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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肉桂树剥皮后有再生力
,

通过涂生长素 N A A 60 m g/ L ,

加包塑料薄膜
,

可 以 提 高树皮再

生率
。

树皮再生机制和生产适用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
。

关匆祠 肉桂 剥皮再生 蔡乙酸 6一爷基氮基嗦吟

肉桂 C i o n a o o m u o c a s s i a P r e s l 是 樟科亚热带常绿乔木
,

一般在栽植 10年以后砍树剥

皮供药用
,

为常用中药
,

付食佐料和轻化工原料
,

又是我国主要的出口物资
,

我们在栽植的肉

桂林中发现
,

树皮被机械损伤后可 以再生
,

试验探索促进肉桂树剥皮再生的技术
,

以期能达

到剥皮不砍树
,

再生后再剥皮
,

提高经济效益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选 16 一 17 龄的桂树
,

在 4月与药材生产性收获剥皮同时进行
,

剥皮量分全剥和剥皮 1 / 2两

处理
,

剥皮高度
,

离地面 2 c0 m 以上 1 5 Oc m
。

1
.

2 19 88 年在剥皮面分别涂 50 m g / L
、

100 m g / L 蔡乙酸 ( N A A )及细胞分 裂素 6一节基氨基嗓

吟 ( 6一 B A )
, .

19 8 9年在剥皮面涂 s o m盯 L
、 100 m g / L 的N A A及 6一 B A 外

,

还增加涂 3。、
6。倍

京第 Z B膜剂 ( 为植物防病膜剂
,

还常用于果品保鲜
,

预防水分蒸 腾 ) 和 包 扎 塑 料薄膜处

理
。

1
.

3 进行剥皮树生长及剥皮面再生情况观察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1 9 5 5
、

1 9 5 9年试验结果见表 z
、

2
。

裹 1 19 8 8年肉桂侧皮后不同处理再生情况比较

不 同 高 度 剥 皮 再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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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工勺ǹO即n

`.二1甘“74597965“8325310620422417719623735”2432乳69606372“1二O甘0
1占俘廿O曰nó吕ù匕,U

..

…
月了J性óónu口

6
t了ùó片了no

处 理

( m g / L )

剥皮 1 / 2
,

涂 N A A 5 o

剥皮 1 / 2
,

涂 N A A i 0 0

剥皮 1 / 2
,

涂 6
一

B A 50

剥皮 x / 2
,

涂 e
一

B A i o o

剥皮 1 / 2
,

不涂药剂 ( C K )

全剥皮涂 N A A 50

全剥皮涂 N A A 1 00

全剥皮涂 6
一
B A的

全剥皮涂 6
一
B A 1 00

全剥皮不涂药剂 ( C K )

7 3
。
3 9

8 1
。
6 5

6 1
。 1 4

9 4 。 2 6

6 5
。 1 9

2 5
。 0 0 1 0

。

0 0

1 5
。

0 0

2
.

2 观察分析

2
.

2
.

1 肉桂树全剥皮仅个别植株在夏季有少量再生皮
,

树叶逐渐变黄
,

到冬季全部枯死
,

无

一存活
。

剥皮 1 / 2肉桂树
,

生长未见 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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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 8 3年肉桂刹皮后不同处理再生情况比较

不 同 高 度 再 生
处 理

1 0 C
m 5 0 C刃以 1 0 0 Om

( % )

计 平 均

与 C K比较再
生皮数量

( % )

剥皮 1/ 2涂 N A A 50

剥皮 1/ 2涂 N A A 10 。

剥皮 1/ 2涂 6
一

B A 50

剥皮 1 / 2涂 6
一

B A l o o

剥皮 1 / 2涂京第 Z B

膜剂 03 倍液

剥皮 l / 2涂京第 Z B

膜剂 60 倍液

剥皮 1 / 2不涂药剂 ( 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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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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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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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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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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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剥皮 1/ 2涂京第 Z B膜 剂 60

倍液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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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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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剥皮后再生皮大多是从两 面切口形成层细胞分裂
,

向中间延伸的 新 生组织
, 1一 2年

的再生皮的厚度可达 0
.

1一 o
.

Z c m
,

但肉桂特有的香气和甜辣味淡薄
。

同时 发 现树干下部剥

皮面新皮再生较好
,

向上延伸
,

再生皮逐渐减少
,

再生皮的多少 与高度成反 比例
。

2
.

2
.

3 1 9 8 8年试验结果 以剥皮 1 / 2
、

涂 6一 B A 1 00 m g / L较好
,

再生皮为剥 皮 面 的 7 9
.

10 %
,

198 9年则以剥皮 l / 2 + 涂药 十 包薄膜的好
,

其中以涂 N A A 50 m g / L 十 包 薄 膜 处理
,

再生皮

高达 92
.

87 %
,

保持剥皮面的适当湿度
,

是提高肉桂皮再生量的关键之一
。

3 讨论

上述结果证明肉桂皮采剥后
,

有较好的再生力
,

通过涂生长素和包扎塑料薄膜可 以提高

树皮的再生率
,

但对肉桂皮再生的生理机制和再生皮中有效成分的积累过程
,

以及肉桂剥皮

后再生在生产经营上是否 有效益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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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
.

96 %
。

最低检测量为 0
.

5林 g / m l
。

6 小结

6
.

1 本文对文献 (l,
“ 〕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

应用 甲醇一水 ( 5 2
: 4 8 ) 为流动相

,

样品以无水乙

醇溶解
、

过滤后进样
。

方法简便
、

快速
、

准确
、

重现性好
。

6
。

2

6
。

3

空白冲剂分析结果表明
,

制剂中其他成分不干扰川苟嗦的含量测定
。

该制剂为本院制剂
,

临床使用数年
,

治疗急
、

慢性付鼻窦炎效果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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