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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生态种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七生态种植基地选择、棚架搭建、土地整理、种苗标准、田间管理关

键技术、采收加工、人员培训、资料档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三七生态种植全过程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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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9086 地理标志产品 文山三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态种植 eco-planting 

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综合考虑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充分应用能量的多级利用和物质的循环再生，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的生

态农业种植方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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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

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3 

避雨栽培 rain cultivation 

引进部分现代化的栽培设施，在药材种植过程中切断雨水传播病原菌的一种种植方法。 

3.4   

趋避性 phobotaxis 

昆虫的逃避不利刺激的定向运动。 

4 三七植物来源 

来源于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三七Parmx notoginseng ( Burk.) F. H. Chen。 

5 三七生态种植技术来源及应用历史 

 三七生态种植技术的本质是“避雨+喷灌+趋避设施”，通过改良遮荫棚架的搭建方式，引

入现代农业设施，切断病害传播的途径，控制虫口密度，优化田间管理，减少农药肥料的使用，

从而提高三七品质，保证药材安全。 

三七避雨栽培技术来源于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葡萄种植过程中易发生灰霉病、黑痘病、白

腐病、炭疽病等侵染性病害，为防治这些病害的发生，葡萄种植过程不得不使用大量农药，严

重影响了葡萄品质和食用安全。然而通过避雨技术，葡萄侵染性病害发生率大幅度降低，葡萄

品质和食用安全得到保障。与葡萄一样，三七栽培过程中以雨季的侵染性病害最为严重，通过

田间避雨栽培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控制雨水对病原菌的发生流行和传播。 

昆虫具有趋光性、趋色性、趋化性等趋向性特点，通过观察和统计发现三七生产的主要虫

害趋色性比较显著，通过在三七地中悬挂黄蓝板，使得三七生产中虫害数量明显下降，从而减

少虫害发生导致的损失。目前在实际生产中使用较多的是黄蓝板、灭虫灯，这已经成为三七生

态种植虫害防治的主要手段。 

6  三七生态种植技术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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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产地环境要求 

三七生态种植需要在三七生长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符合以下要求： 

a）北纬20°～25°，东经95°～115°。 

b）海拔1200～2500m。 

c）日照时数应＞1500 h，≥10℃有效积温为5000℃～6000℃，年平均气温为15℃～20℃，

最冷月均温＞8℃，最热月均温＜22℃无霜期≥300 d。 

d）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规定的二级标准以上。 

e）空气环境质量符合 GB 3095 规定的二级标准以上。 

f）农田灌溉水质符合 GB 5084 规定的旱地质量要求。 

6.2  选地 

三七生态种植基地应远离城市、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选择

的土壤以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混合型的红壤或黄红壤为最佳，土壤疏松，富含腐殖质，具有团粒

结构、通透性较好；优选缓坡地，方便排水避免涝害，一般为 5°～15°之间，最大不超过 25°；

优先选择生荒地种植，其次选择二荒地和未种植过三七的其他地块，所选土地应边界清晰、所

有权和经营权明确。  

6.3  土地整理 

a）10 月份前茬作物收获后，用除草机、锄头或镰刀等工具将所选地块内的杂草和残留的

前茬作物清除，以地表干净无杂草为宜,清理的杂草可统一堆放晒干后焚烧，燃烧后的草木灰可

还田； 

b)用犁地机进行深翻、耕作深度不低于 30cm，犁地均匀，无明显沟垄。犁地深翻后采用旋

耕机进行耙地，耙地深度均匀一致，不低于 20cm，耙后地表平整。根据土地情况进行犁和耙，

原则上土地需三犁三耙，如土壤疏松，质地良好也不可低于两犁两耙，确保犁耙之后的土地团

块直径绝大多数都小于 3cm。每次耙地后均需把未清理干净的杂草根系再次进行清理，确保最

终整理的土地干净，无杂草和前茬耕作遗留下的废弃物。 

c）实地勘察地块，根据地块地势情况和水的流向设计防洪沟和排水沟，可先用石灰线进行

标注，如较大的防洪沟需提前用机械开挖的，必须在棚架搭建前完成。 

 6.4  遮荫棚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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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生态种植的棚架搭建需同时满足遮荫和避雨，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a）划线定点：根据地形和排水走向，以地块中间或者两边划一条垂直灰线，然后分别向四

周划线，线与线之间的间距为 3.8*3.8m，对于不规则地形先画方形交叉点，然后结合地形情况

补四周畦叉的打孔点。 

b）打孔栽桩：在画好线的十字交叉处使用打洞机打孔，孔洞打好后及时放入畦叉进行固定。

畦叉优选可循环使用的环保七杆，七杆高度不低于 3米。 

c）地埋桩拉线：将不锈钢丝一端固定在地埋桩上，将地埋桩敲入提前预计的位置，该预计

点至少要离边畦叉距离 1.8 米以上，地埋桩入土深度不小于 60cm。将不锈钢丝背线的另一端固

定在边畦叉上。 

d）拉线：在边畦叉上固定好拉线的一端，另一端沿着中畦叉顺着地块的另一端拉线，然后

分别在每棵畦叉的线卡上进行固定。 

e）遮阴网铺设：遮阴网使用三层，分别将遮阴网顺着厢面从两根拉线之间穿过，然后用铁

丝将网和网的拼接处用铁丝进行缝合，预留一层网不做缝合，只需固定即可，方便后期进行光

线调节，第一层网采用遮光率为 85%，幅宽 2m的遮阳网，第二层采用透光率 65%，幅宽 2m 遮阳

网，第三层采用遮光率 55%，幅宽 1m遮阳网。 

f）围边网：将围边网沿着园区边畦叉的四周拉平，使用铁丝和赛钢线将围边网固定在边畦

叉及中畦叉上即可，园门位置除外。 

6.5  整地起墒 

a)清理地块：人工用钉耙将园内地块的木棍、作物秸秆、石头、瓦砾及其他杂物等垃圾清

理干净并统一用编织袋运送到指定地点焚烧或填埋处理。 

b)撒施底肥：根据土壤肥力情况撒施有机肥，一般选用发酵充分的生物有机肥，建议用量

为500公斤/亩。 

c)旋耕地块：使用微耕机在园内进行翻犁，将园内土壤翻犁松散，翻犁深度为20cm，尽可

能地使园内无土团，如有少量土块，直径应小于3cm。 

d)划线捞沟：根据畦叉位置用绳子拉好排水沟位置进行划线，按照石灰线中间的位置捞出

排水沟，厢面和厢面之间的排水沟深度20cm。 

f)理墒：用钉耙将墒面整理成平形或板瓦形，墒高20㎝，宽150㎝，板瓦型幅度在15°为宜，

理墒时需将稍大的土块打碎。 

6.6 避雨棚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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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遮阴棚下面，两个厢面之间插上弧形钢管，钢管间距4米一根，钢管入土位置不小于40cm。 

6.7 喷灌安装 

根据园子排水沟的布局安装喷灌的主管，将主管吊高和钢管避雨棚平衡，然后分别在每个

避雨棚中间打孔安装鞍座，从鞍座引入毛细管，毛细管分别固定在避雨棚架的钢管上，最后在

安装好的毛细管上按照1.5米一个的距离安装喷头。 

6.6  种苗选择 

种苗移栽应选取二级以上种苗（即单株苗重 1.25g 以上，休眠芽肥壮，根系生长良好，无

病虫感染和机械损伤）。 

6.7 种苗移栽 

播种：种苗移栽时间在每年 12 月至翌年 1 月间。在整理好的墒面上打穴，穴深 4cm，株

行距（12-15）×（12-15）cm。每穴放入种苗一颗，然后将细土均匀撒在墒面上，以将整个种

苗盖完，根、芽不外露为宜，厚度约为 2cm。 

盖墒草：将处理好的松针均匀平整铺在墒面上，厚度约 3cm。 墒草盖好后充分浇水一次，

而后视墒情浇水，保持土壤湿度在 25%左右。 

6.8  田间管理 

6.8.1 田间日常管理 

三七是典型的阴生植物，栽培期间保证透光率在 8-12%之间；巡查园区发现遮阴网破损情

况需要及时更换；播种移栽完成后适时浇水，需要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 25%左右；雨季到来前

检查排水沟并做好清理，防止涝害发生。 

6.8.2 中耕除草 

三七栽培过程中所有杂草均采取人工拔出，除草时需在墒沟中留下部分不影响三七生长且

幼嫩的杂草，确保给地块昆虫留下一定数量的食物，整个栽培期间禁止使用除草剂。 

6.8.3 追肥 

栽培过程中主要施用经过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使用量根据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肥力情况

进行施用，一般 5月-9月为主要施肥期，此阶段每 40 天左右施用一次，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

施用。施肥除采用根部追施外，还需结合三七生长的情况使用叶面喷施进行微量元素的补充。 

6.8.4 摘蕾 



T/SIAW XXX－2021  

6 

 

为减少养分消耗，使养分集中供应块根膨大，在不以生产种子为目的时，在三七生长的第

二年、第三年 7月中下旬后，当三七花蕾生长到 5cm-10cm 时，人工将其摘除。 

6.8.5 病虫害防治 

6.8.5.1 农业防治 

优选种子，培育壮苗，种苗进一步筛选、使用最优秀的种苗。整地时深翻晒土，三犁三耙，

清除杂草和上茬作物残体；田间管理过程固定工人巡园，一旦发现病七及时拔除并消毒。 

6.8.5.2 物理防治 

a）雨季来临前拉上避雨膜，避免雨水与三七的直接接触，阻断了病害的发生流行。 

b）当三七园里虫口密度过大时，在三七基地间接放置黄蓝板进行害虫的物理防治。 

6.8.5.3 生物防治 

使用生防菌、生物源杀菌剂、植物诱抗剂等产品进行病害的预防或治疗。 

6.8.5.4 化学防治 

在发现生物控制方法无法防控的病害时，进行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优先使用低毒，低残留

的化学药剂，并控制使用剂量避免农药残留或者对作物产生药害，同时减轻对天敌的危害。 

6.9  采收加工 

在移栽后的第二年 11-12 月进行三七采收，采挖时应防止伤根，保证三七块根完好无损。

人工将采收的三七修剪分为剪口、主根、筋条、须根等，用清水将三七表面的泥土和杂质去除。

然后将三七主根均匀放入烤盘内，烘烤 72小时后（烘烤温度为 45℃-55℃）运出烤房，进行晾

晒；三七晾晒干燥后水分应＜14％。三七水分检测合格后将主根进行包装、入库。 

7  记录及档案管理 

三七生态种植过程需对基地的土壤、灌溉水、种苗质量报告、田间管理的记录进行详细记

录，所有的生产记录、水肥使用记录、病虫害防治记录、采收加工记录等都要详细记录并进行

存档，档案保存时间不得低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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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三七栽培生态种植的核心机理 

A.1 生态种植技术评价 

A.1.1 经济效益 

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较，在采取新棚架搭建方法和采取避雨设施还有趋避性设备后，

每亩减少使用三七杈92棵，一棵三七七杈核算成本为25元/棵，安装滴灌喷管设施与传统

模式比较每亩地节约用水30立方米， 三七基地用水价格20元/立方米，传统模式下三七农

药使用费用为2500-3000元/年*亩，采取该模式成本上降低了5000元/亩，产量保持不变的

条件下，相当于已经增收5000/亩，此外，三七生态栽培模式提倡多使用有机肥、生物肥

等不损害土壤理化性质的投入，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投入,在减轻三七农残，重金属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降低三七品质安全风险，提高三七品质，保证药材的安全性。 

A.1.2 生态效益 

新模式下，通过减少雨水与三七接触时间面积，控制病害的发生；同是采取黄蓝板、保留墒沟

杂草等措施减少虫害，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提倡使用有机肥，新型肥料，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

肥的投入，减轻对土壤的破坏。 

A.2 三七避雨栽培技术形成的核心机理 

A.2.1 生态学原理 

三七栽培生态种植技术采取限制因子原理，采取“避雨+喷灌+趋避设施”的模式，限制

雨水与三七接触面，切断病害通过雨水传播的途径，减少三七病害发生。利用昆虫的趋避性、

趋化性等趋向性质，降低种植区域内昆虫种群数量，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在不破坏生物多样

性的条件下，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残、重金属污染，提高三七的药材品质，保证三七

用药安全。同时强调有机肥，生物肥等新型肥料的使用，在减少肥料使用同时从而达到改善

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况，降低对生态系统的破环，

促进三七增产增收，在实现经济效益目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效益。生物与环境之

间实现了相互协调、协同进化，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协调统一。 

A.2.2 经济学原理 

采取避雨，减少病害发生；利用黄蓝板、保留沟间杂草减少三七地中昆虫种群密度，

减少虫害发生；使用喷管滴灌等设施，减少用水量。三七栽培生态模式，减少农药使用费

用，降低除草打药浇水的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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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工程学原理 

三七栽培生态技术采用了生态农业工程的人工调控原理，通过对雨水和有害生物种群数量人

为调控，实现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控。减少雨水与三七的接触面，从而减少又雨水所引起的病害传

播；通过趋避性设备使用诱杀害虫，降低有害生物种群数量，减少三七虫害和有虫害所引起的病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