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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茶属植物研究进展
樊智丰１ꎬ２ꎬ 韩　 露１ꎬ 马长乐１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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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ｗｅｅｔ)为山茶科常绿树木ꎬ共 ５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ꎮ 大头茶属

植物均具有较高观赏价值ꎬ可作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园林绿化树种ꎬ部分种类兼具食用和药用价值ꎮ 该

文在对大头茶属种质资源和应用情况简要介绍的基础上ꎬ对其系统演化及分类、繁殖特征、生理特性、生态

习性、育苗技术、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综述ꎬ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ꎬ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ꎬ指出未来应扩大大头茶属的研究范围和种类ꎬ加强种质资源搜集、
系统发育、遗传多样性等研究ꎬ重点关注大头茶属的引种栽培与种质创新ꎬ充分发掘其药用价值ꎬ开展临床

转化和药物研制工作ꎬ可为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大头茶属种质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ꎮ
关键词: 大头茶属ꎬ 种质资源ꎬ 系统分类ꎬ 生理生态ꎬ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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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茶属 (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ｗｅｅｔ) 隶属于山茶科

(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 山 茶 亚 科 ( Ｔｈｅｏｉｄｅａｅ ) 山 茶 族

(Ｔｈｅｅａｅ)ꎬ由 Ｓｗｅｅｔ 于 １８２６ 年创立ꎮ 大头茶属与

山茶科其他属的形态差异在于:花瓣与萼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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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区别ꎬ雄蕊基部与花冠合生ꎬ木质蒴果开裂成

五瓣ꎬ种子具大的顶翅(Ｏｒ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大头茶属植物是良好的城乡绿化树种ꎬ其树

形优美ꎬ花期 １０ 月至次年 １ 月ꎬ在园林中可作庭

荫树、行道树ꎬ也可作丛植观赏ꎮ 大多数种类能够

适应贫瘠山地ꎬ抗风与再生能力强ꎬ可作为我国南

方荒山绿化的先锋造林树种ꎮ 大头茶属植物的果

实中 多 具 有 天 然 抗 氧 化 剂 (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９)ꎬ根和茎的提取物具有较高的细胞毒活性

(付辉政ꎬ２０１２ꎻ汤佳ꎬ２０１３ꎻ徐兰等ꎬ２０１９)ꎬ提取物

可开发成为功能性食品或营养保健品ꎬ具有预防

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由氧化应激引起的某些疾病

的功效ꎮ 然而ꎬ因基础研究起步较晚ꎬ苗木培育和

市场开发不足ꎬ我国大头茶属植物仅个别种类在

有限的地区有零星应用(马长乐等ꎬ ２０１５)ꎬ绝大

多数种类仍处于野生状态ꎬ尚未得到合理开发利

用ꎮ 为此ꎬ对大头茶属植物种质资源、系统分类、
生理特性、生殖生态、繁殖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进行综述ꎬ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ꎬ
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ꎬ旨在为该属植物的

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奠定理论基础ꎮ

１　 大头茶属植物种质资源分布及
其应用现状

大头茶属植物为常绿灌木或乔木ꎬ花色丰富ꎬ
有白色、黄色、粉红色、红色等ꎬ共 ５０ 种ꎬ分布于南亚

和东南亚ꎬ主要产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
越南等国家ꎮ 美国已培育出 １ 个长果大头茶的新品

种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 ＭｏｎＳａＰａＲｕｂｙ’ ( 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２０１６)ꎮ 在«山茶科红色名录»中ꎬ６ 种大头茶属植物

被列为极危物种ꎬ３ 种被列为易危物种ꎬ４ 种被列为

近危物种(Ｂｅｅ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表 １)ꎮ
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ｇ ＆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ꎬ ２００７)记

载ꎬ中国产有 ６ 种大头茶属植物ꎬ分别为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四川大头茶(Ｐ.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黄药

大头茶(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长果大头茶(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特有)、天堂大头茶

(Ｐ. ｔｉａｎ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特有)ꎮ 国产种类均为常绿乔木、
白色花瓣ꎬ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图 １)ꎮ
随着资源调查的深入ꎬ２０１９ 年ꎬ福建省发现有大头

茶属分布新记录(卢亚红等ꎬ２０１９ꎻ陈新艳ꎬ２０２０)ꎬ
这为我国大头茶属地理分布研究提供了新资料ꎮ

国内目前仅对四川大头茶一个种开展过种质

资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工作ꎮ 四川大头茶在我国

分布范围较广ꎬ具有云南文山型、广西型和四川型

３ 种生态型ꎬ各生态型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表型和

生理特性差异(柯文山和钟章成ꎬ１９９９)ꎬ云南和广

西种群种子变异较大ꎬ四川种群种子变异相对较

小ꎻ云南文山的种子最大最重ꎬ广西阳朔的最小最

轻ꎬ最重为最轻的 ２ ~ ３ 倍(柯文山等ꎬ２０００)ꎻ种群

内的遗传变异远大于种群间 (操国兴等ꎬ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５)ꎬ环境因子在居群遗传分化过程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黄林等ꎬ２００２)ꎮ 就四川大头茶在全

国的分布情况而言ꎬ以上研究取样地点太少ꎬ居群

距离太近ꎬ样本数量有限ꎬ不能客观反映四川大头

茶的 遗 传 多 样 性 水 平ꎮ 国 外 方 面ꎬ Ｇｕｎａｔｈｉｌａｋｅ
(２０１５)使用微卫星标记对斯里兰卡 ４ 种大头茶属

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评估ꎬ结果表明ꎬ斯里兰

卡境内大头茶属存在地理上的遗传结构ꎬ在地理

上确定的种群在种群内具有低多样性ꎬ在种群间

具有高多样性ꎬ形态较为独特的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和同域其余 ３ 种大头茶种群之间存在基因流ꎮ 除

以上 ５ 个种以外ꎬ国内外对其他 ４０ 余种大头茶属

植物遗传变异方面的研究均欠缺ꎬ核心种质尚未

构建ꎬ遗传改良和新品种选育缺乏理论依据ꎮ
大头茶属植物具有生长迅速、适应性强、花大

色艳、叶片含水量高、树冠圆满、树干通直、材质致

密等特性(秦兆顺ꎬ１９９０)ꎬ是热带和亚热带优良的

园林绿化树种、山地造林树种和用材树种ꎮ 广西

玉林市已将大头茶推广作为防火林带的造林树

种ꎻ广东省已出台地方标准«大头茶栽培技术规

程»(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ꎬ２００８)ꎬ并将其推广

作为粤东岩质海岸造林树种(林文欢等ꎬ ２０１８)ꎻ
港澳、珠三角地区将大头茶作为园林绿化树种(庄
晋谋等ꎬ２００７)ꎻ四川省眉山市将四川大头茶作为

行道树栽种ꎮ 大头茶属植物茎的提取物具有多重

药理活性ꎬ种子可榨油ꎬ叶革质耐燃ꎬ干枝坚韧ꎬ侧
根发达ꎬ抗风与再生能力强ꎬ育苗容易ꎬ具有良好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ꎬ但多数种类没有得到充

分的开发与利用ꎮ

２　 大头茶属系统演化及分类研究

大头茶属在国内相关文献中有两个学名: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和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ꎮ «中国植物志» (张宏达和

任善湘ꎬ１９９８)和大部分地方植物志以及相当多的

文献中使用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ꎬ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

二册)»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１９７２) 和 ＦＯＣ

６５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表 １　 大头茶属植物资源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Ｎｏ.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序号
Ｎｏ.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１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ｍｂ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印度 尼 西 亚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１８６９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２６ Ｐ.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ａ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４２ —

２ Ｐ. ａｍｐｌａ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０１３ — ２７ 广西大头茶
Ｐ.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 —

３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中国ꎬ越南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８１９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２８ Ｐ.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１７ —

４ 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６３ — ２９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中国ꎬ缅甸ꎬ泰国ꎬ越南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ｙａｎｍａｒ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８３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５ Ｐ. ｂｉｄｏｕｐｅｎｓｉｓ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４２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３０ Ｐ. ｌｕｚｏｎｉｃａ 菲律宾ꎬ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１８８６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６ Ｐ. ｂｏｒｎｅｅｎｓｉｓ 文莱ꎬ印度尼西亚ꎬ马来西亚
Ｂｒｕｎｅｉ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８４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３１ Ｐ.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８７４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７ Ｐ.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ａ 斯里兰卡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１８３８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３２ Ｐ.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４２ —

８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中国ꎬ缅甸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１９３１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３３ Ｐ.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马来西亚ꎬ新加坡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８９０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９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
ｃｉｃａｔｒｉｘ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１７ — ３４ Ｐ. ｎｉｖｅａ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０１３ —

１０ Ｐ. ｃｕｏｎｇｉｉ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０２０ — ３５ Ｐ.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６１ —

１１ Ｐ. ｄａｌｇｌｉｅｓｈｉａｎａ 老挝ꎬ泰国
Ｌａｏｓ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１９２４ — ３６ Ｐ. ｏｂｔｕｓａ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８３４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１２ Ｐ. ｄａｓｓａｎａｙａｋｅｉ 斯里兰卡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１９９６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３７ Ｐ. ｏｖａｌｉｓ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４１ —

１３ Ｐ. ｄｉ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印度ꎬ不丹
Ｉｎｄｉａꎬ Ｂｈｕｔａｎ

１８７６ — ３８ Ｐ. ｐａｐｕａｎａ 印 度 尼 西 亚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１９４０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１４ Ｐ.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斯里兰卡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１８４７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３９ Ｐ. ｐｅｎ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马来西亚ꎬ新加坡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９１６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１５ Ｐ. ｅｘｃｅｌｓ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２６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４０ Ｐ. ｐｏｌｉｓ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９１９ —

１６ Ｐ. ｇａｒｄｎｅｒｉ 斯里兰卡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１８４７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４１ Ｐ. ｓａｂｌａｙ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９２５ —

１７ Ｐ.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老挝ꎬ越南
Ｌａｏｓ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４２ — ４２ Ｐ. ｓａｒａｗａｋｅｎｓｉｓ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８４ —

１８ Ｐ. ｇｉｏｉｉ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０１５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４３ Ｐ. ｓｃｏｒｔｅｃｈｉｎｉｉ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８９０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１９ Ｐ.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２２ — ４４ 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ａ 马来西亚ꎬ新加坡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９１６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２０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４５ 四川大头茶
Ｐ.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中国ꎬ越南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００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２１ Ｐ. ｈａｖｉｌａｎｄｉｉ 印度尼西亚ꎬ马来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１７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４６ Ｐ.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０９ —

２２ Ｐ. ｈｉｒｔｅｌｌａ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１６ — ４７ Ｐ. ｔａ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１７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２３ Ｐ. ｈｕｏｎｇｉａｎａ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０１２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４８ 天堂大头茶
Ｐ. ｔｉａｎ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９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２４ Ｐ.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ａ 印度尼西亚ꎬ马来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８９０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４９ 越南大头茶
Ｐ.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ꎬ越南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１０ —

２５ Ｐ. ｉｎｔｅｇｅｒｒｉｍ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６９ — ５０ Ｐ. ｖｕｌｃａｎｉｃ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８４１ —

　 注: 未标注中文名的物种均不产中国ꎬ暂无准确的中文译名ꎻ发表年份中ꎬ原未被置于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的物种以首次发表时间为准ꎬ如
本属模式种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在 １８１９ 年首次发表时种名为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ꎬ１８２６ 年由 Ｓｗｅｅｔ 将其移入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ꎬ发表年份仍记载为
１８１９ 年ꎻ濒危等级中ꎬ—表示濒危等级暂未确定ꎮ
　 Ｎｏ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ｉｎ １８１９ꎬ ａｎｄ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ｂｙ Ｓｗｅｅｔ ｉｎ １８２６ꎬ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ｓ １８１９ꎻ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ꎬ —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Ｍｉｎｇ ＆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ꎬ ２００７)中则采用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ꎮ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由 Ｅｌｌｉｓ 于 １７７０ 年以产于美国的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为模式种建立ꎬ由 ３ 个早期属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Ｌａｐｌａｃｅａ 和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基于相似的果实和种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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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大头茶属植物资源分布图[地图来源: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ꎬ图号:ＧＳ(２０２０)４６３１]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ｐ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ｏ.: ＧＳ(２０２０)４６３１]

组合而成ꎮ 胡先骕根据北美种类苞片 ２ 且生于长

柄ꎬ亚洲种类苞片 ３ ~ ７ 且生于短柄的区别ꎬ主张把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中的亚洲种类归入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ꎬ但由于两者

形态差别较小(张宏达和任善湘ꎬ１９９８)ꎬ这一主张

长时间并未得到认可ꎮ
花粉形态对研究被子植物进化历史具有重要

意义ꎮ 山茶科花粉纹饰的演化趋势为皱波状或皱

网状→网状→穴网状→表面光滑(韦仲新ꎬ１９９７)ꎬ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花粉纹饰呈粗颗粒状或连合成皱波状ꎬ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花粉纹饰呈网状ꎬＬａｐｌａｃｅａ 则呈刺突———
细网状复式纹饰ꎬ这 ３ 个属来自共同的祖先ꎬ代表

了不 同 的 发 育 阶 段ꎬ 演 化 次 序 为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Ｌａｐｌａｃｅａꎬ三者均应保持独立的属存在ꎬ
在苞被分化、木射线等基础形态特征的支持下ꎬ原
被归于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的东亚种类最好置于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叶创兴ꎬ１９９０)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利用 ＤＮＡ 序列数据进行的系统

发育分析表明ꎬ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不是单系的 ( Ｐｒｉｎｃｅ ＆
Ｐａｒｋｓꎬ ２００１)ꎮ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利用核基因组、
质体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序列证实了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是多系统属ꎬ产自北美和东亚的大头茶属植物不

是一 个 自 然 类 群ꎬ 应 该 分 别 处 理 成 两 个 属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和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ꎬ东亚的种类应该 使 用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这一属名ꎮ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的中文译名由大头

茶属变更为湿地茶属(刘冰等ꎬ２０１５)ꎬ大头茶属则

沿用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ꎮ 因此ꎬ较老的属名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已经

复活ꎬ原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的所有中国种ꎬ以及大多数南亚

和东南亚种都被转移到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
Ｍｉｎｇꎬ ２００５ꎻ 杨世雄ꎬ２００５ꎻＧｕｎａｔｈｉｌａｋｅꎬ ２０１５ꎻ Ｌｅ
ＭＣ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一些新发表的大头茶属物种也

使用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作为属名(Ｏｒ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３ꎻ
Ｌｕ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Ｌｅ ＮＨ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２.１ 起源与演化研究

山茶科由 ３ 个高支持率的分支组成ꎬ分别为山

茶族( Ｔｈｅｅａｅ)、大头茶族 ( Ｇｏｒｄｏｎｉｅａｅ) 和紫茎族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ｅａｅ)ꎮ 最早分化的分支为紫茎族ꎬ种子具

有丰富的胚乳ꎻ第二个分支为大头茶族ꎬ种子只具

有一层薄薄的胚乳ꎻ第三个分支为山茶族ꎬ种子无

胚乳ꎻ大头茶族和山茶族形成姐妹类群( Ｐｒｉｎｃｅ ＆
Ｐａｒｋｓꎬ ２００１)ꎮ 湿地茶属(Ｇｏｒｄｏｎｉａ)位于大头茶族

(Ｇｏｒｄｏｎｉｅａｅ)ꎬ大头茶属 (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位于山茶族

Ｔｈｅｅａｅ(Ｐｒｉｎｃｅ ＆ Ｐａｒｋｓꎬ ２００１)ꎬ这一关键性结论得

到了多位学者的证实(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杨俊波

等ꎬ２００６ꎻ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化石是研究物种起源与演化的直接证据ꎮ 最

早的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植物化石被发现于北美

上白垩纪地层(李密密ꎬ２０１１)ꎻ之后ꎬ在法国、瑞
典、德国和捷克等欧洲国家的第三纪岩层中发现

了多个大头茶属植物的果实、种子和叶化石ꎻ在亚

洲日本的渐新世地层中也发现了大头茶属植物叶

的化石( Ｔｏｓｈｉｍａｓａꎬ １９７０)ꎮ 果实化石材料显示ꎬ

８５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 来自始新世早期ꎬＰ. ｋｉｌｐｐｅｒｉ 来自

中新世早期ꎬＰ.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来自中新世中期(Ｇｒｏｔｅ ＆
Ｄｉｌｃｈｅｒꎬ １９８９)ꎬＰ. ｌｉｇｎｉｔｉｃａ 来自上中新世(Ｂｕｒｇｈꎬ
１９８７)ꎮ 叶化石表皮结构和粗形态学研究显示ꎬ
Ｐ. ｓａｘｏｎｉｃａ 和 Ｐ. ｋｎａｕｅｎｓｉｓ 来 自 上 中 新 世ꎬ Ｐ.
ｈｒａｄｅｋｅｎｓｉｓ 来 自 下 中 新 世 ( Ｋｖａｃｅｋ ＆ Ｗａｌｔｈｅｒꎬ
１９８４)ꎮ 以上化石中ꎬ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上中新

世的 Ｐ.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的蒴果与现在越南所产的 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几乎一致ꎬ与现在中国南部的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相似ꎻＰ. ｈｒａｄｅｋｅｎｓｉｓ 叶表皮结构与 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几

乎一致(韦仲新ꎬ１９９７)ꎮ 虽然山茶科化石记录较

多ꎬ但目前已知的大头茶属植物化石稀少ꎬ特别是

其现代分布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ꎬ尚无大头茶属

植物化石报道ꎮ
染色体核型和带型在植物不同的科、属和种

间ꎬ甚至种内都存在差异ꎬ可为植物系统分类、起
源与进化、遗传多样性研究提供一定依据ꎮ 大头

茶属植物染色体基数比较稳定(１ｎ ＝ １ｘ ＝ １５)ꎬ２ 倍

体居多(表 ２)ꎬ但多倍体变异较大ꎬ从 ２ｘ 到 ８ｘ 都

有(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Ｈｅｍｂｒｅ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表

３)ꎮ 大头茶属植物体细胞染色体数目被发现有

３０、９０ꎬ从二倍体向多倍体进化可能是大头茶属植

物进化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表 ２　 大头茶属植物染色体数目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染色体数目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ｎｕｍｂｅｒ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黄药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２ｎ ＝ ２ｘ ＝ ３０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ｎ ＝ ２ｘ ＝ ３０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２ｎ ＝ ２ｘ ＝ ３０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２ｎ ＝ ２ｘ ＝ ３０ Ｍｅｈｒａ ＆ Ｓａｒｅｅｎꎬ １９７３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ꎬ分子系统发育方面

的研究为大头茶属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见

解ꎮ Ｒ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对中国山茶科多样性模式的

环境与进化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ꎬ用 １０ 个叶绿体

基因组序列和 ＩＴＳ 序列对山茶科 １３３ 个物种进行

系统发育分析ꎬ选择 ２ 个化石标定节点ꎬ结果表

明ꎬ科内第一个分支紫茎族与其他族的分歧时间

在 ５９.６ Ｍａꎬ姐妹类群大头茶族和山茶族的分歧时

间估测在 ５０.２ Ｍａꎻ大头茶属系统发育结构分散地

区多于聚集地区ꎻ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与圆籽荷

(Ａ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ｏｂｌａｔａ)的亲缘关系较近ꎬ位于山茶族

的基部ꎬ多样化开始于 １２ Ｍａꎮ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基

于质体和核糖体 ＤＮＡ 序列数据构建了山茶科系

统发育框架ꎬ取样范围包括山茶科 ３ 个族 ９ 个属

４３ 个种ꎬ重建了山茶科的时序历史ꎬ选择 ３ 个山茶

科植物和 ５ 个外群植物化石校准ꎬ研究结果显示ꎬ
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起源于中新世的 １４ Ｍａꎬ多样

化开始于 ９ Ｍａꎮ 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研究了以杜鹃

花目为代表的东亚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关系、历史

生物地理和多样性ꎬ选择了 ４ ５３１ 个杜鹃花目物

种ꎬ利用 １３ 个叶绿体基因组序列、９ 个线粒体基因

组序列和 ３ 个核糖体基因组序列进行了系统发育

分析ꎬ采用 ２５ 个化石校准(２５ 块大化石和 ２ 次校

正)ꎬ结果显示ꎬ黄药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起源于 ３８ Ｍａꎬ祖先范围在印度－马来西亚ꎮ Ｒｙ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从 ＡＦＬＰ 和 ３ 个叶绿体基因组区域分析

研究了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谱系地理学ꎬ用 ２
个化石标定点估算了东亚地区山茶种群的分歧时

间ꎬ长果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四川大头茶(Ｐ.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作为外

类群参与了分析ꎬ结果显示ꎬ３ 种大头茶在 ２４ Ｍａ
(渐新世)与其姊妹群体圆籽荷、石笔木(Ｔｕｔｃｈｅｒ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 和多萼核果茶 ( Ｐｙｒｅｎａｒｉａ ｊｏｎｑｕｉｅｒｉａｎａ
ｓｕｂｓｐ. ｍｕｌｔｉｓｅｐａｌａ )分化ꎬ海南大头茶和四川大头

茶在 １３ Ｍａ(中新世)与长果大头茶分化ꎮ 这几项

研究中ꎬ部分大头茶属植物均是作为代表或外类

群ꎬ参与了杜鹃花目山茶科山茶的系统发育研究ꎬ
取样个体或群体较少ꎬ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ꎬ无
法清晰解释整个大头茶属的系统发育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大头茶属(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在山茶科的

系统位置及其与湿地茶属(Ｇｏｒｄｏｎｉａ)的属间界限

已经基本清晰ꎬ但大头茶属的起源和演化路线、属
内系统发育关系、谱系地理格局等均不明确ꎮ 按

其现代地理分布和现有化石证据推断ꎬ大头茶属

可能起源于北美ꎬ因该属植物种子有翅ꎬ可能经历

了长距离传播事件ꎬ曾迁徙到欧洲定植ꎬ也曾到达

日本ꎬ在其到达东南亚后ꎬ逐渐演化成现在的大头

茶属ꎮ 对于曾经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大头茶属ꎬ
第三纪以来的地质气候演变对其进化产生了颠覆

性的影响ꎬ导致其可能逐渐演化为其他物种或

灭绝ꎮ
２.２ 国产大头茶属分类研究

大头茶属的模式种为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ꎬ 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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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头茶属植物基因组大小和倍性估计 (Ｈｅｍｂｒｅ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ｌｏｉ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ｐｌａｎｔｓ(Ｈｅｍｂｒｅ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来源 / 登记号
Ｓｏｕｒｃ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２Ｃ 基因组大小 ｘ(ｐｇ)
２Ｃ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ｉｚｅｘ (ｐｇ)

单倍体基因组大小(ｐｇ) ｗ

１Ｃｘ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ｉｚｅ (ｐｇ) ｗ

倍性估计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ｘ)
ｐｌｏｉｄｙ ( ｘ)

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ＧｒＮ １１.３２±０.５４ １.８９ ６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ＵＦ 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３.２７±０.３４ １.６３ ２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ＵＦ ２００３０９００ ９.２７±０.８４ １.５５ ６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ＮＣＳＵ ２０１５－１１４ ３.６６±０.３２ １.８８ ２ ｖ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ＵＳＮＡ ８１６２８ ３.５８±０.３２ １.７９ ２

大头茶属一种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ｐ. ＪＣＲＡ １３１０４１ １３.６１±０.７５ １.７０ ８

大头茶属一种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ｐ. ＵＦ ２０１１１４００ １５.６９±０.９７ １.９６ ８

　 注: ＧｒＮ. 费尔霍普绿色苗圃ꎻ ＵＦ. 北佛罗里达研究和教育中心ꎻ ＮＣＳＵ.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山地园艺作物研究与推广中心ꎻ
ＵＳＮＡ. 美国国家植物园ꎻ ＪＣＲＡ. 劳斯顿植物园ꎮｘ 表示用碘化丙啶作荧光染色测定的全倍体基因组大小ꎻ ｗ表示用 ２Ｃ 基因组大小
计算的单倍体基因组大小ꎻｖ 表示经细胞学证实的倍性水平ꎮ
　 Ｎｏｔｅ: ＧｒＮ. Ｇｒｅｅｎ Ｎｕｒｓｅｒｉｅｓꎬ Ｆａｉｒｈｏｐｅꎬ ＡＬꎻ ＵＦ. Ｎｏｒｔｈ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Ｑｕｉｎｃｙꎬ ＦＬꎻ ＮＣＳＵ.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Ｍｉｌｌｓ Ｒｉｖｅｒꎬ ＮＣꎻ ＵＳＮ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ꎻ ＪＣＲＡ. ＪＣ Ｒａｕｌｓｔ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ꎬ Ｒａｌｅｉｇｈꎬ ＮＣ. ｘ ｍｅａｎｓ ｈｏｌｏｐｌｏｉｄ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ｉｚｅ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ｉｄｉｕｍ ｉｏｄｉｄ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ｌｕｏｒｏｃｈｒｏｍｅ ｓｔａｉｎꎻ ｗ ｍｅａｎｓ １Ｃ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２Ｃ ｖａｌｕｅ / ｐｌｏｉｄｙ ｌｅｖｅｌꎻ ｖ ｍｅａｎｓ ｐｌｏｉｄ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表 ４　 国产大头茶属不同分类方式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叶创兴
(１９９０)

中国植物志 ＦＲＰＳ
(１９９８)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 Ｍｉｎｇ
(２００５)

杨世雄
(２００５)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７)

大头茶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四川大头茶

Ｐ.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广西大头茶

Ｐ. ｇ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黄药大头茶

Ｇ.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长果大头茶

Ｇ.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

Ｇ.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四川大头茶

Ｇ.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广西大头茶

Ｇ.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大头茶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四川大头茶

Ｐ.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越南大头茶

Ｐ.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四川大头茶

Ｐ.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广西大头茶

Ｐ.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越南大头茶

Ｐ.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天堂大头茶

Ｐ. ｔｉａｎ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大头茶

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黄药大头茶

Ｐ.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长果大头茶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海南大头茶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四川大头茶

Ｐ.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天堂大头茶

Ｐ. ｔｉａｎ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原来被置于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中ꎬ以栽培于印度的

植物进行描述ꎬ后来研究发现该种原产地是中国

的华南地区(Ｋｅｎｇꎬ １９８０ꎬ １９８４ꎻ 叶创兴ꎬ１９９０ꎻ杨
世雄ꎬ２００５)ꎮ 对国产大头茶属系统分类研究最早

的是中山大学叶创兴教授ꎬ叶创兴(１９９０)依据叶

缘是否具有锯齿、叶的形状、花部特征、鳞芽毛被

等形态特征ꎬ把大头茶属植物分为 ６ 种ꎮ «中国植

物志(ＦＲＰＳ)» (１９９８)收录了大头茶属植物 ６ 种ꎮ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 Ｍｉｎｇ(２００５)根据分子证据ꎬ将中国

大头茶属植物从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转移到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ꎬ并依

据叶尖、幼枝、顶芽等形态特征ꎬ对大头茶属重新

分类ꎬ种数仍为 ６ 种ꎮ 杨世雄(２００５)根据最新的

研究结果ꎬ对国产大头茶属作出分类学处理ꎬ包括

８ 种 ２ 变种ꎮ ＦＯＣ(２００７)对大头茶属进行了修订ꎬ
将广西大头茶并入四川大头茶ꎬ将越南大头茶并

入大头茶ꎬ种数又调回 ６ 种ꎮ 表 ４ 列出了五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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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大头茶属内分种情况ꎬ各分类处理之间存

在分歧或疑问ꎮ

３　 大头茶属繁殖生物学研究

大头茶属植物的繁殖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四川大头茶、大头茶等少数几个种ꎬ现从繁殖策

略、生理特性、种群生态特征和人工育苗技术 ４ 个

方面进行介绍ꎮ
３.１ 繁殖策略

大头茶属植物种子扁平ꎬ上部有翅ꎬ种子较

轻ꎬ适宜于风媒传播ꎻ另外ꎬ该属植物花大ꎬ花蜜和

浓度具备鸟类传粉的特征ꎬ有研究发现橙腹叶鹎

在长果大头茶上访花(邱建生等ꎬ２０１５)ꎮ 据缙云

山资料显示ꎬ四川大头茶生长 ２０ ａ 可开花结实ꎬ每
个果实含 ２５ ~ ３０ 粒种子ꎬ种子千粒重约为 １４ ｇꎻ主
要依靠种子繁殖ꎬ种子萌发能力强ꎬ大多数种子落

地不久即可萌发ꎻ萌蘖能力强ꎬ老树被砍伐后ꎬ在
残桩上可形成 ５ ~ １０ 棵幼树ꎻ茎叶的生长季节主要

集中在春季ꎬ展叶类型接近“爆发型”格局(金则

新ꎬ１９９６ａ)ꎮ 四川大头茶花蕾产量和果实产量随

植株年龄的增大而增大(曾波等ꎬ２００１)ꎬ坐果率随

花期的延迟而降低(孙凡和钟章成ꎬ２００１)ꎬ生殖与

生存之间表现为对抗关系ꎬ较大的生殖投入ꎬ将会

增加死亡的概率(孙凡和钟章成ꎬ１９９７ａ)ꎬ对其繁

殖分配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是土壤 ｐＨ 值、群落内

热状况和肥水条件(孙凡和钟章成ꎬ１９９７ｂ)ꎮ 生殖

生态学的研究表明ꎬ种群密度和生物量生殖配置

维系在每公顷 １ ２５０ ~ ２ ２５０ 株ꎬ生殖配置 ＲＡ 值保

持在 ４０％ ~４２％之间ꎬ可使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ꎬ
保证树冠正常发育ꎬ树冠之间达到触而未及的程

度ꎬ种群生殖力也能得到较大发挥(苏智先和钟章

成ꎬ１９９８)ꎮ
３.２ 生理特性

四川大头茶的种子是非休眠的、中间性的(田
美华和唐安军ꎬ２０１３)ꎬ种子萌发对光的依赖性不

强ꎬ萌发最适 ｐＨ 范围为 ５.５ ~ ６.０(陈爱侠和钟章

成ꎬ１９９６)ꎬ幼苗快速生长期在 ６—９ 月ꎬ幼苗的生

长在光照优越的林窗中显著比郁闭的常绿阔叶林

和针阔混交林内要旺盛(陶建平等ꎬ２００１)ꎮ 四川

大头茶幼苗的蒸腾强度与光照强度、气温和叶温

呈正相关ꎬ而与叶水势和相对湿度呈负相关ꎬ光照

强度是影响幼苗生长的主要因子(赵友华ꎬ１９９６)ꎮ
四川大头茶是一种耐荫能力较强的阳性植物ꎬ在
自然条件下ꎬ当年生叶片净光合速率可高达 ２３.４４

ｍｇｄｍ ￣２ｈ￣１(缪世利ꎬ１９８７)ꎮ 研究发现ꎬ四川大

头茶低温半致死温度为－４.１ ℃ ꎬ因此该种能够较

好适应其主要分布区缙云山的低温条件而安全越

冬(梁莉和谈锋ꎬ１９９７ａꎬｂ)ꎮ 四川大头茶作为国产

大头茶中分布最广、遗传变异较为丰富的物种ꎬ对
其生理特性的研究为引种栽培和大范围推广应用

该物种奠定了基础ꎬ对同属其他植物的生理研究

具有参考意义ꎮ
３.３ 种群生态特征

四川大头茶种群是缙云山常绿阔叶林演替过

渡群落的优势种群(杜道林等ꎬ１９９９)ꎬ种群空间格

局呈集群分布状态ꎬ集群程度与树龄成反比(金则

新ꎬ１９９６ｂ)ꎮ 在森林优势种群中ꎬ四川大头茶与白

毛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ａ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存 在 极 显 著 正 联 结ꎬ 与 栲 树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ｉｎｇｉｉ)间表现

出极显著负联结(杜道林等ꎬ１９９５)ꎮ 种内与种间

竞争方面ꎬ四川大头茶和大头茶的种内竞争均显

著大于种间竞争ꎬ种群动态过程中自疏作用大于

他疏作用(金则新ꎬ１９９７ꎻ张锦新等ꎬ２０１３)ꎮ 除重

庆缙云山外ꎬ四川大头茶也是贵州习水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优势树种ꎬ并将长期处于优势地位ꎬ群
落最终将演替成为单纯的阔叶林群落(穆兵等ꎬ
２０１１)ꎮ
３.４ 人工育苗技术

种苗繁育是实现优质品种推广和进一步改良

的基础(仇键等ꎬ２０１５)ꎮ 大头茶属植物资源开发

利用程度较低ꎬ相关繁殖技术研究较少ꎮ 目前ꎬ大
头茶的播种和扦插技术较为成熟ꎬ黄药大头茶的

组织培养获得成功ꎬ这将有利于优良种质的扩繁

和种苗生产ꎬ也可为同属其他物种的人工育苗提

供参考ꎮ
大头茶的种子成熟期为 １０ 月左右ꎬ球果呈赤

褐色时即可采种ꎬ１ ｋｇ 球果可出约 ０.１５ ｋｇ 种子ꎬ１
ｋｇ 种子近 ４０ ０００ 粒ꎬ播种时间以 １—２ 月为宜ꎬ种
子在 ２０ ℃ 的条件下发芽期需 ３２ ｄꎬ发芽率可达

３３.８０％ꎮ 用 ５０ ℃温水浸种可缩短发芽期ꎬ提高发

芽率ꎮ １ 年生苗达到 ２０ ~ ４０ ｃｍ 高时可出圃ꎬ产量

可达每公顷 ６０ 万 ~７５ 万株(庄晋谋等ꎬ２００７)ꎮ
大头茶的种子产量有大小年之分ꎬ扦插可以

每年提供较为稳定数量的苗木ꎮ 扦插时ꎬ选择 １
年生健壮枝条ꎬ剪取长 ３ ~ ４ ｃｍ 的插穗ꎬ保留一个

腋芽和成熟叶一片ꎬ扦插时间以 １—２ 月和 ９—１０
月为好ꎮ 扦插 ２ 个月左右插穗切口可愈合生根ꎬ
生根率可达 ９０％ꎮ １ 年生苗达到 ２５ ｃｍ 时可出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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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可达每公顷 ６５ 万株(庄晋谋等ꎬ２００７)ꎮ
组织培养是大头茶属植物无性繁殖的另一有

效途径ꎮ 研究表明ꎬ以 ５ 年生黄药大头茶茎尖、茎
节切段、腋芽为外植体ꎬ利用多种培养基ꎬ经过芽

萌动和生长、多芽体诱导和壮苗、生根和移栽等生

长与分化环节ꎬ产生多芽体频率在 ８５％以上ꎬ移栽

成活率可达 ９０％(庄承纪和刘劲科ꎬ２００５)ꎮ

４　 大头茶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及
药理活性

据«中华本草»记载ꎬ大头茶茎皮味辛、性温ꎬ
具有活络止痛的功效ꎬ主治风湿腰痛和跌打损伤ꎻ
果实味涩ꎬ主治虚寒泄泻(国家中药学管理局中华

本草编委会ꎬ１９９９)ꎮ 大头茶的叶在台湾民间用作

收敛剂(付辉政ꎬ２０１２)ꎮ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ꎬ大
头茶属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有二萜类、三萜苷类、
皂苷类、木脂素类、黄酮醇苷类、甾体类和鞣质类、
白桦酸等化合物(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ꎻ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ｇ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Ｈｅｒａｔ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王坤ꎬ２００８ꎻ付辉

政ꎬ２０１２ꎻ Ｆ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汤佳ꎬ ２０１３ꎻ徐兰等ꎬ
２０１９ꎻ吴放等ꎬ２０１９ꎻ张晓丹等ꎬ２０２０)ꎮ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ｄａｓｓａｎａｙａｋｅｉ 茎皮的热己烷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菌

活性(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ｇ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长果大头茶茎的

提取物具有降血糖活性功能因子(汤佳ꎬ２０１３)ꎻ黄
药大头茶根的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抗 ＨＩＶ 病毒和细

胞毒活性(付辉政ꎬ２０１２)、抗肿瘤活性和保肝作用

(王坤ꎬ２００８)ꎻ广西大头茶茎的提取物具有选择性

细胞毒活性(付辉政ꎬ２０１２ꎻＦ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和抗

肿瘤活性成分(张晓丹等ꎬ２０２０)ꎮ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９)采用超声辅助提取法和微波辅助提取法从

大头茶果实中提取了天然抗氧化剂ꎬ提取物可开

发成功能性食品或营养保健品ꎬ具有预防心血管

疾病、癌症等由氧化应激引起的某些疾病的潜力ꎮ
目前开展的大头茶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主要集中

于以上少数几个物种ꎬ药理活性在体外细胞和小

鼠模型上验证ꎮ 大头茶属药用种质资源及其药用

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ꎬ条件成熟时ꎬ应开展体内代

谢转化等临床研究工作ꎮ

５　 问题与展望

东南亚是世界大头茶属植物的分布中心ꎬ我
国西南地区是国产大头茶属植物的分布中心ꎬ拥

有非常丰富的大头茶属种质资源ꎮ 目前ꎬ国内外

学者对大头茶属的系统位置和资源分布研究较为

完善ꎬ对其遗传多样性和应用价值等方面的研究

已有初步进展ꎬ国内对四川大头茶研究较为全面ꎬ
但整个属的系统发育、谱系地理和种质创新等研

究尚未开展ꎬ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ꎮ
(１)研究范围较窄、种类较少ꎮ 大头茶属资源

丰富、种类多样ꎬ但现有研究仅限于中国和斯里兰

卡等少数国家ꎬ聚焦于四川大头茶等少数种类ꎮ
国内外对大头茶属关注程度较低ꎬ尚未形成全面

而整体的理论框架ꎬ该属的种质资源特点和遗传

背景尚不清楚ꎮ
(２)系统发育关系不清ꎬ亲缘地理格局不明ꎮ

目前开展的大头茶属植物系统发育研究主要集中

在大头茶属的学名探讨ꎬ以及大头茶属在山茶科、
山茶族的系统地位研究ꎮ 大头茶属植物的起源存

在分歧ꎬ分布分化中心、演化路线、进化关系、多样

化时间不清晰ꎬ现代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历史成因

也不明确ꎮ
(３)国产种类分类存在分歧ꎮ ①形态学上ꎬ广

西大头茶的叶和花都较四川大头茶小一些ꎬ但
ＦＯＣ 主张将广西大头茶并入四川大头茶ꎬ这种归

并是否合理? ②天堂大头茶(天堂果)是由邓莉兰

和樊国盛(１９９９)发表的新种ꎬ其形态非常接近长

果大头茶ꎬ新种成立的主要原因为子房 ６ ~ ８ 室与

长果大头茶 ５ 室不同ꎮ 发表后ꎬ杨世雄(２００５)的

分类支持了这个种ꎻ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 Ｍｉｎｇ(２００５)的

分类没有支持ꎻＦＯＣ 虽然支持ꎬ但将其作为一个存

疑种ꎬ明确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此种究竟能否

作为独立种成立? ③ＦＯＣ 主张将越南大头茶并入

大头茶ꎬ但依据不明ꎻ同时ꎬＦＯＣ 还提出分布于云

南东南部和广西南部的四川大头茶被误作越南大

头茶ꎮ 越南大头茶在我国是否有分布? 若有ꎬ是
否被误认为是四川大头茶的地理变异?

(４)引种栽培和遗传育种研究不足ꎮ 大头茶

属植物种质资源丰富ꎬ除国内的白花种类外ꎬ国外

还拥有红花和黄花种类ꎬ观赏价值很高ꎬ其分布区

气候特点与我国岭南地区、云南南部、海南、台湾

等地相似ꎬ但国内尚未开展引种栽培和遗传育种

等方面的工作ꎮ 四川大头茶的繁殖生物学研究表

明ꎬ该属植物的引种驯化和人工栽培不会存在较

大障碍ꎬ因此ꎬ通过驯化与杂交育种的手段提高大

头茶属的观赏价值ꎬ选育优良品种ꎬ应成为今后育

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ꎮ
(５)研究方法与技术缺乏创新ꎬ对各个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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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相对独立ꎮ 当前对大头茶属植物研究主

要集中在生物学特征、生理特性、种群生态、育苗

技术等基础生物学领域ꎬ对其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ꎻ在种质资源评价的基础上ꎬ挖掘

控制其重要性状和活性成分的主导基因ꎬ应用分

子育种技术ꎬ可以加速遗传改良和新品种培育进

程ꎮ 现有研究多呈现单地区、单物种、单角度等独

立性ꎬ缺乏统筹性和联系性ꎻ多学科、多方面对大

头茶属同步开展研究ꎬ能够全面认识这一类群ꎬ更
好了解其与环境的互作特征及规律ꎮ 在研究材料

的选取上ꎬ应当充分考虑种间共性与差异ꎬ注重种

间对比研究ꎬ避免一些重复性工作ꎮ
在未来研究中ꎬ应完善大头茶属植物研究体

系ꎬ扩大研究范围ꎬ特别是在其分布种类较多的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开展种质资源调

查ꎬ扩充国产大头茶研究种类ꎬ掌握其分布状况与

分布规律ꎻ在此基础上ꎬ综合运用形态学、细胞学、
基因组学等方法ꎬ探讨大头茶属物种演化的系统

发育关系ꎬ揭示该属植物的起源、演化历史和进化

模式ꎬ推测冰期避难所和冰后期的扩散模式ꎻ采集

种质材料ꎬ开展遗传多样性分析ꎬ发现并挖掘观赏

性高、抗逆性强的优良种质资源ꎬ加强引种驯化和

种质创新工作ꎻ全面掌握不同种类的大头茶属植

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态习性ꎬ探索基因与环境对其

生长发育特征的影响规律ꎻ应更加深入地加强食

用、药用价值方面的研究ꎬ探索有效活性成分的关

键调控基因和生物合成途径ꎬ开展临床转化和药

物研制工作ꎬ合理开发利用大头茶属资源ꎬ努力创

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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