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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畜牧业生态学》构建了崭新的内容体系，较系统、完整地概括了中国畜牧业生态学的
全貌，并反映了现代畜牧业生态学理论和在我国畜牧业中实践的最新进展。
全书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我国畜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为重点，全面介绍了中国畜牧业的环境与
资源、家畜个体生态、家畜种群生态和群落生态、畜牧业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家畜营养生态和繁殖
生态、家畜环境生态和疫病生态、家畜微生物生态系统工程、牧草引种生态和草地生态、家畜行为和
动物福利、畜牧系统工程等内容。

《中国现代畜牧业生态学》可作为农业高校师生、畜牧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畜牧业生产技术与管理
人员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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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灌木和半灌木　　（一）灌木类　　摧木是指无明显主干或丛生的木本植物，高度一般为1
～5m，在生态条件严酷时可以矮到1m以下，成为小灌木。
若按水分因素划分，我国的灌木可分为旱生（超旱生）和中生两大类型。
灌木的生态生活型多样，具有各种适应表现，有阔叶、针叶、无叶（叶退化或鳞片状）、常绿、落叶
等形态，有耐寒、喜热、耐旱、耐盐和耐酸等，因此它的生态适应幅度宽，在气候过于干燥或寒冷，
其他生活型植物如乔木难以生长的地方都有灌木生长。
　　灌木在我国的分布很广，从温带到热带，从平地到海拔5000m左右的高山都有分布。
其类型也十分丰富，就其发生而言，既有在各特殊自然条件下发育的原生类型，也有在人为不同程度
影响下形成的次生类型，在我国南方草地中的分布尤以后者为多。
旱生、超旱生灌木是荒漠草地的基本成分；中生灌木是灌丛和疏灌丛草地的基本成分，有的种散生于
草原带和山地草甸带，少数种类也可成为共建种或优势种。
　　1.无叶灌木亚类群　　无叶灌木亚类群是指分布在荒漠地带，叶退化，用绿色小枝进行光合作用
的植物，主要是麻黄属、沙拐枣属、无叶豆属的一些种；同时亦包括鳞片状叶的柽柳属、水柏枝属的
植物。
它们具有抗风沙、耐沙埋、耐高温、抗干旱、耐瘠薄等特性。
无叶灌木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的荒漠草地中，生于流动
、半流动及固定沙丘和石质戈壁或土质荒漠上，有些种可上升到石质的中低山。
而柽柳则几乎遍及全国，是盐渍化草甸的主要灌木植物。
根据新疆的调查资料表明在南疆的阿克苏地区，麻黄是家畜冬季的主要饲草之一。
沙拐枣属的植物大多是质量低等的饲草，骆驼喜食沙拐枣，羊喜食其绿色枝条和果实。
柽柳属和水柏枝属的植物由于生长期体内含有大量盐分，具有咸苦味，家畜基本不食，只有在冬季和
春季萌发时骆驼采食，羊仅在冬季采食部分脱落的当年生小枝叶，马、牛任何季节均不采食。
无叶灌木大多数是优良的固沙先锋植物，有些种可药用，有些种是荒漠区的优良薪炭材。
　　2。
肉叶灌木亚类群　　　肉叶灌木亚类群是指分布在荒漠地带，叶肥厚肉质或稍肉质的一类超旱生和耐
盐旱生植物，多为蒺藜科植物。
肉叶灌木能忍耐荒漠区严酷的生境条件，叶内储存有大量的水分和盐分，能保持枝叶肉质多汁。
它们对热量的要求较高，≥10℃的积温在3ooo℃以上才能满足其生长，故是一类典型的暖温型荒漠植
物。
虽然本亚类群的植物同属荒漠草地建群层片的组成植物，但它们之间适应的生境类型仍有区别。
肉叶灌木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省、自治区，多生于沙砾质和砾
质的戈壁、山前冲积扇、低山丘陵以及土质的盐漠和盐化低湿地。
肉叶灌木的饲用价值低劣，一般只可作为骆驼和山羊的部分饲料，绵羊少量采食，马、牛则根本不食
。
霸王、油柴、裸果木等幼嫩时骆驼少量采食，羊偶食；白刺属的植物略高于其他种类，当年生嫩枝和
小叶骆驼喜食，羊采食叶和果实，落叶则仅为骆驼采食；木碱蓬、黑果枸杞几乎不食。
这一亚类群的植物虽然种类少，适口性差，但在饲草缺乏的荒漠地带中数量很大，因而在天然草地饲
料组成中仍占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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