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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穿龙薯蓣是薯蓣皂苷元的主要来源，是用于生产避孕药、甾体类激素化合物的主要原料。穿龙薯蓣野生资源已不
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但人工栽培过程中不规范使用农药、农残及重金属超标等问题限制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公害种植是穿龙薯蓣优质、高产和稳产的有效措施和未来主要发展方向。本文探讨了穿龙薯蓣无公害种植在精准选

址、良种培育、规范化综合农艺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病虫害防治应优先使用农艺防治、生物防治，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少量使用低毒低残留的化学防治，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通过构建穿龙薯蓣无公害栽培技术体系，实现穿龙薯

蓣生产的标准化、产业化，促进穿龙薯蓣种植产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穿龙薯蓣；薯蓣皂苷；无公害栽培；精准选址；病虫害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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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地龙作为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的重要中药材，来源于薯蓣植物穿龙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的干燥根茎［１２］。穿龙薯蓣作为多年生藤

本植物，在我国分布范围极广，如东北、西北、华北、

华中一带均有穿龙薯蓣野生资源，主效成分为薯蓣

皂苷［３４］。薯蓣皂苷在治疗慢性气管炎、劳损扭伤、

冠心病以及心绞痛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５７］。同时，

薯蓣皂苷元还是合成甾体类激素化合物及避孕药的

重要原料。甾体类激素化合物仅次于抗生素类药

物，是国际医药市场的第二大类药物［８］。

长期以来，穿山龙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挖的穿龙

薯蓣。随着穿龙薯蓣药材市场需求量的增加，采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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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龙薯蓣自然恢复速度已经满足不了药材市场的

需求［９１０］。人工栽培穿龙薯蓣是解决野生资源日益

短缺的主要措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开始了穿
龙薯蓣的栽培研究工作，由于穿龙薯蓣通常需要栽培

３～４年后才能采收，栽培周期长导致栽培种植成本
高、见效慢；良种缺乏导致质量不稳定；且人工栽培过

程中不规范使用农药、农残及重金属超标等问题，限

制了穿龙薯蓣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１１］。无公害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遵循中药材产地适宜性优化原则，因时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从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虫害

综合防治、最佳采收期等多方面严格控制，在提高中

药材品质，保障中药材安全，促进产业升级，保障中药

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１２］。本文总结

并探讨了穿龙薯蓣无公害规范化种植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为穿龙薯蓣无公害规范化种植体系的建立奠定

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促进中药材穿山龙优质、高产、

稳产。穿龙薯蓣的无公害规范化种植是保障穿山龙

市场安全、稳定供给的重要基础。

１　无公害产地环境（生态因子）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是无公害

穿龙薯蓣选择产地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准；按照 ＮＹ／
Ｔ２７９８３２０１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
术规范）安全生产穿龙薯蓣；穿龙薯蓣产地环境的土

壤、灌溉水和空气质量应分别满足 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５０８４２００５（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和ＧＢ／Ｔ３０９５２０１２（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
求。同时，还应该保证无公害穿龙薯蓣生产选择生

态环境条件良好的地区，产地区域和灌溉水上游不

能受到工业“三废”、城镇生活、医疗废弃物等污染，

产地还应该避开公路主干线，亦或土壤中重金属超

标的地区。产地不能选择冶炼工业（工厂）下风向３
ｋｍ内，且产地周边空气环境质量应符合 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一、二级标准值要求。
中药材生产基地的精准选择是无公害中药材规

模生产的重要环节，适宜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植物

的健康生长，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减少化肥、农

药等的用量。适宜的生产基地要根据地域性及其生

物学特性进行选择［１３］。依据《中国药材产地宜性区

划（第二版）》运用 ＧＭＰＧＩＳⅡ对当前主产区的２１３
个样点进行分析，得到穿龙薯蓣主要生长区域生态

因子值范围（见表１）［１４］。
海拔：海拔３００～９００ｍ分布最多，但由于其海

拔生存条件不苛刻，在海拔１００～１７００ｍ也常会存
在穿龙薯蓣的分布［１５］。

水分：穿龙薯蓣喜湿润、较耐旱。在生长期，由

于需要大量光合作用，需水量大，要求水分充足，这

样才能保证根部生长良好。然而，整个生长发育期

不宜长时间积水，容易引起烂根［１６］。其适宜产地的

年均相对湿度 ５８３９％ ～６０９１％、年均降水量
５５４０～１０９００ｍｍ。

温度：穿龙薯蓣喜温、耐寒，适宜生长的温度为

１５～２５℃，而在生长初期或休眠期则要求温度稍
低［１７］。其产地年生长均温：０３～１１３℃；最冷季均
温：－２０４～－２１℃；最热季均温：１７６～２３１℃；
最冷月最低温度－２９９～－７４℃。

光照：穿龙薯蓣产地年均日照 １２９４～１５５１
Ｗ／ｍ２。在生长过程中对光照要求不一致，幼苗前期
时，散色光有助于苗的成活，而在后期则需要强光照

射，这样有利于生长及薯蓣皂苷元的积累［１８］。

土壤：ＧＭＰＧＩＳⅡ对当前主产区的 ２１３个样点
进行总结分析发现，土壤类型主要为黑钙土、潜育

土、有机土、低活性淋溶土和白浆土［１４］。选地时，一

般选择背光、半向阳且略有斜坡的土地，适宜生长的

土壤ｐＨ值为６～７。

表１　穿龙薯蓣的主产地环境生态因子值（ＧＭＰＧＩＳＩＩ）

生态因子 范围 生态因子 范围

年平均温（℃） ０３～１１３ 年均降水量（ｍｍ） ５５４０～１０９００
平均气温日较差（℃） ７９～１３２ 最湿月降水量（ｍｍ） １３２０～３１２０
等温性（％） ２２０～２６０ 最干月降水量（ｍｍ） １７０～３９０
气温季节性变动（标准差） ９８３～１４９９ 降水量季节性变化（变异系数％） ９１０～１０９０
最热月最高温度（℃） ２４４～２８５ 最湿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３６０～７０５０
最冷月最低温度（℃） －２９９～－７４ 最干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７０～４００
气温年较差（℃） ３４９～５５４ 最热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３６０～７０５０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１７６～２３１ 最冷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７０～４００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２０４～－２１ 年均日照（Ｗ／ｍ２） １２９４～１５５１
最热季度平均温度（℃） １７６～２３１ 年均相对湿度（％） ５８３９～６０９１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２０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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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无公害种植
２１　优良品种选育　优良品种的选育是穿龙薯蓣
无公害种植的关键［１８］。虽然经过多年的穿龙薯蓣

栽培种植，已经掌握了其生长习性等特征，但目前尚

无通过审定／登记的优良品种。优良种质资源的收
集及选育，是建立中药材高产、优质无公害种植体系

的重要基础。目前，穿龙薯蓣优良种质资源的收集、

整理与选育还比较缺乏，有必要通过筛选高产、优

质、抗逆的优良种质资源，获得产量高、品质好、抗病

虫害能力强的新品种，从而有效降低化肥、农药的使

用量［１９］

穿龙薯蓣以无性繁殖为主，能快速将高产、高含

量、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等优良性状保存下来，并大

量繁殖。目前，吉林的安图、磐石已建立穿龙薯蓣无

公害规范化生产基地和种源基地，为良种培育提供

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另外，穿龙薯蓣雌雄异株，研究

发现雌株含薯蓣皂苷较高，因此在选择育种材料时，

可以优先考虑雌株［２０］。

２２　种子种苗培育
经过多年的积累，穿龙薯蓣育种技术已经有了

显著进步，包括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２０］。

２２１　有性繁殖技术　优质种子繁育的植株在生
长或抵御病虫害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保证了无公害

栽培过程中更少地使用肥料、化学品或农药的应

用［２１］。播种前，种子需要催芽处理，具体措施如下：

将种子浸泡于赤霉素（２００ｐｐｍ）中１２ｈ左右，然后
用清水冲洗２～４遍，洗净赤霉素，最后将种子置于
阴凉处；待种子风干后，用３倍体积的细沙与种子拌
匀后，一起装入木箱，保持湿润，室温放置３０～４５ｄ，
然后待播［２２］。

播种的最佳时间一般选择４月底５月初，注意
地表温度需要 ＞１２℃［２３］。一般采用条播法。具体

方法如下：整理好床面后，开沟深 ２ｃｍ，行间距
２０ｃｍ，把种子较均匀地播于沟中，然后掩１ｃｍ左右
厚度的土，并用１ｃｍ左右树叶覆盖，以保持地温；
３０～４０ｄ后种子出苗，不用回收树叶，腐烂后可做
天然肥料，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

２２２　无性繁殖　穿龙薯蓣以无性繁殖为主。选
择１年生的幼嫩块根作为种材，要去种材无腐烂、无
病虫害；将选好的种材切成８～１０ｃｍ左右的小段，
注意每小段至少含有２个芽苞［２２］。按照株行距４０
ｃｍ×３０ｃｍ开深１０ｃｍ的沟，根茎放入沟穴后，覆土
且压实，适当浇水，１５ｄ左右出苗；该方式不用做
畦，深耕３０ｃｍ左右，但需要耙细整平。种植密度为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株／亩。
２３　合理施肥　使用无公害施肥规范对基地进行
施肥，施肥需优先选择有机肥，并以其为主，并注意

比例配合适当的氮（Ｎ）、磷（Ｐ２Ｏ５）、钾（Ｋ２Ｏ）肥
［２１］，

文献报道，一个生长季，每收获１００ｋｇ穿龙薯蓣根
茎，需要 Ｎ为 １１２９ｋｇ，Ｐ２Ｏ５为 ０１９２ｋｇ，Ｋ２Ｏ为
１０２７ｋｇ。质量比值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５８∶１∶５３

［２４］。

因此，根据其吸收规律，在施肥的种类选择上，Ｎ和
Ｋ２Ｏ需要并重，切忌偏施氮肥，避免植株徒长，降低
其抗病性。穿龙薯蓣种植中的无公害施肥规范主要

包括了对基肥、种肥、追肥和叶面肥中使用肥料种

类、数量和方式的规定，特别规定了在一些时期不能

施肥，具体如下。见表２。
基肥：种植当年早春，整地时开始施加基肥。多

施无公害的有机肥，如腐熟农家肥、油渣粉或饼肥

等，少施化肥、复合肥等［２５］。对于有机肥，应该腐熟

充分，对药用植物、畜禽、人体有害的病原菌、寄生虫

卵、杂草种子等需要彻底杀死；有机肥中的重金属应

该低于ＮＹ５２５２０１２限量；而其中的粪大肠菌群数
和蛔虫卵死亡率均应满足 ＮＹ８８４２０１２的要求［２１］。

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 ６０００ｋｇ或油渣粉／饼肥
１５０ｋｇ／亩作为基肥。

种肥：采用腐熟农家肥，尽量少施化肥。种肥必

须深施，并与播种分开进行，并与穿龙薯蓣种子保持

适当距离，避免种子与种肥混播。施肥方式采取条

施，开沟将腐熟农家肥施入耕层３～５ｃｍ的沟中，
１０００ｋｇ腐熟农家肥／亩，种子和种肥的距离控制在
３ｃｍ左右［２６］。

追肥是实现穿山龙高产、优质的重要农业措

施［２７］。移栽当年，幼苗长出３～６片叶时，可追施磷
酸二铵 ２５ｋｇ／亩；７～８片叶时，追加腐熟农家肥
４０００ｋｇ／亩左右，追肥采用撒施的方法［２８］。根据穿

龙薯蓣根茎生长特性，一般在８月和９月生长速度
最快［２９］，每年的６～９月，最好是在７月初，追肥可
以利用绿肥代替（１０００ｋｇ／亩），套种作物玉米可以
作为绿肥使用，该措施有效减少过多化肥对农业生

态环境的污染，起到培肥土壤的作用，并保持土壤生

产力持续增产。入秋上冻前（１１月中旬），需追肥撒
施腐熟农家肥４０００ｋｇ／亩。

叶面肥：施肥时间为开花期，穿龙薯蓣不同的繁

殖方式，开花时间略有不同，无性繁殖一般在当年５
月开花，叶面肥一般在５月喷施；种子繁殖的穿龙薯
蓣则在种植第二年春季４～５月开花，一般在４月中
旬左右喷施叶面肥［２９３０］；同时，还需要注意，２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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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穿龙薯蓣植株花期将会稍微提早，产地的温度

和光照也会影响植物花期，因此，具体叶面肥施肥时

间还需要根据产地实际情况而定。施肥方式：采用

磷酸二氢钾（０２％，２００ｇ溶于１００ｋｇ水中）对穿龙
薯蓣叶面喷雾施肥，施肥２次，由于其花期在１个月
左右，因此间隔时间为１５ｄ，提高植物抵抗病虫害的
能力，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基地无公害环

境［３１］。

穿龙薯蓣在采收前１个月，禁止施用各种化学
肥料，尽量降低药材中肥料的残留，保障无公害穿山

龙药材品质［２７，３１］。

综上所述，无公害穿山龙中药材合理施肥应符

合使用肥料的原则和要求、允许使用和禁止使用肥

料的种类等按 ＤＢ１３／Ｔ４５４２００１执行［２７］。农家肥

需达到ＮＹ５２５２００２国家有机肥料标准的要求，经
高温发酵直到完全腐熟；禁止使用未经国家或省级

农业部门登记的化肥或生物肥料、硝态氮肥和城市

垃圾；无公害施肥旨在保证穿龙薯蓣正常生长、品

质、产量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并维持产地的良好生态

环境，保障穿山龙药材在以后的生产中，能够稳定地

达到无公害中药材要求的农残、重金属和有害元素

等基本限量要求。

２４　常规田间管理
２４１　苗期管理　苗高１０ｃｍ左右时，间苗匀苗，
需要剪去过密的小苗，去小留大，去弱留强；注意，干

旱时，需要及时浇水，并且控制杂草［３１３３］。当小苗

长２０ｃｍ左右时，如没有套种，需要用竹竿搭架，架
高１８ｍ，将竹杆插入地里，４根成组，并将它们的顶
部捆在一起，为茎蔓缠绕提供条件，同时适当剪去过

密和过长的穿龙薯蓣茎蔓，保障光照的充足。

２４２　移栽　在第２年春季时，穿龙薯蓣萌发前，
挖出根茎后，立即载入土中，每株距离间隔１０ｃｍ，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株／亩［２９］。

２４３　套种　在穿龙薯蓣的种植地里，一般需要套
种玉米，玉米间隔一垄种一垄，玉米种植密度为 ３

５００株／亩，行距为７０ｃｍ，株距为２５ｃｍ［３４］。套种不
仅可以增加土地使用率，玉米杆还可以供穿龙薯蓣

攀绕，同时玉米材料还可以被当作绿肥二次利用，有

效地减少化肥的使用。

２４４　除草　坚持无公害除草，建议人工除草，不
用或者少用除草剂对杂草进行清理，禁止使用除草

醚、百草枯水剂等国家禁用和限用农药品种。每年

需要要锄草３～４次，主要集中在雨季６～９月间，另
外浇水后也要注意杂草蔓延；同时，除草时切忌伤

苗。

２４５　打薹　对于不采收种子的穿龙薯蓣地块，在
其现蕾后开花前，一般选择晴天，且在上午９：００１１：
００左右，采取割薹［２６，３２］。此方法可以明显抑制植物

生殖生长，保持养分，并促进根部营养生长。打薹时

应注意多留叶片，保证植株进行光合作用，为植株生

长提供更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保证羌活产量及品

质。

２５　病虫害综合防治
随着穿龙薯蓣的大面积人工种植，导致病虫害

易发生，且传播较快。为保障无公害生产，病虫害综

合防治是关键，总的指导原则是，多使用物理、微生

物和农艺方式综合防治病虫害，根据病虫害发生的

规律，依据无公害原则，科学合理运用化学防治技

术，正确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最终达到

有效控制病虫害的目的，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

高毒、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及其混配农药品种，比如

敌敌畏、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

脒、二溴乙烷、除草醚等。

穿龙薯蓣病害主要包括褐斑病、炭疽病、斑枯

病、白粉病、锈病和根腐病等，虫害主要为四纹丽金

龟子幼虫、蛴螬、蝼蛄和红蜘蛛等。主要病虫害种类

及危害类型见表３［２０２１，３７３８］。
２５１　病害综合防治　１）褐斑病：农艺防治，实施
轮作，避免连作；在秋季时，集中清理田间的枯枝残

体，减少越冬菌源；化学防治，从６月开始每隔１０ｄ

表２　穿龙薯蓣无公害种植施肥规范［２４３１］

施肥时期 肥料种类 使用方法

第１年 种植当年早春（基肥） 腐熟农家肥、油渣粉或饼肥 腐熟农家肥６０００ｋｇ／亩、油渣粉／饼肥１５０ｋｇ／亩
幼苗３～６片叶（追肥） 磷酸二铵 ２５ｋｇ／亩、撒施
幼苗７～８片叶（追肥） 腐熟农家肥 ４０００ｋｇ／亩、撒施

第２年
６～９月（追肥） 绿肥 ４月初种植玉米作为绿肥作物，７月上旬将玉米收割、玉

米杆切碎、回田，腐熟消解。１０００ｋｇ／亩。
入秋上冻前（１１月中旬）（追肥） 腐熟农家肥 ４０００ｋｇ／亩、撒施

第３年 ６～９月（追肥） 绿肥 １０００ｋｇ／亩
入秋上冻前（１１月中旬）（追肥） 腐熟农家肥 ４０００ｋｇ／亩、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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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穿龙薯蓣主要病虫害的症状及防治措施［２０２１，３７３８］

种类 名称 病虫害特征 综合防治 化学防治

病害 褐斑病 初期，植物叶面出现黄色或黄白色病斑，病斑边缘不明

显。中期，病斑不断扩大，边缘受叶脉的影响，最终出现

不规则形或多角形边缘的黄色病斑，直径在２～５ｍｍ。
后期，病斑周缘转变为微突起的褐色，而中间部分呈淡

褐色，并且出现散生黑色小点，这些小点即为聚集病原

菌的分生孢子。病害最严重时，叶片穿孔并枯死，严重

影响药材产量。

实施轮作，避免连作；在秋季时，

集中清理田间的枯枝残体，以减

少越冬菌源

从６月开始每隔７～１０ｄ
喷施 １次波尔多液，按照
比例１∶１∶３００（硫酸铜：生
石灰：水），一般连续喷施２
～３次。

炭疽病 初期，主要在叶脉部位发病，略凹的褐色小点将出现在

叶脉上，小点慢慢变成黑色病斑，中部呈现有不规则轮

纹，上面聚集病菌的分生孢子盘，呈现密生黑色小黑点。

病害后期，茎略向内陷，将会造成茎枯死，且叶片脱落，

影响穿山龙产量。

在秋季或收获后，集中清除田间

病株及残叶，且烧毁；这样不仅

增加土壤肥力，还可以有效地减

少越冬菌源。

播种前，用波尔多液浸种

１０ｍｉｎ，按照比例１∶１∶１５０
（硫酸铜：生石灰：水）。在

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叶

并销毁，再喷施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８０％）６００倍
稀释液，每隔 １０ｄ喷施 １
次，一般连喷２次。

斑枯病 在叶片上，出现多角形的病斑，直径６～１０ｍｍ，中心部
分呈现褐色，聚集大量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呈现密生的

小黑点。发病严重时，大部分叶片呈褐色，最终都将枯

死，导致地上植株也全部枯死。

同上。 同上。

白粉病 初期，叶片两面均发现白色粉状斑，严重时，植物的整个

叶片像被一层白粉覆盖，最终地上部分全被白灰覆盖，

从而植物往往早期落叶，严重影响药材产量。

合理密植，注意株间通风透光，

每年秋季注意清除病株残体，这

样可以有效地减少越冬菌源。

喷施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２５％）８００倍稀释液，亦
或喷雾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５０％）８００倍稀释液。

锈病 主要侵染２年生以上的穿龙薯蓣，这个时间恰好是决定
药材品质的关键节点，虽然它影响的部位是地上部

分———叶片、叶柄、茎和果实，但最终还是导致了产量的

降低。病害初期为，植物叶片出现淡黄色小点，随后变为

黄色，孢子呈现隆起、圆形或不规则的特征；而到病害后

期，叶片上形成散生或聚生的深褐色且坚实的冬孢子堆。

叶片提早变黄最后枯萎，阻断了植物光合作用，从而严重

影响穿龙薯蓣种子成熟和地下根茎的产量和质量。

种植地块地势较高，田间需清

洁，并及时清除杂草，同时保持

冠层良好的通风；雨季及时排

水，降低田间湿度。

发病初期，喷施腈菌唑

（１２５％）１０００倍稀释液
或三唑酮（１５％）６００倍稀
释液喷雾穿龙薯蓣茎、叶，

１次／１０ｄ，共喷２次。

虫害 红蜘蛛 它会在叶背吸取汁液，对叶产生伤害。初期叶面将出现

黄色针尖小点；虫害严重时，植物叶片将焦枯，类似于火

烧状，最终全叶将干枯脱落，从而严重影响药材产量。

及时清除路边和田间的杂草和

枯枝落叶，并耕整土地，达到消

灭越冬虫源的目的。生物防治：

利用有效天敌进行生物防治，比

如长毛钝绥螨、异绒螨和深点食

螨瓢虫等。

发病初期，建议喷施低毒

的吡 虫 啉 可 湿 性 粉 剂

（１０％）２０００倍稀释液，避
免使用高毒的三唑锡（倍

乐霸）可湿性粉剂，一般１
次／１０ｄ，连续喷２次。

四纹丽

金龟子

一般成虫危害植物叶片，它取食叶片，先致使植物叶片

成缺刻状，严重时它吃光叶片幼嫩部分，仅留叶脉，抑制

植物光合作用，最终造成穿龙薯蓣死亡。

利用其趋光性的特性，远离光源

１５ｋｍ外的地方危害则轻，可使
用黑光灯诱杀。

对植物叶面喷洒微生物农

药———苏云金杆菌乳油

５００倍液。

四纹丽金龟

子幼虫、蛴

螬或蝼蛄

通常咬食地下根茎，影响植物正常生长，最终影响产量

及质量。

注意清洁田园，通过翻耕土地曝

晒，减少害虫。

在整地时可采用棉隆（２０
ｋｇ／亩）对土壤消毒

喷施１次波尔多液，按照比例１∶１∶３００（质量比，硫
酸铜：生石灰：水），一般连续喷施２次。特别注意
的是，当发病严重时，喷雾福美双（四甲基秋兰姆二

硫化物）可湿性粉剂（５０％）８００倍稀释液防治。２）
炭疽病或斑枯病：农艺防治，在秋季或收获后，清除

田间病株及残叶，集中烧毁；化学防治，播种前，用波

尔多液浸种１０ｍｉｎ，按照比例１∶１∶１５０（质量比硫酸
铜：生石灰：水）。在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叶并销

毁，再喷施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８０％）６００倍稀释
液，每隔１０ｄ喷施１次，一般连喷２次。３）白粉病：
农艺防治，合理密植，注意株间通风透光，每年秋季

注意清除病株残体，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越冬菌源；

农药防治，喷施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２５％）８００倍稀
释液，亦或喷雾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５０％）８００倍稀
释液。４）锈病：农艺防治，种植地块地势较高，田间
需清洁，并及时清除杂草，同时保持冠层良好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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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季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化学防治，发病初

期，喷施腈菌唑（１２５％）１０００倍稀释液或三唑酮
（１５％）６００倍稀释液喷雾穿龙薯蓣茎、叶，１次／
１０ｄ，共喷２次。５）根腐病：农艺防治，实施轮作，切
忌连作；发病初期，及时灌根。化学防治：主要采用

多菌灵（５０％），禁用高毒的退菌特（５０％），喷施浓
度为５００倍稀释液，还要采用棉隆（２０ｋｇ／亩）对重
病株根部土壤彻底消毒。

２５２　虫害综合防治　穿龙薯蓣地下主要虫害包
括四纹丽金龟子幼虫、蛴螬或蝼蛄等虫害，它们主要

咬食地下根茎。在整地时可采用棉隆（２０ｋｇ／亩）对
土壤消毒。地上部位害虫主要包括四纹丽金龟子和

红蜘蛛，具体的虫害防治措施如下：１）四纹丽金龟
子：建议采用物理防治，利用其趋光性的特性，远离

光源１５ｋｍ外的地方危害则轻，可使用黑光灯诱
杀；还可以对植物叶面喷洒微生物农药———苏云金

杆菌乳油５００倍液。２）红蜘蛛：农艺防治，及时清除
路边和田间的杂草和枯枝落叶，并耕整土地，达到消

灭越冬虫源的目的；生物防治，利用有效天敌进行生

物防治，比如长毛钝绥螨、异绒螨和深点食螨瓢虫

等；化学防治，发病初期，建议喷施低毒的吡虫啉可

湿性粉剂（１０％）２０００倍稀释液，避免使用高毒的
三唑锡（倍乐霸）可湿性粉剂，一般１次／１０ｄ，连续
喷２次。
３　采收与加工
３１　采收加工　采收前１个月间，不用施叶面肥或
其他化肥，禁止喷施各种农药，保障无公害穿山龙品

质［３９４０］。建议穿龙薯蓣在下霜后（１０月底），或翌春
明芽前采挖，此时薯蓣皂苷含量最高［２９］。不同的繁

殖方式，采收的时间亦不同。通过有性繁殖方式繁

殖的根茎，生长速度快，种植３年即可采挖；通过无
性繁殖的根茎，生长速度稍慢，一般需要３～４年的
栽培，根茎才能达到采挖的程度；采挖时，一般采用

农用拖拉机耕翻，根茎被翻出地面，将它们收集到一

起。

３２　加工和储藏　注意除尽泥土，一般有清洗原料
环节，水需要符合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中的ⅠⅢ类水指标要求规范。无公害的穿山龙
药材原料的干燥过程要求使用特制烘烤设备或太阳

能干燥棚，禁止使用汽油喷灯或硫熏的方式，最后将

根茎规范切成２～３ｃｍ的小段，即可装袋储存［４１４２］。

无公害穿山龙中药材储藏过程中，需要保持储藏间

环境的干燥、通风、清洁，采用物理方式预防螨虫和

老鼠对药材的侵害，禁止使用毒鼠强、对硫磷或毒鼠

硅等。穿山龙药材的包装建议密封包装，最好采用

真空包装，以保证无公害穿山龙药材的品质不会受

到储藏条件的影响。

４　质量标准
穿山龙的无公害种植主要是通过产地环境选择

保障其产地环境安全；通过限制化肥和化学农药的

使用，确保穿山龙中药材不遭受农残超标和重金属

污染。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最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内，可长期蓄积、滞留，引发慢性中毒，诱发多种慢性

疾病，从而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急需建立无公害穿

山龙质量标准，保障药材安全使用［４０，４３］。无公害穿

山龙是指农药、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等对人体有害物

质的残留量均在标准限定的范围以内的穿山龙中药

材。无公害穿山龙质量包括药材材料的真伪［４４］、农

药残留和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及总灰分、浸出

物、薯蓣皂苷含量等质量指标。

穿山龙药材未建立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及有害元

素限量相应标准，这是和其主要作为薯蓣皂苷的原

料药有关，但穿龙薯蓣被农残和重金属的污染不容

忽视。研究发现，穿山龙中有农残的检出，比如六六

六类αＢＨＣ、六氯苯、艾氏剂和联苯菊酯［４５］。较之

农残，穿山龙受重金属污染危害更明显，野生穿山龙

中的无机元素分析发现，２７个样品中都有铜、砷、
镉、铅、汞、铬的检出。样品中超标严重的是镉和铬，

６个样品中镉含量超过０３ｍｇ／ｋｇ（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中对重金属的限量标准），虽然药典中没有关

于铬的限量要求，但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污染限量）块茎类蔬菜中铬的限量标准为

不超过０５ｍｇ／ｋｇ，调查的２０个样品中铬超标［４６］。

基于穿山龙产地、市场等数据分析，无公害穿山

龙药材中农残和重金属的限量需要参考《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美国、欧盟、日本及韩国对甘草的相

关标准，同时结合 ＩＳＯ１８６６４：２０１５《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限
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等现行标准规定。由于穿龙薯蓣以

根茎入药，因此建议无公害穿山龙药材参照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人参（Ｐ８）的农残限
量标准和甘草（Ｐ８６）的重金属限量标准执行，特别
是重金属———镉的安全限量，还需要参照 ＧＢ２７６２
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限量）块茎类
蔬菜中铬的限量标准（≤０５ｍｇ／ｋｇ），推动穿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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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规范化种植体系建设，保护产地生态环境，保

证穿山龙药材的质量和安全。

５　结语
穿龙薯蓣既是中药穿山龙的唯一基原植物，主

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或自治

区，产量占全国的７０％，次产区则为河北、河南、山
西、陕西、甘肃和四川等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３０％左右［４７］。穿山龙应用范围较广，其根茎除了直

接作为中药材外，还可以作为甾醇类激素的原料，因

此，１０年来，它的市场需求量日渐增加［４３］。近年

来，基于ＧＩＳ基础平台，研究者们相继开发出来 ＴＣ
ＭＧＩＳ、ＧＭＰＧＩＳ等技术，对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
品质适宜性等进行区划研究，科学引导精准选择中

药材生产环境及规范化中药材种植［１３，４８］。产地环

境是基础，种质资源是关键。穿龙薯蓣野生资源的

整理和收集是其优良品质培育的基础，随着分子生

物学以及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利用分子育种技术

对优良品种选育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

穿龙薯蓣的药用价值极高，特别是对心血管疾

病的显著疗效，研究开发前景十分广阔［４９５３］。本研

究在总结近年来穿龙薯蓣栽培技术的基础上，结合

当下大众对中药材质量的高要求，总结了穿龙薯蓣

无公害栽培体系，本文根据穿龙薯蓣生长特性，为其

精准挑选产地、栽培技术的指导、合理施肥、病虫害

综合防治、确定最佳采收等方面提供理论基础和科

学依据，为提高穿龙薯蓣优质高产提出较为完整的

指导体系，并为无公害穿龙薯蓣药材建立质量标准

和树立种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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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ｕ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ａｐｏｎ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２００７，６１：９１１０１．

［１０］肖亮．穿龙薯蓣栽培技术［Ｊ］．辽宁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７（６）：７２，
７８．

［１１］杨振宇．落叶松林下穿龙薯蓣栽植技术［Ｊ］．辽宁林业科技，
２０１６，８（２）：６４６４，７８．

［１２］何春美．药用植物穿龙薯蓣高产栽培技术［Ｊ］．现代农业，２００９，
３５（９）：１１．

［１３］孟祥霄，沈亮，黄林芳，等．无公害中药材产地环境质量标准探
讨［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４（２３）：１７．

［１４］陈士林，李西文，孙成忠，等．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
［Ｍ］．２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２１３２４．

［１５］白江元，肖亮．辽东地区穿龙薯蓣栽培技术［Ｊ］．防护林科技，
２０１５，３３（２）：１０７１０８．

［１６］刘石磊，孟祥才，王喜军．ＨＰＬＣ法测定采光方式对穿龙薯蓣薯
蓣皂苷、原薯蓣皂苷含量的影响［Ｊ］．科技资讯，２０１１，８（１１）：
９０．

［１７］李春胜，宋树勇．穿龙薯蓣的药用价值及搭配栽培植物的研究
［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７（２）：２０２１，３２．

［１８］蔡镇．无公害中药材生产关键技术研究［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
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２０１４，３（２６）：２０８２０９．

［１９］宗妍．穿龙薯蓣栽培的部分基础理论研究［Ｄ］．哈尔滨：东北林
业大学，２００７．

［２０］刘文华，王昕，厉建国．穿龙薯蓣的繁殖与加工［Ｊ］．特种经济动
植物，２００９，１２（４）：４１．

［２１］董林林，苏丽丽，尉广飞，等．无公害中药材生产技术规程研究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１５）：３０７０３０７９．

［２２］王振坤，王云霞，符海，等．陇南穿龙薯蓣规范化种植方法［Ｊ］．
特种经济动植物，２０１１，１４（９）：３６３８．

［２３］王振坤，张杰，潘水站，等．陇南穿龙薯蓣育苗技术［Ｊ］．甘肃农
业科技，２０１３，１５（１２）：４８４９，５０．

［２４］刘丽娟，冯玉才，杨靖民，等．穿龙薯蓣吸肥规律研究［Ｊ］．土壤
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３）：５３６５３８．

［２５］张健夫．施肥对穿龙薯蓣根茎产量影响的研究［Ｊ］．林业科技，
２００９，３４（１）：５８５９．

［２６］李咏．薯类专用复合肥［Ｊ］．农业知识（致富与农资），２０１８，５９
（３）：５６．

［２７］张囡．穿龙薯蓣质量控制及评价研究［Ｄ］．沈阳：辽宁中医药大
学，２０１１．

［２８］白山，林广义，赵宇．穿龙薯蓣生长特性及栽培技术［Ｊ］．林业勘
查设计，２０１０，２０（２）：６２６４．

［２９］别清进，孙鹏，张继福，等．穿龙署蓣的生物学特性及丰产栽培
技术［Ｊ］．人参研究，２０１５，２７（１）：６１６２．

［３０］刘政波，张春阁，刘宁，等．５种叶面肥对人参生长发育的影响及
其斑枯病防治研究［Ｊ］．特产研究，２０１８，４０（１）：９１２．

［３１］郭丽丽，郭帅，董林林，等．无公害人参氮肥精细化栽培关键技
术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７）：１４２７１４３３．

［３２］王云霞，符海，王振坤，等．穿龙薯蓣田间种子育苗试验［Ｊ］．现
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１，１８（１７）：１１７１１８．

［３３］柴俊雯，刘东，汪东丽，等．穿龙薯蓣种子质量研究［Ｊ］．中兽医
医药杂志，２０１８，３７（２）：８１０．

［３４］谢凯，翁伯琦．玉米与旱地作物间作套种研究进展［Ｊ］．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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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报，２０１４，３０（６）：２６３２．
［３５］王凤芝．穿龙薯蓣中薯蓣皂苷元提取工艺及含量的动态分析

［Ｄ］．佳木斯：佳木斯大学，２００６．
［３６］吕永亮，张桂玲．山药无公害栽培技术［Ｊ］．吉林蔬菜，２００８，１５

（２）：３６３７．
［３７］许万林，赵时永，鹿钦祥，等．穿龙薯蓣常见病虫害及其预防

［Ｊ］．特种经济动植物，２００８，１１（１０）：４８４９．
［３８］沈亮，徐江，陈士林，等．无公害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８，２０（９）：１０３９１０４８．
［３９］刘丽娟，金德祥，牛志多，等．穿龙薯蓣最佳采收期的研究［Ｊ］．

中草药，２００５，３６（１２）：１８７９１８８１．
［４０］陈士林，董林林，郭巧生，等．中药材无公害精细栽培体系研究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８）：１５１７１５２８．
［４１］赵发军，邓保福，陈学光．紫山药施肥与种植试验研究［Ｊ］．北京

农业，２０１１，１８（６）：３０３６．
［４２］黄林芳，陈士林．无公害中药材生产ＨＡＣＣＰ质量控制模式研究

［Ｊ］．中草药，２０１１，４２（７）：１２４９１２５４．
［４３］王花琴．穿龙薯蓣微块茎的低成本离体快繁及林下栽培的研究

［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４４］赵容，邵飞，尹海波，等．基于ｐｓｂＡｔｒｎＨ序列对穿龙薯蓣及同属

物种的鉴别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５）：９３８９４４．
［４５］戴荣华，任雪冬，何潇．分散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

穿山龙中２３种农药残留［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２）：１４９
１５２．

［４６］卿艳，苟琰，齐景梁，等．ＩＣＰＭＳ法分析野生穿山龙中的无机元

素［Ｊ］．华西药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１）：９５９８．
［４７］涂秀文，尹海波，安晔，等．穿龙薯蓣种子质量检验方法研究

［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３，１５（１１）：９５４９５８．
［４８］陈士林，索风梅，韩建萍，等．中国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及生产

区划［Ｊ］．中草药，２００７，３８（４）：４８１４８７．
［４９］ＫａｎｇＴＨ，ＭｏｏｎＥ，ＨｏｎｇＢＮ，ｅｔａｌ．Ｄｉｏｓｇｅｎｉｎｆｒｏｍ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

ｐｏｎｉｃａ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ｂｙ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１，３４：１４９３．

［５０］ＣｈｉｅｎＭＨ，ＹｉｎｇＴＨ，ＨｓｉｅｈＹＳ，ｅｔａｌ．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ｏｒ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ＳＣ３ｃｅｌｌｓｂ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２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ｏｄ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ＢａｎｄＡＰ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２，５０
（３４）：５５８６６．

［５１］ＲａｈｍａｎＭＡ，ＹａｎｇＨ，ＫｉｍＮＨ，ｅｔ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ｂｙＤｉ
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ＨＳＹ５Ｙ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ｏ
ｍａ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ＡｎｉｍａｌＣｅｌ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１８（１）：４１５１．

［５２］ＫｗｏｎＣＳ，ＳｏｈｎＨＹ，ＫｉｍＳＨ，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ｂｅｓ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ｗｉｔｈｌｉｐ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ｒｏｄｅｎｔｓ［Ｊ］．Ｂｉｏｓ
ｃｉ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０３，６７（７）：１４５１１４５６．

［５３］ＳｕｎＷ，ＷａｎｇＢ，Ｙ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Ｇｅｎｅ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ｏｓｃｉｎＲｉｃｈ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ｐｏｎ
ｉｃａ［Ｊ］．Ｆｒｏｎｔ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２０１７，８（７）：７８９．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关于开展“首荟通便胶囊、鼻渊通窍颗粒、脉络舒通丸”征文的通知

　　首荟通便胶囊，商品名：顺益舒，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由何首乌、芦荟、决明子、阿胶、枸杞、人参、白术、枳实八味药材组方

而成。适应证：功能性便秘（气阴两虚兼毒邪内蕴证），症见便秘、腹

胀、口燥咽干、神疲乏力、五心烦热、舌质红嫩或淡、苔薄白或白腻、脉

沉细或滑数者。在临床应用可达到泻浊通便，养阴益气的效果，国家

专利组方，精选道地药材，临床治愈率高，润肠通便，排毒养颜，减肥

降脂，可全面改善肠道功能，安全性高。

鼻渊通窍颗粒，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组方在宋代严用

和“苍耳子散”基础上，结合现代临床疾病特点，化裁而来的经验方，

配伍严谨，标本同治，见效快，疗效确切，可以迅速改善鼻塞，减少鼻

腔分泌物，清除鼻甲肿胀，改善或恢复功能，缓解头痛、头昏等症状，

对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均有效，适用人群广泛：儿童、成人、老人均可

使用，纯中药颗粒制剂，服用方便，不良反应少。由辛夷、苍耳子

（炒）、麻黄、白芷、薄荷等１４味中药组方而成，适应证：用于急鼻渊

（急性鼻窦炎）属外邪犯肺证，症见：前额或颧骨部压痛，鼻塞时作，流

涕黏白或黏黄，或头痛，或发热，苔薄黄或白，脉浮。

脉络舒通丸，商品名：通力达，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是

国医大师唐祖宣的临床经验方，由二妙散、四妙勇安汤，止痉散等５

个方剂融合而成，方药组成：黄芪、金银花、黄柏、苍术、薏苡仁、玄参、

当归、白芍、甘草、水蛭、蜈蚣、全蝎。具有一定的抗炎、抗凝溶栓、消

肿止痛的作用，临床用于防治浅静脉炎和深静脉血栓形成，可以与抗

凝药联合，不增加出血风险。

为了进一步总结和评估首荟通便胶囊、鼻渊通窍颗粒、脉络舒通

丸在中国人群中的临床疗效，交流临床应用经验，更好地提高疾病的

临床治疗水平，《世界中医药》杂志编辑部与鲁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联合举办“助力中药科研，”有奖征文活动。具

体要求如下：

１．征文内容及要求

内容：（１）基础研究。（２）临床疗效分析和临床应用经验总结。

要求：（１）凡未在公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均可投稿；（２）应征论

文写作规范请参照《世界中医药》杂志稿约的要求；（３）本次征文只

接受Ｅ－ＭＡＩＬ方式投稿，电子版本请使用 Ｗｏｒｄ排版，Ｅ－ＭＡＩＬ地

址：ｌｎｚｙｚｗ＠１６３．ｃｏｍ（投稿后请注意确认）。（４）来稿请注明支持文

章的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学历、职

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２．评选及奖励办法：《世界中医药》编辑部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及相关专业编委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征文进行评审。本次征文

活动设特等奖１名，奖励科研基金２００００元；一等奖３名，奖励科研基

金１００００元；二等奖５名，奖励科研基金５０００元；三等奖论文１０篇，奖

励科研基金２０００元；参与奖３００名，获精美礼品１份。对获奖论文只

奖励第一作者。优秀论文将择优发表，获奖优秀文章将推荐到各级期

刊发表。凡符合论文要求的所有优秀论文均收入产品论文汇编。

３．征文截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４．联系方式：邮编：２７６０００；地址：山东省临沂市红旗路２０９号鲁

南制药集团医学部；电话：１５２６６６５１９６９（微信同号），联系人：医学部

孙成磊；邮箱：ｌｎｚｙｚｗ＠１６３．ｃｏｍ，邮件主题请注明“鲁南制药有奖征文

＋姓名＋医院＋科室”。

《世界中医药》杂志社

·０７５·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