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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红杆
、

绿杆的蒙古黄茂 。 。 或 城  

”夕 〔,
,

〕及叶表有毛
、

无毛的膜英黄 茂

 “ 〔 〕的花粉
、

叶表面纹饰
、

子房柱头电镜扫描观察以及脂酶同 工 酶

分析比较
,

发现红杆
、

绿杆蒙古黄茂及有毛无毛的膜荚黄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关健词 黄茂 花粉 叶片 子房 脂酶同工酶 电镜扫描

黄茂为常用中药之二
,

主要生产于我省的晋西北
。

长期以来
,

人们习惯 于把黄蔑看成两

个品种一个商 品物
,

从而忽视了品种类型的划分
,

极不 利于黄茂商品生产的开发利用
。

我们

在实践中发现
, “

内蒙黄蔑
”
中存在着红杆和绿杆之分

“
膜荚黄茂

”
中存在着叶表有毛和

无毛之分
,

这种差异 与其生理
、

生化反应
、

药用功效有无关联
,

作为黄蔑的商品生产不能不

加以研究和考虑
。

此外
,

不同的生态区域
,

不同的外界环境对同一品种类型有何影响
,

影响

多大都值得分析和探讨
。

为此
,

我们选择了此项研究内容
,

旨在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
,

从而

为黄茂品种的内部反应 散一客观的评价
,

为黄蔑的分类 鉴定以及医药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参考

资料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一 年在山西省医药研究所及 山西医学院进行
。

材料来源 山西省医药研究所药材圃
,

山西省霍州的霍山
、

交城庞泉沟
、

浑源恒山
,

东

匕等地
。

试验方法

花粉形态及表面纹饰观察 从 年生植物当天开放的花朵上采集花粉
,

℃ 恒 温 干

燥
。

先将双面导 电胶带贴在金属载物台上
,

然后把千燥的花粉均匀地弹撒在胶带上
,

于镀膜

机中喷镀纯金约 入厚
,

置于 日本产 一 扫描电镜下观察
、

记载工作电压
,

并

选有代表性的视野分 群体
、

个体和面部 两种类型照相记录
。

叶表面纹饰的观察 取 年生植株当年生叶片
,

置粘有双面导电胶的金属载物台上
,

经喷金处理后进行扫描 电镜观察
,

选 视野照像
。

子房超微结构观察 取 年生植株当天开放花朵的子房
,

置粘有双面电胶的金属载物

台上
,

经喷金处理后进行扫描电镜观察
,

选
、

视野照像
。

脂酶同工酶电泳 选取整齐一致的叶片
,

称取
,

于水浴中用组织匀浆器磨碎
。

根

样剥取其幼根的皮部
、

剪碎混匀
,

称取
,

在冰浴条件下
,

放入研钵内研碎
。

叫
、

根均按

的比例加入 柠檬酸 缓冲液和 的甘油
,

高速离心

后
,

取其上清液放入冰箱中备用
。

用  的分离胶
,

的浓缩胶
,

每个点样槽中加 卜 的样品
,

用澳酚兰作 指示 剂
,

置

一 ℃冰箱中电泳
,

稳定电压
,

待电泳至指示剂距下层电泳液 时停止电泳
,

然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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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谱带区
,

区为扩散区
,

区一般有 一 条浅带
,

值为 一 , 区显示出

条带
, ,

值为。
·

, 该区第一
、

二条主酶带着色较深
,

属一级酶带
,

少数为二级带
,

第三条酶带也有一级带出现
,

供试样品的酷酶同工酶谱带在 区表现基本一致
。

由此认为
,

区是黄蔑的特征性谱带区
,

也称主谱带区 , 区一般为 一 条带
,

着色较浅
,

为三
、

四级 带
,

值为 以上 图
。

蒙古黄茂中红 杆茂与绿杆茂比较 生长在恒山的红杆茂
、

绿杆茂
,

虽然在 区 谱 带

条数基本一致
,

但着色深浅不同
。

红杆茂根样在 区有 , 条一级带
,

而绿杆蔑则出现 条 一级

带 , 红杆茂在 区和 区均分别比绿杆蔑多 条四级带
。

红杆茂叶样在主谱带 区第一 条带为

一级带
,

而绿杆茂则第一条带为四级带 红杆茂第二
、

第三条带分别为二
、

三级深 带 , 绿 杆

茂则表现为一
、

二级浅带
。

另外
,

红杆茂在 区比绿杆茂多 条四级带 在 区 条 带 中 出 现

条清晰的三级带
,

而绿杆茂则只出现 条四级带
。

由此可见
,

生长在恒山的红
、

绿杆 茂在 生

理生化反应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 膜荚黄茂叶面有毛
、

无毛黄侠酷谱比较 从叶样酶带上看
,

两者的差异是 有毛 黄

蔑在主谱带 区第一条主酶带变浅 无毛黄茂在靠近指示带下端出现 条
,
值分别 为 。 、

的 条三级带
。

不 同产区黄茂酶谱比较 分别生长在霍州
、

庞泉沟
、

太原的黄茂
,

其酿酶同 工 酶主

谱带基本一致
,

仅在次级谱带区略有差异
。

蒙古黄茂与东北膜荚黄茂比较 两种黄茂在 区与 区酶谱带差异显著
。

结论

蒙古黄茂与膜荚黄茂属两个种
,

种间差异很大
。

生长在恒山上的红杆
、

绿杆黄茂以及叶面有毛
、

无毛黄茂无论在生殖器 官 的超微结构

上
,

还是脂酶同工酶酶谱变化上均存在着明显差异
。

黄茂植物脂酶同工酶叶样较根样表现丰富
。

讨论

黄茂植物类群丰富
,

不 同形态特征是不 同生理生化 反应的外在表现
,

与其质量 和药用功

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

山西 的膜荚黄茂
,

于 年代由中科院北京植物所定名的
,

主要分布在山西的 吕梁山
、

绵

山
、

霍 山海拔 的地带
,

经长期实践观察无论株形
、

叶形
、

开花期
、

果形都与膜

荚黄茂的植株形态差异很大〔〕
,

而 与山西蒙古黄茂的形态相似
。

而恒山蒙古绿杆 茂与 红 杆

茂在生长速度及其环境的适应性都有不 同的表现
,

其种子的形态及植株形态也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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