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肥措施对 白芷早期抽苔与产t 的影响研究△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 ‘

(南川 4 0 8 4 3 5) 丁德 蓉
.

申明亮

卢 进

谢德明

陈兴福

李华芬

摘 要 为 了探索减少 白芷早期抽苔与提高产 量的施肥方法
,

应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
,

研究 了

不同施肥措施 下 白芷早期抽苔与产 量
,

结果表 明
:

磷
、

钾肥全作底 肥
,

白芷的早期抽苔率高
、

产量

低
;
磷

、

钾肥一半作底肥
,

一半作追肥
,

白芷的早期抽苔率低
、

产量较高 ; 氮肥平衡施用
,

白芷的早期

抽苔率低
、

产量较高
。

关健词 白芷 施肥 早期抽苔 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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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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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a n et Y u a n 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
,

以

根人药
。

白芷含有 10 多种香豆素类化合物
。

白芷性温
、

味辛
,

有散风寒
、

燥湿
、

排脓
、

止痛

的功能
。

用于风寒感 冒
、

头痛
、

鼻炎
、

牙痛等

症
。

白芷也是一种很好 的香料作物
。

施肥措

施不同
,

植物 的生长发育不 同
。

我们于 1 9 9 3

年至 1 9 9 6 年进行了施肥措施对 白芷产量和

早期抽苔的影响的试验研究
。

为制定控制早

期抽苔
、

提高产量的措施
,

提供科学依据
。

1 研究方法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进行试验研究
。

设

置 9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每个处理肥料用量相

同
。

各时期施用量不同
。

肥料用量
:

尿素 38
.

5

g / m
Z ,

普 通 过 磷 酸 钙 1 4 3. 6 9 / m
Z ,

硫 酸 钙

28
·

2 9 / m
“ ,

施用时配合施用清粪水
。

各时期

肥料用量见表 1
。

试验设在重庆南 川市三泉镇药材村
,

海

拔 6 30 m
。

试验地基本情况见表 2
。

各年度种植密度均为每平方米 22 株
,

管

理 与大田栽培相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施肥措施对白芷早期抽苔 的影响
:

施肥

措施不 同
,

白芷早期抽苔率不同 (表 3 )
。

表 1 各时期肥料用 , (% )

一⋯ 底
一

—
.

肥 冬对巴育 肥灌
- 根

—
肥一

过磷酸钙 硫酸钾 尿素尿素 尿素 过磷酸钙硫 酸钾
7 5 7 5

7 5 7 5

7 5 7 5

1 0 0 1 0 0

1 0 0 10 0

1 0 0 10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裹 2 试验地蕃本情况

年度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4
。

2

2 2
。

6

1 7
。

4

68
.

5

94
.

3

8 2
.

5

8
.

6

1 3
.

4

1 1
.

2

7 6
.

5

1 1 4
。

5

8 4
.

6

8
.

9 6

6
.

7 2

7
.

5 0

表 3 不同施肥制 度白芷早期抽苔率 (% )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 9 9 3 1 7
.

5 2
.

1 6
.

2 3
.

7 3
.

0 6
.

6 3
.

6 4
.

2 3
.

6

1 4
.

4 3
.

8 7
.

5 4
.

9 4
.

9 6
.

5 4
.

1 5
.

9 1
.

2

1 2
.

0 3
.

0 6
.

6 3
.

8 4
。

8 8
.

3 4
.

8 2
.

7 1
.

1

1 9 9 4 1 1
.

6 0
.

9 1
.

7 2
.

0 3
.

5 1
.

8 1
.

0 1
.

6 1
.

8

n 2
.

3 0
.

9 1
.

4 2
.

1 3
.

2 2
.

3 1
.

0 1
.

8 2
.

3

班 2
.

4 1
.

2 1
.

5 1
.

5 3
.

1 2
.

2 1
.

5 1
.

9 2
.

0

1 9 9 5 1 1
.

1 1
.

2 1
.

5 2
.

7 1
.

5 2
.

7 2
.

2 1
.

5 1
.

9

1 1
.

1 1
.

9 1
.

5 2
.

7 1
.

5 3
.

1 2
.

2 1
.

5 1
.

9

1 0
.

8 2
.

3 1
.

5 2
.

7 2
.

3 2
.

5 1
.

1 0
.

8 1
.

1

对表 3 的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表明
:
1 9 9 3 年处理 间早期抽苔率差异达极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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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n g ,

Ch o n g q in g I n s t it u t e o f M e d ie in a l Pla n t C u lt iv a t io n ,

N a n e h u a n

丁德蓉 女
,

研究 员
。

1 9 8 1 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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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研究员
,

硕士研究生导师
。

先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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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各级
计划项 目 7 项

,

获各级 成果 7 项
。

发表论文 40 余篇
。

现在西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从事农业环境保护 与持续发展方 向的科研
工作

,

承担各级项 目 4 项 以及硕士研究生的指导与教学工作
,

中药栽 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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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F 值为 8
.

0 9 〔F
o

.

。、
(8

.

1 6 ) = 3
.

8 9〕; 1 9 9 4

年处理间早期抽苔率 F 值为 18
.

6
,

差异极显

著 ; 1 9 9 5 年 处 理 间早 期 抽 苔 率 的 F 值 为

7
.

3 5
,

亦达到极显著差异
。

从试验可以看 出
:

磷
、

钾肥用作底肥的比

例不 同
,

白芷 的早期抽苔率不 同
。

以全部作底

肥 的白芷早 期抽 苔率最 高
;
75 %用作 底肥

,

2 5 % 用作追肥
,

白芷 早期抽苔率低
。

冬肥 (3

月中旬施用)中氮肥用量不同
,

白芷的早期抽

苔率不 同
,

以施 氮量 占总 氮量 60 %的处理
,

白芷早期抽苔率高
,

比施氮量较少的处理高

1 1 %一 1 1 0 %
。

调节各时期肥料用量
,

可减少

白芷早期抽苔
。

2
.

2 施肥措施对白芷产量的影 响
:

不同的施

肥措施
,

白芷的产量不同 (表 4 )
。

表 4 不 同施肥措施白芷产 . (g / m
Z )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 9 9 3 1 4 6 6 5 2 0 4 0 8 4 5 8 4 0 8 4 7 0 4 7 5 5 3 8 4 9 8

1 4 4 5 5 4 3 5 0 7 4 3 1 4 3 0 4 8 6 4 8 0 5 3 1 4 7 7

1 4 7 4 5 2 6 4 7 1 4 6 9 5 0 2 5 3 4 4 8 9 5 6 4 5 6 1

1 9 8 4 1 6 18 7 3 5 6 4 2 6 7 9 7 0 3 7 3 5 7 0 3 7 4 8 6 7 3

1 5 9 5 7 0 3 6 5 4 6 7 3 6 4 2 6 9 1 7 0 3 7 1 5 6 7 3

1 6 3 6 6 9 1 6 7 3 6 7 3 6 4 2 7 3 5 6 6 0 7 9 5 7 2 0

1 9 9 5 1 5 1 0 4 6 4 4 4 3 4 8 4 4 5 9 4 6 9 4 9 5 5 1 0 5 1 0

1 4 5 9 4 1 8 4 4 3 5 1 0 4 8 4 4 4 9 5 2 0 5 1 5 5 1 0

1 5 2 0 4 9 5 4 4 3 5 1 0 4 9 5 4 8 4 4 9 5 5 2 5 4 9 5

对 表 4 中的产 量 数 据进 行方 差分 析
,

1 9 9 3 年 至 1 9 9 5 年 的试验
,

各 处理间差异 达

到极显 著
,

F 值为 4
.

81 至 7
.

84 〔F
o

.

。1
(8

.

1 6)

一 3
.

89 〕
,

说 明施 肥制度 不同
,

白芷产量差异

大
。

从试 验结 果可以 看 出
:

在冬肥
、

春 肥
、

促

根 肥 中 氮 肥 用 量 比 例 依 次 为 25 %
、

30 写
、

45 %的处 理 中
,

磷钾 肥 50 %作底 肥
、

50 %作

追肥 的产量最高
,

其次分 别为磷钾肥全作底

肥和 75 %作底肥的处理
。

在冬肥
、

春肥
、

促根

肥 中氮的 比例分 别为 5 0 %
、

30 %
、

2 0 %的处

理 中
,

产量从高至低的顺序是磷钾肥 50 %作

底肥
、

75 %作底肥和全部用作底肥
。

在冬肥
、

春 肥
、

促 根 肥 中氮 肥 的 比 例分 别 为 60 %
、

30 %
、

10 % 的处理 中产量从高到低的顺序 为

磷 钾肥 50 %作底肥
,

全部 作底肥
、

75 %作底

肥
。

因此
,

后期增施磷钾肥
,

对提高白芷产量

有利
。

磷钾肥全作底肥
,

产量从高至低的次序

为 前 期 重 氮 (冬
、

春
、

促 根 肥 中 氮 肥 各 占

6 0 %
、

3 0 %
、

1 0 % )
,

平衡施用氮肥 (冬
、

春
、

促

根肥 中氮肥各 占 50 %
、

30 %
、

20 % )
,

后期 重

氮 (冬
、

春
、

促 根 肥 中氮肥 各 占 25 %
、

30 %
、

4 5 % ) (以下同)
。

磷钾肥 75 %作底肥
、

25 %作

追肥
,

平衡施用氮肥的产量最高
,

其次分别为

前期重氮
、

后期重氮
。

磷钾肥底肥
、

追肥各 占

一半中
,

平衡施氮的产量最高
,

后期重氮的产

量最低
。

磷钾肥追肥与底肥的比例无论怎样

变化
,

后期重施氮肥的产量都是最低的
。

3 小结

通过 3 年的施肥措施对白芷产景与早期

抽苔率影响的试验研究表 明
:

在不同施氮 比

例中
,

磷钾肥全作底肥 的产量低
,

早期抽苔率

高 ;磷钾肥一半作底肥一半作追肥的
,

白芷产

量较高
,

早期抽苔率低
。

不 同比例的磷钾肥作

底 肥
,

平衡 施氮产量较高
、

早期抽 苔率低
; 后

期重氮产量中等
,

早期抽苔率低
。

在 白芷生产

上
,

平衡施用氮肥
,

磷
、

钾肥一半作底肥
,

二半

作追肥
,

既可获得较高产量
,

又可减少 白芷早

期抽苔率
。

(1 9 9 7
一

0 5
一

0 6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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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组 5 4 种动物药材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

长春中医学院中药系 (1 3 0 0 21) 姜大成
奉

张 洁 邓 明鲁

摘 要 运用 红外光谱对 16 组 54 种动物药材进行 了鉴别研究
。

结 果表明
:

绝大多数动物药材红

外光谱鉴别特征 明显
,

稳定性
、

重现性较好
,

可作为药材鉴别依据
。

关键词 动物 药 红外光谱 鉴别

红外光谱鉴别 中药材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品称 4 份
,

置容量瓶中 ;分别加人 50 写乙醇
、

的一种中药材鉴别方法
。

由于红外光谱具有特 丙酮
、

氯仿
、

石油醚至刻度
,

室温浸泡 24 h
,

征性强
、

取样量小
、

简便
、

快速
、

准确等特点
,

不 然后 60 ℃水浴温浸 4 h (石油醚小于 60 ℃ ) ;

仅广泛用于西药药品的鉴别
,

近年来亦愈来愈 补充损失的溶剂
,

过滤
,

制成每毫升相当原药

多地应用于 中药材的鉴别研究
。

但从文献的报 材 s m g 的浸提液备用
。

另外称取各样品粉

道来看〔1一 4〕 ,

研究 的多为植物药和矿物药
,

而 末 〕份 1. s m g
,

供直接粉末压片
。

动物药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较少
。

我们继
“

中 1
.

2
,

2 压片
:

用干燥洁净注射器分别吸取浸

药材红外光谱鉴别技术
”

课题完成之后 (1 9 8 9 提液 1一 2 m L (同组相 同处理条件的样 品取

年通过省级鉴定 )
,

又在动物药的红外光谱鉴 样量保持一致 )
,

置玛瑙乳 钵中
,

用冷风挥干

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通过对 16 组 54 种动物 溶剂后加人 15 0 m g 澳化钾
,

研磨 均匀
,

装人

药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
,

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
,

模具压片
,

另取粉末样 品直接在玛瑙乳钵 中

初步摸索了一些规律
,

现综合报道如下
。

与澳化钾研磨均匀后压片
。

1 实验与结果 1
.

2
.

3 仪器条件及 上机操作
:
以澳化钾空白

1
.

1 仪器与试剂
:
N IC L E T

·

SD X
一

FT IR (傅 片为参 比
,

将样 品置于光路
,

扫描次
‘

数为 60

立 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
,

美国 )
。

嗅化钾 (优级 次 /分
,

测定范围 4 0 00 一 4 00
c m

一
‘ ,

用
.

电子计

纯
,

过 2 00 目筛后
,

经 马福炉 4 00 ℃灼烧 4 h 算机程序控制进行测定
。

所测图谱存于磁盘

后 置干燥器 中备用 )
,

无水乙 醇
、

丙酮
、

氯仿
、

中
,

自动放大并经平滑处理
,

打印图谱
。

石油醚 (60 ℃一90 ℃ )均为分析纯
。

1
.

3 实验结果
:

每种样品制备 5 张红外光谱

1
.

2 实验方法 图
,

即粉末
、

50 % 乙醇
、

丙酮
、

氯 仿
、

石油 醚 5

1
,

2
‘

1 样 品处理
:

将各药材样 品 (均经高士 种不同处理条件
。

将每组药材相 同处理条件

贤
、

邓 明鲁教 授鉴定 )干燥 后粉碎
,

过 40 目 样品的红外光谱 图放在一起进行 比较 (此步

筛
,

装瓶备用
。

精密称取各样品适量
,

每种样 骤也可在计算机里完成 )
,

每组药材不同处理

,
A d d r e s s :

Jia n g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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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n g eh u n

姜大成 男
,

1 98 2 年毕业 于长春 中医学院 中药系
,

毕 业后留校 任教至今
,

19 9 5 年晋升 为副教授
,

19 98 年破格晋 升为教
授

。

中国药学会高级会 员
。

目前主要从事中药鉴定学和动物药资源 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

曾先后主持
、

参加和完成 6 项省级以

上 的科研课题
,

参 加编
、

著作 6 部 , 撰写科研论文 40 多篇
,

完成 的主要课题有
“

中药材红外 光谱 鉴定技术
” 、 “

龟 板扩大资源的
研究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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