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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益母草多点品比试验，优选益母草新品种。方法：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分别在浙江衢州、
丽水和义乌３个地区开展了益母草新品系两年三茬区域试验，从品系的生育期、地上部性状特征、抗逆性、产量和
药材品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浙益１号”品系产量最高，鲜产量为２０１５７ｋｇ·ｈｍ－２；全生育期为３２９８ｄ，
较对照迟３５４ｄ；植株较高；有效成分水苏碱和益母草碱含量均最高；在试验期间，未发现明显病害，耐寒性稍
差，但不影响来年抽苔。该品系于２０１５年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品种名定为 “浙益１号”
［浙（非）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３］。结论：“浙益１号”益母草新品种具有遗传性状稳定一致、丰产性好、药材品质佳、适应
性强等优良特性，可以在浙江省内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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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为唇形科一年
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有调经、行血止血、祛瘀、

消水、安胎等功效，历来被中医视为妇科良药。益

母草入药以鲜品春季幼苗期至初夏花前期采割或干

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

切段晒干
［１］。

对于益母草，目前国内对益母草的研究多从化

学成分
［２３］、制剂

［４］
以及栽培技术

［５９］
等方面进行研

究。但是，由于益母草是广布种，全国各地都有分

布，不同地方益母草种源药材质量差异较大，尤其

以北方种源药材质量较南方种源为优，遗传上研究

也表明益母草种群差异较大
［１０１２］。目前暂未见其他

关于益母草新品种选育方面的研究报道。

目前生产和临床上一般以野生益母草干药材入

药较多，而野生益母草一般在开花期采割，但由于

花初期益母草中水苏碱和益母草碱等生物碱成分含

量极低，因此造成了目前市场上益母草药材普遍达

不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最低标准。而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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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生益母草植株中益母草碱和水苏碱等有效成分

含量较高，因此实现人工栽培益母草已成为现实的

迫切需要。目前鲜益母草药材生产上存在的一个主

要问题是品种混杂严重，益母草碱等有效成分含量

不高，难以满足生产要求。因此，迫切需要选育一

个优良的品种，为此我们以有效成分含量高、高产、

稳产为目标，开展了益母草新品种选育工作。

１　品种选育

１１品种选育过程
该品种是由河南灵宝野生益母草种质资源经驯

化后系统选育而成。于２００７年收集到各地野生益母
草种质２１份在浙江衢州建立了种质资源圃，并开展
驯化及种质评价研究，经综合考评，筛选出河南灵

宝种源；２００８年８月将优选出的河南灵宝种子进行
播种，以长势一致、当年生植株分枝数（２０以上）
和次年初花前株高（１７０ｃｍ以上）为主要指标筛选优
良单株，分别收集了５０个单株的种子；２００９年８月
将５０个单株种子分别种植，当年 １２月以分枝数
（２０以上）和单株鲜重为指标，优选出株均鲜重前
５个优良株系，次年７月收集５个优良株系共２２０株
并混合脱粒；２０１０年８月将优选的种子播种，在田
间按上述方法进一步优选单株，稳定性状和产量，

品系基本定型，暂定为 “浙益１号”。

１２品比试验

２０１１年在衢州点、２０１２年分别在衢州点和丽水
点开展了与农家种及灵宝混合群的小区品比试验，并

进行了扩繁；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分别在衢州、丽水和
义乌开展两年三茬的区域试验。具体选育经过见图１。

图１　 “浙益１号”品种选育流程图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试验品系
“浙益１号”系从野生益母草混合群中经系统选

育而成的优良品系；“灵宝混合群”系２００７年从河
南灵宝收集的野生益母草原始混合群体；对照品系

为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益母草种植基地种植

的常规品种。以上益母草材料均由浙江省中药研究

所有限公司徐建中高级工程师鉴定为唇形科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

２２方法

２２１试验安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连续两年分别在浙
江衢州、丽水和义乌 ３个地区开展了 “浙益１号”
两年三茬区域试验。“浙益１号”和 “灵宝混合群”

均由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提供，对照种由浙

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提供。采用种子

播种的方法进行种植比较，每个大区试验面积为每

个品系 １０ｍ２，４次重复，周围设保护行。其中，
３个重复用来考评产量，１个重复主要用来观察益母
草在夏季不采收的情况下田间越夏情况。畦宽

１２ｍ，条播行距为２５ｃｍ，播种后一周左右出苗，
视出苗情况间苗３次左右，结合前两次间苗施尿素
７５ｇ·ｍ－２，结合第三次间苗及中耕除草，施用三元
复合肥 ４５０ｇ·ｍ－２。结合整理土地，施过磷酸钙
７５０ｇ·ｍ－２和碳酸氢铵７５０ｇ·ｍ－２作为基肥。播种
后１００～１１０ｄ采收地上部。其他田间管理等同
常规。

２２２观察记录　采收时验收小区产量，对每个品
系按五点取样法采集 １０株分析测定其株高、分枝
数、单株鲜重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年版）分析测定益母草药材中水苏碱和益母草
碱含量。

２２３数据分析　用 ＤＰＳ统计软件对各小区产量进
行方差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生育期

当年生栽培益母草，生长周期在１００～１１０ｄ左
右即可采收，因此３个品系的采收期均相同，即播
种后１００～１１０ｄ左右采收。全生育期不同主要表现
在次年春季抽苔和开花时间方面， “浙益１号”和
“灵宝混合群”由于地上部在冬季被冻蔫，次年春

季抽苔和开花时间较迟，相应的全生育期最长，均

为３２９８ｄ，较对照的２９４４ｄ延迟３５４ｄ。见表１。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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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品系益母草生长周期和生育期汇总
播期 品系 生长周期／ｄ 全生育期／ｄ

２０１２年秋播 浙益１号 １１０ ３２９

灵宝混合群 １１０ ３２９

对照 １１０ ２９３５

２０１３年春播 浙益１号 １０９

灵宝混合群 １０９

对照 １０９

２０１３年秋播 浙益１号 １０９ ３３０７

灵宝混合群 １０９ ３３０７

对照 １０９ ２９５３

两年三茬平均 浙益１号 １０９３ ３２９８

灵宝混合群 １０９３ ３２９８

对照 １０９３ ２９４４

３２地上部植株性状

“浙益１号”当年生植株呈基生状，茎极短，株
高４０～５０ｃｍ，分枝数１５个，较对照多出０３个；
叶片数 １２～１６片，较对照多出 １片。基生叶圆心
形，５～９浅裂，每裂片有２～３钝齿。春季抽苔后茎
呈方柱形，上部多分枝，四面凹下成纵沟，株高

１９０～２００ｃｍ，较对照高出 １５ｃｍ；株径 １０～
１２ｃｍ，较对照粗０２ｃｍ。叶对生，有柄；下部茎
生叶掌状３裂，上部叶羽状深裂或浅裂成３片，裂
片全缘或具少数锯齿。茎中部叶片长１４５ｃｍ，较对
照长１９ｃｍ；宽１２４ｃｍ，较对照宽１８ｃｍ。见表２
和表３。

表２　益母草不同品系２年三地三茬区域试验植株性状（珋ｘ±ｓ，ｎ＝３０）
试验点 品系 株均高／ｃｍ 株均分枝数／个 株均叶片数／片 株均鲜重／ｇ

衢州 浙益１号 ４２８０±３４７ １５０±０１０ １４４±１４６ ４０１±１６５

灵宝混合群 ４１３０±３３４ １４０±００５ １３９±１６４ ３８５±１９９

对照 ４００４±３３１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３３±１６９ ３６１±１８５

丽水 浙益１号 ４２５１±２６２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３９±０９７ ３９０±０５０

灵宝混合群 ４１４３±３１１ １４０±００４ １３２±１１７ ３７４±０２５

对照 ３９３４±３３７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７±１０８ ３４７±０７０

义乌 浙益１号 ４２３６±２１３ １５０±００６ １３８±０９５ ３９８±２４３

灵宝混合群 ４１１３±２５２ １４０±００４ １３４±１０４ ３８３±１８２

对照 ３９５８±２２６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６１ ３６２±１９９

平均 浙益１号 ４２５ １５ １４０ ３９６

灵宝混合群 ４１３ １４ １３５ ３８１

对照 ３９６ １２ １２９ ３５７

表３　不同品系益母草初花期植株性状（珋ｘ±ｓ，ｎ＝２０）
试验点 品系 初花期株均高／ｃｍ 均株径／ｃｍ 初花期茎中部叶片均长／ｃｍ 初花期茎中部叶片均宽／ｃｍ

衢州 浙益１号 １９９４８±７４６ １２０±００１ １４９２±０４９ １２５４±０６５

灵宝混合群 １９１５２±８４６ １１２±００２ １４３２±０６５ １１３７±０５８

对照 １８２４７±９５１ １０３±００３ １２７８±０５４ １０６３±０６４

丽水 浙益１号 １９１５３±１０１０ １２１±００１ １４１３±０６４ １２３２±０６７

灵宝混合群 １８５２６±９５７ １１２±００１ １３６７±０５１ １１８９±０６４

对照 １７８９１±１１７８ １０２±００１ １２３２±０６６ １０４９±０５９

义乌 浙益１号 ２０１２４±９５２ １１９±００１ １４８９±０５５ １２４７±０５１

灵宝混合群 １９２７８±８３４ １１３±００２ １４３４±０６８ １２０５±０７３

对照 １８１６２±１０４２ １０３±００２ １２６３±０７２ １０６４±０７２

平均 浙益１号 １９７４１ １２０ １４６４ １２４４

灵宝混合群 １８９８５ １１２ １４１１ １１７７

对照 １８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２５７ １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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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抗性表现

在轮作情况下，在目前已进行的试验期间，

尚未发现益母草白粉病、菌核病等病害。从田间

观察结果来看，３个品系的益母草在株距较小（小
于８ｃｍ）时，由于畦内密闭环境、通风不良，尤
其是在夏季的高温高湿气候，易造成植株基部叶

片大量发黄、甚至部分出现腐烂。而在畦边缘的

植株由于通风良好，能够安全越夏，但产量却受

到严重影响，因此从经济性方面来讲，在 ７月上
中旬益母草株高已停止生长的时候，即益母草生

长周期在３个半月左右，此时采收经济效益和药
材品质均达最佳。

“浙益１号”益母草和 “灵宝混合群”虽然在

冬季地上部有部分冻蔫，但根茎基部未冻坏，春季

仍能重新从根茎基部抽出新枝，能正常开花、授粉

和结实；而对照种地上部耐寒性较强，在冬季地上

部未冻蔫。见表４。

表４　抗病性、耐寒性及田间越夏情况
品系 抗病性 冬季地上部耐寒性 田间越夏情况

浙益１号 强 部分或全部冻蔫，

未能恢复

适宜密度下能安全

越夏

灵宝混合群 强 部分或全部冻蔫，

未能恢复

适宜密度下能安全

越夏

对照 强 部 分 或 未 冻 蔫，

恢复

适宜密度下能安全

越夏

３４产量表现

表５结果表明，“浙益１号”２年三茬平均产鲜
益母草为２０１５７ｋｇ·ｈｍ－２，较对照增产１４３％，较
“灵宝混合群”的产量增产５３％。其中，２０１２年秋
播、２０１３年春播和２０１３年秋播产量依次比对照增产
１４９％、１５２％和 １２７％；依次比 “灵宝混合群”

增产５２％、５３％和５３％。“浙益１号”与 “灵宝

混合群”两个品系之间产量差异不明显，但与对照

相比，产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５　益母草２年三茬区域试验鲜药材产量（珋ｘ±ｓ，ｎ＝３）

品系

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２０１２年秋播 ２０１３年春播 ２０１３年秋播 两年三茬

平均

浙益１号 １２８３９±６９０１４５０９±４４４１２９６５±４０２１３４３８ａ

灵宝混合群１２２０４±７１１１３７７８±４２８１２３１２±５３２１２７６５ａ

对照 １１１７１±７０８１２５９９±２４０１１５０４±４４８１１７５８ｂ

注：相同字母表示同列数据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不同字母表示
同列数据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３５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含量表现

从表６可以看出，“浙益１号”益母草中水苏碱
平均含量为４１３％，较对照３１８％增加２９９％，较
“灵宝混合群”的３６５％增加１３２％；益母草碱平
均含量为０３３％，较对照的０２１％增加５７１％；较
“灵宝混合群”的０２７％增加２２２％。

表６　不同品系益母草区域试验的水苏碱和
益母草碱含量（珋ｘ±ｓ，ｎ＝３）

播期 品系 水苏碱（％） 益母草碱（％）

２０１２年秋播 浙益１号 ３４１±００８ ０３１±００１

灵宝混合群 ２９５±０１６ ０２６±００１

对照 ２５４±０１３ ０１９±００２

２０１３年春播 浙益１号 ５１２±０１６ ０３８±００１

灵宝混合群 ４５０±０１４ ０２９±００１

对照 ４００±０１３ ０２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年秋播 浙益１号 ３８６±００３ ０３１±００３

灵宝混合群 ３４９±０１３ ０２６±００２

对照 ２９９±００８ ０２１±００３

两年三茬平均 浙益１号 ４１３ ０３３

灵宝混合群 ３６５ ０２７

对照 ３１８ ０２１

３６“浙益１号”主要品系特性

３６１产量　 “浙益１号”２０１２年秋播产量较对照
增产 １４９３％；２０１３年 春 播 产 量 较 对 照 增 产
１５１６％；２０１３年秋播产量较对照增产１２７０％，与
对照相比均显著增产。

３６２药材品质　 “浙益１号”益母草中水苏碱平
均含量为４１３％，益母草碱平均含量为０３３％，均
高于对照种，且均符合２０１０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规定要求。

３６３主要农艺性状　该益母草品系当年生植株呈
基生状，茎极短，株高４０～５０ｃｍ，分枝数１５个，
叶片数１２～１６张。当年生栽培，播种后１００～１１０ｄ
收获，当年生栽培植株鲜重４０～５０ｇ。春季抽苔后
株高 １９０～２００ｃｍ，较对照高 １５ｃｍ。全生育期
３２９８ｄ。在适宜种植密度下，能安全越夏，冬季耐
寒性稍差，但不影响第二年春季抽苔。

４　结论与讨论

“浙益１号”益母草品系经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
分别在衢州、丽水和义乌开展 ２年三茬的区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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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表明，“浙益１号”２年三茬平均产量为
２０１５７ｋｇ·ｈｍ－２，较对照增产１４３％，较 “灵宝混

合群”产量增产５３％，说明该品系丰产性好。“浙
益１号”益母草中水苏碱平均含量为４１３％，益母
草碱平均含量为０３３％，均高于对照种，且均符合
２０１０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说明该品系

药材质量佳。

益母草作为妇科要药，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但由于生境及种质的不同，药材质量参差不齐，差

异极大。由于种质资源分布广，致使目前生产上种

源来源混杂比较严重，导致生产出的药材质量不稳

定，严重制约了益母草种植的规模化生产。而 “浙

益１号”益母草品系是由河南灵宝野生益母草种质
资源经驯化后系统选育而成，适宜在浙江境内种植，

且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由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组织的专家进行了品种现场考察，并于２０１６年
１月通过了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品种名为 “浙益１号”。

目前临床上以益母草为原料的单方中成药主要

是益母草颗粒、益母草膏、益母草胶囊等，临床用

量巨大。但是上述中成药一般都以开花前期的干药

材入药，由于益母草在花期阶段生物碱含量下降很

快，因此市场上的花期益母草药材中水苏碱和益母

草碱等有效成分含量大部分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规定要求。因此，目前大部分生产厂家开

始以春季抽苔后开花前植株高度约５０ｃｍ左右的植
株或当年生栽培的基生状植株作为原料。浙江大德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鲜益母草胶囊是全国独家

以当年生栽培的鲜益母草为原料经榨汁、冷冻干燥

等先进工艺生产的益母草产品，产品疗效好，市场

反应良好。目前 “浙益１号”益母草新品种已在该

公司益母草种植基地推广应用，提高了鲜益母草药

材的产量和质量，较好地满足了该企业对鲜益母草

原料的需求。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Ｓ］．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７２２７３．

［２］　邓屾，刘丽丽，陈玥，等．益母草化学成分研究Ⅲ［Ｊ］．天
津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６）：３６２３６５

［３］　阮金兰，杜俊蓉，曾庆忠，等．益母草的化学、药理和临床
研究进展［Ｊ］．中草药，２００３，３４（１１）：１５１９．

［４］　刘莉，高鹏，李慧金．益母草提取工艺优选［Ｊ］．中国实验
方剂学杂志，２００３，９（２）：３４．

［５］　晁志，王厄舟，周秀佳．益母草药材中生物碱含量与产地
生态环境的关系［Ｊ］．第一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６）：
５０４５０６．

［６］　可燕，车生泉．不同产地益母草总生物碱含量的比较［Ｊ］．
中草药，１９９９，３０（４）：２７０２７１．

［７］　李卫东，王淞翰，于福来．益母草种子发芽和生活力检验
方法的研究［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１５１６．

［８］　熊南燕，刘艳丽，孔增科．益母草不同采摘期、不同用药
部位中含盐酸水苏碱的比较研究［Ｊ］．时珍国医国药，
２００８，１９（８）：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９］　黎耀东，贾芸，卢军．品种、产地及采收期对野生益母草
中生物碱成分的影响［Ｊ］．中成药，２０１１，３３（１０）：
１７６４１７６７．

［１０］张维瑞，韩远记，薛愧玲，等．河南益母草野生居群遗传
多样性的 ＳＣｏＴ分析 ［Ｊ］．中草药，２０１３，４４（８）：
１０２２１０２６．

［１１］陈丽雅，赵鹂，白岩，等．不同种源益母草遗传关系的
ＩＳＳＲ分析［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９，３４（１１）：１３４３１３４５．

［１２］姜华年．不同种源地益母草干重和水苏碱含量的测
定［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１，２７（９）：１９１１９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２１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

（上接第３２６页）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Ｓ］．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　展晓日，曾昭武，孟凡莉，等．莪术油药学研究进展［Ｊ］．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０（５）：
４５４４５８．

［３］　陶正明，姜武，郑福勃，等．‘温郁金 １号’新品种选

育［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４，３９（２０）：３９１０３９１４．
［４］　陶正明，冷春鸿，吴志刚，等．传统产区温郁金遗传多样

性的ＩＳＳＲ分析［Ｊ］．浙江亚热带作物通讯，２００７，２９（２）：
７１０．

［５］　陶正明，姜武，吴志刚，等．不同产地温郁金药材有效成
分含量比较 ［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６（１０）：
１５８３１５８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２２）

·１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