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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调查研究了云南黄连（!"#$%& $’’$( ()** +）的繁殖式样、物候和生命周期（*,-.
/0/*.）等主要生物学特性；生境要求、群落类型及结构特征等生态学习性以及资源分布状况。

通过研究发现：云南黄连兼具有性生殖和无性繁殖，在自然条件下，居群数量增长以发达的

地下营养繁殖体（称为“觅养枝”）行无性繁殖为主：高黎贡山西坡居群，特别是野生居群的

一些个体，能以有性生殖方式繁育实生苗，另外一些个体和东坡居群的几乎所有个体都以营

养繁殖方式繁育无性系小株。该物种每一个体开花、结实虽然正常，但种子有长达半年的胚

后熟过程，加上较低的种子传播效率，实生苗在居群中只有很少的比例。成年植株的花芽在 1
月开始分化，次年 ! 2 " 月开花，$ 月种子成熟，完成生活史，个体生命周期则长达 !% 多年。

本种以小居群规模分布在狭小、呈片断化的特殊生境中，生态位极其狭窄，基本限于在温凉

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下陡坡生长。土壤和群落小气候因子对其自然分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云南黄连为中国 3 喜马拉雅特有种，野生居群已极为罕见，种质资源的保护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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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黄连（!%&"’( "##"$ G"&& 7）是滇西北高黎贡山地区最负盛名的药用植物之一，始载

于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多为野生，质量好，但商品量也小，《清宫医案》将云连列为

极品，提倡使用本种。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民间将其具有苦味的根茎作为药物广泛使用也

有相当悠久的历史（D’’H!*，>IJK；L"-.,$ M E"3/，>NNI）。由于长期过度采挖和生境不断

遭到破坏，本种的野生居群已处于灭绝的边缘，在我国被列为二级濒危保护植物，渐危种

（傅立国，>NIN；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NN?）。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的濒危等级和标准（@OPQ，>NNR），应将本种列为濒危（AQ）一级，理由是观察、估

计或推测种群在过去的 >? 年或 S 个世代内，致危因素没有停止，至少减少 K?T，虽未达

到极危，但在可预见的不久将来，其野生状态下灭绝的机率极大。由于具有重要的药用价

值，又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中药，黄连属植物目前大部分种类受到严重破坏，大多处于濒危

状态，因此，国内全部黄连属植物（除分布于台湾的五叶黄连）已列入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和红皮书（傅立国，>NIN，>NNU；宋朝枢等，>NIN；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NN?；

于永福，>NNN）。本文旨在通过对高黎贡山全境和碧罗雪山部分地区云南黄连的物候、繁

殖特性和生活史以及群落生境的全面系统调查，为研究我国境内云南黄连的濒危原因，制

定该物种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的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 自然概况

高黎贡山是指萨尔温江（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山脉和山脉两侧地域，位于 NIV?IW
X NIVKUW A，URVR?W X UIVS?W Q 之间。全境面积 >>> ??? H2U，包括云南省西部腾冲县全境、

龙陵、保山、泸水、福贡、贡山等县市、西藏东南部察隅及缅甸北部克钦邦部分或大部分

地区（图 >）（李恒等，U???）。

高黎贡山位于西部季风型气候区，由于山体高大，距西南季风的发源地孟加拉湾较

近，是西南季风向东北推进时的第一道屏障，全年盛行偏西风，降水量较大。包括泸水、

福贡和贡山 S 县在内的北部地区具有“双雨季”特点，雨季长达 N 个月，其中独龙江流域

一年之内甚至出现 S 次降水高峰（R、Y、N 月），年 降 水 量 超 过 R J?? 22，平 均 值 亦 达

R ??? 22，全年无干、湿季之别（马友鑫，>NNY）。而包括龙陵北部、腾冲全境和保山西

部的高黎贡山南部地区，干、湿季分明，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JRT X IRT。由于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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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迎风坡，东坡是背风坡，故东、西坡降水、气温明显不同，同一海拔的西坡降水较东坡

多，气温则较东坡低。随着山体海拔高度的抬升，东西坡均是湿度增加、气温降低，只是

湿度递增率和气温递减率存在差异，由山麓到山顶构成了从南亚热带到寒温带 ! 个不同的

热量带，立体气候非常显著。相对应的土壤和植被带也十分发育，形成明显的成环带状分

图 " 高黎贡山地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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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垂直带谱，但海拔 ! !"" # 以下植被和土壤类型的分布东、西坡存在一定差异（图 !）

（薛纪如，$%%&；李恒等，!"""）。

图 ! 高黎贡山植被垂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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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地带性植被是大范围的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以下，上接铁

杉针阔叶混交林、冷杉林和高山灌丛与草甸，以青冈、石栎属为标志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

植物群系组合就有近 %# 种之多（李恒等，!###）。云南黄连分布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 !&# ’ ! "##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 ’ ( %## $）及冷杉林（( %## ’ ( )## $）之中。

! 材料与方法

!"# 方法

采用民族植物学田野调查法（裴盛基和贺善安，%**&；裴盛基和龙春林，%**&）和野外观察、采集，

再辅以室内文献、标本查阅整理。形态观察用手持放大镜和解剖镜。群落研究采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观测与分析标准方法（董鸣，%**"）。

!"! 材料及调查地区

!##( 年 ! 月、+ 月、& 月分 ( 次，共计 )# , 左右的时间，在腾冲、泸水、福贡 ( 县，详细观察研究了

位于高黎贡山东、西坡不同海拔的云南黄连 %# 个野生或野生栽培（-./,012/3.453.67）居群的生物学、生态

学习性和生境、群落类型，部分材料目前都引种在英茂生物技术实验室引种保育基地（海拔 ! %## $ 的

常绿阔叶林下），凭证标本存于英茂生物技术实验室标本室（表 %）。

表 # #$ 个云南黄连居群的生境特征#，!

859/: % ;59.353 1<5=513:=.>3.1> 6? 3<: %# @6@2/53.67> 6? ! A "##"$

生态带

B16C67:

居群号

D6@2/53.67

16,:

纬度

E53.32,:

海拔

F/3.32,:G$

产地

E615/.3.:>

年均降水量

F7725/

=5.7?5//G$$

平均温度GH
I:57 3:$@:=532=:

J 月 % 月 全年

K2/ L K57L M7: N:5=

蒸发率( GO

B45@6=53.67

=53:

凭证标本号

P621<:= Q6L

备注

R:$5=S

西坡 TU8% !+V!(W !J+# 腾冲界头 !"(% %(A+ !A( *A# X #A& ;K#(##% 野生栽培

TU8! !+V)"W !J## 腾冲叫鸡冠 !+*) %(A" !A" *A( X #A& ;K#(##! 野生

TU8( !+V)+W !)## 腾冲大盏河 !("& %+A+ )A) %%A% X #A& ;K#(##( 野生

TU8) !+V)(W (### 缅甸漂草塘 !&!# %(A% !A# &A& X #A& ;K#(##) 野生

TU8+ !+V)(W (### 腾冲分水岭 !&!# %(A% !A# &A& X #A& ;K#(##+ 野生

TU8" !+V)!W !!&# 腾冲自治 !(J& %"A! +A# %%A& X #A& ;K#(##" 野生栽培

东坡 BU8#% !"V((W !J+# 福贡匹河 !%)) %)A% (A# *AJ X %A# ;K#(##J 野生栽培

BU8#! !"V++W !(+# 福贡上帕 !(++ %"A+ +A) %!A% X %A# ;K#(##& 野生栽培

BU8#( !"V!"W !*## 泸水俄嘎 !!*( %(A& %A" &A+ X %A# ;K#(##* 野生栽培

BU8#) !"V!"W !"## 泸水刮然 %**+ %)A* (A& %#A+ X %A# ;K#(#%# 野生栽培

注 %：TU8%、TU8!、TU8(、TU8)、TU8+ 和 TU8" 等 " 个居群位于高黎贡山西坡，BU8#! 和 BU8#( 居群位于高黎贡山东

坡，BU8#% 和 BU8#) 居群位于碧罗雪山西坡。注 !：气象数据根据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的资料整理。

注 (：O Y 水面蒸发力 Z降水量

% 调查及研究结果

%"# 生物学特性

(A%A% 形态特征与繁殖特性 云南黄连根茎弯曲成勾状，表面深黄色、皮质粗糙、多为

单枝结节状，体细小、质硬易断、断面金黄色而不整齐、髓部中空，节间密、节部密生多

数须根，年限越长的植株，地上部分生物量越少，但根茎较粗大；叶面主脉及侧脉上有锥

状微毛，通过显微观察，叶表皮细胞为常见的不规则型；气孔为随机分布型，开口基本与

主脉平行，并且只出现在下表皮；果实是由 & ’ %+ 枚较原始的半开启类型的离生心皮发育

而成的"#果，每个心皮的腹缝线上着生有两行相间排列的倒生胚珠，%! 至 %" 枚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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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云南黄连（箭头所指为“觅养枝”）

"#$% ! !"#$%& $’’$( &’(( %（)**+,- #./#0’12 *’321-）

4 个"#果内含有 5 粒左右成熟种子，

呈棕褐色，长椭圆球形并稍有弯曲，

表面有纵向条状花纹；每个顶芽分化

为 4 个花序或 6 片幼叶或 6 条黄色的

营养繁殖体（称为觅养枝），而腋芽

只长出觅养枝或幼叶。从顶芽和腋芽

生出的觅养枝顶端又着生 4 个花序或

4 7 6 个营养芽，节部生须根并再长出

新的觅养枝，由此沿地面枯枝落叶层

或腐殖质层匍匐漫延，觅养枝节间长

489 7 689 03，从 4 个腋芽生出的觅养

枝可在离母株根茎 !: 03 的范围内构

成多分枝无性系，其中最长可分化为

46 个觅养枝（;<=:4），离母株最近的

6 7 5 个节间木质化或半木质化为棕褐

色根状物，着生须根的节部膨大成球

形或椭圆球形，其上的腋芽又散生出

新的觅养枝，只有在整个营养繁殖体

系最末端的觅养枝顶端才萌生出土幼

叶，自然条件下觅养枝极少与母株发

生断裂（图 !）。云南黄连高约 6: 7 !:
03，&<=6、&<=!、&<=5 和 &<=9 等

5 个野生居群的植株与叶片比其它居

群约大 4 倍，但地下根茎较瘦小，觅养枝不甚发达，大都出土成“芦头”，在母株周围未

形成致密的多分枝结构，有部分实生苗，居群内个体散布在林下，为群落中的伴生种；

&<=4 和 &<=> 等 6 个野生栽培居群的植株和叶片比上述 5 个居群稍矮、小，觅养枝发达

一些，地下根茎粗壮，除多数无性系小苗外，尚有少量实生苗，尽管个体分布更集中一

些，但在草被层中仍为伴生种；;<=:4 7 ;<=:5 等 5 个野生栽培居群的植株普遍矮小，觅

养枝非常发达，在母株周围形成致密交错的多分枝结构，由于时间和样地大小的限制，在

调查中未发现实生苗，整个居群连片分布，成为草被层中的优势种。各居群间甚至居群内

在叶的形状、颜色、斑纹、大小以及觅养枝发生和发展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分化。

!8486 物候与生活史特征 云南黄连为多年生宿根草本，在 &<=>、;<=:4 ? ;<=:5 居群

中均发现有 @ 年以上的植株，最多的为 46 年，据此可推测云南黄连的植株寿命长达 4: 年

以上。花序轴通常在每年 4 7 6 月从根茎顶端总苞中抽出，6: 7 69 / 内长至离地面不超过

4: 03 高，在花序轴长高后的 4: / 左右，幼花成熟，花蕾于每天上午 4: 时至 46 时开放，

花期约 49 / 左右；多歧聚伞花序，花 ! 7 5 朵、绿白色，而包含花芽的混合芽于上一年 A
月底就已开始分化；种子 9 月上旬成熟，成熟后果实炸裂，种子散落于母株四周不超过

5: 03，次年 6 月份子叶才出土，更多的幼苗则是由觅养枝发出，无论是实生苗还是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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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第一年只有一片进行营养生长的新叶（实生苗出土的子叶可宿存到 ! 月份），次年春

季发出第 " 片叶，秋季叶基部根茎才开始膨大成球形或长椭圆球形，同时腋芽发出幼小的

觅养枝，到了第 # 年，叶增至 $ % & 片，这时的营养生长才对根茎的膨大和整个植株生物

量的增加起重要作用。

!"# 群落结构及生境特征

本文所研究的 ’( 个居群分布于海拔 " "!( % # ((( ) 的范围内，分属两个不同的生态带

（东坡生态带和西坡生态带）。野生居群全部位于西坡生态带（"*+"#, % "*+$&, -），而野生

栽培居群（除 ./0’ 和 ./0&）大部分位于东坡生态带（"&+"&, % "&+**, -）（表 ’）。

云南黄连多生长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和与之相接的铁杉针阔叶混交林下陡峭山坡

（坡度大于 $(+）阴湿环境中，但又有在山间凹谷、缓坡生长的生态位选择趋势，./0$ 和

./0* 生长在苍山冷杉疏林中茂密的箭竹林下（表 "）。这些森林在郁闭林冠下一般分为 #
% $ 层，几乎没有直射阳光能够到达林下层，相对湿度达 !(1以上，地面为深厚的枯枝落

叶层所覆盖，厚达 $ % ’" 2)，各居群植株的根系基本都在枯枝落叶层内，极少与土壤接

触。西坡生态带降水更多，更湿润（3 4 (5!），东西坡生态带在年均温上没有大的差异，

但存在着同海拔西坡温度更低的趋势（表 ’）。

云南黄连适生生境的土壤以富含腐殖质、偏酸性（67 $5’ 8 *5"）、由花岗岩、花岗片

麻岩、片麻岩、砂页岩及粉砂质泥岩发育而成的黄棕壤、棕壤和暗棕壤为主，土壤剖面发

育好，枯枝落叶层较厚，分解良好，腐殖质层发达，为沙壤至粘壤，粒状、核粒状结构，

理化性能较好，自然肥力高（薛纪如，’99*；徐志辉，’99!）（表 "）。

表 # $% 个云南黄连居群的群落类型、土壤及生境特征

0:;<= " 0>= 2?))@ABCD CD6=E，E?B< :AF >:;BC:C 2>:G:2C=GBECB2E ?H C>= ’( 6?6@<:CB?AE ?H ! 5 "##"$

居群号 群落类型 土壤 酸碱度 枯枝落叶 生境特征 坡度 多度及分布格局

I?6@<:CB?A /?))@ABCD J?B< 67 层厚度K2) 7:;BC:C 2>:G:2C=GBECB2E L=MG== N;@AF:A2=，
2?F= CD6=E 0>B2OA=EE ?H ?H E<?6= 6:CC=GA ?H

C>= <:D=G ?H FBECGB;@CB?A
<=:H <BCC=G
:AF >@)@E

./0’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棕壤 *5" ’" 荫湿林下、草丛中、树脚 4 ’*+ 多、均匀分布

./0"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棕壤 *5" ’( 荫湿林中谷地、缓坡，树脚 4 ’*+ 少、随机分布

./0#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黄棕壤 $59 P 荫湿林下谷地、水沟边 4 ’*+ 少、随机分布

./0$ 苍山冷杉林 暗棕壤 $5$ * 箭竹林下、草丛中、树脚 4 "(+ 少、随机分布

./0* 苍山冷杉林 暗棕壤 $5$ * 冷杉林下、草丛中、树脚 4 "(+ 少、随机分布

./0&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黄棕壤 *5( * 荫湿林下、草丛、石缝中 4 ’*+ 多、均匀分布

Q/0(’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棕壤 $5* & 荫湿林下、只有少量蕨类伴生 R #(+ 多、均匀分布

Q/0("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黄棕壤 $5" $ 荫湿林下、少量草本伴生 R #(+ 多、均匀分布

Q/0(# 铁杉针阔叶混交林 暗棕壤 $5’ * 荫湿林下、少量草本伴生 R "*+ 多、均匀分布

Q/0($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黄棕壤 $5" $ 荫湿林下、少量草本伴生 R "*+ 多、均匀分布

上述 # 种伴生云南黄连的群落在高黎贡山成环带状分布，野生栽培居群多分布在中山

湿性常绿阔叶林中（./0#、./0&、Q/0("、Q/0($），其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乔木上层、乔

木下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 层。上层乔木高大茂密，有最高 #( )，最粗 !( 2) 的大树，盖

度 !(1 % !*1，优势种明显，以喜湿润的青冈属种类为主，如青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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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青冈 !"#$%&’$’(%)*+* %,"%-%(、薄片青冈 !"#$%&’$’(%)*+* $’./$$%*’ 等，同时还有红花木莲

0’(1$+/2+’ +(*+1(+*、细毛润楠 0’#3+$4* 2/(4+)+$+*、硬斗石栎 5+23%#’6)4* 3’(#/+、桂北木姜子

5+2*/’ *4&#%6+’#/’、南亚含笑 0+#3/$+’ -%$2*%)’ 等；比较低矮的下层乔木，盖度 !"# $ %"#，

主要以上层乔木的小树和大冠幅的多种杜鹃 73%-%-/(-6%( &’’( 最为引人注目；灌木层盖

度 )"# $ *"#，以带鞘箭竹 8’61/*+’ #%(26’#2’ 占绝对优势，其它主要有虎刺 9’.(’#’(234*
+(-+#4*、水红木 :+&46(4. #"$+(-6+#4.、多种悬钩子 74&4* &’’(、锈色花楸 ;%6&4* </6641+(/’ 和

云南绣线莓 =/+$$+’ */66’2+*/)’$’ 等；草本层在上层乔灌木密集覆盖下，一般都比较稀少，实

际盖度多不超过 !"#，但在箭竹稀少的水沟边、林间空地或一些潮湿的小生境条件下，

乌毛蕨 >$/#3(4. %6+/(2’$/、翅柄瘤足蕨 ?$’1+%1"6+’ #%..4(+*、多种蹄盖蕨 @23"6+4. &’’( 和

多种小楼梯草 A$’2%*2/.’ &’’( 以及云南黄连 !%)2+* 2//2’ +,-- ( 等可以形成小块优势，盖度

达 )"# $ *"#，从而构成林下草被分布上的不均匀特点，其它还有橙花开口箭 B4)+*26’
’46’(2+’#’、双耳南星 @6+*’/.’ &+’46+#4$’24.、长耳南星 @6+*’/.’ ’46+#4$’24.、延龄草 B6+$$+4.
2*#3%(%*C++、多种秋海棠 >/1%(+’ &’’( 等。藤本植物极少见。附生与半附生植物，除苔藓

之外，常见的有小果$蕨 0/#%-+4. .+#6%*%64.、纸质石韦 ?"66%*+’ 3/2/6’#2+*、小叶吊石苣苔

5"*+%(%24* *4/)346/4* 等，经常与发达的苔藓植物长在一起，形成紧紧包围树干的绿色附生

层。

+./0、+./1、2./"0、2./"! 所在的铁杉针阔叶混交林，以云南铁杉 B*41’ -4.%*’
为标志，同时与多种常绿或落叶阔叶树混交，如多变石栎 5+23%#’6)4* D’6+%$%*4*、糙皮桦

>/24$’ 42+$$+*、野樱桃 ?64(4* #/6’*%+-/* (、冠萼花楸 ;%6&4* #%6%(’2’、多种鹅掌柴 ;#3/<<$/6’
&’’(、滇藏钓樟 5+(-6’ %&24*+$%&’ 3,4 ( 3/2/6%)3"$$’ 等，乔木层盖度也达 5"#以上；林下灌木

层以带鞘箭竹 8’61/*+’ #%(26’#2’ 为主，其它还有多种杜鹃 73%-%-/(-6%( &’’(、十萼花 9+E
)/(2%-%( *+(+#4*、野八角 F$$+#+4. *+.%(*++、曲萼茶%子 7+&/* 16+<<+23++、单叶常春木 0/66+$$+%E
)’(’, $+*2/6+ 和虎刺 9’.(’#’(234* +(-+#4* 等多种；草被以 1 种瘤足蕨 ?$’1+%1"6+’ -/#6/*#/(*、
? 6 1$’4#/*#/(* 最为显著，其它还有多种鳞毛蕨 96"%)2/6+* &’’(、肾叶山蓼 G,"6+’ -+1"(’、大

百合 !’6-+%#6+(4. 1+1’(2/4.、多种冷水花 ?+$$/’ &’’(、羽叶鬼灯擎 7%-1/6*/’ )+((’2’ 等 1" 余

种，共同组成高 "6% 7，盖度 !"#的不均匀草本层；附生于树干上的苔藓与膜蕨类植物很

多，极似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景致。

+./8、+./% 所在的苍山冷杉 @&+/* -/$’D’"+ 林林相稀疏，林中枯立木较多，层盖度不

超过 %"#，树高 0% $ 1" 7；林下以带鞘箭竹 8’61/*+’ #%(26’#2’ 占优势，高约 ! 7，盖度达

)"# $ *"#，与此混生的灌木有桦叶荚& :+&46(4. &/24$+<%$+4.、峨眉蔷薇 7%*’ %./+/(*+* 和

多种杜鹃 73%-%-/(-6%( &’’(；草被层高 "60 $ "6! 7，盖度 8"# $ %"#，主要有多种苔草

!’6/, &’’(、腺毛悬钩子 74&4* <6’1’6+%+-/*、钝叶楼梯草 A$’2%*2/.’ %&24*4.、头花蓼 ?%$"1%E
(4. #’)+2’24. 等。

!"! 地理分布及资源现状

根据文献（中国植物志编委会，09*9；吴征镒，0958；王天志等，0955；傅立国，

0959；王文采，099!；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099"；薛纪如，099%；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099)；孙航等，099*；:,;<=> ? @,AB，0995；徐志辉，0995；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李恒等，1"""）、标本研究和作者的调查，云南黄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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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 ! 喜马拉雅特有种，分布于北起印度阿萨姆、中国西藏东南部的米什米什（"#$%&
’#）山区，南至中国腾冲北部、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地区，其中米什米什（"#$%’#）山区位

于中国西藏藏族自治区的察隅县和中印两国有边界争议的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本种的

模式标本也采于此（张浩等，())*），高黎贡山是缅甸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与

怒江（萨尔温江的上游）的分水岭。怒江与澜沧江分水岭的碧罗雪山西坡和东坡的丽江、

维西等地也有分布。

由于云南黄连一直是当地各民族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商业局，

()++；龙春林等，())),，()))-），腾冲一度是当时流入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名贵中药“云

莲”的集散地，在高黎贡山中部东坡（中国没有西坡）、碧罗雪山西坡以及腾冲县北部某

些地段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下，生长着云南黄连野生栽培居群，估计不少于 ( 万

亩，居群较大，植株矮小，地下营养繁殖体非常发达，根据对政府官员、药材公司、民间

医生和当地各少数民族进行的民族植物学访问调查，这一地区的云南黄连野生栽培居群源

于 (** 多年前由福贡县的傈僳族从缅甸引入种植的野生黄连，以后一直都种养于类似该种

在缅甸原生生境的常绿阔叶林下，极少进行人工管护和相应的栽培管理，产量很低，每亩

只有 . /0 左右，由此可见，目前真正的云南黄连野生居群已不多见，而野生栽培居群却保

持有相当的数量，由于近 (* 年来生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其历史悠久的种植模式和存留的

个体，是我们科学地进行保护和持续利用研究的重要线索和宝贵的种质资源。

! 分析与讨论

!"# 形态特征、物候和繁殖习性

有关云南黄连的形态特征描述在现有的各种文献（中国植物志编委会，()1)；吴征

镒，()+2；王文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3；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4***；李恒等，4***）中都基本相似，但均欠详实，特别未对作为本种重

要特征性状的营养繁殖构件进行描述，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云南黄连营养繁殖构件（觅养

枝）异常发达，尤其在东坡野生栽培居群中。觅养枝可以在地下匍匐蔓延，构成盘根错节

的致密多分枝结构，迅速占据其适生生境；从母株根茎腋芽或顶芽发出的营养繁殖体，之

所以称为“觅养枝”，是因为其生长快速，向母株四周蔓延发展，寻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养分和空间，同时，它具茎的所有特征，有节和节间，节上有芽并生须根，节部的芽又发

育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觅养枝向四面扩散，由此一个母株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一个庞大

的无性系聚合体，大部分节部也渐渐膨大，先为圆球形，再长为椭圆球形，形成新植株的

根茎，其上分化出的叶芽出土，成为新株，地下觅养枝体系除部分节间木质化或半木质化

外，均不断开，多少保持着这一无性系聚合体营养上的联系。西坡居群虽也有觅养枝，但

没有如此发达，也未形成地下致密的多分枝结构，更没有构成一片无性系聚合体，这个生

态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多数觅养枝出土，虽节部仍生须根，但极少有二级觅养枝生出，

不似东坡居群觅养枝整个呈黄色，而只在地下或近地面处的部分呈黄色，其余为黄绿色或

绿色，顶端的芽分化为叶芽和花芽，地上的觅养枝成为“芦头”（祖元刚等，()))），可以

看作是另一种“觅养”方式。

与文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4***）对花期和果期描述不同的是，( 5 4 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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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期大约 !" #；而 $ 月底就已有包含花芽的混合芽；种子 " 月上旬成熟，次年 ! 月份

子叶才出土，估计种子在上一年 %! 月或当年 % 月萌发，说明该种与中国黄连可能有着相

似的花芽分化和种子后熟过程（黄正方等，%&&’；李正理和李荣敖，%&("）。东坡居群虽

能正常开花、结实，但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实生苗，但在西坡居群中却发现有实生苗，虽然

数量不多，但表明高黎贡山西坡生态型能以有性生殖进行自然更新，而东坡居群可能只能

以无性繁殖方式进行居群增长，是两个物种（)*+#,- . /*01，%&&2），还是由于进行了长达

%23 年的半人工栽培所导致的进化歧异（生态适应），或是其它因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还需从分类学、居群生物学、发育生物学以及中药史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黄连属植物全株均含小檗碱等 " 种生物碱，且含量在 24&5 以上（云南黄连高达

(5），表明黄连属植物有高效的生物碱合成机制（诚静容等，%&6"；刘岱等，%&&$；方忻

平等，%&(&*，%&(&0，兰进等，!33%）。刚出土的幼苗，无论是实生苗还是无性系苗，第一

年只发出一片叶，可能为建立高效的生物碱合成机制，光合作用合成的养分远远不能满足

新植株生长发育的需要，无性系苗可以靠与母株的营养联系得到补充，实生苗只能从残留

到八月的子叶中得到所需的养分，到第 2 年，叶增至 ’ 7 6 片时，营养生长才对根茎的膨

大和整个植株生物量的增加起重要作用。所以云南黄连的这些特性导致其生长极为缓慢，

为获得所需的养分，发展了各种“觅养”方式。以发达的觅养枝体系进行无性繁殖，也是

对漫长生长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测因素对植株带来损害的一种适应。

!"# 生境、群落结构和生态位

对一个物种进行生境、群落和生态位特化作用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够解释与分

布式样和分布范围相联系的生态学上的多样性，而且能够获得该物种所需生物和非生物因

子的足够信息，这种信息是对一个濒危物种进行拯救和有效保护的先决条件（8,9:;+，

%&("）。在高黎贡山狭小区域中的云南黄连居群分布式样表明，该物种仅在比较狭窄的海

拔范围内分布，而且纬度的梯度变化也很小。分布区的生态环境和生境中的土壤特性对云

南黄连的分布式样起到非常大的限制作用。有着特定结构和物种组成的森林群落，以其茂

密的林冠和林中温凉湿润，相对稳定的群落小气候维系着该物种的生存与生长；高黎贡山

由山麓到山顶界线分明的热量垂直带和与之相对应的土壤、植被垂直带成为云南黄连居群

从适生气候带沿山坡向上或向下扩散的最大限制因素，即使野生栽培的东坡居群，也只能

生长在这一生态带内，与野生居群具有相似的生境，远远没有达到像重庆、四川等地种植

黄连的程度（陈兴福等，%&&6），尽管有有限的人工抚育，但仍不是栽培种，而是迁地

（保护）种或逸生种。以上研究揭示了该物种狭窄的小生境选择特性。有些学者认为植物

物种的濒危与地理分布范围、生境特异性和地方繁殖居群大小及其相互作用有直接的关系

（<=1>?@0@=A . B*0,+;C,-D，%&("），最濒危的物种地理分布狭窄、生境高度特化、居群规模

很小，云南黄连便属于这一类型。

!"$ 濒危现状与保护

在云南境内的云南黄连野生居群仅分布在北部贡山县高黎贡山西坡人为活动很少的独

龙江等地区（李恒，%&&2）和南部西坡的腾冲县西北部中缅边界两侧的狭小区域，居群小

而分散，整体数量已很少，缅甸一侧大规模的伐木已经渐渐波及这个地区，该物种赖以生

存的群落面临片断化甚至毁灭的威胁；%&&& 年 & 月以前独龙江地区是云南省唯一不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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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乡镇，自从公路开通后，旅游活动和林业等经济开发升温，其赖以生存的生境也面临

着人为活动破坏的威胁，此外，物资交流的频繁和随之而来的过渡采挖也使本来就很稀少

的野生资源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当地少数民族因经济目的而引种在混农林生态系统中的

云南黄连野生栽培居群在 !"" 多年间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它们与当地群众发展起来

的朴素的“迁地保护”模式一道，为云南黄连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提

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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