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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五味子的种质资癫· 
袁仕禄 晁无疾 

(中国^民解放军农牧大学农学农机系．长春 130062) (北京农学院菌艺系) 

擒要 秦巴山区共有五味子(K~ Ft2 Juss．和 Schisandra Miehx．)10种 1变种，分布广，资源丰 

富。五味子果实营养物质丰富．蛋白质、氨基酸、矿质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苹果、梨 、柑桔。尤其是 

果实中富古超氧化橱歧化酵(s0D)和木脂素．具有保健作用，颇有开发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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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altogether 10 species and 1 variety of Kadsura Juss．and S ／sandra Michx． 

in Qinling Bashen Mountain Areas，with a州de distribution and rich res0urces．The 

fruits of Kadsura and Schisandra are rich in nutriems． with a highe r content of 

protein, amino acids and mineraI elemerita than those of apple， pear an d orange． 

Panicularly,the fruits have lignan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SOD)。Which have a 

good effect on health．and are worth exploiring and utill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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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 巴山区的自然概况 

／ 文 { 

秦巴山区境内包括陕、甘、川、鄂、豫五省，共 70余县市。秦岭山脉西接昆仑山脉，东连伏 

牛山脉，东西长650 km，位于北纬33。00 ～34"30 之间。秦岭北坡山区气候干燥。巴山山脉包 

括西段米仓山和东段大巴山，西连岷山，东接湖北神农架。巴山山区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 

14～16℃，年降雨量 1 0o0～1 200 mm，属典型的北亚热带湿润气候。秦巴山区野生果类资 

源十分丰富。各种浆果产量高，主要有悬钩子(Rubus L．)、五味子(Kadsura和 Schisandra)、 

猕猴桃(Ac￡inid缸)、野葡萄(Vitis)、野草莓(Fragaria scn IJ_)，其中五味子最丰富。据陕西 

省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调查，秦巴山区五味子年产鲜果42 934 t，具有强大的贾源优势。 

2．五味子种类及分布 

秦巴山区是我国五味子资源的一个集中分布区，作者自1990年开始，对秦巴山区的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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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共有五昧子 10种 1变种(表 1)。占我国五味 

子植物总数_的42 3％。 

衰 1 lit巴 山区五味子种娄置分布 
仙 1 Species·nd alslrlbution of Kadsura and “螂  in Q萱riling Bashan咄 n 

在 L1种五味子中，华中五叶子分布最广，丰产性能最好，果实色泽鲜艳，味道适 口，营 

养价值高，广为群众鲜食及加工利用。 

3．五味子的营养成分与开发利用 

3．1 果实营养成分分析 

华中五味子(S．slt~henanthera Rehd)、红花五味子(S．m觇肋m Rehd)和金山五味子(S． 

glancescens Diels)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9．45～11．5％之间，高于野生猕猴桃(6．7％) 

和抄棘(4．3％)。糖、有机酸、矿质元素、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简称 SOD)的含量见表 2和表 3。 

从分析结果看，以上3种五味子果实都含有较丰富的营养物质，其含量高于苹果、葡萄、 

草莓和柑桔等栽培水果。此外，五味子果实中还含有较丰富的 SOD和木脂素_1t ’ 。SOD与 

机体抗 肿瘤、抗衰老、免疫及辐射病 防治有关 ”．木脂素具有抗氧化，增强机体免疫力等作 

用_1一 ， 。因此，作为SOD和木脂素的植物来源，五味子很值得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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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五峰早果实中■、有机■．置白厦．氯基酸爰矿噩元素昀含量 
Tab 2 Contents a-目盯．甜 InIc-cI蠡 ．protein．删 呻 acids altl mineral eI舢 臼 in 蜀4如  altl＆  Ⅻ  fruits 

种类 VitaminE Viumfin Bl Vitamin B2 VitaminC SOD 

Specie~ ( 吕，g) ( ／E) ( ／g) (1~ 100g) (u) 

*栽培水果昔养物质古量摘 自‘果树栽培学) 

3．2 开发利用 

3．2．1 野生果类直接加I利用 华中五味子果实色泽鲜艳，风味适 口，营养物质含量丰富， 

可直接加工利用和鲜食。 

3．2．2 引种驯化与大穗大粒类型的选育 秦巴山区五味子种类多，‘分布广瑟，但都处于野 

生状态。不同种类的五味子果实风味不同，丰产性和抗逆性也不同。野生状态下穗小，果粒 

小，味偏酸．直接将野果投放市场不易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商品价值低。应进行引种驯化，选 

育含糖量高，穗大粒大的新类型。 

3．2．3 资源保护 秦巴山区五味子资源十分丰富，但近年来由于过度开垦，资源破坏和流 

失严重，因此，采取措麓，加强资源保护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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