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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两面针野生种质资源调查研究 

余丽莹1，2 ，黄宝优1 ，谭小明2，郭宝林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 100094；2．广西药用植物园，南宁 530023) 

摘 要：采用实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两面针在广西的野生种质资源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广西民间使用两面针药材的基源植物有 18种(含变种)。正品两面针有 2个变种 ，原变种和毛两面针，原变种 

下又分为 3个类型。两面针的植物形态和群落特征与生长的地形地貌有一定的相关性 ，原变种类型一通常生 

于丘陵地区，原变种类型二、类型三和毛两面针通常生于石山地区，各变种和类型的形态特征主要区别在叶片 

质地和植株的被毛情况。两面针生长的群落结构乔木层构成通常比较单一 ，灌木层 、草本层相对复杂。由于 

生境破坏和不合理采收，广西两面针分布面积正逐年减小，经调查后估算，总蕴藏量(干重)约为2 600 t，资源 

短缺十分明显。建议采取各种积极的办法保护两面针野生种质资源，保证两面针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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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0f wild germplasm 0f Zanthoxylum 
● ● ■ ● ● 

tttaU ln Guangxl 

YU Li—Ying1， ，HUANG Bao—You ，TAN Xiao—Ming2，GUO Bao-Lin 

(1．Chinese Academy 0，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094，China； 

2．Guangxi Botanical Garden of Medicinal Plant，Nanning 530023，China) 。 

Abstract：Survey on wild germplasm of Zanthoxylurn nitidum in Guangxi was conducted via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investigation．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18 different species and variaties used as folk medicine of 

Radix Zantho．ryli in Guangxi．The real origin plant Z．nitidum has two variaties named Z．nitidum var．tome~osum， 

and Z．nitidum vat．nitidum which is made of three types tOo．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morphology and eommuni— 

ty of Z．nit id“，”are relative to the growing landform condition of the plant，type I usually growing in upland area， 

while type II，type III and Z．nitidum var．1omentosum in rock mountain area．The difference of morph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each variaty and typ e is mainly on leaf texture and pubescence on the surface of plant．In its growth com— 

munity structure，the structure of arbor layer is unique，but the ones of shrub and herbage are relatively complex．Due 

to ecology destroy and unreasonable collecting，the resource of Z．nitidum in Guangxi has been reducing．Through the 

survey．it can be assessed that total deposit of wild resources of Z．nitidurn iS about 2 600 ton．The resource iS obvi— 

ously in great shortage．It is suggested that active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for protecting wild resource of Z．niti— 

d“7n to keep it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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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药材是我 国南方地区常用中药 ，为芸香 

科 (Rutaceae)花椒属 (Zanthoxylurn)木质藤本植物 

两面针(Zanthoxylu 7litidum)的根，具有活血、行 

气、祛风、消肿、止痛的功效，主治跌打损伤、风湿痹 

痛、胃痛、牙痛，毒蛇咬伤；外用治汤火烫伤(国家药 

典委员会，2005)。主要分布于我国广西、广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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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福建、湖南、台湾等地，生于山野坡地灌木丛中， 

以广西的资源最为丰富。 

多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两面针的本草考证 、生药 

学、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 了研 

究 。考证古代本草 ，两面针 一名 始见于《岭南采药 

录》，《神农本草经》称之为蔓椒 ，其后《本草求原》一 

书将其定名为人地金牛 ，现代《中药大辞典》、《全 国 

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 

(一部)多版 、《广西 中药材标准》(第二册)等重要 中 

草药著作和法定标准均有收载。现代研究发现两面 

针的化学成分较复杂，其茎皮、根和根皮中含有生物 

碱类、木脂素类、黄酮类、甾醇类等化合物，其中生物 

碱是两面针最 主要 的化学成 分之一 ，含量约 占 0． 

7 (刘华钢等，2007)。主要有效成分有两面针碱、 

木脂素类成分、新棒状花椒酰胺等，具有解痉镇痛、 

抗炎、抗菌、抗癌等活性(曾雪瑜等，1982；洪庚辛等， 

l983；刘绍华等，2005；袁东 升等，2003；马春玉， 

2007；胡润生 ，1996；国家 医药管理局中草药情报中 

心站，l986；王博龙等，2007；王玫馨，1980)。目前以 

利用两面针解痉镇痛作用为主，主要开发生产的药 

品和 日用品有外感风痧 冲剂、金鸡系列、骨刺片、跌 

打万花油、两面针中药牙膏等，年需求量约为 2400 

吨，对两面针野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有关 

资源现状的调查和资源再生方面的研究对于实现资 

源可持续利用是较为紧迫的工作。本文通过对广西 

区内两面针药材的种类、资源分布、生态环境、蕴藏 

量等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为两面针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供理论依据 。 

1 调查内容和方法 

1．1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中药材两面针的种质资源类型及 

分布、正品两面针种下类型的植株形态特征、生物学 

特性 、群落特征 、立地条件 因子(海拔、土壤、坡位、坡 

向等)、资源量、市场及产销情况等。 

1．2调查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首先 

查阅文献资料和腊叶标本，腊叶标本查阅了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广西中医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 

西植物研究所、广西药用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 

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标本馆 ，记 

录广西区内中药材两面针的种类和分布。根据不同 

的行政区划、地形地貌及两面针形态特征制定野外 

调查计划。在实地调查前，采用走访或询问的方式 

向当地农林业局、药材收购站、药农、民间医生了解 

当地两面针种类 、类型及产销情况。实地调查的同 

时采集原植物标本 、药材样 品，采挖少量种苗或拍摄 

照片作为凭证标本保存。 

1．3路线设计 

根据标本 和文献资料的查阅结果 ，并结合两面 

针的分布特点 ，制定 以南 宁为 中心，覆盖桂西、桂西 

北、桂南、桂西南、桂中、桂北、桂东两面针药材的各 

传统产区、各形态类型的调查路线。(1)桂西、桂西 

北路线：大新一靖西一那坡一德保一百色一凌云一 

东兰一巴马一都安等县。(2)桂东、桂东南路线：南 

宁一邕宁一武呜一桂平一平南一贺州一梧州一玉林 
一

灵山等县 。(3)桂 中、桂北路线 ：忻城一河池一环 

江一罗城一融水一龙胜一资源一全州一灌阳一永福 
一 荔浦一金秀等县。(4)桂西南边境路线：宁明一凭 

祥一龙州一东兴一 防城等县。 

2 两面针野生种质资源调查 

2．1种类 

广西是我 国两面针药材的主产 区之一 ，种质资 

源十分丰富。通过调查 ，作 为正品使用的中药材两 

面针 ，《中国药典》(2005年版)收载为两面针 ，《广西 

中药材标准》收载 为两 面针和毛两面针(广西卫生 

厅 ，l996)，《中国植物志》除记载两面针的 2个变种 

外，又将原变种下分为 3个类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1997)。据调查 ，广西 区内民间常用的两面针 

习用品和代用品还有 同属植物竹叶花椒、岭南花椒 

和同科植物飞龙掌血等 16种植物 (表 1)。由于药 

用部位根茎的形态较相似 ，且大多具有镇痛消炎的 

功效，导致中药材两面针在民间应用上比较混乱 ，应 

用时要注意区分鉴别。 

2．2生物学特征 ， 

2．2．1植物形态 两面针苗期通常为小灌木，成年 

植株为攀缘藤本植物。两面针的根呈圆柱形 ，表面 

黄棕色至浅棕色，具粗纵皱纹 ，有时具横向裂隙，有 

鲜黄色或黄褐色类圆形皮孑L。老茎有翼状蜿蜒而上 

的木栓层，茎枝、叶轴均有弯钩锐刺，粗大茎干上部 

皮刺的基部呈长椭 圆形枕状凸起，位于中部的针刺 

短且纤细 ，嫩枝、嫩叶紫红色或浅黄色、绿色。奇数 

羽状复叶，互生；叶柄较着生于叶轴最下端的小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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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小叶 3～l1，小叶两面有刺或无 ，纸质或革质 ，近 

全缘、波状或有疏离的锯齿 ，先端钝或短 尾状 ，先端 

有凹口，凹 口处有 一油腺点。伞房状 圆锥花序，腋 

生；单性花 ；萼片 4；花瓣 4；雄花的雄 蕊 4，药隔先端 

有短的突尖体，退化雌蕊先端常为 4浅裂；雌花子房 

圆球形，柱头头状 。果实成熟时果皮呈紫红色，有粗 

大油腺点。成熟饱满 的种子 卵圆状至圆球状 ，黑色 

光亮。花期 2～4月 ；果期 9～10月。 

据观察 ，两面针植物形 态与生长的地形地貌有 

一 定 的相关性 ，但形态 变异不大 。两面针原变种各 

类型和毛两面针的主要 区别体现在叶片质地和植株 

的被毛情况。叶片质地在类型 内较为稳定 ，是首要 

分类性状。而刺、叶缘 、果实大小和油点特征没有可 

靠的稳定性，在分类中应该慎重对待。花形态特征 

表 1 广西中药材两面针基源植物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original plants of the raw material of Radix Zanthoxyli in Guangxi 

种名 Name of species 广西主要分布地 Distribution place in Guangxi 

两面针(入地金牛)Zanthoxylum nitidum var．nitidum 

毛两面针(单面针)Z．nitidum vat．tomentosum 

飞龙掌血(散血丹、山胡椒 、小金藤)Toddalia asiatica 

竹叶花椒(花椒 、土花椒)Z．armature 

岭南花椒(总管、搜山虎)z．austrosinense 

筋档花椒(筋档、画眉跳)Z．avicennae 

青花椒(散血丹、刺搜Ih虎)Z．schinifolium 

花椒勒(通墙虎、山花椒 、山椒勒)z．scandens 

刺壳花椒(血见飞、一面针)Z．echinocarpum 

毛刺壳花椒 Z．echinocarpum var．tomentosum 

蚬壳花椒(白皮两面针、大花针 、蚌壳花椒 )Z．dissiturn 

拟蚬壳花椒(单面针)Z．1aetum 

刺异叶花椒(四面针、两面针、散血飞) 

Z．dimorphophyllum var．spinifolium 

花椒(川椒 、红椒 、大红袍)Z．bungeanum 

大叶臭花椒(满天星、火筒木)Z．myriacanthum 

椿叶花椒(野花椒)Z．ailanthoides 

密果 花椒 Z．glomeratum 

石山花椒(黑狗椒、小见血飞)Z．calcicolum 

龙州、防城、钦州、桂平、那坡、南宁、容县、苍梧 、贺州、东兰、梧州、灵山、玉林 

龙州、平南、那坡 、南宁、东兰、天峨、环江、乐业、金秀、马山、田东 

广西各地 

那坡 、上林 、靖西 、德保、都安 、桂平 、全州、梧州 

桂林 、天等 

南宁、防城、钦州、贵港、梧州、贺州 

全州、资源、融安 

那坡、德保、金秀、凌云、贺州、武鸣、宾阳、融安 、桂平 、北流、灵山、上思、宁 
明、龙卅l、阳朔 、平乐 

那坡、隆林、乐业、天峨、南丹、环江、罗城 、钟山、桂平、灵山 

隆林、天峨 

靖西、隆林 、阳朔 、灵川、西林 、凤山、南丹、天峨 

龙州、上林 、德保 、凌云、都安 、靖西、那坡、田阳 

隆安 、龙州、凌云、武呜 

乐业 、南丹 

苍梧 、武呜、博白、东兰、平乐 、平南、平果、天等、上林 、防城 

那坡 、凌云、田林 、都安 、恭城 

那坡、融水、金秀 

凭祥、那坡、大新、龙州、田东、隆林、武鸣 、河池、靖西 

表 2 两面针各变种和类型的形态特征及其在广西的分布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variaties and types of Z．nitidunl in Guangxi 

的分类价值还有待证实(表 2)。 

2．2．2生物学特征 两面针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环 

境。据调查统计，两面针的产区降雨量充足，生长期 

内平均温度在 l8～36℃之间，相对集 中在 22～30 

℃，生长环境湿度 达 80 以上 ，土壤 pH值 6．0～ 

6．6，含水量为 25 ～35 。经初步观察，两面针为 

典型的阳性植物，一般生长于向阳中下坡，并以湿度 

较大的溪边或路旁杂灌丛中为多。 

两面针的花期为 2月下旬至 4月中下旬 ，盛花 

期为 3月上旬；果期为 9月中旬至 l0月下旬，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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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为 10月上旬，通常低海拔 、低 纬度地 区两 面 

针的花果期较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有所提前。种子 

试验结果表明，两面针种皮厚且光滑 ，种子的发芽率 

与含水量、成熟度关系甚大 ，充分成熟且含水量高的 

种子发芽率较高，其中含水量为 l2 的种子发芽率 

最高 ，达 76 ～78 。两面针 种子 不宜长 时间保 

存，宜随采随播 ，保存时间长的种子发芽率低或无发 

芽力。野外调查发现 ：两面针林下更新能力较弱，只 

有在腐质层和荫蔽条件 良好的情况下 ，两面针才具 

有产生不定根和种子发芽等自我更新能力。 

2．3分布及生态环境 

广西不仅两面针种质资源丰富 ，而且分布极 为 

广泛，各代用品种类分布于全区。正品两面针主要 

分布于桂东、桂 东南 、桂 中、桂西 、桂西南、桂西北等 

地，地理范围为 105。～ll1。E，21。5 ～25。0 N。其 

中桂西南、桂东南、桂南等低纬度地区最为丰富，桂 

中、桂北高纬度地 区两面针分 布较少。《中国植物 

志》记载两面针的 2个变种和 3个类型在广西均有 

分布(表 2)。原变种类 型一主要分布于桂东、桂东 

南地 区，其 中以平南 、梧州 、玉林最为集中；原变种类 

型二主要分布于桂西 、桂西北地区，其中以凌云、东 

兰最为集中；原变种类型三主要分布于桂西南地区， 

尤以龙州 、凭祥最为丰富；毛两面针广泛分布于全区 

各地，且资源较两面针原种丰富。两面针常生长于 

海拔 900 m 以下的山地路旁、沟谷、林沿的潮湿温 

暖地带，除了凭祥、防城、梧州等少数地方有块状分 

布外 ，多以零星 分布为主。土壤主要为赤红壤、黄 

壤 、石灰土等。 

表 3 两面针的群落类型 

Table 3 Community of Z．nitidum 

2．4群落特征 

两面针的植株形态和群落特征与生长的地形地 

貌的有一定的相关性 (表 3)，原变种类 型一通常生 

于丘陵地区，伴生植物主要有柿叶木姜、假苹婆、油 

桐、钩藤、玉叶金花、乌毛蕨、铁芒箕、仙鹤草等丘陵 

地区常见植物；原变种类型二、类型三和毛两面针生 

于石山地区，常见的伴生植物主要有 圆叶乌桕、灰毛 

浆果楝、石岩枫、米念芭、三对节、蚂蝗七等石灰岩地 

区特有植物。调查结果表明：两面针生长群落结构 

乔木层构成通常比较单一，灌木层、草本层则相对复 

杂，群落的优势种群通常出现在灌木层，草本层盖度 

2O ～3O ，局部地方 4O 左 右，群落植被覆盖率 

达 85 以上 ，腐质层厚度为 6～11 cm。 

2．5资源概况 

调查发现，由于两面针主要生长在农林用地的 

交接地段 ，随着农林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近年来毁 

林开荒种植经济果林活动 日益频繁 ，两面针生境受 

到严重破坏，加上过度采挖，资源急剧下降，曾经收 

购过两面针药材的地方现在均出现资源短缺甚至达 

到无货可收的地步。贵港、玉林、南宁、梧州等丘陵 

地区，由于毁林种植龙眼、速生桉等经济果林或城乡 

结合部的城市扩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两面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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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环境受到破坏，资源量下降最为严重 。靖西 、那坡 

等石灰岩山区，由于当地农 民砍柴和开荒种植玉米 、 

黄豆等农作物而被 占用 ，导致 当地 资源严 重短缺。 

而在防城 、东兰、梧州等未开始收购的区域以及全区 

其他生境相对保持 良好的边远 区域 ，以及水 源比较 

充足的冲水沟边 ，由于没有开发利用 ，目前两面针资 

源量相对丰富。整 体上看 ，广西 的野生两面针分布 

面积在逐年缩小 ，药材储量不断下降。据调查 ，广西 

那坡县药材公 司 2O世纪 8O年代每年可收购 30 t， 

90年代每年还能收购 15 t，2003年仅能收到 5 t左 

右。作者在各调查点 向有经验 的药农 、药材收购商 

咨询两面针近年的产销情况 ，参照林业部门的植被 

资料和调查资料 以及作者的样地调查作初 步估算， 

广西两面针的资源蕴藏量为 2 600 t左右 。 

实地调查各产地样方内两面针的株数并测每株 

鲜重、风干后重量等，计算样地面积的平均株数及重 

量后换算成单位面积 (i00 ITI。)产量 (表 4)，作为计 

算该植物群落蕴藏量 的基本 数据 ；在广西壮族 自治 

区植被图、各地林相图上绘制两面针分布图，用方格 

透明纸量算出两面针群落的分布总面积为 8 786．6 

hm。，单位面积两面针平均鲜重为 4．78 kg。最后计 

算出广西两面针总蕴藏量(鲜重)约为 4 200 t，按风 

干后平均失重为4() 计算，则广西可产的两面针干 

重约为 2 520 t。二者相对吻合，按照目前市场的使 

用量，最大的原料使用者两面针中药牙膏的年使用 

量已达 2 000 t，可见资源短缺十分明显，不能承受 

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2．6两面针药材的需求及市场分析 

根据 目前开发情况分析，两面针药材主要用作 

“正骨水”、“跌打万花油”、“两面针牙膏”等中成药和 

日用品生产的原料。在 民问，两面针药材广泛用于 

牙痛、胃痛、腰骨疼痛、关节炎等疾病治疗。调查统 

计 ，全 国每年两面针的需求量约为 2 400 t，均为野 

生资源，绝大部分来 自广西 。目前广西玉林药材市 

场上的两面针药材主要来 源于周边市县，市场价格 

稳定 ，每 l kg为 5～6元 。由于传统产区正 品资源 

出现了短缺，目前以两面针茎充当药材的现象比较 

严重。但两面针的指纹图谱结果证实了生物碱主要 

分布在根皮部，地上茎部生物碱分布很低，不宜与根 

部同等使用(颜玉贞，2006)。另外，毛两面针为《广 

西中药材标准》收载品种，由于其分布比两面针广、 

资源较丰富、易采等特点，在广西桂西、桂西北等地 

历来也将其作为两面针来使用，广西 玉林药材市场 

上出售的大两面针药材 ，价格每 l kg为 2～3元 ，估 

计为毛两面针的根和茎，需要调查后确定。虽然研 

究表明两面针与毛两面针在形态 、组织 、成分等基本 

一 致(陈世文等 ，1985；温尚开 ，l991)，但《中国药典》 

2005版一部两面针的检查项下明确规定不得检出 

毛两面针素，化学研究也表明毛两面针的抗癌主要 

有效成分为鹅掌楸碱，与两面针的抗癌作用 明显不 

同，说明两者成分确实有所不同(欧尚瑶，2005)，因 

此在毛两面针等同两面针的使用上还需慎重。 

表 4 广西两面针野生资源蕴藏量估算 

Table 4 W ild resources estimation 

of Z．nitidum in Guangxi 

那坡 

凌云 

东兰 

平南 

玉林 

梧州 

南宁 

金 秀 

龙州 

凭祥 

防城 

1．5 

1．3 

2．3 

0．80 

0．72 

0．89 

1．2O 

1．2O 

1．10 

1．50 

1．3O 

5．40 

】．56 

5．6O 

3．60 

1．80 

5．34 

4．80 

6．00 

5．5O 

7．50 

5．5O 

3 两面针野生资源的保护措施 

3．1寻找替代品。减轻野生资源压力 

花椒属植物资源丰富 ，许多研究报道一些花椒 

属植物的药理药效、化学成分与两面针较为相似，资 

源也较丰富，我们应有计划地研究花椒属植物，寻找 

两面针的可代用品。另外，两面针地上部分枝干也 

含有两面针碱等成分，建议加强两面针地上部分提 

取等工艺的研究，提高两面针的综合利用率。此外， 

根据各市县的资源蕴藏量制定科学的采 收计划，同 

时药厂、药材收购部门收购时应强调不收幼小根部 ， 

以便减轻两面针野生资源再生的压力。 

3．2开展野生抚育。恢复野生居群 

广西产的两面针具有品质优、质量好的特点，一 

直以来得到区内外客商的青睐。野生抚育不仅可以 

生产出原生态药材，还可以恢复和增加两面针野生 

居群。加强对两面针资源学、自然生物学、自然生态 

学等方面研究 ，选择两面针 自然生长区，采用封禁 、 

(下转第 284页 Continue on page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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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溶剂延迟时间 3 min；扫描范围 40~550 u。 

2 结果与讨论 

按以上条件对蝴蝶果根、果仁挥发油化学成分进 

行 GC-MS分析。经计算机检索 KIST 98和 WILEY 

275图谱库，并且与标准图谱对照，从中鉴定出多种 

挥发性成分，用面积归一化测得各组分相对质量百分 

含量。蝴蝶果根、果仁挥发性成分总离子流图分别见 

图 1、2，成分及相对含量分别见表 1、2。 

蝴蝶果根、果仁挥发油含量较丰富，从根中鉴定出 

23种化合物，占总油量的i00 OA ，其主要成分为十六烷 

酸(18．74％)、(z，Z)9，12一十八碳二烯酸(12．81 )、1，2一 

苯二羧酸双(2一甲基丙基)酯(10．59 )、二丁基邻苯二 

甲酸酯(7．42 )及二十四烷(6．72 )。从果仁中鉴定 

出17种化合物，占总油量的100 ，主要成分为(E_)一9一 

十八碳烯酸(23．15 )、十六烷酸 (21．20 )、(Z，Z)一9， 

l2一十八碳二烯酸(19．26 )及 3一甲基十七烷(6．8O )。 

邻苯二甲酸酯类是常用的增塑剂，(E_)～9一十八碳 

烯酸、(Z，Z)一9，12一十八碳二烯酸为不饱和脂肪酸，是 

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十六烷酸具有抗肿瘤活性，在 

高浓度时能将小鼠乳腺癌 tsFT210细胞的细胞周期 

抑制在G2／M期并诱发 tsFT210细胞发生凋亡(刘睿 

等，2005)。这些物质在蝴蝶果根、果仁挥发油中含量 

较丰富，表明蝴蝶果根、果仁挥发油中含有丰富的工 

业原料和活性成分。 

(上接第 235页 Continue from page 235) 

人工管理、人工补种、仿野生栽培等方式开展野生抚 

育技术研究，建立能维持两面针种群繁殖、更新、药材 

采收等为一体的野生抚育基地，可以促进两面针可持 

续利用目标的实现。 

3．3开展人工栽培。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 

人工栽培是保护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最根本的 

措施。野生的药用植物资源不可能长期满足市场日 

益扩大的需求。提供源源不断药材的最好方式是种 

植。加强对两面针种苗繁育、人工栽培及良种选育等 

研究，建立原料药生产基地，避免或减少过度采挖野 

生资源的现象。 

3．4应用生物工程技术 。保护野生种质资源 

野生种质资源是开展中药材种植及开发的基础。 

现代生物技术不但在药用植物品种改良及其快速繁 

殖与推广方面提供新的有效手段，也为药用植物种质 

蝴蝶果为稀有植物，其物种资源量较少，但具有 

生长快、产果量高、适应性广等特点，具有应用开发的 

潜力，应重视对该植物其它成分进行深入研究，以发 

挥稀有植物对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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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开辟了新的途径。采用植物组织培养法(韦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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