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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周山地林下滇重楼生态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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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滇重楼是我国民间用来治病的一种中草药，同时也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季德胜蛇药片、宫血宁胶囊等中成
药的主要组成药物。近年来，因不断发现其新的药用价值，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滇重楼生长十分缓慢，加之盲目收

购和采挖，野生种源已近枯竭，已成为一种稀缺的中药植物。四川盆周山地林下土地资源十分丰富，适合滇重楼人

工种植。本文通过课题研究和文献资料整理，总结了四川盆周山地林下滇重楼生态种植技术，以期为滇重楼的林

下人工种植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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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楼以根茎入药，味苦，性微寒，有小毒，归肝
经。我国传统中医认为重楼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凉肝定惊之功效，用于痈肿、咽喉肿痛、毒蛇咬伤、跌

打伤痛、惊风抽搐等症［１］。长期以来，重楼是我国

民间用来治病的一种中草药，同时也是著名的云南

白药、季德胜蛇药片、宫血宁胶囊等中成药的主要组

成药物［２］。近年来，通过对滇重楼（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植物的化学成分分析，已从中分离
鉴定了５０余种化合物，主要有脂肪酸酯、甾醇及其
甙、黄酮甙、Ｃ２７甾体皂甙、Ｃ２１孕甾烷甙、β－蜕皮
激素及多糖，其中甾体皂甙 ４４种，占总化合物的
８０％以上。甾体皂甙元为螺甾烷醇类、异螺甾烷醇



类、味甾烷醇类以及变形螺甾类，均有很强的生理和

药理活性［３］。现代药理研究重楼有止血、祛痰和抑

菌、镇静镇痛、抗早孕杀灭精子、抗细胞毒等作用，临

床用于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神经性皮炎、外科炎症

以及肿瘤等，具有显著的疗效［３，４］。

目前，药材原料仍然主要来自野生。由于近年

来不断发现其新的药用价值，致使需求量越来越大。

滇重楼成品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０元·ｋｇ－１逐年上涨到
２０１５年的８００元·ｋｇ－１～９００元·ｋｇ－１。由于滇重
楼生长十分缓慢，每株生长量约为２ｇ·ａ－１～３ｇ·
ａ－１鲜重，加之盲目收购和采挖，致使重楼资源受到
极大的破坏。除传统药用的滇重楼和七叶一枝花资

源十分稀少外，其它种类也十分稀少。重楼已成为

一种稀缺的中药植物［５］，野生重楼已近枯竭，价格

仍在不断地攀升。

１　重楼属植物资源

据《重楼属植物》［６］记载，重楼属（Ｐａｒｉｓ）共２４
种、１３个变种和变形。四川省有１８种（含亚种）分
布［６，７］，大都分布于盆周山地和川西南山地的针阔

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云南松林、云杉林、竹林和灌

丛或草坡中。重楼属植物中，用于药用的主要是多

叶重楼（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有７个亚种，分别为滇重楼
（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多叶重楼（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七叶一枝花（华重楼）
（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矮重楼（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ｎａｎａ）、白花重楼（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ａｌｂａ）、狭
叶重楼（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长药隔重楼
（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ｐｓｅｕｄｏ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根据重楼根状
茎中的有效药用成份含量（主要是重楼皂苷 Ｉ和重
楼皂苷ＩＩ总含量）多少，《中国药典》［１］规定，重楼基
源植物是滇重楼或七叶一枝花。

２　滇重楼主要特征

２．１　形态学特征
多年生草本植物［６，７］。根状茎粗壮，茎高２０ｃｍ

～１００ｃｍ，无毛，常带紫红色，基部有１～３片膜质叶
鞘抱茎。叶５枚 ～１１枚，绿色，轮生，长 ７ｃｍ～１５
ｃｍ，宽２２ｃｍ～５５ｃｍ，为倒卵状长圆形或倒披针
形，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楔形至圆形，全缘，常具一

对明显的基出脉，叶柄长０ｃｍ～１８ｃｍ。花顶生于
叶轮中央，两性，花梗伸长，花被两轮，外轮被片４～

６，绿色，卵形或披针形，内轮花被片与外轮花被片同
数，线形或丝状，黄绿色，上部常扩大为宽２ｍｍ～５
ｍｍ的狭匙形。雄蕊 ２～４轮，８～１２枚，花药长 ５
ｍｍ～１０ｍｍ，药隔较明显，长１ｍｍ～２ｍｍ。子房近
球形，绿色，具棱或翅，１室。花柱基紫色，增厚，常
角盘状。花柱紫色，花时直立，果期外卷。果近球

形，绿色，不规则开裂。种子多数，卵球形，有鲜红的

外种皮。花期４月～７月，果１０月～１１月开裂。
２．２　生态习性

滇重楼生长过程中，要求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遮

蔽度［６，７］。适宜生长在海拔为 １６００ｍ～３１００ｍ的
地区，年平均气温为１２℃ ～１３℃，无霜期 ２７０ｄ以
上。年降雨量８５０ｍｍ ～１２００ｍｍ，降雨量集中在６
月～９月间，空气湿度在７５％以上，土壤夜潮，能满
足滇重楼生长发育对土壤含水量的需求。有单株生

长，多成片生长。一般种子萌发、根生长发育和顶芽

萌发的适宜温度为１８℃ ～２２℃，出苗为２０℃，地上
部植株生长为１６℃～２０℃，地下部根茎生长１４℃～
１８℃。滇重楼生长要求蔽荫的环境，光照较强会使
叶片枯萎。一般种子萌发和幼苗阶段要求遮荫较

好，而成熟前两年要适当减少遮荫增加光照，有利于

次生代谢物和干物质的积累。土壤含水量过低，易

造成茎叶失水，根系干枯而死，而过高则易发生病虫

害，根茎腐烂。重楼宜生长在透水性好的微酸性腐

殖土或红壤土中，粘重、易积水和板结的土壤不宜种

植。

２．３　生长发育物候特点
４月底５月初开始出苗，展叶后５月中旬开花

结实，５月下旬果实开始膨大，７月果实膨大明显，８
月底果实开始成熟，大部分成熟在９月中旬到１０月
底，果实膨大期 ２０ｄ，果实成熟期 ４０ｄ，花期不明
显［６］。越冬芽在６月底７月初在茎基前端形成白色
越冬芽。种子千粒鲜重４０ｇ～６８ｇ，种子具有中温
型生理后熟特性。在人工种植条件下，其生长发育

进程可加快或提前 一些，提早出苗１５ｄ，倒苗推后
３０ｄ。

３　林下生态种植技术

林下生态种植技术［８～１１］与大田种植技术虽然

有许多相同点，但存在较大的差异。大田种植是在

成片的土地上进行，种植密度大，需要遮荫，对成片

种植地进行统一管理。林下生态种植是一种近自然

的种植方法，根据野生重楼的生态习性和森林的物

候规律，利用不同植物的分层现象及生态位空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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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的原理，以及林下多样的微生境和适宜的林冠层

的透光率，借助其自然遮荫作用，充分利用林地资

源，与林木进行套作。在管理上针对单株或者丛株

进行，精确定位，更为精细。

３．１　选地和整地
３．１．１　种植地选择

种植地选择是林下重楼生态种植技术的首要环

节。研究表明，重楼的产量与海拔高度没有相关关

系，但与土壤的类型、肥力和耕作水平有关系，在经

常翻用、有机质含量或速效肥力较高的壤土中生长

可获得较高的产量；而海拔、土壤类型及肥力对重楼

的质量（即根状茎药性，或者说根状茎中的重楼皂

苷Ｉ和重楼皂苷 ＩＩ的总含量）没有影响。种植地选
择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１）林分类型：盆周山地区或川西南山地区的
天然林或人工林均可。如硬阔叶林、软阔叶林、混交

林、柏木林、厚朴林、黄柏林、杉木林、核桃林和竹林

等类型。

（２）林下光环境：依上层林冠的空隙分布现状，
选择空隙率或透光率在３０％ ～５０％之间的林下空
地，地块大小不限。如选择较大的林窗，则需要遮荫

处理；如冠层太密，则需要剔除树上过密枝叶。总

之，使全生育期进光度维持在３０％～５０％之间。
（３）土壤微环境：土层较厚、质地疏松、石砾含

较低、腐质层较厚的山地黄壤或棕壤，且避免洼地

（防积水），作为重楼下种母土。

３．１．２　地块选择和整地
种植地确定之后，选择适宜的地块进行整地。

整地在深秋或初冬季节进行。

（１）天然林地块选择和整地：由于天然林乔木
树种较多，无明显的株行距，冠层结构复杂，林下微

生境多样，宜林下散生种植，种植地块大小不一。根

据林下具体的生境条件，可单株种植，可丛株种植，

或可在较大的林中空地大面积种植。确定种植地块

后，对种植穴进行清理深翻，深度２５ｃｍ ～３０ｃｍ，清
除土壤中的杂质和残渣，并对种植穴撒石灰进行土

壤消毒和酸碱度调整，以及进行消毒杀虫处理。

（２）人工林地块选择和整地：人工林有规则的
株行距，冠层单一，林下生境简单，可沿行距或坡向

山势确定条沟状种植带，沟宽３０ｃｍ ～５０ｃｍ，沟深
２５ｃｍ ～３０ｃｍ，沟长依具体林况而定。翻耕种植沟
之后，每公顷撒７５０ｋｇ～１１２５ｋｇ石灰，进行土壤消
毒和酸碱度调整，使土壤的 ｐＨ值在 ６５～６８之
间，以及进行消毒杀虫处理。

３．１．３　施基肥和开沟
种植前１个月，结合整地，将基肥施入播种沟或

穴中，施足基肥。基肥或为过磷酸钙 ＋林中腐殖土
或为腐熟农家肥＋中药材专用栽培基质。前者每公
顷施过磷酸钙７５０ｋｇ＋腐殖土４５０００ｋｇ作为底肥，
后者每公顷施腐熟农家肥 ４５０００ｋｇ＋中药材专用
栽培基质 ４５００ｋｇ～７５００ｋｇ，然后浅锄１遍，细碎
耙平土壤，使耕作层肥土均匀，形成垅高２０ｃｍ高的
墒，待种。

为便于雨季排水，应根据行距走向或坡向山势

作畦。每条种植沟的排水沟沟沟相通，并有出水口。

３．２　种苗繁育
重楼植物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状茎和种子

繁殖。

３．２．１　品种选择
选择重楼基源植物的滇重楼或七叶一枝花的优

良种子或根茎作为栽培种源。

３．２．２　种子繁殖
重楼种子具有明显的后熟作用，胚需要休眠完

成后熟才能萌发。在自然情况下经过两个冬天才能

出土成苗，且出苗率较低。种子大多在９月 ～１１月
份成熟，为增进种子萌发力，待蒴果开裂后种皮变成

酱红色时进行采收。把采收的果实洗去果肉，稍晾

水分，作湿砂或土层积催芽。

具体方法是：种子与砂（土）的比例为１∶５，再施
用种子重量１％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并拌匀，装催
苗框中，置于室内，催芽温度保持在１８℃ ～２２℃，
每１５ｄ检查一次，保持砂子的湿度在３０％～４０％之
间（用手抓一把砂子紧握能成团，松开后即散开为

宜）。第２年 ５月份有超过５０％的种子胚根萌发时
便可播种。将处理好的种子按５ｃｍ×５ｃｍ的株行
距播于做好的苗床上，苗床宽１２ｍ，高２０ｃｍ，沟宽
３０ｃｍ。种子播后覆盖１：１的腐殖土和草木灰，覆土
厚约１５ｃｍ，再在墒面上盖一层松针或碎草，厚度
以不露土为宜，浇透水，保持湿润。当年８月份有少
部分出苗，大部分苗要到第３年５月份后才能长出。
种子繁育出来的种苗生长缓慢，３ａ后，重楼苗形成
明显根茎时方可进行移栽。

一般而言，重楼种子育苗到第５年开始开花结
果，生长速度迅 速增加，根茎重量一般可达８ｇ～１５
ｇ，可按根茎重量进行２～３级分级种植。最适宜的
重楼种苗根茎重在１０ｇ左右，种植３ａ～４ａ即可收
获。

３．２．３　根茎繁殖
由于种子育苗周期太长，目前重楼繁殖主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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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根茎切块繁殖。根茎切块繁殖分为带顶芽切块和

不带顶芽切块两种方法，前者成活率高于后者，生长

量是后者的１５～２５倍。
重楼倒苗后，取根茎，按垂直于根茎主轴方向，

从顶芽以下２ｃｍ处的根状茎横切段切割，作为带顶
芽种苗。切段后伤口用草木灰或１‰高锰酸钾溶液
处理３０ｍｉｎ，在苗床中集中培育两个月，使切段伤口
充分愈合、稳定即可移栽，或用００００２％的６ＢＡ或
５０％ＡＢＴ生根粉浸泡２４ｈ，稍晾干后，在温室或小
拱棚育苗苗床按株行距 ２ｃｍ×２ｃｍ放置，覆土 ５
ｃｍ，上覆１层松针保湿。带顶芽的根茎切块繁殖苗
第２年春季出苗，当年便可开花结果；不带顶芽切段
育苗到第３年开始开花结果。根茎切块繁殖苗生长
速度快，移栽种植３ａ～４ａ即可采收，根茎重量一般
可达７ｇ～１２ｇ，可按根茎重量进行２～３级分级。
３．３　移栽和定植
３．３．１　移栽时间

移栽时间一般在冬季种苗倒苗后的１１月 ～１２
月或翌年的１月～２月。此时移栽的重楼根系生长
较快，花、叶等器官在芽鞘内发育完全，出苗后生长

旺盛。

３．３．２　种植方法
种苗移栽株行距 １０ｃｍ～１５ｃｍ×２０ｃｍ～３０

ｃｍ，种植时按行距在畦面２０ｃｍ处开沟，沟深６ｃｍ
～７ｃｍ。按株距１０ｃｍ～１５ｃｍ将根茎排放，一定要
将顶芽芽尖向上放置，用开第二沟的土覆盖前一沟，

如此类推，覆土与畦面平。播完后，用松针或稻草覆

盖畦面，厚度以不露土为宜，起到保温、保湿和防杂

草的作用。栽后浇透一次定根水，以后根据土壤墒

情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３．４　田间管理
３．４．１　 中耕除草

重楼要求土壤疏松，因此出苗后，应注意松土除

草，一般是中耕除草和松土结合进行。先用手拔除

重楼植株５０ｃｍ周围杂草，防止杂草与重楼争光争
肥；在中耕中尽量浅耕，不能伤及重楼的地上部分与

须根。

３．４．２　遮荫
重楼忌强光，怕高温。林下套种重楼因林冠层

的遮荫作用，原则上不需要遮荫处理。如果种植地

是林中空地，移栽定植后应及时搭棚遮荫，或利用藤

本作物的茎蔓棚架遮荫，或采用遮荫率 ６０％遮阳
网，或采用竹片编织成简易竹帘遮荫。

３．４．３　水分管理
滇重楼生长期间，适宜的土壤湿度为 ３０％ ～

４０％，而遭水涝的重楼根茎易腐烂，导致植株死亡，
产量减少。四川盆周山地区或川西南山地区的冬、

春季节较干旱，林下土壤湿度较低，达不到３０％；雨
季为５月～８月，土壤湿度又过大。重楼移栽后每
１０ｄ～１５ｄ应及时浇水１次，使土壤水分保持３０％
～４０％；雨季时，多雨，土壤易板结，及时排水防涝；
冬季注意防旱防冻，适时浇水、盖草。

３．４．４　追肥培土
滇重楼施肥以有机肥为主，辅以复合肥和各种

微量元素肥料。有机肥包括充分腐熟的农家肥、家

畜粪便、油枯及草木灰、作物秸秆等，禁止施用人粪

尿。有机肥在施用前应堆沤３个月以上（可拌过磷
酸钙），以充分腐熟。滇重楼需肥量很大，尤其是对

氮肥和磷肥的吸收值较高，种植期间每年都要坚持

施追肥。

追肥每公顷每次 ２２５００ｋｇ（按每公顷２７万株
独苗计），于５月中旬和８月下旬各追施１次。在施
用有机肥的同时，应根据滇重楼的生长情况配合施

用Ｎ、Ｐ、Ｋ肥料。滇重楼的Ｎ、Ｐ、Ｋ施肥比例一般为
１∶０５∶１２，每公顷共施用尿素、过磷酸钙、硫酸钾各
１５０ｋｇ、３００ｋｇ、１８０ｋｇ。施肥采用撒施或兑水浇施，
施肥后应浇一次水或在下雨前追施。滇重楼的叶面

积较大，在其生长旺盛期（７月 ～８月）可进行叶面
施肥促进植株生长，用０５％尿素和０２％磷酸二氢
钾喷施，每１５ｄ喷１次，共３次。喷施应在晴天傍
晚进行。

３．４．５　摘顶去果
在营养生长结束之时，对于不留种（即以根状

茎入药）的重楼，可采取摘除子房不留果实、但要保

留萼片（萼片绿色，用于进行光合作用）措施，即在

其花萼片展开后摘除子房，让养分集中在其营养生

长上，可促进滇重楼的根茎生长，增加根茎干物质积

累。

３．５　病虫害防治
３．５．１　病害

主要病害有叶斑病、炭疽病、黑班病、茎腐病和

根腐病。叶斑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子。黑班病从

叶尖或叶基开始，产生圆形或近圆形病班，有时病害

蔓延至花轴，形成叶枯和茎枯。茎腐病先在茎基部

产生黄褐色病斑，病斑扩大后，叶尖失水下垂，严重

时茎基湿腐倒苗。根腐病主要危害地下根茎。其防

治措施：发病初期喷洒１％茴毒清水剂３００～５００倍
液，或５０％甲基硫苗灵悬浮剂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倍液，
或５０％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同
时剔除病苗，注意排水排湿，降低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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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　虫害
虫害主要以地老虎、蛴螬为主，咬食根茎。其防

治措施：整地作墒时，每公顷撒施５％辛硫磷颗粒剂
２２５ｋｇ～３０ｋｇ，或 ３％呋哺丹颗粒剂 ３００ｋｇ～
３７５ｋｇ进行土壤消毒杀虫处理。当重楼苗长出时，
将喷有敌百虫的鲜菜叶放于墒面诱杀幼虫。

４　采收与加工

４．１　采收时间
药用重楼以根状茎入药。种子繁育种苗的重楼

在移栽后第６年采收最佳，带顶芽根状茎的种苗在
移栽后第４年采收最佳。重楼秋季倒苗前后（地上
茎枯萎），即１１月 ～１２月至翌年春季萌动前，也就
是３月以前均可收获［１２，１３］。

４．２　采收方法
重楼根状茎大多生长在表土层，容易采挖。采

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保证重楼根茎的完好无损。

选择晴天，先割除茎叶，然后用锄头从侧面开挖，挖

出整个根状茎，抖落泥土。

４．３　产地加工
挖出后的重楼根状茎，去净泥土和地上茎叶，个

头稍小、但芽头好、根系发达的可收贮做下年用种；

粗大者，清水刷洗干净后，趁鲜开片，片厚２ｍｍ～３
ｍｍ，放进沸水中煮３ｍｉｎ～５ｍｉｎ，捞出晒干或烘干
入药。阴天可用３０℃左右微火烘干，以免糊化显胶
质。

４．４　质量要求
采收加工后的重楼根状茎质量要求可从外观性

状和内在质量确定，是影响重楼市场价格的重要因

素。

４．４．１　外观性状
优质重楼根状茎外形上扁圆柱形，略弯曲，表面

灰褐色，根状茎粗壮，肉质坚，切面白色至黄白色，粉

性足。气微，味微苦、麻。

４．４．２　内在质量
内在质量包括含水率、总灰分、皂苷 Ｉ和重楼皂

苷ＩＩ总量和ＤＤＴ残留量等几个方面。
（１）含水率：按《中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一部）规

定，重楼根状茎水分含不得超过１２０％。
（２）总灰分含量：按《中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一

部））规定，总灰分含量不得超过６０％。
（３）重楼皂苷Ｉ和重楼皂苷ＩＩ含量：按《中国药

典》（２００５年版一部）规定，重楼皂苷 Ｉ和重楼皂苷
ＩＩ总含量不得少于０８０％。

（４）ＤＤＴ残留量［１２，１３］：ＤＤＴ残留量均不得超过
００５ｍｇ·ｋｇ－１；重金属 Ａｓ、Ｐｂ、Ｃｄ、Ｈｇ的含量分别
不得超过０２ｍｇ·ｋｇ－１、１５ｍｇ·ｋｇ－１、００５ｍｇ·
ｋｇ－１、００１ｍｇ·ｋｇ－１ｇ。

５　包装、贮藏与运输

５．１　包装
包装材料要求干燥、清洁、无异味以及不影响品

质，以及易回收、易降解。包装要牢固、密封、防潮，

能保护品质［１２，１３］。在包装外标签上，应注明品名、

等级、数量、收获时间、地点、合格证和验收责任人。

有条件的种植户应注明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和成

分含量分析结果。

５．２　储藏
包装好的商品材料，及时贮存在清洁、干燥、阴

凉、通风、无异味的专用仓库中，要防止霉变、鼠害、

虫害，注意定期检查。

５．３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

中应防雨、防潮、防污染，严禁与可能污染其品质的

货物混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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