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0卷 第 2期
1994年 1 1月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Jo urn a lo ft he G a un g石 Ae ade my o f Se ie ne e s

Vo l
.

1 0
,

N o
.

2

N o v ,

19 9 4

绞 股 蓝 引 种 栽 培 研 究

李锋 甘赞 晾 韦 霄 黄 正福

(广 西植物 研 究所 桂林 54 100 6 )

摘要 报道 来 自广西 金秀县
、

阳朔县
、

祟左县
、

乐业县
、

天峨县
、

扶绥县 和 日本 国等 7

个 不同产地 的绞股 蓝在桂 林市郊引种栽培研究 的结 果
,

为纹股 蓝人工 栽培 提供有 效的

栽培 技术
。

关键词 纹股蓝 引种栽 培

绞 股 蓝 ( yG
n os t 曰”m a eP n t a hP y ll u m (T h u n b

.

) M a k i n o ) 为多 年 生草 质 藤本植 物
,

早 在 1 925

年 《救 荒本 草 》就 记 载
“

绞股 蓝 在饥 谨 的岁 月里 可 以 充腹 ” ,

是 一 种有 营养价值的植 物
。

民间

用 以 消炎 解 毒
,

止 咳祛 痰及 治疗 慢性 气管 炎
。

日本 用其 叶作 茶 饮用
,

称 为 “ 甘茶 蔓 ” 。

最 近 日

本 竹 本 常 松 教 授 在 其 著 作 中提 出
“

绞 股 蓝 含 有 人 参 皂 贰 成 分
,

具 有 强 壮 抗 衰 老 防 癌 的功

效 ” 。 一 3〕 .

在 日本 市 场 上 绞股 蓝 制 品成 为热 门货
,

这 引起 了 各 国有关部 门的重 视
,

我 国 已将 绞

股 蓝 的开 发 利 用列 入 国家 “ 星火 计 划
” ,

鉴 于 绞 股蓝 用途 广泛
,

需 要 量 大
,

且 野生 资 源不 能满

足需 要
,

我 们 于 198 8一 1 990 年进行 绞 股 蓝引种 栽培 研 究
,

变野 生 为 人 工栽培
.

1 材料和方 法

试验 地 设 在 广西 桂林 雁 山 广 西植 物研 究 所
,

北纬 2 5
0

1 1
` ,

东 经 11 0
“

12
` ,

属 于 中亚热 带气

候 区
。

据气 象 观 测资 料
,

试验 地 年平 均气 温 为 ”
.

2℃
,

绝对 最 高气 温 为 40
.

。℃ ,

绝 对最 低气

温 为 一 6℃
,

冬季 有霜 冻
,

月平均 气 温高 于 20 ℃ 有 6一 7 个 月 ; 年均 降雨 量为 1 865
.

7 mm
,

年

相对 湿度 为 78 %
。

试验 地 为 朝 东缓 坡
,

海 拔 170 m ; 土壤 为微 酸性 红 壤
,

pH 值 5
.

0~ 6
.

。; 四 周 生长 着茂 密

的樟树
、

青 岗栋
、

桂 花
、

按 树
,

小环 境湿 润
。

试验 地 搭 荫棚
。

试验 材 料 为广 西 金 秀县
、

阳 朔县
、

崇 左 县
、

乐业 县
、

天峨 县
、

扶 绥 县和 日本 国等 7 个 不

同产地 的 绞股 蓝
。

繁 殖 育 苗采 用 种子 繁殖 和 扦插 繁殖 两 种方 法
。

种 植 时施 用 的基 肥
,

每小 区 鸡粪 25 k g
,

草皮 泥 25 kg
。

小 区 面 积 6
.

7m气 行 株 距分别 为

30
、

40 cm
,

每 小 区 种植 56 株
,

试 验重复 3~ 4 次
。

在 生长 期 间施 用 的 追肥为 复 合肥 和 尿 素
。

种后 10 天检 查成 活 率
,

每月 测 生长 量 1 次
,

每 年 3 月 20 日左右 种 植
,

当年 12 月 中
、

下旬 收

获
、

统计 产量 和 测定 皂 贰含 量
。

试验 地 四 周 设保 护行
。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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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与讨论

2
.

1绞 股蓝 生长 环境的调查

为 了创 造绞股 蓝 生长 所需 要 的 环境条 件
,

使植 株生 长 良好
,

以 达 到 引 种栽培成 功 的 目的
,

我 们到金 秀瑶族 自治县绞 股 蓝分 布 区 进行 调 查
。

金 秀县 绞股 蓝产地 海拔 180 ~ 7 60 m
,

气候 属 亚热 带 山 地 气候 类 型
,

年 平 均 气 温 17
.

。~

2 0
.

2℃
,

绝 对低温 为 一 5
.

6℃
。

雨 量较 丰 富
,

年 降雨量 13 89
.

3~ 2540
.

9
~

,

由于 地形 复 杂
,

气候 表 现多 样性
。

绞 股 蓝多分 布于 山地 沟谷 湿 润处 或 河边
,

生 长在 壳斗 科
、

樟 科
、

茶 科及 木 兰科等种 类组

成 的阔 叶林下或丘陵地灌 丛 中
.

土壤 为红 壤 或黄壤
,

土层 较厚
,

质 地疏松
,

肥 沃 湿 润
,

呈 酸

性 反 应
。

绞股 蓝 生境调 查表 明
,

绞股 蓝是 一种喜 阴喜 湿植物
,

适宜 生 长在 冬 暖夏 凉 湿 润 的环 境里
。

因此在 人 工栽 培时 应选择土 质 较疏 松
、

保 肥 保水能 力较 好 的土壤
,

在 林下 或人 工 搭 拥栽 培和

加 强水 肥 管理 等措施
,

才能 获 得高 产
。

2
.

2 生物 学特 性观 察

(1 ) 生 长特性 为 了掌 握 纹股 蓝 在桂林 市 郊 的年生 长规 律
,

我 们连 续 3 年 进 行 定株 定期

观 测
。

植 株 于 3 月 20 日种植
,

种后 10 天 成 活率达 98
.

25 %
,

苗期 生长 较 缓慢
,

随后 生长迅 速
。

物 候期 见 表 1
。

表 1 绞股蓝 的物候期

物候 期 萌动期 展 叶期 开花期 落 叶及枯萎期

出现 日期
2 月下旬~

3 月 中旬

3 月 中旬 ~

3 月下旬

生长旺 盛期

4 月 上旬一

7 月 中旬

7 月 中旬~

9 月下旬

果实成 熟期

10 月 上旬~

12 月下 旬
12 月下 旬

绞 股 蓝 在桂林 地 区种植
,

以 4~ 7 月 生长 最快
,

藤 蔓 月平均 增 长 31
.

。一 114
.

0 c m
。

这 是 由

于这 期 间气温 在 25 ℃ 以上
,

湿 度 在 80 %左 右
,

有 利 于 绞 股 蓝生 长
,

这 时 应加 强 田 间管理
,

以

提 高产 量
。

7 月份 以后 出现高 温 干旱
,

植 株生 长逐 渐缓 慢
。

冬 季霜 冻 前应 进 行 收 获
,

以 免 受 害
。

(2 ) 产量 和 品质 来 自金 秀县 产地 的绞股 蓝
,

其 产 量和 品 质见 表 2
。

引种 结 果表 明人工
栽 培 的绞 股蓝 产量 较高

,

每尖h m
Z

产干 草 重达 318
.

68 k g ; 而 野 生的 绞股 蓝
,

分 布 零星
,

数量
~

一 “ ” `

一
`

~ 一
了

~ ~
’

,
’

~ 15
~

一
夕 ’

一 一~
- - 一

-

- 一 一 0 ”
.

“
~ 一~ ~ ~ ~

’

八
’

卜
一

了 ~
’

~ ~

少
,

无法 统计 产量
.

人 工 栽培 绞股 蓝 的 皂贰 含 量与野 生绞 股 蓝相 似
。

表 2 绞股蓝 的产 t 与品质

类 型 尖hm :

产鲜 草重
l O

( k g )

兴hm ,

产干草重
1 口

(k g )

皂贰 含量
( 纬 )

野生绞股 蓝

栽培纹股 蓝

3
。

16

15 33
.

6 20
。

78 31 8
.

68 3
。

25

3 年 引种栽 培 研 究结 果 表 明
,

绞 股 蓝 在 桂林地 区 栽 培
,

植株 生长 发 育 良好
,

其 种子 具 有繁

衍后 代 能力
,

只要 掌握好 种植 时期
,

加强 田 间管 理 和适 时 收获
,

就可 获 得 较 高 的 产量
,

其 产

量和 品质 可以 达 到 或超过 野生 绞 股 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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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栽 培试 验

( l)绞股 蓝的 繁殖 绞 股 蓝采 用种子 繁殖 和扦 插 繁殖
。

用 于种 子繁殖 的种子 经沙藏后
,

以 肥 土 作基 质
,

在 25 ~ 28 ℃ 下
,

种 子发 芽率 可 达 90 % 以 上
。

扦插 繁 殖选 用藤 蔓基 部或 中部
,

以 河 沙作 基 质
,

于 3~ 6 月扦插
,

成 活率 98 %一 10 。%
。

(2 ) 不 同种 源 的 比较 试验 选 用金 秀县
、

阳 朔 县
、

祟 左县
、

乐 业县
、

天峨县
、

扶绥 县及

日本 国等 7 个不 同产 地 的绞股 蓝 扦插苗 进行 栽培 试 验
,

其结 果 见 表 3
。

试 验 结果 经统 计 检验表

明 不 同产 地 的绞 股 蓝
,

其 产量 有极 显著 差异
,

以 阳朔 种 源产 量 最高
,

尖hm , 产 鲜 草达 1 8ook g ,

.

2 ) 一 ’ 一 `

,
声

~
” J

~ ~ ~
’

~
尸

~ 曰 一~ 渭 ~ 了 万 ’

~
「 H刀

J” `

门
、 尹

~ ~
’

,
’

15
-

一
声 护 `

一~
- 一 -

一 o
r

折 干 草 33 3
.

36 k g
,

其 次是 金秀 县
、

天 峨县
、

扶 绥 县和 日本 国 种源 ; 最 低 是 乐业 县种 源
。

不 同

种 源 的绞 股蓝 的皂贰 含 量亦有 很 大 的差 异
,

乐 业 种源 含 量 最 高 ; 其 次 是 金 秀县 和 阳朔县 种 源 ;

天峨县 种 源皂 贰含 量 最低
。

由此 可见
,

金秀 县和 阳 朔 县 种 源 不仅 产 量高 而且 皂 贰含 量也 较高
,

是绞 股 蓝 生产 上 有发 展前 途 的类型
。

丧 3 不同种源对植株生长 及产 t 品质的影响

种 源 植株 长势 分枝能力
击

hm :

产鲜草重 折干率 皂贰含量

(% )

弃hm
,

产 干草重
l O

( kg ) 、 70 声 (k g ) 、70 少(% )

金 秀县

阳朔县

乐业县

祟左 县

天峨县

扶 绥县

日本 国

1 53 6
。

67

1 800
.

0 0

20
。

7 8 3 18
。

68

18
.

52 33 3
.

36

7 20
.

00 2 2
.

22 15 9
.

88

9 06
.

6 6 2 3
。

90 2 1 6
.

77

13 83
。

3 3

17 13
.

3 3

1 8
。

55 2 5 6
。

55

13 33
。

3 3

1 4
.

60

1 8
。

00

2 50
.

10

2 40
。

0 0

3
。

2 5

2
。

7 3

3
.

57

2
。

4 4

1
。

10

1
。

6 0

1
。

3 0

强强中中中强中好好中中好好中

(3 ) 种植 密 度对 绞 股 蓝 产量 的影 响 我 们采 用 扦 插 苗 以 3c0 m X 3c0 m
、

3c0 m x 4c0 m 及

3c0 m x 5c0 m 等 3 种 不 同 密度进 行 栽培 试验
,

其结 果 见 表 4
。

表 明 不 同种 植密 度对 绞股 蓝 产量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

以 行 株距 3。x 3c0 m 产量最 高
,

每 尖hm , 产 干草 达 34 9k g ; 而 行 株距 3c0 m x

1 0 一

一 . 。 ~ ~ 1
, ,

一 一 二卜
~

_ _ _
,

s o em 产 量 最 低
,

每六 hm Z 产 干草 仅 30 2k g
.

~ ~
’

,
’

~ 15
. ’

一
产 ’

一 沐
’ 一 “ .

、
.

表 4 种 植密度对绞股蓝 产里的影 响

株行距
( em Z )

小区 面积
(

去
h m”

小 区株数
(株 )

, 1
, ,

一 .
小区 产量 (k g ) 禅丽 n m

一

广 夏 、, g ,

折 千率
(% )

OJ一bC乙
4
COO3宁自

八办3 0 X 3 0 0
.

0 1 76

3 0 X 4 0 0
.

0 1 56

鲜 草

17
.

5 9

3 0 X 5 0 0
.

0 1 4 4

( ) 基肥 对 绞股 蓝产 量 的影 响

施 用 5 作 基肥
,

试 验 结 果 (见表

16
.

6 5

14
.

1 5

干草

3
。

4 9

3
.

2 6

3
.

CZ

鲜草

17 59

1 665

14 15

干 草

1 9
。

84

1 9
.

58

2 1
。

34

我 们采 用 鸡 粪
、

牛 粪
、

垃 圾 肥等 种 不 同肥料
,

每小 区

5 ) 表 明 基 肥 对 绞 股 蓝 产 量 有 明 显 的影 响
,

基肥 以鸡 粪

4

2k g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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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好
,

比 牛粪增 产 14
.

85 % ; 比 垃圾肥 增产 42
.

93 % ; 比不施 基肥 增产 51
.

15 %
,

因此
,

栽培

绞 股蓝 必 须施 足基肥
,

才能 获 得高 产
。

表 5 不同甚肥对产 t 的影响

签 肥
全 氮
(N % )

全磷
(P

: 0 5

% )

全钾 小区产里 (k g )

鲜草 干草

鑫hm ,

产最 (kg )

上 J

(K : 0%

小区面积
(

击
hm”

鲜草 干草

折干率
(% )

鸡 粪

牛 粪

垃圾肥

对 照

4
.

440 0
.

7 96 8
.

8 8

0
.

404 0
.

9 72 3
.

29

0
。

0 1

0
。

0 1

14
,

0 8

1 2
。

3 3

18
.

68

1 8
。

57

0
.

0 63 0
.

4 7 5 2
.

2 9 0
.

01 10
.

18

0
.

01 9
.

9 5

2
。

63 14 08 2 63

2
.

29 12 33 2 29

1
.

84 10 18 18 4

1
.

74 99 5 174

1 8
。

0 7

17
。

4 9

( 5 ) 追肥 对绞 , 蓝 产量 的 影 响 采 用复合肥和 尿 素作追肥
,

每
去

hm
Z

施 用 2 5kg
、

5。 、

及 75 k g 和 对 照等 7 个 处 理
,

其 试验 结 果 见 表 6
。

从 表 6 看 出
,

施 用 追肥 比 不 施 追 肥 增 产

1
.

96 % ~ 30
.

72 %
,

以复合 肥作 追肥效 果较好
,

施肥量 相 同
,

施 用复合 肥 比 尿素增 产 6
.

95 % ~

2 6
·

28%
·

从 施肥量 来看
,

每
壳

hm : 施复 合肥 25kg 或 75k g
,

其 产量 差异不 大 ; 而施 用尿 素则

以 每
六腼

2 施 75k g 为好
,

培 绞股 蓝适 量追 施复合肥
,

比施 用 25k g 增 产 19
·

87 % ; 比施用 SOkg 增产 n
.

98 写
。

因此
,

栽

可 提高 产量
。

表 6 不 同追肥里对产 t 的影响

肥料
种类

亩施肥量
(k g )

小区 面积
1

,

丁代二 n 】D .

1勺

小区产盈 (k g )

鲜草 干草

1
, 。

一 .
, ,

; 下 n m
一

厂
口

卫医 气̀ g少
1 J

鲜草 干草

折干率
(% )

尿 素 0
.

0 1

0
。

0 1

8
.

9 7 1 7
。

3 9

1 0
。

67 15
。

6 5

二口0,曰5

7 5

2 5

0
.

0 1 11
.

30 1 6
。

5 5

复合 肥 0
.

0 1 1 2
.

00 1 6
。

4 2

5 0 0
.

0 1

7 5 0
.

01

1 0
.

7 0 1 7
。

4 8

9
.

03 2 2
。

1 5

对 照 0
.

01 8
.

83 1 7
。

3 3

(6 ) 采收 方法对 产量及 品质 的影 响 采用 1 年 收获 2 次地 上部 藤蔓
,

1 年收 获 1 次 地上

部藤 蔓及 全株 收获 等 3 种处 理
,

其结 果见表 7
。

从 表 7 可看 出不 同采收方 法对 绞股 蓝产量 与 品

质有 显著 影 响
。

以 1 年采 收 2 次 产量 最高
,

皂贰含量 也高
,

1 年 收 获 2 次 比 1 年 收获 1 次增 产

6
.

3 %~ “
.

%
,

皂 贰含量 提 高
.

%一
.

写
。

因此
,

采 用 年收割 次是栽 培绞股 蓝

的技 术关 键
。

4 9 28 2 19 2 7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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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采收方法对产t 品质 的 影响

采 收 方 法 小 区 产t (k g )

鲜 草 干草重

六
hm

:

产t (、 g )

鲜草 干草

折 干 率

(写 )

皂贰含盈

( % )

5 1
。

6 0

1 4
。

46

3
.

3 6

5
。

55

1 6
.

05 2
。

78

1人

4
J任 3 6

丹 b2 40曰 5 7 000
1知舀 00

自 b1孟

3
. .上 1年l 次 收创地 上部分

1年 2次 收刹地 上部分

l 年l 次全株 收侧

1 6
。

75 2
.

61

3 0
.

0 0 4
。

3 4

1 6
.

5 02
.

6 4

( 7 )荫蔽 对植 株生 长及产 量 的影 响 绞 股 蓝 自然 生 长在 树林下
,

具有 喜 荫
、

湿 的特 性
。

我 们采 用 荫蔽度 25 %
、

50 %
、

75 %及全光 等 4 个处理 进 行 栽培 试 验
,

其结果 见 表 8
.

试验 结

果 表 明荫蔽 对 绞股 蓝的成 活率
、

植 株 生长及 产量均 有 明显 影 响
.

不 同荫 蔽度 的产量 亦 有一 定

的 差 异
,

75 %荫蔽 度 比 25 肠荫 蔽度 增产 11
.

n 写 , 比 50 % 荫蔽 度 增 产 13
.

64 %
。

而全 光栽 培
,

大 部分 植株 死亡
,

无法 统计 产量
。

不 同荫蔽 度 的鲜草折 干 率有 一定 的差 异
,

荫 蔽度 50 %
、

75 %
,

植 株 藤蔓含 水 量多
,

折干率 较低 ; 而 荫蔽度 25 % 的光 照较 多
,

植 株 藤 蔓折 干 率 较高
,

因 此
,

栽

培 绞股 蓝 必须适 当地 荫蔽
,

才 能 获得较高 产量
。

农 8 不 同荫蔽度对植株生长及产 t 的影 响

荫蔽度

(片 )

种植 成活株 成活率 植株

株数 数 (株 ) (肠 ) 长势
小 区产 t (k g )

鲜 草 干草

4 0
.

0 5 9
.

0 0

一 1
, ,

一 .

价 丽n m
一

广互 L盆g ,

鲜 草 干草

折 干率

(% )

2 5 0
.

04

5 0 0
.

04

2 24 2 17 甘6
.

8 8 好

2 24 2 15 9 5
.

98 好

1 0 01
。

2 5 22
.

4 7

7 5 0
.

04 2 24 2 08 9 2
.

8 5 好

2 24 5 6 2 5
.

00 差

42
。

5 0

49
。

0 0

8
.

80 1 0 62
.

5 0

10
.

0 0 1 2 25
.

0 0

20
.

7 1

2 0
.

4 1

巴é00O,̀自眨」Q山O`O`

O
。

04

3 小结

( D 绞股 蓝在 桂北 地 区栽 培
,

能正常 生 长发育
,

其种 子具 有 繁衍 后代 的能力
,

其 产 量和

质 量均 达 到或超 过野 生类 型
,

引种栽 培获 得成 功
。

(2 ) 不 同产地 绞 股蓝 的产 量和 皂贰 含量 均 有 明显差 异
,

以 阳 朔县 和 金 秀县 种源 为好
,

不

仅 产量 高
,

而且 皂贰 含量 也高
。

( 3) 适 当密 植 可 以提 高单 位 面积 产量
。

( 4) 施用 基肥 对 绞股 蓝 产 量有 明显的影 响
,

基肥 以 鸡粪 最 好
,

追肥 以 复合 肥为 好
,

每弄’ - -

。 一
,

,

一
一 一

- -

~
- ,

一 一
,

一
’

“
4

一~ ~
’ ` ’

一一 一 ” “
、

~ ~
’

一”~ ~ ~ 目 ”~ 产 甲
~

’

~ 1 5
,

一
, , , ,, _

~ ~ ~ 。
. : .、 ,

~ 1
, ,

一
_ _

, 、 ,

~
hm

Z

施 2 5kg 为宜
。

尿 素则 以 每六hm Z 施 75k g 为好
。

-

一
” ~ 一

一0 “ 一
’

~
、

~
` ” ~ ~ 1 5

-

一
扫 .

’

一
。 / 碑

~
.

(5 ) 采 收方法 以 年 采收 次 为好
。

(6 ) 种植 绞股 蓝需要 适 当荫 蔽 条件
,

才 能保证植 株生 长 良 好
。

(下转 第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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