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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方式及密度对宽叶羌活药材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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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宽叶羌活大田种植条件下，研究了不同栽培方式、不同栽培密度对宽叶羌活药材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一年生移栽栽培方式宽叶羌活产量最高，三年后根部产量可达 49. 7kg /100m2，高于种子撒播方式

22. 5%，高于种子条播方式 14. 9%。同时，密度试验表明 20cm × 20cm 栽培密度产量最高，三年后根部产量可

达 54. 8kg /100m2。因此，宽叶羌活大田条件下的最佳栽培条件为育苗一年后移栽，20cm × 20cm 密度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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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planting density on yield of notopterygium forbe-
sii. medicinal herb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planting cultivation methods of N. forbesii an-
nual yield was the highest，three years after the root yield of up to 49. 7kg /100m2，more than 22. 5% seeds，
14. 9% higher than that of seed drilling． At the same time，the dens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density of 20cm ×
20cm was the highest，and the root yield was 54. 8kg /100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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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活为伞形科植物羌活 Notopterygium inci-
sum Ting ex H． T Chang 或宽叶羌活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的干燥根茎，为常见中药，具有解表

散寒，祛风除湿，止痛功效。用于风寒感冒，头痛

项强，风湿痹痛，肩背酸痛。宽叶羌活主产于四

川、青海、陕西、河南等省。根茎类圆柱形，顶端

具茎和叶鞘残基，根类圆锥形，有纵皱纹和皮孔;

表面棕 褐 色，近 根 茎 处 有 较 密 的 环 纹，长 8 ～
15cm，直径 1 ～ 3cm，习称“条羌”。有的根茎粗

大，不规则结节状，顶部具数个茎基，根较细，习

称“大头羌”。质松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皮部

浅棕色，木部黄白色，气味较淡。近些年，随着市

场需求量的增加，羌活野生资源因过度采挖而濒

临灭绝。因此，临床及制药企业对羌活药材的需

求主要依靠人工种植来解决。大田种植条件下，

土壤肥力、光照强度、温度、栽培密度、栽培方式

等严重影响宽叶羌活药材的产量及药材质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宽叶羌活的栽培产量与栽

培密度和栽培方式密切相关。为研究大田条件

下栽培方式和栽培密度对产量的影响，本研究选

取平安县三合镇地块进行实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 年至 2016 年在平安县三合镇进

行，该地地理位置为北纬 36°14' ～ 36°34'，东经

101°49' ～ 102°10'之间，海拔在 2066 － 2300m 之

间，属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7. 6℃，最热月平

均气温 19. 2℃ (7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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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年极端高温为 31. 5℃ (7 月 15 日);年

极端低温为 － 16. 7℃ (1 月 10 日)。年内降雨分

布 不 均，年 降 雨 量 310. 1mm，年 蒸 发 量

1836. 3mm，为降雨量的 8 倍，无霜期 218d。
1. 2 试验方法

栽培方式:试验共设三种栽培方式，即种子

撒播、种子条播及一年生苗移栽。种子撒播及条

播的播种量为 1. 02g /m2，一年生苗移栽的密度为

20cm ×20cm，种苗密度为 24 株 /m2。生长三年后

进行测产，具体方法为:在每个小区随机选取试

验地( 避开小区边缘避免引入边际效应) 面积

10m ×10m 的测产面积 3 个，然后采挖测定面积

内药材的根，去除泥土和杂质后现场测定根部鲜

重并编号。返回实验室后进行阴干，测定干重。
栽培密度方法:取一年生苗进行移栽试验，

共设三个栽培密度小区，分别为 5cm( 株距) ×
10cm(行距)、10cm × 15cm、20cm × 20cm 三种规

格小区。在不同小区随机选取(避开边缘)3 个面

积为 10m ×10m 面积的三年生宽叶羌活地下部分

产量进行估算。
在试验期间，以上小区在田间管理方式上完

全一致，即相同的灌溉次数，相同的除草次数，相

同的施肥次数等。生长三年后依照方法进行测

产。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栽培方式对产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栽培方法对产量的影

响比较大。在一年生中苗移栽、种子撒播及种子

条播三种方式中，以种苗移栽方式的产量最高，

达 49. 7kg /100m2，以 撒 播 方 式 的 产 量 最 低，为

38. 5 kg /100m2。与种苗移栽方式相比，撒播方式

产量降低了 22. 5%。这主要是由于大田撒播过

程中种子埋深及水分无法保持一致，从而影响到

出苗率，另外三年生长期内植株的密度也无法均

匀，从而影响到植物对水、肥、光等的利用效率。

表 1 不同栽培方式对产量的影响

栽培方式
三年后根部干重 /kg /20m2

X1 X2 X3 珚X

种子撒播 38. 1 38. 6 38. 8 38. 5

种子条播 42. 5 42. 0 42. 4 42. 3

一年生种苗移栽 50. 1 49. 6 49. 4 49. 7

2. 2 不同栽培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从上表 2 可以看出，20cm × 20cm 栽培密度

产量最高，达到 54. 8kg /100m2，分析原因，可能是

由于栽培密度减少导致生物体更加舒展，受光面

积增加，从而促进光合作用过程增加生物合成进

而增 加 了 药 材 产 量。但 进 一 步 研 究 发 现，与

20cm ×20cm 栽培密度产量相比，5cm × 10cm 栽

培密度产量低 3. 6%，由密度引起的产量变化并

不明显，差异不显著(P ＜ 0. 05)。此外，考虑到大

田种植中人工成本、种子成本等方面因素，比较

适宜的栽培密度应为 10cm ×15cm。

表 2 不同栽培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栽培密度
三年后根部干重 /kg /20m2

X1 X2 X3 珚X 珚X总

5cm × 10cm 53. 2 52. 5 52. 7 52. 8

10cm × 15cm 53. 0 53. 7 53. 2 53. 3 53. 6

20cm × 20cm 55. 1 54. 6 54. 7 54. 8

3 结论与建议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种苗繁育基地生产种

苗，再对 一 年 生 种 苗 大 田 按 照 10cm ( 株 距) ×
15cm(行距)密度栽培，不仅可以提高大田的使用

效率，提高药材的产量，而且能够节约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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