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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较系统的阐述了小冠花的特征特性
、

栽培技术和繁殖方法及在水土保持 方 面 的 作

用
。

同时还对发展小冠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并对低毒西辐小冠花的优良特性作了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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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冠花 ( c o or in u a v ar ia L
.

) 又名多变小冠花
, 属于豆科小冠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天

然分布于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
,

在欧洲中部
、

北部
、

亚洲南部
、

北非等地均有栽培
。

20 世纪初期

引入北美州
,

据说和首蓓种子同时引入美国
。

我国是 60 年代开始引进
,

中山植物园 1 9 6 4年曾引进

过多变小冠花
夕

1 9 7 3年起又从欧洲 12 个国家 22 个单位引进小冠花 13 个品种
。

19 7 4年陕西省农科院

土壤肥料研究所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引进
。

在我 国南方和北方进行试验
,

均生长 良好
。

据统计
,

1 98 4年我 国已种植小冠花 9
.

23 万亩
, 1 9 8 5年扩大种植到 13 万亩

,

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种植
。

小冠

收 稿
.

日期 : 1 9 9 2一 0 5一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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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具有抗寒
、

耐早
、

耐痔薄
、

繁殖力强
、

覆盖度大等特性
,

适宜于黄土高原种植
,

对促进黄土高

原农林牧综合治理
,
保持水土

、 :

恢复生态平衡
,
将起着重要 的作用

。 一 、

一
、

小冠花的生物学特性
·

一
亡

诀
: :

由于小冠花根界发达
夕

因而具有很强的抗旱熊力 ;
一

再生力也很强
,

位于 20 o m 深的不 定 芽:

在适合的条件下
,
仍可萌发 出土成新株

。

根有根瘤
,

根瘤乳 白色姜状
,

能提高土壤肥力
。

抗寒性
’ : 七

强 ,
冬季枯萎迟

,
春季萌发早

,
幼苗在

.

一 2
.

2 ℃未受冻害
,
在北京

,

太谷和武功等地 12 月中 旬 才

枯黄
,

11 月仍保持青绿
夕

故青草期较长
,

在宁南山区
夕

n 月中旬的冰天雪地 中仍保持绿色
,

而沙

打旺和红豆草等早已枯黄
。

在南方能耐高温
,

在短期 50 ℃的高温下
,

不会死亡
。

小冠花不耐湿涝
,

下湿地会烂根
。

小冠花适宜于中性 扁 碱土坡
,

能耐含盐量 0
.

5 % 以内土壤
。

对 强酸性土壤不能忍耐
。

在贫痔

的土壤也能生长
,
在贫瘩的荒地可建立牧草基地

。

大多数小冠花当年种植不开花结籽
。

在武功生

育期约 1 20 天
,
小冠花抗病虫害能力强

。

二
、

栽培技术和繁殖

小冠花不仅能用种子进行繁殖
, 而且还可 以用根和枝条进行繁殖

,
所以说小冠花是一种快速

繁殖植物
。

(一 ) 种子繁殖 小冠花春
、

夏
、

秋
、

冬均可播种
。

播种量每亩约 0
.

4~ 0
.

s k g ,
条播

、

点

播或撒播
。

条播的行距 以 4 c0 m为宜
。

因种子小
,
苗期生长缓慢

, 因此在播种前要认真整 地 ,
播

种时宜浅播
,
播种深度 l ~ Z c m ,

如果地墒欠缺时
,

可采用深开 沟浅复土的耕作方式进行播种
,

出苗后要清除杂草
。 .

冬季可寄籽播种
,
来年春天出苗生长

。

因小冠花硬实率高
,
种皮致密

,
播种

前要进行种子处理
。

一种方法可用碾米机或砂纸擦破种皮
;
另一种方法

,

用 95 %一 98 %的浓硫酸

滴在种子上搅拌种子
,
约 25 试in

,
种壳发软

,
种皮稍见膨胀

,

洗净硫酸
, 即可播种

,
处理后的发

芽率可达 8叮% 以
.

上
。

(二 ) 扦插繁殖 春季
、

夏季
、

秋季都可以扦插
。

春季扦插的枝条当年可以开花结籽
。

秋季

插枝 可在地下萌发不定芽
。

扦插时
,
首先选择健壮枝条

,
取 1 c0 m左右

, 2 ~ 3 个间节
, 于

.

节下

剪成
,

一插条
,
摘除下部叶片

, 侧枝
,

适 当的保持
_

L部叶片
,
将插条斜放沟内

,
复土

,
深为插条的

2 / 3, 浇透水
夕 经常保持土壤湿润

,

除草
。

一般 20 ~ 25 天生根
。

在关 中以 9 月下旬露天塑膜拱

棚扦 插成活率高
。

(兰 ) 分根繁殖 是利用其主根和侧根进行无性繁盛
,
将根剪成 5 ~ 15 c m的小段

,
平 埋于

土壤内
,
深度 2 一 4 c m ,

适当压实
,

土壤中水分缺乏
, 可浇水

。

种根过短
, 出 苗

`

漫
,
成 活率

低
。

也可在地冻前将种根寄于 1 c0 m深土壤中
,

然后压实土层
,

`

待来年春天新苗 即可出土
。

种根

春季繁殖
, 当年可大量开花结实

。

(四 ) 分株繁殖 春季
、

夏季和秋季都可分株繁殖
。

小冠花地下茎蔓延很快
,
侧 根 不 定 芽

密集
,
最适宜于分株繁殖

。

当从根萌发的小苗 10 ~ 1 c5 m 高时
, 以 l ~ 2 茎蔓为一株

,
就 可 以进

行移栽
,
一般成活率达 98 %

。

移栽的小冠花地下根茎上又可
一

长出新的不定芽
,

分 枝 多
,

植 株繁

茂
,
在较短的时 间内

, 重新又可 以分株繁殖
。

(五 ) 压条法 小冠花属于半蔓生植物
,

枝条葡甸地面
,

当年生有的枝条多达 12 条
,
很适合

压条繁殖
。

方法是选健壮的长枝 ( 25 ~ 3 c0 m ) ,
在节下横断面外

, 用刀切割茎 的 1 / 3 ,
沿枝

条葡甸方向就地挖深 5 ~ 6 c m 的小沟
,
将切割的枝条平卧沟中复土

,
露出稍部

。

如墒 情 好
,
一

月左右可在切割横断面处
,
长出新根

,
来年即可挖 出移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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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冠花的经济价值及在水土保持中的作用

(一 ) 反自动物的优质饲料 小冠花茎质柔软
,
枝叶繁茂

,
其蛋养价格与其它 豆 科 牧 草相

同
,
据国内外的研究指出

:
小冠花粗蛋百质含量 19

.

8 % ,
粗脂肪 2

.

9 % ,
其蛋白质含量等 于 或略

高于首蓓
。

牛羊喜食
,
适 口性好

。

美国 B u r n s 等人的实验结果指出
:

在多变小冠花的 草 地 上放

牧的 肉用犊牛或母牛
, 平均每 日每头增重 0

.

96 k g
。

据苏联资料介绍
, 用小冠花饲喂奶 牛 时

,
每

头喂青草 19 k g 和干草 4 ~ 4
.

3 k g ,
、

可提高产奶量
。

由于根孽发达
,
耐践踏

, 宜放牧利 用
。

在陕

北从 5 月至 n 月中旬都能为牲畜提供青草
, 因此可延长放牧时间

。

这在提供初冬和早春的青绿诃

料方面有特殊意义
。

另外产草量高
,
在缓德山地全年每亩可收鲜草 1 5 2 1 k g ,

川地每亩可收鲜草

2 36 6
.

7 k g
。

因此从小冠花的营养价值
、

产草量
、

适 口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 公认小冠花是反 当家

畜的优质饲料
。

(二 ) 蓄水保土 由于小冠花的根系发达
,
侧根纵横走 串。 盘根错节

,
交织成网

,
在土壤 中

形成了稳固的团粒结构
, 即固定了土壤的表层

, 又给土壤创
、

造了 良好的吸水能力和渗透能力的土

壤环境
。

一株 2 年生 的小冠花草层厚度可达 30 一 4 c0 m ,
有的可达 60 一 7 c0 m

。

翟盖面积达 4 ~ 5

m Z ,
形成了 良好的植被菠盖层

。

这就防止了降雨直接打击地面
,
拦阻径流

,
延缓了沿坡 而 下 的

水流速度
,
减轻了径流对土壤的破坏

,
增强了土壤蓄水能力

。

因此 ,
美国和加拿大把小冠花种植

在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侧及侵蚀坡面
,
同 时 又 栽 植于煤矿和露天采矿场

, 以控制水土流失
。

根据

陕北
、

宁南
、

甘肃等地试验
,
小冠花在黄土高原生长 良好

, 它将对防治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起着

重要作用
。

(三 ) 改 良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小冠花是固氮能力较强的豆科牧草

,
据山西农大的实验指

出
:

经测定在种一年生多变小冠花的土壤 O一 20 c m土层有机质提高了 1
.

4 9 / k g ,
水解氮增加了 2 2

m g / k g , p H值降低了 0
.

1
。

因而可 以看出
,
小冠花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增加土壤的有机 质含

量和氮素含量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据绥德水保站测定
, 2 年生小冠花的土壤 水 稳 性 团 聚 体 增加

17
.

62 %
。

美国还在 2 年生的小冠花地中套种玉米
,
使玉米获得了好收成

。

(四 ) 小冠花的多种用途 小冠花除了用于在水土保持和优质饲草方面外
,
还 是 良好 的密

辣
、

观赏和绿化植物
。

小冠花开花时期长
,
是很好的密源

。

而国外又把它作为绿化公园
、

庭园和

路旁的观赏植物
, 这对美化环境

,

防止环境污染都有很大的作用
。

( 五 ) 抗鼠害 在黄土高原
,
中华助鼠 (俗称瞎绘

,
瞎瞎

,
盲鼠

, 地羊 ) 对农作物
、

牧草
、

果树
、

林木的根系危害相当严重
,
有的地区

, 因植物根系受破坏
,
大片牧草

,
果树死 亡

。

由于小

冠花根中有毒素
,
对中华酚鼠具有抗性

。

据我们 1 9 8 6年在宁夏彭阳县的实验资料证明
, 1年和 2

年生的小冠花未遭殷鼠危害
,
存活率达 1 00 %

。

而紫花首揩
,
沙打旺和草木裤均受中华殿 鼠 严重

破坏
,
其植株存活率分别为 24

.

9 % ~ 75
.

0 %
、

.7 7 %一 65
.

0 %和 1
.

7 %一 78
.

9 %
。

四
、

小冠花在生产实践中存在问题及展望

小冠花在我 国引种试验 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
,
实践证明

:

小冠花在农牧业生产中发挥了愈来愈

大的作用
。

尤在 防治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和作为反当家畜的优质牧草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但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
影响着小冠花优 良特性 的充分发挥

,
也影响着 进 一 步 的推

广
。

其主要存在问题有三方面
:

( 一 ) 含有毒性物质一日一硝基丙酸 早在 1 8 7 0年 L i n
一

d le y 等人就提出小冠花饲喂牲 口 时 ,

有不适 口性歹 1 9 4 3年 B u r k h a r t指出小冠花对家畜有毒性
, 1 9 7 4年 G u 。七in e等人首先 从 小 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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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离出毒性物质一日一硝基丙酸
。

小冠花的毒性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

大量的实践资料证 明
,
小

冠花对反色动物无毒性
,
对单胃 (非反自 ) 动物有毒性

。

鸡 日粮中小冠花干草粉占2
.

5 %时
,

就 可

阻碍鸡的发育
,
如果用占日粮的 20 %喂猪时

, 可引起猪中毒
。

田 鼠日粮中含有小冠花 15 %时
,
就

引起体重下降
。

在国内有的实验室证明
,
小冠花对鸡

,
兔有毒性

。

毒性的存在
,

影响着小冠花在

水土保持中的利用
,
在畜牧业的应用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

因此小冠花的毒性问题 已引起我 国科

学家和农业生产有关部门的重视
。

(二 ) 种皮坚硬
,
硬实率高 播种时要擦破种皮或者利用浓硫酸进行处理

,
否 则 出苗 率很

低
。

另外苗期生长缓慢
,

因而在播种前要求 良好的整地
,
出苗后要经常清除杂草

,
灌水施肥

, 以

利苗期生长
。

(三 ) 虫害 在盛夏和秋季时
,
发现个别植株枝条从基部被金针虫和金龟子咬断

,
造成植株

死亡
。

根据小冠花的特点和在农业生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

1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应加快步伐推广种植
。

小冠花根系发达
,
寿命可达 60 年之久

, 是肥
.

田和蓄水保土的优 良植物
,
应在西北黄 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沟壑区推广种植

,
另外在水土

流失区的公路
,
铁路两侧和开采的矿区作为翟盖植物

,
防止水土流失

。

在荒山荒坡 可 以 大 量种

植
,
扩大小冠花的种植面积

。

2
.

开展草粮轮作研究
。

小冠花是固氮较强的植物
,
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和氮素含量

,
提高

土壤肥力
。

它与粮食作物轮作或间作
,
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

。

但是
,
对于小冠花种植多少年后

,
.

改种某一种农作物为好等问题还需今后进一步研究
。

3
。

开展小冠花毒性的研究
。

( l ) 低毒或无毒小冠花新品种的选育
。

选育出低毒和无毒小
冠花新品种

,
就可使小冠花在水土保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促进我国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 以免家

畜中毒
,
给人们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

美国科学家 G u s七in e曾提出选育低毒小冠花的 设 想
, 至今

未见 国内外选育低毒小冠花的报道
。

我们于
` ” ” 4年

, 开展了辐射诱发低臀小冠花的选亨于些几
.

用

6 OC 。丫射线 5个拉德照射西德小冠花根粟芽
,

从中选育出西辐小冠花新品种
。

1 9 9 1年11 月该品种经

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

该品种产草量高
, 亩产鲜草可达 1 5 93

.

4 k g , 比西德小冠花

增产 17
.

0 %
,
根系发达

,
根长比对照 (西德小冠花 ) 增长 25 % , 在盛花期

,
日一硝基丙酸 含量为

3 0
.

5一 31
·

7 m g / g (干样 ) , 比对照 (西德小冠花 ) 约低 49
.

5 %一 51
·

9 %
。

该品种抗早性
、

耐寒

性均强
,
是水土保持的优良牧草

。

经试验结果证明
,
不仅在黄土高原可 以种植

, 还可在海河
、

黄

河
、

淮河和长江流域等地 区均可种植
, 目前在上述地区已推广约 g 万亩

。

( 2 ) 牧草调制
。

国外曾报道小冠花曾在常温下贮存 1年
,
毒性能减轻 50 %

。

小冠花在不同

发育阶段毒性也是不 同的
。

如有人用不 同发育时期的小冠花饲喂田 鼠
,
结果盛花期的小冠花可使

田鼠体重下降
,
收获种子后的小冠花可使田 鼠的体重增加

。

因此我们应在这些方面开展研究
,
进

一步扩大小冠花的用途
。

( 3 ) 栽培条件和毒性的关系
。

栽培条件和植物体内化学成分有很大关系
。

而小冠花的毒性

和栽培条件的关系如何 ? 也需进一步研究
。

小冠花毒性在国内外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

但在国内尚未

开展广泛关有的研究
,

建议锻门组织科研单位时这些问题开展研究
,
小溶冠花在农牧业生产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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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流域管理规划
。

在这些规划中
,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包括工程

、

农业
、

林草
、

园艺等多种措施
。

进

行综合整治
。

正如 《印度水土保持杂志 》 主编 5
.

P
.

巴尔特瓦杰所说
: “

在流域基础 上综合科

学管理自然资源
, 主要是土壤

、

水
、

植物
、

人和动物以及环境
, 以优化食物

、

饲料
、

燃料
、

纤维

和水果的产量
,
满足不断增加的人 口和动物增长的需要

,
是印度获得持久繁荣的关键

” 。

在这方

面 ,
施瓦里克 ( S h w al i k ) 地区的苏科梅杰里 ( S n k o m aj ir ) 流域被认为该国小流域综合发 展

的范例
,

为山麓地区的发展开阔了新的前景
。

印度政府和邦政府要求在全国同类地 区推广
。

(四 ) 实施大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必须顾及群众利益 总结多年实践经验和教铆11 ,
印度科学家

认为
, 为使流域管理规划得 以顺利实施

, 必须保证有群众的参与
,

使他们确信
,

他们能够从中得

到好处
,
满足他们的要求

,
解决他们的间题

,
减轻他们的困苦

。

而且还要酝酿一个短期计划
,

使

他们尽快得到实利
。

这样的规划最好以村为单位
,
并把所有自然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村里的各个家

,

只有这样考虑和规划问题
,
流域综合管理才能速效

,

否则最终还会被群众的盲 目行动毁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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