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芨芨草考察再次在我国北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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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 (Trin), Nerski) 是多年生禾本科牧草。该草丛高浓密，产草量高，

枯枝宿存良好，芨芨草适应性强，耐盐、耐碱、耐寒、耐旱，根系发达。 它在青嫩时适口性及营养价值高，

是大家畜良好的饲料；芨芨草是农牧区编织日常用品的优质原料；芨芨草纤维适合制造优质纸张。然而芨

芨草在水土保持上的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应用。 

 

1 中国香根草网络及其对芨芨草的研究 
早在 1994年世界银行支持了我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该项目涉及到我国中西部山西、陕西、内蒙

古等多个省份，历时多年。1998 年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原世界银行官员，后来的国际香根草网络主席格雷

姆肖先生参加了考察，中国香根草网络协调员徐礼煜也应邀参加。他们重点考察了芨芨草等植物在黄土高

原地区水土保持上的作用（照片 1）。认为芨芨草是很好的水

土保持草本，对黄土高原地区控制水土流失能够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 

    后来在国际香根草网络的支持下 2000起开始了研究生课题，

专门探讨芨芨草的护坡功能。题目是“芨芨草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以及它在干旱寒冷地区控制土壤侵蚀的潜力”。该课题得到了

Wallace Genetic Foundation 赞助。 

 水土流失一直是影响我国北方山区农业生产及环境的主

要问题。为防治水土流失人们采取了诸多的工程措施，如修筑

梯田、塘坝、挖鱼鳞坑、修筑谷坊等等。这些措施就单纯防治

水土流失来讲固然有效，但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财力。相

比之下，生物措施投资少，见效快，它不仅能有效地控制水土

照片 1 世界银行考察芨芨草（1998,保德）        流失，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而利用生物措      

施保持水土倍受人们青睐。然而，在特定的水土流失区选择一种合适的水土保持植物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情，它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必须是所选品种应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且能适应种植

所在地区的环境。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 (Ttin), Nerski）植丛浓密，冠幅宽大，根系发达。

它不但有很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而且耐盐碱、耐干旱。绝大多数现存的芨芨草为天然生长，无须管理。在

人工收获（用于扎扫把）或火烧后生长更好。 

王库（2001）在对陕西、山西、内蒙、宁夏等省（区）进行野外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芨芨草对土壤物

理性质、土壤的抗冲性、抗蚀性、土壤的抗剪强度及土壤养分的影响, 并研究了芨芨草的耐盐性，阐明芨芨

草能明显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提高土壤的抗冲性、抗蚀性和抗剪强度, 并有一定的耐盐性
[1]
。较系统的研

究了芨芨草的水土保持特性, 为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控制，开发水土保持草种资源提供了一个

新的思路。根据芨芨草所分布地区的地形、地貌、及生态等特性将芨芨草分为三个生态类型区。即草甸生态

类型区、半荒漠生态类型区及沟谷陡坡生态类型区，并重点解剖了遭受严重侵蚀的沟谷生态类型，为芨芨草

的进一步研究、应用奠定了基础。 

 

2 近期对我国芨芨草的考察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芨芨草的生态特性，尽快将芨芨草应用到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中，为我国国民经济服务，

中国香根草网络与江苏天鹏蓝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对我国北方部地区芨芨草的生长情况进行了考察，从

2016年 8月 31日起至 9月 12日，历时 13天。之所以选择在这一时间段是为了在考察芨芨草的生态习性的同

时，了解芨芨草的开花结子情况，以便为芨芨草的繁殖试验做好准备（照片 2）。 

2.1 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芨芨草的护坡功能 

首先考察了山西大同地区芨芨草的护坡功能。与以前看到的相似，芨芨草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护坡功能十

分显著。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严重，芨芨草大多分布于侵蚀沟边缘较高部位，能够很好的固定边坡，

防止边坡进一步垮塌和冲刷，保护好农户房舍或院墙。芨芨草的地上部分可达 2m以上，其根部亦可达 2m或

更深（照片 3）。 



    

     
照片 2 现场研究芨芨草种子            照片 3 地上、地下部分分别达 2m以上      照片 4 向当地老乡了解芨芨草 

芨芨草在当地的主要用途就是扎扫把（照片 4），据说是因为它韧性好，轻而且不易断。这种扫把在黄土

高原以及我国西北地区十分普遍。在宁夏一把扫把可以卖 18元。但是农民对于芨芨草的水土保持功能并无太

多认识。 

芨芨草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多以丛分布。而且典型的

固坡效果多出现的较老的民居附近，可能与人类活动（如清

扫院子）以及生长缓慢有关。且都是自生自灭，从未听说有

人人工栽培。但不管怎样，芨芨草的护坡功能是一览无遗而

且毋庸置疑的（照片 5）。从照片 5可以看出芨芨草的护坡与

保护坡上房舍的作用。 

2.2 宁夏芨芨草的分布与生长情况 

在宁夏惠农，考察选择了从南到北、从黄河冲积平原到

贺兰山山麓、从低到高一条线。在平原地区，芨芨草大多分

布在沟渠及少数空地上，也有分布在老宅周围。在这些地方

照片 5 芨芨草的固坡作用十分明显                 芨芨草往往生长茂盛。一丛芨芨草的高度可达 210cm，直径

达 1m。在老宅周围芨芨草生长旺盛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土壤水分、养分条件较好。此外，在老宅

（而不是新宅）周围生长好有可能从侧面说明芨芨草生长周期较长，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长成大的草丛。 

随着海拔升高，芨芨草在石质半荒漠地区的长势随之减弱。这与海拔升高，坡地地形明显，土壤水分、

养分贫瘠有关。这里长年干旱, 深居西北内陆高原，属典型的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年降雨量在 200-300mm

左右,蒸发量却在 1000mm以上,且多发各种自然灾害。 

在此立地条件下，芨芨草生长不良，每丛高度只有 100cm，丛径 40-50cm。大多零星生长在石头间歇（照

片 6）。但也说明了芨芨草十分耐瘠。这也为芨芨草在贫瘠、干旱地区的利用提供了依据。在山坡上局部坡积

物较厚处芨芨草仍然有少量成片分布，长势较好。生长高度可以达到 150cm左右。 

此外，在距离山脚约 20km的平地上，发现有大面积芨芨草分布（照片 7）。并在排水沟两旁整齐分布。

老乡们都反映芨芨草常常生长在农作区与放牧区交界的地方，也就是说喜欢生长在牧区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

在粮食短缺时人们往往开垦芨芨草生长地改为农作。 

 2.3 内蒙古芨芨草的生长 

 考察所在的临河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河套平原腹部。地处北纬 40°34’～41°17’，东经 107°6’～

107°44’。隶巴彦淖尔市，为市府所在地。临河深处内陆，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其特点是：降

水量少、风大、气候干燥。 多年平均降水南部为 138.8mm，北部 156.2mm，蒸发量达 2236.7mm，蒸发量为降

水量的 16.1倍。根据伊万偌夫公式计算湿润系数为 O.12，属极干旱气候。在最湿润的 8月为半干旱气候类型。 

 



   
    照片 6 半荒漠地区石缝中生长的芨芨草（宁夏惠农）                    照片 7 平地上大片芨芨草与农作物毗邻     

然而，在另一方面，临河区位于黄河冲积平

原，海拔 1 029～1 045m，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微

度倾斜。冲积平原近黄河岸地带是河缓滩，宽窄

不一，一般在 150～5 000m，高出黄河水面 0 .5～

1m，地面平坦开阔。有些地段表层是细砂，灌溉

渠道与黄河故道也多沉积沙子，在长期风蚀作用

下，形成不少碟形洼地（俗称圪卜）和沙丘。流

动沙丘高度 2～20m之间，以目形沙丘居多。半固

定沙丘一般高 1～1.5m，与风蚀洼地相间分布，

固定沙丘低缓，呈波状起伏，多生长沙蓬、蒺藜

等耐旱植物。一般洼地面积 0.5～2km
2
，深 0.5～

1m，间有更大更深者。风蚀洼地，黄河故道遗留

下来的天然堤与古河间低地，废灌溉渠道等，积                     

照片 8 生长在内蒙古临河的“芨芨草王”                          水而成湖泊（俗称海子），因而构成平原多湖泊

的地貌景观。正因如此，该地区虽然降雨量很少，但土壤立地条件尤其是水分条件可能不一定很差。地下水

埋深：本市绝大部分在 150cm以下，占全市总土壤面积的 81.02％，其中>200cm的占 46.7％，<l50cm的占全

市总土壤面积的 18.98％。加上昼夜温差较大，日较差最大为 5月(16.9℃)，在作物生长季节的 4—9月，日

较差 13—16℃，有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所以，考察时在该地区发现了“芨芨草王”（照片 8）。一丛芨芨

草高达 3m，丛直径在 3-4m。芨芨草一般分布在较高沙丘和距离房舍不远的地方，多呈零星或小面积成片分布。

据当地老乡介绍，有的芨芨草丛可能已经生长了 50多年，现在仍然健康生长。他在十多岁时就看见该草丛，

现在 60多岁了，依然在此。 

 

3 芨芨草的繁殖 
   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芨芨草的种子结实特性从而加以人工繁殖。为芨芨草在固坡上的应用创造

条件。内蒙古老乡说芨芨草种子在白露后成熟（即今年 9月 7日），考察正在此前后进

行。当时有的种子已经成熟，呈暗棕色。有的尚在灌浆期间。总的说来，芨芨草种子很

轻、很小，呈纺锤形，长约 3mm，宽约 0.8mm（照片 9）。由于太小，千粒重仅仅为 0.77 

g
[2]
。因而采集起来有一定困难。且有些花穗里面似无发育成熟的种子。此外，在芨芨

草生长的地方，地表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种子堆积，直径约 3cm，中心为一动物空洞，可

能是蚂蚁取食所致。为花穗上发现的空壳种子提供了佐证。这就为芨芨草的繁殖增添了

不确定因素。而且芨芨草的发芽受到温度的限制，最佳温度在 25/15℃
[3]
。还要注意播

种深度应当≤1.5cm，并要保持土壤湿润十多天
[2]
。 

 为了进一步摸清芨芨草的繁殖方法，笔者分别在山西、宁夏和内蒙古选择了合作

伙伴，期望在当地采收种子，进行种植试验，取得经验以便推广。在种子繁殖成功以后

再用幼苗进行移植，因为老苗新陈代谢能力差，不适宜移植。 

 
照片 9 芨芨草花穗与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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