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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种皮、抽气、染色时间、脱水时间和水合时间，对

透明效果有明显影响。去掉种皮、固定时抽气、染色

时间及脱水时间和水合时间加长取得良好的透明效

果，并建立了一套肉苁蓉种子整体透明与染色技术，

用于肉苁蓉种子胚的形态观察。这项技术为观察肉

苁蓉种子萌发过程中胚的形态变化和对不同刺激

(如神州4号人造卫星搭载、植物生长物质等)的反

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

3．2寄生植物肉苁蓉的种子萌发机制是肉苁蓉栽

培学的重要问题。最近报道，肉苁蓉种子在1／2MS

培养基上有萌发现象o⋯。本实验结果表明，5℃湿沙

层条件下肉苁蓉的种子可发萌发，但萌发率很低。关

于肉苁蓉种子萌发的机制和萌发条件，仍是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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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菲牛蛭生活水体的化学环境

谭恩光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广东广州 510089)

蛭类俗称蚂蟥，是传统中药。《本草纲目》对水蛭

的药理、疗效、使用方法作了较全面记载。现代药理

实验表明水蛭注射液能使肿瘤细胞坏死、消失，对网

状内皮细胞有增强作用。与非吸血蛭类比较，吸血的

菲牛蛭唾液腺含有较丰富的抗血液凝固水蛭素，在

医药学上有重要价值。有关吸血蛭类繁殖饲养研究，

国内谭恩光(2002)曾报道广东菲牛蛭Hirudinaria

manillensis Lesson的生长和生殖，及吸血山蛭的生

态分布、生长、摄食和生殖““]。国外Keegan(1968)

对东南亚的菲牛蛭生活习惯进行观静“。1 992年
Steiner从产自马尼拉的菲牛蛭中分离纯化新的水

蛭素，测定其原始结构和功能表明有抗凝活性o]。

1993年Seacheri从菲牛蛭中分离出2种水蛭素变

异体，测定其氨基酸序列，cDNA克隆和表达，表达

产物有抗凝活性口]。2002年谭恩光等从广东产的舴

牛蛭基因组中PCR扩增出水蛭索基因，并克隆和恻

序，表明与马尼拉的菲牛蛭水蛭紊基因Hm，和Hm。

同源性分别为90％和88．6％，说明国产菲牛蛭有抗

凝作用”]，有关蛭类田间饲养主要是非吸血的金线

蛭，如宽体金线蛭。现报道广东菲牛蛭生活水体的化

学环境，为田问规范化人工饲养牛蛭提供基础资料。

1材料与方法

1．1 水样的采集，在广州市郊的水稻田、菜田的沟

渠，低洼处等有牛蛭活动的水体，分别采集水样，后混

合在一起，带回实验室分析。结合室内人工饲养牛蛭

的水体，从幼体开始饲养，每月采水样1次，检测其化

学成分1次，每月换水1次。检测水样重复3年。

1．2 水样化学分析方法，水样采回后，分析K+、

Na+、Fe”、Ca”、Mg”、Cl、HC03一、P04”、S04
2

和pH值共10项。其测定方法：PO；”磷钼兰比色

法：cl硝酸银滴定法；sO。2铬酸钼比色法；HCO。

酸碱滴定法；pH用pH测定仪；Ca”、Mg”、Fe”、

些鍪最留：留装召蒙辑学基金资助项目(3880086、39160017)；广东省医学基金资助(1996)}广东省中医药基金资助(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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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均用火焰原子分光光谱法，离子质量浓度

mg／L。

1．3牛蛭饲养方法：与文献报道‘1 3相同。

2结果

从图1～4看出：(1)在广州地区菲牛蛭生活水

体中化学成分较高的离子质量浓度是HcO。_。

(46～109．5 mg／L)、Ca 2+(19．33～35．14 mg／I。)、

SO。”(9．84～126．0 mg／L)、Cl一(9．75～29．3 mg／

l，)、Na+(5．02．～19．87 mg／L)。离子质量浓度较低

的是PO。”(0．17～2．9 mg／l。)、Fe”(0．1 6～0．43

mg／L)。(2)不同年份水体化学成分有所不同，主要

表现为HCO。+、SO。’的每年波动情况较明显。(3)

历年年内ca2+质量浓度波动不大，相对较平稳，pH

值波动也不大．维持在中性范围(5．8～7．7)。(4)牛

蛭生长发育过程中，幼体、亚成体、成体时期水体化

学成分无明显的规律性差异。

因此，在广州地区菲牛蛭生活水体有较高的

HCO。1、Ca”，SO。～，有较稳定的Ca”．pH值(中

性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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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牛蛭生着水体化举因子变化(1994)

Fig．1 Chemical factors change In live water

of H．manillensi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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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牛蛭生活水体化学因子变化(199$)

Fig．2 Chemical factors change in live water

0f丑．manillensis(1995)

3讨论

牛蛭属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我国主要分布

在中部东南和西南地区。该属已知种有菲牛蛭日．

manillensis，颗粒牛蛭Poecilobdella granulosa，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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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牛蛭生活水体化学因子变化(1996)

Fig．3 Chemical factors change in live water

0f日．南antllensi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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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牛蛭生活水体Fe抖、P043-变化(1994--1996)

Fig．4 Fe3+、PO。”change in live water

0f日．manillensis(1994 19963

牛蛭F．hubeiensis和尸．viridis。菲牛蛭分布在菲律

宾、泰国、越南，中国的东南、中部、西南部等地区。因

此菲牛蛭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不同地区的牛蛭生

活的水体应有所不同。主要与当地地理环境条件，及

所用的化肥农药有关。本实验所检测的是广州市郊

菲牛蛭生活水体的主要化学成分。所以，配制人工水

体时．要从当地牛蛭生活水体分析结果作为依据，以

适用当地牛蛭种类饲养用水。Young等报告n]，英国

在水体碱度(CaCO。)60 mg／I。以上几乎所有水蛭种

类都较丰富，少数种出现在18 mg／I。以下。

从化学成分之间关系看，K一、Na+强碱性金属

离子较低。而中性ca”离子较稳定，HC03-l弱酸根

量较高，波动也较大，有助于调节水体pH值。因此

配制人工饲养水体时可以通过HCO。来调节，维持

牛蛭生活水体所需pH值的稳定性，如加饲料后，

pH发生变化，可用HC03-1来调节。

水体中SO。”量较高，原因可能有：I．使用含

SO。o的化肥如硫酸铵类；2．大气中sOt量较高，

SO。污染较重；3．酸雨形成水体中SO。”增多。广州

地区是全国酸雨较严重地区之一[9]。虽然牛蛭能生

活在SOa。量较高的水体，但从规范化饲养看，是不

符合GAP要求的，因此在配制人工饲养用水体时

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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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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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芦荟GAP基地专用肥的研究

蒋林“3，杨 岗2，黄清眷3，胡婉如1，徐鸿华3

(1．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225；2．珠海市药品检验所，广东珠海519000

3．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广州51 0405)

芦荟为较常用的中药，《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

部收载芦荟为百合科植物库拉索芦荟、好望角芦荟，

或者其他同属近缘植物叶的汁液浓缩干燥物。芦荟

有泻下，抗肿瘤、抗炎，促免疫，抗胃溃疡，促伤口愈

合，抗辐射，保肝，降血压，降血糖，抗菌等作用⋯。

笔者自2000年开始对库拉索芦荟Aloe vera

I。．规范化种植进行研究。其中田间管理技术是规范

化种植技术的核心之一，田间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土、肥、水的管理，肥力是重点。施肥与作物产量、

品质、生产成本、土壤培肥等农业问题和面源污染等

环境问题密切相关。而专用肥料是平衡施肥技术的

物化产品，是培肥土壤和促进农业持续增产的重要

条件，具有针对性、区域性、专用性强及肥料利用率

高、施用方便、功能多等特点。

芦荟的施肥首先要通过符合生态系统(包括周

边的农田、农业、农村、城镇和化工业)物质循环特征

的综合分析和诊断，根据作物生长特点，并考虑种植

地的供肥能力，施肥种类、方法和数量，包括在不同

的生长期的变化。生态平衡施肥的目的是能够提高

作物单产、改善品质、相对降低肥料的投入成本，增

加收人，减少肥料面源污染，培肥土壤，间接减少化

工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消耗。在芦荟种植技

术的研究上，上述方面报道甚少。本研究的目的是探

索不同的肥料对芦荟生产水平的影响，为合理的生

态平衡施肥和芦荟专用肥的研制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地土壤肥力概括：芦荟GAP种植示范基

地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八一林场，远离城镇，周

边无污染性的化工企业。该地区属沿海一带，地处山

区丘陵及冲积平原地带。土壤为花岗岩母质发育而

成的赤红壤，风化程度较高，土层厚，质地为沙质壤

土。据实验结果，该基地土壤有机质3．72％，全氮

(N)、全磷(P。O。)和全钾(K。O。)分别为1．37、0．96、

17．8 g／kg；有效氮(N)、有效磷(P20。)和有效钾

(K：O)分别为65．2、40．5、241 mg／kg。土壤肥力属

于一般水平o]。

1．0实验材料：一年生库拉索芦荟(珠海市库拉索

芦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芦荟GAP基地提供)。

1．3实验设计：见表1。

根据《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的第

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要求，选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推荐的九隆生物有机肥(无机一有机一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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