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 第 3 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Vo1． 36， No． 3
2015 年 6 月 Journal of Sichuan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 ， 2015

收稿日期: 2015-02-25
基金项目: 2013 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林下森林蔬菜无公害标准栽培示范”( 【2013】TK68 号) ; 四川省冕宁县林业局产业科

教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和冕宁县源森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筹经费( 2005 － 2014) 。
作者简介: 杨志武( 1984-) ，男，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林培育研究。

凉山州野生薇菜人工培育技术

杨志武1，刘 娟2，杨柳璐1，李德荣3，罗成荣1

( 1．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81; 2． 金堂县农村发展局，四川 金堂 6104002;

3． 四川省冕宁县林业局，四川 冕宁 615600)

摘 要: 开展了凉山州野生薇菜资源调查、保护、人工培育及开发利用技术研究，提出了野生薇菜“采半留半、资源

保护、合理利用”的分蔸利用技术，“合理密植、中度遮荫”人工培育技术，“适时采收、采 6 留 4”采收技术，及薇菜粗

加工流程等野生薇菜人工培育技术要点。
关键词: 野生薇菜; 种蔸; 人工培育

中图分类号: S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508( 2015) 03 － 0150 － 03

薇菜 ( Osmunda cinnamomea L． ) 学名紫箕，又

名分株紫箕，俗称“大果菜”、“猫儿蕨”、“牛毛广”、
“野鸡头”、“野豌豆”、“冷蕨”、“紫蕨”等，属于蕨类

植物门真蕨纲紫萁科紫萁属多年生草本植。“中国

红薇干”是对日本、韩国出口的土特产大宗畅销商

品，在国际市场 被 誉 为“山 菜 之 王”、“美 味 山 珍
”［1 ～ 2］。

1 野生薇菜特性及价值

1． 1 野生薇菜分布

野生薇菜在凉山地区主要生长在海拔1 700 m
～2 800 m 之间，土质以湿润肥沃的林下酸性腐殖

土为主，州内各地区均有分布，其中以冕宁县境内拖

乌片区和城厢镇区域最多，全县平均年产野生薇菜

( 鲜样) 约 500 t，年产值约 400 万元。近年来由于掠

夺性采集，野生薇菜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正日

益枯竭( 参见表 1) 。

表 1 冕宁县境内薇菜分布及常年产量调查表

地 区 海 拔( m) 年产量( t) 产 值( 万元)

拖乌片区 2 200 ～ 2 850 170 136
城关片区 1 700 ～ 2 200 180 144
泸宁片区 1 400 ～ 2 600 50 40
里庄片区 1 400 ～ 2 600 60 48
泸沽片区 1 680 ～ 2 000 40 32
合 计 1 680 ～ 2 850 500 400

1． 2 薇菜生物学特性

薇菜株高 50 cm ～80 cm，最高达 1m 以上，根状

茎短而粗，直立或斜生，叶片为羽毛状分裂，幼叶从

地下根茎上长出，二叉分枝，一般为 2 型，分为营养

叶( 不育叶) 和孢子叶( 能育叶) ，叶片纸质 ，长成后

光滑无毛，干后为棕绿色［3］。薇菜孢子体在凉山州

一般 5 月成熟，生存期非常短，只有 2 d ～ 3 d，孢子

采集后应立即播种，同时薇菜自然更新率极低，现有

资源为若干年积累而成，很容易产生资源短缺现象，

这也是笔者从事野生薇菜转人工栽培的主要原因。
1． 3 适生环境

野生薇菜喜湿、怕干旱、不耐强光、喜酸忌碱性

土壤，适于生长在土壤腐殖层较厚的砂壤土，光照和

水分是主要的限制因子，湿润山谷、林缘草丛、疏林

草甸、潮湿荒坡及沟边分布较多。在凉山州，每年 3
月 ～ 4 月，当地温升到 8℃ 时即开始萌发，气温升高

到 15℃，嫩叶生长速度最快，气温高于 20℃，生长开

始减慢，30℃以上生长趋于停止［4］。孢子一般 5 月

下旬成熟，从配子体的发生到幼孢子体的形成，大约

需要 3 个月，而且配子体的生活环境必须有水在适

宜的环境条件下( 参见表 2) 。
1． 4 薇菜利用价值

薇菜作为凉山州森林食品蔬菜已历史悠久，过

去是救荒草，现已步入高档餐桌，其经济效益为一般

蔬菜的 4 倍 ～ 5 倍。其鲜嫩味美，营养丰富，富含蛋

白质、多种维生素，具有安神、降压、抗癌、清热等功

效［5］。薇菜既可鲜食，又可腌渍、干制，在国际上享

有“无污染菜”之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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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凉山薇菜主产区生气候因子调查表

地 区 海拔( m) 土壤类型 气候类型 年均气温 年降雨量( mm)

拖乌片区 2 200 ～ 2 850 山地黄棕壤 暖温带湿润气候 11． 7℃ 1532． 5
城厢片区 1 700 ～ 2 200 山地黄棕壤 亚热带湿润气候 13． 8℃ 1313． 1

2 野生薇菜转人工栽培

2． 1 选地

薇菜是质地以黄壤、红黄壤为宜，根据凉山州荒

山多耕地少的实际情况，选用林缘荒坡地，农民易于

接受。
试验于 2010 年 3 月到 2013 年 6 月，在凉山州

冕宁县冶勒乡大坝村开展实施。根据薇菜生长习性

选择阴凉，pH5. 0 ～ 6. 5 之间，海拔2 500 m ～ 2 700
m，土壤潮湿半阴半阳坡地。区域气候属暖温带湿

润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年均温为 11. 7℃，年降雨

量 1 532. 5 mm，≥ 0℃ 的 日 积 温 为 3 858. 6℃ ～
4 564. 0℃，≥10℃的日积温为2 472. 6 d，无霜期 206
d ～ 223 d。
2． 2 整地施肥

栽植前 1 个月 ～ 2 个月深翻土地除去草木杂

根，开沟起厢，沟宽 30 cm、厢宽 120 cm 左右，移栽前

按 30 cm × 40 cm 规格挖坎，并将穴内泥土打碎、打
散。每公顷穴施腐熟有机肥 15 t ～ 22. 5 t 作基肥，

将肥料与泥土充分拌匀后待栽植。定植当年，视具

体情况逐步对种植厢进行全面浅耕 10 cm ～ 15 cm，

最好园内间作玉米或套种豆类作物遮阳［7 ～ 8］。
2． 3 种蔸准备

在凉山州野生薇菜多生于高寒地区，选择冬季

采集，极易遭受低温冻害，成活率不高; 春季气候干

热少雨，采集移栽后不利薇菜生长; 夏季虽雨水充

足，气候条件适宜，但采集移栽后，新芽在第 2 年春

季抽发，管理时间较长，成本大大增加; 种蔸移栽一

般选择在秋季 11 月左右，管理时间短，成活率高。
为了不影响薇菜持续产能，种蔸采集宜选择 3 a

生以上的薇菜种株，此时其已具备分蔸繁殖能力。
种蔸采集应选择“采半留半、资源保护、合理利用”
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根系更新复壮，同时可以减少种

群内对养份的竞争，保持旺盛的生长力，达到稳产效

果［9］( 参见表 3) 。

表 3 不同时期野生薇菜种兜采集对比表

采集时间 移植株数 成活率( % ) 根蔸性状 利弊

春季 1000 83． 27 带芽 移栽会导致提前消苗，且气候干热。
夏季 1000 86． 71 大苗 雨水充足，第 2 年春萌发，移栽管理时间过长。
秋季 1000 92． 88 开始消苗 气候较适宜，管理时间短。
冬季 1000 75． 93 已消苗 霜降较多，气候寒冷，受冻害严重。

图 1 秋季薇菜种蔸移栽

2． 4 栽植

野生薇菜在凉山州一年四季均可移栽成活，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多选择 11 月阴天或雨后移栽。薇

菜根系较发达，无主根，均为须根，根系分布浅而广，

且喜与其他作物的根系相连结竞争性生长，栽培上

图 2 薇菜中度遮荫林下栽培

不宜深栽。薇菜种蔸一般在 3 a ～ 4 a 即可发育到

20 cm 以上，初植密度不宜过大，株行距小于 30 cm
×30 cm，单株生长量逐年变小，不利于薇菜后期根

蔸的生长发育，种植规格应选 择 30 cm × 40 cm，

5 555株·0. 067 hm2［10］，进行合理栽植，中度遮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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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时将薇菜根系平铺于定植穴内，使其自然舒展，

填平压紧，种植深度为 10 cm ～ 15 cm，栽后浇足定

根水，然后用稻草或杂草覆盖保墒。薇菜成活后及

时查苗补缺，确保生长整齐为丰产园奠定基本苗数

( 参见表 4) 。

表 4 不同栽植密度采集生长对比表

( 表内数据为 30 样本平均数)

株行距 年份
生长量
( cm)

地径
( cm)

每 0. 067 hm2

株数
产量

( kg·0. 067 hm －2 )
25 cm × 25 cm 2010 27． 4 0． 61 10 666 452

2011 31． 3 0． 61 10 666 621
2012 32． 7 0． 64 10 666 820
2010 25． 6 0． 62 7 388 305

30 cm × 30 cm 2011 32． 3 0． 66 7 338 527
2012 33． 7 0． 69 7 338 723

30 cm × 40 cm 2010 22． 9 0． 63 5 555 256
2011 32． 7 0． 68 5 555 438
2012 34． 6 0． 72 5 555 606

40 cm × 50 cm 2010 28． 5 0． 65 3 333 156
2011 25． 4 0． 67 3 333 315
2012 37． 3 0． 70 3 333 551

3 田间管理

3． 1 除草清园

薇菜种蔸移栽后应及时清除田间杂草，防止杂

草与薇菜竞争水、肥。定植后第 1 a ～ 2 a 冬季用野

火炼山清园一次，火烧清园可烧掉枯死茎叶和部分

老根，既可清园、积肥，又利于薇菜保温越冬。第 3
年后，冬季在离地约 2 cm 左右割除枯死茎叶清园，

并集中处理，可制成草皮灰撒施薇菜蔸上保温越冬。
定植后，每年薇菜萌芽前 15 d 左右进行一次中耕除

草，中耕深度 5cm 左右。
3． 2 肥水管理

每年结合早春除草进行一次综合施肥，每公顷

施人畜粪尿2 250 kg ～ 3 000 kg，3 月 ～ 5 月份采收

期内，每周追施一次人畜粪尿1 500 kg ～ 2 250 kg，

配合使用 0. 5% 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11］。薇

菜对化肥的施用较敏感，可按每公顷施纯氮 112. 5
kg，氮∶ 磷∶ 钾 = 3∶ 4∶ 3，一次性均匀施用。施肥宜于

阴天或雨天过后进行，化肥应与有机肥配合施用，质

量要达到无公害蔬菜生产要求。不得施用未腐熟的

粪尿肥，利用翻压、堆沤等方式合理利用绿肥［12］。
3． 3 采收

薇菜定植后，第 2 年采收 1 次，第 3 年采收 2
次，第 4 年进入丰产期，采收 2 次 ～ 3 次。采收方式

“适时采收、采 6 留 4”，既能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又

能保证薇菜可持续旺盛的生长势。采收时，以嫩叶

出土 7 d ～ 10 d，长度 20 cm 左右，小叶未展开并呈

拳头状时最佳，尽可能贴近地面采收，6 月以后结束

采收以保证来年生长量。

图 3 薇菜人工采摘

4 薇菜加工

4． 1 粗加工

( 1) 预煮 将刚采收新鲜的薇菜放入开水中，

大火煮开 5 min 后，薇菜可以一撕两半，立即将薇菜

捞出。
( 2) 漂洗 煮好的薇菜在清水中浸漂 7h ～ 8 h，

期间换水 1 次 ～ 2 次，即可除去苦味。
( 3) 晾晒 选择晴天上午 9 点钟 ～ 11 点钟，晾

晒 2 h ～ 3 h，薇菜就会全部发红，将发红的薇菜进行

轻揉，切勿过度用力而导致薇菜损伤。一般晒 20
min ～ 30 min，揉 1 次，经过反复晒，反复揉，薇菜渐

渐发软。薇菜发软后要逐渐加大揉的力度，延长揉

的时间，以手掌感觉到湿气外出为标准，再晒再揉。
薇菜干到 70% ～80%，停止揉薇菜，充分晒干，储藏

备用( 参见表 5) 。

表 5 薇菜初加工试验表

项目 直接晾晒 水潦 ～ 晾晒
水潦 ～ 浸漂

～ 晾晒
水潦 ～ 浸漂

～ 晾晒并进行搓揉
口感 好 一般 一般 差
去涩 味苦涩 味苦涩 无苦涩味 无苦涩味
品质 极差 差 中 高

4． 2 成品加工

把经粗加工的薇菜干进行清水浸泡 12 h ～ 15 h
( 期间换水 3 次 ～ 5 次) ，然后分级、除去老杆进行预

煮，再进行抽真空热罐装、瞬间灭菌，包装检验后成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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