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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荞麦是我国传统药材，具有重要药用价值，国内外针对金荞麦的资源分布、遗传多样性、栽培种
植、良种繁育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部分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引种驯化，部分地区

已经大田种植，在种植技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使得金荞麦的大规模人工种植成为可能。初步确定了金荞麦的资

源分布，对不同地区的分布类型进行了聚类分析，新品种的选育工作也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药材质量的指标性成

分也逐步明晰，但是在金荞麦药材品质提升及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对金荞麦生理特性研究仍有不足，

相关工作还需加强。本文总结了金荞麦资源研究现状并整理不足，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金荞麦资源保护

及应用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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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ｄｉｂｏｔｒｙｓ（ＤＤｏｎ）Ｈａｒａ系蓼科
荞麦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于我国黄河以南的多

个省区［１］，其中主要以云、贵、川三省野生资源储

量最大［２］。野生金荞麦不仅营养成分丰富，而且具

有重要的药用价值。金荞麦药材以干燥根茎入药，

具有清热解毒，排脓瘀之功效，在我国民间传统

用药认为其具有润肺补肾、健脾止泻、祛风湿之功

效，常用于治疗肺脓疡、麻疹、肺炎，扁桃体周围

脓肿等疾病的治疗［３］。

我国是世界荞麦的起源中心，也是遗传多样性

中心。我国云、贵、川三省野生金荞麦资源最为集

中，而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有着明显的资源优势［２］。

在以往对金荞麦有效成分的研究中发现，云南高海

拔地区野生金荞麦核心分布区所出产的金荞麦，具

有药用成分含量高、药材质量好的特点［４５］。上世纪

９０年代，由于金荞麦野生资源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国家林业局、农业部联合将金荞麦列入首批 《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Ⅱ级保护植物。目前
云、贵、川金荞麦资源虽然分布较广，但由于缺乏

相应的资源保护，其野生天然植物资源已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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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金荞麦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农业部２００３年
在重庆黔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野生金荞麦原生境

保护区”，进行野生金荞麦的原地保护。然而，随着

金荞麦使用日益广泛、资源需求量逐渐增加，野生

资源的保护并不能迅速解决金荞麦药材来源的问题，

开展金荞麦野生资源的人工驯化和规范化种植技术

研究，用人工种植产品逐步取代野生药材，才可以

缓解野生资源的压力，实现金荞麦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为了更好地对金荞麦的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

现对金荞麦的研究状况分别从资源分布与遗传多样

性、栽培种植、良种繁育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

找到一些思路。

１　资源分布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吴惠群等［６］对云南金荞麦生长的生态环境，包

括金荞麦生长的气候、地形、地理分布、成土母质

与土壤条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金荞麦生

长环境多样，对土壤要求不严，有机质、氮、磷、

钾含量丰富的弱碱性土壤更利其生长；在海拔

１６００～２２００ｍ的地段生长最茂盛，药效最好。张春
平等［７］在群落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

法（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和除趋势对应分析（ＤＣＡ）对重庆东
部地区药用保护植物金荞麦群落进行数量分类和排

序。ＴＷＩＮＳＰＡＮ等级分类将金荞麦群落的１１６个样
方分为１４组，根据植被分类原则划分为１４个群系，
并论述了各群系的特征，分类结果表明光照和海拔

是决定群落组成和空间分布的主要限制性影响因子。

吴振海等［８］对陕西秦巴山区野生金荞麦的资源储量

和分布特征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金荞麦在陕西秦

巴山区分布较广，但资源相对稀少，原因在于此区

域的金荞麦花期在９月下旬到１０月中下旬，幼果期
在晚秋的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中下旬，气温较低，果
实难以发育成熟，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种子，造成

种源匮乏，种群规模难以扩展，但是该区域是金荞

麦的适生地区，以此为依据，初步认为该区域应该

为金荞麦自然分布区的最北端。杨坪等［９］对四川省

凉山州１７个县（市）的金荞麦植物野生资源进行考
察，发现了分布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３种类型，并
明确了凉山州金荞麦植物的种类生长特性及地理分

布，也对不同海拔、不同民族聚集区及不同农业模

式下的资源分布量进行了统计，针对现有资源量少

的状况提出建立种质资源库、异地保存及组培继代

等方式进行资源保护。董元火等［１０］采用α多样性指
数研究了湖北省利川市金荞麦群落物种多样性，结

果表明人类活动对该种群的更新与繁衍有重要影响，

过度采挖和生境的破坏与丧失是导致野生金荞麦资

源日趋减少的主要原因，建立保护点是保护该金荞

麦种群的有效措施。

罗定泽等［１１］对西南地区云南和四川的金荞麦开

展了居群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金荞麦居群内有较

高的遗传多样性。吴琦等［１２］开展过金荞麦的 ＩＴＳ间
隔序列的测序工作，发现２份金荞麦 ＩＴＳ的序列同
源率为８０２～９３１，变异位点主要在 ＩＴＳ１，表现出
金荞麦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张春平等［１３］对７个野
生金荞麦居群的８７个个体进行 ＲＡＰＤ分析后发现，
金荞麦物种水平的多态位点百分率为８８２４％，种内
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

内部，遗传多样性与地理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截止２０１１年，周应群等［１４］历时多年，通过对我国

南部９个省（区、直辖市）４９个县（市）、９３０个样点
的生态因子进行采集，分析得到了金荞麦生长区域

的生长因子范围，并以此对金荞麦的产地适应性进

行了区划，得到了金荞麦生态相似度９０％以上的区域
分布图，云南作为面积最大的分布区，生态相似度也

绝大部分在９５％以上，是最适引种栽培的最适区域之
一。同时，李兴等［１５］也经过实地调查了解了云南滇

西、滇东南和滇东北金荞麦生态环境、资源分布范

围、资源蕴藏量的情况，并采集样品进行了异地保存

及建立了资源圃。该资源圃经历了多年的建设，虽然

目前保存的资源来源尚未涵盖所有的产区，但是作为

中国中药公司在金荞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正在良种选育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现有调查和研究结果中可以明确看出，金荞

麦的分布区域广泛，无论是在作为核心分布区的云、

贵、川等亚热带地区，还是在处于温带地区的秦岭

等地都有着广泛分布。虽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类型

的金荞麦分布，但是受自然环境及人为因素影响，广

泛的区域布却没有资源量的丰富，金荞麦的蕴藏量很

不乐观。对金荞麦野生资源的保护自其成为二级保护

植物至今已有２０多年，但是对金荞麦野生资源的保
护效果却不尽明显，仍然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２　生长发育研究

张益锋等［１６］在光照强度对金荞麦生长发育方面

的研究认为，在幼苗期应适当遮阴（试验的相对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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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０％左右），更有利于其生长。同时，在研究干
旱胁迫和增强 ＵＶＢ辐射对金荞麦生物量积累与分
配的影响中发现，不同干旱胁迫下，ＵＶＢ辐射对金
荞麦不同位置的生物量积累和分配的影响不同。水

分过多及较少的情况下生长状况均不如中度水量的

情况下良好，以生长期间降水量为５００～６００ｍｍ的
情况下为最佳［１７］。戴红燕［１８］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光照强度减弱缩短了金荞麦营养生长的时间，提早

进入生殖生长阶段，生殖生长时间明显延长，整个

生育期延长；造成单株叶片数量、叶面积、一级分

枝数、光合产物减少，下降幅度随光照强度减弱程

度的增加而增大，使植株各器官芦丁含量降低，下

降幅度随遮光强度的增长而增加。适度遮光（８２５％
自然光照）增加了茎的高度，生长前期（分枝期）叶

面积增大［１９］。吴惠群等发现适宜金荞麦生长的土壤

中，钾含量高达３５ｐｐｍ、磷含量１０ｐｐｍ时，生长状
况较在较低含量的土壤中良好，因此，建议在种植

过程中施用磷钾肥，以提高产量［６］。贾彩凤等［２０］在

北京种植来源为贵州与浙江的金荞麦，进行光合特

性的研究，发现金荞麦的净光合速率日变化进程比

较平稳，不存在明显的午休现象。结合金荞麦生态

环境的调查结果可知，金荞麦生长环境的多样性导

致了金荞麦对不同日照强度的适应。

李佩华［２１］分别对磷、钾肥的使用量进行了探

索，认为单施用磷肥时１５ｇ·ｍ－２的施用量时效果最
好，氮肥施用量１０５ｇ·ｍ－２时，根茎产量最大。李
成东等［１６］等提出了最适配料配比：氮 １５ｋｇ、磷
７５ｋｇ、钾３０ｋｇ时药材产量最高。刘云［２２］则发现，

肥料供应较多的情况下有利于金荞麦可溶性糖的积

累，肥料供应较少的情况下有利于脯氨酸的积累；

且水分供应较少时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增加，水

分较多时则含量减少。李桂强等［２３］研究了 Ｎ、Ｐ、Ｋ
不同施用量和不同组合方式对金荞麦根茎产量的影

响，结果显示不同施肥组合，对单一肥料的转化率

有一定影响；Ｎ肥施用量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
而施肥后各组药效成分含量虽然有差异，但不降低

金荞麦品质。

３　人工栽培研究现状

３１品种选育现状

国内金荞麦优良种质选育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

弱，选育出的新品种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品种为

牧草新品种，另一个虽以药材为目标性状，但是适

宜种植区域却并不在金荞麦的核心分布区。而有关

金荞麦的种苗繁育技术研究也较少报道，主要集中

在组培快繁方面。

国内现有的金荞麦新品种目前据查可知的有两

个：一个是 “金荞１号”，于２０１２年底通过了北京
市种子管理站鉴定。该品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射线辐照幼嫩根茎后，

通过系统育种方法育成的新品种，该品种生育期

２００～２１０ｄ，平均亩产根茎４００ｋｇ（干重）以上，表
儿茶素含量在００９％左右，其种源来自江苏，选育
地点在北京，具有较强的抗旱性［２４］。另一个是 “黔

金荞麦１号”是由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于２０１２年
育成的省级新品种（品种登记号：黔审草 ２０１２００１
号）。该品种是以贵州黔中地区野生金荞麦为原始材

料培育而成的牧草新品种。主要特点为遗传性状稳

定，适应性强，营养价值高，生长快、产量高，块

状根茎入土深等特点，为适用于饲喂猪牛羊鹅等畜

禽和石漠化综合治理的优良多年生牧草［２５］。向清华

等［４８］对其种子生产的范围、种子地选择、栽培技

术、种子收获、种子清选和贮藏等进行归纳总结。

由于其目标性状为地上部分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并

不适用于药材生产。

３２繁殖方法

刘铁城［２６］对金荞麦的繁殖方法进行了研究。研

究显示，金荞麦可采用有性繁殖（种子繁殖）及无性

繁殖。有性繁殖根据各地气候条件不同，可以在秋

季或春季播种。无性繁殖采用扦插、压条、芽苞和

根茎繁殖，成活率均在８０％以上。根的产量则以用
根茎繁殖最好，当年亩产可达 ７５０ｋｇ，最高可达
１０００ｋｇ。其次为扦插及芽苞繁殖。种子繁殖第二年
产量与其它方法无明显差别。在采用不同部位的根

茎作繁殖材料的试验中，证明了以根茎幼嫩部分及

根茎芽苞作繁殖材料，出苗率较高（９８％），约比老
根茎高２４％。采用根茎幼嫩部分繁殖，平均根重及
小区产量也较其它处理明显提高。李成东等［２７］对金

荞麦的无性繁殖研究表明，以带根苗的根茎产量最

高，带根苗是整个植株的幼嫩部分，用无芽萌发的

根茎作种，由于出苗迟，故产量最低，这一结果与

刘铁成的结论颇为一致。无性繁殖与种子繁殖相比，

前者绝对产量较高，但浪费了部分根茎；用种子繁

殖，当年根茎平均达４６４ｇ即增长４６４倍，虽绝对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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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不如无性繁殖但可节约根茎，扩大种苗系数。

兰金旭［２８］研究发现，扦插苗所产根茎中表儿茶素含

量较根繁苗的含量低。杨坪等［２９］研究了不同发芽温

度和 ＰＥＧ浓度对金荞麦种子发芽的影响，通过测定
发芽势、发芽率和发芽指数三项重要指标表明，发

芽温度１５℃和５％的ＰＥＧ浓度是金荞麦种子发芽的
较适宜温度和ＰＥＧ浓度。何俊星等［３０］比较研究了温

度和盐胁迫对金荞麦和荞麦种子萌发的影响，发现

两者萌发率最高的温度是３５℃，最适温度是２５℃，
而金荞麦对低盐度的耐受性高于荞麦。唐宇等［３１］则

对播种前种子的处理进行了探索，发现用 ０１％ ～
０５％的硼酸溶液或５％～１０％的草木灰浸出液浸种，
能获得良好的增产效果。李兴等［１４］对不同繁殖方式

进行了总结，在原有三种繁殖方式的基础上，增加

了离体快速繁殖的方式（详见后文）。

３３种植技术及快速繁育方法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
究所刘铁城等［１５］在北京引种金荞麦成功，继后对根

茎生长动态、收获年限、繁殖方法、加工及类型与

原花色苷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

的工作。李成东等［１６］）对金荞麦的种植技术进行了

初步研究，使用根茎繁殖进行的密植试验表明，

２ｃｍ×５ｃｍ×１５ｃｍ的宽窄行种植的产量最高，在宽
行间还可套作其它作物；肥料试验显示，金荞麦以

中氮中磷高钾的配比，根茎产量最高。在其之后又

有多位学者对种植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王孝华

等［３２］对金荞麦适宜种植密度进行了探索，认为使用

根茎繁殖以每公顷１０万株为宜，且根茎产量随着种
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单株根茎质量则随着种植密

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赵明勇等［３３］在进行类似的研

究中也发现种植密度较低时，植株生长旺盛，产量

较低，而高密度时，植株地上部分生长则受限制，

产量较高，兼顾药材质量的情况下，建议种植株行

距以３０ｃｍ×５０ｃｍ左右较为适宜。
由于金荞麦野生资源的减少，为了保存现有优

质资源，增加资源数量，多位学者对金荞麦的无性

繁殖及组织培养进行了探索。张荫麟等［３４］运用发根

农杆菌感染金荞麦无菌苗后诱导出了发状根。吴清

等［３５］则摸索出金荞麦的快繁技术最适宜的培养基为

ＭＳ附加２ｍｇ·Ｌ－１ＢＡ，０２ｍｇ·Ｌ－１ＩＢＡ；同时，结
合组织培养技术还通过秋水仙素进行了多倍体诱导

试验，得到了诱导率最高４３３％的同源四倍体，为

金荞麦优良品种的选育打下基础。刘光德［３６］等利用

野生金荞麦无菌苗的茎和叶片作外植体，茎和叶分别

在各自激素组合培养基上连续继代３次后，用目视法
直接从大量的稳定愈伤组织中筛选获得４种不同次生
代谢能力的细胞系，用分光光度法直接筛选出高类黄

酮含量的红色系，其类黄酮含量为６３８０４ｍｇ·ｇ－１是
含量最低的白色系的３５倍，为野生金荞麦的优异基
因资源的保存打下了的基础。陈彩霞等［３７］则探讨了

叶片、茎节间、叶柄等部位进行组织培养的条件，

以及得到愈伤组织后诱导分化为不定芽的最佳培养

基，金荞麦不定芽在１／２ＭＳ＋ＮＡＡ０５ｍｇ·Ｌ－１的培
养基上生根效果最好，组培再生植株经炼苗后移栽到

田间成活率达８０％以上，且生长表现正常，高频完整
再生体系的建立，为金荞麦扩大药材资源奠定了基

础。在此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以带芽茎段作为外植体

育苗效果最佳，从而探索出了一套组织培养快速育苗

的方法，并申报了专利［３８］。

３４采收技术研究

王安虎等［３９］经过比较研究发现，金荞麦地下根

茎干物质的累积主要集中于生长发育的第二年，第

三年和第四年生物产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幅度较

小，产量提高有限。杨明宏等［４０］的研究表明，金荞

麦采收的最佳时间为栽培第二年１０月中旬到地上部
分枯萎后为最佳期限。唐宇等［４１］则研究了金荞麦不

同时期的生物量和有效成分的含量，发现在开花结

实期地上部分的生物产量较大，而叶、花中的芦丁

和根状茎中的表儿茶素累积达到最高峰。因此，将

结实期作为最佳采收期，可保障药材的质量。

杨明宏等［３２］在金荞麦基地建设的过程中，开展

了金荞麦药材采收的 ＳＯＰ研究，对不同产地、不同
药用部位、不同生育期金荞麦的产量和质量进行了

探索，制定了适合重庆地区的金荞麦药材采收 ＳＯＰ。
黄庆红［４２］在云南墨江进行了野生金荞麦的人工试

种，使用根茎作为繁殖材料，试种一年生长状况良

好，且病虫害少。

在以上的研究中，各位研究者所用实验材料金

荞麦的来源不同，生长环境具有差异，对不同的环

境适应性也不同，试验设计的思路不同，在金荞麦

生长在田间的过程中，繁殖方式的选择、管理措施

的跟进以及采收技术的使用，均有着不同的差异我

们进行金荞麦的引种驯化，目的就是生产出符合质

量要求的药材。金荞麦药材质量的控制则需要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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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种植、生长、采收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把控，

而现有的研究则只是注重了其中的一个或者某几个

环节，不够全面系统，从而影响了对种植金荞麦产

出药材的质量把控。

４　质量控制研究

金荞麦以干燥根茎入药，在２０００年及之前版本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对金荞麦的质量控

制除了外观形状、显微鉴别外，只是采用薄层色谱

法对其进行鉴别，而没有具体的质量控制指标［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自２００５版开始，在原有方
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水分、总灰分的检查和醇溶性

浸出物的含量测定［４４］；２０１０版与２０１５版则进一步
加入了表儿茶素的含量测定［３］。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２０１０版颁布实施（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之前，
金荞麦没有规定具体的指标性成分及相应的测定方

法，从而，众多学者在研究金荞麦的过程中，为了

进行药材质量控制，都在筛选指标性成分并探索相

应的检测方法。

杨明宏等［３２］以缩合原花色素苷元含量结合产量

作为金荞麦采收时期的判断标准，并以含量最高的

１０月份左右作为两年生金荞麦的最佳采收期。王安
虎等［１４］、李兴等［３１］则以双聚原矢车菊甙元含量为

指标，测定其在金荞麦不同时期、不同部位的变化

情况结合产量来确定最佳采收期。辛敏通等［４５］建立

了使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检测的方法测定金荞麦
饮片中表儿茶素的含量。并对不同来源的金荞麦饮

片进行了测定，进行了含量间的差异比较，进行质

量控制。杨滨等［４６］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及含

量测定方法进行金荞麦饮片的质量控制，发现了含

没食子酸，原儿茶酸，原儿茶醛和表儿茶素等物质

在内的６个色谱峰为共有峰，建立了金荞麦饮片的
指纹图谱，建议用于金荞麦饮片的质量控制。潘金

火［４７］通过反相ＨＰＬＣ测定金荞麦药材和饮片中表儿
茶素的含量，建立了稳定可靠，简单易行的方法，

并建议以表儿茶素不低于００２％作为质量标准。
此外，郑一敏等［４８］建立了使用 ＨＰＬＣ测定金荞

麦中的金丝桃苷的方法。袁建平［４９］建立了使用

ＨＰＬＣ进行金荞麦提取物中原花青素 Ｂ２、表儿茶素
的测定方法。陈煦等［５０］建立 ＨＰＬＣ法测定金荞麦片
中原儿茶酸和表儿茶素的含量方法。这些方法的建

立，一定程度上都为金荞麦质量检测方法的建立起

到了促进的作用。阮培均等［５１］对１４份野生金荞麦

移栽后进行的含量测定发现，表儿茶素的含量与水

分含量和总灰分含量之间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一定程度上提高水分含量与总灰分含量可以提高表

儿茶素的含量。

在指标性成分的方法建立和检测之外，诸多的

学者对金荞麦所含有的其它具有一定药理活性的化

学成分进行了检测，包括唐宇［５２］对金荞麦种子中黄

酮类成分的含量测定，对芦丁在果实和种子种含量

差异的比较；对花、叶、茎和根状茎中不同时期的

槲皮素、芦丁、表儿茶素的含量比较［５３］。对作牧草

用金荞麦的种植和选育以及金荞麦类保健品的开发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王继永［５４］：用电感藕合等离

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了金荞麦中 Ｋ、
Ｃａ、Ｃｕ、Ｎａ、Ｍｇ、Ｍｎ、Ｆｅ、Ｚｎ、Ｐｂ、Ｃｄ等 １０种
微量元素的含量，为研究金荞麦中微量元素与药效

的内在联系和更好的开发利用该资源提供了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５　讨论

由此可见，在金荞麦的人工栽培方面，诸多学

者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目前

为止，尚未见涉及金荞麦整个生长周期的细致、全

面的系统研究，也未见相对完整的金荞麦栽培技术

的报道。舒成仁［５５］虽然对金荞麦的栽培技术、田间

管理及采收加工等方面的进展进行了相应的综述，

但是，由于其引用文献的数量较少，同时也是当时

研究进度的限制，在种子繁育、水肥调控及产地加

工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同时，质量标准的要

求也不足以满足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
版的要求，因此，金荞麦在种植技术方面的研究任

重而道远。

金荞麦作为我国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其药效

显著，除了大量的民间传统用法，国内以金荞麦为

主要原料的药品已经达到了１８种，且多进入了我国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在各种疾病的治疗

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未来市场前景不可小觑。尤其

是在 “威麦宁胶囊”、“急支糖浆”、“金荞麦胶囊”、

“金荞麦片”等著名中成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威

麦宁胶囊”是可单独用于不适宜放、化疗的肺癌患

者的治疗，具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祛邪扶正的功

效，配合放、化疗治疗肿瘤有增效、减毒作用。“威

麦宁胶囊”作为单方制剂，其药品标准中除硬胶囊

剂的常规检查项和通常的鉴别项外，还有醇溶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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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于４５％、吸光度不得低于０３０、每粒胶囊含
总鞣质不得少于０１２ｇ和每粒胶囊含表儿茶素不得
少于０７０毫克这些质量要求，这就要求其原料———
金荞麦也必须制定相应的质量要求。为此中国中药

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制定出能够生产出合格 “威

麦宁胶囊”的金荞麦药材质量标准，如检查项中含

有药典未规定的 “吸光度不得低于０２３”，含量测
定项下含有药典未规定的 “总鞣质不得少于１０％”；
含量测定项下的表儿茶素含量为 ００４２％，高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４０％［３］。 “急支糖

浆”也由于在治疗急性支气管炎方面的显著疗效，

在国内的止咳药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席位。尤其是金

荞麦预防癌症转移等方面的抗癌效果，使得日本、

欧美等国对金荞麦的研究也日趋多样。导致了市场

对金荞麦原材料需求量剧增，年需求量已从１０余年
前的几百吨到如今４０００多吨。金荞麦需求量的迅速
增加与而其野生资源逐渐匮乏之间的平衡已被打破，

为了保护野生资源，保障药材原料供应，人工驯化

种植已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内现有进行金荞麦种植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我

国的西南地区，由于 “急支糖浆”的巨大需求量，

重庆石柱县［５６］、贵州织金县［５７］、四川攀枝花［５８］等

多个地区都在积极发展金荞麦种植，但是至今为止

尚未有成熟的金荞麦药材种植技术体系及良种繁育

体系。 “威麦宁胶囊”由于其较高的质量要求，至

今仍然使用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地区的野生金荞麦作

为原料。其在抗癌方面的效果远高于其它地区产出

的金荞麦药材。由于云南地区气候类型多样，金荞

麦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类型，且非全部适宜作为威麦

宁的原料使用。因此，作为威麦宁原料的金荞麦，

不仅仅需要在产区上进行筛选，更要在种质上进行

选育，培育优良品种。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保护金荞麦资源，避免资

源枯竭而影响药品生产，中国中药公司在云南地区

开展了金荞麦种子质量标准的制定、定向栽培技术

的研究及良种繁育技术的研究等多个课题，在已建

资源圃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种质的比较和筛选；

在现行质量标准下进行田间管理措施和采收加工的

调整，保障药材品质，集约科研成果，制定种植技术

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使产出的药材符合药典标准。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栽培管理和种植技术水平，提

高药材品质，生产出符合 “威麦宁胶囊”所需质量标

准的金荞麦药材。从而在源头上根本解决困扰金荞麦

产业发展的资源问题。同时也围绕金荞麦作为 “可用

于保健食品的药品”这一特点，在作为药品使用之

外，进行健康产品的研发，以提高其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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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四川新闻网．万亩药材使林下空地变宝地村民年收入增
加２００％（组图）［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１０．ｈｔｔｐ：／／ｓｃ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ｓｃ．ｏｒ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３／０５／０９／０１３７７６５７０＿０４．ｈｔｍｌ．

［５８］徐毅．石柱“金荞”架通致富路———记石柱县五岗金荞麦
专业合作社［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ｓｚ．ｇｏｖ．
ｃｎ／ｓｚ＿ｔｏｐｉｃ０９／２０１１０２／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６６７１７．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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