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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详细描述了鹅绒委陵菜的生物学特性, 并根据鹅绒委陵菜的生物学特性, 将其生育期划分为 6 个

时期, 即萌发期、基株生长期、匍匐期、花果期、膨大期和采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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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绒委陵菜 (P oten tilla anserina L. ) 是一种具

有匍匐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通过根系及匍匐

茎进行无性繁殖。鹅绒委陵菜分布于世界各地, 但只

在青海等高寒地区根系才会膨大, 富含营养, 多作为

保健品, 当地称为“蕨麻”, 而在温暖地区, 根系发育

不良, 常常纤维化, 多用作饲料。其块根不仅营养丰

富, 而且在恢复生态时可以作为繁殖体如种子一样

撒播, 这一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极富特色的。块

根可作为保健品及中草药开发, 地上部分则由于生

长繁殖迅速等特点可成为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首选

植物种类。由于鹅绒委陵菜具有这种特殊的生长习

性, 国外仅限于其无性繁殖生长特性的研究[1, 2 ] , 我

国的有关研究报道主要侧重于成分分析、食品加工

以及克隆生长习性等[3～ 5 ]。本研究通过人工栽培鹅

绒委陵菜, 对以往记载的有关生物学特性进行了更

为详细的描述, 并首次对鹅绒委陵菜的生育期进行

了划分, 以期对该野生植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及

进一步的栽培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鹅绒委陵菜自然植株采自娘娘山山坡地。4 月

中下旬于娘娘山采挖鹅绒委陵菜已萌发的块根进行

移植。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 最好在 5 月中旬剪切其

匍匐茎进行移栽。娘娘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西北 40

km 处, 平均海拔 2 500 m 以上, 年均降水量 450～

560 mm , 年平均气温 3. 9～ 5. 5 ℃, ≥0 ℃的年平均

积温 2 140～ 2 600 ℃。

1. 2　方　法

试验地点位于距娘娘山 10 km 的大通县岗冲

乡, 其气候条件与娘娘山基本一致。将采挖好的鹅绒

委陵菜块根及时种植于试验田内, 一次浇足水, 10 d

后成活率可达 100%。后期除定期除草外不做任何

田间管理, 基本属于半野生化栽培。该地区降水量虽

不丰富, 但 4～ 10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以上, 能够满足其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的水分需求。试

验地海拔 2 550 m , 3 个处理, 3 个重复, 小区面积 10

m 2, 种植间距 50 cm ×50 cm , 一次性分别施入氮、磷

底肥 150 和 225 kgöhm 2。每月 5, 20 日分两次对试

验田及采挖地点鹅绒委陵菜的生长状况进行观测记

录。

2　生物学特性

鹅绒委陵菜属蔷薇科 (Ro sacrae) , 委陵菜属, 为

多年生草本, 是一种典型的匍匐茎型莲座状植

物[22 ]。栽培种在形态上比野生种更为高大、粗壮。

2. 1　地上部分

2. 1. 1　茎　由块根萌发的植株称为基株。基株一般

较子株高大, 当基株生长到一定时期, 从其根部的顶

端长出一级匍匐茎, 数量通常为 4～ 7 条, 茎纤细, 直

径 0. 1～ 0. 3 cm , 紫红色, 长达 1 m , 甚至更长, 匍匐

茎节间长 5～ 10 cm , 节上生根形成子株; 这些子株

又生长出二级匍匐茎; 二级匍匐茎的子株又可生长

出三级匍匐茎, 二、三级匍匐茎较一级匍匐茎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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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据测定, 1 株鹅绒委陵菜的覆盖面积可达 3～ 5

m 2。野生种的匍匐茎较为纤细, 紫红色较栽培种浅。

2. 1. 2　叶　不整齐羽状复叶, 长 5～ 30 cm , 叶柄

长; 基部具膜质托叶, 小叶对间杂生, 为分裂或不分

裂的小羽片, 基生叶丛生, 具短柄, 小叶 7～ 23 个, 连

叶柄长 5～ 30 cm ; 小叶无柄, 长圆形或长圆倒卵形,

长 1～ 3 cm , 边缘具缺刻状锐锯齿, 上面无毛或被稀

疏柔毛, 深绿色, 下面被绢毛状白色绒毛; 叶柄和叶

轴均被白色柔毛; 基部具膜质托叶, 褐色, 卵形或披

针形, 长 2～ 5 cm , 被柔毛; 小叶多数, 二型, 互生或

对生, 一种为长椭圆形, 长仅 1～ 3 mm , 宽 0. 5～ 1. 5

mm ; 另一种为卵形或椭圆形, 长 0. 5～ 2 cm , 宽 3～ 9

cm , 先端钝圆, 边缘羽状浅裂, 两面无毛或被稀疏柔

毛[6, 7 ]。野生种鹅绒委陵菜的叶平铺于地面, 栽培种

则向上伸展, 高为 5～ 30 cm , 野生种的不整齐羽状

复叶较栽培种小。

2. 1. 3　花和种子　花单生于长匍匐茎的叶腋, 直径

1. 5～ 2 cm , 花瓣 5 片, 浅黄色, 倒卵形或近圆形, 全

缘, 长为萼片的 2 倍; 副萼片 5 个, 与萼片等长或稍

短, 先端具 3 齿或全缘, 外面被有绢毛状柔毛; 雄蕊

为 20 个, 花药黄色, 雌蕊 20 个, 子房 1 室, 具 1 个胚

珠; 花柱侧生, 花托凸起, 密被长柔毛[7 ]; 一级、二级、

三级匍匐茎的植株上均生长花朵, 花梗长 3～ 5 cm。

1 朵小花可结果实 10 粒以上, 但有些小花不结实。

种子多为瘦果, 深褐色, 卵圆形, 平滑, 不具萌发能

力, 花果期分散, 一般在 5～ 10 月边开花边结实, 故

其种子不易收集。这一点野生种与栽培种相一致。

2. 2　根

根纤细, 长 7～ 18 cm , 根系庞大, 秋冬季节大部

分中部或末端膨大形成圆球形、葫芦状、纺锤形或线

结状块根, 根皮棕褐色, 肉质白色。基株的根系纤维

化, 通常不膨大。一级匍匐茎的根是块根膨大的主体

部分, 圆球状、葫芦状主要在一级匍匐茎的根系生

长, 这种形状的块根从根的顶端开始膨大, 逐步向根

的上部延伸。块根的色泽为红褐色, 含有少量的单

宁, 多数块根的横切面为年轮状, 是淀粉粒积累所

致。基株的根系数量较匍匐子株少, 但子株的根系相

对较细。栽培种的块根数目及大小均较野生种大。

3　生育期划分

3. 1　萌发期

　　鹅绒委陵菜属于野生资源植物, 其生长方式为

无性繁殖。每年 4 月, 温度逐步回升, 其块根向下发

出细细的根系, 颜色为白色, 长 1～ 2 cm , 直径 0. 1～

0. 15 cm , 块根色泽未变, 但内部的营养物质被消耗

掉后块根开始干瘪, 接着块根向地上部萌发出小叶,

颜色为淡绿色, 叶片大小为 1～ 3 cm , 不整齐羽状复

叶数为 3～ 4 片。此期多在 4 月中旬到下旬, 持续

15～ 20 d。

3. 2　基株生长期

基株逐步生长, 其不整齐羽状复叶数由萌发期

的 3～ 4 片增加为 7～ 16 片, 大小由萌发期的 1～ 3

cm 增至 5～ 30 cm , 色泽由翠绿转为深绿色; 根系数

目多数, 纤细, 长 8～ 12 cm , 直径 0. 1～ 0. 3 cm , 色泽

白色; 野生种的叶片数目和大小明显小于栽培种; 野

生种的叶片紧贴地面生长, 而栽培种的叶片却向上

生长, 高度可达 5～ 30 cm。此期为 5 月上旬至中旬,

持续 20 d 左右。

3. 3　匍匐期

当基株生长期完成后, 从基株根系的顶端先后

萌生出 4～ 7 条一级匍匐茎。匍匐茎每天生长量为

1～ 2 cm , 色泽紫红, 直径 0. 1～ 0. 3 cm , 当匍匐茎节

间达到 5～ 10 cm 时, 匍匐茎向下生长出须根, 数目

为 3～ 5 个, 长度为 1～ 3 cm , 白色, 向上生长出小

叶, 浅绿色, 大小 1～ 2 cm , 称为子株。基株的根系色

泽转为褐色, 直径 0. 2～ 0. 4 cm ; 当第一个子株叶片

生长到 3～ 5 cm 时, 从其根系顶部又发出匍匐茎, 再

生长第二个子株, 依次进行, 最终每个匍匐茎的长度

均可达到 0. 5～ 1. 3 m ; 在一级匍匐茎伸长的同时,

二级匍匐茎也在生长, 它们从一级匍匐茎子株的叶

腋处长出, 长度可达 0. 3～ 0. 5 m , 直径 0. 1～ 0. 2

cm。此期为 5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 持续 25～ 30 d。

3. 4　花果期

从 5 月中旬开始, 在匍匐茎生长的同时, 单个小

花从子株的叶腋间长出, 而基株产小花的比率较小。

小花为鲜黄色, 花瓣 5 片, 花梗长 3～ 5 cm ; 花期不

集中, 小花开败后结实, 1 朵小花产生种子 10～ 12

粒。花瓣脱落后, 种子已产生, 其色泽为浅绿色, 球

状, 直径 0. 15 cm 左右, 成熟后为黑褐色。因开花不

集中, 且种子颗粒太小, 难以收集。这也正是野生植

物对自然环境一种本能的适应能力, 只有在植物生

长的不同时期不停地产生种子, 才不至于因环境条

件的突然改变而导致物种的灭绝。花果期的前期, 匍

匐茎继续伸长, 子株的根系数目繁多, 色泽较浅, 直

径较小; 花果期的后期, 基株根系的直径为 0. 4～

0. 9 cm , 长 15～ 20 cm , 色泽深褐色, 子株的根系色

泽转褐, 直径变粗, 可达 0. 3～ 0. 5 cm , 且根系顶端

有膨大的迹象, 膨大部分多呈小球状, 直径较其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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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大。此期为 5 月至 10 月上旬, 与匍匐期、膨大期有

一定时间的重叠, 该期 150 d 左右。

3. 5　膨大期

9 月中旬根系已有膨大迹象, 但膨大速度缓慢,

至 10 月上旬, 膨大速度加快, 10 d 内膨大部位直径

可增加 0. 4～ 0. 6 cm , 长度增加 6～ 8 cm , 形状有圆

球状、葫芦状、多球状和棒状, 色泽为浅褐色; 到 10

月下旬, 块根数平均为 230～ 380 个öm 2, 每个块根

重量可达 3～ 5 g, 栽培种可达 6～ 8 g, 色泽为褐色,

其中, 球状块根的适口性和营养物质都较长状块根

好, 球状块根的产生受土壤肥力水平、温度等的影

响。此期为 10 月上旬至下旬, 约为 30 d。

3. 6　采挖期

当蕨麻地上部分色泽转黄、重量减轻时便到了

采挖期, 该期通常是 10 月下旬或次年 3 月中下旬,

即当年秋季土层未结冻或次年土层刚化冻时。蕨麻

需在冻结的土壤中越冬, 因此, 在土层冻结之前必须

进行一系列化学物质的变化以抵抗零下几十度的低

温, 故而秋蕨麻和春蕨麻的化学成分有较大差异, 应

根据不同的需要 (如中草药或保健品)适时采挖。

4　讨　论

鹅绒委陵菜的无性繁殖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即

在异质性的环境中其形态学特性有所不同, 本试验

施用了一定的化学肥料, 土壤肥力较野生条件好, 因

而该植物的形态便发生了相应改变。不同的肥力梯

度、光照、水分等条件下其形态学特性仍会不同, 具

体表现在基株、子株的高度、色泽, 叶片的大小、色

泽, 子株间距离 (称间隔子)的长短, 基株产生的匍匐

茎数量及对土壤的覆盖率等方面, 但其生育期却变

化不大。正是由于鹅绒委陵菜在形态学上具有较强

的可塑性, 且具有生长迅速, 耐干旱、抗高寒等特点,

因而对青海等高寒地区的生态恢复具有较大的应用

价值。生育期的划分为鹅绒委陵菜的人工栽培技术

及管理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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