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的 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可作为分类鉴定的一

种有益的辅助手段 ,但不能替代传统的分类学。

目前分子标记技术在生物多样性及系统分类与

中药鉴定中的应用方兴未艾。 我们认为利用包括

RAPD在内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筛选和寻找药

用植物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 ,开展中药材分子标记

育种、中药材品质人工调控及生产基因工程药物 ,将

是 21世纪生药学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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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栽培大青叶和原栽培品种的抗内毒素作用比较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0433)　　王　寅 　乔传卓

摘　要　比较异地栽培后的大青叶和其原栽培品种的抗内毒素作用 ,结果显示生态环境改变后 ,大青叶仍能
保持其原栽培品种品质:不同居群大青叶在药理活性方面的差异也不因生态环境的趋同而丧失。 表明大青叶

是一类种质主导型的药材 ,环境因素对药材品质的形成不起主要作用。
关键词　大青叶　异地栽培　药材品质　抗内毒素活性

Comparison of the Antiendotoxic Activities of Transplanted Indigoblue Woad

( Isat is ind igot ica ) with the Originally Cultivated Breeding
Colleg e o f Pharmacy, th e Second M ilitary Medical Univ er sity ( Shanghai 200433)　Wang Yin and Qiao Chuanzhuo

Abstract　　 The antiendotoxic activi ty of transplanted Isatis indigotica Fo rt. was compared wi th the

o rig inally cul tiv ated breedings. The resul t showed that the former kept the cha racter of the lat ter w hi le a l-

tering the mode o f li fe and relations to their env ironment and that di fferences in pha rmaco logical effect of

I . indigotica f rom di fferent populations stil l remained af ter they w ere transplanted in the same place,

w hich indicated that I . indigot ica i s a g ermplasm-dominant type crude drug and the environmenta l facto r

show ed li tt le effect on i ts quali ty.

Key words　　 Isatis indigot ica Fo rt.　 t ransplantation　 quali ty of crude drug　 antiendo toxic activi ty

　　大青叶是常用的清热解毒中药材 ,主要来源于

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Isatis indigotica Fo rt. 的干燥

叶 [1 ]。临床应用发现药材质量参差不齐 ,有必要进行

品种选育 ,保证药材质量。我们将各地不同居群菘蓝

移栽于一处 ,考察异地栽培前后大青叶药理作用的

变化 ,探讨环境因素对药材品质形成的影响 ,为筛选

优良品种、稳定和提高药材的质量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996年 9月至 12月间在全国采集了 13

个栽培居群的大青叶药材 (Ⅰ )和种子 ; 1997年 5月

下旬将种子异地栽培于上海市新海农场试验田 ,按

常规方法进行田间作物管理 ,同年 11月收获移栽一

年的大青叶药材 (Ⅱ ) ,并将剩余的大青叶以居群为

单位 ,间距 5～ 10 km左右重新分隔种植 ,避免在开

花结果时互相传粉 ,在 1998年 5月时收获种子 ,将

其种植在同一块试验田 ,收获移栽两年的大青叶药

材 (Ⅲ )。 所有药材经乔传卓教授鉴定均为十字花科

菘蓝 Isat is indigotica For t.。

1. 2　试剂和仪器:鲎试剂:福州东方鲎试剂厂 ,批号

971208, 0. 1毫升 /支 ,灵敏度 0. 5 EU /mL;细菌内

毒素工作标准品:福州东方鲎试剂厂 ,批号 980105,

10 EU /支 ,以 N S溶解备用 ; 0. 9%生理盐水 (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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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 980407;电热恒温水溶锅 ,上海医疗器械厂 ;注

射器 ,试管 ,吸管及容量瓶等均按中国药典“热源检

查法”项目规定处理。

1. 3　方法: 将菘蓝叶烘干 ,粉碎 ,过 60目筛 ,称取

100 g ,加 500 mL水煎煮 30 min,过滤 ,重复 3次 ,合

并滤液 ,水浴浓缩至约 100 mL,加乙醇至醇浓度为

80% ,冷藏 24 h后过滤 ,回收乙醇至无醇味 ,以蒸馏

水定容至 100 mL,调节 pH 7. 0～ 7. 5,压滤除菌及

其他杂质颗粒 ,用安瓿分装 ,封口 ,煮沸消毒 ,备用。

分别取 0. 5 mL大青叶提取液于 1, 2号试管

内 ,在 2号试管加入 0. 5 mL N S,混匀 ,吸取 0. 5

mL于已加有 0. 5 mL NS的 3号管中 ,依次按同法

稀释 ,得到稀释倍数分别为 1, 2, 4, 8, 16, 32, 64和

128的系列溶液 ,并使各管的药液量都为 0. 5 mL;

分别加入预先配制的浓度为 10 EU /m L内毒素液

0. 5 mL,摇匀 ,于 ( 55± 2)℃ 水浴保温 30 min,分别

取 0. 2 mL于 0. 1 mL鲎试剂中 ,溶解 ,封口 ,于 ( 37

± 1)℃ 水浴中温育 60 min。 同时作阴性和阳性对

照。

2　结果

原栽培产地的 ,移栽 1年的及移栽 2年的不同

居群大青叶药材抗内毒素作用见表 1。
表 1　不同居群大青叶抗内毒素作用

原栽培产地 异地栽培 1年后 异地栽培 2年后

1 1 /2 1 /4 1 /8 1/ 16 1/32 1 /64 1 /128 1 1 /2 1 /4 1 /8 1 /16 1 /32 1 /64 1/ 128 1 1 /2 1 /4 1 /8 1 /16 1 /32 1 /64 1/ 128

安徽阜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泗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亳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禹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赤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太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泰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射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安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邢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咸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辽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沈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表示无凝胶形成　+ 表示有凝胶形成　±表示形成凝胶 ,翻转后产生变形获流动　 1 /n表示将大青叶提取液稀释 n倍。

3　讨论

3. 1　大青叶性味苦寒 ,具清热解毒 ,凉血利咽功效。

文献报道大青叶含抗内毒素活性物质 ,具有体外抗

内毒素作用 [2 ]。本实验以“细菌内毒素检查法”对大

青叶进行抗内毒素作用评价
[3 ]
,可较好的反映药材

的品质。

3. 2　来源于不同居群的大青叶在移栽第一年时 ,遭

受了特大台风 ,种子刚出苗即被水淹 3 d,影响成活

率 ;在移栽第二年的 7, 8两月 ,持续高温干旱天气 ,

使得药材产量受一定影响。 在这样与原产地有明显

不同的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下 ,移栽后的大青叶

(Ⅱ ,Ⅲ )的药理作用与原产地 (Ⅰ )的仍然基本持平 ,

原有的不同居群大青叶药材在抗内毒素作用方面的

明显差别 ,经异地栽培后依然存在 ,采自安徽 ,河北

等主产区大青叶在移栽前后的药理作用均好于其他

地区。

3. 3　菘蓝在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具有较广的分布

区。它的各个不同地区的居群往往有不同的基因型 ,

或 称 地 方 性 特 化 基 因 型 ( local specrali zed

genotype) ,而这些基因型是由于不同的生态或地理

条件长期选择作用塑造而成的 ,是导致不同居群药

材品质差异的遗传因素 [4 ]。另外 ,土壤 ,气候 ,生态环

境等地理 -生态因子的不同也对药材的品质差异产

生影响。 从异地栽培前后大青叶药理作用的比较可

以看出生态环境的改变后 ,大青叶仍能保持原栽培

品种的品质 ,不同居群大青叶药材在药理作用方面

的差异也不因生态环境的趋同而丧失。 表明大青叶

是一类种质主导型的药材 [4 ] ,品种遗传基因对药材

品质的形成起主要作用 ,环境饰变的作用较小。这为

筛选大青叶优良遗传资源 ,建立药材生产基地 ,培育

优质药材品种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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