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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种植季节、种植环境、种苗选择、栽培方法、管理方法、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加工等方面，简要

介绍了在贵州石漠化山地进行铁皮石斛仿野生生态栽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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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ethods of wild lik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of Dendrobium offi-
cinale in Guizhou rocky desertification mountainous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planting season, 
planting environment, seedling selection, cultivation methods, management methods, pest con-
trol,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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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省份，同时也是全国土地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据贵州省林业局第三次石

漠化监测数据显示，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 247.01 万公顷，占全国石漠化面积的 24.5%。石漠化程度较深，

重度和极重度石漠化 28.18 万公顷，石漠化农耕旱地(石旮旯土) 13.7 万公顷，有潜在石漠趋势的 25%以

上农耕旱地 64.5 万公顷，人均保灌耕地不到 0.3 亩。石漠化耕地种植传统农作物，产值较低，且水土流

失破坏严重。对于石漠化治理，怎样做到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一直都是一项长期的课题。 
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是兰科植物石斛属药用植物，有很高的药用保健价值。其具有附

生特性，自然环境中主要生长于人迹稀少，悬崖峭壁背阴处的石缝或高大树木的树干上，终年饱受云雾

雨露滋润。由于人为的过度采挖及其本身自然繁殖率低，在野外已处于濒危状态[1]，难觅野生铁皮石斛

踪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列为 I 类保护。目前，其产品主要是由人工培育种植来满足市场需

求。 
近十年来，经过贵州多家研究单位及企业的共同努力，充分利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自然生态环境条

件，将人工培育的铁皮石斛种苗回归种植到石漠化山地的石缝中或树干上，让其自然长，构建铁皮石斛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模式，生产出高品质铁皮石斛，达到真正实现向石头要“经济”的目的。如今，

该模式已成功在贵州省兴义、安龙、锦屏等县得到大面积推广，产生了较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文主要介绍石漠化山地的铁皮石斛仿野生生态栽培技术如下，以便于持续更好的在贵州石漠化区域推

广铁皮石斛仿野生生态种植。 

2. 种植季节 

铁皮石斛的最适生长温度约为 25℃左右，温度过低时间长，容易冻伤或冻死，高温 35℃以上通常停

止生长。因此，种植铁皮石斛的时间适宜在每年的 3~5 月之间，该段时间，大棚中驯化一年半上以上的

苗，尚没有萌发新芽。移栽种植后，待新芽萌发，新根长出紧贴在岩石或树杆上，即成活。 

3. 种植环境的选择 

根据石斛的生长习性，在喀斯特石漠化山林，附石种植选择岩石表面郁闭度 30%~70%、通风条件好

的环境。岩石表面有自然凹陷且无积水、无雨水和泥土冲涮，避免光照过强直晒的岩石面。 
附树种植选择林分生长状况好天然林或人工林。林地透光率 60%~70%，林间通风条件好。树木生长

旺盛、无病虫害、树皮较厚、不易脱落、不分泌液体、不产生特殊气味，树胸径 ≥ 10 cm，有较多纵裂

沟纹、树冠茂盛。以青冈、板栗、梨、枇杷、榕树等阔叶树作为附树种植最好。 

4. 种苗选择 

选择种源纯正、品质优良、生长健壮的铁皮石斛植株作种源。用于仿野生生态种植的种苗应是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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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培育而得的实生驯化苗，驯化年限 1 至 2 年。不推荐利用组织细胞经组织培养获得的组培驯化苗。

用于仿野生生态栽培的种苗应为无检疫性病害、无污染、无变异、无烂茎、无烂根、生长健壮，叶片正

常展开、叶色翠绿或深绿的合格种苗。合格种苗应株高 ≥ 6.0 cm，茎粗 ≥ 3.5 mm，叶片 ≥ 7 片，根系 ≥ 
5 条，新生株数 ≥ 3 株/丛。 

5. 附石种植方法 

以保证石斛根部透气，保湿，能让石斛稳定于石头上不脱落为原则。选择整块石头，依据石块的自

然形状，以 3 株~5 株为 1 丛，每丛间隔 8 cm~10 cm，种植时保持植株的自然生长状态。 
对于形状不规则石块：  
① 容易形成雨槽的石窝，尽量把石斛的根系梳理整齐后往石窝高处贴着石壁，用少量腐殖土、腐殖

质或碎木屑把石窝填平后固定根系，如还有松动，用小石块轻压于石窝处。 
② 有石缝的地方，把根系梳理整齐后贴着石缝壁，用少量稻草或树皮固定在石缝中，不能紧压根系，

保持根部透气，撒上腐殖质、腐熟的油枯或羊粪。  
③ 石块上有雨水冲刷的地方和被遮挡有可能淋不到雨水的地方不能种植。 
④ 对于体积较小，表面较平整的石块：依据石块的面积，把石斛一丛丛间隔 5 cm 左右整齐摆放于

石块表面，用草绳或麻绳贴着石面把石斛紧绑在石头上。或用电转转好 0.6 厘米的小孔后，梳理整齐石

斛根部，用小木块把石斛根部固定于小孔，后撒上腐殖质、腐熟的油枯或羊粪。 

6. 附树种植方法 

种植前先将附主树的细枝、过密枝条和附着于树枝的地依植物、苔藓、落叶等清除干净，栽培植株

处的树杆处保持透光度在 25%~35%左右。定植时，在树干离地 10~15 厘米处，先用直径 2 mm 的麻绳缠

绕树干一周，将种苗疏理整齐根系，植入绳子的内侧，在种苗的根部用少量腐殖质、腐熟的油枯覆盖，

再缠绕 1 圈粗麻绳，绑牢，以此固定铁皮石斛的根于所植附主树的树干或树枝上，捆绑时注意不能绑住

石斛的芽眼。其新根长出后会紧密的沿着树体攀爬生长。在树上栽植时，应自上而下进行，行间距为 15 
cm，丛间距 5 cm。 

7. 管理措施 

以回归原生态自然生长方式，应尽可能减少人为影响为原则。种植基地空气湿度为 65%~80%为宜；

保持通风良好，避免高温高湿。高温干旱天气可早晚喷水，保持空气湿润。雨季应及时清沟排水，降低

湿度。冬季低温，减少浇水。去除缠绕于石斛上的蔓藤，或影响其生长的杂草。适时人工除草，禁止使

用化学除草剂。 

8. 病虫害防治 

铁皮石斛仿野生生态种植，由于野外的温度环境差异较大，种植初期容易发生软腐病、黑斑病等病

害[2]。虫害主要有蜗牛、蛞蝓危害最为严重。生态种植，必须坚持有机的理念，病虫害防控采取物理、

农业防控的措施，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铁皮石斛生态种植过程中主要病虫草害及防治措施如下： 
灰霉病、菌核病，可喷施木霉菌(推荐 600~800 倍喷灌，1200~1500 倍根施。在开采后使用)、氧化亚

铜(推荐 4500~6000 倍稀释使用，病害发生及未开采前使用)进行控制； 
疫病、根腐病、炭疽病、煤污病，可喷施木霉菌、氧化亚铜、寡糖链蛋白、寡雄腐霉菌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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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霉病、白绢病、软腐病、茎腐病，可喷施枯草芽孢杆菌(600~800 倍喷灌，1200~1500 倍根施)、寡

糖链蛋白与寡雄腐霉菌进行控制。种植前用菌剂浸泡种苗，对预防软腐病发生有一定效果。 
介壳虫，可用竹醋防治； 
蜗牛和蛞蝓，可在种植基地撒生石灰，视发生情况喷施茶皂素或者茶枯进行防治； 
斜纹叶蛾、小地老虎、蝼蛄，可用脂肪酸盐、苏云金杆菌或除虫菊素防治幼虫； 
蚜虫、螨类，可用脂肪酸盐、二氧化硅、除虫菊素、黄板实现防治； 
金龟子、蓟马，可在种植基地用杀虫灯或者黄板防治成虫，结合脂肪酸盐、苏云金杆菌或除虫菊素

实现综合防治。 
草害：主要通过人工除草和使用矿物油除草剂的方法，实现草害的控制。 

9. 采收与加工 

9.1. 花的采收 

每年 3 月~6 月，花完全盛开后及时采收。距花朵 1 cm~2 cm 的花柄处剪下。 

9.2. 花的加工 

采收后及时烘干，采用除湿烘干机烘干，温度控制在 65℃ [3]。 

9.3. 茎的采收 

每年 11 月~次年 3 月。采收生长 2 年以上的成熟老茎，从距离根部 1 cm~2 cm 处剪下。采用采大留

小、采老留新的原则。 
采收后及时剔除病株，分选好后称量，检测多糖、重金属以及农药残留等。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

品及时处理；鲜条可置阴凉干燥处，防冻保鲜。 

9.4. 茎的加工 

鲜条：去除根、叶、花梗，并剥去叶鞘、清洗后切段。 
干条：鲜条经除杂、清洗。经 60℃烘焙软化并去除残留叶鞘，茎扭曲成螺旋或弹簧形成枫斗；也可

将干燥茎切成 3 cm~7 cm 的段(节)，干燥至水分含量 ≤ 12.0%。加工后置于通风干燥处，防潮。 

10. 结论 

环境条件和种苗质量是在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山地种植铁皮石斛影响存活率的两大关键因素[4]。如选

择种植的环境不适宜，铁皮石斛生长一段时间后，容易死亡。因此，在选择种植地点时，应注意甄别。

选择海拔低于 800 米，地势开阔、光照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地势低洼、树林郁闭度大、通风不良的

地方不宜种植。 
其次，必须选择经大棚驯化 1~2 年的种苗。经过驯化后 1~2 年的种苗，分蘖能力强，当年 3~4 月种

植之后，5~6 月就能长出新根，分蘖出新的植株，新根紧贴在岩石或树杆上，成活率高。 
另外，铁皮石斛种植到喀斯特山林之后，可以持续采收 30 年以上。每年合理采收适量的花和茎条是

维持植株持续生长的关键。采收茎时只采叶片的两年以上的老茎，生长有叶片的茎条，还处于生长阶段，

且药用成分尚未积累完全，不宜采收。 

项目来源 

贵州农科院青年科技基金项目(黔农科院青年科技基金[2020]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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