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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无损、有效地对红参药材质量进行评价。该方

法只需要简单的样品处理，同传统方法相比，如

HPLC、LOD等，可以节省大量的分析时间和花费。

随着标准样品的不断扩大，建立的标准光谱库不断

完善，建立的NIR光谱药材质量评价方法可用于中

药生产企业的原料药材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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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辐射对菘蓝种子生理及幼苗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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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微波辐照对菘蓝Isatis indigotica种子萌发率、淀粉酶、蛋白酶及幼苗发育的影响。方法用微

波辐照浸泡3 h的菘蓝种子。结果 4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处理均可以提高淀粉酶、蛋白酶活性，促进种子生理代谢，

提高发芽率及促进幼苗发育。结论低剂量微波辐照能促进菘蓝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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菘蓝Isatis indigotica Fort．是我国常用传统中

药板蓝根、大青叶的主要来源。板蓝根和大青叶中含

有靛蓝及靛玉红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具有清热、凉

血、消斑之功效口]。而微波在植物上的应用已有报

道，适宜剂量的微波辐射可以提高种子的萌发

率[2“]，促进黄瓜成花生理代谢，增加花的数量[6]。

本研究采用微波炉预处理菘蓝种子，对其种子萌发

率、子叶淀粉酶和蛋白酶活性以及幼苗发育状况进

行了研究，试图了解微波预处理菘蓝种子对生物学

作用，为提高板蓝根和大青叶产量提供理论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以菘蓝为实验材料，菘蓝种子为西安交

通大学药学院提供并经王军宪教授鉴定。

1．2方法

1．2．1微波辐照预处理：菘蓝种子用清水浸泡3 h

后，自然晾干，然后再用2 450 MHz微波炉(Corn—

bi—Grill Microwave Oven WD700)分别辐照种子的

胚3、8、13、18 S，剂量为126 mW／cm2。

1．2．2种子萌发：实验设对照(CK)，3 S微波处理

组，8 S微波处理组，13 S微波处理组，18 S微波处理

组。选取籽粒饱满，大小均匀的菘蓝种子进行微波处

理，种子表面经0．05％升汞消毒，然后播种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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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花盆直径20 cm，高25 cm。土壤成分腐殖质、熟

土、沙土比例为4：5：1，每盆10株，每组6个重

复，花盆置于西北大学生物园玻璃温室内，温度(25

±1)℃，光照强度为1 500 lx，光照时间为10 h／d。

1．2．3淀粉酶的提取及测定：子叶淀粉酶的提取及

活性测定参照文献方法[7]。以mg·g_1·min_1表示

淀粉酶活性。

1．2．4蛋白酶的提取及测定：采用Chripeeshs等

方法测定蛋白酶活性口]。以ttmol amino acid·

mg_1·Protein·h1表示蛋白酶活性。

1．2．5 发芽率及叶面积的测量：待种子萌发结束时

统计发芽数，以其百分比表示发芽率。发育状况以每

一株植物的总面积来反映。叶面积的测量采用美国

CID公司的叶面积仪(CID．Inc CI一202)扫描。

2结果与分析

2．1对发芽率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微波辐射

菘蓝种子对种子发芽率有明显的影响。3 S预处理，

其发芽率高于对照组3．9％(P<0．05)，8 S预处理

其发芽率高于对照组14％(P<o．01)，13 S预处理

发芽率高于对照组12．7％(P<o．01)，18 S预处理

发芽率高于对照组9％(P>0．05)。

图1 微波处理对菘蓝种子两发翠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microwave pretreatment on

germination rate of，．indigotica seeds

出，不同时间长度微波预处理对菘蓝子叶淀粉酶活

性具有明显的影响。3 S预处理，其子叶a一淀粉酶活

性高于对照组28％(P>O．05)，总淀粉酶活性高于

对照组29％(P<o．05)；8 S处理预子叶a一淀粉酶

活性高于对照组90．5％(P<o．05)，总淀粉酶活性

高于对照组90．8％(P<0．05)；13 S预处理子叶a一

淀粉酶活性高于对照组54％(P<o．05)，总淀粉酶

活性高于对照组89％(P<o．05)；18 S预处理子叶

a一淀粉酶活性仅高于对照组23％(P>0．05)，总淀

2．2对菘蓝子叶淀粉酶活性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 粉酶活性高于对照组25％(P<o．05)。

表1微波处理菘蓝种子对子叶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microwave pretreatment，．indigotica seeds on activity of cotyledon enzymes

2．3对菘蓝蛋白酶活性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

不同时间长度微波预处理对菘蓝子叶蛋白质酶活性

具有明显的影响。3 s预处理，其蛋白质酶活性高于

对照组5．8％(P<0．05)，8 S预处理的蛋白质酶活

性高于对照组19％(P<0．01)，13 S预处理的蛋白

质酶活性高于对照组11．3％(P<o．01)，18 S预处

理蛋白酶活性仅高于对照组2．6％(P>0．05)。

2．4对菘蓝幼苗发育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微

波预处理对菘蓝幼苗的发育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菘蓝种子经微波处理3 S，其苗龄为

5、10、15、20、25 d的每株幼苗叶面积(cm2／株)分

别大于对照组0．06、0．067、0．3、0．45、0．55(P<

0．05)；菘蓝种子经微波处理8 S，其苗龄为5、10、

15、20、25 d的每株幼苗叶面积(cm2／株)分别大于

对照组0．208、0．198、0．413、1．18、1．65(P<

0．05)；菘蓝种子经微波处理13 S，其苗龄为5、10．

15、20和25 d的每株幼苗叶面积分别大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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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于对照组，这说明低熵生物大分子淀粉和蛋白

质的降解速度加快，机体的代谢增强，熵值增大，种

子萌发速度加快。而种子萌发前是处在非平衡的稳

定状态，种子萌发前微波处理可能促进了机体非平

衡稳定态的打破，导致机体从高度有序向无序的方

向发展。由于生物机体是一高度有序的开放系统且

处于非平衡状态，犹如一个流动体系的反应器，物料

有进有出，反应器中不断地进行着反应，是非平衡

的，但整个反应器处于恒定态。机体要维持这一高度

有序性，是以增大环境的熵值为代价[9]。因为微波处

理组机体熵值大于对照组，所以，在萌发后的个体发

育过程中，与对照组相比微波处理组要从环境吸收

较多的能量来维持内熵的平衡，这样微波处理组的

生化代谢的进程必然快于对照组，表现子叶酶淀粉

酶、蛋白酶和种子萌发率提高，幼苗生长发育速率加

快，很可能更为深远地影响大青叶和板蓝根的产量

和品质。本研究证明，虽然不同时间的微波处理对菘

蓝种子萌发和苗期生长均具促进作用，但综合而言，

以8 S的处理效果最好，这一结果将作为今后进一

步研究微波对菘蓝影响的实验剂量，也可用于生产

实践中。

References：

[1]Cui Z．Pharmacognosy(生药学)EM]．Beijing：China Medi—

co—Pharmaceli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1999．

E2] Rao Y V S，Germination response of wheat seeds to dielec—

tric heating[J]．Indian J Plant Physiol，1987，37(4)：393—

397．

[3]Rao Y V S．Cnakravarthy N V K，Dpanda B C．Effect of

microwave irradiation on germination and initial growth of

mustard seed[J]．Indian J Agron，1989，34(3)：376—379．

[4]Baker A V，Cracker L E．Inhibition of weed seed germina—

tion by microwave[J]．Agron J，1991。83(2)：302—305．

[53 Ne|sson S 0，Stenson AL E．Gerination responses of select—

ed plant species to RF electrical seed treatment．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American[J]．J Soc Agri Eng，1985，28(6)：

2051-2058．

[6]Liang H M，Hu Y Y，Yang L，et a1．Effects of microwave

treatments on the male and female flower formation of cu—

cumber[J]．Acta Microwave(微波学报)，2000，16(2)：
1 98—202．

[73 Li H S，Sun Q，Zhao S J，et a1．Experimentation Principium

and Technique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植物生

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M]．Beijing：High Education

Press，2002．

[8]Chrispeels M J，Boulter D．Control of storage protein

metabolism in the cotyledons of germinating mung beans：

role of endoptidase[J]．Plant Physiol，1975，55：1031—

1037．

[9]Yan L F，Zhang Y L．Microbiology(分子生物学)[M]．Bei—

jing：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1 997．

羌活和宽叶羌活的环境土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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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羌活和宽叶羌活进行环境生态学比较，探讨环境植物学因素对野生羌活的影响，为羌活的野生抚

育和引种驯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对四川甘孜、阿坝、青海互助和甘肃临潭等主产区进行了长期的野生环境考察

研究，并对各主产地的土壤养分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野生羌活的生长、繁殖和分布主要受到3个方面的制

约，即(1)土壤发育程度和养分状况，(2)土壤水分状况，(3)生境的植被覆盖状况。前二者受到植被覆盖状况的制约

和影响，这些基础研究工作的欠缺是药用羌活植物引种长期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制约因素。结论羌活原生生境

土壤有机质、氮素和有效磷与宽叶羌活有较大差异，对羌活和宽叶羌活的分布影响很大；土壤中有机质、水解性氮、

有效磷对羌活和宽叶羌活的药材质量的影响极大，但其定量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羌活；宽叶羌活；野生资源；环境植物学；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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