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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和

摘 要 对黄等开花结实习性的初步研究
,

阐明了黄等的开花动态特征
,

确认黄荃为蜂传授粉植

物
。

从黄岑异质混杂群体中经混合选择分离出生育期不同的早
、

中
、

晚 � 类型
。

比较结果表明晚熟

类型生长旺盛
,

单根重大
,

黄酮含量约 �
�

�� 纬
,

为较优类型
。

关徽词 黄芋 开花习性 繁殖方式 类型比较

黄琴 � � � ����� 万� � � �� � �� � � �� � � � � � �为唇

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种子繁殖
,

也可分根繁

植 �� 
。

以根入药
,

具清热燥湿
、

泻火解毒
、

止

血
、

安胎等功能
。

分布于东北
、

华北
、

西北等

地
,

以山西产量最多
,

河北承德质量最好川
。

日本对其生长过程中黄酮类含量的变化
〔�

,
�〕 ,

生殖生长的控制
〔�〕
有过研究

。

黄琴每年用量

约 � � ��
‘
� � 左右

,

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
,

近

年开 始 引种栽 培困
,

其 栽 培方 法有 过报

道
〔,

,
�〕。

我们于 一� � � 年开始在北京试种
,

对黄

琴的一些繁殖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

在此基

础之上
,

从混杂群体中分离出 � 个生育期差

异明显的类型
,

并做了较全面的比较
。

� 材料与方法
�

�

� 材料
�

由河北河间科兴中药材研究会及

本所植物园提供
。

� � � � 年春天播种
,

次年移

栽
。

� � �  一 � � � � 年开花期观察繁殖生物学特

性
。

授粉方式 由多种方法确定
,

观察花器构

造
�
做套袋试验

�

离体授粉
,

柱头用 �
�

��乳

酸酚苯胺蓝染色
,

显微观察花粉粒萌发
。

�
�

� 混合选择的多种类型 � � � � 年春播种
。

随机区组设计
,

� 次重复
。

� � � � 年春移载
,

仍

按 � � �  年试验设计布置
。

生长期及收获时期

调查各种数据
,

做统计分析
。

叶绿素测定采用

常规可见光分光光度法
。

黄答黄酮成分含量

的 测 定 依 � � � � 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

典》明
,

多次重复
,

测定晚熟和早熟类型的黄

酮类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
�

� 黄琴的开花结实习性
�

黄荃每个主根上

着生 � 个以上的主枝
,

且多次分枝
。

一些分枝

为营养枝
,

另一些发育成花枝
,

进一步发育为

果枝
。

圆锥花序顶生
,

每花序着生 � 至 �� 朵

小花
。

花曹二唇形
,

紫红色
。

进入花期
,

花枝

渐多
,

每个花枝从下到上小花依次出现
,

陆续

开放
,

几天后花瓣连带雄蕊柱头一起脱落
,

子

房发育成果实
。

黄琴小花开放时间 �花瓣开裂至脱落 �基

本在 �一 � �
,

大部分小花持续约 � �
。

授粉试

验表明小花开放期间均可接受外来花粉
。

且

在不同的天数及一天的不同时间授粉结实率

不规律 �表 � �
,

但均在 �� �左右
,

大致相同
。

在 自然情况下
,

小花开放时间长短不 同结实

率略有不同
,

但差异不明显
。

黄芬花序开放时

间 �花序的第一朵小花开放至全部小花开放

完 �基本持续 �一� �
,

大部分为 � � 左右
。

花

序 的每 � 朵小花开放后 �一 � � 每日开放小

花数最多
,

但有的花序情况不同
。

结果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昭玺 � �  � 年毕业于四
��� � �

,

�� ���
� �

川大学植物专业
,

现为研究员
,

从事药用植物栽培育种科研工作
。 “

西洋参大面积农田栽培技
术的研究

”

及其
技术的研究

”

及

” ,

� � � � 年和 � � �  年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和卫生部推广成果一等奖
� “人参农田集约化育苗

栽培技术的研究
” ,

分别于 � � �� 年和 � � � � 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

元胡新品种培育及其栽
培技术研究

”
�� � � 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中草药》�� �  年第 � � 卷第 �� 期

现正培育着多个 人参
、

西洋参新品系
�
参加编著 � 部

,

发表论文 �� 多篇
。

�

� � �
�



表 � 人工授粉时间对黄芬结实率的影响

第第 � 夭 第 � 天 第 � 天天

处处理时间 一

———
���� 点 �� 点 � � 点 � � 点 � � 点 � � 点 � � 点点

授授粉花数 � � �  � ! � � �  � � � ���

结结果数 �� � �  � � � � � � ����

气气黄资
�“

·

。 “
·

‘ �。
·

“ � �
·

“ �。
·

“ �么 ” ��
·

���

近枯萎时
。

� � � 月是开花高峰期
,

此后逐渐

减少
。

结果如表 �
。

� 月下旬以后长出的花序

短
,

着 生的小花数少
,

且结实率低
,

前期结实

率约 �� �左右
,

后期只有 �� 写一�� �
。

表 � 黄荃小花
、

花序开放持续时间及对结实率的影响

△授粉的前一天下午 �� � �� 点去雄后套袋
,

此后依 处

理时间授以异株花粉

黄琴为无限型开花植物
,

� 年生即开花
。

在北京 � 月开花
,

持续到 �� 月中
、 一

下旬植株

开开放持续时间 小花 花 序序

���� � � � � �  � � � ���

小小花数或花序数 �� � � ��   �� �‘ � ���

比比例��� 份
,

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结实率��� ��
�

� � 
·

� ‘�
,

���

表 � 黄等群体的开花动态及对结实率的影响乙

报报宜 目如 旦 二 二 二 工 兰 三 鱼
�

旦
�

�

全
�

兰
�

生 卫 且 丝丝
’’

� � 一 ,
�

日 � � �  � � � �  !! ! ∀ 忿� � �  � � � � !!!

花花序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每花序小花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结实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中数据为 � � �  年二年生黄竿的观察结果 △公为每周新出现的花序数
,

因有的花序开花时间少于 � �
,

故数据是从

果枝数推定而来

�
�

� 黄等的授粉方式
�

黄等小花为唇形花
,

小花上端直径约 �
�

� � �
�

� � �
,

颜色紫红鲜

艳
,

无芳香气味
。

雄蕊 � 个
,

� 强
,

花药纵裂散

粉
,

裂 口处有白色髯毛
。

花粉椭圆形
,

粘性差
、

量不多
。

各生雌蕊
,

子房下位
,

柱头顶端浅 二

裂
、

光滑
。

开花时
,

上唇与下唇花瓣开裂小缝
,

柱头及雄蕊不伸出花瓣
,

几传授粉可能性小
。

套袋试验结果见表 �
。

自然授粉情况下 �

年的结实率均在 �� �左右
。

套袋 �纸袋或小

纸帽 �的小花几乎不结实 �有个别结实的
,

可

能是小昆虫钻去或去雄时粘有花粉 �
。

罩上孔

径为 � � � 的纱袋
,

结实率很低
。

在黄琴开花

期间在田间有大量的传粉蜂
。

因此黄等是一

种蜂传授粉植物
。

离体授粉柱头染色的试验

结果进一步确认了这个结论 �表 � �
。

表 � 黄等授粉方式测定的套袋试验结果

表 � 黄等离体授粉花粉粒萌发观察结果 �柱头数 �

处处 理 授同花 授同花 授同株 授异株株

花花粉 序花粉 花粉 花粉粉

柱柱头有花粉粒但不萌发 �� �� �� ����

柱柱头上无花粉粒 招 � � 。。

柱柱头上有 萌发花粉粒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

口口 二
争拍 ���

��� 切 �叫叫
‘‘�

� � ,
‘

去雄雄
姚姚现 盖石 授异 � � 纸袋 纱袋 �� 纸袋 纱袋袋

娜娜 、甲目 主� 二� 卜匆、、

乍乍乍 月毛甲刀刀

处处理花数 � �    ! � � �  � ! �� �� � �  !!!

结结果数 � � � � �  ! ! �∀ # ! ! ###

结结实率(% ) 2
.0 45

.
5 53

.
3 3
.
5 2

·

1 5 0

·

0 1

·

4
1 0

·

111

2

.

3 黄答混杂群体三类型的分离
:
黄琴从野

生转家栽后未经 人工选择和定向培育
,

由于

是异花授粉植物
,

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异质

群体
,

群体内变异类型丰富多样
。

茎色上存在

从紫色到绿色的各种过渡类型
。

植株高矮不

一 (25一7 5
em )

,

每株主枝 l一5 个
,

分枝 1~

13 个
。

其根的形状变异也很大
。

几种茎色不

同的黄芬叶 色深浅也 不 同
,

总叶绿素含 量

(m g/g ); 绿 色 0
.
86 3 ,

紫 色 0
.
828 ,

紫 绿

1
·

0 5 3

,

淡紫 0
.
970 。

在 32 种和开花结实习性

研究过程 中
,

发现有多种类型的生育期有较

明显的差别
,

其它性状也有较大差异
。

于是采

用混合选择的方法将它们分开
,

分别定名为

早熟类型
、

中熟类型和晚熟类型
。

于 1994~

19 95 年对 3 类型进行了农艺性状及化学成

分的比较
,

发现晚熟类型较优
。

6 2 4



黄芬 3 种类型的比较研究 2
.
4
.
2 植株地上性状

:
晚熟类型茎色偏紫

,

2

.

4

.

1 生育期
:3 种类型的出苗时期基本相 叶片大

,

叶色浓绿
,

枝条粗壮
,

生长茂盛
。

几种

同
。

开花期及开花盛期差别较大
:
早熟类型 6 性状的比较结果列于表 6

。

晚熟类型地上营

月初零星开花
,

7 月上
、

中旬即进入开花高峰 养器官生长旺盛
,

枝条平均长达 45
。
m 极显

期
;
晚熟类型则在 7 月中旬 开始开 花

,

8 月 著地大于中熟和早熟类型
。

同时
,

枝条也 比较

上
、

中旬才大量开花
,
二几者相差约有 20 一30 d 粗

,

虽然 3 者之间差异不明显
。

晚熟类型地上

左右
;
中熟类型介子两者之间

。

晚熟类型的落 分枝多
,

平均每株的主枝 卜 9 个
,

和其它两类

叶枯死期也较早熟类型晚半个月左右
。

型相比差异极显著
。

表 ‘ 黄等 3种类型地上部性状及根部性状的比较结果△

性性状 主枝数 枝条数乙△ 枝条 平均 枝条平均 单根重 (rl
一

十
rz) 根数

△△△ (r ;

+r
”重重

长长度(cm ) 粗度 (c m ) (g/支) 总根数
一

总重重

早早熟类型 1
.
Z A △△ △△ 6

.
9 a 3 3 A 0

.
2 2 a 1 1

.
7 A o

.
7 5 a 0

.
6 8 aaa

中中熟类型 1.Z A 了
.
8 a 3 6 A 0

.
2 4 a 1 2

.
7 A 0

.
7 4 a o

,

7
0

aaa

晚晚熟类型 1
.9 B 7

.
9 a 45 B O

,

2 5

a

1 8

.

3 B
0

.

6
3

a

0

.

5
4

aaa

△地上部性状的观察海小区随机选 5 株
,

根部性状则是全部根的结果
.
以平均数作统计分析 八△包括主枝和分枝(粗 度

> 。
.
15
cm 或长度> 20

cm 的枝条计入) △△△ r飞:无明显侧根的黄筝根
rZ:主根 8 cm 内无明显侧根的根 △△△ △英文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性

2
.
4
.
3 根部性状

:
黄芬为直根系植物

,

根为

收获器官
。

作为药材
,

以粗
、

直
、

长及无明显分

枝者为佳
。

晚熟类型单根重达 18
.
38/ 支

,

较

早熟类型大 56
.
4 %

,

较 中熟类型大 44
.
1%

,

差异极显著
。

3 种类型的侧根生长情况也见

表 6
。

晚熟类型侧根生长比较旺盛
,

有时有几

个并列主根的
。

但 3种类型 内个体间差异较

大
,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三类型间侧根生长差

异不显著
,

不影响晚熟类型的优势
。

2

.

4

.

4 有效成分
:
晚熟类型黄酮类含量 达

4
.
94% 高于药典规定的 4%

。

早熟类型的含

量比较低不应在生产上种植
。

数据参见表 7
。

表 7 黄等早熟类型与晚熟类型黄酮类含l 比较

重重 复 「 1 1 平均均

早早熟类型( % ) 3.08 3. 14 3.0 9 3.2000

晚晚熟类型工% ) 4
.
7了 5

.
3 8 4

.
6 8 4

,

9
444

3 小结与讨论
3
.
1 黄琴植株地上部分生长 旺盛

,

持续开

花
,

花序多
,

相互荫蔽
,

影响光合作用
,

根冠比

例不协调
,

浪费地力
。

宫一喻起范
〔5〕
曾用摘蕊

方法来控制生殖生长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发现

顶端花序的去除促进了腋生花序的大量萌

发
,

达不到控制生殖生长的 目的
。

也许摘蕊时

间或者用化学方法如喷用缩节胺等值得探

索
。

3

.

2 我们只经过一次混合选择获得的晚熟

类型就表现出明显优势
。

一方面说明了黄答

群体的混杂性
,

好坏参差不齐
。

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选择的妙果
。

但三类型内仍存在大量变

异
。

有待进一步选择
,

提高效果
。

另外
,

针对

异花授粉植物采用混合选择法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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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胡索与其伪品的鉴定

江苏省盐城市药品检验所(224002) 曹谷珍
庵

倪 萍

摘 要 对延胡索与其两种伪品在性状
、

显微
、

薄层
、

紫外光谱等方面进行了鉴别研究
。

关锐词 延胡索 两种伪品 鉴别

延胡索为常用中药
,

系婴粟科植物延胡

索 肠即d
ali: ,

nhusuo W
.
T
.
Wang 的干燥

块茎
。

具活血
、

利气
、

止痛等功效
。

近年来
,

由

于货源紧张
,

临床用量较大
,

价格上涨 10 倍

以上
。

因此
,

不法药贩以水半夏天南星科植物

鞭 搪 犁 头 尖 了孙hon iu m 刀agc “lfo 。
亡

( L
o
d d

.

) Bl
u
m
e
的块茎及山药薯菠科植物薯

菠 工万。s c o re a 口P P os ita T h u i 的珠芽(零余子 )

用黄色染料染色后伪充延胡索出售 (以下分

别称伪品 l
,

伪品 2)
。

样品均经本所中药检验

室鉴定
。

为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我们特

将延胡索与其伪品的鉴别进行了研究
。

1 性状鉴别
1
.
1 延胡索

:
呈不规则扁球形

,

直径 0
.
5~

1
.
5 cm

,

表面黄色或黄褐色
,

有不规则的网状

皱纹
。

顶端有微凹陷的茎痕
,

底部常有疙瘩状

突起
。

质硬而脆
,

断面黄色
,

角度样
,

有蜡样光

泽
。

气微
,

味苦
。

1

.

2 伪品 1
:
略呈椭圆形

,

圆锥形或不规则

块状
,

直径 0
.
5一 1

.
5 cm

,

高 1
.
2一2

.
5 em

。

表

面黄色
,

不平滑
,

有多数隐约可见的点状根

痕
。

上端类圆形
,

可见呈偏斜而凸起的叶痕或

芽痛
,

呈黄棕色
。

有的下端略尖
。

质坚实
,

断

面黄色
,

角质样
,

气微臭
,

味微麻
。

1

.

3 伪品 2
:
本品呈类球形

,

椭圆形或不规

则块状
,

直径 0
.
5一 1

.
5 。

m
。

表面黄色或黄褐

色
,

有的具不规则网状皱纹
,

有的可见疙瘩状

突起
。

质硬而脆
,

断面线灰棕色
,

角质样
。

气

微
,

味淡
。

2 显微鉴别

2
.
1 延胡索

:
本品粉未黄色

。

糊化淀粉粒团

块淡黄色或近无色
,

下皮厚壁细胞黄色
,

细胞

多角形
,

类方形或长条形
,

壁稍弯曲
,

木化
,

有

的成连珠状增厚
,

纹孔细密
。

石细胞淡黄色
,

类 圆形或长圆形
,

直径约至 60 拜m
,

壁较厚
,

纹孔细密
。

螺纹导管直径 16一32 拌m
。

2

.

2 伪品 1
:
粉末绿黄色

。

糊化淀粉粒团块

淡黄色或近无色
。

草酸钙针晶成束或单个散

“
.
A d d ress : C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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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珍 1968 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中药 系
,

本科
,

副主任中药师
。

多年来
,

从事中
1985 年版龟版

、

鳌甲炮制方法研究的实验工作
、

《江苏省中药材标准》19 8 9 年版起草编写 工
工作

。

曾参加《中国药典

1992 年版审稿工作
。

.

6 2 6

.

作及《江苏省中药钦片炮制规范
有 20 多篇关于中药材及中成药质量真伪优劣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