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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摘心打尖

生长后期， 蚕豆植株因遇雨过多会发生徒长
现象， 应及时摘心， 以控制营养生长， 促进生殖
生长。 一般情况下， 当主茎生长到 10～12 层花
序时， 选择晴天上午进行摘心打尖。 摘心要轻，
已开花及展开的叶子不能摘除， 打尖时不要将植
株摘成空心。 生长过旺的田块， 可喷施质量比为
200�mg/kg 的 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 以控制株
高。
8���病虫害防治

蚕豆的主要病害为锈病， 主要虫害为地老虎、
金针虫、 虫蟓、 蚜虫、 斑潜蝇等。 6 月中旬锈病初
发时， 可用 25%粉锈宁乳油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15�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地老虎、 金
针虫等地下害虫， 可在播种时用 50%辛硫磷乳油
600�mL/hm2 拌土 15�kg 制成毒土， 随播种穴施防
治； 虫蟓、 蚜虫、 斑潜蝇等害虫， 可在蚕豆初花
至盛花期用 20%速灭杀丁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
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3～4 次。

9���收获与贮藏
植株大部分叶片枯黄脱落， 上层荚果变黄，

1/3 以上荚果黑褐色、 豆荚下垂时即可收获。 适期
晚收， 可使籽粒充分完熟， 种子色泽光亮， 提高
商品性。 收获后的植株， 应扎捆立于地面晒干或
风干， 及时脱粒。 贮藏时籽粒含水量以低于 13%
为宜。 仓贮环境要保持清洁、 干燥和通风， 严防
鼠害、 雀害、 虫蛀及有毒物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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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采种及贮藏、 种子处理、 基质配制、 播种、 苗期管理、 大田培育等方面， 介绍了黑果枸杞日光温
室穴盘播种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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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枸杞又称黑枸杞， 属茄科（Solanaceae）枸
杞属（Lycium）， 与传统的红枸杞同属于枸杞属，
为多年生棘刺灌木， 是我国特种经济植物资源之
一［1�-�3�］。 因成熟时果实紫黑色， 故称黑枸杞。 喜生
于盐碱荒地、 盐化沙地、 盐湖岸边、 渠路两旁、
河滩等各种盐渍化生境土壤中， 极耐盐， 属于典
型的盐生植物。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青海和西藏地
区， 西北干旱丘陵山区、 平原区及盐碱地也有零
星自然生长。 因其果实含有花青素， 近年来受到

了市场推崇， 从青海都兰县香日德、 诺木洪、 德
令哈、 格尔木等原产地， 引向甘肃、 宁夏、 内蒙
等地人工栽培。

黑果枸杞不仅可作为经济植物栽培， 而且适
应性极强， 极其耐寒、 耐旱、 耐碱、 耐瘠薄， 被
用于干旱荒山及无灌溉地造林， 故近年来用苗量
增大［4�-�5�］。 在枸杞的常规育苗中多以扦插为主， 相
对于种子育苗繁殖速度慢， 繁殖系数低。 为此，
2014 年冬季我们在兰州市红古区进行了黑枸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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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温室穴盘播种育苗试验， 总结出了一套种子快
速育苗技术。 并将穴盘播种苗进行春季露地试栽，
栽后当年见果， 第 2 年开始大量挂果， 果实个大，
且色泽基本与野生相同， 质量较好。 黑枸杞繁殖
速度快， 不受种源材料限制， 根据需要量可随时
批量生产苗木； 可四季育苗， 不受时间限制； 种
子采集容易， 育苗成本低； 实生苗相对扦插苗抗
性强， 适应性强； 实生苗结果繁多， 果实形状较
大， 色泽蓝黑有光泽， 与原产地野生植株基本相
同。 日光温室种子育苗将是快速繁育黑枸杞苗木
的一条有效途径。
1���采种及贮藏

一般于 8�—9月份果实变为深紫色时， 选果大、
色正、 颗粒饱满、 无病虫斑的成熟果实采摘， 摘后
用 30～60�℃温水浸泡， 搓揉种子， 洗净果肉， 晾
干备用， 忌曝晒。 如已风干成干果， 将其放入清水
中浸泡， 果肉软化后搓揉清洗果肉， 除去杂质滤出
种子， 晾干选优后放在透气的纺织袋中贮藏。 黑枸
杞的种子颗粒较小， 千粒重约 1�g， 每 1�kg 约 100
万粒， 当年种子的发芽率可达 90%左右。
2���种子处理

将随采的种子置于冷冻室冻藏 15～20�d， 以
促使完成其冬眠。 播前将贮藏的种子用 40�℃温水
浸种 4～6�h 以提高发芽率， 用 1�g/kg 高锰酸钾溶
液消毒 30�min， 然后用清水洗净。
3���基质配制

基质是育苗成败的重要条件， 以通透性好、
保水保肥为好。 采用田园地表土、 细河沙、 市售
基质、 充分腐熟的羊粪按体积比 6∶1∶2∶1 配
制。 所有成分均粉碎后过筛， 反复拌匀， 再用 3％
的硫酸亚铁粉制成药土， 每 1�m3 基质施药土 3�kg，
充分混合均匀， 堆放 3～4�d。 容器选择规格为 6�
cm×12�cm 的 32 穴穴盘或直径 10�cm、 高 12�cm 的
塑料营养钵。
4���播种
4.1 播种时间

春、 夏、 秋均可播种， 播种时间可根据出苗
时间来确定， 一般 10�—11 月可在日光温室进行，
3�— 4 月可在拱形大棚进行。 3�— 4 月大棚气温日
渐回升， 地温逐渐升高， 积温不断增加， 有利于
种子萌芽生长， 出苗和保苗高于日光温室 5%左
右， 且长势也好。

4.2 播种方法
用营养钵育苗时， 装袋前要对整平的床面踏

实喷水， 然后将营养土装入袋内， 使土离袋口
1.0～1.5�cm。 将袋整齐排列成行， 相互靠紧， 既
可防干燥， 又能提高苗床利用率。 穴盘育苗时，
为了提高功效可将多个穴盘横竖整齐靠紧排放于
同一平面上， 在其上面铺上已配制好的营养土，
用木板将高出穴盘的土刮除， 然后将穴盘分别抖
动一下让土坐实。 营养土装好后即可播种， 每袋
（穴） 播种量要视种子情况而定， 一般播 3～4 粒，
覆湿沙 1.0～1.5�cm， 覆完沙后磨平容器表面。 一
般播后 7～10�d 开始出苗， 15～20�d 即可齐苗， 出
苗率一般可达到 85%以上， 未出苗的应及时补播。
5���苗期管理

播后随时观察床面的墒情及发芽情况， 并保
持床面湿润。 当苗出土时， 杂草也已出现， 应及
时除草， 并用 90％敌百虫晶体 800 倍液喷雾。 黑
果枸杞基本上同时发芽， 出苗整齐， 当苗长到 3～
4�cm 时用 3�g/kg 尿素溶液喷施 1 次。 当苗高 5�cm
时进行间苗， 每个容器最后只留 1 株壮苗， 其余
的幼苗分 1～2 次间去。 春季大棚育苗时， 出苗后
14�d 左右应适当揭棚通风、 降温， 幼苗适应后至
定植前逐渐揭去全部棚膜。 揭膜后及时浇透水，
以后视生长情况 10�d 左右浇水 1 次。 高苗 10�cm
后可延长浇水间隔期， 间隔 20～25�d 浇 1 次。 枸
杞耐水性差， 浇水次数不宜过多， 以免烂根死亡。
苗期病害可喷 45％硫磺胶悬剂 200～300 倍液， 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防治， 每隔
1�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6���大田培育

苗高 20�cm 左右移出温室进行大田培育。 为
保证苗木生长， 应及时去除幼株离地 40�cm 部位
生长的侧芽， 苗高 60�cm 时进行摘心， 以加速主
干和上部侧枝生长。 当根粗 0.7�cm 时即可进行出
圃移栽。 定植时注意尽量不把袋体土坨弄碎， 以
保持枸杞苗主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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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地区雪樱子的药用价值与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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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雪樱子具有清香爽口、 消食健胃、 清热解毒等功效。 根据雪樱子在牡丹江地区的生长特性， 介
绍雪樱子的药用价值和栽培管理技术， 包括栽培环境、 种子处理、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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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樱子（Amaranthuscaudatus L.）为苋属一年生
草本植物， 学名为尾穗苋， 别名为老枪谷、 仙人
谷、 伟哥菜等， 近年来作为一种保健蔬菜和营养
佳肴被人们所认识和青睐。 雪樱子原产于热带和
亚热带地区， 耐贫瘠土壤， 生命力和适应性极强，
生长迅速， 枝叶繁茂， 耐旱性强， 苗期可在 4%干
旱条件下生长， 在中度盐渍化土壤和 pH�5.5~8.6
的酸碱土中都能生长良好［1�］， 是野外常见植物。
雪樱子在南方部分地区的地物志中均有记载， 在
全国各地均能种植［2�］。

雪樱子株高 1.5�m 左右， 茎直而壮， 幼苗时茎
呈鲜红色带有软毛， 有钝棱角， 少有分枝， 成年
后变为绿色或淡绿色； 叶片卵菱形或针菱形， 互
生， 稍不对称， 顶端圆钝， 基部宽楔， 有小芒尖，
叶缘或波状稍有柔毛， 红色； 夏秋季开花， 雄雌
花混生花簇， 萼片 5， 椭圆形， 花被片红色； 胞果
卵形或近球形， 上半部红色， 盖裂； 种子扁豆形，
棕黄色， 有厚环； 花期 7�—8 月， 果期 9 月［3�］。 雪
樱子适宜种植于花坛、 花境中， 也可作为盆栽观
赏， 在多米尼哥雪樱子被作为生日花， 代表严守
纪律、 勤俭耐劳。 其嫩叶可炒食或煮汤食， 有“伟
哥” 蔬菜之名。 根部甘、 淡、 平， 用于滋补强壮，

可治疗头昏、 四肢无力、 小儿疳积， 具有消食健
胃、 生津止渴、 补血强精、 清热解毒等功效， 还
可作为家畜及家禽饲料和牧草资源。 我们根据雪
樱子在牡丹江地区的生长习性， 介绍了雪樱子的
药用价值和栽培管理技术， 旨在为开发牡丹江地
区药食植物多样化和高效种植雪樱子植物提供一
定的技术支持。
1���雪樱子的药用价值

覃丽清等［4�］通过雪樱子低极性成分的 GC-MS
比对分析得出， 其芳香烃类含量较高， 脂肪烃及
酯类物质为其主要成分， 证实雪樱子为药食植物，
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其芳香烃类化合物包括苯
基乙醇、 二丁基过氧化氢、 1， 2- 苯二甲酸正丁基
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柠檬酸三乙酯等， 嫩茎叶中含有胡萝卜素、 维生
素 B、 钙、 磷、 铁等矿物质， 其大部分有效成分分
布于根、 叶中， 具有清新爽口、 开胸顺气、 肢体
舒泰、 开窍明目、 益气养神等功效。 雪樱子以根
入药， 又名老枪谷，《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记载入药
后有消肿止痛之功效， 用于跌打损伤、 骨折肿痛、
恶疮肿毒、 血崩等症。 雪樱子叶中含有甜茶碱，
可以解毒消肿， 主治疮疖肿、 风疹瘙痒， 试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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