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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制定出“宁夏枸杞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需对控制影响宁夏枸杞质量的各种因子

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从而规范各生产环节。本文以优化栽培技术和病虫无害化防治两个环节作为研

究重点，使之达到“真实、有效、稳定、可控”，确保生产出质量稳定的枸杞子。方法：选用优良的种质资源

宁夏枸杞种——— 宁杞 ) 号品种，实施优化栽培技术，建立病虫害测报体系，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两头重，

中间轻”的无害化防治原则。结论：真实有效地实施“良地 * 良种 * 良法”，规范生产出药食两用、安全、

品质稳定的宁夏枸杞子。

关键词：枸杞 规范化 栽培技术 无公害 +,-

宁夏枸杞规范化种植

及病虫无害化防治

! 李润淮 李云翔 焦恩宁 安 巍 石志刚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 银川 /0"")1）

枸杞（234567 2& ）是我国名贵

的药用植物资源，属茄科枸杞属植

物。我国分布有 / 种 1 变种，其中宁

夏枸杞（234567 89:89:67 2& ）的药

用价值、经济价值最高，栽培利用历

史最长。（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将

枸杞列为本经上品;《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历次版本中均明确规定：

“枸杞子 本品为茄科植物宁夏枸

杞（234567 89:89:67 2& ）的干燥成

熟果实。”被国务院 )<<= 年列入既

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名单。为此

深入开展控制影响宁夏枸杞质量的

各种因子研究，规范各生产环节，是

实现“良好地种植规范”所必须的。

一、规范栽培技术

宁夏枸杞农艺栽培专业的科学

研究始于 =" 年代，在总结前人栽培

经验和历经数 )" 年的研究，取得

!" 余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在规范栽

培技术研究中，为避免少走弯路，课

题组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检

索，考察了宁夏地区（中宁、固原、惠

农、同心、银川）和内蒙等枸杞产区，

摸清了各枸杞产区的枸杞生产现状

和存在的问题，检索到相关文献

’"" 余篇。根据调研情况，集合科研

成果，将栽培技术各环节优化并组

装配套，完成了《枸杞集约化栽培模

式》（成果登记号：> )<<< ?"’< @!)A>收稿日期 ? !"") * )) * !1



!"〔 #$%&’ ()*+,)+ -,’ .+)/,$&$01 2 3$’+%,*4-5*$, $6 .%-’*5*$,-& 7/*,+8+ 3+’*)*,+〕

）。提出宁夏枸杞规范栽培技术的

指导原则! 统一规划园地、优良品

种、定植方式、农机化耕作和技术

措施管理。

二、优化栽培技术

"# 枸杞生产基地的环境质量

规划枸杞生产基地的建园地

达到国家制定的水质、大气环境、

土壤质量标准$ 远离城市与工业区

%&’( 以上$ 基本无污染。水质达到

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 )*+,+, - ,,
二级以上标准。大气环境达到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 )*+&./ - .0 二级以

上标准。土壤质量达到国家质量

)*"/0", - ./ 二级以上标准。

%# 优良品种

以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

划（农 " - 1 - & - +&）宁夏枸杞的品

种“宁杞 " 号”。其生物学特性：叶色

深绿，老枝叶披针形，新枝叶条状

披针形，叶长1# 0/ -,# 0&2(，叶宽

"# %+ -%# ,&2(，当年生枝灰白色，多

年生枝灰褐色。浆果果实，红色，果

身具 1 - / 条纵棱，果形柱状，顶端

有短尖或平截，花紫堇色。

+# 种植规程

3 " 4 密 度 ： 小 面 积 分 散 栽 植

（" - "& 亩），株行距 " 5 %(，亩栽植

+++ 株；大面积集中栽植（成地条 "&
亩以上）株行距 " 5 +(，亩栽植 %%%
株。

3 % 4 方法：株行距定植点挖坑

规格 +& 5 +& 5 1&2(，坑内施入的经

完全腐熟的厩肥 +’6 加 7、8 复合

肥 "/&6，与土拌匀后准备栽苗。苗

木定植前用萘乙酸 "&&99( 水溶液

沾根 / 秒钟后放入栽植坑填湿土，

提苗、踏实、再填土至苗木基茎处，

再踏实覆土略高于地面。栽植完毕

及时灌水。

3 + 4 检查验收：由上级主管部

门按建园设计检查验收。

3 1 4 技术档案： 建立准确、完

整的技术档案：地点、土类、土质、

土壤分析资料、地下水位、栽植时

间、品种、设计书、实际栽植株数及

苗木等级等。

1# 耕作农机化

+ 月下旬至 1 月上旬对枸杞园

实 施 农 机 土 壤 浅 耕 ， 深 度 行 间

"/2(，树冠下 "&2(，要求行间深浅

一致，树冠下不碰伤主干与根茎。

枸杞园地中耕除草在 /、0、:、, 月中

旬各进行一次，深度 "/2(，树冠下

"&2(。. 月中旬至 "& 月上旬翻晒园

地，深度行间 %/2(，株间 "/2(，要

求翻晒均匀不漏翻，树冠下作业不

伤根茎。

对新建园地在定植前要平整

土地高差在 + - /2(，如果高差太大

可将地分成 " 亩左右的小地块整

平。避免地势不平造成的积水而引

起病害。

叶面喷雾和土壤培肥均采用

机械作业，人均管理面积由传统栽

植的 + - / 亩增加至现在的 "& - "%
亩。

三、病虫无公害化防治技术

坚持贯彻保护环境、维持生态

平衡的环保方针和“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原则，按农业部规定的

“农药使用准则”，针对枸杞主要病

虫害，加强病虫害的种类、生活习

性及发生规律的调查，建立枸杞病

虫测报站，制订出适宜的防治原则：

农业防治法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化

学防治采用“两头重，中间轻”，即：

春季 / 月中旬枸杞现蕾以前，秋季

采果期以后。采用中低毒化学农药

集中时间杀灭出蛰害虫及卵和准备

越冬害虫及卵，0、: 月份采果季节

采用高效、广谱、低毒、无残留的生

物制剂与植物制剂防治病害虫。

"# 建立虫情测报网

早春以开展虫情测报为起点，

调查掌握越冬害虫的园间基数，为

早期判断何种害虫可能大发生提早

做出预防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关注

气候变化，建立气象观测点，同期开

展室外大田定点定期的虫情观测记

录和室内饲养观察，监测各害虫的

发育起点温度及发生一个世代的有

效积温，从而推算出全年发生代数

以及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在何时何虫

发生。例如：%&&" 年观测结果枸杞

蚜 虫 发 生 ", 代 ， 而 计 算 为 发 生

".# 0/ 代，比 %& 年前研究的年份发

生 "/ 代增加了近 / 代。这样在摸清

虫情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就可以做

到“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制定切实

可行的防治措施。图 "、图 % 为宁夏

枸杞主要害虫发生发展规律。

%# 农业防治

3 " 4 清理园地：于早春和晚秋

清理枸杞园被修剪下来的残、枯、

病、虫枝条连同园地周围的枯草落

叶，集中园外烧毁，消灭病虫源。

3 % 4 土 壤 耕 作 ：早 春 土 壤 浅

耕、中耕除草、挖坑施肥、灌水封闭

和秋季翻晒园地，杀灭土层中羽化

虫体，降低虫口密度。

+# 化学农药防治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中草药栽培与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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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春季 * 月中旬现蕾

以前，秋季 )" 月中旬落叶以后采用

中低毒化学农药集中时间杀灭出蛰

害虫及卵和准备越冬害虫及卵。

如：’"+ 辛硫磷拌毒土防红瘿蚊成

虫出蛰。

’& 生物农药防治

鲜果采收季节采用高效、广谱、

低毒、无残留的生物制剂与植物制

剂 防 治 病 害 虫 。 防 治 蚜 虫 选 用

)& *+ 苦参素乳油或 !+ 百草 ) 号

乳油（)""" , )!"" 倍液），!& *+ 扑

虱蚜可 湿性粉剂 （-""" , -*"" 倍

液）进行喷雾；负泥虫选用 )& *+ 苦

参素（)!"" 倍液）喷雾防治；硫悬浮

剂（*"" 倍液）防治锈螨；瘿螨选用

"& .+ 爱福丁（!""" , -""" 倍液）。

*& 病害防治

枸杞病害主要有 - 种，生产中

造成损失大的为炭疽病 /黑果病 0和
根腐病，它是一种土传性病害，在沙

壤土中易传播。另一种流胶病，是

枸杞枝干因机械损伤后引起。

（)）炭疽病（黑果病）：1%$23
454%%6 789:;%6<6 / =<$9420 =>6;%? 4<
=@A549B& 发生在 C D E 月份，特别是

阴雨天发病率高，病害发生程度与

高温高湿呈正相关。防治：一是合

理密植，保持良好的通风透光性；二

是在 C , E 月份，灌水时要注意灌水

量，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控制田间湿

度。同时注意天气预报，可在阴雨

天前预防，用等量式波尔多液 )""
倍或 C"+ 代森锰锌 C"" , E"" 倍进

行园地树冠喷雾防治。

（!）根腐病：F;G658;2 G>& 发生

在 * , H 月份，由于田间积水时间过

长和在机械耕作与铲园时造成树体

根茎损伤后受镰刀菌侵染引起。防

治：首先加强枸杞园管理，及时排

水，提高机械操作水平。此外，在挖

园除草和铲除根部徒长枝时，注意

不要碰伤根部。每年翻晒园地，使

根部周围耕作层得到充分曝晒。早

期发现少数病株及时挖除，并在病

穴施入石灰消毒，充分曝晒一夏后，

补植健株。

（-）流胶病：它是枸杞枝干因

机械损伤后引起，常发生在春夏两

季。特征为树干皮层开裂，从中分

泌泡沫状带粘性的黄白色胶液，有

腥味。干后病部似火烧状焦黑，病

因尚不清楚，但在流出胶液中发现

镰刀菌，怀疑为根腐病的前兆。防

治：用刀将被害部位的皮层刮净，用

!+ 硫酸铜溶液或波美 * 度的石硫

合剂涂刷即可。

四、产品质量

为保证药材正宗、优质、道地，

坚持“良地 D良种 D良法”，我们摸索

出一套科学化栽培管理体系，如图 -。
通过对宁夏枸杞园实行边研

究、边示范、边推广的规范化种植及

对枸杞主要病虫害的无公害化防

治，所生产的枸杞产品质量得到了

保证。!"") 年我所实施规范化管理

图 - 科学化栽培管理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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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枸 杞 基 地 平 均 施 农 药 !" #
次，$%%% 年平均亩喷施农药

&%" ’ 次 ， 现 在 亩 用 药 总 量

（&(’" !)）比 * 年前常规防治亩

用药总量（!+*" #’)）平均降低

#" + 倍。经宁夏测试中心和农

业部指定的吉林农业大学测

试中心对该基地所产枸杞子

进行有效和安全性分析：主要

营养成分（总糖、多糖、维生素

总量、氨基酸总量）均符合或

超过《药典》规定指标；对使用

的有机磷农药（氧化乐果）残

留 量 为 $’" *+ !) , -)（国标 为

&%%!) , -)），菊脂类农药（速灭

杀丁）残留量为 &" &* !) , -)
（国标为 $%%!) , -)），重金属含

量砷：%" %** .) , -)、镉：%" %#&
.) , -)、铅：%" ((# .) , -)、汞：

%" %+( .) , -)，均低于食品国

标 中 允 许 含 量 %" # .) , -) 的

标准。由此，枸杞子每年出口，

每年测试，均能符合中外客商

对宁夏枸杞的质量要求，确保

了“真实、有效、稳定、可控”的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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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广州中药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 蔡桂英 5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 #&%&’% 6

一、广州中医药的现状

广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的发

展状况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她的

地理、文化、风俗有一定的关系。广州地

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湿热，老百姓注重

调理，有饮服汤药的习惯，广州的街头

巷尾到处可见到中草药店和凉茶店。解

放后随着党的中医政策的落实，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广州市中医药事业得到发

展和壮大。广东省中医院无论是技术力

量或经济效益在全国是一流的。广州市

除各区设有中医院，还有中医专科医

院，如正骨医院、骨伤科医院。市内十几

家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也均设有中医

科，有的还有中医病房。从明清以来，广

州的许多中药厂驰名海内外，如陈李济

药厂、敬修堂药厂等，其产品在国内市

场均占有一定的份额。据不完全统计，

广州市中药一厂的胃乃安胶囊自问事

以来，由于疗效确切，十几年其销量稳

步增长。广州的许多药厂近几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7 还根据市场需要

研制适销对路的产品。如广州白云山制

药厂的板兰根冲剂、广州香雪制药有限

公司的抗病毒口服液、广州明兴制药厂

的清开灵口服液等；再如广州陈李济药

厂的补脾益肠丸和乌鸡白凤丸、广州中

药一厂治疗糖尿病的消渴丸。

近 $% 余年，广州的许多中药厂经

过努力已改变过去简陋小作坊式的生

产方式，改造或引进世界先进设备，改

进了生产。过去中成药的粗、大、黑的面

貌已有所改观。总之，广州从医到药与

毗邻的港澳相比有她的优势。( 年前，

香港的有识之士曾建议把香港建成中

药港，经论证目前尚未有结论，但从中

医药的技术力量、基础设施来看，广州

在总体上比香港占有优势。目前，广州

的各大中药厂已有近 #% 个品种被列为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广州已成为全国中

成药的骨干地区之一。由广州几个大中

药厂组成的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 年

8 股已在香港上市，$%%& 年 0 股也在

上海上市，可见其经济效益和经济实力

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广州的中药发展在国内虽有其优

势，但其现代化的步伐仍缓慢，缺乏应

有的经济效益。历史遗留给广州的虽有

“陈李济”等一批知名品牌的老字号，但

与世界跨国公司制药业相比存在着多、

散、小的局面。广州的中药厂虽然多、潜

力大，但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生产附

加值低、生产和技术后劲不足、管理滞

后。广州中药厂的产品剂型虽有改进，

但以片剂、口服液、胶囊、颗粒为主，不

少仍是过去的膏、丹、丸、散。尽管广州

老百姓喜欢中医，重视用中药进行调

理，但有关资料显示，广州市西医的门

（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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