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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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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吉林省西
、

中
、

东 �个地区
，

选择有代表性的县�市�草场
，

进行了实地调查
，

掌握了不同地区

的自然气候
、

生态环境
、

主要牧草资源
，

以及资源的保存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

关健词 �
牧草资源�利用现状 �解决对策�吉林省

中圈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吉林省位于东北平原的中部
，

地处北纬叨
�

��
‘ 一��

�

��
’ ，

东经 ���
�

��
’ 一���

�

��
’ ，

东西长 �����
，

南

北宽 ��� ��，全省总面积 ��
�

�� 万 �时
。

吉林省的自然景观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

从东向西气候由湿润向

半干早过渡
，

地貌由山地逐渐过渡到平原
，

植被由森林逐渐过渡到草原‘’】。

吉林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
，

培育了丰富多采的生物资源
，

尤其是牧草资源更为繁多
。

调查和研

究这些牧草资源
，

对进一步开发利用牧草资源和为养殖业提供优良饲料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及其主要牧草资源

从自然气候
、

地形地貌和植被类型等环境因素划分
，

西部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半农半牧区
，

以农作

物及草地植被为主�中部属于松辽平原
，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

以农作物和人工牧草植被为主 �东

部山区
、

半山区
，

以森林植被为主
。

由于各生态区的环境差异
，

牧草资源也有明显区别
。

�
�

� 西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源

西部是指白城
、

松原所属县�市�
，

该地区西北部是低山丘陵
，

为禾草及杂类草草原植被 �中部及南部

为平原地带
，

为羊草
、

杂类草为主的草甸草原植被 �东南部黄土台地
，

为禾草及杂类草植被���
。

该地区常

见植物名录中共有植物 ��� 种
，

其中饲用植物 ��� 种��� 。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饲用植物中分布较广
、

数

量较大和质量较好的饲料资源
，
�����

一 �《�拓 年对大安市的姜家甸草场和通榆县三家子牛场的草场

进行了实地调查
，

结果如表 �
。

以上 �� 种牧草资源中
，

禾本科 �� 种
，

占��
�

��
，

豆科 �� 种
，

占��
�

��
，

二者合计占�����
，

这些

都是常见的牧草资源
。

从饲用价值分析
，

这 �� 种牧草资源中
，

优等 �� 种
，

占 �����
，

良等 �� 种
，

占

��
�

��
，

二者合计为 ��
�

��
，

充分说明这些主要牧草资源的饲用价值较高
，

利用潜力较大
。

�
�

� 中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源

中部平原地区是指长春
、

四平
、

辽源等所属县�市�
，

该区西北部尚有小块草场未被开垦
，

但多盐碱
、

低洼和退化
，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几乎见不到有价值的牧草资源
。

目前除紫花首楷和无芒雀麦有大面积人

工栽培外
，

其它牧草资源仍在野生状态下 自然生长和繁衍
。

主要牧草资源如表 �
。

中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源种类虽少
，

但多为栽培牧草
，

从饲用价值衡量
，

优等占���
，

良等占���
，

皆为品质优良的牧草
，

尤其是广为种植的紫花首楷
、

草木择
、

无芒雀麦和披碱草等
，

已有多年种植历

史
，

成为饲料生产中的重要牧草
，

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

，
�

� 东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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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牧草资源调查

衰 �

优良良良优优优优良下下中中良良良中良良优中良良良

斗科斗拼科科彭姗释蔡觅齿解百绷�孙萦

优良良良优良良优优优良良中中中优优中下中优优优中

科别 名称
禾本科 羊草

野古草
贝加尔针茅

大针茅

拂子茅

假苇拂子茅
牛鞭草

野大麦

星星草

朝鲜碱茅

冰草

小叶章
中华隐子草
糙隐子草

羊茅

草地早熟禾

硬质早熟禾

芦苇

璋毛

虎尾草

获
豆科 五脉山厘豆

兴安胡枝子

胡枝子

拉丁名

������山
���。 。 ‘ �

��侧记�脱如 九坛她�

�����
� �‘ 山。 “ �

���恤娜闷。 �
�。 汕，料梦山公 ��妙油�
����

��川山，无拟护‘ 亡��

���用四摊����仲朋众��
�月云几趾。 ���

诚， �������

�八屺
�

诚����如
“
如���

���
��如呷，。 自�

��召
，即” 勺� �山四，�

�烧” 。 她 画，“ ‘
州动

�头��‘侧尹爬� �厄肚彻‘ �
��匆

�
��

���
�‘讹� 训云加�

�八地 �映。 臼�
���甲彻州沙成

�
�

�伟叫护山
已� �

�
�

����世即� �翻协耐她���
�。认，认

�口山山 ，‘谬如�
�肠

�

刚。 ���彻喊而朋�
�伽五笋山叮成啊��。 ，���
���甲

�山��

如少众��

����如例云‘ ��

吉林省西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派
�

饲用价倒�科别 名称

豆科

菊科

针茎黄蔑

糙黄蔑

夏黄蔑

草木择

扁箱豆

山野豌豆

广布野豌豆

野大豆

小叶锦鸡儿

甘草

碱篙

紫苑
日本旋复花

苦菜

苦英菜

东北蒲公英

野韭

碱葱

碱蓬
盐地碱蓬

觅菜
野觅
马齿觅

萦草

拉丁名

�注，���日。 ‘ “ “奔。 �
��

�

灿止汕‘ 众。 �
��

�

��呷口四���

�����如。 �

二
�

凌。 �
�八蛇诫她 �“ 触威��
����她

一
���

��
�

�

���
��
�

��加�， �
��
�
�

�〔油叫即协二������如�
�����笋沽‘

�
���山。 。 �

��南��必， ‘�如�她，���
�

��
�

�‘ 口们记 。 �
�

�

�杭日硅伸�
�
�����

�俪后
��衡记。 肠 ���画�

��山����以山�
，幼���

�乳功，砚。 ����， ���铭�

��“�， 口面����

����
�止厂��七‘ �

��吧面砂山
“ �
��咧 �，�

����山雌������
�滩蒯

矛��入。 ，忍咧瓜�� ��

��
�。云浏自��

�八�‘以公
� �女���

�� ��

�乙血彻
‘��

�
�群认����众�� ��比

�

�

饲用价值

东部地区是指通化
、

白山
、

延边及吉林各市

州所属县�市�
，

本区从河谷低地
、

低山丘陵一直

延伸到中山和高山
，

地势变化较大
，

地形
、

地貌
、

土壤
、

气候均有明显差异
，

所以植物种类丰富
，

仅

饲用植物就有 ��� 多种
，

根据在龙井和敦化的现

场调查
，

分布较广
、

数量较大和饲用价值较高的

牧草资源如表 �
。

从表 �中看出
，

按饲用价值评定
，

优等 ��

种
，

占 ���
，

良等 �� 种
，

占 �����
，

二者合计占

��
�

��
，

说明这些牧草资源饲用价值较高
，

具有

较大的开发潜力
。

裹 � 吉林省中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源

科别 名 称 拉丁名 饲用价值

优优优优良良良优优良优良禾本科 无芒雀麦 �枷初 诚南 ����
，
�

老芒麦 ����
�

诙����� ��

湾鹅冠草 ����脚��� ，丽 。 ��妞。 ���。
�

北鹅冠草 ��
�

�

�，�

披碱草 ��勺爪。 �峨�����比��
扁穆冰草 �注脚

” 飞爪 。山如，�

野大麦 �衬那山�
���心�� �������

羊草 �肠” 四 认���。 ‘ �

紫花首精 ��如如
�以加� �

�

�

草木择 �板止肠时��
�。 。
硫���

野大豆 ��加���
�

咖�
苦英菜 ����币 山时��以‘

� 。�����

科科豆菊

衰 � 吉林省东部地区主要牧草资滚

优优优优优优优良优优良优优中中中中中中
科别
禾本科

饲用价 科别
豆科

菊科

莎草科

豆科

名称 拉丁名
无芒雀麦 �召阳�

�����

中华隐子草 �头‘ 翻娜。 � 。����。 ‘ �
画眉草 ����『朋石�间��
猫尾草 �凡�

�

俪
�翻，�二， 阮���

�

草地早熟禾 �八犯�膝����

早熟禾 �只

�
�

披碱草 ��诫如�
“ �峨����

野燕麦 ��，��孙二�
看麦娘 ��娜���

，�耐臼�

拂子茅 �侧画阴卿仍山 ��诊如�
羊草 ����

�“ “ �瓜。 。 ‘ �

野古草 �� 、 记止肚而 ��’���
小叶章 �压����她 口堵山 ‘

���她�

大叶章 ���止翻甲面亦��

草草 ��性彻铭切� ��帅记山 �
大油芒 �助记帅卿

。 �

诙沦。 �币��

斜茎茧蔑 ��” �电闷。 汕明乒���
野大豆 �����‘�� �

����

鸡眼草 �����
�
仍山

。
�

名称
五脉山厘豆

大山厘豆

兴安胡枝子
细叶胡枝子

胡枝子

扁蓄豆

大叶碗豆
歪头菜
广布野碗豆

山野碗豆

草木探

野火球

白三叶

大蓟

刺儿菜

翼果苔

尖嘴苔

宽叶苔

大穆苔

拉丁名
�伽勺心 �‘ 阅，����。
��

硬云即记红�

�肠甲
�
山

�压如�
��

��
�

��咖���诚
�
�

��
�

�必翻如��

�八祀���必心��毗��
����她 �

��“成，
一���公�

���山呀
遥‘
邵�

��
�

�

二
��
�

���

����

�从七止山忿。 �

四
�

诫�� �
�州网‘�� �即�

幼�
�

���哪
�。 �

�晓刃橱咧少���
�以��，�

���
�

够
‘，�

�乙叮
巴� ������呷

��

��肠动从” ℃���

��
�

诚。 ￡��‘��

��从似彻
刀�” ��

饲用价值

优良良优优优良良良优优良良良良良优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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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吉林省牧草资源及利用现状分析

吉林省在 ����一 ����年
，

结合全省草场资源调查
，

将草场上的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登记
，

重点是

饲用植物
，

全省累计为 ��� 多种
。

当前在生产上种植面积较大
、

利用较广和饲用价值较高的多年生牧草如表 �
。

表� 吉林省����年主要多年生牧草种植面积 万 卜�
�

首楷 羊草 碱茅 无芒雀麦 猫尾草 三叶草 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

�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
�规恤雌一部部部计

地一西中东合

注
�
表�数据由吉林省草原总站提供

由表 �看出
，

全省多年生牧草中羊草面积最大
，

其次为首楷
、

碱茅和猫尾草
。
�����年全省牧草种

植面积达 ��
�

�万 �时
，

其中西部地区占全省牧草总面积的��
�

��
。

在种植的牧草中
，

羊草累计保留面

积 ��
�

�万 �耐
，

占种草总面积 ��
�

��
，

首楷面积 �
�

�万 �耐
，

占 巧
�

��
，

猫尾草仅为延边州种植
。

� 吉林省牧草资源收集
、

保存
、

利用及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牧草资源十分丰富
，

尤其是西部的松嫩草原和东部的长白山及其附近山区
、

半山区
，

生长

着具有不同生理
、

生化和遗传特性的牧草
，

是今后生态环境建设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牧草新品种繁育

的天然基因库
，

是十分宝贵的生物资源
。

但从长远发展战略思考
，

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
�

� 缺乏全面的牧草资源调查

吉林省牧草资源的调查和收集工作
，

仅在 ����一 ����年结合草场资源普查时
，

调查了各地的牧

草资源
，

但因当时普查人员的专业知识
、

实践经验和时间紧等原因
，

对农区
、

林区和湿地基本上未调

查
。

近 �� 多年来
，

由于畜牧饲养业的迅速发展
，

草食家畜饲养头数直线上升
，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草场退化
，

使一些优良牧草资源丧失殆尽
。

�
�

� 牧草资源保存分散
，

缺乏长远规划

吉林省的牧草资源省内无主管部门
，

有牧草研究任务的几家科研院所
，

也未承担牧草资源的保存

任务
。

各单位根据自己的研究项 目
，

有选择的保存部分资源
。

这些研究单位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是向

国家申报研究项 目
，

经费随研究项目及其任务确定
，

而多数项目一般为 �一 �年
，

当项 目通过验收鉴定

后
，

经费也随之终止
，

已有的牧草资源即不再保存
，

更谈不上长远规划
。

�
�

� 牧草资源的利用不够广泛
，

未充分发挥作用

吉林省牧草资源的利用大致分两个方面
，

一是科研院所根据研究项目或教学的需要
，

有针对性的

选择部分牧草资源加以利用
。

如进行首楷新品种选育时
，

只选择首楷属的不同种
、

变种或品种
，

进行

杂交或筛选
，

而对其他牧草资源则很少问津
。

院校为了培养研究生或教学实习
，

选择所需要的牧草资

源进行种植
，

当研究论文完成后
，

即不再继续进行研究
。

所以对大量的牧草资源
，

尚无单位进行系统

研究
、

鉴定和评价
。

二是生产单位和市
、

县草原饲料站
，

为了筛选出适于本地区种植的牧草
，

也从外地

引进一些牧草资源
，

进行试种观察
，

从中选出高产优质和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草种
，

应用于生产
，

但对

当地的牧草资源则很少利用
，

使有些优良牧草资源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中未得到充分利用
。

� 解决对策

�
�

， 确定牧草资源的主管部门和保存单位

牧草资源的收集
、

保存和利用
，

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
，

这项工作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际间牧

草种子市场剧烈的竞争
，

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

借鉴外省经验
，

建议吉林省牧业管理局下属的吉林省草原总站作为该项工作的领导部门
，

负责全

省的牧草资源工作
。

牧草资源的保存
，

建议放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科学分院草地研究所
，

该所已

确定为全国畜禽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中心的 �� 个协作组成员之一
，

承担东北地区牧草资源所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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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牧草资源调查

的有关任务‘��。 如也能确定为吉林省牧草资源保存中心
，

可使东北地区的牧草资源工作与吉林省的相

关工作紧密结合
，

可以相互促进
。

�
�

� 培训专业队伍
，

实施牧草资源第二次调查

近年来
，

不论西部草原或东部山地
，

植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多数是走向逆向演替
，

牧草资源不断

减少
，

甚至个别资源濒临灭绝
。

但在封原育草和封山育林的地方
，

不仅植被保留完好
，

很可能有过去未

发现的资源
，

所以再一次进行调查很有必要
。

建议在省草原总站的领导下
，

以每个市�州�为一组
，

由

各县草原饲料站派专人参加
，

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后
，

按照统一调查方案分别进行
，

争取在 �一 �年内全

面完成本地区牧草资源调查
。

�
�

� 建立牧草资源种子库及牧草资源圃
，

按照科学方法保存

本省可建一座牧草资源短期库
，

种子保存年限为 �一 �年
，

根据不同类别种子特性
，

每隔 �一 �年

进行一次种子活力检测
，

当发芽率低于 ���时
，

即进行扩繁
。

牧草繁殖圃应有充足的水源作保证
。

上

述工作要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操作
，

并按技术操作规程
，

建立科学的保存秩序
。

��� 采用微机管理与国家牧草资源数据库联网

牧草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

目的在于研究和利用
，

还要不断从国内外引人新的资源
，

同时还要对外

交换牧草资源
，

这些数量巨大的工作
，

必须采用微机管理
，

同时应与国家牧草资源数据库联网
，

健全信

息网络系统化
，

才能更好地研究与利用这些宝贵资源
，

培育出不同特性的优良新品种
，

为农牧业生产

和生态环境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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