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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草场植被资源及利用改良问题

咎林森 卢得仁

(西 湘农业大学)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陕北草场植被组成特征及利用现状
,

根据陕北的实际情况
,

从控制草场载畜量
、

草场更新改良
、

农
、

林
、

牧争地
、

畜种结构
、

草场管护等五个方面探讨了该地区草场资源利用改

良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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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植被 ; 森林草原多 典型草原 ; 荒漠草原 , 草场管理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中部的农牧业交错地带
,

包括延安
、

榆林两个地区
。

这里地域辽阔
,

土层深厚
,

自然条件和农业资源宜于林牧业生产 的发展
。

是陕西发展畜牧业的重要 基 地 之

一
。

各类草场面积达 4 5 3 1
.

2万亩
,

占全省草场总面积的 55
.

5%
,

其中天然草场面积 4 2 58
.

0万

亩
,

占本区土地面积的 35
.

4 %
。

各类牲畜 19 8 6年末存栏总数达 8 3 1
.

7万头 ( 只 )
,

其 中 养羊业

较发达
,

其数量约 占全省的 61
.

9%
。

每年提供羊肉3 00 多万公斤
,

还为轻纺工业提供大量的畜

产原料
。

本文根据陕北草场植被组成的特征
,

结合目前存在的问题
,

进一步探讨当地草场利用和

改良的途径
,

以期促进陕北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改变老区贫困落后的自然面貌
。

1 草场植被组成及其利用现状

陕北深处大陆内部
,

位于季风区的边缘
,

属于东部季风湿润区与内陆干早区的过渡地带
。

由于水
、

热自东南向西北有规律的递减
,

因而植被的演化也带有过渡性
,

在水平方向上由东

南向西北依次出现森林草原
、

典型草原及荒漠草原的植被特征 (图 1 )
。

1
.

1 森林草原地带

本地带位于陕北南部
,

占据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的大部分地区
,

海拔 9 00 ~ 13 0 0米
。

大面积的黄土丘陵沟壑 与黄土台原是本地带地表的基本形态
,

其中亦有石质低山
。

暖温带半

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
,

年均温 7
.

7一 1 0
.

6 ℃ , 》 1 0℃的积温 2 9 0 0一 3 4 0 0 ,C
,

无霜 期 17 0一 2 0 0

天
,

降雨量 5 00 一 6 00 m m
,

水热基本同期
。

地带性土壤为黑坊土
。

地表水系分布不甚 密集
,

加上降水与径流有限
,

故地下水比较贫乏
。

仅有河谷及低湿滩地的地下水位较高
,

给草甸植

被的形成提供了生境条件
。

木地带原始森林已被破坏
,

仅在山区保留局部小片次生林
,

并向早生方向发展
,

山外附

近则为森林草原
,

被破坏了的森林发育为次生的林缘草甸或为次生的灌木草丛
。

鉴于陕北黄

土丘陵沟壑区已被广泛开垦
,

本地带具有代表性的 白羊草 ( B o t h r i。 。 h l o a i s c h a e m u m )
、

本氏

针茅 ( tS i p a b u n g e a n a )为建群种的森林草原植被仅局部见于 田边梁赤
,

目前很难见到大面积

分布的此类草场
,

大多是白羊草
、

本氏针茅与其他中早生草本相结合的草场类型
。

在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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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 映北草原植被分区示意田

1
.

森林草康地带 ; 贾
.

典型草原地带
;

I ^
.

灌木草原亚地带
;

1 0
.

沙化 草原亚地带 ;

!
.

能淇草原地带

的地段则形成了以达乌里胡枝子 ( L e s p e d e z a

d a v u r i c a ) 为建群种的草场类型
。

在覆沙地

段则形成了以冰草 ( A g r o p y r o n e r i s t a t u m )

为建群种的草场类型
。

本地带草场植被具有地

带性特色 :草质优 良
,

牲畜喜食
,

产草量比较高
,

一般亩产鲜草 ZOOk g左右
,

羊单位 面积 12
.

9

亩
。

由于这一地带坡陡
、

零散
,

因而适宜羊牛

放牧
。

本地带北部草场均超载放牧
,

植被遭受破

坏
;
但南部黄龙 山

、

子午岭一带
,

灌丛茂密
,

森林覆盖率34 一 35 %
,

草场成片
,

未能得到充

分利用
,

据推算还有 34
.

6万个羊单位的潜力可

挖 [ ’ 〕
。

1
.

2 典型草原她带

本地带处于森林草原地带以北
,

包括长城

南北的广大地区
。

海拔 10 0 0一 15 0 0米
,

地势较

为平缓
,

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
。

属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干旱草原的延伸
。

半干旱
、

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
,

年均温 s ~ 9 ℃ ,

》 10℃积温 2 7 0 0一 3 1 0 0℃ ,

年降雨量 3 5 0 ~ s o o m m
,

蒸发 量是

降水量的七倍
。

水热条件调节不协调
,

北部地区风沙大
,

南部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因而该地

带顶极植被以真早生丛生禾草层片为主
,

并兼有真早生小半灌木层片
,

早生和早中生灌木层

片参加构成的典型草原
〔 “ ’ 。

长城以北还有大面积沙生植被类型
。

根据自然条件和植被组合的特点
,

可将本地带划分成两个亚地带
,

分述如下
:

( 1 )灌木草原亚地带
:

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
。

土壤属轻沪土
。

草场植被以典型草原上散

生一些早生草原 灌木或早中生灌木为主
。

本氏针茅
、

短花针茅 ( 5
.

b r e v if lo
r a G r i s e b

.

)

等地带性典型草原植物因农业开垦历史悠久而大面积分布已不多见
。

仅在黄土梁邵顶部
、

原

边
、

沟坡等高亢向阳的地境
_

L保持有小片的本氏针茅干草场
。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生态

条件的差异
,

致使本 氏针茅草场分化出若干不同的类群并多与农林用地插花分布
,

平均亩产

鲜草 1 62 k g ,

羊单位面积 15 亩
。

因草场分散
,

坡度陡峭
,

故畜群放牧以 山羊为主
。

本亚地带草场牧草营养价值高
,

但产草量偏低
,

应该有计划地对天然草场采取封育
、

补

播等改 良措施
,

并建造人工草场
,

以提高草地生产力
。

( 2 )沙化草原亚地带
:

主要分布在本地带长城沿线及其以北
。

土壤属淡栗钙土
。

气候 干

燥
,

风沙大
,

沙丘广布
。

因土壤基质松散而不稳定
,

所以地带性草原植被不能发育
,

从而形

成了沙生植被系列
〔 “ ’ ,

以沙篙 ( A r t e m is ia S p p
.

)为建群种的沙生半灌木草场植被最发达
,

分

布在沙丘和沙梁地
。

在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较高的盐碱地上
,

有盐爪爪 ( K “ l i d iu m S p p
.

)
、

友岌草 ( A c h n
at h e r u m s lP e n d e

sn )等耐盐碱的盐生草甸
,

在古河道
、

沙丘间洼 地 及 海 子

附近亦能见到小片的柳树和茂密的芦苇 ( P h r a g m i t a s e o m m : : n i s )
、

寸草 ( C a r e x s t e n o 匕

p奸 lla )
、

香蒲 ( T y p h a m i in m a
)等组成的草甸或沼泽植被

。

本亚地带草场面 积广阔
,

适宜

绵羊
、

山羊及各类大家畜放牧
。

但草场超载
,

退化严重
,

牧草产量低
,

品质劣
。

因而在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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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
,

必须贯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
,

积积改 良天然草场
,

在夏秋两季可采用封育和

补播优 良牧草的办法以更 新草场
。

此外
,

还应选择一些水分条件较好的弃耕地或沙湾地
,

建

立人工草场
,

以解决牲畜冬春饲草问题
。

1
.

3 荒漠草原地带

该地带主要分布在定边县西北部
,

面积约 9
,

巧万亩
,

属典型草原与荒漠之间的 过 渡 地

带
〔 ` ]

。

海拔 15 0 0米左右
,

地势开阔
,

空气干燥
、

寒冷
,

年降雨量3 00 一 35 o m m
,

大陆性气候

明显
,

植物早生化特征突出
。

土壤为棕钙土
,

并有盐渍土广泛分布
。

植被稀疏
,

群落结构简单
,

呈 现荒漠特征
。

以沙生针茅 ( S
,

g l ar
e
os a) 为代表的强早生丛生禾草层片与以猫头刺 ( O x

-y
r o p i s a e i p h y l l a )

、

草芸香 ( H a p l o p h y l l u m d a u r i e u m )
、

兔唇草( L a g o e h i l u s i l i e i f o l i u s
)

等强早 生小半灌木为主的建群层片
,

以及多根葱 ( A ill
u m p o ly r h i z u m )

、

阿氏旋花 ( C o n v 。 -

Iv u l u 、 。 r m a n n i i ) 等为代表的早生多年生杂类草层片共同构。 的 芳 潭
一

宣请
’

精、
、 _

、 、

( t A r et o iis
a fr i g i d a )

、

沙生针茅
、

猫头刺群系主要分布在本地带有限的黄土丘陵与小片原

区的壤质土上
。

盐碱湖滨的盐渍化土壤多分布盐爪爪群系
、

白刺 ( iN t r a r i a s o h o b e r i) 群系

非盐生植被
。

以油篙 ( A
.

ox
·

do
s i c

a) 群系为代表的沙生植被普遍分布于沙地上
〔 ’ J 。

本地带草场产草量高
,

一般鲜草产量 可达 3 7 5 k g / 亩
,

羊单位 面积 6
.

5亩
。

但 牧 草品质

差
,

利用率低
,

只适宜小畜和骆驼春秋放牧
。

珍贵的裘皮绵羊品种一一滩羊有很好的生态适

应性
,

本地带也是我国滩羊生产 的基地之一
。

2 草场利用改良问题

2
.

1 控制草场载畜量问题

根据陕北草场资源利用存在的间题
,

目前首要解决的是控制草场载畜量间题
。

这有两个

途径
; 一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草场载畜能力 和补饲条件
,

同时考虑放牧牲畜品种和畜

群周转因素
,

以草定畜
,

严格控制畜群规模
。

二是发展季节性的畜牧业
,

冷季保持最低数量

的畜群以减轻对冷季草场的压力
;
暖季让新生幼畜充分利用生长茂盛的牧草

,

发挥幼畜生长

迅速
、

日增重快的优势
,

快速转化为畜产品
,

待冷季来临时
,

按计复淘汰以提高牲畜出栏率

和商品率
,

当年获得畜产品
。

这样
,

不需要 大量的投资即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陕北冬春

漫长而干寒
,

畜草矛盾极为突出
,

且畜牧业以养羊为主
,

在草场大面积培育改 良尚有一定困

难的情况下
,

提倡发展季节性畜牧业尤其重要
。

2
.

2 草场更新改良问题

陕北地形复杂
,

草场分散
,

常年干旱少雨
,

通过农业技术措施对草场进行培育改良
,

无

论从改 良条件
、

技术手段以及经济效益方面看
,

都是局部的
。

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围建草库

仑
,

封育草场
。

据我们在渭北旱原丘陵沟壑区旬邑万亩人工草场上试验〔 5’ ,

封育两年的草场

植被较对照组牧草植株繁茂
,

草群覆盖度增加 80 %
,

牧草生长发育得到改善
,

每平方米章场

上植株数增加 l
,

2倍
,

草场生产力有明显提高
,

牧 草 品质得到改善
。

其中紫花首楷和披碱草

的产量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9 1
.

6%
, 1 60 %

,

杂类草减少 16
.

0 %
。

生产实践中
,

应根据具体情

况结合人工补播优 良牧草
,

挖除灌木和毒害草等措施
,

对退化严重的天然草场实施封育
,

计

划轮牧
,

促进草场的自然更新
。

2
.

3 农林木争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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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地退耕种草
,

建立丰产的人工草场
,

是改变靠天养畜
,

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有

效措施
。

然而
,

迫于人口的压力
,

陕北各地水热条件较好宜放牧的草地绝大部分已被群众开

垦种粮
,

因此
,

既要保证粮食生产
,

又要获得质优量多的饲草
,

两者兼顾并举的办法就是农

牧结合
,

改革耕作制度
,

提倡粮草轮作
。

用 i / 3 耕地面积种植多年生优良牧草 (尤 其 是 豆

科牧草 )
,

以促进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
,

解决农牧争地的矛盾
。

林牧矛盾
,

实质上是林草矛盾
。

主要是人们常担心牲畜 (尤其是 山羊 ) 放牧啃食幼树茎

皮枝叶
,

造林种草不在同一地块
,

林草分家或以林代草所致
。

其实
,

成林下牧草
,

可规定畜

种
、

限定时间
,

确定规模
,

轻度放牧利用
,

或者幼林期禁牧
八

,

秋伏打草
,

这样订出制度林草

兼营
,

既不影响林木生长
,

又能拓宽饲料来源
,

发展畜牧业生产
,

而且林草 结 合
,

保持 水

土
、

防风固沙的效果最佳
。

2
,

4 畜种结构问题

目前突出的间题是 山羊和绵羊比例不合适
,

如延安地区解放初是 3 : 1 ,

现在约为 6 : 1
。

这是由于 山羊耐粗何
,

并适应陡坡悬崖
,

觅食性强
。

又因草场退化
,

绵羊繁育 受 到 限 制
,

黑

山羊才得以迅速发展
。

草场退化迫使大量饲养山羊
,

养山羊又加剧 了草场退 化
,

这 个 恶 性

循环是畜牧业广种薄收的必然结果
。

但不能就此断言
;
陕北养羊业应由以山羊为主改为 以绵

羊为主的畜种结构
。

这主要是考虑到陕北灌丛草场较多
,

且地形复杂
,

适宜山羊放牧
。

以绵

羊为主不切实际
,

同时山羊绒又是国内外市场的紧俏商品
。

根据近年来生产中的反馈信息
,

我们认为
,

陕北养羊业还应以山羊为主
,

品种上可选择生产性能好
、

经济价值高的绒山羊
。

对于陕北南部草场经过清除小半灌木
、

补播优 良牧草
,

建立人工草场或半人工草场
,

北部风

沙干草原草场
、

荒漠草原草场应则以绵羊业为主
。

2
,

5 草场管护问题

开发章场资源
,

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卖践证明
,

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持续稳定地执

行政策
,

是制止滥牧
、

乱牧
,

保护草场资源
,

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前提
。

建议各地
、

县设

立草场管护检察机构
,

配备技术人员
,

负责执行 《 草原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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