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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蝴蝶不仅是传统中药材，而且是理想的观花观果植物，用途广泛。本文分析了木蝴蝶生态学特征及其经
济价值，并对木蝴蝶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价，以期望得到保护、研究、开发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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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蝴蝶（Ｏｒ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Ｌ．）Ｋｕｒｚ）别名：千
张纸、毛鸦船、玉蝴蝶、千层纸、土黄柏、兜铃、海船

等，属紫葳科木蝴蝶属。木蝴蝶是传统中药材，已有

几百年的药用历史，首载于《滇南草本》［１］，原名千

张纸，《本草纲目拾遗》［２］始名木蝴蝶，木蝴蝶又是

理想的观花观果植物，用途广泛，是我国西南部热带

亚热带地区极具发展前途的乡土树种。

近年来，对木蝴蝶的研究主要在其药用价值上，

其性味苦、甘、凉［３］，有利咽［４］、清肺［５～６］、止咳［７～９］、

入肺［１０～１１］、肝［１２～１３］、胃 经［１４］，舒 肝 和 胃 之 功

效［１５～１６］，主治肺热咳嗽［１７］、喉痹、音哑、肝胃气痛、

疮口不敛［１８］；用法可煎服、研末服用或外用敷

贴［１９］。随着医药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其药用价值越

来越广泛：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人肝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细
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０］；提取的有效成分在动物

镇咳、祛痰方面均表现出较好的效果，且无明显急性

毒性［２１］，木蝴蝶用酒浸泡２ｄ～３ｄ后擦患处主治白
癜风［２２］，还能美白肌肤，有效消除脂肪，对瘦身有帮

助［２３］。

木蝴蝶在医药上得到了重视，但在生态林业和

生态园林上却研究不多。本文主要对木蝴蝶生物生

态学特性进行总结，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初步评价，

期望为木蝴蝶的进一步研究和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木蝴蝶的生物学特性

１．１　形态特征
木蝴蝶是落叶乔木，树干直立，树高 ７ｍ～１２

ｍ。树皮呈灰褐色，皮厚，有皮孔。２～３回羽状复
叶，对生，长４５ｃｍ～７６ｃｍ，小叶多数呈卵形或椭圆
形，长８ｃｍ～１６ｃｍ，宽６ｃｍ～１２ｃｍ，先端渐尖或短
尖，基部圆形，全缘，叶表面呈绿色，冬季变紫红，早

春嫩叶淡紫红，叶柄短，分枝少，嫩枝上有突起。花

为总状花序，顶生，花序柄长 ７０ｃｍ～９０ｃｍ，萼肉
质，钟状，长３ｃｍ～９ｃｍ，花冠大，肉质，钟状，长３．５
～４．５ｃｍ，紫红色，裂片五枚，雄蕊五枚，花丝长３５
ｃｍ～５ｃｍ．花盘大，肉质，花柱长６ｃｍ左右，柱头宽
约１．２ｃｍ，并具两枚半圆形薄片。蒴果长披针形，扁
平，木质，似船也似剑，边缘稍内弯，长 ５０ｃｍ～７０
ｃｍ，宽７ｃｍ～１１ｃｍ，成熟时棕红色。晒干后易开
裂，通常有种子５００～７００张，呈有规则层状排列，中
间有长条状隔膜，种子扁圆形，边缘具白色透明的膜

质翅，长６８ｃｍ～７５ｃｍ，宽３ｃｍ～４ｃｍ，似白色蝴
蝶，故名木蝴蝶。

１．２　地理分布
１．２．１　水平分布　木蝴蝶是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
乡土树种，其天然林分布在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

广西、四川、贵州及云南。在越南、老挝、泰国、柬埔

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有

分布。其东界和南界都位于马来西亚，西界位于印

度，北界则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德昌一带。

１．２．２　垂直分布　我国木蝴蝶天然分布最低海拔
为５００ｍ，在广西百色，分布最高点见于米易县的撒
莲镇林区，海拔 １６００ｍ。木蝴蝶的垂直分布范围
较大，与生长地的地势、地貌和特殊区域气候特征有

关。

１．３　生长特性
木蝴蝶幼树生成快，每年２月至３月气温回升，

开始吐芽长叶生枝，嫩叶呈淡紫红色，尔后逐步转

绿。幼树３年后枝条萌生力减弱，伸长３０ｃｍ～６０
ｃｍ时，即从顶端长出花序，开始开花结果。从抽花
序、现蕾开花到花蕊凋谢需２０ｄ～３０ｄ左右。但不
同树龄和枝条抽生时间和花期差异较大，有时幼树

比大龄树相差１个月左右。花期在７月至１０月，同
一花序上开花时间持续１个月左右，并形成１～３个
幼果，从幼果形成到蒴果成熟需要１００ｄ左右，果期
１０月至翌年２月。１０月至１１月叶片由绿变红，１１

月至１２月开始落叶，但在冬季气温较高的地区，也
有带叶过冬的植株，延长到翌年春季抽生枝叶前脱

落。

１．４　适生环境
木蝴蝶种子在荫蔽条件下萌发，表现为忌光

性［２４］。幼树期喜阴，成年树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

不耐寒，对冬季温度要求比较高，在霜冻出现的地区

或低洼地不易安全越冬。在土层疏松、肥沃湿润的

土壤生长良好，如土壤贫瘠、干旱或排水不良则生长

较差。所以主要生长在空气和土壤相对湿润，植被

相对茂盛的山坡、林缘、沟谷的灌草丛以及次生阔叶

林中。

２　木蝴蝶的生态经济价值

２．１　经济价值
木蝴蝶主要药用部分是种子和树皮［２５］，药材气

微，味微苦，含脂肪油、苯甲酸、白杨黄素、木蝴蝶苷、

黄苓苷元、木蝴蝶素 Ａ以及挥发油等化学成
分［２６～２８］，在医药上已得到广泛应用。

木蝴蝶极具观赏价值，花冠大，花期长，花冠呈

紫红色，十分艳丽。蒴果下垂，像船也像剑。其种子

现状奇异，美丽轻盈，又称玉蝴蝶，古人以玉蝴蝶为

词牌名写下了许多流芳千古的诗词。明朝兰茂在

《滇南本草》中诗意描述木蝴蝶的现状：“中实如积

纸，薄如蝉翼，片片满中”。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的

园林绿化植物。

在云南省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地区，木蝴蝶

果实也作蔬菜食用。

木蝴蝶木材轻软，常用于制作火柴杆。

２．２　生态价值
木蝴蝶属落叶树，树干直立，树冠小，林下透光

度较高，可形成繁茂下木层、灌草层的多层多种的群

落结构，并保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木蝴蝶种子轻

盈，成熟季节即随风飘散，通过自然繁殖可以逐步改

变林相，给人以“步移景异”的感觉，满足人们对森

林资源景观的观赏要求。同时木蝴蝶通过种子自然

繁殖，可以增加森林色调，丰富植物群落结构，促进

森林群落的稳定性；木蝴蝶叶、花、果均具观赏价值，

适合在城郊、森林公园、风景区和生活小区栽植。

３　发展前景

木蝴蝶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决定了其有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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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营造木蝴蝶人工林是满足社会对不断增长
药材需求的必然选择。近年来，由于过度的挖掘和

采摘，野生木蝴蝶现已濒危，同时木蝴蝶没有人工

林，导致市场上木蝴蝶供不应求［２９］。木蝴蝶在医药

方面运用广泛，随着在医药方面研究的深入，其运用

还将进一步拓展，供不应求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不

得不依靠营造木蝴蝶人工林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２）发展和推广木蝴蝶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和美
景追求的客观要求。木蝴蝶的形态特征和生态价值

决定了其在提高生态环境和美化环境的独特作用。

目前，人们对木蝴蝶还欠缺认识，但了解其形态特征

的人们都异常喜爱这种植物。

３）在森林中补种木蝴蝶可以促进对森林的保
护和利用。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是生态平衡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加强对林业资源开发利

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林业产业的发展，加强林业经

济的开发确保提高林业资源的附加值，从而使得生

态环境受到保护，也能使得经济水平得到提升［３０］。

所以通过利用促进保护是森林资源保护的一项重要

措施。木蝴蝶种子经济价值高，年年都会产生附加

值，提高了林农对森林资源保护的主动性。

４）发展木蝴蝶苗木产业符合投资者的利益追
求。通过林业科技人员的努力，木蝴蝶野生变家种

已经成功［３１］。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苗木生产商

已大量栽培木蝴蝶，作为珍稀苗木出售，经济效益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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