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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滇重楼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道地药材 , 具有抗肿瘤、止血、免疫调节和镇静镇痛等药用价值。然

而 , 对滇重楼的系统位置 , 分类学者各持不同意见 , 而且多年来人们对滇重楼过度地采挖 , 使各地野生资

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滇重楼的研究现状 , 主要包括分类与系统、化学成分和药理活

性、繁殖生物学以及遗传多样性等方面的工作 ; 同时 ,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将为今后更深入地开展

滇重楼优质种质引种驯化 , 实现种质资源多样性的合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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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aris polyphylla var1 yunnanensis is traditionally used as a precious medicine ,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development for tumors , bleeding , immunity adjustment , analgesia and so on. However , regard2
ing its systematic position and relationships of and within Paris or other genera , the agreements were at variance in taxon2
mists. On the other hand , excessively excavated use of this herb year by year have caused tremendous destruction , espe2
cially for its wild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laces. In the present paper , recent advances in its systematics ,

chemical constitutes , pharmacological effect ,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genetic diversity were summarized , and some

problematic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is important plant were also discussed. The paper would help in finding ways for ap2
propriate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genetic resources ,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is plant. Future prospects to the sus2
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this medicinal wealth was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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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楼属 ( Paris L. sensu lato) 植物隶属于延龄

草科 (Trilliaceae) 。全世界约有 24 种 , 10 个变种和

若干变型 ; 我国有 19 种 , 10 个变种 , 在云南分布

最为集中 , 有 14 种 , 其中 3 种为云南特有 (李恒 ,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了滇重楼

(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1yunnanensis ( Franch. )

Hand.2Mazz. ) 及华重楼 ( P1polyphylla var1chinensis

(Franch. ) Hara) 2 个变种。重楼属植物作为中药

材 , 其药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自古以来就有

许多关于它的记载。根据《神农本草经》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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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休 , 味苦微寒 , 主惊痫 , 摇头弄舌 , 热气在腹

中 , 癫痫 , 痈疮 , 阴蚀 , 下三虫 , 去蛇毒。”; 《本

草纲目》也提到“蚤休 , 根气味苦 , 微寒 , 有毒。

主治惊痫 , 摇头弄舌 , 热气在腹中 , 癫疾 , 痈疮阴

蚀 , 下三虫 , 去蛇毒。生食一升 , 利水。治胎风手

足搐 , 能叶泄瘰疬。去疾寒热。”; 在《滇南本草》

中“重楼 (滇重楼) , 性微寒。是疮不是疮 , 先用

重楼解毒汤。此乃外科之至药也。主治一切无名肿

毒。攻各种疮毒痈疽 , 发背痘疔等症最良 , 利小

便”。重楼属植物化学成分复杂 , 药理活性强 ,

临床应用范围广 , 具有抗癌、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和止血等作用 , 治疗跌打损伤有独特疗效 , 是

“云南白药”、“季胜德蛇药片”、“热毒清”和

“宫血宁”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之一 (汤海

峰等 , 1998 ; 袁理春等 , 2004) 。

滇重楼又名重楼一枝箭、独角莲、大重楼、

七叶一枝花和两把伞等。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

的云南、四川和贵州一带 , 生长于海拔 1 400

～3 100 m 的常绿阔叶林、云南松林、竹林、灌

丛或草坡中 ; 缅甸也有分布 (李恒 , 1998) 。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道地药材 , 滇重楼所具

有的重要药用价值 , 已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长

期以来 , 许多学者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其

进行了研究 , 大部分集中在分类、系统发育和栽

培技术 (李恒 , 1984 , 1986 ; Takahashi , 1984 ;

顾志建和纳海燕 , 1986 ; 韦仲新 , 1988 ; 梁汉兴

和张香兰 , 1984 , 1987 ; 季本仁等 , 1986 ; 李运

昌 , 1982 , 1986 a , b ) , 以及化学成分和药理学

(陈昌祥等 , 1983 , 1990 a ,b , 1995 ; 陈昌祥和周

俊 , 1981 , 1992) 等方面。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滇重楼分类与系统学、化

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繁殖生物学和遗传多样性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 , 并提出了存在问题和建议 , 为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1 　研究现状
111 　分类与系统

重楼属内不同的类群形态变异较大 , 易造成

分类上的混乱 (李恒 , 1998) 。不同学者对重楼属

和属下种类划分意见不一 , 如 Franchet (1898) 将

滇重楼作为重楼属的一个种 ( Paris yunnanensis

Franch. ) ; Takhtajan (1983) 根据种子、果实、根

茎和子房的形态特征把重楼属划分为 3 个独立的

属 : Paris L. 、Daiswa Raf . 和 Kinugasa Tatewaki &

Suto , 其中滇重楼被放在 Daiswa 属中 (即 Daiswa

yunnanensis Franch. ) ; 李恒 (1998) 以子房、胎座

着生方式等特征将 Daiswa 作为广义重楼属下的侧

膜亚属 (subgen. Daiswa (Raf . ) H. Li) 的成员 ;

而 Kinugasa 被置于中 轴 亚 属 ( subgen. Paris

(Raf . ) H. Li) 下的日本重楼组 (sect . Kinugasa

(Tatewaki et Suto) Hara) ; 而滇重楼为侧膜亚属蚤

休组 ( sect . Euthyra Franch. ) 多叶重楼 ( Paris

polyphylla Smith) 的一变种。Farmer and Schilling

(2002) , 以及 Osaloo and Kawano (1999 a ,b ) 利用

叶绿体基因 mat K和核糖体 DNA 的 ITS 序列分析 ,

结果支持了 Takhtajan (1983) 的观点。

112 　化学成分及药理学

近年来 , 通过对滇重楼植物的化学成分分

析 , 已从中分离鉴定了 50 余种化合物 , 主要有

C27 甾体皂苷、C21 孕甾烷苷、脂肪酸酯、甾醇

及其苷、黄酮苷、β2蜕皮激素及多糖等 , 其中皂

苷占总化合物的 80 %以上 , 其苷元主要为异螺

甾烷醇类的薯蓣皂苷元和偏诺皂苷元 (陈昌祥和

周俊 , 1981 , 1992 ; 陈昌祥等 , 1983 , 1990a ,

1995 ; 武姗姗等 , 2004) 。在滇重楼地上部分发

现了甾体皂苷 A、B 和 C (陈昌祥等 , 1990b) 。

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发现 , 重楼的主要有效成

分甾体皂苷的苷元和糖基不同 , 其药理活性有差

别 (汤海峰等 , 1998) 。滇重楼的醇提物和以其

为主要原料的云南白药、宫血宁胶囊都有较强的

止血和较强的镇痛作用 (王强等 , 1990) 。Matsu2
da 等 (2003) 研究发现 , 从滇重楼中提取的类固醇

皂苷对由酒精或茚甲新引起的胃黏膜的损伤有修复

作用 , 此外他们还新发现了一种呋甾烷型皂苷

(parisaponin Ⅰ) 。Zhou 等 (2003b) 首次从滇重楼根状

茎的水提取液中分离到了两种寡糖 (HS和OS) , 它

们能刺激滇重楼根的形成 , 而且对珠子参 ( Panax

japonicus var1major) 的生长和皂苷的形成也有促进

作用。滇重楼水及醇提取物中的成分 Gracillin 对肿

瘤细胞有抑制作用 (季申等 , 2001) 。Cheung 等

(2005) 发现 , 从多叶重楼中获取的皂苷 PD

(polyphyllin D) , 能引起抗药性肝癌细胞 R2HepG2 的

DNA片段化和磷脂酰 - 丝氨酸的外露 , 认为 PD 是

一种能克服抗药性肝癌细胞的有效抗癌成分。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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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苷Ⅰ、Ⅱ、Ⅲ作为一类较强的免疫调节剂 , 能诱导

巨噬细胞增殖和干扰素的产生 , 促进人体外周血淋

巴细胞有丝分裂 (汤海峰等 , 1998) ; 重楼总皂苷能

干扰核酸代谢 (石小枫等 , 1992) , 具有很强的使

子宫平滑肌收缩的活性 (曹霖 , 1987) , 对高血

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缺血等疾病有特殊疗效

(李广勋等 , 1992 ; 郭晓庄 , 1992) 。

113 　繁殖生物学

李运昌 (1982 , 1986 a ,b ) 对滇重楼的繁殖

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 为后来其他学者开展相

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滇重楼为高杆型 , 一

般不分枝 , 花梗的生长期一般为一个月 , 为花、

叶同放型 , 重楼种子具有“二次休眠”的生理特

性 (李恒等 , 1998) 。由于滇重楼的光能利用率

低 , 致使根茎的年生长量较低 (苏文华和张光

飞 , 2003) 。长期以来 , 对滇重楼的繁殖主要是

采用切割地下茎进行无性繁殖。不定芽的发生起

源于薄壁组织细胞脱分化 , 为多细胞起源 , 不经

过愈伤组织阶段 , 为直接发生 (侯玉平等 ,

2004) 。张金渝等 (2004b) 研究发现 , 采用切割

繁殖地下茎可提高年平均增重 , 缩短收获种子的

周期。袁理春等 (2003 , 2004) 通过对其种子进

行二次低温与二次高温交替处理 , 缩短了萌发时

间 , 提高了最后的出苗率 , 同时 , 还发现生长调

节剂对其根状茎的发生有促进作用。Zhou 等

(2003a) 研究发现 , 对种子进行低温交替处理之

前 , 将种子除去种皮 , 用赤霉素浸泡 , 可提高种

子萌发率。但至今为止 , 对滇重楼的组织培养方

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金梅 , 2005) 。

滇重楼地下茎按质地分为粉质和胶质两种。

王世林等 (1996 , 1999) 通过对滇重楼两种类型

地下茎进行观察和比较 , 发现受细菌或真菌感染

和寄生后 , 它们的大小和重量有较大区别。从胶

质化的地下茎中分离和鉴定出两种细菌 —蜡状芽

孢杆 菌 ( Bacillus cereus ) 和 产 碱 假 单 胞 菌

( Pseudomonas alcaligenes) , 以及 3 种真菌即黑团

孢霉 ( Periconia sp . ) 、白色厚顶孢霉 ( Pachno2
cybe albida ) 和重楼索霉 ( Hormomyces paridiphi2
lus) 。通过液体培养并测定其胞外多糖含量 , 结

果表明重楼索霉可分泌大量胞外多糖 , 这可能是

导致滇重楼地下茎胶质化和多糖含量增加的原

因。Zhou 等 (2004) 从滇重楼根状茎韧皮部、木

质部和种子中分离出了数十株内生真菌 , 并检测

到部分内生真菌的发酵培养物中含有甾体化合

物。此外 , 滇重楼所含的微生物菌体及其代谢产

物作为免疫调节因子的作用也已受到重视 , 对其

进一步的研究 , 将为寻找和发现新的药物活性成

分提供重要依据 (王世林等 , 1999) 。

2 　存在问题
滇重楼除少数地方进行过试验性栽培外 , 大

多为野生。滇重楼作为许多中药的重要原料 , 随

着市场对其需求量的迅速增长 , 人们在野外肆意

地掠夺性采挖 , 加之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 , 严重

影响了其在原产地的生长和繁衍。

不同产地生长的滇重楼 , 由于海拔、气温和

土壤等复杂多变 , 其遗传多样性和化学成分含量

等发生变化 , 从而导致以其为原料的产品质量有

一定差异 , 可能成为制约该原料内在质量的关键环

节之一。滇重楼主要是以根茎入药 , 但根茎生长周

期很长。在气温较高 , 湿度较大的地区 , 滇重楼地

下茎多为胶质 ; 而气候温和 , 湿度不大的地区粉质

重楼较多。传统上认为粉质型的药用效果为佳 , 因

而 , 胶质型的被遗弃或出现积压现象 , 造成资源的

浪费 (王世林等 , 1996) 。实际上 , 据研究发现 ,

胶质重楼总皂苷含量高于粉质重楼 (张宵霖和刘

月婵 , 2000 ; 马云淑等 , 1997 , 1999) 。此外 ,

滇重楼地上部分生长较快 , 长期以来 , 对其地上

部分的研究和利用较少 (陈昌祥等 , 1990b) , 进

一步加强对其药用成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 , 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影

响 , 加之对重楼属植物相关的物种遗传背景研究

的缺乏 , 这些都将给滇重楼的繁殖以及产业化发

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3 　研究展望
311 　遗传多样性和保护

重楼属植物不同种有的外部形态特征较相

似 , 形态有重叠或交叉 , 容易混淆 , 使得药用品

质不一 ; 某些种形态变异较大 , 表现出较大的多

样性。滇重楼作为西南地区道地药材 , 这些多样

性是其物种遗传多样性的物质基础 ( Schaal 等 ,

1998) ,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是其基因型和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据遗传学的特殊性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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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象的保护策略 , 主要是基于研究类群的分

类学地位和种间关系 (黄璐琦和张瑞贤 , 1997 ;

邹喻苹等 , 2001) , 因此 , 应在澄清种间、种下

的分化特点和亲缘关系的基础上 , 选取不同生境

居群 , 研究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张金渝等

(2004a) 利用 RAPD 对滇重楼进行了遗传多样性

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 对滇重楼所处环境中生

态因子的进一步研究 , 将为了解其在生态适应和

进化过程中自身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 , 也将为高产栽培技术的实施和促进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起到积极的作用。

312 　种植与生产

由于滇重楼资源的紧缺 , 将严重影响制药产

业中有关品牌的原材料来源 (周正飞和陆平 ,

2004) , 加强对滇重楼栽培技术的研发已迫在眉

睫。随着国家对中药材的规范管理 , 达到“安

全、有效、稳定、可控”的要求 , 开展滇重楼的

现代化 GAP (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种植是获

得优质、稳定的原材料的基础。实施原料药材的

GAP 种植 , 进行规模化和规范化生产 , 实现产品

生产全过程的质量保证 , 对稳定并提高产品质量

有重要作用 , 从而将中药工业现代化与中药农业

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 实现现代中药产业化

(汪建平等 , 2003) 。

313 　分子指纹图谱与化学指纹图谱的应用

滇重楼植株地上和地下部分所具有的有效成

分的种类和含量有所差异 , 利用植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手段 , 对不同产地整个植物体药用特征成

分、含量和分布式样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

义。通过对滇重楼及其近缘类群之间遗传分化的

认识 , 研究物种间、种下的亲缘关系 , 遗传结构

和进化水平 , 构建 DNA 图谱 , 检测物种遗传变

异水平及其结构。在此基础上 , 研究滇重楼不同

产地野外自然居群 , 以及在移栽条件下不同居群

的遗传适应等 , 判断彼此的遗传关系并比较它们

的遗传多样性 , 将为重楼植物的保护、引种驯化

和标准化种植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措施。建立与

DNA 图谱相印证的化学指纹图谱 , 进而探讨其

遗传多样性与药用特征成分的相互关系 , 寻找滇

重楼物种最佳的形态表型、基因型、生态型和化

学型的优良组合 , 最终将对生产和应用起到直接

的指导作用。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开展与滇重楼

主要药用有效成分甾体皂苷生物合成相关的功能

基因的研究 , 将为下一步通过基因工程大量生产

甾体皂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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