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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江乡草果低产提质增效改造技术措施
1
 

余飞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人民政府，云南 怒江 673503) 

【摘 要】提出了草果是重要的香料及药用植物，是独龙江乡林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品种，对我乡农业经济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独龙江乡草果种植现状的调查，提出了对草果栽培地的培育管理，控制和降低草果病虫害，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坐果率和单产，提升加工工艺，生产绿色安全草果等措施，通过采用科学的提质增效改

造技术，全面巩固草果产业建设成果，使草果成为我乡林下经济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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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草果是药、香味食用两大品种之一，食用量大于药用量。其具有燥湿健脾、除痰截疟的功能，主治脘腹胀满、痞满呕吐、

疟疾寒热之症。独龙乡地处缅甸北部，位于高黎贡山以西的独龙江流域河谷地带，土壤、气候自然条件很适合草果生长，由于

草果生产用工量少，受益时间长、经济价值高而且由于草果生长，他能必须在 50/0左右的林下生长，不与其它农作物争地，不

仅可以充分利用优越的林下资源，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保护常绿阔叶林，涵养水源，保护水土，为农业高产稳产创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因此草果成了独龙江乡林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栽培品种。 

根据《怒江州扶贫攻坚总体方案》，全面实施草果低产提质增效改造，力争 2020 年州草果面积达 140 万亩以上，我们 2013

年至 2016 年 3年对我乡草果林下面积进行了全面调查以期了解草果种植现状，探索查果低产提质增效的改造技术措施及草果产

业发展策略。 

2 独龙江乡草果产业发展现状 

独龙江乡是怒江州草果种植时间较晩、种植规模较少的乡,2008年技术员才开始深入各村组进行草果种植培训工作，当吋，

有 60 户左右的农户，开始林下粗放种植草果，随后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推动下，2018 年全乡达到了 6.8 万亩的林下草果种

植面积，使草果成为独龙江乡林下经济支柱产业. 

由于草果种植技术简单，用工量少，受益时间长，经济价值高，也使独龙江乡草果产业发展形成了无序、自由的发展状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地零散，草果种植呈“半野生”状态。由于地域条件的局限和草果生长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造成了草果种植地的

零散，形成了科学管理技术推广的难度较大，对草果不同生长时期的经营管理不及时，没有发芽期的水肥管理，也不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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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エ辅助受粉工作，形成草果种植“半野生”状态。 

（2）种植农户管理粗放，乡域内无草果技术支撑。种植农户经营理没有形成对草果施肥管理的习惯，随着草果逐年生长，

需肥量逐渐增多，原有土壤养分減少，不足以供给草果树营养；草果种植农户无培土管理概念，种植的草果因地任其生长，使

得“从生”的草果面积变成“散生”的草果林地面积，造成单位面积植株数花序数量明显減少，落果增加，产量下降。 

(3)加工工序落后，效益低下，同时造成了林业资源的大量损失。我乡草果烘烤以薪材为主。烘烤草果需要大量的薪材，这

对独龙江乡森林资源的消耗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3 独龙江乡草果的低产提质增效改造技术 

结合我乡的自然条件以及草果的生产现状，若要大力发展草果产业，在无法进行大量扩大种植的条件下，必须对原有的低

产草果面积进行提质增效改造，其提质增效改造技术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营养手段“伐密补稀”的方法，改造低产草果面积成为适应环境。由于经营管理粗放，普遍成为“散蓬”或“枯

萎”现象是草果面积低产的主要原因。在正常情況下，出现“散蓬”现象时表现为草果面积荫蔽度过高，需要进行伐除过密的

荫蔽度树木或对荫蔽度树木进行修枝，以增加光照度；反之出现“枯萎”现象时则表明草果面积的光照度过强，荫蔽度降低，

需要人工补种植树木进行荫蔽度的调整。这ー技术措施是我乡草果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独龙江乡草果产业发展从单纯地完

全依赖自然资源发展，走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的关键。 

（2）加强“建蓬”和“固蓬”工作，保证低产草果面积的单位密度。在完成荫蔽度调整后，必须对散生的“散蓬”草果地

进行移植“建蓬”，以增加草果植株数量。在移植“建蓬”时，应尽量移植开花较晚的植株，这与我乡气候条件关系十分密切，

4 月低前大多低温低湿，不利于开花结实。对“枯萎”草果面积进抚育管理，以加强“固蓬”工作，伐除病残植株，加强水肥管

理，有利于快速提高草果面积的单位植株数量。 

（3）加强草果面积地的抚育管理。我乡的低产草果面积地通常沿袭传统模式，是完全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因此，加

强对低产草果面积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独龙江乡草果面积地提质增效改造的主要措施。 

（4）加强病虫害防治管理。加强对草果病虫害管理，做好测报和防治工作。病虫危害会造成减产，又对草果果品形态、外

观、质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随着草果种植面积増大，种苗调运的频繁开展，独龙江乡草果病虫害时有发生。因此，必须以“预

防为主，綜合防治”的方针，做好检疫工作，加强对草果病虫害的研究，加强农户对病虫防治的指导工作，制定合理有效的防

治措施，变治理为预防。若发生病虫害应尽量采用生物防治措施，以保证花粉传媒昆虫的安全。若需采用化学防治，必须采用

低毒、高效的药物。 

(5)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加强对草果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力度，加大科学技术在草果产业中的应用，如在植物生长期喷施促

花王 3 号，均衡草果产量的大小年、花蕾、幼果期和果实膨大期喷施状果蒂灵，以增粗呆蒂、防落花、提高受粉能力，提高坐

果率，确保草果的优质高产。 

(6)探索加工工艺，生产绿色安全草果。草果加工主要是烘烤。烘烤成本高，产品品质低，大量消耗森林资源。经考察：应

使用低温回风式烘烤炉，由风扇取代人工入窖翻动程序。使其燃料消耗、电力消耗和人工成本等指标大幅下降，且烘烤出的草

果苯并芘（a)含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满足国家食品安全卫生要求。该设备烘烤出来的草果颜色为棕红色，香味纯正，在市场

上有较高的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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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独龙江乡草果种植以经达到独龙江乡草果适应区的极限，已无法进行大面积的扩大种植。因此，独龙江乡的草果产业建设

工作应放到对草果低产面积地的提质增效改造方面，通过采取科学的提质增效改造技木，全面巩固草果产业建设成果，才能使

草果成为独龙江乡林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2]明建鸿，胡耀华草果产销动态分析[J].中药材，2004(06). 

[3]尹安强，王芳艳，杨永红，等，我国草果研究文献的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