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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环境对金钗石斛生长和化学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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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重庆特殊的地貌及气候特点，开展了不同栽培方式及环境对石斛生长和化学成分的影响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仿野生林下贴树栽培，采用草绳和扎带固定的方式相对线卡更有优势。温室、人工林及天然林下栽培，

石斛含水量及有效成分的含量有着显著的差异，林下仿野生环境栽培的石斛有效成分含量远高于温室内栽培的石

斛，其中多糖含量甚至远高于赤水本地产的金钗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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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钗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ｎｏｂｉｌｉｓ）为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ｅｅ
ａｅ）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Ｓｗ．）多年生草本植物［１］，因

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卓越的滋补功效而享有“民间

仙草、植物黄金”的美誉，是我国的名贵中药，《神农

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是我国古代药书中记载和

研究应用最早的石斛植物［２］，也是中国药典收载的

主要石斛品种。近年来在我国浙江、云南、贵州、广

西和安徽等主产区，大力发展药用石斛的人工种植

生产，其中产自贵州省赤水市的金钗石斛占我国药

用石斛很大的市场份额，由于目前各地栽培环境存

在较大差异，石斛的栽培方式非常多样。重庆山地

类型多样，气候非常特殊，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

气候，夏热冬暖春早，地域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针

对这一特殊气候条件，在不同生长环境下进行栽培

试验，以寻求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好的经济效益。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实验材料金钗石斛种苗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引自贵

州省赤水市旺龙镇赤水市禾邦石斛农民专业合作

社，均为１ａ生组培苗，共计７０００余株。种植于重庆
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温室

内，种植地海拔４７０ｍ，最冷月平均气温７８℃，最
热月平均气温２８５℃，年平均气温１８３℃，无霜期
３４１６ｄ，年降水量 １０８２９ｍｍ。线卡采用圆形 ５

ｍｍ钢钉线卡，自锁式尼龙扎带，规格 ５ｍｍ×４００
ｍｍ。草绳为直径１ｃｍ稻草编织。
１．２　方法

温室内栽培基质为锯末与稻壳按２：１进行混
合，夏季２ｄ～３ｄ浇一次透水，其余季节根据天气４ｄ
～６ｄ浇一次透水，温室内平均气温１９７℃，利用遮
阳网遮光，遮光度为４０％，平均湿度８０％。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将已在温室内生长了１ａ的金钗石斛苗分别移
栽到树龄５０ａ以上的天然林下及香樟人工纯林下，
自然生长，林下栽培环境见表１。

表１ 金钗石斛栽培环境

Ｔａｂ．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ｎｏｂｉｌｉ

栽培环境
树龄
（ａ）

平均树高
（ｍ）

平均胸径
（ｃｍ）

郁闭度或遮
光度（％） 平均温度

相对湿度
（％） 主要树种

天然林 ＞５０ ２５ ３０ ０．９５ １７．７ ２０－９９ 香樟、朴树、栾树、孝顺竹等

人工林 ＞５０ ２５ ２５ ０．８０ １７．９ ２０－９９ 香樟

温室 ０．４０ １９．７ ８０

　　金钗石斛采用的是林下贴树栽培方法，将种苗
固定在离地１ｍ的树干上，固定方式采用以下３种
方式：线卡固定茎条基部；草绳 ＋苔藓，苔藓包裹根
部，围绕树干螺旋式向上缠绕；塑料扎带 ＋苔藓，扎
带长度可根据树木胸径大小采用多条扎带串接固

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选取部分植株测定茎条长度并对
比，然后各取５０株（丛）新鲜植株，送交西南大学分
析测试中心进行检测，采用烘干法测定不同部位含

水量，另外一部分样品烘干后采用苯酚 －硫酸法［３］

进行总多糖测定，采用气相色谱进行石斛碱含量测

定。由于天然林下郁闭度过高，植株长势较弱，加之

病虫及白蚁危害树皮、树干造成种苗脱落，成活率仅

有３０％，无法满足试验分析的需求，因此仅对天然
林下石斛进行了生长量观察测定，未进行化学成分

取样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固定方式及栽培基质对石斛生长的影响
３种固定方式中，线卡固定方式简单牢固，但根

系大量暴露于空气中，不耐干旱，干旱７ｄ以上，根
系便干枯死亡，种苗成活率不到３０％，而重庆夏季
往往伴随高温伏旱，因此缩短了金钗石斛生长期，导

致苗长势越来越弱。另外线卡固定会对树木本身造

成一定的伤害，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因此线卡固定的

方式更适合在林下贴石栽培。采用草绳固定的方式

较为环保且对树体不产生伤害，半年左右草绳腐烂，

此时新生的根系已能牢牢附着在树皮之上，腐烂的

草绳还可为石斛生长提供养分，无病虫危害的情况

下，苗成活率可以达到８５％以上。扎带 ＋苔藓的固
定方式种苗成活率都能达到８５％，其优点是保持时
间较长，长短可根据树木大小及其生长情况进行调

整，用完后还可回收利用。缺点是扎带受宽度限制，

稳固程度不及草绳及线卡。综合比较，林下贴干栽

培采用草绳和扎带是相对比较好的固定方式。

表２　不同固定方式对金钗石斛成活率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ｎｏｂｉｌｉ

测定指标
栽培环境

线卡 草绳＋苔藓 扎带

天然林
$

３０％ ４０％ ３５％
人工林

$

３０％ ＞８５％ ８５％

２．２　不同栽培环境对石斛生长的影响
在天然林下，两年生的石斛植株长度达到８０

ｃｍ，人工林下达到１２５４ｃｍ，温室内石斛苗的生长
最好，株高达到１６５６ｃｍ（表３）。主要是由于温室
内温湿度可以人为控制，温室内平均温度为 １９７
℃，最低温度在５℃，湿度常年保持在８０％左右，为
石斛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条件。而人工林和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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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温湿度变化大，温湿度记录仪记录的林下最低温

度达到－１２℃，最高温达到３９℃，最低湿度达到
２０１％，最高９９９％，通过近５ａ的观察，其中有两
年冬季出现了短暂的 －１２℃ ～－３℃的低温雨
雪，但并未造成金钗石斛的冻害发生。在高温低湿

的夏季和低温高湿的冬季，１年中有近３～４个月停
止生长，而温室内则很少出现，因此林下贴树栽培的

金钗石斛生长量远低于温室环境下种植的金钗石

斛。

表３　不同栽培环境条件下金钗石斛茎条长度变化
Ｔａｂ．３　Ｌｅｎｇ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ｎｏｂｉｌｉｕｎｄｅｒｄｅ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测定指标
栽培环境

天然林 温室 人工林

茎条长度／ｃｍ ８．０±１．３２ １６．５６±２．１３ １２．５４±１．３２

２．３　不同栽培环境条件对金钗石斛水分及有效成
分含量影响

从金钗石斛不同部位含水量上变化上来看，茎、

叶的含水量高于根部含水量，其中以茎的含水量为

最高；在不同栽培环境下，温室内栽植的金钗石斛植

株含水量高于林下栽培植株（表４）。这主要是由于
温室内栽培时，基质能够给石斛生长提供充分的营

养，且温湿度及光照可以进行人工控制，相比林下环

境，能够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因此含水率更高，茎

条更嫩，口感也更好。除含水量有明显差异外，茎条

的颜色与植株根系也存在明显差异。相较林下种植

的茎条和根系颜色发绿，且根系不发达，温室内种植

的石斛植株根系非常发达，颜色发白，茎条颜色略透

明且显微黄。

表４　不同栽培环境条件下金钗石斛不同部位水分含
量变化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ｎｏｂｉｌｉ
ｕｎｄｅｒ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含水量（％）
栽培环境

人工林林下 温室大棚内

根部 ８２．０２±１．８８ ８５．０５±９．１６
茎部 ８８．６９±９．８２ ８９．２８±２．６０
叶片 ８４．７８±４．８２ ８７．８５±６．６８

以往的研究表明金钗石斛总生物碱含量远高于

其他种［４］。其中石斛碱是药材金钗石斛的主要有

效成分，其含量的测定是评价药材内在质量的有效

手段之一，不同产地金钗石斛的石斛碱含量有着显

著的差异，石斛碱的含量与产地的生态环境有密切

的联系，华茉莉等［５］测定的浙江产金钗石斛的石斛

碱含量达到０２％，与实验中的测定值较为接近，而
在贵州几个产地常见栽培品种中，赤水产金钗石斛

石斛碱含量最高，达到０２５９％［６］，重庆本地产的金

钗石斛的石斛碱含量低于赤水产金钗石斛，仅有

０１８４％，温室栽培的金钗石斛石斛碱含量更低，只
有０１５１％。就口感而言，凡性状鉴别时具苦味的
生物碱含量较高，通过品尝也能明显感觉林下栽培

的金钗石斛口感比温室内略苦，这正好说明不同栽

培环境对金钗石斛石斛碱含量有着显著影响。除此

以外，不同栽培环境对金钗石斛的总多糖含量也有

显著的影响，林下野外种植的金钗石斛总多糖含量

达到１０４４％，温室内种植的金钗石斛总多糖含量
达到８８７％（表５），重庆产的金钗石斛总多糖含量
远远高于贵州最高４．２％的水平［７］。

表５　不同栽培环境条件下金钗石斛化学成分含量变
化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ｉ
ｎｏｂｉｌｉｕｎｄｅｒ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化学成分指标
栽培环境

人工林林下 温室大棚内

总多糖含量（干基，％） １０．４４±０．０３１ ８．８７±０．０３５
石斛碱含量（干基，％） ０．１８４±０．０６８ ０．１５１±０．０６８

３　讨论

虽然重庆与赤水虽然都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

气候区，但在地形地貌以及温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地貌上赤水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林下种植的金钗

石斛大都以石栽为主。重庆的地貌主要是以山地、

丘陵为主，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８］，在温度方面，赤

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９℃。极端最高平均气温３００
℃，极端最低平均气温为５７℃［９］。而重庆平均气

温为１７３℃［１０］，极端最高平均气温达到３９６℃，
极端高温的天数在３５ｄ以上，极端最低平均气温为
１７７℃，极端低温的天数在１４ｄ以上［１１］，因此重庆

地区林下金钗石斛采用苔藓包裹，贴树栽培的方式

更更好地截流树干上的雨水，并达到保温保湿的作

用，更好地促进金钗石斛的生长。

对金钗石斛采用不同固定方式及在不同的栽培

环境条件下，测定株高、根、茎、叶含水量、总多糖含

量及石斛碱含量等进行对比研究表明，在固定方式

上，林下贴干栽培采用草绳和扎带的固定并包裹苔

３４４期 李在军，等：栽培环境对金钗石斛生长和化学成分的影响 　　



藓的方式有利于金钗石斛在自然条件下的正常生

长，相比单独的线卡固定有效减少树体伤害，比常见

的遮阳网包裹固定方式更为环保有效，减少了对树

木正常生长的影响。

金钗石斛采取林下种植时，适当的遮阴有利于

金钗石斛的生长，根据余家辉的研究，金钗石斛在中

等遮阴（５５％ ～６５％）长势最好［１２］。本实验中种植

在郁闭度０８林下和遮光度４０％的温室内的金钗
石斛依然可以正常生长，但过高的林下郁闭度会造

成成活率大幅下降［１３］，建议在选择林下种植时，林

下郁闭度应在０４～０８之间。
在温湿度方面，金钗石斛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

２５℃左右［１４］，２ｄ～３ｄ短时间内低于零度的气温
及冰雪并不会对金钗石斛造成不良影响。林下及温

室内栽培，湿度应保持在６０％～８０％为宜。
林下栽培的金钗石斛其多糖及石斛碱等有效成

分都高于温室内栽培的金钗石斛，因此林下栽培的

金钗石斛虽然生长慢，产量低，但品质却远高于温室

内培养的植株。引入重庆种植的金钗石斛其石斛碱

含量略低于浙江及贵州赤水所产金钗石斛，但总多

糖含量却是贵州赤水金钗的两倍多，因此金钗石斛

在重庆地区开展林下种植具有较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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