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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芨草水土保持特性及其开发利用 

王 库 徐礼煜 
{中国科学院南豪土壤研究所 南京 

于天富 

21ooo8) (山西大局市农业局土罡站) 

摘 要 蓝美草(̂ 加土Jl一 廿 -dmf(1 面)． r出 )墨害年生禾奉辩牧草。草丛高大浓密．产摹 

量膏．枯枝宙存 良好，蓝苴草适应性强，耐盐、耐碱、耐寒、耐旱．鞭暴发达．墨优 良的采土保持檀翻；它在青蠢时 

适 口挂厦营养价值毫．是大家畜 良好的饲料；蓝美草墨农牧区绾织 日常用品的优质原料 ；苴燕草鼾维适合制造 

优质纸张。 

美键词 蓝苴草 生翻特性 采土保持 牧草 

水土流失一直是影响我国北方山区农业生产及环境的主要 问题。为防治水土流失人们 

采取了诸多的工程措施，如修筑梯田、塘坝、挖鱼鳞坑、修筑谷坊等等。这些措施就单纯防治 

水土流失来讲固然十分有效，但需要较高有人力、物力、财力。相 比之下，生物措施投资少． 

见效快．它不仅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而利用生 

物措施保持水土倍受人们青睐。然而，在特定的水土流失区选择一种合适水土保持植物并 

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条必须是所选品种应具有 良好 

的水土保持功能且易成活。芨芨草(A m斑 m }M s(Ttin)，Ners~i)植丛浓密，冠 

幅宽大，根系发达。它不但有很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而且耐盐碱、耐干旱、易种、好管，适台在 

北方的低温环境下生长。目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有关芨芨草的定量研究还尚未见报道，现 

有的文献只限于对芨芨草简单和定性描述上，大多领域尚属空 白。本文试就芨芨草的生态 

学特性、水土保持功能、用途、研究与应用现状及今后研究方 向等进行综述．供研究者参考。 

1 生态学特性及培育管理技术 

芨芨草又称枳机草、席箕草、席箕、德里橙；曾用学名 Lasiagrostis 5 f dms，英文名 

Lovely adlnat}1enm 。为禾本科芨芨草属植物。我国的芨芨草资源十分丰富，总面积选250 

万 hm2，可利用面积 220hra2uJ。主要分布于北方干旱与半干旱牧区、半农牧区。在我国内 

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有太面积的连续分布。此外，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宁夏、 

山西等省区也有零散分布，它们多占据农田隙地、撂荒地、田埂、渠边等地段。芨芨草属全球 

共有 21个种．其 中我国就占 14个 。 

1．1 生态特性 

芨芨草生态适应幅度宽．主要生境是河漫滩、干河谷、扇缘低地、湖盆洼地、丘问洼地及 

其它闭合洼地等。其地下水位埋藏不深，一般为 l～4m。芨芨草根系十分发达，深度最长可 

超过 3ra,可以和地下水的潜水位相接触，从而避免表层土壤水分含盐较高的不利条件。因 

此，人有认为它可以作为地下水的指示植物吲。它有许多耐旱的生态特点：其叶片狭窄．叶 

表面还有许多纵 平行隆起的条纹和凹陷的沟纹．使气孔下陷在沟纹中 )̈。因而也多见于 

山地丘陵及其它一些地下水位较低的地方。芨芨草种子易发芽，繁殖能力强，易形成群落。 
一 般在4月初到4月底体眠芽开始活动，7月份抽穗开花，8月份结实。其生殖枝干枯可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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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到次年，下层枯杆可直立寇存达几年之久。 

芨芨草种群在群落中的分布格局有多种形式 。有些群落中，芨芨草植丛 能完全郁 

闭，形成较大面积的连续分布，种群结构均匀一致。但在大多数群落中，单一种群的结构比 

较少见，常呈斑块状星散分布，与其它植物种群交错镶嵌。还有一些芨芨草则与其它不同的 

群落交替出现，形成复合分布。其种群分布与土壤盐分、土壤水分状况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在土壤盐分低及地下水供应充足的地段，芨芨草常与一些耐盐禾草、豆科草等组成群落，草 

层高．群落密集。在中度含盐量的河岸阶地、湖盆外围．常形成单一芨芨草草地，有时混生少 

量赣草(Zd,yt~its)，局部地区还混生有较多的耐盐、秘盐灌术，如盐术豆(磁 z哟 d0，I Bunge)、 

西伯利亚白刺(Juniperus sibirica 13urgsd)、杞柳(S 矗z integra Thunb)等。在土壤台盐量较 

高地段，常与一些多汁盐柴类半灌术植物组成草地。如盐穗(H出m【c a ∞)、盐爪爪 

(Kalidlum foliatum)等。当土壤进一步趋于干旱。蒿类、半灌木大量出现，草群益度减小。 

1．2 芨芨草栽培管理技术 

芨芨草的繁殖有两种方式，即种子繁殖和分蘖繁殖。芨芨草分蘖能力强，移植可在每年 

春季或秋季进行。春季在土壤解冻后，芨芨草还未返青发芽时，整丛挖出分株移植，时间约 

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秋季移栽应在土壤人冻前进行。移栽对应剪去地上部枝叶，以减 

少蒸发。移栽后踩实，并灌足水。春季移栽当年即可扎根，并长出基生叶，2～3年即可抽穗 
结实鳓。 

芨芨草结种丰盛，每年8～9月份采收的种子，随采随播或在翌年初春，土壤解冻后播 

种。播种深度以盖土一指厚为宜，下种后适当压实。播种时间最好在降雨时进行，土壤需保 

持湿润状态，播种最迟不能超过 7月中旬 7J。 

芨芨草适应性强+一般条件下均能生长良好。但茁期管理应仔细，及时除草、灌水、苗期 

以氨肥为主，以利抽茎。夏季可少量追施 N、P、K复台肥一次，利于壮茁。其它情况则无需 

施肥。芨芨草种植后三年内应禁止牲畜啃食。 

2 芨芨草的用途 

2．1 防治水土流 失 

到 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有关芨芨草的水土保持定量试验结果，大多数只限于定性的 

描述。吕永光【2 、程积民l6_、候庆春㈣等都对芨芨草的水土保持方面作过定性描述。芨芨 

草能作为水土保持的优 良草种是由其生物、生态学特性决定的。在水土保持方面，芨芨草与 

其它草种相 比具有下述独特的优点： 

芨芨草耐旱、耐寒、耐碱，对盐渍化有较强的适应性。既可生长在台盐量较高的地势低 

洼地段．又可生长在土壤比较干旱、含盐量低的山地丘陵区．还能生存在低温环境下。这些 

生态特性决定了芨芨草适应生境广泛性。因此，可广泛用于北方的水土保持。 

芨芨草根系发达。野外调查发现，芨芨草的根长一般可达到 2m以上．须根系发达，其 

根系以地上部为中心，沿地表向下呈扇形分布 ；根密度大，根密度表层一般在 3000条／ 以 

上。其中根径小于lmm的根系量占总量的70％左右。由于芨芨草根系的作用．使土壤的 

物理性质及水力学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根系在土体中交错、穿插．使得土体具有 

了良好的孔隙状况，改善了土壤的人渗性能，从而能减少地表径流．且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 

其次，根系活动及根系分泌物作用，使得土壤具有 良好的结构和团聚状况．改善了土壤的抗 

冲性、抗蚀性。另外，根系的缠绕作用使土体的固结作用加强．利于增强土壤抗剪切位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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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总之．芨芨草根系的作用使得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大大加强。 

芨芨草生物量大，利于提高地面覆盖度。地上部常数十株至数百株丛生。茎杆坚硬，叶 

片直立，枯死后不易脱落。其生物量一般在 4000-6000kg／hm2。其生物量受土壤盐分变化 

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盐碱地生物量高。另外，其生物量也与草丛间距及土壤含抄量有关。 

不同立地条件下的芨芨草的生物量如表 1。 

表 l可见．芨芨草的生物量及单株 寰1 不同立地蠡件下芨芨草生物量变化 

覆盖面积都很大。这些特点，对 于提高 
⋯ —  

椿肓 丛径 丛同距 ~lti"：il 

地面覆盖度，保护表土．减少径流及防止 (m) ( (Ⅲ) ( h ) 

风抄侵蚀等具有非常优良的特性。 i 一 
另外，芨芨草和其它树、草(如刺槐、 陕西 目 匕盐碱抄地 1．2 o．8xO．8 1．2～2．3 5700 

抄打旺、柠条、苜蓿等)相比，属低耗水牧 宁I 黄兰山洪积囊 1-5 0-7xo-7 1-5～2 5 5100 
草，据测定 ，在牧草产量 为 3ookg／~ 甘肃 剐自抄地 0．6。_ 。_ _ _ 0。 

(包括地下部分)时，芨芨草的年耗水量 地 ： ： ：： 二 
约为 350rmax～400zr,J~。相 当于 降水量 — —  

(黄土高原的年降水量一般为400--550mm)的 63％～90％，降水量与芨芨草的需水量基本 

持平。从而可以缓解土壤供水与牧草需水的矛盾，有利芨芨草高产草地的形成。因而芨芨草 

比其它牧草更适合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在黄土地区的一些路边、山地残丘及其 

它沟头地段，可常见芨芨草形成的天然草埂，它们在拦泥固土、滞流、分流防止沟头侵蚀、沟 

岸崩塌及保护路基、防止滑坡等侵蚀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风抄区，常见芨芨草所固定的 

土壤在植株的基部形成 50～60era高的小土丘。在冬季。芨芨草丛能积雪，有利于增加土壤 

的水分。 

2．2 牧草 

芨芨草冬季残存好，植株高大。早春萌发早，多作冬春牧草【9-1 。在幼嫩时为家畜所嗜 

食．骆驼和马尤其喜食，成熟后牲畜仅食其穗。芨芨草的营养价值颇高。据中国科学院蒙宁 

综考队资料．不同物候期芨芨草化学成分见表 2。 
寰 2 芨芨草不同物侯期的化学成分 c 幻(％ 

由表 2可见。芨芨草营养成分随着季节而变化．从拔节期到花期，营养成分含量最高，以 

后逐渐下降，干枯期营养成分含量最低。 

2．3 其它 

由于芨芨草茎杆坚硬，纤维品质优 良．可编织多种农用品。牧区农民常用来编扎席、箕、 

帚、绳、帽等 日常用具。进行深加工，可制成多种手工艺品，利用前景颇为可观。芨芨草还可 

用于造纸、制木炭、制卫生香等。利用芨芨草造纸可大大降低成本．而且纸质优 良。市场前景 

好。目前，利用芨芨草造纸技术已被申请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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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芨芨草研究与利用现状 

人们对芨芨草的水土保持特性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芨芨草进 

行水土保持方面的研究或应用活动。在 1992--1998年问．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办公室在内蒙 

古进行了芨芨草植物篱的栽植试验，主要在水蚀 面上进行了芨芨草的播种与移栽试验。一 

共种植了 180亩。但由于当时干旱及苗量不足，段能达到预期效果。在世界银行及国际香 

根草网络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目前正在黄土高原进行芨芨草生物篙用于 

水土保持方面的研究。对芨芨草的一些生态习性、繁殖及管理方法他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工 

作。世行吕橥项 目办也正积极进行芨芨草用于水土保持试验的筹备工作。 

在芨芨草的繁殖方面，南京植物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 以及广州等地的一些研究单位 

分别进行了芨芨草的移栽和种子繁殖试验，但由于对芨芨草的栽培及管理技术 了解不够深 

入，故上述引种试验不甚理想。在芨芨草的耐酸性研究上，笔者的试验结果表明，芨芨草在 

pH4．0～9．0之间均可生长良好，且各 pH处理的差异不显著，说明芨芨草有很强的耐酸性。 

另外，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了不同的土壤条件对芨芨草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土壤 

条件下，芨芨草的发芽情况依次为 ：山西的黄土>江苏黄棕壤 >江西红壤。这可能与土壤的 

含钙量及盐分高低有关。有关这方面的试验正在进一步进行。 

目前，有意识地利用芨芨草进行水土保持的案例还不多。在内蒙古的风沙区，人们把芨 

芨草等株行距栽植，来固定沙丘，以减少风沙侵害；在山区的公路两侧，芨芨草被移栽在坡面 

上，用以保护公路路基；在山西省的一些贫困山区，农民把芨芨草移栽到窑洞的四周，以达到 

保护房舍的目的；在内蒙古，芨芨草在有些地方还被用作梯田地埂的保护植物。 

4 芨芨草研究与利用方向 

芨芨草既是良好的饲料，又是优 良的水土保持植物，同时也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经济植 

物。因此，探讨如何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芨芨草资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4．1 充分发挥芨芨草水土保持功能 

将芨芨草沿坡地等高种植所形成的芨芨草带，称为芨芨草生物篙。这种篱笆是部分透 

水的，一方面，它可以减缓和拦截径流，增加人渗，起到保水固土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绿 

管的部分透水，它又不致象非透水管笆(如一些土石等工程设施)易被冲跨[13]。而且这种生 

物篱费用低廉，易于实施。若这种篱笆中间的空地配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果树或经济作 

物，实施复合利用，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得到较高的农业收 

益。由于芨芨草可利用 自身强大的根系和植丛抑制其它植物的人侵，不会造成草害。因此 

这种芨芨草的复合利用模式是今后研究与发展的方向。另外，利用芨芨草保护一些工程设 

施(如梯 田田硬、道路的路基等)、控制侵蚀沟的扩张、防止沙丘的移动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工作也有待展开。 

4．2 加强对芨芨草生态习性的研究 

芨芨草的强大水土保持功能已被水保专家所共识。但目前在繁殖育种方面尚缺乏经 

验，而且没有成功的范例，缺乏系统研究。另外，对其耐旱、耐碱、耐盐等习性只局限在表观 

描述上，缺乏定量指标。这些方面的工作有待于加强。 

4．2 保护野生芨芨草资源 

芨芨草是北方地区优 良的冬春牧草。大部分芨芨草草场．由于不合理放牧，草场资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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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退化．有些地方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芨芨草草场资源是当前研究 

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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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确保生态与社会效益．必须通过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处 

理好用地结构与收益倒挂的问题，尤其要有效控制耕地的非农化趋势。如开展多种经营．多 

层次地开发利用林地。制止水土流失，防止地力衰退．保持并提高耕地质量．以此提高农、林 

业 自身造血功能，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潜力．从而实现依靠经济利益机制 自发地调节土地利用 

类型转换的目的，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对非农用地也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市用地的 

协调发展 ；并因地制宣地开发利用温州市的“四荒四低”土地后备资源，实现各种土地利用类 

型的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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