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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抽薹问题是当归生产的一大瓶颈。据生

产实践，当归早期抽薹率一般为 20%～50%，有

的甚至高达 90%以上［ 1 - 3］，对土地资源及生产资

料造成了严重浪费。通常当归生长发育周期为 3

年，第 1年为育苗期，第 2年为成药期，第 3年

为抽薹开花结籽期。但有的植株在第 2年就提前

抽薹开花，简称早薹。早薹的当归根部不能膨大

木质化，使产量下降，失去药用价值。从当归成

花角度分析，花的发生至少与以下几个方面的条

件有关：花前成熟，即当归必须达到一定大小、

年龄或发育阶段，才能接受其花诱导；光周期反

应，即当归对昼夜相对长度的反应，某些植物必

须经过合适的光周期诱导才能成花；春化作用，

当归只有通过一个时期的低温才能获得成花能力；

营养和其它条件也可以影响成花过程［ 4 - 6］。从当归

的栽培实际出发，种子的遗传保守性、种苗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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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在标本表面的蜡质上，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粘

附性很强的顽固污渍难以消除。所以最好将标本

放置在玻璃罩或密闭性较好的玻璃橱柜中，并定

期除去标本表面的浮尘。三是防外力损坏。标本

应放置在玻璃罩或密闭性较好的玻璃橱柜中，标

本室内要严禁烟火，要减少不必要的标本接触，

严禁捏摸和拍打。要合理放置，避免堆放时挤压、

放置不稳而跌落。在使用标本时要做到轻拿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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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拉长生长期、施肥、海拔、光照等都会对其

成花条件产生直接影响。有效地防治当归早薹对

增加产量、确保质量、提高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1 选择栽培区域

根据当归生物学特性和甘肃省道地药材种植

区划，适宜栽培区域要求海拔 2 000～2 500 m，年

平均气温 4.5～5.5 ℃，年降水量 550～650 mm，

年湿润度 1.0以上。

2 合理施肥

施腐熟的优质有机肥 75 000 kg/hm2、 N 240～

255 kg/hm2、 P2O5 105～120 kg/hm2、 K2O 45～60

kg/hm2，N、P2O5、K2O比例约为 1∶0.50∶0.21。

3 选种留种

首先避免采用火药子育苗移栽；其次，将留

种株在现蕾初期摘去主茎，起到打破顶端优势、

促使基生侧枝发育的作用，形成多数长势均匀的

侧茎，以缩小种子间的个体差异，使种子发育程

度比较适中均一；再次，控制种子的成熟度，要

用分期采收的方法选中等成熟度的乳熟种子留种；

最后，通过有效控制施肥、播种密度和苗龄，防

止形成大苗。苗龄控制在 100～120 d，种苗茎粗

0.3～0.4 cm，长度 10 cm以上，百苗重 60～100 g

为宜。

4 控制生长阶段

只要人为控制春花阶段或光照阶段的任何一

个阶段质变的正常进行，均可控制营养阶段向生

殖阶段的转变，起到防止提前抽薹的作用。生产

上控制春花阶段远比控制光照阶段容易，因为冬

季贮苗期间种苗比较集中，便于进行春化阶段控

制，将贮苗湿度控制在 60%～80%，温度控制在

-7～5℃，可相对降低抽薹率；也可在移栽后通过

遮光等措施来降低早期抽薹率。

5 保护种苗

在当归栽植时，要做到对苗子不掐根、不截

根、不分杈，保证种苗完整无损。药农的传统经

验要掐掉根系的一部分，可长成较大的芦头。但

种苗根系受损后，将会促发早薹，受损愈严重，

早薹率愈高。为了防止当归早薹、稳定产量，保

护种苗完整无损是防止或减轻当归早薹的有效措

施之一。

6 生长素调控

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喷施和蘸根处理对

当归的抽薹率抑制作用从小到大依次为植物健生

素、乙烯利、矮壮素［ 7］。在增叶期叶面喷施不同

浓度的比久（B9）、多效唑（PP333）及矮壮素（CCC），

当归早期抽薹都将会有所抑制，使植株基节缩

短，茎节粗度增加。用矮壮素 200倍液或乙烯利

400倍液浸苗，可抑制早薹，对产品质量无不良

影响，使用适宜浓度的乙烯利还可改善或提高当

归质量。

7 改善栽培方式

合理配施氮磷钾肥和有机肥、适宜密度、适

期移栽、黑膜栽培、与其它作物间作套种等农艺

措施的综合应用均可有效控制当归早期抽薹。当

归与蚕豆间作栽培可有效地改变光周期与光照强

度，对减少当归早薹有一定作用。推广种植 2行

蚕豆间作 1 行当归，或 2 行蚕豆间作 2 行当归，

当归行距 40 cm、株距 20 cm，当归距蚕豆行距 20

cm，蚕豆行距 20 cm、株距 15 cm为宜，也可防止

早期抽薹。此外，于春季或秋、冬季直播，日光

温室育苗带土移栽等方法都可显著减少当归早薹。

8 选育耐抽薹品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归早薹问题，选择耐抽

薹品种是首要途径。可通过推广应用当归优良品

种、田间选择生长健壮、抗逆性强、耐抽薹的材

料进行留种。同时筛选其耐抽薹基因，然后通过

基因导入等手段，攻克常规育种方法的盲目性，

结合组织培养缩短育种年限，培育出耐早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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