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31一 热带农业科技 2007，30(1) ◎ 

金钗石斛的研究及在西双版纳仿野生栽培简况 

杨春 勇，李荣英 ，唐德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分所，云南 号洪 66 61 O0) 

摘要：简述了近年来在金钗石斛的性状、药理作用、化学成分、组培快繁和栽培试验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在 西双版纳的仿野 

生栽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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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Bionics W ild Cultivation of Dendrobium nobile in Xishuangb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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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umlTlal~ze the studies of character,pharmacological action，chemical composition，tissue culture~-,cultivation and bionics wild 

caltivation of Dendrobium n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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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钗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ind1)为兰科石斛 

属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广东、海南、 

台湾、湖北、广西、云南以及亚洲热带地区⋯。金钗 

石斛以茎入药，晒干、烘干或鲜用，性寒、昧甘、微 

寒，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阴伤津亏，口干烦渴， 

食少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是我国古代药书中 

记载和研究应用最早的石斛植物。其含有石斛碱等多 

种成分 ，是南京金陵制药厂脉络宁注射液产品的主 

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及血栓性疾病，2005年销售额 

为4．42亿元，石斛夜光丸、石斛明目丸、石斛浸膏溶 

液、石斛清胃散等也是以金钗石斛等为主药，用于治 

疗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炎、咽喉疾病和肠胃疾病， 

年销售额8 000多万元 ，年石斛用量 10 O00kg以上。金 

钗石斛的药用价值近年来又有新发现，可用于治疗人 

体肺癌等症。 

金钗石斛作为一种珍稀中草药，自然繁殖率低， 

野生资源有限。随着制药业的原料需求和价格上涨， 

刺激了人们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大量采集 ，在西南 
一 些产区已经出现 “竭泽而渔”似的狂收滥收，严重 

破坏和减少了金钗石斛的野生资源。而通过组织培 

养，快速繁殖种苗和驯化栽培才是有效扩大金钗石斛 

资源、满足药业生产需要，同时保护野生资源的正确 

途径。为此，笔者特对我国金钗石斛在药理研究、组 

织培养和驯化栽培方面的研究动态，以及在云南西双 

版纳的发展现状作简要介绍。 

收稿 日期 ：2008 — 10 —27 

1 金钗石斛药材性状及鉴别 

1．1 药材性状 

金钗石斛茎下部圆柱形，中、上部扁圆柱形，向 

上稍呈 “之”字型弯曲长 18～42cm，中部直径 0．4～ 

lcm，节间长2．5～3cmI 。表面金黄色、黄绿色，有深 

纵沟；节稍膨大，棕色，常残留灰褐色叶鞘。质硬而 

脆，断面疏松而平坦。昧苦。 

1．2 显微鉴 别 

金钗石斛茎横切面基本薄壁组织细胞大小较悬 

殊。表皮为 1列细小扁平细胞，外被厚的角质层，黄 

色，易与细胞分离。皮层细胞 6～8列，外方 1～2列 

细胞壁木化。中柱宽广，散有多数有限外韧型维管束； 

韧皮部为数个细胞组成，外侧有纤维束，呈半环状， 

壁厚，纤维群外缘，嵌有细小薄壁细胞 ，有的含圆簇 

状硅质块 ，直径7～9 m；木质部导管 1～3个，壁 

较薄，有木纤维，有时木质部内侧也有纤维束 ，壁厚， 

维管束略排成7～8圈，维管束周围的薄壁细胞有时木 

化，并具壁孔。薄壁组织中有含草酸钙针晶束的黏液 

细胞和网纹细胞。 

1．3 指 纹图谱研究 

利用分子生物学相关鉴定技术能有效鉴别石斛属 

植物，分析石斛属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虞 

泓等通过 AFLP技术对金钗石斛等4种石斛的种属进 

行鉴定，结果显示不同种类石斛单独聚类，说明AFLP 

方法可用于药用石斛种的正确鉴定；两个金钗石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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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分别聚类说明AFLP方法可进一步用于石斛中药 

材的地道性分析 。王尊建等对5种石斛进行了色谱指 

纹图谱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石斛的 HPLC／UV和 

HP1 C／Ms指纹图谱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金钗石斛主要 

含有生物碱类成分，其整体上成碱性；在HPLC／UV指 

纹 l谱中，金钗石斛中的_牛物碱类成分多无共轭结 

构，因而在紫外区基本无吸收峰 I。 

2 金钗石斛药理作用及化学有效成分 

2．1 药理 作 用 

金钗石斛水煎剂可延缓孤儿病毒(ECHO，，)所致 

的细胞病变；明显促进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其吞噬鸡红细胞能力强于氢化可的松 。金钗石斛 

多糖具自直接促进淋E~ttt胞有丝分裂的作用 1。石斛 

制剂对／J、鼠自发性和ConA刺激的脾淋巴细胞 3H— 

TdR渗人的影响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提高，说明该制 

剂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而起到有效的抗衰老作用 

。 金钗石斛的醋酸乙酯提取物对人体肺癌细胞 

A549、人体卵巢腺癌细胞 SK一0V一3和人体早幼粒细 

胞 血病IlL一60有明显的细胞毒性作用；粗提物中分 

离鉴定 的Lusianthridin对移植肉瘤S一180也有抑制 

作用 =观察石斛浸膏对豚鼠立体肠管活动的影响，发 

现金钗石斛对肠管有兴奋作用。在注射乳糖的同时， 

用金钗石斛水煎剂给大鼠灌胃，对大鼠半乳糖性白内 

障有延缓及治疗作用 ]。此外，金钗石斛还具有抑制 

Na ／K 一ATP酶 1、抑菌 1、抗氧化⋯ 和抗诱变 2̈1等作用。 

2．2 化学有效成分 

金钗石斛中化学有效成分生物碱类化合物主要有 

石斛碱、金石斛碱和石斛副碱等 24种 1，其中 

nitronobilone和 nordendrobl"neden等 l0种化合物通过 

氧化催化等手段得到；酚类化合物3种。张雪等运用 

多种色谱学技术对金钗石斛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并 

根据光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结构，首次从该植物中分 

离得到12个酚性化合物，其结构分别为二氢松柏醇二 

氢对羟基桂皮酸酯 ，香草醛，罗布麻宁，对羟基苯甲 

醛，丁乔醛，丁香酸，了 香乙酮，oc一羟基丁香丙酮， 

松柏醛，二氢松柏醇，2一羟基苯丙醇和3一羟基 一4一 

甲氧基苯乙醇ll 。杨薇薇等也首次从金钗石斛中分离 

得到dengibsin、2,4，7一j三羟基一5一甲基芴酮、大黄酚 

和 B——符甾醇 I。另外，金钗石斛挥发油中还含有 

泪柏醇和紫罗兰酮等化合物以及从中分离得到倍半萜 

葡萄糖苷等多糖类物质 I。在毒理学方面，金钗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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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个阶段的毒性实验结果中均无毒性反应，在受试 

剂量范围内是安全的” 。 

由于药效安全可靠，金钗石斛还可制成石斛茶和 

金斛胶囊等保健品。何磊等改变传统简单煎剂和煎煮 

方法，用金钗石斛提取生物碱制饮料，也具有相当好 

的开发前景_】 1。 

3 金钗石斛组织培养及驯化栽培 

3．1 组织培 养 

在适宜培养基上，以种子“ 1和植株茎段均可诱导 

产生原球茎，播种后2～3个月，叶片从原球茎顶部 

生出，苗生长整齐，颜色浓绿。以嫩茎段作为外植体 

或利用老茎诱导无菌苗，也有较好的增殖效果。将金 

钗石斛茎段转人生根培养基内诱导生根，培养30d左 

右，苗可长至6～8cm，并形成强壮的根系” 1。通过内 

生真菌与无菌苗的共生，真菌MF15能极显著增加气 

生根数量。对苗的生长有促进作用；真菌MF18、MF23 

和MF24能极显著地提高无菌苗的折干率” 。组织培 

养的金钗石斛与野生品在植物形态、组织结构和化学 

成分上基本一致，药材品质没有本质变化l2 。 

3．2 炼苗 

在湿润且透气的环境条件下，将高5～8cm、根系 

完好的试管苗置于室外3d，然后洗去培养基，经0．1％ 

高锰酸钾消毒后移栽到苗床上，基质为陶粒+碎树皮 

屑，株行距 lOem。荫蔽度70％～80％。炼苗宜选在2～ 

4月或9～10月，为期30d。 

3．3 栽培 

(1)贴石栽培：宜选择有适宜环境的石质松泡粗 

糙、易吸潮、上有苔藓生长或有少量腐殖质的大量而 

相对集中的岩石群，基质选用碎石+阔叶植物腐殖土， 

苗用苔藓覆盖，株行距20～25cm。 

(2)贴树栽培：以黄桷 (Fieus lacorBuch．Ham)、 

水冬瓜(Alnus sihiuiea)、麻栎( aeutisima)、槲 

栎 (O．erc．s aliena)等树皮粗厚、有纵向皴裂，含水 

多，树叶茂，树干粗大的的活树为附主。栽培时间选 

在3～4月或9～10月，将木块或椰子壳同定于树干上 

作为支撑，把苗置于支撑物上并用甘蔗渣或苔藓覆盖 

基部，同定于树干的淋雨面，上下相距30～40em。每 

年2～3月和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进行施肥，可用磷酸 

二氢钾或花宝配制成 0．1％浓度的水溶液进行喷施。 

旱季需用喷湿的方法保持空气湿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33一 

(3)苗床栽培：苗床用砖砌成，床面长 8m、宽 

1．2m、深0．2m，床面砖块之间需留有一定空隙，有利 

于在雨水过多时水分的散失。床面上铺碎树皮作为栽 

培基质，用木屑覆盖苗根部 ，荫蔽度70％～80％，株 

行距 25～35cm。生长期每两周用复合肥配合兰花专 

用肥进行追肥。 

金钗石斛全年均可采收，最佳采收期在冬季。采 

收时采 3年生茎枝，留下嫩苗继续生长。 

金钗石斛主要有黑斑病、煤污病和炭疽病等，可 

用75％托布津 1 000倍液或50％多菌灵 500液在病害 

发生时进行 1～2次喷施防治，喷施间隔时间7～10d。 

虫害主要有蛞蝓、蜗牛等软体动物，可用生石灰撒在 

苗床周边进行封锁；选用80．3％克蜗净WP170倍液喷 

雾；或作人T捕捉。 

4 西双版纳金钗石斛仿野生栽培简况 

云南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湿润气候， 

有国内外著名的热带雨林 ，多样复杂的小环境蕴藏着 

丰富多样的热带植物资源，其中包括丰富的药用石斛 

资源。西双版纳具有得天独厚的栽培金钗石斛的自然 

环境。多年来，国内相关机构对石斛栽培技术进行着 

深入研究并取得较大进展，为其规模化栽培提供了技 

术保障。自2004年以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云南分所对西双版纳野生药用石斛资源种类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和收集工作，在此基础上引种了35种石 

斛种质资源种类 ，并以金钗石斛和鼓槌石斛等为重 

点，开展了种苗快繁和栽培试验示范 ，并在景洪市大 

渡岗及勐海县进行金钗石斛仿野生栽培试验示范，建 

立示范基地3．3hm 。此项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并得 

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金钗石斛的仿野生栽培模 

式，正向规范化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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