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握
,

引种栽培中更不需要什么精细的管理
,

系

粗放型栽培
。

5
.

3 在栽培中其虫害尚未发现
。

但该植物主

要药用块根
,

适生 阴润环境
,

疏松肥沃土 壤
,

若土壤湿度过大
,

板结不透气
,

则将会导致根

腐
,

此点在引种栽培中应予注意
。

5
.

4 如何增加块根数 目
,

不断提高其药材产

量和质量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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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前后山茱英枝条内糖的变化

中国 医 学 科学 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李先恩

’

摘 要 在开花成果过程中
,

山茱英枝条 内总糖
、

还原糖含量逐渐降低
,

而蛋白质含量基本保持不

变
。

从糖的类型来看
,

三糖
、

二糖逐渐降低
,

而多糖
、

葡萄糖
、

果糖基本保持不变
。

大年树与小年树相

比其糖的变化规律有所不同
。

关键词 山茱英 糖 枝条

山茱英为常用中药之一
,

其结果率很低
,

前人对其发芽分化
、

结果低的原因进行了研

究
,

并指出花质量不高是其原因之一 lj[
,

同时

同环境条件及树体内营养水平密切相关 2j[
,

但对山茱英开花前后体内营养物质的变化规

律未见报道
,

我们对此作了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在北京药植所种植的山茱英林中
,

选择

生长环境条件较好的树
,

从现蕾开始
,

分别在

现蕾
、

开蕾
、

初花
、

盛花
、

落花
、

初果
、

盛果期取

部位基本相同的小枝条
,

在干燥箱中干燥后
,

用粉碎机粉末
,

然后取样作糖的分析
。

总糖和

还原糖的分析参考西北农大的方法闭
,

不同

糖类型的分析用高压液相法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山茱英开花前后糖的变化
:

山茱英开花

前后总糖和还原糖的变化见图 1
。

从图中可

以看出
,

不管是大年树还是小年树其总糖和

,
A d d r e s s :

L i X i a n e n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ina l P la n t eD
v e lo Pm e n t ,

C A M S
,
P U M C

,

eB ijin g

.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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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糖含量一直是降低
,

而且前后具有几乎

一致的降低速率
,

这主要是由于开花
,

结果需

要大量的营养
,

而山茱英为先开花后 展叶植

物
,

开花所需的营养大部分来自贮存在枝条

中的营养物质
,

因此其糖的水平逐步降低
。

从

图 中还可以看出大年树其总糖
,

还原糖比小

年树下降更快些
,

这主要是由于大年树孕花

较多
,

开花所消耗的养分当然也多些
。

8 1 2 1 6

开花天数 ( d)
2 0 2 4

图 3 山茱英开花前后二糖含 t 的变化
1
一

大年树 2
一

小年树

、 、 、 :

~ 、 d

、

一
、 、 ,

气
、

一
、 、 一 ,

场

4 8 12 1 6 20 2 4

开花天数 ( d)

图 1 山茱英开花前后总糖
、

还原糖的变化
1
一

大年树 2
一

小年树 实线
一

还原糖 虚线
一

总糖

2
.

2 山茱英开花前后糖类型的变化
:

总糖
、

还原糖都包括多种类型 的糖
,

其含量是降低

的
,

不同类 型的糖是如何变化的呢
,

为此
,

作

者分析了其中多糖
、

三糖
、

二糖
、

葡萄糖
、

果糖

等含量
,

其变化规律见图 2 ~ 4 ,

从图中可以

看出三糖
、

二糖的变化规律与总糖的变化规

律相似
,

即在整个过程中逐步降低而多糖
、

葡

萄糖
、

果糖却大不相同
。

在大年树内
,

其多糖

有所降低
,

特别在前期降低更快些
,

而葡萄

糖
、

果糖基本保持不变
。

在小年树内其变化规

律与大年树正相反
,

即多糖基本保持不变
,

而

葡萄糖
、

果糖含量有所上升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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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山茱英开花前后果枯
、

葡萄糖含 t 的变化
1
一

大年树 2
一

小年树 实线
一

葡萄糖 虚线
一

果糖

2
.

3 山茱英开花前后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
: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

大年树可溶性蛋 白质在

后期有所上升
,

而在小年树内基本保持不变
。

3 结果与分析

营养供给不足是造成植物落花落果的重

要原因
。

山茱英为先开花后展 叶植物
,

因此营

养不足更是结果率低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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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茱英开花前后多糖
、

三枪含 t 的变化
1
一

大年树 2
一

小年树 实线
一

多糖 虚线
一

三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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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山茱英开花前后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
1
一

大年树 2
一

小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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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结果来看
:

山茱英体内糖的转化

及被利用是以三糖及二糖为主
,

而多糖
、

单糖

变化不大
。

大年树 由于孕花较多
,

开花所消耗的养

分也多
,

因此基本体内三糖
、

二糖被大量利

用
,

同时多糖
、

单糖也消耗
。

而小年树由于开

花较少
,

开花所消耗的养分也少些
,

因此其体

内三糖
、

二糖的降低速率较慢
,

同时表现在单

糖含量有所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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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地耳草伪品小二仙草的鉴别

湖南中医学院药学分院 (长沙 41 0 0 0 4)

湖南林业学校

简永兴
辛

彭 菲 周 日宝

彭映辉

摘 要 对生药地耳草伪品小二仙草的性状及显微特征进行了研究
,

尽管正品与伪品相似
,

但它

们的区别亦明显
,

小二仙草具有圆锥花序
,

不等式气孔
,

叶片无腺点 ;地耳草具有二歧聚伞花序
、

不

定式气孔
,

叶片散布多数半透明腺点
。

前者茎的皮层中散布有草酸钙簇晶
,

而后者无
。

关链词 地耳草 小二仙草 鉴别

地耳草 了乃沪e r i c u m j a P on i c u m T h u n b
.

又

名 田基黄 l[, 幻
,

为藤黄科 G ut t
ife ar

。

小草本植

物
。

《中国药典 》 1 9 7 7 年版规定
:

生药地耳草

为藤黄科植物地耳草的干燥全草
,

具有清热

解毒
、

止血消肿之功效
,

除用于治疗黄疽
、

肝

炎等外
,

尚对人喉癌 H eP
一 2 和人宫颈癌 H e L a

细胞株生长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图
。

生药

地耳草尚已制成了田基黄注射液 lj[
。

由于小

二仙草 万` l
oar

g i s m i c ar n t h a R
.

B r
.

(小二仙

草科 H al o ar g id ac ea ` )与地耳草在形态上 易

于 混淆 (尤其是无花果者 )
,

在湖南
、

湖北
、

安

徽等不少地区以小二仙草的干燥全草当地耳

草用
。

为避免误用
,

现将二者性状与显微研究

结果报道于下
。

1 材料

伪品小二仙草 万“ lo ar g i , m ic ar nt h a
.R

Br
.

及 正 品 地 耳 草 子乃乡e ir cu m 7 a P 0 in cu m

T h u n b
.

的全草
,

采集于湖南祁东
,

由湖南省

.
A d d er

s s :

J i a n y o n g x i明
,

cS h o o l o f P h a r m a e y ,
H u n a n C o l l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e i ne

,

C h a n g s h a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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