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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可以作为流动相
。

本实验对不 同品种菊花 的含量进行 比较
,

结果

表明 绿原酸含量 以济菊和祁菊最高
,

川菊最低 木

犀草素
一 一 一

各
一

葡萄糖昔含量 以济菊最高
,

其次是

贡菊和怀菊
,

而毫菊最低 芹菜素
一 一 一

任
一

葡萄糖

昔含量 以济菊最高
,

其次是杭菊
,

而最低为贡菊
、

毫

菊和怀菊
。

因此
,

不能以单一成分定其质量的好坏
,

只有绿原酸和黄酮类成分均高
,

才是质量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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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 的秋季扦插研究

王仕玉 ’ ,

杨灿光
“ ,

郭凤根
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

云南 昆明 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

云南 昆明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

云南 昆明

五 加

又名刺五加
、

五加皮
、

五叶路刺或
“

戈哈 ” 哈

尼语
,

五加科落叶灌木川
。

其根
、

根皮及茎皮为传统

中药
,

具有祛风湿
、

壮筋骨
、

强腰膝
、

活血化痕等功

效
,

以其为原料研制的维尔泰 口 服液等产 品畅销 国

内外 其生长季节萌生 的嫩芽和嫩茎叶可作野生蔬

菜食用
,

营养丰富
,

味美可 口
,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

随

着五加 的开发利用
,

野生资源 日趋减少
,

人工繁殖技

术的研究 已迫在眉睫
。

为大量繁殖这一珍贵资源以

供应市场
,

同时保护好野生五加资源
,

开展了五加的

扦插繁殖研究
。

材料与方法

材料处理 年 月 日在云南农业大学

中药资源圃内采集五加枝条
,

剪成 一 的带

个芽 的茎段
,

下端剪成斜 口
,

上端剪成距芽 一

的平 口
,

将枝条斜面朝下盛放于小水桶 中
,

在水

龙头下用小流水冲洗 后取出稍晾干备用
。

正交试验设计 本研究设 个因素
,

每因素设

个水平 表
,

通过正交表
,

作正交试验设

计 得 到下 列 个处 理组 合 ① 为嫩 枝 用

速蘸 后扦插于河沙 中 ②

为 嫩 枝 用 清 水 处 理 后 扦 插 于 红 土 中 ③

为 老 枝 用 清 水 处 理 后 扦插 于 河 沙 中 ④
,

为老枝用 速蘸 后扦

插于红土中
。

每处理 枝
,

重复 次
。

扦插及插后管理和指标观测 用于扦插的插床

长宽分别为 和
,

插前给基质浇透水
,

并在插穗

上端用蜡封 口
。

扦插株行距为 一 。 一
,

扦插深度 左右
,

插后用遮阳网遮阴并视基

质情况浇水
。

插后 左右观察萌芽情况
,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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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 目 云南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王仕玉 一

,

女
,

重庆市合川县人
,

年 月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园艺系并获农学硕士学位
,

同年分配到云南农业大学
园艺系工作

,

现在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任副教授
,

在职攻读农学博士学位
。

主要从事园艺作物和 中草药的研究
,

主持或
参与完成了十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

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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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因素及水平

水平
因 素因 素

插条年龄 扦插基质 处理

嫩枝 河沙 速蘸

老枝 红土 清水对照

右测量统计成活数
、

根数
、

最长根长和新梢长
,

最后

对成 活率
、

萌芽率
、

生 根率
、

平均根数
、

平均最 长根

长
、

平均梢长进行相应的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 的扦插试验结果见表
,

对扦插结果 的

直观分析结果见表
。

表 的直观分析结果 中极差

值 越大
,

则表示该因素的水平变化对指标的影响

越大
,

即该因素愈重要 反之
,

值越小
,

这个因素也

就越不重要
。

不同因素和处理组合对成活率的影响 从表

可知 用 处理的两个组合成活率最高
,

达
, ,

为 不用 处理 的两个

组合成活率较低
,

为
,

为
。

从表 可知
, 、

和 个因素的 个水平在成活

率上 的极差分别 为
、

和
,

故影 响成 活率的

个 因素依作 用 大 小 排序为 插 条 年 龄

扦插基质
。

对于提高成活率而言
,

最佳处

理组合是
, ,

即老枝用 一 速蘸

后插于河沙中
。

表 扦插试验结果

处理 成活率 萌芽率 平均梢长 生根率 平均根 平均最长

组合 数 条 根长

表 因素和水平的直观分析结果

因素 水平
成活率 萌芽率 平均梢长 生根率 平均根 平均最长

数 条 根长

巧认

内左︺,曰
月

改占︸刁月性,内﹄廿

⋯⋯
‘﹃乙
‘

差异
,

老枝用 速蘸 插于红土

中 的萌芽率最高
,

达 嫩枝用

速蘸 插于河沙 中 的萌

芽 率 为 老 枝 用 清 水 处 理 插 于 河 沙 中

的萌芽率为 嫩枝用清水处理插于

红土中 的萌芽率最低
,

为
。

从直观分

析 表 表 可知
, 、

和 个 因素的 个水平在

萌芽率上 的极差分别为
、

和
,

故影响成活率

的 个因素依作用大小排序为 插条年

龄 扦插基质
。

对于提高萌芽率而言
,

最佳

组合是
, ,

即老枝用 速蘸

插于河沙中
。

表 显示
,

插条成熟度高的两个处理组合 的平

均新梢长较长
,

达
· ,

为
·

而插条成熟度低的两个处理组合的平均梢长较

短
,

为
,

为
。

从表

可推断出 个因素对平均梢长的影响顺序是插条年

龄 扦插基质
。

对提高平均梢长

而言
,

最佳组合是
,

即老枝用清水处理后插

于河沙中
。

不同因素和处理组合对插条生根的影响 生根

率是衡量扦插繁殖效果的重要指标
。

从表 可知
,

用

处理 的两个处理组合生根率较高
,

达
, ,

为 而不用 处理的

和 的生根率较低
,

分别为 和
。

表

结 果表 明 个 因素对生 根率的影 响顺 序是

插条年龄 扦插基质
。

对于提高生根

率而言
,

最佳组合是
, ,

即老枝用

速蘸 插于红土中
。

插条生根后
,

每插条所产生 的不定根数是衡量

插条生根质量的标准之一
。

表 结果表明
,

用

处 理 的两个处 理组 合 的平 均 根 数最 高
,

达

条
,

为 条 而不用 处理的两

个处 理 组 合 的 平 均 根 数较少
,

为 条
,

为 条
。

表 结果表明
, 、

和 个因素

的 个水平在平均根数上的极差分别为
、

和
,

故影响平均根数的 个因素依作用大小排

序为 插条年龄 扦插基质
。

对于

提高不定根数而言
,

最佳组合是
, ,

即老枝用

速蘸 后插于红土中
。

不同处理组合所得插条不定根的平均最长根长

也不同
。

表 结果显示
,

插条成熟度高的两个处理组

合的平均最长根长较长
, , 。为

· , ,

为 而插条成熟度低的两个处理组合的平

尸口只︺山月件︸︸

⋯⋯
宁

心勺今划乃自︺曰,二︸山月了八八月了

只斗︸山

不同因素和处理组合对萌芽率及梢长的影响

表 结果表明 扦插 后各处理组合的萌芽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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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最 长 根 长 较 短
, , ,

为
,

为
。 。

从表 可推断出 个因素对平均最长根长

的影响顺序是插条年龄 扦插基质
。

对提高平均最 长根长 而言
,

最佳处理组合是
, ,

即老枝用 速蘸 后插

于河沙 中
。

讨论

处理 因素 是影响五加枝条秋季扦插

繁殖的重要 因素
,

在全部 项指标中有 项指标的

最 重 要 影 响 因 素是 处 理
。

用

速蘸 能提高五加插条的成活率
、

萌芽率
、

生根率
、

平均根数和平均最长根长
,

只有在平均梢长

这个指标上 处理 的反而不如用清水处理 的
,

但差 异 不 显 著
。

因此
,

在扦插 五 加 时 可 用

速蘸插条 后再行扦插
,

效果较好
。

插条年龄 因素 也是影 响五加枝条秋季扦

插繁殖的重要因素
,

其影响力在 项指标上排第一
,

在 项指标上排第二
。

在成活率
、

萌芽率
、

平均梢长
、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

平 均最长根长共 项指标上
,

年生或 年生的老枝均优于当年生的嫩枝扦插
。

因

此
,

扦插五加时宜选用健壮的老枝作插条
。

基质 因素 对五加秋季扦插 的影 响在 项

指标 中表现不一致
,

在生根率和平均根数这 项指

标上红土基质优于河沙基质
,

在另 项指标上河沙

作基质的优于红土作基质 的
,

但均未达差异显著水

平
。

故基质对五加扦插繁殖 的影响不大
,

河沙和红土

均可作为五加扦插的基质
。

综 合 直 观 分 析 结 果
,

推 断 出 了
工
和

个较佳处理组合
。

在本试验所设的的 个

处 理 组 合 中 已 经 包 含 了推 断 出 的较 佳 处 理 组 合

即老枝用 速蘸 后插

于红土中
,

表 结果也证明了该处理对五加秋季扦

插的效果是最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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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
一

蒸发光散射法测定胡芦 巴 中薯孩皂昔元

赵宇新
‘ ,

李曼玲
,

国家药典委员会
,

北京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

北京

胡 芦 巴 为 较 常 用 中药
,

为 豆 科 植 物 胡 芦 巴
一

的干燥 成 熟 种 子
。

具有温肾
、

祛寒
、

止痛的作用
,

可用于肾脏虚冷
、

小腹

冷痛
、

小肠疲气
、

寒湿脚气
。

胡芦巴中含有薯莎皂昔

元 和多种昔元为薯莎皂昔元的皂昔类

成分
,

薯裁皂昔元是合成多种 街体激素类药物和 幽

体避孕类药物的前体物质
,

其本身也具有调血脂
、

平

喘
、

抗炎和抗肿瘤的活性
。

薯菠皂昔元分子式 中没

有共扼结构存在
,

所 以仅在紫外末端有一个 中等强

度的吸收峰
。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一

紫外检测法对

其进行含量测定
,

流动相可能会带来干扰
,

基线状况

也不理想
。

本实验根据薯菠皂昔元的这一特性
,

选择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作为检测手段
,

建立 了胡芦 巴 中

薯菠皂昔元的高效液相色谱
一

蒸发光散射测定方法
。

仪器和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 国
,

安捷伦公司

一 型 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 美 国
,

公司 色谱处理软件 北京泰立化科技公

司 一 空气发生器 北京
,

汇龙 昌海有限

公司
。

乙睛为色谱纯
,

水为 自制高纯水
,

其他试剂均

为分析纯
。

胡芦巴药材均为市售
,

经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

究 所 李 曼 玲 研究 员 鉴 定 为 豆 科植 物 胡 芦 巴
一

的干燥成熟种子
。

薯菠皂昔元对

照品购 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供含量测定用
。

方法与结果

色谱条件 固定相为 色谱柱
, 拼 ,

柱温 乙睛
一

水
,

为流动相
,

体积流量 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检测
,

漂移管温度 ℃
,

气体体积流量

桨馨昙契款黑忠 一 。
,

男
,

蒙古族
,

内蒙赫峰市人
,

中药学硕士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成分分析和 中药质量标准化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