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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材规范化栽培丛书：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结合编者多年（特别是博士后研究期间）从
事玉竹资源、规范化种植、产品开发、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在总结全国同行研究成果
和玉竹主产区传统种植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一书。
《中药材规范化栽培丛书：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主要内容包括玉竹生物学特征、玉竹性味功效、
玉竹产业发展现状、玉竹规范化种植园规划、玉竹规范化种植技术、玉竹产品加工与开发、玉竹良种
繁育技术及附录等8个部分。
特别地，《中药材规范化栽培丛书：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针对当前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化、中
药材种植的特点，编写了玉竹规范化种植园规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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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玉竹生物学特征 （一）玉竹植株植物学特征 1玉竹植株植物学性状 2与玉竹植株易混淆的药用植
物 （二）玉竹植株生物学特性 1玉竹植株生长发育特性 2玉竹植株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三）玉竹药材
鉴定 1玉竹药材的性状鉴别 2玉竹药材的显微鉴别 3玉竹药材的理化鉴别 4玉竹药材多糖含量测定 5玉竹
药材的等级分级 二、玉竹性味功效 （一）玉竹性昧 1玉竹功能成分 2玉竹性味归经 （二）玉竹药理功
效 1玉竹药理 2玉竹功效 （三）玉竹药材应用配伍 1玉竹药材配伍 2玉竹药材用法 3玉竹药材常用药方
选录 三、玉竹产业发展现状 1玉竹市场行情 2玉竹产业发展进程 3玉竹产品开发现状 4玉竹科研攻关现
状 5制约玉竹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玉竹规范化种植园规划 （一）玉竹规范化种植园选址 1种植园所在
地的地理位置 2种植园所在地的交通状况 3种植园所在地的气候情况 4种植园土壤类型与结构 5种植园
的灌溉与排水 6，种植园生态环境检测与评估 7种植园周边环境 （二）玉竹规范化种植园规划 1种植园
命名与公司注册 2种植园规模确定 3选择种植园土地流转模式 4种植园生产功能分区 5种植园配套设施
规划 （三）玉竹规范化种植园土壤耕作 1土地开垦 2土壤整地作畦 3杂草控制 4土壤改良 （四）玉竹种
植园辅助栽培作物选择 1市场分析与辅助栽培作物确定 2辅助作物栽培季节与品种选择 3辅助作物规范
化种植标准生产操作规程（SOP） （五）种植园投资效益分析 1种植园资金投资预算 2成本效益分析 
五、玉竹规范化种植技术 1玉竹种类与品种选择 2产地选择 3种茎选择与处理 4整地施肥 5适时播种 6田
间管理 7玉竹采收 六、玉竹产品加工与开发 （一）玉竹产地加工 1玉竹加工设备 2玉竹加工处理方法 
（二）玉竹有效成分提取 1玉竹多糖超声提取优化工艺 2玉竹总黄酮提取优化工艺 3玉竹总皂苷提取优
化工艺 （三）玉竹特色芽苗生产技术 1玉竹芽苗的生产条件 2玉竹芽苗的生产方法 3玉竹芽苗高效栽培
技术体系 七、玉竹良种繁育技术 1湘玉竹优良品种异地复壮繁殖技术 2湘玉竹茎尖培养与植株再生技
术体系 参考文献 附录1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 附录2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
法（试行） 附件3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 附录4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
色行业标准 附录5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允许和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及使用原则 附录6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允
许使用的肥料种类和使用原则 附录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9号 附录8发展湖南玉竹产业的几
点思考 附录9层积催芽处理对玉竹种茎萌发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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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5）特殊土地改造：包括盐碱地土壤改造、矿区土壤改造、沙漠地土壤改造、湖区库区土
壤改造等。
 土壤的基本耕作措施包括耕翻、深松和上翻下松三种方法。
耕翻作业是使用各种式样的有壁犁进行全耕层翻土。
耕翻方式分内翻法和外翻法两种。
犁地前先划若干耕作地段，地段的长、宽以便于机具操作为度，然后采用内翻或外翻犁地。
内翻法也称闭垄耕作，即由某一地段的中间开始，机具从地块中心线左侧进入开始第一犁，至地头右
向转弯，土垡向内翻，覆盖在中间，形成一个闭垄。
外翻法也称开垄耕作，机具从耕作区右边缘开始第一犁，至地头抬犁左向转弯，至另一侧边缘犁第二
犁，进行向心耕作，最后在地段中央形成一个开垄。
 为了避免内翻在田地中央形成凸堆和中间漏耕，可以从地中心分别向左右两边各深犁一犁，加深2～4
厘米，然后再用内翻法重犁一犁，将以前翻转到左右两边的土填平。
此后一直用内翻法犁完。
 为了使地面平整，在同一田块内交替运用内翻法和外翻法，相邻两耕作区也采用内翻和外翻不同的方
法，以减少开垄、闭垄数目。
特别地，为了截留雨水，减少冲刷，斜坡地应尽量进行等高耕作。
深松是用无壁犁或深松铲进行不翻土的深松耕作。
深松能使耕层疏松，土壤散碎成大小不等的团聚体状态，地表较平整，但紧实程度比耕翻大些。
按对耕层土壤的影响的不同，农具有全面深松和局部深松两种类型。
上翻下松即南方地区在耕作层较浅薄的情况下，为了加深耕作层，又不让生土翻上来，生产上常采用
两架普通犁进行前后套犁的分层耕法，即是待前犁耕翻后再用去掉犁壁的犁或松土铲松土。
 耕地的深度要根据药用植物种类、气候特点和土壤特性而定，一般以药用植物根系集中分布的范围为
度。
深根性药用植物要求耕层较深厚，耕地深度应比浅根系植物深。
在少雨的干旱地区，不宜进行深耕，一般限于10～15厘米。
若将耕层翻得太松，会形成上实下虚的耕层构造，将会出现旱情，反而影响种茎萌芽和幼苗生长。
多雨地区，不怕跑墒，可以深耕，以利贮水，还可以改善耕层土壤的通气性。
 耕地时期最好在前作收获后、土壤宜耕期立即进行。
我国南方深耕多在秋、冬季进行，利用干耕晒垡，冬季冻凛，以加强土壤的熟化过程，又不致影响春
播前适时整地。
播种前的耕地宜浅，以利整地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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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结合编者多年（特别是博士后研究期间）从事玉竹资源、规范化种植、产
品开发、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在总结全国同行研究成果和玉竹主产区传统种植经验的
基础上，编写了《玉竹规范化种植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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