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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遂野生变家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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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言

摘 耍 1 92 9~1 9 9 4年
,

通过对甘遂生活习性
,

生物学特性
,

种子处理
,

病虫害防治等调研和试验

研究
,

肯定有性萦殖优于无性繁殖
,

有性秋播优于春播
.

发现了种籽后熟
,

植株夏眠等生物学特性
。

199 4年底收获表明
,

有性 3
、
4 年生甘遂

,

个大
、

色白
、

粉性足
,

产量达 254
.

” ~ 344
,

9 8 9 /m
, 。

栽培后

植物鉴定无变异
.

有性栽培和野生甘遂成分的初步对比分析研究表明
:

成分相同
,

符合药典规定
,

能同等入药
。

总结出一套完整
、

切实可行的栽培技术
,

为保护中药资源及药农种药致富提供了科学

依据
。

关. 词 甘遂 种栽 家种 后熟

甘遂为大戟科植物甘遂 E uP ho br ia k o n -

s u iT
.

N
.

L io u e x T
.

P
.

w
a n g 的干燥块根

。

多

年生草本
,

常用 中药材
,

具有泻水逐饮功能
,

用于水肿胀满
,

胸腹积水
,

痰饮积聚
,

气逆喘

咳
,

二便不利等症
。

1 生态环境和生物学特性

1
.

1 生态环境
:

甘遂适应性强
,

耐寒耐旱
,

对

土壤要求不严
,

生长在海拔 3 00 ~ 600 m 范围

之内的向阳低山坡
,

沟底
,

路旁
,

地埂等
。

伴生

种有
:

禾本科
,

莎草科
,

菊科
,

览科等多种植

物
。

多生长在活土层 30 ~ 4 0c m 的黄绵土
、

砂

质壤土或粘质壤土中
。

1
.

2 生物学特性
:

运城甘遂物候期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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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运城甘遂物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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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萦殖方法 乳及 2 片子叶
。

千粒重 6
.

04 9
。

经用新采收的

2
.

1 种籽
:

甘遂种籽呈矩 圆或卵回形
,

长 种籽盆试和大田种植
,

发现种籽有 90 ~ 10 0d

.2 5一 4m m
,

直径 1
·

5~ Zm m
,

表面光滑
,

灰白 后熟期
,

以完成胚发育时发芽力最强
,

第 3年

色稀黄综色
,

有褐色斑点似大理石花纹
,

一侧 种籽发芽率降低
。

具深褐色种脊
,

顶端有小圆形突起的合点
,

基 2
.

2 不同播种期甘遂出苗情况统计
:

见表

部有类白色突起的种阜
,

若种阜脱落后
,

可见 1
。

白色小孔
。

皮薄而硬脆
,

内有乳白色油质的胚

农 1 不同 . 种期甘递出苗情况

播 播 种 初 苗 全 苗

种 时间 播籽 t 地温 气温 墒情 时间 地温 气温 墒情 出苗率 时间 地温 气温 摘情 出苗率全苗时

期 (年调旧 ) (粒 ) ( ℃ ) ( .c ) (% ) (年片日 )(℃ ) (℃ ) (% ) ( % ) (年调旧 ) (℃ ) (℃ ) (% ) ( % ) 间 ( d )

1 9 94
一

大田 6~
0 3

一
1 7 ( 9 3 年籽 ) 1 0 节

1 7
·

4 19 9 4
一

1 3
.

5~ 1 6~
0 4

一
1 6 1 4

.

5 1 9

1 9 94
-

0 5一 0 3

13
.

5~ 14 ~
2 4

- 5 12 5 4 15

春
1 9 94

一
10 0 1 2~ 11~

0 4
一
0 1 ( 9 2 年籽 ) 1 7 1 9

19 9 4
一

1 3
.

5~ 1 6~
0 4

一
1 6 1 4

.

5 1 9

1 9 9 4
一

1 3
.

5 ~ 14 ~
0 5

一
0 3 2 6 24

- 5 1 2 28 1 5

播

1 99 3
一

2 0 0 1 8~ 1 6~
0 5

一
1 7 ( 92 年籽 ) 2 4 2 6

20
.

5
19 9 3

-

0 5一 2 7

2`

易
2 3~

3 0
18

.

4 1 0
1 9 9 3二

0 6一 0 5

20 ~
30

2 2
晶 1 4

.

7 7 3
.

5 1 0

夏播
19 9 2

一

大 田 2 8~ 3 5~
0 7

一
2 1 ( 9 2 年籽 ) 3 1 3 7 ;;坑

2 3~
Z4

2 ,
茄

1 9 9 2二

0 9一 2 5

13竺
Z Z

, 5
砚 2 2 7 7 13

1 9 94
一 10 0 1 8~ 20~

0 9
一
2 0 ( 94 年籽 ) 2 4 2 5

2 0
。

4
1 9 94

-

0 9一 2 8

2 2钾
2 3

25钾
2 6

1 9 9 4
-

1 0
一 0 7

` “
砚

20竺
Z Z

1 9 93
一

10 0 2 0~ 2 1~
10

一
0 9 ( 93 年籽 ) 2 6 2 8

1 99 3
-

1 0
一

2 5

, 5
而

18~
2 1

。 5 1 0
·

6 }护几
7
毛 “ 花 2 1 7 5 1 9

播

1 99 3
一

大 田 2 6~ 2 1~
0 9

一
2 4 ( 93 年籽 ) 3 1 3 1

1 99 3
-

10 一 2 3

` 6
晶

, ’
砚 {{跳

7
认 “ 磊 2 1

.

9 8 0 2 1

说明
:

地温为 cs m 深
,

8 时 30 分 ~ 14 时 30 分时地温 ;
气温为 l o oc m 高

,

8 时 30 分~ 14 时 30 分时气温
;土城墒情为水分

快速测定仪侧 (上海第二天平仪器厂 )按土壤含水量 (水量% ) =
湿土重 一烘干土重

烘干土重
x l 。。% ;

大田播种每 6 6 6
.

7 m 2 播种量为

出苗率 =
出苗数

播籽量 /千粒重
x lo 。% ; 全苗时间

,

按密度的 70 %为全苗
。

根
:

芦头
、

主根和块根都分布有生长点
,

3
.

2 材料来源
3

.

2
.

1 种籽
:

均采自试点村附近 的野生种

籽
。

3
.

2
.

2 种栽
:

采挖野生甘遂
。

3
.

3 选地
、

整地

3
.

3
.

1 前茬
:

为减少病虫害
,

种植甘遂应选

择前茬是麦
、

谷
、

玉米
、

大豆地
,

避免选择棉

花
,

油菜
,

绿豆或瓜菜地
,

以防止地老虎
,

白粉

病和叶锈病的危害
。

3
.

3
.

2 土壤
:
甘遂为深根植物

,

应选择活土

go3lk.2

均可做为无性繁殖种栽
。

3 栽培技术

3
.

1 试点选择
:

按照野生甘遂的分布区和生

长环境
,

分别选辣水河滩
,

运城市冯村乡新郭

村
,

鸣条岗顶的万荣县周家庄村
,

运城盆地的

姚孟
,

海拔分布在 3 00 ~ s o o m
,

土壤多为黄绵

土或砂质壤土
,

年平均温度 n
.

8 ℃ ,

sc m 地

温 13
.

2℃
,

年 降 水 量 5 42 m m
,

无 霜 期

1 8 7
.

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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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深厚
,

且利于涝时排水的黄绵土或砂质壤

土地栽培
,

但以砂质壤土为好
。

.3 .3 3 基肥
:

耕地前施富含磷钾的农家肥

7
·

5一 1 2 k g /m
Z ,

深耕
。

.3 .3 4 整地
:

耙磨平整
,

依地开畦
,

为便于管

理
,

以畦宽 2
.

sm 为宜
。

3
.

4 繁殖方式
:

可采取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两种方式
。

3
.

4
.

1 有性繁殖
:

我区甘遂种籽
,

一般在 5

月中下旬成熟
,

因种籽有 90 一 l o od 后熟期
,

一般多采取秋播或春播
。

A )秋播
: 9 月上中旬播种

。

9 月以后
,

我

区秋季雨量 充沛
,

土壤湿度较大
,

麦茬 已腐

烂
,

杂草进入开花结籽期
,

将地深耕
,

耙磨平

整
,

待中到大雨或浇地后播种
,

这时地温
,

气

温较高
,

甘遂种籽胚后熟期已过
,

种植后土壤

湿 度 保 持 1 1
.

1% ~ 20
.

5%
,

sc m 地 温 8 ~

31 ℃
,

均可出苗
,

sc m 地温在 25 ℃
,

土壤湿度

在 1 8 %一 2 0%左右
,

播后 l o d 开始出苗
,

Zo d

出 苗 率 5 0% 一 8 0%
,

每 6 6 6
.

7m
2

月 籽 量

I k g
。

10 月以后播种
,

地温
,

气温逐渐变低
,

甘

遂出苗 时间长
,

10 月中下旬出苗
,

因这时苗

情幼弱细嫩
,

水分大
,

不能安全越冬 (图 2 )
。

, 一 吧二 , 3

6 7 8 9 10 t l 12

时间 (月 )

图 2 有性繁殖各期播种甘遂生长曲线
1一表示 1 9 94 年春播苗生长情况 2

一

表示 19 9 3 年秋

播苗生长情况 3
一

表示 1 9 94 年 2 或 3年苗生长情况

试验表 明
,

秋播有如下优点
:

a) 雨水较

多
,

土壤湿度 比较适宜
; b )气温

、

地温较高
,

有利出苗和生长发育
; 。 ) 因种前耕地

,

出苗后

杂草少便于田间管理
;
d) 秋播苗能安全越冬

;

e) 翌年返青后苗壮苗旺
,

能很快覆盖地面
,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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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杂草生长
,

便于田间管理
;
f) 霜降对甘遂新

生苗和多年生苗影响不明显
,

霜降后正常生

长直至地温降至地冻
。

B) 春播
:

我区多在 4 月上旬播种
,

10
c m

地温 8一 12 ℃
,

气温 6一巧℃ ,

且春旱严重
,

一

般在 4 月底
、

5 月初出苗
,

出苗时间长
,

且出

苗不整齐
,

杂草多
。

经试验春播有如下不利因素
:

a) 气温
,

地

温较低
,

出苗时间较长
;
b) 运城多春旱

、

土壤

含水量不足
; c )杂草生长繁殖较快

,

田间管理

不便
; d) 幼苗生长较慢

,

且易受干热风影响而

干顶或死苗
; e) 地老虎活动旺盛

,

对幼苗伤害

较重
;
f) 隔年种籽发芽略受影响

。

.3 .4 2 无性繁殖
:

甘遂的芦头
,

主根及块根

均可做种栽用
。

对串珠状根茎
、

从细处切开使

用
,

无性繁 殖 采 用 穴 栽
,

行 距 2 c0 m
,

株 距

1c0 m
,

每穴 1 一 2 节
,

栽 时须使根 的上端向

上
,

覆土 5一 6c m
,

约 5 月上旬出苗
。

播种方式
:

播种前一天
,

用 40 ~ 60 ℃温

水浸种 24 h
,

有性繁殖采用条播或穴播
,

但大

田种植以条播为宜
。

条播
:

用楼播行距 Zo e m
,

深 5一 6 e m
。

穴播
:

用楼开沟
,

按行距 x 株距 x 深 ~

Z o e m X l o e m X 5 e m
,

每穴播 3 ~ 5 粒种籽后

磨平
,

亦可用地膜覆盖
,

保温保湿
,

提高出苗

率
,

缩短出苗时间
,

出苗后揭去地膜
。

试验表 明
,

出苗不一致
,

有近 20 %的种

籽要晚 1
、

2 个月
,

其原 因主要是种籽成熟度

不一致
;
种植深浅不一致

;
墒情不一致

。

以上 3 个原因
,

又以种籽成熟度不一致

为关键
,

为了保证出苗一致
,

播种前要经过风

选
,

将颗粒饱满与不饱满种籽分开
,

以不同的

播种量分开种植
,

效果较好
。

试验比较
,

有
、

无性繁殖都可做为甘遂栽

培方法
,

但有性繁殖优于无性繁殖
。

无性繁殖

较难生根
,

土壤湿度大易烂根
,

土壤过干不易

出苗生根
,

而且根生长无规律分叉
,

弯曲等
:

投资大
,

费工费时
;
再从产量 比较

,

1 年生单

根鲜重
,

有性 39 ,

无性 1一 2 9 ,

同时无性繁殖

难采刨
,

易断易漏
,

所以应推广有性繁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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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2010
(后)侧比上州



4田间管理
4

.

1间苗
:

春播或秋播后
,

当苗高 5一 6c m

时
,

按株距 1 0C m 左右选留壮苗 1 ~ 2 苗
,

将

多余苗拔掉
。

4
.

2 补 (种 )苗
:

甘遂为多年生深根作物
,

苗

高 3c m 时
,

根深达 c6 m 以上
.

可选阴天或土

壤湿度较大时 (傍晚 )结合间苗
,

将多余苗连

根带土挖起
,

移植到苗较稀疏处压实
.

或适当

浇水
。

亦可在春
、

秋季节补种
,

每 “ .6 7m
,

留

苗约 3
.

4 万株
。

4
.

3 中耕
、

除草
:

春播在苗高 3一 10C m 时
,

5

一 6 月份及时拔草 1
、

2 次
,

苗高 10 c m 后
,

雨

后锄去杂草
,

因行距较窄
,

可不中耕
,

第 2 年

只需拔去杂草
。

秋播苗因下种出苗已到深秋
,

杂草较少
,

不需中耕除草
。

可在翌年开春拔去杂草
。

4
.

4 摘蕾
: 3年生或秋播第 3年甘遂开始开

花结籽
。

因为甘遂返青早
,

后即抽苔
,

打苔影

响植株生长
,

可在 4 月
,

花枝现蕾后
,

选择晴

天分批择除花蕾枝
,

以不开花结籽为好
。

从而

抑制植物的生殖生长
,

使这部分养分转而促

进营养生长
,

使光合产物向块根部运输贮藏
,

提高块根产量和质量
。

4
.

5 种籽田管理及采收
:

无性繁殖 2 龄苗
,

有性繁殖 3 龄苗
,

返青后均进入生殖生长期
,

均可做为种籽 田
。

当进人现蕾期
,

除去杂草
,

喷施 2%磷酸二氢钾
。

甘遂苗与苗之间花期

又有差距
,

应疏掉早
、

晚苗花蕾
,

培养中期花
。

5 月中下旬
,

苗逐渐枯萎
,

80 %种籽成熟时割

取地上部分
,

集中堆放 3 ~ 5 日
,

选晴天摊开

日晒
,

果 壳 开 裂 种 籽蹦出
,

晒 干贮 存
。

每

6 6 6
.

7 m
,

可产种籽 Z o k g 左右
。

因甘遂属毒

品
,

打籽时尘土粉末对眼睛有刺激
,

应戴上眼

镜
。

5 病虫害防治

调查
、

试验时发现甘遂主要有以下几种

病虫害
,

可采用下列方法防治
。

5
.

1 病害

5
.

1
.

1 叶锈病
: a )甘遂种籽成熟或冬眠倒苗

后
,

将地上茎叶集中烧毁或深埋
。

b) 叶锈病
一

6 8 2
.

发病率达 巧%时
,

每 “ 6
.

7m
2

用 20 %萎锈灵

乳油 2 0 0一 35 om l 兑水喷雾
,

一般防治 i 次即

可控制病情
。

叶锈病初发时
,

若确实属外来菌

源所致
,

每 “ 6
.

7m
2

用 12
.

5%粉哇醇乳油 30

~ s o m l
,

兑水 5 0 一 6 o k g 喷雾
,

隔 7d 再喷 1

次
。

5
.

1
.

2 白粉病
:

a) 入冬前
,

将地上茎叶集中

烧毁或深埋
,

减少病源
。

b) 在早春每 “ .6 7m
,

用粉锈宁有效成分 8 9 喷洒 王次
,

可基本控制

此病为害
。 。 )花期

,

每 6 66
.

7m
,

用 15 %三哇

醇可湿性粉剂 7 5~ 10 0 9 ,

加水 s ok g 喷雾
,

隔

i o d 再喷 l 次
。

5
.

2 虫害
5

.

2
.

1 地老虎防治方法
:

a) 除草灭虫
。

杂草

是地老虎产卵的主要场所及幼虫迁移的桥

梁
。

因此
,

在春播前
,

进行耕耙
,

精细整地
,

清

除 田间杂草
,

可消灭大量虫卵
;
b) 用 50 % 甲

胺磷乳油拌种
,

种籽
一

水
一

药为 1 0 , 5 , L 4
,

将

种籽与药液拌匀
,

密闭 3 o m in
,

让种籽充分吸

收药液
,

晾干即可播种
。 c )幼虫 3 龄前喷洒

30 %辛硫磷乳油
,

或 90 %晶体敌百虫 1 0 0。

倍液
,

每 6 6 6
.

7m
2

用 5 0一 7 5k g 或每 6 6 6
.

7m
2

用 2
.

5%敌百虫粉 1
.

5一 Z k g
,

加细土 1 5 k g 拌

匀撤施地面
。

d) 老龄幼虫期
,

可用切碎的鲜

草 15 ~ 2 k5 g
,

作饵料
,

加 90 % 晶体 敌 百虫

巧 09
,

拌匀后傍晚在地 里每隔 l m
2

撤一小

堆
,

或每 6 6 6
.

7m
2

撒施鲜草毒饵 4 0~ s o k g
。

5
.

2
.

2 甘遂天蛾防治方法
: a )幼虫期可采用

人工捕杀
;
b) 幼虫盛发期每 “ 6

.

7m
2

喷 5%

西维因粉 1
.

5一 2
.

sk g 或 80 %敌敌 畏乳 油

80 0~ 1 0 0。倍液
,

或用菊脂类农药如 2
.

5%敌

杀死乳油
,

2
.

5%功夫乳油
,

20 %速灭杀丁乳

油等
,

每 6 6 6
.

7m
2 2 0 一 s o m l

,

兑水喷雾
; C )成

虫盛发期
,

可采用黑光灯诱杀
。

5
.

2
.

3 鼠害
:

田鼠吃甘遂种籽
,

多采取捕杀

或诱杀
。

6 采收加工

6
.

1 采收季节
:

春秋两季均能采收
。

春季于

出苗到开花前采收
,

秋季则在地上部分枯萎

后采收
,

以秋季采收为佳
。



6
.

2采收年限
:

根据甘遂家种试验和其块根

生长规律
,

有性繁殖
,

以 3 年开始采收商品质

量优
,

产量高
,

经济效益好
,

每 “ 6
.

7 m
,

产甘

遂商品 1 7 2k g ; 无性繁殖以 4 年采收为好
,

每

6 6 .6 7m
2

产甘遂商品 20 k8 g
。

生长年限过短
,

产量低
,

年限过长产量增加减慢
。

表 2 有性种植甘遂历年产 t 对照

年限
株鲜根重 6 66

.

7 m 2

鲜重 折干率 6 6 6
.

7 m 2 产

量 ( g ) 产量 ( k g ) ( % ) 商品 ( k g )

1 年生

2 年生

3 年生

4 年生

3

6
.

5

1 5
.

5

2 1
。

0

9 9
。

9

2 1 6
.

4 5

5 1 6
.

9 2 5

7 0 0

4 0
.

5

3 4

3 3
.

3

3 3
。

3

4 0
.

4 6

7 3
.

5 9 3

1 7 2

2 3 3
。

3

表 2 中所列株鲜根重量
, 1~ 2 年生为 50

株平均株重量
,

3 ~ 4 年为每 m
Z

所采收甘遂

平均株重量
。

6
.

3 采刨
:

甘遂系深根植物
,

一般块根多在

20 一 5 0c m 之 内
,

3 年生甘遂最深块 根可达
8 c0 m

,

采挖时应根据种植地块实际情况
,

采

取灵活采刨方式
。

若是平地
,

与甘遂行平行挖

5c0 m 左右深壕采挖
;
若是坡地

,

依地势由低

处挖 50
c m 左右壕采挖

,

挖深壕采刨省工省

力
,

不易遗漏
,

采挖后除去泥土
,

芦头及根
。

.6 4 加工方式
:

采 回的野生甘遂
,

有多种方

法撞去外皮
,

用清水冲洗干净
,

晒干
。

加工时

慎防甘遂水浸蚀皮肤
。

大面积种植
、

集中采

收
,

可用 5%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加机械搅拌

的理化方法加工
。

6
.

5 商品规格
:

商品甘遂以块根肥大
,

表面

色洁 白
,

断面粉性足者为佳
;
质坚

,

粉性小
,

黄

心者质次
;
末去外皮及折断面筋大

,

无粉者不

入药
。

7 质量鉴定

经山西省药品检验所鉴定家种甘遂原植

物无变异
,

经中国医药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家种和野生甘遂化学成分的初步 比较 》
,

从薄层色谱图中可以看出甲醇提取物有相似

的色谱斑点
,

其对应斑点的颜色均相同
,

颜色

深度和面积相近
,

G C / M S 离子流图粗略测

野生甘遂和家栽甘遂甲醉提取物中分子量为

4 2 6 成 分 的 相 对 含 量 分 别 为 3
.

46 %和

3
.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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