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卷 第六期 ★

黄、种子规范化生产操作规 , 、。。。制定

⋯
口张丽萍 史 静 杨春清 李先恩 丁 万隆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在查 阅大量技术资料
,

深入产 区 总结 经验和种质资源鉴定
、

病 虫 害防 治
、

加 工 处理等

试验的基础上
,

对黄茂种子 生产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 了调查研究
,

制仃 了黄茂种子 生产的操作

规程
。

关键词 黄 茂 种子 规范化 生产

黄茂是我 国传统常用滋补 中药材
。

黄茂药性微 技攻关重点资助项 目
,

将
“

黄茂的规 范化种植研 究
”

温
,

味甘
,

归肺
、

脾 经
,

有 补气 固表
、

生 肌
、

利 尿退肿 基地选择在 山西
、

内蒙
。

目前这些课题在 中国医学科

等功效
。

已有 多年的应用历史
。

依据《中华人 民 学 院药用 植 物研究 所 和 山西 医 药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共和 国药典 》 年版
,

一部 规定
,

商品黄茂的基 司
、

内蒙古赤峰 民权药业有 限责任公 司的共同努力

源 植 物 为 豆 科 植 物 膜 荚 黄 蔑 卿汉 下
,

已顺利通过验收
,

为黄蔑规范化种植生产提供了

。 和 蒙古 黄 蔑 叱侧 科学依据
。

刀创‘ 众所周知
,

在 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中
,

首先要解 决
,

药用 部分是 两种黄茂的干燥根
。

的就是 中药材种质资源 问题
,

包括种子质量标准问

历史上黄茂 的地道产 区 为 蒙古黄蔑主要产于 题
。

因为种子 的质量 问题严重影 响药材 的生产
。

为

内蒙古西部
、

山西
、

甘肃等地 区 膜 荚黄蔑 主要 产于 此
,

年 国家科技部将
“

种 中药材种子质量标

山东
、

河北
、

内蒙古东部
、

东北三省等省 区
。

现在黄蔑 准 的研究与制定
”

列 为
“

十五
”

科技攻关 重点资助项

药材主要栽培于 以上地 区
。

目
,

其 中包括 了蒙古黄 蔑 日 汇珍以 ,

年 至 年期 间
,

国家科技部设 立
“

九 乙 种 子 的质

五
” 、 “

十五
” “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与产业 化开发
”

科 量标准研究与制定
。

现将蒙古黄茂种子生产操作规

—
程整理成文

,

以供参考
。

收稿 日期 一 一邓

修回 日期 一 一

科学技术部
“
十五

”
攻关计划

“

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项 目 种中药材种子质童标准研究与制定

,

负责人 李先恩
。

联系人 张丽 萍
,

副研究员
,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中药材栽培技米的研究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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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内蒙
、

山西产区黄苗种质资源

及种子生产的调查研究

内蒙
、

山 西产 区黄茂种质资源 的调 查

我 国黄蔑属植物有 多种
,

种质资源非常丰

富
。

山西
、

内蒙种植的黄蔑主要是蒙古黄茂
。

蒙古黄

蔑在 山西主要分布在恒 山
、

五 台山
、

管琴 山
、

芦芽 山
、

吕梁 山
、

太 岳 山
、

中条 山
,

分 布面 之 广涉 及 到全 省

个地 区 个县
、

多个 乡
。

分布形式 主要 为野生
、

半野生状态
。

栽培种植较集 中
、

产量较高的县有浑

源
、

灵丘
、

繁峙
、

代县等
。

内蒙蒙古黄茂 主要种植 区有

包头
、

固阳
、

呼和浩特
、

赤峰等
。

山 西
、

内蒙黄茂种子 生产现状调研

黄蔑用 种子 繁殖
。

我们 到蒙古黄茂主要 种植 区

进行 了调研
,

也 收集 了一些 有代表性 的黄茂种 子
。

从 调查结果看
,

这些 地 区 黄蔑种 子存在 无种 子质 量

标准
、

无 良种 繁育基地 和无 良种 繁育操作规程 等 问

题
。

黄茂种子无质量标准
、

质量参差不 齐
。

蒙古黄茂种 子 以 内蒙 出产最 多
,

流通 到 山西
、

宁夏等地 膜 荚黄茂种 子 以 河 北 安 国
、

山 东 出产最

多
。

目前收集 到黄茂种子样 品为 年产 贮藏

年
、

年 贮 藏 年
、

年 贮 藏 年 和

年 内蒙包头 的蒙古黄蔑
、

年 宁夏 的蒙古黄

蔑
,

以 及 年 内蒙赤 峰 的蒙古黄茂
、

山西浑 源 的

蒙古 黄 茂
、

山 西 广 灵 的蒙古 黄 蔑
、

山西 代 县 的蒙古

黄茂
、

甘肃 陇西 的蒙古黄 茂
、

吉林抚 松 的蒙古黄茂
,

年河北安 国的膜荚黄茂
。

均 为家种
。

在市场上

流通 广泛
,

具有一定代表性
。

普遍结果是杂质很 多
,

存在优 劣混 杂
、

无统 一 的标准 等 问题
。

具体数 据 及

描述见表
。

黄茂种子 无 良种繁育基地
。

黄茂 的繁殖材料是种子
,

但在 实际生产过程 中
,

种 子的生产一直不被重 视
,

种 子生产基本是黄蔑生

产 的副产 品
,

无专门的 良种繁育基地
。

种子种苗 的生

产
、

经营无专业部 门管理
。

药材生产者生产用种 主要

来源 于 当地野生黄蔑种 子和栽培 黄蔑产地
,

种 子基

本是 自给 自繁
。

黄茂种子无 良种繁育操作规程
。

由于黄蔑种 子 的生产一直不被重视
,

种 子生产

存在 的主要技术 问题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或受到相

应 的重视
,

种子生产无规范化操作规程
,

严重影 响 了

表 黄蔑种子现状调查表 调查时间 年 月

产地与品种 种子生产时间 千粒重 杂质含量 生活力

竹
发芽率 含水量 有虫眼种

子数
带菌种
子数

气叹口内气口

勺

︺‘伟、︶

⋯⋯
,,、

门直

气、︸内蒙包头蒙古黄茂

内蒙包头 蒙古黄茂

内蒙包头蒙古黄茂

宁夏蒙古黄茂

内蒙包头蒙古黄茂

内蒙赤峰蒙古黄茂

山 西浑源蒙古黄茂

山 西广灵蒙古黄茂

山 西代县蒙古黄茂

甘肃陇西蒙古黄茂

吉林抚松蒙古黄茂

河北安国膜英黄茂

年

年

年

年

年

科 年

年

年

以 年

年

拜 年

年

土
,

亡声︸,傀」

⋯⋯
,‘八己飞︸八︼、︶飞、︸,‘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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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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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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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的质量
。

主要 问题有 ①种子来源 于混合种群
,

既无认定的优 良品种
,

也无经过提纯复壮 的筛选 ②

由于黄 民植株在生 长过程 中有许 多病害
、

虫害发生
,

开 花结果期常受黄 茂籽蜂 的为害
,

黄 茂种子被害率

一 般 为
,

严 重 者 达 到
,

严 重影 响 黄

茂种子 的质量 和发芽率 ③种子生产过程 中没有对

种子进行提纯 复壮
,

缺乏 系统 的 良种选 育工作和 良

种 繁育操作规程
,

种源存在退 化情况
,

部分种源存在

混杂情况

根据黄 茂种子及种子生 产 的现状 和 问题
,

急需

制定黄 茂种子 质量标 准 和 种子 生 产标 准操作规 程
,

建 立良种 繁育基地
。

二
、

黄茂种子生产标准操作规程

为 长期发展需要
,

最好建立 良种 繁育基地
,

专供

采种用 良种 繁育基地 的选择 和建 立需符合下 列环

境 要求

黄 茂种植环境的要求

自然 生境

黄 茂对气候适 应性较强
。

光照 充足
,

积温较高
,

昼 夜温 差大 的条件
,

适 合黄茂生长
。

黄茂分布较广
,

生 产 基地选 择 范 围较 宽
,

我 国 山西
、

内蒙
、

河 北
、

片

肃
、 ‘

护夏均 可种植 繁殖种子
。

选地

黄茂是深根植物
,

故应选 土层 深厚疏松
、

排水 良

好的砂质壤 土
,

无 隐蔽
、

阳光充 足 的地块 或缓坡 地
。

含水量大的板结粘土
,

地下水位 高
、

低洼易积水 的地

块
,

不宜栽培黄茂 盐碱滩地也不能种植黄茂
。

种子

生产地最 好有灌溉水源
,

有利 于 开花结果期满足黄

茂对肥水 的要求
。

种植基地环境质量要求

①生态环境 质量标准
。

由于黄 茂植株在繁殖种

子的生 产规程 中
,

黄 茂根部
一

也可以作 为药材使用
,

所

以 生 产 基地应选择远离 交通 干道或周 围设有 防护林

带 等
,

以 及 大气
、

水质
、

上壤无污染 的地 区
,

周 围不得

有污染源
、。

环境生态质量 空气环境应符合
“

大气环

境
”

质址标准 的二 级 标 准 灌溉 水质应 符合
“

农 田灌

慨水
”

质 量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相 关标 准

二级标准
。

土壤农药残 留量 限量要求 六 六 六 的浓度

不得超 过
,

滴滴 涕 的浓度不 得超过 川

。

重金属 含量 限量要求 参考黄壤土 中允许的最 大

含 量 单 位 汞 黄 壤
,

福

黄壤
,

铅 黄壤
,

扒 , 。 黄

壤
。

②黄 茂种 子生 产 基地 应 选 择远 离 豆 科植 物
、

远

离膜荚黄茂种植 区
、

前茬作物不是豆科植物 和 黄 茂

生产地
。

整地与施基肥

一 般秋
、

冬 季 翻地
,

整 地 要 深 翻 〔
、

川
,

并

结 合 翻地 施 足 基 肥
,

每 亩 施腐熟 的粪 肥 或

农 家肥
、

过磷 酸 钙 一 也 “
‘

存 季 翻

地
,

但要 注 意土 壤保 墒
。

作 畦可 根据土 壤 质地
、

排

水 好 坏
、

当地 气 候 条 件 和 耕 作 习 惯 不 同 而 定
,

沙 质

土 透 土 性 好
,

排 水 方便 或 少 雨 区
,

可分 成 几 大块 做

平 畦
。

繁殖与种植

种质资源 的选择
。

依据《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药典 》 年版
, ‘

部

规定
,

商 品黄芭 的基 源植 物 为膜荚 黄 茂 从 即 、

和 蒙古 黄 蔑 、 川 , , , ,二 『, ,一 。
、

, 、

。

膜英黄 茂和蒙 占黄 茂的植物特性

不 同
。

所 以
,

黄茂种质资源 的选择 和种 子的生产最 好

有 明确 的供应地 区
。

一般 内蒙
、

山 西
、

宁夏
、

「肃等以

生产蒙古黄茂为主
,

供应 述地 区 的种
一

子应选择蒙

古黄茂为其种质 资源
。

繁殖与种植
。

黄茂植 株 的繁殖 方 法有 种 子 繁殖 直播 及 育

苗移栽
。

①种子处理
。

选 种 以 当年 采 收 的
、

无虫蛀 或病 变 的
、

种 皮 黄

褐色或棕黑色
、

种仁饱满 剥开种皮 可见 自色的种

仁 的种子为最好
。

温水 催 芽 将 种 子 放 人 水 温 ℃的 水 中授 泡

将水 倒 出
,

种 子 加 覆盖 物炯 一 ,

待种 子膨 大

或外皮破 裂时
,

可拌土播种
。

机 械处理 将种 子置 于 石 碾 放 厚 些 快 速 碾

〔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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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遍
。

待种子碾至外皮 由棕黑色变为灰棕色时 即可

播种
。

或将种子拌人 倍 的细砂揉搓
,

种皮擦伤 即可

带砂播种
。

②种子直播
。

播种 时间 黄茂春
、

夏
、

秋 三季均可播种
,

但 以 春

播 和秋播较好
。

春播选 在 当地气 温稳 定 在 ℃以 上

时 秋播在 当地气 温下 降到 巧 ℃左右 时
。

播 后 保持

土壤湿润
,

巧 左右 即可 出苗
。

春季播种时 间为 月

中下旬
。

播种 深 度 黄 茂 种 子 子 叶顶 力 弱
,

根 据 不 同 的

土 质 确 定播种 深 度
,

沙 质 土播种 深 度 为
,

壤

土 结 构好 播 种 深 度 一 ,

粘 土 播 种 深 度
。

播 种 方 法 穴 播 或 条 播 均 可
。

穴 播 按 行 距
,

穴距 挖 浅 穴 条播 按 行距 开 浅 沟

沟深
。

将种 子拌适 量 细砂
,

均匀撒 于 沟 内
,

覆

土约 镇压
。

每亩播种量 一 。

播种 至 出苗

期要保持地 面湿润 或加覆 盖 物 以 促进 出苗
。

大 面积

种植 以 条播 为好
,

用 机 引播 种 机 或 畜 力褛播
,

小 面

积 播 种 可 用 锄 开 沟
、

手撒 播 或 用 人 工播 种 器 播 得

均匀
。

③育苗移栽
。

做 一苗 床 宽
,

每年 一 月 春播 或

月 秋播
,

将经过处 理 的种子撒播或条播 于床

面
,

覆 土 约 左 右
,

亩 用 种 子 巧
,

播后 半

个月 即可 出苗
。

苗期注意排水防涝
、

灌水防旱
、

除草

防病等
。

在 当年 月 秋季 或第二年春季 月 中旬
,

选 择条长
、

苗壮 少分枝
、

无病虫伤斑 的幼苗移栽
,

行株距 为
,

一般采 用斜栽 或平 栽
,

沟深根

据幼苗大小而定 一般不超过
,

栽后踩实或镇

压 紧密
,

利于缓苗
。

浇水后移栽或趁雨天进行利于成

活
。

每亩可栽苗 一 万株
。

田 间管理
。

①中耕除草与间定苗
。

当幼苗 出现 片小 叶片 苗高 一 ,

按株距
一 进行 间苗

,

防止移栽密度过大 缺垄 断苗处可

补苗
。

结合 间苗进行一次 中耕 除草 苗高 一 时

进行第二次 中耕 除草
,

以保持 田 间无杂草
,

地表层不

板结
。

苗高 一 时
,

条播 的按株距 一 定苗

穴播 的每次 留苗 一 株
。

②去杂去劣
。

在植株生长季节
,

还应根据蒙古黄蔑 的特征特性
,

把

与其 良种不 同的杂株 和病
、

弱株拔除
,

保 留纯 的植

株
,

做到去杂去劣
。

③水肥管理
。

黄 蔑
“

喜水 又怕 水
” ,

因此 在 管 理 中要 注 意及 时

排灌
。

特别在黄茂 的苗期 和返青期应及时灌水
。

若气

候不是特别干旱
,

一般可不浇水
。

雨季湿度过大
,

会

导致根部 腐烂
,

黄 蔑幼苗死亡
,

故应特别注 意排 水
,

充分降低土壤湿度
,

以利根部正常生长
。

黄茂生长期长
,

需肥 量大
。

特别在第一
、

二年生

长旺盛
,

根部生长也较快
,

每年可结合 中耕除草施肥
一 次

,

每亩沟施厩肥 一 。

施用化肥应 以

磷钾肥 为主
。

在苗期追施氮肥和磷肥 硫酸按 巧 一

千 克 或 尿 素
,

硫 酸 钾 一 ,

过 磷 酸 钙
。

花 荚期是 黄芭 营养 生 长及 生 殖 生 长 的旺 盛

期
,

这 时追 肥 十分重 要
。

一 般 每亩施 过 磷 酸 钙
、

氮肥 一 ,

促进结实和种熟
。

黄盖主皇病鱼害互甚堕治宣迭

黄茂病 害及其防治 方 法
。

黄茂 的病害 主要有 根腐病
、

白粉病
、

枯萎病
、

锈

病等
。

①黄茂根腐病
。

症状 主要危害黄茂根部
,

根尖或侧根先发病并

向内蔓延 至主根
,

植株 叶片变黄枯萎
。

病株极易 自土

中拔起
。

发病规律 病 菌可 在 土壤 中长期 营腐 生活
,

随

时 引起 为害
。

病菌 主要 靠水 流
、

土壤耕作传播
,

通

过 根部伤 口 侵人
。

地 下 害虫
、

线虫 及践踏造成 的伤

口 有 利 于病菌侵人
。

通 风 不 良
,

排 水 不 畅
、

杂草丛

生 的潮湿地易 发病
,

常造 成 根部腐烂
。

月 中旬 开

始发 生
, 一 月连 续 阴雨后转 晴

、

气温 升时发病严

重
,

常造 成植株 成 片枯死
。

连作地及 多雨 潮 湿地块

易发 生
。

〔『 。 健刀子 。邵名婉 仓以勿 耐 如耐
。 朋 叼山己 司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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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加强 田 间管理
,

实行 年 以 上轮作
。

雨后及 时排水
,

地面不 积水
。

播种时每 用 木霉制

剂 拌适量细土 沟施
。

合理 密植
,

注意株 间通风透

光 可 减少发病
、

发病初期
,

可 甲基托布津

倍 液或 百 菌 清 可湿性粉 剂 倍液 喷茎 基 部
,

或用 倍石灰水灌根
、

②黄蔑 自粉病
。

症状 主要危害黄 民叶片
,

初期 叶两 面生 白色粉

状斑 严 重 时
,

整 个 叶 片被一层 白粉 所覆盖
,

叶柄 和

茎部也有 自粉
。

被害植株往往早期落叶
,

产量受损
。

黄茂荚果和茎秆也 可受害
。

发病规律 从苗期 到成株均可发病
,

一般多在
一 月

。

病原菌在 寄主的发病部位产生 大量 的分生

抱
一

子
,

借空气传播
。

高温高湿 的气候 条件有利于抱 子

萌发和侵染
,

而气候 干燥 时又有 利于分生抱子传播

蔓延
。

栽培管理粗放
,

施肥浇水不 当
,

尤其是施用 氮

肥过多易造成植株徒 长
,

均有利于病害 的发生
。

防治措施 加强 田 间管理
。

宜选新茬地种植
,

忌

连作
。

合理 密植
,

注 意株 间通 风透光
,

可减少发病
。

施

肥 以有机肥为主
,

注意氮
、

磷
、

钾肥 比例配合适 当
,

不

要偏施氮肥
,

以免植株徒 长
,

导致抗病性降低
。

实行

轮作
,

尤其 不要 与豆科植物和易感染此病 的作 物连

作
。

生 长期发病
,

可用药剂 防治
。

用 粉锈 宁 可

湿性 粉 剂 倍 液或 多 菌灵 可 湿性 粉 剂

倍液喷雾
。

用 百 菌清 可湿性粉剂

倍 液或 固体石硫 合剂 巧 倍 液 喷雾
。

硫

黄悬 浮剂 倍液或 敌 力脱乳油 一 倍

液喷雾
。

敌力脱乳油 倍液加 巧 三哩酮

可湿性粉 剂 倍液喷雾
。

用 以 上任意一 种 杀 菌 剂或交替使用
,

每隔

喷 次
,

连续喷 一 次
,

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③黄茂枯萎病
。

症状 被害黄蔑地上部枝 叶发黄
,

植株萎蔫枯

死
。

地下部主根顶端或侧根首先催病
,

然后渐渐 向上

蔓延
。

受害根部表面粗糙
,

呈水渍状腐烂
,

其 肉质部

红褐色
。

严重时
,

整个根 系发黑溃烂
。

极 易从 土 中拔

起
。

土壤湿度较大时
,

在根部产生 一层 白毛
。

发病规律 病 害常 于 月 下旬 至 月 初开 始发

病
,

月 以 后严重发 生
,

常导致植 株成 片枯 死
〔。

地 下

害虫活动频繁
,

地势低注
,

都有利 于病 害 的发生或 加

剧
。

防治措施 整地 时进行土壤 消毒
。

对带病种苗进

行 消毒后再播种
。

药剂防治参 考白粉病
。

④黄蔑锈病
。

症状 被害叶片背面生有大量锈菌抱 子堆
。〕

锈菌

抱子堆周 围红褐 色至 暗褐色
。

叶面有黄色 的病斑
,

后

期 布满 全叶
,

最后叶 片枯死
。

发病规律 一般在北方地 区 于 月 下旬发 生
,

月严 重
。

田 间种植 密度过 大
,

氮肥 过 多有 利于 发

病
。

防治措施 实行轮作
,

合理 密植
。

彻底清除 日 间

病残体
,

及时喷洒硫制剂或 粉锈 宁 可湿性粉 剂

倍液
。

生长注意开沟排水
,

降低 田 间 湿度
,

减 少

病菌为害
。

选择排水 良好
、

向阳
、

土层 深厚 的沙壤 土

种植
。

发病初期喷 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 剂

倍液 或敌锈钠 防治
。

黄 茂害虫及综合防治
〔

在 为害黄茂的众 多害虫 中
,

为害严 重
、

造 成较 大

经济损失 的有黄茂籽蜂
、

豆荚螟
、

芫蓄 和蚜虫 二类
、〕

①黄茂籽蜂
。

黄蔑籽蜂是 为害黄蔑 的一类食心虫
,

黄茂籽蜂

对种 子 为 害率一般 为 一 ,

严 重 者达 到
。

其他食心虫还有豆荚螟
、

首藉夜蛾
、

棉铃虫
、

菜

青虫等
,

这 种 害虫对种荚 的总为害率在 以
。〕

寄 主在蒙古黄蔑籽 内越冬 的黄蔑籽蜂 、 , 卿司

有 内蒙黄 茂籽 蜂 。。 ,
记
谬么 、二邵 。。

、

北 京 黄

茂籽蜂 。乡招 。乒 。一 、 、 ,

圆腹黄 茂籽蜂

叩 邵“ ,

拟 京黄茂籽蜂 叩
迁码

。

对 黄蔑籽蜂应采取综合防治 及 时清除 田 内杂

草
,

冬 季进 行清 田
,

处 理残 株 和枯枝 落 叶
,

以 减 少 越

冬虫源 做好种子清选
,

清除有虫籽
,

减 少籽蜂传播
,

收种后 用 一 倍 液 的 多菌灵 拌 种
,

杀死 正 在

羽化或 尚未羽化 的籽蜂 田 间药 剂 防治应 于盛 花期

和青果期各喷乐果乳油 倍 液 次 种 子采收 前

肠 〔 灰 朋 , 〕乃么, 七 衣, 耐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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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 可 喷 西 纳粉 防治 正 在 大 量 羽 化 的籽

蜂
。

②豆荚螟
。

鳞翅 目螟蛾科昆虫一般在 一 月发生
,

成虫产

卵于嫩荚或花苞上
,

幼虫孵化后 为害种子
。

防治方

法 在成虫盛发期
,

于傍晚喷洒 晶体敌百虫稀

释 一 倍液
,

每 一 喷 次
,

连续 喷 一

次
,

直到种子全部成熟
。

③芫蓄
。

芫 著 为 害 黄茂 的茎
、

叶
、

花
,

喜食 幼 嫩 部 分
,

严

重 的可 在 几 天 之 内将植 株 吃 成 光秆
。

以 大头 豆 芫

蓄
、

中 国 豆 芫蓄
、

存 疑 豆 芫 蓄
、

暗 头 豆 芫 着 数 量 居

多
,

占总 数 的
,

其 次 为 蒙古斑芜 著
、

苹斑芫 蓄
,

个别还 有 丽斑 芫著
、

小斑 芫蓄和绿 芫 蓄
。

豆芫 蓄成

虫于 月 下旬 至 月 中旬 出现 为 害
,

月 份 为严 重

危 害时期
。

成虫 白天 活 动
,

有 群集 为害 的 习性
,

喜食嫩 叶
,

也能取食老叶 和嫩茎
。

叶被害后
,

往往仅 留叶脉
,

严

重时全株 叶片被吃光影 响开花结实
。

常点片发生
,

局

部地 区能成灾
。

成虫受惊时迅速散开或 坠落地下
,

且

能从腿节末端分泌 含有芫 蓄素 或称斑鹜 素 的黄色

液体
,

如触及人体皮肤
,

能 引起红肿发泡
。

防治方法 冬季 翻耕土地
,

消灭越 冬幼虫
。

人工

网捕 成 虫
。

用 敌 百 虫 粉 剂 喷粉
,

每 亩
,

或 喷施 晶体敌百虫稀 释 倍液
,

每亩

用药液
,

均可杀死成虫
。

④蚜虫
。

为害黄茂的蚜虫是槐蚜和无 网长管蚜 的混合群

体
,

以槐蚜为主
,

多集 中为害枝 头幼嫩部分及花穗

等
,

多 在 一 月 发 生
。

植 株 虫 害 率 可 高 达
,

致使植株生长不 良
,

造成落花
、

空荚等
,

严重影

响种子和 商品根 的产量
。

可用植物农 药 苦 参

碱水剂 倍液 防治
。

开花前抓 紧时机 防治蚜虫
,

以免影 响种子产量
。

采收
、

加 工

黄茂种子 的采收
。

①采收时间
。

黄茂定植 当年 即可产籽
,

但产量极低 定植 年

黄蔑 的种子产量虽高
,

多不饱满
,

一般采集定植 年

后结 的种子最好
。

黄蔑种子是夏 季成 熟
,

黄蔑荚果易 自然 开裂
。

当

荚果将 由淡绿色变黄褐色或棕色时采 收
。

黄蔑种子

老熟后往往硬 实增 多
,

或休眠加深
。

如采后 即播
,

应

采收适度成熟 较嫩 种子
。

②采 收方法
。

采种 时不宜为 了省工而割取全株
,

以免影 响根

的生长
。

当黄蔑果荚变黄 时用枝剪或采种镰等将果

枝割下
。

③采 收注意事项
。

在采 收过程 中
,

除 了避免机械混杂外
,

必须进一

步去杂去劣
,

选健壮
、

生活力强
、

株型 良好
、

籽粒饱满

的植株采种
,

生长不 良或不正常
、

有病虫感染 的植株

不宜采种
。

即采集 品种优 良而纯正
,

籽粒饱满 的种

子
。

由于 目前 黄茂还 没有 国家审定 的新 品种
。

蒙古

黄茂栽培用 种一直来源 于 由野生或半野生 的黄蔑植

株采集来 的混合种群
,

或经过几代栽培 的农 家混合

种群
。

所 以蒙古黄芭种子 的生产不仅要注 意去 杂去

劣
,

而且要重视 良种 的选择
。

选择 的方法归纳起来有

两大类 单株选择和混合选择
。

田 间株选或穗选 在大 田
,

根据蒙古黄蔑原种 的

特征 与特性进行株选 或穗选
,

分别收获
。

第二轮将上

轮选 的单株或单穗
,

种植成株行或穗行
,

在成熟前观

察几 次
,

把 杂 的穗 行记 载 清楚
,

收获 时先收杂穗行
,

留下 的生长发育一致
‘

的同原 品种一样 的植株混合收

获
,

即为原种
,

下年种植在原种 田或一级种子 田
。

按

单株或单穗种成株行或穗行
,

淘 汰杂 的
,

将相 同类 型

的株行或穗行进行混合收获
,

单株繁殖
,

供一级种子

田做种用
。

混合选择 在大 田 或从 当地 良种场 和外地 引进

的适合 当地种植 的 良种 田进行株选
,

混合收获
,

来年

种植在一级种子 田 里
,

进行去杂去劣
,

随后进行株

选
,

混合收获后作为下年一级种子 田播种用 的种子
,

其他 的收获后
,

作 为二级种子 田 的种子
,

二级种子 田

去杂劣后
,

供大 田播种之用
。

一个优 良品种应经常去

杂保纯
,

如果不及 时采取措施
,

等混杂退化严重后再

〔甲
逆扮沼 邵 ’双才动 以 刀己几了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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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纯复壮就事倍功半 了
。

划分种子质量级别 的依据
。

达不 到指标 降为 一般种

种子的加 工
。

子
,

达不到 降为不合格种 见表
。

采收后 的英果
,

一般放在 帆布上或塑料 布上 晾 种子质量监测
。

晒
,

也可在晒场上晾晒 如天气不好则放在荫棚或通 黄茂种子质量 检测 内容参照 国家农作物种 子检

风 良好 的场所 阴干
,

并勤翻动
,

傍晚集 中堆起
,

并用 验 规 程 的 内容及 研 究 制 定 的黄 蔑 种 子 检 验 规 程 进

帆布
、

席子等覆盖
。

待充分干燥后
,

用棍棒敲打
,

也可 行
。

在此不详细报道
。

用 连枷打下种子 经脱粒 的种子
,

除去 杂物
,

晒干到 包装
、

储藏及运输

种子标准含水量约 一 后
,

经种子分级筛选
,

包装
。

装人种子专用袋中
,

在干燥通风处贮藏
。

由于黄茂较 按等级规格要求将黄茂种子晾干后 装袋
,

选用

小
,

种子 的标准含水量和它充分气干时 的含水量 大 不 易破损
、

干燥
、

清洁
、

无异 味 以 及透气 的材料制成

致相等
,

一般情 况凭经验可知种子 的含水量
。

专用袋包装
,

以 保证 种子 的运输
、

贮 藏
、

使用 过程 中

种子质量标准及监测 的质量
。

包装要牢 固
、

防潮
。

一般用纸袋或塑料编织

种子质量标准
。

袋
。

①黄茂种子来源
。

储藏
。

种 子来 源 于蒙古 黄蔑种植 区 的混合 群 体 种 子
。

①仓储条件
。

一般要求 来源于 一 年生
、

无病虫害黄茂植株 的果 黄蔑种子贮藏过程 中除了避免机械混杂外
,

适宜

实
。

贮藏在干燥冷凉的条件下
。

要求贮藏在低温卜 ℃

②外观性状
。

℃ 干燥 含水量 一 条件下
,

一般放在室 温下

蒙古黄蔑的植 物特征 植株较矮小
,

小 叶亦较 或较凉爽 的温度下无不 良影 响
。

最简便和最经 济 的

小
。

多年生草本
。

主根长而粗壮
,

条较顺直
。

茎直立
,

方法是在仓库 内贮藏成堆
,

或放在麻袋或开放 的容

高
。

奇数羽状复 叶
,

小 叶 对 小 叶片 器 中保存
,

在较凉爽气候 和 空气 湿度较低 的情况下

小
,

宽椭 圆形
、

椭 圆形 或 长 圆形
,

长 一 ,

宽 一 效果很好
。

如在较湿气候下
,

则必须把于种子贮藏在
,

两端近 圆形
,

上 面无 毛
,

下面被柔毛 托 叶披针 密闭的容器 中
。

如放在罐
、

坛
、

瓶 中
,

可在底部放些生

形
。

总状花序腋生
,

常 比叶长
,

具花 一 余朵 花尊 石灰或干炭块
,

种子干燥后放人容器 中密封
。

存于阴

钟状
,

密被短柔 毛
,

具 尊齿 花冠黄色至淡黄色
,

长 凉处
,

可 以贮放较长时间
。

或在仓库设置降温及排湿
,

旗瓣长圆状倒 卵形
,

翼瓣及龙骨瓣均有长 设备
,

在种子容器周 围必须适 当通 风
,

仓库 里 并采取

爪 雄蕊
,

两体 子房光滑无毛
。

荚果膜质
,

膨 常规的防护措施防止鸟兽危害
。

胀
,

半 卵 圆形
,

直 径 一 巧
,

先端有 短 缘
,

基 部有 如需要 长期保存 的种子
,

则应 干燥至安全 含水

长子房柄
,

均无毛
。

花期 一 月
,

果期 一 月
。

量
,

放在密封容器 内置于低温保存
,

如放 在 冰箱或冰

种 子 特 征 荚 果 薄 膜 质
,

椭 圆形
,

膨 大
,

有 种 子 库 内等
,

可 以大大延长种子 的寿命
。

一 粒
。

种 子 宽卵状 肾形
,

略 扁
,

长 一 ,

宽 ②黄蔑仓储害虫 的防治 贮藏期 间定期检查
,

发
一 ,

表面暗棕色
,

或灰褐 色
,

稍有光泽
。

两侧 现虫蛀要及 时晾晒
。

仓库可密封抽 氧充氮
。

面常微 凹人
,

腹侧 肾形 凹 人处具一污 白色 中 表 黄蔑种子质 , 要求

间裂 口 的小 圆点
,

即为种脐
,

种 脊不 明显
。

胚 丽万一一蕊蔺石石 , 百窗森万 , 募燕
弯 曲

,

淡 黄 色
,

含油 分
,

胚 根 较 粗 大
,

子 叶 一级良种 矿一
枚

,

歪倒 卵形
。

千粒重 一 二级 良种

③种子分级标准
。

—
黄茂种子 以 净度

、

纯度
、

发芽率指标作 为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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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作为标 准 品使用 大豆 有 在组 分 一

中的含量可达到
。

其它化合物 的鉴定还需 要借助质谱等其它分析

手段
,

我们下一 步的工作将不 断的充 实组分库 的信

自

霍斯 泰特曼
,

马斯顿
,

霍斯 泰特曼 制 备色谱技 术一 在 天然 产

物分离 中的应用 科学 出版社
,

张 晓哲
,

基于 构库思 想 的中药 分离与表征 方法 的研 究 ,川 间科 学 院

化学物理研 究所博士学位论 文
,

责任编辑 王 璃

四
、

小 结

建之了葛步医正工醇鉴卫位的组全生

首先采用溶剂分配 的方法对葛根粗提物进行 了

粗 分离
,

选定葛根 的正 丁醇部位作为精分离 的研究

对象
。

以线性放大技术为基础
,

将优化后 的分析条件

直接放大至制备级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制备
,

通过 时

间段切割的方法
,

在 内
,

将正 丁醇部位共切割

成 个组分
,

将 各组分进行浓缩
,

干燥后称重
,

均在

毫克级
,

可供生物活性筛选和化学分析用
。

建宾二葛枢丝 全鱼谱值皇生

利用 的 自动进 样 系统
,

对 以上

个 组 分 在 总 提 物 的 优 化 条 件 下 进 行 了 高 通 量 的

分析
,

获取 了化学指纹谱
,

通过对照标准品
,

可

以对组分 中的主要 色谱峰进 行 初步 的化学 表 征
,

由

此建立 了葛根组分色谱信息库
。

葛根 的组分库的建立
,

为各种生物模型 的筛选

提供 了样 品 资源
,

葛根组分库 的化学信息
,

为说 明活

性组分的物质基础提供 了一定 的理论依据
,

随着分

析手段 的不断加强
,

对葛根成分 的不断挖掘与认识
,

将会逐步的充实组分库的信息资源
。

上接第 页

运输
。

种子运输 时
,

注 意不能与其他种 子混杂 运输

具必须清洁
、

干燥
,

具有较好的通气性
。

除保持 于燥

外
,

须有防晒
、

防潮等措施
。

三
、

小 结

通过对黄茂栽 培特点 以 及种子生产 中存在 的 主

要 问题 的调查研究
,

查 阅技术 资料
,

深人产 区 总结经

验 等
,

初 步制订 了黄茂种 子 的 和 质量标 准
。

为

黄蔑种子规范化生产提供 了操作 规程
。

随着科研 的

进展
,

黄蔑种子规范化生产 的操作 规程也将逐 步完

善和充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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