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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嵩草 “ 汤
`'‘

氵口为″″″;‘)草甸是青藏高原主要牧场之一。 它在草原畜牧业生产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矮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和再生能力直接影响着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制约着草食家畜和草食野生动物的兴衰 .

研究牧草的再生规律及生态因子、利用频度、强度和利用时间的相互关系,在畜牧业

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牧草再生性的研究 , 国内外 已有 不 少 报 道 (BapaHO:a

等 1980;ΓopluKOBa,1982;Heady,1982;阎 贵兴等,1982;何 得元等 ,1985).但对高寒草

甸再生草的研究报道甚少。

本文通过对矮嵩草草甸再生草生物量季节动态以及主要生态因子对牧草再生能力影

响的初步探讨 ,了解和掌握在高寒生境条件下再生草的生长发育规律和刈割对牧草生长

的影响 ,为 科学养畜 ,合理调正季节草场载畜量 ,发 展季节畜牧业生产 ,提高草场生产力提

供依据。

一、方法及 内容

1981-1984年 5-9月 ,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对矮嵩草草甸再生草生长规

律进行了研究.有关试验区的自然概况(杨福囤,1982)和植被(周兴民,1982)已有专文 ,

在此不再赘述.

再生草生物量的测定采用固定样方 ,以 5-9月 每月初为始牧期刈割初生草。然后按

l、 2、 3个月的间隔期刈割第 1次再生草 ,最后 1次再生草均在 9月 中旬牧草枯黄前刈割 .

按不同的研究内容分 17种处理,3次重复。样方面积为 50× 50厘米
2,留

茬高度为 0.5

厘米。

此外 ,还 测定了留茬高度为 2厘米 ,刈割高度为 5厘米的条件下,一年生长季内刈割

的次数和总生产量.样方面积为50× 50厘米
2,9次

重复,并用自然区生物量作对照.刈

割后立即称出鲜重 ,然后风干,并在 85℃ 恒温下烘干 24小时称烘干重.每次刈割时,同

。本文承蒙内装古农牧学院高象乾、李锶新副教授审阆 ,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 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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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测定 0-10、 10-20、 20-30厘米深的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其它气象资料均引用定

位坫气象沾资料 )。

本项研究以 1981年观察测定为依据 ,1982-1984年 作验证和补充。 再生时间为 1

个月的条件下,分析研究了矮嵩草草甸再生草生物量和再生强度的季节动态变化 ;主 要生

态因子对再生强度的影响,并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对牧草再生能力影响较大的生态因

子和时间 ;不 同刈割时间、频度和留茬高度对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结果 与分析

〈-)矮苗草草甸再生草生物I和绝对再生强度季节变化

矮嵩草草甸再生草生物量从牧草返青开始到牧草生长旺盛期(5月 初一7月 底)一直处

于迅速增长的过程.此后 ,随着气温逐渐下降,植株衰老 ,再生草生物量逐渐下降 (表 1).

⒋ 1 短△审草tl再生△生由△及绝对再生曰度△节变化 (烘干重)

△·8ble 1  ·
rhe se:sOIla1 changes of both bioIilass of regr° 、vth.an(l i】 ltensity of absoluty

regrowth in Ko多 /饣,夕 乃“″|Ji‘ meadow(oven-dry wcight).

生长期
膏

Thc growth
period

再生天数
tI· hc days

。f rcgrowt

再生草生物量(克 /米
a)

BioIllass of fcgrowth
(g/m· ,X±sD)

ty of absoluty
(g/m2· day)

对 照
Control

对再生强度 (克 /米
’·天

he intensl
rcgro、 l`th

V,7-Vl,9

Vl,5-Vil,6

V11,6-V111,6

Vlll,6-1X,5

1X,5-lX,14

29

3【

31

30

9

22.6,± 3.o307

79.87± 6.2832

118.67± 18.1198

48.00± 2.0000

2· 00± -

0.7816

2.5763

3.8280

1.6000

o.2222

1,0069

2.7613

4,1806

1.3600

-3.4889

湖
灬宵
一

■
r
●

矮嵩草草甸再生草生物量和生长时间的函数关系可用如下方程表示 :

″ =-23⒈ 7168十 7.2313`-0,0382`        (1)
式中:〃一 再生草生物量

,— 自牧草返青之日起的生长天数 .

(显著性测验,相 关指数 R-0.9624,方程效果良好.)

为了分析再生草生物量的变化规律 ,用 生物量绝对增长速度(c)(吉 田等,1979),以

表示再生草生物量对时间的变化率。在取样时,测 定时间 Ji-`及 期间的平均绝对再生强

度(J),取样次数越多,间隔时间越短,平均值越接近瞬时值.

由于留茬高度为 0,5厘 米,将刈割后的生物量假设为 0,则 :

'~ -~ 9·
7天                 r。 、△′(i一 人) ~~                           `∠

`
′及 ^ ′氵

式 中:″
^一

再生草生物量

9人一 刈割再生草时间(天 ) ·

9J一刈割初生草时间(天 )

将生长季各次测定的再生草生物量(〃天)和时间G次),逐次代人式(2)可以计算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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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长季的绝对再生强度 (表 1)。 说明矮嵩草草甸植物绝对再生强度具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绝对再生强度在返青期较低(0.7816克 /米

2·
天);随着时间的延 长,气温升高,绝对

再生强度迅速增大,在植物生长旺盛期最高 (3.828克 /米
2·

天);从 8月 初绝对再生强度
开始下降,至 9月 中旬停止生长.

绝对再生强度与时间的函数关系可用如下方程表示 :

J__7.2568+0,2280`-0,0012`         (3)
式中:J一 平均绝对再生强度

`— 自牧草返青之日起的生长天数
(显著性测验,相 关指数 R-0,94oo,方程效果良好.)

由方程(3)可以求得绝对再生强度最大时的时间 9。  由于二次方程的导数为 0,饣 对

于 r的导数为 0,拓 的导数等于 多,c r2的 导数等于 2~。 故得 :

0.2280十 2(-0,0012),-0              (4)

`=95(天 )  C-3,5732克 /米
2·

天

说明矮嵩草草甸植物绝对再生强度自牧草返青之日起第 95天最大,即 7月 下旬。此

时可适当增大载畜量,利 用夏秋草场开展季节畜牧业生产.

矮嵩草草甸植物绝对再生强度的季节变化呈典型的单峰式曲线 (图 1),它 反映了矮

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的积累状态和有机质的生产速率,并启示我们在牧草返青期 ,若能及

时迁出冬场,则 有利于冬春草场植物的生长发育。

— 理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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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矮嵩草草甸植物再生强度季节变化

F· ig. 1  △
·hc scasonal changes of the inteIlsity of regrowth in

Ko乃
`c‘`' 

乃“
`mJIf‘

 illcad()W

为了分析刈割对牧草生长发育的影响,用 自然区牧草绝对生长强度作对照进行比较
(表 1),经

`值显著性测验,5-7月份的刈割处理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 (P<0,05),8、 9

月份差异不显著 (P)0.05). 可见从牧草返青期到生长旺盛期,刈 割对矮嵩草草甸植

物绝对生长强度影响较大。在这段时间内,刈割使植物光合器官一 叶面积减少,导致绝

对生长强度降低.另外 ,由 于刈割阻止了植物的生殖生长,而减缓了植株的衰老,促进了

植物的再生能力。如果不刈割,虽然在 5-7月份绝对生长强度较高,但在王长后期由于

生殖生长使植株提早衰老 ,绝对生长强度下降较快,到 9月上旬植物不但不生长,生物量

30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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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下降,绝对生长强度出现负值.

(二 )主要生态因子对绝对再生强度的影响

草场生产力的高低,是植物对生态因子综合反应的结果 (表 2)。

表 2 绝对再生强度与主要生志因子的相互关系
·
I·able 2 △

·
he relatioil of intensity of absoluty regrOw.th With nlain ecological factor

绝对再生强度

生 长 期
Crowth
period

克/米
’·天 )

he in.tensity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
the water content in
dirFercnt soil depth(%)

(

T
of absoluty
regiowth
(8/r12· day)

月平均气温
(℃ )

`‘

ean air
teit perature
of month(℃ )

降 水 量
(毫米)
precipiˉ

(irl m) 0-10
(c nl)

iO-20
(c it)

2o-3o
(cm)

V,9-Vi,5

Vl,5-Vn,‘

V11,6-V111,6

Vlli,6-1X,5

1X,5-lX,14

o.7816

2.5763

3.8280

1,6ooo

o.2222

5.2

8.8

11.2

10,3

4.3

11,6

83.o

108.7

164.6

108.8

31,``

34.9】

40.86

35.21

44.50

32.97

28.72

38.25

34.74

40.88

29.42

27.03

32.I6

32.95

36.72

31.38

30.22

37.09

34,29

40.70

P<0.O1

P‘<0.o5

P≥)o.o5

1.气温对绝对再生强度的影响:定位站气温从 4月 中旬开始回升,7月份气温最高 ,

月平均气温 11.2℃ ,极端最高气温达 27.5℃ ,持续一段时间后从 8月 初逐渐下降, 气温
在生长季的变化呈典型的单峰式曲线 ,它 与绝对再生强度的变化曲线同形 ,

回归分析表明生长季的气温与绝对再生强度呈正相关(表 3),5-7月 的相关性 (r-
0.9999)比 5-9月 的相关性 (r=o.8682)更 加显著 .

表 3 不 同生长期 的绝对再生 强度与 月平 均气温 的相 关性

1· able 3  1· he corie1atior1 betⅥ `eerl tllc intensity of absolijty regrowth. in~ d.ifferent
growth.period.an(J monthly inean air tetnperature,

生 长 期
Crowth period 显著性测验

significance tcst

V,7-VII【 ,6

V,`-lX,14

X,7-lX,5

计显著 sign“ icant 平率高度显著 High1y sign“ icant

根据它们的相关性,模拟的 5-7月 、 5-9月 绝对再生强度与气温的直线回归方程
如下:

曳,~7)-0.5070T-1,8635             (5)
9(5~9〉 -o.40707-1.4381            (6)

式中:Ψ一 绝对再生强度的理论值
r一 生长季的月平均气温

通过对斜率 3yT的
`值测验和变量分析结果表明,5-7月 的回归直线效果高度显著

(P· (0,01),直线性是可信的,该明 5-7月 的气温与再生草绝对再生强度、生产量密切
相关,

2.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对绝对再生强度的影响:生长季的降水量及降水时间对植物生
长发育影响较大 (表 4),

斜率
s1ope

o.5070

0.407o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cfficient

o.9999年 取

0.8682平

o.78o2

o.9998

o.7538

0.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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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知,每年生长季内不同时期的降水量对矮嵩草草甸植物绝对再生强度的影

响是不同的.其 中以 5-6月 、6-7月 、5-7月 3个组合的降水量与绝对再生强度呈极显

著的正相关 ;5-8月 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整个生长季(5-9月 )呈弱正相关,

表 4 不同时期的降水通与绝对再生强度的相关性             ·

Table 4 The cofre1ation between pricipitation in different time a1、 d intensity

of ab.solu.ty regio、 vth.

对应的降水时间·
rhe c。 rrespondence

period 。‘ pricipitation

斜  率
slopc

相关系数 (r)
Correlation coefficieilt

(r)

V,7-V11,‘

Vi,5-V111,6

V,7-V11【 ,‘

V,7-iX,,

V,7-lX,14

Vli,6-lX,|4

Vl,5-lX,【 4

Vl,5-】 X,5

V11,6-lX,5

o.0251

0.0487

0.030

o.0080

o.0055

o.佥 9998

0.99996

0.9738

0.1501

0.0327

0.0186

0,0‘ 15

0.3|86

o.99998

o.99999球华

o.99998泳 +

o.9868衤 衤

o.3874

0,180冫

-0△ 364

-0,2479

-0.6153

-0.99999衤 杂

衤率高度显著 High1y significant

同样 ,从生长季各组合月份的降水量与再生草生产量的比例也类似上述结论.如整

个生长季 (5— 9月 )总降水量为 47⒍ 3毫米,再生草总生产量为 271.2克 /米
2;5-7月

的

降水量为203.3毫 米 ,占 生长季总降水量的 42.68%,再 生草生产量为 221.2克 /米
2,占

再生

草总生产量的 81.56%,平均每 1毫升的降水量可生产 1.0880克 干物质.8-9月 的降水量

为 273.0毫 米 ,占生长季总降水量的 57,32%,再 生草生产量为 50.0克 /米
2,仅

占总生产量

的 18.44%,平均每 1毫米降水量只生产 0,1831克干物质 .虽然 8-9月 份降水量较大,却

不能被植物生长所充分利用,比较起来,相 关程度最强,影 响最大的还是 5-7月 的降水

E巨..

由此可见 ,在高寒草甸区降水的季节分配比全年总降水量对牧草的生长发育和再生

能力更为重要 .

3.不 同深度的土壤含水量对绝对再生强度的影响:从表 5可知 ,5— 8月 ,0-10厘米

的土壤含水量与绝对再生强度的关系极为密切 ,其次是 10-20厘米和 20-30厘米深的

土壤含水量.它与根系垂直分布 (约 有 80%以上的根系分布在 0— 10厘米的土层中)特

性紧密相关 .

从生长发育阶段分析 ,均 以 6-7月 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 5-7月 .而 5-6月 呈

负相关 ,这是由于越冬后的 5月 ,残留的冰雪逐渐融化 ,土 壤刚刚解冻,囚此 ,土 壤含水量

较高.但因气温较低 ,植株幼小 ,绝对再生强度很小 ;6月 份随着气温的升高 ,土 壤蒸发量

增大 ,加之植物迅速生长使蒸腾强度增大.此时虽有降水补充 ,但 仍不能满足植物生长的

需要,而形成土壤水分供不应求的状况,在 6-7月 若能进行适当的灌水 ,可达到提高产

量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高寒草甸区水热同季 ,与牧草绝对再生强度趋于同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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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矮啬草草甸植物绝对再生强度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F.ig. 2  
·
rhe c。 rrelatioil between intensity o￡  absoluty regroWth ot p13nts with ecological

factor in Ko乃 /r△
'乃

″,,,iJ订 meadow

表 5 不同生长时期及不同深度土坡含水I与绝对再生强度的拍关性

Table 9  1· he correlation bctweeil 、vater content in different grOwth pe△ iod and in
diffeFcnt soil depth and intensity of absoluty regrowth.

生长期
壤深

so|
度
il depth

土 20-30cin

CrOwth
petiod 斜率

s1ope
相关系数 斜率

slo pe
相关系数 斜率

s10pe
相关系数

.182

.294

Vl,9-V】 11,6

V,7-VlII,6

V,7-lX,5

V,7-V1,5
Vi,5-lX,5

V,7-〗 X,14

V】 11,6-lX,14

o.99927’l礻

o.9613礻 衤

o.9383平 :

o.9275

o.8790牛

o.00I8

-0.99998朵 芯

0.4648

0.5104

-0.9夕 997

0,4295

-0.2008

-0.99999

o.2104 o.2235

0.2446

o,0● 42

.3188

.3251

.4917

o,9159

0.4】 00

o.1116

-0.夕 9997

-0.0眇 5

-0.4167

-0.9997

0.9998中 衤

o.7077

o.5879

-0.99997

o.4693

-0.0885

-0.999⒐ 9率 衤

.1517

中显著 signlficant 藩备高度显著 High1y significant

为了找出影响牧草生长发育和再生能力的主导因子,我们进行了 5-7月 、 5-9月
的气温、降水量和土壤含水量等生态因子与绝对再生强度之间的相 关 显 著 性 测 验 (表

6)。

从表 6可以看出,气温是影响高寒草甸植物生长发育的主导因子。从牧草返青至生

长旺盛期(5月 初—7月 底)的气温和降水量与绝对再生强度呈强正相关 ,差异显著 .此时它

们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再生草生物量的高低。

-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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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
slope

相关系势

一
 
一

o.292!



相关系数

o.9999

o.8682

o,9868

o.1807

o.9613

o.9077

o.0018

-0.5885

装 6 主要生志因子与绝对再生强度之间的相关显著桂罚骏

table 6 △
·he correlative significance test main eco1ogica1 factor with intensity

。f ab.solu.ty regrowth

气 温

^ir tempeˉ

生 长 期
Growth
perlod

生 态囚子
Ecological
factor

标准 r值
stan(Iard
r value

12.58
23.3

46.63
46,1· 3

88.8
85.4

标准 t值
standard
t value

结  果
Result

r:·
Ol=0· ”00 70.5054 t:m=9.925

r:·
0’

=0· 8n4 3.0305 t:·
0’

=2· 77‘

.g.0,=0.9500 6.0935 t:·
”=4· 303

o,3182

3,4892

1.0017 t:·
c’ =4· 303

i:·
°’=0· B114 0,0031 t品

·“=2· 776

·
:·

c’

=0· B114 1.2607

f号
·‘’=0.8114

r:·
。’

=0· 9500

t兮
·0’ =2.776

t:·"=4· 303

p((0,01Ⅱ忠

P·<0· 05+

P‘<0· 0’ +
V,7-VIII,6

V,7-IX,14
降水量

Pricipitation

V,7-VIII,‘

冖
〓
ハ
∞
 〓
。

一
口
Φ
一
●

0
0
 
0
Φ

~
曲

>
'

鹂
长
如
鄂
爿

o-lo

o-30

P>90,05

P9>0· 00

P)>0.05

V,7-lX,14

生物量

lO-lo

r———̄

|。

-30 P)>0· 05

中显著 significant 衤+差异高度显著 nigh1y significant

上述分析为建立矮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季节动态的预测预报提供了依据.笔者模拟

了月平均气温、月降水量与再生草生产量的季节动态数学模型如下 :

″ -165049r-o,o321P-62.7940         (7)

式中:″一 再生草生产量(克/米
2)

r一 月平均气温(℃ )

P一 月降龌 (毫米 )

根据式 (7)预测预报的结果与 1981年、1982年和 1984年的实测结果进行验证 (表

7).通过 t值测验证明差异不显著 (P)0,3),说 明预测预报的效果较为满意。

表7 顶谢校型的理论位与实加值的比较(克 /米
’
)

rable 7  The thcOrical value of productions nlodc1 cOIt pared .△ `ith thc

observed value(g/“ l么 )

Biomass

生长季
ofowth

5月

May

7月

July

合计

Total

t值测验
t value

理论值+

实测值++
118.7
118.7

lO2.I
48.o

4.78
2,o

328.ll
2`1.23

22.67
22.67

年 份
Years

198】

∶9s2

1984

值
值

论
测

理
实

理论值
实测值

lO.31
22.8

70.35
7o.32

216
206

l13,o
lO2,9

P)0· 3

P>0.6

扌 理.论值.thCOri“ l vmuc ++ 诊ki测 值 observed value

16.1
11,s

288.74
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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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VIII,6

V,7-lX,】 4

P)>0,05

P>0.4

|实测t值
lobserved

|t value

r:·
°乡
=0· 9500

t:·
”-2· 776

8月

Aug.

9月

scpt.

6月

Junc

79,86
7夕 .86



由此,可以根据预报的气温和降水量来预测预报各生长季再生草生产量 ,作 为合理安

排季节草场载畜量和开展季节畜牧业的依据 ,为发展高原畜牧业 ,科学养畜创造条件.

(三 )不同利用时间和间隔期对矮嵩草草甸地上生产量的影响

青藏高原一般分为冷季牧场和暧季牧场。 冷季牧场的放牧时间从 10月 底到翌年 6

月中旬,长达 7-8个月.常常使草场利用过度 ,特别是早春牧草返青期利用过度 ,根 系养

分消耗增大,使牧草繁殖和再生能力受到抑制,导致草场退化,生产力下降 (表 8).

表 8 不同刈臼时间和间目期对当年地上生产△的形中(克 /米
2,干

重)

Table 8 △
·he effect of difFerent cliping dats and intervals on production of

that year(dry weight,g/m2).

初 生 草
PriItlary herb

第一次再生草
Primary regrowth

第二次再生草
second regiOwth 年总生产量

刈割 时间
CIiping
date

刈割时间
Cliphlg
datc

生产量
Productipn

刈割时间
C1iping
date

占对照%
percentage
of contro1

(%)
生产量

Production

otal

生产量 roduction
Productlon 。f ycar

V,7

V,7

V,7

V,7

22,80

22.80

22.80

22,80

22,80

89.20

211.20

247.2o

】X,11

lX,ll

IX,ll

222.80

136.80

56.oo

268.4o

248.80

29o.oo

270.00

87.I4

80.78

94.16

87.66

51.47

51.47

51,47

80.00

254,80

2`I.2o

249.80

338.27

322.67

V【 ,5

VII,‘

VII1,6

IX,9

VI1,6

V1II,6

I∶X,,

VIII,6

1X,5

IX,5 48.00

【X,11 38.80 292.40

3o9,6o

IX,1】

IX,11

81.13

lO9.83

104.76

VII,‘

VII,6

134.80

134.80

118.8

174.80

315,20

308,00

lO2.34

100.00

从表 8可知 ,不同的利用方式 (时间、间隔期和利用次数等)对牧草总生产量的影响
不一样. 从牧草返青初期开始利用,草场生产力普遍下降,产草量比不利用的减少 5-
19%.这是由于牧草返青初期主要靠先年秋季贮存的营养物质萌发生长,光合产物还不

能满足地上部分生长发育的要求,在此间进行放牧利用,使根系营养物质大量消耗,造成
根系停止生长 ,甚至死亡 ,严重影响再生能力。特别是早春放牧 ,牲畜啃食牧草的嫩芽、嫩

枝 ,使牧草得不到很好的再生和更新,有些植物大量死亡 (孙金铸 ,1983)。 同样在秋季利
用过度,对翌年牧草的生长发育影响较大。例如,在 1981年 8、9月 刈割 1次到 1982年
6月 16日 测定,地上生物量较对照组减少 36-53%,优良恢草减少,总覆盖度相当于对照
组的 60-80%,并且返青期推迟 5-10天。 因为 8,9月 正是植物成熟阶段 ,同时也是向
地下器官贮存营养物质的时候 ,这时利用过度必然要减少根系贮存营养物质的数量 ,进而
影响翌年植物的萌发和生长.此外 ,由 于利用过度 ,使土层覆盖物减少,土壤裸露,蒸发量
增大,土壤水分不易保存,造成春季干旱.地表覆盖物的减少,便地下根系和幼芽受冻致
死而不能安全越冬。而在牧草生长旺盛期合理利用,不但能改善牧草品质而且还能促进
再生.这与何得元等 (1985)在 半荒漠草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文章指出,4月份是各
类牧草返青时期 ,此时利用草地 ,不仅影响其产量,而且还影响质量 ;同时提出 7月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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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o

308.00

VI,5

VI,5

VI,5

VIII,6

IX,5

,4.94

lO0.52

118.40

32.00



利用效果最佳,9月份轻牧为宜。

草场可利用高度和利用次数直接影响草场生产力水平 (表 9)。

表 9 留在高度为 2厘米时生长季的利用次数和地上生物Ⅱ
Table 9 The use tilnes 。f growth period on 2 cm.。 f residual beight an(l biolllass of

aboveground.

地上生物量(克 /米
么)Biomass。 f aboveground(g/m2)

鲜重

`Vet weight

干  重
Wet weight

VI,21 初 生 草
Prinlary herb I07.76

V I1,23

V1II,26

IX,6

第一次再生草
The regro``th 。f first 172.24

99.32

368.oo

53.48

22.36

148.72

第二次再生草
1· he regrowth 。f secorld

齐地面刈割
Cllippcd to the soil surface

o ta1 。￡ yCar
ontrol `47.32862.8o

26o,6o
330.04

从表 9可知 ,留茬高度为 2厘米 ,整个生长季内只能利用 3次,而且地上生物量较对
照组降低 21.04%.因 此只有冷暖二季的青藏高原 ,草场可利用高度保持在 2厘米以上较
为合适 ,而且利用次数不要超过 3次 ,否则将要影响当年产草量。并对早春和晚秋这两个
忌牧期的草场要加强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长远的、科学的轮牧规划和放牧制度。减轻
冬场压力 ,建议 5月 中旬迁出冬春草场,11月 初迁入冬春草场 ,逐步改变冬春草场利用时
间过长的倾向。使牧草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以防草场退化.

T
c

计
照

厶
i

年全
对

小   结

I.矮 嵩草草甸植物再生能力不仅受植物本身的生物一 生态学特性所制约 ,而且与

利用时间、留茬高度等密切相关.从牧草返青到 7月 底再生革生物量处于不断增长的过

程,7月底为最高.再生草生物量在整个生长季的变化呈典型的单峰式曲线.绝对再生

强度 (J)与时间(`)的 函数关系为 :

‘7—̄ — 7,乃 68-1 0.2280o-0,oo12o⒓

通过牧草再生强度的研究可知 ,牧草返青期以轻牧为宜 ,在生育前期进行适量的施

肥、灌水等技术措施 ,可提高产草量 ,而且经济效益较高 .

2,气温是影响高寒草甸植物生产效率和再生能力的主导因子 ,其次是降水量和土壤

合水量 .再生草生物量 (″ )与气温(r)和 降水量(P)季 节动态的数学模型如下 :

TT·
′

=ˉ·16.5049∶z′ -0.0321F’ -62.7940

在生产中,可根据气温、降水量预测预报的再生草生物量 ,合理安排季节草场载畜量 ,

为开展季节畜牧业生产提供依据 .

3.草场初级生产力的高低是植物对各生态因子综合反应的结果.在牧草返青期利用

· 91·

刈割时间
Cliping date

36.04

1X,‘



过度 ,植物生长要受到抑制 ,总产草量普遍下降,牧草生长旺盛期利用合理可提高牧草品

质 ,并能促进牧草再生.高寒草甸草场可利用高度在 2厘米以上较为合适。在生产中以

牧草的生产量和再生能力估价季节草场载畜量较为科学。以草定畜 ,充分利用暖季草场 ,

开展季节畜牧业生产是提高草场生产力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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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 sTuDY OF GROWTH PATTERN OF
REGROWTH IN ALPINE 1KOBREsf^,Jr【

`n″
二rs

MEADOW

Wang Qiji   Yˉ ang Futun   shi shunhai

(iVo冫 了方么〃rf了  P氵 夕zC召 ″

`,,‘

扌氵7,‘ re o∫  9氵 o`og夕
' .亻

rc″ e″ ,f夕  s|″ 氵‘c)

Thc rcscarch work was carried out at thc IIaibci AIpinc Mcadow Ecosystcm. RcscFlrch

station during thc grolving scasons fron1 198o to 1984,

Thc scasonal changcs of thc rcgrowth of biomass and thc effccts of thc ]llain ccological

factors on the rcgrowing capability of K‘ 侈/6;口 为
``″

:氵

`订

mcadows aftcr clipping(simulatcld graz-
ing).This will contributc to a scicntific basis for thc rational usc and improvcincnt pasturcs,

livcstock support, and thc devcloprncnt seasonal aninaal husbandry.

Thc rcgrowth was studicd by harvesting plants in pcrmanent quadrats. Both primary

growth and rcgrowth lvcrc clippcd according to thc diffcrcnt beginning datc of grazing, its

intcrval,and thc rcsidual hcight of plants. ·
rhc stand 、vas dividcd into scvcntccn groups of treat¨

IIlcnts with thrcc rcplications. Thc scas。 nal dynalnics of thc bi。 m ass,thc intensity of r0gr。wth,
and thc cffccts of thc n)ain ecological factcrs on thcsc variablcs 

、vcrc fo110飞 vcd.at about onc~
nlonth intCrvals aftcr tllc first clipping.

Thc rOsults wcrc thc following:

1.  Therc wcrc obvious scasonal changcs of bionlass in thc rccovcring i<.o沙
″j`￠ 乃″

`刀

|`扌 F

lllcado、 v aftcr thc clipping.  Thc incrcase in bion1ass 、vas contro11ed by thc biological~ccological

charactcristics °f thc plants, Thc scasonal cllanges of thc intcnsity of absolutc rcgrowth followcd

a onc-pcak curvc:

C==-7,2568 1·-o,2280`~o,oo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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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stated grccning up about 20 Apr止 )

Thc highct intcnsity of absolutc regrowth(3.828g/m2,day)occurred at thc cnd of July.

Thcsc results indicatc that pasturcs could bc irnprovcd by spccific agricultural lncasurcs.

()ptrinal grOMh will bc supportc by an carly application of fcrtilizers, and by Carly irriga-

tion(bCforc midJunc).

2. CorrclatioⅡ  bctwccn the main cco1ogical factors and thC intens1oy of absolute rcgrowth

show·cd air tcⅡ 1pcrature bad thc mos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oth thc productiorl cfficicncy

and thc capacity of regrowoh (r=0· 9999).OthCr significantly corrclati<)Il αlvironmcntal

factors wcrc precipitation(r=0· 9868) and thC watcr cOntcnt of thc soil (r=0· 7077); thcir

corrc1ation was strongcst from △1ay to July.
·
rhc scas。na1 dyna1△1ics of biomass of rcgrowth is prcdicted by an cquation including thc

monthly mcan air tcmpcramrc(T)and tlle monthly prccipitation(P)·

″ —.16.504叨·
-0,0312P-62,7940

3.  △
.hc maxirnum or ininiⅡlurn of prilnary production rcsults fronl thc intcraction oi a11

cco1ogical factors with thc vcgctation, For cxanlplc, ovcrgraziFlg and othcr ovcr usc of pasturcs

at thc tiinc of thc carly grccil up pcriod.in thc spriilg and during latc fall, ``hcn thc capacity

of plants for rcgr()wth is Io环 7, rnay grcatly dalnagc its potcIltial productivity.  Crazing of

don1cstic animals should be attuncd to thc production of thc pasturc,  
·
rhc optimal seasonal

grazing schc· dulc should includc thc fu11 use of thc warnl pasturc during thc sun1iner and ca-

rcful usc of pasturcs during otllcr seasoils.  T· hcsc ilnportant n1Casurcs will help to avoid thc

dcgencration of thc pastures irl thc futu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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