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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参地
、

农 田 地改造
,

连续栽培人参
、

西洋参

(
口 金 慧 于树莲 曹志强

! ! )吉林 人参研究院 通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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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参

、

西洋参不 能重茬
、

连作
,

导致人参产业和林业之间的矛盾 日显 突出
。

作者提 出了

一种农田 地
、

老参地连续栽培人参方法
,

是一项具新型实用配套技术
,

适 用 于老参地
、

农 田地连续播

种
、

移栽人参和 西 洋参
,

且成品参的产量质量与新 林地对照没有显著差异
。

关键词
/
人参 西 洋参 老参地 农田地 连续栽培 土壤改良

一
、

研究背景

人参 )只讥。 乡0%
#
01 2

∋

3
∋

456 5 7 −为五加科人参

属植物
,

是我国传统的 中药
,

被誉 为百草之王
,

东北

三宝 之首
,

因其
“

主补 五脏
、

安 精神
、

定 魂 魄
、

止 惊

悸
、

除邪气
、

明 目
、

开心
、

益智
、

久服轻 身延年
”

之功

效而被世人瞩 目 8 西洋参 )八矶。 9 :; 09
“

5<# ∃;:% = (
∋

−

亦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
,

其功效与人参不分伯仲
,

各

具所长
。

人参 和西洋参产业是吉林省东部 山区农 业

的支柱产业
,

其产值列于吉林省栽培行业的第二位

)玉米第一 −
,

经济效益可观
。

吉林省是我 国乃至世界人参的主产区
,

栽培 面

积约 , � ��� >=
? ,

年产鲜人参 ∗
∋

+ 万吨
。

占全国产量 的

≅Α Β
,

占世 界的产量 的  � Β 以上
。

吉林省西洋参栽培

面积 , � � �>= “,

年产鲜 西洋参  �� 吨
,

占全 国的 ΧΑ
Δ

≅ �Β
。

人参
、

西洋参都是宿根植物
,

忌 地性 极强
,

不能

重茬
,

不能连作
,

即栽过一茬参 以后的土壤在几年甚

至几十年内不能再栽参
,

用老参地继续栽种 人参一

般在第 � 年 以后存苗率降至 + � Β 以下
,

有大约 Χ� Β

的参地人参须根脱落
、

烧须
。

人参根周皮烂红 色
、

长

满病疤
,

致使人参地上部分死亡
。

有的地块 几乎全部

绝苗
。

为了发展人参产业就必 须不断 的砍伐新的林

地
。

另一方面
,

人参
、

西洋参的生长还需要森林生态

环境和优质 的林地土壤
,

再加之人参
、

西洋参对光能

的利用率很低
,

加之大面积土壤的裸露
,

因此参地 的

蓄水
、

生物多样性
、

生物量等森林生态效益 日趋减

少
。

由于伐林增多
,

人为的增加 了洪涝隐患
,

使珍稀

物种失去 了栖息的环境而濒临灭种 之危
。

传统的 人

参栽 培方式
,

仅吉林 省每年需伐林  � � � 公 顷
,

造成

严重水土流失
,

生态环境逐年恶化
。

� �) −� 年国家
“

天

然林保护 工程
”

正式启动后
, “

参林 争地
”

的矛盾 日

显突出
。

二
、

问题所在

收稿 日期
/
��� Α 一� Ε 一�Χ

修回 日期 / � ��  一� ∗一�Ε

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
/

用老参地
、

农 田地栽参导

致人参烧须
、

烂根
、

绝收的最主要原因是侵染性人参

病害
,

锈腐病是人参侵染性病害 的代表
。

其他土传病

! !

≅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
一�ΑΦ Γ� � − / 老参地农田地改造

,

连续栽培人参
、

西洋参技术的实验研究
,

负责人
/

曹志强

联系人
/

曹志强
∋

研究员
,

从事人参栽培
、

加工技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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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中药材生产

害有
/ 根腐病

、

疫病
、

立 枯病
、

碎倒病
、

菌核 病
、

黑斑

病
、

细菌性软腐等
。

线虫和蜡类在人参烂根病形成过

程中也起重要危害作用
,

通过咬伤参根表皮造成伤

口
,

成为病原菌侵染 的通道
,

并且 它们本身也是病原

菌传播的媒介
。

老参地参根腐烂失踪可能是 以上多

种病 原物复合侵染的结 果
。

此外
,

土壤养分
、

土壤 理化性质等诸多 因素也是

影响人参产量 的重要原因 8 人参 自身 的分泌物也是

导致人参
、

西洋参不能连作 和重茬的主要原 因
。

三
、

国内外研究概况

中科 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杨阳等人采用生物

有机肥对老参地全面 消毒灭菌
。

试验表明
,

放线 菌

� Χ
、

� ≅ 在人参根骨粉基质上
,

有较强 的抑制 锈腐病

菌的增殖作用
,

是较好 的人参有机肥料 Ρ’∃
。

吉林省集安人参研究所郑殿家等人采用
“

绿亨

一号
”

在老参地上进行杀菌处理
,

利用新型人参复

混肥补充
、

平衡土壤 中的各 种养分 和增加土壤 中的

放线菌
,

刺激人参西洋参的生长
,

抑制病原菌 的扩

繁
,

起 到保 苗
、

防病
、

促进 根 系生长作用
,

在 人参 和

西洋参 的一次轮作中取得初步效果 Ρ�Σ
。

吉林省靖 宇县 国营镇郊林场
,

采取土壤消毒处

理
、

床面掺撒活黄土
、

撒施熟 石灰
、

施用利 于人 参生

长 的高效 复合 肥料和适 时防治病虫害等综合措施
,

利用老参地重复连茬栽参取得初步成效<+Τ
。

吉林农业大学人参连作 土壤 障碍及 消除研究课

题
,

研制出干热灭菌
、

湿热灭菌及灭菌后的土壤生物

复壮技术
,

以 及床土调整剂与 土壤生态 改 良技术 Ρ’Σ
,

用于人参连作取得初步成效
。

吉林农 垦特产高 等专科学校李 刚等人利用 ϑ4

处理老参 地
,

结果 表 明 / 能显 著提 高土壤 多酚 氧化

酶
,

土壤 过氧化 酶和过 氧化 物酶的活性
,

最终表现

出对西洋参的生物性状有 明显作用
,

也 就是说 ϑ 4

提高土壤生物活性
,

对 改 良老参地 有 良好 的促进作

用 ΥΑ Σ
。

吉林 省农业大学 田义新等人建立 了利用周期 为

∗一 + 年的人参
、

西洋参短期互相轮作技术体系
。

该技

术方法可行
、

实用
、

轮作效果较好 ∃ Σ
。

吉林 人参研究 院曹志强 等人从 ∗Ε Ε  年开始对

老参地
、

农 田地连续栽培人参和西洋参作 了大量的

调研和 田间试验取得 了突破性的成果
,

并且于 � ��,

年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

一种农 田地
、

老参地连续栽

培人参方法
”

)专ΒςΤ 号
/
Φ (# ∃∃? %# 1 ∃

∋

+ −∗, 一 ’, Σ
。

国外就老参地连续栽 培人参 的研究 也很 多
/

韩

国学 者 Ω; = Ξς
、

玫
5 4Π 通 过提取 和分离 土壤 中有益

的微生物和在土壤 中添加营养液 以改善老参地土壤

环镜
,

抑制人参致病菌 <’ΑΣ
。

Ψ Κ 0 Ω ;一Ζ # 0 、

玩
5 ΞΚ 0 1 Ξ: 0 利 用微 生物 和 菌根

真菌 的根际繁殖来抑制根腐病和镰 刀菌 ∃’ ∗
。

日本 学者 Ξ 7[ Κ= % Λ7Λ ∴ # 1 Κ >Λ> Ξ:
幻

0 # = 在 土 壤 中

加入有机肥和营养物质
,

用于改善土壤理化特性
,

栽

培人参 ∃‘Χ ∗
。

加拿 大学 者 (ς ΗΜ # = Κ Ξ Ξ 2
、

] Λ>Μ 5 Ι 5 ⊥ Ξ Π Κ 7 Ι∃5

Γ3 利 用 多种 化 学 和 生 物处 理 方 法 防 治 人参 叶 枯

病 和根腐病
,

并改 善参地 土壤 环境
,

进 而栽培 西洋

参 ∃,“一
。

《北 美农 业》曾介绍 了北美 )美国
、

加拿大 −人参

的栽培工艺
,

指出通常在播种前土壤要用嗅甲烷等

熏蒸 剂进行熏蒸 Ρ ’ΕΣ
。

《3 = 5 7 ;5 Κ 0 _ ;0 % 5 0 1》认 为在 土壤 中添加 氮
、

磷
、

钾和其它 微量元 素 )镁
、

硫
、

钙
、

硼
、

锌 等 −对西 洋参

的生长是有很大 的益处的
,

可改善参地土壤 环境国
。

四
、

科学假说和实验设计

∗
∋

老参
∋

丛
立

农因地连丝益鳖人参血西洋参的科

学假说

必须杀灭土壤 中致病微生物
,

切断导致人参病

害 的病原菌 8必须疏松和活化土壤
,

增加土壤通气和

保水能力 8 必须调整土壤酸碱度
,

营造人参 和西洋参

生长 的土壤环境 8必须提高土壤 肥力
,

供应人参 和西

洋参生长所需养分 8必须增加土壤微量元素
,

补 充人

参 和西洋参生长对微量元素的需求 8 必须驱除土壤

中危害人参和西洋参生长 的害虫
,

保证人参和西 洋

参生长过程中免受 害虫侵袭 8 必须切断人参和西 洋

参 自身分泌物对参地连作的危害
,

变 害为益
。

改变对人参和西洋参生长起抑制作用的 自身分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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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物 的性质 8 通过科学管理
,

保证 人参
、

西洋参优质

高产
。

通过上述技 术处理
,

达 到连续栽培人参
、

西洋参

的目的并使之优质高产
。

�
∋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 选 用广谱的土壤消 毒剂杀灭土壤 中致病真

菌
、

杂草种子
、

土壤 中害虫和虫 卵 8选用 土壤改 良剂

进行土壤残留致病 真菌 的生物防治 8 有针对性的利

用致病 菌 的拮 抗 菌深层 次 的杀灭 土壤残 留致病 真

菌 8 通过 土壤消毒 剂的处理改变人参 自身分泌物对

人参地连作的危 害
。

)� −利用土壤改 良菌剂
,

快速恢复 土壤微生态平

衡
,

通过施用大量有机肥和土壤改 良菌剂的作用
,

疏

松土壤
,

增加土壤通气 和保水能力
。

)+ −利用熟石灰 和土壤改 良菌剂的分泌物
,

改变

土壤 ∴ Ψ 值
,

营造人参和西洋参生长的土壤 环境
。

), −施用 复合微 生物菌剂
,

解 磷
、

解钾
、

固氮
,

提

高土壤 中肥料的利用率
,

施用长白山矿质营养素
,

补

充人参和西洋参生长对微量元素的需求
。

同时利用
“

营养素
”

的特殊气味趋赶 害虫
。

)Α− 合理调 光
、

调水
、

增施 肥料 8 合理应 用药 物

预防各种人参病害 8 合理搭建参棚
,

保持参畦通风和

参床温度
,

科学管理
,

保证人参
、

西洋参优质高产
。

)∃− 经济效益
。

应 用专 利技 术栽 培人 参
、

西 洋参
,

由于 减 少 了

批地 的费用 8 伐林 的费用 8 刨地
、

整地 的费用 8 常规

土壤 消毒 的费用 8 田间除 草的 费用 8 田间 杀虫 Μ∃Τ 等

方 面费用
,

因此
,

扣 出土壤 消毒 及配 套药 剂和所 有

处理 费用
,

每 帘 )∗Α =
?

−下叮净增加 收人 ∗� ≅
∋

  元
,

其

中包 括减 少开资 和增 加 产量的 费用 )� � � , 年 不变

价 −
。

)� −社会
、

环保效益
。

采用 专利技 术
,

利用 老参地
、

农 田地连续栽培人

参和西洋参
,

可以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伐林栽 参模

式
,

保护森林生态效益和生态环境 的多样性
。

并 且还

有利于参业生产集约化经营
。

如厂房
、

排灌水设施
、

机械化设 备等
,

本项课题的深人研究
,

对保持 人参产

业 的可持续发展
,

增加我国东北 山 区农民 收人
,

完 善

人参产业现代化生产和管理水 平
,

增强我 国人参在

国际市场 的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
。

五
、

实验结果及经济
、

社会
、

环保效益

∗
∋

实验结果

通过近 ∗� 年
,

连续 + 个小周期 的试验研究结果

表明
,

在利用专利技术处理后 的老参地
、

农 田地进行

人参或西洋 参播 籽和移栽
,

保苗率 在 ≅ � Β 以 上
,

优

质参率在 ≅ ΑΒ 以上
,

人参单位 面积产量基本保持在

�
∋

+>1 ⎯= , 以上
,

, 年生直生根 )不移栽 −西洋参单产基

本保持在 +
∋

+ >1 ⎯耐 以 上
。

经吉林省分析测试 联合 中

心人参分中心检测
,

利用处理后的老参地
、

农 田地进

行人参或西洋参栽培所得人参产品的有效成分与新

开林 地栽 培所得 人参 产 品有效 成分没 有显 著性差

别
,

由于土壤杀菌处理彻底
,

在正常的田间管理中人

参病害很少
,

优质参率很高
。

�
∋

经济效益和社会
、

环保效益

六
、

科研创新点和研究项目展望

本项专利技术创新点 如下
/

)∃− 项 目首次运用 系统 的配套技术进 行土壤 的

二次 杀菌处理
。

)�− 使用土壤改 良菌剂进行土壤改 良
,

恢 复土壤

微生态平衡
,

疏松土壤
,

同时调整土壤 的 ∴Ψ 值

)+ −使用复合微生物菌剂
,

固定 土壤和空 产砂扣的

游离氮
,

释放土壤 中无效钾 和磷
,

提高地 力
,

降低肥

料用量
。

), −利用长自山脉特有矿质营养素补充人参
、

西

洋参 生长所需微量元素
,

同时营养素 的特殊 气味 可

以趋除害虫
,

保证人参的正常生 长

研究并解决 老参地
、

农 田地连续栽培人 参和西

洋参
,

将有效缓解 参林 矛盾
,

对保护 生态环境
,

防 止

水土流失
、

土壤沙化等现象
,

但 口前由于人 参商 品价

格处于低谷状态
,

市场疲软
,

加之部分地 区仍 允许伐

林栽参
,

以 及种植业户 比较分散
,

因此技 术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以 及成果的普及
一

〔作 尚需加大资 金的投 人

力度
,

人员的投入力度
,

各级政府要给 予积极 的支持

以确保该项技 术的顺利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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