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黄为常用中药材，其饮片、中成药和提取物

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风寒感冒、胸闷喘咳、风水浮肿

和支气管哮喘等症 [1]。因麻黄在国内国际市场需

求量大，野生资源不足以供应，我国西北地区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 了麻黄的人 工种植技术 研

究。吉林西部为野生麻黄的自然分布区，也是麻黄

种植的适宜地区，该地区一些机构和农户、小企业

自发尝试人工种植麻黄已有 10 年时间。
经过 10 余年的试验研究，我国麻黄人工种植

技术已取得成功，在大田直播、育苗移栽、分株定

植、横走茎带不定根繁殖、悬浮培养体系建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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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有报道 [2- 6]，但麻黄在盐碱地种植研究较少 [7]，

而无公害种植技术研究则更少。为了扩大麻黄的

种植范围，保护天然麻黄资源及其生境，结合吉林

省“无公害麻黄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研究经

验，对盐碱地草麻黄无公害栽培技术进行了归纳

总结，提出了草麻黄在吉林西部盐碱地人工栽培

的技术要点。

1 试验地自然条件

1.1 地理位置

试验地位于松嫩平原南部的吉林省长岭县境

内，东经 123°50′～124°10′，北纬 44°11′～44°13′。
1.2 气候特点

试验地属于半干旱温带季风气候，具有典型

的大陆性气候特点。春季气候干燥少雨多大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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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温暖潮湿多雨，秋季气候较温和，降雨适量，阳

光充足。年均温度 2.7～4.7℃，大于等于 10℃的

年积温 3 000～3 500℃·d，年平均降水 400～500
mm，70%～80%降水集中于 6～9 月份，降水变化

大；年蒸发量 1 500～2 000 mm，干燥度 1.0～
1.25，太阳总辐射 90 263.7 kw/m2，年均日照时数

2 882.4 h。
1.3 地形土壤

该地区为地质变迁形成的冲积和湖积平原，

大地形封闭，地势平坦，呈微波起伏，海拔 150～
180 m，地带性土壤为淡黑钙土。土壤大部分出现

盐渍化，地下水位高。由于微地形变化，使土壤盐

分及其他矿化成分频繁改变，形成盐化草甸土和

碱化草甸土 [8]。

2 种子

2.1 适宜品种

麻黄科麻黄属草麻黄(Ephedra sinica Stap)。
2.2 种子质量要求

草麻黄种子，外观棕褐色或棕色。应为前一年

收获的新种子，有光泽、鲜亮、饱满、无病虫、无霉

变，种子含水率 8%左右，千粒重 7 g 以上。并经

过精选使其纯度在 98%以上，净度在 95%以上，

发芽率达 80%以上。种子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3 育苗技术要点

麻黄的人工种植采用育苗移栽不仅可降低成

本，同时便于管理和操作，是首选的栽培方式。
3.1 育苗地处理

3.1.1 选地

选择耕层 (0～30 cm)土壤含盐量在 1.2%以

下、pH 在 8.2 以下的盐碱地，沙壤或沙质等结构

尽可能疏松的土壤。有灌溉条件。
3.1.2 整地

要精耕细作。深翻 15～20 cm、耙细、磨平。耕

地同时每公顷深施充分腐熟农家肥 45 t 作基肥，

可另施磷酸二铵种肥 150～225 kg。
3.1.3 做畦

做畦前灌足底水，待田间持水量达到 80%左

右做畦。选择平畦或底床开沟作业，畦面大小可根

据灌水和作业方便确定。
3.1.4 土壤处理

为防治地下害虫需要对土壤进行消毒。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每平方米用药 8～10 g，

按苗床面积大小称取药量，先用少量细干土与药

粉混匀，再加 10～15 kg 细干土，充分混匀。配成

的药土，均匀撒于畦面，耙匀。畦做好后，用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均匀喷洒于畦

面，用量 1.5 kg/hm2，防治幼苗立枯病和猝倒病。
3.2 播种

3.2.1 播种期

盐碱地土壤温度同期较无盐碱地稍低，因此

不宜早播，吉林省西部地区一般选择在 5 月中下

旬播种为宜。
3.2.2 种子处理

一般情况下，播种前对麻黄种子进行药剂或

温汤浸种处理可以提高麻黄种子出苗率。具体方

法如下：

药剂浸种处理：用 1%五水合硫酸铜溶液浸种

3 h，立即播种。
温汤浸种处理：2 份开水加 1 份凉水，种子浸

入后搅拌均匀，自然冷却后泡 24 h，捞出微晾干，

立即播种。
3.2.3 播种方法

在畦面开深 2 cm、宽 10 cm 的浅沟，将种子

与适量细沙拌匀，均匀撒播沟内，行距 30 cm，便

于锄草和松土。播种量 120～1 50 kg/hm2。播种深

度以浅而不露种子为宜，即播后覆土 1 cm。稍加

镇压。播后及时灌水，保持畦面土壤湿润，土壤绝

对含水量在 20％～25％，至苗出齐。播种后 5～7
d 出苗，20～30 d 出齐。
3.3 田间管理

3.3.1 幼苗田间管理

灌溉：在幼苗出土前多次少灌，一般 5～6 次，

每次灌水 150～225 m3/hm2，切忌大水冲浇，禁止

在中午高温时灌溉。幼苗抽出第二节后适当减少

灌溉次数，下大雨后要及时排除苗畦积水。
除草：麻黄幼苗生长缓慢，易被杂草抑制，对

杂草要早除、勤除，行间用锄除，株间用手拔，同时

松土。应在杂草盘根前连续除 3～5 次，以除净杂

草。
追肥：分别在苗出齐后 1 个月和 2 个月时，采

用根灌法施尿素，首次 45～150 kg/hm2，二次 150
kg/hm2。

当年苗越冬管理：在土壤封冻前及时灌足封

冻水，以利下一年返青生长。防止牲畜踩踏和啃

食。
3.3.2 大苗田间管理

水肥管理：生长 1.5 年以上麻黄大苗，早春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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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解冻水，以后视土壤墒情灌水，不旱为宜。追肥

一般施氮肥 150 kg/hm2、磷肥 75 kg/hm2、钾肥 45
kg/hm2。

除草：及时拔除杂草，防止草与麻黄争水、争

肥、争光而制约麻黄生长。

4 移栽技术要点

4.1 移栽地处理

4.1.1 选地

同育苗地的选择。
4.1.2 整地

采用沟渠灌溉的，要保持移栽地局部平整且

灌水方便；喷灌地块则可粗略平整，便于作业即

可。移栽前一年秋翻一次，深度 30 cm 左右，移栽

前 结 合 耕 翻 深 施 充 分 腐 熟 农 家 肥 37.5 t/hm2 左

右，灌足底水，使田间持水量达到 80%。土壤消毒

同 3.1.4。
4.2 适宜苗龄与移栽时间

4.2.1 适宜苗龄

1.5～2 年的大苗，地上草质茎长 l0～20 cm，

地下根长 20～25 cm，根茎直径 0.25～0.3 cm。
4.2.2 移栽时间

移栽可在春季或秋季进行，以春季为好。春季

移栽在 4 月下旬进行，即在土壤解冻后，麻黄尚未

返青时。秋季移栽应在雨季的 7 月底至 8 月下旬

进行。
4.3 移栽方法

4.3.1 起苗

起苗前对苗床灌透水，趁土壤潮湿贴苗垄开

一沟，逐行顺垄全株采挖，保全苗，不断根。起好

的苗分级打捆。移栽前先田间假植，根部压潮湿

土，以防失水。
4.3.2 定植

同穴 2 株，深度以埋入麻黄根茎部 3 cm 左右

为宜。苗要直立，不曲根，不卧根、不露根，栽后踏

实。行距 30～40 cm，株距 10～15 cm，定植 15 万～
18 万株/hm2。栽后及时浇水保苗，保持土壤湿润。
4.4 移栽田田间管理

4.4.1 灌水和排水

麻黄缓苗期每隔 5～10 d 灌 1 次水，保证灌

水 4～5 次。转绿成活后，当年再灌 2～3 次水。移

栽田第一年一般需灌 5～8 次水；移栽两年后灌水

次数可适当减少，但在春夏麻黄生长期保证 4～6
次灌溉，以满足生长发育需求。每年的早春要灌足

解冻水，封冻前灌足封冻水。麻黄采收田则封冻水

要灌在采收前，解冻水可推迟至再生年植株出苗

萌发后灌溉。积水后要及时排水防止根系腐烂造

成死亡。麻黄不耐水湿，易勤灌少灌。有条件的地

方最好采用喷灌。
4.4.2 追肥施肥

定植后隔年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30～45 t/hm2。
化肥的施用主要在生长期进行，从移栽后第 3 年开

始，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麻黄需肥特点，配合施氮、
磷、钾及微量元素复合肥。第 3 年施入 450 kg/hm2，3
年后施入 600～750 kg/hm2，尽量多施有机肥少施

化肥。
4.4.3 中耕除草

每年除草 2～4 次。麻黄根系需氧性强，疏松

的土壤有利于麻黄生长，对于土壤团粒结构差、地
表易板结的地块每年至少中耕 1 次。麻黄根蘖茂

盛，中耕时要严防麻黄根茎受破坏。

5 病虫害防治要点

5.1 农业防治

5.1.1 合理轮作

麻黄和禾本科作物轮作，可有效减少病虫危

害，提高麻黄的产量和质量。
5.1.2 整地耙地

深翻地可减少越冬害虫，土地整平可防积水，

防止流水传染病害和诱发病害发生。
5.1.3 施肥

多施有机肥，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可改

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肥力。农家肥要充分发酵腐

熟，以杀死寄生虫卵、病原菌、杂草种子，去除有害

有机酸和有害气体。
5.1.4 清洁田地

及时除草和清除田间杂物，可减少病虫来源，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5.2 药剂防治

5.2.1 麻黄虫害药剂防治

目前麻黄田间常见的虫害有蚜虫、盲蝽象、种
子小蜂和蛴螬等，对麻黄危害严重的是蚜虫。

蚜虫的防治：首先，在 3 月中上旬和 10 月中

下旬，清理麻黄地周围的树枝、枯草、落叶，集中烧

毁，消灭虫源，降低虫口密度；其次，在 4～8 月蚜

虫发生高峰期，当虫口密度达到 2 000～3 000 头

每百株时，选用低毒天然植物杀虫剂 0.3%苦参碱

水剂 100 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000 倍

液或 20%杀灭菊酯乳油 600～1 200 倍，喷雾 3～
4 次。或者用 40%乐果乳油 1 000～1 500 倍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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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生长期内最多喷 6 次，收获前 7 d 停止使用。
还可以用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 500 倍 液喷

雾，生长期最多喷 3 次，收获前 7 d 停止使用。
5.2.2 麻黄病害药剂防治

5.2.2.1 立枯病

防治办法主要是播前土壤消毒和种子消毒。
土壤消毒：方法如 3.1.4 所述。
种子消毒：用 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浸种 24～36 h，或用 2%～3%石灰水浸种 24 h
(不要破坏石灰水膜)，或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

性粉剂 1 000 倍液浸种 32 h，或用 50%代森胺乳

剂 500 倍液浸种 24 h。
幼苗发病可用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喷雾，生长期内最多喷 4 次，收获前 3 d 停止

使用。
5.2.2.2 猝倒病

土壤消毒：方法如 3.1.4 所述。
幼苗发病应立即拔除病苗，并喷施 75%百菌

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25%瑞毒霉可湿性粉

剂 800 倍液、64%杀毒矾可 湿性粉剂 500 倍 液、
72.2%普力克水 剂 500 倍液，每 隔 7～10 d 喷 1
次，连喷 2~3 次。
5.2.2.3 根腐病

预防措施：(1) 麻黄田应选择地下水位在 3 m
以下的地块；(2) 在 4 月上旬麻黄开始生长时，选

用低毒杀菌剂 95%绿亨 1 号 3 000～4 000 倍液

灌根 1 次，间隔期 7～10 d 再连续喷雾 2 次防治。
也可采取 25%咪鲜胺乳油 500～1 000 倍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灌根 2 次预防。

发病对策：对少量发病严重的植株及时连根

挖除，集中烧毁，并对病区按 6 mL/m2 的标准喷施

30%恶霉灵水剂 800 倍液，或 25%咪鲜 胺乳油

500 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进行

土壤灭菌消毒。
5.2.2.4 根线虫病

预防措施：在 3 月下旬，选用低毒杀线虫剂

50%棉隆 (必速灭 )微粒剂按 45 kg/hm2 拌 150 kg

细土的标准，采取沟施药土覆土耙平的方法预防

线虫。
发病对策：(1) 对少量受害严重的植株及时挖

除烧毁，并控制灌水，以缩小虫源扩散范围；(2)用
50%棉隆(必速灭)微粒剂 45 kg/hm2 拌 150 kg 细

土，沟施药土覆土耙平。
5.2.2.5 褐斑病

发病初期及时喷药防治，可选用 50%甲基托布

津 1 000～1 200 倍液喷雾，或 50%多菌灵 1 000～
1 200 倍液喷雾，遇阴雨天气，隔 7 d 再喷 1 次。

6 采收与初加工

6.1 采收

麻黄在移栽生长 3 年后可首次采收，以后 2
年轮采 1 次。最佳采收时间在 10 月上旬，留茬高

度为根茎以上 1～2 cm，即距离地面 3 cm 左右为

宜。留茬过高，麻黄产量低；而留茬过低，损伤麻

黄的根茎，既影响麻黄下一年的再生能力，又对麻

黄的品质无益。
6.2 初加工

收获后的麻黄草，用人工或风力去除杂草和

泥土，在通风处阴干或晾干，忌暴晒或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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