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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兰属种质资源概况及其研究进展

王　 玉１， 温福岳１， 陈利君１， 陈　 庭２∗

（ １． 国家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４；

２．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 南亚热带植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４ ）

摘　 要： 该文综述了指甲兰属种质资源的历史、地理分布概况和保护现状，以及该属植物在组织培养、药用

价值及化学成分分析、香味成分研究与种系发生等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并对该属植物在未来的研究重

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结果表明：指甲兰属植物是热带地区重要的花卉，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通过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好该属资源，并在多个学术领域内开展该属植物研究，不仅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技

术参考和理论支持，而且能够充分挖掘其应用价值。 然而，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各项研究进展还不够深入，
未来指甲兰属植物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１）开展资源引种与回归保育等方面的实践工作及研究；（２）利
用稀缺资源和母本优势，开展组织培养与属间品种培育方面的研究；（３）充分发掘其药用价值，积极开展植

物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４）开展指甲兰属香味成分分析与应用研究，进而开展该属传粉生物学的研究；
（５）利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最新技术和方法，揭示出该属在相关类群中的地位和其界定范围。
关键词： 指甲兰属， 种质资源， 组织培养， 化学成分， 香味， 种系发生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８）０７⁃０９６０⁃０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ＷＡＮＧ Ｙｕ１， ＷＥＮ Ｆｕｙｕｅ１， ＣＨＥＮ Ｌｉｊｕｎ１， ＣＨＥＮ Ｔｉｎｇ２∗

（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ｃｈｉ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Ｏｒｃｈｉ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１１４，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ｉｒｙｌａｋ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００４，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ｏｍ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ｅｒｔ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ｇｏ ｄｅｅｐ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ｌａ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３
基金项目： 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项目（２０１４ＫＪＣＸ００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４ＫＪＣＸ００９）］。
作者简介： 王玉（１９７６－），女，四川江油人，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兰科植物资源的引种保育，（Ｅ⁃ｍａｉｌ）６５７１７８３８４＠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 陈庭，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保护生物学，（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ｔ８８６１＠ ｑｑ．ｃｏｍ。



ｇｅｒ ｒｏｏｍ ｔｏ ｇｒｏ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
ｗ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ａｒ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ｉｃ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４）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５）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指甲兰属（Ａｅｒｉｄｅｓ）为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树兰

亚科（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万代兰族（Ｖａｎｄｅａｅ）指甲兰亚

族（Ａｅｒｉｄｉｎａｅ）１００ 余属中较小的一个属，为单轴附

生类兰花。 本属由葡萄牙植物学家 Ｊ．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 于

１７９０ 年建立，最早记载见之于其专著 Ｆｌｏｒａ Ｃｏ⁃
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 ‘Ａｅｒｉｄｅｓ’ 一词由希腊语‘ ａｅｒ⁃’ 和

‘⁃ｅｉｄｅｓ’两个词缀构成，‘ａｅｒ⁃’意为英文的‘ａｉｒ’，而
‘⁃ｅｉｄｅｓ’则意指‘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组合词暗合“源自空

中”之意，词意实际上也是对该属植物附生习性的

反映。 １９９０ 年，植物学家 Ｊｕａｎ Ｆｏｕｒｃｒｉｏ 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对指甲兰属植物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阐

述，此后二十余年间，屡见新种发现之报道，使本属

植物得到进一步充实及完善（Ｇｏｇｏ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本属与钻喙兰属（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ｙｌｉｓ）的部分种在花序形

态上颇似狐尾，以致经常发现在商业领域，甚至在

某些文献中把这两个属的一些种统称为狐尾兰

（ｆｏｘｔａｉｌ ｏｒｃｈｉｄｓ），名称上显得比较混乱。 指甲兰不

仅花型构造奇特、花色艳丽，而且大多数种极具芳

香，花期最长可达数月，是深受中、印两国，乃至东

南亚各国人民喜爱的花卉之一。 由于具有如此众

多的优良性状，本属植物也是其近缘属兰花杂交的

母本来源之一，近缘属如万代兰属（Ｖａｎｄａ）、鸟舌兰

属（Ａｓｃｏｃｅｎｔｒｕｍ）、钻喙兰属等，通过属间杂交产生了

大量赏心悦目的异属杂交品种。 指甲兰属在园艺

上应用广泛，不仅适合附生种植及盆栽，亦可做切

花使用，是热带地区重要的观赏植物。

１　 指甲兰属资源概况

１．１ 地理分布及其植物资源

指甲兰属植物的分布范围大致从喜马拉雅山

南麓的南亚次大陆，向东延伸至东南亚中南半岛

及其附属群岛、远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广大热带

区域，包括我国南方诸省的亚热带区域。 该区域

内所辖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
不丹、缅甸、越南、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巴布新几内亚等。 其中，约半数的种

类分布于菲律宾、印度及苏拉威西岛。 该属植物

常见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地林缘或山坡疏

生的常绿阔叶林中的树干上，也见生长于潮湿的

低地热带雨林中。
根据众多文献记载，指甲兰属植物有 ２０ 余

种，但少数文献中也见 ４０ 余种之说，其具体数目

语焉 不 详。 查 阅 英 国 Ｋｅｗ 园 的 ＷＣＳＰ （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资料库得知该

属在各类文献中出现的种名共有 ２１３ 个，而美国

密苏里植物园 ＴＲＯ（Ｔｒｏｐｉｃｏｓ）植物资料库中该属

的种名则多达 ２４２ 个。 经过笔者整理，两个资料

库中仅有 ２９ 个种名是被学术界给予认定的（表

１），其它种名则有待确定或存在争议。 被认定种

中仅有两个种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和 Ａ． ｍｉｇｕｅｌｄａｖｉｄｉｉ
是近年来被发现并给予认定的，其它绝大部分种

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已经出现在各类文献中了，也
包括分布于缅甸的杂交种 Ａｅｒｉｄｅｓ × ｊａｎｓｏｎｉｉ。 近年

来，经常见诸于文献但暂无给予确认的“新种”还

有：Ａ． ｐｈｏｎｇｉｉ（Ａｖｅｒｙａｎ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Ａ． ｖａｎｄａｒｕｍ
（ Ｋｉｓｈｏｒ ＆ Ｄｅｖｉ， ２００９ ）， 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ｅ （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２０１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Ｋｉｍ ＆ Ｃｈｕｎ， ２００７）等等。 详

细的植物名录可参考 ＷＣＳＰ 和 ＴＲＯ 的数据库（ ｈｔ⁃
ｔｐ： ／ ／ ａｐｐｓ． ｋｅｗ． ｏｒｇ ／ ｗｃｓ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ｌｉｓｔ．
ｏｒｇ）进行查阅。 据 Ｃｈｅｎ ＆ Ｗｏｏｄ（２００９）在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的记载， 指甲兰属在我国分布有 ５ 种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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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指甲兰属在 ＷＣＳＰ 和 ＴＲＯ 数据库中被认定的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ＷＣＳＰ ａｎｄ ＴＲ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数据库来源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文献记载及年份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Ｌｉｎｄｅｎｉａ ５： ３９ （１８８９）

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印度阿萨姆邦至中南半岛
Ｉｎｄｉａ Ａｓｓａｍ ｔｏ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ＣＳＰ ／ ＴＲＯ Ｇａｒｄｅｎ３： ４６１ （１８７３）

Ａ． ｃｒｉｓｐａ ／ ｃｒｉｓｐｕｍ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ＷＣＳＰ ／ ＴＲＯ Ｇｅｎ． 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２３９ （１８３３）

Ａ． ｅｍｅｒｉｃｉｉ 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
Ａｎｄａ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ｂ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ｎ．ｓ．， １８： ５８６ （１８８２）

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滇东南至中南半岛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ｏ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ＣＳＰ Ｐａｘｔｏｎ’ ｓ Ｆｌ．Ｇａｒｄ． ２： １４２ （１８５１）

Ａ． ｈｏｕｌｌｅｔｉａｎａ 中南半岛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１８７２： １１９４ （１８７２）

Ａ． ｈｕｔｔｏｎｉｉ 苏拉威西岛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ＣＳＰ Ｃａｔ． Ｎｅｗ Ｂｅａｕｔ． Ｐｌ． １８６８： ２３ （１８６８）

Ａ． ｉｎｆｌｅｘａ 婆罗洲至苏拉威西岛
Ｂｏｒｎｅｏ ｔｏ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ＣＳＰ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 Ｎｅｄ．⁃Ｉｎｄｉë ２４： ３２４ （１８６２）

Ａｅｒｉｄｅｓ × ｊａｎｓｏｎｉｉ∗ 缅甸
Ｂｕｒｍａ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ｓｅｒ． ３， ７： ６６ （１８９０）

Ａ． ｋｒａｂｉｅｎｓｉｓ 泰国及马来半岛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ＷＣＳＰ Ｂｏｔ． Ｔｉｄｓｓｋｒ． ６７： １１６ （１９７２）

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ｅ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Ｃｈｒｏｎ．， ｎ．ｓ．， ２０： ４６０ （１８８３）

Ａ． ｌｅｅ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ｎ．ｓ．， １５： ６５６ （１８８１）

Ａ． ｍａｃｍｏｒｌａｎｄｉｉ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ＷＣＳＰ Ｏｒｃｈ．⁃Ｇｒｏｗ． Ｍａｎ． ６６（６）： １０５ （１８５５）

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ＷＣＳＰ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ｓ Ｂｏｔ． Ｒｅｇ． ３１（Ｍｉｓｃ．）：５８ （１８４５）

Ａ．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ｅｅｎＪ． ２１： １２７ （２０１４）

Ａ． ｍｉｇｕｅｌｄａｖｉｄｉｉ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ＯｒｃｈｉｄｅｅｎＪ． ２３： １５９ （２０１６）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喜马拉雅山麓至中南半岛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ＣＳＰ ／ ＴＲＯ Ｐｌ．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 ３： ６８ （１８２０）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中国滇西、广东至热带亚洲
Ｃｈｉｎａ（Ｗ．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ＷＣＳＰ ／ ＴＲＯ Ｆｌ．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 ５２５ （１７９０）

Ａ． ｏｒｔｈｏｃｅｎｔｒａ 中国云南
Ｃｈｉｎａ（Ｙｕｎｎａｎ）

ＷＣＳＰ Ｏｅｓｔｅｒｒ． Ｂｏｔ． Ｚ． ８７： １３２ （１９３８）

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ｖｕｌｎｅｒａ 菲律宾、新几内亚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ＷＣＳＰ Ｓｅｒｔ． Ｏｒｃｈｉｄ． ６： ３０ （１８３３）

Ａ． ｒｉｎｇｅｎｓ 印度、斯里兰卡及安达曼岛
Ｉｎｄｉａ，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Ａｎｄａ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ＣＳＰ Ｆｌ． Ｍａｄｒａｓ： １４４２ （１９２８） ．

Ａ． ｒｏｅｂｅｌｅｎｉｉ 菲律宾
Ｉｎｄｉａ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ｎ．ｓ．， ２１： ５１０ （１８８４）

Ａ． ｒｏｓｅａ ／ ｒｏｓｅｕｍ 喜马拉雅东、华南及中南半岛
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ＣＳＰ ／ ＴＲＯ Ｐａｘｔｏｎ’ ｓ Ｆｌ． Ｇａｒｄ． ２： １０９ （１８５１）

Ａ． 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ＣＳＰ Ｏｒｃｈｉｓ ９： ２９ （１９１５）

Ａ． ｓａｖａｇｅ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Ｍａｎ． Ｏｒｃｈｉｄ． Ｐｌ． ７： ７８ （１８９１）

Ａ． ｓｈｉｂａｔｉａｎａ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ＣＳＰ Ｆｌ． Ｆｉｌｉｐ．， ｅｄ． ３， ４（１３Ａ）： ２３９ （１８８０）

Ａ． ｓｕｋａｕｅｎｓｉｓ 婆罗洲
Ｂｏｒｎｅｏ

ＷＣＳＰ Ｓａｎｄａｋａｎｉａ １４： １ （２００４）

Ａ． ｔｈｉｂａｕｔｉａｎａ 苏拉威西岛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ＣＳＰ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１８６６： １００ （１８６６）

Ａ． ｔｉｍｏｒａｎａ 小巽他群岛
Ｌｅｓｓｅｒ Ｓｕｎｄ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ＣＳＰ Ｆｌ． Ｎｅｄ． Ｉｎｄ． ３： ６９５ （１８５９）

　 注： Ａｅｒｉｄｅｓ × ｊａｎｓｏｎｉｉ 为指甲兰和香花指甲兰的杂交种。
　 Ｎｏｔｅ： Ａｅｒｉｄｅｓ × ｊａｎｓｏｎｉｉ ＝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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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分布的四种指甲兰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中 １ 种为特有种），分别为多花指甲兰（Ａ． ｒｏｓｅａ）、
香花指甲兰（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小蓝指甲兰（Ａ． ｏｒｔｈｏｃｅｎ⁃
ｔｒａ）、 扇 唇 指 甲 兰 （ 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ａ ）、 指 甲 兰 （ 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此 ５ 种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广东、广
西、贵州四省份。 其中，扇唇指甲兰不在上述认定

名单之列（存争议），所以一些文献中也有 ４ 种分

布之报道（图 １）。 民间流行栽培的指甲兰属植物

多以原生种为主，除我国几个种外，园艺栽培中常

见的还有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 ｈｏｕｌｌｅｔｉａｎａ 等种类。
１．２ 原生境分布特点与资源保护

在热带雨林中，指甲兰属常与其它附生兰呈

集群附生于高大老龄乔木树种上，其生长充分利

用树形的结构特点，而高大的老龄寄主树通常为

附生兰集群的主要附载体，主要是因为这些乔木

为附生兰种子提供了充足的受体表面（同时富含

养分基质）和相对稳定的萌发生长时间而导致的。
Ｉｓｌａｍ ＆ Ｈｕｄａ（２００８）调查了孟加拉国锡尔赫特区

（Ｓｙｌｈ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热带雨林中 １４ 种附生兰的生境状

态，发现多花指甲兰、短序脆兰（Ａｃａｍｐｅ ｐａｐｕｌｏｓａ）、
纹瓣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ａｌｏｉｆｏｌｉｕｍ）为该地区主要分布

种， 寄 主 树 主 要 为 大 花 紫 薇 （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野树菠萝（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ａｐｌａｓｈａ）、 柚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等为主的 ４１ 种乔木；调查还发

现，附生兰在乔木的不同高度上均有分布，但大多

集中分布于距地面 ４．８８ ～ ６．１０ ｍ 高的树体上；从
树体分布点来看，其主干和枝条上均有附生兰分

布，但主要分布于主干上。 因此，基于指甲兰属在

原生境中的上述分布特点，保护好原生境中老龄

且高大的乔木，维护好当地的森林植被环境是指

甲兰属等附生兰得以持续繁衍的基本策略。 指甲

兰属分布区域所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低下，
政府部门对指甲兰属植物的保护意识也相对滞

后，是导致这一现实问题的主要成因。 指甲兰属

附载树种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实施的矿山

开采、商业旅游等经济开发行为，其次是人为的滥

砍滥伐，而源于民间肆掠的野生植物收集及非法

贸易，则是指甲兰属盗采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
上述行为使该属分布区域的大量寄主树木消亡，
进而导致本属野生种群的生存状态变得岌岌可

危。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ＣＩＴＥＳ（《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将指甲兰属的所有种列入其附

录Ⅱ 的 保 护 对 象。 我 国 也 将 多 花 指 甲 兰 （ Ａ．
ｒｏｓｅａ）、香 花 指 甲 兰 （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扇 唇 指 甲 兰

（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ａ）、指甲兰（ 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列入国家重点

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第二批次），其保护等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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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
截至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仅公布了分布于菲律宾的两

个种（ 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ｅ 和 Ａ． ｌｅｅａｎｕｍ） 的野生种群现

状，分别将其定位为濒危等级（ Ｅｎｄｅ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
和易危等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ＶＵ），说明这两个种的野

生种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灭绝的几率是

相当高的，所以对该两种植物的保护措施刻不容

缓（图 ２， 图中部分内容来源于 ＩＵＣＮ 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当地政府的林业部

门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加

强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和经验交流，及时对濒危物

种采取保护措施和进行迁地保育方面的相关研

究，才能有效的保护好这两个物种。 这方面印度

卡纳塔克大学（Ｋａｒｎａｔａ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研究人员已

做了有益尝试，他们选择当地的分布种 Ａ． ｃｒｉｓｐｕｍ
为保护对象，通过在野外收集其朔果，在无菌条件

下分离其絮状种子进行离体培养，成功获得了大

量的实生幼苗，在经过一定阶段的适应性栽培后，
使之回归到原生境森林栖息地于附生树种上进行

种植，效果较好，取得了该物种在保育回归领域的

良好开端（Ｍｕｒｔｈｙ， ２００５）。

图 ２　 ＩＵＣＮ 将两种指甲兰列入红色保护名录
Ｆｉｇ． ２　 Ｔｗ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ＩＵＣＮ’ｓ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２　 指甲兰属研究概况

２．１ 组织培养研究

开展指甲兰属的组织培养研究，是对其加以

有效保护的有力手段之一。 Ｓｉｎｈａ ＆ Ｈｅｇｄｅ（１９９７）
最早报道了以多花指甲兰的腋芽为外植体，在含

适当配比的 ＮＡＡ 和 ６⁃ＢＡ 的 ＭＳ 改良培养基中能

分别诱导出丛生芽和原球茎，并且发现含椰奶的

ＶＷ 培养基比较适合原球茎的增殖生长；而在 ＢＭ
培养基（含 ０．５ ｍｇ·Ｌ⁃１的 ＫＴ）中能明显观察到原

球茎在两周后成功分化出幼苗。 Ｓｉｎｈ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还对多花指甲兰种子的无菌萌发条件做了详细研

究，证实 ＭＫＣ 培养基可获得较高的种子萌发率，
而且种子在经过 ４ ℃ 低温预处理后，更可使萌发

率提高到原来的 １．５ 倍。 Ｓｉｎｈａ ＆ Ｈｅｇｄｅ（２００２）也

尝试利用幼嫩的花序切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

试验，同样也获得了植物再生的成功。
Ｍｕｒｔｈｙ ＆ Ｐｙａｔｉ （ ２００１）利用 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的无

菌苗为材料，分别择其幼叶和成熟叶为外植体，在
含一定激素配比的 ＭＳ 培养基（附加椰乳）中进行

培养，结果发现成熟叶逐渐坏死，而幼叶切段的表

面可在 ４ ～ ８ 周内发育成原球茎，在含 ６⁃ＢＡ（２． ０
ｍｇ·Ｌ⁃１）的培养基中获得的原球茎数量较多；原球

茎在适宜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后，在 ６ ～ ８ 周内

可分化形成幼苗。 国内的指甲兰离体培养研究报

道尚不多见。 周丽和胡春根（２００７）选择多花指甲

兰种子做无菌萌发试验，发现在播种 ９０ ｄ 后，种子

萌发率可达到 ９５％（适宜培养基为 １ ／ ２ＭＳ＋ＮＡＡ
５．０ ｍｇ·Ｌ⁃１＋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试验中将形成的原

球茎切割后，在增殖培养基中培养可形成大量的

原球茎团块；分化出的幼苗在经过一定的炼苗阶

段后，其成活率可达到 ９０％。 近年来，国外对指甲

兰属的离体培养研究似乎显得更加活跃，具体研

究成果可参见表 ２。
２．２ 化学成分研究

２．２．１ 药用及化学成分分析 　 指甲兰属植物不仅

拥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同时也具重要的药用价值。
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及梅加拉亚邦等地

区，当地部落居民有使用指甲兰属植物治疗常见

疾病的习俗。 民间术士以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根部为主要

辅材制作的配方，不仅可以缓解关节疼痛及肿胀，
而且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其新鲜叶的浆汁则可治

愈耳鼻部的烫伤和疖子，通过持续口服还能有效

防治结核病 （Ｐｒａｓ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我国传统中药

４６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２　 指甲兰属离体培养研究进展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外植体
Ｅｘｐｌａｎｔ

适宜培养基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ｍｅｄｉｕｍ

发育趋势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研究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ｅｒｉｄｅｓ ｍａｃｕｌｏｓｕｍ ＰＬＢｓ 切段
ＰＬＢ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无菌幼叶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ｓｐｉｒｅ

ＭＳ＋ＢＡ（１．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Ｗ
ＭＳ＋ＢＡ（２．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Ｗ

ＰＬＢｓ 形成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ｒｔｈｙ ＆ Ｐｙａｔｉ，
２００１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合成种子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ｅｅｄ

Ｍｉｔｒａ 液态培养基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ｉｔｒ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Ｍｉｔｒａ 液态＋ＡＣ（２．０ ｇ·Ｌ ⁃１）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ｉｔｒａ ＋ＡＣ（２．０ ｇ·Ｌ ⁃１）

种子萌发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愈伤形成及根分化
Ｃａｌｌｕ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ｂ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种子
Ｓｅｅｄ

Ｋｎｕｄｓｏｎ
Ｂｕｒｇｅｆｆ

种子萌发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根芽分化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Ｄ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茎尖
Ｓｔｅｍ ｔｉｐ

Ｍｉｔｒａ＋ ＴＤＺ （１３．６２ μｍｏｌ·Ｌ ⁃１）

Ｍｉｔｒａ＋ ＩＢＡ（１２．２５ μｍｏｌ·Ｌ ⁃１）

ＰＬＢｓ 形成及芽分化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根分化
Ｒ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ｌａｂａ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种子
Ｓｅｅｄ

ＶＷ＋１５％ ＣＷ
ＶＷ＋ ＢＡ（１．０ ｍｇ·Ｌ ⁃１） ＋ＮＡＡ（１．０ ｍｇ·Ｌ ⁃１ ） ＋
１５％ＣＷ

愈伤组织诱导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Ｂｓ 形成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ｂ ＆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２０１２

Ａ． ｍａｃｕｌｏｓａ 种子
Ｓｅｅｄ

ＭＳ＋ＢＡ（ ２． ０ ｍｇ·Ｌ⁃１ ） ＋ ＣＨ（ ５００ ｍｇ·Ｌ⁃１ ） ＋
１０％ＣＷ

ＭＳ＋ＢＡ（２．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１．０ ｍｇ·Ｌ⁃１）

种子萌发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根芽分化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无菌幼叶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ｓｐｉｒｅ

茎尖
Ｓｔｅｍ ｔｉｐ

１ ／ ２ ＭＳ＋ＴＤＺ（１．０ ｍｇ·Ｌ⁃１）

１ ／ ２ ＭＳ＋ＮＡＡ（２．０ ｍｇ·Ｌ⁃１）

１ ／ ２ ＭＳ＋ＮＡＡ（２．０ ｍｇ·Ｌ⁃１）＋ＢＡ（４．０ ｍｇ·Ｌ⁃１）

１ ／ ２ ＭＳ＋ＮＡＡ（０．５ ｍｇ·Ｌ⁃１）

ＰＬＢｓ 形成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愈伤组织诱导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芽分化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根分化 Ｒ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无菌幼叶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ｓｐｉｒｅ

ＮＤ＋ＢＡ（０．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１．０ ｍｇ·Ｌ⁃１）

ＮＤ＋ＢＡ（５．０ ｍｇ·Ｌ⁃１）

ＮＤ＋ＮＡＡ（１．０ ｍｇ·Ｌ⁃１）

ＰＬＢｓ 形成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芽分化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根分化 Ｒ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ｔｈｏｎｇｋｈａｍ
＆ Ｂｕｎｎａｇ，

２０１４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种子
Ｓｅｅｄ

ＰＤＡ＋ＣＨ＋ＡＣ

ＰＤＡ＋Ｐ＋ＡＣ

种子萌发及 ＰＬＢｓ 形成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Ｂ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根芽分化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Ａ． ｒｉｎｇｅｎｓ 种子
Ｓｅｅｄ

Ｋｎｕｄｓｏｎ＋ＢＡ（４． ４４ μｍｏｌ·Ｌ⁃１ ） ＋ Ｐ （ ５００ ｍｇ·
Ｌ⁃１）

Ｋｎｕｄｓｏｎ＋ＫＮ（９．３ μｍｏｌ·Ｌ⁃１）

１ ／ ２ Ｋｎｕｄｓｏｎ＋ＩＡＡ（５．７１ μｍｏｌ·Ｌ⁃１）

种子萌发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芽分化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根分化
Ｒｏ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注：ＭＳ、Ｍｉｔｒａ、Ｋｎｕｄｓｏｎ、Ｂｕｒｇｅｆｆ、ＶＷ、ＮＤ、ＰＤＡ 均为基本培养基； ＮＡＡ、ＢＡ、ＴＤＺ、ＩＢＡ，以及 ＫＮ 均为常见植物激素； ＰＬＢｓ 为原球
茎； ＣＷ 为椰乳； ＡＣ 为活性炭； ＣＨ 为干酪素水解物；Ｐ 为蛋白胨。
　 Ｎｏｔｅ： ＭＳ， Ｍｉｔｒａ， Ｋｎｕｄｓｏｎ， Ｂｕｒｇｅｆｆ， ＶＷ， ＮＤ ａｎｄ ＰＤ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ＮＡＡ， ＢＡ， ＴＤＺ， ＩＢＡ ａｎｄ Ｋ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ｙｔｏ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ＰＬＢ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ｒｍ ｌｉｋ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Ｗ．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ｌｉｑｕｉｄ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Ａ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 ＣＨ． Ｃａｓ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Ｐ． Ｐｅｐｔｏｎｅ．

书籍《中华本草》中记录的指甲兰（别称枫兰）可

能为指甲兰属和萼脊兰属一类兰科植物的统称，
书中记载可将其全草煎汤内服，主治小儿惊风，具

有清热息风的功效（中华本草编委会，１９９９）。 最

近，我国将指甲兰属植物作为抗癌药物成分的应

用有了先例，国内一家医药公司已公布了其发明

５６９７ 期 王玉等： 指甲兰属种质资源概况及其研究进展



专利中该抗癌药物组合物的成分，其中，指甲兰

（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是主要原料药之一（济南星懿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２０１６）。 几种指甲兰属植物的抗菌活

性也得到了试验数据的支持，如 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的水提

取液具有抗三种大肠杆菌株系的活性，而 Ａ． ｍｕｌｔｉ⁃
ｆｌｏｒｕｍ 的水提取液则具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

氏菌 的 活 性 （ Ｈｏｓｓａｉｎ， ２０１１ ）。 Ａｎｕｒａｄｈａ ＆ Ｒａｏ
（１９９８）从 Ａ． ｃｒｉｓｐｕｍ 中首次发现了指甲兰素（Ａｅｒｉ⁃
ｄｉｎ）的存在，经过结构测试，证实其为一种菲类衍

生物（ 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ｒａｎ，二氮杂菲吡喃），它的抗菌

作用也随后得到了验证。 Ｃａｋｏｖ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从

Ａ． ｒｏｓｅａ 的茎干中分离了九种次生代谢产物，其中

新发现了两种菲类化合物的存在，分别将其命名

为 Ａｅｒｏｓ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和 Ａｅｒｏｓｉｎ。 除上述菲类化合物

外，指甲兰属植物体内还含有诸如酚类、黄酮类、
异黄酮、花青素、香豆素、木酚类、儿茶酚等成分，
其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在创伤修复中发挥重要作

用，而菲类衍生物的抗菌活性及其在疾病治疗功

效中的特殊作用还需进一步得到临床试验的

佐证。
２．２．２ 花香挥发性化合物及其应用 　 花香成分的

大规模研究始自 １９６６ 年的气相色谱分析（ＧＣ）的

广泛应用。 截至目前，科学家们已从 １００ 多个植

物分类单位中分离鉴定出１ ７００余种挥发性化学物

质（Ｒａｇｕｓｏ， ２００８）。 独特的芳香资源是指甲兰属

重要的商业价值之一，可广泛应用于食品、美容、
化妆品等产业。 Ｋａｉｓｅｒ（１９９３）最早对指甲兰属的

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ｉｉ、 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ｅ， 以 及 Ａ．
ｊａｃｋｉａｎｕｍ 四个种进行了香味化学成分分析，共收

集上述挥发性物质达到几十种，认为指甲兰属的

花香是众多挥发性化学物质的混合体，其主要成

分包括脂肪族类、醇类、醛类、芳香族类、酯类、酮
类，以及萜类化合物等挥发性物质，并通过实验证

实上述成分是一类氨基酸的衍生物；数据同时也

表明指甲兰属内各个种之间的香味主成分特征均

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自 Ｋａｉｓｅｒ 研究以来，国外对指

甲兰属香味成分的研究鲜有报道，而国内对兰科

香味的研究近年主要集中在兰属和一些热带兰种

类上（彭红明，２００９），关于指甲兰属香味的研究基

本还是一片空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指甲兰

属香味应用研究方面，日本的一家公司近期公布

了其香水专利，构成其产品成分的一种主要香味

物质———金合欢醛（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ｆａｒｎｅｓａｌ，又名二羟

基法尼醛）便来自于 Ａ． ｊａｃｋｉａｎｍｕ 中（Ｍａｔａｓｕ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２．３ 系统发育学研究

自指甲兰属建立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间，兰科

分类学家们根据传统的花形态结构、细胞生物学、
传粉媒介及地理起源等特征，对该属的界定范围

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和划分（种属间合并或移除）。
最近的一次传统意义上的界定在 １９８７ 年，Ｃｈｒｉｓ⁃
ｔｅｎｓｏｎ 首次以形态学分析方法建立了该属的支序

分类，将属内细分为四个演化分支系 （即 Ａｅｒｉｄｅｓ
系、Ｆａｌｃａｔａ 系、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ｉａ 系、 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系 ） 共 １９
种，并且对各个分支系的细分特征进行了详细描

述。 至此，指甲兰属的轮廓特征才逐渐清晰起来，
但从系统发育方面来说，指甲兰属和其它近缘属

之间的关系还是显得含混不清。 随着分子生物学

的发展，系统进化学研究重点偏向于向分子技术

和传统 手 段 相 结 合 的 模 式 发 展。 Ｋｏｃ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利用质体 ｍａｔＫ 和 ｔｒｎＬ⁃ｔｒｎＬ⁃Ｆ 序列，以及细

胞核 ｎｒＩＴＳ 序列分别对指甲兰亚族 ４８ 个分类单位

（含指甲兰属共 ２１ 个种）进行了系统发育关系的

研究，相关结果支持指甲兰属为单系类群，同时把

该属细分为三个分支系（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ｉａ 系、Ｃｒｉｓｐａ 系、
Ａｅｒｉｄｅｓ 系），经与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建立的四个支系比

较，发现仅有部分支系能保持基本一致；同时根据

花器的蕊柱足、距形态以及关节（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有无等

主要特征分别给这三个支系的典型形态性状重新

做了定义；也从生物地理学的角度对属内分支进

行了探讨，特别是发现在 Ａｅｒｉｄｅｓ 系内，同一地理起

源的不同种在细分支内能聚合在一起，强调了在

属内细分支水平上，种的地理起源相对于形态特

征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Ｈｉｄａｙａ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采用上

述序列分析方法来研究指甲兰亚族的系统发育关

系时，将指甲兰属（Ａｅｒｉｄｅｓ）、万代兰属（Ｖａｎｄａ）、凤
蝶兰属（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ｎｔｈｅ）、风兰属（Ｎｅｏｆｉｎｅｔｉａ）、鸟舌

兰属（Ａｓｃｏｃｅｎｔｒｕｍ）、举喙兰属（ Ｓｅｉｄｅｎｆａｄｅｎｉａ）以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ｉａ 属等划分在一个主类群，这与 Ｃｈｒｉｓ⁃
ｔｅｎｓｏｎ 此前的划分和特征定义基本一致，并且推测

６６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花距喉部具有一个四边形的胼胝体”为此群组的

共有衍征；而根据 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ａ 具有“长柱足和可活

动旗瓣”的特点，将这个存在诸多争议的种定位在

指甲兰属；同时也认为指甲兰属、万代兰属可能并

非单系类群，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存在冲突。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对指甲兰－万代兰类群的相关

１４ 属进行了系统发育关系重建研究，结果将上述

属划分为七个演化支系，证实指甲兰－万代兰类群

为单系类群；其中的 Ａｅｒｉｄｅｓ 演化支系仅包括两个

亚支系（含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ｙｌｉｓ ２ 种及 Ａｅｒｉｄｅｓ １７ 种），认
为两属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并指出此两属应为

指甲兰－万代兰类群的原始类群（ ｂａｓａｌ ｇｒｏｕｐ），而
指甲兰属在系统进化树上的拓扑结构则与 Ｋｏｃ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所建立的进化树基本保持一致。

３　 展望

从资源保护的角度，国内相关研究和管理机

构应有计划地开展该属植物的引种保育、迁地保

护，以及在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甚至开展回归引

种试验等方面的实践工作，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好

国内现有的几个资源种，一方面达到了收集完善

该属种质资源库的目的，便于科研工作的进一步

展开。 由于对菌根环境的过度依赖，指甲兰属种

子在自然环境下的萌发率一般少于 １％（Ｖｅｒ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所以组织培养是保证扩大其繁殖系数

的有力手段，也是进行本属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的

重要辅助手段，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十分有

限，应该加大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力度。
鉴于本属植物的观赏及药用研究价值，其在

兰花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指甲兰属的许多种是

不可多得的优秀母本资源，其拥有花型、花色和香

味等得天独厚的品质特性，可大力开展该属种间，
以及与近缘属之间的杂交试验，应该会有较大收

获，进而开创该属品种培育的新局面。 随着指甲

兰属药用成分研究的深入，各种成熟的药物制剂

将会陆续面世，并且将广泛地应用到相关疾病的

治疗中，有可能基于种质资源匮乏的原因，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值得努力去研究。
本属的香味研究不仅在商业领域有着广泛用

途，而且也是传粉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
余为花色和花形态），花香的挥发性化学成分与传

粉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Ｒａｇｕｓｏ， ２００８）。 本

属植物的传粉生物学研究在国内外未见文献报

道，而研究本属植物的挥发性化学成分与传粉者

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二者在自然环境下对种群

繁殖力的影响力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利用大规模基因组水平的数据进行系统发育

分析研究，已成为未来进化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趋

势之一。 随着系统发育学研究的深入，指甲兰属

在相关类群中的地位、本属的界定范围以及与近

缘属之间的关系都会存在一些变化，这方面的研

究热度将会持续下去，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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