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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贮藏养分对牧草生长、越冬和再生极为重要 ,通过对几种牧草在年内多次刈割条件下的贮藏碳水化合物含

量变化的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刈割次数增加 ,贮藏碳水化合物含量下降, 刈割次数越多,糖含量下降越多。 不同的牧

草下降幅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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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hyd ra te rese rve is im po r tan t fo r p lant g row , su rv iv e w in te r and reg row th. In th is paper

ca rbohydrare reserve o f seve ra l g rass in relat ion to herbage rem oval w as studide. T he re su lts show ed tha t

as clipp ing t im es increase, ca rbohydra te content decreases. D if fe rent species o f he rbage have dif feren t de-

crease t 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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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化合物, 一部分用于生长和呼吸, 另一部分则贮藏起来, 贮藏的营养物质

对植物的生活力和再生有重要意义。在不刈割的情况下, 各种牧草在生长季内贮藏养分含量
〔1〕
变化为返青初

较低〔2〕, 随牧草生长逐渐增加,至分枝期达高峰,以后由于牧草强烈生长消耗养分而呈下降趋势,在开花结实

期降至最低点,之后贮藏养分又增加,以确保牧草冬季生存及翌年返青的需要 [2 ]。 研究年内多次刈割对牧草

贮藏养分的影响,对于合理利用草地资源,保证牧草再生活力,从而使草地生产力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1　试验地自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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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在内蒙古达茂旗哈雅牧场进行,地处蒙古高原南部丘陵山区,北纬 41°37′, 东经 110°58′,宽波状

丘陵地貌,海拔 1375m。 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长期受蒙古干旱气流影响,干旱少雨, 降水量年度间极不均衡

( 142～ 407mm ), 多年平均值为 282. 6mm,其中 72%集中分布于 5～ 8月份,年均干燥度 3～ 4,湿润系数 0. 2

～ 0. 3。年均温 2. 77℃, 5℃年积温 2300℃, 无霜期 112d。土壤为淡栗钙土,土质疏松, 土体以沙壤为主,表层

有薄层覆沙, 腐殖的累积过程比钙积化过程相对较弱,腐殖质层厚 20～ 30cm,发育不明显, 钙积层出现在 20

～ 30cm处,土壤有机质含量 2. 01% 。

该地是短花针茅集中分布的地带, 草群低矮、稀疏,平均高度为 20～ 30cm,盖度 15～ 20%, 主要建群种

是短花针茅 (S tipa brev if lora G riseb. ), 优势种为冷蒿 (A r tem isia f r ig idaW illd. ), 次优势种为糙隐子草

(C leistog enes squarrosa (T r in. )K eng. ), 主要伴生种是羊草 (L eymu s ch inensis (T rin)T zve l. ), 此外,还有一年

生植物如猪毛菜属 S also la L. (主要是 S. ik onn ikov ii I lin和 S. krr icif ol ia ( Pu rcz. )L itw ),藜属 Chenopod ium

L. (主要 C. g laccum L. )。

2　试验设计及研究方法

试验在短花针茅荒漠草原的典型地段上进行。试验样条已封育 8a,面积 250× 40m
2,沿丘陵缓坡呈东西

走向,在试验样条内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立观测区,观测区面积 25× 25m 2,定株对牧草进行刈割处理, 第

1次刈割在牧草返青后高度达 8cm时进行, 留茬 2cm, 当再生草高度达 8cm时进行第 2、第 3次……刈割, 在

返青初、每次刈割后及生长季末,分别采集刈割处理的各种牧草残茬及根系, 洗去泥土, 剔除枯叶鞘,样品风

干后进行室内分析,采用 3. 5一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还原糖和总糖。

3　结果与分析

在一个生长季内, 连续多次刈割导致牧草贮藏养分含量持续下降 (附表 )。
附表　几种供试牧草在年内多次刈割下糖贮的变化

Ch anges o f rese rve ca rbohyd rate con ten t o f sev era l herbage in re la tion to clipping

牧草名称 刈割次数 还原糖 (占干重% ) 总糖 (占干重% )

短花针茅

返青初

1

2

3

4

5

初霜后

6. 38

6. 02

5. 86

4. 97

4. 66

3. 85

3. 04

28. 51

31. 23

28. 62

29. 30

25. 60

24. 82

23. 96

冷蒿

返青初

1

2

3

初霜后

3. 96

4. 02

23. 86

3. 06

2. 89

28. 46

32. 17

29. 59

28. 06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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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附表

牧草名称 刈割次数 还原糖 (占干重% ) 总糖 (占干重% )

糙隐子草

返青初

1

2

初霜后

4. 86

4. 16

3. 89

3. 47

34. 66

34. 56

30. 97

29. 50

羊草

返青初

1

2

3

4

5

6

7

8

初霜后

4. 13

4. 50

4. 27

4. 38

4. 19

3. 96

3. 44

3. 08

3. 41

3. 05

32. 66

34. 73

28. 40

29. 72

27. 56

27. 15

26. 42

26. 11

24. 87

23. 57

　　由附表可以看出, 年内多次刈割供试牧草贮藏养分含量均表现为: 返青初总糖和还原糖含量较低, 第 1

次刈割时含量最高, 以后,随着刈割次数增加,二者均表现为下降趋势, 到初霜后牧草停止生长时降至最低

点,这与不刈割情况下牧草贮藏养分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此外不同的牧草降低幅度不同。

短花针茅年内可刈割 6次, 第 1次刈割后总糖和还原糖含量最高,以后每次刈割其含量即随之下降, 到

初霜后总糖降为返青和第 1次刈割后的 72. 75%和 66. 41%, 还原糖降为 47. 65%和 49. 35%。

冷蒿和糙隐子草年内分别可刈割 4和 3次,其贮藏养分含量总的来看也随刈割次数而下降,但这两种牧

草生长比较缓慢, 年内刈割次数较少,因此其总糖和还原糖含量下降幅度较小。冷蒿初霜后总糖含量分别为

初霜后和第 1次刈割的 92. 13%和 81. 50%;还原糖分别为初霜和第 1次刈割的 72. 97%和 71. 89%。糙隐子

草初霜后的总糖和还原糖含量分别为返青初的 89. 11%和 71. 38% ,为第 1次刈割的 85. 37%和 83. 41%。

羊草为根茎性牧草, 具有较强的生活力和再生性 [1 ]。 其贮藏养分随刈割次数增加也呈下降趋势,但前 3

次刈割其总糖含量呈“锯齿”形变化,以后逐渐下降 (附图 ), 说明在刈割初期其贮藏养分补充较快, 第 3次刈

割后其总糖和还原糖分别为第 1次刈割后的 85. 57%和 97. 33% ,总糖为返青初的 90. 99%, 而还原糖含量

则为返青初的 106. 5%,是整个生长季内最高的。以后随刈割次数增加贮藏养分随之下降, 但下降幅度较小,

至初霜后总糖分别为返青初和第 1次刈割的 72. 17%和 67. 87%, 还原糖分别为 73. 84%和 67. 78%。

附图　年内多次刈割羊草总糖含量的变化

F igu re: C hange s o f ca rbohyd ra te con ten t o f Leym us ch inensis as effected by cl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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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据报道, 在不刈割的情况下,牧草在生长季内贮藏养分含量变化呈“V”字形, 即返青初期含量较高,此后

由于牧草生长消耗养分而呈下降趋势, 在开花结实期降至最低点,在生殖生长后期及果后营养期间,贮藏养

分含量增加, 以确保牧草冬季生存及翌年返青的需要。植物的贮藏养分含量对于刈割反映十分敏感, 一个生

长季内,连续多次刈割,导致贮藏养分 (主要是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含量下降。各种牧草的贮藏养分均表现为:

返青初含量较高, 以后,随刈割次数增加,表现为下降趋势,到初霜后牧草停止生长时降到最低点。其中短花

针茅降低幅度较大,初霜后总糖及还原糖含量约为返青初的 50% ,冷蒿和糙隐子草因再生次数较少, 下降趋

势较慢,羊草的贮藏养分含量总的来看也呈下降趋势,且一开始呈锯齿型变化,说明羊草在刈割后养分补充

较快,因而具有较强的耐刈 (牧 )性。 总之, 年内多次刈割,大大消耗了贮藏养分,也影响到牧草生长后期对养

分的积累,其结果势必影响牧草冬季生存及翌年返青与再生。 据报道,当中间冰草的贮藏碳水化合物含量降

至植物体干重的 1%以下时,它就不能恢复生长甚至死亡。连年的多次强度利用 (刈割 )势必引起牧草贮藏养

分的耗竭,从而导致牧草生活力的降低,甚至死亡。这也是目前大面积草地因过度利用而发生退化,优良牧草

数量减少的原因。此外,不同种类的牧草,刈割后贮藏养分下降幅度不同,放牧利用时应根据不同草地类型确

定适宜的放牧周期,以维持草地牧草的生活力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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