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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 山地区位于我国西部，西起帕米尔高原 ，向东经新疆、西藏 ，一直延伸到青海南部的 

黄河源头地区。它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青藏高原的北缘。其南面与喜马拉雅山脉和羌塘高 

原以及青南高原相连，北面是塔里术盆地和柴迭术盆地。整个地区地势高峻，面积辽阔，海 

拔多在4OOOm以上，是青藏高原上千早、寒冷的高山、高原区。这里蕴藏着许多珍贵的植物 

资源，红景天属Rhodiola的植物就 是其中之一。它们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类珍 贵 的药用和 

保健用植物资源，具有人参样扶正吲本，滋补强壮的作用。 

我们从1987年至1989年，每年从 6月到 9月，对整个昆仑山地区 (包括咯喇 昆仑 山和东帕 

米尔地区)的植物进行了广泛的采集和详纽的调查，共采集标本4跏O余号，其中红景天属植物 

标本120号。在此基础上参阅有关文献和部分前人标本，对本区红景天属植物资源的种 类、 

生境、分布及资源价值和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旨在为这一珍贵 

资源 日趋发展的 和J用前景提供依据。 

1．种类和分布 

红景天属植物在全世界有90多种，我国有70余种，昆仑山地区就 目前所知有16种和2变 

种。它们多生长在高山流石坡、河湖岸边及沙砾滩地和冰川 附近融水处，海拔从280Om一直 

到5600m 并且高海拔地区的种类较多。 

l，冷地红景天R．algida (Ledeb．)Fiseh et C．A．Mey，主要分布于本区西部喀 

尉 昆仑山的乔戈里峰地区和东昆仑的西大摊一直到黄河源头地区。生 长子砾石山坡，高山草 

甸石畴c及山崖等处。海拔4000—4500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本文经荆尚武、何廷农=位研究员挺佛宝贵意勇，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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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阿尔泰红景天 (变种)val-．ahaica (Maxim．)S．H．Fu，在本区见于 昆仑 

山东端的黄河源头地区。生于高山碎石带 、阴坡岩缝等处。海拔3900--4600m。 

1 b、喜冷红景天 (变种)var．jcnisecnsc Maxim．，分布于东昆仑山的格尔 木 一带 

至黄河源头地区。生于高山草甸、山顶石隙及山坡砾地、河沟水边，海拔4300--4700m。 

2、深红红景天R．coccinea(Royle．)A．Bor．，整个昆仑山和喀晰 昆仑 山地区的高 

山区均有分布。生于沟谷岩砾丛 中、山坡砾地、水边岩缝及山坡草地，海拔3500— 4700m， 

其主根长约20--40cm、直径0．5— 2 cm。株高6—18cm，直径 1—1．Smm。每丛 约 有2 0 
— 50个植株，多时可达近百个，是很有开发前途的种类。 

3、长鞭红景天R．fastlglata(Hook．f．et Thorns．)，分布于西藏的日土地区及 

昆仑山的东端。生于潮湿的山坡石嚏，‘河沟边沙砾地、古冰碛石缝，水边草地和高山 流 石 

坡。海拔3300--5400m。 

4、长鳞红景天R．gelida Sch renk，本种的分布最为广泛。从最西面的 帕 米 尔、喀 

喇 昆仑山，一直到西 昆仑和 中昆仑山都可见到。分布较集中的地区有新疆阿克陶县的阿克塔 

什、恰尔隆 叶城县的柯克亚}皮 山县的布琼，于田县的普鲁至柯里亚火山一带 策勒县的 

奴尔 且束县的昆其不拉克和和田县的塔什喀什等地医。生于海拔2800--4200m的 山 坡 草 

甸、冰碛石隙、河沟岸边 砾石草地等处 

5、异齿红景天 R．heterodonta(Hook．f．et Thoms．)。分布于新疆塔什库尔千县 

的明铁盏和柯克吐鲁克一带的山坡砾石堆中。海拔4400m：~右。本种的特点是集中分布，成 

片生长，植株高大，根茎粗壮，单株重量大。但分布不广泛，资源面积有限，驯化栽培可望 

有大的收效。在明铁盖分布点上的一块长约2．5cm、宽30--80m的山坡上，平均每平 方米的 

地面就有一丛，密度大时，大小植丛可紧密衔接，连成一片。丛径约20--40cm， 每丛 有植 

株2O一60个不等，最多时可达80一l20个以上。其株高20--35cm，直径 4—6 mm。根 茎长 

约25--40dm，直径1O一30mm。可作为西昆仑地区研究和开发的重点种类。 

6、准噶尔红景天R．junggarica C．Y．Yang et N．R．Cui，仅见于新疆塔 什库 

尔干县的柯克吐鲁克一带的河滩沼泽草旬。海拔4200m。 

7、圆丛红景天R．juparensis(Frod．)S．H．Fu，分布于昆仑山东部的青海 省 境 

内，见于乌兰、德令哈、祁连，天峻、玛多等地区的河滩、水沟边、砾石坡地、岩隙和高山 

流石滩等处。海拔3900--4800m。 

8、狭叶红景天R．kirilowii(Rege1．)Maxim．，主要分布于昆仑山东端的曲麻莱和 

玛多地区。生于山坡石隙、灌丛林下。海拔3600--5600m。 

9，喀什红景天R．kaschgarica A．Bor．，分布于本区中、西部的 和 田、且 束 、策 

勒，皮山、叶城、莎车 、阿克陶等地区。生于海拔2800--4200m的林缘草地、林区山坡岩隙 

水 沟边草丛和砾石坡地等处。 

10、条叶红景天R．1inearifolia A．Bor．，分布于叶城的棋盘，皮山的哈 巴 克 达 垣 

等地。生于山坡砾地和林缘岩隙等处。海拔2900--4000 。 

11、帕米尔红景天R．Pamlro—alaica A．Bor．，分布于本区西部，见于阿克 陶 ，莎 

车、叶城，皮山和策勒等地区。生于林缘山坡、岩隙、草原、草旬、砾地。海拔2600--4200 

m。本种株 丛紧密，主根粗壮，分枝多 ，生 长分散。据测抹 高12--24cm，主根直径 1— 2 cm． 

长20--42cm，分枝根可达ls条以上，径0．5cm。每丛 有 植 株2O一50个 不 等。很 值 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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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栽培。 

12、四裂红景天R．quadrifida(Pa11．)Fisch．et Mey．，分布于本 区的西部 和 东 

部，见于塔什库尔干、叶城、格尔木、曲麻莱和玛多等地区。生于山坡草甸 、阴坡石隙、沟 

谷水边、招泽草甸、高山砾石滩等处，海拔3800--4850m。特点是植丛紧密，生长较分散， 

植株纤细，根茎粗长。丛冠直径l0—25cm，有时50cm以上。株 高 4一l2cm ， 茎0．5一 l 

mm，每丛有植株4O一100个以上。主根径粗 1— 3 cm，长18--30cm。可作为东昆仑地区的 

研究重点。 

13、直茎红景天R．recticauli s A．Bor．，分布于乔戈里峰地区和红其拉甫至柯 克吐 

鲁克一带的高山流石坡、山坡草旬、河沟水边、山坡岩隙及泥石流的石堆中。海拔4200--  
4800ml

。 本种株丛分布较分散，很少有连接成片的。密度大的地方每平方米可有一丛，一般 

的10—20平方米可有一丛。较之异齿红景天的密度要小，但总的分布面积却要大得多，在喀 

喇昆仑山和东帕米尔的许多地方都有分布，资源量比较大。本种特点是植丛紧密，直立、丛 

冠太、植株高，根茎粗长。以红其拉甫山口为倒，平均丛径2O一5Ocm，每丛 有3O一7O个 植 

株，有时多达l00个以上。株高l0—．22cm，鉴径 2— 5 mill。其根径 l一3．2cm，有 分枝 ， 

长20--45cill以上。亦是西昆仑地区有栽培前途的重点种类之一。 

14、唐古特红摄天R．tangutlca(Maxim．)s．H．Fu，从阿尔金山保护区的 术 孜塔 

格、祁曼塔格、鲸鱼湖一直到昆仑山的东端均有分布。生于海拔约 4200--5300m的高山冻原 

砾地 冰』】i附近融水处、高山流石坡、湖滨沙滩、高山草甸、河岸沟边等处。其根茎的直径 

5—22mm，长15—30cm。株高10—18cm，株径1．5—2．5m'm，每丛有植株1O一2O个。 

15、西藏红景天R．tibetica (Hook．f．et Thorns．)S．H．Fu．分布于西 藏 的 龙 

术措、班公湖、拉龙山和新疆 的空喀 山口、岔路 I：1、柯里亚火山区等地。生于海拔4000--  

5300m的湖边草地、河滩砾地、高山碎石带及水边石缝等处。 

16、绿叶红景天R．viridula A．Bor．，见于新疆阿克陶县的恰尔隆、恰克拉克和塔什 

库尔干县的红其拉甫、喀拉其古等地。生于流石坡地、山坡草甸、砾坡草地以及岩障等处。 

海拔一般在3500--4700m。 

2．资源特点及开发利用前景 

根据实地考察和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从资源特点和本区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等有关具 

体情况来看，本区的红景天属植物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 

2．1、种类不多，但分布广泛。在整个昆仑山地区，虽仅有l6种红景天 ，但它们的分布却 

相当广泛。从东部的黄河源头一直到西部的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 山，在几乎所有的适宜 

生境 中都有红景天属植物的生长，其中西部种类较多，有l3种，东部有 9种，而最干旱的中 

部地区仅有4种。在垂直分布方面，从2800m的林缘草地往上，经山地灌丛、高山草甸一直 

到5600ml左右的亚冰雪带和高山流石坡上均可见到不同种类的红景天分布。 

2．2、资源比较丰富，并且多数种类集中生长，是开发利用的有利条件。在地域辽 阔的 

整个昆仑 山地区，红景天属的植物资源的 自然储量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其 中的多数种类在一 

些山沟和湖滩等处集中分布，有时甚至成片生长，而在局部地区成为优势种。这有利于开发 

时的集中取材。如异齿红景天在明铁盖；帕米尔红景天在阿克塔什和乌义塔克}长鳞红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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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琼 唐古特红景天在阿尔金 山保护区和 昆仑 山口，四裂红最天在黄河源头地区，直茎红 

景天在红其拉甫，西藏红景天在岔路口等。这些种类都是本区资源量相对较大的种类，很有 

开发前途。 

2。3、经济价值大，很值得开发利用 红景天属植物的经济价值，国内外的许多报 刊已 

多有报道。据现代药理研究，红景天属的一些植物具有良好的 “适应原”样作用，对人体有 

特殊的调解作用，它可使不同病因引起的病态指标向正常状态转变，旦免疫作用优于人参。 

本属植物的化学成份主要是苯酚类 、黄酮类、香豆精、有机酸，蒽醌甾醇和鞣质等 [ 。早 

些年，苏联就从红景天属植物中分离出具有滋补强壮作用的红景天甙和干酷醇。其对老年性 

心肌衰弱、阳萎、糖尿病，肺结核，贫血 神经病等均有治疗作用。他们还从中发现红景天 

地 部分含有具有生物活性的微量元素t铁、铅、锌、银、镍、钻、镉、锡、钛，铝、锰、 

铬，其花中含有黄铜类化台物，叶与茎中含有生物碱 。 

2．4、具有开发利用的研究基础。在国外，红景天的应用研究起步较早。苏联 已将 红景 

天制剂用于航空、航天和运动医学，效果显著。我国，特别是东北、西南和西北等红景天产 

区的许多部门和单位近些年来也对红景天进行了大量的植化分析和药理试验，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 昆仑 山地区的各省区虽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青海省药检所 

和青海体育科研所等单位经研究认为，深红红景天能明显降低机体的氧耗速度，提高缺氧耐 

力，对动物脑缺氧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有明显的抗缺氧、抗疲劳作用 (姜 平 等 ，l985， 

青海体育科技，2：19—26)。西藏高原生物所、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和青海中医药研究所 

等单位也都开展了红景天的研究工作。这些都为本区红景天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打下了基础。 

2．5、可供研究的种类潜力较 大。昆仑 山地区所产的16种红景天中，就 目前所知，在 国 

内仅有深红红景天和狭 叶红景天等步数几种被引入研究，研究规模和应用范围都极有限。而 

本医所产的多数种类还都未引入研究。红景天的许多有效成份则是红景天属植物所共有的。 

所以，本 医可供研究和开发利用的种类潜力较大。 

2．6、红景天的药用部位可 以扩大。 目前本医内的有关单位对红景天 的研究和利用 多 注 

重其地下部分，而对其茎叶花果则弃之不用。这是一种浪费，应在研究利用红景天地下部分 

的同时，对其地上部分也进行研究，以求资源的充分利用。 

2．7、医疗和保健用范围可以扩大。在医疗和保健方面，民问常用它们泡酒熬汤来 防病 

治病和消除疲劳，抵御高山严寒。军旅征战也曾用红景天来恢复精神和提高战斗力。本区所 

产的红景天属植物，其中有些种也早被当地人民用于医病和保健。如唐古特红景天和圆丛红 

景天，藏医以其花和根状茎入药治肺病、神经麻痹及退烧。狭叶红鼎天可止 血、止 痛 、破 

坚，消积、止泻，主治风湿腰痛、跌打损伤，痢疾、吐血及月经不调等症。但在目前，本区 

各省区对于红景天的研究成果的应用还多 限于运动保健方面，民间利用红景天入药治病的经 

验还远未上升到理论阶段。所以，应在民间萄用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前人工作的经验和研 

究成果，结合药理分析和临床试验，深入研究本区所产红景天的医保作用，机理和应用范围 

等。在医药和保健食品工业方面扩大利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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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开发的意见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都会面临合理的开发利用问题，红景天属的植物资源也不 

会例外。 

红景天属植物， 由于它们独特的医疗保健作用而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和广阔的 开 发 前 

景。在本区，虽然 目前还远远利用不够。但是，随着这一珍贵资源逐步地被开发，过度利用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 目前就应在近期开发利用的同时，注重长远利益，尽量作到有计划 

地开发利用，并保 证 红 景天 资源 的 再生 若等到资源已遭破坏，濒临枯竭之时再考虑合 

理利用与保护问题，就未免嫌迟了。由于红景天属植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和高寒生 境 的 限 

制，它们的生长比较缓慢，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又由于它们有效成份多存在于 

根茎中，而地下部分的挖掘要比地上部分的采集对资源的再生影响大得多。本区红景天资源 

虽然 比较丰富，但若不注意合理利用，也会导致资源的破坏，特别重要的是；切不可高估红 

景天资源的自然储藏量，考虑到生态问题，则更不可高拈可供开发量。 

其次，应进行人工栽培，扩大资源，这是红景天开发利用的方向。随着研究和开发利用 

工作的发展，红景天的利用范围将会扩大，每年的需求量将会逐步增加，本区红景天的自然 

资源无论从种类或是从资源量方面都将会显出不足甚至缺乏，而人工栽培则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最好方法。目前，在研究、分析和临床试验阶段，可利用天然红景天资源来进行，待到一 

些种类的有效成份基本摸清后，它们的开发利用则主要应靠人工资源来扩大。即使是野生资 

源量较大 的种类亦应如此。 目前，红景天在苏联 已被大量引种栽培。我国吉林省通化地 区， 

临江林业局和沈阳药学院等地区和单位也对红景天采用种子繁殖和根茎繁殖法进行了引种栽 

培，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本区的许多地方亦可通过试验，在摸清其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选择 

生长迅速、有效成份含量高的外地优良种类，在适宜的生境中积极地 i种栽培，以增加本区 

红景天的种类数量。同时，对本 区所产的优 良种类进行驯化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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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tS of Rhodiola are kind of valuable plants re sources for medici— 

nal and health protection which was found out the year lately
． On the basis 

of widespread inve stigation during th ree years， their species， di stribution， 

habitat， characteristic S and economic value in K unlun area， Chinn， were an— 

aly sed and re searched． The scientific basi S for put theif to rea sonably expl— 

oiting and uti1izing were provided． 

There are 16 species and 2 varieties in this area． They are Rhodiola 

a1gida，R．algida var．altaica，R．algida var．jeniseense，R．coccinea， R． 

fastigiata， R．gelida， R．heterodonta， R．junggarica， R．juparensis， 

R． 1aschgarica， R． kirilowii， R．1iaearifolia， R． pamiro—alaica， R． quadrif— 

ida， R． recticanlis， R． tangatica， R．tibetica， R． viridula． 

Judged by the resource charactefistics and concret conditions in the 

area， the plant resources of genera Rhodiola are provided with a broad 

prospects in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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