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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范了甘南州青稞生产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选茬、精细整地、施肥、种子处理、播种、田间管
理等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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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是大麦的一种，人们一般将栽培大麦根

据籽粒上稃的有无分为皮大麦和裸大麦［ 1 - 2］。青

稞即裸大麦，又称米麦或元麦，主要分布在我国

的西藏、青海、四川阿坝和甘孜、云南迪庆、甘

肃甘南和武威等地，在海拔 4 200～4 500 m的高

寒农区，青稞几乎是唯一的粮食作物［ 3 - 5］。甘南

州是甘肃省的青稞主产区，多年来甘南州青稞生

产中栽培管理技术不规范，一些新技术如种子包

衣、适期播种、播种方式、施肥、杂草防除、适

时收获等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影响了甘南

谷莠子，遇到苗色不同、穗形异状的植株及时拔

除。收割、拉运和场上脱粒要注意防杂，脱粒后

一定要晾晒，水分含量达 130 g/kg以下时才可入

库保存，以保证种子的质量和品质。

3.4 强化管理力度

科研单位要把好原原种及原种基地的原种繁

殖关，优质小米原料基地必须品种区域化，防止

品种间种、运、收机械混杂，基地技术人员应自

始至终服务至种子入库。杜绝因优质谷价格较高

使原料中混入外表与优质谷相似的谷上谷、水倒

流、尖穗白等，以免影响优质米的商品性［ 5 - 6］。

4 结束语

优质小米开发必须成立行政、科研、推广、

开发相结合的组织机构，原料基地、收购、加工

成品、出厂销售等各方面分工负责，层层把关。

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各个环节的

质量检验标准，把符合要求的加工厂组织到集团

中，统一步调，增强优质谷开发的力量。山西省

优质小米要占领更大国内市场，并逐步投放国际

市场，就要以质量取胜。不但要求小米本身营养

品质及适口品质、色泽好，而且要求良种良法配

套，种好、收好，与提高加工质量、销售能力等

环环紧扣。保持谷子优良种性，增强外观品质和

适口品质，延长优良品种使用年限，为优质谷子

生产、加工和销售提供保障，真正服务三农，使

谷子产业得以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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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青稞生产的产量和品质［ 6 - 7］。近几年，甘南藏

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根据青稞生产中存在的

问题，开展了青稞播种期、播种量、化学除草等

方面的试验研究，总结出了甘南州青稞生产技术

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甘南州优质高产青稞生产的产

地环境、产量指标及产量结构、栽培技术。

本规程适用于甘南州青稞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程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GB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3 产地环境

甘南州属高寒阴湿区，海拔 2 400～3 200 m，

年平均气温 2.0～5.7℃，年日照时数 1 800～2 600

h，≥ 10 ℃积温 1 107.7～1 846.1 ℃，无霜期

140～150 d，年降水量 350～800 mm，且主要集中

在 3—8月，为青稞适宜种植区域。

4 栽培技术

4.1 品种选择

选择青稞品种甘青 4号、甘青 5 号、黄青 1

号、黄青 2号等。

4.2 轮作倒茬

青稞忌重茬，一般轮作 1～2 a。宜选择油菜、

马铃薯、豆类、绿肥等作物及轮歇地为前茬。

4.3 耕作整地

前茬作物收获（秋季）后应及时进行深耕（耕深

20～30 cm），灭茬晒垡，熟化土壤，接纳降水，早

春耙耱镇压收墒整地。

4.4 施足基肥

播种前可根据当地条件一次性施入农家肥

15 000～30 000 kg/hm2、磷酸二铵 112.5～150.0

kg/hm2、尿素 37.5～75.0 kg/hm2，在犁地前全部施

入土壤中。无农家肥时施磷酸二铵 225～300

kg/hm2、尿素 75～225 kg/hm2做基肥，在犁地前全

部施入土壤中。

4.5 种子处理

播前选用 3%敌委丹悬浮种衣剂（恶醚唑）

100～200 mL拌 100 kg种子，可防治青稞条纹病

和网斑病；用 15%粉锈灵（三唑铜）可湿性粉剂或

15%立克秀拌种剂 20～30 g拌 50 kg种子，可防治

青稞云纹病、条纹病、网斑病，并对黑穗病有一

定的防效。

4.6 播种

一般在 3月中旬至 4月中旬播种为宜。采用

机械条播或畜力 5～7行或 3行谷物播种机播种，

行距 12～15 cm，播种深度 3～5 cm。根据青稞品

种的千粒重和特性确定播量，一般播量为 216.0～

247.5 kg/hm2。

4.7 田间管理

4.7.1 除草 青稞 3～4叶期，用 5%爱秀（唑啉草

酯）乳油 1 050～1 200 mL/hm2对水 225～450 kg/hm2

茎叶喷雾防治野燕麦；用 20%苯磺隆可湿性粉剂

75 kg/hm2 对水 225～450 kg 喷雾防治阔叶杂草。

还应采取轮作倒茬等综合农业措施，减轻杂草危

害。

4.7.2 追肥 青稞苗期视其长势，在降水前追施

尿素 37.5～75.0 kg/hm2。开花至灌浆期，用磷酸二

氢钾 1.5 kg/hm2对水 450 kg叶面喷施，间隔 7～10

d喷 1次，喷 1～2次。

4.8 虫害防治

青稞抽穗期选用 50%辛硫磷乳油 1 000～2 000

倍液、或 40%乐果乳油 1 000～2 000倍液喷雾防

治麦鞘毛眼水蝇。用 50%辛硫磷乳油 1 000～2 000

倍液按种子重量的 0.2%拌种防治金针虫地下害虫。

使用的农药须符合 GB4285规定。

4.9 收获

青稞成熟后要适时收获，人工收获应在蜡

熟末期（即70%以上的植株茎叶变成黄色，籽粒

具有本品种正常的色泽且变硬），机械收获应在

完熟期（即所有的植株茎叶变黄，籽粒变硬）进

行。

4.10 脱粒晾晒

收获后及时摊晒，以防雨水过多致田间发芽。

及时脱粒、晾晒、入仓，以保证青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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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心 莲 ［Andrographis paniculata（Burm.f.）

Nees］为爵床科、穿心莲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又

名一见喜、苦胆草、印度草、春莲秋柳等。其

茎直立，分枝，叶对生、卵状矩圆形、上深绿

色、下灰绿色，叶柄短或无柄，圆锥花序、花

冠淡紫白色，蒴果长椭圆形。花期 8— 9月，果

期 10 月。以全草入药，气微、味极苦，秋初采

摘，晒干，性寒 ［ 1］。具有凉血、清热解毒、抗

菌消炎、消肿止痛等功效，临床上用于主治细

菌性痢疾、尿路感染、急性扁桃体炎、 咽炎、

肺炎、流行性感冒和湿热下痢，毒蛇咬伤，疮

痈疔毒等症 ［ 2］。生于湿热的平原、丘陵地区，

喜温暖、湿润、向阳环境，怕干旱，怕低温，

低洼积水环境不宜种植，在土壤肥沃疏松、通

风良好、排水良好、背风向阳、弱酸性土壤中

生长良好。成株喜光，肥料充足时，枝叶生长

茂盛。在生长季节多施氮肥，配合浇水、排水

有利丰产。我们根据穿心莲在牡丹江地区的生

长习性，介绍了穿心莲的主要药用价值和栽培

管理技术，旨在为牡丹江地区高效种植穿心莲

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1 穿心莲的传统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

1.1 穿心莲的传统药用价值

穿心莲在亚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的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均有分布，在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

坦等地区分布着穿心莲野生和栽培种资源［ 3］。20

世纪中叶最先在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引入种植，

后引入到我国北方，如今穿心莲已作为主要的中

成药材料畅销全国，其不同部分被用于治疗不同

的疾病，主要分煎煮口服和外敷 2种方法。穿心

牡丹江地区穿心莲药用价值与栽培管理技术

刘 丹，孙雪芳，陈 鑫，李然红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收稿日期：2016- 02- 25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资助（QY2014009）；生物教学实验中心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14G186）。
作者简介：刘 丹（1982—），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从事生物学研究工作。E-mail：swxld1@126.com

摘要：介绍了穿心莲在牡丹江地区的生长习性及主要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提出了穿心莲栽培管理技术，
包括种子处理、 播种、 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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