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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珍稀濒危植物流苏石斛的生物学特性及野生资源现状；分析其主要濒危原因有：自身的生长、

繁殖特性与特殊生境的限制以及人为破坏等，并提出相应的野生资源保护措施。 

关键词：流苏石斛；濒危植物；野生资源；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Q949.71+8.43; Q949.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91(2007)04-0045-03 
 

Studies on the Endangerment Reasons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Dendrobium fimbriatum 

LIU Qiang, YIN Shou-hua, HUANG Wen, YIN Jian-tao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ngla 666303,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dangered Dendrobium 
fimbriatum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its wild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endangerment of 
Dendrobium fimbriatum was resulting from its own habitats for growth and propagation, and also 
human destruction as well. Some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this specie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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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石斛(Dendrobium fimbriatum)又名马鞭石斛、大黄草、马鞭杆、旱马棒，为兰科石斛属附生类

植物，有很高药用价值，为我国重要的中药品种，主要有滋阴清热、生津止渴等功效[1]；有关化学成

分研究表明，流苏石斛所含有效化学成分有大黄酚、三十二烷酸、对羟基反式肉桂酸三十烷基酯、对

羟基顺式肉桂酸三十烷基酯、β-谷甾醇、鼓槌联苄、大黄素、芦荟大黄素、鼓槌石斛素、moscatilin、
胡萝卜苷和莽草酸[2,3]。 

近年来，由于野生资源被过度采挖以及自身的生长、繁殖特性和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流苏石

斛野生资源临近枯竭，目前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我们在对流苏石斛进行组织

培养、快速繁殖和人工栽培研究的同时，也对其自然生长环境及繁殖特性进行调查、观察，分析致濒

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以期实现对流苏石斛野生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  生物学特征 

1.1 形态特征 
流苏石斛茎粗壮，斜立，质地硬，圆柱形或有时基部上方稍呈纺锤形，长50～100cm，不分枝，具

多节，干后淡黄色，节间长3.5～4.8cm，具多数纵槽。叶革质，长圆形或圆状披针形，长8～15.5cm，
宽2～3.6cm，先端急尖，有时稍2裂，基部具紧抱于茎的革质鞘。总状花序长5～15cm，疏生6～12朵花；
花序轴较细，多少弯曲；花序柄长2～4cm，基部被数枚套叠的鞘；鞘膜质，筒状，位于基部的最短，
长约3mm，顶端的最长，达1cm；花苞片膜质，卵状三角形，长3～5mm，先端锐尖；花梗和子房浅绿
色，长2.5～3cm；花金黄色，质地薄，开展，稍具香气；中萼片长圆形，先端钝，边缘全缘；侧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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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状披针形，先端钝，基部歪斜，全缘；萼囊近圆形，花瓣长椭圆形，先端钝，先端微蚀齿状；唇瓣

近圆形，基部两侧具紫红色条纹，边缘具复流苏，唇盘具1个新月形深紫色的斑块，上面密布短绒毛；
花期4～6月。蒴果。 
1.2 生境特点 

流苏石斛性喜温暖、湿润、利水、通风的环境。在山岭重叠、沟壑纵横的小生境中，常生于有腐

殖质聚集的石灰岩或树干上。地形多为悬崖峭壁，下临深潭，并有反射阳光，一般海拔600～1 700m。 
1.3 地理分布 
流苏石斛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至西北部、贵州南部至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至西南部等热带、

亚热带地区；国外主要分布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泰国、越南等[4]。 

2  濒危原因分析 

2.1 自然繁殖率低，生长缓慢 
2.1.1 繁殖方式  自然条件下，流苏石斛繁殖主要为营养繁殖和种子繁殖。营养繁殖有两种途径：一是
流苏石斛的根际周围具有较强的分蘖能力，一般通过基部分蘖出小芽，并发育成健壮的植株；另外，

流苏石斛不具叶的老枝条可萌发高芽，待老枝条营养物质耗尽，高芽将会随之脱落到适宜的基质上，

最后形成独立的植株。分蘖枝一般只能延伸至根部周围10～20cm的范围，高芽最多也只能延伸至母株
周围2～10m的范围，因而严重限制了流苏石斛植株向外扩展；而且流苏石斛叶面较小，光合作用强度
低，对气候条件要求十分严格，生长较慢，从分蘖芽（或高芽）长成成熟植株一般要3～5年，严重影
响其野生种群的扩大。流苏石斛的另一繁殖方式是种子繁殖，而野生流苏石斛结实率极低，对西双版

纳州石灰岩地区的流苏石斛种群观测发现，其结实率仅为0.5%左右；在人工授粉试验中，流苏石斛表
现出很强的自交不亲和性，很难形成完全的种子，即使有种子形成，种子也细小如粉尘，只含有未分

化完全的胚，几乎不含营养物质，在野生状态下，种子萌发因缺乏营养物质来源需经过一个腐生阶段，

借助与菌根真菌共生来获取养分。因此，野生流苏石斛通过种子繁殖是极为困难的，这也是导致其自

然繁殖率低和野生资源稀少的原因之一。 
2.1.2 流苏石斛与菌根真菌的关系  兰科植物是与真菌形成典型共生关系的特殊类群。而石斛菌根是一
种特殊的内生菌根，称为“兰花菌根”，与一般内生菌根(VA菌根)在种类、感染途径及根内组织结构
上有着本质区别。石斛菌根真菌虽然为异养型生活方式，但并不通过寄主细胞汲取营养物质，而是从

其它活的有机体或死的残留有机物上分解摄取碳源，同时为附生的石斛提供必需的水分和养分。所以，

石斛类植物整个生命过程中，菌根真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陈连庆等[5]研究表明，在自然条件下，

如果没有菌根真菌的作用，石斛类植物的种子不能萌发；同时，菌根真菌还能促进石斛生长、分化，

增加产量。 
2.2 特殊的生长环境 

流苏石斛主要生长在悬崖峭壁上，以须根牢固地附着在岩壁上，利用岩缝水和夜间露水生存，若

水分和石壁黏土过多，常常造成根部腐烂而死亡；岩石壁过于干燥也会导致生长不良。因此，对生长

环境的特殊要求也是流苏石斛濒危的原因之一。 
2.3 人为破坏 
2.3.1 野生资源过度采挖  流苏石斛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其良好的药用功效和较高的观赏价值，
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带给人们较高的经济效益。鲜石斛的收购价较高，加工后还可增值几倍到几十

倍。因此，采售石斛便成了不法分子的一条生财之道。由于无节制的、掠夺性的采挖，使流苏石斛野

生资源及其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全国的野生资源分布呈迅速缩小趋势。 
2.3.2 生境的破坏  流苏石斛是一种附生性极强的植物，主要附生于腐殖质聚集的岩石和树干上，对环
境要求较苛刻。森林是流苏石斛赖以生存的条件，为其生长和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附主树种。然

而，近几十年来我国林地面积缩减严重，森林覆盖率已减少至11.5%，不及世界平均覆盖率的一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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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流苏石斛附主树木丧失，并引起地区性气候恶化，以及自然灾害(如旱灾、鼠虫害等)日益加剧，从
而严重破坏了流苏石斛的生长环境。 
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调查表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地区曾有大量流苏石斛分布，但近几十年

来，由于大面积种植橡胶和茶叶，原始林已基本被砍伐殆尽。橡胶林不但没有蓄水功能，反而需要大

量吸水，“一棵橡胶树就是一台小型抽水机”。大规模毁林种胶严重破坏了天然林涵养水源、防风固

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能。目前，整个西双版纳州已被人工种植的橡胶树和茶叶等经济树种所

覆盖。由于附主丧失和生境的破坏，流苏石斛在西双版纳也正逐步消失。 

3  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对策 

3.1 增强人们对野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的保护意识 
对野生资源的过度采挖及生长环境的人为破坏是流苏石斛濒危的首要原因，因此，只有增强公众

对野生资源和生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完善我国野生生物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自然保护区

以保护自然生境，减少人为干扰，才能保证流苏石斛野生资源更好地繁衍和可持续利用。 
3.2 建立人工栽培基地，缓解人们对野生资源的依赖 

流苏石斛是我国的传统名贵中药，应用历史悠久，市场需求量大。但药材来源过去主要依赖野生

资源，而在野生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加强流苏石斛的人工栽培，缓解市场需求，是保护野生资源的

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对流苏石斛的人工栽培进行了广泛试验，已取得初步成效。云南

省思茅市的滇能集团思茅枫斗公司经过几年的人工栽培试验，已形成一定的种植规模。目前，流苏石

斛人工栽培面积正逐步扩大。 
3.3 采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 
人工栽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对流苏石斛野生资源的需求压力，但由于流苏石斛生长缓慢、

繁殖率低及对生境的特殊要求，限制了人工栽培产量，难以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现代生物

技术的发展，人们寻求利用组织培养方法实现流苏石斛的快速繁殖，在短期内供应大量试管苗，并通

过人工栽培扩大产量。付志惠等[7]用流苏石斛茎段进行组织培养试验，成功培育出试管苗，成活率达

90%，为将来工厂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3.4 利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直接生产药用活性成分 
植物细胞培养是指从外植体获取细胞，然后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培养，获得大量所需的植物细胞或

细胞的各种次生代谢产物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植物细胞培养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至今已经
获得400多种植物的细胞，并通过细胞培养获得600多种有效化学成分。利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对流苏
石斛细胞进行培养，收集其产生的次生代谢物，直接生产药用活性成分，具有优质、高效、易于管理、

劳动强度低、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和不占用耕地等优点；同时该技术还可用于流苏石斛种质保存、人工

种子制备和植株大规模快繁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植物细胞培养技术将为流苏石斛及其它珍

稀植物资源的种质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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