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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贝母生产周期长，管理困难，本文着重就其栽培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环节进行技术总结。（１）用种子繁殖
进行生产可以迅速扩大鳞茎数量。但１ａ～２ａ生鳞茎较小，建立高质量的保护地对种子繁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包括基质筛选，温、湿度的控制等，能克服大田播种中广种薄收的不足。（２）利用川贝母生长地中禾本科杂草与川
贝母在生长周期上的差异，用黑膜覆盖的方法进行除草可以大大地减少人工除草的工作量和对鳞茎的伤害，并能

有效保证土壤良好的团粒结构性状，促进川贝母在翌年的生长。（３）全面而及时的肥分供应是川贝母在生长后期
增产的重要因素，除了在传统基础上施用农家肥外，还要配以氮、磷、钾肥的施用，特别是钾肥施用将对川贝母的生

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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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贝母在我国相关资料上广义地指卷叶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暗紫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ｕｎｉｂｒａｃｔｅ
ａｔａ）、甘肃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和梭砂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４种。是贝母类药物中之上品，
也是国内外中药市场近年来的紧俏商品。随着野外

开采的加剧，川贝母的资源已日趋减少，面临着枯竭



的危险。

川贝母的人工栽培在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便已
开始进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人工规模种植。

本研究在总结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

的角度出发，以川贝母的代表种卷叶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为研究对象，对川贝母的种子繁殖及人工
栽培的关键技术进行探索。

卷叶贝母植株高１５ｃｍ～５０ｃｍ，鳞茎由两枚鳞
片组成，直径１ｃｍ～１．５ｃｍ，叶通常对生，少数在中
部兼有散生或３～４枚轮生，条形至条状披针形，先
端卷曲，花通常单朵，紫色至黄绿色，本种形态变化

较大，花色可从紫色逐渐过度到淡黄绿色。

卷叶贝母主产于我国西藏（南部至东部）、云南

（西北部）和四川（西部），海拔 ３２００ｍ～４２００ｍ。
在野外的生长环境主要是阳光比较充足的灌丛、草

地、河滩、山谷等地。卷叶贝母生境中腐殖土较厚，

２００４年笔者在西藏山南地区考察时发现，其鳞茎一
般生长在表层腐殖土以下１５ｃｍ左右，个别鳞茎甚
至生长到土层以下３０ｃｍ处。在灌丛中，植株纤细，
叶片先端高度卷曲，一些植株叶片甚至变态成卷须

缠绕灌丛枝条，整个植株略呈攀援状生长。

卷叶贝母生长的环境中虽无高大乔木，但植物

种类仍然相当丰富，主要的伴生种类有岩生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ｒｕｐｉｃａｌａ）、蕊被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ｇｙｎｏｃｈｌａｍｙ
ｄｅａ）、多刺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中华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ｂａｒｏｎｉｉ）、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ｓｐ．）、卷叶黄
荆（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微孔草（Ｍｉｃｒｏｕｌａｓｉｋ
ｋｉｍｅｎｓｉｓ）、高原唐松草（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ｃｕｌｔｒａｔｕｍ）、绢毛
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ｓｅｒｉｃｅａ）、奥氏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ａｎａ）、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ｓｐ．）、萝卜秦艽（Ｐｈｌｏｍｉ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ｉｓ）、木根香青（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ｘｙｌｏｒｒｈｉｚａ）、狼毒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西藏野豌豆（Ｖｉｃｉａ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以及禾本科和杜鹃花科植物等一些种类。

本研究主要针对川贝母在繁殖生产过程中的几

个关键技术进行了实验设计，本文对川贝母种子播

种、杂草控制和肥料施用等３方面的实验进行了总
结

１　场地

以卷叶贝母的野外生境为参照，鳞茎种植实验

场地选在四川阿坝州理县米亚罗镇胆杆村，种子发

芽实验设在四川都江堰市龙池“中国杜鹃园”。

胆杆村实验地海拔 ３２００ｍ，当地有少量暗紫

贝母分布，年平均气温 １０．１℃，最高温度２８．２℃，
最低温度－１５．２℃，常年冬季平均积雪时间约１０５
ｄ，相对空气湿度５２％。栽培土壤用当地森林腐殖
土，ｐＨ值５．５～６．８，自然条件下全光照。

龙池实验地海拔 １８００ｍ，年最高温度２８℃，
最低温度－１２℃，相对空气湿度８７％，部分播种用
土壤为人工专门配制，ｐＨ值６，自然土壤 ｐＨ值５～
６，常年冬季积雪约３０ｄ。播种环境分为保护地播种
和露地播种两种情况。

２　材料

由西藏山南地区采集卷叶贝母鲜鳞茎８０ｋｇ，种
子５ｋｇ；黑色地膜１００ｍ２，草木灰，过磷酸钙。腐殖
土，播种大棚 １２０ｍ２，消毒草根泥炭及干净河沙。
打孔板（孔距５ｃｍ×５ｃｍ）一张，以及实验所需的标
牌、纸、笔等。

３　实验方法

３．１　播种实验
本实验采用简单对比法，在都江堰龙池地区杜

鹃园内选择实验地建立露天播种床２０ｍ２。建大棚
育苗床２０ｍ２，大棚基质以泥炭∶沙 ＝１∶１的比例混
合，播种时间为２月份，播种密度为５０ｇ·ｍ－２，覆
土约１ｃｍ厚，大棚内土壤含水量保持５０％ ～６０％，
适时进行控水。露地播种精细整地，播种约５０ｇ·
ｍ－２，覆土约１ｃｍ厚，适时除草，水份控制主要注意
防旱、防涝。

３．２　黑膜覆盖对贝母生长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简单对比法，利用黑色地膜对床面

进行覆盖，可以起到保湿、除草和调节土壤温差的作

用。通过前人的工作总结，贝母种植过程中杂草控

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但很多资料报道都

是通过人工来除草，这样既增加用工量，又容易在除

草时带出鳞茎。也有资料介绍通过回苗后覆草的方

法除草，但此法容易给一些害虫提供越冬环境，除草

的效果也不甚理想，而且冬季积雪在翌年融化后直

接灌入贝母种植床内，不利于改善土壤的团粒性状。

在贝母生长的高海拔地区，杂草的生长周期比贝母

长得多，有些种类特别是禾本科类杂草种子还没有

发育成熟时，川贝母就已经回苗了，本实验就是利用

川贝母和杂草在生活周期上的差异达到通过黑膜覆

盖的种植方式来控制杂草的目的。

４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将圃地整厢，一般厢宽９０ｃｍ，精细整土，将贝
母鳞茎按株距约５ｃｍ，行距约８ｃｍ的标准种植，覆
土约１０ｃｍ。种好后直接在床面覆黑膜，两侧覆土
以便固定黑膜并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对比实验不

用覆膜。揭膜时间一般在翌年３月左右，具体时间
要注意随时观察，以贝母幼茎刚出土为宜。

实验统计时，在目的实验和对比实验中，各随机

抽取５０粒鳞茎，在４５℃的烘箱内烘４８ｈ～６０ｈ，测
平均单粒重。杂草在６０℃烘箱内烘４８ｈ左右，测
干重。

３．３　肥料实验
在现有的川贝母人工栽培资料中，关于肥料的

报道多以施用过磷酸钙和农家厩肥为主，对钾肥不

够重视，或仅在根外追肥时使用少量钾肥。实际上，

川贝母在当年冬天种植下地到翌年春天出苗前，根

系便开始生长了，这时便须供给全面充足的肥料。

笔者通过在川贝母分布区（如四川理县、西藏泽当

等地）的调查研究发现，川贝母很可能对钾肥的需

求量会更大一些。

本实验通过查阅前人资料和笔者的调查研究，

筛选出几种肥料达配方案，进一步探索川贝母对肥

分（特别是钾肥）的需求。

本实验对肥料设３个水平：Ａ过磷酸钙每平方
米８０ｇ；Ｂ草木灰２００ｇ·ｍ－２；Ｃ复合肥（Ｎ∶Ｐ∶Ｋ＝
１３∶５∶７）４０ｇ·ｍ－２。

设计方法：本实验采用随机区组实验法，以以上

３种不同的肥料水平及对照所构成的六种不同的处
理（见表１）作为一个小区，设３个小区（重复），每个
小区内各处理随机排列（见表２），进行对比实验。

未进入生殖生长期的鳞茎生物量的积累随年份

变化较大，为了更好表现肥分对川贝母的影响，所以

本实验所用鳞茎为２ａ生贝母小鳞茎，俗称为“双飘
带（两片叶）”期。按９０ｃｍ宽、２０ｃｍ高整厢，园土
整细，保持松软透气。将各种肥料组合与园土混合

（表１中ＡＢ组合必须分别将“Ａ”和“Ｂ”分别与园土
混合），再用１ｍ宽的黑色地膜覆盖床面，按８ｃｍ×
８ｃｍ的株行距打孔，然后将贝母小鳞茎由小孔栽

表１ 肥料实验组合

处理组合 处理 Ａ Ｂ Ｃ
Ａ Ａ（Ａｉ） ＡＢ（ＡＢｉ） ×
Ｂ × Ｂ（Ｂｉ） ＢＣ（ＢＣｉ）
Ｃ × × Ｃ（Ｃｉ）

对照 ＣＫ（ＣＫｉ）
注：１、表中“×”表示不作此组合，因为有些组合已经重复，有些组合
在很多资料中已有介绍，在此不再作相应实验；

２、“ｉ”表示不同重复的编号。

表２ 不同重复内各组合的随机排列

重复１ Ａ（Ａ１） ＣＫ（ＣＫ１） ＢＣ（ＢＣ１） Ｃ（Ｃ１） Ｂ（Ｂ１）ＡＢ（ＡＢ１）
重复２ ＢＣ（ＢＣ２） ＡＢ（ＡＢ２） ＣＫ（ＣＫ２）Ｂ（Ｂ２） Ｃ（Ｃ２） Ａ（Ａ２）
重复３ Ｂ（Ｂ３） ＡＢ（ＡＢ３） ＢＣ（ＢＣ３）Ａ（Ａ３） Ｃ（Ｃ３）ＣＫ（ＣＫ３）
注：表中“（）”中为实验地中的编号。

入。本实验用复合肥的目的是保障土壤有较为长效

的肥料平衡，而另外两种肥料更多地是为了保障贝

母前期生长的需要。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播种实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一个生长期的观测，大棚内的种苗生长具

有明显的优势。在形态特征上，棚内生长的种苗叶

片呈带状，宽约２ｍｍ左右，露地种苗叶片呈针状；
棚内环境相对独立，肥水控制比较容易，棚内幼苗发

病呈小斑块状，易控制，而露地种苗发病先呈斑块

状，如遇雨天，由于水分不易控制，病斑往往迅速扩

散，极易造成幼苗大面积发病；棚内播种育苗比较突

出的优点在于小鳞茎后期的移栽处理，一般情况下，

经过一至两个生长季后，鳞茎需移栽到大田里，这

时，可以停止水分供给，保持土壤干燥，小的鳞茎可

以很方便地用筛子选出来。而在露地的鳞茎由于水

分不易控制，土壤性状不一，粘性较大，加之杂草较

多，不易选出，故移栽较为困难。同时，大棚内外育

苗在发芽率、生长期以及生物量等方面也有许多差

异（表３）。

表３ 不同育苗方式对川贝母生长的影响

播种地点 基质
发芽率
（％）

杂草生物
量干重

（ｇ·ｍ－２）

生长期
（ｄ）

１ａ生鳞茎鲜重
（１２００粒
总重量ｇ）

大棚内 泥炭∶沙＝１∶１ ９１．８ 无 ５８ ６６
露地 园土 ８８．３ １９．３ ４６ ４８

４．２　黑膜覆盖实验结果与分析
相同的管理措施下，在覆膜与未覆膜的两块对

比的试验地中，无论是贝母种苗的长势，还是杂草的

生长量，土壤团粒结构性状等，都呈现出很大的区

别。本实验中，在四川省米亚罗胆杆村基地种植了

卷叶贝母“树儿子（刚抽茎而未开花）”鳞茎，目的实

验圃地与对比实验圃地各６０ｍ２，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６日
覆膜，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３日揭膜，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进
行实验统计，在覆膜地中，杂草种类主要为宝盖草

（Ｌａｍｉｕｍ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ｓｐ．）、
泥泊尔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遏蓝菜（Ｔｈｌａｓｐｉ

５５５期 夏进春，等：川贝母栽培技术初步研究 　　



ａｒｖｅｎｓｅ）、问荆（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ｓｐ．）等，种类虽较多，但数
量少，在圃地里零星分布，且这些杂草根系较少，易

于拔除。在未覆膜地中，杂草种类较单一，以禾本科

种类为主，掺有少量蒿类，但数量极多，几乎覆盖整

个圃地，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未覆膜地中，杂草生物
量是覆膜地中的近１５倍，而且，禾本科的杂草根系
发达，不易拔除，给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在四

川米亚罗的实验地中，对覆膜地除草的用工量仅为

未覆膜地的１／１０，更重要是，在覆膜地中除草不会
带出地下鳞茎，对贝母生长影响极小。同时，由于黑

膜的覆盖，冬季的积雪在翌年融化后不会直接灌入

种植床中，而种植床的土壤在冬季又能保持在一个

相对恒定的湿度范围内，所以种植床中的土壤能在

整个覆膜过程中保持疏松透气且湿度稳定，具有较

好的团粒结构性状。在相同的管理条件下，在对比

实验地中由于杂草的干扰和土壤团粒结构性状的改

变，使土壤变得板结高湿，明显影响到川贝母的生

长，同时由于杂草对土壤养分的大量吸收等原因，致

使川贝母单粒重出现极大的差异，在对比的两块实

验地中，分别抽取５０粒鳞茎进行烘干称重实验，在
覆膜地中单粒干重比未覆膜地中要多出６３％。与
该鳞茎在此生长季前单粒干重０．７１ｇ相对比，覆膜
地中的鳞茎平均单粒重增加了０．１４ｇ，而未覆膜地
中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０．１９ｇ，这是由于过
多杂草的恶性竞争引起养分不足和川贝母过早回

苗，干物质积累不够所致。

表４覆膜对比处理栽培对川贝母生长的影响

处理
单位面积内杂草

生物量（ｇ·ｍ－２）
同时期单位面积内未

回苗株数（株·ｍ－２）
贝母鳞茎平均
单粒干重（ｇ）

覆膜 ７５ ７０ ０．８５
未覆膜 １０８１ １１ ０．５２

４．３　肥料实验结果与分析
种植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７日至３１日，统计时

间为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对随机抽取的５０粒鳞茎
进行分析，为了排除在烘干过程中不同个体失水速

率的差异对实验分析的影响，实验分析以平均单粒

鲜重作为基本数据。

通过计算，得方差分析见表６。
由表６可以看出，通过Ｆ检验结果表明，各处理

之间有显著差异，各区组（重复）之间无显著差异。

对处理作ＨＳＤ检验，计算得多重比较见表７。
由表７可以看出，ｆＢＣ平均单粒最重，ｆＡＢ、ｆＣ、

ｆＢ、ｆＡ平均产量依次递减，但均比对照高。

表５ 肥料实验结果统计表

序号 编号
总鲜重
（ｇ）

总干重
（ｇ）

单粒鲜重
（ｇ）

单粒干重
（ｇ） 鲜重∶干重

１ Ａ１ ２１．０ ７．９ ０．４２ ０．１５８ ２．７∶１
２ Ａ２ １７．９ ６．３ ０．３４ ０．１２６ ２．７∶１
３ Ａ３ ２１．３ ７．６ ０．４３ ０．１５２ ２．８∶１
４ ＡＢ１ ２８．６ １０．６ ０．５７ ０．２１２ ２．７∶１
５ ＡＢ２ ２５．０ ８．８ ０．５０ ０．１７６ ２．８∶１
６ ＡＢ３ ２３．４ ７．９ ０．４７ ０．１５８ ３．０∶１
７ Ｂ１ ２４．３ ８．４ ０．４９ ０．１６８ ２．９∶１
８ Ｂ２ １９．８ ７．２ ０．４０ ０．１４４ ２．８∶１
９ Ｂ３ １８．５ ６．４ ０．３７ ０．１２８ ２．９∶１
１０ ＢＣ１ ２８．３ ９．２ ０．５７ ０．１８４ ３．１∶１
１１ ＢＣ２ ２９．３ ９．８ ０．５９ ０．１９６ ３．０∶１
１２ ＢＣ３ ２５．９ ８．９ ０．５２ ０．１７８ ２．９∶１
１３ Ｃ１ ２１．６ ８．２ ０．４３ ０．１６４ ２．６∶１
１４ Ｃ２ ２７．５ ９．７ ０．５５ ０．１９４ ２．８∶１
１５ Ｃ３ ２５．２ ８．９ ０．５０ ０．１７８ ２．８∶１
１６ ＣＫ１ １６．２ ５．６ ０．３２ ０．１１２ ２．９∶１
１７ ＣＫ２ ２４．１ ８．５ ０．４８ ０．１７０ ２．８∶１
１８ ＣＫ３ １０．２ ３．７ ０．２０ ０．０７４ ２．７∶１

表６ 肥料实验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离差平方和自由度 方差 Ｆ Ｆ０．０５ Ｆ０．０１ 显著性

Ａ（处理） ０．１０６ ５ ０．０２１２ ４．１６ ３．３３ ５．６４ 
Ｂ（区组）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０６５ １．２７ ４．１０ ７．５６
Ｅ ０．０５１ １０ ０．００５１
总和 ０．１７０ １７

表７ 肥料实验各处理多重比较表

处理 ｘｉ
各处理之间单粒平均鲜重之差

ＣＫ ｆＡ ｆＢ ｆＣ ｆＡＢ
ｆＢＣ ０．５６００ ０．２２６７ ０．１６３３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４６７
ｆＡＢ ０．５１３３ ０．１８００ ０．１１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２００
ｆＣ ０．４９３３ ０．１６００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７３３
ｆＢ ０．４２００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２３３
ｆＡ ０．３９６７ ０．０６３４
ＣＫ ０．３３３３

表５、表６、表７的综合统计结果表明，（１）实验
中３种肥料的组合施用比单独施用效果好，（２）可
以初步推测，贝母单粒鲜重由大到小的排列与钾肥

的含量具有相关性，ｆＢＣ处理单粒最重，与“Ｂ”中的
速效钾肥和“Ｃ”中的缓效钾肥能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持续供应是密不可分的，而 ｆＡＢ、ｆＣ、ｆＢ多少受钾肥
阶段供应不足的影响，产量稍逊之，单独施用磷肥效

果明显较差。（３）从表５中可以看出“ＢＣ”组合的
鲜重与干重的比值较大，在实际统计中我们也发现，

“ＢＣ”组合在同期的回苗率明显较低，可以看出，该
组合能促使川贝母有一个较长的生长周期以增加鳞

茎干物质的积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采集时间略

有提前，致使其鲜干比值较大。但笔者通过测定，更

长的生长周期只会使其鲜重值更大，直到贝母鳞茎

自然倒苗时，其鲜干比一般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

６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值，大致在 ２．８左右，故表 ５中的结果不会影响
“ＢＣ”在本实验中处于的“最优”位置。四、本实验
着重讨论钾肥在贝母生长过程中的作用，在实际生

产中，还应配合腐熟的农家肥等有机肥料的施用，以

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达到持续增产的目的，相关资

料对此已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５　川贝母栽培的其他技术

５．１润土栽培法
通常情况下，贝母的栽培多以鳞茎为主，很少在

幼苗期进行栽植的，但在１ａ～２ａ生的小鳞茎种植
时，偶尔也会由于工作的疏忽或小鳞茎不易被发现

而出现植株过密，有时须在苗期进行移栽。一般地，

植物幼苗移栽后需立即浇灌“定根水”，以保证成活

率。但笔者通过近两年的观察和实验发现，川贝母

的移栽则不宜灌“定根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１）贝母属于草本植物，其幼苗更是柔嫩纤弱，在浇
水的过程中很容易使幼苗倒覆或折断，影响生长；

（２）贝母幼苗移栽在春季进行，这时气温较高，过多
的水分很容易引起病害。鉴于此，笔者通过实验，采

用“润土栽培法”进行移栽，效果较好，其方法是：将

栽培基质（最好是森林表层腐殖土）过细筛，使基质

团粒结构均匀，加入透气性好的辅料，如草根泥炭、

珍珠岩、蛭石等，基质与辅料一般按 ３∶１的比例配
制，然后在配好的基质中加水拌匀，使基质含水量保

持在５０％ ～７０％，经验测试一般是手捏成团，轻压
则散，手上所附土壤明显带有水分。然后用此基质

直接栽植，栽好后不再浇水。栽植时间一般在阴天

下午，通过夜间雾、露的作用，次日，幼苗便能正常成

活了。

５．２　母球盆栽　
母球是用于采种而专门进行培育的果期鳞茎

（即“八卦锤”），需进行特别管理。主要的技术要点

是：保持基质疏松透气；适时供给足够水肥；定期更

换栽培基质以及科学合理的鳞茎贮藏。关于水肥管

理和鳞茎贮藏，在相关资料上以及本文也有较为详

细的介绍，不再赘述。针对基质配制和更换，笔者通

过栽培实验，认为用营养袋栽培比大田种植更利于

管理，且能提高川贝母鳞茎的质量和开花结果比率，

基质配制与上述“润土栽培法”中的基质配制相似，

但在配制中需同时加入适量肥料，根据本实验结果，

每立方米基质约加入过磷酸钙 ０５４ｋｇ，草木灰
１３０ｋｇ，缓效复合肥０２７ｋｇ，在配制时，把要配制

的基质分成两份，分别与过磷酸钙和草木灰混合均

匀，再与复合肥混合均匀，然后再将两份基质混合拌

匀。口径１２ｃｍ的营养袋每袋种植约３粒鳞茎，种
植深度在４ｃｍ左右，栽后适当压紧，不再浇“定根
水”。用此法栽植有较明显的优点：首先是管理方

便，可以随意选择地形进行摆放，不占用耕地，节约

土地；其次是不会积水，因此在雨季不会造成地下鳞

茎腐烂且随时可以根据环境状况调整植株位置；此

外，收获与更换基质方便，不易造成鳞茎在收获过程

中的遗漏，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由于连作引发的大

面积病害，基质在更换后消毒方便。

６　结论

川贝母的栽培在贝母类药物的生产中是较为困

难的，笔者通过近３ａ调查和栽培实验，认为主要有
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人工种植环境要求较高，这

与川贝母在野外的生境是密不可分的，川贝母生长

地海拔高，多在３０００ｍ以上；基质要好，多是疏松
透气、土层深厚且肥分充足的腐殖土；光照要好，川

贝母在野外极少生长在乔木林下，多以高山地区矮

小灌丛或草地为主要生境，较大的昼夜温差、适中的

空气湿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是川贝母的生

产周期长，从播种开始，一般在４ａ～５ａ才能收获，
小鳞茎生长缓慢，特别是１ａ～２ａ生小鳞茎，有时千
粒鲜重不足５０ｇ，生长地杂草多，因此管理难度大，
前期投资成本较高。本文前述，也试图从优化管理

的角度来探讨川贝母的生产。

（１）前期生产（特别是种子繁殖）应选择高质量
的保护地。保护地的建立着重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第１是精细的基质，要求无杂草种子、无病菌、肥分
较足且疏松透气，笔者在实验中用经过消毒杀菌的

细草根泥炭配以干净河沙的基质效果较好。第２是
要能人工控制水分、温度、湿度等指标，做到在生长

期有适中的温、湿度和水分，在休眠期能保持基质干

燥，以便筛选鳞茎，据此可建立大棚、温室等设备。

（２）大田种植采用黑膜覆盖以控制杂草。在川
贝母生长的高海拔环境中，利用杂草（特别是禾本

科杂草）与川贝母在生长周期上的差异，在上一年

的秋天川贝母回苗后进行黑膜覆盖，翌年春天揭膜

的方法，可以大大地减少人工除草的工作量，且能延

长鳞茎的生长周期，增加鳞茎干物质的集累，达到有

效管理的目的。

（下转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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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有如此的差异，经分析，主要是由于不同配置

下，林下枯落物储量不同，以及林下生物和微生物所

造成的影响形成的腐殖质差异所形成的［１１］。参考

宫渊波［１２］等结果，其研究中刺槐林作为固氮树种，

其枯落物氮含量要比其他一般树种高，与桤木对土

壤的作用类似，且研究中５种植被模式下土壤养分
储量顺序可被参考用于本文研究的土壤养分高低顺

序，这就从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土壤养分的差

异主要原因是林下枯落物储量大小形成的。

对４种不同配置模式和迹地（对照）的土壤养
分：碱解氮、全钾、全磷、有效磷、速效钾等几种指标

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其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之间都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在这几种配置模式下，不同的土

壤养分共同发挥土壤的肥力效应，当其中一种养分

最低时，其他土壤养分发挥的效力就以最低的土壤

养分为标准。所以这几种配置下，不同的土壤养分

之间都有极限著的相关性。

由此可见，不同森林植被配置模式对于森林土

壤养分含量变化有着显著的特征。在进行退耕还林

等植被恢复造林时，以适地适树为原则，采取乔灌木

相结合、混交造林以及瘠薄地带辅以固氮能力强的

树种造林的方式，在提升土壤养分改善理化性质的

同时，森林植被又能更多地获得生长所需营养，形成

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由于不同森林植被模式对于

土壤的影响机制也较复杂，要全面地研究森林植被

对土壤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１］　高国雄，李得庆，等．退耕还林不同配置模式对土壤养分的影

响［Ｊ］．干旱区资与环境，２００７，２１（５）：１０４～１０７．

［２］　武伟，唐明华，刘洪斌．土壤养分的模糊综合评价［Ｊ］．西南农

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２（３）：２７０～２７２．

［３］　黄绍文，金继运，等．农田土壤养分平衡状况及其评价的试点

研究［Ｊ］．土壤肥料，２０００，（６）：１４～１９．

［４］　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林业标准汇编（营造林卷）．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　张兴义，王树奎，隋跃宇．东北农田黑土碱解氮现状评价［Ｊ］．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２００５，２１（４）：３０５～３０９．

［６］　吕贻忠，李保国，崔燕．不同植被群落下土壤有机质和速效磷

的小尺度空间变异［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９（８）：１５８１～

１５８８．

［７］　薛立，邝立刚，陈红跃，等．不同林分土壤养分、微生物与酶活

性的研究［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３，４０（２）：２８０～２８５．

［８］　ＨｕｇｇｅｔｔＲＪ．Ｓｏｉｌｃｈｒｏｎ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ｓｏｉ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ａｔｅｎａ，１９９８，３２：１５５～１７２．

［９］　ＴｉｔｕｓＪＨ，ＮｏｗａｋＲＳ，ＳｍｉｔｈＳＤ．Ｓ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Ｍｏｊａｖｅｄｅｓｅ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２，５２：２６９～２９２．

［１０］　ＡｌｌｅｎＭＥ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ＪＡ．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ｎｃｏｌｄｄｅｓｅｒｔ

ｆｕｎｇｉ：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ｅｄ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８５，２８（４）：２１５～２２４．

［１１］　王海英，宫渊波，陈林武．嘉陵江上游不同植被恢复模式土壤

微生物及土壤酶活性的研究［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０８，２２

（３）：１７２～１７７．

［１２］　宫渊波，陈林武，罗承德，等．嘉陵江上游严重退化地５种森

林植被类型枯落物的持水功能比较［Ｊ］．林业科学，２００７，４３

（１）：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２～１６．

（上接第５７页）
（３）全面充足地供给营养成分。在重视氮、磷

肥的同时，不能忽略钾肥在川贝母生产中的作用，在

川贝母生长的各个时期，都应注意钾肥的持续供应。

单独施用含有钾肥的复合肥是不够的，笔者在实验

中用草木灰与复合肥达配使用以满足川贝母在各生

长时期对钾肥的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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