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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姜既可食用又可药用,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大,栽培面积逐年上升,但在传统的连年栽培方式下出现了

品质下降等问题,制约了生姜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中药渣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简单堆放、填埋或焚烧等处

理,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促进中药渣的资源化利用开发和提升生姜栽培品质,采用粤北韶关本

地的生姜品种小黄姜为试验材料,在5个不同配比的中药渣基质栽培过程中研究中药渣对基质理化性质及生

姜前期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20%~80%中药渣处理可提高基质的温度、降低基质容重和增大基质孔隙度、
提高部分微量元素含量,促进土壤矿质营养的吸收与转化,促进生姜提前出苗、提高生姜出苗率、株高、茎粗、
分蘖数和生姜叶片数等。说明基质中添加中药渣能有效改善基质的理化性状,进而促进生姜的生长,为后续

生姜块茎的膨大和提高产量奠定基础。其中,60%~80%的中药渣配比的处理效果最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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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ZingiberofficinaleRosc.)为姜科姜

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东南亚热带地区,在
国内广泛栽培,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蔬菜之一,
具有独特的香辛风味和极高的药用价值[1]。生姜

在广东韶关地区主要以露地春季栽培为主,少部

分设施栽培。从韶关历年年鉴得知,粤北韶关的

生姜种植在三区七县均有分布,面积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随着年复一年的传统生姜种植习惯,
导致本地生姜品种出现种性退化,姜田土传病虫

害频发、品质下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给姜农造

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了韶关生姜产业的

发展。
目前随着人们对中药残渣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药渣的可持续资源化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2],
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不少应用,如作为育苗和栽

培基质等[3]。张跃群[4]研究发现中药渣有机基质

能提高番茄果实的 VC含量、番茄红素含量和可

滴定酸含量,从而提高番茄果实的品质。刘宝龙[5]

以中药渣为蔬菜无土栽培生产的主要基质与泥炭

按不同比例复配,筛选出70%中药渣+30%草炭

的配比可使番茄增产24.18%,使辣椒增产12.33%,

并能显著提高蔬菜中VC含量、可滴定有机酸含

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可溶性糖含量等。中药

渣在生姜生产中的应用鲜有研究。本研究采用粤

北韶关本地的生姜品种小黄姜为试验材料,在
5个不同配比的中药渣基质栽培过程中研究其对

生姜生长、农艺性状、产量等方面的影响,进而筛

选出最佳的中药渣基质配方,为中药残渣的可持

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为本地生姜产业的健康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粤北韶关乐昌的天堂小黄姜;泽兰、栀子、威
灵仙、大黄、虎杖、毛冬青、荔枝核、石菖蒲、吴茱萸

等为主要成分组成的中药残渣(由韶关利民制药

厂提供);泥炭土;珍珠岩。

1.2 方法

1.2.1 试验设计 2022年2月-12月,在韶关市

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古洋基地设施大棚中以基质槽

种植的方式进行栽培试验,槽宽1.5m,槽长30m,
槽高60cm。试验设置5个处理,T1处理为0%
中药渣+100%泥炭土、T2处理为20%中药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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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泥炭土、T3处理为40%中药渣+60%泥炭土、
T4处理为60%中药渣+40%泥炭土、T5处理为

80%中药渣+20%泥炭土。其中,以 T1处理为

对照(CK),泥炭土均已统一配制了相同比例的珍

珠岩,比例为7∶3。
1.2.2 测定项目及方法 基质理化性质测定:参
照夏国栋等[6]的方法进行pH和EC值测定;氮、
磷、钾、钙、锌、铜、锰、铁元素主要采用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和比色法进行测定[7]。
生姜农艺性状测定:种植后45d,开始测量,

每隔7d测量1次,用直尺测量幼苗株高,用游标

卡尺测量茎粗,烘干法测量干重,选出最大叶测量

叶长(叶片基部至叶尖的距离)和叶宽(叶片上部

肩宽测量值);计算出苗率[出苗率(%)=出苗株

数/种植株数×100];参照张宪政[8]的方法测定相

关光合色素含量。
病害调查:采用田间调查法对病虫害进行记

录和分析。调查记录时间从5月开始,每月25号

进行调查,直至采收。
1.2.3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Excel2010进行统

计,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
用Origin4.0软件进行计算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对基质理化性质的影响

2.1.1 温度和pH 温度直接影响生姜的萌芽

和根系的生长,特别在早春气温普遍较低的情况

下,温度决定了生姜是否适合栽培。在粤北地区,
生姜早春栽培一般在3月中旬至4月下旬,待温

度稳定在15℃以上即可栽培。T1~T5处理的

温度均在15℃以上,均达到了生姜栽培对温度的

要求。
由图1A可知,添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均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基质温度,各处理的基质温度

随着添加中药渣比例的增加而升高并差异显著,
这为早春生姜出苗和根系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基

础。在3月10日,T3~T5处理较T1处理显著

增加基质温度,增幅在5.13%~8.33%,而T2处

理较T1处理的基质温度提高1.28%,但差异不

显著;在3月15日,各处理均较T1显著提高基

质温度,增幅为3.72%~10.11%;在3月25日

时,T5处理相较T1处理增幅为9.42%,对提高

基质温度影响最大。由此可知,在3个时间点,基
质中添加中药渣均能提升早春基质温度,除3月

10日T2处理与T1处理差异不显著,其他时间

添加中药渣处理均显著高于对应T1处理。
栽培基质的pH给植物根系提供适宜的生存

环境,生姜喜微酸性土壤,适宜pH 在5.0~7.5
之间。由图1B可知,T1~T5处理的pH皆在适

宜范围内。

图1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基质温度(A)
和pH(B)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2.1.2 容重、EC值、孔隙度 土壤容重是反映

土壤结构、透气性、透水性能及保水能力高低的一

个指标,一般容重越小说明土壤结构和透气透水

性越好。由图2A可知,添加中药渣栽培的基质

容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随着中药渣基质

添加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T5处理较T1处理降

幅超过20%。
土壤EC主要是反映土壤水溶性盐的含量

(浓度)和矿物质含量,正常农作物生长的EC值

范围为1.0~4.0mS·cm-1,土壤中EC值过高或

过低都会阻碍作物的生长。由图2B可知,基质

中添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处理均不同程度地提高

了基质EC值,但处理后的基质EC均在农作物生

长正常的适合范围内,对生姜生长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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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孔隙是容纳水分和空气的空间,也是植

物根系和土壤生物的活动场所,其质量和数量影

响到作物的正常生长,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容易

形成团粒结构,孔隙度较高,也说明土壤更疏松,
通透性更好。由图2C可知,随着中药渣添加比

例的增加,T3~T5处理均较T1处理显著增加基

质孔隙度,其中T3处理增加了10.58%,T4处理

增加了12.92%,T5处理增加了19.92%。

图2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基质容重(A)、

EC值(B)和孔隙度(C)的影响

2.1.3 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由图3可知,
提高中药渣配比能促进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的吸收从而降低基质中碱解氮、有效磷及速效钾

含量,降幅分别为35.99%~61.38%、47.43%~

69.21%、55.65%~92.99%。不同比例的中药渣

处理对基质中碱解氮的降低幅度排序为T4>T2>
T5>T3;对基质中有效磷的降低幅度排序为T5>
T2>T4>T3;对速效钾的降低幅度排序为T4>
T2>T3>T5。与T1处理相比,T2~T5处理在

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三者含量中的降幅存在

一定的相似性,其中T3处理对降低碱解氮和有

效磷含量的影响最小;T4处理对降低碱解氮和速

效钾的含量最显著;T5处理对降低速效钾含量的

影响最小。

图3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基质碱解氮(A)、
有效磷(B)和速效钾(C)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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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微量元素含量 由表1可知,与T1处理

相比,T3处理、T4处理和T5处理能显著提高基

质中交换性钙含量,而 T2处理则显著降低。与

T1处理相比,各中药渣处理均显著降低基质中交

换性镁含量,其中 T4处理降低的效果最显著。
与T1处理相比,T5处理显著提高基质中有效铜

的含量,而T2~T4处理则显著降低。与 T1处

理相比,T2处理、T4处理显著增加基质中有效锌

和有效铁的含量,而T3处理、T5处理则显著降

低。与T1处理相比,各处理均显著降低基质中

有效锰的含量,其中 T3处理降低的效果最好。
与T1处理相比,T3处理显著提高基质中有效硼

的含量,而其他处理都显著降低。由此可知,T5
处理能显著提高基质中的交换性钙、有效铜含量,
且相较其他添加中药渣处理对交换性镁和有效锌

含量的降低效果较弱。

表1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基质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 单位:mg·kg-1

处理 交换性钙 交换性镁 有效铜 有效锌 有效铁 有效锰 有效硼

T1 14746.67±101.36d 4576.40±8.21a 7.68±0.030b 73.31±0.10c 207.14±1.09c 85.30±0.34a 6.17±0.04b

T2 12931.07±21.26e 1628.00±20.69c 6.81±0.003c 88.43±0.07a 389.71±0.43a 48.93±0.15b 5.49±0.02d

T3 21318.40±101.55a 2991.20±8.85b 6.41±0.010d 57.09±0.19e 108.62±0.44d30.56±0.36d 7.31±0.04a

T4 15423.20±182.63c 1241.20±15.68d 4.33±0.050e 87.04±0.22b 305.61±1.95b37.09±0.09c 3.73±0.02e

T5 20190.00±38.95b 2992.80±16.33b 10.65±0.090a 61.31±0.22d 53.87±0.12e 37.73±0.06c 5.77±0.02c

  注: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

2.1.5 有机质含量 由图4可知,与T1处理相

比,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在基质有机质方面有差异,
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再升高的趋势。T3处

理、T5处理显著提高基质中有机质的含量,分别

较T1提高17.73%和21.04%;说明添加不同比

例的中药渣对基质有机质含量影响不同,中药渣

配比为80%(T5)对提高基质有机质含量的效果

最显著。

图4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基质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2.2 不同比例中药渣对生姜生长的影响

2.2.1 出苗时间和出苗率 由图5A可知,在4月

中下旬,不同中药添加量对生姜的出苗时间有明

显影响。在4月13日,T3、T4、T5处理的出苗数

均显著高于T1处理,此外,T5处理的生姜幼苗

出苗数也显著高于T3、T4处理,但T3与T4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在4月16日,不同中药渣添加

量对生姜出苗的影响与4月13日相似,T3、T4、

T5处理的出苗数均显著高于T1处理,但T2处

理与T1处理无明显差异;在4月20日,各处理

的出苗数均显著高于 T1处理,T3与 T4处理,
T2与T3处理,T4与T5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
在4月25日,与处理1相比,T2、T4、T5处理的

出苗数显著增加,T3处理较T1处理出苗数增加

11.56%,但差异不显著。

图5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出苗时间(A)
和出苗率(B)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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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5B可知,与T1处理相比,添加中药渣

处理对提高生姜出苗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 T5
生姜出苗率最高,比T1高68.4%,且显著高于其

他中药渣处理;T2~T4处理的生姜出苗率分别

比T1提高39.36%、41.54%和46.51%。因此

说明,生姜出苗率随着中药渣配比的增加而升高,

提高中药渣配比有提高出苗率的作用。
2.2.2 植株状态、株高和茎粗 由图6可知,与
处理1相比,T2、T3、T4和 T5处理下生姜有较

好的长势,且其分蘖数、叶片数随着中药渣配比的

增加而增加,另外,T1、T2处理叶尾出现泛黄的

现象,T3~T5叶片整体浓绿。

图6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下生姜植株生长情况

  由图7可知,与处理T1相比,增加中药渣配

比均对生姜的株高和茎粗有显著影响。其中T3、
T4和T5处理对促进生姜株高有显著影响。生

姜生长后期(10月20日)T3、T4和T5的株高分

别达143.6,136.0和141.5cm,较T1分别提高

64.91%、56.23%和62.49%。
在生姜生长中期(6月7日)与处理1相比

T3处理显著增加生姜茎粗,此时T3、T4、T5处理

茎粗分别为11.94,11.28和10.36cm,较T1处理

增加了20.40%、13.71%和4.44%。生姜生长后

期(10月20日)T4处理对增加茎粗有显著影响,
此时茎粗为17.91cm,较T1处理提高18.71%。
2.2.3 分蘖状态和分蘖数 由图8、图9可知,
与T1处理相比,各处理的生姜分蘖数有较明显

的增加,其中 T3和 T4的生姜分蘖数明显高于

T1。与T1处理相比,各处理均增加了生姜植株

分蘖数,T2~T5处理的分蘖数增幅分别为70.69%、
217.65%、335.29%和170.69%,均达显著水平。
其中,T4处理对增加生姜分蘖数的影响最大,
T3处理次之。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基质

中药渣比例有促进生姜分蘖的作用,但高比例中

药渣反而会减弱生姜分蘖。可见,T4处理条件下

更有利于增加生姜的分蘖。

图7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株高(A)
和茎粗(B)的影响

图8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下的生姜分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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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分蘖数的影响

2.2.4 生姜叶片数和叶片状态 由图10可知,
各处理的叶片数明显多于T1且叶片看起来比较

葱绿,T1处理的叶片叶尖出现了明显的干枯和

卷叶。
由图11可知,在生姜植株生长前期叶片数增

加缓慢,但在生长后期提高中药渣配比对增加生

姜叶片数有显著影响。与T1处理相比,T3处理

显著地增加叶片数。而当中药渣配比在80%
(T5)时,虽对生姜叶片数有促进作用,但与T1处

理相比差异不显著,且与T3、T4处理相比促进效

果有所减弱。由此可知,提高中药渣的配比有增

加生姜叶片数的作用,T3处理对增加生姜叶片数

有显著效果,生姜生长后期(10月20日)T3处

理,生姜叶片数较T1增幅达到40%。

图10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下的生姜叶片数的情况

图11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的

生姜叶片数的影响

  

  由图12可知,生姜各叶片长、宽状态各处理

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与T1处理相比,基质中添加

不同中药渣处理的生姜叶片均较长且相对较窄。
由图13可知,与T1处理相比,各处理有促

进叶长增加、抑制叶宽增加的作用。提高中药渣

的配比均对增加生姜叶长有显著影响,排序为T4>
T5>T3>T2(图13A)。提高中药渣的配比有抑

制生姜叶宽的趋势,但除T4外,其他处理与 T1
差异均不显著。T2、T3、T4和T5处理较T1处

理叶宽分别降低4.64%、8.76%、10.82%和8.25%
(图13B)。

图12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下的生姜叶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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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叶长(A)
和叶宽(B)的影响

2.2.5 叶片光合生理特性 由图14可知,与T1
处理相比,基质中添加不同比例中药渣处理均能

显著提高生姜叶片叶绿素a、叶绿素b、总叶绿素

a+b含量以及类胡萝卜素含量并且能显著降低

叶绿素a/b。其中,T2~T5处理的生姜叶片叶绿

素a含量增幅为12.83%~57.94%,叶片叶绿

素b含量增幅为35.04%~115.34%,总叶绿素含

量增幅为18.45%~72.45%。不同中药配比下

的叶绿素a、叶绿素b和总叶绿素含量变化趋势

一样。其中,T5处理的生姜叶绿素a、叶绿素b
和总叶绿素含量都显著低于其他处理;T4处理则

较其他处理显著提高叶绿素含量。而T2、T3处理

含量较相近,且T2处理略低于 T3处理。T2~
T5处理较T1提高生姜类胡萝卜素含量,分别提

高18.59%、19.35%、20.35%和8.88%,其中T5
处理对提高类胡萝卜素含量有影响但不显著,而
其他处理均能显著提高类胡萝卜素含量。与T1
处理相比,提高中药渣配比均显著降低了叶绿素

a/b,其中,T4处理的叶片叶绿素a/b最低,显著

低于T1处理及其他处理,但T2、T3、T5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由此可知,T4处理在提高生姜叶绿

素a、叶绿素b、总叶绿素含量、类胡萝卜素含量以

及降低叶绿素a/b均与T1差异显著。说明提高

中药渣配比均对生姜叶片的光合色素含量有明显

影响。

图14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叶片

叶绿素a(A)、叶绿素b(B)、叶绿素a+b(C)、
类胡萝卜素(D)及叶绿素a/b(E)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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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15可知,与T1处理相比,提高中药渣

的比例能显著提高生姜SPAD值与叶片氮含量,
且两者有着类似的变化趋势。其中T3、T4处理

与T2、T5处理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与 T1处

理相比,生姜在T2~T5处理中SPAD值的增幅为

17.65%~34.30%,叶片氮含量的增幅为15.86%~
27.92%,其中,T4处理的叶片SPAD值及叶片

氮含量均最高,与T1存在显著的差异。

图15 不同中药渣添加量处理对生姜叶片SPAD值(A)
和叶片氮含量(B)的影响

3 讨论

3.1 不同比例中药渣添加对基质理化性质的

影响

  栽培基质具有支撑作物、保持水分、透气、缓
冲和提供营养的作用,不同基质的理化特性差异

较大[9]。无土栽培基质理化指标主要有容重、孔
隙度、pH及EC值等。土壤容重和孔隙度是反映

土壤结构、透气性、透水性能及保水能力高低的一

个指标[10]。在合理范围内,一般容重越小、孔隙

度越大,说明土壤结构和透气透水性越好,对植物

生长越有利[11]。试验结果表明,增加不同量的中

药渣可以减小基质容重与增加基质孔隙度,但都

在合理范围内,其中 T5处理效果最显著。这说

明随着中药渣量的增加,基质的透气性和透水性

更好,对植物生长更有利。土壤EC值主要是反映

土壤水溶性盐的含量(浓度)和矿物质含量[12],正
常农作物生长的EC值范围为1.0~4.0mS·cm-1,
土壤中 EC 值 过 高 或 过 低 都 会 阻 碍 作 物 的 生

长[13]。结果显示,增加不同量的中药渣对基质

EC值与孔隙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都在合

理范围内,其中 T5增加效果最显著。这说明添

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不会对基质的EC值造成不

良影响,不存在阻碍作物生长的情况;栽培基质的

pH给植物根系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生姜喜微

酸性土壤,适宜pH 在5.0~7.5之间[14]。本研

究得出,添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对基质的pH 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但都在生姜正常生长的范围内,
其中除T2处理低于T1处理外,各处理的pH均

随中药渣的添加而升高且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添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不会对基质的pH
造成严重偏低或升高的影响,不影响生姜正常生

长。生姜主要是以地下根茎产品为主,促进地下

部分的生长尤为关键[15]。因此,在栽培基质的选

择与处理中需要注意各配比间所造成的理化性质

的影响。综上可知,中药渣的添加对基质的理化

环境有改善的效果,能更好地促进生姜生长,且随

着基质量的增加效果更好,其中,中药渣比例为

80%的处理效果最显著。

3.2 不同比例中药渣对生姜出苗的影响

合理的温湿度和适当的催芽是生姜正常出苗

的重要因素[16]。生姜是喜温作物[17],需要在一

定的温度区间内才能正常萌芽出苗,特别在早春

栽培过程中,温度及气温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姜

的出苗与生长,也影响生姜是否适时栽培和能否

提前上市。早春温度不稳定,当温度低于15℃就

会对生姜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生姜出苗缓

慢,不利于生姜生根和壮苗。本研究得出,在同等

催芽条件下,在3月10日、3月15日和3月25日

3个时间段内,添加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均可提高

基质温度,在3月10日,此时T3处理、T4处理、

T5处理较 T1处理显著增加基质温度,增幅在

5.13%~8.33%,T5对升高基质温度的效果在

3个时间内均最显著。另外,不同中药添加量对

生姜有提前出苗和缩短出苗时间的作用,且生姜出

苗率随着中药渣配比的增加而升高,在4月13日,

T3、T4和 T5处理的出苗数均显著高于 T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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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T5处理的出苗数和出苗率在任意时间均明显

高于其他处理。由此可知,添加中药渣可以促进

生姜提前出苗和提高出苗率及出苗的整齐性,T5
处理效果最理想。

3.3 不同比例的中药渣对生姜生长的影响

生姜是一年生宿根植物,其生长过程比较漫

长,所需的营养成分比较多,特别是生长中后期根

茎分蘖与膨大期间,对各种营养元素的吸收量是

很大的[18],在实际生产中主要通过增施不同元素

的肥料来完成供求,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靠

自身进行光合作用来积累营养物质供应其生长。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同等施肥水平条件下,增加中

药渣含量均可以不同程度增加叶长、茎粗、株高、
叶片数、叶绿素总量、叶片氮含量和SPAD值,其
中T3、T4和T5对促进株高有显著影响。同时,
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中药渣配比有促进分蘖增加的

作用,但中药渣配比在80%可能会减弱增加分蘖

的作用;光合作用是作物生产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光合效率的提高有可能导致产量的增加[19]。光

合作用产生的同化产物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

础[20],且随植物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转变,
光合产物以蔗糖的形式通过长距离运输转运至库

器官,而叶绿素含量、SPAD值及叶片氮含量均与

光合作用呈正相关关系[21]。因此,增加中药渣的

添加还可以促进生姜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促进

光合作物产物的积累与转移,为生姜地上生长和

地下根茎膨大提供更加充足的能量。

4 结论

不同比例中药渣对基质理化性质和生姜生长

有不同的影响。20%~80%中药渣处理可提高基

质的温度、降低基质容重和增大基质孔隙度、提高

部分微量元素(钙、铜、锌、铁等)含量,促进土壤矿

质营养的吸收与转化。此外,通过基质中添加不

同比例的中药渣能有效促使生姜提前出苗和提高

出苗率,显著提高生姜的株高、茎粗和分蘖数,为
后续生姜植株根茎膨大和提高生姜产量打下基

础。其中,60%~80%的中药渣配比的处理效果

最理想,出苗时间提前15~21d,出苗率提高了

46.5%~68.4%,株高相比于对照显著提高超过

50.0%,叶片数增加了35.0%,SPAD值提高了

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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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DifferentProportion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Residueson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

ofSubstrateandGrowthofGinger
DENGDongmei1,2,ZHUYunna3,SONGShiwei1,CHENRiyuan1,ZOUXin2,LUO Weixiong2,
LIUXuehua4,WANGMan2
(1.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2.ShaoguanAgriculturalScienceand
TechnologyExtensionCenter,Shaoguan512500,China;3.YingdongCollegeofBiotechnologyandAgricultural,
ShaoguanUniversity,Shaoguan512005,China;4.LizhuGroupShaoguanLiminPharmaceuticalFactory,
Shaoguan512028,China)

Abstract:Ginger(ZingiberofficinaleRosc.),bothedibleandmedicinal,thedomesticandforeignmarket
demandislarge,thecultivationareaisincreasingyearbyyear,butinthetraditionalcultivationmethod,there
areproblemssuchasqualitydecline,restrictingthehealthydevelopmentofgingerindustry.Atpresent,the
treatmentofChinesemedicineresiduesmainlyadoptssimplestacking,landfillorincineration,whichiseasyto
causeresourcewaste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Combiningwiththedevelopmentoftheresourceutilization
ofChinesemedicinalresidueandtheneedofimprovingthecultivationqualityofginger,Xiaohuangjiang,a
localgingervarietyinShaoguan,thenorthernofGuangdongProvince,wasusedastheexperimentalmaterialto
studytheeffectsofChinesemedicinalresidueonthephysicochemicalpropertiesofthesubstrateandtheearly
growthofgingerinthecultivationprocessof5differentproportionsofChinesemedicinalresidue.Theresults
showedthatthetreatmentof20%-80%Chineseherbresiduecouldimprovedthetemperatureofthematrix,
reducedthebulkdensityofthematrix,increasedtheporosityofthematrix,increasedthecontentofsome
traceelements,promotedtheabsorptionandtransformationofsoilmineralnutrients,promotedtheearly
emergenceofginger,increasedtheemergencerateofginger,plantheight,stemdiameter,tilleringnumberand
thenumberofgingerleaves.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additionofChineseherbresidueinthesubstrate
couldeffectivelyimprovethephysicochemicalpropertiesofthesubstrate,promotethegrowthofginger,and
layafoundationfortheexpansionofthesubsequentgingertuberandincreasetheyield.Amongthem,the
treatmenteffectof60%-80%oftheproportionofChinesemedicineresidueisthemostideal.
Keywords:ginger;Chinesemedicineresidue;matrix;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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