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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阳和肉苁蓉寄生方式的区别
陈金元ꎬ 陈学林∗ꎬ 郭楠楠ꎬ 马文兵ꎬ 达清璟ꎬ 张亥贤

( 西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

摘　 要: 锁阳和肉苁蓉都是中医药里重要的补益类药材ꎬ但由于过度采挖和采挖方式不当ꎬ目前它们的野生

资源已濒临枯竭ꎮ 肉苁蓉和锁阳分别是我国濒危和易危珍稀植物ꎬ研究二者寄生方式的特点与区别不仅可以

促进锁阳和肉苁蓉的人工栽培ꎬ从而使野生药材得到一定的保护ꎬ而且对了解寄生植物在荒漠地区等极端严

酷环境中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ꎮ 该研究采用形态学观察结合常规石蜡切片法ꎬ对锁阳和肉苁蓉

分别在各自寄主植物上的寄生方式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锁阳的营养繁殖体在寄主植物根部呈串状分

布ꎬ与寄主植物的连接方式属于非末端寄生ꎻ锁阳的吸器侵入寄主根系韧皮部和木质部的一部分区域ꎬ但是韧

皮部和木质部大部分区域未被锁阳吸器占据ꎬ即有部分营养物质被锁阳“截取”ꎮ (２)肉苁蓉在其肉质茎基部

长出新的芽体ꎬ与寄主植物的连接方式属于末端寄生ꎻ肉苁蓉的吸器侵入寄主根韧皮部和木质部全部区域ꎮ
因此ꎬ锁阳寄生后ꎬ被寄生的寄主根依然能够向前生长ꎬ具有正常的功能ꎻ肉苁蓉寄生后ꎬ寄生点的寄主根失去

根系的正常功能ꎬ成为一个为肉苁蓉生长发育提供营养物质的“输送通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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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为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肉苁蓉属植

物ꎮ 文献记载均为全寄生植物ꎬ锁阳的寄主植物为

白刺属(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Ｌ.)、红砂属(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Ｌ.)、猪毛

菜属 (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Ｌ.)、柽柳属 (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Ｌ.) ( Ｃｈｅｎ ＆
Ｍｉｃｈｅｌｅꎬ２００７)以及霸王( Ｓａｒｃｏｚｙｇｉｕｍ ｘ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ｏｎ)
(陈叶等ꎬ２０１１)、多裂骆驼蓬(Ｐｅｇａ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ｕｍ)
(王 进 等ꎬ ２０１１ )ꎬ 肉 苁 蓉 的 寄 主 植 物 为 梭 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及白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ｒｓｉ￣
ｃｕｍ)(Ｚｈａｎｇ ＆ Ｎｉｋｏｌａｉꎬ１９９８)ꎮ 锁阳分布于我国甘

肃、内 蒙 古、 宁 夏、 青 海、 陕 西 和 新 疆 ( Ｃｈｅｎ ＆
Ｍｉｃｈｅｌｅꎬ２００７)ꎻ肉苁蓉分布于甘肃、内蒙古、宁夏和

新疆(Ｚｈａｎｇ ＆ Ｎｉｋｏｌａｉꎬ１９９８)ꎮ 二者均分布于荒漠

地区ꎮ 寄生植物可以加速有机物的分解ꎬ促进养分

物质循环(Ｑｕｅｓｔｅ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ꎮ 因此ꎬ锁阳和肉苁

蓉的寄生对荒漠地区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锁阳和肉苁蓉均为补益类药物ꎬ具有补肾阳、益

精血、润肠通便的作用(国家药典委员会ꎬ２０１０)ꎮ
肉苁蓉为濒危物种(傅立国ꎬ１９９２)ꎬ锁阳为易危物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ꎬ
２０１３)ꎬ肉苁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二

批)ꎬ锁阳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青
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ꎮ 锁阳和肉苁蓉作为两种补

益类中药ꎬ由于其不断的深入研究及临床应用ꎬ其药

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ꎮ 但是肉

苁蓉用药来源大部分来自野生药材的采挖ꎬ锁阳用

药则完全依赖于野生药材的采挖ꎬ在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ꎬ人们盲目采挖ꎬ致使锁阳和肉苁蓉产地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破坏ꎮ 虽然目前已有关于锁阳和肉苁蓉

人工栽培(刘桂荣等ꎬ２０１４ꎻ孙永强等ꎬ２００８ꎻ屠鹏飞

和郭玉海ꎬ２０１５)的报道ꎬ但是锁阳还未得到大规模

的种植ꎬ肉苁蓉种植则存在很多盲目性ꎮ 为拯救和

保护锁阳和肉苁蓉资源ꎬ急需在两者的生态适宜生

长区(陈君等ꎬ２００７ꎻ黄林芳等ꎬ２０１０)进行锁阳和肉

苁蓉的人工种植ꎮ
李天然等(１９９４)发现锁阳存在特殊的“类生殖

根状物组织(Ｓｔｏｌｏｎ￣ｌｉｋｅ￣ｏｒｇａｎ)”ꎬ并认为其实质是寄

生于寄主根内的具有分生和繁殖发育成锁阳新个体

能力的细胞组织ꎻ苏格尔和包玉英(１９９９)又将这些

组织称为“类生殖根状细胞”ꎬ它可在寄主根韧皮部

内向四周分裂扩张ꎬ形成“类生殖根状细胞群”ꎬ在
寄主根部一定部位膨大突出根表皮外形成新的锁阳

芽体ꎮ 但是锁阳的“类生殖根状细胞”与寄主植物

根的维管组织的连接方式还未见相关报道ꎮ 了解锁

阳和肉苁蓉分别与各自的寄主植物的寄生方式可以

在采挖药材时采用适当的方法ꎬ这对保护锁阳和肉

苁蓉野生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采样地马鬃山地区、肃州区和明花乡均为戈壁

荒漠地区ꎬ气候干旱ꎬ植被稀少ꎮ 马鬃山地区年均降

水为 ８５.２ ｍｍꎬ年均蒸发量为 ３ ０７２.９ ｍｍꎬ年均气温

为 ３.９ ℃(汪之波等ꎬ２００９)ꎮ 植物主要有梭梭、红砂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ａ)、泡泡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
ｐａ)、多种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ｓｐｐ.)、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ｓ)、膜果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等ꎮ
１.２ 研究材料

锁阳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采自甘肃省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 ( ４１° ５４′ Ｎꎬ９７° ７′
Ｅ)、酒泉市肃州区(３９°３１′ Ｎꎬ９８°４８′ Ｅ)、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３９°３０′ Ｎꎬ９９°６′ Ｅ)和张掖

市甘州区(３８°５９′ Ｎꎬ１００°２５′ Ｅ)ꎬ锁阳均为野生状

态ꎬ共观察 ５２ 例ꎬ寄主植物均为泡泡刺ꎬ采样时均处

于出土或开花阶段ꎬ采样时均在 ５ 月ꎬ各地取样时间

间隔不超过 １０ 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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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苁蓉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采自甘肃

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４１°５４′ Ｎꎬ９７°７′
Ｅ)、酒泉市肃州区(３９°４０′ Ｎꎬ９８°２９′ Ｅꎬ栽培肉苁

蓉)和张掖市甘州区(３８°５４′ Ｎꎬ１００°４０′ Ｅ)ꎬ人工种

植肉苁蓉共观察 ２３ 例ꎬ采样时间均为种植后第三

年ꎬ野生肉苁蓉共观察 ６５ 例ꎬ寄主植物均为梭梭ꎮ
野生和种植药材采样时均处于出土或开花阶段ꎮ 取

样时间均在 ５ 月ꎬ各地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 １０ ｄꎮ

取样地相关信息如表 １ 所示ꎮ 采用整体挖掘法

进行观察和拍照(Ｎｉｋｏｎ Ｄ７００)ꎬ相关材料用 ７０％
Ｆ.Ａ.Ａ 固定液进行固定ꎮ
１.３ 研究方法

采用常规石蜡切片法对固定好的材料进行切

片ꎬ用番红－固绿复染法进行染色ꎬ用奥林巴斯研究

级倒置荧光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 ＩＸ５３)进行组织切片观

察与照相ꎮ

表 １　 取样地位置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生境
Ｂｉｏｔｏｐｅ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地点描述
Ｓｉ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锁阳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９７°７′ Ｅ ４１°５４′ Ｎ 戈壁荒漠
Ｇｏｂｉ ｄｅｓｅｒｔ

９８°４８′ Ｅ ３９°３１′ Ｎ 戈壁荒漠
Ｇｏｂｉ ｄｅｓｅｒｔ

９９°６′ Ｅ ３９°３０′ Ｎ 沙漠区
Ｄｅｓｅｒｔ

１００°２５′ Ｅ ３８°５９′ Ｎ 砾石质荒漠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ｖｅｌ

泡泡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ｕｂｅｉ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ｕｑｕａｎ
酒泉市南郊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Ｊｉｕｑｕａｎ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
Ｍｉｎｇｈｕ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Ｙｕ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Ｓｕｎａ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张掖市北郊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９７°７′ Ｅ ４１°５４′ Ｎ 戈壁荒漠
Ｇｏｂｉ ｄｅｓｅｒｔ

９８°２９′ Ｅ ３９°４０′ Ｎ 沙漠区
Ｄｅｓｅｒｔ

１００°４０′ Ｅ ３８°５４′ Ｎ 砾石质人工灌丛
Ｍａｎ￣ｍａｄｅ ｂｕｓｈｗ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ｖｅｌ

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ｕｂｅｉ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ｕｑｕａｎ

酒泉市南郊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Ｊｉｕｑｕａｎ

张掖市东郊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学观察

对 ５２ 例采自不同地点的锁阳进行形态学观察

后均发现:锁阳在寄主的根上呈串状分布ꎬ有连续的

许多芽体ꎬ锁阳与寄主的寄生方式属于非末端寄生

(图版Ⅰ:Ａ)ꎮ 对 ６５ 例采自不同地点的野生肉苁蓉

进行观察后均发现:肉苁蓉与寄主单点寄生ꎬ寄生点

的寄主根系呈膨大状ꎬ肉苁蓉的肉质茎基部完全包

围寄主根末端ꎬ寄生方式属于末端寄生(图版Ⅰ:
Ｂ)ꎬ２３ 例人工种植肉苁蓉的寄生方式与野生肉苁蓉

完全相同(图版Ⅰ:Ｃ)ꎮ
２.２ 解剖学观察

锁阳与寄主植物根系的解剖学结果显示:锁阳

的吸器侵入了寄主植物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图版

Ⅱ)ꎮ 图版Ⅱ:Ａ 为未寄生锁阳的寄主根ꎬ显示锁阳

的寄主根系的木质部有呈放射状的髓射线ꎻ图版Ⅱ:
Ｂ 为寄生了锁阳的寄主根(箭头所指为锁阳的吸

器)ꎬ锁阳的吸器侵入寄主的韧皮部和木质部ꎬ但韧

皮部和木质部的大部分区域未被侵占ꎻ图版Ⅱ:Ｃ 为

吸器的局部放大图ꎬ显示锁阳的吸器侵入寄主植物

根的木质部ꎮ 由锁阳的吸器只侵占寄主根韧皮部和

木质部局部区域的现象来看ꎬ锁阳只从寄主根系局

部区域吸收有机营养物质、水分及矿质养分ꎬ即寄主

根的营养物质在输送过程中有部分被锁阳“截取”ꎮ
肉苁蓉的吸盘将寄主植物的根部完全包围ꎬ吸

器侵入了寄主植物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图版Ⅲ)ꎮ
连续切片结果显示ꎬ肉苁蓉将寄主的木质部包围后

逐渐解离ꎬ连接部位的寄主根木质部充满肉苁蓉的

环纹导管(图版Ⅲ)ꎮ 肉苁蓉寄生后ꎬ其肉质茎完全

包围寄主根末端ꎬ 寄生点的寄主根丧失吸收水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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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Ⅰ　 锁阳和肉苁蓉与各自的寄主植物的连接方式　 Ａ. 锁阳与寄主 (箭头所指为

锁阳成体与锁阳芽体)ꎻ Ｂ. 肉苁蓉与寄主ꎻ Ｃ. 栽培肉苁蓉与寄主ꎮ
Ｐｌａｔｅ 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ｓ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ａｎｄ ｇｅｍｍｕｌｅ ｏｆ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ꎻ
Ｂ.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ꎻ Ｃ.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

图版 Ⅱ　 锁阳与寄主连接部位的切片观察　 Ａ. 未寄生锁阳的寄主根ꎻ Ｂ. 寄生了锁阳的

寄主根 (箭头所指为锁阳的吸器)ꎻ Ｃ. 吸器的局部放大图ꎮ
ＰｌａｔｅⅡ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　 Ａ. Ｒｏｏｔ ｏｆ ｈｏ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ｏｆ Ｃ.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ꎻ Ｂ. Ｒｏｏｔ ｏｆ ｈｏ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ｔｈｅ Ｃ.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Ａｒｒ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ｈａｕｓｔｏｒｉｕｍ ｏｆ Ｃ.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ꎻ Ｃ.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ａｕｓｔｏｒｉａ.

正常功能ꎬ而只是供给肉苁蓉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物质ꎬ变为肉苁蓉吸收水分、无机盐和光合作用产物

的一个“输送通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ꎮ

３　 讨论

在荒漠等严酷恶劣的环境(王洪义等ꎬ２００５)和
限制性资源条件(Ｖｅｒｂｕｒｇ ＆ Ｇｒａｖａꎬ１９９８)下营养繁

殖往往占据优势ꎬ营养繁殖对种苗更新困难时维持

种群的存活有重要的作用ꎬ克隆植物须生长到一定

大小才可能开花ꎬ因此有性生殖比营养繁殖需要更

高的投资(王洪义等ꎬ２００５)ꎮ 荒漠地区环境条件恶

劣ꎬ锁阳和肉苁蓉的种子必须从地面到达地下才能

萌发与寄主植物建立寄生关系ꎬ因此营养繁殖对锁

阳和肉苁蓉维持种群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锁阳的寄生方式属于非末端寄生ꎬ被寄生后锁

阳的吸器侵入寄主根韧皮部和木质部部分区域ꎬ但
韧皮部和木质部的大部分区域未被吸器占据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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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Ⅲ　 肉苁蓉与寄主的寄生关系　 虚线框内为肉苁蓉寄主植物的木质部ꎻ
Ａ２ꎬＢ２ꎬＣ２ꎬＤ２ꎬＥ２ꎬＦ２ 分别为 Ａ１ꎬＢ１ꎬＣ１ꎬＤ１ꎬＥ１ꎬＦ１ 的局部放大图ꎮ

Ｐｌａｔｅ Ⅲ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　 Ｔｈｅ ｄｏｔｔｅｄ ｂｏｘ ｉｓ ｔｈｅ ｘｙｌｅｍ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ꎻ
Ａ２ꎬ Ｂ２ꎬ Ｃ２ꎬ Ｄ２ꎬ Ｅ２ ａｎｄ Ｆ２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１ꎬ Ｂ１ꎬ Ｃ１ꎬ Ｄ１ꎬ Ｅ１ ａｎｄ Ｆ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锁阳寄生后ꎬ研究寄主根系依然能向前生长ꎬ具有正

常功能ꎮ 肉苁蓉寄生后ꎬ被寄生的寄主根失去正常

功能ꎬ变为一个为肉苁蓉生长发育提供营养物质的

“输送通道”ꎬ因此若寄生发生在寄主幼苗时期ꎬ很
容易由于肉苁蓉过度吸收寄主的营养物质而造成寄

主死亡ꎮ 锁阳和肉苁蓉虽然都同属寄生植物ꎬ又都

分布于荒漠中ꎬ但是却具有不同的两种寄生方式ꎬ这
种不同一方面反映了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的复杂性ꎬ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植物在生长繁衍过程中为了获得

物种存活度最大化而采取了最适合自身的繁殖

方式ꎮ
锁阳的寄生对寄主的伤害是非致命的ꎬ寄生关

系发生后寄主根系可以继续向前生长ꎬ这尤其对处

于幼苗期的寄主植物的存活较为有利ꎻ肉苁蓉则不

同ꎬ末端寄生方式完全吸收了寄生点的寄主根系所

有营养物质ꎬ此时如果寄主植物尚处于幼苗阶段ꎬ则
有可能造成寄主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源中断而死亡ꎬ
这对寄主梭梭或肉苁蓉都不利ꎮ 一般情况下ꎬ肉苁

蓉只在梭梭的一个根系上寄生ꎬ表明寄生肉苁蓉后

的梭梭其株高、地径和冠幅等均普遍小于未寄生肉

苁蓉的梭梭ꎬ总生物量比未寄生肉苁蓉的梭梭减少

了 ４９％ꎬ同时枯枝生物量比未寄生肉苁蓉的梭梭高

出一倍ꎬ而且在寄生肉苁蓉后梭梭根系中细根的比

例增高(谭德远等ꎬ２００４)ꎮ 这说明肉苁蓉将梭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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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营养物质大量吸收ꎬ导致梭梭采取了维持生存

的生态对策ꎻ在栽培肉苁蓉的考察中作者也发现:
(１)一株梭梭上寄生了由营养繁殖形成的 １２ 个肉

苁蓉ꎬ均即将开花ꎬ但其寄主梭梭已经枯死ꎻ(２)另

一株梭梭上发现有 ４ 个由营养繁殖形成的肉苁蓉寄

生ꎬ同一个栽植坑内生长的另一株梭梭没有被寄生

肉苁蓉ꎬ导致两株梭梭外表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寄生

肉苁蓉的梭梭全株颜色枯黄ꎬ叶短小ꎬ而没有寄生肉

苁蓉的梭梭颜色鲜绿ꎬ叶较长ꎬ这两个现象均说明肉

苁蓉的寄生对梭梭本身的生长有极大损害(郑国

琦ꎬ２００５)ꎮ 因此ꎬ肉苁蓉寄生对梭梭来说属于有害

寄生ꎮ
锁阳寄生后寄主根系可以继续向前生长ꎬ根尖

可以继续进行营养物质的吸收ꎬ水分、矿质养分和光

合作用产物的运输过程并没有因为锁阳的寄生而中

断ꎬ只是在运输过程中有部分被锁阳所吸收ꎮ 因而

锁阳的这种非致死性寄生方式比肉苁蓉的寄生方式

更“温和”ꎬ因此这种寄生方式可以防止寄主营养物

质被过度消耗而死亡ꎮ 锁阳具有两种克隆繁殖方

式:(１)锁阳种子萌发后产生初生吸器ꎬ初生吸器侵

入白刺根部ꎬ一部分细胞分化为维管组织并与白刺

根的维管束连接后发生寄生关系ꎬ在吸器远离寄主

根系的一端发育形成锁阳芽体ꎻ另一部分细胞继续

保持分生能力ꎬ在白刺根韧皮部内向四周生长ꎬ分裂

繁殖形成带状:“类生殖根状组织”ꎬ这种组织在一

定部位激烈分化后突出寄主根系形成锁阳的营养繁

殖体(苏格尔和包玉英ꎬ１９９９)ꎮ (２)锁阳肉质茎基

部产生白色的不定根ꎬ这些不定根向四周生长ꎬ遇到

寄主根系后粘附于其上ꎬ并将具有繁殖功能的细胞

植入寄主根系并形成“类生殖根状组织”ꎬ这些组织

分化后形成锁阳的营养繁殖体(李天然等ꎬ１９９４)ꎮ
锁阳的营养繁殖现象可以在不同的白刺植株之间发

生ꎬ这与肉苁蓉只能在一株梭梭上寄生有所不同ꎮ
因此可以合理推断:锁阳的寄生方式比肉苁蓉的寄

生方式更为进化ꎮ
锁阳与肉苁蓉的肉质茎中贮存的营养物质主要

用于供给生殖器官开花时所需ꎬ因此锁阳和肉苁蓉

的最佳采收时期均在出土前期或出土期ꎮ 野生状态

下经常发现在往年挖过锁阳药材的坑中又生长出新

的锁阳ꎬ而肉苁蓉由于只与寄主植物肉质茎基部连

接ꎬ在采挖时特别容易与连接部位一起被挖下而造

成单株植物灭绝的现象ꎮ 因此在采挖时需特别注意

不要挖断寄主根系ꎬ在距离肉质茎基部以上 ５ ~ １０

ｃｍ 处使用工具(木质或塑料)水平切断ꎬ然后及时

填埋采挖坑ꎮ 这种采挖方式既可以保证肉苁蓉和锁

阳药材的可持续利用ꎬ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肉苁

蓉和锁阳的物种保护ꎮ

参考文献:
ＣＨＥＮ ＪꎬＸＩＥ ＣＸꎬＣＨＥＮ ＳＬ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ＣＭＧＩＳⅠ̄[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ꎬ３２ ( １４): １３９６ － １４０１. [陈 君ꎬ谢 彩 香ꎬ陈 士 林ꎬ等ꎬ
２００７. 濒危药材肉苁蓉产地适宜性数值分析 [Ｊ]. 中国中药
杂志ꎬ３２(１４):１３９６－１４０１.]

ＣＨＥＮ ＪＲꎬＭＩＣＨＥＬＥ ＦＡꎬ２００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３ [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ꎻ Ｓｔ. Ｌｏｕｉｓ: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４３４.

ＣＨＥＮ ＹꎬＬＵＯ ＧＨꎬＷ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ｙｎｏ￣
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ꎬ４２(５):１００７－
１００８. [陈叶ꎬ罗光宏ꎬ王进ꎬ等ꎬ２０１１. 锁阳的一个新寄主植物
[Ｊ]. 中草药ꎬ４２(５):１００７－１００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２６ꎬ３２５. [国家药典委员会ꎬ２０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Ｍ].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２６ꎬ３２５.]

ＦＵ ＬＧꎬ１９９２.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ｓｅ
Ｐｒｅｓｓ:５０２－５０３. [傅立国ꎬ１９９２. 中国植物红皮书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５０２－５０３.]

ＨＵＡＮＧ ＬＦꎬＸＩＥ ＣＸꎬＣＨＥＮ ＳＬ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ｅｒｂａ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ｉ [Ｍ]. Ｃｈｉｎ Ｂｕｌｌ Ｂｏｔꎬ４５
(２):２０５－２１１. [黄林芳ꎬ谢彩香ꎬ陈士林ꎬ等ꎬ２０１０. 沙生药用
植物锁阳产地适宜性的定量评价 [ Ｊ]. 植物学报ꎬ４５(２):
２０５－２１１.]

ＬＩ ＴＲꎬＳＵ ＧＥꎬＬＩＵ ＪＨꎬ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ｄｒｕ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ｉｎ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Ｊ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２５(６):６７３－６７９. [李天然ꎬ苏
格尔ꎬ刘基焕ꎬ等ꎬ１９９４. 寄生药用有花植物锁阳在寄主体内的
繁殖 [Ｊ].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５(６):６７３－６７９.]

ＬＩＵ ＧＲꎬＭＥＮＧ ＦꎬＨＥ Ｌ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ｄ ｔｏ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ｐ. ｉｎ 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
ｄｏｒ [Ｍ].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１３:３４－３５. [刘桂荣ꎬ孟飞ꎬ
何亮ꎬ等ꎬ２０１４. 河西走廊白刺接种锁阳栽培技术 [Ｊ]. 农业
科技与信息ꎬ１３:３４－３５.]

ＭＩＮＩＥ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ｙ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ꎬ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 关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的公告 [ＥＢ].]

ＱＵＥＳＥＤＥ ＨＭꎬＰＲＥＳＳ ＭＣꎬ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ＴＶꎬ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ｈｅｍｉ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Ｂａｒｔｓｉａ ａｌｐｉｎ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Ｊ ].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ꎬ１３０(１):８８－９５.

ＳＵ ＧＥꎬ ＢＡＯ ＹＹꎬ １９９９.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Ｒｕｐｒ. [ Ｊ]. Ｊ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３０(２):８３－８７. [苏格尔ꎬ包
玉英ꎬ１９９９. 锁阳(Ｃｙ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Ｒｕｐｒ.)的寄生生物
学特性及其人工繁殖 [Ｊ].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下转第 １３４３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３４３ )

７１３１１１ 期 陈金元等: 锁阳和肉苁蓉寄生方式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