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爱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三
七”养生。本报“起底三七”系列报道推出
后，不断有市民来电咨询三七方面的问
题。要弄清楚这味“道地药材”的“前世今
生”，不如到三七的最大产地文山州看
看。3月1日，本报记者来到全国最大的
三七种植和加工基地云南文山，一探“三
七原产地”的真面目。

三七种植土壤资源稀缺

1日早上7点多，记者从青岛机场起
飞前往云南。历经3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记者抵达了云南昆明。而此行的目的地
文山州，还在距离昆明300多公里以外。
几经周折，记者搭乘上了去往文山平坝
镇的汽车。
资料显示，云南文山是中国最大的

三七种植基地，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
国三七之乡”。据随行的云南滇七堂药业
总经理张彬介绍，文山常年的平均气温
都在20摄氏度左右，海拔1000米到
2000米，地处北纬23 .5度附近的狭窄地
带，从自然条件上，完全满足三七对于纬
度高海拔以及光照、湿度、温度、土壤酸
碱度等一系列极为苛刻的条件。“这儿生
长出来的三七营养价值非常高，而文山
的三七又以平坝镇的三七为最。”张彬
说，所以，平坝镇又被称为中国的三七起
源地、三七最早的贸易区、文山三七的主
要种植基地。
文山州的气温与青岛差不多，当地

气象台公布的信息显示，1日上午，平坝
镇的气温在8～ 15摄氏度左右。去往坪
坝镇的路上，记者注意到，路两侧分布着
不少三七培植基地，覆盖着黑色的遮阳
网。“三七生长怕冷怕热，太低或太高的
气温，都不适于它的生长。”张彬说，太阳
暴晒会把三七晒死，而零摄氏度的气温
就足以把三七冻死。据介绍，今年文山州
的气候条件蛮适合三七的生长，没有出
现低于5摄氏度的天气。
张彬透露，他在文山有两个三七种

植基地，其中平坝镇一处仅有100多亩，
另外的一处种植基地位于石林县，有近
600亩的规模。“文山适合种植三七的土
壤资源越来越少了，由于三七种植对土
壤的要求非常高，一块地如果当年采挖
了三七，当地的‘七农’一般要等15年后
才能再次栽种三七。”张彬说，这也是他
为什么要远在石林县开辟第二个种植基
地的原因。

种植基地频现药企身影

种植基地之间，是九曲回肠一般的
小路；一路上，不时会有挂有外地车牌的
车辆驶过。
“这些都是去培植基地看货源的药
企，尽管离‘春七’的采挖还有半年多的
时间，每周都会有药企的人员来文山种
植基地。”张彬说，就在昨天，他还陪同湖

南制药厂的人员跑了几个合作社，商谈
订货事宜。
经过多方打探，张彬帮记者联系到

了文山平坝镇当地最大的种植户之一
王发云。王发云正在自己的一处培植
基地里忙活。记者注意到，培植大棚里
的三七已有三四十公分高，几位“七
农”正在挖三七。据王发云介绍，现在
正是挖‘冬七’的季节，留籽的三年生
三七，一般在七、八月份开花、结子，红
子较二年七结得多、成熟得早，红子采
摘后，再收挖加工的三七，称为冬三
七，也叫“冬七”。
“春七”则不同，一般每年的六月份
三七会抽出花薹，七、八月份开花；如果
不打算留种，或者因为病害较重不能结
子，这段时间应及时摘去三七花蕾，以提
高三七块根的产量，而且9月份下旬至
10月份便可收挖，此时收挖加工的三
七，称为“春三七”，也叫“春七”。
据张彬介绍，据粗略统计，由于三七

种植土壤资源稀缺，今年三七的采挖面
积下滑了半数。去年的采挖数量达4万
多吨，但今年预计只能达到两万余吨。其
中，“春七”的采挖量在1 . 5万吨左右，
“冬七”的采挖量则只有0 .5万吨。

须生长两三年以上才能收获

王发云今年40岁出头。早在9岁时，
他就开始给村里的三七种植户打小工，
12岁开始独立给三七农家看园子，在种
植过程中他也没少总结经验。到了2008
年，王发云跟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云发
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
就在文山州平坝镇。
据介绍，短短几年时间，游资的注

入，让当地三七的种植规模迅速扩大。王
发云的云发种植合作社从当初的20多
亩，到现在已发展成为社员155名、培育种
植面积达2500亩的三七种植大户。他还牵
头成立了文山云发珍稀濒危中药材种源
繁衍基地，挽救当地的珍贵稀有药材。
“一年生的三七，只能叫做‘籽条’，
是不能收获的，必须经过移植后，再生长
一至两年以上才能收获。”王发云说，通
常头越大的三七生长年限越长，皂苷含量
越高，养生价值高；此外，三七浑身都是
宝，不同部位、不同的食用方法功效不同。

土壤稀缺，三七原产地资源告急
记者赴云南文山探访“三七”产地，采挖面积锐减五成以上

“七农”

在精心地打
理三七。

三七都有什么功效，为什么会受
到药企、药商如此高的关注？1日记者
连线世医堂主治医师裴强伟，他为我
们详解三七这位中药材。裴强伟介绍，
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的药学家李
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清朝药学著作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人参补气第
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故称
人参三七，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因其
播种后三至七年挖采而且每株长三个
叶柄，每个叶柄生七个叶片，故名三七。
三七的功效，可以归结为以下几

方面：
一、降血压、降血脂、双向调节血

糖。三七中的有效成分皂苷能扩张血
管，改善微循环，降低外周阻力而达到
降血压的作用；三七能降低血液胆固
醇和血脂，特别是甘油三脂。三七还能
双向调节血糖，促进人体血糖达到正
常水平。
二、抗疲劳、安神助眠。三七能兴

奋中枢神经，提高脑力和体力，增强记
忆能力。三七花具有强心、安神、镇静
作用，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从而改
善脑部的供血状况，解除因神经衰弱
或疲劳所致失眠问题。

三、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三七具有
活血化瘀而不伤正、补虚强体而不壅
滞的特点，既能改善冠状动脉的血液
运行，又可补益正气，增强抗病能力，
对预防冠心病、脑溢血及脑萎缩等有
较好作用。
四、治疗各种跌打损伤。三七既能

止血、又能活血化瘀（促进瘀血吸收）、
消肿止痛，可用于跌打损伤的全过程，
故被誉为“伤科圣药”。
五、防治各种出血性疾病。三七还

可用于防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眼
底出血、结膜下出血、牙周炎牙龈出
血、妇女月经过多、痔疮出血、咯血(如
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咯血)等。
六、抗肿瘤。三七对抗肿瘤有一定

的辅助作用，既可以抗癌祛邪，又可以
借其补益扶正，增强机体免疫力。对于
中晚期恶性肿瘤的患者，三七可达到减
轻“放疗”、“化疗”对人体产生的损害、减
少毒副作用、减轻患者痛苦的作用。
七、提高免疫力。三七中的多糖等

成分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三七总皂苷可提高血液中白细胞总数
及淋巴细胞百分比，促进体液抗体的
生成，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

小资料

三七浑身是宝，但要讲究吃法

三七性温、无毒，归肝、胃经。三七
的食用有讲究，生吃熟吃的功效不同，
与其它中药合理搭配，效果不同。生吃
侧重于活血（多数人群适用），熟吃侧
重于补血。
1、三七粉建议坚持常服：长期服

用三七粉可活血通络、软化血管、降血
压、降血脂、治疗肝纤维化等。
2、请勿过量：一般正常体质的人,

服用三七粉的一日总量在10克左右，
分2次服用。
3、早上服用：早上起来服用三七

粉3克左右，用温开水送服。可以增强
免疫力、抗衰老等功能。

4、晚上服用：服用三七粉最好在
饭前服用，有助于改善睡眠。如果在饭
后服用请少量，最好不超过3克，晚上
过量服用,有兴奋作用。最好不要在睡
前服用三七粉，因为服用三七粉容易
口渴。
5、孕期妇女禁止使用：女性在怀

孕期间，禁止服用三七粉。这和孕妇不
能服用很多西药一样的道理。
6、感冒期间：风寒感冒期间不能

服用三七花，因为三七花性微凉，会加
重风寒感冒，三七粉性温，风寒感冒期
间可以服用。而患风热感冒则不宜服
三七粉。

生吃熟吃功效不同

A14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责编 殷红艳 美编 王倩 值班主任 宋旦华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