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胞溶解形成树脂道
。

在我 国南 方
,

枫 香树 的生 长 期为 3一 8

月
,

按本实验每次药物处理后 泌脂期 为 1 个

月
,

如以 1 个半月为药物处理 间隔
,

枫香 1 年

最多可采割 4 次
。

另外
,

创伤和 乙烯利刺激仅

使有限的植物组织细胞参 与树脂 的合成 (表

2 )
,

所 以在枫香干枝上隔 Z m 以 上的多位点

开 口 采 脂 应是 可行 的
,

创 伤 方 式 应 用 R
一

2

法
。

20 %
、

25 % 的乙烯利处理
,

被处理枝 10 d

内 9 0% 一 98 %叶片凋落 ; 9 个月后取材观察

树脂道处无木质部存在
,

只有畸变的死细胞 ;

9 个月后处理枝无新 芽抽 出
,

这 些现象说 明

高浓度乙烯利能剧烈地使形成层细胞及其它

幼嫩细胞的代谢途径发生紊乱而导致它们死

亡
。

20 %
、

25 % 乙烯利处理高产脂无疑是杀鸡

取卵的行为
。

我们认为
,

生产中采用 R
一

2
一

2 处

理较合适
,

一是得到较高产量 ; 二是叶片凋落

较少
,

光合作用能正常进行
,

树脂合成原料有

保证 ;三是降低生产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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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的生药学研究

湖南中医学 院 (长沙 4 1 0 0 0 7) 刘建新
.

周天达

摘 要 藤茶是湖南省 江华瑶族 自治县瑶族人 民作为保健茶饮用 的草药
,

系葡萄科植物显 齿蛇葡

萄 A帅
e lop

s i s g or
s s e d e n t a t a ( H a n d一 M

a z z
.

) W
.

T
,

W
a n g

。

我们 的研究证 明
,

藤茶主要含 3
、
s ’ 、 4 ’ 、

5
、
5 ’ 、 7

一

六经基
一
2

,
3
一

双氢黄 酮醇
,

即双氢杨梅树皮素 ( id h y d or m yr ice it n)
。

双氢杨梅树皮素具有显著

的扩 张血管和钙拮抗作 用
。

本文报道藤茶 的形 态和组织粉末显微特征
,

为藤茶 的生药鉴定 和利用

提供参考依据
。

关键词 藤茶 显齿蛇葡 萄 生药鉴定

藤茶是一种瑶族药用植物
。

分布于我国

的广西
、

广东
、

云南
、

贵州
、

湖南
、

湖北
、

江西及

福建等省区的山地
,

海拔高度为 4 0 0一 1 3 0 0

m
,

集 中或散在生长在阳坡或 阴坡 的混 杂林

中
。

藤茶文献记载系葡萄科植物显齿蛇葡萄

A 阴P e

loP
s i s g or s s e d e n t a t a ( H a n d一M a z z

.

)

,
A d d r e s s :

L iu J i
a n x in

,

H u n a n C o l l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n e ,

C h a n g s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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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文献记载主治肝炎
、

感冒
、

痛肿
、

疙疖川
。

近几年来我们实验研究

证 明
,

它主要含 3
、

3 ` 、

4 , 、

5
、

5 ` 、

7
一

六经 基
一

2
,

3
一

双氢黄 酮 醇
,

即 双 氢 杨 梅 树 皮 素 d( ih y
-

d r o m y r i e e t in )
。

双氢杨梅树皮素能明显地抑

制去甲肾上腺素 ( N E )和高 K 十引起的兔胸主

动脉条的收缩反应川
,

提示双氢杨梅树皮素

可能对电压依赖性钙通道 ( P D C )有选择性阻

滞作用闭
。

查阅国内外文献未见关于藤茶的

生药学研究报道
,

为了对生药藤茶的鉴定
,

我

们对该药用植物的营养器官进行 了较祥细的

组织显微结构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完整的新鲜植物标本
,

我们于 1 9 9 2 年 8

月采 自湖南省水 口镇近郊
。

此时正是藤茶结

果时期
。

为鉴定物种的可靠性
,

查 阅了植物分

类学报 5[]
,

并且于湖南 中医研究 院中药研究

所植物标本室核对 了标本
,

由作者鉴定为显

齿蛇葡萄 A
·

g or s se d e n t at a 。

应用常规方法
,

对藤茶的叶
、

茎
、

卷须
、

根及粉末进行解剖学

研究
。

2 结果与结论

2
.

1 原植物形态
:

木质藤本
。

根纤维状细长
,

或多或少弯曲
。

茎攀援
,

分枝或少分枝
,

表面

具纵棱
,

节膨大
。

卷须分枝
,

弯曲
,

长达 7一 9

c m
。

叶为二回羽状复叶
,

长达 17 c m
,

叶柄长

.0 7 ~ .2 7 c m ;枝 顶部 叶为一 回羽状复叶
,

长

达 14 c m
,

无 叶柄 ; 小 叶 薄 纸质
,

长 3 一 4
.

8

Cm
,

宽 .1 2一 .3 2 c m
,

长椭 圆形
、

狭菱形
、

菱状

卵形及披针形 ; 边沿柜齿
,

尖端束状或钝形
,

基部楔形
,

侧脉 4 对
,

对生 ; 顶端小叶有柄
,

长

I c m
,

侧生小 叶无柄
。

枝端或叶腋生聚伞花

序
,

长 3
.

6 e m
,

直径 2
.

3一 5 e m ; 有梗
,

长 4

c m ; 包 片小
,

三 角 形 ; 花 警 盘 状
,

直 径 2
.

2

m m ; 花瓣长 Z m m
。

浆果近球形
,

直径 3一 6

m m (图 1 )
。

.2 2 组织结构

2
.

2
.

1 叶的显微特征
:

通过 中脉 的横切面
,

.

4 6 0
.

图 1 藤茶原植物形态

显示背腹的结构
。

上
、

下表皮均为一列方形或

长方形细胞
,

且被单细胞非腺毛和角质层
。

气

孔为不定式
。

中脉两面表皮细胞下为厚角组

织 ; 中脉维管束为 2 个扇形结构
。

韧皮部狭窄

或弓形结构
,

外侧为鞘状纤维群
。

木质部为扇

形结 构
,

导管近圆形
,

直径为 16 一 26 产m
,

放

射状排列
,

2一 3 个排列呈 1 行
。

维管束外侧

有些薄壁细胞中含草酸钙簇晶
,

直径为 49 一

5 4 拜m
,

粘液细胞中含草酸钙针 晶束
,

长 65 一

9 4 拌m ( 图 2 )
。

2
.

2
.

2 叶柄的显微特征
:

叶柄的横切面显示

圆形
,

且上表面两侧对称突起
。

表皮为 1 列方

形或长方形细胞
,

且被稀少单细胞非腺毛
。

表

皮下为 3一 4 列厚角组织
。

皮层由 2一 3 列平

周壁切 向延长的薄壁细胞组成
。

维管束 12 个

均匀放射状排列
,

外侧各 自为鞘状纤维群
。

韧

皮部狭窄
。

木质部环形
。

髓部圆形
。

皮层和

髓部一些薄壁细胞 中含草酸钙簇 晶
,

粘液细

胞 中含草酸钙针晶束 (图 3 )
。

2
.

2
.

3 茎的显微特征
:

茎 的横切 面 (直径 2

m m ) 为近 六边 形
,

显示 木栓 层
、

皮层
、

韧皮

部
、

木质部及髓部
。

木栓层为 2 ~ 3 列紧密的厚壁细胞
。

皮层

外侧棱处为厚角组织
。

皮层为 3一 4 列平周壁



薄壁细胞组成
,

横穿过木质部和韧皮部
。

皮层

和髓部一些薄壁细胞中含草酸钙簇 晶
,

粘液

细胞 中含草酸钙针晶束 (图 4
、

5 )
。

a 一简 图 b
一

详 图 h
一

单细 胞非 腺 毛 co l
一

厚 角

组织 e p u 一

上表皮 cu
一

角 质层 p a 一栅栏组织

C
o Z一草 酸钙 针晶束 C

. 卜草酸 钙簇晶 x y 一木质

部 p h
一

韧皮部 ve l
一

侧脉维管束 f b
一

纤维束

v 一导 管 st
一

海 绵组织 印 l
一

下表皮

图 2 叶横切面构造图

c k
一

木栓层 C ol
一

厚 角组织 c x 一

皮 层 p h
一

韧皮

部 c一形成层 x y 一木质部 m
一

髓部 C告
一

草酸

钙簇晶 C普
一

草酸钙针晶束 f b
一

纤维束

图 4 茎横切面构造简 图

c u 一角质层 c ol
一

厚角组 织 e p一表皮 aC Z一草酸

钙针晶束 f b
一

纤维束 p h
一

韧皮部 x y 一木质部

C
o l一草酸钙簇晶

图 3 叶柄横切面构造简图

切向延长的薄壁细胞
。

维管束 24 个均匀放射

状排列
,

外侧各 自为鞘状纤维群
。

韧皮部狭

窄
。

形成层 明显
。

木质部环形
,

占横切面的

3/ 5
,

导管近圆形
,

稀少
,

单个或 2一 3 个呈群
,

放射状排列
,

直径为 2 6一 5 3 拜m
。

髓部近 圆

形或椭圆形
,

占横切面的 1 / 1 0
。

射线为 2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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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
一

木栓层 cx
一

皮 层 p h
一

韧皮部 c一型成层

x y 一

木质 部 m
一

髓 部 c聋
一

草酸 钙族 晶 C孟
一

草

酸钙针 晶束 f b
一

纤维束 v 一导管 x y f
一

木纤维

r 一射线 m
一

髓部

图 5 茎横切面构造详图

2
.

2
.

4 卷须 的显微特征
:

卷须的横切面 (直

径 1
.

5 m m )为椭 圆形
。

它的解剖学特征与茎

相似
,

但无厚角组织
。

横切面构造外侧部分是

由 4一 6 例 扁平的长方形细胞组成
,

内部为

一

4 6 1
-



髓
。

皮层和髓部一些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
,

粉液细胞中含草酸钙针晶束
。

木质部环形
,

占

横切面的 1 / 2
。

髓部近圆形
,

占横切面的 1/ 3

(图 6 )
。

2
.

2
.

5 根 的显 微 特 征
:

根 的横 切 面 ( 直径

1
.

2 m m ) 为类 圆形
,

显示木栓层
、

皮层
、

韧皮

部及木质部
。

木栓层为 4一 5 列长方形 紧密的厚壁细

胞构成
。

皮层由 5一 6 列平周壁切向延长的薄

壁细胞组成
。

韧皮部狭窄或弧形
。

形成层明

显可见
。

本质部二原型
,

导管稀少
,

单个或 2

~ 3 个呈群
,

辐射状排列
,

直径 2 8一 4 2 拜m
,

木质部其余部分 为纤维群
。

在皮层 中
,

有些薄

壁细胞内含草酸钙簇晶
,

粘液细胞中含草酸

钙针晶束 ( 图 7
、

8 )
。

2
.

2
.

6 藤茶的粉末显微特征
:

藤茶粉末的显

微结构具有
:

单细胞非腺毛长 33 一 10 5 拌m
,

直径 25 一 34 拼m ; 气孔为不定式 ; 上表皮细胞

呈多边型
,

直径 16 一 26 拌m ; 下表皮细胞呈不

规则形
,

壁弯曲
,

直径 18 一 52 拜m ; 栅栏组织

c k
一

木栓层 c x 一皮层 c若
一

草酸钙针 晶束

c孟
一

草酸钙族晶 p h
一

韧皮部 c 一形成层

v 一导管 x y f
一

木纤 维 r 一射线

图 8 根横切面构造详图

拼拼州州

澎羚

c k
一

木栓层 c x 一皮层 f b
一

纤维束 p h
一

韧皮部
c 一形成 层 x y 一木 质部 m

一

做部 c告
一

草 酸钙簇

晶 c若
一

草酸钙针晶束

图 6 卷须横切面构造简图

ck
一

木栓 层 cx
一

皮层 C若
一

草酸钙针 晶束 ph
-

韧皮部 c 一形成层 x y 一

木质部 C孟
一

草酸钙簇晶

圈 7 根横切面构造简图

p a 一栅栏组织 C孟
一

草酸钙簇晶 m
一

髓部 c若
一

草

酸钙针 晶束 sg
一

淀粉粒 h
一

单细胞非腺 毛 f
-

纤 维 v 一导管 e p l
一

下表 皮 c k
一

木栓层 e p u -

上表皮

图 , 藤茶粉末特征

.

4 6 2
.



碎片 ;木栓组织碎片 ; 纤维具有 隔
,

有纹孔 或

无纹孔
,

壁弯 曲
,

长 2 7 5 ~ 1 1 5 0 拼m
,

直径 1 3

~ 35 拜m ; 导管为螺纹
、

梯纹
、

孔纹和网纹
,

直

径 26 ~ 53 拌m ;髓部细胞呈类圆形
,

有 的具纹

孔
,

直径 3 4 ~ 4 2 林m ; 草酸钙簇晶
,

直径 2 6一

3 1 拜m ; 草酸钙针晶束
,

长 2 8一 5 2 拜m ; 淀粉粒

多为单粒
,

直径 6~ 1 6 拌m (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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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东北刺人参的 X 射线衍射研究

白求恩 医科大学药学院 (长春 1 3 0 0 2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张宏桂
.

郑启泰

陈燕平

吕 杨

摘 要 为揭示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 的 X 射线衍射特征
,

应用粉末 X 射 线衍射的方法
,

获得该

植物上述 4 个部位的 X 射线衍射 图谱和数据
。

结果表 明
:

东北刺人参 4 个部位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可用于该药材的鉴定
。

经对 比分析确认东北刺人参根与茎具有相 同的 X 射线衍射数据
,

为 以茎代

根利用东北刺人参提供了谱学依据
。

关键词 东北刺人参 根 茎 叶 果 X 射线衍射

东北 刺人参 OP IP a n a x e l a t u s N a k a i 为

五加科刺人参属的一种多年生药用植物
,

主

要分布于我国东北的东部山 区和俄罗斯远东

山 区及朝鲜 l[]
,

我国现已栽培成功 2[]
。

民 间以

东北刺人参根做为药用
,

具有补气 化郁
、

助

阳
、

调解神经和类似人参之功效
,

可用于治疗

神经衰弱
,

糖尿病和皮肤癣菌病等 l[,
3〕

。

在祖

国医学宝库 中五加科植物多 为名贵 中药
,

但

东北刺人参 尚未开发利用
,

其药材学研究 尚

属空 白
,

为开发利用我国东北刺人参资源
,

我

们对其进行了深人系统研究
。

开发利用东北

刺人参根部势必减少或毁灭这一 自然资源
,

A dd r e s s :
Z h a n g H o

张宏桂 男
,

4 3 岁
,

i
,

C o l le g e o f P h a r m a e y ,

N o r m a n
eB

t h u n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e d i e a l cS i e n e e s ,
C l

l a

物化 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
,

硕士学位
。

n g e h u n

白求恩医科大学药学 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 室副教授
,

硕
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天然药物化 学方面的基 础及 开发应用研究
。

现负责一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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