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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甘草是重要的沙生药用植物资源

,

也是宁夏半荒漠草地 自然植被的主要组成部分
。

人工

种植甘草既 能有效地缓解因过度采挖造成草场原 生植被和资源的破坏
,

达到生态重建
、

修复环 境的

目的
,

又能实现节水
,

调整产业结构
,

促进农民增收和发展农村 经济的 目标
。

人工种植甘草已列入国

家中药材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

宁夏人工种植甘草面积 已达到 了 ∀& # 万 ∋耐 以上
。

关键词
%
甘草 栽培 规程

一
、

栽培区域

(
&

区域气候条件

适宜 的产地 区域 为宁夏 中部干旱 半荒漠地 带
,

地理位 置北纬 ) ∗
∀

(+
’

一 # ,
∀

# )
’ ,

东 经 (∀ +
∀

( 
’

−

(∀  
∀

) ,
’ ,

海拨 ( (∀ ∀ 一 (∗ ∀ . / /
。

年平均气温  
&

 ℃
,

年

有效积温为 # , ∀ ∀℃ 以上
,

年 日照时数 # 0 ∗  
&

, ∋
。

无灌

溉条件下
,

年平均降水量 122/ / 以上
。

#
&

立地条件

甘草是钙质土的指示植物
。

宁夏土壤母质碳酸

钙的含量一般较高
。

甘草适种土壤为风沙 土
、

灌淤

土
、

灰钙土
、

灰漠土
、

黄 绵土
、

红粘 土
、

黑坊 土
、

残余

盐土
、

碱土等
,

34 值为  
&

∀ 一 0
&

!
,

耕作层 �∀
5
)∀

6
/∃ 土

壤有机质 ( 一巧 7 8 9:
,

土壤 含盐量小 于 # , 8 9 7
,

地 下

水埋深大于 (
&

# ; < 。 甘草不宜在土质粘重
、

盐碱地 及

收稿 日期
%
# ∀∀ ! 一 (∀ 一 #∀

修回 日期
%
# ∀∀ ∗ 一∀#

一
∀∗

排水不 良的土壤中种植
。

)
&

环境质量

�<∃ 大气环 境质 量
%
符合 《环境 空气 质量 标准》

�= > ) ∀ , !一 (, , ∗ ∃二级标准
。

�# ∃灌溉 水质量
% 符合 《农 田 灌溉 水质量 标准 》

�= >! ∀ 0 + 一 , # ∃的二级标准
。

�)∃ 土壤环境质量
%

符合 = >( ! ∗( 0 一 (, , ! 《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
。

�+∃ 种植基地
%

应远 离工矿 厂 区 和城镇
,

#∀∀ 米

以 内没有 企事业单位和居 民 区
,

周 围 ) 9 / 之内没有

污染源

二
、

优 良种质

(
&

独遗选择

乌拉尔甘草为唯一使用品种
。

#
&

种质特征

国家科技部
“

十五
”

科技攻 关计 划西部专 项 �#∀∀ #> ?,∀ (? )#∃
%

宁夏地道沙生 中药材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关键枝术研究与 示范
,

负责人
%

蒋齐
≅ 宁夏

“

0∗ ()
”

农业 科技攻关项 目 �# ∀∀ # 一 #∀ (一 ∀0 ∃ %

农业 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与 开发重 大专项一重点地道 中药材开发技术研究
,

负责

人
%

蒋齐 ≅ 宁夏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Α硬卫Β〕) ∃
%

人工栽培对甘草质量影响研究
,

负责人
%

李明
。

联系人
%

李明
,

副研究 员
,

现从事中药材种植技术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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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拉尔 甘草 �Α
&

ς

耐
Δ ;Ρ Γ、 ΛΓ Ρ6∋ ∃

,

豆 科
,

多年 生

草本植物
,

茎 直立
,

高 ! ∀ 5
0∀ 6<;

,

全株可 见白色短柔

毛和腺毛
。

地下根茎外皮为黄褐色
,

少数为深褐色
,

较老 的根部外皮呈红褐 色
,

木质部 为黄色
,

味甜 ≅ 主

根和根状茎长而粗大
。

叶互生
,

奇数羽状复叶
,

小叶

 一 ( 片
,

卵圆形或椭圆形
,

长 #& !。
,

宽 # 。
,

全缘
,

基

部园形
,

顶端一小叶较大
,

两侧成对 的小叶 由上而

下
,

渐次渐小
,

两面和边缘均 密布棕色腺体及 白色短

柔毛
,

小 叶具短柄
,

两侧托叶成披针形
,

细小
,

具 白色

短柔毛
。

总状花序腋生
,

具多数花
,

花梗极短
,

花密

集
,

花红 色及蓝 紫色
,

长 (
&

+ 一 #& Ρ 6/
,

宽约 ∀ 石。
,

雄

蕊 (∀ 个
,

其中 , 个花丝 大部愈合成簿片状
,

上端分

离
。

子房无柄
,

上部渐细呈短花柱
。

荚果扁平
,

多数

密集排列成球状
、

成镰 刀状或环状弯曲
,

子房密刺状

腺毛
,

荚壳 坚硬
,

内有 种 子 + 一  粒
,

种 子呈 肾卵 园

形
,

褐绿色
,

花期在 ∗ 一  月
,

果期在 0 一 , 月
。

)
&

采种 区域

必须是 乌拉尔 甘草 的道 地产区
,

即以盐 池
、

灵

武
、

同心为 中心的宁夏 中部干旱带地 区
,

或内蒙古杭

锦旗
、

鄂托克前旗地 区
。

+
&

种子采集

采种时期为 0 月中旬至 , 中旬
,

即农历 白露 前

后
,

果荚黄褐 色
、

充分成熟时采种最为适宜
。

选取 无

病
、

无虫蛀
,

生长健壮植株作为采种株
。

人工摘取成

熟 的荚果
,

及时运至晒场 充分晾晒
,

并 做好 防雨工

作
。

!
&

种子脱粒

晾晒好 的甘草英果
,

均匀地摊于晒场上
,

利用碾

镶充 分碾压
,

拣 掉杂枝
,

风选 英皮
,

过 筛去杂
,

清水

净种
。

∗
&

种子晾晒

选择光洁平整 的水泥晒场
,

将水选

后 的甘草种 子摊平 至 ∀& ! 一ϑ6 / 厚 度晾

晒
,

晾晒时应不断翻动种 子
,

使种子含水

率降至 0 一 , Ω
。

 
&

种子分装

晾晒合格后 的甘 草种 子
,

再一次进

行风选
,

使种子净度达到 , !Ω 以 上
。

净选

后 的甘草种 子装人通透性较 好的麻袋或编织 袋
,

定

量分装
。

0
&

利Γ全 生企准

�<∃ 种子标准

�#∃ 贮藏种子标 准

种子质量标准应达到二级标准 以上
,

即纯度 ∃

,0
&

∀ Ω
,

千 粒重 ∃ ((
‘

飞
,

杂 物 及其 它 植物 种 子 眨

(
&

∀ Ω
,

虫蛀 及废种子 〔 (
&

∀ Ω
,

发 芽率 ∃ 0∗
&

∀ Ω
,

种 子

含水率 毛 0
&

∀ Ω
。

,
&

种子保管

种子应干燥贮藏
,

并保持室 内通风
。

种 子标签 Ξ

应标 明 中文 名
、

学名
、

净 度
、

千粒 重
、

纯度
、

产地
、

采

集时间
、

生产单位 以及库存 编号
。

(∀
&

种子 害虫防治

�<∃ 甘草种子小蜂 �>Μ ς6 ∋.3 ∋
‘

谬站 酬户ΨΜΜ∋ 众ΦΔ ∃

� 发生规律
�  月下旬甘 草开花幼夹形成时

,

成

虫出现
, ! 一 ∀ 月种子成熟时

,

成虫从羽化孔钻 出
,

转

移到生 育期较晚的豆夹上产 卵
,

一年 #
∃

 代
∃

% 防治方法 � & ∋播种前做好种 子筛选 的
一( 作

,

除

去有虫 的种 子
,

减 少小蜂 的传播 ) ∗∋ 在 甘 草制种 田
,

盛花期 或种子乳熟期
,

敌百虫
,

敌敌畏
,

∀++ 一 #+ ++ 倍

喷施杀灭成虫
。

, − ∋甘草豆 象, . / 01 2 34 3/5 尹63738 9 3女、 ∋
。

� 发生规律
�
一年发生一代

,

以幼虫 在甘草种籽

内越冬
,

 月下旬 开始羽化
。

主要取食贮 藏期 的 甘草

种子
,

成虫也可取食甘草 叶
,

当年未处理 种子
,

越冬

后虫蛀率达 : ; 以 上
,

贮藏 − 年达 !!
∃

<;
。

% 防治方法 � 防治重点在甘草种荚收获脱粒后

入仓贮藏期
,

应定期用磷化铝药剂熏蒸
,

特别是在  

月份仓贮种子成虫 羽化期重点时进行 防治
。

三
、

旱地直播

表 7 乌拉尔甘草种子分级标准

等级
纯度

,; ∋

千粒重

,= ∋

杂物及其 它

植物种子,; ∋

虫蛀及废种子

,; ∋

发芽率

,处理后 ∋

一级

二级

三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簇 +∃  

〔 #
∃

+

簇 #
∃

 

蕊 +∃  

簇 #
∃

+

簇 #
∃

 

妻 >−刀

∋ ∀ ?
∃

,∋

∋ ∀ + 刀

〔≅
9 /7 4 5Α 论,试 Α

9 4 ΒΑ Α 2 89 79 = 卜乃744Α / 8 讼&6 39 8
9( !’/口汉363 9 8&7 Χ238Α 5 Α

ΔΑ 4 31 3、 山“之肥‘功于/ 3& ΔΑ 4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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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鱼条件

无灌溉条件
,

地势平缓
,

壤土或沙壤土
。

#
&

播种 时间

∗ 月下旬 至  月下旬
。

雨量 增多
,

气 温高
,

出苗

期缩短
,

出苗率高
,

当年生长旺盛
,

越冬 前存 苗数

多
,

翌年返青率高
,

是干旱无灌溉 区甘草播种的适宜

季节
。

)
&

播前种子处理

�<∃ 串种
。

播种 前采用立式离心式碾 米机串种

#一 ) 次
,

划破种皮
。

�# ∃ 浸种
。

用 + ∀ 一 ! ∀℃温水将甘草种子浸泡 (#

小时
,

捞 出后在干净 的砖地 上控 水 0 一 (# 小 时
,

待种

子有 (8) 裂 口 时即可进行播种
。

播种前 0 ∀ ∀ 倍的多

菌灵拌种消毒
。

+
&

播种方式及播量

�<∃ 条播
。

播种机或褛 条播
,

播深 #
&

! 一 )
&

.6 /
,

行

距 ) ∀ 6/
,

播后覆土稍加镇压
,

播 量 # #
&

!一 )∀
&

∀ 9 7 8∋/
, 。

�#∃ 撒播
。

适用于不利于整地 的半流动沙地
,

用

包衣种子借雨撒播种植
,

播量 )∀
&

∀ 一 ) 
&

! 9 7 8∋ 耐
。

�)∃ 穴播
。

适用 于地形复杂
,

起伏 较大地块
,

每

穴 + 一 ! 粒种子
,

播后覆土稍加镇 压
。

�+∃ 点播
。

适用于天然退化草场和裸露地
,

间距

+∀
5
!∀

6 /
,

交叉式点播
,

播后覆土稍加镇压
。

四
、

育 苗

甘草种 苗繁育标准
,

见表 #

+
&

苗床处理

�<∃ 整地做畦
% 平整地 面

,

筑梗做畦
。

畦 田 面积

为 ∗ ∗
&

 一 () ) / #
,

畦面高差小 于 ∗ Δ /
,

畦埂高 ) ∀ Δ / 、

顶

宽 ) ∀ /
。

�#∃ 土壤 杀 虫
% 将 ! Ω 甲基 异柳 磷 颗 粒 剂 按

##
&

! 9 7 8∋ 耐 真的施药量
,

于整地前撒施在育苗地
。

�)∃ 基施肥
% � 农 家肥

�
基肥宜施用鸡 粪

、

牛粪
、

羊粪 等农家肥
。

将基肥破碎后
,

按 #
∃

5Ε = Φ耐 的施药量

拌入  ; 甲基异柳磷颗粒 剂
,

堆 闷 :一<4
。

整地前
,

每

2 甫 深施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 :!
∃

 一< 6 。 % 无机肥 �
每

2 Γ ,

深施磷 酸二按 :+ +Ε = 或
“

天脊
”

牌 硝酸 磷肥 ?++

物
。

, <∋ 耕翻耙糖
�
对施肥 后的育苗 地先深翻一次

,

耕翻深度 −+ Η : 1 Γ ,

以疏松土层
、

混拌 肥料
。

耕 翻后

耙糖达到
“

细
、

碎
、

平 整
、

无根茬
” 。

 
∃

播种

, 7∋ 播前种子处理 � 同本规程 !
∃

:
。

, − ∋播量 � !  Ε = Φ 2Γ Ι 。

, :∋ 播量控制 � 根据单位 面积播种量和单个 苗床

面积
,

确定单个苗床播种量
。

, <∋ 播种 方式
。

� 人工撒 播
�

采用条状撒播
,

撒

前将种子量按条分匀
,

拌适量沙土撒播
,

行距 − Η :+

1Γ
,

播深 −
∃

 一:
∃

9 1Γ
。

播后立 即均匀覆土
,

覆土无块状

物
。

% 机械播种 � 采用 − 行畜力牵引播种机
,

行距

− Η :+ 1Γ
,

播深 −
∃

 一:
∃

9 1Γ
。

由于种子量相对较少
,

机

械难以控制
,

可掺人炒熟 的糜
、

谷种子
。

−
∃

育苗时间

育苗 播种 时间 为 < 月 中

旬
、

日平均气 温稳定 在 /9 ℃

以上时
。

:
∃

黄速3叁择

表 − 种苗快速繁育技术标准

品种
千粒重

,5∋

发芽率

,; ∋
播种量

,Ε=Φ2 Γ勺

播种期

,日 Φ 月∋
灌水次数

,次∋
保苗率

,; ∋
单位壮 苗

,万株−2 Γ 今

乌拉尔甘草 #+ ! + ?+ Η > +  + #< 全生育 −一: 次 ?+ !  Η >+

在种植 区或靠近种植 区
、

地势 平坦
,

具备灌 溉排 水条

件
,

交通方便
、

有防风林 网的区 域
, 。

有耕种史
,

熟化

土层 厚
,

结 构疏 松
、

通 透性 良好
,

质地 沙壤 或壤 土
,

含盐量小于 +
∃

−;的非盐渍化或微盐渍化土壤
。

地下

水埋深大于 7
∃

ΙΓ ,

无病虫害史
,

田间杂草较少
,

无多

年生杂草
。

等级标准

表 : 甘草种苗分级标准

规格

长度, Χ Γ ∋ 横径 , Α Γ ∋

一级 ϑ< Κ

∃

二级 :+ Η <+ +
∃

?Η #
∃

+

三级 Λ :+ 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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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

播种后若土壤墒情 较差
,

干土层厚度大于 Ο Α / ,

应立即灌水
,

灌水应 以小水漫灌
,

渗透 苗床
,

防止床

面形成径 流产生冲刷
。

 
&

苗地管理

� <∃ 灌水
% 幼 苗出土 ) 一Ρ6/ 时灌第 < 水

,

苗高  −

(∀ �(/ 灌第 # 水
,

幼苗分枝期灌第 ) 水
,

同时结合灌水

追施尿素  ! 9 7 8 ∋时
。

注意灌水与降雨结合
,

控制灌水

次数
、

灌水量 和地下水位
,

应 及时排除 田 间积水
,

防

止
一

甘草苗因土壤 含水率过高诱发病害
。

人冬后灌 足

冬水
,

进人 冬季管护期
。

�#∃ 施肥
%

结合幼苗出土 )一Ο Α/ 后结合灌第 ( 水

时
,

追施尿素  ! 9 7 8 ∋/
, ≅
苗高  一 (∀ Δ / 后结合灌第 #

水追施尿素  ! 9 7 8∋ / , ≅ 幼苗分枝期 结合灌第 ) 水时
,

追施 尿素  ! 9 7 8 ∋时
。

�) ∃叶面 追肥
。

� 叶面肥的种类 � &∋ 采用系 内蒙

占自治区包 头市远方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大

西北 》牌
“

根
、

根茎类药用植 物专用微 肥
” ,

农业部批

准文
一

号
�
农肥 准字 +<− 号

,

成 果登记证号
�
内科鉴字

>< #犯 号 ) Ο, ∋ 山东菏泽京 九肥料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

的《京九》牌磷 酸二氢钾型叶面肥
。

% 叶面肥 的喷施

时期
�
苗高 #+ 1Γ 以上喷施 # 次 ) 幼苗分枝期喷施第 −

次
,〕

Π 叶面肥的喷施浓度 −+ 一<+ > 原药兑水 :+ 峋

,< ∋中耕 �
幼苗生 长高度达 #+ 1Γ 时

,

中耕
,

疏 松

土壤
,

深 Μ Χ Γ ) 生 长期间每月各 # 次
。

,  ∋ 除草 � � 除草方 法为人工拔除杂草
,

不宜使

用化学除草剂除草 ) % 出苗期不宜除草
,

以免拔除杂

草时
,

将 甘草幼 苗随草拔 出 ) Π 适 当掌握除草频率和

时间
,

除草 可 与中耕结合在一起进行 ) Θ拔除的杂草

应及 时清理 出育苗地
∋

<
∃

假植

暂时来不及栽植 的种苗
,

为防止失水
,

应及时进

行假植
,

假植时用潮湿土覆盖
,

不许露 出芦头及根

部
,

干土埋压后立即灌水
。

长途运输将 苗木打捆川麻

袋包装
,

车顶遮盖篷布
,

以 防止运 输 中失水
,

同时 防

止苗木捂烂
。

六
、

移栽定植

五
、

起 苗

#
∃

起苗时期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
,

甘草萌芽期
。

−
∃

起苗方法

采用机械起 苗
。

起 苗前 7一−4 对十旱或坚硬苗地

灌水
,

使土壤潮湿
,

苗根吸 足水分
。

:
∃

甘草种茵分丝标准

#
∃

栽植时 间

栽植时 间一般为春季 < 月土� 旬
一  月 Ρ句

Σ

−
∃

移栽地选择

有耕种史
,

耕作层 ,+ Η :+1 Γ ∋
,

结构 疏松
、

通 透性

良好
,

质地 沙壤 或壤土
, Τ Υ 值 为 !

∃

+ 一 ∀
∃

 
、

含盐举小

于 +∃ −; 的非盐 渍化或微 盐渍化 土壤
、

土壤 有机质

+
∃

#一 #
∃

 ;
。

地下水埋深 大于 7
∃

Ι8 7 ,

无病虫害 史
,

7川司

杂草较 少
,

无多年生杂草
。

甘草不应在土质粘乖
、

盐

碱地及排水不 良的土壤 中种植
。

:
∃

整地施肥

, 7 ∋细平 � 用大功率拖拉机配带刮土板逐块 刮平

畦田
,

无洼坑或土堆
。

细平后用轻躺扫平 田面
,

机械

无法细平的 田块边角处用人工细平
。 Σ

直流灌溉地
,

细

平标准为 田 内高差小于 ?1 Γ ) 喷灌地 只要无注坑或

土堆即可
。

, − ∋耕翻 � 耕 翻深度大于 :+1 Γ
。

, :∋ 施肥 � 在宁夏 中部 十旱 带沙 地土壤 Ος
,

氮
、

磷
、

钾肥对 甘草 产量的影响效应 为
�
施氮 ,正 效 Ω叔卜

施磷 , 正效 应卜施钾 , 正效应 ∋
。

其合理的施肥措 施

为 � 施 纯 Ξ # #
∃

 一 #! #
∃

9Ε = Φ 2Γ Ι 、

施纯 Τ −+ 、 ?<
∃

 一 ∀ ∀
∃

 

Ε = Φ 2 Γ Ι 、

施纯 Ψ ΙΚ ? !
∃

 一 #+ ?
∃

 Ε = Φ2 Γ Ι 。

, < ∋施肥方法 �
磷

、

钾 肥应一 次基施
,

氮肥 ΖΦ: 基

施
,

#Φ : 当年追施
,

#Φ : 翌年追施
。

,  ∋ 移栽方法
�
有 垄沟移栽和坑式移栽 两 种

「

�

垄沟移栽
�
将甘 草 苗沿开好的垄沟壁倾斜 : 

。 一<, ∋ “
,

顺同一方向摆放
,

株间距离 #+ 一 # 1Γ
,

行间距 :+
。,8# ,

移栽甘草一次性定植 −−
∃

 万株 Φ2 时 以 土 为宜 这种

方法适用于大面积移栽
。

% 坑式移栽
�
挖 <+ Η  +,∋ Γ

深
, <+ 178 见方的坑

,

甘草直立栽植在坑的四 角 这种

方式费工费时
,

适合 于以小户小面积栽植
,

但栽植的

[ + + 〔≅
9 /7汪 59 3Α , , 。

·

。 &8 4 ΒΑ Α 28 〔, 7。邵ΦΔ6
, 4 Α /8 3∴ &6 39 8 9( Β7 0 刁3639 ) �以 Χ2 38 Α 、 Α

ΔΑ 4 3Α 3 , � Α 。� 4
Ω

]口理。 / 3& Δ Α 4 3。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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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

根 条顺 直
,

商 品性 好
。

Π 移栽要 点
�
移栽时要

把根头部埋人土层下 :一51 Γ ,

根尾部顺沟平 放
,

不要

打弯
。

移栽结束后
,

要用机具耙糖
,

覆土镇压
,

个别

外露 的根头人工补压覆土
。

七
、

田间管理

#
∃

苗期抚育管理

直播 的甘草 当年保 苗数 不低 于 :+ Η :!  万 株 Φ

2Γ Ι
以上

,

第 − 年保苗数达到 #∀ Η −−∃  万株 Φ 2Γ Ι 以

上
,

生 长 <一  年可采挖 等级 较高 的商 品草 ) 天然 退

化草场撒播
、

穴播
、

点播第 # 年尽可能争取较高的出

苗率
,

以 固沙和恢复植 被为主
。

第 − 年密度不 到 > 万

株 Φ 2Γ “ 的
,

需在雨季适 当补播
。

移栽后视灌水条件
,

应及时浇灌头水
,

并加大灌

水量 至 > + + 一 #−+ +耐 Φ2Γ Ι ,

以保障甘草早 出苗和 出全

苗
。

移栽甘草一次性定植 −−
∃

 万 株 Φ2 耐 以上 为宜
,

保苗 #∀ 万株 Φ2 Γ Ι ,旱地移栽一 次性定植 > 株 Φ2 Γ Ι ∋
,

以保 障甘草早出苗和出全苗
。

−
∃

灌奎

甘草移栽定植后 # 周 内开始灌第 # 水
,

灌水定

额为 >+,∋ 一 7−+,∋ Γ , Φ 2Γ Ι ,

喷灌湿润深 度 #−+ 一 #?+ Α Γ ) ?

月 中
、

下旬灌第 − 次水
,

灌 水定额 为 ?++ 一 > + + Γ :
Φ2 Γ Ι ,

喷灌 湿润 深度 ∀ + Η #− + 1Γ ) ! 月 中
、

下旬灌第 : 次水
,

灌 水 定 额 为 ?++ 一= ΚΚΓ :
Φ2 Γ , ,

喷 灌 湿 润 深 度 ∀ + ς

#−+ Α Γ ) #+ 月 中
、

下旬冬灌
,

灌水定额 为 #−+ + Γ , Φ2 Γ , ,

喷灌 湿润深度 #−+ 一 #?+ Α Γ 。

全年 :一< 水
。

第 7 次要加

大灌水量
,

以保障甘草早 出苗和出全苗
。

:
∃

追月巴

施纯 Ξ Ι# ? Η −:<喃 Φ 2Γ Ι ,

结合灌第 − 水
,

当年 追

施总 Ξ 量 ,施纯 Ξ Ι #? 一−:< Ε> Φ 2Γ , ∋的 7Φ :
,

翌年再追

施 7Φ:
。

<
∃

叶面施肥

, 7∋ 叶面肥的种类 � 同本规程 <
∃

?
∃

:
∃

#。

, −∋ 叶面肥的喷施 时期
�  月下旬

、

? 月 下旬
、 !

月下旬各喷 # 次
。

, :∋ 叶面 肥的喷施浓度
�

每 9
∃

+!2 时 用量 −+飞

兑水 :+ Ε > 。

 
∃

空封生草

, 7∋ 中耕 � 甘 草生长期 间
,

每年要 中耕松 土 −一 :

次
。

, −∋ 杂草防治 � 田 间杂草要 做 到早 除
、

勤 除
、

不

允许有杂草孽生
。

除草应 与中耕结合进行
。

每年 的 >

月上旬刘割地上部分
,

对于病虫害严重 的田块
,

要 完

全刘割清理并焚烧掩埋
,

以防止越冬菌源
,

减轻病虫

害危害程度
。

, : ∋除草时间 � � 第 # 次杂草 防除时间在 < 月底

至  月初
,

主要防除冰草
、

蒙 山离首
、

山苦英和苦苦

菜等多年生杂草 ) % 在  月下旬至 ? 月初阔叶杂草

生长第 #个 萌发高峰期
,

进行第 − 次杂草防治 ) Π 在

? 月 中下旬禾本科大量萌 发期
,

进行第 : 次杂草防

治 ) Θ在 ! 月 中旬左右禾本科杂草萌发高峰期
,

进行

第 < 次杂草防治 )⊥ 在 ∀ 月中上旬左右
,

进行第  次

杂草防治
) _在 > 月中上旬禾本科杂 草第 − 个萌发

高峰期
,

进行第 ? 次杂草防

Ω、
、

病虫害防治

#
∃

病 害防治

, 7 ∋甘草锈病 , ] /9 Γ ⎯Α Α 5 =7 ⎯Α ⎯//2 3 ∴ & Α Δ & = 8 ∋
。

� 发生规律
�
人工种甘草一般在 < 月上旬发生

始期
,

 一 ? 月是 夏抱病 株的发生盛期
,

发病适宜温度

为 −+ Η − ℃
, ! 月 中旬以后

,

是冬袍病 株发生盛期
。

>

月份 以后随着气 温下降
,

甘草停止生长
。

% 防治方法
�

消灭 和封锁发病株与发病中心
,

清

除地上病株 ) 加强栽培管理
,

尤其 是秋季火7Ω割
、

清洁

田园的病枝落叶于  月上旬
,

甘草 ∀ + ;植株露芽 #ς

− 厘米
,

用 −+ ; 粉锈宁 #−+ + 倍液或 >! ;敌锈钠 :++

倍液喷雾 防治
,

− 次间隔 ! 4

, − ∋甘草揭斑 , Χ Α /Α 9 5 Τ 9 / & & 5 6/& = &73 ≅ 9 / 9 。 ∋
。

� 发 生规律
� ! 月 下旬 一> 月 中旬为发 生期

,

病

菌 以分生抱子梗和分生抱子在病 叶上越冬
,

?一 ! 月

份借助风雨传播
。

% 防治时间 � ? 月至 ∀ 月下旬
。

Π
防治方 法

�
秋 季清园

,

植 株枯萎后及 时割掉地上部
,

并清 除田 间落叶
,

病 株残体
,

减 少病株 )  + ; 多菌灵

 + + 倍液喷雾
,

视病情 隔 > 一 ΟΚ4 加强一次
。

, : ∋甘草白粉病 , α /3 5 3Τ2 Α Τ 9 7⎯= 9 8 3
∃

∋
。

� 发生规律
�

病株主要在 田间病株残体上越冬
,

〔≅ 9 /7 4 51 3Α 8 1 Α 口尹0 7 ΒΑ Α 28 9 79 = 闪么
〕4Α /8 3∴ &6 39 8

9( 扑《双Ι36沁8&7 Χ 238Α 5 Α

ΔΑ 4 3Α 云8 Α 。刀 4 Δ以Α / 3& ΔΑ 4 3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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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秋 季降雨 多
,

湿度大有利于该病 的发生蔓延
。

%
防治时间

� ! 月至 ∀ 月下旬
。

Π 防治方法
�
用 −+ ; 粉

锈宁 ∀ + + 一 #+ + + 倍液或硫磺 胶悬剂 :++ 倍液喷雾
,

视

病情相 隔 ! 4 加强一次
。

, < ∋甘草根腐病 , β0 5 & /30 Γ 二 5 Τ Τ ∋
。

� 发生规律
�

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 营腐生生活
,

随着适宜的环境 条件引发危害
,

人工甘草主要 靠水

流
、

土壤传播
,

根部伤 口侵人
。

% 防治时间
� ! 月至 >

月
。

Π 防治方法
�
注意天气预报

,

防止大水漫灌
。

发

现 病 株用 绿 亨 一 号 <+++ 倍 液 或  + ; 甲基托 布 津

∀ + + 倍液或 ! ; 百菌清 ?++ 倍液进行灌根
。

−
∃

虫害防治

, χ∋ 甘草萤叶甲 , δ3 9 /2 &∗ 澎浏&/5 滋3∃ , ≅ Α 、35 。 ∋
。

� 发生规 律
�
以 成虫在枯枝

、

落 叶下
、

土逢 中越

冬
,

翌年 < 月中下甘草幼芽萌发开始取食 危害
,

一
、

二代幼虫危害加重
,

 月下旬一 ∀ 月发生盛期
。

% 防

治时 间
� < 月下旬

,

防治越 冬成虫 为主
,

? 一 ∀ 月成
、

幼

虫兼治
。

Π 防治方法
� 一

甘草生长季节
,

可采用乐斯本

#+ + + 倍 液或 一 + + 倍 液或 千虫 克 ∀ + + 倍液 喷洒 � 加

强 田间管理
,

冬季灌水
,

秋季 ε7Ω 割
、

清 除田 间枯枝落

叶
,

减少越冬虫 源 与下年虫 口 基数
。

, −∋ 甘 草蚜 虫 ,φ Τ 2众 瓜/&6 & ,

φΤ 2众 。

/&1 13 ”/& 05 ς

&8 & ∋
、

甘草黑蚜和乌苏黑蚜二种混合发生
。

� 发生规律
�  一 ∀ 月是发生期

,

局部地甘草植株

受害较重
。

% 防治时期
�
根据 田间局部蚜虫发生 与监测情

况
,

进行防治
。

Π 防治方法
�
用 毗虫琳 # + + 倍液或 −+ ; 高效 嗅

氰菊酚 −+ + + 倍液或千虫克 ∀++ 倍液喷洒
。

, : ∋甘草胭脂蜂 ,γ9 印梅/9/ 2 9 /& 5叩2 9 / &Α φ /1 2 ∋
。

该虫是人
一
〔甘 草种植 − 年后重 大地下害虫

,

常

造成局部 甘草大 片死亡
。

� 发生 规律
�
一年 发生一代

,

> 月份 以 后
,

一部

份若虫在卵囊 内越冬
,

另一部分若虫破囊后活动寄

生寄 主越冬
,

下年春 < 月随着气温的升高
,

卵囊内若

虫爬 出寻找寄 主
,

固定危 害
,

吸食甘草 汁液
,

 一 ! 月

上旬 形成蚜壳
,

进人老熟期
,

∀ 月中旬成虫羽化
、

交

尾产卵期
,

完成一个生活世代
。

% 防治适期
� : 月下旬 至 < 月上中旬

,

若虫防治

期
,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防治成虫兼治活动的若虫
。

Π 防治方法 � 成虫期用 −
∃

 ; 敌杀死 :+ + + 倍液

或 <+ ; 乐斯本乳 油 巧99 倍液 喷洒地 面
)
若虫期 用

<+ ; 乐斯 本乳 油 #+ ++ 倍 液或  + ; 辛 硫磷 ∀ + + 倍液

拌毒 土
,

每株穴施
,

均有较 好的防效
。

选择下午无风

时喷洒
,

毒土穴施后用土覆盖 )直播
、

深栽 苗 ,− 1 Γ 以

上 ∋是防治该虫发生的重 要措施
。

, < ∋甘草小 绿叶蝉 , αΓ,,
9 &5 Α & (3 二 Α 、Α 。 8 、 ∋榆叶蝉

二种混合发 生
。

� 发生规律 � 年发生 :一  代
,

主要 以 幼虫
、

成虫

危害豆科
、

榆树等多种植物
, ! 一 ∀ 月是发生盛期

% 防治方法
�
人冬后

,

彻底清除甘 草田间周围的

杂草
,

集 中烧毁或深埋
,

减少越 冬成 虫 ) 危害高峰期

常采用 δ δ η 乳 液 #++ + 倍
,

喷施可达 > + ; 以 卜的防

效
。

九
、

甘草采挖

#
∃

采挖时期

直播甘草种植 : 年后 采挖
,

移栽培 甘草栽植 −

年后采挖
,

采挖 季节 为春季
。

−
∃

采收方法

, 7 ∋人工采挖
�
用铁锨将地下根茎部分全部 翻挖

干净
。

, − ∋机械采挖 � 采挖深度应 大于  + 1Γ
。

ι
、

甘草的质量标准

#
∃

甘草的外里见质量拯准

, # ∋外观质量描 述指标 � 甘草的质量标准
,

以 哎中

国药典》−+ ++ 年版 的甘 草性状及 鉴别 标准来评 价

甘草 的外 观质量主要有形
、

色
、

质地
、

气 味等特征等

性状指标
。

, −∋ 甘草外观形 态指标 �
传统 的道地 甘 草

,

应是

皮 细色红
、

质地 坚实
、

色泽黄 白
,

条干 顺直
、

口 面新

鲜
、

骨重粉足
。

−
∃

甘茎的药用成分桩准

《中 国药典 》−+ + + 年版 规 定
�
水 分 不 得 超过

#+− 〔≅
‘, / 74 5 Α � Α , ) Α Α &8 4 ! ,Α 。Ο‘8,, 79 = 》乃 79 4 Α / 8 臼瓜39 8 9( !’/口汉36 39 8 以 Χ238Α 5 Α

ΔΑ 4 31 38Α &8 4 月#口之Α / 3& ΔΑ 4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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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 总灰分不得超过  
&

∀ Ω ≅ 酸不溶性灰分不得

超过 #
&

∀ Ω ≅甘草酸含量 �Α +# Ζ 4 ∗#
十∀ (∗∃ 含量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不得少于 #
&

∀ Ω
。

)
&

竺茎重全属含量述企准

应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进 出 口绿 色行业标准》

的 限量指 标
,

甘 草产 品重 金属 铅 �Ι[∃ 毛 !
&

∀ / 7 8 9 7
、

福 �ΑΝ∃ � ∀
&

) / 7 8 9 7
、

汞 �4 7 ∃∀
&

# / 7 8 9 7
、

铜 �Α
ς
∃蕊 # ∀

&

∀ / 7 8 9 7
、

砷 �?
Ρ∃鉴 #

&

∀ / 7 8 9 7
。

+
&

竺草农药残留含量鱼准
应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进 出口 绿色行业标准》

的限量标准
,

不允许在甘草收割前 ( 个 月内施药
,

甘

草产品农药残留六六六 �>4 Α ∃蕊 ∀
&

( / 7 8 9 7
、

∴ ∴ Χ ‘

∀
&

( / 7 8 9 7
。

根 径 #& .6 / 以 上 ≅ 乙 级 草 �二 等草 ∃
%

单 根长 度 #! −

+∀
6 /

,

根径 (
&

Ρ6 / 以 上 ≅ 丙级 草 �三等草 ∃
%

单根长度

# ! 5 + ∀6 /
,

根径 (
&

.6 / 以 上 ≅ 丁级 草 �齐 口 毛 条 ∃
%

单

根长度 # ∀ 5 !∀6 /
,

根径 ∀
&

 6 / 以上 ≅ 节草 �大小节 ∃
%

系长短不等 的甘草节
,

无疙 瘩头和须根 ≅疙瘩 头 % 系

加工条草后剁下 的根 头
,

呈 疙瘩状
,

大小 不等
,

无残

茎和须根
。

其 中特级草
、

甲级草
、

乙级草
、

丙级 草为

出 口 和内销的商 品甘草 ≅而 丁级草
、

节 草
、

疙瘩 头

为工业用草 �加工甘草膏
、

甘草霜等 ∃
。

参考文献

十一
、

甘草产品的分拣

(
&

初 选

采收后
,

除去残茎
、

须根
,

去掉泥土
,

依据直径大

小
,

加 工成规 定 的长 度
,

抨 直
、

捆把
,

置通 风干燥 处

凉干
,

勿曝晒
。

#
&

商圣竺草全丝拯准

特级草 �特大草 ∃ %
单根 长度 #!

5 + ∀6 /
,

根 径

#
&

Ρ6 / 以 上 ≅ 甲级 草 �一等 草 ∃
%

单 根长 度 #!
5 + ∀Δ /

,

国家药典 委 员会
&

中华 人 民 共和 国药典 #吃洲Σ∃ 年 版一 部
&

北 京
%

化

学工 业 出版社
,

#∀∀ ( % ∗ ! 5 ∗ ∗
&

徐 小涛
,

张 国荣
,

赵 余仁
&

甘 草产 业 化开 发前 景 不 可估量
&

宁夏 科

技
,

#∀∀ (
,

�+ ∃
%
# ,

&

张 国 荣
,

赵 辉
&

甘草 麻 黄 开发 应 用技 术
&

银 川
%

宁 夏 人 民 出版 社
&

# ∀∀ (
&

∗ % <一 (#
&

徐 良
&

中国名 贵中药 材规 范化栽培 与产业 开发 新技 术
&

北 京
%

中 国

协和 医 科 大学 出版社
,

北 京
&

# ∀∀ ( % (+ ∗ 一 (+ 0
&

中国 国家标准 化管理 委员 会
&

标 准编写 指南
&

北京
%

中闰标 准出版

社
&

(, 一! ∗
&

徐 良
&

中国名 贵中药材 规 范化 栽培 与产 业化 开 发新技术
&

中国协

和 医科大学 出版 社
&

# ∀∀ (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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