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  半枝莲》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目的 

半枝莲 Scutellaria barbata D. Don 是唇形科黄芩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全草入药。半枝莲又名赶山鞭（四川成都）、瘦黄

芩（四川普格），牙刷草（江苏苏州、河南），田基草（江苏宜

兴），水黄芩（江苏南京），狭叶韩信草（广州植物志）、并头

草、四方马兰。半枝莲性寒，味辛、苦，全草含有生物碱、黄酮

苷、酚类，有清热解毒、活血祛瘀、调节免疫力、抗蛇毒、抗癌

等功效， 并对肝病有很好的疗效。半枝莲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

安徽省和河南省为国内主产区，也是河南省道地药材。在驻马

店确山、泌阳、汝南、正阳等县均有种植，种植面积 1.6 万亩。

驻马店区域所产半枝莲品质优良、药性纯正，产量占全国市场份

额 40%以上。近年来半枝莲需求量大，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标准遵

循，导致品种退化、混杂，造成半枝莲产品质量、药性参差不齐。

为适应市场需要，加大半枝莲种植规范化生产技术的创新，从从

源头保障药材质量节本增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标准化发

展，特修改该标准种植技术、采收部分，用来指导公司、基地和

农户进行规模化栽培。目前尚未有“半枝莲栽培规程”的省级地

方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将弥补其生产过程的标准空白，从源头保

障药材质量。 



（二）编制意义 

为加强中药材质量控制，从种植源头把控药材的产品质量，

针对目前我市半枝莲生产中混杂退化、管理粗放、缺乏规范栽培

技术等突出问题，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检疫站、河

南天弘绿源药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从2018年开展半枝莲栽培技术

试验示范与推广。通过前期探索，已经对半枝莲的栽培技术、田

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等主要技术措施和指标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明确了其生长习性及特点，根据研究结果制定了本标准。

通过制定该标准，以提高半枝莲产量和品质、药农增收和生态环

保为目标，通过制定该标准，从而提升栽培管理技术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增加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推

广前景。该标准针对半枝莲草品种混杂退化等突出问题而制定，

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升半枝莲规范化生产水平，对促进我市中

药材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于2024年11月由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

检疫站提出申请，由驻马店市市场监督局立项评估后批准立项，

立项通知见《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三批驻

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立项编号：20242016，由

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由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

物保护检疫站负责起草。 



（二）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检疫站 

协助起草单位：上蔡县无量寺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遂平县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平舆县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

站、上蔡县崇礼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泌阳县现代农业技术综合

服务中心等。 

（三）地方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分工 

按照起草人顺序，包括姓名、单位、职务或职称、承担的主

要工作等内容，见表1。 

表1. 《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  半枝莲》地方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赵帅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检疫站 负责标准起草、组织、协调、撰写 

谢云梦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 负责标准草案的编写 

邹晓燕 女 高级农艺师 息县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 负责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赵明明 男 高级农艺师 上蔡县无量寺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负责标准草案的编写 

魏敏 女 高级农艺师 遂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张兴伟 男 高级农艺师 平舆县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站 负责标准草案的编写 

李杨 女 农艺师 商水县人民政府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余高朋 女 农艺师 上蔡县崇礼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邵新森 
男 农艺师 泌阳县现代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邵春亮 女 农艺师 
泌阳县蚕茶技术服务中心 

负责标准草案的编写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禹果 男 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徐远美 男 助理农艺师 泌阳县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位文清 男 农艺师 正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生产单位建议的征集 

赵焱丽 男 农艺师 上蔡县杨屯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徐清宇 男 助理农艺师 上蔡县杨屯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冯国强 女 农艺师 上蔡县农业农村科技教育中心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冯国华 女 高级农艺师 上蔡县农业农村科技教育中心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赵玉玲 男 农艺师 商水县袁老乡农业综合服务站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周广志 男 助理农艺师 平舆县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站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顾智勇 女 农艺师 汝南县希望农业有限公司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裴华丽 女 助理农艺师 确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生产数据调查、收集、整理 

 

（四）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在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条款先进性的

前提下，遵循“适用性、充分的可预见性、高效的协调和兼容性、

灵活的开放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

行编写，力求各项技术要求科学合理，符合行业实际，并注重可

操作性。 

（五）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遵循国家现有的农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制定， 由于目前没有半枝莲栽培技术的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可供参考，因此本标准采用的技术措施来源于田间

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在生产中得到了应用和完善，近几年在确

山县、泌阳县、汝南县等多个示范基地进行了示范和实践验证，

并在半枝莲生产中得到了示范推广验证，是大田生产和科研成果

的有效统一。 

（六）真实性和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真实性和实用性原则，以半枝莲栽培关键环

节为目标，以试验调查为基础，以生产实践为依据，借鉴和参考

现有成熟技术和生产经验。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试验示

范结果进行编制，同时充分听取相关领域专家、基层农技人员和

种植大户的意见，协调生态适宜区，使标准和生产实际协调统一，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增强适用性。经实践检验和市场验证，生产

区实现了在保证药性和品质的前提下提高了产量。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起草阶段（2024 年 1月--2024年 10月） 

2024 年 1月起，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检疫站、

河南省天弘绿源药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科研攻关，收集现

有相关技术法规及技术资料，并选派单位技术骨干对驻马店半枝

莲主产区进行了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了解栽培技术中的相关



指标，听取意见，最后对收集到的各种数据、意见、建议进行整

理归纳，形成标准草案，并在确山县、泌阳县、汝南县等地开展

了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二）讨论稿阶段（2024年 11月--2024年 12月） 

为做好标准的制定工作，标准编制小组多次召开标准研讨会

议，就技术规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广泛、细致的讨论，并

对标准各节内容的起草工作逐一进行了细化，确保标准制定各项

工作按计划逐步实施。标准制定小组成员在前期试验示范研究和

多年大量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又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多

次深入泌阳县、汝南县、正阳县、确山县竹沟镇、石滚河镇、瓦

岗镇等半枝莲主产乡镇，与企业、农技人员、农户等进行沟通、

交流，听取他们对半枝莲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建议，对当前半枝莲

田间管理技术进行系统总结，经过标准制定小组成员多次讨论并

进行修改，于 2024 年 12月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三）征求意见稿阶段（2025 年 1-2 月） 

标准制订立项通知下达后，标准编制小组经过综合调研、查

阅资料、试验示范数据反复讨论、查阅相关标准、法律法规等资

料后，按照标准的书写结构、格式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和相关

专家进行了沟通，广泛征求意见。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论证会上

提出的意见，通过微信、电话及邮件等方式与省内从事半枝莲相

关研究的多位相关专家、学者和组织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对标



准讨论稿中标准制定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方式等内容按照

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标准编制小组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和相

关专家的修改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进行提交。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半枝莲生长关键时期的田间管理

工作。通过将不同时期的单项技术进行优化和集成配套，形成了

绿色高质增效技术集成模式，据此起草形成了半枝莲栽培技术规

程。现对其中的主要条款说明如下。 

（一） 范围 

范围中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包括半枝莲栽培的术语和定

义、产地环境、栽培技术、田间管理、采收、生产档案、质量检

测。 

本文件适用于驻马店及周边区域半枝莲的栽培。 

（二） 术语和定义 

半枝莲属于广布种，由于资源分布广，导致各产地半枝莲的

外部形态特征、内部结构特征、物候期及遗传等方面出现差异。

植物存在遗传与变异的普遍规律，在不同属中，往往存在着一些

特异的外部形态特征和内部结构差异，本标准根据《中国植物志》

《中国药典》对半枝莲的性状描述，查阅相关资料和生产调研，

针对生产实际，定义了半枝莲的基原植物，规范了半枝莲的术语

和定义，即“半枝莲 Scutellaria barbata D. Don 为唇形科黄

芩属多年生草本,全草入药”。 



（三）选地 

半枝莲喜温暖湿润环境、怕涝，适宜中性土壤中生长，所以

选择地势平坦，光照充足，土层深厚、肥沃、排灌方便的地块；

出苗期需要保持土壤足够的湿润，育苗田要浇灌方便；连茬病虫

害严重，故最好不要选择种植半枝莲和育苗的地块作为育苗田。 

（四）种苗培育 

半枝莲适应性强，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中性土壤生长

良好，常野生于水田边、溪边和湿草地。待蒴果籽粒变成黄褐色

时及时采种，晒干或阴干，去杂，装入布袋置干燥通风处备播。

采种一般用第一茬成熟种子留种用，种子棕褐色，球形，千粒重

0.4 克，折每斤种子 125万粒。种子发芽适宜温度是 25℃，种子

寿命为 1 年。 

育苗：春季 3月-4 月、秋季 9 月-11 月，种子拌匀草木灰

或细肥土，在整细耙平的畦面上按行距 20 ㎝开 2-3 ㎝浅沟条

播，覆土以不见种子为宜，镇压浇水，用麦草或遮阳网覆盖，

保持土壤湿润，一般 10-15 天就能出全苗，齐苗后揭掉遮盖物，

亩用种量 0.5 kg。苗高 5 ㎝时按照行株距 20 cm ×5 cm 移

栽定植。1 穴 1株，移栽后覆土压实，浇足定根水。 

条播：春播3月-4月、秋播9月-10月，按行距20 ㎝条播，播

深2 cm～3 cm，将种子拌草木灰或细肥土均匀拌种撒入沟内，覆

土镇压浇水。盖草保温保湿，约半个月即可出苗，揭去盖草。亩

用种量1 kg。 



分株：春秋季结合采挖，选健壮、无病虫害的老蔸带须根，

将植株老根挖起，按蘖生株苗的多少，分成几丛，1 丛有苗

3-4 株，在整好的畦上按行株距 20 ㎝×5 ㎝定植，1 穴抓一

把腐熟的厩肥与底土拌匀，栽苗一丛，覆细土至苗原入土处，

浇透水后覆土压实封穴。 

（五）栽培技术 

半枝莲种植太晚，生育期缩短，生物产量减少，经济产量

相应减少。播种太早，虽然生育期较长，但不易获得种苗。根

据试验结果和田间生产实际，半枝莲直播的适播期春播 3 月-4

月、秋播 9 月-10 月，最适宜选择在 10 月上旬秋播，在 10 月

上旬播种，产量高，质量好。育苗移栽春季 3 月-4 月、秋季 9 月

-11 月。 

为研究不同株行距对夏枯草种子产量的影响，按不同的  

株行距安排实验，共设四个密度，分别为行距 15 cm、20 cm、 25 

cm、30 cm，株距 2 cm、5cm、10 cm、15 cm。试验结果表 明：

各密度处理本品按干燥品计算，总黄酮以野黄芩苷含量差别不

大，行株距 20 cm ×5 cm 处理产量最高，30 cm×15 cm 处理

产量最低，综合考虑移栽成本和产区调研结果，建议土壤地力比

较好的地块栽植密度采用行株距 20 cm×5 cm，地力较差地块采

用行株距 15 cm×10 cm。 



播种时，机械耕深30 cm～35 cm，耙细整平，按畦面宽1.5 m～

2.0 m、畦间距40 cm、沟深25 cm～30 cm开沟作畦，整细靶平压

实。四周深挖排水沟。 

亩施硫酸钾型复合肥(N-P2O5-K2O 15-15-15)或相近配方25 

kg～30 kg和商品有机肥100 kg～150 kg。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

复合肥养分含量调整施肥量。 

播前应进行发芽试验，根据发芽率确定播量。若整地质量较

差或延误播期，适当增加播量。播种不宜过深，否则会影响种子

的出苗率和整齐度。条播行距 20 cm ，播深0.5cm～1cm，均匀

播入种子。播后覆土轻微镇压，覆土厚度以种子不外露为宜。播

后压实，保持土壤湿润。亩用种1.0 kg。 

（五） 田间管理 

间苗补苗：直播的在苗高 5 厘米时进行，条播或穴播的均

拔除弱苗或过密苗，株距 5 厘米。直播的结合第三次封行前的

中耕进行定苗。 

苗期半枝莲根扎得浅，怕旱应经常浇水，保持土壤湿润。旺

盛生长期如遇干旱也应及时浇水，雨季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防

止罹病烂根。 

播前防草处理，为降低生长期草害，采用二次翻耕法进行播

种，禁用化学除草剂。一般中耕除草在封行前进行 3-4 次。直

播的在苗高 5 厘米时进行，移栽和分株繁殖在定植后一周进行。

第一次中耕要浅，除草要净，以后逐渐加深，封行前要结合培土



进行中耕，以防倒伏。主要是半枝莲不能农药管理，需人工除草，

尤其是降雨多的时候，草的长势较猛，大面积种植管理跟上。 

半枝莲是以全草入药，要获得较高产量需要有足够的生物

量，需要在前期地上部快速生长期和开花前期施足肥。齐苗后亩

施氮肥 5 kg 作为提苗肥。每茬收割后，亩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

（N：P2O5：K2O=15-15-15）10 kg～20 kg，以促新枝叶萌发。

最后一茬 11 月收割后，结合培土重施冬肥，施后覆土，以利保

温防寒。 

（六）采收与干燥 

半枝莲属于一年种植，多年采收的品种，生育期从播种到第

一茬采收大致在 235 天左右。半枝莲一年收割 4茬，正常年景，

二茬与头茬间隔时间为 20天，三茬与二茬间隔 30天，最后一茬

在 11 月下旬。秋播的于翌年 5 月、7 月、9 月、11 月采收，春

播的当年 9 月、11 月采收。其中第一年产量略低，第二年产量

最高，3 到 4年后植株开始老化，萌发能力减弱，单产降低，必

须进行分株或重新播种。头茬货质量为佳，头茬量占总产量的

50%上下。 

半枝莲是全草入药，选晴天在茎叶茂盛时采收，用镰刀离地

面 3 ㎝处割取全株，拣除杂草，捆成小把，晒干或阴干。以色

泽青绿、带耳挖状盾片为佳。半枝莲一般栽培 3-4 年后，植株

开始衰老，萌发力不强，必须进行分株另栽或换地播种栽培。 

（七）主要试验的分析 



本标准属推荐性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取自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理论研究成果和文献、实践生产经验，故无需进行主

要试验分析。            

五、采标情况 

本标准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

况制定出来的，与现行法律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执行，推动该标准实施，并加大

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情况，对于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应

定期进行培训，促使该标准在我市半枝莲主产区普及使用。同时

在标准应用过程中，及时反馈所出现的问题，以进一步研究并对

标准加以修订或更新，以适应新技术和生产发展的需要。结合本

地实际，因地制宜综合运用标准中各项技术措施，开展技术培训

和技术咨询服务。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  半枝莲》编制小组 

2025 年 1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