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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西洋参种植技术规程

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计划下达部门：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划文件号：汉市监函〔2023〕301号

项目编号：HZ8-2023

提出单位：留坝县农业农村局

归口单位：汉中市农业农村局

（二）目的意义

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m L.）为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宿根草

本植物，又名花旗参、美国人参，原产于加拿大和美国。西洋参药材

为其干燥根，性凉、味甘微苦，归心、肺、肾经，有补气养阴、清热

生津的功效，为传统名贵补益药材。近代药理研究发现，西洋参有增

强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保护心血管系统、提高免疫力、促进血液活力、

抗癌抗衰老等作用。我国从1975年开始大规模引种，经过40多年的发

展, 现已成为世界上西洋参第一大消费国和第三大主产地，作为药食

同源品种，西洋参需求量逐年增加。

陕西省留坝县于1981年开始引种西洋参，并在1983年在县内试行

推广，经过1986年-1989年的国家星火计划科技攻关，形成了秦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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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西洋参生产技术体系，留坝县成为全国三大西洋参产区及良种繁育

基地之一，“留坝西洋参”也是汉中优势特色中药材公共品牌“汉八

味”之一。

目前我市西洋参主要种植区域在留坝县，周边的勉县、宁强、略

阳也有零星种植。近年来，留坝立足生态资源丰饶、生态价值显著的

区域优势，大力推广西洋参林下种植，全县西洋参留存达到3000亩，

年采挖400亩左右，年产鲜参200吨，年综合产值5000万元。在产品加

工上，留坝县以西洋参为原料的中药材加工流通企业有华秦、佳仕森、

天美、天谷天翔等，先后成立了西洋参研究所、西洋参协会等机构，

研发了干参、参片、西洋参茶、饮片、含片、糖果、果酒、参酒等系

列产品，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省《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 促进木本粮油和

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等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推进中药材产业生态化转型，留

坝提出让西洋参种植回归林下的发展思路。林下西洋参种植不仅具有

解决重茬、成本低廉、管护简单、不占耕地、收益较高等突出优势，

还能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绿色有机结合。

因此，我局向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了汉中市地方标准《林下西

洋参种植技术规程》制定项目。

（三）标准主导单位及参与单位

根据项目立项文件，本标准主导单位为留坝县农业农村局，参与

单位有留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北京同仁堂健康有机产业（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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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留坝县佳仕森中药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留坝县西洋参种植

协会。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又先后增加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理工

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汉中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汉中植物研究所）、

汉中留坝启明之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陕西天美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留坝县农村经济发展与监督服务中心和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

限公司等单位。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项目组

2023年 8月 20日，我局收到标准立项通知后，迅速邀请各参与

单位召开了标准起草启动会，会议成立了标准起草项目组，安排了起

草分工及工作时间节点，确保标准制定工作高标准完成。

2、标准起草过程

2024年 1月 15日，标准起草项目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项

目组成员交流了相关文献及实证资料收集整理情况，并研讨确定了以

林下西洋参种植的生产环境、林地选择、生产准备、种植技术、生产

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生产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为重点的标准

构架。

2024年 4月 12日，标准起草组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即标准初

稿讨论会。会上就标准内容中关键技术点的设定及依据，以及标准的

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进行了讨论分析，形成了标准初稿，并安

排了标准编制说明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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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26日，标准起草组召开了第三次研讨会，会议邀请

了市内的相关企业、农业技术人员及行内专家，对标准进行了实证和

技术指导。会后根据专家指导意见，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一致性、协调性、易用性”的原则，在充分考虑技

术水平的同时，注重标准的指导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以符合我市

林下西洋参种植生产实际。

2、编制依据

标准的内容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上级强制性标准相一

致，不得抵触；规范性引用文件必须现行有效。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DB61/T 1214 陕西省地方标准制定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确立了林下西洋参种植的术语与定义、生产环境、林地选



5

择、生产准备、种植技术、生产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和生产档

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汉中市区域内林下西洋参种植。

术语和定义：本文件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m L.）和郁闭度

（canopydensity）进行了定义。

生产环境：从土壤、空气和水质对生产环境提出技术要求。

林地选择：对海拔、坡度、植被和郁闭度提出技术要求

生产准备：对清林、整地、作畦和种子处理提出技术要求。

种植技术：对林下西洋参种植提出种子直播法和种苗移栽法。

生产管理：对光照管理、水分管理、安全管理和追肥提出技术要

求。

病虫草害防治：对主要病害、虫害及草害的发病规律进行描述，

并提出防治措施。

采收：对西洋参种子和根的采收标准和采收时间做出技术要求。

档案管理：提出生产过程的档案记录管理。

三、实证研究

（一）标准验证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汉中市区域内林下西洋参种植，本标准验证范围为

林下西洋参种植技术的关键环节。本标准中的验证方法一是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确定技术关键点；二是开展调查研究，查看是否符合实际

生产情况；三是通过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的内容、格式进行评审指导，

确保标准先进适用、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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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验证过程

1、查阅文献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总结了标准文件中的一些关键技术要点，举

例如下：

（1）立地选择

多篇研究文献表明，自然环境下，西洋参适宜在土壤疏松肥沃[1]，

透气、透水及保肥保水性能好，有良好的团粒结构的壤土、砂质壤土

或森林棕壤中生长[2,3]。土壤呈弱酸性，其 pH 值为 5.5～6.5，坡度

低于 30°[3,4]。野生西洋参多生长在郁闭度约为 70%～80%阔叶林下,

秦巴山区的“参地”宜选择在海拔 900 m～1700 m左右[5]，汉中市勉县

选择海拔 800m～1100m气候凉爽的山区林间[3]。在实验海拔范围内，

皖西大别山区和安徽地区 1200m～1300m，西洋参整体长势更好[6,7]。

结合我市林下西洋参种植的实际海拔、坡度、土壤条件、西洋参产地

环境条件（DB61/T 445.3-2008）以及《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列》

的规定，推荐林下西洋参种植海拔为 900m～1500m，坡度不大于 25°，

pH值为 5.5～6.5，郁闭度在 65%～85%的林地。

（2）植被选择

西洋参为喜荫植物，在没有阳光直射的区域生长好，因此保证林

下还要保留一些灌木、草本植物等起到双层遮阴的效果[4]，西洋参应

栽培在树种组成以柞树、椴树等天然次生林树种为主的阔叶混交林[8]

或有红松、落叶松组成的针阔混交林中[9]。而前茬种植西洋参的土壤

不能重茬连作，需进行土地休闲 8年～10年才能再种植西洋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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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汉中实际情况，推荐以柞树、椴树、桦树、槭树、山毛榉等

为主的天然阔叶林、混交林（以阔叶林为主）为宜，且忌连作[1]。

（3）种子处理

以留坝县种子处理方法为依据，种子需要满足粒大、成熟、饱满，

种子用清水浸泡 3 d～5 d至沉于水底，捞出浮于水面的空籽扔掉。用

代森锰锌（1∶800）或多抗霉素（1∶120）杀菌处理 0.5～1 h沥水捞

出[11]，晾干表皮水分[3]，与经过筛选的 1份种子、3份河沙混合装入

编织袋中，将种子袋埋于土中（覆土厚 5～10 cm)。每 15～20 d挖出

检查 1次，裂口率达到 85% ～90%以上[10,11,12]。结合当地专家经验，

认为种子裂口率达 90% 以上，发芽率达 85% 以上视为处理合格。

（4）种植技术

种植方法有两种，分别是种子直播法和育苗移栽法[3]。通过调查，

发现种子直播法相较于育苗移栽的株行距较小[4]，结合当地生产实

际，给出种子直播法播种密度宜为株距 4 cm ～ 6 cm，行距 8 cm～

12 cm，育苗移栽法移栽密度宜为株距 7 cm～10 cm，行距 12 cm～18

cm。

（5）病虫草害防治

西洋参病害主要包括根腐病、猝倒病、炭疽病、黑斑病、锈腐病、

疫病、立枯病及灰霉病等其防治方法主要有化学防治、农业防治、生

物防治[10] 。化学防治法在传统的防护措施中应用最为广泛，采用多

菌灵、甲霜恶霉灵、代森锰锌[13]等化学农药混合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后，

发现西洋参地下根部发病率由 14.6%下降到 0.7%[10]。西洋参虫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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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昆虫虫害，常见的虫害有金针虫、地老虎、蛴螬、蝼蛄、草地螟

等[13] ，可用黑光灯或糖醋液诱杀[14]。

（6）采收时间

研究发现，9月 30日至 10月 10日收获西洋参根较为理想，此

期收获加工后的西洋参折干率高、色泽好、参棒饱满、抽沟轻[10]。结

合我市气候条件，确定种子采收时间为 8月上旬至 9月中旬，根采挖

时间为 9月下旬～10月下旬。

2、实践验证

通过征询市内多家从事西洋参种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

推广机构、农业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建议和意见，

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使其符合我市林下西洋参种植生产实际。

3、专家评审验证

标准起草过程中，通过邀请相关企业、行业专家对标准框架的设

置，关键指标设定及依据等进行了指导，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内容进

行了完善。

（三）标准验证结论

本标准通过查阅资料、实践验证和专家评审验证，最终证明：本

标准制定过程规范严谨，验证方法科学合理，关键技术先进适用，符

合我市林下西洋参种植生产实际。

四、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内容不涉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

五、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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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西洋参种植现行有效地方标准 22项：

DB 3710/T 192-2023 西洋参种苗移栽技术规程

DB 3710/T 191-2023 西洋参种子质量分级

DB 3710/T 172-2022 西洋参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DB 3710/T 171-2022 西洋参传统棚升级改造技术规程

DB 3710/T 146-2021 西洋参土壤改良绿色栽培技术规程

DB 22/T 3325-2021 西洋参新品种 DUS测试规范

DB 3710/T 130-2021 西洋参产地初加工技术规程

DB 34/T 3722-2020 林下西洋参培育技术规程

DB 5133/T 28-2019 西洋参生产技术规程

DB 22/T 817-2019 西洋参生产与田间试验调查规范

DB 37/T 3663-2019 中药材追溯 西洋参

DB 23/T 2359-2019 无林地西洋参种苗繁育技术规程

DB 22/T 1066-2018 绿色食品 西洋参生产技术规程

DB 22/T 816-2018 西洋参加工技术规程

DB 22/T 811-2018 西洋参种子

DB 37/T 2913.2-2017 西洋参生产技术规程 第 2部分：初级加工

DB 37/T 2913.1-2017 西洋参生产技术规程 第 1部分：种子处理

DB 61/T 445.5-2008 留坝西洋参病、虫、鼠、草害防治技术规程

DB 61/T 445.3-2008 西洋参 产地环境条件

DB 61/T 445.2-2008 西洋参 种苗

DB 61/T 445.1-2008 西洋参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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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61/T 445.4-2008 西洋参种植技术规程

与陕西省现行地方标准对比情况：与《西洋参 产地环境条件》

（DB 61/T 445.3-2008）相比，本文件沿用产地环境要求，对于海拔

和坡度，根据我省林下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了调整，为 900 m～1500 m，

坡度不大于 25°，并对适栽土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与《留坝西

洋参病、虫、鼠、草害防治技术规程》（DB 61/T 445.5-2008）相比，

我们对林下西洋参种植的主要病虫害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对病害

的发病规律、发病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用药作了进一步把控，

尽量采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本文件还对种植技术、生产管理进行

详细的描述，增加了生产档案管理环节使得本文件更符合当前中药材

产业发展的生产与流通实际需求，便于指导实际生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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