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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染料植物的调查研究
柴真真１ꎬ２ꎬ 王　 趁１ꎬ 王雨华１∗

( １.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

摘　 要: 植物染料在工业化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资源限制ꎬ目标色相不丰富、色牢度不理想、植物染料本身的鉴

别和成品的鉴别等问题ꎮ 为了丰富染料植物资源的来源和提高染料植物资源的利用效率ꎬ该研究对西双版纳

傣族利用的染料植物及其染色工艺涉及的相关植物进行了系统调查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采用半结

构式访谈法对西双版纳 １４ 个村寨的 ５６ 个关键信息人进行访谈ꎬ收集信息包括使用着色植物、媒染植物和助

染植物的种类、傣名、利用部位和资源来历ꎬ以及预处理和染色过程工艺条件与技术步骤ꎻ采用参与式观察法

对 ４ 种色相的 １０ 个染色工艺过程进行了记录ꎬ采集了凭证标本和图像资料ꎻ对调查信息进行了整理编目ꎮ 结

果表明: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使用 １１ 种着色植物和 １７ 种助染植物ꎻ目标色相有红、黄、蓝和绿ꎮ 分析了傣族

染料植物资源的发掘潜力、傣族利用植物染色对于染料植物利用的应用启发ꎮ 该研究详细深入地记录了西双

版纳傣族使用的染料植物的种类及其相关的组合和染色的过程ꎮ 该研究结果对民族民间染料植物与染色工

艺的产业化应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ꎬ为染料植物资源筛选及其染色工艺条件优化提供了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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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广泛应用于纺织品、食品、医药和印刷等行

业ꎬ天然染料是绿色环保产品和一些特殊人群消费

品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原料ꎮ 植物染料是天然染料中

应用最为广泛ꎬ且应用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类ꎮ 染料

植物是指能在其植物体内提取着色物质ꎬ 并应用于

工农业生产的一类植物ꎻ广义而言是凡含有着色物

质的植物都可称为染料植物 (赵伯涛和钱骅ꎬ
２００７)ꎮ 本研究聚焦于傣族传统染色工艺过程所涉

及的所有植物ꎬ包括着色植物和助染植物ꎮ
植物染料相对于合成染料有着一系列的优点ꎬ

但是植物染料及其染色工艺也存在一些自身局限:
由于植物材料本身的季节差异、地理差异和品种差

异ꎬ导致着色效果重现性不理想ꎬ染色工艺条件难以

实现标准化ꎻ产率低、染色过程耗时长ꎬ媒染过程复

杂ꎬ对操作者技术水平要求较高ꎬ染色过程成本较

高ꎻ着色对象一般要求是天然材质ꎬ如纺织品ꎬ需要

是棉、麻、竹等纤维材质ꎻ相当一部分染料植物及其

工艺的物质基础与科学原理尚不清楚ꎻ缺乏现成的

染料提取和染色工艺技术通用步骤ꎻ着色牢度与浓

度不够ꎬ几乎所有的植物染料染色工艺都需要媒染

与助染ꎬ加重了废水处理的难度(Ｋｏｎａｒ ＆ Ｓａｍａｎｔａꎬ
２０１１)ꎮ 植物染色工艺的产业化关键在于技术流程

的规范与优化ꎮ
我国民族民间掌握了丰富的染料植物资源利用

知识与印染工艺技术ꎬ民族植物学工作者进行了积

极研究(张来ꎬ２００４ꎻ 崔明昆ꎬ２０１１ꎻ 刘光华和佘朝

文ꎬ２０１２ꎻ 苏仕林ꎬ２０１３ꎻ Ｌｉｕꎬ２０１４)ꎮ 在西双版纳传

统染色植物的民族植物学中(张国学ꎬ２００７)ꎬ傣族

使用的染色植物多达 ５０ 种ꎬ说明傣族人民有着丰富

的染料植物利用的经验ꎮ 但是ꎬ通常一种染料植物

想要发挥很好的作用需要几种植物很好的配合ꎬ以
及不同的染色过程ꎮ

本研究在西双版纳多个傣族村寨开展了染料植

物种类ꎬ利用方式和染色工艺条件等系统的调查工

作ꎬ以期为资源发掘和产业化应用过程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的解决提供线索ꎮ

１　 研究地点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ꎬ地处

２１°０９′－２２°３６′ Ｎꎬ９９°５８′－１０１°５０′ Ｅꎬ总面积近两万

平方千米ꎬ其中山地面积约占 ９５％ꎮ 其海拔范围从

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处 ４７５ ｍ 到澜沧江西岸最高峰

２ ４２９.５ ｍꎮ 受印度洋季风控制ꎬ属于西部型热带季

风气候(朱华和闫丽春ꎬ２０１２)ꎮ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

亚热带过渡区域ꎬ热带森林分布于全州各地ꎮ 该地

区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ꎬ全州辖两个县(勐海

县与勐腊县)和一个县级市(景洪市)ꎬ世居 １３ 个民

族ꎬ主要包括傣族、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

和瑶族等ꎮ 其中ꎬ傣族居住区分布于全州各个县或

市ꎮ 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ꎬ积累了

丰富的利用植物染色的传统经验ꎮ 本研究依据文献

信息和前期实地踏查ꎬ选取了 １４ 个傣族村寨作为调

图 １　 调查村寨地理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查样点(图 １)ꎮ 调查点分布在三个市县的不同地

点ꎬ所调查的傣族村寨 ９０％以上的人口为傣族ꎬ有
低海拔坝区的和山区的ꎬ也有高海拔坝区和山区的ꎮ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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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
特产及染料植物资源利用的状况ꎬ以保证高效地完

成研究工作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期间ꎬ先后 ５ 次

前往上述西双版纳 １４ 个傣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ꎮ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关键人物进行访谈ꎬ收集信

息包括染料植物种类、傣名、利用部位和资源获取方

式ꎬ以及预处理和染色过程工艺条件与技术步骤ꎮ
关键信息报告人的选取:将村干部及其熟悉的染艺

文化传承人作为“种子”样本ꎬ通过链式推介法(亦
称滚雪球法)ꎬ共选取了 ５６ 位关键信息报告人ꎮ 其

中男性 １３ 位ꎬ女性 ４３ 位ꎬ年龄均在 ４０ 岁以上ꎮ
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对 １０ 种染色工艺过程进行

了完整记录ꎬ进行了凭证标本和音频、图像资料采

集ꎮ 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ꎮ 调查结果梳理归类后ꎬ形成民族植物学信息

编目表ꎮ 编目内容包括:物种学名、当地名、分类地

位、利用部位、资源来历和凭证标本编号ꎬ及其在整

个染色工艺过程中的作用和参与方式ꎮ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傣族传统染料植物资源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利用当地植物染色的传统知识和经验ꎮ 调

查收录了傣族传统染色工艺用植物 ２８ 种ꎬ包括着色

植物 １１ 种ꎬ助染植物 １７ 种(表 １)ꎮ 这些植物隶属

于 １９ 个科ꎮ 利用部位包括根、茎、叶、花、果实、树皮

和心材等ꎮ 资源来历主要包括了野外采集和引种或

栽培采集ꎮ
３.２ 傣族传统植物染色工艺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染红的着色植物种数最多(５
种)ꎬ利用部位主要是心材和树皮ꎻ染黄的着色植物

种数次之(４ 种)ꎬ利用部位为花或根状茎ꎻ染蓝和染

绿涉及的着色植物种数较少(均为 ２ 种)ꎬ利用部位

为茎和叶ꎮ 不同的染料植物种类ꎬ不同的目标色相ꎬ
甚至不同的人ꎬ会采用不同的染色工艺ꎮ 总体来看ꎬ
染色工艺过程涉及的助染植物种类较着色植物种类

更多样ꎻ染液制备包括水提法和发酵法ꎻ染色方法用

到了直接染色法和媒染法(表 ２)ꎮ 图版Ⅰ简要展示

了郁金(Ｃｕｃｕｒ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染黄的工艺过程ꎮ

４　 讨论

４.１ 傣族染料植物资源的发掘潜力

采集狩猎与农业生产均为染料植物的发现与应

用提供了重要线索ꎮ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ꎬ染料植物

的使用也在发展ꎮ 例如ꎬ民间很早就用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ｖｕｌａｇｒｉｓ)和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为食品染色ꎬ
后来发展为用于丝绸染色ꎬ艾用于染绿ꎬ鼠曲草与榉

皮用于染褐色(赵丰ꎬ１９８４)ꎮ 本研究涉及的植物染

色工艺均有一定的应用扩展空间ꎬ包括色系的扩展、
替代资源的扩展和着色对象的多样化ꎮ 傣族将原本

单独可以染色的儿茶(Ａｃａｃｉ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红木(Ｂｉｘａ
ｏｒｅｌｌａｎａ)、 苏木 (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ａｐｐａｎ) 和黄木巴戟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进行创造性搭配ꎬ在助染植物

的作用下ꎬ染出符合该民族习俗的红色ꎬ但如果将其

比例进行合理调整ꎬ将衍生出一系列符合更广泛需

求的红色ꎻ姜黄和郁金染色过程中酸性植物成分的

添加ꎬ可以选择更为方便易得、成本低廉的替代品ꎻ
对于着色对象的多样化ꎬ傣族对纺织品的染色主要

是棉制品ꎬ但由于天然燃料对于天然纺织材料普遍

具有着色亲和力ꎬ其对于丝、毛、麻和竹纤维制品的

染色效果也值得尝试ꎮ
助染植物的使用无疑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染色

工艺的关键ꎮ 本研究将在染色过程中ꎬ不以色素利

用为目的所添加的植物均归为助染植物ꎮ 有学者倾

向于将媒染植物与助染植物区分开来ꎬ认为ꎬ当染料

本身与着色对象之间缺乏亲合力ꎬ须借助可溶性金

属盐作为媒染剂ꎬ帮助纤维与染料之间结合ꎬ某些具

有富集金属离子功能的植物恰好具备媒染剂的特

性ꎬ因此成为了媒染植物(ｍｏｒｄ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ꎻ另一种情

况是ꎬ在染色过程中ꎬ一些植物并没有起到媒染作

用ꎬ它们的作用是使着色均匀ꎬ或调整染料的颜色ꎬ
或改变染色深度等ꎬ这一类植物则起到了助染剂

(ｄｙ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的作用(张国学ꎬ２００７ꎻ Ａｎ￣
ｔｈｏｎｙꎬ２０１１)ꎮ 但在本研究中ꎬ各种助染植物的具体

作用尚无法判断ꎬ需要后续更为细致的研究工作加

以确认和解释ꎮ
４.２ 傣族传统植物染色工艺的标准化与优化

傣 族 在 染 黄 的 过 程 中ꎬ 加 入 了 酸 木 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 ｌｅｓｓｐｅｃｉｏｓａ)、柠檬 ( 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ｎ)、泡果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和酸角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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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染色工艺用植物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 ｄｙｅｉｎｇ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傣名
Ｄａｉ ｎａｍｅ

利用部位
Ｐａｒｔｓ ｆｏｒ ｄｙｅｉｎｇ

资源来历Ａ

Ｓｏｕｒｃｅ
作用Ｂ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标本号 Ｃ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ｏｄｅ

儿茶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Ｘｉ ｘｉｅ 心材
Ｈｅａｒｔ ｗｏｏｄ

Ｉ ＣＰ —

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Ｙａ ｍｉｎ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Ｗ ＤＡＰ —

板蓝
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Ｈｕａｎｇ ｍｕ 茎ꎬ叶
Ｓｔｅｍｓꎬ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０３

红木
Ｂｉｘａ ｏｒｅｌｌａｎａ

红木科
Ｂｉｘａｃｅａｅ

Ｍｕ ｑｉａｎ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Ｉ ＤＡＰ —

落地生根
Ｂ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Ｗａｎ ｆａｉ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ＤＡＰ —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马钱科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Ｌｕｏ ｆａｎ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０２

苏木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ａｐｐａｎ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Ｇｕｏ ｆａｎｇ / Ｇａｉ ｆａｎｇ 心材
Ｈｅａｒｔ ｗｏｏｄ

Ｄ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１１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Ｙｉ ｌａ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ＤＡＰ —

锥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Ｍａｉ ｇｕｏ ｓｈａ 树皮
Ｂａｒｋ

Ｗ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１３

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Ｇｕｏ ｍａｉ ｌｉａｎｇ 树皮
Ｂａｒｋ

Ｗ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６

湄公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Ｍａｉ ｇｕｏ ｌｏｎｇ 树皮
Ｂａｒｋ

Ｗ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１４

酸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Ｍａ ｗａ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Ｄ ＤＡＰ —

柠檬
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ｎ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Ｇｕｏ ｍａ ｌａｏ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Ｄ ＤＡＰ —

泡果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Ｍａ ｂｕ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Ｄ ＤＡＰ —

长管假茉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Ｙａ ｙ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３

郁金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Ｈａｏ ｍｉｎｇ ｌｉａｎｇ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Ｄ ＣＰ —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Ｈａｏ ｍｉｎｇ ｌｅｎｇ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Ｄ ＣＰ —

醴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Ｙａ ｈｕａｎｇ ｇｉｕ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５

云南石梓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Ｍａｉ ｓｕｏ 花ꎬ果实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ｆｒｕｉｔｓ

ＷꎬＤ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４

水杨柳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Ｇｕｏ ｈａｉ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Ｗ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２

野青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Ｇｕｏ ｈａｎ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ＤＡＰ —

黄木巴戟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Ｓｈｅ ｌａｎｇ 根
Ｒｏｏｔｓ

Ｗ Ｃ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１６

观音草
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ｅ ｂｉｖａｌｖｉｓ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Ｙａ ｈａｏ ｓｕｏ 茎ꎬ叶
Ｓｔｅｍｓꎬ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０１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Ｂｕ ｇｕｉ ｘｉａｎｇ ｄａｎ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Ｄ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５０２０

西南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Ｍａｉ ｓｈｕｎ 树皮
Ｂａｒｋ

Ｗ ＤＡＰ ＣＨＡＩＺＺ１４０１５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Ｎａ ｍｅｎｇ ａ 种子
Ｓｅｅｄｓ

Ｄ ＤＡＰ —

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Ｋａｏ ｈｕ 果皮
Ｈｕｓｋ

Ｄ ＣＰ —

酸角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Ｍａ ｈａｎｇ ｓｏｎｇ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Ｄ ＤＡＰ —

　 Ａ: Ｗ. 野生ꎻ Ｉ. 引种ꎻ Ｄ. 栽培ꎻ Ｂ: ＣＰ. 着色植物ꎻ ＤＡＰ. 助染植物ꎻ Ｃ: —. 指未获得有效凭证标本ꎮ
　 Ａ: Ｗ. Ｗｉｌｄꎻ 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ꎻ 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ꎻ Ｂ: ＣＰ. Ｃｏｌｏｒ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ꎻ ＤＡＰ. Ｄｙ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ꎻ Ｃ: —.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ｕｃ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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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西双版纳傣族植物染色工艺关键步骤与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ｙｅ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

目标
色相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ｌｏｒ

植物配方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着色物品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染液制备方式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染色主要步骤
Ｄｙｅｉｎｇ ｓｔｅｐ

已知色素成份
Ｋｎｏｗｎ
ｐｉｇｍｅｎｔ

信息采集地点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红
Ｒｅｄ

１ 儿茶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红木
Ｂｉｘａ ｏｒｅｌｌａｎａ

苏木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黄木巴戟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锥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水杨柳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番石榴

Ｂ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儿茶、红木和苏木的心材ꎬ锥
栗的树皮与黄木巴戟的根ꎬ共
同切碎水煮ꎬ期间加入水杨柳
和番石榴的叶继续煮ꎬ最后加
入草木灰水ꎬ得染液
Ｃｕ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ꎬ ｂａｒｋꎬ ｒｏｏｔ
ｉｎ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ａ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ꎬ ａｄ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ｂｏｉｌｅｄ
ｆｏｒ ａ ｗｈｉｌｅꎬ ａｄｄ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ａｓｈ
ｂｅ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ꎬ ａ ｒｅｄ ｄｙｅ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热浴法上色ꎬ清水漂
洗并晒干ꎬ得成品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ꎬ ｂｏｉｌｅｄꎬ
ｃｌｅａｎꎬ ｄｒｙ

红木:降红木
素 / 红木素
Ｎｏｒｂｉｘｉｎ / ｂｉｘｉｎ
苏木:巴西苏
木素、苏木酚
Ｂｒａｚｉｌｉｎ / ｓａｐ￣
ｐａｎｉｎ

曼沙湾
ｍàｎ ｓｈā
ｗāｎ

２ 高粱
Ｓｏｎ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竹制品
Ｂａｍｂｏ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沸水浸提新鲜果实得染液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竹筷子放入染液中煮
沸约 ５ ｈꎬ加少许食盐
和 酒ꎬ 取 出 晒 干 得
成品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
ｂｏｉｌ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５ ｈꎬ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ｗｉｎｅꎬ ｄｒｙ

高粱红素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ｒｅｄ ｐｉｇｍｅｎｔ

大曼吕ꎬ曼典
ｄà ｍàｎ ｌǚꎬ
ｍàｎ ｄｉǎｎ

黄
Ｙｅｌｌｏｗ

１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糯米食品
ｒｉｃｅ

干燥或新鲜花序ꎬ热水浸提
染液
Ｄｒｙ ｏｒ ｆｒｅｓｈ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糯米在染液中浸泡过
夜ꎬ蒸熟即可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ｏｖｅｒ ｎｉｇｈｔꎬ
ｓｔｅａｍｅｄ

藏花素
Ｃｒｏｃｉｎ

纳 版ꎬ 大 曼
吕ꎬ 小 曼 吕ꎬ
曼典ꎬ曼养
ｎà ｂǎｎꎬ ｄà
ｍàｎ ｌǚꎬ ｘｉǎｏ
ｍàｎ ｌǚꎬ ｍàｎ
ｄｉǎｎꎬ ｍàｎ ｙǎｎｇ

２ 郁金
酸木瓜 / 柠檬 /
泡果 / 酸角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 /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ｎ / Ｃ. ｍａｘｉｍａ /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新鲜郁金根状茎ꎬ加酸木瓜ꎬ
柠檬ꎬ泡果或酸角任意一种ꎬ
舂碎ꎬ冷水浸提得染液
Ｔｕｒｍｅｒｉｃ ｍａ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ｒ ｆｒｕｉｔｓ

冷浴法反复浸染ꎬ晒
干ꎬ得成品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ꎬｄｒｙ

二酮 类 的 姜
黄素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所有村寨

３ 姜黄
酸木瓜 / 柠檬 /
泡果 / 酸角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ｎ / Ｃ. ｍａｘｉｍａ /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新鲜姜黄根状茎ꎬ加酸木瓜ꎬ
柠檬ꎬ泡果或酸角任意一种ꎬ
舂碎ꎬ冷水浸提得染液
Ｔｕｒｍｅｒｉｃ ｍａ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ｒ ｆｒｕｉｔｓ

冷浴法反复浸染ꎬ晒
干ꎬ得成品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ꎬｄｒｙ

二酮 类 的 姜
黄素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所有村寨
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４ 云南石梓
Ｃｒ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糯米食品
Ｒｉｃｅ

干燥花朵粉末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ｙ ｆｌｏｗｅｒｓ
果实挤出汁液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ｉｃ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染色材料与糯米粉混
合ꎬ加水拌匀ꎬ芭蕉叶
包装ꎬ蒸熟即可
Ｍｉｘ ｔｈｅ ｄｙｅ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ｅ ｆｌｏｕｒꎬ ｓｔｅａｍｅｄ

石梓黄色素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ｉｇｍｅｎｔ

小 曼 吕ꎬ 曼
典ꎬ 曼 沙 湾ꎬ
曼 短ꎬ 曼 广
掌ꎬ 曼 南 坎ꎬ
曼庄尖ꎬ曼郎
ｘｉǎｏ ｍàｎ ｌǚꎬ
ｍàｎ ｄｉǎｎꎬ
ｍàｎ ｓｈā ｗāｎꎬ
ｍàｎ ｄｕǎｎꎬ
ｍàｎ ｇｕǎｎｇ
ｚｈǎｎｇꎬ ｍàｎ
ｎáｎ ｋǎｎꎬ ｍàｎ
ｚｈｕāｎｇ ｊｉāｎꎬ
ｍàｎ ｌá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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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目标
色相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ｌｏｒ

植物配方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着色物品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染液制备方式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ｙｅ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染色主要步骤
Ｄｙｅｉｎｇ ｓｔｅｐ

已知色素成份
Ｋｎｏｗｎ
ｐｉｇｍｅｎｔ

信息采集地点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蓝
Ｂｌｕｅ

１ 板蓝
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
艾蒿

Ａｒｔｅｉｎ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新鲜板蓝茎叶ꎬ加等体积水发
酵约 ７ ｄꎬ加芝麻油和石灰ꎬ得
蓝靛ꎬ进一步加入草木灰水ꎬ
得染液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ａｔｓꎬ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７ ｄꎬ
ａｄｄ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ｉｍｅ

冷浴法反复浸染ꎬ期
间加艾蒿叶ꎬ最后将
染制品蒸汽加热约 １
ｈꎬ取出晒干得成品
Ａｄ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ｅ￣
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ꎬ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ａｎｄ ｄｒｙ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ｔｅａｍｅｄ ａｂｏｕｔ
１ ｈ

吲 哚 类 衍
生物
Ｉｎｄｏｌｅ 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ｖｅｓ

所有村寨
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２ 野青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野青的茎叶ꎬ放入缸或瓮中ꎬ
加水浸没ꎬ发酵 ７ ｄ 左右ꎬ放入
石灰ꎬ得蓝靛ꎬ加入火灰水中ꎬ
得染液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ａｔｓꎬ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７ ｄꎬ
ａｄｄ ｌｉｍｅ

冷浴法反复浸染ꎬ最
后将染制品蒸汽加热
约 １ ｈꎬ 取出晒干得
成品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ａｎｄ ｄｒｙ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ｔｅａｍｅｄ
ａｂｏｕｔ １ ｈ

吲 哚 类 衍
生物
Ｉｎｄｏｌｅ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ｖｅｓ

曼沙湾ꎬ曼勒
ｍàｎ ｓｈā ｗāｎꎬ
ｍàｎ ｌè

绿
Ｇｒｅｅｎ

１ 醴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新鲜叶片ꎬ无需浸提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将棉制品浸湿ꎬ与醴
肠叶一起舂约 ５ ｍｉｎꎬ
抖 落 碎 渣ꎬ 晒 干 得
成品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
ｂｅｒｓꎬ ｍａｓｈ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５ ｍｉｎꎬ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ａｇ ｃｒｕｓｈｅｒꎬ ｄｒｙ

叶绿素
Ｃｈｌｏｒｐｈｙｌｌ

曼沙湾
ｍàｎ ｓｈā ｗāｎ

２ 长管假茉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棉纺织品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新鲜叶片ꎬ无需浸提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将棉制品浸湿ꎬ与长
管假茉莉叶一起舂约
５ ｍｉｎꎬ抖落碎渣ꎬ晒干
得成品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
ｂｅｒｓꎬ ｍａｓｈ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５ ｍｉｎꎬ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ａｇ ｃｒｕｓｈｅｒꎬ ｄｒｙ

叶绿素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曼沙湾
ｍàｎ ｓｈā ｗāｎ

酸味果实进行助染ꎮ 在巴拿马ꎬ当地妇女用红木染

编织纤维时ꎬ会加入柑橘汁等酸性物质来固色

(Ｋａｔｈｒｙｎ ＆ Ｂｌａｉｒꎬ２０１１)ꎮ 可见民间对于助染植物的

发掘与助染技术的掌握具有一定共通性ꎮ 而植物染

色工艺的普遍原理与通用工艺条件正是通过这样的

挖掘与对比逐渐建立起来的ꎮ 在此之前ꎬ现行的工

艺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瑕疵ꎮ
傣族染蓝或黑色的主要植物是板蓝ꎬ在染色过

程中ꎬ有些村寨的习惯是只加一种植物ꎬ例如艾蒿的

叶子就可以了ꎬ而有的则需要加多种植物ꎬ例如海船

的树皮和“ｇｕｏ ｈａｏ”的叶子(学名尚待确认)ꎮ 究竟

哪一种配方是最优化的ꎬ尚待进一步研究来阐释ꎮ
板蓝也是我国其它民族较常使用的染蓝植物ꎮ 比如

湖南通道侗族染制侗布的时候ꎬ使用的染料植物是

蓼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或板蓝(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ꎮ 通过工艺过程对比ꎬ可以发现板蓝制靛的

过程是大体相似的ꎬ仅因环境因素有一些细微差异ꎬ
如温度会影响浸泡时间的长短ꎮ 但在染色过程中ꎬ
添加的助染植物及其工艺过程则各有特点ꎮ 这些植

物可能是各民族依据具体资源获取条件发掘的ꎬ可
能拥有相近的助染作用ꎮ 综上述ꎬ助染植物的对比

研究对于植物染色工艺的优化与标准化至关重要ꎮ
植物染料的一个缺点就是:比较粗放的染料提

取使得染料的质量难以控制ꎬ导致不同批次的纺织

品染色色调不一ꎮ 可以考虑应用现代植物成分的分

析和提取分离技术ꎬ明确目标产物ꎬ进行标准化生

产ꎬ使染料成分含量稳定ꎬ保证染色质量ꎮ
４.３ 染料植物用途的多样性

民族民间利用植物染色体现在很多方面ꎬ包括

染食品、染衣物、染工艺品、身体涂色等ꎬ还有一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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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西双版纳傣族郁金染色工艺过程图　 ａ. 郁金与柠檬原材料ꎻ ｂ. 原材料舂碎ꎻ
ｃ. 冷水浸提制备染液ꎻ ｄ. 冷浴法反复浸染ꎬ晒干ꎬ得成品ꎮ

ＰｌａｔｅⅠ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ｃｕｒ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 ｄｙｅｉｎｇ　 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ｕｃｕｒ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ｅｍｏｎꎻ ｂ. Ｍａｓｈｅｄ Ｃｕｃｕｒｍ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ｅｍｏｎꎻ ｃ.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ｅ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ꎻ ｄ.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ｒｙ.

日活动中ꎬ会用植物来染色ꎮ 这些用途多与其传统

信仰ꎬ民俗文化等息息相关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在染工艺品、身体涂色等方面的应用已逐渐消失ꎮ

染食品在傣族和一些稻作民族主要体现在染糯

米饭上ꎮ 苗族、布依族、壮族在节日期间用植物染花

糯米饭ꎬ敬供祖宗神灵ꎬ祝愿五谷丰登ꎬ馈赠亲友ꎬ以
示吉祥如意ꎮ

同一种植物可以有不同染色目的ꎬ比如姜黄就是

一种多用途的染料植物ꎬ在傣族中会用于染糯米饭、
染布和线ꎮ 在云南宣威的汉族ꎬ用姜黄染豆腐ꎮ 除此

之外ꎬ姜黄还是一种很重要的药用植物ꎮ 很多染料植

物同时是药用植物ꎬ一些研究表明ꎬ利用植物染色的

衣物会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ꎮ 很多染料植物也是重

要的药用植物ꎬ提取染料成分后ꎬ还可以提取一些药

用成分进行综合利用ꎮ 如栀子提取黄色素后ꎬ副产物

中含有较高量的栀子苷类成分ꎬ栀子苷具有利胆护肝

等多数生理活性ꎬ可提取作为医药原料ꎬ同时栀子苷

经生物转化可以制得天然蓝色素ꎮ 一些果树修剪后

的树枝、水果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料ꎬ也可以

考虑用来提取染料ꎬ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ꎮ

５　 结论

我国民族民间染料植物应用技术曾经发展到了

相当先进的水平ꎬ随着低成本、高效率的化工合成染

料的大范围利用ꎬ植物染料很快被边缘化ꎮ 值得庆

幸的是ꎬ民间依然保留了不少植物染色知识并仍然

在应用实践中ꎮ 她们对于染料植物的选择、配合、加
工利用方式等都是智慧的结晶ꎬ有着内在的价值ꎮ
加强这些染料植物的种质资源调查、栽培育种、特征

成分分析和功能性成分等方面研究ꎬ实现标准化和

规模化生产ꎬ是实现传统植物染色工艺传承与发扬

的必经之路ꎮ 对于像西双版纳这样的边疆民族地

区ꎬ传统染艺的发扬尤其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ꎮ

参考文献: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ꎬ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ꎬ ＭＡＤＥ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Ｈａｎｇｉｎｇ

２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ｂｙ ａ ｔｈｒｅａ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ｏｒｄａ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Ｊ]. Ｅｃｏｎ Ｂｏｔꎬ ６５(３): ２４１－２５９.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Ｌꎬ ＢＬＡＩＲ Ｏꎬ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ｔａ ｐｌａｎｔ (Ａｅｃｈｍｅａ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ｅ ) ａｍｏｎｇ Ｎｇｏｂｅ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ａｌｉｔｅꎬ Ｐａｎａｍａ [Ｊ]. Ｅｃｏｎ Ｂｏｔꎬ ６５(１): １３－２６.

ＫＯＮＡＲ Ａꎬ ＳＡＭＡＮＴＡ ＡＫꎬ ２０１１. Ｄｙ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ｙ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ｙｅｓ [Ｍ]. ＩｎＴｅｃｈ

ＬＩＵ ＹＪꎬＡＨＭＥＤ Ｓꎬ ＬＩ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ｏｆ ｄｙ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ｏ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ꎬ １０
(１): １－９.

ＣＵＩ ＭＫꎬ ＺＨＡＯ ＷＪꎬ ＺＨＡＯ Ｍꎬ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 Ｅ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ｙｅ￣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Ｊ]. Ｊ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ꎬ ３１(４): ２１－２５. [崔明昆ꎬ赵文娟ꎬ孙敏ꎬ２０１１. 布依族染
色植物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以云南罗平县多依村调查为
例 [Ｊ].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ꎬ３１(４): ２１－２５.]

ＨＡＯ ＪＳꎬ ＳＨＯＵ ＱＨꎬＷＡＮＧ ＣＹꎬ １９９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ｄｉ￣
ｂ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ｄ Ｒｅｓ ＆
Ｄｅｖｅꎬ ６(２): ２１－３２. [郝金声ꎬ寿庆华ꎬ王超英ꎬ １９９４. 天然食
用密蒙花黄色素的研究 [Ｊ]ꎬ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ꎬ ６(２):
２１－３２.]

ＬＩＵ ＧＨꎬ ＳＨＥ ＣＷꎬ ２０１２.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ｃｌｏｔｈ ｉｎ Ｔｏｎｇｄａｏꎬ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Ｇｕｈａｉａꎬ (３): ３１０
－３１４. [刘光华ꎬ佘朝文ꎬ２０１２. 湖南通道染制侗布的民族植
物学研究 [Ｊ]ꎬ广西植物ꎬ３２(３): ３１０－３１４.]

ＰＥＮＧ ＢＸꎬ ＺＨＯＵ Ｘꎬ ＷＡＮＧ Ｄ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ｉｎ Ｔｕｍｅｒｉｃꎬ Ｃｕｒｃｕｍａꎬ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ｂｙ ＨＰＬＣ [Ｊ].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Ｍａｔꎬ ２７(１１): ８１３－８１５. [彭炳先ꎬ周
欣ꎬ王道平ꎬ等ꎬ２００４. ＨＰＬＣ 法测定姜黄＿莪术＿郁金中三种姜黄
色素的含量 [Ｊ]. 中药材ꎬ２７(１１): ８１３－８１５.]

ＸＵ ＸＬꎬ ＣＡＯ ＹＰꎬ ＬＩ ＪＪꎬ ２００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 Ｊ].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Ｆｏｏｄ Ｉｎｄꎬ ２９(１):
１３２－１３４. [徐小丽ꎬ曹雁平ꎬ李菁菁ꎬ等ꎬ２００８. 不同超声对姜
黄色素和姜黄总黄酮浸取率影响的研究 [ Ｊ]ꎬ食品工业科
技ꎬ２９(１): １３２－１３４.]

ＹＡＮＧ ＬＭꎬ ２００８.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７４ － ２９４. [杨利民ꎬ ２００８ꎬ植物资源学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７４－２９４.]

ＺＨＡＮＧ ＧＸꎬ ２００７.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ｄｙｅ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张国学ꎬ２００７.西双版纳传统染色植物之民
族植物学研究 [Ｄ]. 昆明:昆明植物研究所.]

ＳＵ ＳＬꎬ ＭＡ 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Ｋꎬ ２０１３.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ｙｅ￣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Ｊ]
Ｃｈｉｎ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 Ｂｕｌｌꎬ ２９(１１):２０３－２０７. [苏仕林ꎬ马博ꎬ黄珂ꎬ
２０１３. 桂西壮族染色植物民族植物学研究 [Ｊ] 中国农学通
报ꎬ２９(１１): ２０３－２０７.]

ＺＨＡＯ ＢＴꎬ ＱＩＡＮ Ｈꎬ ２００７.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ｙｅ ｓｔｕｆｆ [Ｊ]. Ｃｈｉｎ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２６
(５): １６－２０. [赵伯涛ꎬ钱骅ꎬ２００７. 染料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Ｊ]ꎬ中国野生植物资源ꎬ２６(５): １６－２０.]

ＺＨＡＯ Ｆꎬ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ｄｙｅｉｎｇ [Ｊ]. Ｓｉｌｋꎬ ３: ５４－
５７. [赵丰ꎬ １９８４. 草木染的起源 [Ｊ]. 丝绸ꎬ３: ５４－５７.]

ＺＨＵ Ｈꎬ ＹＡＮ ＬＣꎬ ２０１２. Ｗｉｌｄ ａｎｇｉｓｐｅｒｍ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ꎬ Ｙｕｎ￣
ｎａｎ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７８－１８５. [朱华ꎬ闫丽春ꎬ
２０１２. 云南西双版纳野生种子植物.科学出版社 [Ｍ]ꎬ北京ꎬ
科学出版社:１７８－１８５.]



( 上接第 ４８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４８ )
ＮＥＩ Ｍꎬ ＬＩ ＷＨꎬ１９７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Ｎａｔ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７６ (１０): ５２６９－５２７３.

ＴＨＯＲＰＥ ＪＰꎬ １９８２. 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ｃｋ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Ｊ]. Ａｎｎ Ｒｅｖ
Ｅｃｏｌ Ｓｙｓｔꎬ １３(１) : １３９－１６８.

ＴＩＡＮ ＹＬꎬ ＬＩ ＺＨꎬＹＡＮＧ ＭＨꎬ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 ＩＳＳＲ￣ＰＣ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Ｊ Ｃｅｎｔ Ｓ Ｕｎｉｖ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 ３２－３７. [田艳伶ꎬ李
志辉ꎬ杨模华ꎬ等ꎬ２０１５. 钩栗 ＩＳＳＲ￣ＰＣＲ 反应体系的建立与优
化 [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ꎬ２:３２－３７.]

ＷＡＮＧ ＰＬꎬ ＸＵ Ｄ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Ｂꎬ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Ｊ]. Ｓｅｅｄꎬ ８: ７－１０. [王
佩兰ꎬ许德禄ꎬ张斌ꎬ等ꎬ２０１３.钩栗种子形态特征及主要生理
指标测定分析 [Ｊ]. 种子ꎬ ８:７－１０.]

ＷＲＩＧＨＴ Ｓꎬ １９３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１６(１) : ９７－１５９.

ＹＵ Ｙꎬ ＣＨＥＮ ＨＳꎬ ＧＥ ＸＪꎬ ２００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ＳＳ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ꎬ １: １５－１９. [余艳ꎬ陈海山ꎬ葛学军ꎬ２００３. 简单重
复序列区间(ＩＳＳＲ)引物反应条件优化与筛选 [Ｊ]. 热带亚热

带植物学报ꎬ １:１５－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ＨＤꎬ １９８８.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ꎬ Ｖｏｌ. ２２

[Ｍ] / / ＲＥＮ ＳＸ.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３３－３５. [张宏达ꎬ１９９８.中国植物志(第 ２２ 卷)
[Ｍ] / /任善湘.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北京: 科学
出版社:３３－３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Ｓꎬ２００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 Ｊ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４:
８２－８５. [张嘉生ꎬ２００５. 钩栲群落优势植物种群竞争的研究
[Ｊ].福建林业科技ꎬ４:８２－８５.]

ＺＨＡＮＧ ＱＬꎬ ＬＵＯ ＺＲꎬ２００４. ＩＳＳ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ｓ [Ｊ] . Ｆｒｕｉｔ Ｓｃｉꎬ ２１(１): ５４－５８. [张青林ꎬ罗正
荣ꎬ ２００４. ＩＳＳＲ 及其在果树上的应用 [ Ｊ] .果树学报ꎬ ２１
(１): ５４－５８.]

ＺＨＡＯ 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ＱＸꎬ２００８.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ＳＳ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３: ３１５－３２０. [赵冰ꎬ张启翔ꎬ２００８. 蜡梅种质资源遗传多样
性的 ＩＳＳＲ 分析 [Ｊ]. 植物研究ꎬ３:３１５－３２０.]

ＺＩＥＴＫＩＥＷＩＣＺ Ｅꎬ ＲＡＦＡＬＳＫＩ Ａꎬ ＡＢＢＵＤＡ Ｄꎬ １９９４. Ｇｅｎｏｍｅ ｆｉｎｇｅｒ￣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ＳＳＲ)￣ａｎｅｈｏｒ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ａｔｉｏｎ [Ｊ]. Ｇｅｎｏｍｉｅｓꎬ２０:１７６－１８３.

３６１ 期 柴真真等: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染料植物的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