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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阐述了龙须草的生物学特性及在河南省的种植和推广情况
,

并根据试验研究结果
,

分析了龙须草的水土保持效益和在全省推广龙须草的有利条件及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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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草
,
学名 E u l al ot p o i s ib n a t a ,

别名蓑草
、 、

拟金茅
、

羊胡子 草
、

羊 草
,
是 多年 生

禾本科金茅属草本纤维植物
,

属热带
、

亚热带野生植物
,

分布于印度
、

阿富汗
、

伊朗
、

菲 律 宾 等 国

及我 国的华中
、

西南等地区
。

龙须草地上部分全棵为束丛型
,
呈半直立半葡甸状态覆盖地面

,

叶

片狭长
,
叶长 0

.

5~ 2
.

4m ,
叶宽 2 ~ 5 m m , 由纤维管状平行叶脉组成

,
基部叶鞘密 生 白 色 茸

毛 , 干草含全纤维素 54 % ~ 58 % ,
半纤维素 20 %~ 24 % ,

木质素 9 %一 14
.

5%
。

地下根系发达
,

为须根
,
均匀密布在活土层内

,
根长多在 1一 2

.

5m之间
,
根粗 1

.

5~ 2
.

s m m
。

龙须草属 阳 性耐

阴植物
,
对温度适应范围较大

。
5 ℃时开始萌生

, 9 ~ 10 ℃时开始出土发青
,

10 ~ 40 ℃是它的适

生温度
,
在高达 50 ℃的石板缝中也能生长

。

龙须草对土壤酸碱性的适应范围也较广
,
在 p H 值 为

5
.

5~ 9
.

1之间的土壤中可正常生长
。

龙须草独特的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
,
使得龙须 草 具 有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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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抗冲能力
,

强
、

耐旱
、

耐痔薄
、

适应性强
、

生长快
、

易管理
、

蓄水保土效益显著
、

开发利用价值

高的特点
。

龙须草可替代木材作为人造棉及高档印刷纸
、

打字纸等的优质原料
,
其质量优于阔叶

林而劣于针叶林 ; 也可 作为养殖海带
、

培育海带菌苗的原料
。

用它编织的门垫
、

草 地 毯
、

席 梦

思床垫
、

草绳等 日用品
、

装饰品已畅销国内外市场
。

因此龙须草不仅是水土保持优 良 的 先 锋 草
-

种
,
而且对山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作用

,
在河南省水土流失治理 中发展龙须草具有积极的意

,

义
。

一
、

龙须草在河南省的栽培推广情况

龙须草在河南省西南部南 阳地区的西峡
、

渐川
、

内乡等县 自古就有野生
,

群众有在 田埂上种

植龙须草的习惯
,

用龙须草编草鞋
、

做蓑衣
、

打草绳的历史悠久
。

南阳地区气候具有明显的南北过渡带特点
,

属 北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
,

年平均温度 15 ℃左
卜

右
,

年 ) 10 ℃有效积温 4 800 ℃左右
。

年平均降雨量 8 00 m m
,

最高可达 1 2 00 m m
,

无霜期 2 22 ~

24 1天
,

光照条件好
,

四季分明
,

宜于各种作物生长
。

据观察
,

龙须草在该区的生长期可达 270 天

( 3 月初一 11 月底 )
,

当年生龙须草
,

草墩直径可达 12 c m
,

草长 0
。

85 一 l
.

21 m
,

翟盖面直 径 为
」

0
。

s m左右
。

2年生龙须草
,

草长可达 1
.

8~ 2
.

4m
,

龙须草在该区生 长 良好
。

但是自然生 长 的龙
须草产草量低

、

生长期短
、

易老化死亡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1 98 5年南阳地区开展了
“
龙须草蓄

水保土效益和增产技术措施试验研究
” 。

经过 4 年的定点
、

定量调查
、

试验
、

观测
,

初步摸清了

龙须草的生长习性及老化规律
,

在
l

龙须草的采种
、

育苗
、

移栽
、

管理
、

收割等环节上采取了一系

列技术措施
,

使龙须草的年产量 由每亩 10 0~ 20 0 k g
,

提高到 300 ~ 4 00 k g
,

基本上掌握了 龙须草
-

高产稳产规律
,

摸索了一套科学的种植方法
。

1 98 8年河南省计经委下达了
“
水保先锋草种— 龙

.

须草推广开发利用技术
”
研究课题

,

省水保所组织河南省长江
、

淮河流域地区的南阳 地 区 水 保

站
、

浙川
、

西峡
、

内乡及商城
、

密县
、

泌阳等县水利局联合攻炙
,

经过 3 年的试验研究与推广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全省新发展龙须草 27
.

1万亩
,

加上老草区 2 1
.

9万亩
,

至 1 9 9 0年底全省 已种植

龙须草 49 万亩
,

目前
,

已达到 50 多万亩
。

同时
,

通过调查分析与试验研究
,

在技术上取得了 以下

成果
:

1
.

科学地划分了全省龙须草生长范围的水平 带谱和垂直带谱
。

按照气温条件
、

越冬措施划
.

分为 3 个垂直带谱及其相应的水平带谱
:

( l ) 伏牛山主峰至课河市 以南 (北纬 33
“

31
’

以南 ) 范

围内的南阳
、

信阳
、

驻马店三地区
,

海拔 400 m 以下为最佳适生 区
。

在该区发展龙须草基 本 上可
’

不考虑防寒越冬措施
。

几年来在南阳地 区的浙川
、

西峡
、

内乡
、

镇平
、

南召
、

方城
、

南阳 7 个县

发展种植龙须草 23
.

3万亩 ; 在商城
、

光山
、

舞钢
、

泌阳等县均 已小规模成片引种成功
。

( 2 ) 黄

河 以南
、

伏牛山主峰—
课河市 以北 (北纬33

“

3 1
产

~ 35
“

之 间 ) 的地区及北纬 33
0

30
`
以南的南阳

、

信阳
、

驻马店三地区
,

海拔 400 ~ 800 m 区域为适生 区
。

该区种植龙须草
,

需重点考虑防寒越冬措
·

施
。

几年来已在这个区域的宝丰县发展 1 00 多亩
,

平顶山市种植 3 亩
,

禹州市 0
.

5亩
,

密县 10 0亩
,

中牟 1 30 亩 ; 在 浙川
、

西峡县海拔 4 00 ~ 800 m 区域种植 3
.

6万亩
,

均采取幼苗越冬措施获得成功
。

( 3 ) 北纬 3 3
0

3 0
/

以南的南阳
、

信阳
、

驻马店三地区
,

海拔 8 0 0m 以上高 IJJ 和黄河 以北 (北纬 3 5

~ 3 6
0

1 5 /
) 的河南省境内为可生区

。

在该区能种植成功的关键
,

在 于防寒越冬措施的全面应用
。

几年来在武险
、

长垣两县试种了 6 亩
,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越冬措施
,

试种也获得了 成 功
。

在 西
’

峡
、

浙川县
,

海拔 8 0 0~ 1 4 0Om范围内种植的 2 0 00 亩
,

也 已安全越冬
。

综上所述
,

河南 省 龙须

草的栽培范围
,

已由南阳地区的亚热带
,

推广到了暖温带
。

2
.

在龙须草育苗方面
,

经试验总结出了各时期育苗的保湿期
,

解决了育苗中的这一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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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使育苗成功率大大提高
。

在育苗方法上
,

摸索出了
“
沟垄条播

”
技术

,

方便了带土移栽
,

提

高了成活率
。

3
.

初步掌握了龙须草从亚热带推广到暖温带的苗圃及幼苗越冬措施及最佳移栽时间
,

确保

了龙须草在暖温带的正常生长
。

4
.

在龙须草施肥问题上
,

经试验得出
“ 磷一氮三

” 的最优配合比
,

且施肥时间越早越好
,

一次施足
。

掌握了龙须草在种植过程中对磷
、

氮肥的配合施用问题和施肥方法等关键技术
。

5
.

进行了龙须草与经济林
、

灌木麻栋
、

乔木松树
、

泡桐等
,

以及与绿肥
、

草混作的试验
,

并取得了成功经验
。

6
.

完善了龙须草生产技术路线和龙须草生产季节关键时程要点
。

二
、

龙须草水土保持效益

(一 ) 龙须草具有明显的蓄水保土作用 龙须草叶面粗糙
,

草叶上附生一层茸毛
,

本身具有

一定的滞留雨水 的能力
,

每次降雨
,

首先草叶上就可滞留一层雨水
。

龙须草在地面上的草长度为

。
.

4~ 2
.

5m
,

孤盖地面的草厚可达 0
.

3~ 0
.

8 m
。

根据对龙须草试验区采用喷雾器进行喷水试验
,

龙须草厚度在 0
.

3一 o
.

6m 的地方
,

每 l m
’

滞留水量 2
.

03 k g ,

即可滞留降雨量约 Z m m
,

在 0
.

6

一 o
.

s m 草厚的地方可滞留水量 2
。

94 k g ,

即可滞留近 3 m m 的雨量
。

如果结合蓄水保土整地工程

措施种植龙须草
,

蓄水作用会更加 明显
。

据 1 985 年汛期对河南省西峡县七峪水库上游古垛村 1 674

亩采取水平竹节沟垄整地工程种植龙须草的草坡进行降雨径流观测表明
,

采取水平竹节沟垄整地

种植龙须草
,

对一次降雨小于 1 50 m m 的雨量
,

基本上可以全部拦蓄
。

龙须草地面部分可 以滞留雨水和缓解暴雨击溅表土
,

地下须根发达且多密布于活土层内
,

据

观测
,

2年生的龙须草每墩根量可达 500 ~ 1 2 00 条
,

每墩可固结土壤 0
.

1~ o
.

6 m
“ ,

固土 抗 冲能

力强
。

因此
,

龙须草保土作用非常好
。

据密县水 土保持试验站对 25
“

人工坡面 3年生龙须 草 小区

与同类型荒坡小区 1 99 0至 19 9 1年 5 次降雨径流
、

泥沙观测对比
,

削减径流量 7 1
.

1%
,

削 减 侵 蚀

量 87
.

3 %
。

据西峡县龙须草试验区观测
,

2年生龙须草粳盖度在 60 %以上的龙须草坡面
,

其侵蚀

模数平均下降到 500 ~ 1 OO0 t /
`

( k m
Z ·

a) 以下
,

大面积草坡平均保土效率达到 74
.

4%
。

龙须草生

长期长的特点对蓄水保土非常有利
,

据观察
,

在河南省龙须草从 3 月上旬开始萌生到 11 月下旬才

停止生长
,

生长期在 230 ~ 276 天之 间
,

其覆盖地面 80 % 以上的时间可达 18 0~ 21 0天
,

而全省各地
。 o %以上 的降雨量正集中在这一时期

, 而这一时期正是龙须草的生长盛期
。

因此
,

龙须草能充分

发挥其蓄水保土作用
。

另外
,

农作物在三秋三夏交替期间
,

裸地的水土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

而此

时恰是龙须草翟盖度高的时期
, 因此龙须草的护埂效果尤其明显

,

是农 田护埂的理想草种
。

龙须草的根系发达
,

分孽力强
,

生长迅速
,

覆盖地面快
,

能起到快速治理水土流失的 目的
。

据观察
,

春季分墩移栽的龙须草
,

每 9 个头到秋季可分生 21 0个左右
,

须根增生到 4 23 根左右
,

是

原来 13 根的 3 2
.

5倍
。

草长可达 0
。

85 一 l
.

lZ m
,

丧盖直径 o
.

s m
,

每亩栽 1 000 墩 以上
,

当年覆盖地

面可达 40 % ~ 60 %
,

第 2年可达 80 %
,

第 3 年以后可完全覆盖地面
。

另外
,

水土流失区大多土层

薄
,

立地条件差
,

而龙须草具有耐早
、

耐痔薄的特点
。

因此龙须草是防治水土流失难得的水土保

持先锋草种
,

应 当是河南省水土流失治理 中主要的生物措施之一石

(二 ) 种植龙须草农民经济收入增加 龙须草实行科学种植
,

根据不同情况
,

每亩栽 草 800

~ 1 300 墩
,

当年秋后产草量可达 100 ~ 200 k g /亩
,

第 2 年可达2 00 ~ 400 k g /亩
,

第 3年 以后产

草虽可稳定在 4 00 ~ 50 0 k g /亩
。

按河南省目前的收购价 0
.

5元 / k g 计
,

每亩产值可达 20 0~ 300 元

以上
。

高产地块亩产草量可达 1 0 0 Ok g左右
,

产值 500 多元
。

按山坡平均亩产 4 0 0 k g计算
,

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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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每户只要 种上 3 ~4亩龙须草
,

一年就可保证收入 600 ~ 800 元
。

如果农 闲时利用龙须草搞编

织等粗加工
,

则收入可翻番
,

若进一步进行精加工
,

则效益将更可观
。

事实证明
,

通过种植龙须

草可使荒山变宝 山
,

使水土流失治理 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

这不仅符合治理水土流失由单纯治理

型向开发型转变的要求
,

也客观上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三 ) 当前在全省种植推广龙须草的重要意义 在治理水土流失中
,

种草是非常重要 的生物

措施之 一
。

但从当前河南省种草情况来看
,

沙打旺
、

草木梅等牧草都因生草适 口性较差
,
加工转

化跟不 上
,

销路差等原因
,

在全省种植推广不开
,
全省牧草种植呈滑坡趋势

。

而龙须 草 用 途 广

泛
,
加工转化已形成体系

,

销路好
、

效益高
,

且具有栽培技术简单
、

成本 低
、

易管理
、

繁育快
、

病虫害少等特点
,
广大群众种植积极性很高

。

因此要扭转河南省的牧草滑坡现象
,
在适生地区推

广种植龙须草势在必行
。

另外
,
大力发展龙须草可加快河南省治理水土流失步伐

。

目前河南全省仍有 3 万多 k m “
水土

流失面积没有治理
,

若按 目前年治理 1 3 0Ok m
“
的进度计算

,

则至少需 23 年才能 治 完
。

但 由 于

随着治理工作的开展
,
水土流失面积的减少

,
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

,
`

在财力物力的限制下
,

治理

进度必将越来越慢
,
而种植龙须草较其它生物措施具有投资少

、

投工少
、

见效快
、

蓄 水 保 土 作

用好
、

经济效益高的特点
,

_

且群 众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 因此在财力

、

物力有限的情况下
,

可加快

治理进度
。

三
、

全省推广龙须草的有利条件及广阔前景

(一 ) 有利条件 1
.

气候适宜
。

河 南省地处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地区
,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气

候特征
,

,

全省年均气温在13 ~ 15 ℃之间
,

.

气候相对较温和
, 日照较长

,

全省年均 日照时数为 2 000

一 2 6 0 0 h ,
年降雨量从北至南大概在 6 0 0~ 1 2 0 0m m之间

,
年均太阳总辐射量 约 1 1 5 x 4 1 8 6

.

8 ) /

心 m
Z ,

全省李 10 ℃有效积温在 4 000 ~ 4 9 00 ℃之间
,

这些都较适宜龙须草的生长
。

2
.

有基地
、

有技术
、

有经验
。

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西峡
、

内乡
、

浙川三县历史上就有种植龙

须草的习惯及经验
。

近 10 年来
,

又把种植龙须草作为山区脱贫致 富的出路加 以提倡
,

目前三县 已

发展种植面积近 50 万亩
,

每年可提供龙须草种子30 万 k g左右
,

可确定为全省推广种植龙须草的种

子基地
,

并可作为培训基地
夕 为适生推广区培训技术人员

。

在龙须草的栽培技术上
,

也 已掌握了一整套的科学种植方法
,

基本上摸清了龙须草的生长及

衰败规律
,

掌握 了龙须草从采种
、

育苗
、

移栽
、

管理到收割的最佳时间及增产
、

种植
、

衰败
、

复

壮等技术措施
,

为龙须草大面积种植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

在龙须草推广和开发利用上
,

通过 19 8 9~ 199 0年开展 的
“
水保先锋草种— 龙须草推广开发

利用技术
”
研究工作

,

将龙须草的种植范围推广到河南省 17 个地市的 9 个地市
、

17 个 县
,

由北亚

热带推广到暖温带
。

在龙须草的利用转化方面
,

进行了编织技术及纺绳
、

编织机械的技术革新
,

提高了加工产品的质量
,
增加了花色品种

,

扩大了销路
,

提高了经济收入
。

并且
,
建立了以龙须

草为原料的高档纸生产线等
。

这些
,

都为龙须草在河南省的进一步推广开发利用莫定了基础
。

(二 ) 种植推广龙须草的前景 河南省现有30 952 k m “ 的水土流失面积还没有治理
,
其中

:

荒 山 3 10 0万亩
,

坡耕地 1 10 0万亩
。

仅龙须草适生 区的淮河
、

长江两流域现约有水土 流 失 面 积

1 8 4 2Ok m
Z ,

其中荒山 1 8 00 万亩
,

25
。

以下坡耕地 6 40 万亩
,

另有 377 万亩水平梯田的田埂上亦可

种植龙须草
。

因此
,

从面积上看
,

在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种植龙须草大有潜力
,
前景广阔

。

从经济效益看
,

种植龙须草经济效益明显
。

现仅就适生区的长江
、

淮河两 流域估算如下
:

按

现有荒山的 1 / 1 0种植龙须草
,

可发展 180 万亩
,

现有 25
。

以下坡耕地改成梯 田后
,
在 田埂上栽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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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草
,

按 田埂面积占总面积的 15 %计算
,
有 96 万亩的田埂可种植

,

现有 3” 万亩
.

梯 田 的 田 埂 面

积 57 万亩大都没利用
,
亦可种上龙须草

。

以上几项合计可种植龙须草面积共有约 3 33 万亩
,

年亩

产按 400 k g 计算
,

则年产龙须草可达 13
.

32 亿 k g
,

按现行最低价 0
.

40 元 / k g 计
,

其 产 值 5
.

33 亿

元
,

可使山丘区 945 万人
,

人均收入提高 56
.

4元
。

如果算上加工增值
,

经济效益则更大
。

四
、

推广龙须草应做好的几方面干作

(一 ) 加强宣传
,

进一步提高群众种植龙须草的积极性 龙须草蓄水保土效益好
、

经济价值

高
,

在南阳地区 已经为群众所认识
,

.

但在其它适生区
,

种植龙须草的好处还没有被广大干群所了

解
。

因此
, 必须加强宣传

,
提高干群对龙须草的认识

, 只有认识提高了
,

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

调动起来
,

大面积推广龙须草才有可能实现
。

(二 ) 搞好龙须草栽培的技术培训工作 龙须草虽然具有栽培技术简单
、

易管理的特点
,

但

要实现高产稳产
,

还要 有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才行
,

在龙须草适生推广区
, 应利用已有的

技术优势
,

培训更多技术人员
,

为推广龙须草的种植事业服务
。

(三 ) 大面积推广龙须草应统筹安排
,
合理规划 在推广区大面积发展龙须草

,

势必会对其
,

它牧草的发展造成影响
。

因此
,

在推广种植中
,
应统筹兼顾

,
合理规划

,

解决好牲 口 的 饲 料问
.

题
,

制定好龙须草与牧草及林
、

农用地的比例关系
。

(四 ) 栽培龙须草
,

要与水保整地工程结合 起来 一方面可增强蓄水保土的效果 ; 另一方面

能提高土坡的水分和养分
,

提高龙须草的产量
,
延长其生长期

。

(五 ) 搞好龙须草的种子供应工作 大面积种植龙须草
,

需要大量的种子
。

因此
,

应建立龙

须草优质种 子基地
,

注意组织对龙须草种子的采收
、

储放
、

供应工作
,
保证种子的数量和质量

,

满足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需要
。

(六 ) 在种植推广龙须草的同时
, 应进一步搞好加工利用转化工作 龙须草大面积种植后

,

产草量将十分可观
,

应适时建立龙须草加工厂及开发龙须草的新产品
,
特别注意对手工编织技术

的提高与推广
。

使龙须草有更好的销路
,
解决群众种植的后顾之忧

。

(七 ) 加强对龙须草的科学研究 在大面积种植推广龙须草以后
, 将会出现的 新 的 技 术间

题
,

因此
,

为了保证龙须草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
,

必须进尸步加强对龙须草的科学研究
,

促进龙

须草的发展
。

(上接第55 页 )

识
、

区别和建立这些概念
,
对于避免上述三个概念的继续混淆

,
扭转水土保 持工 作中 在定 量统

计
、

计算
、

调研分析等工作中的混乱局面
,
是关系到专业理论体系能否顺利发展的大事

。

为此
,

建议从事水土保持专业理论研究
,

应用研究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水保科技人员
,

踊跃参加上
.

述问题的讨论
,

以促进水土保持科学事业 向高
、

深
、

细方 向发展
,

使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不断的完

善与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