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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楼属植物的系统演化及其药材的分子鉴定研究 

  

栝楼属（Trichosanthes L.）植物的系统演化及其药材的分子鉴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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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楼属（Trichosanthes L.）是葫芦科（Cucurbitaceae）植物中一个比较大的属，共有植物

80多种，其分布地区为东亚及澳大利亚北部，我国有一半的种类。其中多种植物具有药用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版）收载了该属植物2种，《中药志》收载了7种，如常用中药“瓜

蒌”和“天花粉”即分别来源于该属植物栝楼T. kirilowii Maxim.等的果实和根。然而，自1753

年该属建立以来，还没有人对栝楼属进行世界范围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以致共出现学名193个，存

在着严重的同物异名和误定现象，特别是栝楼这一复合种，被葫芦科专家C. Jefferey（1980）称

为"东亚地区葫芦科中最难处理的分类学难题（the most intractable taxonomic problem in 

eastern Asia Cucurbitaceae ）"。这种混乱现象已严重影响到该属药材的使用。据研究人员对29

省、市、区的调查，国内市场所用的真伪瓜蒌皮不下19种，瓜蒌子22种，天花粉商品药材多达28

种，其中来源同属近缘植物有些还具有毒性，如湖北栝楼根泛滥最甚，服后有恶心、呕吐等副作

用。因此，必须从原植物上甄明药材的来源，以达到从药材上鉴别真伪的目的。 

该项目通过广泛的野外调查和从国内外主要标本馆借阅标本，在经典形态分类的基础上，重点

应用孢粉学、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及化学等领域的国际先进手段来研究世界范围本属的分种，属下

划分及系统演化问题，同时探索性地在中药材鉴定中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确立了

世界范围内栝楼属植物84种8变种，我国有37种6变种，提出了一个新的属下分类系统，而且应用分

子系统学的方法研究其系统演化趋势，为在该属植物中寻找新的药源提供了依据，如寻找类似天花

粉蛋白活性的新蛋白应在叶苞系植物中筛选；并对常用中药天花粉和瓜蒌的原植物来源，提出了新

的见解；此外，还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为鉴别栝楼雌雄株和天花粉类药材提供了新的方法。通过

该项目的研究，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英文版）栝楼属的编写工作；有关天花粉来源的研究成

果，也已被《中国药典》采用；项目期间发表文章18篇，均为国家一级杂志，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专

著《分子生药学》一部。 

该项目先后获得2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次国家科技部资助，历时10年，是241年来第一次对

世界范围的栝楼属植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修订，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该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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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被专家鉴定为对世界性栝楼属植物及药材最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创造性成果，达到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基于上述突出成果，该项目荣获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

号：2003-J-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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