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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对膜荚黄芪种子萌发抑制物质的研究 ,探讨黄芪种子发芽率低的原因。方法　制备黄芪种子粗

提物 ,并测定其活性 ;制备黄芪种子的乙醚提取液并进行纸层析 ,然后测定各区段的活性 ;用温水 ( 41℃ , 45℃ )浸

种 ,测定不同时间的浸泡液的抑制活性。结果　证明黄芪种子中存在活性较高的内源抑制物质 ,且其乙醚提取物纸

层析在 Rf 0. 9区段对白菜种子萌发有最强抑制 , Rf 1. 0区段对白菜幼根生长有最强抑制 ;通过温水浸种 ( 41℃ , 45

℃ )可除去大部分内源抑制物质 ;黄芪种子的内源抑制物质对小麦幼苗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长均有显著抑制活

性 ,对小麦种子萌发则不表现抑制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物对黄芪种子萌发和幼根生长也有较强抑制活性 ;结论　黄
芪种子发芽率低的原因 ,除种皮透水性差外 ,还有内源抑制物质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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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tudies on intrinsic inhibitor that retards germinaton of

seed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ZHAO Min1 , WAN G Yan2

　　 ( 1. Co llege o f Fo r es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No rtheast Univ er sity o f Fo rest ry , Ha rbin Heilong jiang 150040, Chi-

na; 2. Depar tment of Applied Ch emistr y, Ha rbin Univ ersity of Industry , Harbin Heilong jiang 1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　 An at tempt to seek af ter an int rinsic inhibi to r present in the seed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 Methods　 Crude ethereal ex t ract of the seed w as prepared and treated on

paper chromatog raphy. Inhibi tory ef fects of di fferent f ractions wi th dif ferent Rf va lue w ere tested onBras-

sica chinensis L. and wheat g ermina tion. Effect o f steeping the seed in w arm w ater at 41℃ o r 45℃ fo r

di fferent periods of time was also studied. Results　 Seed of A . membranaceus does contain st rong intrinsic

inhibi tor. The por tion of it s ethereal ex t ract wi th Rf 0. 9 show ed the most st rong inhibi tion fo r the germi-

nation of Brassica, and the f raction wi th Rf 1. 0 can inhibit the g row th o f the tender B rassica root , steep-

ing w ith wa rm w ater can remove most of the int rinsic inhibi to r, w hich also inhibi ts the g row th of both

aerial and underg round parts o f wheat sprouts, but w ithout ef fect on i ts seed germination. It also showed

st rong inhibi tion of seed germination and g row th o f tender roo t of A. membranaceus. Conclusion　 Besides

the low w ater permeabi li ty of the seed peel, the int rinsic inhibi to r present in A. membranaceus is another

essential facto r tha t retard its germination.

Key words: seed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 int rinsic inhibi to r; paper chromatog ra-

phy; Rf value; steeping seed in w arm w ater

　　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unge系豆科植物 ,以根入药。膜荚黄芪与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unge var.

monghol icus ( Bunge) Hsiao的干燥根统称黄芪 (黄

耆 ) ,为我国著名的常用滋补中药材。 黄芪有补气固

表、止汗、托毒生肌、利尿消肿之功效 ,药性平和 ,故

称之为“补气固表之圣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配方 ,

以黄芪为原料的中成药达 200多种 ,如十全大补丸、

消渴丸等。同时黄芪也是我国大宗出口的商品。

膜荚黄芪 (下称黄芪 )人工裁培的历史较长 ,面

积也较大 ,一般认为黄芪种子发芽率低的主要原因

是种皮透水性差 ,即种子的“硬实现象” ,硬实率大小

与种子的成熟度 (采收期 )有关 ,故在裁培生产中对

种子采收期有严格要求 ,即在绿色嫩荚果期采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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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在播种时 ,采用粗沙或磨末机轻度磨擦种皮 ,或

将种子置于 50℃温水中浸泡 6～ 12 h
[1 ] ,捞出后装

入布袋内催芽 ,且每隔几小时用清水投洗一次 ,通过

以上方法处理种子 ,可大幅度提高种子发芽率。本文

通过对黄芪种子萌发抑制物质研究 ,揭示了导致黄

芪种子发芽率低的又一根本原因 ,为生产上采用的

温水浸种等种子处理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供试黄芪种子系 1998年 11月份从黑龙

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站购得的当年采收的种子。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抑制物质粗提物制备和活性测定参考赵敏

的方法 [ 2]:称取黄芪种子 20 g加入研钵中研碎 ,并

加入 10倍体积水 ,置于 56℃条件下 ,浸提 24 h,过

滤 ,残渣再浸提 2次 ,合并 3次浸提液 , 56℃条件下

浓缩成 100 mL,换算成每毫升粗提液相当于黄芪种

子材料重量数 ,即为 0. 20 g /mL,用白菜种子进行生

物测定。

1. 2. 2　粗提物对小麦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影响测

定参考吴啸业的方法 [3 ]。

1. 2. 3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制备和萃取残余液的

纸层析及各区段活性测定参考赵敏的方法
[4, 5 ]
。

1. 2. 4　温水浸种去除抑制物质的研究参考赵敏的

方法 [4 ]。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芪种子粗提物的抑制活性:设置黄芪种子粗

提物的浓度系列为: 0. 02, 0. 04, 0. 08, 0. 12, 0. 16 g /

m L,分别测定不同浓度粗提物对白菜种子萌发及幼

根生长的抑制活性 ,白菜种子在 28℃黑暗条件下培

养 , 24 h测定发芽率 , 48 h测定幼根长度 ,试验重复

3次 ,结果如图 1, 2。

图 1　黄芪种子粗提物对白菜种子萌发

的抑制活性

　　结果表明:黄芪种子中存在着活性较高的内源

图 2　黄芪种子粗提物对白菜幼根生长

的抑制活性

抑制物质 ,抑制活性随着粗提物浓度增大而增强 ,且

内源抑制物质对白菜根生长的抑制活性高于对白菜

种子萌发的抑制活性。

2. 2　粗提物对小麦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设

置粗提物浓度系列为 0. 04, 0. 08, 0. 12 g /m L,每个

培养皿内加入适量粗提物和水 ,保持每皿内液体总

量为 6 mL,再放入饱满均匀小麦种子 25粒 ,每处理

重复 3次。结果见表 1。
表 1　黄芪种子粗提物对小麦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的影响 (% )

抑制类别
粗提物浓度 ( g /mL)

0. 04 0. 08 0. 12

发芽率为对照 108. 21 106. 57 114. 77

地上部分长为对照 73. 02 48. 40 36. 78

地下部分长为对照 46. 70 18. 38 13. 90

　　结果表明: 黄芪种子粗提物对小麦种子萌发没

有抑制作用 ,基至稍有促进作用 ;但对小麦幼苗的地

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长有较强抑制作用 ,尤以对地

下部分 (幼根 )生长抑制活性最强 ,当粗提物浓度为

0. 12 g /mL时 ,对小麦地下部分生长抑制达到

86. 10% ( 1- 13. 9% );且随着粗提物浓度的增大对

小麦幼苗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长的抑制活性显

著增强。

2. 3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和萃取残余液纸层析各

区段的抑制活性: 取黄芪种子的粗提液 100 mL加

入等体积乙醚萃取 1次 (室温下放置 24 h) ,残液再

用同体积乙醚萃取 2次 ,合并 3次萃取液浓缩成一

定体积并定容至 100 mL,然后进行纸层析 ,层析后

分段进行生物测定 ,结果见图 3, 4;将乙醚萃取后的

残余液再定容至 100 mL,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纸

层析并分段进行生物测定 ,结果见图 5, 6。

结果表明:黄芪种子的乙醚提取液纸层析在 Rf

值 0. 9区段对白菜种子萌发抑制活性最强 ,在 Rf值

1. 0区段对白菜幼根生长抑制活性最强 ;黄芪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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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物纸层析各区段对

白菜种子萌发的抑制活性

图 4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物纸层析各区段对

白菜幼根生长的抑制活性

图 5　黄芪种子乙醚萃取残余液纸层析各区段对

白菜种子萌发的抑制活性

图 6　黄芪种子乙醚萃取残余液纸层析各区段对

白菜幼根生长的抑制活性

乙醚萃取残余液在 Rf值 0. 4和 0. 7区段对白菜种

子萌发抑制活性最强 ,在 Rf值 0. 8区段对白菜幼根

生长抑制活性最强。 黄芪种子粗提物乙醚提取液和

乙醚萃取残余液对白菜种子萌发和幼根生长都有抑

制活性 ,由此推测黄芪种子中可能存在着两大类内

源抑制物质 ,一类水溶性较强 ,另一类则易溶于乙醚

等非极性溶剂。 比较图 3和图 5及图 4和图 6折线

上面积的大小 , (按 Y轴上刻度单位相同且到直线

Y= 100为界计算面积 )可知黄芪种子粗提物的乙醚

提取液对白菜种子萌发和幼根生长的抑制活性低于

乙醚萃取残余液的抑制活性。

2. 4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对黄芪种子萌发的影响:

设置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浓度系列为 0. 067,

0. 133, 0. 200 g /mL,分别加入 90 mm带有滤纸的

培养皿中 ,待乙醚挥发后 ,在每个培养皿中加入 6

mL蒸馏水。将黄芪种子在室温下催芽 30 h后 ,挑取

吸胀种子放入上述含各浓度乙醚提取液的培养皿

中 ,每皿放 20粒 , 7 d后测定发芽率和幼根长度 ,设

仅加 6 mL蒸馏水的培养皿为对照 ,试验重复 3次 ,

结果见表 2。
表 2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对黄芪种子萌发的影响

浓度 ( g /m L) 0. 067 0. 133 0. 200

发芽率为对照 (% ) 89. 29 49. 89 71. 31

幼根生长为对照 (% ) 86. 77 69. 05 39. 02

　　黄芪种子乙醚提取液对黄芪种子萌发及幼根生

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幼根生长的抑制作用随浓度

增大而增强。这一结果表明黄芪种子内源抑制物质

在较低浓度 (相当于干种子重量数 )下能够抑制黄芪

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所以生产上处理黄芪种子用

50℃温水浸种促进发芽 ,不仅只是软化种皮解决种

子硬实问题 ,更重要的是通过温水浸种可除去部分

内源抑制物质以促进种子萌发。

2. 5　温水浸种去抑制物质的研究: 各取 5 g干燥的

黄芪种子分别放于 50 mL三角瓶中 ,注入 20 mL蒸

馏水 ,瓶口用塑料薄膜封严 ,在 41℃ , 45℃条件下 ,

放置 24 h,抽取浸泡液 6 mL,倒出余下残液再注入

20 mL蒸馏水封严继续浸提 ,将抽取的 6 mL浸泡

液注入 90 mm培养皿内 ,每处理重复 3次 ,用白菜

种子进行生测 ,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 41℃ , 45℃温水浸种可除去大量内

源抑制物质 ,且浸泡液对白菜幼根生长的抑制活性

高于对白菜种子萌发的抑制 ;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 ,

浸泡液抑制活性总趋势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第 1天

的浸泡液抑制活性最强 ,第 5, 6, 7天浸泡液抑制活

性最低。 温水浸种可除去黄芪种子大部分内源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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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温水浸种浸泡液对白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 )

温度 抑制类别
种子浸泡批次 ( d)

1 2 3 4 5 6 7

41℃ 发芽率为对照 7. 07 27. 27 40. 91 50. 51 122. 22 79. 80 90. 91

幼根长为对照 0. 00 9. 78 17. 23 31. 20 109. 28 92. 99 88. 89

45℃ 发芽率为对照 0. 00 7. 07 45. 43 61. 62 86. 87 81. 82 88. 89

幼根长为对照 0. 00 11. 38 33. 32 61. 33 82. 29 78. 43 77. 23

质 ,这明确解释了黄芪生产中在播种前先用 50℃温

水浸种然后装入布袋中催芽 ,且每天投洗数次能够

促进种子萌发和提高发芽率的原因。

3　讨论

　　结合文献报道和本研究可以认为 ,黄芪种子发

芽率低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 1)种皮障碍 ,种子可

因采收期不同 ,硬实程度和硬实率不同 ,播种后影响

种子吸水 ,导致一些种子不能萌发 ; 2)种子中存在着

活性较高的内源抑制物质 ,影响种子发芽率。但各自

对黄芪种子萌发影响究竟有多大作用 ,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黄芪种子采收期与黄芪种子发芽率相关 ,嫩

荚果采收脱粒后的种子呈褐色或棕黑色 ,种子硬实

率很低 ,发芽率很高 ,黄荚果采收后的种子为黑褐色

或黑色 ,种子硬实率高、发芽率低。 采收期早晚可能

不仅影响种子硬实率 ,还会影响到种子内源抑制物

质活性 (含量 ) ,这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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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贝母的紫外光谱鉴别

顾雪中 ,沈国芳
 

(上海市金山区药品检验所 ,上海　 201500)

摘　要: 目的　研究新疆贝母的鉴别依据。 方法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和比较了新疆贝母与其它 4种贝母样

品无水乙醇提取物的紫外光谱。结果　新疆贝母与其它 4种贝母有明显而稳定的差异。结论　该光谱特征作为新

疆贝母与其它 4种贝母区别的依据。
关键词: 新疆贝母 ;贝母 ;紫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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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spectral identification of Fritillaria walujewii
GU Xue-zhong , SHEN Guo-fang

　　 ( Jinshan District Institute fo r Drug Contro l of Shanghai, Shanghai 2015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　 To develop a method fo r the identification of Fritillaria walujewi i Regel by UV

spect rum. Methods　 UV spectrum of the abso lute alcoholic ex t ract of F. walujewii was determined and

compared wi th tha t of four other simi larly t rea ted Fritillaria species. Results　 The UV spect rum o f F.

walujewii was consistently dif ferent wi th that of the other four species. Conclusion　 UV spect rum can be

used to di fferentiate F. walujewi i f rom o ther species of Fritillaria.

Key words: Frit illaria walujewii Regel; Beimu ( Li liaceae) ; UV spectrum

　　新疆贝母 Fritil laria walujewii Regel具有清热

润肺 ,化痰止咳的作用。用于肺热咳嗽 ,干咳少痰 ,阴

虚劳嗽 ,咯痰带血。功效几与川贝母相同 [1 ]。2000年

版药典将之收载在伊贝母条下 ,有别于川贝母。由于

川贝母资源紧缺 ,有用新疆贝母充当川贝母上市。故

应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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