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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夏枯草实施规范化种植"&'(#研究$探索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方法!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中药

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为指导原则$开展夏枯草&'(栽培% 结果!实施&'(栽培管理夏枯草的浸出物和熊果酸含量比非&'(

栽培管理的高(农残和重金属的量较低% 结论!开展夏枯草&'(种植$通过严格选地(选种(选施无污染无公害肥料与农药$可

有效地控制药材中有害重金属与农药残留量$提高夏枯草的质量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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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 89:$)00# ;:0%#9"<N+为唇形科夏枯草属

植物#为具有一千多年应用历史的传统常用中药&

其味苦'性寒'辛#有清热明目'泻肝火'清热散结等

功效(O)

& 干燥果穗入药称*夏枯球+#全草入药称

*夏枯草+& 夏枯草含熊果酸'齐墩果酸'夏枯草苷

!<7?5/==25"'飞燕草素!8/=<B252825"'矢车菊素!0G:K

52825"'夏枯草酸'挥发油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夏

枯草具有降压'抗菌'抗病毒'降血糖'增强免疫力等

作用($ PQ)

& 除药用外#夏枯草还是凉茶等食品'保健

食品的原料#其幼苗及嫩茎叶也可作蔬菜食用&

江西为夏枯草的主产区#药材果穗长'色棕红'

味香纯#行销全国各地并有出口& 目前夏枯草以野

生为主#人工栽培面积小#存在品种混杂#管理粗放#

产量低#病虫害严重#采

收加工不规范#产品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时有超

标等问题#影响产品质量和药效& 因此运用现

代农业技术#开展野生变家种#实施规范化种

植#是保持药材优良品质和实现中药现代化的迫切

需要&

近年来由于乱采滥挖#野生资源已面临枯蝎&

为此#本课题组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简称中药材 &'("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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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开展夏枯草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系统研

究#以控制影响药材质量的各项因子#规范药材各生

产环节乃至全过程#达到使夏枯草药材*真实'优

质'稳定'可控+的目的(R)

& 本项目通过高产栽培技

术和规范化种植示范和推广#建立了 &'(药材基

地#注重中药材生产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发

展原则#对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中药饮片和药品质

量#增加药材及中药产品的出口创汇#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促进企业实施中药现代化'标准化具有重大

意义&

有关夏枯草的栽培研究报道#多属初期形态或

生物学特性方面的探讨#真正从&'(技术措施深人

系统地研究控制夏枯草农残及重金属量#以及提高

药用有效成分#从而揭示 &'(栽培优于非 &'(栽

培的质量比较研究#本文尚属首次报道&

O!试验地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

O+O!地貌!进贤县位于南昌市东南部#北临鄱阳

湖#境内为低丘陵地形#旱地为主#夏枯草种植基地

位于进贤梅庄镇富田村#属该县北部的军山湖旁&

O+$!气候和土壤!进贤县梅庄镇属于中亚热带季

风型温暖湿润气候&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

和#四季分明& 平均日照 O *"R B#日平均气温 OR+$

W#年积温 X #O" W#太阳总辐射 O#* 千卡Y平方米#

平均年降雨量 O Q#R 毫米&

进贤县梅庄镇富田村种植基地是火成岩和变质

岩为主的红壤丘陵地#土壤偏酸性#<B 值 S PQ& 土

质较疏松#土层深厚#周边野生夏枯草多#适宜夏枯

草种植&

O+"!生态环境评价!对栽培区域的选择#充分考虑

药材原产地的概念#进贤县梅庄镇为江西野生夏枯

草主要分布区 & 经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其

环境空气质量检测!结果见表 O"达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Z"#%XKO%%Q"%灌溉水质!结

果见表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ZX#*SKO%%$"%土壤环境质量!结果见表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ZOXQO*K

O%%X""& 该地的水质'土壤和大气均符合中药材

&'(种植标准要求&

表 O!夏枯草试验基地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单位!@>Y@

"

"氟化物为
!

>Y@

"

#

检测日期
!$##S年"

二氧化硫

日均值 最大值
!

二氧化氮

日均值 最大值
!

总悬浮颗粒物

日均值 最大值
!

氟化物

日均值 最大值

S月 $O日
!

#+#O

!

#+#O

!

#+#X

!

#+#X #+#* #+#% 未检出 未检出

S月 $$日
!

#+#O

!

#+#O

!

#+#X

!

#+#X #+#% #+OO 未检出 未检出

S月 $"日
!

#+#O

!

#+#O

!

#+#X

!

#+#X #+#* #+#% 未检出 未检出

标准值 #+#X #+OX #+#X #+O# #+OX #+"# R O

表 $!夏枯草研究基地灌溉水质分析检验结果

主 要 指 标
质量分数
Y@>,N

[O

主 要 指 标
质量分数
Y@>,N

[O

生化需氧量!Z,JH" $+O 铬!Q 价" #+#R

化学需氧量!A,JA)" O+S 总 铅 #+###%

凯 氏 氮 $+" 总 铜 #+##$

总 浮 物 #+QX 总 锌 #+#"$

总 磷!以(计" #+#O* 总 硒 #+#O%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N'H" #+O$ 氟 化 物 #+#O

<\值 X+%O 氰 化 物 #+##$

全 盐 量 $#+QX 挥 发 酚 #+#O

氧 化 物 $+"O 苯 #+##O

硫 化 物 #+##* 三氯乙醛 #+###%

总 汞 #+###" 丙 烯 醛 #+##O

总 砷 #####R 粪大肠菌群!个YN" R*X$

表 "!夏枯草研究基地土壤重金属分析检验结果

重 金 属 质量分数Y@>,]>

[O 重金属 质量分数Y@>,]>

[O

铅 ""+"$ 锌S"+R*

铬 "R+%* 镍 OS+#X

铜 $$+#$ 镉 #+#QO

$!栽培试验材料与方法

$+O!材料!植物来源于进贤县梅庄镇富田村种植

基地#经江西省药物研究所朱良峰研究员鉴定为夏

枯草!89:$)00# ;:0%#9"<N+"& 从栽培种群中进行筛

选比较#以夏枯草产量及其有效成分!熊果酸"含量

为指标#选择可以稳定和提高药材产量和质量的夏

枯草单一品系种植%对照品种子取自当地农家传统

栽培农田&

$+$!田间试验设计!在同一地块内开展&'(栽培

与非&'(栽培的对比试验研究&

$+$+O!种植密度!选择长穗型夏枯草种子为试验

材料#在同一块田里#按照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重复

" 次#小区面积 "# @

$

& 采用条播#进行行距 OX'$#'

$X'"#'"X 0@五种栽植密度播种#条宽固定为 $X

0@& 对生物量和有效成分进行比较#从而确定一个

最佳播种密度&

$+$+$!施肥试验!基肥在头年 OO 至 O$ 月施入#基

肥按肥料种类的不同分为腐熟猪牛栏粪'复合肥

!对照"'腐熟菜枯饼肥'#+X^_E活菌剂液 腐̀熟

猪牛栏粪发酵 S 个处理#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

次#小区面积 "# @

$

& 追肥分 Q 个不同组合$!'"复

合肥!对照"'!Z"多元素叶面肥 复̀合肥'!A"磷酸

二氢钾 复̀合肥'!J"尿素' Z̀Z肥'!_"磷酸二氢

钾 #̀+X^硼砂'!I"鸡粪 草̀木灰& 定植苗木恢复

正常生长后#分别叶面喷施上述肥料& 从生物量和

有效成分等方面进行比较#确定最佳追肥试验方法&

$+$+"!施用农药!&'(栽培的选用中药材规范化

,#*,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年第 $O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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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允许和限量使用的代森锌 Q## 倍液#粉锈宁

O### 倍液#多菌灵 S## 倍液#波尔多液 OaOa$## 倍

液%非&'(栽培的对照样地则按过去习惯施用农

药&

$+"!试验观察

研究某地的随机区组上分别选择正常生长植株

作为观察对比样本#并立牌登记#随后定期进行观

察& 生长盛期和花果期每 R 8 观察 O 次#其他时期

每 O# 8观察 O 次#记录物候期'根系与茎叶生长'开

花与结实情况& 收获后分别测定其生物量与产品质

量&

$+S!测试方法

夏枯草药材浸出物按-中国药典.!$##X 年版一

部"#附录b'项下方法测定%总灰分按-中国药典.

!$##X 年版一部"附录4bc项下方法测定%熊果酸含

量按-中国药典.!$##X 年版一部"附录 4bc项下方

法测定& 农药残留及重金属按-中国药典.$##X 年

版一部附录
"

d有机农药残留测定法及附录
"

_重

金属检查法测定&

"!栽培试验结果与讨论

"+O!优良品种选择结果

选择出 O 个夏枯草优良栽培品系!长穗型"#与

其它类型!混合型"比较#结果见表 S&

表 S!夏枯草不同品种类型质量比较

项 目 株高Y0@ 穗长Y0@ 穗径Y0@ >YX# 株
!穗"熊果酸含量

!e"

长穗型 "# [XQ " [% O [O+Q $R# "+"#

混合型 O* [Q# O+X [* #+Q [O+X O%X $+QS

!!夏枯草*长穗型+品系生长较一致#果穗明显要

比混合型果穗长'粗#而且产穗率高 $#^#产量比混

合型高 $# P"*^& 夏枯草果穗有效成分含量比较#

其中长穗型品系的熊果酸含量分别达 "+"#e#而混

合型品种只有 $+QSe#含量提高了 $X^& 通过数次

含量测定#长穗型夏枯草含量稳定#因此#初步选用

长穗型品系作为优良品种&

"+$!种植密度试验结果

选择长穗型夏枯草种子为试验材料#在同一块

田里#按照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重复 " 次#采用条播#

进行行距 OX'$#'$X'"#'"X 0@五种栽植密度播种#

条宽固定为 $X 0@& 对生物量和有效成分进行比

较#从而确定一个最佳播种密度#结果见表 $&

表 X!夏枯草种植密度试验"$ f"#

行 距Y0@ OX $# $X "# "X

生物量!]>Y亩" OQ# O*# ORX OX# O"#

!穗"熊果酸!e" "+S" "+$X "+"S "+$Q "+"R

!!从以上数据分析#种植密度以 $# 0@为行距#所

测指标高于其它行距#故夏枯草&'(种植密度确定

为条宽 $X 0@#行距 $# 0@进行条播&

"+"!施肥试验结果

"+"+O!不同基肥对比试验结果!见表 Q&

表 Q!不同基肥对比试验调查结果表"$ f"#

肥料种类
腐熟猪牛
栏 粪

复合肥
!对照"

腐 熟
菜枯饼肥

#+X^_E活菌剂液
腐̀熟猪牛栏粪

出苗情况 出苗齐'快 慢 较快 出苗齐'快

生长情况 良 好 一般 较好 很好

生物量!]>Y亩" O*% OR# ORQ $O#

!穗"熊果酸!e" $+"R $+SX "+$S "+$Q

!!从上表数据及试验现察表明施入 #+X^_E活

菌剂液 腐̀熟猪牛栏粪的产量最高#比用其它基肥

产量分别提高了 O# P$#^& 并且加入 #+X^_E活

菌剂液能使土质疏松'团粒化#提高保水性#能够促

进根系生长& 有效成分的积累也有所提高#因此#使

用_E活菌剂液能够提高产量与质量&

"+"+$!不同的追肥试验结果!见表 R&

表 R!不同追肥对比试验调查结果表"$ f"#

肥料种类 ' Z A J _ I

生物量!]>Y亩" O%X $#R O%" O%# $O* $##

!穗"熊果酸!e" $+X# $+Q# $+Q# $+S# $+R# $+QX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追肥采用磷酸二氢钾 `

#+X^硼砂#各项指标都高于其它追肥试验#产量提

高 R PO#^#因此用磷酸二氢钾 #̀+X^硼砂叶面追

肥最好&

"+S!农药试验结果与讨论

使用的代森锌 Q## 倍液#粉锈宁 O### 倍液#多

菌灵 S## 倍液#波尔多液 O$O$$## 倍液防治方法均

可以防治病源的发生'蔓延#但以波尔多液 O$O$$##

倍液与粉锈宁 O### 倍液相互使用#再配合人工开沟

排水#将发病严重的植株拔除#烧毁#效果最佳#产量

比传统防治也有所提高&

S!最适采收季节确定

S+O!材料与方法

S+O+O!样品采集!在临近采收期时#选择一块生长

发育基本一致的田块供样品采集#$##Q 年在 X 月 $#

日开始#每隔 O 周左右采集 O 次夏枯球药材#分别为

X 月 $# 日和 $* 日'Q 月 S 日'Q 月 OO 日'Q 月 O% 日'

Q 月 $R 日'R 月 X 日共 R 个不同时间#随机采收 O##

P$## 个夏枯球#按照传统晒干方法加工#分别进行

夏枯草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及生物量比较#从而确

定最佳采收时间&

S+O+$!实验方法!将加工好的夏枯球样品测定熊

果酸含量#同时测定生物量干重&

S+$!结果

实验结果见表 *&

,O*,

江先忠等$夏枯草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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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采收期样品有效成分含量及生物量的比较

采收时间 !日Y月" $#YX $*YX SYQ OOYQ O%YQ $RYQ XYR

生 物 量!>" O*# $$# $SS $*$ $QO $RQ $"S

!穗"熊 果 酸!e" $+OX $+$Q $+QR "+$X "+OO $+$X O+R*

外 观 颜 色 青绿 黄绿 浅棕 红棕 红棕 棕褐 棕褐

!!从表 * 可知#Q 月中旬夏枯草熊果酸含量高#生

物量高#且外观颜色好#因此确定 Q 月中下旬为夏枯

草最佳采收期#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是

一致的&

X!最适加工方法研究

X+O!材料与方法

X+O+O!试验材料!Q 月 O# 日采集的夏枯草样品&

X+O+$!方法!根据夏枯草有效成分含量#结合产地

传统加工经验#进行两种加工方法的比较&

传统方法$将采收回来的夏枯草在太阳下晒三

天即得&

烘干法$将采收的新鲜夏枯草分三组分别置于

烘箱中#温度分别为 X# W'Q# W'R# W烘 O* B&

X+$!结果与分析

夏枯草有效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

表 %!不同加工方法夏枯草的质量比较"$ f"#

加 工 方 法 晒 干 烘干 X#W 烘干 Q#W 烘干 R#W

熊果酸!e" "+$* "+$Q "+OO O+O*

水 份!^" O#+X O#+S %+* %+"

!!根据上述结果分析#采用晒干及 Q# W烘干两种

方法所得夏枯草样品#其有效成分含量及水份含量

相差不大& 因此#&'(夏枯草药材加工时#宜采用

传统晒干法及烘干法!X# PQ# W"&

Q!&'(栽培与非&'(栽培夏枯草内在质量比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药用植物及制

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等有关标准要

求#按夏枯草药材!穗"每批件数 O e抽取样

品#对总灰分'浸出物'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等指

标进行测定#比较 &'(栽培与非 &'(栽培夏枯草

药材的内在质量#结果见表 O#&

表 O#! &'(栽培与非&'(栽培夏枯草质量比较"$ f"#

项目
总灰分
!^"

重金属总量
!@>,c>

[O

"

浸出物
!^"

熊果酸含量
!e"

有机氯农残
!@>,c>

[O

"

&'(药材!穗" %#* O$+X OX+$ "+"# 未检出

非&'(药材!穗" O#+" OQ+$ O#+R $+O# #+OS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种植的夏枯草药

材成品#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了-药用植物及制剂

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要求#有些指标超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要求%同时 &'(种植的夏枯

草药材#主要技术指标普遍优于传统方法种植的药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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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所设的重点栏目有&明医心鉴'(&滕王阁医话'等% &明医心鉴'以介绍名老中医经

验和中医临证心得为主$重点刊载中医关于疑难病的诊疗经验$要求观点(方法新$经验独到% &滕王阁

医话'主要反映中医教学(科研(临床的一得之见$要求以小见大$有感而文$语言生动流畅$可读性强$

富于知识性(趣味性%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百家争鸣旨在打破中医学术界的沉闷局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

开讨论争鸣% 争鸣要求坚持良好的学术道德$敢说真话$敢亮观点% 争鸣的主要内容有!中医教育反思(

中医科研走向(中医发展前景(中西医结合前景(新时期中医的生存模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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