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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ｃｙｍｏｓｕｍ（Ｔｒｅｖ）Ｍｅｉｓｎ为廖科荞麦属多年生植物，是我国传统中药材。金荞麦
人工种植历史较短，栽培管理措施粗放，药材产量和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无公害种植是中药材种植产业未

来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荞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结合金荞麦药材的研究与生产现状，利用

ＧＭＰＧＩＳＩＩ提取采样点生态因子，提出了金荞麦栽培区域主要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一带为宜；未
来须加强原产地优质野生金荞麦驯化与优良品种选育工作，逐步扩大无公害金荞麦生产面积；生产上须注意

土壤修复，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病原菌，建立以农业、物理及生物防治为主的病虫害防治体系，减少农

残及重金属污染；并建立科学采收的无公害规范化栽培技术体系。本文为金荞麦药材无公害规范化种植提供

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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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ｃｙｍｏｓｕｍ（Ｔｒｅｖ）Ｍｅｉｓｎ为廖
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荞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Ｍｉｌｌ）多年生植
物，是我国民间一种常用的传统中草药，性寒、味

酸苦，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祛风利湿等功

能［１］。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批准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第一批）》就将金荞麦列为了国家Ⅱ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随着现代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金

荞麦药材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如黄酮类、萜类以

及酚类等物质不断被分离和纯化［２３］，金荞麦对糖尿

病、抗肿瘤、抗氧化以及抗菌等多种药理作用也不

断被证实［４７］。除块根外，金荞麦的籽粒［８］、叶片［９］

等组织的保健功能，以及金荞麦的饲草特性［１０］等也

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药材无公害种植是从产地环境、品种选育、

栽培方法、病虫害防治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严

格监控，是生产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的高品质中

药材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提高种植户收入、

促进中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１１１３］。无公

害种植已经在一些中药材，如三七、人参、西洋

参等得到一定应用及示范［１４１６］。近年来，随着市

场对金荞麦药材需求量的增加，人工种植已成为

保障药材产量的主要方法。但有关金荞麦栽培技

术的基础研究薄弱，这严重制约了金荞麦产业的

健康发展。因此，开展栽培技术体系研究，构建

无公害种植模式是金荞麦产业发展的必要保障。

本文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重点探讨金荞麦的无

公害栽培技术，以期为金荞麦药材无公害生产提

供科学依据。

１　金荞麦的生长习性

金荞麦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荒坡、

沟谷等地，忌积水，生长适应性较强，耐旱、耐寒、

耐贫瘠，能在 －１５℃以上地区安全越冬。金荞麦喜
温暖气候，适生温度为１５～３０℃，在肥沃疏松的砂
壤土中生长良好，而黏土及排水差的地块种植根茎

产量低、质量差［１０，１７１８］。

２　金荞麦栽培选地

２１生态适宜因子

金荞麦无公害生产基地的选择必须在遵循金荞

麦分布的生态性和地域性的基础上，选择交通方便、

环境安全无污染、土壤肥沃疏松、水源充足的

区域［１９］。

根据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ｏｏｄ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ｓ，
ＧＡＰ）和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ＮＹ／Ｔ５０１０—２０１６标准，并参考孟祥霄等［２０］提出的

无公害中药材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和董林林等［２１］制定

的无公害中药材生产技术规程，金荞麦种植基地土

壤应达到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二
级标准以上，空气质量应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准以上，灌溉水质应达
到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ＧＢ５０８４—２００５二级标准
以上。种植过程中，还须定期对种植区域的土壤、

空气及水质进行检测，确保金荞麦药材种植区域环

境安全无污染。

金荞麦适宜生长于雨量充足、湿度大的亚热带

区域，其他区域虽也存在少量野生金荞麦资源，但

不适宜人工栽培种植［１０，１８，２２］。吴慧群等［２３］研究发现

金荞麦药效与生长环境密切相关，低海拔地区金荞

麦根的形态变化明显，药效明显降低。例如，古温

带气候区的滇南边界是野生金荞麦的分布区，但其

药用部位块根无结节疙瘩产生，药用成分含量

极低。

“药用植物全球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信息系

统”（ＧＭＰＧＩＳ）是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分析系
统，该系统现已更新至 ＧＭＰＧＩＳＩＩ版本，气候因
子已由原有的 ７个提升至 ２１个（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ｅ和 ｃｌｉｍｏｎｄ），采样点数据库变为实时更
新，丰富和提升了物种生长区域生态因子的种类

与数值。本文基于对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西藏、安徽、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共

９３０个样点的数据采集，利用 ＧＭＰＧＩＳＩＩ，提取生态
因子阈值。由表１可知金荞麦的适宜生态因子值变化范
围较广。太阳辐射变化范围在１１８１～１６２５Ｗ·ｍ－２，
相对湿度变化范围在４６３％～７５４％，年平均温度变
化范围在 －５４～２３５℃，年降水量变化范围在
２２４～２８９７ｍｍ。其中，降水量值的变化范围最大，
太阳辐射值的变化范围最小。金荞麦在大多数土壤

条件下（强淋溶土、钙积土、红砂土、潜育土、粗骨

土、始成土、黑钙土、铁铝土、白浆土、冲积土、

薄层土、黑土聚铁网纹土、低活性淋溶土、高活性

强酸土、淋溶土）均能生长。结果表明金荞麦生长适

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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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金荞麦野生分布区、道地产区、主产区气候
因子阈值（ＧＭＰＧＩＳＩＩ）

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值范围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值范围

年均温度／℃ －５４～２３５

平均气温日较差／℃ 　５７～１５２

等温性（％） 　２０～５１

气温季节性变动（标准差） 　３６３～８５８

最热月最高温度／℃ 　７４～３４４

最冷月最低温度／℃ －２１９～９９　

气温年较差／℃ １９７～３３１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１２～２８４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１１４～１７７　

最热季度平均温度／℃ 　１７～２８７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１２４～１７３　

年均降水量／ｍｍ 　２２４～２８９７

最湿月降水量／ｍｍ 　７９～５４７

最干月降水量／ｍｍ 　０～５３

降水量季节性变化（变异系数％） 　３５～１３８

最湿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７１～１５４９

最干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２０８

最热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６３～１５４９

最冷季度降水量／ｍｍ 　 ３～２３６

年均日照／Ｗ·ｍ－２ １１８１３～１６２４９

年均相对湿度（％） ４６２７～７５４１

２２生态适宜产区

郭杰等［２４］基于１５３个样点的３８个环境因子，
利用最大熵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对金荞麦进行了

生长适宜区域区划，指出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

是金荞麦生长适宜区，应扩大种植面积，山西、

陕西等省可引种种植。基于金荞麦的主要生长区

域９３０个样点生态因子阈值，利用 ＧＭＰＧＩＳＩＩ对
金荞麦生长的生态适宜产区进行划分，结合金荞

麦生物学特性，并考虑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

件、药材主产地栽培和采收加工技术，建议选择

栽培区域主要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一带为宜。

３　金荞麦优良品种选育

３１种质资源现状

我国野生金荞麦种质资源极为丰富，在云南、

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等地均有分布，其中

主要以云、贵、川野生资源储量最大。国外的金荞

麦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一些国家，如印

度、尼泊尔、锡金、喀什米尔、越南、泰国等［２４２５］。

王昌华等［２６］对我国金荞麦种质资源进行调查，

金荞麦块根形态受环境影响较大，例如云南大理和

四川德昌分布的部分金荞麦主根质重而坚，鲜质量

最大可达１ｋｇ。张春平等［２７］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法

和除趋势对应分析，将渝东地区 １１６个样方分为
１４组，并指出光照和海拔是影响金荞麦群落组成和
空间分布的两个主要因子。刘永隆等［２８］研究指出，

云南高海拔地区生长的金荞麦具有药用成分含量高、

质量好的特点。陈庆富［２９］指出传统认为的金荞麦包

含金荞麦、毛野荞 ＦｐｉｌｕｓＱＦＣｈｅｎ和大野荞
ＦｍｅｇａｓｐａｒｔａｎｉｕｍＱＦＣｈｅｎ３个不同种，应归为金
荞麦复合物。汪燕等［３０］对荞麦 ＲＬＫｓ基因片段序列
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野苦荞与金荞麦亲缘关系

近。本研究团队利用４倍体苦荞与金荞麦杂交，成
功创制获得了新种质资源，为荞麦远缘杂交育种提

供了宝贵的材料，也证实了苦荞与金荞麦亲缘关

系近［３１］。

金荞麦的药用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大，近年来

野生金荞麦资源被大量采集，野生资源急剧减少，

破坏严重。杨坪等［３２］针对现有野生资源量少的现

状，提出了建立种质资源库、异地保存、组培继代

等进行资源保护的方法。董元火等［３３］采用α多样性
指数研究金荞麦群落物种的多样性，发现人类活动

对金荞麦种群的更新与繁衍有重要影响，过度采挖、

生境破坏与丧失是导致野生金荞麦资源日趋减少的

主要原因，研究还指出建立保护点是保护金荞麦种

群的有效措施。李兴等［３４］多年来通过野生金荞麦资

源的采集，建立了异地保存的资源圃，为金荞麦良

种选育提供了重要支撑。

３２优良品种培育

我国金荞麦的育种研究较为薄弱，而选育高产、

优质、高抗的新品种是无公害金荞麦种植的前提。

为降低并避免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选育抗病、抗

虫及适应性广的新品种对于无公害金荞麦规范化种

植尤为重要［３５］。

目前，我国选育审定的金荞麦新品种仅２个（见
表２）。“金荞１号”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利用辐射诱变选育而成，于２０１２年由北京市

·８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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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金荞麦药用植物主要品种及特性
授权名称 育种单位 主要特点 抗性 用途

金荞１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品种生育期 ２００～２１０ｄ，丰产，根茎表儿茶素含量
００９％，叶片中花青素和类黄酮含量高。

抗旱性强 药用、食用

黔金荞麦１号 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草产量高，饲用价值高，抗病虫害性能强，适口性好 适宜性好 饲用

种子管理站鉴定。金荞 １号是以药材生产为目标，
但其种源来自于江苏，选育地点在北京，适宜种植

区域并不在金荞麦的核心分布区［３６］。 “黔金荞麦１
号”是由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利用贵州野生金荞

麦为种源育成，于 ２０１２年由贵州省种子管理站审
定。但是，黔金荞麦１号是以生产牧草为目标，并
不专用于块根生产［３７３８］。因此，未来应加强金荞麦

原产区优良野生种质资源驯化与新品种选育研究，

充分发挥优良野生种质的内在优势，利用传统育种

与分子辅助育种的方法培育适宜主产区生产需要的

新品种［３９］。另外，应确立优良抗病虫害新品种培育

的发展方向，加大新品种的推广力度，争取培育出

可以有效提高药材产量及质量、减少农药使用量的

优良金荞麦品种。

４　无公害金荞麦种植技术

４１土壤消毒

王昌华等［２７］研究表明，金荞麦对土壤的适应性

强，但在土质肥沃的腐殖质土和弱碱性壤土中长势

更好。金荞麦种植前可采用化学熏蒸法和非化学熏

蒸法对土壤进行病虫害防治，以降低植株病虫害发

生几率，达到提高与稳定药材产量的目的。当前，

中药材无公害栽培中常使用的土壤熏蒸剂有辣根素、

棉隆、威百亩、碘甲烷、１，３二氯丙烯等［４０］。土壤

熏蒸应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以土壤温度１２～
１８℃、相对湿度５０％～６０％为宜。不同土壤熏蒸剂
的使用方法须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将熏蒸

剂均匀撒在地表后，使用旋耕机进行犁地，深度以

２５～３０ｃｍ为宜，使药物与耕土层充分接触，达到消
毒的效果。

４２土壤改良

金荞麦种植存在连作障碍，农业生产上可种植

大豆、玉米、苜蓿等进行轮作，或以绿肥回田的方

式改良土壤。金荞麦种植应以施用有机（菌）肥为

主，达到调节土壤物理结构和ｐＨ值，实现改良土壤
的目的。根据金荞麦生长的需求，生产上还需辅施

化肥和微量元素肥料，而为达到 《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环境评价准则》的要求，肥料施用必须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Ｔ３９４—２０００）
肥料使用准则》执行。

中药材生产基地的重金属含量对农产品和中药

材的质量影响极大［１９２１］。目前，尚未见无公害金荞

麦生产基地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控制标准。因此，生

产基地选择应参考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二级标准以上执行。

４３繁殖方式

金荞麦主要采用有性（播种）繁殖和无性（扦插

或根茎）繁殖两种方式进行种植。播种可以进行春播

或秋播，一般采用条播或散播方式进行，播种覆土

厚度为３～４ｃｍ。春播一般于３—４月开始播种，播
后２０ｄ左右可出苗；秋播一般于１０—１１月开始播
种，次年４月出苗。扦插繁殖选取成熟枝条，剪取
长度为１０～３０ｃｍ含２～３个节以上的枝条插入苗
床，插入深度为６～１０ｃｍ，株行距１０ｃｍ×１５ｃｍ。
根茎繁殖选择春季植株萌发前的健康根茎，以根茎

幼嫩部分及芽苞为繁材，将其切成小段后进行种植，

并盖土
!

实［４１４２］。

４４合理施肥

无公害金荞麦种植应以施用有机（菌）肥为主，少

量配施化肥以及微量元素肥料。近年来，配方施肥也

成为无公害金荞麦种植的重要施肥方式［４３］。不过，

无公害金荞麦种植所使用的肥料类型及施肥原则都须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Ｔ３９４—２０００）
肥料使用准则》严格执行。无公害金荞麦肥料种类

及施用方法见表３。

４５田间管理

无公害金荞麦种植时，应结合其生长特性，因

地制宜地采用各种管理措施，以达到生产高品质块

根药材的目的。幼苗期，进行２～３次中耕除草，增
加土壤通透性；结合中耕，同时进行间苗，提高植

株整齐度，保证田间密度合理。封垄后不宜进行常

规除草，可选择性除去生长优势明显的较大杂草。

营养生长期，可进行２次追肥，达到壮苗、促生长
·９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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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无公害金荞麦肥料种类及施用方法
肥料类型 肥料种类与施用方法 施用时间

绿肥　　 大豆（１０～１５ｇ·ｍ－２）、玉米（４５～７５ｇ·ｍ－２）、苜蓿（１５～２５ｇ·ｍ－２） 土壤改良期

有机菌肥 三炬生物肥、雁来红生物肥、沃盾农业、中农绿康、绿宝珠生物、六合神州生物、枯草芽孢

杆菌０１７ｍｇ·Ｌ－１，绿陇多菌宝、３２％蜡芽菌木霉菌、哈茨木霉菌喷雾００３～００４亿·ｍ－２，
１００ｇ·ｍ－２地恩地（ＤＮＤ）

土壤改良期

基肥　　 以猪粪、牛粪或鸡粪为主的腐熟农家肥等，用量１８～２２５ｔ·ｈｍ－２，过磷酸钙７５０ｋｇ·ｈｍ－２ 整地作畦期

追肥　　 追肥２次，苗高２０～３０ｃｍ追农家肥１２～１５ｔ·ｈｍ－２或尿素２２５～３００ｋｇ·ｈｍ－２，苗高４０～６０ｃｍ
追农家肥５～７５ｔ·ｈｍ－２或尿素７５～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氯化钾２７０～３４５ｋｇ·ｈｍ－２

营养生长期

叶面肥　 ８００～１０００倍磷酸二氢钾溶液、２％过磷酸钙溶液等 开花前期　

的目的。第一次可在苗高２０～３０ｃｍ时追农家肥１２～
１５ｔ·ｈｍ－２或尿素２２５～３００ｋｇ·ｈｍ－２；第二次可在苗
高４０～６０ｃｍ时追农家肥５～７５ｔ·ｈｍ－２或尿素７５～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氯化钾２７０～３４５ｋｇ·ｈｍ－２。开花前
期，可对长势较弱的植株进行叶面追肥１次（见表３）。
由于金荞麦为根类药材，因此，可在苗期第２次追
肥时，按行筑高垄蔸（５ｃｍ以上），覆盖地上１～２个
茎节，达到促进根茎膨大的目的。生育期间为防止

根茎腐烂，必须要做好水分管理，尤其是雨季，必

须要做好清沟利水，防止积水烂根［４１４２，４４４６］。

５　无公害金荞麦病虫害综合防治

金荞麦的人工种植历史较短，生产上所使用的

品种（品系）多为近年来刚驯化的野生金荞麦，它们

保留了抗病虫能力强等众多优良性状。因此，金荞麦

生育期内病虫害发生率较低。目前，生产上金荞麦主

要病害为病毒病，主要虫害为蚜虫（见表４）［４２，４４］。无
公害金荞麦种植须按照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原则进行病虫害防治，而防治时应优选农业防治、

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方法，不使用或最大限度减少

使用化学农药，达到生产安全、优质药材的目

的［２０，４７４９］。由于金荞麦种植存在连作障碍，生产上

可采用轮作、绿肥回田、翻耕晒土、施用有机（菌）

肥、合理密植、杂草清理、清沟沥水等方式进行土

壤改良，达到防止病虫害发生的目的。生产中如遇

病害发生，则须及时拔除病株，并移出田间销毁，

防治病害扩散；如遇地老虎、金针虫等虫害，可利

用黑光灯、糖醋液等诱杀害虫；如遇严重的病虫害，

需施用农药，必须严格按照ＮＹ／Ｔ３９３绿色食品农药
使用准则，ＧＢ１２４７５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防毒规
程进行使用［２０，４７］。

６　无公害金荞麦的采收

金荞麦是以块根入药的多年生植物。金荞麦生

长的第二年地下块根干物质累积速率最快，随后逐

年减慢［５０］。无公害金荞麦的采收除考虑块根产量

外，其质量及药效成分也是重要评价指标。２０１０年
前，国家并没有规定金荞麦具体的指标性成分及相

应的测定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
和２０１５年版则加入了表儿茶素作为金荞麦质量控制
指标。潘金火等［５１］利用反相 ＨＰＬＣ建立了稳定可
靠，且简单易行的金荞麦表儿茶素含量的检查方法，

并建议以表儿茶素不低于００２％作为质量标准。唐
宇等［４６］研究发现金荞麦开花结实期根状茎中表儿茶

素累积达到峰值。陈维洁等［５２］研究发现１１月中旬
金荞麦地上部分枯萎时，其根茎产量最高，醇溶性

浸出物与表儿茶素含量也均较高。杨明宏等［５３］研究

指出金荞麦块根最佳采收期为栽培第二年的１０月中
旬至植株枯萎期，并制定了金荞麦药材采收标准操

作规程。

表４　无公害金荞麦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病虫类型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化学方法 综合方法

病毒病 叶片 病毒一号 轮作、翻耕晒土、杂草控制、介体防治等

蚜虫　 根茎、嫩茎 ＡＭＴＳ７、ＡＭＴＳ２０、氟啶虫酰胺等 轮作、翻耕晒土、杂草控制、合理密植等

地老虎 根、茎端叶柄及嫩茎 溴氰菊酯、多抗霉素、代森锌等 轮作、翻耕晒土、杂草控制、合理密植等

金针虫 根茎和幼茎 米乐尔颗粒 合理施肥、印楝素、阿维菌素、捕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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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讨论及展望

金荞麦是我国的传统中药材，药用历史悠久，

临床效果明显。目前，我国已有１８种药品以金荞麦
作为主要原料，例如 “急支糖浆”、“威麦宁胶囊”、

“金荞麦片”、 “金荞麦胶囊”等中成药。由于金荞

麦的药用疗效明显，特别是在预防癌症转移等方面

的效果明显，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加，年需求量已达

到４０００多吨。目前，野生资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人工驯化栽培已成为金荞麦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焦连魁等［３５］对近年有关金荞麦野生资源分布、遗传

多样性、良种繁育、栽培种植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研究

进行综述，指出目前金荞麦生理特征研究不足、药材

品质提升及资源开发利用等研究亟待加强。由于人工

种植时间短，基础研究薄弱，生产过程中相关标准缺

失，严重危及了金荞麦药材的安全与疗效。

中药材无公害生产是中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１１１２，５４］。金荞麦无公害种植技术体系的建立可为

高产、优质金荞麦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

为金荞麦药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本

研究通过金荞麦产业调研及文献查阅，综合前人研

究成果，制定了无公害金荞麦栽培技术体系，提出

科学选地、优良品种选育、土壤改良、调整品种布

局、合理密植、加强田间管理、科学采收等保障措

施。通过ＧＭＰＧＩＳＩＩ系统对金荞麦的生态适宜区域
进行划分，建议金荞麦栽培区域主要以云南、贵州、

四川、重庆、广西一带为宜。目前金荞麦育种的研

究工作滞后，育成品种仅２个，其中仅 “金荞１号”
为以药材生产为目的品种，但该品种来源与育成地

均不在种植主产区域。因此，未来必须要加强原产

地优质野生金荞麦驯化与优良品种选育工作，逐步扩

大无公害金荞麦生产面积。中药材无公害生产的关键

是控制药材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金荞麦具

有较强的生长适应性，但是，连作障碍会导致病虫害

加重，农药使用几率增加。因此，金荞麦无公害栽培

应建立以农业、物理及生物防治为主的病虫害防治体

系，在生产上要注意土壤修复，达到减少土壤农药残

留、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病原菌的目的。同时，

还应开展金荞麦专用的高效低残留农药种类筛选与鉴

定研究，减少农残及重金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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