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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北柴胡和小麦套种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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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试验分析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北柴胡和小麦套种的种植技术要点、柴胡产量和质量，
为我国寒冷北方的北柴胡种植提供技术参考。方法：从播种到收获，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摸索适宜的田

间管理措施；随机取样，测量根长、根粗，统计侧根数量；测量小区取样的药材产量；ＨＰＬＣ测量柴胡皂苷 ａ、
柴胡皂苷 ｃ、柴胡皂苷 ｄ含量。结果：从播种时期、播种量、播种机械、施肥、打顶、草害防控、药材采收加
工等北柴胡种植生产关键技术环节出发，建立了整套栽培技术。北柴胡平均亩产（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干根达
５０ｋｇ，柴胡皂苷含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药典》２０１５年版规定。结论：这一栽培技术体系可应用于我国
寒冷北方地区的北柴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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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是我国传统药材，有悠久的用药历史［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记

载柴胡有解热镇痛、疏肝解郁和升举阳气的功效，主

要适用于感冒发烧、疟疾、月经不调等［２］。其基原植

物为伞形科柴胡属的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或狭
叶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野生北柴胡分布广
泛。目前，北柴胡药材主要来源于栽培，主产于山西、

甘肃、河北等地，黑龙江有少量种植狭叶柴胡［３］。

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地处东北松嫩平原，土壤

主要有暗棕壤、黑土、黑钙土等，主要农作物有玉

米、小麦、绿豆、黄豆、水稻等，农业机械化水平

较高［４５］。本研究以市场上主流的山西柴胡种质为种

源，进行北柴胡栽培试验，以期为东北地区北柴胡

的种植发展提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种子来源

柴胡种子采收于山西省万荣县，由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魏建和研究员鉴定为北柴胡种子。

１２　试验地点及面积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繁荣乡，位于东经１２４４７°、
北纬 ４７８２°。小麦套种柴胡约 ２０００亩（１亩≈
６６６６７ｍ２，下同）。

１３　种植管理

４月初，播种小麦之前耙地，耙松约１０ｃｍ深的
土层。随即播种小麦，同时亩施氮磷钾复合肥约

２５ｋｇ，喷灌浇水。待小麦三叶期时（５月下旬），播
种北柴胡，每亩播种量２５ｋｇ，播后镇压，喷灌浇
水。后续根据当年天气情况，结合小麦与北柴胡的

生长需求，适当浇水。８月初，收获小麦。第二年，
４月底或５月初及８月份２次追施氮磷钾复合肥，每
亩约１０ｋｇ。６月底—７月初，人工除草１次，拔除
大草。７月下旬，打顶，留地上部高度２０ｃｍ左右。
９月下旬开始采挖柴胡根。先用割草机割掉地上部
分，再用起药机采收。

１４　产量和含量测定

柴胡采收时，随机取样，山西产和黑龙江产样

品各２组，每组 ２０条根，测侧根数量、根长和根
粗。根长为主根长度，根粗为距离芦头１／３处的粗
度。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８日、１０月 １日、１０月 １１日和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取样，每次取样２个重复，随机取

１ｍ２范围内所有柴胡，去芦头、晒干，测质量和根
数，计算平均单根质量。含量测定采用ＨＰＬＣ，具体
方法见参考文献 ［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麦套种北柴胡的技术要点

采取机械播种，播种量为２５～３０ｋｇ／亩。在
此地区１年种 １季小麦，４月上旬播种，７月底收
获。５月下旬小麦生长到三叶期时，需镇压１次以
利于小麦蹲苗。同时在镇压前播种柴胡，北柴胡播

种深度约为１５ｃｍ，播后覆土约１ｃｍ。播后镇压，
既有利于小麦生长又符合北柴胡的播种要求。小麦

套种北柴胡在７月中旬出齐苗，小麦收获时，北柴
胡生长出２片叶；到９月初，北柴胡到５叶期，根
长约５ｃｍ；１０月初，北柴胡根长达约７ｃｍ。北柴胡
生长较快，会抑制杂草的生长。待７月左右时，田
地里青蒿高于北柴胡时，进行１次人工除草。７月
下旬，北柴胡处于花果期时，机械化打顶，这既有

利于北柴胡增产，又减少了人工除草成本。经过完

整１季的生长，柴胡根的大小基本符合商品标准要
求，根据实际情况，也可再保留１个生长季。

２２　小麦套种的北柴胡根部性状

通过比较山西产和齐齐哈尔产北柴胡的根长、根

粗和侧根数发现，齐齐哈尔产北柴胡的侧根数显著多

于山西产北柴胡。这可能与齐齐哈尔地区北柴胡生长

过程中雨水较充足、山西生长季较为干旱有关。齐齐

哈尔地区产北柴胡根的粗度也显著高于山西产北柴

胡，根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另外，山西产
北柴胡根色偏土黄，同样的种子种到齐齐哈尔地区

后，根色偏黑红。这可能和土壤差异有关，黑龙江种

植北柴胡的土壤为砂壤黑土，山西土壤为砂壤黄土。

表１　不同产区北柴胡根长、根粗及侧根数（珋ｘ±ｓ，ｎ＝２０）
产地 根长／ｃｍ 根粗／ｍｍ 侧根数／个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８５２１±２９５７ａ ０４２９±００８６ａ ６４００±２２８０ａ

８４９５±３０５１ａ ０４３０±００８４ａ ６３５０±２２５４ａ

山西运城　　　 ８３６８±１８９６ａ ０３２０±００６５ｂ ３１５０±１０４０ｂ

８４００±１７９２ａ ０３２０±００８８ｂ ３０００±１２５７ｂ

　　注：不同字母表示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小麦套种的北柴胡产量和质量

套种的第一年，柴胡植株仍比较小，第二年经

过完整的生长季后，柴胡根的大小基本达到了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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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性状要求。秋季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平均单

根质量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取样，产量约
７３４４ｇ·ｍ－２（折合４８９１ｋｇ／亩）。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取
样，产量约９３２２ｇ·ｍ－２（折合６２０８ｋｇ／亩）。柴胡皂
苷ａ和柴胡皂苷 ｄ的总质量分数约为 ０５％，符合
《中国药典》不低于０３％的限定。另外柴胡皂苷 ｃ
也是柴胡中含量相对较高的皂苷单体，测定结果表

明，其质量分数约为０４％（见表２）。根据检验结果
分析，１）单根质量：前２个时期柴胡单根质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后２个时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后２个时期之间单根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柴
胡皂苷ａ和柴胡皂苷 ｄ含量：第一个时期取样与第
二个时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后２个时期含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第二个时期与第三个时期含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与第四个时期含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后２个时期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柴胡
皂苷ｃ含量：第二个时期与其他３个时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其他３个时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不同收获期的柴胡单根质量、产量及
柴胡皂苷质量分数（珋ｘ±ｓ，ｎ＝２０）

收获时间／
年月日

平均单

根质量／ｇ

平均

产量／
ｇ·ｍ－２

柴胡皂苷ａ和
柴胡皂苷ｄ
质量分数／％

柴胡皂苷ａ、
柴胡皂苷ｃ和
柴胡皂苷ｄ
质量分数／％

２０１８０９２８ ０４９±０００７ａ ７２５２ ０３６±００１０ａ ０５２±０００６ａ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０４９±００１６ａ ７９８７ ０３８±０００２ａ ０４２±０００７ｂ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０５８±００１７ｂ ８８７４ ０４０±０００２ｂ ０５４±０００９ａ

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０５８±００２４ｂ ９２８０ ０４０±０００４ｂ ０５３±００１５ａ

　　注：每个时间点挖取１ｍ２柴胡进行数据测量分析。

３　讨论

北柴胡自然分布广、适应性强，但黑龙江种植

北柴胡较少。长期以来山西和甘肃为北柴胡主产区。

从充分利用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机械化农业发展优

势及满足当地医药企业对柴胡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

考虑，本研究在齐齐哈尔地区开展了北柴胡和小麦

套种的种植生产试验。整个种植管理过程中，施肥

和打顶是２个关键环节。在播种小麦时，施基肥氮
磷钾复合肥２５ｋｇ／亩，是满足小麦生长过程中对氮
磷钾的需求，有利于小麦高产。第二年４月底至５月
初北柴胡开始返青，追施氮磷钾复合肥１０ｋｇ／亩，有

利于北柴胡的快速生长；８月份追施氮磷钾复合肥
１０ｋｇ／亩，有利于北柴胡根部干物质积累，提高北柴
胡的产量。柴胡花期打顶即可增加根产量，又可增强

透光性，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７８］。在黑龙江齐齐哈

尔地区，打顶的适宜时间为７月下旬，保留地上部
２０ｃｍ左右。既结合了当地的除草机械，也保留了
柴胡的全部基生叶，保证光合作用，促进根部生长。

以往也有关于小麦套种的报道［９］，但没有结合

机械化作业。农业种植的机械化投入已成为我国农

业发展的趋势［１０］，中药材的种植也将会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北柴胡与小麦套种，第一年不影响小麦收

成，第二年可收获北柴胡，机械化种植，进一步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收益。收获的柴胡药材质量能够达到

《中国药典》和药企生产要求。这对北柴胡向规模化、

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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