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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江苏省沿海野生栝楼的形态、分布、生态环境与群落类型等进行了资料分析、踏查、样地调查。结
果表明，栝楼在东台、射阳沿海滩涂较多分布于人工刺槐林、银杏林下和林缘，在村落周围和滩涂草甸也有分布，

极少分布于农田和沟渠。对东台市沿海１３００４ｋｍ２代表区域内天花粉蕴藏量估算值达７３１６６３７ｔ；射阳县沿海
１１３８９ｋｍ２代表区域内天花粉的蕴藏量约为１２５６１８６ｔ。对江苏省沿海栝楼野生资源的生产发展提出了建议，为开
展栝楼野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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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楼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为葫芦科多年
生攀援草质藤本植物，栝楼的干燥根为天花粉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Ｒａｄｉｘ），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
消肿排脓的功效［１］，天花粉蛋白（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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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Ｓ）是一种核糖体失活蛋白，被用于引产、治疗恶
性葡萄胎和宫外孕、抗肿瘤、抗艾滋病等方面［２３］。

栝楼的干燥成熟果实为瓜蒌（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Ｆｒｕｃｔｕｓ），
具有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的功效［１］；栝

楼的干燥成熟种子为瓜蒌子（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Ｓｅｍｅｎ），
有润肺化痰、滑肠通便的功效［１］，经常适量食用，

对身体有较好的保健作用；栝楼的干燥成熟果皮为

瓜蒌皮（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ｃａｒｐｉｕｍ），有清热化痰、利
气宽胸的功效［１］。栝楼多部位入药，一直是药学研

究的热点，瓜蒌子作为食品、保健品也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青睐。

江苏省盐城沿海滩涂是国际重要湿地，是位于

海陆交接带不断演变的特殊生态系统，东台、射阳

是江苏盐城沿海滩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主要

有泥（沙）质滩涂、林地、草甸、农田、坑塘水面等

生态类型，药用植物达３００种以上［４５］。

为摸清江苏省盐城沿海滩涂栝楼野生资源现状，

在国家中药资源调查专项 “我国水生、耐盐中药资

源的合理利用研究”的支持下，江苏省中药资源普

查大队于２０１４年 ７月—２０１５年 ４月对江苏省东台
市、射阳县沿海滩涂的栝楼野生资源分布展开调查，

为开展栝楼野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资源保护研究

奠定基础，也为天花粉、瓜蒌子的生产提供生态环

境方面的指导。

１　调查对象和内容

调查对象是葫芦科多年生攀援草质藤本栝楼以

及其地下多年生根（天花粉），调查内容是江苏省东

台市和射阳县境内沿海滩涂栝楼的形态特征、分布

特点、生态环境、群落类型、野生资源蕴藏量等。

２　方法

２１查阅资料

查阅植物志、植物分类、植被与生态、地方志

等方面的书籍及相关期刊文献，查询国内主要标本

馆馆藏栝楼的腊叶标本，咨询有关专家，了解栝楼

的主要形态及地理分布，为实地调查提供依据。

２２踏查

调查者按一定路线，在设定的代表区域内行走，

到达系统设定的每一块样地，沿着每块样地的四周

行走一圈，调查记录行走路线左右一定范围内出现

的栝楼，路线宽度为４ｍ。

２３样地调查

根据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

采用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分层抽样调查方法［６］，选

定东台市、射阳县沿海要调查的代表区域１和２（见
图１），在 １、２代表区域内，分别设置 ４０、４４个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样地，它们是不同密度的地面调查
样地，每个样地内设置 ５个锯齿型分布的 １０ｍ×
１０ｍ的样方，再在每个样方的４个拐角各设置１个
２ｍ×２ｍ的小样方（见图２），对样方、小样方中的
栝楼和天花粉进行全面调查、记录［７］。

图１　东台市、射阳县沿海野生栝楼资源调查的
代表区域及样地设置

图２　栝楼资源调查样地中样方及小样方的设置

２４蕴藏量计算

根据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

按照上述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按下列公式，计算

栝楼野生资源的蕴藏量［６］。

２４１分布频度计算
Ｗ１＝ｎ１／ｎ

其中：Ｗ１—栝楼在某个代表区域的分布频度；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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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栝楼在某个代表区域出现的样方数与总样方数的

比值；

ｎ１—有栝楼分布的样方数；
ｎ—总样方数。

２４２适生面积计算
Ａ１＝Ａ×Ｗ１

其中：Ａ１—栝楼在某个代表区域的适生面积
（ｋｍ２）；

Ａ—代表区域的总面积（ｋｍ２）；
Ｗ１—栝楼在该代表区域的分布频度。

２４３天花粉蕴藏量计算
Ｗ＝［（Ｗ单株 ×Ｋ总）／Ｙ］ ×Ａ１

其中：Ｗ—某代表区域天花粉蕴藏量（ｋｇ）；
Ｗ单株—单株产量，表示每个代表区域内采挖的

天花粉干重的总和与采挖的栝楼总株数的比值（ｋｇ／
株）

Ｋ总—代表区域出现栝楼的样方内，它的４个小
样方统计到的栝楼株数的总和

Ｙ—代表区域内出现栝楼的样方面积总和
（ｋｍ２）；生活型为草本的样方面积为１６ｍ２

Ａ１—栝楼的适生面积（ｋｍ
２）。

３　结果分析

３１自然条件概况

东台市地处北纬３２°３３′～３２°５７′，东经１２０°０７′～
１２０°５３′，位于江苏省中部盐城市的南端。境内海岸
线长８５ｋｍ，滩涂面积５００ｋｍ２，每年以１５０ｍ左右
的成陆速度向东延伸，属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区，

常年平均气温 １５０℃，无霜期 ２２０ｄ，降水量
１０６１２ｍｍ，日照２１３０５ｈ［８９］。

射阳县地处北纬３３°３１′～３４°０７′，东经１１９°５５′～
１２０°３４′，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东临黄海，海岸线
总长１０３ｋｍ，沿海滩涂面积２２７３ｋｍ２，每年以６００
多公顷的速度向海洋延伸。射阳县属典型的海洋性气

候，年平均气温为１４４℃，平均降水量９９２６ｍｍ，
平均日照２１８０４ｈ［１０］。

在古黄河和古长江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和南黄海

旋转潮波系统、东海前进潮波系统的共同作用下，

江苏沿海地区发育有丰富的滩涂资源，沿海滩涂岸

滩潮沟冲淤活跃，滩地宽广，最宽处可达 ２０～
３０ｋｍ，且每年以１３３３ｈｍ２的速度向海淤涨。东台、
射阳沿海滩涂均是海积平原，土壤发育不全，有机

质贫乏，土壤含盐，为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

良好条件，这里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栝楼是这里常

见的药用植物［１１］。

３２栝楼的形态特征

经踏查发现，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沿海滩涂

的栝楼幼苗，主要表现为叶深绿，裂片菱状心形，

边缘具疏齿，锐尖（见图３）。因此，江苏省东台市、
射阳县沿海滩涂的栝楼均属于药食两用型的栝楼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

图３　江苏省东台市栝楼幼苗叶片外部形态特征

３３栝楼的分布特点

栝楼喜温暖湿润的环境，对土壤要求不严。栝

楼生于山坡林下、灌丛中、草地、村边以及田边地

头，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及辽宁、

陕西和甘肃等地［１２］。江苏沿海地处亚热带与暖温

带，受季风气候控制，沿海滩涂是一种海积平原，

土壤发育不全，有机质贫乏，土壤含盐［１３１４］。

此次江苏省沿海滩涂水生耐盐中药资源调查中，

根据踏查和分层抽样实地调查结果（见表１），发现
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沿海滩涂均有栝楼分布，呈

不均匀分布特征，极多分布于滩涂人工林下和林缘，

是刺槐林、银杏林下草本层的优势种，意大利杨树

林下也多见栝楼分布，水杉林、柳树林下偶见栝楼

分布；紫穗槐灌丛林也见栝楼分布；在农户的房前

屋后、村落周围，栝楼随处可见；在沿海滩涂草甸

生态系统中，栝楼散生于草丛中，与白茅、二色补

血草、长裂苦苣菜、盐角草、芦苇等伴生；东台、

射阳沿海的农田、沟渠、坑塘旁很少见到野生栝楼。

３４生态环境及群落类型

东台、射阳栝楼生活的植被类型主要是落叶阔

叶林，包括刺槐林、银杏林和意大利杨树林；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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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林也见栝楼分布，主要是紫穗槐灌丛林；沿海

滩涂草甸分布栝楼的主要是白茅、二色补血草草甸；

在不同的生态类型中，栝楼的主要伴生乔木植物有

刺槐、银杏、意大利杨树、女贞等，伴生灌木主要

有紫穗槐、桑树、枸杞、构树、丝棉木、苦楝、银

杏、女贞等；伴生草本主要有乌蔹莓、牛膝、商陆、

一年蓬、萝雐、鸡屎藤、黄香草木樨、田菁、长裂

苦苣菜、白茅、二色补血草、盐角草等（见表２）。
３５天花粉野生资源蕴藏量

在东台市、射阳县沿海代表区域内进行实地调

查。在东台市的１号代表区域内系统抽取４０个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的样地，每个样地内设置５个锯齿型分布的
１０ｍ×１０ｍ的样方，记录每个样方是否有栝楼出
现，在有栝楼出现的样方的４个拐角各设置１个２ｍ×
２ｍ的小样方，统计每个小样方里栝楼的株数，同
时在该代表区域随机挖取１２株栝楼的根，分别洗净
称鲜重，烘干称其干重，计算该代表区域单株天花

粉产量，按蕴藏量计算方法，得出东台市沿海１号

代表区域内天花粉野生资源蕴藏量为７３１６６３７ｔ（见
表３）。在射阳县的２号代表区域内系统抽取４４个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的样地，按照１号代表区域同样方
法，统计栝楼出现的样方数及小样方内栝楼的株数，

因栝楼在射阳分布相对较少，所以随机挖取６株栝
楼根，分别洗净称鲜重，再烘干称其干重，按蕴藏

量计算方法，计算得出射阳县沿海２号代表区域天
花粉的蕴藏量为１２５６１８６ｔ（见表３）。

在东台市、射阳县踏查发现，栝楼多分布于沿

海滩涂人工林下、林缘、草丛以及村落周围，少分

布于田边、沟渠旁。东台市沿海天花粉野生资源蕴

藏量明显高于射阳县（见表３），推测可能是在射阳
县代表区域内系统设置样地的时候，卫星图上显示

绝大部分样地的植被类型是草甸，但经过现场踏查

和实地调查，发现 ４４个样地近一半落在农田、沟
渠，调查发现栝楼较少分布在农田、沟渠；而东台

市的４０个样地，一多半落在人工防护林和草甸里，
人工刺槐林、银杏林下栝楼非常多，栝楼在草甸也

表１　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沿海滩涂不同生态类型样方中发现栝楼的情况（２０１５年）

地名
沿海滩涂

面积／ｋｍ２
代表区域

面积／ｋｍ２
样地

数／个
样方

数／个

不同生态类型的样方中发现栝楼的情况

刺槐林 银杏林
意大利

杨树林

紫穗槐

灌丛林

村落周围、

房前屋后

白茅、二色

补血草草甸

碱蓬、盐

角草草甸

农田、

沟渠
其他 总计

东台 ５００ １３００４ ４０ ２００ １０／１９６ ８／１４２ ３／２９ １／１４ ４／４１ ２／９ １／１ １／３ １／２ ３１／４３７

射阳 ２２７３ １１３８９ ４４ ２２０ ５／３０ ４／２３ １／６ ２／７ ３／２１ １／３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７／９５

　注：斜线前数据表示栝楼出现的对应生态类型的样方数，斜线后数据表示出现栝楼的样方里小样方统计到的栝楼株数。

表２　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栝楼的主要伴生植物

群落类型 群落层次 主要伴生植物

落叶阔叶林 乔木层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意大利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ｖｉｃａｎａｃｖ‘Ｉ２１４’、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灌木层 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丝棉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ｍａａｃｋｉｉ、楝 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ｉｎｎ
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草本层 乌蔹莓Ｃａｙｒａｔ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ａｎｎｕｕｓ、萝雐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鸡屎藤Ｐａｅｄｅｒｉａｓｃａｎｄｅｎｓ、牵牛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ｎｉｌ、耳羽短肠蕨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ｗｉｃｈｕｒａｅ、饭包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落叶灌丛林 灌木层 紫穗槐Ａｍｏｒｐｈ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草本层 黄香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长裂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菊芋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草甸 草本层 白茅Ｉｍｐｅｒａｔ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二色补血草Ｌｉｍｏｎｉｕｍｂｉｃｏｌｏｒ、刺儿菜Ｃｉｒｓｉｕｍｓｅｔｏｓｕｍ、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萝雐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长裂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盐角草Ｓａｌｉｃｏｒｎｉ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碱蓬Ｓｕａｅｄａｇｌａｕｃａ、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表３　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天花粉野生资源蕴藏量计算表

代表区域
总面积

／ｋｍ２
样地数

／个
样方数

／个
有栝楼分布的

样方数／个
栝楼的分

布频度

栝楼的适生

面积／ｋｍ２
出现栝楼的样方

总面积／ｋｍ２
单株天花粉

产量／（ｋｇ／株）

出现栝楼的样方里

小样方内统计到的

栝楼株数总和／株

代表区域

天花粉的

蕴藏量／ｔ

东台１号 １３００４ ４０ ２００ ３１ ０１５５０ ２０１５６２ ００００４９６ ００４１２ ４３７ ７３１６５３７

射阳２号 １１３８９ ４４ ２２０ １７ ００７７３ ８８０３７ ００００２７２ ００４０７ ９５ １２５６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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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布。所以调查结果是东台市沿海天花粉野生资

源蕴藏量明显高于射阳县。

４　栝楼野生资源的生产发展

栝楼除传统药用价值外，近年来又发现了新的

药用、保健和食用价值，因此栝楼具有很高的综合

开发价值。浙江长兴县利用 “三荒地”开展栝楼种

植，带动农民发家致富，长兴县已经成为全国唯一

开展食用栝楼产业化生产的地区；山东长清、肥城

是栝楼的道地产区，种植历史悠久，药材产量高、

质量上乘，这里的栝楼经济效益是当年粮食作物收

入的３～７倍［１５１６］。

江苏省东台市、射阳县药食两用型栝楼野生资源

比较丰富，也有农户零散种植，但没有形成规模化种

植。此次调查发现，栝楼是江苏沿海滩涂刺槐林、银

杏林下的优势种，农户的房前屋后、沿海草甸也有栝

楼分布。江苏省海岸带滩涂资源丰富（５０００ｋｍ２），占
全国的１／４，是我国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１７］，它正

以每年近１３３０ｈｍ２的速率增长［１８］。建议在江苏省沿

海滩涂人工刺槐林、银杏林、女贞林、杨树林下，

大力发展栝楼人工种植，保护和合理开发栝楼野生

资源，改善沿海滩涂人工防护林的生态结构，提高

防护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加农民收入；也可以

开展栝楼和丹参、栝楼和大蒜、栝楼和莴笋、栝楼

和早熟大豆、栝楼和生姜等的农田立体化种植［１９２４］，

发展滩涂中药农业，改善区域经济作物种植结构，

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的

同时，获得更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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