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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旱半夏是一种常用药材，分布在我国的南北地区。因为最

近几年时间，人们对于山地的开垦和利用，致使很多野生的旱半

夏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破坏。由于旱半夏野外生长环境的改

变，导致野生的旱半夏越来越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人们开始

采用人工栽培技术来种植旱半夏。为了提高人工栽培的旱半夏产

量，种植人员还需要对旱半夏的人工栽培技术进行改进，从而实

现提高人工栽培旱半夏经济效益的目的。

关键词：旱半夏；人工栽培技术；经济效益

旱半夏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药材，因为目前开荒垦地的影

响，导致野生的旱半夏生长环境受到了破坏，资源越来越少，旱

半夏在市场上的供需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有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人工栽培旱半夏，而近年来我国引进的旱半夏栽培实

验，也将野生的旱半夏变成了人工种植的旱半夏，同时产量也比

野生的旱半夏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  西北地区种植旱半夏的资源条件

西北地区属于内陆，远离我国的海洋流域，而且西北地区

多是山地和高原，地形上不利于湿润气流的流动，所以，西北地

区整体上只有东南部为温带季风气候，其他区域为温带大陆性气

候。冬季气候比较寒冷，而且空气很干燥。夏季气温很高，且降

水稀少。由于西北地区的气候比较干旱，气温的早晚温差和年较

差都比较大。而旱半夏属于喜温性植物，而且喜欢湿润的气候。

耐寒、耐阴，但是不耐旱。适合在山地和平地栽培。所以，西北

地区在人工种植旱半夏方面，还是具有一定地理环境优势的。

2  旱半夏的生物学特性、生长习性及种植技术

2.1  旱半夏的生物学特征和生长习性

旱半夏又可以被称为麻玉果和三步跳等，是多年生的草本

植物，旱半夏的地下块茎呈球形，是旱半夏入药的主要部分。另

外，旱半夏的叶片有两种形状，一种是柳叶形的，一种是卵圆形

的。虽然旱半夏的叶片形状不同，但旱半夏地下块茎的药用功效

是相同的。关于旱半夏的生长习性，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旱

半夏喜好温暖湿润的环境，在温度适中的气候下，耐寒，但是很

怕强光。其次，旱半夏不适宜在干旱的环境中生长，最佳的生长

气温为20℃左右。

2.2  旱半夏的种植技术

2.2.1　球茎繁殖。在每年的11～12月份，选择没有病虫害、且无

任何损害、直径在1.5cm左右的球茎作为种子，放置在通风处晾2

天左右，在室内的阴凉处进行储藏，或是用当年采挖的旱半夏球

茎直接进行种植。然后按照行距20cm左右，株距10cm左右进行挖

穴，每个穴最多种植3个左右的旱半夏球茎，用120kg/667m2的球

茎进行种植即可。另外，种植完后还要用土进行覆盖，土层保持

在2cm左右，盖完土后还要及时进行浇水。

2.2.2　珠芽繁殖。在每年的夏秋季节，当旱半夏的老叶枯萎时，

采摘旱半夏叶柄上新长的珠芽进行种植。

旱半夏的种植时间段通常为每年的3月下旬和4月上旬期间。

可以将旱半夏的球茎按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种级别。然后按照不同

的级别进行分种，以15至20cm为行距进行开沟，然后再按照株距

为15cm把旱半夏的球茎或是珠芽均匀播种于挖开的沟内，要用

120kg/667m2的球茎，或者用60kg左右的珠芽进行播种。播种完后

用土覆盖在平畦面上，然后再用一层稻草或是其他的杂草覆盖在

上面，之后再往上浇水，用水淋透畦面。

3  旱半夏的田间管理

3.1  及时对旱半夏进行中耕除草

在旱半夏幼苗封行前，要及时对其进行除草。中耕深度不宜

超过5cm，避免伤到旱半夏的根部。因为旱半夏的根在块茎的周

围，根系集中于土壤表层的13～15cm左右，所以对旱半夏进行中

耕时，只适合浅耕而不适宜深耕。

3.2  对旱半夏进行科学施肥

旱半夏在进行田间管理施肥的阶段，主要使用尿素，而且用

量为20kg/667m2。施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喷雾器施

肥，另一种是冲施。喷施是将水和肥料混合到喷雾器中，喷洒到

旱半夏的叶片上。而冲施是采用浇水的方式，将混有肥料的水桶

放到水渠口处，打开水桶的下方阀门，肥料就会流入到种植有旱

半夏的土壤中，从而达到施肥的效果。

3.3  旱半夏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3.3.1　病害防治：旱半夏的病害主要有病毒害和叶斑病。防治叶

斑病的方法主要是采用硫酸亚铁进行喷洒，每天喷洒3次左右，持

续喷洒一个星期，就能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3.3.2　虫害防治：旱半夏的虫害主要包括天蛾幼虫和蛴螬幼虫。

天蛾幼虫可以用辛硫磷溶液对叶片进行喷洒，连续一个星期左

右，每次喷洒两次，即可达到防治的效果。对于蛴螬幼虫，采

用的防治方法是用50%的辛硫磷溶液喷雾喷洒，持续喷洒一个星

期，每次喷洒2～3次，可以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4  旱半夏的采收加工技术

旱半夏的生育期为五至7个月左右，旱半夏的块茎繁殖根据播

种季节的不同，可用于当年或是第二年的采收。对于夏季和秋季

枯萎的旱半夏茎叶，在进行倒苗后还要采挖。同时，采挖时要注

意选择晴天，避免旱半夏的块茎受到损伤。采挖好之后的旱半夏

块茎要注意防晒，如果暴晒的话会加大旱半夏去皮的难度。在对

旱半夏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还要按照旱半夏的体积大小，将其分

为三个等级，然后再分别装入麻袋内，之后倒入清水缸中进行反

复揉搓，直至旱半夏的外皮被完全去除干净为止，再拿出晾晒至

全干。

5  结语

旱半夏作为中药药材，在目前有很大的市场，而野生的旱

半夏又资源短缺，因此人们开始进行人工栽培种植旱半夏。而旱

半夏的人工栽培不仅需要重视种植地的选择，还要对旱半夏的田

间管理引起注意，改善人工栽培中的各种问题，提高人工栽培技

术，进一步提高旱半夏种植用户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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