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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符合国情" 顺应潮流" 深得民

心的历史选择! 是统筹城乡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 是

加强农业" 繁荣农村" 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 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三农' 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解决好农业" 农村" 农民的问题! 事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加强

农业基础地位!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建立以工促农" 以

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中共

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的实施意见% 是对我省

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指导#

新闻出版业 &十一五' 发展规划指出! 要积极组织实施

&农家书屋' 工程! 充分发挥政府" 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 目

前! &农家书屋' 工程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头号工程正紧锣密鼓

地展开! 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已成为新闻出版服务农

村工作的一大亮点# 为配合这项工程!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等部门

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和要求! 紧密

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 适应农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水平! 组织编

写并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新农村农家书系%! 这是重视农

'!'



业" 支持农村" 服务农民! 助力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 是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 目的是在新形势下让广大农民朋友成

为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 遵纪守法的新一代农民#

$新农村农家书系% 是云南科技出版社继 $云岭新农民素质

丛书% 之后又一套服务于 &三农' 的农村图书# 该书系第一辑

由 /2 种图书组成# 而这 /2 种图书! 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劳

动力转移技能篇" 卫生防疫医疗篇" 实用技术养殖篇" 实用技术

种植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篇" 新型农民素养篇#

本书系从云南实施 &农家书屋' 的实际出发! 以贴近农村"

贴近农民而精心设计# 充分发挥新闻出版行业优势! 制定切实可

行的农民读书方案# 注重持续发展! 使 &农家书屋' 的图书让

农民看得懂" 用得上" 留得住+ 每年都有新品种持续出版# 技术

内容突出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的要求! 图书在内容上本土

化" 原创化#

农业丰则基础强! 农民富则国家盛! 农村稳则社会稳# 希望

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关心" 支持" 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推进 &农

家书屋' 工程建设步伐! 使 &农家书屋' 工程成为惠及广大农民

群众的民心工程! 推动我省农村走生产发展" 生态良好" 生活富

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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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黄藤 $!"#$%&$'% $'(")%

*"'$$'% 为防己科天仙藤属

攀援藤本植物# 又名大黄

藤 $云南%# 土黄连 (南

宁市药物志)# 天仙藤 (广

西药用植物名录) $本书简

称大黄藤%* 大黄藤主要分

布于我国云南+ 广东+ 广

西和与我国相邻的越南+

老挝+ 缅甸等地# 海拔为

3/( 83((( 米的热带+ 亚热

带山野沟谷中* 以大黄藤

为原料生产的黄藤素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纯天然植物药#

现已被载入 (中国药典)# 黄藤素片+ 黄藤素注射液为

大黄藤 $!"#$%&$'% $'(")% *"'$$'% 活性成份氯化巴马汀制

成的单体剂# 具有广谱抗菌+ 抗病毒及增强机体防卫机

能 $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 的多重药理作用* 对呼吸道

和泌尿系统的感染疗效确切# 特别对妇科感染疗效尤为

显著# 临床观察未出现过敏反应# 无明显不良反应* 以

'!'



大黄藤为原料生产黄藤素系列药品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云

南+ 广西* '( 世纪 .( 年代初这些制药企业利用资源优

势# 开始对大黄藤开发利用# '( 世纪 /( 年代中期至 )(

年代中期# 大黄藤利用量达到最高峰# 最高年收购量达

4'(( 吨左右# 大黄藤素精粉产量超过 1( 吨*

大黄藤属野生药物资源# 资源量小# 零星分散* 随

着中药制药业的发展# 对野生大黄藤资源的采集+ 消耗#

使这一药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 濒于枯竭* 从 3))1 年开

始# 随着原料资源的枯竭# 大黄藤系列药品的产量急剧

下降# 到 3)). 年# 大部分药厂因此而停止大黄藤系列产

品的生产*

云南省大黄藤主要产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思茅地区和临沧地区海拔 3/( 8

3((( 米的热带+ 亚热带山野沟谷中# 其中位于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南部的屏边县+ 金平县+ 绿春县和河口县

分布最广# 曾是云南省中药制药企业大黄藤原料的主要

供应地* 也是省内较早对大黄藤进行开发利用的地区*

原云南屏边制药厂 3).' 年就对大黄藤进行了开发利用#

'( 世纪 /( 年代每年生产黄藤素精粉 5((( 千克# 生产出

的黄藤素片+ 针剂等系列产品销往全国 '. 个省+ 市# 产

品供不应求# 年销售收入达 /(( 832(( 万元# 由于对野

生资源的过度采挖# 区域内大黄藤野生资源面临枯竭的

危险# 大黄藤素产品产量逐年大幅度下降# 到 3)). 年由

于原料收购困难# 不再提取大黄藤素精粉# 而靠收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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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藤素精粉生产单体制剂*

'((( 年# 为保护和培植大黄藤资源# 为药厂提供原

料来源# 屏边县政府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大黄藤苗木繁育

和人工栽培的试验研究# 经申报被列为云南省林业行业

重点科技项目* 通过三年的努力# 其成果经省科技厅组

织鉴定# 取得了国内首创性的成功# 由此具备了开发建

设大黄藤产业链的技术基础# 并以此项技术成果为支撑

争取到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西部专项 ,珍稀天然药用植

物大黄藤人工培育与产业化示范工程- 项目* 据此# 在

政府的引导下# 云南和泰药业有限公司围绕西部大开发

的整体战略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 以区域内自然地理和

种质资源优势为依托# 以企业为主体# 以科研院所为支

撑# 以研究成果为基础#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 在区域

内构建大黄藤种质资源保护+ 良种苗木繁育+ 9:$种植

产业化示范基地+ 大黄藤素提取基地+ 相关环节技术研

发和市场营销网络及管理信息体系# 形成具有地方优势

品种和特色的大黄藤产业链* 通过对大黄藤苗木繁育+

9:$种植产业的项目建设# 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 从而满足市场需要* 迅速形成规

模经济#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和

地方经济发展# 提高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 推动区域

内退耕还林+ 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实现大黄藤药材资源保护与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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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类及形态特征

大黄藤为防己科天仙藤属 $!"#$%&$'% +,&$% 植物#

多年生# 攀援状高大木质藤本# 高可达 3( 米以上# 根圆

柱形# 粗达 3( 厘米# 有淡黄色纵向皮孔# 断面黄色# 木

质射线明显# 呈风车状* 茎粗壮# 扭曲# 茎皮带褐色#

具深沟状裂纹# 小枝圆柱状+ 绿色# 全株无毛* 叶革质#

互生# 叶柄基部膨大# 叶柄均具纹# 叶片长圆状卵形#

稍盾状# 长 3( 8'1 厘米# 宽 5 8) 厘米# 基部圆形# 有

时近心形# 两面无毛# 掌状叶脉承法 5 81 条# 连同网脉

均在下面突起* 圆锥花序生在无叶老枝与老茎上# 下垂#

长 5( 82( 厘米# 生于小枝上的花序长只有 4 83( 厘米.

单性# 雌雄异株# 密集# 具柄# 外有小形苞片 5# 花被

片 4# 绿白色或黄绿色# 广卵形或近圆形# 边缘向内卷

曲. 雄花有雄蕊 5# 花丝短棒状# 花药椭圆形# 短粗#

纵裂. 雌花具退化雄蕊. 子房卵圆形# 5 室# 胚珠 '# 花

柱短# 柱头头状* 核果长圆形# 长 ' 85 厘米# 成熟时黄

色# 干时外果皮皱缩* 春夏开白花# 秋冬果熟 $见图 '+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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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大黄藤植株

图 '!大黄藤花 图 5!大黄藤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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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物学特性

大黄藤为多年生高大木质藤本植物* 湿热性气候是

大黄藤生长的最佳环境* 在海拔 '(( 833(( 米# 坡度为

31 8'1;的人工林或杂木林内生长良好*

,一- 对土壤的要求

大黄藤要求土壤结构良好# 腐坏殖质层深厚# 表土

疏松# 土体下部为团粒结构# 通气+ 透气+ 保肥# 有较

轻的淋溶和积淀# 粘粒聚积不很明显的黄红壤和黄壤*

在分布区土壤的 <=值为 1*( 84*4# 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2*4)> 81*41># 全 氮 (*3/'> 8(*')'(># 全 磷

(*()('> 8(*3'.'># 全钾 '*(5/'> 8'*5123># 水解

氮 $<<6% 3'5*)( 834(*3(# 速效磷 $ <<6% 2*')( 8

)*1/(# 速效钾 $<<6% 5.*45 843*(.# 容重 $克%立方

厘米 % 3*'24(# 孔 隙 度 1'*)/# 有 效 态 锌 $ <<6%

(*).1# 有效态铜 $ <<6% 3*5(# 还原态锰 $ <<6%

54*5(# 代换态锰 $<<6% 3(*)(* 土壤含水量经常保持

在 5(>以上时# 大黄藤生长较好# 若排水不良的土壤#

根系发育不良# 会出现根腐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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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气候的要求

大黄藤是一种林中种植的攀援植物# 对光照的强度

有一定要求# 苗期的耐光能力较弱# 一般要求荫蔽度为

2(> 81(>. 随着苗龄的增长# 耐光能力则逐步增强#

生长期的平均荫蔽度在 5(> 82(>. 光饱和点为全日照

的 '(>左右# 光照强度为 5((( 821(( 勒克司* 大黄藤

适宜生长期的气候条件为" 要求年平均气温 31 8'/?#

最热月平均气温 '(*. 8'4*2?# 最冷月平均气温33 8

32*2?# 极端低温 ( 8'?#

!

3(?积温 4((( 8.1((?#

有 53( 8524 天# 年照时数 31(( 834(( 小时# 年降雨量

35(( 8321( 毫米# 干燥度 (*) 8(*)4# 空气湿度 .1>以

图 2!大黄藤野生环境

上# 以 /(> 8)(>最适宜# 为典型的湿热性气候* 气温

低于 1?# 大黄藤处于休眠状态# 但叶能保持常绿. 气

'''



温在 3(?以上# 开始长新叶. '(?时新叶生长加快*

图 1!大黄藤野生植株

,三- 种植于不同地类上的生长情况 ,实例-

造林地点位于屏边县湾塘乡五家村# 试验地海拔

/1( 米# 试验地年平均气温 '3*4?# 极端最高温 53?#

极端最低温 3(?# 全年基本无霜# 年降雨量 321( 毫米#

主要集中在 1 83( 月# 年蒸发量 33(/ 毫米# 年平均相对

湿度 /4>#

!

3(?活动积温为 .1((?# 全年日照时数

3434 小时* 不同种植地类上大黄藤生长状况如下"

$3% 耕地上种植的 3*1 年生大黄藤# 径粗 3*(3 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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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径长 542*45 厘米 $见图 4%*

图 4!耕地上种植的大黄藤

$'% 人工八角林中种植的 3*1 年生大黄藤# 径粗

(*.2 厘米# 径长 345*35 厘米*

图 .!八角林中种植的大黄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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