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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参生产中不规范使用农药、农残以及重金属超标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党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无公
害种植是保证党参高品质的有效策略。本文概述了无公害党参生产的产地环境、适合当地党参生产的优良品种及其

特性、规范化的综合农艺措施、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提出加强现代组学技术在党参分子育种中的应用、建立无公

害党参病虫害综合防治平台、完善无公害党参种植体系等建议，以达到无公害化标准，促进党参产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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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为桔梗
科党参属植物。中药党参为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素花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Ｎａｎ
ｎｆｖａｒｍｏｄｅｓｔａ（Ｎａｎｎｆ）ＬＴＳｈｅｎ或川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
ｓｉｓｔａｎｇｓｈｅｎＯｌｉｖ的干燥根［１］，为药食两用的传统中

药，具有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等功效，常作

为人参的替代品，俗称 “小人参”［２］。党参是 《中

国药膳大辞典》收载的 ８６种药膳食疗常用中药中
１０种补气药之一，记载使用频次为１８８次。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党参有增强免疫力、扩张血管、降压、

增强造血功能等作用［２］。随着科研工作者对党参作

用机制的解析，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由于乱采滥

挖现象严重，野生资源逐年枯竭，产量急剧下降，

各地已开展人工栽培来满足市场需求。党参是目前

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中药品种之一，总面积达８０多
万亩（１亩 ＝６６６７ｍ２），其中甘肃种植面积 ７６万
亩，产量约 ７万 ｔ，党参综合产值达 １００亿元以
上［３］。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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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中成药有１２４种［２］，全国共有１８００家企业生产含
有党参的制剂。然而在党参种植过程中存在管理方

式混乱，农药、化肥不规范施入，病虫害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党参的品质及产量，阻碍了党参产业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４］。对党参实行无公害种植是保障

其品质的有效措施，是未来党参产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为指导党参无公害规范化种植，本文结合党参

的生物学特性，概述了无公害党参种植基地选址、

品种选育、综合农艺措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等技

术，以期为党参的无公害种植提供指导。

１　无公害党参种植基地选址

１１无公害党参种植基地环境要求

按照国家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

（ＧＡＰ）［５］的要求，党参产地环境应符合ＧＡＰ的规范
标准及 ＮＹ／Ｔ２７９８３—２０１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量
安全控制技术规范［４６］；空气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类区要求［７］，农田灌溉水

的水源质量应符合国家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８９］，

种植地土壤应符合国家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

级标准［１０］。无公害党参生产基地应选择传统道地产

区，避开公路主干线、土壤重金属含量高的地区，

远离城市，周围无污染源，附近无工矿企业，不能

选择冶炼工业（工厂）下风向３ｋｍ［１１］区域。
党参在土层深厚、疏松，排水良好、富含腐殖

质的沙土中生长良好，重黏土、岗地及低洼地不利

于党参生长［１２］。土壤中铅 （Ｐｂ）、镉 （Ｃｄ）、汞
（Ｈｇ）、砷（Ａｓ）、铬（Ｃｒ）等重金属含量应符合 《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评价准则》［１３１４］。土壤中六六

六和滴滴涕的质量分数均不得超过０１ｍｇ·ｋｇ－１［１４］。

１２党参产区生态因子

无公害党参种植基地选址要依据党参生物学特

征，生长区域满足其对生态因子、前茬作物、轮作

等的要求，确定种植基地，是实现无公害党参种植

的重要环节。基于 “药用植物全球产地生态适宜性

区划信息系统”（ＧＭＰＧＩＳ）［１５１６］，得到党参主产区
生态因子值范围（见表１），包括年平均气温 －０８～
１３４℃、平均气温日较差８１～１４３℃、年均降水量
３１４０～９８９０ｍｍ、年均日照１２４８～１５７９Ｗ·ｍ－２、
年均空气相对湿度５００％ ～６６０％等，主要土壤类
型包括人为土、始成土、冲积土、黄绵土等。

依据党参的生态因子值范围，利用加权欧式距

离算法［１６］得到党参最大生态相似度主要区域全国分

布图，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甘

肃、陕西等省，其中居于前三的省份为黑龙江、吉

林和内蒙古［１２］（见图１）。

表１　党参主产区生态因子值
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值范围

年平均温／℃ －０８～１３４

平均气温日较差／℃ ８１～１４３

等温性（％） ２２０～４３０

气温季节性变动（标准差，％） ６０３～１４９０

最热月最高温度／℃ １７６～３０９

最冷月最低温度／℃ －２８１～－４１

气温年较差／℃ ３０７～５４３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１０７～２３３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１９４～１５

最热季度平均温度／℃ １０７～２５０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１９４～１５

年均降水量／ｍｍ ３１４０～９８９０

最湿月降水量／ｍｍ ８２０～２５８０

最干月降水量／ｍｍ ２０～１１０

降水量季节性变化（变异系数，％） ６９０～１１７０

最湿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８６０～６２８０

最干季度降水量／ｍｍ ７０～３７０

最热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７５０～６２８０

最冷季度降水量／ｍｍ ７０～３７０

年均日照／Ｗ·ｍ－２ １２４８～１５７９

年空气均相对湿度（％） ５００～６６０

主要土壤类型 人为土、冲积土、强淋溶

土、黑土、黄绵土等

图１　党参最大生态相似度主要区域面积

（单位：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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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党参优良品种选育

选育高产、优质、抗逆的良种，是实现党参无

公害种植的有利保障。针对党参产地生态环境的差

异，采用有目的、有侧重的育种方法，将极大提高

党参的产量和质量［１７］。在实际生产中各地应选择适

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优良品种，充分发挥品种的内在优

势，不同产地的栽培党参有其品种特性，已形成不同

产地特色的党参品种。甘肃省定西地区旱农研究中心

通过杂交选育的我国第一个党参新品种８９１７２，具有
丰产、稳产、抗旱、抗寒和适应性很强等优点［１８］。

甘肃党参新品系 ９８０１对根腐病具有较强的抗性，
适宜在半干旱及二阴生态区推广种植［１９］。党参新品

种ＤＳＺＪ２００４０１、ＤＳ９８０１、ＤＳＺＪ２００３０１具有抗病性
强和内在质量优等特点［２０］。甘肃省定西市农科院培

育的高产、抗病、抗杂草的 “渭党 １号”、 “渭党

２号”、和 “渭党 ３号”，主产区域为定西市岷县、
渭源、漳县、陇西、安定区等地［１７］。加强对党参新

品种的选育，实现党参的无公害生产是现在及将来

最具研究意义的课题。

３　无公害党参种植的综合农艺措施

为确保无公害党参生产，需要采取适当的农艺

措施。在种植前进行土壤的翻耕修复，可以减少病

原菌的传播。党参以种子繁殖为主，播种前要筛选

优质的种子，选用适宜的播种期。种植后期加强田

间管理，及时施肥、除草、灌溉、打尖，确保党参

的正常生长。

３１土壤改良

土壤理化性质和肥力状况对党参产量、有效成

分的含量影响极大，切忌连作，与大豆、小麦、玉

米等作物实行３年以上的轮作［２１］。党参的育苗地应

选择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疏松肥沃的沙壤或腐殖

质多的背阴地，大田移栽地应选择土层深厚、土质

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２１］，ｐＨ值在 ５０～
７０［１３］。深耕可以提高土壤透气性，减少病虫害和
杂草的滋生［１］。党参属于深根系作物，育苗地征地

时需要深翻２５～３０ｃｍ，４５万 ～６万 ｋｇ·ｈｍ－２农家
肥作基肥，农家肥必须充分腐熟达到无害化标准，然

后整平作畦，畦宽约１２～１５ｍ，沟深１５～２０ｃｍ，
畦长因地势而定［１］。大田移栽地在秋季收获作物后随

即整地，施４５万～６万ｋｇ·ｈｍ－２优质农家肥，移栽
前要将地面整平，并且依据地势，修好排水沟［２２］。

３２优良种子种苗培育

党参以种子繁殖为主，第一年播种育苗，第二

年移栽，党参的品质与种子种苗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培育优质种子种苗是无公害党参种植的关键技术之

一［２２２３］。种子是中药材生产的源头，良种的使用对

于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有积极的意义，将促进党参

生产的 “无公害化”。党参育苗种子应选用当年新

种子，清除霉烂和秕粒，挑选饱满、粒大种子［２３］。

为提高出苗率，播种前进行温水浸种，置于 ４０～
４５℃水中，不断搅动，至水温与手温差不多时，移
入纱布袋中，清水冲洗 ４～５次，再整袋放于温度
１５～２０℃的室内沙堆上，每隔３～４ｈ用清水淋洗
１次，５～６ｄ种子裂口即可播种［２４２５］。

适宜的播种期是党参出苗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党参种子无休眠特性，播种后只要温度及水分适宜

均可出苗［２３］，适宜的萌芽温度为１５～２０℃［２６］。党

参在春季和秋季均可播种，秋播比春播效果好［２７］。

春播的时间为３月底到４月初，海拔在２０００ｍ以上
地区土壤解冻迟，４月初土壤墒情较好，为最佳播
种期；海拔在２０００ｍ以下的地区，土壤解冻较早，
土壤解冻后适当提早播种［１，２２２３］。秋播于１０月下旬
土壤封冻前进行［２７］。党参有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播

种方法［２６］，直播法具有可培育优质边条参、省时、

产量低等特点；育苗移栽法可以提高参苗产量，但

费时、培育的参苗质量差［２７］。直播多采用条播，行

距为３０ｃｍ，沟深５ｃｍ，播后覆土２～３ｃｍ。育苗移
栽一般采用条播或撒播，条播行距 １０ｃｍ，沟深
３ｃｍ，宽５～６ｃｍ左右，撒播用细砂拌匀撒在地表，
轻轻用耙耱１次［２７２８］。播种后用麦草或麦衣遮阴保

湿，根据墒情及时浇水，保持地面湿润，以利出

苗［１，２４，２８］。当党参苗高约５ｃｍ时，间苗，保持株距
１～３ｃｍ，同时将覆盖物逐渐揭掉，不可一次揭光，
以防止烈日晒死幼苗［２７］。当苗高约１５ｃｍ对光的适
应能力增强时，全部揭掉覆盖物［２８］。直播出苗后第

二年定苗，株距约１０ｃｍ［２８］。

３３田间综合农艺管理

适当的田间管理促进党参的生长，提高产量和

品质。中耕除草可以使土壤疏松，调节土壤的水、

肥、热、气状况，促进根系的发育及消灭杂草。在

党参苗出齐后及时除草，一般１年除草３～４次，保
持田间清洁［２８］。党参定植后，在有灌溉条件的地

区，需要严格控制好灌水量，同时需要根据天气、

·９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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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生长等因素的影响对灌水量进行调整，苗活后

少灌水或不灌水，雨季及时排水，防止烂根［２８３０］。

当苗高约３０ｃｍ时搭架，以便茎蔓生长，利于通风
透光，增加光合作用面积，提高抗病能力［２８］。在

７月中上旬，苗子长到３０～３５ｃｍ左右时，按地上留
５～７ｃｍ的长度进行打尖，一般打１～２次，能有效
地控制地上部分的生长，促进地下根系生长，从而

达到提高党参产量的目的［２９］。党参苗生长１年后，
可在春季４月或秋季１０月进行移栽［３１］。移栽时选

择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表面光滑、苗质

柔软的种苗［２８］。移栽时行距约 ２０～３０ｃｍ，沟深
１５～２０ｃｍ，山坡地应顺坡横向开沟，株距 ６～
１０ｃｍ将参苗斜摆沟内，然后覆土约５ｃｍ［３１］，栽后
及时浇水，用种苗量４５０～６００ｋｇ·ｈｍ－２［３０］。

３４无公害党参合理施肥

施肥是增加党参产值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合理

施肥配比和施肥量能显著提高党参的产量和品质。

在党参的种植中过量或不合理施肥现象比较普

遍［３２］，不仅违背党参养分吸收规律，同时也导致资

源浪费影响生态环境［３３］。研究表明，锰、钼微肥对

党参具有明显增产效应［３２］；氮肥和磷肥对党参的增

产效果随着氮和磷的配施比例存在明显的差异［３４］；

党参全生育期对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平均吸

收比例为１∶０５１∶０２７（质量比）［３４３５］。在适当的施肥
期进行施肥有利于无公害党参生产，在采收前

１个月不适用任何肥料和农药。党参在种植过程中，
除了施足底肥外，还要结合各个生长期适时追肥，

才能获得高产，适量增施肥料有利于提高产量。

无公害党参种植过程中的施肥分为育苗地施肥、

移栽地施肥以及追肥。育苗地施肥：有撒施和条施

两种施肥方法［１４，３６］。撒施是把肥料均匀地撒在地表，

浅耙１～２次使肥料与表层土壤混合；条施就是开沟
施肥，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３万 ～４５万 ｋｇ·ｈｍ－２，
尿素和磷酸二铵各２２５ｋｇ·ｈｍ－２［１，２４］。移栽地施肥：
耕翻前施优质农家肥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磷酸二
铵３０ｋｇ·ｈｍ－２、尿素５ｋｇ·ｈｍ－２；移栽成活后，当苗
高２０～３０ｃｍ时，追施有机肥１次，施不含硝态类的
磷钾肥３７５～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施肥方法为撒施［１，２１］。追

肥：定植成活后，待苗高 １５ｃｍ左右，追施尿素
７５ｋｇ·ｈｍ－２。显蕾期追施普通过磷酸钙 ３００～
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扬花期和灌浆期各喷磷酸二氢钾与尿
素混合液１次，磷酸二氢钾用量为２２５０ｇ·ｈｍ－２，尿

素用量为１５００ｇ·ｈｍ－２，兑水量为４５０ｋｇ［２９３０］。

４　无公害党参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无公害党参的病虫害防治要做到 “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２１］，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

物防治的方法。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药剂，禁止使

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三致（致畸、致癌、致突

变）农药［２１］。农药施用参照ＧＢ１２４７５农药贮运、销
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以及 ＮＹ／Ｔ１６６７（所有部分）农
药登记管理术语［３７３８］。掌握党参病虫害的发病规律

及症状，确定主要防治对象，寻找有效防治途径，

为无公害党参的种植提供有力保障。党参的病害主

要有锈病、根腐病、立枯病、灰霜病等，虫害主要

有地老虎、蛴螬、蝼蛄、蚜虫、红蜘蛛等［２１］，主要

的危害部位为根、茎及嫩叶。

４１农业防治

党参种植可施行 “党参马铃薯或油菜麦或豆
类党参”轮作的栽培模式，切忌连作，前茬以禾本
科或豆科作物为佳，特别是水旱轮作，明显减少地

老虎、蛴螬的虫源［３９］。建立无病留种地，实施种

子、土壤、种苗药剂处理可以预防根腐病［２１］。党参

的种植地应选择地势较高、土壤干燥、土质疏松、

排水良好的地块，雨季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降低土

壤湿度，提供一个利于党参生长、而不利真菌蔓延

繁殖的环境［３９４０］。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搭设支架，

改变通风条件，降低田间湿度［３９］。党参种植中发现

病株及时拔除，冬季地上部分枯萎后清园，烧毁病

残株，以减少越冬病原菌［４０］。对党参的种植地进行

翻耕，可以减少地老虎类幼虫体，消灭来年虫源；

适度中耕除草，以破坏地老虎类卵的孵化和成虫羽

化条件，使其不能繁殖［４１］。

４２物理防治

党参的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蛴螬、蝼蛄、蚜虫、

红蜘蛛等。利用地老虎的趋光性，在种植地安装黑光

灯、频振式杀虫灯、电灯诱杀成虫［４０］。利用地老虎

嗜好糖醋气味的生活特性，配制糖醋液放置在植株旁

进行诱杀［３９］。蚜虫有趋色性，可在田间设置黄板引

诱蚜虫［４０］。蛴螬和地老虎羽化后夜间活动频繁，趋

光性强，可将黑光灯安装在田间，夜开灯诱杀［３９］。

４３生物防治

利用生物天敌、杀虫微生物、农用抗生素及其

他生防制剂等方法对党参病虫害进行生物防治，可

·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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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化学农药的污染和残毒。党参的无公害生物

防治方法主要包括以菌控病、以虫治虫、以菌治虫、

植物源农药等［４１］。用抗蚜威防治蚜虫，充分保护和

利用天敌；利用乌头诱杀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

利用捕食性天敌瓢虫控制蚜虫；紫苏提取物抑制根

腐病致病菌［４２］。

４４化学防治

党参病虫害的化学防治应采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的农药，对症适时施药，降低用药次数，选择

关键时期进行防治［４３］。在无公害党参种植过程中禁

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配剂［１１］。根据病虫

害的发生特点以及发生规律，在害虫低龄幼虫期和

病害发病初期喷药，注意轮换和交替使用农药，以

免产生抗药性［３９］。表 ２、表 ３为无公害党参病害、
虫害的化学防治方法。

５　讨论

党参为药食两用的中药材，近年来随着需求量

的不断增加，不合理采挖致使野生资源减少，各地

已开展人工栽培来满足市场需求；但由于在种植过

程中农药、化肥等不合理使用及不规范操作，导致

药材品质低劣，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安全［４５４６］。针

对中药材种植中无序生产及农残、重金属超标等问

题，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结合田间地头的

生产实践，制定无公害中药材生产通用规程并建立

１５０种常用大宗无公害中药材生产操作规程，为无
公害药材实现安全、有效、稳定和可控提供保障，

推动我国中药材生产进入 “无公害时代”［４７］。针对

党参种植过程中病虫害严重、育种周期长、无公害

种植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研究提出，建立党参病

虫害综合防治平台，培育适宜的抗逆新品种，建立

完善的无公害党参种植体系等发展方向，可有效促

进党参无公害生产。

５１建立无公害党参病虫害综合防治平台

由于党参含糖类等物质，生长过程中极易感染

病虫害；多年连续种植，使党参感染病虫害的几率

大大增加。目前在党参种植中为了追求高产，使用

剧毒农药的行为普遍存在，严重降低了党参的品质，

也给使用者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在党参的种植

过程中依据病虫害种类、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将

农业综合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以及化学防治

方法相结合，减少高残留农药重金属的使用，筛选

党参专用高效低残留的农药是无公害党参种植产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

表２　无公害党参病害化学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病原菌 发病症状 防治方法

锈病 金钱豹柄锈菌

Ｐｕｃｃｉｎｉａｃａｍｐｕｎｕｍｏｅａｅ
７—８月发生，主要危害叶、茎。病叶背部
隆起，黄色斑点，后期破裂散出橙黄色粉

末，发病后叶片干枯。

发病初期，喷洒质量分数５０％的托布津２０００倍液或淋
根，每７～１０ｄ喷施１次，连续２～３次；发病面积较大
时，用质量分数５０％的多菌灵浇灌病区。

根腐病 镰刀菌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７—８月高温高湿期间多发。发病初期，近
地面处的侧根和须根变黑褐色，严重时，

根系腐烂，植株枯死。

选用无病种苗，种苗栽种前用５０％甲基托布津１０００倍
液浸泡５ｍｉｎ，沥干后再栽种；发病初期喷洒质量分数
９７％敌锈钠 ４００倍液，每 ７～１０ｄ喷 １次，连续 ２～
３次。

立枯病 立枯丝核菌

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
幼苗期多发，茎部萎缩、腐烂、切断输导

组织，致使幼苗呈倒状。

发病初期用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６００倍液进行喷雾，
每７～１０ｄ喷１次，连续２～３次。

霜霉病 霜霉菌

Ｐｓｅｄｏ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ｃｕｂｅｎｓｉｓ
发病时叶面生有不规则褐色病斑，叶背有

灰色霉状物。

发病初期及时喷７０％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

注：参考文献［２４，２７，４０，４４４５］。

表３　无公害党参虫害化学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发病症状 防治方法

蚜虫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多发生在夏季，天旱时严重，吸取嫩芽嫩

叶汁液，使其干枯致死。

０３％苦参碱乳剂８００～１０００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５～７ｄ
喷１次，连喷多次。

地老虎Ａｇｒｏｔｉｓ、蛴螬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
蝼蛄Ｇｙｒｌｌｏｔａｌｐａ

多发生在苗期，危害幼苗嫩茎及根，造成

根部空洞或断苗。

叶面喷施低倍阿维菌素，２～３次。用质量分数为５０％的
阿维菌素７００～１０００倍液灌根际周围杀虫保根。

红蜘蛛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ｂａｒｉｎｕｓ 危害幼苗及成株叶片，吸食叶液，造成植

株黄萎 以至干枯。

用质量分数为５０％的噻虫嗪１０００倍液喷杀。

注：参考文献［４０，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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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加快党参优良品种选育

培育优质、高产抗病虫品种，可增强药用植物

的抗性，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降

低生产成本。加快党参优良品种选育，是党参无公

害种植的有利保障。用于党参栽培的种质来源比较

混杂，导致党参的产量和质量不稳定，选育适宜的

抗逆新品种是未来党参无公害种植的重要发展方向。

药用植物育种与普通农作物相比起步较晚，研究基

础相对薄弱，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可采用系统选

育、结合现代组学技术筛选抗逆基因、结合现代分

子辅助育种技术选育抗逆新品种，可以大大缩短新

品种的选育周期［４７］。基于转录组、基因组、简化基

因组等分析，挖掘中药材的 ＳＳＲ、ＳＮＰ等标记，为
药用植物分子育种提供遗传基础［４８５０］。利用分子标

记技术结合中药材的生物学性状，选育出紫苏、三

七等优良新品种［４８４９］。因此，加强现代组学技术在

党参分子育种中的应用，将加快优良品种的选育。

５３建立无公害党参种植体系

人参和三七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无公害生产体系，

该体系主要包括产地选址、病害防控、品种筛选、

土壤复合改良、合理施肥等关键环节，现阶段党参

的无公害种植体系不完善，建立完善的无公害党参

种植体系是未来党参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无

公害党参的种植要按照党参生长规律，因地、因时

制宜。筛选优质的种子，正确选用适宜的播种期，

种植后期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施肥、除草、灌溉、

打尖，确保党参的正常生长。制定操作规程，发现

病虫害及时运用相应的无公害防治措施，为无公害

党参的种植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党参的

品质。此外，加工和贮藏方式对中药材品质影响较

大，党参的粗加工和贮藏期间严禁用漂白粉漂白和

硫磺熏蒸，避免二次污染。因此，无公害党参的种

植应是以ＧＩＳ信息技术的精准选址、现代组学辅助
育种、田间精细管理等技术的栽培体系［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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