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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的生态生物学分析

苏文华 1 ,陆　洁 2 ,张光飞 1 ,王崇云 1 

( 1.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2.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21)

摘　要: 目的　为研究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在个体器官间、个体间 、不同地区和不同生境种群间的变化规律。 方法

测定了云南邱北、昆明等 8个地区 ,大理苍山不同海拔条件下生长和栽培的短葶飞蓬植株体内总黄酮含量。结果　

不同地区生长的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不同 ;同一地区 ,总黄酮含量有随海拔升高而上升的趋势。 植株地上部分茎、

叶和花的总黄酮含量高于地下部分根的 ,生长在同一生境的短葶飞蓬不同个体总黄酮含量也有差异。 结论　短葶

飞蓬体内总黄酮含量的高低是基因和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短葶飞蓬 ;总黄酮 ;含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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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and biological analys is of total flavonoids inErigeron brev iscapus

SU W en-hua
1
, LU Jie

2
, ZHAN G Guang-fei

1
, W AN G Cong-yun

1

　　 ( 1. Institute of Ecolog y and Geobo tany , Yunnan Univ er sity ,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2. Yunnan Fir st People

's Hospital, Kunming Yunnan 650021, China )

Abstract: Object　 To study the regula r change o f to tal flavonoids in Erigeron breviscapus ( V ant. )

Hand- M azz ( TFE) in dif ferent parts o f the plant , dif ferent indiv idual plant and population f rom dif ferent

habi tat. Methods　 Sam ples of E. breviscapus f rom eight districts around Qiubei, Kunming and a t al titude

on Cangshan mountain, Da li w ere col lected and thei r f lav onoids determined. Results　 TFE show ed di ffer-

ent values in sam ples f rom dif ferent o rigin, wi th the tendency to show an increa se wi th increase of alti-

tude. The aerial par ts including stem , leaf , and f low er w 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derg round root. E.

brev iscapus g row n in the same ecological condi tions also show ed dif ferent T FE values f rom indiv idual to in-

dividual. Conclusion　Variation in TFE w as influenced by the com bined ef fects o f geno type and ecolo g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Erigeron breviscapus ( Vant. ) Hand-Mazz. ; to tal flavonoide; quantitativ e analy sis

　　短葶飞蓬 Erigeron brev iscapus (V ant. ) Hand-

Mazz. ,俗名灯盏花 ,灯盏细辛 ,属菊科短葶飞蓬属

的植物 ,产于云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及西藏等

省区
[ 1]
。是一种民间常用中草药

[2 ]
,全草入药 ,曾列

入《中国药典》 1977年版一部 [3 ]。 70年代起 ,对其化

学成分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现短葶飞蓬的主要药用

成分为黄酮
[4, 5 ]
。 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对治疗闭塞

性脑血管疾病所致瘫痪及脑出血后遗瘫痪有特效。

已有的研究表明 ,短葶飞蓬植株中总黄酮含量

有季节变化 [6 ]。 本研究对其黄酮含量进行了生态生

物学分析 ,初步探讨短葶飞蓬植株中总黄酮积累规

律。 为短葶飞蓬植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人工种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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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的准备: 于 4, 5月在云南昆明、丘北和大

理等地野外采挖正在开花短葶飞蓬全草 ,带回室内。

新鲜经鉴定的短葶飞蓬 ,在干燥箱内 80℃ 下烘干 4

h,切碎待测。

1. 2　总黄酮的提取:取已准备好的短葶飞蓬干物质

1 g ,每个样品 3～ 9份。加水 50 m L煎煮 2 h,煎煮过

程中不断加水 ,煎煮 2次 ,每次煎液约 20 m L,合并

2次煎液 ,滤过 ,浓缩至 10 m L左右 ,加入乙醇至含

醇量达 80% ,冷藏 48 h过滤即可。

1. 3　总黄酮的定量测定分析:黄酮含量的测定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

二十册中灯盏花注射含量测定的步骤与方法 ,用上

分 755B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量 ,得标准曲线的

回归方程为 A= 0. 443 2C+ 0. 088,　相关系数 r=

0. 999 9 ( P < 0. 001)。

精密量取提取滤液 1 m L或 0. 5 m L,置 25 m L

量瓶中 ,用 60%乙醇定容。以无水芦丁为对照标准

品 ,计算得出总黄酮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地区短葶飞蓬体内总黄酮含量分析: 2000

年 4月和 5月在云南省邱北、大理和昆明等 8个地

区采集的开花短葶飞蓬全草体内总黄酮含量见图

1,各地生长的短葶飞蓬体内的总黄酮含量不相同。

邱北地区的含量最高 ,高于平均水平 ( 55. 83 mg )

47. 48% ,比含量最低的高出 111. 73%。大理、禄劝、

弥勒和姚安的含量比较接近 ,昆明地区的最低。

图 1　 8个地区短葶飞蓬体内的总黄酮含量比较图

2. 2　不同海拔生长的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分析:云

南大理苍山海拔 2 200 m～ 3 050 m的 5个海拔高

度生长的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见图 2。不同海拔生

长的短葶飞蓬的总黄酮含量不相同 ,海拔 3050m

的含量最高为 62. 1 7m g ,海拔 2200m的最低 ,为

38. 77 mg。相关性分析表明 ,短葶飞蓬的总黄酮含

量与海拔高度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919 99

( P < 0. 001) ,总黄酮含量随海拔高度上升而增加。

图 2　不同海拔高度下短葶飞蓬的总黄酮含量

变化曲线*

* 每个海拔 9份样品。

2. 3　短葶飞蓬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总黄酮含量分

析:短葶飞蓬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中都含有黄酮 ,但

含量不同 (见表 1)。地上部分 (包括茎、叶和花 )的含

量比地下部分根的含量高 ;平均地上部分的总黄酮

含量在整个植株中占 57. 59%。 经相关性分析还表

明 ,短葶飞蓬植株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总黄酮含量

的高低呈正相关。地上部分总黄酮含量高的植株 ,地

下部分总黄酮含量也高 ,相关系数为 0. 953 7( P <

0. 001)。
表 1　短葶飞蓬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总黄酮含量比较

含量 ( mg /g干物质 ) 比例 (% )

地上部分 44. 26± 4. 61 57. 59

地下部分 33. 38± 4. 75 42. 41

2. 4　单株间总黄酮含量的比较

表 2是由邱北地区引入昆明栽培后同一生长发

育期的 12株短葶飞蓬地上部分总黄酮含量测定结

果。 可以看出 ,即使生长在同一环境条件下 ,不同个

体的总黄酮含量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植株的含量明

显高于其它植株 ,如 ( 7)号高于含量最低的 ( 2)号

58. 40% ,高出平均值 30. 9%。

3　结论与讨论

　　不同地区、海拔生长的短葶飞蓬中的总黄酮含

量会有变化 ,同一生境中的不同植株的总黄酮含量

也不相同 ,植株的地上部分的含量比地下部分的含

量高。

生长在不同地区、不同海拔的短葶飞蓬总黄酮

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说明外界环境的改变影响短
表 2　短葶飞蓬单株总黄酮含量比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含量 44. 33 34. 95 39. 73 47. 66 44. 49 38. 32 55. 36 37. 25 43. 61 38. 59 47. 38 3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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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飞蓬体内总黄酮含量的积累。 而同一生境不同植

株之间含量的差异 ,则表明短葶飞蓬总黄酮含量的

高低可能是有遗传背景的。 短葶飞蓬体内总黄酮含

量的高低是基因和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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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节料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

王秋颖 ,郭顺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4)

摘　要: 目的　研究天麻节料高产的栽培技术。方法　采用田间栽培法。结果　在天麻有性繁殖中 , ( 1)用短菌枝代

替菌材播种 ,两层菌枝 ,播种 4层种子 ,可使天麻种子萌发后形成的原球茎接蜜环菌率达 50%以上 ,播种半年后 ,白

麻米麻的产量高 ; ( 2)长菌捧播种 ,两层菌捧 ,播种 4层种子 ,可使产量翻倍。在天麻无性繁殖中 ,改用短菌棒伴栽天

麻 ,不仅可以节约木材和种麻 ,还可保证天麻的产量。结论　新的栽培方法在节料的同时 ,不但可保证天麻的产量 ,

而且使天麻高产。
关键词: 天麻 ;原球茎 ;蜜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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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ultivation ofGastrodia elata to lower expense and increase yield
W ANG Qiu-ying , GUO Shun-xing

　　 ( Institute of M edicinal P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 edical Science and Peking Union M edical Co lleg e,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Object　 As sta ted in the subject. Methods　 By field cultiva tion. Results　 In sexual repro-

duction, ( 1) shor t t ree branches can be used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t ree trunks. Sow four layers of

seed on to tw o timber lay ers. The peret ration rate o f Amil laria mellea ( Vahl. ex Fr. ) Ka rst into the ger-

minated Gastrodia elata Bl. pro toco rm can a ttain w ell ov er 50% . Af ter half y ear, the yield of bo th small

and medium sized gast rodia tubers ( 2) Sow four layers of seed onto every tw o lay ers of long t ree t runks

m ay double the yield. In asexual propagation, the use of sho rt t ree branches no t only can save tim ber m a-

teria l but also m aintain the yield. Conclusion　 This new cultiv ation m ethod can be used to save timber

w hi le maintaining the quali ty and quanti ty in the production of G. elata.

Key words: Gastrodia elata Bl. ; pro tocorm; Armil lqria mel lea (V ahl. ex Fr. ) Ka rst.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1.是高度进化的兰科药

用植物 ,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与两类真菌共生 ,

才能完成其生活史。天麻种子细小无胚乳 ,种子萌发

必须靠小菇属 ( Mycena )一类真菌侵入为其提供营

养 ,种子萌发后形成的原球茎的继续生长发育又需

要另一种真菌蜜环菌 Armil lqria mellea ( Vahl.

exFr) Karst. 的侵入提供营养 ,才能完成由原球茎

到米麻、白麻及箭麻的过程 [1 ]。而蜜环菌的营养主要

来自于木材 ,一般栽种 1 m
2
的天麻需要直径 5～ 8

cm ,长 60 cm的木材 20根 ,加上大部分天麻产区农

民长期沿用落后栽培方式 ,广种薄收 ,千万资源的大

量浪费。近年来随着天麻抗老年性疾呆药效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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