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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人工艾草规范化种植技术，提高艾草的单位面积产量与艾叶的生产效率。方法：主要

从选地整地、繁殖方法、栽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干燥储存等方面，详细介绍艾草的规范化种植

生产技术。结果：在艾草种植及药材艾叶的生产过程中，选地、繁殖方法、种植管理和采收期等环节均能

影响艾草的质量与产量，干燥方式及存储条件则影响艾叶的质量。结论：总结出的艾草规范化种植加工

技术对于各地艾草的种植与艾叶的加工存储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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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Ｌéｖｌ．ｅｔ　Ｖａｎ．）为多年生菊科蒿属
草本植物，习 称 艾 草。其 干 燥 叶 为 传 统 中 药 艾 叶，具 有 温
经、祛湿、散寒、止血等功效，又为艾灸疗法的原材料。因其
广泛的应用 与 神 奇 的 疗 效，艾 有“草 中 钻 石”之 称［１］。现 代
研究表 明，艾 草 的 有 效 成 分 包 括 挥 发 油、萜 类、黄 酮、苯 丙
素、有 机 酸 等，具 有 抗 氧 化、抗 癌、抗 炎 及 调 节 免 疫 力 等 作
用。目前艾的 用 途 逐 渐 多 元 化，除 药 用 与 灸 用 外，其 在 保
健、食用、饲用、家纺等方面的价值也被挖掘出来，如可作为
改善动物肉质的饲料添 加 剂、天 然 的 植 物 染 料 或 被 制 成 艾
绒被等［１］。艾的需 求 量 大 幅 攀 升，野 生 艾 草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日益增长 的 需 求，人 工 种 植 的 艾 草 逐 渐 占 据 原 材 料 主 导
地位。

目前，我国艾草种植及其产品加工形成多点铺开之势，
包括湖北蕲春 和 河 南 南 阳 两 大 艾 草 产 业 集 聚 区［２］，其 他 省
市近年的艾草种 植 及 艾 产 业 也 在 快 速 发 展。然 而，在 艾 草
生产种植过程中仍存在技术不规范、管理较为粗放等问题，
致使人工种植艾 草 的 品 质 难 以 保 证。因 此，建 立 艾 草 规 范
化种植体系是保障艾草质量和产量的有效措施。本文结合
艾草的生物学特性，从种植选地、整地、繁殖栽培方法、田间
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储存等方面，通过文献考证、种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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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研及课题组的相关 实 验 研 究，探 讨 艾 草 规 范 化 种 植 技
术，为艾草的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选地整地
１．１　选地

艾草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常野生于路旁、荒地、草地、
山坡、田头等处。艾草虽有良好的耐寒性和耐旱性，但在湿
润温暖的气候条件下长势更好，因此，人工种植多栽培于丘
陵、低海拔地区。生长繁盛期气温在２４～３０℃范围内时艾
草产量高，气温高于３０℃时茎秆易老化、抽枝、病虫害加重，
冬季低温小于－３℃时宿根生长不好［３］（见表１）。选地时，
宜选择低海拔区域，耕层厚土壤度≥２５ｃｍ，土壤偏酸性（ｐＨ
＝５．１～６．８）［４］，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０％，排灌条件良好（保
证水分相对充足但不积水），坡度小于１５°，光照良好的荒坡、
丘陵、平地等区域。光照和土壤的ｐＨ值都是影响艾草品质
的主要环境因素，主要是由于艾草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会随着
这些环境因素的优劣而发生改变，日照充足时，作物光合作
用强，产生的有效成分含量升高，如果日照不足，虽然艾叶中
挥发油的含量会有所提高，但总黄酮、鞣质及多种有机酸的
含量都会大幅度降低，整体上艾草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４］。
为使艾草免受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汽车尾气、生活垃
圾、医疗废弃物等的污染，种植区应远离上述污染源，灌溉用
水应洁净，基地的空气条件应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
Ｔ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中一、二级规范要求。种植基地的水质、大气、土
壤需要进行安全性评价。

表１　艾草全球范围内主要生长区域
生态因子值［５－６］

气候因子 因子范围

年生长期平均气温（℃） ８．７～２６．５
最冷季平均气温（℃） －３５．５
最热季平均气温（℃） １２．１～２８．５

年平均气温（℃） １．１～２２．６
年均相对湿度（％） ４５．１～７４．８
年均降水量（ｍｍ） １４１．０～２０８１．０

年均日照（Ｗ·ｍ－２） １２１．５～１６８．１

１．２　整地
根据所处地 形 进 行 整 地，清 除 杂 草 根 和 石 块。地 块 选

好后，先进行３０ｃｍ以上深耕，使土壤疏松，提高土壤保墒能

力，适度掌握犁耙次数，整地时每６６７ｍ２施入经腐熟的农家

肥３　０００ｋｇ或优质有机肥６００ｋｇ，均匀混合翻入土层，开厢

整平，并 开 好 围 沟、中 沟，使 沟 沟 相 通，达 到 雨 住 沟 干 的

效果。

１．３　起垄
开沟作厢待 种。为 了 人 工 除 草 和 机 械 作 业 方 便，可 根

据地形确定畦宽，一般在１．２ｍ左右。畦采取中间高、两边

低的模式，且高低差不能大于１．５ｃｍ，达到干旱时有利于灌

溉，出现 洪 涝 状 况 时 排 水 方 便。在 畦 与 畦 之 间 开 一 个 深

２０ｃｍ、宽３０ｃｍ左右浅沟，用来防涝排水。

２　繁殖方法
艾草的繁殖方 式 有 种 子 繁 殖 和 分 株 繁 殖，种 子 繁 殖 仅

有５％左右的出芽率，而且有两年的苗期，不利于生产，故采

用分株繁殖法为主。

２．１　繁殖材料选择
无论采用何 种 繁 殖 方 式，都 应 优 选 种 源。如 在 华 中 地

区，应选择公认的道地药材“蕲 艾”甚 至 是 蕲 艾 中 的 优 良 种

源作为繁殖材料，以保证 种 植 终 产 品 中 有 较 高 的 药 效 成 分

含量或较高的出绒率（灸用）。

２．２　种子繁殖
播种一般为 条 播 和 撒 播，应 首 选 撒 播。播 种 前 先 用 多

菌灵拌种，预防真菌感染。整地浇足水后下种，再用新高脂

膜６００～８００倍液喷洒土壤表面，可保墒防水分蒸 发、防 晒

抗旱、保温防冻；或整地浇足水后撒播，覆盖稻草，预防水分

蒸发，保温及防止杂草生长。

２．３　分株式繁殖
以根状茎分株繁殖，一般要求在霜降之后至立春艾草萌

芽前进行，艾草种蔸挖出后，剔除杂草树根，选取粗壮的根状

茎，以单根形式在种植沟内以接龙形式栽种，填土压实。

３　栽种
艾草栽种时要有侧重性地选择种植的深度与密度。在

北方或西部干旱地区，选择８～１０ｃｍ的种植深度；而在南方

雨水多湿度较大的地区，选择５～８ｃｍ的种植深度。合理控

制艾草种植密度，穴栽的为每６６７ｍ２种植６　０００穴左右；垄

栽的单根接龙，每６６７ｍ２用根状茎重量４０～５０ｋｇ。在北方

干旱地区，栽种前用１　０００ｐｐｍ生根粉液蘸根可促进生根，
增强艾草对低温、干旱的适应性，并提高抗逆能力。

１．选地整地；２．施用基肥；３．控栽密度；４、５田间管理；６．采收艾草

图１　农田栽种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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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田间管理
根据艾草实际生长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除

草、灌溉、排水），以产出优质、高产艾草。

４．１　中耕除草
在艾草生长过程中，适时进行中耕。注意耕作均匀，适

当深锄，深度约１０ｃｍ。合理疏除过密的茎基和宿根。每茬

收割后，应及时收集田间杂草，并集中深埋。

４．２　科学施肥
追肥在艾草每采收一茬后都要进行，中耕除草后为宜。

正常生长过程中不应施用化肥，连年单一使用化肥，种植作

物单方面吸收有用的离子，会降低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造

成土壤酸化、板结，而 土 壤 板 结 会 使 其 缺 少 氧 气，影 响 根 的

呼吸，能量供应不足，阻碍艾草的生长。可在必要时适当施

用农家肥、饼肥或 厩 肥，使 土 壤 中 有 益 微 生 物 群 落 增 多，微

生物 的 分 泌 物 能 溶 解 土 壤 中 的 磷 酸 盐，将 磷 素 释 放 出 来。
同时，也将钾及微量元素阳离子释放出来，促进土壤团粒结

构的形成，使土壤疏松，增加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及通透性。
艾草生产肥料施用具体方法见表２。

表２　艾草生产肥料施用方法

施用类型 肥料种类及施用方法 施用时间 作用

基肥 施入腐熟的农家肥或稀人粪尿，一般每６６７ｍ２　４　０００ｋｇ 在播种或移植前施用 供给养分，提供良好土壤条件

苗肥
北方或西部地区，每６６７ｍ２ 施尿素６～８ｋｇ作提苗肥，阴雨 天 撒 肥，
晴天叶面喷施

苗高１０ｃｍ左右 壮苗

追肥
每６６７ｍ２ 施腐熟的３　０００ｋｇ农家肥、厩肥或３００ｋｇ优 质 有 机 肥，或

以腐熟的稀人畜粪为主，适当配以磷钾肥
每次收割、中耕除草后

应对养分 的 大 量 需 要，补 充 基

肥的不足

４．３　水分管理
艾草适应性虽强，但干燥会影响产量，积水造成植株死

亡。龟背形的厢面使排水通畅。在北方干旱地区，根据需要

对艾草生长进行水分补充，漫灌或叶面喷灌苗高小于８０ｃｍ的

艾草。南方地区，为防止浸渍危害，要使沟沟相通，在雨后要

做好排水工作。土壤水分含量会对艾草的活性物质的含量

产生显著的影响，土壤水分较充足时，艾草中挥发油含量虽

会降低，但却会显著提高黄酮、鞣质、有机酸等类有效成分的

含量，整体上提高艾叶药材的质量［４］，水分较充足时也可提高

艾草产量，因此种植中应注意防止干旱。但若只考虑提取艾

叶中挥发油成分（艾精油），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则可适

当减少水分补给，选择适度干燥的土壤环境。

５　病虫害防治
艾草病虫害综合防治要遵守“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

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７］，贯彻“预 防 为 主、综

合防治”的植保方针。艾草的病虫害比较少，受周边作物影

响，在防治上，要做到早发现、早防治。

５．１　农业防治
无公害艾草宜实行３年以上土地轮作制；移栽时选用

无病虫害的健壮 植 株，加 强 土 肥 水 协 调 管 理；深 翻 土 壤、深

耕晒垡，阻止虫卵 在 土 中 越 冬，地 下 病 菌、害 虫 可 通 过 翻 耕

的手段被翻到地表；每次收获后及时清场，将残枝败叶集中

深埋。艾草虫害农业防治具体方法见表３。

表３　艾草虫害农业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发病症状 防治方法

蚜虫

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生 长 率 降 低、叶 斑、泛

黄、卷叶、枯萎以及死亡

在 播 种 的 前 一 年 冬 季 低

温 时 翻 地 将 卵 和 幼 虫 冻

死；松 土 除 草 让 卵 暴 露

在 土 壤 表 面 使 其 不 能 孵

化而死亡

红蜘蛛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ｃｉｎｎｂａｒｉｎｕｓ

被害 叶 片 叶 绿 素 受 损，
叶片有 密 集 细 小 的 灰 黄

点或 斑 块，严 重 时 叶 片

枯黄 脱 落，甚 至 因 叶 片

落光造成植株死亡

早春 定 期 翻 地，除 去 杂

草，使红蜘蛛无食而亡

５．２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以 病 虫 害 对 物 理 因 素 的 反 应 规 律 为 依 据，

利用简单工具和各种物理因素，如光、热、电、温度、湿度 和
放射能、声波等防治病虫害的措施。例如，由于害虫具有趋
光性，可以通过 黑 光 灯 或 者 频 振 式 灭 虫 灯 诱 捕。艾 草 的 病
害较少，主要有病毒病和极少量根腐病，病毒病是由蚜虫携
带病毒引起的，发病后的 特 点 起 初 是 枝 梢 上 端 的 嫩 叶 片 萎
缩，泛红或泛黄，呈火烧样，而后叶枯萎，从枝梢扩往茎枝下
面的叶片。且该病的传染性强、传染速度快，整块地都迅速
染病。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艾草植株密度过大，缺肥料，植
株免疫力弱。可采 用 翻 土 的 物 理 防 治 方 法，除 去 过 密 的 根
茎，达到疏苗的作用，同时补施有机肥料。
５．３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主要 是 通 过 生 物 天 敌、杀 虫 微 生 物 等 途 径 解
决病虫害，生物防治方法主要包括：以菌控病，以虫治虫，以
菌治虫，使用 植 物 源 农 药 等［８］。瓢 虫、草 蛉、食 蚜 蝇 和 寄 生
蜂都对蚜虫的增长有抑 制 作 用，要 注 意 保 护 和 利 用 蚜 虫 天
敌，如七星瓢虫、异色瓢虫、中华草蛉、食蚜蝇等。通过为虫
害的天敌提供庇护场所或人工助迁，可有效防治蚜虫危害。
有条件的可人工饲养和释放天敌。
５．４　化学防治

针对艾草病虫害，科学合理选用化学防治技术，禁止使
用高度、高残留农药防治病虫害。要加强对病害、虫害的综
合防治工作。应 采 取 农 业 综 合 措 施 与 药 剂 防 治 并 举 方 案，
发现病株应及时清除，控制传染。如果发现蚜虫危害，可将

７０％艾美乐水分散剂或吡虫啉１　０００倍稀释后，采用喷雾的
手段，喷雾隔周１次，连续３次，安全间隔期最少１５天。

６　采收加工与储存
在我国中部地区，艾草正常的第一茬的采收期为５月

下旬至６月上 中 旬。北 方 地 区 气 温 持 续 偏 低，艾 草 生 长 发
育相对迟缓，可适当延迟采收期。通常在枝叶繁茂、未开花
时进行地上部分 采 收。根 据 用 途 或 加 工 要 求，一 般 每 年 采
收１～２茬；第二茬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采收。采收天气
宜选择晴天的早晨或多云天气露水干后。艾草用作提取挥
发油成分的情况 下 不 需 干 燥，可 直 接 投 以 使 用。采 收 的 鲜
叶平摊于晾 架 上 阴 干，可 最 大 程 度 地 保 存 药 效 成 分（挥 发
油、黄酮、鞣质、有机酸等）；如采收和初加工时间紧，农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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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ＬＣ－ＤＡＤ同时测定合黄滋阴合剂中５种有效成分含量

沈　洁，万　丹＊，徐　冲

（重庆市中医院 药剂科，重庆４０００２１）

摘　要：目的：建立 ＨＰＬＣ－ＤＡＤ同时测定合黄滋阴合剂中芍药苷、王百合苷、毛蕊花糖苷、黄 芩 苷、黄 芩

素５种有效成分含量的 方 法，为 完 善 该 合 剂 的 质 量 标 准 提 供 参 考 依 据。方 法：采 用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色谱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 动 相：乙 腈－０．１磷 酸 （梯 度 洗 脱），流 速：１．０００ｍＬ／ｍｉｎ，柱 温：
３０℃，芍药苷检测波长：２３０ｎｍ，毛蕊花糖苷检测波长：３３４ｎｍ，王百合苷检测波长：３１０ｎｍ，黄芩苷、黄芩

素检测波长：２８０ｎｍ，进样量：１０μＬ。结 果：芍 药 苷、王 百 合 苷、毛 蕊 花 糖 苷、黄 芩 苷、黄 芩 素 质 量 浓 度 线

性范 围 分 别 为３６．０１～３６０．００μｇ／ｍＬ（ｒ＝０．９９９　５）、１２．５６～１２５．６０μｇ／ｍＬ（ｒ＝０．９９９　３）、７．２１～
７２．００μｇ／ｍＬ（ｒ＝０．９９９　４）、９．１２～１８２．４０μｇ／ｍＬ（ｒ＝０．９９９　５）、７．１６～７１．６０μｇ／ｍＬ（ｒ＝０．９９９　０），平均

回收率 分 别 为９８．３０％、９７．２１％、９６．１１％、９８．５３％、９５．３４％，ＲＳＤ 分 别 为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４％、
１．５０％、２．４６％。精密度、稳定性（２４ｈ）、重复性试验ＲＳＤ＜５％ （ｎ＝６）。结论：该方法简便、可靠，结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６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研机构绩效激励引导专项（ｃｓｔｃ２０１８ｊｘｊｌ１３００５９）
作者简介：沈洁（１９９０－），女，硕士，重庆市中医院药师，研究方向为中药制剂与医院药学。
通讯作者：万丹（１９８５－），女，硕士，重庆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研究方向为妇科生殖内分泌、盆腔炎性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

等。Ｅ－ｍａｉｌ：２８７６２４５１０＠ｑ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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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可晒至六七成干，收回室内，直立阴干，人工清除附着
在艾草上的藤蔓和其他杂质，然后脱其艾叶；收割时只收割
茎秆，留下根茎，留作种株翌年再繁殖用。

干燥后的艾叶应存储在干燥的仓库中，地面要有地架，
靠墙侧有一定间 隔 以 防 潮。药 用 艾 叶 不 应 久 储，以 避 免 药
效成分损失。供加工艾绒生产灸用制品的原料艾叶应储存

１～３年后使用。

７　结语
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加工是大势所趋［９－１０］，全面实现规

范化种植可提高中药材的生产质量。但艾草在规范化种植
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 多 方 面 的 不 足，为 有 针 对 性 地 解 决
其暴露出的问题，应 通 过 土 肥 学、植 物 生 理 学、生 态 学 等 多
个学 科 知 识，解 决 种 植 中 出 现 的 问 题，形 成 完 整 的 技 术 链
条［１１］。如艾草种 子 繁 殖 出 芽 率 低、苗 期 长，可 采 用 系 统 选
育、结合现代分子辅助育种途径等得到艾草抗逆新品种，使
其选育周期大大被缩短［１２］。对艾草种植者进行规范化种植
知识 的 培 训，建 立 艾 草 生 产 信 息 体 系 和 规 模 化 种 植 基 地。
根据市场对艾草不同用途的需求，变化采收时间，更好地实
现与市场需求的联动［１２］。通过联合现代技术手段，提升 艾
草品质，继而实现 规 模 化 和 产 业 集 群 化 的 发 展，使 其 经 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更好地为人类生活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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