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

高浓度的蔗糖可 以促进芽 的萌发和多

芽体 的形成
。

需要指出的是
,

高浓度的 6
一

B A

与高浓度的蔗糖组合形成 的多芽 比较短粗
、

饱满
,

但不利于后期生长 ( 因为这样的多芽体

无根且生长缓慢
,

转人生根培养基后
,

不易生

根且生长也非常缓慢 )
,

有时还观察到畸形苗

的出现
,

故这样 的组合不能用于优 良品种的

快速繁殖
。

形成 的多芽体在 4 0 d 时一般无根产生
。

将这些多芽体转人 M S 或 M S + K T Zm g / L

+ P P 3 3 3 0
.

1 m g / L + N A A 0
.

0 2 m g / h 培养

基 中培养 15 d 后即可诱导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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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形成的根则短粗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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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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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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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 》 杂志被引频次在我国科技期刊中的显著地位

1 9 9 7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被引次数 《中草药》 杂志为 71 1 次
,

排在全国科技学术

期刊的第 14 位
,

前 20 位的刊物和被引用次数分别依次为
:

①分析化 学 2 3 8 1②科学通报 2’ 22 9

③高等学校化 学学报 1 3 8 3④植物学报 1 1 3 8⑤中国科 学 ( B ) 1 0 7 1⑥植物生理学通报 93 2⑦中

华 医学杂志 8 83 ⑧分析 实验 室 83 2⑨药学学报 81 4L 中华外科杂志 7 86 L化学学报 75 3L物理

学报 72 6L植物生理 学报 72 2L中草药 71 1L金属学报 7 00 L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6 92 L中华内

科杂志 6 47 L中国科学 ( A ) 63 4L中华骨科杂志 63 2L中国农业科学 6 2 3
。

1 9 9 7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表明
,

在被引频次最高的中国利技期刊的 50 0 名中
,

综合名次

《中草药》杂志列为第 16 位
,

在其中生命科学和医药卫生类期刊中韵防第 4 位
,

前 20 位的期刊分别依次为
:

①药学学报 综合名次 9②中华医学杂志 n ③中华夕阱杂志 15 ④中草药 16 ⑤中华内科杂志 17 ⑥遗传学

报 19 ⑦中华肿瘤杂志 22 ⑧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3
,

中华血液学杂志 23 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25 L中

国药理学报 27 @ 中华妇产科杂志 30 L中华骨科杂志 34 L昆虫学报 37 L环境科学 38 L中国中药杂志 40

L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44 L中国免疫学杂志 45 L 中华泌尿夕阱杂志 46 L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

志 5 2L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5 3
。

.

2 9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