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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针茅草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分布范围及危害程度，并总结出通过打落针茅草，注意

饲养管理，加大对牧工的宣传教育等防护措施来减少针茅草对绵羊的经济损失，从而使高寒牧区的绵羊更好、更

快、更健康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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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寒牧区绵羊综合分析不难发现，虽然

大部分牧户对绵羊情有独钟，但是在实际繁育中却

不能忽视一个细节性较为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当地

广大农牧民的心病。甘肃皇城草原自然生长着一种

叫针茅草（俗称为草刺）的禾本科牧草，一到秋季针

茅草和一些荆刺灌木往往能刺伤羊体，甚至损伤细

毛羊脏器。据统计，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站草

原总占地面积 1.32万 hm2，其中针茅草占地面积高

达 1 333.33 hm2。该站的绵羊繁育主要以放牧饲养

为主，尤其在秋季放牧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羊只被针

茅草扎的现象。1954年，发现了针茅草籽实刺穿羊

皮伤害内脏的严重情况，当时，一群半细毛幼年母

羊 300多只几乎死光，给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

站绵羊产业带来了一定困扰。每年秋季都要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机具，在中心草场打落针茅草，采取

人拉草耙子，机拉拨草杆、树枝相结合的方法，平坦

宽阔处用机打，沟壑地带人工打。

1 形态特征

针茅草（俗称为草刺），它的秆直立，丛生，长于节

间；叶舌披针形，叶片纵卷成线形，上面被微毛，下面

粗糙。颖狭披针形，先端纤细，基盘尖锐，密生柔毛，芒

二回膝曲，扭转，光滑，芒针卷曲成丝状。外稃有坚锐

的基盘和呈膝状弯曲的长芒，末端有扭曲的芒柱，受

湿能自行扭转，成熟后细瘦干黄，长 2 cm，它的一端

是小头钉大小的种子，另一端是犀利的芒尖。

2 生长习性

皇城地区针茅草大概在 4月萌发，6-7月开花，

7-8月结实，随后便进入夏季休眠时期，9-10月再

生，10 月变枯黄。开花期干物质中含粗蛋白质

11.02%，粗脂肪 3.99%，粗纤维 29.22%，无氮浸出物

48.53%，粗灰分 7.25%，结实前粗蛋白质含量高。春

秋再生草嫩叶适口性好，马最喜食，羊牛次之。以针

茅建群的草场在皇城放牧区域占了重要地位，颖果

成熟时坚硬的基盘常刺伤羊的口腔、皮肤，甚至进

入皮下组织和肌肉，严重时引起死亡，故放牧应避

开结实期，或者将其打落。

3 分布范围

我国针茅草大多分布在甘肃西部和新疆北部，

多生于山间谷地、准平原面或石质性的向阳山坡，

一般在海拔 500～2 300 m，生产力高，针茅草草原

盖度可达 35%～45%。

4 危害程度

针茅草种子吸附性极强，极容易扎在绵羊身

上，能刺入毛、皮、皮下组织乃至肌肉，严重时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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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亡，牧民对此防不胜防。高寒牧区由于气候寒

冷，雨雪较多，特别是绵羊冬春放牧能耗加大，直接

造成补饲成本增加，加上大多数草场生长有针茅草

及荆刺灌木，一到秋季针茅草和一些荆刺灌木往往

能刺伤羊体，甚至损伤绵羊脏器，给细毛羊产业带

来了一定困扰。笔者平时由于工作原因外出遇上

时，它就像有吸附功能似的黏着小腿和脚上，轻者

在衣服和鞋子上，重者将透过衣服扎伤皮肤，会出

现瘙痒和疼痛感，甚至流血，黏在鞋上很难去掉。实

验室做毛样分析试验时也出现过扎伤。

5 防护措施

尽早进行穿衣技术可大大避免绵羊被针茅草

扎伤，还可提高幼年羊的净毛率；该站草场针茅草

面积大概有 1 333.33 hm2，为了提高绵羊的生产性

能，使用新技术打落针茅草，实行全覆盖，加大对牧

工的宣传教育，注意饲养管理。

6 小 结

虽说针茅草有饲用价值，但危害极大。如绵羊

无法进秋场，怕扎伤直接影响经济损失；羔羊断奶

阶段，通过针茅草地带就会吸附很多在头、腹下、四

肢等；技术人员无法做羊毛试验等。可通过打落针

茅草，注意饲养管理，加大对牧工的宣传教育等防

护措施来减少针茅草对绵羊的经济损失，从而使高

寒牧区的绵羊更好、更快、更健康地生长。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阿坝牧区自然环境条件及冬春草料现状，并提出了提高冬春秸秆粗饲料的储备能

力、提高冬春青干草和青贮饲料的储备能力、普及牧民牦牛养殖基本知识，提高广大牧户冬春草料储备能力等措

施，加强冬春草料储备，提高牦牛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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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坝牧区自然环境条件及冬春草

料现状

阿坝牧区属于阿坝州的高寒草地，海拔 3 000～

5 000 m，地势高平，年降水量 500～800 mm，年均

温度 -2～5 ℃，昼夜温差大，属于高寒半湿润和湿

润地区；青草期短，枯草期长，冷季严寒（长达 7 个

月），暖季凉爽（仅有 5 个月），河流大多谷宽水浅，

曲流多。阿坝牧区有草场约 320万 hm2，占全州总面

积的 40%，主要是单纯利用天然草地进行放牧，靠

天养畜，较少运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牧民的经

营思想落后，草地严重超载过牧（一般都在 50%以

上）；牧民缺乏养殖技术，冬春草料储备技术能力极

差，只有少量的秸秆和青干草作为冬春草料储备，

几乎无青贮饲料的储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

脆弱。

2 冬春草料储备技术措施

2.1 提高冬春秸秆粗饲料的储备能力

粗饲料是指饲料干物质中粗纤维含量≥18%，

并且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秸秆即农作物籽

实收获后剩下的副产物，主要包括农作物的茎、叶、

玉米芯、谷壳等，是粗饲料的一个主要类型。阿坝州

有耕地面积约 8万 hm2，年生产粮食 23万 t，主要种

植玉米、小麦、荞麦、青稞、油菜及豆类（胡豆、豌豆、

黄豆）等粮食作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各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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