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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山西省 ９ 个市 ２７ 个县(区)野生黄芩种质资源的调查ꎬ发现其在山西省内分布广泛但很不均衡ꎮ 山西野

生黄芩主要分布于 ３４°４６′１９ ７８″Ｎ ~ ４０°２４′１７ ７１″Ｎ、１１０°３０′１７ ８０″Ｅ ~ １１４°１３′１３ ４１″Ｅꎻ海拔介于 ７０５ ~ １６７５ ｍ 之间ꎬ其中

以 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最为常见ꎻ生长区域年均降水量介于 ４００ ~ ８００ ｍｍ 之间ꎬ年均温度为 ６ ８ ~ １４ ℃ ꎮ 群落组成较为单一ꎬ其
周围主要分布有杂草、灰菜、蒲公英、黄刺玫以及豆科类植物等ꎻ少部分伴随有当地优势种植物ꎬ其中大同市主要为狼毒、岩青兰ꎬ
长治市平顺县主要为柴胡、蒲公英等ꎮ 山西野生黄芩主要生长于半山腰ꎬ山顶生长较少ꎬ山谷底一般极少生长ꎻ山西野生黄芩多

生长于半阳坡ꎬ少数生长于阳坡ꎬ阴坡一般极少生长ꎮ 气候、海拔、降水量、日照等生态环境的不同以及人为因素是导致山西黄芩

分布不均的主要因素ꎮ 研究结果为山西野生黄芩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以及优良黄芩种质的选育提供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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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 王秋宝等:山西省野生黄芩种质资源及植物学性状研究

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等功效[１]ꎮ 从黄芩中

提取的黄芩苷、黄芩素等具有抗氧化、美白、防晒等

作用[２]ꎮ 在我国ꎬ黄芩主要产自于山西、河北、河
南、陕西、甘肃、四川、内蒙古及东北等地[３]ꎮ 目前ꎬ
随着黄芩使用量的快速增加ꎬ野生黄芩已经无法满

足市场需求[４]ꎬ栽培黄芩逐渐取代野生黄芩ꎮ 黄芩

的分布和生长直接受到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

响ꎬ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环境的不同ꎬ导致不同产地的

黄芩药材产量和质量差异很大[５￣６]ꎮ
黄芩是山西省的道地药材ꎬ全省共有野生黄芩

１３ ５２ 万 ｈｍ２ꎬ家种黄芩 ２ ９１ 万 ｈｍ２ꎬ野生资源分布

区域和人工种植面积均位于全国前列[７]ꎮ 目前对

于晋产野生黄芩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本项目组所

做的有用成分含量测定[８] 和 ＲＡＰＤ 分析[９] 等方面ꎮ
本项研究在收集山西不同原产地野生黄芩种质的基

础上ꎬ比较了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黄芩的植物学性

状ꎬ探讨了野生黄芩的适应性及性状差异ꎬ旨在了解

山西野生黄芩资源的分布情况与生境特点ꎬ为优良

种质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 ９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６ － ８ 月在山

西省 ９ 个市 ２７ 个县(区)实地采集 ３６ 个类型的野生

黄芩ꎬ其分布区域为 ３４°４６′１９ ７８″Ｎ ~ ４０°２４′１７ ７１″Ｎꎬ
１１０°３２′５５ １３″Ｅ ~ １１４°１３′１３ ４１″Ｅ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考察内容　 山西省野生黄芩的分布范围、生
态指标(海拔高度、经纬度、年均温度、年降水量和

生境等)、分布密度以及形态学指标等ꎮ
１ ２ ２　 考察方法　 在选定的调查区域内ꎬ使用海拔

表测量黄芩生长区域的海拔高度以及经纬度ꎻ查询、
收集调查区域内黄芩的年均降水量、年均温度以及

气候类型等相关数据ꎻ使用直尺与游标卡尺测量黄

芩植株的植物学性状指标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山西野生黄芩种质资源分布情况

２ １ １　 山西野生黄芩主产地地理、气候状况及分布

概况　 山西省疆域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ꎬ
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ꎮ 山西省地形复杂ꎬ主要有

山地、盆地、丘陵、平原、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ꎮ 全省

海拔高度介于 １８０ ~ ３０６１ １ ｍ 之间ꎬ大部分地区在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ꎮ
由表 １ 可知:(１) 山西野生黄芩集中分布于

３４°４６′１９ ７８″Ｎ ~ ４０°２４′１７ ７１″Ｎꎬ１１０°３２′５５ １３″Ｅ ~
１１４° １３′ １３ ４１″ Ｅꎬ 跨 纬 度 ５° ７７′ ９７ ９３″ꎬ 跨 经 度

３° ８０′ ５８ ２７″ꎮ (２)在垂直分布上ꎬ山西野生黄芩介

于 ７０５ ~ １６８３ ｍꎬ在 １０００ ~ １４００ ｍ 较为常见ꎮ 海拔

最低区域为运城市平陆县曹川镇陡泉村ꎬ为 ７０５ ｍꎻ
海拔最高区域为朔州市平鲁区阻虎乡乌龙洞景区ꎬ
为 １６８３ ｍꎮ (３)山西野生黄芩多分布于温带半干旱

大陆性季风气候区ꎬ在大同、吕梁、长治等部分区域

分布较广ꎻ在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分布较

少ꎬ多集中于运城、晋城以及长治的半湿润气候区ꎮ
(４)山西野生黄芩分布区域最南端为运城市芮城县

大王镇后坪村ꎬ纬度为 ３４°４６′１９ ７８″Ｎꎻ最北端是大

同市天镇县张西河乡下营村ꎬ纬度为 ４０°２４′１７ ７１″Ｎꎮ
由此可见ꎬ山西野生黄芩多集中分布于山西的北部

地区ꎬ南部地区分布范围相对较小ꎮ
２ １ ２　 山西野生黄芩的生境特点　 山西省地处中

纬度地带内陆ꎬ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１０]ꎮ 由于太阳辐射、季风环流以及地理因素的

影响ꎬ山西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步、光照充足、
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冬夏气温悬殊、昼夜温差大等特

点ꎮ 全省各地年平均气温介于 ４ ２ ~ １４ ２ ℃之间ꎬ总
体分布趋势为由北向南升高ꎬ由盆地向高山降低ꎻ全
省各地年降水量介于 ３５８ ~６２１ ｍｍ 之间ꎬ不同季节降

水量差异较大ꎬ夏季 ６ －８ 月降水相对集中ꎬ约占全年

降水量的 ６０％ꎬ且省内降水分布受地形影响较大[１１]ꎮ
由表 ２ 可知ꎬ山西野生黄芩多分布于半干旱的

砾石、砂石土壤中ꎻ主要分布于半山腰及山顶ꎻ坡向

一般为半阳坡ꎬ阳坡及阴坡较少分布ꎻ在山谷底中分

布极少ꎮ (１)在山顶分布的黄芩由于较长时间处于

相对干旱以及多风的环境ꎬ生长状态较差ꎬ一般在形

态上表现为植株矮小ꎬ茎叶较为细小ꎬ根多为细长状

态ꎬ分布较为稀疏ꎬ生长状态欠佳ꎮ (２)根据坡向位

置的不同ꎬ在半山腰分布的黄芩可分为两类:一类分

布于阳坡ꎬ其形态上趋近于山顶黄芩ꎬ但根茎相对较

粗ꎻ另一类分布于半阳坡及阴坡ꎬ由于其生长环境相

对湿润ꎬ植株高挺ꎬ叶大ꎬ根长ꎬ根茎粗壮ꎬ生长状况良

好ꎮ (３)山谷底的生长环境多为湿润砾石土壤ꎬ其中

分布的黄芩整体长势良好ꎬ根粗壮、较短ꎬ扎根浅ꎮ
(４)山西黄芩主要分布于年均温度为 ３ ６ ~ １４ ０ ℃、
年降水量为 ３５０ ~ ７００ ｍｍ 的地区ꎻ多集中于温度为

７ ~１０ ℃、年均降水量为 ４００ ~６００ ｍｍ 的环境中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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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山西野生黄芩主要产地的地理及气候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ｘｉ

编号

Ｎｏ.
产地

Ｓｏｕｒｃ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编号

Ｎｏ.
产地

Ｓｏｕｒｃ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１ 运城市芮城县

大王镇后坪村

１０７０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

２ 运城市平陆县

曹川镇陡泉村

７０５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３ 运城市平陆县

圣人涧镇窑头村

１０４２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４ 运城市万荣县

万泉乡桥下村

１０１８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５ 运城市绛县

磨里镇垣址坪村

１５４７ 大陆性季风气候

６ 晋城市陵川县

马圪当乡瓦窑上村

９４３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７ 临汾市乡宁县

尉庄乡曲子村

１３２１ 暖温带大陆性气候

８ 长治市平顺县

龙溪镇龙溪村

１４９６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９ 长治市平顺县

东寺头乡大窑滩村

１４０７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０ 长治市平顺县

青羊镇大渠村

１２１４ 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１ 长治市平顺县

石城镇石城村

１１０８ 暖温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２ 长治市沁源县

沁河镇龙头村

９９７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３ 长治市沁源县

法中乡上湾村

１０５０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４ 长治市沁源县

中峪乡西王勇村

１０１３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５ 晋中市榆社县

羊角乡羊角村

１３５７ 温带大陆性气候

１６ 晋中市左权县

箕城镇桑家沟村

１０６４ 温带大陆季节性气候

１７ 吕梁市汾阳县

峪道河镇后沟村

１２１７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１８ 吕梁市交城县

会立乡双家寨村

１３７５ ７ 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１９ 太原市阳曲县

泥屯镇思西村

１２１７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０ 朔州市朔城区

南榆林乡大莲花村

１５６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１ 朔州市山阴县

吴马营乡西郭家窑村

１４５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２ 朔州市山阴县

玉井镇只泥泉村

１６７５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３ 朔州市平鲁区

下水头乡只泥泉村

１６１８ 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４ 朔州市平鲁区

下水头乡大孙沟村

１５４６ 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５ 朔州市平鲁区

阻虎乡乌龙洞景区

１６８３ 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６ 朔州市右玉县

高家堡乡沟北村

１４９０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７ 大同市灵丘县

东河南镇蔡家峪

１２９２ 温带大陆性气候

２８ 大同市浑源县

大磁窑镇南元坨村

１１５４ 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９ 大同市南郊区

云冈镇青瓷窑村

１１８７ 半干旱区暖湿带气候

３０ 大同市南郊区

鸦儿崖乡同家梁村

１１６２ 半干旱区暖湿带气候

３１ 大同市左云县

店湾镇木代村

１４０９ 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３２ 大同市左云县

三屯乡巴台子村

１４７１ 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３３ 大同市新荣区

西村镇甘庄

１２４４ 温带大陆性气候

３４ 大同市新荣区

新荣镇新荣村

１２２７ 温带大陆性气候

３５ 大同市阳高县

阳高镇义和村

１０９１ 大陆性季风气候

３６ 大同市天镇县

张西河乡下营村

１２１６ 北温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２ ２　 山西野生黄芩种质资源特征

２ ２ １　 山西野生黄芩的群落特点　 由表 ２ 可知ꎬ山
西野生黄芩的群落组成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差异很

大ꎮ (１)在晋南的运城地区ꎬ由于土壤湿度高ꎬ杂草

丛生ꎬ黄芩无法获得充足的生长空间ꎬ分布密度相对

较小ꎬ其群落组成一般有杂草、艾草、灰菜及豆科植

物ꎬ部分区域还分布有侧柏、松树等ꎮ (２)在晋东南

的长治地区ꎬ由于采集的当年降水量小ꎬ黄芩植株长

势及分布密度较往年均有减小ꎬ伴生植物主要有柴

胡、灰菜、黄刺玫、蒲公英等ꎮ (３)在晋北的大同地

区和朔州地区ꎬ由于半干旱的环境适合生长ꎬ黄芩长

势良好ꎬ分布密度相对较大ꎮ 朔州地区产黄芩周围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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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伴生的是蒲公英、灰菜等ꎻ大同地区产黄芩的伴

生植物较为复杂ꎬ主要有狼毒、蒲公英、狗尾草、漏
芦、香青兰、灌木铁线莲、黄刺玫以及一些豆科植

物ꎮ (４)在晋南一些地区ꎬ黄芩往往伴生有松树、
侧柏等ꎬ调查发现其多为人工种植ꎬ这些地区的黄

芩分布受人为的影响较为明显ꎬ人工绿化地区保

留下来的黄芩由于人工的灌溉ꎬ土壤湿度相对较

大ꎬ因此野生黄芩的长势及分布较其他区域为好ꎮ
晋北地区黄芩的分布受人为影响的程度小于晋南

地区ꎮ

表 ２　 山西野生黄芩生态环境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ｘｉ

编号

Ｎｏ.
产地

Ｓｏｕｒｃｅ

年均温度

(℃)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年均降水量

(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伴生植物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土壤

湿度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分布

密度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 运城市芮城县

大王镇后坪村

１２ ８ ５１３ 半山腰ꎬ阴面山沟 杂草ꎬ艾草ꎬ灰菜ꎬ野麦 ＋ ＋ ＋ ＋

２ 运城市平陆县

曹川镇陡泉村

１３ ８ ６００ ~ ７００ 半山腰ꎬ阴面山沟 杂草ꎬ灰菜ꎬ蒿草 ＋ ＋ ＋

３ 运城市平陆县

圣人涧镇窑头村

１３ ８ ６００ ~ ７００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 杂草ꎬ侧柏ꎬ蒿草ꎬ野豌豆 ＋ ＋ ＋

４ 运城市万荣县

万泉乡桥下村

１１ ９ ５０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侧柏ꎬ蒿草ꎬ
野豌豆ꎬ蒲公英

＋ ＋ ＋ ＋ ＋

５ 运城市绛县

磨里镇垣址坪

１１ ４ ５００ ~ ５８０ 半山腰ꎬ阳面平地 杂草ꎬ雪松ꎬ野麦ꎬ野豌豆 ＋ ＋ ＋ ＋

６ 晋城市陵川县

马圪当乡瓦窑上村

９ ２ ６００ ~ ７０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蒿草ꎬ灰菜 ＋ ＋ ＋

７ 临汾市乡宁县

尉庄乡曲子村

１０ ０ ６０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柴胡ꎬ灰菜 ＋ ＋ ＋

８ 长治市平顺县

龙溪镇龙溪村

９ １
６０８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野麦ꎬ蒲公英ꎬ蒿草 ＋ ＋

９ 长治市平顺县

东寺头乡大窑滩村

９ １ ６０８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 柴胡ꎬ蕨ꎬ杨树ꎬ蓼 ＋ ＋ ＋

１０ 长治市平顺县

青羊镇大渠村

９ １ ６０８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ꎬ山沟 柴胡ꎬ黄刺玫ꎬ野豌豆ꎬ杂草 ＋ ＋ ＋ ＋

１１ 长治市平顺县

石城镇石城村

９ １ ６０８ 山顶ꎬ阳面山坡 杂草ꎬ蒲公英ꎬ射干ꎬ黄刺玫 ＋ ＋ ＋ ＋

１２ 长治市沁源县

沁河镇龙头村

８ ７ ６５６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黄刺玫ꎬ狗尾草ꎬ杂草 ＋ ＋ ＋ ＋

１３ 长治市沁源县

法中乡上湾村

８ ７ ６５６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松树ꎬ杂草ꎬ蒿草 ＋ ＋ ＋ ＋ ＋ ＋

１４ 长治市沁源县

中峪乡西王勇村

８ ７ ６５６ 山顶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松树ꎬ柴胡ꎬ灌木 ＋ ＋ ＋ ＋ ＋

１５ 晋中市榆社县

羊角乡羊角村

８ ８ ６５０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 杂草ꎬ灰菜ꎬ灌木 ＋ ＋ ＋

１６ 晋中市左权县

箕城镇桑家沟村

７ ４ ５４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黄刺玫ꎬ狗尾草 ＋ ＋ ＋ ＋

１７ 吕梁市汾阳县

峪道河镇后沟村

８ ５ ４６７ 山顶ꎬ阳面山坡 蒿草ꎬ蒲公英ꎬ杂草 ＋ ＋ ＋

１８ 吕梁市交城县

会立乡双家寨村

７ ０ ４４０ ~ ７０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灰菜ꎬ黄刺玫 ＋ ＋ ＋ ＋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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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编号

Ｎｏ.
产地

Ｓｏｕｒｃｅ

年均温度

(℃)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年均降水量

(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伴生植物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土壤

湿度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分布

密度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９ 太原市阳曲县

泥屯镇思西村

５ ０ ~ ９ ０ ５１１ 小山顶ꎬ阳坡平地 射干ꎬ狗尾巴草ꎬ
黄刺玫ꎬ蒲公英

＋ ＋ ＋ ＋

２０ 朔州市朔城区

南榆林乡大莲花村

６ ４ ４３５ ~ ４３８ 山底ꎬ半阳面平地 小野菊ꎬ杂草ꎬ委陵菜 ＋ ＋ ＋ ＋ ＋ ＋

２１ 朔州市山阴县

吴马营乡

西郭家窑村

７ ０ ４１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狗尾巴草ꎬ灰菜ꎬ蒲公英 ＋ ＋ ＋ ＋

２２ 朔州市山阴县

玉井镇只泥泉村

７ ０ ４１０ 半山腰ꎬ路边

半阳面山坡

黄刺玫ꎬ柴胡ꎬ蒲公英ꎬ杂草 ＋ ＋ ＋ ＋ ＋

２３ 朔州市平鲁区

下水头乡只泥泉村

５ ５ ３８０ ~ ４１０ 半山腰ꎬ路边阴面山坡 扫帚草ꎬ灰菜ꎬ委陵菜 ＋ ＋ ＋ ＋ ＋

２４ 朔州市平鲁区

下水头乡大孙沟村

５ ５ ３８０ ~ ４１０ 山顶ꎬ阴面山坡 抱草ꎬ蒿草 ＋ ＋ ＋

２５ 朔州市平鲁区

阻虎乡乌龙洞景区

５ ５ ３８０ ~ ４１０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杂草ꎬ灰菜ꎬ蒲公英 ＋ ＋ ＋

２６ 朔州市右玉县

高家堡乡沟北村

３ ６ ４２０ 山沟ꎬ阳面山坡 杂草ꎬ蒲公英 ＋ ＋ ＋

２７ 大同市灵丘县

东河南镇蔡家峪

６ ９ ４３２ 山顶ꎬ阴面山坡 杨树ꎬ杂草ꎬ蛇莓ꎬ灰菜 ＋ ＋ ＋ ＋ ＋

２８ 大同市浑源县

大磁窑镇南元坨村

６ ２ ４２９ 山底ꎬ半阳面水渠边 香青兰ꎬ狼毒ꎬ
灌木铁线莲ꎬ蕨

＋ ＋ ＋ ＋

２９ 大同市南郊区

云冈镇青瓷窑村

６ ４ ３９５ 半山腰ꎬ半阳面山坡 委陵菜ꎬ黄芪ꎬ蓝花棘豆ꎬ
灌木铁线莲

＋ ＋ ＋ ＋

３０ 大同市南郊区

鸦儿崖乡同家梁村

６ ４ ３９５ 山顶ꎬ半阳面山坡 杠柳ꎬ岩青兰ꎬ蒲公英ꎬ狼毒 ＋ ＋ ＋

３１ 大同市左云县

店湾镇木代村

６ １ ４０９ 山顶ꎬ半山腰 阳面山坡 杂草ꎬ柴胡ꎬ灰菜 ＋ ＋

３２ 大同市左云县

三屯乡巴台子村

６ １ ４０９ 山底ꎬ阳面小土坡
蓝刺头ꎬ香青兰ꎬ杂草ꎬ

委陵菜ꎬ狼毒
＋ ＋ ＋ ＋

３３ 大同市新荣区

西村镇甘庄

５ ０ ３５０ ~ ３９０ 半山腰ꎬ阴面山沟 灌木铁线莲ꎬ防风ꎬ柴胡ꎬ
委陵菜ꎬ狼毒

＋ ＋ ＋ ＋

３４ 大同市新荣区

新荣镇新荣村

５ ０ ３５０ ~ ３９０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 蓝花棘豆ꎬ漏芦ꎬ蒿草ꎬ
阿尔泰狗娃花

＋ ＋ ＋ ＋ ＋

３５ 大同市阳高县

阳高镇义和村

６ ７ ４００ 山顶ꎬ阴面平地 远志ꎬ漏芦ꎬ蒿草 ＋ ＋ ＋ ＋

３６ 大同市天镇县

张西河乡下营村

６ ４ ３９２ 半山腰ꎬ阳面山坡 猪毛菜ꎬ兴安胡枝子ꎬ
灰菜ꎬ香青兰

＋ ＋ ＋ ＋

土壤湿度中ꎬ ＋ :表示较干旱ꎻ ＋ ＋ :表示正常湿度ꎻ ＋ ＋ ＋ :表示较湿润

分布密度中ꎬ ＋ :表示不密集ꎻ ＋ ＋ :表示一般密集ꎻ ＋ ＋ ＋ :表示比较密集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ꎬ" ＋ "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 ＋ " ｍｅａｎ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ꎬ" ＋ ＋ ＋ "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ｉ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 " ｍｅａｎｓ ｎｏｔ ｄｅｎｓｅꎬ" ＋ ＋ " ｍｅａ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 ＋ ＋ " ｍｅ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ｎｓｅ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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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山西野生黄芩的形态学特征　 由表 ３ 可知:
(１)在山西分布的野生黄芩叶均长 １２ ９ ~ ３８ ５ ｍｍꎬ
叶均宽 ３ ２ ~ ７ ５ ｍｍꎬ叶形比 ３ ２ ~ ５ ７ꎬ株高 １９１ ~
６３６ ｍｍꎬ茎粗 １ ４ ~３ １ ｍｍꎬ节间距 ２０ ２ ~ ６２ ９ ｍｍꎬ
叶间距 ４ ８ ~ ２２ ７ ｍｍꎮ (２)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大

渠村分布的黄芩叶均长及叶形比最大ꎻ长治市平顺县

石城镇石城村分布的黄芩叶均宽、株高及节间距最

大ꎻ运城市平陆县曹川镇陡泉村分布的黄芩茎最粗ꎻ
运城市绛县磨里镇垣址坪村分布的黄芩叶间距为最

大ꎮ (３)大同市浑源县大磁窑镇南元坨村分布的黄

芩叶形比最小ꎻ大同市南郊区云冈镇青瓷窑村分布

的黄芩叶均宽及叶间距最小ꎻ大同市南郊区鸦儿崖

乡同家梁村分布的黄芩株高、叶均长、叶间距及茎粗

最小ꎻ大同市天镇县张西河乡下营村分布的黄芩节

间距最小ꎮ (４)晋南的运城地区和晋东南的长治地

区分布的黄芩植株整体较为高大ꎬ晋北的大同地区

和朔州地区分布的黄芩植株则较为矮小ꎬ叶片较小ꎬ
节间距等也偏小ꎮ

上述数据表明ꎬ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以及地理

分布的差异ꎬ同一种类植株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条件

下生长ꎬ植物学性状也会出现明显变化ꎮ 李洪雯

等[１２]在对野生草莓资源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

结果ꎮ

３　 讨论

３ １　 山西野生黄芩种质资源分布状况 　 据«山西

植物志»(第四卷)记载[１３]ꎬ在大同市天镇、浑源、左
云、广灵、灵丘ꎬ朔州市朔县(现朔城区)、平鲁(现平

鲁区)、山阴ꎬ忻州市偏关、五台、岢岚、宁武ꎬ太原市

天龙山、石千峰、西山、阳曲ꎬ吕梁市离石、汾阳、交
城ꎬ晋中市灵石、介休ꎬ临汾市翼城ꎬ长治市沁源ꎬ晋
城市陵川ꎬ运城市垣曲、夏县、芮城、永济、稷山等县、
市及地区均分布有野生黄芩ꎮ 通过实地调查ꎬ我们

在运城市永济市和稷山县没有发现有野生黄芩分

布ꎬ而在运城市平陆、绛县、万荣 ３ 县发现有野生黄

芩分布ꎻ在大同市南郊区、新荣区、阳高县等地发现

有丰富的野生黄芩资源ꎮ 野生黄芩资源在晋北地区

较晋南地区分布广泛ꎮ 以上结果补充了晋产野生黄

芩资源分布的数据和资料ꎮ
山西主要为大陆性季风气候ꎬ野生黄芩的分布

多集中于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ꎮ 在年均降水量

４００ ~ ８００ ｍｍ、年均温度为 ６ ８ ~ １４ ℃的地区均有

野生黄芩分布ꎬ尤其在年均温度 ７ ~ １０ ℃、年均降水

量 ４００ ~ ６００ ｍｍ 的地区分布最为密集ꎮ
在海拔 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的区域ꎬ山西野生黄芩分

布较为广泛ꎻ随着纬度的北移ꎬ分布面积逐渐扩大ꎮ
野生植物资源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遗传

资源ꎬ反映了其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高度的适

应性[１４]ꎮ 气温、降水量以及海拔等气候条件都是影

响黄芩分布的重要因素ꎮ
３ ２　 半阳面的半干旱砾石、砂石土壤是山西野生黄

芩的适宜生长环境　 黄芩为耐旱植物[１５]ꎬ主要集中

分布于半阳面、半山腰的半干旱的砾石、砂石土壤

中ꎮ 在这种生境下生长的黄芩长势旺盛ꎬ根茎粗壮ꎻ
在山顶生长的黄芩植株则较为矮小ꎬ根茎较细小ꎬ植
株相对弱小ꎻ在山谷中极少有黄芩生长ꎬ如有则多数

植株的根茎细长ꎬ茎叶较大ꎮ
３ ３　 山西南部地区的野生黄芩较北部地区的植株

高大ꎬ叶片及叶间距等较大　 分布于山西南北不同

地区的野生黄芩的性状差异明显ꎬ南部地区的黄芩

植株较北部地区的高大ꎬ叶片硕大ꎬ长势旺盛ꎮ
３ ４　 合理保护、开发、利用山西省丰富的野生黄芩

种质资源是当务之急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ꎬ影响山

西黄芩野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主要有:(１)各

产地的野生黄芩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均衡ꎮ 在一

些地区过度采集ꎬ不合理的采挖导致资源枯竭ꎻ而在

另一些地区则无人问津ꎬ由于生长年限过长ꎬ根从内

部开始腐烂ꎬ 黄芩资源无法得到充分的使用ꎮ
(２)黄芩的利用部位不均衡ꎮ 在黄芩茎叶中富含总

黄酮类物质ꎬ黄芩叶有黄金茶的美称[１６]ꎮ 但目前山

西人们普遍只利用黄芩的根部ꎬ大量的茎叶被舍弃ꎬ
造成资源的浪费ꎮ (３)气候、环境的变化也会明显

影响到黄芩的生长ꎮ 山西十年九旱ꎬ近年来降水量

更是稀少ꎮ 干旱的气候条件导致许多地区的黄芩长

势差ꎬ而其周围的杂草受环境影响较小而长势胜过

黄芩ꎬ使黄芩植株渐渐被杂草所掩埋ꎬ无法得到充足

的空间生长ꎮ (４)目前山西黄芩的人工种植已经相

当普遍[４]ꎬ但种源不清、种质不纯、种性退化的问题

普遍存在ꎬ影响到药材的品质和用药的安全性ꎮ 虽

然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ꎬ但由于基础研究严重不足ꎬ
导致迄今尚未培育出种质明确的地方品种[１７]ꎮ

因此ꎬ了解山西野生黄芩种质资源的生态环境、
气候条件以及分布区域ꎬ对于挖掘、利用优良的种质

资源ꎬ培育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产量高、性状好的

家种类型ꎬ促进道地药材产地黄芩药材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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