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珍稀野生药用植物的保护园
,

利用人工方

法
,

有效地保护和保存种质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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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状态下多年生延胡索块茎生长和繁殖的研究

安徽中医学院药学系 (合肥 2 3 0 0 38) 胡 坷
.

梁益敏 姚宗凡

摘 要 对多年生野生延胡索的生长状态做跟踪观察
,

结果表明
,

其繁殖新块茎的方式有两种
。

双

生块茎的出现随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加
,

但是此种特性并非固定遗传
。

新生芽点的产生通常在母

块茎靠上端的部分
。

关键词 延胡索块茎 野生植株 双生块茎 解剖

延胡索 Co 侧d a l i s 夕 a n h u s u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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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g

ex .Z 丫 S ue t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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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

在安徽的合肥地区多有野 生分布
。

本研究从

1 9 93
一

03 一 05
,

对分布于合肥西郊大蜀山西坡

林地的延胡索的生长状况及内部结构变化
,

做了两年多详细观察
,

并加以记录讨论
,

视其

生长年限的变化
,

对繁殖及个体的重量
、

形态

结构是否有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从 1 9 9 3
一

0 3一 。一起
,

每隔 l o d 观察野 生

延胡索的生长变化
;
在 5 月初

,

植株地上部分

枯萎后
,

每隔 2 个月观察 1 次其夏眠状况
;
直

到 1 0 月初休眠体萌动后
,

每隔 15 d 观察 1

次
,

至第 2 年 3 月恢复到每隔 10 d l 次
。

1
.

2 每次观察后采挖若干地下部分明显大

于 0
.

2 9 的块茎 (为保证是多年生块茎 1[j )
,

迅

速用 F A A 固定
,

做石蜡切片
,

用番红
一

固绿染

色
,

观察其内部结构变化
。

以上材料均由本院武祖发教授和王德群

教授予以鉴定
。

2 观察结果

2
.

1 多年生延胡索的生长
:

多年生延胡索的

生长变化与 1
、

2 年生植株大体相同
,

但株高

明显大于 l
、

2 年生植株
,

叶片数也有明显增

加
,

开花率近于 90 % 以上
,

黑色种子数显著

增加
。

与 1
、

2 年生植物有明显区别的是
,

块茎

形成的途径有所增加
,

不仅是休眠于地下的

母延胡索块茎脱皮膨大形成新块茎
,

而且在

每年 3 月中旬其地下的茎节开始膨大
,

至 4

月下旬
,

膨大的茎节形成新的块茎
。

一般 1支

地下茎上只有 1 个茎节膨大
。

因此 1株延胡

索有多少支地下茎就生成多少个类似的新块

茎
。

在 4 月末至 5 月初其地上部分枯萎后
,

连

结此类新块茎与母延胡索的自我更新后产生

的新块茎之 间的地下茎枯萎
,

而后彼此不再

相连
,

但从外形上仍能将它们分辨出来
,

由茎

节膨大形成的块茎呈不规则的类圆形
,

而且

边缘部分有明显突出
,

留有地下茎的痕迹
,

经

过 6 月至 9 月的夏眠
,

新块茎的外形渐变圆
,

到 n 月初有新芽头出现时
,

边缘的突起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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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失
,

形态大体上与更新块茎
:

相近
,

但外表

仍无更新块茎光滑
,

体积与重量也明显小于

更新块茎
。

随生长年限的增加
,

新块茎渐变成

母块茎
,

每更新一次重量都有所增加
,

但增加

的速度随生长年限的不同而不同
。

2
.

2 双生块茎的出现
:

在 1
、

2 年生延胡索块

茎中没有观察到双生块茎
,

但在多年生植株

中发现许多双 生块茎
,

其通常在上一年的 12

月前
,

在母块茎的顶部形成两个独立的芽头
,

彼此有一定的间隔距离
; 12 月中旬后

,

两芽

头分别形成细长的地下茎
,

但不伸出地面
,

至

第 2年春 2 月
,

分别长 出地面
,

随后的生长就

地上部来看与一般的非双生茎很相似
。

2
.

3 内部结构变化
:

多年生延胡索块茎的内

部结构变化与 2 年生延胡索大体相似
,

也经

过新块茎俨白心
”
)的形成

,

增长
; 旧块茎的退

化
、

破毁 ; 颓废组织的生成
,

脱落而使 旧块茎

更新为新块茎
。

在 4 月末更新基本完成时
,

新

块茎的形成层呈轮状
,

并可见形成层及形成

层外部分细胞呈密集状
,

细胞小而排列紧密
,

与不定芽活动初期的切片很相似川
,

估计此

细胞团为新生芽 点
,

通常这样的细胞 团有 2

~ 3 个
;
木质部比韧皮部发达

,

有次生木质部

产生 (图 1
一

I )
。

到 10 月上旬的休眠期
,

髓腔

萎缩
,

极小
,

细胞破毁
,

有空洞出现
。

由茎节膨大而形成的 延胡索新块茎
,

内

部结构与茎相似
,

皮层细胞较少
,

韧皮部不发

达
,

形成层呈凹凸状
,

无次生木质部
,

髓发达
,

占块茎的大部分
。

双生块茎的内部结构是
:

最外层为旧块

茎退化后颓废组织形成的外皮层
,

由 1一 2 列

排列整齐并加厚的细胞形成表皮层
,

其内尚

有被挤压后变形
、

破毁的皮层细胞
,

及散在的

导管碎片
,

韧皮部
、

木质部
、

髓消失
。

双生块茎

相互紧靠在一起
,

彼此有各自的表皮层
,

即形

成两个
“

白心
” ,

表皮层由 1一 3 列排列整齐的

皮层细胞组成
,

不含淀粉粒
,

皮层薄壁细胞含

丰富的单
、

复粒淀粉
,

木质部比韧皮部发达
,

但次生木质部不明显 ( 图 I
一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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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年生野生延胡索块茎切面详图

卜块茎切面 旧块茎 ( 1
一

表皮层 2
一

皮层细胞碎片 )

新块茎 ( 1
一

表皮面 3一石细胞 4一皮层薄层细胞 5
一

新生芽

点 6
一

韧皮部 7
一

形成层 8
一

次生木质部 9
一

导管 1 0
一

髓

1 1
一

淀粉粒 )

1 一

双生块茎横切片 旧块茎 ( 1
一

表皮层 12
一

散在的导

管碎片 13
一

破毁的皮层细胞 ) 新块茎 (1
一

表皮层 4一皮层

薄壁细胞 6
一

韧皮部 7
一

形成层 9
一

导管 1。 髓 1 1
一

淀

粉粒

3 结论

根据对多年生野生延胡索生长变化的观

察
,

其新块茎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

其一是从母

体内部更新并增大
,

增重
;
其二是地下茎节膨

大
,

形成新块茎
。

茎节膨大而产生的新块茎的

重量
、

体积明显小于同株植物的母块茎
。

与同

等栽培条件下产生的新块茎相比产生途径基

本相似
,

但外形较不圆
,

外皮层不甚光滑
,

个

体轻
,

体积小
,

可能是由于栽培时选用优良的

种栽和肥沃
,

适宜的土壤有关
。

据报道
,

随延

胡索生长年限的增加
,

无论何种途径产生的

新块茎在重量
、

体积上逐年增加
,

但增长的百

分比在第 3 年生长之后逐渐下降
,

一般 5 年

生延胡索块茎为收获的最佳对象 1[j
。

因此为

合理利用野生资源
,

在采收时尽量挖取重量
、

体积都较大的个体
,

留下不 足 5 年的小块茎

进行再繁殖 ; 并提倡用 种子进行繁殖
,

扩大

1
、

2年生的小块茎的数量
。

双生块茎随延胡索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

(下转第 56 页 )



连根粉末可降低豚鼠对组胺和拟交感胺的敏

感性
,

与支气管扩张药异丙肾上腺素及麻黄

碱同用有协同作用〔30j
;
对乙酞苯酮类化合物

进行了抗哮喘作用构效关系的研究
,

用 P A F

和 (或 ) 卵蛋 白诱发支气管狭窄
,

大多数情况

下贰元的作用优于相应的葡萄糖贰
,

并发现

在
a n d r o s i n s 位加上一个甲氧基 ( 3

, 5
一

二 甲

氧基
一

4
一

轻基苯 乙酮
, a e e t o s y r in g e n i n )

,

是所

研究的 25 种苯 乙酮类化合物中抗哮喘作用

最强的 [川
。

2
.

5 其它作用
:

印度胡黄连提取物除了对家

兔有利胆作用外
,

对大鼠子宫有收缩作用
,

对

蛙心有抑制作用
。

印度民间还用于治疗慢性

痢疾
,

有确切的疗效
。

以西藏胡黄连为主要成

分
,

配伍其它中药组成的复方
,

可缩短小儿痢

疾的病程
,

与国外报道相似
。

综上所述
,

印度胡黄连极有可能成为新

一代的保肝利胆药材
,

但国内尚未有关于西

藏胡黄连的药理报道
,

西藏胡黄连是否也具

有保肝利胆的作用
,

可否完全代替印度胡黄

连入药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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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估计为母延胡索内部有两个生长点造成

的
,

但此种特性非固定遗传
,

即双生块茎不一

定在下一年仍产生一个新的双生块茎
,

而是

其在生长过程中随机产生的变异
。

在对多年生野生延胡索块茎 内部结构的

观察中
,

可见其新生芽点通常在母块茎靠上

端的部分
,

是否可以 由块茎上半部独立更新

繁殖新块茎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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