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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黄连气候生态条件及培植技术
卫选能１，刘德银２

（１汉阴县气象局，陕西汉阴７２５１００；２汉阴县科学技术协会，陕西汉阴７２５１００）
摘要：利用汉阴多年积累的气象资料结合农业气候区划中部分指标，分析黄连生态的气候利弊
条件，认为海拔８００～１６００ｍ最适宜发展黄连。针对高温、干旱、强日照气候灾害应采取相应的
防范抗御措施，提出黄连全生育期高效培植和管理技术。
关键词：黄连；气候条件；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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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为毛莨科，黄连属，须根系，多分枝，冷
生、湿生、阴生、多年生草本植物。黄连是名贵
中药材，根株全都入药。具有泻火、解毒、清热、
燥湿之功效。汉阴黄连历史悠久。黄连植株娇嫩，
培育栽植过程复杂，工序多、要求高、技术性强、
生长期长、难度大。
黄连气候生态条件
１１温度条件

黄连适宜生长在山地、表土疏松肥沃、凉爽
低温区。要求＞０ｏＣ积温３０００～４７００ｏＣ·ｄ，年
平均气温８０～１３０ｏＣ，日平均气温４０～２４０
ｏＣ都能生长，最适宜活跃生长的日平均气温为
８０～１８０ｏＣ，气温低于－１６０ｏＣ或高于３００ｏＣ
均对生长造成危害。海拔１６００ｍ以上地区，元月
的最低气温持续在－１６０ｏＣ以下，冻坏根系，致
黄连毁灭性死亡。海拔８００ｍ以下地区，６—８月
盛夏酷暑，最高气温３００ｏＣ以上，极端最高气温
３５０～４００ｏＣ，黄连植株普遍中暑，染热毒而致
萎焉死亡。气温稳定通过５０ｏＣ，开始期２月上
旬，终期１１月下旬，生长期共２８０ｄ左右。无毁
灭性霜（雪）冻害期３００ｄ以上。汉阴热量资源随
海拔高度变化的综合论证结果分析，海拔８００～１
６００ｍ中高山地带，是黄连生长的最佳区域。
１２水分条件

黄连喜欢湿润，适宜在土层深厚、排水性好、

保湿性强、富含腐殖质，ＰＨ５５～７０的微酸性、
水分均匀的壤土中生长。黄连生长需年降水量
７８０ｍｍ以上。汉阴雨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８７０
ｍｍ，中高山地区林、木、草覆盖率达到９０％，提
高了湿度，水分资源能满足黄连生长。

黄连生长怕严重干旱。５—６月的强初夏干旱
（频率２４％），直接影响黄连第一次苗期移栽，不
利２ａ以上生长植株果实成熟，特别是为害４～５
ａ生长植株结果不充实饱满，无法采集为种籽。
８—９月的重伏秋旱（频率３８％），增大了黄连第
二次苗期移栽难度，降低移栽幼苗成活率。移栽
黄连幼苗，尽可能选择阴雨天气条件，抓住良机，
迅速操作。
１３光照条件

黄连是阴生植物。生长环境须搭设遮荫棚架，
且不能过于荫蔽，否则，苗情纤细柔弱，易罹病
害。黄连植株柔嫩，特别要防烈日照射，强光直
射植株迅速枯萎死亡。随着苗龄增长，不断调节
棚架高度和角度，保持理想的荫蔽、透气和透光
效果。汉阴年平均日照１７００ｈ。光照很充足，能
充分有效运用，可符合黄连生长需求。
１４风条件

黄连喜微风扰动、通风良好的环境。汉阴常
年多吹偏南风，频率＞８０％，能正常驱动气流。微
风还可促进花期传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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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籽繁殖培育技术
２１采集良种

立夏前后，�荚果变为黄绿色出现裂痕又尚
未开裂时，选择５ａ生旺盛植株所结的充实饱满
果实，带果柄摘取，采集为毛种。
２２处理种子

将采集的毛种，堆放于阴凉通风的室内，待
�荚果完好开裂后打出种子、去杂质和瘪子，然
后将种籽与３份湿润的细沙土混拌均匀，装入木
箱，放入地窖或山洞，保持６０ｏＣ以下低温，贮藏
６个月进入休眠。
２３播种

１１月，日平均气温降到６ｏＣ左右，在黄连适
生区（海拔９００ｍ左右）进行种园作畦。按用种
量４５～６０ｋｇ燉ｈｍ２与３００倍过筛细腐殖质土充分
混拌，均匀撒在畦面上，盖上０５ｃｍ厚的细碎粪
土，埋好种籽，再薄盖一层稻草保温保湿。翌年
早春２月，气温回升到１０ｏＣ左右，揭去稻草，以
利连芽出土成苗。
２４苗期管理
２４１搭棚防止阳光直射幼芽，减少降水直接
冲刷苗床，畦面两旁栽桩立架，架面上覆盖小竹
竿或树枝条，建６０ｃｍ高、荫蔽度达８０％，通风
透气良好的荫棚。
２４２间苗幼苗长出２片真叶后，视其苗情密
度，去弱留强，保持株距１ｃｍ。
２４３施肥培土间苗后用１５ｔ燉ｈｍ２清淡人畜
粪水或尿素４５ｋｇ燉ｈｍ２对水１５ｔ燉ｈｍ２均匀洒泼幼
苗。２个月后再施一次肥，在幼苗根茎周围撒一层
厚约１ｃｍ的腐殖质细土，稳固幼苗。９月用饼肥
粉０７５ｔ燉ｈｍ２与细腐殖土３２５ｔ燉ｈｍ２混拌均匀，
撒于畦面。翌年早春解冻后，施一次人畜粪水或
尿素４５ｋｇ燉ｈｍ２对水１５ｔ燉ｈｍ２，保育壮苗。
栽植技术
３１选地整地

挑取土层深厚、肥沃、阔叶混交林，按专用
荫棚透光标准、调整好林间荫蔽度，依自然地形
作畦开沟。选生荒地，去掉草木，耕翻２０ｃｍ深，
清除树根、草根和石块，整平耙细作畦，铺设１５
ｃｍ厚的落叶混杂腐殖质土，畦面四周开设排水

沟。用轮作熟地，施入土杂肥７５ｔ燉ｈｍ２深翻，然
后作畦。
３２竖架搭棚

根据山地作畦形状，灵活立架。架柱长２ｍ
左右，下端固入土内５０ｃｍ，上端可支撑和调节横
架竿高度。顶盖、围篱、棚门可就地选用树枝条
或山竹剖编而成，筑设牢固，防兽害、大风吹刮
和强日射。
３３移植连苗

２月、５月和１０月均可选择阴雨天气移栽。选
达５片以上真叶的连苗，分百株小把捆扎，剪去
长须根，把附根泥土轻淘洗净，取钼酸铵１∶５００
倍水溶液浸根２ｈ，用栽秧刀按行、株距１０ｃｍ开
穴６ｃｍ深，将连苗插入穴内，覆土压实近第一片
真叶柄。
田间管理
４１追肥培土

栽后３ｄ内，洒浇清淡人畜粪水或腐熟饼肥
水２２５ｔ燉ｈｍ２，确保幼苗成活。连苗生长９个月
后，施厩肥１５ｔ燉ｈｍ２与饼肥１５ｔ燉ｈｍ２、土杂肥
７５ｔ燉ｈｍ２充分混拌腐熟后、细碎呈粉状，撒于畦
面，保水、保湿、保肥、保温促进幼苗良好发育
生长。第２年，每逢春、秋季各追肥一次。春季
用人畜粪水或饼肥水１５ｔ燉ｈｍ２，或尿素０１５ｔ燉
ｈｍ２和过磷酸钙０３７５ｔ燉ｈｍ２与细土混拌均匀，撒
在畦面上。秋季，把厩粪、火土灰，饼肥充分混
拌腐熟细碎后，２２５ｔ燉ｈｍ２撒入畦面，再用细碎
的腐殖质土覆盖１ｃｍ厚。
４２补苗、除草、摘花葶

春夏移栽的连苗，待秋季补缺，秋季移栽的
于翌春解冻后补缺。补苗选用同龄强壮连苗，带
土移栽、浇足压根水。每年需除草３～５次，也可
用５０％除草净等化学除草剂及时作业。保留好连
种花葶发育，按时剪掉其它所有花葶，使养分集
中于根部吸收。
４３调节荫棚

随着黄连的生长，架棚荫蔽度随之递减。１—
４年分别调节到８５％—７０％—６０％—４０％。第５
年待种子采收后开始“亮棚”，加强植株光合作用，
积累有机物质，促进根茎后期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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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适宜气候条件与高产栽培技术
陈明彬１，刘天民２，刘哲１

（１商洛市气象局，陕西商州７２６０００；２商州区气象局，陕西商州７２６０００）
摘要：利用商洛气候资源分布特点和中药产业基地的栽培试验资料，在实地勘察，调查研究、统
计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山茱萸适宜生长的气候生态条件指标；提出山茱萸高产栽培技术方法。
关键词：山茱萸；适宜气候；高产栽培
中图分类号：Ｓ１６２５ 文献标识码：Ｂ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楝木属多年生植物，是
我国传统常用名贵中药材，也是商洛“地道中药
材”品种。山茱萸以果皮供药用，具有补益肝肾，
涩精固汗的功效。主治眩晕耳鸣、腰膝酸软、大
汗虚脱、内热消渴等。对自然环境要求较严，喜
温暖湿润、半向阳的气候环境，不耐寒旱。在海
拔９５０ｍ以下的缓坡、丘陵微酸性沙质棕壤土或
黄棕壤土栽植生长良好，进入盛果期年产干果肉
２３００～３０００ｋｇ燉ｈｍ２，收入达４６～６０万元燉
ｈｍ２。
山茱萸品种分布、生物学习性与土壤
１１品种分布

商洛山区目前栽培的山茱萸品种主要有石磙

枣、香蕉、园铃、珍珠红、小米枣、小园铃和笨
米枣等。主栽植品种分布：丘陵平坝区（海拔８００
ｍ以下）为石磙枣、香蕉、园铃、珍珠红；浅山
缓坡区（海拔１２００ｍ以下）为珍珠红、小米枣、
小园铃；浅山沟槽区（海拔１１００ｍ以上）为小米
枣、小园铃和笨米枣等。
１２生物学习性

山茱萸生态气候适应性较强，喜温暖、湿润、
半向阳的生态气候环境，尤其是花果期，气温较
高，座果好；进入成果期（８月下旬—９月）需要
较好的光照条件。在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的浅山、丘
陵、平坝区种植生长快，投产早，寒害轻，产量
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陈明彬（１９５１－），男，陕西商州人，高级工程师，从事气候、农业气象研究与管理。

４４防治病虫害
黄连喜腐殖质土壤，腐殖质土易滋生病菌和

小虫类。５月发现白粉病，可用７０％甲基托布津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喷灭；发现碳疽病可用１∶１∶
１００波尔多液喷灭；夏秋季易发白绢病，可用５０％
退菌特５００倍液喷灭。蛞蝓等害虫或小动物为害
时，可用蔬菜拌农药做成毒饵诱杀。
采收加工

黄连生长５ａ后产量最高，应于立冬前后、小
心挖起全株，抖掉泥沙，剪去须根和叶柄，晾干
水汽，放入专设炕房由６０ｏＣ逐渐降到３０ｏＣ，缓

慢烘干。取出置于大筛或竹筐内，趁热来回轻度
撞击，去净泥沙、叶柄和须根残余，形成优质干
黄连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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