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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杖繁殖及栽培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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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虎杖 (Reynoutria japonica) 是我国传统的药用植物，近年来人工繁殖及栽培技术研究取得一定

进展。文章通过系统地回顾和整理相关文献，对虎杖繁殖及栽培关键技术进行了总结。重点从根茎繁殖、

种子繁殖、茎枝繁殖、组培繁殖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综合分析了虎杖繁殖方法；并从选地整地、田间管理、

采收加工贮藏等方面总结了虎杖人工栽培技术。同时，文章还展望了虎杖繁殖和栽培技术研究的发展方

向，主要包括制定规范化栽培规程、加大资源调查保护力度和全产业链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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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ynoutria japonic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lant. In recent year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Here we systematically consulted and sorted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to summarize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R. japonica propagation and cultivation. Here mainly 
analyzed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 R. japonica in terms of rhizome propagation, seed propagation, 
stem and branch propagation, tissue culture propagation and biotechnology. Furthermore, we summarized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R. japonica from aspects of land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field management, 
harvesting, processing and storag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pag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R. japonica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aspects of formulating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regulation, strengthen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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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杖 (Reynoutria japonica) 为蓼科多年生草本

或亚灌木植物，其根茎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富

含虎杖苷和大黄素，具有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等

功效 [1-2]。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虎杖苷具有抗肿瘤 [3]、

护肝 [4] 等生物活性。虎杖是白藜芦醇含量最高的

物种，因此成为提取白藜芦醇的主要原料，市场前

景巨大 [5]。目前，市场上仍以野生虎杖的开发利用

为主，人工栽培技术尚不完善，导致野生资源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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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严重影响虎杖产业可持续发展 [1, 6]。本文总

结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虎杖繁殖和栽培技术的研究

成果，为虎杖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技术参考。

1　生物学特性

虎杖自然生长于山坡灌丛、沟谷、路旁和田

边湿地，广泛分布于黄河以南地区。虎杖茎直立

中空，具明显的纵棱，具红色或紫红色小斑点。

叶片近革质，宽卵形或卵状椭圆形，沿叶脉具小

突起。花为雌雄异株，花序圆锥状，腋生；苞片

漏斗状，每苞内具 2~4 花；花被 5 深裂，淡绿色，

雄花花被片具绿色中脉；雌花花被片外面 3 片背

部具翅，果时增大，翅扩展下延。果实为瘦果卵

形，具 3 棱，长 4~5 mm，黑褐色，有光泽，包于

宿存花被内。种子千粒重 5.3~5.5 g。虎杖花期 8—
9 月，果期 9—10 月 [7]。

2　繁殖与栽培技术

2.1�　选地整地

2.1.1　林地 　原则上应选择土壤肥厚的林地 [1]。

王邦富 [8] 比较了不同林分下虎杖生长量，发现经

炼山的新造林和初产、盛产期的经济林下虎杖的

生长量最高，分析原因是炼山使土壤肥沃，而经

济林地经营状况较好。潘标志 [9] 发现虎杖在郁闭

度 0~0.9 的杉木林下均可生长，说明虎杖适宜林下

种植。其中，当郁闭度为 0.5 时虎杖生长量最高，

在林缘地或林窗地同样生长良好。阴坡中、下部

有利于虎杖生长 [9]。林地整地工作主要是清理山

坡杂草、杂灌，沿等高线堆积为宜，行距 1 m[9]。

2.1.2　大田 　选择山区溪沟旁凉爽湿润、土质

肥沃的田地 [10-11]，亦可选择人参后作地和城郊蔬

菜地 [1]，以沙质土壤为宜 [10]。栽前一个月应深

耕 40~50 cm，去除杂草、树根等杂质。开沟施

足基肥，以农家肥为宜，可选用人畜粪和草木

灰（质量比 3:1）的混合物，2 500 kg/ 亩，整平做 
畦 [1, 6, 11]。

2.2�　繁殖方法

2.2.1　根茎繁殖 　根茎繁殖是目前虎杖人工栽培

的主要方法，技术较为简单，且生长速度快 [1, 10-11]。 
主要方法是选择长势良好的虎杖根茎作为繁殖材

料，将根茎剪成 10 cm 长，带有 2~3 个芽的小段，

随挖随播。按 40 cm 株距开穴，播种后覆土 [10]。

根茎繁殖最大的问题是种质退化，导致根茎生长

量和有效成分逐年降低 [12]。

2.2.2　种子繁殖 　尽量选择生长 3 年以上的虎杖

种子作为繁殖材料 [13]。浸种有利于虎杖种子萌

发，使用 30 ℃的 50% 多菌灵 500 倍稀释液浸泡 4 
h，可使虎杖种子的萌发率提高至 78%[12]。此外，

运用透明塑料地膜可提高种子萌发率 [12]。春季按

30 cm 株距开穴，每穴播 4~5 粒，覆土浇足水 [12]。

种子繁殖最主要的问题是自然萌发率低，生长速

度慢，不利于集约化生产 [11, 14]。

2.2.3　茎枝繁殖 　王庆等 [15] 报道了在虎杖开花

前，剪取地上部粗壮主枝作为种条，将种条埋入

沙中，15 天后生根率达 98%。杨金库等 [16] 利用

人工全光喷雾育苗床，对虎杖嫩枝进行扦插，基

质为草炭土 : 河沙 : 蛭石 =1:1:1，每年可繁殖 4~5
次。虎杖压条和扦插繁殖可相互补充，但压条繁

殖主要问题是仅可采用主茎，一年一次，导致效

率较低 [16]；而扦插繁殖主要问题是由于虎杖茎中

空，因此对水分管理要求很高 [15]。

2.2.4　组织培养繁殖 　王宇等 [17] 以虎杖嫩茎为外

植体，研究了虎杖组培各阶段最佳培养基配方：

MS+0.4 mg/L 6-BA+1.2 mg/L NAA（诱导愈伤）；

MS+0.8 mg/L AgNO3+0.3 mg/L 6-BA+0.1 mg/ L 
NAA（不定芽分化）；1/3 MS+0.4 mg/L IAA+0.1 
mg/L NAA（生根培养）。杨培君等 [18] 以虎杖茎

段、叶柄和叶片为外植体，研究了虎杖组培各

阶段最佳培养基配方：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1.0-2.0 mg/L BA+0.2-0.5 mg/L KT+0.2-0.5 mg/
L NAA（ 愈 伤 诱 导 ）；MS+2.0 mg/L BA+0.5 mg/
L KT+0.2 mg/L IBA+LH1000（ 丛 生 芽 诱 导 ）; 
1/2MS+0.2 mg/L IBA（不定根及根状茎诱导）。

长势良好的组培苗在炼苗 4~5 天后从培养瓶取

出，用 50% 多菌灵浸泡根部 2 h，晾干后即可移

栽 [17- 19]。移栽基质可选用沙与腐殖土（1:1）[18]，

也可选用炉灰渣 [17]。组培快繁技术可提高虎杖繁

殖速度和质量，是突破传统栽培效率低下瓶颈的

重要手段 [17-18]。

2.2.5　生物技术 　毛状根技术具有生长快速、不

需激素、合成次生代谢产物能力强且稳定、不受

时间、地域限制等优点，是替代常规育苗的候选

途径 [20]。目前虎杖毛状根诱导技术已有报道，但

主要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21-22]。洪汉君等 [23] 利

用发根农杆菌侵染虎杖组培苗叶片，共培养 2
天，继代除菌，获得虎杖毛状根。随后在 1 L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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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式生物反应器上，以 1/2 MS 培养基 +0-5 g/L 
酸水解酪蛋白 +0-100 mg/L 黑曲霉 +0-50 mg/L 苯

丙氨酸为基质进行暗培养，获得白藜芦醇含量

210~280 mg/kg，为虎杖毛状根规模化生产白藜芦

醇奠定基础。

2.3　田间管理

2.3.1　中耕除草 　播后第一年易生杂草，可在春、

夏、秋季中耕除草各 1 次，注意锄头等农具要浅

拔，勿伤根；冬季将植株地上部分连同杂草一起

除去。第二年当虎杖达到一定生长量后，除去高

大杂草即可 [1, 10]。

2.3.2　合理施肥 　虎杖生长对肥料需求较大，应

多施用有机肥 [24]。在虎杖幼苗前期不宜施用尿素

等速效肥料 [12]。虎杖出芽和拔节期施用鸡粪（100 
g/ 株）或油菜枯（50 g/ 株）可使茎秆更粗壮，生

长中后期施用鸡粪或油菜枯可使产量和有效成分

增加 [24]。叶面可喷施 0.1%~0.3% 磷酸二氢钾等钾

肥以防止地上部分徒长，少用氮肥；越冬期追施

腐熟农家肥 [14]。马云桐等 [25] 发现土壤中有机质

和速效性氮、磷、钾含量与虎杖药材成分呈正相

关；余志芳 [26] 发现虎杖产量受钾肥影响最大，而

虎杖有效成分受磷肥影响最大。

2.3.3　水分管理 　虎杖喜湿润，在移栽时浇少量

定根水，在干旱期或施肥后应及时浇水，保证土

壤湿润。但在多雨或高温高湿季节，要注意及时

通风和排水，以防渍害发生 [1]。

2.3.4　病虫害防治 　虎杖抗病虫害能力较强 [11]。

病害以根腐病和叶斑病为主，多以 65% 代森锰锌

防治，每周喷施 1 次，连续喷施 2~3 次 [27]。虫害

以蚜虫、蝼蛄等为主，蚜虫可用 70% 灭蚜松 600
倍液防治 [27]，蝼蛄可用毒谷九号毒杀，每周喷施

1 次，连续 2~3 次 [6]。

2.4　采收加工贮藏

2.4.1　采收 　采收部位为虎杖地下根茎，根茎繁

殖 2 年后采收，种子繁殖 3 年后采收 [1, 10-11, 14]。采

收的时间分为春、秋两季，春季在幼苗出土之

前；秋季采在植株枯萎之后，先将枯萎的植株割

下来，再从一端挖出 [14]。余志芳等 [28] 研究发现幼

苗期和果期的虎杖苷、大黄苷含量最高，而花期

和枯萎期的白藜芦醇含量最高，因此基于活性成

分考虑可选择春季采收，而基于生物量考虑则选

择秋季采收。

2.4.2　加工贮藏 　除去芦头、须根即可鲜销售。

洗净后切短段或厚片，晒干制药材 [2]。置阴凉处

保存，注意防霉防蛀 [6]。可选用丙三醇或生石灰

在密封透光条件下贮藏，不宜使用白酒贮藏 [29]。

2.4.3　留种 　根茎繁殖材料留种可选生长旺盛，

具有 2~3 芽眼的根茎 [14]。种子繁殖材料留种应选

颗粒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注意种子应带有宿

存花被进行贮存，待播种时再去除花被 [13]。

3　研究展望

3.1 　近年来，由于白藜芦醇的保健功效逐渐被市

场和消费者认可，虎杖人工栽培迎来了高速发展

时期 [5]，各类来源的虎杖苗木充斥市场，许多种

植户为了增产增收而盲目加快采收进度，造成人

工栽培虎杖的产量和质量难以得到保护，也造成

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国内尚无健全的虎杖规范

化栽培规程 [6]，导致虎杖“三品一标”建设相对

于其它中药材而言相对缓慢 [30]。建议尽快制定相

关规范，引导种植户成立示范合作社，按照无公

害、绿色、有机食品标准生产虎杖，并鼓励虎杖

主产区进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

3.2 　目前国内尚无完善的虎杖野生资源调查报告，

导致无法有效地开展资源评估、收集保护和良种

繁育工作 [31-32]。此外，虎杖常规育苗生长周期普

遍很长，且由于繁殖系数小、病虫害危害大，造

成虎杖生产效率较低，人工成本较高。因此，应

加强虎杖野生资源调查工作，建立种质资源库，

开展良种选育工作；利用细胞工程技术，开展虎

杖组培快繁技术研究与推广，并通过毛状根等新

兴技术对虎杖特定活性成分进行定向培育，用以

突破虎杖资源高效利用瓶颈。

3.3 　虎杖作为传统的中药材，在保健食品和日化

产品开发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目前市场上

仍主要以药材形式销售。应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

一同研究虎杖深加工技术，开发出具有高附加值

的虎杖功能产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森林旅游、

森林康养等第三产业，实现虎杖全产业链协同 
发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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