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开 口进入虫体
,

穿过肠壁进入体腔
,

并把其

携带的共生菌排到体腔里
,

导致昆虫因患败

血症而死亡
。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十分重

视昆虫病原线虫在害虫防治上的应用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国昆虫病原线虫的生产

和应用 已得到政府注册
,

成为商品
。

近 10 年

我国也有不少有关应用方面的研究报道
,

如

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用来防治行道树

上的木蠢蛾
,

广东昆虫所等单位用于 防治桃

小食心虫
、

竹直锥大象虫等均取得较好的防

治效果
。

据我们试验
,

格氏线虫对为害人参
、

西洋参
、

贝母的细胸金针虫 (A gr i ot es uf si ` ol
-

11: M iw a )
、

斜纹夜蛾 ( P or d e n i a l i t u ar F a b r i
-

ci u s )
、

蟒蜡
,

室 内的感染致死率均达 80 %以

上
。

这些药用植物都喜荫
,

参棚内土壤潮湿
,

疏松通气性好
,

这将给昆虫病原线虫的生存

繁衍提供良好的条件
。

我们将继续吸取国内

外的先进技术
,

根据药用植物 自身的特点
,

开

展昆虫病原线虫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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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33 3

在党参生产中应用的初步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园艺系 (恩施 4 4 5 0 0 0) 周光来
.

田长恩

摘 要 通过在党参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

发现用 150 m g / L p p 33 3

于幼苗期进行叶面喷施
,

可以提高

党参苗叶绿素含量
,

抑制其茎叶生长
,

显著提高党参的平均根鲜重和干重
,

并显著增加其干成品的

醇浸出物含量
。

因此
,

此技术的应用可使党参增产优质
。

关扭词 P P 33 3

党参 增产 优质

8 0 年代以来
,

有关植物生长调节剂在中 草药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已报道不少 3l[
。

P P 333

.
A d d r e s s

周光来 男
Z h o u G u a n g la i

,

H u b e i N a t i o n a l C o l
,

19 8 7 年大学毕业
,

实验师
,

现工作编
多项省

、

州
、

院资助的
的效益

。

E n s h i

北民族学院园艺系
。

主要从事教学
、

科研
、

科技推广工作
。

主持
、

参
题

,

1 9 9 2 年获科技进步奖
,

所引进和推广的农业新品种
、

新技术
,

在当地实际生产中发挥了巨
与
大

△ 湖北省教委资助课题

《中草药 》 1 9 9 5 年第 2 9 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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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我 国主要农作物

和果树上应用的生长延缓剂 z j [
。

具有控制地

上部生长
,

促进地下部生长的效应 3[]
。

虽然前

人已在人参 〔们和地黄 5[] 等生产过程中进行过

P P ” 3

应用 的研究
,

发现该剂有一定增产效

果
。

我们在一年产当归生产中应用 P P 333 提高

了当归产量并改善了成品当归的品质 6[]
。

但

是
,

在党参生产中国 内外均未见有关的研究

报道
。

我们将在党参生产中进行 P Ps 33应用研

究的结果作一简要报道
,

以推动植物生长调

节剂在中草药生产中的应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大田试验
:

试验地选在海拔 1 8 00 m 的

湖北省恩施市大山顶药材场
“

板党
”
原产地

(
“

板党
”
系指当地传统种植的 2一 3 年生党

参
,

主要出 口
,

其售价高于其他党参 )在地势

平坦
、

日照充分
、

排水良好
、

长势一致的党参

田中进行试验
,

党参播种方式为厢式撒播
,

栽

培管理按常规进行
:

于 1 99 5一 0 8
一
2 9 上午用浓

度分别为 。
、

1 5 0
、

3 0 0 和 6 0 0 m g / L 的 P P
3 3 3

在

当年 4 月中旬播种的党参苗上进行叶面喷

施
。

每厢作为一个处理
,

每处理重复 3 次
,

各

处理面积 10 m
, ,

用药量为 1 k g ,

其田间设置

如下
:

保 保
护 CK 150 300 CK 600 150 KC 300 600 CK 150 300 CK 60 0 CK 护
厢 箱

1
.

2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

随机采取喷施过

P P
3 3 3

的 党 参 苗
,

剪 后 称 取 0
.

5 9
,

加 5 0

m L 8 0% ( v / v )丙酮匀浆
,

过滤后在分光光度

计上分别测定 6 45 和 6 63
n m 波长光的 O D

值
,

后按文献 7[] 进行叶绿素含量分析
,

重复 3

次
,

取平均值
。

1
.

3 产量统计
:
1 9 9 5 年施药后于 1 9 9 6 年秋

季随机挖取各处理厢 Z m
,

面积的党参进行

鲜重和干重的统计
。

因是撒播种植
,

只统计单

位面积的产量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

故在统计

鲜产的同时
,

记下各挖取区的总根数
,

以平均

根鲜重或干重衡量产量高低
。

1
.

4 品质分析
,

随机称取党参干成品 250 9
,

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药品检验所
,

按《中

国药典 》 ( 1 9 9 5 年版 )中
“

党参
”

项及
“

附录 60
”

检测醇浸出物含量
。

以醇浸出物含量高低衡

量品质好坏
。

1
.

5 投入产 出 比分析
:
P Ps

3 3

价格按当地市

场价计
,

成品党参按 1 9 9 4 ~ 1 9 9 6年恩施的平

均市场价计
,

劳动力投入按当地用工阶计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P P ” 3

对党参生长的影响
:

施 用不同浓

度的 P Ps
3 3

均使其苗中叶绿素
a 、

b 和 总含量

增加
,

其增幅随 P P
3 3 3

浓度升高而增大 ; 使地

上部生长受到抑制
,

其抑制程度随 P P 33 3

浓度

上升而增强 (表 1 )
。

表 1 P P , 对党参生长的影响

浓 度 叶绿素含量 (m g / 9 Fw )

增幅 (% ) b 增幅 (% )
色
.

7 8

增幅 (% )
对地上抑制程度

0 (C K ) 4
.

4 8 一 3
.

3 0 一

4
.

72 5
.

3 3
.

7 4 1 3
.

3

4
.

8 5 8
.

2 3
.

9 5 1 9
.

7

5
.

3 0 18
.

3 4
.

0 0 2 4
.

0

4 6

8 0

8
。

7

1 3
。

l

3 0
.

4

+

+ +

+ + +

一般地讲
,

叶绿素含量越高
,

植物的光合

速率越快
,

为增产奠定了基础
。

而抑制地上部

的生长
,

往往能促进地下部的生长
,

但是
,

其

抑制程度要适度
,

若过度抑制
,

则会削弱高产

的基础
。

2
.

2 P P 333 对党参产量的影响
:

由表 2 可知
,

施用 P P ” 3

对党参产量有明显的影响
,

用浓度

为 150 和 30 0 m g / L 溶液处理可使平均根鲜

重和根干重分别比对照 ( C K )增加 ”
.

2%
、

.

1 2 2
.

1 7
.

9 %和 2 0
.

3%和 1 6
.

0%
,

增幅明显
;
施用

P P 33 3

对参根折干率影响不大
。

但是
,

60 0 m g /

PI P 33 3

处理却使平均根鲜重略有下降
,

对于

干重影响不大
,

说明过高浓度的 P Ps
3:

由于过

度抑制地上部生长
,

从而失去了促进参根生

长的基础
。

2
.

3 P P
3 3 3

对党参品质的影响
:

施用 1 5 0 m g /

L P P ” 3

可使党参入药部的醇浸出物比对照

增却 1 5
·

o %
,

但 3 0 0 和 6 0 0 m g



表 2P P 333对党参产 t 的影响 (总面积 Z m,
)

增

率
(% )

根户重均干自增率%根重户均鲜q根总数

一一.368228

增率环一一浓 总 总 折
度 鲜 干 干

( m g / L ) 重 ( g ) 重 ( g ) 率 ( 写 )

0 ( C K ) 1 0 15 2 8 7 2 8
.

3

15 0 7 4 5 2 1 1 2 8
.

3

3 0 0 1 0 35 30 0 2 7
.

6

6 0 0 8 4 0 2 2 7 2 7
.

1

0

一 .2

一 .4

一 0
.

6 9

十 1 9
.

2 0
.

8 3

+ 1 7
.

9 0
.

8 0

一 6
.

9 0
.

6 9

+ 2 0
.

3

+ 16
.

0

0

却降低其醇浸出物含量
。

3 小结

经研究发现
,

在党参苗期 叶面喷施 1 50

m g / L p p
3 3。

(用药量 o
.

l k g /m
Z
)可以显著提

高党参产量及 明显改善其品质
。

此法简便易

行
,

低耗高效
。

但各地在应用时
,

应特别注意

浓度
,

不要过高
,

以确保增产保质或优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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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薪蛇伪造品的鉴别

江西省赣州医药集团公司质检室 ( 34 1 0 0 0) 陈祖华 邱模华

薪蛇 是蛙科 动物 五步 蛇 A g ki st or do
, 。

uc tus

(G 讹 n ht er )的干燥体
。

由于它价格昂贵
,

因此伪品或

掺伪品较多
。

近年来在部份省区的药材市场新出现一种薪蛇

的伪造品
。

货源主要来自江西鹰谭等地
。

经作下列鉴

别发现它是用薪蛇头
、

皮
、

尾和其它蛇类动物去皮身

段伪造而成
。

现得这种伪造品的特征及鉴别方法介

绍如下
,

供医药界同仁参考
。

1 性状特征

本品呈圆盘状
,

其头
、

皮
、

尾有正品薪蛇特征即
:

头呈三角形而扁平
。

吻端向上
,

习称
“

翘鼻头
” ,

背部

两侧约有 24 个
“ V ”
形斑纹

,

习称
“
方胜纹 ,’ l 腹部有黑

色类圆形 的斑点
,

习称
“

连珠斑
” ; 尾部骤细

,

末端有

《中草药》 1 9 98 年第 29 卷第 2 期

三角形深灰色的角质磷片 1枚
。

脊部隆起
,

内面有的也隆起
,

手感沉重
,

其中段

断面可见皮层内有一层角质镜面 (粘附剂 )
。

腹部边

治可见常有过宽或过窄的蛇皮
。

2 鉴别方法
见表 1

。

表 1 薪蛇与伪品比较
鉴别方法 薪 蛇 薪蛇伪品

取皮层内样品 可见横纹肌 有时可见横纹

粉碎置载玻片上 纤维

取同上样品 (块状 ) 呈纤维状
用手指搓散
取同上样品 不变色

肌纤维
,

在显微
镜下可见淀粉粒
呈粉状

,

不呈纤维

遇碘变蓝或黄棕色

( 1 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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