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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马胎(Ardisia
 

gigantifolia)为紫金牛科(Myrsinaceae)紫金牛属(Ardisia)常绿植物,是多种中成药和

药酒的主要原料,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走马胎野生资源临近枯竭,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人工栽培技

术发展迅速,有关其研究也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资源调查领域延伸至繁殖和栽培领域。目前,针对走马胎

的繁殖研究主要集中在组培苗上,对种子和扦插育苗的研究相对缺乏;而栽培研究则多集中于走马胎的生长环

境、立地条件和水分管理等方面,对其采后加工和病虫管理的研究不足。本文对现有的走马胎种苗繁殖和栽培

技术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笔者自身的经验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同时进一步对走马胎药

材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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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马 胎 (Ardisia
 

gigantifolia)是 紫 金 牛 科

(Myrsinaceae)紫金牛属(Ardisia)多年生常绿植物,
喜温暖湿润、阴凉环境。走马胎植株无分枝,高1-3

 

m;叶常簇生茎顶,椭圆形或倒卵状披针形,无毛,叶
柄具波状窄翅;多个亚伞形花序组成塔状或总状圆锥

花序,花瓣白或粉红色;花期4-6月,果红色,11-12
月成熟[1]。走马胎具有祛风壮骨、活血化瘀、消肿止

痛和止血生肌等功效,被纳入数十个中药处方中,用
于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风湿筋骨疼痛、
跌打损伤、产后血瘀和痈疽溃疡等疾病[2,3]。走马胎

被广泛应用于中成药和药酒的制备,是活络止痛丸、
走川骨刺酊、清痹通络和跌打祛风药酒的主要原料。
科研人员从走马胎中分离提取了大量三萜皂苷、岩白

菜素等化合物[47],并通过药理研究发现这些化合物

大多具有良好的抗血管生成、抗炎、抗氧化、抗血栓和

抗肿瘤作用[812],使得其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

走马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走马胎在我国广西、广东、云南、江西、福建等地

均有分布,野生资源非常丰富[1]。但随着需求的增

加、价格的快速上涨、人们掠夺式的采挖,走马胎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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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破坏[1315]。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走
马胎人工种植得到大力发展。但走马胎种苗传统繁

殖效率低[16],植株生长对光照、水分及土壤要求严

格[17,18],严重制约了走马胎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有
关走马胎种苗组培快繁和栽培的报道逐渐增多,但现

有综合性论述仅集中于走马胎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和资源利用情况等方面[1922],尚未有关其种苗繁殖和

栽培领域信息的梳理总结报道。因此,本文查阅了国

内外有关走马胎种苗繁殖和栽培的文献资料,对其归

纳总结,并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对目前走马胎种苗繁

殖和栽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探讨其未来

的研究方向,以期为走马胎药材生产和进一步研究提

供参考。

1 走马胎繁殖技术

  走马胎可通过种子、扦插和组织培养繁殖,目前

规模生产以组织培养为主。

1.1 种子繁殖

  走马胎种子容易萌发,但从采种到萌发所需时间

较长[16]。根据走马胎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可以

选择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透光度为20%左右的林地

或人工搭建遮阳网等方式进行播种[23]。走马胎需

水、肥量大,播种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淋水和追肥,
施肥原则为少量多次,并以水肥为主。

  走马胎虽然花量繁多,但是存在严重的落花落果

现象,自然条件下获得成熟种子的数量非常有限,因
此无法 采 用 播 种 方 法 进 行 大 规 模 的 走 马 胎 种 苗

繁殖[16]。

1.2 扦插繁殖

  走马胎扦插繁殖可分两步完成,即先将插穗在沙

床诱导生根,然后移栽到基质营养较为丰富的营养杯

中培育成壮苗。扦插基质为干净河沙,苗床透光度为

20%左右;插穗选用健壮且木质化的新枝,苗床需要

覆盖薄膜保持空气和基质湿润[24],生根后去掉。壮

苗基质为园土泥炭珍珠岩(体积比为2∶1∶1)的混

合基质,并使用高锰酸钾溶液或多菌灵消毒,注意苗

期水肥管理。

  由于强烈的顶端优势,走马胎植株单枝直立无侧

枝生长,能够提供插穗的材料非常有限[16],故需要大

量插穗的扦插繁殖方法很少应用于走马胎的种苗

生产。

1.3 组织培养

  走马胎的组织培养技术较为成熟,现已有培养材

料、繁殖途经、培养基及培养方法等多方面的研究报

道,并已用于规模化生产。

1.3.1 培养材料

  (1)走马胎组织培养的外植体及启动材料。茎

尖、根尖、茎段、叶片、种子等再生能力较强的组织器

官均能作为植物组织培养的启动材料。但在实际操

作中,因物种、组织器官、生长环境及取材时间不同,
外植体的消毒灭菌效果存在巨大差异,并对后期培养

产生较大影响。走马胎生长于阴湿环境中,植株表面

微生物丰富且对乙醇、HgCl2 等消毒药剂非常敏感,
茎尖、根 尖、叶 片 等 幼 嫩 组 织 极 易 受 到 药 剂 的 伤

害[16]。因此,在走马胎组织培养时通常以腋芽尚未

萌动的带节茎段为外植体进行消毒灭菌,再以腋芽萌

发形成的嫩叶、茎段为启动材料进行培养,如此可以

取得较好的效果[16,25,26]。

  (2)走马胎组织培养的继代增殖和生根材料。不

同来源的材料对走马胎芽的继代增殖、生根诱导及移

栽影响显著,其中腋芽的增殖和生根效果最好,其次

为叶片诱导形成的不定芽[27];生根材料是否带叶能

极显著地影响生根率,但对根数和根长的影响差异不

明显[28]。值得一提的是,带叶茎段的生根率可达

88.95%,且种苗质量、移栽效果与顶芽相似,因此在

实际生产中可将较高的芽剪成符合要求的顶芽和带

叶茎段进行生根培养,从而提高材料的利用率[28]。

1.3.2 培养方法

  (1)以叶片为启动材料的培养方法。符运柳

等[29]以走马胎幼嫩叶片为启动材料,诱导产生愈伤

组织再分化出不定芽,不定芽壮苗培养后生根获得再

生植株。具体方法如下:将走马胎幼嫩叶片灭菌后,
分别在 MS+1.0

 

mg/L
 

6苄氨基嘌呤(6BA)+1.0
 

mg/L萘乙酸(NAA)和 MS+2.0
 

mg/L
 

6BA+0.1
 

mg/L
 

NAA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并增

殖,不定芽在 MS+0.5
 

mg/L
 

6BA+0.1
 

mg/L
 

NAA+10%椰子水上壮苗培养,然后用 MS+0.1
 

mg/L
 

NAA+1.0
 

mg/L
 

吲哚丁酸(IBA)诱导生根。

  (2)以茎段为启动材料的培养方法。以幼嫩茎段

为启动材料,通过腋芽或不定芽方式进行走马胎组织

培养的报道较多,研究全面且较深入,技术也较成熟,
但各报道方法和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唐凤鸾等[16]采

用6-7
 

cm的长枝进行消毒,而王强等[25]和蔡时可

等[26]则是将枝条切成合适接种长度的茎段后才消

毒,在消毒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消毒剂浓度和处理时

间,否则极易杀伤材料并影响后期培养。唐凤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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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6]发现含6BA、NAA、玉米素(ZT)的 MS培养基

有利于走马胎腋芽诱导和增殖,而含激动素(KT)的
培养基不仅诱导率低,而且形成的腋芽生长不良,影
响后期培养。王强等[25]认为基本培养基 WPM 较

MS更利于走马胎腋芽萌发,在 WPM 中添加6BA、

NAA、2,4二氯苯氧乙酸(2,4D)可有效促进走马胎

腋芽诱导和增殖。蔡时可等[26]采用改良 MS为基本

培养基,添加6BA、KT、IBA为走马胎腋芽诱导和增

殖培养基。前人有关走马胎生根培养的激素使用较

为一致,均为NAA与IBA组合,但应用浓度存在较

大差异[16,2529]。此外,唐凤鸾等[16]还研究了6BA、

ZT、NAA对走马胎芽增殖培养的影响,发现6BA
可显著影响芽高和增殖系数,在走马胎腋芽增殖培养

中起主导作用。王强等[25]研究了有机添加物对走马

胎组织培养的影响,指出加入蛋白胨、椰汁、香蕉等物

质均有壮芽的效果,其中香蕉的效果最佳。

  走马胎组织培养繁殖途径有未经过脱分化的腋

芽增殖方式,以及通过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及不定芽

的增殖方式。与诱导腋芽萌发增殖的方式相比,使用

经过脱分化的愈伤组织进行繁殖的方式更容易导致

变异的发生,难以保持母体的优良性状。因此,在进

行种苗规模化生产时采用腋芽增殖方式更能保证苗

木的质量。

2 走马胎栽培技术

  走马胎是一种典型的阴生植物,具有非常特殊的

生物学特征,对生长环境中光照、水分和土壤的要求

较高。

2.1 光照环境

  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能源,它不仅关系

到植株的生长发育,而且还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积累。
毛世忠等[23]研究透光度为4.0%-20.2%的光照条

件对走马胎生长及光合特性的影响,认为透光度为

20.2%的光照环境最适合走马胎生长。周泽建[30]的

研究结果也说明在相对光强为20%的低弱光条件

下,走马胎产量最高;40%-100%的中高光强会抑制

走马胎植株生长,降低产量;同时,走马胎活性成分含

量(岩白菜素、百两金皂苷A、总皂苷、总生物碱)随光

强的减弱而呈上升趋势。光强对活性成分积累的影

响跟植物器官有关,10%-20%的透光度有利于走马

胎根系皂苷和生物量的积累,30%-40%则更有利于

茎叶皂苷的积累[17]。光质也可明显影响植物的生长

发育和活性成分的积累。周泽建[30]发现白光处理的

走马胎活性成分含量最大,药材质量最好。另外,红
光∶蓝光=2∶1的条件最有利于走马胎苗木质量及

活性成分含量的提高,并能缩短培育周期[18]。因此,
为提高走马胎的栽培效率应选择或营造20%透光度

的自然光照环境,幼苗期可使用红光∶蓝光=2∶1
的条件进行培养。

2.2 水分管理

  走马胎对水分要求较高,在栽培时应选择离水源

近、水量充足或灌溉条件完善的地块。走马胎水分控

制研究发现:当土壤相对持水量为50%-100%时,
降低水分有利于根生物量和皂苷的积累,提高含水量

则有利于茎生物量的积累;当以根、叶作为主要采收

对象时,土壤含水量应控制在70%-80%,以茎为主

要采 收 对 象 时,土 壤 含 水 量 则 应 控 制 在 90% -
100%[17]。因此,栽培时应根据天气情况和培养目的

科学管理水分,提高走马胎药材的产量和品质。

2.3 土壤

  走马胎性喜有机质丰富、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

土壤,如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走马胎基地的土

壤pH值为5.75[31]。土壤有效P和交换性 K可能

是限制走马胎生长的关键因子;根中皂苷含量与土壤

中全N、全P、有效P、有效Cu、有效Zn、全 Mg及全

Fe含量极显著正相关,茎、叶中总皂苷含量与有机

质、交换性Mg、全Ca含量极显著正相关[17]。进一步

研究发现,全P、有效P、全K和有效 K的含量对走

马胎总皂苷含量影响最大[32]。因此,在走马胎栽培

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强P、K营养管理。

2.4 林地选择

  走马胎为阴生植物,是发展林下经济的优良物

种,透光度为20%的光照环境最适合其生长。但在

研究中发现,走马胎在桉树林下生长不良或无法生

长,在湿地松(Pinus
 

elliottii)林、竹林、杉木(Cun-
ninghamia

 

lanceolata)林下生长良好[23,30]。落叶水

提取液化感试验证明,尾叶桉(Eucalyptus
 

urophyl-
la)能显著抑制走马胎植株生长,降低生物量,表现出

很强的负化感效应[30,33,34];湿地松对走马胎地下部分

干重和生物量、杉木对走马胎幼苗生长均呈现出低浓

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双浓度效应
 [34]。因此,在发展

走马胎林下种植时要充分研究上层树种对其生长发

育及药材品质的影响,选择适合的林地。

2.5 病虫管理

  走马胎幼苗期病害较少,主要有地老虎、根结线

虫等地下害虫。地老虎在气温14-26
 

℃、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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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的3-4月和8-10月危害严重。根结线

虫在土温25-30
 

℃、湿度40%-70%时繁殖快,危
害严重。防治方法以综合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
走马胎成年植株的主要病害有青枯病、褐斑病,在高

温、高湿环境容易发病,5-7月为高发期。综合防治

在于做好土壤消毒处理,及时排水防止内涝,发现病

株及时清除,并用生石灰或高锰酸钾对病穴进行消

毒,加强通风透气等。
2.6 采收与加工

  走马胎的根、茎、叶均有较好的药用和保健功能,
在栽培中应根据不同的药用部位和用途进行区别采

收,尽量保证走马胎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唐凤鸾

等[31]研究认为走马胎最佳药用部分为根系,栽培3-
4年采收比较合适。走马胎活性成分含量随季节变

化存在较大差异,最佳采收时期为10月底[30]。这与

走马胎传统的采集时间和使用习惯相符,说明少数民

族关于走马胎的传统采药知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 展望

  走马胎的栽培历史较短,有关其种苗繁殖和栽培

技术的研究相对欠缺,且不平衡。在种苗繁殖领域,
仅对其扦插和组织培养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多集中于

后者,尚未有种子繁殖的系统报道。利用组织培养生

产种苗具有速度快、不受季节干扰等优势,但也存在

前期投入大、生产成本高、技术要求高等问题。根据

走马胎花量大,种子易萌发,但因落花落果严重导致

产种量低的特点,今后可对其开花和结实进行深入研

究,解决走马胎易落花落果的生理生态因素,提高种

子产量。如药农在栽培中能获得大量种子,自己培育

幼苗进行种植,则能减少种苗投入、降低成本,增加山

区群众的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在栽培领域,已有文献对走马胎生长的光照环

境、上层树种对幼苗的化感作用、土壤对药材质量的

影响、栽培年限与其有效成分积累及叶片营养等进行

了报道。经归纳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范围过于狭

窄,且未有能够系统指导生产的技术体系。如走马胎

是典型的阴生植物,多用于发展林下经济,但文献仅

研究了桉树、松树、杉树对其的化感作用,对于其他树

种未进行研究。今后可加强走马胎地块上层树种选

择、栽培模式、采收加工等领域的研究,形成操作性强

的系统技术,提高走马胎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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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disia
 

gigantifolia
 

is
 

an
 

evergreen
 

plant
 

of
 

the
 

genus
 

Ardisia
 

in
 

the
 

family
 

Myrsinaceae
 

which
 

is
 

the
 

main
 

raw
 

material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nd
 

medicinal
 

liquor,and
 

has
 

very
 

high
 

econom-
ic

 

value.The
 

wild
 

resources
 

of
 

A.gigantifolia
 

are
 

close
 

to
 

exhaustion
 

and
 

cannot
 

meet
 

the
 

market
 

demand.
Therefore,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and
 

the
 

research
 

on
 

it
 

has
 

also
 

extended
 

from
 

the
 

field
 

of
 

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resource
 

investigation
 

to
 

the
 

field
 

of
 

prop-
agation

 

and
 

cultivation.At
 

present,the
 

research
 

on
 

the
 

propagation
 

of
 

A.gigantifolia
 

is
 

mainly
 

focused
 

on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and
 

the
 

research
 

on
 

seed
 

and
 

cutting
 

seedling
 

is
 

relatively
 

lacking.However,the
 

culti-
vation

 

research
 

is
 

mostly
 

focused
 

on
 

the
 

growth
 

environment,site
 

conditions
 

and
 

water
 

management
 

of
 

A.
gigantifolia,and

 

the
 

research
 

on
 

postharvest
 

processing
 

and
 

pest
 

management
 

is
 

insufficient.In
 

this
 

article,

the
 

existing
 

seedling
 

propag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A.gigantifolia
 

are
 

summarized,and
 

the
 

prob-
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ur
 

own
 

experience.At
 

the
 

same
 

time,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A.gigantifolia
 

is
 

further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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