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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对金露梅 (Po∫潲 j``c rr湘c。sc)

生长发育和生物足的影响

王启基 周兴民 张堰青 赵新全 张跃生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书   要

藏系绵羊不同放牧强度对金】梅的生长发育及其生物且积累具有明显的影响。全】稳的
覆盖度、抹高、新生技叶重、新生技叶比例、新生技长度和花放之间里正相关 (P(0.05),
与放牧强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P<0.01);其死亡率与利用率.放牧强度呈极显者的正相关
(P(0.Ol)。 在金露梅灌丛草场实行划区轮牧,其放牧强度可控制在 3,6-5.4只 /(ha季节)利
用率约为 50%较为适宜。这种对策不仅可提南该类草场的利用车和经济效益,而且 能保持
生态平衡。

金露梅 (Po″
``″

`。

fr″″。o‘口)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 西北、 西南的高山地
区。在朝鲜、日本、蒙古和苏联的西伯利亚亦有分布,是北温带落叶灌木的典型植物之
一。在青藏高原以金露梅为建群种的高寒灌丛集中分布于高原东部 3 2oo-4 5oom的 山
地阴坡,以及地下水位较高的河谷低阶地和滩地,由北向南,其分布随海拔高度逐渐升
高,属典型的垂直地带性类型。金露梅其有较高的饲用价值,为青藏高原主要的夏秋牧
场。有关金露梅灌木的生物一生态学特性,及其资源开发利用尚缺乏研究。至干家畜放牧强
度对草场作用的研究,国内外虽有不少报道 (Cowlishaw,1969,Hart,1972;Ho1mes,

1980;周兴民等,1986;赵新全等,1989),但 有关放牧对高寒灌丛作用的研究尚缺乏报
道。本文主要报道藏系绵羊不同放牧强度条件下,金露梅灌木生长发育和地上生物量的
变化规律,为 合理利用该类草场及提高生产力提供科学依据。

研 究 方 法

本研究于 1985-1987年植物生长季节,在中国科学院海北商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 进 行。
研究样地设在山地阴坡金露梅分布较为均匀的地段,面积为 8,05ha。 试验样地用铁丝网片围建,由 五
列四行组成。五列为放牧强波等级,即 :A组 ,严重过牧,B组 ,重牧;C组 ,次重 牧,D组,适度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关曰同:佥露梅;放牧强度;生长发育;生物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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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E组,轻放牧。四行为轮牧小区 (表 1)。 另在试验围栏附近设立相应的对照区。

每年 6月 1日 开始放收至 】0月 31日结束,共放牧 185天。轮牧周期为 1个月,每一轮牧小区放

牧 ″天。供试家畜为健康无病,体重相近的对牙羯羊 sO只 ,随机分为 5组 (经显害性拄验,差异 不

显著),每驵 】0只。

表 1 放牧强度的试验设计

Table I Th。 expeFim.e:lt(ll design o‘  stockiog rate.

载 畜 三
Car” ing cBpaci灯放牧强度

slocking

rnte

A
B
C
D
E

只/ha· 季节

A“ :na1/ha· season

lO.70

8.94

7.17

5.40

3.64

只/h8·年

AniinBl/ha· year

5.30

4.么 2

3.55

2.67

1.80

全部观洒按年度进行,主要观曰项目为全舀梅灌木的物侯期,当年新枝叶的生物量,绵羊的采食

行为及其对草场的利用率,在连续放牧的第 8年,于草返青后期 (6月 25日 )和生物虽南烽期 (9月

9日 ),随机澜定林高 (20次重复)、 覆盖度 (10次重复).新生技长度 (20次重复〉。同时随机齐地面

剪取 50枝佥露七 (3次重复),把活技和死枝分别记效,然后将活技按当年新生技叶与旧技分别澍定

绊重及烘干篮,井统计花效。

结 果 与分 析

(-〉 不̄同放牧乏皮对全0梅江水个体生长发t的形响

由表 2可知,经过 3年不同放牧强度的划区轮牧后,金喏梅的个体生长发育发生明

显变化,覆盖度、植株平均高度均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降低。9月 初,A,B组的覆盖度

和林高较对照组分别下降 近2.25%和 16.83%,较 返青后期 (6月 下旬), 覆盖度仅增加

o.84%,株高却下降 0.58%。 而D,E组 的覆盖度和林高较对照组分别下降 5.96%和

1.59%,与 6月 下旬比较,覆盖度和株高分别增加 2.9‘ %和 2.81%。 在返青后期活枝平

均个体重,A组及 B组最低 (4.05g`枝),为对照组的 78.74%,D组 及 E组最高 (5.32

g`枝),为对照组的 103,BO%。 9月 初,活枝平均个体重、新生枝叶重、新生枝叶占整个

活枝重的比例、新生技长度等均随着放牧强度的降低而增加。而死亡枝的个体重和死亡

率则随放牧强度的增高而增加。在 A组及 B组,金露梅常年处在营养生长阶段,~几乎看

不见开花。在D组和 E组,平均每个技条有花 0.22-0,36朵 ,对照组每个技条可达6,44

朵。由此可见,放牧强度不仅影响金露梅的个体生长发育,而且对其繁殖亦产生作用。

(二)不同放牧强度对全】梅”本地上生物工的影响

不同放牧强度条件下,金露梅新生枝叶生物量的测定结果 (表 3)表明,在同一个

放牧季节,金露梅地上生物量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大而减小,利用率则依放牧强度的增大而

增大。在年际问,地上生物量随放牧时间的延续逐年下降,而利用率则逐年增加。地上

生物量的这种变化规律,在重度放牧条件下更为明显。在 A组和 B组放牧第 1年,金露

梅新生技叶平均生物量为 26· 77glmz,利 用率为 50.14%,到 第 8年 , 新生枝叶平均生

轮牧小区面积

AfeB of rotstion

grazing(:【 12)

2335.25

2796,75

3486.00

4625.76

6875.50

样地面积

Area

(ha)

o.9341

1.1178

1,3944

1.8503

2.75()2

羊只数

No. of

sheep

ˉ 0
·

0
ˉ

0
ˉ

0
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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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2 不同放牧强度下佥口将的生物学特性
Tabie 2 The biologlca1 chafactFr of Pof纟

"fJIIc rrgffcoso in different stocking Fates.

时间

Date
放牧强度

stock- l

ing    |

rate    l

抹高

Hight

(cm)

狂盖度

Covefˉ

age

(%)

活技篓

(g/校 )

V`eight

of live

branch

g``1jfan

ch)

新枝叶重

佗/校 )

Weigllt

of nev

br旧】1ch

aIld

icaf (g/

branch)

新枝叶比

例C%)

Ratio of

新校长

Le:lsth

of now

bfa。 cll

(cm)

死枝重

(g/校)

Weight

of dead

branch

g/branch)

死亡率

Dead

ratio

(%)

物侯期·

Phenoˉ

phBse

brancn an

leaf(%)

30.39

31~02

3淫 .05

35.63

35.60

35,36

3.82

4,29

遮.54

5,12

5.52

5.15

0.27

0,31

0.姓 1

0.79

0.90

1,01

0.10

0.1g

o.17

0.35

0.45

0.80

0,69

0.77

0,99

1.(F

1,07

1,50

38.86

38.95

38.3姓

36.92

31.55

2准 .17

1)

1)

1)

2)

3)

4)

1987.

9.9

·1)营养期 Vegeta0ve peood;2)营养生长为主 .Give p0ooty to veretauve gr。 “h;3)开始现 峦

Initial squaring;4)现 曹 squaoog pe0od;5)花 后营养期 Vogotstive period after flo平 er°

袅‘ 不同放牧强度全口抒新技0I的生动】和和用率
Table 3 ′

I·he biontass oF new·  braioh and 1eaf snd the utilizntio:l fatio o△

Pofc"`“ ro rr“‘icosC in d△fferent stook“ ‘rstes·

κ

A
B
C
D
E
c

30.22

30.98

35.00

36.60

36.6· 2

37,20

^6.11

^9.50
6ˉ5.00

82.()0

8G,82

89.50

3.43

3.67

3.70

3.99

众.02

4.99

2.99

3.60

在.53

8.77

11.11

16.03

2.83

3.32

4.33

6.lo

7,lo

7.56

2.65

1,56

1.d8

1.姓 6

1.00

1.C`

51.78

45.31

dd.42

42.48

37.86

27.8()

1)

1)

1)

2)

5)

5)

1985.8.27 1986.8.29 1987.9.9

生物虽

Biomass

(g/n2)

生物量

Bio】】lass

(√ In2)

利用率

Utiliz【 ltioil

ralio(%)

生物量

Biomass

(区/皿
2)

利用率

utilizati。 n

rBtio(%)

25.17

28,37

34,35

37.81

38.28

53.69

53.12

47.16

36.02

29.59

28.70

利用率

UdlizBuo△

f“ io(%)

A
B
C
D
E
c
K

88.11

78.62

52.51

47.25

33.87

6.3硖

8.2姓

lO.77

22.19

28,53

50,73

87.50

83.76

78.77

56.26

43.76

物量为 7.29g/m2,利用率为 85.63%。 经 3年利用,地上生物量下降 72.77%,利用率

提高 70.78%。 而 D组和 E纽,放牧第 1年,新生枝叶平均生物量为 38· 04g`m2,利 用

率为 29.14%;到第 3年,平均生物量为 25.36g/m2,利用率为 50.01%。 经 3年利用,

生物量下降 38,33%,利 用率提高 71.62%。 说明金露梅新生枝叶生物量受放牧强度、利

用率和利用时间的制约。特别是在重度放牧条件下,绵羊过度采食新生枝叶,使有效光

合面积减少,从而影响对营养物质的积累和贮存。同时随着放牧时间的延长,植株生长

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个体生物曼下降,甚至造成死 亡。相 关 分 析

· 9】  9

1987.

6.25

45.00

48.18

66.00

81,00

83.00

80.50

放牧强度

stocktng

rate

6.96

12.51

27.79

30.87

38.70

58.52

一人
〓

A
B
C
D
E
C

1.97

2.01

2.00

1.95

1.77

1.49

7,01

7.25

9.18

15.`12

15.5C

26.在9



表明,金露梅新生技叶生物 景与利用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可由如下回归方程表示 (F=1477.38,P<0.01):

Ⅱ'=54.3619-0.54341′
式中,T讠'一 新生枝叶生物量 (g/m2)

″一 利用率 (%)

(/=-0.9952),二 者之间的

(三 )放牧强度、利用率和金屠梅生长发宵之间的相关分析

不同放牧强度、利用率和金露梅生长发育特征之间的相关矩阵列于表 4。

表 4 佥■t的生物学特征 .放牧翌度和利用率之间的相关矩阵
T8ble 4  'rhe bi。 l。gical character, stocking rate and corfelation inatriX of ut;1ization

f8tio on ~P· ofcmi|IIo rr“ 氵|coso.

利用率
|放

牧强度

项目

Itcm

覆盖度

Cover-

age

秣高

Hight

活校蓝

`Veightof live

branch

新枝叶重

lVeight

of new

bra:lch

and leaf

(^亻 ‘)

0.9999

0,9896

0.9922

-0.7402

-0,8849

-0,9999

-0.9551

新枝叶比例

Ratio of

ileⅢ  bran-

ch a:ld

leaf

(.X5)

新枝长

Length No.of

of
|

ofanch l

(Xo〉 (X7)

0,9679

-0.7879

-0.9107

-0.9888

花数 死枝重死亡率

wei-|Dead

ght of|ra“ o

dead|

(X:)|(X0)

|一 |—
| |

Utili¨

zalion

ratio

stock-

ing rate

(X:〉 (X2) (X:) (Xlo)

X!
X,
丿<· :

托

X· 5

Xc
X· 7

X:
X· 。

X· l。

X!】

o 9055

0.9692

0.9506

0.9621

0.9606

0.9892

0.9279

-0.7730

-0.8842

-0.9607

-0.9777

--  |

8671|

8641|

9279|

8113|

0.

0.

0.

I-)

|

-0.7817i-0.田35

-0.8150|— 0· 9409

-0.8(弘6-0.9327
-0.9在56-0.9661

l

l    l

-0.68011    1

-0,8456iO.9659|

-0.99350.73姓 3

-0.91970,8793

0.9373

0.

0.

f),

0.9885

0.9932

-0.7332

-0.8801

-0.9999

-0.9522
|

-0.9834.

0.8817|

0.9612 ().9532

从表 4看出,金露梅的覆盖度、椽高、活技重、新生技叶重、新生枝叶的比例、新

生枝长度和花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5)。 而覆盖庋、活枝重、新生枝叶的比例

和新生枝 κ度之间则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 说明它们之问其明显的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作用。死亡枝重、死亡率、利用率和放牧强度之间是正相关 (P(0.05)。 死

亡率与利用率和放牧强度乏问罡极显著的正相关 (P(0.01)。 死亡率、利用率和放牧强

度之间的关系可用下述方程表示 :

‘)=25,0499十 0.2633I`   (F=10.48, P(0.05)

D=31.9217△ 1,7361`   (F=36,44, P(0.01)

式中,D一 金露梅的死讲 (%)

u一 利用率 (%)

r一 放牧强度 (只 /ha)

由上述方程式看出,金露梅的死亡率随着放牧强度和利用率的增大而增大。由于放

牧强度的增大,其利用率不断增大,使金露梅进行光合作用的新生枝叶明显减少,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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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产物不能满足其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常养物质的贮存减少,不仅使来年的萌发日

期推迟,并且造成新生技的大量死亡。

与此相反,金露梅灌木的覆盖度、株高、新生枝叶重、新生枝叶的比例、新生枝长

度和花数与死亡率、利用率和放牧强度之问呈显著的负相关 (P(0.05),特别是放牧强

度的作用最昆著 (P(0.01)。 放牧强度 (r)与覆盖度 (C)、 株高 (rr)、 新生枝长 (L)

和新生枝叶的比例 (R)之 问的关系和回归方程 (P<0.01)列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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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看出,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大,金露梅的覆盖度、株高、新生技长度和新生枝

叶的比例明显下降。

综 L所述,藏 系绵羊放牧对金露梅的生长发育和地上生物量积累显示强烈的作用 ,

且依放牧强度而有所不同。此外还与绵羊的采食行为有关。金露梅新生枝叶营养丰富 ,

热值含量较高,是夏秋季节绵羊抓膘催肥的上等饲草 (杨福囤等,1986)。 但由于金露梅

灌丛受高寒气候和长期放牧的影响,分枝稠密,因此绵羊则从灌丛顶部自上而下来食。

在重度放牧 (A组及 B组)条件下,由 于可供取食的金露梅当年新生枝叶及优良牧草有

限,供试绵羊始终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为 满是其日食量的基本需求,对整个灌丛的

新生枝叶和灌丛下的优良牧草啃食殆尽。随放牧时间的延长,金露梅灌木进行光合作用

的绿色枝叶所剩无几,植株营养循环严重失调,最终导致株丛死亡,群落覆盖度变小,

杂类草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得到发育,使金露梅灌丛草场变为不堪利用的杂类草草场。

而在轻度放牧 (D、 E两组)条件下则完全不同。由于供试绵羊所占有的草场面积较大,

所提供的可食优良牧草较为充足,因而绵羊仅采食金露梅灌丛顶部的部分新生枝叶,尽

管其覆盖度和生物量较对照组低,然而,所剩新生枝叶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的营养物质可

满足其生长发育的需要,下部的枝叶生长发育较好。由此可见,在金露梅灌丛草场,通

过控制和调整放牧强度,实行划区轮牧,将夏秋季放牧强度控制在 3.6-5,4只 /ha,利

用率约50%,较为适宜,这种对策不仅可以提高金露梅灌丛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也可

促进
·
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的合理分配,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浪费,防止草场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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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RAzING ON GROVVTH AND BlOMAss OF

POTEiVˉ TILLA FR【 TTrCOsA

Wang Qi,1, zhou Ximin, zhang Yanqing,

zhao Xinquan and zhang Yaoshcng

(Ⅳ or`为 四es`PI“氵gor r四 s`氵

`“

″ 。r召 fologv, r乃 e cnfⅡ纟彤

'。

cdc″ v or scic"ccs)

Tihis w· ork was carried out at thc Haibei Rescavch station of Alpine Mieadow

Ecosystem during the gFOwing seasons of plant from 1985 to 1987.

The results werc as follows:

1. The effect of grazing ratcs on growtb and bioinass of P口 ″e侈历
``口

严
'勿 `Fc口

‘
'is

great. 1· here are dOcreases in coveragc, hight, wcight of live branch, weight of ne“
,

branch and lOaf,ratio of ne环 7 branch arld leaf, longtll of new branch with increase

of the grazing rate.

2. 
·
rhe ab。ve grourld biom.ass(neW.branch and leaf) of Po`口 叼厉

``口

 r'″
`氵

‘:口‘‘7

decrcases with increase of the grazing rate, but the utilization ratio increases with

increase of the g· razing· rate, The rclationsh.ip· b.ctween  aboveground  biornass(7)

and.utilization ratio (辽
`) follows a emonoˉ

pcak.curvc:

7'· =54.3619-0.5434 t`

3. In diffcrcnt grazing rates,thc charactcristics of growth and bioⅡ lass of Po″
`″

ˉ

`f``舀
 /'勿

`fc口

‘c indicate that they arc positive relation(P((o.05)among the coveragc:

Iligh.t, lveigh.t of live branch., weig1· lt of nc、 v.branch.and leaf,ratio of new branch

and leaf, lcngth of new branch. 1· hey are interdependent and help each othcr for-

v`ard. 1·he dead rate is positivc rclation(P((0.01) with the grazing ratc and thc

ratio of utilization. 1· hcy arc ncgativc rclation (P<o.o1) 3mong the covcragc,

hight, individual bioinass 、vith tbe grazing rate and ratio of utilizatior1.1·
′
herefore,

v`e think t【】at thc grazing rates by 3.6-5.4 shccp/Eha· scason彐 , and th。 ratio of

utilizatiorl by 5o 9亻  are optinlum at rotation grazing in alpine shrub in Haibci

regiorl and advancc in.ratio of utilization and econoinical b.enefit  of Po彡 纟锣莎fJJ口

rr留
`fr(,‘

口, and keep ecological equilibrium.

K.ey△vords: Po``多 打Jf口 rr″讨c。‘口; Grazing intensity: Growth and dcvcIopincnt;

Bioinnss,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