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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鱼腥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为药食同源植物，具有很强的医疗保健

功能及药理作用。因鱼腥草野生资源的稀少及地域性较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对鱼腥草开始

人工驯化种植，随着种植技术的创新，人工种植的鱼腥草产量与品质得到大幅提升，但产业

化种植中仍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概述和种植技术的分析，该研究主要综

述了人工种植下鱼腥草的生长环境、种植模式和现代化种植技术在鱼腥草上的应用，分析了

不同的栽培条件下鱼腥草生长及药用成分的差异性，以期对鱼腥草无土栽培技术与无公害

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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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腥 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属 三

白草科蕺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名侧耳根（《遵

义府志》）、猪鼻孔（《天宝本草》）等［１］，现已被国家

卫生 部 确 定 为 颇 具 开 发 价 值 的“药 食 兼 用”植

物［２］，入药部分主要为新鲜全草或干燥的 地 上 部

分。三白草科共４属８种，其主要分布于亚洲和

北美，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我国产３属４种，其

中，蕺菜属仅１种，即鱼腥草［３］。鱼腥草主要分布

于我国中部、东南及西南部各省区，东起台湾，西

南至云南、西 藏，北 达 陕 西、甘 肃，四 川、湖 北、湖

南、江苏等省居多。常生于海拔３００～２　６００ｍ的

山坡潮湿林下、路旁、田埂及沟边［４］。
鱼腥草具有很强的药用与食用价值，主 要 含

有挥发油、黄酮、生物碱、多糖、有机酸类等活性成

分［５］，此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Ｃ、蛋白质、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６］。其主要药用活性成

分是挥 发 油 和 黄 酮 类［７］，具 有 抗 菌［８－９］、抗 炎［１０］、
抗病 毒［１１］、抗 氧 化［１２］等 多 种 药 理 作 用。其 性 微

寒、味辛，主入肺经，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

尿通淋等功 效［１３］，常 用 于 治 疗 肺 痈 咳 吐 脓 血、痰

热咳喘、热痢、热淋、痈肿疮毒等病症，现代临床试

验表明，鱼腥草汤药及针剂对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和妇科疾病等均有显著疗效［１４－１６］。

１９９７年，刘 香 等［１７］研 究 了 人 工 栽 培 鱼 腥 草

的可行性，发现人工栽培下鱼腥草挥发油含量高

于野生鱼腥草，此后学者发现人工栽培的鱼腥草

药用品质也可达到入药要求［１８］，证明了人工种植

鱼腥草具有可行性。此后学者发现鱼腥草最适宜

的繁育方式为根茎繁殖［１９］，通过使用无纺土工布

垫底［２０］或 使 用 稻 草 栽 培 鱼 腥 草［２１］等 一 系 列 方

法，可以减少害虫的危害并可提升单产。由于鱼

腥草的生长具有季节性，通过大棚种植可以有效

提高鱼腥草的药用品质和产量［２２］，也可与经济作

物套种改 变 局 部 地 面 环 境［２３］。随 着 科 学 技 术 的



发展，组织培养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的推广，使得

鱼腥草的种植越来越科学化和精细化，利用组织

培养可以使用地上茎节和茎尖作为外植体，进行

快速繁育 高 品 质 鱼 腥 草［２４］。通 过 无 土 栽 培 可 以

精细化生产，研究发现鱼腥草适宜水培，并提高了

局部水域的生态环境［２５］。
该研究综述了环境因子对鱼腥草生长及品质

的影响、传统种植模式、现代种植技术的发展，分

析了不同种植模式与技术等对鱼腥草食用与药用

品质的影响，以期为鱼腥草栽培技术发展和产品

深度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１　鱼腥草生物学特性

鱼腥草为双子叶植物多年生宿根匍匐草本植

物［２６］，因 其 有 股 鱼 腥 味，故 名 鱼 腥 草。株 高 可 达

６０ｃｍ，地 下 根 茎 细 长，具 有 白 色 的 节，节 上 生 须

根。单叶 互 生，叶 片 常 见 为 绿 色，呈 心 形 或 圆

形［２７］，穗状花序，白色或淡绿色，花期在５—６月。
鱼腥草喜温喜湿，适应性强，耐 旱 耐 涝，较 耐

寒。野生种主要生长在１５～２５℃，地下茎成熟期

适宜温度为２０～２５℃，土壤相对湿 度 为８０％左

右，在疏松的中性或微酸性砂质土壤中生长最佳。

２　种植环境对鱼腥草的影响

２．１　土壤与养分

土壤的理化性质对鱼腥草的生长、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染病率均有影响，通过调节土壤的盐、
钾等物质 的 含 量 可 以 有 效 控 制 鱼 腥 草 的 生 长 发

育。ＷＡＮＧ等［２８］发现单叶质量、叶质量比、叶氮

含量、叶钾含量、叶饱和含水量与土壤速效磷、速

效钾、土壤总孔隙度、土壤容重、植物叶片钾含量

与土壤容重呈极 显 著 相 关。不 同 含 量 的 Ｎ、Ｐ、Ｋ
对菌核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Ｎ对病原菌生长

的影响不明显，Ｐ对 鱼 腥 草 菌 核 有 一 定 的 控 制 作

用，Ｋ加 速 了 其 生 长，当 Ｎ∶Ｐ∶Ｋ接 近１．６７∶
１∶１时，菌核病的控制效果最好［２９］。鱼腥草鲜质

量随ｐＨ下降和时 间 增 加 而 下 降，可 通 过 控 制 土

壤ｐＨ来控制其生长［３０］。
鱼腥草体内有大量的药用成分，对养 分 的 调

控可以使药用成分含量呈现显著的变化，目前已

有学者通过研究碱解氮、有机质、有效钾、有效磷、

尿素、过磷酸钙、家畜粪便和土壤微生物等，研究

其对鱼腥草产量以及药用成分的影响。鱼腥草挥

发油成分与土壤养分状况有显著的相关 性［３１－３２］，

钾肥对鱼腥草产量和品质影响较大，氮肥次之，磷
肥最小［３３］。鱼腥 草 施 用 有 机 肥 有 利 于 提 高 土 壤

脲酶、蛋白酶、纤维素酶的活性，提高鱼腥草根系

活力［３４］，适量的有机肥对鱼腥草的增产以及黄酮

含量的积累有一定帮助［３５－３８］。

２．２　光照

鱼腥草的产量与光照也存在着一定 的 关 系，
一定程度的遮光可以提升地上部分产量，但全光

照下地下部分产量和黄酮更高。遮阴条件下植株

地上部分产量最高。无遮阴栽培时叶片的黄酮苷

含量最高，随着遮阴率的增加而降低［３９］。研究表

明，在４０％光照 强 度 下，土 壤 单 位 面 积 地 上 部 分

产量最高，２０％栽培强度下最低；单位面积地下部

分产量在全 光 照 下 最 高，在２０％强 度 下 最 低；随

着光照强度的降低，叶片蛋白质和水分含量增加，
可溶性糖和脂肪含量增加，地上部和地下部挥发

油含量降低。地上部和地下部总黄酮含量均随光

照强度的减弱而降低，但对总黄酮成分的影响不

大［４０］。阳光充足 下 鱼 腥 草 可 以 作 为 屋 顶 花 园 的

药用植物［４１］。在 不 同 光 质 处 理 下 培 养 的 鱼 腥 草

单株鲜质量表现为蓝光＞红光＞白光＞黄光＞绿

光［４２］。ＵＶ－Ｂ诱 导 的 氧 化 应 激 是 由 过 氧 化 氢

（Ｈ２Ｏ２）、丙 二 醛（ＭＤＡ）和 抗 氧 化 酶（过 氧 化 氢

酶、超氧化 物 歧 化 酶 和 过 氧 化 物 酶）的 增 加 引 起

的，抗氧化酶和单萜在对 ＵＶ－Ｂ诱导的氧化应激

的快速防御反应中均起着重要作用，而 ＵＶ－Ｂ休

克可有效提高鱼腥草的产量［４３］。

２．３　温度

温度影响植物的形态、生理结构和光合作用，

进而影响植物的产量和品质［４４］，在温度稳定的环

境下有利 于 鱼 腥 草 的 地 上 部 分 快 速 生 长［４５］。已

有相关研究表明，温度与植物的产量有一定的关

系，温 度 的 提 高 会 加 速 作 物 的 生 长 并 提 升 产

量［４６］，部分学者认为温度的上升会对植物有着负

效应［４７］。因此，不同植物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以及

适应性差异很大，研究温度对鱼腥草的生长与品

质影响也有着一定的意义，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

较少，需要学者进行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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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水分

水分胁迫会直接影响到植物的生长 发 育，并

对植物的产量与品质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调节灌

溉量可以 有 效 提 高 产 量 与 品 质［４８］。缺 水 造 成 的

干旱也对作物有一定的影响，干旱胁迫会改变碳

同化酶活性，对于作物的干物质形成造成影响，进
而影响其产量和品质［４９］，因此研究不同植物对于

需水量的大小尤为重要。但目前国内研究中，水

分对于鱼腥草生长发育及药用品质影响的文献较

少。已有 的 研 究 表 明 过 低 的 土 壤 相 对 持 水 量

（ＲＨ）使鱼腥草产量下降，营养物质含量略偏低，
较高的含水量有利于获得较高产量，但营养物质

含量则略 有 偏 低［５０］。减 少 或 增 加 水 分 会 显 著 降

低生物量，轻度干旱和轻度湿润条件有利于鱼腥

草的培养［５１－５２］。鱼腥草对于水分的要 求 较 高，过

量以及缺水均会影响其产量以及营养成分。

３　传统鱼腥草种植模式

目前鱼腥草的人工种植仍然是以土壤栽培为

主，但盲目种植、缺乏科学的栽培技术以及采收期

混乱这些问题，造成产量、质量、药效价值等无法

控制［５３］。人工栽 培 鱼 腥 草 与 野 生 鱼 腥 草 挥 发 油

含量略有差异，但达到入药要求，各挥发油成分与

黄酮类成分基本一致［１８］，故人工栽培鱼腥草可代

替野生鱼 腥 草 药 用［５４］。目 前 传 统 种 植 模 式 有 露

地种植、大棚种植和田间套种３种模式。

３．１　露地栽培

传统鱼腥草露地栽培主要考虑繁殖方式和播

种方式，并通过无纺布和稻草等方式提升种植产

量，鱼腥草露地栽培一般春季和初夏种植的当年

可收，秋季种植的到翌年４—５月可收。鱼腥草繁

殖方式主要有种子繁殖、分株繁殖、扦插繁殖、根

茎繁殖和组培快繁等，大田生产主要采取根茎繁

殖［１９］。大田栽植一般采用开沟条播方式，按播幅

３０ｃｍ开沟，沟宽１５ｃｍ，沟深１０ｃｍ，５～８ｃｍ顺

沟两 侧 交 错 摆 放２行 种 茎，覆 土５～８ｃｍ 左

右［５５］。覆膜栽培可使鱼腥草提前２０ｄ左右出土，
延长供应期，可 早 春 上 市［５６］。采 用“无 纺 土 工 布

垫底、布上排放种茎、育苗基质覆盖”的方法，促进

地下茎及植株快速生长，使其高产优质，有效降低

了生产成本［２０］。使用稻草栽培鱼腥草，解决了生

产中农家肥不足的问题，且生长的鱼腥草具有色

白、节长、须毛少等优点，提高了单产，该方法明显

改善土地的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

土壤团粒结构并缓解土壤板结，提高了鱼腥草的

抗病性能［２１］，露地栽培通过覆盖无纺布与稻草可

以有效提高鱼腥草的单产。

３．２　大棚种植

相较于露地栽培，大棚种植可以有效 提 升 鱼

腥草的产量并缩短生育期，有利于冬季种植高质

量的 鱼 腥 草 产 品。２０１６年，韩 正 国 等［２２］结 合 略

阳县鱼腥草大棚栽培的推广经验，阐述鱼腥草特

征、特性，介绍鱼腥草大棚栽培技术，为种植户鱼

腥草大棚种植技术提供参考。大棚种植可以缩短

鱼腥草生育期并提高产量［５７］，并有效改善鱼腥草

生长的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可以大大缩短出苗期

至封行期，保证了冬季可以生长出鱼腥草地上部

分，且地上部分日生长速度较快，其产量显著高于

裸地种植，有利于冬季收获符合药典要求的鲜鱼

腥草［５８］。

３．３　田间套种

鱼腥草通过与其它经济作物套种可改善局部

地面环境，减少病虫以及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提
高经济效益。利用鱼腥草耐阴的生长特性，在柑

橘园、竹林、果园、玉米地中进行套种，改善柑橘园

地面小环 境，并 收 获 大 量 鱼 腥 草［２３，５９－６２］。对 北 海

地区大棚甜瓜蚜虫的发生，利用鱼腥草特殊气味

与甜瓜套种，使大棚甜瓜蚜虫、白粉虱为害减少，

用药次数可减少３～４次，节约用药成本，经济及

生态效益 良 好［６３］。该 套 种 技 术 充 分 利 用 了 经 济

作物和鱼腥草二者生长的空间差异，大幅度提高

了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土地单位产值，具有很高

的推广价值。

４　现代鱼腥草种植技术

现代化鱼腥草种植技术主要为种苗的繁育技

术、无土栽培技术和机械化收割技术等，鱼腥草无

土栽培主要 分 为 基 质 栽 培 和 营 养 液 水 培２种 方

式。利用现 代 化 种 植 技 术 实 现 鱼 腥 草 的 快 速 繁

殖，并精确控制鱼腥草药用成分以及生产量，为鱼

腥草的规模化和高端化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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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种苗繁育技术

鱼腥草的繁育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２种，有性繁殖主要为种子繁殖，无性繁殖主要为

分株繁殖、扦插繁殖、根茎繁殖和组培快繁，探究

种子萌发条件以及快速繁育对鱼腥草种苗繁育具

有重要的意义。

４．１．１　鱼腥草有性繁殖

成熟的鱼腥草种子为棕黑色，将种子 播 种 于

沟中，并覆盖上一层１ｃｍ左右的土即可繁殖，《中
华草本》中 记 载 其 萌 发 率 较 低 仅 为２０％，为 了 提

高种子的萌发率，可以对种子进行预处理，现代技

术手段有利于缩短种子的发育时间。使用赤霉素

可以提高鱼腥草的发芽率和发芽势并缩短了发芽

时间［６４］，种子使用７５％乙醇３０ｓ＋０．２％ ＨｇＣｌ２
５ｍｉｎ灭菌后，能够在无菌时获得５５．２６％的萌发

率［６５］，因其发芽 率 较 低，并 不 适 合 大 规 模 的 工 业

化生产。

４．１．２　鱼腥草无性繁殖

鱼腥草的分株通常在３—４月，对分蘖的鱼腥

草进行分株移栽，分株时需要保护好根系，较多的

根系可以增加鱼腥草的成活率，应移栽在深厚、肥
沃、透水的土壤中；鱼腥草扦插繁殖主要在春夏进

行，消毒后剪为１２～１５ｃｍ的小段，保留一定的节

作为插条，将插条插入培养钵或者育苗盘中即可

繁殖；每个茎节上都有茎眼，且每段都可以生根，
可以把鱼腥草的根茎按一定长度或节数保留２～
３个芽的小 段 做 种 繁 殖，该 方 法 简 单 快 捷 主 要 应

用于大田的生产［１９］。

组织培养技术是可以不受环境等影响因素快

速繁殖植物的有效方法［６６］，对于野生鱼腥草等中

药植物 的 繁 育 有 重 要 的 意 义。ＴＳＵＺＵＫＩ等［６７］

早期通过鱼腥草叶诱导出愈伤组织，并进一步诱

导 出 植 株，移 入 地 中 栽 培 直 至 成 熟，随 后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等［６８］利用鱼腥草茎段进行培养，

结果表明较高浓度的ＫＴ（３．０ｍｇ·Ｌ－１）可诱导

出鱼腥草的叶状结构，而低浓度（１ｍｇ·Ｌ－１）则

有利于鱼腥 草 芽 的 生 成 和 增 殖。吴 卫 等［２４］构 建

了鱼腥草的快速繁殖体系，地上茎节和茎尖较适

宜作快速 繁 殖 的 外 植 体，以 ＭＳ＋０．５ｍｇ·Ｌ－１

ＫＴ培养基诱导的鱼腥草抽叶数最多且地上茎较

长；ＭＳ＋１．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培 养 基 为 最 佳 的 茎

尖愈伤组 织 诱 导 培 养 基；ＭＳ＋１．０ｍｇ·Ｌ－１　６－
ＢＡ＋０．２ｍｇ·Ｌ－１　ＮＡＡ和 ＭＳ＋０．５ｍｇ·Ｌ－１　６－
ＢＡ＋０．２ｍｇ·Ｌ－１　ＮＡＡ培养基对丛生芽的增殖

速度最快且丛生芽数目最多；ＭＳ＋０．２ｍｇ·Ｌ－１

ＩＡＡ为最好生根培养基。龚平［４２］的试验表明最

佳的外植体为鱼腥草一年生的地下茎；鱼腥草地

下茎段用链霉素和青霉素钠混合液浸泡０．５ｈ与

０．１％升 汞 灭 菌２０ｍｉｎ配 合 使 用 的 灭 菌 效 果

最佳。

４．２　无土栽培技术

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利用含 有 植 物

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矿质元素的营养液提供给植物

养分的一种种植技术［６９］，主要包括无固体基质培

（水培、雾培）和固体基质培（基质培）等方式。水

培的营养液配套技术、水培的配套装置、自动化技

术比较完善，但投资大，成本高，技术要求较高；雾
培可以充分利用空间，便于技术化管理，但技术要

求高，投资较大；基质培设施简单、成本低，且技术

较简单，但要 定 期 对 基 质 进 行 消 毒［５３］，其 中 基 质

培是无土栽培的最主要形式［７０］，基质的研究是基

质栽培的基 础 和 关 键［６９，７１］。鱼 腥 草 的 无 土 栽 培

研究较少，其中对于基质栽培主要集中在基质配

比的研究。水培鱼腥草的研究也刚起步，初步验

证了鱼腥草水培的可行性，营养液的差异对于鱼

腥草的生长发育也无明显的影响。利用鱼腥草可

以水培的特点与养鱼业相结合，能够提升鱼的免

疫力与良好抗炎作用。

４．２．１　基质栽培

鱼腥草通过基质栽培对于传统土培有一定的

优势，但探讨基质配比对鱼腥草品质差异的研究

较少，无土栽培对鱼腥草的品质以及药用差异影

响需要更多 学 者 进 行 研 究。余 宏 军 等［７２］使 用 炉

渣∶玉米秸∶菇渣（棉籽壳）∶草炭＝４∶２∶３∶１
（体积比）的混合基质时，发现基肥用量为每立方

米基质施生物有机 肥１６ｋｇ时，鱼 腥 草 的 产 量 和

经济效益最高。椰糠∶珍珠岩＝３∶１（体积比）的
基质进行种植鱼腥草，对比土培结果表明基质＋
水培方式处理的地下部根茎产量最高，在品质方

面基质培优于土培和基质＋水培，基质培处理的

鱼 腥 草 地 下 部 根 茎 中 甲 基 正 壬 酮 含 量 和 产 量

最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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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营养液栽培

鱼腥草的生理特性决定了其适宜水 培，其 水

培条件 下 可 以 改 变 局 部 水 域 的 生 态 环 境。许 娜

等［７３］研究了６种 常 用 营 养 液 配 方 对 鱼 腥 草 生 长

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６种营养液配方对水培

鱼腥草生长无显著影响，但对其可溶性糖含量和

叶绿素含量有显著影响，水培营养液配方以霍格

兰配方较为适宜，使用华南农业大学叶菜Ｂ方处

理的鱼腥草产量与品质较高，地下根茎的甲基正

壬酮含量与产量更高［５３］。

４．２．３　鱼菜共生

鱼腥草不但适合水面种植，并且能够 改 善 养

殖池塘水质指标，提高罗非鱼养殖成活率［２５］。鱼

腥草作为浮床载体，对养殖水体的水质起到了净

化的作用，同时提高了鱼体非特异性免疫和调节

养殖系统中微生物菌群的效果［７４－７５］，并提升了 罗

非鱼的消 化 能 力［７６］。鱼 腥 草 对 吉 富 罗 非 鱼 肝 脏

损伤有一定的修复作用，种植鱼腥草能提高抗氧

化应激能力，减轻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病理损伤，促
进受损蛋白质的早期修复与降解，种植鱼腥草具

有抗炎作用和提高鱼体抵御病原菌的能力［７０］，鱼

腥草种植比 例 为１０％下 罗 非 鱼 对 链 球 菌 病 的 抵

抗力最佳［７８］。

４．３　机械化栽培技术

鱼腥草收获的过程工程量大且繁琐，鱼 腥 草

的根茎交错难以收割，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且生

产效率低，目前鱼腥草的收割主要依赖于人工，机
械化收割普及率不高，根茎类收割机对于鱼腥草

的收割效果并不好，专用的机器价格较高增加了

成本，性价比不高。因此推广和开发鱼腥草专用

收割机器尤为重要，富民县永定镇进行了机械化

推广示范，取得不错的效果，降低了生产成本以及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７９］，目前针对鱼腥草的机械化

装置并不多，机械化种植也不普及，因此机械化栽

培 的 进 程 还 需 要 更 多 的 企 业 和 学 者 进 行 深 入

研究。

５　鱼腥草种植技术发展方向

５．１　鱼腥草种质资源药用品质的评估利用

鱼腥草为野生药用植物，其药用价值 高 而 逐

渐被人工种植，开发高质量药用鱼腥草具有很好

的 前 景，不 同 种 质 资 源 的 鱼 腥 草 药 用 成 分 差 异

大［８０－８１］，不同产地与区域的鱼腥草农艺性状和 药

用品质的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目前市场上优质

的鱼腥草品种稀少，缺乏系统的筛选。因此，需要

对全国范围内鱼腥草的品种及其药用成分进行分

析统计，确定每个品种的农艺性状及其药用价值，
筛选优质品种进行繁育。建立完善系统的鱼腥草

种质资源药用品质评估体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

与保护有着重要的价值。

５．２　种植区域与栽培模式的拓展创新

通过大数据分析鱼腥草生长的区域的气候因

子、土壤因子、地理因子等，建立相应的生态位模

型，确定鱼腥草的适生区与非适生区。对适宜鱼

腥草生长的区域发展种植业，以及合理利用当地

气候大力发展鱼腥草的相关产业，带动当地的农

业经济，为市场提供稳定和高质量的鱼腥草。
目前田间种植仍为鱼腥草种植的主 流，田 间

管理较为粗放，且水肥控制并不精确等缺点，品质

与产量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无土栽培随着技术的

发展越来越成熟，并发现鱼腥草的生物学特性支

持其进行水培，因此，对于鱼腥草的无土栽培研究

有待深研究，精准控制鱼腥草药用与食用的品质，
促进鱼腥草的产业化和工业化生产。

５．３　机械化技术的农机农艺

结合鱼腥草耐阴的生理特点，可以根 据 各 地

的气候与种植特点选择适合的种植模式，如使用

鱼腥草与其它经济植物套种栽培，使其它经济作

物的免疫力、提升产量等。鱼腥草的相关研究证

明了鱼腥草的生理特性适合水培［７２］，但水培模式

下鱼腥草的生长发育与药用成分研究较少，水培

鱼腥草可以提升鱼群免疫力以及调节养殖系统群

落，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鱼腥草主要食用部分为根茎，水培下 的 鱼 腥

草根系发达且干净，生产更加的清洁，且可以全季

节栽培取材，相比传统土培可以避免连作障碍，无
土栽培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并利用

水培的特点与优势，可以进行鱼腥草无土栽培产

业化生产。不同栽培方式可以直接对鱼腥草的生

长和品质产生影响，探究鱼腥草人工栽培的最佳

栽培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５．４　主效成分的萃取加工利用

鱼腥草不同的萃取方式获得鱼腥草挥发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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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率差异大且纯度也不一致，主流的萃取方式为

水蒸气蒸馏法、超临界ＣＯ２ 萃取法、前煮法、回流

法、浸渍法、酶提取法等［８２］，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使

用大孔树脂吸附法、聚酰胺吸附法、固相萃取法、
双水相萃取法等［８３－８４］，每种提取方法有各自的 优

点与局限，没有最佳选择。随着萃取技术的成熟，
鱼腥草挥发油以及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率会大幅

度提升，对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药用成分的高

效开发有重要价值。
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极高被很多学者 关 注，随

着国家对于中草药的关注，鱼腥草具有很大的市

场前景，但其主要的药用成分及其安全性还需要

科学验证，不同药用成分在临床上的应用需要合

理规范，确保其作为药用原料的安全性。用现代

的生物学技术可以有效研究其药用功效，使鱼腥

草在医药及临床上得到良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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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莫金文．鱼腥草特 征 特 性 及 无 公 害 高 产 栽 培 技 术［Ｊ］．现 代

农业科技，２０１４（３）：９８－９９．
［２７］ＬＡＲＳＥＮ　Ｋ，ＷＵ　Ｚ　Ｙ，ＲＡＶＥＮ　Ｐ　Ｈ．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Ｃｙ－

ｃａｄａｃｅａ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Ｊ］．Ｎｏｒ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０，１９
（１５）：５８０－５８０．
［２８］ＷＡＮＧ　Ｘ，ＹＥ　Ｍ，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ｆ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９，３１（１）：２４０－２５１．
［２９］ＴＡＯ　Ｌ　Ｉ，ＺＨＡＮＧ　Ｓ　Ｘ，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　ｒｏｌｆｓｉｉ　ｏｆ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３５（３）：３１７－３１９．
［３０］ＳＵＡＧＨＡＲＡ　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ｗｅ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ｓ　１１．Ａ　ｗｅｅｄ　ｓｈｉｆ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ｅ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１９８１，２６（３）：２３３－２３８．
［３１］杨占南．鱼腥 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酚 类 及 挥 发

性物质代谢累积 与 土 壤 环 境 因 子 的 相 关 性 研 究［Ｄ］．重 庆：西 南

大学，２０１３．
［３２］陈远学，吴卫，刘世全，等．有机肥对鱼腥草产量品质及养分

６２１ 北　方　园　艺　　　　　　　　　　　９月（上）　



吸收的影响［Ｊ］．四川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４５－２４８．
［３３］高静，周日宝，童巧珍，等．不同施肥处理对鱼腥草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Ｊ］．中药研究与信息，２００５（７）：２７－２８，５２．
［３４］林瑞余，林豪森，张重义，等．不同施肥条件对鱼腥草根际土

壤酶 活 性 及 根 系 活 力 的 影 响［Ｊ］．中 国 农 学 通 报，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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