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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景泰世茂林场种植甘草的概况

景泰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北依宁夏、内蒙古，为甘肃省河西

走廊东端门户。景泰世茂林场位于景泰县城以北 30 公里的花壁

堂滩, 距兰州 180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占地面积 5060 亩。甘草

种植处于起步阶段，年产量约 20 吨。

甘草原产地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带，特点是干

旱少雨，光照强，温差大。甘草长期生长在该气候条件下，使其具

有抗寒、耐热、怕涝和喜光照的特性。甘草是强阳生植物，充足的

光照条件是甘草正常生长的重要保障。而甘肃景泰县正处于这

样的地带，适宜甘草的生长。

甘肃景泰世茂林场主要种植乌拉尔甘草。乌拉尔甘草是我

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药用植物，也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固沙

和生态恢复植物之一。近年来，随着甘草野生资源日益枯竭，人

工种植甘草逐渐成为野生甘草的替代资源。除此以外，甘草具有

种植风险小，生产成本低，田间管理简单，经济效益好等特点。

乌拉尔甘草又名甜甘草，属于豆科甘草属，是多年生草本植

物[1]。乌拉尔甘草是中国甘草资源分布最广泛的种类，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是历史悠久而广泛使的用中草药。

甘草的地上部分常呈群丛状，地下根和根茎发达，具有耐旱、耐

盐、耐沙埋等特性，固沙能力强，是维持我国西部荒漠、半荒漠草

原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植物种类。甘草是一种喜光植物，适宜生

长的土壤 pH 值为 7.8～8.15 之间。甘草是钙质土壤的指示植

物，一般喜欢生长微碱性的土壤环境中。甘草茎高 50 厘米～150

厘米，全株被有白色短柔毛和腺毛。地下根茎通常为淡黄褐色，

少数为深褐色，较老的根部外皮呈红褐色，主根和根状茎长而粗

大，下部呈木质化。叶互生，奇数羽状复叶，总状花序腋生；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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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布局科学化、品种专用化、生产集约化。做大基地，大力推广

马铃薯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主攻单产，提高品质，延长产业链条。

努力把马铃薯产业做成一个科技含量高、竞争能力强、经济效益

好的优势特色产业。

㈡目标任务 通过标准化种植，力争用 5 年时间将岷县建

成甘肃南部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商品薯生产基地。

1.通过资金倾斜、技术扶持、规范繁育质量等措施，加强马

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种薯扩繁基地以麻子川乡为中心，包括

寺沟、秦许、十里、西寨、清水、茶埠六乡镇，形成供应全县、辐射

周边的马铃薯良种扩繁基地。每年从省内外引进适合本县不同

气候类型的专用型、高淀粉型品种 2 个～3 个，加快品种的适应

性和评比试验，逐步推广扩繁。到 2015 年，规划建成良种繁育基

地 6 万亩，年产良种 10.6 万吨。高山隔离原种在 3000 亩的基础

上，达到 14000 亩；脱毒一级种在 30000 亩的基础上，达到

46000 亩；保证 30 万亩大田用种。

2.大力推广高效增产技术，着力提高单产。重点推广测土配

方技术、良种技术、地膜覆盖技术、垄作技术、机收机播技术，单

产达到 2000 公斤以上。

3.狠抓优势品种推广和区域布局。以产量高、淀粉含量高、

专用型品种为主推品种，重点推广陇薯 3 号、陇薯 6 号、武薯 9

号。在东部山区以中早熟品种为主，推广 LK99，搭配中晚熟品种

武薯 9 号；西南川主推陇薯 3 号，搭配陇薯 6 号、LK99。城郊早熟

上市马铃薯以 LK99 为主；北部各乡镇主推陇薯 3、陇薯 6 号。

4.积极探索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公司化运作的商品薯

生产基地建设路子。鼓励生产大户、种植能手进行连片开发、连

片种植，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重点在东部山区每年扶持和发展

百亩以上种植大户 30 户，5 年共发展 150 户，提供商品薯 3 万

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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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形，紫红色或蓝紫色，花期 6 月～7 月，果期 8 月～9 月，种子

卵圆形。甜素和甘草酸含量比较高[2]。

二、甘草的用途

据药典记载，甘草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

痛、调和诸药等性能；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咳嗽

痰多，缓解药物毒性等功效。西医药理学发现，甘草制剂有消炎

和抗变态反应的功能。在西医临床上作为缓和剂用，有缓解咳

嗽、祛痰、治疗喉炎；甘草或甘草次酸有去氧皮质酮作用，对慢性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有良好缓解功效；甘草制剂能促进胃粘

液形成和分泌，延长上皮细胞寿命，有抗炎活性，常用于慢性溃

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甘草的黄酮具有消炎、解痉和抗酸作

用；甘草也是人丹的主要原料之一[1～3]。

甘草还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业、精制糖果、蜜饯和口香糖

等。甘草浸膏是制造巧克力的乳化剂，还能增加啤酒的酒味及香

味，提高黑啤酒的稠度和色泽，制作某些软性饮料和甜酒，香烟

矫味，在化工、印染工业中甘草也广有用途[3]。

三、人工种植甘草效益分析

㈠经济效益 甘草根状茎繁殖 2 年～3 年即可采收，若收

种子则需要繁殖 3 年～4 年。在秋季 9 月下旬至 10 月初，当地

上茎叶枯萎时采收，也可在春季甘草茎叶出土前采挖，秋季采挖

质量较好。种植甘草成本低，效益高。据调查，目前景泰世茂林场

种植甘草面积达 3000 亩，成本约 24000 元 / 公顷，销售单价是

每吨约 7600 元。若根状茎繁殖 2 年，可收 22.5 吨 / 公顷，平均

每年收入 73500 元 / 公顷；若三年生的根，可收 30 吨 / 公顷，平

均每年收入 68000 元 / 公顷，收入相当可观。目前甘草种植已经

基本达到产业化规模。

㈡社会效益 世茂林场栽培甘草使用的土地主要是沙化

地、弃耕地、撂荒地等闲置土地，同时还带动当地农民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缓解农作物需水矛盾、培植壮大生产加工企业、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延伸产业链条、安排劳动力就业等，对农民增收、

企业增税、促进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林场发展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当地聘用农民工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为安

抚民生、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积极影响。

㈢生态效益 甘草根和根状茎粗壮且发达，为深根性植物，

入土可达 l 米～2 米，有的可达 3.5 米以下；侧根离地面约 30

厘米～40 厘米，呈水平状态分布，耐寒耐旱，具有较强的生命

力。人工栽培甘草不但能提高植被盖度，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

失，而且可以保护甘草野生资源，对稳定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

极作用。世茂林场栽培甘草主要是充分利用沙化地、弃耕地、撂

荒地等闲置土地，将大量的荒漠地开发为耕地，改善周边生态环

境。实践证明，种植甘草是一种改善土地荒漠化，进行植被恢复

的本土优质种类及新模式，已经显现出明显的生态效益[3]。

四、甘肃景泰世茂林场人工种植甘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㈠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林场目前主要是一些经验较

为丰富的农民来组织种植、管理，相对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建议

引进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大学生或对目前工作人员进行专业

培训。对先进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建立高产栽培体系，提高规模

生产和产品的品质，使效益最大化。

㈡甘草销售市场较单一 由于药用量稳定增长，出口量逐

年增加，非医药行业对甘草的开发利用（卷烟业、食品业）等社会

需求持续增长，拉动了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但是林场的销售市场

面较窄，主要通过收购商进场直接收购，建议拓宽其他销售渠

道，建立新型的销售模式，这样才能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㈢土地盐碱化改善不明显 林场土地盐碱化程度较高，使

得土壤板结与肥力下降，不利于甘草吸收养分和生长。建议增施

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强土壤保

水能力。或者通过种植绿肥，增加覆盖率，合理耕作及时松土，减

少水分蒸发，从而达到抑盐作用。目前林场通过使用腐殖酸的方

式进行改善土壤结构，但效果不明显，建议尝试多种改良方式，

提高改良生态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效能。

五、甘草产业发展展望

目前林场种植的甘草仍处在售原料水平，今后应推行深加

工。如提取药物，生产甘草粗加工产品。据了解，甘草酸经过一定

工艺流程加工成甘草酸单氨盐，可以广泛用于美容化妆品、保健

药品、食品等领域。该产品附加值高，达 40 多万元 / 吨，国外市

场供不应求。深度加工可以使林场年产值不断攀升，这样不仅对

当地化工产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也会带动当地甘草等中

药材种植业和乡镇经济健康发展，进而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消

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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