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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金铁锁地理分布现状和影响其分布的生态因子进行分析 为其引种驯化 !规范化种植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

≥绘制金铁锁的地理分布图 ∀对金铁锁分布区内 个居群进行实地考察和生态因子分析 ∀结果  金铁锁主要集中分布在

横断山区 同时云南中部 !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也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 ∀对金铁锁分布影响较大的因子是经度 !极端

高温 !湿度 !土壤因子 ∀结论  横断山区是金铁锁的分布中心 ∀在进行金铁锁栽培时要着重考虑所选择区域为红壤地区的山

坡 !草丛等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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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铁锁属植物金铁锁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 ≤

• ∏ ≤ ≠ • ∏的根 ∀首载于 5滇南本草 6 又名沙参 独钉子

云南昆明 !富民 !丽江 !中甸 !宁蒗 !宣威 贵州威宁 四川盐

源 西藏察隅 !金丝矮陀陀 !昆明沙参 !土人参 云南昆明

蜈蚣七 !对叶七 !独地子 云南丽江 爬地蜈蚣 四川木里 !

异翻叶 !白暗消 云南红河 !金靶子 云南富民 !白马分鬃

云南保山 ∀具有散瘀痛 止血 消肿排脓的功效 ∀主要用

于治疗跌打损伤 风湿痛 胃痛 痈疽疮疥 创伤出血等 ∀由

于其长期以来完全靠野生采挖 药材蕴藏量有限 资源逐渐

减少 现已作为稀有濒危物种列于 5中国植物红皮书 6中 是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 2 ∀

1  金铁锁的地理分布

1 1  ≥介绍

地理信息系统 ≥是以采集 !储存 !管理 !显示 !分析和

应用整个或部分地球表面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数据的

计算机系统 是分析和处理大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 ≈ ∀近

年来 ≥发展极为迅速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 ∀运用

≥软件 √ 绘制金铁锁的分布地图可以发挥 ≥

软件快速 !准确 !规范制图的特点 从而能更方便地进行地理

分布的研究和分析 ≈ 2 ∀

1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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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云南 !贵州 !四川进行野外考察的基础上 并结合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本馆 和云南中医学院标本馆

所查阅的标本 参考了 5中国植物志 6≈ ! 5云南植物志 6≈

对金铁锁的地理分布以县为单位记录 ∀

首先对中国行政区域进行数字化 通过录入相关数据

得到一个比例尺为 Β 的西南地区地理底图 ∀用

≥软件 ≤∂ ∞• 录入相关的金铁锁分布数据 通过

其的绘图功能得到金铁锁的地理分布图 然后进行编辑和打

印 ∀见图 ∀

图 1  金铁锁的地理分布图 黑色为分布区

Φιγ 1  ⁄ ∏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1 3  结果和讨论

所得到的地理分布图展现了金铁锁在西南地区的分布 ∀

图形中金铁锁的分布区域部分 由分布所在县的区域位置拼

合而成 因而呈斑块状 ≈ ∀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综合区划所划

分我国三大组成部分 即东部季风区 !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

寒区 ≈ 图中的金铁锁分布在青藏高寒区 ∀金铁锁主要集中

分布在横断山区内 即滇西北和川西南 ∀此区域是金铁锁的

分布中心 ∀同时云南中部 !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也是一个相

对集中的分布区域 ∀而西藏东南部 !滇南 !滇西也有零星分

布 ∀具体分布见表 ∀

表 1  金铁锁的分布区域

Ταβ 1  ⁄ ∏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金铁锁分布 分布区内的县或市辖区

川西南 芒康 巴塘 稻城 乡城 得荣 木里 盐源 米易

西藏东南 林芝 ϖ察隅

滇西北 德钦 中甸 宁蒗 维西 丽江 永胜 鹤庆 剑川 洱源 宾川

贵州西北 赫章 威宁

滇东北 会泽 宣威

滇中 东川 寻甸 武定 富民 昆明 易门 江川

滇西 保山

滇南 个旧 红河

注 ϖ据文献记载有分布 未见标本 ∀

2  分布区的初步分析

2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采集分布区内的 个居群 四川的木里 !贵州的威宁 !

云南的中甸 !丽江 !鹤庆 !会泽 !宣威 !昆明 !寻甸 !保山 !个旧

的金铁锁材料 并对 个居群进行实地测量和分析 另外在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标本馆 查到西藏察隅的标

本 ∀通过查阅 5云南地面气象年鉴 6≈ ! 5云南自然保护

区 6≈ 和 5横段山区土壤 6≈ 并结合中国土壤数据库 !中国

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中国城市网 !中国市县区信息网

以及各市县政府网站等提供的信息 对这 个居群有关地

理因子 !气候因子 !土壤因子 !植物群落等生态因子资料进行

收集整理 ∀最后综合以上资料对金铁锁的分布区进行研究

分析 ∀

2 2  结果和分析

2 2 1  地理因子  在自然界 地理因子不是直接作用于物

种 而是起着间接的作用 ∀它对物种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地理

分布 经 !纬度 !海拔高度等不同 而使得气候 !土壤等条件

发生改变 最终通过这些变化间接地影响物种的生长和发

育 ≈ 2 ∀ ≠ 经度与纬度 所研究的金铁锁分布在东经 β χ

∗ β χ北纬 β χ∗ β χ的区域 东至贵州的威宁 西

到西藏的察隅 北至四川的木里 南到云南个旧 ∀ 个居群

经度的平均值为 β χ相对标准差为 纬度的平均

值为 β χ相对标准差为 ∀各居群经纬度差异不

大 说明金铁锁的地理分布较集中 ∀ 海拔 经研究 金铁锁

个居群的平均海拔为 海拔较高 相对标准差为

各居群海拔差异较大 ∀最高海拔为中甸居群的

最低海拔为寻甸居群的 ∀见表 ∀ ≈ 小结和讨

论 在地理因子中 经度的相对标准差最小 纬度次之 海拔

的相对标准差最大 ∀因此 对金铁锁影响最小的地理因子是

海拔高度 其次是纬度变化 影响最大的是经度变化 ∀提示

温度因子对金铁锁分布的影响较小 而湿度变化对其分布影

响较大 ∀这是由于海拔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相关联 海拔每

升高 温度下降 ∗ ε 而经度的变化与湿度变化

相关联 ∀

表 2  金铁锁分布区的地理分析

Ταβ 2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2

∏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察隅 β χ β χ

木里 β χ β χ

中甸 β χ β χ

威宁 β χ β χ

丽江 β χ β χ

宣威 β χ β χ

鹤庆 β χ β χ

会泽 β χ β χ

寻甸 β χ β χ

保山 β χ β χ

昆明 β χ β χ

个旧 β χ β χ

平均值 β χ β χ

相对标准差

2 2 2  气候因子  气候对物种的影响极大 不仅直接限制

物种的生存和分布 而且也通过其他环境因子对物种产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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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 在气候因子中对生物影响最大的是温度 !光照 !降

水 !湿度 !无霜期等 ≈ 2 ∀

2 2 2 1  温度  在自然界 所有物种的生长 !发育都离不开

一定的温度条件 ∀温度影响着物种的生长发育 决定着物种

的地理分布 ∀

经研究 金铁锁 个居群的年平均温度的平均值为

ε 相对标准差为 年平均温最高的是个旧居

群 最低的是中甸居群 ∀这说明金铁锁适生区的温度较为温

和 各居群的年平均温度差异较大 ∀在金铁锁的 个居群

内 极端高温为寻甸的 ε 极端低温为中甸的 ε

说明金铁锁既能忍受 ε 的高温 也能在 ε 低温下

生存 ∀极端高温的平均值为 ε 温度较高 相对标准差

为 各地的极端高温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极端低温的

平均值为 ε 温度较低 相对标准差为 各居

群极端低温的差异很大 ∀ 个居群的平均年温差为 ε

相对标准差为 因而金铁锁适生区的年温差较小 但

是各地年温差的差异却较大 年温差最大的是中甸居群 最

小的是个旧居群 ∀

积温是物种生长发育阶段内日平均气温的总和 是衡量

物种生长发育过程热量条件的一种标尺 也是表征地区热量

条件的一种标尺 ∀通常使用的是温度 ∴ ε 的日平均温度

的总和 ∀金铁锁 个居群的平均积温为 ε 积温最

高的是保山居群 积温最低的为中甸居群 相对标准差为

这说明金铁锁生长所需热量较多 而各地积温的差

异却很大 ∀见表 ∀

表 3  金铁锁分布区的温度分析

Ταβ 3  × ∏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2

∏

地区
年平均

温度 ε

极端

高温 ε

极端

低温 ε
积温 ε 年温差 ε

察隅

木里

中甸

威宁

丽江

宣威

鹤庆

会泽

寻甸

保山

昆明

个旧

平均值

相对标准差

2 2 2 2  光照  光照对物种的发育生长和形态构成有重要

作用 ∀光可促进物种器官的分化 同时也可制约器官的生长

和发育速度 还可控制细胞的分裂 促进细胞的增大和分化

因此物种体积的增大 !重量的增加都与光照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 ∀而年均日照时数是衡量光照的一个重要参数 ∀

经研究 金铁锁 个居群的年均日照时数的平均值为

相对标准差为 年日照最长的是丽江居群

最短的是察隅居群 ∀这说明在金铁琐分布区内 光照较为充

足 各地光照差异较大 ∀见表 ∀

2 2 2 3  降水  降水是物种生长发育期间的主要水分来

源 ∀而水分对于物种的生长发育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

经研究 金铁锁 个居群的年均降水量的平均值为

毫米 相对标准差为 降水最多的是昆明居

群 降水最小的是中甸居群 ∀这说明金铁锁分布区的大部分

地区降水量较多 而各居群降水差异较大 ∀见表 ∀

2 2 2 4  湿度和无霜期  湿度和无霜期对于物种的生长发

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

经研究 金铁锁 个居群的湿度平均值为 相对标

准差为 湿度最大的是威宁居群 湿度最小的是木里

居群 ∀因而金铁锁分布区内空气比较湿润 各地湿度差异较

大 ∀

个居群的无霜期平均值为 相对标准差为

无霜期最长的是个旧居群 最短的是中甸居群 ∀因

而金铁锁分布区内的大部分地区无霜期较长 各地无霜期差

异比较大 ∀见表 ∀

表 4  金铁锁分布区的光照 !降水 !湿度 !无霜期的分析

Ταβ 4  ∏ ∏ 2 2

Πσαµ µ οσιλενε τυνιχοιδεσ ∏

地区
年均日照

时数

年均降

水量
湿度 无霜期

察隅

木里

中甸

威宁

丽江

宣威

鹤庆

会泽

寻甸

保山

昆明

个旧

平均值

相对标准差

2 2 3  土壤因子  自然界中 绝大多数物种都靠固着在土

壤里生活 土壤是物种生长发育的基质 物种从土壤中获得

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和水分 ≈ 2 ∀

木里 !中甸 !威宁 !丽江 !鹤庆 !会泽 !宣威 !寻甸 !昆明等

个居群为红壤 察隅 !保山 !个旧居群为黄棕壤 ∀因而金铁锁

分布区的 个居群大部分为红壤土 少数为黄棕壤 ∀

因此在进行 °基地建设的时候应选择红壤或黄棕

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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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 土壤对金铁锁的分布影响大 ∀金铁锁主要生长

于成土母岩的酸性 2中性的红壤土中 质地黏重 结构致密

湿时黏 干时硬 ∀保水保肥能力强 但因土粒细小 孔隙细

微 通气透水性能差 ∀

2 2 4  植物群落  植物群落是指生活在某一地段上各种植

物的有规律组合 ∀在植物群落内 各种植物彼此相关联 并

互相影响着各自的生长和发育 ≈ 2 ∀

经研究 伴生植物对金铁锁的分布影响较大 ∀金铁锁分

布区的 个居群多以灌木和草木伴生 而伴生植物没有明

显的相似性 ∀除木里 !宣威居群有乔木云南松 Πινυσ ψυν2

νανενσισ伴生 ,丽江居群有人工种植的黄栎 Χψχλοβαλανοπσισ

δελαϖαψι外 ,其余居群均无乔木伴生 ∀因此在进行 °基地

建设的时候 应选择山坡 !草丛等环境 ∀

2 3  小结和讨论

分布区各气候因子的相对标准差显示极端低温对金铁

锁分布的影响小 积温影响较小 而极端高温则影响大 ∀表

明金铁锁是一种耐寒冷 不耐热的植物 ∀另外无霜期 !年平

均温对金铁锁分布的影响不大 年均降水量 !年温差次之 而

年均日照时数影响较大 湿度影响最大 ∀这与地理因子中经

度对金铁锁的分布影响大是相吻合的 ∀

在选择金铁锁 °基地时应充分考虑其生态因子对其

地理分布的影响 ∀经度 !极端高温 !湿度 !土壤应作为影响金

铁锁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来考虑 ∀纬度 !海拔 !年温差 !年均

降水量 !年均日照时数 !伴生植物次之 ∀极端低温 !积温 !年平

均温 !无霜期可以不作为影响金铁锁分布的重要因子来考虑 ∀

金铁锁地理分布集中 分布区内海拔较高 温度较为温

和 年温差较小 既能忍受 ε 的高温 也能在 ε 低

温下生存 ∀金铁锁分布区内热量充足 大部分地区光照 !降

水比较充足 空气较湿润 无霜期比较长 ∀但是各居群海拔 !

年平均温 !极端低温 !年温差 !光照 !降水 !湿度 !无霜期都存

在较大的差异 尤其是极端低温和积温的差异很大 相对标

准差超过 ∀分布区内以红壤为主 少数为黄棕壤 同时

其伴生植物主要为灌木和草木 少数为乔木伴生 ∀因此 应

该选择海拔较高 温度较为温和 年温差较小 光照和降水比

较充足 空气比较湿润 无霜期较长 热量充足的地区作为引

种驯化 !规范化种植基地 并且选择红壤或黄棕壤 山坡和草

丛等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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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气流植物细胞破壁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应用

崔维利 陈涛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摘要 目的  考察真空气流植物细胞破壁技术与传统提取工艺的质量对比 ∀方法  金银花 !黄芪 !赤芍经真空气流植物细胞

破壁技术处理后 热水浸泡 作为新技术组 按传统提取工艺提取上述各药 作为传统工艺组 两组共同测定总固体物含量和

绿原酸 !黄芪甲苷 !芍药苷的含量 ∀结果  新技术组的有效成分含量略高或相同于传统工艺组 总固体物含量则前者明显低

于后者 ∀结论  采用真空气流植物细胞破壁技术的中药植物药材 用热水浸泡即可替代传统提取工艺 该技术将可大幅缩短

生产工时 降低生产成本 ∀

关键词 细胞破壁技术 金银花 黄芪 赤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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