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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加工並切成飲片後 (圖一)，可依產

地之不同，另有「杭白芷」、「川白芷」

或「湘白芷」等名稱。一般市售白芷藥

材，其來源為唐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Benth. et Hook. var. pai-chi Kimura, Hayata 

et Yen) 的乾燥根，近緣植物則有興安白

芷、滇白芷、日本白芷、川白芷及杭白芷

等。根據學者調查，台灣應有5種獨活屬

植物，其中包含有原生種台灣白芷，其

分布於北部大屯山、北投和新竹幾處山

麓地帶，但族群數量不甚豐富。有植物

學家認為，台灣白芷與杭白芷在外觀和

形態上頗為相似，極可能是杭白芷的變

種，故將其學名訂為A. dahurica Benth. et 

Hook. var. formosana (Boiss.) Yen。

一、前言

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Benth. et 

Hook.) 自古以來即是我國慣用的中藥

材，始載於歷史久遠的醫葯典籍-《神農

本草經》，被列為草部中品，味辛、性

溫、無毒，能治療風邪、頭痛、潤澤肌

膚；此後，歷代諸家中醫藥典籍皆有著

錄。《本草備要》記載其味辛散風、性溫

除濕，芳香通竅而表汗，具有緩解眉稜

骨痛或牙痛等功效；《名醫別錄》闡明白

芷可治久渴、嘔吐、兩脅滿及頭眩目癢；

《本草綱目》也登錄其效用可治鼻淵、大

腸風秘、婦人血風眩運，並能療癒蛇傷

和刀箭金瘡。

在植物分類學上，白芷為繖形科 

(Umbelliferae) 獨活屬植物，故大陸東北

地區另稱為「獨活」或「走馬芹」；國

內則習慣將原生種台灣白芷稱作「台灣

當歸」、「野當歸」、「大本山芹菜」

或「台灣獨活」。原植物的根段經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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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藥用白芷原植物根部經炮製加工後的飲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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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雖是我國常用的中藥材，但

近代研究發現其複方製品具有嫩白皮

膚的效果，如應用於製造高價美白化妝

品也深具經濟效益，由於野外採集者日

漸增多，原生地的族群分布數量，也有

逐漸減少的趨勢。有時在貨源不繼情

況下，有少數的不肖商家會以粗糙獨活 

(Heracleum scabridum Franch) 混充正品販

售，此也突顯白芷種原亟需積極保存與

維護。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近年大屯

山區原生種台灣白芷的族群生育情形，

並簡介應用組織培養和無菌播種方法，

大量繁殖白芷種苗的技術，同時籲請社

會大眾，能正視珍稀植物種原之保育與

資源永續利用的重要性。

二、台灣白芷種原搜尋-以大屯

山區為例

位於台灣北部的大屯山主峰，海拔

高度約1,092公尺，在行政區劃上被歸入

台北市北投區，現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管轄範圍。除大屯山主峰外，鄰近

四周尚分布有四座小山頭，分別為北邊

的菜公坑山、南邊的錐形火山-大屯山南

峰，以及東側呈現鐘形的面天山和向天

山，二者並連結成為地勢起伏的馬鞍形

山坳。大屯山主峰與前述四座山頭環繞

中央低窪的濕地，當地居民稱為「大屯

坪」；此外，在向天山的頂部西側，有

一處完整漏斗形的火山口窪地且積水成

池，此即是「向天池」。由於大屯山火山

群位於台灣島的北端，海拔高度達1千公

尺以上，故冬季時節，大屯山、七星山及

竹子山的迎風面，會受到東北季風與來

自大陸北方強烈冷氣團或寒流的影響，

甚至偶有降雪的情形發生。

大屯山區受到緯度、海拔、季風及

近海地形的影響，全區環境可因溫、溼

度變化，將其概分為亞熱帶和暖溫帶氣

候區。根據調查統計，山區內的維管束

植物種類多達1千3百多種，其中包含春

季2、3月份，綻放繽紛花朵的杜鵑和緋

寒櫻；夏季5、6月份，會自植株頂端抽苔

並開滿白色小花的台灣白芷；以及秋季

10月間，隨風搖曳的白背芒等植物。大屯

山夏季在西南風吹拂下，午後常有雲霧

籠罩山頭，且多有雷陣雨發生，森林下層

的日照量即略顯不足；台灣白芷又為短

縮莖植物，在未抽出直立花序時，與山

區隨處生長的芒草或箭竹林相比，其植

株較為低矮 (圖二)，故台灣白芷為獲得

足量的光照進行光合作用，並避免自身

被森林裡的楊桐、昆欄樹、墨點櫻桃、紅

楠、大葉楠，或草原上的白背芒與叢生

箭竹覆蓋住，僅能在山區道路兩旁且靠

近路邊陽光充足的地方，才容易找到適

合其生長的處所。

圖二、台灣白芷具有短縮莖，故未抽出花序
時，若與樹林中的灌木叢相比，顯示其植株高
度較為低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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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習性，可搜尋大屯山區適

合台灣白芷生育的地點，發現台北市與

新北市交界處某條登山道路旁，是台灣

白芷種原生長密度較高的區域 (圖三)；不

過，該處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轄與保

護範圍，故園區內的原生物種，嚴禁民眾

任意採摘和破壞。也因為有公權力常年

妥善的保護，經筆者多次記錄與觀察結

果，顯示原生種台灣白芷在當地生育情

形良好，且野外族群尚維持著穩定的數

量。不過，將珍貴的植物種原留在原生

地積極保護，固然是不錯的選項，但近

年來，全球暖化現象越趨嚴重，出現極

端氣候的頻率也日益增加，為避免野生

植物種原受到異常天候與病蟲危害，導

致珍貴種原大量消失，甚至走向滅絕之

途，故有必要進行種苗繁殖與無菌播種

等相關技術之研究。

三、白芷種苗繁殖技術

如前所述，白芷植株具有縮短莖，

難以利用扦插或分株方式，在短時間內

培育出眾多的幼苗；但白芷在盛花期抽

苔生成的繖形花序 (圖四)，是由無數白色

圖四、每年夏季5-6月份是台灣白芷抽苔開花的時期，其繖形花序是由無數的白色小花所組成 
(左)；花朵經蟲媒授粉後，種子約在7-8月間成熟(右)。

圖三、位於台北市與新北市交界處之大屯山區某登山道路旁，是台灣白芷種原生長密度較高的區
域，因該處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轄與保護範圍，故園區內的物種，嚴禁民眾任意採摘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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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聚集排列在總花梗頂端所組成，

此種花朵常藉由昆蟲訪花行為來完成授

粉，因此，若僅想維持種原遺傳質多樣

性，且能接受實生苗不一定會延續母株

優良特性的缺點，那麼可以採集成熟種

子進行播種繁殖，以獲得數量較多的小

苗。如果應用組織培養技術，直接切取

母株的頂芽或腋芽進行增殖培養，則不

但能迅速獲得大量種苗，且因採用無性

繁殖方法，故誘導增生的幼苗，大多能

承續母株耐熱或抗病等優良特性。

由於大屯山區的原生種台灣白芷，

受到國家公園保護法相關規定的保護，

原植物材料非經主管機關允許，不得任

意採摘，故以下將以近緣種白芷和同為

繖形科的藥用植物-當歸為例，進行播

種、分株以及組織培養繁殖技術之簡

介，相信這些技術與方法，亦能適用於

原生種台灣白芷健康種苗的繁殖與保

育。

(一)播種和分株繁殖

白芷成熟種子播種後，一般需經過

2年的生育期，才能長成具有開花結果能

力的成熟株。留種用的母株，其開花期

約在每年的5-7月，結果期則在7-9月間，

此時，可採收黃褐色的種子，用傳統播

種方法，將種子穴播在土壤中；或是應

用無菌播種技術，依序以75%酒精溶液

浸漬30秒，再使用0.5%次氯酸鈉 (NaOCl) 

水溶液，進行種子外部消毒5分鐘；此

後，置於無菌操作台上，以無菌水清洗

乾淨，即可播種於含有MS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 基本鹽類配方，並添加0.1 

mg/L 激勃素(GA3)、30 g/L蔗糖和2 g/L 

Gelrite凝膠物質的固體培養基 (圖五)。

另外，依前人累積的經驗，若白芷

種子未經妥善儲存或適時播種，其壽命

僅能維持1年左右。故大陸白芷藥材生產

基地，大多是在9月上旬至10月下旬開始

播種，如果太早播種，當年植株生長勢

可能過於旺盛，到第二年將提早抽苔開

花，且易使根部空心腐爛，到秋天欲掘

根炮製成藥材時，恐已喪失商品價值；

假若太晚播種，則幼苗剛萌生出土時，

容易遭受冬季低溫寒害或凍傷，影響植

株正常發育；至於，採用分株繁殖方法，

則需待植株莖節基部萌生不定芽後，再

切取芽體進行培育，但此種方法的種苗

繁殖倍數較為偏低。

圖五、採取白芷成熟種子並經過外部消毒後，
可以進行無菌播種，以培育實生苗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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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培養繁殖技術

根據學者研究指出，被歸類為繖

形科當歸屬的藥用植物-當歸〔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在進行擬胚化癒

合組織的誘導試驗時，如將分化完成的

體胚，預培養於添加1/2MS基本鹽類配

方，以及0.2 mg/L NAA的液態培養基5

天，再繼代培養於含MS基本鹽類配方的

固體培養基，可以促進體胚的發根；且

使用MS基本鹽類配方比B5配方 (Gamborg 

et al., 1968) 更適合當歸體胚的形成與分

化。Watanabe等人則曾報導，切取日本當

歸 (Angelica acutiloba Kitagawa) 植株萌生

的腋芽，經外部消毒10分鐘後，在無菌操

作台上，以無菌水清洗3次，此種培植體

培養於含MS基本鹽類配方，並添加0.01 

mg/L NAA、0.1 mg/L kinetin、30 g/L蔗糖

及2 g/L Gelrite的固體培養基8星期後，

分析鑑定其遺傳質變異性，結果顯示，

不論是DNA片段或組織結構均與母株相

同，亦即無變異性發生。

參考前述學者們的報導和使用的培

養基配方，可以應用於藥用白芷的組織

培養與種苗繁殖研究。試驗結果顯示，

自野外採集的白芷植株，先以自來水沖

洗乾淨，去除外部沾附的沙土和灰塵，

圖六、生長在白芷植株葉片基部的腋芽 (A)，腋芽或頂芽經過消毒後，接種於固體培養基，可誘導
產生不定芽 (B)；將芽體繼代培養於誘導發根的固體培養基2個月後，即可獲得許多苗株 (C)；瓶
苗再經馴化處理，即可種植於花盆並培育成健壯的植株 (D)。



作
物
種
原

36 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季刊．2017年06月．110期

再將包覆於頂芽和腋芽 (圖六A) 外部的

葉柄基部小心剝除，此種培植體依前述

程序進行消毒後，可切取頂芽和腋芽，

再接種於含有MS基本鹽類配方，並添加

1 mg/L NAA、1 mg/L 6-苯甲基腺嘌呤 (6-

BA)、30 g/L蔗糖和2 g/L Gelrite的固體培

養基，誘導新芽與不定芽的增生 (圖六

B)。將生長健壯的芽體，繼代培養於誘

導發根的固體培養基2個月後，可獲得許

多具備健全根系的小苗株 (圖六C)；這些

瓶苗經過馴化處理，能適應外界環境及

溫、溼度的變化後，將其移植出瓶並種

植於花盆中，即可成長為具有優良特性

的植株 (圖六D)。

四、結  語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生活水

準也愈來愈高，但在世界各國競相發展

工業的過程中，卻也耗用地球許多珍貴

資源，環境監測報告顯示，近30年來，人

類已破壞熱帶雨林和森林總面積達原有

的45%以上，估計全球1/4的物種，將在

50年內消失殆盡，因此，積極維護環境生

態與物種多樣性也益形重要。分布於陽

明山國家公園內大屯山區的台灣白芷，

野外族群雖維持穩定的數量，但在國內

其他山區卻不易發現其蹤跡，顯示適合

其生長的原生地範圍並不廣闊，部分原

因可能是受到土地開發和人為濫採的影

響。為避免此一植物種原，受到極端氣

候的摧殘，以及人為和病蟲危害，若能

應用組織培養技術，進行種原保存和種

苗繁殖，或能稍減原生物種面臨氣候異

常下導致族群遽減的隱憂。最後，藉由

本文的簡單介紹，相信讀者對於台灣白

芷應有初步的認識，他日若在北部山區

偶遇，期待國人能更加珍惜此一自有的

原生保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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