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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藤属植物优异物种筛选及引种栽培研究

潘燕林ꎬ 郭伦发∗ꎬ 王新桂ꎬ 娄树茂ꎬ 张怡彬ꎬ 秦洪波

(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ꎬ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

摘　 要: 鱼藤属(Ｄｅｒｒｉｓ Ｌｏｕｒ.)植物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区为西南部地区ꎬ是生物农药鱼藤酮的主要原料来源

物种ꎬ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ꎮ 为了挖掘鱼藤酮含量高、农艺性状优异的种质资源ꎬ促进鱼藤属植物栽培

和鱼藤酮产业的发展ꎬ该文通过对中国南部及越南进行资源调查ꎬ收集了 １４ 种鱼藤属植物并测定其鱼藤酮

含量ꎬ重点对 ２ 个鱼藤酮高含量物种开展种苗繁育与人工栽培技术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获得的 １４ 种鱼藤

属植物均可在桂林市成功种植ꎬ鱼藤酮含量较高的物种为毛鱼藤(Ｄｅｒｒｉ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和异翅鱼藤(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ꎮ
(２)２ 个优势物种的扦插育苗成活率均在 ９５％以上ꎻ鱼藤酮在根部积累最高ꎬ其中粗根中含量高于须根ꎬ木
质部含量高于韧皮部ꎮ (３)毛鱼藤鱼藤酮含量最高达 １４.１２％ꎬ异翅鱼藤的鱼藤酮含量最高达 ６.７５％ꎻ２ 个物

种鱼藤酮含量均随季节变化而波动ꎬ从春季植株萌发期开始快速上升ꎬ之后均能维持在较高水平ꎮ 综上所

述ꎬ毛鱼藤和异翅鱼藤均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ꎬ并且异翅鱼藤生长更迅速ꎬ产量更高ꎮ
关键词: 鱼藤属ꎬ 鱼藤酮ꎬ 毛鱼藤ꎬ 异翅鱼藤ꎬ 引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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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藤属 ( Ｄｅｒｒｉｓ Ｌｏｕｒ.) 隶属于豆科 ( Ｌｅｇｕｍｉ￣
ｎｏｓａｅ)蝶形花亚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ｏｉｄｅａｅ)ꎬ是生物农药鱼

藤酮(ｒｏｔｅｎｏｎｅ)的主要原料来源ꎬ全世界有 ７０ 种ꎬ我
国有 ２５ 种及 ２ 变种(韦直ꎬ１９９４)ꎬ在广西分布最

多ꎬ有 １４ 种及 ２ 变种(韦裕宗ꎬ２００５)ꎮ 鱼藤酮是三

大传统的植物杀虫剂之一ꎬ研究表明ꎬ鱼藤酮对 １５
个目 １３７ 科的 ８００ 多种害虫有杀虫作用ꎬ并且分解

代谢速度较快、对人和畜较为安全ꎬ被广泛应用于

果树、粮食、蔬菜、鱼类养殖等产业(李颖和王朱莹ꎬ
２０１０ꎻＢｉñａｓꎬ ２０２１)ꎻ与鱼藤酮具有相同分子量的鱼

藤素则可被用于癌症治疗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Ｒａｄａｄ 等(２０１９)研究通过持续性、高剂量的鱼藤酮

处理过的小鼠出现了类似帕金森疾病的症状ꎬ使得

鱼藤酮在帕金森疾病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人们

对于鱼藤酮毒性的风险也早有关注ꎬ已针对鱼藤酮

的半衰期、残留情况等进行实验检测ꎬ评价其应用

风险ꎬ为鱼藤酮杀虫剂的安全施用提供了参考(王
世英ꎬ２０１６ꎻＲａｄａ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目前ꎬ生产上仍主要依靠从毛鱼藤等植物中

提取获得鱼藤酮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国内就曾

开展过鱼藤属植物的人工种植和开发利用ꎬ当时

在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均有大面积的种植基地

(任明道ꎬ１９５３)ꎮ 在化学农药大量推广使用的冲

击下ꎬ生物农药的发展受到挤压ꎬ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以来ꎬ鱼藤属植物的栽培推广及科学研究关注

度一直都很低ꎬ关于鱼藤属植物及其代谢产物的

科研工作多集中在物种进化和分类(吴斌ꎬ２０１０ꎻ
Ｌｉ ＆ Ｇｅｎｇꎬ ２０１５ꎻＡｓｉｂ ＆ Ｏｍａｒꎬ ２０１８)、代谢产物

的提取、分离及效用评价(张庭英等ꎬ２００５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等方面ꎬ而对鱼藤属的

资源调查、种质收集、良种选育、品种创新和人工

栽培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ꎮ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在 １９２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间的鱼藤属植物标本数据显示ꎬ近期标本所记录的

鱼藤属物种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ꎬ约有 １ / ３ 的物种

在近 ２０ 年的采集记录中均未出现ꎮ 土地开发及环

境变化严重威胁了鱼藤属植物资源ꎬ开展该属植物

的资源调查及物种保存工作迫在眉睫ꎮ 近几十年

来ꎬ我国生物农药鱼藤酮产业的发展一直停滞不

前ꎬ甚至越来越衰落ꎬ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原材料

短缺ꎬ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缺乏高产高含量的优良品

种和配套的技术规范ꎮ 广西是我国野生鱼藤属植

物的主要分布区ꎬ广西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和土壤均

适合鱼藤属植物的生长ꎬ在鱼藤属植物资源调查和

引种栽培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ꎮ 本研究在广

西及周边地区开展鱼藤属植物资源调查ꎬ通过物种

收集、引种栽培、生长情况调查及鱼藤酮含量测定

等研究ꎬ拟探讨以下问题:(１)广西及周边地区鱼藤

属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ꎻ(２)鱼藤属植物引种表

现及优势栽培种的筛选ꎻ(３)优势栽培种的种苗繁

殖、生长情况和鱼藤酮积累规律ꎮ 通过以上研究ꎬ
以期为鱼藤酮产业的发展提供种源和技术支撑ꎬ为
鱼藤属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查阅«中国植物志» ( １９９４)、«广西植物志»
(２００５)、期刊论文等文献资料ꎬ并结合中国数字植

物标本馆(ＣＶＨ)检索的鱼藤属植物标本数据ꎬ分
析鱼藤属植物的种类和分布ꎮ 根据文献和标本数

据信息ꎬ规划和设计野外调查路线ꎬ采取线路调

查、定点调查、重点区域普查和民间走访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调查ꎮ 对于有卫星定位坐标的鱼藤

属植物直接到点调查ꎻ对于只记录有县乡村级位

置信息的ꎬ结合民间走访ꎬ对该重点区域进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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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ꎮ 分别记录物种名称、生境、土壤、植被、生物学

特性、坐标、海拔等信息ꎬ采集植物标本ꎬ同时采集

植物根样品进行鱼藤酮含量检测ꎬ并采集植物活

体材料进行引种栽培ꎮ
１.２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广

西植物研究所内ꎬ地处 １１０°１７′ Ｅꎬ２５°０１′ Ｎꎬ海拔

为 １５０ ｍꎬ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年平均气温为

１９.２ ℃ ꎬ１ 月平均气温为 ８ ~ ９ ℃ꎬ７ 月年平均气温

为 ２７ ~ ２９ ℃ꎬ最高温为 ３９ ℃ꎬ最低温为－４.２ ℃ ꎬ
年平均降雨量约为１ ８００ ｍｍꎬ年平均日照为１ ４７３
ｈꎬ年平均无霜期为 ３０９ ｄꎬ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７８％ꎮ 土壤为黏性黄壤ꎬｐＨ 值为 ６ ~ ７ꎮ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品种引种与筛选 　 鱼藤属植物引种栽培采

用枝条扦插法ꎮ 在资源调查时ꎬ将 １４ 种鱼藤属植

物的木质化枝条剪下ꎬ分割成 １５ ~ ２０ ｃｍ 的长条ꎬ
喷水保湿后用密封袋包裹置于低温盒中保存ꎻ同
时取足够量的根密封保存用于鱼藤酮含量测定ꎮ
回到试验基地后ꎬ将枝条于 ３００ ｍｇＬ￣１ ＡＤＴ 生根

粉溶液中浸泡 ５ ｍｉｎꎬ 枝条的一头(１ / ２)斜插入土

里ꎬ待嫩叶及根须长出后ꎬ移栽至大田进行种植ꎮ
起畦栽培ꎬ畦宽(含沟)１ ｍꎬ每畦种植 ２ 行ꎬ株行距

０.４ ｍ × ０.５ ｍꎮ 在各个时期对植株生长情况(主
要包括开花结实情况、是否常绿、越冬受冻害的情

况)进行观察和记录ꎮ 通过实地调查、鱼藤酮含量

测定及引种栽培观察结果ꎬ筛选出鱼藤酮含量高、
植株生长旺盛、适应性广的优势物种作为重点研

究对象ꎬ开展种苗繁育和人工栽培技术研究ꎮ
１.３.２ 栽培试验 　 于 ２０２０ 年春对筛选出的毛鱼藤

(Ｄｅｒｒｉ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和异翅鱼藤(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进行栽培

试验ꎮ 异翅鱼藤的定植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毛鱼藤

的定植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ꎮ 起畦栽培ꎬ畦宽(含

沟)１ ｍꎬ每畦种植 ２ 行ꎬ株行距 ０.４ ｍ × ０.５ ｍꎬ每平

方米种植 ５ 株ꎬ常规管理ꎮ 种植第一年调查植株地

上部分的生长情况ꎬ测定株高、主分枝数、地径等指

标ꎬ结果取 ３ 株材料的平均值ꎻ２０２１ 年调查地下部

分的生长情况ꎬ从 ２ 月份开始至第二年 １ 月份ꎬ每月

定期取 ３ 株材料测定主根条数、根干重等指标ꎬ并检

测根干粉中的鱼藤酮含量ꎮ 另外ꎬ以栽培后的毛鱼

藤和异翅鱼藤不同生长时期的茎为材料ꎬ参照品种

引种时的方法开展扦插育苗试验ꎬ于扦插 ２ 个月后

统计出苗数ꎬ计算扦插成活率ꎮ

１.３.３ 鱼藤酮含量测定 　 资源调查时ꎬ根据调查地

点的植株生长情况取样(只存在单株时取单株ꎬ有
多株时取多株材料的根混合样)ꎬ密封避光保存ꎻ
在试验基地栽培时ꎬ每隔一个月分别取毛鱼藤和

异翅鱼藤 ３ 株苗的根混样作为检测材料ꎮ 对采集

到的根进行截断ꎬ７０ ℃烘箱 １０ ｈ 烘干后用磨样机

粉碎过 ６０ 目筛ꎬ每个样品取 １０ ｇ 干粉交由广西桂

林锐德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ꎬ通过高效液相色

谱进行鱼藤酮含量的定量测定(数值为 ２ 次技术

重复的平均值)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４ 种鱼藤属植物资源状况及引种表现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对中国广西全境以及

中国广东、贵州和越南的少部分地区展开了鱼藤属

植物的资源调查ꎬ共鉴定鱼藤属植物 １４ 种ꎬ其中 １１
种采自中国广西ꎬ２ 种采自越南ꎬ１ 种采自中国广东ꎻ
毛鱼藤和异翅鱼藤为栽培种ꎬ其余为野生种(表 １)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中南鱼藤(Ｄ. ｆｏｒｄｉｉ)分布较广ꎬ在广

西、广东、贵州均有发现ꎻ亮叶中南鱼藤(Ｄ. ｆｏ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ｌｕｃｉｄａ) 广泛分布于广西岩溶区ꎻ云南鱼藤

(Ｄ.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的种群在广西部分岩溶区分布较

多ꎻ其他物种较为少见ꎬ常以多年生的单株形式

存在ꎮ
在资源调查时ꎬ采集鱼藤属植物的枝条进行

扦插繁殖ꎬ成活后移植到广西植物研究所试验基

地ꎬ其中 １１ 个物种于 ２０２０ 年春种植ꎬ３ 个物种于

２０２１ 年春季种植ꎬ对这 １４ 个物种的生长情况进行

了持续观察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白花鱼藤 ( Ｄ.
ａｌｂｏｒｕｂｒａ)、黔桂鱼藤(Ｄ.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中南鱼藤、亮
叶中南鱼藤、边荚鱼藤(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大叶东京

鱼藤(Ｄ.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云南鱼藤和东

京鱼藤(Ｄ.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在桂林冬季不落叶ꎬ不盖膜

或者简易盖膜即可越冬ꎻ鱼藤(Ｄ.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毛鱼

藤和异翅鱼藤表现为落叶ꎬ需要盖膜保温才能越

冬ꎬ且简易盖膜植株的地上部分也会受冻伤ꎻ毛果

鱼藤(Ｄ.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锈毛鱼藤(Ｄ.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和大

叶鱼藤(Ｄ.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为 ２０２１ 年引种ꎬ还未能观察

到落叶及越冬情况ꎮ 收集到的鱼藤属植物中除中

南鱼藤已结实ꎬ其余植物均未结实ꎮ 将鱼藤属植

物原生地的观察与引种栽培结果相结合ꎬ证实了

鱼藤属植物有性繁殖能力普遍较低ꎬ 在野外难以

２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１　 １４ 种鱼藤属植物在桂林市引种栽培的主要生物学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１４ Ｄｅｒｒ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ｌｉｎ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引种地点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省 / 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Ｒｅｇｉｏｎ

市县(标本号)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干根粉鱼藤
酮含量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ｒｙ ｒｏｏｔ
(％)

生物学性状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越冬情况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白花鱼藤
Ｄ. ａｌｂｏｒｕｂｒ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东兴(ＹＴ０１３)、
南宁(ＹＴ０２０)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 (ＹＴ０１３)ꎬ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ＹＴ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盖膜ꎬ未冻伤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ｎｏｔ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黔桂鱼藤
Ｄ.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天峨(ＹＴ０１８)、
那坡(ＹＴ０２９)、
龙州(ＹＴ０３７)
Ｔｉａｎ’ｅ (ＹＴ０１８)ꎬ
Ｎａｐｏ (ＹＴ０２９)ꎬ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ＹＴ０３７)

０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嫩叶受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毛鱼藤
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丰顺(ＹＴ０４５)
Ｆｅｎｇｓｈｕｎ (ＹＴ０４５)

５.９９０~ ８.０９０ ６ 月开花ꎬ１ 月初落叶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Ｊｕｎｅꎬ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ｐ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盖膜ꎬ地上枝条 ５０％
冻死ꎬ地下 １５％冻死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５０％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ｔｏ ｄｅａｔｈꎬ
１５％ ｒｏ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ｔｏ ｄｅａｔｈ

毛果鱼藤
Ｄ.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龙州(ＹＴ０３８)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ＹＴ０３８)

０.００２ ６~ １０ 月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２０２１ 年春种植ꎬ尚未
越冬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１ꎬ
ｎｏｔ ｙｅｔ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锈毛鱼藤
Ｄ.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靖西(ＹＴ０３１)
Ｊｉｎｇｘｉ (ＹＴ０３１)

０ — ２０２１ 年春种植ꎬ尚未
越冬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１ꎬ
ｎｏｔ ｙｅｔ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中南鱼藤
Ｄ. ｆｏｒｄｉｉ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桂林(ＹＴ００２) 、
灵川(ＹＴ００８)、
临桂(ＹＴ０５０)
Ｇｕｉｌｉｎ (ＹＴ００２)ꎬ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ＹＴ００８)ꎬ
Ｌｉｎｇｕｉ (ＹＴ０５０)

０.０８８~ ０.２２０ ４~ ６ 月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Ｊｕｎｅ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未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连南(ＹＴ００１)、
蕉岭(ＹＴ０４４)
Ｌｉａｎｎａｎ (ＹＴ００１)ꎬ
Ｊｉａｏｌｉｎｇ (ＹＴ０４４)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荔波(ＹＴ０３４)
Ｌｉｂｏ (ＹＴ０３４)

亮叶中南鱼藤
Ｄ. ｆｏ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ｌｕｃｉｄ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凌云(ＹＴ０１７)、
天峨(ＹＴ０１９)、
大新(ＹＴ０２１)、
靖西(ＹＴ０３０)、
凭祥(ＹＴ０３３)、
龙州(ＹＴ０４０)、
柳州(ＹＴ０４２) 、
那坡(ＹＴ０５３)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ＹＴ０１７)ꎬ
Ｔｉａｎ’ｅ (ＹＴ０１９)ꎬ
Ｄａｘｉｎ (ＹＴ０２１)ꎬ
Ｊｉｎｇｘｉ (ＹＴ０３０)ꎬ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ＹＴ０３３)ꎬ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ＹＴ０４０)ꎬ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ＹＴ０４２)ꎬ
Ｎａｐｏ (ＹＴ０５３)

０~ ０.００７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嫩叶受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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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引种地点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省 / 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Ｒｅｇｉｏｎ

市县(标本号)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干根粉鱼藤
酮含量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ｒｙ ｒｏｏｔ
(％)

生物学性状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越冬情况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海防
Ｈａｉｐｈｏｎｇ

吉婆岛
(ＹＴ００６)
Ｃáｔ Ｂà
(ＹＴ００６)

大叶鱼藤
Ｄ.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大新(ＹＴ０２２)、
龙州(ＹＴ０２３)
Ｄａｘｉｎ (ＹＴ０２２)ꎬ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ＹＴ０２３)

０ — ２０２１ 年 春 种 植ꎬ 尚 未
越冬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２０２１ꎬ
ｎｏｔ ｙｅｔ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边荚鱼藤
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凌云(ＹＴ０１５)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ＹＴ０１５)

０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嫩叶受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异翅鱼藤
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平阳
Ｂｉｎｈ Ｄｕｏｎｇ

平阳(ＹＴ００３)
Ｂｉｎｈ Ｄｕｏｎｇ (ＹＴ００３)

４.６７ 未见开花ꎬ１ 月初落叶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ｐ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盖膜ꎬ地上枝条 ３０％冻
死ꎬ地下全部成活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３０％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ｔｏ ｄｅａｔｈꎬ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东京鱼藤
Ｄ.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海防
Ｈａｉｐｈｏｎｇ

吉婆岛(ＹＴ００４)
Ｃáｔ Ｂà (ＹＴ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３�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盖膜ꎬ嫩叶受冻伤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大叶东京鱼藤
Ｄ.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龙州(ＹＴ０３５、ＹＴ０３６)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 ＹＴ０３５ꎬ
ＹＴ０３６)

０.０１~０.０２７ 未见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嫩叶受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鱼藤
Ｄ.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东兴(ＹＴ０１１)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 (ＹＴ０１１)

０.０９２ 未见开花ꎬ１ 月中旬落叶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ꎬ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ｒｏｐ ｉｎ ｍｉｄ￣Ｊａｎｕａｒｙ

盖膜ꎬ受冻伤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ｂｉｔｔｅｎ

云南鱼藤
Ｄ.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凌云(ＹＴ０１４)、
那坡(ＹＴ０２６)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ＹＴ０１４)ꎬ
Ｎａｐｏ (ＹＴ０２６)

０.０１９~０.０２３ ９ 月开花ꎬ常绿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露天ꎬ极少嫩叶受冻伤
Ｏｐｅｎ ａｉｒꎬ 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ｓｔｉｔｔｅｎ

　 注: �表示引种栽培后的鱼藤酮含量ꎻ —表示无数据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ꎻ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ｄａｔａ.

实现自然繁殖更新ꎮ 绝大部分物种均能通过枝条

扦插繁殖成功ꎬ在人工育苗种植方面具有一定优势ꎮ
鱼藤酮含量检测结果表明ꎬ引自广东丰顺县

的毛鱼藤和引自越南的异翅鱼藤都具有较高的鱼

藤酮含量ꎬ可作为备选物种开展进一步的引种栽

培研究ꎮ 但是ꎬ１２ 个野生种的鱼藤酮含量都很低ꎬ
其中黔桂鱼藤、锈毛鱼藤、大叶鱼藤和边荚鱼藤根

中检测不到鱼藤酮含量ꎬ并且同种鱼藤属植物不

同地点材料的鱼藤酮含量存在差异ꎬ因此推测植

物的生长环境及材料的取样时期都会影响鱼藤酮

的积累ꎮ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ꎬ在广西毛鱼藤和

异翅鱼藤具有一定的推广种植潜力ꎬ其他物种的

利用价值重点不在鱼藤酮含量上ꎬ而应该更多地

关注其他次生代谢产物的应用潜力ꎮ
２.２ ２ 个优势物种的栽培状况对比分析

２.２.１ 毛鱼藤和异翅鱼藤的扦插育苗状况 　 在鱼

藤属植物资源调查阶段ꎬ考察了各物种的鱼藤酮

含量及生物量等性状ꎬ初步选定毛鱼藤和异翅鱼

藤 ２ 个优势物种进行后续栽培试验ꎮ 毛鱼藤与异

翅鱼藤原产于东南亚和马来群岛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在我国广东省和海南省有栽培及半野生种

的分布(Ｓａｅ￣Ｙｕ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Ｌｉ ＆ Ｇｅｎｇꎬ ２０１５)ꎮ
本研究以 ２ 种鱼藤属植物不同生长期的枝条

为材料ꎬ 进行了扦插繁殖试验ꎬ结果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４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２　 ２ 种鱼藤属植物的扦插育苗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ｗｏ Ｄｅｒ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ｓ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扦插日期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枝条类型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ｙｐｅ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备注
Ｎｏｔｅ

毛鱼藤
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８ 月龄以上老化枝沙藏越冬ꎬ
春季扦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ｂｏｖｅ 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ｓ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９６.０３ ３００ ｍｇＬ ￣１ ＡＤＴ 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扦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３００
ｍｇＬ ￣１ ＡＤ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５ ｍｉｎ

２０２１－０７－０８ 当年生嫩枝(２~ ３ 个月)
Ｙｏｕ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２－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７１.４６ 直接扦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０８－１５ 当年生嫩枝(３~ ４ 个月)
Ｙｏｕ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３－４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７３.６８ 直接扦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０９－１８ 当年生嫩枝(４~ ５ 个月)
Ｙｏｕ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４－５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８４.２３ 直接扦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异翅鱼藤
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当年生嫩枝(４~ ５ 个月)
Ｙｏｕ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４－５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９５.００ 直接扦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０２－２４ ８ 月龄以上老化枝沙藏越冬ꎬ
春季扦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ｂｏｖｅ 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ｓ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９５.１３ ３００ ｍｇＬ ￣１ ＡＤＴ 浸泡 ５ ｍｉｎ 后扦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３００
ｍｇＬ ￣１ ＡＤ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５ ｍｉｎ

可以看出ꎬ随着枝条的老化(２ 至 ８ 个月)ꎬ毛鱼藤

枝条扦插成活率不断提高ꎻ异翅鱼藤的扦插成活

率基本不受枝条老化的影响ꎬ嫩枝和老化枝条的

扦插成活率基本一致ꎮ ２ 种植物的扦插成活率均

在 ９５％以上ꎬ有利于进行植株的扩繁ꎮ
２.２.２ 毛鱼藤和异翅鱼藤的生长及鱼藤酮组织积

累模式　 在 ２ 种鱼藤属植物种植第一年的生长期

内ꎬ调查了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情况ꎬ结果见表 ３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这 ２ 种植物的地上部分生长迅速ꎬ
经过不到 ５ 个月的生长期ꎬ株高、分枝数和地径都大

幅增长ꎮ 从外观形态上看ꎬ这 ２ 种植物在广西植物

研究所试验基地生长旺盛、长势良好ꎬ异翅鱼藤比

毛鱼藤分枝更多ꎬ地径更粗壮ꎮ 由于不耐霜冻ꎬ在
种植的第一年冬天对地上部分进行了修剪ꎬ只保留

地下部分过冬ꎬ所以第二年的地上部分生长情况与

第一年的调查结果无连续性ꎬ因此第二年只调查了

植株的地径ꎮ 从结果可以看出ꎬ经过 ２ 年左右的生

长ꎬ毛鱼藤和异翅鱼藤的地径都得到大幅增加ꎮ
次生代谢产物在植物器官中的积累具有组织

特异性ꎬ前人检测结果也证实鱼藤属植物的不同

器官中鱼藤酮的积累具有差异性ꎮ 本研究对毛鱼

藤和异翅鱼藤植株的不同部位进行了鱼藤酮含量

的测定ꎬ分析了其积累模式ꎬ结果见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鱼藤酮在毛鱼藤的根中含量最高ꎬ在叶

中次之ꎬ在茎中最低ꎻ将毛鱼藤根(商品)细分为根

头(靠近地面的根茎结合部)、粗根(直径≥３ ｍｍ)
及须根(直径<３ ｍｍ)进行测定ꎬ结果显示鱼藤酮

在根头中含量很低ꎬ在粗根中含量最高ꎬ在须根中

含量次之ꎻ进一步对毛鱼藤的粗根进行分离ꎬ获得

其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检测ꎬ结果显示鱼藤酮在

木质部中的含量高于韧皮部ꎮ 鱼藤酮在异翅鱼藤

根中含量最高ꎬ在其叶中含量次之ꎬ在其茎中含量

最低ꎬ与毛鱼藤中的积累趋势一致ꎮ 通过试验ꎬ明
确了鱼藤酮在 ２ 种栽培植物不同器官中的积累模

式ꎬ该结果可作为指导种植区采收和企业收购原

材料的依据ꎬ采收和销售时应尽量避免掺入根头ꎬ
以保证加工企业能够获得鱼藤酮含量较高的原

料ꎻ另外ꎬ也为鱼藤酮的生物合成调控机制研究提

供了参考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ꎬ之后的研究及检

测也都聚焦于植株的根部ꎮ

５９３２ 期 潘燕林等: 鱼藤属植物优异物种筛选及引种栽培研究



表 ３　 ２ 种鱼藤属植物地上部分生长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Ｄｅｒ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ｓ

检测时间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毛鱼藤 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生长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ｍ)

主分枝数
Ｍａ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地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ｃｍ)

异翅鱼藤 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生长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ｍ)

主分枝数
Ｍａ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地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ｃｍ)

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２ ０.５５ １.２ ０.６６ ４ ０.５８ ３.８ １.０５

２０２０－０９－０５ ４ １.６０ ３.１ １.７０ ６ １.８６ ７.２ １.５

２０２０－１０－１０ ５ ３.１８ ３.２ １.７３ ７ ２.１１ ７.６ １.９３

２０２０－１２－１５ ７ ３.２８ ４.０ １.９６ ９ ２.２６ ７.６ １.９９

２０２１－１１－０８ １８ — — ２.７８ ２０ — — ３.５８

　 注: — 表示未检测数据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４　 鱼藤酮在 ２ 种鱼藤属植物各部位的积累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ｗｏ Ｄｅｒ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ｓ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样品批次
Ｓａｍｐｌｅ
ｂａｔｃｈ

根
Ｒｏｏｔ
(％)

茎
Ｓｔｅｍ
(％)

叶
Ｌｅａｆ
(％)

根头
Ｔｏｐ ｒｏｏｔ
(％)

粗根
Ｔｈｉｃｋ ｒｏｏｔ

(％)

须根
Ｔｈｉｎ ｒｏｏｔ
(％)

木质部
Ｘｙｌｅｍ
(％)

韧皮部
Ｐｈｌｏｅｍ
(％)

毛鱼藤
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２０２０－０３－１９ — — — ０.８２ ５.９９ ４.４６ — —

２０２１－０７－２３ — — — — — — ９.２６ ６.０１

２０２１－１１－０８ １１.７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 — — — —

异翅鱼藤
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２０２１－１１－０８ ６.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９ — — — — —

２.２.３ 毛鱼藤和异翅鱼藤的鱼藤酮含量随生长期

的变化规律　 为了研究 ２ 种鱼藤属植物根中鱼藤

酮含量的变化规律ꎬ从栽培后的第二年 ２ 月份起ꎬ
每月定期调查了植株根生长情况和鱼藤酮含量ꎬ
结果见表 ５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异翅鱼藤的主根条

数明显高于毛鱼藤ꎬ根生物量也高于毛鱼藤ꎻ而毛

鱼藤根的鱼藤酮含量显著高于异翅鱼藤ꎮ 从鱼藤

酮含量的变化趋势上看ꎬ鱼藤酮含量随着季节变

化呈现波动ꎬ在地上部分萌动抽芽生长阶段(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上升最快ꎬ毛鱼藤由 ７.３３％
上升至 １３.９８％ꎻ异翅鱼藤由 ２.６８％上升至 ４.３９％ꎻ
之后 ２ 个物种的鱼藤酮含量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

小幅波动ꎬ但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ꎮ 综上所述ꎬ异
翅鱼藤生长旺盛ꎬ主根条数、根生物量均较高ꎬ而
鱼藤酮含量相对较低ꎻ毛鱼藤的主根条数、根生物

量较低ꎬ而鱼藤酮含量较高ꎮ 在桂林地区栽培ꎬ２
种植物各具种植优势ꎮ

３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广西及其周边地区(中国贵州和广东

及越南等)鱼藤属植物种质的系统收集ꎬ获得了 １４
个物种的植物资源ꎮ 相较于张庭英(２００６)的调查

结果ꎬ 本 次 资 源 收 集 没 有 获 得 粉 叶 鱼 藤 ( Ｄ.
ｇｌａｕｃａ)和密锥花鱼藤(Ｄ.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ꎬ推测可能是

生境遭到破坏或标本地理位置没有精确定位导

致ꎻ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大叶鱼藤和云南鱼藤对前

人调查结果起到了补充作用ꎮ 本研究团队在资源

调查中还获得了厚果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材料 ４ 份ꎬ其中 ３ 个地理种源材料(鱼藤酮含量分

别为 ０.０２９％、０.０５３％和 ０.１５２％)与广东梅州市蕉

岭县材料(鱼藤酮含量 ２.２４％)的鱼藤酮含量存在

巨大差异ꎬ推测该物种可能存在不同的亚种ꎬ或者

在野生条件及引种栽培下产生了突变体材料ꎬ 该

６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５　 ２ 种鱼藤属植物的根生长情况及鱼藤酮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 Ｄｅｒｒｉｓ ｐｌａｎｔｓ

检测时间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毛鱼藤 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生长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

主根条数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

根干重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鱼藤酮含量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

异翅鱼藤 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生长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

主根条数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

根干重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鱼藤酮含量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１－０２－０４ ９ — — ７.７３ １１ — — —
２０２１－０３－０９ １０ ７.０ ２２.６６ ７.３３ １２ １０ ４５.２６ ２.６８
２０２１－０４－０９ １１ １２.０ ３６.８４ １０.９１ １３ １１ ３４.７４ ２.７９
２０２１－０５－０８ １２ ８.７ ３３.３０ １３.９８ １４ １４ ４８.６３ ４.３９
２０２１－０６－０８ １３ ９.３ ３８.０４ １４.１２ １５ ２０ ４７.０５ ５.６８
２０２１－０７－０８ １４ ８.０ ３４.７１ １１.４８ １６ １６ ４１.０５ ４.６４
２０２１－０８－０８ １５ ９.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４３ １７ １３ ５０.２１ ５.９８
２０２１－０９－０８ １６ ８.０ ４０.７６ １３.４８ １８ １３ ８８.００ ６.７５
２０２１－１０－０８ １７ ７.７ ３２.６７ １１.０５ １９ １１ ５８.２４ ５.０６
２０２１－１１－０８ １８ ６.０ ３５.５２ １１.７８ ２０ １３ ７０.８４ ６.１１
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１９ ７.０ ４０.５７ １０.９３ ２１ １２ ７４.２９ ４.５０
２０２２－０１－０８ ２０ ８.０ ４２.１０ １３.９８ ２２ １３ ７５.７８ ５.４７

　 注: 部分植株的根部在越冬时受冻害影响ꎬ导致主根条数和根干重存在较大差异性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ꎬ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物种后续可以作为研究鱼藤酮生物合成调控途径

的优 良 候 选 材 料 进 行 深 入 研 究ꎮ Ｓｏｎｇ 和 Ｐａｎ
(２０２２)通过系统发育分析后将厚果崖豆藤归为鱼

藤属ꎬ但 «中国植物志» 英文修订版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ｆｏｃ)还未见采纳ꎬ因此本文也暂未将其列

入资源调查获得的鱼藤属植物清单中ꎮ 野外调查

发现ꎬ大部分鱼藤物种以单株多年生状态存活ꎬ说
明该属植物的繁殖能力不强ꎮ 野外调查和试验场

地种植观察结果表明ꎬ虽然广西本土的鱼藤属植物

部分能够开花ꎬ但结实率很低ꎻ而从热带地区引种

的毛鱼藤和异翅鱼藤基本不开花结果ꎬ但在原生境

却能开花结实(Ｗｏｒｓｌｅｙꎬ １９４４)ꎬ推测植物的无性繁

殖和生长环境改变导致了它们的不育ꎮ 综上表明ꎬ
虽然广西及周边地区具有丰富的鱼藤属植物资源ꎬ
但是大部分资源的物种更新能力差ꎬ数量少ꎬ资源

调查与保存工作还需加强ꎮ
在收集的 １４ 个物种中ꎬ仅毛鱼藤和异翅鱼藤

具有较高的鱼藤酮含量和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ꎮ
２ 个物种在桂林地区的栽培结果表明ꎬ毛鱼藤和异

翅鱼藤生长习性及根中鱼藤酮随生长时期的变化

规律都比较相似ꎮ Ｓｉｒｉｃｈａｍｏｒｎ 等( 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４)研

究证实毛鱼藤和异翅鱼藤在鱼藤属中的亲缘关系

较近ꎬ这在进化关系上支持了这 ２ 个物种相比其

他鱼藤属植物都具有较高鱼藤酮含量的生物学现

象ꎮ 张庭英等(２００６)测定了广州种植的毛鱼藤根

中鱼藤酮含量ꎬ结果显示鱼藤酮含量最高在 ４ 月

份ꎬ之后迅速下降ꎬ最后持续在较低含量水平ꎮ 在

本研究中ꎬ毛鱼藤在桂林地区种植时 ６ 月份鱼藤

酮含量最高ꎬ之后一直在较高水平波动ꎮ 两地栽

培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ꎬ主要原因有三个:第
一ꎬ毛鱼藤栽培种存在不同的种质 ( Ｌｉ ＆ Ｇｅ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本文和张庭英等(２００６)研究所用的栽培种

可能存在种质差异性ꎻ第二ꎬ桂林和广州的种植环

境及气候差异性可能影响了鱼藤酮的积累ꎻ第三ꎬ
鱼藤酮含量达到峰值后会随着根中淀粉的增加而

降低(Ｍｏｒｅａｕꎬ １９４５)ꎬ前人研究采用的是超过 １０ 年

生的毛鱼藤ꎬ而本文采用的是种植第二年的毛鱼

藤ꎬ所以材料的年龄影响了鱼藤酮的积累ꎮ 另外ꎬ２
个栽培种在桂林越冬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霜冻伤

害ꎬ建议在霜冻来临前修剪地上部分和覆膜来解

决ꎬ后期也可在广西无霜冻地区进行种植试验ꎬ进
一步研究这 ２ 个物种的应用推广价值ꎮ 作为植物次

生代谢产物ꎬ鱼藤酮的积累会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

环境因素的影响ꎬ而具体哪种因素最为关键ꎬ还没

有相关研究报道ꎮ 现阶段ꎬ急需对调控鱼藤酮生物

合成途径的机制进行研究ꎬ寻找关键因子ꎬ推动鱼

７９３２ 期 潘燕林等: 鱼藤属植物优异物种筛选及引种栽培研究



藤属植物的品种选育及栽培模式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 １４ 种鱼

藤属植物ꎬ为鱼藤属植物的物种保存和开发利用

奠定了基础ꎮ 针对 ２ 种鱼藤酮含量高的物种进行

了扦插繁殖试验ꎬ均获得了 ９５％以上的成活率ꎮ
通过鱼藤酮含量测定ꎬ明确了鱼藤酮在植株各组

织部位的积累规律及季节变化规律ꎮ 为了获得较

高鱼藤酮含量的原材料ꎬ建议在 ６—９ 月份采收ꎬ
并且收获时尽量去除根头ꎮ 在桂林市种植的毛鱼

藤根中鱼藤酮含量最高达 １４.１２％ꎬ是原产地的 ２
倍ꎬ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ꎻ异翅鱼藤的鱼藤酮

含量最高达 ６.７５％ꎬ并且其根的生长速度更快ꎬ其
产量更高ꎬ也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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