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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培植技术的文献研究与试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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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550001)

摘要:通过对明清文献所载黄连(CoptischinensisFranch)培植技术的研读表明:明代文献对黄连生活习性略有记载,但具

体栽培技术语焉不详,且未见黄连栽培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记录;清代文献对黄连栽培技术的记述较为详实;从明到清,黄
连栽培技术不断进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当代,林学界通过试验创造了“油茶-黄花菜-黄连”、“黄连-杜
仲”、“黄连-杜仲-香菇-大白芸豆”等多种立体栽培模式。这些新型立体栽培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传统黄连培植技术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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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CoptischinensisFranch)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药,自古至今即在防治疾病中有重要作用。
因此,黄连在药材市场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成为重要的林产品。尽管林学界和医药学界对黄连有较多关

注,然而遗憾的是,通过文献和试验系统地研究黄连栽培技术及其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此展开

相关讨论内容,以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缺。

1明清黄连培植技术的文献考察与生态环境

1.1文献考察

尽管黄连入药的历史悠久,但人工栽培究竟起于何时,目前无考。至明代,医药学家始对黄连生长环境有一

定的认识,称它“禀天地清寒之气以生”[1]。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因为实践证明,黄连一般生活在海拔1400m以

上的高寒地区。这种认识既为当时也为后代黄连的科学培植提供了理论基础,无疑属于技术创新的范畴。然而

纵观明代黄连培植技术,几乎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因此,人们基本见不到明代文献中关于黄连培植技术对生

态环境影响的只言片语;但由于明代人口数量徘徊在5000多万,较清代迅速增多的人口而言,并不算多,故对黄

连的需求较清代更小,由此推测种植量不会太大,黄连种植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亦不需高估。
与明代对黄连培植技术的记载不详相比,清代对黄连培植技术的记述相对明晰,且多集中于地方志。乾隆

《石砫厅志·物产志》记载:黄连“历三五岁出地,至数岁者为久”;嘉庆《洪雅县志》卷25《艺文志·集著》记载:“至
今市易之连则择阴山开垦荒土,取其秧栽植,上覆木竹枝叶荫之,不令见日,三年后收。”嘉庆《峨眉县志》卷10《艺
文志》记载:“近人于山阴土肥处栽蓄,易生易长,每三年起卖。”道光《城口厅志》卷18《物产志》记载:“黄连产高山

厅,居民植以为货,种子八年后始可采。年久俞佳,获利数十倍。”同治《桑植县志》卷2《风土志·土产》称:“黄连,
内半县民择深山、冷屿间种之,三年可采。”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物产》云:“黄连产荒山老林,野人匀山地

种子,借密枝作矮棚,去地不过三尺,以蔽风日,每年上土薙草亦需佝偻以如,凡七年连始成。”宣统《石砫厅乡土

志》第12章《植物常产·药之属》载:“一年种子,一年支棚栽苗,约六七年后者始佳。”清末《南川乡土志》(不分

卷)曰:“黄连,性凉,根如建蒲,剪芦为种,栽于高寒之地,一岁一节,七年采起。”民国《南川县志》卷4《虞业志》云:
“黄连种于高山生地,载芟载柞,掘尽陈根,锄泥极细,高垄深沟,栽秧后四角钉木桩,上搭方竹棚,俾风日雨露能

通,独雪霜不能入。一岁数耘,去草务尽,壅以石隙中之泡肥泥,不须别种肥料。置人看守,三年一获。撤棚拔

苗,去节留根,炕干出售,腾出空土,续种大黄(接种黄连,土须另辟新地),法大同而稍简单,可施肥,邑人颇有以

种二黄致富者。”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63《物产考六·药材类》记载:“上帕、贡山黄连产于碧罗、高黎两大雪山

之上,为本属重要药材,行销内地。旧系野产,以其值昂利厚,故怒傈均提倡栽植之。此物向无籽种,系以栽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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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而繁殖。花蓝色,叶似芹菜,草本。茎高由数寸至尺余,栽植三年始能采根,年久根老,则价愈昂。性喜寒冷,
不宜向阳。”《南川县志》和《新纂云南通志》虽成书于民国,然很多记述事关前代,故仍可视作清代资料。
1.2传统培植技术分析

上述材料或简或详记述了黄连的传统培植技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培植区域应选在海拔较高、气温较低

的“高寒之地”,因为黄连“性喜寒”,“禀天地清寒之气以生”,需要凉爽的气候;2)培植前既要细细耕耘土地,又要

用枝草林木密搭树棚,且树棚距离地面不超过1m,以遮风蔽日,或遮风蔽日或阻雪挡霜;3)黄连生长需要比较

肥沃的土壤,在收获之前,每年都要给黄连培土以增加肥力、拔草以确保养分供应,即精耕细作;4)黄连由育苗到

收获的周期一般为3年,6~7年则功效更好;5)培植方式有播种和栽根分苗两种,既有有性繁殖又有无性繁殖;
6)种过黄连的土地在若干年土性恢复之后,可以继续栽培黄连;7)用于将来育种的黄连种子一般要有7~8年

的生长周期;8)黄连与大黄可以采取轮作的方法;9)种植多以移栽黄连苗为主,即以无性繁殖为主,这样可以省

去育苗阶段,使黄连种子和根茎的产量大大提高。这些培植技术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知了黄连的生长习性

和生存环境,并据此制定了从选种到育种到栽培再到收获相当周密的培植环节和步骤,并进行了精耕细作。这

无疑表现了黄连传统培植技术的进步。目前,这些技术在不少地区还在继承和沿用[2]。
种子的选择和培育既是黄连栽培技术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又是黄连传统培植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黄

连之乡———重庆市石柱县自元末明初人工栽培黄连以来,对黄连种子的选择和培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如2年

龄的种子称“暴生”,质量较差,一般不采收;3年龄的种子称“试花”,缺种时方将就采收做种子;4~5年的种子称

“红山”,量多质优,每年立夏前后择晴天采收,脱粒后拌入细泥沙,在室外土坎或林下挖洞储藏,于立冬节前后播

种育苗。黄连种子在脱粒、运输、贮藏中忌与酸、碱、盐等物接触[3]。如此细致的选择和培育种子从另一角度表

明黄连栽培技术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南川县志》比清末《南川乡土志》所载栽培黄连技术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操作的步骤颇

为细致,尤其是提到黄连可与大黄采取轮作,这无疑是黄连种植技术在特定区域取得进步的表现。
1.3培植技术与生态环境

虽然清代黄连的传统培植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黄连培植技术对生态环境带来了的破坏也不容忽视。光绪

《大宁县志》卷1《地理·物产》云:“借密枝作矮棚”、“种过(黄连)之山,不利别植。”这说明栽培黄连时需要砍伐林

木搭棚遮荫,这无疑会破坏森林,引起水土流失;种过黄连的土地不利于其他农作物的栽培,这是破坏了土壤结

构和肥力的结果。实践表明:采用砍树搭棚的传统方法栽培黄连,每栽0.067hm2 黄连,需直径10~15cm、长
5~6m的檩 条74根,长2m 左 右 的 桩160根,直 径4~6cm、长2~2.5m 的 横 杆550根,还 需 盖 材

2500~5000kg,总计约需10m3 木材,需砍伐2000m2 森林;每种1hm2黄连要破坏3hm2 林地,消耗150m3

木材,而且每个种植阶段都会引起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其中第1年的土壤侵蚀模数为5360t·km-2[4]。黄连之

乡的重庆石柱县森林资源的破坏最为典型。据石柱县林业局1998年对黄水镇(黄水镇是该县黄连主产区)森林

资源消耗专题调查,全镇98%以上的药农采用原始的种连方式,种连烤连的林木年消耗量达到了3.64×104m3;
该镇每年种连烤连消耗的森林资源量占年消耗森林资源总量的98.13%,达5.707×104m3,超过该镇年均生长

量1.867×104m3,即年消耗量是年生长量的1.5倍,种植黄连已使黄水镇森林资源出现负增长。以此计算,整
个石柱县每年种连消耗木材5×104m3,全国每年种连消耗木材约5×105m3。长此以往,采用传统种植黄连技

术将会对森林资源和土壤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传统黄连栽培技术还对当地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

的生存等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如重庆石柱县黄水镇,由于历年来一直种植黄连,导致野生动物生存环境长期受到

破坏,造成沟河鱼类资源2001年比1981年减少了73%,其中有8种大型陆生脊椎动物绝迹[4-5]。而每栽1次黄

连5~6年收后,必须丢荒20~30年才能再种黄连[6]。这些材料虽然是当代文献所述,但反映的却是传统黄连栽

培技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当代试验研究表明:传统黄连种植模式对土壤侵蚀既有轻度侵蚀类型又有强度

侵蚀类型,更有剧烈侵蚀类型;黄连种植过程中,侵蚀主要发生在一年生连地和收连后的弃耕地和还耕地;传统

黄连种植模式是土壤侵蚀的主要发源地[7]。这显示了传统黄连种植的弊端,因此,对黄连传统种植技术的创新

势在必行。

2当代黄连栽培新技术试验

传统黄连栽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对黄连的需求不断增加,黄连的种植面积

在不断扩大。如何处理好扩大种植面积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林学界对此作了不懈的探索,通
过不少新的技术试验,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生态环境。此类代表性试验主要有“油茶-黄花菜-黄连

立体栽培试验”、“黄连-杜仲立体栽培试验”、“黄连-杜仲-香菇-大白芸豆立体栽培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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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油茶-黄花菜-黄连立体栽培试验

该试验在陕西省南郑县进行。由于该县油茶林面积较大,且不少林区处于荒芜半荒芜状态,林产业价值较

低。为提高林产业价值,西北植物研究所在该地进行了“油茶-黄花菜-黄连立体栽培”模式试验。
试验的主要方法是:选择20年生普通油茶林1hm2,设计株行距3m×4m,每0.067hm2 植树不超过60

株,林相较为整齐,树高约2m,平均冠幅5.4m2,林分郁闭度0.3~0.45;在油茶行间条栽3行黄花菜,行距lm,
在黄花菜行间及油茶林下移栽黄连苗4行;增加土壤肥力。与此同时,在附近随机选择0.333hm2 纯油茶林进

行对照。
试验结果表明:在定期垦复、清除杂草、水肥条件得到改善的条件下,油茶-黄花菜-黄连立体栽培的油茶林

地,第2年油茶林的郁闭度就超过了0.5,产量明显提高,4年茶油平均产量为306kg·hm-2;黄花菜第3年便进

入盛产期,单个花蕾平均重量超过0.4g,干黄花菜最高产量达2250kg·hm-2;试验地与对照区的经济效益相

比,净收入增加了396元,是原来单一油茶林收入的5倍多。原因分析:黄花菜与油茶林的双层遮荫正好满足了

黄连的喜阴,尤其是秋季干枯的黄花菜覆盖在黄连上,为其冬季的遮荫提供了方便,这就保证了黄连正常生长的

荫蔽度须保持在0.6~0.7的要求;在“油茶-黄花菜-黄连”模式下,土壤得到了改善,阴性、半阴性和阳性植物三

者共存互利,光能利用率大幅度增加;油茶林下种植,可以以种代抚,使荒芜半荒芜的油茶林地得到充分利用,综
合效益大大提高。这既避免了对林木的砍伐,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因而具有

很强的推广价值[8]。
2.2黄连-杜仲立体栽培试验

本试验在海拔1350m的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范店乡先锋村进行,试验面积1hm2。具体试验方法为:1)黄

连厢畦之间留20cm的作业道,每1黄连厢中间种1排杜仲,株距1.5m、行距1.4m。1hm2 土地种植1.2~
1.5m高的杜仲幼苗5100株左右。2)在对土地进行平整、施肥、消毒的基础上,每0.067hm2 选取同一规格的

两年生黄连壮苗3.8万株左右移栽于试验地,黄连苗固定植株行距为12cm×12cm。3)利用杜仲枝叶调节阴

度,作对比的人工搭阴棚亦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阴度。试验结果与分析:1)群落结构合理,雨季可防土壤流失。由

于杜仲为喜光的阔叶乔木,黄连为喜阴的常绿草本,木草搭配,树高草低,上阳下阴,杜仲根深而黄连根浅,前者

可以吸收后者吸收不完的肥料,故而与单植杜仲相比,黄连-杜仲立体栽培模式下杜仲生长较快。同时,根深根浅

的植物搭配可以吸收更多的地表水分,一定程度防止了土壤流失。2)能够有效调节林间和土壤耕层气温的变

化,有助于黄连生长;相反,棚栽黄连的棚架吸热量大,通风效果不好,湿热不易排出,往往造成黄连大部分植株

有叶片干枯现象。3)较好地解决了连林争地矛盾,把低值次生林改造成了高价经济林:黄连-杜仲立体栽培模式

下的黄连平均产量为3091.5kg·hm-2,比棚地栽种黄连平均产量(2554.5kg·hm-2)提高了21%[9]。
2.3黄连-杜仲-香菇-大白芸豆立体栽培试验

该试验在平均海拔1600m、素有“黄连之乡”美誉的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进行。试验方法:在选地、整地、土
壤消毒、施肥等基础上,每年2~3月份,在每个树桩下栽杜仲壮苗1株,1hm2 面积植3000株;在每个桩和横杆

上凿孔放入香菇菌种;3月下旬选择晴天,将选好的黄连壮苗进行栽培,行株距10cm×10cm,每0.067hm2 栽6
万株;清明节左右在每个桩下种4窝大白芸豆,每0.067hm2 种植800窝。经过比对,黄连-杜仲-香菇-大白芸豆

立体栽培不仅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避免了对林木的砍伐,而且比单纯棚栽黄连平均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提高了

33.4%[10]。
综上可知,林学界对黄连栽培新技术的试验主要采取了立体栽培模式,既减少或避免对林木的消耗、土壤的流

失,又改良了土壤、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这些模式成效显著,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对环境保护也

有积极作用。尽管学界还有不少论著如《实用黄连栽培技术》[11]、《名贵中药材绿色栽培技术 黄连天冬》[12]、《三七黄

连高产栽培技术》[13]等也记述了黄连的栽培技术试验,如黄连和玉米等套作、林粮间作、复土栽连、简易棚栽连、银花

藤和党参蔓架荫蔽等,但综观其中试验方法,仍是上述立体栽培模式理念的运用,故不再赘述。

3结语

明代文献对黄连栽培技术记载甚少,对黄连培植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更是语焉不清。清代文献对黄连的

培植技术记载甚详,彰显了该时期黄连种植技术的进步。传统黄连种植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正是

认识了传统黄连培植技术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影响,林学界在传统栽培技术的基础上加大了技术创新,采取

了多作物的立体栽培模式和熟地栽培、轮作等方法,一定程度改变了传统的毁林栽连和栽后抛荒等做法,既提高

了经济效益,又防止了破坏森林和水土流失,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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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LiteratureofHuanglianCultivationTechnologyandtheTestAnalysis

HUAnhui
(MarxismInstitut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ThroughthestudyontheliteratureofHuanglian(CoptischinensisFranch)cultivationtechniquesinMingandQingDy-
nasty,thepapershowedthattheliteraturesroughlyrecordedthelivinghabitsofHuanglianinMingdynasty,buttherecordswere
unclear,atthesametime,therecordsofcultivationtechniqueseffectsonecologicalenvironmentwerenon-existent.Theliteratures
detailedandaccuratedaccountofthecultivationtechnologyofHuanglianinQingdynasty.FromMingtoQingdynasty,thecultiva-
tiontechnologyofHuanglianmadeprogress.TheinfluenceofcultivationtechnologyofHuangliancouldnotbeignored.Inthecon-
temporary,theForestryscientificresearcherscreatedavarietyofthree-dimensionalcultivationpatternbyexperiment,inincluding
“Camellia-Daylily-Huanglian”“Huanglian-Tuzhong”“Huanglian-Tuzhong-Xianggu-Dabaikidneybean”etc.Thesenewstereoscopic
cultivationpatternseffectivelysolvedthedestructionofthetraditionalHuangliancultivationtechnologytotheecologicalenviron-
ment.
Keywords:Huanglian;cultivationtechnology;studyontheliterature;ecologicalenvironment;testanalysis;cultivationmodeof
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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