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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香根草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农耕地、公路边坡治理、苗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并且对香根草在贵州喀斯特山区推
广应用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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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地形也称为石灰岩地形 , 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

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

称, 主要分布在气候暖湿的石灰岩层。喀斯特地貌在我国主

要分布于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 , 该区水土流失严重 , 植被覆

盖率低, 生态环境脆弱。香根草( Vetiveri a zizanioni des) 是禾本

科岩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迅

速、分蘖繁殖快 , 根系发达, 对土壤有很强的穿透力和剪切

力, 是一种水土流失治理以及公路护坡的优良植物。鉴于

此, 笔者综述其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农耕地、公路边坡治理、苗

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

以期对香根草在喀斯特山区的推广应用及其生态效应发挥

有所帮助。

1  香根草的引进与驯化

贵州省是我国最早开展香根草应用于水土保持研究的

几个省份之一,1990 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从

泰国、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国引进香根草, 并在水土保持方面

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国际香根草协会把在中国大陆

种植的香根草命名为“贵阳·中国香根草”, 并作为当今世界

上广泛应用的四大品种之一[ 1] 。

香根草属 C4 植物 , 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低海拔地区, 喜

光, 光照不足时株高、分蘖和单茎干重均明显下降[ 2] 。对于

高原气候的贵州省, 笔者自1990 年开始进行适应性栽培试

验, 首先在罗甸县海拔630 m 的旱坡地、水田进行栽培观察试

验, 再逐渐向高海拔地区引种。目前, 香根草已适应在贵州

海拔2 000 m 以上的高山地区栽培种植。香根草为无性繁殖 ,

繁殖代数过多会引起种源退化, 易形成弱苗, 影响栽种的成

活率和繁殖系数。为解决该问题 , 每隔3 ～5 代 , 应使用组织

培养方法进行种源的提纯复壮, 目前试验正在进行[ 3] 。

2  香根草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农耕地上的应用研究

2 .1 作为栅篱植物 贵州的农耕地, 绝大多数是旱坡地, 部

分耕地坡度达20°～30°。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表土遭受剥蚀 ,

某些地区表土被冲光后的裸地与裸岩面积不断扩大。为保

护土壤资源 , 习惯上都是砌筑石坎修造梯田, 但每亩耗资数

百到上千元 , 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生物措施或生物梯化措

施, 即在坡耕地上每隔一定的距离( 5 ～8 m) , 沿等高线种植

一带多年生草本或灌木组成的栅篱作物带( 生物墙) , 能够防

治水土流失 , 且可以在带间种植粮油作物、果树[ 4] 。香根草

92 % 的根系分布在水平20 c m 的范围内, 不仅不会与作物争

水争肥, 同时由于保持了水土, 还对作物增产有促进作用。

张文安等1997～2000 年在贵州省长顺县开展的旱坡地香根

草水土保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香根草形成植物篱快、保持

水土效果明显, 到第4 年种植的玉米比第1 年产量增加了1

倍。香根草作为栅篱植物, 现已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 发展

前景广阔[ 5] 。此外, 香根草在土壤贫瘠的丘陵红壤上种植也

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卢升銮等研究表明, 香根草在已熟化

红壤水平梯地、初度熟化坡耕地、初垦坡耕地、少有机质薄层

红壤、剧烈侵蚀网纹红壤等丘陵红壤上种植均可正常生长( 1

～2 年即成草篱) , 且在株高和分蘖数等生长指标上均优于斑

茅、白茅、假俭草、非洲狗尾草、飞蓬等草类[ 7] 。

2 .2 防治土壤侵蚀  张文安等研究表明, 香根草栅篱作物

带种植1 年后土壤侵蚀量为267 .5 t/ ( hm2·a) , 土壤养分流失

量为57 .0 kg/ hm2 , 到第3 年后作物带内已无侵蚀和土壤养分

流失发生[ 5] 。陈旭辉在贵州省罗甸县的研究表明 , 在坡地沿

等高线种植香根草栅篱作物带, 对防治土壤侵蚀极为有效。

香根草栅篱作物带可比对照地表径流减少25 .0 % , 土壤侵蚀

量减少54 .7 % , 香根草施肥对瘦坡地水土流失的控制有明显

效果[ 4] 。夏汉平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紫色土山坡上研究发

现, 经过2 年时间, 香根草处理的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分别

只占对照处理的0 .3 % 和7 .3 % 。可见香根草的水土保持效

果非常明显[ 8] 。

3  香根草在喀斯特山区公路边坡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由于香根草根系发达 , 在其纵向生长的同时可以相互交

错, 形成网状根 , 具有强大的固结能力, 且具有较强的抗逆

性, 在恶劣土壤条件下能够正常生长, 加之其浓密生长的叶

片通过蒸腾作用可以减少土壤水分( 即土壤抽吸现象) 、提高

土壤剪切力, 被农学家公认为理想的固坡护堤材料。自2001

年起, 贵州省土壤肥料研究所与省内公司开展了香根草公路

边坡治理研究, 总结出了适宜贵州喀斯特山区香根草种植技

术及规范, 并探索了香根草反季节种植的方法和措施。

3 .1  推广应用情况 目前香根草在公路等人为边坡生态治

理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 已治理面积达141 .5 万( 其中, 在玉

屏 - 铜仁高等级公路边坡、凯里- 麻江高速公路边坡、三穗

- 凯里高速公路边坡、清镇 - 镇宁高速公路边坡、崇溪河 -

遵义高速公路边坡、贵阳市乌当区火炬大道公路边坡等推广

应用126 .4 万 m2 ; 在索风营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洪家渡水

电站等边坡应用面积11 .26 万 m2) , 既稳固了边坡 , 又达到了

美化、绿化边坡的目的, 景观和生态效果极佳 , 其治理成本仅

为工程治理成本的10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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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公路边坡香根草种植技术规程  针对目前香根草公路

边坡治理中存在的种植技术不规范和对香根草的配套栽培

技术措施认识不足等问题, 为使香根草在边坡治理中发挥其

应有的生态效益, 并为种植部门、公司及相关单位提供科学

合理的种植技术和规程, 熊元等2003 年根据在玉屏、遵崇等

高等级公路实地施工的经验, 结合贵州山区公路边坡的特

点, 并针对各施工阶段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科学控

制, 提出公路边坡香根草规范化种植技术和操作规程。该技

术规程将边坡香根草种植施工分为边坡的勘察设计阶段、种

植准备阶段、香根草种植施工阶段、完工验收阶段以及后期

管理、评估总结阶段5 个阶段[ 6] 。

3 .3  施用抗旱保水剂和缓释肥料以及反季保护性栽培 香

根草虽具有适应性广、抗旱及抗逆性强等特点 , 但由于喀斯

特地区的公路边坡一般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极差, 且容

易受季节限制, 致使香根草边坡治理效果不佳。为使香根草

生长更好, 取得良好的边坡治理效果, 开展香根草抗旱保水

剂和缓释肥料研究及反季保护性栽培势在必行。王文华等

研究发现, 在公路边坡香根草生物治理中应用新型抗旱保水

剂和高效缓释肥料 , 既能保证香根草生长期间的水分和养分

有效供应, 又能提高香根草的种植成活率和坡面覆盖率, 达

到较好的护坡效果。试验结果表明, 既施用缓释肥料, 又采

用保水剂处理的香根草移栽成活率达93 % , 坡面覆盖率达

90 % , 护坡效果极好,150 d 后坡面香根草已形成草篱, 能有效

拦截坡面水土, 生物治理和景观效果较佳[ 9] 。2003～2004 年,

王文华等对公路边坡香根草3 种反季节保护性栽培技术措

施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公路边坡采用保护性栽培技术措施进

行香根草反季节种植是可行的; 以香根草采用打浆覆膜保护

性栽培措施处理最好, 成活率达83 .3 % , 株高、分蘖、根系深

度等指标达到公路护坡的要求, 同时坡面覆盖率达71 % , 护

坡效果 好; 采 用香根草 进行公路 边坡治 理成本约 为 20

元/ m2 , 各处理仅比一般边坡治理种植增加投入 0 .25 % ～

4 .05 % [ 10] 。说明在香根草边坡治理过程中加入适量抗旱保

水剂和缓释肥料以及采取香根草反季保护性栽培是可行的。

4  香根草苗圃建设与管理技术研究

由于贵州公路建设大量采用香根草作为护坡植物 , 用苗

量逐年增加, 使其商品苗供不应求。目前, 贵州省从事香根

草育苗的公司、苗圃有近10 家 , 香根草苗圃种植面积约33 .3

hm2 , 年产香根草苗总量约8 ×107 蘖, 但因技术参差不齐, 缺

乏对香根草苗圃建设的经验及管理技术。孙锐锋等在2000

～2005 年期间开展了香根草苗圃的科学选址、苗圃种植技

术、生长生育期的综合管理、商品苗的“收获”以及运输保管

等方面的研究, 总结出了适宜贵州特点的香根草苗圃建设及

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措施[ 3] , 对生产上香根草的苗圃建设与管

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  问题与讨论

(1) 香根草作为栅篱植物在农耕地上的应用保持了水

土, 对作物增产有促进作用, 但需占用一定的耕地, 同时给耕

作管理带来不便, 农民较难接受, 限制了其推广应用。

( 2) 目前, 香根草在喀斯特山区研究与应用近20 年 , 已

在农耕地护埂、公路等人为边坡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

社会效益。对矿区尾矿及工业矿渣等的污染治理方面的研

究应用前景广阔。

(3) 在公路等人为边坡治理中 , 以香根草为单一护坡植

物, 虽然不会对周围植物造成侵害和入侵, 但香根草在喀斯

特山区越冬时地上部分枯黄 , 景观效果较差。今后, 应开展

以香根草为核心植物, 结合生物多样性 , 筛选和引入其他护

坡植物在边坡治理中的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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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 结荚较多, 早熟( 较豫豆22 早熟2 d) 。缺点 : 抗倒性

稍差。

3 .9  泛豆3 号  优点 : 株高较矮, 分枝多( 3 .6 个) , 无病毒

病, 中熟 , 结荚性强 , 脐色浅 , 调节能力强。缺点 : 结荚高度

低, 秕荚多 , 抗倒性差。

3 .10  周豆12  生育特点: 叶较大, 荚黄褐色。优点: 百

粒重较大。缺点: 抗倒性差 , 病毒病较重。

4  结论与讨论

( 1) 06B8 较 CK1 、CK2 增产达显著水平, 可以推广试种;

泛豆5 号较 CK1 增产达显著水平 , 丰产性好, 适应性强, 只

是生育期偏长 , 可以推广种植。

( 2) 其他品种除郑98120 、06B9 外 , 产量品种间差异不显

著, 一些综合性状好的品种如: 徐豆9 号、中黄 24、泛豆3

号、周豆12、泛豆4 号可大面积应用。豫豆22 这几年整齐

度降低 , 丰产性下降, 遇到多雨少日照天气更是减产严重,

建议提纯复壮。

(3) 除产量因素外 , 还要考虑品质因素 , 如 : 周豆12 是

一个高脂肪( 22 .81 %) 且蛋白质( 40 .06 % 干基) 含量大于

38 % 的 高油大豆品种[ 2] 。豫豆 22 蛋 白质 46 .5 % , 脂肪

18 .8 % , 属高蛋白类型[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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