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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是采用重离子束５５ＭｅＶ／ｕ
４０Ａｒ＋１５离子辐照甘肃当归９００１干种

子，按新品种选育程序多年选育而成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定西市岷县、渭源县、漳县、陇西县等

地当归品系区域试验中，甘肃当归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平均产鲜当归１０６２１．５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甘

肃当归９００１）平均增产鲜当归１３８６．０ｋｇ／ｈｍ
２，增产率１５．０％。生育期７９０ｄ，茎秆深紫色，根系

黄白色。测定结果：总灰分４．２％，酸不溶性灰分０．４％，分别优于对照品种１６％和３３．３％；浸出

物６１．４％，较规定指标提高４．４％；阿魏酸０．１４８％，较规定指标提高２．９６倍。质量显著优于对照

品种和２００５年版《中国药典》规定指标。适宜在海拔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ｍ、年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ｍｍ的二

阴及高寒阴湿生态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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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荷能重离

子诱变育种的试验，其中大部分是利用离子注入机

进行的，离子束能量在３０—１４０ｋｅＶ，在种子内的

最大射程不足０．５μｍ，故称为超低能区浅层离子

注入。利用中能（１０—１００ＭｅＶ／ｕ）离子束，在种子

内的射程可达到ｍｍ—ｃｍ量级，用它进行诱变育种

则可贯穿种子。采用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ＨＩＲＦＬ）

提供不同能量的重离子束，对当归、黄芪和党参等

中药材品种改良研究，期望能育成高产、优质、抗

病新品种，创出一条快捷高效的育种新途径。

　　当归是著名常用中药材之一。由于特定的自然

资源优势和悠久的栽培历史，产于甘肃省岷县一带

的当归因富含医疗保健的化学成份，疗效显著，被

誉为道地中药材“岷归”。当归种植业已成为定西市

的支柱产业，选育新品种是提升当归产业的重中之

重。以选育丰产、抗病、提前抽薹率低、质量符合

新版《中国药典》标准的当归新品种为选育目标。

　　为了缩短中药材育种周期，加快育种进程，提

高选育成功率，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

优良品种，促进中药材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此前

一些研究人员采用γ射线或利用太空环境对中药材

进行辐射育种［１，２］。本文结合当归花器小和人工杂

交困难的情况，在采用常规选择法选育优良品种的

同时，于１９９９年开始，选择不同能量和不同剂量的

重离子束，先后辐照当归、黄芪和党参种子。成功

地选育出了特征显著，农艺综合性状优良，高产、

优质的甘肃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３］。

２　选育经过

２．１　试验材料

　　当归种子取自岷县麻子川乡生产的ＤＧ９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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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色泽一致、大小均匀、饱满度适中、无霉变的

风干新种子作为辐射处理材料。

２．２　辐射处理及剂量

　　我们于１９９３年开始，采用ＨＩＲＦＬ提供的不同

能量和不同剂量的重离子束对当归、黄芪和党参干

种子进行过辐照处理，其中采用５５ＭｅＶ／ｕ４０Ａｒ１７＋

离子对当归进行辐照处理，经过多年的大田选育，

成功地选育出了特征显著，农艺综合性状优良，高

产、高抗及优质的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２．３　大田培育

　　犕１代　１９９３年对辐照的ＤＧ９００１种子播种于

漳县韩川乡。田间观测出苗率，并将不同剂量处理

的幼苗观测其叶片形态、株高、色泽、长势等，对

比分析辐照剂量对生长发育的影响。在生长发育期

记载出苗期、出苗株数及变异情况。１９９４年，对辐

照产生的种苗分辐照剂量栽植于渭源县莲峰镇下寨

村，田间观测返青率，并将不同剂量辐照的幼苗分

别插入大田，观测其叶片形态、株高、色泽、长势

等，对比分析辐照剂量对当归成药期生长发育的影

响。１９９５年，对辐照产生的种株分辐照剂量留种于

渭源县莲峰镇下寨村，田间观测返青率，并对不同

剂量的辐照观测其叶片形态、株高、色泽、长势、

花和种子的形态等，对比分析辐照剂量对当归开花

结籽期生长发育的影响。

　　犕２代　１９９６年，对 Ｍ２代种子采用株行法种

植，每隔４行以同一材料、未经辐照的对照种子种

１行，出苗后逐区观察记载，田间选育中对入选单

株挂牌标记，对突变体的出现频率进行调查测定。

１９９７年，对辐照产生的 Ｍ２代种苗分辐照剂量栽植

于岷县西郊定西市旱作农业科研推广中心中药材新

品种选育基地，田间观测返青率，并对不同剂量的

辐照观测其叶片形态、株高、色泽、长势等，对比

分析辐照剂量对当归成药期生长的影响。１９９８年，

对辐照产生的种株分处理留种于岷县西郊定西市旱

作农业科研推广中心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基地，田间

观测返青率，并对不同剂量的辐照观测其叶片形

态、株高、色泽、长势、花和种子的形态等，对比分

析辐照剂量对当归开花结籽期生长发育的影响。

　　犕３ 代及以后世代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对入选材

料进行品系鉴定试验，同时对变异性状的遗传情况

继续进行观察测定。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对选育出的新品

系进行品系比较试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对ＤＧＡ２０００

０２在定西市当归品种区域进行多点试验和生产示

范。

　　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在当归主产区岷县、

漳县、渭源等地经试验示范，结果表明：具有高产、

稳产、抗病虫能力强、提前抽薹率较低、抗逆性广，

质量符合２００５年版《中国药典》规定标准等优良性

状。

３　产量表现

　　品系鉴定试验　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参加品系鉴定试验，折合平均产鲜当

归９７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未辐照ＤＧ９００１，

下同）增产１６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增产率１９．８％。

　　品系比较试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参加品系比较

试验，折合平均产鲜当归１５４００．５ｋｇ／ｈｍ
２，较对

照品种增产３０６６．０ｋｇ／ｈｍ
２，增产率２４．６％，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

　　区域试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岷县西郊中药材

园区和秦许乡、漳县殪虎桥乡、渭源县清源镇和会

川镇等 ５ 个点进行当归区域试验。在区试中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平均产鲜当归１０６２１．５ｋｇ／ｈｍ
２，较

对照品种增产１３８６．０ｋｇ／ｈｍ
２，增产率１５．０％。在

区域试验中，增产效应均达显著水平。

　　大田生产示范　２００７年在渭源县路园镇胜利

村、清源镇河口村、祁家庙乡瓦楼村，漳县殪虎桥

乡瓦房村、三岔镇堆粮坪村、大草滩乡新联村、金

钟镇大石门村和寨子村，岷县岷山乡上崖寺村、清

水乡郭哈村、西寨乡上山咀村等３县１１个乡（镇）

设置生产示范３．４６ｈｍ２。当归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平均产鲜当归９６２７．０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增产

１１０８．５ｋｇ／ｈｍ
２，增产率达１３．０％。

４　成药品级及内在质量研究

４．１　成药品级

　　根据农业出版社《当归》一书中的分级标准
［４］，

特等当归（干品），每５００ｇ１０支以内，自然归渣不

超过１０％；一等当归，每５００ｇ１５支以内，自然归

渣不超过１０％的标准进行分级。品系鉴定试验结

果，特级、一级品出成率分别为２８．４％和４０．３％，

较对照品种分别提高８．２％和１０．４％。品系比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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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特级、一级品出成率分别为２８．６％和

３１．９％，较对照品种分别提高８．５％和７．４％。区域

试验结果，特级、一级品出成率分别为２５．３％和

３０．７％，较对照品种分别提高４．６％和６．５％。

４．２　内在质量

　　根据多点取样法的要求进行规范取样，当归新

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样品经甘肃省定西市药品检验所

按２００５年版《中国药典》规定方法测定其质量。测

定结果：总灰分４．２％，酸不溶性灰分０．４％，分别

优于对照品种１６％和３３．３％，浸出物６１．４％，较

规定指标提高４．４％，阿魏酸０．１４８％，较规定指标

提高２．９６倍。质量显著优于２００５年版《中国药典》

规定指标。

５　抗病性及提前抽薹率研究

５．１　抗病性

　　当归麻口病是当归生产中的最大病害。当当归

一旦感染麻口病，表皮粗糙，病虫伤斑明显，内部

组织呈海绵状木质化，失去油性，药材质量下降，

商品价值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同等栽培条

件下选育抗麻口病能力强的品系是本项目的主要研

究 内 容 之 一。 鉴 定 试 验 麻 口 病 发 病 结 果：

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麻口病平均发病率６．５％，病情指数

为２．１％，较对照品种分别降低１．７％和１．７％。品

系比较试验结果：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麻口病平均发病率

３．７％，病情指数为１．５％，较对照品种分别降低

３．３％和０．７％。多点区域试验结果：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

麻口病平均发病率６．１％，病情指数为１．８％，较对

照品种分别降低６．０％和１．１％。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３日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田间抗性鉴定结

果表明，在自然状态下，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新品系的田

间麻口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为０，表现出高度抗

病。

５．２　提前抽薹率

　　提前抽薹问题是当归生产中的一大技术难题。

在当归生长第２年的６—８月间，有部分植株提前

抽薹开花结果。为了区别于第３年留种期正常抽薹

开花现象，称之为提前抽薹。提前抽薹的当归根部

不再膨大，并木质化，失去药用价值。提前抽薹在

当归生长中造成严重减产。研究资料表明，当归提

前抽薹率的高低与品种特性有直接关系。品系鉴定

试验提前抽薹率结果：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提前抽薹率平

均２０．１％，较对照品种降低５．９％。品系比较试验

结果：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提前抽薹率平均１６．２％，较对

照品种降低２．２％。区域试验结果：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提

前抽薹率平均１５％，较对照品种降低５．２％。

６　主要特性

　　新品系ＤＧＡ２００００２生育期７８５ｄ左右。

　　幼苗期　 幼苗半直立，叶片绿色，３回奇数羽

状复叶，叶柄紫绿色，株型半开张，株高２６ｃｍ，主

根长８．５—１６．７ｃｍ，芦头径粗０．２—０．５ｃｍ根系黄

白色，百苗重６６．５ｇ左右。

　　成药期　开展度５８ｃｍ，株高３７．５ｃｍ，小叶长

４．３ｃｍ，宽５．５ｃｍ，叶柄长１３．６ｃｍ，根长２３—３１

ｃｍ，芦头径粗２—７ｃｍ，平均鲜根重８６ｇ左右。

　　结籽期　株高１０５ｃｍ，主茎紫色，花淡紫色，

花序复伞形，总花梗长巧１４．５ｃｍ ，双悬果，种子

淡白色，种子千粒重１．８６ｇ，发芽率６５．６％，种子

休眠期不明显，寿命２ａ左右。

　　抗逆性　耐寒性较强，耐旱性弱，耐湿性较强，

耐盐碱性弱，抗干热风能力较弱。该品系适宜在海

拔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 ，年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ｍｍ 的二

阴及高寒阴湿生态区栽培。

７　栽培技术要点

７．１　科学育苗

　　育苗地宜选择海拔２４００—２６００ｍ，年降水量

６００ｍｍ 左右阴坡或半阴坡，轮作周期要求３年以

上，前茬油菜和禾谷类作物为好。幼苗要求土壤湿

润，采用秸杆覆盖遮光，土壤ｐＨ６．５—ｐＨ８，通气

透水性能佳的轻壤土为宜。育苗时间６月上旬至６

月下旬，苗龄 １００—１２０ｄ，密度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ｇｒａｉｎｓ／ｍ
２，覆土０．２—０．３ｃｍ。

７．２　成药期规范化栽培

　　 选好土壤，轮作周期要求３年以上，前作收获

后及时深耕３０ｃｍ左右，春季移栽前结合施基肥再

深耕一次。要求施腐熟优质有机肥７．５万ｋｇ／ｈｍ
２，

配施化肥纯 Ｎ２４０—２５５ｋｇ／ｈｍ
２，Ｐ２Ｏ５１０５—１２０

ｋｇ／ｈｍ
２，Ｋ２Ｏ４５—６０ｋｇ／ｈｍ

２。肥料全部用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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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移栽前一次施入。合理密植，采用密植稀定独

苗栽培技术，要求行距４０ｃｍ ，株距２５ｃｍ ，保苗

每公倾９万株。综合防治病虫害，积极采用轮作倒

茬灭虫防病技术，推广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且无公

害的农药。适时收获，高产优质，１０月下旬采挖为

宜。

７．３　严格建立制种基地

　　 按当归“高效制种技术规程”建立制种基地。制

种田要加强田间管理保证安全越冬。翌年植株返青

前，追施磷酸二铵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在抽薹期适时摘心打

顶，促进侧枝生长发育，以获得生长整齐的种子。

适时采种，当果皮淡紫色，果穗稍下垂时采收为宜。

适时采种是降低提前抽蔓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８　创新点

　　本项研究对中国著名药材“岷归”用重离子束进

行辐照试验，然后按作物新品种选育程序进行逐级

选择，选育成功了当归新品系，通过ＤＮＡ随机扩

增多态性分析（ＲＡＰＤ）进行遗传学差异鉴定。结果

表明，新品系与对照品种相比较，存在变异，是区

别于对照的突变体［５］。这是用重离子诱变技术成功

选育当归新品系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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