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楼，是延龄草科(Trilliaceae)重楼属(Paris)植

物的统称，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茎有着悠久的药

用历史[1]。重楼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肝定

惊的作用，常用于治疗疔肿痈肿、咽喉见痛、毒蛇咬

伤、跌打伤痛、惊风抽搐等[1]。据现代医学研究，重

楼的化学成分主要有多种甾体皂甙，甾体皂甙具有

止血、祛痰、抑菌、镇痛和抗细胞毒作用。经多种临

床实验，可用于治疗胃癌、神经性皮炎、外科炎症、

慢性支气管炎等。重楼根茎已成为多种中成药和

新药的主要原料药，如云南白药系列、宫血宁、铂类

抗癌药等[2]。

根据李恒[1]的分类系统，重楼在全世界共有 24

种，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热带及温带地区，我国种类

最多，达19种，南北都有，尤以西南各省区种类和资

源最多[3-4]。四川省的重楼属植物种类多，《中国植

物志》记载有 7种 6变种[5]，《四川植物志》记载有 11

种9变种1变型[6]，李恒[1]认为有12种8变种1变型，

钟延瑜[7]认为有12种9变种1变型，李强等[8]认为有

13种9变种1变型。四川重楼种类较多，分布较广，

在成都、雅安、乐山、峨眉山、宜宾、泸州、眉山、甘

孜、阿坝、凉山均有分布[8]，甘孜州与雅安交界处的

贡嘎山东南坡境内植物种类丰富、植被保存完好，

该生态区域内重楼资源种类丰富，数量多，对该区

域内重楼属植物的种类、分布和资源生存状态进行

研究，对于保护和利用这一珍贵药用植物资源具有

重要意义。

1 重楼资源的考察方法

1.1 重楼资源特征调查

在对重楼资源的考察及资料整理过程中，采集

不同类型的重楼活标本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KUN）、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SZ）和西

昌学院植物标本室的大量腊叶标本进行比对，参照

李恒编著的《重楼属植物》彩图等资料对采集的重

楼属植物资源的特征进行记载描述。

1.2 重楼资源密度调查

在不同生态点考察重楼资源密度时，每个生态

点的考察面积为600 m2 (20 m×30 m)，确定考察面积

内每种重楼资源的数量与考察面积之比，计算出

100 m2范围内各种重楼资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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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楼资源采挖和栽培调查

通过询问长期从事重楼栽培和销售的当地农

户，了解每年当地重楼资源被采挖的数量、当地农

民栽培重楼的面积及销售重楼获得的经济效益。

2 结果与分析

2.1贡嘎山东南坡重楼资源的种类

2015 年和 2016 年 5—6 月，西昌学院重楼研

究课题组分 2 次对贡嘎山东南坡的重楼资源进

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该生态区域的重楼主要有

多叶重楼（P. palyphylla）、毛重楼（P. mairei）、花叶

重楼（P. marmorata）、禄劝花叶重楼（P. luquanensis）、

凌云重楼（P. crouquistill）、北重楼（P. verticillata）、

滇重楼（P. palyphylla var. yunnanensis）和卵叶重楼

（P. delavayi var. petiolata），即有6个种2个变种。

2.2 贡嘎山东南坡重楼资源的密度

根据重楼课题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发现在贡嘎

山东南坡多叶重楼和毛重楼密度较其它种类的密

度大，每 100 m2面积内密度分别为 1.8株和 0.6株。

禄劝花叶重楼、花叶重楼、凌云重楼、北重楼、滇重

楼和卵叶重楼的数量较少，每100 m2面积内密度约

为0.1株。

2.3 贡嘎山东南坡重楼资源的分布

贡嘎山东南坡重楼资源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雅

安地区石棉县草科藏族乡田弯河两岸的灌山林内，

以及甘孜州康定县贡嘎山镇的贡嘎山村八望（地

名）、子干沟（地名）、仁宗海（地名）等地的山林内

（图 1）。其中，毛重楼主要集中分布于石棉县草科

藏族乡田弯河两岸的绿阔叶林、竹林、灌丛或山坡

杂草内，海拔为 1 700~2 200 m，多叶重楼主要分布

于康定县贡嘎山镇的贡嘎山村八望、子干沟、仁宗

海等地的针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竹林、灌丛或

山坡杂草内，海拔为 2 200~3 000 m。禄劝花叶重

楼、花叶重楼、凌云重楼、北重楼、滇重楼和卵叶重

楼只在贡嘎山东南坡生态区域内零星存在。

2.4 重楼资源栽培现状

2.4.1重楼资源采挖现状

通过对当地栽培重楼年限比较长的农户进行

咨询调查，了解2011－2016年当地村民采挖重楼资

源的现状（表1）。

从表 1可知，2011年当地农民上山林中采挖重

楼的人数较少，每天约有 10人，采挖的重楼植株主

要是农民自己栽培，极少用于交易，每株价格仅为

0.08元。每个村民每天工作时间以8 h计，可采挖的

重楼数量为1 500～2 000株，平均100 m2山林中有7

株重楼。2012年，在山林中采挖重楼的人数和每天

采挖的数量与2011年基本相当，平均100 m2山林中

有7株重楼。但在进行重楼种苗交易时价格略有增

加，每株价格为 0.1～0.15元。2013年，每天约有 30

人在山林中采挖重楼，采挖的重楼植株，农民自己

栽培和交易，交易时，其价格比 2011年和 2012年有

所提高，每株价格为 0.20 元。每个村民每天工作

8 h，可采挖的重楼数量为 800～1 000 株，平均 100

m2山林中有 3.6株重楼。2014年，每天约有 50人在

山林中采挖重楼，采挖的重楼植株，农民自己栽培

和进行交易，交易时，其价格比2013年提高较多，毛

重楼每株价格为 0.60 元，多叶重楼每株价格为 0.4

元。每个工人每天工作 8 h，采挖的重楼数量为

500～600 株，平均每 100 m2山林中有 2.2 株重楼。

注：方框示意多叶重楼主要分布区域，三角形示意毛重

楼主要分布区域。

图1 贡嘎山东南坡主要重楼资源品种资源分布示意图

表1 贡嘎山东南坡重楼资源采挖现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采挖

人数/d

10

10

30

50

30

50

30

50

采挖株数

/（d.人-1）

1 500～2 000

1 500～2 000

800～1000

500～600

200～300

300～400

100～200

200～300

栽培或销售

栽培或销售

栽培或销售

栽培或销售

栽培或销售

栽培或销售

用途
单价

/（元·株-1）

0.08

0.10～0.15

0.20

0.6(毛重楼)

0.4(多叶重楼)

0.7～0.8(毛重楼)

0.6(多叶重楼)

0.8～1.0(毛重楼)

0.6～0.8(多叶重楼)

采挖量

/（万株·a-1）

45～60

45～60

72～90

75～90

18～27

45～60

9～18

30～45

注：每年采挖重楼持续的天数以30 d计算。

株数

/100 m2

7

7

3.6

2.2

1.8

1.0

1.8

0.6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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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每天约有 80人在山林中采挖重楼，采挖的

重楼农民自己栽培和进行交易，交易时，其价格比

2014年提高较多，毛重楼每株价格为 0.7～0.80元，

多叶重楼每株价格为 0.6 元。每个村民每天工作

8 h，采挖的多叶重楼数量为400～500株，采挖的毛

重楼数量为200～300株，平均100 m2山林中有多叶

重楼1.8株，平均100 m2山林中有毛重楼1株。2016

年，每天约有 80人在山林中采挖重楼，采挖的重楼

植株，农民自己栽培和进行交易，交易时，其价格比

2015年提高较多，毛重楼每株价格为0.80～1.0元，多

叶重楼每株价格为0.6～0.8元。每个村民每天工作

8 h，采挖的多叶重楼数量为400～500株，采挖的毛重

楼数量为100～200株，平均100 m2山林中有多叶重

楼1.8株，平均100 m2山林中有毛重楼0.6株。

从表1可知，2011—2016年，在该生态区域内采

挖重楼的人数逐渐增多，从10人增加到80人，每天

采挖重楼的数量从近2 000株减少到约200株，每年

采挖重楼的总量呈低－高－低的趋势变化，这与山

林中重楼的数量逐渐减少有关。每年采挖重楼的

数量较大，在 50～90万株之间，每株重楼的单价呈

现由低到高的趋势，这与山林中重楼的数量逐渐减

少，供不应求有关。

2.4.2 重楼资源栽培面积

课题组成员在雅安石棉县草科乡金窝组对当

地采挖重楼和栽培重楼最早的农户王凤清进行了

访问，了解当地农户 2009—2016年重楼种植情况，

重楼种植面积和农户数量见表2。

从表 2可看出，贡嘎山东南坡石棉县草科藏族

乡农户从2009年开始栽培重楼，每年栽培面积逐渐

扩大，到 2016 年种植面积达到最大，为 10 hm2。

2010—2016年，每年新增栽培农户分别为 0、10、6、

12、13、13和 9户，新增农户总体呈现低—高—低的

变化趋势。2009—2013 年，新增农户数量由低至

高，主要是因为最初栽培重楼的农户为贡嘎山东南

坡草科藏族乡原始森林边缘地带的农民，该生态区

为崇山峻岭、深山峡谷，峡谷之间有蜿蜒而上的田

湾河，农民主要靠耕种农作物为生，为了能够获得

更多的经济收益，需要到当地森林中采挖各种中药

材，在长期从事中药材采集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栽培

中药材重楼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栽种重楼。

2015—2016 年，新增农户数量由高至低，主要因为

草科藏族乡原始森林边缘地带农户的土地已用完，

无法再新增重楼种植户和面积，新增的农户主要为

草科藏族乡远离重楼原生态区、交通条件较好的农

户，他们从草科藏族乡原始森林边缘地带农民长期

种植过程中认识到栽培重楼的经济价值，渐渐开始

了重楼种植，但新增数量有限。

2.4.3 重楼销售状况

通过调查了解到，栽培重楼时，一般5 a可采收，

采收的地下块茎晒干后，作为中药材干品进行市场

交易。石棉县草科藏族乡栽培重楼的时间不长，因

此，在当地重楼作为中药材干品进行市场交易的量

很少，大多数农户种植的重楼还处于生长旺盛期。

在交易的少量干品中，每 500 g价格为 350元，也有

少数农户销售鲜品（重楼植株，即地上茎和地下

茎），每 500 g价格为 180～250元。通过调查发现，

重搂干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每年价格均呈上

涨势态，2016 年每斤重楼干品价格为 350 元。

以目前价格计算，当地每亩地栽培毛重楼的数量为

40 000株，每株的平均产量为33.7 g，干品总产量为

4.85×105 g，其产值为 34.5万元；每亩地所产的重楼

种子销售收入为5万余元，即每亩产值可达40万元

以上，每亩种植多叶重楼 40 000株，每株平均产量

为50.6 g，可产干品7.29×105 g，其产值为51万元，再

加每亩所产的重楼种子销售收入为 5万余元，即每

亩产值可达56万元以上。

2.4.4 重楼栽培技术状况

课题组成员对当地的重楼栽培农户进行了调

研，了解到当地重楼的栽培密度较大，每亩栽培重

楼数量达 3～4 万株，株行距 6～10 cm，每年农民

4—6月上山林采挖或购买重楼植株进行栽培，栽培

时，将田地开厢，厢面宽 1～1.2 m，重楼植株栽培好

后浇足定根水并用树枝或遮阳网遮阴。第二年

10-12月，在厢面遍撒羊粪，每亩地用肥量约500 kg，

待来年雨水来时浸润羊粪，增加土壤肥力。每年对重

楼地块人工除草2～3次，冬天遇干旱时浇水2次。栽

培重楼在田间生长的时间为4～5 a。

3 重楼资源的保护

重楼作为一种价格比较昂贵，

表2 石棉县草科藏族乡重楼栽培面积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栽培面积

/666.7 m2

0.02

0.06

8.1

30.5

51

71

112

150

农户

总数

2

2

12

18

30

43

56

65

新增

农户数

—

0

10

6

12

13

13

9

距原生态区的距离

/m

50

50

500

1 000

3 000

5 000

10 000

15 00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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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的合理使用、加工环境的卫生等都是标准

化建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8]。在不加入任何防腐剂

的条件下，在常温下能保藏5个月。

食物的加工方法和食用方式通过代代相传，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任何新的改变都需要经

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和融合。本研究在花椒鸡丁传

统制作工艺基础上对原料的选择、预处理、菜肴制

作等工艺流程进行了规范，对配方进行了定量，为

菜肴成菜制定了标准，提高了感官质量，保证了菜

品品质，延长了保质期等，体现了预调理食品方便

快捷、美味可口、营养健康等特点，满足了餐饮标

准化加工的要求，达到了丰富川味预调理菜肴的

目的，为人们在餐饮方面提供了又一个健康、可行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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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崔艳玲,怀丽华.现代中式快餐标准化研究[J]. 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7(1)：42-45.

药用功效明显的药材，市场需求量较大，吸引着农

户长期栽培重楼，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

动下，野生重楼资源因为大规模采挖而枯竭，有些

种类也因此而频临灭绝，如花叶重楼等。因此，在

该生态区域加强重楼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保

护重楼野生资源有2点建议：第一，利用生物技术指

导当地农户开展重楼育苗工作，满足农户种植重楼

时对种苗的需求。第二，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可成

立专门的重楼研究小组，由相关部门长期提供部分

科研经费，加强资源和育苗等方面的研究，长期向

农户提供价格较低的重楼种苗。

4 结语

在重楼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村民重楼栽培面

积相对较少的原因是由于重楼药用价值和经济价

值高，适合村民栽培重楼的地块最好在村民的房前

屋后，以便于浇水灌溉和防盗等日常管理。根据该

现状可以成立专门的重楼种植合作社，进行专业化

种植和管理，扩大栽培面积，提高村民的经济收

益。另外，加强优质高产重楼品系的选育与储备，

做好育苗工作，减少村民到山林中采挖重楼，加强

野生重楼资源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 李恒.重楼属植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99.

[2] 张宵霖，刘月婵.重楼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0(5):346.

[3] 王强,徐国均,李恒,等.中药重楼的显微鉴定研究[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1989,20（6）: 330.

[4] 王强,徐国均,李恒,等.中药重楼的显微鉴定研究[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1990, 2（5）: 298-301.

[5] 汪发瓒，唐进.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86.

[6] 王淑芬.四川植物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255.

[7] 钟延瑜，舒光明，易尚平.四川重楼属药用植物资源研究[J],生物资源,1998,14（5）：202-205.

[8] 李强，丁春邦，李燕，等.四川重楼属药用植物种类及地理分布[J], 2008,19（3）：629-631.


（上接第3页）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