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面 c s m为宜
,

然后复土踏实
。

如地干应先浇透水 通过两年的观察
,

证明嫁接成活率高低的关键

后再进行栽植
。

每栽完一行后
,

为防止水分蒸发
,

冬 是时间
,

亦即嫁接后愈合的适宜温度间题
。

试验表

季防察
,

用土 封成屋脊状
,

高度在接穗顶芽上 2 ~ 明
,

荷泽地区在
“
白露

”
至

“
秋分

”

间嫁接最为适宜
,

以

c3 m
。

后则随着气温的降低而成活率递减
。

尤其
“
白露

”

前

2 结果与分析 后
,

气温在 20 一 25 ℃ , 3 0c m 深土温在 18 ~ 23 ℃ 的情

1 9 9 3 年
,

我们在 7 个不 同时期试验了 6 个品种 况下
,

接 口处 1d0 即可产生愈合组织
,

因此成活率

(赵粉
、

姚黄
、

豆绿
、

大胡红
、

种生红
、

似荷莲 )
,

共嫁接 高
。

下面将不同时期嫁接的 6 个品种的成活率统计

2 7 9。 棵
,

获得了一定结果
。

1 9 9 4 年又在同一试验点 如下
:

进行了试验观察
。

表 牡丹不同稼接时间成活率统计

嫁接时间
立秋

( 0 8
一
1 3 )

处署

( 0 8
一
2 6 )

白礴

( 0 9
一
0 7 )

秋分

( 0 9一 2 3 )

寒露

( 10 一0 8 )

霜降

( 10一 2 3 )

立冬

( 1 1一 0 6 )

4 0 0

艺5

3151033258036062
8 8 1

73 1

8 3
。

7

193180932371837318411861嫁接株数

成活株数

成活率 ( % )

从表看出
,

嫁接成活率最高的时期是
“
白露

” 。

从

成活后的生长情况看
,

过早嫁接的虽然生长较旺盛
,

但易于
“
秋发 气而嫁接晚的

,

不但成活率低
,

即使成

活
,

发根少
,

发芽晚
,

生长弱
。

充分证明嫁接时的温度

对成活率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
。

试验还证明
:

用健壮牡丹植株上部的一年生枝

芽作接穆
,

其髓部不空
,

嫁接成活率略低于
“
土芽气

如用牡丹老枝上发出的枝条嫁接
,

因其髓部较空虚 ;

嫁接成活率较差
,

虽成活
,

翌春即开花
,

多不 旺盛
,

故

生产上多用
“
土芽

”
作接穗

。

试验还发现
、

嫁接成活率的高低还与牡丹接穗

品种有关
。

1 9 9 3 年我们在同一时期
“
白露

”
嫁接的 6

个品种中
, “

种生红
”
50 棵

,

成活 47 棵
,

成活率高达

94 % ; “

似荷莲
” 101 棵

,

只成 活 13 裸
,

成活率 为

13 %
; “
赵粉

、

姚黄
、

大胡红
、

豆 绿
”

的成活率分别为

8 6%
、
8 2%

、
7 6%

、
6 9 %

。

3 小结

综上所述
,

我们要提高稀有品种牡丹的嫁接成

活率
,

除了选择最佳适期及易成活品种外
,

还要求嫁

接技术熟练
,

做到随取芽随接随栽
,

不可放置过长时

间
,

以及栽植后及时封土
,

翌春发芽前后搞好 田间管

理
,

才能达到预期 目的
。

( 19 9 5
一

0 5
一

1 1 收稿 )

一种牛黄掺伪品的鉴别

广东肇庆市药检所 ( 5 2 6 0 4 0) 陆汉豪

牛黄 是 牛 科 动 物牛 oB
s t a u

ur
s

do m
e s t ic u s

G m el in 干操的胆结石
。

由于它是名贵中药材
,

因此

它的伪品或掺伪品较多
,

难以辨别
。

最近
,

我们收到一个牛黄检品
,

它虽然符合《中

国药典 》中该药项下鉴别项的规定
,

但经本文下列的

鉴别方法检验
,

发现它掺有大量树脂
,

笔者将它定为

牛黄掺伪品
。

现将这种掺伪品的特征及其鉴别方法

报道如下
:

l 性状特征

本品少数呈卵形
、

类球形
;
多数为不规则碎块状

和砂粒状
,

大小不一
。

表面黄红色
、

棕黄色
、

棕褐色或

棕黑色
。

微有清香气
,

味微苦而后甘
,

有清凉感
,

爵之

易碎
,

不粘牙
。

若将外层粉尘刮去
,

即呈现黑褐色或

淡黄色
,

且带光泽
,

经摩擦可形成镜面
。

从碎屑中可

找到淡黄色半透明的不规则片状的树脂样物质
。

z 鉴别方法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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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牛黄与伪品的比较

鉴别方法 牛黄掺伪品 牛黄

取少量样品置载玻 遇热发粘
、

变软后再熔化成透 明液体
,

其中混

片上加热 有少量黄棕色砂粒状的不熔物
遇热不出现熔化现象

,

外表会逐渐变黑

取一小粒样品置 火

焰上憋烧

先出现部分熔化
,

然后着火燃烧
,

冒出黑色浓

烟
,

同时可闻到松脂气味
,

刚熄灭时冒白烟
,

最

后剩余很少灰烬

不会着火燃烧
,

而 整体会慢慢变成炭状
,

同

时出现轻徽膨胀

( 1 9 9 5
一

1 1
一

0 6 收稿 )

曼陀罗花与洋金花不能混用

黑龙江省鸡西煤炭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1 5 8 1 0 0) 魏东华

临床上作为洋金花入药的 品种有许多
,

我 国药

典中载有白曼陀罗 aD ut ar ,
t le L

.

又称南洋金花
,

为商品中的主流品种
。

徐国钧主编全国高等院校 《生

药学 》除此种外
,

尚有毛曼陀罗 D
.

i朋
。 x ia M ill

.

又称

北洋金花
,

郑学忠主编
。

全 国中专统编《生药学 》除上

两种外
,

在附注中还载有紫花曼陀罗 D
.

t at u la L
.

和

欧曼陀罗 D
.

st ar
~

iu m L
.

的花
,

认为它们亦可同

等入药
。

其中欧曼陀罗的拉丁名与曼陀 罗相同
,

即为

同种植物
,

中国中药杂志
,

19 92 ( 4 )
:
2 48 载

“

某些含生物碱

中药的毒性及防治初探
”
一文中称

“

曼陀罗 D
.

m el el

别名为洋金花
” ,

其拉丁 学名为白曼陀 罗 D
.

me
tel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

一部
.

北京
:

人 民卫生 出版

社
,
1 9 9 .0 2 3 6〕

。

而曼陀罗与白曼陀罗经鉴定为两种

不同的植物
。

白曼陀罗为 1 年生草本
,

高 0
.

5~ Zm
,

叶卵形或宽卵形
,

全缘或微波状 ;花冠长 14 ~ 2 c0 m
,

白色
,

花尊筒部呈圆筒状
,

不具 5 棱角
;
果实横生或

附垂生
,

不规则 4 瓣裂
,

茹果表面针刺短而粗壮
。

曼

陀罗为直立草本
,

高 1~ Zm
,

叶片广卵形
,

边缘有不

规则的波状浅裂
;
花白色

,

下部淡绿色
,

花葺筒部具

5 棱角
,

花冠长 6~ 1 0C m ;
果实直立

,

规则 4 瓣裂
.

茹

果外被坚硬不等长针刺
。

从生药性状来看
:

南洋金花 ( 白曼陀罗 )皱缩成

条状
,

完整者长约 9~ 15
c m

,

花尊筒状
,

不具 5棱角
,

长为花冠的 12/
,

灰绿或灰黄色
,

先端 5 裂
,

有短尖
,

其下有 3 条纵脉纹
,

表面被短毛
;
花冠喇叭状

,

淡黄

或黄棕色
,

先端 5 浅裂
,

裂片间有三角形突起
,

雄蕊

5
,

雌蕊 1
,

柱头棒状
。

曼陀罗花在外形似南洋金花
,

但较小
,

完整者长约 5 ~ cs m
,

花粤长 2
.

5~ c3 m
,

花

尊筒部具 5 棱角
,

花冠裂片先端有短尖或呈细丝状
,

柱头头状
。

显微镜下
:

南洋金花花粉粒类圆球形
,

直径 42

一 6 5拌m
,

外壁有条状雕纹
,

由两极向四周放射
,

具 3

孔沟
,

非腺毛少
,

壁具疵突
,

较明显
,

由 2~ 3 个细胞

组成
,

腺毛少
,

头部球形
,

由 2~ 4 个细胞组成
,

柄多

为单细胞
;
花粉囊内壁细胞的壁螺旋状增厚

,

薄壁细

胞中含方晶
、

簇晶和砂晶
。

曼陀罗花中非腺毛较少
,

由 l ~ 4 个细胞组成
,

壁虎不明显
,

花粉粒直径 32 ~

5。拌m
,

外壁有放射状条纹
,

薄壁细胞中簇晶极多
,

方

晶和砂晶较少
。

某些地区将曼陀罗花做洋金花使用
,

许多的参

考书也认为曼陀罗花即是洋金花
。

但据分析
,

曼陀罗

花中主要成分为夏若碱
,

少量为东夏若碱
,

东蓖若碱

的含量在 0
.

1 %以下
,

而白曼陀罗和毛曼陀罗花中

成分以东蔑若碱较高
,

在开花期和凋谢期的含量均

超过 0
.

3 %
,

夏若碱的含量较少〔徐国钧
,

生药学
.

北

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8 7
.

36 的
。

因药典中规定洋金花含生物碱的量 以东蔑若碱

计算
,

不得少于 0
.

3%
,

故曼陀罗的花不宜做正品洋

金花使用
。

( 1 9 9 5
一

0 6一 1 2 收稿 )

一

4 9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