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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树作为一种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天然资源，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及生态价值。此外，构树的营养价

值已受到广泛关注，其作为高蛋白木本饲料原料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同时，构树在改善畜禽产品品质、

促进生态恢复、美化环境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构树资源化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和挑战，并对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旨在为构树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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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a natural resource rich in various nutrients, possesses significant edible, me-
dicinal, and ecological value. In addition,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highlighting its potential as a high-protein raw material for woody feed. Fur-
thermore,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offers distinct advantages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vesto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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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ltry products, promot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beautifying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
alyzes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and ex-
plor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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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构树(学名：Broussonetia papyrifera)别名褚桃等，是桑科构属的高大乔木或灌木状植物，为落叶乔木。

构树分布广泛，中国温带及热带地区均可栽植，东南亚、东亚等国家也有分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耐

干旱瘠薄，在酸性及中性土壤中都能茁壮生长。构树根系浅，侧根分布很广，生长速度快，萌芽力和分

蘖力强。构树以其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分布广泛、易于繁殖、轮伐期短的优良特性越来越受到农

林专家的重视和推崇。目前，我国构树的种植面积已达 40 万亩，在资源分布上占有一定的优势[1] [2]。
构树于 2015 年被国务院扶贫办列入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经济作物，给种植的农

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构树因其快速生长和适应性强的特性使其成为资源化利用的理想候选植物。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构树作为天然资源的利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在构树的研究上虽已取得一

定进展，但研究侧重点及深度存在差异。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构树的营养价值、饲用价值、药用价值及

生态价值等方面，特别是其在饲料工业、保健品开发、环境保护和食品工业中的应用潜力得到了深入挖

掘[3]。相比之下，国外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构树的生物学特性、遗传改良及生物活性成分的提取与应用，

国外研究还深入探讨了构树中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的抗氧化、抗菌、抗炎等药理作用，为其在医药领域的

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4]。 
鉴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差异，本文旨在全面综述构树的资源化利用研究进展，深入分析当前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旨在揭示构树

资源化利用领域的共性与差异，为构树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本文工作的开展，不

仅有助于推动构树资源化利用研究的深入发展，还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

学科交叉与融合。 

2. 构树的研究现状 

构树的利用前景广泛，它不仅在药用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还具备美化环境、改善生态、提供营养

的多重功能，在饲料工业、保健品开发、环境保护和食品工业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利用价值，近些年有些

地方大力发展种植构树，亲切地称之为“发财树”、“摇钱树”。 

2.1. 构树的营养价值 

构树的营养物质含量丰富，其中蛋白质含量高达 20%~30%，氨基酸种类更是达到了 17 种之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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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片中的谷氨酸、天冬氨酸和亮氨酸的含量较高。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也十分

丰富。构树也是一种传统的中草药，含有多糖、不饱和脂肪酸、生物碱、黄酮类化合物等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抗菌、抗炎、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等多种功能[5]。研究发现，构树中还含有丰富的 1,3-二苯基丙烷、

黄酮类或黄酮醇、香豆素、木脂素，特别是含有戊烯基的生物活性酚类物质[6]。近年来，随着构树杂交

品种逐渐增多，构树的钙、铁、蛋白质等含量不断提高，为构树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2.2. 构树的饲用价值 

构树叶的粗蛋白含量约为 18%~24%，是玉米的 3 倍，可作为高蛋白木本饲料原料和饲料蛋白质来

源[7]-[9]，采用构树叶为主要原料发酵制成的饲料，不含农药、激素，绿色环保，且具有独特的清香味，

畜禽喜吃，吃后贪睡、肯长；构树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总量可达 18%，具有提升畜禽品质和机体免疫

力的功能；构树植株中铁、锰、锌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钙的含量更是高达 3.4%，用构树饲料喂养的畜

禽，其肉质纤维坚实、韧劲十足；构树富含天然黄酮类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能延缓

细胞衰老，食用过构树饲料的猪、牛、羊等畜禽肉质细嫩、鲜醇爽口。 
杨青春等[10]把添加了 10%构树叶粉的混合日粮来饲喂三元杂交猪，发现肉质得到改善，变得韧劲十

足。有研究表明，在饲料中添加 25%~50%的构树叶有利于促进肉羊瘤胃发酵，并提高生长性能和改善肉

的品质[11]。 
不仅如此，用构树叶喂养禽类效果也可观。李艳芝[12]报道，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1.5%的构树叶粉，

既能够显著提高产蛋中期蛋鸡的产蛋量及蛋品质，还能提高免疫力。黄炎坤等[13]研究发现，用青贮构树

枝叶替代日粮中 25%的稻糠，发现皖西白鹅蛋黄颜色可显著加深。 
此外，用构树叶喂养水产动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本翔等[14] [15]对构树叶饲喂草鱼提质增效的

技术及草鱼真菌群落多样性展开探索研究，发现构树叶可用作鱼饲料。陈建军等[16]报道，喂养添加了发

酵艾草构树叶混合物的饲料，发现能够显著提高鲤鱼的免疫性能。 
当前，农业部已将构树纳入饲料原料目录及重点非粮蛋白饲料资源。在促进无抗养殖、降低养殖成

本、缓解常规饲料短缺等方面，构树极具潜力和优势[17]，是一种绿色低碳、可持续利用的优质饲料来源。 

2.3. 构树的药用价值 

传统中医认为，构树全株可入药，历代著名药典如《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均有收录，夏秋采乳

液、果实、叶及种子；冬春则采树皮、根皮鲜用或阴干。其果实入药称“楮实子”，为常见中药，清味甘

甜，具有清肝明目、补益肝肾、利尿消肿等功效[8]，能壮筋骨、健腰膝；叶具有清热解毒、祛风止痒等

功效，构树叶外洗具有较好的疏风止痒等作用，构树嫩叶食用，能去四肢风痹、赤白下痢；构树的汁液

能利水消肿解毒，治疗皮肤癣疾，外涂可治疗蛇虫咬伤，消炎止痛；构树根则有清热退黄、改善消化不

良等功效。目前，已经从构树中鉴定出生物碱、香豆素、木脂素、萜、挥发油、脂肪酸、酯和氨基酸及其

它多种化合物[18]；构树的多种物质，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芳香化酶、抗氧化、抗菌、抗炎等活性[19]。
需要重新审视构树的药用价值，提高对其认知度和利用度，加强对构树的开发研究，更好地造福人类。 

构树的药用价值历史悠久。《和平圣惠方》中记载楮叶功用为“癣湿痒不可忍，捣烂敷于癣上”，并

且其汁液治疗水肿、癣疾。《名医别录》也有构树叶药用“叶味甘，无毒。主小儿身热，食不生肌，可作

浴汤。又主恶疮，生肉”的记载[20]。近年来，构树叶的药用价值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构树

叶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和增强免疫力等作用[21]；其生物活性成分广泛应用于医药、

食品等领域[2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构树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因此具有增加肠胃蠕动的作用；其

含有的黄酮类物质可以改善内分泌系统、抑制细菌增殖。王明奎等[23]申请的发明专利把构树叶、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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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料制取的生物碱，具有防糖尿病、防肥胖及防病毒感冒的功效。刘尚文等[24]将构树叶粉与荷叶粉

配伍制成的减肥胶囊具有保健功能并申请了专利。 

2.4. 构树的生态价值 

构树的生命力强、分蘖力强、生长速率快，适应能力强，被广泛用于生态恢复和治理工程中。构树

根系发达，侧根茁壮，能够固定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可有效防止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对水库等水利

设施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此外，构树对空气污染适应性强，拥有较强的清洁能力，吸附空气中的有害气

体(二氧化硫、氯气等)能力强、滞尘能力强、释氧固碳能力强等，在一些矿区、重污染企业周边栽种构树，

可以减轻空气污染、改善相关环境[25]。构树还有吸附尘霾的功效，是较为优良的园林绿化环境改造树种。

另外，构树的广泛成林，也可有效减少酸雨形成和相关的危害。在庭院中种植构树，可以净化空气、美

化环境，为人们提供舒适的休闲场所。因此，大面积种植构树，对加固堤防、治理水土流失、绿化荒山、

改善恢复生态环境等都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5. 构树的食用价值 

构树的花、叶以及果实均可食用。早在中国古代，就有食用构树的记载。构树的花是一种可以食用

的美味野菜，营养丰富。在 100 g 脱水的构树雄花序中，含有约 3 mg β-胡萝卜素，约 267 mg 维生素 C，
约 9 g 粗脂肪，约 58 g 总碳水化合物，约 21 g 粗蛋白，约 17 g 氨基酸总量。其中，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含

量达 35.5% [26]。现在构树雄花主要涉及花茶、糕点等产品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三国时期陆玑

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就曾经提到“其叶初生可以为茹”，说明三国时期的百姓就知道食

用构树嫩叶[27]。构树叶片口感鲜嫩、营养价值较高，杂交构树叶中更是含有丰富的酚类、氨基酸、黄酮

类及微量元素，可将其叶片用于制作高级营养粉，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中国茶文化历史源

远流长，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技术革新，杂交构树嫩叶制茶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杂交构树叶茶色泽青翠、

芳香醇厚、沁人心脾；茶中富含黄酮类、酚类、有机酸、鞣质等化学成分，能够有效地降脂减肥、防治心

脑血管疾病、安神利尿、消除水肿等，长期饮用可改善失眠多梦、高糖高脂等症状，有助于增强人体免

疫力。杂交构树叶茶已经成为集色泽、口感和保健于一体的新型茶制品。 
构树的果实味道鲜美、酸甜可口、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糖类、蛋白质、氨基酸等物质，是一种值得

开发利用的野生水果资源[28]，其果实经榨汁处理，可用在酿酒、饮料、糖果等的加工，经济价值较高。 
此外，构树的树皮富含纤维素，且纤维较长，纤维形态佳，具有较高的制浆率，因而可以作为纤

维加工业的优良原材料，同时使用构树皮造出来的纸张，颜色洁白光亮，纸质经久耐磨，是制作各种

礼品包装纸、书画纸等高档纸型的原料[29]，理论上将弥补中国造纸原料的不足，促进中国造纸工业

的发展[30]。 
总之，构树可开发利用价值高，适合农村产业化结构调整，可以打造苗木培育、种植、加工、养殖、

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为农村的“小康生活”保驾护航。 

2.6. 构树的负面危害 

作为强势的本土物种，构树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危害，曾一度是

农村的“恶树”。由于构树的生长速度很快且根系发达，侧根的分布范围很广，一棵构树能够霸占宽广

的地域且疯狂吸收土地的养分，导致其他植物很难在构树下生存。同时，构树的生命力顽强，种子随着

鸟的粪便排泄到屋顶、墙壁甚至贫瘠的土壤里都能生根发芽，对建筑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以重

点保护历史文物——荆州古城墙为例，近年来，构树不断侵入了古城墙，对城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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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相关研究证明，构树种群的迅速拓展侵入，是古城墙受损的重要原因之一[31]。还有，构树作为风

媒植物，单花花粉量较大，构树花粉易引发或加重哮喘、鼻炎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32]。但瑕不掩瑜，构

树浑身是宝，各类应用价值广泛，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树木。 

3. 结束语 

本文系统总结了构树资源化利用的研究进展，包括其营养价值、饲用价值、药用价值、生态价值及

食用价值等多个方面。与前人工作相比，全面梳理了构树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现状，并深入分析了当前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一是系统性综述分析：首次对构树资源化利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述，涵盖了多个研究领域和应用

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和参考依据。 
二是对问题与挑战的分析：深入分析了构树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构树生长速度

快但管理难度大、营养成分丰富但提取利用技术尚不成熟等，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基于当前研究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构树资源化利用的未来研究方向和应用

前景，包括加强构树遗传改良、优化提取利用技术、拓展应用领域等，为构树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和参考。 
通过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构树资源化利用研究的深入发展，还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法，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为构树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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