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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黑柴胡（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parv-

ifolium Shan et Y.Li）是伞形科柴胡属多年生草本药

用植物。柴胡属植物众多，《中国植物志》中记载全

球约 120余种，我国有 36种， 17变种，7变型［1］。

在后来的研究中，潘胜利等又相继报道了 6个柴

胡新种，调查发现本属植物中可作为中药柴胡原

摘要：从品种鉴别、生物学特性、种植栽培研究等方面，对小黑叶柴胡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展望
了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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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 parvifolium Shan et Y.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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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 parvifolium Shan et Y. Li is the important resource of medicinal Radix Burpleuri and
its medicinal materials are wildly collected as Radix Burpleuri in many places.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use medicinal value of 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 parvifolium Shan et Y. Li，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cent researches on identification，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on，which will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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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有 25种［ 2］，黑柴胡就是其中主要种类之一。

黑柴胡有耳叶黑柴胡（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

auriculatum Shan et Y.Li）和小叶黑柴胡（Bupleurum
smithii Wolff var.parvifolium Shan et Y.Li）2个变种，

小叶黑柴胡在我国也已有多年的应用历史。

小叶黑柴胡性苦、微寒，具有抗炎、解热、

抗氧化、保肝、免疫调节及抗癌的作用［ 3］。我国

主要分布在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等省区，

生长于海拔 2 700～3 700 m的山坡草地，偶见于

林下［ 1］。由于柴胡药材品种混杂问题十分严重，

小叶黑柴胡习惯作柴胡被收购、销售和应用，而

从中医临床用药的角度来看，其质量疗效存在一

定差别。目前对小叶黑柴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 4 - 8］。我们从品种鉴别、

生物学特性、种植栽培研究等方面对小叶黑柴胡

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服务于科研生产。

1 品种鉴别

1.1 植株形态特征

小叶黑柴胡植株矮小，高仅 15～40 cm。根表

面黑褐色，呈圆柱形，较小，根头部有数个茎基

或残瘤纤维状叶基，根下部多分枝，有的中间骤然

膨大形成枣核样突起，有浅色支根痕及横向皮孔，

质松脆，易折断，油腥气较浓。茎丛生更密，细而

微弯成弧形，下部微触地。叶变窄，变小，长 6～

11 cm，宽 0.3～0.7 cm。小伞形花序小，直径 0.8～

1.1 cm，小总苞有时减少至 5片。花期 7— 8月，

果期 8—10月［ 9 - 10］。

1.2 显微鉴别

杨洋对小叶黑柴胡进行了显微鉴别，发现其

木栓层 16～22 列木栓细胞；韧皮部外部有油管

6～7个，径向约 30 滋m，切向 30～50 滋m，周围

分泌细胞 7～12个；韧皮部油管多数，直径约 68

滋m；木质部导管多数，直径 9～50 滋m，大型导管

3～5个切向排列，小型导管单个径向排列，导管

束间常现裂隙［ 11］。

1.3 薄层色谱鉴别

薄层色谱法因其具有操作方便、设备简单、

显色容易等特点，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占有重

要的一席之地，尤其在中药材鉴别中被广泛应用。

胡双丰对北柴胡、南柴胡、小叶黑柴胡及锥叶柴

胡 4个柴胡品种按照《中国药典》中薄层色谱法试

验，结果表明北柴胡和南柴胡的薄层色谱基本一

致，而小叶黑柴胡和锥叶柴胡的色谱斑点与对照

药材存在显著差异，可作为区分正品柴胡的一条

有效途径［ 10］。

1.4 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别

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研究应用最多

的是 RAPD 技术、ITS 序列分析及 PCR-RLFP 技

术［ 12 - 14］。梁之桃等对正品柴胡与其近似种包括柴

胡、狭叶柴胡、竹叶柴胡、小叶黑柴胡、大叶柴

胡 5种柴胡属植物进行了分子鉴定，表明 RAPD

法能有效鉴定这 5 种柴胡属植物 ［ 15］。武莹等用

PCR扩增法测定柴胡、黑柴胡、小叶黑柴胡等 5

种常用柴胡的 ITS序列，结果 5种柴胡的 ITS序列

分别有多个特异性信息位点，通过比较序列可以

准确鉴别柴胡的品种［ 16］。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应用，红外（紫外）光谱技术、电子鼻等也被

应用到植物品种鉴别和质量评价领域中，也为中

药材的品种鉴定提供了不同的方法［ 17 -19］。

2 生物学特性

2.1 生长习性

小叶黑柴胡完成 1个生长发育周期需 2 a，属

耐旱性较强的植物，在全生育期中，不遇严重干

旱，一般不需浇水。小叶黑柴胡还属于喜温、喜

光、耐寒性较强的植物，种子发芽需要最低温度

为 10～15 ℃，最适温 20～25 ℃，最高温度为

28～32℃。光照不足，会使生长期延长。植株生

长需要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度过春化阶段才能开

花结实，耐寒性较强［ 20］。

2.2 种子萌发特性

柴胡种子种皮中含内源抑制物，具有胚休眠的

特性，在自然状态下的萌发率较低，一般当年种子

仅为 30%～50%，隔年种子丧失发芽率，且发芽时

间长，出苗不整齐。对柴胡种子进行温水浸种、种

皮损伤、电磁辐射、低温贮藏、植物激素及化学药

剂等处理，均可不同程度提高发芽率。董汇泽等采

用纳米 TiO2光催化剂对野生小叶黑柴胡种子进行处

理，对种子萌发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1］。

2.3 组织性状

柴胡皂苷是柴胡的主要有效成分，研究发现，

在柴胡根的不同组织中，柴胡皂苷并不是普遍分

布的，而是大部分存在于形成层以外的皮部，木

质部中含量很少。柴胡根由周皮向着韧皮部方向，

所含柴胡皂苷 a与 d含量之比呈现下降趋势，且

柴胡皂苷浓度的变化与柴胡根的皮与木面积之比

呈正相关，与根半径呈负相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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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化学成分

柴胡的化学成分相当复杂，迄今为止已报道

含有皂苷、挥发油、木脂素、黄酮、香豆素、甾

醇、有机酸、生物碱、多糖及多炔类等，其中柴

胡皂苷和挥发油是研究最多的 2 种主要有效成

分［ 3］。据周亚福报道，小叶黑柴胡的根和叶中，

总皂普的含量都高于药典收载的北柴胡和南柴

胡［ 23］。罗磊研究发现，小叶黑柴胡总黄酮具有显

著确切的利胆退黄功效。可见小叶黑柴胡是一个

具有很好开发前景的药用种［ 24］。

3 种植栽培

目前，小叶黑柴胡还未人工引种驯化栽培，

但同为柴胡属药用植物，其种植栽培模式和柴胡

具有相似性。

3.1 种植区自然环境

柴胡种植在我国主要以北方为主，分析以往

具体的栽培条件，人工种植宜选择在海拔 1 100～

1 500 m，气候凉爽，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3～14℃，年降水量 400～700 mm，无霜期 80～

230 d的地区［ 25］。最好以向阳、土层深厚、排水良

好的砂质壤土及腐殖质壤土为佳，旱地选黄绵土，

土壤酸碱度 pH 5～7，切忌在粘土或积水洼地上种

植。前茬以小麦、豆类及玉米等禾本科作物为宜，

忌与根类药材连作。柴胡幼苗期喜湿润、阴凉环

境，成株生长发育需要有充足的光照时间和较强

的光照条件。柴胡是比较耐寒、耐旱、耐贫瘠的

药用植物，试验表明，在东北种植，-30℃的低寒

地区可安全越冬。即便有较强的适应性，在人工

栽培生长过程中，为植株生长发育创造适宜的自

然环境条件，是其获得高产最基本的措施。

3.2 播前种子处理

柴胡种子小、发芽率低、顶土力弱，而且隔

年的陈种子基本不出苗，播种时应选择籽粒饱满

的新种子。据研究，播前对种子进行适当处理可

提高出苗率［ 26 - 27］。目前，生产上常采用的处理方

法有以下几种。①温水浸种。播前将种子放在

40～50℃温水中不断搅拌至室温，边搅拌边撒种

子，捞去漂在水面上的秕籽，浸种 8～12 h，将沉

底的饱满种子捞出晾干后待种。②药剂处理。用

浓度 0.8%～1.0%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浸种 10～15

min，出苗率可提高约 15%；此外，用 0.5～1.0

mg/L的赤霉素或细胞分裂素浸种 24 h，取出种子

用清水冲洗后播种，也可提高出苗率。③温水沙

藏处理。指将种子用 35～40℃温水浸种 1 d，然

后与干净的河沙按 1∶3 体积比混合，置 20～25

℃的温度下催芽，约 10～12 d，待有 1/3种子露白

时即可以播种。沈路莹最新的研究表明，采用

0.05 mmoL/L的水杨酸溶液浸泡 24 h效果最好［ 28］。

具体选用哪种处理方法，根据条件而定。

3.3 繁殖方法

柴胡可春播、冬播和雨季播种，一般播后 30

d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苗。多为条播方式播

种，采用与小麦、玉米、大豆等不同作物套种的

模式，效益显著。在北方地区，柴胡多和小麦套

种，有 2种套种方法，一种是小麦播后将柴胡籽

均匀撒于地表，然后耱平；二是在春小麦出苗后

或冬小麦返青后结合第 1次中耕除草，按条播的

方式将柴胡籽均匀撒于小麦行间。贺献林等研究

提出了柴胡与玉米套种模式，先将玉米春播或早

夏播，采取宽行密植的方式，玉米的行间距增大

到 1.1 m，穴间距 30 cm，两行玉米间种植 4行柴

胡，柴胡行距 25 cm左右［ 29］。与柴胡套种的其它

作物可视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套种后作物的生

长为柴胡出苗提供了覆盖遮荫保湿的良好生态条

件，既能促进柴胡苗期生长又不影响作物产量，

还能节约土地，从而实现粮药双丰收。

3.4 病虫害防治

随着柴胡人工栽培面积的扩大，其病虫害的

发生也逐渐增多，主要病害有根腐病、斑枯病，

主要虫害有蚜虫［ 30 - 31］。根腐病为害柴胡根部，多

发生在高温多雨季节，可通过合理轮作，定植时

去除弱苗病苗，选壮苗栽植。增施磷、钾肥等措

施，促进植株生长健壮，增强抗病能力，以及雨

季注意开沟排水等方法预防。发病初期可用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700倍液淋穴或灌根，每

隔 6～7 d灌 1次，连灌 2～3次；对发病较高的地

块，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随浇

水灌根，或 5%石灰乳灌穴，并清除病株。斑枯病

为害柴胡叶片，可在入冬前彻底清除田间病残体，

并集中烧掉或深埋。合理施肥与灌水，雨后及时

排水。发病初期选 5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0%甲

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

喷雾次数视病情而定。蚜虫多在苗期及早春返青

时为害叶片，可用 40%乐果乳油 1 500倍液喷杀，

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00～450 g/hm2 适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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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匀喷雾防治，每季喷 2～3次。

4 展望

在伞形科植物中，柴胡属以具有全缘的单叶及

平行的叶脉而较易于同其他属相区别。但因柴胡属

植物众多，在柴胡属植物之间，相互混淆现象十分

普遍。小叶黑柴胡常与黑柴胡、黄花鸭跖柴胡混杂

生长，混合使用［32］，无法保证药材品质和来源。前

人在柴胡性状、显微、理化、指纹图谱等鉴别方面

已取得了一定进展［33-34］，但在实际应用中某些方法

技术程序复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如何简便、稳定、有效的鉴别

小叶黑柴胡品种，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

20世纪 80年代就有人对柴胡进行人工引种家

栽种植，在随后的市场流通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栽

培柴胡，而小叶黑柴胡作为市场上的主流品种，长

期以来仍以野生为主。几乎还未有人对其引种驯化

和人工栽培，每年大量收购势必造成野生资源减少

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必须对小叶黑柴胡资源

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其进行迁地驯化栽培。在栽培

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其适宜生长的温度、湿度、海

拔、土壤条件等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2015 年 6— 8 月，我们对甘肃卓尼、合作、

岷县、漳县、天祝、和政等地区的黑柴胡和小叶

黑柴胡分布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黑

柴胡分布在 1 200～3 000 m 的山坡草地、田埂、

矮灌木丛及林下阳坡等地，当海拔升高至 2 700 m

以上时，发现有小叶黑柴胡，有些地区有两者交

互生长现象。在花期通过形态学观察，黑柴胡植

株较高，基生叶也较宽，但是随着海拔升高，在

其它特征改变不明显的状态下，植株变矮，叶变

窄，符合小叶黑柴胡的特征，初步怀疑以上改变

是生境造成，而非种质。应将 2个品种引种到同

一生境种植，看是否有趋同现象，若形态改变不

大，说明为同一个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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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指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 3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2015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

发展作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2015年 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发展

理念，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2013年，六安市提出“致力绿色发展”的战略设想，

我们试图通过考察调研，探讨作为欠发达地区的

六安市发挥后发优势、加快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

1 加快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

1.1 政策优势

2003年，国家推出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

2006年 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的若干意见》，提出把中部地区建设成为“三个基

地一个枢纽”。 2010年 1月，国务院发布《皖江城

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规划》，这是建国以

来安徽省第一个国家级战略，目前已经覆盖六安

市全市。2013年 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大别山片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六

安市 3个县被纳入。2011年 6月，安徽省委省政

府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又好

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2015年 5月国务院批复同

意《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六安市全境

纳入。特别是 2015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专题部署，既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域规划的基本依据，

也是六安市绿色发展的总纲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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