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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银花规范化栽培技术》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山银花的产地、药用价值、生物学特性、品种类型
、育苗、移栽、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与加工、留种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对规范化栽培山银
花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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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常规整形    常规整形的目的是把山银花剪成矮小直立、分枝使成伞形的小灌木。
在移栽后l～2年的山银花萌发前进行。
    主干的培育：剪去上部枝条使植株为35厘米左右高，促使分枝萌发。
在主干上部保留5—6个旺盛枝条。
当年萌发的枝条一般都是花枝，其所生花蕾应全部适时采去，否则会影响来年植株的长势。
    分枝的修剪：剪去各级分枝的上部，只保留5～7对芽，以促使长出新的分枝。
    剪去枯老枝和过密枝：老枝不开花，每年春季未萌芽时应剪去枯老枝、病残枝，以减少养分消耗，
疏剪影响通风透光的过密枝。
    另外，向下发的枝条，由根基上发出的幼条也应剪去。
此外，每茬花采完后应适当修剪疏枝并剪去病枝，从而达到使山银花枝条分布均匀合理，透光透气，
便于多开花的目的。
    根据山东临沂地区对忍冬进行修剪的经验，匍匐形的大毛花，冠幅120～140厘米，枝条长的老花墩
，要重剪，截长枝，疏短枝，截疏并重；壮花墩，以轻剪为主，少疏长留：幼龄花墩以截为主，促进
分枝，加速扩大墩冠。
立体型鸡爪花，主干明显，枝多不着地，冠幅80—123厘米，剪枝要做到去顶，清脚丛，打内膛，修剪
过长枝、病弱枝、枯枝、向下延伸枝，使枝条成丛直立，主干粗壮，分枝疏密均匀，花墩呈伞形，通
风透光好，这样新枝多，花苗多。
枝条过于茂盛，通风透光不好，叶片容易枯黄脱落，开花少，产量低。
因此冬天或早春萌芽前，应将嫩枝顶端剪去，促使基部增粗，并由下至上，从里向外，剪去老枝、枯
枝、徒长枝、细弱枝；长枝适当剪短；长势旺的枝条轻剪，长势弱的重剪，使枝条疏密均匀、内外层
次分明，整个植株形成直立伞形花墩。
这种株形通风透光良好，又便于采摘。
人夏，还须剪去基部长出的枝条和上部过密的小枝，以使主干生长良好。
总之，合理修剪可以多发新枝，多开花。
    剪枝对山银花的增产作用非常明显，如河南新乡地区，通过修剪，一年收花四次，头茬花早开5～7
天，二茬花早开3天，比不剪枝的增产4～6倍。
1993年山东平邑县试验。
经一次冬剪和三次生长期剪枝后，平均每墩鲜花总产969．25克，不剪枝的平均每墩鲜花总产684．58
克，剪枝的比不剪枝的鲜花墩增产284．67克，增产率41．58％。
剪枝后提高了花墩各部位的光能利用率，清除了弱枝、徒长枝等无效枝叶，减少了养分和水分的消耗
，枝叶量合理，生育环境得到改善，植株健壮，有利于山银花高产。
另据山东省文登县的经验，剪去原枝条的10％—15％，每株产花1．71千克；但剪去枝条超过45％，反
而降为1．38千克；而不修剪的为0．8l千克。
可见修剪是很有必要的，但也要适町而止，不能太过头。
剪枝时间一是冬剪，冬剪从12月全翌年2月下旬均可进行。
二是生长期剪，生长期剪是在每次采花后进行，目的是促进形成多茬花，提高产量。
头茬花后第1次剪春梢于6月上旬进行；第2次7月下旬二茬花后剪夏梢；第3次9月上句三茬花后剪秋梢
。
生长期修剪，要求以轻剪为主。
    2．立杆辅助整形    立杆辅助整形是近年来研究出的一种新的整形修剪法，郭宏彬(1989)利用这种方
法在忍冬上取得了较好的整形效果。
此法的主要特点在于顺应植物在自然生态中形成的攀援缠绕形成直立树形的生长习性，利用人工设立
辅助杆，首先培养出直立生长的主干，然后进一步由中心萌发分枝形成立体生长的树形。
改变了多主干丛生单纯修剪整形和单主干单纯修剪整形的效果差、树冠成长慢、进入盛花期晚、花产
量提高慢等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在较短的生长年限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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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立杆辅助整形方法，一般在移栽定植后的第2年早春花芽萌发生长前进行。
首先在植株中部紧靠主根插一直立辅助杆。
    (1)材料选择    选用较硬的竹竿或木棍都可，其高度可根据机株整形高度和具体地理位置而定，一般
以1．3．1．6米为宜。
但在多风地区，为了增强抗风能力辅助杆高度也可适当降低。
    (2)主干培植    插杆后将原植株的地面以上部分全部剪去，只在随后萌发出来的根生分蘗枝中选留l
～3个生长旺盛的枝条，利用缠绕绑扎方法，扶助枝条顺辅助杆向上生长，以形成直立生长的中心主
干。
以直立辅助杆作为中心支柱顺杆向上生长的枝条，1个月左右生长高度超过辅助杆，形成发枝树形的
中心主干，打去顶尖，以便促使分枝萌发。
当年萌发的枝条一般都是花枝。
并且可以在一级花枝上连续萌发二级、三级花枝。
其所生花蕾应全部适时采去，不使形成果实，否则会影响翌年植株的长势。
    (3)新枝修剪    中心主干上萌发生长出的当年新枝修剪宜轻，以利尽快扩大枝叶面积。
一般只在第l茬花采完后适当疏剪，并剪短植株上部过密、过旺枝条，并剪去下部主干基部萌发并在生
长中拖地的枝条，以利于形成上小下大的合理树冠结构。
    (4)辅助杆的加固    立杆辅助整形方法培养的植株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就形成株高约1．5米的立体树
冠，因而要在第一茬花采摘前后再进行1次对直立辅助杆的支撑加固。
方法是用三根较长杆围绕辅助杆或用三角架进行支撑加固，以防植株被风刮倒。
    (5)调整、稳定树形结构    立杆辅助整形以后的第2春，植株生长转入盛花期，整形修剪宜在扩大植株
直径的基础上调整和稳定树形结构，坚持疏枝、短剪相结合，修剪量上重、下轻，合理调整全株的枝
条分布，使全株枝条分布均匀、透光透气好，以利多开花。
春季萌芽前修剪和采完第一、二茬花后都应适当修剪，以防止由于枝条萌发太多和排布不合理而影响
生长和产花量。
    (6)稳定树冠直径的整形    立杆辅助整形的山银花在开始整形后第2年的下半年，其植株下部树冠就可
以开始相交。
因此，从开始整形的第3年(从移栽定植算第4年)就必须采用稳定树冠直径的整形方法，具体措施是，
在春季萌芽前进行重剪，将选留枝条全部回缩到前一年第1茬花枝的基部，并且在生长季节采完第1、2
茬花后，也应整形，以防止生长过大影响整体通风透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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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我国是中药的发源地和最大的生产、使用国，中药产业已成为我国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
之一；而且随着国际上对天然药物的需求日益扩大、我国医药市场的急速开发，中药产业正在成为我
国经济中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尤其是我国已加入WTO，现代中药将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在国际、国内
市场参与竞争的主要产品，成为解决我国十二亿多人口吃药问题的关键。
与此同时，国际天然药物市场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日本、韩国。
欧洲、东南亚、港澳台地区等已在积极地参与竞争；相比之下，我国中药在国际上并没有占优势，中
药产品竞争力底下的问题日趋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药的质量问题有关，这与中药材生产中存
在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种质不清或退化、优良品种选育工作滞后、种植加工技术不规范、农
药残留量和有害重金属含量超标、贮存及包装落后、质量不稳定、抽捡不合格率局高不下等，已成为
中药产业反展的一大瓶颈，阻碍着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
    中药材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中药产业体系中，中药材既是原料药，又是成品药（饮片），其内在质
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中药应用安全、有效的物质保证。
近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对进口中药商品的规管措施—主要在重金属、农药残留量等有毒物质限量方
面，参照食品进行限量，并普遍遵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司》的原则，对含野生动植物成
分的产品进行监管；美国FDA要求申请注册的中药品种原料产地要固定，并要建立生产种植规范。
这些都构成了中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内外竞争的技术壁垒。
中药如不尽快加强自身建设，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实现现代化，将会导致无法与国际接轨。
    为此，我国于1998年宣布启动《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于2002年4月27日正式发布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并于2002年6月1日起正式
施行。
为了完善中药材生产规范，目前全国建立了100多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基地。
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承担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专题，在广东建立了阳春砂、巴戟天、广佛手、
广霍香、穿心莲、高良姜、溪黄草、山银花、五爪龙、化橘红等10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基地。
    根据研究成果，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指导原则，编写了这一套广东地道药材的规范
化种植技术丛书，分别对阳春砂等中药材的产地、药用价值、生物学特性、物种或品种类型、育苗、
移栽、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与加工、留种技术、质量标准及检测、包装、运输及贮藏等内
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和整理。
全书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图文并茂，技术准确、实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本套丛书可供从事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营销、研究、开发等人员使用，也可供广大中医药工
作者、中药农业工组者和医药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将会唤起广大中药材生产生产单位和广大药农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重
视、认识、并成为他们种植生产中药材的重要参考书，为我国、我省的中药现代化进程作出应有的贡
献。
                                           徐鸿华                                           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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