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花篙优质种质资源的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 2 1 0 0 38)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钟国跃
水

周华蓉

胡 鸣 赵萍萍

摘 要 黄花篙资源品质 (青篙素含量)具有显著的生态地域性
,

可能是黄花篙的不同生态型之间

的生理生化特性上的差异的表现
。

作者从植物生态学的角度
,

对华中地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

部亚地区 山峡武陵山地所属的川东南
、

鄂西
、

湘西及黔东北各地进行了黄花篙的生态环境调查及

青篙素含量测定
。

结果表明实验区域内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普遍较高
,

平均在 4
.

847 %
。
一8

.

853 编

之间
,

最高可达 1 0
.

221 喻
,

说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对黄花篙中青篙素成分的生物合成与转化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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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一种恶性流行性疾病
,

全世界每

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在 1 50 一 2 70 万人之间
〔‘〕 。

其中恶性疟原虫是导致重症疟疾和死亡的主

要虫种
,

而恶性疟原虫对多种药物的抗药性

的增加是 目前疟疾临床治疗上最棘手的 问

题
。

青篙 (黄花篙 A r te m is ia a n n u a L
.

)是中

医传统使用的抗疟药
,

其抗疟活性成分青篙

素是一种具有过氧桥基的倍半菇内醋
,

由于

在抗疟机理上不 同于 以往使用的氯唆
、

甲氟

哇等
〔2〕 ,

目前尚未发现有抗药性
。

这对解决恶

性疟原 虫的抗药性问题非常有效
,

因之受到

了广泛的重视
。

目前我国生产的青篙素衍生

物制剂篙 甲醚
、

青篙酷钠等已在许多国家投

入临床使用
〔3〕。

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
,

尽管黄

花篙系世界广布种
,

但其青篙素的含量随产

地不同差异极大
。

除我国少数地区外
,

世界绝

大多数地区生长的黄花篙中的青篙素含量都

很低 (1 %。或以下 )
,

且在近缘的植物中也未发

现含有青篙素
以

,
5〕 ,

使得青篙素的天然资源相

对贫乏
。

虽然在 80 年代青篙素的人工合成
、

生物合成即已成功
,

但因收率低
、

成本高而难

以投入工业化生产
。

目前青篙素及其衍生物

的生产仍需依赖于天然来源
。

根据植物生理及生态学的原理
,

同种植

物分布和生长在不同环境中时
,

由于对不同

的环境生态 因子的长期的趋异适应的结果
,

就形成了各自具有稳定的形态或生理生态特

征的不同的个体群 (即生态型 )
,

而生态型的

多少则与该种的生态幅成正 比
。

生态型在本

质上是属于种内变异
,

各生态型之间在外观

形状上不一定有明显的区分界线
,

它们更多

的是表现在生理生化特性上的差异
〔6

,
’〕。

黄花

篙系世界广布种
,

我国从海拔 50 m 的沿海

地带至海拔 3 65 O m 的青藏高原均有分布
,

具有多种生态型
。

黄花篙资源品质 (青篙素含

量 )的生态地域性可能即是不同生态型之 间

的生理生化特征差异的表现
。

以往的研究虽

然发现了这种现象
,

但并不清楚其原因
,

这对

黄花篙的引种栽培与品种选育极为不利
。

为

了搞清黄花篙资源品质生态地域性的本质
,

为有效地利用我国青篙素天然资源优势
,

扩

大青篙素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黄花篙

的青篙素含量与气候
、

土壤诸生态 因子的相

关性及其优质种质资源进行了研究
。

我们首

先报道黄花篙的生态 生物学特性及川
、

鄂
、

湘
、

黔各地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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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样地的确定 划分的共同点是都包含了川东南
、

鄂西
、

湘西

据四 Jll’省中药研究所对该省 32 个县地
一

及黔东北武陵山区
,

说明上述各行政地区在

生长的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分析
,

川东南地 自然生态环境上是一个整体区域
。

根据植物

区的黄花篙的青篙索含量一般较高
,

说明川 生态学的原理可以预测在该自然区域内有希

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对黄花篙中青篙素的生 望寻找到青篙素含量高的优质黄花篙种质资

物合成与转化有利
。

该地区按中国自然地理 源 (可能即是某种生态型 )
。

据此选定以中亚

区域的划分属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部分阁
,

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区为实验样地区

按中国植被的划分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 域
,

共计 13 个取样点
,

并选择该实验区域以

部亚地区的山峡
、

武陵山地即
,

按植物区系地 外的重庆市
、

武汉市
、

华容县 (湖南省 )
、

北京

理 的划分属华中地区rl0 , ,

上述 3 种 自然区域 市等作为对照点 (表 1 )
。

表 1 各地黄花篱的青篙素测定

青篙素

含量 (% )

样
点

青篙素

含量 (% )

青篙素

含量(% )

编号一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样

点

编号样点

6

7

8

9

10

1 1

1 2

1 3

0
.

4 5 7 5

0
.

3 4 6 0

0
.

7 0 7 2

0
.

2 6 1 5

0
.

6 0 3 4

0
.

5 8 78

0
.

6 3 8 5

0
.

6 6 2 3

0
.

7 1 9 1

0
.

6 4 9 7

0
.

8 0 1 9

0
.

8 7 0 5

0
.

9 8 3 4

恩施

宜昌

巴东

武汉

华容

大庸

0
.

5 4 5 2

0
.

5 5 0 6

0
.

3 5 8 2

0 3 0 2 5

0
,

2 8 3 8

0
.

1 0 3 0

0
.

5 0 5 0

0
.

6 4 7 4

0
.

6 6 6 9

0
.

8 1 3 4

0
.

3 3 0 1

0
.

6 7 0 7

0
.

17 4 2

0
.

5 52 3

0
.

7 6 7 1

保靖

黔阳

‘

铜仁

思南

北京

0
.

7 9 4 7

0
.

5 5 2 9

0
.

4 3 6 4

0
.

6 3 0 0

0
.

5 58 5

0
.

64 9 1

1
.

0 2 2 1

0
.

7 8 7 8

0
.

7 6 9 1

0
.

5 1 7 6

0
.

2 5 2 6

0
.

1 5 0 8

0
.

1 1 4 8

0
.

0 5 7 0

编号一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庆节山柱江阳重奉巫石黔酉

2 黄花篱生态环境调查

2
.

1 实验样地区域生态环境概况
:

该区域所

属山地 主要有巫山
、

方斗山
、

齐岳 山
、

武陵山

及雪峰山等
,

系一 系列 东北
一

西南走 向的 山

脉
,

海拔一般应为 50 0 一 1 o00 m
,

山峰大多

在 1 0 0 0 ~ 1 SO0 m 之 间
,

高峰可达 2 0 0 0 m

左右
。

主要河流有长江
、

沉江
、

资江
、

青江
,

所

经之地构成河谷盆地
。

植被区属常绿阔叶林

拷类
、

润楠林区
,

在丘陵盆地主要为农田经济

林 (油茶
、

油桐
、

乌柏林 )
,

山地主要为马尾松

林
,

间有部分以禾本科植物构成的草甸牧区
。

一般山间盆地及低山多已垦殖为农田
,

旱地

面积大于水 田面积
。

气候系贵州高原与江南

丘陵的过渡类型
,

其特点是温和湿润
、

雨水均

匀
、

阴雨天多
。

由于地形复杂
,

气候变化较大
,

年均温 1 5 ℃ ~ 2 0 ℃
,

年日照 1 1 0 0 一 1 7 0 0 h
,

年降雨量 1 0 0 0 ~ 1 4 0 0 m tn
,

年 ) 1 0 ℃累积

积温 4 6 00 一 5 7 00
。

其中酉阳县及附近周围

地 区的气候较为特殊
:

平均气温较低
、

降水

多
、

日照时数少
、

积温低
,

构成了一个较为特

殊的气候小区
。

由于本区湿润
,

土壤以黄壤化

为主
。

海拔 50 0 m 以下多为黄壤和红壤 (紫

色土 )
,

5 0 0一 1 o o o m 多为山地黄壤
,

1 0 0 0 ~

1 s o o m 则为山地黄棕壤
,

1 so o m 以上为山

地灰棕壤和草甸土
。

2
.

2 黄花篙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

黄花篙 系 1

年生草本植物
。

自然下种繁殖
,

生长期约 25 0

d
, 3 月上旬一 中旬 出苗

,

4 ~ 7 月植株营养生

长 旺盛
,

其中 5 一 6 月时抽苔分枝最快
,

7 月

下旬一 8 月上旬孕蕾
,

8 月中旬 ~ 9 月中旬开

花
,

9 月下旬一10 月下旬结实
,

n 月倒苗
。

多

生长于海拔较低 (3 0 0 一50 O m )的河谷谷地
、

《中草药 》1 9 9 8 年第 29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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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及低山地区的草本植物群落中
。

性喜开

阔向阳的湿润环境
,

宜排水良好
、

微偏酸性的

少宿根性草本植物的黄壤
、

冲积土和紫色土
。

如旱耕地
、

公路
、

村舍旁
,

江河塘库
、

工地旁的

新垦露土和坝坡上
。

以一熟地
、

二荒地生长最

好
,

2 年以上的毛荒地由于其他草本发育的

影响
,

黄花篙生长很少或生长不 良
。

生境植被

以人工植被为主
,

伴生植物主要为旱地 1 年

生农作物 (玉米
、

红薯
、

蔬菜等 )
,

以及野生的

禾本科植物
、

草木犀
、

马鞭草
、

夜关门
、

地耳

草
、

酸浆草
、

扁蓄
、

风轮草
、

稀签草
、

天名精
、

鬼

针草等
。

黄花篙在初春营养生长快时可很快

形成局部优势种
,

形成较单一的植被景观
。

3 青篱素含量测定

3
.

1 取样
:

据文献 t1l
’
‘2〕 ,

黄花篙中青篙素的

含量以开花前期最高
,

开花后迅速降低
。

故确

定取样时间为 7 月下旬一 8 月下旬
。

晴天取

全株叶(带少量幼枝 )
,

置阴凉处风干
。

3
.

2 方法
:

参照文献 [13 〕
采用双波长薄层扫

描法测定
。

各样点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测定

结果见表 1
。

4 小结

4. 1 从表 1 可见
,

实验区域内各样点黄花篙

的青篙素含量普遍较高
,

平均为 4
.

8 47 %
。

一

8
·

85 3%
。 ,

最高者可达 10
.

22 1%
。 ,

各样点平均

值以酉阳县最高 (反 映了青篙素含量与该地

区特殊的气候环境之 间的关系 )
。

实验区域以

外各对照点样品的青篙素含量则大致随它们

距实验区域的距离远近而递减
,

最低者可降

至 20 倍以下
。

该结果与预测结果相当一致
,

充分说明了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与其生态环

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

4
.

2 生态环境是多生态因子 (气候的
、

土壤

的
、

生物的 )的组合
,

各生态 因子并非孤立的
,

而是相互联系
、

制约的
,

具有交叉影响与作用

的性质
。

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趋同的或趋异

的)也不仅是对环境中的某一个因子
,

而是对

环境中全部因子的综合作用的适应
。

由于黄

花篙自然分布地带以人工植被为主
,

其小生

境易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而产生一定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土壤酸碱度
、

质地及水肥状况方

面 )
,

使得部分相近地区的各样点的青篙素含

量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

如第 4 号样 (奉节
,

青篙素含量 2
.

61 5%
。 ,

下同 )取自路边石块
、

砂土混 杂处
,

杂草多
,

土壤贫痔
;
第 23 号样

(武汉
,

8
.

1 34 %
。
)取 自市区荒芜空地

;
第 25 号

样 (华容
,

6
.

7 06 %
。
)取 自市郊河边农地旁

,

土

壤水分
、

养分状况较好
,

第 39 号样 (思 南
,

2
.

52 6%。)取 自公路旁新露砂石土坡
,

土质与

养分极差
。

另一方面
,

这种情况也提示在搞清

黄花篙的青篙素含量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的

基础上
,

可以通过人为影啊 (农业栽培措施 )

以提高青篙素的含量
。

关于实验样地区域的

气候与土壤生态因子的调查分析
,

以及黄花

篙的青篙素含量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结

果
,

将在下一报报道
。

4
.

3 我们研究的结果
,

初步揭示实验样地区

域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 区的生

态环境有利于黄花篙中青篙素成分的生物合

成与转化
,

该区域适宜于通过人工栽培或野

生抚育发展和建立优质黄花篙种子基地及生

产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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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红豆杉的生药鉴定

辽宁中医学院 (沈阳 n 00 32) 王 冰
辛

郑红 月 肖 晶 康廷国
‘

徐兴 家 付保峰

摘 要 报道了东北红豆杉枝条和叶的药材性状及组织和粉末鉴定特征
。

关键词 东北红豆杉 药材性状 组织特征 粉末特征

东北 红 豆 杉 几
x u s c u 功id a t S ieb

·

e t

Z uc C
.

为红豆杉科红豆杉属植物
,

其枝叶入

药
“ 〕 ,

在我 国分布于东北东部山区
〔2〕 ,

常与相

近种混淆
。

据《本草推陈》记载
,

具有利尿
、

通

经
,

治肾脏病
、

糖尿病等功效
‘

近年来的研究

表明
,

东北红豆杉枝叶含数种抗肿瘤活性物

质
,

对结肠癌
、

头颈部肿瘤
、

胃癌
、

卵巢癌等均

有不同程度的治疗效果
〔”一 ”〕。

关于东北红豆

杉的生药学研究尚未见到报道
,

为了开发利

用并能准确地鉴定东北红豆杉药材
,

我们对

其组织
、

粉末特征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采于辽宁宽甸山区
,

标本存于

辽宁中医学院植物标本室
。

取植物体 4 年生

枝条及叶片分别制成临时装片和永久切片
,

并将所取材料干燥后粉碎
,

过 60 目筛
,

制粉

末片
,

另将材料用 5%氢氧化钠水溶液解离

后制成解离组织装片
。

2 实验结果

2
.

1 原植物形态
:

参看参考文献 2
。

2
.

2 药材性状
:

为枝和叶的混合药材
。

1 ~ 4

年小枝表面深绿色 至黄褐色
,

直径 0
.

2一 0
.

6

(0
.

8 ) c m
,

无毛
,

干枝上密布叶片脱落后留下

的略成螺旋状排列的突起
。

较粗的枝条深褐

色
,

有浅裂纹
。

叶片厚
,

革质
,

坚硬
,

灰绿色
,

线

形
,

整齐
,

有短柄
,

叶片长 1 一 2
.

5 。m
,

宽 2
.

5

一 3 (4 ) m m
,

基部狭
,

先端具突尖
,

中脉隆起
,

叶背具 2 条黄褐色的气孔带
,

味苦涩
。

2. 3 4 年生枝条横切面特征
:

表面常有一些

残留表皮和皮层组织
。

木栓层由 6~ 10 层细

胞组成
,

细胞壁略厚
,

排列整齐
,

沿切线延长
;

栓内层细胞 5一 7 层
,

细胞长方形
、

圆形
、

椭圆

形
,

排列疏松并向内逐渐变小
,

韧皮部细胞排

列整齐
;
形成层明显

;
木质部发达

,

由管胞
、

纤

维管胞及少量散在纤维组成
;
年轮清晰

。

髓射

线宽 1一 3 列细胞
,

细胞由内向外逐渐增大并

呈径向延长
。

髓发达
;
环髓带由 2一 5 层 内含

深色物质的细胞组成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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