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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雪莲生态适应特性及人工繁殖的研究
`

卓娅 刘杰龙 古巴诺娃 刘潮海 段辉国
( 新缝中医学院 )( 新挂师范大学 )( 新挂八一农学院 )( 兰 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

摘要 本研究完成 了野生雷莲的组织培养和 工厂化育苗技米
,

可为人工栽培提供大

贡种苗
.

揭示 出雪莲许多奇特的生物学性状
,

如杭寒性
,

有效利用 热黄资源的能力
、

有较强

的杭萦外辐射的能力
、

衬 高山缺或的能力 等
。

研究还发现
,

雪莲植株年龄的大小
,

可从它茎

基做部剑面 的横隔组织的数 目加以 判断
。

实生苗的培育 已获得成功
,

为 实现人工繁技找到

另一 条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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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疆雪莲花 ( S a u s s u r e a i n v o l u e r a t K a r e t K i r )生长在天山雪线附近 4 0 0 0 多公尺的

悬崖峭壁之中
,

分布地域狭窄
,

山势险峻而难于攀登
,

故总的药源供给量有限
。

近年来国内

外对雪莲需求量与日俱增
,

故只要人迹所能到的地方
,

均被一扫而光
,

造成野生雪莲资源

逐渐枯竭 ! 鉴于这种严峻形势
,

自 1 9 7 8 年以来
,

我们对新疆天山雪莲进行了系统研究
,

在

探讨其独特的中医药效的同时
,

揭露它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

并研制出人工

繁殖雪莲的整套生物工程技术
。

一
、

雪莲的药用保健价值
雪莲治病对风湿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医疗效果最为明显

,

经几十万支雪莲注射剂

的临床应用证明
,

总有效率达 78 %
,

且无不 良反应
,

病人普遍反应疗效显著
。

有的病人 已

多年不能工作
,

夏天还穿棉衣
,

甚至被诊断为不可逆转的类风湿 ; 经注射雪莲制剂后
,

关节

肿胀疼痛完全消失
,

并恢复了工作能力
。

多年的医疗实践证 明
,

目前常用的抗风湿药和激

素类药物
,

是不能和雪莲制剂相比的
。

用雪莲复方药外用治疗
,

可减轻多种妇科病引起 的外阴炎症
、

搔痒
、

白带等
,

显效率

6 5 %
,

总有效率达 10 0%
,

深受广大妇女患者的欢迎
。

雪莲其他奇特的医疗效果
,

正在探索之中
。

如哈萨克族牧民
,

处居深山草原
,

当妇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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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后
,

如遇胎衣不下
,

他们就用水煎雪莲日服来治疗
,

效果较好
.

此外
,

他们还将雪莲用于

治疗肺寒咳嗽和支气管炎
,

治雪盲
、

牙痛
、

麻疹不透
、

外伤 出血等
。

雪鸡和雪莲为少数民族医药宝库中的
“

双雪
”

二宝
,

然雪鸡之所以珍贵
,

很重要的一部

份是鸡嗦子 ( 胃 )
.

他们将完整的鸡嗦子取出泡酒供药用
,

究其原因
,

雪鸡胃中食物的重要

成份是雪莲
。

目前
,

以雪莲为主要成份
,

已研制开发成一系列重要的中成药和保健食用品
。

如雪莲

注射液
,

雪莲妇用保健带
,

雪莲芦笋口服液
,

雪莲护肤霜等
。

根据雪莲所具有的许多宝贵习

性
,

进一步
,

开发许多环境适应型药物和保健食品
,

将有广阔的前景
。

如它的抗缺氧和抗寒

特点
,

可研制供沙摸
,

高山野外工作人员的食品
; 它的较强的抗紫外辐射能力

,

可用来开发

护肤甩品等
。

二
、

雪莲的生态生物学
1

.

, 莲的抗寒性 雪莲之所以叫
“

雪
”
莲

,

是因其生长在天山雪线附近
,

生长期中遇暴

风雪也不会死
。

在冰峰雪拔上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而能顺利越冬
。

它是天山上植物分

布最高上限的唯一大型高等植物
。

研究证明
,

在五月份
,

当地表温度达到 O℃以上时
,

雪莲即开始萌发出新 的幼芽
,

且生

长很快
。

根据对大量野生雪莲的全年定点观测
,

在 5一 6 月份
,

平均每天叶片伸长 1一 2毫

米
,

到 7一 8 月份每天伸长 3 毫米以上
。

达到开花年龄的老植株
,

则迅速抽苔开花
.

这样的

生长速度比较稳定
,

不会 因高 山上变幻莫测的气候而有明显的波动
。

即使在最热的 7 月

份
,

高山上月平均气漫 仅 3一 5℃
,

这时雪莲植株生长迅速
,

说明雪莲有很强的利用有效积

温的生理功能
。

在冰箱中 (加人工光照 ) 作盆栽雪莲幼苗的试验证明
,

即使在低到 2℃的恒

温环境中
,

平均每 5 天可长出 1 片新叶
.

刚移栽到土壤中的试管苗
,

在盆栽露地条件下
,

也

能忍耐一 12 ℃的低温达一星期之久
。

2
.

留莲抗紫外辐射的能力 高山上紫外辐射强
,

但雪莲生长不受影响
.

据此可以推

测
,

雪莲为 了适应这种环境
,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抗紫外线的生理遗传特征
。

为了验

证这种假设
,

我们用组织培养试管苗作了人工紫外光照射试验
。

为了对比
,

用菊科的菊芋

( H el ia n ht u s
ut be or su

s L
.

)作对照植物
,

用的是 田间块茎长出的小苗
。

用紫外线杀菌灯作

紫外光源
,

波长 2 5 4n m
,

叶面处光照强度 21 0 L u x 。

按理幼嫩的雪莲试管小苗较之菊芋苗要

骄嫩得多
,

但试验结果表明
,

雪莲试管苗更抗紫外光的杀伤力
。

如经紫外光照身 0
.

5 小时
,

雪莲试管苗存活 13 天
,

菊芋大苗仅成活 9天
,

照射时间延长到 1
.

5 小时后
,

雪莲尚可成活

8 天
,

而菊芋仅存活 5 天
。

根据这个试验结果有理由断定
,

雪莲植株中必定有某种抗紫外

辐射的生化成份
,

这种物质可以作为研制新一代防晒化妆品和保健食品的珍贵原料
。

对雪

莲抗辐射机理的进一步研究
,

将为开发护肤保健品和食品提供理论基础
。

3
.

雪莲耐低氛空气环境的能力 在海拔高达 3 4 0 0 公尺的冰川上
,

由于空气中氧分压

比平原低
,

故汽车易熄火
,

打火机点不燃
,

大部分人有高山反应
。

而雪莲却能在这种少氧状

态下旺盛地生长
。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

雪莲植株有一套适应缺氧环境的形态解剖通气结

构
。

首先
,

雪莲的茎从下到上
,

全部中空
,

这种通气孔道直达每个小头状花序的基部
。

其次
,

叶部组织结构也有利于气体交换
,

叶表面角质层不发达
,

叶片质地薄而柔软
,

叶肉细胞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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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琉松
,

气孔发达
,

即使在强烈蒸腾缺水状态下
,

气孔也不关闭
。

上述植物组织器官上形成

的适应性状
,

保证了雪莲植株呼吸作用的正常进行
。

4
.

, 莲年赞的鉴别 雪莲为多年生植物
,

但它的生命周期的年限
,

以往无正式资料记

载
,

经过我们对大量野生雪莲植珠的调查研究发现
,

在雪莲植株基部
,

当每年形成一轮多

层莲座状叶片的同时
,

其茎轴心就长成一个致密的横隔
,

有几层横隔就有几轮枯叶
。

一般

在开花的植株上
,

基部横隔在 4一 6 层左右
,

这个性状是识别雪莲植株生长年龄的可靠指

标
。

在已开花的植株的分枝上
,

有的只有 2一 3 个横隔
,

由此可以判断
,

该分枝是从主茎上

第几年长出来的
。

5
.

雪莲的分布下限 以往一般均认为
,

雪莲只能生长在雪线附近
.

但通过我们近儿年

的调查发现
,

在不同地 区的两千多公尺 ( 已到云衫林分布地带 )的山崖上
,

均发现有不少雪

莲旺盛地生长着
,

有的还成片分布
。

结合对群众的访问
,

证明历里上这些地 区野生雪莲很

多
。

由于它艳 丽的花朵和药用价值 日益被人们发现
,

遭到大量破坏性地采挖而 日益减少
,

最后 以至绝迹
。

只有在人迹难到的悬崖上
,

得以留下少量个体而得以保留到今天
。

雪莲 目

前这种生态分布状况
,

完全是历史上多年人工选择压力造成的
,

而且这种趋势还以更快的

速度在继续着
。

上述发现
,

对于开发野生雪莲的人工栽培很有启示
,

因为有可能在海拔高

度更低的地带实现人工种植
,

从而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野生雪莲较广阔的生态分布范

围及其资源
。

我们在乌鲁木齐作了小量的大田人工栽培
,

也已成功地越冬和越夏
.

这一发

现也改变了冰川冻土学者关于雪莲是同冰川相伴而生的传统观念
。

三
、

雪莲的人工培育
雪莲野生资源遭到的严重破坏

,

日益减少
,

以至枯竭
,

是生产
、

资源的生态上 的危机
。

为了保证雪莲药源的充分供应
,

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繁衍恢复
,

必须实现雪莲的人工栽

培
。

要达到这一 目标
,

不外乎走两条途径
:

一是用生物技术研制雪莲的组织培养
,

人工育成

大量的试管苗
; 另一途径就是用野生雪莲种子培育实生苗

。

这两项任务
,

经过我们近六年

的研究
,

都先后完成了
。

1
.

野生雪莲的组织培养 自 1 9 8 7 年以来
,

已研制完成雪莲试管苗的大规模培育技

术
。

a
.

外植体的选择和愈伤组织的诱导 试验证明
,

以用幼嫩的小头状花序作外植体
,

效

果最好
。

外植体接种在 M S 培养基上
.

经 15 天左右形成愈伤组织
,

诱导率达 85 % 以上
。

b
.

叶芽和根的分化 将愈伤组织转移到附加 B A 的分化培养基上
,

经 2一 3 周形成芽

团
,

进而长出许多丛生芽
。

将丛生苗转接到 M S + IA A 的培养基上
,

可以诱导出根原基
,

如

结合用低温处理十几天
,

对促进根原基的分化
,

效果更好
。

C
试管苗的移栽 带根的试管苗

,

经过适当锻炼后移植到花盆土壤中
,

成活率为 50 %

左右
。

野生雪莲组织培养的成功
,

为大规模的工厂化育苗打下了基础
,

每年可以人工繁育 出

几十万株小苗
,

供大面积人工栽培
,

从而实现雪莲野生变家养的美好愿望
。

此外
,

还可将大

量小苗投放到野生雪莲生长的大自然生境中去
,

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雪莲生态
,

使原来宝

贵的野生雪莲资源得以再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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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实生苗的研究 野生雪莲的种子
,

一旦成熟即随风扬散去
,

同一株上的种子成熟时

间不一致
,

很难采集到种子
。

我们在冰川站建立的野生雪莲研究自然保护区上
、

用特殊的

保护措施
,

收到部分种子
,

进行了种子性状和发芽特性方面的研究
,

并获得部分实生苗
。

观察发现
,

雪莲种子有黑
、

白
、

灰三种颜色
,

有时在同一花序上发现有两种颜色的种

子
。

成熟种子长 4一 6 毫米
,

干粒重 6
.

3 克左右
。

种子颜色有地带性差异
,

如天山冰川站一带
,

雪莲种子浅色较多
,

而巴仑台地 区的雪

莲种子颜色较深
。

白色种皮类型的发芽率为 45 %
,

黑色种皮类型发芽率为 31 % ` 种子幼芽下胚轴的颜

色有红
、

紫和青等色泽
。

实生苗的培育成功
,

为人工载培找到了又一条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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