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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饲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ꎬ是草地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开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ꎬ不仅有

利于缓解畜牧业发展过程中饲草、饲料紧缺的现状ꎬ有助于破解“人畜争粮”的问题ꎬ而且能够满足在石漠

化综合治理中草食畜牧工程建设的需要ꎬ促进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ꎬ达到治石与治贫相结合的目的ꎮ 该文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石漠化地区饲用植物资源的概况ꎬ并对饲用植物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进行研究ꎮ 同时ꎬ针对饲用植物综合开发利用ꎬ分析其在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作用ꎬ并从饲用植物自身特性、石漠化地区地质地貌特点以及当地居民的意识等方面出发ꎬ探
讨了石漠化地区饲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ꎬ并指出综合开发利用石漠化

地区饲用植物资源ꎬ有利于促进石漠化地区草食畜牧业的发展ꎬ有利于促进石漠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区

域经济发展ꎬ是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ꎬ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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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山地地区作

为我国五大典型脆弱生态区之一ꎬ由于长期不合

理的人类活动干扰ꎬ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演

变过程或结果ꎬ造成喀斯特地区特有的石漠化现

象ꎬ其主要表现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岩石

大量裸露、土地生产力衰退甚至丧失(熊康宁等ꎬ
２００２)ꎮ 为了治理石漠化、缓解人地矛盾ꎬ有研究

表明加快草地建设和推进草食畜牧业发展是喀斯

特地区解决生态退化的有效途径(杨振海ꎬ２００８ꎻ
覃宗泉等ꎬ２００８ꎻ张美艳等ꎬ２０１０ꎻ张浩等ꎬ２０１３)ꎮ
目前ꎬ我国畜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ꎬ饲粮、饲草资源日益紧缺是该阶段面临的首要

问题ꎮ 当前我国饲料资源供求关系出现精料短

缺、蛋白质饲料短缺、绿色饲料紧缺和总量不足的

“三缺一不足”的现象ꎬ而这些问题在水土流失严

重、植被覆盖较低的石漠化地区更为突出ꎬ在饲料

用粮日趋紧张ꎬ人畜争粮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ꎬ
石漠化地区饲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滞后ꎬ
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畜牧业的发展ꎮ

本研究旨在充分深入地挖掘饲用植物资源潜

力ꎬ通过开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ꎬ从而拓宽饲料资

源途径ꎬ促进石漠化地区生态畜牧业的稳定发展ꎬ
推动石漠化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ꎬ为国家岩溶地

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和实践依据ꎮ

１　 饲用植物资源价值研究

１.１ 生态价值

饲用植物能够较快地萌生或根蘖再生成林ꎬ
在经 过 放 牧 和 砍 伐 之 后 再 生 能 力 强ꎬ 如 构 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ꎬ其侧根发达ꎬ多集中在地

表 ３０ ｃｍꎬ且穿插力强ꎬ当年能够伸展 ２ ｍ 以上ꎬ而
且部分根系能形成固氮菌根ꎬ在土壤中形成网络

坚固结构ꎬ因此能够很好地涵养水分、保持水土

(沈世华和邓华平ꎬ２０１６)ꎬ饲用灌木多属 Ｃ４植物ꎬ
能够耐高温ꎬ因此能够在土地瘠薄、干旱等恶劣环

境下生存ꎬ如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莫
凌等ꎬ２００８)ꎮ 此外ꎬ饲用植物也在固碳制氧、净化

空气、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王子成和

沈世华(２０１３)研究发现构树大而密集的叶片ꎬ在
生长旺季时ꎬ１ ｈｍ２构树林每天吸收 １ ｔ ＣＯ２ꎬ并释

２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放 ７５０ ｋｇ 的 Ｏ２ꎮ 熊佑清(２００４)、李华西(２００７)等
研究表明构树具有较强的吸尘净化空气的能力ꎬ
对 ＳＯ２、Ｃｌ２、ＨＦ 等有毒气体和烟尘有较强的抗性ꎬ
能减少酸雨的生成和腐蚀ꎮ 此外ꎬ优质饲用植物

具有较强的侵占性和极强的竞争力ꎬ能够抵抗其

他非饲用木本植物的侵害ꎬ能够较快地形成优势

群落ꎬ使其能够在各类低劣的生境中生长ꎬ如陡

坡、地形差、地表破碎以及多石少土的地段成功建

植ꎬ且强大的根系能够滞留土壤中的大量有机物ꎬ
尤其是豆科灌木具有根瘤菌ꎬ能够固定空气中的

游离氮素ꎬ故能肥地改土ꎮ
１.２ 经济价值

在我国畜牧业蓬勃发展ꎬ饲料资源供需失衡

的背景下ꎬ饲用植物因其具有较高的饲料生产能

力和饲用价值ꎬ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ꎮ 王宗礼等

(２００６)经过 ２ ａ 时间ꎬ通过对 ９ 种饲用灌木与豆科

牧草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ꎬ得出种类

不同经济效益差异明显ꎬ其中细枝岩黄芪(Ｈｅｄｙｓａ￣
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生产性能与经济效益表现突出ꎬ其
纯收入高达 １１ ４１８.９ 元ｈｍ ￣２ꎬ其次为山竹岩黄芪

(Ｈ.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ｍ)、塔落岩黄芪(Ｈ. ｌａｅｖｅ)ꎻ据报道年

产 ３ ｔ 的构树生物饲料既可满足 １５ 头生猪的饲养

需要ꎬ又能为农民增加 １ ５００ 元以上的收入(夏芳

芳等ꎬ２０１０ꎻ周宇和王玉玺ꎬ２００７)ꎮ 除此之外ꎬ饲
用植物的经济价值还体现在造纸、制药以及生态

建设间接经济价值ꎮ 构树是作为饲用植物资源中

极具潜力的树种之一ꎬ其具备了饲用植物综合开

发利用的特性ꎬ在饲料生产、造纸、制药以及生态

建设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ꎬ据调查(夏芳芳

等ꎬ２０１０ꎻ周宇和王玉玺ꎬ２００７)ꎬ构树成林年产干

构树皮 ９ ７５０ ｋｇｈｍ ￣２ꎬ年产值达 ２４ ３７５ 元ｈｍ ￣２

(按市价 ２.５ 元ｋｇ￣１计)ꎻ年收获枝条 １５ ｔｈｍ ￣２ꎬ
年产值达 ６ ０００ 元ｈｍ ￣２(按市价 ４００ 元ｔ￣１计)ꎬ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ꎮ
１.３ 社会价值

饲用植物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ꎬ通过推动饲

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ꎬ尤其是发展落后的石漠

化山区ꎬ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价值ꎬ促进山

区经济发展ꎬ缩小城乡、城市与山区之间的贫富差

距ꎬ促进生态、社会和谐发展ꎮ “构树扶贫”作为国

家 ２０１５ 年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之一ꎬ对石漠化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

义ꎮ 如ꎬ贵州务川县通过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
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ꎬ修建了占地约 ３３.３３ ｈｍ２

的构树产业孵化园区ꎬ组建了 ５３ 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构树产业ꎬ种植了约１ ６６６.６７ ｈｍ２ 杂交构

树ꎬ让 １ ７２１ 户 贫 困 户 摆 脱 了 贫 困 ( 田 旻 佳ꎬ
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在冬季采伐部分老枝条作薪柴ꎬ不
仅能促使来年枝条更新ꎬ又能缓解山区能源矛盾ꎬ
调节山区能源结构ꎬ且有利于保护植被ꎬ避免水土

流失加剧石漠化程度ꎮ 当前ꎬ我国正在实施农业

供给侧结构改革ꎬ开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ꎬ正是响

应国家号召ꎬ推进粮改饲ꎬ发展节粮型草食动物产

业和生态循环ꎬ践行种养结合的生态畜牧业ꎬ尤其

是在石漠化地区ꎬ开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ꎬ不但能

够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ꎬ而且有利于水土

保持ꎬ提高植被覆盖ꎬ有利于石漠化治理ꎬ缓和人

地矛盾ꎬ缓解人畜争粮的矛盾ꎬ促进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ꎮ

２　 喀斯特地区饲用植物资源

我国西南岩溶区地理条件优越ꎬ孕育着丰富

多样的自然资源ꎮ 然而ꎬ资源蕴藏量低ꎬ粗放型的

发展模式造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和资金的矛

盾相 当 尖 锐ꎬ资 源 面 临 严 重 危 机 (何 成 新 等ꎬ
２００７)ꎮ 据统计ꎬ目前我国饲用植物(包括半灌木、
灌木、乔木的嫩枝叶)共计 ２１６ 科、１ ５４５ 属、６ ７０３
种ꎬ涉及 ５ 个植物门ꎬ其中灌木类饲用植物所占比

例较大 (印遇龙ꎬ２０１７)ꎮ 灌木植物多属于 Ｃ４ 植

物ꎬ对 ＣＯ２利用率高ꎬ光合强度大ꎬ生长周期长且生

物量大ꎬ此外ꎬ其根系发达ꎬ自我繁殖能力强ꎬ因此

具有极强的抗逆性能和饲料生产能力(曹国军和

文亦芾ꎬ２００６)ꎬ即使在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石漠

化地区ꎬ其灌木类饲用植物资源也较为丰富ꎬ如贵

州天然草地灌木植物约有 ３２ 科、１６４ 属、４０６ 种ꎬ
其中主要优质饲用灌木有 １２ 科、３２ 属、６０ 种(陈

超等ꎬ２０１４)ꎻ云南省草地饲用植物调查表明ꎬ云南

主要优质饲用灌木有 ７ 科、２７ 属、６０ 种(唐一国

等ꎬ２０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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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喀斯特地区部分主要优质饲用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ｉｎ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或品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大叶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贵州、云南、广西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ｅｔｃ.

马桑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马桑属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马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云南、贵州、西藏等地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Ｔｉｂｅｔꎬ ｅｔｃ.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云南、四川、西藏等地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Ｔｉｂｅｔꎬ ｅｔｃ.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蔷薇属 Ｒｏｓａ 刺梨 Ｒｏｓ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Ｈｕｎａｎꎬ Ｈｕｂ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ｅｔｃ.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花椒属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竹叶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西南地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水麻属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 水麻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广西、四川、贵州等地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金丝桃属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黄花香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Ｐａｔｕｌｕｍ 贵州、云南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多花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河北、山西、广西等地
Ｈｅｂｅｉꎬ Ｓｈａｎｘｉ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ｅｔｃ.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假木豆属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假木豆
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ｅ

广西、贵州、云南等地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白刺属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贵州、西藏东北部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ꎬ ｅｔｃ.

云实科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决明属 Ｃａｓｓｉａ 黄花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贵州、四川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ｅｔｃ.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胡颓子属 Ｅｌａｅａｇｕｕｓ 羊奶子 Ｅｌａｅａｇｕ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湖南、湖北、贵州等地
Ｈｕｎａｎꎬ Ｈｕｂｅｉ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ｅｔｃ.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黄花稔属 Ｓｉｄａ 黄花稔 Ｓｉｄａ ｒｈｏｍｂｉｆｏｌｉａ 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山麻杆属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红背山麻杆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湖南南部、广东等地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ｅｔｃ.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山黄麻属 Ｔｒｅｍａ 山黄麻 Ｔｒｅ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贵州、云南、广西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ｅｔｃ.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雀梅藤属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雀梅藤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ｅｚａｎｓ 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Ｈｕｎａｎꎬ Ｈｕｂ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ｅｔｃ.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酸藤子属 Ｅｍｂｅｌｉａ 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ｌａｅｔａ 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银背藤属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 葛藤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 贵州、广西、云南等地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注: 资料来源于«中国饲用植物»(陈默君和贾慎修ꎬ２００２)ꎮ 由于篇幅所限ꎬ仅列举石漠化地区部分主要饲用植物ꎮ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Ｃｈｅｎ ＆ Ｊｉａꎬ ２００２) . Ｄｕｅ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ｏｎｌｙ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ａｇ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ｙ ｄｅ￣
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３　 石漠化治理中饲用植物开发

利用定位

饲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在石漠化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ꎬ林草植被建设和保护、草食畜牧业工程

建设以及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建设是石漠化综合治

理的三大工程措施ꎮ 而饲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ꎬ不但能够提高石漠化地区植被覆盖度ꎬ而且能

为草食畜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饲料来源ꎬ还能够

涵养水分ꎬ是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的先锋力量ꎬ是
石漠化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ꎬ在石漠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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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３.１ 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的先锋

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ꎬ由于人类历史不合

理的活动ꎬ造成石漠化ꎬ其生境脆弱ꎬ土地零星分

布ꎬ生态环境恶劣ꎮ 石漠化地区瘠薄的立地条件ꎬ
对作物的生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ꎬ形成了“人增→
耕进→林退→生态环境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

(邹细霞等ꎬ２０１２)ꎮ 灌木类饲用植物具有极强的

抗逆性ꎬ能够在瘠薄、干旱的地方生存ꎬ并且可以

通过发达的根际保持水土ꎬ滞留土壤中有机物ꎬ且
豆科的灌木还能够通过根瘤菌固氮ꎬ从而提高土

壤肥力ꎬ为其他植物的生长奠定基础ꎮ 构树是贵

州石漠化地区中出现最早的木本植物ꎬ从草本阶

段到草灌丛阶段均有出现ꎬ其抗逆性强且生长速

度快ꎬ能够改良土壤(沈世华和邓华平ꎬ２０１６)ꎮ 构

树种子易传播、根株萌芽能力强且耐干旱ꎬ根系极

为发达ꎬ在土壤中可以形成网络紧固结构ꎬ固土、
固沙能力强ꎬ因此可以保水固土ꎬ防止水土流失ꎮ
此外ꎬ繁茂的地上丛生植株ꎬ使得构树成为一道良

好的屏障ꎬ能有效地削弱风力、减少风蚀和失土ꎬ
是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提高植被覆盖极

具潜力的先锋树种ꎮ
３.２ 石漠化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石漠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生态

建设中面临的一项突出问题ꎬ是石漠化地区生态

环境问题之首ꎬ成为灾害之源、贫困之因、落后之

根ꎬ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草食

畜牧业工程作为石漠化综合治理三大工程之一ꎬ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郭文等ꎬ ２０１７)ꎮ 目前ꎬ饲粮、
饲草短缺是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ꎬ尤
其是在石漠化地区ꎬ由于生境恶劣、土地生产地

低ꎬ饲料来源有限且季节性饲料短缺情况尤为严

重ꎬ大大限制了石漠化地区畜牧业的发展ꎮ 为了

寻求发展ꎬ突破畜牧业发展的瓶颈ꎬ以灌木类饲用

植物为主的林业副产品类非常规饲料得到了广泛

的重视ꎮ 为了发展经济ꎬ摆脱贫困ꎬ在充分认识石

漠化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ꎬ坚持不懈地

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基础上ꎬ开发利用饲

用植物资源ꎬ不但能够推进草食畜牧业发展ꎬ促进

石漠化区域经济发展ꎬ还能提高植被覆盖率ꎬ保持

水土ꎬ提高土地肥力ꎬ达到治石与治贫相结合的

目的ꎮ
３.３ 石漠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内容ꎬ也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ꎬ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ꎮ 建设生态文明ꎬ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ꎬ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ꎮ 而农

业供给侧结构改革ꎬ正是顺应这种形势提出的推

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一体、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ꎮ 由于传统农业发展以及人

们不合理的耕作活动导致石漠化的地区ꎬ积极响

应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ꎬ优化传统农业结构ꎬ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性调整ꎬ有利于促进石漠化治

理ꎬ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ꎮ 因此ꎬ大力开发石

漠化地区饲用植物资源ꎬ是提高植被覆盖、保水固

土、恢复生态环境从而治理石漠化的有效途径ꎬ尤
其是开发喀斯特植被的植物区系的植物ꎬ不但能

够避免由于引种带来的“水土不服”ꎬ而且能够提

高植物建植成功率(欧祖兰等ꎬ２００４)ꎮ 在守住粮

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ꎬ大力开发利用石漠化地区

丰富的饲用植物资源ꎬ不但能够促进植被恢复ꎬ保
水固土ꎬ增加土壤肥力达到石漠化治理的目的ꎬ而
且ꎬ通过种养结合的发展方式ꎬ利用资源优势转变

为经济优势ꎬ促进石漠化地区经济发展ꎬ为石漠化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ꎮ

４　 石漠化地区饲用植物资源开发

利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饲用植物资源丰富ꎬ且具有较高的综合

开发价值ꎮ 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ꎬ“以牧种木ꎬ以
木治石”的石漠化治理思路是切实可行的ꎬ同时也

是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ꎮ 发展“以牧种木ꎬ以木治

石ꎬ治石与治贫相结合”的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

和高效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ꎬ是石漠化地区饲

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最终目标ꎮ 如ꎬ构树、葛
藤、多花木兰等优质饲用植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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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饲用价值ꎬ能够应用于畜牧业中ꎬ弥补畜牧业

发展中饲草、饲料的短缺问题ꎬ而粗蛋白含量较高

的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ꎬ因其自身带刺ꎬ除
山羊采食外ꎬ其他家畜采食困难ꎬ利用效率较低ꎮ
因此ꎬ饲用植物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ꎬ
解决好这些问题ꎬ不但能够扩大饲料的来源ꎬ有利

于畜牧业的发展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ꎬ实现区域经

济可持续发展ꎬ还能促进石漠化的综合治理和石

漠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ꎮ
４.１ 针对饲用植物自身物理和化学特性限制ꎬ加大

技术投入ꎬ强化产、研联系ꎬ实现饲用植物饲料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Ｂｉｒｂａｌꎬ２００３ꎻ丁学智等ꎬ
２００７ꎻＵｐａｄｈｙａｙａꎬ１９８５)ꎬ我国饲用植物资源丰富ꎬ
除部分优质饲用植物可直接饲喂牲畜外ꎬ大部分

饲用价值相对较高的植物ꎬ因其自身物理和化学

特性ꎬ如木质素、生物碱以及单宁等抗营养因子ꎬ
需要经过人工处理后ꎬ方能够被牲畜采食而不会

对其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ꎮ 我国应用现代技术

加工生产木本饲料起步较晚(靖德兵等ꎬ２００３)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才开始进行植物树叶饲料加工

研究ꎬ其制备工艺发展滞后ꎬ饲用植物饲料加工技

术还不够完善ꎬ在石漠化地区研究就更为薄弱ꎮ
因此ꎬ石漠化地区开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就必须

加大相关技术的投入ꎬ依托当地高校ꎬ进一步强化

产、研联系ꎬ利用现有技术(青贮、制粒、氨化等方

法)实现饲用植物饲料化利用ꎬ从而拓宽石漠化地

区饲料来源途径ꎬ促进畜牧业发展ꎬ推动石漠化地

区经济发展ꎮ
４.２ 针对生境破碎、地理单元小而多ꎬ限制畜牧业

发展的问题ꎬ应加快构建饲料加工中心ꎬ促进饲料

产业化发展

石漠化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境破

碎、地理单元小而多的地貌特征ꎬ难以实现饲用植

物大规模种植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饲用植物资

源的开发利用ꎬ制约了畜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郭文等ꎬ２０１６)ꎮ 为了进一步促进石漠化地区畜

牧业发展和饲料加工产业化进程ꎬ在石漠化地区

构建饲用植物饲料加工中心是行之有效的途径ꎮ
饲料加工中心基于“政府＋企业＋农户”合作基础

之上的一种多边共赢的饲料产业化发展模式ꎬ由

政府牵头并提供饲料加工中心相应补贴ꎬ企业负

责饲料加工并向养殖户提供低价饲料ꎬ养殖户提

供饲料原料并可享受低价从饲料加工中心购进饲

料或者根据提供饲料原料数量按比例换取饲料ꎬ
该模式不仅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ꎬ还刺激当地畜

牧业快速发展ꎬ有利于促进饲料产业化发展ꎮ
４.３ 针对当地居民认识不足和开发利用水平较低

的问题ꎬ应加强政府引导ꎬ充分发挥当地农技站

职能

当地居民由于传统养殖思想的禁锢ꎬ对开发

利用饲用植物资源认识不足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ꎬ在饲用植物的保护上ꎬ多年来由于缺

乏保护ꎬ许多地区饲用植物资源严重浪费ꎬ或掩埋

到土壤中做肥料ꎬ或在开荒中烧掉ꎬ同时还引起了

严重的环境问题ꎻ另一方面ꎬ在饲用植物的开发利

用上ꎬ除部分适口性良好ꎬ在放牧时被利用的饲用

植物外ꎬ其他大部分饲用植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

利用ꎬ饲用植物开发利用水平较低ꎬ仅限于植物的

嫩枝、嫩叶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要加大对饲用植物资

源的保护力度ꎬ政府部分应当加强宣传和引导ꎬ当
地农技站应当充分发挥职能ꎬ推广相对成熟的饲

用植物饲料ꎬ指导当地养殖户进行饲用植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ꎬ避免饲用灌植物的滥用和人为破坏ꎮ
另外ꎬ要进一步落实土地承包制度ꎬ明确饲用植物

保护法律依据ꎬ做到谁承包、谁管理、谁保护、谁收

益ꎬ调动农民依法保护饲用植物的自觉性ꎬ对肆意

破坏饲用植物的行为要依法制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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