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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花倒水莲(Polygala
 

fallax
 

Hemsl.)是中国特有的远志科(Polygalaceae)远志属(Polygala)植物,是
壮、瑶、苗等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药材和食材。全株可入药,其根、茎、叶和花中都含有多种药用成分,主要药用

成分有皂苷类、酮类、糖类和酚类等,具有调血脂、抗衰老、抗损伤、抑制细胞增殖、缓解梅尼埃病(MD)、保护胃

黏膜、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等作用,可治病后体虚、腰膝酸痛、子宫下垂、月经不调、急/慢性肝炎及创伤性损

伤等症。本文从黄花倒水莲的野生资源分布、人工栽培、化学成分、药理功效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系统分析,为
今后保护与利用黄花倒水莲资源提供便利。黄花倒水莲目前处于濒危状态,但其利用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未来应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黄花倒水莲野生资源,发掘更多关于黄花倒水莲应用的研究,重点关注确定其有效成

分、药理功效及观赏价值,为合理保护与利用黄花倒水莲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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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倒水莲(Polygala
 

fallax
 

Hemsl.)隶属远

志科(Polygalaceae)远志属(Polygala)多年生灌木

植物,具有较高的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黄花倒水

莲在很多民族用药中有记载[1],同时也是众多食疗方

剂中的食材之一[2]。此外,黄花倒水莲的花朵与果实

优美独特,从初夏至深秋花开不断,边开花边结果[3],
可作为观赏植物开发利用。黄花倒水莲不仅是瑶族、
苗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常用的民间药物,具有补虚益

气、活血调经、健脾利湿等功效,可治疗病后体虚、腰
膝酸痛、子宫下垂、月经不调、急/慢性肝炎及创伤性

损伤等症,也是少数民族常用的滋补汤料食材[4]。近

年来,随着国民养生和“治未病”理念的兴起,黄花倒

水莲的独特功效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认可,市场需求量

也大大增加,国内学者对黄花倒水莲的功效成分、营
养价值和观赏价值也在进一步研究和挖掘。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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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倒水莲的野生资源分布、种苗繁育、人工栽培、化
学成分、药理功效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系统分析,以
期为保护与利用黄花倒水莲资源提供参考。

1 种质资源分布

  黄花倒水莲属灌木,高1-3
 

m;根肉质,淡黄色;
叶片椭圆状披针形或长圆形;花序黄色,下垂;果实横

八字状;花期5-10月,果期8-11月[5]。黄花倒水

莲喜阴凉潮湿、腐殖质丰富的生长环境,多见于山谷

沟壑处、林间沟谷中。黄花倒水莲是中国特有的植

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华东(福建)、华南(广西、广东)和
西南(云南、四川)等地[5]。黄花倒水莲野生资源调查

方面的报道较少,徐宏江等[6]研究表明广西的黄花倒

水莲主要生长在海拔400
 

m 以上的土山或石山地

区。张君诚等[7]调查福建省三明市的黄花倒水莲资

源,发现海拔500-800
 

m分布较多。

2 人工栽培

2.1 种苗繁育

  黄花倒水莲自然繁衍能力较弱。近年来,对黄花

倒水莲繁殖方式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有性繁殖和

无性繁殖均可应用于黄花倒水莲的种苗繁育。生产

上通过有性繁殖播种得到的黄花倒水莲实生苗,常被

用来移植套种,其品质和产量均高于扦插苗,而无性

繁殖获得的黄花倒水莲扦插苗和组培苗则主要用于

盆栽和绿地种植[8]。

2.1.1 有性繁殖

  黄花倒水莲的种子比较纤细,种子千粒重为

35.2-62.5
 

g[9,10]。种子成熟度极大地影响种子的

发芽率,因此,分批采收成熟度合适的种子是有性繁

殖的关键环节。相关研究表明,尚未开裂、果皮皱缩

为浅黄色,且内部种子呈褐色或黑褐色时的基本成熟

的种子发芽率最高[11,12]。饶卫芳等[13]发现不完全成

熟的种子几乎不具备发芽能力。采收的种子应及时

阴干,避免暴晒,阴干 2-3
 

d的种子发芽率高达

90%,暴晒后的种子发芽率仅为17.6%[11,13]。采收

好的种子用纸袋或布袋包好,置于通风干燥处,种子

的贮藏时间不宜过长,以一个月内为宜,此时发芽率

可达72.3%,否则会因贮藏时间过长导致发芽率

降低[13]。

  黄花倒水莲种子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促进种子

萌发。王邦富等[10]将黄花倒水莲种子用玻璃罐密封

置于2-4℃冰箱,在第二年1月下旬,取出置于通风

干燥的室内木箱中,在常温下贮藏30
 

d再播于10
 

cm
厚的粗河沙苗床,播种后畦面覆盖一层1

 

cm厚的细

河沙,保持河沙湿润,苗床上搭建塑料小拱棚催芽,黄
花倒水莲种子出苗率达72.3%。史艳财等[11]研究表

明,在光照充足、温度为25℃的条件下用100
 

mg/L
的赤霉素浸泡6

 

h,可大大提高黄花倒水莲的种子发

芽率。夏伟[14]也发现100
 

mg/L赤霉素可提高种子

发芽率,且浸种时间为5
 

h时发芽率最高。

  影响黄花倒水莲育苗的因素有很多,如播种密

度、遮阴度、土壤成分、覆土基质、覆土厚度等。翁秋

媛等[9]研究表明,黄花倒水莲的最适播种密度为

125-165
 

粒/m2,覆土基质为火烧土+红心土(1∶
1),覆土厚度以2.0-3.0

 

cm为最优。叶永开等[15]

和邓宝珍[16]认为,遮阴、填火烧土、覆盖稻草或谷壳

等处理对苗木生长有促进作用,且以30%透光度遮

阴效果最佳。此外,还有学者对黄花倒水莲苗木的经

营密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株行距10
 

cm×15
 

cm
最合适,但以50%透光度遮阴效果最佳[14]。

  综合以上有性繁殖的相关研究发现,前人对黄花

倒水莲种子的采收、贮藏、激素处理和播种后的覆盖

基质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所得结论基本一致,但
在遮阴度方面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仍需深入探讨。

2.1.2 无性繁殖

  目前,黄花倒水莲扦插育苗技术研究已取得了良

好成效。其中,生长调节剂、扦插时间和扦插基质是

影响扦插育苗的重要因子。饶卫芳等[17]研究发现浓

度为0.1
 

g/L的IBA和ABT两种生长调节剂处理

的黄花倒水莲插条生根率良好,分别达到95.01%和

90.43%。黄云鹏等[18]研究表明,在秋季选用林下腐

殖质土,采用
 

200
 

mg/kg
 

NAA浸泡3
 

h扦插生根率

最高,可达92.6%。叶永开等[19]对不同扦插时间、不
同年龄穗条和不同扦插基质进行研究,发现在1月采

用黄心土基质、二年生穗条扦插的方法最优,可在实

际生产中推广应用。以上研究说明黄花倒水莲可在

秋、冬季节选用二年生穗条,以腐殖质土或黄心土为

基质进行扦插繁殖,扦插前采用一定浓度的生长调节

剂处理可提高生根率。

  健全的组织培养技术是大规模快速生产黄花倒

水莲苗木的另一途径。培养基与移栽基质的选择是

科研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李斌等[20]对黄花

倒水莲组织培养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其最佳增殖

培养 基 为 MS+1.5
 

mg/L
 

6BA
 

+0.05
 

mg/L
 

NAA,生根培养基为1/2
 

MS+0.1
 

mg/L
 

IB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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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NAA+0.2
 

g/L活性炭,生根率可达96%;炼
苗的最佳基质为红壤+腐殖土+珍珠岩(1∶1∶1),
成活率达94.5%。李翠兰等[21]认为黄花倒水莲组织

培养的最佳初代培养基为 MS+0.3
 

mg/L
 

BA+
0.05

 

mg/L
 

NAA,诱导率为90%,且节间较长,叶子

较大,玻璃化极少;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MS+0.5
 

mg/

L
 

6BA+0.05
 

mg/L
 

NAA,增殖倍数可达12倍,植
株长势优良;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0.8
 

mg/L
 

6IBA+0.5
 

mg/L
 

NAA+0.3%活性炭,生根率可达

100%,且根较粗壮,苗长势较好。杨国等[22]在前人

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黄花倒水

莲外植体的不定芽诱导与生根情况,以及光照、有机

添加物对不定芽增殖和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MS培

养基添加2.0
 

μmol/L
 

BAP和0.2
 

μmol/L
 

NAA两

种生长调节剂最有利于胚轴与茎段外植体诱导不定

芽的发生,但在同等条件下叶片的诱导率较低;培养

光照达到100
 

μmol/(m
2·s)时,黄花倒水莲芽苗生

长状态最佳;蛋白胨、椰汁和香蕉三者均有促进幼苗

生长的作用,且椰汁的作用最明显;添加 MS+1.0
 

μmol/L
 

2,4D能使其生根率达到95.3%,且根系生

长良好;移栽到混合基质(蚯蚓粪∶黄泥土=2∶1)中
生长良好,成活率达95%。

2.2 套种技术

  黄花倒水莲喜阴凉潮湿、腐殖质丰富的生长环

境。野生黄花倒水莲多见于山谷沟壑处和林间沟谷

中。因此,黄花倒水莲的人工栽培主要采用的是林下

套种的方式。套种可以改良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加土

壤微生物多样性和活性,提高微生物有益酶对土壤的

解毒能力,保证土壤中氮、钾含量充足,从而达到丰产

优质的目的[23]。

  前人分别报道了黄花倒水莲在不同类型林分下

的套种模式,包括毛竹林下套种[2427]、马尾松林下套

种[2830]、杉木林下套种[31,32]、香樟林下套种[33]、阔叶

林下套种[34]以及混交林下套种[35]等。综合比较各

种林分类型(毛竹林、马尾松林、杉木林、阔叶林)套种

黄花倒水莲的生长指标发现,杉木林与阔叶林下更能

提高黄倒水莲的产量[36]。

2.2.1 毛竹林下套种

  为保护黄花倒水莲野生资源,提高农民的经济收

入,彭明良[24]建立毛竹林下套种黄花倒水莲的人工

种植技术,指出种植地应选择在海拔300-800
 

m、郁
闭度0.4-0.8的毛竹公益林或用材林,并于雨天将

种子繁殖或扦插繁殖的苗木进行移植,种植3
 

a后即

可采收。廖灿斌[25]在福建省清流县使用最小显著差

异(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法对毛竹林下

不同坡位的黄花倒水莲生长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黄花倒水莲在下坡生长最佳,中坡次之,上坡

最差。

  除地形因子外,影响毛竹套种黄花倒水莲生长效

果的还有施肥和灌溉技术。林恭武[26]在密度1
 

350
 

株/hm2 的竹林中套种密度为9
 

000
 

株/hm2 的黄花

倒水莲,探究不同施肥方式对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有无施肥、施不同类型基肥几乎不影响黄花倒水莲的

保存率与病虫害发生程度,其保存率均达到85%;但
是对整株产量和根部产量均有一定影响,其中羊粪肥

处理下的整株产量最高,达到20
 

081
 

kg/km2,且较

施复合肥、稻草肥和不施肥处理分别高出 4.5%、

9.4%、46.3%;而稻草肥处理下的根部产量最高,达
到1

 

282
 

kg/km2,且较施羊粪肥、复合肥和不施肥处

理分 别 高 出 11.5%、14.5%、46.7%。此 外,林 明

发[27]在福建省清流县探索出实现黄花倒水莲增产的

科学灌溉方法,通过合理种植、科学引灌山沟水的方

法使黄花倒水莲的成活率提高10%左右,净产值达

44
 

217元/hm2。

2.2.2 马尾松林下套种

  夏伟[2830]在福建省明溪县采取间伐的方式释放

空间,将黄花倒水莲种植于马尾松林下,总结了两者

复合经营的技术、效益和鲜质量等。分析得出,在马

尾松的保留度为450-750株/hm2(郁闭度为0.27-
0.38)时,选择较好立地条件,采取块状整地,适当施

用基肥,加强抚育管理,黄花倒水莲的保存率在90%
以上[29]。五年生的黄花倒水莲平均高1.10-1.13

 

m,平均基径1.84-2.07
 

cm,单株根重可达231.3-
282.5

 

g,总根重815.56-983.10
 

kg/hm2[29]。这种

经营模式也促进了马尾松的培育,马尾松平均胸径、
平均树高、单株立木材积较未套种增长量分别是

11.56%、12.02%、73.53%[29]。但在经营时须分清

主次,在马尾松林下套种黄花倒水莲的最佳收获期在

4
 

a左右。

2.2.3 杉木林下套种

  周运鸿等[31]在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进行黄花

倒水莲与杉木套种试验,在密度为2
 

548株/hm2 的

杉木林中以29
 

985株/hm2 的密度套种黄花倒水莲

取得了良好收益,杉木复合种植2
 

a后,黄花倒水莲

的基径达到2.22
 

cm,株高为1.2
 

m,冠幅为7
 

910
 

cm2,杉木的基径为3.8
 

cm,株高为2.18
 

m,冠幅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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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cm2,两者生长均表现良好,但不足的是没有

到达收获期,无法预料后几年的生长情况。王邦

富[32]则探讨杉木林分郁闭度对黄花倒水莲生长和品

质的影响,并认为黄花倒水莲在郁闭度0.4-0.6的

杉木林下套种,其产量与品质皆高于其他郁闭度。

2.2.4 香樟林下套种

  不同的地形因子会影响光照强度、土壤水分、气
温以及有效养分。王邦富等[33]研究香樟林冠下不同

坡向和坡位对黄花倒水莲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黄花

倒水莲最适宜的坡向是半阴坡,最适宜的坡位是下

坡;黄花倒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较为苛刻,只有在适

宜的光照、气温、土壤、水分和养分条件下才能促进其

生长。

2.2.5 阔叶林下套种

  王邦富等[34]在福建省三明市将黄花倒水莲二年

生组培苗按照不同株行距栽植在阔叶林冠下,两年后

进行产量测定,结果显示黄花倒水莲的最佳栽植密度

为60
 

cm×60
 

cm,平均保存率达97.8%,平均地径达

2.02
 

cm,平均株高达112.6
 

cm,平均根茎总质量(干
重)达696.71

 

kg/hm2。

2.2.6 混交林下套种

  张海龙[35]在福建省宁化县进行不同郁闭度的杉

阔混交林下套种试验,发现黄花倒水莲在0.1以上郁

闭度的株高、地径、根生长量、茎叶生长量等指标排序

均为郁闭度0.1-0.3>0.3-0.5>0.5-0.7>0.7
以上,且郁闭度0.1-0.3的各种生长指标与郁闭度

0.3-0.5的无显著差异,说明郁闭度0.1-0.5的环

境皆适宜黄花倒水莲生长。

2.3 病虫害防治

  黄花倒水莲主要病害有根腐病、叶枯病、猝倒病

和炭疽病,可使用低浓度的多菌灵、代森锰锌、波尔多

液和甲基硫菌灵治理[8,31,37]。章淑玲等[38]在我国首

次报道黄花倒水莲根结线虫病,受到根结线虫侵染的

黄花倒水莲会出现衰退、叶黄、枯死等症状,施用噻唑

膦或氟吡菌酰胺可防治根结线虫。这一研究结果丰

富了科研工作者对黄花倒水莲病虫害的认知,解决了

人工栽培的一大难题。

3 化学成分

  黄花倒水莲的主要化学成分有皂苷类、酮类、糖
类。2017年,张嫦丽等[39]对黄花倒水莲的根或茎的

化学成分结构式进行归类总结,包括48种化学成分,
其中,皂苷类21种、酮类16种、糖类9种、酚类2种。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李根等[40]于2022年采用

硅胶、Sephadex
 

LH20 柱 色 谱 和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进行分离纯化,并结合1DNMR波谱数据和

文献比对,首次从黄花倒水莲花95%乙醇提取物的

乙酸乙酯部位中分离鉴定出6种黄酮苷类化合物。

3.1 皂苷类

  黄花倒水莲中富含皂苷成分,从其根中分离出的

皂苷成分可分为瓜子金皂苷类、黄花倒水莲皂苷类、
远志皂苷元、细叶远志皂苷、常春藤皂苷元、Senegin

 

Ⅲ、3OβDglucopyranosyl
 

polygalacic
 

acid、3Oβ
Dgluc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yl

 

prese-
negenin28OβDxylopyranosyl(1→4)αLrham-
nopyranosyl(1→2)βDfucopyranosyl

 

ester[4144]。

3.2 酮类

  从黄花倒水莲中分离出22种酮类化合物,根据

化合物结构可分为 酮类和黄酮苷类。从根茎中分

离出 酮类化合物:1,3二羟基2甲基 酮、1,7二
羟基2,3亚甲二氧基 酮、1,3,6三羟基2,7二甲

氧基 酮[4550];从根中分离出 酮类化合物:1,7二
甲氧基2,3亚甲二氧基 酮、1羟基2,4二甲氧基
酮、1,2,3三甲氧基 酮、1甲氧基2,3亚甲二氧

基 酮、1,3二羟基 酮、1,3二羟基2甲基 酮、6
羟基1甲氧基2,3亚甲二氧基 酮、3羟基1,4二
甲氧基 酮、7羟基1甲氧基2,3亚甲二氧基 酮、

1,8二羟基3,7二甲氧基 酮、3羟基1,2二甲氧

基 酮、1,6,7三羟基2,3二甲氧基 酮、1,3,7三
羟基2甲氧基 酮[42,4649,51];从花中分离出黄酮苷

类化合物:紫云英苷、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槲
皮素3Oβ吡喃木糖苷、槲皮素3OαL 吡喃阿拉

伯糖苷、异鼠李素3Oβ葡萄糖苷、芦丁[40]。

3.3 糖类

  从黄花倒水莲中分离出的糖类可分为两种:以蔗

糖为母核的寡糖酯类与多糖类。寡糖酯是远志科植

物中存在的独特化学成分,从黄花倒水莲中分离出9
种:假黄花远志苷A、假黄花远志苷B、假黄花远志苷

C、假黄花远志苷D、假黄花远志苷E、Senegose
 

G、

Tenuifolioses
 

C、Tenuifolioses
 

P、Reiniose
 

D[49,52]。
用水提醇沉法提取黄花倒水莲多糖(PFP),运用

Sevag法除蛋白、活性炭脱色以及G75葡聚糖凝胶

柱层析对其进行纯化分离获得2种多糖组分:PFP1、

PF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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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成分

  黄花倒水莲中还含有酚类、有机酸等成分。从黄

花倒水莲根和茎中分离得到2个酚类化合物:Polyg-
alolide

 

A和Polygalolide
 

B[50]。钟吉强等[42]从黄花

倒水莲根中分离得到阿魏酸和芥子酸。廖学焜等[54]

从黄花倒水莲种子中分离出脂肪酸成分,成分含量从

大到小依次为11廿碳烯酸、油酸、花生酸、硬脂酸、
棕榈酸、肉豆蔻酸、月桂酸和癸酸。此外,李药兰

等[46]从黄花倒水莲根中分离得到棕榈酸、对羟基苯

甲醛、对羟基苯甲酸和原儿茶酸甲酯。

4 药理活性

  黄花倒水莲对于病后体虚、腰膝酸痛、跌打损伤、
急/慢性肝炎等的治疗具有显著优势[55,56]。黄花倒

水莲的药理作用与药用成分密不可分,通过对黄花倒

水莲深入研究得知,该植物主要含有皂苷类、酮类、糖
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其化学成分或复方具有调血脂、
抗衰 老、抗 损 伤、抑 制 细 胞 增 殖、缓 解 梅 尼 埃 病

(MD)、保护胃黏膜、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等作用。

4.1 调血脂作用

  高脂血症血液黏稠度升高,流动性降低,进而引

起血液中血细胞特性的改变,从而诱发其他疾病。因

此,减少血栓形成的可能、降低外周阻力、改善微循环

的缺血状态对维持组织的正常代谢至关重要。相关

报道也表明,黄花倒水莲口服液、水提取物以及皂苷

类化合物可通过影响血清中的总胆固醇(TC)、甘油

三酯(TG)、丙二醛
 

(MDA)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含量,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等途径来调节机

体血脂[5762]。

4.2 抗衰老作用

  黄花倒水莲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活

性与浓度、溶剂类型等因子有关。黄锋等[63]从黄花

倒水 莲 中 分 离 得 到 7 种 不 同 组 分(PFE1、PFE2、

PFE3、PFB4、PFB5、PFB6、PFW7),各组分都具有抗

氧化作用。PFE3、PFB4还原三价铁离子能力与清除

DPPH、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能力皆明显强

于其他5个组分。根据文献报道,黄花倒水莲的抗氧

化能力呈剂量关系,3
 

000.000
 

mg/mL黄花倒水莲

水提取物可清除90.451%超氧阴离子,稀释128倍

后清除率仅为2.025%[64]。此外,黄花倒水莲不同极

性部位的抗氧化活性也存在差异,姚志仁等[65]发现

乙酸乙酯部位抗氧化活性明显强于石油醚部分、正丁

醇部分、氯仿部分和水相部分。

4.3 抗损伤作用

  王晓平等[66]以60Coγ辐射损伤小鼠作为研究对

象,以黄花倒水莲提取物灌胃,黄花倒水莲各剂量组

小鼠的红细胞(RBC)数、白细胞(WBC)数、血小板

(PLT)数、淋巴细胞(Lymph)数、胸腺指数和脾指数

明显增加,脾细胞、骨髓细胞的尾部DNA百分率和

尾矩明显减少,提示黄花倒水莲对造血系统的损伤有

一定的防护作用;黄花倒水莲在60Coγ照射前或照射

后给药,均可明显降低小鼠肺、肝、脾、睾丸、淋巴细胞

的尾部DNA百分率和尾矩,提示黄花倒水莲对组织

DNA有一定的防护作用。这可能与天然植物中的黄

酮类、多糖类、皂苷类等活性成分有关[67]。王小丽

等[68]采用四氯化碳、硫代乙酰胺、扑热息痛致小鼠急

性肝损伤模型研究黄花倒水莲提取物对小鼠实验性

肝损伤的保护作用,发现黄花倒水莲提取物可使试验

小鼠血清中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活性明显降

低,说明黄花倒水莲对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来自黄

花倒水莲根和茎的关键生物活性成分在体外对糖尿

病所致肾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可能通过抑制 TLR4
依赖的NFκB信号保护高糖(HG)诱导的人体肾小

球系膜细胞(HMCs)增殖、凋亡、纤维化和炎症,这可

能为治疗糖尿病肾病(DN)提供新途径[69]。除根茎

外,刘伟等[70]研究发现黄花倒水莲叶提取物对四氯

化碳所致的肝损伤也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4.4 抑制细胞增殖作用

  兰圆圆等[53]发现黄花倒水莲多糖能抑制B16黑

色素瘤细胞增殖,表明黄花倒水莲多糖可作为未来黑

色素瘤预防和治疗的潜在药物。研究发现,黄花倒水

莲乙酸乙酯部位对 HepG2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可能的机制是促进免抗人单克隆抗体(Bax)
的表达,抑制Bcl2的表达,下调磷酸激酶B

 

(AKT)
和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的表达[71]。黄花倒水

莲亦可联合复方三七颗粒通过抑制系膜细胞的增殖,
同时诱导系膜细胞凋亡,对肾小球肾炎发挥治疗

作用[72]。

4.5 其他作用

  寇俊萍等[73]研究黄花倒水莲对 MD症状模型和

病理模型的影响,发现该植物可缓解 MD所致的眩

晕症状,改善其中主要病理变化膜迷路积水所致的听

力损害,为临床 MD防治提供药理学依据。李洪亮

等[74]通过无水乙醇法、阿司匹林法、水浸应激法和利

血平法造模,用黄花倒水莲提取液灌胃,发现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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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种造模方法造成的胃黏膜损伤均有抑制和保护

作用。黄金兰等[75]根据黄花倒水莲皂苷成分药理学

研究和临床试验,发现其除了在调脂方面具有良好的

效果,还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等作用。

5 存在问题

  黄花倒水莲作为我国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化学成

分复杂,药理活性突出,应用广泛。但在开发利用方

面存在以下问题:(1)黄花倒水莲在广西广泛栽培并

长期作为药食两用资源或产品使用,且效果显著,但
未进入国家制定的药食同源目录,严重影响了其进一

步的开发和利用,限制了其产业发展。(2)黄花倒水

莲作为珍贵植物,野生资源分布及生存状况不清,没
有系统调查;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及选育研究滞后。
(3)林下套种黄花倒水莲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对黄

花倒水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郁闭度、坡向、坡位、施肥

和灌溉技术对生长的影响,以及各套种模式下的生物

量等,仅局限于黄花倒水莲本身,而复合经营应考虑

总体经济效益,林下套种对上层林木有何影响的研究

鲜有报道。(4)黄花倒水莲作为全株入药的植物,尽
管目前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很多,但多局限于对其根

部的研究,对其茎、叶、花的研究较为罕见;虽然对其

植物药理作用的研究也很多,但大多局限于粗提物或

总皂苷,限制了对其深度开发及利用。(5)黄花倒水

莲观赏价值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黄花倒水莲

的花奇特而美丽,具有明亮的黄色,且观赏期很长。
因此,充分开发利用黄花倒水莲的观赏价值尤为

重要。

6 展望

  今后的研究中应采取的措施:(1)推动药食同源

相关产业的发展,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发挥自治区

优势,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制定自治区的药食同

源资源目录。在区内打造该类资源的产业链,进而在

品牌与产值上谋求更高级别的发展。(2)发展优良黄

花倒水莲的选育,可以借助生物技术(如细胞工程和

基因工程)进行选种,还可以通过原位保护、迁地保

护、再引入保护等途径加强保护。市场对黄花倒水莲

的需求增加,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人工种植来满足,
减少对野生黄花倒水莲的开发利用。(3)林地复合经

营应考虑总体的经济效益,林下套种对上层林木生长

的影响、上层林木与黄花倒水莲的比例关系、黄花倒

水莲生长所需的营养与上层林木的关系应成为今后

主要的研究方向。(4)黄花倒水莲的根系是目前主要

的利用部位,提高地上部分的开发和利用可以提高黄

花倒水莲的实用性。要做到充分利用黄花倒水莲的

化学成分,除目前主要使用的化学成分总皂苷之外,
还需进一步研究其他化学成分(如酮和多糖)的药理

活性。(5)黄花倒水莲观赏价值高,虽然目前已开展

盆景栽培,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黄花倒水莲的观赏性

仍势在必行。

  总之,黄花倒水莲具有药用价值、食用价值、观赏

价值以及许多其他潜在价值,需要全方位探索,开发

其他潜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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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ygala
 

fallax
 

Hemsl.is
 

a
 

unique
 

plant
 

of
 

the
 

genus
 

Polygala
 

of
 

the
 

family
 

Polygalaceae
 

in
 

Chi-
na,which

 

is
 

a
 

traditional
 

medicinal
 

material
 

and
 

food
 

for
 

many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Zhuang,Yao
 

and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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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The
 

whole
 

plant
 

can
 

be
 

used
 

in
 

medicine,and
 

its
 

roots,stems,leaves,and
 

flowers
 

contain
 

a
 

variety
 

of
 

me-
dicinal

 

ingredients,and
 

the
 

main
 

medicinal
 

ingredients
 

are
 

saponins,ketones,sugars,phenols,and
 

so
 

on.It
 

has
 

the
 

effect
 

of
 

regulating
 

blood
 

lipids,antiaging,antidamage,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alleviating
 

Meniere's
 

disease,protecting
 

gastric
 

mucosa,antiinflammation,antivirus,enhancing
 

immunity,etc.It
 

can
 

treat
 

symp-
toms

 

such
 

as
 

body
 

deficiency
 

after
 

illness,soreness
 

and
 

pain
 

of
 

waist
 

and
 

knees,uterine
 

prolapse,irregular
 

menstruation,acute
 

and
 

chronic
 

hepatitis,and
 

traumatic
 

injuries.In
 

this
 

article,the
 

distribution
 

of
 

wild
 

re-
sources,artificial

 

cultivation,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efficacy
 

and
 

other
 

aspects
 

of
 

P.fallax
 

Hemsl.were
 

summarized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
fallax

 

Hemsl.resources.P.fallax
 

Hemsl.is
 

currently
 

endangered,but
 

its
 

utilization
 

value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explored.In
 

the
 

future,a
 

number
 

of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
 

the
 

wild
 

resources
 

of
 

the
 

P.fallax
 

Hemsl.,explore
 

mor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fallax
 

Hemsl.,and
 

focus
 

on
 

determi-
ning

 

its
 

active
 

ingredients,pharmacological
 

effects,and
 

ornamental
 

value,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ideas
 

for
 

th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fallax
 

Hemsl..
Key

 

words:Poly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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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sl.;artificial
 

cultivation;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activity;re-
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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