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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外文献为基础，结合对国内岩白菜属植物资源的调查收集及多方市场调研，对该属植物的

应用用途、需求状况和繁育状况进行归纳总结，并介绍3种价值高的岩白菜种类情况，为行业相关研究

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岩白菜属植物相关产品的应用在不断拓宽，供需矛盾日趋凸显，野生资源面临枯

竭，通过筛选优良种类，研究生长规律实现大面积的人工栽培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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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s, requirement and breeding of Bergenia specie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review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source combined with related references. Three species of Bergenia whose value
is relatively high are presented.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Because the application of
Bergenia is being continuously enlarged,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Bergenia is
growing, the wild resources of Bergenia will be encountered with exhaustion. The large scal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through choosing excellent species and studying the growth regulations of Bergenia is a basic way to
solve 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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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岩白菜属植物(Bergenia)别名岩壁菜、雪里开花，

为虎耳草科岩白菜属多年生常绿草本，该属植物总计

10余种，主要生长于东亚、南亚北部和中南亚[1]。国内

外植物界对该属植物在化学成分分析、资源开发、临床

应用、栽培驯化和繁育上都有较深的研究[2-3]。按照进

化程度大致分为 3组：（1）秦岭岩白菜组，只包括秦岭

岩白菜(B. scopulosa)1种，为中国特有种，是原始类型；

（2）岩白菜组，包括厚叶岩白菜(B. crassifolia)、岩白菜

(B. purpurascens)2种，是比较进化的类型；（3）睫毛岩

白菜组，包括分布较为广泛的舌岩白菜(B. pacumbis)、

睫毛岩白菜(B. ciliata)、短柄岩白菜(B. stracheyi)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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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特有的峨眉岩白菜(B. emeiensis)、天全岩白

菜(B. tianquaninsis)和俄罗斯特有的塔什干岩白菜(B.

ugamica)和光托杯岩白菜(B. hissarica)[4]。本课题组在

岩白菜属资源收集、良种筛选及繁育种植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以新近中外文献为基础，结合国内资源的实地

调查及多方市场调研，对该属植物的商业用途和目前

需求状况进行归纳总结，并详细介绍 3种价值高的岩

白菜种类，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1 岩白菜商业用途

岩白菜属植物花叶俱美，冬春季开花、耐荫耐干旱

耐寒，是优良的绿化地被[5-6]，加之药食兼用，具有多方

面的开发价值[7-10]，用途广泛。

1.1 绿化用材

可用于花坛、花境、山坡、林下和立体绿化种植，绿

化形式多样效果好，不必年年栽种。

1.2 盆栽花卉

可降尘除尘，净化空气。阿坝州兰花及珍稀野生

花卉研究所、福建省宁德市绿友园林有限公司和浙江

桐乡四季花园家庭农场开发了岩白菜盆栽花卉。

1.3 特色蔬菜

叶片可食，能清凉败火，消炎止痛；嫩叶炒制的茶

叶可回甘生津；新鲜植株或晒干与荤食一起煲炖，可治

疗哮喘、干咳等，比寻常盆栽花卉功能性更胜一筹。

1.4 美白护肤

西藏民间熬制的防晒霜主要原材料是岩白菜，西

藏大学在此基础上制作并产业化的防晒护肤品，紫外

线吸收效果明显[11]。日本研发人员将提取物添加在护

肤品中，有美白收敛的功效。

1.5 药材原料

作为中药材使用，有上千年历史，在《分类草药

性》、《峨嵋药植》、《四川中药志》等药书中都有记载，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为镇咳祛痰药[12]。岩白菜素

和熊果苷是最重要的2种多元酚类成分[13-14]，故将岩白

菜素作为药材质量的指标性成分。岩白菜素

(bergenin)又称岩白菜内脂、虎耳草素，是一类环合芳

香碳苷类化合物，最早从岩白菜属植物中提取出来而

得名，具有镇咳、抗炎和护肝等作用[15-17]。制成的片剂

和胶囊已应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能促进病变组织

恢复，具有抗病毒的活性，毒副作用少，连续使用不产

生耐药性[18]。捣烂外敷具有抗菌消炎、止血止痛、抗氧

化作用[19]。

2 岩白菜需求状况

在资源调查收集过程中，笔者从当地使用情况了

解到，5年生以上野生种的根茎入药最佳，经晾晒、粗

加工和提取等环节，形成白色粉末状结晶的岩白菜

素。经多方市场调研得知，国内市场需求量是80 t，国

外市场是20 t。随着雾霾天气的频发，空气污染加剧，

与呼吸系统有关的疾病日益普遍。目前干货每年的需

求量提高到 2000 t，对种苗的需求量每年至少为 2000

万株。近几十年来市场收购的岩白菜全部依靠采挖野

生植株，资源储量每年骤减，对山地土壤和生态环境破

坏非常严重。野生原料含量不稳定，又会增加提取成

本，甚至被弃之不用造成极大浪费。原产地气候条件

冷凉，生长周期短（3~6个月），产量低，又无人工大面

积栽培，野生资源已濒于枯竭。

3 岩白菜繁育状况

自然状态下，岩白菜主要靠地下根状茎分株繁殖，

2年仅能分出1株幼苗[20]。自然结实率极低，种子细小

质轻不易收集，并且种子无后熟休眠特性，原产地的气

温阻碍了种子的萌发，实生苗细小，幼苗很难在恶劣环

境下存活[21]。宝鸡文理学院报道岩白菜属植物主要含

有酚类、黄酮类及醌类3类物质，易引起离体培养中植

物材料褐变[22]；云南大学从岩白菜中分离获得内生真

茵 89株[23]。多家研究机构在岩白菜离体培养中出现

了内生菌引发的污染、培养材料严重褐变[24]、分化率低

等现象，成为标准化生产的瓶颈。厚叶岩白菜愈伤组

织发生途径[25]及离体快繁研究[26]有报道，但其它研究

机构没有实现标准化育苗，也未见岩白菜其他种类离

体培养的报道。原产中国的 66种中药材已进入欧洲

药典，是中药走出国门的重要一步，中药的研发是严谨

的，只有保证中药材种苗一致，质量均一、可控，才能进

行进一步的临床试验和技术研究，在源头进行种苗标

准化生产至关重要。

4 3种重要岩白菜种类生物学特性及现状

项目组收集到厚叶岩白菜、秦岭岩白菜、岩白菜、

峨眉岩白菜、天全岩白菜和短柄岩白菜等6个种，各种

类选1000棵3年生种苗，温室盆栽，同样的种植条件及

管理方式，在上海栽培2年来，成活率最高的是秦岭岩

白菜，其次是峨眉岩白菜，与其他种类成活率比较，差

异显著（表 1）。并详细记录了各种类的生物学特性，

厚叶岩白菜株型舒展冠幅达40 cm，紫红色花朵，花期

30天（图1A）；秦岭岩白菜12月初开粉紫色花朵，花期

25天（图 1B）；岩白菜在冬季叶色呈现出鲜红色，株型

紧凑，4月初开紫色花朵，花期20天（图1C）；短柄岩白

菜花期最长可达50天；峨眉岩白菜叶片背面终年为红

色，新叶四季皆为紫红色。

除岩白菜属植物外，岩白菜素还存在于5科9属植

物中，但不同科属含量差别很大。岩白菜属植物中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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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岩白菜中岩白菜素含量达4.5%[27]。王星等[28]对产自

陕西、甘肃、四川3省14个产地秦岭岩白菜药材中岩白

菜素含量进行了分析，发现 7个产区的岩白菜素含量

在 5.0%以上，最高可达 7.0% ，与现有文献报道相

比[29-32]，秦岭岩白菜中岩白菜素的含量较高，可作为岩

白菜素的来源之一。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测定，人工

栽培岩白菜根茎的岩白菜素含量比野生的含量略低，

采用人工栽培可行[33]。

根据上述报道，以岩白菜素含量为标准，确定厚叶

岩白菜、秦岭岩白菜为中药材用途首选种类；根据株

型、花期、花色及叶色确定厚叶岩白菜、岩白菜、峨眉岩

白菜、天全岩白菜适合做盆栽种类开发。综合商业用

途和市场需求，以及野生资源现存状况，确定开展厚叶

岩白菜、秦岭岩白菜、岩白菜的离体培养及标准化繁

育，目前已经建立了 3个种类的快速繁殖技术体系并

进行了标准化生产。3 个种类生物学特性及现状

如下。

4.1 厚叶岩白菜

厚叶岩白菜是该属植物中形体较大种类，冠幅最

大可达 100 cm，药物成分多且含量高，主要分布在新

疆、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地，数量稀少，生长缓慢。耐

寒性极强，在-20℃不会产生冻害现象，病虫害少，根据

《园林地被植物的综合评价标准》进行评价，达到优秀

标准，可大面积推广。近些年不法分子在阿勒泰山区

大肆采挖、贩卖，造成前山东西走向 200 km范围内厚

叶岩白菜采挖殆尽。由于厚叶岩白菜生长在其它植物

不能生长的岩石缝隙中，根深入地表20 cm，采挖后造

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2009年9月阿勒泰地区行署下

文禁止采挖岩白菜，但由于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和药用

价值，一纸行文不能阻止住对它的破坏。

4.2 秦岭岩白菜

秦岭岩白菜在秦岭山区被称为盘龙七，是中国特

有种且为本属最原始的种，国内野生种多分布于陕西、

四川及甘肃东南部[34]。根茎含药量比较高，已被《中华

本草》和《陕西中草药》收载，是陕西民间常用药，主治

急慢性肠胃炎、浮肿、秃疮、疥癣等[35]。冯永辉等[36-37]曾

对陕西太白山产盘龙七中岩白菜素含量进行了研究；

此外，学者们对秦岭岩白菜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化学成

分进行了详细研究[38-42]；袁菊丽[43]对其多糖的提取纯化

工艺进行了优化；李智选[44]就其药材性状、显微特征和

叶片结构特征做了细致观察；毛少利等[45]对其开花特

性、传粉适应性及繁育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存在自

交退化现象，故自然结实率极低，种子萌发率不高，主

要靠地下根状茎分株繁殖，繁殖率低，生长缓慢。

4.3 岩白菜

岩白菜主产西藏自治区定结、定日、林芝、波密、察

种类

厚叶岩白菜

秦岭岩白菜

岩白菜

峨眉岩白菜

天全岩白菜

短柄岩白菜

开花时间

3月

12月

4月

4月

4月

12月

花期/d

25

30

30

30

30

50

花色

紫色

粉紫色

粉色

粉白色

白色

白色

冠幅/cm

40

30

20

30

25

30

株型

舒展

舒展

紧凑

舒展

舒展

舒展

冬季叶色

紫红色

红色

鲜红色

叶背鲜红，新叶紫红

紫色

淡红色

成活率/%

82±2c

95±1a

83±2c

92±2a

87±1b

88±2b

表1 不同岩白菜种类生物学观察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n=3)，同列数字后不同的字母表示0.05水平差异显著性(P＜0.05)。

A.厚叶岩白菜 B.秦岭岩白菜 C.岩白菜

图1 3种岩白菜开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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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等县，云南西北部、四川西南部也有分布，生长于海

拔3800~4000 m的林下、灌丛和石隙中，是所有岩白菜

属植物研究最多的种类，也是野生资源存量最少的种

类。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发现其为明发种子，萌发表现

为偏碱性，最适发芽温度为 25℃[46]。云南农业大学对

云南省境内的岩白菜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云南境内

的岩白菜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这与云南独特的

立体气候是相适应的[47]，并且发现不同居群及同一居

群的不同部位间，岩白菜素含量存在显著差异[48]。王

桂影等[49-50]发现，西藏产岩白菜素含量较低，云南产含

量最高，但差异不大，表明岩白菜素含量受地域差异影

响不明显。

5 展望

随着人们对岩白菜属植物的深入研究，无论药用

价值还是绿化用途，该属植物开发利用前景乐观。首

先，它药食两用，根茎作为提取岩白菜素的原料，叶食

用可以清凉败火；其次，因其耐旱抗寒，常绿，可做为盆

景绿化，或做为城市街道绿化品种，尤其适合北方城市

绿化；国外尤其是法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立体绿化

中多使用岩白菜，在花园里也经常点缀种植岩白菜，管

理粗放简单。

5.1 需求量化分析

国内相关行业一致认为岩白菜属资源处于缺乏状

态，需求量大，但对于具体需求数量未见量化报道。项

目组通过连续几年的市场调研，汇集陕西盘龙制药有

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贵州百灵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百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省什邡市华康药物原料厂等与岩白菜素提

取有关厂家提供的信息，首次分析出目前岩白菜素国

内市场需求量是80 t，国外市场是20 t，由此干货每年的

需求量为 2000 t，对种苗的需求量每年至少为 2000万

株。需求量化分析，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精确的参考

数据，借此为岩白菜种植企业把握规模提供借鉴，最终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岩白菜属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5.2 推广制约因素

岩白菜属植物开发利用前景乐观，但目前尚未形

成规模，制约推广的关键因素为：生态适应性、标准稳

定的种苗来源、种苗的价格。鉴于野生资源的稀缺性，

自然繁育的缓慢与需求攀升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为

兼顾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进行资源收集筛选优良种类，

开展快繁技术研究及系统栽培试验，实现大面积人工

栽培，才能保护这一面临枯竭的珍稀资源。

5.3 优良种类筛选

通过查阅多篇相关文献，项目组发现多家研究机

构主要是研究其所在地区原产的岩白菜，没有系统收

集国内资源，未进行优良种类筛选。项目组系统收集

了来自新疆、陕西、四川、贵州、吉林、山东等多地的岩

白菜种类，并在上海开展了栽培试验。多地资源调查

和生物学特性观察，结合其它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筛

选厚叶岩白菜、秦岭岩白菜、岩白菜为优良种类，并首

次在国内实现了离体培养及标准化生产，为优良种类

的推广及提高种植效益提供了有益参考。

5.4 完善生产体系

近几年试剂、基质等材料费和人工费持续高涨，使

得组培苗价格较高，为节约生产成本，又能为需求各方

提供优质种苗，提高投入产出比，还应就组培苗进行系

统栽培，统计一年生或两年生组培苗的分株苗数，探索

组培苗的分株培育和根茎穗条扦插 2种无性繁殖方

式。分株或者根茎穗条扦插成本低，管理也较为简单，

形成前期通过组培生产母本苗，后期分株或者根茎穗

条扦插繁殖的生产链条，建立完整的无性繁殖技术体

系。为实现人工优质高产栽培，后期还应从种植基地

选择、基质配比、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季节和方

式等多方入手，进行规模化栽培技术研究，为大规模种

植开发提供保障和前提。

5.5 种间杂交育种

实地调查显示，岩白菜属植物分布范围广，地理隔

离远，各种之间表现差异大，各有优缺势。因而开展种

间杂交，培育适应性强、花期长、长势旺盛及不同花期

并能适应长三角气候土壤的岩白菜新品种将会有广阔

前景。

5.6 规避盲目种植

岩白菜为高山植物，野生种多分布于高寒地区，因

此人工种植的地点应为凉爽干燥气候，土质要求疏松

透气。应先引种试种，掌握其在当地的种植栽培条件

后，再大规模种植，规避盲目种植，造成成活率低、投入

产出不尽人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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