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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属植物生物学特性与生态适应性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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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时 4 a , 调查了我国 27个县(市)雷公藤属 Tripterygium 种质资源 , 建立种质资源收

集库 , 定期观察雷公藤母本及无性系表型性状和生态适应性。结果表明 , 不同种质雷公藤的

萌蘖性 、生长势与造林成活率均存在差异 , 雷公藤 T.wilfordii 萌蘖性能明显优于昆明山海

棠T.hypoglaucum , 野生植株 、种质资源收集库内母本及无性系后代均表现一致;在浙江丽

水低海拔地区栽培 , 雷公藤造林成活率和幼林生长势也明显优于昆明山海棠。浙江类似地区

雷公藤药材栽培应优先选用雷公藤 , 良种选育重点在雷公藤分布区内进行 , 既可提高良种选

育效率 , 又可保证选育的良种适合丽水地区环境条件 。表 4参 5

关键词:植物学;雷公藤;生物学特性;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Q948　　　文献标识码:A

药用雷公藤包括卫矛科 Celastraceae雷公藤属 Tripterygium 植物雷公藤T .wilfordii , 昆明山海棠 T.

hypoglaucum 和东北雷公藤T .regelii , 具有抗炎 , 抗菌 , 免疫调节 , 抗肿瘤及抗生育等多种药理作用 ,

在临床上应用广泛。目前我国近 20家药厂生产雷公藤制剂 , 约有 1亿人次曾经用过雷公藤 , 是国内

外首选的免疫抑制剂 。由于雷公藤药材主要采自野生 , 而且使用药材的根部 , 其开发利用不到 20 a ,

资源就已经大幅度减少 , 在一些地区已经枯竭
[ 1]
。为了雷公藤产业可持续发展 , 开展了雷公藤种质资

源评价与利用的研究 。文章比较了雷公藤属植物在全国主产区浙江丽水的生态适应性及生物学特性 ,

以期为雷公藤药材人工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雷公藤属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

2002-2005年先后收集浙江莲都 、 景宁 、 缙云 、 云和 、青田 、庆元 、遂昌 、松阳 、鄞州 、 新昌 、

义乌 、永康 、江山 、 开化 、平阳 、 乐清 , 四川德昌 , 福建泰宁 , 江西萍乡 、遂川 , 安徽黄山 , 云南昆

明 , 贵州雷山 , 湖南新宁 , 湖北通城 , 吉林通化等 10省 27个县(市)带根雷公藤野生植株 , 种植在浙

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内(地理位置为 28°25′N , 119°50′E)。

1.2　种质资源收集库与无性系测定林地环境条件

1.2.1　立地条件　种质资源收集库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内 , 海拔为 65 m , 砂质壤土 ,



土层深厚。无性系测定林地位于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百果园基地 , 海拔为 150 m , 砂质红壤山地 ,

坡向朝南 。

1.2.2　气候条件　试验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为 18.3 ℃, 极端最高气温42.3 ℃, 极端

最低气温-7.9 ℃, 年有效积温 5 600 ℃;年均日照时数为 1 800 h;无霜期约 250 d;年平均降水量近

1 700 mm 。

1.3　雷公藤属植物生态适应性及地上部分生长情况

1.3.1　母本　2003年 1月开始 , 对种质资源收集库的母本定期进行生物学特性观察。2005年 1月对

种植 2 a 的雷公藤母本进行调查 , 测定或观察分枝数 、 最长枝长 、 最长枝粗 、 地上枝干生物量(鲜质

量)、 生长势及枝干颜色深浅等指标。

1.3.2　扦插　2003年 2月 , 开展不同种质雷公藤扦插试验 , 扦插密度为 4 cm×20 cm , 插条长 8 ～ 12

cm , 插条下剪口在节下 0.5 cm处 45°角斜剪 , 上剪口在节上 2 ～ 3 cm 处平剪。2004年 2月调查不同种

质雷公藤扦插苗成活率 、 苗木长度 、地径和萌蘖数。

1.3.3　幼林　2004年 2月 , 不同种质雷公藤扦插苗进行种植试验 , 随机区组设计 , 3次重复 。采用

开挖水平种植带种植 , 株行距为 1.2 m×1.2m 。2005年 2月测定或观察雷公藤无性系测定林造林保存

率 、 萌蘖性 、生长势 、最长枝条长度和粗度 。

2　结果与分析

2.1　雷公藤属植物母本在浙江丽水的生态适应性及生长情况

对种质资源库收集的雷公藤系统观察后发现 , 雷公藤与昆明山海棠形态存在渐变的趋势
[ 2]
。分布

于浙江和福建等海拔 300 m以上的种质 , 依据现行分类方法
[ 3 , 4]
, 其形态特征介于雷公藤与昆明山海

棠之间 , 为了能够系统地研究雷公藤生态适应性 , 该文将它们单独列为一类(雷公藤 F)。其主要形态

特征与种质资源收集地列于表 1。

表 1　雷公藤属植物形态与种质资源收集地
Table 1　Morphological feature and locality of collection of Triptergium plants

种类 主要形态特征 种质资源收集地

雷公藤

叶片较小 , 叶背无白粉 , 叶面起皱不平;1

年生枝条红棕色;枝较细 , 髓心小 , 皮孔

细密

浙江莲都 、 缙云 、 云和、 青田 、 松阳 、 鄞州 、 新昌 、 上虞 、

义乌 、 永康 、 平阳 、 乐清 , 安徽黄山 , 湖北通城 , 江西萍乡;

通常分布在海拔 500 m 以下

雷公藤 F

中背白粉少或无 , 接近雷公藤;叶片大小

不一;1年生枝条暗红棕色 , 与昆明山海棠

一致

浙江景宁 、 缙云 、 庆元、 遂昌 、 松阳 、 永康 、 江山 、 开化 、

福建泰宁;通常分布在海拔 300 m以上

昆明山海棠
叶片较大 , 叶背白粉明显;1年生枝条暗红

棕 , 粗壮 , 髓心大 , 皮孔粗大

四川德昌 , 江西遂川 , 云南昆明 , 贵州雷山 , 湖南新宁;通

常分布在海拔 800 m 以上

东北雷公藤 叶片大 , 叶柄长 , 叶面起皱不平 吉林通化

　　2003-2004年连续 2 a对种质资源库的观察结果表明 , 东北雷公藤不适应丽水的气候条件 , 不能

正常越夏 , 雷公藤 、 雷公藤F 及昆明山海棠均能在种质资源收集库内较好地生长发育 , 但不同种质的

雷公藤明蘖性能及地上部分生长量存在显著差异(表 2)。从表 2可见 , 雷公藤萌蘖性能好 , 雷公藤 F

居中 , 昆明山海棠最差。雷公藤每个母本移栽后第 2年可产生萌蘖 33.8个(最多的达 69个), 约为昆

明山海棠的6倍 , 这一结果与各种雷公藤在原产地野生植株的表现基本一致。枝条长与粗生长 , 以雷

公藤 F最好 , 但彼此差异不大。2年生地上部分的生物量(枝条鲜质量), 雷公藤与雷公藤 F 分别达到

640.2 g 和792.3 g , 明显优于昆明山海棠 , 雷公藤 F 是昆明山海棠的 4.5倍。

2.2　雷公藤各植物扦插苗生长情况

从表 3可见 , 雷公藤 、 雷公藤F 扦插苗萌蘖性能明显优于昆明山海棠 , 而雷公藤与雷公藤F 萌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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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种质雷公藤母本萌蘖及生长情况
Table 2　Growth of various Tripterygium plants

种类 样本个数
萌蘖条数 最长枝长度 cm 最粗枝粗度 mm 枝条生长量 g

平均值 变幅 平均值 变幅 平均值 变度幅 平均值 变度幅

雷公藤 56 33.8 8～ 69 147.7 100～ 205 8.8 5.7～ 14.3 640.2 100～ 1 925

雷公藤 F 43 23.0 7～ 53 184.5 125～ 370 9.8 7.0～ 17.7 792.3 225～ 3 550

昆明山海棠 25 5.3 1～ 14 156.6 65～ 270 8.6 5.0～ 12.8 177.0 50～ 550

表 3　不同种质雷公藤扦插苗生长情况比较
Table 3　Growth of various Tripterygium cuttings

种　类 样本个数 萌蘖条数 苗长 cm 地径 mm 成活率 %

雷公藤 927 1.6 41.5 2.9 67.3

雷公藤 F 282 1.6 29.6 2.9 72.7

昆明山海棠 389 1.1 26.4 2.4 59.9

性能差异不大。雷公藤

苗木长度明显优于雷公

藤F 与昆明山海棠 , 雷

公藤F 与昆明山海棠差

异不明显 。雷公藤 、 雷

公藤F 苗木地径明显优

于昆明山海棠。雷公藤

F 扦插成活率最高 , 雷公藤次之 , 昆明山海棠最低 。

2.3　雷公藤属植物幼林生长情况

通过对雷公藤无性系测定林观察 , 不同种质的雷公藤造林成活率与生长势存在差异(表 4), 雷公

藤与雷公藤F 造林成活率分别达到95.9%和 92.8%, 明显高于昆明山海棠(40.3%)。此外 , 不同种质

的雷公藤生长势也存在明显差异 , 雷公藤与雷公藤F 幼林生长势也明显好于昆明山海棠 , 造林成活率

与幼林生长研究结果表明 , 昆明山海棠不适合丽水低海拔的环境条件。

雷公藤无性系幼林萌蘖性能明显优于雷公藤 F 与昆明山海棠 , 雷公藤 F居中 , 昆明山海棠最差 ,

雷公藤种植1 a后平均可产生萌蘖 4.3个(最多的达 13个), 约为昆明山海棠的 2倍;枝条长度与粗度

生长 , 各种类型雷公藤差异不大。

表 4　雷公藤属植物 1年生幼林成活率及生长情况比较
Table 4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of one-year-old Tripterygium cuttings

种类 样本个数 成活率 %
萌蘖条数 最长枝长度 cm 最粗枝直径 mm

平均值 变幅 平均值 变幅 平均值 变幅

雷公藤 195 95.9 4.3 1～ 13 82.3 11～ 158 6.8 2.5～ 15.3

雷公藤 F 153 92.8 3.4 1～ 12 88.7 15～ 267 6.1 3.0～ 13.8

昆明山海棠 99 40.3 2.0 1～ 5 99.0 12～ 199 5.8 2.0～ 13.8

3　结论与讨论

雷公藤与雷公藤 F造林成活率最高 , 幼林生长势好 , 适合丽水低海拔环境条件;昆明山海棠和东

北雷公藤不适合丽水低海拔环境条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 雷公藤与雷公藤F 甲素含量较高 , 质量较

好
[ 5]
, 因此 , 今后浙江省及类似地区栽培雷公藤应优先选用雷公藤与雷公藤 F , 良种选育可重点在雷

公藤与雷公藤F 分布区内进行 , 既可提高良种选育效率 , 又可保证选育的良种适合丽水地区的环境条

件。有关雷公藤属的分类问题将再进行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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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is to provide bases for breeding Tripterygium cultivars with high quality and yield.By

investigating resources in 27 counties of China , establishing genetic resource nursery , and observing and recording

regularly the growth features of the maternal plants and their clines offsprings ,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Tripterygium plant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sprouting , growth potential and

forestations survival rates in different germplasms.T .wilfordii is better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of Lishui.than

T.hypoglaucum and T .regelii.This species should be the first selection to culture for medicine in Lishui and

other similar areas.The distribution areas of T.wifordii is the main region for highbred selection.[ Ch , 4 tab.5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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