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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干草原改良研究

杨小寅 王继武 黄 强 沈继宏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宁夏固原县农业综合科学试验站 )

根据1 9 80年综合考察结果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县—
固原县 ( 包括已分出的彭阳县 )

,

有天然草场 25
.

5万公顷
,

占全县总面积的 3 7
.

5%
,

其中干草原草场占7 4
.

9%
。

由于长期滥垦滥牧
,

草场面积 日益缩小
,

退化严重
,

草质低劣
,

毒草增多
。

大面积荒山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很低
,

全县平

均每公顷产鲜草 1
.

7吨
。

草地生产潜力未得发挥
,

水土流失危害难以制止
,

占土地总面 积 8 5
.

6%

的水土流失面积年土壤流失总量达 0
.

26 亿吨
。

改造低产天然草场为高产人工草地
,

提高生产力
,

保持水土
,

解决
“ 三料

” 问题
,

是农业现代化任务重要组成部分
。

我们选择有代表性干草原样地

进行草地建设
,

对全县大面积草场改 良有指导意义
。

一
、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固原县城东 24 公里的黄土丘陵区
,

包括上黄
、

乔沟
、

火岔
、

马家沟 4 个 自然村
,

其中火岔
、

马家沟属回民村
。

本区年降水量 40 0一 4 50 毫米
,

年平均气温 6一 7℃ ,

无霜期 1 10 一 1 5 0

天
。

海拔 1 ,

60 0一 1
,

7 95 米
。

土壤为湘黄土
。

天然草场面积 7 71 公顷
,

占土地总面积 5 0
.

8%
,

属干

草原草场类
。

主要植物有长芒草 ( S t i p a b u n g e a n a T r i n )
、

百里香 ( T h y m u s m o n g o l i
-

心 u s B o n n )
、

星毛萎陵菜 ( P o 七e n t i l l a a e a u l i s L )
、

阿尔太狗娃花 ( H e t e r o p a p p u s a l f a i
-

e u s ( W i l l a ) N o r o p o k r ) 等
。

每公顷产鲜草 1
.

2一 1
.

5吨
。

1 9 5 3年以来
,

在退耕地 种 草 1 3 4 公

须
,

草种组成
:
首蓓占43 %

、

草木挥占29 %
、

沙打旺占26 %
、

红豆草 占 2 % ; 1 9 8 4年在荒山等高带

状耕翻种草 3 33 公顷
,

以沙打旺为主
。

此外
,

在新造柠条灌木林中种草木择 49 公顷
,

至 19 8 4年 6

月
,

共建立人工草地 5 16 公顷
,

至当年秋能提供饲草的面积 4 45 公顷
,

共产干草 4 56 吨
。

1 9 8 5年为推

广上黄试验区种草经验及协助群众承包荒山种草养畜
,

在县北部七营乡学梁山扩种红豆草
、

沙打

旺等 44 公顷
。

现上黄试验区及七营乡学梁山共建人工草地 5 60 公顷
,

为畜牧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

物质基础
。

二
、

方法与结果

(一 ) 地面处理 (播前整地 )
。

干早及半干早区
,

天然荒坡的土壤水分特点是
,

半年早半年

湿
。

经过长期雨点打击及早季干燥而形成土壤板结
,

是影响出苗及植株生长不 良的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上半年因持续干早
,

牛壤水分下降至 5 %以下 ,
下半年雨量集中

,

水分渗透
,

土壤含水量很

快上升至 16 一 21 %
。

在早季
,

生荒播种成苗甚难
。

多年飞机播种沙打旺试验证明
,

在年降水 3 5 0毫

米左右的荒山上
,

播前不进行地面处理就难以出苗和苗保
,

难以达到播种的预期目标
。

地面处理

可促进土壤物理性质变化
,

对牧草生长带来明显好处
。

为此
,

我们用撩壕机 (简称机耕 )
、

畜耕



和人工挖带子 田三种方式整地
。

在 28
“

陡坡上
,

每隔 1
.

5米人工挖 60 一 10 0厘米宽 的 带子 田
,

在

一 其 10 厘米 以下土层
,

带内土壤水分比带楞上明早增长
。

据测定
,

带楞上平均土壤含水量 为 8
.

8一

9
.

3%
,

带内为 10
.

3一 1 1
.

3%
,

土壤容重带楞上为 1
.

。一 1
.

2 ,

带内为 1
.

1一 1
.

3
。

1
、

地上部生物量
。

经过地面处理
,

各草种出苗较好
,

植株生长正常
。

我们用收割法测定地

上部生物量年季动态
,

在测定时先秤单位面积上鲜草重
,

然后抽样 5 00 克在 60 ℃以上烘箱中 烘至

衡重
,

计算风干物重量
,

以风干物重量百分数乘以鲜草总重
,

得单位面积干物质量
。

最后将 1 年

中不同刘割期风干物质重相加
,

得全年地上部生物量
,

但不 包括凋落物及其它损失
,

实质上为全

年地上部净生物量
。

从测定数据可以看出
, 4 种栽培牧草在荒山种植

,

产量上有明显差异
。

播种当年及第 2 年
,

鲜

草产量均以沙打旺最高
,

其 次是草木择
、

红豆草
,

以首楷产量最低
。

9 月下旬测定
,

沙打旺第 2

年产量
,

除陡坡人工挖的带田每公顷产鲜草 12
.

5吨外
,

余均超过 22
.

5吨
。

按每羊理论年采食鲜草

1 ,

46 0公斤计
,

第 2 年每公顷可养羊 15 只
。

如与天然草场产草量相比
,

经 2 年封禁的天然 草场 每

公顷产鲜草 2
.

7吨
,

按 80 %可利用率计算
,

每公顷载羊量为 1
.

5只
。

在荒坡建立人工草地
,

生产力

比封禁 2 年的天然草场可增产 7
.

4倍
。

现上黄试验区共有人工草地 5 16 公顷
, 1 9 8 5年共产干草 2 ,

06 6

吨
。

饲草主要来自荒山机耕沙打旺
,

人工挖带田以及林间草木梅
。

这三类草地饲草 占 总产 量 的

6 2
.

9%
,

另有退耕地的草 占24
.

2%
,

天然草场产草占1 2
.

9%
。

从各类草地所占面积看
,

已改良的

天然草地占5 3
.

45 %
,

未改 良的天然草地占2 7
.

9 3%
,

退耕地占18
.

62 %
。

19 8 5年各类草地总 产 草

量比 19 8 4年增加 3
。

9倍
。

2
、

地上部生物量季节动态
。

4 种草生物量季节动态各不相同
。

以沙打旺为例
, 6 月底前平

均株高6 7厘米
,

每公顷产鲜草 1 6
.

5吨 ; 7 一 10 月株高 1 10 一 13 7厘米
,

每公顷产鲜草 2 2
.

8吨
,

下半

年产量比上半年增产 38 %
_

从牧草再产情况看
,

经 6 月底刘割后
,

山地红豆草的再生草每公顷产

2 吨
、

首借 2
.

2 5吨
、

沙打旺 2
.

75吨
。

虽然下半年雨量较多
,

但产量主要是上半年形成的
。

从生长

发育情况看
,

不同草种对热量指标要求各异
。

在早春以红豆草
、

草木挥返青最早
,

其次是沙打旺
、

首借
。

在不施肥情况下
,

红豆草每公顷

产籽 3 00 公斤
,

干草 1
.

9吨 ; 草木择每公顷产籽 1
.

1吨
,

干柴 3 吨
。

沙打旺冬前刘割一次
,

每 公 顷

产鲜草 22
.

5吨
,

可折干柴 9 吨
。

草木梅
、

红豆草开花到种子成熟需 1
.

5月
,

从单株说 自开花 到 终

, 花需 20 一 25 天
。

这样缓慢 的种子成熟过程
,
对提高其质量十分有利

。

为了采籽
,

红豆草
、

草木裤

均在 8 月上旬收割
。

用作青饲的
,

实际上只有首楷和沙打旺
。

由于下半年气温渐低
,

二茬草生长

缓慢
,

每公顷一般为 2一 3 吨
。

牧草的不同物候期及产量季节动态
,

对饲草轮作可提供重要依据 ; 同时
,

同一植物群落季节

变化
,

能导致另一植物群落的演替或消失
。

在试验中
,

我们观察到沙打旺地很少出现杂草
,

对牲

畜毒害严重的乏羊草已全部消失
,

起了以草治草的作用
。

相反
,

在未种沙打旺的空带
,

随其它杂

草滋生
,

乏羊草也普遍曼延
,

这直接影响饲草质量
,

冬季放牧易引起羊只中毒
。

应该指出
,

沙打旺
、

红豆草是近年从外地引种的
,

沙打旺在新环境下正在改造自己季节性和

周期性
,

由不开花渐变为少量结子
。

但要就地解决种源问题困难较大
、

因本区气温限制
,

历年 8

月平均气温在 1 7
.

8 ℃以下
,

去年 10 月 14 一 15 日两次大雪
,

在积温不到 3 ,

50 0 ℃情况下很 难获得 非

, 早熟沙打旺品种种子
。

据试验资料
,

沙打旺对热量要求较高
,

首楷
、

草木挥次之
,

以红豆草要求

热量最低
,

且能在低磷土壤生长
,

故在黄土区山地扩种红豆草值得进一步研究
。

(二 ) 播期
。

试验区 1 9 8 4年 7 月平均温度为 1 8
.

3℃ ,

最高温度 2 8
.

4 ℃ ,

最低温度为 9 ℃ ,

夏

厂冬9



凉是本区气候特点
。

加上 7一 9三个月多雨 (共降水4 1 3
.

8毫米 )
,

日照差
,

牧草生长受光 强 和

温度等季节性变化影响
,

以致发生越冬死苗等间题
。

因此
,

不 同播期对牧草当年生长和产量有明

显影响
。

据观测资料
, 5 月中旬前播的沙打旺

、

草木择
,

当年每公顷均可刘割鲜草 3
.

5一 7
.

5吨 ; 6 月

中旬后播的除红豆草每公顷产鲜草 5
.

9吨外
,

其它草的产量明显下降
。

根据 19 8 4年 7 月 2 0 日至 9 月

30 日每隔 10 天分期播种试验结果
, 7 月下旬以后播种的不同草种

,

当年均难提供饲草
。

经越冬观

察
, 7 月 20 日播的首楷

、

草木择
、

红豆草越冬死亡率达 5 0一 60 % ; 7 月 30 日播的首楷
、

草木择
、

红豆草分别冻死 70 %
、

95 %和 75 % ; 8 月 10 日播种的红豆草
,

除避风向阳处存有少量苗子外
,

余

均和首楷
、

草木择一样
,

全部冻死
。

(三 ) 草种选择
。

不同草种地上部生物量变化
,

除决定于天气条件外
,

还决定于草种本身特

性及其发育节律
。

选择适宜草种
,

是提高草地生产力又一关键措施
。

由于山区小地形变化
,

阴阳

坡温湿条件差异
,

使不同草种生长发育
、

生物产量及适应性各有差异
。

在梁如顶部垦种首楷
,

生

长缓慢
, 2 年生植株高度仅 28

.

7厘米
,

每公顷产鲜草 4 吨
,

冻害严重
,

越冬率为 6 3
.

5 %
,

部分幼

苗直到 7 月才返青 , 红豆草越冬率为 5 7
.

5%
,

生长不整齐 , 草木择播种当年生长良好
,

株高均在

40 厘米 以上
,

但在部分地区越冬死亡率高
,

春季严重缺苗 ; 沙打旺越冬率 10 0%
。

上述 4个草种在本区干草原建设中
,

沙打旺适应性最强
,

「

在梁赤顶部种植仍可获得高的生产

效益
,

是当前改造干早荒山最有希望的豆科牧草 ; 在早薄山顶种首楷
,

不加增产措施是难以收效

的 ; 红豆草宜于阳坡土壤肥沃的农地种植
, 6 月前播种当年能开花结子

,

是适口性良好的草种之

一 , 草木择本属适应性强可广种的先锋草种
,

但在试验区有死苗间题待解决
。

三
、

结 语

1
、

1 9 8 4年上黄试验区种草 5 16 公顷
,

当年收干草 4 5 6吨 , 19 8 5年收千草 1 ,

77 9吨
,

第二年鲜草

产量比第一年增加 3
.

9倍
。

沙打旺生长第二年除陡坡每公顷产鲜草 10
.

7吨外
,

缓坡地产量均在 22
.

5

吨以上
,

可达 1 公顷养 15 只羊
。

对照的天然草场
,

经封禁 2 年
,

每公顷产鲜草 2
.

7吨
,

按 80 % 可

利用率计
,

每公顷载羊 1
.

5只
。

可见天然草场经改造后潜力很大
。

2
、

上黄试验区现有羊 单位 2 , 1 01 个 ( 由各种家畜折成 )
,

按每羊单位年采 食 4 85 公斤干草

计
,

尚余干草 63 4吨
,

按 80 %利用率 计
,

即 剩余 1 , 307 个 羊 单位饲草待 利用 (不包 括农作物秸

秆 )
。

3
、

草地生产力年季动态
,

受气候及草种特性的影响
,

试验区草地生物量主要 靠 上 半年 形

成
,

以沙打旺为例
,

下半年的产量仅占年总产量的38 %
。

4
、

播前地面处理
、

选择草种及适时播种
,

是提高草地生产力的关键措施
。

播 前 地面处 理

(整地 )
,

是促进荒山蓄纳雨水
,

改良土壤物理性状
,

保证植物生长良好的必要条件
。

荒坡隔带

耕翻
,

可使下部未耕带亦相应增加土壤含水量
。

不同草种生长需要的水
、

光照和适宜的温度与气

候季节性变化相一致
,

因此争取早播是当年增产饲草及越冬保苗的前提
。

沙打旺适应性强
,

对土

壤要求不严 ; 首楷在早薄梁顶生长不 良 , 红豆草在退耕农地阳坡种植为宜
,

在阴坡寒地种植越冬

性差
,

生长不整齐 , 草木择生长快
,

产量高
,

是良好的饲草和能源植物
,

应予重视
。

(宁夏固原县农业综合科学试验站刘克俭
、

杜淑琴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