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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内蒙
、

宁夏
、 一

甘肃
、

新疆等肉从蓉 产 区进 行 了 详 细 的药源 调查
,

采集并鉴定出肉获

蓉属植物 �种�变种
,

发现 �新变种白花盐从蓉�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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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搞清了我国肉从蓉属植物的种类
、

分布和资源情况
,

并为保护肉从

蓉这种濒危植物
,

解决
“

加强保护
”
与

“
开发利用

”

矛盾
,

提出了有效的措 施
。

关键词 肉从蓉 药源调查 资源保护

肉从蓉为补肾壮阳的要药
,

《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

中国药典 � �� � �年版 �规定的肉

从蓉 为列当科植物荒漠肉从蓉〔��
� �� � � �� � �� �� ��’�� �� � �在中国药典和其它植 物分类文献

中都称为
“
肉从蓉

” ,

本文为了便于与肉从蓉属其它植物比较
,

避免产生
“
肉从蓉

” 与 “
肉

从蓉属
”
名称混乱

,

故采用
“
荒漠肉从蓉

,, 这个名称
。

〕� �� � � �  �� � � � � � ��� � �。 � �的去花

序的全草
,

由于药源紧缺
,

同属其它植物也在各地使用〔江苏新医学 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册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 �

�

� ��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

等
�

中药志
�

第 � 册
�

北京
�
人 民

卫生出版社
, � � � �

�

� � �〕肉从蓉为多年生寄生草本
,

药材俗称大芸
,

分布于内蒙古
、

宁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新疆等省区
,

常寄生于固沙植物梭梭
、

怪柳盐爪爪
、

珍珠柴等的根部
,

为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之一
。

由于近年来不合理地大量采挖
,

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有的种 已濒临灭绝
。

为了搞清

目前我国肉从蓉的种类
、

资源和产销情况
,

以利提出在实行保护的前提下
,

合理地进行开发利

用的意见
,

解决
“

资源保护
” 与

“

开发利用
”
的矛盾

,

我们对内蒙古
、

宁夏
、

甘肃
、

新疆等产区进

行 了较详细的药源调查
,

采集并鉴定出肉从蓉属植物�种 �变种
,

发现 �新变种 �另文报道 �
,

基本上搞清了我国肉从蓉属植物的分布
、

种类和药用情况
,

并提出
“
加 强保护

,

合理开发
,

的改进措施
。

� 内蒙古自治 区调查

内蒙古为肉从蓉的地道产区之首
,

传统认为内蒙所产肉从蓉质量最佳
。

过去产 �
�

� � �。“

��
,

目前年产 �
�

� 火 �。‘� �
,

销全国各地
,

并出口 日本
、

香港
、

东南亚
,

为紧缺 药 材 之 一
。

主产于阿拉善盟
、

巴颜淖尔盟
、

伊克 昭盟
、

乌兰察布盟
,

以阿拉善盟产量最大
,

该盟年产量

达 �
�

� � �� ‘� �
。

原植物主要为荒漠肉从蓉
,

还有少量的盐生肉从蓉�
�

�� ��� ��
�

�
�

� � �
�

� �
�

� � � �和沙从蓉�
� ��� � � � �� �

�

� � � �
。

荒漠肉从蓉�
�

� � � �  �‘� � ��寄生于梭梭�
。�� 二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根上
,

分布于巴丹吉林沙漠
、

腾格里沙漠及乌兰布和沙漠
。

因沙厚
,

出土时间较长
,

植株常较

粗大
,

有的单株鲜重达 � �� � 以上
,

传统认为质量最佳
。

近�� 年来
,

因大量采挖
,

野生资源 日

趋减少
,

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

近年来
,

本种引种栽培在阿拉善盟肉从蓉试验站喜获成功
,

并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
,

现已推广到 � � � � � �
,

但产量不甚理想
。

作者认为需要在水质
、

播种期
、

播种深度及各生长期的最适湿度
、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试验
,

并加强管理
,

以期早日形成商品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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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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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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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生 肉从蓉�
�

� � �� � 寄生于盐爪爪属�
� �‘�‘� 。植物

、

红莎刀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

珍 珠 柴 �
� �� � �� 夕� � � � � ￡� � � � � � �等 植 物 的 根 上

,

分布于锡林郭 勒 盟 以西各

盟
,

生于沙漠
,

荒漠及荒漠草原带
,

喜生在盐碱较重的土壤中
。

植株较小
,

产量低
。

沙从蓉�
�

对。�� ��
�
寄生于红莎

、

珍珠柴等植物的根上
,

分布于锡林郭勒盟以西各盟
,

生于

荒漠
、

荒漠草原带及丘陵山坡
。

因本种数量稀少
,

�

民植株纤细
,

多不作药用
,

仅在伊克昭盟地

方入药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木种能分化不定根
,

有的不定根数量多且粗
,

可能在引种栽培和

优 良品种培育中有一定的意义
。

� 宁夏自治区调查

宁夏为肉从蓉传统产区之一
,

主产于中卫
、

灵武
、

盐池各县
。

近年来产量很小
,

只在当

地自产自销
。

原植物有荒摸肉从蓉
、

盐生肉从蓉和沙从蓉
。

在调查中发现的一新变种白花盐

从蓉�
�

�� �� 。 、� �
�

�� 份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也在盐池 县 作肉从蓉入

药
。

� 甘肃省调查

甘肃省产肉从蓉历史悠久
,

《名医别录 》载
� “

肉从蓉生河西 �今 甘肃
、

陕西
、

内蒙西

部 � 山谷及代郡
、

雁门
,

五月五日采
,

阴干
。 ” 主产于武威

、

张掖
、

酒泉三地区
。

原植物主

要为荒漠肉从蓉
,

还有少量的盐生肉从蓉和沙从蓉
。

由于采挖历史较久
,

产量已大大减少
。

沙从蓉在甘肃省分布较广
‘

,

但数量很少
,

零星分布于兰州 以北各地区
,

仅在民间作肉从

蓉入药
。

由于近年来土地滥垦及生态环境破坏
,

本种在甘肃省已濒临灭绝
。

据当地医药工作

人员反映
,

�� 年代
,

在荒山坡和盐碱地上随处可见
,

就在兰州附近的皋兰山也很多
。

我们在

调查时
,

去皋兰山寻找了 �天
,

未发现 �株
,

足见其稀少
。

� 新疆 自治区调查

新疆自治区肉从蓉分布广
,

产量大
,

近年来已居全 国之首
,

年产春大芸约�
�

� � �� “� �
,

秋大芸 �
�

� � � �‘� �
。

销往全国各地
,

出口到香港
、

日本及东南亚
。

新疆肉从蓉分北疆肉从蓉和南疆肉从蓉
。

北疆肉从蓉又称北疆大芸
、

梭梭大芸或柴大芸
,

只产春大芸
,

因气候寒冷
,

无秋大芸
,

年产量约�
�

� � � �‘� �
。

原植物为荒漠肉从蓉
,

并夹杂有少量盐生肉从蓉
。

分布于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及周围的干草地
、

戈壁滩
,

主产于吐鲁番
、

昌吉
、

石河子
、

博乐
、

克拉玛依
、

阿勒泰

等地区
。

传统认为质量优于南疆大芸
。

南疆肉从蓉又称南疆大芸
,

红柳大芸或管花大芸
,

为目前产量最大的一种大芸
,

春大芸

产量达 �
�

� � �� “� �
,

秋大芸如果能全部收购
,

也能达 �
�

� � ��吸 �
。

原植物为管花 肉从 蓉�
�

��� ��
。胡 � �

� � � � � � � �� � �
,

寄主为怪柳属�
� �� � �� 二植物

。

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周围的

戈壁滩上
,

其分布几乎与怪柳属植物同步
,

主产于和田
、

喀什
、

阿克苏
、

库尔勒等地区
,

以

和田地区产量最大
。

井种在 �� 年代才开始地方性入药
,

�� 年代由于肉从蓉商品紧缺
,

本品才

开始调拨到其他省区
,

逐渐成为全国性商品
。

近 �� 年来
,

由于毁灭性的采挖和放牧
,

资源日

趋贫乏
,

如果不加以保护
,

很快会趋于灭绝
。

据当地医药部门反映
。

�� 年前
,

在县城附近的

怪柳林中随处可见
,

而今只有在离县城 � �� 公里以外的大沙漠里才能发现
。

本种引种栽培工作正在进行
,

第一批试验的管花肉从蓉 �� � � 一。�已 在 新疆策略县治沙站

苗圃出土开花
,

株产量鲜重最高达 � � �
。

目前试验仍在进行中
,

可望在 � �
·

�年进行大面积内

推广
。

国产肉从蓉属植物的资源与分布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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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产肉欢蓉属植物的资源与分布

原植物

肉从蓉

� �� �� ”� � � � � ‘ � �
�

��� � �� � �

药材名

肉从蓉

大芸
、

梭梭大芸

一
�

�

一
�

二�
�
‘‘一‘‘二

产 量
春 秋

� � �

�

斗 �

柴大芸�新疆产 � � 千

� 十

盐生肉从蓉 肉从蓉

�
。 � � ��� ��

。

�
�

� � �
�

� 大芸

�
�

� � � � 盐生大芸

白花盐从蓉

�
。 s a

l
s a

( C

.

A

.

M

e
y

.
,

G

。

B
e c

k
v a r 。

a

l b i
f

o r a

P

.

F

.

T

u e t Z

。

C

。

L

o u

沙从蓉

C
。 5

1
”e ”S ‘s

G

。

B
e e

k

管花肉从蓉

C
。
*
u

b
u
l
o s a

( S
e
h

e n
k )

W
i g h t

肉从蓉

大芸

盐生大芸

内蒙古(阿拉善盟
、

巴颜卓尔盟)

宁夏(中卫)

甘肃民勤
、

武威
、

金昌
、

山丹
、

张掖
、

高台
、

酒泉
、

金塔
、

嘉峪关
、

玉门)

新疆 (天山以北各县)

青海(柴达木盆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西 )

陕西 (定边
、

靖边
、

横山
、

榆林)

宁夏(中卫
、

灵武
、

盐池
、

平罗)

甘肃
、

青海
、

新疆

宁夏 (盐池
、

灵武)

南疆大芸

红柳大芸

管花大芸

南疆肉从蓉

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以西 )

宁夏 (中卫
、

灵武盐池)

甘肃

新疆 (天山以南各县) + + 斗 + + +

注 + + + 产量较大 十 十
产量中等 + 产量少 士产量极少 一 不产

5 结果与讨论

5.1 目前肉从蓉以新疆自治区产量最大
,

其产量最大的种为管花肉从蓉C
.
tu bul os

a
(Sch-

en k )W ig h
t, 并非药典种荒漠肉从蓉

。

内蒙古自治区产量第二
,

且传统认为质量最好
,

其价格为

新疆肉从蓉的2倍 以
.
上

。

甘肃
、

宁夏
、

陕西原为传统产区
,

目前产量很低
,

自产自销
。

5

.

2 荒漠肉从蓉和管花肉从蓉的引种栽培工作已在进行
。

荒漠肉从蓉正在大面积推广
,

可望

在3~ 5年 内形成商品
。

管花肉从蓉引种开始较晚
,

第一批栽培品1992年才收获
,

但本品对生

态环境
、

湿度
、

水质
、

土壤要求不高
,

易于引种
,

产量也高
,

有较大的前景
。

5

.

3 肉从蓉为常用中药材之一
,

近年来由于大量采挖
,

加之寄生植物 繁殖 困难
,

有些种已

濒临灭绝
,

被列为二级保护植物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大部分地区的药农和牧民都采取灭绝

性的采挖方法
,

只要肉从蓉一露头
,

有的甚至未露头
,

只是把沙土顶出裂隙
,

就被连寄主的根一

起挖掉
,

而且成片地采挖
,

加之牲口也喜食花序
,

导致肉从蓉无法开 花 结籽
。

如 此数年
,

肉从蓉就会灭绝
。

作者认为对野生资源要加强保护
,

合理开发
,

同时加 强引种 栽 培研究
,

解决药源短缺问题
,

具体措施如下
:

¹ 加强管理
,

分带采挖
,

留种与采挖相结合
。

各级政府
、

医药部门要加强对肉从蓉产区

的管理
,

把各产区分成条带
,

每年间隔一条带采挖
,

这样既能留种
,

又能满足药材的需要
。

º 对牲「l加强管理
,

禁止在留种区放牧
。

肉从蓉花序味甘微苦
,

含水量高
,

各种牲口均喜

食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牧区所有肉从蓉的花序都被各种牲 口所食
,

仅剩下花序基部
,

严重影

响肉从蓉的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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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正确的采挖方法
。

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药农和牧民采挖肉从蓉都是连寄主的根一起

挖出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采挖时
,

如果在肉从蓉的茎下部拜断
,

留下 基 部
,

第2年就会长

出许多不定芽
,

再过 2一 3年
,

又能长成一窝新的肉从 蓉
,

这样可 以 大大提 高 肉从 蓉的产

量
。

有的地区的药农 已发现这个规律
,

并已在实际中应用
。

作者认为各地医药部门应该采取

措施
,

推广这种采挖方法
。

¼ 引种栽培
,

解决药源短缺间题与治理沙漠相结合
。

随着野生肉从蓉的大规模采挖和寄

主植物的大量减少
,

目前野生肉从蓉资源 日趋减少
,

有些传统产区都已灭绝
。

药源短缺问题

渐趋严重
。

作者认为当务之急应进行大面积 的引种栽培
。

肉从蓉为寄生植物
,

其寄主为固沙植物梭梭
、

怪柳
、

盐爪爪
、

珍珠柴
、

白刺等植物
。

因

此栽培肉从蓉之前
,

首先必须栽培这些固沙植物
,

这样既能治理沙漠
,

又能生产药材
,

解决

药源短缺间题
,

实属一举两得
。

目前荒漠肉从蓉和管花肉从蓉的引种栽培工作已在进行
。

荒漠肉从蓉的栽培正在大面积

推广
,

可望在3一 5年内形成商品
。

现在既要对栽培品与野生 品进行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的比

较研究
,

以确定栽培品能否作野生品应用; 同时也要对各种肉从蓉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

行比较试验
,

以利选择优良品种进行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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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样品制取与分析方法
:
样品 提 取 过程中

易产生乳化现象
,

为了减少乳化
,

取量不宜过

大
,

振摇时应尽可能轻缓
,

避免 乳 化 现 象发

生
。

提取液浓缩后不应含水
,

才可进行硅烷化

处理
,

硅烷化反应后应及时分析
,

以防分解
。

G C 法以正癸酸作内标
,

其溶解度叩其他

理 化性质 与10
一
H D A 较为相近

,

并在 10
一
H D A

之前 出峰
,

这与采用分子量较大 的内标相比
,

可缩短分析时间
。

与G C 法相比
,

H P L C 法 样 品前处理简

10闷 10 气
�彩区)

必
’:

~‘一
一
-
一

气

一15 20
t(时间 m in )

图 10 一H O A 色谱图

1一
G C Z

一

H P L C

单
,

提取后可直 接分析
。

2 种方法均可达到

参

G rad B ,

3 9
:

4 6 1

中秋静男
,

e t a
l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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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B i
o e

h
e

m

,
1 9 6 1

,

他
.
药学杂志

,
1 0 5 2

,
1 0 2 (

6
)

: 5 。‘

良好的灵敏度和重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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