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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保证南五味子药材基原物种华中五味子种群正常更新，野生南五味子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及实现药材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野外居群观察、产区药农和经销商访谈、文献整

理、设定基地用于观察和实践等方法，提出野生抚育关键技术。结果：关键技术包括通风透光、立架、人工补植、

药材可持续采收及科学产地加工等五个方面。结论：本研究为指导产地南五味子药材的可持续采收、华中五味子野

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及药材质量的保障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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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野生抚育是根据动植物药材生长特性及对

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在其原生或相类似的环境中，

人为或自然增加居群内个体数量，使其资源量达到能

为人们采集利用的生产方式［１］。这种药材生产方式通

过人工干预，在获得野生资源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对野生居群的破坏，保持居群自然更新能力，从而

达到生态平衡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双重目的，是目前野

生药材生产的最佳方法。对于资源濒危或资源量不断减

少的中药材开展野生抚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五味子药材是五味子科植物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的干燥成熟果
实，在我国历代本草中五味子项下多有记载。尽管在

古代典籍中将 “五味子”和 “南五味子”作为相似

的药材使用，但是明清以来，医家认为 “南北各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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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藏留切勿相混。风寒咳嗽南五味为奇，虚损劳伤

北五味最妙”［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
一部分别收载了南五味子和五味子药材，南五味子具

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３］，作为组

方药材出现在多种现代中药制剂之中。华中五味子在

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但南五味子药材产区范围大致为

沿四川盆地的北缘形成的秦巴山区弧线带状区域。南

五味子绝大部分为野生，极少家种，野生资源相对丰

富，但由于近年来使用量逐渐加大，药材总体产量有

所下降。华中五味子在１９８７年颁布的 《野生药材资

源保护管理条例》中被列为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

因此亟需未雨绸缪，制定合理的采收方法，避免无序

过度利用引起资源枯竭。实地调研中发现，除野生资

源量的问题外，野生南五味子药材在采收、产地初加

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当

前华中五味子野生抚育相关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开

展华中五味子野生抚育关键技术研究迫在眉睫。

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于２００８年开始在四川
省开展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与利用示范项目，

选定四川省平武县作为南五味子药材可持续采集的

示范基地，开展了７年的可持续采集工作，并制定
了 《南五味子野外识别与可持续采集、加工指

南》［４］。该指南为适应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保护而制

定，更注重实施过程中的环境友好，而对中药材生

产的特点缺少关注。根据我们对全国范围内为期两

年的华中五味子生长习性、生境特点、药材初加工

方法等野外调研结果，发现为满足更大区域内南五

味子药材生产的要求，需要建立从幼苗期至南五味

子药材成品全过程的系统性野生抚育方案。以期更

好地指导产地南五味子药材的生产和采收，促进华

中五味子野生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１　华中五味子分布、生境特征及生物学特性

１１分布与生境特征
华中五味子在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

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及云南东北

部广泛分布，药材主产区集中在秦岭南坡和大巴山

区北部，并向东延伸至山西南部（秦岭余脉），在四

川盆地北缘呈弧线带状区域。课题组成员对陕西省、

甘肃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等地野生华中五

味子的生长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华中五味子

分布海拔范围为６００～３０００ｍ，居群个体在阔叶林下
多生长于光线充足的林隙，常见于郁闭度较低的稀

疏林缘、山坡坡地或灌丛中。

１２生物学特性
华中五味子为雌雄异株的落叶木质藤本，多年

生，缠绕于低矮的小树或灌木上生长。居群个体在

林隙中为分散型分布，在郁闭度小的林缘和灌丛中

也可呈集群式分布。幼苗喜阴凉湿润，成株需要较

强光照。花期 ４～７月，花为黄色。雄花直径 ４～
６ｍｍ，花托圆柱形，顶端无盾状附属物，雄蕊１１～
１９（２３），上部１～４雄蕊与花托顶贴生，无花丝；雌
花的雌蕊群卵球形，直径 ５～５５ｍｍ，雌蕊 ３０
６０枚，柱头下延成不规则的附属体。果期７～９月，
聚合果果托长６～１７ｃｍ，成熟小桨果红色，在果托
上分布较为分散，区别于本属其他近缘物种。

在幼苗期，华中五味子茎的生长长度在 ６０～
９０ｃｍ范围内，可直立或斜向上生长，当生长超过
此范围后，必须依附树枝等可攀援物缠绕生长，缠

绕方向呈顺时针方向。分枝方式呈合轴分枝，成枝

力强，成株各部位枝蔓上的芽均可萌发，迅速形成

大量叶丛枝、短中枝及长蔓。当在野生条件下植株

周围无可攀附物时，枝蔓的伸长生长受到明显抑制，

生长减缓直至停止，形成下垂枝蔓［５］。新枝的萌发

多位于植株上部，成熟叶片的面积均大于老枝，多年

生的老藤上几乎无叶片。成熟叶片通过光合作用合成

有机物为植株提供营养物质，同时也会消耗营养物

质。华中五味子雌雄异株，部分居群存在授粉不均的

情况，使得雌株在果期时果实发育不良。华中五味子

雌株的花与果实的生长消耗营养元素比雄株更多，与

新梢及叶片的生长竞争营养，因此雌株成熟叶片面积

与新枝及萌蘖枝的长度均显著低于雄株［６］。

２　野生抚育设定地点

鉴于前期研究基础，课题组将野生抚育观察地设

立在四川省平武县水晶镇。该基地位于四川盆地西北

部，东经１０３°５０′～１０４°５８′、北纬３１°５９′～３３°０２′，为
南五味子产区的西南端，属北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气

候，气候温和，降水丰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具

有云多、雾少、阴天多的特点。由于地势起伏突出，

高差悬殊，气候要素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而呈垂直分

布。华中五味子生长区域中，低山河谷地带属湿润性

季风气候，低中山地带属温暖带气候。

３　野生抚育关键技术

野生抚育是建立在资源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

基础上的一项系统工程技术，通过资源学研究了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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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资源储量、可采收量以确定抚育基地，通过生物学

研究掌握原生环境中药材基原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特

性，通过生态学研究了解抚育药材所处生境的生态因

子、生物群落、居群繁殖和自然更新状态，综合分析

才能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野生抚育技术方案［１］。华中五

味子野生抚育过程中，对居群进行管理扩大资源量的

同时，还要对药材实施可持续采集与科学加工，在保

证药材供应量的同时促使居群健康更新与发展。针对野

生华中五味子的自然生长及南五味子药材采收加工过程

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了以下野生抚育措施。

３１通风透光

华中五味子枝梢年生长量大，放任生长则郁闭度

迅速增大，影响通风透光［７］。基于华中五味子成株需

要较强光照的习性，采取通风透光抚育的措施。在居

群个体集中的地方，将已结实或将要结实的植株近旁

高大植物遮阴部分适当修剪，去除枝叶，利于增强光

照。在修剪过程中避免直接砍伐被攀援植物和遮阴植

物，或对居群内的其他植物造成毁灭性破坏。

枝条上成熟叶片过密除影响通风透光外，在华

中五味子植株处于花期或果期时，会与雌雄花或果

实竞争营养。另外，瘦弱枝和衰老枝过分消耗营养，

带病虫害的枝条易影响到植株生长且结实率低，影

响药材产量。因此，根据枝条开花或坐果情况，剪

除过密枝条，使植株的叶片与繁殖器官处于合适的

比例，保证养分充分供给，尤其要加强对雌株的管

理，适度修剪。剪除瘦弱枝、衰老枝和病虫枝、促

发新枝，保持产药枝条健康生长。对树势较弱的植

株应适当培育萌蘖枝，利于树体更新。

３２立架

在发育良好的生态系统中和发育成熟的华中五

味子居群内，低矮的幼苗常缺乏攀援植株，从而影

响植株个体的生长，使得种间竞争力下降，为了提

高居群内个体数量，可采取立架措施。在幼苗缺少

攀援物时，用架条立于植株两侧，辅助枝条攀援，

促进幼苗快速生长。可就地取材，使用修剪下来的

废弃枝条作为架条，但避免砍伐周边幼树。

３３人工补植

在华中五味子居群中个体密度较小的地方，为

增强种间竞争力，在不影响生态平衡的原则下，采

取少量人工补植的措施。幼苗可通过人工繁育，也可

从个体密度高的居群中选择，进行移植。华中五味子

为雌雄异株，缺少雄株将降低授粉成功率，影响结实

率，人工补植时适当地按一定比例补植雌雄株将有助

于居群复壮。在人工条件下，雌雄株比例为４∶１时较
为合适［８］，故可采用这一比例进行补植雌雄株。

３４药材采收

五味子属中的部分物种与华中五味子形态特征相

似，在采集前要仔细辨别，避免混淆误采，确保药材

基原准确。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华中五味子居群的自

我更新的考虑，采集地点应选择在上一年未大量采集

药材的居群分布地，生态环境不能受到污染和破坏，

如空气清新、水质纯净及土壤状态良好的采集地。

通常在７～９月果穗上红果的比例达到７０％时采
收，此时鲜果色泽红，质地略软，有弹性，避免采集

未成熟（即未开始泛红者）或成熟太久（即完全红透，

很软者）或已枯萎的果实。使用弯钩钩下高处的五味

子藤及其所缠绕的树枝，使用枝剪剪断果柄，将剪下

的果实放到背篓、背筐等干净容器中。勿将采集容器

直接放在地面上，采集过程中去除杂质、异物、损伤

的、已腐烂变质的或未成熟的果实，保证药材洁净

度。采集时避免砍伐居群内被攀援的植物，避免弄断

华中五味子藤茎，避免损伤华中五味子的根系、新生

苗。每株保留１０％～２０％的果实供动物食用并传播种
子，以保证居群的自我更新［４］。做好采集记录，填写

采集登记卡，记录采集地点、采集人和采集时间，确

保所有采集药材可追溯到原始采集地点。

３５产地加工

产地加工主要包括干燥、清洁与筛分，确保有

效成分稳定、杜绝污染、保证加工过程的可追溯。

３５１干燥　干燥方法为自然晾干。由于南五味子
药材产地多，药农采取的产地初加工方法多样，导

致南五味子药材质量不稳定，应统一干燥方式如下：

可摘下小果进行晾干，也可将果穗整体晾干后再摘

下小果。在通风、洁净、阳光充足处，将干燥容器

置于支架之上，然后将果穗或小果置于干净容器内

均匀摊开，摊开厚度不超过２ｃｍ，每隔１小时翻动
一次，保证干燥均匀。避免采用烘干的方法干燥，

或使用煮、蒸的方式对新鲜果实 “杀青”。晾晒时

长视日照强度与日照时长而定，水分不超过１２％。
３５２清洁与筛分　为降低药材的杂质率，在产地
加工过程中应该做到晾晒时去除附着的泥土、非药

用部位（果梗、残枝叶）。可通过人工拣选的方式除

去杂质，在此过程中保持拣选人员双手清洁和容器

洁净。也可使用风选机、筛分机出去杂质，提高加

工效率，杂质不超过１％。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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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生长习性，因此，应针对华

中五味子的生境特征和生长习性建立切实可行且成本

较低的野生抚育和产地初加工关键技术。在野生抚育

措施方面，采取通过修剪华中五味子的枝条和遮阴植

物，实施通风透光抚育的措施。但该措施在被攀援植

物为高大乔木使得华中五味子枝稍高度较高时可行性

稍差，这类情况通常是华中五味子生长在阔叶林下的

林隙内，个体数量较少，为避免对群落的破坏，除采

集少量种源外，一般不进行抚育与采集工作。采取于

幼苗期立架，该措施易于操作可行性强，能够有效帮

助幼苗生长，增强华中五味子的种间竞争力；人工补

植增加个体密度，同时调整华中五味子植株的雌雄比

例，有助于居群复壮。在药材采收方面，为了保证采

集过程中药材质量稳定，同时不引起居群的过度破

坏，可采用轮采方式，适度保留种源，并统一采收

期。在产地加工方面，当前不同产地加工方式不一，

可统一采取自然晾干的干燥方式，特别应注意不要采

用蒸煮的加工方式，因为高温处理可能会导致对人体

有害物质５羟甲基糠醛（５ＨＭＦ）的产生［９］。

本文根据实地调研结果，针对华中五味子的生

境特征及生物学特性，结合药材产地采收加工的真

实情况，确定了华中五味子的野生抚育中的关键技

术，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为华中五味子野生

资源保护和促进中药材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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