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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天祝、肃南、民乐等祁连山区, 榆中兴隆山区, 甘南、临夏山区等地野生羌活产地多次野外实地调查的
基础上, 广泛查阅文献, 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羌活的生态环境及其生长发育规律。结果表明: 自然条件下野生羌
活以有性繁殖为主, 种子自然繁殖率极低, 仅为 0. 52%。同时, 通过在天祝、兰州等不同生态条件下进行人工驯化和
栽培试验, 初步提出了野生羌活的驯化栽培途径。并指出提高野生羌活的繁殖率应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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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活, 俗称黑药, 是伞形科 (Um belliferae ) 芹亚科

(A p io ideae)美味芹族 (Sm yrn ieae)羌活属 (N o top terygium de

Bo iss1)的 4 种 (宽叶羌活、羌活、羽苞羌活、澜沧羌活) 1 变种

(卵叶羌活)的泛称, 是我国的特有属之一[1 ]。因其产地而得

名,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四川是其道地产区。药材商品规格

按产地不同分为川羌 (四川) 和西羌 (甘肃、青海等) ; 以性状

分为蚕羌 (上部根茎粗壮, 节密, 呈紧密隆起的环状, 全体圆

柱略弯曲, 形如蚕状, 质量最好, 实属羌活种)、竹节羌 (节疏

明显膨大成竹节, 羌活种)、大头羌 (根茎粗大, 呈不规则结节

状, 顶端具数个茎基, 根较细, 多属宽叶羌活种) 和条羌 (细长

呈鞭状的末端根或侧根和幼龄根茎, 质较次) 4 个商品等

级[2 ]。其以根状茎和根入药, 味辛、性温, 有解表、祛风、胜湿、

止痛之功效。主治感冒风湿、发热头痛、皮肤瘙痒、风水浮肿、

痈疽疮毒等症[3 ]。现市场所供药材, 皆来源于野生采挖。虽有

人工驯化栽培的相关报道 [4, 5 ] , 但产量甚少。野生羌活多生于

高海拔的高山荫湿地, 分布范围较狭窄。我国主产于四川 (川

西高山峡谷和川西北高原)、青海 (海北、黄南、海南、化隆、互

助等)、甘肃 (天祝、榆中兴隆山、临夏、和政、平凉华亭、张掖、

岷县、酒泉、天水等)、云南、西藏, 陕西及内蒙古等省区的少

部分高寒阴湿山区亦有零星分布。由于产地高寒阴湿, 生长

期短, 羌活的生长周期很长。在市场需求与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 无节制的采挖野生种, 致使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告急, 天

然储量越来越少。因此, 进行人工驯化栽培势在必行。笔者经

过查阅大量与羌活相关的资源, 并多次在甘肃境内的天祝、

兴隆山、甘南等羌活主产区进行实地调查、采样后, 对羌活的

分布区域、生态环境及生长发育规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并

对羌活驯化栽培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皆在为羌活的人工驯

化栽培提供基础。

1　羌活的水平与垂直地带性分布特征

根据王幼平(1996)羌活属 4 种 1 变种的地理分布(表 1)认

为: 羌活的水平分布范围为北纬 24°～ 41°, 东经 95°～ 113°。西

起西藏丁青, 北至内蒙古凉城, 东南至湖北房县、长阳一带。垂

直分布在海拔 1 700～ 5 000 m 的中山或高山荫蔽潮湿的林下

或林缘、高山草甸中。笔者对天祝、兴隆山、和政、华亭等地的多

次实地调查发现, 甘肃境内主产羌活 N 1incisum T ing ex

H 1T 1Chang 和宽叶羌活N 1f ranchetii de Bo iss12 种, 以前者

居多。其中陇东 (华亭)、临夏 (和政) 等地以宽叶羌活为主; 陇

中、河西(兴隆山、天祝等地) 以羌活为主, 呈现出明显地水平地

带性分布特征。产区平均海拔和进化程度体现出一定的相关

性, 即平均海拔越低, 进化程度越高。从果棱发育特征和小总苞

片形状看, 天祝也分布着较多的羽苞羌活N 1p inna tiinv

olucella tum Pu et Y1P1W ang, 其他种则很少见。由GPS (卫星

定位系统) 测定得知, 以上各种皆分布在海拔3 000 m 以上的高

山林缘、小灌木林荫下、沟谷草丛和草甸中。

经在甘肃实地调查, 在海拔 3 000～ 3 050 m 垂直地带分

布的羌活较稀少, 少于每 100 平方米 3 株; 3 050～ 3 100 m

高度有所增加, 约每 100 平方米 1312 株; 3 100～ 3 500 m 为

分布密集区, 平均可达每 100 平方米 6712 株, 集中产区最高

可达 332 株; 但 3 500 m 以上数量又开始减少且阳坡多于阴

坡。由此可见, 羌活生长的区域相当狭窄, 长期掠夺式的采挖

使其生长的海拔不断上移, 生态条件进一步恶化, 如不加以

限制, 最适分布区将会灭绝甚至有丧失该物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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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羌活属的地理分布

Table 1　Geograph ica l d istr ibution of N oto-

p tryg ium de Bo iss1 plan ts

种　名
水平分布

北纬ö(°) 东经ö(°)

垂直分布

海拔高度öm
分布地区

宽叶羌活 24～ 41 96～ 113 2 500～ 4 840 四川、青海、甘肃、
陕西、内蒙古、云
南、山西、湖北

卵叶羌活 28～ 34 103～ 110 1 850～ 2 700 四川、山西

羌　活 28～ 38 95～ 108 1 700～ 5 000 青海、甘肃、四川、
陕西、西藏

羽苞羌活 30～ 32 100～ 103 约 3 400 四川

澜沧羌活 24～ 28 98～ 102 2 000～ 3 000 四川、云南

2　羌活分布区生态环境

211　生物环境: 通过对甘肃境内天祝县抓喜秀龙和榆中县

兴隆山野生羌活实地调查比较发现, 两地羌活的生长环境颇

为相似。羌活开始出现的海拔高度均在 3 000 m 以上, 周围

生长着相同的伴生植物。经过取样鉴定, 这些伴生植物多为

杜鹃 (千里香杜鹃、头花杜鹃、烈香杜鹃、金毛杜鹃) 和柳属植

物 (坡柳、河柳、杯线柳)。此外, 还有鬼箭锦鸡儿、甘肃瑞香、

小灌木、禾草及苔鲜。特别是乔木稀疏, 灌木单纯。羌活就生

长在上述植物的林荫下或根际周围。伴生植物对羌活植株起

遮荫和屏障作用, 说明羌活具有喜冷凉、怕强光或耐阴性强

的独特生物学特性。但至于这些伴生植物的根系是否会分泌

一些有助于羌活生长的化学物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

证实。

212　土壤条件: 由于羌活喜冷凉、耐寒、怕强光、喜肥, 适宜于

寒冷湿润的气候, 多生长在高山灌木林、亚高山灌丛、草丛及

高山林缘地, 土壤以亚高山灌丛草甸土、山地森林土为主[6 ]。

对羌活适生地土壤取样测定得出: 羌活所在地土壤疏松、腐殖

质含量高, 毛管饱和吸水量的平均值为 4619% , 容重测定的

含水量在 70% 以上, 土壤肥沃, pH 呈中性或微酸性。

3　羌活的生长发育规律

311　生物学特征: 羌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严酷的自然生

态环境条件下, 年生长量很小。笔者根据残留叶痕进行推测,

天祝、兴隆山区的一般成品羌活生长年限均在 5～ 8 a 或更

长。因幼龄羌活每年只长一个叶片, 根茎部具 3～ 4 个残留叶

痕的羌活均处在幼龄阶段, 只进行营养生长。待有 5 个以上

残留叶痕时的壮成龄羌苗才开始进行生殖生长, 进行抽薹、

开花和结实。多年生成品羌活植株根系下扎较深, 主根入土

深度可达 017 m , 平均 0146 m ; 主根粗壮, 直径 016～ 018 m ,

有分杈; 根茎长 3～ 4 cm , 一般有 5～ 9 个分节; 平均每根鲜

重 5127g, 干重 1158 g。幼嫩的植株根系入土较浅, 012～ 014

m 不等; 根茎长 1～ 3 cm , 分节 1～ 4 个; 平均每根鲜重 3162

g, 干重 1102 g。

在海拔 3 080～ 3 190 m 处随机取样且就地考种后发现,

多年生抽薹植株, 株高 017～ 113 m , 茎生叶 3 片, 基生叶 1

片。叶互生, 2～ 3 回单数羽状复叶, 复伞形花序顶生或腋生,

花小, 白色; 双悬果卵圆形; 花期 8～ 9 月; 果期 9～ 10 月; 每

株花梗数 8～ 16 个, 每株结实数最少的为 53 粒, 最多的达

591 粒。新采收的成熟种子风干后测得千粒重 2152 g。依据

残留叶痕判定生长周期, 是否合理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312　繁殖特点: 自然条件下, 野生羌活的繁殖是以有性繁殖

为主。但根据考种和调查结果: (1)平均每株结实 241 粒; (2)

集中产区每 100 平方米 322 株中有 10% 植株开花结实, 导致

该结果的原因在于一般 1～ 4 a 的幼龄植株不开花结实, 而

成年植株部分抽薹后很容易被发现和采挖, 也有部分顶芽受

损后的根茎侧芽发育似幼苗或年久腐朽等诸多因素; (3) 生

长期 1～ 8 a。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来计算, 种子自然繁殖率极

低, 仅为 0152%。可能原因是: (1) 有效种子比率低, 尤其在

降雨多、早霜来临早的年份; (2) 羌活属双重性休眠, 即种胚

未成熟伴随种子未完成后熟, 其休眠期达 8～ 10 个月; (3) 种

子发芽出苗对环境条件要求严格。幼苗多生长在伴生植物的

根际、禾草间、苔藓等湿润、疏松、腐殖质含量高的特定环境

中。新植株只出现在老植株的根际周围而与其邻近的周边却

难觅其踪, 集中产区和分散产区密度相差悬殊。

4　驯化利用途径初探

411　移栽驯化: 由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移栽野生羌活

苗, 改变生长环境条件, 加快生长量, 提高结实率和有效种子

比率。经试验, 在海拔 2 900 m 的抓喜秀龙、2 510 m 的岔口

驿村和 1 500 m 的兰州多点试种, 成活率达 9516% , 且生长

良好。由此说明, 羌活种子发芽出苗很困难, 但成苗后对环境

条件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严格。

412　种子繁殖: 人类对野生羌活的过度采挖造成了资源危

机, 保护和挽救该资源最直接快速的办法是进行人工种子繁

殖。但羌活的双重休眠特性决定了其较长的休眠期 [7 ] , 种子

育苗难度较大。所以, 有性繁殖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休眠。解

除休眠的措施主要有层积和药剂处理 [8 ]。层积采用暖层积和

低温层积交替处理的办法。各处理 3 个月, 暖层积温度控制

在 18～ 20 ℃, 低温层积的温度为 2～ 4 ℃。播种的当天用静

电场处理层积过的种子。药剂处理主要是使用一些生长调节

剂 (赤霉素、细胞分裂素等)观察发芽状况。实验所用种子均

为当年采收的新鲜羌活种子, 以确保有较高的发芽率 (该试

验正在进行当中, 结果将另作报道)。

413　根茎繁殖: 鉴于用种子育苗繁殖有较大的困难, 目前用

根茎无性繁殖是保护野生羌活资源的又一重要途径。因羌活

根茎部有许多侧芽 (3～ 12 个) , 待条件适宜时, 侧芽开始萌

发, 会长出新的植株。根据这一特点, 笔者进行了平栽无性扩

繁和根茎切段无性扩繁。平栽无性扩繁: 将带有多个根芽的

多年生羌苗水平埋在犁沟里, 可产生多个植株, 第 2 年将老

根茎切断再行移栽。根茎切段无性扩繁: 选取健壮的带有多

个根芽的多年生羌苗的根茎部, 切成 1～ 2 cm 长, 每段带有

1～ 2 个根芽的根茎段, 进行栽培, 秋季栽植, 待春天出苗后

搭建遮阳棚, 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414　组织培养: 采用了不同配方的培养基培养羌活苗。期望

以不同的途径来提高羌活的繁殖率。结果表明, 在湿度和营

养状况良好的培养基上, 新植株已萌发, 但还没有将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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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同时, 整个培养过程中污染率极高。要做好这方面的工

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5　小结

羌活自身繁殖率极低, 加之长期以来的掠夺式采挖, 使

得羌活的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为保护羌活野生植物资源,

实现人工驯化栽培和可持续发展, 可通过移栽驯化、种子繁

殖、根茎繁殖及组织培养等多条途径。但主要应以提高种子

发芽率为突破口。然而, 在快速打破休眠提高种子发芽率及

移栽驯化中改变生态环境后是否会影响羌活的药效等方面

尚存在着许多难点和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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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红树植物水黄皮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黄欣碧, 龙盛京Ξ

(广西医科大学 化学教研室,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 水黄皮是传统的半红树药用植物, 印度对其的研究和应用历史悠久。从水黄皮中分离到的化学成分主要有
黄酮、二氢黄酮、查耳酮、二氢查耳酮、三萜、生物碱及氨基酸等, 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占绝大多数, 且多数黄酮的母核
并有呋喃环或者吡喃环。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水黄皮具有抗菌、抗炎、镇痛、抗病毒、抗溃疡和抗肿瘤等生物活性, 是
一种有开发潜力的半红树药用植物。在民间, 人们多用水黄皮种子或叶子治疗肿瘤、痔疮、风湿等疾病。现对国内外
有关水黄皮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为全面开发利用水黄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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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 ongam ia p inna ta

HUAN G X in2b i, LON G Sheng2jing
(D epartm ent of Chem istry, GuangxiM edical U niversity, N ann ing 530021, Ch ina)

Key words: P ong am ia p inna ta (L 1) M err1; f lavone; an t itumo r

　　水黄皮 P ong am ia p inna ta (L 1) M err1 (异名 P ong am ia

g labra) 为豆科 (L egum ino sae) 水黄皮属 (P ong am ia V ent1)

的半红树植物, 别名水流豆。水黄皮属全世界仅 1 种, 水黄皮

为乔木, 高 8～ 15 m , 多生于水边及潮汐能至之地, 广泛分布

于印度、马来西亚及我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海南。在我国民

间用其种子榨出的油治疗疥癞、脓疮及风湿症 [1 ]。在印度, 其

种子和种子油用来治疗白斑病、麻风病、腰部风湿痛、关节风

湿病, 叶子用于治疗痔疮、肿瘤、伤口消炎等病症 [2 ]。鉴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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