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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河西走廊的灰棕漠土种植了麻黄草改土培肥效果十分明显，3年生麻黄草鲜草产量11. 56t hm~-2，折干草

4. 63t hm~-2，与CK比较0～ 20cm土层中自然含水量增加61. 08g kg~-1，>0.25 mm团粒结构增加 12.16%，总孔度增加

10. 57%，容重降低0.28g cm~-3，pH由8.15降到7.83，全盐含量降低1.72g kg~-1，脱盐率达到49.78%，有机质、速效N、P、K

亦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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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黄草为麻黄科多年生小灌木，草内含麻黄碱和多

种生物碱，全草可入药，有发汗平喘止咳利尿等功

能‘1，2，3】，由于其药用价值较高，只采不栽，对野生麻黄

草资源的产业化利用强度逐年加大，使天然麻黄资源日

渐枯竭。自然分布状态下的麻黄草资源逐年减少，甚至

有些地区处于灭绝的边缘‘4]。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和

酒泉分布着面积较大的灰棕漠土，它是在漠境生物气候

条件下发育的地带性土壤，地表生长着稀疏的旱生、超

旱生植被，植被覆盖度<15%，生物成土作用微弱，土壤

干燥、板结、盐化、沙化、瘠薄，肥力水平很低，是河西走

廊的低产土壤‘5】。在这些土壤上虽不能种植农作物，但

已具备了麻黄草生长发育的土壤、光照、水分、热量等环

境条件，非常适应予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喜光的麻

黄草生长发育‘引。近几年随着麻黄制品需求量的增加

和天然麻黄草的减少，部分地区开始人工栽培麻黄草，

在措施得当的前提下，人工种植的麻黄草一般3年后收

益可达到 1.5×l04元 hrri -以上，且一次投入，多年受

益，具有极高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7]。为了开发利用

灰棕漠土资源，笔者于2000—2002年，进行了河西走廊

灰棕漠土种植麻黄草改土培肥及产量和经济效益的研

究工作，现将研究结果分述如下。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土壤 灰棕漠土，耕层0~ 20cm土层中

有机质含量 6. 84g  kg-1，全 N 0.25g kg-1，全 P O．42

g kg-1，碱 解 N 23. 12mg kg．1，速 效 P205 2.34

mg kg'1，速效 Kz0 124. Olmg  kg“，全盐4.66 g kg“，

pH8. 15 ,CaC03  116. 28g kg“,CaS04  14. 32g kg-1 ,CEC

8.34cmol kg。1，土 壤 容 重 1.44g cⅡ i-3，总 孔 度

45. 66% ，质地为轻壤质土 ，土层厚度 145. 30cm。成土

母质是砾质洪积物。植被覆盖度 15 010，植被 种类 ：珍

珠猪 毛菜 （Salsola passerina bre.）、沙 生针 茅 (Stipa

glareose)、木 本 猪 毛 菜 （Salsda arbuscula）、泡 泡 刺

（Nitraiasphaerocarpa）、刺 叶 柄 棘 豆 （Oxytropis

aciphylla）、唐 古 拉 白刺 （Nitraria tangutomm）、黑 柴

(Sympegma regelii)、梭梭 （Haloxylon am,modendrom）、

膜 果 麻 黄 （Ephedra przewalskii）、骆 驼 刺 (Alhagi

sparifolia)、琵 琶 柴 （Reaumuria soongorica）、柴菀 木

（Asterothamnus centraliasiaticus）、沙 生 针 茅 （Stipa

glareose）、苦 豆 子 （Sophora alopecuroides）、芨 芨 草

(Achnatherum spledens).

1.1.2  参 试 植 物 与 地 点   参 试 植 物 为 中 麻 黄

（Ephedra intermedia），千粒重 5.28g，种子 纯度 91% ，

发芽率 85 010。试验地点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 区沙井

镇 （河西学 院农 场 附近 ），海拔高 度 1550m，年均 温

7.2℃ ，> 10CC积温 30500C，年均降水量 120. 50mm，年

蒸发量2200mm，无霜期160天。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灰棕漠土荒滩为对照( CK)和种植 中麻黄

l、2、3年共 4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 区组排列 ，小 区

面积 60m2 (10 x6)，种植方式为育苗移栽 ，定植时间分

别是 2002年、2001年、2000年 4月 25日，株距 20cm，

行距 30cm，定 植 前 施 用 厩 肥 45t hrri-2，NH4H2PO。

0. 23t hm。2，全部做基肥施入耕作层。分别在定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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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枝旺盛期灌水 1次 ，4个处理灌水量均相等 ，每次

灌水量 7500rri3 hrrl-2。在第 2年早 春结合 灌水追施

NH4H2P040.30t hm_2。取土时间 10月 8日，取土深

度 O一20cm。测定项 目及方法 ：[8，91土壤容重 （环刀

法）、总 孔 度 （计 算 法 ）、自然 含 水 量 （烘 干法 ）、>

0. 25mm团粒结构（约尔得法）、全盐 （电导法）、pH（酸

度计法）、土壤有机 质 （重铬 酸钾法 ）、碱解 N（扩散

法）、速效 P（碳酸氢钠浸提 一钼锑抗 比色法）、速效 K

（火焰光度计法 ）。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在灰棕漠土上人工栽培 中麻黄后 ，土壤容重略有

下降，总孔度有所增加。与 CK比较 ，2年和 3年生中

麻黄耕层土壤总孔度分别增加 3. 77%和 10. 570/0，容

重分别降低 0. 10g cmq和 0.28g cm。3。土壤容重下

降 ，总孔度增大，有效 的改善 了土壤通透性能 ，为中麻

黄根系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随着中

麻黄种植年限的延长 ，地上部分覆盖度不断增大，有效

的降低 了土壤水分蒸发 ，土层 中水分含量有所增加。

据 2003年 10月 6日4个处理灌水后第 5天测定结果

表明 ，2年生和 3年生处理与 CK比较 ，耕层 自然含水

量分别增加 29. 59g kg-1和 61. 08g kg-1，土壤贮水量

分别增加 52. 31m3 hm-2和 55. 50rri3  lVll。2。中麻黄根

状茎发达，根系纵横交错 ，密布成 网，根系在生长过程

中对土壤产生挤压、分割作用 ，使土粒团聚。加之种植

中麻黄时施人了有机肥料 ，这些有机物质在分解过程

2.3 对土壤有机质、速效N、P、K养分的影响

    灰棕漠土土壤由于植被覆盖度小，肥力水平低，是

一种低产土壤。种植中麻黄后，由于人工除去的杂草

和中麻黄地上部分枯枝落叶进入土壤，加之种植中麻

黄前施用有机肥料，每年开春结合灌水施用化学肥料，

增加了有机和无机化合物，对灰棕漠土培肥具有重要

的意义。随着中麻黄种植年限延长，土壤有机质、速效

N、P、K含量都在逐渐增加。据表2资料分析，1年~3

年生中麻黄与 CK比较，O一20cm土层中有机质含量

中形成了新鲜腐殖质和多糖类化合物，是团粒结构良
好的胶结物质，对土壤团粒结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

义。与CK比较，种植麻黄草2年～3年后，O一20cm
土层中 >0. 25mm团粒结构分别增加 5.750/0和

12. 160/0。不同处理间的差异经LSR检验达到显著和
极显著水平，（表1）。

表1  中麻黄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注：英语大写字母为LSRO. Ol，小写字母为 LSRO. 05显著差异水平（表

2、3同）

2.2 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在灰棕漠土上种植中麻黄 3年后 ，地表覆盖度达

到 95%以上，有效地降低 了土壤水分蒸发 ，抑制了

土壤返盐。各处理较试前土壤 pH值 、全盐都有所降

低。与 CK比较，3年生 中麻黄 O一20cm土层中全盐

降低 2. 32g  kg。1，脱盐率达到 49. 78% ，pH 由 8.15

降到 7. 83。而 1年 生和 2年生 中麻黄 脱 盐率仅 为

1. 29% —16. 30% ，说 明土壤可溶性盐降低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种植 中麻黄使土壤脱盐一般 都在 3年以

上，（表 2）。

  分别增加 1. 56g kg-l、2. 28g kg。1、3.17g kg-l；碱解 N

  分别增加 1. 23mg kg-l、8. 53mg  kg。1、18. 02mg kg．1；

  速效 P分别增加 1. 06mg kg-1、2. 12mg kg-l、3. 38

  mg kg“；速效 K 分别 增 加 1.26 mg kg-1、5. 84

  mg kg。1、11.31mg kg-l; CEC 分 别 增 加 0.92

  cmol kg_1、3.11 cmol蝇。1、5.40 cmol kg_1。各处理间

  差异经LSR检验达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平，（表2）。

  2.4 对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3年生中麻黄分枝旺盛期平均株高达 34. 69cm，

表2  中麻黄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单株鲜重 48. 17g，单株 干重 19. 27g，鲜草产量为

11. 56t  hm。2，折干草 4.63t hrrl-2，干草价格按 3000

元／t计算，折产值为 1. 39×l04元 hm以，（表3）。目前

野生麻黄草资源在减少，而药用量逐渐增加，仅张掖麻

黄厂每年需要中麻黄 200t，全国麻黄草销量为 1.2×

104t[2]左右，因此，在灰棕漠土上人工栽培中麻黄为药

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对恢

复荒漠化植被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效益。

表3  中麻黄草经济性状及产草量

3 小 结
    在河西走廊灰棕漠土上人工栽培中麻黄3年后，

地表覆盖度达95%一980/0，土壤水分蒸发量降低，含
水量、贮水量增加，并初步形成了水稳性团粒结构，使
土壤疏松，耕层土壤容重降低，总孔隙度增大，有效的

抑制 了土壤返盐 ，土壤有机质、速效 N、P、K亦随之增

加。对改 良培肥荒漠化土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

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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