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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ａ）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市场需求量巨大，致使半夏野生资源不断破坏、濒临枯竭，人工种植是
解决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的有效途径。由于人们缺乏对半夏科学化种植的知识和技术，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产量
低、品质差等情况，危害公众身体健康，也极大地损害了种植户的利益和积极性。无公害种植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

获得安全、无污染、品质高的半夏也是现阶段中药材种植发展的方向。本文依托本单位对半夏的多年研究以及结合其他

单位对半夏的生产和科研情况，建立了半夏无公害栽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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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夏属共有９个种，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和韩
国。中国有５个种，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其
中，半夏分布广泛且使用频率高，主要集中于中国长

江流域以及东北、华北等地区［１］。半夏为天南星科

植物，以其块茎入药，资料显示半夏使用频率在５５８
种中药材处方中居第２２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收入［２］。半夏首载于《神农本草经》，挥发油、

生物碱以及多种氨基酸、植物甾醇和甙类等是其主

要成分，具有和胃止呕、燥湿化痰、消痞散结、镇咳等

功效［３４］。

半夏为多年生草本，珠芽繁殖和种子繁殖为其

主要繁殖方式，自身繁殖系数低，生长周期长，产量

较低且病虫害较严重［５］。半夏野生资源虽然分布较

广，但近年来，随着半夏国内外需求量不断增加，生

态环境恶劣等问题的加剧，致使半夏野生资源急剧

下降，产品供应不足，价格不断攀升［６］。以追求产量

和短期效益为目的的药农盲目扩大种植，造成多地

区半夏品质退化，虫害加剧，农残和重金属超标等情

况［７］，不利于我国优质中药材的发展。

无公害中药材是指从栽培选地、优良品种选育、

田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方面均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药材中的农残和重金属含量均在国家规定的

安全范围内［８］。中医药是中国特有的卫生产业资

源，发展无公害中药生产技术，建立标准化无公害中

药材操作规程，不仅可以获得安全、品质优良的中药

材，提高种植户的收益和积极性，更能促进中药产业

健康发展，增加中药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９］。目前，无公害种植技术在半夏上的应用已有

多篇报道［１０１２］，但和现有的栽培体系比较，具有一定

的差异性，缺少系统性的整理和规范。因此建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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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科学的半夏无公害生产体系，生产优质安全的半

夏药材，即可满足国内外需求，更能促进半夏药材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１　无公害半夏栽培选地
半夏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以干燥块茎入药，

半夏存在连作障碍等问题，加重了病虫害对半夏的

危害程度［１３］。栽培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半夏的产

量和品质，更对半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

作用。无公害半夏应选择生态因子适宜、土地肥沃、

种植地周围无污染企业、交通运输方便的地区种

植［１１］。

１１　生态适宜因子　无公害中药生产种植地区的
空气、土壤、水质应满足无公害生产标准，无公害半

夏应依据《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分（第二

版）》规定的生态因子进行产地的选择，空气环境质

量应达到ＧＢ／Ｔ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一、二级标准值，土壤符合
土壤质量ＧＢ１５６１８和ＮＹ／Ｔ３９１一级或二级标准，灌
溉水达到 ＧＢ５０８４２００５规定的灌溉水标准［１４］。在

生产过程中，要定期对种植区周边进行空气、土壤、

水质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半夏种植区无污

染，保障半夏正常安全生产。

根据半夏野生资源采样点的生态因子值和全国

各产区样点数据，半夏生态因子主要包括年平均温

度、昼夜温差均值、等温性、年均温变化范围、年降水

量、年均相对温度、年均光照等。见表１。根据分析
结果及半夏的生物学特性，并考虑到自然条件、半夏

品质、产量以及种植规模，建议四川、湖南、贵州、湖

北、云南一带为半夏适宜种植产地。

１２　土壤类型　关于半夏无公害生产所适合的土壤
的类型，目前国家还未出台相关标准规定，根据半夏

的生长特性以及长期人工种植半夏的经验，本着无公

害生产的原则，半夏生产基地的土壤应满足土层深厚

肥沃，结构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质地疏松等特点，

盐碱地、过沙、过黏、易积水等土壤不适合生产需

要［１５］。适宜无公害半夏生长的土壤类型。见表２。
１３　选地整地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场所，优质
的土壤能够为植物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半夏喜温

暖、湿润和荫蔽的环境，怕高温、干旱和强光，根据半

夏生物学特性和生产需要，选择土地肥沃、排水良

好、地势较高、ＰＨ值为 ５６～７的偏酸性沙壤土为
宜，盐碱地、黏土、低洼积水地则不适合种植半夏。

选好地后要先除去砾石和杂草，一般在十月对土地

进行全面翻土，１５～２０ｃｍ为宜，主要是为了打破土
壤结构板结，使土壤疏松、加快雨水渗入土壤的速度

和数量、增加透气性和储水性、减少水分流失，修建

排水沟来防止雨季排水不畅。耕种前，要施适量的

底肥，这样不仅可以培肥地力，为作物生长提供优质

的土壤环境，更能为植物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一般

每亩（６６６７ｍ２）施农家肥 ４０００ｋｇ，深耕细耙，作
１０～１２ｍ东西走向畦［１６１７］。

表１　半夏适宜区域生态因子

年平均气温（℃） ８１～１８７

主要气候因子
平均气温日较差（平均每月最高

气温－平均每月最低气温）（℃）
６６～１１９

等温性（％） ２３～４７
气温季节性变动（标准差） ４７３１～１００４２
最热月最高温度（℃） ２１６～３３４
最冷月最低温度（℃） －８６～４８
气温年较差（℃） ２３７～３９５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１７１～２７５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２６～１０８
最热季度平均温度（℃） １７１～２７８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２６～９９
年降水量ｍｍ ５１５～１６００
最湿月降水量ｍｍ １１９～２８９
最干月降水量ｍｍ ５～５２
降水量季节性变化（变异系数）％ ５０～９６
最湿季度降水量ｍｍ ２９１～７４０
最干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６～１９１
最热季度降水量ｍｍ ２７２～７１０
最冷季度降水量ｍｍ １６～１９４
年均相对湿度％ ５７０２～７５５２５５
年均光照ｗ／ｍ２ １２０４２６～１５４０１２

表２　适宜无公害半夏生长的土壤类型

物种 主要土壤类型

半夏
强淋溶土、高活性强酸土、红砂土、黑钙土、铁铝土、薄层

土、低活性淋溶土、聚铁网纹土、粗骨土

２　无公害半夏优良品种选育
２１　种质资源现状　我国野生半夏分布广泛且分
散，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因此开展半夏资源调查

对优良品种的选育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半夏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基础［１８］。近

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中药种质资源的研究投入，在半

夏种质资源研究上也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研究发

现，半夏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半夏种质资源变异

与地理环境的不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１９］。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系数分析，得出不同叶型的半夏相似性
很高，不同产地的半夏相似性却很低，通过 ＳＲＡＰ技
术发现产地的不同是造成半夏种质资源多样性的主

要原因，因此半夏种质资源的保护还应以不同产地

的野生居群为主［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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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种质资源的分类一般依据半夏的叶型和半

夏的产地环境，例如按叶型态可分为桃叶型、竹叶

型、柳叶型和芍叶型，按产地环境可分为旱半夏和水

半夏［２１］。现阶段开展半夏种质资源评价及新品种

选育，有利于提高半夏的产量和品质。

２２　优良品种选育　选择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
半夏品种是满足无公害生产的前提。传统的选育方

法是半夏主要的选育手段，该选育方法主要从品系

筛选、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几

个方面进行，该选育方法耗时长，通过代代筛选获得

高产优质的半夏［２２］。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选育方

法相结合，将大大降低品种选育的时间，这也是未来

开展半夏品种选育的方向。

目前，结合有关半夏品种选育的资料和研究，确

定了半夏选育的最佳优良品种有 １个（狭三叶半
夏），新品种有３个（川半夏１号、半夏新品系ＢＹ１、
鄂半夏２号）。川半夏１号是由成都中医药大学联
合成都格瑞恩勤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选育的半

夏新品种，具有长势稳定、产量高、品质好的特点，一

般适合在四川盆中山丘陵亚区种植。半夏新品系

ＢＹ１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研制，具有生长健壮，抗
病性强，遗传稳定性高的特点。鄂半夏２号由湖北
省农业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通过系统方法从野生种中

筛选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具有产量高、品质好等特

点，适合在湖北省半夏产区海拔１２００～１７００ｍ的
地区种植［２３２５］。

在新品种选育中，应依靠各种植区优质种质资

源，结合实际生产情况，选育出适合本地区生产的新

品种。积极推广种植半夏现有优良品种，加强对抗

病虫半夏新品种和优良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减少农

药的使用量，促进半夏的无公害生产。

２３　合理选种　半夏以株芽和块茎繁殖为主，选择
无病害、无损伤、质量０５～２０ｇ，直径０９～１５ｃｍ
的块茎繁殖，可以有较高的成苗率，能够获得较高的

收益［２６］。半夏株芽无休眠特性，采取直径 ０８～１
ｃｍ成熟的株芽进行栽植，具有较高的成活率［２７］。

虽然半夏的繁殖可以沿用块茎和珠芽等无性繁殖方

式，但也面临半夏病毒感染率高，产量低、品质下降

等问题。近年来，在半夏脱毒以及半夏人工种子方

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进展，薛建平等发现以半夏

试管小块茎为材料，海藻酸钠、壳聚糖等为种皮基

质，添加适量的激素、抗生素、防腐剂、农药和金属离

子等制成人工种子，可获得较高的萌发率和成苗

率［２８］（图１ａ）。以半夏茎尖、叶柄和叶片为材料建

立的半夏组织快繁技术更为半夏的大规模无公害种

植提供了新的繁殖方式［２９］。

３　无公害半夏田间管理
３１　土壤消毒　为降低半夏连作地病虫害发生率，
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半夏的品质，一般在播种前对

土壤进行熏蒸。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选

择安全高效无污染的化学药剂对土壤进行熏蒸，威

百亩、棉隆、１，３二氯丙烯、氰氨化钙等是目前世界
范围内常用的化学熏蒸剂［３０］。在消毒前，应先清园

保证无杂物，土壤含水量５０％～６０％，温度１２～１８°
Ｃ，施药后用薄膜覆盖，密封１２～１５ｄ揭膜透气，透
气时间为 ４～６ｄ为宜，毒气排净后方可进行种
植［３１］。半夏常用消毒剂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半夏常用药剂消毒方法如下表所示。见表３。
３２　土壤改良　土壤板结、盐渍化加重、土壤元素
缺乏、酸碱化等是目前土壤退化所面临的问题，优质

的土壤环境是植物正常生长的前提。结合半夏的实

际种植情况，应合理安排轮作种植，减少土壤的退化

程度。在土壤改良初期，可选择种植绿肥植物，如大

豆、紫云英、蚕豆等，安全环保且成本低［３２］。在土壤

改良后期，可以增施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选

择适宜的肥料来防止土壤盐渍化，有针对性的施用

微肥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３３］，使用的肥料应符合无

公害中药材生产的规定。

３３　播种和移栽　半夏播种一般分为春播和秋播，
长江以北多数为春播。半夏有多种繁殖方式，包括

种子繁殖、块茎繁殖、珠芽繁殖、组织培养繁殖。见

表４。播种前需对种源进行筛选，选择无残损、无病
害、颗粒饱满的种源，播种前还需对块茎进行灭菌处

理，提高出苗率［３４３５］。

３４　合理施肥　无公害半夏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
化肥为辅，保证半夏正常生长的同时更确保半夏的

品质。无公害半夏所使用的肥料类型及施肥原则应

符合ＤＢ１３／Ｔ４５４标准，科学合理的施肥对半夏的生
长、质量和产量有重要影响，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

高了生产效率，符合中药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半

夏在播种前要施足底肥，一般为厩肥或堆肥，也可在

表面施一层草木灰。见图１ｂ。在生长期要进行追
肥，常用以人畜粪水为主的农家肥混合适量的腐熟

饼肥、过磷酸钙、尿素使用，一般每６６７ｍ２施用农家
肥５０００ｋｇ、尿素２５ｋｇ、普钙５０ｋｇ。而目前相关研
究表明，不同施肥条件和不同施肥组合都会影响半

夏的生产情况，这也为半夏无公害栽培提供了新的

科学施肥方案［３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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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半夏常用土壤消毒剂

消毒剂名称 棉隆 威百亩 １，３二氯丙烯 氰氨化钙

使用方法

固体颗粒，每平方米用量为 ４０～５０
ｇ，施药后旋耕机混匀土壤，深度为２０
ｃｍ，覆盖地膜，１２～２０℃下密封消毒
１２～２０ｄ，土壤湿度６０％～７０％

液体药剂，按制剂用药量加水稀

释５０～７５倍，施药后立即覆盖
地膜，密封１０ｄ后除去地膜，土
壤湿度在６５％～７５％

液体药剂，施入

土壤，用量为８０
～１２０ｍＬ／ｍ２

固体颗粒，每平方米用量为３０～
４０ｇ，施入深度为２０ｃｍ左右，覆
盖地膜，２０℃左右密封７～１０ｄ

表４　半夏常用播种方式

繁殖方式 块茎 种子 株芽 半夏组织培养

播种方法

土地开沟，行距１５～２０ｃｍ，沟宽１０ｃｍ、深
４ｃｍ左右，沟底平整，块茎摆放保持间距
３～５ｃｍ，芽头向上，覆盖一层复合肥土，
土厚５～１０ｃｍ，耧平压实

株距保持在１０ｃｍ左右，沟深
２ｃｍ，覆土盖膜，齐苗后揭膜，
苗高６～１０ｃｍ时即可移栽

行距 １０～１５ｃｍ，株距 ５
～９ｃｍ，栽后覆以细土及
混合肥，稍加压实，厚度

为覆盖株芽为宜

培养的无菌苗先打开

在室外炼苗 ２～３ｄ，
洗净根部的培养基后

在移栽到室外

３５　倒苗调控　半夏对温度、湿度、光照都比较敏
感，温度高、光照强、地表缺水都会使半夏发生倒苗

现象，半夏倒苗虽然是对外界不良环境的一种适应，

但倒苗缩短了半夏的生长期，严重影响了半夏的产

量，因此预防半夏倒苗对半夏的无公害生产具有重

要意义［３８］。薛建平等研究发现半夏植株喷施适宜

浓度的水杨酸有利于植株生长，延缓半夏倒苗，提高

块茎产量和总生物碱含量［３９］；王兴等研究发现遮荫

能促进半夏块茎的生长，显著提高产量［４０］（图１ｃ）。
因此在半夏的无公害生产中，根据实际情况，在半夏

易发生倒苗期及时采取措施减少倒苗的发生。

３６　无公害种植管理　半夏无公害种植管理
主要包括中耕除草、及时排水、合理灌溉、科学施肥

和后期采收等方面，涵盖了从半夏播种到收获的整

个过程。管理手段是否得当，直接关乎到无公害半

夏的品质和产量，各生产区应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采取有效管理措施。见图１ｄ。根据植株
生长情况，及时进行灌溉和排水，气温过低时要对植

株进行覆盖以防温度过低冻伤半夏。在半夏生长期

要及时松土除草，一般在６、７月份对半夏叶柄进行
培土和追肥，满足株芽的生长需要，生长期长出的花

蕾要及时摘除以提高产量［４１］。一般在８月对半夏
进行采收，小心采挖，避免损伤，采挖回来后要除去

外皮，室外晾晒除去水分［４２］。见图１。
４　无公害半夏病虫害综合防治

病虫害是严重危害中药材生产的自然灾害之

一，严重影响了中药材的品质和产量。目前采取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有效手段

图１　无公害半夏种植
　　注：ａ半夏人工种子；ｂ半夏草木灰施肥；ｃ半夏遮阴高产栽培；ｄ半夏生长；ｅ、ｆ半夏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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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无公害半夏的病虫害防治

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１３］。根据半夏

的病虫害发生规律，结合病虫害预报技术，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应对，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本着无公

害的生产要求，优先选用生物防治、农业防治和物理

防治手段，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农药使用的

标准应符合 ＮＹ／Ｔ３９３２０１３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
则［４３］。在实际生产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

的采用不同的防治手段对半夏进行病虫害防治工

作，确保无公害半夏的优质生产。

４１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主要通过优良品种的选
育、种子质量检疫、合理施肥、中耕除草、科学灌水、

清洁田园、实行轮作、土壤改良消毒等措施来减轻病

虫害的发生，具有安全环保、污染少和成效显著等特

点［４４］。优良品种的选育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病虫害

的危害程度，更能确保半夏优质稳定的生产。选择

优良半夏块茎在播种前用５％的草木灰溶液浸种２
ｈ，能有效降低半夏的发病率。同时根据半夏的生长
习性，合理的套种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空间，降低半夏

的倒苗率，还能增加田间物种多样性，提高对自然病

害的抵抗力［４５４６］。土壤改良及消毒在农业防治中

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农业防治效果的同时，更能减少

土传病害的发生率。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除草，清理

病害植物，合理施肥，创造适合半夏生长的环境，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率。

４２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利用虫害对温度、湿

度、颜色、声波等反应规律，通过调控这些因素来控

制虫害的发生率，使用物理防治不仅可以降低虫害

发生率，还能有效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是一种绿色、

环保、无毒无害的防治方法［４７４８］。半夏害虫常有蚜

虫、红天蛾等，可利用害虫的特性，使用诱剂和诱器

来对害虫进行防治，例如根据红天蛾具有趋光性，可

使用黑光灯进行诱杀［４９］。在夏季利用气温高的特

性，对休种的土地进行地膜覆盖，通过提高地温的方

法将土壤中的病源和虫源杀死。

４３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方法主要是利用有益生
物或者植物代谢产物等物质对中药材病虫害进行防

治的技术，主要有微生物防治、寄生性天敌防治、捕

食性天敌防治、生物农药、抗生素、昆虫生长调节剂

等［５０５１］。宁南霉素对半夏的病毒病和立枯病有较

好的防效［５２５３］，苦参碱对地老虎、菜青虫、蚜虫、有

明显的防治效果。中药材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当

代世界中药材的发展趋势，生产绿色、安全、无污染

的无公害半夏还应在未来加大对半夏生物农药的研

发投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４４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解决植物病虫害最有
效的方法，尽管化学防治面临很多问题，但农药的使

用为病虫害的防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５４］。化学防

治是无公害半夏最主要的防治方法，为符合药用植

物ＧＡＰ生产，禁止使用剧毒、对环境污染大、高残留
的化学农药，农药的使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药管理条例》，选择高效、低毒、污染小和低残留

表４　无公害半夏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虫害种类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化学方法 综合方法

蓟马 叶片 吡虫啉、啶虫脒乳油、七星保乳油等 清洁田园、蓝色板诱杀、天然除虫菊素、苦参碱

跳甲 茎端叶柄及嫩茎 乐斯本 轮作、清除杂草、轮作、黄板和白板诱杀

蚜虫 嫩叶、嫩芽 啶虫脒、吡虫啉、灭蚜松、溴氰菊酯乳油 黑光灯和糖醋液诱杀、黄板诱杀

菜青虫 叶片、嫩茎 蔬丹杀虫杀螨剂、菊马乳油 清洁田园、喷洒苏云金杆菌、昆虫生长调节剂

红天蛾 叶片 敌百虫 松土除草、清洁田园、翻耕土壤、黑光灯诱杀

细胸金针虫 根部、种子、幼芽 辛硫磷乳油、敌百虫 翻耕土壤

表５　无公害半夏病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病害种类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化学方法 综合方法

球茎腐烂病 块茎 多菌灵、甲基托布津 草木灰浸种、输沟排水、石灰乳淋穴

叶斑病 叶片 波尔多液、硫酸链霉素、托布津 轮作、拔除病株、病穴消毒

病毒病 叶片、块茎 病毒清、多菌灵 轮作、施足底肥、合理浇水、及时排水

立枯病 茎、根 恶霉灵、多菌灵 轮作、合理追肥浇水、及时排水、松土透气

猝倒病 叶、根、茎 恶霉灵、多菌灵 及时排水、拔除病株、合理施肥

炭疽病 花蕾、叶 恶霉灵、多菌灵 轮作、及时排水、中耕除草

根腐病 根 甲基硫菌灵、广

枯灵 合理施肥、清除病根、病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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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药，对症施药，达到杀灭虫害的效果。喷洒农药

时，应带好口罩，做好防护工作，确保人员的安

全［５５５６］。半夏的病虫害种类较多，本研究总结了半

夏常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见表４、５［５７５９］。
５　讨论

中药材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石，保障中药材健康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发展的方向。我国是中药资源大

国，国内外对中药的需求量有增无减，随着野生资源

的匮乏，导致中药价格逐年上涨。近年来，中药材人

工种植规模不断增大，由于缺乏规范化的种植技术，

导致产品初加工技术落后、规范化水平不高和品质

降低等情况。

目前中药材无公害栽培技术体系在很多物种上

已有报道，但目前半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缺乏相关

标准，导致药农滥用化肥农药，半夏农残和重金属超

标，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根据《中药材产地适宜

性区划》，确定半夏适宜性产区，本文根据课题组多

年来对半夏的研究以及查阅大量资料，制定了半夏

无公害栽培技术。为半夏栽培地的选择、新品种选

育、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方面提供了借鉴，促进了

半夏产业的健康发展。

无公害半夏的栽培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减少农药

的使用量，未来可培育抗病虫性强的半夏新品种，采

用现代分子选育技术减少育种时间。目前半夏生产

各环节大都依靠手工方式，还应大力推进机械化进

程，包含土地整理、种子处理、播种移栽、灌溉、施肥、

农药使用、中耕除草、采收采挖等环节，提高生产效

率。推进全国性中药材生产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为

药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制定半夏无公害药材质

量标准，推进半夏无公害栽培，符合多元化的市场需

求，对推动中药材积极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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