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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CUCURBI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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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us Gynostemma consists of l6 species and 2 varieties，which fall into two 

subgenera and two sections，i．e．，Subgen．Trirostellum ir．cluding two new sections，Sect． 

Pentagynae and Sect． Trirostellae，and Subgen．Gynostemma． The modern distribution 

centre of the genus ranges from drainage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Yunnan，southwest 

China．Northwards，it is distributed to the south sJope of the Qinling Range and the south 

branch of the Huaihe River．ea~wards through Celltral-e~．sterll Ciaiua to Korea Pe nsula 

and northern Japan；in the south，it extends to Indo—Chiila，Malaysia，Philippines，Indone— 

s1a and Papua New Guinea，with the west limit of this genus found in northwestern Ind ia．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genus indicates a nature of~ropical Asia Type．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distribution pattern，the centre of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adapta- 

tion of both primitive and  advanced groups，also by means of palaeogeological，palaeogeo- 

graphical and palaeoclimatical evidence and the origin of its out group，the genus G tm — 

，together with its closely allied genera Hemsleya，Gomphogyne，etc． is considered to 

have originated on the Kham—Dian Oldland during the Early Tertiary． 

Key words Gy ∞ Ⅲ ，m ；Classificatory system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Origin 

摘要 纹股蓝属全世界有 16种 2变种，隶属于 2亚属 2组，即喙果藤亚属(包括五柱绞股蓝组和碌果藤 

组)及绞股蓝亚属 其现代分布中心或多样化中 为我国长江流域至西南的云南，由此向北达秦岭南坡 

和淮河流域 以南，向东北经华 中、华东至朝鲜半岛和 d本北部，向南经 中南半 岛、马来西亚达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诸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向西选印度西北部，为热带亚洲分布类型。根据该属的原始类群和进 

化类型的现代分布和多样化中心及它们的生态适应性，与古地质、百地理和古气候的变迁以及外类群起 

国家自然科学基垒资助重太项 目，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项目。呈蒙路安民、洪镥元教授审阅，谨致谢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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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等推测，绞股蓝属植物 可能与其近缘属—— 雪胆届和锥形果届共同起源于康滇古陆．起源时问可能 

为早第三纪= 

关键词 竺壁 璺 ! 墨鎏：些翌盐筮；重 

绞股蓝属(Gynostem n BL )是葫芦科 (Cucurbitaceae)的一个 中小属，主产热带亚洲 

至我国秦岭南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和朝鲜及日本．其分布中心为我国西南地 

区 。 ’ 

绞股蓝 G Pentapfi#lum (Thunb．)Makino因其含有 与人参皂甙相似的达玛烷型皂 

甙，被誉为“南方人参”，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重视，作为民问食用野菜和草药，治疗咳 

嗽、痰喘、慢性支气管炎及传染性肝炎等疾病，早在明代的 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清代 

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近代的各类中草药著作中，均有记载。自七十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 

从绞股蓝中分离出84种皂甙，其中有6种与人参皂甙相同，还有多种绞股蓝皂甙水解产 

生的次级甙，甙元和次级甙元与人参水解产物相同，因而引起国人对绞股蓝及其近缘种的 

开发利用热潮 据报道t绞股蓝有抗肿瘤、抗疲劳、抗衰老、调节脂质代谢、降低过氧化脂 

质、镇静、催眠、镇痛 、防治老年性白发、美润肌肤等作用 因此，对本属植物深入进行系统 

分类订正、地理分布 、植物化学、药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而植物分类系统和 

地理分布则是这些研究的基础。 ． 

绞股蓝属的系统位置 ，颇有争议。Cogniaux(1881)在其葫芦科专著中，将绞股蓝属自 

成一族 ，置于锥形果族(Tkbe Gomphogynieae)之前；Miller et al (1894)以其花丝合生成 

柱等特征，将它与红瓜属 Coccinia Wight et Arn．、佛手瓜属 Sechium P+Browne等组成 

Tribe Sicyoideae；而 Jeffrey(1 962)将其与盒子草属 Actinostemma Gf_ff．、假贝母属 B 

bostemma Franquest及锥形果属 Gomphogyne Griff 置于翅子瓜亚科Subfam Zanonioideae 

翅子瓜族 Tribe Zanonieae的锥形果亚族 Subtrib Gomphogyninae中；l 990年，Jeffrey又 

作了部分调整，即将盒子草属与假贝母属从锥形果亚族中移出，组成盒子草亚族 Subtrib． 

Aetinostemmatinae，将雪胆属 Hemsleya Cogn．ex F．Forb et Hemsl 、锥形果属和绞股蓝 

属组成锥形果亚族。本文作者认为 Jeffrey(1990)调整后的锥形果亚族较为合理，故本文 

以此为基础对绞股蓝属植物的起源、演化及分布等进行讨论。 

1 绞股蓝属的范围与系统 

绞股蓝属Gynostemma BL．是 Blume于 1825年依据爪哇植物绞股蓝 G．pedata BI． 

(：G．pentaphyllaum (Thunb．)Makino)为模式建立的，同时发表的还有单叶绞股蓝 G． 

simpl~'folium 131．，其特征为；草质攀援植物，茎细弱，鸟足状复叶，具(1)一3—7(一9)小 

叶，通常 3—5小叶，小叶卵状披针形。花小，单性 ，排成顶生或腋生的圆锥花序，雌雄异株 ， 

花萼简短，5深裂 ，裂片狭卵形；花冠辐状，5深裂，裂片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雄花之花丝 

短，合生成柱，花药卵形，直立 ，一轮着生于柱的顶端，无退化雌蕊；雌花具腺体状退化雄蕊 

5枚；子房球形，下位 ，3—2室，花柱 3，分离t柱头 2裂。果 勾浆果 ，球形 ，形状和大小似碗 

豆；、种子阔卵形 ，压扁 ，无翅，具乳突状凸起。(91iver于 1892年代 A．Cogniuax发表了产 自 

湖北房县的心籽绞股蓝 G．cardiospermum Cogn．ex 0liv．-泼种的主要区别特征是果为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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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成熟时顶端沿腹缝线开裂．具宿存的 3枚喙状花柱，其他特征完全与绞股蓝一致。至 

此．绞股蓝属植物增加了蒴果类型 王正平等(1 981)以果实不同于绞股蓝，将该属的蒴果 

类型种移出，建立 了喙果藤属 Trirostellum Z．P．Wang el Q．Z．Xie。吴征镒和陈书坤于 

1983年在详细 比较研究 了绞股蓝属、喙果藤属及其近缘属的锥形果属、雪胆属、盒子草 

属、假贝母属等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将喙果藤属并人绞股蓝属 作为亚属处理 这一处理 

也得到茎、叶柄、花的解剖资料(薛祥骥等，1983)、染色『本数 目(高信芬等，1992；李汝娟等， 

1 989)以及种皮电镜扫描等资料的证实是合理的 吴、陈系统为：亚属 1，绞股蓝亚属，Sub— 

gen．Gymztemmai；亚属 2，喙果藤亚属，Subgenl Triros?dtum (z．P．Wang et Q、Z．Xie) 

C．Y．Wu e1．S．K．Cheni}并对两亚属之种作了处理。至此，绞股蓝属共有 2亚属 13种 2 

变种。这一结果为绞股蓝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被广大学者广泛引用 在开发利用绞股 

蓝的过程中·又有新种的发现．如王正乎(1 989)发表的五柱绞股蓝G．pentagynum Z．P． 

Wang，陈秀香等(1 988)定名的广西绞股蓝 G．gⅫ g矗 X．X．Chen el,D．H Qin等。 

但也有学者依据某一生态类型的某一特征，未认真考虑这一特征的连续性，也陆续提出一 

些新分类群。与此同时，从广大植物化学家的研究报道中，我们发现绞股蓝及其近缘种均 

含绞股蓝皂甙成分 ．且无明显的差异 深人的野外实地观察和主要分类特征的数据统计 ， 

发现主要分类性状的连续性变化 如在云南西双版纳采到了同一植株的下部至上部的标 

本，其小叶为 5枚一3枚一单 叶；缅 甸绞股蓝 G．burmanlcum King ex Chakh．原描述为 3 

小叶，野外存在大量的同一植株下部为 5小叶，上部为 3小叶的居群；而绞股蓝的小叶数 

目变化更大，从 3小叶至 9小叶植株均有；毛被从疏到稍密，花序从狭圆锥花序至大而疏 

松的圆锥花序 ，子房下位至半下位．果实的萼筒线从近顶郝至中部均有，且无 明显的地理 

变化规律 因此，笔者采取较为广义的种的概念．对某些种作了适当的归并，并对 1983年 

的属内系统作如下调整： 

绞股蓝属 Gynostemma B1． 

亚属 1．喙果藤亚属，Subgen．1．Trirostell tlnl(z．P．Wang e1．Q．Z．Xie)C．Y． 

W u e1．S．K．Chen 

组 1．五柱绞股蓝组 ，新组 

Sect．1．Pentastylos S． K．Chen—sec1．．nov． 

Flores pistillati solil．arii vel 2(一 3)in racelnum disposil．i；pedieelli filiformes，usque ad 

3— 4 cm longi．Gynoedum e carpellis(4-- )5 cons1．ans．ovario (4一 )5一loculari，s1．ylis(4一 ) 

5． 

Typus nominis sec1．ionis：Gynostemma pentagynum Z．P．W ang 

五柱绞股蓝 G．pentag3mum Z．P．Wang 

组 2．喙果藤组 

Sect．2．Trirostelium 

Flores pis1．illati numerosi in dense racelnum vel laxe paniculam aggregati，pedicelli rare 

usque 5 m m ]ongi，ovario 3-]oeulari．stylis 3． 

Typus nominis sec1．ionis：Gynostemma yi．ringense(： ．P．W ang e1．Q．Z．Xie)C．Y． 

W a e1．S．K．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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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籽绞股蓝G．m M 门 “ C．Y．Wu et S．K．Chen 

聚果绞股蓝G．aggregatum C．Y．Wu et S．K．Chen 

心籽绞股蓝G．cardiosper~num Cogn．ex Oliv． 

喙果绞股蓝G．yixingense(z．P．Wang etQ．Z．Xie)C．Y．Wu etS．K．Chen var． 

yixingense 

毛果喙果藤G．yixingense var．trichocarpum J．N．Ding 

疏花绞股蓝G． “~orumC．Y．Wu et S．K．Chen 

亚属 2．绞股蓝亚属，Subgen．2．Gynostemma 

广西绞股蓝G．guangs．iense x．x．Chert et D．H．Q 11 

扁果绞股蓝G．compressum X．x．Chen et D．R．Liang 

缅甸绞股蓝G．burvnmzicgm King ex Chakh．var．burrnamcum 

大果绞股蓝G．burvnanicum var．molle C．Y．Wu ex C．Y．Wu et S．K．Chen 

毛果 绞股蓝 G．dasycarpum (C．Y．Wu ex C．Y．Wu et S．K．Chen)S．K．Chen， 

comb．nOV．— — G．pentaphyllum (Thunb．)Mak．var．dasycarpum C．Y．W u ex C．Y． 

W u et S．K．Chen in Acta Phytotax．Sin．21(4)：362．1 983． 

单叶绞股蓝G．simplizqfolium BI． 

光叶绞股蓝G．1a~'um (Wal1．)Cogn． 

绞股蓝 G．pentaphyllum (Thunb．)Makin。——G．pedata]31．，G．peaata t31．var． 

础 5∞ Gagnep．，—— G．pubescens(Gagnep．)C．Y．Wu ex C．Y．Wu et S．K． 

Chen．— — G+pallidlnerve Z．Zhang．syn．nov． 

长梗绞股蓝G．1ongipes C．Y．Wu ex C．Y．Wu et S．K．Cher． 

G．hederaefolium Cogn． 

G．winkilerei Cogn． 

调整后的绞股蓝属有 2亚属 2组 1 6种 2变种，国产 2亚属 2组 14种 2变种，其中 9 

种 2变种为中国特有种 ， 

2 绞股蓝属植物的地理分布 

绞股蓝属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属于吴征镒(1991)文献中的热带亚洲(印度一马来西亚) 

分布类型和塔赫他间(1978)文献 中的古热带域的印度一马来西亚亚区域。其范围为印度、 

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中南半岛、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及巴布亚新 

几内亚，北达温带亚洲分布型的朝鲜半岛南部和 日本北部(见图1)。就两个亚属的分布区 

来看，绞股蓝亚属的分布完全和属的分布区相吻合 ，属热带亚洲分布型，但个别种如绞股 

蓝向北延伸到朝鲜和 日本北部 而喙果藤亚属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安徽、江 

西、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湖南、广西、云南；个别种如小籽绞股蓝南达泰国的清迈 (见图 

2)，该亚属为我国特有。为了分析该属植物的现代分布和多样化中心，我们先以我国的省 

和分布区内的国家为单位进行统计 ，发现我国的云南有 7种，广西 5种 ，浙江、安徽、四川、 

陕西各 3种，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各有 2种，西藏、福建、台湾各有 1种；周边 国家 

的缅甸 4种，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产 3种，越南、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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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锡金、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朝鲜和 日本各有 1种 。种的垂直分布，分布海拔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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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绞股蓝属与绞股蓝亚属的地理分布 
Fig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0f Gyr,oste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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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喙果藤亚属的地理分市 
Fig 2 Geographic,~d distribution of Subgen Triroaelbxm 1．sE t．Pentagy~ e$2 Sect．Tritodtellae． 

种是 喙果绞股蓝，海拔 60—25O rfl，疏花绞股蓝为海拔 250 m，聚果绞股蓝分布于海拔 

2300--2700 m，垂直分布幅度最大的种是绞股蓝，广布于分布区内海拔 200--3200 m之 

间。在其分布区范围内，从南到北水平方 向和由低海拔到高海拔，分布于热带雨林、季雨 

林、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和山地灌丛等，绞股蓝属植物伴生于分布区内各种 

植被类型的林缘或巯林下或灌丛中。 

依据吴征镒(1 991)和塔赫他间(黄观程译，1988)，绞股蓝属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可分 

为： 

(A)广布种 ：绞股蓝，广布于属的分布区内(见图 ∞ 

(B)泛北极植物区分布的有 6种 ，其中(a)中国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东地区分布的 

有喙果绞股蓝和疏花绞股蓝 2种，为该地区特有；华中地区分布的有心籽绞股蓝和五柱绞 

股蓝 2种，为该地区特有种(见图 4)。(b)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横断山脉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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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果绞股蓝、长梗绞股蓝，为该地区特有种。 

圈4 喙果藤亚届种的地理分布 
Fig-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ubgera。T’ “ m sp~ies 

。。 ” 暑 bax tJt~ um 。一 ⋯ a b· ⋯g付 }b· - ． 

(c)古热带植物区的马来西亚植物亚 区分布的有 9种，其中北部湾地区有广西绞股 

蓝、扁果绞股蓝，为该地区特有种；滇缅泰地区分布的有小籽绞股蓝、毛果绞股蓝和缅甸绞 

股蓝，均为该地区特有种；以及塔赫他间(黄观程译，1988)的古热带域、印度一马来西亚亚 

域中的马来西亚区加里曼丹省分布的G． Cogn和G。hederaefotium Cogn．，为该 

省的特有种 ；印度支那区(华南省、南缅甸省)和马来西亚区(加里曼丹省、菲律宾省)有单 

叶绞股蓝(见图．5) 

一  

乞 ’ 
、 

_ 

弋  ‘ ／ 
例 ．t 图 

国 1 } ＼ 

O 2 

3 ⋯ ⋯ ⋯ 一 一 i．．． ． 
l。 。 

一 ’  

60 90 120 150 

圉 5 绞股蓝亚属的 4个种的地理分布 
Fig．j Geographical distribmion of four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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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泛北极域东亚区(西康 云南省、东 

喜马拉雅省、卡西一曼尼普尔省)和热带域印 

度一马来西亚亚域的印度支那区(华南省、缅 

甸省、泰国省)及马来西亚区(马六 甲省、苏 

门答腊省、苏拉威西省)共有的 1种，光叶绞 

股蓝(见图 3)。 

由上述种的分布区类型和分布图可以 

看出，该属植物，只有绞股蓝广布于属的分 

布 区范围内，其余各种均 为地 区(省)特有 

种。泛北极植物 区的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 

区和中国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 区集中了较 

原始的蒴果类型的喙果藤亚属的5种 而古 

热带植物区的马来西亚亚区集中了蒴果类 

型的 1种和进化的浆果类型的绞股蓝亚属 

的9种，而且主要集 中分布于滇 、缅、泰地 

区，即云南及其毗邻地区集中了原始类群的小籽绞股蓝和聚果绞股蓝、五柱绞股蓝及进化 

类群的缅甸绞股蓝、毛果绞股蓝、单叶绞股蓝、光叶绞股蓝、扁果绞股蓝与广西绞股蓝等 9 

种。而沿长江流域各省较集中的分布了原始类群的五柱绞股蓝、心籽绞股蓝、喙果绞股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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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疏花绞股蓝等 4种．其中五柱绞股蓝的子房 5一(4)室，完全不同于绞股蓝属其他植物， 

可能是假 5室或假 4室，或是返祖现象 因为葫芦科植物之子房通常由 3心皮合生而成· 

极稀具 4—5室，3室或 1(--2)室，有时为假 4 5室(路安民等，1986；Cogniaux，1881)。这 
一

现象尚待进一步研究 浆果类型种仅有适应性最强的广布种绞股蓝。综上所述，绞股蓝 

属植物的现代分布和多样性 中心是我国的长江流域至西南的云南，该地区集中了该属植 

物的 87．5 一至于是否就是本属植物的发源地尚需进一步分析证明 

绞股蓝属的两个亚属中．喙果藤亚属较为原始，含 2组 6种。五柱绞股蓝组仅含五柱 

绞股蓝 1种 一子房 5(--4)室，2n一22，出现在湖南西部至广西东北部。喙果绞股蓝组 5种， 

其中小籽绞股蓝分布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和泰国的清迈，聚果绞股蓝分布于滇西北海 

拔 2200--2700 m的横断山区，该 2种的染色体倍性较稳定 ，仅见 2倍体，2n一22；而心籽 

绞股蓝分布于四川的泸定(?)．陕西太白山和湖北西北部的巴东 ．房具和神农架，染色体倍 

性活跃，2nL 22，66；喙果绞股蓝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和江西，染色体出现 

2n--22，88；疏花绞股蓝仅分布于安徽南部 ，2n=2 2。较琏化的绞股蓝亚属 中，绞股蓝适应 

性极强，染色体倍性极为活跃，2n=22，44，66．88，广布于属的分布区内；缅甸绞股蓝为我 

国与缅甸 泰国和越南共有；除此之外 ，其余为狭域分布的地区特有种。如广西绞股蓝、扁 

果绞股蓝为广西龙卅I地 区特有 ．毛果绞股蓝，2n一22，33，44，为云南西双版纳特有 ，G． 

hederaefotium Cogn．和 G．winkiterei Cogn．分别为帝汶岛和加里曼丹岛所特有。从系统发 

育角度和近缘属的锥形果属和雪胆属联系起来看，绞股蓝属的起源地有可能是与其现代 

分布和多样性中心是一致的，但需古植物与古地质、古地理和古气候 的资料来证实。由于 

本属植物与其近缘属植物一样，均为弱小草质藤本 ，花粉粒小，至今尚无该属的植物化石 

和古孢粉的报道。因此，由化石资料直接推测其起源是不可能的 试从绞股蓝属植物的现 

代分布和多样性中心的古地理、古气候的变迁以及该属植物的生态适应性来分析、推测其 

起源时问和地点。绞股蓝属的现代分布和多样化性中心正是康滇古陆的主体部分 。康滇 

古陆是元古代形成的褶皱山系．地质历史十分古老，晚白垩纪至早第三纪发生 的喜马拉雅 

造山运动，华西南发生褶皱断裂，云南高原的现代轮廓即已形成。晚第三纪我国西部海退， 

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使云南高原大陆性气候加强，康滇 古陆处于南亚热带过渡性常绿一落 

叶阔叶混交林带。夏季，北半球的热性气团伸展到本区，雨量充沛，冬季热性气团南移，气 

候干燥(周廷懦，1 984) 也就是说，从第三纪以来，康滇古陆的地质和地理、气候状况已相 

对稳定，保留了许多原始和古老的植物类群(吴征镒 ，19 64) 绞股蓝属植物在其分布区内， 

生长于海拔 6O一32o0 m 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常绿阔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的林缘或琉林 

内或灌丛中，在湿热条件较好的条件下，生长 良好，靠地下茎越冬，而在土壤瘠薄、岩石裸 

露，冬季干冷有霜冻的条件下，除以地下茎越冬外 ，尚会形成殊芽越冬 如疏花绞股蓝和喙 

果绞股蓝在条件恶劣的生境中，由匍匐茎顶端节问缩短而成 3—8 mm长的珠芽一或围绕 

地下茎基部形成像大蒜一样的珠芽，冬季干冷时，地上部分枯萎，珠芽在地下越冬．第二年 

春夏雨后·珠芽发育成新的植株。这可能是绞股蓝属植物长期适应环境气候条件 自然选择 

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绞股蓝属可能和雪胆属等在早第三纪末或晚第三纪初起源于康滇 

古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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