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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药用植物栽培学（第3版）》分上下两篇，共工4章。
上篇8章为总 论部分，着重阐述药用植物栽培的基本理论，包括生长发育规律、引种驯化 方法、栽培
制度繁殖技术、田间管理、采收与产地加工技术以及现代药用植 物栽培的方向性技术。
在借鉴农学、蔬菜和果树栽培学的先进栽培理论与技 术的基础上，融入了中药现代化GAP理念。
下篇各论含6章，按照根及根茎类、花类、果实种子类、皮类、全草类及菌类药材类别，较详细地介
绍了48种 地道、大宗、有代表性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包括其植物学、生物学、品种 类型、栽培、采
收与加工技术，其中一些药用植物属于近年新引种成功并有 良好开发前景的品种。
本书不仅是高等院校植物生产类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 书，而且还可以作为药用植物种植者和研究人
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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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五、五味子的栽培技术 六、五味子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皮类药材 第一
节杜仲 一、杜仲概述 二、杜仲的植物学特征 三、杜仲的生物学特性 四、杜仲的品种类型 五、杜仲的
栽培技术 六、杜仲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节肉桂 一、肉桂概述 二、肉桂的植物
学特征 三、肉桂的生物学特性 四、肉桂的栽培技术 五、肉桂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节牡丹（丹皮） 一、牡丹概述 二、牡丹的植物学特征 三、牡丹的生物学特性 四、牡丹的品种类
型 五、牡丹的栽培技术 六、牡丹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三章全草类药材 第一节
薄荷 一、薄荷概述 二、薄荷的植物学特征 三、薄荷的生物学特性 四、薄荷的品种类型 五、薄荷的栽
培技术 六、薄荷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节鱼腥草 一、鱼腥草概述 二、鱼腥草的
植物学特征 三、鱼腥草的生物学特性 四、鱼腥草的品种类型 五、鱼腥草的栽培技术 六、鱼腥草的采
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节石斛 一、石斛概述 二、石斛的植物学特征 三、石斛的生物
学特性 四、石斛的品种类型 五、石斛的栽培技术 六、石斛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
四节肉苁蓉 一、肉苁蓉概述 二、肉苁蓉的植物学特征 三、肉苁蓉的生物学特性 四、肉苁蓉的品种类
型 五、肉苁蓉的栽培技术 六、肉苁蓉的采收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真菌类药材 茯
苓 一、茯苓概述 二、茯苓的植物学特征 三、茯苓的生物学特性 四、茯苓的栽培技术 五、茯苓的采收
与加工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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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山药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山药适应性强，垂直分布于海拔70～1600m
的丘陵或高山。
在我国南起广西，北到吉林，东起山东，西至云南均有野生分布或栽培。
 1.山药生长发育与温度的关系 在影响山药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中，以温度最明显。
了解每一个时期山药对温度的要求，及其与生长发育的关系，是安排生产季节，获得高产的重要依据
。
 山药性喜温暖气候，地下块根15℃左右开始发芽，20℃左右开始生长，25～28℃生长最适宜。
28℃以上时虽发芽很快，新芽迅速产生及生长，但芽细长而瘦弱，20℃以下生长缓慢。
块根耐寒，0℃不致受冻，—15℃左右条件下也能越冬。
茎叶生长最适温度为25～28℃。
 2.山药生长发育与光照的关系 山药对光照度要求不严格。
即使在弱光条件下，其生长发育也能正常进行，但不利于块根的形成及营养物质的积累，所以高架栽
培比矮架增产明显。
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采用高架与甘蓝间作，产量达80250kg／hm2。
山药还可以同其他蔬菜及粮食作物间作套种，但必须掌握一条原则：在山药生长前期，在散射光条件
下，山药可正常生长，但是在块根形成盛期，其他高秆作物必须能成熟收获。
在一定的范围内，日照时间缩短，花期提早。
短日照对地下块根的形成和肥大有利，叶腋间零余子也在短日照条件下出现。
 3.山药生长发育与水分的关系 山药耐旱，对水分要求不是很严格，但不同生育时期对水分的要求不同
。
在发芽期土壤应保持湿润，以保证出苗。
出苗后，块根生长前期对水分需求不多，水分多则不利于根系深入土层和形成块根；但在块根生长盛
期不能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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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药用植物栽培学(第3版)》增加了近年药用植物土壤营养、微
生物（外生菌、内生菌）、化感作用等方面研究新成果。
考虑到栽培理论的系统性，增加了药用植物引种驯化和药用植物物候期观测技术。
为适应近年蓬勃发展的GAP药材基地建设需要，补充了药用植物种植基地规划内容，介绍了近年药
材GAP基地建设中一些成功的企业运营模式。
下篇各论的中药用植物也从原来的35种扩大到48种，包括一些新引种成功、极具开发前景的药用植物
，如石斛、肉苁蓉等，并在最后增加了1节菌类药材的栽培示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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