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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研究以黄精为主体作物的立体多熟种植模式提供借鉴。[ 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3 次, 小区面积6 .67 m2 , 以双
株玉米30 000 窝/ hm2 间作红薯为对照⑦ , 研究贵州省绥阳基地栽培黄精套作不同密度玉米的模式。[ 结果] 各处理黄精产量依次是②
单株玉米30 000 窝/ hm2 > ①单株玉米19 995 窝/ hm2 > ③单株玉米36 000 窝/ hm2 > ④双株玉米19 995 窝/ hm2 > ⑤双株玉米30 000 窝/ hm2

> ⑥双株玉米36 000 窝/ hm2 , 玉米产量依次为⑤> ②> ④> ③> ⑥> ⑦> ① , 总产值是②> ③> ⑤> ④> ① > ⑥> ⑦ , 纯收入②> ③>
④> ⑤> ①> ⑥> ⑦ , 产投比②> ③> ④> ①> ⑤> ⑥> ⑦ ,劳动生产率为②> ③> ①> ④> ⑤> ⑥> ⑦ ,总投入⑦< ①< ②< ③< ④
< ⑤< ⑥。30 000 窝/ hm2 黄精带状套种单株登海3 号玉米30 000 株/ hm2 , 产量、产值、纯收入、产投比、劳动生产率等均为最好 , 与当地常
规栽培模式比较 ,总产值增加187 .7 % , 纯收入增加339 .0 % 。[ 结论] 30 000 窝/ hm2 黄精套种单株玉米30 000 窝/ hm2 为当地黄精与玉米
套作的最佳立体栽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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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mary Report onthe Study of Stereoscopic Cultivation Mode of Intercropping Chinese Herb Rhizoma Polygonatumwith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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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udy stereoscopic multiple intercropping pattern with Rhizoma polygonatumas mai n
crop . [ Method] The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with 3 repeats and plot area of 6 .67 m2 , double corn plants 30 000 holes/ hm2 as intercroppi ng with sweet
potato as CK⑦ ,the cultivation pattern of intercroppi ng R. polygonatumwith different densities of corn in Suiyang base of Guizhou province was studied .
[ Result] The yield order of R . polygonatumin eachtreat ments was single corn plant 30 000 holes/ hm2 ②> single corn plant 19 995 holes/ hm2 ①>single
corn plant 36 000 holes/ hm2 ③> double corn plants 19 995 holes/ hm2 ④> double corn plants 30 000 holes/ hm2 ⑤> double corn plants 36 000 holes/ hm2

⑥ ,the yield order of corn was ⑤> ②> ④> ③> ⑥> ⑦> ① , the order of total yiel d val ue was ②> ③> ⑤> ④> ①> ⑥> ⑦ ,that of pure in-
come was ②> ③> ④> ⑤> ①> ⑥> ⑦ ,that of ratio of yield to input was ②> ③> ④> ①> ⑤> ⑥> ⑦,that of labor productivity was ②> ③
> ①> ④> ⑤> ⑥> ⑦ , and that of total input was ⑦< ①< ②< ③ < ④< ⑤< ⑥ . All yield , yield value , pure i ncome , ratio of yiel d to inpu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tc of intercropping 36 000 holes/ hm2 R. polygonatumin strip shape with single corn Denghai3 plant 30 000 holes/ hm2 were
best . Compared with local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mode , the total yield value increased 187 .7 % and the net income increased 339 % . [ Conclusion] In-
tercropping 36 000 holes/ hm2 R. polygonatumwithsingle corn plant 30 000 holes/ hm2 was the opti mumstereoscopic cultivation patternof intercroppi nglo-
cal R . polygonatum with co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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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精是百合科( liliaceae) 黄精属( polygonatum) 多种植物

根茎的总称[ 1] , 黄精性平、叶甘、入脾、肾、肺经, 具有补肾益

精、滋阴润燥之功效[ 2 - 3] 。近年来随着对黄精应用研究的不

断深入, 除拥有非常广谱的药用价值外 , 还可加工成蜜饯、饮

料、保健品、护肤品、猪饲料添加剂等, 且可作蔬菜、观赏花卉

栽培。野生资源已远达不到市场需求 , 因而 , 人工栽培已成

为当前黄精市场供应的主体[ 4 - 6] 。

贵州遵义地区黄精栽培已初具规模 , 但其栽培模式简

单, 土地利用率低下, 经济效益不明显。黄精为多年生植物 ,

栽培4 年后才能收获, 收获前几年, 土地保产增收问题一直

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为此, 笔者进行了黄精与玉米不同密度

套作种植模式试验 , 为建立以黄精为主体作物的立体多熟种

植模式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用药材为黄精( P . sibiricum Red .) , 是2000 年

经无性繁殖育苗, 于2002 年3 月移栽到试验地。套作的玉米

为当地当家品种登海3 号。

1 .2 方法  试验于2001 年12 月～2005 年12 月在贵州省凤

冈县黄精GAP 试验示范绥阳基地进行。试验选择土层深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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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较肥沃、地块平整、排灌方便、保水保肥的中上等土地 ,

其有机质含量29 .75 g/ kg 、全氮1 .6 g/ kg 、全磷0 .73 g/ kg 、缓效

钾235 mg/ kg 、碱解氮161 mg/ kg 、有效磷11 mg/ kg 、速效钾85

mg/ kg ,pH 值6 .00。按1 .67 m 开厢, 厢面宽1 .33 m, 厢沟0 .33

m。厢面中间种植黄精, 两边种植玉米, 带状栽培。随机区组

设计 , 重复3 次 , 小区面积6 .67 m2 , 小区周围种植黄精形成保

护行。黄精于2002 年3 月移栽, 密度3 万窝/ hm2 。玉米实行

单株或双株定植, 共7 个处理: ①单株2 万窝/ hm2 ; ②单株3

万窝/ hm2 ; ③单株3 .6 万窝/ hm2 ; ④双株2 万窝/ hm2 ; ⑤双株3

万窝/ hm2 ; ⑥双株3 .6 万窝/ hm2 ; ⑦双株玉米3 万窝/ hm2 间

作红薯( CK) 。

2002 年在黄精移栽前精细耕整施入基肥,3 月底移栽黄

精2 年生无性繁殖种苗, 每厢于中间种植2 行, 窝距0 .4 m,

行距0 .8 m, 错窝种植, 密度为单株3 万窝/ hm2 。厢面两边于

每年4 月底套种玉米, 其他操作每年基本一致。2002 ～2005

年试验共进行了4 年, 玉米、红薯一年一收, 产量以4 年总和

计; 黄精于2005 年12 月采收时测产。记录所有物质和劳动

力投入 , 进行效益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将2002 ～2005 年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及收获产品的产量、

产值等指标进行统计( 表1 、2) 。由表2 可知, 各处理黄精产

量依次是②> ①> ③> ④> ⑤> ⑥, 玉米产量依次为⑤> ②

> ④> ③> ⑥> ⑦> ①, 总产值②> ③> ⑤> ④> ①> ⑥>

⑦, 纯收入②> ③> ④> ⑤> ①> ⑥> ⑦, 产投比②> ③>

④> ①> ⑤> ⑥> ⑦ , 劳动生产率②> ③> ①>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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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总投入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综合所有指标

可选出处理②, 即单株3 万窝/ hm2 黄精套种单株玉米3 万窝

/ hm2 效果最好, 较对照总产值增加 187 .7 % , 纯收入增加

339 .0 % 。且该方式兼顾了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 达到了长短

结合的目的。因黄精至少需要4 年才能收获, 若单作黄精则

没有短期效益, 农民不易接受。因此处理②应作为今后黄精

种植特别是与玉米套作种植方式推广的最佳选择。

  表1 不同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情况

处理
种子黄精

元

整地播种
玉米

元/ hm2

用工

个/ hm2

费用

元/ hm2

肥料
农家肥

元/ hm2

多元肥

元/ hm2

田间管理
用工

个/ hm2

多费用

元/ hm2

收获及初加工
用工

个/ hm2

费用

元/ hm2

① 33 000 270 540 8 1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② 33 000 420 540 8 1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③ 33 000 480 540 8 1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④ 33 000 540 600 9 0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⑤ 33 000 840 600 9 0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⑥ 33 000 960 600 9 000 12 000 3 000 2 400 36 000 300 4 500

⑦( CK) 3 600( 薯) 840 660 9 000 12 000 3 000 1 200 18 000 225 3 375

 注 : 黄精种苗按1 .0 元/ 株计 , 玉米种子6 元/ kg , 用工15 元/ 1 个 , 农家肥8 元/ 100 kg , 多元复合肥50 元/ 50 kg。

  表2 不同处理产量、产值和收益比较

处理 作物
产量

kg

产值

元/ hm2

总投入

元/ hm2

纯收入

元/ hm2

用工量

个/ hm2
产投比

劳动生产率

元/ 8 h
① 黄精    38 850    194 250 96 870 123 420 3 240 2 .274 1 38 .09

玉米 18 360 26 040

② 黄精 40 395 201 975 97 020 141 855 3 240 2 .462 1 43 .78

玉米 24 600 36 900

③ 黄精 38 100 190 500 97 080 128 610 3 240 2 .324 8 39 .69

玉米 23 460 35 190

④ 黄精 37 395 186 975 98 040 125 475 3 300 2 .279 8 38 .02

玉米 24 360 36 540

⑤ 黄精 37 155 185 775 98 340 125 235 3 300 2 .273 5 37 .95

玉米 25 200 37 800

⑥ 黄精 36 045 180 225 98 460 113 535 3 300 2 .153 1 34 .41

玉米 21 180 31 770

⑦( CK) 红薯 106 650 53 325 50 715 32 310 2 085 1 .637 1 15 .50

玉米 19 800 29 700

 注 : 总投入和玉米、红薯的产量、产值均为4 年总和 , 黄精为2005 年测产所得 , 取3 个重复小区的平均值。玉米均以干籽计产 , 单价1 .5 元/ kg , 黄精、

红薯以鲜重计产 , 单价黄精5 元/ kg 、红薯0 .5 元/ kg 。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黄精套种玉米比当地的常规种植即红薯

套玉米, 收益要高很多, 这是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

路。在进行药材与其他作物共同发展的种植模式选择上, 应

注意以下问题:

(1) 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业 , 必须走粮药间套作的高

产高效多熟立体种植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农民的基本

口粮, 又创经济收入。

( 2) 必须因地制宜地栽培中药材 , 突出药材地道性, 以便

于规模化发展, 从而实实在在地搞活农村经济。

(3) 中药材基地建设和农户生产药材所需的资金, 应与

农村建整扶贫、以工代赈、退耕还林、生态建设、农业综合开

发等项目的实施及党的各项富民政策结合起来, 由政府提供

一部分资金。

( 4) 粮药间套作种植方式一定要遵循高产、高效、优质的

多熟立体种植模式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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