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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多点采样材料的测试分析为依据
,

着重研究了峨眉山地区分布的峨眉野连 C o P石: 。 。 e -

`。 n : s̀及古蔺黄连 C
.

g ul i o en s is ( 新分布 ) 的个体营养器官生物量与生物碱含量的结构与动态
。

并结合对当地栽培味连 C
.

。 h i en is s和雅连 C
.

d el t io d o a的比较分析
,

揭示了上述 2种野生黄连生

物量与有效成分含量特征与积累规律
。

关键饲 峨眉山 野生黄连 个体生物量 生物碱含量

40 年来
,

围绕峨眉山野生黄连种类 〔`
, 2 〕

、

形态解剖〔3’ `〕与生物碱 ( 尤其是小粟 碱 ) 含

量 〔 3一 7 〕曾作过不少研究
。

但以多点采样为基础
,

将个体生物量与生物碱含量测试分析相 结

合的研究内容未见报道
。

本文拟就以分布于峨眉山地区的 2 种野生黄连为主要研究对象
,

并

通过与栽培黄连的比较分析
,

试图对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
峨眉野连 C

o p t `5 o m e ` e n s` s
采自峨眉山 ( 海拔 1 l o o m

、

1 2 0 0 m 株下
、

1 5 0 0 m 及

2 0 0 o m 白云 岩 地 层 区域内
, 以及人工栽培于万年寺砂岩上的 35 年生植株 , 古蔺黄连 C

.

g “ -

l i
n e n : f s采自于巨北峰长坪 ( Z l o o m )

,
雅连 C

.

d
e l t o `d e a

和味连 C
. 。 h` n e n s` s

分别采自大 乘

寺 ( Z 0 0 0m ) 和木梯沟 ( 1 100 m ) 黄连地中
。

采期为 10 月中旬~ 10 月下旬
。

对于 2 种野连以

根茎上节结数逐个推算单株年龄
,

并将其分为 I ( 3年
,

1 4一 6年
,

1 7一 9年
,

W 10 ~ 12 年
,

V 13 ~ 15 年等 5个年龄级
。

栽培黄连按实际栽培年限确定年龄
。

1
.

2 干重生物量测定
:
将上述供试样品在 60 ℃ 16 h条件下烘千

,

用 l / 1 0 0 0天平测定须 根
、

根茎
、

叶柄
、

叶片干重生物量
。

1
.

3 生物碱测定
:

小聚碱与总生物碱的测定基本按方忻平等采用的方法〔 7〕 。

仅仪 器 改 为

7 21 分光光度计
,

以 3 6 0n m 测定吸收光度
。

标准曲线 y 与 x的相关系数
r 二 。

.

99 5 2二
,

回 归 方

程
: y 二

50 0
.

75 x + 6
.

1 1
。

其中
: x
为小璧碱协g / m l

,
y 为吸收度

。

并根据上述关系换算出总

碱的近似含量
。

本次测定小璧碱薄层回收率平均值为 9 5
.

巧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个体生物量结构与动态
:
中低海拔 3 个样点对峨眉野连的千鲜比测定表明

,

须根 千 鲜

比平均值 ( 6 5
.

6 % ) > 根茎 ( 4 4
.

2 % ) > 叶片 ( 41
.

0% ) > 叶柄 ( 3 6
.

6% )
。

分 布 于 海拔

1 1 00 m 一 2 10 恤的峨眉野连 V 龄级 ( 13 ~ 15 年生 ) 个体净生物量随海拔呈现出一 些 规 律性

变化
。

各营养器官总生物量以海拔 ! 40 o m 一 15 00 m的值最大
,

其中叶片和叶柄占整株的生物

量比率较高
。

高海拔区 ( Z 0 0 0m ) 与中低海拔区相比
,

地下部须根和根茎生物量比例大
,

而

叶部则相反 ( 表 1 )
。

5年生栽培味连的单株净生物量高于 2种 V 龄级野生黄连及 10 年生的栽培雅连 2倍以上
,

尤

其是根茎的绝对重量及其所占的生物量比率都大大高于其他 3种黄连
。

峨眉野连和雅 连 的叶

片
,

古蔺黄连的须根部干重 比例较大 ( 表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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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产地峨周野连营养器官个休生物皿及其结构

须 根

( g ) ( % ) ( g ) ( % ) ( g ) ( g ) ( %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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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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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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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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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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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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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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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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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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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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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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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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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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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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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2种野连与2种栽培黄连营养器官个体生物盆及其结构
. . . . . . . . . . . . . . . .

、 _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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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类
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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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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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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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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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1

2
。

1 6 6

0
。
7 9 6

0
。

7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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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9 0

0
。

5 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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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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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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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 8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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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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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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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9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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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雅味

对于 2种 15 年以内的野生黄连 来说
,

个

体总生物量
、

根茎和叶部 ( 叶片
+ 叶柄 ) 生

物量随年龄增长呈上弯的指数增长型
。

可 以

用 Y = a b x
式加以描述 (其中

:
b > r ) (图一)

。

但通过调查 35 年生的峨眉野连 (栽培 )来看
,

无论是整株 ( 5
.

4 3 59 )
、

根茎 ( 3
.

0 4 4 9 )和叶部

( 3
.

9 4 4 9 ) 生物量值已大大低于相应经 验 公

式 ( Y
, : ,

Y : 2 ,
Y : 3

)的外推值
,

这点值得注意
。

根据峨眉野连与古蔺黄连 5个龄级成对

资料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测定
,

古蔺黄连须根
、

根茎占个体生物量的百分率比重高于峨眉野

连
,
而叶片低于后者 ( 表 3 )

。

2
.

2 生物碱含量与动态
:
表 4列出了峨眉山

各海拔产地的峨眉野 连 ( V 龄 级 13 ~ 15 年

生 )
,

营养器官的小璧碱
、

总碱及其比例值
,

根茎
、

叶片中小璧碱
、

总碱含量在中海拔区

( 14 0 0 ~ 150 o m )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峰值
,

这一点通过图2看得愈加清楚
。

B / T值 来 看

呈现 出根茎 > 叶柄 > 叶片
、

须根的趋 势〔7〕
。

2种野连与栽培黄连及栽培于低 山 砂岩

上的峨眉野连 35 年生植株比较起来
,

须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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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种野生黄连 5龄级生物皿比率

年 观
龄 测
级 数
年 ) (株

平 均 干重 ( % )

)须根 根茎 叶柄 叶片

产地种类

峨 梭
,

; , < 3 4 0 15
.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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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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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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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怪弓山1孟,二1二,上
.
工
.工,人,人

,自ōO,d

…
ō七n舀的6

,上,1,1

眉野连

2 1
。

9

18
。

0

二租肉On

…
R工RùO甘. .人,二曰.二

巨北峰

古蔺黄连

小璧碱和总碱含量以古蔺黄连最低
,

味连最

高
,

根茎
、

叶和叶柄中小璧碱含量以峨眉野连

最高
,

古蔺黄连最低
,

根茎
、

叶片
、

须根中

的总碱以味连含量较高
。

栽培在砂岩上的 35

年生峨眉野连根茎中小巢碱含量低 于其它类

型的黄连
;
但叶柄和叶片中的小璧碱含量仍

有增加或稳定
,

同时 B / T 值要高些 ( 表 5 )
。

峨眉野连根茎中的小璧碱和古蔺黄连根

茎中的总碱含量
,
随年龄增长具明显的直线

增长性质 , 峨眉野连根茎中总碱的积累有近

于直线的指数性质
,

可 以 用 Y
; 、 = 6

.

5 9 5 +

O
.

19 X的直线方程描述
。

图 3中 的 虚 直 线表

示了古蔺黄连根茎中小璧碱含量积累趋势
。

2
.

3 个体生物碱产量与分配
: 2种 V龄级的

野生黄连与 10 年生雅连及 5年生味连 单 株生

物碱产量及其分配率如图 4
。

图4 ( A )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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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产地峨眉野连曹养器官生物碱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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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 2种野连与 2种栽培黄连份养器官生物碱含且

种 类
年 龄 须 根

( 年 ) B T B / T

根 茎

B T B / T

叶 柄

B T B / T

叶 j乍

B T B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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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野连 ( 栽培

古 蔺 黄 连

雅 连

味 连

1 3~ 1 5 1

3 5 1

1 3~ 1 5 0

1 0 2

5 2

0
。

4 5

1
。

2 8

1 8 3

0
.

4 7

0
。
5 3

0
。

2 4

0
。

4 3

0
.

3 6

非小璧生物碱和小璧碱单株产量以味连最高
,

古蔺黄连和雅连的生物碱产量均低
。

峨眉野连

较后 2种黄连的 2部分生物碱产量高些
。

从 2类生物碱的产量分布率来看〔图 4 ( B ) 〕
,

根茎占

有的 2类生物碱比率最大
,

但生物碱 在 不 同种类的各营养器官中占有的比率有一定差别
。

与

味连比较起来
,

峨眉野连的叶片和叶柄中小璧碱和其他生物产量比率均较大
。

3 小结与讨论

峨眉野连和古蔺黄连个体及其各器官生物量 (尤其是根茎 )
、

单株总碱和小樊碱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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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大低于栽培味连
,

但峨眉野连的 2部分生

物碱可高于 10 年生雅连〔 5, ” 。

尤其是峨眉野 图 4

连根茎
、

叶柄
、

叶片中小璧碱和总碱含量水平

高
,

值得重视 〔7〕
。

相比之下古蔺黄连的含量水平最低
。

2种野连和2种栽培黄连营养器官单株

生物碱产皿 ( A ) 及其比率 ( B )
1
一

峨眉野连 2一古蔺黄连 3
一

雅连 4
一

味连

海拔高度与峨眉野连营养器官生物量 比例有关
。

高海拔区倾向于地下部器官生物量比例

增大
。

同时海拔与峨眉野连根茎和叶片中小梁碱和总碱含量有关
。

在适当的海拔高度 (
一

中海

拔 )
,

上述器官积累的生物碱明显地有一峰值
。

年龄与 2种野连个体及其各营养器官生物量以及根茎中小璧碱和总碱含量均呈正相 关
。

15 年以内个体和营养器官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为Y 二 a bx ( b > 1 ) 的指数增长型
。

而生物 碱 积

累与年龄的关系一般可用直线描述
,

这与过去的一些研究结论不同〔” 〕
。

但是根据对 35 年生的

峨眉野连 ( 栽培 ) 的测试分析来看
,

个体及其器官不可能一直保持指数增长势
,

由此推测峨

眉野连个体生命周期净生物量的积累可能是
“
s,, 型

。

从生物碱含量来看
,

栽培的 35 年生 峨

眉野连叶柄和叶片中的含量能保持稳定或增加势头
,

但根茎中生物碱的降低是由于年龄上或

是栽培条件 ( 土壤 ) 方面的原因
,

还需进一步研究
。

峨 眉野连的单株生物碱生产量低于味连
,

但高于古蔺黄连和雅连
。

同时
,

由于其叶部生物

量比例大
,

生物碱含量高 ; 但叶片只有 2一 3年寿命
,

因此落叶可能伴随有效成分的损失
。

光

用 Y : : =
( 0

.

1 15 ) 1 00
’ 。” x

来估计损失的叶片 + 叶柄生物量
,

用峨眉野连的叶部总碱 与小梁

碱含量平均值对损失的生物量中的有效成分积累值进行估计
。

对于巧年生的峨眉野连而言
,

单株损失小梁碱 5 8
.

3 9m g
,

总碱 1 1 o
.

12 m g ,
相当于本种 同龄植株根茎小璧碱含量的 1

.

4倍和

总碱含量的 1
.

7倍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峨眉野连叶部的利用应引起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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