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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唐古特大黄 (R乃田勿

`口
`″

〃′
'″

L· var,`勿 :纟‘″c“″ Maxim.)的 药用部分是根与根颈

的结合体,其根不分枝或仅有稀少很细的侧根,质 坚体重 ,横断面上槟榔槎色显著 ,是大黄

中的最佳者 ,其 中含有下列蒽类衍生物:大黄酸、大黄素、芦荟大黄素、大黄根酸 (即大

黄酚 )、大黄素甲醚、芦荟大黄素和大黄酸的单糖苷,葡萄糖芦荟大黄素和葡萄糖大黄素

(PoMaHO:a,1963)等 。唐古特大黄的根与根颈的结合体具有泻下、收敛、健胃、消炎抗菌

等作用,其抗菌的有效成分主要是蒽类衍生物 ,其 中又以大黄酸、大黄素和芦荟大黄素的

作用最好(陈琼华等 ,1962)。 唐古特大黄的根与根颈的结合体还是饮料和染料工业原料。

由于它具有上述优良的经济性状和广泛的用途 ,加之资源丰富、分布集中,早 已成为我国

出口的土特产品之一 ,闻 名世界,畅销国际市场 ,每年为国家换取大量外币,支援了社会主

义建设。但另一方面 ,由 于缺乏以保护为基础的合理开发计划和科学的管理措施 ,盲 目经

营 ,贪婪滥挖 ,逐年增加收购量,如 1958年 以前 ,每年生产于大黄 20万公斤,1959-1970

年的 10余年间,年收购量猛增到 100多万公斤 ,近 10年来,年收购量又跌到 20万公斤左

右。这样一来,使资源量丰富、适应性很强的唐古特大黄 ,在短短的 20多 年内遭到了毁灭

性的破坏 ,资 源枯竭 ,陷 人濒危绝灭的境地 ,甚至连供研究用的植物标本都难以采到。

为了拯救这种很有经济价值的濒危植物 ,作者花了近 5年的时间,对大黄的分布区、

植物群落、生境特性和生物学特性,进行了深人地调查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 展了引

种驯化工作。最后,终 于摸索出恢复大黄资源,并 使它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经济性状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二、分布及生态学特性

唐古特大黄 ,在青海省境内分布在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 5个藏族自治州和东

衤参加该项实验的有杨永昌、罗达尚、吴珍兰等同志,并得到麦秀林场的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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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业区,其 中以黄南藏族自治州分布最为集中。它是一种耐寒 ,喜 阴湿的多年生草本植

物 ,分布在 3000-3700米的高山之间的沟脑下部的碟形地、沟内凹地、缢缩河谷的开阔地

以及狭窄河谷两岸的北坡、西北坡和东北坡,其中以西北坡分布最多。坡度一般为 20° 一

25° 。唐古特大黄就生长在这些地段上的云杉 (PIf‘
'sp.)林内和林缘灌丛的森林气候条

件下,尤以短叶锦鸡儿 (C'`绍
'″

夕沙
`″`/o``')和

杜鹃 (R乃 o`o洳″洳o″ spp.)油 丛中分布最

多。唐古特大黄生长地区的土壤属于森林褐色土和灌丛草甸土。它要求的土壤的持水量

因深度不同而异:5-15厘米为 104.2%;15-20厘米 162.1%;25-26厘 米 49.3%。 唐

古特大黄根生长的土层厚通常 40厘米左右,35厘米以内的土壤为轻壤,腐殖质含量高、

湿润、疏松、通气良好。10-15厘米以上为苔藓层和枯枝落叶层,该层对大黄根颈的向上

延长和膨大起重要作用。

三、生 物 学 特 性

1.种手和幼苗的特性

唐古特大黄种子在 I-2℃ 下开始膨胀;10-15℃ 时 ,如有充足的水分 ,则膨胀于 48

小时内完成 ,吸收的水分可达种子重量的 100%多 。在湿润的条件下 ,4℃ 开始萌发 ,但需

20-25天 ;在 15-20℃ 下 ,10天完成萌发 ;在 30℃ 下 ,种子的萌发受到抑制。大黄的种

子在光照和黑暗条件下均萌发良好。 种子在 5年之内萌发率为 100%,往 后萌发率逐年

降低 ,8年以后失去萌发能力。

唐古特大黄是一种高山耐寒植物 ,但 刚出土的幼苗怕霜冻 ,同时也怕干旱和高温 ,在

强光照耀下常被灼伤并枯死。

⒉发育期的进程

唐古特大黄的生育期为 150-160天 ,4月 底或 5月 初地上部分露土,7-lO天 叶子

展开。5月 中旬抽花茎,茎高 1-2米 (图版 】;2),发育良好 ,多 汁有清香酸味 ,是藏族群众

喜爱的野生饮料。6月 中下旬开花 ,持续约 1个月,于 7月 中下旬种子成熟。此后,茎秆开

始枯黄,8月下旬完全枯死。lO月 上旬第 1次霜冻以后,叶掀部分开始枯萎,10月 下旬 ,

植株地上部分枯死。在死亡之前 ,根颈部分的周围形成越冬芽,位于地表之下 ,待第 2年

长出新的植株。

天然的大黄生长年限多达 20年以上 ,一般在第 6年后开始开花结实。

3.生活型

唐古特大黄为多年生的地面芽植物(欧斯汀,H.J.,1956)。 根被覆盖在土表层以下 ,

根的上端是缩短的根颈。在特定的生境下 ,根颈可以向上延长 ,始终保持根颈在土表层以
下的特性 ,而它上面的芽则刚露出土表。在自然条件下,根颈的延长是伴随着它上面的腐
殖质层、苔藓层和枯枝落叶层的加厚而实现的。根据调查 ,生长 10年以上的根,在 8-15
厘米的膨大部分中,3分之 2属于根颈的延长。同时还发现 ,凡是根颈向上显著延长的大
黄 ,其侧根少而细,呈现标准的萝 卜黄。不然,大黄的根表现出强烈的分枝性,经济性状
差。这种大黄称之

“
牛头黄

”
或分枝黄 ,在 商品上属于下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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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 工 驯 化

鉴于唐古特大黄在天然生境下恢复缓慢和濒于灭绝的境地 ,必 须实行人工驯化 ,变野

生为家种,满足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然而,在人工条件下培育萝 卜黄 ,克服唐古

特大黄根的分枝性是个难题。1871年 ,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 (H.M.∏哪 α珏1bcK潲 )从

我国青海省收集到的大黄种子和根 ,一直在苏联植物园内种植 ,始终未解决大黄根的分枝

性问题 (依兹科夫 ,H.丹” 1954)。 我国青海省许多地区的群众都有种植大黄的习惯和

爱好 ,但 由于没有掌握大黄的生物学一生态学特性 ,所生产的大黄也都是分枝黄。这说明

种活大黄并不难 ,难的是使大黄的地下部分保持原有的优良经济性状 ,满足人类的特殊要

求。

1.试驻地的选择

唐占特大黄耐寒、喜湿润 ,并要求富有腐殖质的轻壤 (道本迈尔 ,R,F.,1959)。 根

据唐古特大黄的生物学一生态学特性 ,试验地选择在它的原产地—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 ,麦 秀山林区的老藏沟中段 ,海拔 3200米的沟谷地带。坡向为西北坡 ,坡度 30° ,为森

林采伐以后新开辟的云杉和落叶松 (L勿订sp.)的苗圃地 ,周 围有以云杉树种为主的森林

环抱 (图版 I:1)。 土壤为森林褐色土,土层厚 50-60厘米。土壤的持水量基本同于上

面已提到的数据。年平均气温 11℃ ,最高气温 22℃ ,最低气温一25℃ ,无霜期 100天。这

些条件基本满足了唐古特大黄生长发育的需要。

⒉试验项 目和方法

根据唐古特大黄形成萝 卜黄的条件 ,是根颈伴随着它上面的覆盖层不断加厚而延长

的原理 ,试验项目的设计着重于穴播、平播和垅播 3项 ,其中的每一项又分施肥、施肥并遮

阴、对照 3组 ,观察其壅土、施肥和遮阴对唐古特大黄根和根颈发育的影响 。

田间试验方法 :

(1)唐古特大黄的根分布在 30-40厘米的土层内 ,应深翻 35厘米 ,除尽杂草、树枝、

树根和石头 ,然 后打埂作畦 ,畦的大小为 4米 ×2米。

(2)播种育苗在解冻后进行。育苗的地块应选择在温暖的向阳坡 ,这样幼苗生长快 ,

为定植提供较大的植株。每亩下籽种 ,-6斤。播种前,畦内开沟深 2厘米 ,行距 30厘

米 ,然 后在沟中将种子均匀地播成一行 ,覆土层厚 1-1.5厘米。 种子在土壤中 7-10天

完成萌发。当幼苗长到 5-6片真叶时 ,即可移栽 ,使 幼苗的根系在土壤中越冬 ,使损伤的

根部得到恢复。

(3)起苗与定植同时进行。将平整好的土地按穴播、平播和垅播 3项划分 ,株 、行距

保持 0,5米 × 0.7米 。在穴播中,坑深 30厘米 ,外口径 30厘米,然后将坑分成二组(平播

和垅播也分成三组):第 1组中,每坑施草木灰 0.1斤 、干羊粪 0.5斤 ;第 2组除施肥外 ,另

加遮阴;第 3组对照。每坑定苗一株,根颈的顶端离地表面约 10厘米。平播中由的根颈

平于地面 ;垅播中,开 沟作垅 ,垅高出地平面约 10厘米 ,定苗于垅中。

(4)田 间管理主要为除草、松土及根外施肥。一个生长季节中除草 3-4次 ,同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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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栽培方法对唐古特大大经济性状的形响
·
1· al)le 1  

·
I· ll(·  cultivatc(l ‘lietlio(ls I)“ ve atl eflcct 〈,!l tllC cconOInic Char(1(· tcrs o1. 

·
1.△ l)g11t r)atlual))‘

栽培方法
Cultivated inetho(Is

经济性状
Econo,1】 ic cllaratters

单个鲜根平均重
(克 )

Averagc weights
of a single frtsh

root (8)

单个实用绊根平
均董(克 )

Averagc uscful
weights of a
single fftsll

r。ot (g)

根的形状
Root fofins.

根的质地
Root tcxtures

根的实用书
(%)

Pioportions (,f

useful weights
to all ones of
a single ioot

根颈向上延长的
长度(厘米)

△cngth of root
crown(cIn.)

一0
°

〓
△“0
、

υ~
‘

△

ハ
舀
μ

弪
训
廿

∽

一c
o
一

 
一
“
υ
^
 

‘
~
△

●
ハ
〓
 
ハ
‘
·冖

睽
肥
盱

寸

一
°
0
“

 
≡
巾
0
>
 

〓:
〓

〓
〓
 
υ
‘
●
·

睽

廿
肼

∽

穴    播
R(,ot cr()、 vn cultivated in l)(,lc.

平    播
Root crowil i:1 1eveI wit)】 soil suiface.

垅    播
ot cro“

`】
) cultiVaied in a iong nario“

` inound

天 然 补 播
so、ving sce(l in 11。 .le uI】 (Jcr s1】 rul,s or trces.

穴    播
Root crown cuI0vated in lioIc.

′|z    播
Root crown in Icvel with soil surlace.I

珑    播
Root tf0、 。n Ctlltivatcd in a long  narrow

8()0 650 81 萝 卜形
Radish form

较坚实
solider 5-6

ll)00

分枝形
Branchy forin

较疏松
I.oosef

不显
Not distinct

萝 卜形
Radish form

较坚实
soIider

不显
Not distinct

萝 卜形
Radish forin

·∷∶||△ i:
sni R1or

分枝形
Branchy form

分枝形
Branchy form

较疏松
Looser

0-0.5

I601)

2.5

87(J

000

1.5

948

8()5

25

83

12

5-8

190()

2200

4.2

ll)00

0-0,7

637

3.4

900

25

85

形
f
o

柑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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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松土施肥 ,每次每株施 N、 P、 K肥 各 20克 ,也 可以施草木灰和羊粪灰。穴播大黄中 ,

除施肥外 ,还需在根颈的上部壅土 ,增加土层的厚度 ,为 根颈的向上延长 ,创造条件。

3.试验结果与讨论

田间试验进行了 5年。从第 3年起 ,每年各项的 3组中,取 ]0个植株的地下部分描

述形态 ,称其重量 ,求得平均值 ,其结果:在平播和垅播各组的对比试验中 ,唐古特大黄的

地下部分基本上属于分枝黄,而穴播的 3组试验中,均为萝 卜黄(表 1),但其中对照组的

根与根颈的结合体相对细瘦些。

由此看出:形成萝卜黄的因素是综合的,包括肥料、土壤湿度、光照以及根颈上面覆

盖物的厚度 ,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增加土层的厚度 ,控制根颈的延长 ,抑 制侧根的发育 ,

其他诸因素有助于根颈的膨大增粗。在平播和穴播各自的 3组试验中,单个根的平均鲜

重均超过穴播大黄 ,但都为分枝黄(图版 I:3-4),实 用率低 ,经济性状差,根本原因是未

能给唐古特大黄的根颈壅土 ,逐渐增加覆盖层的厚度 ,充分满足根颈向上延长、抑制侧根

发育的条件。而穴播的 3组试验中,均获得萝 卜黄 ,正是由于适时地给大黄根颈壅土,满
足了根颈延长、抑制了侧根发育条件的结果。

因此 ,经过穴播培育的唐古特大黄有如下显著特点:(1)生长速度较快,3年生的根

与根颈的结合体鲜重可达到 1斤多,较之天然成黄时间缩短 7-9年 ,并形成萝 卜形大黄 ,

质地较坚实,基本具备了槟榔槎色;(2)萝 卜黄是根与根颈的结合体 ,根颈的延长是显著

的,3年可达到 5-6厘米,完全符合天然形成萝 卜黄的原理(图版 I:5-8);(3)通 过穴播

法,克服了唐古特大黄在人工栽培条件下分枝多的野生习性 ,解决了在植株移栽过程中 ,

由于主根顶端损伤,顶端生长优势破坏 ,侧根发育 ,分枝多,也能生产萝 卜黄的难题;(4)穴

播唐古特大黄的地上部分相对减小,地下部分生长较浅,采挖时非常方便 ,省劳力省时间。

五、 结  论

用平播和垅播法所培育的唐古特大黄均为分枝黄 ,其经济性状差;穴播法栽培的大黄

为萝 卜黄 ,经 济性状良好,质 坚体重,槟榔槎色显著。形成萝 卜黄的机制在于:唐古特大

黄属于地面芽植物 ,根的顶端具缩短的根颈。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根颈可以向上延长 ,

并对侧根的发育表现出相对的抑制作用。在自然界 ,唐古特大黄根颈的延长 ,是通过根颈

上面的腐殖质层、苔藓层或枯枝落叶层的逐年堆积加厚,迫使根颈不断向上延长来实现

的。穴播法培育萝 卜黄正是根据这一原理 ,逐渐给唐古特大黄根颈的上面壅土、施肥 ,增加

土层的厚度和养分 ,迫使根颈延长、膨大增粗,并抑制侧根发育的。因此 ,穴播法是快速恢

复唐古特大黄的自然资源 ,并保持它原有优良经济性状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通过人工在唐古特大黄原分布生境下补播它的籽种,虽然成活率较低,生长速度缓

慢 ,但也能起到恢复自然资源的作用 ,值得积极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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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BlOLOGICAL_ECOLOGICAL CHARACTERIs·
T1Cs AND DOMESTICAT10N OF TANGUT DAHUANG

飞Vang lVdyi  zhou Lihua Lin IIlla

rNor`” 〃,es`P汤
`召

夕“ I″s```勿

`召

o∫ B`0`@想 ,, ^c''c```蹈 s|″ |C夕 )

lPhe root of Tar1gut D.ahuang (R无 et‘ 叼2.2’″′’’t@氵 1‘ ,,t IJ.var.扌 o刀乡
"f氵

ctt,)l) is a tradiˉ

tiondl([Jhirlese dI△ lg, It has long been Fautous for its excellent economic characters,  ∶Bllt

because of fallillg short of a reasorlable picking plall and scientific lllanageInent n1easuˉ

re,the natural resource has been so destroyed that T· angut Dahuang has been facing an

lnlpassc.

In order to conserVe this alpirle plaint and keep up t.he ecological balan.ce,thc、 1·ri-

ters explored the distribution of tLis species, its e△lvir()nmerttal t()lcrance. the plallt so~

(I1ety,lthc biolodical———ecobgicall chcrac吒 eristics and found tllat the wcl1~known root

。f`rangut I)ahuang is actually an united polltiog of the root ttnd the nl()re elongated

root crO、·n.  ′Phus, Tial1ottt Dahuang belongs to a heInicryptophytO.  It has a sllortellea

ro()t crown aboVe the root,which can elongate and thick.en alld f()nn a kind of radisl1-

like union△·ith tllc root· w·llen t,he soil hulllus and bryophyte he|tping over and around

it are grtldually heightened.

Acc()rding t() thO biological_ecologic.tl charactOristics of ′rangut I·)ahuang, △he

lvriters have also carried on field cultural Oxperilnents, in wllicll the luothod of llole-

planting call belleFit to the forlnillg of the radish~like unioll and therefor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llethod to intprovc the rcstorillg()f tlle natural resourc(‘ and rctaillirlg its ex-

cellen.t econolllic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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