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珊瑚也被称为“观音茶、接骨木、九节花”等，是属金
栗兰科的常绿亚灌木。草珊瑚外观秀丽还伴有馨香，不仅具有观
赏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草珊瑚性平、味苦，具有跌打
损伤、伤口溃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效用，而且在感冒、麻
疹、胃痛、腰痛和阑尾炎方面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草珊瑚也
是我国重要的中草药之一，并且被广泛地运用于医药企业中。因
此，草珊瑚也被运用到各种保健品、饮料和日用品的制作中，并
且产生了极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对草珊瑚的需求量在不断提高，
但是由于草珊瑚栽培技术的不先进性和不完善，导致在医药企业
中出现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传统的种植方式无法明确草珊瑚的
种植区域，也忽视了草珊瑚在生长过程中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
草珊瑚的防寒工作，严重降低了草珊瑚的生长效果。而我国越来
越重视中草药行业的发展，并且中草药的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
所以，为了促进中药的种植，对林下套种草珊瑚的栽培技术进行
讨论与分析，从而有效促进草珊瑚种植行业的发展，推动草珊瑚
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意义
（一）有效解决药林征地的情况
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中草药种植过度依赖土地，所以

会出现征地的情况。但是采用林下套种的方式种植中草药，可以
有效解决种植土地紧张的问题，并且减少对林地土壤的破坏。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中草药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在
保护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以协调和平衡，通过对传统
种植模式的改革，采用林下套种的方式充分利用了林地的空余空
间，有效解决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二）最大限度的创造经济效益
林木的生长周期偏长，想要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

的发展和培养，并且在前期需要加强投资管理，增加了经营的成
本费用，容易使经营者造成资金周转不利的情况。而通过林下套
种草珊瑚的方式能够在短期内就实现经济价值，不仅能缓解林地
种植所带来的资金压力，同时还能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实现多
元化的经济收入，使种植产业最大程度地发挥出经济效益。

二、草珊瑚的生活习性和生态学特性
草珊瑚一般是通过野生或人工种植的方式采获的，野生草珊

瑚大多生长在海拔偏高的地区，草珊瑚喜阴冷，不能在阳光下暴
晒，而且温度过高或者土壤中水分过少都不利于草珊瑚生长。

草珊瑚高约 50 ～ 120cm，茎呈圆柱形、易脆，断面呈纤维
性；叶是对生状态，革质，有卵形的披针形，长约 6 ～ 17cm，宽
约 3 ～ 6cm，顶部呈尖状，边缘上伴有锯齿；草珊瑚的叶柄长约
0.5 ～ 1.5cm，花序带花梗长度在 2 ～ 4cm ；苞片呈三角形，花心
呈黄绿色，内有雄蕊一枚、花药两室，分别在药隔的上部两侧方
向；果球的直径在 3 ～ 4n'Lrn，熟透时会变成红色，花期一般在
6 ～ 9 月份，果期在 10 ～ 11 月份。

野生的草珊瑚大多数生长在海拔 400 ～ 1000m的沟谷或山坡
等阴湿地方，草珊瑚喜阴凉，一般种植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中，
要避免高温环境和强光直射。在种植草珊瑚的时候要对土壤进行
多方面的考察，最好选择腐殖质层深厚的，土壤厚质、肥沃、疏
松且呈微酸性的沙壤土进行种植，切记不要选择贫瘠、板结且容
易积水的黏重土壤。在对草珊瑚进行采收的时候，要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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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草珊瑚的种植过程中，传统的种植方法没有办法明确种植区域，也没有办法保证所选种植区域内的土壤结构符合草珊瑚的生长习性，严重影

响到草珊瑚的生长长势与质量。采用林下套种草珊瑚的种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还能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本文对林下套种草珊瑚的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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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对草珊瑚造成伤害。
三、林下套种草珊瑚的栽培技术
（一）选择种植地
草珊瑚喜欢天气温暖湿润的地方，并且草珊瑚的根系较浅，

所以种植地最好选择在成年的常绿阔叶林或竹林下，且林中郁闭
度要达到 40％～ 70％，尽量选择在西南方或东南坡方向、海拔偏
低的区域。如果没有符合标准的林下种植地，则要先开展造林工
作，然后等到林中郁闭度达到标准要求后再选择种植地。为使草
珊瑚能够健康生长，必须要确保种植区域中的各项条件能够满足
草珊瑚的生长需求，并且要选择交通方便、水源充足的地方。为
了确保草珊瑚的种植效果，在土壤的酸碱度及营养含量上具有较
为严格地要求，必须要以微酸性土壤或中性土壤为主，要确保土
壤肥沃、厚质、疏松，为草珊瑚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二）整地、备耕
在选好种植地之后，可以在冬季通过闲暇时间对种植地进行

整改和备耕。首先对种植地中 2m以下的灌木、杂草、植物进行
砍除，再对种植地进行全面的清理，然后通过耕机对林下的行间
土进行深翻，深翻控制在 30cm左右，在开春之前施入农家肥，通
过翻改、备耕、入土、耙细和整平，将其做成 15 ～ 20cm的高，
长、宽控制在 1m左右。

（三）育苗
草珊瑚的栽培方式一般是以扦插育苗为主，在 3 ～ 4 月对生

长壮硕的草珊瑚植株进行修剪，将枝条剪成 10 ～ 15cm长短的插
穗，一般 2 ～ 3 节即可，然后按照 50 ～ 100 根的数量捆成一把，
捆好之后将插穗的底端浸泡在生根粉溶液中，浸泡 2 ～ 3min即
可。在已经准备好的苗床上按照 5 ～ 10cm的间距插放插穗，在扦
插完之后要对土壤进行压实，并且浇取适量的水分。如果是采用
播种育苗的方式，则要在 10 月份至 12 月份期间采集熟透的草珊
瑚果实，等到果肉完全腐烂之后，用清水反复清洗后取出种子，
然后将种子与湿沙按照 1 ∶ 2 的比例进行搅拌，拌好之后放置在
干燥通风的室内，也可以直接将种子放置在木箱中，以备使用。

（四）定植
草珊瑚的定植工作一般是在春季进行，如果是采用营养袋育

苗的方式，全年都可进行栽植工作。首先在挖好的种植穴内填上
表土，然后将植株放进去定植，定植后要一次性浇足水，最好用
穴盆对其进行覆盖，这样有利于保湿并提高植株的成活率。

（五）补苗
在草珊瑚的生长过程中，管理人员要加强巡视和观察，尤其

是在移植后，如果在林地中发现病苗、弱苗、死苗，要及时进行
拔除并进行补苗，用带土或营养袋苗的方式进行补栽，确保移栽
的成活率能达到 100%。

（六）除草
对林地定期开展除草工作，通过对种植地杂草的清理，给草

珊瑚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草珊瑚的健康生长。一年中要对
草珊瑚进行两次中耕，保持土壤的疏松性和肥沃性，通过对种植
地上杂草的清理，有效减少杂草对肥水的吸收。

（七）灌溉、排水
在定植后，要保持种植地中土壤的湿润度，尤其是在干旱季

节要对种植地适当的灌水，而在多雨季节，则要避免种植地桩出



现积水的情况，及时排除积水，以免出现烂根或病虫害等问题，
使草珊瑚的种植效果大打折扣。

（八）肥水管理
根据草珊瑚的实际生长情况选择合适的施肥方式和用量。首

先在春季要施肥 1 ～ 2 次，草珊瑚的肥料主要以氮、磷、钾复合
肥为主；到了秋季再进行 1 次追肥，每次施肥时要严格把控施肥
计量，不宜过多，以免出现烧苗的情况，在施肥的过程中避免肥
料直接接触植株根。

（九）遮阴、降温
草珊瑚喜阴冷，所以为了保证草珊瑚的种植效果，尽量选择

在郁闭度 0.6 ～ 0.8 的林下进行种植。如果林下郁闭度过大，可以
对林木进行适当的间伐；而如果郁闭度偏小，则可以通过补种树
木或者建立遮阳网来提高林下的郁闭度，使其达到要求，满足草
珊瑚的生长需求。因为草珊瑚耐阴性较强，所以如果阳光过于强
烈，则需要通过遮阴的方式进行降温，以免出现叶片灼伤的情况。

（十）病虫害防治
为了保证草珊瑚的种植质量，在种植过程的管理中一定要做

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首先在种植时可以采用 800 倍液的多菌灵
进行消毒，通过消毒降低草珊瑚根部出现腐烂的概率。草珊瑚主
要的病虫害有软腐病、根系病等，所以要加强对林地的管理，增
强草珊瑚的抗病性。

（十一）采收与加工
草药的药用价值与采收的时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不合适

的时间对药物进行采摘，不仅会降低药物的产量，同时还会影响
到药物的药用价值。在对草珊瑚进行采收时，要利用专用的采收
工具，避免在采收过程中对草珊瑚东西造成损伤，并且在采摘草
珊瑚的时候不能影响到林木的正常生长，所以不能折断林木的根
系。秋季为草珊瑚采摘的最佳季节，采摘后清洗干净即可入药。

四、结束语
通过林下套种草珊瑚的栽培技术可以为草珊瑚的生长创造良

好的环境条件，促进草珊瑚的种植效果，并且通过林下套种草珊
瑚的方式，能够对环境保护方面提供帮助，还对土壤的质量、气
候的变化有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所以针对林下套种草珊瑚的栽培
技术仍然要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
草珊瑚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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