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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地震灾后都江堰厚朴良种选育、地理标志认定，厚朴丰产保优栽培及厚朴产业恢复技术等研究，选

育出大圆叶厚朴和凹叶厚朴 2 个良种，研究出厚朴丰产保优栽培技术和厚朴皮采割技术。该技术将厚朴产量提高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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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为木

兰科木兰属植物，是我国特有的珍贵中药材，是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结合最佳的树种，是“三木药

材”中收益最好的树种，厚朴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都江堰市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厚朴最佳适生区; 其厚

朴药材地道、纯正，质量上乘，在国内外均享有盛名。
但“5·12”汶川特大地震，使都江堰市林业支柱产

业厚朴药材生产遭受重创。为了尽快恢复灾区林农

的生产、生活，项目组开展了都江堰厚朴产业恢复及

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对厚朴的综合研

究，逐步恢复受损林地的生产能力，以解决都江堰市

厚朴种植业缺乏科技支撑，在生产上没有地方良种

及良种壮苗，造成厚朴产量和质量未能达到最佳状

态，采割技术和厚朴产业灾后恢复重建技术等，促进

厚朴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1 试验地点与材料

1． 1 供试地点

都江堰市虹口乡高原村高家坡和贾家沟，东经

103. 25'42″ ～ 103. 47'，北纬 30. 44'54″ ～ 31. 22'9″，位

于白沙河中游; 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历年最冷月均

温 4. 6℃，最 热 月 均 温 24. 4℃。年 均 降 雨 量

1 243. 80 mm。年均最大相对湿度 80%，年均日照

时数1 016. 9 h。
1． 2 供试材料

人工厚 朴 林 ( 含 地 震 损 毁 厚 朴 林 地 ) 33. 33
hm2、草种; 试验测试采用美国科学系统高压二元液

相色谱系统。

2 研究方法与内容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块进行震后厚朴产业恢复

重建 33. 33 hm2
造林作业设计，并进行恢复示范造

林研究;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与相关部门及农户交

流，标准地对比试验及多点试验等。申报厚朴良种

和地 理 标 志。建 丰 产 保 优 栽 培 技 术 示 范 13. 33
hm2，对厚朴种苗选择、造林地选择、造林密度、造林

时间、造林方式、抚育管护措施、采收时间、采收季

节、采收方式等厚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进行研

究与示范。
厚朴林地恢复造林技术: 按照作业设计，2008

年秋、2009 年春进行造林。并采用生态无纺布 + 草

+ 厚朴的复合模式，坡面按一定的行距人工开挖楔

形穴，在沟内回填改良客土，同时在种植穴中加入保

水剂、营养土等材料。

3 结果与分析

3． 1 厚朴良种认定

选择不同的立地类型( 包括海拔、坡向、土壤厚

度等) 建育种园。育种园共选 4 个点: 虹口乡光荣

村贾家沟、虹口乡联合村连山坪、中心镇两河村上皇

观、向峨乡红火村火烧山。对比栽培试验共选择两

个种 3 个品系: 大圆叶、长叶和凹叶厚朴。
从 1998 年至 2008 年，在 4 个区域试验点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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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栽培 3 个品系，每年对 3 个品系的生产量进行跟

踪监测，2008 年底对 3 个品系进行抽样检测厚朴酚

及和厚朴酚的含量( 见表 1 和表 2) 。

表 1 4 个试验点生长情况观测表

试点
品种
( 系)

平均高
( m)

平均胸径
( cm)

皮厚
( cm)

厚朴酚及和厚
朴酚含量( % )

贾家沟 大圆叶厚朴 10． 21 11． 2 0． 6 8． 6
长叶厚朴 9． 8 10． 4 0． 5 7． 6
凹叶厚朴 10． 11 11 0． 6 8． 4

连山坪 大圆叶厚朴 13． 12 26． 4 0． 6 8． 3
长叶厚朴 12． 01 24． 2 0． 5 7． 7
凹叶厚朴 13． 22 27． 1 0． 6 8． 3

上皇观 大圆叶厚朴 9． 61 8． 3 0． 6 8． 1
长叶厚朴 8． 92 7． 6 0． 4 7． 6
凹叶厚朴 9． 63 8． 4 0． 6 8． 2

火烧山 大圆叶厚朴 9． 71 8． 6 0． 6 8． 4
长叶厚朴 9． 23 8． 2 0． 5 7． 7
凹叶厚朴 9． 73 8． 7 0． 6 8． 4

表 2 厚朴不同品种(系)品质指标分析表

品种
( 系)

平均高
( m)

平均胸径
( cm)

皮厚
( cm)

厚朴酚及和
厚朴酚含量( % )

大圆叶厚朴 10． 21 11． 2 0． 6 8． 6
13． 12 26． 4 0． 6 8． 3
9． 61 8． 3 0． 6 8． 1
9． 71 8． 6 0． 6 8． 4

平均 10． 66 13． 63 0． 60 8． 35
长叶厚朴 9． 8 10． 4 0． 5 7． 6

12． 01 24． 2 0． 5 7． 7
8． 92 7． 6 0． 4 7． 6
9． 23 8． 2 0． 5 7． 7

平均 9． 99 12． 60 0． 48 7． 65
凹叶厚朴 10． 11 11 0． 6 8． 4

13． 22 27． 1 0． 6 8． 3
9． 63 8． 4 0． 6 8． 2
9． 73 8． 7 0． 6 8． 4

平均 10． 67 13． 80 0． 60 8． 33

从表 1 和表 2 可知，9 a ～ 10 a 生大圆叶厚朴和

凹叶厚朴的平均高、平均胸径、皮厚、厚朴酚及和厚

朴酚含量均分别比长叶 厚 朴 高 0. 67 m、0. 68 m，

1. 03 cm、1. 20 cm，0. 12 cm、0. 12 cm，0. 68%、
0. 70%。不同品种 ( 系) 对树高影响不显著，对胸

径、皮厚、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含量影响显著，3 个品

种( 系) 凹叶厚朴表现最优，大圆叶厚朴次之，长叶

厚朴较差，但 3 个品种( 系) 的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含

量均大于 2005 版《中国药典》规定厚朴含量测定厚

朴酚与和厚朴酚的总含量不低于 2. 0% 的要求。由

于凹叶厚朴和大圆叶厚朴的综合优良性状，于 2009
年 2 月通过四川省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良

种。
3． 2 厚朴地理标志认定

都江堰独特的生态环境、具有丰富、优良的厚朴

资源、栽培管理规范及厚朴产品质量高等优势，由表

3 和表 4 可知，“都江堰厚朴”符合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所规定的原则和条件，2008 年 11 月获得“都

江堰厚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表 3 都江堰厚朴产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色谱试验 与对照品同

水分 ≤12． 0%
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含量测定 ≥2． 8%

表 4 “都江堰厚朴”与其它地区厚朴质量指标对比表

国家标准规定与要求 都江堰厚朴 CK
含厚朴酚( C18H18O2 ) 与
和厚朴酚( C18H18O2 ) 的
总量不得少于 2%

8． 4% 2． 1%

卷筒 装 或 双 筒 状，长 30
cm ～ 35 cm，厚 0. 2 cm ～
0. 7 cm。外 表 面 灰 棕 色
或灰褐色，粗糙，刮去粗
皮者显棕黄色。内表面
显紫棕色或深紫褐色，划
之显油痕。内层紫褐色
或棕色，有油性，有的可
见多数小亮星。气香，味
辛辣，微苦。

卷筒装或双筒状，
长 25 cm ～ 30 cm，
厚 0. 5 cm，外表面
灰褐 色，粗 糙，刮
去粗皮显黄棕色;
内表面紫棕色，划
之油 痕 明 显。内
层 紫 褐 色，有 油
性。气香较浓，味
辛辣，微 苦，咀 嚼
残渣少。

卷筒装或双筒状，
长 25 cm ～ 30 cm，
厚 0. 5 cm，外表面
灰褐 色，粗 糙; 内
表面深紫褐色，划
之 油 痕 较 明 显。
内层紫褐色，有油
性。气香较弱，味
辛辣，微 苦，咀 嚼
残渣较多。

3． 3 震后厚朴产业恢复重建示范

在高原村高家坡建示范，该区受灾严重，立地条

件较差，造林较困难。设计 3 个小班，面积 33. 33
hm2。穴状整地。造林树种为凹叶厚朴和大园叶厚

朴，每 hm2 1 650 株。经 3 a 多 研 究，该 点 保 存 率

95%，苗高 80 cm ～100 cm，即在较差的立地条件下，

采用生态无纺布 +草 +厚朴的复合模式获得成功。
3． 4 厚朴丰产保优栽培技术研究

3． 4． 1 生物学特性综述

项目组对都江堰厚朴的生物学特性进行观察，

并结合相关文献，对都江堰厚朴的生物学特性进行

了综述。
3． 4． 2 丰产保优栽培技术

3． 4． 2． 1 品种选择

选择凹叶厚朴和大圆叶厚朴两个良种作为主栽

品种。同时，在研究中，根据大量生产经验及文献，

制定了厚朴优树选择标准: 绝对生长量: 胸径 0. 7
cm·a －1，树高 0. 5 m·a －1 ; 相对生长量: 树高、胸径

均大于 5 株优势木平均树高、胸径的 20% 以上，树

皮厚度不少于 5 株优势木的树皮平均厚度。
3． 4． 2． 2 采种及贮藏

经调查和生产性试验及当地林农种植经验，进

行对比研究，一般采收 10 a 生以上成熟的优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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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其发芽率高、出苗整齐、造林林相整齐。都江

堰厚朴种子 9 月 ～ 10 月成熟，采种后阴干 1 d ～ 2 d，

待果壳稍干，湿沙贮藏，置于干燥通风处。
3． 4． 2． 3 种苗培育

( 1) 播种育苗试验: 分别开展播种时间( 11 月 ～
12 月、2 月 ～ 3 月) ，播种方式( 条播、撒播、点播) ，种

子储藏( 沙藏、自然储藏) ，种子处理 ( 草木灰脱蜡、
不处理) 等进行试验。根据生产性试验统计，种子

处理以沙藏为佳，用草木灰脱蜡较好，播种时间以

11 月 ～ 12 月为宜，播种方式以条播为宜( 种子用量

5. 5 kg·666. 7 m －2 ～ 7 kg·666. 7 m －2，产苗量 1. 5
万株·666. 7 m －2 ～ 2 万株·666. 7 m －2 ) 。苗高大

于 50 cm、地径大于 0. 4 cm、根系发达和完整为合格

苗木。
( 2) 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在 2008 年 11 月下旬在该区域采集凹叶厚朴种

子及优良种苗，进行组培快繁试验研究。
①培养条件

A、初代培养基: 改良 Ms + 6 － BA0. 5 + NAA0. 2
+ 蔗 糖 0. 30%。B、继 代 培 养 基: 改 良 Ms + 6 －
BA0. 4 + NAA0. 2 + 蔗 糖 0. 30% ; 改 良 Ms + 6 －
BA1. 0 + NAA0. 05 + 蔗 糖 0. 30% ; 改 良 Ms + 6 －
BA0. 5 + NAA0. 05 + 蔗糖 0. 30% ; C、生根培养基: 改

良 Ms + ABT0. 6 + IBA0. 2 + 蔗糖 0. 20% ; 改良 Ms +
ABT0. 3 + IBA0. 5 + 蔗糖 0. 20% 琼脂浓度为 3. 6% ;

pH: 5. 8 ～ 6. 0; 光照强度 500 lx ～ 1 500 lx 左右; 温度

为 25℃ +3℃ ; 湿度 75%左右; 光照时间 12 h·d －1。
②生长与分化

无菌 材 料 的 获 得: 凹 叶 厚 朴 种 子 用 0. 3%
K2MnO4 溶液浸泡 30 min，后用蒸馏水洗干净，吸水

纸吸干后用铁锤敲掉外种皮，注意不能破坏种子的

胚，带入接种室用 0. 1%HgCl2 处理 4 min，后用无菌

水冲洗 4 次 ～ 5 次后接入上述培养基 A 中进行暗培

养。
丛生芽的诱导和继代培养: 暗培养 20 d 左右，

凹叶厚朴种子开始萌发，之后陆续有种子萌发，到

40 d 时进行转接，在开始继代时，凹叶厚朴易出现

水肿、玻璃化现象，经多次调整培养基和培养环境

后，凹叶厚朴表现好转。凹叶厚朴的萌芽力中等，35
d 可以转接一次，增殖系数 3 左右。

生根与移栽: 取生长健壮的小苗转接与上述培

养基 C 中。目前部分生根，但根系少。
3． 4． 2． 4 造林技术

对造林地选择、栽植密度与整地、造林季节、栽
植技术、管护措施、低产低效林复壮技术等进行试

验。低产低效林复壮技术试验结果详见表 5。

表 5 低产厚朴林实施复壮技术后生长对比表

观测
指标试验处理

胸径
( cm)

树高
( m)

枝下高
( m) 生长势 备注

复壮处理

复壮前厚朴林生长测定( 2009 年 3 月) 6． 5 9． 6 6． 2 一般

复壮后厚朴林生长测定( 2010 年 10 月) 7． 5 10． 2 6． 8 较好

年增长量 1． 0 0． 6 0． 6

①清除杂灌( 草) ;
②抚育 间 伐: 将 原 密 度 333 株·666. 7
m －2调整为 111 株·666. 7 m －2 ;
③施肥: 250 kg·666. 7 m －2 ;
④病虫害防治。

CK 处理前( 2009 年 3 月) 6． 3 9． 8 6． 3 一般

处理后( 2010 年 10 月) 6． 8 10． 2 6． 9 一般

年增长量 0． 5 0． 4 0． 6

从表 5 中可知，实施复壮技术后，厚朴年胸径生

长量达 1. 0 cm，胸径生长明显，高生长和枝下高不

明显，基本无病虫害，树势明显增强，林相较复壮前

整齐。厚朴造林后的前 5 a 高生长明显，后胸径生

长明显。而厚朴林实施复壮技术主要是造林多年后

的厚朴弱林，高生长缓慢，通过复壮技术显著提高厚

朴的径生长，从而提高厚朴产量。
3． 5 厚朴皮采割及干制处理技术研究

3． 5． 1 厚朴皮采割技术研究

主要对厚朴产业发展中厚朴皮采割季节、采割

年龄和采割方式等采收技术进行了研究( 详见表 6、
表 7、表 8 和表 9) ，并进行了测定。

表 6 厚朴皮不同采收季节(时间)难易程度测定比较

采收季节( 时间) 难易程度

2 月份 较难

4 月份 较难

5 月上旬 难

5 月中旬 难

5 月下旬 易

6 月上旬 易

6 月中旬 易

6 月下旬 易

7 月上旬 难

7 月中旬 难

8 月份 较难

10 月份 较难

12 月份 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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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表明，5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是最佳采收时

间，5 月上旬和中旬采收困难，其它季节采收较困

难。

表 7 厚朴皮不同采收方式测定比较表

采收方式 结果 备注

环割( 1 个筒朴长，环割树胸径的 1 /3 宽) 整株死亡

环割( 1 个筒朴长，环割树胸径的 2 /3 宽) 整株死亡

环割( 2 个筒朴长，环割树胸径的 1 /3 宽) 整株死亡

环割( 2 个筒朴长，环割树胸径的 2 /3 宽) 整株死亡

环割( 环割 20 cm 宽，20 cm 长) 2 a 均未愈合

环割( 环割 20 cm 宽，40 cm 长) 2 a 均未愈合

剥皮后立即喷 10 mg
·L －1的吲哚乙酸，
并将环剥部位 用 透
明塑料膜密封，半月
后先打开下部封口，
20 d 后可全部除去
密封膜。

砍伐全割
6 月 全 割，9
月 萌 生 林 树
高达 80 cm

表 7 表明，厚朴采割采用环割方式，因为厚朴产

区环割季节雨水多、湿度大，比较容易感染死亡，即

使不感染死亡，树皮愈合也较差; 同时，环割操作起

来比较困难，投入劳力较大。采用全割的方式，采割

效率较高，同时采割的当年，萌芽高生长至 80 cm 以

上，第 2 年就能成林，易于更新。

表 8 厚朴不同树龄干皮酚含量测定表

树龄
( a) 部位

厚朴酚含量
( % )

和厚朴酚含量
( % )

总酚含量
( % )

含水率
( % )

2 干皮 0． 75 0． 10 0． 84 61． 97
4 干皮 1． 68 0． 82 2． 50 60． 58
6 干皮 1． 54 1． 01 2． 55 56． 76
8 干皮 1． 45 1． 45 2． 90 55． 69
12 干皮 2． 34 1． 58 4． 85 54． 44
16 干皮 2． 60 2． 59 5． 38 54． 97
21 干皮 3． 56 2． 98 7． 09 56． 96
25 干皮 6． 21 7． 98 12． 19 55． 36
30 干皮 6． 54 7． 72 14． 26 52． 56
35 干皮 6． 11 7． 75 13． 86 52． 81
40 干 3． 72 6． 57 10． 29 51． 86

表 9 厚朴不同树龄枝皮酚含量测定表

树龄
( a) 部位

厚朴酚含量
( % )

和厚朴酚含量
( % )

总酚含量
( % )

含水率
( % )

2 枝皮 0 0 0 0
4 枝皮 0 0 0 0
6 枝皮 1． 26 1． 29 2． 55 58． 76
8 枝皮 1． 35 1． 55 2． 90 56． 20
12 枝皮 1． 43 1． 55 2． 98 56． 07
16 枝皮 1． 91 1． 36 3． 27 55． 45
21 枝皮 2． 71 2． 14 4． 85 56． 38
25 枝皮 1． 89 3． 24 5． 13 58． 36
30 枝皮 2． 12 3． 67 5． 79 54． 58
35 枝皮 2． 11 2． 71 5． 82 55． 89
40 枝皮 1． 98 3． 54 5． 52 52． 36

从表 8、表 9、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树龄 4 a 生

以上厚朴干皮和树龄 6 a 生以上厚朴枝皮的总酚含

量达到国家标准 2%以上; 10 a 生以前厚朴酚、和厚

朴酚及总酚含量增加缓慢，10 a 以后厚朴酚、和厚朴

酚及总酚含量将随着树龄的增加而快速增加，30 a

图 1 厚朴不同树龄干皮厚朴酚、和厚朴酚及总酚含量变

化曲线

图 2 不同树龄厚朴枝皮厚朴酚、和厚朴酚及总酚含量变

化曲线

左右到达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厚朴质量标准

是以总酚含量为标准的，所以厚朴采收最好在 10 a
以后，最佳采收期为 20 a ～ 30 a。
3． 5． 2 厚朴皮干制处理技术研究

( 1) 厚朴皮采收后处理

①风干法，适用于根皮，将各种规格的厚朴皮分

别堆放风干，切忌阳光暴晒或堆于地上。
②烘干法，适用于干皮，将厚朴皮层叠整齐放入

甑中，以少量花椒、白矾及水蒸煮后，堆积于阴凉处

覆盖，使其“发汗”12 h ～ 24 h，取出卷筒，用炭火烘

干即可。也可将厚朴皮切片后再烘干。
( 2) 都江堰厚朴皮划分标准研究

项目组根据都江堰厚朴生产及价格、销售实际，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并结合相关资料，初步将都江堰

厚朴产品分成 3 个等级: 特级品、优级品、合格品

( 详见表 10) 。

表 10 都江堰厚朴皮等级划分标准表

等级 划分标准

特级品 皮厚度≥0． 3 cm，长度 80 cm，单筒重量≥0． 5 kg
优级品 皮厚度≥0． 2 cm，长度 80 cm，0． 25 kg≤单筒重量≤0． 5 kg
合格品 皮厚度≥0． 2 cm，长度 80 cm，单筒重量≤0． 25 kg

4 结论与讨论

4． 1 良种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

凹叶厚朴、大圆叶厚朴于 2009 年 2 月获得四川

551 期 肖前刚，等: 地震灾后都江堰厚朴产业恢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的良种认定证书( 良种

编号: 川 R － SV － MO － 013 － 2008、川 R － SV － MO
－014 － 2008 ) 。2008 年 11 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认证都江堰厚朴地理标识，获得“都江堰厚朴”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
4． 2 地震后厚朴林地恢复造林技术

经试验，形成地震后厚朴林地恢复技术:

A、生态无纺布 + 草 + 厚朴的复合模式: 坡面上

按一定的行距人工开挖楔形穴，在沟内回填改良客

土，同时在种植穴中加入保水剂、营养土等材料。
B、自然生态修复，藻 － 草 － 灌 － 乔相结合: 充

分利用自然力的生态修复功能，对不影响厚朴生长

的杂草进行保留，提高厚朴新造林地植被覆盖度、生
物产量和改善生态功能。
4． 3 厚朴丰产保优技术

厚朴品种、造林地、造林密度、造林时间、造林方

式、抚育管护措施等技术，都将影响厚朴的产量和质

量，尤其品种和造林密度影响显著。经过研究，形成

了一套成熟的厚朴丰产保优栽培技术。
4． 4 厚朴皮采割及干制处理技术研究

( 1) 厚朴皮采割技术研究: 厚朴采收年龄将直

接影响到厚朴的产量和质量，厚朴生理特性决定了

采收季节和采收方式。采收树龄最好 10 a 以上，最

佳采收期为 20 a ～ 30 a，最佳采收时间为 5 月下旬

至 6 月下旬，采用方式为砍伐全割。
( 2) 厚朴皮采收后处理: 主要采用风干法和烘

干法。
( 3) 都江堰厚朴皮划分标准: 初步将都江堰厚

朴产品分成 3 个等级: 特级品、优级品、合格品。
4． 5 强化厚朴良种壮苗

成都市厚朴产区的厚朴品种主要是凹叶厚朴、
大圆叶厚朴、柳叶厚朴和厚朴等，品种杂。厚朴多采

用种子繁殖，单株差异显著，将严重影响厚朴的品质

和产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厚朴良种的优良单株选育

及厚朴组培快繁研究，实现厚朴产业的良种化生产。
4． 6 加大厚朴科研力度

应充分利用“都江堰厚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品牌和认定的厚朴良种，加大科技推广力度，应用选

育的大圆叶厚朴、凹叶厚朴两个良种和丰产栽培技

术、采割技术在都江堰、彭州、大邑及其它生态相似

地区辐射推广，扩大厚朴产业化规模，延长产业链，

助农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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