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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味子科包括五味子属和南五味子属，是被子植物早期分支之一，该科药用植物居多，具有重要的系统学和药用研
究价值。然而五味子科植物存在系统学地位不清，属间进化关系复杂，属下分类意见分歧等问题。五味子科药用植物间

亲缘关系的争议，严重影响了药材基源植物的鉴定与药用资源的开发。文章对五味子科植物的传统应用进行了文献整

理，并针对该科植物的自然分布、系统学研究、属间关系和属下等级的物种鉴定等进行了综述，为进一步开展五味子科药

用植物亲缘学研究和合理利用五味子科植物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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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隶属双子叶植物木兰
亚纲 Ｍａｇｎｏｌｉｉｄａｅ八角目 Ｉｌｌｉｃｉａｌｅｓ，包括五味子属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和南五味子属Ｋａｄｓｕｒａ［１］。五味子属全世
界约３０种，除 Ｓｇｌａｂｒａ产于北美外，其余主要分布
于东亚和东南亚，呈“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格

局，我国约１９种，南北各地均有分布。南五味子属
约２８种，主产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我国约１０种，
主要分布于南方各省区［２］。

五味子科植物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中华本

草》中记载了五味子科的２４种药材，涉及基源物种
１７个［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收录南
五味子属植物内南五味子（Ｋｉｎｔｅｒｉｏｒ）的干燥藤茎作
为药材 “滇鸡血藤”，五味子属 植 物 五 味 子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华中五味子（Ｓ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的干燥
果实作为药材“五味子”和“南五味子”［４］。因此，对

五味子科植物的系统学研究不仅具有科学价值，更

具有经济价值。目前，五味子科的系统学研究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形态学的研究表明五味子属和南

五味子属是单系类群［５］，而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五

味子属和南五味子属间界定并不十分清晰［６８］。同

时，五味子科植物的物种分类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不

同的分类学家所建立的分类大纲存在很大差异。药

材“滇鸡血藤”的基源植物内南五味子，在《Ｆｌｏｒａ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被归并为异形南五味子（Ｋ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药
材“南五味子”的基源植物华中五味子在林祁的分

类大纲中被归并为东亚五味子（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９］。五
味子科系统学存在的诸多分类问题势必会导致药材

的混用乱用，影响用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我们系

统整理和总结了五味子科药材的传统应用和五味子

科植物系统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开展五味子科

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以及合理利用五味子科植物资

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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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五味子科植物的传统应用
五味子科植物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其中五味

子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１０］。我国

五味子科植物有２６种（包括４个变种）在民间有药
用记录，其果实、叶、藤茎和根均可入药，不同的药用

部位有着不同的用法、功效和主治。果实类通常煎

煮口服或磨成粉冲服，具有滋补强壮、宁心安神和止

咳化痰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久咳虚喘、梦遗滑精、

自汗盗汗、津伤口渴、心悸失眠等。根和藤茎可分为

两种用法，通常煎煮口服，具有理气止痛、健脾消食

和活血调经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腹痛、胃肠炎、月

经不调、痛经等；同时也可以泡酒饮用，具有祛风除

湿、活血消肿和舒筋活络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跌打

损伤、风湿痹痛等。叶入药通常磨成粉，涂抹于患

处，具有解毒消肿、散瘀止血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

外伤出血等［１１］。

五味子科植物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版）收录的３个物种，还有一些物种被收录到
地方中药材标准中。如，黑老虎（Ｋｃｏｃｃｉｎｅａ）的藤茎
多在广西、海南、广东等省用药，俗称“臭饭团”，曾

被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９７７版），现被收
录于广东、湖南等地方中药材标准中，具有行气止

痛、活血散瘀之功效，用于治疗肠胃炎、风湿痹痛、跌

打损伤等症［１２］。异形南五味子（Ｋ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的藤
茎，药材名“海风藤”，现被广东、广西等地方中药材

标准收录，具有祛风除湿、行气止痛和舒筋活络的功

效，主要用于治疗胃腹痛、跌打损伤等［１３］。长梗南

五味子（Ｋ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
南省区，现被福建、湖南等地方中药材标准收录，它

的藤茎被称为“红木香”，在民间主要用于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以及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１４］。民间的

广泛使用和历代本草典籍的记载，充分说明了五味

子科植物的药用价值。

２　五味子科植物的分布情况
五味子科植物主要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只有Ｓｇｌａｂｒａ分布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地区，呈现
典型的“东亚—北美”间断分布，这种分布格局可能

与世界大陆板块的漂移及物种迁移有密切的关

系［１５］。

五味子属和南五味子属植物的主要分布区均在

东亚大陆，并向南扩展到中南半岛及东南亚群岛，向

北扩展到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处，向东分布到日本，向

西延伸到尼泊尔西部，另外，在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斯

里兰卡岛屿上也有分布。两个属植物的分布区有较

大的重叠，总的来说，五味子属植物较南五味子属植

物分布区偏北，而南五味子属植物在东南亚群岛的

分布更广。

３　五味子科的系统学研究
３１　五味子科的系统位置　自五味子科建立以来，
不同的学者给予了它不同的分类等级，或作为独立

的科，置于木兰目或八角目中；或作为一个族或亚科

置于番荔枝科、防己科、木兰科中；或将五味子科提

升为五味子目［１６１７］。刘玉壶在编写《中国植物志》

时，将五味子类群以五味子族置于木兰科之内［２］，此

后刘玉壶通过对形态学、孢粉学和细胞学资料，以及

对木兰目、八角目等多心皮原始类群的分析，将五味

子科提升为五味子目［１７１８］。胡先以花粉为三槽

型、叶有油腺等性状将八角科与五味子科放在一起

建立八角目［１９］，得到学者较为广泛的认可［２０２２］。

新近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五味子科与木兰

目的亲缘关系较远，而与八角目、Ａｕｓｔｒｏｂａｉｌｅｙａ等共
同组成了被子植物早期分支中的一支。Ｑｉｕ等利用
５个基因（１８ＳｒＤＮＡ、ａｔｐ１、ｍａｔＲ、ａｔｐＢ和ｒｂｃＬ）对所有
基部被子植物类群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Ａｍｂｏｒｅｌ
ｌａ、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ｌｅｓ、ＩｌｌｉｃｉａｌｅｓＴｒｉｍｅｎｉａｃｅａｅＡｕｓｔｒｏｂａｉｌｅｙａ
（ＡＮＩＴＡ）代表了被子植物进化过程中的早期分支，
五味子科即位于 ＡＮＩＴＡ分支中［２３］。在最新的 ＡＰＧ
ＩＩＩ系统中五味子科隶属木兰藤目（Ａｕｓｔｒｏｂａｉｌｅｙ
ａｌｅｓ），与无油樟目（Ａｍｂｏｒｅｌｌａｌｅｓ）和睡莲目（Ｎｙｍｐｈａ
ｅａｌｅｓ）构成了被子植物的三大基础分支［２４］。杨志荣

等通过比较五味子科木材解剖，也证实五味子科的

木材性状较为原始［２２］。王彦涵等对五味子科的叶

绿体ｒｂｃＬ基因进行序列分析，证实了五味子科为单
系类群，与八角科关系最近，与木兰科关系较远［２５］。

３２　五味子科属间关系　在五味子科内，五味子属
和南五味子属的系统发育关系，也一直受到争议。

中井猛之进（ＴａｋｅｎｏｓｈｉｎＮａｋａｉ）、Ｓｍｉｔｈ等将五味子
属的位置放在南五味子属之前［２６２７］；刘玉壶则是以

南五味子属的果实多数，聚合果紧密排列，雄花托顶

端具附属体和药隔顶端的宽阔变异等都是比较原始

的特征为由，将南五味子属系统位置提到五味子属

之前［２］。孙成仁以五味子科花粉形态学和种子表面

微形态学研究为依据，认为五味子属和南五味子属

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并且南五味子属的演化水

平高于五味子属［２８２９］，杨志荣等通过比较木材解剖

也得出两属可能起源于共同祖先的结论［２２］。

刘忠等对五味子科核糖体 ＩＴＳ序列和叶绿体
ｔｒｎＬＦ区序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五味子科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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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支：一个完全由五味子属构成；另一个包含五

味子属和南五味子属，基于形态特征所划分的两个

属可能并不是自然的［８，１６］。王彦涵等对五味子科的

叶绿体 ｒｂｃＬ、ｍａｔＫ和 ｒｐＬ１６内含子区序列进行分
析，结果与刘忠等相似，不支持依据成熟的果实形态

特征将五味子科划分为两个属的传统分类观

点［７，２５］。

３３　五味子科的属下分类
３３１　五味子属　Ｓｍｉｔｈ分类大纲［２６］将五味子属

分为４组：多蕊五味子组（Ｓｅｃｔ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少蕊五
味 子 组 （Ｓ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五 味 子 组

（ＳｅｃｔＥｕ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和 团 蕊 五 味 子 组

（Ｓｅｃｔ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刘玉壶分类大纲［２８］在Ｓｉｍｔｈ的
基础上，将少蕊五味子组和五味子组提升为少蕊五

味子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和五味子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将多蕊五味子组拆分为多蕊
五味子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和中华五味子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将团蕊五味子组拆分为团
蕊五味子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和重瓣五味子
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Ｐｌｅｎａｉ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分类大
纲［３０］保留了刘玉壶分类大纲的多蕊五味子亚属和

中华五味子亚属，而五味子亚属则保留 Ｓｍｉｔｈ分类
大纲原有的 ３组：少蕊五味子组、五味子组
（Ｓｅｃｔ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和团蕊五味子组，新建了３亚属３
组的分类大纲；林祁［３１］通过对五味子属植物３３个
性状进行系统分析，将五味子属分为２亚属４组：五
味子亚属和团蕊五味子亚属，其中五味子亚属又分

成４组：多蕊五味子组、少蕊五味子组、中华五味子

组（Ｓｅｃｔ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和五味子组。四种分类大纲
见表１。

比较这４位学者的分类大纲，主要分歧在于多
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味子群是否分开；团蕊五味子

群和重瓣五味子群是否分开。

刘忠等对１７种五味子科植物ＩＴＳ序列和ｔｒｎＬＦ
区序列构建系统发育图，结果得出，在 ＩＴＳ序列的严
格一致性树中，多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味子群处在

同一分支，但是在 ＩＴＳ序列和 ｔｒｎＬＦ区序列联合所
构建的严格一致性树中，多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味

子群处在不同分支［８］。王彦涵等对五味子科１４种
植物的 ｒｂｃＬ、ｍａｔＫ和 ｒｐＬ１６序列进行系统学分析，
在单独或联合严格一致性树中，多蕊五味子群与中

华五味子群处在同一分支［７，２５］。刘忠等对五味子属

雄花形态发生的研究表明，多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

味子群的雄蕊都是柱托型，形态发生过程是相似的，

但是在发育后期产生了分化［２１］。杨志荣等对五味

子科木材解剖和五味子属种子形态进行观察，不能

明显区分多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味子群［２２，３２］。因

此，在系统发育上，多蕊五味子群与中华五味子群具

有较近的系统发育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于一个类

群。

在刘忠等的研究中，合蕊五味子（Ｓ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和重瓣五味子（Ｓｐｌｅｎａ）处在同一分支并且镶嵌于
南五味子属之内［８］，王彦涵等［７，２５］的研究也得出相

似结果，这与文香英等［３３］、孙成仁［２９］、杨志荣

等［２２，３２］、刘忠等［２１］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刘玉壶分

类大纲将合蕊五味子和重瓣五味子置于不同的亚属

表１　五味子科内属下分类大纲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ｍｉｔｈ（１９４７） Ｌａｗ（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Ｌｉ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ｓｕｂｇｅｎ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ＳｅｃｔＥｕ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ｃｔ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

ｓｕｂｇｅｎＰｌｅｎａｉ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Ｃｏｓｂａｅａ ｓｕｂｇｅｎＣｏｓｂａｅａ ｓｕｂｇｅｎＣｏｓｂａｅａ ｓｕｂｇｅｎＣｏｓｂａｅａ

ＳｅｃｔＥｕ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ｏｎ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ｏｎ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ｏｎ

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
　Ｓｅｃｔ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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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五味子科物种分类

Ｔａｘａ Ｓｍｉｔｈ（１９４７）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Ｌｉ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Ｐｌｅｉｏｓｔｅｍａ Ｓ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Ｓ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Ｓ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Ｓｒｕｂｒｉｆｌｏｒａ Ｓｒｕｂｒｉｆｌｏｒａ
Ｓ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ａ Ｓ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ｅ
Ｓｓｐｈａｅｒａｎｄｒａ Ｓｓｐｈａｅｒａｎｄｒａ

Ｓｉｎｏ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ｅ Ｓ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Ｓｈｅｎｒｙｉ Ｓｈｅｎｒｙｉ Ｓｈｅｎｒｙｉ
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Ｓ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Ｓ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Ｓ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Ｓ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Ｓ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Ｓｐｅｒｕｌａｔａ Ｓｐｅｒｕｌａｔａ
Ｓ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Ｓ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ａ 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ａ
Ｓａｒｉｓ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ａｒｉｓ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ｖｉｒｉｄｉｓ Ｓ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Ｓ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Ｓｐｕｂｉｎｅｒｖｉｓ
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ｇｌａｂｒａ Ｓｇｌａｂｒａ Ｓｇｌａｂｒａ

Ｓｒｅｐａｎｄａ Ｓｒｅｐａｎｄａ Ｓｒｅｐａｎｄａ
Ｓｂｉｃｏｌｏｒ Ｓｂｉｃｏｌｏｒ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ｅｍａ Ｓ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Ｓ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Ｓ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Ｓｐｌｅｎａ Ｓｐｌｅｎａ Ｓｐｌｅｎａ
Ｓ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ｅｓ

Ｃｏｓｈａｅａ Ｋ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Ｋ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Ｋ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Ｋａｎａｎｏｓｍａ
Ｋ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Ｋｉｎｄｕｔａ Ｋｉｎｄｕｔａ Ｋｉｎｄｕｔａ
Ｋ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 Ｋ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ｅ Ｋ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
Ｋ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Ｋ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Ｋ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Ｋ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Ｋ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Ｋ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Ｋ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Ｋ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Ｋ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Ｋｒｅｎｃｈａｎｇｉａｎａ Ｋｒｅｎｃｈａｎｇｉａｎａ
Ｋ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Ｋ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Ｋ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Ｋ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Ｋ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Ｋｐｏｌｙｓｐｅｒｍａ
Ｋｐａｕｃｉ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Ｋｍａｔｓｕｄａｉ

Ｓａｒｃｏｃａａｒｐｏｎ Ｋ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ａ Ｋ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ａ Ｋ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ａ
Ｋ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Ｋ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Ｋ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Ｋ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Ｋ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Ｋ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ｓｉｓ 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ｓｉｓ 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ｓｉｓ
Ｋ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Ｋ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Ｋ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Ｋｃｅｌｅｂｉｃａ Ｋｃｅｌｅｂｉｃａ
Ｋｃｌｅｍｅｎｓｉａｅ Ｋｃｌｅｍｅｎｓｉａｅ
Ｋｕｌｔｉｍａ Ｋａｃｓｍｉｔｈｉｉ

是值得商榷的，虽然 Ｓｍｉｔｈ分类大纲和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分
类大纲将两者归于同一个组，但是合蕊五味子和重

瓣五味子镶嵌于南五味子属之内，与其他五味子属

植物关系较远，所以林祁分类大纲将两者作为单独

的亚属反映了它们在五味子属中孤立的系统位置。

究竟这个亚属是否应归于南五味子属内，还是依然

放置在五味子属内，需要进一步的形态学、组织解剖

学和分子系统学的深入研究。

３３２　南五味子属　Ｓｍｉｔｈ分类大纲中南五味子属
分为３组：离蕊南五味子组（ＳｅｃｔＣｏｓｈａｅａ）、南五味
子组 （ＳｅｃｔＥｕｋａｄｓｕｒａ）和 肉 蕊 南 五 味 子 组
（Ｓｅｃｔ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ｏｎ）［２６］；刘玉壶在 Ｓｍｉｔｈ的基础上，
将离蕊南五味子组提升为离蕊南五味子亚属（ｓｕｂ
ｇｅｎＣｏｓｂａｅａ），将南五味子组和肉蕊南五味子组归
并到南五味子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Ｋａｄｓｕｒａ），建立２亚属２
组２１种的分类大纲［１７］；Ｓａｕｎｄｅｒｓ接受了刘玉壶分
类大纲，并对一些种做了归并，建立了２亚属２组
１６种的南五味子分类大纲［３４］；林祁采用与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相同的２亚属２组分类体系，并对一些种作了分类
学订正，将１６种归并为１１种［３５］。四种分类大纲见

表１。
南五味子属的分类大纲相对统一，４位学者都

将南五味子属分为三个群，区别主要在于三个群的

等级和物种的处理上的不同。

刘忠等研究认为离蕊南五味子群、南五味子群

和肉蕊南五味子群是平行的三个分枝，在其基部没

有明显的分辨率［８］，这与刘玉壶等２亚属２组的分
类等级相违背。王彦涵等研究显示黑老虎和毛南五

味子（Ｋｉｎｄｕｔａ）处于同一分支，并且支持度很高［７］，

而传统分类中两者属于不同的亚属。分子系统学的

研究结果与传统的分类学观点存在较多的矛盾，这

需要扩大分子系统学研究的取样量，并重新审视传

统的分类性状，通过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得到合理的

解释。

４　五味子科的物种分类对其传统应用的影响
由不同的分类大纲可以看出五味子科物种分类

存在较多争议，Ｓｍｉｔｈ体系五味子属有２５种，南五味
子属有２３种；Ｓａｕｎｄｅｒｓ体系五味子属有２３种，南五
味子属１６种；林祁体系五味子属有１０种，南五味子
属１１种。不同分类学者意见存在很大分歧，可能是
由于每位学者所采集的样品、所选取的形态学性状

及其性状分析有所差异导致。三种分类大纲见表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中共收录了

三种五味子科植物：内南五味子、五味子和华中五味

子，其中内南五味子在《中国植物志》中又名凤庆南

五味子，但是在《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中被归并到异形南
五味子中。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异形南五味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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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茎为药材“地血香”，主要功效为祛风除湿、行气

止痛和舒筋活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
版）记载内南五味子的藤茎为药材“滇鸡血藤”，主

要功效为活血补血、调经止痛和舒筋通络，两者药效

不同，从传统应用的角度考虑，不能作为同一种药材

使用。华中五味子在林祁的分类大纲中被归并到东

亚五味子中，而林祁分类大纲中的东亚五味子不仅

归并了华中五味子，同时也归并了很多尚未药用的

物种。由此可以看出，五味子科物种分类争议较大，

直接导致了市场上五味子科药材的基源不清，混用

乱用，影响了药材的传统应用和安全性。

５　小结
五味子科植物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大部分五

味子科植物在我国作为民间药使用，历史悠久，主要

以果实和藤茎入药。但由于五味子科植物系统分类

存在较多争议，直接导致了市场上五味子科药材的

基源不清、混用乱用，影响了药材的传统应用和安全

性。

传统的系统学研究中，五味子科系统位置争议

颇多，目前普遍支持将五味子科和八角科置于八角

目中的处理意见。正如前面分析，五味子属和南五

味子属中可能存在属间界限模糊的问题，五味子属

中的一些物种可能隶属于南五味子属，传统上依据

成熟果实形态特征作为两个属的划分标准可能需要

进一步分析。五味子科内属下关系十分复杂，尤其

是五味子属，不同学者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难以确

定反映真正谱系发生的分类大纲。传统分类与分子

系统学出现矛盾，可能是因为对一些形态与微形态

性状（如种子表面微形态、雄蕊数目、叶面绒毛等）

认识与分析不同造成的，如何理解五味子科中一些

特化性状的演化，怎样考察这些性状的同源性问题，

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些性状的考察范围与深度，增加

分子系统学研究材料的取样量，将传统形态性状认

识和分子系统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加以分析，同时结

合细胞学、胚胎学和化学等手段，以期从诸多来源的

性状对五味子科的系统位置和科内的亲缘关系提出

合理的解释，为科学合理地利用五味子科植物资源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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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ｃ，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ｅｘ

ｔｒａｃｔｏｆ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ｎｕｔ［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０，４８：３４１２

３４１７．

［６］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Ｓ］．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４２３４３．

［７］ＨｕａｎｇＰＬ，ＣｈｉＣＷ，Ｌｉｕ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ｏｎ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ｖｏ［Ｊ］．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Ｔｏｘｉｃｏ，２０１０，４８：３０６３１３．

［８］郑锦星，李忠海，袁列江，等．槟榔生理效应研究进展［Ｊ］．食品科

技，２００６，９：３０２３０５．

［９］刘峰良，赵志辉，谢晶．谷物中真菌毒素的研究进展［Ｊ］．广东农

业科学，２０１２，３９（１９）：１１５１１９．

［１０］蔡静平，黄淑霞，张晓云，等．仪器法快速检测储粮霉菌的可靠

性研究［Ｊ］．粮食储藏，２００３，２（４）：３３３６．

［１１］李瑶瑶，杨相政，李喜宏．不同贮藏条件对槟榔品质的影响［Ｊ］．

中国果菜，２０１４，３４（２）：１５１７．

［１２］ＤｅｖｒｅｅｓｅＭ，ＤｅＢａｅｒｅＳ，ＤｅＢａｃｋｅｒＰ，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ｉｎｐｉｇｐｌａｓｍａ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

Ａ，２０１２，１２５７：７４８０．

［１３］李峻媛，万丽，杨美华．真菌毒素限量标准及其在中药中的研究

进展［Ｊ］．中草药，２０１１，４２（３）：６０２６０９．

［１４］宫春波，姜连芳，张永翠．黄曲霉毒素在食品中的危害及去除方

法［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４，２５（１）：１２０１２３．

［１５］陈丽星．真菌毒素研究进展［Ｊ］．河北工业科技，２００６，２３（２）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６］张雪辉．中药中黄曲霉毒素检测方法研究及模式识别在中药领

域的应用［Ｄ］．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２００４．

［１７］ＹａｎｇＭＨ，ＣｈｅｎＪＭ，ＺｈａｎｇＸＨ．Ｉｍｍｕｎｏ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ｃｌｅａｎｕｐ

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

ｉａ，２００５，６２（８９）：４９９５０４．

［１８］ＷｅｎＪ，ＫｏｎｇＷＪ，ＨｕＹＣ，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ｇ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ｙＵＨＰＬＣＦＬ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ＣＭＳ／Ｍ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４３：８２８７．

［１９］刘书宇，仇峰，杨美华．免疫亲和柱净化在线柱后光化学衍生

ＨＰＬＣＦＬＤ检测莲子中黄曲霉毒素 Ｂ１，Ｂ２，Ｇ１，Ｇ２及其液质确

证［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３）：３０５３０９．

［２０］ＬｉｕＱＴ，ＫｏｎｇＷＪ，ＧｕｏＷＹ，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ｙｕｌｔｒａｆａｓｔ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

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Ｂ，２０１５，９８８：１７５１８１．

［２１］ＭｙｌｏｎａＫ，ＳｕｌｙｏｋＭａｎｄＭａｇａｎ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ｌｏｓｓａｎｄ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ｓｔｏｒｅｄ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ｍａｉｚ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Ｃｏｎｔａｍ，

２０１２，２９（７）：１１１８１１２８．

［２２］ＫｈａｌｅｓｉＭａｎｄＫｈａｔｉｂ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ＴｏｘｉｃｏｌａｎｄＰｈａｒ，

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３１２１．

（２０１５－０６－２９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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