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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Pinellia ternate（Thunb.）Breit.］天南星科
半夏属，多年生草本，以干燥块茎入药，具有燥
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功效，为常用中
药之一［ 1～3］。其主要化学成分有生物碱、β-谷甾
醇、有机酸和次黄嘌呤核苷等。西和县地处西秦
岭南侧长江水系西汉水上游，境内四季分明，气
候湿润，为温暖带半湿润气候。平均海拔 1 692
m，年降水量 532 mm，年蒸发量 1 236 mm，空气

相对湿度 73%，年日照时数 1 757 h，日照百分率
46%，地面温度 1月份为 -0.2℃，7月份为 2.4℃，
最大冻土深度 46 cm。土壤以山地褐色土、山地棕
壤为主，地势平缓、土层深厚，pH 6.8～7.0，有机
质含量≥10 g/kg。光热水土等资源条件非常适宜多
种药用植物的生长，有“千年药乡”之称。传统栽培
的大宗药材有半夏、当归、党参、大黄、柴胡、黄
芪、牛蒡子、款冬花、山茱萸、贝母、猪苓、淫羊

和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品种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比较
好的分析方法［ 3］。与传统的回归模型相比较，
AMMI模型把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合于同一模
型，兼有二者的优点。AMMI是分析基因型与环境
互作的一个有效方法，它能够估计出交互作用的
特点，有助于建立可解释的非线性的生物学模型，
并且借助双标图直观形象地对品种的稳定性差异
进行分析。笔者用 AMMI 模型对各参试品种产量
及其稳定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各个试验点鉴
别力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可直接指导党参品种的
试验鉴定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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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等，特别是西和半夏，具有粒大、色白、淀粉含
量高和药用价值高等特性，被称为是半夏中的精
品，曾荣获第 15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
览会“后稷奖”。2004年西和县被农业部评为“中国
半夏之乡”，2007年西和半夏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正式批准纳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范围。全县耕地 1/3的地域是半夏种植最佳适宜
种植区，半夏已成为西和县的农业主导产业。
1 发展现状
1.1 种植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西和县依托资源优势，加快了半夏
产业开发进程，半夏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由 2001
年的 400 hm2增加到 2013年的 1 760 hm2，占中药
材种植面积的 48%。半夏产值达 46 200万元，占
全县中药材总产值的 91%。西和县已成为我国半
夏人工种植的主产区，总产量约占国内市场份额
的 2/3。其中最佳种植区洛峪、何坝等 10个乡镇
半夏种植面积占全县半夏种植面积的 75.03%；亚
适宜区域的 10个乡镇半夏种植面积占全县半夏种
植面积的 24.97%。
1.2 专业合作组织得到快速发展

在国家强农、支农、惠农政策引导和有关省
级项目的扶持下，西和县半夏专业合作组织迅速
发展壮大，截止 2013 年已成立半夏专业合作社
（协会）12个。合作社（协会）采取“支部 +合作社 +
公司 +农户”、“合作社+基地”、“基地带大户、大户
连农户”等模式，由合作社统一为农户提供优质
种子、推广种植技术，统一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
治，通过清洗、晾晒、整理、分级、包装进行半
夏产地初加工，实现加工增值，推动半夏产业走
向规范化。同时合作社还积极与外地制药企业联
合建立种植基地，如天津天士力集团已开始在西
和县筹建半夏规范化种植药源基地。通过多年的
运行，西和县已有“安峪”等多个半夏商标品牌，
专业合作社（协会）与广州、杭州、成都等医药公
司和外贸集团建立了长期、良好的业务关系，保
证了半夏销售渠道的畅通。
2 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西和县种植半夏已成

为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
径。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人工规范化栽培将
是半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自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与西和县
已陆续开展半夏的人工驯化栽培研究，但一些关
键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严重制约着半夏产业的持
续发展。

2.1 野生资源逐年减少，生态破坏严重

近年来，随着半夏市场需求的扩大，价格持续
走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半夏野生资源
被无计划、掠夺性的采挖，造成野生资源濒临灭
绝，同时植被也遭受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2.2 繁殖系数低，种茎缺乏

半夏主要以小块茎繁殖，繁殖系数极低，生
产中半夏繁殖系数一般在 1.5～2.8。由于半夏播种
量大（播种量在7 500 kg/hm2左右），建立 1 hm2繁
种田，也仅能供应 2～3 hm2 生产用种。近年来西
和半夏种茎主要从湖北、陕西、四川等地调用，
缺乏种茎纯度鉴定、病虫害检疫等检测手段，也
无引种的标准操作规程和相应的质量标准，造成
种质混杂、田间表现参差不齐，导致田间生长差
异大，产品质量和产量无法保证。而农户自己留
种，在种植、收获方面欠缺必要的技术条件，对
产量、质量都有一定影响。同时，还存在以次充
好或其他地区种子冒充湖北种子的投机行为，坑
农、骗农现象时有发生，种茎短缺已经成为制约
半夏产业发展的瓶颈。
2.3 耕地面积有限，规模很难扩大

西和县有基本农田 5.67万 hm2，其中适宜种植
半夏的面积仅 1.33万 hm2 左右。在半夏适宜种植
区，除去相对固定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外，用于半
夏种植的耕地面积极其有限。按照目前的发展速
度，5～10 a以后在西和县将很难找到适宜半夏种植
的土地。另外，半夏重茬后病虫害发生严重，导致
产量严重下降甚至绝收，在生产中必须轮作倒茬。
受到现有土地面积和轮作倒茬条件的双重制约，在
未解决轮作倒茬的前提下，西和县半夏产业很难在
种植面积上大规模扩张。半夏种植对前茬作物有一
定的要求条件，特别是半夏不宜连作，必须要轮作
倒茬，但轮作周期尚不明确。同时由于半夏种植成
本高（投入需30万元/hm2），在缺乏项目经费支持的
情况下，农民不敢进行轮作间隔时间试验。半夏种
植后土壤微生物、肥料变化情况、连作减产原因及
种植半夏后的土壤修复措施尚不明了。
2.4 病虫草害发生严重，用药缺乏科学指导

由于西和半夏种茎多为外地调用，生产过程
中外来病虫草害在西和县集聚，田间发生率高，
减产严重。同时种植户科技意识较淡，病虫害防
治完全依赖经验，缺乏科学指导，部分国家明确
禁止的农药仍在使用，农药和重金属超标现象时
有发生，极大的影响了半夏的品质。
2.5 科技投入难持续，研究内容分散

西和半夏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人工驯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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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主要依靠科研项目经费开展相关研究，目前
仅在种植密度、单项肥料使用技术、组织培养扩
繁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但这些技术缺乏系统
性，离规范化种植（GAP）的要求相差甚远。
2.6 机械化程度低，人工投入比重大

目前，半夏种植机械化程度几乎为零，种植
半夏仅采收就需要 900～1 200个工 /hm2，加上种
植、田间管理，共需要 1 500～1 800 个工 /hm2。
按照每工日按 80 元计算，仅人工费就需要 12
万～15万元 /hm2，种植成本过高。
2.7 缺乏加工企业和仓储设备，市场调控能力弱

西和县半夏产量占全国市场交易量的 2/3，主
要以原材料出售。由于缺乏仓储设备和深加工企
业，合作社无力调控市场价格，西和半夏价格受
外地经销商的制约较为突出。外地客商在收购交
易中，压级压价，往往造成半夏结构性过剩和季
节性卖难，给半夏种植、营销带来较大风险。同
时由于缺乏国内外半夏市场信息、产品开发及需
求变化等信息服务平台，农民跟风种植、盲从种
植、药贱伤农的情况难以规避，西和半夏产业处
于“高投入高风险”的境地。
2.8 质量检控体系几乎空白

由于没有质量检控的专门机构，难以实行流
通环节的市场准入制度。进入市场的绝大部分半
夏，没有严格的药用品质检测和安全指标控制，
有效成分含量不清，农药和重金属残留、SO2二次
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与近几年国家和省上对农
业投资大幅增加相比，对半夏的科技投入十分有
限，一些生产技术难题长期未能解决。专业从事
栽培、育种和加工的高级人才奇缺，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中的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总体上
无力支撑半夏产业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3 发展建议
综观甘肃省半夏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潜力，结

合西和县具体情况，应在稳定西和县半夏种植面
积的基础上，适当发展其它中药材品种，主攻规
范化种植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提升产品品质。同
时要引进机械采收设备，进行消化改进，研制适
应西和县土壤条件的采收设备，降低劳动力成本；
引进加工企业，稳定药材价格，确保药农收益。
力争通过 3～5 a的努力，使西和县半夏生产中目
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能得到初步解决，药材质量有
明显提高，机械化应用程度、加工能力及产品档
次有明显提升，仓贮和流通能力明显增强，科技
支撑能力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使西和县以半夏为
主导的中药材产业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走向规

范化、可持续发展道路。
3.1 加大半夏生殖生物学特性研究，提高繁殖系数

在明确半夏遗传特性的基础上，通过植物学、
生态学、遗传学、药用植物栽培学、分子生物学、
植物组织培养学等多学科结合，探明半夏繁殖机
理，提高繁殖系数。
3.2 建立优良种茎繁育体系，从源头上保证半夏高

产高效

优良的种子、种苗是半夏质量优质稳定的基
础，半夏良种的选育、繁育、使用是半夏规范化
生产的“源头工程”。按照规范化生产（GAP）的要
求，加强半夏品种选育，建立品种选育基地，良
好繁育基地，为种植区提供优良种茎，从而保证
药材的高产高效。
3.3 加强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生产绿色无

公害半夏

通过合理的轮作制度安排，进行以“农业防治
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
究，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减少用药量；根据半夏
生长期需肥规律开展测土配方及科学施肥技术研
究，减少化学肥料使用量，使药材种植区生态系
统得到了更好的恢复。
3.4 加快机械化栽培技术的组装集成

低成本高效的采收是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关键，
也是药农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半夏种植成
本之所以居高不下，除种茎成本较高外，主要是
种植采收过程中劳动力成本支出比重较大。因此，
要提高半夏种植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户收入，最
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快机械化应用步伐，引进
国内先进的半夏收获机，提高药材种植机械化程
度，降低劳动力成本。
3.5 建立规范化基地

目前，国家对半夏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企
业对药材质量也越来越重视，一方面建立自己的
药材生产基地，另一方面相对固定使用种植规范、
药材质量好、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生产的药材。
要紧抓机遇，积极主动的与大型医药企业联合，
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保证产品销售，提高农户
种植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经济收益。
3.6 注重人才培养

西和县半夏产业发展技术支撑力量十分薄弱，
应吸收省内外相关专家组建西和县半夏产业发展专
家指导组，对西和县半夏产业发展提供咨询，对规
范种植、标准制定、资源利用、市场动态、质量监
控等方面进行指导和评估。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户进行半夏种植加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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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培养科技能手、新技术带头户，提供有效
快捷的信息指导，切实提高种植管理水平。
3.7 引进加工企业

引进半夏加工企业入驻西和县，进行原产地
深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半夏附加值，还可以稳定
半夏价格，保障种植户的经济利益。
3.8 支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

加强半夏种植过程中农药、肥料使用、加工
干制过程中的质量检测管理，引导半夏的规范种
植。通过质量监督管理，推进半夏质量追溯制度
建设，逐步树立良好的诚信体系，提升西和县半
夏的市场竞争能力。

3.9 适当发展其它中药材，提高农户收益

根据西和县的自然条件和土壤条件适当发展
其它中药材，进行中药材之间的轮作倒茬，以提
高农民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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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霞
（甘肃省天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天祝 733200）

全膜平作小畦速灌是将田间土地全部用地膜
覆盖，地膜与地膜连接处用土压紧做成小埂，每
隔 2 m打土腰带，形成小畦，根据不同作物种植
方式播种，在小畦内灌溉，通过种植孔渗水的一
种局部浸润灌溉节水方式，主要适用于灌区食荚
豌豆生产。该技术具有显著的节水、增产效果，
对提高地温，促进出苗，抑制杂草生长有一定的
作用，节约灌水量达 1 125 m3/hm2以上。
1 选地施肥
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力较好，

有一定灌溉条件的地块。覆膜前耙平，除去土坷
垃，做到耕、耙、耱、施肥、覆膜、播种连续作
业，以减少水分散失，提高播种质量。结合整地
基施尿素 90 kg/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硫酸钾
180 kg/hm2。对杂草生长严重的地块，覆膜前用
50%乙草胺乳油 750～1 050 g/hm2 对水 600～900
kg均匀喷洒土壤表面，随喷随用幅宽 110 cm的地
膜全地面覆盖，地膜两边在压膜沟内各压 5 cm，
覆膜方向以当地主风向为最佳。覆膜要求做到
“平、展、严、实”，为防止大风揭膜，利于小畦

灌溉，在膜上每隔 2 m打土腰带，高、宽均为 15
cm，最后使各幅膜上的土腰带相连形成土埂，便
于小畦灌溉。
2 品种选择
选择中早熟，株型紧凑、生长健壮，耐寒、

耐旱耐瘠薄的高产优质食荚豌豆品种，如食荚大
菜豌 1号、食荚大菜豌 8号等。
3 适时播种
天祝县食荚豌豆以 4月下旬播种为宜。宽窄

行种植，宽行距 90 cm，窄行距 25 cm，株距 10
cm，采用 1粒 /穴和 2粒 /穴交替点播，播深 4～
5 cm，播种量 37.5～45.0 kg/hm2。
4 田间管理
4.1 搭架

食荚豌豆株高 25 cm 时搭架，架高 1.5～2.0
m，将每株幼苗用吊蔓绳牵引上架，保持豆蔓直
立。
4.2 灌水

苗期应控制灌水，防止徒长；现蕾至开花期
灌头水，以后灌水视降水和土壤墒情而定，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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