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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山姜属药用植物资源

中国药科大学 (南 京 2 1。。3 8)

J~ 东省阳春市药 品检验所

赵志礼
米

李 斌

董 辉 秦民 坚 梅其春 徐路珊 徐 国钧

摘 要 对 国产山姜属药用植物资源进行 了调查
,

初步整理 出 30 种 2 变种 ;并列 出分种检索表
。

关键词 山姜 属 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

近 10 年来
,

我们在对姜科传统 中药的品

种整理
、

质量评价以及有关课题 的研究 中
,

进

行了较广泛的药源调查
,

先后多次去广东
、

广

西
、

云 南
、

海南等省区 采集标本
,

并查 阅 了 中

国科学 院植物所
、

华南植物所等标本馆 的标

本
,

主要涉及 山 姜属 (A IP i沉a) 和 豆寇属 (A
-

m o m u m )
,

进行 了分 类学研 究〔‘〕及本草 学考

证〔幻
等工作

。

现报道 国产 山姜属药用植物 品

种的整理工作
。

山姜属是姜科一大属
,

约 2 50 种
,

我国有

近 5 0 种
,

分布于东南部至西南部〔3〕 。

该属植

物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

传统中药红豆落
、

草

豆范
、

益智
、

高良姜及一些民 间草药和 民族药

物的原植物
,

均来 自山姜属
。

果实
、

种子和根

茎药用
,

常具散寒燥湿
、

消食止 痛
、

暖 胃止呕

等功效
。

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不仅与传统功

效相吻合
,

而且显示 了新 的作用
,

如从红豆寇

A IP ln 爪 g a la n g a (L
.

) Sw
.

的根茎 和果 实 中

分 别得到的 1气乙 酞氧基 胡椒酚 乙 酸酷 (1
‘-

a e e t o x y e ha v ie o l a e e ta t e )及 l ‘
一

乙酸氧基丁香

酚乙 酸醋 (1气a e e t o x y e u g e n o l a e e t a te )
,

具 抗

肿瘤 活性 〔4〕 ; 从 中还 得 到 了抗 真 菌活 性 成

分〔5〕 。

从益智 A IP in ia o

妙zza M iq
.

果实 中分

离到的益智酮 A (ya k u c hi n o n e 一

A )具 有强心

作用 〔6〕 ; 从高 良姜 A
.

Q刀玄ci n
ar

u m H a nc e 根

茎中分到的双苯庚烷类成分则可抑制 P G 合

成酶的活性川
。

我 们初步 整理 出的 山姜 属药用植 物有

3 0 种 2 变种
,

其 中 2 新种 1 新 变种 ; 并对其

中一些类群进行了较 系统 的研究
,

以期为深

人研究及合理开发利用 山姜属药用植物资源

提供依据
。

1 种群分布

1
.

1 红豆寇 A IP i n ia g a la n 君a (L
.

) SW
. ,

分

布于 广东
、

广西
、

云 南
、

海南等 省区
。

果实入

药
,

名红豆寇
,

为 中华人 民共 和国药典 1 9 9 5

年版收载品种 〔8〕 ,

有燥湿散寒
,

醒脾消食的功

效
。

根茎在云南等地药用
,

称大高 良姜
〔叭 。

亦

为傣 民族药品种之一
,

根茎人药
,

内用治腹部

冷痛
,

外用则治关节麻木等症 〔1 。〕 。

1
.

2 益智 A
.

o 汉’y P勺lla M iq
. ,

分布于广东
、

海南等省区
,

福建等地有栽培
。

果实人药
,

名

益智
,

为药典 收载品种 〔的 ,

有温 脾止泻摄唾
,

暖肾固精缩尿的功效
。

1
.

3 高 良姜 A 洲之厂了奋“ n a ru m H a n ce
,

分布于

广东
、

海南等省区
,

福建等 地有栽培
。

根茎人

药
,

名高 良姜
,

为药典 收载 品种
〔S J ,

有温 胃散

寒
,

消食止痛的功效
。

亦为傣药品种之一
,

根

茎人药
,

多在复方中应用
,

主治全身酸痛
。

1
.

4 草豆寇 A
.

kat su m a d 滋 H a
ya t a ,

分布

于广东
、

广西
、

海南
、

福建等省区
。

种子人药
,

名草豆落
,

为药典收载 品种 〔8〕 ,

有燥 湿健脾
,

温 胃止呕的功效
。

傣药品种之一
,

根茎可治因

风湿引起的各种酸痛
。

A d d r e s s :
Z h a o Zh ili

,

C h in a Ph a r m a e e u t ie a l U n iv
e r s

ity
,

N
a n jin g

赵志礼 男
, 1 9 8 2 年毕业于兰州 医学 院

,

现为中国药科大学生 药学 专业博士 生
。

曾获 1 9 9 2 一 1 9 9 3 年 度甘肃省教委科技
进步一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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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云 南 草 寇 A
.

bl eP h “。ca ly x K
.

Sc h u m
. ,

分布于云南
、

广西
、

贵州等省 区
。

种

子 以草豆范之名人药〔11j
。

傣药品种之一
,

根

茎治疗腹胀
,

腹部冷痛 ; 叶煎汁可洗治湿疹搔

痒
。

光 叶 云 南 草 寇 A
.

bl eP h a ro ca ly 二 K
·

S eh u m
.

v a r
.

月la 乙r i‘, r (H a n d 一M a z z
.

) T
.

I
J .

W
u ,

分布 于 云南 ; 种 子 亦 以 草 豆 落 之名 入

药
‘, } 。

1
.

6 那坡 山姜 八
.

n a Po e n s; 5 H
.

D o n g e t G
·

J
.

X u ,

分布于广西
。

以前 曾被定为光叶云南

草翘
,

经我们的分类学研究
,

从 中分 出
〔‘〕 。

果

实在当地作土砂仁使用
。

1
.

7 卵果 山 姜 A
.

、t,i 故
,

,a rP
a H

.

I)o n g et

G
.

J
.

X u ,

分布于广西
、

云南
。

该种曾被误定 为

光叫
‘

云 南草范
〔‘

」 。

1
.

8 艳 山 姜 A
.

二e , u n zbe t (Pe r s
.

) B u r t t 乙

5
11飞it l

l
〔A

.

slj
。。

一

, o 、u (W
e n d l

.

)K
.

S eh u m
.

〕分

布于我 国东南部至西南部各省 区
。

种子药用
,

名大
一

草寇
,

有燥湿祛寒
,

除疫截疟
,

健脾暖 胃

的功效
; ’“

一

、

为傣药品种之一
,

果实与根茎人

药
,

可治胃痛
,

腹痛等症
。

另据我们的本草学

考证
,

艳 山姜果实在我 国 占代 曾为草豆落 的

主流品种〔“: ; 。

1
.

9 华山 姜 A
.

、u is h a e n s is H a ya t a 〔A
.

c h i
-

n e n s i、 (R e tz
.

) R o s c
.

〕分 布 于 广 东
、

海 南
、

广

西
、

福建
、

台湾
、

四川
、

贵州
、

云南等省区
。

根茎

可温中暖 胃
,

散寒 」
_

L痛 〔’3 。

果实在广西 民 间

误作砂仁使用 tl4
。

1
.

1 0 山 姜 A
.

少aP
o , , i c a 以

’

h u n b
.

)M iq
. ,

分

布 于 广 东
、

广 西
、

云 南
、

江西
、

四川
、

湖南
、

贵

州
、

福建等省区
。

果实在福建作砂仁用
,

称建

砂仁
。

1
.

11 节鞭山 姜 A
.

o o n’’川g era G ri ff
. ,

分布

于 云南
。

染实在云南做红豆寇 收购使用
。

傣

药 品种之一
,

根茎 治胸腹 胀满等
,

鲜根茎外

用治虫鳖伤
。

1
.

1 2 距花山姜 A
.

o a le a r a ta R o s e
. ,

分布于

丁
、一

东
、

广西
、

海南
。

根茎可
’

治院腹冷痛
,

胃寒呕

吐
〔’5 二

果实在广西民间误作砂仁使用
。

。

6 2 2
。

1
.

1 3 香 姜 A
.

e o r ia n d r io d o ra D
.

F a n g
,

分

布于广西
。

根茎用于宿食不消 ;果实在 当地误

作砂仁使用
。

1
.

1 4 箭秆风 A
.

jl’a n g a nj 去n g T
.

L
.

W
u ,

in
-

e d
·

〔A
.

s ta c
勿

o id e s H a n e e 〕
,

分布于 广东
、

广

西
、

四川
、

湖南
、

江西等省区
。

全草用于风湿骨

痛 ; 根茎用于胃院痛
,

跌打损伤
。

果实在广西

民间作砂仁使用
。

1
.

1 5 密苞 山 姜 A
.

s ta c
勺

o id e : H a n e e 〔A
.

d e n s ibra c te a ta T
.

L
.

W
u & S e n ie n 〕

,

分布 于

广东
、

广西
、

云 南
、

江西等省区
。

果实在广西误

作砂仁使用
。

阳 春 IJJ 姜 A
.

s ta e
勺

o id e : H a n e e v a r
.

夕a n 召c h之子n ‘刀 51 5 2
.

1
, .

Z h a o e t I
J .

5
.

X u ,

in e d
. ,

这是 我们最近在 药源调查 时确 立的一新 变

种
,

标本采 自广东 阳春
。

1
.

1 6 狭 叶 山姜 A
.

g ra m in tfo
l故 D

.

Fa n g 乙

G
.

Y
.

L 。 ,

分布于广西
。

根茎用于 胃寒痛
。

1
.

1 7 长柄山姜 A
.

kw a n g s ie n si: T
.

L
.

W
u 邑

Se nj e n ,

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云南等省区
。

根茎

可治院腹 冷痛等症 ; 果实在广西误作砂仁使

用
。

1
.

18 假 益智 A
.

m a’- lu re i M err
. ,

分 布于广

东
、

广西
、

海南等省区
。

种子
、

根茎可治反 胃呕

吐
。

1
.

1 9 毛 瓣 山 姜 A
.

m a la e c e n s i: (B u r m
.

)

R o s c
. ,

分布于云南
、

广西等省区
。

种 子可治

胸腹满闷等症
。

1
.

2 0 柱穗山 姜 A
.

P in n a n e n s is T
.

L
.

W
u 邑

s e nj e n ,

分布于 广西
。

果实在 当地误作砂仁使

用
。

1
.

2 1 多 花 山姜 A
.

Po ly a n th a D
.

F a n g
,

分

布于云南
、

广西
。

根茎可用于胸腹满闷等症 ;

果实在广西误作砂仁使用
。

1
.

2 2 矮山姜 八
.

p sizo gy
n a D

.

F a n g
,

分布于

广西
。

果实与根茎药用
,

可治产后脾胃虚弱
。

1
.

2 3 球 穗 山 姜 A
.

、tro bi li了乙r m i : T
.

L

W
u 吕

J

Se nj e n ,

分布于广西
、

云南
。

种子可用于

感 冒 ; 果实在广西误作砂仁使用
。

1
.

2 4 滑叶山姜 A
.

to n k in e n s i, G a g n e p
. ,

分



布于广西
。

根茎外用治风湿痹痛 ;果实在当地 1
.

28 光 叶山 姜 A
.

int er m edi a G ag ne p
. ,

分

误作砂仁使用
。

布于广东
、

广西
。

果实和根茎用于院腹气胀
。

1
.

2 5 竹 叶 山 姜 A
.

b a m bu s ijblia C
.

F
.

1
.

2 9 黑果山 姜 A
.

n ig ra (G a e r tn
.

) B u r t t
,

Li a n g & D
.

Fa n g
,

分布于广西
、

贵州
。

根茎用 分布于云南
。

根茎有行气
、

解毒的功效
,

可用

于 胃肠气痛〔l6j ;果实在广西误作砂仁使用
。

于食滞及蛇
、

虫咬伤
。

1
.

2 6 美 山姜 A
.

fo rm
o s a n a K

.

Se h u m
. ,

分 1
.

3 0 花叶山姜 A
.

p u m ila H o o k
.

f
. ,

分布于

布于 台湾
,

云南等地有栽培
,

果实可行气
。

广东
、

广西
、

江西等省区
。

根茎可治风湿痹痛

1
.

27 脆果 山姜 A
.

多ob os a H or a n
. ,

分布于 等症 ;果实在广西误作砂仁使用
。

云南
。

果实具芳香健 胃之功效
。

分种检索表

l (4 )
.

植株矮小
,

地上茎极 短
;
叶片 1 ~ 3

。

2 (3 )
.

子房有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花 叶山姜 A IPIo a Pu m ; la

3 (2 )
.

子房无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矮 山姜 A
.

P、lo gy 、

4 (l )
.

植株较高大
,

地上茎 明显
;
叶片常多数

。

5 (5 2 )
.

花常有苞 片或小苞 片
。

6 (3 1 )
,

小苞 片常平展或仅 内凹
。

7 (2 2 )
.

圆锥 花序
。

8 (l 9 )
.

小苞 片近平展
。

9 (1 0 )
.

果实长 圆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红豆范 A
.

月u la, 明。

1 0 (9 )
.

果实 圆球 形
。

1 1 (1 2)
.

药 隔具舌状附属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花 山姜 A
.

户,

ly o lt/l “

12 (11)
.

药 隔无附属物
。

1 3 (1 4 )
.

花较小
,

唇瓣 长 6 m m 一 7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山 姜 A
.

、u l 、h、。洲

14 (13 )
.

花较大
,

唇瓣 长 I c m 以 上
。

1 5 (1 6 )
.

叶舌 长 s m m ~ 6 m m
,

质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 叶山姜 A
.

, nt o m e
dl

a

1 6 (1 5 )
.

叶舌长 l e m ~ Z em
,

质厚
。

1 7 (18)
.

小苞片长圆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脆果山姜 A
.

g lo/, sa

1 8 (1 7 )
.

小苞 片卵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滑 叶山姜 A
.

动n kl ,le 川l.v

1 9 (8 )
.

小苞片呈舟状
。

2 0 (2 1 )
.

叶背被短柔 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假益智 A
.

, n a 〔
一

lll re i

2 1 (20 )
.

叶背无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距花 山姜 A
.

‘al c

、以
a

2 2 (7 )
.

穗状 花序
。

23 (24 )
.

药隔具舌状或 三角状附属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姜 A
.

。
、

之

。d o o d 、
u

2 4 (2 3 )
.

药隔无 附属物
。

2 5 (2 8 )
.

花较疏散
,

花序不呈球 果状或 圆柱状
。

26 (27 )
.

叶背无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密苞 山姜 A
.

、ta’勺。de
、

27 (26 )
.

叶背密被绒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春 山姜 A
.

、lac 勿。de
,
va

r
.

y翩 g 动。e) ls 。

2 8 (2 5 )
.

花紧密
,

花序呈球果状或圆柱状
。

2 9 (30)
.

叶片线形
;
花序球果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球穗 山姜 A
.

、tro bl lzfo
r m 行

30 (29 )
.

叶片披针形 ; 花序 圆柱 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柱穗 山姜 A
.

P翻 n a
yle ns 。

3 1 (6 )
.

小苞 片呈 壳状或漏斗状
。

3 2 (4 9 )
.

小苞片呈壳状
。

3 3 (3 6 )
.

圆锥花序
。

34 (35 )
.

花序直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美 山姜 A
.

为
厂,) 之洲。 ,

、

3 5 (3 4 )
.

花序下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艳山姜 A
.

ze 。, z

rlb “

3 6 (3 3 )
.

总状花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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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4 4 )
.

果 实阔椭 圆形
、

卵 圆形
、

类 圆形
。

38 (4 1 )
.

唇瓣除顶端及 中脉部位外全为红色
。

3 9 (4 0 )
.

叶背密被 毛

4 0 (3 9 )
.

叶背无毛

4 1 (3 8)
.

唇瓣边缘黄白色或 白色
。

42 (4 3)
.

唇瓣中脉部鲜红色 ; 茹果类 圆形

4 3 (4 2 )
.

唇瓣中脉部黄色 ; 葫果卵 圆形

4 4 (3 7)
.

果实 圆球形
。

45 (4 8)
.

花警
、

花冠裂 片不密被绢毛
。

4 6 (4 7 )
.

叶柄长 4 e m ~ s em

4 7 (4 6)
.

叶柄 长不超过 Z e m

48 (4 5 )
.

花薯
、

花冠裂 片密被绢毛

49 (32 )
.

小苞片呈漏 斗状
。

5 0 (5 1 )
.

成熟果实黑色

5 1 (5 0)
.

成熟果实红色

5 2 (5 )
.

花常无苞片和小苞片
,

或小苞 片极 小
。

5 3 (5 6 )
.

叶舌长 l e m ~ 3 e m 或更长
,

膜质
。

5 凌(5 5 )
.

叶舌 2 裂

5 5 (5 4 )
.

叶舌不 2 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6 (5 3 )
.

叶舌长 s m m 以下
,

质地 较厚
。

5 7 (5 8 )
.

子 房无毛

5 8 (5 7)
.

子 房有毛
。

5 9 (6 0 )
.

叶两面有毛

6 0 (5 9 )
.

叶两面无毛
。

6 1 (6 2 )
.

有药隔附属物

6 2 (6 1 )
.

无药隔附属物

2 小结

2
.

1 我国人 民以 山姜属植物入药治病
,

历史

悠久
,

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其药用价值显而易

见
。

但该属植物种内个体变异幅度较大
,

诸如

植株大小
,

花序长短
,

甚至一些类群的唇瓣有

无斑等亦
一

可发 生变化 ; 而其所含辛辣成分 气

味相近
,

种 间形态特征共性鲜明
。

这些不仅给

分类鉴定增加 了 困难
,

亦是长期以来 引起 品

种混乱 的重要原 因之一
。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

断深人
,

一些新的品种将会 出现 ; 一些混乱现

象将得 以澄清
。

2
.

2 目前对国产山 姜属药用植物中的活性

成分筛选
,

新药物的研制等工作
,

国 内外的研

究多集 中在红豆 恙 A IP ini a g al a n g a 、

高 良姜

A 汉之厂刀‘in ar
u m

、

益 智 A
.

0 2 咨沪勺lla
、

草 豆 范

A
.

k a ts u 阴 a d a i
、

艳 I--[J 姜 A
.

z e r u m b e t
、

云南 草

范 A
.

bl ePh a ro 二ly 二
、

山姜 A
.

]aP on ica 这些植

物上
,

其它一些种类 的研究则很少有人涉足
。

·

6 2 4
·

· · ·· · · · · · · · · · ·· ·

⋯⋯ 云南 草翘 A
.

bl eP ha
ro ca ly 二

光 叶云南草范 A
.

bl eP har oc a
ly x va

r
.

g la br ior

二
那坡 山姜 A

.

n a P、、sl ,

卵果 IJJ 姜 A
.

o v o , d o c a
rP

a

长柄 山姜 A k , a n g si‘n , i、

⋯ 草豆寇 A
.

k at su m a d 毓

毛瓣山姜 A
.

m a la c e e 、5 15

· ·

⋯ 黑果 山姜 A
.

ni g ra

节鞭山姜 A
.

。
on ,h 心er

a

·

⋯ 益智 A
·

0 人炉勺lla

高良姜 A 曰 ,
力王。

,。 r u 阴

竹 叶山姜 A
.

乙a
, 、 b u , ;

fo lia

山姜 A
.

少a Po n ic a

狭叶山姜 A
.

g ra m ln ifo zla

箭秆 风 A
.

方
a , g a 刀j矽n g

我国山 姜属植物种质资源丰富
,

该属植物又

极易进行无性繁殖
,

在原产地栽培
,

可迅速提

高产量
,

满足工业化生产之需要
。

所以广泛深

入研究山 姜属植物
,

并合理加 以开发利用
,

是

可行 的
。

致谢
:

在查阅文献与标本鉴定中
,

得到 中

国科 学院 华南植物研究所吴德邻先生 的帮助

与指导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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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t G a la n g a l(A IPin , “ R o x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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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 n t r e s o u r e e 、

人参 R A P D 产物的限制性 内切酶消化八

幸霎霉霖芝霖览
学 药用”“研 “所〔北” ‘。0 0 9 4 , 马

,

j
、

军
‘

汪 刁
‘

全“ “培根

摘 要 为 了鉴定 随机扩
一

增 产物 的 同源性以 及更有 效地利 用 D N A 分子标记研 究人参 种质 资源
,

我们 首次将毛细管 P C R 扩增的 R A I,I ) 反应 产物进行 限制性 内切酶消 化并有效 的进行 了酶 切位点

分析
,

结果 证 明 P C R
一

R F I
_
P 是 筛选 人参特异 D N A 分子标记的一种简 单易 行的新 方法

,

可为 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研究 提供另 一有用 的工具

关键词 人参 种 质资源 PC R
一

R F L P

近年来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

寻

找 和筛选植 物 D N A 特异 分子标记 的 方法
,

已从 80 年代初期经典的 R F L P 分析
〔, 〕 ,

发展

到今 天的 R A P I) 〔2
,
“〕、 A F L P 〔生方、 SS R 〔S J 、

PC R
-

R F L P 〔翩等各种各样 D N A 指纹的比较研究
。

大量新发现的分子标记被用于作物的遗传多

样 性研究
、

品种鉴别
、

良种选育
、

遗传 图谱 构

建 和基因定位等领域
,

有力地推动
一

了这些 领

域 的发展
。

有 关利用药材分子标记 (D N A 指纹 )进

行药材品种鉴别的研究近年来时有报道
‘7

·

“ ,

我们也开展 了人 参种 内变异类 型 的 R A P D

指纹研究
〔9〕 ,

并取得 了初步结果
。

为了获得更

多 的人参 D N A 遗传信息
,

鉴定 随机扩增产

物的同源性 以及更有效地 利用 D N A 分子标

记研究人参种质资源
,

我们又尝试将结合 了

R FL P 和 PC R 二者之长 的 P CR
一

R FL P 方法

用于人参 的 R A P D 产物的酶切位点分析
,

获

得初步成功
,

现将该实验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A d d
r e s s :

M a X ia o z u 工1 ,

In s ti飞
Lz te o f M

e
d i

e
i
x la l P la n t l)e v elo p m e n t

.

Ch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 ie aI S e ie一le e s ,

C }1
一n 〔

·

s e X ie h七

M e d le a ! U n i
、

「

〔 r s it y
,

I古e 一飞一n g

马小军 男
,

博士
.

1 9 9 4 年在 中川医学科学 院药 用植 物研 究所晋升 为副研究 员
。

19 8 4 年以 来一 直从事药用植物研究
,

研
究领域包括药用植 物栽培和生理

,

种质资源
,

分子 生物 学等
。

参加 国家级和部级研究课题多 项
,

如国家攻关课题
“

人参农 田栽
培的研究

”

等
,

获 国家和部级成果奖多项
。

在 国内外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 4 0 余篇
,

参加 专著编写多部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系统 与进化植物学开放实 验室
乙本课题 得到中 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 所系统 与进化植物学开 放实验室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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