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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栽培黄芩的产地及生长期影响

陈宜鸿，胡绿华

(解放军总医院药材处，北京100853)

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utellaria幻i∞如nj如

Georgi的干燥根。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

胎的功效。分布于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西北和西南

地区，黄芩药源一直以野生为主，近年由于国内外市

场需求的日益增加，其野生资源破坏严重，国内许多

地方已对黄芩进行了引种栽培，栽培黄芩已成为主

要商品来源“]，为保护野生药材、扩大药源，笔者对

黄芩进行引种栽培，在此过程中，发现药用部位因产

地不同和采收年限不同而出现长短粗细、有无枯心

等差别，黄芩苷量也不同。

黄芩适应性很强，耐严寒、耐干旱、耐高温，且黄

芩系深根性植物，宜土层深厚(试验表明105 cm厚

度土层的黄芩产量是34 cm厚度产量的3．38倍)。

由于黄芩从播种到收获至少需要2～3年，为缩短栽

培年限，保存母体亲本的性状，采用分根繁殖方法。

根据黄芩生长习性，在北京昌平选取排水良好的坡

地．土质富含腐殖质，将地深翻30 cm以上，除去地

内树根、土块等，整平作畦。4月上旬，在黄芩尚未萌

发新芽前，选择无病虫害、根茎较完整的3年生黄芩

全株，切取主根供药用。每株根茎分切成若干块，每

块都具有几个芽跟栽植。每年的4月下旬，6、8、10

月初各中耕除草1次。根据需要选择晴天采收，晾晒

加工后评价质量。

1实验材料

1．1样品：黄芩S．baicalensls，购于毫州药材市场，

少许留样作为市场品种，其余同期分根繁殖栽于北

京昌平药材基地，次年秋采收一年半品种，第3年春

采收二年生品种，及第4年春采收分根繁殖三年生

品种。经解放军总医院中药房刘萍主任鉴定为正品。

1．2仪器试剂：光学显微镜(上海光学仪器厂)；

HP 105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Varian 9050紫外可

见检钡5器；甲酵、乙醇、磷酸均为分析纯。黄芩苷对照

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为：715—200010)

2黄芩苷测定D3

2．1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Zorbax SD—C，。

色谱柱(250 mm×4．6 mm)。甲醇一水一磷酸(47：

53：0．1)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80 nm。理论板数

不低于2 500。

2．2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在

60 C减压干燥4 h的黄芩苷对照品3．52mg．加50

mL甲醇制成含70．4 pg／ml。的溶液，即得。

取供试品中粉0．3 g，精密称定．加70％乙醇40

mL，加热回流3 h，放冷，滤过，滤液置100 mL量瓶

中，用少量70％乙醇分次洗涤容器和残渣，洗液滤

入同一量瓶中，加70％乙醇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1 mL，置10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

3不同产地及生长期对黄芩苷的影响

对照品与供试品各进样10 p-L，色谱图见图1，

测定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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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HPLC Chromat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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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黄芩苷测定结果(n一2)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balcalin(Ⅳ一2)

样品 黄芩苷／％ 样品 黄芩苷／“

市场品种 10 30 一年半秋收 15 64

=三年春收 16 70 二年春收 1 7 34

黄芩根主含黄芩苷、汉黄芩苷、千层纸素A、黄

芩苷元、黄芩黄酮及14种氨基酸和挥发油等oJ，黄

芩苷是黄芩的主要活性成分，也是评价黄芩质量优

劣的指标成分。《中国药典》规定黄芩苷不得低于

9．o％。本实验中的黄芩样品均为合格。

采用分根繁殖方法，以缩短栽培年限，保存母体

亲本的性状，虽然有报道“1人工栽培黄芩，氮、磷、钾

3种肥不论单独施用或配合施用，对黄芩均有较显

著的增产作用，提高黄芩苷的量，但为减少人为因素

的干扰，保证实验样品的平行性，在拟野生条件下

(不用农药、不施化肥、不常浇水、定期手工拔草)栽

种黄芩。从实验结果看，栽培品种的黄芩苷量高于市

场品种(母本)，经SPSS8．0软件包处理，lt I一

16．436>}(o．001，5)，差异显著。印证了黄芩苷道

地性和遗传变异与地理环境有关系的理论口]，在中

纬度、中海拔的地区是黄芩自然分布的中心，所产黄

芩药材表现出的一些特异品质，如质坚实，无枯心，

黄芩苷量高等，除有一定遗传因素，更多应归于其地

理环境因素。另春季采收量高于秋季，与文献记载一

致o]。而三年生品种量低于一年生，与三年生品种有

的出现枯心，造成黄芩苷损失相关，黄芩肾主要分布

于栓层以内的皮层、韧皮部、木质部。从药材组织学

分析，老根的木质部内侧出现了数层栓化细胞并且

排列成囤环，使中心部位枯朽空心，减轻了根的重

量，而被称谓枯芩。枯芩由于中空而缺少木质部，使

黄芩苷量大大降低。所以栽培品控制采收时间至关

重要，既可保证药材质量，又能避免过多的资源浪

费，提高产量。

本实验采收黄芩后，在该地域以栽培黄芩为母

体，继续用分根繁殖法培育黄芩，采收时发现根部均

有不同程度枯朽、影响质量，提示黄芩种植宜轮作。

黄芩RAPO多态性分析表明其具有较高的遗

传多样性“3。由于长期大量的采挖使黄芩传统药材

产区出现产量减少、个体变小，野生植物资源呈衰退

的迹象，是否会影响黄芩道地药材一些优良性状的

永久丢失，现在还不得而知。中药黄芩的生产及野生

变家种的努力，仍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其遗传多样

性，保持其固有的作用和药效。本实验为以栽培品种

替代野生品种，保护野生资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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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白的总黄酮成分进行了抗炎、镇痛和抗前列腺增

生作用的研究，以探明照山白的有效部位。

由于照山白药材中的梗木毒素有心脏毒性，本

研究采用了聚酰胺柱色谱的方法去除棂木毒素，得

到的总黄酮质量分数达到60．3％。如果总黄酮是其

有效作用部位，则可以起到去毒存效的目的，这也是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研究结果表明，照山白总黄酮对正常雄性小鼠

丙酸睾丸素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能显著抑制冰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减轻二甲苯诱发的小鼠耳廓肿胀，显著抑制醋酸

所致的小鼠扭体反应，减少扭体次数。

综上所述，照山白总黄酮有明显的抗炎、镇痛及

抗前列腺增生作用，故可推测总黄酮可能为照山自

的有效部位。其作用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有待于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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