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组织培养 、综合植株质量和高度 ,发现 1 、

6 、16 、21 、23 、24 、28 、29 、32和 40号菌株的促进作用

显著 ,3 、10 、11 、14 、15 、17 、18 、19 、26 、35 、36 、37 、48

号菌株的抑制作用显著。少数菌株对高度影响较

大 ,如 31号使植株显著增高 ,39号则显著低矮。一

般茎叶与根系发育相当 ,但也有根系发育良好 ,而茎

叶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者 ,如 7和 45号菌株。以上差

异说明不同细菌菌株对地黄试管苗影响的机制可能

不同 。

　　通过盆栽实验 ,综合茎叶和根系的干鲜质量 ,

28 、29 、32和 34 号菌株的促进作用明显 , 8 、10 、18 、

21 、24 、25 、35 、42 、44 和 45号也表现出一定的促进

作用;2 、3 、9 、11 、12 、13 、23 、26 、31 、38 、40 、46 、48 号

菌株具有抑制作用。盆栽和组培实验均表明 21 、

24 、28 、29和 32 号菌株对地黄苗具有促进作用 , 3 、

11 、26 、48号具有抑制作用 。此外还有相反的结果 ,

如组培实验证明 23和 40 号具有促进作用 ,而盆栽

实验时苗子生长却受到抑制 ,10 、18 和 35号菌株则

相反 。这反映了地黄与细菌互作的复杂性 ,细菌只

有在根际环境中定植 ,甚至发展成为优势菌株才能

对地黄的生长产生显著影响。

总之 ,实验结果证实所分离土壤细菌对地黄生

长具有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筛选有益菌 ,治理地黄连

作障碍奠定了基础。结合土壤菌株对水苏糖的利用

情况 ,6 、16 、24 、29 、34 、43号菌株对地黄生长发育可

能具有潜在的促生作用 ,其生物学鉴定和对连作地

黄的影响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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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药杂志》第九届编委会暨

中药新药研发理论与技术创新论坛征文通知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中国中药杂志》社主办 ,合肥立方药业集团 、安徽中医学院协办的“《中国中药杂志》第九

届编委会暨中药新药研发理论与技术创新研讨会(二)”定于 2009 年 8 月 3—6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 。

1　征文方向:①中药新药研究领域新理论 、新模式介绍;②中药新药研发理论与模式的探讨与争鸣;③国家对中药产业自主

创新提供的制度环境 、鼓励政策 、科研立项及资金支持等最新政策的解读和介绍;④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中药行业发展

机遇与挑战:包括中药(种质)资源开发研究 , 技术标准 , 创新体系 , 医疗体制改革等方面;⑤中药新药研究的各项关键技术前

沿介绍:包括制剂新工艺的研究;新的分析检测技术和方法的研究;新的中药质量稳定性评价方法的研究;⑥民族药物新药研

发方面的研究现状;⑦2010 版药典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介绍。征文要求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 格式见本刊网站(w w w.cjcmm.

com.cn)约稿须知。初选合格的征文将汇编至“中药新药研发理论与技术创新论坛(二)”论文集;经专家评选为优秀征文的文

章将发表于《中国中药杂志》正式刊物中;从会议优秀征文中将选拔部分文章推荐至大会发言。论文征集与会议报名时间为

即日起至 2009 年 7 月 15日止。

2　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将由大会组稿和专家选拔推荐的优秀征文两部分组成 ,会议将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药典委员会等相关部门领导及著名专家学者就以上内容做精彩报告。

3　时间安排和其他事项:详见本刊网站 w ww .cjcmm.com.cn。会务咨询: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国中药杂志社

(100700);联系人:鲍雷;电话:13683362408 , 010-64030625;邮箱:baolei197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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