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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草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郭志贤 刘德久 郭 庆

(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提 要

龙须草足一种很有开发利用价值多年生草本植物
。

木文从当前 开发利用的现状出发
,

刘

龙须 草的开发前景和潜力进行了预测
,

并就如何扶持龙须草生产提出了具体办法
。

被誉 为陕南一宝的龙须草
,

是一种很有开发价值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

它可用作造纸工 业的原

料
、

草编织物及工艺品的材料
; 同时

,
一

也是一种保持水土的优 良草种
。

大力开发利用 龙 须 草 资

源
,

积极开拓龙须草 的商品市场
,

让沉睡于秦 巴山 区中的龙须草
,

在振兴山区经济
、

改善生态环

境和致富于群众的事业中发挥作用
。

一
、

龙须草开发利用的前景

龙须草当年栽植
,

来年见效
,

经济效益与水土保持效益显著
,

开发利用的前景十分广同
。

1
、

优质的造纸工业原料
。

我国是少林的国家
,

森林资源贫乏
,

覆盖率仅为 12 %
。

计 划 年采

伐量 4 , 5 00 万立方米
,

而用于造纸的木材不到 40 0万立方米
,

导致了造纸原料中木材 纤 维 极 为紧

张
,

影响了造纸工业的发展
,

国家每年不得不花费 5 亿美元进 口木浆和以木材为原料 的 纸 和 纸

板
。

因此
,

开辟 各种途径
,

充分 利用某些纤维较长
、

性能较好的非木材纤维制造高档文化 明纸势

在必行
。

而龙须草纤维介于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之间
,

拉力强
、

韧度高
,

纤维平均长度为 2 毫米

左右
,

纤维素含量达 70 % 以上
,

纤维打浆帚化度较好
,

适宜制造拷贝纸
、

打字纸等高 档 薄 型 纸

张
,

是理想的代替木材纤维的天然资源
。

另外
,

利用部分价廉易取的麦草
,

还可以配抄普通文 化

用纸
。

当前
,

我国纸张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

尤其是薄型纸更加紧俏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打宇

纸产 量仅能满足需要量的 70 %左右
。

国家为了缓解纸张市场供应状况
,

每年进口 近 1 00 万吨 的 纸

张和纸板
。

1 9 8 7年
,

我 国纸张总产量为 1 , 1 41 万吨
,

全国每人平均用纸量 n 公斤
,

与世界侮人平

均用纸量 40 公斤的水平相差甚远
。

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纸张需求量将越来越多
,

造纸工业将有一个大幅度发展
,

龙须草将会成为造纸原料大家族中的一

名新秀脱颖而出
。

2
、

优质的草编织物材料
。

龙须草具有纤维长
、

韧度高
、

拉力强和防潮性能好 的特 点
。

在过

去封闭型农村经济的状况下
,

龙须草仅仅被用来拧绳
、

盖房和打草鞋
,

甚或当做柴烧掉
。

这说

明
,

我国的资源利用低
,

经济效益差
,

制约了龙须草 的发展
。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

农村经济走

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的轨道
。

对此
,

当地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利用龙须草发展家庭或乡办编织





资皮
、

龙须草
” ,

可见龙须草深受群众欢迎和分布范围之广
。

陕西龙须草重点分布区的平均气温 1 3
.

6一 1 4
.

4℃ ,

年平均无霜期2 28 天
。

年平 均 降 水量 8 14

一 8 55 毫米
,

并且
`

降水量的一半以上集中在 7 一 8 月
。

秦巴 山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

具备 龙 须

草生长的 自然条件
,

而且荒山荒坡的潜力很大
。

据统计
,

面积约有 16 0万公顷
,

如能充 分 发挥其

优势
,

积极地把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

龙须草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

对此
,

陕西省水土保

持局从 1 9 8 9年起
,

计划三年投资 30 万元
,

大力推广开发龙须草
,

绿化荒 山荒坡
,

治理水土流失
,

建立龙须草发展示范基地
。

洋县政府成立 了龙须草资源开发利用领导小组
,

由县长挂帅
,

抓资源建

设
,

计划到 1 9 9 0年发展到 1 万公顷
,

年产量达到 3 万吨
; 2 0 0 0年增加到 1

.

3万多公顷
,

年总产量达

到 6 万吨
。

在扩大面积的同时
,

着重增加人工培育的比例
,

提高单产
。

1 9 9 0年人工培 育 面 积 达

5 , 0 00 公顷
,

占总面积的 50 % ; 2 0 0 0年人工栽培面积达 9 ,

30 0多公顷
,

占总面积的 70 %
。

安康地区

计划到 1 9 9 0年全区龙须草的面积 发展到 4
.

7万公顷
,

总产量可达 10 万吨
。

一手抓资源 开 发利用
,

发挥经济效益 ; 一手抓资源建设
,

确保永续利用
,

尽快把巨大的潜力变为宝贵财富
。

四
、

龙须草开发利用需要多方扶持

大力开发利用龙须草资源
,

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
,

保持了水土
,

而 且为工业提供了原料
,

增

加了价众的收入
。

为了积极稳妥地发展龙须草生产
,

促进经济效益和水土保持效益的同步发展
,

国 家应采取一些鼓励措施
,

给以扶持
。

1
、

把龙须草资源开发纳入振兴陕南经济的发展规划
。

秦巴山区是 陕西省唯一的亚热带地区
,

;被省委
、

省政府作为振兴陕西
“ 一体两翼

”
战略 中的一翼

。

在这一地区
,

龙须草是有待开发的众

多项 目中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佼佼者
,

开发历史较长
,

有一定的基础
,

省府应把龙须草的发展列入

“
科技兴陕

”
计划

。

它既作为资源开发项 目
,

又作为一项扶贫措施
,

由省计委或农办主持
,

组织

有关部门实施
,

并从资金和化肥方面给予扶持
。

2
、

开展资源调查
,

进行综合规划
,

搞好合理开发
。

目前
,

龙须草在陕西省秦巴 山区 分布 的

面积还不十分清楚
,

除洋县
、

山阳两县结合水土保持区划进行过资源普查外
,

其它地方仅有一个统
一

计数据
。

省上有关部 门应组织协调科研单位 与地方共 同进行资源调查
,

摸清资源底子
,

确定发展

规模
,

编制发展规划
,

为建立资源基地
,

进行集约化生产提供依据
。

同时对现有野生资源要采取

措施加以保护
, 不可杀鸡取卵

,

防止因过度刘割造成资源的破坏
,

加剧新的水土流失
。

3
、

加强指导
,

疏通产销渠道
。

采取多种渠道
、

多种收购方法方便群众
,

鼓励销售
。

除 向国

内外造纸厂提供原料外
,

还应积极引进技术
,

搞好适应外贸出口 的编织加工
,

逐步改变长期以来

单纯卖原料的作法
,

走生产一收购一加工一条龙的路子
,

提高龙须草的商品利用率
。

4
、

推广人工培 育
,

做好技术服务
。

龙须草 目前多为天然野生
,

要获得高产
,

必须 进 行人工

栽培
。

省地政府应采取倾斜政策
,

鼓励农民利用荒山荒坡发展人工栽培
,

建立长久可靠的生产基

地
。

同时
,

对野生资源要加强抚育管理
,

提高产草量
。

科技部门要配合龙须草开发
,

积极提供技

术服务
,

并就发展 中的技术 问题开展必要的科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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