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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草：利于草原生态修复的优质乡土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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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的中科羊草 刘公社供图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属的植物园中，有一片占地面积 4.3

亩、收集了 1000 多份羊草种质资源的“羊草园”。羊草园中的植株

高矮、颜色、单株或杂交组合等各有不同，被分门别类种在不同的区

域，供研究人员进行科学实验。

《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在“羊草园”见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种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公

社。刘公社拿起一束羊草向记者介绍说：“因为羊草和小麦是近亲，

所以羊草的穗子非常像小麦。但是，羊草的穗子没有长芒，种子也很



小。长期以来，羊草最大的问题就是结籽少、发芽率低。通过多年研

究我们发现，羊草结籽少的主要原因就是‘近亲繁殖’，即自交不亲

和性。”

如何对这个难题进行科技攻关？

采访中记者获悉，专家们通过杂交配置组合建立育种群体，然后

经过连续选择就可以获得结实多、生物学产量高、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此后，新品种繁殖的大量种子再返回草原，播种在适生区，对退化或

沙化草原进行生态修复。

为何说羊草是利于草原生态修复的优质草种？原来羊草有一个

特殊的“武器”——“横走根茎”。“一棵羊草有主茎有分蘖，地下

还有横着跑的一种特殊器官——横走根茎。横走根茎生长时会不断产

生根茎芽并伸出地面，它会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植株。新的植株再次

复制，又会产生主茎、分蘖、横走根茎……羊草如此繁殖下去，会在

草原上从点到线、再扩展到面，形成网状，‘横走根茎’就是草原生

态修复的优异性状。多年以后，羊草恢复成优势种的时候，地上盖度

和生物量明显增加，地下根网密布，就会增加退化草地的碳汇。”刘

公社说。

羊草分布最多的地方在欧亚草原东部，是典型草原的建群种之

一。北方草原的建群种除羊草外，还有大针茅。

“大针茅和羊草各有特色。大针茅是丛生的，抗旱能力很强，其

在幼小的时候也是优质牧草，但成熟的种子有倒刺，对草食家畜有一

定危险。羊草是根茎型禾草，靠无限的克隆繁殖，能够在草原上占住

地盘。雨水条件好的时候，羊草能够高效地利用水分，形成大量的地



上和地下生物量。所以说，两个关键物种彼此消长，都很适应草原干

旱和降雨变率大的自然环境。”刘公社说。

在羊草园，记者看到刚刚破土而出的羊草幼苗，非常纤细，就像

一根针。看上去柔弱的羊草，其实是长寿命植物，一次播种成苗，可

通过克隆繁殖，如同竹子一样生长几十年。由于其耐逆性强、存活时

间久，羊草生态修复的维护成本自然就很低。另外，加上牛羊等草食

家畜很喜欢食用羊草，所以羊草多的草原，往往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

可以兼顾并实现双赢。

在刘公社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五颜六色、码放整齐的一袋一袋

的包衣后的羊草种子。刘公社说，为了让羊草种子质量得到进一步提

高，需要通过种子处理技术，把混杂在种子里面的石头、杂草籽、灰

尘等清除掉，只精选出羊草籽，然后再为羊草种子“穿上”带有不同

色素的“衣服”，即包衣。因为羊草种子密度比较低，容易在播种机

器上卡住，导致缺行断垄、出苗不均匀。包衣之后，草籽得以分散，

机械播种时会十分流畅，提高了播种的均匀性，可实现精量播种。另

外，包衣的不同颜色还可以标记为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批次，为追溯

管理提供方便。包衣技术是国际种子行业的高技术，可以对种子添加

抗旱剂等化合物，提高种子生产性能。

去年 7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草种目

录（2021 年）》。《目录》在牧草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修复用草、

能源草、药用草等草种类型，标志着草种管理工作由侧重于牧草管理

进入到全口径草种管理的新阶段。其中，羊草就进入《目录》中。



对此，刘公社说，围绕羊草种质资源研究，我国已有 50多年的

研发历史了。包括羊草种群生态、放牧利用、种质资源的分布、收集、

整理、入库、精细评价、新品种培育、栽培、饲用及草原生态修复、

沙地治理、盐碱地治理，等等，可以说，具备了非常好的研发基础。

面向未来，刘公社提出几点建议。

摸清羊草本底资源。不仅要摸清我国目前羊草种质资源的分布、

退化和保留面积等，还应关注周边国家草地退化状况，特别是沙尘常

起之地的羊草基本情况。

加强对羊草的经济和生态性状进行系统和精细评价，在改良和优

化羊草饲用价值、生物学产量等的基础上，也要及时启动羊草固碳功

能、生态修复效率等方面的研发和利用。

加快对已有羊草品种的大规模繁殖，这是目前羊草全产业链存在

的最大短板。种子繁殖是生态修复的上游基础性工作，补播种子是国

际上通用的生态修复方法，可以显著节约成本。

加强羊草的基础研究。例如羊草的结实、发芽、休眠、抗逆、饲

用价值以及耐动物啃食的机理等，这是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可持续

利用的科学源泉。

密切关注羊草这一北方草原关键物种及其伴生种对整个植被生

态系统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生物量、固碳效率及其

对碳循环、碳汇交易的影响等。（张一诺 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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