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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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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加强辽藁本资源的保护和扩大资源量、探讨辽藁本最佳栽培模式 ,在异地模拟自然环境条件下 ,

研究了不同栽培模式对辽藁本生长特性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株高、叶面积指

数、分枝数和花序数等生育性状的变化规律相似 ,其中以模式 1 发育较迅速 ,其他模式随着光照强度的降低发育迟

缓 ,发育量值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仿生栽培模式中光照强度有利于辽藁本植株生长和产量提高 ,以及挥发油

的积累。综合分析认为 ,仿生栽培辽藁本方法可行 ,不仅可以利用闲置土地发展林下经济和立体开发资源 ,而且具有

明显的生态效益和长远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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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enforce t 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expand quantity of the resources and t he

best cult rual model ,t he effect s of t he different cult rual models on t he L i g usticum j eholense’s vegetative

characters and productions were st udied on t he conditions of allopat ric simulation nat ural environment s.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 in t he different bionic cultivation techniques cult rual models , t he plant s’plant

height ,leaf area index ,stalk number ,flower buds number and ot her vegetative characters have t he similar

changing law. The model 1 has the rapid growt h speed. The develop ment p rocess of ot her emulational

growt h models is stun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luminousness. And t he yield of L i g usticum j eholense shows

t he same change. At the similar soil fertility level , t he illumination degree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n t he

plant s’morp hosis. The yield and volatile oil increase as the illumination intensity increases. In t he higher il2
lumination degree model ,p hotosynt hetic capacity and yield of plant increase. These improve t he accumula2
tion of the volatile oil .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method of the emulational growth of L i gusticum je2
holense is available ,which not only makes use of t he soil sufficiently ,develop s the underwood economy and ex2
plores solid resource ,but also demonst rates great ecological effect and long2range economic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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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ditional Chinese drugs cultivate

　　辽藁本 ( L i g usticum j eholense Nakai et Kitag)

为伞形科藁本属植物 ,主要分布于吉林、辽宁、河北、

内蒙古、山东、山西等地 , 多生于山坡、林缘、灌丛

处[1 ] ,喜温和湿润环境 ,耐寒怕热 ,喜湿怕涝 ,生命力

强。以根入药 ,具有散风、祛寒、止痛之功效[2 ] 。近

几年 ,国内外市场对辽藁本需求量较大[3 ] ,野生资源

已无法满足需求 ,人工栽培面积逐年扩大 ,但人工栽

培多利用土质好的农田地 ,占用大量的良田 ,投入也

较大 ,此外病虫害、生殖生长过旺[427 ] 等严重地影响

了药材的内在质量。为了加强辽藁本资源的保护和

扩大资源量 ,探讨辽藁本最佳栽培模式 ,本研究在开

展人工驯化栽培研究的基础上 ,在异地模拟自然环

境条件下 ,研究不同栽培模式对辽藁本生长特性和

产量的影响 ,以期为辽藁本的栽培管理奠定理论基

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自然概况

试验设在吉林农业大学药用植物园和野生植物

园内 ,土壤类型主要为壤土 ,p H 6. 7。该地气候属

于湿润区向半湿润区过渡地带 ,大陆性气候明显 ,四

季分明 ,冬季寒冷降水少 ,春季多风 ,气温回升快 ,夏

季湿润雨水多 ,年平均气温 4. 6 ℃,年平均降水量为

567 mm ,5～9 月 ≥10 ℃活动积温平均为 2 874. 2

℃,海拔约 300 m ,无霜期 135～140 d。

1. 2 　材 　料

供试辽藁本为根茎繁殖种苗 ,按 30 cm ×40 cm

的株行距栽植在 4 种仿生态环境中。生长季管理

时 ,以不改变原仿生态环境为标准。模式 1 中辽藁

本与中生禾草共生 ,其他模式在辽藁本生长旺盛期 ,

应及时去除林冠层的枝叶 ,保证透光率稳定不变。

1. 3 　仿生栽培模式设计及环境条件

试验共设计 4 种仿生栽培模式。

模式 1 :撂荒地种植辽藁本 ,生长季稍加除草管

理。全光照强度。

模式 2 :针叶林林中隙地种植辽藁本 ,林下生长

着耐旱的禾草和低矮的蒿类 ,林内空气湿度 58 % ,

土壤湿度 50. 7 % ,日平均光照强度为 44 080 lx ,透

光率约为 70 %。

模式 3 :阔叶林林中隙地种植辽藁本 ,稀疏生长

着萎陵菜、地丁、水杨梅等草本植物 ,林内空气湿度

78 % ,土壤湿度 72 % ,地面生有苔藓 ,日平均光照强

度为 34 080 lx ,透光率约为 50 %。

模式 4 : 阔叶林下种植辽藁本 ,稀疏生长着龙牙

草和耐荫禾草类 ,林内空气湿度 85 % ,土壤湿度

90 % ,地面密生苔藓 ,日平均光照强度为 20 900 lx ,

透光率约为 30 %。

1. 4 　测定项目

1. 4. 1 　生育性状和产量的测定 　辽藁本返青时

(06218) ,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中随机选取 20 株生

长健壮 ,无病虫害的植株进行标记。定期、定株观察

测定标记植株的生长发育性状 ,包括株高、叶面积指

数、一级和二级分枝数、花序数 ;翌年秋 (10215) 对不

同仿生栽培模式下辽藁本的产量进行测定 ,并进行

统计分析。

1. 4. 2 　挥发油含量的测定 　参照文献[ 2 ]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株高的影响

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株高的年变化

曲线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见 ,4 种仿生栽培模式

下 ,辽藁本株高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即 07202～082
13 辽藁本株高迅速增长 ,08213 之后 ,辽藁本株高增

长速度减缓 ,至 09201 均达最大值 ,曲线为单 S 型。

模式 1 辽藁本株高最高 ,达到 118. 7 cm ;其次为模

式 2 ,模式 3 和模式 4 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模式 1 改

变了光照条件 ,植株长势发生了改变 ,株高增长较

快 ;而模式 2～4 为模拟辽藁本野生环境条件 ,随着

光照强度的增加株高增长较快。

2. 2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植株叶片是制造光合产物的主要器官 ,一种植

物只有达到最佳叶面积指数 ,其产量才能最高。研

究表明 ,辽藁本最佳叶面积指数为 8. 8 [8 ] 。不同仿

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叶面积指数变化有一个明显

的消长过程 (图 2) 。在 07202 之前 ,4 种仿生栽培模

式下辽藁本叶面积指数均缓慢增长 ; 07202～08213

叶面积指数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模式 1 叶面积指

数于 08213 达最大 ,为 8. 93 ,之后迅速下降 ,其他 3

种栽培模式下辽藁本叶面积指数则于 08227 达最高

值 ,分别为6. 1 ,5. 3 和 4. 9 ,出现发育延缓现象。4 种

仿生栽培模式下辽藁本叶面积指数的大小顺序依次

为 :模式 1 > 模式 2 > 模式 3 > 模式 4。

2. 3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分枝数的影响

2. 3. 1 　对一级分枝数的影响 　植株的分枝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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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的主要特性之一。图 3 表明 ,在不同仿生

栽培模式下辽藁本的一级分枝数增长趋势均相同 ,4

种仿生栽培模式下辽藁本一次分枝数大小顺序依次

表现为 :模式 3 > 模式 4 > 模式 2 > 模式 1。

试验结果表明 ,模式 1 辽藁本光照强度大 ,植株

高度和叶面积指数占优势 ,分枝则较弱 ;其他 3 种栽

培模式下辽藁本光照强度减弱 , 透光率分别为

70 % ,50 % ,30 % ,分枝则增多。植物生长具有向光

性 ,模拟野生辽藁本生长环境的光照条件多为散射

光 ,表明辽藁本植株的分枝发育与光照强度密切相

关。

2. 3. 2 　对二级分枝数的影响 　由图 4 可见 ,在不同

仿生栽培模式下 ,08205～09225 辽藁本的二级分枝

数与一级分枝数增长趋势基本相似 ,即随着栽培时

间的延长 ,二级分枝数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但模式 1

在 09215 迅速下降。

图 1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株高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 on

height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图 2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

on LAI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图 3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一级分枝数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 on

first branch number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图 4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二级分枝数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 on second

branch number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2. 4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花序数的影响

花序是植物生殖生长的重要器官 ,从植物器官

之间生长相关性分析 ,生殖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贮藏器官的生长和发育 ,以及植物的产量。

由图 5 可见 ,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花

序数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

进入盛花期进程加快。4 种仿生栽培模式均在 082
30 前花序数明显增加 ,模式 1 在 08230 进入盛花期 ,

之后开花量则迅速下降 ;模式 2 和模式 3 在 09205

出现花序量高峰 ,进入盛花期 ,此后迅速下降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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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花序量变化曲线比较平缓 ,始终处于缓慢增长状

态。由此可见 ,光照强度大时 ,辽藁本花序量多且盛

花期出现早 ,而光照强度减弱的郁闭林缘、林下或林

中隙地 ,辽藁本花序量减少且盛花期延迟。

图 5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花序数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

on lore scense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2. 5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产量及挥发油含

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模式

1 辽藁本产量最高 ,达 5 413. 15 kg/ hm2 ,较其他 3

种模式分别增加 25. 71 % ,16. 26 % ,77. 84 % ,差异

极显著 ; 其次是模式 2 和 3 , 分别为 4 305. 85 ,

4 656. 05 kg/ hm2 ,两种模式间差异不显著 ;模式 4

的产量最低 ,极显著低于其他仿生栽培模式 ,说明随

光照强度的增加 ,增产效应增强。
表 1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产量

和挥发油含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t reatment s on yield and

volatile oil of L i gusticum jeholense

处理
Treat ment

产量/ (kg ·hm - 2)
Yield of root

挥发油含量/ %
Content of volatile oil

模式 1 Model 1 5 413. 15 Aa 5. 057 Aa

模式 2 Model 2 4 305. 85 Bb 4. 56 Ab

模式 3 Model 3 4 656. 05 Bb 3. 101 Bc

模式 4 Model 4 3 043. 85 Cc 2. 86 Bd

　　注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Note :Small letters stand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apital letters

stand for grea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挥发油含量作为检验辽藁本药材质量优劣的重

要标准之一 ,也是检验野生植物引种栽培成功的内

在质量标准。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挥发油

含量随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增高 ,其中模式 1 挥发油

含量最高 ,达 5. 057 % ,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模式 4

挥发油含量最低 ,为 2. 86 %。4 种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挥发油含量均高于文献 [ 8 ]中辽藁本挥发油

含量 (1. 5 %) 。

3 　结论与讨论

(1)本研究中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辽藁本株

高、叶面积指数、分枝数和花序数等生育性状的变化

规律相似 ;生育进程以栽培模式 1 发育较迅速 ,其他

模式随着透光率的降低发育迟缓 ,即模式 2 > 模式

3 > 模式 4。

(2)在不同仿生栽培模式下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

加 ,辽藁本植株发育进程加快 ,量值较大 ,并且植株高

度、叶面积指数和花序数占优势 ,这与植物向光性密

切相关 ,而光照强度较弱时有助于植株的分枝发育。

(3)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光照强度强、透光率较

高的撂荒地 ,辽藁本叶面积指数符合产量的需求 ,产

量高 ,生殖生长旺盛 ;而在针叶林林中隙地 ,阔叶林

林中隙地、林下种植的辽藁本 ,因栽培模式符合野生

辽藁本生长的需求 ,故植株无病虫害 ,无污染 ,药材

外观性状好 ,但产量低 ,可加大栽培年限。

(4) 不同仿生栽培模式对辽藁本挥发油影响较

大 ,挥发油含量随着仿生栽培模式中透光率的增加

而提高 ,增加光照不仅可以增产 ,同时也提高了辽藁

本挥发油含量。

综合分析认为 ,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仿生栽培辽

藁本 ,不仅可以利用闲置土地发展林下经济和立体

开发 ,同时还可生产绿色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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