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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无公害药材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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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运用现代各种先进理论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防治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以生态学为理论依据，发

展无公害药材栽培技术，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控制化学物质的投入，保护资源，建立和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无公害药材栽培将使产地形成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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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药材栽培是一种全新的栽培方式，它既不同于现

代“石油农业’，也不同于传统农业，而是综合运用现代各种

先进理论和科学技术，吸收传统农业之精华，并实行全程质

量控制而形成的一种栽培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要求以生态学

为理论依据，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良好

生态平衡，生产技术措施着重围绕控制化学物质的投入，减

少对药材和环境的污染。因此通过无公害药材的栽培，可以

逐步建立和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并使产地形成综合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

统一．本文从种子、耕作制度、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这几

个方面对无公害药材栽培技术进行阐述，以期能为生产、安

全、无污染药材提供技术支持。

1种子

1．1种子与无公害药材的栽培：种子是药用植物栽培过程

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无公害药材栽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优良品种种子的推广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药材的

产量并改善其品质。由于无公害药材特定的标准及生产规程

要求，限制了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的使用，在这样的

栽培条件下，不仅需要高产优质的种子，而且还需要具有抗

虫、抗病等抗逆性强的优良品质的种子，这样就能减少农药

的施用和污染。因此在无公害药材栽培时，一定要调查研究，

购买品质优良的种子，并对其进行物种鉴定，确定其种名、变

种、栽培品种、化学型及来源。

1．2无公害药材栽培对种子工作的基本要求

1．2．1对种子遗传性的要求：在选择、应用种子时，兼顾高

产、优质遗传性的同时，要注意高光效及抗性强的遗传性，以

增强抗病虫和抗逆的能力。

1．2．2 对遗传多样性的要求：无公害药材栽培基地在不断

充实、更新品种的同时，要注意保存原有地方优良品种，保持

遗传多样性。

1．2．3对种子繁育基地的要求：种子繁育基地对传统道地药

材的优良品种应注意保存、复壮及繁育工作；研究与扩大种质

资源的引进、选育、推广及应用。保证种子、种苗的供给，实现

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和质量标准化，并逐步实施药材

种子认证、种子证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1．3 种子检验：要保证为无公害药材栽培提供高纯度的优

良种子，严防病虫害、杂草的传播，就要对种子进行检查，这

项工作是检查种子质量的一项关键技术，无公害药材栽培基

地应重视此项工作建立起检验制度和标准，对自留和购进的

种子，按规定进行检验，符合标准后，才能进行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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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耕作制度

2．1 耕作制度与无公害药材栽培的关系：耕作制度是一个

地区或生产单位的作物栽培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养地制

度的综合技术体系。在无公害药村栽培基地建立一套科学合

理的耕作制度，有利于提高药材品质、建立良性农业生态系

统，以及提高土壤综合生产能力，并保持续生产力．

栽培基地应科学合理的配置药用植物种类。因地制宜地

确定轮作、间套作、复种等栽培制度，在有限的土地上不仅可

提高当地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学因增加了生物的多样性，从

而使这一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途径增多，最终

导致该系统自净力的提高，减少基地农业的污染。合理科学

的耕作制度强调土壤支出和收入的平衡，并以一系列技术措

施，使农田营养、耕层结构得以改善，避免或减少土壤恶化过

程，合理调节和保护现有土地资源，不断提高土壤生产力，实

现药材的全面增产，并为持续增产创造条件。故合理科学的

耕作制度是无公害药材栽培基稳步、持续发展的保证。同时，

无公害药材栽培的发展也决定或影响着耕作制度。

2．2无公害药材栽培对耕作制度的基本要求：(1)在田间通

过对不同种类药用植物的配置，建立无公害药材的栽培制

度，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及其相关的自然资源。(2)采取科学的

耕作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创造有利于药用植物生长和土壤

微生繁衍的条件，抑制和消灭病虫草害的发生，并不断提高

土壤生产力，保证药用植物可持续地增产。

2．3措施

2．3．1科学的轮作：科学轮作对无公害药材栽培的作用体

现以下3方面：

(1)减轻药用植物的病、虫、草害：要实现这一目的，科学

合理地选择轮作的药用植物至关重要。一般同科、属药用植

物或同为某些严重病、虫寄主的药用植物不能选为轮作物，

否则不仅不能起到轮作防治病虫害的目的，反而会起相反作

用。如枸杞、颠茄、泡囊草同被枸杞负泥虫为害f玄参、附子、

白术等同为白绢病等根腐病的寄主，在无公害药材栽培中它

们不能选为轮作物。轮作还能减轻杂草的危害，不少药用植

物有其伴生性杂草，进行轮作可改变其适宜的生态环境，就

能抑制和防止杂草的生长。

(2)调节土壤矿质营养和水分的供应：一块田地栽培某

种药用植物后，其营养元素总量及其比例必然发生改变，依

据改变后田块肥力状况，选择适宜的药用植物进行轮作，就

可减少施肥和投入，从而减少污染，保证无公害药材的内在

品质。如豆科药用植物能增加土壤中的氮索水平，故应选叶

类、全草类药用植物如细辛、棘蓝、穿心莲、紫苏等，要求土壤

肥沃，需氮肥较多的药材作后茬。

同样，不同药用植物耐旱力、对水分要求也不同，利用对

水分适应性不同的作物轮作，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全年自然降

雨和土壤中贮积的水分。

(3)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状：由于轮作的药用植物根系

分布深浅不一，遗留于土壤中的茎秆、残茬、根系和落叶等补

充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从而影响到土壤理

化状况。

2．3．2提高复种指数：在自然条件可能的前提下，无公害药

材栽培应充分利用农田、时间和空间，科学合理地提高复种

指数，实行种植集约化，不仅可增加无公害药材的产量，而且

有利于扩大土壤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首先通过田间多茬药

用植物的种植，可增加土壤有机物，增多土壤的有益微生物，

促进农田有机物的分解循环，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可降低化

肥及其他有关化学物的施用量，进而减少环境遭受污染的环

节。同时还可通过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促进经济发展。

在增加复种的生产地，应利用前、后作生长间隙期，对土

壤进行耕作，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1)施用有机肥：无公害药材栽培要求有机肥为主，尽量

减少或完全不用化学肥料，而有机肥在药用植物生长期内施

用费工且困难，休闲期内施入则简便易行，而且可结合其他

操作措施(如耕翻)进行，可减少养分的损失。同时在药用植

物栽培前施人，经一段分解过程，正好为稍后生长的药用植

物提供养分。

(2)翻耕土地药用植物经过一个生长季节的生长，频繁

的田问农事操作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壤板结和肥力下降。

在休闲期结合施肥及翻耕土壤，将肥料翻入土中，加速肥料

的分解，提高土壤肥力。通过此项工作将前作根茬及杂草翻

人土中，既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又清洁了田园，减少和清除杂

草的危害，有利于减少病虫害发生。翻耕还疏松了土壤，改善

土壤物理结构，有利于有益微生物的生存和活动。这样就为

无公害药材栽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3)防治病虫：无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为了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一定要在药用植物生长间隙期内采取措施做好对

病虫的预防工作。木本药用植物在冬闲期，要“刮皮”去除腺

藏于老树皮下越冬的害虫或虫卵，在树干上涂白，阻止害虫

产卵，要清除药园内的病虫源，并将其烧毁或深埋。

2．3．3科学合理的问作套种：问套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精华

组成部分，合理的间套作与单作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

能充分利用土地和太阳能、土壤中养分、水分等自然资源。

植物群落中的种同关系，不仅表现在对阳光、空气、水分、

养分的竞争或互补上，而且还表现在植物之间通过产生分泌

物来抑制或促进对方的生长上。人们把植物之间通过生物化

学物质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称为对等效应。药用植物产生的某

些分泌物除了直接对另一种植物发生作用外，还可能通过抑

制或刺激某些细菌、昆虫对另外一种植物进行间接作用，也可

遗留在土壤中对后茬作物产生这样抑制或那样的影响。因此

植物分泌物是药用植物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了解药

用植物的对等效应，便于利用有益的对等效应，克服不利的对

等效应，是正确选择或搭配问混套作的科学依据。

无公害药材栽培应充分掌握植物群落中的相互关系，既

要利用互补作用发挥其长处，又要注意防止其消极有害的因

素出现。在具体操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有利于药用植物群体之间的互补：尤其间混套作物

(副作物)要为药用植物(主作物)创造一个良好的田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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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通常情况下主作物应占较大的比例，其密度可接受单

作时的密度，副作物占较小比例，密度小于单作。如高矮药用

植物搭配时，高秆药用植物行数应少，矮秆药用植物行数应

多，才能满足其互补性。

(2)间混套种时药用植物的选择：在株型方面要选择高

秆与矮秆、垂直叶与水平叶、圆叶与尖叶、深根与浅根植物搭

配I在适应性方面，要选择喜光与耐阴，喜温与喜凉，耗氮与

固氮等植物搭配，以削弱竞争。同时还应考虑植物种类间的

对等效应。

(3)有利于病虫草害的抑制和防除以及对自然灾害的防

御：实行间混套作后，丰富了该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使系统

适应外界的能力增强，同时还增强了自身的自净力，从而可

更有效地减少污染和防御自然灾害。由于药用植物之间的相

互关系，还有利于减少和抑制病虫草的发生。如在棉田、油菜

田中种大蒜，有预防棉蚜和油菜菌核病的作用}急性子(风仙

花)有预防西瓜(或香瓜)霜霉病作用。

(4)绿肥作物的问混套作：无公害药材栽培基地应尽量

利用空间和时间的间隙，栽培绿肥作物。绿肥种类多，适应性

强，生长期可长可短，可直接作为田问肥料，具有养地、提高

土壤肥力的作用。

2．3．4土壤作用：土壤耕作的作用有松碎土壤，增强土壤透

气性；翻转耕层将上层残茬、有机肥、杂草埋入土中有利于有

机肥的保存和分解，消灭或减少病虫草害，使下层土熟化；混

拌肥料和土壤，使营养环境均匀一致；恢复耕层的团粒结构，

最终创立适合药用植物生长发育的土壤环境。无公害药材栽

培时，应按药用植物生长对土壤的要求，灵活运用耕作的具

体措施，发挥其养地、改善药用植物营养状况的作用。

2．3．5杂草防治：杂草能与药用植物竞争光、热、水、肥、气

等，降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在制定栽培制度时，对

杂草防治应予以足够重视，针对当地杂草情况采取综合防治

措施。

(1)预防措施：建立杂草检疫制度；清除田地边、路旁杂

草；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清选种子等措施，是杜绝杂草种子进

入田问的有效方法。

(2)农业技术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轮作制度及土壤耕

作制，根据杂草及药用植物生长情况掌握好灭草时机，适时

中耕除草。也可利用覆盖、遮光、窒息等原理除草，如黑色地

膜的覆盖等。

(3)化学除草剂的应用：因化学除草剂会给环境带来污

染．在无公害药材栽培中尚无除草剂的使用标准，因此只有

在杂草感染度达到临界期，即杂草发生密度足以抑制药用植

物生长发育，影响收割或造成减产时地能使用，其使用的除

草剂种类、用药量、使用时间和方法等应参照生产绿色食品

的农药使用准则执行。

3施肥

3．1施肥与无公害药材的关系

3·1．1科学施肥：随着药用植物种植年限延长，土壤肥力将

逐渐降低。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施肥。如

施入有机肥，能增加土壤中有机质水平，改善土壤结构，调整

土壤pH值，并使之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以保持药用植物生长

发育和土壤微生物活动的适宜环境。另外，通过合理而科学

地施肥，还可以缓解土壤中不良因素如酸盐渍土的影响，改

良土壤，稳定生态环境。可见施肥为无公害药材栽培刨造了

良好的环境。

土壤肥力的提高，可平衡和改造药用植物所需的营养物

质的供应状况，使药用植物生长健壮，增强药用植物抗病虫的

能力，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进而减少对药材和环境的污

染。同时根据药用植物的某些代谢途径，选施一些肥料，还可

提高药材有效成分。如某些含生物碱的药材，可增施氮肥而使

其生物碱的量提高。可见合理科学地施肥不仅能使无公害药

材的产量提高，而且还能提高和保证其优良的内在品质。

3．1．2不合理施肥：由于施用肥料种类，用量及施用方法不

当，也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如当氮肥施用量过大．会使药用

植物徒长，根系变短，出现贪青、晚熟，抗逆性差，若遇大风或

早霜冻，则可减产，当硝态氮的施用量过大时，不仅会在药材

中累积危害人体健康，而且还会对土壤、水质、大气造成污染。

可见，施肥与无公害药材的关系密切，直接影响到无公

害药材的产量与质量以及产地的环境质量，是无公害药材栽

培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环节。

3．2无公害药材栽培的施肥原则与要求：无公害药材栽培

总的施肥原则是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依据，通过施肥促进药

用植物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有利于土壤的改良和肥力的

提高，而不造成对药材和生态环境的污染。

3．2．1无公害药材栽培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要求

(1)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要求：选用的肥料品种必须

达到产品标准及无公害药材栽培对肥料规定的卫生标准。

(2)允许使用的化肥种类：允许使用尿素及其他含氮复

合物(禁止使用硝态氮肥)。可使用矿物磷肥、锻烧磷酸盐；碱

性土壤可使用粉状硫肥；酸性土壤可使用石灰；还可使用矿

物钾肥(硫酸钾)I以及铜、铁、锰、锌、硼、钼等营养元素为主

配制的微肥。 ·

(3)化肥的合理施用：必须与有机肥配合使用。有机氮与

无机氮的比例以1。1为宜，大约1 000kg有机肥加尿素10

kg。最后一次施肥必须在收获前30 d进行。

(4)严格按各药材栽培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执行SOP是根据各种

药材质量标准及其生态环境要求，根据药用植物生长需要、

化肥特点及病虫害防治特点等具体要求，运用相关技术反复

实践而研究制定的，并在生产实践中应严格执行。

3．2．2无公害药材栽培对有机肥的使用要求

(1)有机物的应用：尽可能使有机物质和养分还田，除病

虫害发生特别严重的地块外，尽可能避免选择烧灰还田的作

法。在有机肥料的制作过程中，应做到无害化处理和腐熟后

施用，以杀灭寄生虫卵、病原菌、杂草种子，达到无害化卫生

标准。

(2)慎用城镇垃圾：对于一些成分不清楚的较为复杂的



中草菊 Chinese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9卷第9期2008年9PJ ·1427·

城镇垃圾，应指定专业部门对其进行经常性营养成分监测，

特别要对一些重金属等有害成分进行监督，其质量达到国家

标准方可用于无公害药材栽培。应严禁使用工业垃圾、医院

垃圾及类便。

(3)外来有机肥：应用有机肥料原则上就地积造，就地生

产，就地使用，对外来有机肥应在确认符合有关标准后才能

应用；商品肥料及新型肥料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登记认

证及生产许可，符合要求后方可用于无公害药材栽培。

(4)有机肥与无机肥的主次：在无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

应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料是全营养肥料，不仅含有药用植

物所需的大量营养元素和有机质，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氨

基酸等。此外其还具有缓效性和持久性特点，不会出现烧籽、

烧苗等现象。有机质在分解时，生成许多结构复杂、带有多种

功能基的复杂有机物，可以大量络合或整合多种重金属离

子，从而减少用植物对它们的吸收量，保证药材的无公害性。

在施用无机肥料时，应严格掌握最小有效施入量，严防对环

境和药材造成污染。

4灌溉

4．1 灌溉与无公害药材栽培的关系：无公害药材栽培要获

得高产，就必须满足药用植物对水分的需要。灌溉是控制和

调节土壤水分的重要措施。其作用在于保证药用植物对矿质

营养的吸收、运输和合成转化，使其正常生长；调节药用植物

的生活环境，改善小气候，维护生态平衡。若灌溉不合理，易

使土壤水分过多，造成药用植物根系缺氧和二氧化碳的积

累，易遭受病菌侵染和造成烂根致死。反之则使土壤水分不

足，而影响药用植物正常的生理生化反应，如光合作用变弱

等，最终影响药衬的产量和质量。此外，灌溉水如不符合有关

标准，则会对环境和药材造成污染，不能保证无公害药材的

内在质量。所以，灌溉在无公害药材栽培中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环节。

4．2无公害药材栽培灌溉制度确立的原则

4．2．1 灌溉要保证无公害药用植物正常生长的需要：药用

植物的需水量因其种类及不同生育阶段而有所不同。土壤水

分除供药用植物吸收外，还消耗于地表挥散、土壤渗漏及药

用植物蒸腾。因此，灌溉不仅要考虑药用植物的需水量，还要

根据气候情况(如降水量、温度等情况)、土壤挥散量及土壤

保水能力等因素来确定，才能满足无公害药材栽培对水的正

常需要，保证其质量和产量。

4．2．2灌溉不得对无公害药材和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不良

影响：为避免对无公害药材和环境造成污染，必须按《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MGB5084～92)对灌溉水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

灌溉。此外，灌溉水中的泥砂和过高的矿化度(含有的各种离

子及化合物的总量)也会给无公害药材栽培造成不良后果，

如大量泥砂随灌溉水流入农田，会改变土壤结构状况，影响

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还会淤塞渠道；当灌溉水矿化度高时，

会使土壤溶液的浓度增加，从而减少细胞内外的浓度差，使

药用植物不能吸水而影响其生理机能，造成药材产量及品质

的下降，严重者致药用植物死亡。因此当水中含泥砂量大于

15％时，不宜作灌溉水。当水的矿化度大于5 g／L时，不宜作

灌溉水；当矿化度为1．7～3．0 g／L时，应作具体分析，一般

钙、镁盐类不易造成危害，而钠盐的危害大；当矿化度小于

1．7 g／L时方可作为灌溉水。

4．2．3节约用水，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由于可供人类使

用的淡水不到地球总水量的1％。在淡水中，由于水污染持续

加重，从而导致淡水资源日趋短缺，因此在无公害药材栽培

中，必须建立节约用水的观念，科学合理地依据药用植物的

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量进行灌溉。

4．2．4在抓好灌溉工作的同时应注意排水工程的建设：灌溉

不合理或因洪涝灾害，会使土壤水分过多而影响土壤的透气

性，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土壤肥力，甚至破坏土壤环境的生态

平衡，最终影响无公害药材的产量和品质。因此，无公害药材

栽培基地在建有灌溉设施的同时，必须抓好排水工程的建设。

4．3措施：(1)对灌溉水加强监测，并采取防污保护措施；

(2)总结和应用节水的耕作措施，应用先进的灌溉技术；(3)

充分应用井水和雨水。

5病虫害防治

5．1 病虫害防治与无公害药材栽培的关系：在药用植物栽

培中，大量地使用农药，以防治病、虫、草害，对提高药材产量

起着重大作用。但其却给环境及药材造成极大污染，直接危

害人类健康。与无公害药材栽培的宗旨及要求背道而驰。因

此，病虫害防治是无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避免和减少病虫危

害，确保药材优质高产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5．2元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则：在药

材栽培过程中，农药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因此在无公害药

材栽培过程中，应积极预防病虫害的发生，尽量减少农药的

使用而避免和减少污染，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5．2．1 预防为主的原则：要创造和建立有利于药用植物生

长、抑制病虫害发生的良好生态环境，同时要保护和提供天

敌的栖息地，有利于它们的繁衍，从而实现预防为主。主要通

过科学合理的耕作栽培措施，提高药用植物的健康水平和抗

病虫及有关的免疫能力，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条件，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但在预防过程中应禁止喷洒预防性农药，

包括非有机化学合成农药在内的一类农药。

5．2．2综合防治原则：无公害药材栽培的目的是保护生态

环境，并生产出优质、高产、低耗、无污染的药材，为人类健康

服务。无公害药材栽培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统一，因此必须从药用植物栽培全局出发，根据病虫

与药用植物、耕作制度、有益生物与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

辩证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合理应

用必要的防治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

经济，安全，有效地消灭和控制病虫害，才能体现无公害药材

栽培追求的目标。

5．2．3优先使用生物防治技术和生物农药的原则：在无公

害药材栽培过程中，应充分应用各种有益生物对药用植物的

病虫害进行防治，可大大降低农药的施用量，减少对药材及

环境的污染，符合无公害药材栽培的要求。同时也应优先使



·1428· 中草菊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9卷第9期2008年9月

用生物农药。生物农药来源于天然存在的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毒性一般较小，而专属性强，不易伤害用于生物防治的有

益生物，而易被微生物消化分解，因此在无公害药材栽培过

程中，不易造成污染，应优先使用。

5．2．4尽量不施或少施农药的原则：在无公害药材栽培过

程中，必要时，应采用最小的有效剂量并选用低毒、易降解的

农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农药每Et允许摄人量等制订

药用植物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其内容包括药用植物种类、药

用部位、农药种类、剂型、最高使用次数、安全间隔期及施用

方法等项目。对施用过农药的药材，收获时应专项检测农药

残留量，超标者不得上市交易。

5．3综合防治的技术措施：在无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为了

真正减少药材的农药残留量．限制了化学防治法的应用。因

此要实现无公害药材栽培的目的，就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物理机械防治、生物防治等。

5．3．1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是根据国家制订的一系列检疫

法令和规定对植物检疫对象进行病虫害检验，防止从别的国

家或地区传人新的危险性病、虫、草害，并限制当地的检疫对

象向外传播蔓延。植物检疫是防治病虫害的一项预防性和保

护性措施。病虫分布有一定的地区性，但也存在扩大分布的

可能性。传播途径主要是随药用植物种子的调运交流而扩大

蔓延。一种病虫传人新地区，常常由于原产地或多年发生地

的天敌及其他抑制因素没有一同传人，在新区一旦发生，其

危害程度有时比原产地更为严重。无公害药材栽培基地在引

种和调运种子等材料时，必须依靠植物检疫机构，根据规定

(植物检疫法)，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5．3．2农业防治技术：农业防治技术与药用植物正常的栽

培管理是一致的，不增加生产成本，不会产生病虫抗性，不会

出现杀伤天敌、污染环境等副作用，同时易于大面积应用，其

防治具有累积性和相对稳定性。

(1)水肥控制：土壤的水肥量对农田的小环境影响极大，

可利用灌溉淹死一些土壤中的害虫；反之，在土壤排水不良

的地块，有的病虫害却容易发生。应根据药用植物种类和病

虫害特点，适时调节水量，即可控制病虫的发生发展。施肥种

类及施肥水平对病虫害的发生有明显影响，如氮肥施用过

多，常导致药用植物徒长，抗性减弱，易发生病虫害f平衡施

肥或科学合理地增施钾肥，可有效地增加药用植物抗病虫的

能力。

(2)选用抗病虫害强的品种：同一种药用植物不同品种

之间对病虫的抗性和耐性表现是不一样的。如地黄农家品种

金状元对地黄斑枯病比较敏感，而小黑英则抗病性强；有刺

型红花比无刺型红花能抗炭疽病和红花实蝇等。无公害药材

栽培基地应充分利用品种资源，增强自然抗病虫能力。在具

体操作时还应注意品种的高产优质等优良的农艺性状。

(3)种子处理：通过机械可除去种子中夹带的草籽，热水

处理可杀死种子表面的病菌；另外地膜覆盖，利用太阳能使

土壤温度升至50℃，既能杀死部分病菌，又可去除某些

杂草。

(4)耕作措施：包括翻、耕、耙、松等技术措施，可有效地

破坏害虫的生存条件，有害生物的数量。如秋翻地可使越冬

害虫暴露于地表，被冻死或被其他动物取食，过深埋入，使其

不能羽化等。

(5)轮作与问作套种：科学合理的轮作与间作套种是抑

制病虫害发生的有效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已有论述。

(6)调节播种期：有些病虫害的发生，常与药用植物的某

个生长发育时期有着密切关系。设法使这一生长发育阶段避

开病虫大量侵染危害的危险期，就可减轻或避免病虫的危害

程度。如薏苡在北方适当晚播，可以减轻黑粉病的发生{红花

适当早播，可以避过炭疽病和红花实蝇危害}黄芪夏播，可以

避免春季苗期害虫的危害；地黄适期育苗移栽，可以有效地

防止斑枯病的发生。故在无公害药材栽培过程中，应深入实

际，了解病虫害发生与药用植物生长阶段的关系，制定适宜

的播种期，以控制病虫的发生和危害。

(7)清洁田园：包括清除病株病叶或其他病部，清除物应

就地烧掉或经高温消毒后制作有机肥。这样可以减少来年侵

染危害的来源，从而大大降低病虫的危害程度。如枸杞黑果

病，在秋季收果后，彻底清除树上黑果和剪除病枝，并及时处

理清除物。次年7月中旬调查，彻底清园者发病率2．1％；清

园不彻底者发病率为22．4％；未清园者发病率为50．8％。

5．3．3物理机械防治：根据害虫的生活习性和病虫的发生

规律，利用温度、光及器械等物理机械因素直接的作用来消

灭病虫害和改变其生长发育条件的方法称为物理机械防治

法，如人工捕捉、诱集诱杀、高低温的利用及高频电、微波、激

光等。这些措施一般无不良副作用，因此在无公害药材栽培

中应大力提倡。

5．3．4生物防治技术：应用自然界某些有益生物来消灭或抑

制某种病虫害的方法称生物防治法。生物防治法能真正将对

环境、药材产生不利影响的农用化学物质用量减下来，确保药

材和环境不受污染。故在无公害药材栽培中应在力提倡。

(1)药用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在自然条件下，病原微生

物与多种微生物之间存在着拮抗、竞争关系。生物防治技术就

是把自然状态下，与病原微生物存在拮抗或竞争关系的极少

量微生物，通过人工筛选、培养、繁殖后，再用到药用植物体

上。增大拮抗菌的种群量，或是将拮抗菌中起作用的成分分离

出来，制成农药抗生素。对病源微生物有拮抗作用的微生物称

生物农药，可见其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植物的对等效应。

现已用于植物病虫防治的微生物有：①细菌：取得成功

的菌种主要有土壤杆菌属、欧氏杆菌属、假草孢杆菌属等20

多个属的细菌，它们对病原微生物有拮抗作用。同时具有繁

殖快、生产时间短、成本低，与病原菌有共同的生态适应性等

特点。如放射土壤杆菌K84菌株对桃仁的原植物的林木矮瘦

病防治效果达90％以上。②真菌：取得成功的例子较多，如使

用木霉菌能防治齐整小菌核引起的白绢病、立枯病、猝倒病、

灰霉病、银叶病等。木霉菌的制剂还可以用于菌核病等防治。

腐生性的镰刀菌可用于防治枯萎病及其他真菌病害等。③病

毒：病毒的分离筛选、培养及生产，均有较大难度，虽然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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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农物上已有成功的例子。但在药用植物生产中，还需做大

量的研究工作。

(2)药用植物虫害的生物防治：①以虫治虫：引入或人工

大量繁殖害虫的天敌，通过寄生或捕食的方法防治害虫。寄

生性昆虫主要以寄生蜂为多，包括赤眼蜂、蚜央蜂等，如绒央

蜂寄生地黄拟豹纺蛱躲幼虫等．取得较大成功。捕食性天敌

昆虫，经常利用并取得成功的有瓢虫、草蛉、食蚜蝇、蚂蚁、食

虫蝽象、步行虫等。要达到以虫治虫的效果，就应注意保护和

利用好当地自然的天敌昆虫，也可通过人工繁殖和释放天敌

昆虫，或者从外地引入天敌昆虫增加防治效果。②微生物治

虫：用于治虫的微生物种类较昆虫多，包括细菌、真菌和病

毒。细菌方面，如苏云杆菌(BT)及其变种可防治鳞翅目22个

科和鞘翅目拟步甲、象鼻虫及膜翅目叶蜂科等80多种害虫，

金龟子乳状杆菌主要防治地下害虫蛴螬挤蜡等50多种金龟

子幼虫。目前国内有数十家企业在生产该类生物农药。真菌

方面，如绿僵菌可防治蚜虫、金龟子、鳞翅目幼虫、蝽象等；虫

霉菌可防治同翅目、双翅目、鳞翅目、半翅目、膜翅目、脉翅

目、毛翅目、缨翅目等害虫。病毒为专性寄生，病毒感染害虫

后，核酸先进入寄主细胞，利用寄主细胞物质，进行复制病毒

粒子而繁殖，最终导致昆虫死亡。如应用桑毛虫核多角体病

毒防治桑毛虫等。③原生动物治虫：其原理是筛选与昆虫有

共生、共栖、寄生等关系的原生动物，经人工培养大量繁殖

后，施人土壤，使昆虫致死．可使昆虫致病的原生动物主要

有微袍子虫、鞭毛虫、变形虫及球虫等。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

杀虫剂主要是微孢子虫制剂。它们致病性强，可在短时间内

造成昆虫肠道破损及败血症后而致死。目前主要应用于鳞翅

目害虫的防治。④昆虫性激素治虫：利用昆虫的性激素引诱

异性昆虫于诱捕器中，并用一定方法将其杀死．在应用此法

时，要有足够数量的诱捕器。

6结语

无公害药材栽培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药用植物种类，因

地制宜地确定轮作，问套作、复种等栽培制度，可在有限的土

地上提高当地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还因增加了生物的多样

性，从而使这一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途径增

多，最终提高该系统自净力，减少药材基地农业污染，生产出

优质、高产、低耗、无污染的药材，为人类健康服务。无公害药

材栽培还使农田营养、耕层结构得以改善，避免或减少土壤

恶化．合理调节和保护现有土地资源，不断提高土壤生产力，

实现药材的全面增产，并为持续增产创造条件。无公害药材

栽培将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

提高药材品质，有利于良性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提高土壤

的综合生产能力。并保护持续生产力。

大豆苷元药剂学研究进展

钱一鑫，何霭，李洪庆，康冀川

(贵州大学贵州省生化工程中心，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大豆苷元是广泛分布于豆科植物中的一种异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强的心血管系统作用，具有多种保健和药

理作用，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医药和食品界的广泛重视．综述了大豆苷元的理化性质、生物药剂学(吸收、分布、代谢

和排泄)、药物动力学和制剂学4个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为进一步认识、开发、利用大豆苷元类物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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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ies on pharmaceutics of daidz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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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enter of Biochemistry Engineering of Guizhou Province，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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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苷元(7，4’-二酚羟基异黄酮，daidzein)又称葛根黄

豆苷元、大豆黄酮、黄豆苷元或大豆素，主要存在于豆科植物

如葛根中，1972年由我国药物工作者合成，是异黄酮类化合

物的一种，已被广泛用于药品、食品补充剂和化妆品等。现代

药理学研究表明，大豆苷元具有抗肿瘤、心脑血管保护、雌激

素和抗雌激素样作用、抗骨质疏松、抗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力

及影响内分泌系统等多种药理作用，受到国内外医药和食品

行业的广泛重视。但是，大豆苷元结构中含有两个酚羟基，其

水溶性和脂溶性均较差。存在很强的首过效应，导致IZl服吸

收生物利用度很低，这些因素限制了大豆苷元在临床上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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