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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百合属 (Cardiocr inum )植物是一类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重要野生花卉。综述了国内外对于大百合属植

物在形态、资源分布、分子水平、引种栽培、繁殖方法及利用价值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该属植物的持续利

用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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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ard iocrinum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excellent w ild ornamental plants. Research a

ch ievements onCard iocrinum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from severa l aspects inc lud ing mo r

pho logy, distribution, mo lecu lar leve,l introduction, propagation and utilizating vau le; meanwh ile the

sustainab le utilizat ion in th is field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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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合属 [ Cardiocrinum ( End.l ) L ind.l ]因其

植株高大显著区别于百合属植物而得此名
[ 1]
, 它

的株高近 4m, 叶大心形, 总状花序有花 3~ 40朵,

在欧洲获得了 百合王子  的美誉 [ 2~ 4]
。本属全球

仅有 3种: 大百合 ( Cardiocrinum g iganteum )、荞麦

叶大百合 ( Cardiocrinum ca thayanum )和日本 (心

叶 )大百合 (Cardiocrinum cordatum ), 其中前两种

为我国原产
[ 3, 5]
。

大百合属植株硕大壮观, 花朵洁白美丽, 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可用于庭园绿化观赏。其鳞茎可

供食用, 果实可入药。然而, 该属植物在原产地之

一的我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长期以来,

当同族的百合属花卉风靡全国的时候,该属珍贵的

野生花卉却依然隐于深山中自开自落,未受国人的

青睐,实为可惜。为了使这一珍贵野生花卉得以广

泛认知并开发利用, 本次工作对其研究进展综述如

下。

1 形态学研究

大百合属隶属百合科短寿多年生粗壮鳞茎花

卉。鳞茎由基生叶的叶柄膨大形成,鳞茎基部具数

条走茎,走茎顶端形成一个小鳞茎, 此小鳞茎仅能

萌生基生叶。大鳞茎可抽出高大的茎, 具茎生叶,

叶宽大,具网状脉,茎延长为总状花序。花多,狭长

喇叭形,白色, 具紫色条纹。种子多数,扁平,红棕

色,周围有窄翅
[ 3, 5]
。

大百合属植物的形态具有多态性变异
[ 3, 5, 6 ]

。

叶片有基生叶和茎生叶的分化,基生叶的叶型与颜



色变异较茎生叶大;下表皮叶肉区有密度较高的无

规则型气孔分布, 上表皮仅在中脉区发现少量气

孔;茎杆颜色可分为全绿 ! 绿色带紫斑 ! 全紫 3个

等级; 花朵颜色可分为白色 ! 黄绿色 ! 绿色 3个

等级; 茎杆和花序轴无明显界限, 顶叶与花序总苞

亦难以区分
[ 1]
; 主鳞茎与周生小鳞茎的萌发有所

区别。何祯祥的遗传变异理论符合了这种多态性

的变异,无论是中性、有害还是适应性的, 都依赖于

物种的生存环境和遗传背景等因素
[ 7]
。如同上表

皮中脉区有少量气孔这一变异对大百合物种及其

阴湿生境来说是有适应意义的,并通过自然选择在

整个居群中得以保留。

2 资源分布状况

大百合属植物为东亚地区 (包括西亚的东喜

马拉雅地区 )特有
[ 8, 9]
。大百合产独龙江各地, 生

长在海拔 1 300 ~ 3 200m的林缘、草地、疏林中。

在高黎贡山高山地带的沟谷、草甸上常组成高 3~

4m的大百合群落。在四川生长于海拔 900~ 2 900

m的阴湿林下、林缘、灌丛或沟边
[ 10]
。在我国甘

肃、陕西、湖北、广西; 尼泊尔的中部和东部;印度加

瓦拉阿萨姆曼尼普尔; 缅甸的北部也有分布,是一

个由中国秦岭山脉至西南各省区和东喜马拉雅分

布式样的种
[ 5, 6, 9, 11]

。此外, 中国植物志英文版记

载广东也有大百合的分布,但据广州华南植物研究

所分类专家了解,该地区并无此植物
[ 12]
。

荞麦叶大百合产我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南、湖北等地, 生长在海拔 600~ 1 050m的山坡

林中, 是华中至华东分布的特有种
[ 6, 13, 14]

。日本大

百合是日本特有种, 自萨哈林岛 (库页岛 )日本千

岛群岛南部经北海道、本州中北部分布至中国岛和

四国, 生长在落叶林下阴湿地中
[ 6, 15, 16]

。

3 分子生物学研究

大百合属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大百

合属与其近缘属种之间的亲缘关系。N ISH IKAWA

T等
[ 17]

1999年对大百合属、百合属、豹子花属进

行 ITS系统树和遗传距离分析。从 ITS系列 50%

多数一致树和各属间的遗传距离得到的结论是:大

百合属、百合属、豹子花属三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特

别是豹子花属与百合属从 50% 一致树上无法分

开。HAYASH IK和 KAWANO S
[ 18]

2005年对百合

族 5个属 (大百合属、百合属、豹子花属、假百合属

和贝母属 )运用两个叶绿体基因 rbcL and m atK来

分析系统遗传与进化关系。结果显示, 大百合属、

百合属、豹子花属三者的关系非常近。贝母属、假

百合属的亲缘关系相对比较接近大百合属,尤其是

假百合属与大百合属的遗传距离最近。因此,从分

子水平上看,豹子花属和大百合属是联系百合属和

贝母属的重要类群, 同时大百合属还是联系假百合

属与百合属的重要类群。百合族内除贝母属外的

各属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百合属,豹子花属和大

百合属起源于百合属的可能性较大,假百合属起源

于大百合属的可能性较大。

上述从分子水平得到的百合族各属起源和演

化关系结果与从形态学、细胞学和区系地理等方面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6, 13]
。至于大百合属与豹子

花属的起源时间孰先孰后? 百合族各属的直接祖

先是哪些类群, 其具体的起源时间究竟为何? 这些

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引种栽培情况

1987年昆明植物园引种高黎贡山的大百合栽

于百草园露地中, 原产地植株高常在 3m以上,总

状花序着花常 30余朵。由于生境的改变 (原产地

海拔 3 200m, 半年积雪不化, 年降水量 2 500mm

以上,土壤为高山草甸土 ) , 栽培条件下的大百合

花数逐渐减少, 植株高仅及 60~ 70 cm
[ 6]
。 2000年

11月张金政等引种 3个县 (山西中条山、四川灌

县、云南石屏 )的野生大百合栽培于北京市西部香

山脚下,次年观察引种结果: ( 1)鳞茎周径的大小

是决定单株上花朵数目多少及开花率高低的关键。

( 2)花特征存在多样性。花朵内中下部色斑难以

区分紫色或紫红色, 从 3处引种的植株外花被片

上的颜色也有不同的表现。 ( 3)蒴果发育期长达

半年以上, 至 12月初大寒潮来临蒴果仍未能成熟,

但其种胚已发育
[ 12 ]
。 2001年孙国峰等引种云南

大百合也获得成功, 并提出了一整套栽培管理技

术
[ 19]
。 2002年关文灵等从云南哀牢山自然保护

区引入大百合, 定植于云南农业大学花圃试验地

内。经整个物候期观察, 该种大百合对土壤要求不

严,在红土上也能生长。但在湿润肥沃的腐殖质土

壤上生长最好; 喜湿润阴生环境, 在干燥空气和直

射光条件下生长不良,叶片会干枯卷曲; 耐寒性强,

可安全露地越冬
[ 20]
。

从以上的引种栽培试验可以看出: 大百合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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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栽培容易, 耐粗放管理, 可进行大力开发利用。

大百合的栽植地宜选择稀疏的落叶阔叶林下, 以春

季迟发芽、展叶晚的树种为最佳; 作为园林观赏栽

培时, 选择周径为 29 ~ 37 cm的鳞茎最优; 栽植时

切不可过密, 因为大百合在生长旺盛期植株高大

而繁茂
[ 19, 21 ]

。

由于生境的改变 (特别是从高海拔地区引种

到低海拔地区 ), 栽培的大百合可能会出现一些性

状逐年退化的情况
[ 6 ]
。孙国峰等提出随着人工栽

培环境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退化可适当克服
[ 21]
。

另外, 大百合引种后花形、花色、色斑等变化,是种

群在群居环境中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 植株的高

矮、花朵数目的多少与花朵的大小变化不单是水热

条件不适应变异的结果, 适宜的温、光、湿、土壤理

化状态更有利于叶面光合效能提高, 鳞茎发育增

大,诱发更多的染色体与形态生物学等多方面的变

异
[ 6, 12]
。

5 繁殖生物学研究

5. 1 有性繁殖

9~ 10月大百合属种子成熟后立即播种,种子

通常需要经过两个低温阶段才能萌发。幼苗生长

非常缓慢,精心培植也需 6~ 7年方能开花
[ 19]
。这

很可能是因为大百合属种子的胚细小, 发育不完

全,种子有休眠, 且播种发芽率低,实生苗生长缓慢

等原因
[ 22, 23 ]

。

从大百合属植物对生境要求和鳞茎需休眠越

冬等方面推测,对其休眠种子给予适宜的低温处理

可能有利于萌发, 但具体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方坚等 ( 1998年 )把荞麦叶贝母的种子用不同

温度和不同赤霉素浓度溶液对种子进行处理。试

验表明种子必须经过从高温到低温的处理,种胚才

能分化完全,种子休眠得以解除。在此过程中必须

首先满足种子对高温的要求,若不经过高温过程而

直接把种子放于低温中, 种子休眠不能解除,即使

种子先经过低温再经过高温阶段, 种子也不能发

芽。用赤霉素溶液处理种子对其休眠的解除不起

作用
[ 22, 24]

。

SATOK I S等用终端流限制模式检测日本大百

合种子的散布情况,得出种子数目的增加比种子大

小的增加更能有效利用资源。他们在研究种子翅

大小变化上也发现种子翅的大小与种子大小无关,

而与种子的数目相关。种子数目多,传播能力强,

种子的翅也发育的大
[ 25, 26 ]

。大百合属的种子具较

宽的翅可随重力和风力散播, 是有利于居群扩散和

基因流动的特性。但是其生境一般隐蔽潮湿,有灌

木、乔木遮挡,风力受到阻挡, 极大的限制了种子包

括花粉的传播。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居群间遗传分

化的加大与居群内多样性水平的降低
[ 27]
。

5. 2 无性繁殖

5. 2. 1 分球繁殖

大百合属植物主要用分球法繁殖,其次可用鳞

片扦插。分球是在秋季植株停止生长后,从成年母

株上剥离小鳞茎另行栽植, 剥离时要带根系, 尽量

减少伤口, 鳞茎宜种得浅一些。视更新鳞茎的大小

和栽培条件,一般培养 3~ 4年才能开花
[ 19]
。大百

合不宜频繁分栽, 只有当植株过分拥挤时才能调

整,一般每隔 3~ 4年于秋季分栽 1次。鳞片扦插

在早春萌芽前或秋季植株基本停止生长后进行。

关文灵等的试验结果表明用传统的分球法繁殖虽

然效果较好,但繁殖率低, 不能满足规模化生产的

需要。鳞片繁殖,病毒积累会影响品质且繁殖的周

期很长,同样不能满足大规模的生产要求
[ 20]
。

5. 2. 2 组织培养

大百合组培快繁的成功, 为保护和利用这一野

生花卉提供了技术和途径。虞泓、程治英进行大百

合离体快繁和鳞茎诱导的研究
[ 28]
。外植体选用鳞

茎鳞片及试管苗叶片、茎和根切段。试验包括芽的

诱导与增殖、生根培养和试管鳞茎的诱导及试管苗

移栽。研究表明: 在 MS+ 6- BA 4 mg /L + NAA

0 1mg /L+ 3%蔗糖的培养基中, 鳞片不定芽分化

率达 100%, 愈伤组织诱导率 81%, 丛芽分化率

70%。叶柄切段下切口分化芽更好, 分化率 33% ;

芽条生根率在 95%以上。试管鳞茎在 MS+ NAA

0 03mg /L+ TA (卅烷醇 ) 0 2mg /L+ 9%蔗糖的的

培养基上进行诱导。试管鳞茎直径达 1 6 cm左

右, 可直接用于移植。试管鳞茎成活率可达

100%。

大百合组织培养同样遵循百合组培快繁的一

些实验规律: 鳞片腹轴面上、中、下 3部分形成小

鳞茎的百分率依次增大
[ 29]

; 鳞片组培得到小鳞茎

的试管苗, 其分化能力大于原初培养鳞片的分化能

力
[ 30]

;外植体种类分化小鳞茎的能力由鳞片、芽、

叶依次减小
[ 31]
。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大百合其

余外植体的组培情况,考虑不同激素配比对诱导小

鳞茎的影响。同时对大百合组培快繁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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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小植株或小鳞茎形成商品种球的后期配套

栽培技术的研究,将对大百合种球的持续利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

6 利用价值

6. 1 观赏价值

大百合属花卉株姿挺拔健美,花硕大雅致, 在

欧洲花卉庭院绿化中广泛栽培。其春发之基生叶

大型, 呈莲座状, 叶色碧绿油亮,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夏季长达 80 cm的大型花序洁白艳丽, 十分醒

目,秋季球形果实沿杆而生亦可观赏。从园林用途

上看, 大百合属植物既可盆栽摆设于高雅之堂, 观

赏其独特的风姿、高雅的花朵; 亦可单株或几株点

缀于花坛、花境中,自成一园林小景; 也可群植形成

壮观、宏大的园林场景, 烘托出热闹的节庆气氛。

由于其花茎粗壮,硬度大,也不失为一种鲜切花的

好材料
[ 2, 10, 32, 33]

。

6. 2 食用价值

大百合属鳞茎富含淀粉和多种营养成分, 在民

间有食用习惯
[ 34]
。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把它作为

滋补身体的营养品,常加工成大百合粉, 又常以大

百合为原料做成的八宝饭用作夏季清涼的主食,別

具风味。塩崎美保和石井智美 (日本 )记述了日本

的阿伊努人从日本大百合的鳞茎中获得淀粉, 且该

淀粉具有保健作用,是很有营养的饮食
[ 35, 36]

。

6. 3 药用价值

云南民间用大百合果实人药, 俗称 兜铃子  ,

具有清肺、平喘、止咳的功效,用以治疗咳嗽、气喘、

肺结核、咯血、耳鼻炎症等
[ 36, 37, 38]

。民间常用其作

为中药马兜铃的代用品, 已研制出药品百合七, 该

药具有清肺止咳、解毒、散瘀的功效
[ 37]
。日本研究

者在日本大百合中发现了 5- 脂氧酵素活化抑制

剂
[ 39]
。早在 1984年,刘润民报道用云南大百合的

干燥果实为原料, 可分离到异海松烷型二萜化合

物
[ 40]
。迄今为止, 海松烷型二萜化合物在单子叶

植物中发现尚不多。值得注意的是, K ITA JMA等

从美洲产的翡若翠科 (V elloziaceae)植物中也分离

到海松烷型二萜
[ 41 ]

,这科植物是处于百合目中的。

这些事实对于研究单子叶植物特别是百合科的化

学分类学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7 展望

我国大百合属植物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泛。

具备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有 百合王子  之称的大百

合属花卉, 从各方面发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 1)

加强对本属资源的研究, 逐步建立系统的规范的种

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及评价体系。 ( 2)在保护

野生资源的同时,加大野生可利用大百合属花卉的

引种驯化工作, 尽早将这一珍贵花卉作为中国百合

庭院栽培与园林绿化的首选物种。 ( 3)通过各种

手段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大百合属新品种: ∀ 杂交
育种,培育花色多样, 花序紧密,花期不同, 具有香

味以及抗性强的品种; # 多倍体育种, 培育抗逆性

兼具观赏性的品种。 ( 4)研究大百合属药用和食

用原理,充分发挥其药食功能。 ( 5)关于大百合属

植物分类、种子休眠萌发机理、染色体多样性、分子

标记、大百合属与近缘属种系统演化关系等方面均

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 12, 24,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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