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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材的品质对中药疗效和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参与西洋参的共栽模式

对药材品质的影响,并评估品质优化策略。通过综合分析实地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了共栽模式对药材的

多方面影响。共栽模式可以改变生长环境,包括光照、温度、湿度和土壤特性,从而对药材的有效成分产

生影响。共栽模式可能导致养分竞争,影响药材的养分积累。然而,通过科学的管理和调整,可以实现品

质优化。本研究还考察了共栽模式对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强调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经济因素

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遗传改良、智能农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探索,以进一步提高共栽模式的

效益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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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s crucial to the efficacy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co-cultivation pattern of ginseng and American 

ginseng on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ield survey data, this study found the multifaceted effects of co-cultivation mode on 

medicinal materials. Co-cultivation mode can change the growing environment, including light,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soil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affect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medicinal herbs. The co-cultivation 

mode may lead to nutrient competition and affect the nutrient accumul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However, 

through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adjustment, quality optimization can be achieved.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cultivation models on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genetic improvement, 

smart farm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arket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cultiv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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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参与西洋参的共栽模式概述 

1.1共栽模式的定义与背景 

共栽,也被称为混栽或联合种植,是一种农业实践,指的是

在同一农田或生态系统中同时种植两种或更多种不同植物的作

物。人参和西洋参的共栽模式是指同时在同一土地上栽种这两

种不同种类的参类植物。这种栽培方式具有独特的特点和应用

背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参和西洋参的共栽模式逐渐受到农

业研究和实践的关注。这一模式的背景与背后的动机包括了多

方面的因素,如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生态系统多样性

维护等。 

1.2共栽的目的与优势 

共栽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土地和资源,提高农田的

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具体来说,人参和西洋参的共栽可以带来以

下优势,人参和西洋参在生长环境和要求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可

以充分利用土壤、水源和阳光资源。这种综合利用可以提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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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共栽模式可以促进不同植物种类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对于抑

制害虫和病害的扩散以及提高农田的生态健康非常重要。通过

多样化农田产出,农民可以降低经济风险,因为不同作物的市场

波动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稳定性。 

1.3共栽模式的发展历史 

人参和西洋参的共栽模式虽然在现代受到广泛关注,但其

实在一些传统农业社区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模式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多个世纪前的古代农业实践。在近几十年来,

随着农业技术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共栽模式得到了更系统化的

研究和推广。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如何最大化人参和西洋参的共

栽效益,并制定了更合理的管理策略。这一领域的发展为提高参

类植物的栽培效率和农田可持续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人参与西

洋参的共栽模式具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潜在的经济和生态优势,

是现代农业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2 共栽模式下的人参与西洋参生长环境影响 

2.1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共栽模式下,人参和西洋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生态交互作

用,这些交互作用直接影响了它们的生长环境。由于西洋参通常

较高且茂密,它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阳光,降低了地表的

光照强度。这可能对人参的生长产生影响,因为人参通常需要一

定的光照来进行养分合成。然而,适度的阴影也可以降低高温对

人参的不利影响。由于植被覆盖,共栽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

节土壤和气温。西洋参的茂密生长可能在夏季提供一些遮荫,

有助于减缓土壤温度上升,从而改善了人参的生长条件。但在冬

季,西洋参可能会提高土壤温度,对人参进入休眠期产生影响。

共栽模式可能会影响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的分布。西洋参的茂

密生长可以减少土壤蒸发和水分蒸散,有助于保持土壤湿度。然

而,这也可能导致土壤中的水分竞争,需要适当的水资源管理。 

2.2光照、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在共栽模式下,光照、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对人参和西洋参的

生长产生了明显影响： 

西洋参的茂密生长通常降低了地表的直射阳光,使得人参

受到部分遮荫。这可能导致人参的生长速度较慢,但有助于降低

过高的温度,特别是在夏季。共栽模式下,温度通常会受到植被

的调节。高温时,西洋参的茂密生长可能降低了土壤温度,有益

于人参的生长。然而,在冬季,西洋参的茂密可能会提高土壤温

度,影响人参进入休眠期。共栽模式可能导致土壤湿度的不均匀

分布,因为西洋参的生长可以影响土壤中的水分分布。这需要农

民采取适当的灌溉策略,以确保两种植物都获得足够的水分。 

2.3土壤特性和养分竞争 

共栽模式下,人参和西洋参之间存在土壤特性和养分竞争

的问题。不同植物对土壤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人参通常喜欢

疏松、富含有机质的土壤,而西洋参对土壤的要求可能较低。因

此,需要合理调整土壤改良措施以满足两种植物的需求。人参和

西洋参可能会竞争土壤中的养分,特别是水分和营养元素。这需

要制定科学的施肥和灌溉策略,以平衡两种植物的需求,避免养

分竞争对生长产生负面影响。共栽模式下的人参和西洋参生长

环境影响复杂多样,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最大程度地优化

它们的共同生长条件。这涉及到合理的管理和技术手段,以确保

两种植物能够相互协调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 

3 共栽模式对人参与西洋参品质的影响 

3.1药材品质的评估标准 

在分析共栽模式对人参和西洋参品质的影响之前,首先需

要了解药材品质的评估标准。人参和西洋参的药用价值主要取

决于其有效成分的含量,如人参皂苷、西洋参皂苷等。有效成分

的含量越高,药材的品质越好。药材的外观特征,如根茎的形态、

颜色和质地,也是评估品质的重要因素。通常,均匀、饱满、无

病虫害的根茎被视为高品质。药材的气味和味道可以反映其品

质。通常,高品质的人参和西洋参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而低

品质的可能会有异味或苦味。 

3.2品质优化策略与方法 

为了优化人参和西洋参的品质,在共栽模式下,农民可以采

取一系列策略和方法,合理的养分管理对于药材品质至关重要。

通过土壤测试确定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并制定精确的施肥计划,

以确保植物获得所需的养分。此外,有机肥料的使用可以改善土

壤质地,有助于提高药材的品质。适当的生长环境控制是品质优

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温室栽培可以提供稳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有助于维持药材的品质。遮阳网可以调节光照强度,避免过度曝

晒,从而保持有效成分的稳定性。定期监测温度和湿度,确保它

们处于适宜的范围内。 

定期的监测和管理是维持品质的关键。农民应定期检查植

株的健康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病虫害问题。此外,及时的灌溉

管理确保植物在生长期间获得足够的水分,有助于保持品质。选

择适应共栽条件的品种非常重要。不同品种可能在共栽模式下

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和品质特点。因此,选择适宜的品种以确保

它们在共栽环境中相互协调生长,最大化品质。采收时应选择适

当的时间,通常在植物达到最佳生长阶段时进行。采后的加工和

处理也需要谨慎进行,以保持有效成分的稳定性和品质。 

这些品质优化策略和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帮助农民在共栽

模式下获得高品质的人参和西洋参,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同时,

它们也有助于维持可持续的生产实践,促进共栽模式的经济效

益和生态可持续性。综合采取这些策略和方法,可以在共栽模式

下优化人参和西洋参的品质,提高其药用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4 共栽模式的可持续性与经济效益 

4.1资源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 

共栽模式的可持续性与资源利用效率密切相关。共栽模式

中,人参和西洋参共享同一块土地和水源。适当的灌溉管理和水

资源利用是确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数据显示,通过采用滴灌和喷

灌系统,可以降低水资源浪费,提高水利用效率,从而减轻对地

下水和水体的压力。共栽模式中,养分竞争可能导致不合理的养

分使用。因此,科学的养分管理和土壤改良是确保可持续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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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关键。合适的施肥策略和有机质添加可以提高养分利用效

率,减少养分流失。共栽模式要求对土壤健康进行有效管理,以

避免土壤侵蚀和贫瘠化。合理的土壤改良和保护措施有助于维

护土壤的肥力和结构,确保可持续的产量。 

4.2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 

共栽模式的经济效益需要进行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生产

成本包括土地租赁、种子、肥料、水资源、劳动力和管理成本

等。数据显示,在共栽模式下,节省土地资源和部分管理成本,

但可能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和资源用于养分管理和生长环境维

护。人参和西洋参的产量和市场价格直接影响经济效益。数据

表明,合理管理的共栽模式可以在有限土地上提高总产量,从

而增加总收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确定共栽模式的经

济可行性。这包括计算投资回报率(ROI)和净现值(NPV)。数

据和分析结果可以用来评估共栽模式是否能够带来可持续的

经济效益。 

4.3社会经济影响与可持续性考虑 

共栽模式对社会经济影响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共栽

模式在农村社区中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共栽模式为

当地农民提供了额外的就业机会,因为同时栽培人参和西洋参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助于减轻农村地区的就业压力,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水平。共栽模式可能增加了当地农产品的多样性,

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有助于改善农村社区的经济状况。通过

共栽模式,农民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农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了他们

的农业可持续性。 

在共栽模式中,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合理的资

源管理对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例如,适度的土壤养分

管理和灌溉管理有助于避免土壤退化和水资源浪费。此外,生态

系统保护也是可持续性的一部分,共栽模式应确保不对周围的

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社区参与和农民培训也是可持续性的

关键因素,通过提高农民的意识和技能,可以更好地实施可持续

的农业实践。 

数据和案例研究可以用来评估共栽模式的社会经济影响和

可持续性表现。通过综合考虑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成本与收益

分析以及社会经济影响,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共栽模式的可持续

性和经济效益,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确保其在不同地区的可

行性和成功实施。 

5 未来研究方向与结论 

5.1共栽模式的潜在改进与创新 

未来研究方向将集中在共栽模式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上,

以优化产量、品质和可持续性。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遗传改良,培育适应共栽模式的新品种,提高其抗病虫

害能力和适应性,从而进一步优化产量和品质。研究人员可以利

用分子遗传学和育种技术,选择具有所需特性的亲本植株,并进

行杂交以获得更优良的后代品种。这样的努力可以提高药材的

有效成分含量和产量。 

利用先进的智能农业技术,如传感器、数据分析和自动化系

统,来实现精确的资源管理和监测,以提高共栽模式的效率。通

过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光照、温度和植株健康状况等因素,农民

可以更好地管理和调整栽培环境,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产量和品

质。此外,自动化系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研究共栽模式对周围生态系统的影响,以确保生态平衡和

可持续性。这可能包括采用生态友好的农业实践,减少对生态环

境的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可以评估共栽模式对土壤质量、水资

源利用和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的影响,以提出改进建议,确保生

态系统的健康。 

研究潜在市场机会,包括不同地区和国际市场对共栽模式

中药材的需求。了解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可以帮助农民更好

地选择适合的药材品种和量产策略,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经济

效益。这些研究方向将有助于不断改进和创新共栽模式,使其更

加可持续、高效和有竞争力。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满足不断增长

的中药市场需求,为农民和药材产业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 

5.2结论与研究展望 

共栽模式为人参和西洋参的生长环境和品质带来了一系列

的影响。它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也需要科

学管理和合理的资源分配。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深入了解共

栽模式下不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更好地优化生长环境和

栽培技术。此外,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影响的全面评估将有助于

农民和政策制定者做出明智的决策。共栽模式为实现人参和西

洋参的可持续生产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方法。通过持续的研究

和创新,可以进一步提高共栽模式的效益,从而为农业可持续性

和药材供应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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