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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叶薯祯的发展前景

杨 清 郑惠兰 罗明贤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摘 要

本文报道 了我 国野生菩孩资源
,

皂素工业生产状况
,

从 菊叶菩孩 Di sc ~
a

CO 用沪os it a 的优 良特

性
,

栽培技术
,

经济和社会效益来说明 西双版纳地区 大力推广栽培的可 行性
,

为生产厂 家和种植者

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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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世界各国街体激素药物和 幽体避孕

药大多采用薯琐皂贰之为原料
。

我国从 1 9 5 8 年

开始对野生薯裁资源进行普查
,

并大量地生产

薯益皂素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生产薯菠皂素的厂

家已有 50 多家
,

年产量 5 00 吨左右
,

出 口量居

世界第二
。

野生薯预资源经过 30 多年的盲 目采

集
,

已 日渐枯竭
,

甚至面临绝种的危险
,

这种状

况严重威胁着我国皂素工业的发展
。

据报道
,

我

国皂素生产 因原料不足每年 以 25 %左右 的速

度递减
,

许多厂家被迫停产或转产
。

因此
,

建立

薯孩人工栽培基地势在必行
。

1 菊叶薯孩的主要特性及其引种情况

菊 叶薯莎 为 多年 生 草本 植 物
,

薯祯 科

刀‘。sc ~
a ce a e

原产于墨西 哥
,

是墨西哥的主要

栽培品种
。

70 年代
,

首次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引种成功
。

试验证明
,

该植物在西双版纳生长

发育正常
,

每年两次开花结果
,

其块茎垂直向下

生长
,

与我国的根状茎组薯莎植物 的根茎生长

方式不同
,

多数种类属横向的多年生根茎
,

在土

层分布较窄
,

产量有限
。

菊叶薯孩栽培 2一3 年
,

块茎 在土层分布幅度较大
, 〔幻深达 70 一9 0c m

,

宽达 6 0一 g o e m
,

亩产鲜块茎 3 5 0 0一 6 5 0 o k g
,

薯

莎皂素含量为 3一 4 %
,

熔点为 2 03 一 2 06 ℃
,

菊

叶薯裁与几种药用薯获的产量
、

皂素含量 (见表

l) 比较
,

菊叶薯裁的皂素含量仅次于盾叶薯祯

D
.

zi ng ib en sl’s
,

而产量则 明显高于任何一种
,

是

我国最好的人工栽培品种
。

表 1 几种药用薯孩的产盆
、

皂素含 t 比较

中中 名名 学 名名 产量量 皂素含量量 备注 (文献)))

(((((((k R /年
、

亩 ))) (环)))))

盾盾叶薯锁锁 D
.

z in g i加ren
sisss 8 0 0 ~ 1 2 0 000 5

.

999 植物学报 1 9 7 9
,
2 1 (2)))

穿穿龙薯菠菠 D
.
n泛PPPn ic aaa 3 0 0 ~ 1 1 0 000 1

.

5 一 2
.

000 植物分类学报 1 9 7 9
,
7 (3 )))

黄黄山药药 D
·

Pa n zh a ic aaa

末见报道道 1
.

7 一 2
.

333 药学学报 1 9 6 5
,

1 2 (6)))

菊菊叶薯孩孩 D
·

c o m Po sitaaa 2 0 0 0 一 2 1 6 000 3 一 444 云南植物研究 1 9 9 0
,
1 2 (1 )))

2 菊叶薯拓的栽培技术
2

.

1 苗木培育

菊叶薯祯为雌雄异株植物
,

每年开花两次
,

第一次在 3一7 月
,

此次开花基本无果
,

既使有

少数果
,

因正值雨季
,

种子发霉不能留作种用
。

第二次开花为 8一10 月
,

3一4 月果熟
,

结果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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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量好
,

可留作种用
。

果为茹果
,

易开裂
,

应

及时采收
。

贮藏 3一 4 个月发芽率高而整齐
,

以

后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

播种应选择在

6一8 月
,

发芽温度以 35 ℃为宜
,

种子千粒重不

低于 9 克
。

播种 2 个月后苗长约 2 0c m
。

也可利用块茎进行无性繁殖
。

选取粗细均

匀
,

无病虫害的块茎切成 5一 7c m 长的小段
,

每

段块茎留 1一 2 个健壮芽
。

试验证明 1一 2 年生

的块茎最好
,

萌芽力强
,

植株生长旺盛
,

根茎分

枝多
;
而 且根茎幼 嫩部份作繁殖材 料

,

产量最

高
,

而老块茎作繁殖材料
,

出苗率及产量都 比较

低
。

无性繁殖具有操作简便
,

成苗率高
,

生长健

壮
,

栽培 2 年即可投产
,

但播种量大
,

成本高
,

一

般不采用
。

2
.

2 定植

菊叶薯裁的块茎在土层分布幅度较宽
,

生

长需肥量较大
。

因此
,

种植地应选择土层深厚疏

松透气
、

光照条件好
、

肥沃的平地或缓坡地
,

坡

地应改成台地
,

减少水土流失
。

定植前需挖带状

沟
,

规格 。
.

9 火 0
.

7 m
,

施足量的农家肥为主的基

肥
,

满足薯裁生长发育的需要
,

种植深度为 5一
1 0c m

。

定植密度对块茎 的产量影响较大
,

但对

皂素含量的影响甚小
,

试验证明
,

定植密度 1
.

2

X O
.

3 m 的块茎产量 (2
.

5 年采挖 )为 5 5 5 3
.

sk g /

亩是定植密度 1
.

2 X 1
.

Zm 的 2
.

44 倍
,

但皂素

含量分别为 3
.

62 %和 3
.

65 写
。

所以
,

定植菊叶

薯孩应采取 密植
,

以 1
.

2 又 0
.

3 m 为最好
,

产量

最高
。

2
.

3 管理

菊叶薯裁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

藤蔓较多
,

搭

架与否对块茎的产量
、

皂素含量影响较大
。 〔3〕经

H
.

J
.

CR U ZA D O 等人试验证明
,

搭水平式棚的

产量 (2
.

5 年采挖 )为 55 5 3
.

sk g /亩是不搭任何

架子的 4
.

7 倍
,

皂素含量为 3
.

62 %是不搭架的

1
.

5 倍
;
立竹柱 (在每苗立 2 米高的竹子 )的产

量 是 4 4 12
.

sk g / 亩
,

皂素含量为 3
.

46 %
。

据观

察
,

从其藤蔓在棚架上的长势可以看 出年产量

的高低
,

丰产的结构必须是藤蔓覆盖棚架
,

这样

就光合面积大
,

块茎增长快
。

所以
,

种植菊 叶薯

裁一定要搭架
,

供其藤蔓攀援
,

提高产量
。

在平

地采用葡萄水平式棚架
,

坡地采用立 2 米高的

竹柱
。

定植 2一3 个月
,

藤蔓开始有缠绕能力
,

此

时应注意理藤蔓上棚架
。

在旱季应及时灌水
,

雨

季注意清沟排涝
;
及时除草

,

减少杂草与薯菠争

夺养分
,

定植 1一2 年后
,

待藤蔓基本上爬满架

到采挖这段时间不需浇水
,

除草等管理
。

3 栽培菊叶薯孩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皂素是街体类激素药物的重要基础原料
,

也是 目前推广使用的几种避孕药的主要原料
,

是我国开展计划生育
、

防病治病工作不可缺少

的基础化工原料
。

同时
,

栽培菊叶薯莎对保护野

生薯琐资源
,

保护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

衡量一种经济作物是否有推广价值
,

它 的

其经济效益的高低起决定性作用
。

菊叶薯孩经

多年栽培试验证明
,

栽培 2一3 年的产量最高
,

经济效益最好
。

以山区坡地为例
,

种植 2
.

5 年
,

亩 产 鲜 块 茎 4 4 1 2
.

skg / 亩
,

[’j 其 鲜 干 比 为

2 5
.

6 4 %
,

干片价格 3 ,. 0 0 元 / kg (据我园在 1 9 5 9

年卖给云南植物制药厂的干片价格 3. 00 元/ k g

为 准
,

栽培菊 叶薯 裁 的 总收 入
: 4 4 12

·

5 x 25
·

6 4 % 义 3
.

0 0 = 3 3 9 4
.

1 0 元 /亩
,

总投 入 1 3 5 0
.

0 0

元 / 亩
,

平均年纯收入为
:
(3 3 9 4

.

1 0 一 1 3 5 0
·

0 0 )

令 2
.

5一 81 7
.

64 元 /亩
.

目前
,

薯莎原料紧缺
,

厂

家急需
,

加上物价普遍上涨
,

其经济效益将更可

观
。

同时
,

菊叶薯孩的块茎富含大量淀粉
,

可以

用来生产工业酒精
,

具有综合利用的价值
。

4 菊叶薯孩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

要想大量推广
,

它的经

济效益必须 比当地广泛栽培的经济作物的要

好
,

所要求投入的成本与当地人 民的再生产能

力相适应
,

还要很好的销售 市场
,

同时
,

要发展

这种经济作物所要求的技术含量与当地人 民的

素质相吻合
,

只有这样
,

种植者才会接受
,

大量

栽培才切实可行
。

菊叶薯莎经过多年的引种栽

培试验
,

已经具备一整套栽培
、

管理等技术措

施
,

为大面积栽培提供技术保障
。

同时
,

菊叶薯

裁具有投资少
、

见效快
、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

适于在平地和 山区种植等特点
,

只要政

府部门和 生产厂家大力宣传和支持
,

采取一些

切实可行的措施
,

如给种植者贷款
、

扶持
,

包种



云南热作科技 第 8 卷

包收等
,

解决种植者的后顾之优
。

那么
,

在西双

版纳和其它部份热带地区是可以大量栽培的
,

建立人工栽培基地
,

为边疆的 山区人 民脱贫致

富和发展多种经营
,

推动 我国皂素工业的发展

和计划生育都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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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坚果采后
,

苹枝小囊的防治

D E L A T E
,

K
,

M
.

等

本文评价了在夏威夷澳洲坚果采后
,

对苹枝小囊任6 沪ot he
n

o us 砧sc u ru : )的几种防治技术
。

其

方法包括
:

大气处理
,

冷热处理和受害坚果和外壳的堆肥外理
。

未脱外皮的受害坚果曝露在) 95 %

C 0
2 ,

24 一 3 0 ℃下 6 天
,

成虫死亡率为 97
.

3 % (士 2
.

1 )
。

当坚果在处理前脱去外皮 (坚果在壳内)
,

用

这一曝露时间和浓度可杀死所有成虫
。

对未脱外皮的坚果来说
,

为了获得 1 00 %的死亡率
,

需要在

) 95 %N
Z

下处理 14 天
,

或在 7 ℃下冷处理 14 天和 45 ℃下热处理 7 天
。

拣出受害的坚果和处壳与

尿素一道放入一个木制箱系统 内 4 天
,

而与农家肥堆肥则需 7 天
,

死亡率均 为 10 0 %
。

完全控制苹

枝小囊密封的堆肥系统 (圆筒 )可获得较快 (7 天 )的死亡
,

而开放系统 (摊成行的堆 )则需 14 天
。

刘昌芬 译 自《A b s tra c t s on T l’o Pic a l A g r ic u lt u re 》V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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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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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湘江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