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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资源研究

陈　 威ꎬ王　 超ꎬ潘成南ꎬ吴星月ꎬ阎　 平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　 要:为了解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资源ꎬ调查研究了该区域野生饲用植物的科属组成及其生

活型和生态型特点ꎬ并对其适口性和营养价值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表明:该区共有野生饲用植物 ３４ 科 １４５ 属 ２１４ 种ꎬ
优势科有禾本科(３８ 属 ７１ 种)、藜科(１８ 属 ２２ 种)、菊科(１５ 属 ２１ 种)、豆科(１４ 属 １９ 种)、苋科(８ 属 １１ 种)、十字

花科(８ 属 １０ 种)ꎻ生活型植物以草本植物(１~ ２ 年生 １２４ 种ꎬ多年生 ６２ 种)为主ꎬ占 ８６.９２％ꎬ木本植物有 ２８ 种ꎬ占
１３.０８％ꎻ生态型植物以中生为主(１８３ 种)ꎮ 依据适口性可将该区野生饲用植物划分为优、良、中、低 ４ 个等级ꎬ其中

优等 ９５ 种、良等 ７７ 种、中等 ３６ 种、低等 ６ 种ꎮ 营养成分丰富且适口性较好的饲用植物主要集中在禾本科(２１ 种)、
豆科(１７ 种)和藜科(１３ 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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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７２５.８８ 万 ｈｍ２ꎬ占全疆总面积的 ３４.３４％ꎬ主要分布

在天山、阿勒泰山、昆仑山山地及准噶尔盆地和塔

里木盆地边缘ꎮ 天然草地是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

发展的物质基础ꎬ也是新疆自然生态坏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但长期以来ꎬ干旱、过度放牧、盲目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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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等自然和人为因素严重影响了畜牧业再

生产ꎬ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１]ꎮ 合理利用草地资

源、保护草原生态系统是畜牧业的必行之路ꎮ 因

此ꎬ充分挖掘野生饲用植物资源ꎬ扩大家畜日粮饲

草组分、满足其营养需求ꎬ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现

实意义[２]ꎮ
本研究通过对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进行野外

考察、标本采集和鉴定ꎬ确定了该区域野生饲用植

物种类[３]ꎬ并分析研究了该区域野生饲用植物科属

组成特点、生活型及生态型、饲用植物适口性及营

养价值ꎬ以期为该区域饲用植物资源分类和进一步

开发利用及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理

论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８３° ~ ８９°Ｅꎬ４２° ~ ４５°Ｎ)
位于天山以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南ꎬ东起乌鲁

木齐市ꎬ西至乌苏市ꎬ北至克拉玛依市ꎬ是新疆经济

发展最著名的金三角区域[４](图 １)ꎮ 该区属温带大

陆性气候ꎬ年降水量 １５０ ~ ２５０ ｍｍꎬ年均气温 ５ ~
７.５℃ꎮ 天然草场沿天山北坡呈带状分布ꎬ牧草资源

极为丰富ꎮ

图 １　 准噶尔盆地南部地区行政区划与地形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１.２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对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进行

系统全面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ꎬ沿乡镇道路使用

“∧”字形或“Ｍ”字形样线法进行探查ꎬ直至不再出

现新植物时折返ꎬ记录生境、海拔、经纬度等信息ꎮ
将采集植物制作成标本ꎬ依据«中国植物志» [５]、«新

疆植物志»(１~６ 卷) [６]等植物鉴定工具书籍对标本

进行准确鉴定ꎬ并结合标本馆内该地区历年标本ꎬ
整理出该区域植物名录ꎮ
１.３　 饲用植物种类、生活型与生态型特点及其营养

成分分析

　 　 根据实地考察及走访结果ꎬ并利用«中国饲用

植物志»(１~４ 卷) [７]、«中国饲用植物» [８]、«新疆主

要饲用植物志» [９]对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植物进行

筛选ꎬ确定该区域的野生饲用植物的科属组成ꎮ 同

时ꎬ借助«中国植被» [１０] 确定该区域饲用植物的生

活型及生态型特点ꎬ再根据«中国饲用植物»对该区

域野生饲用植物按适口性及营养价值进行等级划

分ꎬ分为优、良、中和低 ４ 个等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种类

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共 ３４
科 １４５ 属 ２１４ 种ꎬ从科的属级水平上来看ꎬ该区域大

科(≥４ 属)依次为禾本科、藜科、菊科、豆科、苋科、
十字花科、蔷薇科、唇形科ꎻ而从种级水平来看ꎬ该
区域大科(>５ 种)依次为禾本科、藜科、菊科、豆科、
苋科、十字花科、蔷薇科ꎮ 这表明该区科的属种结

构上高度重合ꎬ详见表 １ꎮ
２.２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生活型及

生态型特点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的生活型

大致可划分为 ３ 类ꎬ即多年生草本、１ ~ ２ 年生草本、
木本ꎮ 根据生活型ꎬ草本植物有 １８６ 种ꎬ占该区域饲

用植物总种数的 ８６.９２％ꎬ其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占

５７.９５％ꎬ１~２ 年生草本植物占 ２８.９７％ꎬ木本植物占

１３.０８％ꎮ 由此看出ꎬ该区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ꎬ植
被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ꎬ草本植物中又以多年生草

本植物为主ꎮ 根据水分因子可将该区野生饲用植

物生态型划分为 ３ 类:旱生(１７ 种)、中生(１８３ 种)
和湿生(１４ 种)ꎬ分别占该区植物总种数的７.９４％、
８５.５２％和 ６.５４％ꎮ 表明该植物区系中中生植物占

绝对优势ꎬ详见表 ２ꎮ
２.３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饲用等级

分析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适口性等级

见图 ２ꎬ野生饲用植物主要科及饲用等级构成见图 ３ꎮ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该区域特色牧草资源营

养成分进行分析ꎬ依据饲用植物可供饲用部分粗蛋

白、粗脂肪、粗纤维的含量ꎬ将其分为 ４ 等:粗蛋白≥
１５.０％、粗脂肪≥２.０％、粗纤维≤３０.０％为优等ꎻ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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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科属组成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Ｇｅｎｕｓ

占总属数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 ％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Ｇｅｎｕｓ

占总属数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 ％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３８ ２６.２１ ７１ ３３.１８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８ １２.４１ ２２ １０.２８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５ １０.３４ ２１ ９.８０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４ ９.６６ １９ ８.８８ 麻黄科

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８ ５.５２ １１ ５.１１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 ５.５２ １０ ４.６７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６ ４.１２ ８ ３.７４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４ ２.７６ ４ １.８７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０７ ７ ３.２７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０７ ５ ２.３４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０７ ４ １.８７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３８ ３ １.４０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３８ ２ ０.９３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４ １.８７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２ ０.９３ 水麦冬科

Ｊｕｎｃ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２ ０.９３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２ ０.９３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９ １ ０.４７

表 ２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生活型及生态型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植物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类型
Ｔｙｐｅ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 ％
Ｒａｔｉｏ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１~２ 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６２ ２８.９７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１２４ ５７.９５
木本(灌木和半灌木)

Ｌｉｇｎ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ｈａｌｆ￣ｓｈｒｕｂ) ２８ １３.０８

生态型
Ｅｃｏｔｙｐｅ

旱生 Ｘ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７ ７.９４
中生 Ｍｅｓｏｐｈｙｔｅ １８３ ８５.５２
湿生 Ｈｙｇ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４ ６.５４

≤粗蛋白<１５.０％、１.５％≤粗脂肪<２.０％、３０.０％<粗
纤维≤３５.０％为良等:５.０％≤粗蛋白<１０.０％、１.０％
≤粗脂肪<１.５％、３５.０％<粗纤维 ４０.０％为中等ꎻ粗蛋

白<５.０％、粗脂肪<１.０％、粗纤维>４０.０％为低等[１１]ꎮ

　 　 注:“种数”柱子上的数字代表各等级饲用植物数量ꎻ“比
例”柱子上的数字代表各等级所占百分比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ｌｕｍ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ｃｏｌｕｍ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ｅｖｅｌ.
图 ２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适口性等级

Ｆｉｇ.２　 Ｐａ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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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主要科及饲用等级构成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由图 ２ 可知ꎬ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

物物种主要集中在优等牧草(９５ 种)和良等牧草(７７
种)、中等牧草(３６ 种)中ꎬ共 ２０８ 种ꎬ占该区域饲用

植物种类的 ９７. ２％:而低等饲用植物仅 ６ 种ꎬ占

２.８％ꎮ 说明该区域牧草优、良、中等牧草占主导地

位ꎬ低等饲用植物较少ꎮ 牧草适口性好ꎬ粗蛋白和

粗脂肪含量高ꎬ粗纤维含量低ꎮ
由图 ３ 可知ꎬ在主要的 １０ 个科(种数≥５)中ꎬ

优等牧草主要分布在禾本科(２１ 种)、豆科(１７ 种)、
藜科(１３ 种)、苋科(８ 种)、菊科(６ 种)中ꎬ这 ５ 科优

等牧草共 ６５ 种ꎬ占该区域优等牧草总数(９５ 种)的
６８.４２％ꎬ说明以上 ５ 个科是该区优等牧草的主要来

源ꎻ良等牧草主要分布在禾本科(２４ 种)、菊科(１２
种)、藜科(６ 种)、蔷薇科(６ 种)、十字花科(５ 种)
中ꎬ这 ５ 科良等牧草共 ５３ 种ꎬ占该区域良等牧草总

数(７７ 种)的 ６８.８３％ꎬ说明以上 ５ 科是该区域良等

牧草分布集中的科ꎻ中等牧草仅集中分布在禾本

科ꎬ共 ２５ 种ꎬ占该区域中等牧草(３６ 种)的 ６９.４４％ꎻ
该区低等牧草很少ꎬ仅 ４ 种ꎬ分别是小香蒲(Ｔｙｐｈ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Ｆｕｎｃｋ ｅｘ Ｈｏｐｐｅ)、打碗花(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Ｒｏｘｂ.)、刺旋花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ｔｒａｇａｃ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Ｔｕｒｃｚ.)和马蔺(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 Ｐａｌｌ.)ꎮ

通过分析这 １０ 个主要科的情况发现ꎬ禾本科中

适口性优等、良等和中等的牧草分别为 ２１ 种、２４ 种

和 ２５ 种ꎬ分别占禾本科总数的 ２９.５８％、３３.８０％和

３５.２１％ꎮ 低等牧草仅 １ 种ꎬ为假苇拂子茅ꎬ其幼嫩

时至抽穗期粗蛋白质含量可达 １０％左右ꎬ为牛羊喜

食ꎻ但生长后期茎叶变粗硬ꎬ家畜除非饥饿缺草ꎬ几
乎不采食ꎻ抽穗开花以后晒制的干草带大量具长柔

毛的穗子ꎬ家畜食用后易患上毛球病ꎬ饲喂时应注

意ꎮ 藜科中适口性优等的牧草 １３ 种、良等 ６ 种、中
等 ３ 种ꎬ 分别占藜科总数的 ５９.０９％、 ２７. ２７％ 和

１３.６４％ꎻ无低等牧草ꎮ 菊科中适口性优等的牧草 ６
种、良等 １２ 种、 中等 ３ 种ꎬ 分别占菊科总数的

２８.５７％、５７.１４％和 １４.２９％ꎬ无低等牧草ꎮ 豆科中适

口性优等 １７ 种、良等 １ 种、低等 １ 种ꎬ分别占豆科总

数的 ８９.４７％、５.２６％和 ５.２６％ꎻ无中等牧草ꎮ 苋科中

适口性优等的牧草 ８ 种、良等 ３ 种ꎬ分别占豆科总数

的 ７２.７３％和 ２７.２７％ꎻ没有中等和低等牧草ꎮ 十字

花科含优等牧草 ３ 种、良等 ５ 种、中等 ２ 种ꎬ分别占

十字花科总数的 ３０％、５０％和 ２０％ꎻ无低等牧草ꎮ
综上可知ꎬ适口性最好的科为禾本科和豆科ꎮ

禾本科在该区所含饲用植物最多ꎬ优等和良等饲用

植物占其总数的 ６３.３８％ꎮ 豆科优等和良等饲用植

物占其总数 ９４.７４％ꎮ 禾本科和豆科的牧草植物多

为家畜喜食ꎬ牧草品质以优等和良等居多ꎬ饲用价

值高ꎮ 适口性其次为藜科、苋科、菊科和十字花科ꎬ
其中藜科和苋科植物大多分布在荒漠草原或戈壁ꎬ
并且耐旱耐盐碱ꎻ菊科中蒿属植物(７ 种)占该科总

种数的 ３３.３％ꎬ是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绵羊、马、骆驼

的主要饲用植物ꎬ在局部地区蒿属植物是优势种和

建群种ꎻ十字花科植物多为早春植物ꎬ是积雪融化

后宝贵的牧草ꎮ
２.４　 优等饲用植物的营养成分分析

通过对该区饲用植物营养成分分析ꎬ禾本科粗

蛋白≥１５％且粗脂肪≥２％的饲用植物集中于 １６ 个

属ꎬ其中赖草属植物耐盐碱ꎬ生态适应性强ꎬ夏季适

口性降低ꎬ秋季后有所提高ꎬ可作为牲畜的抓膘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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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ꎻ画眉草属植物叶片多且柔嫩ꎬ适口性良好ꎬ从化

学组成来看ꎬ其在抽穗与开花期含有较多的粗蛋白

质ꎬ几乎可与豆科植物媲美ꎻ针茅属植物春季萌发

和秋季再生的嫩叶适口性良好ꎬ在营养生长期粗蛋

白含量较高ꎻ雀麦属植物叶多茎少ꎬ营养价值高ꎬ适
口性良好ꎬ各种家畜均喜食ꎬ其根茎发达ꎬ再生性

强ꎬ耐践踏ꎬ利用率高ꎮ 豆科粗蛋白≥１５％且粗脂肪

≥２％的饲用植物集中于 １３ 个属ꎬ其中苜蓿属植物

适应性广ꎬ虽喜温暖湿润ꎬ但也耐旱ꎬ抗寒性较强ꎬ
能耐低于－３０℃的严寒ꎬ根系发达ꎬ产量高ꎬ再生能

力强ꎬ叶片比茎粗蛋白含量高 １.０~ １.５ 倍ꎬ粗纤维含

量比茎少 ５０％ꎬ因此ꎬ越是幼嫩ꎬ叶片越多ꎬ营养价

值越高ꎻ苦豆子属和苦马豆属植物虽然营养成分很

高ꎬ但枝叶中因含球豆碱等生物碱ꎬ有一定的毒性ꎬ
在其生长发育期牲畜不吃ꎬ经秋霜及干枯后ꎬ其生

物碱含量减弱ꎬ是冬季饲草缺乏时的重要补充ꎮ 藜

科粗蛋白≥１５％且粗脂肪≥２％的饲用植物集中于 ７
个属ꎬ其中藜属植物分布非常广泛ꎬ其质地鲜嫩柔

软ꎬ富含水分ꎬ易消化ꎬ营养丰富ꎻ猪毛菜属植物适

应性、再生性及抗逆性强ꎬ耐旱耐盐碱ꎬ幼枝叶嫩ꎬ
质地柔软ꎬ稍带咸味ꎬ粗蛋白质含量较高ꎬ灰分和钙

也丰富ꎮ 苋科粗蛋白≥１５％且粗脂肪≥２％的饲用

植物集中于 ４ 个属ꎬ其中苋属植物营养成分与豆科

植物相似ꎬ维生素 Ｃ 含量也很高ꎬ茎叶柔软ꎻ地肤属

植物生态适应性强ꎬ株丛高大ꎬ枝叶繁多ꎬ产草量

大ꎬ营养价值高ꎬ适口性好ꎬ易消化ꎮ 菊科粗蛋白≥
１５％且粗脂肪≥２％的饲用植物集中于 ４ 个属ꎬ其中

蒿属植物是低山荒漠草原优势种和建群种ꎬ耐旱性

很强ꎬ种子量大ꎬ萌发期早ꎬ地上部分均可食ꎬ粗蛋

白在生长期和分枝期最高ꎬ家畜喜食ꎬ在花期植株

具有较浓气味ꎬ可食性下降ꎻ 菊苣属植物莲座叶丛

富含粗蛋白质ꎬ无氮浸出物和灰分含量也较高ꎬ粗
纤维含量较低ꎬ适口性好ꎮ 十字花科粗蛋白≥１５％
且粗脂肪≥２％的饲用植物集中于 ４ 个属ꎬ其中荠属

植物全草质地鲜嫩柔软ꎬ无特殊气味ꎬ富含水分ꎬ营
养价值较高ꎻ独行菜属植物春季草质柔软鲜嫩ꎬ夏
季变得粗糙ꎬ且具有辛辣味ꎮ 在其他科中ꎬ百合科

葱属、马齿苋科马齿苋属、莎草科苔草属等粗蛋白

和粗脂肪含量也很高ꎮ
在 ９５ 种优等饲用植物中ꎬ选取适口性良好且普

遍分布各优势科有代表性的优等饲用牧草 １９ 种ꎬ分
别为 禾 本 科 的 羊 草 (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Ｔｒｉｎ.)
Ｔｚｖｅｌ.)、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Ｔｚｖｅｌ.)、小
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Ｈｏｓｔ)、针茅(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
Ｌ.)和无芒雀麦(Ｂｒｏｍｕｓ ｉｎｅｒｍｉｓ Ｌａｙｓｓ.)ꎻ豆科的紫花

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天蓝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ｌｕｐｕ￣
ｌｉｎａ Ｌ.)、白花草木樨(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Ｄｅｓｒ.)、苦豆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Ｌ.) 和苦马豆 (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ｈｙｓａ
ｓａｌｓｕｌａ (Ｐａｌｌ.) ＤＣ.)ꎻ藜科的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和猪毛菜(Ｋａｌｉ ｃｏｌｌｉｎｕｍ (Ｐａｌｌ.) Ａｋｈａｎｉ ＆ Ｒｏａｌ￣
ｓｏｎ)ꎻ苋科的地肤(Ｂａｓ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Ｌ.) Ａ.Ｊ.Ｓｃｏｔｔ)和
反枝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ꎻ菊科的菊苣(Ｃｉ￣
ｃｈｏｒｉｕｍ ｉｎｔｙｂｕｓ Ｌ.)和冷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ｆｒｉｇｉｄａ Ｗｉｌｌｄ.)ꎻ
十字花科的荠(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Ｌ. Ｍｅｄｉｃ.)和

抱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ꎬ其营养成分

详见表 ３ꎮ

３　 结论与讨论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野生饲用植物 ３４ 科 １４５
属 ２１４ 种ꎬ优势料有禾本科(３８ 属 ７１ 种)、藜科(１８
属 ２２ 种)、菊科(１５ 属 ２１ 种)、豆科(１４ 属 １９ 种)、
苋科(８ 属 １１ 种)、十字花科(８ 属 １０ 种)ꎮ 从生活

型分析ꎬ该区域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ꎬ这与该区

域地处低山草原与荒漠草原的过渡区相适应ꎻ从生

态型分析ꎬ中生植物占主导地位ꎬ与该区域平均海

拔较高、太阳辐射强、温差大有关ꎬ是植物与自然环

境长期适应的结果ꎬ而湿生植物多生长在沼泽草甸

类生境中ꎬ同时该区域有少量旱生植物分布ꎬ与其

气候干旱、降水量少有直接联系ꎮ 从适口性分析ꎬ
优等牧草有 ９５ 种ꎬ良等牧草有 ７７ 种ꎬ中等牧草有

３６ 种ꎬ低等牧草仅 ６ 种ꎮ 营养成分丰富且适口性较

好的饲用植物主要集中在禾本科(２１ 种)、豆科(１７
种)和藜科(１３ 种)ꎮ

该区域野生牧草种类丰富ꎬ良等以上牧草有

１７２ 种ꎬ占 ８０.３７％ꎬ丰富度很高ꎬ并且多年生植物占

比(１２４ 种ꎬ占 ５７.９４％)很高ꎬ可再生能力强ꎮ 准噶尔

盆地南部农区生境类型多样ꎬ包含山地草原、沼泽草

甸、荒漠草原、平原荒漠等生境ꎬ经纬度跨度大ꎬ野生

饲用植物种类丰富ꎬ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ꎮ
开发利用时ꎬ应充分利用该区的补饲饲料在早

春或冬季饲料缺乏情况下饲用ꎬ如羊草、赖草、针
茅、反枝苋、冷蒿、野艾等可做成干草ꎬ供牲畜冬季

食用ꎻ播娘蒿、荠菜、木地肤、顶羽菊、舟果荠和四齿

芥等返青早ꎬ可在早春缺乏饲用植物时食用ꎬ这些

补饲饲料在春、冬季饲料平衡中占有重要地位[１０]ꎮ
此外ꎬ在放牧时要考虑牧草的生态价值ꎬ这些早春

植物具有一定的防风固沙作用ꎮ 不同种类的牧草

能够承受的最大放牧强度不同ꎬ放牧强度太大会对

一些牧草(如赖草)造成伤害[１２]ꎬ因此要做到生态

放牧、科学放牧ꎬ切不可过度放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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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代表性优等饲用植物营养成分
Ｔａｂｌｅ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时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占风干物质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 ％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粗脂肪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粗纤维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无氮浸出物
Ｎ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ｅａｃｈ

粗灰分
Ｃｒｕｄｅ
ａｓｈ

采样地点或分析单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ｏ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羊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ｒｉｎ.) Ｔｚｖｅｌ.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６.２４ ３.９７ ２６.０１ ２３.２５ ９.２４ 东北师范大学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小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Ｈｏｓｔ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３３.６１ ５.１７ ２９.４７ １７.７５ １４.００

内蒙古农牧学院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１.１０ ３.８１ ２３.５９ ４３.９９ ７.５０ 新疆八一农学院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ｙ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赖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Ｔｚｖｅｌ.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９７ ２.７８ ２５.６４ ３４.２８ １０.４０ 宁夏草原实验站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无芒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 ｉｎｅｒｍｉｓ Ｌｅｙｓｓ.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４０ ４.００ ２３.２０ ４２.８０ ９.６０ －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紫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６.１０ ４.５０ １７.２０ ４２.２０ １０.００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天蓝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ｌｕｐｕｌｉｎａ
Ｌｉｎｎ.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９３ ２.６５ ２６.４６ ３４.４３ １０.５３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白花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ａ
Ｍｅｄｉｃ. ｅｘ Ｄｅｓｒ.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２.１９ ６.７１ ２３.７４ ３７.４９ ９.８７

吉林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ꎬ Ｊｉｌｉｎ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苦豆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２.６９ ３.０８ ２５.４６ ３３.９４ １４.８３ 宁夏农学院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苦马豆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ｈｙｓａ
ｓａｌｓｕｌａ (Ｐａｌｌ.) ＤＣ.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９.６０ ５.６１ ２１.９０ ３１.５３ １１.３６ 宁夏农学院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 Ｌ.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９.３３ ２.６７ １０.００ ３２.６７ ２５.３３ 采样地:青海西宁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Ｘｉｎｉｎｇ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
Ｐａｌｌ.

分枝期
Ｂｒａｎ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３２ ３.５２ １１.７９ ４０.５６ １８.８１ 新疆农业大学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刺沙蓬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 Ｉｌｊｉｎ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３.６２ ２.９６ １３.７２ ３３.０１ ２６.６９ 内蒙古农业大学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地肤
Ｂａｓ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Ｌ.) Ａ. Ｊ. Ｓｃｏｔｔ

营养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４.４７ １.９２ １７.０８ ３２.５０ ２４.０３ 宁夏农学院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４.４８ ２.９５ １５.２７ ３３.２７ ２３.０３ 采样地:吉林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Ｊｉｌｉｎ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菊苣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ｉｎｔｙｂｕｓ Ｌ.

叶子
Ｌｅａｆ ２６.６４ ５.２０ １５.０３ ３５.３２ １７.８１

山西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
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冷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ｆｒｉｇｉｄａ
Ｗｉｌｌｄ.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１.８０ ５.１０ ２７.８１ ２０.１８ １４.２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Ｌ.) Ｍｅｄｉｋ.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２１.５５ ２.４２ １４.０９ ４９.０８ １２.８６ 天津市饲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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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通过分析ꎬ该区优等饲草植物种类以及

优势科属营养价值特点发现ꎬ不同生境所含植物种

类不同ꎬ不同季节植物营养成分含量也不同ꎮ 有些

植物ꎬ如十字花科和菊科植物在盛花期气味浓烈ꎬ
牲畜不喜食ꎬ而生长期牲畜喜食ꎻ有些植物ꎬ如苦豆

子属和苦马豆属植物ꎬ在生长期生物碱含量高ꎬ有
一定毒性ꎬ牲畜不喜食ꎬ而经秋霜后植株干枯ꎬ生物

碱含量减少ꎬ牲畜喜食ꎮ 因此ꎬ需结合植物的时空

特点ꎬ科学高效放牧ꎮ
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农区丰富的野生饲用植

物资源为深入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该区域野生牧

草种质资源提供了物质基础ꎬ为野生牧草种质的驯

化与选育提供了原始材料ꎮ 特色优良牧草有很大

的潜在应用价值ꎬ根据野生种质资源自身特点结合

利用前景做好生态放牧和科学放牧ꎬ对该区域草地

利用、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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