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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野生资源及可持续利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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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中水分对金银花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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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薯；目的研究土壤中水分变化对金银花品质固子的影响。方法在花期控制不同的土壤含水量，分析其与金

银花内外品质因子变化的关系。结果适度干旱有利于金银花花蕾增重，体内绿原酸和黄酮物质的积累，充足供水

和过度干旱均不利于金镶花内外品质的提高。结论花期土壤含水量维持在16，2“，有利于金银花获得较好的内

外品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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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il moisture on quality of Flos Lonic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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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Lonicera L．)植物忍

冬L．japonica Thunb．及同属多种植物的干燥花

蕾，是常用的大宗中药材。随着封丘金银花规范化种

植的建设，其田间管理越来越被重视。水分是中药材

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中药材的产量和质量

影响较大，在银杏上已有少量报道o 3。本实验采用盆

栽控水法，研究土壤含水量对金银花内外品质因子

的影响，以便为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AP)要求，实现中药材质量的“真实、优质、稳定、

可控”，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与处理：试验在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

实验站进行，试验材料为2年生盆栽长势均匀的植

株，试验盆(25×30)装砂壤土14 kg，并埋于土中，

各盆农艺管理一致。3个月后，搭建遮雨棚(保证光

照～致)，将树苗随机分为5组，每组5盆，对其统一

饱和灌溉。而后采取每5天依次对其中一组停止供

水其余组继续正常灌水的方法控制各处理的土壤水

分，于最后一组最后一次浇水2 d之后迸行金银花

的采收和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1．2测定方法：以处理为单位，每盆采摘二白期的

花。采用四段升湿法加工粉碎保存。①土壤含水量

(SWC)：从上至下均匀取土，土样采用烘干法测

定口]。②花蕾重：在花期中采摘将要开放的大白期花

蕾，每株采鲜花蕾10个，称质量取平均值。⑧绿原酸

测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④黄酮测定：用40倍

样品的40％乙醇浸泡24 h后，再经超声波萃取45

min，滤过，用比色法检测“]。

2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含水量：各处理组的土壤含水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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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对照)、16．2％(处理1)、11．5％(处理2)、

9％(处理3)、7．5％(处理4)。

2．2土壤水分对惫银花外观晶质的影响：金银花花

蕾质量是金银花重要的外观品质之一。由图1日r见．

随着土壤水分胁迫的加深．金银化花蕾质量先上升

后下降．并枉处理1(1 6．2％)时达到最大为1．542

g／10朵鲜花．比对照增加r 21．8％。由此可见．适度

f1早有利于金银花花蕾干物质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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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水分处理对金银花鲜花重的影响

Fig．I Effects of moisture treatments on fresh

hod’s quanlity of FIos Lonicerae

2．3土壤水分对金银花体内有效成分的影响：绿原

酸和黄酮是金银花体内重要的有效成分．常常川来

评价金银花品质。由表l可以看出．金银花化内绿原

酸和黄酮随着干早程度的加深变化一致．都足先上

升后下降。在处理1时，绿原酸和黄酮达到最高分别

为6．4 69％和19％．比CK提高了35．99％和

49．37％，而后都随水分胁迫加深『fli下降。Hj。见．土壤

水分对金银化体内有效成分的影响较大．适度f|旱

有利于金银花花蕾巾有效成分绿原酸和黄酮的

烈累。

表1 土壤水分对金银花中绿藤馥和黄酮的影晌

Table I Effects of soil moislure on chlorogenlc acid

and flavonoid of FIo，Lonicerae

3结论

3．1 土壤水分影响会银花的花蕾质量。土壤适度千

早有利于金银花花蕾增重。对照由于长期处在过j!il!

的环境中，其根部呼吸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植物的营

养供应．所以其花蕾质量低于处理lI而后．随着干

旱程度的加深花蕾质量逐渐下降，这主要由于土壤

失水导致金银花叶片光合作用的下降，致使花蕾下

物质积累降低．另外．还由于花莆失水萎蔫．造成鲜

花花蕾质量下降。

3．2土壤水分影响金银花内绿原酸和黄酮的量．这

与二者是次生代谢物有关。13ernaysl”认为植物体内

次生化合物浓度通常受干旱胁迫的程度、发生时问

的长短有关。短时间的干旱胁迫、可使次生化合物增

加；长时间的胁迫．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在适度干旱

胁迫下．植物生长受到限制．大量光合产物就在体内

积累。植物便利用这些“过剩”的光合产物合成含碳

次生化合物o“．所以在处理】水平下金银花内绿原

酸和黄酮的量高于对照；而后随着水分胁迫的加深．

金银花叶片的光合作用下降，则减少r台成绿原酸

和黄酮的原料．所以二者的量依次下降。

3．3 由此可见。在金银花的花期．保持土壤含水量

在16．2％左右不仪有利于提高金银花的外观品质

因子，还有利于金银花内有效成分绿原酸和黄酮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有利于提高金银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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