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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柴胡田间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圈

    本标准规定了无公害柴胡田间生产产地环境条件、栽培技术、施肥方法、病虫害防治及田间配套

管理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露地柴胡无公害田间生产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JT 8321.1-'7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3 产地环境

    选择不受污染源影响或污染物含量限制在允许范围之内，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生产区域。产地的

空气符合空气质量GB 3095二级标准，灌溉水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GB 5084标准，土壤符合土壤质量

GB 15618二级标准。

4 生产管理

4.1 选地整地

    选择排水良好的砂壤土地块。每667m2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 000 kg' 3 000 kg或施70 kg酵菌
素生物肥。把基肥撒匀，翻入地内，再深耕细耙。

4.2 播种材料

4.2.1 选种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伞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is DC.)或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为物种来源，选择籽粒饱满、发芽率不低于70%的种子。
4.2.2 种子处理

    播种前先用40ct..-50℃温水浸种8h-12h，稍晾后用3倍的草木灰或2倍的干细土拌匀，以便播
种。

4.3 播种

4.3.1 播种时期

    春播在3月中旬，清明前进行;秋播霜降前后进行。
4.3.2 播种方法

    按20 cm行距开条沟，沟深1.5 cm-2 cm，将种子均匀撤人沟内，后覆土1 cm̂ 2 cm，稍加镇压

即可，每667 m2播种量1.5吨̂ 2.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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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田间管理

4.4.1 扭盖物

    春播、秋播选用麦草或茅草等覆盖，覆盖至不露土为宜，然后上压树枝即可。播种后，每Sd检
查1次，观察墒情，如干早应在覆盖物上喷水。待苗出土后，于阴天或晴天傍晚逐渐多次揭去覆盖物。

4.4.2 定苗

    苗高2 cm'-5。时，按株距5 cm一6 cm定苗。缺苗的地方，间出壮苗于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补

植。

4.4.3 中耕除草

    结合定苗进行中耕除草。浇水或雨后及时中耕，保持田间土壤疏松无杂草。

4.4.4 灌水排水

    苗期控制水分，返青期及追肥后及时灌水，收获前酌情灌水。雨季疏通排水沟，排出田间积水。

4.4.5 追肥

    8月上旬每667m2追施磷酸二按20吨，开沟施人。

4.4.6 摘心除奋

    7̂-8月及时摘心除蕾。生长2年以上的植株在花蕾形成初期，用镶刀割去茎梢。

5 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

柴胡的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见附录Ao

6 病虫害防治

6.1 防治原则

    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通过选用抗性品种，培育壮苗，加强栽培管理，科学

施肥等栽培措施，综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防治，将有害
生物危害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遵守GB/ T 8321.1-7，没有标明农药安全间隔期

的农药品种，收获前30 d停止使用，农药的混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期。
62 蚜虫

6.2.1 物理防治

    黄板诱杀蚜虫，有翅蚜初发期可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黄板;或用60 cm X 40 cm长方形纸板或木板

等，涂上黄色油漆，再涂一层机油，挂在行间株间，每667 m2挂30̂'40块。
6.2.2 生物防治

    前期蚜量少时保护利用飘虫等天敌，进行自然控制。无翅蚜发生初期，用0.3%苦参碱乳剂80O-

100()倍液，或天然除虫菊素2 000倍液喷雾防治。
6.2.3 药荆防治

    用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100()倍液，或3%睫虫眯乳油1 500倍液，或 2.5%联苯菊醋乳油3 000
倍液，或4.5%高效氯氰菊醋乳油1 500倍液或其它有效药剂，交替喷雾防治。

6.3 红蜘蛛

    发生初期用1.8%阿维菌素乳油2 00()倍液，或0.36%苦参碱水剂800倍液，或天然除虫菊素2 000
倍液，或73%克蜻特乳油100(】倍液，或唾蜡酮 (5%尼索朗乳油)1 500̂+2 00()倍液喷雾防治。

6.4 小地老虎

6.4.1毒饵诱杀:每667 m2用90%敌百虫晶体0.5 kg加水8 kg' 10 kg喷到炒过的40 kg棉仁饼或麦
熬上制成毒饵，于傍晚撤在秧苗周围，诱杀幼虫。

6.4.2 毒土防治:每667 m2用90%敌百虫粉剂1.5 kg-2 kg，加细土20 kg配制成毒土，顺垄撒在幼
苗根际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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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黄凤蝶 (金凤蝶)

6.5.1 生物防治

    产卵盛期或卵孵化盛期，用100亿/g活芽抱Bt可湿性粉剂200倍液，或青虫菌 (含抱子100 4ZJg)

300倍液，或用氟陡脉 (5%抑太保)2 500倍液，或25%灭幼脉悬浮剂2 500倍液，或25%除虫Wz浮
剂3 000倍液，或氛虫脉 (5%卡死克)乳油2 500̂ 3 000倍液，或虫酞麟 (24%米满)1 000-1 500倍
液，或用2.5%鱼藤酮乳油60()倍液，或0.65%茵禽素水剂500倍液，或在低龄幼虫期用0.36%苦参碱

(维绿特、京绿、绿美、绿梦源等)水剂800倍液，或天然除虫菊 (5%除虫菊素乳油)1 000-1 500

倍液，或用烟碱 (1.1%绿浪)10x)倍液，或用多杀霉素 (2.5%菜喜悬浮剂)30X)倍液喷雾。7d喷

1次，一般连喷2-4次。

6.5.2 药荆防治

    用高效氯氟氰菊醋 (2.5%功夫乳油)4 000倍液，或联苯菊醋 (10%天王星乳油)1 000倍液，或
50%辛硫磷乳油100()倍液，或90%晶体敌百虫800倍液喷雾。

6.6 根腐病

6.6.1 农业防治

    选择土壤深厚的沙质壤土、地势略高、排水畅通的地块种植，防止积水;实行合理轮作;合理施
肥，适施氮肥，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及时拔除病株烧毁。
6.6.2 药荆防治

6.6.2.1 发病初期用甲基硫菌灵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700倍液，或58%的甲霜灵锰锌600

倍液，或3%广枯灵 (恶霉灵+甲霜灵)600'800倍液淋穴或灌根。每隔7d灌1次，连灌2̂-3次。对
发病率较高的地块，用甲基硫菌灵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 oa)倍液随浇水全田灌根，或5%

的石灰乳灌穴，并清除病株。

6.6.2.2 拔除病株后用以上药剂灌病穴，以防蔓延。
6.7 斑枯病

6.7.1 农业防治

    人冬前彻底清除田间病残体，并集中烧掉或深埋;加强栽培管理，及时中耕除草，合理施肥与灌
水，雨后及时排水。

6.7.2 药荆防治

6.7.2.1 发病前喷施1:1150的波尔多液。

6.7.2.2 发病初期喷施50%的多菌灵800倍液，或65%的代森锰锌100()倍液，或甲基硫菌灵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800--I oa)倍液等药剂防治.视病情间隔10 d-15 d喷药1次。

7 采收

    种植满2年即可采收，在10-}-11月间地上部分茎叶开始枯萎时采挖。在采挖前先将地上茎杆距地

面3 cm'-'5 cm处割去，然后在畦旁挖深25 cm左右的沟，然后顺畦采挖。挖取的柴胡，去净泥土、芦

头和茎叶.置通风阴凉处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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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柴胡常见病虫害及有利发生条件

A.1 柴胡常见病虫害及有利发生条件见表A.10

                            表A.1 柴胡常见病虫害及有利发生条件

病虫害名称 病原、害虫种类或类别 传播途径 有利发生条件

小地老虎 鳞翅目，夜蛾科Agrotis ypsilon 成虫迁移扩散 温度 18C-26C，相对湿度7c e

蚜虫 同翅目，蚜科Aphidoidae 有翅蚜迁移扩散 16C-24t、一定湿度

红蜘蛛 蟀蜻目，叶靖科Tetranychidae 自身爬行，风力 干早、高温

黄凤蝶 (金凤蝶) 属鳞翅目，凤蝶科Papilio machaon 成虫迁移扩散 6--9月发生危害，温度25℃左右

根腐病 真菌:镶刀菌属Fusarium spp
土壤、农家肥、种

子、水流
低温多湿

斑枯病
真菌:半知菌亚门，白芷壳针抱

Septoria dearnessii
风雨传播 高温高湿、多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