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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公藤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具有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和研究意义。 对雷公藤的形态特征及分布地区进

行了简单介绍， 综述了雷公藤在良种选择、育苗技术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对雷公藤的栽培研究进行讨

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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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卫矛科雷公藤属植物有 １０ 种以上，其
中最主要的 ３ 种为雷公藤、昆明山海棠以及东北雷

公藤（也称黒蔓）。 雷公藤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具
有抗炎、抗病毒、免疫抑制等作用［１］。 近年来，经过

国内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雷公藤在药用价值和临

床应用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 随着需求量的

不断上升，野生资源日益减少。 近年来，安徽、浙
江、福州等地的野生资源基本枯竭，西南地区的昆

明山海棠也急剧减少［２］，所以发展雷公藤人工栽培

和良种选择是当务之急。 本文涉及的物种是雷公

藤和昆明山海棠。

１　 雷公藤的形态特征及分布

雷公藤有水莽草、黄藤、断肠草、黄药等别称。
根木质，内皮橙黄色。 当年生小枝密被锈色茸毛，２
年生枝呈棕红色，具 ４ 棱，疏生短毛，密生瘤状皮孔。
单叶互生。 叶片红质，多呈椭圆形、卵形，也有部分

呈现倒卵椭圆形，长 ６—９ ｃｍ，宽 ３—５ ５ ｃｍ；叶面光

滑，边缘有细锯齿，侧脉 ５—７ 对，稍向上弯拱，网脉

清晰；叶柄长 ４—８ ｍｍ。 花梗长约 ４ ｍｍ，总花梗长

４—１０ ｍｍ；花淡黄白色、白绿色，直径约 ５ ｍｍ；有种

子 １ 枚，黑色，呈细柱状。 花期 ５—６ 月，果期 ８—９
月。 雷公藤根为圆柱形，呈扭曲状，表面粗糙，有细

密的纵向沟纹。 雷公藤适合生长在排水良好、

ｐＨ５—６ 的微酸性的类泥沙或红壤中［３］。
雷公藤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附近的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西南地区的云南以及广

西的北部，福建全省、广东和台湾也有分布。
昆明山海棠，有粉背雷公藤，火把花、掉毛草、

紫金藤、胖关藤、红毛山藤等别称。 其植物形态与

雷公藤很相似，不过其叶比雷公藤大，且叶背有白

粉，叶下表皮有蜡被。 花期与雷公藤相同［４］。
其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云南，贵州等地以及长

江流域以南的部分省［５］。 由于雷公藤分布的区域

比较广泛，且各地的自然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各地

雷公藤的药材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根系生长状况，
适应能力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所以选择优良的

种源和优良的品种尤为重要。

２　 雷公藤的种源变异

雷公藤分布的地理范围比较广，由于不同地理

种源的生态条件、生境条件的差异较大，经过长期

的系统发育就会造成雷公藤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差

别。 选育优良的品种是提高药用植物产量与质量

的重要因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前主要是根据传统

经验来判别药用植物的质量，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逐
渐出现了用指纹图谱控制中药材的方法，这也是目

前国内外所广泛使用的一种评价模式［６］。 刘万水



等通过对雷公藤属的 ３ 种雷公藤进行 ＲＡＰＤ 分子标

记分析。 发现东北雷公藤与其他 ２ 种的遗传特性差

别较大，雷公藤和昆明山海棠之间存在着很多中间

居群，这 ２ 种雷公藤联系密切，生境和形态具有多样

性，且在各地的适应能力和进化潜力较强［７］。 李键

等对 ２５ 个不同地理种源的雷公藤进行 ＲＡＰＤ 分子

标记，用 ＤＰＳ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 东南地区的种源遗传多样性较高，西南地区的

较弱，但基因纯合度较高，可作为良种选育［８］。
在地理种源间，种源内的个体之间也会存在显

著差异，有效成分的含量也会差别悬殊，所以选择

优良的种源也是提高药用植物产量与质量重要的

因素。 选择优良的种源就要把不同区域的雷公藤

种子或枝条等作为繁殖材料，在同一地区进行集中

种植，并进行对比试验，选择根系发达、生长速度

快，单产高，根系生物量高，有效成分含量高等优良

性状的雷公藤种源，并作为以后大量繁殖的材料。
陈昕等人对永安国有林场内引种的 ２４ 个雷公藤种

源 ２０８ 株单株的１ ２４８株扦插苗进行调查，对它们的

生物量以及器官生长的 １３ 个生长性状指标进行测

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２４ 种不同地理种源雷公藤

生长适宜性分析和评价，同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选

择优良种源。 其结果显示福建省的闽清、连城、大
田、泰宁谢家龙、泰宁优树、德化，浙江省的江山、武
义、松阳以及景宁，湖南省的湘乡，江西省的厢东的

种源雷公藤生长表现良好，可作为优良种源重点发

展。 福建大部分地区和浙江地区的雷公藤可归为

一类［９］。

３　 雷公藤的育苗技术

植物的繁殖一般可分为种子繁育和无性繁殖 ２
大类。 雷公藤传统用的繁殖方法主要是扦插繁殖、
种子育苗、野生驯化、压条繁殖。 近些年国内外学

者对雷公藤的组织培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３．１　 扦插繁殖

扦插繁殖就是从母体中取下一部分根茎叶等，
在适当条件插入基质中，利用植物的分生能力和再

生能力，使其产生新根，新茎，形成新的植株。
不同穗龄、不同长度、不同粗度、不同入土深度

的插穗对雷公藤扦插成活率有显著差异；同样，不
同基质、不同生根素也会对扦插生根生长有所影

响。 江锦红研究发现，在 ２ 年生和多年生的枝条上

剪取的插条成活率较高，分别为 ９０ ３％，８９ ３％。 在

当年生的枝条上剪取的插条成活率相对较低，仅为

７２％。 长度 １０ ｃｍ 左右，粗度 ０ ５ ｃｍ 以上，入土深

度约 ６—８ ｃｍ 扦插的生根率较高，雷公藤扦插容易

生根，可以不需要生长素进行处理，基质为壤土的

雷公藤生根率较高，而珍珠岩和细砂较差［１０］。 据任

江剑等试验报道，用 ５００×１０－６—１ ０００×１０－６ 的 ＩＢＡ
或 ＮＡＡ，沾蘸或浸泡当年生轻微木质化枝条后立即

扦插，并配合使用薄膜与遮阳网，能明显提高雷公

藤的成活率［１１］。 林照授等运用主成分分析、平均值

－标准差法和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雷公藤扦插苗

的苗木分级标准．提出以主枝长、主根粗和地径作为

雷公藤苗木分级的质量指标［１２］。
扦插的时间对苗木的存活率也会有所影响。

不同的扦插时间对苗木的存活率影响显著，而对其

愈伤组织的形成，根茎生长、根长、根粗等影响不显

著。 扦插的时间宜选择 ６， ９ 月或 １０ 月［１３］。 此种方

法易生根，且成活率较高，适合大面积种植，使用的

比较多。
３．２　 种子育苗

雷公藤的种子 ９ 月左右成熟，一般表现为种子

的顶部由绿色变为橘黄色或黑褐色。 这时就应该

适时采收，过早种子发育不成熟，影响发芽率，过
晚，种子会自然脱落。

采收完种子后应及时晾晒与储藏。 首先将成

熟的果实带翅采回后晒 ２， ３ ｄ，搓去蒴果和翅，除掉

果皮，晒干后簸去杂质即可得到其纯种，将纯种放

置在阴凉通风处晾干贮藏。 晒干后应及时收藏并

放入严密不漏气的罐内，加以密封，防治虫蛀，可在

容器内放入适量的干燥剂效果更佳。 在冬贮过程

中，要定期测定种子水分，以确保种子的含水量在

其安全范围内，防止坏种。 在贮藏种子的过程中，
不能将种子在室外和室内随意突然的搬动，否则，
温度的骤然变化也会降低雷公藤种子发芽率［１４］。

播种时苗圃地的土质要疏松透气、不板结，以
砂质壤土、轻壤土和壤土为宜。 秋季进行深翻，次
年春季进行整地，并对土壤进行农药处理，并整平

好苗床。 对干藏的种子用温水浸种法或湿沙贮藏

法进行催芽。 在 ３ 月初时进行播种。
此种方法由于种子难收集，且发芽率低，生长

较慢，一般很少采用。
３．３　 野生驯化

野生驯化是就是挖取野生的植株移植进行人

工驯化，挖苗时间为每年的 １１ 月至次年的 ２ 月，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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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时应带根，根长 １ ｃｍ 以上，根径 ４ ｃｍ 以上，挖回

后立即集中假植并浇水，待春季移至山上种植［１５］。
此种方法易成活、成林、成材，收获早、产量高，

但由于野生幼苗数量有限，不适合大面积的种植，
只能是为扦插繁殖和优良品种的选育引种驯化提

供材料等。
３．４　 压条繁殖

压枝繁殖也是一种传统的育苗方法，它是将不

脱离母体的枝条进行土中压埋，促使新根和新枝生

长，产生新的植株。 雷公藤作为一种蔓生藤本植

物，其枝条比较细，且易下垂，适宜采用压条繁殖。
在 ８ 月中下旬时将雷公藤枝条的尖端埋入土

中，当年便在其叶腋处发出新梢和不定根，成为新

苗。 也可以在母株附近挖 ５ ｃｍ 左右的深的小沟，春
季时将整个枝条都弯曲在沟内，便可在其各个节位

发出新梢并生根，次年春季再将新苗与母株分离，
挖出后就可以进行定植［１６］。 此种方法省种，省嫁接

程序。
３．５　 组织培养

组织培养指利用植物的器官或细胞等，通过无

菌操作，在人工条件下进行离体培养，从而获得获

得再生的完整植株［１７］。 组织培养为优良品种的培

育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也在快速繁殖和人工制种

等方面潜力较大［１８］，雷公藤的种皮较硬，自然条件

下不容易萌发，用组织培养法快速的繁殖出新的雷

公藤植株的意义重大，前景广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就开始进

行雷公藤的组织培养和工业化生产的研究，并对雷

公藤的次生代谢物进行研究。 国内的雷公藤的组

织培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１９８３ 年，Ｍｉｓａｗａ 对雷公藤进行细胞悬浮培养，

发现培养物中的内酯二醇含量能提高到原植株的

３６ 倍［１９］。 Ｐéｐｉｎ 等人利用雷公藤的茎叶的愈伤组

织诱导出完整的植株，并筛选出优良的无性系进行

研究。 发现能将二萜内酯含量提高到植物根中的

１９ 倍［２０］。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污染

问题，如何降低污染程度，保证无菌培养，关系到组

织培养成败。 相关学者对外植体与消毒方法对组

织培养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雷公藤组织培养最佳

外植体和最佳消毒方式为先用 ７０％的酒精浸泡无

病害的绿色嫩叶 ３０ ｓ，再用 １０％的 ＮａＣｌＯ 消毒 １５
ｍｉｎ［２１］。 将消毒好的叶片进行切片并接种到 ＭＳ＋

１ ５ ｍｇ ／ Ｌ ２，４⁃Ｄ ＋１ ５ ｍｇ ／ Ｌ ＮＡＡ ＋０ １ ｍｇ ／ Ｌ ＫＴ 的

培养基中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在不定芽诱导阶段，
使用 ＭＳ＋０ ２ ｍｇ ／ Ｌ ＩＡＡ ＋０ ５ ｍｇ ／ Ｌ ＫＴ ＋１ ５ ｍｇ ／ Ｌ
６⁃ＢＡ 的培养基诱导出的芽最多，长势最好。 在芽体

继代增殖阶段，使用 ＭＳ＋０ １ ｍｇ ／ Ｌ ＮＡＡ ＋０ １ ｍｇ ／ Ｌ
ＫＴ ＋ １ ０ ｍｇ ／ Ｌ ６⁃ＢＡ 培养基，芽生长旺盛，平均月

增殖系数最高。 在生根培养阶段，使用 １ ／ ２ ＭＳ＋２ ０
ｍｇ ／ Ｌ ＮＡＡ ＋ ０ １ ｍｇ ／ Ｌ ＫＴ 的培养基，生根率最

高［２２］。 也有学者研究显示最优诱导培养基为 ＭＳ ＋
ＮＡＡ０ ０１ ｍｇ ／ Ｌ；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１ ／ ２ ＭＳ＋１ ｍｇ ／ Ｌ
６⁃ＢＡ ＋０ ２ ｍｇ ／ Ｌ ＮＡＡ；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１ ／ ２ ＭＳ＋
０ ６ ｍｇ ／ Ｌ ＡＢＴ⁃１ ＋０ ３ ｍｇ ／ Ｌ ＩＢＡ［２３］。 尹作鸿等还

对雷公藤的组织进行激素自养型无性系的培养研

究，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２４］。
选用不同的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及甲素含

量都会有所不同，有学者研究显示诱导出的愈伤组

织细胞活力和诱导率最高的是叶，其次是茎，最后

是根。 愈伤组织雷公藤甲素质量最好的是叶，其次

是根，最后是茎［２５］。
不同的培养条件对雷公藤愈伤组织生长及次

生代谢产物含量也会有所影响。 据李琰等试验报

道，愈伤组织生长的最佳培养条件是 ｐＨ 值为 ５ ８
的 ６，７⁃Ｖ 培养基。 雷公藤内酯醇的含量最高的部位

为根愈伤组织，最佳培养条件是 ｐＨ 值为 ６ ７ 的

Ｗｈｉｔｅ 培养基。 雷公藤总生物碱含量最高的部位为

叶愈伤组织，最佳培养条件是 ｐＨ 值为 ５ ２ 的 Ｗｈｉｔｅ
培养基。 暗光处理有利于愈伤组织生长和雷公藤

内酯醇及总生物碱的积累。 愈伤组织最适继代时

间为 ４０—４５ ｄ，最适培养基为 ＮＴ 培养基［２６］。
用组织培养法对雷公藤进行快速繁殖，不仅繁

殖速度快，缩短了生长周期，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而且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也会有所增加。 此种方法

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育苗。

４　 雷公藤的栽培技术

４．１　 大田移栽培育技术

将地上茎高大于 ３０ ｃｍ，最大根茎大于 ２ ｍｍ，３
根以上的主侧根大于 １６ ｍｍ 的雷公藤移植到已经

平整施肥的土地中。 株行距 １００ ｃｍ×１００ ｃｍ，种植

密度保持在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株 ／ ｈｍ２。 其中 １１ 月至次

年 ３ 月移栽的成活率最高。 移栽后及时检查成活

率，发现死株应及时补植，保证其成活率。 其抚育

管理概括为及时除草，科学追肥，合理排灌，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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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蕾［２７］。
４．２　 山地纯林培育技术

种植地宜选择在半阴半阳坡地、向阳的林边空

地等土壤肥沃疏松，土层深厚，灌溉条件优良的砂

质壤土。 并进行劈杂炼山，以减少杂草的生长，易
于经营。 ９ 月至次年 ２ 月进行整地，２ 月雷公藤叶子

萌发前进行栽植。 密度应控制在４ ５００ 株 ／ ｈｍ２ 左

右［３］。 其抚育管理同大田移栽培育。 此种方法简

单易施工，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低，生态防护脆

弱，抵御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能力差。
４．３　 林下套种培育技术

近些年，随着林下经济的发展，间作套种的栽

培方式得到了积极地推广与利用。 雷公藤的林下

套种比较常见的是在杉木、厚朴、马尾松、油茶、毛
竹等林下进行套种。 此种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土地

的利用率，增加产值，而且还能提高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雷公藤喜湿润，喜中等偏强光照。 适宜其生长

的林分郁闭度为 ０ ４—０ ５ 之间［１６］。 在林下套种雷

公藤时，要把握好适宜的种植密度，如果初植密度

较高，应及时进行间伐来调整林分郁闭度。
４．３．１　 雷公藤与厚朴套种 　 厚朴由于其枝叶的透

光度较大，且其叶子存活时间段较短，林分郁闭度

较好，适宜套种雷公藤。 厚朴林的密度应控制在

２ ２００ 株 ／ ｈｍ２左右。 厚朴的株行距为 ２ ｍ×２ ｍ，隔
行或隔株套种雷公藤。 据倪乐的试验报道，套种

后，雷公藤林地的土壤全氮、水解性氮、全钾、速效

钾和有机质的含量都比雷公藤纯林高。 而且雷公

藤根、叶中的甲素含量也比纯雷公藤纯林高，分别

高出了 ２３ ０６％和 １０５ ８０％［２８］。 套种后，不仅有利

于雷公藤的生长，而且也促进了厚朴林的生长，提
高了厚朴的林分质量以及木材的经济价值。 涂育

合等人研究发现，套种后，厚朴林的胸径和树高比

厚朴纯林高出了 １４ ５５％和 ７ ４３％［１６］。
４．３．２　 雷公藤与杉木套种　 杉木林的密度应控制

在１ ５００—２ １００ 株 ／ ｈｍ２。 同厚朴一样，杉木的株行

距也为 ２ ｍ×２ ｍ，隔行或隔株套种雷公藤。 研究发

现，林下套种雷公藤的植株基径、每丛枝数和单丛

干物质质量比雷公藤纯林提高 ２５ ０％， ３７ ５％和

３２ ９７％［２９］。 套种后，雷公藤林地的土壤有效磷和

有机质的含量比纯雷公藤高，相对于雷公藤纯林而

言，杉木林下套种雷公藤模式使雷公藤叶中甲素含

量也增加了 ３６ ５２％［２８］。 同时，林下套种也有利于

提高杉木林分生产力，增加林地的空气湿度，提升

林分的生态功能。 套种后杉木的平均树高、胸径也

比杉木纯林分别提高 １５ ２％和 １１ ５％［２９］。
４．３．３　 雷公藤与马尾松套种 　 马尾松树体比较高

大，且其枝叶较为稀疏，在其生长周期内，林分郁闭

度能保持在 ０ ３—０ ６ 之间。 马尾松林的密度应控

制在２ ５００ 株 ／ ｈｍ２左右。 套种后，雷公藤的基径和

枝数比雷公藤纯林增加了 １６ ５％和 ５ ２％。 雷公藤

林地土壤全磷和有机质的含量比纯雷公藤有所提

高［２８］。 这种将马尾松大径材培育与雷公藤药材生

产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４．３． ４ 　 雷公藤与毛竹 套 种 　 毛竹林的密度在

２ １００—２ ４００ 株 ／ ｈｍ２ 时，林分郁闭度能够保持在

０ ５ 左右。 潘标志进行毛竹林下套种雷公藤试验研

究发现，套种后，雷公藤基径和枝数分别增加了

２３ ３％，２０％［３０］。 同时，套种后，也改善了土壤结

构，增强了土壤的固土保水能力，有利于毛竹鞭的

生长。
４．３．５　 雷公藤与黄花梨套种 　 雷公藤除了在山地

与乔、灌木套种以外，也有与果树套种的实例。 李

永武进行黄花梨园套种雷公藤试验研究，套种后，
雷公藤生长发育正常，黄花梨的病虫害明显减轻，
黄花梨地径、冠幅、单株产量等都比纯林高，果实品

质也有所提高，果实中糖分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也

有轻微的提高［３１］。
与杉木、马尾松等用材林套种不同，为防止套

种毛竹和黄花梨时竹笋和黄花梨中含有雷公藤的

有毒成分，经过专门的检测发现无有毒成分，所以

可以放心套种。

５　 雷公藤有效成分与质量的比较

５．１　 生长年限对有效成分的影响

药用植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其有效成分

的含量也是不同的。 雷公藤的有效成分主要是雷

公藤甲素、雷公藤总生物碱、雷公藤内酯醇等［３２］。
雷公藤甲素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年限，但超过一定的

年限，其含量会随着木质部次生代谢能力的下降而

下降［３３］。 孙乙铭等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生

长年限雷公藤根中雷公藤甲素含量的差异情况。
其研究显示三年生的雷公藤根中雷公藤甲素含量

最高［３４］；宋兴寒采用柱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研究

同样发现，雷公藤甲素在生长 ３ ａ 以上根中的产量

较高。 不同生长年限雷公藤植株叶片及根的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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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碱含量的差异，研究显示，生长年限越长的雷公

藤，其总生物碱越多； ３ ａ 及以上生长年限，其叶片

生物碱积累较高且年限间差异不显著，５ ａ 及以上年

限的其根部总生物碱的含量较高且年限间差异不

是很显著，所以 ３—５ ａ 生长较宜进行采收［３５］。
５．２　 采收时间对有效成分的影响

不同的采收时间雷公藤有效成分的含量也会

不同。 木质部雷公藤甲素冬季含量最高［３３］，其中

１２ 月雷公藤甲素含量最高，４ 月雷公藤甲素含量最

低［３６］。 而根皮的雷公藤甲素含量受季节的影响较

小，规律不明显［３３］。 ８ 月采收的雷公藤叶片总生物

碱的含量最高，１０ 月采收的雷公藤根总生物碱的含

量高［３５］。 雷公藤全根、根皮和叶片中的雷公藤内酯

醇含量夏季最高，去皮根中的含量春季最高，茎中

的含量秋季最高［３７］。
５．３　 采收部位对有效成分的影响

孙乙铭等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雷公藤中雷

公藤甲素的含量，研究雷公藤植株不同部位雷公藤

甲素含量的差异情况，在不同部位中，根皮中含量

最高，其次是叶片，根木质部最低［３４］。 雷公藤红素

在根中的含量最高，远远大于叶片中的含量［３８］。 在

不同部位雷公藤总生物碱的含量，韧皮部含量最

高，根木质部最低，一般韧皮部含量是木质部含量

的 ２—５ 倍［３９］。 不同部位的雷公藤内酯醇量顺序为

全根＞根皮＞去皮根＞茎＞叶［３７］。
５．４　 人工栽培和野生雷公藤有效成分的比较

周迎新等研究了不同产地、海拔、土壤、季节等

情况下人工栽培与野生雷公藤中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研究发现人工栽培与野生雷公藤中所含的有效

成分生物碱和二萜内酯含量基本一致。 野生雷公

藤的雷公藤内酯醇含量比人工栽培的高，其中野生

雷公藤以海拔较低、红壤的雷公藤内酯醇的含量较

高［４０］。 其研究结果与陈俊元等研究结果一致［４１］。
５．５　 不同产地雷公藤有效成分的比较

不同产地的雷公藤药材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差

异较大。 张茹萍等以雷公藤甲素、雷公藤次碱、雷
公藤红素为对照，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了不

同产地雷公藤总二萜内酯、总生物碱、总三萜 ３ 个有

效成分含量，其研究发现不同产地的雷公藤药材中

有效成分的含量差异悬殊。 雷公藤总二萜内酯类

含量相差 ３４ ７ 倍，而晋碱含量相差 ２９１ ６ 倍［４２］。
施栋磊比较了 ８ 批不同产地的雷公藤药材中总二萜

内酯和总生物碱的含量，其中四川产雷公藤总生物

碱含量最高，河南产雷公藤总二萜内酯含量最

高［４３］。 张蕊分析了 ２５ 个县市居群，共计 １１６ 个雷

公藤样本，其发现浙江景宁、福建泰宁、云南昆明这

３ 个居群生物碱含量高，而且居群具有高含量个体，
可作为优良种质的选择［３９］。 由于雷公藤药材中活

性成分又是毒性成分，所以需要对雷公藤实施多指

标的含量控制，以保证其药用的安全。

６　 讨论与展望

雷公藤具有医药、农药、有机肥等方面开发前

景，综合利用率较高，市场需求量大，但由于人为的

滥采乱挖，蕴藏量逐年下降。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

雷公藤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其药用方面，而对雷

公藤良种选育、繁殖技术、人工栽培、生态栽培的研

究相对较少［４４］。
笔者发现近些年开展了不少人工栽培和生态

栽培的试验，也逐步建立了雷公藤 ＧＡＰ 基地，但是

优秀种质资源的收集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雷公藤

育种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由于品种选育与保护工

作的滞后，导致优良种苗的生产受到限制，同时也

缺乏遗传变异资源和超级苗，在造林时，由于栽培

的苗木良莠不齐，再加上有些引种的优良品种并不

适用于当地，也导致药材的质量不高。 笔者建议：
要加强优质野生资源的保护，建立种质资源保存圃

和基因库，加强雷公藤优株选择和无性系选育等研

究，深入研究 ＧＡＰ 栽培技术，建立合理的产业化种

植技术体系，提高经营水平，建立病虫害预警机制，
促进雷公藤高产高效栽培，推动雷公藤产业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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