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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独一味是我国藏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常用的民间草药之一。随着独一味用途的增多，过度采挖导致

野生独一味资源日益匮乏，因此，建立规范化的人工栽培技术体系对其资源保护至关重要。基于此，经过系统查阅

和整理相关资料，从独一味的种子休眠及处理、育苗方法、栽培管理要点等方面探究独一味栽培技术，旨在为建立

独一味规范化的栽培技术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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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miophlomis rotata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folk herbal medicines of Tibetan, Mongolian and Naxi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With the increase in use, the wild L. rotata is endangered. Thus, i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o

realize its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sorted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n explored 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L. rotata from the aspects of seed dormancy and treatment, seedling raising

methods and cultivation management,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of L. ro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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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味原植物为唇形科独一味属植物独一味

Lamiophlomis rotata （Benth.） Kudo，别名巴拉努

努、吉布孜、野秦艽、大巴、打布巴等[1-2]。其味苦，

性微寒，有小毒，具有镇痛抗炎、止血、抗肿瘤、

抗焦虑等药理作用[3-6]，可用于治疗血瘀痛经、崩漏、

关节积黄水、跌打筋骨损伤、闪腰挫气等，是我国

藏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常用的民间草药之一。独

一味最早记载于我国藏医药学古典名著之一《月王

药诊》，在《四部医典》与《晶珠本草》中也有记

载[7]。1978年，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

肃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独一味药材纳

入藏药标准，1979年又载入《四川中药志》中。随

着独一味产品的不断开发，为了规范独一味及其产

品的使用，自 1995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将其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起，

独一味又作为国家标准陆续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 2000、 2005、
2010、2015、2020年版[8-11]。通过检索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发现，独一味已被制成颗粒、胶囊、软

胶囊、分散片、泡腾片、咀嚼片、滴丸等多种剂型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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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使用，其中独一味片和独一味胶囊分别于 1995
年和 2000年起载入《中国药典》。近年来，随着对独

一味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新剂型等研究的不断深

入，独一味在临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过

度依赖野生资源，导致野生独一味资源处于严重濒危

的现状，主要依靠野生资源来提供药源的模式已不可

持续[12-15]。但独一味种子萌发率低、幼苗成活率低、

越冬率低、栽培周期长等问题严重制约其栽培规模

的快速发展，建立独一味规范化、生态化的栽培技

术体系已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整理了独一味的

种子休眠及处理、育苗方法和栽培管理要点等方面

的文献，以期为建立规范的独一味栽培体系提供

参考。

1 独一味资源区域分布

1. 1 野生独一味资源分布

独一味在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分布广泛，主要

分布于西藏大部分地区及四川、青海和甘肃地区的

高山草原与碎石滩中[16-17]，主要分布地区及资源现状

见表1。
1. 2 适宜生长区域研究

独一味适宜生长区域的研究为其中药材规范化

种植（GAP）栽培选址及生境保护提供了指导，对

独一味野生资源保护意义重大。李燕等[18]通过实地

样方调查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多种研究方法相

结合，分析发现独一味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适宜生长

地区主要为玛曲地区退化性石质高山草甸、河滩地

或强度风化的碎石滩上。周传猛等[19]根据熵权法模

糊物元模型，利用ArcGIS平台确定青藏高原地区独

一味生态适宜性生长区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及其边

缘等高原气候区，这些地区具有高寒、干旱、日照

时数长、昼夜温差极大等特点。其中，最佳相似区

域包括西藏山南、昌都、那曲，青海玉树、果洛及

海北的祁连县等地区，甘肃南部的甘南，四川甘孜

州、阿坝州等地区，云南西北部的迪庆、香格里拉

等地区；高相似区域包括西藏山南地区中部和北部、

日喀则地区大部、那曲地区中部、林芝地区北部、

拉萨等地区，青海格尔木西南部、海西州东部及北

部地区、海北州西南部等，甘肃武威的天祝等，四

川的阿坝州东南部、甘孜州南部、雅安、凉山部分

地区等，云南维西等地区。祝聪等[20]通过 3S技术确

定了四川省独一味适宜区主要为阿坝县、理塘县等

20个县，适宜区总面积约 135 200 hm2，占区域总面

积的0. 71%。

1. 3 人工种植试验地区的选择

根据独一味的自然分布区域、生境特征及对其

适宜生长区域的分析研究，人工种植试验地区均选

择高海拔、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低的高原地区。

试验地信息见表2。
2 独一味种子休眠及处理

2. 1 休眠特性

独一味种子具有休眠特性，不经处理的种子发

芽率低，且贮藏时间越长发芽率越低，这成为独一

味实现人工栽培的关键制约因素。

种子休眠包括由胚自身形态发育未完成、存在

萌发抑制物质或缺少必要激素等引起的内源因素休

眠和胚以外各组织 （种皮、胚乳和胚的附属物等）

导致种子不透水、不透气等引起的外源因素休眠两

大类[26]。研究表明，独一味种子外种皮和内种皮的

透水性良好，说明独一味种子休眠不是由种皮透水

性差而引起；使用独一味种子的石油醚、乙酸乙酯

表1 野生独一味资源分布及现状

省/自治区

青海

甘肃

四川

西藏

分布地区

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

玛曲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

芒康、昌都、江达、丁青、波密、林芝、那曲、类乌齐、当雄等

海拔/m

—

3400~4000
2700~4500
3900~5100

蕴藏量/t

2519~3314
490~1414
641~1167
422~999

资源现状

局部过度采挖而退化

大面积过度采挖而退化

局部过度采挖而退化

未规模化采挖

注：—表示无资料显示。

表2 独一味人工种植试验地信息

地区

甘南南部[21-24]

西藏林芝[25]

经度

E102°54ʹ
E94°20ʹ

纬度

N39°59ʹ
N29°38ʹ

平均海拔/m

>3000
2900

年均气温/℃

1.7
3~8

降水量/mm

547.0
692.6

土壤

亚高山草甸土

腐殖性砂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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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甲醇等溶剂浸提液处理白菜种子，可不同程度地

抑制其发芽率及胚根生长，而单独使用有机溶剂处

理并不会出现该抑制作用，说明独一味种子中存在

某些萌发抑制物质，而采用赤霉素处理可明显提高

种子的发芽率，说明独一味种子由于萌发抑制物质

过多、促进物质不足而导致激素失衡，引起种子生

理休眠[27]。因此，可以降低内源抑制物质含量及活

性水平，或提高萌发促进物质与内源抑制物质比值，

通过调节激素水平来打破种子生理休眠。

2. 2 种子处理

研究表明，通过温度、光照条件及种子的干预处

理（如赤霉素、牛粪水、高锰酸钾、青稞提取液等浸

种）及田间覆盖等方法处理后，均可明显促进独一味

种子的萌发[12-15,28-31]。罗桂花等[14]发现，最佳的培养条

件为黑暗环境培养，温度25℃，50 mg·L–1赤霉素浸

种 24 h，种子千粒质量 5. 03 g 情况下，发芽率达到

90. 67%，发芽势为 80. 00%[13]。胡莹莹等[28]发现，独

一味种子属中温萌发型，在 20～25 ℃下适宜萌发，

而高温和低温明显抑制其萌发，但光照条件下种子

发芽率高于黑暗条件，这与罗桂花等[14]的研究结果

不符。

胡宇等[29]研究表明，独一味种子依次经 0. 1%的

高锰酸钾溶液清洗消毒、50 mg·L–1的赤霉素溶液连

续浸泡和 0. 1%的高锰酸钾溶液再次杀菌消毒处理，

可将种子的萌发率从不经处理的 36% 提升至 84%，

大大提高独一味人工种植的成功率。王改花等[15]研

究发现，不同萌发促进物质处理对独一味种子萌发

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其中 0. 07% 的高锰酸

钾溶液、200 mg·L–1的赤霉素溶液处理独一味种子

时，累计发芽率达到 70%以上；随着细胞分裂素浓

度的升高，累计发芽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体积分数为0. 1%时，累计发芽率和发芽势分别

为 86. 67% 和 66. 67%；而萘乙酸体积分数为 0. 1%

时，累计发芽率与对照组相同，其他浓度下均表现为

抑制作用；用 0. 09 g·mL–1牛粪水浸液处理的独一味

种子的累计发芽率、发芽势均最高，分别达到

93. 33%和80. 0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青稞水提

液[12]及醇提液[30]对独一味种子具有感化作用，1. 5 h水

浸提液最有利于独一味种子的萌发，发芽率为

36. 67%，发芽势为27. 79%，胚芽长度为29. 80 mm，

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11. 34%、68. 94%和 4. 40 mm；

40%青稞根系醇提液处理的独一味的发芽率和胚芽长

度最高，分别为 42. 00% 和 44. 80 mm，相比对照组

分别提高了 9. 33%和 17. 8 mm，且变异系数变化小，

有利于种子的萌发[12,31]。

以上研究表明，适当体积分数青稞提取液、

赤霉素、细胞分裂素、萘乙酸处理均可促进独一

味种子萌发，但其效果明显弱于王改花等 [15]报道

的 0. 09 g·mL–1牛粪水浸液处理，实际生产中，推荐

使用0. 09 g·mL–1牛粪水浸液进行种子处理。

3 育苗

3. 1 田间育苗

3. 1. 1 选地与整地 独一味分布在高原、高海拔地

区的退化旱生生境，气候特征为高寒缺氧、昼夜温

差大，最佳生长年均气温为 1. 93 ℃，年降水量为

480. 5 mm，地表土壤环境多为干旱地偏碱性环境；

喜强光，有明显伴生植物，在退化性石质高山草甸、

河滩地或强风化的碎石滩上分布较多。独一味生长

坡度为缓坡（5°～15°），坡向为向阳坡[17, 20, 31]。故选

择平均海拔 3000 m以上，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低，降水量低，高寒阴湿区的高山阳坡、晚阳坡草

甸、河滩草甸等作为人工栽培地[16,21-23,25]。

选择不积水的地块，做高 20 cm、宽 50 cm的阳

畦，将表层土壤翻起，打碎土块，去除杂物。每

667 m2施入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1500~2000 kg；土壤

较贫瘠相应增加施肥量[24]。育苗前 15 d 育肥土壤，

翻起表层土壤，待清除杂草等杂质后每平方米施入

腐熟的农家肥 5 kg、磷酸二铵 50～60 g、50% 辛硫

磷 0. 3 g，混合均匀。当土壤墒情较干燥时，还需再

施放基肥后灌水保墒[31]。

3. 1. 2 播种及种植模式 田间育苗应根据地区环境

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在 4—6月，即土壤解冻后进

行播种，随海拔升高，播种期逐渐向后推移，幼苗

苗龄应控制在 60~90 d[24-25,31]。若昼夜温差大，可考虑

在播种后覆膜处理[31]。独一味种子子叶肥厚，种子

顶土能力弱，播种深度以不见浮子为度，稍加镇压。

直播密度控制在 60~90粒/m2，播种量 1. 5 kg·hm–2左

右。当土壤墒情较差时，适当加大播种量，适当深

播[25]，也可通过覆膜保湿以增加其出苗率。

何淑玲等[21]发现，全膜覆土穴播及配施坡缕石

可以促进主根的伸长加粗，其中全黑膜覆土穴播及

配施 3000 kg·hm–2坡缕石处理效果最佳，主根长、

根径和产量比全黑膜不施坡缕石分别增加 2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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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0% 和 58. 68%，且独一味素、独一味黄酮、槲

皮素和木犀草素等主成分含量也显著增加。此外，

独一味间作藏木香既错开旺盛生长期，又可以为独

一味提供阴凉的生长环境，可显著提高独一味的出

苗率和成活率[22]。

3. 2 容器育苗

在温室中进行容器育苗能够摆脱季节限制，可

根据生产规模的需求，每年分多次进行育苗，同时

也有利于规避霜冻、旱涝等自然灾害，提高育苗成

活率。

3. 2. 1 营养钵育苗 将除去杂草并加入腐熟农家肥

的土壤装入直径 5 cm、高 6 cm的营养钵中，放入种

子 2~3粒，覆土厚度 0. 3 cm，摆放在做好的阳畦内

或苗床上，覆盖薄膜，且每隔 3 d 在傍晚时喷水处

理，保持营养钵内湿润，进行营养钵育苗[24-25]。

3. 2. 2 漂浮育苗法 取育苗盘，消毒灭菌，将含草

炭和珍珠岩（7∶3）的育苗基质装入育苗盘中，播入

经赤霉素浸泡 24 h的独一味种子，将育苗盘置于加

水的育苗池或育苗盆中培养，培养温度为20~25℃，相

对湿度为10%~80%。出苗后，往育苗池或育苗盆中添

加肥料（碳酸氢铵、磷酸钙和硫酸钾）至氮、磷、钾各

元素质量浓度分别为150~250、10~40、200~300 g·L–1，

每10 d添加1次。当独一味株高达到1~2 cm时，进行间

苗和补苗。培养期间修剪叶片及根系，待真叶长出

后，将子叶剪去1/2面积；播种45 d时，去除伸出育

苗盘的部分根；播种后 60 d，剪去子叶，控制伸出

育苗盘的根须根长 5~10 cm。培养至独一味苗的地

上部分高2~3 cm，地下部分长5~10 cm[32]。该方法不

仅操作简便、耗时短、成本低，而且培育的种苗生

长快、整齐健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3. 2. 3 离体快速繁殖法 人工仿野生栽培不成熟的

条件下，开发高萌发率、抗病性强、低成本的离体

快速繁殖技术对实现独一味的工厂化繁殖及野生资

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林忠全[33]采用冷灌装方式制

备诱导增殖培养基，有效减少营养元素的流失，经

该诱导培养基培养的独一味繁殖率高达 90%，且植

株变异率低，植株结构完整、健壮度好。徐文华

等[34]将独一味无菌苗经愈伤组织诱导、芽诱导、芽

增殖、生根诱导及炼苗即得到正常独一味植株。该

方法克服了独一味育苗周期过长、繁殖系数低的问

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工厂化快速育苗方法。杨华

等[35]研发了一种一步成苗培养基，不需要转接分化

培养基，极大地简化了离体快速繁殖的步骤，且缩

短了培养周期，重复性好、成苗率高。陈子萱等[36]

将灭菌处理后的独一味种子，经暗培养和光培养 2
个阶段，快速得到独一味无菌苗，后经丛生芽诱导

和继代培养进行快速繁殖，采用该法培养不仅耗时

短、诱导率高、可快速繁殖得到独一味无菌苗，而

且适用于独一味野生种子，对独一味的开发利用及

分子生物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表3）。

4 移栽

选择 6月下旬至 7月下旬阴雨天移栽独一味种

苗，也有研究表明，在 4月上中旬至 8月下旬一直可

移栽[24-25]。最好在幼苗新根萌发之前、土壤解冻后尽

表3 独一味离体快速繁殖

外植体

野生独一味
叶片

无菌苗幼根

试管苗叶片

实生苗或试
管苗叶片

基本
培养基

MS

MS

MS

MSB

培养基类型及附加激素

增殖培养基：0.2~3.0mg·L–1 BA+1mg·L–1NAA+0.1~1.0mg·L–1IBA+0.1~
4.0 mg·L–1ZT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0.5~1.0 mg·L–1NAA+0.5~2.0 mg·L–16-BA+0~
1 mg·L–1 2,4-D；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0.2mg·L–1NAA+0.5mg·L–1 6-BA+
0.5 mg·L–1 2,4-D；诱芽培养基：0~1 mg·L–1NAA+ 1~3 mg·L–16-BA；芽
增殖培养基：0.5 mg·L– 1 NAA+2 mg·L– 1 6-BA+0.2 mg·L–1 2,4-D；
生根培养基：0~2 mg·L– 1 NAA

一步成苗培养基：2 mg·L–1 6-BA+1 mg·L–1NAA

丛生芽诱导培养基：500 mg·L–1CH+1 mg·L–1KT+0.1 mg·L–1 IBA；继
代增殖培养基：500 mg·L–1CH+0.2 mg·L–1KT+0.05 mg·L–1 IBA，继
代 2次后激素减半；生根培养基：1/2 MSB+0.05~0.20 mg·L–1NAA+
0.5~1.0 mg·L–1 IBA

特点

冷灌装方式减少培养基营养损失，繁
殖率高达 90%，植株变异率低、健壮
度好

繁殖速度快，生物学特性优良，出苗齐

愈伤组织诱导率 92.7%，不定芽分化
率 68.7%，成苗率 74%；一步成苗，
步骤简单，培养周期短

20 d 成功诱导丛生芽，诱导率 85%；
增殖培养 35 d 可增殖 25倍，增殖率
高，培养时间短

参考
文献

[33]

[34]

[35]

[36]

注：BA为苄氨基嘌呤；NAA为萘乙酸；IBA为吲哚丁酸；ZT为玉米素；2,4-D为2,4-二氯苯氧乙酸；CH为水解酪蛋白；KT为异戊烯腺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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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移栽，早移栽根系较短、缓苗快、成活率高[24]。

在移栽前 8~10 d 揭去棚膜或地膜，使其自然生长，

进行炼苗[31]，选择健壮、无病虫、无感染、真叶 1~2
片的优质种苗进行移栽。移栽时土壤湿润为好[25]，

移栽前应根据移栽地的土壤墒情和天气情况浇 1次
透水[31]。选择阴天或下午光照强度减弱时进行移栽，

移栽时若光照较强，则会灼伤幼苗叶片而导致缓苗

期延长和死苗现象。行距 20 cm、株距 15 cm，平

栽、垄栽保苗密度为2万株/667 m2左右[25]。

5 田间管理

5. 1 间苗、补苗及除草

移栽 20 d后开始陆续缓苗，视幼苗稠密情况进

行间苗和补苗，一般 1穴只留 1~2株健壮苗，而间出

苗则可移栽至缺苗穴进行补苗[24-25,31]。独一味移栽

后，若杂草生长迅速，存在严重争肥、争水及争光

现象时，需适当除草。而封垄后，无需再除草[24-25]。

5. 2 灌溉及施肥

独一味产区要求降水量较多，降水量少时可视

情况进行灌溉来防旱。移栽地 0~20 cm 土层中含水

量低于 120 g·kg–1时需要灌水[25]，此外，入冬前如果

土壤较为干旱，可在 9—10月浇透土壤，进行冬

灌[24]。除了灌溉防旱，在雨季遇到连阴雨天气或降

水量大时，还需及时排水以防涝、防病害。独一味

野外生长区土壤肥力欠缺，移栽选地时需选择高肥

力的大田，移栽后依靠自然肥力，基本不再施肥[25]。

若选择土壤肥力不足或遇脱肥现象时，可在行间开

5 cm的浅沟施入完全腐熟的农家肥以补充肥力[24,31]。

5. 3 越冬管理

独一味幼苗越冬后进入旺盛生长期，但由于播种

后气温低、生长量小，越冬成活率低。杜进琦[24]认

为，应在入冬后田间覆盖半干的细土 0. 5~10. 0 cm，

或覆盖麦秸3 cm厚进行保温处理。

秋季全天棚膜覆盖和冬季地膜覆盖处理也可提

高越冬率，使返青期提前；而秸秆覆盖处理与牛粪

覆盖处理虽无法使返青期提前，但由于良好的保水

和稳温作用也可提高幼苗的越冬率。此外，外源

Ca2+与藏药独一味对低温的反应有关，适宜浓度的

外源 Ca2+ （喷施 15 mmoL·L–1CaCl2）也可激活独一

味幼苗的抗氧化系统，稳定生物膜，维持较高水平

的叶绿素含量，提高对低温等逆境的适应和抵抗

能力[37-38]。

6 病虫害防治

独一味病害很轻，室内育苗及田间栽培做好排

湿、排水工作即可有效避免。虫害主要来源于金针

虫、地老虎和蛴螬等地下害虫，为害盛期 7—8月，

时间较短[24,31]，防治工作相对简单。产区采用有机栽

培技术，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以生物防治和物理防

治，通过轮作倒茬、人工捕捉及紫光灯诱导捕杀等

措施便可有效控制虫害，不再使用化学农药[24]。在

金针虫和蛴螬为害盛期，可利用金针虫和蛴螬趋好

青草下潜伏的习性，在田间将青草堆成小堆，每天

早晨捕捉1次，5 d后另换青草[25,31]。此外，独一味禁

止连作，轮作周期应在4年以上[25]。在秋收后，应及

时将田间残茬、枯枝和落叶等废弃物移出田外销毁，

保持田园清洁。

7 采收加工

7. 1 采收

独一味传统用药以根茎及全草入药。其主成分

地上和地下部分均有分布，且以根部含量最高，每

个部位都有特有的主成分[39]。为了保证药材质量，

建议全草型采收。但是，由于过度采挖导致独一味

野生资源濒危，《中国药典》 2010年版规定独一味

用药部位为其干燥地上部分[10]，以利于独一味的种

群更新、资源和生态保护。

由于独一味种子成熟期受生长地环境影响，应

根据实际生长地点和海拔高度情况，分批次进行采

收。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下旬采种[31]。

采收时用铲子、剪刀等工具将独一味地上部分

齐地面剪下或铲下，并注意保护好根系，否则会影

响来年收成[24-25]。

7. 2 初加工

独一味采挖后，需要进行挑选晾晒[25]，立即抖

尽土壤、挑除病株、及时运回，摊放在干燥通风、

透光且平坦的地面、石板、水泥地上晾晒数日，摊

放厚度不超过 15 cm。晾晒期间，每天要翻动 3～6
次，并注意检查，若有霉烂的，应立即拣出，以防

侵染健株[31]。夜间要覆盖保暖材料防冻害及雨雪。

如遇到阴雨天停止采收，并将已经采收尚未干燥的

独一味摊晾在通风的室内或荫棚内，防止发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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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25]。反复晾晒直至干透，独一味干燥到含水量为

12%时，即可进行打捆或用布质材料袋装。

带果穗的茎叶在晾晒和堆放过程中，果穗逐渐

变干，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 3~5 d种子便失水变硬，

种壳因干缩程度不同而开裂，种子很容易抖出，这

时将独一味堆放在帆布或无纺布上，用木棍等轻轻

敲击果穗，使种子脱离果穗[24-25]。

8 结语

随着独一味产品的快速开发与广泛应用，野生

独一味过度采挖已导致野生资源陷入濒危状态，而

独一味规范化的栽培技术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有

关独一味栽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破种子休眠、改

善种植模式及离体快速繁殖等方面。而育种工作还

处于启动阶段，未见品种选育的报道。种质资源方

面的调查和整理、种质筛选与评价、种质保存等基

础工作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可参考蒲公英[40]和雪

灵芝[41]的种质资源研究，在全西北和青藏产区范围

内深入开展独一味种质资源调查，摸清独一味种植

资源现状，建立、完善种质资源数据库，并在此基

础上加强对优良种质资源的筛选，加快开展独一味

野生抚育与仿野生种植的研究，促进独一味新生态

种植技术的形成，确保独一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通过 GAP 基地的建立实现独一味药材规范化、

生态化种植，为产业提供产量和品质稳定的原料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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