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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薏苡属植物种质资源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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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薏苡属植物在我国分布广泛，具有重要的药用及食用价值。现对我国近20年来薏苡种质资源的分类、收

集、整理、分布变化及相关的遗传、种质鉴定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由于经济和环境变化等原因，我国薏苡的

分布地区发生很大变化，野生资源急剧减少，迫切需要加强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并尽快对现有种质资源进行品

质、抗病、抗逆性等方面的鉴定与评价，以加速优异种质生产上的应用。另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命名也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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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为禾本科薏苡属(Coix L．)植物，药食兼用，入药部

位为种仁，民间亦将根、叶作为药用。薏苡仁性味甘、淡、微

寒，入脾、胃、肺经。具有健脾利湿、除痹止泻、清热排脓、健胃

解痉等功效，中医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脾虚泄泻、肺痈、

肠痈、扁平疣。其中含有多种脂肪、蛋白质、甾体衍生物、淀粉

及氨基酸等。早期药理学研究表明薏苡仁具有解热、镇痛、镇

静作用[1]，近年来中外学者陆续报道了薏苡抗肿瘤、免疫调

节、降血糖、降压、抗病毒等方面的药理活性皿’3]。我国具有丰

富的薏苡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收集、整理、评价和保护对于

薏苡的合理应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I本草考证及现代分类学研究

薏苡在古籍中记载及地方用别名包括：薏苡(《本草

经》)，玉秫(《杨氏经验方》)，草菩提(《草木便方》)，薏珠子

(《图以本草》)，回回米(《救荒本草》)，解蠡(《神农本草经》)，

起实，感米(《千金·食治》)，薏珠子(《本草图经》)，草珠儿、

菩提子、必提珠(《滇南本草》)，芑实(《本草纲目》)，薏米(《药

品化义》)，米仁(《本草崇原》)，薏仁(《本草新编》)，苡仁(《临

证指南》)，苡米(《本草求原》)，草珠子(《植物名汇》)，六谷米

(《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珠珠米(《贵州民间方药集》)，胶

念珠(《福建民I可草药》)，尿塘珠、老鸦珠(《广西中兽医药植

物》)，菩提珠(《江苏植物志》)，药玉米、水玉米、沟子米(《东

北药用植物志》)，尿端子、尿珠子、催生子、蓼茶子(《湖南药

物志》)，益米(《闽东本草》)等。(《本草纲目》)谓之“有二种：

一种粘牙者，尖而壳薄，即薏苡也，其米白色如糯米，可作粥

饭及磨面食，也可同米酿酒，一种圆而壳厚坚硬者，即菩提子

也，其米少，即粳感也。”前者即现代的药用薏苡。

薏苡属植物在世界上约有10个种，我国以往报道薏苡

属有1种1变种[4J，即川谷和薏苡。庄体德等[51广泛收集了

我国12个省、市、自治区53个地方居群的薏苡，根据遗传变

异性及核型演化特性，将我国薏苡属植物分为3种4变种。

陆平等口3收集了分布于广西的139份薏苡种质，首次发现了

薏苡属中最原始的水生薏苡种，提出广西薏苡包括4个种7

个变种。《中国植物志》将我国薏苡属植物定为5种4变

种[7]，其中的薏米C．chinensis var．chinensis Tod．和台湾薏

苡C，lacryma—jobi var．formosana 0hwi种壳较薄，是食用

和药用的主要种类。具体分类情况见表1。《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中作为药用的种为C．1acryma—jobi var．mayuen(Ro—

man．)Stapf，即《中国植物志》中的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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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我国薏苡属植物的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plants of Coix L．in China

分类情况 种及变种名称

1种1变种[1] 川谷Coix agrestls

3种4变种[5]

4种7变种[8]

5种4变种[7]

薏苡C．1acryma一柚i vat．frumentacea

栽培薏苡C．1acryma一弘所

薏苡C．1acryma-jobi var．1acryma—jobi

菩提子C．肠cryma—job,"vat．monilifer

薏米C．肠cryma—jobi var。mayuen

台湾薏苡C．肠cryma—jo／n'L．var．formosana

小果薏苡C．puellarum

长果薏苡C．咖noc口r户n

栽培薏苡

珍珠薏苡C．1acryma一础var．peHaHum
大果薏苡C．1acryma一弘断var．inflatum

菩提子

球果薏苡C．肠cryma—jotn"vat．strobilaceum

扁果薏苡C．1acryma—J施var．compressum
薏米

台湾薏苡

小果薏苡

长果薏苡

水生薏苡C．aquatica

水生薏苡

小珠薏苡C．puellarum

薏米C．chinensis

薏米C．chinensis var．chinesis Tod．

台湾薏苡

薏苡C．1acryma一脚i L．

薏苡

念珠薏苡C．1acryma—jobi vat．maxima

窄果薏苡C．stenocarpa

2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及遗传特性

薏苡在我国广泛分布于南北各省，多为栽培品种。中国

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所从1985--1995年，对国内的薏苡种

质资源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收集、整理工作，除青海、宁

夏等省未见报道外，全国大部分省市均有分布。野生薏苡多

生于河边、溪涧或阴湿山谷中；栽培薏苡则在海拔30～2 500

m的地区都有种植。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及栽培条件的差异

造成了我国薏苡种质资源极为丰富多样，不同地区形成了众

多地方品种。

黄享履等[91收集了17个省、市、自治区的薏苡种质资源

250余份，将我国薏苡分为南方、长江中下游和北方3个生

态型中心：1)南方晚熟生态型：包括海南、广东、广西、福建、

台湾、云贵高原、湖南南部与西藏南部，即N28。以南，全年日

平均气温10℃的积温5 000℃以上，年日照时数2 000 h以

下的种质。2)长江中下游中熟生态型：包括苏、浙、皖、赣、川、

鄂、陕西南部、湖南北部等地，即N28。～30。，全年日平均气温

10℃的积温在4 500℃左右，年日照时数为2 000～2 400 h

的种质。3)北方早熟生态型：包括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

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等省、市、区、即N33。以

北，全年日平均气温10℃的积温4 400℃以下，年日照时数

为2 400 h以上的种质。不同生态型的薏苡，形态差别很大，

主要表现在生育期、株高、种子大小、颜色明显不同，南方晚

熟型薏苡在北方不能正常结实。

薏苡花单性，雌雄小穗共同组成总状花序，雌穗先成熟，

其上的雄穗散粉时雌蕊柱头早已枯萎，完全避免了同序授

粉，属异花受粉，包括同株异序授粉和异株授粉。不同种之间

极易杂交形成可育杂种，增加了薏苡各类型的遗传杂合性。

庄体德等[53对收集到的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18

个居群做了染色体核型分析，染色体数量2n=20，根据小果

慧苡和长果薏苡染色体的平均臂比和长度比具有最小值，认

为它们代表属中较为原始的类群。马建霞等[1 0]利用垂直板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了薏苡6个居群、念珠薏苡3个

居群、薏米2个居群的5个酶系统6个等位酶位点上的9个

等位基因，发现薏苡、念珠薏苡、薏米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普遍

较低，聚类分析不能从遗传上将以上的2种1变种区分开。

杜维俊等[1”比较了薏苡和川谷的染色体核型。二者具有统

一的核型公式2n一20—18m(2SAT)+2sm，但形态、大小相

似的染色体在位次上不完全一致，薏苡的核型更为原始。以

上研究表明薏苡属内遗传多样性水平普遍较低，以形态作为

依据的分类尚待探讨。另外，韩永华等Ct2]通过醋酸洋红压片

和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发现广西水生薏苡为一种6倍体类型，

不能正常结实，为无性繁殖类型。

3种质资源的现状及鉴定评价

根据1985—1995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我国薏苡

主要的产区有辽宁、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

川、贵州、云南等地n“。据调查，近年来由于各地经济结构的

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山东、

江苏等地，薏苡的种植大量减少；河南由于对外出口量减少，

以往传统种植的地区现已很少。另外，薏苡属于湿生作物，北

方降水量的减少也对薏苡的栽培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产量

较大的主要在广西、贵州、云南、浙江、河北等地。陈成斌报

道[141我国野生及水生野薏苡资源的原生地破坏日益严重，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广西已有70％左右的野生薏苡原生

地受到破坏，薏苡资源的保护已十分必要与紧迫。

我国虽然在薏苡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整理方面有过

一定的基础工作，但由于薏苡是小作物，长期以来未能被充分

利用与重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国家种质

库保存登记的薏苡种质有284份，其中产于广西的121份占

42．6％，贵州27份占9．5％，安徽22份占7．7％，江浙地区

27份占9．5％，其他地区共占30．7％，来源广泛性有限。目前

对各地收集的种质资源的评价仅限于部分种质在形态学、产

量和营养品质方面，如对株高，茎杆颜色，柱头颜色，果实大

小、形状、颜色等差异进行观察，蛋白和脂肪的测定，而在农艺

性状、抗逆性和药用质量方面的评价报道极少。赵杨景等[15]

比较了12份不同产地薏苡的经济和质量性状；黄享履等m]

对黔南山区65份薏苡种质的形态特征及粗蛋白、氨基酸和脂

肪酸等营养成分进行了比较；高微微等报道4个不同产地的

薏苡品种对黑粉病的抗性差异与黑粉菌侵染时植株内苯丙氨

酸解氨酶(PLA)的活性高低有关。目前大部分产区薏苡产量

较低，黑粉病发生普遍，迫切需要在资源收集、整理的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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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品质、抗病和抗逆性的鉴定与评价，为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

育奠定基础，以加速优异种质在生产上的应用。

4结语

目前我国有关薏苡属的分类尚有分歧，特别是《中国药

典》与植物学分类著作中的名称尚不一致，应尽快加以统一，

将有利于种质的评价研究和交流利用。

另外，我国西南地区是薏苡的原产地，应加强对重点地

区种质资源考察，以往收集的地区主要在广西、贵州、安徽和

江浙地区，而其他省市相对较少。近两年，我们对云南西双版

纳地区的薏苡资源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该地区薏苡资源的

多样性极其丰富，同时由于植被的破坏，抢救野生种质的任

务也十分紧迫。

我国在薏苡抗病、抗逆性方面研究非常薄弱。薏苡属于湿

生植物，北方干旱气候严重影响薏苡的高产、稳产；南方薏苡

生产中黑穗病是影响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尽快加

强对薏苡种质抗性的评价研究，在收集保存期间同时进行农

艺性状、产量、品质、抗逆性和抗病虫性的鉴定评价，筛选出一

批优异种质资源，提供育种与生产上利用。在质量评价方面，

由于薏苡是药食兼用的作物，有关质量标准的建立应将营养

成分和药用成分相结合，关键是检测方法的标准化。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如同工酶、醇溶蛋白、限制性核酸片

段多态性(RFLP)、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微卫星

DNA(SSR)等进行种质指纹图谱的绘制和重要性状基因的

标记，用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从众多的地方品种(农家种)

及野生种中发掘抗病虫基因、抗逆基因、优质基因，将形态

学、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等方法相结合，为薏苡种质资源

的研究和创新，提供快速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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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激酶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闰峻1，汤立达2

(1．天津中医学院，天津300193；2．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300193)

摘要：蚓激酶作为中药地龙(即蚯蚓)的主要抗凝、溶栓成分，经动物实验及临床观察证实具有良好的纤溶、抗凝、

溶栓和改善血流变等药理作用，并取得了较理想的结果。与同类药物比较，蚓激酶具有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疗效

较显著、生产成本低等优势。国内外的学者对蚓激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就蚓激酶基本的理化性质、生化方面、作

用机制、临床应用等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综述，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前景作出展望，以期能有助于今后对蚓激

酶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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