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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刺的民族植物学及其开发利用研究%

杨 红，冯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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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摩梭民间的传统植物青刺 ( )*+,-./+0 12+3+- 4563. 7，作了民族植物学考察，并探讨了其食

用、药用、护肤、保健等方面的开发利用前景以及开发该资源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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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刺 ( )*+,-./+0 12+3+- 4563. 7：摩梭语称 “青

娜”，别名青刺阿那斯、狗奶子。为蔷薇科，扁核木

属植物。当地摩梭民众，把青刺视为神物加以崇

拜。认为长期食用青刺果油能给他们带来健康、长

寿和美丽。本文着重对青刺在摩梭民间的民族植

物学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开发利用前景。以及

其开发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

$ 青刺的植物学特征

青刺 ( )*+,-./+0 12+3+- 4563. 7：为落叶灌木，高约

$ A ’B，孤立木高可达 9B；枝具棱，灰绿色，常有白

色粉霜，小枝生黄褐色短柔毛；有枝剌，剌长 &: ! A
’CB。叶片矩圆状卵形或矩圆形，长 9 A #CB，宽 ’ A
9CB，先端渐尖，基部宽楔形或近圆形。边缘有细锯

齿或全缘，两面无毛；叶柄长约 3CB，无毛。总状花

序，有花数朵。花序腋生或生于侧枝顶端，花梗长约

#BB，总花梗和花梗均无毛；花直径 ! A $&BB；萼筒

杯状，萼片 9 角状卵形，全缘或有浅齿，宿存；花瓣白

色，倒卵形或矩圆状倒卵形；雄蕊多数；心皮 $，核果

椭圆形，暗紫红色，有粉霜，基部有花后膨大的萼片，

核左右压扁的卵球形，长 $: $>CB，宽 &: #"CB。青刺

具有耐寒、耐旱和耐荫特性，每年冬季气温降到零至

零下 9 摄氏度时开花，果实于次年农历 % 月成熟，成

熟的果子椭圆形，呈紫黑色，状如葡萄，含油率为

9&D 至 "&D 。青刺野生于山坡丛林或溪旁，海拔

’&&&B 至 9%&&B 的地带，生于田边、地角、山坡、荒

地、丛林中。常被农户种植围地。

全世界该属植物仅有 " A % 种，全部分布于亚

洲。我国有 " 种，主要生分布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

源、木里、冕宁、越西、甘洛、昭觉、会理、会东、金阳等

县和云南省丽江地区。在贵州和西藏的部分地区也

有分布 ( $ E 9 7。

’ 青刺的民族植物学

’: $ 青刺在摩梭民间的利用

摩梭民间利用青刺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常见的

是利用青刺的果实制作青娜油，直接用于保健和食

用，这在世界上是首例。每年 % 月，青刺的果实成熟

时，摩梭妇女背挎篾篼，手执长弯钩，到茂密的青刺

林里采集青刺果，然后淘洗干净，晒干后磨成细小颗

粒，筛去糠壳，再晒干，将晒干的粉粒置于蒸笼内，蒸

到八成熟后装入麻布袋内，蒸热榨油。摩梭人的榨油

工具由较为原始的木、石、竹三种器材组成。有木或

石缸、榨缸、木墩 、压杆、竹制或铜制流槽，以及绳、

压石等。木缸或石缸内深宽各约一尺余见方，缸口底

部凿多条流槽以便将榨出的油引入盛油的容器。榨

油的方法是将蒸熟的刺果粉，注盛入布袋内，然后置

于榨缸中，用一根结实的木杆，利用杠杆的作用按

压，清亮透明的油便于顺着清洗槽徐徐流进容器内，

然后，加入食盐便可储藏和食用。

该油摩梭语称为青娜曼安，或青娜油。从摩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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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的历史来看，此油被人们称为 “百病之药”。

千百年来，他们以此作为食用油，或添盐蘸饭而食，

或炒、拌菜调味，味色鲜美。特别是在没有蔬菜的日

子里，这种油几乎成了他们的蔬菜代用品。现代研

究表明该油可降低血脂，调节血压，促进微循环，增

强机体的抵抗力，使人延年益寿。摩梭人还用此油

作为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内服以治胃病、肝病、头

晕头痛、两肋疼痛、慢性筋骨痛等；外用局部揉止痛

去阏。用青娜油沉淀物外用治疗疮疡、丘疹、斑块等

疾患，效果十分显著。摩梭妇女对此更是情有独钟，

把它作为她们的护肤必须品，用于擦手擦脸，预防皮

肤阳光暴晒、干燥皱裂，保持皮肤柔嫩，并用梳子蘸

该油梳头发，作为美容护肤之油，保持头发的乌黑光

亮、不折断、不脱发等。

此外，摩梭人还用青娜油废渣 （即油枯）治疗牲

畜腹泻，具有立竿见影之效。将青刺叶与车前草、海

棠果一同煨服，有消炎、清凉、解毒作用。人畜误食

中毒，用青刺叶捣碎挤出汁液服用，可排毒解毒。青

刺的嫩叶作为蔬菜或腌制成咸菜食用，有开胃消食、

清热去火、抑制口腔及肠道炎症等较好的治疗作

用。用青刺果果实、叶煮水洗脚，可预防和治疗脚气

病。青刺果油还广泛用于治疗皮肤烧伤、皮肤溃烂

等。

#$ # 青刺在其它民族中的利用

除了摩梭民间利用青刺以外，当地的其它民族

也有利用此植物的，概述如下 % & ’ ( )。

据 《滇南本草》、《中药大词典》记载，青刺尖味

苦，性寒。主攻一切痛疽毒疮，有浓者出头，无浓者

立消，散结核。

白族：民间利用嫩叶梢及果实。春、夏采嫩叶

尖；秋末采果实，均晒干备用。嫩叶稍苦、微寒。清热

解毒、祛瘀消痈。用于湿热口疮、咽喉肿痛、痔疮、骨

折。果实治脑神经衰弱。 %附方 & ) 青刺尖嫩叶梢 "
&*+，水煎服，并可用煎液反复漱口。治口腔湿热糜

烂。民间习惯用嫩叶尖作成腌菜，经常食用，具有祛

风湿痛的效果。

普米族：利用果实，秋季采。攻毒、祛瘀、活血，

用于风湿、跌打、骨折、扭伤、一切疮疖痈疽、黄水疮，

取 , - .*+，水煎服，单方或配方。外用治肿痛。

. 青刺的营养价值 % " ’ / )

据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四川省中医

研究院对青刺果中提取的青娜油的检测，其中含不

饱 和 脂 肪 酸 达 /!$ #0 、 油 酸 .,$ *0 、 亚 油 酸

.1$ &0 、棕榈酸 &/$ &0 、硬脂酸 "$ ,0 、亚麻酸

*$ ,(0 、 维 生 素 2 &$ ." 3+ 4 &**+， 微 量 元 素 锌

*$ #,3+ 4 &**+、钙&$ "#3+ 4 &**+、镁 *$ #&3+ 4 &**+、

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远远高于深海鱼油，对人保健

防病、美容美发等三个方面极具价值。现代科学研

究证实，青刺果油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脂

溶性维生素 5、6、2、7 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高达/*0 以上，其组成与人体脂类非

常接近，营养学家誉之为 “可以吃的化妆品”和 “人

类补充必需脂肪酸的新来源”长期食用能调节人体

血脂，降低胆固醇。

此外，青刺的果仁、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常量及

微量元素钙、硫、锰、镁、钾、磷、锌、铁等。以上这些元

素中绝大部分是人体所不可缺少的。

( 青刺的开发利用 % (8 !8 , )

对青刺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为社会提供天然绿色高级食用油

清娜油是从高原野生青刺果中提练出的纯天然

野生植物油，无任何污染，且含丰富的营养保健成

份，品质优于其它植物油，加之其良好的感观和独特

的香味，是理想的高级食用油。同时还可加工成新型

的色拉油，并作为调味品和调配油的重要原料，提高

普通食用油的质量，满足广大群众的生活需要，丰富

市场；也可作为天然高级添加剂，加入食品中制作出

高质量的食品。

($ # 开发新型保健、护肤、护发等系列产品

青娜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亚麻酸，且

多不饱和脂酸与单不饱和脂酸几乎各占一半，这种

成分组合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是十分有益的。不饱和

脂酸能促使人体内胆固醇的转变和排泄，从而降低

胆固醇的浓度。由于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与胆固醇结

合形成的物质比较容易转代谢和排泄，同时还能改

变胆固醇在体内的分布，使其较多沉积于一般组织

中而减少血管壁中胆固醇含量。用不饱和脂酸来代

替食物中主要来自于动物性脂肪的饱和脂肪酸，可

以减少血浆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和降低严重危害

健康和生命的动脉粥样症、冠心病和脑血栓等病的

发生率。

青娜油中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2，在延缓衰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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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孕胎的正常发育和生育、美容等方面也有着重

要的意义。

其中的棕榈酸则不仅是重要的保健物质，而且

还是防治肺癌的重要原料。目前，国内的棕榈油一

直依靠进口，大力开发青刺果则将向国内市场提供

大量棕榈油，改变棕榈油靠进口的局面。

#$ % 开辟新的药源

从青娜油中提取 &’、棕榈酸、调节血脂的有关

成份，对便秘有显著作用，根据摩梭人民间人用、兽

用的有关经验，从不同角度对青刺进行研究，将为人

类提供新的相关药源。

#$ # 其它方面的开发

青娜油在工业上也是一种重要原料，可广泛用

于涂料、表面活性剂、润滑剂、油墨以及农业化学等

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

#$ ( 旅游商品的开发

青娜油是泸沽湖摩梭人的独特传统民间产品，

有着深厚的摩梭文化背景，随着泸沽湖旅游业的发

展，可将其作为旅游商品开发，前景广阔。

( 开发青刺果及其青娜油的效益分析

根据对青娜油研究的成果，以及使用效果、经验

和市场预测，它作为一种绿色品、医疗保健药源、护

肤护发品以及兽用药源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将

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社会 （扶贫）效益和生态效

益。

($ ) 经济效益

仅以香港成都全资源共享的瑞翔生物有限责任

公司已开发青娜油软胶囊这一产品所需原料为例，

每年至少需要青刺果原料 !** 万公斤以上。按最低

保护价 " 元 + ,- 计，每年将为当地人民增加收入

#!** 万元。

目前，北京、湖南、台湾、香港的客商也在开始着

手开发青娜油系列产品。如果进行口服液、护肤、护

发、调配色拉油、或进一步从中提取棕榈酸、药品等

多方位开发，则需要更多的原料，带来更大的财源，

经济效益更为可观。但目前的资源远远不足，需要大

面积种植。

凉山州和云南丽江地区有广袤的荒山荒地资

源，青刺易栽易活，抗寒耐旱，无需使用化肥农药，也

不存在防雹问题。青刺种植后，三年可结果，青刺果

的产量可达 .(**,- + /01 以上，按现行价格 " 元 + ,-
的最低收购价，每公顷荒山荒坡产值为 #$ ( 万元以

上。通过大面积种植，加之进行科学管理，将会给当

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它所形成的新的经济

产业必然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大发展。

($ 1 社会（扶贫）效益

青刺果产地一般都在高寒山区，而那些地方经

济都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在高寒山区，由于

气候原因，发展常规种植业效果不是太理想，但是青

刺果适宜高寒地区生长，因此，大力种植青刺果将为

贫困的高寒山区农民提供一条脱贫致富的生财之

道，并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青娜油系列产品

的开发，为社会提供了新型的、高质量的新资源绿色

保健食品、美容品和新的药源，丰富市场，也增加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 % 生态效益

青刺的种植，能充分利用荒山荒地，保持水土。

青刺果加工后的废料无公害，且有良好的肥效，同时

还可进一步利用和开发。因此，它的生态效益也比较

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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