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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蓣新技术栽培研究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湖北省/金桥工程0项目

颜益志 湖北民族学院中医药研究所 湖北  恩施

摘要 薯蓣为药食两可植物 长期以来沿用传统栽培法 产量低 !成品质地差 !成形不好 ∀现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结合薯蓣本身

的植物特征和生长习性进行栽培试验 采用深耕 并使深层变疏松和增加利水层 地浅表层追肥等技术 产生了可喜的成果

其栽培产量经技术部门测定比原传统栽培技术平均提高 千克 亩 最高亩产达 千克 亩 且质地好 !成形好 ∀

关键词 薯蓣 新技术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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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εω τεχηνολογψ οφ πλαντινγ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Τηυνπ

≠ ≠ 2 (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Στυδψ Χεντερ οφ Ηυβει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 Νατιοναλτιεεσ , Ενση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

∏ ∏ ∏ ∏ ∏

∏ ∏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 ¬ √ ∏ ∏

∏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薯蓣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又名山药 为薯蓣科薯

蓣属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 ∀以块茎入药 ∀属药食两用品 入

药可替代中药光条 能补脾肺 益精气 可治脾虚滞泻 !久痢 !

虚痨咳嗽 !遗精 !带下 !小便频数 ∀作食物则可直接煮食 ∀

提取其营养成分可制成各种营养食品或食品添加剂 ∀还可

作为化工医药原料 如薯蓣皂苷元可供合成/可的松0等 ∀近

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物结构的变化 味美且对

人体具保健作用的山药越来越受到更多消费者和商家的青

睐 ∀

1  薯蓣的分布及生长习性

薯蓣主产于河南 !湖南 !江西 !广东 !广西 !湖北等省区

其生长要求温暖气候 ∀在鄂西地区 月发芽出土 由母根供

应养分 在母根养分逐渐减少时发生新根茎 新根茎的须根

主要集中在根与茎连接处 为新生长部分主要营养器官 ∀到

! 月份开花前后新根茎生长最快 地上部分经霜即死 地下

部分不耐冻 ∀如有 个月生长期 根茎即相当肥大 ∀

2  栽培方法

本栽培方法实验点选在海拔 海拔的利川市团堡

镇 ∀试验点 亩 ∀第二年推广面积 余亩 ∀土质介于

黏壤土与砂壤土之间 ∀

2 1  利川市团堡镇的地理及气候特征

该试验点土壤为富含腐殖质的黑油砂或红油砂土 ∀土

层深厚 土质疏松 排水良好 ∗ 气候为亚热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 经纬度为东经 β χ 北纬 β 月平均

气温 ∗ ε 月平均气温 ∗ ε 全年平均气温 ∗

ε ∀活动积温 ∗ ε 生育期 ∗ 年降雨

量 ∗ ∀日照年平均日照时数 以上 无霜

期 ∗ ∀

2 2  选地 !整地及基肥的使用

首先选择有一定的坡度的土地 ∗ β防止积水 在

栽培的前 年进行冬耕 因为薯蓣的生长地冬天的温度都在

零度以下 冬耕极有利于病虫害的防治 ∀ 冬耕的深度在

∗ ∀栽培前将土壤深耕 !细耕 ∀经过在不同土质的土壤

里进行的平行试验发现 稍微黏重的土壤 只要不积水 也能

生长 但产品的成型不太好 且产品粉性较差 产量较低 ∀还

要注意避风 因为薯蓣的地上部分比较发达 而且生长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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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整片相连 刮风很容易造成地上部分的大面积破坏 不利

于植株的生长 ∀

根据薯蓣的生长习性 可在 月中旬将经冬耕和雪冻的

土先挖口宽 深 的 / ∂ 0形槽沟 传统种植中 将沟

挖成直筒状 这既增大了劳力的消耗 同时不利于排水 就薯

蓣的生长习性来看也没有必要 ∀然后在沟底部铺放一层枯

木枝 枯野草枝 !玉米杆 !大豆秆 !高梁杆等 其铺放的厚度

根据具体的土壤情况来定 土壤排水较好或者处于比较干旱

的地方 铺放的厚度就要薄甚至不铺放 土壤利水不好或者

处于比较湿润的地方 铺放的厚度就要厚一些 可达 以

上 ∀其作用有 有利于排水 有利于薯蓣产品的成型

防止较硬泥土挤压导致根茎形状不规则 ∀传统的栽培方法

深层不疏松 块茎向下延伸困难 导致块茎弯曲或形状不规

则 ∀ 增加生长环境的地下通透性 可增加薯蓣产品的粉

性 ∀铺上枯木枝以后 再在上覆盖 厚的细土 然后施放

基肥和细土的混合物 根据试验发现 基肥最好为腐熟

的有机肥 !农家肥 ∀草木灰也可以作为基肥施用 只是在土

壤中不能过分集中 以免局部碱性太重 影响根茎生长 而且

草木灰要求和农家肥混匀后堆积发酵 ∀施好基肥后 即可

播种 ∀

2 3  繁殖材料

薯蓣的繁殖材料有三种 龙头 !零余子 !薯蓣根茎 ∀

零余子又称山药蛋 为薯蓣植株上叶腋处着生的株芽

气生块茎 十月下旬薯蓣茎叶枯黄时采摘 常用着培养龙

头 ∀

龙头又称为山药鼻子 !山药嘴子 是薯蓣收获时根茎上

端带牙的部分 ∀在薯蓣大田生产中常用的繁殖材料 每株薯

蓣每年只生成一个龙头 而且还有各种损耗 所以龙头的数

量会一年比一年少 尤其是龙头在栽培中逐年变细变长 组

织衰老 产量下降 不能再作为繁殖材料 需要用零余子繁殖

新的龙头来更换 ∀

在试验中 选用了薯蓣块茎直接栽培的方式 选用外表

光滑 !颜色均匀 !呈圆柱形的块茎 切成 ∗ 左右的段直

接栽培 ∀其产量和用质量较好的龙头栽培产量相差不大 只

是在实际栽培中要注意其断面的防感染处理 ∀

2 4  龙头的繁殖方法

选用较大而圆 !无损伤 !无病虫害的零余子放在屋里用

干砂储藏 以保证零余子的水分和不被冻伤 第二年春天气

候转暖 约在 月 将肥大饱满 !形状整齐 !没有伤害和干

僵 !外皮发白 !内皮转绿的零余子按 ∗ 行距开沟条

播 株距约 ∗ 粒 窝 覆土 ∗ ∀其田间管理近

似于土豆的田间管理 ∀ ∗ 幼苗即出土 当年秋季挖

出 即为可备下年栽种的龙头 ∀零余子培养出的龙头 在大

田栽培中 第二年产量最高 最多可用 ∗ 年 不超过 年 ∀

2 5  栽培

薯蓣比较怕冷 大都在清明前后栽种 不宜过早 有的地

方为了提前生长 在栽种前 ∗ 周把龙头放在温暖处 一般

为 ∗ ε 的湿砂中催芽 供栽种 也可以在栽种前进行半

天日晒 ∀如用薯蓣块茎直接栽种的 则在栽种前 ∗ 将其

切成 ∗ 的小段 日晒带断面伤口变干 !颜色变深后再

行栽种 ∀

栽种的株行距为 ∗ ≅ ∗ 将龙头 或薯蓣

根茎段 平放在有基肥并盖上薄土的沟内 然后再盖上 ∗

的细土 ∀如提前栽种的要注意盖土要略厚 一般要

∗ ∀

2 6  施肥

薯蓣喜欢肥沃 尤其在土壤深翻的情况下可用大量的肥

料 肥料以农家肥为主 配加饼肥 !磷肥 在肥源充足的情况

下 苗期每亩施稀淡人畜粪水或腐熟饼肥水 也可以每

亩撒施腐熟厩肥 施肥时结合进行苗下松土 花期可

选用人畜粪尿或腐熟的饼肥等 每亩用人畜粪尿 加饼

肥水 也可以每亩用草木灰 和过磷酸钙 与

厩肥拌均撒施 注意不要到撒叶面上 ∀在整个生长过程中特

别是花期要少用或不用尿素等化肥 以免只长地上部分 不

长根茎 ∀

3  田间管理

3 1  中耕培土

薯蓣幼苗生长缓慢 苗期除草要勤 适当中耕 要注意浅

锄 以避免藤茎 ∀设支架前进行培土 ∀

3 2  搭架

月份苗高 ∗ 时 用树枝或竹竿等搭设支架 一

般把三根 长的支架顶端捆在一起较好 可以使支架稳固

同时通透性较好 以免枝叶重迭 影响根茎和山药蛋的产

量 ∀ 较干旱地区 也可以不搭支架让茎叶铺生长有利于保

持水分 但要注意翻动藤茎 ∀

3 3  排水与灌溉

薯蓣耐旱性较强 除了亢旱或 ! 月份地下部分生长旺

盛时期要注意浇水以外 一般不灌溉 ∀但土壤积水可使根茎

发育受限 !延迟成熟以至腐烂 所以排水更为重要 ∀

4  病虫害防治

薯蓣常见的病虫害有三种 具体分述如下

4 1  炭疽病

病原是真菌中的一种半知菌 为害茎叶 ∀发生后常造成

枯茎 !落叶 常年均有危害 ∗ 月发病重 ∀受害茎叶上产生

褐色略下陷的小斑 有不规则轮纹 上生小黑点 ∀这种病虫

害主要产生在雨季 ∀防治方法 收获后 将残株病叶集中

烧毁 ∀ 移栽前用 Β Β 的波尔多液浸种 或用大

蒜水浸种 ∀ 发病期喷 代森锌 液或

多菌灵 倍液 一次 连续 ∗ 次 ∀

4 2  褐斑病

病原是真菌中的一种半知菌 为害叶片 ∀雨季严重 被

害叶片发病 叶面病斑褐色 呈不规则性 严重时 后期病斑

穿孔 ∀防治方法 轮作 ∀ 清洁田园 烧毁病残株 ∀

发病期可用 的瑞毒霉 ∗ 倍液喷雾防治 ∀

4 3  虫害

蓼叶蜂 属膜翅目叶蜂科 ∀幼虫为害叶片 ∀幼虫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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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薯蓣的一种专食性害虫 ∀密集在叶面背部取食叶片 严重

影响产量 ∀防治方法 幼龄期用 敌百虫 ∗ 倍液

喷雾 ∀还有螬虫 !红蜘蛛等 可按常规方法防治 ∀

5  收获

栽种当年 月中下旬 地上部枯萎时 先采收株芽 后

除去立柱架 !割除茎叶 就可采挖 ∀采挖时 注意不要挖断

把顶部龙头取下作种 下部的块根装筐运回加工 ∀

6  结论

本栽培方法在该地推广 余亩 经过 年试验并经

有关部门验收认定 本栽培技术效果明显 最高亩产达到

平均亩产达到 比传统栽培技术每亩提高产

量 ∀而且 由于本栽培方法在整地时采用 / ∂ 0形沟

比传统栽培方法每亩节省劳力投入 余元 降低了成本投

入 ∀

7  讨论

7 1  薯蓣地上部分倒苗前 不能短顶 部分地区有将藤蔓收

割积肥和喂牲畜的习惯 防止侧牙生长 降低通透性 从而

降低了产量和增加了病虫害 ∀

7 2  薯蓣本身吸收地下有机营养成分的器官主要是其须

根 而须根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连接处 所以

在施肥时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肥料 施肥和追肥的深度不要

太大 ∀

7 3  薯蓣的根生长不是横走 而是向下 为了薯蓣的成品质

量和产量 所以一方面要深耕 另一方面深层土壤要疏松 故

在栽培时铺放疏松的枯木枝除了有利水作用外 还利于其生

长 ∀提高产量和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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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沙比利合用利欧致 Θ2Τ间期延长 1例

叶月娥 朱玲玲 江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心内科 浙江  杭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患者 女 岁 因冠心病 !心衰 β !慢支急性发作伴感

染 !肺气肿 !肺心病于 年 月 日入住我科 ∀ °

心律齐 心尖区可闻及病理性 ≥ 未闻

及病理性杂音 ∀ ∞≤ 示窦性节律 ≥×2× 改变 ±2× 间期

≥ ∀血生化示肝功能正常 血尿素氮 血尿酸

血清钾正常 血清钠 血清氯

∀ 月 日起予氢氯噻嗪 !螺内酯 安体舒

通 !地高辛 多巴胺 !硝酸异山梨

酯 爱倍 分别以 微泵维持 门冬氨酸钾

镁 脉安定 稀释后 静脉滴注 进行利尿 !强心 !扩冠

和营养心肌等专科治疗 ∀并予枸橼酸莫沙比利片 江苏豪森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康彼申

以改善患者纳差和腹胀症状 ∀ 月 日起予

利欧 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静脉滴注抗感染 !沐舒坦注射液

静脉滴注祛痰 ∀ 年 月 日 ⁄≤ 示窦性

心律 ≥×2× 改变 ±2× 间期 ≥ ∂ 偏低 ∀房性早搏

次 短串房速 次 多源性室性早搏 次 短串室速 次 ∀

电解质示血清钾正常范围 ∀血 !尿肾功能正常 ∀考虑 ±2× 间

期延长由药物引起 予 月 日停用莫沙比利和利欧 ∀改

用悉能注射液 静脉滴注控制感染和养胃舒 !奥美拉唑

洛赛克 胶囊改善纳差 ∀ 月 日 ±2× 间期恢复正常 ∀

讨论 加替沙星可能引起心电图改变 ±2× 间期延长

而且也引起其它药物 如西沙比利 !红霉素 !抗精神病药 !三

环类抗抑郁药 的 ±2× 间期延长 ∀与西沙比利相比 莫沙比

利在结构上由于芳环与氨基之间的距离太短而不具有延迟

复极化而导致心律失常的特征 ∀国内外未见其引起心脏不

良反应的报道 但不能排除合用加替沙星后诱发莫沙比利的

心脏不良反应 ∀可疑药物用药与不良反应的出现有较合理

的时间关系 ∗ 后产生 ∀血清钾 !血和尿肾功能正常 因

此不考虑不良反应由病情引起 ∀停用可疑药物后 ±2× 间

期恢复正常 因此我们认为该例不良反应由上述两药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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