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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为著名常
用中药材， 具有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
的功效［1�］。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当归可调理人体
内部、 调节机体免疫、 抗缺氧、 抗癌、 抑菌、 抗
动脉硬化等功能［2�-�4�］。 近年来， 当归已广泛应用于
美容保健、 饮料、 调味品、 化工原料等领域［5�-�8�］。
甘肃省定西市南部高寒阴湿区的岷县、 渭源、 漳
县等地当归栽培历史悠久， 以“岷归”享有盛
名［9�-�12�］。 随着国家中药现代化、 国际化、 标准化

发展战略与产业开发项目的实施， 当归生产不仅
是甘肃省发展经济的一项高效农业， 亦是国家出
口创汇的优势产业， 对甘肃省当归产区的区域经
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归生命周期较长，
一个周期需要 3�a 时间， 且研究当归的机构和专业
人员极少， 生产中缺乏新品种及相应的规范化栽
培技术， 对当归产业影响极大［13�］。 为此， 我们于
2015 年在甘肃省渭源县清源镇陡林开展了当归新
品种适应性研究， 旨在为提高当归规范化生产水

摘要： 在定西市高寒阴湿区对 5 个当归品种进行了适应性研究。 结果表明， 岷归 3 号综合农艺性状优良，
早薹率低， 麻口病发病率低， 含阿魏酸 0.148%， 折合产量为 7 493.3 kg/hm2， 较对照品种岷归 1 号增产 2 160.0
kg/hm2， 增产率 40.5%。 产值 58 536.0 元/hm2， 可在高寒阴湿区当归栽培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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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水肥和不保灌区播量 525 万粒 /hm2 为宜， 中
高水肥区及肥力较高的阴湿区播量 600 万粒 /hm2

为宜， 二阴旱地播量以 450 万粒 /hm2 为宜。 在水
肥较高的地区种植时要注意氮磷合理配比。 有灌
溉条件的地区要灌好苗期水（3叶 1 心到 4 叶 1 心）
及灌浆水。 追肥最好在灌苗期水时一次性追施。
及时防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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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株高
/cm

冠幅
/cm

叶片数
/（枚/株）

叶长
/cm

叶宽
/cm 生长势 叶病率

/%
早薹率
/%

岷归1号（CK） 32.5 49.5 4.7 4.5 3.6 中 4 29.5

岷归2号 36.3 57.4 5.0 4.9 4.0 强 2 43.0

岷归3号 35.0 71.1 4.9 3.9 3.3 强 0 16.7

岷归4号 32.0 78.4 5.3 5.1 3.8 强 0 9.8

岷归5号 36.0 53.1 5.1 6.1 4.7 强 2 25.3

DGA2000-01 43.8 52.1 5.4 5.2 4.5 强 0 22.7

平提供支持。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渭源县清源镇陡林新梯田地，
海拔 2�160�m，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均降水量
500�mm， 光照充足， 日照时间长， 年均气温 6.5�
℃。 土壤为耕种新梯田地， 土质中壤， 肥力均匀，
前茬作物为款冬花。 试验区 0～20�cm 土壤含有机
质 11.70� g/kg、 全氮 0.783� g/kg、 全磷 1.006� g/kg、
水解氮 0.057� g/kg、 速效磷 0.058� g/kg、 速效钾
0.349�g/kg， pH�8.2。 试验地四周空旷， 无围墙、 树
木、 高秆作物及其它障碍物影响。
1.2 试验材料

供试当归品种为岷归1号（CK）、 岷归 2 号、 岷
归 3 号、 岷归 4 号、 岷归 5 号、 DGA2000-01， 种
苗平均单株重 0.73�g， 主根长 11.6�cm， 侧根数 0.4
枚 / 株， 生长势正常， 种苗级别均为 1 级， 由甘肃
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供。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 每品种设 1
个处理， 共 6 个处理，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37.5�
m2（12.5�m×3.0�m）， 四周筑宽 50�cm， 高 15�cm 的
地埂。 全生育期采用黑色地膜 60%覆盖垄植栽培
方式， 3 月上旬起垄覆膜穴播， 垄宽 60�cm， 沟宽
40�cm， 每垄植 3 行， 穴距 25�cm； 每穴栽植 2 株，
平均行距为 33.3�cm。 早薹期过后定苗， 每穴选留
健苗 1 株， 多余植株一次性间去， 保苗 120�000����
株 /hm2。 各小区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相同。 收获

时， 各小区去掉两边行、 两端各去掉 50�cm 计
产。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观测记载 观测记载移栽期、 返青率、 早
薹率。 2015 年 8 月 10 日测定植株的株高、 冠幅、
叶片数、 叶长、 叶宽及叶病率； 采挖期 10 月 25
日在田间分小区测定地下部根系主根长、 芦头径
粗、 鲜根重， 统计当归等级、 小区产量、 根系发
病情况等。 等级标准： 一级≥100�g/株； 二级 50～
99�g/株； 三级＜50�g/株。
1.4.2����阿魏酸含量测定 随机选取当归药材 1�kg，
室内自然阴干后由甘肃省定西市药品检验所按《中
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1�］。
1.5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Excel 统计， 并用 DPS�9.50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性状

田间观察表明， 不同当归品种其地上部分综
合性状表现不同。 在移栽期和密度相同的情况下，
从移栽至返青需 15～21�d， 相差 6�d。 从表 1 可
见， 当归株高以 DGA2000-01 最高， 为 43.8�cm，
较岷归 1 号（CK）高 11.3�cm； 岷归 4 号最矮， 较岷
归 1 号（CK）低 0.5�cm。 冠幅以岷归 4 号最大， 为
78.4�cm， 较岷归 1 号（CK）大 28.9�cm。 叶片数
DGA2000-01最多， 为 5.4枚 /株， 较岷归1号（CK）
多 0.7 枚 / 株。 叶长岷归 5 号最长， 为 6.1�cm， 较
岷归1号（CK）长1.6�cm； 岷归 3 号最短， 为 3.9�cm，

�表 1 参试当归品种地上部分主要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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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单株产量
/g

麻口病/%
主根长
/cm

芦头径粗
/cm

阿魏酸含量
/%

等级/%

发病率 病情指数 一 二 三

岷归1号（CK） 51.1 50.0 38.9 20.7 1.9 0.125 �8.5 11.0 80.5

岷归2号 68.3 41.7 22.2 25.9 2.3 0.148 20.9 21.5 57.6

岷归3号 70.8 30.8 20.5 22.5 2.3 0.148 22.7 23.3 54.0

岷归4号 63.1 25.0 14.6 21.5 2.0 0.127 25.5 22.0 52.5

岷归5号 63.1 23.1 17.9 26.5 2.8 0.125 21.0 27.5 51.5

DGA2000-01 78.0 22.2 11.1 27.0 2.7 0.078 19.5 25.3 55.2

表 2 参试当归新品种根系主要性状及品质

较岷归1号（CK）短 0.6�cm。 叶宽岷归 5 号最宽， 为
4.7�cm， 较岷归1号（CK）宽 1.1�cm； 岷归 3 号最窄，
为 3.3�cm， 较岷归1号（CK）短0.3�cm。 岷归1号（CK）
生长势为中， 其余品种均为强。 当归叶病主要为
褐斑病， 品种不同则发病程度也不尽相同， 发病
率为 0～4.0% ， 其中岷归 3 号、 岷归 4 号、
DGA2000-01 的发病率较低。 当归的正常生命周期
为 3�a， 但有的植株在成药期第 2 年就抽薹开花结
籽， 即有早薹现象［14�］。 不同当归品种早薹率各不
相同， 为 9.8%～43.0%， 其中岷归 4 号最低。 早
薹的植株根系严重纤维化并不再彭大， 失去药用
及商品价值， 早薹是制约当归高产、 优质栽培的
瓶颈之一。
2.2 地下部分根系主要性状及品质

从表 2 可见， 地下部分根系主要性状各不相
同。 其中单株鲜根重以 DGA2000-01最重， 为 78.0�
g， 较岷归1号（CK）重26.9�g。 主根长以 DGA2000-�
01 最长， 为 27.0�cm， 较岷归 1 号（CK）长 6.3�cm。
芦头径粗以岷归 5 号最粗， 为 2.8�cm， 较岷归 1
号（CK）粗 0.9�cm。 麻口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以
DGA2000-01 最低， 分别为 22.2%、 11.1%， 均较
岷归 1 号（CK）低 27.8 百分点。 当归根系的主要病
害为麻口病， 一旦感染麻口病， 将会造成根部表
皮开裂、 形成累累伤斑， 内部组织呈海绵状木质
化， 病害严重的当归将失去药用价值和商品价值，
病原菌和地下害虫所造成的伤口是发病的主要诱
因。

阿魏酸是目前评价当归质量的一项主要指标，

阿魏酸含量愈高其质量愈好。 2015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规定， 按干燥品计算， 阿魏酸
（C10H10O4）不得少于 0.050%。 表 2 表明， 参试当归
品种的阿魏酸含量为 0.078%～0.148%， 其中岷归
2 号、 岷归 3 号阿魏酸含量最高， 较岷归1号（CK）
高 18.4%。 一、 二级品出成率以岷归 5 号最高，
为 48.5%， 较岷归1号（CK）高29.0 百分点； 其次
为岷归 4 号为 47.5%， 较岷归1号（CK）高28.0 百
分点。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参试当归新品种均较岷归1
号（CK）增产， 折合产量以 DGA2000-01 最高， 为
8�160.0�kg/hm2， 较岷归1号（CK）增产 2�826.7�kg/hm2，
增产率 53.0% ； 其次为岷归 3 号， 为 7� 493.3�
kg/hm2， 较岷归1号（CK）增产 2�160.0�kg/hm2， 增产
率 40.5%； 岷归 2 号较岷归 1 号（CK）增产 34.0%。
对产量采用 Duncar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处
理间 F=19.347�0�＞F0.01=8.88， 表明当归品种间产量
有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 DGA2000-�
01 与岷归 3 号差异不显著， 与岷归 2 号差异显著，
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 岷归 3 号与岷归 2 号差
异不显著， 与岷归 5 号、 岷归 4 号差异显著， 与
岷归1号（CK）差异极显著； 岷归 2 号与岷归 5 号、
岷归 4 号差异显著， 与岷归 1 号（CK）差异极显著；
岷归 5 号、 岷归 4 号之间差异不显著， 均与岷归1
号（CK）差异极显著。

参试当归新品种的产值均高于岷归1号（CK），
其中 DGA2000-01 产值最高， 为 63�144.8�元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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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产量 等级/（kg/hm2）
产值①

/（元/hm2）小区平均产量
/（kg/37.5�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一 二 三

岷归1号（CK） 20.0 5�333.3�d�C 453.3 586.7 4�293.3 38�044.2

岷归2号 26.8 7�146.7�bc�AB 1�813.4 34.0 1�493.7 1�536.6 4�116.5 55�185.3

岷归3号 28.1 7�493.3�ab�AB 2�161.0 40.5 1�701.0 1�746.0 4�046.4 58�536.0

岷归4号 24.7 6�586.7�c�B 1�253.4 23.5 1�679.6 1�449.1 3�458.0 51�925.2

岷归5号 25.2 6�720.0�c�B 1�386.7 26.0 1�411.2 1�848.0 3�460.8 52�584.0

DGA2000-01 30.6 8�160.0�a�A 2�826.7 53.0 1�591.2 2�064.5 4�504.3 63�144.8

①当归干/鲜=1/3； 干当归价格： 一级 30元/kg、 二级 25元/kg、 三级 20元/kg。

表 3 参试当归品种产量及产值

较岷归1号（CK）增收 25�100.6 元 /hm2； 其次为岷归
3 号， 产值 58�536.0 元/hm2， 较岷归 1 号（CK）增收
20�491.8 元 /hm2； 其余品种的产值由大到小依次为
岷归 2 号、 岷归 5 号、 岷归 4 号、 岷归 1 号
（CK）。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当归新品种 DGA2000-01 在
定西市高寒阴湿区种植时综合农艺性状表现较好，
抗当归麻口病； 折合产量最高， 为 8�160.0�kg/hm2，
较对照品种岷归 1 号增产 2�826.7�kg/hm2， 增产率
53.0%； 经济收益最好， 可达 63�144.8�元/hm2。 其
次为岷归 3 号， 折合产量为 7�493.3�kg/hm2， 较对
照品种岷归 1 号增产 2� 160.0� kg/hm2， 增产率
40.5%。 但当归为药材， 用产量及收益来评价品种
优劣不够可靠， 用产量和质量共同评价筛选优良
品种才比较全面。 因此， 综合看， 岷归 3 号虽然
产量居第 2 位， 但综合农艺性状好， 抗病性强，
内在质量好， 早薹率较低， 可作为当地当归优良
品种进一步推广。

选择当归品种时， 还应根据自然条件和栽培
水平。 自然条件和土壤肥力较好时可选择栽培岷
归 4 号和岷归 2 号， 自然条件和土壤肥力一般时
可选用 DGA2000-01 和岷归 3 号， 自然条件和土
壤肥力较差时可选用岷归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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