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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糖果又称膀胱果、羊奶子、羊叉果，在甘肃、山东、陕
西、江西、湖北、四川、东北等地都有分布，具有清热解毒、祛
风除湿等功效，同时还有很好地观赏效果和科学研究价值。苦糖
果作为甘肃小陇山地区，特有的种子资源，在深山却鲜为人知。
为了促进当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主要对苦参果生物学特性及其利
用价值进行分析探讨。

一、生态学特征
苦糖果属于落叶灌木，主要生长在 1100 ～ 2000 ｍ海拔高

度，背风向阳山坡、林缘、沟谷和沿山坡流水的低洼处，特别是
1300 ～ 1600 ｍ海拔高度，具有深厚土壤且具有良好排水条件的
区域，生长最为茂盛。苦糖果一般生长高度在 150 ～ 250cm，主
要表现为丛生状。树冠主要为直立型，同时还有下垂型。苦糖果
的新生枝梢颜色主要为紫红色，成熟的老枝条主要为主要为褐灰
色，有着十分明显的徒长枝优势，白色刚伏毛分布于枝条表面，
苦糖果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具有很强的固土作用。

苦糖果的叶片为对生，厚纸质，狭长，呈椭圆形或卵状披针
形，叶尖渐尖，基部近圆形或卵圆形，长６～ 11cｍ，宽２～４c
ｍ，叶全缘，缘边疏生短腺毛，叶两面被白色短腺毛，背面基出
脉、侧脉隆起，均被短腺毛，中脉下部和基部夹杂短糙毛，４叶
柄长７mm，密被糙伏毛，这也是与郁香忍冬（原种）区别之一。

开花时间较早，现蕾期在１～２月，主要表现为白色同时带
有紫晕，1 ～ 4 月是苦糖果的花期时间，盛花期主要为 2 月下旬
到 3 月下旬这段时间，花要比叶片生长更早，有的为花果同树，
花儿一般生长在腋生总花梗顶端，主要表现为“双花”状，苞腋
生长花梗２～３个，长度在５～ 10 ｍｍ；表现为唇形花冠，主要
为粉红色或者白色，花香味较浓，花朵存在苞片以及小苞片各１
对；接近的两萼筒全部发生联合，有５裂萼檐，存在环状或者波
状的口缘；雄蕊５，有丁字着生的花药；花冠下部疏生糙毛。

其果实主要为坚果，一般为 20 ｄ左右的挂果期，并逐渐成
熟，3 ～ 5 月是苦糖果的初成熟期，盛果期主要出现在３月下
旬～４月下旬，果实逐渐有绿色转变为黄色，红色而成熟，果实
表现为“人”字形，颜色为红色，紫红色。

二、苦糖果的开发利用价值
（一）观赏价值较高
苦糖果是一种重要的野生木本花卉，小灌木，观赏价值非

常的高，形态非常的优美，有着飘逸的枝叶，特别是处在寒风抖
擞，万物还没有复苏之前，苦糖果便已经含苞待放，花卉并蒂合
生，果型十分独特，正是由于苦糖果果型的独特性，大大提高
其观赏价值。因此苦糖果可以作为季节性的点缀树种，种植在草
坪、广场、庭院区域起到点缀效果。苦糖果，属于阳性、偏中性
的树种，喜欢在向阳的沟渠坡边生长，而且也常常生长在深处觅
食的道路两旁，由于牲畜的啃食，通常苦糖果冠幅不大，修剪非
常方便，非常容易成型，其野生的树桩，能够制作盆景，不仅开
花时间非常早，而且节食时间也非常早，可以和碧桃、梅花以及
腊梅共同进行观花盆景培植，同时也可以和樱桃、杏子制作夏季
观果类盆景。

（二）游憩应用价值
苦糖果一般在五一期间成熟，此时正是旅游黄金季节，飘

逸的树枝上，有如同玛瑙一样精美透亮的果实挂上枝头，造型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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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苦糖果为忍冬科野生花卉植物，利用前景与开发价值较高，但是甘肃小陇山地区，苦糖果自然分布相对较少，目前在开发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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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观赏价值较高，还能有效增添旅游观赏点和趣味性。苦糖果
的坚果，甜中略带苦味，其中具有很高的果糖含量，不仅能够增
添食物营养，还使旅游舒适度大幅提升，农家建立采摘园，目前
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交流项目，同时也为种植户创造了丰厚的
经济效益。苦糖果种植在庭院旁，其优美的造型，和高甜度的果
实，成为人们时令采摘旅游的重要项目，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
还能有效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养生保健价值
苦糖果其叶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养生良药，鲜叶片当中达到

6.8%的绿原酸含量，而干叶片中达到 0.78%的干叶含量，绿原酸
是一种作用明显的广谱抗菌药物，药效作用非常明显，提取绿原
酸，还能有效生产绿原酸茶叶。苦糖果果实当中氨基酸含量达到
18 种，果糖约为 8.00％～ 18.00％，富含人体必需的很多维生素与
微量元素，保健作用突出，具有很好地开发利用潜力。

三、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建议
（一）扩大宣传
在甘肃小陇山地区苦糖果还尚属于一种没有得到开发的野生

树种，收集保存的种质资源主要停留在标本图片层面，有关部门
必须要对苦糖果资源加强保护，严厉禁止乱砍滥伐行为，避免发
生过度放牧，破坏苦糖果的种质资源。对于基层有关单位领导和
工作人员加强相应的教育，提高其保护苦糖果资源的意识，和了
解到苦糖果种质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与开发潜力。

（二）加强对野生资源的调查
只有具备大量的树木种子资源，才能更好地进行品种创新，

增强市场竞争实力，所以要对苦糖果的分布区认真调查，对其种
群数量充分了解和掌握，并进一步扩大资金、技术以及调查人员
和时间方面的投入，对于种子资源数量、质量、性质、分布和组
合特征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并结合苦糖果资源实际构建，收集
区、保存区和保护区，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强化管理与保护。

（三）挖掘种质资源潜力
对于苦糖果种子资源，生态学以及生物学和繁殖技术方面

的研究，选育优良的品种，同时加强引进与推广种群扩大的良好
方法，在此基础上开发更多新的品种，降低过度依赖野生资源现
状，增强市场竞争实力，优质林木种子资源充分利用，选育出更
加生态、经济的鲜果树种，同时扩大园林绿化，美化树种和药用
树种培育。

（四）对苦糖果资源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
要加强苦糖果保护与合理利用，将二者之间的矛盾有效解

决，有效改善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利用，避免被苦
糖果资源造成破坏，严禁采用掠夺式的开发，提高苦糖果自然更
新与再生能力，为其生态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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