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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米芹 Ammi visnaga 是一种可以生长于碱土高原和干旱坡地的植物，耐旱、耐盐碱，繁殖能力

强，种植管理简便。阿米芹可涵养大量的草蛉、瓢虫、捕食蝽、食蚜蝇和寄生蜂等天敌昆虫，其花期为

6-10 月，是一种优质的蜜粉源植物，符合功能植物的显著特征。本研究综述了阿米芹的主要特征、作用特

点、作用方式及其应用前景展望，建议在农田周边种植阿米芹作为农田害虫生态控害的手段，以实现维持

天敌生物控害、减少化学农药投入、增加收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和美化乡村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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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uses of th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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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mi visnaga (L.) Lam. is a plant capable of thriving in alkaline solonchak and arid slope land. A. visnaga has 

exceptional drought and saline-alkali tolerance, robust reproductive capacity and is relatively easy to cultivate in the field. We 

previously demonstrated that planting A. visnaga benefits a diverse array of predatory insects, such as green lacewings, lady 

beetles, predatory bugs, hoverflies and parasitic wasps, and that its long, up to four-month, flowering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Octob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nectar and pollen source for insect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us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visnaga.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lanting A. visnaga strips around agricultural fields could 

be an innovative method of biological pest control that reduces reliance on chemical pesticides, improves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benefiting and beautifying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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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中进行多种生境的设计和布局是害

虫生态调控策略之一，设计有利于天敌或传粉昆

虫栖息、繁衍、扩散转移和越冬的区域性景观农

田，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控害保益功能，实现

害虫防控的可持续性（戈峰，2020；Pokharel et al., 

2023）。功能植物是指在生态调控中发挥重要功

能的一类植物，合理种植功能植物能够最大程度

发挥昆虫类群在农田景观中生态服务功能，抑制

害虫种群发生（Gurr et al., 2017；孙玉荣等，

2017）。功能植物是一类具有为天敌昆虫或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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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提供“衣、食、住和行”服务的植物，即为

天敌提供食物、补充寄主或补充营养；改善天敌

生存的环境，提供适宜生长的栖境、越冬场所、

休息地或产卵场所；为天敌在不同作物间转移和

增殖创造有利条件而又不成为害虫食物链（陈学

新等，2014；杨泉峰等，2020）。功能植物与主

要农作物合理配置能够有效提高天敌对害虫的

生物控害作用，增强目标作物害虫天敌昆虫的生

物控害功能，是害虫生态调控的重要手段（戈峰

等，2014，2017）。 

功能植物花带发挥重要生物防治作用（Li 

et al., 2021；Kowalska et al., 2022；Yang et al., 

2022）。在麦田周边种植功能植物蛇床草 Cnidium 

monnieri ， 能 在 早 春 涵 养 大 量 的 七 星 瓢 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和多异瓢虫 Hippodamia 

variegata 等天敌，在麦蚜高峰期前迁入麦田发挥

控害作用，待麦蚜消退后，又迁回至蛇床草作为

其栖息生境，取食花粉和花蜜等延长寿命，从而

实现对害虫的长期生态调控（杨泉峰等，2018；

Yang et al.，2021）。将苣荬菜 Sonchus arvensis

种植在玉米田附近，可以为天敌昆虫提供连续不

断的花粉和花蜜等营养物质，维持与增强农田中

天敌昆虫的数量和生物控害能力，苣荬菜干枯后

还可为瓢虫提供越冬环境，在害虫生态调控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苏文雯等，2020）。芝麻 Sesamum 

indicum 开花期长且含蜜量大，天敌昆虫稻虱缨

小蜂 Anagrus nilaparvatae 偏好取食芝麻花，因此，

将芝麻种在稻田边缘的田埂上，能有效增强稻虱

缨小蜂和黑肩绿盲蝽 Cyrtorhinus lividipennis 对稻

田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的生物控害能力，

降低褐飞虱的危害（朱平阳，2012；Zhu et al.，

2014）。此外，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作为一

种多年生优质牧草，在新疆棉区间作历史悠久，

有益于增加棉田有益节肢动物的物种数和丰富

度，可以为天敌提供更多的庇护场所，加强棉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刈割苜蓿后其花带中繁育的

捕食性天敌快速转移到棉花上控制棉蚜 Aphis 

gossypii 和棉蓟马等害虫，使害虫数量迅速下降，

有效减轻害虫对棉花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然天敌

的控害作用（陈明等，2008）。同时苜蓿也可以

和多种果树间作，如在杏园间作紫花苜蓿可以提

高土壤肥力，优化果园生态环境，并促进果树生

长发育（姜黎等，2017）。 

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基于景观多

样性的区域性害虫生态调控越来越受到重视，种

植功能植物增加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昆虫物种多

样性，保育与调节天敌种群控制害虫种群数量，

在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条件下，将害虫种群数量

控制在较低水平。通过挖掘、保护及利用天然的

功能植物增加非作物生境利用优化农田景观格

局（Zaviezo and Muñoz，2023），利于维持农田

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发生（闫雪影等，2023）。

近几年，本研究团队在新疆地区引进种植了大量

功能植物，通过调查发现阿米芹 Ammi visnaga

开花期较长，涵养了大量小花蝽、瓢虫、草蛉、

食蚜蝇和寄生蜂等天敌昆虫。本研究将从阿米芹

的主要特征、作用特点、作用方式及其应用前景

展望进行介绍，旨在推广和应用一种具有良好害

虫生态调控前景的功能植物。 

1  主要特征 

1.1  形态特征和生长习性 

阿米芹为伞形科 Umbelliferae 阿米芹属

Ammi 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株高 1.0-1.6 m；

茎秆直立圆柱形，其上有条纹。叶片着生于植株

基部，长 2.0-3.0 cm，宽 0.5-1.0 mm，茎上部叶

2-3 回羽状分裂，叶片末回裂片纤细，连起来顶

端呈现刚毛状；叶柄长 10 cm。花序伞形直径

6-10 cm；总苞片多数，1-2 回羽状分裂，与伞辐

等长或较长；伞辐多数[长 60-100（150）cm]，

着生于盘状花托上不等长，长 2-5 cm，花期开展，

果期粗硬紧缩；小总苞片多数，与小伞形花序等

长，小伞形花序有花多数；花柄与花、果等长或

稍长；花瓣白色；萼齿细小。果实卵形或卵状长

圆形，表面光滑无毛，长 2-2.5 mm，宽 1.5 mm。

花期 6-10 月，果期 7-8 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1985）。 

阿米芹分布于欧亚各地，多生长于碱土高

原和干旱坡地，耐旱、耐盐碱（中国植物志编

委会，1985），用种子繁殖，繁殖能力强，种植

管理简便，目前已在石河子人工引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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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B）。 

 

  
 

图 1  新疆石河子地区与棉花间作种植的 

阿米芹（A）及其花（B） 

Fig. 1  Ammi visnaga intercropping with cotton (A)  
and its flowers (B) in Shihezi area of Xinjiang 

1.2  药用价值  

阿米芹作为一种植物药，在国外传统医学中

使用了几千年，具有抑制草酸钙结晶及降低血液

中甘油三酯含量的功能，具有治疗泌尿系统结石

的作用（Kachkoul et al., 2018）；可为扩张冠状

动脉及抑制细胞释放炎症，具有治疗心绞痛的作

用（Liu et al., 2014）；还可刺激角质形成细胞释

放炎症介质，促进黑色素细胞生成，具有治疗白

癜风的作用（Aydoğmuş-Öztürk et al., 2019；Di 

Nardo et al., 2019）。 

阿米芹种子作为药用部分，主要含有凯林

（ Khellin）、齿阿米素（ Visnagin）、沙米丁

（Samidin）、二氢沙米丁（Dihydrosamidin）和

维司那定（Visnadin）等化学成分。凯林又名基

林、凯刺素和 ASPAS，临床上用于治疗冠状动

脉性疾病如狭心症和冠状血栓症等。此外，还用

于治疗斑秃、银屑病、支气管哮喘和白癜风等疾

病。齿阿米素在临床用于治疗尿毒症、高脂血症

和支气管扩张等疾病。维司那定主要用于治疗冠

心病。阿米芹种子还含有呋喃香豆精、吡喃香豆

素、呋喃氯酮、呋喃诺酮、花椒毒素、佛手柑内

脂、欧芹属素乙、异欧芹属素乙和异虎耳草素等

化学成分。 

1.3  优质蜜粉源植物 

蜜粉源植物是指花粉、花蜜和花外蜜等自

然蜜源丰富且易被天敌获取的显花植物，可为

天敌昆虫提供生境及营养支持（华永刚等，

2023）。伞形科、菊科、蓼科和大戟科等植物，

或花冠筒浅且孔径较大，或无花冠筒，方便天

敌昆虫取食花粉和花蜜，是天敌昆虫嗜食的补

充营养植物（王建红等，2015）。阿米芹花期为

6-10 月，泌蜜丰富，在棉田还未出现害虫时可

为天敌昆虫提供丰富的花蜜和花粉资源作为营

养补充，提高天敌昆虫的寿命和寄生能力（图 2：

A-C）。待田间害虫发生时，天敌能够从阿米芹

迅速迁移至作物上进行生物控害，在害虫危害

初期就将害虫控制在较低水平，减少天敌昆虫

的跟随时间（黄淑洋, 2024）。阿米芹花带可作

为天敌的栖息生境，为天敌昆虫提供生存、繁

殖和越冬场所。增加非作物面积，在目标保护

作物周围种植功能植物，可及时和充足地提供

天敌昆虫资源，缩短天敌昆虫搜寻食物所需时

间，从而提高天敌昆虫的控害能力（欧阳芳和

戈峰，2011）。 

 

 
 

图 2  阿米芹花上的多异瓢虫（A）、中华通草蛉（B）和黄环粗股蚜蝇（C） 

Fig. 2  The adults of Hippodamia variegata (A), Chrysoperla sinica (B)  
and Syritta pipiens (C) on Ammi vis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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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米芹作用特点 

阿米芹作为一种可以涵养多种天敌昆虫且

花期较长的植物，具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2.1  涵养天敌 

经典的生物防治中需要不断重复释放天敌，

成本相对较高。阿米芹于 4 月中下旬播种，6 月

中下旬进入花期，花期长，可从 6 月持续到 10

月，整个花期可覆盖新疆农田害虫发生期。阿米

芹可涵养多种昆虫，国外研究表明在阿米芹上发

现 65 种昆虫，其中有 60 种为肉食性天敌（Bugg 

et al., 2012）。本研究团队在新疆石河子地区调查

发现，阿米芹能涵养瓢虫、食蚜蝇、小花蝽、草

蛉和寄生蜂等多种天敌昆虫，可降低人工释放天

敌的经济成本。在害虫大发生之前，阿米芹可以

把瓢虫等天敌昆虫维持在农田生态系统中，为天

敌提供大量的食物资源，维持和增强天敌昆虫种

群，便于在害虫暴发前通过溢出效应向棉田迁

移，降低棉田中害虫初发生量，增强天敌对害虫

的生物控害作用。在作物收获后阿米芹仍处于花

期，瓢虫和草蛉等天敌缺乏食物及栖息生境，转

移到阿米芹上取食花粉和花蜜。阿米芹作为转移

寄主继续涵养天敌，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害虫生态

调控。在 450 m2 棉田小区旁种植 60 m2 阿米芹条

带，距离处理区 40 m 的棉田（无间作阿米芹）

为对照，对阿米芹种植区旁 0.5-5.0、5.5-10.0 和

10.5-15.0 m 3 个不同距离下棉田的主要天敌和

害虫进行调查发现，在棉田周边种植阿米芹后，

中华通草蛉 Chrysoperla sinica、多异瓢虫、东亚

小花蝽 Orius sauteri 和食蚜蝇等天敌数量增加，

蚜虫发生数量显著低于对照。其中中华通草蛉相

较于对照在不同距离下增长率不同，在 0.5-5.0、

5.5-10.0和10.5-15.0 m下的增长率分别为79.79%、

46.48%和 22.69%；多异瓢虫在不同距离下种群

数量极显著高于对照，在0.5-5.0、5.5-10.0和10.5- 

15.0 m 下的增长率分别为 77.85%、68.33%和

68.29%。 

2.2  种子不易扩散为恶性杂草 

全球范围内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构成种类

为菊科、禾本科和苋科，伞形科较少（Wu et al., 

2010）。阿米芹依靠种子繁殖，种子在自然环境

中发芽生长，在成熟后易脱落且较重。种子传播

方式为自体传播，不依赖风媒传播，直接掉落到

地面继续进入下一个生长季，成为下一年的种源

（杨鹏等，2023）。种子不扩散到农田中，避免

成为杂草与作物争夺养分、水分和光照等资源，

对农田管理和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农民进行除草

时，不必额外花时间和精力去清除，提高了农田

管理效率。阿米芹种子会陆续成熟，可以分期剪

花盘收获，晾晒 1-2 d 后手工搓取种子，精选晒

干可于第二年继续播种。 

2.3  具有经济价值 

阿米芹作为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植物药，应

用范围广，主要使用其原材料、提取物和活性成

分，目前国外已有颗粒、阿米芹液体、胶囊、泡

腾剂、片剂等药物制剂用于治疗泌尿系结石、白

癜风和心绞痛等疾病。中医认为阿米芹具有利尿

通淋、活血化瘀和祛风除湿等作用，是极具应用

前景的中草药之一（洪巧瑜等，2022）。 

阿米芹耐干燥，培育养护也相对容易，花色

纯，是较为常见的插花材料，无论是单独使用还

是和其他花材结合，都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

值。其花序伞形，细长的花序形状独特，与其他

花材相结合，可以填补花束空隙，增加层次感。

花型精细纤巧，花朵聚集且充实饱满，开花时间

较长，花形小且多，可与其他大而圆的花朵形成

对比，增强整个插花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2.4  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

要地位。统筹利用农村生产空间，壮大特色产业，

种植一些开花的功能植物有助于建设美丽乡村，

利于水土保持减少对生态的破坏（王鑫雨等 , 

2023）。阿米芹在石河子地区可从 6 月开花持续

到 10 月，对乡村田园具有美化功能并有很高的

观赏价值。阿米芹果实成熟后洒落原地继续进入

下一个生长季，降低来年种植的成本和对土壤沙

化造成的潜在风险。阿米芹对干旱、盐碱土地具

有良好的适应性，适合生长在干旱坡地，根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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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固土能力强。盐碱地绿化可以提高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提高土壤透水性和持水能力，改善土

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朱建峰等, 2018）。在乡

村地区种植功能植物阿米芹，兼顾环境整治、生

态防治和农民增收，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成功实践。在田间地头大量种植有利于水土保

持，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有助于建设美

丽乡村，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发展；初步遏制农业

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农村焕发新气象，并促进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何成军等，

2019）。 

3  应用前景展望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农业绿色发

展（雷钦华等，2023）。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的不断深化，我国越来越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各方面工作都朝着生态友

好方向发展。农田生态景观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

农田生产与农田生态之间的平衡，在增强农田生

产能力的同时，避免生产工作对农田生态造成破

坏。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病虫害防控效率，加强

绿色可持续防控体系的构建，促进传统化学防治

向现代绿色防控转变，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防控技

术（李启云等，2021）。利用景观格局进行生物

控害，从区域性的尺度开展农田景观设计涵养自

然天敌，实现对害虫的持续防治是开展害虫综合

防治的重要手段（欧阳芳和戈峰，2011；赵紫华

等，2013）。选择适宜的功能植物开展区域性农

田景观设计是农田景观设计涵养自然天敌持续

调控害虫的新方法，也是农业向生态集约化转变

的重要途径（门兴元等，2020）。应用阿米芹开

展农田景观设计为害虫的综合防治和可持续控

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新

思路。阿米芹涵养大量天敌持续性调控害虫实现

生态控害，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行性。间作阿

米芹花带能降低经济损失，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减少农田和河流等化学农药污染；减少粮食中农

药残留，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且利于提高农业

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黄淑洋，2024）。 

阿米芹的应用范围广，在医药行业有着巨大

的开发市场和发展前景（洪巧瑜等，2022）。随

着人们对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的重视程度加

深，阿米芹在农业上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

景。作为一种具有多种经济价值的植物，区域性

种植阿米芹可增强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恢复自

然天敌持续调控害虫的能力。附近种植阿米芹的

棉花田，天敌昆虫数量显著增加，害虫数量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生产出来的产品健康

无公害，市场价格及需求量高（黄淑洋，2024）。

阿米芹的种子作为药用部分，采收方便，可带来

一定经济收益。此外，阿米芹多生于盐碱地和干

旱坡地，种植阿米芹有利于提高土地的水土保持

能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阿米芹花期长，

其伞形花序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可以美化乡村

田园，推动乡村生态环境建设，有助于以绿色作

底色描绘美丽乡村新画卷，最终实现美丽生态。 

功能植物是害虫生态调控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种植功能植物阿米芹实现对农林生态系统的

生态调控理论和技术体系需要考虑天敌的控害

距离和控害能力，具体增效及其控害机理还需要

严谨科学的试验设计和重复多次的试验，进而明

确阿米芹对害虫控害效果和生态调控的机理，最

终建成可复制、可推广和可持续的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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