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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制背景：云当归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云南当归种植历史悠久，属地道药材，

习称“云当归”。其根可入药，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具有补血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抗癌、抗

老防老、免疫之功效。随着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食药同源的当归产业是“云品”、迪庆生物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引领产业扶贫、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最长远、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产业。

迪庆当归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栽培历史悠久。近年来，以当归为原料生产的当归干片、饮片、

粉剂等特色产品已成为市场抢手货，当归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全州当归栽培面积近 3万亩，总产量近

750 万公斤（折干）。但由于缺乏当归生产的标准化体系和规范的栽培管理程序，当归生产投入不足，

科技普及滞后，栽培技术粗放，病虫害防治不规范，科学的栽培技术应用推广滞后等导致当归产量低、

品质不高、抗灾害能力弱、经济效益不显著，影响了全州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了规范当归生产技

术，提高当归产量和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顺应国家和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

促进迪庆州当归标准化生产的要求，规范迪庆州当归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迪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迪庆州农牧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迪庆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维西县农牧科学技术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树奇 闵康 斯那七皮 提布 唐世文 金航 张金渝 刘灿东

杨美权 特姆 王文军 立青次姆 此里卓玛 张永妹 张桂芳 马向春 斯南白

宗 周素婷 张凡 吕曙辉 和友 和云铖 木玉霞 严菊 钱林波。





云当归生产综合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云当归生产综合栽培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云当归产地环境、性状特征、栽培管理措

施、农药肥料使用、病虫害防治、留种、收获及加工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云当归综合生产及管理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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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的修改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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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索是否可使用这

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2016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8321.8－2007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4404.1－2008 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

NY/T5335－2006 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调查规范

GB4285－19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15618－200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T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管理办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如下定义

1.1 云当归

当归为云南省道地药材之一，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云南所产当归以品质纯正、挥发油含量高而

被称为“云当归”，是极具云南特色的天然药物资源。主要种植在迪庆、丽江、大理、曲靖等地。

3.1 种子处理

指作物、林木种子播种前采用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处理措施的总称。包括精选、晒种、浸种、拌

种、催芽等。目的是促使种子发芽快而整齐、幼苗生长健壮、预防病虫害和促使某些作物早熟。

3.2 苗床

是指是用于培育植物秧苗的小块土地。分露天苗床和室内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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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育苗移栽

指把在苗床中的幼苗移栽到大田的作业。

3.4 大田种植

是相对于试验田，指大面积种植。

3.5 抽薹、当归抽薹

抽薹：主要是由于节间伸长进入营养生长的丛生型植物的茎，受到温度和日照长度等环境变化的

刺激，随着花芽的分化，茎开始迅速伸长，植株变高，此现象称为抽薹。

当归抽薹：当归一般在第3年留种时才能开花结实，但在栽培过程中有部分徒长植株于种后的第2

年就抽薹开花，即称为提早抽薹。抽薹的植株肉质根木质化（柴性），不能供药用。提早抽薹的植株，

应及时拔除，以免给生产带来损失。

3.6 露白

是指种子胚根伸长，会露出白的芽，叫露白。

3.7 根腐病

地上部症状为叶片稍发黄或不发黄，植株枯黄萎蔫，似缺肥缺水状。地下部症状：有腐烂茎，线

虫引起的症状是干燥时或前期根部开纵裂口或根皮层糠腐干烂状。有线虫类胞囊线虫属的根结线虫引

起的症状是在根部引起胞囊或根结。

3.8 霜霉病

叶上有白色霜状霉层，病原菌为卵菌类霜霉目假霜霉属菌。

3.9 褐斑病

叶上产生黑褐色或灰褐色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的病斑或斑点。

4 当归概述

4.1 植物学特征

生长成年的当归一般株高50～100厘米。主根粗短，呈不整齐圆柱形肉质根。茎秆直立，稍带紫色。

叶为互生，2～4叶奇数羽状全裂，最终裂卵形；有缺刻，叶鞘稍大，茎直立绿色带紫有明显纵沟，略

带紫色，有明显的纵直槽纹；复伞形花序，顶生，伞梗10～14枚，长短不等；每小伞形花序有花12～

36朵，小伞梗被毛；萼齿5裂，花瓣5瓣，白色；双悬果椭圆形，分果有棱5条。

4.2 生长习性

当归种子在常温下1年就失去萌发力，但在低温干燥条件下，贮藏寿命可达3年以上。种子萌发适

温20℃左右，播种20天左右出苗。幼苗生长缓慢，怕高温干燥和烈日照射。露地栽培一般采用三年收

获一季，第1年生长3～6片真叶，株高5～25厘米，平均气温12～14℃的9月以后，地上部分生长停滞，

幼根迅速增长，12月霜后，茎叶枯死，叶芽进入休眠期；第2年植株能耐较高温度，当平均气温达5～8℃

时，开始发芽，气温回升到9～10℃时开始萌发，初期生长缓慢，气温大于14℃时地上部和根部迅速增

长，平均气温16～18℃的8月，生长又趋于缓慢，9～10月平均气温降至8～13℃时地上部分趋向衰老，



营养物质迅速转移到根部，根部又进入第2个生长高峰期，10月底至11月初，地上部枯萎，肉质根休眠，

成为2年生当归；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时需要通过0℃左右低温阶段和12小时以上的长日照阶段，当

第3年4月以后，平均气温8℃时，未采挖的当归返青，5月抽薹开花，9月结实，种子陆续成熟后植株死

亡。

4.3 产地环境

当归喜气候凉爽、湿润环境，对环境条件有着特殊的要求。在云南海拔2600～3000米的山区，空

气湿度大的自然环境下生长良好。年均气温约10～12℃，最高气温30℃，最低温-5℃，无霜期220天左

右。年降雨量800毫米左右，当归整个生长期对水分的要求较高，幼苗期要求有充足的雨水，生长的第

二年较耐旱，但水分充足也是丰产的主要条件，雨水太少会使抽薹率增加，雨水太多则易积水，降低

了地温，影响生长且易发生根腐病。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沙壤土和半阴

半阳生荒地种植当归为好，切忌连作，可与青稞、玉米、苦荞、马铃薯等作物或木香、波棱瓜、秦艽

等中药材轮作，一般2～3年再复种。

4.4 商品性状

当归以根入药，成品当归略呈圆柱形，下部有支根3～5条或更多，长15～25厘米，表面黄棕色或

黄褐色，具纵皱纹及横长皮孔样突起。根头（归头）直径1.5～4厘米，具环纹，上端圆钝，有紫色或

黄绿色的茎及叶鞘的残基；主根（归身）表面凹凸不平；支根（归尾）直径0.3～1厘米，上粗下细，

多扭曲，有少数须根痕。质柔韧，断面淡黄色或黄白色，具油味，皮部厚，有裂隙及多数棕色点状分

泌腔，木质部色较淡，形成层环黄棕色。有浓郁的香气。味甘、辛、微苦。成品主要成分含量标准为：

水分≤12.0%，总灰分≤7.0%，酸不溶性灰分≤2.0%，浸出物≥45%，阿魏酸≥0.050%。

5 育苗技术

5.1 播种时间

当归种子萌发生长温度为11～16℃。播种的时期，应根据当地的地势、地形和气候特点而定。播

期早，则苗龄长，早期抽薹率高；过晚则成活率低，生长期短，幼苗弱小。迪庆境内地理气候复杂，

在不同地方云当归栽培时间也不一样，一般有以下三种。

5.1.1 春播期

直播当年收获种植模式，以点播为主。一般在每年的1月初播种，按大田移栽规格做好大田整理，

在墒面上以塘距27厘米梅花形挖塘，塘深3～5厘米，塘底宜平，每塘下种3～5粒，每亩用种量0.5～1

公斤，然后覆盖细土1～2厘米，最后在沟中或塘中覆盖薄层短草或松毛，以利保湿。为减少杂草危害，

有采用覆盖地膜播种点播的，但因其生长时间不足显得单产低、单株小，产品中的阿魏酸有效成份含

量低。

5.1.2 秋播期

两年生露地育苗移栽模式。一般在每年的7月底8月初播种，当年初冬（土壤结冻之前）取苗储藏，

来年气温回升后移栽，当年收获的栽培模式。此种栽培模式具有育苗时对环境、条件要求高，一年中

育苗播种的时期难以把握，把握不好，容易出现早抽薹现象（也称“公归”）。需要劳动力的投入比

一年生种植模式多，单株重量好，其产量增产20～30%，高海拔种植病虫害发生少，方便管理，是传统

主要栽培模式。

5.1.3 冬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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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育苗两年生育苗移栽模式。一般在每年的9月底10月初采用大棚育苗盘育苗。用45×45厘米育

苗盘育苗，精量化播种，进入霜冻前，做好大棚温湿度管理，进入霜冻后，待地上部分枯死，适度降

低棚温，使当归苗进入休眠状态，来年开春后进行大田移栽。其特点是：对育苗时间和温度的把握要

求高；易发生抽薹现象；产量比夏末秋初季节两年生露地育苗移栽模式略低，劳动力投入和管理成本

较高，因海拔气候条件和劳动力等方面因素限制效果不太明显。

5.2 选地整地

5.2.1 土壤

符合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以微酸性至中性、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壤

土或腐殖质壤土为好，忌连作。

5.2.2 选地

育苗地宜在山区选阴凉潮湿的生荒地或熟地，高山选半阴半阳坡地，低山选阳坡地。按照当归育

苗地和2年生大田移栽地的要求，应选择海拔2400～3000米，大气、水质、土壤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条件的冷凉地区。选择地势高燥、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其中以鸡粪土、油砂土

和富含腐殖质的生荒地种植最佳。

5.2.3 整地

选好种植地后要进行土地清理，前茬作物收获后认真清除杂质、残渣，并用火烧尽，防止或减少

来年病虫害发生。用牛犁或机耕深翻30厘米以上，暴晒1个月，以消灭虫卵、病菌。播种或移栽前，应

施足底肥，以施用农家肥为主，适当增施化肥，氮、磷、钾合理配合施用，巧施追肥，一般要求每亩

施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000～3000公斤，氮、磷、钾的比例约为1∶0.5∶0.2，亩施纯氮16～17公斤，

磷7～8公斤，钾3～4公斤。施用方法：有机肥和化肥混合集中深施，于最后一次耕地前施用，耙细耙

平方可种植。

5.2.4 开畦

根据地块坡向山势作畦，以利于雨季排水。为便于管理，畦面不宜太宽，一般按宽1.2米、高25

厘米，畦沟和围沟宽30厘米，使沟沟相通，并有排水口。

5.3 种子选择

育苗移栽应选第三年开花结实的新鲜健康种子进行育苗，当归种子发芽率要求不低于80%。种子成

熟度，应掌控在成熟前种子呈粉白色时即采收，千粒重小于2克为佳。用于育苗移栽，每亩基本苗控制

在35万苗计算，一般每亩用种量2.2公斤左右，可供20亩左右大田移栽。

点籽直播可以选用一年生长的当年种子。

5.4 种子处理

5.4.1 晒种、搓揉去杂

在浸种前，选择晴天天气，把种子摊晒在簸箕中，到下午种苞发脆还未回潮前用手轻轻搓揉带种

苞的种子，注意不要把种子搓成两半，除去种苞及其它杂物。

5.4.2 浸种



用30℃左右的温水（手伸入到水中刚好舒适为宜），泡种1天到1天半，除去上层飘浮物，沥干水

分。

5.4.3 催芽

按种子与过筛后素土1∶20比例，充分与种子拌匀，水分保持在60%左右（抓起来成团，打开后自

然散开为度），装入通透性较好麻袋中催芽。催芽时间大概需要6～9天，期间要及时补水，查看是否

发霉，要保持适当温度。当种子开始露白时及时播种。

5.5 播种（育苗移栽当归）

5.5.1 条播

在畦面上按行距15～20厘米横畦开沟，沟深3厘米左右，将种子均匀撒入沟内，覆土1～2厘米，整

平畦面，盖草保湿遮光。播种量每亩5公斤左右。

5.5.2 撒播

由于当归种子比较轻小，撒播时一定要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注意撒播均匀程度。播种量为每亩6～

7公斤。

5.5.3 盖种

为了减少出苗前杂草，增加土温，通常采用干净的过筛素土1/3，山基土1/3，充分腐熟过筛后农

家肥1/3，这样在今后的苗期管理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盖种的厚度以不见催芽用的素土为宜。盖

种后，再盖上2厘米左右厚的松毛，利于出苗前浇水时不把种子溅出土表，减少阳光直射，既能保墒，

又能提高地温。太阳光直射较强的地块应适当遮阳。

5.6 苗期管理

5.6.1 第一次除草

当归一般播种后15～20天出苗，苗出齐后，当归苗长出1～2片真叶，苗高约1厘米时，揭去表面松

毛，以免幼苗未能及时钻出上层松毛而被裹死，并做好第一次人工除草。

5.6.2 第二次除草

当苗高3cm左右有3～4片真叶时，进行间苗除第二次杂草，使苗间距在1厘米左右，选择阴天揭去

覆盖物。

5.6.3 水肥管理

出苗初期保持土壤间干湿状态，促进当归苗根系发育，到中后期若出现叶色偏黄时，可适当追施

氮肥，但要注意轻施、多次施的原则。进入8、9月份降雨量较大，要注意做好防涝排水工作。

5.6.4 病虫害防治

参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方法。

5.7 采挖和贮藏

5.7.1 种苗采挖

春播以点籽直播为主，种植1年就可以采挖，于当年的12月当归倒苗时采收；秋播以上年育苗，第

二年移栽，于每年10～11月（霜降后倒苗）采挖当归苗；冬播期以两年生大棚育苗并移栽，于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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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1月初采挖当归苗。当归苗的叶片变黄、开始倒苗，气温降到5℃左右时，开始采挖秧苗，早挖

秧苗长得不够壮实，产量低，且不易贮存；苗龄长，早期抽薹率高；过晚则成活率低，生长期短，幼

苗弱小。挖出秧苗后，除去叶片，拣除侧根过多苗、病苗、虫伤及机械损伤大的苗，捆成100或200株

左右一小把，待贮藏。

5.7.2 种苗贮藏

种苗采挖后，放置在阴凉、通风、干燥处，晾干水气，大约一周后，根组织含水量到60%～65%时，

放室内堆藏或室外窖藏。室内堆藏要选阴凉屋子，一层稍湿的生黄土，一层种苗，堆放5～7层，堆放

总高度一般不要超过80厘米。室外窖藏要选地势高、通风好、阴凉的地方挖深宽各1米，长约2米的窖

坑，窖底先铺一层10厘米厚的细砂，然后铺放种苗一层，再铺一层不干不湿的细砂，反复堆放，当离

窖口20～30厘米时，上盖黄土封窖。四周围上30厘米黄土，窖顶呈龟背形进行保护。期间要检查湿度，

太干可喷少许水。进入隆冬时节，不能让贮藏中的当归苗冰冻。另外，采用冷冻贮苗可有效降低当归

的早期抽薹率，一般冷冻适宜温度为–10℃左右。将采挖的种苗经晾苗失水（含水量60%～65%）后分

层盖土放入冷藏筐内，直接放入冷藏室内贮藏，移栽前2～3天取出置自然条件下存放。

6 大田种植技术

6.1 移栽时间

4月上旬为移栽适宜期。过晚，种苗芽萌动，移栽时易伤苗，成活率低。用地膜覆盖移栽的，可在

终霜期前15天左右，芽尚未伸出时进行移栽，这样成活率高。海拔高处不宜过早移栽，以免晚霜危害。

无灌溉或水源缺乏的地方要求在苗没有解除休眠前移栽，或等阴雨天移栽。

6.2 大田准备

整地。在移栽前1～2天结合翻耕，每亩施入2000～3000公斤农家肥，深耕20～25厘米，翻耕后立

即耙耱。结合翻耕拣除杂草、前茬作物秸秆、石块等异物。做成畦面宽80厘米、沟深15厘米左右，沟

宽20～25厘米。

6.3 移栽

移栽时，将畦面整平，安株行距25厘米×25厘米或30厘米×20厘米开穴，呈品字形错开挖穴，穴

深15～20厘米，每穴栽苗2株，株与株相隔2厘米，在芽头上覆土2～3厘米。如在冷凉山区栽种，则移

栽时边栽边浇透水边盖地膜，将膜压严压实于沟内，当苗高5厘米左右时，破膜放苗，并用细土盖严破

膜口，保温保湿。也可采用沟播，即在整好的畦面上横向开沟，沟距30厘米，深15厘米，按3～5厘米

的株距，大、小相间置于沟内，芽头低于畦面2厘米，盖土2～3厘米。不论采用哪种栽培方法，要求当

归每亩基本苗保证在10000～11000苗。

6.4 大田管理

6.4.1 间苗、定苗

育苗和直播均要进行间苗。正常情况下，移栽后20天左右苗出齐后，进行间苗补苗，宜在阴雨天

用带土的小苗补栽。定苗时拔出病苗、弱苗，条播的株距10厘米定苗。

6.4.2 中耕除草



在苗出齐后，进行3次中耕除草。当苗高5厘米时进行第一次中耕除草，要早锄浅锄。当苗高15厘

米时进行第二次锄草，要稍深一些。当苗高25厘米时进行第三次中耕除草。中耕要深，并结合培土。

6.4.3 追肥

当归为喜肥植物，除了施足底肥外，还应及时追肥。5月下旬叶盛期前和7月中、下旬根增长期前，

应追施磷肥、钾肥和氮肥。在一定的施氮量基础上，增施磷肥可有效降低当归早期抽薹的发生，氮、

磷配施还可对当归根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一般每亩施尿素40公斤、磷肥10公斤、氯化钾5公斤时增产

效果明显。当归生长中后期，可以每亩施用钼酸铵200克、硫酸锰2000克，但要注意与当地土壤中微量

元素监测结合起来，做到合理施肥。

6.4.4 摘花薹

栽种时应选用不易抽薹的晚熟品种，采取各种农艺措施降低早期抽薹率，对出现提早抽薹的植株

“公归”，应及时拔除，否则会降低产量，同时大量消耗水肥，对正常植株产生较大的影响。

6.4.5 控制早抽薹

选择群山环抱阳光照射时间短、阴凉湿润的地块育苗。植株生长茂密、郁蔽度大，叶片向上生长，

叶色淡、光合作用积累的糖分少，而从土壤中吸收的氮多，抽薹率低，反之则抽薹率高。

6.4.5.1 用适度成熟的种子。即成熟率达 80%、种子呈粉白色时采收。老熟种子较饱满，播

后生长旺盛，含糖偏高，抽薹率高，不宜采用留种。

6.4.5.2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早播稀播，光合产物中的糖分高，易早抽薹，过迟过密，当

归产量不高。适时播种、合理密植，使抽薹率控制在 30%以下，当归产量较高。

6.4.5.3 保证全苗齐苗。因为大苗抽薹率太高，小苗生活力弱，产量低，唯中等苗最有价值。

因此，要求采取措施，使苗子大小均匀一致。

6.4.5.4 收挖苗。根据各地气候特点适时采挖苗，如挖苗过早，抽薹率显著提高，若提早挖

苗入窖前晾的日子过长，失水萎蔫，形成淀粉水解转化为糖，加速春化作用。挖断的苗也容易抽薹，

所以要精心挖苗。

6.4.6 灌排水

苗期、大田期干旱时应适量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能灌大水。雨季及时排除积水，防治烂根。

7 农药、肥料使用

7.1 农药使用准则

符合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应本着“防治并举，以防为主”的原则。宜用农业、生物、物理

与机械防治，少施或不施化学农药的生态安全防控措施。需用农药时，应采用低毒、高效、残留期短

的农药或土农药，严禁使用《中药材基地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化学农药》。

7.2 肥料施用准则

符合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在养分需求与供应平衡的基础上，坚持有机肥料与无机肥

料相结合；坚持大量元素与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相结合；坚持基肥与追肥相结合；坚持施肥与其他措

施相结合。尽量选用无公害中药材生产允许使用的肥料；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的原则，肥料以

基施为主，追施为辅。稳定氮肥用量，控制硝态氮用量，增施磷肥，以磷促氮，多元复合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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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病虫害防治

当归主要病害为根腐病、霜霉病、褐斑病；主要虫害有金龟子、蝼蛄、地老虎、金针虫、蓟马。

云当归病虫害防治以绿色无公害防治为主，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选用无公害农药，以人

工、生物、物理防治为基础，按照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科学使用农药，保护天敌，维持生态平衡，提

高当归产量，保障品质。

8.1 加强预测预报

准确的预测预报是当归无公害防治的前提和基础，要加强病虫害动态的检测，根据以往经验及数

学模型进行预测，及时将结果记录分析，采取措施进行防治。

8.2 农业防治

8.2.1 选用良种

选用、选育、引进高产、优质、抗逆性强当归品种。移栽前，选用无机械损伤、无病害、侧根少、

表皮光滑、大小均匀、直径2～5毫米（百苗重80～110克）的优质种苗。

8.2.2 合理选地

选择土层深厚、地势平缓、排水良好、土壤疏松、腐殖质含量高，土壤、水质无污染的黑土、沙

壤土为宜，忌连作。前茬收获后，应及时清洁田园，消除田间杂草及虫源。

8.2.3 培育无菌苗和浸苗

育苗时，选用生地或灭菌熟地，若田间发现少量感染病株，应及时拔除并烧毁，并对土壤见效无

害化处理，培育无病健康幼苗。栽植时，采用药物壅苗和浸苗，具体方法是用40.7%乐斯本乳油1000～

12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浸苗，防效可达86.5%。也可采用3%辛硫磷颗粒剂37.50kg/hm
2

壅苗，再配合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浸苗，防治效果可达81.6%。

8.2.4 坚持轮作、合理密植

坚持当归栽培与其他科属如青稞、马铃薯、油菜、木香等轮作，年限至少在4年以上为宜，减少病

虫积累。在栽培方式上提倡垄栽、条栽，在保证基本苗的基础上，增强通风透光，提高抗逆能力。

8.2.5 合理施肥

坚持肥料施用准则的基础上，提倡施用腐熟农家肥，推广配方施肥。

8.3 物理防治

一般采用黄篮板防治，即根据病虫预测预报，在当归田间按照每2平方米挂1张黄篮板防治斑潜蝇、

蚜虫等虫害。

有条件的可采用黑光灯防治。每4公顷安装黑光灯1台、频振式杀虫灯1台或放置糖醋毒液盘1个。

每天傍晚开灯诱杀地老虎、蛴螬、夜蛾等成虫，降低产卵量；每5天清理杀虫灯1次和更换新的糖醋毒

液，害虫尸体集中烧毁或深埋。工作中应注意，灯要安装牢固、有防水装置，残余糖醋毒液回收后进

行无害化处理。

8.4 化学防治



当归病虫害发生，可使用无公害药剂进行药剂防治。如采用1.8%阿维菌素3.6kg/hm
2
、40%硫酸链

霉素3.0kg/hm
2
，对当归根腐病、褐斑病具有显著防治效果。用3%辛害首颗粒剂1∶100拌土撒施，对当

归麻口病的防效可达75%以上。用粉碎的狼毒600kg/hm
2
或粉碎的烟草茎秆900kg/hm

2
穴施入土，线虫防

治率达95%以上、蛴螬防治率达87%以上、种蝇和蕈蚊防治率达80%左右，但对金针虫、拟地甲、根蚜和

根螨防效低于45%。

9 留种

选用无病虫害、生长良好的田块留种。冬季冻土前覆土或覆盖草、松毛、枝条，防冻害。翌年早

春培土护根追肥，根据当归田间长势及时除草，加强管理，7月花薹期去杂去劣，8月中旬种子由红转

粉白色时采收。采收后将果穗扎成把，放在阴凉处挂晒晾干。冬季将晒干的果穗脱粒，剔除杂质装袋，

置于通风阴凉处保存。

10 采收及初加工

10.1 采收

当归宜在地上部分枯黄时采挖，过早根肉营养物质积累不充分，根条不充实，产量低、质量差。

过迟因气温下降，营养物质分解降低，质量下降。

10.1.1 采收期

一般当年1月份播种的，于当年的12月采收；6～9月播种的，于第二年的10月下旬进行采收；育苗

移栽的于地上部分枯黄时采收。

10.1.2 采挖

采挖前，应先将地上部分割除，使土壤暴晒8～10天。采挖时要注意适当深挖，以保证根部完整无

损，抖净泥土。采挖及运输中勿沾水受潮，以免变黑腐烂。

10.2 初加工

云当归初加工包含全当归、归头、大条初加工等。

10.2.1 全当归初加工

全当归初加工包括晾晒、扎把和烘烤。晾晒：将运回的当归选择通风处及时摊开晾晒至侧根失水

变软，残留叶柄干缩；扎把：将晾晒好的当归理顺侧根，切除残留叶柄，以每把鲜重约1公斤左右扎成

小把；晾干：将扎成小把的当归架晒于顶棚上，或装入长方形竹筐内，然后将竹筐整齐摆在棚架上自

然晾干。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烘烤，先以湿木材火烘烟熏上色，再以文火熏干，经过翻棚，使色泽均匀，

全部干度达70%～80%时停火。

10.2.2 当归头初加工

将当归剔除侧根，只留归头，将归头架晒于顶棚上，或装入长方形竹筐内，然后将竹筐整齐摆在

棚架上自然晾干，或将归头穿线挂晒，待归头干燥，用撞擦方法撞去表面浮皮，以表皮光滑、无杂质、

无须根为度。

当归大条初加工

将加工归头，剔下的归条理顺扎把，架晒于顶棚上，或装入长方形竹筐内，然后将竹筐整齐摆在

棚架上自然晾干，待归条干燥，用撞擦方法撞去表面浮皮，以表皮光滑、无杂质、无须根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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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包装

可用竹篓和塑料编织袋、纸箱进行包装，竹篓包装是在硬竹篓底垫以草纸，盛入当归药材，每件

20～30公斤。编织袋或纸箱包装是在编织袋或纸箱内盛入当归，每件20～30公斤。无论是竹篓还是编

织袋、纸箱包装，包装均应牢固、结实，以便防护。

10.4 贮藏

当归极易走油和吸潮，应贮藏于干燥、凉爽处。如遇阴雨天严禁开箱，防止潮气进入。贮藏当归

的仓库应通风、干燥、避光，必要时安装空调及除湿设备，并具有防鼠、虫、禽畜的措施。地面应整

洁、无缝隙、易清洁。药材应存放在货架上，与墙壁保持足够距离，防治虫蛀、霉变、腐烂、泛油等

现象发生，并定期检查。

10.5 运输

当归批量运输时，不应与其他有毒、有害、易串味物质混装。运载容器应具有较好的通气性，以

保持干燥，并应有防潮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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