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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应用模糊数学方法，选择与黄连生物学特性有较大关系的气候生态因子，对我国黄连

引种栽培提出适栽区划，以减少黄连等药用植物的盲目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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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1$2345 674898545 :;<867& ）

为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

根茎入药，称为味连，有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之功效。黄连自然分布于

四川（含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

西南部，目前川东、鄂西和陕南均有

较大量的栽培。地处川鄂边境的四

川石柱县，栽培历史尤为悠久，素有

“黄连之乡”的誉称。石柱栽培的黄

连至少在数百年前就享誉海内外，

建国后全国各地乃至朝鲜、越南等

国都纷纷从石柱引种栽培 - ) .。

但药用植物在其自然分布区、

主产区以外的地区发展生产，一般

均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

要看能否生产出具有与原产地同样

质量的产品和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如通过黄连生长状况测定、形态解

剖学观察、理化鉴别、显微化学观察

以及药材主要有效成分 - ! . ——— 原小

檗碱型季铵生物碱的定量分析等手

段作进一步比较，以确定生长状况

和质量的可靠性，并考虑在现有条

件下有无逐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的可能性。

鉴于目前黄连等药用植物引种

驯化工作的不断开展，本文拟利用

黄连引种方面所积累的有关资料，

根据黄连的生物学特性，运用模糊

数学（:=>>? @<379A<3465）方法 - *，’ .，

试对全国黄连适栽区域作初步区划

的探索。

一、与气候条件有关的

黄连生物学特性

黄连为阴生植物，怕强光，要求

弱光和散射光照。

黄连喜冷凉，不耐干热。在高

温的 0 / + 月，白天植株多呈休眠状

态。但早春如遇寒潮，易冻坏花苔

和嫩叶，影响产量。

黄连喜湿润，忌干旱，要求有较

大的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但水分

过多，易引起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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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方法

根据黄连的生物学特性，选择

年平均气温、! " # 月平均气温、$ "
% 月平均气温、年平均绝对湿度、年

平均相对湿度、年平均降水量、全年

日照时数、年平均日照百分率等 %
个气候生态因子作为栽培引种黄连

的条件，并分别将这 % 个因素以

&!、&#⋯⋯、&% 表示。选取石柱、哈

尔滨⋯⋯、拉萨共 ’! 个站，并依次

以 ()、(!⋯⋯、(’) 表示。石柱为我

国黄连主产县，全国总产量的 ! * #
为该县所产，现以石柱为固定标本，

比较哈尔滨等 ’) 个站和固定样本

的相似程度。

相似性的选择以相似程度的大

小为基础，以海明（+,--./0）距离

来表示某 # 个样本的差异，设 1.、12
为任意的 # 个样本，比较它们各自与

固定样本 13 的相似程度，计算 1.、12
与 13 的海明距离 43.、432：

43.5 61371.6 4325 6137126
然后建立优先选择比，即相似

优先比 8.2、82.：
8.2 5 432 *（432 9 43.）
82. 5 ! 7 8.2 5 43. *（432 9 43.）
以 &! 为例，(!、(# 对固定样本

() 的相似程度优先选择比为：

8!# 5 6 !:; : 7 $; % 6 *（ 6 !:; : 7
<; ’ 6 9 6 !:; : 7 $; % 6）

5 ); =)
8#! 5 ! 7 ); =) 5 ); :)
这个比值表明：(# 相似于 ()

的 程 度 高 于 (! 相 似 于 () 的 程

度。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所有的

8.2、82.（.、2 5 !，#，⋯⋯’)）。当 . 5 2
时，8.2 5 82. 5 )，由此可写出模糊相

关矩阵 >（!）、>（#）、⋯>（%），它们

分别对应着因素 &!、&#、⋯&%。有了

>（!）、>（#）、⋯>（%）之后，就每一个

矩 阵 顺 序 由 大 而 小 地 选 取 ! 值 ，

!% ? )，! @，以首先达到除对角线外

全行为 ! 的 !截矩阵所对应的站号

和石柱标准样本最相似，并记以序

号“!”，然后删除该站的影响，亦即

删去该行及所对应的列，再降低 !
值，依次求取相似站号，并分别记以

序号“#”、“<”、“=”等。例如 >（#）矩

阵中：

取 ! 5 ! 时A (=! 首先全行达到

!A 将 (=! 记为序号“!”；然后删除

(=! 的影响，亦即删去 =! 行及所对

应的 =! 列，再降低 ! 值；取 ! 5
); $! 时A (<# 记为序号“#”；取 ! 5
); ’’ 时A (#< 记为序号“<”；取 ! 5
); ’) 时A (#=、#B 记为序号“=”；取

! 5 ); == 时A (<!、=: 记为序号“’”；

取 ! 5 ); =# 时A (<)、=#、=’ 记为序

号“:”；取 ! 5 ); =! 时A ($、!!、#!、

##、<’、=)、=<、==、=% 记为序号“$”；

取 ! 5 ); =) 时A (!)、!%、!B、#)、#$、

#%、<%、=$ 记为序号“%”；取 ! 5 ); <%
时A (!:、!$、#’、#: 记为序号“B”；取

! 5 ); <’ 时A (=、!<、!=、!’、<<、<=、

<:、<$、<B、=B、’) 记为序号“!)”；取

! 5 ); <= 时A (!、#、<、’、:、%、B、!#
记为序号“!!”。序号表示各站对应

的各因素与石柱样本对应因素的相

似程度，序号 C之和数 D越小，则该站

与石柱样本越相似，据此划出黄连

引种的适栽区域来。

三、引种适栽区划

根据计算，将黄连适栽区域划

分如下：

"区：贵阳、恩施、成都、来凤、

衡阳、道真、峨眉、重庆、屯溪、常德、

城口、汉口、南昌。

#区：南京、杭州、安康、南通、

合肥、丽水、福州、桂林、房县、汉中、

昭通。

$区：南宁、广州、会理、昆明、

武都、连云港、郑州、景洪、济南。

%区：海口、北京、石家庄、太

原、乌鲁木齐、银川、哈尔滨、沈阳、

阿坝、和田、榆林、西宁、甘孜、民勤、

呼和浩特、拉萨。

"区包括了我国黄连的自然分

布区与黄连的主要栽培区 （主产

区），并将江西与安徽部分地区划归

该区。

#区为黄连的适宜引种区，如

湖北房县、陕西安康和汉中引种黄

连，实际也都已成为主要产区。江苏

南京、南通等地引种的黄连长势良

好，且质量达到《药典》标准 ? ’ @。

$区是黄连较适宜引种区，如

各方面管理得好，似也能引种栽培，

但引种成本较高。如江苏连云港引

种黄连 : 年生植株小檗碱含量春季

就达 $; :E ?’ @，超过《药典》标准。但

连云港引种成本较高，冬季需盖薄

膜防寒。

%区为黄连的不适宜引种区。

原因是与黄连主产区气候差异太

大，有的地区气候条件恶劣，一般植

物都难生长，更不用说喜阴湿的黄

连了。

四、讨 论

药用植物引种驯化的关键在于

保持药用成分，如不能保持或提高

药效，则是引种驯化的失败。品质好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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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文摘》及《中国药品检验文摘》

刊物 !""! 年征订启事

中国药学文献数据网络系统即《中国药学文摘》刊物、数据库网络版、数据库

光盘是国家科技部重点扶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的我国药学文献大型检

索和查询系统。主要收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 余种医药学及相关学科期刊中

的药学文献，内容涵盖药学各个领域，以文摘、简介、题录等形式进行报道。

该系统拥有近 !, 万多条数据，并以每年 ! 万 ’ 千多条数据递增，且内容丰

富，查询方便，可为医药生产、科研、教学、流通、医院药房、药店、药检、情报和管

理机构服务。该系统采用全新的系统结构和快速检索的新标引法，实现了对大容

量、大范围全文本信息资料的零等待智能快速查询。既可全文检索，又可从文献

类型、主题词、关键词等 )! 个入口检索、查询。读者可分别从网络、光盘、文本 - 种

途径查到所需要的文献。

《中国药品检验文摘》采用文摘、提要、简介、题录 ’ 种形式报道，并附有中文

主题词与外文药名两套索引。开辟栏目有：药政管理法规、药品安全性研究及新

药开发、药品抽检、地方举措、新药审批及药品保护、中药材鉴定与鉴别、中西药

及其制剂的分析与检验、药物的血药浓度测定、生物利用度与生物有效性、药品

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药品卫生学检验、分析方法介绍等。文本版每年两期，). 开

本，每期正文 !’" 页左右，年报道最新信息量近 ’+"" 条，/" 万字，全年服务费 )."
元。

0索要订单请与《中国药学文摘》编辑部戴秀茹、魏金明联系，电话：")" 1
.,-)--’’ 转 "’’!、"’"!、-,"- 2

坏主要取决于有效成分的含量。郭

成圩考证“川产黄连始终不衰乃是

因为川连产区的地理分布除人为因

素外，不论野生或栽培，皆与黄连生

长的适应气候、空气潮湿度、海拔高

度和土壤性质息息相关。另外，四

川还有经验丰富的药农，因而在历

史上，四川黄连的栽培、采集和调制

均能不断改进，使产量和生药质量

保持一定水平”3 . 4。

过去认为黄连宜生长在高海拔

山区，故有黄连选地“一般川东鄂西

宜 选 择 海 拔 高 度 在 )!"" 1 ).""5
的早晚阳山”的记载。事实上，这一

地区也正是我国黄连的主要产区。

近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有的地区

在海拔 )"""5 以下地区栽培，也获

得了较好的产量。四川石柱县志

（)/,.）资料记载“仅 )/.. 6 )/," 年

的 )+ 年间，先后调出连种 , 万 78，

连秧 )""" 多万株，派出技术员数十

人次，提供栽培资料 - 万余册，支援

和指导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发展

黄连生产。”但各地引种黄连成功与

否的报道并不多见，正式栽培生产的

更少，故不应盲目引种。黄连为阴生

植物，生长在树林、荫棚等小气候条

件下，在很大程度上黄连的引种依赖

加强保护措施与栽培管理技术，有时

在不太适宜的地区也取得较好的产

量，但成本大大提高，从经济效益上

显然是不合算的。

本文采用大气候资料运用模糊

数学方法对黄连的引种区域作了初

步探讨。区划结果基本符合黄连自

然分布与引种栽培现状，可以大体

反映在这 ’ 个区域里引种、栽培生

产要付出代价的多寡。如能结合土

壤生态因子资料，进一步研究黄连

的生理生态学特性，分析黄连引种

的关键生态环境因子，相信一定能

更为科学地进行区划，在避免黄连

等药用植物引种的盲目性及指导生

产上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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