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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3 种问荆属植物 ,问荆、林问荆、草问荆的生物量。采用样方法 , 在研究区域内设置1 m×1 m 的样方, 采挖后称其干重。结果
表明 ,3 种问荆属植物的生物量都主要集中在地上且靠近地面的部分, 不同种类生物量在垂直方向的具体分布与其植株的分枝情况等生
物学特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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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Biomass of Three Species of Equiset u m
YAN Zhao et al  (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 Shanxi 030006)
Abstract  The biomass of three species : Equisetumarvense L , E sylvaticu mL and E pratense Ehr was studied . The squares of 1 m×1 mwere set and the
net weight of Equiset umeach square was weigh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ground biomass of the three species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at the part
near the ground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iomass had relationshi p withthe branches of pl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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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荆是蕨类植物的一个属, 为多年生草本。在已知的种

类中, 多数可药用, 具有清热利尿, 疏风明目, 舒筋活血或收

敛止血的作用, 此外, 有的种类还具有一些特殊功效 , 如问荆

可以促进动物体内铅的排出, 以用来治疗铅中毒, 还可以补

充人体所需硅质等微量元素, 人们已经成功使用其治疗高血

压、冠心病和贫血, 疗效颇佳。对草问荆的研究还发现其具

有强大的神经中枢抑制作用, 可用于治疗神经衰弱、忧郁症、

精神分裂症等, 而且该植物在戒毒药物的开发方面也具有重

要的应用前景[ 1 ,2] 。虽然在问荆的生物学特性[ 3 ,4] , 药理

学[ 5 ,6] 和化学成分[ 7 - 12] 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报道 , 但未见有关

生物量研究方面的内容。笔者对问荆属3 种植物的生物量

进行了初步研究, 以期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研究区域为山西省地处吕梁山脉中段的庞泉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 位于交城和方山两县毗邻地带, 于111°5′～

112°12′E,37°3′～38°4′N。该区内山势险峻, 高差较大, 海拔

1 000～2 830 m, 自然植被茂盛, 为我国暖温带残存的天然林

中少数保存完整的地区之一和华北落叶松的原产地。气候

属暖温带湿润气候, 年均温3 .6 ℃ , 无霜期100 ～200 d , 年降

水量650 ～900 mm, 相对湿度70 % 。土壤类型由低到高出现

山地淋溶褐土、山地棕土、暗棕土和亚高山草甸土等。

2  研究方法

在研究区域内设置1 m×1 m 的样方, 以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测定其所处的经纬度、海拔高度和坡向, 并记录植物的盖

度和伴生种类。将样方内所研究植物的全部植株掘出 , 带回

实验室。

将植株中异物拣出, 冲洗干净, 待表面附着水分蒸发后 ,

放入干燥箱,80 ℃烘干至恒重。地下部分全部称量其干重 ,

地上部分以5 c m 为1 段 , 由下向上分割 , 分别测其干重。由

于地下部分在采集时人为或自然损伤而部分脱落 , 所以将其

加权20 % , 地上部分也由于部分植株过小而漏采, 加权10 % 。

研究 测 定 了 问荆( Equiset um arvense L .) 、林 问 荆( E

sylvaticum L.) 和草问荆( E pratense Ehr .) 3 个种的生物量 , 共

设置5 个样方。

  表1 5 个样方的自然概况

样方 优势种 海拔高度
m

东经 北纬 坡向 盖度
%

平均株高
cm

伴生植物

1 问荆 1 827 111°28 .135’ 37°49 .621’ 西南 45 12 .2 白扦, 毛茛,白桦,野豌豆, 悬钩子, 美蔷薇,
东方草莓,柴胡, 忍冬,苔草

2 问荆 1 881 110°35 .353’ 34°48 .212’ 西南 25 17 .3 白桦, 栎树,野豌豆,悬钩子 ,胡枝子, 忍冬,
苔草

3 林问荆 1 668 111°29 .268’ 37°49 .222’ 北 65 5 毛茛, 香薷,委陵菜,狗尾草

4 林问荆 1 786 111°28 .352’ 37°49 .849’ 南 65 7 铁线莲 ,蛇莓, 勿忘草,筋骨草,茵陈蒿

5 草问荆 2 058 111°25 .912’ 37°53 .021’ 西南 20 20 青扦, 舞鹤草, 苔草

3  结果与分析

5 个样方的优势种、海拔高度、位置和坡向、百分比盖度

和伴生种类见表1。3 种问荆生物量的研究结果见表2、3 、4 。

  从结果可知,3 种植物的生物量都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

靠近地面的部分, 这部分都占到总量的50 % 以上。不同种类

生物量在垂直方向的具体分布是与其植株的形态、分枝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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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问荆的生物量

部分
部位

cm

样方1

生物量∥g/ m2 占比例∥%

样方2

生物量∥g/ m2 占比例∥%
地下 4 .322   31 .59 1.296   23 .04
地上  0～5 5 .459 39 .90 1.060 18 .84

5～10 3 .440 25 .15 1.265 22 .48
10～15 0 .444 3 .25 1.324 23 .53
15～20 0 .016 0 .11 0.636 11 .31
20～25 0.045 0 .80

合计 13 .681 100 5.626 100

等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的。问荆的分枝以靠近地面的为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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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渐短, 所以其生物量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靠近地面的0

～15 c m。林问荆则植株较矮, 由于具有多级分枝而近于平

卧, 因而其生物量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靠近地面的0～5 c m。

草问荆植株较高, 而且地上部分的分枝接近等长, 所以在0 ～

20 c m 生物量的垂直变化不大, 但该种植株地上部分细弱, 因

此地下部分的生物量相对较高。

  表3 林问荆的生物量

部分
部位

cm

样方3

生物量∥g/ m2 占比例∥%

样方4

生物量∥g/ m2 占比例∥%

地下  16 .632   42 .44   5 .252 20 .44

地上 0～5 22 .466 57 .32 18 .118 70 .53

5～10 0 .096 0 .24 2 .319 9 .03

合计 39 .194 100 25 .689 100

  表4 草问荆的生物量

部分
部位

cm

样方5

生物量∥g/ m2 占比例∥%

地下 1 .657 43 .37

地上 0～5 0 .572 14 .97

5～10 0 .743 19 .45

10～15 0 .574 15 .02

15～20 0 .271 7 .09

20～25 0 .004 0 .10

合计 3 .821 100

4  结论

3 种问荆属植物在山西的分布都较广泛, 特别是问荆广

泛分布于全省各地 , 林问荆和草问荆分布也较广。然而, 由

于问荆属植物体形相对较小, 为林下植被层, 在其他药材和

资源植物被采挖的过程中, 往往容易被忽视而受到损毁或破

坏, 所以其种群数量和大小都在减少。

针对目前药用问荆资源日渐受到威胁的现状, 必须采取

相应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首先, 各级领导和有关行政部门

要加强对资源植物保护的重视,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体

现保护与发展、局部与全面、眼前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

使工作有规可循。同时, 还要宣传和教育广大药农, 提高保

护意识, 改变掠夺性开发的传统观念, 使自然保护和持续发

展相结合[ 13] 。其次, 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林下植被的生

存依赖于其特殊的生态环境, 如果这种环境遭到破坏, 必然

会引起连锁反应 , 所以, 要禁止乱砍滥伐, 减少环境污染 , 对

于山西省这样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来说, 更是如此。从研究结

果可知,3 种问荆有不少伴生的其他草本植物, 因此, 在采收

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其他植物。问荆属是多年生草本 , 在采

收时应尽可能保护地下部分 , 保持其繁衍。另外, 要进行科

学研究, 比如引种驯化, 进而建立专门的栽培基地或种植园 ,

还要进行快速繁殖等方面的研究, 以解决药源少, 产量低的

问题, 使其能够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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