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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草原区
!

种牧草生育规律及

物候期气象指标

史激光
#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内蒙古 锡林浩特

$!6$$$

$

摘要!为了解典型草原区天然牧草生长发育规律!根据锡林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多年牧草观测资料!运用统计学

原理"物候学方法对典型草原区克氏针茅#

!"#

$

%&'

(

)*

(

##

$"羊草#

+,

(

-./01#2,2/#/

$"糙隐子草#

3),#/"*

4

,2,/

/

5

.%''*/%

$

7

种牧草生育规律及物候期气象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7

种牧草生长季高度与盖度"产量变化趋

势一致!

"

月末牧草高度"盖度"产量同时达最高值%返青期在
8

月下旬至
4

月初!成熟期在
"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

抽穗期牧草生长速率最快!各物候期与
8$:;

日平均地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牧草生长发育有着自身的生物学

特性!生态环境的变化制约着牧草的生长发育规律%

关键词!物候&生长特性&克氏针茅&羊草&糙隐子草

中图分类号!

148

%

1"#!(#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6!9

#

!$##

$

#$<#"44<$8

"!

!

植物是草地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

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对草地资源不合理利

用!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失调!牧草生长发育受阻!有的

牧草甚至从草群中消失&野外调查与遥感数据分析

表明!锡林郭勒草原退化面积近
68=

!草地质量严重

下降'

#<!

(

&中国对短期天然牧草生长发育规律研究比

较多'

7<6

(

!对长期连续研究比较少'

><"

(

!而对典型草原

区长期定点观测研究的更少'

9<##

(

&因此!研究牧草的

生长发育规律及物候期气象指标!对恢复草原生态和

牧业生产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7

(

&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

试验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北部

锡林浩特地区!地处
87?$!@

"

88?4!@)

)

##4?#7@

"

##>?$6@3

!海拔
9"9(4;

的草原区域&该地区气候

类型为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
!(4A

!降

水量
!>7;;

!日照时数
7$!8(>B

!气候生长期

#$!

"

#8"C

&春季风大少雨!蒸发旺盛%夏季温暖!

雨热同季%秋季短促!气温骤降%冬季寒冷漫长&土

壤以风沙土为主!部分地区有栗钙土)棕钙土等&主

要植物种类有*克氏针茅#

!"#

$

%&'

(

)*

(

##

$)羊草

#

+,

(

-./01#2,2/#/

$)糙隐子草#

3),#/"*

4

,2,//

5

.%'6

'*/%

$)知母 #

72,-%''1,2%%/

$

1*8,)*#8,/

$)矮葱

#

7))#.-%2#/*

$

*8#.-

$)冷蒿#

7'",-#/#%

9

'#

4

#8%

$

等&在试验地选择克氏针茅)羊草)糙隐子草
7

种禾

本科牧草作为研究对象&

"(#

试验方法
!

在试验地选择具有代表典型草原

植被类型的地段!面积为
#$$$$;

! 作为观测场!并

设围栏保护&把观测场划分为
8

个观测区域

#

4$;D4$;

$作为
8

个重复!每年轮换一个区域!

每个观测区域又分为
8

个观测区!在观测区设物候)

测高)测产)测湿小区&按照中国气象局牧业气象规

范'

#8

(进行观测!每种牧草随机选择
#$

株!定标签进

行测定&返青期至黄枯期!每
!C

进行一次物候期

观测!每旬进行一次牧草生长高度#绝对高度$测定!

每月月末进行一次盖度)产量的测定&观测资料起

止时间分别为*克氏针茅
#9"7

年
8

月
5!$$9

年
#$

月%羊草
#9"#

年
8

月
5#997

年
#$

月%糙隐子草

#9"!

年
8

月
5!$$9

年
#$

月&

在观测物候期的同时观测
8$:;

地温!并运用

3E:F'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盖度采用目测法!在

测产区
#;

! 样方内!从牧草的上方与地面垂直目测

估计混合牧草的覆盖度!按十等分估计!一等记为

#$=

!

8

个重复&产量的测定采用收获干燥法!在所

观测的牧草返青!优势草生长高度
#

4:;

后!在测

产区
#;

! 样方内!留茬高度约
7:;

!全部刈割后称鲜

质量!

8

个重复!放入编好号的布袋中!将装好的布袋

"

收稿日期*

!$##<$!<#4

!!

接受日期*

!$##<$><!8

作者简介*史激光#

#96#<

$!男!内蒙古锡林浩特人!高级工程
师!本科!从事生态与牧业气象及大气边界层通量
监测工作&

3<;GH'

*

IBH!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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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通风处风干称干质量&物候期生长速率是指牧

草在某一物候期生长的绝对高度与物候期的比值&

#

!

结果与分析

#("

牧草的物候期"高度和生长速率
!

针茅)

糙隐子草发育期规律基本一致!羊草除返青期)分蘖

期)黄枯期与针茅)糙隐子草基本相同外!其他发育

期提前
#>

"

44C

#表
#

$&羊草)糙隐子草)针茅从返

青期到成熟期分别需
#!!

)

#!6

和
#8"C

&糙隐子草)

针茅)羊草生长高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生长高度达

最大值日期分别为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7#

日!高度最大值分别为
#8(9

)

7"(8

和
7$(#:;

!

"

月

下旬生长停止#图
#

$&

7

种牧草表现为+慢
5

快
5

慢,的植物基本生长规律#表
#

$&针茅)糙隐子草抽

穗期生长速率达最大值!分别为
$(7!7

和
$(#8!

:;

"

C

!此后针茅缓慢生长!直到种子成熟期生长停

止&糙隐子草达高值后生长速率变慢!开花期停止

生长&羊草开花期生长速率达最大值为
$(!9!

:;

"

C

!此后生长速率变慢!直到种子成熟后期生长

停止&由于物候期出现时间不同!

7

种牧草出现生

长速率最大值的时间也不同&

表
"

!

!

种牧草历年平均物候期与生长速率

牧草
返青期

日期#月
<

日$ 高度#

:;

$

分蘖期

日期#月
<

日$ 生长速率#

:;

"

C

$

抽穗期

日期#月
<

日$ 生长速率#

:;

"

C

$

针茅
!!

$8<#> !(> $4<$" $(!$# $"<$7

!

$(7!7

羊草
!!

$8<#" !(9 $4<$! $(!7" $6<#"

!

$(!>>

糙隐子草
$4<$! #(> $4<#4 $($>> $"<$>

!

$(#8!

牧草
开花期

日期#月
<

日$ 生长速率#

:;

"

C

$

成熟期

日期#月
<

日$ 生长速率#

:;

"

C

$

黄枯期

日期#月
<

日$ 生长速率#

:;

"

C

$

针茅
!!

$"<!7 $(#88 $9<#! $($9! #$<$7 5$(6$!

羊草
!!

$6<!" $(!9! $"<#" $($>7 #$<$7 5$(!7>

糙隐子草
$"<#4 5$($!9 $9<$4 5$($#$ $9<#" 5$(748

图
"

!

!

种牧草生长季历年平均生长高度曲线

#(#

牧草的盖度与产量
!

根据
#998

年
8

月
5

!$$9

年
#$

月资料分析!

7

种牧草生长季平均生长高

度与盖度)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高度每增加
#

:;

总产量增加
89(4J

K

"

B;

!

%盖度每增加
#=

总产

量增加
76("J

K

"

B;

!

#图
!

$&高度)盖度与产量相关

性较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
$(""8>

)

$(9468

!可通

过
$($$#

信度的显著性检验&高度)盖度)产量均在

"

月末达最大值!分别为
!>(!:;

)

7"=

)

#7!4(4

J

K

"

B;

!

&

#(!

牧草物候期的气象指标
!

根据历年观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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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图
#

!

生长季
!

种牧草平均高度"盖度和产量变化曲线

资料分析!针茅)羊草)糙隐子草物候期与
8$:;

日

平均地温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因此!将
8$:;

日平

均地温作为
7

种牧草物候期的气象指标&

!!

7

种牧草物候期的下限地温变化在
7(>

"

#"(6

A

#表
!

$&相关系数范围为
5$(98$

"

$(988

!在生

育期内相关关系也发生变化且相关性极显著&针

茅)糙隐子草在返青)分蘖期与
8$:;

地温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地温越高进入下一物候期越晚!地温的

升高抑制了牧草的积极生长!发育期延长&针茅)糙

隐子草抽穗)开花)成熟)黄枯期与
8$:;

地温呈负

相关关系!地温越高牧草进入下一物候期越早!地温

越低将会延长物候期&羊草从返青期到成熟期与

8$:;

地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温越高物候期延

长!进入下一物候期越晚!地温升高会抑制羊草的生

长发育&黄枯期与
8$:;

地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地温越高羊草黄枯期越早&

表
#

!

!

种牧草历年物候期与
$%&'

地温相关性

牧草

返青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分蘖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抽穗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针茅
!!

7(> $(696 !>

年
6($ $(988 #"

年
#4($ 5$("$! #"

年

羊草
!!

4($ $(">! #7

年
>(6 $(9!$ ##

年
#"(# $(>9$ 4

年

糙隐子草
6(7 $("69 !8

年
#$(8 $(9$6 !$

年
#9($ 5$(446

"

!$

年

牧草

开花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成熟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黄枯期

下限地温

#

A

$

相关系数

#

'

$

观测资料

年限

针茅
!!

#!($ 5$("6! #6

年
##($ 5$(>!7 #6

年
8(4 5$(9$> !>

年

羊草
!!

#"(6 $("#6 4

年
#"(8 $("86 4

年
6($ 5$(98$ #7

年

糙隐子草
#8(6 5$(6"! #>

年
##(4 5$("># #>

年
##(" 5$(>99 !8

年

!

注*表中相关系数标
"

号者表示可通过
$($#

显著性检验!未标者表示可通过
$($$#

显著性检验&

!

!

讨论与结论

一般
4

月下旬草群高度为
#$:;

左右!是解除

禁牧的适宜期&牧草的适宜打草时间应在花果期!

"

月中旬为适宜的打草期&青草期的长短直接影响牲

畜的抓膘时期!从而影响畜牧业的丰收&锡林浩特

地区青草期为
#69C

!可保证家畜在夏秋季获得较为

充足的采食抓膘时间!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基地&

资料分析表明!针茅在
!>

年的资料中!观测到

全物候期
#6

年%羊草
#997

年以后观测区内已达不

到观测要求的株数#

8$

株$!在
#7

年的观测资料中!

仅有
4

年观测到全物候期%糙隐子草在
!"

年的资料

中!

8

年未返青#

#9"7

)

#9""

)

#99#

)

#997

年$!观测到

全物候期
#>

年&牧草在生息过程中!不可能达到全

物候期!这一方面决定于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另一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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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受到生态环境的极大影响'

#4

(

!这主要是生态因子

#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地理因子)生物因子)人为因

子$的影响&究竟怎样的临界生态因子影响其正常

的生育周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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