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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探讨了安徽省药用花卉的生产现状 , 并且提出了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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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status of the medical flowers in Anhui provi nce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was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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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在药用花卉新品种选育、品质改良、加工包装等

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导致其种性退化、品质下降, 安全

性降低、效益下滑。为此 , 笔者探讨了安徽省药用花卉的生

产现状和发展趋势, 旨在保护种质资源、提高加工水平、增强

市场竞争力 , 为药用花卉产业结构调整、规范生产提供科学

依据和理论指导。

1  生产现状

1 .1 品种资源及其分布

1 .1 .1  白芍( paeoni a l actiflora Pall ) 。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喜温暖、阳光充足、湿润气候, 耐寒、耐旱、怕涝, 对土壤

酸碱度要求不严,pH 值6 .5 ～8 土壤最为适宜, 适宜排水良

好、疏松、富含腐殖质的砂质壤土种植 , 忌连作。

白芍分布于该省亳州、涡阳、太和等地, 全省产量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25 % 。白芍的药用部分为块根 , 是良好的保健

品、化妆品, 具有养血、柔肝、敛阴、收汗、缓急止痛等功效。

据《神农本草经》, 白芍“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止

痛、利小便、益气”, 是治疗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方剂中的重

要组方。

1 .1 .2 药用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 um) 。多年生草本植

物, 适应性较强, 一般在年平均气温为15 ～20 ℃的地区均能

正常生长。耐寒、耐旱、怕涝、喜肥, 在肥沃、疏松、排水良好、

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至中性沙壤土中生长良好[ 1] 。

历史上安徽省的亳菊、滁菊、贡菊以其品质优、药效好、

产量高而著名[ 2] 。药用菊花分布于该省大江南北。淮河以

北主产亳菊, 集中分布在辛集、大寺一带, 以大寺的怀楼栽培

最为集中; 淮河以南主产贡菊和滁菊, 黄山市歙县北岸大阜、

杞梓里为贡菊主产区 , 滁州市全椒县、南谯区为滁菊主产

区[ 3] 。现有14 个乡镇为滁菊原产地保护区, 其中“金玉滁

菊”为我国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药用菊花以干燥的头状花序入药。贡菊则以茶用为主 ,

兼顾药用 ; 滁菊、亳菊则以药用为主, 兼顾茶用。药用菊花具

有疏风散热、养肝明目、清凉解毒之功能, 可治伤风感冒、头

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等症[ 4] , 还可以泡茶、泡酒, 常饮

可“清净五脏, 排毒健身”, 起到美容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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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霍山石斛( Dendrobi u m huoshanense C.Z .Tang et S.J .

cheng) 。属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 多生

长在悬崖峭壁向北阴的石缝处, 以疏松、富含腐殖质、呈中性

或微酸性的砂壤土为好, 常与苔藓等植物生长在一起。它是

一种耐阴短日照植物, 怕高温干旱、怕强光和长日照, 较耐

寒, 需温暖湿润的气候。霍山石斛资源在我国南方曾经十分

丰富, 现安徽霍山为该省主产区。

霍山石斛以茎入药, 主治五脏虚劳、强阴益阳等[ 5] 。霍

山石斛有效成分中, 除生物碱和多糖外 , 微量元素也是一类

起重要作用的活性物质[ 6 - 7] 。它内含27 种微量元素 , 具有

滋阴清热、生泽益胃、润肺止咳、清音明目、防癌抗癌的功效 ,

既能治病又能补益、温、寒 , 是珍稀名贵药材。

1 .1 .4 其他。安徽铜陵市的凤丹、宣城市的木瓜、怀宁县的

海螺望春花、黄山市的徽梅均为地方药用花卉的主栽品种和

特色品种。

1 .2 栽培状况 在亳州白芍栽植面积近0 .7 万hm2 , 约占全

国总面积的80 % 以上, 一般产干品12 000 ～15 000 kg/ hm2 , 年

上市5 万t 左右。

目前, 安徽省有80 个乡镇种植药用菊花, 种植面积达

2 500 hm2 , 产量高达1 500t 。除满足国内需求外, 还销往东南

亚、日本、欧洲等国。近年来 , 作为茶药兼用的贡菊发展迅

速,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除主产区黄山外, 芜湖繁昌县也已

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然而, 一直被认为是药用菊花中质量

最佳的滁菊、亳菊种植面积却逐渐减少[ 3] 。

霍山石斛对生长条件要求十分苛刻, 种子因胚未分化及

缺少营养物质而繁殖能力极低, 生长周期长。由于经济利益

驱动, 长期遭到过度采挖 , 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 野生资源已基

本灭绝, 目前在主产地霍山已极难发现野生个体[ 8] 。目前霍

山县栽培面积不足0 .7 hm2 , 全国范围内供不应求, 无法应中

药生产。霍山石斛的繁殖主要有分株繁殖和种子繁殖2 种

方法。栽培方式有岩石培育法、贴树栽种法( 树穴栽培) , 盆

栽法等[ 9] 。霍山石斛一般生长年限越长, 茎数越多, 单株产

量越高。

1 .3 经济效益 药用花卉为大宗药材, 生产周期短, 是个充

满活力、不断成熟的市场。由于其疗效显著、无副作用, 市场

需求量迅速增长。近年来, 各主产区的花农根据当地医药部

门分析市场动态进行计划性种植, 经济收入相对稳定。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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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人工费, 一般每年可收入30 000 ～45 000 元/ hm2 。例

如, 白芍第1 、2 年一般没有产量, 第3 年单产7 500 ～9 000

kg/ hm2 , 第4 年单产15 000 kg/ hm2 。按当年市场价平均为8

元/ kg 计算, 第3 年产值为60 000～72 000 元/ hm2 , 第4 年产值

为120 000 元/ hm2 ,4 年的总成本为30 000 元/ hm2 左右, 效益

为90 000 元/ hm2 , 平均每年效益为22 500 元/ hm2。药用菊花

鲜花9 000 kg/ hm2 , 干花1 200 ～1 500 kg/ hm2 , 收入30 000元/ hm2

左右 ; 霍山石斛资源非常匮乏,6 kg 鲜石斛可获1 kg 干的商品

石斛, 价格为7 万～8 万元/ kg 。

1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4 .1 栽培技术落后。在各特色药用花卉产区高产、优质、

安全栽培技术薄弱。品种选育上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 , 栽培

上多采用连作和无性繁殖, 植株易感染病毒和病虫害, 导致

产量降低; 在园地选择、土壤环境质量、测土平衡施肥、灌溉

水质量等方面没有调控机制; 病虫害防治上, 滥用农药, 超过

食用安全的标准。例如, 无公害药用菊花产地, 应选择在生

态条件良好 , 远离污染源, 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

产区域 , 但是部分产区达不到以上标准要求。

1 .4 .2 采收、加工手段落后。药用花卉的采收加工习惯从

原料开始, 不进行阶段性质量控制而直接形成产品的经验型

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产品质量的不稳

定、不可靠, 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 , 产品竞争力不强。例

如, 药用菊花采花过程中, 遇到连雨天, 不能及时把湿花晾

干, 常常引起腐烂、变质, 以致加工色泽较差; 收花过多, 堆放

紧压损坏花瓣, 易因不透气而造成变色、变质, 影响品质。

以产品的卫生学指标为例, 能否达到标准要求是反映质

量好坏的重要内容。贡菊和滁菊产区的农村花农的手工作

坊式传统加工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能力落后, 难以按要求控制

和调整烘焙的火力和温度, 常引起花盘变色、变黄, 导致品质

下降, 同时加工过程中还常伴有SO2 熏蒸, 卫生标准低、含量

超标。

1 .4 .3 资源保护不力。安徽省药用花卉行业或产业科技政

策缺少扶持 , 其资源及相关知识产权建设不完全, 资源的搜

集和保存水平较低。一方面在种质资源方面缺少积极的产

业政策、科研配套资金、人力资源、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在品

种资源、生产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等方面缺少全面的集

成与整合, 部分品种生物资源不能可持续性利用。例如, 在

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盲目引种引起种性退化、种质混杂等问

题, 所以尚需进行优良品种的选育和繁殖研究 , 以发挥优良

种质在生产上的优势[ 10] ; 部分珍稀品种尚无系统的保护与

开发规范, 乱采乱挖、过度开发的现象严重, 造成水土流失。

2  发展趋势

2 .1  实施安全标准化栽培  按照“科学规划、示范推广”的

方式, 依据生态环境区域优势建立药源基地, 重点选择地道

药用花卉品种, 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对照国

际标准, 完善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和质量检测制度, 实现标准

化操作, 对其关键技术制定相关地方标准。成立花农专业合

作组织, 通过召开现场会、培训技术人员等途径建立标准化

生产技术示范推广体系, 推动产业化进程。例如, 在土壤肥

料管理方面 , 分析土壤养分含量, 依据产量目标和氮磷钾利

用率, 制定平衡施肥方案, 进行大田示范; 在病虫害防治方

面, 采用以物理方法、农业措施、生物方法为核心的病虫害防

治技术, 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使农

药残留量达到无公害农产品标准。

2 .2  提高加工和包装水平 提高加工和包装水平能充分体

现商品的市场价值 , 有利于打出品牌, 提升产品知名度。①

应充分改善和提高加工环境、加工设备、加工流程, 并在加工

技术上认真研究卫生指标、理化指标, 以保证产品的品质。

②要深入探讨包装技术, 对保护商品、方便贮运、扩大宣传、

增加利润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药用花卉以生产成品形式

投放市场, 应充分考虑防腐、防潮、防虫、防污染的要求, 使产

品转化商品的同时保持其安全性。③为了突出药用花卉的

行业特色和科技特色, 适应市场的需要 , 应建立药用花卉加

工工艺标准和包装技术规程, 将其作为规范加工和包装的重

要理论基础。

2 .3  资源搜集与保存 种质资源搜集与保存是实现产业化

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种质资源搜集方面, 应对地道药用花

卉品种的生态环境、品种概况、植物学性状、生物学特性、经

济性质和药用价值进行整理和科学的评价。种质资源保存

方面, 应对重要品种采取提纯、复壮的方法恢复, 除传统的种

子保存外, 还应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器官、组织、细胞、花粉

进行保存。建立保存种质多、保存时间长且稳定、安全、可靠

的“种质基因库”; 建立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 保

护物种基因 ; 建立野外研究与监测网络 , 对资源进行动态管

理; 采取建设资源圃的方式保护野生环境品种。

2 .4  增加科研投入 药用花卉作为一个很有发展前景和发

展潜力的产业, 增加科研投入是新品种开发和技术进步的重

要推动力。虽然安徽省药用花卉行业有一定的创新能力, 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速度相对较慢。培育优质品系方面 ,

应采用高产、抗病虫害或有效成分含量高的野生品种进行驯

化, 根据需要可以追溯到几代前的母本和父本 , 得到优良品

系。所以, 在品种改良和研发力度等方面应加大科研投入 ,

结合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高新技术 , 在标准化生产、新品

种开发、快速繁育、基因分离和导入等方面取得突破。例如 ,

在霍山石斛的研究中 , 一方面可在环境适宜的地区开辟种植

基地, 进行科学的管理; 另一方面可进行细胞培养试验, 缩短

种植周期, 同时以野生霍山石斛为起始培养物 , 诱导细胞团

并大量分化成苗[ 11] 。建立一套完整的种苗高效繁殖技术体

系和生产技术体系对挽救霍山石斛种质资源起到极其重要

的作用。

3  结语

安徽省药用花卉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 应在继承和发扬

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

和手段 , 逐步形成保存、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化体系, 提高

产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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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汞的浓度却低于铅的浓度 , 这可能与重金属铅不易降

解有关 , 而金属汞在土壤中容易富集, 并且容易挥发。处理

后pH 值由碱性降低到中性状态 , 这将有利于农作物的吸收 ,

并且对农田危害极小, 十分有利于农田灌溉。

总的来说 , 不管是营养成分还是汞的浓度 , 经污水厂处

理后的浓度都远远低于处理前; 重金属铅和重金属汞的含量

未超过《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用于农田灌溉近期不会对农作

物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不良影响。由此可见, 污水处理厂的进

水口与出水口中营养成分较高, 用于农业灌溉既可以科学、

合理地利用污水资源; 又能减少肥料施用量, 节约农业产生

资料投资。

3  讨论

污水处理的方法很多 , 笔者着重从微生物降解和物理吸

附降解2 种方法出发, 探讨当前市区生活污水处理前和处理

后营养成分的状态及两种重金属元素铅、汞的含量, 进而对

新乡市污水处理的效果进行了适当的评价, 对这两种方法的

效果有了肯定的验证。经过处理后, 重金属汞、铅得到了很

好的降解, 尤其是汞的效果更为明显, 这与它本身的性质有

很大关系, 污水处理后酸碱性发生了很大改变 , 这将对农田

的影响非常小, 也适合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废水资源化是实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些传

统的废水处理工艺已满足不了现有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

质量标准的要求以及人类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愿望。针对现

有工业污水处理效率低、人工合成类化学物质( 特别是各类

有机物) 可生化性较差、难以用微生物降解等特点, 目前国内

外研究者正着力于 O3 氧化法、光催化氧化法、电化学法、高

温氧化法等新的污、废水处理方法和技术研究[ 6] , 有些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实际应用研究仍显不

够, 加大这方面的应用研究工作, 将对改善倍受污染危害的

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乡市污灌区重金属汞轻度污染 , 城市污水用于灌溉前

必须用生物净化法与其他方法进行联合处理, 如在机械净

化、生物净化或3 级净化的几个阶段添加药物; 在机械净化

期间应在1 级沉淀池中添加剩余活性污泥等。在污水处理

过程中可采取以下措施:

( 1) 综合利用, 培肥地力。污水中除含有少量有害物质

外, 大多数污水中都含有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 如果处

理得当 , 既能消除对环境的污染, 又可使作物增产增收。因

此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力量开展污水利用方面的研究, 通过科

学合理的利用, 使污水变废为利, 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

民增施有机肥、秸杆还田、配方施肥等, 以增加土壤有机质 ,

提高土壤对有害物质的消解能力, 以利于促进生态平衡, 防

止污染。

( 2) 因地制宜调整作物的轮作结构。新乡地区污灌面积

较大, 应调整污灌区内种植结构, 以减轻污水对农业生态环

境的影响。调整原则: 根据土壤类型实行水旱轮作, 从而调

节和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提高土壤对污染物的承载能力。

在旱旱轮作中, 可种植牧草、绿肥、棉麻等抗逆性强的作物 ,

以提高植物产量, 增加收益, 并可改善土壤质量, 提高土壤肥

力。水果基地可大力发展果园种草, 如白三叶草和紫苜蓿

等, 可以对污水起到净化作用 , 减轻污灌对土壤的污染。

( 3) 妥善处理污泥。污泥处理是污水处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只有污水处理的后继部分———污泥得到妥善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 才能避免在污灌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 , 或从污水处

理过程中寻找污泥减量的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水污染

环境问题。因此, 如何使污泥处理达到减容化、无害化、稳定

化及减量化, 将是今后污水处理过程中急需关注的重要课题

之一[ 7] 。

(4) 加强污水灌区环境质量监督体系建设, 确保农业用

水安全。污水灌溉既能缓解水资源短缺又是一种资源利用

的有效途径, 同时还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因此, 各级政府部

门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 建立完备的农业环境

质检体系, 定期进行定点跟踪监测, 及时了解农用污水质量

状况, 制定行之有效的污水安全灌溉技术方案 , 指导农民合

理利用污水, 避免盲目污灌, 达到既利用污水 , 又防止农业环

境污染的双重目的, 以减少和避免农业污染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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