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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滇重楼产区由于长期缺乏系统、科学的种植技术规范，规范化生产程度较低、病虫害严重、滥用化肥和农药等情况
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滇重楼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滇重楼的无公害栽培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本研究

针对滇重楼的无公害栽培技术进行探讨，包括ＧＭＰＧＩＳＩＩ指导基地选址、田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该体系可为
滇重楼无公害精细化栽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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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重楼 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ｍｉｔｈｖａ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ＨａｎｄＭａｚｚ），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
分布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四川等地。滇重楼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收载的重楼基原植物
之一［１］，其药用部位为根状茎，具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凉肝定惊功能，在临床上广泛用于功能性子宫出

血，神经炎，外科炎性反应等，且均有较显著的疗效，

亦是云南白药、宫血宁等中成药的重要原料。随着

医药生产对重楼的进一步开发利用，重楼药材的需

求量逐年增长，由于长期过度的掠夺式采挖，野生重

楼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濒临枯竭，而药用部位

生长缓慢，短时间内难于满足市场需求，资源稀缺已

成为制约相关制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通

过规模化人工栽培是解决重楼药材资源的必然

选择。

近年来，滇重楼人工栽培取得了一定成效，已成

为农民增收的种植项目之一；但由于农药、化肥等不

合理使用以及不规范生产和加工，导致药材品质不

稳定，农残、重金属、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增加，严重危

害消费者生命安全和健康；发展无公害中药材生产，

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技术体系，已成为中药材生产发

展和促进中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迫切需

要［１］。当前众多学者对滇重楼栽培技术、种苗繁育、

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林下规范化种植等开展了相

关研究，但尚未见有关滇重楼无公害栽培技术的系

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依据课题组已有研究基

础［２，３］，并结合文献查阅和产区调研，建立了滇重楼

的无公害栽培技术体系，包括基地选择、育苗、田间

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采收加工等技术，以期为滇

重楼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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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无公害滇重楼产地环境
１１　生产基地选址要求　滇重楼种植基地宜避开
工业和城市污染源。滇重楼有“宜荫畏晒，喜湿忌

燥”的习性，喜湿润、荫蔽的环境，在地势平坦、灌溉

方便、排水良好，含腐殖质多、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疏

松肥沃的砂质壤土中生长良好［４］。黏重，易积水和

板结的土壤不宜种植。生长过程中，要求较高的空

气湿度和遮蔽度。按《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试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

范（ＮＹ／Ｔ２７９８３２０１５）》要求，大气环境需符合
ＧＢ／Ｔ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一、二级标
准值要求；土壤符合 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一、二级标准值要求；灌溉水的水源质量符合

ＧＢ５０８４２００５《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１２　生产基地海拔　通过中国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按 学 名 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ｍｉｔｈ
ｖａ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ＨａｎｄＭａｚｚ）查询滇重楼标本
分布信息，共检索到植物标本记录信息３１６条，标本
采集时间从１９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经筛选，获得有海拔
记载的标本信息２１６条，标本覆盖区域包括云南、广
西、四川、贵州、陕西等地。使用Ｍｉｎｉｔａｂ对２１６条信
息做分布分析。见图１，由结果可知，滇重楼的分布
海拔呈正态分布曲线规律，查询标准正态分布表可

知，＜１１００ｍ标准正态分布下面积占６５４％，＞２
７００ｍ标准正态分布下面积占１１９７％，在１１００ｍ
～２７００ｍ标准正态分布下面积占８１４９％，均数为
１９３３ｍ。由于采集标本的年代跨度长达１０５年，同
时样本数据具备随机性特征，因此，所得结果能代表

滇重楼的野生集中自然分布区域，因此认为１１００～
２７００ｍ是滇重楼生产基地的较佳海拔。

图１　滇重楼分布海拔正态分布图

１３　滇重楼产地的生态环境　产地环境是优质药
材形成的重要外在因素，中药材品质与当地气候、土

壤等生态因子密切相关［５］。寻找与原生地黄的气

候、土壤等生态因子相似的区域，进行产区规划，是

药材引种成功的前提［６］。本研究基于《药用植物全

球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信息系统》（ＧＭＰＧＩＳＩＩ），对
滇重楼道地产区云南省古城区七河乡、玉龙县鲁甸

乡、大理市凤仪镇、云龙县关坪乡、永平县龙门乡等

３２个乡镇的３９１个样点进行分析，获得滇重楼的生
态适宜性因子。采用距离法对栅格进行重分类，计

算滇重楼最大生态相似度区域。由分析结果可知，

滇重楼道地产区的分布在东经１１２６４０８～１１３６４９
４和北纬３４８４１６～３５１９８９之间，主要集中在西南
地区的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的部分地区，适宜栽

培土壤类型为强淋溶土、高活性强酸土、红砂土、始

成土、黑钙土、铁铝土、冲积土、薄层土、低活性淋溶

土、黑土、粗骨土，产区生态因子值。见表１。

表１　滇重楼道地产区气候因子阈值（ＧＭＰＧＩＳＩＩ）

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值

范围
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值

范围

年均温度（℃） ０１～２３ 年均降水量（ｍｍ） ６３８～１９９２
平均气温日较差（℃） ６７～１５６ 最湿月降水量（ｍｍ） １３５～３９０
等温性（％） ２４～５５ 最干月降水量（ｍｍ） ３～５２
气温季节性变动

（标准差）

３１～７８ 降水量季节性变化

（变异系数％）
５１～１０２

最热月最高温度（℃） １２５～３３７ 最湿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７６～９５７
最冷月最低温度（℃） －２０６～１１５ 最干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１～１８４
气温年较差（℃） １８９～３５９ 最热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７６～９３９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８～２６８ 最冷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１～２６０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８１～１９２ 年均光照（Ｗ／ｍ２） １１９３～１５６０
最热季度平均温度（℃） ８～２８４ 年均相对湿度（％） ４３５～７６９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９１～１８２

２　无公害滇重楼种植管理技术
２１　整地　整地在深秋季节进行，选好种植地块
后，按 ３０００ｋｇ／亩将腐熟的农家肥均匀撒在地面
上，过磷酸钙５０ｋｇ，生石灰５ｋｇ，将地块深翻２０～２５
ｃｍ，暴晒３０ｄ以上，充分自然消毒。在播种或移栽
前搭建好遮荫棚，种植地遮荫度在６０％～７０％之间，
育苗地７５％～８０％，遮荫棚离地面高度２ｍ，散射光
或斜射光能有效促进滇重楼的生长。栽种前浅耕细

耙整平地块，根据地块的坡向地势作畦，以利于排

水，畦面宽１２０ｃｍ，畦沟宽３０ｃｍ，沟深３０ｃｍ。
２２　种苗繁育

滇重楼的种苗繁育可采用种子或根茎进行繁

殖。生产上多以种子繁殖为主。

２２１　种子繁殖　滇重楼的种子一般在９～１１月
份陆续成熟，其种子具有明显的后熟作用，胚需要完

成后熟打破休眠才能萌发［７］。研究表明种子的成熟

度是影响种子出苗率的重要因素［８］。因此，为获取

质量一致的优质种子，确保出苗率，滇重楼种子的采

收需待植株开始枯萎，蒴果开裂后，露出鲜红色浆果

时进行采收。将采收的果实除去果肉，稍晾水分。

·６７９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



将种子与种子重量１％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匀，
按一层河沙、一层种子放入泡沫催芽箱内，置于室内

催芽，保持河沙的湿度在３０％～４０％之间（手紧握成
团，松开即散），室内温度１８～２２℃。每１０ｄ翻动１
次，处理９０ｄ左右，种子胚根位置有凸起时即可播
种。将处理好的种子按５ｃｍ×５ｃｍ的株行距播于
做好的苗床上。种子播后覆盖１∶１的腐殖土和草木
灰，覆土厚约２ｃｍ，再在墒面上盖一层松针或碎草，
厚度以不露土为宜，浇透水，保持湿润。种子出苗后

要适时遮荫，浇水，除草。苗床管理期间要注意补充

苗床覆盖物，播种第３年后移栽。
２２２　根茎切块繁殖　根茎切块繁殖分为带顶芽
切块和不带顶芽切块２种方法。在生产实践中，带
顶芽部分成活率较不带顶芽部分成活率高，在生产

上主要以带顶芽切块繁殖为主［４］。

带顶芽切块繁殖的方法为：滇重楼倒苗后，取滇

重楼根茎，按垂直于根茎主轴方向，以带顶芽部分节

长３～４ｃｍ处切割，伤口蘸草木灰或１‰高锰酸钾溶
液处理３０ｍｉｎ，在苗床中集中培育２个月，使切段伤
口充分愈合、稳定即可移栽，移栽当年开花、结

实［４，９］。不带顶芽切块繁殖的方法为：在切去顶芽的

根茎中选取无损、无病虫害的根茎，以节为基础切

割，切口在相临两节的中部［１０］。切块用００００２％的
６ＢＡ或５０％ＡＢＴ生根粉浸泡２４ｈ，用草木灰处理，
以沾满伤口为宜，稍晾干后，在育苗苗床按株行距４
ｃｍ×４ｃｍ放置，覆土５ｃｍ，上覆１层松针保湿［１０，１１］。

２３　移栽定植　移栽宜在１１～１２月幼苗休眠时进
行，或翌年的 ４～６月移栽。按株行距 ２０ｃｍ×２０
ｃｍ，沟深５～８ｃｍ开沟栽苗，每亩（６６６７ｍ２）种植１
～１２万株；将小苗排放，顶芽朝上放置，覆土与畦
面平，压实根部土壤。移栽过程中要保护好顶芽和

须根，定植后，用山草或松叶覆盖畦面，厚度以不露

土为宜，以保湿、保温和抑制杂草。栽后浇透一次定

根水，以后根据土壤墒情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２４　田间管理
２４１　中耕除草　滇重楼喜土壤疏松，一般中耕除
草和松土结合进行。见草就除，先拔除植株周围的

杂草，再用小锄轻轻除去其他杂草，防止杂草与重楼

争光争肥。中耕中尽量浅耕，以免伤及根部及幼苗。

２４２　施肥　滇重楼为浅根性喜肥植物，根系一般
分布在表土以下１０ｃｍ左右的地方，不能吸收深层
土壤内的营养物质。因此除施足底肥外，还需在生

长期内增施追肥。追肥以有机肥为主，如家畜粪便、

油枯及草木灰、作物秸秆等。辅以复合肥和各种微

量元素肥料，不用或少用化肥，禁用化学氮肥［１２］，有

机肥在施用前应堆沤６个月以上以充分腐熟。重楼
的施肥主要包括根肥和根外施肥。根肥在１１月地
上部分倒苗后，每亩撒施有机肥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ｋｇ［１３］。已有研究表明，叶面营养能显著改善滇重楼
光合特性。在生长旺盛期（７～８月），可进行叶面施
肥促进植株生长，用０２％磷酸二氢钾或微量元素
肥料喷施，每间隔１５ｄ喷施１次，共３次［４］，喷施应

在晴天傍晚进行。

２４３　摘蕾　根据生产需要，４～７月非采种田在
花萼展开后，及时摘除子房，保留萼片，使养分集中

供应地下根茎的营养生长。

２４４　水分管理　在干旱季节，视土壤情况，每１０
～１５天浇水１次，使土壤水分保持在３０％～４０％之
间。多雨季节要注意排水，忌积水。遭水涝的滇重

楼根茎易腐烂，导致植株死亡，产量减少。

３　病虫害综合防治
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法，力求少用化

学农药，在必须施用时，应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

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ＮＹ／Ｔ２７９８３２０１５）之要求，
严格掌握用药量、用药时期，最后一次施药距采收间

隔天数不得少于２０ｄ。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在食
用农产品上使用的农药。

３１　病害防治　滇重楼病害主要有灰霉病、茎秆软
腐病、真菌性叶斑病、根腐病、猝倒病、细菌性穿孔

病。多发生在５～９月高温阴湿季节，一般５月开始
发病，６～７月较为严重。主要病害及防治方法。见
表２。
３２　虫害防治　由于滇重楼具有轻度毒性，因此，
虫害较少。虫害主要为地老虎、食心虫和金龟子及

其幼虫蛴螬、蝼蛄等。主要虫害及防治方法。见表

２。
４　采收与初加工

适时合理采收是保证重楼产量和品质的重要环

节［１２］。种子繁育种苗于移栽后第 ６～８年采收为
佳；带顶芽根茎的种苗在移栽后第５～６年采收为
佳。选择晴天采挖［２０］。先割除茎叶，在畦旁开挖４０
ｃｍ深的沟，然后顺序向前刨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
伤根茎，保证根茎完好。将根茎去净泥土，带顶芽部

分切下用作种苗，其余部分除去须根，用清水洗净，

晒干或３０℃烘干。
５　讨论

本研究基于ＧＭＰＧＩＳＩＩ获得滇重楼的生态适宜
性因子，为合理扩大滇重楼的种植面积及生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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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滇重楼常见病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易发病时期 病害名称 危害对象 易发病条件 症状 防治方法

５～９月 灰霉病 花器、果

实、叶片、

茎秆

多雨及其

伴随的气

温降低

花和果实发病，花萼、花瓣、花丝萎蔫下垂，

表面产生灰色的霉层和黑色的菌核。叶发

病多始于叶柄基部与茎连接的地方，受害

部位变软呈水渍状，叶下垂，病害向叶片、

茎逐渐蔓延，造成叶片腐烂、植株倒伏，茎

部发病多由花或叶部病害蔓延所致，也可

独立发病，菌核多形成于茎、叶柄和果实。

合理密植、雨季增强田间排水、通风，发病时，交替

使用嘧霉胺、腐霉利、扑海因等内吸性杀菌剂，并与

代森锰锌复配喷施。

４～７月 茎秆软

腐病

地上茎 出苗期遇

到高温高

湿条件

茎秆基部形成水浸状病斑，后软化，茎内部

开始腐烂，产生刺激性臭味，发病部位沿着

维管束向上蔓延造成整个茎秆稀软腐烂，

叶片萎蔫、植株倒伏

以预防为主，植株一旦发病极难治疗。出苗期忌中

午气温较高时灌溉、忌施氮肥，发病后应及时清除

田间病株，并在病穴中撒施生石灰或用可杀得叁仟

等药剂灌根，避免病原细菌扩散传播。未发病植株

可喷施农用链霉素和春雷霉素预防。

６～９月 真菌性

叶斑病

叶片 高温多雨 由多种真菌引起，叶片上出现病斑，叶片正

面或反面多可见霉层，无明显异味，发病后

如果降雨较多会造成叶片腐烂，如果天气

干燥则叶片干枯

雨季应加强田园通风、排水，发病后交替使用多菌

灵、三唑酮、嘧菌酯等内吸性杀菌剂，并与代森锰锌

等保护性杀菌剂复配喷雾。

５～８月 根腐病 根茎 高温，土

壤湿度过

大

受害根茎一般从尾部开始腐烂。染病根茎

表皮颜色黑褐色，腐烂部位呈湿状软腐，或

绵状软腐。解剖根茎，腐烂部位为黄白色

或黑色的腐烂物，有恶臭。

注意土地轮作和种苗更新，加强田间管理，注意降

低土壤湿度，发病园区及时防治地下害虫危害；出

苗后，用农用链霉素２００ｍｇ／Ｌ加２５％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２５０倍液混合后喷雾防治；发病初期用１％
硫酸亚铁液或生石灰施在病穴内进行消毒。

６～８月 猝倒病 茎基部或

中部

苗 期 多

发，高湿，

积水易发

病

发病的症状为从茎基部感病（亦有从茎中

部感病者），初为水渍状，并很快扩展，病

部不变色或呈黄褐色并溢缩变软，病势发

展迅速，有时子叶仍为绿色时即突然伏倒。

发病初期用７０％敌克松可湿性粉剂５００倍液，２５％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３００倍液喷淋防治，或用５０％多
菌灵５００倍液喷施，每７天喷１次，连喷２～３次；
发病后，及时拔除病株，用石灰水浇灌病区。

６～８月 细菌性

穿孔病

叶片 通 风 不

良，空气

湿度过大

初在叶上近叶脉处产生淡褐色水渍状小斑

点，病斑周围有水渍状黄色晕环。交界处

产生裂纹，而形成穿孔，孔的边缘不整齐。

加强管理，注意排水，增施有机肥，通风透光，提高

植株抗病力。清除菌源，清除落叶，集中烧毁。发

病期适时选用２０％叶青双可湿性粉剂６００倍液，或
１０％叶枯净可湿性粉剂４００倍液，或１４％络氨铜水
剂３００倍液、或７７％可杀得可湿性微粒粉剂４００
５００倍液、或１∶１∶２００波尔多液或７２％农用硫酸链
霉素可溶性粉剂或硫酸链霉素４０００倍液等药剂
喷施防治。

　　注：以上数据参考文献［１４１８］

表３　滇重楼常见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易发病时期 虫害名称 危害对象 症状 防治方法

４～１１月 地老虎

（夜蛾类）

地上部位 主要以幼虫危害，常沿贴近地面

的地方将幼苗咬断取食，一个老

龄幼虫，一夜可危害数株幼苗，造

成缺苗

诱杀防治：利用其成虫趋光性强和对糖醋液特殊嗜好的习性，在田

间设置黑光灯和糖醋盆诱杀成虫。药剂防治：２５％溴氰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倍液，５０％辛硫磷乳油１５００倍液，９０％敌百虫１０００倍液喷
洒或灌根。

５～１１月 食心虫 茎杆、果实 致使地面上部植株发黄、枯萎 食心虫一旦蛀进果内，就无法防治，故掌握准确的防治时期是控制此

类害虫的关键。每亩使用２０００单位／微升苏云金杆菌悬乳剂６００毫
升或１００亿活芽孢／克可湿性粉剂３５０克，兑水４０～６０升喷雾。

４～１１月 金龟子

（蛴螬）

地下部位 主要咬食地下根、块茎，致使地面

上部植株营养水分供应不上，造

成植株枯死或缺苗。块茎受害

后，品质变劣或引起腐烂

物理防治：设置黑光灯诱杀，减少成虫产卵繁殖危害。药剂防治：

５０％辛硫磷乳油１０００倍液，或９０％敌百虫１０００倍液，或２５％溴
氰菊酯乳油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地面喷洒或灌杀。

４～１１月
蝼蛄 地下部位 地上部植株生长不良、萎焉、枯死 毒饵诱杀：将麦麸或油籽饼用微火炒香，再用９０％敌百虫可溶性粉

剂乳油１０倍液拌潮，用毒饵３７５ｋｇ／ｈｍ２，在闷热无风傍晚施撒于
田块中诱杀。

　　注：以上数据参考文献［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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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科学参考。在基地海拔选择方面，本文根据

滇重楼自然种群的海拔数据做分析，结果表明滇重

楼的自然分布海拔呈正态分布规律，以 １１００～２
７００ｍ为较佳海拔。虽然在更低海拔如６５０ｍ或更
高海拔３４００ｍ亦有滇重楼的自然分布，但频次较
低。从标本查询和实地考察中也发现，９０％以上的
标本集中分布在１１００～２７００ｍ之间，７００～１１００
ｍ和２７００ｍ以上虽有滇重楼的野生分布或种植基
地，但海拔过低则气温较高，容易发生病害，海拔过

高则气温较低，影响了滇重楼的生长速度，导致产量

低。因此滇重楼种植基地海拔建议在１１００～２７００
ｍ附近，尤其是在１９００ｍ附近为佳。但是，在实际
生产中，针对不同品种的滇重楼，其适应性不一致，

如据笔者调查研究，目前云南文山、曲靖、楚雄、德宏

等地自然分布的“高杆滇重楼”品种，其适应性较

好，适宜种植区域广，可在上述海拔全域种植；而云

南丽江、大理等地自然分布的“矮杆滇重楼”品种，

当前实践已表明在降雨量超过１２００ｍｍ，或海拔低
于１５００ｍ的区域种植，病害和死苗情况普遍。因
此，在基地选择时，还需考虑品种的问题。

随着重楼用途的不断开发，近年来对重楼需求

不断增长，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需重楼药材３０００ｔ
以上［２１］。由于滇重楼特殊的生理生态特点，其生长

周期较长，从种子成为药用商品，一般需１０年以上
时间。由于种植周期长，投资大，给种植过程和管理

增加了风险，传统的中药材栽培生产方式已不能满

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技术体

系，发展无公害滇重楼生产，加强种植管理技术措

施，提高药材产量，是滇重楼生产发展的迫切需

要［１］。当前重楼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标准缺失，导致

种植无序及滥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等现象时常

发生，严重影响了重楼疗效及安全，成为中药材走向

国际市场的关键瓶颈。在滇重楼的实际生产中，当

前在滇重楼生理生态，良种选育，种子种苗标准，重

楼种植过程中的光、水、肥调控和病虫害防治等领域

尚薄弱，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以利于从根本上

实现滇重楼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大理为民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王云对病

虫害防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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