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黄花蒿的生长。 但是影响青蒿素量的主要因子并不清楚。

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种质资源 ,对野生黄花蒿资源进行调

查 ,收集不同地区的黄花蒿样本 ,以及该地气候、土壤资料 ,

以便能找到影响青蒿素量的主要生态因子 ,研究各个影响因

素的综合作用。 选取黄花蒿生境的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具体

数值 ,作为评价的指标 ,建立青蒿优生环境体系。

5. 3　黄花蒿适生地区划:依据生物气候相似性原理 ,结合具

体地区的气候、土壤、地质等方面的资料 ,分析各地地理条件

与青蒿素产量较高地区的相似性 ,得出可能的适生地 ,进行

黄花蒿适生地区划。 并结合人工培育技术的提高 ,可以为提

高青蒿素的产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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