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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干物质积累和异欧前胡素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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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明确白芷不同生长时期干物质积累及根中异欧前胡素质量分数和积累量变化。方法 采用称重法

测定白芷干物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根中异欧前胡素。结果 白芷地上和地下部分干物质积累呈“s”型曲线，地

上部分干物质在7月底至10月初逐渐增加，10月中旬达到高峰，随后降低；地下部分干物质前期增加较慢，8月底

至9月底为快速增长期，随后增加稍有减慢。根中异欧前胡素以7月底8月初最高，为0．245 3％，10月底最低，为

0．117 7％。异欧前胡素积累量在10月底收获时达到最大。结论 以白芷产量和异欧前胡素积累量为白芷的收获目

标，10月底为白芷的收获期，与传统采收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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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and changes of isoimperatorin content

and accumulation in the root of Angelica dahurica in diffe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uration．Methods

Use weighing method to weight the dry matter and an HPLC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isoimper—

atorin in A．dahurica root．Results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of aerial part and under ground part of A．

dahurica showed“S”curve，dry matter of aerial part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end of July to the early

October and got to the peak in mid—October，then gradually decreased；dry matter of under ground portion

increased slowly in earlier stage and became rapidly from the end of August to the end of September，then

reduced．Isoimperatorin content in A．dahurica root was the highest in the end of July and the early of Au—

gust as 0．245 3 oA and the 10west in the end of 0ctober as 0．1 1 7 7％．The accumulation of isoimperatorin

was the highest in the end of October when A．dahurica was harvest．Conclusion Taking A．dahurica

yield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isoimperatorin as harvest aim，the optimal time for harvest is at the end of

0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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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Angelica L．)植物，以

干燥根人药。性温、味辛，具有散风寒、燥湿、排脓、止

痛等功能，用于风寒感冒、头痛、鼻炎、牙痛等的治

疗[1]。虽然对白芷的栽培已有许多研究[2“]，但对产

量形成和活性成分动态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各种

栽培措施对白芷品质影响的认识。本研究采用烘干

称重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探讨白芷干物质积累与

异欧前胡素质量分数及其积累量动态变化，为白芷

的规范化种植及优质高产栽培提供了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情况：本试验在河北安国原种场进

行。土壤质地为壤土，有机质质量分数为0．85％，土

壤中氮、磷、钾质量分数见表1，排灌方便，前茬作物

为小麦，播前施腐熟的农家肥3．7 kg／m2，磷酸二铵

0．04 kg／m2，钾肥0．03 kg／m2，深耕40～50 cm。

表1土壤中氮、磷、钾

Table 1 Nitrogen，phosphorus，and kalium in soil

1．2 材料与仪器：供试材料为祁白芷Angelica

dahurica(Fisch．)Benth．et Hook。于2001年4月

种植于河北安国原种场试验基地。Agilent 1100高

效液相色谱仪，4元输液泵，G136513型检测器。

1．3试验设计：试验设3次重复，小区面积5 m×6

m，条播。从7月30日开始取样，每隔半月取1次，

直至10月30日收获，每次随机取10株，洗净根上

泥土，切片晾干。用于于物质和异欧前胡素的测定。

1．4异欧前胡素的测定

1．4．1 色谱条件：色谱柱：Phenomenex C18(250

mm x 4．6 mm，5 pm)；流动相：甲醇一水(70：30)；

体积流量：1 mL／min；柱温：室温；检测波长：254

nm；柱压：230 Pa。

1．4．2线性关系：准确称取异欧前胡素对照品5．1

mg，用甲醇溶解，定容至50 mL。分别取溶液2、4、

6、8、10 mL，用甲醇定容至10 mL，制得5个对照品

溶液，进样20肛L。以峰面积为纵坐标，质量浓度为

横坐标作图，得标准曲线，其回归方程为y一

1 080．1 X一29．545，r一0．999 9，线性范围为

0．02～0．4 mg。

1．4．3样品测定：精密称取白芷样品粉末(40目)

2 g，置索氏提取器中，加乙醚75 mL，提取9 h，回收

乙醚，真空干燥，残渣溶于甲醇，并定容至25 mL。经

0．45弘m微孑L滤膜滤过，得供试品溶液。取供试品溶

液20弘L，进样，测定峰面积，计算白芷中异欧前胡

素。色谱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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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芷(A)和异欧前胡素对照品(B)HPLC色谱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s of A．dahu—ca(A)and

isoimperatorin reference substance(B)

2 结果

2．1 白芷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干物质积累动态：见

图2。可见白芷根干物质积累量呈“S”型曲线增长趋

势，生长前期根干物质增加较慢，8月底到10月初

根干物质增长迅速，8月底至9月底为根干重快速

增长期，随后增加稍有减慢。白芷地上部分干物质在

7月底至10月初逐渐增加，10月中旬达到高峰，随

后由于叶片长势减退，物质向地下转移及叶片干枯，

地上部分于重下降，干物质积累呈“S”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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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芷地下部分(A)和地上部分(B)的干重变化

Fig．2 Dry weight change of A．dahunca under

ground part(A)and aerial part(B)

2．2 白芷根异欧前胡素的质量分数和积累量动态：

自芷根中异欧前胡素变化表现为升高一持平一下降的

变化趋势(图3)，以7月底8月初异欧前胡素质量

分数最高为0．245 3％，10月底最低为0．117 7％，

仅为最高时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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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芷根中异欧前胡素变化

Fig．3 Change of isoimperatorin in A．dahu—ca root

以单株根内的异欧前胡素积累量为指标，随着

生长发育的进行，白芷根中异欧前胡素积累量逐渐

增加(图4)，在10月底收获时达到最高，与传统采

收季节10月底收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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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白芷根中异欧前胡素积累变化

Fig．4 Change of accumulation of isoimperatorin

in A．dahurica root

3讨论

异欧前胡素的质量分数与生长时期有关，因此

用活性成分来评价药材质量时应考虑采收季节的影

响，同时也说明确定适宜收获期的必要性。如果以异

欧前胡素为白芷的收获目标，10月底收获时积累量

最高，与传统采收季节一致，说明传统10月底采收

白芷是合理的。

异欧前胡素的量先升高后下降，说明在白芷生

长发育前期异欧前胡素合成旺盛，由于前期白芷干

物质积累速度慢，表现为异欧前胡素的量迅速升高，

随后白芷干物质积累迅速增加，异欧前胡素积累速

度相对较慢，稀释了异欧前胡素，表现为异欧前胡素

的量下降。

本实验结果表明，白芷中异欧前胡素最高可达

0．245 3％，收获时为0．117 7％，这与前人的测定结

果[4~6]相差很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白芷

产地、采收时期及测定方法有关，这个问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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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产半夏的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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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阜南产半夏的质量进行研究。方法分别测定4个产地半夏中游离、水解氨基酸和麻黄碱，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对4个产地半夏的甲醇和酸性乙醇提取物的成分进行比较，用薄层色谱法对4个产地半夏的石油

醚提取物的成分进行比较。结果阜南产半夏所含氨基酸总量和种类以及麻黄碱与其他产地半夏基本一致，甲醇

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的主要成分与其他产地半夏一致，酸性乙醇提取物的一些微量成分与其他产地半夏有所差

异。结论阜南产半夏品质与其他3个产地的半夏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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