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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显微技术法分别在放牧率为"G882AG##和CGC;只HIJ!下对内蒙古细毛羊的食性进行了研究E结果表明2随着放

牧率的增大2草场的植物种类组成及其相对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E由于不同牧草的可利用性不同2其食性选择也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E在重牧条件下2原先为随意采食的冷蒿和厌食的寸草苔则升级为K喜食L的植物2星毛委陵菜的选择性指

数也有较大提高B且星毛委陵菜成为主要的食物资源2占全部食物的 =#M以上E这说明放牧率的增大和绵羊选择性的采

食是草场植物种类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E
食物的选择性主要与草地牧草的相对生物量F高度和频度显著相关B当草地植物多样性指数较高时2放牧绵羊的食

物选择性较大E不同放牧率条件下2在以冷蒿和小禾草为主的退化草原上2草地植物多样性指数随放牧率的增大而显著

降低2但食物多样性指数以放牧率 AG##只HIJ!的处理最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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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了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放牧家畜的选择性采食#人们提出最适牧食假设#即大多数食草动物都能够

按牧草的净能值’所食牧草的能量与所消耗的能量之差值(进行排列&更有甚者#家畜还能根据物候期和生

境的变化来调整这种牧草采食序列!)%&许多人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一般都认为是动植物各种特征相

互作用的结果!*+,%&
影响放牧家畜选择采食的植物 特 征 因 素 很 多!-#.%大 致 包 括/’"(植 物 种 类0’$(化 学 组 成0’)(物 理 或 形

态特征0’*(物候期或成熟度0’1(相对可利用性0’,(植物的气味和味道0’-(接近的难易程度等&植物生长

的生境如地形2具体地点等也影响选择性采食#因为它影响了放牧家畜接近的难易程度或可获得性!3#"4%&除

了 牧 草 的 季 节 性 变 化 和 营 养 限 制 外#草 原 植 被 的 异 质 性 也 导 致 了 放 牧 家 畜 表 现 出 强 烈 的 选 择 性 采

食!""+",%&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试图将选择性采食解释为植物营养含量的化学特性不同所致#然而许多

人用这种方法试图预测放牧家畜的选择性采食时#却遇到了一些问题!"-+"3%&
放 牧 家 畜 的 特 征 对 选 择 性 采 食 也 有 影 响#如 家 畜 的 触 觉2嗅 觉2视 觉 和 味 觉 对 选 择 性 采 食 都 有 影

响!1#$4#$"%&56789:!$4%证明绵羊的视觉主要是在空间位置的确定上帮助家畜选择性采食的#而植物种类的选

择是由其它感觉等决定的&嗅觉加强了味觉#因为嗅觉是远距离味觉的具体体现!$"#$$%&当绵羊的嗅觉和味

觉被外科手术阻碍时#牧草的相对适口性发生了明显地变化!$4%&有人发现#由于粪便的气味#使得牛羊不愿

采食;粪斑<上的植物!,#$)%&另外#放牧家畜的以前放牧经历对选择性采食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放牧率的

大小也有较大影响&当放牧率小时#则食物充足#家畜可以自由地选择食物0相反#当食物不足时#放牧家畜

就不得不采食以前不爱吃的食物&
在我国#很少有人探讨不同放牧率下内蒙古细毛羊的食性变化及与草地群落结构间的关系#本研究在

不同放牧季节对绵羊食性影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由于不同放牧率导致的草地状况的变化而引起

的绵羊食性的响应#以及绵羊食物多样性与草地群落主要种群特征间的关系#以便揭示放牧绵羊在不同的

食物资源胁迫下其食性替代规律及草地植物多样性变化的机理&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不同放牧率下轮牧试验设计见李永宏等!$*%#该放牧实验始于 "334年&本实验于 "33)年 .月

中旬对 )种放牧率’">))#*>44和 ,>,-只?@A$(下的绵羊食性进行研究&利用 1岁的内蒙古细毛羊’羯羊(#
于 .月上旬连续 *+1:#用全收粪法收集羊粪#在 ,4B条件下烘干#过 "AA筛粉碎0同期用 1个 "A$样方采

集植物样品#度量不同植物的高度2盖度和群落的总盖度#并分种烘干称重#过 "AA筛粉碎0用 *CDE9不

溶灰分法估测不同时期绵羊的采食量!$1%&同时#记录主要植物种的物侯期&并用 "44A样线进行两次十字

交叉度量各种植物出现的频度&

=>F 植 物 成 分 的 分 析 利 用 显 微 镜 技 术 进 行 绵 羊 日 粮 植 物 学 组 成 的 分 析!$,%#并 参 考 GH7:I6J等!$-%和

KHL6H等!$.%的方法#进行载玻片的制作&主要过程为/将适量粉碎通过 "AA筛的粪样放入玻璃皿中#用热

水浸泡混合 "+$AM7#然后 4>"NCHOD漂洗 "AM7左右#再将样品倒入 $44目的分样筛中#用凉水冲洗#滤

掉碎粉沫#分样筛内剩余的样品是比较均一的植物组织碎片&将这些碎片分别放于 1个培养皿中#加水摇

动使碎片较均匀的分布在培养皿中#不致出现较多的重叠#在 ,4B左右烘干即可镜检&

=>P 镜检前的准备及方法 为了提高辨认率#根据 D89IQ@IR等!$3%介绍的方法#实验前进行了系统训练#
即将已知的植物粉碎过 "AA筛#参照上术方法制作载玻片#并与康乐!)4%所绘制的主要植物表皮细胞特征

图和检索表进行对照辨认&实验过程中#每个培养皿在双目显微镜下放大 ",4倍#观察 $4个视野#与参考

图!)4%比较#系统的记下所有各视野中碎片所属的植物种0如 果 出 现 不 能 辨 认 或 辨 别 不 清 的 表 皮 细 胞 或 碎

片#也作记录#最后将这些辩不清的碎片按比例分给各个种&最后列表计算出每个种出现的频率并换算成

每个种的相对密度!$,%#再用这些相对密度估测每种植物的干物质百分比#即/STU’5种植物的相对密度?
各种植物相对密度的总和(V"44N&

=>W 选择性指数的计算 选择性指数’偏嗜性指数(是指食物中某种牧草占的重量百分率与群落中该种

植物占的重量百分率的比值&

=>X 多样性指数的计算 采用 G@H7787多样性指数 YUZ[\]V97\]进行计算#其中#\]为 ]物种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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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量!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放牧率下草原群落结构和绵羊食物资源的变化

%种放牧率下放牧草场的群落学特征见表 &!从表 &可以明显地看出’所列 &&种植物的地上生物量占

总生物量的 ()*以上’因而构成了放牧绵羊的主要食物资源!由于放牧绵羊的选择性采食及放牧率的成倍

增加’使得不同放牧率下放牧草场的植物学组成及其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轻度放牧条件下’单子叶

+禾草类禾草,植物占的比例较高’为 )-#&.*/中度放牧的为 0%#.0*’重度放牧的只有 (#.)*’尤以冰草1
糙隐子草大幅度下降!在杂类草中’冷蒿的比例成倍数的下降’而星毛委陵菜则相反’随着放牧率的增大其

比例成倍的增加’在重牧条件下’其地上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 2-*以上!因此’不同的放牧率下’放牧绵羊

的食物资源发生了明显的替代!
表 $ 不同放牧率下草原的群落学特征+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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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放牧率下放牧绵羊食性食量的变化

由于不同放牧率条件下放牧草场的植物组成及其比例存在很大的差异’故放牧绵羊的食物组成依不

同 草 场 状 况 而 有 较 大 的 差 异’随 着 放 牧 率 的 增 大’食 物 中 禾 草 和 类 禾 草 的 比 例 由 %̂#0*降 到 N0#̂ *̂和

%-#02*/其中’羊草的比例有所下降’冰草和糙隐子草的比例则大幅度下降/寸草苔和冷蒿的比例均以中

度放牧为最大’随着放牧率的增大’星毛委陵菜取而代之’占总采食量的 )-*以上+表 0,!由此可见’由于

绵羊选择性采食等因素所导致的草原放牧演替反过来又影响了放牧绵羊的食物资源及其组成’从而导致

了放牧绵羊的食物替代!

"#J 不同放牧率下不同牧草的选择性指数的变化

选择性指数值越大’表明绵羊越爱喜食!在草原牧草的种类组成及其比例发生变化时’放牧绵羊对牧

草 的选择性指数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表 %,’如在放牧率低1牧草资源较丰富时’寸草苔1冷蒿和星毛委陵

菜均为避食植物+选择性指数/&#-,/但随着放牧率增大’寸草苔和冷蒿均变为0喜食1植物+选择性指数2

&#-,’星毛委陵菜的选择性指数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尽管其它喜食性牧草的选择性指数也随放牧率增高

(%00期 汪诗平}不同放牧率下绵羊的食性及食物多样性与草地植物多样性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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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大!但终究因其相对生物量较小!可利用性较低"表 #$!最终导致它们在食物比例随放牧率的增加而降

低"表 %$&因此!’喜食(与’厌食(植物是相对地于资源的丰欠而言!只有资源丰富时!放牧绵羊才有较大的

选择余地!否则!则表现出’饥不择食(的现象&
表 ) 不同放牧率下放牧绵羊的食物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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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夏季不同放牧率下不同牧草的选择性指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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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苔‘ UR‘S #RU‘ #R‘V
冷蒿V UR‘̂ #R#U #R‘#

星毛委陵菜W URS# URTW URVW
扁蓿豆_ SR#_ %RW_ SR%T
双齿葱^ #RS‘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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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cdefghijbjfifk%\lmnopcnojgnifqrqedkS\stbifqombjbf

fuernnofrkT\vqiprwnctoxiik‘\srnbfyeniefgetrkV\lnqbdifi$

r}nimiyrkW\~oqbjqittrrgretifk_\zbtiffiqefneqhbjigrk̂\

lttied |iybjqrqedk#U\{oghirpnofqnrqrk##\~oqbjqittr

qrjrgbqi}otir

)R% 放牧绵羊的食性与草原植物种群特征间的关系

放牧绵羊的食物选择与草原植物种群特征密切相关"表 T$&从表 T可以看出!不同放牧率条件下!放牧

绵羊的食物组成与不同牧草在草原群落中的相对生物量&高度及频度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样!而与盖度相

关性不大"负相关!但未达显著性水平$&这是因为尽

管放牧绵羊喜食一 些 植 物!但 这 些 植 物 大 都 可 利 用

性较低!在单位时间难以采食到足够量的食物k而构

成放牧绵羊主要食 物 资 源 的 糙 隐 子 草&冷 蒿 和 星 毛

委陵菜!尽管其高度都很低!但其相对生物量和频度

都较高!因而可利用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放牧率

较低时!放牧绵羊的 食 物 组 成 与 牧 草 的 频 度 相 关 不

大&由此可见!放牧绵羊的食物组成与不同牧草的可

利用性直接相关!尤以退化草原更是如此k只有在各

种牧草资源都很丰 富 的 情 况 下!放 牧 绵 羊 才 能 根 据

对不同牧草的偏嗜性进行选择采食&

)R’ 放牧绵羊的 食 物 多 样 性 与 草 地 植 物 多 样 性 之

间的关系

由于 放 牧 绵 羊 具 有 较 大 的 选 择 性 采 食 习 性!其

食物种类组成及其多样性都与所采食的草地群落结

构有很大的差异&分别以草地群落不同植物和绵羊

食物中不同植物相对生物量作为重要值所求得的多

样性指数表明!在不同放牧率条件下!草地群落植物

多 样性指数以放牧率较轻"#RSS只DEF%$的最高!并

随放牧率的增大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是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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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牧时!植物种类较多且相对均匀"而在重牧或过牧条件下!地上生物量相对集中于 #$%种植物!如在重

牧 下星毛委陵菜的相对生物量可高达 &’(!所以生物 多 样 性 指 数 很 低)然 而!绵 羊 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却 以

*+’’只,-.%的最高/图 #0)这主要是因为!在放牧率/#+11只,-.%0较轻时!食物资源较丰富!食物中主要

以禾草为主!如糙隐子草占总食量的 2’(以上"类似地!在放牧率/2+23只,-.%0较高时!也有类似的现象!
只是食物资源出现了替代!由星毛委陵菜替代了糙隐子草而占总食量的 41(!但相对于草地结构而言!星

毛委陵菜在食物中的比例比草地群落中的比例要低 1’(左右/表 #和 %0)因此!重牧或过牧条件下)其食

物多样性指数比中牧的低!同时又比草地群落的高)
表 5 放牧绵羊食物组成与草原植物种群特征间的

相关分析

6789:5 6;:<=>>:97?@=A<=:BB@<@:A?C/D08:?E::A
F@:?7>G<=HI=C@?@=A7AFI=IJ97?@=A<;7>7<?:>@C?@<C

植物种群特征

KLMNOPQ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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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YYVUVSQWQLTZRS[UPQVW

#+11 *+’’ 2+23

相对生物量/(0\ ’+32] ’+3*] ’+̂1]]

高度/T.0_ ’+31] ’+&4] ’+̂2]]

盖度/(0‘ a’+#4 a’+%1 ’+’̂

频度/(0b ’+44 ’+&̂]] ’+31]

\cVOPQRdVeRL.PWW/(0"_fVR[-Q/T.0"‘gLdVUP[V
/(0"bhUViNVSTj/(0"]/kl’+’40"]]/kl’+’#0

另外!与不同放牧季节相比m1#n!不同放牧率的绵羊在

&月份的食物多样性指数普遍比较低!即使是放牧率轻的

处理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虽然放牧率轻的处理/#+11只,

-.%0!草地群落中的禾草比例有所上升!但禾草中以糙隐

子草为主!羊草和冰草的比例很低/表 #0!因而!食物资源

中 不 同 牧 草 的 比 例 差 异 较 大!轻 牧 或 过 牧 都 使 食 物 资 源

的相对集中!从而食物多样性指数相应较低)
由 此 可 以 看 出!不 同 放 牧 率 下 放 牧 绵 羊 的 食 物 替 代

较大!从而保证较大营养物质摄入量和优化牧食策略)而

放牧家畜的食物多样性指数与草地植物多样性指数的变

化趋势不一致!这主要是选择性采食造成的)当草地植物

群 落 中 家 畜 喜 食 的 种 类 较 多 且 相 对 均 匀 时!放 牧 家 畜 的

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较 高!且 与 草 地 植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的 相 关

性较大"相反!关系则不太一致!一般以中度放牧率下的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

图 # 不 同 放 牧 率 下 绵 羊 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oop0与植物多样性指数/kop0间的关系

hR[q# cVOPQRLSW-RMeVQrVVSsRVQPUjTL.MLt

WRQRLS sRdVUWRQj RSsVu/oop0 PSs MOPSQ

WMVTRVWsRdVUWRQj/kop0RSsVuNSsVUsRYYVUVSQ

WQLTZRS[UVQPWRS#̂ 1̂

v 讨论

在 放 牧 家 畜 的 食 性 研 究 方 面!许 多 研 究 者 发 现 不 同 牧 草

的 选 择 性 与 草 地 群 落 结 构 有 关!如 同 一 种 牧 草 在 不 同 草 地 类

型和不同土壤类型上!其选择性采食是不一样的m1%n!如与其它

类 型 的 草 原 相 比!在 北 美 艾 灌 丛 草 原 上!针 茅 /wxyz{

|}~!"#y{${0有较大的选择比例!而 %{$x&}$y{y$x’D"’(y{却相

反!选择的比例相应较小)许多研究还表明!一些牧草在食物

资源较少时!利用程度很高!而在茂密的植被中则利用很轻!如

蒿/)Dx’"y*y{xDy(’$x{x{0m11n!+’{$}x&!*x&,D*y-~}!*和 冰 草/)t

.D}z,D}$*y"yx&yy0m1*n!这主要与不同草地类型中植物种类组成

有 关m14n)食 物 资 源 可 利 用 程 度 的 降 低 可 以 改 变 食 物 的 选 择

性m12$1̂n"另一方面!牧草的 相 对 利 用 率 似 乎 与 牧 草 的 频 度/丰

度或生物量关系不大m1%n)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当放牧率很高

时!由于牧草资 源 的 可 利 用 性 大 大 降 低!&月 份 原 先 不 爱 吃 的

冷蒿或厌食的星毛萎陵菜及寸草苔m1#n!均成为主要的食物!其

利用率大大提高"从选择性指数看!均由一般的采食或厌食变

为0喜食1植物!并与牧草的频度/盖度和生物量呈高度正相关)
另外!放牧家畜食性及其变化的研究!还有利于解释放牧对草原植被变化的影响!一般地认为!高强度

的放牧可使放牧家畜喜食的植物或很少耐牧的植物消失!即很少被采食或有更大抗性的植物则生存下来!
并替代了被消失的植物"如果给予足够长的时间!这种过程将导致草原植被由较低适口性的植物所组成"
牧草供应量很低!以致放牧家畜被迫采食以前厌食的植物m*’n)本文研究结果基本上与上述结论相同!如重

度放牧率条件下!草原植被基本上由冷蒿和星毛委陵菜所组成!尤其是绵羊所厌食的星毛萎陵菜占草原群

#*%%期 汪诗平2不同放牧率下绵羊的食性及食物多样性与草地植物多样性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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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上生物量的 !"#以上$此时$绵羊也不得不采食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轻度放牧$还是重度放牧$糙

隐子草均是放牧绵羊喜食的牧草$即使在重牧条件下$其出现的频率仍然很高$但其高度&冠层盖度和生物

量却大大降低$这说明其有极强的耐牧性$一旦牧压减轻或解除$则又得到较快的恢复$这可能是轮牧比连

续放牧方式的主要优越之处$牧草可以在轮牧间期有较长的时间得以休养生息%

’ 结论

随着放牧率的增大$草场的植物种类组成及其相对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不同牧草的可利用性

不同$以及放牧绵羊为了生存和繁殖的需要$其食性选择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重牧条件下$原先为随意

采食的冷蒿和厌食的寸草苔则升级为(喜食)的植物$星毛委陵菜的选择性指数也有较大提高*且星毛委陵

菜成为主要的食物资源$占全部食物的 !"#以上%这说明放牧率的增大和绵羊选择性的采食是草场植物种

类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草地植物多样性指数较高时$放牧绵羊的食物选择性较大%不同放牧率条件下$在以冷蒿和小禾草

为主的退化草 原 上$草 地 植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随 放 牧 率 的 增 大 而 显 著 降 低$但 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以 中 度 放 牧 率

+,-""只./012的处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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