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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中药材种植

梁 波
宁夏金沙林场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 要：本文聚焦于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中药材种植的战略意义，选取黄芪与甘草作为代表，深入剖析其林下

种植的关键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广阔市场前景。通过科学布局与精细管理，林下中药材种植模式不仅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升了生态与经济效益，更为中医药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其在促进农

业现代化与保障人民健康方面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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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中药材市场需求

持续攀升。林下中药材种植模式，凭借其绿色生态优

势，成为保护自然环境与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双赢选择。

黄芪与甘草，作为中药材市场的“常青树”，不仅药用

价值广泛，市场需求亦十分旺盛。因此，结合各地自然

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下黄芪与甘草种植，不仅能够

满足市场需求，更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产业的绿色发展，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1 因地制宜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的意义

1.1  能够充分利用林地的空间资源和生态优势
林下中药材种植充分利用了林地的垂直空间，在不

破坏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在林下种植中药材，既避免了单一作物种植

导致的土壤退化问题，又能够借助林地的遮阴效果，为

中药材提供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这种种植模式不仅减

少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还提高了土地的生态承载力，实

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1.2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态经济效益
与传统农作物种植相比，林下中药材种植往往具有

更高的附加值。中药材的市场需求量大，且价格相对稳

定，能够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1]。同时林下种植

还能够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

污染，提高农产品的生态品质。这种绿色、生态的种植

模式，不仅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1.3  林下种植能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结构
在林下种植中药材的过程中，中药材的根系能够固

结土壤，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同时，中药材的枯枝落

叶还能够为土壤提供丰富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

高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力。这种生态效应有助于维护林

地的生态平衡，提高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1.4  满足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
林下中药材种植所生产的中药材，具有天然、绿

色、无污染的特点，符合现代人对健康生活的追求。通

过食用或药用中药材，人们可以调理身体、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林下中

药材种植，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

还能够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黄芪的林下种植技术

黄芪作为一种中药材，因其具有多种药理作用而备

受青睐。黄芪喜凉爽气候，耐寒耐旱，适合在林下种

植，这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土地资源，还能为黄芪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2.1  选地
黄芪适合在向阳坡面种植，确保光照充足，这对提

高黄芪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同时，土壤的选择也极

为关键。黄芪偏好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

砂质壤土或绵砂土。在林下种植时，应优先选择地势较

高、地下水位低、排水条件良好的地块。避免在低洼地

或排水不畅的区域种植，以防止黄芪根部受涝。另外土

壤的pH值应保持在7至8之间，即中性或微碱性土壤最适
宜黄芪生长。

2.2  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是提高黄芪发芽率的关键步骤。由于黄芪

种子种皮坚硬且透水性不佳，直接播种往往导致发芽率

低。因此，在播种前需要进行催芽处理[2]。以下介绍几

种常用的种子处理方法：（1）温水浸泡法：将种子置于
40℃左右的温水中浸泡4至6小时，期间需换水1至2次。
浸泡后捞出种子，用湿布包裹置于温暖处催芽，待种子

露白后即可播种。这种方法操作简便，适用于小规模种

植。（2）机械破壳法：使用机械装置对种子进行轻微破
损，以增强其透水性。这种方法适用于大规模种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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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速度。但需要注意的是，破损

程度不宜过大，以免损伤种子内部组织。（3）沸水催芽
法：将种子迅速投入沸水中搅拌约1分钟，随后立即加入
冷水降温至40℃，再浸泡2小时。之后倒掉水，用麻袋等
物覆盖种子闷12小时，直至种子膨胀或外皮破裂，便可
进行播种。（4）硫酸处理法：针对晚熟且种皮坚硬的种
子，可将其浸泡在浓度为70%至80%的硫酸中3至5分钟。
取出后迅速用流水冲洗半小时，晾干后即可播种。这种

方法适用于种皮特别坚硬的黄芪品种。

2.3  黄芪播种
黄芪的播种时间宜选在春季或深秋。春季播种通常

在4月末至5月初进行，此时气温逐渐回升，有利于种子
发芽和幼苗生长。深秋播种则需在土壤封冻前完成，以

确保种子在土壤中安全越冬。播种方式可采用穴播或条

播，穴播时行距保持为30厘米左右，穴距20至25厘米；
条播的行距则为25至30厘米。播种深度以1至2厘米为
宜，播种后覆盖一层薄土并轻轻镇压以保墒。播种量需

根据种子质量和土壤条件灵活调整，一般每亩播种量控

制在2至3千克之间。
2.4  黄芪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是黄芪林下种植的重要环节，包括（1）

除草：除草是田间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黄芪出苗前

后，需及时清除杂草，以免与黄芪争夺养分和水分。除

草可采用人工除草或化学除草方式，但需注意化学除草

剂的选择和使用量，避免对黄芪造成药害。（2）施肥：
黄芪对肥料的需求较高，特别是在生长旺盛期。施肥

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在播种前施足基肥的基础

上，生长期还需进行2至3次追肥。追肥时间可选择在4月
底至5月上旬、6月中旬以及7月上旬。追肥种类和数量需
根据黄芪的生长情况和土壤肥力灵活调整。（3）灌溉：
黄芪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但在生长旺盛期和干旱季节仍

需适量灌溉。灌溉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

一次性灌溉过多导致土壤积水。同时，在雨季到来时还

需及时疏通排水沟，以降低田间湿度防止病害发生。

2.5  黄芪病虫害防治
黄芪的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策略。通过加强田间管理、合理施肥灌溉、轮作换茬

等措施，提高黄芪的抗逆性和抗病能力。同时，还需密

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动态，一旦发现病虫害迹象应立即

采取措施进行防治。（1）病害防治：黄芪常见的病害有
白粉病、根腐病等。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荚果，可在

发病初期喷洒粉锈宁、多菌灵等药剂进行防治；根腐病

则主要危害根部，可导致植株枯萎死亡，需在发病初期

及时拔除病株并用石灰撒入病穴进行消毒处理。（2）虫
害防治：黄芪常见的虫害有蚜虫、豆荚螟等。蚜虫可用

乐果、吡虫啉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豆荚螟则需在成虫

盛发期或卵孵化盛期用敌敌畏、杀螟松等药剂进行喷施

防治。

3 甘草的林下种植技术

甘草，以其独特的甜味和广泛的药用价值，在中草

药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生长形态低矮，非

常适合在林下进行种植，既能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又能

为甘草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3.1  选地与土壤准备
甘草适宜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中生

长。在林下种植时，应优先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光照充足的地块。避免在低洼地或排水不畅的区域种

植，以防止甘草根部受涝。同时，由于甘草根系发达，

对土壤要求不严，但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还是应进行

土壤翻耕和施肥。土壤翻耕应在播种前进行，深度一般

为25至30厘米，以打破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透性。翻
耕后，需将土壤耙平、细碎，并清除杂草和石块。施肥

方面，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可以改良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化肥则能迅速补充土壤养分。

施肥量需根据土壤肥力和甘草的生长需求灵活调整。

3.2  甘草播种
甘草的播种时间可选在春秋两季。春季播种通常在3

月下旬至4月上旬进行，此时气温逐渐回升，有利于种子
发芽和幼苗生长[3]。秋季播种则需在土壤封冻前完成，以

确保种子在土壤中安全越冬。播种方式可采用条播或穴

播，条播时行距保持为30厘米左右，穴播时行距和穴距
均为20至25厘米。播种深度以2至3厘米为宜，播种后覆
盖一层薄土并轻轻镇压以保墒。在播种前，还需对种子

进行处理。由于甘草种子种皮较硬，直接播种往往导致

发芽率低。因此，可采用温水浸泡、机械破壳或硫酸处

理等方法进行催芽处理，以提高发芽率。处理后的种子

需晾干至适宜湿度后方可播种。

3.3  甘草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是甘草林下种植的重要环节，包括（1）中

耕除草：中耕可以疏松土壤，提高土壤通透性，有利于

甘草根系的生长。除草则能减少杂草与甘草争夺养分和

水分，提高甘草的产量和品质。中耕除草应结合进行，

一般每年进行2至3次，分别在幼苗期、生长旺盛期和封
行前进行。除草时需注意避免损伤甘草根系。（2）灌
溉排水：甘草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但在生长旺盛期和干

旱季节仍需适量灌溉。灌溉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



2025� 第4卷�第5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54

则，避免一次性灌溉过多导致土壤积水。同时，在雨季

到来时还需及时疏通排水沟，以降低田间湿度防止病害

发生。（3）施肥：甘草对肥料的需求较高，特别是在生
长旺盛期。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在播种前

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长期还需进行2至3次追肥。追肥
时间可选择在4月底至5月上旬、6月中旬以及7月上旬。
追肥种类和数量需根据甘草的生长情况和土壤肥力灵活

调整。

3.4  病虫害防治
甘草的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策略。通过加强田间管理、合理施肥灌溉、轮作换茬

等措施，提高甘草的抗逆性和抗病能力。同时，还需密

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动态，一旦发现病虫害迹象应立即

采取措施进行防治。（1）农业防治：合理轮作换茬、深
耕细作、清洁田园等措施，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基数和发

生率。同时，还可选用抗病品种进行种植，提高甘草的

抗病性。（2）生物防治：利用天敌、寄生性昆虫、病原
微生物等生物因子进行防治，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量，降低环境污染。例如，可利用瓢虫防治蚜虫，利用

赤眼蜂防治豆荚螟等。（3）化学防治：在病虫害严重发
生时，可采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但需注意农药的选择

和使用量，避免对甘草造成药害。同时，还应遵守农药

使用安全间隔期的规定，确保甘草的食用安全性。

4 林下中药材种植的经济效益与市场前景

4.1  经济效益显著
林下中药材种植为种植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以黄芪和甘草为例，这两种中药材市场需求量大，价格

稳定，是林下种植的理想选择。通过科学的种植技术和

精细的管理，种植户能够确保中药材的产量和品质，从

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收益。相较于传统农作物，

林下中药材种植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为种植户提供了更

为可观的收入来源。

4.2  促进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林下中药材种植不仅提升了种植户的经济收益，还

促进了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规划和布

局，林下中药材种植能够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协调，减

少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保护了生物多样性[4]。同时

林下中药材种植也为中医药产业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

材料来源，推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和完善。这有助于

提升中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其长期稳定发展。

4.3  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日益重视和中医药产业的不

断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一方

面，消费者对中医药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中药材市

场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持力

度也在加大，为林下中药材种植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

和市场机遇。未来，随着中医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转

型，林下中药材种植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成

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结语

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中药材种植（黄芪、甘草）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林下中药材种植

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生态经济效益，还能

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林

下中药材种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种植户的技术水

平和经济效益，为中医药产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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