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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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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特有植物瘤果紫玉盘（Uvaria kweichowensis），分布范围狭窄，数量稀少。为系统了解广西瘤果紫玉盘的资源

数量、分布现状及资源利用等情况，2016-2022年作者团队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研等形式，对全区9个县开展了瘤果紫玉盘种

质资源调查和种质收集工作，共收集到瘤果紫玉盘资源95份。调查结果显示：瘤果紫玉盘多年生藤本植物，成熟叶革质，主要

分布在广西隆安县、天峨县等9个县共197株，生境为海拔650~1100 m之间的喀斯特石山区，依托乔木向上攀附生长，野生资

源数量稀少，个体之间距离较远，基本上处于无保护状态，分布地群众有采集瘤果紫玉盘叶片治疗疾病或用于茶饮的习惯。通

过种子播种、枝条扦插的形式开展了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的繁育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来源的瘤果紫玉盘种子发芽率在25.7%~

34.4%，扦插成活率在4.4%~14.4%，总体成活率较低。本研究探讨了瘤果紫玉盘受威胁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保护措施，为广西

民族药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创新利用提供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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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varia kweichowensis is a native plant species in China， and the wild populations are relatively 

small with narrowe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its quantity， distribution 

status and utiliza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we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germplasm resources in nine counties through field visi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a total of 

95 Uvaria kweichowensi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016 to 2022.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Uvaria 

kweichowensis is a perennial vine with mature leaf leathery， being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karst rocky mountain 

area with the attitude of 650 to 1100 meters in nine counties such as Longan County and Tiane County in 

Guangxi. The number of germplasm resources in wild populations were scarce， and individuals often grew 

individually without protection. The local people have the traditional habit to collect the leaves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for diseases treatment and tea drinking. In addition， we deployed the seed sowing or branch 

cottage， in order to collect and select the elite germplasm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w survival rate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seed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as 25.7 % -34.4 %，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cuttings was 4.4%-14.4%.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main factors harmful t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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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and the solution for protection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which might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excavation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the germplasm resources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in 

Guangxi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Uvaria kweichowensis；germplasm resources；investigation；collection and protection；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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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果紫玉盘（Uvaria kweichowensis P. T. Li ），为

番荔枝科紫玉盘属植物，是中国特有植物，主要分

布于我国贵州、云南、广西，生长于海拔200~1000 m

的地区，性温味微甘，具消炎止痛，活血通经的功

效［1-2］。瘤果紫玉盘已被列入广西壮药［3］和瑶药地

方标准［4］。壮族群众喜欢用其叶煮沸作茶饮用于保

健，对高尿酸症、肝癌、肝腹水、前列腺相关疾病有

较为明显的作用，同时对风湿、类风湿也有一定的

效果。已有研究表明，瘤果紫玉盘茎叶中含有黄

酮、番荔枝内酯、多氧取代环己烯、生物碱、槲皮素、

山奈酚、芦丁等成分，在抗氧化、抗肿瘤、抗炎症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6］，为将其用于疾病治疗提供了

理论依据。据中国植物志记载［7］，瘤果紫玉盘在我

国分布面积狭小，已知分布点不足 10个，生境明显

退化，成熟个体数非常少。气候原因引起的生态环

境退化以及开发山地种植经济作物、开山修路、过

度采摘等人为因素，导致许多瘤果紫玉盘野生居群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野生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目

前，瘤果紫玉盘尚未见人工引种栽培的报道；其野

生种质资源稀少，有关种质资源的研究未见报道，

导致瘤果紫玉盘作为民族药的研究与开发停滞不

前。20 世纪以来，植物种质资源破坏问题十分严

重，不仅导致数量的减少，更可能导致物种的消失，

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是实现遗传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重要方式［8-9］。因此，系统性地开展瘤果紫玉盘

资源调查、收集与繁育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关于不同物种的植物资源调查、收集与繁育等

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得农业

种质趋于单一，农业野生植物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

坏，针对该问题，科研工作者开展农业野生植物的

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原生境保护区域，将宣传保护

与人工设施相结合，系列措施在保护农业野生植物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近年来通过科研人员的

不断努力，在野生植物保护上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发现了一些新物种、对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开展全

国范围的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珍稀、优异的种质资

源等［11］。为了能够对广西瘤果紫玉盘植物资源的

分布、数量及生存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2016-

2022年本课题组在广西境内持续开展了瘤果紫玉

盘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不同地方的种质，建立了种

质资源圃。与此同时，以收集到的种质资源为材

料，开展了瘤果紫玉盘的繁育技术研究，为瘤果紫

玉盘的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推动广

西民族药的创新与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源调查与收集

基于互联网，查阅中国植物志电子版、中国数

字植物标本馆以及各文献库相关文献，对有记载的

地点重点调研。调查范围辐射到生境相似的相邻

的地区，将瘤果紫玉盘的花、果等标志性照片制成

宣传页，通过走访县林业局、保护区护林员、走山群

众，开展层层调查，最终确定调查收集的范围。于

2016-2022年，每年 4-5月在瘤果紫玉盘花期以及 9-

10月果期分时段开展资源调查，详细记录瘤果紫玉

盘资源数量、海拔、分布状况生境、是否受威胁、群

众利用情况等信息，并用相机记录高清原植物照

片。标注在广西的分布图。依据花、果实、叶片表

型性状等，作为种质资源收集的指标，并采集枝条

和果实，通过扦插、播种的方式，开展资源保存

工作。

1.2　种质鉴定和表型性状的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记录瘤果紫玉盘分布地的生境

特征、经纬度和海拔、现存分布量、受威胁因素、保

护利用现状等信息，同时按照《中国植物志》对野生

瘤果紫玉盘进行描述，并鉴定、采集凭证标本，采用

高性能专业相机拍摄特异资源性状等照片。对9个

分布地种质的瘤果紫玉盘叶片，使用游标卡尺测量

其长、宽比例和最宽处的位置，进行归类和描述叶

片形态，每个分布地种质随机选取30张叶片进行统

计，重复3次。瘤果紫玉盘果实较难获得，不同分布

地种质随机选取 5 串，统计其单果平均重量，果实

纵、横径以及长度。

1.3　资源繁育与保存方法

采用异地保存方式，地点为广西南宁市广西壮

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网室。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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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采取全光照模式，将种质按照不同来源地分类

编号，用于瘤果紫玉盘种质保存试验以及展示。

2021-2022 年，开展瘤果紫玉盘的繁育及种质资源

保存试验，所用的枝条、种子均为资源调查中采集

的95份种质。每个分布地的种质随机选取种子、枝

条各30个样品，重复3次，用于扦插和播种试验。使用

Excel和SPSS 19软件统计其出苗率、存活率情况。

1.3.1　扦插繁育试验　选取木质化成熟的枝条为

扦插材料。插条带 1 片叶子，长度为 20 cm 左右。

将插条用 500 moL/LATP生根粉浸泡 2 h，选用珍珠

岩为基质，扦插深度为 5 cm，淋水后盖膜保湿。扦

插时间选择在每年的 10月份到第二年的 3月份之

间，全自然光照，温度在15~25 °C之间，苗床拱棚覆

盖70%遮阳率的遮阳网，湿度控制在85%~90%。节

间出芽后，去掉覆膜，保留遮阳网，每天早晚各淋水

1次。60 d左右，统计成活率。

1.3.2　种子繁育试验　种子播种时间为采集当年

的10月份，选择成熟、外皮颜色金黄、无病虫害的瘤

果紫玉盘果实，将种子取出，洗去附着在种子上的

果肉。挑选饱满的种子，单独装入 5 cm×7 cm无纺

布袋以备繁育。育苗基质选用干净的黄土，全自然

光照不采取遮阴与保湿措施，每天早晚各淋水1次，

保证土壤含水率在70%以上。60 d左右，统计种子

的发芽率。

1.3.3　保存方法　通过扦插或播种获得种苗，待其

成活后，生长至 3~5片叶时，即可进行移栽，移栽回

规格 50 cm×50 cm的无纺布袋，选用干净的黄土为

种植基质。移栽成活后的种质均保存在网室大棚

内。瘤果紫玉盘资源圃网室大棚采用内外双遮阳，

遮光度70%，棚内湿度控制在70%~90%之间。晴天

需要每天淋水1~2次，阴雨天根据根际土壤湿度，3~

5 d淋水1次。确定成活后将资源编号登记，以方便

后期的观察与试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瘤果紫玉盘在广西的分布状况

通过 6年的野外资源调研，对于广西瘤果紫玉

盘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调查结果表明（图 1），瘤

果紫玉盘在广西的分布范围狭窄，数量少，目前仅

分布在在广西隆安县（18株）、那坡县（15株）、天峨

县（37株）、环江县（35株）、南丹县（31株）、金秀县

（16株）、融安县（5株）、凌云县（19株）、靖西市（21

株），统计数量共 197株，生境为喀斯特石山区或土

石山结合地区，植被覆盖度低，以杂草或小灌木为

主，间有高大乔木生长，石灰岩裸露于地表较多，

土层稀薄，海拔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 650~1100 m

之间，广西隆安县分布海拔较低约 30 m，位于天

坑内。

图1　广西壮族自治区瘤果紫玉盘资源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resource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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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瘤果紫玉盘的生存状况与资源利用

广西瘤果紫玉盘主要分布在喀斯特石山区，借

助大树向上攀爬生长，高度在 3~15 m之间（表 1、图

2）。开花季节在每年的 3-5月底之间，果实成熟时

间为 9-10月份之间。调查发现瘤果紫玉盘居群内

个体数量少，居群内成熟植株、亚成体以及幼苗数

量一般在 3~8株之间，部分以单独个体存在。虽然

瘤果紫玉盘分布地距离群众居住区较远，但人类活

动影响的加剧，如修路、砍柴、种植经济作物等因

素，是导致瘤果紫玉盘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2016-

2017 年调查，广西天峨县巴暮乡干连洞-折耳洞一

线，有11株瘤果紫玉盘，因为修建村村通公路、人为

表 1　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情况

Table 1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resources

调查地点

Investigation sites

隆安县Longan country

那坡县Napo country

天峨县Tiane country

环江县Huanjiang country

南丹县Nandan country

金秀县 Jinxiu country

融安县Rongan country

凌云县Lingyun country

靖西市 Jingxi city

生存环境

Habitat

喀斯特石山区天坑底部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土石山区结合密林下

土石山区结合密林下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喀斯特石山区山坡林下

海拔（m）

Altitude

30

698~986

725~918

776~863

655~836

825~1023

452~483

825~1103

665~825

数量

Amount

18

15

37

35

31

16

5

19

21

受威胁因素

Risk factors

暂无危险

修路、砍伐

修路

砍伐

林地开发

修路、林地开发

林地砍伐

修路、林地砍伐

林地砍伐

资源利用

Resource utilization

未利用

风湿、消炎

肝病、前列腺疾病

胃病、肝病、跌打损伤

跌打损伤、肝病

未利用

癌症治疗、跌打损伤

胃病

癌症治疗、胃病

采集数量

Collecting 

quantity

10

10

15

10

10

10

10

10

10

A~D：瘤果紫玉盘生存生境；E：瘤果紫玉盘花苞；F：瘤果紫玉盘花；G：瘤果紫玉盘幼果；H：未成熟瘤果紫玉盘果实；
I：成熟的瘤果紫玉盘果实；J：瘤果紫玉盘果实；K：瘤果紫玉盘果实纵切面；L：瘤果紫玉盘种子

A-D：Survival habitat of U. kweichowensis；E：Flower bud of U. kweichowensis；F：Flower of U. kweichowensis；
G：Young fruits of U. kweichowensis；H：Immature fruit of U. kweichowensis；I：Mature fruit of U. kweichowensis；

J：Fruit of U. kweichowensis；K：Longitudinal section of U. kweichowensis；L：Seed of U. kweichowensis

图 2　不同分布地瘤果紫玉盘生境及特征
Fig.2　Habita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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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等因素，2021年仅剩 7株。广西凌云县资源损

失最为严重，2019年调查凌云县力洪乡分布有9株，

2020 年因山地开发种植经济作物油茶，全部被砍

伐。其他地区也因类似的情况，瘤果紫玉盘资源数

量有所下降。隆安县天坑因保护力度大，目前暂无

损失的危险。

瘤果紫玉盘分布区的民族以壮族、瑶族居多，

均有利用瘤果紫玉盘的习惯。瘤果紫玉盘作为药

用，主要用于肝、胃以及风湿等疾病，同时也对跌打

损伤有一定的效果。因其叶煮水有特殊的香味，群

众也习惯采摘叶片用于茶饮。瘤果紫玉盘的果实

颜色金黄，味道微甜，别有一番风味，也作为特色水

果食用。

调查所见瘤果紫玉盘均为野生状态，未见有人

工栽培。

2.3　不同地区瘤果紫玉盘种质表型差异

2016-2022 年，在原生境对已发现的瘤果紫玉

盘，开展种质鉴定和表型性状的调查。结果表明，

不同地区的瘤果紫玉盘表型均有一定的差异，主要

分别表现在成熟叶片形状，果实的形状、表皮光滑

度、颜色等方面（表2、图3、图4）。调查发现，不同地

区的瘤果紫玉盘物候期差异不大，开花时间在每年

的 3-5 月，果实成熟期在每年的 9-10 月，未见明显

差异。

2.4　瘤果紫玉盘繁育结果

从表 3可以看到，不同来源地瘤果紫玉盘发芽

率差异不大，百色那坡县的最高，为 34.4%，其次广

西凌云县的发芽率为 33.3%，其他地区的发芽率均

表 2　不同来源瘤果紫玉盘种质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germplasm from different sources

种质来源

Germplasm sources

隆安县

Longan country

那坡县

Napo country

天峨县

Tiane country

环江县

Huanjiang country

南丹县

Nandan country

金秀县

Jinxiu country

融安县

Rongan country

凌云县

Lingyun country

靖西市

Jingxi city

全株特征

Whole plant characteristics

成年株高 3~5 m，依附小型乔木

向上攀爬，分枝少，花期 3 月上

旬，果实成熟期8月底~9月初

成年株高 5~12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3月中旬，果实成

熟期9月初

成年株高 5~11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 3 月中旬~4 月上

旬，果实成熟期9月中旬

成年株高 5~12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 3 月中旬~4 月上

旬，果实成熟期9月中旬

成年株高 6~15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 3 月中旬~4 月上

旬，果实成熟期9月中旬

成年株高 4~10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4月中下旬，果实

成熟期10月中旬

成年株高 6~12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4月中下旬，果实

成熟期10月中旬

成年株高 4~10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4月中下旬，果实

成熟期10月中旬

成年株高 4~10 m，依附大型乔木

向上攀爬，花期4月中下旬，果实

成熟期10月中旬

果实特征

Fruit characteristics

果实近圆形，通常为单果，单果重37.6~39.2 g，果长约

5.2~5.5 cm，果实横径约3.2~5cm成熟果实颜色金黄，

果皮瘤状凸起少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1~3个，单果重53.38~54.26 g，

果长约6.52~6.93 cm，果实横径约3.82 cm，成熟果实

颜色金黄，果皮瘤状凸起细密

果实近卵圆形，单串数量2~5个，单果重45~65 g，果长

约9.85~12.15 cm，果实横径约6.2 cm，成熟果实颜色

淡黄，果皮瘤状凸起大，数量多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3~5个，单果重52.26~53.28 g，

果长约6.22~6.35 cm，果实横径约3.92 cm，成熟果实

颜色金黄，果皮瘤状凸起细密

果实卵圆形，单串果实通常为3~5个，单果重49.89~

52.83 g，果长约5.82~6.58 cm，果实横径约3.56 cm，果

实颜色金黄，果皮瘤状凸起中等，分布稀疏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4~7个，单果重35.82~45.26 g，

果长约5.25~6.15 cm，果实横径约3.16 cm，果实颜色

金黄，果皮瘤状凸起细密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12~15个，单果重35~37.61 g，果

长约5.15~5.55cm，果实横径约6.2 cm，果实颜色金黄，

果皮瘤状凸起细小，排列紧密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4~7个，单果重80.64~85.53 g，

果长约9.85~12.25 cm，果实横径约6.2 cm，果实颜色

金黄，果皮瘤状凸起大，数量较多

果实卵圆形，单串数量4~6个，单果重88.35~92.12 g，

果长约10.12~12.89 cm，果实横径约6.5 cm，果实颜色

淡黄，果皮瘤状凸起大，排列较紧密

叶片特征

Leaf characteristics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倒披针形，叶尖芒尖，网

状叶脉，叶长15~20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倒披针形，叶尖渐尖，网

状叶脉，叶长15~22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倒卵形，叶尖微缺，网状

叶脉，叶长8~12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长椭圆形，叶尖钝尖，网

状叶脉，叶长15~22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长椭圆形，叶尖骤尖，网

状叶脉，叶长13~20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矩圆形，叶尖凸尖，网状

叶脉，叶长18~20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倒披针形，叶尖凸尖，网

状叶脉，叶长10~13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长椭圆形，叶尖微尖，网

状叶脉，叶长18~25 cm

全缘叶，革质，单叶，叶互生，

小叶矩圆形，叶尖渐尖，网状

叶脉，叶长18~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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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隆安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B：那坡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C：天峨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D：环江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E：南丹县瘤果
紫玉盘叶形态；F：金秀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G：融安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H：凌云县瘤果紫玉盘叶形态；I：靖西市瘤果紫玉盘叶形态

A：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Longan county；B：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Napo county；C：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Tiane county；D：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Huanjiang county；E：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Nandan county；F：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Jinxiu county；G：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Rongan county；
H：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Lingyun county；I：Leaf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Jingxi city

图 4　部分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叶差异表现
Fig. 4　Difference leaf shape of some Uvaria kweichowensis germplasm resources

A：隆安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B：那坡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C：天峨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D：环江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E：南丹县瘤果
紫玉盘果实形态；F：金秀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G：融安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H：凌云县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I：靖西市瘤果紫玉盘果实形态

A：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Longan county；B：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Napo county；C：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Tiane county；D：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Huanjiang county；E：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Nandan county；F：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Jinxiu county；G：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Rongan county；

H：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Lingyun county；I：Fruit shape of U. kweichowensis in Jingxi city
图3　部分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的果实差异表现

Fig. 3　Difference fruit shape of some Uvaria kweichowensis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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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3%~31.1% 之间；瘤果紫玉盘枝条扦插成活

率，广西凌云县的最高，为 14.4%，其次广西金秀县

的成活率为11.1%，广西靖西市的最低，为4.4%。不

同来源地的瘤果紫玉盘种子和枝条均可用来进行

繁育（图 5），瘤果紫玉盘种子繁育的成活率高于枝

条扦插的成活率，但总体来说成活率不高，各个来

源地差异不显著。

2.5　广西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的保存

采取异地网室大棚保存的方式建立瘤果紫玉

盘资源圃。大棚面积为 280 m2，收集并保存了来源

于广西隆安县、天峨县、南丹县等 9 个县的种质资

源，共计 95份。对已经收集并入圃的资源，统一编

号，开展农艺性状的观察与统计，实行统一化管理，

定期淋水、施肥、用药，目前长势旺盛，未见有病虫

害发生。为瘤果紫玉盘家种以及后续的开发利用

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表3　瘤果紫玉盘播种、扦插情况

Table 3　Seeding and cutting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种质来源

Germplasm source

隆安县Longan county

那坡县Napo county

天峨县Tiane county

环江县Huanjiang county

南丹县Nandan county

金秀县 Jinxiu county

融安县Rongan county

凌云县Lingyun county

靖西市 Jingxi city

种子发芽率（%）

Seed germinationrate

25.56±3.14ab

34.44±3.14a

23.33±5.44b

27.78±3.14ab

27.78±4.16ab

27.78±5.67ab

31.11±1.57ab

33.33±2.72a

31.11±4.16ab

枝条成活率（%）

Branch survival rate

7.78±1.57a

8.89±6.85a

10.00±5.44a

6.67±5.44a

8.89±1.57a

11.11±4.16a

5.56±3.14a

14.44±8.75a

4.44±4.16a

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fter the same column data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讨论

3.1　广西瘤果紫玉盘资源分布及现状

瘤果紫玉盘是中国特有植物，广西是其主要分

布地之一。中国植物志记载全国分布地不超过 10

个，资源数量稀少。本研究对广西的瘤果紫玉盘开

展资源调查发现，瘤果紫玉盘目前仅在广西的 9个

县有发现，分布范围狭窄，生境较为单一，仅分布在

海拔600~1100 m的喀斯特地貌石山区，种群数量稀

少。沈晓琳等［12］对广西紫玉盘属植物的资源调查

发现，广西紫玉盘属植物有紫玉盘、扣匹、光叶紫玉

盘、刺果紫玉盘、那大紫玉盘、黄花紫玉盘6个种，未

A：瘤果紫玉盘扦插生根；B：扦插成活的瘤果紫玉盘；C：瘤果紫玉盘种子萌发；

D：移栽成活的瘤果紫玉盘扦插苗；E：播种成活的瘤果紫玉盘实生苗

A：Cuttage rooting of U. kweichowensis；B：Cuttage survival of U. kweichowensis；C：Seed germination of U. kweichowensis；

D：Transplanting survival of U. kweichowensis；E：Seeding survived of U. kweichowensis

图 5　瘤果紫玉盘扦插与种子繁育

Fig. 5　Cutting and seed breeding of Uvaria kweichow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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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报道瘤果紫玉盘的分布，也说明瘤果紫玉盘种质

资源数量稀少。广西瘤果紫玉盘分布的喀斯特地

区石灰岩大面积裸露，仅有石缝间填充有泥土、枯

枝烂叶，地表干旱贫瘠，植被稀疏，以小灌木为主，

间有高大乔木，瘤果紫玉盘生长主要依靠攀附树

木，向上生长，石山区植被覆盖度低，有利于藤本瘤

果紫玉盘同其他小灌木的竞争，为瘤果紫玉盘提供

了足够的生长空间［13］。瘤果紫玉盘成熟叶片革质，

单叶，是对喀斯特地貌干旱环境的一种适应，与左

倩倩等［14］对广西热带季雨林喀斯特地区的研究结

果一致。调查发现，广西瘤果紫玉盘群体数量少，

许多为单株存在，在成熟植株附近极少搜寻到亚成

体或幼苗。瘤果紫玉盘果实大，颜色醒目，味道香

甜，群众采摘较多，大部分种子因人为采摘食用失

去了传播的机会。也有少部分果实成熟后吸引鸟

类啄食果肉，果实腐烂直接掉落地面，石山区土壤

少，种子成熟时间基本上进入旱季，也进一步导致

种子落地萌发的难度增加，无法生根发芽。植物在

自然界中主要是通过种子来进行种群的扩散，可以

通过风、水流等媒介传播，对于一些大型果实，主要

通过动物采食和粪便远距离传播［15］。统计发现瘤

果紫玉盘的种子直径基本上在2 cm以上，而能够吞

食大型种子的鸟兽不多，所以通过鸟兽传播的途径

困难。以上几个因素导致瘤果紫玉盘种群数量增

加困难。

对野生植物生存最大的威胁是原生境破坏，通

常这种破坏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挽回的［16］，在多种野

生植物如苹果、黄芩、腊梅、斑茅等的调查已有较多

的报道［17-20］。目前广西的瘤果紫玉盘除了分布于隆

安天坑的种质处于保护状态，其他县的资源均未有

任何管护措施，极易受到破坏。危害广西瘤果紫玉

盘的生存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大

力发展特色养殖业，群众在石山区散养放牧黑山

羊，山羊对环境的破坏力度很大，啃食树皮、刨食植

物的根茎，破坏了瘤果紫玉盘生存的环境。（2）大力

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群众开垦原生境土地种植油

茶、八角等经济作物，容易导致瘤果紫玉盘种质资

源的损失。（3）瘤果紫玉盘生存的喀斯特地区碳酸

钙含量丰富，为碳酸钙的主要产区，矿产资源的开

采破坏了生存环境，也可能直接导致种质资源的流

失。（4）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村村通道路、产业路建

设，直接导致了瘤果紫玉盘资源的损失。（5）瘤果紫

玉盘叶既可以作为药物用于肝病、风湿、消炎、肿瘤

等疾病，又可以作为茶饮保健，且果实极具风味，群

众的过度需求，直接威胁了瘤果紫玉盘生存状况。

3.2　广西瘤果紫玉盘种质收集及人工繁育

种质资源收集与繁育是保护野生植物的重要

手段。通过试验发现，瘤果紫玉盘可以进行种子繁

殖，也可以通过枝条扦插繁殖，但是成活率较低，尤

其是扦插繁育成活率极低。造成种子播种出苗率

低的原因：首先，种子萌发时间长，大约需要 2~3个

月，试验中大部分种子在根系萌动前就腐烂了；其

次，种子败育现象严重，许多种子胚乳少，难以发

芽，因此后续试验需要开展种子的低温贮藏，不同

激素处理的萌发试验，来提高种子发芽率。造成枝

条扦插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枝条的伤口褐化严

重，不易形成愈伤组织，即使是发芽，也不能生根成

活；其次，在扦插过程中，枝条发霉也是造成扦插失

败的原因，尝试过多种药剂处理，均不能抑制，推测

是内生真菌导致的发霉。因此，筛选防止伤口褐化

和抑制霉菌的农药组合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本

研究通过研究瘤果紫玉盘种子播种和枝条扦插，获

得了健康的种苗，实现了瘤果紫玉盘的迁地保护，

建立了广西瘤果紫玉盘种质资源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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