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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又名靛青根、 蓝靛根、 大青根， 干燥
根（板蓝根）和叶（大青叶）均可入药。 是常用大宗
中药材之一［1�-�5�］。 板蓝根为二年生草本植物， 当
年播种的板蓝根只能形成叶簇， 呈蓬座状越冬，
不开花结果。 需经过田间越冬后， 第 2 年 3 月中、
下旬开始抽薹、 现蕾， 4 月中、 下旬开花， 6 中、
下旬月果实相继成熟， 全生育期约 9�— 11 个月。

板蓝根耐寒喜温怕涝， 对气候适应性较广， 生产
基地选择范围较宽， 宕昌县大部分地区均可生
长， 在中部岷江流域和东部良恭河流域可广泛种
植。
1���品种选择

板蓝根种质资源较为丰富， 我国北板蓝根产
区所用的原植物均为菘蓝， 由于长期栽培形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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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板蓝根种子繁育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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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950�kg/hm2， 种植密度 5.55万 ~6.00万株。

马铃薯整个生育期需滴水 5~6 次。 播种完毕
需滴水 1 次。 在现蕾期滴第 2 次水， 随水滴施尿
素 75�kg/hm2； 开花期滴第 3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150�kg/hm2、 冲施钾肥 45�kg/hm2； 块茎形成期滴第
4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225�kg/hm2、 冲施钾肥 45�
kg/hm2； 块茎膨大期滴第 5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120�kg/hm2。 在淀粉积累期滴第 6 次水。 追施化肥
时， 要先滴清水 15~30�min， 待压力稳定后再施
肥， 追肥结束后再滴清水冲洗管道， 冲洗时间与
灌溉区的大小有关， 一般为 15~30�min， 这是防止
藻类及残留的肥液堵塞滴头系统的重要措施。 马
铃薯滴水次数， 需结合近期天气预报和植株长势
情况来决定， 一般使土层深度 30�cm 保持湿润即
可， 应根据土壤墒情及时调整。
3���效益分析

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滴灌管及配套设施需投入
4�500 元 /hm2， 使用寿命为 3�a。 根据实际情况看，
基于此项技术可实现马铃薯产值增长 20%左右、 肥
料用量降低 25%左右、 农药使用量减少 30%左右、

电量节约 60%左右、 水资源节省 60%左右、 人工成
本节省 4�500 元 /hm2。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马铃
薯示范田， 平均产量达到 61.5�t/hm2， 较传统种植模
式增产 15.0�t/hm2 以上， 按售价 1.8元 /kg 计算， 平
均产值可达 10.80 万元 /hm2， 扣除种植成本， 实现
收益 7.05 万元 /hm2， 比普通种植模式下平均增收
1.50万元 /hm2 以上， 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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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品种。 在植株形态、 叶片、 色泽、 种子、
果实的形状大小存在一定差异。 另外， 还有新选
育的四倍体菘蓝和引进的欧洲菘蓝。 我们选用从
陇西稷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引进的菘蓝作为板蓝
根良种繁育的原种来源。
2���选地整地做畦

板蓝根耐肥， 对土壤适应范围较广， 喜疏松
肥沃和深厚的土层。 种子繁育田应选择地势平坦、
灌溉良好， 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砂质壤土。 地势
过高或过低， 土壤砂性过大或过粘地块均不适宜
作种子田。 为防病虫害， 一般不选前茬种植过大
白菜、 甘蓝类、 油菜等十字花科植物的地块， 制
种田与种植其他十字花科植物的地块相距至少
1�000�m 以上。

板蓝根属深耕性植物， 主根伸入土层 50�cm
左右， 深耕细耙可以改善土壤性状， 促使主根生
长， 也有利于种子充分发育。 选好地后及时翻耕，
播种前深翻 20～30�cm， 秋耕越深越好， 以消灭越
冬虫卵、 病菌。 基肥以有机肥为主， 通常基施腐
熟的农家肥 45� 000～60� 000� kg/hm2、 磷酸二铵
750～900�kg/hm2， 肥料要撒匀， 再深耕细耙整地
作畦， 准备播种。 宕昌县大部分地方春、 夏降水
不多， 可做平畦， 畦宽 1.5～2.0�m， 高约 20�cm，
畦长以地块长度而定。
3���适时播种

选择籽粒饱满、 发芽率为 80%以上的优良种
子， 如发芽率低应加大播种量。 播种前用 30�℃温
水浸种 3～4�h， 捞出种子， 稍晾即用适量干细土
拌匀播种。 春播或秋播均可， 春播在“清明”与“谷
雨”之间进行（4月上、 中旬）。 秋播一般在 8 月下
旬至 9 月上旬， 也可与小麦混播， 小麦出苗后为
板蓝根幼苗遮阴， 避免幼苗被阳光直射而烧伤，
小麦收割后幼苗在田间越冬， 第 2 年继续培育。
板蓝根可条播也可撒播， 条播时在整好的畦面上
按 20�cm 行距开沟， 沟深 2～3�cm， 将种子均匀撒
入沟内， 播后覆土 2�cm， 稍加镇压； 撒播时在整
好的畦面上均匀撒种， 然后覆土以盖住籽粒为宜，
干旱年份可覆草 5� cm 以防水分蒸发。 播种量
22.5～30.0�kg/hm2。
4���田间管理
4.1 间苗、 定苗

幼苗株高 4～7�cm 时及时间苗， 按株距 5～10�

cm 定苗。 撒播的可按株距 8～10�cm 三角形定苗，
保苗 75 万～90 万株 /hm2。
4.2 中耕除草

播种出苗后， 杂草与菘蓝幼苗同时生长， 齐
苗后应及时中耕除草。
4.3 灌水排水

宕昌县板蓝根生长区域大多为山地或坡地，
加之生长期降水相对较为充沛， 一般不进行灌
水。 在多雨年份和雨季， 要及时加深畦间沟， 大
田四周加开深沟以利排水， 避免田间积水、 引起
烂根。
4.4 施肥

6 月上旬第 1 次追肥， 可将尿素 150～225�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225～300�kg/hm2 混合撒入
行间追施。 8 月下旬进行第 2 次追肥， 用量和方法
同第 1 次追肥。
4.5 越冬期管理

入冬后清洁田园， 对枯枝、 落叶、 杂草等进
行清理， 集中烧毁处理， 以防残留的病菌、 虫卵
成为板蓝根植株返青后的初侵染源。 同时， 还要
加强管护， 防止人、 畜对留种田践踏。
4.6 返青后管理

次年返青后， 4�— 5 月进行中耕、 除草和追
肥， 以促使早拔节、 抽薹和开花、 结实。 追肥时
可将 75%磷酸二氢钾溶液 100�mL 加入 1�g/kg�尿素
溶液中叶面追施， 以保证板蓝根种子形成和发育
阶段对 N、 P、 K 等营养元素的需求， 尤其是种子
成熟期对 P、 K 肥的需求， 有利于籽粒饱满。
5���病、 虫、 草害防治
5.1 主要病害及其防治

霜霉病主要为害叶柄及叶片， 3�— 4 月发生。
发病初期在叶背面产生白色和灰白色霉状物， 叶
片产生黄白色病斑。 随着危害的发展， 叶色变黄，
最后呈褐色干枯， 直至植株死亡。 霜霉病在早春
侵入寄主， 随着气温的升高而迅速蔓延， 特别多
雨季节， 发病严重。 防治方法一是严格留种， 选
择无病地块作留种田， 留种植株分别采收， 种子
分别存放。 二是发病前或发病初期用 50%甲基托
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 或 50%退菌特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8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10�d 交替用药 1
次。 病害流行期用 1∶1∶200～300 的波尔多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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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 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防
治。

白锈病叶、 茎、 花均可发病， 叶背面较重，
于 4 月中旬发生， 直至 5 月。 发病叶面出现黄绿
色小斑点， 叶背长出一隆起的、 外表有光泽的白
色浓包状斑点， 破裂后散出白色粉末状物， 叶长
成畸形， 后期枯死。 通常氮肥过多、 植株柔嫩、
雨水多、 湿度大、 时冷时暖时发病较重； 连作时，
发病严重。 防治措施一是清洁田园， 收获时清除
田间植株残体病枝， 集中烧毁， 减少越冬菌源。
不与十字花科作物轮作。 二是发病初期喷洒 1∶
1∶120 波尔多液， 每隔 7�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根腐病高温、 高湿条件下极易发生， 发病突
然、 迅速。 防治措施一是选择土壤深厚的砂质壤
土、 地势略高、 排水畅通的地块种植， 合理轮作。
二是适施氮肥， 增施磷、 钾肥， 提高抗病力。 发
病初期可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
防治， 发病期用 50%托布津悬浮液 800～1�000 倍
液浇灌病株根部。

菌核病为害全株。 从土壤中传染， 基部叶片
首先发病， 然后向上为害茎、 叶、 果实。 发病初
期呈水渍状， 后为青褐色， 最后腐烂。 在多雨高
温的 5�—6 月间发病最重。 茎秆受害后， 布满白色
菌丝， 皮层软腐， 茎中空， 内有黑色不规则形的
鼠粪状菌核， 使整枝变白倒伏而枯死。 发病严重
时植株大批死亡。 发病初期可用 65%代森锌可湿
性粉剂 400～600 倍液， 或 5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5.2 主要虫害及其防治

菜粉蝶俗称菜青虫、 白蝴蝶， 5 月起幼虫为害
叶片， 6 月上旬至下旬为害最重， 将叶片吃成孔或
缺刻， 重者仅留叶脉。 应在早期进行， 3 龄以前消
灭幼虫， 一般用杀螟杆菌或青虫菌稀释 2�000～
3�000 倍， 并按药液量加适量的肥皂粉或茶枯粉等
粘着剂， 或生物农药 BT 乳剂 1�000 倍液， 或 2.5%
敌百虫粉剂 600～800 倍液喷雾防治。

小菜蛾可通过清洁田园 清除田间残株、 枯叶，
铲除杂草以消灭越冬虫卵防治。

蚜虫主要为桃蚜和萝卜蚜， 成虫或若虫吸食
叶片、 花蕾汁液， 早春为害刚抽生的花蕾， 使花

蕾萎缩， 不能开花， 茎叶发黄， 影响种子产量。
发生初期选用 0.3%苦参碱植物杀虫剂 500 倍液间
隔 5～7�d， 连喷 2 次防治； 发生期可用 5%杀螟松
乳油 1�000～2�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5.3 主要杂草的防治

合理轮作， 避免与十字花科作物连作。 结合
播前、 播后苗前和苗后的田间管理进行人工除草。
禁止使用普通化学除草剂除草， 可用板蓝根专用
除草剂按包装说明防治。
6���留种及采种
6.1 留种方法

春播留种当年不挖根， 露地越冬， 次年返青
后加强田间管理， 6�—7 月种子成熟后采种。 秋播
留种一般 8 月中旬沟播， 沟距 33�cm， 9 月上旬按
株距 10～30�cm 间苗、 定苗， 出苗后露地越冬，
次年 5�— 6 月采种。 宕昌县中部一般为春播留
种， 海拔较低地区、 冬季比较温暖的乡镇可秋播
留种。
6.2 去杂去劣

选择符合种苗标准、 种性特征明显、 生长健
壮的植株作种栽。 除去与该品种特征不同的杂株、
劣株， 提高品种纯度。
6.3 采收与储藏

6�—7 月板蓝根果实（种子）颜色由黄褐色变为
紫褐色时， 采下果穗干， 脱粒， 去除杂质。 将去
杂的种子置于通风干燥处保管， 防止受潮、 虫蛀。
一般板蓝根种子贮存时间为 1�a， 存放 2�a 的板蓝
根种子发芽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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