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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藤钩器官形态发育的解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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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ꎬ 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３ )

摘　 要: 为了解钩藤钩的微观形态发育过程ꎬ该文利用石蜡切片的方法ꎬ对钩藤营养器官分枝茎钩的微观

形态特征进行解剖和比较分析ꎮ 结果表明:钩与茎之间在解剖学上既有相关性ꎬ又各有其自身的特征ꎻ其相

关性表现在茎的内部结构大体上决定着其钩的内部结构ꎬ充分体现钩是由着生在茎上的侧枝变态发育形成

的ꎻ在钩发育中期逐渐形成与茎类似的内部结构ꎻ茎的内部结构组成在数量上比钩更丰富ꎬ钩只有初生结

构ꎻ钩藤茎与钩的药用成分积累没有本质的区别ꎬ均主要分布在韧皮部和木质部及皮层薄壁细胞ꎮ 由此可

知ꎬ钩藤钩器官是由茎变态发育形成ꎬ但只有初生结构ꎮ 该研究结果可辅助解决某些仅靠形态学性状难以

解决的分类鉴定问题ꎬ为判断钩状茎或卷须茎的变态来源提供理论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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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 藤 ( 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 为 茜 草 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钩藤属(Ｕｎｃａｒｉａ)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

(«中国植物志»ꎬ１９９９)ꎬ是一种重要中药材ꎮ 钩藤

以带钩的茎枝入药ꎬ味甘、微苦ꎬ性微寒ꎬ具有清热

平肝、熄风止痉等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ꎬ
２００５)ꎬ常生于山谷溪边的疏林或灌丛中 (王宛ꎬ
２００８)ꎮ 钩藤含有多种吲哚类生物碱 (Ｆ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临床上已广泛用于头痛(Ｐｉｌａｒ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高血压(黄帆ꎬ２０１７)、惊痈抽搐和神经衰弱( 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等症ꎮ 基于钩藤的各种药效作用ꎬ已广泛

应用于中医药产业ꎬ而钩藤因常以带钩的茎枝入

药ꎬ导致市场只根据茎枝是否带钩来识别钩藤ꎬ从
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ꎮ 此钩在钩藤植株形态

特征上属于哪个器官变态发育而成ꎬ并不是很明确ꎮ
目前ꎬ钩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分分析、临床

和药理作用方面 (吴遵秋ꎬ ２０１６)ꎬ如王子明等

(２０１９)对攀茎钩藤茎枝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研究ꎬ
刘扬等(２０２０)对黔产钩藤茎、叶化学成分及抗肿

瘤活性的研究ꎬ吴俞虹等(２０２０)对天麻钩藤饮在

临床上治疗肝阳上亢的应用等ꎮ 此外ꎬ只有少部

分研究者对钩藤属植物做了生药学鉴别研究(管

燕红等ꎬ２０１３ꎻ付金娥等ꎬ２０１７)ꎬ而有关钩与茎的

关系并没有深入研究ꎬ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钩藤茎

的显微结构和不同品种的鉴别ꎮ 因此ꎬ长期以来

这种特殊药用部位器官的发育过程一直不明确ꎬ
且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ꎮ 为此ꎬ笔者对钩藤的主

要药用部位即钩ꎬ从其发生发育和形态构造等方

面做初步的显微观察ꎬ旨在阐述钩藤茎与钩之间

的关系ꎬ为钩藤主要药用部分的形态建成过程研

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ꎬ同时为植物钩状茎或卷

须茎的变态来源区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材料取自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种植

基地ꎬ为 ３ 年生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植株ꎬ
取样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６ 月 ２３ 日ꎬ取样

部位选取位置为分枝叶腋部位向上、向下各 ５ ｍｍ
的中间一段ꎮ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试剂:５０％ ＦＡＡ 固定液(５０％酒精 ∶ 甲醛 ∶ 冰

醋酸 ＝ ９０ ∶ ５ ∶ ５)ꎬ无水乙醇ꎬ二甲苯ꎬ番红ꎬ固绿ꎬ
加拿大树胶ꎮ 仪器:切片机( Ｌｅｉｃａ ＲＭ２０１５ꎬ德国

产)ꎬ光学显微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ＤＰ２６)ꎬ烘片机ꎬ恒温

箱ꎬＭｏ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３.２ 数码成像系统等ꎮ
１.３ 研究方法

先将样品置于 ５０％ ＦＡＡ 固定液中 ４８ ｈ 以上ꎬ
再经过递增浓度的乙醇溶液 ( ５０％、７０％、８５％、
９５％、１００％ꎬ每级 ２ ｈ)进行梯度脱水ꎬ经二甲苯溶

液透明(５０％ １２ ｈꎬ１００％ ２ ｈꎬ两次)ꎬ石蜡包埋ꎬ切
片(厚度为 １０ μｍ)ꎬ烘片 (烘箱中 ４３ ℃ 恒温展

片)ꎬ然后染片与封固(二甲苯 ３０ ｍｉｎ→二甲苯 ３０
ｍｉｎ→１ / ２ 纯酒精＋１ / ２ 二甲苯 ２ ~ ３ ｍｉｎ→１００％酒

精两次ꎬ每次 ２ ~ ３ ｍｉｎ→９５％、８５％、７０％、５０％、
３０％酒精溶液 ２ ~ ３ ｍｉｎ→蒸馏水水洗两次ꎬ每次

２ ~ ３ ｍｉｎ→番红染色 １２ ｈ→水洗 １０ ｍｉｎ→蒸馏水

水洗数 ５ ｍｉｎ→３０％、５０％、７０％、８５％、９５％酒精溶

液ꎬ每个脱水 ２ ~ ３ ｍｉｎ→固绿复染 １０ ~ １５ ｓ→１００％
纯酒精ꎬ脱水 ２ ~ ３ ｍｉｎ→１００％纯酒精ꎬ２ ~ ３ ｍｉｎ→
ｌ / ２ 纯酒精＋１ / ２ 二甲苯透明 ２ ~ ５ ｍｉｎ→二甲苯透

明 ２ ~ ５ ｍｉｎ→二甲苯透明 ２ ~ ５ ｍｉｎ→中性树胶封

片)ꎬ最后晾干后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茎钩形态(带钩茎枝)
茎枝呈圆柱形或类方形ꎬ长 １０~５０ ｃｍꎬ直径 ２~

５ ｍｍꎮ 表面鲜绿色或红棕色ꎬ具有细纵纹ꎬ光滑无

毛ꎮ 茎枝上具略突起的环节ꎬ对生两个叶片ꎬ叶片

向上 １ ｍｍ 处(叶腋)对生两个向下弯曲的钩或仅一

侧有钩(图 １:Ａ)ꎬ钩向下 ０.５ ｍｍ 处有对生的两个托

叶ꎬ钩与茎着生成 １００° ~１３０°的角ꎬ钩长 １~３ ｃｍꎬ形
如船锚ꎬ略扁或稍圆ꎬ先端渐尖ꎬ基部稍圆 (图 １:
Ｂ)ꎮ 茎枝上钩的生长规律为先生长双钩ꎬ后生长单

钩ꎬ再双钩、单钩ꎬ以此类推(图 １:Ｃ)ꎬ钩形态建成

的整个过程需经历 ９ ~ １６ ｄꎮ 钩基部的枝上可见叶

柄脱落之后的凹点及环状的托叶痕ꎮ 体轻ꎬ质硬ꎬ
断面皮部纤维性ꎬ髓部白色ꎮ 气微ꎬ味淡ꎮ
２.２ 茎钩显微结构特征

通过对钩藤钩部位的镜检和石蜡切片观察ꎬ
发现在钩藤的茎分化与钩形成过程中ꎬ其外部形

态和内部特征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ꎮ 根据钩藤茎

变态发育过程中其显微结构特征的变化ꎬ将钩发

育进程分为 ５ 个时期ꎬ依次是钩发育萌动期、钩分

化初期、钩分化中期、钩分化中后期、钩分化后期ꎮ
２.２.１ 钩发育萌动期 　 在成长茎的横切面上ꎬ萌动

期的钩形成并不明显ꎬ只能从茎的横切面看到茎

初期的变态发育部位ꎮ 茎横切面类圆形ꎬ表皮细

胞 １ 列ꎬ 具角质层ꎬ无表皮毛ꎮ 皮层薄壁细胞数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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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钩藤带钩茎枝 (鲜样)
Ｆｉｇ. １　 Ｓｔｅｍ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ｏｋｓ ｏｆ 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ｒｅｓ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Ａ. 茎钩横切面整体观 (×１００)ꎻ Ｂ. 茎钩局部结构图 (×４００)ꎮ
Ａ .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００)ꎻ Ｂ.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４００).

图 ２　 钩发育萌动期解剖图
Ｆｉｇ. ２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ｏ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排列较疏松ꎬ形状各异ꎮ 中柱鞘纤维断续排列成

环ꎬ壁厚ꎮ 韧皮部薄壁细胞数列ꎬ排列较疏松ꎬ形
状各异ꎬ韧皮部内纤维单个或成群散在ꎬ较中柱

鞘纤维细小ꎬ微木化ꎮ 木质部导管常数个径向相

连ꎬ木纤维多数ꎮ 形成层明显成环ꎮ 中央髓部宽

广ꎬ约占横切面直径的 ２ / ３ꎬ四周有 １ ~ ２ 列环髓

厚壁细胞(图 ２: Ａ) ꎮ 钩发育过程中ꎬ茎表皮、皮
层和中柱鞘纤维细胞向一侧延伸分裂分化ꎬ韧皮

部和木质部细胞较小ꎬ排列紧密ꎬ皮层薄壁细胞

和中柱鞘纤维细胞均开始膨大ꎬ该部位即萌动期

钩的表皮原、皮层原和中柱原(图 ２: Ｂ) ꎮ 在茎

枝上单钩只有一侧凸起ꎬ双钩有两侧凸起(凸起

相对) (图 ３: Ａ) ꎮ
２.２.２ 钩发育初期 　 当茎的初生生长转向次生生

长不久ꎬ茎的直径扩大到 ２ ~ ３ ｍｍ 时ꎬ维管组织的

外围有一侧发生异常形成层ꎬ它开始向该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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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茎钩横切面整体观 (×１００)ꎻ Ｂ. 钩发育初期局部结构图 (×４００)ꎮ
Ａ.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００)ꎻ Ｂ. Ｈｏｏ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００).

图 ３　 钩发育初期解剖图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ｏｏ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图 ４　 钩发育初期结构详图 ( ×２００)
Ｆｉｇ. 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 ｏｆ ｈ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

分化异常维管束并结合组织细胞ꎬ之后随着茎的

不断增粗也向外分化木栓组织细胞ꎬ从而形成异

常的次生结构(图 ３: Ａ)ꎮ

钩发育萌动期只是表皮细胞和皮层细胞向一

侧分裂、生长和分化延伸ꎬ而发育初期在萌动期的

基础上ꎬ茎的木质部、韧皮部细胞也开始向同一侧

分裂、生长和分化延伸ꎬ髓部细胞迅速分裂膨大ꎬ
髓部面积逐渐开始增大(图 ３: Ｂꎬ图 ４)ꎮ
２.２.３ 钩发育中期 　 钩藤钩发育中期ꎬ图中其茎部

分为横切面ꎬ而钩部位为纵切面ꎬ主要由两个器官

形态结构决定(图 ５:Ａꎬ Ｂ)ꎮ 在钩的发育中期ꎬ钩
各个结构持续延伸增大ꎬ与主茎相连ꎬ基本结构逐

渐发育完全ꎬ与茎结构类似ꎮ 钩表皮、皮层以及维

管柱细胞经过迅速分裂、生长与分化ꎬ数量与体积

均逐渐增大ꎬ中期钩呈现出膨大的外观状态ꎮ 茎

和钩髓部细胞具有明显有丝分裂过程ꎬ可知该时

期的茎与钩均处于旺盛生长期ꎮ
２.２.４ 钩发育中后期 　 发育中后期的钩较中期的

钩发育的更完善ꎬ钩顶端越来越窄ꎬ细胞排列越来

越紧密ꎬ逐渐呈现出尖钩的形态(图 ５:Ｃ)ꎮ 与茎

相比ꎬ中期与中后期钩的髓部细胞较小但更紧密ꎬ
与茎相连处的皮层薄壁细胞与中柱鞘纤维细胞较

大ꎬ而形成层细胞和维管束细胞排列较紧密ꎮ 从

连接处可看出表皮、皮层和维管柱三处细胞均向

外围一侧持续延伸分裂、生长与分化(图 ５: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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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茎钩整体观 (茎横切ꎬ钩纵切ꎬ×１００)ꎻ Ｂ. 钩发育中期局部图 (×４００)ꎻ Ｃ. 钩纵切图 (×１００)ꎻ Ｄ. 茎钩连接处局部图 (×４００)ꎮ
Ａ.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ꎬ ｈｏｏｋ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ꎬ ×１００)ꎻ Ｂ.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ｏｏｋ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００)ꎻ Ｃ.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ｏｏｋ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０)ꎻ 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４００).

图 ５　 钩发育中期和中后期解剖图
Ｆｉｇ. ５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ｏｏ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２.５ 钩发育后期 　 发育后期的钩基本发育成熟ꎬ
茎、钩均开始木质化ꎮ 显微观察茎、钩相连处容易
断裂ꎬ不容易呈现完成的切片(图 ６:Ａ)ꎮ 钩横切
面观为长椭圆形ꎬ表皮细胞较小ꎬ排列紧密ꎮ 木质
部由木化细胞、木纤维等组成ꎬ导管散在ꎬ木射线
径向排列ꎮ 髓部较宽ꎬ扁椭圆形ꎬ约占横切面直径
的 １ / ３ꎬ细胞排列较紧密ꎬ比茎髓部细胞小ꎮ 其初
生结构组成和茎横切面类似ꎮ 钩纵切面髓部细胞
的细胞核较明显(图 ６:Ｂꎬ Ｃ)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植物的茎一般总是生长在地面以上ꎬ而根则在
地面以下ꎮ 但是ꎬ有些植物的根、茎并非如此ꎮ 例
如ꎬ莲藕生长在泥土中ꎬ人们总误以为它是根ꎬ其实
它是由茎变化而成ꎮ 在自然界中ꎬ有些植物的营养
器官ꎬ为适应不同的环境行使特殊的生理功能ꎬ其
形态结构就发生变异ꎬ经历若干世代ꎬ变化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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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茎钩连接处整体观 (茎横切ꎬ钩纵切ꎬ×４００)ꎻ Ｂ. 成熟期钩横切 (×２００)ꎻ Ｃ. 成熟期钩纵切 (×４００)ꎮ
Ａ.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ｏｏｋ (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ꎬ ｈｏｏｋ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ꎬ × ４００)ꎻ Ｂ. Ｍａｔｕｒｅ ｈｏｏ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 × ２００)ꎻ
Ｃ. Ｍａｔｕｒｅ ｈｏｏｋ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００).

图 ６　 钩发育后期解剖图
Ｆｉｇ. ６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ｏｏ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种植物的特性ꎬ这种现象称为营养器官变态(周建

华ꎬ２００７ꎻ潘国清ꎬ２００９)ꎮ 钩藤分枝上着生的这种

特殊器官钩ꎬ主要就是为了缠绕于支柱物上ꎬ牵引

植株向上攀援生长或者自我保护ꎮ 钩藤的钩器官

属于茎变态发育形成的钩状茎ꎬ同时它也有卷须茎

的功能特征(吴清韩等ꎬ２０１１)ꎬ钩与茎具有相似的

内部结构ꎬ如锦屏藤茎卷须和茎的内部结构一样

(杜婉ꎬ２０１７)ꎬ均可明显分为表皮、皮层和维管柱ꎬ
各维管束之间具有相连成环的纤维ꎬ初生韧皮部外

方均具有纤维束ꎮ 钩藤的钩与茎之间在解剖学上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ꎬ其相关性表现在茎的内部结构

大体上决定着其钩的内部结构ꎬ钩是来源于着生在

茎上(叶腋处)的侧枝的变态ꎬ成熟期的钩整体呈钩

状ꎬ属于变态茎中的钩状茎ꎮ 但是ꎬ茎的内部结构

组成在数量上比钩更丰富ꎬ钩表面没有节ꎬ内部细

胞总体呈紧密状ꎬ特别是髓部细胞比茎髓部细胞

小ꎬ皮层薄壁细胞紧密程度与茎相反ꎮ 此外ꎬ有研

究表明钩藤的全株均有生物碱分布(王盟等ꎬ２０１５ꎻ
刘扬等ꎬ２０２０)ꎬ根中主要分布在次生韧皮部及次生

木质部ꎬ茎和钩中主要分布在韧皮部和木质部及皮

层薄壁细胞ꎬ叶中主要分布在韧皮部和木质部及叶

肉细胞(阙云飞等ꎬ２０１９)ꎬ表明钩藤营养器官的发

育程度决定药效成分的含量多寡ꎮ 通过检测钩藤

不同部位钩藤碱与异钩藤碱的含量ꎬ结果表现为由

高到低依次为皮>茎>带钩茎枝>叶(罗俊等ꎬ２０１９)ꎬ
说明钩藤全株都是宝ꎬ不应该仅仅以是否带钩来应

用钩藤药材ꎮ 植物韧皮部和木质部及皮层薄壁细

胞组成植物的器官ꎬ而韧皮部和木质部细胞及皮层

薄壁细胞又是药用成分合成的根本ꎬ药用植物的分

化和生长并不是孤立地进行ꎬ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

起相互作用ꎬ细胞形成组织ꎬ组织构成器官ꎬ药效成

分含量随着细胞的分裂、生长、分化而逐渐合成、积
累ꎮ 如西洋参(Ｐａｎａｘ ｑｕｉｎｇｕｅｆｏｌｉｕｍ)中人参皂苷为

其主要药用成分ꎬ人参皂苷主要分布在韧皮射线、
分泌道及其周围细胞及栓内层薄壁组织细胞内ꎬ在
１ 年生至 ４ 年生植株的主根中ꎬ人参皂苷的积累逐

年增加ꎬ４ 年生植株的根达高峰(苏红文和胡正海ꎬ
１９９５)ꎮ 绞股蓝(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中的皂

苷主要积贮在叶片的叶肉组织ꎬ茎的外生韧皮部薄

壁组织及皮层的同化组织和厚角组织ꎬ根状茎和根

的次生韧皮部和栓内层薄壁组织中 (林如等ꎬ
２００２)ꎮ 通过芦荟属(Ａｌｏｅ Ｌ.)９ 种植物叶的比较解

剖和芦荟素的定量测定ꎬ发现叶片中芦荟素细胞在

维管束中所占比例、维管束的密度和同化组织厚度

与芦荟素的量呈正相关(王太霞等ꎬ２００３)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钩藤营养器官钩在显微结

构与形态发生发育规律等方面均与茎特征吻合ꎬ
钩经过发育萌动期、初期、中期、中后期和后期而

逐渐发育成熟ꎬ其整体结构与茎类似ꎮ 综上所述ꎬ
钩藤的营养器官钩总体可定义为茎侧枝变态发育

而形成的钩状茎ꎮ 目前ꎬ药材市场主要还是以带

钩茎枝流通ꎬ这就造成钩藤资源的流失与浪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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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中钩藤碱与异钩藤碱的含量较高ꎬ应该被合理

利用ꎻ另外钩是由茎变态发育而成ꎬ其本质也是

茎ꎮ 因此ꎬ应科学开发应用钩藤全株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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