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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贝母种子低温解除休眠过程中的激素变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
药 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 高文远

带

李志亮 肖培根

摘 要 利用高效液相手段 测量了浙 贝母种子低温解除休眠过程中的内源激素变化
,

结果表明
,

G A
:
的含量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
A B A 的含量总体呈 下降趋势

; I A A 的含量变化呈降一平一升一降

的趋势
。

3 种内源激素在 3 ~ 5 ℃和 8 ~ 10 ℃两种温度条件下各 自的变化规律相似
,

但每段变化的时

间跨度不同
。

关键词 浙贝母 种子 休眠 内源激素

浙 贝母 F ir t i l l a lr a t h u n b e r g i i M iq
.

是一

种常用中草药
,

有止咳化痰等多种功效
。

在浙

贝母的栽培生产上长期存在着有性繁殖时间

长
,

无性繁殖系数低的情况
。

李志亮等的研究

表明
,

一定程度的低温可以解除浙 贝母种子

的休眠
。

缩短有性繁殖的时间仁’ 〕
。

他们的研究

指出
,

浙贝母种子在 8一 10 C 的低温条件下
,

s o d 左右就能解除休眠
; 而在 3一 S C的低温

条件下
,

则需要 8 d0 左右才能解除休眠
。

本文

从 内源激素角度来探讨浙贝母种子低温解除

休眠的机理
,

为生产上解除种子休 眠提供理

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源与处理
:

实验所用种子购 自浙

江省中药研究所
。

为当年采收的种子
。

种子

去杂后
,

水浸 24 h
,

分别放于 8 一 10 C和 3一

S C 条件下进行低温处理
。

定期取样
,

液氮固

定后
,

于低温冰箱 中保存
,

统一进行内源激素

的含量测定
。

1
.

2 种子 内源激 素的提 取
:

准确 称取 种子

29
,

在研钵 中加入少 量 80 % 甲醇 液充分 研

磨
,

然 后 加 入 50 m 1 80 % 的 甲醇 于 冰 箱 中

( 4 C )浸提 1 h2
,

收集上清液
,

再加入等量的

80 %甲醇重复以上提取步骤
,

3 次重复共需

4 Oh 左 右
,

将 上清 液 合并约 15 o m l
,

滤 去残

渣
。

滤液于 50
’

C下减压浓缩至 30 m l 左右以

除去甲醇及多余的水分
; 用 0

.

l m ol / L N a 0 H

将浓缩液调 p H ~ 8 后
,

再加入 S Om l 石油醚

萃取杂质 1一 2 次
。

用 l m ol / L H CI 将水相调

至 p H 一 8
,

再用乙 醚提 取 3 次
,

每次用量约
`

50 m l 弃去水相
,

合并乙醚提取液
,

在 37 ℃下
减压浓缩至干

。

所得干物质用乙酸乙酷溶解
,

待 H IP
矛

C 分析
。

1
.

3 H P L C 分 析
:

仪 器
:

W
a t e r S 2 4 4 型

H P L C ; 色谱条件
:

柱
: N o v a p a k C

1 3 ; 流动相
:

2 5 % C H
:

O H
,

3 5 % C H 3 C N
,

4 0 % H Z
O p H = 3

,

流 速
:

0
.

7rn l / m i n ; 检 测 器
:

U V 2 5 4 n m 只 0
.

I A U F S ; 定量方法
:

外标法
。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浙 贝母种子在两种低温条件下解除休眠

的过程中内源激素的变化情况分别如图
,

I

和 亚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8一 10 ℃和 3一

S C两种 温度条件下
,

G A
3 ,

I A A 和 A B A 各

自的变化总趋势相似
。

但 3 种激素各 自的每

一 段变化在 8 一 1 0 C 条件下所用的时间比 3

一 S C 条件下所用 的时 间短
。

这可能是 8一

10 C 解除浙 贝母种子休眠所用的时间较 3一

S C解除浙 贝母种子休眠所用时间短 的原因

之一
。

G A
3

在两种温度条件下都有一个先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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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升然后又降的过程
。

G A
3

的峰值较休眠状

态时 G A
3

的值高
。

8一 l o C低温条件下
,

G A
3

的峰值在低温处理 20 d 前后
; 3 一 S C 低温条

件下
,

G A
。

的峰值在低温 处理 40 一 5 d0 前

后
。

挪威树
、

豚草等许多植物的种子在低温处

理解除休眠时
,

常常伴 随着 G A
3

含量 的升

高 z[,
3」,

许多实验还证明
,

自然界中种子休眠

的打破可能是借助于天然赤霉素含量的上升

而实现的川
。

赤霉素在许多植物的种子上被

认为是休眠解除的促进因子
。

由此看来
,

两种

温度条件下
,

G A
3

含量的上升过程对浙 贝母

种子休眠的解除是有利的
。

8一 10 C低温作用

2 d0 前后和 3 ~ 5℃低温作用 40 一 5 d0 前后可

能是种子休眠代谢变化较剧烈的时期
。

两种温度条件下解除浙 贝母种子休眠的

过程中
,

A B A 的含量变化的总趋势都是一直

下降
,

虽然在低温处理 4 d0 前后 A B A 的含

量略有回升
。

A B A 是植物种子休眠抑制剂 中

最重要的一种川
。

许多植物的种子
,

如苹果
、

欧洲水青冈
。

美国白蜡树和糖械等
,

用低温解

除休眠时
,

均发 现内源 A B A 含量下降
「5一 ’ 〕

。

A B A 含量的下降
,

表明休 眠的抑 制剂在下

降
,

这对浙贝母种子休眠的解除是有利的
。

种子休眠的解除
,

是多种 内源激素协调

作用的结果
。

只有当促进因子含量上升而抑

制因子含量下降的情况下
,

休眠才能解除
。

浙

贝母种 子 中的 促进因子 G A
3

和抑 制因子

A B A 分别经历了一个上升和下降的过程
,

这

符合休眠解除的规律
。

从图 I
、

l 还可以看

出
,

8一 1 0 ℃条件下
,

10 ~ 4 d0
,

G A
3

和 A B A

之间的含量差值较大
,

20 一 30 d G A
,

和 A B A

之间的含量差值最大
。

说明在 8 ~ 10 ℃条件

下
,

10 一 4 d0 这段时间可能是种子休眠解除

过程 中代谢变化较剧 烈的时期
.

而 20 一 3 d0

可能是代谢变化的关键时期
。

因此
,

在 3 ~

5 ℃条件下
,

3 0一 60 d 可能是浙 贝母种子休眠

解除过程中代谢变化较剧烈的时期
。

其中 40

一 S Od 可能是代谢变化的关键时期
。

浙贝母种子在两种温度条件 下解除休眠

的过程中 I A A 的变化都经历了一个降一平
.

2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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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浙贝母种子低温解除休眠过程中

内源激素的含 t 变化

1 一
8一 1 0 ℃ I 一 3~ 5℃

一升一降的过程
,

8 ~ 10 ℃条件下 I A A 的峰

出现 在低 温作 用 3d0 前 后
; 3 一 5℃条件下

I A A 的峰出现在低温作用 5 d0 前后
。

这两种

温度 条件下 I A A 的峰值都比休 眠状 态时

I A A 的含量低
。

IA A 与种子休眠解除之间的

关系研究得较其他两种激素少
。

从 目前的报

道来看
,

对 I A A 在种子休眠解除过程中的作

用还有争议
。

它对种子休眠所起的作用是促

进还是抑制取决于它的浓度和种子 的类型
。

然而
,

以它一般的生理浓度而言
,

常常是无效

的匡
9〕

。

I A A 在低温作用的前一段时间
,

变化

趋势与 A B A 相似
,

而在低温作用 的后一段

时期
,

变化趋势却与 G人
3

相似
。

它在浙 贝母

种子低温解除休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

但它的两个峰值均在上文分析

得 出的代谢变化较剧烈时期的范围内
,

在代

谢变化的关键时期之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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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的采收加工方法及其成品性状比较

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药物种植研究所 (南川 6 4 8 4 0 8) 王桂英
.

田 谨为

摘 要 报道金银花的合理采收及各种加工干操方法的要点
,

各种加工方法与其成品性状的相养

性
。

关 . 词 金银花 采收加工 成品 性状

金银花为忍冬科植物忍冬等的干燥花蕾

或带初开的花
.

性甘
,

寒
,

具有清热解毒
,

凉散

风热的功能
。

近代药理临床研究
,

金银花是一

种作用很强的广谱抗菌中药 llt
.

应用面广
,

促

其生产发展
,

产量增加
,

但多不注重采收加

工
,

致使产品质量欠佳
。

对于金银花成品质量的评价
,

近年来主

要集中在化学分析方面 .z[
3〕 ,

特别是对绿原酸

的分析较多 [’. ’ 〕 ,

本文以金银花的高产良种灰

毡 毛 忍冬 [ 6

址刀” i c e ar m a c ar n t h沉d e : H a n d一

M az z
.

为例
,

着重介绍采收
,

加工干制中保证

质量的要点
,

并结合中医学性味
,

对各种加工

方法与成品的性状作相关性比较
。

目前在金银花生产中
,

影响质量 的主要

因素有
:

a) 采收不当
,

一些地方采收鲜品时
,

为了省工省事
,

往往等待大部分花已繁开
,

才

行采摘
,

采摘时
,

用一把抓的方法
,

采下繁开

的花
、

发育程度不一 的花苗以及花序梗和叶

片等
,

使鲜品的成熟度很不一致
,

并且带人杂

质
。

b) 金银花采花期为 6一 7 月
,

在四川正值

雨季
,

产区干燥条件差
,

常因干制不及时
,

方

法不当
,

使成品质量低劣或霉烂变质
。 。 )加工

方法混乱
,

农村对金银花的加工
,

大多采取晒

或阴晾干
,

近年来有用硫熏
、

蒸
、

炒等各种处

理
,

加工方法多
,

操作不一
,

是当前难以控制

质量的突出问题
。

严格把握加工环节
,

事在必

行
。

1 正确采摘

灰毡毛忍冬从初花期至末花期
,

共需

s od 左右
,

其花蕾密集着生于小花枝上
,

随生

长发育
,

由绿色变为黄白色
,

在此期间
,

要陆

续分批采收花蕾
,

采时摘黄白色花蕾或初开

花
,

绿色花蕾留待下次再采
。

采摘时间最好为

晴天上午露水干后收采
。

摘下的鲜花轻轻松

放于盛器内
,

不能紧压
,

避免伤花及发热
,

这

样的鲜品经加工后
,

呈色好
,

香气浓厚
,

能保

.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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