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1　取本品粉末 2 g,加氯仿 30 m L,超声提取

25 min,滤过 ,滤液蒸干 ,残渣加氯仿 1m L溶解 ,作

为供试液。 另取羽扇豆醇、β-谷甾醇、胡萝卜苷对照

品 ,加氯仿制成每 1毫升各含 1 mg的混合溶液 ,作

为对照品溶液。吸取供试液 6μL,对照品溶液 2μL,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薄层板上 ,以甲苯-氯仿 -甲醇

( 5∶ 4∶ 1)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 ,晾干 ,喷以 5%香草

醛硫酸试液 ,热风吹至斑点显色清晰。 供试品色谱

中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图 3-A)。

2. 3. 2　取本品粉末 2 g,加氯仿 -丙酮 ( 1∶ 2)混合溶

剂 30 m L,超声提取 25 min,滤过 ,滤液蒸干 ,残渣以

1 m L丙酮溶解作为供试液。另取儿茶素对照品 ,加

丙酮制成每 1毫升含 1 mg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

液。吸取供试液 6μL,对照品溶液 2μL,分别点于同

一硅胶 GF254薄层板上 ,以甲苯 -丁酮-醋酸乙酯-甲

醇 -甲酸 ( 7∶ 1∶ 1∶ 1∶ 0. 5)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

晾干 ,于 254 nm紫外光灯下检视 ,供试品色谱中 ,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图

3-B)。

3　讨论

3. 1　牯岭蛇葡萄根的形态组织与同属植物蛇葡萄

的根有较大相似性 [3 ] ,明显区别在于前者所含的淀

粉粒较少 ,且多呈细长、弯曲状。

3. 2　自蛇葡萄的根中已分离得到羽扇豆醇、β -谷甾

醇、胡萝卜苷和儿茶素
[4 ]

,薄层色谱显示牯岭蛇葡萄

1-对照品　 2-供试品

a-羽扇豆醇　 b-β-谷甾醇　 c-胡萝卜苷　 d-儿茶素

图 3　牯岭蛇葡萄根的薄层色谱

根也含有这几种成分 ;牯岭蛇葡萄根还含有与光叶

蛇葡萄根相同的活性成分蛇葡萄素 A、 B、 C[5 ]。形态

组织的相似和所含成分的相似表明了同属植物间近

缘性 ,并且预示开发牯岭蛇葡萄根作为治疗慢性骨

髓炎新的药源植物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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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香树扦插繁殖研究

付开聪 ,王进红 ,郭　明
 

(云南省思茅地区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 ,云南 思茅　 665000)

摘　要: 目的　为寻找红香树的扦插繁殖最佳途径。 方法　利用红香树不同树龄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外源激素作用

下进行扦插 ,比较它们的生根率与成活率。 结果　在思茅地区扦插红香树最适扦插期为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成

年树扦插成活率低于 1-2年生幼树插穗 ,外源生长素对诱发不定根生长效果明显。结论　用 N A A 25μg / L处理 10

年以上生成树的当年生枝条最高成活率可达 60. 2% ,根系生长较好 ,材料丰富 ,是理想扦插繁殖生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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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Anneslea frag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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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香树 Anneslea f ragrans Wall. 为山茶科安

纳土木属植物 ,是我国南方地区常用以治疗慢性胃

炎、肠炎、消化不良、肝炎等症状的一种药材 ,也是我

国城市绿化的观赏植物之一 ,树皮粗厚是较好的酿

酒材料和橡胶资源。目前我省部分地区由于大量开

采使用 ,造成濒危而已列为保护树种。 我们从 1998

年开始多次在思茅进行人工繁殖研究 ,到 1999年

底 ,我们采用不同季节反复实验已获得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插穗来源:用本地区野生 10年以上和 1～ 2年

生母树当年生长的枝条 ,剪成带 3～ 4个节的插穗 ,

去掉下面 2片叶 ,保留上面 2片叶 ,再把留下的叶各

剪去一半。

1. 2　药剂: N A A(萘乙酸 ) , IAA(吲哚乙酸 ) , IBA

(吲哚丁酸 )浓度分别配成 25, 50, 100μg /L,用清水

( CK)作对照。

1. 3　方法:将插穗按以下处理绑好 ,基部对齐 ,每把

10枝 ,每个处理为 3把 ,分别浸入不同药液内约 3

cm深 ,时间 1～ 4 h。

1. 4　扦插方法: 利用做好 65%透光度下的荫棚作

扦插苗床 ,酸性纯红壤土 ,经药剂消毒后作基质。

1. 5　管理:插后及时浇水 ,并做小拱棚盖上塑料薄膜 ,

以后每天揭开薄膜喷水 1次 ,保持基质水分为 50%～

60%湿度。阴天揭开薄膜 ,暴雨来临极时盖好。

2　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 1998年 4月～ 1998年 9月两次实验的

基础上 1999年又进行了如下实验:

2. 1　外源生长素及浸药时间对诱发不定根的影响:

生长素采用 N AA和 IBA各 50μg /L ,分别浸插穗

1, 2, 4 h,用浸清水 2 h作对照 ,结果见表 1。从表中

可见 N AA的促根效果比较好 ,比对照组提高

10% ～ 15% ,其中浸 1 h的效果最好 ,浸 2 h的总成

活率不如浸泡 4 h的高 ,但不定根的生长发育情况

比浸泡 4 h的好 ,浸泡于 IBA 1～ 4 h结果无差异 ,

效果也不显著 ,见表 1。
表 1　生长素及浸泡时间对诱发插穗不定根和

成活率的影响 ( 1999-04-10～ 1999-06-10)

处理
时间

(h )

愈伤率

(% )

生根数

(条 /株 )

根长

( cm /株 )

成活率

(% )

N AA 1 91. 50 　 4. 10 　 2. 70 60. 70

2 73. 40 3. 50 2. 10 44. 50

4 80. 00 3 1. 20 28. 30

IBA 1 81. 50 2 0. 80 13. 30

2 74. 40 3. 5 1. 20 21. 70

4 79. 30 2. 5 3 19. 40

CK 2 75. 40 1. 50 1. 20 11. 30

2. 2　插条成熟对成活率的影响: 插穗采用 10年生

母树当年生长已木质化的硬绿枝和未完全木质化的

嫩绿枝 (简称“嫩绿” ) ,已木质化的硬绿枝分为 2组 ,

一组插穗基部带 1～ 2 cm前 1年生长的老枝木质化

部分 (简称“木绿” ) ,另一组基部不带枝木质化部分

(简称“硬绿” )等 3种插穗 ,用 N AA和 IBA各 50

μg /L浸 1 h,结果见表 2。
表 2　插穗成熟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 1999-04-25～ 1999-12-25)

　调查项目
木绿

N AA IBA C K

硬绿

NAA IB A CK

嫩绿

N AA IBA CK

愈伤率 (% ) 　 85 　 63. 3 　　 50 　 64. 5 　　 27. 3 　　 38. 9 　 57. 4 　　 41. 1 　　 40

成活率 (% ) 67. 4 37. 4 14. 7 58. 7 33. 4 19. 4 73. 5 48. 3 21. 4

生根数 (条 /株 ) 2. 1 1. 66 1. 5 5. 11 4. 5 5. 5 3. 4 3. 5 4. 2

根长 ( cm /株 ) 2. 2 1. 9 2. 8 5. 84 4. 7 4. 9 3. 6 5. 1 5. 24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嫩枝的成活率最高 ,不管是

加生长素还是不加生长素 ,但是根的生长则以硬绿

生长最好 ,根系也较发达 ,木绿枝较高 ,可能是因硬

绿枝贮存母体的营养更多 ,可以满足生根过程的大

量营养需要 ,木绿枝较老熟 ,生活力较弱 ,故根的生

长就差 ,而产生的愈伤组织则以木绿老枝最高 ,说明

老枝修复力比其他两组强。

2. 3　不同扦插期和生长素对诱发不定根的影响:

1999年 4月～ 12月我们分 3次进行扦插对比。每次

试验都用 N AA和 IBA各 50μg /L和自来水浸泡对

比处理 2 h,一次培养 90 d,后再挖出调查 ,结果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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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实验观察中我们看到 ,即使在生长素的

作用下 ,红香树休眠期扦插也不易成活 ,就连愈伤组

织都不能形成 ,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思茅气温有关 ,

一般 1～ 2月思茅正处于低温季节 ,不论水分或土壤

都对植物生长十分不利 , 3月 17日扦插由于气温回

升 ,插穗上的芽苞也很快萌动起来 ,有的并长出了小

叶。形成的愈伤组织和成活率都较高 ,到 6月份红香

树生长已成为定型 ,体内贮藏的养分主要供给芽的

生长和结果的需要。因此 , 6月份以后扦插不论成活

率或生根率都很差 ,到了 9月份思茅地区气温虽属

高温季节 ,但雨量多 ,空气湿度大 ,插后最容易成活 ,

而且该季节植物长芽、长叶多数停止 ,体内积累养分

较多 ,正是植物形成愈伤组织和生根的最好时节 ,特

别是在外源生长素的作用下效果就更加明显。

从不加生长素处理的对照上看 ,也可明显看出

其规律 , 3月份以前扦插的插穗不能成活 ,也不能生

根 ,甚至连愈伤组织也不产生 , 5月份扦插产生愈伤

组织和成活率都有所提高 , 6月份生根率和成活率

都有所下降 ,我认为这与植物生长期有关 ,因 6月份

红香树植物处于长茎和长叶时期 ,体内许多代谢产

物未进入次生阶段 ,活化物没有形成 ,因此造成了生

根和成活率下降。 9月份又突然升高 ,这说明该植物

在不用外源生长素作用下 ,扦插最适季节是 9月份。

2. 4　不同树龄插条成活率比较: 笔者在 1998年、

1999年两年的实验中发现 ,似乎不同树龄在同一季

节中成活率也不一样 ,因此 , 1999年 9月 12日～

2000年 1月 12日又重做以下实验 ,详见表 4。

　　以上实验中 ,可以看出 , 1～ 2年生幼树绿枝扦

表 3　不同扦插期和生长素对诱发不定根的影响

处　理 调查项目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1月 6日～ 3月 4日 3月 17日～ 6月 18日 6月 12日～ 9月 12日 9月 20日～ 12月 20日

N AA 愈伤率 0 　　　　 28 　　　　 89. 7 　　　　 68

成活率% 0 41 23. 5 86. 2

生根率% 0 19 16. 6 22. 4

根长 (厘米 /株 ) 0 4. 5 4. 2 5. 1

IAA 愈伤率% 0 33. 4 9. 3 55. 3

成活率% 0 46. 6 22. 5 45. 5

生根率% 0 3. 1 8. 3 4. 4

根长 (厘米 /株 ) 0 5. 1 3. 6 3. 7

CK (清水 )愈伤率% 0 47. 2 34. 5 31. 5

成活率 0 25 11. 7 28. 2

生根数 (条 /株 ) 0 2 4. 5 5. 4

根长 ( cm /株 ) 0 4. 9 3. 1 3. 6

母株生育期 休眼 开花展叶 定型 休眠芽形成期

表 4　不同树龄插条的成活率比较 ( 1999-09-12～ 2000-01-12)

　调查项目 10年以上生 1～ 2年生

(μg /L) NA A (μg / L) N AA

25 50 100 CK 25 50 100 CK

愈伤率 (% ) 　　 35. 4 　　 15. 7 　　 4. 2 　　 41. 0 　　 16. 7 　　 11. 5 　　 0 　　 21. 3

成活率 (% ) 60. 2 53. 3 48. 5 28. 2 80. 3 68. 3 65 50

生根数 (条 /株 ) 22. 1 29. 1 35. 6 3. 1 23. 8 30. 4 39. 8 13. 4

根长 (厘米 /株 ) 4. 4 4. 5 4. 9 2. 8 5. 6 4. 7 5. 5 6. 5

插的成活率较 10年以上生成年树枝成活率高 ,对照

组插穗成活率就达 50% ,而 10年生以上对照组插

穗成活率仅达 28. 2% 。采用不同浓度 N AA处理后

成活均都有所提高 ,其中各组都以 25μg /L低浓度

效果最好 , 1～ 2年绿树枝条最高可达 80. 3% , 10年

以上生绿树枝条最高成活率仅达 60. 2% ,认为这可

能是 1～ 2年生绿树枝条生长活跃 ,体内营养较多

造成。

3　小结

3. 1　红香树为常绿木本药用植物 ,扦插以立秋后

9～ 10月较为适宜 ,其他季节扦插生根率和成活率

都相对较低 ,冬季或初春两季休眠期扦插基本都不

能成活 ,这与植物生长周期和内含物变化有关 ,夏季

扦插能成活 ,但生长根和茎叶都不理想 ,不但基杆细

弱 ,而且生根数量和长枝叶较少 ,我认为这与思茅地

区夏季气温过高 ,可达 32℃以上 ,体内水分和碳水

化合物代谢过快的结果。

3. 2　外源激素能明显提高成活率和促进植物生根 ,

但是 ,它与激素种类、浓度和枝条年龄有关 ,从实验

结果看 N A A优 IB A处理 ,浓度以 25～ 100μg /L,

有低浓度优于高浓度趋势。枝条以 1～ 2年生枝条较

好 ,成活率和生根率都优于 10年以上生枝条 ,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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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 2年生枝条树幼小、枝条少和繁殖系数不高 ,

难以作母树 ,生产上一般可结合夏秋季修枝整形时

把修剪下来的枝条利用起来 ,作为繁殖材料 ,以变废

为宝。

买麻藤的生药鉴定

辛　宁
1
,廖月葵

1
,覃雪鹏

2 

( 1. 广西中医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2. 柳州市中药厂 ,广西 柳州　 545007)

摘　要: 目的　为鉴别和开发利用买麻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色谱法、紫外光谱法。结

果　发现较为明显的显微及理化特征。 结论　石细胞、异型维管束、具缘纹孔导管、方晶以及薄层鉴别斑点等特征

对买麻藤有鉴别意义 ,并可据此与同属植物小叶买麻藤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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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of stem of Gnetum mont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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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麻藤又名倪藤、山花生、蛤蚧藤、狗屎藤。为买

麻藤科植物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 M arkg r. 的

藤茎 [ 1 ] ,具有健脾、燥湿、温肾、纳气之功效 ,用于治

疗急、慢性支气管炎有一定疗效
[2 ]
。其生药鉴别研究

未见报道 ,为利于开发利用该野生资源 ,对此进行

研究。

1　仪器与材料

1. 1　仪器: UV-160A型可见紫外分光光度仪 (日本

岛津 )、 ZF-Ⅰ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上海 )。

1. 2　材料:买麻藤采自广西桂平市郊 ,经本院刘寿

养副教授鉴定为买麻藤科植物买麻藤 G. montanum

Markg r. 的藤茎。硅胶 H(青岛海洋化工厂 ) ,实验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药材性状:本品类圆柱形 ,茎节膨大。外皮棕褐

色至黑褐色 ,具不规则纵纹。褐色皮孔多磨损成黄白

色麻点 ,切面灰褐至黄褐色 ,有 3～ 5层棕色环 ,有多

数放射性排列的小孔。髓部呈灰棕至棕褐色。质轻 ,

气微 ,味淡、微苦。

2. 2　显微特征

2. 2. 1　藤茎横切面: a)木栓层细胞数列 ,细胞灰褐

色且颜色向外逐层加深。 木栓层偶见石细胞。 b)皮

层细胞长圆形、长方形或类方型 ,胞腔内充满淀粉

粒。 近木栓层处有 1列石细胞组成的不连续石细胞

带。 c)异型维管束外方有 2～ 4列石细胞组成的连续

的石细胞带。异型维管束间的射线中有石细胞群存

在。 d)正常维管束韧皮部外方有韧皮纤维散在。 韧

皮部间的射线中有石细胞群 1～ 4列长方形径向延

长排列成条状 ,一直延伸到木质部的射线中。 e)形成

层细胞不明显。 f )木质部宽大 ,导管和管胞壁均增厚

并木化。 导管较大。 射线细胞长方形 ,径向延长 ,胞

腔内充满淀粉粒。 g )髓部细胞类圆形 ,有的胞腔内

含有少许淀粉粒 ,偶尔可见散在的石细胞 (图 1)。

2. 2. 2　粉末特征:粉末呈浅棕色。a)石细胞较多 ,菱

形、类圆形、长方形和类方形 ,直径 30～ 90μm,层纹

大多明显 ,孔沟明显。b)淀粉粒众多 ,直径 3～ 5μm,

单粒或复粒 ,层纹不明显 ,偶而可见飞鸟状或点状脐

点。 c)薄壁细胞长圆形、类圆形或类方形 ,有的胞腔

内含有淀粉粒。 d)木栓细胞长方形、类方形。 e)纤维

长圆柱形 ,头钝圆 ,直径 10 ～ 60μm。 f )管胞直径

10～ 75μm,有的腔内含黄色物质 ,具缘纹孔或类圆

形纹孔明显。 g )具缘纹孔导管直径 90～ 270μm,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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