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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豆科草坪植物三点金的坪用性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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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三点金与公认的抗性植物 5 年的单项坪用性状比较结果表明: 三点金具有较高的耐荫性、抗旱性、

抗寒性和耐践踏性。天然的草层超低性 (长年维持在 1. 5～ 2. 5 cm )可免除剪草护养工作。成坪前适当管理, 成坪后

基本不用管理, 管理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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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坪是人们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净化、美化环境及发展体育运动息息相关[1～ 4 ]。近几

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草坪业发展迅速, 对草种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

我国草坪草种大部分依赖进口, 不仅花费大量外汇,

而且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病虫害和不适应性问题, 甚

至成为恶性农田杂草[5～ 8 ] , 所以草坪草种的国产化

是目前草坪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国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 境内野生

草坪植物资源种类繁多, 数量丰富。目前, 我国仅对

中 华 结 缕 草 ( Z oy sia sin ica H ance )、沿 阶 草
(Op h iop og on bod in ieri lévl. ) 和冰 草 (A g ropy ron

crista tum (L. ) Gaertn. ) 等少数草坪草种进行了开

发利用[6 ] , 而且进口或国内研发的草坪草种大多数

为禾本科[9 ] , 豆科草坪草种甚为少见。

三点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 为豆

科山蚂蝗属多年生植物, 广布于我国热带、亚热带,

常见于沟坡, 呈小片状生长[10 ] , 具有天然的超低矮

性和强烈的匍匐性。但迄今为止尚无该植物的研发

报道, 为了使该草能尽快用于城市绿地建设, 1998～

2002 年对该草的部分坪用性状, 如抗逆性及迁移扩

散率等进行了详细观测, 并进行了区域性引种栽植

研究。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区自然概况

　　试验区位于深圳大学草坪试验站、体育场和龙

岗体育公园。三地海拔均为 18. 2 m , 年均气温 22. 1

℃, 最冷月和最热月年均气温分别为 14. 1 和 28. 2

℃。年均降水量 2 001. 1 mm , 主要集中于 5～ 9 月,

生 长 期 320 d。土 壤 为 红 壤 土, 土 壤 有 机 质

0. 91 gökg, 全氮 0. 054 gökg, 速效磷 14. 68 m gökg,

速效钾 68. 33 m gökg, pH 6. 1。

1. 2　试验设计

1997209 进行三点金抗逆性试验前的种植准备

工作。参试草坪材料共 6 份, 主材料为三点金。对照

材料为百喜草 (P asp a lum nota tum F ilugge)、匍枝翦

股颖 (A g rosits stolon if era L. )、中华结缕草、细叶结

缕 草 ( Z oy sia tenu if olio W illd ) 和 419 狗 牙 根
(Cy nod on d acty lon cv. T if ton 419)。种前翻地、打

碎、耙平即可。参试草种小区面积均为 100 m 2, 随机

排列。百喜草和中华结缕草用种子播种, 其他草采用

扦插, 种后至成坪期间仅进行浇水和清除杂草, 成坪

后不进行任何管理至试验前。待各草坪草种完全成

坪后分期分批进行下述试验。

1. 2. 1　耐荫性试验　设 50% 和 75% 滤光率遮荫处

理 (遮荫棚为钢筋骨架, 规格 2 m ×2 m ×1 m , 四周

及上部用不同滤光率的尼龙遮荫网覆盖) , 用耐荫性

表现优良的百喜草作对照。重复 3 次。5 点法取样,

各处理随机选取 20 株, 测定整株绿黄叶数量并计算

绿黄叶比均值[11 ]。时间为 1998204～ 09 (每次月中测

定)。

1. 2. 2　耐旱性试验　干旱棚[11 ]内试验的三点金和

对照植物细叶结缕草延续至地上叶基本脱落枯干为

止, 重复 3 次。5 点法取样, 每处理随机选取 20 株,

测定整株绿黄叶数量并计算绿黄叶比均值, 同时测

定土壤含水量[11 ]。时间为 1999204～ 06 (每次月中测

定)。试验结束 5～ 6 个月后, 拆除干旱棚并立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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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待新芽出齐后, 统计单位样方内死根和活根数,

计算恢复率[12 ] , 重复 3 次。

1. 2. 3　耐寒性试验　连续 4 年对生长在自然状态

下的三点金进行最冷月 (≤13 ℃)观测。取样小区面

积 100 m 2, 5 点法取样, 每处理随机选取 20 株, 测定

整株绿黄叶数量并计算绿黄叶比均值, 对照材料为

耐寒性极高的冷季型草匍枝翦股颖, 重复 3 次。时间

为每年 1 月初至 2 月 15 日, 每隔 15 d 测定 1 次。

1. 2. 4　耐践踏试验　采用 FR 2Ê 型模拟践踏器进

行践踏处理, 设中度 (践踏 50 次) 和重度 (践踏 80

次)两个级别。处理面积 2 m ×3 m , 以中华结缕草作

对照, 重复 3 次。观测生长恢复状况和叶片破损率,

叶片破损率按 0. 3 m 2 内叶片破裂数计算。叶片修复

时间按愈合后能行使光合功能, 即破损处愈合后恢

复为正常绿色为标准时间, 时间为 2000204。

1. 2. 5　扩散迁移试验　设 2 个调查圈, 一个是

1997 年深圳大学草坪站内引种栽培的三点金和 419

狗牙根。校草坪站面积 5 000 m 2, 站内有其他草种

25 种。观测三点金和 419 狗牙根在站内的侵染情

况, 时间为 2002203。另一个是以 419 狗牙根建成的

校体育场和龙岗体育公园及两者周边做区域试验的

三点金 (区域试验时间 1999205, 成坪面积分别为

4 000和6 000 m 2)。调查圈面积以成坪区为中心至

周围 5 km 内。按整个调查圈面积计算出现次数, 无

论出现 1 株还是 1 片, 该草出现率均记为 1 次或 1

处。时间为 2002204。

1. 2. 6　草层高度观测　1997～ 2001 年, 每年在 4,

8, 12 月中旬用学生尺测定自然草层高度 (植株生长

的最高部到垂直地面的距离) [12 ]。5 点法取样, 重复

15 次。

试验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耐荫性比较

　　不同的遮光率对两种草坪的影响不同 (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 在试验期间, 50% 的遮光率处理对

三点金的影响甚微, 叶片颜色和绿黄叶比与对照无

显著差异。随着遮光率增大 (75% ) , 草层下部开始泛

黄, 并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多, 50 d 后, 绿黄叶比锐

降。6 个月后, 地上部仍有部分叶片保持翠绿, 绿黄

叶比为 0. 38; 对照植物百喜草仅剩枝顶部少量叶

片, 绿黄叶比为 0. 17。该结果表明, 耐荫性公认较高

的百喜草耐荫能力仍不如三点金, 且处理间差异显

著 (P < 0. 05)。

表 1　遮光处理对三点金绿黄叶比的影响

T able 1　 Infuence of shade on green ingöw ithered leaves abou t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供试植物
P lan ts

50% 遮光率 50% shade rate 75% 遮光率 75% shade rate

4 月
A p r.

5 月
M ay

6 月
June

7 月
Ju ly

8 月
A ug.

9 月
Sep.

4 月
A p r.

5 月
M ay

6 月
June

7 月
Ju ly

8 月
A ug.

9 月
Sep.

三 点 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6. 67 a 6. 60 a 6. 50 a 6. 30 a 6. 10 a 5. 97 a 6. 64 a 4. 12 a 2. 32 b 1. 21 b 0. 85 c 0. 38 d

百喜草 (CK ) P asp a lum
nota tum F ilugge

7. 35 a 7. 32 a 7. 21 a 7. 00 a 6. 78 a 6. 14 a 7. 23 a 3. 85 b 2. 11 b 1. 00 c 0. 68 c 0. 17 d

　　注: 表中数据用 t 检验, 同列字母相同者差异不显著 (P > 0. 05)。下表同。

N o te: D ata tested by t on the tab le, sam e alphabet in sam e co lum n m eans P > 0. 05. T he fo llow ing tab les are the sam e.

表 2　干旱与复水处理对三点金绿黄叶比、土壤含水量及恢复率的影响

T able 2　 Influence of drough t and w ater recovering on green ingöw ithered leaves, so il w ater con ten t % and

recover ra te abou t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供试植物
P lan t

绿黄叶比
Green ingöw ithered leaves

土壤含水量ö%
So il w ater con ten t

30 d 60 d 90 d 30 d 60 d 90 d

复水后新芽
萌发时间öd

D ays fo r new
buds to
sp rou t

after w ater
regeneration

复水后
恢复率ö%

R ecover
rates

三 点 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6. 64 a 6. 63 a 0. 026 a 15 4. 5 0. 45 10 91

细叶结缕草
Z oy sia tenu if olioW illd

7. 75 a 7. 71 a 0. 027 a 14. 5 4. 3 0. 5 9 87

2. 2　耐旱性比较

试区三点金接受干旱棚处理 30 d 后, 与棚外三

点金和对照植物细叶结缕草相比, 生长状况良好, 土

壤含水量下降不大。由表 2 可见, 随时间推移, 60 d

后土壤含水量下降为 4. 5% , 三点金叶片萎蔫加重,

草层下部黄叶增多。90 d 后三点金叶片所剩无几,

绿黄叶比为 0. 026; 对照植物细叶结缕草与此相近,

其绿黄叶比为 0. 027。90 d 后两种植物的地上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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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全部脱落。半年后, 撤除干旱棚进行复水处理, 10

d 后三点金新芽长出, 与对照植物细叶结缕草萌发

时间及恢复率相近。该结果说明, 干旱时期三点金地

下部可长期忍耐缺水环境, 干旱棚条件下三点金地

上部可忍耐的缺水极限为 60 d 左右。

2. 3　耐寒性比较

深圳地区零上低温 (≤13 ℃) 约 45 d, 一般出现

在 1 月上旬至 2 月中旬, 其间冷热交替明显。一般说

来, 进入 10 月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草坪均进入枯黄

期, 大量浇水对其无用。从 1998 年起, 连续 4 年在最

冷月对三点金进行叶片颜色和绿黄叶比观测。结果

(表 3) 表明, 与冷季型草匍枝翦股颖相比, 三点金绿

黄叶比除 2001201215 稍低 (6. 23) 外, 其他年份零上

低温期间二者的绿黄叶比基本接近, 叶片均呈正常

绿色。同时对三点金与校草坪站内其他 25 种草坪草

的相同指标进行了比较观测, 结果发现除百喜草、匍

枝翦股颖及三点金外, 其余 23 种均为枯黄状态。三

点金耐寒性在零上低温期间可与冷季型草匍枝翦股

颖相媲美。分析表明, 处理年度间及草种间差异均不

显著。
表 3　零上低温 (≤13 ℃)对三点金绿黄叶比的影响

T able 3　 Influence of above zero temperatu re (≤13 ℃) on green ingöw ithered leaves abou t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供试植物
P lan t

1998 年
1988 year

1999 年
1999 year

2000 年
2000 year

2001 年
2001 year

01215 01230 02215 01215 01230 02215 01215 01230 02215 01215 01230 02215

三 点 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6. 67 a 6. 47 a 6. 77 a 6. 45 a 6. 41 a 6. 56 a 6. 69 a 6. 56 a 6. 64 a 6. 23 a 6. 56 a 6. 68 a

匍枝翦股颖
A g rosits stolon if era L. 7. 56 a 7. 50 a 7. 61 a 7. 45 a 7. 41 a 7. 52 a 7. 54 a 7. 47 a 7. 61 a 7. 76 a 7. 63 a 7. 75 a

2. 4　耐践踏性比较

由表 4 可知, 中度践踏对三点金生长影响较轻,

仅有 15% 的叶片破损率, 约 10 d 后损伤处基本愈

合, 绿色恢复。重度践踏对三点金的生长影响较重,

达 30% , 需 20 多天才能恢复原损伤处的正常光合

功能, 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 05) , 与耐践踏的对照

植物中华结缕草的践踏处理结果类似, 说明三点金

的耐践踏能力较高。
表 4　践踏处理对三点金叶片破损和叶片修复的影响

T able 4　 Influence of tread on leave breakage rate and resto rat ion abou t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供试植物
P lan t

中度践踏
50 tim es by treading

重度践踏
80 tim es by treading

叶片破损率ö%
L eaves breakage rate

叶片修复时间öd
Resto ration day

叶片破损率ö%
L eaves breakage rate

叶片修复时间öd
Resto ration day

三 点 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15 a 10 30 b 23

中华结缕草 Z oy sia sin ica
H ance

14 a 13 28 b 25

2. 5　扩散迁移比较

以试验站为中心进行的扩散迁移调查结果 (表

5) 表明, 连续 5 年未发现三点金出现在站内其他草

种种植区内。以校体育场为中心调查周边 5 km 范

围内三点金出现率, 结果仅在相邻之隔的校高尔夫

练习场发现 1 处出现三点金植株, 通过分析, 认为此

处散生的植株可能是当时体育场建坪时草种搬运遗

漏所致。在龙岗体育公园进行同样方式的调查未发

现三点金扩散迁移现象。但对照植物 419 狗牙根仅

在以校试验站和体育场为中心周边 5 km 范围内的

出现率就分别达 13 和 17 处。在龙岗体育公园周边

同样的调查发现, 419 狗牙根的出现率为菜地 8 处,

绿地 10 处, 农田 7 处, 总计达 25 处。因此, 从引种学

的角度看, 三点金成为恶性农田杂草的可能性较小,

引种的安全性较高。不过, 迁移扩散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 尚须进一步研究。
表 5　野生豆科草坪植物三点金自然扩散出现率

T able 5　N atural m igrat ion rate of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供试植物
P lan t

校草坪站
P lan t
sation

校体育场≤5 km
Stadium ≤5 km

龙岗体育公园≤5 km
Spo rt park ≤5 km (tim es)

练习场
D rill
range

农田
Farm land

绿地
Green

练习场
D rill
range

农田
Farm land

绿地
Green

三 点 金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0 1 0 0 0 0 0

419 狗 牙 根 Cy nod on
d acty lon cv. T if ton 419 13 10 3 4 10 7 8

6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1 卷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6　三点金草层高度

1997～ 2001 年, 连续 5 年对三点金草层高度进

行的观测结果表明, 1998 年该草的草层高度最低为

1. 5 cm , 1997 年最高为 2. 5 cm。5 年来维持在1. 5～

2. 5 cm。与野生环境生长的三点金草层高度年度间

相比无显著差异。

3　讨　论

3. 1　三点金的抗逆性

　　野生豆科植物三点金, 与公认的高抗旱性的细

叶结缕草、高耐荫性的百喜草、高耐践踏能力的中华

结缕草、强耐寒性的冷季型草匍枝剪股颖相比, 抗逆

性状有些超过上述草坪草, 有些性状与上述草坪草

相近, 这主要与三点金长期生长在野生环境有关。长

期生长在野生环境中的三点金受自然环境的长期选

择, 获得了较高的耐旱性、耐寒性、耐践踏能力及耐

荫性性状。如生长于林下荫地中的三点金叶片面积

成倍放大, 植物生理学认为这是一种生态响应[11 ] ,

它能在郁闭度较高的林地通过放大叶面积截取较多

阳光, 说明三点金具有自动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2001201215 绿黄叶比低于其他年份, 主要与当时气

温锐降有关 (01205～ 12 气温为 4 ℃) , 结果引起草

层下部少量叶片枯干及叶尖发黄。影响植物抗性的

研究报道很多[13 ] , 有些研究认为基因控制植物的抗

性, 另一些认为与后天环境转移有关, 即与获得性性

状关系密切。关于三点金的抗逆性由基因控制还是

与后天环境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3. 2　三点金的迁移和扩散

野生豆科植物三点金的自然迁移和扩散能力较

差, 这可能与该草直根系的繁殖特性有较大的关系。

这类植物主根入土深, 根冠较大, 所有在其上发出的

侧根所用养料受主根控制[4 ]。虽然在靠近地表的匍

匐茎茎节处也能产生幼根, 但这些幼根数量有限, 长

度也很短。因此, 这类植物主要靠有性繁殖, 但无性

繁植只有插枝法成活率可达 95% 以上, 而铺茎及块

植的成活率仅为 26% (未发表)。这说明, 随意放置

的茎节成活的机率较小, 这与匍匐茎的生长特性有

关。三点金数量不多的主干匍匐茎均是以母株根颈

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蔓延, 其茎节上所产生的次生匍

匐茎生长显然受到了能量分配的限制。因此, 只有从

母株根颈发出的少量主干匍匐茎才可形成少数再生

芽, 而次生匍匐茎很少产生再生芽, 因而降低了其迁

移和扩散能力。另外, 三点金扩散低可能与其种子的

硬度有关。据笔者测定, 其硬实率高达 82% , 如不进

行人工硬实处理, 发芽率很低, 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

了其迁移和扩散能力。三点金低扩散率也可能与种

子入土深度有关。笔者曾进行过三点金种子播种深

度与发芽率的关系研究, 结果观察到将种子撒播于

土壤表面而不覆土时其出苗率仅为 2% , 覆土 2 cm

的出苗率可达 62% , 这说明自然撒落的成熟种子若

无土壤覆盖则几乎不能出苗。

3. 3　三点金的草层高度

18 世纪初, 有人就提出不能用高草建立草坪的

理论[2～ 3 ], 原因是高草的潜伏芽位于地表, 这种植物

不能忍受频繁的修剪和机械的物理损伤。因此, 很久

以来人们就寻找研发矮型草种。矮型草种的好处是

根颈位于地表以下, 其上包裹着坚硬的保护鞘, 可避

免机械物理损伤。三点金 5 年来维持在 1. 5～ 2. 5

cm , 超低矮性从形态上看与其强烈的匍匐性有关,

但可能受遗传基因控制。此外, 1997 和 1998 年, 二

者草层高度差值达 1 cm , 这可能与试验地年度间肥

力供给差异有关, 具体机理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

究探索。

3. 4　三点金的管理

草坪的管理主要指浇水、施肥和频繁的修剪等

工作[2～ 4 ]。三点金除种植前平整土地外, 5 年来均在

自然条件下生长, 试验期间生长状态表现良好。原因

可能是三点金为豆科植物, 直根系上生长着较多的

有效根瘤菌, 可固定氮素, 因而不必施氮肥; 红壤土

磷和钾元素缺乏, 但多年生三点金直根系入土深且

根冠庞大, 从而扩大了吸收面积和体积, 可补偿磷和

钾元素之不足。珠江三角洲属于降水高发区, 三点金

直根系入土深, 可从土壤深处吸水, 根冠庞大有较多

的储水组织, 因此抗旱性高。在草坪养护费用中, 修

剪费用占整个费用的 50% 以上[3 ] , 草坪面积越大,

留茬越低, 修剪费用越高, 5 年来三点金草层高度一

直维持在 1. 5～ 2. 5 cm , 对城市绿地来说, 4～ 5 cm

是一个适宜的留茬高度[4 ]。三点金作为城市绿地草

种, 天然高度已属免剪草种类, 因此, 管理中可免去

剪草工作, 节省剪草费用。

4　结　论

1)野生豆科植物三点金是一种优良的草坪地被

植物。成坪前适当管理, 成坪后基本不用修剪及水肥

管理, 天然的草层超低性将免除大量的剪草工作, 节

省大量的养护费用, 可解决“种得起, 养不起”的管护

问题。

2) 野生豆科植物三点金具有较高的耐荫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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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性、抗寒性、耐践踏性和草层超低性, 其迁移扩散 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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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p relim inary repo rt of tu rf characterist ics of

uncu lt iva ted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M A Zong-ren1,YANG Cheng- sheng1, CHANG X iang-q ian 2, TANG Zh i-wan 1, HUANG Y i-x ing1

(1 Golf Colleg e, S henz heng U niversity , S henz hen 518060, Ch ina; 2 Golf C lub, S henz hen, Guang d ong 518060, Ch ina)

Abstract: Basic tu rf characterist ics of nat ive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w as repo rted. It w as

show ed that there w ere h igh shade2resistan t, h igh drough t2resistan t, h igh co ld2resistan t, h igh tramp le2
resistan t abou t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by tu rf comparison w ith h igh resistan t tu rf grasses fo r 5

years. N at ive super2sho rt 1. 5 - 2. 5 cm h igh per year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w ill relieve great

t rimm ing, and save great ly m ain tenance expen ses. P roper m anagem en t in advance, and lit t le m anagem en t

after tu rf estab lishm en t, thu s has very low er m anaging expen ses.

Key words: D esm od ium trif lorum (L. ) DC. ; resistan t; tu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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