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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苦草草甸不同经济类群植物生物曼

与营养成分动态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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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矮村草草甸不Fl经济类群植物生物里的月变化布极显著差异 (P(0.Ol),达到峰值的时

间也有所不同。·不可食杂类草1在 7月 底或 8月 初达到生物量峰值(68.32克·米^2),莎草类在

8月 中 (70.50克·米
^2),豆

科类和可食杂类草在 8月 底 (45.44和 】07.60克 ·米
^2),禾

草 炎

在 9月 中〈117· 12克·米
^2)。

各类群间植物营养成分生长季节的平均含虽有极显著差异(P<

o.01)。 豆科类和杂类草的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和磷含量均高于禾草类和莎草类。同一类

群植物营养成分除粗蛋白和粗纤维外,月 变化均不显著 (P>0· 05)。 植物粗蛋白含量最大值

在 5月 底至 6月 中,而可被家畜利用的类群生物虽蜂值均在 8月 中旬以后,造成了主要营养

成分和生物量的季节性不平衡。以 7月 底至 8月 底为矮嵩草草甸草场最佳利用时期。

关铵词:矮嵩草草甸,植物经济类群,生物遗,营养成分

矮嵩草 (Ko协“J'汤″″″打)草句是青藏高原主要草场类型之一。它以分布面积广、

草质优良、营养丰富、耐牧性强等特点,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多年来,学者们对矮诸草草甸的结构特征、生物量 (地上、地下)和植物热值等做

了较多的研究 (周 兴民,1982,杨福囤等,1983,1985)。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草甸植物

分为禾草类、莎草类、豆科类、可食杂类革和不可食杂类草 (包括有毒豆科类植物),对

不同类群植物生物量和营养成分动态做了初步分析,达不仅能更直观地反映出草地生产

能力、牧草营养价值和各类群植物在草甸中的组成比例及所占地位,也为更客观地正确

评价草地资源,合理利用草地,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和放牧家畜的生产性能等提供科学依

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植物营养成分合量由本所公共实验室分析测定,祁恣泉同志绘图,一并致谢。

本文 1991年 1月 2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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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 究 方 法

本项研究于 1988-1989年 5-9月 植物生长茶进行。样地设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革甸生态系统
定位站矮嵩草草甸样地内。 丿∏定期收制法于每JI丿 l中 和月底, 齐地而剪取 0.25× o.2弓 米

2的
样方 15

个,按类群分开,称其鲜觅,置 65°C烘箱巾烘干后,称干工,按克·米^2计
算出各时期的生物虽。随

后将各样品粉碎,用 常规分析法测定各种营养成分含最。文中佳物敢和营养成分为两年数据的平均值,

其变化差异用方差分析法统计。

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生物】月动态

植物返青后,随气温升高和植物生长发育,各类群植物生物量逐渐增加,因备类群

植物的种类和物候期各异,其生物量的变化有极显著差异 (P(0,01),达到锋值的时 间

也有所不同 (图
!1)。

从图 1看到,在植物生长初期,虽然气温还低,但喜冷湿环境的莎草类植物返青早,

生长迅速,5月 中到 6月 中,多数植物已开花结籽, 生物埴在 5个类群中占比例最大,

这对经过漫长冬季,处于饥饿状态的家畜来说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禾草类和杂类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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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8-1989午 矮嵩节 审句不同经济类群植物平均生物量月ij态

Fig 1  R10n.th dyIlain.ics of average biomass of d.ifiercnt econonlic groull I)lants in

K()br召 s;。  h“
`"jffs nleaclo、

7 dufing 1988.-1989

早春,生长较为缓慢,处于营养阶段,禾草类植物因机株较高大,生物量高于杂类草。
豆科类植物对温度要求较高,刚处于萌芽阶段,生物量偏低。6月 底后,气温逐渐升高,

莎草类植物进人果后营养阶段,生长速度已减缓,生物量积累较前期要慢。达时的气汛
条件已适合禾草类和杂类草的生长,并随温度升 ’∶,生长更加迅速。禾草类植物进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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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一孕穗期,生物量急剧增加,已超过莎草类居各类群首位。杂类草均进人孕蕾一开花

期,生物量积累已接近莎革类。工科类植物数量有所增加,但生长还较缓慢,处 l=营 芥

阶段,生物量仍很低。7月 底或 8月 初,不可食杂类草首先达到峰值 (68.32克 ·米
^2),

随后莎草类在 8月 中也达到峰值 (70.50克 ·米
^2),8月

底可食杂类草和豆科类植物也相

继达到峰值 (107,60和 15.“ 克 ·米
2̄),最

后禾草类在 9月 中达到雌值 (117.12克 ·

米
^2)。

在达到峰值后,各 类群植物为营造地下器官,贮藏越冬物质,将地上部分制造的

有机物质转运到地下根部,使地下生物量开始下降。6-9月 是绵羊增重最快的阶段 (赵

新全等,1987),达时期各类群植物生物量陆继达到峰值,给绵羊增重和保持最大体重提

供了充足的饲草。

虽然矮嵩草草甸植物因适应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植株低矮,生物量较低,但
却为家畜提供着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食物。但长期以来缺乏合理的放牧方案,滥牧重

牧,导致草甸草场严重退化,使一些植株高大,家畜喜食的禾草类和莎草类植物 (赵新

全等,1988)逐渐减少,而适口性差,植株低矮的杂类草增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适

口性太差或体内含有毒素等原因,家畜不采食。如紫苑属“‘″r)的一些植物有气味,牛羊

偶尔采食;甘肃棘豆 (o刀″opj‘ 大口
`9‘

″印了打)和被针叶黄华(r切、″@P‘打 Je″ ″。J″ e)等

植物体内含有毒素,家畜不采食。在海北矮嵩草草句中,不可食杂类草峰值生物量占同

期总生物量的 19.21%,比 例较高,与莎草类 (19,90%)不 相上下,草场退化较严重 ,

使本来就低的矮嵩草草甸生产力更加下降。为了提高草甸草场的生产力,只有制定出合

理的放牧方案,结合灭鼠、补播等措施,对草场进行封育,使草场有休闲机会。周兴民等

(1986)指 出,矮嵩草草甸封育 3年后,禾草总量占地上总生物量的百分比由封育前的

34.28%上升到 60.17%,而杂类草则由″ .45%下 降到 17.89%,由 此可见, 草场封育

是促进优良禾草类和莎尊类植物生长,抑制杂类草生长,延缓草场退化,提高草场生产

力的有效措施。

不可食杂类草一方l面可以通过草场封育抑制其生长,另 一方面可以寻求有效途径加

以利用。有些植物在生长期有强烈异味或毒素,但枯黄后,经高原强烈阳光暴晒,异味

可减弱,毒素可降解,作为干草可在冬季补饲家畜。一些豆科植物,虽然体内有毒素不

被家畜利用,但其具有较强的田氛能力,达对改良土壤营养状况,促进其它植物生长有

良好作用。

(二 )营养成分含量及其月动态

矮嵩草草甸 5个不同经济类群植物背养成分生长季的平均含量和月动态见表 1。

由表 1表明:

L,不同类群植物营养成分生长季的平均含量有极显著差异 (P(0.01):粗 蛋 白 含

量:豆科类 (18.94%)>"F食杂类草 (13.03%)>不 可食杂类草 (12.97%))禾 草

类 (11.87%)>莎草类 (10.04%)。 除莎草类粗蛋白含量在 在一10.99%属 中是外,其它

类群均在 11.0%以 上,属高含违”。

粗脂肪含曼:不可食杂类尊 (4.02%)>可食杂类草 (3.65%)>豆科类 (3.00%))

I)牧草营养成分含曼标准引自潘锦堂 (1977) “青藏高原一些牧草的评价
’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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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类 (2.65%)>禾草类 (2.d6%)。 其中前 3个类群粗脂肪含量在 3-5.99%范围内

属中量,后 2个类群在 1-2,99%为 少量。

粗纤维含量:莎草类 (21.85%)>禾草类 (21.56%))豆科类 (16.87%)》不可食

杂类草 (15.99%)>可食杂类草 (13.01%)。 各类群粗纤维含量均在 11-30.99%范围

内,属中等含量。

粗灰分含量:可食杂类草 (10.00%)>豆科类 (8.40%))不可食杂类草 (8.11%))

禾草类 (6.59%))莎草类 (6,35%)。 其中可食杂类草、豆科类和不可食杂类草粗灰分含

量均在 7.0%以 上,为高灰分。而禾草类和莎草类在 硅一6.99%范围内,为中等含量。

无氮浸出物含量:可食杂类草 (娴 .51%)>不可食 杂 类 草 (‘8.06%))莎 草 类
(46.97%)>禾 草类 (45,08%)>豆 科类 (39.92%)。 除豆科类外,其它类群无氮浸出物合

量均在 42%以 上,属高无氮浸出物。

磷的含量:百科类 (0.080%))可食杂类草 (0.066%))不可食杂类草 (0.064%)》

禾草类 (0.051%)>莎草类 (0.0绍 %)。各类群植物磷的含量均低于放 牧 地 牧 草 要 求

0,20-0,35%的正常值 (东北农学院,1979),属贫磷植物,这主要与土壤中磷的状况有

关。矮嵩草草甸土壤中全磷含量虽然较高,0-10厘米深土层为 0.090%,10-21厘米

为 0,088%,21一 在9厘米为 0.080%,但其有效磷含量很低, 分 别 为 7,3、 3.6和 0,2

ppm,有效率仅为 0.03-0.083%(乐 炎舟等,1982)。

2,营养成分的月动态:各经济类群粗蛋白和粗纤维含量月变化有极显著差异 (P(

0.Ol),而粗脂肪、粗灰分、无氮浸出物和磷含量月变化差异不显著 (P)0.05)。 各 类

群植物粗蛋白含量均在返青后期达到最大值,莎草类 (11.76%)和可食杂类草 (19.10%)

在 5月 底;豆科类 (24.72%)、 禾草类 (14.75%)和不可食杂类草 (16.75%)均 在 6月

中,此后逐渐下降,到植物枯黄时降至最低。粗纤维含量返青期最低,随植物生长不断

增加,枯黄时粗纤维含量达到最大值。粗蛋白和粗纤维含量这种月变化规律对家畜在早

春能及时得到蛋白质补充有着重要意义。

矮嵩草草甸可被家畜利用的 丛个类群平均粗蛋白含量为 1s.好 %,粗脂肪 3.95%,。

无氮浸出物 ·15.12%,粗灰分 7.84%,均 高于内蒙古丘陵干草原茧地 的 11.80、 2.76、

近3.52和 6.8%(姜永等,1990);而 粗纤维 (18.32%)却低于丘陵干草原草地 (2⒋ 56%)。

较高的粗蛋白、粗脂肪和无氮浸出物含量不仅为家畜的营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其生

长繁殖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杨福囤等,1986)。 因此,营养成分和能量的 “四高一低
”

是

矮嵩草草甸显著特征之一。

(三)生物量与营养成分的关系

矮嵩草草甸不同经济类群植物生物量除不可食杂类草外均在 8月 中以后达到雌值 ,

而各类群中作为评价植物营养价值重要指标粗蛋白含量却在 5月 底至 6月 中达 到 最 大

值,植物′L物量与粗蛋白含量之间存在着季节性不平衡。植物在生长初期,粗蛋白含量

高,适口性较好,品质较好,但因生物量低,影响了营养成分的田问产量。在植物生长

后期,生物量虽较高,但因粗蛋白含量降低,粗纤维含量增加,适 日性差,植物品质 下

降。经计算,除粗纤维外,ˉ 各类群其它营养成分的田间产量在 7月 底至 8月 底较高 (表

2),因 此从植物生物量与营养成分兼顾考虑,矮嵩草草甸最佳利用期为 7月 底至 8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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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2 矮出革草甸不同经济类群腹物营养成分田间产△月动态 (公斤/公顷〉

Table 2 Month dynamics of n“饣0ent content in field output of diffefent econo‘ :lic group plants in KobresiG而 “招jifs ineadow(kg/ha)

取 样 时 间 (月 , 日)sampling date(lnonth,day)
类 群
Group

项 目
Item

5,15 5,30

显

科

类

Legu:〖 linosae

X(1)
X(2)
X(3)
X(准 )

X(5)
X(6)

24.14
2.71

29.61
12.72
79.97
0.075

禾
草
类

Grasses

1,37
11.59

莎
草

x
x
x
x
x
x

16.95
4.14
19.06
13,29
76.81
0.057

(3.93

l).031

2厶 .08
3.58

36.97
13.35

100.06
0.076

类

sedges

类
食草

X(1)
X(2)
X(3)
X(4)
X(5)
X(6)

3.58
9.09
8.22

42.06
0.056

6,11 6,30

在.90
25.21
14.38
60.13
0.158

7,15

32.80
4.73

12.97
12.06
53.20
0.097

‘4,37
d,87

49.27
18.50

1奎1.85
0.120

28.12
4.21

24.21
12.7】

54,73
0.113

1
9
7
3
娴

姒
0

钍
钍

3
3
6
”

6
1
·

0
3
2
6

80.26

3·r.1在

5.47
59.79
20.93
172,75

0.158

42.21
10.59
89.88
19.63
180.07

0.167

8
1
6
9
8
5
7

7,30 8,】 5 8,31

76,78
13.31
87.11
38,53

217.11
0.345

9,14

7
3
8
2
3
3
7
9
∞

猢

59.91
8.06

55.74
27.97
23.27
0,23在

34.17
10.15
57.Os
13.57
98.16
0.140

170.58
41.18
307.50

0.在 39

98.61
22.91

250,09
57.71

437,62
0.39姓

72.47
22.56
165.46
近5.19
321.55

0.2饪 o

厶3
86

55.98
385.00
0.504

52.85
20.63
133.67
在0.56

27·1.67
0.189

102.
31.

325.
76.

衽97,
0.043

46.78
17,61

167.82
34.8衽

293.65
0,2饪 5

0
3
6
3
3
8
4

53.20
13.89
4压 .58

`42.91
189.57

0.309

75,23
2座 .19

80.32
61.65

282.71
0.391

了9.68
29.58
9.4.61

65,30
332.69

0.552

27,0及
120。 么了
77.53

391.5C
o.509

102,25
4d.12
166.03
10
5准

】
7
81

不太
ˉ
准

亡1∶ ·

Not eating
forbes

X(1)
X(2)
X(3)
X(d)
X(5)
X(6)

T.31
1,85

逛.91

o.(I25

33,50
9.召 4

22,50
15.62
9压 .08
0.1“

56.72
16.18
62.9·1

31.刁 5

183.85
0.382

0

IT1`

|

x
x
x
x
x
x

|

45.18
34,d3
104.12
70.91

312.45
0,378

Eating
forbes

|

一一 
 
 
 
 
 

套

一
c
2
3
9
9
7

一
9
8
6
了

5
2

一
⒍

⒐

⒍
6
.
⒉

⒍

一d
1
8
2
1
9

一
姓

9
8
3
7
“

一
″
咱
胡
而
△

B

一
1
8
拍

9
7
拟

〃
0

7
1
7
2
″

药
8
9
狎

ˉ
4
3
ˉ

2
t
3
7
0

——— — ——— - — — —- ——-1    -— 。--

t9.87     |    89.09         5在 .38
23.01     |    25.89     |    21.1d
91.57    |   101.19    |   110.17
49.61     |    53.t0     |    50.05

CO0.01     |   330.12     |   330.69
0.431   |    0.239   |    0ˉ d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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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V ON BOTH BlOmAss AND NuTRIENT

DYNAMICs OF DIFFERENT ECONOMIC GROUP PLANTs

IN ALPINE KOBREsrA~Hu业 rrLrS MEADOW

Both bioInass and.nutrient (lyIlanlics of diffcrcnt cconon△ ic grour) p.lants were

studicd in alpinc JC· oa/纟 ‘扌口历z“口;`氵‘ineadow· . The rcsults are as fo11owsg

Thcsc montl1.changcs of bionlass of diffcrcnt cconomic grouI) p.lants are signi-

ficant1y different (P((0.01). 1′ he bioInass pcak of not cating forbcs(68,32g,1△ .^’ )is

at thc (江 1d of July or at thc bcginning of August; thc biomass peak of sedge

(70.50g.m^2) is in the rniddle of .August, thosc of legulninosae and eating forbes

(望 5.姓 ∠ and  107.6og.m^2) arc  at the cnd of August and that of  grasses

(117.12g.in.^2)is in thc middlc of scptelllbcr.

The avcragc  nutricnt contents of diffcrcnt economic group plants in growing

scason arc significantly diffcrent (P<<0.01).△
·
hc contcnts of crude protein, crudc

fat, crudc ash and phosphorus in leguminosac and forbcs arc highcr than those in

grasses and scdges, but thc crud.c cc11ulose contents arc lowcr. ∶Besid.es  crtId.e pro-

tcin and cellulosc, thc rnonth Changcs of the sa1△ 1c group plants·  nutrients contents

arc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C crudc p.rotein contcnt is high at th.c

beginning of thc grolving sCason and is 1ow at thc cnd of it.lBut the crudc cclluˉ

losc contcnt is low at tlle beginning.of growing season and is higll at thc cnd.of

lt,

T0pse crudc Protcin contcnt Peaks。 f diffeFCnl economic group plants appear

i sz △

zhong Haimin, Yang Futun and shen zhenxi
(Ⅳ

·
or`而四cs衤 PIc`ecI rFs`jf“

`20∫
召ioI0夕眇, T】g Cnim召 se'ccd纟 mg oF sc|cFcgs, X;mim口 )



froln the end of May to the in.iddle of June, but plants bio111ass peaks aippcar aftcr

thc iniddlc of August. so thc optitlulll utilizing pcriod for K。
arcJ|口  庞

```刀
丿
`氵

‘ il∶ lc a-

dow is fro111 the cnd of July to thc cnd of /Lugust.

Key、 vords: K·。D、

`‘

J￠ ″″
''7氵

`打

m.cadow

N11tri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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