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
,

蟾赊 的心率明显地 随气温降低而

减慢
。

鉴旦 目前科研的环境条件 日益改善
,

一

般工作环境的温度多在 一 之 间
,

用蟾蛛来研究 心脏 的生理功能
、

药物对心脏

的作用等
,

应注意环境温度的因素
,

应当选择

温度近似的同一个 时期 内进行实验
,

以保持

实验条件的一致性
,

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

施 新献
,

等

社
,

 

徐叔云
,

等

徐叔云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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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实验方法学 北 京 人 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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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药用旅类植物资源的初步调查

河南师范大学生 物系 (新 乡 4 5 300 2) 杨相甫
‘

李景原 王太霞 韩书亮 李发启

摘 要 初步调 查结果 表明
,

河南 的药用旅 类植物有 13 4 种 (含种 以 下单位 )
,

对如何 开发利用这

些药用蔽类植 物资源提 出了合理 化建议
。

关键词 河南 药用蔗类 植 物资源

河南地处北亚热带和南暖带之间的过渡 种以 下单位 )〔
3
,4j

,

持续开发利用这些植 物资

地带
,

许多 自然要素在这里处于转变状态
,

区 源是 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有效途径
。

近

内环境既复杂多样
,

又彼此差异较大
,

为不同 两年来初步调查了河南省药用藏类植物 的种

的植物生长发育提供 了条件
,

因 而蔽类植物 类
,

旨在为持续开发利用这一植物资源积累

组成 比较 丰富
,

根 据我们 近两年来 收集
、

整 资料
。

理
、

调查
,

河南有蔽类植 物 235 种 〔‘一 3〕
(含 种 1 河南省的药用蔗类植物资源

以 下单位 )
,

其中有 药用旅类植物 134 种 (含 1
.
1 河南省的药用蔽类植物种类

:
见表 1

。

表 1 河南药用旅类植物名录

科科 名 属 名 种 名名 科 名 属 名 种 名名

石石杉科 石杉属 蛇足石杉 H uP erz 二 se rra taaa 卷柏科 卷柏属 充州卷柏 5
.:二olv 。:::

石石松科 石松属 石松勿
cop od依从 少“户胡

:
洲mmm 细叶卷柏 5

.
labord eiii

扁扁枝石松属 扁枝石松 D IP has, a s t r u。 ‘。

mP
z
a n a tu ,, 江南卷柏 5

.m oellendorfi
;;;

卷卷柏科 卷柏属 蔓出卷析Sezaginell。 d
a v

id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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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vi”a t aaa

A d d
r e s s :

Y
a n g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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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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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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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X i
n x

i
a n g

杨相甫 男
,

本科毕业
,

实验师
,

现工作于河 南师范大学生物学 系
,

主要从事植 物学 的实验教学
、

科研工 作
,

在省级 以上

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
,

出版 著作 1 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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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科 名 科 名

铁角族科

木贼科

属 名

卵果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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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建议

2
.
1 本文初步调查分属于 31 科 61 属 13 4

种河南药用旅类植物
,

河南现有蔽类植物 32

科 79 属 23 5 种
,

药用威类约占河南蔽类植物

种数的 57 %
。

在这 13 4 种药用蔽类 中
,

常用

药有 2 0 余种
,

如还 魂草
、

垫状卷柏
、

石松
、

木

贼
、

井栏边草
、

石韦
、

秦岭懈族等
。

2

.

2 河南 药 用旅 类 植物 主要 产 于伏 牛 山

(12 0 种 )
,

这是 因为伏 牛山处于我 国南北 自

然分界的过渡地带
,

从土壤和生物来看
,

它具

有 明显的从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 的特征
,

随

着海拔 的升高
、

气候
、

土壤
、

植被 垂直 地带性

十分清楚
,

因而 为蔽类植物的生长发 育和发

展创造 了条件
。

其次是大别山 (91 种 )
,

属北

亚热带温暖湿润区
,

药用蔽类植物也 比较多
。

太行 山(50 种 )属温和半干旱区
,

药用旅类植

物分布 比较少
。

2

.

3 目前药用旅类植物的研究不多
,

只是在

少数常用种类进行 了化学药理 的研究
,

如还

魂草含黄酮
、

酚性成分
、

氨基酸
、

海藻糖
、

少量

蹂质
,

具有抗癌和 止血作用 ;木贼所含 的硅酸

盐和靴质有收敛作 用
,

从而对于 接触部位有

消炎
、

止血作用 ;海金沙含脂肪油和一种水溶

性成分海金沙素
,

具有抑菌和利尿作用 ;井栏

边草含黄酮类
、

幽醇
、

氨基酸
、

内醋或醋类
、

酚

性成分
、

鞭质
,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大肠杆菌
、

痢疾杆菌
、

结构杆菌均有抑制作用 ;金鸡脚叶

含香豆精
,

本品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作用等
,

而大多种类只知功效主治或为民间用药
,

其

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确认
,

药用价值还未被完

全发现
,

这些课题都需要我们开展医药生化

方面 的研究
,

使药用威类植物得到更准确的

应用
,

这不仅对资源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

而且

在理论上也有重要价值
。

2

.

4 旅类植物具有特殊的生活环境
,

一旦森

林大面积的破坏
,

也会影 响到这些蔽类植物

的生长和繁衍
,

人为的掠夺性采挖
,

都可造成

资源减少
。

为了更好地保存和扩大资源量
,

应

加强人工栽培的研究
,

对一些药用价值高
,

用

量大 的药用蔽类
,

可 以建立种植基地
,

或建立

自然保护区
,

宣传保护植物资源的意义
,

有计

划的开发利用以期取得长期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2

.

5 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蔽类植物 中已 经分

离出生物碱类
、

酚类化合物
、

黄酮类
、

街体及

三菇类化合物和各种酶等
,

植物化学的研究

为藏类植物的应用提 供了科学依据 ;组织培

养在种子植物 已有大量应用
,

而在旅类植物

应用较少
。

这些 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
、

新方法来综合研究药用蔽类植物的利用及其

药物 系列的开发工作
,

河南药用旅类植物 的

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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