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氨酞胺和桂皮酸克服愈伤组织 的褐化

和促进生长的作用在 T Y S 愈伤组织 系上也

得到了证实 (资料略 )
。

3 讨论

用红豆杉属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方法商

业化生产紫杉醇是当今植物次生代谢研究中

的一个热点
。

因为红豆杉属植物细胞培养都

是用愈伤组织建立起来 的
,

所以维持 愈伤组

织的长期培养是该研究的基础
。

愈伤组织的

褐化是妨碍其 长期 继 代培 养 的主 要 因 素
。

eF tt
一

N et 。
等卿认 为红豆 杉属植物愈伤组织

的褐化是由于愈伤组织形成的酚类物质氧化

所致
。

但在我们的试验中
,

培养基 中添加酚类

物质的吸附剂 (聚乙烯毗咯烷酮 )和抗氧化剂

(抗坏血酸 )等并没有能有效地抑制 2 个褐化

严重的云南红豆杉愈伤组织系的褐化
、

改善

其生长
,

而同时添加 0
.

3 0 m g / L L
一

谷氨酞胺

和 0
.

0 7 4一 0
.

2 2 m g / L 桂皮 酸则效果 很好
。

在植物细胞的氮代谢 中
,

谷 氨酞胺是转移 氨

基的重要中间体
,

它 与谷氨酸构成一个转移

氨基的谷氨酞胺
一

谷氨酸循环
; 桂皮酸是植物

细胞 中苯丙烷类物质代谢的关键酶
一

苯丙氨

酸裂解酶的抑制剂
,

可 以阻止黄酮和类黄酮

类植物色素的形成圈
。

因此
,

红豆杉属植物愈

伤组织的褐化可能与其细胞 中谷氨酞胺一谷

氨 酸循环受阻及黄酮和类 黄酮类 的形成有

关
。

我们的试验结果表 明
,

在培养基 中添加

0
.

3 0 m g / L L
一

谷氨酞胺和 0
.

0 7 4一 0
.

2 2 m g /

L 桂皮酸可 以改善愈伤组织 的严重褐化现象

而使其能长期培养继代
。

致谢
:

紫衫醉标准品 由本所方 唯硕博士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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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露天新法土插研究

湘西 民族教育学院 (吉首 4 1 6 0 0 0) 刘建成
.

陈先玉

摘 要 杜仲露 天新法枝擂技术 lj[
,

解决了杜仲枝插难 以成活或不能成 活的难题
,

杜 仲露 天新法

土插初试成功
,

既改进 了插穗切 口封 闭技术
,

又改砂床为土床
,

降低 了成本
,

减少 了投资
,

使杜仲露

天新法枝插技术更具有实 用性及可推广性
。

关键词 杜仲 露天 枝条 土插

杜仲 E u e o m m i a u lm o i de
: O l i v

.

为名贵

中药材
。

杜仲枝条露天土插
,

我们曾于 1 9 9 1

年 5 月
、

1 9 9 3 年 3 月和 1 9 9 4 年 4 月在 湖南

吉首地 区 多次进行试验
,

发现扦 插后 1 一 2

个月内
,

插穗虽然都能抽芽或部分展小叶
,

但

后期 随着气温的升高和多雨季节的到来
,

以

及寒冬的到来
,

则全部烂心枯死
,

为解决杜仲

枝条露天土插不能成活或难以成活 的难题
,

我们采用露天新法土插技术
,

即对插条上端

切 口采用石蜡等物封闭
,

初步解决 了这一难

植物生理学课程
.

录论文 30 余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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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u e a t ion C o ll e g e f or N a t io n a li t ie s ,

J i s h o u

授
,
1 9 6 6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

现在湘 西民族教育学院生物学系任教植物形态解剖学及

多年来主要从事松乳菇
、

红汁乳菇驯化 利用
、

植物尽天新法扦擂及珍稀药用植物组培 等研究
,

发表及被收



题 现将近几年的初试结果报告于后
。

围土层
,

以使插穗与周围土层接触 紧密
,

有利

1 材料
·

和方法 于生根
。

1
.

1 杜仲绿枝条及绿色徒长梢枝条
,

均采集 扦插 后 1 个月 内
,

晴天
,

每天早上或傍

于本校园 内
。

晚洒水 1 次
,

中午前后
,

临 时用牛皮 纸或报

场地
:

本校 园实验教学大楼右侧花 台旁 纸置遮荫架上
,

防 日光直射
,

避免插穗灼伤和

水泥地面
,

半荫蔽处
,

先设置框
,

搬运带沙 黄 过度蒸腾
。

以后
,

插穗均处于 自然条件下
,

仅

土
、

花园肥土等客土分别作床
。

只 注意拔除杂草和 消灭虫害
,

极少洒水及管

扦插时间
: 1 9 9 5 年 5 月 1 2 日

,

1 9 9 6 年 5 理
。

月 2 日
、

5 月 1 9 日
、

6 月 4 日
、

1 9 9 7 年 6 月 1 6 2 试验结果

日
。

2
.

1 试验组 (插穗 上端切 口 封闭 ) 较对照组

1
.

2 扦插步骤及方法
。

( 插穗上端切 口 不封闭 ) 的成活率显著提高
,

1
.

2
.

1 准备插穗
:

采集杜仲绿枝条及绿色徒 其最后成活率至 少为对照组 的 2 ~ 4 4
.

4 倍

长梢枝条
,

用枝剪截成长约 8一 1 2 c 。 、 并带 3 `注
:

最后成 活率
,

系指插穗成活苗出苗床能

~ 4 片叶的插穗
.

上端剪成平面
,

下端剪成斜 够移植成活的株数 占插穗株数的百分 比 )
。

面
,

每叶均截去一半
。

2
.

2 试验发现
,

用杜 仲绿色徒 长梢 枝作插

1
.

2
.

2 插穗处理
:

先将石蜡装 人器皿 内
,

加 穗
,

其成活率不及一般普通绿枝作插穗
。

热熔化至沸
,

稍冷却 ( 以减少烫伤切 口组织 )
,

2
.

3 不同年份及月份扦插
,

其成活率不尽相

然后将试验组插穗上端切 口在熔化石蜡中沽 同
。

一下
,

以封闭上端切 口 (伤 口 )
,

每株插穗在石 2
.

4 扦 插床土
,

发现 用生土或 鲜土较熟土

蜡液中轮流浸沾 2 次
,

以彻底封闭插穗上端 好
,

心上较表土好
,

瘦土较肥土好
。

同时
,

发现

切 口
。

对照组插穗上端切 口不封闭
。

床土若为客土
,

则先年备好的插床较当年备

1
.

2
.

3 扦插
:

将插穗插人土床 中
,

深约 3一 5 好的插床
,

扦插成活率高 (表 1 )
。

cT I飞 注意扦插时
,

用食
、

姆指挟紧压实插穗周

表 1 杜仲露天新法土插试验观察结果

赫毓率
扦插时成

〔年 月
一

日 )

及

土壤类型

观察日期及成活株数

插她及

处理 黑
’ 9 9 5 年

0 7 13 05
一

巧 11
一

2 8 0 4
一

04 0 6
一

02

l 勺 9 6 年 1 9 9 7 年

0 7
一

0 4 08
一

0 6 工l
一 28 04一 27 08

一

14 09一 12 21一 2 4 11
一

25 (% )

、
石
J任n刀一óJ蜡照对涂199 5

一

0 5
一

l艺

带砂黄土

199 6 05
一

0艺

带砂黄土

绿枝条

谬护绿 , 条

凳蓄
带梢绿校条

{: ::
.

:

绿枝条

篡 :{ {{ : {
0 0

0 O

,d内j9,自
, J11

19 96
一

0 5
一

19

带砂黄土

19公5
一

0 6
一

弓4

花园肥 土

绿枝条

篡 ::
`9 97

一

“ “一 “ “ 枝条

黑 :;
带砂黄土长梢绿枝

嘿 ;
3 讨论

3
.

1 试验组较对照组成活率显著提高

原因是用石蜡等物封闭插条上端切 口

誓
9é占̀n已0口

八UnO八U

1030巧101

,

主要
,

大大

减少 了病原菌从切 口侵人的机会
,

因而减少

了插穗烂心枯死 ;
其次

,

减少了插穗蒸腾
,

提

高 了插 穗 的抗 干 旱 能 力 ; 另外
,

从 土插
、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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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川试验数据分析
,

还提高 了插穗 的抗寒能

力
。

3
.

2 用绿色徒长梢枝条作插穗
,

其成 活率不

及一般普通绿枝条
,

是 因为徒长梢枝的抗 逆

境能力
,

包括抗病原菌
,

抗干旱及抗寒冷等能

力都不及一般普通枝条
。

3
.

3 不同年份及月份扦插
,

杜仲成活率不尽

相同
,

除了管理原因外
,

不同年份及月份的气

象条件不尽完全相同是其 主要原 因
。

例如
,

1 9 9 6 年吉首地 区春夏季气 候异 常
,

多雨
、

暴

雨成灾
,

光照不 足
,

插穗光合作用微弱
,

养分

吸收能力差
,

特别是病原菌容易擎生蔓延及

感染
,

因而造成插穗烂心枯死严重
,

扦插成活

率低
。

而 1 9 9 7
、

1 9 9 5 年吉首地区春夏季
,

气候

较正常
,

雨量适 中
,

阳光充足
,

因而扦插成活

率高
。

3
.

4 插床用土
,

生上或鲜土较熟土好
,

心土

较表土好
,

瘦土较肥土好
。

因为生土或鲜土
,

瘦土及心土 中带的病原菌少
,

杂草及杂草种

子 少
,

可减少插穗 烂心腐烂 及杂草危 害
,

因

而
,

扦插成活率高
。

床土若为客土
,

先年备好

的插床较当年备好的插床
,

扦插成活率高
,

是

因为先年备好的插床
,

床土经较长时间的雨

淋
、

冰冻等风化
,

能使土层下沉变紧密
,

有利

于插穗和床土紧贴
,

易于生根
。

4 建议及小结

4
.

1 以上述几次土插试验结果看
,

由于方法

单一
、

管理粗放
,

因此扦插成活率不够理想
。

建议
,

今 后对插穗采用生根 剂处理
、

喷雾 洒

水
、

塑棚中薄膜复盖
、

床土先杀菌等多项综合

措施
,

定能收到满意的试验结果
。

4
.

2 杜仲露天新法枝插技术 〔刘建成
,

等
.

中药材
,

1 9 9 5
,

1 8 ( 9 )
: 4 3 5 ]解决了杜仲枝插难

以成活或不能成活的难题
,

现露天新法土插初

试成功
,

既改进了插穗切 口封闭技术
,

又改砂

床为土床
,

降低了成本
,

减少了投资
,

使露天新

法枝插技术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及可推广性
。

( 1 9 9 8
一

1 0
一

2 2 收稿 )

一种朱砂伪品的鉴别

云南 省昭 通地区 药品检验所 (6 5 7 0 0 0) 赵永成
.

刘 荣

朱砂为硫化 物类矿物辰 砂族辰砂
,

主含硫化 汞

(H g S )
,

收载 于《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 部
,

是 我国沿

用 已 久的 矿物类 中药
,

具清心 镇静
,

安神解 毒 的功

效
,

用 于心悸易惊
,

失 眠多梦攀痛发狂
、

小儿惊风
,

视物眼花
,
口疮

、

喉痹
、

疮疡肿毒等症 l[]
。

近年来
,

市

场上亦有 朱砂伪 品出现
,

我们在抽验 中发现 一种朱

砂伪 品
,

是 由红色染料 与方铅 矿碎块伪制而成 的
,

外

观 与正品朱砂相似
,

但 经研磨
,

加水试验 和进一步 的

理论试验
,

易 于鉴别
,

现予 报道
,

供鉴别朱砂 的伪 品

时参考
。

1 材料与试药

朱砂对照药 材 由云南省药 品检验所提供 ;朱砂

伪 品由昭通地 区 医 药 公司送检
;
方 铅矿对 照品 由地

矿部云南省地矿局测试中心提供 ;盐酸
、

硝酸等试剂

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 和结果

2
.

1 性状鉴别
:

取 朱砂对 照药材
,

朱砂伪品和 方铅

矿对照 品进行 以下性状鉴别试验
,

结 果见表 1
。

2
.

1
.

1 外观性状鉴 别比较
:

观察样品外观性状
。

2
.

1
.

2 研磨试验
:

取样品于乳钵内分别仔细研磨成

细 粉
,

观察其脆性和色泽
。

2
.

1
.

3 加水试验
:

取样 品 1 9 于试管中
,

加水 5 m L

振摇
,

观察水层染色情况和水不溶物性状
。

结果表明
:

伪 品的外观性状与正品朱砂相似
,

但

经研磨和加水试验 可观察到朱砂 为红色粉末
,

水层

不染 色 ;伪 品则为 黑色粉末
,

水层 被染成红色 ; 方铅

1 9 8 2 年毕业于昭通师专化学系
,

后考人云南大学化学系
,

本科毕业
,

理学学士学位
,

主管药 师
。

从事化 学药 品

检定
、

药检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天然药物 的研究工作
,

先后在省部级
、

国家级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

J
定粗茶精中咖啡因含量研究 》同时被美国化学文摘 ( C A )

、

英国分析化学文摘 ( A A )转摘
,

获地区科技进步奖
法测

5 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