 应 桥 底 肥 或 种 肥 。 开 花 结 荚 期 吸收 大 量 磷 和 钾 ， 应 在 开花 

前 追 施 过 磷酸 钙 和 草木 亦 。 
驶 豆 在 生育 过 程 中 ， 需 水 量 较 大 ， 出 苗 至 现 曹 前 应 适 时 灌水 

1 一 2 次 ， 开 ESM MK 2 一 3 次 ， 可 减少 落花 ， 租 忌 积 水 ， 以 

防 烂 根 。 
子 实 收获 应 在 蔡 叶 和 大 部 分 豆 蔷 变 黄 时 进行 。 宜 在 早晨 收获 ， 

以 减少 省 莹 落 粒 ， 青 刘 竞 豆 应 在 结 荚 期 收割 ， 茎 叶 干 燥 不 一 致 ， 宣 
采用 草 菏 晒 草 ， 防 止 霉 烂 或 落叶 。 麦 类 与 葛 豆 混 播 时 ， 收 子 实 可 在 
两 者 成 熟 时 混 收 ， 混 合 脱 子 。 青 刘 利 用 的 应 在 吏 豆 开花 结 荧 期 ， 麦 
类 抽穗 开花 期 收割 ， 这 时 期 它 的 干 物质 和 蛋白 质量 均 较 高 。 

豌豆 主要 病害 有 和 白粉 病 、 褐 斑 病 。 白 粉 病 防 治 方法 是 在 发 病 初期 
用 50%% 托 布津 可 湿性 粉剂 800 一 1000 倍 液 喷雾 ， 每 隔 7 一 10 KM 1 
次 。 褐 班 病 防 治 方法 是 选用 无 病 种 子 ， 多 施 钾 肥 。 

主要 虫害 有 潜 叶 绳 和 下 豆 象 。 潜 叶 绳 的 防治 方法 是 用 和 %% 的 乐 
RAR, MAM 2000 倍 喷雾 。 跪 豆 象 防治 方法 是 在 种 子 收获 后 ， 
Rit ALR MH EAR. 

(Ih AR) 

94.8F by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别名 BK. MER. He. 
BARE SE KA, PURI, BOR, A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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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长 硬 毛 。 茎 长 10 余 米 ， 常 铺 于 地 面 或 缠 于 它 物 而 向 主 生 长。 小 

叶 3， 顶 生 小 时 尧 状 宽 孵 形 ， 长 6 一 20 厘米 ， 宽 7 一 20 悍 米 ， 先 端 

WA, ZRAB, ANBAR, BMAD RNB, BREE, 

各 小 时 下 面 有 粉 霜 ， 两 面 锌 白色 状 贴 长 硬 毛 5 FMB, AFH 

状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长 20 OK; 花 蓝 紫色 或 Res 2S OR, 

齿 5， 披 针 形 ， 上 面 2 齿 合 生 ， 下 面 1 齿 较 长 ; £CRB, KA 

1.5K, MRA, BOE, K9 厘米 ， 宽 9 二 10 Oks HOEK 
圆 形 ， 红 神色 《图 94)。 <i | pay Sm 

“地 理 分 布 野 葛 i tgs 上 
分 布 除 新 疆 、 西 藏 未 

见报 道外 ， 分 布 过 及 

全 国 各 省 区 , 以 东北 、 

河北 、 河 南 、 山 西 、 
山东 : 陕西、 甘肃 、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 

湖北 、 湖 南 、 三 西 、. 

TR. RR. 江苏 、 

Wil. we sa Uz) 

分 布 较 普 遍 ; 在 国外 ， 

苏联 、 萌 鲜 、 日 本 、 

越南 、 印 度 、 马 来 西 

亚 等 地 地 有 分 布 ， 美 

国 曾 从 我 国 引 去 裁 培 

繁殖 ， 在 饲 用 和 保持 

+E ey FRR LE 

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BPREBATERMESM AR. 

见于 草 坡 灌 从 、 世 林 地 及 林 缘 。 尤 以 攀附 于 灌木 或 稀 树 上 生长 更 为 

*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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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密 ; ;也 能 生 于 石 锋 、; HR. AT, Baw. EMAL. 
所 以 让 可 作为 改造 石 看 匾 坡 ， 保 持 水 土 的 户 好 覆 被 植物 ”不 择 土 
质 ， 微 酸性 的 红壤 、 黄 壤 、 花 岗 岩 砾 土 、 砂 砾 二 及 中 性 泥 沙 土 、 紫 
色 王 均 生 长 ;无 以 富 含有 机 质 肥 沃 湿润 的 土壤 ， 生 长 最 好 。 强 大 的 
深 根 系 具有 抗旱 力 ， 但 不 耐水 渡 。 野 葛 也 不 耐 霜冻 ， 地 上 部 经 霜 死 
亡 ， 荔 苗 在 -6.7"p 即 失去 抗 闲 力 。 但 地 下 部 能 安全 越冬 ， 次 年 能 
再 生 。 据 观察 ， 在 火烧 地 ， 其 它 植物 都 被 烧 死 ， 而 野 葛 却 从 块根 长 
出 繁茂 的 荡 蔓 。 Re 

在 温暖 地 方 , CRORE, SIA, RET . 

15 二 30 米 ) 长 出 许多 被 叶 ， 旭 制 后 有 较 强 的 再 生性 ;年 可 旭 制 2 一 
Us (INH 2 次 ， 则 易 误 败 。 

' 野 葛 系 喜 阳 逢 物 ， 必 须 有 支架 或 灌木 等 支持 ， 才 能 开花 结实 。 
一 般 花 期 5 一 10 月 ， 果 期 7 一 10 月 。 每 公 AR FA 54545—81818 © 

粒 。 巴 粒 率 40=_50%，- 故 不 经 处 理 则 不 易 发 芽 。 
. PAM HAH EMBO, 以 马 较 为 喜 吃 ， SAM, 
用 葛 叶 与 其 它 粗 料 混合 ， 有 增进 食欲 之 效 。 四 川 盆地 山区 ， 广 泛 采 
吐 亲 于 ， 作 为 冬季 饲料 ， 猪 很 喜 隐 。 福 建 曾 推荐 葛 叶 作为 免 的 饲料 。 

野 葛 含有 很 好 的 营养 成 分 。 从 转 川 雅安 采集 的 芯 尖 和 叶片 ， 每 
公斤 干 物质 中 含 总 能 量 19.47 兆 焦 ;- 消化 能 8.54 JKR, 代谢 能 7.70 

Jk Rey 省 蛋白 质 28.9%， 狂 纤维 21.7%。 
汪 植 物 不 同 部 位 的 营养 成 分 有 显著 的 差异 ， 其 中 尤 以 蛋白 质 和 粗 
纤维 变化 大 ， 基 本 特点 是 ， 叶 子 含 蛋白 质 高 ， 粗 纤维 少 而 茧 则 相 
反 ;; 在 越冬 期 的 老茧 尤为 显著 。 不 同 采集 地 也 有 不 同 “〈 表 942:1)。 
不同 季节 采集 的 葛 叶 ， 营 养 成 分 虽然 有 变化 ， 但 其 成 长 后 的 蛋白 质 
PRAMAS SBR BE, BLAME GMO SAM, 
RRA SH D9 4—2, 

野 高 的 消化 率 一 般 ， 如 表 94 一 3。 

时 多 是 天 然 生 长 快 的 饲 用 植物 ， 再 生性 强 , “年 可 利用 2 一 :3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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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一 1 野 葛 不 同 部 位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Cod 

SV Re ge Rig ee 元 品 来 源 
aaa lean ae Ee 

BA HE kK BB 14.6 2.7 36.2 38.2 8.5 |0.23|1.25| He 安 

BF Bm le K Hl 29.1 人 9.3 |0.102.10 % & 

生育 期 分 析 项 目 

BB RH | A Hy 11.8 2.9 37.5 43.7 4.1 |0.11/0.63| HE & 

© 四川 农 学 院 分 析 。 

表 94 一 2” 野 葛 叶 的 氨基 酸 含量 FARA) 

mie |e ma mlm me me om |e A me 

8.80 

400 种 SFA Hap 

R # AON 

41.8 61.2 

3906 

62.7 33.7 

76.5 50.0 71.6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3750 公斤 ， 王 草 5000—7500 AAs ATR, IE 

施肥 管理 ， 亩 产 鲜 草 可 达 3500 一 5000 公斤 ,干草 750 一 1000 AFF, 

既 可 供 放牧 也 可 制 草 。 但 不 宜 连 续 和 过 度 放牧 ， 和 否则 易 遭 破坏 甚至 

绒 灭 。 可 调制 干草 。 

栽培 要 点 ” 野 葛 在 我 国 早 已 引入 栽培 。 繁 殖 较 为 容易 ， 方 法 是 

利用 芯 蓝 择 插 和 分 根 芽 。 利 用 激素 或 高 锰 酸 钾 处 理 搬 条 ， 可 提高 成 

活 率 。 实 验 表 明 ， 不 处 理 的 生根 为 42%， 激素 处 理 的 则 可 达 43 一 

60%; 高 锰 酸 钾 处 理 的 则 可 达 86%。 采 用 分 根 芽 繁殖 者 ， 则 在 春 初 

分 取 重 量 达 82 TEL LASER, BRR, RIG 率 达 97%, 

长 出 的 茧 长 可 达 5.2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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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F RRR, UR AMMAR, WICKHAM, 

”整地 细碎 ， 开 一 米 宽 的 畦 ，30 厘米 AB 1s—25 RF, WE 1 
1.5 厘 米 。 最 好 是 在 温暖 的 6 一 7 月 进行 。 一 般 约 4 个 月 就 可 长 出 

4 一 6 片 真 叶 ， 即 可 移植 于 大 田中 或 者 霜冻 来 临 前 移植 。 每 亩 裁 植 密 

” 度 ， 随 利用 目的 而 异 。 作 为 割 草 或 放牧 的 则 稳 植 ， 行 距 1.5 米 左 

右 。 大 田 直 播 ， 最 好 预先 把 种 子 用 沙 摩擦 ， 或 用 酸 处 理 ， 则 提高 发 

芽 率 50 一 70%。 按 行距 1.5 米 ,每 30 厘 米 10 一 12 粒 种 子 ， 种 子 

小 ， 千 粒 重 12. 2 一 18.3 克 ， 每 雷 用 种 子 约 0.075 公斤 左右 。 

裁 植 的 野 葛 ， 当 年 不 宜 浊 割 或 放牧 ， 第 一 年 也 只 能 利用 1 次 ， 

第 三 年 可 浊 割 2 一 3 次 。 在 苗 期 宜 清除 杂 草 ， 适 当 施肥 。 实 验 表明 ， 
施用 过 磷酸 盐 有 良好 效果 。 琶 性 土 宜 施 石灰 ,每 亩 施 150 公 斤 左 

右 ， 碳 酸 铁 7.5 公斤 ， 过 磷酸 钙 15 公斤 ， 可 获得 良好 结 果 ， 施 量 

信 增 ;可 提高 产量 50 一 70% 。 

野 葛 是 良好 的 覆 被 植物 ， 可 利用 草山 草 坡 土壤 侵蚀 地 、 石 山 、 

Ath, RAMESH, ABA 30 BK MLR 

扎根 、 草 生 ， 把 裸露 岩石 覆 被 起 来 ， 利 用 其 它 植 物 不 能 利用 的 光 

热 ， 保 持 水 土 ， 同 时 可 获得 饲料 ， 并 抑制 某 些 灌木 的 生长 。 

葛 属 全 世界 约 有 10 多 种 ， 我 国产 10 种 左右 。 下 述 各 种 与 野 葛 
”价值 相似 ， 其 主要 特点 在 于 : 

1. 食 用 葛 (P. edulis Pamp.): 托 叶 箭头 状 ， 顶 生 小 时 三 裂 。 

”时 供 饲 用 ,， 根 可 取 淀 粉 。 分 布 广西 云南 、 四 川 海拔 2500—3200 
米 山 沟 森 林 中 。 

2. igs CP. omeiensis Wang et Tang): #4 BB. Wi 

生 小 叶 圆 形 ， 生 于 四 川 、 云 南海 拔 1500 一 1700 米 的 出 沟 或 森林 中 。 

根 可 供 药 用 ， 叶 作 人 饲料 。 

3.H CP. thomsonii Benth.): 托 叶 披 针 状 , MAB, Te 

NO, BORNE. DH, HH. aH, PRAMS SEW. 

RATE. Ut Pet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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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 南 葛 CP. montana (Lour.) Merr.) : 托 时 盾 形 ， 顶 生 

AUER. BAFTA. BR. ES 本 i Tl Be 

粉 ， 作 酒 ， 茧 叶 作 饲料 。 

Hk ZRH) 

95. REE 

Stylosanthe
s humilis H. B. K. ms ‘ C si, 

Be Bie.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平 卧 或 斜 升 。 章 层 高 5626 从属 米 .和 

KR, Hk, MRA, SHIM. BK, 105-150 KR HR 
三 出 复 上 时， 小 时 撤 针 形 ， 长 约 2.5 厘米 ， 宽 6 BOK, SERBIA, FE 
部 模 形 ， 托 叶 和 叶柄 上 被 疏 柔 毛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花 小 BOB, 
i. RAEI, BERR, LAB, FMI, Py 
1A: 种 子 棕 黄 色 ， 长 2.5 OK, 15 BOR, Fe CS 

95). | 人 
染色 体 2n= 20, Le 

wmIES te GREE FEARS, EMRE, 
生长 良好 ， 近 年 逐渐 扩大 繁殖 ， 我 国 现 已 扩大 到 北纬 26" 的 范围 , # 
DR, 盾 柱 花草 原 产 于 南美 巴西 、 委 内 瑞 拉 、 巴 拿 马 和 加 勤 比 海 ， 
岸 等 地 。 全 世界 约 分 布 于 北纬 23 "至 南 纬 14"， 海拔 范围 自 海平 面 到 
海拔 1500 米 。 现 在 热带 地 区 广泛 被 利用 来 改 恨 天 然 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铸 柱 花草 喜 温 暧 ， 生 长 要 求 的 =r 
Y2 27°C/15°C. 22°C/18°C, WHAKW ES Wh Wy 27—33°C, ‘1m | 

#, WHAM i SH A635—177828 XK. 

SRE ETE Tat BR HE AP AE A A, ZE DHE. 5—4.5 强酸 性 土壤 上 

仍 能 良好 生长 。 它 从 土壤 中 吸取 钙 和 了 磷 的 能 力 很 强 ， 适 应 土壤 范围 
广 ， 在 粘 重 的 砖 红 培土、 水 稻 土 ， 新 垦 地 等 都 可 生长 。 抗 旱 力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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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Bi 

- 水 渍 。 但 遇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 长 期 渍 水 ， 则 生长 

不良， 叶片 发 黄 脱落 。 

FREEZE HE Sy BK HE 

tt, Mh, AAR 

表 ， 一 般 在 生长 后 期 ， 

形成 厚 密 覆 盖 ， 对 杂 草 

有 很 强 的 抑制 能 力 。 但 

FES aH, MRA 

密 , 则 受到 抑制 。 

FREE 46 EE BEF HE SE 

st, PRIMER, WESC 

S, REAM, WLR 
为 17 一 99%， HRY 
2 一 35%， 保 存 1 一 3 年 

的 种 子 , 发 芽 率 也 仅 1 一 

3%。 种 子 出 土 极 组 
慢 ， 进 行 机 械 处 理 摩 伤 

图 95 FEIE TERE Stylosanthes humilis H, 
i. 

种 皮 ， 发 芽 率 可 提高 到 11 一 70%6 。 
矮 柱 花草 结实 力 强 ， 极 易 落 粒 。 大 量 的 硬 实 种 子 能 渡 过 不 良 的 

MAAS, Ae SIR. EU, ACE RETRIAL, 幼苗 
生长 缓慢 ， 到 -5 Abe 15 厘米 左右 ，6 一 7 月 高 45 EDK, 上 黎 盖 地 
Mo 10 月 上 旬 开 花 ， 花 莱 期 长 ，12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生育 期 250 KR 
右 。 

饲 用 价值 JRE MIRO Be, 可 评 为 上 等 质量 牧草 。 侠 章 
为 牛 、 羊 等 喜 食 。 TERE HE BEE TH, 家 畜 多 采 食 混合 人 工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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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禾 本 科 草 ， 后 期 很 喜欢 采 食 矮 柱 花草 。 季 菠 期 至 结 英 戎 / 亦 保 
持 良好 的 适口 性 和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青 干草 和 脱粒 后 的 葵 秆 也 为 

家 畜 乐 食 ， 都 是 很 好 的 过 冬 草料 。 平 均 亩 产 于 草 500 一 1050 公斤 ， 

KAM Bil, 2A 61.30%, Mt 38.62% 。 矮 柱 花草 富 含 营养 成 分 ， 

所 含 粗 蛋白 质 与 红 三 叶 草 的 含量 接近 。 营 养 期 长 ， 在 不 同 的 物 柳 时 

期 都 含 较 高 的 营养 成 分 ， 对 家 畜 的 发 育 ， 肥 育 和 过 冬 保 采 都 起 很 好 

的 作用 。 据 广西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95 一 1， 消 化 能 

和 代谢 能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如 表 95 一 2。 

表 95 一 1 矮 柱 花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熟 期 10。15 3.73 36.28 46.08 3.77 

4+ BY a 粉 10.14 3.73 36.28 45.78 

花 期 11.27 2.25 25.249 54.80 6.19 

4.06 

°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畜牧 研究 所 。 

表 95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ETE 16.43 

| 有 机 物质 | 消化 能 
AUB | 消 化 | (光伏 / 

(%) 公斤 ) 
粗 蛋 白质 

(%) 

1.10 66.41 11.40 9.04 生长 盛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矮 柱 花草 引进 我 国 南方 , 近年 较 大 面积 试 种 , 为 南亚 热带 有 前 途 

的 豆 科 牧草 。 它 可 用 于 青 浊 和 调制 优良 干草 ， 当 年 可 刘 割 1 一 2 次 ， 

亩 产 鲜 草 1500 一 3000 公 斤 。 留 荐 高度 约 25 厘 米 时 ， 利 于 再 生 和 目 然 。 

繁殖 ， 在 草地 中 能 多 年 保持 。 因 其 适口 性 好 ， 耐 践踏 ， 易 自然 落 种 | 

繁殖 ， 所 以 是 建立 人 工 草场 优良 牧草 之 一 。 并 可 以 作 绿肥 ， 也 可 作 | 

为 水 土 保 持 植 物 。 种 子 一般 平 均 亩 产 15 一 25 公斤 ， 高 达 50 公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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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公 斤 粒 数 为 27.2 方 粒 ， 可 大 面积 推广 利用 。 

栽培 要 点 “ 矮 柱 花 草 对 栽培 条 件 要 求 不 严格 ， 可 选择 退化 的 草 
地 ， 不 宜 农 作 的 匾 地 或 休 耕 地 , 作为 栽培 的 土地 。 要 提早 翻 栖 , 使 十 

壤 充 分 风化 ， 然 后 精 破 细 碎 ， 以 便 播 种 。 
矮 柱 花草 硬 实 种 子 多 ， 播 种 后 一 般 要 15 一 30 天 出 土 ， 为 使 其 发 

芽 率 提高 ， 多 用 机 械 方法 摩 氛 种 皮 。 可 选用 打 米 机 反复 打 儿 次 ， 或 
在 粗糙 的 地 板 上 摩 氛 ， 拌 砂 春 等 方法 。 

矮 柱 花 草 前 期 生长 缓慢 ， 宜 早 播 争 取 提 前 出 土 ， 有 利于 幼苗 发 

育 ， 增 强 对 杂 草 的 竞争 能 力 。 在 南宁 于 2 月 初 播种 ， 天 气 转 暖和 降 
两 时 就 可 出 土 。 通 常 1 一 5 月 份 都 可 以 播种 。 采 种 地 和 浊 草 地 宜 条 
播 ， 便 于 中 耕 管 理 ， 行 距 40 一 50 厘 米 。 种 子 带 莱 ， 千 粒 重 3.66 克 。 

矮 柱 花草 也 可 以 育苗 移 裁 ， 也 易 成 活 。 在 2 月 底 育 苗 ， 到 5 一 
6 月 幼苗 高 18 一 20 厘米 进行 移 裁 ， 株 行距 约 40x 50 厘米 或 60x60 

厘米 。 应 在 阴雨 天 进行 移 栽 ， 成 活 率 可 达 95% 以上。 自然 落地 的 种 
子 长 出 的 小 昔 ， 也 可 以 用 来 移 裁 扩 大 繁殖 。 

矮 柱 花 草根 系 发 过 。 整 地 时 每 亩 撤 施 磷 肥 25 一 30 公 斤 ， 以 及 钾 
肥 如 煤 灰 ， 章 皮 灰 等 50 一 500 公斤 作 底 肥 。 施 用 的 钙 肥 、 扒 肥 与 磷 

到 宜 混合 堆 江 腐熟 , 效果 更 好 。 在 苗 期 和 刘 割 之 后 , PH 
斤 柱 花草 前 期 生长 缓慢 ， 采 种 地 或 浊 草 地 都 应 及 时 除草 。 到 

6 一 7 月 斤 柱 花草 生长 盛 期 ， 杂 草 受到 抑制 。 当 前 期 杂 草 生长 过 盛 

时 ， 可 用 重 笋 控制 未 本 科 草 的 生长 。 
CRAB 

96.24 = 叶 

Trifolium incarnatum L. 

Ne AAR,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或 秋 播 越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100 BK,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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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黄色 柔 毛 。 主 根 细 长 ， 侧 根 发 达 ， 根 入 土 30 一 80 厘米 。 蔡 直立， 

PAs, SAM. HHA, DRS SITAB, K 1.5—2.5 B 

米 ， 宽 1 一 2 BK, HHA, AHR, BRR, WARK 

Si; FM K, MA. 先端 钝 。 花 序 圆 简 形 ， 长 5 一 6 厘米 ， 含 花 

HAAR SARs 花冠 蝶 形 ， 朱 红色 至 绛 红色 半 RRR 

形 ， 熟 时 包 被 于 苯 简 内 ， 果 皮 半 膜 质 ， 具 纵 脉 ， 内 含 种 子 工 粒 ， 肾 

形 ， 黄 褐色 〈 图 96)。 

染色 体 2n=14。 

WIE 4=MH 

在 我 国 解放 初期 引进 ， 

曾 在 东北 公主 岭 种 植 。. 

1973 一 1979 和 车 江苏 省 植 

物 研究 所 又 从 联邦 德国 
Bz, MAHL. AY 
陕西 、 四 川 、 江 苏 、 浙 SO 
江 、 福 建 、 安 徽 , 湖 北 、 

江西 、 湖 南 、 广 东 等 地 

均 有 种 植 。 总 之 ， 本 种 

主要 适宜 在 北 亚热带 的 

陕西 汉中 地 区 、 江 淮 下 

YER. RK, 

亚热带 的 湖南 丘陵 、 四 

川 成 都 平原 和 南亚 热带 

的 闽 粤 沿江 丘陵 、 平 原 sik 

等 地 生长 ; 本 种 原 产 于 图 96 绛 三 叶 Trifolium incarnatum 工 。 

WT. BAe BHR, : 

北非 阿尔 及 利 亚 和 其 它 地 中 海 附近 的 欧洲 国家 。 现 广泛 分 布 于 欧洲 

中 南部 ， 了 阿根廷、 美国 和 澳大利亚 等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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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绛 三 叶 发 芽 快 ， 出 苗 早 ， 在 江苏 地 区 一 

般 9 一 10 月 上 旬 播 种 ， 3 月 上 旬 返 青 ， 4 月 中 旬 初 花 ，4 月 下 旬 盛 
花 ，5 月 上 名 终 花 ，5 月 下 名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200 一 240 天 ， 迟 播 并 
不 延迟 成 熟 。 根 系 主 要 分 布 在 15 一 25 厘米 土 层 中 ， 根 幅 大 小 受 土 

壤 水 分 和 耕作 影响 较 大 ， 一 般 为 40 一 50 厘 米 。 分 枝 从 茎 基部 长 出 ， 

分 枝 性 强 ， 大 田 分 枝 广 般 5 一 10 余 条 ， 单 株 最 高 可 达 90 余 条 。 早 
播 植株 有 一 定 生长 量 ， 刘 割 后 仍 能 再 生 ， 开 花 至 孕 草 期 生长 最 为 迄 

速 ， 鞭 生长 量 药 占 盛 花期 人 鲜 草 量 的 44%;:… 而 植株 高 度 的 生长 ， 则 以 

， 孕 草 至 初 花 期 最 为 迅速 ， 约 占 盛 花期 株 高 的 37 一 40%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秋 播 结实 率 高 ， 春 播 结实 率 低 ， 子 实 不 人 饱满。 但 在 北方 地 区 宜 

春播 。 
绛 三 叶 能 耐 0% 以 下 的 气温 ， 在 短期 间 日 最 低温 -7 一 -13% 

情况 下 ， 仅 受 轻 微 冻害 ， 抗 寒 性 大 于 箭 答 豌豆 .早熟 车 子 、 紫 云 英和 
金 花菜 等 。 但 抗 寒 程 度 因 播 期 早晚 、 根 瘤 菌 有 无 和 根系 深浅 而 异 。 
有 一 定 耐 阴性 为 半 耐 阴 植 物 ， 但 其 耐 阴性 和 耐 湿性 不 如 紫 云 英 。 耐 
旱 性 中 等 。 有 较 强 的 抗 蚜 虫 能 力 。 

喜 温 暖 湿 润 气候 。 种 子 发 芽 最 适 温度 为 20 一 25*2， 低 于 10% 或 

高 于 30%C 发 芽 率 和 发 芽 势 显著 降低 ; REM MPT RRKA AAT AH 

子 重量 的 2.14 倍 ， 在 南京 ， 马 肝 土 的 水 分 为 25 一 30% 时， 5 一 7 天 即 

PHAM. KAUAI, ELAM GRRE REA: Bia 
2600 一 3500%2， 日 照 1200--~1600 小 时 ， 雨 量 400 一 800 毫 米 ， 相 对 温 

度 70 一 80% ， 花 期 温度 14 一 16%2， 花 期 日 照 120 一 200 小 时 ， 在 酸性 

至 微 碱 性 GBP 瓦 5.6 一 8.0)， 排 水 良好 ， 具 有 中 等 肥力 的 轻 壤 土 、 沙 

主 或 精 土 上 都 能 生长 ， 但 以 中 性 至 微 酸性 土壤 为 宜 。 比 和 三 叶 和 红 

SH RETR, AiR. Ai RI. 

faa iy ia Ye Sot PEE A EL RSE, ESR 
| FB C0). FHRA Ch. RL. BS) HEM. BAR 

SRMBH EAR, SELMA, RAID A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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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绛 三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绝 对 23 Yj “oe 8 
生 育 期 

azn | ane | 外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mot |e] aw 

孕 蕾 末期 19.31 3.68 21.73 43.06 - 17.12 0.82 

初 花 期 17.82 3.40 25.53 42.71 10.54 0.79 

期 为 好 。 

鲜 草 茎 时 比 为 1 : 1.88， 于 重 茎 时 比 1 : 1.50。 AFORE, a 

枝 性 强 ， 可 调 产 子 实 50 一 75 公斤 ， 繁 殖 系数 20 一 35。 如 适时 早 播 ， 

秋冬 季 即 可 获得 每 亩 产 1000 一 1500 AF MEM, 是 缺 青 季 节 的 优质 饲 

料 ， 至 现 董 末 期 或 初 花期 还 可 再 浊 ， 每 亩 可 收 鲜 草 2000—3000 4 

斤 ， 合 干草 300 一 450 公斤 。 若 注意 栽培 技 术 ， 每 亩 有 :30 一 40 万 
苗 ， 每 株 4 一 5 个 分 枝 ， 株 高 80 一 100 厘米 ， 亩 产 可 达 5000 Ae 

草 ， 合 750 公斤 干草 。 初 花期 后 由 于 营养 成 分 迅速 降低 ， 花 葛 及 茎 
上 之 毛 均 变 坚硬 ， 制 成 干草 后 ， 在 牲畜 胃壁 常 结 成 毛 球 ， 有 和 刺 破 胃 

壁 的 危险 ， 因 此 以 现 蕾 至 初 花 期 利用 为 好 。 青 饲 、 调 制 干草 、 放 牧 

都 可 以 ， 能 提高 母 猪 、 奶 牛 产 奶 量 和 增加 幼 畜 体重 。 群 三 时 是 优良 

牧草 ， 也 是 良好 的 绿肥 ， 因 花 美 丽 有 蜜 ， 又 可 作为 花卉 和 蜜源 植 

物 ， 由 于 根系 发 达 ， 亦 可 做 水 土 保 持 植物 。 

栽培 要 点 ” 绛 三 叶 株 型 直立 ， 适 宜 与 棉花 、 山 芋 、 三 者 、 饲 料 

植物 、 桑 、 茶 、 果 和 林 间 套种 。 近 年 来 江苏 、 浙 江 、 安 徽 、 广 东 将 
它 种 在 耕 翻 的 稻田 中 效果 很 好 ， 或 在 稻田 里 套种 ， 也 获得 成 功 。 美 

国 多 年 种 植 经 验 认为 本 种 适合 与 一 年 生 禾 本 草 黑 麦 、 黑 麦草 及 秋 种 

谷类 作物 燕麦 或 小 麦 等 伴 作 ， 可 增加 产量 和 延长 放牧 季节 ， 与 红 三 

叶 或 胡 核 子 混 生 良好 。 新 播 区 必须 接种 三 叶 章 根瘤 A. He 

细 ， 播 种 时 以 气温 15 一 20‰ 时 为 宜 。 长 江 中 下 游 ， 一 般 于 9 一 10 月 

上 上旬 播 种 :北方 约 在 4 月 春播 。 每 雷 种 子 播 量 2 公斤 左右 ， 大 面积 

宜 撒播 ， 小 面积 宜 条 播 或 穴播 。 天 旱 时 ， 争 取 抢 十 播种 或 引水 湿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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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播种 ， 覆 土 不 超过 1.5 厘米 。 增 施 磷 、 钾 肥 和 少量 有 机 肥 作 基 

FE, AA AWE AE. Hse HF APR KOLA SoHE KRG, REAP 

根瘤 菌 剂量 和 播种 量 约 大 于 旱田 ， 要 注意 水 分 管理 ， 水 田 要 求 通 透 

性 良好 ， 并 及 时 除 掉 杂 草 。 套 种 田 共生 期 不 宜 超过 15 一 20 天 。 

( 朱 光 琪 ) 

97.37 +k ER 

Trifolium lupinaster L. 

别名 SMR, sc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60 厘米 ， 通 常数 蔡 丛生。 根 

RRK, SHURA, ADR. KRE, Hits, DRe3— 
7; SHAR, BR: NMPMRTERKMHE, K1.5—-5 厘米 ; 
宽 5 一 15 HK, HMBR, MMHK, UVRAMEG, WHR 
MK, ERBLR, ELH, GRAMRAG, HER: B 
CRE, KRAKKAL, SHF1—-3F, BBR (A97). 

IES} SPAR RBM. AIL, AR. WIS 
区 。 在 黑龙 江 省 的 小 兴安 岭 、 三 江平 原 ， 吉 林 省 的 长 白 瑞 地 和 内 蒙 
十 的 大 兴安 岭 阅 叶 杂 木林 山坡 等 地 普遍 有 野生 种 。 吉 林 答 公主 岭 天 
工 栽 培 驯 化 已 有 三 十 余年 历史 ， 作 为 山地 草场 和 丘陵 牧场 的 豆 科 牧 
草 ， 很 有 推广 价值 ， 在 国外 ， 苏 联 西 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野火 球 的 根系 在 播种 当年 和 第 二 年 主要 

集中 在 表土 层 中 , 到 第 三 年 以 后 ,下 部 垂直 根 生 长 较 繁茂 。 其 深度 在 
播种 当年 可 达 85 厘米 左右 ， 第 二 年 达 140 厘米 ， 侧 根 较 多 ， 分 布 

较 产 ， 其 根系 分 布 深度 显 然 不 如 紫 茄 苦 。 
5 月 初 播种 ， 当 年 只 能 在 8 月 下 名 开花 ， 但 种 子 不 能 成 熟 ， 第 

二 年 4 月 下 旬 开 始 返 青 ， 晚 于 其 它 豆 科 收 草 ; 7 月 中 旬 开 花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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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中 旬刊 子 成 熟 。 开 
花 初 期 州 制 ， 草 高 可 达 
50 余 厘 米 。 浊 HB 
ERB, KBB. 
野火 球 的 分 枝 习 性 

SRA, We 
年 只 进行 主 蔡 及 侧枝 的 
生长 ， 根 颈 部 位 还 进行 
Rs BAMBI 
后 ， 才 能 从 根 颈 部 长 出 
分 枝 。 SN (丰产 dhe. 

( 

BPMs pf ABH ols 
物 ， 喜 湿润 “肥沃 的 土 - 

壤 ， 耐 寒 力 极 强 ， 在 东 

北 地 区 - 26% 也 能 安全 

越冬 。 在 微 酸性 的 黑土 

上 ，pH6.5 一 7.0 的 范 全 pa 

FH, ARR. MRE 人 让 人 
3, 在 干旱 具 轻 碱 性 的 图 97 Oe aac inpinavter 1. , 

Be + LEK. te i ESO RO 

BARA EM ERR, RBS RAR YS 2 

芽 日 数 长 达 47 一 68 天 ， UH, REKMMRAH, BESRS, R- 

需 14 一 41 Kk, BR 〈6 月 上 和 旬 至 8 ALA), 3 一 6 天 内 即 可 全 部 发 
芽 ， 整 齐 而 又 迅速 ， 较 其 它 牧草 提早 2 一 7 天 。 8 月 中 旬 至 于 和 旬 播 

种 ， 发 芽 天 数 又 逐渐 延长 ， 生 长 速度 也 变 得 缓慢 ， 越 冬 前 具 能 在 主 

蔗 上 形成 一 个 侧枝 。 株 高 不 是 10K, MAS 8 个 水 叶片 ， 主 根 

的 主要 部 分 仅 深 六 地 下 7 一 8 厘米 深 。 9 月 播种 ， 大 部 分 在 当 年 不 

能 发 芽 ， 以 种 耶 越 冬 ， 第 二 年 5 月 才 开始 发 芽 。 因 此 ”野火 球 在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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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当 第 ,至少 有 两 个 半月 左右 的 生长 期 ， 咎 能 保证 安全 越冬 。 生 长 
的 第 三 年 ， 于 7 月 中 名 齐 割 后 ， 到 越冬 前 3 个 月 的 期 间 内 ， 只 生长 
25 一 34 厘 米 高 。 因 此 ， 每 年 只 能 浊 制 1 一 2 次 。 

… 饲 用 价值 各 种 家 畜 均 喜 食 ， 尤 其 牛 特别 爱 食 。 草 质 较 硬 ， 蔡 
叶 粗 糙 ， 质 地 中 等 人工 栽培 两 年 以 上 的 草地 ， 亩 产 干草 200 公斤 
AA, POR, DEPART A. ETERS, SHE 

RMI AA, ROR SHER, 

4 必需 氨基 下 

项 目 

营养 物质 的 含量 以 粗 蛋 白质 较 高 ， 粗 灰分 中 ， 矿 物质 含量 高 。 

im#97—1, 97—2, | 

表 97 一 1 野火 球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SS ee Se ee 
al wae | 粗 脂肪 | mere | OE | 粗 灰 分 | 钙 | 

Ow HH} 11.36] 11.33] 1.52 36.87 | 33.64 | 5.28 1.50 0.12 

FF 7E HH 10.64] 11.80] 1.77 29.76 | 37.70 | 833 1.42 0.23 

。 埋 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所 分 析 。 

“3 97—9 野火 球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MAR HAM BAR AR | A 

现 In | 0.467] 0.259] 0.119] 0.301] 0.518] 0.458] 0.375] 0.163] 0.153] 一 

F 7 期 | 0.575] 0.303] 0.167] 0.451] 0.649] 0.661| 0.436] 0.188| 0.243) 一 

e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析。 

野火 球 适 于 生长 在 微 酸 性 的 黑土 地 带 ， 作 为 建立 人 工 草地 的 豆 
科 草 内在 森林 草原 、 林 缘 草 多、 草山 草 坡 和 河岸 两 旁 种 植 ， 比 较 适 
宜 。 在 歼 盐 化 的 草 旬 土 和 干旱 的 栗 钙 土 上 生长 很 弱 ， 叶 黄 株 矮 ， 逐 
年 死亡 。 在 盐 碱 较 重 的 土质 上 不 能 成 活 ， 可 见 ， 在 栽培 野火 球 时 ， 
选择 适宜 土地 很 重要 。 在 耐 牧 性 和 耐 浊 割 性 方面 较 差 ， 不 适 于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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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 草 。 野 火球 花期 较 长 ， 花 色 鲜 掀 ， 还 可 作为 观赏 植物 和 蜜源 楼 
物 。 

栽培 要 点 ”整地 前 每 亩 施用 堆肥 或 属 肥 500 公斤 ,追肥 隔年 施 
用 一 次 ， 每 次 每 亩 施 400 公斤 。 采 草 或 放牧 用 时 ， 采 用 撒播 、 混 播 

与 条 播 均 可 ， 如 果 采 种 用 时 ， 宜 行 条 播 ， 行 距 40 厘 米 。 
播种 期 5 月 上 、 中 旬 。 采 草 用 时 每 亩 播种 量 为 1 公斤 ;采种 用 

时 每 亩 播 量 0.5 一 0.7 公斤 。 放 牧 用 时 宜 与 其 它 禾 本 科 牧 草 混合 播 
种 ， 覆 土 深 度 2K. 

(EB) 

98.2, = 叶 

Trifolium pratense L. 

别名 红 车 轴 草 、 红 荷兰 想 摇 、 红 藏 草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80 厘 米 。 主 根 大 主 深 达 1 三 1.5 

米 ， 侧 根 发 达 ， 根 瘤 卵 球形 ， 粉 红 色 至 白 色 。 茎 直立 或 和 斜 升 ， 株 

“从 基部 分 枝 10 一 15 >. HEA, SHAH, NY RA RRBBS 

RMA, K2.5—4 BOK, H1—2 厘米 ， 先 端 钝 圆 ; ER KR 

形 ， 边 缘 具 细 齿 ， 叶 面具 灰白 色 “V? 字形 斑纹 ， 下 面 有 长 柔 毛 ; 

FH NIG, Seem. TERRE, KR, HE 100 余 茶 ， 上 其 大 型 总 - 

苞 ， 总 苞 卵 圆 形 ， 花 葛 简 状 ， 花 冠 蝶 形 ， 红 色 或 淡 紫 红色 。 莹 果 得 
孵 形 ， 小 ， 长 约 2 毫米 ， 含 种 子 1 粒 ， 椭 圆 形 或 肾 形 ， 棕 黄 色 或 紫 

色 (98). 

染色 体 2n =16、32。 

WIE LSM ER BHM. HK. BH. 湖北 鄂 西 出 

地 都 有 野生 。 在 湖北 省 的 巴 东 、 建 始 、 恩 施 、 利 州 等 县 海拔 800 一 

1800 米 的 山区 ,年 平均 温度 在 9.4 一 13*2， 最 高 温 26.5—35.4°C, 最 

低温 - 10 一 -15%， 年 降雨 量 1650 一 1743 毫米 ， 无 霜 期 150 一 220 

©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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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 生 长 良好 。 以 红 三 叶 草 | 

发 主 的 草地 面积 达 13 万 亩 ， SP 
ROLF A ee. WSR. PA ae 

草地 和 蔬 林 草 地 中 。 红 三 叶 

原 产 手 小 亚细亚 和 西南 欧 ， 

在 欧洲 各 国 及 苏联 、 美 国 、 

新 西 兰 等 国 海洋 性 气候 的 地 

区 广泛 裁 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红 三 叶 喜 温暖 湿润 气 侯 ， 最 

适 手 生长 在 夏天 不 太 炎 热 、 

冬天 温暖 ， 年 降雨 量 达 1000- 

毫米 的 地 区 。 抗 寒 力 中 等 ， 

在 北京 秋 播 大 多 不 能 越冬 ， 

春播 越冬 率 可 达 55% 左 右 。 

不 而 高 温和 干旱 ， 在 我 国 南方 

夏季 高 温 干 旱 时 期 往往 生长 

停滞 甚至 死亡 。 最 适宜 的 生 

长 温度 是 20—25°C, 在 7 一 

38%C 时 可 正常 生长 ， 高 于 38% 时 生长 减弱 ， 当 温度 达 40—45°CHY, 

植株 枯黄 死亡 。 对 土壤 的 要 求 ， 以 排水 良好 ， 土 质 肥 沃 并 富 含 钙 质 

的 粘 坏 土 为 最 适宜 ， 壤 土 次 之 ， 在 贫 将 的 沙土 地 上 生长 不 良 。 训 中 

性 至 微 酸性 土壤 , 适宜 的 p 也 为 5.5 一 7.5, 如 土壤 含 盐 量 高 达 0.3%, 

则 不 能 生长 ， 强 酸 或 强 碱 以 及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的 地 区 都 不 适 于 红 三 叶 

生长 。 4 
—s SARE 8 AR, 从 4 月 开始 利用 一 直到 10 月 底 ， 利 用 期 

达 6 一 7 个 月 ， 在 人 工 草地 上 ， 一 年 可 间 割 5 一 6 次 , 亩 产 鲜 草 达 6500 

SH, WHER GRR, BHT 75-5 公斤。 红 三 叶 尤 适 于 云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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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RRS, ANAK RAHA, M4 AB) 10 bp 
可 刘 割 6 次 ， 三 年 平均 亩 产 鲜 草 达 5588.35 AR, ASH PSRE 

草 混 播 ， 南 京 农学 院 试 验 ， aida lahat teh ete 其 

Hah 4 440%, Bee F60%, ot 

， 红 三 叶 是 优质 的 豆 科 牧草 ， 在 现 茧 、 FINLAY OE ED, 

PLM EOF BEE : 1。 始 花期 为 0.65 21, BAER D1, 

其 营养 成 分 及 氨基 酸 含 量 见 表 98 一 1、98 一 2。 sii vito 

消化 率 均 较 高 ， 如 表 98 一 3。 

表 98 一 1 红 三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袁 s(%) 一 

二 1 
me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AE | 粗 灰分 | ， 搞 

Ur 

0-25 | 0.06 | 原样 中 

1.29 0.33 | 二 物质 中 

0.31 | 0.05 原 祥 中 

1.86 | 0.27 LER 

开花 期 3.00 | 0.6 3.8 8e6 | 10.8 

开花 期 | 17-1 | 3.6 21.5 | 4766 | 102 

分 枝 期 2.90 0.5 2.8 8.4 2.10 

分 枝 期 | 1724 32 16.7} 50.2] 12.8 

。 AWA Bee MOTE st 

表 98 一 2 AEHHUBEREBKDR (%) 

二 倍 体 原样 中 | 0.16 | 0.14 | 0.02 | 0.13 | 0.25 | 0.26 | 0.14 | 0.05| 0.13 | 一 

二 倍 体 干 物质 中 | o.91 | 0.81 | o.14 | 0.74 | 1.40 | 1.46 | 0.78 | 0.26 | 0.73) — 

四 倍 体 原样 中 | 0.15 | 0.13 | 0.03 | 0.12 | 0.21 | 0.16 | 0.14] 0.05} 0.12) — 

四 倍 体 干 物质 中 | 0.88 | 0.76 | 0.17 | 0.72 | 1.26 | 0.99 | 0.84 | 0.31 | 0.74) 一 

红 三 叶 主要 作为 人 工 割 草场 利用 ， 对 各 种 家 瘟 适 口 性 都 很 好 ， 

马 、 和 后 : 羊 、 猪 、 免 都 喜 采 食 ， 云 南小 哨 种 畜 场 用 青 饲 咀 乳 牛 ， 产 

奶 量 较 等 量 野 青 草 提 高 10%， 云 南岗 明 马 饭 种 植 380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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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3 AATHRP MEMRAM ERR AMEE 
s itintin ih 1 

“(%) 

一 上 加 项 a si - . 

Bl me | au | |e | ret it Fh a CS HEE | oes | Okae/i | 备注 

1500 匹 种 马 作 补 饲 ， 使 繁殖 成 活 率 保持 在 80%。 湖北 鄂 西 地 区 群众 

RETA MME, HAAS MAH. wa BK A 
8. ASME EHAL RRA. WE BON 
用 部 苏 红 三 呈 与 白 三 时 、 杂 三 叶 、 黑 麦草 等 混 播 作 放牧 场 ， 效 果 良 
好 ， 但 随 着 放牧 年 限 的 增加 ， 使 之 逐年 减少 
5 一 慌 锋 红 三 时 可 分 两 种 类 型 ， 二 为 大 型 红 三 时 ， 又 叫 晚 型 或 一 次 
浊 制 型 红 三 叶 ， 冬 性 强 ， 在 北京 春播 当年 不 能 开花 结 实 ， 抗 寒 性 
m, SEPP BS, HRA, PR, EKERRK, CAP. 
型 红 三 叶 ， 又 叫 早 花 型 或 二 次 浊 割 型 红 三 叶 ， 春 性 强 ， 在 北京 春播 
当年 可 以 开花 结实 ， 耐 寒 狂 较 弱 ， 第 长 发 育 较 快 ， 植 株 较 禾 、 分 枝 
较 少 ， 再 生 迅 速 。 产 自 湖 北 恩 施 地 区 的 巴 东 红 三 叶 ， 春 性 强 ， 在 北 
京 地 区 春播 ， 到 秋季 可 开花 结实 ， 生 长 整齐 ， 发 育 快 ， 芭 部 叶 较 
多 ， 是 经 长 期 风土 驯化 而 适应 鄂 西 出 区 裁 正 的 地 方 和 良种， 可 行 大 面 | 

: 积 推广 种 植 。。 
”本 个 开 培 要 点 : 红 三 叶 生 长 年 限 较 短 ， 适 宜 在 短期 轮作 草场 利用 ， ‘ 
THT, BERKS, BRB, HAL, He | 
入 有 机 肥 和 磷肥 作 底 肥 。 在 南方 ， 播 种 以 OAK A, Ret 

退休 中 和 免 影响 二 年 产量 。 在 北方 则 可 春播 。 和 于 粒 重 1.5 一 1.8 2. 

及 体 的 手 粒 重 为 3 一 3.5 克 。 播种 量 每 亩 0.75 一 1 公斤 ， 条 播 ， 行 
PR30E XK, YE 1—2 BK, SSE Me B (Lolium perenne) 1 
呢 播 播种 量 可 分 别 减 少 单 播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 播 种 方式 以 隔行 播种 
WE. INAT RS ALLAN, 19004 ON mE ec St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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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tezse)、 白 三 时 (7T。rebezrs)、 百 脉 根 (Lotus corniculatus), 

ABE (Digitaria somguinalis), RB, Vicia sp.) ERE K 

播 ，1 一 2 年 内 即 建成 大 面积 优质 的 人 工 草场 。 在 从 未 种 植 过 红 三 叶 

的 土地 土 ， 播 前 应 用 红 三 叶 根瘤 菌 剂 接 种 ， 以 提高 红 三 叶 根 瘤 的 固 

氮 能 力 。 云 南 省 种 畜 场 试验 ， 播 种 前 用 40% 的 阿拉 伯 胶 液 加 钙 、 镁 、 

磁 肥 与 微量 元 素 铀 酸 铵 和 根瘤 菌 剂 作成 丸 衣 。 种 子 出 苗 后 第 一 片 真 

叶 结 瘤 率 达 94% 。 比 对 照 者 高 144.3%， 播 后 60 KM A, BRT 

草 重 比 对 照 者 提高 48.7%， 可 见 丸 衣 根 瘤 菌 剂 接种 效果 明显 。 红 三 ， 

叶 苗 期 要 注意 防除 杂 草 ， 当 草 层 高 达 40 一 50 厘 米 或 现 昔 初 花 时 即 可 
收割 。 每 年 可 浊 割 3 一 4 次 或 5 一 6 次 ， 依 不 同 自 然 气候 条 件 而 异 。 红 

三 叶 开 花期 较 长 ,一 株 开花 可 长 达 一 个 月 以 上 。 种 子 成 熟 期 不 一 致 

当 人 花序 70 一 80% 变 成 褐色 时 ， 即 可 收获 。 一 般 每 亩 可 收 种 子 15 一 30 

“IT 0 

CAR 48 FB) 

99.4 = 叶 

Trifolium repens L. 

别名 白 车 轴 草 、 荷 兰 直播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叶 层 一 般 高 15 一 25 BK, BH WK 

30 一 45 厘 米 。 主 根 较 短 ， 但 侧根 和 不 定 根 发 育 旺 盛 。 株 从 基部 分 枝 

BW, WRN AK 5—10-+, 2AM, K15—70 BK, —MK 30 

BRKEA, 2, RE VHA, AK 10 一 25 RKO RM, HW 

Sit, AIT AIRES DIB, K1.2—3 厘米 ， 宽 0.4 一 1.5 厘米 ， 

先端 圆 或 凹 ， 基 部 模 形 ， 边 缘 具 细 饮 齿 ， 叶 面具 “V2” 人 字形 斑纹 或 

无 ; CHA, HE. CRRLK, BH 40—-100RR, BEE 

K; 728K, 7c, A, ANH. RRGMKKA 

形 ， 含 种 子 1 一 7 BA 3 一 4 粒 ; 种 子 肾 形 , REM (A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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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 白 三 叶 草 

在 我 国 中 亚热带 及 暖 温带 

地 区 分 布 较 广 泛 。 在 四 川 、 

贵州 、 云 南 、 湖 南 、 湖 北 、 

广西 、 福 建 、 吉 林 、 黑 龙 . 

江 等 省 区 均 有 野生 种 发 

RQ. CM), SSM Hs 
4p fo He Hi ey BEA A ERR 

500—3600 米 的 范围 ， 而 

以 1000 一 3200 米 的 地 带 

生长 较 好 。 在 东北 、 华 北 、，， 
华中 、 西 南 、 华 南 各 省 区 

均 有 栽培 种 ;在 新 疆 、 甘 。 
肃 等 省 区 栽培 后 表现 也 较 
好 ; 白 三 叶 草 原 产 欧洲 ， 
并 广泛 分 布 于 亚 、 非 、 澳 、 

美 各 洲 。 在 苏联 、 英 国 、 
澳大利亚 、 新 西 兰 . 荷兰 、 图 99 和 白 三 叶 Trifolium repens L. 

日 本 、 美 国 等 均 有 大 面积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白 三 叶 草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的 气候 ， 不 耐 王 

旱 和 长 期 积 水 ， 最 适 于 生长 在 年 降雨 量 为 800 一 1200 毫米 的 地 区 。 

白 三 叶 草 种 子 在 1 一 5*C 时 开始 萌发 ， 最 适 气温 为 19 一 24"C。 在 冬 如 

PAS EEK 20 厘米 ， 积 雪 时 间 长 达 1 个 月 气温 在 -=15" 的 条 什 

下 ， 能 安全 过 冬 。 在 7 月 份 平 均 温 度 过 35%2， 短 暂 极端 高 温 达 39% 

时 ， 仍 能 安全 越 夏 。 白 三 叶 草 喜 于 阳光 充足 的 及 地， 具有 明显 的 疝 

光 性 运动 ， 即 时 片 能 随 天 气 和 每 天 时 间 的 变化 以 及 光源 入 射 的 角 

BE. emia, BREN AAD, IEMA PFS 

止 平 展 ， 阳 光 以 30 的 角度 射 到 叶 面 ;下午 三 小 叶 偏 于 西方 ， 至 傍 

“1333。 



Be, SDP EAA, BS, BAR WS AN Oe EE 
垂 ， 至 次 日 重复 上 述 运动 过 程 。 这 种 向 光 性 运动 》 清 利 王 加 强 光 合 
作用 和 营养 物质 的 形成 。 在 戎 项 条 件 下 ， 叶 本 而 少 》 开花 亦 不 多 ; 
其 产 草 量 及 种 子 产 量 均 低 。 根 据 对 不 同 光照 条 件 的 对 比 ” 泪 全 光照 
条 件 下 ， 单 位 面积 形成 的 花序 数 增加 46.7%， 平均 每 花序 的 小 花 数 ， 
增加 21.89%6; 平均 千粒重 增加 7584% 〈 表 99 一 1); BUI EIE NER 

可 以 促进 和 白 三 时 草 的 生长 与 发 育 。 
H= Bue bi pH fh 4.5—8.0, pH i #6—6. 5 it, oH 

瘤 形成 有 利 。 贵 阳 野生 白 三 叶 草 , 在 栽培 条 件 下 的 生育 期 如 表 99 一 2。 

表 99 一 1 “不同 光照 条 件 下 白 三 叶 草 形成 花 和 种 子 的 差异 

每 平方 米花 序数 〈 个 ) 平均 千 
i 

《个 ; | 〈 克 ) 

78.5 |-162.5 | 0055 

平均 每 
花序 的 
He 
(个 ) 

平均 和 

64.4 | 12645 | 0.51 

21.89} 28445 | 7.84 

299-2 白 三 叶 草 春秋 播 期 的 生育 记载 表 〈 日 /月 ) 

播 种 其 | 出 苗 其 | stem | SHE | rae | 结实 期 | mm 

28/10 10/4 5/5 30/5 5/7 30/7 

1/10 3/11 : 4/4 5/6 18/9 

企 贵 阳 地 区 秋 播 ， 开 花 结实 良好 ， 全 生育 期 为 298 KR, BEM 

少数 开花 ， 种 子 成 熟 不 好 。 ASH RAAB, Te ene 

BR AA, A ih Bie BS YY BC Ce BC v 
白 三 叶 草 适应 性 较 强 ， 能 在 不 同 的 生境 条 件 下 生长 ， 在 亚热带 

的 湿润 地 段 ， 可 形成 狐 似 单一 的 群落 “在 群落 中 它 占 总 重量 的 

8i.6%， 其 种 入 产量 浆 较 高 。 在 野生 草地， 第 与 狗 牙 根 CCno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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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tylon), 4p #é# CHemarthria altissima (Poir.) Stapt et 

C. E. Hubb.j), B# Umperata cylindrica) SRA 科 植 物 混 

生 。 在 栽培 条 件 下 ”与 多 年 生 黑 麦草 (Lolium perenne), ji 

(Phleum pratense), #23 (Festuca sp.), #@E (Paspalum sp.) 

等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良 好 ， 但 与 鸭 芒 CDauctyl1is 91omzerata) 之 间 的 

措 抗 性 却 较 大 、 近 年 来 ， 在 贵州 威 宁县 及 湖南 城 步 县 南山 牧场 及 湖 
南 新 宁县 ， 飞 播 牧 草 共 10 余 万 亩 ， 其 中 以 白 三 叶 草 为 主 的 混 播 草地 

生长 十 分 良好 ， 播 后 的 第 二 年 即 可 放牧 利用 。 

ARE - 白 三 叶 草 适 口 性 优良 ， 为 各 种 畜 禽 所 喜 爱 ， 营 养 成 

SRBVAWAT RAB. SHER. FERRELL, BHAA 

价值 也 随和 白 三 叶 草 的 比重 增加 而 提高 。 于 草 产量 及 种 子 产 量 则 随地 

KARAM. CRABAE, BRM. RRS 节 长 的 RR, 2 

方 ， 供 草 季 节 为 4 一 11 月 。 全 年 产 草 量 出 现 春 高 一 夏 低 一 秋 高 的 马 ， 

RE 

H=WHRA2aa, HAWK, BERR 〈 表 99 一 3)， 故 在 放牧 时 

多 采 食 的 为 叶 和 嫩 茎 ， 因 而 它 的 营养 成 分 及 消化 率 为 所 有 豆 科 牧草 

之 冠 ， 其 干 物质 的 消化 率 一 般 都 在 80% 左 右 。 同 时 ， 随 草 龄 的 增 

长 ， 甚 消化 率 的 下 降 速 度 也 比 其 他 牧草 慢 ， 如 黑 支 草 平均 每 天 下 降 

率 为 0.5% ， 而 白 三 叶 草 每 天 则 下 降 0.15% 。 营 养 成 分 如 表 99 一 4 

99- 一 5。 

表 99 一 5 B=HHSHE (% 



表 99 一 4 BSH SMR (%) 

站 
mea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eB | am te | | 

初 花期 86.10 | 22.60 | 3.50 | 22.10 | 41220 | 10.60 | # 

初 花期 88.98 23.68 3.63 12.98 47.91 11.80 EL 

She 8.14 32.49 5.16 11.57 39.30 11.48 - ot 

盛 花期 10.07 | 21.46 | 4.33 | 21.32 42.82 | 10.07 | 

* 湖南、 四川、 贵州 畜牧 记分 析 。 

99-5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驳 质 消化 率 * 

消化 能 | 代谢 能 

SBS | Bt oma eae eee ee 
公斤 ) | 公斤 ) 

30.50 10.33 | AH 3.20 | 74.61 13.50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白 三 叶 草 在 我 国 种 植 ， 第 一 年 亩 产 鲜 草 750 一 1500 A, 

年 亩 产 鲜 草 3000 一 3500 公斤 “〈 四 川 雅安 浊 制 4 次 ， 折 合 干草 540 一 

630 公 斤 ), 在 四 川 凉 山海 拔 1400 一 3200 米 的 地 带 及 湖南 二 些 地 方 亩 

产 可 达 5000 公斤 以 上 。 

白 三 叶 草 的 野生 种 与 栽培 种 在 我 国 及 世界 各 地 广泛 分 布 ， 已 成 

为 世界 上 较 重 要 的 牧草 品种 资源 之 一 ， 世 界 上 已 建立 了 着 干 个 息 三 

叶 草 品种 ， 并 育成 很 多 个 白 三 叶 草 的 品系 ， 在 畜牧 业 生产 上 已 发 挥 

了 巨大 的 作用 。 和 白 三 叶 草 多 用 于 混 播 草 地 ， 很 少 单 播 ， 它 是 温暖 湿 

润 气候 区 进行 笋 草 补 播 、 改 良 天 然 草地 的 理想 草 种 之 一 。 同 时 亦 可 

作为 保护 河 堤 、 公 路 、 铁 路 沿线 ， 防 止 水 土 流失 的 良好 草 种 ， 也 可 

作为 运动 场 ， 飞 机 场 的 草皮 植物 及 美化 环境 铺设 草坪 等 。 

栽培 要 点 ”和 白 三 叶 草 春秋 均 可 播种 ， 我 国 南方 春播 在 3 APA 

前 ， 秋 播 宜 在 10 月 中 名前 。 千 粒 重 0,5 一 0.7 克 ， 公 斤 粒 数 约 145 万 

"336。 



” 粒 。 播 种 量 每 亩 0.25 一 0.5 SEA, SREB KE RHE 
(Lolium perenne) , #33 (Dactylis glomerata) , iH (Phlaum 

| pratense) 等 混 播 ， 适 于 建立 人 工 草地 。 由 于 白 三 叶 草 幼苗 期 生长 

缓慢 ， 应 及 时 清除 杂 草 或 采用 保护 作物 以 控制 杂 草 增加 。 白 三 叶 草 
SASH (Trifolium prstense) i Bag =Wp (Trifolium fra- 

giferum) 的 根瘤 菌 相同 ， 在 接种 时 ， 按 每 10 Re 菌 种 与 1 公 

bg = ie 叶 草 种 子 用 少量 水 拌 匀 后 播种 。 

在 混 氮 的 章 地 上 ， 应 防 正 秒 本 科 理 生长 过 于 茂 启 而 抑制 由 二 叶 

草 的 生长 ， 可 采用 间 草 和 放牧 的 方法 控制 。 另 一 方面 也 要 控制 草 群 

中 ,- 自 三 时 草 的 比重 过 大 ， 以 防止 反刍 动物 采 食 过 量 引 起 腊 胀 病 ， 

一 般 禾 本 科 草 与 白 三 叶 草 的 产量 以 2 : 1 为 好 ， 即 防止 腊 胀 病 , 又 可 
获得 干 物质 和 和 蛋白质 在 单位 面积 上 的 最 高 产量 。 

在 气候 ,土壤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白 三 叶 章 可 利用 营养 繁殖 的 能 力 继 
RE, 其 种 子 成 熟 后 也 可 自行 落地 , 萌发 生长 ,所 以 白 三 叶 草 能 在 

草地 上 长 期 维持 不 败 。 为 了 保证 产 草 量 , 应 当 在 刘 割 后 ,入 冬 前 或 早 

Sibi. A. ACMA RM A RK, 每 亩 每 年 施用 20 一 25 公斤 。 

白 三 时 草 种 子 的 生产 应 考虑 选择 适宜 土壤 〈 粉 沙 壤 或 轻 壤土 )， 

充足 的 光照 〈15 小 时 以 上 的 日 照 ) 和 传播 花粉 的 昆虫 等 条 件 。 种 子 

的 采 收 以 80 一 90% 的 头 状 花 序 变 为 褐色 时 为 宜 , 也 可 通过 肥 、 水 的 

| 管理， 使 种 子 成 期 一 致 ， 以 减少 采种 工作 量 。 

CHR AIR) 

100.46 BH - 

Melissitus ruthenicus (L.) Peschkova 

(Trigonella ruthenica L.) 

别名 mea. SAB.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60 一 110 BK, BRT. WF ER 



直立 ， 多 分 枝 。 三 出 复 叶 ， 小 时 倒 角形 或 倒 卵 状 模 形 ， 先 端 圆 形 或 

GUE, Bik, BRR, WRABH. BREF, A 3 一 8 oR, 

Js TERR: TEER, Be, RR. RRM, KAB, K 
7 一 10 毫米 ， 有 种 子 2—4 BL CA 100), 

Wie % A 

蒂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宁 夏 及 甘肃 

等 省 区 ; 国外 在 朝鲜、 

蒙古 、 苏 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RE 
特性 FEN eI 

WEAR, VERS 

构 来 看 ， 一 般 0 一 20 

厘米 间 无 叶片 存在 ; 

由 60 一 100 厘米 间 叶 

片 占 85% 以上， 叶 的 

形状 是 两 头 小 ， 上 中 

部 大 ， 略 成 非 对 称 的 

“ 蔡 形 ”% 它 是 一 种 多 

年 生 轴 根 牧 划 ， 人 性 耐 

寒 ， 抗 旱 能 力 较 强 。 

TE, TEARS 图 100 HF Melissitus ruthenicus(L.)Pes- : 

pk 2% i) BA iy ye BE Be chkova (Trigonella ruthenica L. ) 

上 ， 其 主根 可 深入 土 层 80 一 110 厘米 。 在 东北 部 肥沃 的 黑土 上 进行 

栽培 ， 第 一 年 主根 深入 土 层 77 厘米 , 侧根 分 布 在 4 一 32 厘米 之 间 ， 

第 二 年 主根 则 深入 土 层 127 厘米 ， 侧 根 也 延长 到 50 BK. 

花 首 蕃 植株 分 枝 较 多 ， 每 株 可 达 15 一 20 个 , 叶 量 也 较 丰 富 。 茎 

叶 大 小 以 及 繁茂 程度 常 随 水 分 条 件 及 土壤 肥力 而 差异 很 大 ， 在 水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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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好 的 地 方 ， 蔡 时 肥 大 ， 旱 落地 则 细小 。 
花 首 著 适 于 高 寒 地 区 生长 ， 春 季 返 青 晚 ， 生 长 缓慢 ， 夏 季 生 长 

较 快 。 在 内 蒙古 地 区 ，5 月 初 返 青 ，6 月 下 旬 孕 鞋 ，7 月 开花 ，8 月 

以 后 种 子 陆 续 成 熟 。 在 东北 黑龙 江 地 区 ，5 BRA. 7A LAW, 

8 胃 上 名 开花 ，9 月 下 名 种 子 成 熟 。 从 出 苗 到 种 子 成 熟 约 需 1388 天 。 . 

花 首 蕃 为 广 幅 旱 生 多 年 生 牧草 ， 野 生 状 态 可 见 两 个 类 型 ， 半 铀 外 的 

与 直立 丛生 的 。 前 者 分 布 于 水 分 较 好 的 湿润 地 区 ， 后 者 则 多 见于 于 

旱 坡地 及 水 质地 。 为 典型 草原 及 沙 生 植 被 的 伴生 植物 ， 偶 见于 草 旬 

BARREL, SEU RH, ERB. We. Bae 

旁 等 处 。 
饲 用 价值 ” 花 首 蒋 为 优等 的 牧草 。 它 的 适口 性 好 ， 各 种 家 畜 终 

SBE, MAW, RBREALEA, 15—-20KGT LR, LES 

a, 乳 的 质量 均 可 提高 ， 孕 畜 所 产 仔 畜 较 肥 壮 。 

花 首 葡 的 营养 价值 良好， 含有 较 多 量 的 粗 蛋 白质 ， 但 其 含量 自 

开花 至 结实 期 则 下 降 较 多 。 因 此 ,花期 及 时 浊 割 具有 重要 意义 。 其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如 表 100 一 1、100 一 2。 

表 100 一 1 花 首 藩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af ih 质 

分 枝 期 | 11.14 

开花 期 

18.41 3.04 29.67 30.31 

10.01 17.35 4.62 38.73 22.41 6.88 1.07 | 0.22 

7.43 | 1.31 | 0.34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表 100 一 ? 花 首 着 化 学 成 分 的 消化 率 〈%) 

#£eyu | agen | 粗 脂 肪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纤 维 

分 枝 期 76.81 85.94 48.16 | 29.66 

FF #E 76.56 83.77 23.59 |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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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它 的 经 济 性 状 来 看 , BRABANT 
时 能 力 较 强 ， 在 干草 原 的 沙 质地 、 丘 陵 坡 下 及 地 下 水 丛 堵 高 的 沙 窝 
子 地 均 能 生长 ， 除 进行 人 工 栽培 外 , 也 可 选 作 天 然 章 场 的 着 播 材料 。 
当前 ， 对 它 进 一 步 引 种 驯化 ， 推 广 栽培 是 有 意义 的 
HEA LARP RRS, RIS, AeA 

ERE, URE HER, BIBT so, 一 般 可 在 雨季 
来 临 之 前 种 。 在 黑龙 江 省 ，6 月 下 名 播 种 为 宜 ,此 时 正 是 雨季 到 来 
之 时 ， 气 温 较 高 、 土 壤 水 分 好 ,， 有 利 抓 苗 ， 因 此 产 草 量 也 比 6 月 上 
名 和 5 月 下 旬 播 种 的 增加 21.91% 以 上 ， 亩 产 鲜 草 达 到 1387.5 公 

斤 。 每 亩 播种 量 以 0.6 公斤 为 宜 ， 产 草 量 较 高 ， 密 度 越 大 者 反而 产 
草 量 越 低 。 条 播 行距 30 厘米 ， 每 亩 施 底肥 1000 公斤 者 ， 鲜 草 产量 
可 达 1515.9 公斤 / 亩 ， 折 合 干草 401.71 O/B. HFRS 

甸 生 长 ， 覆盖 地 面 可 与 禾 本 科 牧 草 ， 如 羊 草 CAneurolepidium — 

chinense) 混 播 ， 因 为 从 花 音 蒂 的 叶子 垂直 结构 看 出 ， 这 是 典型 的 

上 繁 草 ， 故 适合 与 各 种 生育 期 较 晚 的 下 繁 或 中 繁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BRR) 

101. WS Bee. 

Vicia amoena Fisch. 

MS ” 落 豆 身 : 山 黑 豆 、 透 骨 草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 本 ， 高 80 一 120 BK, RRAHE, SB 

缘 或 直立 ， 具 四 棱 ， 粗 0.2 一 0.3 厘米 , 多 分 枝 偶数 羽 状 复 叶 ， A 

小 时 8 一 14 枚 ， 叶 轴 末 端 成 分 枝 或 单一 的 卷 须 ;. FCM KK, APTA 

形 ; 小 叶 椭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长 15 一 35 毫米 , 宽 6 一 15 BK, Foal 

RUM, AMR, AERA, tH LMR, FHRRE, Be 

HiARREMIEG. ARERR, AE 10—20 (40) Fes FESR 

KK; AEC, RMR RA, MRKBL, Kk 20 一 25 EK, 两 端 

+ 940° 



k, tet, HE, AB 
种 子 2 一 4 Bis 种 子 球形 ， 
黑 神色， 直径 3.5 一 4 毫米 
(图 101). 

染色 体 2n = 24, 

地 理 分 布 “ 分 布 于 我 

。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甘 肃 、 
青海、 山西 、 陕 西河 北 、 
山东 、 河 南 等 地 区 ， 在 国 

oh TBE. BK. 
BRR SYA 

。 ”人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GFA RARBG A 

实 很 少 ， 二 年 以 后 正常 生 

长 发 育 。 在 北京 地 区 ， 当 

10 厘米 地 温 稳定 在 10°C 
以 上 ， 平 均 气 温 达 13%c 左 7s 

， 右 时 ， 开 始 返 青 (4 月 初 )， 图 101 山野 就 豆 Vicia amoena Fisch. 

岂 5 月 下 名 开花 ，8 月 下 名 
有 终 花 ， 花 后 7 一 10 KM, HH3I0 天 左右 成 熟 ，10 A PMA, 

 -A RH 85—92 天 , 生长 期 200 天 左右 。1 一 1.5 个 月 越冬 率 达 100%。 

家 101--1 WER C/A) 

ye | | Sp Bis em 
~<a | | 

pal ocala | wits) 中 /了 | em | em] tem) Emm) ye | 90 | aa 
me | ET| ea} eve | eet] erm} Fer] so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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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 pelphninlanneaatambiimaibeteie is... -omnns 
30 天 左右 〈 表 101 一 1)。 

山野 茧 豆 因 生长 年 恨 和 发 育 时 期 不 同 ， 生 长 速度 有 很 大 差异 : 
春播 当年 地 上 部 生长 缓慢 ， 易 受 杂 草 抑 制 ， 仅 有 10% 左 大 植株 开 
花 ， 少 量 结实 ， 夏 、 秋 播种 则 不 能 开花 结 英 。 第 二 年 可 正常 生长 ; 
在 北京 地 区 返青 期 生长 较 慢 ， 分 枝 以 后 ， 当 平 欧 气温 稳定 森 15%c 以 
土 时 ， 开 始 迅速 生长 ， 每 天 平均 增长 1.0 一 荆 5 厘 米 ， 开 花 以 后 生 羽 
缓慢 ， 到 8 月 上 名 停 止 生长 。 
OER, ORB. HERE, 苗 期 单 穆 时 面积 可 达 

100 平方 厘米 ， 花 期 456.6 FH BK. CREW 全 株 重 量 的 

80%， 即 使 到 成 熟 期 ， 大 量 叶片 脱落 的 情况 下 ， 叶片 鲜 重 还 吉 全 株 
总 重 的 55.3% ， 茎 叶 比 仍然 达到 1:1。.2。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葵 时 北 如 表 

101 一 2 所 示 。 

表 101 一 2 山野 豌豆 不 同时 期 芳 叶 比 (1981) CA: TH) 

(81 年 ) | 时 期 | 总 重 

4 月 29 日 | 分 枝 |59.4 [43.6 |73.415。8 |26。6|15。19|11.。24|73。9 3.96|26.1| 1:2.7| 1:28 

5 月 16 日 | 现 BF |55.21|40.06|72.5|15。2 |27。5|15。23|11。07|73。5| 4.03/26.5) 122.6] 122.7 

5 月 26 提 | FF 7E 1118. 2/95.60/80.9/22.6 |19.7|31.6 |25.1 |79。4 6.5 120.6) 124.2) 133.8 

653 HA) & ¥ |160.1/124.2/27.6/55.9 |22.4/38.8 |29 |76 | 9.3 [24 | 122.2) 123.) 

6 月 24 日 | RM 熟 |93.43|50 55。3|40。.23|44.7|28。1 |16.7 |57。4 11.4/40.6] 121.2) 151.4 

山野 竞 豆 根系 发 过， 苗 期 地 上 部 高 度 仅 10 厘 米 时 ， 其 主根 可 深 上 
达 32 厘 米 ， 到 越冬 时 主根 深 可 达 100 余 厘 米 。 当 年 生 野 豌豆 苗 期 为 “ 
建 根 阶段 。 第 二 年 根系 仍 快 速生 长 ， 并 生出 大 量 侧根 ， 形 成 斋 大 的 

根系 。 据 在 花期 调查 ， 每 平方 米 ， 茎 叶 鲜 重 1400 死 (折合 亩 产 933.4 | 

A Fr), 地 下 部 分 鲜 重 可 达 910 FE CHAT 606.9 公斤 ) BEDE 

1540.2 公斤 / 库 ， 地 下 部 分 占 总 生物 量 的 39.4% 。 主 根 发 达 ，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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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E 1.5 一 2 米 ， 大 部 分 根系 集中 在 0 一 30 厘米 土 层 中 ， 根 瘤 多 ， 

平均 每 株 25 一 34 个 。 

山野 天 豆 的 花序 一 般 着 生 在 -- 、 二 级 分 枝 的 中 部 ， 每 株 有 花序 

”天 个 左右 ， 无 限 花序 。 开 花 顺 序 ， 同 一 株 先 下 部 后 上 部 ; 同一 花序 ， 

下 方 花 先 开 ， 逐 渐 商 上 ， 花 期 延续 两 个 多 月 ， 但 后 期 花序 结实 率 显 

然 降低 。 一 月 内 开花 时 间 以 12 一 15 时 最 多 ， 夜 间 关闭 。 花 期 最 适 温 
BE 24 一 25*2， 相 对 湿度 55%。 每 个 花序 有 花 20 一 40 5k, ERIE 

时 间 可 持续 6 一 13 天 。 结 实 率 一 般 为 55 一 60%。 
山野 郸 豆 耐 寒 性 强 ， 在 东北 、 内 蒙古 因 寒冷 不 能 种 植 背 攻 的 地 

方 ， 它 且 能 安全 越冬 。 冬 季 气 温 降 至 -40 时， 如 有 厚 雪 覆盖 ， 仍 

能 平安 工 冬 。 抗 旱 能 力 和 沙 打 旺 类 似 。 病 虫害 少 。 

”在 北方 ， 一 般 每 年 可 剂 制 2 次 ， 以 现 蔓 和 人 花期 浊 割 为 最 好 。 也 

能 用 插 反 的 方法 进行 无 性 繁殖 ， 插 播 方法 和 首 薪 相同 。 

— 饲 用 价值 山野 竞 豆 营养 丰富 ， 花 期 叶 含 粗 蛋白 为 21.29%， 

比 一 般 洁 花 首 荐 高 : 粗 纤 维 叶 含 20.62%， 低 于 紫 首 蕃 ， 蕉 含 

42.09%, 比 沙 打 旺 低 ， 所 以 ， 各 种 家 畜 都 喜 食 。 无 论 青 饲 ， 放 牧 或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调制 于 草 均 为 优质 牧草 (HE 101 一 3、101 一 4)。 

表 101 一 5 WHER (%) 

花 期 

花 期 

7.86 | 11.04 4.89 0.97) 0.24 0.09 | “ 33.5 

8.96 | 21.79) 1.64 | 20.62 40.15 6.84) 1.43) 0.29 

© 北京 农业 大 学 畜牧 系 分 析 。 

捧 表 看 出 ， 山 野 竞 豆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苗 期 从 0.18 一 1.41%, 花期 
为 0.18 一 1.21%， 均 比 紫 首 蒂 和 沙 打 旺 高 , 是 营养 丰富 的 优良 牧草 

=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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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一 4 山野 吏 豆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ON FP isa | | 苏 氢 | 蛋 所 | 异 亮 
ko a 人 人 | 本 站 Rm | @ | ae] 琶 

i] 期 | 1.16 | 0.85 | 0.18 | 0.84 vas 0.84 . 0.84 | 0.31 | 1.03 

FF 花 HH | 0.95 | 0.69 | 0.18 | 0.73 | 1.21 0.76 0.78 | 0.34 | 0.76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1) BF BE EM NE, HAT 30 一 80 个 ， 每 复 叶 有 小 时 8 一 
14 个 ， 苗 期 小 时 面积 为 1 平方 厘米 ， 花 期 为 2 平方 厘米 ， 叶 面积 系 

数 可 达 3 一 5。 盛 花期 亩 产 青草 2000 一 3700 AF. 

由 于 时 量 大 ， 覆 盖 度 大 ， 有 利于 保持 土壤 表面 水 分 ， 据 测定 ， 

在 相同 条 件 下 ， 山 野 郸 豆 覆 盖 地 面 的 土壤 表层 含水 率 比 紫花 首 蕃 高 _ 

0.32%， 说 明山 野 郸 豆 茎 叶 笛 密 ， 可 减少 土壤 表层 的 蒸发 。 

山野 吝 豆 根系 发 达 ， 入 土 深 ， 可 以 吸收 深层 土壤 水 分 ， 故 比较 

耐 旱 ， 其 耐 旱 性 可 和 沙 打 旺 媲美 。 

栽培 要 点 山野 总 豆 的 适应 狂 强 ， 播 种 期 从 3 月 至 10 ABA. 

但 在 北方 草原 区 ， 春 时 少雨 以 雨季 播种 为 好 ， 保 苗 率 高 。 种 子 千 粒 

重 17.9 克 ， 每 公斤 有 5.58 万 粒 。 种 皮 坚 硬 ， 透 水 性 差 ， 硬 实 率 一 般 

7E50—70%, ABA. ATH 60 厘米 ， 播 量 3.5 一 5 公斤 ， 由 

于 山野 豌豆 苗 期 生长 慢 ， 可 久久 和 一 年 生 人 饲料 作物 雅 麦 等 间作 ， 既 保 

证 了 当年 的 收入 ， 又 保护 了 山野 竞 豆 不 受 其 他 杂 草 的 危害 。 人 工 章 

HA AY DATES, FETE, DE, i KES AR i, 
不 仅 能 提高 牧草 品质 ， 增 加 禾 本 科 牧 草 的 氮 素 来 源 ， 也 使 细 长 的 茎 

蓝 有 所 依附 ， 减 少 地 面 郁 闭 ， 防 止 下 部 叶片 脱落 ， 从 而 提高 山野 吏 ， 
Br. WRT TRA, ALAR, MRA 

— WE DY ZESE FR AE BG I HF 

CRRA W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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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oS ois 

Vicia costata Ledeb.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高 20 一 80 厘米 。 蔡 攀缘 或 近 直 立 ， 多 

分 枝 ， 具 棱 。 双 数 羽 状 复 时 ， 具 小 时 10 一 16 枚 , 时 轴 末 端 成 分 梳 的 

卷 须 ; 托 叶 半边 箭头 形 ;， 小 叶 长 圆 或 近 披 针 形 ， 革 质 ， 灰 绿色 ， 长 

7 一 25 毫米 ， 宽 2 一 5 训 米 ， 先 端 钝 或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宽 攀 形 , 叶 

脉 西 起 。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具 3 一 10 茶花 ， 排 列 于 一 侧 ， 淡 黄色 或 白 
色 ， FE; TE EPR s AE rh RIB s 子 房 无 毛 。 SER aE, 稍 膨胀 ， 

椭圆 状 长 圆 形 ， 含 种 了 

1 一 3 Bis 种 子 近 球形 ， 

黑色 〈 图 102) 。 

MIB KE 

WEA AT ie RE 

weet 

区 ， 产 于 内 蒙古 锡 盟 的 

Am. SHIR. Bw 

北部 、 伊 盟 西北 部 、 阿 

Ba A PR A ooh SK Ly I 

海拔 1500—2000 2K AY 

荒漠 草原 区 ;， 在 国外 ， 

蒙古 、 苏 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肋 脉 野 豌豆 根系 发 

达 ， 根 深入 土 达 100— 

150 厘米 ， 具 有 短 根 状 

=o DRE, BRAKE 图 102 肪 脉 野 更 豆 Vicia costata Led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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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S, RHR EASA PAK RH) 4 月 中 旬 返 青 ， 

在 巴 盟 乌拉 特 草原 地 区 5 月 初 返青 。 生 长 快 ， 6 APRA HER, 

7 月 中 旬 第 一 批 种 子 成 熟 ， 种 子 易 脱落 。 老 枝 雨季 之 后 仍 能 连续 开 
花 ， 秋 季 结 子 ， 但 数量 均 比 第 一 批 少 。 再 生性 良好 ， 据 在 内 蒙古 巴 

盟 马 拉 特 中 旗 测 定 ,，6 月 15 日 浊 割 时 ， 正 值 盛 花期 ， 平 均 株 高 40 

厘米 ， 到 9 月 25 日 ， 再 生 植 株 平均 高 达 50 厘米 ， 并 能 开花 ， 结 少 

BER wy 
Dik RSA BARD, Ahh RAE 7k B—ME100—250 

毫米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适 应 性 比较 强 ， 能 在 砂砾 质 将 薄 的 土壤 上 

生长 ， 但 在 河谷 两 岸 ， 土 层 较 厚 的 沙壤土 上 生长 更 旺 感 。 

饲 用 价值 ” 肋 脉 野 竞 豆 为 优质 饲 用 植物 ,各 类 性 畜 四 季 均 喜 食 ， 

在 花 果 期 ， 羊 喜 采 食 花 和 嫩 莱 果 ， 营 养 成 分 ， 如 囊 102 一 1,， 其 消化 

能 见 表 102 一 2。 

表 102 一 1 ， 助 脉 野 豌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生育 期 | 水 分 ia be : 
ama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e ME | 粗 灰 分 | | om 

开花 期 | 7.90 24.20 | 1.80 25.90 33.80 6.40 

结实 期 | 6.93 | 18.30] 2.40 | 21.80| 43.70 | 6.80 

© 内 蒙古 农 委 科学院、 新 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 析 。 

表 102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AD RI | 消化 能 、 项 目 | 粗 蛋白 质 | 粗 脂 肪 代 谢 能 
( 兆 焦 / 公 | ( 兆 焦 / 公 

化 率 〈%) ir) ir) 

8.44 开花 期 Bh ik BF iS 2.08 63.68 11.15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栽培 要 点 ” 肋 脉 野 兰 豆 结实 率 比 较 高 ， 对 党 殖 种 子 有 利 。 千 粒 

重 32.4 克 。 种 子 硬 实 率 较 高 ， 尤 其 新 种 子 硬 实 率 达 75% 以 上 上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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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在 用 新 种 子 时 ， 播 种 前 要 进行 硬 实处 理 。 目 前 已 行 引种 驯化 
>. ae. 

〈 温 都 苏 ) 

103.) 76 EF BER 

Vicia cracca Ii 

Ne BT. BR. REBT.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裁 培 种 为 二 年 生 或 越 年 生 ) ,高 60 一 120 

厘米 ， 茎 四 棱 形 ， 攀 缘 或 斜 升 。 双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10 一 24， 叶 

SR ig RMA BA; FEM RETIRE, 小 叶 狭 椭圆 形 或 

MR BH HB, K 10 一 30 

毫米 ， 宽 2—8 SB OK, 

先端 锐 尖 或 钝 ， 基 部 贺 

@, EWG, FHA 

短 柔 毛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 

«1S, MA MMR A, 

FEMS, FEE, 

BRBRSE. KRK 

BMRB, wie, 7 

Ee, 4-8 HF, 
RTA, BALA, 

RBA FRA 不 一 

(图 103). 

地 理 分 布 ”野生 种 

分 布 很 广 ， 我 国 南北 各 

Me, SLR Be sy F103) | ERS Vicia cracca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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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范围 从 海拔 数 百 米 一 直到 3400 米 左右 ; 国外 分 布 于 日 本 .朝鲜 以 
及 欧 浏 一 些 国家 。 

我 国 是 世界 栽培 广 布 野 豌 豆 最 早 的 国家 之 一 , WE 1600 年 前 的 
(Py A “HMR. RE. HAD PHS, BHR, 
可 以 美 田 ， 叶 可 食 ” 的 记载 。 公 元 1313 年 ， 明 《 农 政 全 书 》 中 有 “ 苗 
AMEE, AEB, MH, Was. BH, LHS, 
非 野 草 也 ……?”。 这 些 记 载 说 明 我 国 劳动 人 民 很 早 就 知道 种 植 利用 
车 子 了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车子 又 有 新 的 发 展 , 如 江苏 ,安徽 :山东 : 
河南 、 湖 南 、 四 川 、 云 南 等 省 均 有 种 植 。 

生 牺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广 布 野 竞 豆 种 子 萌芽 时 需 吸收 为 其 本 身 
重 70 一 75% 的 水 分 , 始 可 发 芽 。 种 子 萌发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0 一 25%2， © 

最 低温 度 为 1 一 2"。 分 枝 力 强 ， 是 创造 鲜 草 高 产 的 基本 条 件 而 有 
效 分 枝 率 低 ， 又 是 低产 的 重要 原因 。 初 生 广 布 野 跪 豆 从 地 下 10 
米 到 地 上 10 厘米 处 一 般 形成 3 EW, 即 分 枝 节 。 在 第 三 片 羽 状 复 
叶 完 全 展开 时 ， 从 接近 地 面 的 菠 节 首先 形成 第 一 分 枝 。- 每 个 节 可 产 
生 2 一 15 条 分 枝 ， 而 以 地 上 的 菠 节 分 枝 力 最 强 。 分 枝 多 的 可 达 70 多 ， 
条 ， 个 最 后 能 开花 结实 的 有 效 分 枝 仅 2 一 5 条 , 其 中 以 越冬 前 和 早春 
生长 的 有 效 性 较 高 。 

广 布 时 豌豆 的 营养 生长 和 生殖 生长 同时 进行 ， 使 其 侍 蔓 呈现 边 
bee, VAS. WIT. WA. MRA, REN 
仅 为 成 熟 时 株 高 的 21. 39—71.14%, FRSA. FEE. 
次 三 个 阶段 互相 衔接 而 重合 。 从 群体 看 ， 蓄 期 约 为 8 一 10 天 ， 花期 
9 一 12 天 ， 结 菜 期 15 天 左右 ， 饱 葬 至 成 熟 6 一 8 RK. MERA, 从 

DL BAF 15 一 40 天 ， 始 花 到 终 花 6 一 25 K, MIM DA SH 5 一 30 

天 。 各 阶段 的 高 峰 期 完成 现 鞋 ， IE TE. ASEM Be 的 65 一 80%。 其 
MAA 80%% 能 开花 ， 花 只 有 5 一 7% 能 结 SE, HERS 也 不 超过 10 一 ， 

12%， 绝 大 部 分 花蕾 因 营 养 供 应 不 足 ， 通 风 透 光 不 良和 授粉 率 低 竺 
原因 ， 导 致 落 曹 、 落 花 、 落 荧 十 分 严重 ， 这 是 影响 种 子 产 量 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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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 
产 布 野 竞 豆 整个 生育 期 中 ， 以 苗 期 和 花期 易 受 温度 的 影响 。 种 

子 萌发 后 ， 需 要 经 过 一 定 的 低温 时 期 才能 形成 结 莱 器 官 。 不 同 生育 
阶段 对 温度 的 要 求 不 同 ， 从 播种 到 出 苗 的 适宜 温度 为 13 一 20%c; 生 
长 的 适宜 温度 为 13 一 21.1%Cc， 以 18 一 21% 生 长 最 快 ; 开花 的 适宜 温 

_ 度 为 14 一 20*C，19 一 22sC 时 莱 果 生长 发 育 迅 速 ，25% 以 上 虽 可 开 
花 ， 但 花 庶 短小 ， 成 英 困 难 ，12 一 13"c 开 花 组 慢 , 8"C 以 下 小 花 脱 洲 
严重 ， 易 受 冻 害 。 

丰产 布 野 竞 豆 在 bDH5 一 8.5 的 粘土 、 壤 土 或 沙壤土 上 均 可 种 植 ， 
而 以 肥沃 疏松 、 排 水 良好 的 坏 士 和 沙壤土 最 为 适宜 ， 鲜 草 亩 产 可 达 
5000 公斤 以 上 。 

饲 用 价值 “ 广 布 野 驶 豆 草 质 柔嫩 ， 多 种 性 畜 均 喜 食 ， 一 般 多 用 
FRG. WHA, PATER (UNA, 也 可 与 其 
它 牧 草 混合 做 青贮 料 ， 根 据 湖南 省 的 资料 记载 ， 其 消化 能 、 化 学 成 

| 分、 可 消化 蛋白 ， 如 表 103 一 1、103 一 2、103 一 3。 

表 105 一 1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代谢 能 
Cb FR/ 
公斤 ) 

消化 能 
( 光 焦 / 
公斤 )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sting? 

3.48 66.68 11.88 9.20 %. rama. | 22.82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103-2 “” 广 布 野 豌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2%%) 

占 风 干 物 质 
分 析 样 品 水 分 

得 秋 白 | 租 后 肪 | mnerae | [ace | 钙 | OR 

鲜 草 64.19 shan 0.91 | 11.89] 14.02] 2.54 0.57 0.15 

+ 7.321 by 16, oF 2.30; 30.17 | 35.60 6.45 1.354 0.34 
| 

"349。 



= 103 一 3 一 一 一 一 -一 

so OR 品 — SS ERR, Oi eh 
消化 能 ( 兆 焦 ) | Be GE) 钙 CE) TS | steno | guid | se | #0” Be Gi) 

营养 期 鲜 草 1632.5 34.1 1.3 0. 50 

Be TE HH ee EL 1678.6 249 2.0 0. 40 

春季 干草 粉 7430.2 125.3 一 | va 

F HK ® 7120.4 10865 ~ TAs ss 

盛 花期 干草 粉 8644.1 137.3 9.5. | 3.7 

e¢ 引 自 《四 川 常用 猪 饲料 营养 价值 表 》。 

广 布 野 竞 豆 与 其 它 绿肥 牧草 一 样 ， 在 我 国 南方 农 困 生态 系统 物 

质 转 入 、 和 输出 平衡 中 有 重要 的 意义 。 四 川 省 成 都 平原 历史 十 在 小 春 

作物 布局 中 采用 三 三 〈 小 麦 、 油 菜 、 若 子 各 占 三 分 之 一 ) 耕作 制 ? 

这 种 制度 在 我 国 亚热带 和 暖 温 带 地 区 ， 广 布 野 葛 豆 在 提高 土壤 肥力 

和 作物 产量 方面 起 到 了 和 良好 的 作用 。 

栽培 要 点 “ 广 布 野 驶 豆 宜 秋季 早 播 ， 由 于 当时 温度 较 高 《1 一 
19sc) , 出 苗 快 ， 能 充分 利用 越冬 前 的 有 效 积温 ， 早 扎根 、 多 分 村、 

幼苗 生长 健壮 ， 抗 寒 力 强 ， 鲜 草 产量 高 〈 试 验 看 出 8 月 下 旬 播 种 的 

盲 产 鲜 草 达 3000 公斤 , 较 以 后 各 期 播 种 的 增产 35.55—96.09%), 

适宜 播种 期 应 在 8 月 底 至 9 月 底 ， 最 迟 不 超过 10 AK. 

千粒重 23 一 35 克 ， 最 大 可 达 40 克 以 上 ， 平 均 每 公斤 种 子 为 

35200 HAA, MAME, SHRM. RASH 经 验 ， 每 亩 基本 

苗 在 5 万 一 10 万 株 , 才能 获得 高 产 。 每 公斤 种 子 按 4 万 粒 * 成 苗 35 一 - 

50% 计算 ， 每 亩 需 用 种 3.5 一 6 公斤 ,在 此 范围 内 根据 条 件 好 坏 而 有 

所 增 减 水田、 薄 地 、 粘 土 、 丧 情 差 、 整 地 粗放 、 播 期 迟 以 及 套种 时 

要 加 大 用 种 量 ， 一 般 4 一 5 公斤。 相反 旱田 、 地 肥 坏 土 . 丧 情 好 3 人 整 

细 、 播 种 早 的 种 子 田 ， 可 减少 至 3.5 一 4.5 公斤 。 旱 田 以 条 播 为 

主 ， 行 距 以 20 一 30 厘米 为 宜 。 

MIE, DBR. FA SRE WEE DURE AE, IBA 

8; 磷肥 为 主 ， 氮 肥 为 辅 。 磷 肥 主 要 为 过 磷酸 钙 、 钙 镁 磷肥 等 。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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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野 葛 豆 在 苗 期 或 根瘤 活动 旺盛 期 ， 砚 能 刺激 根瘤 菌 的 繁殖 ， 帮 助 
_ 根瘤 的 形成 ， 增 加 固氮 的 能 力 ， 并 能 促进 广 布 野 欧 豆 根系 的 发 育 。 
根据 试验 ， 亩 施 过 磷酸 钙 5 一 15 公斤 ， 比 对 照 (不 施肥 ) 增产 

19.99 一 46.21%， 每 公斤 磷肥 增产 鲜 草 24。.18 一 100.05 AA. Bi 

BEBE 12-28 公斤 ， 较 对 照 〈 不 施 ) 增产 3 一 6 He 
LU hPRE, BP SEE. WER 

也 很 重要 。 接 种 比 对 照 可 增产 20 一 30%。 此 外 ， 增 施 钼 肥 也 能 促进 
"AF De AID A ALA J, FD 0,5% 的 铀 酸 乌 浸种 1.5 小 时 ， 
促进 其 分 枝 数 和 鲜 草 产量 较 对 照 增加 8.99%6。 

广 布 野 竞 豆 的 管理 ， 主 要 是 调节 土壤 水 分 ， 水 分 过 多 需 行 排 
”水 ， 过 低 宜 适当 灌溉 ， 经 常 保持 土壤 的 湿润 状态 ， 是 鲜 草 高 产 的 重 

要 条 件 。 
广 布 野 茧 豆 的 种 植 在 我 国 多 采用 稻 、 豆 轮作 ， 此 外 ， 还 有 粮 、 

草 间 套 复种 ， 粮 、 棉 、 草 间 套 复种 ， 粮 、 油 、 草 间 套 复种 ， 粮 、 茶 、 
草 间 套 复种 及 果园 套种 等 多 种 形式 ， 具 体 作法 ， 视 各 地 条 件 ， 因 地 
制 宜 。 

CA# BE) 

104. WAee 

Vicia faba L. 

别名 Wo, Hho, NW.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贺 锥 根系 ， 主 根 粗大 ， 人 入 土 深 达 90 一 

”120 厘米 ， 侧 根 横 展 可 达 45 一 75 厘米 。 茎 通常 直立 ， 旦 四 棱 方 形 ， 

中 空 ， 高 30 一 180 厘米 或 更 多 。 基 部 分 株 3 一 12 个 ， 一 般 5 一 8 个 ， 

每 个 分 株 有 15 一 35 PAE, HAREM, Neb 2 一 6 4, B 
MA. MGI, ToBI, RRB, Ws Kae, 

边缘 具 细 齿 。 第 5 一 6 葵 节 以 上 的 叶腋 生 总 状 花序 ， 每 花序 有 2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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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MPRABRRAA, RMUDRHAA PMR, Bop, 
RE, 具 5 兴 ， 通 常 每 个 花序 只 结 1 一 3 HSER, 每 个 分 株 能 开花 结 
荧 的 约 10 PAW, MPAA TA TER Se, WOR ATIC 
厚 , £HREHE, SRAA 2 一 7 粒 种 子 - 饲 用 种 子粒 多 呈 圆 形 , 较 
小 ， 少 数 为 扁 圆 ， 种 皮 和 白色、 褐色 、 淡 绿色 或 深 紫 色 《 称 红 胡 豆 ) 
(图 104), 

地 理 分 布 ALTE 
ARR, BBG 
为 人 类 的 栽培 作物 之 
一 。 由 于 它 有 许多 优 
点 ， 所 以 栽培 很 广 。 
我 国 自 西汉 “张骞 使 
外 国 得 胡 豆 归 办 水 经 

注 》 南北 各 地 均 有 栽 
ty 但 主要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南 及 西南 的 水 稻 
区 ， 尤 其 四 川 最 多 ， 
北方 较 少 。 在 内 蒙古 、 
青海 、 甘 肃 均 有 较 好 
的 收成 。 四 川 作 为 猪 
饲料 栽培 于 丘陵 、 平 
坝 地 区 极为 普遍 ， 山 
地 栽培 海拔 高 度 可 达 
2000 一 3000 米 , 在 康 

定 河谷 海 KK 2600 米 

左右 ,种子 仍 能 丰产 ， 在 国外 分 布 北 春 可 达 北 纬 60 度 , 在 中 亚 高 原 ， 
分 布 高 度 可 达 海 拔 4000 米 处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乔 豆 是 温带 一 年 生 作 物 ， 喜 温暖 、 湿 润 
es 352° . 

图 104 人 饲 用 蚕豆 了 ic;ia faba L. 



气候 。 发 全 温 度 3 一 4%C， 适 温 16—25°C; 出 苗 适 漫 9 一 12%C; 生殖 

器 官 形成 及 开花 以 16 一 20" 为 最 适宜 ; BIBL 16—-22°C HHH. 

根瘤 发 育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9 左 右 。 幼 苗 能 忍耐 -4 低温 ， 降 温 到 

—5— -7CH BAKE, 

MAABETRSAUMRVREREM VL. HAM KBE 

的 种 植 ， 具 较 强 的 耐 湿性 。 对 碱 性 土壤 有 较 好 的 抗力 , 能 忍耐 pH9.6 

AGRO PEE, (ANIL, REPAIR LEGER © 

利 。 土 壤 水 分 以 湿润 为 佳 ， 若 排水 不 呈 或 涡 水 ， 则 易 引 起 褐 斑 病 、 

立 枯 病 、 锈 病 等 病害 。 它 是 喜光 的 长 日 照 植物 , 在 光照 充足 的 环境 ， 
生长 良好 ， 种 子 饱 满 而 高 产 ; 在 光照 差 的 地 方 ， 种 子 产量 低 ， 但 葵 

叶 生 长 较 好 。 有 的 北方 品种 ， 昼 到 南方 表现 结 医 困 难 。 

饲 用 等 豆 有 较 好 的 分 株 特 性 ， 比 一 般 粮 用 或 菜 用 品种 ， 分 株 约 

多 一 税 以 上 。 有 些 品种 还 有 较 强 的 再 生性 。 结 莱 多 ， 子 粒 小 ， 有 较 . 

BWA, MHRA RRM, ABR. WH. 

耐 低 温 ， 不 择 士 壤 ， 优 于 许多 粮 用 或 菜 用 品种 。 

饲 用 价值 、 饲 用 蚕豆 蔡 叶 可 作 青 饲料 ， 马 、 牛 采 食 , 猪 具 喜 食 ，， 

羊 和 免 少食 。 作 为 青贮 料 ，“ 猪 很 喜 食 。 种 子 炮 制 后 ， 生 喂 马 、 对 、 

骤 、 和 后 等 均 喜 食 。 常 作为 耕 牛 越冬 或 春耕 期 的 主要 补充 饲料 , 驮 运 、 

拉 车 役 畜 的 重要 猜 料 。 

” 饲 用 备 豆 各 部 分 均 含 有 较 高 的 营养 、 匈 表 104 一 1,， LA. 

莱 沉 、 嫩 苗 和 子 实 ， 均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 从 营养 价值 看 ， 在 干 

物质 中 ， 盛 花期 的 新 都 小 胡 豆 苗 ， 含 总 能 量 每 公斤 为 19.75 KR, 

消化 能 为 6.90 兆 焦 ， 代 谢 能 6.40 兆 焦 ， 粗 蛋白 质 15%， 狙 纤维 

27.9% 〈 表 104 一 2)。 因 收获 期 和 方法 不 同 ， 营 养 价值 有 差异 。 

国外 测定 饲 用 蚕豆 的 消化 率 ， 以 牛 消化 较 高 ， 粗 蛋白 、 粗 脂肪 、 

无 氮 浸 出 物 的 消化 率 可 达 83 一 91%， 粗 纤维 58%; 猪 的 消化 率 比 后 

的 低 ， 不 同 饲 用 部 分 的 消化 率 是 子 实 高 于 嫩 苗 ， 嫩 苗 高 于 豆 秸 。 

饲 用 短 豆 含 氨基 酸 如 表 104 一 3。 每 公斤 子粒 中 含 核 黄 素 1.5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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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4 一 1 人 饲 用 短 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鲜 草 
水 分 样品 类 别 ae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脂 纤维 | 还 | anaes 

新 都 小 胡 豆 | 营养 期 | 89.1 | 2.50 | 0.50 | 2.90 | 4.30 | 0.70 | MR 

新 都 小 胡 豆 | 盛 花期 | 86.0 | 2.10 | 0.80 | 3.90 | 6.60 | 0.70 | Meet 

新 都 小 胡 豆 | 完 熟 期 | 13.6 | 25.10 0.70 9.70 | 47.5 3.40 子粒 

金堂 小 胡 豆 | cH | 16.5 5.20 0.80 | 50.3 23.5 | 3.70 | BF 

金堂 小 衣 豆 | 完 熟 期 | 21.0 | 11.30 1.20 | 29.6 | 29.5 7.40 FE 

© 引 自 《四 川 常用 猪 饲料 营养 价值 表 》。 

表 104 一 2 HARSHER ER (于 物质 中 含量 兆 焦 / 公 斤 ) 

分 析 样 品 | 生育 期 

cee 
(%) 

Ma) PREM) 8619.76 6.91 rs 15 27.9 

8. 66 7.86 | 26.1 21.6 新 都 小 胡 豆 riper 18.71 

* SIAM SRARRRIER. 

表 104 一 5 PARSTARUHURASRMIR* (%) 

tte 

aA 
CAR BAR AR AAR 

AR 

四 川 嫩 苗 0.13 | 0.29 | 0.20 | 0.42 | 0.12 | 0.17 | 0.31 | 0.07 | 0.23 

四 川 子粒 1.38 | 1.27 | 0.17 | 1.06 | 2.40 | 1.22 | 2,00 | 0.79 | 3-01 | 0.21 

浙江 子粒 1.50 | 1.24 | 0.27 | 1.32 | 2040 | 1.27 | 1.98 | 0.75 | 3.09 

© 引 自 《南方 猪 饲料 营养 价值 表 》。 

克 、 烟 酸 28 毫克 、 铁 52 毫克 。 含 粗 蛋 白质 高 ， 能 量 丰 富 ， 所 以 有 

很 高 的 饲 用 价值 。 茎 、 叶 、 荧 索 的 饲 用 价值 也 较 高 。 尤 其 是 幼苗 具 

有 速生 性 ， 为 许多 植物 所 不 及 ;， 因 而 在 四 川 盆 地 的 栽培 中 ， 它 是 很 

优良 的 短期 速生 填 阶 作物。 它 可 利用 水 稻 收 后 ， 增 种 一 季 育 料 ， 让 

产 可 达 1500 AAW E.G SHF Vicia cracca) 、 紫 云 英 (Astra- 

galus sinicus) 间作 可 以 提高 青饲料 产量 和 均衡 供 青 。 在 收 青 料 

* 354 ¢ 



同时 可 获 十 分 之 一 左右 产量 的 根 头 作 肥料 。 对 培 肥 地 力 有 益 ， 作 为 

蔬菜 生产 ， 在 获取 嫩 豆 的 同时 可 收 1500 一 2000 公斤 优质 青 料 。 

栽培 要 点 ”人 饲 用 蚕豆 通常 按 生 产 目的 不 同 而 采用 不 同 的 栽培 技 

RA. FEAR PS ATH, FRB 45 厘米 ， 穴 距 30 厘米 或 33 x 54 JB 

米 ， 每 穴 2 一 3 Bi, AFH 3000 一 4000 究 ， 用 种 4 一 7.5 公斤 ; 作为 青 
XI RH, 多 用 密植 ， 穴 播 ，24x 24 厘米 穴 距 。 一 般 千 粒 重 400 一 650 

克 ， 每 亩 用 种 15 一 25 As MBM AP 25 一 35 公斤 或 更 多 。 适 期 

早 播 是 获得 青 浊 高 产 的 重要 条 件 。 但 秋 播 过 早 则 易 早 花 ， 青 浊 反 而 

不 高 。 采 种 更 需要 掌握 播种 期 ， 务 使 株 苗 生长 旺盛 ， 开 花 正 当 适 温 

期 。 在 北方 和 海拔 2000 米 以 上 地 方 则 宜春 播 。 在 时 中稻 后 增 种 一 季 

胡 豆 青 ， 然 后 播 小 麦 或 栽 油 菜 ， 则 需 选 择 易于 排水 的 肥 国 ， 及 时 翻 
Bt, PMB 1500 公斤 ， 过 磷酸 钙 15 公斤 或 草木 灰 ， 然 后 播种 

可 获得 较 好 效果 。 低 洼地 应 做 好 开 沟 排水 ， 对 提高 产量 和 防除 病害 

ym. EP RRM HE, DRIER RET. 

蚕豆 通常 按 子粒 大 小 分 为 3 TRE: 

1. V. faba Major.): AF HW kt, K1.9—3.5 厘 

K, Fer 1250—2500 克 。 有 较 好 的 品质 , 主要 作 蔬 菜 或 粮食 用 。 

收获 咸 豆 的 ， 可 兼 收 莹 吁 作 人 饲料 或 绿肥 。 四 川西 昌 大 白 胡 豆 、 宁 南 

大 白 胡 豆 、 汉 源 大 白衣 豆 、 浙 江上 白 短 豆 等 属 此 类 和 群 。 

2. PRR CV. faba Medium。): # WHA, K1.25—1.65 

RK, FH 650—800 克 〈 笔 者 测定 种 群 内 子粒 大 小 变化 大 , ME 

BOP RAYA BD 700—1200 克 较 适当 )。 有 较 好 的 种 子 和 鞋 叶 产 
量 ， 属 粮食 和 饲料 、 绿 肥 兼 用 。 

3. 小 粒 种 (VV. faba Minor。): HPF AERA, 长 0.65 一 

1.25 厘米 ， 千 粒 重 400 一 650 克 。 有 较 强 的 抗 道 性 ， 繁 殖 率 高 ， 子 

粒 、 蕉 时 较 高 产 。 但 种 子 品 质 较 善 ， 主 要 用 于 饲料 或 绿肥 ， 但 也 兼 

作 粮 食 和 蔬菜 。 

根据 四 川 和 其 它 地 方 品种 66 个 ， 测 得 千粒重 :400 一 700 克 的 

+355 。 



751.5%; 700—1200 克 的 占 37.89%63 1210 HWE BH 10.6%. 

说 明 多 数 地 方 以 小 粒 种 为 主 ， 兼 用 为 多 。 为 了 适应 各 种 自然 条 件 和 
经 济 需要 ， 各 地 选 育 出 了 不 少 地 方 良种 ， 如 浙江 的 “ 香 珠 豆 色 奉化 

BD “ANE”. SON BAS = AR”, ISH Kae” =. 

用 特性 较 好 的 有 四 川 “新 都 小 胡 豆 >”“ 苏 联 饲 用 丢 豆 2 等。 
(i i&) 

«105. SRS 

Vicia sativa 工 。 

别名 KR. FRR.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本 。 此 细软 ， 斜 升 或 攀缘 ， 有 条 楼 ， 多 分 

枝 ， 长 60 一 200 厘米 。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8 一 16 枚 ， 叶 轴 顶 端 具 分 

枝 的 卷 须 :小 时 衫 圆 形 、 长 圆 形 至 倒卵形 , 长 8 一 20 毫米 ， 宽 3 一 ?7 

毫米 ， 先 端 截 形 凹 入 ， 基 部 模 形 ， 全 缘 ， 两 面 芍 生 短 柔 毛 ; Howe 
边 箭头 形 。 花 1 一 3 AFM, ERR, BAR, Bis, we 
Hie; EGR, Remo. RRA. MR. K4—-6 BX, 
内 含 种 子 5 一 8 Hs 种 子 球形 或 微 扁 ， 颜 色 因 品种 而 不 同 ,- AAA, 
黑色 、 灰 色 和 灰 褐 色 ， 具 有 大 理 石 花纹 (A105). | 

WIA HAZRRERILH. WH. Ge. RRL ZB. 

青海 、 甘 肃 等 省 〈 区 ) 的 草原 和 山地 均 有 野生 分 布 。 本 世纪 五 十 年 
代 从 苏联 、 罗 马 尼 亚 等 国 引进 了 十 多 个 品种 ， 以 后 又 陆续 从 澳 大 利 
WENT HAM, AERP, RET PSP 
的 选 育 工 作 ， 如 江苏 农业 科学 院 选 育 的 “66-252% 具有 抗 道 性 强 ， 

迟 播 旱 部 、 种 子 产量 高 等 特性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兰 州 畜牧 研究 所 选 
earaasiennre sneak ean 
含量 低 等 特点 。 

‘GSR RCH. BRA, ROVER, Poy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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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饲料 绿肥 作 于 物 ， 

种 优良 的 草 、 种 兼用 

1962 年 开始 推广 ， 

© DiS aie A RA, 

RHA B 4 eS 

kK. Hilt @ 1971 年 

播种 面积 60 Sa; 

河北 省 1976 年 播种 

5 万 亩 左右 ,到 1979 

年 扩大 到 50 多 万 亩 ; . 

长 江 中 下 游 各 省 播种 

面积 也 在 BA HY 

AS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St AREA 

BURR, 抗 寒 性 较 强 ， UME f 

TEPER. ALK 1105 #2BRE Vicia sativa L. 
和 需 活 动 积温 1500 一 

2000 "C, FE 2 一 3 "时 开始 发 芽 。 幼 苗 期 能 忍耐 ~ 6 CHE, 4A 
存 最 低温 度 - 12%c。 在 甘肃 省 黄 羊 镇 秋 播 ; 9 月 下 名 受 连续 霜冻 仍 
可 继续 开花 “〈 不 结实 ) 、 抽 本 新 枝 ， 至 11 A. 中 名 才 开始 死亡 ， 
BER WE (Medicago sativa) 地 上 部 荃 时 死亡 约 迟 半月 。 

不 同 品种 的 生育 期 ， 在 不 同 的 自然 条 储 下 有 所 不 同 。 如 “333/ 
人 A ， 在 西北 五 省 〈 区 ) 种 植 ， 其 生育 期 在 新 疆 最 短 84 天 ， 在 青海 
最 长 是 122 天 。 在 江苏 省 种 植 的 大 莱 箭 答 豌 豆 ， 在 秋 播 条 件 下 ， 生 
育 期 230 天 左右 ， 而 春播 只 有 100 一 110 天 . 

箭 乱 葛 豆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土 壤 均 可 种植 ， be i BS 
(Pisam sativum) iit 将 薄 ， 在 生 荒 地 上 也 能 正常 生长 ， 是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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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先锋 作物 。 在 兰州 海拔 1600 KAR BW 地 bt, Whe 4333/A” 

普通 劳 豆 进 行 比较 ， 前 者 亩 产子 实 301 公斤 ， 较 后 者 W547, 

Say7= 1.8 倍 。 | 

At FH iS MKS UR, (AI IR, 1962 年 在 甘肃 黄 羊 镇 。 

试验 ， 幼 苗 期 灌溉 1 次 《6 AED, 7 月 测定 0-20 KLRS 
水 量 仅 有 5.7 一 8.6 %， 土 壤 十 分 干旱 ， 但 仍 可 保持 RL, 可 收获 

播种 量 ] 一 2 倍 的 子 实 ， 而 普通 吏 豆 却 毫 无 收 :成 于 全 般 在 分 枝 盛 期 

及 结 莞 期 灌水 1 次 ， 即 可 获得 良好 的 收成 。 所 以 ) ATSB VE 

一 种 耗 水 较 少 的 饲料 作物 。 

入 管 六 豆 苗 期 生长 缓慢 ， 孕 营 开 始 即 迅 速生 长 二 其 生长 速度 

花期 以 前 与 温度 成 正 相关 ， 花 期 以 后 则 与 品种 特性 有 关 ; 在 生长 其 
间 遇 千 旱 ， 植 株 生长 暂停 洁 ， 遇 水 后 又 可 继续 生长 s 

饲 用 价值 “” 箭 答 竞 豆 茎 叶 和 柔嫩， 营养 丰富 ， BON, a, 

4+. 4, ew. ASERRHER. HGP RH HH BARSRRAE 

高 ， 粗 纤维 含量 少 ， 氨 基 酸 含量 丰富 ( 表 105 一 1、105 一 2) 。 子 实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占 全 王 重 的 30 % 左 右 ， 是 优良 的 精 AM. SWE 
青饲料 ， 调 制 干草 ， 也 可 用 作 放 牧 。 其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见 表 105 一 3 。 

表 105 一 1 BSmeRMaHeSMaR* (%) 

占 绝 对 + 物 质 
生育 期 — 

aces | RUB aaa | ng | BO | a 

mm 花 期 16。1 3.3 25.2 42.3 13.1 2.0 0.3 

种 F 30.4 1.4 5.0 60.5 2.7 0.01 0.33 

© GRAMME OR HA | 

甘肃 临夏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71 EARS FF RHR, BR 

果 良 好 。 试 验 组 人 饲料 配合 是 ， 箭 管 竞 豆 青 于 KH 50%, BRB, 
wes 5%. ASEM, PERE 1 % 和 玉米 面 10 %。 对 照 组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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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一 2 科 答 豌豆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0.81 1.17 | 1.07 0.27 1.08 | 0.54 | 1.07 | 1.18 

0.92 - 324 0.83 0.13 | 0.55 

© RASTER AY. 

表 105 一 5” 饲 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所 目 | 租 蛋 白质 | 粗 脂肪 | 有 机 物质 消化 能 | 代谢 能 
饲料 注 

“名称 (%> | 《697 | C%) | ( 兆 焦 / 公 斤 ) 

333/A 

WN SB 24.17 | 1.19 68.30 11.96 9.07 花 期 

Py W324 . 
KG ERE 25. aa "4.47 69.11 12.17 9.21 开花 盛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FR SARE. SBHTMSR BB) 50 %， 其 它 饲 料 

与 试验 组 同 。 供 试 8 LH, DHA, WRK, SRR 验 组 日 平 

均 增 重 .0.239 公斤 ， 比 对 照 组 日 增 重 0.205 公斤 ， 提 高 16.8 %, 

箭 笛 鄂 豆 含 有 一 定量 的 氰 氢 酸 ， 其 含量 多 少 与 品种 特性 有 关 ， 

受 栽培 条 件 的 影响 不 大 。 据 11 个 品种 的 测定 ， 种 子 氰 氢 酸 含量 

7.6—77.3 毫克 /公斤 〈 表 105 一 4) 。 同 一 品 种 不同 部 位 的 含量 稍 

BER. FARAH, WORSE Bw 〈 表 105 一 5 )。 

从 表 105 一 5 PRY, 它 的 含量 超过 规定 标准 (每 公斤 不 超过 5 训 

ye), 但 作 去 毒 处 理 , 经 过 简单 的 浸泡 或 蒸煮 , 使 遇 热 挥发 、 遇 水 溶解 

可 降 到 低 量 或 微量 。 

在 饲 喂 中 注意 不 要 单一 化 和 喂 量 过 多 ， 可 保证 安全 。 如 在 永昌 

编 羊 育种 场 的 试验 ， 从 1963 年 到 1968 年 羊 、 马 的 精 料 绝 大 部 分 是 

未 去 毒 的 箭 答 竞 豆子 实 ， 未 出 现 中 毒 现象 。 另 一 方面 也 可 通过 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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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05 一 4 HERLAPHRARERRERAR (S3/42) 

品 种 324 1325 | 326 880 | 881 | 333 | 333/A 327 | 328 | 878 879 

~ MARe 44.2) 71.8] 44.4) 77.3 ro 11.3) 7.6 so 22-9) 19.6 12.7 

处 浸 48 小 时 
40 is H- | ea me BH — st 

浸 48 小 时 人 
微 沸 一 小 时 | 样 10 分 钟 | 样 20 分 钟 

- be 7703 68.1 | 11-4 6.3 4.5 微 

as 22.9 4.0 | 8.0 6.8 4.5 微 

* ”甘肃 省 畜牧 兽医 工作 队 资 料 〈1974 年 )。 

表 105 一 5 “353535/A” 不 同 生育 阶段 各 部 位 握 氢 酸 含量 R* (ppm) 

分 HK 0.28 0.18 0. 20 

ee 0.35 0.35 0.25 0.53 

Re OE 0.56 0.43 0.40 0.28 

青 x 0.70 0.48 0.48 1.30 

mR 0.20 0. 40 0.28 0.80 

eo “甘肃 省 农业 科学 院 资料 。 

途径 ， 培 育 氛 氢 酸 含量 低 的 in 种 。 如 “333/A2” 是 从 “3332” 品种 

中 的 自然 变异 单 株 中 选 育 出 来 的 ， 其 氰 氢 酸 含量 比 原 品种 降低 

35% 6 

“KERR FRABEY ER, RAS Be GE 105— 

6)。 但 品种 不 同 , 裁 培 条 件 不 同 , 产 量变 化 也 大 ( 表 105 一 z、105 一 8) - 

在 甘肃 ， 一 般 亩 产子 实 100 一 250 公斤 ， 高 者 可 达 300 一 350 公斤 ; 

青草 产量 ， 一 般 每 亩 1000 一 2500 公斤 ， 高 者 可 达 4000 多 公斤 ? 

在 河北 ， 一 般 亩 产子 实 75 一 240 4 Fr, WE HF 1000—1500 4 

it, 有 的 可 达 3500 多 公 斤 ， 在 湖北 ， 一 般 亩 产子 实 100 公斤 左 
右 ， 高 的 可 达 200 多 公斤 青草 By 产 1000 一 3000 公斤 ;在 江苏 ， 

一 般 亩 产子 实 125 一 175 公斤 ， 青 草 亩 产 2250 一 3000 Alt.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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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a: 青 it 
种 植 地 | 旱 SE | ge a 

me angen SPAREN pes ala hema? ES 
| 

黄 羊 镇 | 水 11964| 117.5 | 186.5 58.7 842.5 | 1082. 5 2865 
永昌 | 水 |1965| 161.5 | 289 78.7 1504 | 2566.5 70.6 . 
张掖 | 水 |1973| 39.5 | 118 198.6 1988.5 
T HB! #1973) 75 102.5 36.7 622.5 

tt 6] zk [1974] 135 | 222.5 64.8 417 805.5 92.0 

。 ”青草 产量 ， 黄 羊 镇 、 永 昌 为 春播 ， 余 为 复种 。 

表 105 一 7 箭 答 跑 豆 不 同 品种 复种 青草 产量 * 

口 种 播 种 期 mR We YS Kk Be SF 
> (H/A)D “日 /月 ) CH) (公斤 / 雷 ) 

880 29/7 18/10 48.8 1276.5 

333/A 29/7 18/10 88.2 1888 

324 | 29/7 18/10 68.9 1776.5 

* 甘肃 省 畜牧 兽医 工作 队 资 料 〈1973 年 ,张掖 ) 。 

表 105 二 8 “333/A” 不 同 地 区 种 植 产量 表 * 

sp eee wa eM ae Hl 

海 Kk CK) 912 1765 2309 1000—1200 |1070—1234 

年 均 iid (°C) 8 和 6. 5-705 4.7 12.0 8 一 9 二 
年 降水 量 〈 毫 米 ) 247.1| 150—200] \ 390.6 450—600 | 190—230 

SERRE EK) 1680. 9 |2000—2500 2000 

无 eH WH 117 120—150 | 150—180 150—180 | 140—160 

种 子 产 量 〈 公 斤 / 亩 ) | 164—180 |217—256.5|197.5—223. 5/107. 5-—294.5 251。5 

青草 产量 〈 公 斤 / 亩 ) 1312 ”|1340 一 1400 1010 

MARSH (ppm) 0.48—1.4| 0.8 一 2.1 | 0.83 一 1.6 | 0.83—1.1 | 0.58 一 1.8 

* 甘肃 省 农业 科学 院 资 料 〈1978 一 1979 年 )。 

, Awe SEER, FRR A 草 单 播 高 49 YY, 

ks; KARR AR, WaPo 提 wy 22—32.6%, HEARSE 

° 361'° 



表 105 一 9 ” 箭 答 豌豆 与 禾 草 混 播 青 草 产 量 及 蛋白 质 含量 表 ” 

青 章 a £ «A. kK 
种 植 地 点 

比较 & & 
(%)| 处 a | (%) a 

eR 
外 再 ware 

1976 年 豆 + 燕 麦 (4:6)| 2166.5 150 |o+H#H(327)]. 1065 

| 豆 单 播 | 1634 113 | 燕麦 单 播 青 干 章 | 6.3 | 109 

甘肃 皇 城 羊 场 | 燕 ge 单 if 1449.5 | 100 | #eSERURE HE | a 

19814 esl atig 7)| 2579 197 | | 

M 播 .| 2522.5 | 193 ) 

100 | 

a ieee rast 

比 单 播 禾 草 提高 67 一 82.7 % (105-9), 

箭 答 散 豆 青 浊 后 的 再 生性 ， 依 品种 而 不 同 ， 再 生 草 子 实 亩 产 可 

达 26.5 一 88 公斤 ， 青 草 产量 可 达 300 一 550 公斤 。 浊 割 时 期 不 同 ， 

产量 也有 较 大 的 变化 ;以 感 花 期 浊 割 较 好 。 

简 竺 葛 豆 不 仅 是 一 种 高 产 优质 饲料 ， 而 且 在 栽培 利用 上 有 较 宽 ， 

， 广 的 余地 。 如 甘肃 河西 走廊 内 陆 灌 区 ， 在 作物 种 植 上 两 和 邓 不 中 ,一 
季 有 余 。 同 时 春 夏 和 干旱， 农业 用 水 紧张 ， 秋 季 雨 水 比较 充裕 ， 过 去 

夏 作 物 〈 主 要 春小麦 ) 收获 之 后 ， 因 气温 逐渐 下 降 ， 9 月 中 、 下 名 

即 有 初 箱 。 所 以 夏 茬 地 普遍 采取 短期 休闲 ， 虽 有 零星 早熟 作物 的 复 

种 〈 主 要 是 荞 麦 )， 但 收成 并 无 保障 ， 产 量 也 很 低 。 自 1965 年 以 

来 ， 逐 步 推广 复种 箭 符 蔚 豆 ， 对 扩大 饲料 、 肥 料 来 源 ， 取 得 了 女 好 

的 结果 ， 初 步 统 计 ， 该 区 1980 FA AREA GSR AK 538 万 

多 亩 ， 一 般 亩 产 青 草 1000 一 1500 公斤 ， 有 的 自留地 复种 可 达 4000 

多 公斤 。 弃 达到 了 用 地 养 地 、 增 产 饲 料 、 增 产 粮食 、 农 牧 互 相 促 进 

的 目的 ， 又 解决 了 种 植 饲 料 与 粮 争 地 、 争 水 、 争 肥 和 争 BHF 

盾 。 

据 1964 年 和 1974 年 在 甘肃 的 试验 调查 ， 利 用 考 收 后 短期 休闲 

地 复种 箭 答 总 豆 ， 在 0 一 20 厘米 土 层 中 的 速效 氮 比 休闲 地 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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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一 133 %; 比 复 种 前 增加 .66,7 一 249.9 %， BHR aR 

Rie 105—10), 

%105—10 0-202XRLEBRRSER* 

. ee Ba ee a Be 
aS Bbaw czois | 普通 或 豆 

全 所 | 0%0984 | 0.1077 0.1294 0.1464 
100 109.45 131.50 148.75 

7, * & wt a gq | 020076 | 0.0114 0. 0266 0.0228 
100 $49.93 349.93 299. 86 

| 全 gq | 021226 | 0.1759 0.2128 0.2088 
100 143.47 173.57 165.40 

eT 水 地 we a | 0.0084 | 0.0091 0.0190 0.0152 
100 109. 08 227424 181.84 

°* 甘肃 省 畜牧 兽医 工作 队 资 料 〈1974 年 )。 

与 休闲 地 比较 ， 由 于 牧草 在 生 长 过 程 中 不 断 新 陈 代谢 。 根 毛 、 叶 

了 矛 和 根 和 冠 的 部 分 脱落 、 生 长 ， 以 及 根系 所 分 泌 的 各 种 氨基 化 合 物 ， 

给 微生物 提供 了 良好 的 生活 条 件 ， 故 复种 箭 管 豌豆 之 后 ， 九 种 有 益 
微生物 也 大 有 增加 〈 表 105 一 11 )。 

表 105 一 11 0 一 20 厘 米 深 土 层 中 微生物 测定 结果 表 * 
la #« w 下 国有 w]e & 

处 SS EE EEE 

BEE) | (6) (个 / 克 干 土 | (%) ARF) | (%) 

“a& Fw 276400 | 212.8 107.7 204.8 9286.0 | 347.0 

a 作 hk OW 129920 100 52.6 100 2676.0 100 

* 西北 畜 和 下 兽医 研究 所 资料 (196447. RE). 

对 改善 土壤 物理 性 也 有 委 好 影响 。 复 种 箭 管 蔓 豆 后 ， 0 一 20 fH 

米 土 层 的 水 稳 性 团 粒 结构 有 显著 增加 “〈 表 105 一 12 )， 由 于 种 植 箭 

次 绚 豆 有 改 土 、 增 肥 的 良好 作用 ， 能 对 后 作 增 产 ， 是 粮 、 棉 等 作物 

的 优良 前 作 。 据 1960 年 在 黄 羊 镇 大 田 的 测定 ， 在 不 施 RICA 

S, RERBREWRYUASEM, MADR 7.5Ks 甘肃 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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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 ”土壤 团 粒 结构 测定 表 * (%) 

0 一 10 厘 米 土 层 >1 毫 米 团 粒 | 10-20BKLR>1SRAR 

播种 前 | 收获 后 | 收 后 增 减 售 数 | 播种 前 | 收获 后 | 收 后 增 减 代数 

wi & Wow | 0.97 | 6.33 + 5.5 0.74 | 1.10 +005 

7 # TE HK PA |) 0638 2.21 + 4.8 0.74 0.89 +0.2 

a TF tk A | 1.43 1.28 -0.1 1.40 1.29 -0.1 

* 西北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资料 (19644, 黄 羊 镇 ) 。 

PSRERMKRAM, 2BHRA BREW DR, RMR 

13.3 %， 用 以 压 青 较 对 照 增产 66 % 。 湖 北 训 阳 朱 集 ， 在 预 留 棉 行 

SoPRSRMBAUEE, KM AbD 棉田 的 皮棉 单产 提高 

8.35 一 12.1 公 斤 ， 增 产 16.5 一 22.5 %， 每 500 AR MSR BE, 
可 增收 皮棉 5.95 一 9.1 公斤 。 由 此 可 见 ， 充 分 利用 得 期 休闲 地 种 植 

箭 答 总 豆 ， 既 可 达到 经 济 要 求 ， 又 可 达到 产业 摔 扫 时 Fea. Bl 

两 利 ， 一 举 两 得 。 

SoSH PZT LON RAM, BREE, 

当 施用 一 些 磷肥 作 底 肥 。 经 试验 ， 每 亩 施 过 磷 酸 AWA, FH 

产量 较 对 照 增产 60 %， 子 实 产 量 增产 57 %， 根 量 增 加 61.2 %s 

在 施 磷 肥 的 基础 上 ， 苗 期 每 亩 追 施 碳 酸 和 猎 5 公斤 ， 青 草 产量 比 对 照 

增加 80 %， 根 量 增 加 120.7 %, 

北方 自 春 至 秋 〈 不 迟 于 8 月 上 名)， 均 可 播种。 一 般 收 种 用 ， 

应 当 在 4 月 初 播种 。 复 种 也 应 争取 早 播 ， 特 别 是 温度 较 低 的 地 区 

(10 月 平均 温度 低 于 7%)， 早 播 是 获得 高 产 的 关键 。 在 小 麦 灌 桨 

DARI, Sie WS A eh, ALM, RAL 

力 紧 张 的 好 办 法 。 南 方 一 年 四 季 可 播种 。 用 作 收 种 ， 一 般 秋 播 不 应 

FiO, HAART 2 月 。 播 种 量 ， 一 般 北 TRB, 

每 雷 播种 量 4 一 6 AT; 收 革 用， 每 亩 播 量 6 一 8 公斤 。 复 种 压 青 ，: 

依 地 区 不 同 ， 每 衣 用 种 8 一 15 公斤 。 南 方 每 雷 用 种 范围 , 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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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播 3 一 6 公斤 ;以 收 种 者 1 一 4 公斤。 千粒重 50 一 70 5. 

箭 答 吏 豆 出 苗 后 管理 简便 ， 在 灌溉 区 应 重视 分 枝 盛 期 和 结 葬 期 

的 供水 ， 对 子 实 产量 影响 甚大 。 南 方 雨季 则 应 注意 排水 。 箭 短 吾 豆 

Resa AMES, 当 70 %% 的 豆 莱 变 黄 褐色 时 ， 早 晨 收 。 用 以 调制 青 于 

草 在 葬 期 刘 割 产量 较 高 ， 用 作 青 饲 的 以 盛 花期 刘 制 为 宜 。 

By ati : (RAE) 

(106.8 头 # 

Vicia unijuga R. Br. 

Me KMPER, AE, 
PAE SHEMA, B40—100 BK, BRAA, 2H 

立 ， 常 数 葵 从 生 ， 有 棱 。 双 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 叶 2 ， 叶 辅 末端 成 刺 

状 托 叶 半边 箭头 形 汪 水 叶 孵 形 至 菱形 ， 大 小 和 形状 变化 较 大 ， 先 

端 锐 尖 或 锐 ， 基 部 槐 形 或 圆 形 ， 全 缘 ， 叶 脉 明显 。 总 状 花 序 腋 生 或 

顶 生 ， 具 花 15 一 25 东 ， 蓝 紫色 ， 长 约 15 SK; 花 苯 斜 钟 形 ; 花冠 

Re, RRR, KA, ASH 1—5 粒 (图 106 ) 。 
染色 体 2n= 12。 

地 理 分 布 ” 牌 头 菜 广 泛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 华 东 

及 中 南 等 省 区 ;国外 在 苏联 .蒙古 、 朝 鲜 、 日 本 等 国 也 有 野生 种 分 布 。 
生 观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牌 头 菜 的 繁殖 能 力 强 ， 地 下 有 粗壮 的 根 

茎 ， 能 进行 无 性 繁殖 ， 抽 出 新 的 枝条 ， 地 上 部 枝条 也 能 开花 结实 ， 
进行 有 性 繁殖 ， 种 子 有 良好 的 自然 更 新 能 力 。 

在 东北 地 区 ， 5 月 中 名 返青 ， 6 月 中 旬 开 花 ， 花 期 可 达 2 个 月 
Dk, 9 AMS, 10 月 枯黄 ， 生 长 期 可 达 160 天 。 在 华北 地 区 ， 
4 月 上 名 返青 ，5 月 下 旬 开 花 ， 花 期 持续 到 9 月 初 ，6 月 下 名 结实 ， 
结实 期 持续 到 .9 AAR, 10 月 底 枯黄 ， 生 育 期 约 70 天， 生长 期 达 
200 天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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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 头 菜 适 应 半 湿 润 气 

(ev, FRA, ZEEE 
Wi EB 3 PK aR HE A RAE HE 
茂密 ， 在 草原 、 山 沟 、 谷 

地 和 草 坡 上 甚至 在 海拔 
3600 米 的 高 山上 也 有 生 
长 。 喜 微 酸性 土 ， 但 也 能 
在 棕 壤 、 灰 化 土 ， 甚 至 将 

WAU EAR. AMAR 

草 旬 、 草 旬 草 原 、 草 山 草 
坡 常见 的 豆 科 牧 曹 。 
AAA BLE 

养 丰富 ， 适 口 性 好 ， 马 、 
牛 最 喜 食 ， 家 免 和 梅花 鹿 
WERE. 

BASH BER, 
能 耐 大 家 畜 的 践踏 ， 再 生 
力 强 。 用 做 割 草 ， 一 年 可 
浊 制 2 一 3 次 。 

= 

LP] 
图 106 #332 Vicia unijuga R. Br. 

裁 培 的 和 焉 头 菜 ， 产 量 比 野生 显著 提高 ， 第 二 年 He 400—500 

公斤 ， 第 三 年 亩 产 可 达 600 一 750 公斤 ， 且 叶 量 丰 富 ， 据 北京 农业 

大 学 测定 ， 苗 期 鲜 草 鞋 叶 比 为 1: 1.77， 花 期 鲜 草 蔡 叶 比 为 1 
1。88， 见 表 106 一 1。 据 测定 ， 小 叶 面 积 可 达 2 平方 厘米 ， 单 株 叶 

面积 为 300 平方 厘米 。 

乍 头 菜 的 花期 粗 蛋白 含量 丰富 ， 最 高 可 达 20 %， 一 般 在 16— 

17 %% 左 右 ， 所 含 的 必需 氨基 也 相当 丰富 ， 是 优质 牧草 之 一 ， 见 表 

106 一 2、106 一 3。 因 此 ， 花 期 是 牌 头 菜 的 刘 割 适 期 ， 其 再 生 草 可 持 

续 到 10 月 ， 对 大 家 畜 的 秋季 抓 大 有 重要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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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6 一 1 BLRHBRSHE 

a SD 

. 风 = 物 质 
样 明 期 生育 期 | 水 分 样品 来 源 
ih AR mej CRs] ag | ae | 

6AH178| #4 #8} 5.25 | 17.15 39.3 5.815] 1.02 | 0.12 | 北京 农大 

7 月 26 日 | 花 期 |8.68 | 15.13] 2.93 | 43.42] 32.8 | 5.70 | 1.34 | 0.14 

46 FE BA) 7-19 | 14.12) 1.75 | 30.4 | 46.62! 7.11 

。 北京 农业 大 学 畜牧 系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所 分 析 。 

表 106 一 5 ”看 头 菜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mAR eg oe 异 亮 氨 酸 | 亮 氨 酸 | 茜 丙 氨 酸 | 赖 氨 酸 | 组 氨 酸 | 精 氨 酸 

期 0.96 | 0-71 | 0.36 | 0.73 1.21 | 0.73 Et 0.19 0.26 | 0.57 

时 期 0.20 | 0-32 | 0.04; 0.17 os | 0.13 0.17 ipo 0.11 

采样 日 期 5 月 41 日 、6 月 17 日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表 106 一 4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项 
目 | 粗 和 蛋 ee 

i 

良 质 | 粗 脂肪 AE ow 化 能 | 代谢 能 | 和 六 CH) | C6) | HEE | 〈 兆 集 /公斤 ) | Ob AID 

18.07 1.73 60.61 10.46 | ， 9。96 | ee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蛋 头 菜 的 有 机 物 质 消化 率 、 代 谢 能 、 消 化 能 见 表 106 一 4。 
焉 头 菜 为 多 年 生根 茎 型 豆 科 牧草 、 适 应 性 强 5 WARK, MI 

兼用 。 可 做 林 缘 草地 、 草 山 草 坡 的 天 然 草场 的 混 播 收 草 ， 汪 优 良 的 
豆 科 收 草 之 一 。 后 期 易 落 叶 ， 尘 秆 老化 ， 影 响 乌 用 价值 ， 子 粒 成 熟 
不 一 致 ， 易 炸 莹 落 粒 ， 采 种 困难 。 

栽培 要 点 ， 焉 头 菜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播种 ， 但 以 秋季 早 播 为 宜 , ,此 
时 温度 高 ， 土 壤 湿 度 大 ， 出 苗 快 ， 保 苗 率 高 ， 并 能 在 冬 前 积 果 一 定 
养分 ， 有 利于 越冬 ， 来 年 ， 返 青 快 ， 鲜 草 产量 高 。 播 种 密度 为 30x 
40 厘米 ， 播 量 每 亩 2.5 一 3.5 公斤 。 播 种 时 施 种 肥 ， 可 以 使 苗 全 苗 
壮 ， 一 般 施 硫酸 狠 5 公斤 / 亩 ， 过 磷酸 钙 15 公 斤 / 亩 ， 可 增产 20%。 
苗 期 注意 防除 杂 草 ， 需 中 耕 2 一 3 次 。 也 可 以 和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yer 

(ARE RRA) 

107. EMF “ 

Vicia villosa Roth 

别名 AHF. EHR. KREPRE.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章 本 ， 全 株 密 RKRE. RAR 
达 ， 主 根深 达 0.5 一 1.2 米 。 茎 细 长 ， 攀 缘 ， 长 可 达 2 二 3 米 ， 划 从 
BA 40 厘米 ， 多 分 枝 ， 一 株 可 有 20 一 30 个 分 枝 。， 双 数 羽 状 复 叶 ， 

FLAME 10 一 16， 叶 轴 顶 端 有 分 枝 的 卷 须 ， 托 叶 MIB, Neb BB 
或 披 针 形 ， 长 10 一 30 SK, H3—6 kK, Hist, AAR, LH 

圆 形 。 总 状 花序 腋生 ， 总 花梗 长 , 具 花 10 一 30 采 而 排列 于 序 轴 的 一 
侧 ， 花 葛 斜 圆 简 形 ， 苯 齿 5 ， 条 状 技 针 形 ， 下 面 3 RK, eR 
, WARE. MRK, KH 3 BK, 内 含 种 子 2 一 8 粒 汪 -种子 球 

形 ， 黑 色 〈 图 107)。 

地 理 分 布 ” 毛 叶 车 子 在 我 国 江苏 、 安 徽 、 河 南 ; I, 陕西 、 



甘肃 等 省 栽培 较 多 ，， 
在 东北 PILAR 
is. 毛 叶 车 子 原 产 欧 

洲 北部 ， 在 苏联 、 德 
国 、 匈 牙 利 等 国 裁 培 
较 广 ， 是 世界 上 栽培 
EB, 在 温带 国家 栽 
培 最 广 的 牧草 。 hs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ee EMT wR 
ARR, ELAS 
北 地 区 ， 和 秋季- 5 

的 霜冻 下 仍 能 正常 生 
长 。 耐 旱 力也 较 强 ， - ! 

在 年 雨量 不 少 于 450 ，， 全 

毫米 地 区 均 可 栽培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喜 图 197 气 叶 车 子 Ficia villosa Roth 

”部 玉 及 排水 良好 的 土壤 ， 不 而 潮湿， 适宜 p 且 5 一 8.5， 在 红壤 及 含 

th 0.25 % 的 轻 盐 化 土壤 均 可 正常 生长 。 在 晋 北 右 玉 一 带 4 月 上 向 

播种 ， 5 月 下 旬 分 枝 ，6 月 下 旬 现 蓄 ， 7 月 上 名 开花 、 下 名 结实 ， 

8 月 上 旬 莞 果 成 熟 ， 从 播种 到 莱 果 成 熟 约 需 140 天 。 生 长 后 期 ， 植 

物 上 部 直立 ， 下 部 平 卧 ， 导 致 荃 叶 腐烂 。 

饲 用 价值 BHATANRK, FHAREE.. TAA, WR 

或 浊 制 干草 。 据 广东 省 农 科 院 试验 ， 用 纯 毛 时 苟 子 草 粉 喂 猪 ， 每 

2.5 公斤 可 长 肉 0.5 公斤 。 适 时 收获 的 毛 叶 营 子 粗 蛋 白质 含量 可 占 

全 干 物 质 的 20 % 以 上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07 。 

毛 叶 车 子 用 作 青 饲料 或 绿肥 应 在 现 蔓 至 初 花期 浊 割 。 为 了 利用 

Fp AE Ey EM SS, PERE I 40 一 50 厘米 时 即 应 浊 BAA,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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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7 ” 毛 叶 答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 物 项 
生育 期 | 水 分 

ne | 粗 脂 肪 | mere | FRE | 粗 克 分 | 个 “| we 

Be 7E HH | 78.41| 16.21] 1.90 2.08 1.10] 8.57 7 

* ”西北 农学 院 分析 。 

用 越 迟 再 生 力 越 弱 ， 且 茎 下 部 叶 枯 奢 脱 落 ， 使 产量 、 质 量 均 降 低 ， 

一 般 一 个 生长 季节 可 剂 制 .2 一 3 KR, HBR 1750—2750 ATR 

高 。 

毛 叶 营 子 也 是 优良 的 绿肥 作物 ， 初 花 期 鲜 章 GAG %. 

0.1%. #10.4%,. 

BRE R BBP. KPT. ARAEPI. BIE 

3 月 中 旬 至 5 月 初 为 宜 ， 秋 播 者 在 北京 地 区 以 3 月 土 甸 以 前 为 好 ， 

陕西 中 部 、 山 西南 部 也 可 秋 播 。 千 粒 重 25 一 30 区 。 亩 播种 量 3 一 皮 

公斤 ， 以 采种 为 目的 播种 量 可 减 半 。 新 疆 当 年 收获 的 种 子 ， 出 苗 率 ， 

只 有 40 一 60 %， 用 温 汤 浸种 可 提高 发 芽 率 。 单 播 ' 时 无 论 撒播， 条 

播 、 点 播 均 可 。 条 播 行 距 30 一 40 BORK, RT 25 KAA. 

采种 用 行距 可 增 大 至 45 BOK, HR 4 一 5 BK, HRB AH 作 
Ry i SB (Lolium perenne), fi ¥ (Avena sativa), K¥ 

(Hordeum sativa) 等 混 播 ， 可 提高 产 草 量 。 

毛 叶 车 子 苗 期 生长 缓慢 ， 要 注意 中 耕 除 草 。 采 种 时 ,应 在 50% 

以 上 苹果 成 熟 时 即行 收获 ， 每 亩 采种 30 一 60 公斤 。 | 
(Pr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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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 Cyperaceae 

108. 寸 HG 

Carex duriuscula Cs A. Mey. 

We WH, WME, AHR, 

BARE SERA, PRAA KW B®. Hi 5—20 Bk 

米 ， 基 部 具 灰 黑色 呈 纤 维 状 分 裂 的 枯 叶 鞘 ， 植 株 淡 黄 绿色 。 叶 得 于 
秆 ， 宽 2 一 3 毫米 ， 常 卷 折 。 穗 状 花 序 孵 形 或 RW, K7-12 
米 ， 褐 色 ， 小 穗 3-6, BE, I, HEME 顺 序 ， 具 少数 花 ， 苞 片 
鳞片 状 ， 礁 花 鳞 片 宽 亢 形 ， 褐 色 ， 具 狭 的 白色 膜 质 边缘 ， 果 圳 宽 匈 
CREME, K4H352% FAR, BR We, LRA 
MK, AE RGONTG, KA 2362, HA2 (A108), 

地 理 分 布 ， 寸 草 苦 属 于 广 布 种， 主要 分 布 在 温带 草原 区 。 国 我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河 北 、 内 蒙古 、 甘 肃 、 陕 西 、 山 西 、 宁 夏 、 

是 新 疆 等 省 〈 区 ) 均 有 有 分布; 在 国外 主要 分 布 在 蒙古 、 苏 联 的 东部 西 

伯 利 亚 及 远东 地 区 和 朝鲜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才 草 俏 属 细小 台 草 ， 根 蔡 发 达 ， 分 昔 力 

蝇 ， 返 育 早 ， 生 态 适 应 性 广 。 襄 生 于 于 草原 和 山地 草原 的 路 旁 、 沙 

地 、 干 山坡 ， 为 表层 沙 质 化 土壤 上 的 植物 ， 并 经 稼 混 生 在 以 禾 草 为 

| 夺 主 的 干草 原 章 群 间 。 具 有 耐寒 、 耐 旱 和 耐 眶 踏 等 特点 。 因 此 ， 当 过 
度 放 入 引起 草原 退化 时 ， 其 它 牧 草 减 少 或 消失 ， 寸 草 苦 则 可 以 成 为 

优势 植物 ， 生 长 繁茂 。 例 如 东北 羊 草 草原 ， 其 退化 过 程 为 ， 羊 草 群 

“371。 



> HE + 杂 类 草 群 落 

— RRB TE 

SRE, IRS AL 
PPS, FAllk, FER IRR 

它 的 大 量 出 现 可 以 作为 退 

化 草原 的 指示 植物 。 

sai eae 

青 早 ， 在 东北 和 内 蒙古 草 

原 4 月 上 旬 即 开始 返青 ， 

4 月 末 开 花 ， 5 月 末 或 6 

月 初 果 熟 。 在 草原 区 通常 

是 最 早生 长 的 植物 ， 为 过 

冬 后 的 家 畜 提 供 了 第 一 批 

早春 牧草 ， 对 过 冬 度 春 ， 

接 羔 保 羔 具 有 重要 的 生产 

HY. BH, BRAK, 

并 有 丰富 的 养分 ， 依 其 化 

学 成 分 “〈 表 108 一 1) 而 论 ， 

粗 蛋 白质 含量 高 ， 属于 上 

等 牧草 。 因 此 , 适口 性 好 ， 

1, A, #, PeRAE 

图 108 wit? Carex duriuscula 

C.A. Mey. 

eR, WORE, JEON. PAGE EMR. HERS 

BRT, MAMA, PERE Ps 

SPR ALE IRON, TT ELE A, UA BET, Je FP 

Ae fa BeBe CULZE108—2). 

PEAK, IRM AE 力 强 ， 丛 生 ， 耐 践踏 ， 因 

此 ， 又 是 北方 绿化 城市 的 草皮 植物 。 奉 夏 均 可 播种 ， 种 子 千 粒 重 为
 

1.3 克 。 不 少 城市 已 引种 成 功 。 

s。 372。 



表 108 一 1 寸 草 若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fi 风 7 ” 质 生育 期 | 水 分 一 一 一 - EE -一 一 

wae | 粗 脂肪 | were | PEE [xa] 钙 |e 
th fh 期 7-92 | 16.22| 4.83 21.46 | 43.03] 6.54 | .0.80 一 

盛 花 期 8.44] 10.10] 4.87 25.84 | 35.63] 7.12 1.29 0.32 

灌浆 期 | 10.41] 11.36] 2.59 | 25.03] 43.68] 6.88 | 0.53 | 0.27 
结果 期 | 15.02) 15.55] 2.30 22.60 | 37694] 6.29 0671 0.13 

果 后 期 9.88 | 13.69] 3.91 30.11 | 35.53 | 6.88 | 0.74 0.23 

F ti 9.31| 6.54] 2.32 一 67 ‘| -1.00 | 0.43 

* 1-3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4 一 6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草 原 所 分 析 。 

表 108 一 2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a Ole | 粗 脂 肪 | 有 机 物质 |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ia 
ig (%) | 《%) | 〈%) | CBR/ATD | 〈 兆 焦 /公斤 ) 

寸 草 B | 16.04] 1.60 | 62.36 10.71 | 8.37 E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 李 建 东 ) 

109。 草 原 营 草 

Carex liparocarpos Gaudin 

形态 特征 S24ERA, ABKS, CRRA. FAW, B 

8 一 15 (25) 厘米 ,基部 具 浅 红 褐色 枯死 叶鞘 。 叶 细 条 形 , 近 等 长 

于 蔡 ， 宽 .1.5 一 3.5 毫米 ， 边 缘 内 卷 ， 灰 绿色 ， 粗 糙 。 小 穗 2 一 4， 

顶 生 小 穗 雄性 ， 棒 枕 形 ， 长 0.5 一 2 OK, BRR; ME 

ANB, WIERKAB, K0.5—1.5 厘米 ， 有 5 一 15 小 花 , 具 梗 ; 肉 

花 鳞 片 宽 卯 形 ， 先 端 钝 或 尖 ， 锈 色 ， 明 显 地 短 于 训 苞 ;， RAM, 

RE, =RRK, K3-4EBK, RHE, AE, Tn Awe, 

后 面具 3 一 5 条 脉 (A 109). 

地 理 分 布 ”草原 兰草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新 绪 ， 在 天 山北 坡 海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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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一 1800 米 的 山地 

草原 带 中 ， 国外 在 苏联 西 

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BUR Be Ay A RSD 

多 年 生 草本 ， 山 地 草原 村 
物 。 主 要 分 布 于 山地 的 阳 

Ke. BK. BAe 

(Stipa capillata) , ¥ 2% 

3 (Festuca valesiaca) 

7A AE AE HER Ts FC Ar- 

temisia sp.)—#24K F 

草原 或 荒漠 草原 群落 。 在 

群落 中 成 为 亚 优势 种 或 主 
要 伴生 种 。 

草原 若 草 地 下 部 分 相 

当 发 达 ， 形 成 稠密 根 网 ， 

地 下 生物 量 远 较 地 十 生物 图 109 草原 苔 草 Carez liparecarpos 

量 高 ， 这 是 它 耐 旱 、 耐 寒 Gaudin 

和 耐 将 薄 的 重要 原因 之 一 。 

SREY EIA, SRE EFI RO. RAR 

SWI, MA—MIQM RAM. TEKAREWME PS, 多数 都 

处 于 营养 枝 状 态 ， 种 子 繁殖 成 活 率 甚 低 ， 只 有 当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时 ， 

才能 有 较 多 的 植株 形成 生 植 枝 ， 达 到 开花 结实 。 

PRGA LAARERAM, HE CEKT OR RS LH 蛋 
Robb, AAR RA Rb EEA KR. | | 

草原 若 草 春季 萌发 早 ， 5 月 开花 ， 6 月 结实 。 秋 季 再 生 较 早 ， 

再 生性 强 ， 所 以 耐 收 。 生 长 季节 对 水 分 条 件 敏 感 。 春 季 与 夏 初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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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充足 的 雨水 供给 ， 地 上 部 产量 显著 增加 。 据 在 天 山北 坡 低 山 冬 牧 
场 的 定位 测定 ， 春 雨 较 多 的 年 份 ， nad ging 8 ep OER 般 
年 份 增加 10% 。 

饲 用 价值 ， 举 原 营 章 植株 较 小 ， 但 全 株 可 食 。 在 青 鲜 和 干燥 状 
态 ， 羊 、 马 襄 食 ， 牛 和 骆驼 乐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09 HH. 

表 109 草原 苦 化 学 成 分 <〈%%) 

点 风 rt 物 Be. (%) 
生育 期 

mea | 粗 脂 肪 “| mere | 
营养 其 13.56 2.83 23.36 48.32 11.93 

抽穗 期 22.37 4.66 19.35 44,65 8.97 

开花 期 20. 68 4.56 19.20 48.80 6.76 

结实 期 15.04 3.19 20.62 | 54.67 6.48 

。 新 疆 八 -农学 院 、 紫 泥 泉 羊 场 分 析 。 

草原 兰草 营养 体 在 整个 春季 生长 旺盛 ， 形 成 全 年 最 高 产量 ， 秋 

季 返 育 也 早 ， 形 成 一 定 的 产量 。 

草原 董 草 草 质 和 柔软, 营养 物质 含量 高 , 羊 、 马 都 喜 食 。 适 口 性 好 ， 

再 生 速 度 快 ， 耐 牧 性 强 ， 属 恨 等 牧草 。 但 植株 小 ， Oe RET 量 

小 ， 最 适 于 作 羊 的 放牧 场 。 

(+ MS EAR Hie Ai) 

110. Pa ae Ss Et 

Kobresia tibetica Maxim. 

别名 Kee, 

WASTE SEERA RA, ARR, 秆 高 20 一 50 厘米 ， 

圆柱 形 ， 粗 硬 ， 基 部 具 褐 棕色 的 枯 叶 藉 。 叶 片 丝 状 ， 长 8 一 10 w 

米 ， 宽 约 1 EK. WRB. BREEAM, 长 1,3 一 1.7 厘米 ， 
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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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4 一 5 厘米 ， 呈 褐色 ， 枝 小 穗 密生 ， 顶 生 的 雄性 ， 侧 生 的 雄风 
WF, SRA MEER, KARR. Te KK RB, Rie 

色 ， 透 明 膜 质 ， 顶 端 钝 ， 截 形 或 凹 。 小 坚果 长 圆 状 倒卵形 , eRe, 

AXE, WEREBRMOAK, Ww Aee, HAS (A110). 

MBDA ie eA 

GT Him. He. Ol, 

ee HK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西藏 嵩 草 在 青藏 高 原 的 高 山 

Bak, 5 月 中 .下 名 返青 ， 

6 月 中 下 名 孕穗 ，7 月 上 、 

中 旬 抽 穗 开 花 ， 8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全 生育 期 100 一 120 

天 。 根 系 发 达 ， 生 活力 强 ， 

在 海拔 3300 一 4600 米 的 高 寒 

地 区 ， 年 气温 在 O'CAA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生长 民 好 。 

西藏 高 草 在 海拔 3200 一 

4000 米 的 高 山 沼 译 化 草 多 地 

区 成 片 生长 ， 一 般 西藏 岗 草 

生长 的 地 区 气候 寒冷 而 潮湿 

积 水 ， 日 照 得 ， 生 长 期 为 

90 一 120 天 。 图 110 西藏 嵩 草 Kobresia tibetica 

西藏 涡 草 在 海拔 2900 一 hea 
4800 (5900) 米 的 祁连山 、 昆 仓 山 、 唐 古 拉 山地 区 的 阴 坡 上 ， 第 作 

HEA, SRAM CK. pygmaec) 组 成 阴 坡 高 山 山 

草草 地 ， 这 类 草地 在 青海 约 占 全 省 总 面积 的 8.1%， 草 群 高 6 一 10 

厘米 ， 盖 度 85—90%, HPURAMDA 57.1%, BME BR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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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 放牧 草场 。 
西藏 嵩 草 经 常 与 高 山 党 草 、 线 叶 蒿 草 天。capi11iyofia)、 营 

草 属 (Carex) 组 成 地 下 根 鞋 密 从 型 莎 草 层 片 。 在 山 厅 洪 积 扇 积 水 
地 带 ， 泉 水 .河水 溢出 积 水 地 带 ， 沟 头 积 水 洼 地 ， 常 常 出 现 以 西藏 
嵩 草 为 主 的 沼泽 化 草 旬 ， 外 瑶 整 齐 ， 盖 度 为 90 一 95%, 草 群 高 15 一 

25 (35) 厘米 。 若 积 水 消 失 ， 则 西藏 山 草 就 逐渐 退化 。 
AGE PERM, AER, WR. ER, St 

| RK,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在 青藏 高 原 上 是 夏 、 秋 季 的 主要 放牧 人 饲 草 。 
西藏 山 草 营养 枝 多 ， 8 月 中 旬 以 前 荃 叶 和 柔软 ， 适 口 性 好 ， 马 、 

” 牛 、 羊 最 喜 食 ， 特 别 是 马 、 牛 最 为 喜 食 ， 羊 由 于 积 水 较 多 ， 在 高 山 
沼泽 草 旬 放 政 则 易 引 起 腐 蹄 病 ， 因 此 ， 在 夏秋 不 能 放牧 绵羊 、 了 
羊 。 8 月 中 旬 以 后 ， 西 藏 骨 草 草 质变 硬 ， 纤 维 素 相应 增加 ， 从 而 降 
低 适 口 性 。 SAPHDES. We. ERA, HE. WES 
进入 10 月 中 旬 后 ， 马 、 牛 、 羊 又 表现 喜 食 。 

西藏 山 草 营养 价值 较 高 ， 富 含 蛋白 质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0, , 

表 110， 西 藏 嵩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2%) 

占 风 ~ 物 质 
分 析 类 别 | 生育 期 | 一 AE 

aze | mmm | mere | EEE | wee 

FR ”| 开花 期 16.0 3.4 30.0 50.9 0.6 

FR HB 11.26 3.35 33.67 47.15 4.57 

© 西北 高 原生 物 所 分 析 。 

西藏 岚 草 在 青藏 高 原 组 成 高 出 草 旬 。 由 于 夏秋 第 放牧 ， 一 般 种 

隆 不 易 成 熟 ， 多 数 时 间 为 营 养 期 ， 时 和 花序 占 全 株 总 重量 的 

40%, | 

0 eG Fes Ae er AE TS AS eH BER, — BE RE 150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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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可 食 鲜 草 亩 产 135 公斤 折合 干草 55 一 62.5 公 斤 。 ah 

PE pet ies ET PL, PR, FS, SS BSR. 

FEE. Fa FRY LK Hh, 

(7A th) 

111. Fatt eee 

Scirpus planiculmis Fr. Schmidt © 

NS BZRB=RBE, FALK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BA, AMOR, | ey 
Amie, So 
BINIE. FF .50—100 Pa : 
厘米 ， 较 细 三 棱柱 形 ， ». ANIA 
a Se ha 
条 形 ， 扁 平 ， 长 15 一 © 

30 厘米 ， 宽 约 3 BK; 
叶鞘 包茎 。 叶 状 苞 片 ， 

1 一 3， 比 花序 长 ,长 侧 、 | 

枝 聚 多 花序 得 缩 成 头 ， > : 

K, EFA, 有 1 8 

6 ARs 小 穗 椭圆 形 或 

SHI, 锈 褐 色 或 黄 褐色 ， 

长 1.0 一 1.6 厘米 ， 具 

多 数 花 ， 鳞 片 长 回 形 ， 丰 
长 6 一 8 HK, Wy nl 
PBK KAI, 有 1 脉 及 图 111 Jatt RRR Scirpus planiculmis 

T=; -下 位 刚毛 4—6 Fr.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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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为 小 坚果 长 的 二 分 之 一 ， 有 倒 刺 ; 雄蕊 3; 柱头 2 。 小 坚果 宽 倒 
NH, W KA 3 2K (图 111 )。 

地 理 分 布 “ 扁 秆 芯 草 广泛 分 布 在 东北 、 内 蒙古 、 华北 以 及 江 
苏 、 浙 江 及 云南 等 地 区 ， 以 及 新 疆 的 南北 性 平原 绿洲 上 ， 国 外 在 欧 
洲 、 中 亚细亚 、 高 加 索 、 西 伯 利 亚 、 堪 察 加 :， 蒙古、 朝鲜 及 旧 本 均 
AD Ai. 
SH 52525 RFRA, BET ke 

地 、 沼 泽 地 、 稻 田 、 河 岸 积 水 滩 地 、 湖 泊 、 注 淀 以 及 碱 性 草 旬 的 低 
Ee ah, BO A (PArnagmites See ee KA CScir pus 

tabernaemontant) , Hs (Typha angustifolia) 等 伴生 。 它 是 一 

种 广 布 种 ， 在 森林 带 、 草 原 带 和 荒漠 带 均 可 见 到 。 青 草 产量 .133 一 
266 公斤 / 亩 ,花期 6 一 7 A, RAI 8—10 A. 

饲 用 价值 “放牧 场 上 野生 状态 的 扁 秆 芒 草 只 有 了 晚 春 初夏 季节 、 
牛 少 量 采 食 ， 其 它 家 畜 及 家 禽 几 乎 不 食 ， 饲 用 价值 偏 低 。 有 时 ， 猪 
常 拱 吃 其 地 下 的 块茎 。 干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分 析 ， 如 表 111。 

表 111 ， 扁 秆 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 十 物 质 

3。40 28.50 8.10 10. 43 44.50 5-10: 

* 3/8 (GFRAAR AME 196147 GRA RYH . 

WAT RET ORE, HOKASAARRARS, ALM 

AA, WFAA MARAE ABI AR BR. WS, 6-7 Ai 

fs JRA RR EA SEAT Pg FY Ae 28s AB i A, RAMRA we 

粉 ， 可 供 造 酒 。 

(#LIE MR) 



112.748 时 

Scirpus triqueter L. 

别名 .三 楼 芒 草 。 SRE. 

形态 特征 FER. HORE DR, Mii RK. HH 

40—100 EK: Hie, BER. HR, 仅 最 上 部 一 枚 的 顶 

weit ery HERI: JAAR, Ke 1.35.5 ED, HA 2 EK BH 

1 枚 ,为 秆 之 延长 ,， 直立 ,三 棱 形 ,长 1 厘米 ;长 侧枝 聚 伞 花 序 ， 

具 1-:8 个 不 等 长 

辐射 枝 ,， 长 达 5 悍 | 

米 ， 顶 生 1 一 8 个 

小 德 ， 有 时 无 辐射 - 

WA) PERE 

KRs DMEM 

长 圆 形 ， 长 6 一 12 

Bok, 密生 多 数论 ; 

鳞片 长 圆 形 或 宽 狼 

形 ， 长 3 一 4 SX, 

膜 质 ;下 位 刚毛 

3 一 5 条 , 与 小 坚 果 

EK. PERK 

8) SS IB, 平滑， 

长 2 一 3 HK, 成 

Buh} 7H, AIGA 

(图 112). 

MIE th 

草 在 我 国 各 省 (区 ) 图 112 FRY Scirpus triqueter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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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Hs 在 国外 分 布 于 苏联 及 欧洲 其 它 国家 和 印度 、 朝 鲜 、 日 本 

等 国 。 

e254 535 AERA, AMEDD. BETM 

Wekon, BAM. UPRARBEH, RRR A 

优势 的 群落 。 

饲 用 价值 HACE LA, NI TA HE. 羊 所 乐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12 。 

芒 草 质地 和 柔软， 产量 高 。 可 利用 期 为 6 一 8 月 ， 可 供 青 饲 。 粗 

老 之 后 纤维 颇 多 。 饲 用 价值 降低 。 由 于 生长 在 水 湿地 或 浅水 中 ， 造 

成 收获 和 放 笋 的 困难 ， 故 未 被 广泛 应 用 。 全 株 除 刘 割 饲 用 外 ， 又 可 

做 造纸 和 编织 〈 编 席 、 编 帽子 、 编 坐垫 ) 的 原料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13... : 

表 112“ 荐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ear * 
来 em [ae 3 aor mute | EP | aac |e | 砚 

营养 期 10.50 | 3.23 48.43 | 12.49 |0.180] 0.185 | 哈尔滨 | 地 上 部 

营养 期 哈尔滨 | 地 上 部 

a0 

3.24 22.11 

2.86 | 0.88 6.03 13.22 3.40 | 0.050) 0.050 Fae 

(FRE as} 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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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4j#+ Compositae 

113. Ze Wg 

Ajania achtlloides (Turez.) Poljak.et Grubov 

MA BRB. 

形态 特征 ”小半 灌木 ， 高 15 一 25 厘米 。 根 粗 壮 ， 木质 ， BE 

曲 。 蔡 由 基部 多 分 枝 ， 直 立 或 倾斜 ， 细 长 ， 老 枝 皮 褐 色 ， 嫩 枝 灰 绿 

色 或 绿色 ， 密 被 短 柔 毛 或 分 又 短 毛 。 叶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小 裂片 

狭 条 形 或 条 状 长 圆 形 ， 两 面 被 白色 柔 毛 。 头 状 花 序 3 一 6 个 在 枝 端 

PTR BR, BSR ANIL, WR 3 一 4 RK, UTM, 
faye, ERE, Wie AoW; ea BREBB, KA 12K, HB 

& (7113). 

地 理 分 布 “ 善 状 亚 菊 分 布 于 我 国 华北 及 内 蒙古 ;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养 状 亚 菊 在 内 蒙古 地 区 ，5 月 开始 生 

长 ，8 月 开花 ，9 月 结实 ， 植 株 冬季 残留 尚好 ， 但 大 部 分 小 叶 逐 渐 

脱落 。 

善 状 亚 菊 为 旱 生 小 半 灌 木 。 耐 干旱 ， 不 耐 盐 渍 化 和 强 碱 化 土 

壤 。 适 宜 大 陆 性 的 干旱 气候 和 贫 交 的 棕 俩 土 和 灰 标 荒漠 土 。 生 于 匾 

漠 草 原 地 带 的 砂砾 质 碎 石和 石 质 坡 地 ， 作 为 优势 种 多 与 禾 草 及 获 科 

小 半 灌 木 等 组 成 荒漠 草原 群落 。 

它 也 进入 内 蒙古 阿拉 善 戈壁 荒漠 的 石 质 残 丘 坡 地 及 沟谷 ， 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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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的 伴生 种 。 

饲 用 价值 BR 

亚 菊 为 良好 的 饲 用 小 

半 灌 木 。 绵 羊 、 山 羊 
及 骆驼 四 季 均 喜 食 ， 

但 适口 锤 在 开花 期 稍 

有 降低 ， 结 实 后 又 显 

著 增 高 ， 达 到 最 喜 食 

aE. Age Foes 

Wy BB EPA AR BHR 
UA, EMF. WA 

URE, BAB 

采 食 后 能 增加 御寒 能 
力 。 牛 与 马 春秋 两 季 

KEREBE, 2G 

口 性 较 差 。 调 制 成 的 

FR, SPA BER | 

Bo P9113 著 状 亚 菊 Ajania achilloides 

PIG, BRT (Turcz.) Poljak.et Grubov 

- 菊 在 营养 期 内 含有 较 高 量 的 粗 蛋 白质 ， 结 实 后 显著 降低 。 此 外 ， 它 

在 生长 期 内 以 至 干枯 后 ， 含 有 多 量 的 无 所 浸出 物 〈 表 113 )。 

R113 ” 著 状 亚 菊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ia 占 风 + 物 质 
生育 其 | 一 一 

aie | 粗 脂肪 | te | 无 气 浸出 物 | 粗 灰 分 | 钙 -| 殉 

营养 期 | 8.69 | 14.29 1.54 23.49 53.27 7.45 0.62 0.21 

结实 期 | 7.54 6.37 7.32 28.60 49.55 8.16°!' 一 一 

于 枯 期 | 10.48 5.60 6.57 | 31.57 52.86_ | 3.40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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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种 为 放牧 型 饲 用 植物 ， 尤 以 荒漠 草原 地 带 具 有 增 大 的 利用 价 
值 。 宜 合理 利用 ， 注 意 保护 。 

GRD 

114.5% «=F 

Artemisia anethifolia Weber 

别名 WER. AWB. 

形态 特征 “一 年 或 

“FEED, WwW 

20—40 (50) BK,2 . 

自 基部 强烈 分 棱 。 叶 二 

回 羽 状 分 裂 ， 小 裂片 丝 
RAB, 上 部 时 羽 状 分 

Ri, 3 裂 或 不 裂 ， 深 灰 

绿色 。 头 状 花序 多 数 在 

ETM Be Sie HEF a Bit 

的 圆锥 花序 ， 具 长 梗 ， 

下 垂 ， 直 径 2.5 一 3 & 

RRB, BH 

3 层 有 白色 柔 毛 ， 花 序 

托 有 白色 密 毛 : 花冠 简 

状 ， 缘 花 肉 性 ， 盘 花 两 

te. BRAM, KA 

Ri BK (A114). 

FE 4) 75° HST 

泛 分 布 在 东北 的 松 嫩 平 图 114 Re Artemisia anethifolia 

原 上 ， 并 见于 西部 及 西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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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的 干旱 地 区 。 国 外 ,在 苏联 的 东部 西伯 利 亚 和 远东 地 区 。 驼 证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这 是 一 种 最 耐 盐 碱 的 蒿 类 植物 ， 在 草 多 

草原 及 和 干草 原 的 碱 班 地 。 外 围 、 成 圈 生 长 ， 在 固定 沙丘 群 的 低 湿 、 

盐 碱 浴 上 ， 形 成 小 片 群落 ， 这 种 葛 类 增加 ， 人 往往 是 过 度 放 牧 或 草场 

EMRE. ERRULO NE, OB, BOR, wi 

海 巷 靶 草 盐 生 章 旬 中 均 可 大 量 生长 ， 尤 以 草 旬 草原 区 的 广大 湖 盆 盐 
碱 地 王 ， 生 长 最 为 茂盛 ， 成 为 强 碱 性 土壤 的 指示 植物 ， 并 混 生 在 辽 
阔 的 羊 草 盐 湿 草 甸 中 ， 每 亩 产 鲜 草 20 一 33 公斤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初 ， 冬 季 枯 黄 的 核 叶 残存 在 植物 上 。 

饲 用 价 箱 ” 碱 车 有 中 等 的 饲 用 价值 ， 青 鲜 时 ， 在 放牧 场 上 ， 羊 

和 骆驼 喜 食 ， 马 和 和 后 等 大 家 畜 不 嘉 食 或 者 根本 不 采 食 。 秋 冬季 节 ， 

” 羊 和 骆驼 最 喜 食 ， 手 工 割 下 困 干 贮存 ， 可 作为 冷 季 幼 畜 和 瘦弱 家 畜 

的 补充 饲料 。 如 果 把 调制 的 干草， 混入 一 些 碱 车 ， 马 和 和 牛 等 大 家 畜 

也 喜 食 。 可 见 ， 冬 春季 节 在 碱 蒿 的 残 株 中 ， 蛋 白质 及 脂肪 的 含量 减 

少 很 多 ， 饲 用 价值 降低 。 

另 据 A. A. 尤 纳 托 夫 (IOaaroB，1954) HERE MS FRB 

消化 测定 ， 表 明 碱 蒿 具有 中 等 的 营养 价值 ， 每 .100 公斤 饲 草 ， 具 有 

40 一 50 饲料 单位 ， 在 饲 咀 的 饲料 中 有 较 多 的 剩余 ， 达 30 一 40% 左 

A, BRA ES et WZ 114 。 

22 114 MALE R* 〈%) 
* : | be” Gr, + 胸 质 

生 育 | pe ON er fe ee | at een ate te | | maces | 粗 脂 肪 | 粗 纤 维 | enw | 租 次 分 

RR 期 26.46 45.00 | 7.68 10.22 | 11.42 

Fem 

8.44 

31. 86 53.76 4.89 9.80 | owe} | 5.78 

© SIBA.A. RAHEKEA (RAAREA DRAMA RH A > RIK 
等 译 ，1958 年 Bly dit Ge, 

(7 3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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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 =a 

Artemisia frigida Willd. 

3% AAR. Bb. 

形态 特征 ， 小 半 灌 未 ， 高 40 一 70 BK. SIME, RHE. BK 

fi. 时 2 一 3 河 羽 状 全 裂 ， 长 1 一 2 厘米 ， 小 裂片 又 常 3 一 5 痢 , 裂 

片 近 条 形 。 头 状 花 序 排 列 成 狭长 的 总 状 花 序 或 复 总 状 花 序 ， 下 垂 ， 

总 区 球形 ， 直 径 2.5 一 3 Bk, EME, HAE: WHE. B 

REBB, K4 12 

(图 115 )。 

MEA WR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内 蒙古 .宁夏 、 青 海 、 新 
isa, 苏联 和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 冷 欧 是 一 种 多 年 生 

轴 根 小 半 灌 木 。 春 季 返 

WH, EKR. TEAR 

古 一 般 3 月 中 旬 至 4 月 

即 开 始 生长 ， 8 月 中 有 

开花 ， 9 月 初 结实 ，10 

月 初 成 熟 。 

根系 发 达 ， 在 草场 

正常 利用 的 条 件 下 ， 主 

根 可 伸 入 100 厘米 的 土 

Eh, 侧 枢 和 不 定 根 多 ， 图 115 WK Artemisia frigida Wi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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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大 量 集中 在 30 厘米 以 内 的 土屋 中 。 根 系 入 土 深度 超过 株 高 的 -4 一 

5 倍 ， 根 幅 大 于 冠 幅 2 一 3 FH. (AMAA, ERP PREM, 

植 牧 地 下 部 分 则 大 于 植株 高 度 的 10 一 20 倍 ， 主 根 作 用 减弱 ， 不 定 

根 大 量 出 现 , 甚至 发 展 到 以 不 定 根 代替 主根 的 作用 。 另 一 特点 是 ， 

枝条 在 透 宜 条 件 下 能 长 不 定 根 ， 当 枝 条 长 出 不 EIR PEPE SE 践踏 
后 ， 枝 条 赔 离 母 株 ， 亦 能 发 育成 新 个 体 。 在 内 蒙古 高 原 上 ， 它 可 随 

将 散射 风 而 形成 的 薄 层 沙 地 延伸 。 

Qe BT it SADE KK, HMPA 寒 ， 适 宜生 于 > 

10%s@ 的 积温 2000—3000°C, 4ERE7KE 150 一 400 毫米 的 气候 条 件 范 

- 围 内 。 在 高 平原 、 册 地 ̀ 丘 趴 、 沙 地 或 扬 荒 地 的 沙 质 和 砾 质 土壤 上 ， 

均 能 繁盛 地 发 育 生长 ， 但 不 能 进入 低 湿 的 盐 渍 化 生境 。 一 般 在 于 草 

原 和 出 地 章 原 常 与 多 种 禾 本 科 植 物 ， 如 针 茅 、 赖 草 、 隐 子 章 等 组 成 

群落 ， 并 在 群落 中 占 优 势 地 位 。 

饲 用 价值 ” 冷 草 是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地 带 放牧 场 上 优良 的 饲 用 小 

半 灌 本 。 收 民 对 其 评价 极 高 ， 被 认为 是 抓 腰 、 保 嗓 与 催乳 的 植物 之 

一 ， 生 长 冷 萝 之 多 少 成 为 选择 草场 的 条 件 之 一 。 就 其 适口 性 ， 羊 及 

马 到 | 二 均 喜 食 ， 而 极 喜 食 其 营养 枝 及 生殖 枝 。 秋 季 司 食 率 达 80% 

Wik, 采 食 后 尚 有 驱 虫 之 效 。 产 羔 母 羊 采 食 后 ， 下 奶 忌 而 多 ， 羔 羊 

gt. 生 亦 喜 食 ， 牧 民 认 为 ， 和 后 食 后 上 有 厌 快 。 但 在 夏季 其 适口 性 则 

降低 至 中 等 ;此 时 牧 育 主要 采 食 其 生殖 枝 。 冷 蒿 对 冬季 家 冀 尤 其 产 

羔 胃 畜 的 放 敌 具有 很 大 价值 ， 在 霜冻 之 后 或 冬季 内 ， 其 营养 枝 尚 保 

存 良 好 ， 且 柔软 而 多 汁 ， 并 保持 其 原 有 色泽 ， 因 之 家 畜 ， 特 别 是 绵 

羊 、 马 极 喜 采 食 。 此 外 骆驼 终年 喜 食 冷 葛 。 干 草 中 的 冷 鞠 亦 为 家 畜 

MEE. : 

ER RLEAUMS, 4RRARRRER, RMELRD SMA 

食 ， 但 此 时 生长 甚 矮 小 ， 因 而 家 高 采 食 不 多 ，5 一 6 月 枝叶 逐渐 长 

Kink, REBR, ?7 另 具 有 花序 之 枝条 阿 上 迅速 生长 ， 并 部 分 

开花 ， 此 时 具有 较 浓 的 气味 ， 内 而 可 食性 又 下 降 ， 家 畜 仅 采 食 其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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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之 荃 叶 ， 以 及 具有 花序 的 枝条 上 部 。 YAU RAR MRR 

少 ， 家 畜 又 襄 食 。 总 之 其 叶 、 嫩 董 及 花序 为 家 畜 所 训 食 s6 

冷 蒿 具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据 分 析 ， 其 粗 蛋 白质 及 无 所 浸出 物 

的 含量 较 多 ， 粗 蛋白 质 以 生长 初期 及 分 枝 期 最 高 二 以 后 逐渐 降低 ; 

至 冬季 状态 为 最 低 。 无 所 浸出 物 在 各 发 育 期 内 变动 的 幅度 不 大 至 

秋冬 仍 保持 很 高 的 含量 。 其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如 表 115。 

211 冷 蒿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CH) 

占 风 物 质 
生育 其 wae | mma | wae | SBE | 相关 分 | we] wwe he, 

水 分 

His 期 | 10.89 | 21.80 | 5.10 | 27.81 | 20018 | 14.22 |1.42|0.67| 26.00 

分 枝 期 | 9.83 | 19.86 | 5.46 | 44,68 | 12.34 |: 7.83 |o.6il0.45| 70.75 

MBH | 11.88 | 13.15 | 11.61 | 30.14 | 25.08 |. 8.14 {1.4410061) 21.75 

FF#ERA | 12.80 | 10.53. | 5.92 | 36.96 | 27.68 | .6.11 |1.21]0.58; 63.30 

”结实 期 | 14.26 9.24 | 4.48 | 26.08 | 34.23 | 11.71 |1.92/0.25] 40.70 

枯草 期 一 4.52 | 6.21 | 35.76 一 6.23 |1.94/0.28| 8.75 

44E# 81 10.00 | 16.11 | 2.24 0.39] 71.40 32.01 31.47 8.17 [1.15 

* 3 引 自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1980。 

由 于 冷 高 耐 旱 能 力 甚 强 ， 适 生 于 沙 地 上 ， 其 枝 与 地 面 接触 易 生 

不 定 根 而 形成 新 的 植株 ， 因 之 可 在 固定 沙 地 上 大 量 封 育 ， 以 提高 其 

覆 凑 度 ， 增 加 利用 价值 。 此 外 , 由 于 品质 优良 , 特别 是 适口 性 极 高 导 

可 引入 裁 培 试 验 。 但 其 种 子 甚 小 ， 千粒重 0.1, ARR F AR 

困难 , 应 掌握 好 收 种 季节 ， 注意 种 子 的 清 选 , 作为 补 播 及 固沙 之 用 。 

CS #4) 

116.#E 88 

. Artemisia halodendron Turcz. et Bess. 

别名 wae. thie.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主根 粗 大， 深长 ， 扎 入 地 下 2 一 3 米 ， 根 

e 有 88 e 



Re. BHI, SAH. BH 40 一 100 BK, KG. AOR 

全 裂 ， 长 及 宽 为 4 一 6 厘米 ;小 裂片 丝 状 条 形 ; LBM 3 ARMA j 

裂 ， 油 绿色 。 头 状 花 序 极 多 数 ， 在 茎 及 枝 端 排列 成 狭长 的 复 总 状 花 

序 ， 有 长 梗 及 条 状 苞 叶 ， 总 苞 孵 形 ， 长 4 一 5 毫米 ,总 苞 片 约 4 层 ， 

. 外 层 灰 绿色 ， 边 缘 干 膜 质 ， 内 层 干 膜 质 ， AME, Be, ABB, 

盘 花 两 性 LA, BR. BREA, K1.5—2 毫米 〈 图 116)。 ， 

MES ZR 

分 布 的 中 心 位 于 我 国 东北 

部 及 内 蒙古 东部 的 科尔沁 

沙 地 上 ， 在 内 蒙古 小 呼 伦 
贝尔 地 区 也 多 有 分 布 ; 在 

蒙古 东南 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差 巴 嘎 蒿 是 一 种 典型 的 

沙 生 中 灌木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每 当 

生长 旺季 ， 植 物体 散发 出 

RINGER, AEB 
十 年 左右 ， 自 行 死亡 。 

iF, AF REE 

沙丘 和 流动 沙丘 的 迎风 坡 

下 半 部 ， 有 深长 的 主根 和 

发 达 的 侧根 ， 大 部 分 根系 

暴露 后 ， 仍 能 顽强 生活 ， 

is SUE (Agriophyl- 图 116 2G Artemisia halodendron 下 

Turcz. et Bess. lum squarosum) “vb: 

植物 伴生 , 作为 沙 地 植被 演 蔡 的 先锋 种 , (2G AE EE Vi a eB 

固定 沙丘 群 上 ， 发 挥 强大 的 防风 固沙 作用 ,是 良好 的 固沙 先锋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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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饲 用 价值 “在 沙 生 的 半 灌 木 蒿 类 中 ， 差 巴 嘎 贰 是 适 日 性 比较 高 
的 一 种 ， 但 其 伺 用 价值 有 明显 的 季节 性 变化 ， 这 是 本 种 饲 用 种 物 的 - 
一 个 特征 。 春 季 返 青 后 不 久 ， 戎 发 出 来 的 新 时 ， 常 常 是 羊 吃 到 的 第 
一 批 带 有 青 墩 叶片 的 饲 草 。 宛 其 是 在 春季 干旱 的 年 份 ， 差 巴 嘎 闹 对 
于 恢复 家 畜 的 体力 和 渡 过 饲 草 淡季 ，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夏 未 ， 正 人 
FEB, WER. 叶 和 论 里 都 含有 挥发 性 物质 ， 散 发 出 强烈 的 气 
味 ， 严 重 影响 家 畜 采 食 ， 此 时 的 饲 用 价值 低下 。 秋 后 、 炸 株 地 上 部 
结果 ,气味 减弱 ， 适 口 性 提高 ， 小 家 畜 和 骆驼 喜 食 ， 此 时 1 A 
草 ， 含 胡 葛 下 素 .50 毫克 ， 蛋白 质 含量 也 提高 , 是 一 种 比较 好 的 秋季 
人 饲料。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16。 

表 116” 差 巴 嗓 蒿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9) Pe 

apie: em ty) Bas | 

营养 期 

果 期 

9.90 16.34 2.38 18.64 40.37 12.37 |. 1.81. Q.21 

11.17 | 30.22 8.24 | 19.17 21.88 9.32 2.89 0. 43 : 

。 引 自 《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1980 年 。 
GER 

117.838 水 & 

Artemisia ordosica Krasch. 

MS Wik. Wik.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50 一 70 (100) MK, EAA, BS 

分 枝 。 老 枝 外 皮 暗 灰色 或 暗 灰 褐色 ， 当 年 生 枝 条 褐色 至 黑 紫 色 ， 共 
纵 条 棱 。 叶 稍 肉质 ， 一 或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有 裂片 丝 状 条 形 ， 长 工 -3 

厘米 ， 宽 0.3 一 1 毫米 ， 芭 上 部 时 较 短小 ，3 一 5 BARA 裂 ， 黄 绿 

色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 孵 形 ， 通 常 直立 ， 具 得 梗 及 丝 状 条 形 区 时 ,在 
"390， 



枝 端 排列 成 开展 的 圆锥 花序 ; 总 苞 长 3 (3.5) 毫米 , 宽 约 2 毫米 ， 

总 意 片 3 一 4 层 ， 宽 卵 形 ， 边 缘 膜 质 ， 有 花 OAT, SAME, fe 

A: ARWEAR. BRD, KWERKHAE. 

地 理 分 布 ， 黑 沙 蒿 在 我 国 北方 沙 区 分 布 甚 广 , AB RA 112° 

以 西 从 二 草原 、 芒 漠 章 原 至 草原 化 还 漠 ， 三 个 自然 亚 地 带 的 沙 区 均 

有 成 片 分 布 。 产 于 内 蒙古 伊 盟 、 巴 盟 、 阿 盟 ， 陕 西 榆林 地 区 ， 山 丁 

西部 ， 宁 夏 及 甘肃 河西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te Ap PEST 
尔 多 斯 高 原 和 阿拉 善 地 

区 于 ,3 AE. PO 

itn, ARFRR, B 

MAMA, MPR AE SR 
=, 人 六 夏 后 毛 落 ,6 月 

形成 新 枝 ， 当 年 枝条 生 
长 长 疤 可 达 30 一 80 悍 
米 ，7 一 9 月 为 生长 盛 

期 ,7 月 中 ,下 名 形 成 头 
状 花 序 ，8 月 开花 ，.9 
月 结实 ， 9 月 下 名 至 11 
月 初 果实 逐渐 成 熟 ， 成 
BG RA BE, Al 
ee RAP, 105 FY 

至 3 月 初叶 转 枯黄 、 脱 
落 册 黑 沙 殴 枝条 有 两 

类 一 一 营养 枝 和 生 笛 

枝 ， 营 养 枝 在 初 钉 后 逐 图 117 一 1 wie Artemisia ordosica 

” 渐 形 成 冬眠 菠 ， 异 年 继 Kra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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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生长 :生殖 枝 仅 在 当年 生长 ， 越 冬 以 后 即行 枯死 。 

黑 沙 芍 的 植株 按 年 龄 可 分 为 五 类 ， 即 中 幼苗 : 为 当年 或 生长 一 

年 左右 的 植株 ， 高 度 通 常 在 10 BOKUA, O45) MR. 药 为 2 年 
生 植 你， 株 高 在 10 一 20 BKAA; OF MMR: 约 为 3 年 生 ， 株 

高 在 20 厘米 以 上 ，@@ 成 年 植株 : 4 一 7 年 生 ，@@ 老 年 植株 :为 8 一 10 

年 生 以 上 的 植 裤 。 黑 沙 蒿 一般 生长 2 一 3 年 可 开花 络 实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时 ， 也 有 当年 开花 结实 。4 一 THER 其 寿命 — 
为 10 年 左右 ， 最 长 可 达 15 年 。 

黑 沙 营 具有 发 达 的 根系 ， 以 便 吸 取 沙 层 中 有 限 的 水 分 和 养分 ， 

主根 一 般 扎 深 1 一 2 米 ， 侧 根 分 布 于 50 厘米 左右 深度 的 范围 内 〈 图 ” 

117 一 2) 。 老 龄 时 ， 根 系 分 布 十 分 扩展 ， 据 调查 ， 天 然 生 12 BBY 

营 ， 地 主 部 分 高 90 厘米 ， 冠 幅 170 厘米 ， 根 深 达 350K, Rig 
达 920 厘米 ， 侧 根 密布 在 0 一 130 厘米 沙 层 内 。 

黑 沙 蒿 具有 一 定 的 再 生性 ， 在 内 蒙古 阿拉 善 
地 区 观测 ，4 月 24 日 一 7 月 21 日 ， 枝 条 平均 高 
度 为 5.1 厘 米 ， 而 6 月 10 日 浊 割 的 枝条 ， 到 7 

月 21 日 平均 高 度 达 7 厘米 。 在 鄂尔多斯 测 定 ， 

一 年 浊 割 两 次 的 产量 最 高 。 但 浊 割 时 ， 植 株 高 度 

不 应 低 于 -30 OK, RW ARG 力 。 因 此 ， 

黑 沙 营 在 内 蒙古 地 区 ， 一 般 利 用 两 次 为 宜 。 

MU BAA NEAT HE. EPR. FR 

干旱 水 质 壤土 分 布 较 广 ， 它 生长 在 固定 、 半 固定 
沙丘 或 覆 沙 梁 地 、 砂 砾 地 上 。 抗 旱 性 强 。 在 甘肃 

民 勤 测 定 燕 腾 强 度 为 580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图 117 一 2 RH 

( 鲜 重 ), 内 蒙古 磋 口 为 42 9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BAY) 1s eK Ai WUE HE A 6.3 GOK, bh Al 1K a | RASS, 中国， 

科学 院 林 业 土壤 研究 
黄 TE (Hedysarum scoparium) 、 柠 条 锦 鸡 儿 所 ， GR 第 三 

(科学 出 
(Caragana korshinskii) 厚 一 倍 多 ， 且 ac 版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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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陷 ， 掉 制 水 分 蒸腾 。 所 以 它 能 生长 在 水 分 极 少 ( 含 水 量 2 一 4% )， 

养分 不 必 〈 人 对 氮 0.02 一 0.03%) 的 流动 沙丘 上 ， 与 上 述 早生 细胞 结 

构 有 关 。 当 然 ,， 也 是 长 期 对 自然 条 件 适应 的 结果 。 黑 沙 划 MZ 性 

强 ， 在 内 蒙古 哪 尔 多 斯 高 原 ， 冬 季 和 气温 达 - 30"C， 能 安全 过 冬 。 不 

耐 涝 ， 积 水 工 个 月 ， 会 导致 死亡 。 

| 黑 涉 规 枝 条 能 生出 大 量 的 不 定 根 ， 特 别 是 幼 龄 植株 ， 只 要 沙 埋 
A Hit WF, ARERR AEE, SERIE RAYE. 

HREKW RY RUT RAE, (A A KA EMEA 

me, UNSRKBARE. SRE, BARAROMKWA, BK 

平均 有 花序 24700 4, ESR 72.5%, HE CR 细 小 , 千 粒 

60.18%. 在 黑 沙 车 群落 中 ,0 一 10 厘米 土 层 中 种 子 贮 藏 量 达 
134—817 HH, HP 29% 4% EO UB KEEP; 26% 分 布 在 

1--2 BALE. KEWATRE RIE EI RRS fi A, Veh 

子 ， 以 春季 发 育 的 幼苗 成 活 率 最 高 ， 秋 季 发 芽 的 幼苗 70% 不 能 

冬 而 死亡 。 在 黑 沙 蒿 群落 中 ， 有 明显 的 排 它 性 ， 因 此 ， 少 见 其 它 植 
物 ， 只 偶 见 虫 实 〈Corzsber7zzl1l spp.), FR CSetaria viri- 

azs)、 小 画眉 草 (Eragrostis poaeoides), $x (Tribulus ter- 

restris) S, AWW twWEhE, BY RAURRMA RAY Bie 

WIL (Caragana tibetica), FH RNS IL (CC. stenophylla) KE 

草 (Stipa bungeana) 等 为 建 群 种 的 地 带 性 群落 中 去 ， 并 随 硝 沙 

化 的 加 剧 ， 取 而 代 之 。 也 可 侵入 以 北河 柳 (Saiizx psammophi/a), 

小 红柳 CS. microsiachya), BRR (Achnatherum spledens) 

为 建 群 种 的 湿 中 生 灌 从 和 盐 生 草 旬 中 去 ， 并 逐渐 取代 它们 。 | 
饲 用 价值 黑 沙 蒿 在 季节 性 饲料 平衡 中 有 一 定 意 义 ， 是 骆驼 的 

主要 饲 草 。 由 于 它 含 有 挥发 性 物质 ， 气 味 浓 并 有 将 陵 ， 适口 性 不 

佳 ， 除 骆驼 外 ， 其 它 家 畜 一 般 不 食 ， 但 在 饲 草 缺 乏 时 ， 如 早春 ， 山 

羊 、 编 羊 也 采 食 .冬季 适口 性 有 所 提高 ， 骆 驼 和 羊 均 喜 食 。 据 内 蒙古 

伊 盟 试验 , 秋季 黑 沙 蒿 的 适口 性 仅 次 于 冷 项 (4rtemisra frig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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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week FRY AR AE AEE (eteropappus altaicus), BR (Ar- 

iemisia scoparia), ei FIX (Cleistogenes squarrosa), vb: 

gb3E (Stipa glareosa), 3% 3 CSalsola collina) 4, FR 

RIE, RENE, AMR 汪 
RU BRBETRAANA, NASM HEAR, Mew 

acini dik hc eilahaa i icitcanitesstn lbh 

制 干草 或 粉碎 成 粉 。 

在 鄂尔多斯 高 原 ， 黑 沙 荔 亩 产 风 干草 50 公斤 以 上 ， 最 高 可 过 

100 公 斤 , 在 西部 荒漠 地 区 , 亩 产 仅 25 公斤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再 7 一 15 

表 117 一 1 黑 沙 匣 的 化 学 成 分 5(%)“ 

生育 期 
水 4 | me | MP | ee Bt ; 

ae 4 
(it) | 10.62 | 20.72 | 8.88 13.65 | 36.11| 10.02 |1.88lo.53|- 31.0 

He 1809] 5.20 | 3.36 | 45.45 | 28.92| ; 3.98 |0.8glo.36| 17 

开花 期 | 11.54 | 15.87 

营养 期 | ”5.99 | 13.67 

6.85 | 26.00| 31.18] 8.56 |3.05|o.48| 25 | 

11.91 | 18.38] 40.41| 9.64 |1.27\0.283) — — 

© ARAKRMSE. FRRSRE~ENYRRDH. | a To. 

#U7—-1 20}, WA, HEAR MOY b Re RA 
BRAT RAMS EU, FRED. ROR TAUTA 

基 酸 见 才 117 一 2 其 含量 均 高 于 一 般 的 精 料 ， Ni <3 

表 117 一 2 黑 沙 车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表 *(%) 

FP 5G AY 
TESA 

BA PLR 

x fgg it 
eer RAM eM 

| 氨 
Ty BB 

A 酸 
AAG mrt osc 

和 一 一 

0.11 | 0.41 | 0.93 | 0.62 Gt Rk F 0.72 | 0424 0.66 一 

ior BD i 

0.62 | 0.54 

0.66 | 0.57 0.12 | 0.44 | 

| 

0.99 | 0.66 | 0.77 | 0.26 0-70 | —= 

e 6 月 10 日 营养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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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沙 车 除 饲 用 处， 还 可 做 优良 的 固沙 植物 。: 据 陕西 偷 林地 区 试 

验 ， 栽 植 黑 沙 蕊 之 后 ， 风 速 和 沙 流量 均 大 为 减低 ， 且 细 士 粒 增 多 ， 
肥力 提高 。 

黑 水 营 种 子 含油 率 较 高 ， 约 占 干 重 的 27.4%。 是 一 种 瞳 袜 名 
磺 值 较 高 的 不 饱和 脂肪 酸 ， 可 制 做 油漆 。 另 外 ， 也 可 入 药 ， 异 根 可 
让 血 ， 葵 是 和 花 蔓 有 清热 、 祛 风湿 ， 拔 肤 之 功能 ， 种 子 利尿 ， 
栽培 要 点 ”作为 固沙 用 ， 主 要 用 分 株 法 ， 即 将 2 一 3 年 条 BPE 

的 黑 沙 蒿 幼 垢 很 苗 ， 分 为 2 一 3 MR, BAR. 一 般 于 秋季 ， 亚 迎风 
坡 下 部 ， 垂 直 主 风向 处 栽植。 se 0, ath the oh aaa 
AURA. LOAD, EPRME, MAA, AED 
障 保护 下 ， 移 植 ， 密 度 不 宜 过 大 。 EB, WEBB, ae 
每 亩 0. 25 公 片 ， 不 覆土 或 浅 覆 土 。 

衰老 的 更 钞 蔡 ， 生 机 减弱 ， 行 平 着 ， 可 将 其 复壮 。 据 内 蒙古 毛 
乌 素 地 区 测定 ， 平 荐 后 ， 枝 条 数量 增加 1.4 倍 ， 叶 是 总 重量 的 542 
倍 。 平 茬 宜 在 秋 未 春 初 萌动 前 ， 与 主 风向 垂直 方向 进行 ， 注 阁 不 要 
成 片 浊 割 ， 以 免 造成 风蚀 。 

(HIKE MAH BMA) 

118. i& 高 

rifemmzsza scoparia Waldst. et Kit. 

NS KALBKRB. HER. 

形态 特征 ”一 或 二 年 生 章 本 。 荃 直 立 ， 高 40 一 90 BK, BR 
得 色 ， 有 多 数 开展 或 斜 升 的 分 枝 。 叶 密集， 长 圆 形 ， 长 1.5 一 3.5 
厘米 ， 三 或 三 回 羽 状 全 裂 ， 裂 片 丝 状 条 形 或 毛发 状 ， 常 密 被 柔 毛 ; 
土 部 叶 3 裂 或 不 裂 。 头 状 花 序 极 多 数 ， 下 垂 ， 在 茎 及 侧枝 土 排列 成 
圆锥 花序 ; 总 苞 近 球形 ， 直 径 1—1.2 BK, We 573. MER, 

a, He4, AA. BRK, 长 约 0.5 一 0.7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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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 黄 蒿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 河 

北 、 出 西 、 山 东 、 陕 西 、 

甘肃 、 宁 夏 、 青 海 各 省 、 

区 ; 国外 分 布 在 蒙古 、 苏 

i. AAS, Bee. PN HEAL 

部 ， 欧 洲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黄 芒 是 一 、 二 年 生得 轴 

根植 物 ， 通 第 在 4 月 开始 

生长 ， 8 月 开花 ， 8 月 末 

至 9 月 初 结 实 ， 9 月 中 名 

成 熟 。 根 系 不 甚 发 过， 在 

沙 地 上 主根 有 时 深 入 -40 

悍 米 以 下 的 土 层 中 ， 而 在 

石 质 丘 陵 坡 地 上 ， 根 深 仅 

达 20 厘米 左右 ,侧根 较 发 

达 。 

黄 芒 属 于 温带 旱 生 或 

图 118 i 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t Kit. 

AAPA, PERF RAY. ET eh, 河谷 、 河 床 固定 

沙丘 、 沙 质 草地 、 王 山坡 等 沙 质 土壤 上 ， 在 轻 度 盐 渍 化 的 土壤 上 生 

长 尚好 。 黄 蒿 常 是 第 一 年 在 雨季 由 种 子 形成 幼苗 ， 然 后 越冬 ， 第 二 

年 在 水 分 条 件 适 宜 时 开始 迅速 生长 。 在 过 度 放牧 地 上 能 夫 量 繁 生 。 

多 雨 年 份 常 可 滋生 繁茂 ， 在 草原 上 ， 有 时 掩盖 常见 的 禾 草 背景 而 形 
成 适 于 浊 制 干草 的 植 从 。 广 泛 地 分 布 于 草原 和 荒漠 地 带 ， 是 夏 雨 型 

一 年 生 层 片 的 主要 组 成 植物 。 在 押 芒 地上， 黄 功 群落 是 植被 恢复 过 

程 的 第 一 阶段 ， 生 长 成 密 。 

饲 用 价值 ” 黄 葛 为 中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绵羊 、 山 羊 和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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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食 ， 干 精 后 乐 食 或 喜 食 。 牧 民 反 映 ， 羊 最 喜 食 ， 食 后 易 上 腰 。 乌 
与 牛 采 食 较 差 ， 青 鲜 时 稍 采 食 ， 花 期 不 食 ， 干 村 后 又 稍 食 。 在 开花 
期 浊 制 的 干草 各 各 家 畜 均 乐 食 。 内 蒙古 阿拉 善 地 区 的 牧民 ， 常 在 多 
TOE XU PIN A, HEAR FE eA Ah 
eee eee 黄 芒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118--1 

表 118 一 1 MeHWWRERAAR (%) 

# OE | ey tel | 70.58 | 64.18 | 55.75 

RoEARARRNENE. BOT, COPHREARSERE, 

在 花期 以 后 则 下 降 甚 多 ， 灰分 的 含量 较 少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18 一 

2 

118-2 ” 黄 芳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生育 期 -| KS 下 Le Nt te ee 
| ee | anes | ere | BEE | | we | Bee, 

分 枝 期 | 15.81 | 16.75 | 3.45 | 26.15 | 29.67 | 8.17 |1.26|0.49| 53.50 

PLIGHA | 10.39 | 16.12 | 5.00 

盛 花 期 | 13.13 | 12.70 | 6.83 

干枯 期 | 8.62 | 3.60 | 3.21 

28.00 | 32.51 | 7.98 |1.72/0.39 90.37 

26.78 34.07 | 6.49 |2.10/0.41 yg 

37.58 | 42.65 | 4.34 |2. 06/0. 12 0.50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 析 。 

本 种 可 作 放 牧 利用 , 在 花期 可 旭 制 干草 。 此 外 , 黄 蒿 念 株 可 提取 
芳香 油 。 世 苗 可 入 药 ， 有 消炎 利尿 作用 ， 能 治 黄 癌 性 肝炎 - 

CE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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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a sphaeroce phala Krasch. 

BG Fis.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可 达 1 米 ， 冠 幅 30 厘米 左右 , 最 大 可 过 
2 米 。 主 蔡明 显 ， 分 枝 多 而 细 ， 老 枝 外 皮 灰 白色 ， 常 条 状 剥 落 ， 当 
年 生 枝 灰白 色 、 淡 黄色 或 黄 褐色 ， 有 时 为 此 红色， 有 光泽 。 对 整齐 
RAH, —ROAARLD, BHABRARAB, K0.5—40 
2K, Hi 0.5-— 2 

毫米 ， 中 部 以 上 的 

Ny 2—3 RAAB, 

DH FEE, Ja 

脱落 ， 灰 绿色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球形 ， 
FE, ZERO AED 
成 开展 的 圆锥 花 
序 ， 总 区 直径 3 一 4 

毫米 ， 小 花 黄 色 ， 

ik, BRING, 
长 1.5 一 2 毫米 (图 

119) 

地 理 分 布 “ 白 
DOREY EES 
布 于 内 蒙古 、 陕 西 、 
宁夏 、 甘 大 等 省 
(区 ); 在 国外 ; 蒙古 
有 分 布 。 

°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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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10 一 1 9wR Artemisia sphaeiocephalu 

Krasch.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白沙 项 为 典型 的 水生 半 灌 木 ， 常 由 中 部 
分 枝 ， 枝 时 较 稀 芍 。 广 布 于 半 荒 漠 及 荒漠 区 的 流动 与 半 流 动 沙丘 
by BRAVELY. THAW PRL 
较 抗 旱 、 易 于 繁殖 等 特性 。 

BUBAT RRM (A 119-2), ERA, BRA, Th 
MRI RA, APRA PE, TAA IRATE 10 

OK, RUT SEIH 7.54%. MURS ARE 20 一 70 BOK DEH, 
成 蜜 网 ， 以 供应 生长 需要 的 水 分 。 因 此 ， 它 具有 较 大 的 吸水 面积 ， 

所 以 ， 自 然 界 常见 日 沙 世 单 株 散 生 ， 不 能 形成 群落 。 有 时 也 网 于 固 

定 水 地 , SAVES (Artemisia ordosica), [8] # X8JL(Caragara 

intermedia) SM WIR, 

图 119 一 2 Ave (He) 根系 图 
录 自 李 鸣 冈 等 ， 包 兰 铁 路 中 卫 段 腾 格 里 沙漠 地 区 铁路 沿线 固沙 造林 的 研究 ， 中 国 科 

学 院 林业 土壤 研究 所 ,林业 集刊 ， 第 三 号 ， 科 学 出 版 社 ，1960 年 。 

在 罕 夏 中 王 地区， 日 沙 草 春季 发 时 甚 早 ， 于 3 月 上 名 开始 昔 

发 ， 竺 月 中 旬 叶 出 齐 ， 7 月 下 旬 现 蕾 ， 8 月 中 旬 开 花 ， 花 期 约 半 个 

A, IAPTARRAR, 10 月 上 中 旬 成 熟 。 新 生 枝 生长 一 般 在 4 

AP, 5-7 月 为 生长 旺盛 期 ，8 月 中 旬 一 9 月 上 名 停止 生长 ，10 

月 下 旬 叶 黄 ，11 月 中 旬 落 叶 。 整 个 生长 发 育 期 为 .200 天 左 右 。 种 子 

HA, KA2 毫米 ， 成 熟 后 不 立即 脱落 ， 采 种 容易 。 种 子 千粒重 
05688 死 ， 种 子 有 胶 质 ， 遇 水 胶结 沙 粒 ， 易 于 在 流沙 上 发 芽 ， 不 被 

吹 蚀 ， 发 芽 率 可 达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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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 葛 在 沙丘 各 部 位 都 生长 ， 但 在 背风 底部 生长 最 好 在 迎风 

坡 生 长 差 。 在 丘 间 低 地 也 有 生长 ， 但 在 轻 度 盐 渍 纶 湿润 丘 间 低 地 生 

KARR. Amt 3 一 4 年 进入 壮 龄 ， 这 时 开始 大 量 结实 ，7 一 8 年 

后 生长 衰退 而 死亡 。 

Av Rak Wa KEE, TTT er ee 

还 能 正常 生长 ， 沙 埋 后 可 长 出 许多 不 定 根 。 它 县 一 定 的 抗 风蚀 能 

力 ， 但 枝叶 稀 槛 ， 蔡 秆 直立 ， 受 强烈 风蚀 时 ,， 常 因 根 系 暴露 而 死 
| } 

AVM RERAMRD ES, HbR, 4OLAKBMIE 

到 0.45% 时 才 开 始 枯死 。 就 水 分 生理 特性 而 言 ， 和 白沙 蒿 的 总 含水 量 
和 自由 水 含量 都 较 高 ， 分 别 为 227.9% 和 149% (HFM), WR 

缚 水 则 较 低 ， 为 78.8% 。 黑 沙 蒿 的 总 含水 量 和 自由 水 含量 都 较 低 ， 

分 别 为 187.2% 和 76.4% ， 而 束缚 水 的 含量 则 较 高 ， 为 110.7%， 

说 明和 白沙 葛 的 抗旱 性 较 黑 沙 葛 弱 。 白 沙 葛 的 蒸腾 强度 从 生长 期 一 开 

始 就 很 大 ， 至 6 月 初 达 最 高 峰 ， 为 57。 WE | 

逐渐 下 降 。 

平 着 能 加 速 它 的 生长 ， 据 在 宁夏 中 卫 地 区 观察 ， 不 平 茬 的 植株 

当年 生长 平均 高 为 49.1 厘米 ， 新 枝条 仅 1 个 ; 而 平 枯 的 高 度 可 达 

58.2 厘米 ， 萌 枝 4。4 个 。 

饲 用 价值 ”白沙 葛 在 半 荒 漠 及 荒漠 地 区 的 沙 区 ， 对 饲养 骆驼 与 

羊 有 一 定 放牧 价值 。 春 季 刚 萌动 时 的 枝条 ， 骆 驼 最 喜 食 ， 其 它 季 节 

乐 食 ， 对 羊 的 适口 性 基本 上 同 于 黑 沙 蒿 ， 马 与 牛 不 喜 食 。 KERB 

后 ， 白 沙 蒿 的 适口 性 提高 。 饲 料 品质 为 中 等 以 下 。 应 注意 骆驼 春季 

过 多 采 食 饮水 后 而 引起 的 肚 胀 病 ， 因 此 ， OBOE BE eB 
在 巴 骨 吉林 沙漠 、 腾 格 里 沙漠 中 ， 由 白沙 项 为 主 组 成 的 草场 : 

AAW + ie (Psammochloa villosa) 放牧 场 ;》 Av B+ Ae 

yt te Be CHedysarum scoparium) + wh # (Calligonum mon- 

golicum) 放牧 场 , FEA: D aN Wie CAgriophyllum squarros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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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实 EC ars por maim sp.), We HCStelpnolepis centiflora) , 

Wy KEE (Atraphaxis bracteata), BARK (Ephedra przewals- 

hii) 等 。 上 述 两 RMYASWS I, AEKM BR, PRB, TE 
其 在 沙漠 地 区 ， 因 恶劣 气候 和 严酷 环境 的 限制 ， 除 骆驼 外 ， 其 它 家 
BREA. , 

白沙 蒿 所 含 化 学 成 分 〈 表 119 一 1)， 蛋 白质 含量 中 等 ， 脂 肪 和 
粗 纤 维 含量 较 高 。 蛋 白质 品质 较 差 ,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KC 119—2), 

表 119 一 1 ARLE MaR* (%) 

风 ak 物 质 的 
一 一 一 | 样品 来 源 

水 分 axel 6 5 | ， 
ai ER 

“| 
一 Wien | 9. 73h LG 08 teh | 62 35. 35 | 7.80 

7 FATES | 5.21 

伊 克 昭 盟 

pe 

2.41 | 0.36 

0.76 | 0.07 ye 24.10| 38.94 | 6.41 

* PRA oon let 立定 夏 综合 考察 从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本 。 

表 119 一 2 “白沙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了 | wl PP | 5 WE EW 
区 .. aS 

> 

AB | 
se AR 

| ARR | 
esc pace 

占 原样 0.27 | 0.27 | 0.06 | 0.16 

STOR 0.28 | 0.28 | 0.06 | 0.17 
| 

。 3 月 22 日 采样 ， 现 敬一 开花 期。 
(HIKE 昭和 斯 图 MAR) 

120. 哩 = 9 Try} 

Artemisia xerophytica Kirasch.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或 小 半 灌 木 。 一 般 高 10 一 20 厘米 ， 最 高 可 

达 30 BOK, SRV SEAS, GRAN UAE; 8) Be A Se RR ZT A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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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褐 色 或 灰 褐 色 ， 由 主 蔡 上 分 出 多 数 当年 生 枝条 ， 灰 白色 ， 窗 下 
部 木质 化 ， 上 部 草 质 ， 密 被 绢 状 长 柔 毛 。 叶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深 有 裂 或 全 
裂 ， 小 裂片 条 形 ， 两 面 密 被 贴 伏 的 绢 毛 。 头 状 花 序 钟 状 或 近 球形 ， 
直径 3 一 5 毫米 ， 下 垂 或 价 斜 ， 在 枝 端 排 列 成 狭 座 或 扩展 的 圆锥 状 ; 

小 花 黄色 ， 管 状 ， 花 托 凸 起 ， 有 长 柔 毛 〈 图 120)。 
IES BD | | 

布 不 广 ， 在 我 国 仅 分 布 Pig TE 
在 内 蒙古 中 、 西 部 〈 锡 ye 

林 郭 勤 盟 西北 部 、 乌 兰 AN 人 
察 布 盟 最 北部 、 伊 克 要 MW tele BP 
盟 西 北部 、 巴 彦 淖尔 盟 A WS el 

和 阿拉 善 盟 大 部 ) FHA 
北部 边缘 、 甘 肃 西北 部 、 

最 西 分 布点 止 于 甘肃 马 

Hil; ZEB, RAB 

部 戈壁 地 区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旱 蒿 是 强 旱 生 植 
wh, ERB, MRP 
FERIK, Ri ATA 100 

厘米 以 上 ， 利 于 吸收 蕊 

漠 或 半 荒 漠 地 区 少量 降 图 120 S#§ Artemisia rerophytica 

Kk, SEERADSS, Krasch. 

常 因 前 一 年 秋季 降水 多 

少 而 异 。 前 一 年 降水 少 或 当年 雨水 来 得 迟 ， 则 枝条 萌发 量 显著 减少 。 

BBE ASS PB) Wi ah BEAL AE “ARERR” RAS. 

FLEG Sp SLANE 很 相似 ， 得 冷 鞠 桂 枝 术 质 化 程度 较 低 ; 主要 分 时 

布 在 草 诛 地 区 。 旱 贰 可 以 看 做 是 冷 贰 在 更 干旱 地 区 的 蔡 代 种 。 

© 402° 



日 芝 集中 分 布 在 我 国 荒漠 地 带 ， 适 应 降水 幅度 为 50 一 180 3S 

米 。 在 蒙古 高 原 中 部 ， 它 稍 进入 荒漠 草原 地 囊 ， 在 那里 它 的 高 度 和 

木质 化 程度 较 低 ， 而 在 荒漠 带 它 可 以 长 成 高 达 30 厘米 的 半 灌 木 。 

对 土壤 基山 要 求 较 严 ， 喜 疏松 的 沙 质 土壤 表土 材 沙 长 势 最 

佳 , 也 能 适应 一 定 程 度 的 砂砾 质 化 ,但 对 烙 质 或 盐 碱 化 土壤 出 避 之 。 

时 蒿 很 少 单独 形成 草场 ， 多 与 其 它 芒 漠 灌 木 混 生 在 一起， 成 为 

伴 主 种 或 次 优势 种 , 较 常 见 的 草场 类 型 有 沙 碗 一早 葛 、 编 刺 一 旱 蒿 、 

泡 泡 刺 一 旱 蒿 等 。 在 荒漠 草原 带 它 出 现在 砂砾 质 和 沙 质 小 针 茅 草原 。 
wie: 4A, 5 ALB, Fa 

发 当 的 新 枝条 ,7 月 底 或 8 月 初 为 生长 旺季 ; WIE. BIR 
SO ALM, 而 后 为 果 期 ， 头 状 花 序 一 直 保 留 到 10 Ak, BR 
后 ,叶片 脱落 ,冬季 在 细 枝 上 仍 能 保留 一 些 得 缩 的 营养 枝 , 残留 较 好 。 
ABM AANA RARELY “OH” 之 称 。 

BOM, SHREBA, HRUHKMBETER, SERRA 
wt, BSAME. RA, SECREWRSEA. KERR AR 
B, BBR CAMTGAN, LKSRPMRKYAARAE 
养 物质 (E20), RHTOER, EGY BHR, 能 保持 一 
EMS, LIBRA. ESRB, WA, Bl WER 
食 最 高 ， 牛 稍 次 之 。 羊 四 季 喜 食 ， 夏 秋 食 其 花序 和 果实 ， 冬 季 食 嫩 
年 枝 ， 儿 乎 达到 嗜 食 地 步 。 骆 驼 也 非常 喜 食 ， 马 则 沿 着 木质 化 的 主 
3, JET, 

2120 旱 蓄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iy 风 4 物 质 
人 

misc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repeat anal 粗 灰 分 | 45 |B 
aa | | fe ee 

BEN | 11.49 | 22.06 | 6.45 | 19.50 | 42.42 8.57 0.22 0.37 

结实 期 | 9.73 14.37 | 3.64 | 31.94 44.08 5.97 pane 一 

干枯 期 | 11.48 | 11.68 | = | a Se - | 7 ” 

© SA MER HA SEA Be Bebb A A A H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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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蒿 适口 性 好 ， 营 养 价值 高 ， 角 这 应 荒漠 。 半 蕊 漠 的 恶劣 自然 

KR. WRIA, HURRY. 

121. 刺 JL 

Cirsium segetum Bunge 

别名 ANB.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曹 本， 高 20 一 一 50 BK, RKEK, BBW, 

AAWR, FEMA 

IRB, A BH Bl 

针 形 ， 长 7 一 10 BK, 

1.5—2.5 BOK, 56 Sia Bi 

尖 ， 基 部 模 形 或 圆 形 ， 全 

AMARA, AR), Wi 

Hi RS PZ RB. AUK 

花序 单 生 于 茎 项 ， 肉 雄 录 

株 或 同 株 ， 总 苞 片 多 层 ， 

顶端 长 从 ， 具 刺 ; 管状 花 ， 

yer fa, BERTH KB 

形 ， 冠 毛 羽 状 〈 图 121)。 

地 理 分 布 “ 刺 儿 沫 分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 国外 在 朝 

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LR PAM, TF 

ial PEA SB ic Hh. pi 
ey A} 121 RJL3Cirsium segetum 

Meo. EERE, Wie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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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杂 草 ; 花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A. 

饲 用 价值 “ 幼 嫩 时 期 羊 、 猪 喜 食 ， 牛 、 马 较 少 采 食 。 植 株 秋 后 

仍 保持 绿色 ， 仍 可 用 以 喂 猪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21。 

表 121 刺 儿 菜 的 营养 成 分 表 ”(〈% ) 

点 风 于 物 质 Eel gh si 
eoce pues mere | OR | 粗 灰分 | 钙 | 砚 

1.51 

采样 日 期 | 生育 其 水 分 

1959.6.6| 开花 | 10.30 | 12.24 | 4.16 | 20.57 | 36.50 | 16.23 0.30 

81.96 2.46 7.34 3.26 | 0.165) 0.033 0.84 | 4.14 
| 

*_ 引 自 《黑龙 江 省 野生 经 济 植物 志 )。 

刺 儿 菜 的 叶 有 硬 刺 ， 茎 秆 木质 化 后 粗 硬 ， 利 用 期 为 5 一 ?7 月。 时 

期 供 放牧 ， 或 带 根 采 回 ， 去 掉 泥 土 ， 径 切 碎 生 饲 喂 猪 或 做 青贮 料 ， 

FER at, ARUP, WHA HE. BPR MAKES 

BRED. HEERMRAYAA. i ae gi i 炒 

食 、 oa dle 

站 (FRB KER) 

122.248 WH 4g 

Filifolium sibiricum CL.) Kitam. 

别名 PAA. APE. KE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5 一 60 BK, ERA, BRE 

或 数 个 ， 直 立 ， 无 毛 ， 基 部 密 被 褐色 纤维 枯 叶 闽 。 基 生 叶 较 大 ， 有 

长 柄 ， 二 至 三 回 羽 状 全 裂 ， 裂 片 条 形 或 丝 状 ;， 茎 生 时 较 小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 在 枝 端 或 荃 顶 排列 成 复 锌 房 状 ， 总 苞 球 形 或 半球 形 ， 直 径 

4 一 5 EK, BRAWE, Hi, K1.8—2.5 SK (A 122)。 

地 理 分 布 ” 线 叶 菊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内 蒙古 及 河北 (北部 》 等 

地 区 国外 在 蒙古 北部 、 苏 联 〈 东 西伯利亚 、 外 贝加尔 地 区 ) 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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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线 叶 菊 是 多 年 生 轴 根 软 草 加 

北 和 内 蒙古 地 区 ，.5 月 中 、 下 旬 开 始 萌动 ,7 局 开花 ， 8 ALAR 

实 成 熟 。 9 月 中 、 下 名和 霜冻 来 临 ， 瘦 果 脱 落 ， 叶 片 变 红 ， 植 株 开 始 

Hi Bo 

厘米 左右 ， 侧 根 较 发 达 。 
线 时 菊 属 于 温带 而 

寒 的 中 旱 生 多年生 草 
本 ， 性 喜 湿 润 ， 能 耐寒 
冷 ， 为 山地 草原 的 重要 
建 群 种 。 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 线 叶 菊 草 原 是 分 布 
广泛 的 优势 群 系 ， 见 于 
低 山 丘陵 坡地 的 上 部 及 
顶部 ， 在 典型 草原 地 带 
则 限于 海拔 较 高 的 山地 

RABE. 

线 叶 菊 的 自然 更 新 

ERENT RM, 

它 在 我 国 东 

根系 不 发 过 。 在 山地 及 丘陵 石 质地 上 ， 主 根 仅 可 伸 六 土 中 30 

于 7 一 8 HWE Ble PNY 
后 出 现 大 量 线 叶 菊 幼 

苗 ， 但 保存 率 很 低 ， 绝 

大 多 数 幼苗 越冬 之 前 死 

亡 。 个 体 发 育 十 分 缓慢， 

一 般 在 15 一 20 年 后 ， 

才 首 次 开花 结实 。 据 报 

道 ， 线 叶 菊 的 寿命 最 长 

* 406 

122 ” 线 时 菊 Filifolium sibiricum 

(L.) Kitam, 



iad 

可 达 130 年 以 上 。 

饲 用 价值 ” 线 叶 菊 为 中 等 或 劣 等 饲 用 植物 。 青 鲜 状 态 一 般 不 为 

家 畜 所 采 食 。 当 秋季 和 霜冻 后 ， 植 株 变 成 红色 或 暗 褐色 时 ， 马 、 羊 才 

开始 采 食 。' 冬 季 和 早春 家 畜 也 不 乐 食 。 枯 草 期 的 蔡 叶 非常 脆弱 ， 易 

于 折 碎 ， 因 而 不 宜 调 制 干草 利用 ， 利 用 率 较 低 。 

P 植株 质地 较 粗 糙 ， 营 养 价值 低劣 ， 在 营养 期 内 虽 含有 较 多 的 粗 

蛋白 质 ， 狂 纤维 含量 也 低 ， 但 因 适 口 性 差 ， 显 得 品质 低劣 。 霜 后 ， 

植株 呈 红 色 时 ， 适 口 性 才 有 所 改善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2。 

表 122 线 叶 菊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 ae 物 质 

| 租 重 自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窒 克 分 | 钙 | a 

营养 期 9.89 | 13.33 0.82 | 18.99 48.08 8.89 1.81 0.41 

孕 草 期 | 12.72 | 13.74 83.56 | 21.52 40.93 7.53 1.29 0.29. 

结实 期 | 13.23 7.95 5.50 | 24.62 39.88 8.82 1.02 0.21 

干 粘 期 中 10.05 | 2.24 | 2.88 | 40.18 | 40.79 | 3.86 | 1.47 | 0.25 

© 中 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Ca RH) 

123. 阿 尔 泰 狗 哇 花 

Heteropappus altaicus (Willd.) Novopokr. 

别名 , 阿尔 素 紫 萄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40 厘米 ， 全 株 被 弯曲 PS 
i AA, ESHER, PI. MBER, BAB. ARK 

q : Bm. peEee air B, K2.5—10 厘米 ， 宽 0.7--1.5 BK, 4 

端 尖 或 钝 ， 基 部 模 形 ， 全 缘 。 头 状 花序 单 生 枝 端 或 排列 成 伴 房 状 ， 
直径 2 一 3 厘米 ;总 苞 片 革 质 ， 天 状 花 淡 蓝 紫 色 ， 管 状 花 黄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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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有 5 裂片 ， 其 中 有 1 裂片 较 长 。 罕 采 长 圆 状 倒 多 有 形 呈 范 毛 污 白 名 

或 红 褐 色 ， 糙 毛 状 〈 图 123) 。 

HHIESFH PYAR SIME TED TRB RIAL, Bat, Wee, 

西 、 湖 北 、 四 川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 西 藏 等 地 〈 区 )3 Seer. DEK 

(西伯 利 亚 及 中 亚 地 区 )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阿尔 么 狗 哇 花 为 多 年 生 轴 根植 物 。 在 内 

蒙古 地 区 ，5 月 开始 生长 ，7 月 初 开始 孕 昔 ,，7 月 来 至 3 男 初 开花， 

8 月 末 结 实 ，9 月 初 果实 成 

熟 ，9 月 中 名 地 上 部 枯黄 。 

BADR. BAR, EE 

BARES t ht, ER 

入 土 深度 仅 达 20 厘米 左右 ， 

侧根 较 发 达 。 

阿尔 泰 狗 哇 花 属于 温带 

中 早生 多 年 生 草 本 。 能 耐 干 

旱 。 据 观察 , 在 极端 干旱 的 收 

季 ， 其 他 多 种 植物 已 呈 柯 足 

状态 ， 而 此 种 植物 仍 保持 绿 

色 ， 并 能 开化 。 再 生性 鸡 ， 

Beit BOE AR HR Ae 

漠 草 原 、 于 草原 和 草 旬 草 原 

地 带 ， 为 重要 的 草原 伴生 植 

wy, EVO, A. ae 

及 村 舍 附 近 等 处 也 能 生长 。 

饲 用 价值 ”阿尔泰 狗 哇 

HASSAN. ABM 

采 食 其 一 部 分 。 在 生长 对 期 ， 图 123 阿尔 泰 狗 哇 花 —Heteropappus 
山羊 及 绵羊 乐 食 其 嫩 梳 叶 ， altaicus (Willd.) Novopokr. 

+ 408 ， 



纺 羊 喜 宜 其 花 。 开 花 后 地 上 部 分 允 驼 均 爱 采 食 ， 牛 及 蕊 则 不 乐 食 。 
干 类 后 羊 乐 食 ， 其 它 家 畜 也 采 食 。 

所 报道， 在 内 蒙古 地 区 测定 的 阿尔 泰 狗 哇 花 的 可 食性 系数 如 表 
123—1, 

123-1 阿尔 泰 狗 哇 花 的 可 食性 系数 表 ”(〈% ) 

~ 58.24 i = - 40.0 | 57.54 | 54.83 

© 内 蒙古 农 笋 学院 测定 。 

据 分 析 ， 阿 尔 泰 狗 哇 花 的 化 学 成 分 中 ， 粗 蛋白 质 、 粗 脂肪 及 无 
氨 浸 出 物 的 含量 均 不 低 ， 但 通常 在 青 锋 时 家 畜 不 喜 食 ， 而 在 干枯 后 
则 乐 食 ， 是 由 于 其 植株 内 含有 某 些 不 适口 的 物质 或 具有 不 良 气味 所 
致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23 一 2。 

表 125 一 2 ”阿尔泰 狗 哇 花 的 从 学 成 分 碌 * (%) 

点 风 3” 物 质 

Mere ge] 8 | P| Cese rAD 
En WM\|K -分 

Hoy A 
| 

BLA Hy 10.08 | 19.74) 5.44] 35.82] 17.06 11. ular 60.08 

开花 期 16.18 | 9.29| 4。42| 32。92| 28.07| 9. 12|1.31 0.37 93.48 

终 花 期 14.27 | 11.20} 2.96) 31.11] 31.43 sa 66.00 

©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分 析 。 

CS FH) 

124. HAGE 

Ixeris dentata (Thunb.) Nakai 

AL fa) FAP SER.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60 (150) HK, BH MW,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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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基 生 叶 倒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0 厘米 ， 宽 1-4 BK, 先端 锐 尖 , 基 

部 下 延 成 叶柄 ， 边 缘 具 臣 锯 齿 或 稍 呈 羽 状 分 裂 ; SMB, ; 汶 

3_12 BK, FE 1 一 4 厘米 ， 基 部 略 成 耳 状 ， 无 叶柄 ; ARE S 

se, AME, HBR, RK 5 一 10 毫米 :外 层 总 苞 片 小 

孵 形 ， 内 层 总 苞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舌 状 花 黄色 ， 长 9 一 12 毫米 。 着 有 

盆 锤 形 ， 略 扁 ， 有 等 粗 的 纵 肋 ， 黑 褐色 ， 长 4 一 5 BK, REI 

Zk, BRR CA 124). 

地 理 分 布 沧 缘 

ESE EY i TRA \ ff 

A. ORS : 

在 国外 ， 朝 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齿 缘 若 荧 菜 的 - 

主根 粗壮 ， 根 幅 分 布 

广 。 根 部 能 产生 不 定 

芽 ， 可 行营 养 繁殖 。 

SAA, WA 

RIM, MH RAK 

eA, Tee wi es 

被 ， 可 增强 叶 表 不 透 

YE. PERM, fe 

WEE, ba AD, 

遇 适 宜 环 境 ， 即 能 自 
然 生 长 。 春 季 地 上 部 图 124 肖 缘 苦 落 菜 Tzeris dentata (Thunb.) 

分 萌生 , BRA, ti | 

生育 期 200 一 250 KoA FRE. HF. 溪 边 和 田 边 等 地 ， 

具 终 苦 英 北 性 喜 温暖 湿润 气 侯 ， 据 江西 省 牧草 饲料 试验 推 |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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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究 ， 在 水 肥 充 足 ， 月 均 温 为 20 一 28 色 时 ， 它 生长 尤为 旺盛 ， 

CX 5 一 6 次 ， 仍 可 迅速 恢复 生机 ， 生 长 繁茂 ， 而 且 具 有 一 定 的 搞 
SE, 日 均 温 为 7" 时 ， 仍 可 萌芽 。 在 地 势 低洼 , 长 期 积 水 条 件 下 ， 
则 易 发 生 腐 败 病 和 受 蚜虫 危害 。 因 此 ， 人 工 栽培 时 ， 应 选用 肥沃 、 
排灌 良好 的 土地 ， 若 在 低洼 水 田 种 植 ， 应 注意 深耕 排水 。 
AME WAGES, SOR, AAR 

MH. &. , BSRARER, HLERDWE 124,078 mF, 
亩 产 青草 达 1 万 公斤 左右 。 

表 :124 BRSRRHLF MAR (%) 

占 风 于 质 水 分 |-— RE 
me | 粗 脂肪 | mere | 2 | me 

分 本 样品 

于 草 10.58 | 42.3 | 9. 96 
| 

,5。69 | 23. 82 7.65 

BRERA BEM, 1974 年 江西 省 牧草 饲料 试验 推广 
站 进行 驯化 ， 经 过 五 年 的 栽培 繁殖 ， 现 已 大 面积 种 植 ， 并 已 推广 到 
云南、 贵州 、 上 海 等 省 市 。 

栽培 要 点 ”南方 于 2 月 间 平 均 气温 6 一 8%C 时 开始 育苗 : BH 
苗床 播种 量 1 公斤 左右 。 为 防止 早春 冻害 ， 可 覆盖 稻草 保温 。 当 幼 
WKB 4 一 5 HAO, MATAR, —ARTP PREY 24x21 厘米 ;也 
RAMS, AMER NA, SIE AAA HB, 

(LEY) 

12.6 SS # 

Sonchus oracyhyotus DC, 

i a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60 厘米， 全 株 有 白色 乳汁 。 

某 直 立 ， 有 纵 沟 棱 。 叶 无 柄 ， 宽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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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小 刺 尖 ， 基 部 稍 呈 耳 形 抱 茎 , 边缘 具 波 状 缺 刻 或 不 等 的 小 刺 尖 齿 ， 

两 面 近 无 毛 。 头 状 花 序 在 蔗 顶 排列 成 锌 房 状 ; BEAR, BAR 

2.3; FRERRG, WK, BX. BRKHOB. ER, D 

毛毛 状 ， 白 色 (A 125). 

Wie BSR 

RBA. Bb. AR. 
ARI eM; 蒙古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 阿 穆 尔 州 、 马 苏 里 

边区 、 库 页 岛 ) 朝鲜、 日 本 等 

国 ，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及 生态 学 特性 E 

SH PAM, 抗 逆 性 较 强 ， 

为 农田 主要 杂 草 ， 大 量 生 于 圭 

wi. A. BSL WAR IH. 

5 月 出 苗 , 7 一 9 月 开花 ，8 一 10 

月 结果 。 

饲 用 价值 ”本 种 为 各 地 党 

见 的 饲 用 植物 ， 在 北方 分 布 吗 

re, BORE, MAMA. MH 

SMA BREE, 尤 适 于 做 猪 、 

禽 饲 料 。 开 花期 的 茎 时 ， 质 地 

ak, SHARES. 
HALE > LAID. F125 P¥SE3Z Sonchus brachyotus DC. 

莒 获 菜 粗 蛋 白质 含量 中 等 ， 用 它 喂 猪 ， 可 节省 精 饲 料 。 还 不 易 

得 消化 系统 的 疾病 。 采 集 期 5 一 9 月 ， 割 取 全 株 ， 切 碎 生 咀 ， 也 可 

eH ) 
另外 ， 本 种 是 秋季 辅助 蜜源 植物 ， 幼 嫩 时 是 很 好 的 野菜 ， 全 章 

及 花 均 为 药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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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童 问 菜 化 学 成 分 表 (%) 

生育 期 水 | 分 : = 下 名 
aga | mw | were | 2B | mee 

OR 90.50 1.95 0.62 1.72 3.42 1.78 

th = 88.54 1.90 1.53 1.49 4.26 2.20 

aR #® 85.52 S520 | 1,10 3.02 6.19 0.65 

F t | 78.65 2.94 1.15 5.61 11.09 | 0.56 

126.78 公 3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 Mazz. 

BIZ WET. AK,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全 株 含 白 色 乳 汁 。 根 圆锥 形 。 叶 莲座 

状 平展 ， 长 圆 状 倒 披 针 形 或 倒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5 厘米 ， 宽 1 一 5 理 
米 ， 羽 状 深 裂 ， 顶 裂片 较 大 ， 戟 状 长 圆 形 ， 侧 裂片 披 针 形 或 三 角 
形 ， 全 缘 或 具 波状 齿 。 花 草 数 个 ， 多 少 与 叶 等 长 ， 上 部 密 被 蛛 丝 状 
=; SERIE, PARE, WRREBERATB, WS 
膜 质 ， 顶 端 有 或 无 小 角 ， 内 层 者 条 状 披 针 形 ， 顶 端 有 小 角 ; BRE 
黄色 。 瘦 果 倒 披 针 形 , 长 约 4 毫米 , 暗 褐 色 ， 中 部 以 上 具 刺 状 突起 ， 
mK 6 一 8 毫米 ， 冠 毛 白 色 〈 图 126) 。 

地 理 分 布 ” 薄 公 英 分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东北 ,华北 .华东 、 华 中、 
西北 、 西 南 等 地 区 ); 朝鲜 、 蒙 古 、 苏 联 等 国 也 有 分 布 。 为 一 广 布 种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花期 5 一 6 月 ， 果 期 6 一 7 月 。 本 种 适应 

性 强 ， 既 厌 早 又 耐 碱 ， 生 于 山野 ， 村 落 附近 、 山 坡 路 旁 、 沟 边 、 河 
岸 沙 质地 、 水 甸子 边 等 地 均 可 生长 。 
饲 用 价值 “蒲公英 适口 性 好 ， 特 别 猪 、 禽 极 喜 食 。 植 株 营 养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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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其 营养 成 分 见 
表 126。 

浦 公 英 出 苗 

Hi. RM, IR 

嫩 ， 整 个 植株 在 生 

育 期 内 均 可 采用 。 

wr EG AS eG ER 

1%. 7. 8. AS 

AB, AHI AY 

进 健康 的 作用 。4 一 

5 月 可 采 食 嫩 叶 ， 

te MIS BA Wi 

野菜 。 因 植株 低 , 体 - 

内 多 汁 ， 不 宣 调 制 
于 草 ， 多 用 于 放牧 

或 喂 青 。 

犹 公 英 还 可 做 

药 用 , 称 黄 花 地 丁 ， 图 126 蒲公英 全 arazaczmm mongolicum Hand, 

有 清热 解毒 的 功 Mazz。 

效 ， 有 良好 的 抗 感染 作用 ， 亦 为 缓和 轻 演 剂 。 
表 126 ”蒲公英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eT RET 
RAAB | 生育 期 | 水 分 tte PEAR AP 

mea lameps nee | Bates] ae | we 

开花 期 peek i 草 

结实 期 % 

I 

P| 

ty 
: ¥y, 

x 
人 2 - 

: 

: 人 
| { 

¢ 

EY 

Wt 

一 

1959.6 9.10) 20.07 37.21) 13.56) 0.96 

1959.6 87.99} 2.65 1.84) 4.93) 1.79) 0.12) 0.02 

5.85) 1402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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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 Chenopodiaceae 

127.06 OU 

Agriophyllum squarrosum (L.) Mog. 

Ne Dk. BAT.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草本 ， 高 20 一 100 厘米 。 幼 时 全 株 密 被 分 枝 

毛 ， 后 脱落 。 尘 直立 ， 坚硬， 多 分 枝 。 叶 互生 ， 无 柄 ， 披 针 形 至 条 
Je, Kis 厘米 ， 宽 4 一 10 毫米 ， 先 端 浙 尖 ， 具 刺 尖 ， 基 部 渐 狭 ， 
全 缘 ， 叶 脉 凸 出 ，3 一 9 条 。 花 序 穗 状 ， 无 总 梗 ， 通 党 1] 一 3 个 着 生 

FIR: BARONE, HR, AR, MR, BR I 
3, AR: #R 2-3; TRB, Hk 2, WRB, WOR, 
ERS), SEMA, BARBRA DR, HMA 
1A; 种 子 圆 形 、 局 平 〈 图 127—1), 

地 理 分 布 “ 沙 茵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及 河南 、 西 藏 等 
地 区 ; 蒙古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和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茵 是 一 种 耐寒 、 耐 旱 的 沙 生 植物 ， 是 

亚洲 大 陆 干旱 一 半 王 旱地 区 各 种 类 型 的 流动 、 半 流动 及 固定 沙 地 上 
的 一 个 广 布 种 ， 是 流沙 上 的 先锋 植物 。 浅 根性 ， 主 根 短小 ， 侧 根 细 
长 ， 向 四 周延 伸 ， 多 分 布 于 沙 表层 〈 图 127 一 2)。 

据 报道 ， 沙 茵 侧根 有 时 达 8 一 10 米 长 ， 密 布 于 5 一 40 厘米 的 沙 
层 中 ， 犹 如 丝 网 ， 根 长 往往 超过 株 高 数 倍 到 数 十 倍 ， 在 干旱 之 年 这 
种 差异 更 为 悬殊 。 

据 在 鄂尔多斯 地 区 观察 ， 沙 茵 4 AKAN AL ee 

* 415 



动 ， 发 芽 出 土 ， 到 5 月 

中 名 一 6 月 初 为 幼苗 

期 ，6 月 中 一 8 月 初 为 

分 枝 期 ，8 月 中 一 9 月 

初 为 开花 期 ， 9 月 中 一 

9 月 下 名 为 乳 熟 期 ， 10 

月 初 为 晴 熟 期 ， 此 后 植 

株 开 始 枯黄 死亡 。 生 长 

期 为 130 天 左右 。 每 当 

遇 雨 后 能 出 现 大 量 的 新 

生 幼 苗 。 从 物候 学 特点 

分 析 ， 季 节 对 沙 蓬 的 影 

响 极 强 ， 如 它 的 开花 

期 集中 而 短暂 ， 只 有 

15 一 20 天 时 间 ， 每 日 在 

9:30 一 12:00 时 开花 ， 

适宜 温度 16—23°C, #4 

对 湿度 50 一 40% 13 
时 以 后 开花 很 少 ， 8 月 图 127—1 Cake elk > squarrosum 

Vint A LIFE, BAGS 

图 127—2 weRnAA 
此 图 引 自 李 鸣 冈 等 ， 包 兰 铁路 中 卫 段 腾 格 里 沙漠 地 区 铁路 沿线 固沙 造林 的 研 究 ， 中 

国 科 学 院 林 业 土 壤 研 究 所 ， 林 业 人 集刊， 第 三 号 、 科 学 出 版 社 ，1960 年 。 

果 。 如 在 8 月 中 旬 播 种 , 仍 能 完成 其 发 育 阶段 。 开 花 和 种 子 成 误 的 次 

序 是 先 从 茎 部 花序 开始 后 及 顶端 。 种 子 成 铝 时 ， 梳 时 枯 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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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 子 成 熟 度 高 ， 千 粒 重 1 3 克 。 在 室内 温度 17—22°C% FF, 

”发 芽 率 高 达 91% 。 沙 蓬 种 子 保存 长 达 SAW, WHA A RH RE 
力 。 繁殖 率 高 ， 种 子 结 实 量 大 ，-- 株 正常 生长 发 育 的 沙 共 ， 产 子 量 
为 8000—15000 粒 ， 种 子 细小 ， 易 脱落 ， 借 风力 传播 面 广 ， 天 然 下 
种 范围 远 可 达 500 米 以 上 或 更 远 的 地 方 ， 种 子 被 沙 埋 后 ， 遇 雨 即 能 
迅速 发 芽 生 长 ， 先 扎根 后 出 芽 ， 出 土 15 天 时 主根 长 达 11.3 厘米 ， 
而 箱根 长 3 BOK, MEM 2-3 厘米 高 ， 不 到 根 长 的 三 分 之 一 。 
沙 茵 幼苗 期 根系 生长 决 , 有 利于 在 流沙 上 定居 ,是 适应 干旱 生境 的 重 
要 特征 ;二 3 | 

. 沙 蓬 多 野生 于 新 月 形 沙丘 的 较 低 部 位 及 丘 间 低地 ， 通 常 伴随 沙 
HX, BYE. SERBRARSRERVY MSA, ANAM 
形成 单纯 的 群落 , 或 仅 有 少量 其 他 沙 生 植物 挫 入 。 

沙 莲 喜 生 于 流沙 和 退化 的 沙 质 地 。 水 分 对 沙 茵 的 生长 影响 很 大 ， 
生长 高 度 因 水 分 条 件 变 化 而 不 同 。 在 干旱 之 年 它 几 乎 不 发 育 ， 植 株 
EN, BEAM 3 一 10 厘米 ， 种 子 不 成 熟 或 不 饱满 ， 所 以 有 人 称 
它 为 “躲避 干旱 的 植物 ”， 而 在 雨水 较 丰 富 之 年 生长 发 育 良好 ， 结 实 
丰富 ， 株 高 达 工 米 。 遇 雨 后 快 速 猛 长 ， 短 时 间 内 即 能 完成 生活 史 周 
Wo 每 当 雨 季 来 临 后 ， 则 为 其 生长 分 枝 的 高 潮 ， 在 流动 沙丘 上 成 片 

生长 于 :形成 一 片 绿色 背景 。 

据 在 甘肃 临 泽 地 区 研究 ， 沙 茵 气孔 为 无 规则 型 ， 填 表皮 气孔 表 

WA W569.0458.1 平方 毫米 ,下 表皮 气孔 表面 积 为 598。1 土 29。0 平 

” 方 毫 米 ， 叶 两 面 均 有 气孔 分 布 ， 上 表皮 为 142.7 个 平方 毫米 ， 下 表 

RA 115.2 个 平方 毫米 。 在 石 质 坡 、 戈 壁 和 流沙 上 ， 自 然 生 长 的 沙 

2. OBR. CUSLHPRDT, VERRAN, 密度 最 大 。 

它 的 蒸腾 强度 也 最 犬 〈0. 50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因 此 ， 它 的 抗 

时 性 ， 是 久 强 烈 的 蒸腾 作用 去 适应 沙 面 高 温 ， 使 它 免 受 灼 伤 。 

饲 用 价值 ” 沙 功 在 荡 漠 及 荒漠 草原 地 区 ， 是 重要 的 饲 用 植物 。 

骆驼 终年 喜 食 ， 有 些 牧民 认为 是 骆驼 的 催肥 牧草 之 一 ， 山 羊 、 编 羊 

“证 直 (下 



仅 采 食 其 幼 嫩 的 茎 叶 ; 牛 和 尝 采 食 较 差 ， 也 仅 吃 幼 嫩 部 分 。: 开 和 花 后 

适口 性 降低 ， 各 种 家 畜 不 食 或 少食 。 于 顶 后 骆驼 、 兰 仍 采 食 。 利 子 

可 作 精 料 ， 补 饲 家 畜 ， 或 磨 粉 后 熬 成 糊 状 ， 作 为 幼 畜 的 代 乳 品 。 冬 

季 植 株 保 存 不 良 ， 因 于 枯 的 植株 较 脆 弱 ， 易 折断 。 沙 蓬 的 群体 如 不 

遭 扰 动 ， 则 保存 较 好 。 安 季 为 牲畜 主要 采 食 牧草 。 若 8 月 开花 以 前 

XI ATH, Rie. AIMS, KADRARER. 

沙 蓬 产 草 量 视 当 年 的 降水 情况 波动 很 大 。 降 水 量 多 之 年 ， 产 量 

高 。 在 毛乌素 沙 地 测定 ， 不 同 大 小 的 株 丛 产 草 量 相差 甚 悬殊 CE 

127 一 1) 。 按 面积 测定 , 在 沙 莫 生长 集中 处 , 20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 鲜 重 

19.5 公斤 ， 风 于 重 5.25. 公斤， ; 折 亩 产 和 干草 175 公斤 。 

表 127 一 1 沙 落 不 同 株 从 的 产 草 量 对 比 表 

| Kis | 中 株 Ny BR 备 注 

w+ 826.7 383.3 | 8.3 表 内 数据 均 为 3 株 

sige 191.7 86.7 3。3 平均 值 ， 平 年 8 月 测定 

从 营养 成 分 看 GE 137 一 2)， 沙 茵 含有 中 等 或 中 等 以 上 的 蛋白 
质 和 相当 高 的 灰分 ， 在 生育 早期 ， 胡 萝卜 素 的 含量 较 丰 富 。 同 其 他 
牧草 比较 ， 沙 医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比较 低 ， 而 异 亮 氨 酸 和 组 氨 酸 的 
含量 为 中 等 CE 137 一 3) 。 从 内 蒙古 的 分 析 资 料 看 ， 沙 建 种 子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粗 蛋 白 和 脂肪 ， 两 者 分 别 占 风 于 物 的 21.25% 和 6.09%, 

表 127 一 2 Wet SMa R* 

ff 风 于 物 mm <%) 

水 “分 | 租 蛋 身 | 相 脂 肪 | 粗 纤维 天 市 着 | 家 灰分 | 钙 | me | Glee POR 
| 

eg 9.74] 3.91] 34.67, 23.52) 16.97) 0.49) 0.64 32.50 

9.42) 18.64) 1.99) 23.46) 27.08) 19.41) 3.27; 0.56 5.57 x 

实 6.71] 13.82) 2.15) 27.03} 36.50] 13.79} 2.12 “i 

*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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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7 一 5 PRUBASBRMAR (%) 

0.57; 0.47; 0.06) 0.47; 0.85) 0.46 0.61 0. | 0. 26 

0.61; 0.50; 0.06; 0.50) 0.91) 0.49) 0.71); 0.28) 0.65 

VEARE-HEE AY, BRAVERY, HIDE 
有 一 定 意义 。 沙 区 农 收 民 常 采 收 其 种 子 加 工 成 粉 ， 人 畜 均 可 食 。 利 
子 可 作 药 用 ， 能 发 表 解 热 ， 主 治 感冒 发 伐 、 肾 炎 。 

(RIF MEM WieMAD) 

128. SAT EAC 

Anabasis brevifolia C. A. Mey. 

别名 x8 4B. 

形态 特征 “小 半 灌 木 ， 高 5 一 20 BK, BS, VERS 
对 发 自 小 枝 顶 端 ， 通 常 具 4 一 8 节 ，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有 少数 分 枝 ， 节 

间 平 滑 或 有 乳头 KE RAB, 半圆 柱状 ， 长 3 一 8 8%, 
1.5 一 2 毫米 ， 开 展 并 向 上 弧 曲 ， 先 端 钝 或 锐 尖 ， 有 半 透 明 的 短 刺 

尖 ， 叶 基部 合生 成 靖 ， 腋 内 生 绵 毛 。 花 两 性 ， 单 生 叶 腋 ， 有 时 叶腋 
内 同时 具 含 2 一 4 EM, WATE, DER; RH 
5, WG, dH 3 片花 被 的 翅 肾 形 或 近 圆 形 ， 内 轮 2 HMR 

小 ， 圆 形 或 倒卵形 。 胞 果 孵 形 至 宽 OI, Ky 2 2% (图 128)。 
地 理 分 布 ” 短 叶 假 木 贼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古 西部 、 宁 夏 、 甘 肃 - 

西部 和 新 疆 北 部 的 草原 化 荒漠 地 带 和 荒漠 地 区 ， 在 国外 ， 蒙 古 和 苏 
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得 叶 假 木 贼 主根 粗壮 ， 黑 褐色 ， 据 在 内 

蒙古 达 茂 旗 观 测 ， 主 根 长 15 一 20 厘米 ， 根 直径 3 一 4 厘米 ， 从 主根 

° 《19。 



上 分 出 5 一 10 & i 

HR, BAR MPAA 

RE, KA 50 厘米 左 

右 ， 由 主根 或 测 根 上 

又 长 出 许多 纤维 根 ， 

借以 吸取 有 限 的 养分 

和 水 分 来 维持 生命 ， 

适应 恶劣 的 于 RH 

境 。 根 幅 一 般 60 J 

米 左 右 ， 地 下 部 分 生 

长 远 远 超 过 地 上 部 

分 ， 表 现 出 干旱 元 淖 

区 植物 的 特征 。 

短 叶 假 木 贼 根系 

浅 ， 此 因 其 发 育 与 大 

气 降水 具有 密切 的 关 

Rm EA RHE 

RRs PEO 33 ” 图 128 短 叶 假 木 贼 Anabasis brevifolia 

于 旱 年 份 它 的 生长 颇 o: Oa aeeys 

SR. RUA 

Gwe, SRR, Akt, <EHSRR, AMBRE 

PE AR 
i BL 7K RE EAD BME, St. DURA ATR, REE” 

长 在 石 质 荒漠 最 严酷 生境 中 。 在 大 面积 岩石 裸露 ， 匾 漠 漆 皮 明 显 ， 

儿 乎 看 不 到 其 它 高 等 植物 生长 ， 只 有 少量 的 合 头 草 Cympegma 

regelii) 与 其 伴生 。 

在 内 蒙古 阿拉 善 北部 ， 哲 济 纳 旗 西部 的 干燥 石 质 低 山 残 后 上 构 

成 稀疏 、 低 铸 的 群落 或 零散 生长 在 石 强 、 干 酒 小 沟 里 ， 其 盖 度 小 于 

° 4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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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oo. 

1%, PEASPA PREITY AEIE, MTZ A Ae Sh ED ME ACHR A Be Be 
场 ， 平 均 盖 度 为 1—3%, EMP HRK, AAMAS By) BE AK -- 

He, 7A RAT ARE A ie RR, RE ER BRR) 
WK BM AMIB4 BIE BR FH (Cleistogenes songonica), vb +: §F 

# (Stipa glareosa) 、 蒙 古 韭 (Allium mongolicum), WiR—, 

—FERMBE (Artemisia scoporia) 等 ， 盖 度 可 达 69% 左右 。 

在 新 疆 主 要 分 布 于 东部 的 玛 依 尔 东 坡 、 博 格 达 山 南 蔓 和 艾 比 湖 . 

盆地 南 缘 的 干旱 低 山 、 洪 积 冲 积 平原 、 沟 谷 等 地 。 并 以 它 构成 优势 
建 群 种 ， 总 盖 度 为 5 一 10% 。 在 海拔 1400 一 1600 米 的 于 旱 低 山 ， 

SE AER AS OU EG > AZ SESE. ART SESE. ERA AR. SERA, HES 

RR (Asterothamnus poligolins) 一 起 ， 形 成 以 它 为 背 景 的 草 

原 化 元 漠 ， 总 盖 度 10 一 15% 。 

BARE AM RARGOR RE, BeOS RE, LUT 

MaRBR. 4. FEE. FURR. ZGRARRMKRRH=K 

DRAB (ADMREAAH,. RR) 。 但 在 春季 ， 当 年 的 枝条 

长 出 3 一 4 节 时 ， 采 食 该 草 易 引起 遥 胀 病 ， 严 重 能 造成 死亡 ， 因 此 ， 

这 个 村 期 不 宜 在 短 叶 假 木 贼 草场 放 救 。 

据 调 查 ， 在 春季 ， 骆 驼 长 期 在 短 叶 假 木 贼 草场 土 放 牧 ， 会 加 速 

春 乏 ， 志 及 峙 将 畜 群 转移 到 有 由 禾 草 〈 沙 生 针 茅 等 ) 组 成 的 草场 上 

WR, RRR, PITTI Ra, BRE, ot 
假 本 贼 是 灰分 型 的 牧草 ， 而 沙 生 和 东方 针 茅 为 低 灰 分 高 所 型 牧草 。 

放牧 实践 证 明 ， 在 性 畜 季 市 性 的 类 群 组 份 中 ， 土 述 两 种 不 同 草 群 成 

分 组 成 的 草场 具有 不 同 的 生产 生态 致 应 。 因 此 :为 提高 短 叶 假 木 屿 

的 利用 率 ， 必 须 配 合 以 禾 草 为 主 的 草场 ， 这 样 ,才能 解除 竹 畜 春 乏 ， 

恢复 体质 。 

短 时 假 木 贼 产量 不 高 ， 一 般 鲜 草 每 亩 产 .50 一 100 公斤 。 

据 从 内 蒙古 采样 的 化 学 分 析 〈 表 128) 得 叶 假 木 贼 早期 粗 BA 

质 含 量 较 高 ， 生 长 后 其 下降; 无 氮 浸 出 物 在 全 生育 期 均 较 高 :新鲜 

”421。 



#128 BHRAMHS RD (%) 

Gf Rh AR BEER 生育 期 水 分 | ; 
| ear 

6.15 | # 期 8.90 | 17.65 2.14] °° 9.88 | 50.46 19.87 

营养 期 | 6.96] 15.56] 3.18] 12.94] 48.01] 20.31 

花 后 期 | 5.84] 11.64] 0.99] 14.62 | 49.77] 23.00 
结实 期 6.58| 5.29|1 1.96] 19.27 | 42.93 30.55 

+ a 5.68 3.75 0.84 |. 12.45 | 48.47 | 34.49 

HARASit, ATARAA EARS BRK Ae RD, 

它 是 一 种 富 含 灰分 的 植物 ， 生 长 末期 尤为 明显 ， 瑟 eter nee 

AR A 

i 

3 (HI LL: sy 8 

129. fal AASe 

Beta vulgaris L. var. i:utea De. 

BIZ AIS. =a 
形态 特征 ”二年生 草本 。 员 租 天 的 块根 生长 第 二 年 负 花 要， 

高 可 达 1 米 左右 。 根 出 丛生 叶 ， 具 长 柄 ， 旦 长圆 形 或 卵 圆 形 ， 全 缘 

旦 波状 ;， 茎 生 叶 菱形 或 孵 形 ， 较 小 ， 叶 柄 短 。 圆 锥 花序 大 型 ，: 花 两 

性 ， 通 常 2 个 或 数 个 集合 成 腋生 簇 ， 花 被 片 5， RRM, WR 

实 ， 生 于 肥厚 的 花 盘 上 ， 胞 果 ， 生 产 上 称 为 种 球 ， 每 个 种 球 有 3 一 

4 个 果实 ， 每 果 工 粒 种子 ， 种 子 横生 ， 双 凸 镜 状 ， 种 皮革 质 ， 红 神 
色 ， 具 光亮 (A 129) 。 

同 用 大 来 的 根 形 、 颜 色 随 品 种 而 异 ， 按 块根 开交 可 分 下 列 用 站 

类 型 。 
1. 圆柱 形 品种 ， 分 黄色 和 红色 根 ， 块 根 的 大 部 分 露 于 地 上 ， 人 很 

容易 收获 。 

2. 长 棋 圆 形 品种 ， 根 为 红色 ， 根 肉 粉红 色 。 块 根 的 四 分 之 一 或 

° 422° 



三 分 之 一 露 于 地 面 。 
3. 球 形 或 圆 形 品 种 ， 根 为 

”橙黄 色 ， 根 肉 为 白色 。 根 较 大 ， 

常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露出 地 面 。 

4。 圆锥 形 品 种 : :为 半 糖 用 

品种 。 根 白色 或 玫瑰 色 ， 形 似 

糖 用 甜菜 。 根 五 分 之 一 至 六 分 

之 一 露 在 地 面 上 。 这 类 品种 比 

较 抗 旱 。 
目前 在 我 国 栽培 的 主要 有 

“ 西 牧 755” 品 种 〈 从 波兰 引 

进 ， 原 名 “Mars?), 根 形 是 长 

MH, Bae, RAR 

ee ee Ce eee 
分 之 一 在 地 下 。 叶 脉 为 淡 紧 红 

fi; “BEBE 756” 品种 〈 从 苏 联 

引进 ， 原 产 德国 )， 根 形 圆柱 

状 ， 黄 色 ， 根 内 淡 黄 白色 ， 约 

四 分 之 一 或 更 少 在 地 下 。 叶 脉 

淡 黄 色 。 

图 129 ‘aR RHSE Beto vulgaris Tis 

var. lutea De. . 上 

卫 动 还 分 布 “ 伺 用 甜菜 在 我 国 南北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东 北 、 华 北 、 

培 。 

西北 等 地 种 植 较 和 多， 广东、 湖北、 湖南、 江苏、 四 川 等 省 也 有 坟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饲 用 研 菜 对 温度 的 要 求 ， 在 种 子 萌发 时 

为 6_8qC， 功 苗 在 子 时 期 不 耐 供 ， 一 直到 真 叶 出 现 后 抗 寒 力 逐 渐 

Hak, HRW 4— - 6%C 的 短暂 低温 。 生 长 最 适宜 的 温度 为 15 一 

25°C, | 

MAREK, WERE, EBL. VL, RAR 
° 423 ° 



是 的 水 、 肥 时 ， 可 获得 高 产 ， 单 株 块 根 重 可 达 6 一 7.5 公斤 。 在 轻 

度 盐 渍 化 土地 上 也 可 种 植 ， 但 产量 不 高 。 

饲 用 价值 ” 饲 用 甜菜 是 秋 、 冬 、 春 三 季 很 有 价值 的 多 汁 饲料 ， 

它 含 有 较 高 的 糖分 、 矿 物 盐 类 以 及 维生素 等 营养 物质 ， 其 粗 纤维 含 

量 低 ， 易 消化 〈 见 表 129—1, 129—2, 129—3), BA. BH. M+ 

的 优良 多 汁 饲 料 。 

表 129 一 1 人 饲 用 甜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袁 ”〈%) 

占 风 7 物 质 
AOA Bt Mo al, ule plore, Mieeeiee tte 

FB Serena fy Dk 2 maces sinemlmerse 5 Bases] a | a 

tp 根 | 13.82 2.34 nA 0.85| 0.036) 0.40) 11.80) 0.60 

# 叶 93.1 | 1.4) 0.2 0.7 | 462} 0.4} 0.4/0.02 

# ”块根 是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记分 析 ， 鲜 叶 资 料 引 自 《 国 产 饲 料 SERDA 量 
表 》， 第 一 册 。 - 

129-2 ”人 饲 用 甜菜 块根 微 重 元 素 含量 * 〈 毫 克 /公斤 ) 

一 fa) BE a 钠 | 
元 素 名 称 CH) | (%) | G%6) | oa FF | 铀 | 销 | @ | K 

4 量 0。041| 0。 0 G2) 2e4s | 1.58 | 7.09 | 18. 91| 7.88 | 315.0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收 所 分 析 。 

表 129 一 5 ”人 饲 用 甜菜 的 能 量 和 可 消化 蛋白 表 * 

iy 料 中 

总 能 消化 能 CD 代谢 能 〈 鸡 ) 可 消化 粗 蛋 白质 
于 物质 (%) 

( 兆 焦 /公斤 ) ( 兆 焦 /公斤 ) ( 兆 焦 /7 公斤》 Gh) 〈 克 /公斤 ) 

13.8 2.26 1.63 --1609 14 

* 引 自 《 猪 、 鸡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1979 年 。 

饲 用 甜菜 的 产量 很 高 ， 因 栽培 条 件 不 同 ， 产 量 差异 很 大 。 在 一 

AERA EP, Breet 5000 一 7500 公斤 ， 其 中 根 量 3000 一 5000 

公斤 。 在 水 肥 充 足 的 情况 下 ， 每 雷 根 叶 产 量 可 达 12000 一 200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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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KW, HPA 6500—8000 公斤 〈 表 129 一 4) 。 

表 129 一 4 ， 饲 用 甜菜 在 各 地 种 植 产量 情况 表 * 
-一 
Sohbet 5 ages 二 各 | z 量 (公斤 / 亩 ) 

ay a oe A i 让 

| | | deat | 采 叶 量 | game | Ree 
“See, fo. 2) ho woe 2. aS ee Le. Cia Ge a eas er 

: 兰州 小 西湖 | 1961 | 756 3091 2230 5321 58 

HA aS 1972 735 3884 2066.5 5950.5 65 

: Haiti TE 1973 735 4660 2430 7090 : 66 

| 兰州 奶牛 场 1973 735 8000 6250 14250 1 56 
甘肃 临夏 州 1976 735 5478 2680.5, 8158.5, 67 
Pri rp | 198i 735 6943.5 13556.5| 20500 34 

| 
*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兰 州 畜牧 所 调查 。 

饲 所 甜菜 不 论 正 荐 或 移 栽 复种 ， 均 比 糖 用 甜菜 产量 高 ， 从 单位 

面积 于 物质 计算 ， 饲 用 甜菜 比 糖 用 甜菜 产量 低 〈 表 129 一 5) 。 但 从 

饲 用 价值 看 ， 冬 以 种 植 饲 用 甜菜 为 宜 。 因 为 饲 用 甜菜 的 含 糖 量 约 为 

6.4 一 12.0%， 只 有 糖 用 甜菜 含 糖 量 的 一 半 ， 可 以 避免 由 于 饲料 中 

含 糖 量 高 对 家 畜 消 化 带 来 不 良 的 影响 。 

表 129 一 5 ”人 饲 用 甜菜 与 糖 用 甜菜 产量 比较 表 ” 

| E #8 移 2 复 种 

fh = | % % 
| e/a | 公斤 / 言 一 一 一 一 | w/a | an/ K—_—— 

7 a 料 | Fo # 料 | Fm 

mae | 
755 6777 6438.5 129 67 2000 2139.5 150 77 

合作 2 
11 4977.5 100 10 2 HE AESE 7110 | 0 2000 1428 100 100 

* (1) pet. HE, WAAR ARMAS MEH 197747), 
(2) 块根 干 物 质 含量 、 饲 用 甜菜 按 12.87% 计 ， 糖 甜菜 按 25% 计 。 

饲 用 甜菜 的 利用 可 以 切 碎 生 喂 或 熟 咀 ， 也 可 以 打 浆 生 喂 ， 时 可 
青 饲 和 青贮 。 饲 用 甜菜 中 含有 较 多 的 硝酸 钾 ， 甜 菜 在 生 热 发 酵 或 腐 
烂 时 ,硝酸 钾 会 发 生还 原作 用 , 变 成 亚 硝酸 盐 ， 使 家 畜 组 织 候 氧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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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RAER GT. BEM. LENE, BHARBE, EE 

因 吃 了 者 后 经 过 较 长 时 间 〈2 一 3 天 ) 保存 的 甜菜 而 造成 死亡 。 为 

了 防止 中 毒 ， 喂 量 不 宜 过 多 ， 如 需 者 后 再 咀 ， 和 最 好 当天 者 当天 呈 。 

栽培 要 点 ， 饲 用 甜菜 的 果 为 胞 果 ， 发 芽 时 需要 充足 的 水 分 ， 因 

wk, 春 旱 多 风 地 区 ， 播种 期 应 尽 可 能 提前 ， 若 春灌 整地 时 间 晚 ， 干 

土 层 厚 ， 会 影响 出 苗 。 播 种 时 间 ， 在 西北 和 华北 地 区 ， 一 般 3 AK 

至 4. 月 上 名; 东北 地 区 4 月 上 名 。 播 种 方法 可 条 播 或 穴播 ， 种 球 千 
粒 重 20 一 25 克 ， 每 亩 用 种 量 干 燥 种 子 1 一 1.5 457. 

饲 用 甜菜 苗 期 生长 缓慢 ， 从 播种 到 封 琢 约 需 70 一 90 天 。 为 了 
提高 土地 利用 率 ， 在 垄 间 可 套种 一 杆 速生 青饲料 ， JETER b 

等 ， 每 亩 可 增收 4000 公斤 左右 的 青饲料 。 

在 密度 方面 ， 应 掌握 肥田 宜 稀 ， BH Te RM. A eA 

FTL, eRe I HE I ABA PR, 

以 6000 株 / 亩 的 密度 , 增产 效果 较 显 者 。 反 之 ， 随 着 施肥 量 的 增加 ; 

密度 愈 大 减产 愈 多 。 
Hh AARC HE AR, RH ETE 

7 二 8 Hi, 这 时 期 的 增长 古 全 期 增长 量 的 70% BEE 
为 了 增产 伺 料 ， 减 少 或 避免 与 粮油 作物 争 地 ， 可 利用 春 油菜 、 

小 麦 等 收 后 的 短期 休闲 地 移 栽 复种 。 
饲 用 甜 荣 的 收获 一 般 在 10 EA, Heb eT eS AE 

场 进行 简易 贮藏 。 留 种 母 根 的 收藏 ， 应 选择 1 一 1.5 公斤 的 小 母 根 ， 
没有 破损 ， 根 冠 完好 的 其 根 ， 进 行 关 茂 。 放 置 时 一 层 块根 扳 一 展 温 
土 或 沙土 ， 温 度 应 保持 在 3—5° CEA, 

要 提高 块根 增长 量 ， 就 应 重视 施 足 底肥 。 同 时 间苗 、 定 苗 、 妃 
肥 、 灌 溉 等 田间 管理 措施 也 要 眼 上 。 苗 期 虫害 的 防治 对 保苗 很 重要 。 
饲 用 天 菜 在 苗 期 易 受 金针 虫 、 地 老虎 。 虹 螨 、 象 鼻 虫 等 的 危害 ， 可 
用 “39112 站 药 拌 种 ， 或 用 90% WHT He 800—1000 Fae ZE BH I AB 
基 附近 灌注 ， 效 果 较 好 ， 叶 盛 期 有 甘蓝 夜 蛾 为 害 ， 可 用 2.5%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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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 状 附属 物 ， 两 面 密生 

。 百 虫 粉剂 哮 杀 。 常 见 的 病害 有 褐 班 病 ,可 用 1% 的 波尔多 液 防治 。 
CTR BD 

130. ff He 2 

Ceratocarpus arenarius L. 

-形态 特征 ，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5 一 30 厘米 ， 全 株 有 星 状 毛 ， 后 期 
毛 脱落 。 叶 针 刺 状 ，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0.5 一 3(6) 厘米 ， 宽 
1 一 2(5 ) 毫米 ， 先 端 渐 尖 ， 有 短 针 刺 ， 基 部 渐 狭 过 全 缘 , 有 星 状 毛 。 
花草 性 王 肉 雄 同 株 雄花 2 一 5 茶 着 生 于 短 梗 上， 位 于 分 枝 处 或 叶 
i, ERR, BAK, Jel, ME 1, 崔 花 单 生 于 叶 MR, 
ERs: 子 房 包 于 2 

BA, BGR, 
愈合 成 管 , 两 侧 压 扁 ， 
果 期 模 形 或 倒卵形 ， 
顶端 2 ASB A 

BOK. RB), 

Pa Al Ae ads 种 子 与 胞 

果 同 形 〈 图 180) 。 
地 理 分 布 ” 角 果 

Ra hi TK WV 

北 ; 蒙古 、 苏 联 西伯 

利 亚 和 中 亚 地 区 ， 欧 

洲 东 南部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FRA, 

Fe, BH. FF 图 130 AB Ceratocarpus arenarius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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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 区 沙漠 和 过 度 放牧 的 草场 。 在 天 山北 坡 5 月 底 萌发 返青 ，5 月 
上 名 开花 ， 5 月 中 旬 一 7 月 上 名 为 果 期 。 直 根系 。 适 应 性 强 。 抗 逆 性 

强 。 在 荒漠 草原 和 草原 化 荒漠 有 时 可 成 为 亚 优势 种 。 角 有 果 获 在 荒 满 

草原 草场 上 显著 增加 时 ， 说 明 该 草场 已 开始 退化 。 

饲 用 价值 ” 角 果 获 为 骆驼 全 年 乐 食 ; EF. 5. BBs Z 

季 粗 糙 时 羊 乐 食 ， 马 则 喜 食 ， 秋 后 直到 冬 初 干枯 的 植物 牛 、 马 、 羊 

又 喜 食 ， 有 时 乐 食 。 混 合 在 干草 中 各 类 家 畜 均 乐 食 。 本 权 物 在 冬季 

残留 保存 不 好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0。 

130 BRRNLSKOR* (%) 

s Rh Fw RM 
james | 粗 脂肪 | morte | 2B | moe | es | ow 

6.23 le ss). 16 3 12.05 | 178 | 26.77 | 42.71 4.74 10.35 

© ”新疆 八 一 家 学院 分 析 。 

( 许 HW EAR 薪 瑞 芬 ” 朱 进 志 7 

131.56 Sk 获 

Ceratoides latens(J. F. Gmel.) Reveal et Holmgren 

别名 hi. 

形态 特征 ” 半 灌 木 ， 高 30 一 100 HK, SOR, ABRE, 

互生 ， 条 形 ， 长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长 1 一 2 厘米 ， 宽 2 一 5 毫米 ， 先 洲 

尖 或 钝 ， 基 部 枫 形 ， 全 缘 。 花 单 任 ， 肉 雄 同 株 ， 雄 花 在 枝 端 集成 穗 

TRAE Rs 肉 花 腋生 ， 无 花 被 ; 苞 片 2， 合 生成 管 ， 果 期 管 PH 4K 

与 管 长 相等 的 长 毛 。 胞 果 椭 圆 形 或 倒 兄 形 ， 种 子 与 胞 果 同 形 《 图 

131), ” 

地 理 分 布 ”能 绒 蔡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甘 肃 、 宁 政 、 青 海 、 新 

疆 和 西藏 等 地 区 ;国外 分 布 较 广 ， 在 欧 、 亚 大 陆 ， 本 起 西班牙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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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 暴露 土 外 较 多 ， 

SRAM, BAe 

erp eS eke eee 

地 区 都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驼 绒 莹 是 一 种 
wR. WR. EE 
RUSE REAR. ARBRE 
tk, BBM, = 
HA A+ 60 KE 

A, MRABRS, 

容易 枯死 。 

Be ae BF BO AF 

命 较 和 得， 发芽 能 力 一 YZ 

般 上 只 能 保持 -8 一 10 个 丰 出 

ne ananine fpr © 
2, TRIM, ax 

在 温度 4 Y 左 右 时 ， 图 131 BEAR Ceratoides latens (J.F.Gmel.) 

土壤 水 分 适宜 ， 种 子 Reveal et Holmgren 

很 快 萌动 ， 在 温度 25%c 
时 ，24 小 时 之 内 发 芽 率 可 达 75.9% 。 

在 内 蒙古 伊 克昭 盟 鄂 托 克 旗 ， 早 春 4 月 下 旬 播 种 ，3 天 后 即 可 

出 苗 ，7 天 则 昔 可 基本 上 出 齐 。 出 苗 后 的 一 个 月 内 生长 迅速 ， 当 年 

植株 高 达 60 一 70 厘 关 ， 能 够 正常 开花 结果 ， 但 分 株 较 少 。 生 活 第 

二 年 的 驼 线 蓝 ， 株 高 可 达 80 一 120 厘米 ， 株 从 直径 60 厘米 ,形成 高 

大 而 茂密 的 植 丛 。 

Be Ae Xi BS FEA HBR, —AERREXIAI—K. 

Be Rae A AE RK, TET 年 积温 1700—30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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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年 降水 量 在 100 一 200 毫米 的 于 旱 与 半生 时 的 气 配 条 件 下 生长 , 土 

壤 为 棕 钙 土 、 灰 钙 土 、 灰 棕 荒 漠 土 或 棕色 荒漠 十。 主要 耸 布 于 蘑 肖 
地 带 ， 也 可 进入 荒漠 草原 地 带 。 在 上 述 地 带 的 山地 , 山 天 ， 面 间 和 谷 地 
以 及 河岸 沙丘 等 处 ， 形 成 单纯 优势 种 群落 ， 或 与 其 他 未 半 灌 未 及 多 
年 生 禾 草 等 共同 组 成 不 同类 型 的 驼 绒 敬 群 落 。 
饲 用 价值 “” 驼 绒 获 为 中 上 等 饲 用 半 灌 木 。 家 冀 采 食 其 当年 生 梳 

条 。 在 各 种 家 畜 中 ， 骆 驼 与 山羊 、 绵 羊 四 季 均 喜 食 ， 秋 冬 最 喜 食 ， 
绵羊 与 山羊 除 喜 食 其 城 核 外 , 亦 喜 采 食 其 花序 及 果实 , 马 四 季 均 喜 采 
食 ， 牛 的 适口 性 较 差 。 

驼 绒 莹 为 富有 营养 价值 的 植物 ， 它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 钙 及 
无 所 浸出 物 , 尤其 在 越冬 期 间 , 尚 含有 较 多 的 蛋白 质 记 上 且 冬季 地 王 部 
分 茎 保存 良好 ， 这 对 家 畜 冬 季 采 食 有 一 定 意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1—1, #131—2, 

表 151 一 1 BARS RA R* (%) 

占 风 T 物 质 
生 育 期 -水 分 

A LB gy AY =] ae | ool 

分 枝 期 12.12] 14.93| 1。68| 29.93| 35.57| 5.77| 3.42| 0.64 22.25 

Ze HE Hi 14.31] 18.79} 1.95} 39.04] 14.72) 11.19} 3.85] 0.30 31.50 

FF 46 期 19.01) 10.08) 1.39] 35.58) 26.10} 8.04) 2.16} 0.17 12.70 

结 实 期 18。22| 11.99} 1.81] 29.55| 31.36| 7.07| 2.29) 0.18 35.00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表 151 一 2 RRS RAH ALR (%) 

生 = 期 | a“ & A | 粗 脂肪 | 无 氮 浸 出 物 | 粗 纤维 

孕 车 期 76.89 80.61 9.24 52.03 

7; 76 57.45 19.89 48.08 | 56,59 

结 实 期 63.30 42.75 62.05 | 48. 33 



TERE ETE, ATO AIA 50 一 150 公斤 ， 它 的 品质 

和 适口 性 均 较 好 ， 并 具有 了 耐 旱 能 力 ， 在 干旱 的 荒漠 、 匾 漠 草 原 地 区 

有 引种 驯化 价值 。 是 改良 天 然 草场 最 有 前 途 的 植物 之 一 。 

ARRAS, BA AUBREY, feet. 

HEE WARECRERKRRRERD, URRAHB 

栽 的 方法 为 宜 ， 邵 选择 水 肥 充 足 的 土壤 ， 进 行 早春 播种 ， 待 培育 出 

幼苗 ， 翌 年 春暖 后 移入 大 田 栽培 。 若 在 干旱 地 区 直播 ， 必 须 趁 阴雨 

天 气 ， 抢 霄 播种 。 通 常 先 将 种 子 与 湿 沙 混合 拌 匀 ， 然 后 播 下 ， 覆 土 

不 宜 过 厚 ， 以 免 影 响 出 苗 。 

(S2H) 

132。 兴 安 虫 实 

_ Corispermum chinganicum Ijin 

别名 Fixe. 

形态 特征 ”一 年 生 草 本 ， 植 株 高 10 一 50 BR. 2H, HR 

分 校 ， 下 部 分 枝 较 长 ， 上 升 。 叶 条 形 , 长 2 一 5 厘米 , 宽 2 一 5 BK, 

先端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1 脉 。 穗 状 花 序 顶 生 和 侧 生 ， 稍 紧密 ， 下 部 

mig, K4—-5 厘米 ， 直 径 3 一 8 毫米 ， 苞 片 披 针 形 至 负 圆 形 ， 先 端 

渐 尖 ， 具 3 脉 ， 边 缘 膜 质 ， 花 被 片 3 雄 划 5， 长 于 花 被 片 。 胞 果 

KARA RIE, K2—4 0K, H1.5—-2Ek, Tow 

B, £MRO’, FHA, Bw, CE RAF, RWB 

(图 132). 

地 理 分 布 “兴安 虫 实 分 布 在 我 国 东 北 、 河 北 、 内 蒙古 、 宁 夏 、 

甘肃 等 地 区 ， 在 苏联 、 蒙 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兴安 虫 实 为 浅 根性 植 物 (A 132 一 2)， 

EXT AFR mse (CC. decinatum) 和 了 晓 虫 实 (C. tylocarpum) 的 

根系 观察 ， 主 根深 12—20 厘米 ， 最 粗 处 为 4 一 8 毫米 ， 自 3 一 17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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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ne a Re 

米 深 处 分 出 较 长 侧根 

2 一 5 条， 侧根 纤细 ， 

基部 粗 1. 5 一 3 毫米 ， 

迅即 变 细 ， 模 走 20 一 

70K, ar ESL 

至 40—80 HK EE 

Kk, URI TRY 

的 水 分 。 侧 根 较 得 ， 

数 条 ， 基 部 粗 不 及 1 

2k, ME 20 一 30 厘 

米 ， 再 分 出 1 一 2 级 

小 侧根 ， 极 纤细 。 

MR AAP 

旬 出 苗 , 6 一 7 月 开花 ， 

8 月 结果 ， 生 长 发 育 

期 约 120 天 左右 。 

BET RRL Ki 

性 土壤 ， 例 如 , 固定 、 

半 固 定 沙 地 及 履 沙丘 

RHE; 也 生 长 于 半 

图 132 一 1 兴安 虫 实 Corispermum chinganicum 

Ijin . 

流动 沙 地 。 在 干草 原 区 ， 多 生 于 押 若 地 上 。 它 的 生长 与 大 气 降 水 有 

着 密切 关系 ， 在 充满 齐 原 群落 中 ， 雨 后 ， 成 为 一 年 生 植 物 层 片 的 第 

见 种 和 群落 中 的 主要 伴生 种 之 一 。 

饲 用 价值 ”兴安 虫 实 的 适口 性 中 等 。 青 绿 时 骆驼 采 食 ， Pha 

十 分 喜 食 。 编 皇 、 山 羊 在 青绿 时 采 食 较 少 ， 秋 冬 采 食 ; : 马 稍 食 玉 车 

通常 不 食 。 歼 民 第 收集 其 子 实 做 饲料 补 喂 瘦弱 畜 及 纺 畜 。 雨 水 多 的 

EGY, MR BREE RAK, BGT ASM. A 

蒙古 伊 盟 沙 区 的 牧民 , HT 9 月 份 采 割 虫 实 , 备 在 冬 春 粉 碎 后 调制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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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e ees cecream 
. TAH ESF 一 一 中 AN 人 

YE ACen a 

ong ae 一 
wae abe oheh ober: 
i 2 A Oe dO ee 

图 132 一 2 ”兴安 虫 实 根系 图 

LAH, AHAB R. 
兴安 虫 实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蛋白 质 和 很 高 的 无 氮 浸 出 物 ， 但 粗 纤维 

含量 低 ， 胆 钙 的 含量 极 高 ， 这 对 于 牲畜 饲养 有 一 定 意 义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营养 物质 含量 如 表 132 一 1、132 一 2。 

表 1352 一 1 兴安 虫 实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io oF » Rif ep 
SHAM “| 生育 期 | 水 分 te 

; mamalanmmimere elms] oe | me be aR 

8 月 13.81) 3.05] 11.48] 57.94] 13.72| 08 0.26 

6 A138 = FF 7.65) 17.45| 2.34] 18.69] 42.00] 19.52} 2.07 0. 42) 

6 A198 # F£| 6.89] 23.42) 2.20) 17.31) 34.95) 22.12} 2.95} 0.3514 

伊 

* ”南京 农学 院 、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 漠 所 分 析 。 

= #2 132—-2 兴安 虫 实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 

MAR TAR EAR 

“XD 
BNP a 
hi 酸 

占 原 样 

At 

¢ 6 His Ke, ER. AI. 
(HIE RMS Wee B) 

a OA 

所 HR 

HF 
a we 

—— 

亮 氮 酸 

1.07 | 0.87 | 0617 | 0.85 | 1.70 | 0.87 | 1.09 | 0.38 | 1.04 

0.93 | 0.18 1.83 | 0.93 | 1617 | 0.41 5 a 0.91 112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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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8 梭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BS BB, RRR. Beg 

| 形 坊 特征 “小 半 乔 木 ， 有 时 旦 灌木 状 ， 高 -1 一 5 米 或 更 高 。 树 冠 

直径 1。5 一 2.5 米 。 树 干 粗壮 ， 常 具 粗 瘤 ， 树 皮 灰 黄色 上 — FER 

Kite, APRS, SERRA. MME, BERL RK 

三 角形 。 人 花 小 ， 单 生 

于 叶腋 ， 黄 色 , 两 性 ， 

AF GEIB, WR 

Bi; FEMA 5, FR 

HARE Re 

胞 果 半 圆 球形 ， 顶 部 - 

Me, RRB, 

肉质 ?种 子 横生 ” 直 

#22. 5328 2K (AI 133 )。 

Ii WES RR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H| 甘肃 、 青 海 、 新 疆 等 

省 〈《 区 ), 其 主要 分 布 

在 东 界 以 内 蒙古 乌拉 

特 后 旗 北部 的 东 加 干 

(东经 180") 和 杭 锦 

旗 西 部 的 贷 庆 吾 附 近 

(东经 108") 南 界 
机 4 一 站 一 -| wit 

可 达 柴 达 木 盆地 东 nb FA 133 #4 Halozylon ammodendron 

(qt2636°); 蒙古 、 (C. A. Mey.) Bunge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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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i 

} 人 

村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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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 牺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梭 梭 根系 发 过 ， 一 般 主 根深 达 2 米 多 ， 

最 深 者 可 达 4 一 5 米 以 下 的 地 下 水 层 。 在 内 蒙古 阿拉 善 地 区 ， 一 般 4 
月 初 芽 开 始 萌动 ，4 月 中 、 下 旬 长 出 肉质 鳞片 Riot, SAPS OF 
旬 开 花 六 花期 约 20 天 左右 ，6 一 8 月 花 休 眠 ，9 月 上 名 开始 结实 ,9 

月 末 、10 月 初 种 子 成 熟 ，11 月 初 全 株 枯黄 。 
梭 梭 的 当年 枝 , 生长 速度 较 快 , 一 般 年 份 平均 生长 30 一 40 厘米 ， 
降雨 多 的 年 份 可 达 50 厘米 以 上 。 但 再 生 能 力 较 弱 ， 据 测定 ， 在 6 月 
份 浊 割 后 至 秋末 ， 嫩 枝 的 再 生 高 度 仅 8 一 10 EDK, 

梭 梭 虽 耐 干旱 ， 但 在 降雨 少 的 年 份 ， 往 往 不 能 结实 或 种 子 不 能 
成 熟 ; 在 雨量 充沛 的 年 份 其 结实 率 较 高 。 种 子 发 芽 的 适宜 温度 为 
20*C 左 右 ， 若 温度 在 35"C 以 上 ， 则 发 芽 受 到 抑制 。 据 内 蒙古 林业 科 
学 研究 所 的 资料 ， 检 检 种 子 获得 水 分 后 ， 在 适宜 的 温度 下 ，5 个 小 
时 即 可 发 芽 ， 发 芽 率 可 达 85 一 90% 。 这 显然 是 它 适 应 Te 漠 气候 的 

生物 学 特性 之 一 。 梭 梭 的 种 子 不 宜 久 藏 ， 通 常 是 第 一 年 采种 供 民 年 
播种 用 。 

梭 梭 的 株 高 和 树冠 变异 很 大 。 高 度 超过 2K, BRAM 
曲 的 主 于 ， 由 基部 发 出 分 枝 ， 形 成 圆 从 状 。 因 其 每 年 有 一 部 分 当年 
小 枝 枯 落 , 故 称 它 为 落叶 小 半 乔 木 。 它 的 分 布 总 与 松散 的 土壤 基质 和 
较 浅 的 地 下 水 位 有 关 。 耐 风沙 ， 受 到 沙 埋 以 后 ， 仍 然 生长 旺盛 。 喜 
APR RRL. MERA SAKA ML, RRR 
壁 低地 、 干 河床 边 、 山 前 冲积 扇 等 处 也 有 生长 。 

梭 梭 是 适应 中 温带 气候 的 荒漠 植物 ， 它 分 布 区 内 的 平均 年 降 杰 
量 在 150 毫米 以 下 ， 气 候 的 干燥 度 大 于 4.0, 510 的 活动 积温 

2500 一 3000%C， 年 平均 气温 在 2 一 8%C 的 范围 内 ，8% 以 上 的 内 蒙 

古 阿拉 善 南部 地 区 ， 虽 有 适 于 梭 梭 生 长 的 环 阐 条件， 但 没有 梭 梭 的 
分 布 。 

人 饲 用 价值 ” 梭 梭 是 良好 的 饲 用 小 半 乔 林 ， 有 每 年 落 枝 的 习性 ， 

。435 。 



see a ih De Hy Hi BR Bee HSE “IBN”, 骆驼 终年 喜 食 ; 羊 在 秋 求 
也 拒食 落 在 地 上 的 梭 梭 嫩 被 和 果实 CR. BRE, MS 
对 检 权 的 采 食 情况 如 表 133 一 1 。 

表 133 一 1 骆驼 各 季节 对 返 权 的 采 食 情况 表 * 

= Ff | nmol, a | REX (%) xe 部 位 

R # 12. 1—-314F 6.15 32.7 一 34.8 | BB. WAR. HE 

KZ & 6.16 — 9.15 54.7—57.3 细 枝 、 嫩 枝叶 、 花 

秋 季 9.16 一 11.30 17 —17.9 | AYA. BALM RE 

© RP RAY RE AO BAe Rw. 

梭 检 草场 的 产量 较 高 ， 每 年 可 给 骆驼 提供 相当 ;数量 的 枝 时 人 饲 

料 ， 如 表 133 一 2。 

133-2 ” 梭 权 草场 的 产量 测定 表 

公所 /机 ) 
梭 权 草场 类 型 株 高 OK) ye 0%) | 一 

鲜 草 五 一旦 se Oe 

盐 化 沙 质 壤 土 草场 1.5—2 10-15 | 94.98 36.12 

盐 化 潮 滨 低地 草场 * 5 一 10 75.53 一 

固定 半 固 定 沙 地 草场 | 。 1 一 1.5 5 一 10 oe 20 

© 引 有 自 张 立 运 《新 疆 盐 涡 化 环境 的 天 然 饲 料 基地 六 3 

**# 3 引 自 昭和 斯 图 《 腾 格 里 沙漠 地 区 草场 类 型 及 其 利用 》。 

据 分 析 ， 梭 梭 营 养 期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 整 个 生育 期 中 含有 

大 量 盐分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3 一 3。 

梭 梭 的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消 化 能 、 代 谢 能 如 表 133 一 4。 

此 外 ， 梭 梭 是 重要 的 固沙 植物 ， 对 防风 固沙 、 治 理 水 漠 具有 重 

BER, HWNMRAMATER (Cistanche deserticola) 的 寄主 植 

D. FRORRRF, BITKEGLMRS ZH. RMT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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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5 一 5 梭 梭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生育 期 k 4 | — ek De 

| jwiaees | 址 脂肪 | mete | 各 出 加 | 粗 砍 分 | |e 
Te i i Ade CP om 

苗 | 12.50! 17.24] 2.181 | 19.18! 48.59 | 13.81 | 1.621028 

营养 期 5.35 | 12.14 1.69 21.08 | 46.73 | 18.36 一 一 

开花 期 5.97 11.19 | 2227 | 17.64 | 49.74 | 19.16 1.26 0.09 

。 引 自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 

表 138 一 4 饲料 干 物质 中 消化 能 和 代谢 能 含量 及 有 机 物质 消化 率 * 
代谢 能 Pre a nee nem oo) 2m 4 消化 能 | 

名 称 \\ 目 ¢ 消化 率 (%) | ( 兆 焦 /公斤 ) cara TE 

权 检 - 12.62 | 1.66 46.11 7.65 5.45 花 ”期 

©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防止 梭 权 草场 大 面积 退化 。 对 已 破坏 的 梭 梭 草场 应 进行 封闭 ， 以 促 

进 其 自然 更 新 。 选 择 适宜 梭 权 生长 地 段 ， 用 育苗 、 移 栽 的 方法 建立 

人 工 梭 梭 草场 。 控 肉 共 苏 应 有 组 织 、 有 计划 地 建行 ， 挖 后 必须 填 埋 

坑 穴 ， 以 利 梭 梭 的 生长 。 

栽培 要 点 “用 育苗 移 裁 的 方法 ， 可 建设 人 工 梭 权 草场。 在 第 一 

年 秋末 ， 采 集成 熟 种 子 ， 然 后 选择 较 肥 沃 的 沙 质 地 作 苗 床 。 用 落水 

盖 草 法 或 覆 薄 沙 盖 草 法 春季 育苗 ， 千 粒 重 3- 一 3.5 克 。 移 栽 地 段 应 

选 在 轻 度 盐 渍 化 ，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土 层 中 含水 量 不 低 于 2 % 的 固定 、 

半 固 定 永 地 上 。 苗 本 应 选 为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的 实生 苗 ， 在 春季 或 秋季 

土壤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时 进行 移 裁 。 

RRB, 必须 加 强 保护 ， 封 闭 禁 牧 ， 待 五 年 左右 ， 权 检 地 上 

部 分 生长 起 来 以 后 ， 方 可 放牧 利用 。 

(KH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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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2b I IK : 
Kalidium foliatum (Pall.) Mog. 

别名 GUNN, RBA. 

形态 特征 ， 半 灌木 ， 高 20 一 60 BOK, Bw, PIRES 
分 枝 ， 老 枝 灰 褐色 ， 幼 枝 带 黄白 色 。 时 互生 ， 圆 “ 形 ， 长 4 一 10 毫 

米 ， 宽 1 一 2.5 毫米 ， 先 端 钝 或 稍 尖 ， 基 部 eC. HS, ARK 

RE, FIRE EERE 

形 ， 长 8 一 15 (20) BX, 

直径 3 一 4 毫米 ,每 3 条 化 生 

于 一 鳞 状 苞 片 内 ;雄蕊 2, 

thi FER Ss FB, 

柱头 2， 钻 状 。 胞 果 圆 形 , 直 

径 约 1 毫米 ， 红 褐色 ， 密 被 

乳头 状 突起 。 种 子 与 胞 果 同 

JG (F134), 

MESA ” 盐 爪 爪 分 布 

FMRC. FH. CT. A 

Tbe Be. PR. 

肃 、 青 海 和 新 疆 等 省 〈 区 ); 

蒙古 、 苏 联 、 欧 洲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盐 生 半 灌木 , 生态 幅度 较 广 。 

高 20 一 50 厘米 ， 冠 幅 一 般 

50 一 100 JE, Bah. 

于 草原 和 荒漠 区 盐湖 外 围 和 

盐 碱 土 上 ， 散 生 或 群集 ， 可 

* 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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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为 盐 湿 荒漠 群落 的 优势 种 。 
_ 据 在 内 蒙古 机 托 克 旗 的 调查 ， 盐 爪 爪 属于 直 根 性 ， 地 上 部 分 训 

15K, EMAL 15—20 BRAD MAR 4 一 5 个 侧根 ， 侧 根 倾 

斜 或 水 平方 向 扩展 ， 长 达 80 一 100 厘米 ， 在 侧根 上 又 生出 许多 细 长 
的 不 定 根 。 

在 内 蒙古 阿拉 善 左 旗 ， 盐 爪 爪 4 月 中 旬 返 青 ,8 一 9 月 开花 ，10 
月 种 子 成 熟 ，11 月 霜冻 枯萎 ， 整 个 生育 期 约 150 一 180 天 。 物 候 期 4 

与 新 疆 精 河 地 区 的 盐 爪 爪 相似 。 
ERIN ERR, HMR, 1965 年 5 月 23 日 至 7 月 23 日 

新 生 枝 生长 3.4 厘米 :1963 年 6 月 10 日 至 8 月 12 日 新 生 枝 生长 

3.3 厘 米 ， 在 两 个 月 的 生长 期 内 仅 生长 3.3 一 3.4 厘米 。 它 的 再 生 能 
力 亦 弱 ; 1962 年 5 月 20 日 浊 割 后 到 8 ASH, BRERA 

MD， 米 ; 1963 年 7 月 20 日 浊 制 后 几乎 再 没有 生长 。 

菊 示 爪 性 极 耐 盐 碱 ， 但 不 能 忍受 长 期 的 滤 没 或 过 度 的 湿润 ， 多 
生 于 及 松 盐 土 和 盐 溃 化 的 低 沙 地 或 盐 溃 化 的 丘 间 低地 ， 往 往 地 表 形 

”成 盐 结 皮 ， 在 盐分 较 重 的 土壤 条 件 下 ， 被 细 枝 盐 爪 爪 CK. gra- 
cile), RUWEEMIN CK. cuspidatum) BARR, MIE RERUN PE 
AE, AM MEWUAMUAEARRMREK, SRP, 
一 般 成 从 生长 ， 盖 度 较 大 ， 基 部 常常 积 成 小 沙 堆 。 但 积 沙 超过 20 一 
50 厘米 时 ， 往 往 造成 盐 爪 爪 的 死亡 。 据 甘肃 民 勤 治 沙 站 测定 ,该 草 
的 蒸腾 强度 为 112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比 一 般 沙 生 植 物 低 ， 如 白 
刺 的 落 腾 强度 为 320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这 是 因为 盐 爪 扑 的 叶片 
退化 之 故 : 

饲 用 价值 起 爪 爪 的 产量 在 沙 生 植 物 中 是 比较 高 的 。 

1。 可 见 秋季 是 全 年 产量 最 高 的 季节 。 
表 134 一 2 表明 ， 盐 爪 爪 株 丛 大 小 与 植株 高 度 及 产量 的 关系 。 较 

大 的 株 丛 , “ARERR, PEERS 
盐 压 爪 在 冬季 ， 地 上 部 残存 量 保持 较 好 ， 这 对 干旱 地 区 冀 群 冬 

“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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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 一 1 EAMNFSRKRBMABLER PH, ARH) 

ES | | 
eg tan | # ® Bs Kaa ee 

. 1962 年 54.45 80.85 84.2 74.9 

| 1963 年 41.40 44.75 63.25 87.5 

机 平 47.9 62.80 73.75 71.2 

表 154 一 2 ” 盐 爪 爪 不 同 株 丛 产量 测定 * 〈 样 地 面积 :1000 平 方 米 ) 

人 株 丛 平均 产量 | 样 地 内 产量 | at mF 
R 平均 株 高 | 平均 冠 幅 | 样 内 株 从 | On pe) USD (公斤 / 亩 ) | 

BAD | EA) BT Ie ele le le le FH 

大 42.0| 90.3 63- | 1.800| 0.45| 113.4] 28.3] 75.60] 18.8126 #3 

Bm 4. $8.3 71.3 80 | 1.245; 0.251 98.8) 20.0) 65.85) 13. 

小 35.0 | 40.3 169 5745) 0.04} 36.3] 7-6) 24020] 5.1 

| 。 内 蒙古 阿拉 善 左 旗 锡林郭勒 公社 紫 泥 湖 外 图 1964 年 8 月 16 日 测 产 。 

表 154 一 5 盐 爪 爪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0%) 

占 风 下 物 质 
采样 日 期 | 生育 期 样品 来 源 

i" 
| 

14.33 3. 8 20.07 

| 
。 中国 科学 院 兰州 沙漠 所 分 析 。 

10 月 8 日 | 果 后 营养 | 4.82 25。24| 32.26 

表 1354 一 4 盐 爪 爪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 

必 

Fai “ghia sam ae * secs 7s alee ee 
it 0.1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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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see 

堆放 牧 与 补 饲 均 有 一 定 意 义 。 种 子 亦 可 磨 成 粉 ， 人 可 食用 ， 也 可 饲 

咀 牲 畜 。 植 株 为 肉质 多 汁 含 盐 饲 草 ， 是 骆驼 的 主要 饲 草 。 马 、 羊 少 

量 采 食 。 

盐 爪 爪 化 学 成 分 中 ， 以 灰分 含量 最 高 ， 粗 纤维 较 低 ， 表 134 一 

3 ， 其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134 一 4。 

(RHEE HSK WANA) 

135. fK 地 肤 

Kochia prostrata (L.) Schrad. 

AIS 木 地 肤 。 | 

WASTE P-4AGK, B10—-90 厘米 。 根 粗壮 。 茎 多 分 枝 而 斜 

升 ， 呈 丛生 状 。 叶 于 短 枝 上 答 生 ， 条 形 或 狭 条 形 ， 长 .8 一 25 BK, 

宽 1 一 2 SK, AMBRE. CREM 2 一 3 东 集 生 于 叶腋 ， 或 于 

枝 端 构 成 复 穗 状 花 序 ， 人 花 被 片 5 ， 密 锌 柔 毛 ， 采 期 自 背部 横生 5 个 

UR A, RRs PSR RIE, Beh, 直径 1.5 一 

2 毫米 (A 135). 

地 理 分 布 ”伏地 肤 分 布 于 我 国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办 蒙古 、 

河北 、 山 西 、 陕 西 、 宁 夏 、 甘 肃 〈 西 部 )、 新 疆 、 西 藏 等 地 ， 在 国外 1 

分 布 于 地 中 海南 岸 、 南 欧 、 西 南亚 、 中 亚 、 西 伯 利 亚 及 澳大利亚 等 

地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伏地 肤 返 青 早 , 生长 期 长 。 在 新 疆 及 内 蒙 

古 地 区 观察 ， 3 月 底 至 4 月初 即 返青 萌发 新 枝 ，6 一 7 月 现 萤 ， 7 月 

开花 ，9 一 10 月 结实 。 它 于 早春 土壤 解冻 后 ， 当 名 平 均 气温 上 升 到 

3 SC 时 ， 老 枝 开 始 复苏 返青 ， 临 冬 基 部 营养 枝 停止 生长 ， 整 个 冬 地 

几乎 保持 灰 绿 色 ， 生 长 期 长 达 240 天 左右 。 

伏地 续 具 有 十 分 发 达 的 轴 根 ， 主 根 粗 大 ， 侧 根 发 达 。 一 般 主 根 

长 可 达 2 一 2.5 米 , 侧根 可 达 1.4 米 。 根 系 生 长 速度 很 快 ， 可 超过 地 

*。 《41。 



BR Pe ae ke be ee ee gee) 

WY | 

已 部 分 11.5 倍 ， 

5 RM K ELA 

1 3 26—40, tk He RR 

既 有 粗 而 长 的 主根 深 

入 土壤 ， 太 吸取 土壤 
, 下 层 比 较 稳 定 的 水 分 

和 养料 ， 又 有 发 达 的 

上 部 侧根 ， 以 充分 利 

用 土壤 上 层 水 分 。 当 

土壤 上 层 水 分 含量 较 

低 时 ， 它 仅 吸 收 深 技 

水 分 就 能 维持 生长 发 

BAS a > 一 旦 上 层 . 

水 分 状况 有 所 改善 ， 
即 可 看 到 长 势 发 生 明 
显 变化 。 这 样 强大 的 

根系 ， 加 以 上 下 结合 

吸取 水 分 和 养料 的 特 

性 ， 使 它 具 有 极 强 的 
图 135 伏地 肤 Kochia prostrata (L.)Schrad 

Bae, ERED, WORE, MMCEKE EMT 

4 Hit LEST CEMOAKSY SARE 5 % 时 ) TER EISEN, OR 

地 肤 仍 可 保持 鲜嫩 的 绿色 ， 继 续 苗 壮 生长 。 

此 外， 伏地 肤 还 有 一 些 保证 在 干旱 气候 及 土壤 条 件 于 ,广泛 分 

eA ERE RTE. RR. CRATE YE 

FRGHRHEL, REWSPSAKARREIMK, KAS MA 

毛 减 少 ， 反 之 柔 毛 增加 。 同一 株 在 二 年 内 降水 的 季节 分 配 不 同 ? 而 被 

所 情况 也 有 变化 。 往 往 春季 柔 毛 少 ， 夏 季 柔 毛 增加 ， 秋 季 柔 所 又 有 

所 减少 ， 正 和 各 季 的 降水 和 车 腾 变 化 情况 相 适应 。 这 种 用 毛 被 来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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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重 定 体温 ;节制 蒸腾 的 作用 是 伏地 肤 适应 干旱 生境 的 特征 之 一 。 
第 二 点 夏季 休 孔 。 据 报道 ， 伏 地 肤 在 遇 到 夏季 极端 干旱 ， 降 水 少 ， 

AQ, £5 BKASKR FMD 1 一 2%，15 厘米 土 层 内 含水 

率 在 3 一 5% 时， 则 出 现 夏 季 休 眠 现 象 。 这 个 时 期 生长 停滞 或 十 分 

28, 人 饲 用 物质 的 几 藏 量 相 对 减少 。 一 旦 环境 条 件 好 转 ， 立 即 恢复 
ALBL, 夏季 休眠 现象 是 由 于 土壤 有 效 水 分 含量 过 低 ， 盐 分 含量 过 高 
斯 致 ， 第 三 点 减少 植物 本身 水 分 含量 ， 降 低 水 分 消耗 。 据 报道 ， 伏 
地 肤 在 返青 后 生长 期 含水 67%， 开 花期 含水 46% ， 种 子 形成 期 含水 

35%。 这 样 减少 本 身 水 分 的 含量 ， 就 可 减缓 其 生理 活动 ， 而 降低 水 

分 的 消耗 7 以 维持 正常 生长 与 发 育 的 需要 。 

RNR. TR, RE, AEE asc Re 
we, BSL ocM, LRM MA, B20 
米内 总 含 盐 量 在 05% 以 内 时 生长 良好 ， 在 1.0% 时 也 能 出 Hei 

KK. 

RRR FES OES EE EOF LL a] fH 1. 25-122. 80 。 
分 靶 多 ， 成 株 分 枝 一 般 在 20 个 以 上 ， 最 多 有 达 100—260 4, HAR 

道 ， 主 半 匾 汉 地 区 ， 与 其 它 旱 生 小 半 灌 水 比较 ， 伏 地 肤 的 一 年 生 枝 
RRS, “455%, HULK, 它 不 仅 是 理想 的 放牧 型 植物 , 而 在 缺 _ 

乏 灌溉 条 件 的 于 旱 、 半 干旱 地 区 ， 也 是 适宜 旱地 的 割 草 型 植物 。 

伏地 肤 生 长 较 快 ， 成 熟 早 ， 再 生 能 力 较 强 。 据 测定 ， 在 开花 前 
且 增 长 速度 可 达 0.5 厘米 ， 为 早生 植物 中 所 少 有 。 在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人 工 播种 的 种 子 发 芽 较 快 ， 当 年 生长 虽然 较 慢 ， 但 大 部 分 植株 
可 开花 结实 ， 第 二 年 植株 定型 ， 生 长 迅速 ， 其 产量 即 可 达到 高 峰 。 
在 放牧 场 上 司 利用 2 一 3 次 ， 而 计 割 干草 年 可 2 次 。 据 测 定 ， 春 未 
划 割 后 ， 秩 季 的 再 生 章 即 可 达到 20 厘米 ， 多 次 利用 可 以 获得 品质 
较 良 好 的 再 生 草 ， 如 仅 秋 季 利 用 1 次 ， 产 量 虽 然 较 高 ， 但 其 枝条 木 
质 化 程度 增高 ， 品 质 较 粗 老 

伏地 肤 具 有 较 广 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常 生长 于 草原 和 荒漠 区 的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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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沙 赤 质 或 多 碎 石 的 土壤 上 ，-- 般 在 生 有 较 在 富 杂 类 章 的 针 苦 章 
原 为 偶 见 伴生 种 ， 多 单 株 生长 。 在 荒漠 草原 和 章 原 化 荒漠 地 带 常 成 
为 群落 的 重要 伴生 种 ， 并 能 形成 层 片 。 在 新 疆 北 性 倾斜 平原 和 被 黄 
土 覆盖 的 低 山 丘 陵 上 ， EBB ANE WVanophyton 
erinaceum) 幕 漠 的 主要 伴生 种 ， 在 土壤 含 盐 量 达 0.2% & AWK 
钙 土 上 生长 繁茂 ， 常 可 成 为 优势 模 物 。 由 此 可 见 ， 伏地 肤 的 分 布 与 
温带 干旱 、 半 干旱 的 气候 和 土壤 条 件 有 一 定 的 密切 联系 ， 其 分 布 的 
多 度 常 依 大 气 湿润 梯度 的 下 降 而 逐渐 升 高 ， 由 此 可 以 确定 伏地 肤 为 
广 幅 荒漠 早生 植物 。 
饲 用 价值 ”伏地 肤 春季 返青 较 早 ， 冬 季 残 株 保存 完好 ， 粗 蛋白 

质 含量 较 高 ， 故 在 放牧 场 上 能 被 早期 利用 ， 对 家 畜 恢 复 体 腺 》 改变 
冬 瘦 春 乏 状 况 具 有 较 大 意义 。 据 研究 报道 ， 其 青 鲜 状 态 的 枝叶 和 花 
序 为 马 、 羊 、 骆 驼 所 喜 食 ， 秋 季 对 纺 羊 和 山羊 有 催肥 作用 。 开花 前 
浊 割 的 干草 各 种 家 畜 也 喜 食 。 

伏地 肤 具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据 分 析 ， 在 不 同 的 发 育 期 内 ， 与 
其 它 蓝 科 植物 比较 ， 其 化 学 成 分 内 含 亦 分 较 少 ， 粗 蛋白 质 含量 则 较 
多 ， 比 禾 本 科 植 物 为 高 ， 与 豆 科 植物 接近 ， 且 粗 蛋 白质 的 含量 在 各 
生长 季节 内 变化 幅度 较 小 ， 化 学 成 分 及 消化 率 如 表 -135 一 1、135 一 
Zo 

表 135—1 伏地 肤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C%) 

| 1 nde 绝 对 + 物 质 
分 析 类 型 | ee ai umes | 租 持 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sedes> 
叶 片 营养 期 19.34 7.19 16.80 42.14 14.53 

= if 营养 期 11.90 0.97 35.56 41.20 10.37 

aS 营养 期 16.25 2.18 17.26 | 48.38 | . 15.33 

全 th A HE HY 16.30 | 1.82 | 16.19 | 51.18 | 14.01 
| | 

+ ”新疆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兽医 研究 所 分 析 〈 全 株 指 地 上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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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5 一 2 ”伏地 肤 化 学 成 分 的 消化 率 表 (%) 
Pe ee et Me ee 

“a 育 期 | 11 | #1 脂 肪 | KAR | We 

开花 期 

结实 期 

* 28.55 

72.96 84.28 

61.74 84. 26 

77.89 

伏地 肤 的 叶 量 丰富 , 叶 中 粗 蛋 白质 含量 远 较 茎 秆 为 多 , A, 

用 品质 证 好 。 加 上 利用 时 间 长 ， 产 草 量 高 ， 是 干旱 地 区 的 优良 饲 用 

植物 。 据 新 疆 草 原 研 究 所 栽培 试验 ， 在 荒漠 气候 条 件 下 ， 旱 作 栽 培 

亩 产 鲜 草 150 一 350 公斤 ， 单 株 最 高 者 产 草 1.1 公斤 ， 每 亩 产 种 子 
15 一 20 公斤 ， 单 株 收 种 最 高 者 250 克 。 据 内 蒙古 正 PARAM 

定 ， 亩 产 鲜 草 688 公斤 ， 折 合 干草 167.5 公斤 。 

伏地 肤 的 利用 方式 ， 据 新 疆 研 究 报道 ， 春 播 的 伏地 肤 ， 在 生长 
发 育 良好 的 情况 下 ， 当 年 秋季 即 可 供 利 用 ， 以 浊 草 为 主 , 放牧 为 辅 。 
剂 割 留 天 高 度 控 制 在 3 一 10 厘米 之 间 为 好 ， 而 以 轻 度 放牧 为 宜 , 可 

促进 生长 ， 提 高 产量 ， 增 加 收益 。 

栽培 要 点 ”伏地 肤 的 栽培 能 否 成 功 ， 选 地 和 适时 播种 是 两 个 重 

要 了 环节。 因为 伏地 肤 的 种 子 小 ,千粒重 1.1 一 2.0 克 。 顶 土 能 力 弱 , 发 

芽 要 求 较 高 的 土壤 湿度 ， 地 势 平缓 ， 坡 度 小 ， 土 层 厚 。 翻 耕 深度 以 
25 一 30 厘 米 为 宜 ， 最 好 进行 秋 寿 ， 以 备 秋 未 或 开 年 春季 抢 示 播 种 。 

据 研究 播种 期 在 耕作 层 含 水 率 达 15--20% 时 ， 为 出 苗 期 的 最 

佳 土壤 湿度 。 为 了 达到 这 个 条 件 ， 故 在 干草 诛 或 荒漠 草原 地 带 栽培 

时 ， 服 好 在 临 冬 和 早春 抢 丧 播种 。 但 两 季 播 种 常 因 雨 后 土壤 板结 造 

成 出 苗 困 难 。 伏 地 肤 播种 深度 不 能 超过 2 天 米 ,以 1 厘米 最 适宜 。 冬 

前 或 冬季 也 可 寄 子 播种 ， 不 覆土 。 春 季 宜 采用 覆土 播种 。 应 根据 播种 
期 的 气候 条 件 和 土壤 丧 情 ， 灵 活 掌握 。 

国外 从 本 世纪 二 十 年 代 开 始 ， 对 伏地 肤 曾 进行 引种 栽培 试验 ， 

到 三 十 年 代 已 经 大 面积 种 植 ， 建 立 了 人 工 伏 地 肤 放 牧场 和 制 草 场 : 
我 国 在 六 十 年 代 和 七 十 年 代 ， 甘 肃 农业 大 学 、 新 疆 农 业 科 学 院 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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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 研究 所 、 内 蒙古 草 * 原 工作 站 等 单位 ， 先 后 对 做 通话 进行 了 大量 

人 人工 台 化、 栽培 、 选 育 等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 一 致 认为 它 是 在 干 章 原 

Mice UE, BAL RRA MR RRR AB A 

用 植物 。 as 

| (SR) 

136.28 K 4B 

Salsola passerina Bunge 

WE BER. G4 

形态 特征 ”小半 灌木 ， 高 5— 0 BOR, MAE, AB, we 

A, BREKGMAE, MERE, BRRART EE. WR, 

FEMS FATE, VAI, Ob ADR IR GE, TERR RK, FER 

5 ， 有 果实 自 表 侧 中 部 横生 于 膜 质 翅 ， 翅 黄 褐色 或 淡 紫 红色 ， 其 中 3 

”个 较 大 ，2 个 较 小 。 胞 果 倒 孵 形 ， 种 子 褐色 ， 圆 形 ， EE 

136), 

地 理 分 布 - 珍珠 柴 分 布 于 我 国内 蒙古 、 宁 夏 、 nankhite 

古 南 部 ， 苏 联 中 天 山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珍珠 柴 是 一 种 抗旱 、 抗 风水: i 

生 小 半 灌 木 。 根 系 较 浅 ， 主 要 分 布 在 20 一 40 厘米 的 土 层 中 ,个 别 根 

可 达到 较 深 层 ， 根 幅 宽 可 达 210 厘米 。 

众 珠 柴 在 芒 江 地 区 复杂 多 变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BE IAA BG 

发 芽 率 甚 低 。 据 多 年 观察 ， 它 以 种 子 进行 繁殖 的 机 会 很 少 ， 主 要 依 

人 靠 植株 臂 裂 的 方式 进行 无 性 繁殖 。 

本 种 在 野生 状态 下 ， 生 长 甚 为 缓慢 ， 再 生 能 力 很 差 。 据 内 蒙古 
巴 彦 淖尔 盟 锡 林 郭 勤 草原 改良 试验 站 ， 连 续 两 年 观察 测定 ， 前 半年 

67 天 内 ， 枝 条 仅 生 长 1.7 厘米 ， 后 半年 4 个 月 内 ， 枝 条 仅 生 长 2.5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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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 ae 

i —— 

PIR 4 月 上 各 

2400 米 ， 也 见于 荒漠 

珍珠 柴 在 内 蒙古 

开始 生长 ，6 月 上 各 

开花 ，9 月 中 名 结实 ， 

10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11 月 末 植 株 开 始 枯 

黄 。 

珍珠 柴 是 属于 温 

tis BE NAF HE IK, 

CHEFS, # 
if42250—3000°C 4E 

降水 量 100 一 200 毫 洲 

的 气候 条 件 范 围 内 。 

主要 分 布 于 荒漠 区 山 

前 切割 丘陵 或 洪 积 冲 

积 平原 的 沙砾 质地 ， 

LEAK BIC. 

分 布 区 海拔 为 1500 一 
图 136 YEA Salsola passerina Bunge 

草原 带 盐 碱 湖 盆 低 地 。 亦 适 生 于 粘 壤 质 表面 覆 沙 的 士 壤 上 ， 能 耐 轻 

度 盐 溃 化 。 在 厚 层 沙 质 士 和 多 碎 石 的 土壤 上 生长 不 良 ， 盐 渍 化 程度 
过 重 时 ， 可 由 更 耐 旱 和 耐 盐 的 红 沙 〈Reaunzxuria soongorica) FRR 
Fo 

在 荒漠 地 带 珍珠 柴 为 重要 的 建 群 种 , HE GOT AKI (Anabasis 
brevifolia), 4 vb. 4B i) (Potaninia mongolica) 等 组 成 优势 

群落 类 型 。 

饲 用 价值 ”珍珠 柴 是 放牧 场 上 的 良好 饲 四 植物 ， 也 是 荒漠 及 匾 
江 草 原 地 带 家 畜 冬 春 的 保 采 饲 料 。 各 种 宗 畜 四 季 均 乐 食 , 骆驼 及 羊 冬 

“447。 



PRES, F. DRAB. 

珍珠 此 具有 良好 的 营养 价值 〈 表 136 一 1、136 一 2), HE HMA 

量 较 高 。 全 年 各 季 间 的 粗 蛋白 质 含量 较为 稳定 ， 粗 纤维 的 含量 从 夏 

季 到 冬季 变动 不 甚 悬殊 。 

表 156 一 1 “珍珠 柴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Bo 物 质 

EECOETEITZ | ae | wR 
幼苗 期 | 7.91 | 11.13] 3.64] 19.74] 42.34| 15.24] 1.39] 0.24 
Sy BH 9.91] 19.39; 2.44|..18.16 | 35.24] 19.86 1.69] 0.40 
FF7EHH | 12.91 | 14.10] 2.07] 19.50] 21.63 | 30.51 | 4638] 0.34 

结实 期 9.16 | 12.59 2.08 | 16.79] 24. 34.22 2.09 6.29 

于 枯 期 | 12.14 7.92 3.32] 21.30 | .36.61 | 18.71] 1.97 0.25 

* 和 崔 蒙 古 农 收 学 院 分 析 。 

表 136—2 SUE JE SHS ALE RIL 0%) 

育 其 | aga He A | RB | 无 氨 浸 出 物 

幼苗 By ime) 74.62 | 86.12 87.72 | 91.19 - 

分 ft 组 66.75 87.76 72.12 13.22 

FF #E WH 86.69 83.52 37.85 25.91 

a x W 90.17 11.30 66.41 20.41 

= 枯 期 79.19 76.51 99.60 87.80 — 

本 砷 为 荒漠 及 藻 漠 草原 地 带 的 重要 饲 用 植物 ， 尤 其 在 冬 春 季节 

及 干旱 年 份 ， 成 为 冢 畜 主要 饲料 或 度 藉 人 饲料 。 

(Se %#) 

137. 4) 沙 i 

Salsola ruthenica [ljin 

别名 DR ERK, 

WARE ”一年生 草 本 ， 高 15 一 50 BK, SAU RH, B 

© 448。 



基部 分 枝 ， 坚 硬 ， 具 斩 色 或 紫红 色 条 纹 。 叶 互生 ， 条 状 圆柱 形 ， 册 
质 ， 长 1.5- 一 4 i, 先端 有 所 色 硬 刺 尖 。 花 1 一 2 SRA aa, i 
8 EZ AY _L HE ey OR TE, 化 被 片 5 HAR, See 
时 于 背 侧 中 部 横生 5 个 起 ， RAE, HP 3 个 大 型 翅 为 扇形 。 胞 
ABI CA 137) 。 

HIBS Ay fay Row o 
BE 7 UL Zk Fy 
FRAO Teme BL Ay J mS 
种 。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东 OAS 
dé. 4B4b. BRAG, PRR. opens. 
山东 及 江苏 ;蒙古 及 

苏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Wwe 

AHHH. ZEA BE 
古 、 东 北 及 华北 地 区 ， 
5 月 开始 生长 ，8 一 9 

月 开花 ， 9 Abas 
10 月 中 旬 结 实 ， 其 
后 即 枯死 。 

本 种 属于 温带 旱 
PRD, fe it 

=, 但 其 株 从 的 大 小 、 
多 少 ， 常 受 雨量 的 制约 。 一 般 多 雨 年 份 或 在 水 分 条 件 较 好 而 土质 松 
软 的 土壤 上 发 育 良好 。 ATE RARE, BE 变 章 场面 貌 。 干 早年 
tt TS A Hi, RA th BE FF 于 枯 后 植物 体 变 得 脆 硬 ， 植株 近 茎 
部 易 被 风 折 断 ， 随 风 滚动 ， 而 被 截 拦 聚集 于 各 种 障碍 处 ， 对 土质 要 
求 不 严 ， 除非 常 潮湿 与 盐 渍 化 的 土壤 外 ， 其 它 多 种 土壤 均 可 生长 ， 

* 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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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刺 沙 莲 Salsola ruthenica Iljin 



十 常生 于 沙 质 或 砂砾 质 土壤 士 , SRL, AREA KK RIE, 

刺 沙 蓬 广泛 分 布 于 草原 及 荒漠 区 。 多 散 生 或 群生 沙 质 章 地 、 石 

质 山 坡 、 干 河床 、 路 这 等 处 。 在 群落 中 ， 于 多 雨 年 份 ， 常 成 为 发 达 
的 层 片 。 

饲 用 价值 ” 刺 沙 茵 为 夏秋 季 肉 质 多 汁 ， 冬 春季 干燥 硬 质 的 中 等 
Is 饲 用 植物 ， 责 鲜 时 骆驼 喜 食 ， 牛 、 马 、 怠 乐 食 ， 绵 羊 与 山羊 亦 乐 

食 。 于 枯 状 态 骆 驼 最 喜 食 ， 羊 亦 喜 食 ， 牛 和 马 稍 食 。 
ti 根据 分 析 ， 刺 沙 茵 的 化 学 成 分 中 ， 营 养 期 含有 较 多 的 粗 蛋 白质 

及 灰分 ， 粗 纤维 含量 较 少 ， 开 花 后 则 逐渐 变 得 粗 老 ， 粗 蛋白 质 的 含 
量 下 降 ， 而 粗 纤维 的 含量 升 高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37。 

表 137 RBIS ROR (%) 

a 风 « 物 质 
nga | mmm | mee |S | ae | 钙 | oR 

oo a | ie) ae oe |) ee 
# 3% 期 8.09 |. 21.71 | 2.72 | Be 30.34 | 24.53 | 4.94 | 0.28 

开花 Pil 9.94 | 10.18) 2.74 | 32.94] 35.59] 8.61] 2.04 | 0.33 

结 实 期 | 17.18 7.15 | 1.26 35.02 | 28.15 11.24 | 2.42 | 0.23 

‘ik 本 种 幼 嫩 时 可 调制 青贮 料 或 浊 制 干草 ， 作 为 冬 春 贮 备 饲 草 。 

i 据 报 道 ， 刺 沙 攻 的 地 上 部 分 可 入 药 ， 能 降低 血压 。 

| ( 富 象 就 ) 

138。 合 头 宣 

Sympegma regelii Bunge 

) 别名 ，” 合 头 获 、 列 氏 合 头 草 、 黑 柴 。 
形 杰 特征 ”小半 灌木 ， 高 20 一 50 厘米 。 ZH YW, 27k, S 

枝 灰 褐色 ， 通 常 有 条 状 裂纹 ;当年 生 枝 黑 绿色 。 叶 互生 ， 肉 质 ， 

圆柱 形 ， 长 4 一 10 毫米 ， 黑 绿色 。 花 两 性 ， tf 3—4 共聚 集成 项 生 

。450。 



或 腋生 的 小 头 状 花序 。 花 被 片 5 FUR, RINE BE EL RR 
生起 。 胞 果 扇 圆 形 ， 果 皮 淡 黄色 ， 种 子 直立 ， 直 径 1 2 毫米 (图 
138), 

地 理 分 布 “ 合 头 
草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内 蒙 
二、 宁夏、 甘肃 、 青 
海 、 新 疆 等 省 (区 )，; 

蒙古 ， 苏 联 中 亚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合 头 草 的 根系 
较 发 达 ， 主 根 粗壮 ， 
入 土 深 约 20 一 25 JB 

米 ， 在 主根 上 分 生 有 
许多 侧根 。 

在 内 蒙古 阿拉 善 
地 区 ， 合 头 草 通常 4 
月 初 芽 开 始 萌动 ， 4 
月 中 旬 开 始 长 出 肉质 
的 叶 ， 了 7 月 开花 ， 8 

月 结实 ，10 月 上 各 种 

F KR, 11 A MH 

HR. HAMSTER, WERTH, SE RIM 
推迟 到 9 月 中 名 ， 则 种 子 不 能 成 熟 . 

A Sk I BAA PA BEN EEK, OCR SE, Le aga 
BARE, AKRMKOMMEAKH, BARE eA 
Rh, (A AE, POR. ROSHAN 
丘 顶 ， 也 见于 壤 质 碱 化 的 土壤 上 。 较 广泛 分 布 于 内 蒙古 阿拉 善 、 青 

e 451 e 

图 138 43 Sympegma regelii Bunge 



海 柴 达 木 和 新 疆 等 地 区 的 石 质 山 地 与 剥蚀 残 丘 上 ， 也 可 见于 出 莫 以 

及 王 谷 的 砂砾 质 、 沙 质 与 沙 壤 质 灰 棕 荒漠 土 上 。 在 龙 首 山 、 马 周 山 

可 分 布 到 海拔 2000 米 左 右 的 山地 ， 常 形成 稀疏 的 群落 。 

饲 用 价值 ” 合 头 草 是 荒漠 地 区 骆驼 的 三 大 抓 采 植 物 之 一 CAB 

利 为 权 检 (Haloxylon ammodendron) Fiat RIR (Anabasis 

brevifolia)}, RAIL, SRZBHBKRAAABERRER 

Stk WEG AR RAN —RWRE, KAKARMRPRABE 

FERNS HE, THESE, SEFMEDARE: +4 

食 。 

合 头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38。 

#138 合 头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Rive 风 干 物 质 
生育 期 | 水 分 下 

amen | mina | mere | EE | 粗 灰 分 | we | 

营养 期 (1) | fet | 18.65} 1.53 13.20 | 36.52 | 19.42] 0.81 0.25 

幼 果 期 (2) | 9.75 18.4 1.75 7.50 47.29 15.31 3.39 1.29 

BE, (1) 引 自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部 毗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六 
(2) 引 自 《 宁 夏天 然 草场 的 重要 牧草 》 1980 年 ， 王 宏 杰 。 

表 中 资料 表明 ， 合 头 草 在 营养 期 及 幼 果 期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白 质 

和 矿物 质 ， 而 粗 纤维 的 含量 较 低 ， 是 品质 中 等 的 小 半 灌 本 饲料 。 

合 头 草 亦 为 固沙 植物 ， 有 民 好 的 固沙 性 能 。 
(RAID 



六 、 杨 柳 科 Salicaceae 

139。 胡 杨 

Populus euphratica Oliv. 

别名 FH, i. 

WAIST «FFAs BH 10 一 15 (21) 米 ， 胸 径 30—40 (400) 

BK, Mea. MRKBE, DR. RAM, DNRREAMR 

灰 褐 色 。 叶 互生 ， 灰 绿色 ， 叶 形变 化 较 大 ， 长 枝 或 幼年 树 上 的 叶 条 

形 、 条 状 技 针 形 、 披 针 WRB, K5—12 厘米 ， 全 缘 或 中 部 以 上 

WRA BE s REM LMR. BG. BERR. K 

2 一 5 厘米 ， 全 缘 或 上 部 有 芯 大 缺 刻 ， 基 部 宽 模 形 或 截 形 ;叶柄 长 ， 

ie ds AE FE PRI 1. 5 一 2.5 BK, BABE 23 一 27; WERK 6 一 

10 HK, WRK IE, K 10 一 15 Sk, HiRRE, 2-3 GFR 

(图 139). 

地 理 分 布 ”胡杨 在 我 国 分 布 以 新 性 塔 里 木 河谷 最 为 集中 ， 沿 河 

岸 形成 走廊 状 的 河岸 林带 ， 继 续 向 东 ， 经 罗布 泊 、 哈 顺 戈 壁 、 甘 肃 

河西 走廊 到 内 蒙古 额济纳 河谷 。 此 外 在 准噶尔 盆地 、 伊 犁 谷地 、 柴 

达 木 盆地 以 及 内 蒙古 的 乌 兰 布 和 沙漠 、 阿 拉 善 沙漠 和 乌 兰 察 布 盟 西 

Ith, HAD HWM, 在 国外 ， 胡 杨 分 布 于 蒙古 、 巴 基 斯 

A, RR. I. A, PR. RAM,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胡杨 古 我 国 于 旱地 区 自然 生长 的 重要 乔 

木 之 一 。 属 适中 温 潜 水 超 旱 生 耐 盐 的 夏 绿 植物 ， 也 是 新 疆 杜 加 依 林 

的 主要 植物 组 成 ， 它 生长 在 芒 漠 区 内 陆 河 流 两 岸 、 扇 缘 地 带 。 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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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的 塔里木 河流 
oh. PARSER. 

什 河 下 游 及 黑河 下 

ie 〈 额 济 纳 河 ) 一 

带 有 集中 分 布 。 它 

适宜 生长 在 海拔 

800 一 1100 米 的 地 

方 ， 并 常 和 树 柳 形 

成 混交 林 。 

胡杨 对 热量 要 

求 较 高 ， 一 般 要 求 

大 于 10°C 年 积温 

在 2000 一 4000%C 之 . 

间 ， 而 在 4000sC 以 

上 则 生长 旺盛 。 但 +. ie 
对 温度 的 变化 适应 图 139 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Oliva 50. 

能 力也 很 强 ， 在 极端 最 高 温 40 一 45"C 到 极端 最 低温 三 40 和 也 能 适 

应 。 耐 旱 性 强 ， 主 要 依靠 潜水 或 河流 泛滥 水 维持 生命 & ZEAE kK 

不 足 100 训 米 或 终年 无 雨 的 沙漠 内 部 河岸 仍 能 茂 感 生 长 。 彰 杨 是 典 

型 的 潜水 旱 中 生 一 一 中 生 植 物 ， 具 有 明显 的 旱 生 植物 特征 寺 叶 片 细 

长 ， 硬 而 厚 ， 栅 状 组 织 和 机 械 组 织 发 达 ， 角 质 层 增 厚 ， 叶 面 有 蜡 质 

物 覆 盖 ， 海 绵 组 织 在 上 、 下 表皮 等 。 还 有 较 高 的 根 压 和 活 透 压 太 在 

严重 于 旱 时 脱 枝 落 叶 ， 可 减少 蒸腾 节约 用 水 。 据 在 民 勤 调查 让 灰 

杨 的 蒸腾 强度 为 24.1 一 35.8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胡杨 根系 发 达 ， 苗 期 主根 长 度 为 地 上 部 的 .18 HF, MOPAR BERT 

水 平 伸展 到 10 一 20 KS, SPAT BEE We Sh ARE HOR ADS 
Kot, AREMAB MH, HAP, RY, EPFL 

生出 大 量 不 定 芽 ， 并 随 之 形成 新 的 很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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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 疆 SARA, 4 月 中 下 和 开花， 雌雄 异 株 ， ? ATR 
。 8 月 中 名 种子 成 玖 同一 林 中 不 同 植株 ， 甚 至 同一 株 树 上 种 子 成 郊 
期 也 不 一 致 ， 早 期 还 有 假 误 现 象 ， 采 种 时 应 注意 。 胡 杨 种 子 很 小 ， 
千粒重 为 0.069 一 0。09 克 。 自 然 落地 的 种 子 ， 条 件 适 宜 ， 3 天 可 发 

芽 ， 长 成 幼苗 ， 冬 季 地 上 部 冻 死 ， 异 年 根系 仍 萌发 成 株 。 种 子 易 丧 
失 发 芽 能 力 。 胡 杨 的 生长 发 育 与 自然 条 件 密切 相关 ， 在 水 分 、 土 壤 
条 件 较 好 的 环境 中 ， 能 形成 百年 高 大 乔木 ， 在 干旱 、 将 薄 的 土壤 中 
则 发 育成 短命 灌木 丛 。 

1 赤 杨 耐 盐 性 强 ， 能 生长 在 pH8 一 9 的 条 件 下 。 其 耐 盐 能 力 ， 随 
着 树 现 的 增长 而 增强 。 成 树 在 含 盐 为 1 一 2% 土 壤 中 ， 也 能 正常 生 
洒 
，” 饲 用 价值 “胡杨 是 荒漠 地 区 重要 的 木 本 饲 用 植物 ， 其 落叶 是 家 
言 冬 春 季 闻 的 重要 人 饲料 。 嫩 枝 、 叶 骆驼 喜 食 ， 王 时 骆驼 和 山羊 一 般 
采 食 ， 马 、 牛 不 食 。 胡 杨 林 下 具有 丰富 的 枯 枝 落叶 层 ， 是 良好 的 天 
然 青 贮 饲 料 ， 可 供 利 用 的 于 枝 、 树 叶 约 每 亩 2.75 公斤 左右 , 是 荒漠 
KRHA. WHEE, SKIERS, KARE 
含 无 氮 浸 出 物 ， 而 纤维 含量 较 低 ， 蛋 白质 含量 中 等 ， 灰 分 含量 高 ， 

其 中 富 钙 而 乏 磷 大 致 同一 般 禾 谷类 饲料 相近 ， 低 于 小 麦 刻 。 其 化 学 
成 分 及 氮 基 酸 含量 见 表 139 一 1、139 一 2。 

表 159 一 1 胡杨 可 食 枝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5 物 
生育 其 te eR 

a srfiaeeslaanam| arse Blac] os | we 

营 养 | 7.52 

营养 (1) | 6.31 

营养 (2) | 8-37 | 4.56] 4.75 | 15.26 

组 注 :01 六 6 月 1 日 采样 ， 为 4 一 6 年 生 的 当年 枝叶 
(2) 6 月 8 日 采样 ， 为 一 百年 生 的 当年 梳 叶 。 

* 新疆 库 车 羊 场 和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12.00) 5.80 | 14.61 52.21 7.86] 1.67 | 0.24 一 - 

8.95| 1.42 | 0.09 | 新 于 库 车 羊 场 

22.48| 1.04 | 0.08 | 新 疆 阿 克 苏 

9.01| 2.72 | 14.57} 58.44 

47.58 



hj 

家 189 一 》 胡杨 当年 枝叶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 〈%6) 

| Besa PL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葵 两 异 Re 
FoR 

ra a mw 

占 原 样 0.69 | 0.41 “tif | mic 

FO 

0. 40 0.40 | 0.09 | 0.30 0.46 | 0.20 

0.43 0.43 | 0.10 | 0.32 | 0.74 bee 0.49 te 0.50 

* GHIAAH, BHF. 

WHKERRERAOVRARRE, WOM, 
的 绿洲 气候 和 形成 肥沃 的 土壤 具有 重要 意义 。 不 适当 的 采伐 、 毁 林 
垦荒 及 过 度 放牧 都 会 造成 森林 资源 的 破坏 和 土地 风蚀 或 积 了 沙 ， 引 起 
荒漠 化 加 剧 的 恶果 。 因 此 应 采取 在 生长 季 严 禁 放牧 ， 到 冬季 再 利用 
枯 枝 落叶 的 方法 ， 有 计划 地 利用 荒漠 地 区 这 一 丰富 的 饲 用 植物 资 
源 ， 使 林 、 牧 有 机 地 结合 起 来 。 同 时 对 胡杨 疏 林 的 放牧 利用 ， 重 点 
HET EWE aR. | 
BT ET HON PR, thE RR, at 

且 为 少 有 的 乔木 树种 ， 其 树脂 、 叶 、 根 和 花 均 可 药 用 。 
(Hie 许 mee) 

140. /)) 叶 杨 

Populus simonii Carr. 

别名 8H. WH. PROD. 
形态 特征 “落叶 乔木 ， 高 10 一 20 米 。 树 冠 匈 山形 ;， 树 皮 灰 宰 

色 ， 纵 裂 ， 小 枝 细 长 ， 红 褐色 或 黄 褐色 ， 无 毛 ， 萌 发 枝 和 长 炉 具 明 
BEA, BUK, HH. MERA, SRM RRM 
形 ， 长 宽 变 化 较 大 ， 长 3 一 12 厘米 ， 宽 2 一 8 十 米 ， 常 在 中 部 或 中 

部 以 上 较 宽 ， 先 端 短 渐 尖 或 突 尖 ， 基 部 物 形 至 宽 攀 形 ， 边 缘 细 钝 锯 
齿 ， 上 面 绿 色 ， 下 面 白 色 ， 叶 柄 有 沟 槽 ， 带 红色 。 雁 柔 黄花 序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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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6 厘米 , 苞 片 边缘 条 裂 ， 

雄蕊 8 一 9 +; WETE FR KK 

2 一 7 厘米 。 果 穗 长 达 15 

JR OK, BR 2--3 HEB CA 

140—1), 

地 理 分 布 “小 叶 杨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华 中 、 

西北 及 四 川西 北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小 时 杨 生 态 幅 度 较 广 ， 

适应 性 强 ， 广 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北 方 各 省 〈 区 ) ， 在 长 

Li ARH, HH 

分 布 最 高 可 达 海 - 拔 3.000 

米 ， 在 1500 KW F 5 wy 

> 

/| Pd 

CLL 

Sah OY 
Crs 

{7 Bh 

5 

vat xr 

iS 

人 

人 
(| 

Wie = 3 

一 He 1 oe 
es Sasbeese 

| 

She 
JX 

FT WS we Te 

好 。 

小 时 杨 是 中 根性 树 
图 140--1 小 叶 杨 -Popzxlxs simonii Carr. 

问 四 周 扩展 “〈 图 140 一 2), 向 下 伸展 达 1.7 米 或 更 深 ， 交 织 成 网 ， 因 

而 ， 它 能 生长 在 干旱 贫 将 的 生境 。 

物候 期 因 地 而 异 ， 春 季 发 育 较 早 ， 一 般 花 期 为 3 一 4 月 份 ， 约 
10 一 20 K, RARE 4 一 5 月 份 。 河 南 郑州 、 陕 西关 中 在 .4 AFA 

ems 陕 北 、 宁 夏 在 5 月 中 下 旬 成 熟 ， 东 北 在 5 月 下 旬 至 .6 ALA 

始 成 熟 。 8 月 上 旬 停 止 生长 ， 叶 片 10 月 下 旬 凋 落 , 生 长 期 约 120 一 

.130 天 。 必 须 严格 掌握 采种 时 间 ， 因 种 子 成 熟 后 立即 飞散 ， 采 种 较 
困难 。 种 子 发 菠 率 在 95% 以 上 ， 出 苗 整 齐 ， 幼 苗 生 长 健壮 。 种 子 
放置 20 天 以 后 发 芽 率 下 降 DOOM, JMR HARA, 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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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一 2 ”小 叶 杨 (tee, Ris) -根系 

SH By PY, EB oT BE He UE PD NY RIT DSA EE Be 
院 林业 土壤 研究 所 ， 林 业 集刊 ,第 三 号 , 科学 出 版 社 , 1960 年 。 

齐 ， 长 势 不 旺 。 贮 藏 种 子 要 预先 进行 处 理 ， 经 地 处 理 的 种 子 一 年 后 
发 芽 率 也 能 保持 在 80% 左 右 。 

小 时 杨 主 要 分 布 于 温带 草原 和 和 森林 草原 地 带 ,， 不 耐 戎 项， Re 3 
BG. MRA TOS, BM, Rew ee, BERS 40° 

的 高 温和 - 36°C it, MR MSH, AEH RRA, Weert, 

He Mis oh BEAD 374 Se 50°F TAK / AY, TE PACs 8 月 份 的 耗 水 

Ht: AH 0.4 公斤 / 株 / 日 ! 中 株 3.3 公 斤 / 株 /日 ! AM 6 公斤 / 
株 / 日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沙 壤 士 、 轻 雯 土 、 黄 土 、 冲 积 土 、 灵 
钙 土 均 能 生长 ， 但 性 喜 湿 润 肥沃 土壤 。 短 期 积 水 尚 可 和 此 长， 但 长 期 

积 水 的 低洼 地 不 能 生长 。 在 干旱 将 薄 、 沙 荒地 上 ， 常 常 形成 “小 老 

树 ”。 对 土壤 酸度 的 适应 幅度 较 大 ， 在 pH8.0 时 亦 能 生长 s 在 弱 或 

中 度 盐 涡 化 土壤 上 也 能 生长 。 

小 叶 杨 生长 速度 快 ， 在 陕西 榆林 邮 区 的 沙土 地 上 ， 年 平均 生长 

33 厘米 。 有 旺盛 的 萌芽 能 力 ， 易 揪 条 党 殖 ， 用 于 造林 。 ARR 

比 插播 能 提高 生活 力 ， 增 强 抗 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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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杨 因 立 地 条 件 不 同 ， 生 长 状态 也 有 差别 ， 立 地 条 件 相 同 ， 
OME RUM E EMR, LEBMAEK, BAER, USE 
百 株 左 右 为 好 ， 成 材 后 还 须 间 伐 。 
“” 饲 用 价值 、 小 叶 杨 的 适口 性 和 饲 用 价值 与 胡杨 (Populus eu- 

phratica) 相近 WwW, io HF SI (9aljrx ?zafsudaza)。 从 化 学 成 

分 看 ， 它 比 胡 杨 含 有 较 多 的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肪 ; 同一 般 优 良 牧 草 比 
较 ; 它 的 蛋白 质 含 量 是 较 高 的 ， 纤 维 素 含量 也 较 低 ， 无 所 浸出 物 含 
BMRB GE 140 一 1) 。 

小 呈 杨 此 需 氨 基 酸 的 含量 也 较 高 ( 表 140 一 2), 与 其 它 饲料 相 

表 140—1 小 叶 杨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也 物 的 :> ee ye oe 
采样 部 位 

营养 期 :| 5.67 | 13.88] 5.60 | 16.64} 48.42} 9.79] 10.8 | 0.77 当年 枝叶 

FF 期 |5。39 | 9.13) 5.63 | 18.02) 54614] 7.69} 1.77] 0.21 当年 被 叶 

7.40 | 23。50| 5.20 | 22.80| 32.80) 8.30 叶 

8.80 | 26.20] 6.20 | 15.40) 24.30] 19.10] 0.90] 0.05 叶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140-2 小 叶 杨 可 食 枝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表 (%) 

a 两 目 已 全 响 | 闻 氮 酸 | 苏 氢 酸 | 下 气 酸 | cel | lela ee 
| 氨 了 酸 氨 酸 | 

0.42 0.16 0.45 as 

a : aad ie: ee DOS 

占 原样 0.44 | 0.37 | 0.07 | 0.31 | 0.71 | 0.36 

占 风干 物 0.47 | 0.39 | 0.08 | 0.33 | 0675 | 0.38 

——— 

0. 44 0. 17 0. 48 — 

仿 ， 属 质量 中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AN ARR ETE Sb, ARERR A. MRE 
(—5.2%RR, WRK. MAATMAAYD. RRA RH 

境 。 

( 黄 兆 华 上 昭和 斯 图 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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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1..8 和 柳 

Salix flavida Chang et Skv. 

别名 小 黄 柳 。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1 一 3 米 。 老 枝 黄 和 白色， 有 光泽 ;， 嫩 枝 黄 

4, WM. KE. HHA, BR HABMARKKE HB, K2—- 

8 厘米 ， 宽 3 一 6 毫米 ， 上 面 淡 绿 色 ， 下 面 稍 带 苍 白色 ,两 端 渐 狭 ， 

边缘 具 粗 腺 齿 ， 无 毛 : 叶柄 长 1-3 毫米 。 柔 黄花 序 先 叶 升 放 ， 肉 

花序 长 圆 形 ， 长 2 一 2.5 BK, GHEE RN, Fete, 

有 长 毛 , 子 房 长 圆 形 ， — <s 

ARK, TEER, 3 

柱头 4 裂 ， 腺 体 1，- 

mr ee 

7 , SF 

1/ 

ek nt = . 
ae 腹 生 ; HELE PRB. - ‘ Nii \N 

K 12 BR, teak, aN 
RABE, BE, G NY 
PRAIRIE. Bi th; 4, 
RRM G BE i 
(图 141 一 1 。 y 

地 理 分 布 BHD 
分 布 于 辽宁 、 吉 林 和 

内 蒙古 的 呼伦贝尔 沙 

地 、 科 和 尔 沁 沙 地 、 浑 

善 达 殉 等 沙 地 ;在 毛 

乌 素 沙 地 和 腾 格 里 沙 
漠 有 引种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Te PI IZ OL 图 141 一 ] 黄 柳 Saliz flavida Chang et Skv.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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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 OK. RMR, WA. TY. ARH. EKA DRS A 

oo i=a-_” 9 本 ie 

BMOMMAR SIM MHLW, WAFRABHY REE, 

黄 柳 具 有 强大 而 开展 的 根系 ， 主 根 一 般 深 达 3.5 米 ， 侧 根 长 达 

203K, Hitk, TR), AMAA, A 沙 性 能 强 ， 生 长 快 ， 栽 植 一 年 

侧根 可 达 1L 米 : (图 141 一 2); 二 年 生 的 水 平 根 可 伸展 到 13.2 米 ， 

为 冠 幅 的 13 倍 。 根 系 密集 层次 为 20--80 厘米 。 黄 柳 所 以 能 在 干旱 

的 流沙 土生 长 ， 与 它 具 有 庞大 根系 有 关 。 | 

图 142--2 si (o4E. HR) 的 根系 
录 自 刘 中 民 等 ， 沁 种 主要 沙 生 植物 的 特性 及 其 裁 培 的 研究 , 治 沙 研 究 , 第 五 号 ,科学 出 ”、 

版 社 , 1963 年 。 

黄 柳 的 物候 期 ， 在 宁夏 中 卫 地 区 ， 2 月 下 旬 昔 发 ， 4 月 中 旬 果 
熟 ，10 月 中 名 凋落 ， 均 比 辽 宁 省 章 古 台 早 一 或 半 个 月 。 在 内 蒙古 
饮 林 郭 勤 草原， 花芽 4 月 上 名 萌 动 ，4 月 中 名 开放 ，4 月 下 旬 开 

4, | 花期 14 天 左右 。 5 月 下 名 始 果 ， 果 期 约 9 天， 果实 成 熟 时 种 

子 即 刻 飞 散 。 千 粒 重 0.405 克 。 黄 柳 早 期 生长 迅速 ; 8 月 中 旬 后 生 

”长 减 慢 ， 当 年 生 枝条 可 达 1. 5 一 2.5 米 。 在 水 分 良好 的 地 方 , 寿命 可 

达 30 年 左右 。 

黄 柳 耐 沙 埋 ， 萄 生 不 定 根 ， 以 加 速生 长 。 据 中国 科学 院 兰 败 

WRAVRLE SADR, WHR RIA 厘米 的 黄 柳 ， 当 年 

平均 生长 高 度 比 未 沙 埋 的 高 85 厘米 ， 比 沙 埋 25 厘米 的 高 41.2 厘 

米 。 

Bi ON FE it De, AS 15 厘米 时 ， 对 其 当年 生长 影响 并 不 显 

iy (UPR 20 厘米 时 ， 生 长 高 度 较 未 受 风蚀 的 约 减 少 50%，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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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风 伺 易 造 成 死亡 。 

黄 柳 昔 芽 力 强 ， 无 性 繁殖 容易 ， 可 行 揪 条 和 播种 繁殖 ， KER 
植 比 春 。 夏 季 和 栽植 成 活 率 高 ， 可 达 80%。 

据 在 宁夏 中 卫 地 区 1960 年 6 月 测定 ， 黄 柳 的 总 含水 量 最 高 为 

262,1% 《水 分 占 干 重 的 百分数 ), 最 低 为 186.8 中 ， 最 大 值 出 现在 
清晨 ， 最 小 值 出 现在 中 午 ， 吸水 力 为 10 一 15 个 大 气压 ， 蒸 腾 强 度 

从 生长 期 开始 逐渐 上 升 ， 6 月 以 后 逐渐 下 降 。 6 月 份 蒸腾 最 大 ， 最 
大 蒸腾 强度 可 达 34.8 毫克 /平方 厘米 /小 时 。 黄 柳 抗 时 性 强 ， 于 背 

风 坡 有 积 沙 的 地 方 可 形成 高 大 的 灌 从 。 但 沙丘 固定 后 ， 黄 柳生 长 不 
良 ， 渐 趋 衰亡 。 平 着 可 以 复壮 ， 据 调查 ， 平 着 后 当年 平均 高 生产 较 
AEA 197%. BA 2-3 年 平 茬 一 次 为 宜 。 

黄 柳 野生 于 草原 地 带 ， 在 固定 、 半 固定 沙 地 及 流动 沙 乓 上 都 广 “ 
有 分 布 ， 多 在 落 沙 坡 脚 或 丘 顶 生长 ， 形 成 茂密 的 柳 从 或 黄 柳 泡 包 。 

人 饲 用 价值 ”在 内 蒙古 科 左 后 旗 的 调查, 黄 柳 一 获 (Miscantjuss 
sacchariflorus) + EE (Arundinella hittad BY, Wr ee 

286.5 公斤 ， 可 食 章 产量 86 公斤 。 黄 柳 在 幼 嫩 时 ， 山 羊 乐 食 ， 干 枯 

RAGA EAH, Wt, BEM RAKE. SARS 
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蛋 白质 和 粗 纤维 中 等 ， 灰 分 中 含 钙 较 多 ; BAR 
的 品质 较 好 ，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较 一 般 比 禾 谷 类 饲料 多 ， 大 约 同 小 麦 
BOS. AS Raw ARBRE EW 表 141 一 到 141—2, 

表 141 一 1 黄 柳 墩 枝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占 风 二 物 的 

生 育 期 NBN Ob FIL | “ow b 素 ok 3] Lo Ae 2 a 7 ins 生 | Bt | 内 

FF 46 期 9.20 ape 6.20: | 32.761 4s 051 5206 1 1.11 1&5 26.87 

Ewe | 6.76 | 12.05] 5.64 | 18.35] 48.42) 8.78 | 2.48 | 0.18 

* 中国 科学 院内 蒙古 宁夏 综合 考察 队 和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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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41 一 2 ” 黄 柳 嫩 枝 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ae 必需 | | 

SR 

占 原 样 

oe 

* 分 析 样 本 果 后 营养 期 ， 分 析 单 位 同上 。 

(KHL 昭和 斯 图 MEH) 

ma MAR AB 
a OK 氨 了 琶 

neem 

0.52 | 0050 | 0.11 | 0.41 | 0.94 | 0.47 0.58 ee 

0.44 | 1.01 | 0.50 | 0.72 | 0.26 | 0.62 

| 0。214 

0.561 | 0。54 | 0.12 

142. 北 沙 10" 
Salix psammophila C. Wang et C. Y. Yang 

别名 沙 柳 。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2 一 3 米 。 小 枝 带 紫色 ， 无 毛 。 托 叶 条 形 ， 

早 落 ! 叶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3 一 8 厘米 ， 宽 2 一 4 毫米 ， 边 缘 有 

稀疏 细 腺 齿 ， 上 面 淡 绿 色 ， 下 面 灰 白色 ， 幼 时 微 有 Es 叶柄 长 1 一 

4 毫米 ， 无 毛 。 花 序 轴 被 绒毛 : BARN. KA, Hwee, 

边缘 及 两 面 均 被 长 柔 毛 : 雄花 序 长 2 一 2.5 BOK, PE EAREs 

WEEP 1.5 BOK, FREKDE. BRERRE (A 142), 

WEADA AUMWARHRAM, KRADAFRATHRWE 

的 沙 地 。 产 于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 锡 林 郭 勤 盟 西部 和 陕 北 榆林 地 区 。 

宁夏 、 甘 肃 河 西 走 廊 和 新 疆 有 引种 栽培。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北 沙 柳 抗 性 强 ， 喜 温 ， 耐 寒 ， 耐 风沙 ， 

耐 轻 度 盐 碱 ， 容 易 繁殖 ， 生 长 快 ， 萌 芽 力 强 。 

北 沙 柳 主根 不 很 发 过， 侧根 多 而 长 ， 在 沙 地 可 达 20 余 米 。 细 

根 极 多 ， 密 集 于 0 一 50 厘米 土 层 中 ， 盘 结 在 沙丘 上 层 形成 谢 大 的 表 

层 根 系 网 ， 起 着 良好 的 固沙 作用 。 一 般 4 WEAR, PK OT 
花 ， 花 期 20 天 左右 ， 5 月 中 名 种 子 成 熟 ，41 月 中 名 落叶 ， 6 月 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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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长 最 快 ， 7 月 开始 减 

18, 8 月 下 名 以 后 生 

长 停止 。 

” ID HM RE 

HAIR AT, 

无 性 繁殖 容易 ， 通 常 

AH, wi wi 

天 然 下 种 自 繁 ， 带 根 

植 苗 造林 和 种 子 直播 

造林 均 可 。 其 生长 速 

度 主要 在 造林 后 的 头 

二 、 三 年 为 最 快 ， 之 

后 生长 缓慢 ， 并 逐渐 

AB, (AGT E, 

促进 生长 ， 有 利于 萌 

发 大 量 枝条 ， 更 新 复 

壮 。 

AGE Ft 

区 典型 的 中 生性 大 灌 

图 142 北 沙 柳 Saliz psemmophila C.Wang 

et. 人 Za 

木 或 小 乔木 ， 具 广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在 低 山 、 有 平原、 河流 两 岸 ， 盐 

碱 难 地 ， 水 丘 背 风 坡 及 丘 间 黎 地 均 可 生长 。 在 湿润 丘 间 地 常 与 处 红 

Bi) (Salix microstachya) 和 芦 革 等 伴生 ， 在 水 分 条 御 好 的 国定 、 

半 固 定 沙 地 常 与 黑 沙 营 构 成 群落 。 
北 沙 柳 是 喜光 植物 ， 但 也 能 生长 在 疏 林 下 ， 柄 寒 皇 研 热 ， 在 冬 

季 人 气温 -30"C 和 夏季 地 表 温 度 高 达 六 十 多 度 的 沙 地 也 能 忍耐 Ene 

宜 在 湿润 蓝 松 土壤 上 生长 ， 在 粘 重 的 土壤 上 生长 不 良 。 地 下 水 位 在 

50- 一 100 厘米 的 沙 质 丘 间 低地 ， 生 长 旺盛 ; 在 地 下 水 位 5 一 8 ARAB 

五 间 低 地 生长 较 盖 ， 在 季节 性 积 水 的 地 方 常 锌 滤 死 ， 但 仍 可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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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根系 发 达 , 故 能 忍受 一 定 程度 的 风蚀 ， 落 埋 不 过 冠 顶 ， 则 越 埋 
生长 越 旺 j 天 水 能 力 强 ， 轻 度 风蚀 生 长 正常 ， 严 重 风蚀 对 生长 有 影 
响 ， 但 不 致死 亡 。 沙 埋 能 促使 生长 不 定 根 ， 增 强 植株 吸收 水 分 和 养 
分 的 能 力 ; 狠 进 其 生长 。 据 观测 ;一 株 生长 在 背风 坡 的 北 沙 柳 ， 沙 
FE 1.4 米 深 ， 产 生 不 定 根 247 条 ， 株 高 2.8 米 ， 冠 幅 18.7 平方 米 。 
借 此 能 力 ， 它 常 怜 上 丘 顶 逐渐 固定 沙丘 。 

饲 用 价值 ” 北 沙 柳 的 嫩 枝 时 是 牛 、 羊 、 驼 的 好 饲料 ， 其 它 牲 畜 
不 食 或 很 少 采 食 。 编 羊 和 山羊 喜 食 干 叶 ， 在 冬季 饲料 缺乏 时 ， 各 类 
家 畜 都 喜 吃 ， 为 牲畜 度 荒 年 的 主要 饲料 之 一 。 在 毛乌素 沙 地 ， 每 亩 
可 产 风 干 枝叶 人 饲料 120 一 155 公斤 。 

北 沙 柳 枝 稠 叶 茂 ， 且 和 柔 壤 ， 营 养 价 值 高 ， 富 含 较 高 的 蛋白 质 和 
脂肪 ， 纤 维 素 含量 较 低 。 所 含 必需 氨基 酸 也 较 一 般 禾 谷类 饲料 多 ， 

表 142 一 1 北 沙 柳 嫩 枝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 物 的 
~ 3 MS *mepummncras, eas] | Pe 
4 x | 12.34) 13.79] 14.32] 27.47] 27.04] 5.04 | 3.08 | 0.63 37.75 

5.49] 12.45| 7.70| 19.66| 47.39] 7.31 | 2.19 | 0.24 一 

果 后 营养 期 4。68| 12.39] 10。50| 22.48] 44。67| 5.28 | 0.86 | 0.21 -一 

3w7I an 054303 40.66) 33wu351 52 1.1678: | 0621 

© PHASE RARATLASSR, PHAEREMNYORA HT. 

表 142 一 2 ” 北 沙 柳 嫩 枝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 

必 。 需 
项 氨基 “| 椰 氨 酸 | 苏 氨 酸 | 蛋氨酸 赖 氨 酸 | 组 氢 酸 | 精 氨 酸 | 色 氨 酸 目 酸 氨 ” 酸 

占 原样 0.57 | 0.51 | 0.11 | 0.42 | 0.99 | 0.49 | 0.66 | 0.21 | 0.58 | 一 

占 风 于 物 0.60 | 0.54 | 0.12 | 0.44 | 1.04 |] 0.51] 0.69] 0.22 1.026| — 

采样 日 期 ， .6 月 8 日 、 生 育 期 、 果 后 营养 期 。 

大 约 与 小 麦 获 含量 相近 。 其 化 学 成 分 和 氨基 酸 含 量 见 表 142 一 1、 
142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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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沙 柳 不 仅 是 于 草原 、 半 荒漠 区 的 恨 好 饲料 ; 也 是 防风 固沙 的 

好 树种 。 树 皮 可 提取 几 料 制 革 ， 花 为 蜜源 ， 树 皮 可 药 用 )， 味 兰 性 
寒 ， 有 清热 消 肿 作用 。 

( 黄 兆 华 ， 上 昭和 斯 图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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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榆 科 Ulmaceae 

143。 榆 

Ulmus pumila L. 

Be AH. Ri. HT. 
形态 特征 ”乔木 ， 高 15 一 20 米 。 树 皮 暗 灰色 ,粗糙 纵 裂 ， 枝 灰 

”褐色 ， 微 被 毛 或 无 毛 。 叶 互生 ， 椭 圆 形 、 椭 圆 状 孵 形 或 枯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8 厘米 ， 宽 1. 5 一 3 厘米 ， 先 端 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近 圆 形 
或 宽 槐 形 ， 边 缘 具 整齐 的 单 锯齿 ， 稀 有 重 锯齿 ， 下 面 腋 脉 有 和 柔 毛 ; 
叶柄 长 2 一 10 毫米 。 花 先 叶 开放 ， 多 数 成 通 状 聚 伞 花 序 ， 着 生 于 去 
年 枝条 指 叶 腋 ， 花 被 4 一 5 裂 ， 雄 蕊 4 一 5， 花 药 紫色 ; Fe, 
柱 2 。 翅 果 近 圆 形 或 宽 倒 卵 形 ， 长 1 一 1.5 BK, CE, APL ik, 种 

子 位 于 起 果 中 部 或 近 上 部 〈 图 143) 。 : 
地 理 分 布 ， 栓 分布 于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河 北 ̀  山 东 、 山 西 : 

内 蒙古 、 陕 西 、 宁 夏 、 甘 肃 及 新 疆 等 省 〈 区 )。 西 藏 、 四 川北 部 ,长 
江 下 游 各 省 也 有 栽培 ;朝鲜 、 苏 联 、 蒙 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落叶 乔木 ， 在 干旱 贫 将 地 方 呈 灌 未 状 。 

分 布 于 森林 草原 、 干 草原 以 至 荒漠 带 ， 在 居民 区 周围 也 有 零星 散 
A, 垂直 分 布 一 般 在 海拔 1000 米 以 下 ， 在 新 疆 天 山 可 达 海 拔 1500 

米 ， 在 陕西 秦岭 可 达 海拔 2400 米 。 生 态 幅 度 广泛 ， 从 温 HL BBY 
带 一 直到 亚热带 都 可 栽植 、 深 根性 ， 根 系 发 过 ， 具 有 强大 的 主根 和 
侧根 ， 有 利于 适应 各 种 气候 带 的 不 同 生境 条 件 。 

物候 期 各 地 稍 有 差异 ， 从 芽 萌 动 开 始 到 落叶 为 止 ， 整 个 生长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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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长 得 不 同 。 在 华北 

和 西北 比 东 北 地 区 生 

长 期 要 长 30 一 40 天 

左右 。 

在 我 国 北方 * 3 一 

4 月 开 花 , 4 一 6 月 果 

熟 。 种 子 成 熟 后 应 及 ， 
时 采种 播种 ， 如 不 能 
及 时 播种 ， 要 密封 贮 
藏 以 免 降低 发 芽 率 。 
种 子 含 水 量 为 8%， 
Ye BEBE, FOR 
菠 力 可 保持 近 两 年 - 
榆树 种 子 发 芽 率 一 般 - 

65—85%, FRE 

7.7 bi, BA 12 一 

13 万 粒 , 种 子 更 新 状 

况 良 好 ， 据 调查 在 辽 

宁 省 西 拉 木 伦 河 中 游 
图 143 iy Ulmus pumila L. 

固定 沙 地 的 草场 上 ， 一 年 生 的 实生 苗 , 在 林 下 平均 每 平方 米 13 株 ， 

林 缘 50 米 以 外 每 平方 米 为 9 株 。 

榆 是 阳性 树种 ， 幼 龄 时 侧枝 多 向 阳 排 列 ， 壮 龄 时 树 校 问 外 伸 

展 ， 形 成 庞大 的 树冠 。 耐 寒 性 强 , 在 冬季 绝对 低温 达 - 40—- 48°C HY 

严寒 地 区 〈 内 蒙古 海拉尔 )， 也 能 生长 。 抗 旱 性 强 ， 在 年 降 水 量 不 

JE 200 毫米 ， 空 气相 对 湿度 在 50%% 以 下 的 干旱 地 区 能 正常 生长 ， 但 

必须 是 在 水 芬 条 件 较 好 的 低地 。 喜 土壤 湿润 、 肥 沃 ， 但 对 土 接 要 求 

不 严格 ， 干 燥 将 薄 的 固定 沙 地 和 栗 钙 土 上 也 能 本 长 。 耐 盐 碱 性 较 

强 ， 在 含 0.3%% 的 氯 化 物 盐 土 和 含 0.35% 的 苏打 盐 土 ，p 开 9,0 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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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生长 。 不 耐水 渡 ,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或 排水 不 良 的 洼地 ， 常 引起 主根 
腐烂 此外， 对 烟 和 氟化氢 等 有 毒气 体 的 抗 性 也 较 强 ; 

MEK, Bak, —i20—307R RM. PRA, 
ARAMA HG EH). RE 18 年 生 植株， 在 土壤 肥沃 、 水 分 状 
况 良好 的 条 件 下 ， 比 生长 在 土壤 较 次 薄 的 材积 量 要 高 出 近 1 倍 。 据 
辽宁 省 西部 防护 林 区 调查 报告 ,在 冲积 性 壤 士 和 厚 层 褐色 土 上 ,生长 
比 在 未 土 和 盐 碱 土 上 快 2 一 4 售 。 可 采用 植 苗 和 直播 两 种 方法 造林 。. 
AMA "hy 嫩 枝 及 果 在 青 鲜 状 态 或 呆 干 后 为 家 畜 所 喜 食 ， 

但 牛 、 马 采 食 较 差 8 内 蒙古 牧民 常 将 其 叶 放 六 酸 乳 中 ， 饲 咀 幼 畜 ， 
为 高 营养 价值 的 饲料 。 树 皮 淀 粉 、 嫩 时 和 果实 人 可 食 ， 也 可 做 猪 的 
饲料 。 榆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43 一 1， 榆 叶 及 嫩 枝 时 含有 较 丰 富 的 蛋白 
质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纤 维 含量 较 低 ， 灰 分 中 含 钙 较 多 ， 磷 较 少 ， 且 变 . 
化 较 大 。 必 有 需 氨 基 酸 中 ， 组 氨 酸 和 蛋氨酸 含量 较 高 GE 143 一 2)， 
为 良 等 饲料 。 

表 145 一 1 榆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F 物 质 的 
= 育 期 | 水 分 oo it we. 2 Tar 采集 部 位 

棚 蛋 白 | 福 脂 肪 | 租 纤 给 在 氮 当 | 相 灰 分 | os | Be 
7.0 | 19.0 | 19.0} 7.7 | 35.3 | 19.0 iH 

60.3 | 17.6 | 8.8] 8.3 | 51.7 | 13.6 叶 - 

67.2 | 24.7 | 18.3 | 11.6 | 36.9| 8.5 | 1.62 | 0.12 叶 - 

Rie & FH | 10.3] 21.7| 3.6 | 16.4] 48.9} 9.4] 2.33} 0.31 叶 

303 叶 

10.6 | 20.0] 3.0] 14.7 | 46.6 | 15.7 | 2.25 | 0.19 叶 

4.8 | 29.4] 2.4] 12.2] 45.5 | 10.5 叶 

Ri 党“ 装 725 | 19.7) 3 iH 

69.4 | 23.2] 6.2] 9.8] 44.8 | 16.0 | 2.48 | 0.23 叶 

9 | 10.3,| 7-1 | 1768 | 53.4 | 11.49 2.04] 0.23 叶 

。 江苏 农学 院 、 甘 肃 农业 大 学 、 贵 州 农学 院 、 黑 龙 江 冀 笋 兽医 所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 原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西北 畜牧 兽医 所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 东 北 农学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除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的 以 外 ， 本 玫 所 列 数据 均 据 《 海 西 科技 饲料 营养 专辑 ?1977 
年 ， 第 二 期 。 其 中 占 于 物质 % 为 作者 折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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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145 一 2” 榆 叶 的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的 太 ， 

0.66 | 0.71 | 0.21 | 0.46 | 1.13 | 0.62 he 02 

0.77 | 0.23 | 0.50 | 1.22 | 0.67 | 0.94 | 0.43 1.10 

0.87 0.40 

0.71 

榆 除 饲 用 外 ， 也 是 绿化 ， 农 田 及 章 声 防护林， ;各 碱 地 选 条 的 生 

要 树种 之 一 。 种 子 含油 率 25.5%， 可 榨 油 、 制 肥 BR Rh 

油 。 果 、 叶 、 树 皮 还 可 入 药 ， 能 安神 ， 利 尿 ， 等 症 。 

(RKP WMA 和 杨 喜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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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32% Polygonaceae 

144.70 木 B 

Miraphands bracteata A. Los. 

别名 ABT, RR. He. 
) 形态 特征 ， 灌 木 ， 高 约 50 厘米 。 老 枝 灰 福 色 ， 外 皮 常 显 条 状 
HE, WEIR RITA, RPE CITE, eae, 
By AB BRB, 

黄 绿 色 ， JCM Be, 

总 状 花 序 项 生 或 侧 生 ， 

花粉 红色 ， 每 2 一 3 Ff 

生 于 一 褐色 膜 质 的 苞 腋 

Al; 花 被 片 5， 2 轮 ， 

内 轮 花 被 片 5， 2 轮 ， 

内 轮 花 被 片 果 时 为 圆 形 

或 心 形 ， 长 等 于 或 小 于 

Ke. BRASH, WH 

色 ,， 略 有 光泽 (图 144) 。 

MED UAE 

DHF ABRIL, F 
夏 中 北部 半 荒 漠 地 带 ， 

在 干草 原 带 则 生 于 沙 

地 ,沙丘 等 隐 域 性 生境 。 图 144 Ub FREE Al raphaxis : bracteata A.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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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沙 木 划 为 旱 生 植物 ， 常 见于 半 固 定 沙 地 

及 半 元 漠 地 带 具 菏 层 浮 沙 的 山 莽 、 瑟 陵 坡 地 、 沙 质 的 河谷 冲积 地 或 

于 河床 ， 也 见于 草原 化 荒漠 带 的 砂砾 质 戈壁 地 带 。 一 般 只 稀疏 分 布 ， 

偶尔 也 可 在 局 部 地 段 成 群 落 建 群 种 。 

5 月 萌发 ，6 一 7 月 开花 ， 9 月 果实 成 熟 。 

沙 木 萝 具 有 典型 旱 生 植物 所 特有 的 旱 生 结构 。 根 据 中 国 科学 院 

沙漠 研究 所 对 腾 格 里 沙漠 RIF. RAW 前 地 区 固沙 植物 的 和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沙 木 蓝 的 叶 表 面积 小 ， 叶 肉 组 织 体积 相对 较 大 ， 叶 面 

积 与 体积 比值 为 6.31【 同 为 旱 生 植物 的 猫 头 刺 (Oxytropis aci- 

phylla) 为 4.43， 而 中 生 植 物 文 冠 果 (〈(Xanihio6eras sorbifolia) 

则 为 tl.57， 紫 穗 槐 (Amor pha fruticosa) % 16.34) . tH AA He 

全 发 育成 栅栏 组 织 ， 厚 319.0 微米 ， 而 海绵 组 织 退 化 ， 栅 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比值 为 无 限 大 【 同 为 早生 植物 的 沙 & HF CAmmpi ptana- 

thus’ mongolicus) 的 栅栏 组 织 厚 339.9 微米 ,栅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比值 也 为 无 限 大 ， 而 中 生 乔 木 比 白杨 的 栅栏 组 织 厚 101. 4 微米， 海 

绵 组 织 厚 105. 9 微米 ， 柚 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比 值 为 1.0]。 此 外 水 未 
Zit Ay, FB i iB Be OR, 说 明 长 期 适应 于 旱 生 境 ， 促 进 

了 输 导 系统 的 发 育 。 

饲 用 价值 ”为 中 上 等 的 饲 用 植物 。 嫩 枝叶 富 含 蛋 自 质 。 夏 、 秋 

BAM. HFK, BULB, FRER, SHU; 冬 春 季 骆 能 

乐 食 落 叶 后 的 校 梢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44。 

R144 WASHES Ma R* (%) 

i kh FF wR 
lac nmi er a Ze Bll ey] 钙 | 现 

生 BR 期 -| 水 a 

4 1.09 43.91|11.615| 2.69 | 0.75 | 宁夏 银川 2.84 37.75 BH BB 

* ” 守 夏 农学 院 分 析 。 

沙 木 划 多 栽植 在 沙 区 ， 可 作为 改良 天 然 草场 的 草 种 ;也 可 用 手 
*° 472 ， 



防风 固沙 ， 但 固沙 效果 较 差 。 

8 (36-3 #) 

145. Awe 

Calligonum leucocladum (Schrenk) Bunge 

形态 特征 ”灌木 ， 高 1 一 2 米 。 老 枝 灰 白色 ; 小 枝 细 长 ， 直 或 
BS, WAKE 3 一 4 厘米 。 叶 条 形 ， 长 2 一 5 毫米 ， 易 脱落 。 花 常 2 
茶 腋 条 花梗 长 2 一 4 毫米 ， 中 部 以 下 具 关节 ; RH OB, 
等 长 ， 背 部 绿色 ， 边 缘 白 色 。 果 实 卵 圆 形 ， 长 8 一 20 毫米 ， 少 数 较 
小 或 较 大 ， 直 或 微 扭曲 ， 翅 柔软 ， 花 期 淡 黄 或 淡 红色 ， 果 期 棕色 或 
淡 褐色 ， 两 端 圆 ， 表 面 

平坦 或 微 卷 ， 边 全 乡 或 
Lan (A145). 

地 理 分 布 “和 白 皮 沙 

拐 惠 仅 分 布 于 新 疆 准 噶 
尔 盆地 中 十 尔 班 通 古 特 
we, be PTA 
伯 利 亚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白 皮 沙 损 束 为 喜 沙 
超 早 生 灌木 ， 典 型 的 匾 
DARD, EF RG 
BUH fd 5 VD Fe Fl Vb 2E i] 
起 全 药水 地 上 ， 与 一 些 
超 章 生 灌木 ， 半 灌木 植 

MBB (Haloxylon 图 145 白 皮 涉 拐 惠 Calligonum leucocladum 

ammodendron) , BW HK (Sehrenk)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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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edra distachya), Y> # 〈4rtemiyia arenaria) 和 一 年 

生 或 短 生 的 沙 生 草 本 植物 ， 在 不 同 地 形 部 位 形成 沙 质 荒漠 群落 ， 在 

群落 中 为 优势 种 或 亚 优势 种 。 

白 皮 沙 拐 惠 具有 强大 的 扩展 根系 ， 其 水 平 根系 极为 发 达 ， 多 分 

布 在 30 一 40 厘米 的 沙 层 内 ， 长 达 几 米 至 十 几米 ,- 根 能 产生 不 定 芽 ， 

分 生 很 多 根 而 出 苗 ， 形 成 众多 的 沙 拐 囊 株 从 。 抗 风力 强 , 生长 迅速 ， 

在 一 些 半 流动 沙丘 迎风 面 顶部 形成 先锋 群落 。 在 其 植株 基部 形成 不 

同 高 度 的 风 成 沙 堆 。 耐 旱 性 强 ， 在 沙 层 含水 量 为 3% 时 就 能 成 活 ，- 

含水 量 达 到 5% ， 成 活 率 高 ， 生 长 迅速 。 在 水 分 状况 更 好 的 条 件 下 ， 

可 密集 生长 。 

白 皮 沙 拐 囊 的 果实 具有 借 风 传播 的 膜 质 翅 状 物 ， 近 乎 球形 ， 富 
于 弹跳 力 ， 可 随 风 滚动 传 布 其 远 ， 并 有 在 流沙 上 萌发 的 特殊 适应 

性 。 | 

饲 用 价值 AKRUARARRAEZAYFERRSRE. 

驼 喜 食 ， 在 生长 季 也 采 食 木质 化 与 较 粗 糙 的 小 枝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45。 夏 秋季 羊 采 食 当年 生 校 与 小 果 ， 冬 春季 不 喜 食 。 牛 、 马 不 食 。 

表 145 BRWVREHLERDR* (%) 

占 风 下 Y 质 

ame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2,2) 粗 灰分 | oo | wm 

0.70- | 0.20 结 实 期 7.81 | 1.34 | 37-85 oo 9.85 — 8.05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 析 。 

白 皮 沙 拐 束 的 饲 用 价值 不 大 ”但 它 的 种 子 易于 传 布 , BRAM, 

是 沙漠 区 的 先锋 植物 。 由 于 它 的 生长 ， 不 仅 固定 了 了 流沙， 还 改变 子 

生态 环境 ， 为 后 生 植 物 提 供 了 庇护 条 件 ， 使 之 定居 ， 形 成 新 的 群 

落 ， 从 而 改善 了 草场 的 饲 用 价值 。 

(FH MB EAR 蒋 瑞 芬 AMS) 

° 474° 



146.~> 15 更 

Calligonum mongolicum Turcz. 

NS RAW. 3 
形态 特征 ， 灌木， 植株 高 0. 5 一 1.5 米 。 老 枝 灰 白色 ， 开 展 . 叶 
:条 形 ， 长 2 一 5 毫米 。 花 淡 红 色 ， 通 常 2 一 3 See ene Mw, 花梗 下 
BRAT: 花 被 片 卵 形 或 近 圆 形 ， 雄 蓄 12 一 16; FRI, AA 
列 鸡冠 状 突起 。 AERA, ARB, Tee, 基部 
KE, HEHEHE 8 一 10 毫米 ,长 10 一 12 BK, 肋 状 突 起 明显 或 
不 明显 ， 每 一 肋 状 突起 有 

3 行刺 毛 ， 有 时 有 行 不 

完整 ， 刺 毛 又 状 分 枝 2 一 3 

次 ， 基 部 不 明显 加 粗 ， 细 

脆 ， 易 折 世 (图 146 一 1) 。 

地 理 分 布 “ 沙 拐 束 分 
布 于 内 蒙古 中 西部 〈 锡 林 

郭 勒 盟 西北 部 、 乌 兰 察 布 ， 

盟 北 部 、 伊 克昭 盟 西 北部 、 

阿拉 善 盟 )、 宁 夏 甘 肃 和 新 
Ha (RK),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多 枝 丛 生 小 灌木 株 
高 一 般 1 一 1.5 米 ， 丛 幅 
0.5 一 2.0 米 。 分 布 于 亚洲 

PRBS, ERE HE 图 146 WHR Calligoxum ie 
Ge HF Sf BA BRE Pe a Tu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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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荒漠 化 草原 。 多 生 于 流动 了 钞 工 、 半 流动 沙丘 或 石 质 地 ， 在 砂砾 质 戈 

壁 ， 干 河床 和 山 前 砂砾 质 洪 积 物 坡 地 上 也 有 生长 。 具 有 抗 风 蚀 ， 耐 

沙 埋 ， 耐 沙 割 ， 抗 于 旱 ， 耐 贫 将 及 枝条 茂密 ， 萌 药力 强 ， 根 系 发 达 

等 特性 ， 能 适宜 于 条 件 极端 严酷 的 干旱 荒漠 区 生长 ， 是 沙 质 荒漠 的 
重要 建 群 种 之 一 ， 由 它 所 组 成 的 群落 是 荒漠 区 典型 的 沙漠 植被 。 

沙 拐 惠 根 系 发 达 ， 有 明显 主根 ， 水 平 根 相 当 发 达 ， 侧 根 很 多 

(图 146 一 2)， 根 部 有 根 鞘 保 护 。 根 莫 能 力 强 ， 沙 理 后 可 生出 不 定 

根 ， 所 以 能 适宜 在 流动 沙丘 上 分 布 生长 。 据 对 内 蒙古 百子 地 流动 沙 

丘 圭 天然 生长 的 沙 拐 束 调 查 ， 地 上 部 分 高 90.2 厘米 ， 侧 根 达 19.5 

米 长 ， 根 长 为 株 高 ,21 倍 余 ， 尽 管 风 蚀 出 一 部 分 根系 ， 但 仍 能 生长 

正常 。 在 乌 兰 布 和 沙漠 育苗 试验 ， 无 灌溉 条 件 下 ， 一 年 生 苗 高 38 悍 

米 ， 主 根 长 157 厘米 ， 侧 根 113 厘米 ， 根 深 大 于 苗 高 3-4 B. 

F146—2 WHR RA 

录 自 李 鸣 冈 等 ， 包 兰 铁路 中 卫 段 腾 格 里 沙漠 地 区 铁路 沿线 固沙 造 KHOR, PRA 
学 院 林业 土壤 研究 所 ， 林 业 集 刊 , 第 三 号 ;科学 出 版 社 ，1960 年 。 

在 准噶尔 盆地 沙 区 ， 沙 拐 京 4 月 发 芽 生 长 ， 5 月 开花 ， 花 期 较 

短 ， 6 月 上 旬 形 成 幼 果 ， 下 旬 成 熟 脱落 。 在 吐鲁番 由 于 生长 季节 

长 ， 一 年 两 次 结实 ， 第 一 次 在 5 AMIE. 5 月 底 至 6 月初 果 部 

第 二 次 于 9 一 10 月 开花 ，10 月 底 至 11 月 初 果 熟 。 在 内 蒙古 花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8 月 。 果 翅 AD 变 干 ， 果 皮 坚 硬 变 森 质 ， 是 果实 成 熟 

的 标志 ， 果 熟 后 易 脱 落 ， 随 风 飞 走 ， 应 及 时 采集 。 

沙 拐 更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颇 高 ， 为 70 一 75%, 种 子 生命 力 不 易 丧失 ， 

在 干燥 条 件 下 可 贮藏 两 年 以 上 。 但 由 于 种 子 坚 硬 ， 带 有 和 刺 毛 ， 发 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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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 甚至 长 期 不 发 荐 。 因 此 ， 播 种 前 要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可 提高 出 苗 
率 。 

沙 拐 束 为 多 年 生 强 旱 生 灌木， 非常 而 干旱、 而 高 温 。 据 试验 ， 
在 新 疆 吐 鲁 番 ， 只 要 一 年 灌 一 次 冬 水 ， 便 能 很 好 地 生长 发 育 。 在 精 
河 沙 区 ;夏季 沙 面 温度 高 达 70%D， 年 平均 了 妖 水 量 76 毫 米 ， 沙 层 含水 

率 2% 的 条 件 下 ， 人 工 造 林 成 活 率 仍 可 达 80% 以 上 ， 且 生长 正常 。 
水 拐 刘 是 典型 的 沙 生 植物 ， 不 怕 风 人 蚀 、 沙 割 和 沙 坦 ， 风 蚀 后 从 

其 裸露 的 根系 上 能 长 出 根 葵 昔 ， 生 成 新 植株 。 它 有 茂密 的 枝条 ， 易 
于 积 沙 ， 沙 埋 后 反而 促进 其 生长 ， 当 沙 埋 1.5 米 时 ， 其 高 度 增长 1 
米 ， 同 时 在 沙包 项 上 形成 新 的 灌 从 。 

沙 拐 惠 多 生 于 朴 松 、 通 气 良好 的 流 沙 及 半 流 动 沙 地 。 育 苗 时 适 
合 于 沙 壤 和 较 干 燥 桩 松 的 沙 性 土壤 。 不 宜 在 粘 重 土壤 或 低 湿 盐 碱 地 
上 生长 ， 如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1 米 上 下 )， 苗 木 长 势 差 。 

沙 拐 记 的 根系 强大 ， 使 它 能 够 充分 利用 沙 层 中 有 限 的 水 分 、 养 
分 。 蔡 有 白色 的 表皮 ， 而 且 光滑 ， 能 反射 强 光 。 其 叶 完全 退化 ， 由 
绿色 枝 进 行 光合 作用 。 老 枝 表皮 细胞 ATL) 面积 相当 大 ， 为 
2866.7 土 661. 2 平方 微米 ， 为 花 棒 (Hedysarum scoparium) 的 3 

倍 。 气 孔 的 数目 少 ， 每 平方 毫米 为 80.2 个 ， 只 有 花 棒 的 35.5%, A 

而 蒸腾 作用 弱 ， 节 约 用 水 ， 这 些 都 是 它 适 应 干旱 生态 环境 的 旱 生 形 
态 结构 。 其 次 果实 具有 借 风 传 播 的 结构 ， 并 有 在 流沙 上 萌发 的 特殊 
适应 性 。 

沙 拐 京 亦 是 速生 灌木 ， 生 长 快 ， 枝 条 茂密 ， 有 良好 的 防风 固沙 
效果 ， 故 又 是 一 种 先锋 固沙 植物 。 惟 其 芭 于 直立 , 无 叶 、 根 部 脆弱 ， 
如 用 作 固 阔 ， 则 须 注意 与 其 他 植物 混 种 。 
饲 用 价值 ”水 拐 谈 适口 性 中 等 ， 为 骆驼 的 好 人 饲料， 夏秋 季 骆 驼 

喜 食 枝叶 ， 冬 春 采 食 较 差 。 绵 羊 、 山 羊 夏 秋季 喜 采 食 嫩 枝 及 果实 ， 
冬 春季 不 食 。 马 与 牛 不 吃 。 

WLM MAKEN ER, AUD RRB 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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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为 主 所 组 成 的 各 类 草场 ， 结 构 简 单 ， 种 类 单纯 ， 伴 生 植 物 很 少 ， 

生产 力 很 低 ， 故 放牧 利用 价值 低 。 以 内 蒙古 阿拉 善 地 区 为 例 ， 如 表 
146 一 1， 说 明 沙 拐 京 草场 的 一 般 性 状 。 

表 146 一 1 阿拉 善 地 区 的 沙 拐 谈 牧场 

* 5 * 型 | 生效 | oe w lame oo] @ 注 

> BR HOR 流 沙 膜 果 麻黄 、 沙 | | 1 巴 髓 吉林 沙 汇 
AB. Awe 

白沙 蒿 一 细 枝 崖 黄芪 + 沙 | 流动 . 半 流 | 膜 果 麻 黄 、 沙 ELSE Ee PRUE IE 
BRB ave [A wee aT 
VHC + MARK EVADE | AYR. MB)... | 腾 格 里 沙 省 北部 

1G HE Es 
HARE + PHR+ YD) 半 流动 沙丘 | 膜 果 麻 黄 . A) jy 亚 玛 里 克 沙 带 、 
木 区 牧场 Dies : -| 巴 丹 吉林 沙漠 东 沿 

DPR HI AYRe | RR. mwa yy Wh, ME 
. 等 oy aU PE se BE 

表 148—2 RRA SERRE (%) 

占 风 二 物 
和 蛋白 | 相 脂 肪 | 相 纤 维 | 受 ， 拖 粗 灰分 | 钙 | z 

Fr 4E Hi | 8.23 6.25) 2.35) 28.10) 58.35) 4.95) 1.15 

生 育 期 | 水 分 xk 样 日 期 

9 月 11 日 | 结 实 By | 6.21 | 14.93] 18。25| 18.25] 49.83] 14。05| 2.56 

¢ ”中 国 科学 院 兰 州 沙漠 所 分 析 。 

表 146 一 5 沙 拐 囊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0.45 | 0.14 

0.48 | 0.11 

让 采样 日 期 ， ‘ainsi 生育 日 期 ， 结实 期 。 

沙 拐 更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氨基 酸 含 量 见 表 146—2, 146—3. AR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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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还 可 以 作为 先锋 固沙 植物 ， 其 根 及 带 果 全 株 均 可 入 药 ; iiss 
SHR, PORE PH A. 

| (HAE Wt MB Hxws) 

147.2 FF = 

' Fagopyrum eymosum (Trev.) Meisn. 

别名 BFR. ARMA. 

形态 特征 ”一年生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50 当代 要 填 红 帘 
色 ， 抉 状 ， 不 定 根 多 

而 细 长 。 茎 直立 ， 分 

校 或 不 分 枝 ， 中 空 而 

WHA, ABH 
绿色 变 为 紫红 色 ， 成 

熟 时 呈 红 褐色 。 叶 互 

生 ， 时 柄 纤细 ， 叶 片 

质 薄 , 三 角形 , 长 与 宽 

近 相 等 ，4 一 8 厘米 ， 

先端 尖 ， 基 部 箭 形 ， 

全 缘 ， 微 波状 ， 中 脉 

明显 , 侧 脉 3 对 基 出 ， 

木 达 边 缘 ， FEM RY 

状 膜 质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或 腋生 , 花 被 白色 ， 

5s 雄蕊 8， 花柱 

3 裂 ， 花 盘 腺 状 。 瘦 

RERE, KH5B Hi thr gM Rah ppp WAR error) 

米 ， 黑 褐色 (图 147) 。 Mei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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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SHEDS RAMI MMH, MI, 
四 川 、 云 南 各 省 。 | 

AMA SEAT MABE BOR ANP, PERS eR 

地 上 ， 只 要 气候 适宜 均 能 很 好 生长 。 在 酸性 土壤 上 亦 能 生长 。 因 其 
须根 细 长 ， 又 能 分 泌 有 机 酸 ， 所 以 ， 对 磷 钾 肥 的 吸收 能 力 很 强 ， 并 
能 从 难于 溶解 的 磷 灰 石 中 吸收 磷酸 。 不 耐 碱 性 较 重 的 土壤 。 通 常 适 
于 牙 松 而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土 。 在 山区 丘陵 阴 湿 环境 ， 以 及 地 十 、 田 

边 、 河 岸 路 边 等 均 有 野生 种 生长 。 
人 饲 用 价值 ”人 金 硬 麦 适 口 性 较 好 ， 其 蔡 叶 柔嫩 多 汁 ， 可 作 青 人 饲 

料 ， 尤 为 猪 所 喜 食 ， 生 吃 或 打 浆 均 可 。 但 因 人 金 匡 麦 旺 酸 性 , Ram, 
需 加 2% 的 石灰 水 中 和 为 宜 。 | 

金 荞麦 蛋白 质 含量 丰富 ， 粗 纤维 少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IT47。 

表 147 ”人 金 荞麦 化 学 成 分 5 〈%) 

fay JiaLiane oe 
分 析 项 - 目 | 水 分 “a 

skolano laa ema eo 

+ 草 9.56 12.52 46.56 11.75 

鲜 草 85.87 | 

* ” 引 自 南方 14 省 市 畜牧 良种 饲料 试验 人 资料 汇编 。 

金 荐 麦 为 天 然 野 生 植 物 ， 经 过 驯化 、 试 种 ， 实 践 证 明 ， 它 是 一 

MAR, BL. ARR WX FR. AICP, 且 

病虫害 很 少 ， 易 于 人 工 栽培 管理 。 近 年来， 在 我 国 南方 十 四 省 、 市 、 

自治 区 均 有 较 大 面积 推广 。 金 荞麦 栽植 后 ， 可 以 延续 多 年 ， 并 以 第 

二 年 产量 最 高 。 金 荞麦 易于 腐烂 ， 又 可 作 绿 肥 、 全 草 六 药 。 

栽培 要 求 ” 金 荞麦 4 月 上 旬 可 分 株 移 栽 , 要 施 足 底肥 , BRAK 

BRU 24x18 厘米 较为 宜 。 用 种 子 栽培 村， 同 种 养 才 CP. esculen- 

tum), SFr MSS, Hw. Hb WAH, BR AAD 

防治 。 (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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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fa a 

Polygonum aviculare L. 

别名 “局 竹 。 

形态 特征 :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10 一 40 OK, BA AE, FBS, Bb 

展 或 直立 。 WHA RRB, ks HMR, FRA, | 

上 部 白色 透明 ， 有 不 明显 脉 纹 。 花 1 一 5 RRM IK, FS Ps 

花 钙 5 深 裂 ， 裂 片 棋 圆 形 ， 绿 色 ， 边 缘 白 色 或 淡 红色 ;雄蕊 8; € 

柱 3。 瘦 果 孵 形 ， 有 3 棱 ， 黑 色 或 褐色 ， 生 不 明显 小 点 ， 无 光泽 

(图 148) 。 

地 理 分 布 “分布 和 
全 国 各 省 区 。 在 新 疆  - 二 te 

y ADEM te aR -< 包 局 
430 一 2300 米 的 乎 原 \ 

和 山地 ; 欧 、 亚 、 美 

三 洲 温带 地 区 也 有 分 fh 
J | 二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VAY \ il \ 

a | 并 2 
特性 ” 蕊 蓄 是 一 年 生 

中 生 杂 类 草 。 其 生境 

多 种 多 样 ， 一 般 生 长 

在 田野 、 荒 地 、 路 边 、 

KIA. WHEL ESR. 

湿 草 地 ， 平 原 轻 度 盐 

渍 化 的 湿润 地 带 、 平 

原 林带 下 和 人 曾 活动 . 

过 的 遗址 处 。 F148 #82 Polygonum aviculare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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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蓄 为 直 根 系 ， 主 根 长 一 般 为 10 厘米 左右 , 有 的 可 达 15 厘米 ; 

侧根 一 般 长 15 厘米 左右 ， 有 的 长 达 20 厘米 。 分 枝 能 力 强 ， 分 枝 数 

一 般 为 10 一 20 条 ， 有 的 可 达到 80 条 ， 最 多 者 可 达到 630 条 ， 因 而 

侵占 性 强 。 抵 抗 践踏 能 力 极 强 ， 经 牲畜 放牧 雅 踏 后 ; 能 很 快 地 再 生 。 
适应 性 强 。 早 春 朝 发 较 早 ， 在 新 疆 天 山北 坡 平 原 区 ， 一 般 在 3 月 底 

萌发 ， 花 期 .4 一 6 月 ， 花 果 期 6 一 10 月 。 开 花 至 结实 期 Bw 

例 为 1:1 。 结 实力 强 ， 种 子 落地 来 年 即 可 自生 。 一 般 高 度 为 10 一 40 

厘米 ， 在 条 件 好 的 地 方 高 度 为 70 厘米 左右 ， 有 些 可 达 92 厘米 。 枝 

条 蔓延 达 10 一 50 厘米 左右 ， 有 些 可 达 100 BK, BER 有 较 广 泛 

的 生态 可 塑性 。 常 生长 于 平原 绿洲 ， 有 时 可 形成 优势 种 ， 覆 盖 度 可 

达 85%。 夏 季 一 次 鲜 草 产量 每 亩 可 达 790 公斤 左右 。 

人 饲 用 价值 ” 蕊 著 蔡 叶 和 柔软 ， 适 口 ” 良好， 生育 期 长 ,各 类 家 畜 
SFU. CARR. BR. BM. ARES. FBR. FY 

骆驼 及 其 他 禽类 也 乐 食 。 调 制 成 干草 ， 羊 . EL OL RHE. 

FRM LRH, RAR, BARR. RB. Bl eH, 

藤 蕾 生育 期 长 ， 耐 践踏 、 再 生性 强 ， 为 理想 的 放牧 型 草 。 具 有 较 高 

的 营养 价值 ， 据 分 析 ，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发 育 时 期 内 ， 蛋 白质 的 含量 较 . 

一 般 禾 本 科 植 物 高 , 而 纤维 含量 较 低 。 参 看 表 148 一 1。 

蕊 蓄 维 生 素 含量 较 高 ， 人 参看 表 148 一 2。 

项 蓄 富 含 钠 、 硫 、 钾 、 氮 、 钙 元 素 。 人 参看 表 148 一 3。 

表 148 一 1 Mee ROR (%) 

样品 | 生育 期 | 水 “二 “ ia , ~ 采 HR A 期 
spp EME aes) 钙 | wR 

= alg 期 | 7.50) 15.45) 2.13 | 27.46) 36.42) 9.68.) 1.23 | 0.134 6 A24H 

草 | 果 期 | 7.90| 13.85] 2.35 | 27.60] 42.06] 6.20 | 0.76 | 0.286 7 月 7 日 

His fa] 79. +80) 5.20) 0.70 | 3.50} 8.20) 2.60 | 0.98 | 0.06 8A = 

曹 | 花 ”期 | 74.60] 5.30 0.80 | 和 11.80) 3.10 | 0.36 | 0.14 8 月 了 
于 草花 其 8.00 8.70| 1.50 | 31.80| 24.40 25.60 | 0.81 0.41 | 8 月 

让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 东 北 农学 院 、 内 蒙古 农 委 学院、 北京 农业 大 学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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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8 一 2 BEHBERSER* (%) 
mh 

Fo \ Ala ob we] w@ ee | Bem eR 

tif 草 0.00955 0.00058 0.0013 : 0.158 

Fe 0.046 0.001 —~ — 

* 引 自 《 猪 的 野生 饲料 》。 

表 148 一 5 ”篇 蕾 的 元 素 化 学 成 分 《2% ) 

样品 来 源 

2.01 | 0.041 0.061) 4.552] 1.621] 2.702] 新 pi 

es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所 分 析 ， 

蕊 车 在 草场 上 不 起 主导 作用 ， 有 时 可 作为 草场 退化 的 标志 
—; HEAR, BRAMW AB, woe, RE, HAAR. 清 
$e PIES. Wk, AMA BRAG, WRT SE ERE 
用 。 

19.04 Q.21 | 1.03 

( 张 清 斌 ) 

149.。 珠 2F 歼 

Polygonum viviparum L.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 一 40 MOK. HREM, 
fi, SHURA, AR, MH, HE, I, MAR 
村 上 。 基 生 时 有 长 柄 ， 时 长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长 3 一 12 厘 米 ， 宽 8 一 

“35 毫米 ， 草 质 ，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神 形 ， 边 缘 微 向 下 卷 ， 蔡 生 
叶 有 短 柄 或 近 无 柄 ， 披 针 形 ， 较 小 ， 时 托 莫 简 状 ， 膜 质 。 穗 状 花 序 
硕 生 ， 圆 柱 形 ， 长 3 一 8 厘米 ， 中 下 部 生 珠 芽 ， 花 淡 红色 ， 花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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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BENG, A 

=k, Rms, AG 

泽 (图 149) 。 

| MISS Hi KE 

i B45} HiT RB BK. 

内 蒙古 、 新 疆 、 陕 西 、 

上 甘肃、 青海 、 四 川 和 

西藏 等 地 区 ;国外 在 

BHM, AA, Ber 

| 印度 、 苏 联 欧 洲 和 北 

美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珠 芽 划 为 多 年 - 

生 中 生 草 本 ， 典 型 的 - 

BURA, mt 

性 强 ， 主 要 分 布 于 亚 

高 山 和 高 山 草 旬 植 

ep, TS we Ee 

( K obresie bellardit F149 HEB Polygonum viviparum L. 

(All) Degl.J,4# (Carex spp.) 形 成 高 寒 草 旬 ,也 可 与 一 些 杂 类 

| 草 共 同形 成 色彩 绚丽 的 五 花草 旬 。 在 群落 中 ， 常 为 优势 种 或 亚 优势 

种 ， 有 时 可 下 降 到 海拔 较 低 的 河谷 草 旬 与 山地 林 缘 草 旬 。 

珠 芽 划 具有 肥厚 块 状 的 根茎 ， 贮 藏 大 量 营养 物质 “能 经 受 霜 雪 

的 多 次 人 袭 击 ， 仍 保持 生机 。 在 生长 季节 内 ， 对 温 订 较 为 敏感 ， 在 阴 

光 充 足 的 出 地 阳 坡 、 低 洼 向 阴沟 谷 、 海 拔 较 低 的 地 区 ， 生 长 旺盛 。 

对 水 分 和 土壤 条 件 要 求 较 严 格 ， 不 耐 干旱 与 将 薄 土 壤 , 适 生 于 潮湿 、 

1 土屋 深厚 且 富 含 有 机 质 的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上 。 

oe EB — ATE 6 月 开花 ，7 一 绷 结实 ， 9 月 初 枯黄 进 六 冬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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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甫 俐 值 “ 苦 叶 青 鲜果 编 羊 与 山羊 乐 食 、 马 、 生 可 食 ， 骆 驼 不 
Rh. RES RA M149, 

149 珠 工区 的 化 学 成 分 。(%) 
ja 风 后 物 质 

wie | nee | 粗 纤维 | EE | cr | me | 克 
i. ae | For | 11.52 

# 新疆 八 一 农学 院 分 析 。 

珠 芽 蓝 是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旬 的 主要 植物 成 分 之 一 ， 草 质 柔 软 ， 

营养 较 好 ， 特 别 是 果实 成 熟 后 富 含 蛋白 质 ， 是 牲畜 催肥 抓 肢 的 好 饲 
料 。 

54.86 | 7.35 | 0.9 

(+ MB BAR Bmp AWB 

150. Pitt 

Rumex japonicus Houtt. 

别名 羊蹄 叶子 。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130 BK, PH, Be. Ss 

直立 ， 分 校 或 不 分 枝 ， 具 细 沟 棱 。 基 生 叶 具 长 柄 : 叶片 长 槛 圆 形 ， 

长 10 一 25 厘米 ， 宽 4 一 10 厘米 ， 先 端 稍 钝 ， 基 部 心 形 ， 边 缘 Uw 
Ks SERB, ROW CR, AB. ARBRE. 

锥 状 花 序 ， 花 两 性 ， 淡 绿色 ， 花 被 6 片 ， 2 轮 ， 花 后 内 轮 花 被 片 增 
大 成 卵 状 心 形 ， 边 缘 有 不 整齐 牙齿 ， 全 部 有 瘤 执 突起 ;雄蕊 6 ， 柱 
头 3 。 瘦 果 宽 孵 形 ， 有 3 棱 ， 长 约 2 毫米， 褐色 ， 具 光泽 (图 二 0)。 

地 理 分 布 “羊蹄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丁 北 、 人 华东、 四川、 

福建 、 台 湾 、 广 西 、 云 南 等 省 〈 区 ); 在 亚洲 、 欧 洲 和 非洲 《北部 )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羊蹄 为 宿根 性 植物 ， 在 冷 湿 的 环境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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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 BOER. WLR RRR, BASRA. 在 

江西 4 一 5 月 开花 ， 全 生育 期 可 达 200 一 240 KR, MARL, 主根 -全 

般 入 土 40 一 100 BOK, IO, AEB MAE. MTR ABs 

其 疗 果 借 风 传播 ;自然 落地 生长 7 又 可 进行 有 性 繁殖 ?一 一 

羊蹄 喜 潮 湿 温 和 的 气候 ， 在 我 国 南北 各 省 《区 ) DT 

其 在 土壤 深厚 肥沃 的 溪 沟 边 ， 生 长 极乐 茂 ， 常 连 片 生长 ; 帮 为 优势 - 

种 与 马兰 、 天 胡 蔚 、 

tH. BAM, GM 

车 前 等 组 成 群落 。- 

羊蹄 当 早春 低温 

时 ， 叶 部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块 状 或 片 状 的 红 福 

色 斑 纹 ， 这 是 时 片 细 

胞 液 的 有 机 酸 增 加 所 

产生 的 避 寒 反应 ， 生 . 

产 上 可 利用 这 种 由 于 

花 青 素 变化 而 引起 的 

红 褐 色 斑 纹 变化 ， 可 

作为 羊蹄 冻害 的 形态 

指标 。 不 耐 热 ， = fu fe 

温 达 38"C 时 ， 茎 叶 即 

thw. Ak, AL 

种 植 ， 要 选择 地 劳 低 

洼 ̀ . 湿 润 的 沙 质 土壤 。 3150 羊蹄 Rumex japonicus Hoult. 

羊蹄 多 生 于 海拔 700—2000 PRA UI HA, Te. BBE DRE 

旁 低洼 地 方 。 

饲 用 价值 “羊蹄 植株 柔嫩 ， 叶 量 大 ， 返 青 早 ， 是 我 国 南方 

牛 、 羊 、 免 的 优良 饲 草 。 在 长 江 中 游 各 省 《区 ) 2 月 即 返 青 ,十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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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她 区 主要 青饲料 之 一 。 再 生性 能 好 ， 江 西南 昌 地 区 每 年 可 浊 割 5 一 6 
Ke, IGP MBIA 1000 公斤 以 上 。 因 其 叶 含 有 草酸 、 酒 石 酸 、 章 
酸 钙 、 单 宁 ， 故 饲 喂 量 不 能 过 多 ， 以 引起 牲畜 口舌 麻木 , 影响 采 食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考 150。， 

表 150 ”羊蹄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 

ea fer 点 ae ee: 
4 : 

con | oe | me we em me 

S85 24 43 10 

1.55 10.71 1.55 

| RAR, BRA. PKS, 除去 酸味 ， 人 可 食用 BA 

eM, TRI, MA, RBs HL MT AAS 种 子 
Ay HERE i | 

(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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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 Amaranthacéae 

151. Fe 校 HL 

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别名 西风 古 、 野 苋菜 、 苋 菜 。 
BASIE —FER ABH. BAW. H50—-100BK, 

tk, ASU, BEHRE. DARA, WHA, SRMOBR 
KGRIG, K5—12 厘米 ， 宽 2 一 5 BOK, FEM, AHER, I 
部 模 形 ， 全 缘 ， 两 面 均 被 柔 毛 ， 叶柄 长 3 一 5 厘米 。 花 单 性 或 杂 性 ，， 
小 、 集 成 项 生 和 腋生 圆锥 花序 ， 苞 片 与 小 苞 片 干 膜 质 ， 钻 形 ， 花 被 
WO, ， 膜 质 ， 绿 白色 ， 有 一 淡 绿 色 中 脉 ， 雄 蕊 5 ， 超 出 花 被 ， 肉 花 ， 
花柱 3 ， 内 侧 有 小 齿 。 胞 果 扁 圆 形 ， 盖 有 裂 ， 种 子 直 立 ， 卵 圆 状 ， 黑 
色 ， 有 光泽 〈 图 151) 。 

地 理 分 布 “ 原 产 于 热带 美洲 ， 现 已 广泛 传播 于 世界 各 地 ， 普 遍 
野生 。 在 我 国 北方 各 地 ， 世 界 于 欧洲 、 非 洲 、 高 加 索 、 西 伯 利 亚 、 
小 亚细亚 、 中 亚细亚 、 蒙 十、 朝鲜 及 日 本 均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反 枝 苋 为 习 见 杂 草 ， 喜 生 于 大 陆 性 气候 

HbA EEE. FERS. REDD. FA, SUED HH 
均 有 它 的 群落 ， 尤 其 是 在 匣子、 大葱 的 菜园 里 更 多 ， 适 应 性 强 ， 喜 
水 、 喜 肥 ， 再 生性 快 ， 花 期 7 月 上 旬 到 9 月 上 旬 ， 开 花 时 间 较 长 ， 
直至 初秋 时 节 ， 仍 在 盛开 花 ， 每 公顷 产 青 草 20000 一 26000 公斤 , 每 

株 鲜 重 150 一 400 克 ， 产 量 颇 高 。 果 熟 期 为 8 一 9 月 末 ， 种 子 量 极 

大 ， 随 熟 随 落 ， 种 子 的 千粒重 为 0.3 H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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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 RRM 
用 价值 偏 高 。 营 养 成 分 的 含 

量 大 体 土 与 豆 科 植物 相似 ， 

维生素 C 的 含量 也 相当 多 ， 

茎 叶 和 柔软 ， 干 草 的 营养 成 分 

分 析 ， 见 表 151。 

REA, 用 清水 洗涤 ， 
Bn a). PAF, Xa 

时 期 ， 不 可 过 迟 ， 本 种 饲 用 

植物 对 各 种 家 畜 的 适口 性 并 

不 一 致 青草 ， 马 不 喜 食 ， 

+See, RES, WH 

切 碎 加 糠 ， 或 者 青 割 后 ， 打 
成 “ 菜 着 ”和 其 它 饲料 混合 

喂 饲 ， 猪 和 鸡 最 喜 食 ， 反 枝 

范 是 猪 和 鸡 的 好 人 饲料。 整个 
植株 可 利用 的 部 分 多 ， 种 子 

还 可 作 精 料 。 因 其 种 子 易 于 
脱落 , 种 皮 变 黑 时 即 已 成 熟 ， 

应 及 时 采种 , 割 下 晒 于 脱粒 。 

Sa 7 SSS <<a 
x ERY SS a5 > FA 允 Ns 3 SS 

2 有 

RN 
NNNK mLP 
SSN oh! wifes < 一 

图 151 krAKT Amarantus retrof- 

lexus L. 

表 151 反 枝 苑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部 位 | 水 分 

| 

= 叶 88.15 

种 子 
3.02 

9.35 12.56 

0.35 

1.81 

am FF DB 

粗 蛋 白 | 粗 脂 肪 | mere | Fe AP | noes | 5 | a 

3.58 2.73 

35.82 11.25 

* FAHKAAHAWE, 1961，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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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AW, SORE. MIE, INTER, BARR, MER, 
AK WHER, AMAL Se, BR. 

(HER) - 

152.1) 头 it 

/miuranthus ascendens Lois. 

别名 人 情 菜 、 野 苋菜 。 | 

WASTE PIL WRB CAmaranthaceae), HijR (Ama- 

ranthus), 三 被 组 (Blitopsis dumort.), -—#HEBARD, BR 

系 呈 圆锥 状 ， 入 土 深 度 可 达 50 一 80 BRK, ERARIA, MO5— 

0.8 厘米 ， 侧 根 较 多 ， 根 系 庞 大 ， 主 要 集中 在 5 一 30 厘米 土屋 中 。 

株 高 30 一 80 厘米 ， 蔡 粗 0.8 一 1.2 厘米 , SHAE, SRE ML 
升 ， 多 分 枝 ， 每 株 分 枝 5 一 20 个 ， 并 可 形成 3 次 或 多 次 分 枝 ， 茎 被 

绿色 或 带 紫 色 。 单 叶 互生 ， 无 托 叶 ， 叶 片 孵 形 、 钊 状 椭圆 或 莹 状 久 

形 ， 因 环境 条 件 的 差异 和 不 同 发 育 阶 段 ， 时 片 形 状 和 大 水 变 化 较 

大 ， 长 1.5 一 5.5 厘米 ， 宽 1 一 3.5 BK, WRN, HIER, 

微小 不 显 ， 基 部 宽 攀 形 ， 全 乡 或 稍 呈 波状 ， 叶 炳 长 1.5 一 4 蚌 米 。 

- 单 株 叶 面 积 可 达 100 一 500 平方 厘米 。 茎 端 和 枝 端 生 直 立 穗 状 花 序 

或 圆锥 花序 ， 叶 腋 部 生 球 状 花 。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苞 片 及 水 苞 片 卸 

圆 形 ， 长 1 毫米 。 花 被 3 HH, PABRRAB, K1—-158 

米 ， 淡 棕色 ， 项 端 急 尖 ， 边 缘 内 曲 ， 背 部 有 1M PH. ABZ, 

比 花 被 片 稍 短 。 柱 头 3 或 2， 果 熟 时 脱落 。 花 期 7 一 8 A. WR 

孵 形 ， 长 3 毫米 许 ， 不 开裂 ， 微 皱 而 近 平 滑 ， 突 出 于 宿 存 花 被 。 种 

子 细小 环 状 ” 直径 10 一 12 毫米 ， 黑 褐色 ， 边 缘 具 环 状 边 ， 千 粒 重 

0.4—0.5 克 。 果 期 8 一 10 月 (PA 152). 

地 理 分 布 ， 凹 头 免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除 降雨 稀少 的 干旱 区 和 半 

FRE, ASH. PRM PMR BD MKS, AIG. 华东、 华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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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以 及 陕西 .江西 、 
“云南 可 新 疆 等 省 区 ) 
广泛 分 布 ， 原 产 于 热 
带 非洲 ， 现 广 布 于 温 
带 、 热 带 和 亚热带 ， 
HAL MR, wk 
利 亚 、 荷 兰 以 及 非洲 

北部 的 一 些 国家 。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ie YS Ra 
AM, AMM EO 
-报道 不 多 。 为 了 进 一 
水 了 解 其 生长 发 育 特 ， 
ie Ac Pee: AAD Be, 
前 途 ， 自 1980 年 ， 在 
山东 省 黄河 下 游 背 河 - 

-过 碱 区 进行 了 定点 观 
R, 四 年 来 掌握 eer 

ASML WK BR 152 [Sk bi Amaranthus ascendens Tois。 

认为 是 一 种 碱 地 适 生 牧 草 , 生育 期 195 天 。 平 均 气 温 稳定 在 10°C, 
10 地 温 稳定 在 9qo， 一 般 4 月 上 中 旬 发 东 出 苗 ，.5 月 上 和 至 
中 旬 分 枝 ，,7 月 下 旬 现 草 ， 8 月 中 旬 开 花 ， 花 后 8 一 9 KER, 9 
洞 中 外 进 入 结果 盛 期 ，10 月 上 和 果实 成 熟 。 直 至 初 箱 前 蔡 叶 不 枯 
( 表 .151--1D)。 早 春 由 于 气温 低 ， 苗 期 生长 缓慢 ， 易 受 其 他 宿 委 性 
杂 草 抑制 。 分 枝 期 以 后 ,气温 升 到 20% 以 上 ,营养 体 开始 急 聚 生长 ， 
PRM 1 厘米 左右 ， 这 一 快速 生长 期 , 一直 维持 60—70 天 ; 
植株 增长 ,50 一 60 厘 米 ; 进入 开花 期 ， 生 长 逐渐 缓慢 下 来 ) 8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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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一 1 四 头 苋 生 育 期 表 # 

cnn Eng Ey Fes Ba) > Bo SPH | HF S| FEB 2s RH Sete 
19804 4.4 | 5.10 | 7.25 | 8.10 | 9.15 | 10.2 | 10.20 199 160 

AACA CCC) | 9.4 119.5 26.5 (25.0 |20.1 | 16.5 |12.0 

19814 4.5 | 5.12 | 7.24 | 8.12 | 9.20 | 10.5 |10.21 196 155 

日 平均 气温 人 %C) | 9.7 119.0 |27.1 |26.2 |21.0 | 16.0 |11.5 | 

19 8 24F 4.5 | 5s15 | 7.20 | 8.15 | 9.19 | 10.5 |10.23| 199 157 

日 平均 气温 (%C) | 9.5 120.5 26.0 [25.5 120.5 | 16.5 |10.5 | 

* “于 黄河 下 游 背 河 洼 碱 地 定点 观察 结果 。 

MEAS ILARAEK. MARES, BH GRA. We BRM 

面积 可 达 五 百 平 方 厘米 。 蔡 叶 光合 面积 天, 叶 录 条 兰 量 多 ,双生 育 期 
都 维持 绿色 ， 纯 一 凹 头 苋 群落 , 光 能 利用 率 高 达 世 全 -0.5 匈 , 干 物 所 

BURR, SLI, 具有 -一定 的 再 生 能 力 , Ba, WE 
萌发 再 生 。 进 入 分 枝 期 以 后 , 进行 浊 割 和 放牧 ,总 产 草 量 会 得 到 提 裔 。 

进入 8 月 上 旬 以 后 ， 虽 然 茎 叶 日 增长 量 已 达到 高 峰 阶 段 的 花生 期 ， 
而 浊 制 以 后 的 再 生 高 庆 仍 可 达到 50 KAA, SUR BORA 
次 收 草 量 的 一 半 左 右 。 凹 头 苋 抗 着 性 强 ， 抗 湿 耐 碱 ， 多 分 布 于 低洼 

潮湿 、 水 位 高 、 次 生 盐 渍 化 荒 碱 地 上 。 黄 河 下 游 背 河 洼 碱 地 ， 生 长 
大 面积 的 纯 一 凹 头 苋 群 落 。 沟 渠 湾 边 ， 溪 河岸 坡 多 有 和 零星 分 布 ， 在 

水 浇 地 旁 和 村 头 路 边 芒 地， 有 时 也 有 成 点 、 片 生长 8 是 一 种 对 主 琅 

BORA. ME. TM A A. FER EE 

Hi, WAAR, POR Bey, AOA 96 oD A Ae RE FH 

地 的 作用 。 同 它 混 生 在 一 起 的 植物 ， 最 常见 的 有 以 下 儿 种 ; = Fb 

th # (Limonium bicolor), Ki ® (Polygonum aviculare), 

# (Phragmites communis) , Ik #-f (Echinochloa colonum) , 

狗 尾 草 CSetaria viridis), AN FRB CAeluropus littoralis), % 

耳 (Xanthium sibiricum), BR RH ~ (Artemisia anethifolia) , 

2K RR (Chenopodium glaucum), th # (CSuaeda hetero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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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干 全 株 

ra) 等 。 
ARE Mkts, SMH, FARKAS: MAR 

软 ,， 气 味 纯 正 ， 为 多 种 畜 禽 所 喜 食 ， 特 别 是 猪 、 禽 、 免 最 喜 食 。 初 

花期 茎 时 鲜 重 比 为 1:0.76， 茎 叶 王 物 量 比 为 1:0.82; FH BAS 

叶 填 物 量 的 45%， 鞋 叶 干 物质 达 17.23%, BEAM, SPH 
EXE), HARROP ARR, BAM KR 155 天 之 久 。 
晒 王 后 是 鸡 、 免 、 羊 、 猪 越冬 的 好 饲 草 ; PARTE, BAK 

质 牧草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51 一 2。 

表 151 一 2 MARS RAR (%) 

Ae | 粗 灰 分 样品 ” | 生育 期 | 水 分 | 粗 蛋 白质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鲜 全 株 | 初 花期 | 88.60 3.10 | 0.49 1.45] 4.35 2.10 | 0.45|0.12 

初 花 期 | 14.75 25.45 | 3.80 29.35 | 8.45 17.20 ples 

* “山东 省 北 镇 农 校 分 析 。 

凹 头 竟 是 苋 属 四 碳 植 物 ， 光 呼吸 低 、 对 光 能 的 利用 率 高 ， 在 阳光 充 

足 、 气 温 高 的 夏天 , 光合 强度 为 0.67 克 碳 水 化 合 物 /平方 米 / 小 时 ， 

生长 快 ， 生 物 量 大 ， 单 位 叶 面 积 ， 同 一 时 间 内 生产 的 净 于 物质 多 。 

Pk eae A eee, EBT AT IA 2500 公斤 ， 干 物 量 可 达 500 AR, 

这 在 土壤 条 件 较 差 的 盐碱地 上 ， 确 系 一 种 高 产 野生 牧草 。 

栽培 要 点 ”四 头 苋 尚 属 野 生 种 ， 未 见 栽培 报道 。 为 了 进一步 了 

解 其 生长 发 育 特 点 ， 生 产 性 能 和 驯化 前 途 ， 自 1980 年 在 黄河 下 游 

背 河 汗 碱 荒地 上 ， 进 行人 工 撤 种 定点 观察 ， 初 步 掌 握 了 丫头 苋 的 生 

长 发 育 规律 和 生产 性 能 ， 是 值得 引起 重视 的 野生 品种 资源 和 育种 材 
料 ， 可 选择 低洼 盐 碱 荒地 开垦 栽培 。 因 种 子 细小 , 千粒重 只 有 0. 4 一 
0.5 死 ， 且 分 枝 性 能 强 ， 每 亩 撒 种 量 可 控制 在 100 -150 HEHE. 

为 了 撤 种 均匀 ， 可 先 混 土 ， 后 撒播 。 9 月 下 名 以 后 ， 一 直到 霜降 
前 ， 都 是 采种 期 。 采 种 后 经 晒 干 贮存 ， 第 二 年 早春 撒播 。 幼 苗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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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弱 ， 易 受 越冬 碱 葛 和 具有 根 蔡 的 芦 草 抑制 ， 播 种 前 进行 一 次 生 

荒地 耕耘 除草 ， 既 有 利于 媚 头 苋 籽 接 触 土壤 吸水 萌发 ， 又 有 利于 灭 
蕊 除草 。 播 后 苗 期 管理 也 以 清除 杂 草 为 主 ， 以 便 形 成 纯 一 生长 的 四 
头 苋 群 落 。 营 养 体 经 过 一 次 放牧 或 浊 割 ， 追 撤 一 次 磷肥 ,， 可 显著 提 
高 产 草 量 ， 据 1983 年 试验 ， 亩 追 过 磷酸 钙 25 公斤 ， 可 提高 生物 量 
20 一 30% 。 另 外 ， 全 草 可 入 药 ， 用 作 组 和 止痛 、 收 和 敛 、 利 尿 、 解 热 

等 。 
(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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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 AERP Cruciferae 

153. 2% 根 

Brassica rapa Le 

别名 369%. TR. SER. 
形态 特征 “二 年 生 草本 。 块 根 扁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AR, HB 

10 一 30 厘米 ， 径 围 30 一 80 BOK, SRE, LEME RRA, 
根 内 白色 。 花 蔡 直 立 ， 高 80 一 120 厘米 ， 多 分 枝 。 基 生 叶 匙 形 ， 长 

20 一 40 厘米 ， 宽 7 一 10 厘米 ， 大 头 羽 状 深 裂 或 全 裂 ， 裂 片 边 缘 波 
K, AMEE aE, BEM), ERO RIE, WH 
裂 ， 叶 枉 基 部 半 抱 蔡 ， 叶 面 常 被 粉 霜 ， 下 部 叶 与 基 生 叶 近似 。 总 状 
花序 顶 生 ， 花 黄色 ， 花 冠 十 字形 。 长 角 果 圆柱 状 ， 稍 扁 ， 长 3 一 6 
JERK, Fem, KH 0.8—-1.5 厘米 ， 含 种 子 20 一 30 粒 ; FTA 

径 1 一 1.5 毫米 ， 暗 紫色 或 囊 红 色 (A 153). 

地 理 分 布 ， 莞 根 在 青海 、 四 川 的 阿坝 和 甘孜 自治 州 以 及 西藏 部 
分 地 区 广泛 栽培 。 近 年 来 ， 内 蒙古 、 河北 〈( 坝 上 地 区 )、 甘 肃 、 四 
川 、 青 海 等 地 区 都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莞 根 种 植 当年 就 形成 母 根 ， 异 年 抽 花 

昔 、 开花 、 结 实 ， 完 成 整个 生育 周期 。 在 青藏 高 原 上 ， 一 般 4 月 播 
种 ，5 月 出 苗 ， 6 月 中 旬 块 根 开 始 膨大 ， 9 月 上 旬 收 获 块根 ， 生 育 
Ay 135 天 左右 ， 种 根 窖藏 越冬 ， 第 二 年 5 月 上 旬 栽 种 ”6 月 中 各 
Ati, 8 月 下 旬 种 子 成 熟 ， 生 育 期 120 天 左右 。 

莞 根 是 一 种 适 于 高 寒 地 区 栽培 的 块根 饲料 作物 ， 在 青藏 高 原 及 
。495 ， 



高 寒山 区 ， 耐 SHER 

强 。 据 观察 ， 土 壤 温度 

在 -2 一 -5%C 时 种 子 即 

可 萌发 ， 幼 株 在 - 3 一 

— 5 的 低温 条 件 下 不 

ZAR, 所 以 , 它 能 在 青 

藏 高 原 及 其 它 高 寒山 区 

恨 好 生长 。 莞 根 抗旱 性 

Be, 耗 水 量 大 , 在 整个 

生育 期 间 ， 要 求 土 壤 保 

fried, See Bot 

i. WATER, ee 

质 含量 丰富 ， 一 般 未 二 

LARTER, +R 

粘 重 板结 ， 则 不 利 莞 根 
的 块根 膨大 ， 影 响 生 长 

发 育 。 

莞 根 属 长 日 照 植物 ， 种 植 当年 如 能 给 予 短 日 照 条 件 ， 则 利于 块 

根 生 长 膨大 ， 否 则 易于 抽 荤 开花， 影响 块根 产量 。 

莞 根 在 青藏 高 原 2300 一 4500 米 高 的 海拔 地 区 种 植 , 当年 生长 发 

育 较 快 ， 形 成 的 块根 较 大 ， 最 大 块根 重量 可 达 5. 25 公斤 以 上 , 一 般 

为 1.5 一 2.5 公斤 。 目 前 栽培 的 莞 根 有 两 个 类 型: 一 个 是 块根 扁 圆 
B, 2k ®D|, WHA: 另 一 个 是 块根 近 圆 形 , RA, WHR, 

饲 用 价值 ” 莞 根 叶 和 柔软， 块根 肉质 纯 白 色 、 多 汁 、 青 嫩 ， 味 尘 

thE, MATER. TEM BG FMR 16.8%, AWB bh Daucus 

carota) N24; SHEAR 1.5%, AWB hy 1.6% HFFA 

Fw 24.2%, FHEAKR3.3%, WSS4R B (Solanum tube- 

rosum) We, Rhema, RHRRAB. RW 能 见 表 153 一 1、 

,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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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153—3, 

表 153 一 1 SRLS MaR* (%) 

| Be LR coe ae 
水 分 CREE PRES BAe 
ge alee a | 株 

块根 woe | 8.32 | 7.74 | i.79 E 15. 48 | 69.04 | 5 5。 一 | 一 

ye “| 营养 期 | 一 |13.04 | 1.49 | 13.66 | 60. 23 | 11.56 | 0.25] 0.02 

MH «| BRB | 7.58 ope 3.72 7.85 | 58. 26 | 14.88 | 一 | 一 
| | 

生育 期 分 析 样 品 

tH | 营养 期 | 一 | | 3.02 | 13.33 | 53.21 | 13.65 jo 0.01 

* 青海 省 畜 政 普 医 科学 院 资料 。 

表 153 一 2 ” 莞 根 的 必需 氨基 酸 的 含量 表 ”(%) 

| 
j 

# 习 自 《 猪 、 鸡 饲料 成 分 及 营养 价值 表 》, 1979 年 。 

” 鲜 根 0.04 | 0.11 | 0.06 | 0.05 | 0.03 | 0.04 | 0.02 | 0.03} -一 he.e4 

。 SLEIGH, wy BL ALS} AEH HL HD, 1979 年 。 

表 153 一 5 莞 根 饲料 中 能 量 和 可 消化 蛋白 表 * 

总 能 | 消化 能 代谢 能 可 消化 粗 蛋 白 
FMR (%) (38) (x3) ( 猪 ) 

( 兆 焦 /公斤 ) | CER/ AM) ( 兆 焦 /公斤 ) 《 克 / 公 斤 ) 

10.0 1.80 | 1.30 0.88 | 7 

莞 根 马 、 牛 、 羊 、 猪 均 喜 食 。 将 叶子 和 块根 切 碎 青贮 ， 是 冬 春 

幼 畜 、 母 畜 的 优良 多 汁 饲料 。 堆 放 冻 贮 的 莞 根 ， 是 冬 春 补 饲 大 畜 、 

种 畜 的 很 好 和 饲料， 但 不 能 饲 喂 怀孕 母 畜 ， 以 防 引起 流产 。 饲 喂 莞 根 

MSAAE, RKAWRKA, AUTRE, FEPPMR AR 

高 产 奶 量 的 趋势 ， 均 无 忌 食 、 厌 食 现象 。 

莞 根 的 饲 用 部 分 是 块根 及 叶片 ， 一 般 直 产 名 块 根 及 时 400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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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公斤 ， 高 产 田 可 达 7500--10000 A, HFA ARF 200 一 250 公 

| 帮 。 据 报道 ， 在 海拔 3200 米 的 青海 省 亩 产 可 达 7500 公斤 ; 河北 转 

场 县 种 植 ， 亩 产 6500 公斤 。 

RIAA SATA, BA TAF 34 --38.4 万 粒 。 根 系 入 

LR, FURR MAM, MLM RB, LRM, I Be 

肥 ， 每 亩 施 7500 公斤 有 机 肥 较 适宜 , A PP. de SE 

根 产量 ， 要 求 播种 前 秋 翻 地 和 冬 灌 《或 春灌 )， A PES AE 

前 。 据 报道 ， 秋 翻 地 和 冬 灌 水 ， 可 亩 增产 28% 左 看 。 

播 前 种 子 要 用 0.30% 福 尔 马 林 溶 液 浸种 5 分 钟 播种 时 , 用 磷 

肥 拌 种 。 大 田 直 播 以 4 月 中 旬 为 宜 ,条 播 或 点 播 均 可 。 千 粒 重 2.6 一 
3- 死 。 播 种 量 . 0,4 一 0.75 公斤 ， 株 行距 45 厘米 ， 覆土 深度 2 一 3 屋 

米 ， 播 前 稍 镇 压 ， 以 利 保 苗 。 

掌握 适时 播种 对 莞 根 产量 影 响 很 大 。 为 了 获得 高 产 ， 要 求 适 时 - 

早 播 。 播 种 过 迟 则 降低 产量 。 莞 根 不 同 播种 期 产量 比较 , 见 表 巧 3 一 4。 

表 1535 一 4 ” 劳 根 不 同 播种 期 产量 比较 表 * 

播种 期 “| BOSD : 比 一 较 
| 

月 | 旬 | Rt | +t + | & tt | (%) ， 

中 4381.5 1745.0 | 6126.5 104.19 
. - 3254.5 1145.0 4399.5 74.69: 

+. 2854.5 881.5 3736.5 63.44 

5 中 2091.0 1163.5 3254.5 55.25 
6 上 2036.0 909.0 2945.0 50.0 

* 河北 地 区 ，1963 年 。 

莞 根 不 同 栽培 方法 ， 对 其 产量 有 很 大 影响 。 在 河北 地 区 育苗 移 

裁 ， 平 均 亩 产 4928.4 公斤 ， 每 亩 增产 2374.4 公斤 ;直播 平均 亩 产 

2554.0 公斤。 在 青海 省 刚 察 地 区 育苗 移 栽 ， 平 均 亩 产 10589.0 会 

Fr, Hi 8196.0 公斤 ， 产 量 比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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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 移 栽 的 苗 ， 可 采用 咒 天 育苗 和 温床 育苗 〈 温 室 更 好 ) 方 

“法 。 露 天 育苗 苗床 选 背风 向 阳 的 地 方 ， 并 设置 风 障 防寒 ， 苗 床 底层 

充分 利用 ， 扩 大 种 根 党 殖 的 系数 ， 无 芽 部 分 可 饲 用 。 

铺 马 美 、 灌 水 、 松 土 、 作 峙 。 畦 长 5 一 10 米 ， 宽 1.5 米 ， 种 子 均匀 
撒播 ， 履 土 2 一 3 厘米 ， 稍 镇 压 ， 晚 间 加 保温 覆盖 物 。 移 栽 时 当 幼 
苗 出 土 4 一 5 片 真 时时 ， 即 可 带 士 移 裁 大 田 里 ， 裁 后 及 时 灌水 , 每 天 
1 次， 三 天 后 即 可 。 

大 田 直播 ， 3 片 真 时时 间苗 ，5 片 真 叶 时 定苗 。 在 莞 根 生育 期 

间 要 结合 间苗 、 定 苗 进 行 中 赫 除 草 ， 生 长 后 期 要 及 时 培土 2 一 3 次 ， 

还 要 施肥 。 前 期 施 氮 肥 ， 每 诗 2.5 一 5 公斤 ， 后 期 施 磷 肥 〈 过 磷酸 
钙 )， 每 亩 10 一 15 公斤 ， 生 长 中 后 期 要 及 时 灌水 。 

莞 根 的 收获 期 ， 应 根据 当地 气候 条 件 决定 ， 一 般 在 需 浆 前 收 区 
即 可 。 青 藏 高 原 上 以 9 月 上 、 中 名 为 宜 ; 如 果 要 繁殖 种 子 ， 第 一 年 

选 个 体 完 整 ， 大 小 中 等 的 块根 作 母 根 。 效 藏 保存 ， 防 止 腐烂 、 受 冻 。 

栽植 母 根 时 ， 应 根据 当地 条 件 ， 人 合理 密植 。 株 、 行 距 以 #0x30 还 、 

米 为 宜 。 结 谷 施 肥 、 灌 水 ， 计 产 种 子 可 达 200 一 250 AI. 

莞 根 也 本 采用 块根 切割 繁殖 ， 可 将 每 个 种 根 切 成 和 块 繁殖 。 收 

获 期 视角 果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变 黄 时 ，: 即 可 收获 。 此 法 之 优点 是 种 根 可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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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GR Rosaceae 

14.0 FH 

Agrimonia pilosa Ledeb. 

别名 fhe. Hs. 

形态 特征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50 一 100 BK, MRARBE, R 

走 。 茎 直立 ，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分 梳 ， 有 开展 的 长 柔 毛 和 短 柔 毛 。 不 整 

齐 单数 羽 状 复 叶 ， 具 小叶 〈3 ) 5 一 7 〈9 ), 连 叶柄 长 5 一 15 BK, 

小 时 间 严 有 小 裂片 ， 小 

HB TR BB OW FB BK AB) NR 

MA, FcieR, Ae 

RIG, 边缘 有 粗 圆 锯齿 ， 

两 面 被 长 柔 毛 和 腺 点 ; 

FEM DIB, A. RAK 

花序 项 生 ， 花 黄色 ， 直 

径 5 一 8 毫米 ， 苯 简 倒 

圆锥 形 , TERA FAK Rs 

花瓣 5 雄蕊 10 或 更 

BZ: WEB1, EH, 

瘦 果 椭圆 形 ， 包 于 宿 存 

Be fay 〈 图 154) 。 

地 理 分 布 ” 龙 牙 草 

分 布 儿 遍 全 国 ; 朝鲜 、 图 154 EAB Agrimonia pilosa Led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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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苏联 (远东 地 区 )、 东 南亚 也 有 分 布 。 

生 网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龙 牙 草 是 中 生 植 物 ， 多 数 生 在 路 旁 、 林 

缘 、 河 边 以 及 山坡 草地 ， 或 疏 林 灌 从 中。 很 少 形 成 龙 牙 草 占 优 势 的 

”和 群落 。 5 月 份 抽 嫩 苗 ，6 一 7 月 开花 ，8 一 10 月 果 成 熟 。 

饲 用 价值 ”适口 性 中 等 。 青 草 期 马 、 羊 少量 采 食 ， 和 后 乐 食 。 

WEF RAS Ra #14), BRA BASRRA, HA 

维 含量 低 ， 但 家 畜 不 愿 采 食 ， 霜 后 其 适口 性 有 所 提高 。 制 青草 粉 可 

艰 猪 。 另 外 ， 龙 牙 草 的 全 草 ， 根 及 冬 芽 均 为 重要 药材 。 

. 表 154 龙 牙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AF WR 
ier eR eR Tae 5 | Be 

饲料 

种 类 
采样 日 期 | 生育 期 | 水 分 样品 来 源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哈尔滨 
We ABE. 

鲜 草 4。40 | 0.97 | 4.09 |14.37 

干 章 
1959.5.。8| 抽 葵 期 | 74.02 

3.79 3.58 |15.70 [50.50 | 7.08 

2.15 np 134 

16.31 or 127 

155. Zi RK 

Potaninia mongolica Maxim. 

别名 RAAKT. 

形态 特征 ” 倾 卧 地 面 的 小 灌木 ， 高 20 一 40 厘米 , 多 分 枝 。 树 皮 

粽 褐色 ， 纵 向 剥 裂 ， 小 枝 苍 白色 ， 旦 弧 状 弯曲 ， 密 生 宿 存 的 老 叶 柄 

与 长 柔 毛 。 叶 小 ， 在 短 枝 上 簇生 或 互生 ， 羽 状 三 出 复 叶 ， 顶 生 小 叶 

82k, RRAKKHE, WHAKRE. A), HRA 4 SK, 

REP RL, BK, BA 3, BA 3s EMS, 淡 红 色 ; 

RES 3s SRT, BIA. BFR, 外 有 宿 存 的 葛 简 (图 155) 。 

地 理 分 布 ” 编 刺 为 阿拉 善 荒漠 区 的 特有 种 ， 在 内 蒙古 西部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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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 KM 
尔 多 斯 高 原 西 北部 的 乌 

加 良 二 带 GRA 107° 

30/)， 西 到 巴 丹 吉林 沙 
漠 以 北 的 哈日 别 日 格 

(东经 103°) 附近 , 北 至 

中 蒙 边境 ， 南 界 在 阿拉 

善 左 旗 淖 干 套 里 附 近 

(北纬 39" 左 右 );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 
性 绵 刺 一 般 4 月初 芽 

开始 萌动 ，4 月 中 、 下 

名 开 始 长 时 ，5 月 中 、- 

FIFE. SF RU 

敏感 ， 若 遇 干 旱 ， 工 即 

“ 休 上 根 ” 呈 假死 状态 ， 

得 雨 复 苏 ， 继 续 返 青 、 

开花 ， 花 期 可 延续 到 9 155 绵 刺 Potaninia mongolica Maxim. 

月 ， 多 数 年 份 看 不 到 种 

子 ，11 月 初 枯黄 。 发 育 进程 依赖 于 降水 ， 一 年 内 随 干 旱 和 降雨 的 交 

替 ， 可 见 到 数 次 返青 和 开 人 花 。 

纺 刺 的 根系 发 过， 主根 粗 状 ， 深 约 30 多 厘米 , 侧根 多 在 浅 层 水 

平 扩展 ;水平 根 可 延伸 到 150 一 200 厘米 处 或 更 远 。 

缔 刺 的 枝条 生长 缓慢 ， 而 且 再 生 能 力 极 弱 。 据 观
 察 ， 在 一 个 生 

长 季节 内 ， 其 新 生 枝 仅 能 生长 2 厘米 左右 ， 采用 模拟 放牧 的 方式 进 

say MS, EE SEMA EE. 它 主 要 以 无 性 繁殖 的 方式 进行 

更 新 ， 即 在 雨水 多 的 年 份 ， 由 被 沙 压 埋 的 枝条 产生 不 定 根 ， 形成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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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或 由 被 沙 压 埋 的 根 颈 部 臂 裂 分 生 ， 形 成 新 株 。 
绵 刺 为 超 旱 生 的 小 灌木 ， 是 阿拉 善 东部 荒漠 植被 的 主要 成 分 。 

该 地 区 年 降水 量 平 均 50 一 100 多 毫米 ， 年 均 气 温 7"C HA, S10 

-的 活动 积温 3000 一 3600C， 湿 涧 系数 GLH... 伊 万 诺 夫 公式 计 

算 ) 在 0. 13 以 下 。 绵 刺 不 但 耐量， 而 且 极 耐 盐 碱 ,其 根系 经 常 伸 入 - 
灰 棕 荒 汉 土 的 石膏 层 中 。 

绵 刺 在 阿拉 善 东部 的 山 前 平原 、 山 间 和 丘 间 人 谷地、 平原 浅 洼 
地 、 坡 地 及 覆 沙 的 灰 棕 荒漠 土 上 均 能 形成 连 片 的 群落 。 对 土壤 表层 - 
的 沙 质 化 反应 敏感 ， 地 表 覆 沙 厚 度 约 10 一 15 厘米 的 地 段 , 绵 刺 常 形 
成 较 单 纯 的 群落 ， 覆 沙 超过 20 厘米 , 则 绵 刺 的 优势 度 下 降 ， 若 沙 层 
再 增 厚 ， 编 刺 就 不 再 出 现 。 绵 刺 对 砾石 性 基质 的 适应 能 力 低 ， 但 对 - 
土壤 的 盐 碱 化 有 一 定 的 适应 能 力 。 编 刺 还 能 沿 着 地 表 径 流 线 向 石 质 
残 丘 区 内 部 伸 入 ， 在 低 山 残 丘 的 中 、 下 部 ， 均 可 见 到 生长 ， 并 形成 
Joa PY BEE Sb 

人 饲 用 价值 “” 绵 刺 为 中 等 饲 用 小 灌木 ， 一 年 四 季 为 马 所 喜 食 。 青 
绿 时 骆驼 最 喜 食 ， 牛 、 驴 、 羊 等 也 喜 食 ， 而 在 休眠 状态 和 冬 春 枯黄 
期 ， 适 电 性 降低 。 但 长 期 在 绵 刺 草场 上 放牧 的 家 畜 ， 则 终年 采 食 。 

绵 刺 草场 是 阿拉 善 东部 和 鄂尔多斯 西北 部 家 畜 的 主要 放牧 场 ， 
每 年 可 为 家 畜 提 供 一 定数 量 的 灌木 饲料 。 它 与 其 它 荒漠 植物 形成 不 
同型 的 草场 ， 如 表 155。 

155 腾 格 里 沙漠 地 区 具 编 刺 的 几 种 草场 类 型 

ea | 主要 证 加 | 全 | SE| LR! amen 
站 民 村 | cr Lr > BERRY a 驼 、 羊 、 马 的 夏秋 

Wa, ZAR “|20 一 40| 8 一 15/1 3.5—100 io kmees 

PRAT wal + | erty Wis RRS, HE ; ae 24 ADK 
TER BIG ak 无 芒 隐 子 草 、 80| 20 ai 100 Ener 

| | 

PRTC + Hh 绵 刺 、 红 沙 、 珍 珠 、|20_ -olio 一 司 20 一 100 $23 Fe RR 
刺 + 红 沙 放 牧场 aa ME. REM EGR BSB 

B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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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刺 草场 还 具有 耐 牧 、 耐 践踏 的 特点 ， 因 此 ， 在 荒漠 地 区 放 收 
. 业 生 产 中 具 重要 意义 。 此 外 ， 由 于 编 刺 根系 发 达 ， 也 是 良好 的 国 沙 
植物 。 | | 

(ZX 升 ) a 



“FRR Zyzophyllaceae 

156.78 7a 刺 

Nitraria sphaerocarpa Maxitne 

HS RRS. BRA. 
BARE # 

7K, 7 30—50 厘米 。 

SEM IE Sh, ARIE 
Se We UR, ERE IE 
#4, WIR, IH 
2 一 3 EAS, 宽 条 形 
或 倒 披 针 状 条 形 ， 长 
,次 Ter RS he 

-2 一 4 毫米， 先端 尖 

或 钝 。 花 白色 。 果 实 
在 未 成 熟 时 为 披 针 
形 ， 顶 端 渐 尖 ， 密 被 
黄 褐色 柔 毛 ， 成 熟 时 
果皮 膨胀 成 球形 ， 膜 
Wk, BRA 1 厘米， 

PS, BS, FUR 
7S, Oy EH (A156), 

ae Ye} } } h " 地 理 分 布 泡 泡 图 156 泡 泡 刺 Nitraria sphaerocarpa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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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ahTRAAS TH. Hit. FHSS 〈 区 ); 蒙古 也 有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泡 泡 刺 4 月 初 芽 开 始 萌动 ，4 月 末 开 始 

Kit, 5 月 上 上、 中旬 开 花 ， 5 月 末 开 始 结实 ， 6 月 中 、 下 名 果实 成 

A, 9 月 末 10 月 初 霜冻 后 枯 鞭 , LADAKH. AAFRES, 

或 在 干旱 季节 ， 泡 泡 刺 便 呈 半 假 死 状态 ， 则 全 年 不 开花 结实 或 者 推 

迟 花 果 期 。 

泡 泡 刺 喜 生 于 石 质 残 丘 、 剥 蚀 石 质 准 平原 、 山 翡 砾 石 洪 积 扁 ， 
干旱 的 山 间 低 地 、 于 河谷 以 及 戈壁 高 平原 上 。 在 土壤 水 分 极度 缺乏 

时 ， 仍 能 顽强 地 生长 ;对 碱 化 土壤 有 一 定 的 适应 能 力 ， 最 喜 生 于 土 

ERABBU HWE, EBD 10 厘米 的 典型 荒漠 上 , 常 形成 大 面积 

的 纯 群 落 。 

泡 泡 刺 分 布 区 境内 的 年 降水 量 在 100 BRU, FM BRT 

5.0， 土 壤 为 高 含 石膏 、 强 度 石 质 化 的 灰 棕 荒漠 土 或 石 质 荒漠 土 , 有 

时 表层 覆 以 薄 沙 ， 地 表 水 和 土壤 水 极度 缺乏 。 

泡 泡 刺 对 热量 要 求 较 高 ， 年 温 全 10 CCHIT 动 积温 在 3000C 以 
上 才能 满足 ， 故 是 一 种 典型 的 暖 温 型 荒漠 植物 。 

饲 用 价值 泡 泡 刺 是 骆 臣 和 山羊 的 灌木 饲料 。 骆 驼 和 山羊 都 喜 

食 其 幼 嫩 枝叶 ， 适 口 性 良好 ， 王 枯 后 骆驼 仍 喜 食 ， 山 羊 的 适口 性 有 

所 下 降 。 笋 民 反 映 ， 秋 季 泡 泡 刺 对 骆驼 有 抓 采 作用 。 

泡 泡 刺 草场 的 草 群 稀疏 ， 植 被 覆盖 度 在 5% 左右 或 更 低 ， 党 有 

大 片 裸 地 ， 故 产 章 量 不 高 ， 如 表 156。 

表 156 几 种 泡 泡 刺 草场 的 产量 情况 表 

| | 干 枝叶 产量 ”与 清二 A veo TR Al 用 特 点 

SF HE BE OR BRE: HOH 2 5 5 一 7.5 | ‘AIRSEN RHR 

覆 沙 的 戈壁 泡 泡 刺 草场 5 | 5 一 1 | 宣 做 骆驼 和 羊 的 放下 场 

此 外 ， 泡 泡 刺 的 固沙 性 能 也 很 好 ， 在 植株 基部 常 积 成 小 沙 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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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定 的 挡 风 作用 。 

157. 霸 = 

Zygophyllum xanthoxylum (Bunge) Maxim. 

形态 特征 ”灌水 ， 高 70 一 150 BK, RHR, BAS” FBS 

曲 ， 小 枝 先端 鞭 状 。 复 叶 具 2 小 时 ， 在 老 枝 上 复生， 在 辣 校 上 对 

AE, ANITA, MIRA RRR 状 ， 长 0.8 一 4.5 厘米 , 宽 3 一 5 

毫米 ， 先 端 圆 ， 基 部 渐 狭 。 花 单 生 于 叶腋 ， BH 4; 4, RA 

4, BRBRA 3 RM, LB, HPA... MBH 〈 图 157) 。 



地 理 分 布 ”霸王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 西 藏 等 省 
| (K); 蒙古 也 有 分 布 。 人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霸王 的 根系 发 达 ， 主 根 粗 壮 ， 入 土 深度 
达 50 一 70 厘米 以 下 。 

霸王 萌芽 较 早 ， 4 月 初 芽 开 始 萌动 ; 4 月 中 旬 在 叶子 刚 发 出 时 

就 开始 开花 ， 花 期 可 延续 到 4 月 末 、5 月 初 ，5 月 开始 绪 实 ，6 一 - 

7 月 果实 成 熟 ， 8 月 果实 脱落 ， 秋 霜 后 很 快 落叶 ， 是 荒漠 地 区 第 一 

批 深 只 的 灌木 。 霸 王 的 物候 节律 与 当年 降水 量 的 多 少 关 系 不 大 ， 和 党， 

与 前 一 年 的 降水 量 有 关 。 和 霸王 生 长 区 域 的 水 热 条 件 大 致 是 ， 年 平均 . 

降水 量 50 一 150 毫米 ， 年 温 三 15%C 的 活动 积温 3000—4000C, . 

霸王 是 一 种 超 旱 生 的 灌木 ， 耐 旱 性 强 。 不 耐 粘 重 的 淤泥 性 、 或 、 

者 强烈 的 盐 渍 化 土壤 。 霸 王 的 生长 与 石 质 、 沙 砾 质 、 沙 质 荒漠 土壤 
”生境 类 型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常 见于 荒漠 和 草原 化 荒漠 ， 偶 见于 荒漠 化 

草原 。 在 荒漠 地 区 ， 出 现在 石 质 残 丘 坡 地 、 砂 砾 质 丘 间 平地 及 固 

定 、 半 固定 沙 地 上 ， 亦 可 沿 干 河床 呈 带 状 分 布 。 在 积 沙 的 过 地 和 沙 ， 

漠 外 围 常 形成 纯 群 落 , 在 砂砾 质 戈壁 上 则 与 沙 冬青 CAmmopi ptan-- 
thus mongolicus) 、 驼 绒 攻 (Ceratoiles latens), Rit WRE 

(Oxytropis aciphylla), Fe BAXZ JL (Caragana stenophylila) 

等 植物 组 成 群落 。 在 草原 化 荒漠 常 出 现在 干燥 的 碎 石 丘陵 及 坡地 

上 ， 有 时 也 见于 湖滨 沙 地 上 ，， 

饲 用 价值 ”骆驼 喜 食 霸王 的 嫩 枝 时 及 花 ， 冬 春 也 采 食 枝条 。 羊 - 

对 其 花 一 般 采 食 ， 对 幼 嫩 枝叶 少量 采 食 。 牛 、 马 不 食 。 : 

以 霸王 为 建 群 种 组 成 的 草场 类 型 的 产量 有 以 下 报道 ， 在 沙 生 霸 - 

王 荒漠 草场 上 〈 腾 格 里 沙漠 边缘 固定 沙 地 霸王 加 刺 叶 柄 天 豆 放 收 地 . 

类 型 )， 每 雷 产 鲜 草 47.5 公斤 左右 ,其 中 霸王 的 产量 占 总 产量 的 5% 

以 上 ， 在 草原 化 荒漠 地 区 霸王 草场 上 , 每 亩 产 鲜 草 35 公斤 左右 ;在 

石生 霸王 草场 上 ,产量 较 上 述 两 类 更 低 , 每 亩 仅 产 鲜 草 20 一 25 公 斤 。 

据 对 霸王 的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资 料 表 明 ， 和 霸王 开 花 结实 期 含有 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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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粗 蛋 与 质 《和 表 157) 。 
表 157 ”霸王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2%%) 

is ss ri 风 干 ， 物 质 
生育 由 | 大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 maces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气 浸出 物 粗 灰分 | | wR 
TY OS | 
bi | 16.58 | 19.06 1.27 16.92 47.92 一 0.19 

‘ . | 

15.39 

© JHA RR SRC, 

此 外 ， 霸 王 的 干枯 枝条 可 做 烧 柴 ;并 为 固沙 植物 ， 可 阻 当 风水 

前 进 ， 其 根 亦 可 入 药 。 

hy (CK I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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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 树 柳 科 Tamaricaceae 

158. 枇 杷 3 

Reaumuria soongorica (Pall.) Maxim. 

We Av. AH. 

形态 特征 小 灌木 ， 高 10 一 50 BK, SOR. MAR, Bt: 

形 ， 常 3 一 5 RA, K1—5 BK, 宽 约 1 毫米 ， 先 端 钝 , 浅 灰 绿色 。 

花 单 生 于 叶腋 或 在 小 枝 上 集 生 为 稀 芷 的 穗 状 花 序 ， 巷 片 3， 披 针 形 ; 

ACS: IMS, 粉红 色 或 淡白 色 。 藉 果 长 棋 圆 形 ， 长 约 5 BK, 

SHAR, Gh 3—4 hs 种 子 长 圆 形 〈 图 158) 。 

地 理 分 布 “枇杷 柴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陕 西 、 宁 夏 、 甘 肃 、 青 海 、 

新 疆 等 省 EK); 蒙古 、 苏 联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枇杷 柴 的 根系 发 达 , 主根 可 深 达 90 厘米 

以 下 , 水 分 条 件 恨 好 时 , TERA ER. EAR Bice, 

枇杷 上 某 一 般 4 月 上 、 中 包 芽 开始 萌动 ， 5 月 上 名 开始 长 出 肉质 叶 ， 

6H. 7AMAH, 8 月 上 名 开 始 结 实 ， 9 月 末 至 10 月 初 种 子 成 

部 ， 秋 霜 后 叶片 变 红 ，10 月 末 全 株 枯 黄 。 在 荒漠 草原 地 区 其 物候 期 

一 般 较 充 漠 区 推迟 10 一 15 RAH. 

枇杷 上 某 枝 条 生长 速度 较 慢 。 据 测定 ,一般 当年 生 梳 条 仅 生 长 8 一 

10K, KMBW4D, ARK KU LE. BEDS, 6 AM 

割 当年 生 枝条 后 , 至 秋末 只 能 再 生 3 一 4 厘米 。 除 以 种 子 进 行 有 性 繁 

殖 外 ， 还 可 在 植株 基部 以 臂 裂 方式 进行 无 性 繁殖 。 种 子 千 粒 重 

1.1 一 1.5 克 。 

“510。 



枇杷 柴 是 泌 盐 的 

超 旱 生 小 灌木 ， 生 态 
可 塑性 很 大 ， 不 但 能 
适应 强烈 的 干旱 条 
件 ， 而 且 能 适应 盐 化 
的 土壤 。 在 典型 荒漠 
地 区 ， 几 乎 能 生长 在 
所 有 的 土壤 基质 上 ， 
并 形 成 较 单 一 的 群 
落 ， 在 草原 化 荒漠 地 
区 ， 它 在 平 组 高 燥 的 
BER, Wh ORG HEL 
以 及 低洼 地 均 可 成 为 
-优势 种 ， 在 荒漠 化 草 
原 地 区 ， 则 与 盐 化 土 

壤 保 持 一 定 的 关系 ， 

多 出 现在 盐 潮 及 闭锁 fs 

4H Sp Fa 由 低地 向 图 158 HL# YL Reaumuria soongorica (Pall.) 

坡地 的 中 ,下 部 延伸 ， st | 
Bis RAT HK AE AEE, AK, CA 

能 在 盐 渍 低地 上 零星 出 现 ， 成 为 隐 城 性 的 盐 生 植被 。 耐 盐 性 强 ， 可 
以 从 土壤 中 吸收 较 浓 的 水 分 。 

枇杷 柴 的 植株 高 矮 与 从 幅 大 小 ， 随 生态 条 件 的 不 同 变异 颇 大 。 
在 典型 荒漠 地 区 ， 降 水 量 在 50 一 100 毫米 的 生境 下 ， 株 高 一般 为 
30 一 50 厘 米 ， 丛 幅 大 而 松散 ， 直 径 约 40 一 150 厘米 。 在 降水 量 少 于 

50 毫 米 极 端 干旱 的 生境 中 ， 在 草原 地 区 的 盐 化 低地 上 ， 在 强烈 风 侧 
的 表土 砾石 化 的 地 段 上 植株 禾 小 ， 一 般 高 约 10 一 30 厘米 , 从 由 直径 
20 一 120 EX, 



枇杷 柴 对 热量 的 适应 方面 ， 在 年 温 盖 10"c 的 活动 积温 2000 一 、 
5000°C 的 地 区 均 能 生长 。 在 新 疆 塔 里 木 盆 地 外 围 近 于 5000 °c 积温 

的 暖 温带 荒漠 区 , 能 形成 优势 群落 ， 在 积温 不 足 2000sc 的 青海 柴 达 “ 
木 高 寒 岔 地， 也 有 不 少 分 布 ; 在 内 蒙古 呼 伦 池 附 近 积 温 2000s% 左 

右 ， 纬 度 较 高 的 地 区 也 有 小 片 群落 出 现 。 可 见 ， 枇 想 柴 是 喜 温 暖 、 
适应 范围 很 广 的 小 灌木 。 
饲 用 价值 ”以 枇杷 柴 建 种 群 组 成 的 草场 类 型 ， 是 草原 化 匾 漠 和 

典型 荒漠 地 区 家 畜 的 主要 放牧 地 ， 每 年 能 为 家 畜 提 供 相 当 数 量 的 饲 
草 。 枇 杷 柴 在 几 个 草场 类 型 中 的 产量 见 表 158 一 1。 

表 158 一 1 枇杷 此 在 几 个 草场 类 型 中 的 产量 〈 公 斤 / 亩 ): 

草 场 类 型 os 其 中 红 沙 产量 测 产 时 间 及 地 区 

mils 红 涉 + 珍 珠 | 269 CER 8 (干草 ) | 1975 年 典型 其 
红 沙 + 珍珠 20.2 (FE) 14 (FR) | 19804 gemyeyt: 

“vb + KERTH 54.5 (BERD 28 (MERE) | EER Tet 

红 沙 + 沙 生 针 茂 51.7 〈 鲜 草 ) | 34.5 (Ha) | 草原 化 荒漠 

枇杷 柴 的 适口 性 , 随 着 家 畜 的 种 类 和 其 本 身 的 生育 期 不 同 而 异 。 
骆驼 一 年 四 季 均 喜欢 采 食 ， 青 鲜 时 比 干 枯 后 采 食 率 略 高 ;荒漠 及 章 
原 化 荒漠 地 区 ， 羊 在 青 鲜 时 一 般 的 采 食 ， 是 冬季 和 早春 羊 的 主要 饲 
草 ， 牛 不 采 食 ， 马 仅 在 干枯 后 少量 采 食 。 在 饲 草 候 乏 的 于 旱 年 份 ， 
枇杷 柴 的 饲 用 价值 显著 提高 ， 是 骆驼 和 羊 的 主要 度 匾 饲 章 。 在 降雨 
较 多 的 年 份 ， 牧 民 于 秋季 将 带 果 实 的 嫩 枝 制 下 调制 成 干草 ， 为 冬 春 
缺 草 季节 补 喂 幼 畜 。 枇 杷 此 还 具有 很 强 的 耐 牧 性 。 阿 拉 善 地 区 的 收 
民有 “滩地 三 样 宝 ， HR, OR. WHR OE, wR RRS 
(Allium miongofict m)、 节 节 草 指 无 芒 隐 子 草 (Cleistogenes son- 
gorica)] 的 说 法 ， 对 枇杷 柴 评 价 很 高 。 

HELPERS RAE, CREM RMS 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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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有 枇杷 柴 的 草场 上 放牧 1 一 2 天 , 这 样 可 代替 补 盐 〈 有 的 牧民 认为 

其 效果 比 补 盐 还 好 )， 对 提高 家 畜 的 食欲 ， 促 进 家 畜 抓 呵 有 很 大 好 

处 。 By 

据 分 析 ， 枇 杷 柴 青 鲜 时 含有 较 高 的 粗 蛋 白质 和 粗 脂 肪 ， 是 品质 

中 等 的 小 灌木 饲料 。 其 化 学 成 分 如 表 158 一 2 。 

表 158 一 2 ”枇杷 柴 的 化 学 成 分 袁 * 《5%) 

生育 期 | 水 分 | a a ¥ 物 质 

nt aie]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EAE | macy | os | | Be Pe 

苗 其 | 7.30 110.59| 2.80 | 32.41 | 41.07 | 5.83 |o.67l0.19| 204.99 
分 村 期 | 8.87 118.26] 2.21 | 21.43 | 32.82 | 16.41 1. 4610.34 79.13 

开花 期 | 19.62 |1i.89| 1.91 | 21.74 | 30.63 | 14.21 }4.10]/0.39) . 22.25 

结实 期 7.78 112630) 2.50» | 17614-| 37656 23-72- f1. 3110.37 一 

于 彬 期 | 13.67 | 8.04| 2.90 | 26.79 | 42.27 6.33 |1. 7610.52 2.50 

*。 引 自 《 内 蒙古 自治 区 及 其 东西 痢 毗 邻 地 区 天 然 草场 》。 

枇杷 柴 也 是 良好 的 固沙 植 物 ， 枝 时 可 入 2, ENB. RR 

tt 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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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RT Elaeagnaceae 

jamal oO Co e & Ws 

Elaeagnus angustifolia L. 

别名 #EM. BM, BM, 
形态 特征 ”灌木 或 乔木 ， 高 3 一 10 (15) 2K. a a ee 

&, AGE, SPS, RA. ARO, we ot, ERY 
被 银白 色 鳞 片 及 星 状 毛 ， 叶 具 柄 ， 披 针 形 ， 长 4 一 8 厘米 , 先端 尖 或 
钝 ， 基 部 攀 形 ， 全 缘 ， 上 面 银灰 绿色 ， 下 面 银白 色 。 花 小 , 银白 色 ， 
芳香 ， 通 常 1 一 3 杀生 于 小 枝叶 腋 ， 花 苯 简 状 钟 形 ， 顶 端 通常 去 Bw, 
果实 长 圆 状 梢 圆 形 ， 直 径 为 1 厘米 ， 果 肉 粉 质 ， 果 皮 早期 银白 色 ， 
ARAB, BeBe maw 〈 图 159) 。 

地 理 分 布 ” 沙 囊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在 西北 各 省 区 和 内 蒙古 西部 。 
少量 的 也 分 布 到 华北 北部 、 东 北西 部 。 大 致 在 北纬 34" 以 北 地 区 。 
天 然 沙 囊 林 集中 在 新 疆 塔 里 木 河 、 玛 纳 斯 河 ， 甘 肃 疏 勤 河 ， 内 蒙古 
的 额济纳 河 两 岸 。 内 蒙古 境内 黄河 的 一 些 大 三 角 洲 〈 如 李 化 中 滩 、， 
APM) 也 有 分 布 。 内 陆 河岸 的 沙 束 林 , 多 呈 朴 林 状 态 ， 面 积 较 大 ， 
仅 额济纳 河西 AK RAW RM 69000 SH, ATRIA 
于 新 疆 、 甘 肃 、 宁 夏 、 陕 西 和 内 蒙古 等 省 〈 区 ) 。 尤 其 新 疆 南 部 、 
甘肃 河西 走廊 、 字 夏 中 卫 、 内 蒙古 的 巴 彦 淖尔 盟 和 阿拉 善 盟 、 陕 西 
的 榆林 等 地 ， 都 有 用 沙 京 营造 的 大 面积 农田 防护 林 和 防风 固沙 林 。 
仅 甘 肃 武威 地 区 石 羊 河 林 场 , 十 年 就 营造 沙 京 林 21 万 亩 。 近 年 山西 、 
河北 、 辽 宁 、 黑 龙 江 、 山 东 、 河 南 等 省 区 ， 也 在 沙 荒地 和 盐碱地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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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栽培 ; 沙 京 在 国外 
分 布 于 地 中 海 沿 岸 、 

亚洲 西部 、 苏 联 和 印 

度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Rie WREAK 

强 ， 有 抗旱 , SLM, 

耐 盐 碱 ， 耐 贫 将 等 特 

Ro KRW ERA 

在 降水 量 低 于 150 3% 

JK AY Se Bae AF re RH 

区 ， 与 浅 的 地 下 水 位 

相关 ， 地 下 水 位 低 于 
4 米 ， 则 生长 不 良 。 

沙 京 对 热量 条 件 要 求 

Bi, TE >10 °C 积 

Yt 3000 CLL E Hh 

生长 发 育 良 好 ， 积 温 

fEF 2500 CHT, 结 
图 159 whet Hlaeagnus angustifolia L. 

实 较 少 。 活 动 积温 大 于 5 CHA MH; 10% 以 上 时 ， 生 长 进入 

旺季，16s 以 上 时 进入 花期 。 果 实则 主要 在 平均 气温 20" 以 上 的 盛 

夏 高 温 期 内 形成 。 耐 盐 碱 能 力也 较 强 ， 但 随 盐分 种 类 不 同 而 异 ， 对 

硫酸 盐 土 适应 性 较 强 ， 对 氧化 物 则 抗 性 较 弱 。 在 硫酸 盐 土 全 盐 量 

1.5% 以 下 时 可 以 生长 ， 而 在 氯 化 盐 土 上 全 盐 量 超过 0.4% 时 则 不 

适 于 生长 。 

沙 京 侧根 发 达 ， 根 幅 很 大 , 在 芯 松 的 土壤 中 , 能 生出 很 多 根瘤 ， 

其 中 的 固氮 根瘤 菌 还 能 提高 土壤 肥力 ， 改 良 土 壤 。 侧 枝 萌发 力 强 ， 

顶 芽 长 势 绊 。 枝 条 茂密 ， 常 形成 稠密 株 从 。 枝 条 被 沙 坦 后 ， 易 生长 

“515。 



不 定 根 ， 有 防风 固沙 作用 。 | 
EHH ERK, WR 3 月 下 旬 树 液 开 始 流动 ， 4 Abe 

开始 萌芽 ，5 月 底 至 6 月 初 进入 花期 ， 花 期 为 3 周 左 看，7 月 上 和 
ABR, 8 月 下 旬 果 实 成 型 ，10 月 份 果实 成 熟 ， 果 期 100 REA. 
新 疆 、 宁 夏 物 候 期 与 河西 走廊 相近 ， 内 蒙古 中 部 地 区 物候 期 稍 迟 。 

沙 束 经 群众 选 育 ， 已 有 不 少 优良 品种 。 据 记载 ， 主 要 有 : (1) 
大 白沙 紊 ， 产 于 甘肃 张掖 和 新 疆 南部 ， 果 实 卵 圆 型 ， 径 达 2 厘米 ， 
皮 白 ， 果 肉 厚 而 洁白 ， 果 甜 而 无 异味 , 宜 鲜 食 。( 2 ) 牛奶 头 大 沙 惠 。 
PFA, TMS. RK, 长 2 一 3 厘米 , 肉 厚 ， 
核 细 长 ， 味 甜 而 稍 带 酸 ， 塞 圳 成熟。( 3 ) 八卦 沙 京 ， 产 于 甘肃 河西 

一 带 。 果 实 黄 榜 色 至 束 红 色 ， 有 纵向 煞 袜 痕 8 条 ， 得 卵 圆 形 , 长 1.4 
Ek, MRR, RAR GH ARS, 产量 高 。( 4 ) 羊 奶头 沙 京 ， 
产 于 甘肃 、 新 疆 和 内 蒙古 西部 ， 果 型 瘦小 似 羊 奶 头 ， 多 棕 黄 色 或 红 
棕色 ， 成 熟 较 早 ， 适 应 性 强 ， 结 实 稳定 。 | 
饲 用 价值 ” 沙 囊 做 为 饲料 ， 在 我 国 西北 已 有 悠久 的 历史 。 其 叶 

和 果 是 羊 的 优质 饲料 ， 羊 四 季 均 喜 食 。 羊 食 沙 束 果 实 后 不 仅 增 腰 肥 

壮 ， 而 能 提高 母 羊 发 情 和 公 羊 配种 率 ， 有 利 党 殖 。 在 西北 冬季 风暴 

天 气 , 沙 囊 林 则 是 羊 群 避 灾 保 畜 的 场所 。 也 可 饲 喂 猪 及 其 他 牲畜, 对 

猪 的 育肥 增 采 , 产 仔 催 奶 均 有 良好 促进 作用 。 从 沙 刺 营养 成 分 看 , 其 

时 和 果实 均 含 有 牲畜 所 需要 的 营养 物质 ， 表 159。 
表 159 WRHLS RAR (%) 

风 Tr: Y) 质 
分 析 部 位 水 分 :由 

mae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 无 所 浸出 物 | “ 粗 灰 分 
a 9.8 14.2 5.9 15.7 46.4 8.0 

OB 7.9 3.3 ee rea a 

果 | 果 度 7.48 1.30 6.36 45.20 3.39 
| 果 A 7.94 1.34 3.90 51.79 3.28 

| ROB 9.71 3.44 35.14 18.70 1.32 

果 实 | | 8.5 | 2.9 | bas | 71.40 | vit 



动 囊 除 饲 用 外 ， 还 是 很 好 的 造林 、 绿 化 、 薪 炭 、 防 风 、 固 沙 树 
fh, WEE, AAR, BR Ge, RS, BROT, 
沙 谈 花 香 ， 是 很 好 的 蜜源 植物 ， 含 芳香 油 ， 可 提取 香精 、 香 料 。 树 
液 可 提 制 沙 刺 胶 ， 为 阿拉 伯 胶 的 代用 品 。 花 、 果 、 枝 、 时 又 可 入 药 
治 烧伤 、 支 气管 炎 、 消 化 不 良 、 神 经 衰弱 等 。 

沙 囊 的 多 种 经 济 用 途 受 到 广泛 重视 ， 目 前 已 成 为 西北 地 区 主要 
造林 树种 之 一 。 从 饲 用 角度 看 ， 沙 京 在 建立 人 工人 饲料 林 上 具有 重要 、 

CRE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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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EF} Boraginaceae 

160.4% 合 齐 

Symphytum peregrinum [Ledeb。 

别名 ”爱国 草 、 友 谊 草 、 外 来 聚合 草 。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从 生 型 , 高 50 一 130 BK, SRB 

&, HAR, DHHK, AAR, BREE, RABE, RIA 
粘液 ， 根 冠 粗 大 。 花 茎 常 单 生 ， 直 立 ， 粗 壮 ， 上 部 分 枝 ， 在 蔡 棱 上 

具 钩 刺 及 罕 翅 。 基 生 叶 密集 或 昔 座 状 ， 叶 粗糙 ， 下 面 叶脉 呈 隆 起 网 
Ks FRAK WRT R KA, RA, K 30 一 55 厘米 , 宽 
7 一 20 厘米 ，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宽 模 形 或 近 圆 形 ， 边 缘 波 状 或 全 缘 ， 
时 柄 长 10 一 40 厘 米 ， 具 四 槽 ， 中 部 及 上 部 叶 较 小 ， 披 针 形 或 孵 状 披 
针 形 ， 近 无 柄 , 基部 明显 下 延 。 卷 们 花序 组 成 圆锥 状 ; 花 葛 5 深 裂 ， 
URE, RY, Ts TERE, Wo 裂 ， 孕 曹 期 紫色 或 
Bi, BEARER, HO, REFERER, WHR, 
丝 比 花药 窗 ， 并 比 花药 稍 长 。 小 坚果 斜 卵 形 , 长 约 0.4 一 0.5 厘米 ， 
黑 褐色 ， 具 细 疣 点 及 网 状 皱纹 〈 图 160)。 
染色 体 2n = 40。 

地 理 分 布 “聚合 草 在 我 国 引种 历史 较 短 ， 于 1964 年 由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首先 从 日 本 引进 。1971 一 1972 年 吉林 、 辽 宁 、 北 
京 先后 从 朝鲜 引入 栽培 ， 到 1978 年 已 普及 全 国 二 十 八 个 省 、 市 、 自 

治 区 。 和 栽培 面积 较 大 的 地 区 ， 主 要 集中 在 长 江 以 北 、 长 城 以 南 ， 其 
中 以 江苏 、 山 东 、 山 西 、 四 川 等 省 栽培 较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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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早 在 十 八 

世纪 ， 就 利用 粗糙 

AE (Symphytum 

asbe7270) 作 为 饲料 和 

民间 医药 受到 重视 。 

于 1799 年 引入 欧洲 ; 

1885 年 引入 日 本 。 现 
在 欧洲 、 亚 洲 、 非 浏 、 

大洋洲 等 均 有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聚合 草 耐寒 、 | 

BR ATR, 

在 南京 地 区 2 月 下 名 : 

开始 萌动 ， 3 月 下 名 
返青 ，5 月 上 有 抽 花 ， 

茎 ，5 月 中 名 至 8 月 

FE Fr Es 4634 100 | 

aed pega 

#s 在 北京 地 区 能 安 

全 越冬 ， 3 月 下 和 返青 ，5 月 上 ,中旬 现 蔓 开 花 ,11 月 中 ,下旬 枯萎 ; 
在 音 林 省 公主 岭 4 月 初 返青 ， SALA, 5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各 
WHE, 11H EAHA, 

Ae Gt Ee & AEE HAS, ERE SE i CL0—114F) 中 ， 根 
系 旺 盛 ， 生 长 期 为 二 、 三 年 。 据 调查 ， 二 年 生 聚 合 草 平均 单 株 根 重 
1 05 公斤 ， 三 年 生 为 1 75 公斤 ， 到 第 四 年 ， 主 根 开 始 衰老 ， 自 上 
而 下 中 间 腐 烂 空心 ， 逐 渐 被 后 发 的 新 根 代 替 。 

聚合 草 生 长 迅速 ， 再 生性 强 。 据 吉林 省 多 年 繁殖 观察 ， 栽 植 当 

聚合 草 Symphytum peregrinum Ledeb, 

年 可 收割 青草 1 一 2 产 ， 以 后 每 年 可 收割 2 一 3 茬 , 亩 产 青 章 5000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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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左 右 ; 在 江苏 地 区 ， 一 年 可 收 制 5 一 6 茬 ， 调 产 青草 7500 公斤 以 

上 ; 在 四 川 省 年 浊 青 草 可 达 5 次 ， 亩 产 青 草 5000 公斤 以 上 。 

生活 力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除 低洼 地 、 重 盐碱地 外 ， 一 般 土 

壤 都 能 生长 ， 土 壤 全 盐 量 不 超过 0.3 %，pH 不 超过 8.0 即 可 种 植 。 

最 适 于 排水 良好 、 土 层 深 厚 、 肥 沃 的 壤土 或 沙 质 壤土 。 对 水 分 要 求 

较 高 ， 需 水 量 较 大 ， 尤 其 在 生长 旺盛 季节 ， 充 分 供水 是 增产 的 关键 

之 一 。 土 壤 水 分 达 田 间 水 量 的 70 一 80 “YH, 平均 日 增长 速度 2 厘米 

以 上 ， 当 水 分 下 降 到 土壤 持 水 量 的 30% 左右 时 ， 生 长 受到 抑制 。 抗 

寒 力 较 强 。 其 地 下 根部 能 忍受 - 30%cC 的 低温 ; 地 上 部 分 在 7 一 10 “CHT 

就 萌发 ，20 一 25% 时 生长 最 快 ， 气 温 下 降 到 4.1 时 ， 基 本 上 停止 

生长 。 

聚合 草 抗 道 性 强 。 在 我 国 北方 发 生病 虫害 较 少 ， 目 前 仅 在 衰老 

期 发 现 有 褐 斑 病 和 个 别 有 根 腐 病 感 当 。 在 长 江 以 南 如 浙江 、 江 苏 、- 

福建 、 广 东 、 广 西 和 四 川 等 省 区 ， 在 伏旱 时 期 ， 高 温 、 高 湿 条 和 件 下 

SREB, FRE ARB (Pseudomonas solana- 

cearum), KU, 应 在 春秋 季节 进行 栽培 ,或 间 种 荫蔽 作物 。 在 四 川 、 

BRUKSAA SHER. RW. RATAN. KAM, 

PS EK TT. RX. ER A ER ED, 
如 玉米 (Zea mays), FFWBE Vicia sativa), YR (Brassica 

campestris L, var. oleifera) 等 ,以 防 聚 合 草 烂 根 死亡 。 其 次 ， 

可 通过 抗 逆 抗 病 品种 选 育 ， 建 立 良种 基地 增 施 钾肥 壮 苗 ; 合理 刘 

AAs: 选择 易 排 易 灌 、 土 层 厚 、 地 势 平坦 地 块 种 植 等 综合 措施 ， 

解决 聚合 草 在 南方 烂 根 死 苗 现 象 。 

饲 用 价值 ”聚合 草 是 一 种 适应 性 广 、 产 量 高 ， 含 蛋白 质 丰 富 的 

饲料 作物 。 据 北京 地 区 ， 青 刘 打 奖 或 切 碎 后 与 其 它 精 料 合理 拱 配 ， 

Fee SWEAT. Fie ARN A Bie, 经 4 一 5 Ki. SS 

打 浆 后 具 黄 瓜 育 香味 ， 猪 很 受 吃 ， 适 口 性 最 佳 ， 饲 喂 以 后 不 拉 称 ， 

不 胀 肚 ， 没 发 现 消 化 系统 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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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t vee kA. 2A. 8. SFE. vali 适口 性 也 是 乐 

食 或 喜 食 ， 效 果 较 好 。 

聚合 草 含 有 丰富 的 粗 蛋 白质 、 脂 肪 和 无 氮 浸 出 物 ， 营 养 价值 较 

高 。 据 分 析 其 干草 的 粗 蛋 白质 含量 比 麦 款 高 1 fs KBR (7bo- 

moea batatas) 高 6 倍 ; Lake (Eichhornia crassipes) 高 12 

倍 。 其 含量 随 发 育 阶 段 而 变化 。 粗 蛋白 质 和 粗 纤 维 的 含量 ， 以 莲座 

期 为 最 佳 〈 表 160 一 1、160 一 2 ) 。 

表 160 一 1 聚合 草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风 物 质 

到 但 太 分 | es |e | Seh% ERS 
36.55 ost 200.0 | 13.8 

粗 蛋 白 |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营养 期 85.64 21.09 

} 

4.46 | 7-89 15.69 |1. 21 

© AL TH LAS Be RS FED Hi 

必 

Ra 
H 

营养 期 | 1.05 

表 160 一 2 聚合 草 的 必需 氨基 酸 成 分 表 * (%) 

FTE 葵 丙 
MAR TAR SAR EAR PAR ARM BAR | 甘氨酸 

SR he 

0.427 1.04 0.87 0.84 | 0.17 | o.7 | 1.30 | 108 3.09 

。 LRT ALE ME OTT 

此 外 ,还 含有 丰富 的 维生素 ,每 公斤 含 胡萝卜 素 200 BH, BR 
素 13。8 毫克 ， 在 风干 样 中 ， 含 钙 1:21 克 , 0.64, SRA 
(Medicago sativa) 相 比 ， 由 于 聚合 草 含 水 分 较 高 ， 因 而 鲜 物 中 
的 营养 成 分 含量 比 紫 萌 蕃 低 ， 但 其 干 物 质 中 粗 蛋白 质 和 其 它 营 养 成 
PHAR, MAAS Be SS, EF HE. i 

聚合 草 中 所 含 生 物 碱 的 总 量 约 占 干 重 的 0.2 一 0.3 %, 即 聚 合 草 
素 《Symphytine) 约 占 其 中 四 分 之 一 ( 即 聚合 草 素 占 总 干 重 的 万 分 
之 五 到 七 )。 毒 性 试验 证 明 ， 以 鼠 体重 的 0.3% RARER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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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试 验 鼠 有 类 似 滴滴涕 〈(DDT) 的 毒害 作用 ,损害 肝脏 和 中 概 神 
经 而 致死 ， 若 以 低 剂量 喂 饲 ， 则 可 能 引起 积累 中 毒 而 受害 。 在 最 高 
AP, WEL 3.5 一 4 公斤 搭配 , 猪 只 的 生长 发 谊 各 项 生理 指标 正 

常 ， 屠 字 时 取 各 种 脏 器 进行 组 织 学 观察 ， 未 发 现 异 常 变化 ， 对 猪 馈 
BRS, ARSE 粉 代 蔡 配合 精 料 的 10% 喂 鸡 ， 增 重 和 产 卵 也 最 
高 。 

关于 聚 合 章 的 毒素 问题 ， 不 应 予以 过 高 的 估计 : 因为 ， 对 猪 而 、 
言 ， 只 有 50 公斤 成 年 猪 ， 一 次 饲 喂 2000 公斤 以 上 的 鲜 草 才能 达到 

致 毒 指 标 , 这 在 生产 实践 中 是 不 可 能 的 。 积 累 中 毒 则 是 个 长 期 过 程 ， 
只 要 不 是 终年 全 部 以 聚合 草 为 饲料 ， 就 会 由 于 其 它 催化 酶 的 酵 解 而 
缓解 其 毒性 。 因 此 ， 只 要 在 饲 咀 过 程 中 稍 加 注意 ， 不 会 导致 中 毒 发 
生 。 当然 , 在 科学 上 进一步 研究 探索 聚合 草 的 毒害 机 理 及 生化 反应 ， 
仍然 是 必要 的 。 

聚合 草 不 结子 或 结子 很 少 ， 种 子 成 熟 不 一 致 、 落 粒 性 强 、 收 子 
较 难 , 故 多 用 无 性 繁殖 , 即 分 株 、 分 根 、 切 根 及 反 揪 花茎 和 叶 等 方式 
进行 繁殖 。 其 种 子 较 小 , 千粒重 9.2 克 ， 发 芽 力 只 能 保持 全 5 年 。 
宜 于 冬 播 ， 翌 年 春季 出 苗 ， 春 播 则 出 苗 不 齐 。 | 

聚合 草 的 产量 视 栽培 地 区 的 气候 、 水 分 、 肥 料 条 件 而 变化 。 我 
国 一 般 第 一 年 亩 产 鲜 草 约 7500 公斤 ， 第 二 年 12500 公斤 左右 。 南 京 

地 区 一 年 可 浊 制 5 次 , 第 一 年 亩 产 鲜 草 7500 一 8500 公斤 北京 地 区 

45 42 TY XI) 2) 4 一 5 Ue, 亩 产 鲜 草 1 万 一 1.25 万 公斤 ; 吉林 省 公主 岭 一 

年 可 浊 割 2 一 3 次 ， 亩 产 5000 公 斤 左 右 。 

聚合 草 的 利用 以 青 饲 和 青贮 为 主 。 青 喂 时 , WRIT HR, FER. 

款 或 精 料 ， 家 畜 特 别 爱 吃 。 在 调制 青贮 时 ， 可 考虑 和 玉米 秸 混合 青 

贮 ， 能 提高 青贮 品质 。 由 于 聚 合 草 茎 叶 含 水 分 高 (87-93%), & 

Ams, WR. ROS % 左 右 ) 等 分 层 装 贮 ， 可 制 成 优质 青贮 料 ， 

(ATG EA IN SX RE. AE A RL BE, ME 

损失 较 大 。 若 调制 成 干草 粉 ， 可 长 期 保存 , 作为 畜 、 禽 的 高 蛋白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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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矿物 质 和 多 维 素 营养 的 补充 来 源 。 
聚 各 草 还 可 作为 药 用 以 治疗 溃疡 .骨折 、 止 泻 , 促进 伤口 愈合 、 

消 肺 去 毒 和 降 压 等 。 聚 合 章 花 期 长 约 3 个 月 , 是 有 前 途 的 蜜源 植物 。 
此 外 ， 还 可 作为 庭园 观赏 植物 和 咖啡 代用 品 。 
栽培 要 点 ”在 生产 上 利用 生长 一 年 以 上 的 聚合 草根 作 种 苗 《 母 ， 

MO RH. GABRORS 厘米 左右 长 的 根 段 ， 粗 大 的 根 冠 ( 根 头 ) 和 
Hi, WOME RIL GRE) 。 控 根 、 切 根 和 栽植 最 好 连续 作 ， 
业 ， 以 提高 繁殖 成 活 率 。 

栽 根 的 方法 以 插 根 法 为 主 ， 即 用 机 械 和 畜 力 蹦 沟 栽植 ， 行 距 60 
厘米 ， 株 距 50 厘 米 ， 栽 法 同 土豆 (Solanum tuberosum) 相仿 。 a 

$3—5 EK, LOWE, WEY BLM. 
EABEKMM. sk. BERR, SERRA IRA 

FG, UG A RAs SORE, BREA PE ok ER 
南方 广东 、 广 西 、 福 建 等 省 ， 每 年 过 夏 之 后 ， 选 留 抗 热能 力 较 
ROMER RN; 同时 采用 催 症 或 露地 切 根 快 速 育苗 。 注 意 
合理 密植 和 防治 病虫害 , 在 伏 后 秋 旱 时 , DFR RB, SARE, 
为 了 越 夏 ， 可 以 和 稿 秆 作物 如 玉米 等 间 种 。 南 北方 向 条 播 可 增加 
酝 蔽 效果 。 些 外， 采用 增 施 钾肥 和 定期 灌水 等 综合 措施 ， 使 植物 在 
7. 8. 9 月 份 成 活 率 达 85 一 90 % 以 上 。 选 用 有 水 源 的 夜 潮 地 或 
低洼 二 种植; 也 可 以 在 由 区 。 半 山区 东 侧 种 植 ， 提 高 越 乾 效果 。 

北 郁 地 区 为 了 防止 越冬 烂 根 ， 可 采取 秋季 培 寺 或 去 头 〈 根 颈 ) 
深 蹦 二 狐 培 主 , 使 返青 成 活 率 达 到 90 % 以 上 , 措施 简单 易 行 ; 容易 推 
由: 

山西 省 根据 聚合 草 耐 萌 之 特点 ， 进 行 了 聚合 章 5 行 和 至 米 2 行 
的 间 种 , 在 一 亩 地 里 收 到 聚合 章 2293 公斤 和 玉米 277.5 公斤 。 而 单 
PRA WLU 2772.5 公斤 / 亩 ， 单 种 玉米 收 到 子 实 326.25 公斤 7 
调 。 欠 单位 面积 内 粗 蛋 自 质 含量 比较 ， 聚 人 台 草 、 玉 米 间 种 ， 比 单 种 

聚合 草 增 加 16.6 %; 比 单 种 玉米 增加 134.4 % FERS P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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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草 秋季 生长 缓慢 ， 套 种 ABh (Raphanus sativus) Mp # 

(Brassica pekinensis), $B WS Bi 料 总 产量 15000 多 公斤 ， 

增产 约 5000 公斤 。 间 作 套 种 油菜 ， 当 年 增产 虽 不 多 , PBRRE A 

料 时 ， 可 以 充分 利用 聚合 草 生长 缓慢 之 时 ， 以 生产 油菜 能 获得 较 多 

的 青饲料 。 

病虫害 防治 ， 在 聚合 草 生长 的 整个 过 程 中 ， 主 要 是 黄 条 跳 旦 危 

害 严 重 ， 一 旦 发 生 ， 及 时 采用 1:400 倍 的 二 二 三 保 幼 素 乳 剂 混合 了 
2000FF HY ARR SL iH BK 121500 倍 的 敌敌畏 喷雾 。 若 发 现 有 粉 乱 吸食 

叶片 汁液 时 , 可 用 50% 的 马 拉 硫 磷 1000 倍 液 或 40% 乐 果 1000 HM 

进行 喷 酒 灭 虫 。 同 时 还 要 注意 病害 的 发 生 ， 可 采取 生 石 区 1 公斤 、 

硫酸 铜 1 公斤 、 兑 水 200 公斤 ， 制 成 波尔多 液 进 行 预防 。 如 果 发 病 

面积 较 大 ， 危 害 严重 时 ， 可 采用 退 菌 特 1 : 1000 倍 喷雾， 有 一 定 效 

果 。 但 要 注意 在 收获 前 一 周 左右 禁用 以 上 农药 。 
相近 人 饲 用 价值 的 同属 植物 “ 据 文 献 记 载 ， 聚 合 草 属 的 植物 在 世 

界 上 共有 36 个 种 〈 包 括 栽培 种 )， 分 布 较 多 ， 栽 培 面积 较 广 泛 的 地 

区 在 西伯 利 亚 、 高 加 索 等 地 。 常 见 的 聚合 草 种 有 药 用 聚合 草 (Sym= 
phytum of ficinale), FARERAEH 〈9。asberzt) 、 聚 合 草 (9。 

peregrinum), 高加索 聚 合 草 (S. caucasicum) 等 。 我 国 现行 引进 广 

泛 栽 培 的 聚合 草 ， 除 从 朝鲜 引进 的 外 ， 还 有 从 日 本 引进 的 宽 叶 聚合 

草 和 由 澳大利亚 引进 的 紫红 聚合 草 两 种 ， 都 是 优良 的 饲料 植物 、 园 

艺 品种 〈 细 胞 染色 体 均 为 2n = 40) 。 其 形态 区 别 点 是 宽 叶 到 合 草 基 

生 叶 孵 形 、 质 较 薄 ， 色 浅 绿 ， 花 淡 紫 色 至 白色 ， 紫 红 聚 合 草 基 生 叶 
BREA, RE, RRS, CRAB, EROVEKILUM, 

用 价值 同上 。 

在 欧洲 二 十 个 国家 中 ， 以 药 用 聚合 草 、 粗 糙 聚 合 草 、 块 茎 聚合 
# (CS. tuberosum), KFRAH (CS. orientale) 和 高 加 索 聚 合 章 

分 布地 区 较 广 ， 在 欧洲 巴尔 干 半岛 ， 西 、 南 欧 ， 中 欧 ， 苏 联 都 有 栽 

培 , 尤其 是 药 用 聚合 草 在 联邦 德国 、 法 国 , 波 兰 等 国 还 有 许多 亚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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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聚合 章 的 分 布 ， 除 在 罗 、 意 、 匈 、 英 、 法 等 诸 国 外 ， 北 欧 瑞 典 
也 有 栽培 。 我 国 1978 年 以 来 ， 先 后 从 国外 引进 聚合 草 种 子 32 个 种 

号 ， 经 试验 ， 其 中 只 有 12 个 种 发 芽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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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车 前 科 Plantaginaceae 

161.4 前 

Plantago asiatica Le 

别名 4 ANHESR. 
形态 特征 SPER 

本 ,高 20 一 60 厘 米 。 具 须 根 。 

叶 基 生 ， 具 叶柄 ， 和 斜 升 或 平 

i, KNBR, K4— 

12 厘米 ， 宽 4 一 7 OK, 5G 

端 鳄 圆 , 基部 圆 形 至 宽 模 形 ， 

WARE. BR, AG 

或 缺 刻 , 其 弧 形 脉 5 一 7 条 。 

HEEB, PK, 

花 多 数 ， 密 集 ， 绿 白色 或 微 

带 紫 色 。 藉 果 椭 圆 形 ， 长 约 

3 毫米 ， 内 含 种 子 5 一 8 粒 ， 

BAM As FPF RAB, 

长 15 一 2 毫米 ， 黑 棕色 (A 

161 ) 。 

地 理 分 布 ”车 前 分 布 几 

Pi FA; IK, BE. 

HAL RW, Munk, 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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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车 前 Plantago usiatica L. 



尔 、 不 丹 、 锡 金 等 国 也 有 分 布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伴 人 植物 。 生 于 较 湿 润 的 田野 、 赫 地 以 

及 荒废 路 旁 ， 多 见于 水 湿地 边 。 在 群落 中 有 时 频 度 较 大 ， 构 成 局 部 
的 小 群落 ， 但 不 能 成 大 片 的 纯 群 落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7 一 8 月 。 
饲 用 价值 “车 前 从 出 苗 到 花期 ， 叶 质 肥厚 ， 细 嫩 多 汁 ， 为 各 种 

家 畜 所 采 食 ， 尤 其 猪 喜 食 (#1061). 

表 161 车 前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as) TB oe 
祥 品 种 类 | 采样 日 期 | 生育 期 | 水 分 —T 

粗 蛋 白 | 柱 脂肪 | 租 纤 给 再 氮 交 | 租 灰 分 | 钙 | we 

干草 

鲜 - 

.1959。6。23 | 抽 茎 期 

Hawi 

11.35} 8.99 | 4.07 | 13.84) 45. 25 | 16.50 }4. 64/0. 08 

87.05] 1621 | 0653} 1.85] 7215} 2.18|0.62)0.01 

唱 ， 引 自 《 黑 龙 江 野 生 经 济 植物 图 志 》 。 

本 草 出 苗 早 ， 枯 死 晚 ， 再 生性 、 抗 道 性 强 ， 其 利用 期 从 5 月 下 
旬 到 9 月 下 名， 长 达 4 个 月 。 适 用 于 放牧 猪 ， 或 者 拔 取 全 株 ， 洗 净 
RL, AVURERNLEE, KEM, WLR, HAH 
喂 。 青 割 喂 免 或 鸡 亦 可 。 

另外 ， 种 子 及 全 草 可 做 药 用 。 
( 李 景 富 。 吴 德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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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HAF Liliaceae 

162.3 tH dE 

Allium mongolicum Regel 

BZ SHR. RA. WR. 

CARE SERA, ARAL E-R, AK, w 
柱 形 ， 外 皮 纤 维 质 ， 黄 褐色 ， 花 奸 圆柱 形 ， 高 1 一 20 厘米 。 叶 基 
生 ， 圆 柱 形 或 半圆 柱 形 ， 肉 质 ， 具 灰 绿 色 菏 粉 层 ， 手 摸 时 变 绿色 ， 
有 光泽 。 伞 形 花序 半球 形 或 球形 ， 多 花 ， 朴 散 ， 花 淡 玫瑰 色 ， 花 被 
片 6，2 轮 ， 卵 状 长 圆 形 ， 钝 头 ， 内 轮 比 外 轮 长 ,花丝 为 花 被 长 度 
的 二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二 ， 内 轮 花 丝 基 部 扩大 成 卵 形 ， 外 轮 成 锥 形 ; 
花柱 不 伸 出 花 被 〈 图 162) 。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在 内 蒙古 中 部 地 区 (包括 锡 林 郭 勤 
盟 西 部 、 乌 兰 察 布 盟 北部 、 伊 克昭 盟 、 巴 彦 淖尔 盟 和 阿拉 善 盟 )、 宁 
夏 中 北部 、 甘 肃 省 河西 走廊 及 新 疆 准噶尔 东部 和 阿尔 泰山 山 惹 等 
地 ;在 国外 ， 分 布 在 蒙古 南部 戈壁 地 区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蒙古 韭 是 典型 的 旱 生 植物 ， 主 要 分 布 在 
荒漠 化 草原 和 荒漠 上 ， 以 及 干草 原 区 的 西部 ， 降 水 量 一 般 在 150 一 
400 毫米 之 间 。 喜 沙 质 或 地 表 覆 沙 的 土壤 ， 不 耐 盐 碱 ， 一 般 分 布 不 

上 升 到 山地 。 也 很 少 出 现在 降水 量 低 于 50 毫米 以 下 的 极端 荒漠 地 
K. 
RRB, RHEAKSSSHMDTF (RRA WAT 

3. HEPES) 组 成 的 草场 ， 成 为 伴生 种 。 只 有 在 沙 质 土壤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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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周期 性 雨水 补给 的 
环境 下 ， 才 能 见 到 小 Bb SN a, 

MARIE RI. HE SP, P° 

荒漠 带 ， 蒙 古 韭 沙 生 | | 

习性 更 加 明显 ， 几 乎 i 

JAS A EH | : J 
层 沙 地 和 柳 沙 戈 辟 和 
Lb, 多 数 呈 零星 分 布 ; \/ 

SE WE Hy BRT AE MLA dere 
比较 粗壮 。 f 

蒙古 韭 的 物候 期 NZ 

发 育 与 当年 降水 迟早 Ve 
密切 相关 ， 在 内 蒙古 | | 

西部 一 般 5 AL ADT / C7 

始 长 出 新 叶 ， 7 月 上 vit UG 

名 进入 花期 ， 花 期 可 \ So 
延续 到 8 月 中 名， 花 Z LS, 

后 进入 果 期 ， 果 期 是 
THe SOA 图 162 ”蒙古 韭 Allium mongolicum Regel 

A, UR OEE, 在 降 霜 前 ， 地 上 部 枯黄 。 
人 饲 用 价值 ”蒙古 韭 是 一 种 季节 性 放牧 饲 草 ， 因 其 叶子 霜冻 后 残 

留 极 少 ， 冬 季 的 饲 用 价值 不 大 。 农 畜 主 要 在 果 期 前 利用 。 由 于 它 有 

带刺 激 性 的 辛 藻 味 ， 所 以 任何 家 畜 都 不 能 长 时 间 单 一 地 采 食 。 然 而 

在 和 其 它 饲 草 混合 采 食 中 ， 蒙 古 韭 可 提高 食欲 ， 增 加 采 食 量 。 羊 在 

整个 营养 期 都 喜 食 ， 骆 驼 也 能 大 量 采 食 ， 并 有 抓 采 作 用 ， 马 采 食 较 

差 ， 往 往 刚 采 食 时 适口 性 尚好 ， 随 后 便 显 著 降 低 或 不 再 采 食 。 牧 民 

反映 ， 马 多 食 蒙古 韭 后 ， 易 上 火 ， 小 便 赤 黄 ;， 牛 的 采 食 量 更 少 ， 利 

用 价值 低 于 马 。 马 、 羊 、 骆 驼 采 食 蒙 古 韭 可 减少 鼻 咽 腔 寄 生 虫 的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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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 马 、 驴 因 食 小 花束 豆 (Oxytropis glabra) PRR, FAR 

古 韭 草地 上 放牧 可 以 解毒 。 

营养 物质 组 成 《〈 表 162) 反 映 了 蒙古 韭 是 一 种 蛋 自 质 含量 较 高 的 

牧草 ， 脂 肪 及 钙 、 磷 的 含量 亦 较 高 。 

表 162 ”蒙古 韭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pi as 占 风 二 % 质 
租 蛋 白 | 相 脂 肪 | 租 纤维 下 氮 溪 | 想 灰分 | 钙 || BEE ) 
| | 

Dh FG 3 6.50 | 25.08] 3.79 |15.50| 35.13] 14.00} 2.58 本 te 

开花 期 9.16 /|15.71] 5.92 |33.65128.681 7.33] 1.38 ‘i 14.50 
| 

* 内 蒙古 农 笋 学 院 分析 。 

据 内 蒙古 伊 克 昭 盟 牧民 反映 ， 骆 驼 在 花期 大 量 采 食 蒙 古 韭 ， 会 
发 生 肚 胀 现 象 ， 重 者 可 造成 死亡 ， 应 了 予 注意 。 当 地 解救 办 法 是 输 
液 ， 灌 酸奶 子 或 本 。 = 

蒙古 韭 还 是 牧民 的 天 然 蔬 菜 ， 用 以 腌 制 成 菜 或 用 酸奶 子 腌 成 酸 
麻 。 | | 

CRRA) 

163. Bia dE 

Allium polyrhizum Turcz. et Regel 

别名 多 根 葱 、 碱 葱 、 紫 花 韭 。 

形态 特征 SEERA, BAMA. 4 BR MISE A He 

一 起 ， 鳞 茎 皮 黄 褐色 ， 和 破裂 成 纤维 状 ， 旺 近 网 状 ， 叶 基 生 ， 半 圆柱 

ic, AM, RAG, LEER. LEME, 7-35 EK, CH 

EERE, CSM, RRTABAG 花 被 片 6， 长 圆 形 至 多 

形 ， 花丝 等 长 或 稍 长 于 花 被 ， 内 轮 花丝 基部 扩大 ， 每 侧 通 常 各 具 1 

小 齿 ， 外 轮 的 锥 形 ， 子 房 卵 形 ， 花 柱 比 子 房 长 《图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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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碱 韭 . 

在 我 国 北部 和 西北 部 
分 布 很 广 。 黑龙江 、 
吉林 、 辽 宁 三 省 的 丁 
部 ， 河 北 、 山 西 、 陕 
西 三 省 的 北部 有 零 屋 

“分 布 ， 内 蒙古 呼 伦 贝 | 
尔 盟 以 西 、 宁 夏 盐 池 

_ 县 以 北 、 甘 肃 河西 走 
ERA. Ab. 
青海 此 达 木 盆地 东 
缘 、 新 疆 天 山南 北 坡 、 
北 塔山 、 准 噶 尔 西部 
山地 等 广大 地 区 均 有 
数量 较 多 的 分 布 ， 碱 
韭 在 国外 分 布 于 蒙古 
南部 、 苏 联 西 伯 利 亚 
和 中 亚 东 部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碱 韭 是 典型 的 

图 163 碱 韭 Allium polyrhkizum Turcz. ex 
Regel 

时 生 植物 ， 鳞 蔡 外 围 包 着 一 层 很 厚 的 枯死 鳞 蔡 皮 ， 于 地 表 处 形成 保 
妨 层 ， 防 旱 和 防 热 ， 减 少 鳞茎 根系 暴晒 和 蒸发 水 分 。 碱 韭 对 降雨 反 
应 十 分 敏感 ， 多 雨 年 份 ， 地 上 部 分 发 育 旺盛 ， 产 量 成 倍增 加 ， 但 遇 
干旱 年 份 ， 到 了 生长 季节 仍 保持 休眠 状态 ， 其 萌发 期 可 推迟 到 8 月 
下 旬 ， 以 避 过 干旱 。 

碱 韭 适 应 盐 碱 能 力 强 ， 在 降水 量 多 于 300 毫米 的 草原 地 区 ， 上 
长 在 碱 化 或 轻 度 盐 化 的 土壤 上 ， 在 松 嫩 草 原 上 ， 多 生 于 碱 班 地 上 ， 
集中 在 封闭 低地 和 碱 湖 外 围 ， 成 为 一 种 耐 碱 的 植物 ， 故 而 得 名 “了 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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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Tt 2a”? 

BAEK ALD) Ai CET A, EA MEK WE 150—250 
2K, WL SER APA, RELA UAE KBD, WML. 
MEHEHLHREBEK, AR, AEKPRE BH 
SHEE, DETESAREY, BRM ADE EN 
Hy, HEA: REESE + ER, Aa BEE 20—75 公斤; 短 
E+ BERR, SHKRA OAR, HEARED SP 
量 的 20 一 40% 。 在 荒漠 地 带 碱 韭 的 数量 显著 减少 ， 只 有 在 靠近 草原 

区 的 边缘 或 山 理 才 有 较 多 的 分 布 ， 在 具有 碱 韭 的 草原 化 荒漠 草场 
上 ， 芍 属 植物 占 6 一 9%， 在 松 嫩 草 原 上 ， 往往 形成 小 片 的 纯 群 落 ， 

有 时 与 虎尾 草 、 羊 草 混 生 。 
碱 韭 的 物候 期 在 内 蒙古 西部 一 般 为 5 月 上 旬 开 始 发 育 ，6 月 中 

旬 叶 子 长 齐 ， 植 物体 形成 密集 小 从 ， 7 月 中 旬 始 花 ， 花 期 延续 至 8 
月 。7 月 底 至 9 月 中 为 果 期 ， 在 东北 地 区 ，4 月 下 旬 昔 发 ， 6 Aw 
始 花 ， 果 熟 期 为 8 月 ， 初 赴 后 叶子 变 黄 ， 并 很 快 杜 奢 碎 落 ， 冬 季 残 
留 很 少 。 物 候 期 受 当 年 降雨 ， 特 别 是 第 一 次 降雨 迟早 影响 很 大 ， 可 
以 提早 或 推迟 。 
饲 用 价值 ” 碱 韭 是 一 种 季节 性 的 放牧 型 饲 草 ， 所 有 家 畜 都 采 

食 。 羊 喜 食 并 呈 抓 采 的 优质 草 之 一 ， 放 牧 此 草 ， 能 提高 革 肉 品 
质 。 骆 驼 也 喜 食 ， 马 和 牛 采 食 量 较 少 。 

从 碱 韭 的 化 学 组 成 来 看 ， 说 明 是 一 种 品质 优良 的 牧草 。 此 外 , 它 
和 蒙古 韭 一 样 ， 在 小 花 埋 豆 〈Oxytropis glabra) 分 布 比较 普遍 的 
EX, KEARDMERE PEA, RRMA RB. HER 
分 、 消 化 率 及 营养 价值 见 表 163 一 1、163 一 2、163 一 3。 

碱 韭 还 是 西北 地 区 群众 常用 的 一 种 食物 调味 品 。 叶 子 晒 制 后 ， 
RAG TY HUH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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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1 碱 韭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 占 风 +E 物 质 
生育 期 ak 3 

: 

| gaint on aa i acacia nm | G2he, 
: ee 

TAH 12.78 ER 2.71 |15.92|35.99|10.92} 1.28 | 0.45 89.63 

盛 花期 | (12.06 Fb 4.35 |31.00|28.80| 8.35] 1.03 | 0.57 41.50 

-结实 期 15.73 站 全 5。68 |25。.73 |29.38| 9.25] 1.91 | 0.42 81.00 

© Azer RAE BE HT. 

表 163—2 碱 韭 消化 率 表 *(%) 

wy 候 期 | HA | 粗 脂肪 | 无 氮 浸 出 物 | mor a 

分 枝 期 74.96 88. 31 74.69 16.43 

盛 花 期 75.54 85.18 38.37 34.81 

结实 期 70。40 87.46 49.87 24. 43 

oR HEE. 

表 165 一 5 BENS TH ER 

| 原 物 中 = wy 中 

R38 TIRE mea cae | 可 消化 起 可 消化 养分 可 消化 能 
白 (%%) | 总 量 (%) | ( 兆 焦 /公斤 )| 蛋白 (%)》 | 总 量 (%) | ( 兆 焦 /公斤 ) 

分 枝 期 16.25 84.26 15.57 18.64 94.18 17.37 

盛 花 期 13.93 73.20 13.52 15.84 80.97 14.94 

结实 期 10.02 86.03 15.86 11.89 86.99 16.07 

© 内 蒙古 农 收 学 院 测 定 。 

〈《 朱 宗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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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ca A OR a le 

164.11 HE 

Allium senescens I.. 

别名 SFE, WAL RA. 

形态 特征 :多年生 草本 , RATHER ERRA, RARER I— 

4 个 集 生 在 一 起 ， 鳞 茎 外 皮 黑 6. BPREABZAA, BR. LER 

10 一 40 厘 米 ， 圆 柱 形 ， 有 时 具 2 很 罕 的 纵 翅 而 二 棱 形 。 叶 基本 , -条 

形 ， 长 约 20 厘米 ， 上 部 局 平 ， 基 部 近 半 圆柱 形 ， 肉 质 ， 灰 蓝 绿色 ， 

直立 或 呈 镰 刀 状 弯曲 。 人 外 形 花序 近 球 形 或 半球 形 ， 多 花 。 总 巷 自 

色 ， 膜 质 ， 小 花梗 近 

SE: RRA, 

花 被 片 6 OB, FE. 

te PELE, FS A ANB 

ROA, Fb4e NIB, 

略 短 ; 花丝 等 长 ， 比 

花 被 长 ， 内 轮 基 部 扩 
KBR Tes Sh : 

(1164), fa. 

地 理 分 布 ， 山 韭 

在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 黑 

HL. HK. LT. 

河北 山西、 内 蒙古 、 

TH. Hm. MAF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以 东 

北西 部 、 内 蒙古 东部 

(呼伦贝尔 嚼 、 锡 林 图 164 sk Allium senescens 工 。 

las of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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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勒 盟 、 乌 兰 察 布 盟 中 部 ) 分布 最 为 广泛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性 ” 山 韭 是 较 常 见 的 草原 植物 ， 多 生长 在 草 

原 地 带 的 平坦 或 坡 苑 地 上 。 喜 肥沃 和 湿润 的 土壤 ， 尤 适宜 于 沙 壤 质 
冲积 土壤 , 在 河流 两 岸 的 阶地 上 和 于 谷底 部 , 常 可 以 见 到 成 片 的 山 韭 
草场 。 山 韭 一 般 不 耐 盐 碱 ， 在 盐 碱 化 土壤 或 荒漠 草原 带 ， 常 让 位 
于 同属 的 碱 韭 。 山 韭 也 出 现在 森林 草原 地 带 ， 但 只 见于 高 燥 的 丘陵 
顶部 或 干 坡 上 。 在 荒漠 带 山 韭 只 分 布 在 山地 垂直 带 中 的 草原 带 部 
位 。 山 韭 适 宜 的 降水 幅度 一 般 在 300 一 500 至 米 之 间 。 

以 出 非 为 主 的 草场 ， 每 亩 可 产 鲜 草 150 公斤 左右 。 与 羊 草 组 成 
的 草场 可 达 250 公斤 ， 与 大 针 茅 组 成 的 草场 产 鲜 草 75 一 175 公斤 。 

| 后 两 类 草场 葱 属 产量 占 12 一 27%。 
Ee 5 月 初 开始 萌发 ， 5 月 中 有 即 可 见 到 灰 蓝 色 的 叶 ， 6 

月 中 名 营 养 体 长 成 ,并 开始 抽 茎 ,6 月 下 名 进 入 花期 , 花期 15 一 20 天 ， 

TARE 9 月 上 名 为 果 期 ， 果 后 叶子 不 碎 落 ， 直 至 霜 冷 。 冬 季 果 实 
PEERS RS Lb. 
饲 用 价值 ” 山 韭 是 放牧 型 饲 草 。 羊 四 季 均 喜 食 ， 马 和 和 牛 虽 四 季 

喜 食 , 但 与 其 他 草 相 混 采 食 。 山 韭 在 各 个 生育 期 均 含 有 较 高 的 蛋白 质 
和 脂肪 ， 即 德 结实 期 粗 蛋白 质 仍 占 11.3%， 粗 脂肪 占 4.4% 是 促进 
家 畜 肥 育 的 主要 因素 ，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64。 

表 164 山 非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 

占 风 二 物 质 

fae HL BEER gy BO | Peluso pes 
| 

| 51.61) 13.59 1.77] 0.58 | 79.50 

25.82 4.35) 2.05; 0.43 31.00 

32.83] 5.37| 0.75| 0.28 55.30 

ALBA IK 分 

tH 16. 22 4.70, 19.36 

Bh Bt HA 

开花 期 

结实 期 

12.77 

23.40) 14.65) 3.65] 18.13 

16.42] 14.81| 2.58] 27.99) 

11.32} 11.29) 4.42) 40.41 
| 

23.58 2.09 my GPS 79.60 

* Aah RESET. 



eae | 

: 

此 外 ， 山 韭 也 是 一 种 野菜 ,鳞茎 、 嫩 时 可 生食 或 熟食 ， 也 可 腌 
制 成 咸菜 或 酸菜 。 

目前 山 韭 仍 为 一 种 野生 饲 草 ， 根 据 其 饲 用 价值 ， 可 引种 驯化 ， 
做 改良 天 然 草地 补 播 之 用 。 

(REA) 

165.87 dE 3% 

: Allium tuberosum Rottl. et Spreng. 

CSSE SEERK, AMAHRERRS MERE 
KR, BE, PRE, RAB. ME, BRB, BF 
长 10 一 20 厘米 ， 宽 1. 5 一 7 BK, VPEB. CHEAMER, HA 

棱 ， 高 25 一 60 厘米 ;总 苞 2 Bl, LER, Es TER, ee 
为 花 被 的 2 一 4 倍 长 ;花白 色 或 微 带 红色 ， 花 被 片 6， 狭 卵 形 至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4.5 一 7 毫米 ; 花丝 基部 合生 ;长 为 花 被 片 的 五 分 之 
DW; FE RAP RE, BRODER, Ae C165), 

地 理 分 布 “ 野 韭菜 在 我 国 北方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 在 全 国 各 地 也 广 
行 栽培 。 草 原 地 区 野生 种 分 布 尤为 普遍 ， 在 东北 、 华 北 、 西北 等 地 
区 的 山坡 、 章 地 和 平原 都 有 。 野 韭菜 原 产 亚洲 东南 部 ， 现 在 世界 上 

q 已 普遍 栽培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尘 性 ” 野 韭 菜 具 根 状 芭 ， 分 根 繁 殖 较 易 成 活 。 
春季 的 实生 苗 到 夏季 就 可 分 株 ， 形 成 小 片 群落 。 地 上 部 再 生 能 力也 
较 强 。 一 般 在 5 月 中 或 下 名 开始 发 育 ，7 月 下 旬 到 8 月 上 旬 开 花 ， 
SA TRRM, MRR, BRB, HR, MES, BS 
部 残 株 不 存留 。 
野 韭 菜 对 水 、 土 、 热 的 适应 范围 较 广 。 生境 较 好 时 ， 生 长 茂 

成 ， 再 生性 较 好 ， 刘 制 后 15 一 20 天 左右 ， 就 可 再 生 到 10 BK, 

若 能 追肥 和 灌水 ， 再 生 速 度 更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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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用 价值 家 高 均 最 喜 
ft RELY, eR. 和 夏 最 
PKR. BOB ERAS 
韭菜 的 草地 上 ， 首 先 采 食 野 韭 

菜 ， 然 后 才 采 食 其 它 笋 草 ， 说 
明 它 的 适口 性 很 强 。 

野 韭菜 的 营养 价值 较 高 ， 
”于 物质 中 含 粗 蛋白 质 13.34%、 

无 气温 出 物 43.53 %， 这 是 嫩 
果 期 的 分 析 ， 其 他 见 化 学 成 分 
表 165 一 1; 其 微量 元 素 及 必需 
氨基 酸 含量 见 表 165 一 2、165 一 

3。 开花 前 的 营养 含量 高 于 
花 后 期 的 营养 , 尤其 在 早春 , 刚 
NBA HOR, Bes 

高 ， 和 性 畜 最 喜 食 .所 以 春 、 夏 季 

BEAR. 4+. E WR AR. 

野 韭菜 在 草原 地 区 与 其 它 » 

RABEL, TAMARA, 

BE RE Ge ies TE eA BR 

图 165 时 韭菜 Allium tuberosum 

Rottl. et Spreng. 

率 。 在 松 墩 草原 和 内 蒙古 东部 科尔沁 草原 上 ， 野 韭菜 多 与 羊 章 
(Aneurole pidium cpnzzaezse) 混 生 , 形 成 稳定 的 植物 群落 , 对 放牧 和 

表 165 一 1 野 韭 菜 的 化 学 成 分 表 *′〈%) 

r 占 风 i By HA 总 能 

stars me] 粗 脂 肪 | 粗 纤维 | PE | 粗 灰分 | ( 兆 焦 / 公 斤 ) 

3 sa| 0.83 6.32 17.79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2。537 。 



165-2 妓 韭 菜 的 微量 元 素 含 量 表 * 《毫克 / 公 打 ) 

| | 
于 wh ml BR OR i FF 铀 i em | & 

88.81 0.478] 0.18 | 1.55 | 0.063 24527 10.88 42.68 Sived | 309.65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 牧 研究 所 分 析 。 

表 165 一 5 野 韭 菜 的 必需 氨基 证 含量 表 * (%) 

必需 所 亮 Oe 而 
PCLT Cet OM CM ee Cte 

| a ee ae 

m 果 期 0.393) 0.387| 0.463) 0.549) 0. 182 0.11 aa 0. ie C. 133 0.45 

© 吉林 省 农业 科学 院 畜牧 研究 所 分 析 。 

采 草 都 很 有 利 。 在 建立 人 工 放 牧草 地 时 ， 可 适当 混 播 一 些 野 韭菜 ， 

有 利于 牲畜 育肥 、 抓 采 。- 

栽培 要 点 ”春季 播种 ， 要 细致 整地 ， 做 到 地 平 、 土 细 ， 碍 高 播 

种 质量 。 覆 土 要 浅 ， 勿 超过 BK, HHS4FRERH BEM 

水 ， 促 进 生 长 、 苗 壮 。 夏 日 施 足 底肥 ， 分 秧 移 栽 ， 到 第 二 车 即 可 收 

割 ， 每 次 浊 割 后 ， 均 要 追肥 、 灌 水 ， 促 进 再 生 ， 有 利 再 浊 。 非 为 饲 

用 和 放牧 ， 最 好 与 禾 草 如 羊 草 、 无 蕊 汐 麦 〈 召 romzus inermis), HO 

fH 93M (Roegneria turczaninovit), BK # (Hordeum bre- 

visubulatum) 进行 混 播 ， 适 作 牛 、 羊 的 放牧 地 和 和 采 草 地 。 

Ci ThA) 

。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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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 芒 尾 科 Iridaceae 

© 

166.5 # i 

Iris lactea Pall. var. chinensis Koidz. 

别名 Be, . 

CSE SERA, B 10 一 60 BK, RRA, WR 

Rme, HRABRA EMA RAK Ry. 

A, IED), AH, K 30 一 40. 厘 米 ， 宽 4 一 8 BK, HHA R, MRR 

色 。 花 什 自 基部 抽出 ， 有 花 1 一 3 茶 ， 蓝 紫色 ; 花 被 片 6 ， 外 轮 3 

HRA, RE, MORE, WH 3 片 倒 披 针 形 ， 直 立 ; 花柱 分 枝 3 ， 
MRK, Fn 2 A. BRB, BA 6 we, Fetes BF 
多 数 ， 近 球形 而 有 棱角 ， 桂 褐色 (A166). 

WES SHE HH. ERA DHT AIL. BIEL PAR. 

内 蒙古 、 山 西 、 陕 西 、 宁 夏 、 上 甘肃、 青海 东部 及 柴 达 木 、 新 疆 和 西 

藏 等 地 ; 国外 见 扩 朝鲜 和 苏联 。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特征 ” 马 苦 适 于 中 生 环境 ， 耐 轻 度 或 中 度 盐 渍 

te, JA PRBS. SRR. BUR. CARITAS, He 

低 湿 地 草 甸 草场 的 优势 植物 种 之 一 ， 也 习 见 于 农 区 的 田 边 、 路 旁 及 

村 落 , 庭 园 附 近 。 在 内 蒙古 东部 的 轻 盐 溃 化 低地 , 马 苦 与 羊 草 (4rzev- 

rolepidium chinense) Fie PR 4A RAR, Bit B (drtemzsta 

laciniata), Hh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 4 PLB (Glaux 

maritima), FAuRRB49 (Saussurea amara) Ff Hi 3 (Ca- 

lamagrostis pseudophragmites) 等 组 成 典型 曹 旬 ; 在 内 蒙古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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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草原 和 荒漠 草原 

带 ， 马 菌 与 星星 章 
(Puccinellia te- 

nuifolra), BRE 

(Hordeum bog- 4 

danii), W BRA 

A (Poa subfa- 

stigiata) | BFE 

EB (Achnatherum 

splendens) 等 组 

Mi + hee 

草 旬 PEs wR 

PRAY, FS 

Fj RG J (Suae- 

da corniculata), 

Rh i (Artemisia 

anethifolia), 4 图 166 yi Iris lactea Pall. var. chikesinet 

yi ZS Be (Taraxa- Koidz。 

cum sinicum) , 

PRA FL eRe (Atriplex sibirica) SBRHERA, 在 阿拉 善 和 

TH, SHRBESREA, NRA Witraria sibirica) | FH 

F (Sophora alopecuroides), REHM R 4H (Thermopsis lanceo- 

lata), #2N (Kalidium foliatum) 组 成 盐 生 植被 。 有 时 也 以 面 

积 或 大 或 小 的 纯 群 落 出 现在 沙漠 湖 盆 ,高 原 或 黄土 丘陵 的 低洼 地 上 。 

在 祁连山 可 上 升 到 2600 一 3500 米 的 亚 高 山 带 :也 分 布 在 西藏 高 原 

4000 米 以 上 的 低 湿 山谷 、 河 流 沿 岸 和 湖 贫 低地 。 适 宜 马 苦 生 长 的 

ERA AL. tht LR wth, AAG Ri wth et CMS 

沙 、 地 下 水 位 较 深 的 干燥 生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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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萌发 ，5 一 6 月 开花 ， 8 月 底 果 实 成 熟 ，9 一 10 月 仍 可 采 到 

种 子 。 

饲 用 价值 ”“ 青 鲜 状 态 只 在 春季 萌发 后 为 牛 、 羊 稍 食 ， 此 后 ， 整 - 

ESAS EH ridin), SRR Crisoline) 等 有 毒 成 分 , 以 

及 粗 纤维 韧性 过 大 等 故 ， 家 畜 多 不 采 食 。 秋 季 霜 后 才 为 山羊 、 编 羊 、 

牛 乐 食 ， 奶 山羊 、 奶 牛 也 吃 。 其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66。 

166 Smits Ro R* (%) 

风 字 物 质 
FRARWE WF BK 2 ee OO hOB 

males ere CRE as] os | mf 
开花 Bi 9.23] 4.45 | 5.49 | 38.57] 34.43] 7.83 | 1.10} 0.15 | 内 蒙古 

结实 “其 4.00 | 4.15 | 33。36| 50.24| 8.24 | 1.70 | 0.18 

8 月 底 | 果 后 营养 期 | 12。3 于 2.56 | 2.66 | 25.07| 58.55) 8.01 宁夏 银川 

s* 引 自 宁夏 贺 兰 县 草原 试验 站 王 才 资料 。 

除 饲 用 外 ， 马 菌 的 花 、 种 子 、 根 均 可 入 药 。 花 晒 干 可 利尿 通 
便 ， 种 子 和 根 可 除湿 热 、 止 血 、 解 毒 。 做 为 纤维 植物 , 可 代 麻 制 纸 、 
做 气 ， 根 还 可 制 做 刷子 。 也 是 一 种 固沙 及 庭院 绿化 观赏 植物 。 
栽培 要 点 ”马兰 的 种 子 直 播 时 要 经 过 一 个 冬 春 后 才能 出 苗 ， 若 

条 件 适 宜 ， 生 长 繁茂 ， 当 年 可 形成 人 工 草地 。 据 宁夏 贞 兰 山东 蔓 洪 
RGRKGLK, MMR WRN, 8 A, BEA A 
出 苗 ， 当 年 不 开花 结实 。 

(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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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t 

Kit.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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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sch.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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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razon prionodes (St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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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ndinella setosa Tri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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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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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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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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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 et Holmagren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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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mbopogon goeringit (St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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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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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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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lactea Pall. var.chinensis 

Koidz. 539 

Izeris dentata (Thunb.) Nakai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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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dium foliatum (Pall.) 

Moq. 438 

Kobresia tibetica Maxim.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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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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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nd]l.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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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v. et Kom.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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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nd].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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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g.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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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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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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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egma regelit Bunge 450 

Symphytum peregrinum Ledeb. 

518 

工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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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onica(Wilid.) Makin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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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olium incarnatum L. 

MaZ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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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olium lupinaster L. 325 

Trifolium pratense L.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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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onella ruthenica L. 337 

U 

Ulmus pumila L.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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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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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ta Ledeb. 

347 

351 

356 

Vicia unijuga R, Br. 

Vicia villosa Roth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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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ia faba L. 

Vicia sativa L.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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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gophyllum xanthozylum 

(Bunge) Maxim.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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