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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了甘草种子萌发所需基本条件 包括温度
、

水分
、

值
、

盐分
。

为甘草 的 人工栽

培提供理论依据
。

关健饲 甘草 萌发条件 发芽串

甘草 夕 夕, ‘  ! ” 是豆科多年生植物
,

茎叶为饲料
,

根 入 药〔
,

〕,

中

医用途广泛
,

隋
“十方九草

” 之称
。

近年来
,

由于甘草在制药
、

卷烟
、

食品
、

化妆品等行业

大量应用
,

使甘草价格上升
,

促使人们大量毁灭性地采挖野生甘草
,

使野生甘草资源几乎濒

临枯竭
,
因此人们现在开始进行甘草人工栽培

。

但由于人们对甘草种子萌发特性了解较少
,

在栽培甘草时经常损失严重
,

所以开展甘草种子发芽条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甘草种子来自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医药公司
,

种子硬实率为  
,

发芽率为
,

种子经动力碾米机碾磨处理以后
,

发芽率为
,

处理后的种子供试验用
。

方法 试验设温度
、

水分
、

值和盐分 个部分
。

温度试验设
、 、 、 、 、

、 、

℃及实验室温度 一 ℃ 对照
,

在生物培养箱内进行发芽试验
。

水分试验

设 聚乙二醇 模拟干早
、

砂培干早
、

土壤干早 个部分
。

模拟干早时 水 中

的浓度为。一
、 、 、 、 、 、 、 、 、

和对照
,

砂培干早和土壤干早均是将其供干
,

然后加入一定量的水
,

混匀
,

使其含水量达到砂培干 早

为念
、 、 、 一。

、 、 、 、 、 ,
土壤 干 早 为 一 、 、

、 、

 
、 、 、 、 、

两者均为设过饱和水分对照
。

值试验 水中 为
、 、 、 、

及自来水对照
。

盐分试验设 浓度为
、 ,

、 、 、 、 、

及蒸馏水对照
。

以上试验均设 次重复
,

每 次

重复 粒种子
,
后 个试验发芽温度为实验室温度 ℃

。

结果与分析

温度试验 温度试验结果如表
。 一

目草种子在 ℃时不能发芽
,

但种子能吸涨
,

在 ℃时

发芽率可以达到
,
可见甘草种子发芽的低温阂值在 ℃之间

,

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 明

甘草种子萌发的低温阂值是 ℃ 表 中 ℃发芽率是后来补充的
, 、 、

℃发芽率由于均为

。,

故只列出 ℃数据
。 、 、 、

℃条件下
,

甘草种子发芽率达到或接近
。

但

℃条件可使种子部分霉烂 , ℃条件下
,

种子发芽率较低 第 天结果
,

但 第 天仍可达

到
,

因而甘草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为  ℃
。

℃种子发芽率仅为
,

且胚轴胚根

生长缓慢
、

褐红色 正常胚轴
、

胚根应为淡绿色
、

白色
,

故初步认为甘草种子萌发的最高

温度为 ℃
。

因此甘草种子萌发的温度基点为 最低温度 ℃
,

最适温度  ℃
,

最高温度

℃
。

水分试验 结果如表
。

当 浓度增大时
,

种子的发芽率降低
,

当 浓度 达 到

时 水势为 一 〔〕,

发芽率降为
,

可见水分阂值为‘
。

当砂培干早 时
,

砂含

水量降为
,

种子发芽率比对照降低一倍多
,

种子在含水量为 的砂中仍能发芽
。

在土壤
, ,

  。

,

一 ·



千旱中土壤含水量低于
、

等于 时
,

种子不能发芽
,

这可能是土壤吸附了很大一部分自由

水成为束缚水
,

降低了水势
,

使种子吸收不到足够水分
,

因而不能萌发
,

但土壤含水量 达到

时
,

种子发芽率达到  
,

可见播种时
,

土壤含水量应在 以上
。

裹 甘草种子在不同沮度下的萌发情况

发芽第 天结果

裹 甘草种子在不同水分下的萌发情况

温度
。

一

一
一

一

模拟干早

 发芽串
浓度

砂培千旱

砂水分含 发芽串
量

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 发芽
含量 纬 率

发芽率  

备注

种于 第 天 第 天
能吸胀 达到 达到

值试验 结果如表
。

无论是酸性还是

碱性条件
,

甘草种子的萌发均受到抑制
,

但在

酸性条件下
,

种子虽然能发芽
,

可霉菌菌落较

多
,

致使种子大量霉烂 中性条件下
,

种子霉 对照 对照 对照

烂少
,

而在碱性条件下基本上无霉烂
。

由于霉菌适宜在微酸性的环境下生长因而使酸性条件

下
,

甘草种子大量霉烂
。

进一步的实验证明霉菌适宜在含有有机物质 的酸性溶液 中生长〔‘〕

结果如表
,

由此认为
,

甘草分布在中性
、

偏 碱 性 土壤
,

而 很 少 分 布 在酸 性 土 壤

中〔,
,
“〕,

一个重要原因是霉菌使甘草种子霉烂
,

不能正常成苗
。

但酸性条件对甘草幼 苗及

一年生
、

多年生植株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表 甘草种子在不同 位下的萌

发情况 △

裹 , 在不同条件下的狡殖情况

水溶液

值

值  蔗糖溶液
对照

自来水

含水量  的

砂培养
自来水对照

霉菌菌落多

霉菌菌落少

无霉菌菌落

霉菌菌落较多

睡菌菌落较少

无霉菌菌落

无霉菌菌落

无霉菌菌落

无霉菌菌落

裂翩 踢娜就雌既就 礴娜群

一一
注 霉菌抱于来自空气

△本批种子最高发芽率为  

盐分 试验 结果见表
。

随着 浓度的升高
,

种子的发芽率降低
,

当浓度

衰 甘草种子在不同 溶液中萌发情况

浓度 咖
自来水
对照

发芽率 一 ,  ! ∀ ! !  #  

达到0
.
05 % 时

,

种子发芽率仅为对照的一半
,

当浓度达到2
.0 % 时

,

甘草种子发芽率降为。,

因此
,

播种甘草时
,

应选土壤盐分约在。
.
05 % 以下为宜

。

3 小结与讨论

3.1 甘草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为15 ~ 30 ℃
,

低于5℃种子不能萌发
,
温度高于40 ℃

,

种子易

霉烂
,

在实际生产中
,

建议在水浇地育苗应适时早播 ( 温度超过7℃即可 )
,

在早地应晚播
,

以避免春早造成缺苗 (我们在呼市郊区草原所试验场进行了早地分期播种试验证明晚播有利

于利用夏天雨水较多的气候特点
,

保证出全苗 )
。

3
.
2 水分试验的结果表明甘草种子在5% 的土壤含水量条件下能够萌发

,
适宜种子萌发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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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含水量为7
.5 % 以

_
L

。

播种时应选择墒情好的地块
,

否则尽管廿草 ( 成苗 ) 耐早
,

但 其种

子不能萌发 (萌发形成的幼苗并不耐早 )
,

实际生产中
,

要把甘草 (成苗 ) 耐早 与 种 子 萌

发
、

幼苗发育葬未耐早分开
。

3

.

3 p H 值试验结果表明酸性环境有利于霉菌的大量繁范是造成甘草很少分布于酸性土壤的

重要原因
,

因此种植甘草应选择中性或略偏碱性的地块为宜
。

3

.

4 盐分试验的结果表明甘草种子萌发能耐N
a
CI 的浓度为0

.
05 %

,

其它盐分对甘草萌发的

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今 考 文 献

马毓泉
,

等编著
.
内蒙古植物志

。

第三卷
.
呼和

浩特
:
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

,
1 9 8 9

.

2 45

陈 瑛
。

植物药种子手册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

社
,

1 9 8 7

。

1 6 8

S
la

v
i
k B

( 张崇浩等译 )
。

植物与水 分 关系研

究法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6

.
2 5

武汉大学
、

复旦大学编
.
微生物学

。

北京
:
高等

教育出版社
,

19 79

.

1 3 5

农业部工业原料局
,

等编著
.
中药材生产技术

。

北京 : 人 民卫生 出版社
,

1 9 6 0
.

J 5 9

(
一9 9 3 一0 4龙。收稿 )

( 上接 第505页 )

的药理学基础 , 其是否做为临床用于结缔组织疾病 ( 风i秒比
、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 的治疗用

药
,

有否 其它方面的药理活性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江苏新医学院主编
.
中药大辞典

.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 9 7 7

.

1 8 3 2

陕西汉中地区防治感冒协作组
.
陕西新医药

,

1 9 7 7 (
1 )

:

1 2

陕西南郑县防治慢性气管炎协作组
.
陕西新医药

,

1 9 7 5 ( 6 )
,

2 1

朱秀媛
,

等
.
药 学学 报

,
2 0 7 。

,
2 4 ( 2 2 )

:
c s s

5 M i k a
m i T

, e t a
l

。

E
u r

J
P

h
a r

m
a

c o
l

,
1 9 8 3

,

9 5 ( 1 1 )
:

l

6 徐叔云
,

等 主编
.
药理 实验方法学

.
第 2 版

.
北京

:

人民卫生 出版让
,

1 9 9 !
。

7
14

7 邓士贤
,

等
.
中草药

,
2 9 5 8

,
1 9 ( 2 1 )

:
2 3

s 孙瑞 元
.
药学学 报

,
1 9 G 3

,
2 0 ( 2 )

:
6 5

(

1 0 9 3
一0 5 一 3 ;

,
!交稿 )

牛心番荔枝中抗癌成分

W u Yangehang,
e t a

l

.

J N
a t P

r o
d

,
1 9 9 3

,
5 6

(
1 0

)

:
i 6 a s

牛心番荔枝A
nnona re t‘叫l川a叶的甲醇提取物在人K B 一鼻咽窟

、

A
一5 胡肺癌及H C T 一8结肠癌细胞初

筛中曾显示较强的细胞毒活性
,

对鼠类P 一3 88 及L 12 10 自血病也有抑制作用
。

作者等以P 一3 88 模型为指导
,

从其提取物中分得4个已知的化合物
,

sq

u a
m

o n e
、

s o
l
a

m i
n

、
a n n o

m
o n

i
e

i
n 和rollin iastatin及 1 个

新的an n o retieu in一9
一 o n e

(
I

)

。

I 为无色不定形

‘
, _ 、

2 5

.
二 二 , 。

。 , 。
。 。 。 。。。

, 、 z 、诀
粉

,

〔a 〕艺
+11.7’ C

(
c

,
o

·

0 2

,

C H C l
s

)

,

分子

式C 。。H 。:0
, ,

经光谱等分析确定其结构 ( 见图 )
。

本品对P 一3 8 8
、

A
一5 4 9

、

K B

、

H T
一 2 9 细 胞 的

E D 。 。

分别为2 x 10
一 ’

、

2
x

1 0

一 ’ 、

4 6

.

6 及1
.
52“g / m l

。

协
1
~

洲

、
洲

欠了、、粉凌叉
· :

井
。戈~ 、

一
圈 a nnoretieuin一9 一o n e 结构式

R := 0,

R
: 二

R
: =

H

( 史玉嗜夏 摘译 )

3 14



。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 t o t a

l
a

m

o u n t o

f

e a t e e
h

o
l l i k

e e o n
-

s t i t u . n t s i n i n

j

e e t i
o n s o

b
t a i n

e
d f

f o

m
t h

e

m

a r
k e t v a r

i e s
d i f f

e r e n t l y

.

I t w
a s

p
r o v e

d t h
a t a

l l

t h e i n

j

e o t i
o n s c o n t a i n e d a l a r g

e a
m

o u n t o

f
t a n n i n s c a n

l e
a

d t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o

f

r e
d b l

o o
d

c e
l l s

a n d a g g l u t i n a t i
o n o

f P l
a s 位 a P ro te in a n d c a u se c lin iea l to x ie a etio n s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Z , g )

o n t 卜e E f fe c t o f T o ta l S a P o n in s fro m C o m m o n S e lf h e a l ( P
r u n e

ll
a

z, “
I夕a r is ) o

n E x P e r im e n ta l M y o e a rd ia l In fa r c t io n a n d

H y P e rte n s io n o f A n e st h e tiz e d R a ts

W
an g H a ib o

,
Z h a n g Z h i y u

,
S

u
Z h

o n g w
u , e t a

l

E f f
e c t s o

f
t o t a

l s a P o n i
n s

f
r o

m P
r u ”e

l l
a u u

l g
a r f s ( P V S )

o n a c u t o
m y o c a

r
d i a l i

n
f
a r c t i

o n a n d

h y P .
r
t e n s i

o n o
f

a n o s t h e t l
z e

d
r a t

s
w e r o a s s e s s e

d

.

P
r o t

r e a t
m
e n t w i t h P V S

a t a
d
o s e o

f 弓o m g / k g

i P lo w e r e d L g P V C
,

L g ( V T
+ V F )

a n
d i s c

h e
m i c a r r

h y t h m i
c s e o r e s , a t a

d
o s e o

f Z o m g
/

k g i P
-

r e s u l t e d i n a s i g n i f i e a n t r e d
u c t i

o n o
f i n

f
a r c t s i

z e a s e o
m P a r e d w i t h r h

e c o n t r o
l

s ;
2

.
s m g

/
k g

i
v s h

o
w

e
d

a n
h y P o t 七n s i v e a e t i o n t o b o t h

s y s t o l i e a n d d i a s t o l i e b l
o o d P r e s s u r e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3 0 2 )

A n t i i n f l a m m a t o r y E f f e c t s o f A l c o h o l E x t
r a c t o f D a o g u a n i o u

( C
。e s 。

IP f
n
f
a s e P i

a r
f
a v a r

.
P
u
b
e s e e n s

)

L i L e
,

Z h
u a o g F e

i
e r

,

L i Z . n g l i
,

e t a l

A
n t i i

n
f l

a
m 皿 a to ry effe cts o f a leo h o l e x tra c t o f C aesalP i” ia s e

P i
a r

l’a R
o x
b
. v a r . P “ b e s e e 月t

T
a n g

e t w a n g w e r e s
h
o
w n

b y i p i n
j
e c t i

o n
.

于he extract signifieantly dec
reased xylene in d uc-

ed sw elling of m iee ear, e a r r a g . e n i n P r o d u c e d e d o m a o f h i n d P a w i n r a t s ,
a n d d e e r e a s e d

v o l u
m

e o
f p l e u r a l

e x u
d

a t e o n c a r r a g e e n i
n 一

i n d
u e e

d a c u t e p l
e u r

i s y
o
f

r a t s
.

I t a l s
o

i n h i b i t e d

e
g g w h i t

e
i n d

u e e
d a r t h

r
i t i

s
i
n r a t s

.

L D
。。 v a

l
u e

1
5

3 o 3
.
7 m g

/
k g b y i p i n 位iee

, e o n
f i d

e n e e 一i m it

o f 9 5 % 15 2 9 6
.
5 士 2 8 9

。

4 m g
/
k g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3 0 寸 )

E
x
p e

r
lm e n t a l S t u d y o n A n t i一 L i p id 一P e r o x ld a t io

n o f J a p a n e
s e

R a is in T r e e
( H

o o e n
f
a

d
u
l
c 萦s )

W a n g Y a n lin
,

H
a n

Y
u

,

Q
i

a n
J i

n
g P i n g

A
o t i

一

L I P i d

一

P
e r o x i d

a t i
o n o

f H

o 口 e ”
f
a

d
u
l
e
f
s 丁飞u n b

.
in m i c e w a s s tu d i e d

.
R
e s u l ts s h o w e d

t h a t H
。

d

“
l
e
i
s

T h
u n

b

.
h
a
d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f

u n e t i
o n s :

2
.

d
e e r e a s e

M A D
e o n t e n t s o

f
s e r u

m
a n d

t i
s s u e s o

f l i
v e r a n

d b
r a

i
n
.
2
.

i n
e r e a s e S O D

a c t i v i
t y

一

i
n

t
i
s s u e s o

f
l i

v e r
,

k i d
n e

y a n
d b

r a
i

n
.

3
.

i m P a r t t o
l

e r a n e e t o
w

a r
d

c o
l d

a n
d h

e a t
, a n

d P
r o

l
o n

g
s

w i m m i
n

g t i m
e o

f m i
e e 。

T h
e r e s u

l t s i
n -

d i
c a t e t h

a t

H

.

d
“
l
e
i
s
T h

u n
b

.
h
a s

f
u n e t i

o n o
f A

n t i
一

L
I P i d

一
P

e r o x
i d

a t i
o n a n

d m
a
y b

e v a
l
u a

b l
e

f
o r t h

e r e t a r d a t i
o n o

f
s e n

i l i t y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3 0 6
)

P

r
e

l i
m

i
n a r

y S
t

u
d y

o n
G

e r
m

i
n a

t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U

r
a

l

L i
c o r

i
c e

(

G
l
夕c夕: r h‘: a u ra le o s ‘s )

Y u L in q in g
,

H
e

M
a o t a

i

G
e r

m i
n a t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G I 夕

e 夕r r h iz 口 “ r a
l
e ”5

1
5

F i s
e
h
.
i
n c

l
u
d i

n
g t e

m P
e r、 t u r e

,
w

a t e r ,
P H

《中草药 》 1 9 9 4年第25 卷第6期
一

3 3 5

-



, e r e s t u d i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s u !零ab l. g . rm ln a t!n g eo n d itio n : w er。 *

t e tn P e r a t u r e f
r o

m 生5~ s o
.
C

, 5 0
1 1 w a t e r e o n t o n t a

b
o v e 7

.
5 P e r c e n t

,
P H

r a n
g e 7 t o 。

,
s a l t

(
5 0

-

d i u
m

c ll l
o r

i d
e

) 飞1e lo t’v 0
. ’

5 呈〕e r e e n t
.

( o
r
i g i

n a
i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3 1 2 )

T h
e

M
e
d l

c
i
n a

l P l
a n

t
s o

f G
e n u s

P
u r :

I
a n e

(
P

o r
t u

l
a c a

L

.

)
百n C hin a

L u D oq ‘ a n

T h e
r e a r e 0 s P o c i e s o

f P u r s l a n e i n C h i n a
,

n a 单。l y P
o r t“ l

口e a o 了e rac君口 L

. ,

P

。
P i l

o s a
L

. ,

P

。

g r a ”
d i f l

o r a
H
o o

k
. ,

P
。

口“ a d
r
i
f
i d

“
L
. ,

P

。

户s, 湘成。t r o P 几a H an ce a n d P
。
‘n s o l

a r i‘ H o s o k
。

T h 。

a u t h 。 r 。。
m p i x

。
d

。。
i
n
d
e x

f
。r t h

。 s p e e l
e s

,
e x 五位in ed o n d re v sse d th 。 i , t r i

v
i

:
l

: n d b
。 t : n i

。。
l

n a
m
e s r e e o r

d
e
d t h

e
i
r
b l

o o
m i n g a n

d f
r u 认in g b e a rin g s. a so n s

,
t h e l o c a t i

c n s o
f

t h
e

i r g r o w t h h a
,

b i t a t s a n
d

u s e s
.

P
。

几af”e ”e ” s了5 C h u n e t H
o w 15 任 s y n o n y 位 of P

.
P sa m m o tro P h a H an ce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c l e
o n p

a
g

e
3 ; 5 )

, ,
-

一
甲 ,

,

一 ~
一

t , , 口.甲‘ 二, 宁 叨 .
~

,晚

一
一

一
~, , ‘ 一亡 ~ , 门相 , 气~ 产, 闷‘, 勺 , , ~ , 气, 于~ 气 , 口. . 闯, . 自口. . . . . . 七. . . . , 忿 , . . . . , . . . . . . 曰. 一一 卜, . r 洲 , . . , , , 二‘侧尸 . , 户 , , ,甲

( 上共 第229页 )

舀 石俊英
,

凌 郊惠娟
,

5 赵 曦
,

0 祁 澄
,

忍7 8

7 赵 曦
,

8 徐康森
,

9 姚文兵
,

2 3 ( 6 )

1 0 何执中
,

王2 0

等
。

中草药
,

1 9 0 3
,

汉 ( 4 )
: 2 0 1

等
。

中国中药杂志
,

1 0 9 愈
,

18 ( 8 )
:

4 弱

等
.
药物分沂杂志

,
1 9 9 2

,
1 2 ( 3 )

:
1 7 0

等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二9 9 1 , 招 ( 4 ) :

等
。

中国中药杂志
,

1 9 9 3
,

1 3 ( 7 )
:

甜6

等
。

药物分析杂志
,

1 9 9 2
,

1 2 ( 5 )
.

2 8 0

等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

1 9
91

,

4 8 2

等
。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

1
98 7, 18 ( 2 )

:

11 朱 俭
,

等
.
复旦学报 ( 自然学报版 〕

,
; 0 9 乌

29 ( 2 )
: 2 2 5

1 2 杨跃谁
,

等
。

中草药
,

拍韶
,

19 ( 9 )
:

28

13 曹立正
。

中草药
,
二9 9岌

,
2 2 ( 11 )

:
、

4 蛇

侈 朱一川
,

等
.
第二届全国生物医药学色谱学术会

议铂文集石上册矛19。。
. 2 。

巧 陈 儿 等
。

第乌属全国生物医药学色谱学术会

议论文果
。

下册
。

1 9 9 0
。

2
74

16 陈 义译
。

分析仪器
,

1 9 9 1
,

1
:

7 9

(
1 9 9 3 一1 2 一0 6收稿 )

欢迎订阅《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由张庆荣等主编的《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已于1994年6月 由 夭 津科技 翻译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书

号
IS B N

。

卜5433一 0 4 6 6

X / R
。

1 2 6 )

。

该书收载有毒中草药500 余种
。 “

图鉴
”

全部采用彩色实物照片
,

照 片清晰
、

遏真
,

如实地反映出这些有毒中草药的形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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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习性及生态环境
。

书中每一品种分别按来源
、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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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分布
、

采制
、

成分
、

功能主治等项进行了简要的描述
,

对直观鉴别物种
、

形态特点是一部具有珍

贵
,

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大型精装彩色图谱
。

书后有中文及拉丁名索引
。

它是中医药科研
、

教学
、

生产

及临床方面的参考书
,

同时也是识别中药和药材鉴别人员的实用工具书
。

订价每册13 0元
,

另加邮费13 元
,

共“3元
。

订阅者请寄300193 ( 邮编 ) 夭津市鞍山西道 《中草药 》编辑部 金秀莲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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