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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以不同光照强度和 pH值等生态因子栽培绞股蓝
,

当相对照度为 39
·

85 % ~ 80
·

39 %

时
,

为绞股蓝生长发育适宜光照
,

尤以相对照度为 64
.

93 % ~ 74
.

51 肠时
,

干物质积累最多
,

总皂贰

含量最高
,

果实和种子量最大 ;当相对照度> 80 %或 < 40 %时
,

干物质积累量大幅度下降
,

总皂贰

含量较低
,

且当年不能开花结果
。

在 p H 值为 5
.

5~ 8
.

0 的完全培养液 (M )S 中
,

绞股蓝茎段均能成

活
,

而以 p H 值为 6
.

5 ~ 7
.

0 时生长发育最佳
,

并于秋天开花结果
,

总皂贰含量较高
;
而在 p H 值 <

.5 5或 > 8
.

0 时
,

其插条先后枯黄而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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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葫芦科绞股蓝属植物
。

目

前
,

国内外学者 已从该植物中分离出 84 种总

皂贰
,

总皂贰含量高者达 13
.

6 %
,

其中 6 种

与人参皂贰相 同
,

还有许多绞股蓝皂贰水解

产生的次级贰
、

贰元和次级贰元与人参皂贰

水解产物相 同
,

并 已证 明其优 良株系中人参

皂贰的含量高于人参中的对应成分
〔 , 〕 ,

是迄

今为止在五加科以外发现含人参皂贰的唯一

植物
,

被誉为
“
南方人参

” 。

经药理和临床试验

显示其具有类似人参抗疲劳
、

抗衰老等作用
,

对治疗多种癌症有一定疗效
〔2〕 ,

并且副作用

小
,

作用缓和等优点
〔3 〕 ,

其新产品层出不穷
。

为了保证原料供应
,

许多地区都在进行人工

栽培
。

为了掌握绞股蓝生长发育的最适条件
,

探讨人工栽培绞股 蓝的质量
,

本文将我们进

行生态因子中的光照强度与 p H 值对绞股蓝

影响的初步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1 光照强度对绞股蓝总皂贰含量影响的

供试材料的培育
:

选取长势一致的绞股蓝扦

插苗
,

植入高 20
c m

,

直径 3 c0 m 的花钵 (盛有

等量
、

混合均匀的菜园土和渣肥
,

两者 比例为

7 :

3) 中
,

每钵植入绞股蓝苗 4 株 (早3
,

舍l )
,

重复 2 组
。

用厚 白布
、

薄白布
、

白纱布
、

白色尼

龙窗纱和镀锌粗
、

细铁丝网罩住花钵
,

造成 9

种不同光照强度
。

按全光照为 1 00 %光强折

算
,

罩 内相对照度依次为 ( % )
: 5 5

.

2 7
、

5 0
.

3 9
、

7 4
.

5 1
、

6 4
.

9 3
、

4 9
.

9 2
、

3 9
.

8 5
、

2 4
.

8 4
、

1 1
.

3 5 和

.7 98 (用 S T
一

8 0 B 照度计测定 )
。

晴天
,

每 日傍

晚用喷壶浇水一次
。

从遮光后 3 个月起
,

每隔

一个月取样测茎粗
、

节间长
、

中叶长
、

中叶宽
、

总叶柄长和干重
。

于 n 月上旬收割全部地上

部分
,

并观察记载长势
、

开花
、

结果情况
,

并用

红墨水染色法测定种子发芽率
,

用全株干重

为基数测定总皂贰含量
。

L Z p H 值对绞股蓝总皂贰含量 影响的供

试材料的培育
:

选取长势一致的藤蔓
,

截取其

中段
,

每段 3 节
,

分别扦插于培养缸中进行液

体培养
,

每缸 3段 (早2 ,

舍1 )
,

两组重复
,

置网

房的水泥台上
。

用 H
ZS O

;

和 N a 0 H 调整完全

培养液 ( M )S 的酸碱度
,

使之形成从 p H 3
.

5一

1 0
.

5 的等差系列
,

定期更换培养液和观察记

载
。

于 n 月上旬收取成活植株
,

用全株干重

为基数测定总皂贰含量
。

1
.

3 绞股蓝总皂贰含量的测定方法
:

供试材

料中绞股蓝总皂贰的鉴定及含量测定参照文

献
〔`

,
5 〕
分析人参皂贰的方法

。

将同一时间收获

的全株
,

分别称鲜重
,

在 80 ℃烘箱中烤干 h4
,

研磨
,

过 60 目标准筛
,

制成粗粉
。

精密称取粗

,
A d d r e s s :

W
a n g W

a n x i a n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L i f
e

cS ie n e e s
H

u
b

e i U n iv e r s i t y
,

W
u h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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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 09 5
,

置 SOm l 磨口 具塞圆底烧瓶中
,

精确

加入甲醇 25 m l
,

摇匀
,

称重
,

冷浸过液后在恒

温水浴加热微沸 h6
。

滴加甲醇至原重
,

离心
,

吸取上清液置磨 口具塞刻度试管中备用
。

绞

股蓝总皂贰的分离采用 D 型大孔树脂 吸附

法
。

吸附柱直径为 1。 m
。

用微量进样器吸取上

述供试绞股蓝粗粉 的 甲醇提取 液 2 0 0川
,

加

入 吸附柱顶端
,

用 Z om l 蒸馏水从上端冲洗

吸附柱
,

然后改用 2 0m l 70 %的乙醇洗脱
,

洗

脱液全部收集至具刻度试管 中
,

挥干乙醇
。

加

5 %香英 兰 醛
一

冰 醋 酸 试 剂 0
.

2m l
,

高 氯 酸

o
·

s m l
,

于 6 0℃恒温水浴中加热 1 5 m i n ,

立即

冷 却
,

加 5m l 冰醋 酸稀释
,

摇 匀
,

于 波 长

5 6 0 n m 处 比色测定
。

由人参二醇的微克数

( A )
,

利用下式计算含量
:

生药中总皂贰含量 ( % ) -
A X 2

.

S X 10 0

W

其中
:

W
:

点样量相当于生药微克数
。

2
.

5
:

R
b
组

皂贰平均分子量与人参二醉分子量之比

标准曲线制作方法和条件同测定总皂贰

的方法和条件
。

人参二醇标准品购 自卫生部

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
,

绞股蓝总皂贰标准 品

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李若存同志提供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生态因子中光照强度对绞股蓝生长发

育 的影 响
:

试验结果表 明
,

当相对照度 为

4 0 %一 8 0 %时
,

绞股蓝生长发育较好
,

而以相

对照度在 65 %左右时绞股蓝的干物质积累

最多
。

当相对照度低于 40 %时
,

干物质积累

量大幅度下降
; 当相对照度高于 85 %时

,

绞

股蓝生长缓慢
,

干物质积累量也呈明显下降

趋势
,

且茎蔓纤细
,

叶片小而多毛
。

当相对照

度在 40 %一 8 0 %之间时
,

绞股蓝地上茎的节

间长
、

中叶长与宽
、

总叶柄长
,

随光照强度的

增强而递减
,

呈负相关
,

而茎粗则随光照强度

的加强而递增
,

呈正相关 (表 1 )
,

且角质化
、

木质化程度也呈增强趋势 (横切面观 )
。

表 1 光照强度对绞股蓝生长发育和总试含 l 的影响

相对照 干物质累积量 茎均粗 节间均长 中叶均长 中叶均宽 总叶柄均长 果实数 种子数 种子发芽 总贰含量

度 ( % ) ( g /株 ) ( m m ) ( e m ) ( e m ) ( e m ) ( e m ) (个 /株 ) (粒 /株 ) 率 ( % ) ( % )

8 5
.

2 7 3 9
.

1 3 2
.

1 4 2
.

3 4 3
.

9 1 1
.

4 2 3
.

8 7 1 5 4 3 0 1 9 4 3
.

2 2

8 0
.

3 9 5 1
.

4 2 2
.

8 9 2
.

7 1 4
.

2 4 1
.

5 9 4
.

2 9 1 5 7 3 0 9 9 5 3
.

3 1

7 4
.

5 1 9 3
.

6 0 2 8 7 3
.

1 0 4
.

3 5 1
.

6 2 4
.

3 1 1 6 3 3 1 7 1 0 0 3
.

8 7

6 4
.

9 3 1 1 4
.

5 6 2
.

8 5 3
.

2 8 4
.

8 1 1
.

9 6 4
.

9 6 15 9 3 15 1 0 0 3
.

9 2

4 9
.

9 2 8 5
.

7 1 2
.

2 0 3
.

4 0 5
.

2 7 2
.

0 5 5
.

5 8 11 8 2 18 9 3 3
.

1 8

3 9
.

8 5 5 2
.

5 7 1
。

5 1 4
.

1 2 5
.

7 8 2
.

2 4 5
.

9 2 3 1 5 3 8 1 2
.

9 7

2 4
.

8 4 3 1
.

6 2 1
.

2 8 4
.

4 3 6
.

0 1 2
.

3 9 6
.

1 7 0 0 0 2
,

5 1

1 1
.

3 5 1 1
.

1 3 1
.

19 5
.

0 8 6
.

2 1 2
。

5 9 6
.

5 1 0 0 0 2
.

3 2

7
.

98 8
.

5 8 1
.

0 3 5
.

4 8 6
.

3 9 2
.

60 7
.

3 6 0 0 0 2
.

1 1

当相对照度 ) 39
.

85 %时
,

当年栽培的绞 养液中的生长发育最好
,

扦插后 27 d 检查
,

生

股蓝均能开花结果
,

形成发育完全的种子
,

而 不定根 23 一 29 根 /株
,

分枝 1一 3条 /株
,

展新

以相对照度在 6 4
.

9 3 %一 74
.

51 %之间时
,

结 叶 3一 n 片 /株 ; 继续培养
,

均于秋天开花结

果最多
,

种子量最大
,

发芽率最高
; 当相对照 果

。

当 p H < 5
.

5 或> 8 时
,

其插条则先后枯黄

度 ) 64
.

93 %时
,

不同光照梯度下绞股蓝的果 而死 (表 2 )
。

绞股蓝适生于 p H 6
.

5一 7
.

0 的中

实和 种子量以及种子发芽率虽显示一定差 性或微酸性生境
,

人工栽培繁育绞股蓝时
,

其

异
,

但却相互接近
;
当相对照度 ( 24

.

84 %时
,

栽培基质的酸碱度不可 < 5
.

5 或 > 8
。

这与我

则当年均未开花结果
。

们对 自然分布 的绞股蓝生境 中土壤 p H 值

.2 2 生态因子中 p H 值对绞股蓝生长发育 的调查
、

测定情况相吻合
。

的影 响
:

绞股蓝茎段扦插在 p H 值为 5
.

5一 8 2
.

3 供试材料中绞股蓝总皂贰的定性分析
:

的培 养液 中均 能成 活
,

但 以 p H 6
.

5一 7
.

0 培 通过薄层层析
,

发现所有供试绞股蓝总皂贰

·

5 6 0
·



均与对照品呈现 明显而等 R f

值的 7 个斑点

( 图 )
。

说 明生态因子中无论光照强度的变化
,

还是 p H 值的改变对绞股蓝总皂贰的成分均

未产生大的影响
。

表 2 p H 值对绞股蓝生长发育和总皂试含量的影响

p H 值
根长 根数 株高 分枝数 叶数 总贰含量

(
e
m / d ) (根 / d ) (

e
m / d ) (条 / d ) ( 片 / 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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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当 p H < 5
.

5 或> 8 时插 条逐渐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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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薄层层析图谱

1一人参二醇标准品 2
一

绞股蓝总皂贰 3一 7
.

98 %光

照 品 4一 6 4
.

9 3 %光照 品 5一 85
.

27 %光 照品 6 -

p H S
.

5 品 7一 p H 7 品 8一 p H S
.

0 品

薄层吸附剂
:

硅胶 G
,

湿法铺板
,

10 5℃烤 3 0而
n

展开剂
:

正丁醇
一

醋酸
一

水 (4
:

1
:

5)

显色剂
:

饱和碘蒸气

2
.

4 生态因子对绞股蓝总皂贰含量的影响
:

从表 1 可知
,

当相对照度在 65 %左右时
,

绞

胶 蓝总皂贰含量最高
,

而 当相对 照度 低于

5 0 %或高于 85 %时
,

绞股蓝总皂贰含量均呈

降低趋势
。

但由于相对照度高于 85 %时绞股

蓝生长缓慢
,

低于 40 %时
,

干物质积累量大

幅度下降
,

而在 “ %左右 时
,

干物质积 累量

最多
。

由此推论
,

单位面积上收得较多总皂贰

产量的最宜光照为 65 %一 75 %
。

又从表 2 可

知
,

当培养基 p H 值为 6
.

5一 7
.

0时
,

绞股蓝

总皂贰含量较高
,

低于 6
.

5 或高于 7
.

0 时
,

其

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而在 p H 6

.

5一 .7 0 时
,

植

株最长
,

分枝数最多
,

叶片数最大
,

因此
,

在栽

培以收获地上部分 为产 品的多年 生绞股 蓝

时
,

土壤 p H 值应调 整到 6
.

5 一 7
.

0 之间 为

宜
。

3 小结

3
.

1 绞股蓝属阴性植物
,

适于林下栽培和高

秆农作物间作
。

林下栽培或间作时
,

其相对照

度应稳定在 40 % ~ 80 %之间
,

并应尽可能造

成相对照度为 65 %一 75 %的光照条件
,

以获

得高产
、

优质的绞股蓝生药材和种子
,

从而可

大大提高立体栽培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
、

社会效益
。

3
.

2 绞股蓝对生境 p H 的适应范围较宽
。

人

工栽培绞股蓝时
,

土壤最适 p H 为 .6 5一 .7 0
,

也可在 p H S
.

5一 8 的生境中生长
,

但土壤和

p H 不应 < 5
.

5 或 > 8
。

这与文献报道大致吻

Z生 〔6
,

8〕

〔 习 。

3
.

3 生态因子中的光照强度
、

p H 值变化对

绞股蓝总皂贰成分未发现其影响
;
但对绞股

蓝的生长发育
、

干物质的积累和总皂贰含量

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人工栽培绞股蓝时
,

尽可

能地选择与造就最宜生态条件是完全必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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