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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决定， 从2012年开始， 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

村、 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

动。 这是甘肃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甘肃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 顺应广大人民

群众新期待， 立足推进转型跨越新实践， 着眼密切党群干部关系

新要求， 作出的一项全局性、 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省农牧厅作为

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管部门， 完成好本系统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任务， 同时为其他行业和部门开展行动提供技术咨询

和服务，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经济作物是甘肃省区位特色突出、 比较优势明显、 增产增效

显著的产业， 也是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动首选的增收产业

之一。 近几年， 全省经济作物面积迅速扩大、 水平快速提升， 在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但是， 由于我省生态类型多样、 地域差异较大、 种植种类繁

多， 所以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 果品、 中药材三大作物标准化技

术推广普及率不高、 农户之间技术水平差异较大、 增产增收潜力

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比较突出。 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是

我们农业部门正在认真研究的工作， 也是 “联村联户、 为民富

民” 行动中各部门各单位面临的新课题。

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根据农牧厅总体部署， 组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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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经济作物栽培实用技术》， 可以

说为解决这些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该书分日光温室及钢骨架

塑料大棚建造技术， 高原夏菜栽培技术， 设施茄果类蔬菜栽培技

术， 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 苹果新优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 葡萄

新优品种及栽培技术问答， 核桃、 大樱桃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当

归、 黄芪栽培技术， 党参规范化栽培技术， 甘草规范化生产技术

等10个品种， 内容涉及新优品种介绍、 种苗繁育、 旱作节水栽

培、 花果精细管理、 标准化生产、 现代栽培模式、 病虫统防统治

和无害化防控等方面。 该书语言通俗易懂， 适当介绍理论， 注重

实际操作， 编排图文并茂， 是一套适合广大群众阅读、 适宜基层

技术人员培训的好教材， 也是指导各地培育富民产业的重要工具

书。 希望该书能在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动中发挥积极作

用， 为全省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朋友发展经济作物、 实现增

收致富提供帮助。

武文斌

201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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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草规范化生产技术

甘草为豆科植物， 别名甜草、 甜根草， 以乌拉尔甘草、 光果

甘草和胀果甘草的干燥根及根状茎入药。 有补脾益气、 止咳祛

痰、 清热解毒、 缓急定痛和调和药性的功效。 主产于西北和华

北。 以内蒙古伊盟的杭旗、 巴盟的橙口及甘肃、 宁夏所产的品质

最佳。 近年来以新疆的产量最大， 内蒙古和宁夏次之， 除销全国

各地外， 并有大量的出口。 在我国， 以乌拉尔甘草的分布范围最

广， 药材质量最优， 目前生产上引种栽培的基本都是乌拉尔甘

草。

甘肃人工栽培甘草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的民勤、 张掖、 瓜

州、 金塔、 敦煌、 景泰等县 （市）， 定西市的陇西、 渭源、 临洮

等县， 兰州市的榆中县等都有种植， 种植面积约8万亩左右， 以

乌拉尔甘草为栽培品种。

（一） 植物学特征

1.乌拉尔甘草 多年生草本， 高30～100厘米。 根及根状茎粗

壮， 皮红褐色或暗褐色， 横断面黄色， 有甜味。 茎直立， 基部木

质化， 被白色短毛和刺毛状腺体。 单数羽状复叶， 互生； 小叶7～
17片， 宽卵形， 卵形或卵状椭圆， 长2～5厘米， 宽1～3厘米， 先端

急尖或钝， 基部圆形， 两面有短毛和腺体。 总状花序腋生， 花密

集； 花萼钟状， 长约6毫米， 被短毛和刺毛状腺体； 花冠蝶形，

蓝紫色或紫红色， 长1～2．5厘米， 旗瓣大， 短状椭圆形， 基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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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规范化生产技术

短爪， 翼瓣和龙骨瓣均有长爪， 12体雄蕊。 荚果条状长圆形， 弯

曲成镰状或环形， 密生棕色刺毛状腺体； 种子2～8粒， 扁圆形或

肾形。 开花期在6～8月； 结果期在7～9月。

2.光果甘草 主要特征为花较小， 长8～12毫米； 荚果表面近

光滑或被短毛， 但无刺状的腺毛； 种子3～4粒。 分布于新疆。 开

花期在6～8月， 结果期在7～9月。

3.胀果甘草 主要特征为小叶较少， 通常3～5片， 偶有7片
者； 荚果短直而肿胀， 光滑无毛或偶被短腺状糙毛。 分布于新疆

及甘肃的西北部。 开花结果期在7～9月。

（二） 生物学特性

1.生长发育规律 甘草的地上部分每年秋末死亡， 以根及根

茎在土壤中越冬。 次春4月在根茎上长出新芽， 5月中旬出土返

青， 6～7月开花结果， 8～9月荚果成熟。 甘草根茎萌发力强， 在地

表下呈水平状向老株的四周延伸。 一株甘草种后3年， 在远离母

株3～4米处， 可见新的植株长出。 土层深厚时根长达10米以上，

以便吸收地下水， 适应干旱条件。

2.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甘草是喜光植物， 充足的光照条件是

甘草正常生长的重要保障。 甘草对温度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可在

年均温度2℃～10℃的地区正常生长。 甘草还具有较强的耐干旱、

耐沙埋的特性。 甘草具有一定的耐盐性， 在总含盐量0.08%～
0.89%范围的土壤上均可生长， 但不能在重盐碱化的土壤上生长。

在干旱的荒漠地区甘草能形成单独的种群。

3.甘草的繁殖与种子萌发特性 甘草种子和根茎都可作播种

材料， 根茎节上的腋芽萌芽长出地面后， 能发育成新的植株。 甘

草的种皮致密， 不易透水透气， 成熟的种子硬实率高达80%以

上， 种子萌发困难， 所以在播种以前必须对种子进行处理； 干燥

成熟的甘草种子具有很强的抗逆性， 储藏13年的种子仍可保持约

60%的发芽率； 甘草种子的吸水能力非常强， 在极度干旱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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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也能迅速吸足萌发所需的水分。 甘草种子发芽的最低温度

6℃， 适宜温度15℃～35℃， 最适温度25℃～30℃， 最高温度45℃；

种子萌发的适宜土壤含水量为7.5%以上。

（三） 栽培技术

1.整地施肥 选择土层深厚、 疏松、 排水良好的向阳坡地。

土壤以略偏碱性的沙质土、 沙壤质土或覆沙土为宜。 忌涝洼地及

黏土地种植。 甘草的施肥要重底肥， 多用农家肥。 同时甘草对土

壤中磷和钾反应较为敏感， 在施肥时要注意施用多磷、 富钾类肥

料。 一般于播种的前一年秋季施足基肥， 施量为每667平方米施

3000千克熟化的农家肥， 或在播种前结合深耕施磷酸二铵每667
平方米25～30千克， 加锌混配肥每667平方米40千克， 钾肥每667
平方米10千克作基肥， 深翻土壤20～35厘米， 然后整平耙细， 灌

足底水以备第二年播种。 据试验， 直播甘草在氮磷钾肥配施时，

在一定范围内， 甘草生物量、 根长、 根粗是随着施用量的增加而

增加； 磷钾肥对根系的发育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尤其表现在

甘草生长的第二年， 并得出适宜基肥施用量为磷酸二铵每667平
方米25～37.5千克、 硫酸钾每667平方米20～30千克。 在种好后，

为了便于灌溉， 土地应整理成200～300平方米的小畦。

2.种子繁殖

（1） 种子处理。 甘草种子的处理方法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

两大类。 物理方法主要有机械碾磨法、 温水浸种法、 湿沙埋藏法

等。 化学方法主要是硫酸处理法。

机械碾磨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一般采用砂轮碾磨机进行，

其操作简单、 费用低、 效果好， 处理好的种子发芽率可达96%以

上， 适用于大量种子的处理。 碾磨处理技术要点是根据碾米机的

类型、 甘草种粒大小、 种子的干燥程度， 合理控制碾种的强度和

次数。 特别是种粒的均匀程度对于处理效果至关重要， 如果种粒

大小参差不齐， 容易导致碾种时大粒种子碾磨过重损坏， 而小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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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磨不足的现象， 对此一般解决的方法是在碾磨处理前， 首先将

种子过筛分级， 然后分级进行碾磨处理。 一般需要碾磨1～2遍，

处理效果以用肉眼观察绝大部分种子的种皮失去光泽或轻微擦

破， 但种子完整， 无其他损伤为宜。 打磨次数要掌握适度， 使种

皮擦伤发毛， 在种皮上形成划痕或在种子棱角处造成小片状脱皮

而又不将种子碾碎为宜， 不能多次打磨造成过度破损而影响发芽

率。 更为可靠的方法是进行种子吸胀检查， 方法是随机抽取一定

量的种子， 用温水浸泡3小时左右， 如果有90%以上的种子吸水

膨胀， 说明种子已处理好可用于播种， 如吸水膨胀的种子低于

70%， 还需要继续碾磨。

硫酸处理法也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这种方法费用相对较高，

但种粒大小不均匀不影响处理效果， 比较适合少量种子样品的处

理。 具体做法是采用80%的浓硫酸， 按照每千克种子25～30毫升

浓硫酸的比例进行均匀混合， 并不时搅拌， 使种子与浓硫酸充分

接触， 经适当时间后， 迅速用清水漂洗种子去掉硫酸晾干即可。

硫酸处理的技术要点是尽量使种子与浓硫酸充分接触， 并根据种

皮厚度， 合理控制腐蚀时间。 一般需要腐蚀70分钟左右， 对于部

分种皮厚的种子还需适当延长， 这要求在处理过程中， 要时时注

意种子腐蚀程度， 一般以多数种子上出现黑色圆形的腐蚀斑点为

宜。 处理好的种子发芽率可达90%左右。

处理好的种子在播种前要视土壤墒情和气候特点进行温水浸

种。 播种时若气温高、 水分蒸发快、 土壤墒情不好， 在播种前一

天， 用40℃温水浸种8～16小时， 待种子膨胀， 少部分出现裂口

时， 捞出控干， 进行播种。 但注意浸泡后的种子不能与种肥直接

拌种， 以防烧苗。

（2） 直播法。 甘草种子的适宜发芽温度为20℃～25℃， 一般在

4月上中旬播种最为适宜， 若地温回升较快也可适当早播， 但播

种过早易引起种子霉变， 影响出苗。 对于灌溉困难的地区， 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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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或初秋雨水丰富时抢墒播种， 夏播一般在6～7月， 秋播一般

在8月进行。 但具体播种期的确定应该视土壤温度和水分状况而

定。 为保证每667平方米2万～2.5万株苗， 条播甘草的下种量应掌

握在每667平方米2～3千克的范围内。 播种行距30厘米， 播种深度

2.0～2.5厘米。 可采用人工播种， 也可采用播种机进行机械播种。

播后稍加镇压， 一般经1～2周即可出苗。 播种前3～4天灌好 “座

水”， 待能够机械作业时进行耕作， 但翻地最深不能超过3厘米，

播后要及时覆土保墒。 地形复杂， 起伏较大的地块， 宜用穴播、

点播， 既便于播种又节省种子。 对于春季气候多变的地区也可选

在5月播种， 只要当日平均气温升至10℃以上， 地面温度升至

20℃以上即可进行播种。 研究认为直播甘草4月下旬至8月初播种

都能较安全的越冬， 其中4月下旬至5月中旬播种为完全安全期，

其越冬率达100%。

直播甘草生长发育良好， 植株生长茂盛， 生物产量、 经济产

量均较高， 具有明显的增产效应。 具体做法为采用10行小麦条播

机隔行播种， 行距为25厘米， 播种深度为2.0～2.5厘米， 播种量每

667平方米3千克。 地膜覆盖穴播后每隔1.0米在膜上用土压土带，

以防大风揭膜影响出苗。

（3） 育苗移栽法。 育苗也可分春季育苗、 夏季育苗和秋季育

苗。 一般多采用春季育苗， 选择有灌溉条件、 土层深厚、 质地疏

松较肥沃的沙壤地， 施足底肥， 作为育苗用地。 播种时间与直播

法基本相同， 但下种量较大， 每667平方米4.0～5.0千克， 行距小，

采用宽幅条播， 保证每667平方米不少于7万株苗。

移栽分秋季移栽和春季移栽。 秋季移栽一般在10月初土壤封

冻前进行， 春季移栽一般在4～5月土壤解冻后进行。 与春季移栽

相比， 秋季移栽第二年春季返青早， 可适当延长生长期， 有利于

高产。 为了保证速生丰产， 可采用分级移栽， 即将幼苗主根挖出

后， 保留芽头， 去掉尾根， 整成30～40厘米长的根条， 按粗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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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分级： 粗0.8～1.0厘米、 长30～40厘米为一级根条； 粗0.5～0.8厘
米、 长30～40厘米为二级根条； 粗度小于0.5厘米的短根为三级根

条， 分级进行移栽。 用此方法， 一、 二级苗移栽当年即可成材，

三级苗经2～3年也可成材， 且商品等级较高。 开沟移栽， 沟深8～
12厘米， 沟宽40厘米左右， 沟间距20厘米， 将根条水平摆于沟

内， 株距 （根头间的距离） 10厘米， 覆土即可。

（4） 根茎繁殖。 在春秋采收甘草时， 将无伤、 直径0.5～0.8厘
米的根茎剪成10～15厘米长、 带有2～3个芽眼的小段。 在整好的田

畦里按行距30厘米， 开8～10厘米深的沟， 将剪好的根茎节段按株

距15厘米平放沟底， 覆土压实即可。 根茎繁殖以秋季进行较好，

可减少春天因采挖或移栽不及时造成的新生芽的损伤， 提高成活

率。

3.田间管理

（1） 中耕除草。 一般在幼苗出现5～7片叶子时， 进行第一次

锄草松土。 入伏后进行第二次中耕除草， 再起垄培土一次， 立秋

后再中耕培土1次， 此次要注意向根部培土， 以便安全越冬。 第

二年植株生长旺盛， 主根增粗、 增重较快， 返青后， 株高10～15
厘米时中耕除草， 结合施追肥， 中耕培土1次。 入伏后再中耕除

草， 秋后培土越冬。 第三年管理同第二年， 但3年龄植株根头萌

发较多根茎， 串走行间， 宜适当增加中耕次数， 切断根茎， 促进

主根生长。

也可在播种前10天用氟乐灵等对一年生杂草有一定杀伤力的

药剂做处理土壤， 但要特别注意用量， 一般用量为48%乳油每

667平方米100毫升兑水35千克即可。 甘草出苗后若出现大面积禾

本科杂草， 可用普净、 拿捕净等药剂除草， 若出现冰草、 芦草等

宿生性杂草， 要用草甘膦等药剂及时清除。 一般在杂草有3～6片
叶子时用药效果最好。

（2） 间苗、 定苗。 一般间苗两次， 第一次在小苗长出3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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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进行， 以疏散开小苗为好。 第二次在小苗长出5片叶子时进

行定苗， 株距15厘米左右。

（3） 浇水、 排水。 无论直播或根茎繁殖的甘草， 在播种前一

定要灌足底水， 保证底墒。 甘草具有较强的抗旱性， 出苗后一般

自然降水可满足其生长需要。 但久旱时应浇水， 浇水次数不宜过

频， 特别是要注意 “迟浇头水”。 如果这时浇水过勤则会导致甘

草萌发大量侧根， 影响药材根形。 一般在苗高10厘米以上， 出现

5片叶子后浇头水， 并保证每次浇水要浇透。 雨季则应特别注意

排除积水。 直播的甘草第二、 三年生长期灌水2～3次， 已灌冬水

的甘草一般在分枝期灌第一次水， 时间大约在6月； 若夏季遭遇

高温， 甘草茎叶出现较为明显的落叶现象， 可灌一次水； 8月中

旬至9月上旬要适时进行灌水， 此时是甘草积累有效成分的最佳

时间， 也是甘草增重的关键时间。 甘草的越冬水一定要浇好、 浇

足， 一般在12月上旬至次年1月安排灌冬水最好。 一是可以储水，

保证甘草萌芽所需水分； 二是考虑次年春季掘挖甘草； 三是对地

下越冬的害虫有一定的杀伤力。

（4） 追肥。 甘草追肥应以磷肥、 钾肥为主， 少施氮肥。 氮肥

过多， 会使枝叶徒长， 影响根茎的生长。 甘草喜碱， 若种植地为

酸性或中性土壤， 可在整地时或在甘草停止生长的冬季或早春，

向地里撒施适量熟石灰粉， 调节土壤为弱碱性， 以促进根系生

长。 第一年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可不追肥， 也可视甘草生长情况

在分枝期结合灌水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0千克， 以利于茎叶生

长。 二年生甘草进入快生长期， 要注意追施一定量的磷、 钾肥，

避免脱肥而影响甘草产量。 追肥能结合中耕除草开沟埋入根系两

侧最佳， 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20千克磷酸二铵即可。 若出现茎

叶生长不良等严重脱肥现象， 可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进行快速挽

救。 第三年一般不再考虑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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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留种技术

（1） 茎叶刈割。 甘草地上茎叶常作为草食家畜的优质饲草、

饲料。 在营养最佳时期刈割， 利用率最高， 但刈割不当又会影响

甘草地下根的发育。 所以， 刈割地上茎叶要在不影响地下根正常

发育的情况下进行。 当年育苗地和直播地种植的甘草， 秧苗高30
厘米以上， 可在霜冻前刈割1次， 留茬不低于5厘米， 如果秧苗生

长不足15厘米， 最好不刈割， 带秧越冬。 生长第二年后的甘草，

茎叶生长旺盛， 可在现蕾—开花期刈割第一茬草 （留茬要高），

在霜冻前刈割第二茬草， 可刈割全株， 以增加生物产量。

（2） 种子采收。 人工栽培必须年年采种， 在开花结荚期摘除

靠近分枝梢部的花与果， 即可获得大而饱满的种子。 采种应在荚

果脱绿变色， 有80%呈黄褐色， 种子成熟坚硬时进行。 甘草荚果

密聚， 荚壳坚硬， 成熟后的种子不宜脱落， 所以采收种子越晚越

好。 采收后的荚果晒干后， 滚压脱壳， 去除杂质， 风选净种。 种

子在入库前还要晾晒， 含水率不能超过7%。

5.病虫害防治

（1） 锈病。 一般于5月甘草返青时发生， 危害幼嫩叶片， 感

病叶背面产生黄褐色疱状病斑， 表皮破裂后散出褐色粉末。

防治方法： ①及时收割地上枝蔓， 集中堆放、 覆盖。 春末前

处理完枝蔓， 以免降雨后孢子飞散； 适当密植， 以利通风透光；

增施磷、 钾肥， 提高寄主抵抗力； 初冬彻底清除田间病残组织，

减少初侵染来源。 ②发病初期喷施20%三锉酮乳油2000倍液、

25%嘧菌酯 （阿米西达） 悬浮剂1000～2000倍液、 12.5%烯唑醇

（速保利） 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 25%丙环唑 （敌力脱） 乳油

3000倍液及40%氟硅唑乳油4000～6000倍液。

（2） 褐斑病。 危害叶， 受害叶片产生圆形和不规则形病斑，

病斑中央灰褐色， 边缘褐色， 在病斑的正反面均有灰黑色霉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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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集中病残株烧毁； 发病初期喷1∶1∶120玻尔多液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液。

（3） 虫害。 甘草虫害主要是甘草叶甲， 该虫以取食甘草新叶

危害甘草生长， 严重时使甘草只剩茎秆， 无芽叶， 停止生长。

防治方法： 该虫的最佳防治时期是越冬代成虫与一代幼虫的

危害期， 时间大约在5月， 当甘草叶片出现少量虫食缺口时， 可

用40％氧化乐果乳油1500倍液， 每7～10天用药1次， 一般交替用

药两次即可。

6.采收和加工 经种植试验观察， 直播甘草生长3年后80％的

甘草根可达到等级草的标准， 经测定此时甘草的有效成分已接近

野生甘草， 是最佳的采挖期。 甘草在秋季茎叶枯黄后采挖最好，

此时采挖的甘草无论从甘草的有效成分， 还是甘草的产量都比春

季采挖的甘草要高。 采挖前可割除茎秆 (晾干综合利用)， 采挖时

用已研制成功的甘草掘苗犁采挖最好。 一般用履带型拖拉机顺行

开沟采挖。

将挖取的根和根茎， 除去残茎和幼嫩根芽， 依据直径大小， 除

去支杈、 须根， 捋直， 捆好， 置通风干燥处晾干， 切记不能曝晒。

长度在25～40厘米的甘草晒干后根根据直径大小可分为5个等级：

特级草： 直径在2.5厘米及以上， 又称大草。

甲级草： 直径在2.0厘米以上， 又称一等草。

乙级草： 直径在1.4厘米以上， 又称二等草。

丙级草： 直径在1.0厘米以上， 又称三等草。

丁级草： 直径在0.7厘米以上， 又称为齐口毛草。

三等以上的甘草若用于出口还要加工成规定长度， 也可将三

等以上的甘草刮去栓皮加工成 “粉甘草”。 加工后剩下的长短不

等的甘草节， 无残茎和须根的芦头还可作为节草、 疙瘩头出售。

以上为工业用草， 多加工制造甘草膏、 甘草霜等。 若直供中医药

用， 就须切成甘草片， 再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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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板蓝根规范化栽培技术

板蓝根又叫草大青、 大青叶、 靛根、 蓝靛根、 蓝靛、 青靛、

菘蓝。 来源为十字花科大青属植物菘蓝 （Isatis indigotica Fort.）
的根。 二年生草本植物。 是国家重点发展保护的中草药品种。 分

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 主产于河北安国、 安徽亳州等地， 现各地

均有栽培。 以根入药称为板蓝根， 以叶入药称为大青叶。 根含靛

甙、 靛蓝等， 叶含大青叶素B和靛甙等。 药理实验证明有很好的

广谱抗菌作用， 对多种杆菌和病毒病有很好疗效。 味苦、 性寒。

有清热解毒、 凉血、 利咽、 消肿、 消斑等功能。 主治流行性感

冒、 流行性腮腺炎、 急性传染性肝炎等症。

（一） 形态特征

一年 （二年） 生草本植物， 一般药用栽培当年播种， 当年收

获。 留种， 第一年播种， 第二年收获。 高40～120厘米。 主根长圆柱

形， 肉质肥厚， 灰黄色。 茎直立略有棱， 上部多分枝， 稍带粉霜；

基部稍木质光滑无毛。 基生叶有柄， 叶片倒卵形、 蓝绿色， 肥厚，

先端钝圆， 基部渐狭， 全缘或略有锯齿； 茎生叶无柄， 叶片卵形披

针形或披针形， 有白粉， 先端尖， 基部耳垂形， 半抱茎， 近全缘。

复总状花序， 花黄色， 花梗细弱， 花后下弯弧形， 短角果矩圆形、

扁平， 顶端钝圆而凹缺， 或全截形， 边缘有翅， 成熟时黑紫色。 种

子1粒， 稀2～3粒， 呈长圆形。 花期5～6月， 果期6～7月。

（二） 生长习性

板蓝根对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应性很强， 抗寒、 耐旱， 抗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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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广， 在我国南北各地均有种植。

种子容易萌发， 15℃～30℃范围内均发芽良好， 发芽率一般在

80％以上。 种子寿命1～2年。

板蓝根正常生长发育过程必须经过冬季低温阶段， 方能开花结

子， 故生产上就利用这一特性， 一般采取春播或夏播当年收获叶子

和挖取其根。 当年收获的， 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种植， 避过春季

低温， 以防发生春化作用而导致当年抽薹， 影响其品质， 当年抽薹

产生的种子不能留作种用。 如按正常生育期栽培， 仅作留种用。

（三） 栽培技术

1.选地、 整地 板蓝根是一种深根性植物， 主根长达40～50厘
米， 故应选土层深厚、 排水良好的肥沃土壤种植， 排水不良的低

洼地或黏土不利于板蓝根生长。 播种前深翻土地20～30厘米， 施足

基肥， 基肥以农家肥为主， 然后深耕、 细耙整平， 砂土地可稍浅

些， 民乐县种植一般做平畦栽培。

2.繁殖方法 用种子繁殖。 播种日期一般为春播和早夏播，

播期依海拔高度不同而不同， 川区一般4月上旬， 山区一般在4月
下旬到5月中旬， 海拔高度2000米以上不宜种植， 播种时先在地

面上按20～25厘米行距划出2厘米左右深的浅沟， 然后将种子均匀

撒入沟内， 覆土1厘米左右， 稍加镇压， 墒情差者将适当浇水。

温度适宜时， 播种后7～10天即可出苗， 每亩用种量2.5～3千克。

3.田间管理 苗高7～10厘米时应结合中耕锄草及间苗， 最后按

株距6～8厘米定苗。 定苗后， 根据植株生长情况， 适当追施一次腐

熟的农家肥或化肥， 如遇伏天干旱天气可在早、 晚浇水， 切忌在阳

光曝晒下进行。

4.病虫害防治

（1） 霜霉病。 5～6月始发， 尤其夏季最严重， 主要危害叶

片。 防治方法： ①清洁田园， 处理植株， 减少病原； ②轮作； ③
用70%乙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或70%霜霉净800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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