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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园地 锡林郭勒天然草地营养成分评价

!!

史激光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内蒙古 锡林浩特

5!6555

$

摘要!为揭示锡林郭勒草地天然牧草营养成分状况!合理开发利用草地生态资源!根据锡林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

!5574!5##

年天然牧草营养成分测定资料!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锡林郭勒草地天然牧草营养成分进行了量化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牧草饲料营养成分苏尼特左旗最高!乌拉盖管理区较低"荒漠化草原类型草地营养成分最

高!其次为典型草原类型!草甸草原类型较低"

关键词!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粗灰分#无氮浸出物

中图分类号!

08#!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55#956!"

#

!5#!

$

#!9#"3#953

$!

!!

天然草地牧草是草食畜赖以生存的条件!草地

牧草营养成分直接影响着草食畜的营养状况%生命

活动及生产性能&近年来!由于对草地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草地生态系统失调!致使锡林郭勒草原退化

面积近
63:

!天然牧草营养成分降低!草地质量严

重下降'

#9!

(

&以往对天然草地牧草单一营养成分的

研究较多'

;97

(

!应用综合指标研究的较少'

698

(

!特别是

对锡林郭勒盟草地天然牧草营养成分综合量化评价

还未见报道&因此!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9##

(对锡林

郭勒草地天然牧草营养成分进行更加客观和准确地

评价!为牧草品种的选育%生产加工和配制动物日

粮%确定适宜的草地载畜量和牧业生产布局!维护草

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决策

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概况
!

锡林郭勒盟行政区下辖
#;

个

旗#县%市$!地处
###<7"=

"

#!5<55=2

!

3!<;!=

"

36<3#=(

!海拔
8;"

"

#36">

!面积
!5';

万
?>

!

&

气候类型为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
!'7

@

!降水量
!A;>>

!日照时数
;5!3'AB

!生长期

#5!

"

#38C

&锡林郭勒盟主要有
;

个草原类型)东

部为草甸草原#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乌拉

盖管理区$!建群种为羊草#

!"

#

$%&'()*"*&)&

$%贝加

尔针茅#

+,)

-

./.)'.0"*&)&

$等*中部为典型草原#阿

巴嘎旗%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镶黄旗%正蓝旗%多

伦县%太仆寺旗$!建群种为克氏针茅#

+123

#

04

#

))

$%

羊草*西部为荒漠化草原#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

二连浩特市$!建群种多为半灌木&锡林郭勒盟草原

伴生种为糙隐子草#

50")&,4

6

"*"&&

7

%.334&.

$%知母

#

8*"$.33("*..&

-

(49"04)9"&

$%矮鸦葱#

+'43:4*"3.

&%/.'.%0)

$%冷蒿#

83,"$)&).

;

3)

6

)9.

$等!土壤以风

沙土为主!部分地区有栗钙土%棕钙土和草甸土等!

有机质含量低!稳固性差&

!'"

资料来源与方法
!

资料来源于锡林浩特国

家气候观象台
!5574!5##

年测定的锡林郭勒地区

天然草地地上牧草营养成分&供试样品来自锡林郭

勒地区
#;

个旗#县%市$天然草地牧草观测场!为每

年
A

月下旬
48

月上旬测定天然草地地上生物量时

取得的混合牧草样品&选取天然牧草历年测定的粗

蛋白%粗脂肪%无氮浸出物%粗灰分%粗纤维
7

项成分

的平均值作为天然草地牧草饲料营养成分综合评价

指标&运用
0)00##'7

与
DEFG%H%IJ2KFL&!55;

软

件主成分计算原理对选取营养成分综合评价指标进

行主成分分析&

"

!

结果

根据锡林郭勒地区历年平均营养成分测定资料

#表
#

$!通过主成分分析!选取
;

个主成分#表
!

$&

粗蛋白%粗灰分在第
#

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

#

主成分基本反映了粗蛋白%粗灰分两个指标的信

息*粗脂肪%无氮浸出物在第
!

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

荷!说明第
!

主成分基本反映了粗脂肪%无氮浸出物

两个指标的信息*粗纤维在第
;

主成分上有较高载

$

收稿日期)

!5#!95#9#5

!!

接受日期)

!5#!9#59#6

基金项目)锡林浩特地区太阳紫外辐射与紫外线指数预报应用研究#

!5#!57

$

作者简介)史激光#

#"6#9

$!男!内蒙古锡林浩特人!高级工程师!本科!主要从事生态与农牧业气象研究&

29>ME&

)

HBE!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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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天然草地类型草地营养成分

#$%&'!

!

()*+,*,-.-/

0

+$11&$.21,.3,&,.4-& :

旗#县%市$

!!

-%NOJ

P!!

草地类型

QGMHH&MOC

J

PR

L

植被构成

DMEO

S

GMHH

粗蛋白

-GNCL

R

G%JLEO

粗脂肪

-GNCL

IMJ

无氮浸出物

(EJG%

S

LO9IGLL

LKJGMFJ

粗灰分

-GNCL

MHB

粗纤维

-GNCL

IETLG

东乌珠穆沁旗

2MHJ.

U

N>

V

EO

WMOOLG

草甸草原

DLMC%X

HJL

RR

L

羊草
!"

#

$%&'()*"*&)&

!

贝加尔针茅
+,)

-

./.)'.0"*<

&)&

等
LJF'

#;'"53 3';7; 37'"33 7'36; !3'3"5

西乌珠穆沁旗

YLHJ.

U

N>

V

EO

WMOOLG

草甸草原

DLMC%X

HJL

RR

L

羊草
!"

#

$%&'()*"*&)&

!

贝加尔针茅
+,)

-

./.)'.0"*<

&)

等
LJF'

#7';35 !'A!A ;A'387 7'7AA !;'376

乌拉盖管理区

.&

S

MEDMOM

S

L>LOJ

ZEHJGEFJ

草甸草原

DLMC%X

HJL

RR

L

羊草
!"

#

$%&'()*"*&)&

!

贝加尔针茅
+,)

-

./.)'.0"*<

&)

等
LJF'

##'38; !'6#5 37'773 7'"3! !A'3;5

阿巴嘎旗

+TM

S

MWMOOLG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6'35" 3'!85 3#'"85 A'A"8 !;'!3;

锡林浩特市

[E&EOB%J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7'!"! ;'6A# 3#'387 6'858 !7';!7

镶黄旗

W%MGCLG\L&&%XWMOOLG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63 !'A57 ;6'88# A'5A" #"'"!A

正镶白旗

)&MEOMOCW%GCLGLC

YBEJLWMOOLG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3'AAA !'8A5 3!'85# 8';"5 !3'#55

正蓝旗

0BN&NNO]NB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7'333 ;'653 ;8'A5A 6'A;! !"'#67

多伦县

ZN%&NO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A76 ;'536 33'"8; A'##; !6';#6

太仆寺旗

,METNHWMOOLG

典型草原

,

PR

EFM&

HJL

RR

L

羊草
!"

#

$%&'()*"*&)&

!

科氏针茅
+,)

-

.23

#

04=))

等
LJF'

#!'385 !'8!" 36'66A 7'"!8 !7'8#;

苏尼特左旗

0%OEC/LIJWMOOLG

荒漠化草原

ZLHLGJ

HJL

RR

L

半灌木
0NTHBGNTH

!

矮葱
800)%$.*)&4

-

49)%$

等
LJF'

#"'5!; ;'A;8 ;"'35! 8'78; !!'687

苏尼特右旗

0%OEC*E

S

BJWMOOLG

荒漠化草原

ZLHLGJ

HJL

RR

L

半灌木
0NTHBGNTH

!

矮葱
800)%$.*)&4

-

49)%

等
LJF'

#3'"8A 7';!# 37'6#" A';;# !!'5"6

二连浩特市

2GLOB%J

荒漠化草原

ZLHLGJ

HJL

RR

L

半灌木
0NTHBGNTH

!

矮葱
800)%$.*)&4

-

49)%

等
LJF'

#!'887 ;'!8" 33'55A A'636 !7'8#"

荷!说明第
;

主成分基本反映了粗纤维指标的信息&

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

%

!7'"8;:

和
#6'5#":

!累积贡献率达
87'"";:

!代表了各供

试样品
87'"";:

的信息!信息损失量
#3'55A: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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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

!

选取指标与主成分载荷矩阵

#$%&'"

!

5-$26$*+,7-/1'&'8*,.

0

,.2'7$.2

9

+,.8,

9

$&8-6

9

-.'.*1

营养成分
!!

(NJGEJE%O

!!

主成分
#

)-

#

主成分
!

)-

!

主成分
;

)-

;

粗蛋白质
-GNCL

R

G%JLEO 5'8"3 5'#7" 5'!6#

粗脂肪
-GNCLIMJ 5'763 5'6"! 45'!"A

无氮浸出物

(EJG%

S

LOIGLLLKJGMFJ

45';76 5'8!6 45'53"

粗灰分
-GNCLMHB 5'A88 45'56# 5'35!

粗纤维
-GNCLIETLG 45'7A8 5';;# 5'6";

!!

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天然草地牧草营养成

分进行综合评价!就是利用主成分综合得分的大

小来评价天然草地牧草营养成分的高低!主成分

综合得分越大营养成分越高!反之则越低&本研

究表明!苏尼特左旗天然牧草营养成分最高!乌拉

盖管理区较低#表
;

$&同理!草原类型主成分综合

得分越高!草地类型牧草营养成分越高&按草原

类型牧草营养成分高低排序为荒漠化草原
%

典型

草原
%

草甸草原&

表
:

!

各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及天然草地营养成分排序

#$%&':

!

;-6

9

-1,*'18-+'1-/

9

+,.8,

9

$&8-6

9

-.'.*1$.2+$.<,.

0

-/.)*+,'.*1-/

0

+$11&$.2,.3,&,.4-&

旗#县%市$

-%NOJ

P

主成分
#

得分

0F%GL%I

)-

#

主成分
!

得分

0F%GL%I

)-

!

主成分
;

得分

0F%GL%I

)-

;

综合得分

-%>

R

GLBLOHÊL

HF%GL

排序

*MO?

苏尼特左旗
0%OEC/LIJWMOOLG !'"6A 45'36# 5'A!3 #';5# #

苏尼特右旗
0%OEC*E

S

BJWMOOLG #'3A8 #'866 4#'3!5 5'"58 !

阿巴嘎旗
+TM

S

MWMOOLG #'A;5 5'36; 45'#5" 5'863 ;

正镶白旗
)&MEOMOCW%GCLGLCYBEJLWMOOLG 5'663 45'3"A 5'A"8 5'!"# 3

锡林浩特市
[E&EOB%J 5'!3; 5'##3 5'!;! 5'#A; 7

二连浩特市
2GLOB%J 45'!!7 45'56! #'7A! 5'#;A 6

正蓝旗
0BN&NNO]NB 45'386 5'!!# 5'775 45'568 A

东乌珠穆沁旗
2MHJ.

U

N>

V

EOWMOOLG 45'A66 #'758 4#'!;7 45'#3; 8

多伦县
ZN%&NO 4#';"! 5'!65 5';"! 45'38! "

镶黄旗
W%MGCLG\L&&%XWMOOLG 5'7A7 4!'386 4#'!;! 45'7"5 #5

太仆寺旗
,METNHWMOOLG 45'!A5 4#'6A3 45'385 45'6;5 ##

西乌珠穆沁旗
YLHJ.

U

N>

V

EOWMOOLG 4#'"63 5'7#A 45'#7# 45'A73 #!

乌拉盖管理区
.&

S

MEDMOM

S

L>LOJZEHJGEFJ 4!'773 5'!;5 5';7" 4#'556 #;

:

!

讨论

牧草的营养成分受分布地域%品种%生长发育阶

段%土壤%海拔高度%季节%气候条件'

#!

(

%畜种和采食

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天然牧草的刈割期对

牧草的产量和营养价值影响很大'

#;

(

&不同类型天

然草地及植被构成是牧草营养成分高低的决定因

素&不同类型天然草地不同种类的牧草营养成分固

然不同!同一种类牧草生长在不同地区营养成分也

不尽相同!同一草地不同种类的牧草!其营养成分差

异很大&处于营养生长期的牧草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极易被消化!并可以满足牲畜的营养需要&抽穗

时的牧草仍有相当数量的叶片和较高的消化率&开

花结实后!牧草蛋白质含量降低!粗纤维含量升高!

消化率降低&牧草的部位不同!营养成分也不同&

叶片比茎秆含有更丰富的蛋白质!而粗纤维则比茎

秆少&生长在肥沃土壤上的牧草!不仅产量高!而且

营养价值也较高&生长在贫瘠土壤上的牧草则相

反&一般来说!同一种牧草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营

养价值比生长在低海拔地区的营养价值高!温带地

区的草地牧草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牧草营养价值

高&通过采用补播优质牧草%施肥%清除劣质杂草及

有毒有害植物%防治虫害和鼠害%合理规定载畜量和

放牧强度%划区轮牧等经营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地提

高草地牧草的营养成分'

#3

(

&

草地牧草各种营养成分的高低是评价其营养价

值的重要因素&粗蛋白质含量愈高%粗纤维含量愈

低!则草地牧草的营养价值就愈高!反之!营养价值

就愈低&本研究发现!天然草地牧草粗蛋白%粗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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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粗纤维等营养成分排序不同!这说明单一的营养

成分绝对含量指标不能准确地评价牧草的营养成

分&因此!对牧草营养价值的评价应采用综合评价

指标&主成分分析综合量化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人

为的主观任意性!可以提高结果的客观性与精确度&

仅靠草地的地上生物量确定载畜量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以草地牧草营养成分含量确定载畜量!也存在一

定的片面性!因为在营养已经满足家畜需求的情况

下!家畜可能并未吃饱而继续采食!使得草地营养载

畜量大于生物量载畜量!这样势必会造成过牧&以

草地生物量及牧草营养成分含量确定载畜量要因地

制宜!两者分配比例合理才可确定适宜的载畜量*以

草地合理载畜量为基础!才能使草地实现经济和生

态效益的最优化!最终实现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

展&在草地退化较严重或生态环境较脆弱的锡林郭

勒盟地区!以草地生物量确定载畜量比较适宜!既可

以避免放牧家畜超载又能给草地休养生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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