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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桔梗生产及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宁书菊 1　林文津 2　韩　娜 2　魏道智 2

（1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福州 350002；2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桔梗是药食两用的大宗药材之一，近年来作为药材、食材生产及研究发展很快，但仍有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

问题，在综合近年来多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资源研究及品质评价、生殖生物学及种子质量、药效学扩展及有效成分组、

化学成分与次生代谢、有效成分测定取材和药材质量标准、生产规模控制及连作障碍 6 个方面存在问题，以期作为进一步促进

桔梗生产及深入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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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Jacq.）A.DC.] 为 
桔梗科桔梗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药用部位为主根。

桔梗味苦、辛，性平，入肺经。历代本草载有宣肺、利

咽、祛痰、排脓的功效。桔梗属药食同源药用植物，

也是新资源食品，花色多样、艳丽，花期长而极具观

赏性，是一种多功效植物，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资源学、种子生物学、规范化栽培、采收加工、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标准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

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仍有很多

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加强桔梗资源及资源品质评价研究
《中国植物志》记载桔梗科植物包括 60~70 个

属，大约 2000 种，广布于全球。中国有 16 属约 170
种，桔梗归桔梗亚科的桔梗单种属，产地从朝鲜、日

本、俄罗斯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南部至我国东

北、华北、华东、华中各省以及广东、广西（北部）、贵

州、云南东南部、四川、陕西，分布之广、适应性之强

是药用植物中较少的种类。桔梗生于海拔 2000m
以下的阳处草丛、灌丛中，少生于林下，生态类型

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成就了生态类型的多样性，丰

富的野生桔梗资源是资源研究和优质种质资源选

育的宝库，加强桔梗资源的调查和种质资源库建设

是桔梗资源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正确、有效的资源

品质评价是保护桔梗资源和获取可持续性发展的

保障，目前已经看到不少关于桔梗主产区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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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 [1-3]，较多的是对地方品种栽培种质资源的

遗传多样性分析和农艺性状的聚类分析 [4-7]，对于

野生资源关注度还不够，真正运用资源品质评价

指标对本土资源现状和发展做出有效评价的还不 
多见。

2　 深化桔梗授粉生物学、种子发育、生活力

研究和种子质量标准问题
自然结实率、种子活力和种子质量问题，一直

是影响桔梗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桔梗属于常异花授粉植物，因为花药成熟散

出花粉时间与柱头开裂、外翻、露出授粉面的时间

不一致，雄雌异熟 [8-10]，其自花授粉结实率比较低

为 1%~4.8%[9]，主要依靠异花授粉，研究表明虽然柱

头接受花粉能力较强，桔梗花瓣颜色鲜艳，花香、花

蜜均可对昆虫构成一种吸引力，但自然结实率仍为

12%[9]，这可能与同期同步发育的异花花粉的生活力

也同期下降 [8-10]、自花花粉萌发能力和柱头接受时

间长短、花粉密度以及受精过程环境温、湿度有密切

关系，积极开展桔梗生殖生物学，授粉、传粉生物学、

方式及人工授粉技术的研究，可有助于提高桔梗的

结实率和种质资源质量。

桔梗种子不仅结实率低，成熟后的种子寿命

短，生活力低，常温贮藏 12 个月的种子发芽率将会

降至 10%，甚至更低 [11]，直接影响栽培生产。桔梗

种子的千粒重为 0.84~1.4g[11]，与一般的杂草种子相

比，千粒重中等，空瘪率也高，但每个蒴果的种子量

大，桔梗种子是以量取胜，还是种子在发育过程中的

发育程度不足，需要进一步试验回答。种子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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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生活力衰减很快，有试验证明水分和温度是影

响桔梗种子生活力的主要因素，超干和低温会延长

种子寿命和阻止生活力衰退 [12]，但是除了这些因素

外，种子自身生活力衰退的内因，如种子自身营养、

高呼吸速率、保护酶活力、保护物质量的衰减速率

等，也值得研究和关注。

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子质量优劣不

仅影响作物的产量，而且影响作物的品质，农作物种

子不但有法律，而且有国家强制性种子质量标准，

药用植物种子同样适用《种子法》，但桔梗种子还没

有一个明确的质量标准 [12]，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相

关的质量标准，明确了净度、千粒重、发芽率、水分

等作为质量指标 [13-14]，但还是应该参考农作物的国

家强制性种子质量标准，把种子纯度纳入标准，因

纯度是指品种典型一致的程度，是品种优良特性的 
保证。

3　桔梗的药效学扩展和有效成分问题
桔梗皂苷种类很多，仅其根中就含有近 40 种

皂苷类成分，由桔梗酸衍生出来的皂苷，除了桔梗

皂苷 D 外，还有皂苷 A、B、C、E、F 等，仅 D 就

有 D、D2、D3 三种，2015 版 《药典》 规定桔梗药材

以桔梗皂苷 D（C57H92O28）为质量标准，桔梗的主

要药理作用也是以桔梗皂苷 D 的作用为代表，已

经报道的桔梗皂苷主要有祛痰、镇咳、镇静、镇痛、

解热、抗炎、抗溃疡、保肝、降脂、抗肥胖、扩血管、降

血压、增强免疫、溶血等多种药理作用，也有报道桔

梗皂苷 D 在动物体内的绝对生物利用度很低，为

0.079%~0.49%[15-16]，尽管在桔梗皂苷中皂苷 D 含

量较高，诸多的皂苷药理是否等同于皂苷 D 作用

呢？能否按照桔梗酸（platycodic acid）类、桔梗二酸

（platcogenic acid）类和远志酸（polygalacic acid）类

衍生物成分分组，分类实施药效学试验，对于桔梗药

效学扩展和进一步明确、细化真实药效学成分会有

很大帮助。

4　桔梗化学成分的次生代谢问题
在栽培生产上，已经看到很多运用施肥组合影

响桔梗总皂苷及皂苷 D 含量影响的报道，氮、磷、钾

对于桔梗总皂苷含量影响不同 [17-18]，因为它们分别

作用在不同的代谢方向和节点上，笼统的说影响了

植物体内的碳氮代谢和平衡，促进了物质运输与转

化，还不能有效解析这些元素的作用机制问题，至于

桔梗体内这些皂苷成分的分子代谢途径和调控还未

见更多的研究报道，关注桔梗的次生代谢，对于提高

桔梗品质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未来应该重视和深入

研究的领域。

5　 桔梗有效成分测定取材和药材质量标准

问题
桔梗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广，既耐高温，亦较耐

寒冷，但不耐严寒、酷暑，喜光、喜温和湿润的气候，

因而广布于我国各地，因产地不同桔梗药材便有南

北桔梗之分，北桔梗主要产于河北、辽宁、吉林、江

苏、山东、内蒙古、黑龙江等华北、东北一带；安徽、江

苏、浙江等长江以南地区桔梗则称之为南桔梗。北

方地区由于气温低，生长期短，与南桔梗相比植株相

对较矮，根系较粗，分枝多，商品品相不高，虽然东

北、华北产量大，但华东产品质量较好，一些研究结

果显示，不同产地药材的总皂苷和皂苷 D 均有较高

含量的记录，这和南北桔梗药材质量趋势并不一致，

造成此现象的可能性原因，一是不同作者的测定取

材部位可能不同，据报道桔梗根不同部位的总皂苷

含量具有较大差异 [19] ；二是不同作者供试材料的生

长年限和采收季节差异，当然在 2015 版《药典》也

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药材年限，是否规定桔梗试材

为不去皮的具有一定生长年限主根的混合取样作为

一个测定、研判药材质量的取材标准，对于药材质量

标准规范化较重要。

另外同一桔梗药材的总皂苷含量与皂苷 D 间

未见相关关系 [20]，因此作为衡量标准，当两者在同

一药材或不同药材不一致的时候，就给药材质量的

判定带来困难，这在泽泻、太子参等药材都出现过，

明确和扩大药材药效质量指标组分，将会克服单一

组分或少数组分带来的偏差。

桔梗是一种多年生的根类药材，现有报道药材

质量以 2 年生质量最好 [21-22]，超过 2 年总皂苷含

量反而会降低 [20]，所以很多试验均以 2 年生为限，

也有报道桔梗药材需 2 年以上，才能够达到或接近

野生桔梗皂苷水平 [22]。实际生产中因价格波动或

气候原因，存留在大田中 3 年或 3 年以上的桔梗产

量和总皂苷含量并没有降低，甚至高于 2 年桔梗，

除非是连作障碍严重地块，有关多年生桔梗药材发

育规律的研究年限，可能要多延长几年才较为贴合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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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桔梗生产规模的调控和连作障碍问题
全国桔梗生产主要集中在以博山、沂源为中心

的山东主产区，以太和为中心的安徽主产区，以赤峰

为中心的内蒙古主产区，以吉林、辽宁为主的东北老

产区，江苏、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福建、贵

州等新的次产区，有资料统计全国的干品年需求在

6000t 左右，正常出口折合干品在 200~300t，如果按

照国、内外需求 6300t，2 年生每 667m2 产量 200kg，
国内需产区面积约 31500 亩左右，据 “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服务中心”网站采访公布 2014 年安徽李兴

镇公开面积 4 万亩，加周围辐射，太和县面积共有

10 万亩，如果信息准确，按照山东淄博 5000 亩，赤

峰市 5000 亩规模，仅主产区面积规模和产量已经远

超过国外市场需求，因此次产区和新区的生产扩展

更应谨慎，控制发展规模。加快桔梗应用产品的研

究和开发，也是扩大市场，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

虽然桔梗药材和种子价格波动受市场调节，政

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在市场预测和行业信息化服务等

方面发挥作用，多给药农一些有益指导，以减少市场

的大起大落对药农的影响和对桔梗产业的冲击，更

有利于桔梗产业的良性发展。

连作障碍是根茎类药材生产的常见问题，也是

多年生药材的生产瓶颈，连作障碍已经严重影响到

桔梗、三七、黄连、人参、太子参等药材生产，桔梗的

一些老产区、高产区，连作障碍生产问题突出，消减

障碍、轮作换地及开辟新地给药材生产增加了一定

成本。

有关连作障碍的成因有土壤营养失衡说、自毒

说、土壤微生物群落失衡说、化感物质说等等。自毒

作用应该是连作障碍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在自然

界中这些根茎类药材却可以健康的生长多年，说明

在有限生物量的情况下，植物能够自理，在连续性高

产条件下，不管是障碍生长的物质累积，还是存续环

境的恶化，都突破了其自身净化和忍受的能力，因而

妨碍生长。改土施肥，增施益生菌，喷撒杀菌剂具有

一定的缓解作用，水旱轮作、轮作倒茬还是目前消减

连作障碍比较有效的耕作措施。连作障碍成因和机

制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源头上捋顺关系，顺

藤摸瓜有可能解开这个困扰多年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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