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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3种头花蓼材料的农艺性状及生物量进行差异分析和评价，为头花蓼优良种源的筛选提供基础

数据。方法：分别于生长期(S)和采收期(C)对3种头花蓼材料的22个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用SPSS 26.0进
行差异性分析。结果：变异度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C-兴黔头花蓼长势最好，C-威蓼1号产量最高，S-
腾冲5代和C-兴黔头花蓼农艺性状变异最丰富。本研究为贵州著名苗药头花蓼的优良种源筛选、栽培技术

优化等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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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agronomic traits, biomass and quality 
three material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and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screening of excellent 
provenances of P. capitatum. Methods: 22 indexes of three materials of P. capitatum were observed 
and measured in the growth period (S) and harvest period (C), and the differences, vari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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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were analyzed by SPSS 26.0. Results: The results of variation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of C-Xingqian Polygonum capitatum was the best, the yield of C-Weiliao 1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vari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of S-Tengchong 5 generation and C-Xingqian 
was the most abundant.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excellent provenanc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the famous Miao medicine 
P. capitatum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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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头花蓼是贵州著名的苗药之一，来源于蓼科植物头花蓼(Polygonum capitatum)的干燥全草或地上部分

[1]，又名石莽草、满季红、小红藤等[2]，收载于《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通淋与活血止痛等功效，疗效独特[3]。现代研究表明，头花蓼含有丰富的黄酮、酚酸、木脂素、烷

基糖苷、挥发性成分、有机酸、醇、酯、三萜等成分[4]，具有调节血脂、抗菌、抗炎、抗氧化、降糖、

解热镇痛等药理作用[5]。 
随着对头花蓼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头花蓼作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其中热淋清颗

粒、泌淋颗粒、四季草颗粒等制剂在泌尿系统疾病治疗中的独特作用，获得了临床的广泛认可。其原料

药材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野生资源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引种栽培和规范化规模化的生产是解决供需

矛盾、保护野生资源的重要途径。前期调查研究发现，头花蓼生长周期短、环境适应性多样、分布广泛，

为适应环境，头花蓼具有较快的形态适应变异。其种质资源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遗传变异往往较为丰富，

如叶部形态和花纹颜色、物候期及物质积累等均各不相同。因此，研究农艺性状变异的丰富程度是进行

种质资源遗传改良的基础[6]。 
头花蓼新品种“威蓼 1 号”稳定性研究发现，当其繁殖到第 4 代时，存在优良种源退化的趋势。这

导致在栽培过程中头花蓼药材的农艺性状均有所差异，直接影响头花蓼药材及相关产品质量的稳定可控，

从而难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对中药材种质资源的充分评价是优良品种选育的重要基础，但中药

材在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地方民族药的研究鲜有报道。由于缺乏对不同来源的头花蓼种质资

源农艺性状的种质评价，限制了头花蓼优良种源筛选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头花蓼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筛选出农艺性状优良且稳定的品种，是保障头花蓼药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实验材料“威蓼 1 号”即威蓼原种 1 代(认定编号：黔认 20210013)为本课题组与贵州威门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筛选并认定的品种，来源为云南省腾冲市的野生种质资源；“腾冲 5 代”为威蓼 1 号

繁殖的第 4 代；“兴黔头花蓼”为 2019 年在贵州省纳雍县采集的野生种质资源，经过在资源圃保存，

驯化及种质资源筛选，于 2021 年扦插方式移入品比圃进行品比及提纯，2022 年用种子育苗进行原种圃

进行种子生产。本研究通过观测这 3 种头花蓼材料在贵州同一基地的生长表现，对头花蓼不同来源、

不同时期、不同子代农艺性状变异度和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为头花蓼药材规范化生产和品种选育等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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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材料 

头花蓼生长周期较短，一般为 210 d，当年即可采收[7]。因此，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生长期)和
2022 年 11 月 1 日(采收期)进行采收，试验组共 6 组，分别为：生长期–威蓼 1 号(S-威蓼 1 号)、采收期

–威蓼 1 号(C-威蓼 1 号)、生长期–腾冲 5 代(S-腾冲 5 代)、采收期–腾冲 5 代(C-腾冲 5 代)、生长期–

兴黔头花蓼(S-兴黔头花蓼)、采收期–兴黔头花蓼(C-兴黔头花蓼)，每个试验组 20 株，共 120 株。植株

图片见图 1。 
 

 
Figure 4. Photos of 3 specie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plants (A: Tengchong 5; B: Weiliao 1, C: Xingqian 
Polygonum capitatum, Photo taken at the test site on October 2, 2022) 
图 4. 3 种头花蓼植株照片(A：腾冲 5 代；B：威蓼 1 号；C：兴黔头花蓼；2022 年 10 月 2 日摄于试

验基地) 

3. 实验方法 

3.1. 实验方法 

每组随机采集 20 株植株样本，做好标记，除净植株杂草与泥土杂质，以分枝长、分枝粗、分枝叶片

数、叶长等 11 个形态农艺性状为测量指标进行测定。洗净泥土等杂质，待表面水分挥干后测量茎鲜重、

叶片鲜重和地下部分鲜重，干燥后测量茎干重、叶片干重和地下部分干重共计 11 个产量农艺性状指标。

农艺性状及生物量测量标准见表 1。 
 
Table 1. Agronomic traits and biomass measurement standards 
表 1. 农艺性状、生物量测量标准表 

序号 农艺性状及生物量指标 测量标准 

1 分枝长/cm 植株基部到最长分枝顶端的长度(3 次重复) 

2 分枝粗/cm 植株最长分枝靠近基部位置的茎粗(3 次重复) 

3 分枝长粗比 分枝长与分枝粗之比 

4 分枝叶片数 最长分枝的所有叶片数 

5 叶长/cm 最大叶的平均长度(3 次重复) 

6 叶宽/mm 最大叶的平均宽度(3 次重复) 

7 叶长宽比 叶片的平均长度与平均宽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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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叶片斑纹 植株叶片的斑纹明显程度“1 代表深、2 代表浅” 

9 叶片颜色 植株叶片的颜色“1 代表绿色、2 代表红绿相间、3 代表红色” 

10 花序数 植株完好花序的个数 

11 覆盖面积/cm2 过植株覆盖面中心的最长线和与其垂直的最宽线之积 

12 茎鲜重/g 植株鲜活茎部的重量 

13 叶片鲜重/g 植株鲜活叶片部分的重量 

14 鲜叶茎比 茎鲜重与叶片鲜重之比 

15 地下部分鲜重/g 植株鲜活地下部分的重量 

16 茎部干重/g 植株阴干至恒重的茎重量 

17 叶片干重/g 植株阴干至恒重的叶片重量 

18 干茎叶比 茎干重与叶片干重之比 

19 地下部分干重/g 植株阴干至恒重的地下部分重量 

20 茎折干率/% 植株茎部干重与茎部鲜重之比 

21 叶片折干率/% 植株叶片干重与叶片鲜重之比 

22 总折干率/% 整株植株干重与鲜重之比 

3.2.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对栽培头花蓼的农艺性状数据进行汇总，利用 SPSS 26.0 的描述统计分析

计算平均值、变异系数(CV) [8]，进行差异性、变异系数分析，利用 Origin 64 2022 绘制 Correlation Plot
图。变异系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 

( )CV % 100%= ×
标准差

平均值
                                (1)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艺性状差异性及变异度分析 

由表 2 可知，威蓼 1 号、腾冲 5 代和兴黔头花蓼，采收期的分枝长、分枝粗、花序数和覆盖面积的

均值整体都比生长期高，叶长、叶宽均值则整体比生长期低，推测是生长后期，植株的营养逐渐由叶器

官转移到茎器官或花器官的发育中；分枝长、覆盖面积、分枝叶片数和花序数等农艺性状指标可说明植

株的长势，在 6 个试验组中，C-兴黔头花蓼的分枝长(46.53 cm)、覆盖面积(3564.45 cm2)均值最大，C-威
蓼 1 号的分枝粗(2.56 cm)、分枝叶片数(68.40 cm)、花序数(84.95)均值最大，说明长势最好的试验组为 C-
兴黔头花蓼和 C-威蓼 1 号，可作为头花蓼高产量育种的首选材料；腾冲 5 代从生长期到采收期，叶片斑

纹和叶片颜色变异度变化最大，分别是 1.75~1.65，2.35~1.65，推测其植株叶片受光合作用的影响最大。

3 种头花蓼材料的 11 个农艺性状指标的 CV 变化趋势在两个时期各不相同，但由表 2 可看出，S-腾冲 5
代和 C-兴黔头花蓼整体 CV 最大，农艺性状变异最丰富，其中 CV 值最大的指标是 S-腾冲 5 代和 C-兴黔

头花蓼的花序数，分别为 100.99%和 447.21%，可能与植株自身因素或土壤肥料施展不均匀有关[9]，从

而导致植株现蕾时间不同；CV 值最小的是 C-腾冲 5 代，农艺性状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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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ation degree and difference of agronomic traits in 6 experimental group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表 2. 头花蓼 6 个试验组农艺性状变异度及差异性 

试验组 
分枝

长
/cm 

分枝

粗
/cm 

分枝

长粗

比 

叶长
/cm 

叶宽
/cm 

叶长

宽比 

分枝

叶片

数 

叶的

斑纹 
叶的

颜色 
花序

数 
覆盖面

积/cm2 

S-威蓼

1 号 
平均值 14.71 0.21 72.96 4.94 3.20 1.56 27.85 1.40 2.10 0.00 356.55 

CV/% 21.65 16.02 23.85 16.31 18.91 6.36 40.04 35.90 40.58 0.00 30.89 

C-威蓼

1 号 
平均值 41.28 2.56 16.75 4.28 2.87 1.50 68.40 1.55 1.40 84.95 3332.45 

CV/% 30.82 26.05 34.21 9.73 13.73 9.46 44.71 32.93 48.61 74.84 61.72 

S-腾冲

5 代 
平均值 28.46 0.22 129.36 4.76 3.12 1.53 57.20 1.75 2.35 5.65 1423.55 

CV/% 29.83 16.42 24.89 16.87 17.58 6.37 76.06 25.39 31.71 100.99 56.70 

C-腾冲

5 代 
平均值 33.14 2.43 14.08 3.47 2.29 1.51 52.85 1.65 1.65 34.45 1961.11 

CV/% 16.02 20.67 21.14 11.00 8.51 7.08 55.47 29.66 35.58 69.73 40.60 

S-兴黔

头花蓼 
平均值 16.26 0.19 90.11 4.66 2.96 1.59 29.30 1.55 2.20 0.10 583.37 

CV/% 29.33 22.79 32.18 19.26 20.62 6.73 49.50 32.93 37.89 447.21 51.15 

C-兴黔

头花蓼 
平均值 46.53 2.17 22.15 4.37 2.90 1.51 53.70 1.50 1.45 55.05 3564.45 

CV/% 33.00 21.69 37.97 13.31 13.49 8.29 63.46 34.20 35.20 122.23 70.59 

4.2. 生物量差异性及变异度分析 

Table 3. Variation degree and difference of biomass in 6 experimental groups of Polygonum capitatum 
表 3. 头花蓼 6 个试验组生物量变异度及差异性 

试验组 叶鲜

重/g 
茎鲜

重/g 
鲜叶

茎比 
地下鲜

重/g 
叶干重

/g 
茎干

重/g 
干叶

茎比 

地下

干重
/g 

茎折

干率
/% 

叶折

干率
/% 

总折

干率
/% 

S-威蓼

1 号 

平均值 9.50 3.86 2.41 0.96 1.48 0.74 1.93 0.40 20.34 16.16 19.08 

CV/% 61.92 54.31 18.31 48.88 58.13 48.85 17.87 49.68 19.32 11.66 13.19 

C-威
蓼 1 号 

平均值 44.86 64.66 0.88 4.72 11.25 11.82 0.98 2.02 21.45 23.45 23.16 

CV/% 70.08 105.73 35.11 59.22 104.82 67.09 36.67 53.84 24.42 19.51 15.97 

S-腾冲

5 代 
平均值 20.50 14.22 1.53 1.77 3.62 2.66 1.39 0.76 20.01 18.23 20.20 

CV/% 57.37 60.39 27.22 44.00 53.38 53.16 22.01 45.59 17.90 11.71 12.43 

C-腾
冲 5 代 

平均值 15.26 21.28 0.73 4.44 3.54 5.45 0.68 1.81 25.82 23.67 26.63 

CV/% 44.77 45.20 19.54 58.95 41.49 44.39 24.17 60.88 19.50 18.34 17.01 

S-兴黔

头花

蓼 

平均值 8.86 3.84 2.40 0.93 1.56 0.81 1.99 0.41 21.78 18.05 20.98 

CV/% 50.37 51.49 26.27 31.08 43.17 44.71 21.26 44.53 16.88 10.88 12.89 

C-兴
黔头

花蓼 

平均值 33.16 41.03 1.02 5.99 7.98 8.32 1.13 2.63 21.57 24.38 24.46 

CV/% 58.80 77.95 37.99 56.34 58.09 71.85 32.31 59.48 17.04 14.42 13.34 

 
由表 3 可知，威蓼 1 号、腾冲 5 代和兴黔头花蓼，除了鲜叶茎比，其余 10 个生物量指标均值均是采

收期比生长期高。其中，叶鲜重、叶干重、茎鲜重、茎干重，地下鲜重、地下干重等与产量相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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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最高的是 C-威蓼 1 号，其叶鲜重(44.86 g)、茎鲜重(64.66 g)、叶干重(11.25 g)、茎干重(11.82 g)等在

所有试验组中最大，说明 C-威蓼 1 号产量最高。产量最低的是 C-腾冲 5 代与 S-威蓼 1 号；C-腾冲 5 代和

C-兴黔头花蓼折干率相对较大，药材含水量较少；3 种头花蓼的鲜叶茎比和干叶茎比均值皆是生长期比

采收期高，最高的是 S-威蓼 1 号(2.41)，说明头花蓼在生长期，叶的含量要高于采收期。从变异系数可看

出，威蓼 1 号和腾冲 5 代所有生物量指标的 CV 值是生长期比采收期大，可知这 2 种头花蓼生物量的变

化生长期比采收期稳定，而兴黔头花蓼是采收期比生长期大。其中 CV 值最大的是 C-威蓼 1 号的叶鲜重

(70.08%)、茎鲜重(105.73 g)、叶干重(104.82%)、茎鲜重(67.09%)等，由此可知，C-威蓼 1 号不仅产量高，

遗传多样性高量也高，可作为筛选头花蓼高产量、适应性强的育种材料；CV 值最小的是 C-腾冲 5 代，

其生物量变化较稳定。分析结果见表 3。 

5. 讨论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是中药材生产与优良品种选育的物质基础，种质资源的优劣对生产中药材的产量

和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10]。从长势和产量对比来说，三种材料均是采收期比生长期好。 
通过威蓼 1 号原种和威蓼 1 号繁殖 4 代后的分析数据来看，其充分体现了头花蓼优良种源容易退化

的劣势，这也与其头状花序在生产过程中极易杂交退化有关，所以在头花蓼优良品种选育保存过程中，

要在相对封闭，与大田种植具有一定地理隔离的地块建立优良品种保存的原种圃，每年进行原种采集后

再建立良种圃进行扩繁，每年观察良种圃的变异程度，来进行提纯复壮，保持优良种源的稳定性。 
无论处于生长期还是采收期，3 种头花蓼的分枝叶片数、花序数及覆盖面积在 11 个农艺性状中变异

度最高。兴黔头花蓼干叶茎比与鲜叶茎比在两个时期的变异度都最稳定且均值最大，叶的光合作用可促

进植物生长，叶茎比的大小可反映植物营养成分高低和长势的好坏，说明兴黔头花蓼虽产量不高，但生

长速度快，营养和物质积累量较高且稳定；不同光照强度和光质，会影响植物叶片颜色，且光照强度越

大，叶片颜色越深[11] [12]。威蓼 1 号叶片斑纹和颜色变异较丰富，从园艺角度分析，威蓼 1 号可用于培

育叶部斑纹颜色丰富的头花蓼观赏新品种。 

6. 结论 

通过本研究数据的综合判断，C-兴黔头花蓼长势最好，C-威蓼 1 号产量最高，S-腾冲 5 代和 C-兴黔

头花蓼农艺性状变异最丰富。本研究为贵州著名苗药头花蓼的优良种源筛选，栽培技术优化等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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