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亦不同
,

以盘形直径 3一 4 Cm 以下者视为
“
金钱

”

价高
; 6一 1 0 。 m 者视为

“

中条
” ,

价格

较低
;而以银环蛇成体制成的药材称之为

“

大

白花蛇
” ,

一般在 1 0 0一 1 2 0 元 / k g 左右
。

在使用金钱 白花蛇的地区均 以眼镜蛇科

银环蛇指名亚种 B un g a ur : m
.

m ul ict i nt
u :
的

幼体制成的金钱 白花蛇为正品
。

而广西则以

游蛇科的百花锦蛇 E laP he m oe ll en d 。 巧令至入

药
,

称为白花蛇
,

又称广西白花蛇
。

此为地方

习惯使用的药材
,

已有百年以上历史
,

现仍普

遍使 用
,

并 于 1 9 9 2 年收 入 《 广西中药材 标

准户
〕 。

目前该 自治区内各药材公司和 中药材

商店均有 售
,

年收购和 销售 量约 3 0 00 一 4

0 0 0 k g
,

零售价在 1 4 9一 1 6 5 元 / k g 之间
。

该

药材主要产 自广西百色地区
、

南宁地 区西部

(大兴
、

龙 州
、

崇左等县 )
,

河 池地 区巴 马
、

东

兰
、

凤山
、

都安等
,

在本 自治区 内使用为主
,

广

东和湖南亦有少量使用
。

广西
、

广东两省区沿

海还有使用海蛇药材的习惯
,

民间主要用于

祛风湿
,

虽在药材批发市场有售
,

但未见药材

含司和中药店销售
。

广东有以眼镜蛇科的金

环蛇 召 u n g a
ur

s

fa
s c i a t u s

作 为
“
花蛇

” 入 药
,

其他地区仅在毫州药材批发市场 中见一个体

商贩有少量金环蛇 出售
。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

典
.

广州
:

广东科技出版社
,

1 9 9 .5 61
、

1 88
、

3 29

2 王 义权
,

等
.

基层中药杂志
,

19 9 5
,

9 ( 3 )
: 3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
.

广西中药材标准
.

南宁
:

广西科

技 出版社
, 1 9 9 2

.

3 9

( 1 9 9 5
一

1 0
一

1 0 收稿 )

A S u r v e y o n t h e o r i g i n o f C r u d e S n a k e D r u g s

W
a n g Y i q u a n a n

d Z h
o u K a i y a

T h
r e e e r u

d
e s r i a

k
e

d
r u g s w e r e i n e l u d

e
d i n t h

e P h
a r m a e o p o e ia o

f t h
e P e o p l e

` 5 R e p u
b li e o

f C h i n a ( 1 9 9 0

e
d it io n )

.

A s u r v e y o n t h
e o r g in o

f t h
e s e

d
r u g s s

h
o w e

d th a t “
W

u s
h

a o s h e ”
w

a s p r o
d

u e e d nr a i n l y i n J ia n g s u ,

Z h
e -

j i
a n g

,

A
n h u i

,

Jia n g x i
,

H
u n a n ,

H
u
b

e i a n d S ie h
u a n P r o v in e e s ; “

Q i s h e ” i n Z h e
ji

a n g
,

Ji a n g x i
,

H
u n a n a n d F u

i i
a n

P r o v i n e e s ; a n d “ Ji n q ia n B a i h
u a s

h
e ” in G

u a n g d
o n g

,

H u n a n a n d J i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s
.

C u r r e n t ly
, t h

e : r u
d

e s n a
k

e

d
r u g s a r e

m
a
d

e o
f w i ld

s n a k e s
d i r e e t ly

o r in d i
r e e t l y

.

N
o

l
a r g e s e a

l
e e a p t iv e

b
r e e

d in g o
f t h

e s n a
k

e s
h

a s
b

e e n

a e h i e v e d 5 0 f a r
.

西洋参地下根病防治技术研究△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林业局 (1 1 7 1 0 0) 董入明
*

王德俊 卢秉直

摘 要 采用秋季进行土壤消毒
,

春季下防寒土后立即喷施多菌灵
、

代森馁
、

敌克松混合药液进行

植保处理
,

可使西洋参地下根部发病率 由 14
.

61 %下降到 .0 7 %
。

关键词 西洋参 根病防治 新技术

西洋参 P a
an x q u i n q u ej b l iu m L

.

是一种

名贵的药材
,

现代临床药理研究证明具有滋

阴
、

清热
、

生津止渴等多种功效
,

是医用 良药

和滋补佳品
。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西洋参产

区之一
。

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生产发展缓慢
,

单

位面积产量低
,

商品质量差和加工落后等实

米
A d d r e s s D o n g Y u m i n g

,
B e n x i

C o u n t y

△ 辽宁省
“
八五

”
重点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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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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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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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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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由本溪满族 自治 森按 50 环
、

敌克松 70 %
,

以 4 , 2 , 1 的重量

县林业 局承担研制 任务
,

经 过 4 年时间
,

于 比混合后加水 15 0 倍 )药液 8 k g /m
Z

左右
,

然

1 9 9 4 年秋整个试验工作全部结束
。

现将该课 后进行越冬防寒处理
。

来年春下防寒土后进

题中有关地下根病 防治方面的情况
,

总结如 行参床松土
,

立即喷施同样混合药液进行春

下
。

季床上消毒
,

施混合药液 5 k g / m
,

左右
。

防寒

1 材料和方法 期间如床面积有厚雪要及时清除
,

防止积雪

1
.

1 材料
:

西洋参种子
、

苗子
、

复合肥
、

多菌 溶化增加参床土壤湿度
,

其他时间植保措施

灵
、

代森钱
、

敌克松
、

苇帘
、

塑料等
。

同生产常规
。

1
.

2 方法
:

在设计上采取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2 结果

3 次的方法进行并设有对照区
。

秋季西洋参 试验结果见表 1
。

从表 1 中看出
,

试验处

茎叶枯萎后及时割除
,

清净参床病株
、

残叶随 理西洋参发病率 比生产对照 下降 5 倍多
,

而

即进行土壤杀菌处理
。

喷施 (多菌灵 10 %
、

代 地下部发病率下降 29 倍
。

表 1 地下根病防治试验情况调查

保保苗率 发病率 其中地 上部病 其中地下部病 优质参率 产 量量
处处 理 (% ) (% ) (% ) (% ) ( % ) ( k g /

t n “ )))

CCC K 6 3
.

75 2 4
.

2 8 4 0 6 0 8
.

5 2 0
.

8 555

试试验 92
.

33 3
.

7 6 98 2 3 8
.

6 2 1
.

8 5 999

增增 长百分 比 (% ) 4 4
.

8 3 一 54 5
.

7 4 14 5
.

0 0 一 2 9 00
.

00 3 5 3
.

2 9 1 1
.

8 7 111

3 小结与讨论

在西洋参病害防治中
,

通常做法是每年

从西洋参出苗 时开始
,

到叶片枯萎前这段时

间内使用不同药剂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进行

病害防治 〔崔德深
,

等
.

西洋参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1 9 8 4
.

5 8 〕
。

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控制地

上部病害的发生和进一步漫延
,

但地下部病

害却得不到有效的防治
。

其原因是在秋季西

洋参叶片枯萎后和春季下防寒土后这两个特

定时期 (叶片枯萎后温度 尚高
,

春季 卜防寒土

后温度开始升高
,

在这两种情况
一

F病源菌可

以活动 ) 内没有进行大剂量土壤消毒处理
。

事

实上
,

西洋参一切病害的发生 (不包括非侵染

性 ) 都是真菌
、

细菌 (包括病毒
、

线虫 )与西洋

参双方正邪相互斗争的结果
。

在西洋参生长

季节
,

地上
、

地下部虽可染病
,

但染病的程度

远不如在茎叶枯萎后和下防寒上后 (冬季低

温
,

真菌
、

细菌活动不利
,

不易产生为害 )这两

个特定时期为重
。

因为
,

在西洋参生 长发育时

期
,

本身生命活动旺盛
,

这样它 自身的免疫抗

病能力就会强一些
。

本试验所指的两个特定

时期 内
,

因西洋参刚刚进入休眠状态或休眠

状态刚刚打破
,

此时西洋参 自身的活动能力

很差
,

因此抵御病源菌侵袭的能力就差
,

这时

致病 因子 (包括
: F u s a ir u m 、 o z a n i

、

尸勺 t口p ,
-

c h o

ar c a c o t o r u阴
、

F u s a v i u m s p p
.

等 )就 会乘

虚而入
,

侵染后在西洋参的根部进行为害或

潜伏下来
,

春季随气温升高病情就会表现 出

来
。

生产当中的一些参园的西洋参秋季时生

长还 良好
,

而到 了来年春季往往 出现大量根

病
,

就是因为西洋参在两特定时期 内遭受病

源菌的侵染
,

而又没有进行药剂防治所造成
。

通过本试验
,

我们对西洋参地下根病的

发病机理有了新的认识
。

在特定时期选择低

毒高效农药进行药物防治
,

收到了 良好 的防

治效果
。

该防治方法
,

可供 西洋参生产和科研

单 位的同仁们在西洋参根病 防治实践 中参

考
。

( 1 9 9 6
一

0 5
一

2 7 收稿 )

·

更正
·

1 9 9 7 年 1期 23 页上表 1 中序号 1 的芍药贰 1
.

4 应为 3
.

4

·

1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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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半夏种质田间比较试验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 2 1 0 0 2 9)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药材公司

宋金斌
来

张国泰 部巧生 王康 才

曹 炜 许春年

摘 要 对在江苏境内收集的 13 个半夏种材
,

进行田间比较试验
。

发现狭叶型的丰县半夏具有长

势旺盛
、

抗性强
、

倒苗迟
、

珠芽多
、

块茎大
、

产量高的特点
。

关键词 半夏 种质 比较

半夏 P i n e l l a t e rn a t a ( T h u n b
.

) B r e i t
.

是

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
,

以块茎入药
。

是《 中国

药典》 1 9 90 年版
〔̀ 〕收载的半夏药材的唯一植

物来源
。

江苏曾是半夏药材的主产区之一
,

近

年 由于过度采挖及耕作制度改变等原 因
,

野

生资源近于枯褐
。

70 年代初
,

开始半夏野生

转家种的栽培试验研究
,

但一直未有 突破性

进展
,

试验单产排徊在 75 0 9 /m
“
(鲜 ) 左右

,

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找到优 良的

种质材料
。

为此
,

我们收集了江苏境 内不同地

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下生长的 13 个半夏种质

材料
,

进行 田间比较试验
。

发现狭 仆十型的丰县

半夏具有长势旺盛
、

抗性强
、

倒苗迟
、

株芽多
、

块茎大
、

产量高的特点
,

丰县农民试种单产达

2 2 5 0 9 /m
Z
(鲜 ) 以上

,

品质分析表明丰县半

夏药材质量良好
,

经江苏 省药品检验所检验

认为符合药用要求
,

本试验结果是半夏栽培

试验研究的重要发现
,

现将试验情况报告如

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种材
: 1 9 8 5 ~ 1 9 8 6 年收集的 丰县

、

昆

山
、

如皋
、

东台
、

响水
、

洒阳
、

仪征
、

邢州等市县

的野生半夏种茎以及 丰县
、

沛县农民引种的

山西新绛
、

山东邪城
、

荷泽
、

沂蒙等地的半夏

种茎
。

供试种茎大小均一 (1
·

5一 .2 0 9 /个 ),

无脱皮和病虫害
。

1
.

2 方法
: 1 9 87

一

03
一

30
,

将试验种 茎播种于

南京农业大学实验 农场
,

共 2 6 个试验小 区
,

每小区面积 2
.

7 m 只 1
.

3 m
,

每一试验种茎播

2 个 小 区
,

小 区随机 排列
,

株行距 1 0 e n i 、

5

c m
。

各小区栽培管理措施相同
,

播种后观察

记载各区半夏生长发育情况
,

并于 0 5
一

3。 日

和 0 6
一

2 9 日每小区各取半夏 10 株
,

进行
“

考

苗
” ,

1 2
一

0 5 日收获
,

并进行
“

考种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生长发育习性
:

各区 。 3
一

3 0 播种后
,

0 4
-

15 见苗
,

0 4
一

2 0 左右全苗
。

7 月初
,

当气温在

3 5 C 以上时
,

地上部分开始枯萎 (
“

倒苗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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