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文献考证
、

药源调查
、

分类学鉴定
,

对金线莲来源
、

分布及商品概况有 了初步的

了解
,

这对金线莲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由

于金线莲 生长条件要求苛刻
,

加上近年大量

的采集以及野生动物 的侵食
,

金线莲宝贵资

源匾乏问题日趋严重
,

目前台湾
、

大陆学者 已

着手对金线莲人工栽培
、

组培进行了研究
,

并

获得初步成功
,

但如何使之从实验室转入工

厂化生产
、

扩大 产量
,

是一项巫待解 决的课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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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蔑顺沟平栽技术的研究

xlJ西省医药研究所 (太原 0 3 0 (23 1 )

山西省中药材学校

太原市药材公司

白效令
朱

倪 娜 王 湘

王菊明

蔚 玲

摘 要 在山地和平地通过对直播
、

沿沟立栽
、

顺沟平栽 3 种栽培技术比较
,

认为黄蔑顺沟平栽是

现有栽培方法中最优的一种
,

单产实数平地达 1
.

2 6 k g / m
Z ,

山地达 。
.

9 6k g / m
“ ,

同时鲜根长
、

根粗
、

根重较其它两种栽培方
一

法有显著或极 显著增加
,

投 入产出比平地为 1
:

12
.

94
,

山地为 卜 9
、

95
,

是

一种科学合理
,

经济效益明显
,

适合于山地和平地的栽培黄蔑技术
。

*
A d d r e : 、 :

B a i X ia o lin g ,

S h a n x i l
〕r o v in e ia l In s tit u t e o f M e d ie in e ,

T a iy u a n

·

17 2
.



关键词 黄蔑 顺沟平栽 沿沟立栽 直播

黄茂为常 用中药
,

主产于我省的雁北地

区
,

生产 以直播
、

直栽 的方式有 5 00 年的历

史
。

黄茂性喜寒冷
、

土质肥沃的地带生长
,

且

生长慢
、

效益低
。

本文选择 当地地势低 洼平

坦
,

气温高的地带育苗
,

一年后选一定 民度的

种苗在整好的土地上顺沟蔑头距 15 一 20
c m

相嵌平栽
。

此种方法不但可以避免直栽出现

的黄蔑
“

鸡爪 蔑
”

产品
,

还可缩短黄蔑生长周

期
。

l 试验方法

1 9 8 8 年春
,

在我省黄茂 主产 区的应县北

楼 口村选海拔 1 1 0 0 m 与海拔 1 6 5 Om 处山坡

地 直 播
;
并 在城 南海拔 9 20 m 处整平坦 地

3:3 3 m
2

育苗
,

秋 末冬 初 起苗
,

选长 度超过

30 c m 没有虫害
、

不破皮的种苗
,

将侧根
、

分叉

根剪除
,

然后挖冬窖备用
。

1 9 8 9 年春解冻后
,

在上年直播地区附近进行育苗直栽与育苗顺

沟平栽试验
。

第二年秋后全部收获统计
,

山地

平地各重复 3 次
,

每个处理试验面积 2“m
z ,

山地 i o o m
Z ,

其中 C
, :

直播
,

苗 5 一 6 e m 高定

苗
。

C
: :

平地育苗
,

第 2 年春移苗沿沟直栽
。

C
。 :

平地育苗
,

第 2 年春移苗顺沟平栽
。

单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的统计
:

在采挖黄茂 的过程

中
,

把黄蔑大致分成 20 等份
,
随机抽取 10

份
。

把抽取出的黄茂重新混合
,

第 2 次均匀分

份
,

再随机抽取 5 份
。

如此重复
,

直至所取样

品为 1 5 0 株左右 (1 50 士 1 0) 为止
,

除净地
_

_

L部

分
,

逐个测定根长
、

根重
,

根粗以根茎下 Ic m

处的直径为准
,

最后全部称重计单产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同一试验点
,

不同栽培方法 2 年生黄茂

的单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 (鲜 )
:

结果见表 1
。

2
.

2 同一试验点
,

不同栽培方法 2 年生黄茂

的单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平均数的新复极差

测验
:

2
.

2
.

1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生黄蔑的单

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平均数的新复极差测验
:

结果见表 2
、

3
。

石下夏乖骊飞石百蔽事粟
.

丽恶覃万面

表 1 平地
、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生黄蔑

的单产
、

根长
、

根粗和根重(鲜 )

栽 培 方 法

平 地 山 地

C 3 C Z C z C :飞 C Z C l

单产 (k g / m Z ) 1
.

2 6 0
.

9 3 0
.

6 5 0
.

9 6 0
.

6 6 0
.

4 8

根长(e m ) 5 6
.

8 8 4 7
.

32 4 5
.

60 4 4
.

7 6 3 4
.

3 3 3 2
.

5 5

根粗(e m ) 1
.

1 7 6 0
.

9 6 9 0
.

9 0 1 1
.

0 7 7 0
.

8 8 3 0
.

8 3 3

根重(g ) 4 9
.

7 0 3 8‘ 0 7 36
.

4 6 4 0
.

0 6 2 4 6 0 2 3
·

1 1

表 2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生黄蔑单产
、

根长
、

根粗的新复极差测验

栽培 单产 根长 根粗 差异显著性

方法 (k g / m Z ) (e m ) (e m ) 0
.

0 5 0
.

0 2

C 3 1
.

2 6 5 6
.

6 6 1
.

1 7 6 a A

C Z 0
.

9 3 4 7
.

3 2 0
.

9 6 9 b B

C 1 0
.

6 5 4 5
.

6 0 0
.

9 0 1 e C

表 3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黄蔑根重平均

数的新复极差测验

差异显著性
栽培 方法 根重 (k g )

0
.

0 5 0
.

0 1

C 3 2 4
.

8 5 a A

C 2

C l

19
.

0 4

18
.

2 3

A B

B

2
.

2
.

2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黄蔑的单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
、

平均数新复极差测验
:

结果

见表 4
、

5
。

表 4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黄苗的单产平

均数的新复极差测验

差异显著性
栽培方法 单产(k g / m “)

0
.

0 5 0
.

0 1

C 3 0
.

5 5 a A

C : 0
.

3 3 b B

C 1 0
.

2 4 c C

表 5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 2 年黄蔑的根长
、

根粗
、

根重平均数的新复极差测验

栽培方法
根长

(e m )

根粗

(
e
m )

根 重

(k g 、

差异显著性

0 0 5 0
.

0 1

ABa卜4 4
,

76

34
.

3 3

32
、

55

1 0 7 7

0
.

8 8 3

()
.

8 3 3

::
:: b B

nj八乙]
CCC

表 2 一表 5 说明
:

不论山地或平地
,

顺沟
·

] 7 3
·



表 1 0 山地不 同栽培方法每平方米蔑的产

出 (单位
:

元 )

一等 二等 三等 三等以下

(% ) (% ) (% ) 蔑(% )
共计

0
.

4 4

0
.

4 2

1
.

5 8

n�nC宁曰只�,曰n00勺自,�八乃3004030010

平栽黄茂的单产
、

根长
、

根粗
、

根重都显著 (尸

< 0
.

05 ) 或极 显著 ( 尸< 0
.

01 )地高 于其它两

种栽培方法
。

这是因为
,

在山地或平地
,

顺沟

平栽的蔑位于土表 30 一 50
c m 范围内的土壤

肥力足
,

墒情好
,

通风透气良好
,

根际微生物

种类多
,

代谢旺盛
,

即从营养上较好地满足了

黄蔑生长的需要
。

2
.

3 不同栽培方法的经济效益 比较
:

生产中

发现
,

同一试验点不 同栽培方法的黄蔑不仅

在根长
、

根粗
、

根重
、

单产等方面差异显著或

极显著
,

它们的经济效益差别也较大
。

这可从

不 同栽 培方法黄蔑的投 入 比看 出 (表 6一

1 1 )
。

表 ‘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黄蔑的每平方米投

人 (单位
:

元 )

栽培 产鲜茂 折合成干 重

方法 ( g / m Z ) ( g / m Z )

C 1 1 8 7
.

4 1 6 1
.

4 7

C Z 5 2 4
.

7 4 1 7 5
.

4 1

C 3 7 8 7
.

1 1 2 6 2
.

3 7

表 1 1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每平方米蔑的投

人产出比

栽培方法

投入 / 产出

栽培

方法

育苗

种子 播种

移栽

定苗 挖苗 栽苗

田间 起苗

管理 作货
共计

C r 3 0 5 1 0
- - - -

一 5 0 1 2 5 0
.

3 3

C Z 2 1 1
.

5 一 1 5 3 0 5 0 1 0 0 0
.

3 3

C 3 2 1 1
.

5 一 1 5 3 0 5 0 1 0 0
.

1 9

衰 ,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黄蔑的每平方米产

出 (单位
:

元 )

栽培 鲜蔑 折合成干重 一等 二等 三等 三等以下

方患 k g / m Z ) ( k g / m Z ) ( % ) ( % ) ( % ) ( % )
共计

C 1 0
.

6 2 0
.

20 1 0 1 0 3 0 5 0 0
.

4 7

C Z 0
.

9 0 0
.

30 0 1 5 2 0 8 0 0
.

7 2

C 3 1
.

1 3 0
.

3 8 1 0 50 3 0 1 0 2
.

4 8

表 8 平地不同栽培方法每平方米蔑的投人产出比

栽培方法 Cl

投入 / 产出 2
.

4 8 1 :
2

。

2 1 1 : 12
.

94

衷 , 山地不同栽培方法蔑的每平方米投人 (单位
:

元 )

栽培

方法 种子

育苗

播种 定苗

移栽

挖苗 栽苗

田间起苗

管理作货
共计

C l

C 2

70

14

2 0 1 0 0 0
。

3 0

5 0 2 0 7 0 0
.

3 1

U 3 14 1
.

5 1 5 5 0 2 0 5 0
.

1 6

表 6一 9
、

n 中黄茂价格 的计算以 1 9 9 0

年省药材公司的贸 易价
:

一等茂 12 元 /k g ,

二等蔑 8 元/k g
,

三等蔑 4 元/k g
,

三 等以下

蔑 2 元 /k g ,

按当地药农的换算办 法每个工

需 5 元
。

以上几表表 明
,

直播
、

沿沟立栽
、

顺沟平

栽 3 种栽培方法黄蔑的投入产出比平地分别

为 l : 2
.

4 5
,

l : 2
.

2 1
,

1 : 1 2
.

9 4
,

山地分别为

l : 1
.

4 2
,

1 : 1
.

6 4
,

l : 9
.

9 5
,

JI反沟平栽的茂极

显著地高于前 2 者
。

这是 由于顺沟平栽的蔑

一方面显著地提高了黄茂产量
,

另一方面
,

这

种栽培方法的蔑位于土表层
,

采挖非常方便
,

同时蔑的完整率可达 90 %以上
,

彻底改变了

那种大批劳力挖地三尺还取不出完整蔑的现

象
。

上述 3 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成品高

档次蔑 比例明显增加 (表 7
、

1 0 ) ;
价格随之上

升
,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

从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认为
,

顺沟平栽

黄蔑是一种科学
、

合理
、

经济效益显著的栽培

方法
。

但这种栽培方法对育的一年生苗要求

很严 格
,

越是细长的苗
,

它的成品蔑形状越

好
,

易形成鞭杆蔑
,

1 ~ 2 年生长过 程中产量

提高也较快
;如果一年生中育苗长度达不到

,

成品蔑很易出现鸡爪蔑
。

正是为了形成一定

长度 的苗
,

现行 生产 中育苗有长达 2一 3 年

的
。

显然
,

生产中一年育 出好苗
,

无疑对缩短

黄蔑生产周期
,

提高产量和商品档次都是非

常重要的
。

3 小结

1 7 4



在山地和平地通过对直播
、

沿沟立栽
、

顺

沟
’

}毛栽 3 种黄茂栽培技术的 比较
,

顺沟平栽

是栽培黄 茂方法 中最优的一种
,

单产实数平

地达 一 2 6k g / m
Z ,

山地达 O
·

9 6 k g / m
, ,

同时根

长
、

根粗
、

根重较其它 2 种栽培方法的茂有显

著或极 显著 增 加
,

投 入 产 出 比平地为 1 ,

12
·

94
,

山地为 1 , 9
.

95
,

是一种科学
、

合理
、

经济效益 明显
,

适合于 山地和平地栽培黄蔑

的优 良技术
。

(1 9 9 4
一

1 0
一

1 8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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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甘草栽培技术

山东省滨州地区医药公司 (2 5 6 6 16 ) 田茂忠
带

李风岭 孙子亮 陈恒华”

摘 要 报道了盐碱地种植甘草的生物学特性和适宜种植甘草的盐碱地类型及甘草在盐碱地上

的种植方法
、

管理措施
、

收获加工等项技术
,

为盐碱地栽培甘草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盐碱地 甘草 栽培

甘草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以根及根

状茎入药
,

其产销量居大宗药材 的首位
,

然而

我国甘草商品生产历年来仅靠 采挖野生资

源
,

年年掘根
,

又不注意保护野生资源
,

致使

植物种群退化
,

产量锐减
,

质量下降
,

药用趋

于紧缺
,

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

目前各地开

始 了人工栽培研究
。

但在栽培过程 中
,

由于甘

草生产周期长 (一般种植后 3 年才能收刨 )
,

在农田种植与粮棉争 田的矛盾 日益突出
,

因

而制约 了在农 田大面积的发展
。

为了广开药

源
,

我们从 1 9 8 9 年以来在黄河三角洲的盐碱

地上进行了栽培试验
,

获得成功
,

并大面积的

进行了推广种植
,

收到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现将栽培技术报道如下
。

1 生物学特性

1
.

1 种子
:

甘草种子较小
,

千粒重 1 2
.

19
,

正

常成熟的种子为灰绿色
,

扁椭圆形
,

饱满坚

硬
,

表面光滑
,

自然出苗率较低不足 20 %
,

播

前必须进行种子处理
,

才能提高出苗率
。

1
.

2 物候期
:

甘草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栽培
,

4

月中旬 (气温 15 ℃左右 )芽萌动返青
,

当气温

在 25 一 30 ℃时 生长最 快
,

35 ℃以上 生长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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