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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育苗肉艾蓉寄主校极播种期初步研究
(

口 陈 君
( (

朱兴华 于 晶 程惠珍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 � ∗+,

刘 同宁 )宁夏永 宁县甘草种植场 银川 −. �� �∋ ,

摘 要
/ 目的

/

研究确定宁夏贺兰 山 东麓梭梭育苗的适宜播种期
。

方法 /
设  个播期

,

播种 0% 天

后调查各播期梭梭苗生长情况
,

同时记 录气温变化 1# 年后调查各播期梭梭株高
、

根长
、

茎基粗 结果 /

播种 0% 天后调 查
,

. 月初播种 的梭梭苗生长速度较快 10 月下旬至 + 月上 旬播种的梭梭苗生长量显

著高于其它播期 1 结论
/
在宁夏进行梭梭育苗

,

0 月下旬至 . 月上 旬均可播种
,

0 月下 旬至 + 月中旬播

种
,

梭梭苗生长量最大 1+ 月下旬至 . 月上旬播种
,

梭梭苗生长速度最快
。

关键词
/
梭梭 播种期

梭 梭 )2以∀3 刃∀4 56 6∀ 78 4 7 9∀ 4, 为 濒危 沙生 中药

材肉从蓉 ):;<= 54
∀ >。 78 、。9=; ∀# 5, 的寄主植物

,

属黎科梭

梭属 )2以∀3 刃∀4 ? ≅

4Α8 ,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
,

分布在

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地 区
。

梭梭为超旱生植物
,

具有耐

旱
、

耐盐碱
、

耐热
、

耐寒等特性
,

是优 良的防风固沙植

物
,

素有
“

防风 固沙尖兵
”

之称
,

是西北地区 生态建设

的首选树种
,

其根上寄生 的肉从蓉是著名 的补益类

中药
,

已有上千年的药用历史
,

目前市场需求量很

大
,

由于野生肉从蓉资源已 濒临灭绝
,

因此 国家明令

禁止采挖野生资源
,

鼓励人工种植
。

人工种植 肉从蓉

需要大量优质梭梭种苗
,

为确定在宁夏贺兰山东麓

梭梭育苗的适宜播种期
,

我们于 ��� 0 一 ��� + 年
,

在 宁

夏永宁甘草种植场肉从蓉种植基地进行梭梭播种期

研究
。

收稿 日期 / � �), . 一 ∋� 一� �

修回 日期
/
�《Β, 一�∋ 一 ∋∗

一
、

材料与方法

∋
∃

梭梭

来 自甘肃民勤的去果翅种子
,

千粒重 0 ∗

�
∃

播期

设  个 播 期
/
� 0 一 � .

、

� + 一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 Χ

� ∋
、

� .一� �
。

0
∃

土地准备

选择地势平坦
、

地 力一致的沙壤土
,

播 前深翻
,

耙平做畦
,

播前灌透水
。

+
∃

播种

条播
,

开 ∋
∃

<Δ 6 浅沟
,

沿沟将种子均匀撒 人
,

覆

土
,

用耙 子搂平
,

稍加镇压
,

每处理用种子 %� ∗
,

每 7

喷 ∋ 一� 次水
,

保持苗床湿润直至出苗
。

试验分 0 个区

组
,

每 区组  个小 区
,

每小区 ∋
∃

<3#
∃

∋. 6 “,

各播期 0 个

( 国家科技部
“

十五
”

科技攻 关计划项 目)Ε∀∀ #? Φ−� ∋� Γ >,
/ 肉欢 蓉繁育研 究

,

负责人
/

陈君 1 国家科技部 西部专项 )Ε∀∀ Ε? Φ ∗� #Φ0 �, 子课题
/

肉欢 蓉规范化种植研 究与 示范
,

负责人
/

陈君

( ( 联系人
/ 陈君

,

研究 员
,

主要研究方向
/ 濒危药材肉欢蓉的资源保护和栽培 Η8 #

/

�∋ � 一  � %∗ ∗− 0 ∋
,

Ι 一 6 5;#
/ ϑ≅4 Κ;’ >8 4 Λ � 0

∃

4 7

∋∋% 〔Μ ∀9# 7 <Δ ;Δ 二
。

54 7 Η8
∀ >4∀ #。价加

。
78 94 众5= 勿4

∀Ν −’9。7;=;∀
4以 :> ;,

、。

Ο8 7; ∀ ;48 54 7 脚口乙8 9; 5

Ο8 7 ;Δ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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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

随机排列
。

每次播种用种量
、

播种密度 和管理 高温度变化范围在 ∋ � Π 0 0℃
,

最低气温变化范 围在
Χ

方式一致
。

 一 ∋+ ℃
。

第一至第四播期期 间
,

最低气温常在 �℃以

.
∃

调查 下
,

. 月初有 ∋ 次强降温
,

降温幅度达 � �℃
,

最低气温

梭梭出苗后 0 % 7 调查苗 高
、

根 长
、

侧根数
、

9∀ 株 降至 �℃
,

之后气温全部在 Θ℃以上变化
。

从调查结果

苗鲜重 1 试验期间记 录基地每 日最 高
、

最低气温
。

看
,

�0
一
�. 播种

,

由于生长期间温度低
,

梭梭苗生长缓

�叨+ 年早春 )� 0 一� − ,
,

调查各播期梭梭苗株高
、

根长
、

慢 1 � . 一�∋ 播种
,

温度适宜梭梭生长
,

梭梭苗生长速度

艾其知
一 一

’

一
。

表 ∋ 不同播期梭梭苗生长速度比较 )宁夏 � � �0 年 ,

二
、

结果与分析

∋
∃

不 同播期 梭梭 苗

生长速度比较

由表 ∋ 看 出
,

相 同的

生长 时 间 )0 %7 ,
,

随 着 气

温的升高
,

不同播期 梭梭

苗的生长速度不 同
。

其中

. 月 ∋ 日播种
,

梭梭苗生

长速度最快
,

平均苗高为

− 8 6
、

根 长  
∃

. � 8 6
、

∋ � 株

鲜重 �
∃

∋0 ∗
,

高于其 它播

期 10 月 � . 日播种
,

梭梭

苗平均苗高 0
∃

. %Δ 6
、

根长

+
∃

� � 8 6
、

侧根数平 均 �
∃

− −

个 Ρ株 汪� 株 鲜 重 �
∃

 0 ∗
,

明显低于其它播期
。

梭梭

苗平 均 侧 根 数 以 + 月 ∋

日播种最多
,

为 .∃  0 个 Ρ

株
。

应用 ΣΤΣ Σ 分析软件

对 梭梭 苗高和根 长进 行

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

表 � 方差 分 析结 果

表明
,

不 同播期之间梭梭

苗高
、

根长存在极显著差

异
。

播 期 试验期 间 的 气

温变化见图 ∋
。

图 ∋ 显示
,

播 期试验

期间
,

气温逐渐升高
,

最

播期

� 0一�.

�+ 一� ∋

�+ 一 ∋�

�+ 一��

� .一 � ∋

� .一��

( 苗高ΥΔ 6

0
∃

. %士�
∃

∋ ∋

0
∃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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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士�
∃

� �

.
∃

+ %士�
∃

� 0

−∃ �� 士�∃ 0 %

+ %−士�
∃

+ �

( 根长Ρ 8 6

+ � �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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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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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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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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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为 0� 个样本的平均值
。

表中数据为各播期播种后 0% 天的调查结果
。

表 � 不同播期梭梭苗高
、

根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Σ ≅ 6 ∀ Ν Σ ς ≅ 5 98 < Ω Ν ΟΞ 5 4 Σς ≅ 5 9

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Ψ

Ψ值

.∋∗
∃

差异显著

苗高 组=’ς ? 8 =Ξ8
8 4 Ζ 9∀ ≅ [ <

组内 Μ ;=>;4 Ζ 9∀ ≅ Τ<

Η ∀ =5 #

根长 组间 ? 8 =Ξ 88 4 Ζ 9∀ ≅ [ <

组内Μ ;=> ;4 Ζ 9∀ ≅ Τ<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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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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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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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Β ,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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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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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试验区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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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不同播期梭梭苗生长量比较 )宁夏 � ��+ ,

播期)月一 日 , 平均株高ΡΔ 6 最高值ΥΔ 6 平均根长ΥΔ 6 最高御
Δ 6 平均茎基粗 Ρ6 6 最高值⊥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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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播期梭梭苗生长量方差分析

来源
45 6 1 37 48 5 9化:

平方和

; 7

自由度

<= 9 ( 48 5 9>

方差

?

盈
, −0

.

差异显著系数

株高

根长

茎基粗

/#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丫〕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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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  , 一+ 播种
,

气温逐 渐升高
,

最高气温达 ∗∗ ℃
,

高温抑制 了梭梭生长
,

生长速度反而降低
。

+
.

不 同播期梭梭苗生长量比较

+  # 年 ∗ 月调 查不 同播期 梭梭 生长 量
,

采用

4Α44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结果见表 ∗
、

表 #
、 。

分析结果表明
,

梭梭苗的生长量随着播期 的延

迟逐渐降低
,

 ∗一+, 播种梭梭苗株高平均 , +
.

Β Χ 6
,

最

高值达 ∋ ∗Χ 6
,

平均根长 + #
.

/Χ 6
,

最高值达 #  Χ 6
,

平均

茎基粗 #
.

Δ 6 6
,

最高值达 Δ 6 6
,

显著高于其它播期
。

梭梭苗时
,

将大苗剔除

适当延迟梭梭播种期
,

此
,

要根据 当地实际条件

和对 梭梭种苗 的要求
,

确

定适宜播种期
。

如果需要

大苗 同时 又 具备 良好 的

灌溉 条件
,

可选择 ∗ 月下

旬或 # 月上旬播种
,

以获

得最大的梭梭苗生长量

+
.

关于移栽的成活率

大规模 种 植 梭梭 一 般 先

育苗后移栽 以往的经验

和研 究结果表 明
,

在相对

恶劣 的条件 下移栽梭梭
,

大苗 的成活率较低 川
,

有

些 地 区 选择 用 做 造林 的

因此
.

如果为梭梭造林育苗
.

也是有效措施之一 如选择 #

三
、

结论与讨论

月下旬至 , 月上旬播种
,

梭梭苗生长速度最快
,

既缩

短育苗时间
,

又可获得理想的梭梭种苗
二

∗
.

关于出苗率生竺逞苗奎

研究 表明
,

梭梭种子 在 +℃时就可发芽
, Ε

且发 芽

速度极快 Φ+Γ
,

只要环境条件合适
,

播种深度适宜
,

梭梭

出苗一般不存在问题
,

本试验重点对播期 对梭梭 苗

生长 速度及 Φ 年后 梭梭 苗生 长量 的影 响进 行 > 研

究
,

但试验 中发 现
,

梭梭 出苗后保苗 率较低
,

相关研

究正在进行 中
。

−
.

关于播种期

在 宁夏育苗 梭梭
,

∗ 月下旬 至 , 月 中旬 均可播

种
。

试验结果表明
,

播种期越早
,

梭梭苗生长量越大 ≅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播种
,

梭梭苗生长速度最快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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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苦豆 子碱抗 炎抗变态反应新药制剂
,

现 已完成临

床前的研究
。

五
、

生产基地建设

经国家科技部批准
,

宁夏 回族 自治区 已列入
”

国

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 ,

并于 �� �∋ 年正式

挂牌《中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 )宁夏 ,中药材基地》
,

宁

夏已 成为中国第二个国家级药材基地
,

明确项 目建

设任务及规模
/

建立 ∋� � 万亩 中药材种植基地 1# 万

亩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 1 建立 0 万亩种子种苗基地 1

建立 0 � � 万亩围栏补植抚育基地
。

项 目启动后
,

已在

苦豆子 资源产 区 工程 围栏 天然苦 豆子 草场 0
∃

%� 万

>川
�

)合 .−
∃

0 万 亩 ,
,

并开展了抚育更新补播措施
。

宁

夏紫荆花药材基地联合 区 内科研单位
,

在盐池县产

区还 通过人工种植
,

引种观察
,

种 质资源遴选
、

病虫

害控 防等试验研究手段
,

提高苦豆子资源的最大持

续产量
,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药材 资源为主
,

实现

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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