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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选育温郁金优良品种。方法：采用系统选择方法从 “温郁金１号”变异植株中选育出优异新品
种，测定其农艺生产性状和品质特征。结果：育成温郁金新品种 “温郁金２号”［浙（非）审字２０１５００２］。经小区品
比、区域试验后最终审定成为新品种。两年区域试验结果为温郁金２号各项生产指标和品质指标均优于对照，莪
术、姜黄和郁金药材干品平均产量分别达 ４３８７、２４８１、９４５ｋｇ·ｈｍ－２，分别比对照增产 １２０３％、１０３８％和
２１２９％；生育期２２０～２３３ｄ；株高１９２５ｃｍ；萌发数５６个；莪术药材中挥发油含量５５％（ｍＬ·ｇ－１），较对照高
３１１１％。结论：“温郁金２号”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特别是莪术挥发油含量高，适宜在主产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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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郁金ＣｕｒｃｕｍａｗｅｎｙｕｊｉｎＹＨＣｈｅｎｅｔＣＬｉｎｇ系
姜科姜黄属植物，其块根、根茎供药用，为著名的

道地药材 “浙八味”之一。块根煮熟晒干是 “温郁

金”，味辛、苦，性寒，具有活血止痛、行气解郁、

清心凉血、利胆退黄的功能
［１］２０８；除去须根、趁鲜

纵切厚片，晒干称 “片姜黄”，味辛、苦，性温，

具有破血行气、通经止痛功能
［１］７４；主根茎煮熟晒干

称 “温莪术”，味辛、苦，性温，具有行气破血，

消积止痛的功能
［１］２７５。

温郁金主要种植在浙江温州地区，主要分布在

瑞安、乐清、永嘉等地。近年来，随着对莪术药材

研究的深入，有关专家发现温莪术挥发油中含有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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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二烯、莪术二酮、牻牛儿酮等多种化学成分，还

含有具有抗肿瘤、抗病毒、抗炎、抗氧化和抗艾滋

病等多种作用的新型物质 β榄香烯，目前已研制开
发成疗效好、副作用小的新型抗肿瘤药物———莪术

油注射液。莪术油在温莪术药材中含量比较高，蓬

莪术和广莪术中莪术油含量比较低，而且温莪术提

取的莪术油质量也比较好，所以莪术油主要从浙江

温州的温莪术药材中提取
［２］。随着对莪术油研究的

深入，莪术油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药品、日化产品、

保健品、化妆品中也逐渐应用，莪术油需求量也越

来越大。２００７年，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等单位
由温郁金主产区瑞安农家品种经系统选育而成 “温

郁金１号”，它与农家种相比，植株高大，生长迅
速、整齐，叶丛期长，枯叶期迟，田间性状稳定，

莪术、姜黄、郁金产量高，形态好，品质优，莪术

中挥发油含量较高
［３］。针对市场需求，以高莪术挥

发油含量高为主要目标，进行温郁金优质、高产、

稳产选育研究，在 “温郁金１号”的基础上，温郁
金新品种选育继续开展。经过多年系统选育，育成

了高莪术油含量、优质、高产、稳产的新品种 “温

郁金２号”［浙（非）审字２０１５００２］。

１　品种选育

１１选育过程

２００８年，在乐清市石帆镇岭头村王新福 “温郁

金１号”种植基地，发现３株温郁金植株株高特别
高，进一步观测发现其萌发数较多、莪术鲜品横切

面为蛋黄色，横切面颜色比一般温莪术鲜品黄，把

这３个单株单独采收，检测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
发现３株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都比常规 “温郁金１
号”高。２００９年，将 ３个入选单株分别种植（株
行），比较３个株行的株高、萌发数、产量和莪术挥
发油含量，结果３个株行中株行１的各项指标最优，
选择株行１的健壮、无病虫害种茎作为种苗供下一
年使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将株行１的种茎分别种
植于乐清市岭头村和乐清市丁岙村，验证植株形态、

生物学特性、药材产量和莪术挥发油含量等稳定性，

同时进行株行１的株系优选和扩繁。２０１２年，在乐
清市石帆镇岭头村，以 “温郁金１号”和岭头村原
始群体为对照，开展新品系小区品比试验，株行

１的株高、萌发数、药材产量和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
都优于温郁金 １号和原始群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连续４年株行１的莪术挥发油含量比较稳定，株行１
暂定名为 “温郁金２号”，同时进行优良株系扩繁。

１２区域试验和审定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乐清市石帆镇岭头村、乐清市
淡溪镇丁岙村和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开展区域试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办公室组织专家组考察了 “温郁金２号”的种植现
场，并听取了品种选育单位的汇报。２０１６年１月，
新品种“温郁金２号”［浙（非）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２］通过审
定。品种选育流程见图１。

图１　 “温郁金２号”品种选育流程图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材料

２０１２年在乐清市石帆镇岭头村进行 “温郁金

２号”、 “温郁金１号”和原始种群小区品比试验，
同时进行优良种苗扩繁，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乐清市石
帆镇岭头村、乐清市淡溪镇丁岙村、瑞安市陶山镇

沙洲村安排区域性试验。待地上部分枯黄后，挖出

地下部分，莪术、姜黄和郁金药材加工后贮藏于干

燥皿中待用。

２２农艺生产性状调查

区域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小区平均面积

２０ｍ２，重复３次，试验小区两边种植２ｍ宽的农家
种作为隔离带，栽种的行间距为 １００ｃｍ，株距为
３０～４０ｃｍ。以播种期为始，以采收期为止记录生育
期。１０月，分别随机选择 “温郁金１号”、原始群
体和 “温郁金２号”各１０株植株，测量了株高、萌
发数，进行３次重复。每个试验小区温郁金地下部
分采收后，按莪术、姜黄和郁金药材进行分类，按

各自加工方法进行加工，计算莪术、姜黄和郁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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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产量。

２３品质性状分析

２３１挥发油测定　按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一部附录ＸＤ的规定执行。
２３２莪术药材中莪术二酮、莪术醇和吉马酮含量
检测

２３２１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
捷伦公司），包括：四元梯度泵、自动进样器、柱温

箱、ＤＡＤ紫外检测器；ＫＱ１００ＤＢ型超声清洗器（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２３２２色谱条件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ＯＤＳＣ１８色谱柱（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乙腈水为流动相，梯度洗脱。乙
腈（Ａ）–水（Ｂ），０～１９ｍｉｎ，４５％Ａ；１９～２０ｍｉｎ，
４５％→５５％ Ａ；２０～３０ｍｉｎ，５５％Ａ；３０～３１ｍｉｎ，
５５％→６５％Ａ；３１～５０ｍｉｎ，６５％Ａ；５０～５１ｍｉｎ，
６５％→４５％Ａ；５１～６０ｍｉｎ，４５％Ａ。柱温：３５℃；
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２１６ｎｍ。
２３２３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
量，置于５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溶液定容至刻度，
摇匀，即得。莪术二酮质量浓度 ０１７５ｍｇ·ｍＬ－１，
莪术醇质量浓度０１８９ｍｇ·ｍＬ－１，吉马酮质量浓度
０１９０ｍｇ·ｍＬ－１。
２３２４供试品溶液制备　称取莪术药材粉末０５ｇ
（过２号筛），精密称定置容量瓶中，加甲醇２０ｍＬ，
称重，低温超声处理（功率 １００Ｗ，频率 ５０Ｈｚ）
６０ｍｉｎ，取出，称重并补得，滤过，即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温郁金２号”生物学特性

“温郁金 ２号”生长盛期植株株高 １８０～
２０５ｃｍ，叶长８５～１００ｃｍ，叶宽２１～２５ｃｍ，先端渐
尖或短尾尖，叶背无毛，基部楔形下延至叶柄，功

能叶片数８～９片，萌发数５６个，主根茎５～７个。
在花期，花茎先叶于茎基抽出，穗状花序呈圆柱状，

中下部苞片宽卵形，淡绿色。花萼白色，３齿裂；
花冠白色，漏斗状，近顶端有糙毛；能育雄蕊１枚，
淡黄色；子房下位。年生长期为 ２２５ｄ左右，芒种
前后开花，６～１０月生长旺盛，地下根茎在７月中旬
至８月初已初步形成，１０月初至１１月初为根茎膨大
期，块根开始形成，１１～１２月地上部分逐渐枯萎，
块根停止生长。地下根茎个大，主根茎莪术鲜品断

面油层蛋黄色，呈长纺锤形，断面黄棕色至棕褐色，

气香，每株５～７个，单个最重可达３２０ｇ以上，莪
术药材中挥发油含量约５５％（ｍＬ·ｇ－１）；侧根茎姜
黄粗短，呈不规则圆柱形，表面深黄色，断面黄色

至金黄色，气香，单个最重可达１５０ｇ以上；块根郁
金呈规则的长纺锤形，表面灰褐色，断面灰白色或

白色，每株２０～４０个。

３２生产性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生育期和植株形态比较结果见
表１，“温郁金２号”全生育期２２０～２３３ｄ，平均生
育期为２２６ｄ，与原始群体和对照（“温郁金１号”，
ＣＫ）相仿；平均株高 １９２５ｃｍ，比原始群体高
４６８％，比对照高７６０％；平均萌发数５６个，比
原始群体多 ７６９％，比对照多 ２４４４％，萌发数多
则地下莪术个数多，药材产量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三地品比区域试验药材产量比较
结果见表２，“温郁金２号”产的莪术、姜黄和郁金
药材干品平均产量分别比原始群体增产 ５０１％、
４２２％、１０７２％，分 别 比 对 照 增 产 １２０３％、
１０３８％、２１２９％，“温郁金２号”药材产量优于原
始群体和对照。由于选用优良种苗，各地试验田多

年未种植温郁金药材，各地都未出现明显的病虫害。

表１　温郁金生育期和植株形态比较（珋ｘ±ｓ，ｎ＝３０）
年份 品种 生育期／ｄ 株高／ｃｍ 萌发数／个

２０１３ 温郁金２号 ２２０～２２４ １９３８±８３３ａ ５６±０８９ａ

原始群体 ２２０～２２４ １８３２±８９８ｂ ５２±０９１ｂ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２２０～２２４ １７７７±８８１ｃ ４３±０８６ｃ

２０１４ 温郁金２号 ２２８～２３３ １９１１±１０９４ａ ５５±０９３ａ

原始群体 ２２８～２３３ １８４６±１１５５ｂ ５１±０９４ａ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２２８～２３３ １８００±１１８２ｂ ４６±１０２ｂ

两年 温郁金２号 ２２０～２３３ １９２５ ５６

平均 原始群体 ２２０～２３３ １８３９ ５２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２２０～２３３ １７８９ ４５

注：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同年份数据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同年份数据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表２　温郁金３种药材产量比较（珋ｘ±ｓ，ｎ＝３）

年份 试验点 药材
干品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温郁金２号 原始群体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２０１３ 乐清岭 莪术 ３００１±６２０ａ ２８７２±９４７ａｂ ２７１６±８２５ｂ

头村　 姜黄 １６１７±５３８ａ １６０１±７２２ａ １６１８±３４０ａ

郁金 ８９１±６６４ａ ８４１±３３６ａ ７１０±２２１ｂ

乐清丁 莪术 ２９４２±６３７ａ ２７５７±８９０ｂ ２６６０±７４８ｂ

岙村　 姜黄 １６１１±５８６ａ １５３３±７２０ａ １５６３±６６５ａ

郁金 ９１３±５１３ａ ７９４±４２７ｂ ８０３±７７５ａ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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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年份 试验点 药材
干品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温郁金２号 原始群体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２０１３ 瑞安沙 莪术 ２６７０±７６８ａ ２５９３±１２０７ａｂ２４５５±１１９４ｂ

洲村　 姜黄 １５６０±４１６ａ １５００±１０２７ａ１４５３±３７４ａ

郁金 ７９１±２７４ａ ７０５±２６０ｂ ６７１±１２９ｂ

２０１４ 乐清岭 莪术 ２９０１±３７７ａ ２８１９±１１３９ａ２６０７±６３９ｂ

头村　 姜黄 １６００±６７４ａ １５１４±９０６ａｂ １３７８±８２８ｂ

郁金 ２９５±１８０ａ ２８０±３２１ａｂ ２３０±２７３ｂ

乐清丁 莪术 ３１０２±１５９９ａ２８２７±６７２ｂ ２６６０±６８７ｂ

岙村　 姜黄 １７０６±２０６６ａ１６７９±７７８ａ １４５９±９９９ｂ

郁金 ４４５±９８４ａ ４１３±２５１ａ ３６９±１２４２ａ

瑞安沙 莪术 ２９３５±８７２ａ ２８４４±８２６ａ ２５７０±１３４３ｂ

洲村　 姜黄 １８２８±１３５７ａ１６９３±３３６ａ １５２０±４６５ｂ

郁金 ４４１±７９３ａ ３８１±２４６ａｂ ３３１±３６１ｂ

两年三地平均 莪术 ２９２５ ２７８６ ２６１１

姜黄 １６５４ １５８７ １４９８

郁金 ６３０ ５６９ ５１９

３３品质性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比较结果见
表 ３，莪术挥发油含量：温郁金 ２号为 ５９％
（ｍＬ·ｇ－１，下同），原 始 群 体 为 ５４％，对 照 为
４５％，“温郁金２号”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比原始
群体增加９２６％，比对照增加３１１１％。２０１５年检
测了 “温郁金２号”和 “温郁金１号”（对照）莪术
药材中莪术二酮、莪术醇和吉马酮含量，比较结果

见表４。“温郁金２号”产的莪术药材中莪术二酮质
量分数为２２４０％，比对照增加４５６４％；莪术醇质
量分数为００２７％，比对照增加９２８６％；吉马酮质
量分数为０８１８％，比对照增加５７９２％。

表３　莪术挥发油含量比较（珋ｘ±ｓ，ｎ＝３）
％（ｍＬ·ｇ－１）

品种
挥发油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两年平均

温郁金２号 ５９±０２６ａ ５８±０２５ａ ５９

原始群体 ５４±０１０ｂ ５４±０１２ｂ ５４

温郁金１号（ＣＫ） ４５±０１５ｃ ４４±０１０ｃ ４５

表４　莪术药材化学成分含量比较
品种 莪术二酮（％）莪术醇（％）吉马酮（％）

温郁金２号 ２２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８１８

温郁金１号 １５３８ ００１４ ０５１８

比对照增加 ４５６４ ９２８６ ５７９２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两年三地区域品比试验中，综
合表现以 “温郁金２号”为最佳，且总结出以下特
点：１）产量高，除了 ２０１３年乐清岭头村 “温郁金

２号”的姜黄药材产量稍低于 “温郁金 １号”外，
“温郁金２号”产的莪术、姜黄、郁金平均干品都比
原始群体和对照有不同程度的增产；２）品质佳，莪
术平均挥发油含量高于 ５０％，高于原始群体和对
照，特别是明显高于对照。

结果表明，生育期 “温郁金２号”和原始群体
及对照相仿；“温郁金２号”植株株高、萌发数、药
材产量、莪术挥发油含量和莪术药材化学成分含量

都优于原始群体和对照，“温郁金２号”产的莪术药
材中莪术二酮、莪术醇和吉马酮含量也高于 “温郁

金１号”。

４　讨论

温郁金种植采用无性繁殖，在主产区药农普遍

自繁自留，良种意识薄弱，未建立专门的良种繁育

基地。由于药材价格波动大，温郁金种植面积也不

稳定，药材价格高时，将不适合作为种源的根茎用

于留种栽培，导致温郁金种性退化严重。研究表明，

传统产区栽培的温郁金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种质

的亲缘关系较近
［４］，但莪术和片姜黄药材中挥发油

含量、吉马酮和莪术醇含量有一些差异
［５］。不同产

区温郁金植株形态差异较小，凭植株形态很难进行

分类，需要利用分子标记技术进行温郁金种质资源

亲缘关系、遗传多样性、辅助育种及种质资源鉴定

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对温郁金研究的深入，

发现温郁金对多种肿瘤细胞具有抑制作用，而且其

机制多样，以温郁金为原料的新药也越来越多，这

为温郁金新品种选育提供了方向。

“温郁金２号”以温郁金 １号变异株为种质资
源，经系统选育得到高莪术挥发油、高产和品质优

异的新品种，莪术药材挥发油含量高于温郁金１号，
可用于莪术油提取。针对温郁金无性繁殖的特点，

在生产中应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对种苗进行提纯复

壮，提高种苗质量，防止种性退化。温郁金２号在
多年区域试验中表现优异，经生产推广后，一致认

为该品种莪术挥发油含量高、品质优、高产，可作

为莪术挥发油提取原料品种在产区推广种植。

（下转第３３１页）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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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表明，“浙益１号”２年三茬平均产量为
２０１５７ｋｇ·ｈｍ－２，较对照增产１４３％，较 “灵宝混

合群”产量增产５３％，说明该品系丰产性好。“浙
益１号”益母草中水苏碱平均含量为４１３％，益母
草碱平均含量为０３３％，均高于对照种，且均符合
２０１０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说明该品系

药材质量佳。

益母草作为妇科要药，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但由于生境及种质的不同，药材质量参差不齐，差

异极大。由于种质资源分布广，致使目前生产上种

源来源混杂比较严重，导致生产出的药材质量不稳

定，严重制约了益母草种植的规模化生产。而 “浙

益１号”益母草品系是由河南灵宝野生益母草种质
资源经驯化后系统选育而成，适宜在浙江境内种植，

且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由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组织的专家进行了品种现场考察，并于２０１６年
１月通过了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品种名为 “浙益１号”。

目前临床上以益母草为原料的单方中成药主要

是益母草颗粒、益母草膏、益母草胶囊等，临床用

量巨大。但是上述中成药一般都以开花前期的干药

材入药，由于益母草在花期阶段生物碱含量下降很

快，因此市场上的花期益母草药材中水苏碱和益母

草碱等有效成分含量大部分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规定要求。因此，目前大部分生产厂家开

始以春季抽苔后开花前植株高度约５０ｃｍ左右的植
株或当年生栽培的基生状植株作为原料。浙江大德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鲜益母草胶囊是全国独家

以当年生栽培的鲜益母草为原料经榨汁、冷冻干燥

等先进工艺生产的益母草产品，产品疗效好，市场

反应良好。目前 “浙益１号”益母草新品种已在该

公司益母草种植基地推广应用，提高了鲜益母草药

材的产量和质量，较好地满足了该企业对鲜益母草

原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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