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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甘草种苗质量分级标准，为甘草药材规范化生产奠定基础。方法：在对全国栽培甘草主产
区１年生种苗的调查与测定基础上，以根长、Ｄ芦头和Ｄ２０为分级指标，采用标准差法并结合生产实践对甘草种苗进
行分级，进一步通过田间栽培比较试验对划分的等级进行验证。结果与结论：初步制定甘草种苗的３个等级，一等种
苗：根长≥４５ｃｍ，Ｄ芦头≥８０ｍｍ，Ｄ２０≥４５ｍｍ；二等种苗：３５ｃｍ≤根长＜４５ｃｍ，６０ｍｍ≤Ｄ芦头＜８０ｍｍ，３０
ｍｍ≤Ｄ２０＜４５ｍｍ；三等种苗：２５ｃｍ≤根长＜３５ｃｍ，４０ｍｍ≤Ｄ芦头＜６０ｍｍ，１５ｍｍ≤Ｄ２０＜３０ｍｍ。

［关键词］　甘草；种苗；分级标准；标准差法

种子（苗）是中药材生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

生产资料。中药材种子（苗）质量的稳定与否直接

影响药材的质量稳定性［１］。其中，种子（苗）质量

标准化是实现中药材生产规范化很重要的一方面。

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干燥根及根茎入药，为我国大宗常用中药材，

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的功能［２３］。目前甘草人工栽培面积较大，

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大部分甘草产区通常采用育

苗１年，移栽１～２年的生产方式。但各产区种苗均
无分级标准，这不仅不利于甘草药材的规范化生产，

还可能影响其产量和质量，这在其他药材上有过验

证［４６］。基于此，本研究在对全国栽培甘草主产区１
年生种苗的调查与测定基础上，采用标准差法并结

合生产实践制定甘草种苗质量分级标准，以期为甘

草药材的规范化生产奠定基础。

１　材料

于２００９年９～１０月收集不同产地、不同生态区
域条件下的１年生甘草种苗１３７３株（见表１）用于
质量初步分级。２０１０年５月收集赤峰市翁牛特旗甘
草种苗，采用初步制定的分级标准筛选３个等级种

苗，用于田间栽培比较试验。以上材料经北京中医

药大学王文全教授鉴定为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的种苗。

表１　不同来源甘草种苗收集情况

序号 种苗来源
样方数量／
个

种苗数量／
株

１ 吉林白城 ４ １８１

２ 内蒙古翁牛特旗杜家地镇 ４ １７８

３ 内蒙古杭锦旗独贵镇 ４ １７３

４ 内蒙古杭锦旗吉乡光纤村 ４ １７５

５ 内蒙古杭锦旗吉乡乃马岱村 ４ １８８

６ 内蒙古鄂前旗三段地乡 ４ １２５

７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镇 ４ １６９

８ 甘肃酒泉瓜州县河东乡 ４ １８４

总计 ３２ １３７３　

２　方法

２１分级用种苗田间调查方法
在每个调查地点，设置４个大小为２ｍ×２ｍ的

样方，每个样方随机抽取约５０株种苗，分别对其根
长、芦头直径（Ｄ芦头）、距芦头 ２０ｃｍ处直径
（Ｄ２０）及侧根数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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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种苗质量初步分级方法
调查测定８个产地３２个样方中１３７３株甘草种苗

的根长、Ｄ芦头、Ｄ２０、尖削度（Ｄ芦头／Ｄ２０）和侧根
数等指标，通过指标间的相关分析并结合生产实际确

定种苗质量分级指标。依据１３７３份完整的数据，采
用标准差法［７］，对甘草种苗进行等级划分。其中，平

均值加１倍的标准差作为一二等的分界点，平均值作
为二三等的分界点，平均值减１倍标准差为三等的下
限点。

２３不同等级种苗栽培比较试验布置
于２０１０年５月，将３不同等级种苗移栽于北京

华宏康中药材种植基地。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３次重复。每小区６ｍ２，移栽株行距为１５ｃｍ×２５
ｃｍ，小区间设置５０ｃｍ空地作为隔离。甘草苗移栽
后浇透水，之后只进行常规田间除草，未施用任何

肥料。

２４不同等级种苗根系生长发育及产量和质量测定方法
于２０１１年９月，挖取每小区所有甘草进行产量

计算。同时，每小区分别随机选取３０个植株，对根
长、Ｄ芦头、Ｄ２０、侧根数和根鲜重进行测定。对以
上药材自然晾干后粉碎，采用 ＨＰＬＣ法分别对甘草
苷、甘草素、甘草酸、异甘草苷和异甘草素５个化
学成分同时进行测定［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种苗质量分级指标的确定
对８个产地３２个样方的１３７３株甘草苗子根长、

Ｄ芦头、Ｄ２０、尖削度和侧根数调查测定结果列于表
２。进一步将各性状做简单相关分析，由表３可知，
所有的５个指标均表现出极显著的相关关系（Ｐ＜
００１）。其中，根长、Ｄ芦头和Ｄ２０间呈极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而尖削度与其他４个指标呈极显著负相
关，侧根数与根长和 Ｄ２０也呈极显著负相关，说明
尖削度与侧根数其为低优指标。综上分析，由于指标

间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结合生产实际采用根长、

Ｄ芦头和Ｄ２０作为甘草种苗质量分级标指标。

表２　甘草种苗各指标基本统计（ｎ＝１３７３）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根长／ｃｍ １５００ ８３００ ３４４８ １０３０

Ｄ芦／ｍｍ ２１０ １７００ ６０９ １９８

Ｄ２０／ｍｍ ０４０ １２３０ ２９５ １６６

尖削度 １００ ９６７ ２５７ １３７

侧根数个 ０００ ８００ ０５７ ０９５

表３　甘草种苗各指标间简单相关系数

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１根长 　　

ｘ２Ｄ芦头 ０３１ 　　

ｘ３Ｄ２０ ０５８ ０７０ 　　

ｘ４尖削度 －０４８ －０１１ －０６６ 　　

ｘ５侧根数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７

注：Ｐ＜００１，ｎ＝１３７３

３２种苗质量的初步分级
采用标准差法，以根长、Ｄ芦头和 Ｄ２０为划分

指标将甘草种苗初步分为４个等级，结果见表４。同
时，对不同等级下种苗所占的比例进行单项统计，

如表５所示。所有种苗在各等级中分布比例较合理，
其中二等种苗所占比例最大，为４３０９％。

同时为解决不同等级的等距问题，以使标准更

具操作性。将各指标尾数采用 ０～５或 ５～１０且逢
２５进位取整法进行修约，并将等外级别舍掉，结
果列于表６。

表４　甘草种苗单项指标等级划分标准

指标 一等 二等 三等 等外

根长／ｃｍ ＞４４８ ３４５～４４８ ２４２～３４５ ＜２４２

Ｄ芦头／ｍｍ ＞８１ ６１～８１ ４１～６１ ＜４１

Ｄ２０／ｍｍ ＞４６ ３０～４６ １３～３０ ＜１３

表５　甘草种苗各等级的实际频数分布

等级
根长／ｃｍ Ｄ芦头／ｍｍ Ｄ２０／ｍｍ 各等级平均

株数 频数／％ 株数 频数／％ 株数 频数／％ 株数 频数／％

一等 ２０７ １５０８ ２０７ １５０８ ２０９ １５２２ ２０７７ １５１３

二等 ５６７ ４１３０ ５８９ ４２９０ ６１９ ４５０８ ５９１７ ４３０９

三等 ３７９ ２７６０ ３８８ ２８２５ ３５６ ２５９３ ３７４３ ２７２６

等外 ２２０ １６０２ １８９ １３７７ １８９ １３７７ １９９３ １４５２

合计 １３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３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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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甘草种苗等级的初步划分

分级指标
等级划分

一等 二等 三等

根长（ｃｍ），≥ ４５０ ３５０ ２５０

Ｄ芦头（ｍｍ），≥ ８０ ６０ ４０

Ｄ２０（ｍｍ），≥ ４５ ３０ １５

３３不同等级种苗间甘草药材根系生长指标的比较
由表７可知，不同等级种苗所有根系生长指标

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Ｄ芦头、Ｄ２０、侧

根数和根均重在三个等级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且一等苗大于二等大于三等。而一等和二等
苗的根长和产量均与三等苗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４不同等级种苗间甘草药材产量及成分含量的
比较

　　由表８可知，除甘草素和异甘草素外，不同等
级种苗在其他３个化学成分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
差异。其中，甘草酸含量在三个等级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而一等和二等苗与三等苗在甘草苷和异甘
草苷含量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７　不同等级种苗甘草药材根系生长指标比较

等级 根长／ｃｍ Ｄ芦头／ｍｍ Ｄ２０／ｍｍ 侧根数 根均重／ｇ 产量／ｇ·ｍ－２

一等 ７９４５±１１９ａ １２３２±０１７ａ ８４１±０３３ａ １９７±０４０ａ ４２８６±２７７ａ ５３２５±５３６ａ

二等 ７２３８±３８９ａ １１２０±０３４ｂ ７８０±０３１ｂ １５７±０３１ｂ ３５５７±４２６ｂ ４８９０±３９１ａ

三等 ５９６３±７５２ｂ ８７１±０５１ｃ ５８８±０７３ｃ １１７±０１５ｃ １８６８±３２５ｃ ２４２０±８１７ｂ

注：不同等级间多重比较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法，差异显著性分析取α＝００５水平，同一列中含有不同字母者为差异显著，下同

表８　不同等级种苗甘草药材化学成分比较

等级 甘草苷／％ 甘草素／％ 甘草酸／％ 异甘草苷／％ 异甘草素／％

一等 １２６３±００７９ａ ００３３±０００９ ２１１７±００５３ａ ０２１５±００１５ａ ００２０±０００２

二等 １１１２±００８７ａ ００３６±０００４ １８３６±００９０ｂ ０１９４±０００９ａ ００２０±０００２

三等 ０８１４±０１１０ｂ ００２７±０００５ １４５６±０１３３ｃ ０１４７±００２３ｂ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甘草种苗初步分级结果
本研究在对全国栽培甘草主产区１年生种苗的

调查与测定基础上，以根长、Ｄ芦头和 Ｄ２０为分级
指标，采用标准差法并结合生产实践，初步将甘草

种苗分为三等。其中，一等种苗：根长≥４５ｃｍ，Ｄ
芦头≥８０ｍｍ，Ｄ２０≥４５ｍｍ；二等种苗：３５ｃｍ≤
根长＜４５ｃｍ，６０ｍｍ≤Ｄ芦头 ＜８０ｍｍ，３０ｍｍ
≤Ｄ２０＜４５ｍｍ；三等种苗：２５ｃｍ≤根长 ＜３５ｃｍ，
４０ｍｍ≤Ｄ芦头 ＜６０ｍｍ，１５ｍｍ≤Ｄ２０＜３０
ｍｍ。张国荣等［９］曾对甘草种苗进行分级，但未提及

材料来源，其结果与本研究有一定的差异，可能由

于研究的材料不同所致。

根长为质量分级的重要指标，苗子长度的大小

决定收获时甘草药材的长度（根条长短），进而影响

产量。在实际移栽过程中，药农也更倾向于选择根

长较长的苗子用于生产。以往的研究表明［１０］，Ｄ芦
头、Ｄ２０与根鲜重密切相关，尤其是 Ｄ２０大的苗子
对于增加产量十分关键。所以，在进行种苗分级时

应重点考虑以上３个指标。此外，合格的甘草种苗
还要要求芦头芽眼饱满，无病虫害和较大的机械

损伤。

４２不同等级甘草种苗田间栽培比较
将不同等级的甘草种苗进行２年的田间栽培比

较试验发现，不同等级种苗产出的甘草在根形态指

标、产量和化学成分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所以，

这种分级标准是可行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试验区

未使用肥料，且由于２０１０年甘草遇到严重虫害，地
上部分枯萎较早，所以对地下生长有一定的影响，

故三年生的甘草药材绝对产量较实际生产上低。同

时，种苗经分级移栽后，每个等级甘草药材大小较

一致，这有利于后期的加工和出售，可提高药材商

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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