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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是我国常用中药材， 来源于十字花科
植物菘蓝（Isatis indigotica Fort.）的干燥根， 味苦、
性寒， 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利咽的功效［1�-�4�］。 药理
研究表明， 板蓝根具有多种抗菌成分［5�］、 抗病毒
成分［6�-�8�］， 可增强机体免疫力， 并能防止 SARS 的
流行［9�-�10�］。 板蓝根用途广泛是板蓝根颗粒、 复方
板蓝根颗粒等多种中成药及板蓝根凉茶的主要原
料。 近年来， 随着人民消费水平及保健意识的提
高， 市场上对板蓝根药材需求量日趋增大， 各地
开始广泛引种栽培。 然而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及
栽培管理的不同， 导致药材在产量和质量上存在
较大差异， 不能保证药材质量。 我们就板蓝根生
理学特征、 种质资源以及栽培方面的研究情况进
行综述， 旨在推进其规范化栽培研究进程， 为开
展板蓝根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提供指导。
1���板蓝根生理学特征
1.1 形态特征

板蓝根为十字花科菘蓝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
本植物菘蓝的干燥根。 株高 40~120�cm， 茎直立，

多分枝， 互生叶， 根生叶大， 有柄， 长椭圆总状
花序， 顶生或腋生， 小黄花， 长圆形角果， 扁平
有翅， 成熟时呈黑紫色［11�-�12�］。 根呈圆柱形， 直或
稍扭曲， 长 10~30�cm， 直径 0.3~1.2�cm。 表面灰黄
色或淡棕黄色， 有纵皱纹及横生皮孔。 根茎粗短，
有轮状排列的暗绿色叶柄残基及密集的虎状突起。
质实而脆。 折断面略平坦， 皮部黄白色至淡棕色，
木质部黄色。 气微， 味微甜而后涩［13�］。
1.2 生物学特征

板蓝根一般为种子直播繁殖。 分春播、 夏播、
秋播。 春播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夏播 5 月下旬
至 6 月上旬， 秋播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14�］。 其
正常的生育过程是 9 月播种萌发出土并展叶， 越
冬呈莲座状叶， 次年 3 月开始抽薹（茎）， 3 月下旬
至 4 月上旬开花， 5 月至 6 月下旬为结果和种子成
熟期。 其生育周期约为 9~10 个月［12�］。 但开花后的
板蓝根由于品质下降， 不能再药用。 生产上栽培
入药为充分利用植物的根和叶， 一般利用其越年
生作物当年不抽薹开花的特征， 延长其生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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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春季播种， 当年收割叶子及挖取其根， 种植
时间约经 7 个月。 按正常生育周期头年秋播， 次
年仅作留种用［15�］。
2���板蓝根种质资源

板蓝根适宜种植范围广， 在我国南北各地均
能栽培。 原产中国北部， 主产中国河北安国、 江
苏南通、 安徽、 浙江， 江西亦有栽培， 浙江钱塘
江两岸和江西是菘蓝产区的南缘。 目前我国栽培
的板蓝根种质较多， 有大叶板蓝根、 小叶板蓝根
和四倍体板蓝根三大类型。 不同产地或不同生长
环境下同种板蓝根中（R， S）-告依春及核苷质量分
数以及多糖和总氨基酸含量均存在明显差异［16�］，
且多糖含量差异较总氨基酸含量差异幅度稍大，
其中以河北产的板蓝根总多糖含量最高， 为
19.69％； 山西产的板蓝根总多糖含量最低， 为
15.91％。 而总氨基酸含量最高的是江苏产的板蓝
根， 为 7.17％， 最低的是山西产的板蓝根， 为
5.89％［17�］。
3���板蓝根人工栽培技术

板蓝根中所含的主要药效成分（R， S）-告依春
具有抗病毒作用， 故进行板蓝根生产的目的主要
是获取较高产量和高（R， S）-告依春含量的根。 有
关的试验研究表明， 播种量、 播种期、 基肥种类
及种植模式等对板蓝根产量及药效含量均有显著
影响。
3.1 生长环境

板蓝根适应性很强， 对自然环境和土壤要求
不严。 板蓝根是深根植物， 喜温暖环境， 耐寒、
怕涝， 宜种植于土层深厚， 疏松肥沃， 排水良好
的砂质土壤上。 土质粘重以及低洼易积水地容易
烂根， 不宜种植。 在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主产于
江苏南通地区、 河北安国县以及河南、 陕西、 安
徽省等［18�］。
3.2 繁殖技术

春播板蓝根当年不开花， 培育至第二年才能
开花结果、 采集种子。 种子在 4~6�℃低温条件下
开始萌动， 发芽最适温度为 20~25�℃， 生长适温
为白天 18~23�℃， 夜间 13~18�℃， 地温 18�℃左
右。 板蓝根在 2~6�℃温度下约经 60~100�d 完成春
化过程［15�］。 不同处理对种子发芽有显著的影响，
当 pH 为 5.0 时， 板蓝根种子的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最高［19�］。 外源物质对板蓝根
种子萌发作用显著， 用 0.2�g/L 的 GA3 溶液处理能
显著提高种子发芽率及发芽势， 促进幼苗生长［20�］。

板蓝根种子的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教、 活力
指数均随 NaCl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21�］， 10~20�
mmol/L�NaCl 处理能促进板蓝根幼苗的生长［22�］。 低
质量浓度 Ca2+ 可以显著提高板蓝根的抗性， 对
Pb2+ 毒害起缓解作用， 能显著提高板蓝根种子的发
芽率， 而高质量浓度的 Ca2+ 与 Pb2+ 对板蓝根起协
同毒害作用［23�］。
3.3 播种

不同播种期影响板蓝根的物候期进程， 播种
期与板蓝根根部性状、 产量及质量呈负相关， 也
对板蓝根形态学特征、 产量及内在质量形成存在
显著差异［24�］。 以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为适宜播种
期［25�］。 如采用麦药轮作的复种制度， 也可将播种
期适当延迟至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在温凉气候
区， 种植菜用板蓝根最适播种期在 4 月下旬［26�］。
在播种密度方面， 旱作雨养农业区板蓝根高效栽
培适宜密度应为 1.5~2.2 万株 /667�m2［27�］。 有的学
者认为， 在不同种植密度下， 板蓝根主根根长和
根直径生长均呈现“先快后慢”趋势， 而单株叶片
数增长却呈现“先慢后快”趋势， 叶长和叶宽生长
呈“先升后降”的单峰曲线变化［28�］。 单株叶片、 根
及全株千物质积累速率在出苗后 65~76�d 达到最
高。 不同种植密度下板蓝根叶片及根部产量差异
显著， 综合考虑叶片及根部产量两个方面， 25�
cm×7�cm 为最佳种植密度。 在宁夏南部半干旱区，
板蓝根叶片营养生长和单株根重均随着种植密度
增加显著降低， 适宜种植密度为 30.0�万～34.5�万
株 /hm2［29�］。 采用膜下滴灌节水技术种植板蓝根产
量、 药用成分含量高， 经济效益显著［30�］。 板蓝根
全膜穴播栽培， 平均产量达 5�325�kg/hm2， 比露地
种植增产达 1�050�kg/hm2， 增产效果明显［31�］。 利用
冬小麦间作板蓝根和杂交玉米间套板蓝根种植既
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也可让农民增产增收，
有效解决旱地分带轮作中副带作物的套种问
题［32�-�33�］。
3.4 施肥

适当施肥可提高板蓝根的产量。 氮肥对板蓝
根产量的影响较为明显， 尤其能增加板蓝根叶与
根的干重［34�］。 钾肥对大青叶产量的影响较为明
显， 以豆粕为基质的菌肥更有利于提高板蓝根产
量和有效成分含量［35�］。 也有学者认为化肥与有机
肥合理配施， 或者施用新型保水缓释肥更有利于
板蓝根产量的提高［36�-�37�］。 研究发现， 磷肥能显著
影响板蓝根的产量水平， 氮肥能显著影响板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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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的含量［38�］。 由于干旱抑制板蓝根生长， 适量
钾肥可以通过影响板蓝根植株抗氧化酶活性和渗
透调节物质含量等方式达到缓解干旱胁迫目
的［39�］。
3.5 采收与加工方式

采收期对板蓝根产量及品质的影响较明显。
采收期的确定应以获取最大的腺苷含量、 醇溶性
浸出物的含量及其产量为目的， 板蓝根适宜的采
收期一般为 11�—12 月［40�］。 不同产地其适宜采收期
有差异， 陇西境内板蓝根的最佳采收期为 10 月下
旬（10月25左右）， 过早和过晚采收都会影响板蓝
根的产量和质量［41�］， 并且在板蓝根生长期间， 提
倡割叶一次， 9�月下旬为最佳割叶期［42�］。 不同生
长年限板蓝根形态具有多样性， 生长发育存在显
著差异： 一年生板蓝根主要进行营养生长， 部分
开花， 但不能结果实； 二年生板蓝根主要进行生
殖生长， 均能开花结实。 板蓝根种子产量与播种
期密切相关［43�］。 采挖后未及早晒干或未合理贮藏
者易使断面发生颜色改变， 靛蓝含量上升， 腺苷、
靛玉红含量下降； 生长期过短， 二年生板蓝根中
腺苷、 靛蓝、 靛玉红水平低。 板蓝根在种植过程
中需确保其规范化， 严格质量控制， 防止由于产
地、 种植采收时间、 初加工和贮藏方法等不同导
致质量出现较大差异［44�］。
3.6 病虫草害防控技术

板蓝根的病虫害主要有霜霉病、 灰斑病、 黑
斑病、 菌核病、 白锈病、 根腐病、 蚜虫、 菜粉蝶。
主要防治措施有： 首先注意清除残体、 选择排水
良好的砂壤土种植， 同时注意轮作； 其次在病虫
发生初期及时喷药［45�］。 根腐病是板蓝根的主要病
害之一。 在对河西灌区的板蓝根种植区调查发现，
5 月上旬出现板蓝根根腐病的中心病株， 此后逐渐
扩散蔓延， 发病盛期为 7 月上旬至 8 月上旬。 预
防根腐病发生的措施主要有合理密植（35 万～40
万株 /hm2）、 合理灌水， 喷施配套药剂等。 在发病
初期， 可用 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
液田间喷施， 也可用 25%抗锈宁可湿性粉剂 600～
800 倍液进行灌根， 尤其应注意轮换交替用药［46�］。
板蓝根田间杂草主要为阔叶杂草， 可以在播前、
播后与生长期间进行， 主要应以播前土壤施药为
主， 争取一次施药便能保证整个生育期不受杂草
危害［47�］。
4���结束语

从目前文献报道的情况看， 学者们对板蓝根
生理学特征、 种质资源以及栽培方面进行了大量

研究， 但板蓝根人工系统种植的体系远未形成。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板蓝根药品的需求， 应加强
对板蓝根人工种植的系统研究。 根据目前中药材
基地建设的需要， 应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
究。 一是开展板蓝根基地的布局研究。 通过研究
（R， S）-告依春及核苷类随黄花蒿种植地区海拔及
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以（R， S）-告依春及核
苷类含量为主要指标确定板蓝根人工种植的最佳
适宜区， 在适宜区范围内研究不同生境对板蓝根
产量及（R， S）-告依春及核苷类含量的影响， 确定
板蓝根的基地选址条件。 二是开展优良种源研究。
在板蓝根基地建设的初期应解决优良种苗培养的
技术研究， 逐步开展对自然变异的系统选育研究，
选择和分离出一批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系应用于生
产， 逐步完成品种选育的过程。 三是开展板蓝根
营养特点的研究。 目前板蓝根的施肥研究尚处于
初级阶段， 试验点不够， 也不能精确到 N、 P、 K
的配比， 应开展不同基地土壤环境条件下栽培的
数学模型研究。 四是开展板蓝根有效成分积累规
律的研究。 有效成分高低是衡量药材质量高低的
标准， 系统研究板蓝根有效成分与种植环境、 生
长时期及田间管理水平的变化规律， 是今后板蓝
根基地建设中需要首先解决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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