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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是我国之瑰宝， 具有补血活血， 调经止
痛， 调节人体免疫功能、 抗缺氧、 抗癌、 抑菌、
抗动脉硬化及护肤美容等功效及作用。 当归在甘
肃省的岷县、 渭源、 漳县等地栽培历史悠久， 素
以“陇上珍品”和“道地药材”享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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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甘肃省当归产业的再发展和区域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目前该
区域当归生产中根腐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田间调查资料， 近年来一般发病率在 35%左右，

高的达到 80%以上。 当归根腐病的加重严重地制
约着该区域当归规范化栽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致使当归产业发展速度受阻， 对其规范化生产进
程有着严重影响［1�］。 我们经多年试验与示范， 总
结提出了当归根腐病防治技术， 旨在为有效防治
当归根腐病［2�］， 进一步提高当归质量、 产量及经
济效益提供技术指导。
1���发病规律

当归根腐病病原菌以菌丝和分生孢子在病田
土壤中或当归种苗上越冬［3�］， 成为翌年的初次侵

摘要： 总结了当归根腐病发病规律及为害症状， 提出当归根腐病防治技术， 包括合理选地、 清理病株
残体、 高垄栽培、 土壤处理、 选择健苗、 合理浸苗、 及时灌根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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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摊于或悬挂于太阳下， 或干燥、 温暖的室内
晒干或晾干； 八成干时取下， 整齐堆放， 高 70～
100�cm， 7～10�d， 使党参变直。 晾至全干时打开
扎把， 下串， 用清水冲洗， 洗去外皮泥土， 剔除
伤疤、 病斑， 然后掐尾、 打叉、 分级， 用橡皮筋
扎成直径 8～10�cm 小把， 倒立于干净晒场， 在太
阳下晒干， 装箱即为把子党参。
11���贮藏

短期可贮存于干燥、 通风、 清洁的阴凉处。
长期贮藏时用生石灰撒涂于仓库四周消毒， 用清
洁干燥麦秸、 谷草或木板覆地防潮， 保持药材与
周围墙壁距离 1～2�m， 药材堆放体积 5�m×5�m×
5�m， 堆间距 1�m， 层间用椽木或木板隔开。 库内
温度保持 5～10�℃， 6�—7 月翻晒一次， 可安全贮

存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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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 5 月初开始发病， 6 月危害严重， 7�— 8 月
达到发病高峰， 9 月因气温下降病情逐渐减弱。 病
菌在土壤中分布多集中于耕作层， 高温高湿环境
有利于病害的大发生［4�］。 地下害虫活动频繁、 马
铃薯腐烂茎线虫密度高、 根部伤口多利于病害大
流行， 连作亦会加剧病害大发生［5�］。
2���为害症状

根腐病主要为害当归根系及地上茎［5�］。 发病
植株根部组织初呈褐色， 逐渐腐烂成水渍状， 并
伴有当归腐烂臭味， 只剩下纤维状皮层。 地上部
分叶片枯萎下垂， 茎呈褐色水渍状， 叶片上出现
椭圆形褐色斑块， 最终全株死亡。
3���防治技术
3.1 合理选地

当归规范化栽培实行 3�a 轮作制， 茬口应选择
麦类及油菜茬为宜， 前茬作物应绝对未施用过除
草剂。 选择土层深厚、 结构良好、 肥力高、 通气
透水性强的沙质土壤。 前茬作物收获后要及时深
耕晒垡， 熟化土壤， 灭虫杀菌防草， 深耕深度达
到 30�cm 以上， 秋季耙耱收墒。
3.2 清理病株残体

当归收获后， 应及时捡净丢弃在田间的病株
残体， 进行深埋或无害化处理， 严格控制病原扩
散， 防止病害蔓延， 避免造成对下茬当归的危害。
3.3 高垄栽培

推广高垄栽种， 要求垄高 15�cm、 垄宽 60�cm、
沟宽 40�cm。 每垄种植 3 行， 平均行距 33�cm、 穴
距 25�cm， 每穴植 2 株。 待早薹盛期过后， 每穴只
留 1 株健株， 间去其余植株， 保苗 120�000 株 /hm2

左右。 高垄栽培可防止水涝， 创造通风透光条件，
减少病原。
3.4 土壤处理

当归根腐病等土传病害主要是由重茬引起的。
在整地施肥时， 施用 15～30�kg/hm2 重茬病克或抗
重茬菌剂（内含枯草芽孢杆菌， 不吸水链霉菌等多
种有益菌）可有效抑制镰刀菌， 腐霉菌等有害菌的
繁殖， 以菌治菌， 充分应用生物防治技术从根本
上解决土传病害。

当归移栽前选用 70%五氯硝基苯可湿性粉剂
30�kg/hm2， 或 70%敌克松可湿性粉剂 30�kg/hm2，
或用 5%毒死蜱颗粒剂 3�kg/hm2+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30�kg/hm2， 拌细干土 750�kg 均匀施入土壤进
行土壤消毒处理。
3.5 选择健苗

“好种出好苗， 好苗保丰收”， 选择健壮无病
种苗移栽是防治当归根腐病之关键措施。 移栽时
要彻底拣出病苗、 烂苗、 损伤苗及畸形苗， 整把
苗子中发现有 1 株病苗时， 要将整把苗全部丢弃，
防止病害进一步扩散。
3.6 合理浸苗

育苗时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或 70%甲
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重量的 0.3%～0.5%拌
种。 移栽前用 1∶1∶150 的波尔多液浸泡种苗
10～15�min， 晾干， 移栽前用含苦参素、 嘧菌酯的
悬浮剂或种衣剂按包装袋说明沾根后栽植， 可有
效防治根腐病。
3.7 及时灌根

在生长期及时灌根是防治当归根腐病行之有
效的措施之一。 据我们观察， 当一穴中有 1 株当
归发病时， 无论此穴中有多少株其结果会全部发
病枯死。 浸苗、 蘸根处理只能防治种苗带菌， 对
土传病害无济于事。 应于 5 月上旬当归出苗后用
四霉素（双功嘧啶）1�000倍液配嘧菌酯（卡迪讯）1�000
倍液灌根， 每穴灌药液 50�g， 兼防根腐病和麻口
病。 选用对路的农药及时进行灌根处理［6�］。 选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50%辛硫磷
乳油 1�000 倍液， 每穴灌药液 50�g 进行防治； 选
用根腐灵 500 倍液 +1.8%阿维菌素乳油 1�000 倍
液， 每穴灌药液 50�g 进行防治； 选用 58%甲霜灵
锰锌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 +40%毒死蜱乳油
1�000 倍液， 每穴灌药液 50�g 进行防治。 及时拔除
病株， 带出田外集中处理， 病穴用 70%甲基托布
津可湿性粉剂 500～1�000 倍液全面洒施， 以防病
菌扩散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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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是我国最具优势和规模的玉米
制种基地， 常年制种面积 8 万～10 万 hm2， 产鲜
果穗 15�t/hm2 左右， 年产玉米种子 5 亿多 kg， 占
全国玉米用种量的 50%以上［1�-�2�］。 制种田果穗收
获后能否安全脱水是保证种子质量的关键环节。
经多年的实践探索， 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研
发出了制种玉米果穗集中平面自然晾晒实用干燥
技术， 具有设施投入少、 干燥成本低、 节能环保、
防冻减灾、 提升种子质量、 简便实用的优点， 克
服了分户晾晒、 机械烘干方式劳力、 设备投入多、
干燥成本高、 冻灾风险大、 种子质量难以保证等
弊端， 为河西走廊玉米种子干燥方式找到了新途
径， 自 2010 年在河西走廊广泛应用， 具有明显的
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为指导企业规模化、 规
范化应用， 特制订本规范。
1���自然晾晒种子质量标准

种子色泽鲜亮， 饱满， 无霉变， 活力高， 耐贮
藏。 发芽势≥85%， 发芽率≥95%， 水分≤130�g/kg。
2���晾晒期选择
2.1 最佳晾晒期

最佳晾晒期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3�］。 此

期自然晾晒果穗约需 20�d， 气温变化范围 5～30�
℃， 日平均气温 10�℃以上， 降水量 10�mm 以内，
蒸发量 100�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
照时数达 200�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5�℃。 10 月
1�日之前采收的果穗， 采用平面自然晾晒可使玉米
果穗含水量快速降到 160�g/kg 以下。
2.2 适宜晾晒期

适宜晾晒期为 10 月 1�—25 日［3�］。 此期自然晾
晒果穗约 25�d， 气温变化范围 0～28�℃， 日平均
气温 7.5�℃以上， 降水量 15�mm 以内， 蒸发量 130�
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照时数达 230�
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8�℃， 95%以上年份不会
出现低于 -8�℃极端气温。 10 月 8 日之前采收的果
穗， 采用平铺式自然晾晒场可使玉米果穗安全脱
水。
2.3 风险晾晒期

风险晾晒期为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3�］。 此
期自然晾晒果穗需 30�d， 气温变化范围 -3～22�
℃， 日平均气温 5�℃以上， 降水量 20�mm 以内，
蒸发量 150�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
照时段达 260�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11�℃。 10

摘要： 根据玉米种子生产、 加工实践， 规范了河西走廊特定自然条件下制种玉米果穗集中平面自然晾
晒技术， 包括种子质量标准、 晾晒期选择、 晾晒模式、 晒场选择及规格、 晾晒技术要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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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制种玉米果穗平面自然晾晒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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