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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冬为百合科天门冬属植物，是一种常见的药食两用药材，常用于美容养颜。内江市是天冬的道地产区，本文根据内江地区天

冬生产实践，结合相关文献，对近年来内江天冬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种质资源、栽培管理、组织培养、加工炮制等关键技术以

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旨在为内江天冬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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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belongs to Asparaqus genus of Liliaceae family which is a kind of common edible herb.It is used widely for

beauty and health care.Neijiang City is the genuine producing area of A. cochinchinensis.By investigating the production experience of planting A.
cochinchinensis in Neijiang City，and studying the relative references，w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A. cochinchinensis
in Neijiang City in recent years，and summarized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A. cochinchinensis germplasm resources，cultivation techniques，tissue culture
and processing process.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A. cochinchinensis were summarized，so as to provide decision refere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 of A. cochinchinensis in Neijiang City.

Key words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cultivation technique；processing technique；research status；prospect；Neijiang Sichuan

天冬是百合科天门冬属植物天冬（Asparagus cochinchi-
nensis（Lour.）Merr.）的干燥块根，也被称为明天冬或者天门

冬，是一种常见药食兼用药材，以干燥块根入药或入膳，其

主要有效成分为氨基酸、多糖、皂苷等，有养阴生津、润肺清

心的功能，具有治疗肺结核、支气管炎、白喉、百日咳、糖尿

病和大便燥结等作用。
内江市是天冬的道地产区，早在 20 世纪 70—90 年代，

天冬在内江及川南周边的多个地区野生资源较多，且有较

大规模的人工种植面积，仅在内江地区人工栽培面积就达

到了 2 000 hm2；中药制药业在近 20 年内飞速发展，用中药

材加工成的中成药、保健品、食品、化妆品及兽用药已占据

我国医药和保健品市场的 50%左右，国外使用中药、保健品

的人群日益增多，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和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天冬的市场需求量大增，但野生天

冬资源急剧下降，人工种植天冬生长周期长，产量与出口量

不成正比，市场价格一路上扬，缺口越来越大；天冬从采收

到制成饮片通常需要多次工序，其中重复的加工过程浪费

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大力发展天冬人工种植、改善加工工

艺是大势所趋。
1 天冬基源及种质资源

天 冬 记 载 始 见 于 《神 农 本 草 经 》，历 代 所 用 天 冬 有 多

种 植物，其中 可 以 确 定 的 品种 有 天 门 冬（A. cochinchinensis
（Lour.）Merr.）、密齿天门冬（A. meioclados Levl.）、西南天门冬

（A. munitus）和羊齿天门冬（A. filicinus）等 [1-2]。百部自古以来

多与天门冬混用，云南省现把羊齿天门冬（A. filicinus）作小

百部应用；秦岭地区曾将五加科部分植物误作天门冬使用 ，
而 中 国 药 典 2015 版 规 定 的 天 冬 品 种 仅 有 天 门 冬 （A.
cochinchinensis（Lour.）Merr）一种 [3]，其 他 品 种 天 冬 均 为 伪品

天冬；此外，密齿天门冬（A. meioclados Levl.）为《四川省中药

材标准》所载的小天冬，在贵州省西北部叫做壳天冬。
我国天冬自然分布于广西、广东、贵州、云南、四川、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商品按产地分为川天冬、温

天冬、湖天冬，商品流通中有大小之分，大天冬多来自野生，
小天冬多来自家种，后经过品种选育与驯化，部分家种天冬

个头变大，商品性更好。家种天冬目前集中于广西中部到南

部，又以玉林福绵管理区居多，其他在湖北利川、贵州西南

部亦有少量种植。天冬产区较广，长江以南为主产区，目前

国内经过驯化的天冬品种主要有滇南天门冬、西南天门冬、
短梗天门冬等。西南天门冬又以绿源 1 号（适应中高海拔地

区种植）、绿源 2 号（适应中低海拔地区种植）、绿源 3 号（组

培育苗）为主栽品种。天冬入药的品种混杂，各地用药习惯

不同，造成药材市场流通的天冬品种较杂乱。
2 天冬规范化栽培技术

众多科技人员和种植户通过多年栽培实践，研究总结

出天冬较为完善的栽培方法，主要从天冬的生长习性、土地

选择与整理、种苗繁育、幼苗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

采收加工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天冬栽培技术，以期为天冬科

学种植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4-7]。
2.1 土地选择与整理

不同的土壤类型可对天冬质量和品质产生影响。土壤的

选择应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要求 [8]。
有研究表明，黑色砂质土是适宜天门冬人工栽培的土壤，天

冬栽培于此种土壤中，其皂苷、可溶性糖、K+和 Zn2+含量及块

根质量（鲜重）均显著高于其他土壤类型，有利于提高天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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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和品质[9]。
在种植天冬前须深翻 2~3 次，最后一次要进行细致整

地，结合整地施用基肥，以农家腐熟的牛粪（含水量约 30%）、
草木灰以 10∶1 的比例混施为宜 [10]。施肥结束后，将地块整理

成厢面宽 60 cm 的高畦，利于天冬种植和田间管理。
2.2 种苗繁育

2.2.1 种子繁殖。种子繁殖一般分为春播（3—4 月）和秋播

（8—9 月）。选择海拔低、温度适宜、土质疏松的地块，整畦开

沟，沟距 25 cm，沟深 5~6 cm，将种子均匀撒在沟内。播种后

用 草 木 灰 盖种，再 覆 以 稻 草 保 温 [8]。播 种 后保 持 土 壤 湿 润 ，
15 d 左右便可出苗，株高 20~30 cm 即可移栽到大田。
2.2.2 小块根繁殖。小块根繁殖是一种见效快、周期短的繁

殖方式。在采挖天冬的同时，将个体较小的块根剪下，尽量

带 1~2 个芽苞。种植时按行距 30 cm、株距 20 cm 进行栽种，
栽后浇水，保持土壤湿润[8]。
2.3 田间管理

天冬栽培过程中对 K 元素需求较高，块根中 K+含量较

高，多施用含 K 的肥料有利于天冬生长 [9]。天冬若以食用为

主时宜高氮（16 mmol/L）栽培，以药用为主时则可适当低氮

（4 mmol/L）栽培，通过不同供氮水平对天冬农学性状、叶绿

素含量和有效成分等生理特性影响的研究，发现天冬茎 长

增长量与供氮水平成正相关，块根鲜重增长量和叶片叶绿

素含量均随供氮水平的增加呈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在供氮

水平 16 mmol/L 时达到最大；游离氨基酸和可溶性糖含量与

块根增重量、叶绿素含量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即供氮水平

在 12~16 mmol/L 时含量最高，而皂苷含量在低氮水平时相

对较高 [11]。在天冬生长期，追施不同的肥料会对产量造成明

显的差异，肥料类型在苗期适宜施用氮肥及复合肥，不仅利

于出苗且植株长势旺盛，6—8 月适宜追施复合肥，块根形成

期适宜施用复合肥及磷、钾肥；追肥量、次数应根据天冬生

长、基肥量、土壤的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施用磷肥 75 kg/hm2、
钾肥 75 kg/hm2 既节省成本又保证产量；追肥时间上，及 早

追肥是提高产量的关键，第 1 次在苗期追肥，可使苗壮、茎

粗、枝茂，有利于光合作用；第 2 次在 6—8 月进行，可促使

地下新块根加速膨大及增多 [12]。
2.4 病虫害防治

随着近年天冬引种区域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各

种病虫害也相继发生，不仅影响天冬的产量，还导致其品质

下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内江作为天冬的道地产区，地

处四川盆地东南部的丘陵地带，全年降水量较为充沛，由于

湿润的气候和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内江境内种植的天冬受到

不同程度病虫害的威胁。
在生产过程中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法，禁

止使用氧化乐果等高毒、高农残的药品。红蜘蛛是天冬生长

过程中常见的虫害之一，主要啃食天冬叶片，严重时可使用

3.2%阿维菌素 3 000~5 000 倍液进行喷防 [5]。短须螨也主要

为害天冬叶部，可根据需要选用螨类药物进行防治。
2.5 干旱胁迫对天冬生长的影响

天冬生长过程中施水量对天冬块根形状及抗性生理会

产生显著影响，天冬无法忍受重度干旱造成的伤害，在中度

干旱下可维持生长，但块根无法继续膨大，轻度干旱胁迫会

让天冬长势更优、块根形态更好[13]。
3 天冬组织培养技术

天冬野生资源日益下降，急需依靠人工栽培满足天冬

日益增长的需求，异地引种与种质资源的选育是实现天冬

人工栽培成功的关键，而组培技术实现了天冬引种与大量繁

殖的需求。天冬组培外植体可选用嫩芽、嫩茎或子叶下胚轴，
通过 MS、1/2 MS 等基本培养基培养后形成愈伤组织，再经继

代培养、丛生芽分化、生根等步骤完成天冬的组培快繁过程。
选用天冬嫩芽作外植体，1/2 MS 培养基添加适量生长

调节剂后适合诱导愈伤组织及根的形成，在 1/2 MS+1.0 mg/L
6-BA+0.5 mg/L NAA 的培养条件下，愈伤组织颜色淡黄、较

大，诱导率可达 92.8%；MS 培养基适合诱导愈伤组织及丛生

芽的形成，丛生芽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 MS+1.5 mg/L 6-BA+
0.5 mg/L IAA，pH 值 5.8；生根培养基可选择 1/2 MS+0.5 mg/L
IBA+0.5 mg/L IAA，且蔗糖浓度需要适当降低 [14]。以幼嫩茎段

为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长势最强的培养基为 MS+
0.5 mg/L 6-BA+1.0 mg/L NAA+0.2 mg/L KT；出芽率最高的 培

养基为 MS+1.0 mg/L 6-BA+0.2 mg/L NAA+0.2 mg/L KT；生根

率最高的培养基为 1/2 MS+0.5 mg/L NAA+0.5 mg/L IBA，其生

根率达 76％[15]；此外，易锦华等采用正交试验研究天冬愈伤

组织形成的最佳培养基，发现 6-BA 是影响愈伤组织形成的

最主 要 激 素，且 MS+0.05 mg/L NAA+1.0 mg/L 6-BA+蔗 糖

3.0 g/L 是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 [16]。以下胚轴为外植

体，可采用 MS+4.5 μmol/L 6-BA+3.0 μmol/L NAA 培养基直

接诱导天冬不定芽成功，再采用 MS 为基本培养基，IAA∶6-
BA=3.0∶4.5 或 IAA∶6-BA=3.0∶9.0 的比例可完成不定芽大量

继代繁殖 [17]。危 革等 [18]还考察了生长素浓度配比、基本培养

基和蔗糖浓度对天门冬组培苗不定根形成的影响，发现培养

基中营养元素、激素及蔗糖浓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天门

冬 组 培 苗 生 根，其 中 以 含 FeSO4·7H2O 6.95 mg/L、Na2EDTA
9.33 mg/L 的 1/2MS 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0.5 mg/L IBA、0.5 mg/L
IAA 和 20 g/L 蔗糖时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为 96%。
4 天冬加工炮制技术

天冬加工炮制方法按工艺分类大致可分为净制、切制、
炒法、炙法、蒸法、煮法及其他加工方法。采收后的天冬块根

需要进行初加工处理才能销售，天冬传统初加工过程为天

冬的净制过程，方法主要包括肉质根采收、大小分级、除杂、
水洗、沸水煮透、去外皮、干燥等步骤，其商品的质量评价主

要包括色泽、透明度、质地及是否糖化等指标。古籍对天冬

的加工炮制还包含去心的步骤，去心的方法有劈、四破、水

浥、抽、略蒸或蒸烂、汤泡、打扁、抽等，近代临床对天冬的应

用均为连心用，加工过程不用去心。
煮烫 15 min 是天冬最佳煮汤时间，所得产品质量优良，

黄白色，质脆、硬，透明无白芯，无糖化，时间过短不能将天

冬煮透，可出现白芯等情况，透明度较差；煮烫时间过长，天

冬熟得过透，产品色变深，透明度降低，光泽变暗。当天冬干

燥温度为 25~35 ℃时产品质量优良；60 ℃以上的干燥温度

所得产品质量差；45~50 ℃干燥的产品颜色较深。真空干燥

产 品 质 量较 烘 干 方 法 更 好；冷 冻 干燥 法 的 产 品 质 量 好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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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区产量/kg 折合产量

kg·hm-2
增产率

%Ⅰ Ⅱ Ⅲ 平均
1（CK） 226.8 239.7 245.7 237.4 32 972.22 dD
2 276.8 264.7 268.1 269.9 37 481.48 cC 13.7
3 316.2 283.5 286.1 295.3 41 009.26 bAB 24.4
4 323.6 317.3 292.5 311.1 43 212.96 aA 31.1
5 275.3 286.7 284.1 282.0 39 171.30 cBC 18.8
6 315.9 295.7 291.6 301.1 41 814.81 abAB 26.8

表 5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该试 验 利 用 保 水 剂 的 抗 旱生 产 原 理，采 取 不 同 用 量，验 证

旱作区保水剂最佳使用量，为旱作区保水剂的使用提供理

论 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全量还田量+半 膜 覆 盖 栽 培+
3 kg 保水剂与秸秆腐熟剂的处理，可提高马铃薯生育期土

壤含水量，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增加产量。该处理株粒数、株

粒重、大薯率分别为 7.3 个、0.76 kg、73.7%，使 0～20 cm 耕层

土壤有机质增加 0.25 g/kg，全氮增加 0.04 g/kg，碱解氮增加

0.9 mg/kg，有效磷增加 0.4 mg/kg，速效钾增 加 0.8 mg/kg，产

量达 43 212.96 kg/hm2，比处理 1 增产 10 240.74 kg/hm2，增产

率为 31.1%。因此，建议继续开展相关试验研究，为大面积推

广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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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影响[J].河南农业科学，2016，45（9）：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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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l2、明 矾 处 理 以 35 ℃干 燥 的 产 品 质 量 较 优 ；原 材 料 以

煮汤 15 min 产品质量较优[19]。
天冬加 0.5%碳酸氢铵煮 15 min 可使天冬鲜品的 根 皮

与皮层之间的细胞破碎，利于去皮，且碳酸氢铵是符合国家

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在天冬饮片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的

生产过程使用可大大提高生产效能，且天冬外观性状和内

在质量均较优；天冬煮汤后有自然冷却后剥皮、趁热剥皮、
趁热投入冷水后剥皮 3 种处理方式，但对天冬质量影响不

大，趁 热 投 入 冷 水 后 剥 皮较 其 他 2 种 方 式 更 易 去 皮；天 冬

鲜品不经蒸煮直接去皮后切片，所得样品呈不透明淡黄白色，
药材损耗率较高，饮片得率较低；天冬鲜品不经蒸煮、不去

皮直接切片，干燥时间长，样品颜色质量差；天冬煮制后便

于去皮，且经加热的过程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
保证用药安全，便于干燥，产品质量佳。可以看出，天冬加工

的煮制过程有其合理性 [20]。
5 问题及展望

天冬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可用于保健

食品的中药材之一，常用于制作天冬蜜饯、保健品、药膳、保

健药酒等，市场需求日益增加。而天冬野生资源日益枯竭，
现在天冬药材来源主要依靠人工栽培供应。

目前，天冬栽培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不同产地

的天冬品种和质量不一，急需选育天冬优良品种；②天冬采

挖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依靠人工采挖，费时费力；③缺乏标

准化栽培技术，管理较粗放，栽培人员偏向老龄化。
天冬加工炮制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①现有机械脱

皮技术不完善，脱皮过程中天冬肉损失大，贮藏时间短，因

而脱皮过程依然依靠人工蒸煮后剥皮，是天冬粗加工过程最

费时费力的环节；②天冬加工过程一般不使用明矾，但仍然

存在硫熏的现象，市售天冬80%以上均含硫；③天冬干燥过

程一般采用晒干或烤干，干燥时间长，干燥后含水量通常不

能达到药典标准；④天冬产品通常初加工后流入饮片厂还

需再回润浸软后再加工成饮片，造成劳动力和能源浪费。
品种的优劣对天冬的产量和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应

加强天冬优良品种的选育及天冬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随

着人们健康理念的加强，无硫天冬行情越来越好，但无硫天

冬色泽、外观均较差，应加强无硫天冬工艺研发；天冬 加 工

混乱，药厂加工的天冬通常为收购的个药蒸软后切制，少有

按照药典要求加工，应加强天冬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的

研究，天冬饮片的加工工艺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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