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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采收 /01 探讨与研究

! 杨明宏 卢 进 张玉方 王 斌 向赤忠 王祖文
（四川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 ’"."""）

摘 要：目的：探索中药材金荞麦采收规律，指导金荞麦采收 /01 制定。方法：结合太极集团原料生

产基地建设的特点，总结归纳金荞麦采收现状，分析采收时间和期限对金荞麦品质质量和产量的相关影

响。结果与结论：金荞麦采收的时间性是影响金荞麦品质质量的关键因素，金荞麦采收 /01 制定须明确

金荞麦的最佳采收期，要坚持“适时适度、优质高产”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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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规范中药原料生产过程。发展

以提高中药材质量和稳定性为核心

的中药材 231 生产基地，其中，中

药材标准操作规程 4 /;<@5<75 0E=7F
<;8@6 17$9=5:7=C /01D是重要的核心

软件之一，它的含义是各生产基地

根据各自的生产品种、环境特点以

及对药用部位特殊的要求，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达到 231 要求的方法

和措施。对于以药用植物为主的中

药材生产来说，实际上就是整地栽

种、生产期田间管理、采收加工等操

作过程的标准化。/01 是企业的研

究成果和财富，是检查和认证以及

自我质量审评的基本依据，是一个

可靠的追溯系统。系统中重要的环

节之一就是药用植物生长发育到一

定阶段，当入药部位或器官达到药

用要求时，则可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将其从田间等栽培地收集运回过程

的标准化。

一、太极集团原料中药材

金荞麦生产现状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历来重视原

料中药材的质量。目前，已在重庆

彭水建立了金荞麦、紫菀生产基地

以及涪陵薄荷、四川平武天麻、四川

崇州川芎等生产基地。其中金荞麦

生产基地已形成产业化规模，并进

行相关的 231 研究与生产，制定出

以金荞麦采收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符

合太极集团对金荞麦原料质量要求

的标准操作规程 4 /01D。
双子叶蓼科（1$%G6@<9=<9）荞麦

属（H<6$EG77BI8:）金荞麦（H&9GB$A:B
4H7=7D ?=8A@&）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以

根部入药，在我国西南部分地区资源

比较丰富，常野生于山坡、旷野、路

边及溪沟阴湿处，现家种已获成功，

并有大量栽培。它是太极集团拳头

产品“急支糖浆”的主要骨干原料药

材之一，年需求量 )J""; 以上，过去

供应主要以野生为主。随着市场对

产品需求量的扩大，企业对金荞麦

需求量也不断增大，供求矛盾日益

突出。为满足需求，保证金荞麦原

料品质，太极集团于 )KKJ 年着手金

荞麦基地建设，以重庆彭水等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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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
缩合原花色苷元素含量（! ，以干重计）

主根 支根 茎 叶 果实

一年生 " # $ — % # & % # ’ —

二年生 " # () *+ , &+ ) *+ * %+ **

表 % 金荞麦各器官中缩合原花色素苷元的含量

产区
形态特征 缩合原花色素

苷元含量（! ）茎 叶

贵州
绿 色
棕红色

叶背脉绿色，叶缘微具粉红色
叶背脉红色，叶缘微具红棕色

"- $
*- *

四川 绿 色 叶背脉绿色，叶缘微具粉红色 ,- .
广东 粉红色 叶背脉绿色，叶缘微具粉红色 ,- )

江苏
粉红色
绿 色

叶背脉绿色，叶缘微具粉红色
叶背脉绿色，叶缘微具粉红色

*- ,
*- ,

表 ( 金荞麦主要变型化学特征与形态特征

山区丰富的土地资源、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基础，采用“租赁土地、自主

经营”的方式，实现了金荞麦基地建

设的规范化、产业化，形成金荞麦栽培

生产、采收、加工过程的生产系统化。

野生状态的金荞麦传统采收方

法，是在茎抽苔开花后进行，据测

定，此时内在有效成分缩合原花色

素苷元含量最高。随着金荞麦野生

变家种的成功，我们按照中药材生

产的 /01 要求，对金荞麦规范化的

栽培技术、采收时间和方法等影响

药材品质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探索了一套完整的符合企业本身实

际的金荞麦采收 231。

二、金荞麦采收期确定的影响因素

采收的合理适宜与否，主要体

现在采收的时间性和技术性，其时

间性主要指采收期和采收年限。药

用植物采收达到药材质量标准的要

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

指药用部位要达到规定的色泽和形

态特征；二是品质要符合有关药材

标准规定的药用要求，即性味、有效

成分等应达到药用标准。

(+ 不同产地金荞麦的采收与

质量

金荞麦分布广泛，研究表明，同

种植物长期生长在不同的气候和土

壤环境中，种内会出现多种变型，这

些变型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及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量可能

是不相同的。贵州产区金荞麦一年

有两次开花的现象，第一次是在 .
月，第二次在 $ 月中旬，而其它群体

则没有此现象。形态特征上，江苏

产区金荞麦茎部均为绿色或微具粉

红色，而贵州产区茎及叶脉则为棕

红色；化学特征上，贵州产区缩合原

花色素苷元含量为 " # $! ，第二年

含量 ()!以上，而其它变型的含量

多为 , # *! 4见表 ( 5。了解这些变

化，对金荞麦在不同产区采收期的

确定是有效的。因为同一品种在不

同地区就会有不同的最佳采收时

间，这可因药材种类、地域范围不同

情况区别对待，而不是在采收时间

上一成不变。其实主要的关键，就

是掌握优质这个标准，从如何保证

获得优质药材这个角度考虑最佳采

收期。

%+ 金荞麦不同药用部位与质量

据测定，金荞麦植物体的各个

器官，如主根、支根、茎、叶及果实中

都含有缩合原花色素类物质，但含

量是不相同的，其中以主根含量最

高，支根、叶部和茎部含量较少 4见
表 % 5。根据对各个营养器官产量统

计的结果表明，金荞麦茎、叶比根低

’ 6 , 倍，如能合理利用，将会大大

地提高金荞麦的利用价值。

&+ 金荞麦不同生育期有效成

分变化规律

金荞麦在不同生育期其有效成

分缩合原花色苷元的含量也有变

化，如叶部 " # $ 月含量较高，到霜

冻时地上部分枯萎后，含量明显下

降 4见表 & 5。
’+ 金荞麦产量变化规律

药用植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首先

在考虑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必须综合考虑气候、土壤、耕作技

术、采收期对产量的影响，尤其是采

收期的影响。金荞麦采挖以生长 %
年者为宜。据观察测定，金荞麦于 &
月中旬即开始出苗，* 月中旬以后，

根茎增长迅速，到 () 月下旬植株枯

萎前，根茎产量最高。地上部分增

长速度以 . # $ 月中旬前最快，到植

株枯萎前增长速度达到顶峰，且此

阶段根缩合原花色素苷元含量最

高，为质量和产量同步的中药材品

种 4见图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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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金荞麦中缩合原花色素苷元在不同生育期含量变化

图 ) 根干物质积累图（克 + 株）

图 ! 根缩合原花色素苷元（, 以干重计）

综上所述，金荞麦采收的最佳

时间是在栽培第二年从 )" 月中旬

到地上部分枯萎后为最佳期限，因

为此时根的缩合原花色素苷元含量

最高，而且产量亦高。

三、结果与讨论

)& 金荞麦采收期是影响金荞

麦品质质量的关键因素，一般在栽

培生产第二年的秋冬季节 - )" 月中

下旬以后 .，植物地上部分将枯萎

时，此时根中在休眠期贮存的营养

物质最为丰富，通常含有效成分缩

合原花色素苷元也较高。

!& 对于以大面积栽培药材形

成的药材基地 -太级集团金荞麦基

地 . 来说，由于多种因素，对药用植

物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活性成分的

积累相差很大，从生产观点出发，必

须把有效成分的积累动态与药用部

位的产量变化这个因素结合起来加

以考虑，以期获得既优质而又高产的

药材。

*& 中药材采收 /01 是根据传

统采收经验，结合了金荞麦的生长

发育特点及内在有效成份含量与采

收季节、时间相关基础上确定的采

收时间和期限，其关键的一点是金

荞麦在外观品质和内在成分含量上

达到一定的标准要求，实质是坚持

“适时采收，优质高产”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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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期
采收时间

（日 + 月）

缩合原花色苷元含量（, ）

根 茎 叶

营养前期 )5 + 6 6& 5 !& 67 )& 3"
营养中期 )3 + 5 6& 7 !& "5 !& !5
营养后期 )7 + 7 6& 5 !& !6 !& 7!
蕾 期 )5 + 2 6& ’ !& !7 *& )*
盛花初果 )3 + )" 5& 6 )& ’7 !& 33

地上部枯萎 !2 + )" 5& 3 "& 3"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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