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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草老化原因分析及其复壮技术措施

李文朝 程宗安

(河南省内乡县水利局
·

内乡县
·

4 7 4 3 5 0 )

要

该文分析了龙须草老化衰败的原因
,

指出
:

制约因素主要是水分不足
,

其次是养分缺乏
。

为此
,

笔者在

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对老化龙须草应增加土壤水分和进行土壤施肥的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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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须 草
,

根 系发 达
,

固土 力 强
,

可伸向地下 1一 1
.

s m 的土 壤里或 石 缝里
,

水平 辐射直 径

1
.

5一 2
.

o m左右
;
栽培龙须草与自然状态 比较

,

每莞龙须草可以固土 1
.

sk g 以上
。

它有繁茂的地上

部分
,

平均长度 1
.

3m 左右
,

每年生长后期
,

地上部分甸旬地面
,

每莞可覆盖地面 。
.

6一 1
.

l m
, ,

既减

轻了雨滴对土壤的打击力
,

也减缓了径流形成的过程
,

阻滞了径流对土壤的冲刷
。

据 1 9 9 1 年 7 月

20 日在河南省密县
,

对降雨径流泥沙的测定 (采用 25
。

标准人工小区 )
,

3 年生龙须草径流模数较对

照 (空白区 )减少 2 7 5 6 0 m
3

/ ( k m
, · a )

,

侵蚀模数减少 7 0 7
.

I t / k m
, · a )

,

削减率分别为 7 1
.

1写和

87
.

3 %
。

同时
,

它还是制造高档复写纸
、

打字纸
、

人造丝的高级原料
,

使荒山荒坡的利用价值提高几

十倍到几百倍
。

当前
,

它 已成为豫西山区农民群众治理荒山荒坡
、

保持水土
,

变荒 山荒坡为宝山宝

坡
,

发展绿色企业的重要途径
,

已成为草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

据统计
,

龙须草盛草期
,

一般亩产

草 2 0 0一 s o o k g ,

亩产值可达 5 0一 2 0 0 元
;
有的亩产草 1 o o o k g 左右

,

亩产值可达 4 0 0 元左右
。

但是
,

龙须草的壮年期一般只是 3一 7年
,

后期一般为 15 一 20 年
。

到后期其主要特征是逐渐老

化
,

衰败死亡
,

严重地影响 了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
。

据笔者在 内乡县大桥乡杨沟村

及西庙岗乡桃庄河村观测试验
,

20 年龄的龙须草
,

按每墩草生长面积计算
,

有的死亡率高达 85 %
,

有的却只有 7 %
。

龙须草衰败死亡后
,

其水保效益衰减的比例
,

基本与死亡率大小的百分数相同
。

为

此
,

我们根据近年来的试验观测资料和综合多年科研成果
,

试图揭示龙须草老化衰败的真正原因
,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复壮增产技术措施
。

收稿日期
:

1 9 , 2一 1 1一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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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对龙须草老化衰败原因的分析研究 包括草墩中心绒团水分及绒团表面至 3 c0 m 深以内

的含水量
、

p H 值
、

有机质含量
、

速效氮
、

磷
、

钾含量
.

草墩外 50 c m 处
,

地表面 3 c0 m 深以内的土壤含

水量
,

p H 值
、

有机质含量
、

速效氮
、

磷
、

钾含量
。

研究方法采用现场断面平均法取样
,

用 S C 69 一 02 型

水分快速测定仪测定了绒团和土壤 含水量
; 用扩散吸收法测定了土壤中的速效氮

; 用 72 型分光光

度计测定了土壤中的速效磷
; 用火焰光度法测定了土壤中的速效钾

; 用水浴法测定了土壤中的有机

质含量
; 用永久 比定法测定了土壤中的酸碱度

。

(二 )对老化龙须草增加土壤水分措施及其增产效益的研究 研究方法采取工程措施与现场调

查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三 )对老化龙须草施肥技术措施及增产效益的研究 研究方法采取小区分组及实地调查分析

计算相结合
。

二
、

研究结果

(一 )各测试点的主要情况 本次测试
,

共分四组进行
。

第一组测试点
。

位于杨沟村
、

长岭组西岭的小路西平台处
,

属中壤土
。

1 9 6 9 年栽植龙须草
,

草墩

直径 4 6一 50
c m (不是真正的园形

,

下同 )
,

墩草有 60 %死亡
,

绒团厚 gc m
,

表面生有绿色苔鲜
。

第二组测试点
。

位于杨沟村
、

长岭组西岭的沟北地边埂上
,

属 中壤山石土
,

坡度为 4 1
。 ,

草墩上

部为坡耕地
。

1 9 6 9 年栽植龙须草
,

草墩直径 70 ~ 75 o m
,

墩草有 40 %死亡
,

绒团厚 1 c2 m
。

第三组测试点
。

位于桃庄河村
、

祝家洼组大路沟下 口
,

属粘土
。

草墩处地面坡度为 6 00
,

其上部

为土层深厚的坡耕地
。

1 9 7 4 年栽植龙须草
,

草墩直径为 8 0c m
,

墩草只有 7 %死亡
,

绒团直径仅为

1 8e m
,

厚为 l o e m
。

第四组测试点
。

位于桃庄河村花果山林场管理房东边
,

属山石重粘土
,

草墩处地面坡度为 9o
。

1 9 7 4 年栽植龙须草
,

草墩直径 40 一 4 c6 m
,

草墩草有 85 %死亡
,

绒团厚 gc m
,

表面生有绿色苔鲜
。

(二 )水分测试结果

1
.

雨情
。

1 9 9 1年 1 2 月 2 3 日至 2 7 日
,

杨沟村共降雨雪 3 0m m
,

其中降雨 s m m
,

雪融水 2 2 m m ;
桃

庄河村共降雨雪 2 7 m m
,

其中降雨 0
.

s m m
,

雪融水 2 6
.

s m m
。

2
.

含水量测定结果及其分析
。

1 9 9 2 年元月
.

4 日现场取样的四组测试点
,

含水量测定结果见附

表
。

但绒团含水率在表中未列出
,

其数值为
:

第一
、

第二组测试点均为 35 %
;
第三

、

第四组测试点均

为 34 %
。

由附表可以看出
,

绒团含水率最高
,

高出墩外 5 c0 m 处土壤含水量的数倍
,

杨沟村和桃庄河

村的两组测试点
,

分别为 1
.

9一 2
.

8 倍和 2
.

0一 3
.

5 倍
。

此外
,

草墩外 50
c m 处土壤含水量又明显的

高于绒团下土壤含水量
,

前后两 组土壤含水量分别高出的数值为 41
.

5 %一 46
.

7 %和 26
.

46 %

~ 3 7
.

7 %
。

(三 )土壤肥力测定结果
。

1
.

各测点土壤肥力分析
。

四个组测试点的土壤肥力分析结果
,

见附表
。

由附表可以看出
,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

绒团下明显高于草墩外 50
c m 处

,

速效氮含量
,

绒团下明

显高于草墩外 5c0 m 处 (第一组测试点除外 )
,

速效磷含量
,

绒团下明显高于草墩外 5 c0 m 处 (第二组

测试点除外 )
,

速效钾含量
,

第一
、

第三组绒团下明显高于草墩外 50
o m 处

,

第四组绒团下与草墩外

50
o m 处基本相同

,

第二组绒团下低于草墩外 50
o m 处

。

2
.

对测试点土壤肥力的评价
。

( 1) 有机质
。

按国家标准 (以下简称国标 )规定
,

30 一 4 0 9 / k g 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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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2 0一 3 09 / k g 为中

等
,

1 0一 2 0 9 / k g 为低

等
。

由附表可知
,

8 个

样品 中有 5 个 属 低

等
,

占 6 2
.

5纬
; 2 个属

中等
,

占 25 %
; 1 个属

高等
,

占 1 2
.

5 %
; ( 2 )

速效氮
。

6 0 ~ g o m g /

kg 为 低 等
,

小 于

6 o m g / k g 为极低等
。

由附表可知
,

8 个样

品中有 6 个 属 极 低

等
,

占 75 %
; 2 个属低

等
,

占 2 5 %
; ( 3 ) 速效

磷
。

1 8 m g / k g 为极低

等
。

由附表可知
,

8 个

样 品 中全 部 属 极低

等
,

占 1 0 0写 ; ( 4 ) 速

效 钾 15 0 ~ Z o o m g

/ k g 为 高 等
,

80 ~

附表 四组测试点土壤样品分析结果

项项目目 取土土 土壤壤 声声 有机质质 速效氮氮 速效磷磷 速效钾钾 含水量量

部部部位位 质地地地 ( g / k g ))) ( m g / k g ))) ( g m / k g ))) ( g m / kg ))) (写 )))

第第一组组 绒团下下 中壤土土 6
.

888 2 8
.

222 4 4
.

222 9
.

666 1 4 777 1 3
.

000

测测试点点 草墩外外 中壤土土 7
.

222 1 8
.

222 6 2
.

222 6
.

000 8 222 1 8
.

444

55555 c0 m 处处处处处处处处处

第第二组组 绒团下下 中壤山山 7
.

000 > 3 000 7 7
.

999 8
.

444 1 2 999 1 2
.

444

测测试点点 草墩外外 石土土 7
.

111 1 8
.

222 4 8
.

777 1 8
.

000 1 7 888 1 8
.

222

55555 0 e m 处处 中壤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石石石石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第第三组组 绒团下下 粘土土 7
.

222 1 5
.

777 1 5
.

999 1 5
.

666 1 3 777 1 2
.

222

测测试点点 草墩外外 粘土土 7
.

000 1 0
.

444 1 4
.

888 9
.

666 9 666 1 6
.

888

55555 0e m 处处处处处处处处处

第第四组组 绒团下下 山石重重 7
.

444 2 1
.

333 3 4
.

555 8
.

444 5 333 9
.

555

测测试点点 草墩外外 粘土土 7
.

444 1 5
.

777 2 1
.

000 4
.

888 5 555 1 2
.

000

55555 0C m 处处 山石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粘粘粘粘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注
:

1
.

草墩下土壤取样
,

采取绒团及其下 3 c0 m 内土壤断面平均法 ,

2
.

草墩外 5 c0 m 处土壤取样
,

是采取地表面 3 c0 m 内土壤断面平均法
。

1 50 m g / k g 为中等
,

40 ~ 80 m g / k g 为低等
。

由附表可知
,

8 个样品中 1个属高等
,

占 1 2
.

5 % ; 5 个属中

等
,

占 6 2
.

5 %
; 2 个属低等

,

占 2 5 %
。

从上述 8个样品中有机质及氮
、

磷
、

钾含量总的情况看
,

在杨沟村和桃庄河村的四组测试点中
,

土壤肥力都是很低的
,

土质都是痔薄的
。

三
、

龙须草复壮技术措施

(一 )增加土壤水分

试验证明
,

龙须草在生长发育期
,

要求土壤经常保持在最优含水量范围内为最好
。

即粘土含水

量为 19 %一 25 %
,

壤土含水量为 17 % ~ 22 %
,

沙土含水量为 14 %一 19 %
。

提高龙须草土壤水分的

方法很多
,

现结合近年来生产实践
,

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简便办法
。

1
.

挖腐填土
。

首先挖掉墩内的死绒团
,

填入新土
,

以利雨水渗入
。

据我们现场调查
,

绒团在自然

条件下
,

大约需要 10 一 15 年时间才能完全腐烂
。

因此
,

采取挖掉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好措施
,

既简

便
,

又省工
。

2
.

整修蓄水工程
。

有蓄水工程的老化草区
,

应对草墩上部的垄沟进行清淤
,

并将清出物培土封

根
,

以利蓄水及降雨渗入
。

同时
,

对草墩周围进行中耕
,

除去杂草
,

拾净根系
。

3
.

增修蓄水工程
。

在龙须草老化区
,

若没有蓄水保墒工程
,

应尽快增修
。

( 1) 对于 25 一 300 多石

料的山坡
,

可砌成石坎梯 田
、

石谷坊等
; ( 2) 对于 2 50 以下的缓坡地

,

有石料时应 砌成水平梯 田
、

谷

坊
、

挡子
,

并把田面尽量改修成水平垄沟
;
缺石料时

,

每隔 s m 左右挖深 。
.

7 m
,

宽 l m 的水平竹节

沟
。

在两道水平竹节沟之间
,

最好垦土除草去杂
,

改修成深 0
.

4m 的水平沟垄
。

据在西峡县七峪水库

上游古垛村试验
,

采取开挖水平竹节沟和反坡梯 田
,

把挖出的风化物培土封根后
,

增加了草区水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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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产草量增加 42 %一 69
.

8 %
,

其水保效益及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

(二 )搞好土壤施肥

1
.

浇施人粪尿
。

对于老化龙须草
,

内乡县桃庄河村在 10 年前就采取了挖掉腐朽绒团
,

培入新土

后浇施人粪尿的施肥办法
。

复壮增产效果显著
,

当年即可基本复壮
,

水保效益及产草量均 比自然生

长的老化草增加一倍以上
。

2
.

施入化肥
。

据郧阳县茶店区蔡家岭村
,

对在红砂岩砾石土中种植 10 年的龙须草施入化肥试

验结果表明
:

氮
、

磷
、

钾肥对龙须草有明显的增产作用和经济效益
。

一般可增产 43
.

6 %一 91
.

7 %
。

除

氮肥对龙须草有明显的作用外
,

龙须草对钾肥也很敏感
。

亩施氯化钾 1k0 g 为宜
,

若配施一定数量的

氮
、

磷肥
,

也可适当加大钾肥用量
。

在不施磷
、

钾肥的情况下
,

氮肥用量不宜过大
,

母亩施尿素 7
.

sk g

为宜
,

以保持植物体内的养分平衡
。

四
、

结论与讨论

(一 )造成龙须草老化衰败的原因
,

是龙须草基部叶鞘密生的白色长绒毛
,

在草墩 中心形成了厚约

10c m 左右的海绵状绒团
,

既不利于草体的生长
,

也不利于降雨的下渗
,

造成了草墩中心土壤水分的

不足
,

使草体逐渐无法生存
。

也就是说
,

龙须草老化衰败的真正原因
,

制约因素主要是水分
,

其次是

肥力不足
。

(二 )增加土壤水分和养分
,

是老化龙须草复壮增产的主要措施
。

尽管各地的情况不同
,

施肥量及其

增产效果也不完全相同
,

但施入氮
、

磷
、

钾肥则是龙须草复壮增产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
。

在生产实践

中
,

对老化龙须草的复壮管理
,

一般是既挖掉腐朽绒团
,

填入新土
,

中耕除草
,

整修或增修蓄水保墒

工程
,

又施入适量的氮
、

磷
、

钾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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