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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野生优良牧草利用探讨

* 黄  瑾,刘国彬,徐炳成,李代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人工草地建设中长期存在牧草品种、类型单一和适应性差等问题。野生牧草具

有区域适应性强、高产、优质、抗旱、耐寒、耐瘠薄等特性, 具有很好的利用前景。本文简述了野生优良牧草植

物的特点和合理利用的意义,并分别从种质资源调查、基础生物学、牧草种子繁育和驯化应用等 4 个方面概述

了研究和利用野生牧草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以期促进黄土高原半干旱区草地建设与草业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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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Utilization of Excellent Wild Grasses in Semiarid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HUANG Jin, LIU Guo2bin, XU Bing2cheng and LI Dai2qiong
( In st itu te of Soil an d Water Conservation , Northwest A & F Univer 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 act: There always exists singleness in variety and type, and low adaptability of gr asses in ar tifi2

cial grassland const ruct ion in semiarid area of Loess plateau. T heir wide dist ribut ion, high quality and

biomass product ion, and high living ability in harsh environment in semiarid loess hilly2gu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make nat ive grasses ideal candidates as forage grasses. The paper pr esented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wild grasses and significance to use wild grass species in grassland const ruct ion, and

pointed out the research about the germ plasm r esources, basic bio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seed breed

and domest icat ion, and applicat ion experiment and demonst rat ion of wild excel lent grass should be

st rengthened, for enriching grass species and advancing forage scienc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con2

st ruct ion in semiarid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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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畜牧业是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的传统主

导产业之一,也是发展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基础和

农业结构调整的纽带
[ 1]
。由于缺乏适应性强和能

够快速建立草地的草种, 以建立稳定、高产的人工

草地和改良退化草地,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人工草

地建设一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 2]
。积极引进

优良牧草种是必不可少的[ 3] , 但由于黄土高原半

干旱区气候干旱、自然环境条件恶劣,这些牧草虽

短期具有较高生物量和一定的适应性, 随着生长

年限延长,一般均会出现效益下降和草地退化等

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地利用的持续性及生

态经济效益的持久性
[ 2, 3]
。同时, 在草地建设中,

大范围和大批量利用引进种很容易造成生物入

侵[ 4]。因此,发挥当地野生牧草区域生态适应性

强和优质、抗旱、耐寒、耐瘠薄等优良特性[ 5~ 7] ,改

良人工草地建设的种质资源、提高草地建设的质

量和效益,就显得格外重要[ 8, 9]。

1  研究和利用野生牧草的意义

作为野生植物的重要组分, 野生牧草是指生

长在广阔天然草地上具有饲用价值的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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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保留下来

的,它本身具有对当地生态环境条件高度的适应

性和抗逆性
[ 10]

,恢复和保护这些野生植物对于防

治土壤侵蚀、恢复和保持区域独特的自然景观、保

护和维护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均具有重要

意义[ 11]。野生牧草不仅是牲畜赖以生存的物质

基础,而且是牧草育种的丰富源泉
[ 10]
。现有研究

结果表明,由于整个全球环境的变化(如区域干旱

化增强和人为干扰等) ,存在区域野生植物适应性

逐渐降低甚至消失的问题
[ 5, 6]
。目前, 加强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良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相关研究学者的关注, 有

关专家认为,对野生植物种的保护应与野生动物

种保护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 6, 7]
。因此, 研究、

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野生优良牧草资源是草业科

学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实施/退耕还草0的重要

内容。

2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野生牧草现状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地域辽阔, 立地条件复杂

多变,天然草地类型多样, 约占总土地面积的

30% ~ 40%,并在整体上呈地带性分布,其中蕴含

着大量的优良牧草植物资源。受自然环境条件变

化及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 该地区近 90%的天然

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 主要包括草地生产能力和

优良牧草所占组分下降、土地沙化、群落生物多样

性减少及抗逆性降低等,体现在整个草地生态系

统的结构特征和功能变化过程两个方面[ 6, 12]。其

中主要的生态问题就是地带性植被的严重破坏,

优良关键物种的丧失, 这不仅导致严重的水土流

失和土地荒漠化, 还影响退化草地系统自我修复

进程[ 8]。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从 20 世纪 70 年代

起,陆续在不同地区培育驯化了多种野生牧草,其

中部分牧草已成为人工和半人工草地的当家种如

老芒麦、冰草和沙打旺等[ 1, 11] ,显示出良好的利用

前景,但总体上存在开发利用数量较小、培育驯化

手段落后和研究持续性差等问题[ 7, 11]。

3  野生牧草的特性

野生优良牧草有的为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有

的作为伴生的成分分布于天然草地群落中
[ 13]
。

与外来种或栽培种相比,野生植物种具有区域适

应性强、抗病虫害、生产力较稳定、维护成本低、保

土能力强和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等诸多优点, 因

此,选用当地野生优良植物种进行植被建设, 成功

的可能性更大[ 14, 15]。

过度放牧、季节性干旱和强烈的土壤侵蚀是

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的自然选择力量[ 16]。野生

牧草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群落种间相互作用,具

备适应气候、土壤、地形、生物因子和人类活动影

响的能力,对区域环境条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具

有独特的生活能力。其特点主要包括: ¹ 生态幅

度广。野生牧草长期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个体及

群体发育良好,具有适应当地自然气候条件的广

泛生态适应性,因而生态幅度很广。 º 生态效益

突出。野生牧草草地不仅具有生态维护作用(多

数野生牧草地下浅层根系强大, 具有很好的保持

水土、防止土壤侵蚀的功能, 并能够增加土壤养

分,促进土壤养分循环) ,还是野生动物很好的营

养物质来源和理想的栖息地。 » 维护成本低。野

生牧草不像栽培牧草按时按需供给其水分、营养、

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栽培管理措施, 种植较为容易,

能够降低维护成本。 ¼ 稳定性和持续性强。由于

野生牧草植物区域生态适应性强, 具有维持自然

平衡、预防虫灾大规模发生的能力并能维护区域

群落自然景观和自然演替的进行。 ½ 利用野生牧

草进行草地建设不会造成引种不当发生生物入侵

的可能[ 4]。

4  野生牧草利用方法与途径探讨

对野生优良牧草在自然群落和人工栽培驯化

条件下生态适应性的全面认识是制定保护策略和

合理利用的前提, 主要包括野生牧草种质资源调

查、基础生物学、牧草种子繁育和应用试验研究等

方面。

4. 1  种质资源调查  牧草种质资源是决定各种

遗传性状的基因资源, 又是筛选优良栽培草种和

选育新品种的原始材料。牧草种质资源的类别主

要包括野生牧草种质资源、地方牧草品种资源、国

外牧草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牧草种质资源[ 17]。

牧草种质资源研究是草地生物多样性正常发展和

持续利用的必要保证, 其主要方向是/广泛收集、

妥善保存、深入研究、积极创新、充分利用[ 17] 0。

近年来,我国牧草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了很大

发展,主要表现在:直接利用野生草种和人工培育

草种改良草原和建植人工草地;利用野生牧草种

质材料选育牧草新品种;利用野生牧草种质材料

驯化和培育绿化草种等。野生牧草种质资源调查

首先需要结合已有资料,进一步摸清当地野生牧

草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等,在此基础

上依据不同的气候带确定适合当地退耕种草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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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品种和优势品种[ 9, 18, 19]。

4. 2  基础生物学  主要包括野生优良牧草地理

分布、形态特征、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等, 其中植

被生境特征包括分布区域、分布区土壤条件、群落

科属组成、野生牧草营养成分含量及其季节动态、

群落生产力及野生牧草贡献等, 由此可以将草地

划分成不同类型, 确定合理的开发利用途径和利

用方式。生态学特性方面的重点是耐旱性和耐寒

性等,以确定合理利用的理论依据[ 20]。

4. 3  草种繁育  由于野生牧草植物的种子生产

能力通常较差, 缺乏优良的野生牧草种子是大范

围内利用的主要障碍, 因而种子生产是野生牧草

开发利用的关键阶段。种子生产包括原位繁育和

驯化繁育,二者可同步进行
[ 9]
。原位繁育是指在

野外调查基础上, 对某种野生优良牧草为主的群

落或植被类型采用围栏等保护性措施保护起来,

辅以人为的农业栽培技术进行良种繁育,以建立

原种圃,根据不同牧草的种子成熟期分别进行采

集[ 18]。驯化繁育是在采集野生种子的基础上,通

过原种田, 根据种子的繁育系数, 确定培育体系,

即繁育系数大的牧草良种可采用原原种 ) ) ) 原

种 ) ) ) 合格种子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 繁育系数

小的牧草种则采用原原种 ) ) ) 一级原种 ) ) ) 原

种 ) ) ) 合格种子四级良种繁育体系
[ 20]
。种子利

用体系主要是确定野生牧草种子成熟期、形态特

征、发芽率以及对有害劣质土壤的适应性等

等[ 18]。

4. 4  驯化应用  野生牧草的某些野生性状不利

于栽培,需要通过栽培驯化或人工选择和改善以

达到栽培利用的要求, 这可以通过不断的人工选

择和培育将其转化为栽培类型。在建立混播草地

时,可参照不同气候条件和土壤类型下的天然草

地中牧草的组合情况, 建立多种野生优良牧草不

同的混播组合类型, 通过研究混播草地中牧草组

成的兼容性和竞争力,确定合理的混播组合, 不断

丰富草地建设中牧草种和混播草种组合的多样

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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