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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勒泰地区作为新疆主要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占据着得天独厚的畜牧业发展优势。在当

地畜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气候变化和不合理的利用等因素影响,毒草扩散蔓延趋势加

剧。毒草种群扩散导致草原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家畜中毒现象也时有发生,给当地牧民造成

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给草原生态安全、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巩固脱贫成果埋下隐患。草地是陆地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阿勒泰地区天然草地毒害草防控措施主要是化学防治。此外,还有

人工挖除、机器刈割和采取禁牧轮牧治理等手段。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气候环境变化,毒

草已对地区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构成威胁,严重影响草原放牧功能,制约草

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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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one
 

of
 

the
 

main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bases
 

in
 

Xinjiang,
 

the
 

Altay
 

region
 

occupies
 

a
 

unique
 

advan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The
 

local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
 

Howev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irrational
 

use,
 

the
 

spread
 

of
 

poisonous
 

weeds
 

has
 

intensified.
 

The
 

spread
 

of
 

poisonous
 

weed
 

populations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and
 

biodiversity,
 

and
 

livestock
 

poisoning
 

has
 

also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This
 

has
 

caused
 

certain
 

economic
 

losses
 

to
 

local
 

herdsmen,
 

and
 

at
 

the
 

same
 

time
 

laid
 

hidden
 

dangers
 

for
 

the
 

eco-
logical

 

security
 

of
 

grassland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
chievements.

 

Grassland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t
 

present,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poisonous
 

weeds
 

in
 

natural
 

grasslands
 

in
 

Altay
 

area
 

are
 

mainly
 

chemical
 

control.
 

In
 

addition,
 

there
 

are
 

methods
 

such
 

as
 

manual
 

digging,
 

ma-
chine

 

mowing,
 

and
 

grazing
 

prohibition
 

and
 

rotational
 

grazing
 

manage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oisonous
 

weeds
 

have
 

threaten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eco-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region.
 

This
 

seriously
 

affects
 

the
 

grazing
 

function
 

of
 

grasslands,
 

re-
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husbandry
 

and
 

increases
 

the
 

production
 

and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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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草植物本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产生的某些生

物化学类的有毒物质,在自然状况下被人或动物采

食或误食后引起动物有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病理变

化,严重者足以致死,也包括人和动物的皮肤接触植

物的液汁或被植物刺伤后引起的皮肤发痒、刺痛、起
疮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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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毒草的危害

毒草对牲畜的危害,即在干旱且过度放牧草原

中,因优良牧草被取食殆尽,毒草被选择性剩下,牲
畜由于饥饿被迫采食毒草的几率增加,造成牲畜中

毒现象呈现多发、频发,主要造成的损失是牲畜中毒

死亡,直接降低畜产品品质。另外,由于毒草的抗逆

性,往往占据草原生态群落的优势空间,挤占其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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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牧草的生存空间,导致优良牧草产草量下降,从而

影响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2 阿勒泰地区优势种毒草

2.1 乌头

乌头为毛茛科乌头属一年生或多年生植物,在
阿尔 泰 山 山 脉 分 布 较 为 广 泛。多 生 长 于 海 拔

2
 

000~
 

2
 

500
 

m的中山带。其中以白喉乌头为主,
其形态特征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直根系。茎中部短

柔毛,株高约50
 

~
 

150
 

cm。基生叶与茎下部叶均

具长柄、叶片肾型、3深裂。总装花序长20~
 

45
 

cm,有多数密集的花;轴和花梗密被开展的淡黄色

短腺毛;萼片淡蓝色,下部带白色,外面被短柔毛;花
瓣无毛,花丝全缘。全草有毒,块根毒性最大,种子

其次,幼嫩时毒性小,花期前后毒性较强,植株晾干

后毒性不消失,有毒成分主要为喉乌碱、刺乌头碱、
拉把乌头碱等二萜类生物碱。牛对乌头的耐受力最

强。乌头蔓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超载过牧,加之乌

头根部化感物质能显著抑制牧草根生长,影响周边

牧草种子萌发竞争力。

2.2 藜芦

百合科藜芦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约为

1
 

m左右,植株比较粗壮,其叶长22~
 

25
 

cm,宽约

10
 

cm,形状有椭圆形、宽卵状或卵状披针形。叶片

呈薄革质两面无毛,其先端尖锐或渐尖,生长于植株

基部的叶片无柄,生于茎上部的叶片带短柄。海拔

1
 

500~2
 

000
 

m的山地林下阴湿、沟谷低湿处、常成

片聚生。该草全株有毒,根、茎部分毒性加大。有毒

物质为藜芦,含毒成分主要为介芬胺、计明胺及玉红

介芬胺等。

2.3 小花棘豆

豆科蝶形花亚科多年生草本、半灌木或低矮灌

丛,主根粗,根系发达,分侧根,茎匍匐或斜生,多分

枝,奇数羽状复叶,花冠呈蓝紫色,蝶形。小花棘豆

喜生于碱性钙质沙土,具有耐寒、耐瘠薄、抗沙、耐干

旱等特性,抗盐碱较强,主要分布在海拔1
 

100~
1

 

300
 

m间河漫滩地,荒漠及沙漠地带的盐碱地。
常年性烈毒性毒草,全草有毒,含毒性生物碱苦马豆

素,马属动物采食最易中毒,山羊、绵羊次之,牛有很

大的耐受性,猪较迟钝,中毒一般发生在冬春季节。

2.4 毒芹

伞形科毒芹属,多年生粗壮草本,高50~
 

100
 

cm,生长初期的毒芹叶子类似芹菜叶。体表光滑无

毛,茎直立,中空;叶互生,复伞形花序,顶生,花白

色;根似胡萝卜,有时还会出现分叉。毒芹在生长过

程中会 散 发 出 特 殊 臭 气。毒 芹 多 生 长 在400~
2

 

900
 

m的河边、沼泽、低洼湿地和水沟旁。早春比

其它牧草返青早且生长快。该草全株有毒,以根茎

毒性最大、晚秋和早春毒性最强。毒芹的有毒成分

主要为毒芹碱、甲基毒芹碱、羟基毒芹碱、伪羟基毒

芹碱等。主要危害人和各种动物,牛羊和马敏感,猪
有较大耐受性。

2.5 无叶假木贼

藜科假木贼属多年生半灌木,木质茎多分枝、灰
褐色;当年枝黄绿色、4至8节间,种子暗褐色,近圆

形。生于荒漠、沙丘、戈壁、山坡冲积扇砾石地及旱

生山坡。该草全株有毒,其毒性与枝条年龄及发育

阶段有关,一年生枝条大于多年生枝条,幼嫩枝条大

于枯萎枝条。主要有毒成分为阿尔巴辛碱(毒藜碱、
假木贼碱)或新烟碱。危害动物一般以羊为主,羊采

食当年幼枝极易发病,每年6
 

~
 

9月为高发期,冬季

缺草时羊采食枯枝也可发病。中毒初期动物表现为

腹痛不安、游走、弓背、起卧,1~
 

2
 

h内出现呼吸困

难、瘤胃臌胀、瞳孔缩小。2~
 

4
 

h内死亡。对于该

毒草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对新调入的羊群可先少量饲

喂,刺激羊的口腔、肠胃、达到厌食目的,放牧前可给

羊少量补饲。

3 治理技术

3.1 人工挖除刈割

该方法主要使用于毒草分布面积小且密度小的

毒草。防除期即在毒草开花以前将其连根挖出,后
用土壤填平,补种其他优良牧草种子。在叶期和开

花初期,一般采用人工多次刈割,消耗生物量,但不

得伤害其他优良牧草。人工挖出(刈割)仅适用于早

期或小规模的毒草分布区。其缺点主要是在挖出毒

草的同时,容易误伤周边其他牧草,破坏土壤结构,
不容易挖出清理干净,需要人工数量多且工作效率

低,还需要高频率多次组织实施。

3.2 机械(犁翻)刈割

机械刈割主要用于面积大、密度高,毒草分布地

点地势平坦及其坡度较小的毒草地段。机械翻耕效

率高,对其他牧草影响较大,需要多次进行,一次不

容易根除,该方法的缺点则是对土壤破坏力大。

3.3 化学防治

对分布面积较大的毒草,一般应采用喷洒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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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方法进行化学防治。此方法可以使用点喷或全

喷等方式进行,在实际生产应用中需要合理安排禁

牧时间,注意应避开下雨天气,做好作业各项安全防

范工作。该方法的缺点则是限制因素较多,比如天

气、禁牧等。

3.4 调整利用方式控制

科学制定放牧方式,降低毒草对牲畜的不利影

响。开展牧放前需要及时补饲矿物质或添加剂,预
防或缓解牲畜中毒。对于适口性好,营养价值较高

的低毒毒草,可以控制毒草在牲畜日采食量中的比

例,使天然草场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又不造成牲畜中

毒。除以上方式外,还需要合理控制载畜量,使优良

牧草得到休养生息。而对于小花棘豆等毒草可在花

期及时收割,经过水浸泡或1%盐酸浸泡脱毒,也可

制作青贮饲料脱毒后安全使用。

3.5 生态治理

通过建设围栏、划区轮牧或禁牧休牧的方式进

行草原保护。补播或人工建植,人工灌溉施肥等方

式,提高优良牧草生物量和盖度。同时,还可以利用

中间竞争,引入生长发育快的牧草品种,抑制毒草生

长繁殖。如,在春季播种繁殖力强的草木樨,夏天生

长季节对播种草场实行禁牧,草木樨的生长迅速既

抑制了小花棘豆的繁殖,还可以减少小花棘豆的扩

散蔓延。

3.6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时以生物多样性为指导,需要引入有

害生物的天敌使有害生物与天敌间建立一种相互制

约、相互调节关系,从而保持生态平衡。专性寄生于

毒草的病原菌和专性食草昆虫防治毒草,例如在小

花棘豆生长茂密区域放养专性采食该草的昆虫,造
成小花棘豆枯萎死亡,小花棘豆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3.7 免疫学防治

此方法即将有毒植物毒素免疫用于动物中毒的

防治。例如,给动物注射合成的疯草毒素苦马豆-
BAS疫苗,使其体内产生豆素抗体,获得主动免疫

力,动物对棘豆中毒产生免疫,能安全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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