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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中药材绿色栽培技术优化
严淑婷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甘肃省定西市，748400；

摘要：本文以西北重要中药材主产区定西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中药材绿色栽培技术系统性优化。针对当前栽培

中传统模式制约、生态压力加剧等问题，阐述技术优化对破解产业瓶颈、保障质量安全的意义。研究聚焦土壤

改良、施肥优化、绿色防控、田间智能管理及采收加工标准化，探讨有机肥替代、轮作休耕、生物物理防治集

成、智能化监测、清洁化加工等技术要点与路径。研究表明，通过系统性技术优化，可显著提升定西中药材产

量稳定性与品质均一性，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构建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的产业模式，为其绿色化、标准化转型

提供可行路径，助力区域生态经济协同发展，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中药材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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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作为我国

西北重要的中药材主产区，其独特地理气候孕育了丰富

的道地药材资源，当归、黄芪、党参等大宗品种形成规

模化种植集群，拥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中药材产业已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然而，长期依赖传统栽培

模式导致土壤生态失衡、病虫害抗性增强等问题，引发

中药材品质稳定性与农残超标风险，与“健康中国”战

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存在差距。在此背景下，以

绿色栽培技术优化为突破口，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生产模式成为关键。通过集成生态施肥、绿色防控、

智能管理等技术，可提升药材品质与产量稳定性，降低

面源污染，推动产业向标准化、现代化转型，实现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1 定西中药材栽培现状与绿色栽培技术优化的

必要性

1.1 定西中药材栽培现状

定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独特地理气

候造就昼夜温差大、土质疏松的生长环境，适宜当归、

党参、黄芪等道地药材生长，是我国西北重要中药材主

产区
[1]
。但当前栽培依赖传统模式，部分产区“掠夺式”

使用化肥农药，虽短期维持产量，却导致土壤结构破坏、

有机质下降，板结化、盐渍化趋势凸显，影响药材根系

发育与成分积累。同时，化学药剂过度使用引发病虫害

抗性增强，形成“用药递增—防效递减”循环，加剧农

残超标风险，因品质不稳定难以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国

内外市场品牌溢价能力不足，“重产量轻质量”的发展

方式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瓶颈。

1.2 绿色栽培技术优化的必要性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与消费者健康意识

提升，市场对无农残、高药效的绿色中药材需求呈现爆

发式增长，有机认证药材价格较普通产品溢价达 30%以

上，而欧盟、日本等市场对中药材农残检测指标已增至

200 余项，传统栽培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显著提高。在

此背景下，绿色栽培技术优化成为破局关键：通过推广

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等生态技术，

既能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修复退化的土壤生态系统，维

持土地生产力，又能从源头提升中药材的安全性与药效

成分含量，满足高端市场质量标准。此外，构建“环境

友好—品质优良—品牌增值”的绿色生产体系，可有效

提升定西中药材的品牌辨识度，助力其从原料供应向

“道地药材”品牌化转型，推动产业向深加工、高附加

值环节延伸。这不仅符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更是

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2 土壤改良与施肥管理优化

2.1 土壤改良

定西中药材种植区的土壤改良需因地制宜，综合运

用物理、化学及生物手段协同改善土壤环境。物理改良

以改善土壤结构为核心，通过定期深耕打破犁底层，配

合耙地、中耕等农艺措施，可增强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

缓解因长期浅耕导致的板结问题
[2]
。针对区域性土壤酸

化或盐碱化问题，化学改良需科学调节土壤 pH 值，例

如对碱性土壤可适量施用硫磺粉或腐殖酸类改良剂，促

进土壤养分活化；对酸性土壤则通过石灰质材料中和酸

度，为作物生长创造中性至微酸性环境。生物改良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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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土壤可持续性的关键，通过接种根瘤菌、芽孢杆菌等

功能微生物，可增强土壤固氮解磷能力，促进有机质分

解转化，同时抑制病原菌繁殖。长期实施该综合改良模

式，能够逐步恢复土壤生态平衡，为中药材根系发育提

供疏松肥沃的基质环境。

2.2 施肥管理

中药材施肥需遵循“有机优先、精准调控”的原则，

构建用地养地相结合的养分管理体系。有机肥作为基肥

主体，应选用充分腐熟的堆肥、厩肥等，其富含的腐殖

质不仅能均衡补充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还能改善土

壤团粒结构，增强保水保肥性能。在生育期养分需求动

态上，营养生长期需侧重氮素供应以促进茎叶生长，但

需避免过量导致徒长；生殖生长期则需提高磷、钾肥占

比，通过增强光合产物向根茎部位转运，提升有效成分

积累水平。针对不同药材需肥特性，需建立差异化施肥

方案，例如喜肥型品种需在关键生长期补充缓释肥，而

忌氯药材应避免氯化钾等肥料的应用。同时，结合叶面

喷施微量元素（如硼、锌），可有效预防缺素症，促进

植株健康生长。通过测土配方与生育期动态调控相结合，

既能满足药材优质高产需求，又能减少养分淋失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

3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优化

3.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基础性措施，通过优

化种植模式和田间管理降低病虫害基数。合理轮作是核

心手段，例如当归连作易诱发根腐病和麻口病，与禾本

科作物轮作可有效切断病原菌传播链，同时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清洁田园需贯穿全生育期，及时清除病株残体、

落果落叶及杂草，减少病原菌越冬场所和害虫产卵基质，

配合高温堆肥处理病残体可降低虫卵存活率。此外，选

用抗病虫品种是可持续防控的关键，如党参选择抗根腐

病的‘甘党 1号’，当归采用抗麻口病的‘岷归 5号’，

结合种子包衣处理（如草木灰浸种）可增强幼苗抗逆性。

培育壮苗通过控温炼苗、平衡施肥等措施，提高植株自

身防御能力，减少后期病害侵染风险。

3.2 物理防治

理防治通过人工或机械手段阻断病虫害传播路径，

具有操作简便、无污染的特点。频振式杀虫灯可悬挂于

田间 1.5-2米高度，利用害虫趋光性诱杀鳞翅目成虫，

每亩设置 2-3 盏，夜间开启可降低蛾类害虫基数 30%以

上
[3]
。黄板诱杀针对刺吸式口器害虫，悬挂密度以每亩

20-30 块为宜，悬挂高度略高于植株顶端，对蚜虫、蓟

马的诱集效率可达 60%-70%。防虫网覆盖技术适用于苗

期至开花期，选用20-40 目白色尼龙网全生育期覆盖，

可阻隔蚜虫、红蜘蛛等小型害虫侵入，同时减轻暴雨冲

刷导致的机械损伤。此外，人工捕杀对局部高密度害虫

（如金龟子幼虫）具有针对性效果，结合糖醋液诱杀地

老虎成虫，可减少化学农药依赖。

3.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通过生态调控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实现

病虫害持续控制。天敌昆虫规模化释放是重要方向，例

如赤眼蜂寄生玉米螟卵块，按每亩 1万头释放可降低虫

卵孵化率 45%；捕食螨防治红蜘蛛，每叶保留 2-3 头可

维持种群压制效果。生物农药选择需注重特异性，苏云

金芽孢杆菌Bt 制剂对鳞翅目幼虫防效达70%，白僵菌粉

剂喷施可致僵虫率 65%以上。植物源农药应用广泛，苦

参碱水剂稀释 800 倍喷雾对蚜虫触杀效果显著，印楝素

乳油防治红蜘蛛持效期可达 15 天。此外，利用微生物

代谢产物如春雷霉素灌根可预防根腐病，性诱剂干扰成

虫交配行为，减少下一代虫口基数。综合运用天敌调控、

生物农药与生态调控技术，可在保障药材品质的同时构

建农田生态平衡。

4 田间管理精细化优化

4.1 合理密植

合理密植是优化中药材群体结构、实现高产优质的

核心措施。不同品种需依据生育期形态特征与土壤承载

能力调整密度，例如黄芪属深根性作物，宜采用行距 3

0-40cm、株距 20-25cm的稀植模式，每亩保苗约 8000-

10000 株，既能保障根系扩展空间，又可避免叶片重叠

导致光能浪费。板蓝根等浅根型药材则可加密至行距 2

5cm、株距 15cm，每亩种植 1.2 万-1.5 万株，通过提高

群体光合效率增加地上部生物量。定西市农科院试验表

明，黄芪密度超过1.2 万株/亩时，单株根重下降 18%，

但群体产量提升有限，故需严格遵循《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技术指南》（DB62/T2985-2019）的密度标准。此外，

结合土壤肥力梯度调整策略，高肥力地块可适度加密，

低肥力区域则需稀植并配合缓释肥补施，实现资源高效

利用
[4]
。

4.2 中耕除草

中耕除草需贯穿中药材全生育期，兼顾土壤改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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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防控双重目标。苗期结合除草进行浅中耕（深度5

-8cm），可破除板结层促进根系下扎；生长中期深中耕

（10-15cm）配合培土，既能清除深层杂草根系，又能

增强植株抗倒伏能力。针对党参、当归等易感根腐病品

种，中耕时需采用人工除草与机械旋耕结合的方式
[5]
，

避免伤及主根。定西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的“两前一

后”除草法（播前灭茬、苗前封闭、花后人工除草），

可使化学除草剂用量减少 60%，杂草防效达 85%以上。

对马齿苋、藜等阔叶杂草，可于幼苗期喷施苦参碱水剂

辅助防除，减少人工投入的同时保护土壤微生物群落。

4.3 水分管理

精准水分调控是应对定西干旱半干旱气候的关键

技术。依据《旱作区中药材节水灌溉技术规范》（NY/T

3870-2021），甘草等耐旱品种采用膜下滴灌，生育期

灌水 3-4 次，每次亩灌水量 15-20m³，较漫灌节水 40%

且能保持根层土壤含水量稳定在 12%-15%。半夏等喜湿

品种需在现蕾期至灌浆期维持土壤相对湿度 70%-80%，

可通过沟灌结合保水剂（聚丙烯酰胺类）应用，使水分

利用率提升 30%。雨季前挖设深 30-40cm 排水沟，确保

田间积水 24 小时内排出，防止根腐病发生。针对连作

田块，推广生物有机肥+土壤改良剂（凹凸棒石粘土）

的“旱作保墒”模式，可使 0-20cm土层持水量提高 18%，

减少灌溉频次。通过分阶段动态调控，既能满足药材需

水规律，又可规避季节性干旱与涝渍胁迫风险。

5 采收与初加工优化

5.1 采收时间

采收时间对中药材的品质和药效有重要影响。应根

据不同中药材的生长周期和药用部位，确定最佳采收时

间
[6]
。例如，当归一般在秋季地上部分枯萎后采收，此

时当归的有效成分含量较高；金银花应在花朵初开时采

收，过早或过晚采收都会影响其品质。

5.2 初加工方法

采收后需立即清除杂质与泥土，防止霉变及有效成

分氧化流失。根茎类药材（如黄芪）经清洗后切制统一

片层，阴干控制含水量≤12%；地黄需高温蒸制软化纤

维，灭活氧化酶以保留梓醇等活性成分。全草类药材捆

扎悬挂避光晾晒，避免高温导致黄酮降解。加工全程需

在洁净车间执行卫生规范，采用太阳能热泵等绿色工艺

替代硫磺熏蒸，最大限度保留药效物质并减少环境污染。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定西中药材绿色栽培技术的系统性

优化，在土壤生态改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理及采收

加工等关键环节形成技术突破。构建的有机肥替代施肥

体系、生物物理复合防控模式与智能化田间管理系统，

显著提升了中药材产量稳定性与品质均一性，实现化学

投入品减量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实践表明，优

化后的技术体系有效破解了传统栽培中土壤退化、农残

超标等产业痛点，为定西中药材产业建立了质量安全可

控、资源高效利用的绿色生产范式，对提升区域药材市

场竞争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6.2 展望

未来需从技术深化与产业协同两方面推进绿色栽

培技术应用。一方面，加强中药材生长与环境互作机制

研究，结合现代生物技术与数字农业手段，构建更精准

的绿色栽培技术体系；深化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成果

转化与技术迭代，提升产业科技支撑能力。另一方面，

强化药农技术培训，通过示范基地建设、专业化服务组

织培育等方式，提高绿色栽培技术普及率；加快建立全

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完善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监管机

制，推动定西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转

型，助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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