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7

B u r k e T R
,

S t em C e ll
,

1 9 9 4
,
1 2

:
l

张 庆林
,

等
,

国外医学
一

肿瘤 学分册
,

19 97
,

2 4 (6 )
:

33 0

Y u S
, e t a l

.

Pla n t a M e d
,
1 9 9 7

,

6 3
:
2 5 8

邹恒琴
,

等
.

中草药
,

1 9 9 7 ,
2 8 (7 )

:
4 3 7

G r o s s P E
, e t a l

. ,

C a n e e r R e s ,

1 9 9 4
,

5 4 (6 )
:
1 4 5 0

C o h e n S M
,
et a l

.

S e ie n e e ,

1 9 9 0
,
2 4 9

:
1 0 7

W ille t t W C
.

S eie n e e ,
1 9 9 4

,

2 6 4 :
5 3 2

T a n a k a T
, e t a l

.

C a n e e r ,

1 9 9 5
,

7 5
:
14 3 3

谭晓华
,

等
,

国外 医学
一

肿瘤学分册
,

19 9 8
,

2 5 (1 )
: 4

Chu n g F L
, e t a l

.

C a r e in o g e n e s is
,

1 99 6
,

1 7
:
13 8 5

Be
n s o n A B

, e t a l
.

P r o e A m A s s o e C lin O n e o l
,

1 9 9 2
,

11
:
14 5

M iz u n o A
.

e t a l
.

Pla n t a M e d
,
1 9 9 4

,

6 0 :
3 3 3

T o k u d a H
, e t a l

.

Pla n t a M e d
,

1 99 0 ,

5 6
:
6 5 3

H id ak a Y
, e t a l

.

Bi o th e r a p y ,

1 9 9 2
,

5
合
2 0 1

N u m a ta M
,

et a l
.

Pla n t a M ed
,

1 9 9 4
,

60
:
3 5 6

S ha r m a S
, e t a l

.

C a n e e r R e s ,

1 9 9 4
,
5 4 :

5 8 4 8

Ja n g M
, e t a l

·

S e ie n e e ,

1 9 9 7 ,

2 7 5
:
2 1 8

S u h N
, e t a l

.

A n t ie a n e e r R e s ,

1 9 9 5
,

1 5
:
2 3 3

(1 9 9 8
一0 6

一

2 2 收稿)

1819202122232425262728

29303132333435

药物和合成药物开辟 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

今 考 文 献

1 王本祥
.

现 代中药药理学
.

天 津
:

天 津科 学技术 出版

社
,

1 9 9 7
:
1 4 3 7

2 G o r d o n M G
, e t a l

.

J N a t Pr o d
,

1 9 9 7
,

6 0 (1 )
:
5 2

3 H e eh t S M
,
et a l J N a t P r o d

,
1 9 9 2

,

5 5 (4 )
:
4 0 1

4 SeriP
,

1 9 9 5
,
(20 36 )

:
2 3

5 In Pha r m a ,
1 9 9 7 ,

(1 0 9 9 )
:
2 2

6 Be
r r y D E

, e t a l
.

J O r g C he m
,

1 9 9 2
,

5 7 : 4 2 0

7 李凤琴
,

等
.

癌症
,

1 9 9 3
,

1 2 (3 )
:
2 0 0

8 K a shiw a d a Y
.

e t a l
.

J Pha r m sc i
,

1 9 9 3
,

8 2
:
4 8 7

9 B a s t o w K F
, e t a l

.

Pla n ta M e d
,

1 9 9 3
,
5 9

:
2 4 0

1 0 T s a i Y J
,

et a l
.

J Bi o l Che m
,

1 9 9 2
,
2 6 7

:
1 4 4 3 6

1 1 L i
一

叹he v a lie r T
·

A n tie a n e e r D r u g s ,
1 9 9 5

,
6 (s u p p l 4 )

:

l3

12
,

罗继红
,

等
.

国外医学
一

肿瘤学分册
,

1 9 97
,

24 (4 )
:
2 2 3

1 3 冯孝章
.

中草药
,

1 9 9 6
,
2 7 (增刊 )

:
5

1 4 Sm ith C D
, e t a l

.

C a n e e r R e s ,
1 9 9 4

,

5 4 (1 4 )
:
3 7 7 9

1 5 Ch a n g C J
, e t a l

.

J N a t P r o d
,

1 9 9 2
, 5 5 (1 1 )

:
1 5 2 9

1 6 G a m in i S
,

et al
.

J N a t Pro d
,

19 9 3
,

5 6 (1 0 )
:
1 8 0 5

1 7 P r o e h a s k a H J
, e t a l

.

J C e ll B io e hem
,

1 9 9 5
,

2 2 (s u p p l)
:

R A P D 技术在药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5的 舒艳群

劫

白 守梅 陈毓亨

滴 要 概述 了 R A P D 技术在药用植物学中应用 的理论意义及依据
,

并综述 了该技术在药用植物

中的应 用情况
、

注意 的问题及技术方法上的改进
,

展望 了 R AP D 技术在药 用植物分 子生物学方面

的应用前景
。

关健词 R A PD 技术 药用植物 分子生物学

过 去几 年里
,

在 分 子 生 物 学 领 域 中
,

D N A 分子遣传标记 (D N A M o le e u la r G e n e -

ti o M ar ke
r )技 术迅猛 发展

,

新方法
、

新 技术

不 断涌 现
。

继 同工 酶 (is o z ym e )〔
‘

,
, 〕、 R F L P

(R e s t r ie t io n F r a g m e n t L e n g th Po lym o r p h i
-

s m )和 D N A 指纹 (D N A fin g e r p r in t in g )〔
3

,
‘〕

技 术 以 后
,

9 0 年 代 又 发 展 了 R A PD

(R a n d o m A m p life d P o ly m o r p h ie D N A
,

随机

引 物 扩 增 多 态 D N A )〔
5

,
“〕、

CA PS (C I亡a v e d

A m p lifie d Po lym o r p hie S e q u e n e e )〔
, 〕 、

A FL P

(A m p lifie d F r a g m e n t L e n g th P o ly m o r p h ie )

技术等 〔“
,
”〕 。

其中 R APD 技术由于操作简便
、

快速
、

省时
、

省力而迅速得到广大分子生物学

家的重视
,

并在农
、

林
、

医学及动
、

植物和 微生

A d d r e s s :
S h u Y a n q u n ,

In s tit u t e o f M a t e r ia M e d ie a

U n iv e r s ity
,

Be ijin g

,

Ch in e s e A e a d em y o f M ed ie a l S eie n e e s ,

Chin e s e X ie he M e d ie a l

舒艳群 1 9 9 6 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生物系
,

获学士学位
。

研究生
。

现在中国 医学科 学院
、

中 国协和 医科大学药物研 究所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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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在基 因定位

与分离
、

连锁图建立
、

品种鉴定
、

资源评价
、

物

种亲缘关系和系统演化等各方面取得 了很大

进展
。

现对 R A PD 基本理论及其在药用植物

方面 的应 用作简单 的综述
,

并 对应 用前 景作

一展望
。

1 基本理论

R A P D 是 1 9 9 0 年 由 W illia m s 等 〔5
,
6〕两

个研究小组分别在不 同的实验室同时发展起

来的
,

其核心技术是多聚酶链反应 (PC R )
,

应

用人工合成 的 10 个左右的寡核甘酸 (G 十 C

约 占 60 % ~ 7 0 % )作为引物
,

随机扩增基因

组 D N A
,

产 生 多 态 性 D N A 谱 带
,

(D N A

fin g e r p r in t e r )
,

产物经琼 脂糖 电泳或 聚丙 烯

酞胺 电泳
、

E B 染色
,

即可在紫外灯 下检测出

D N A 谱 带
。

任何生物种都 具有特定顺序和

结构的遗传物质
—

D N A
,

不受外界 因素和

生物体发育阶段及器官组织差异的影响
。

由

于在生物进化过程 中所选择的不同
,

基 因组

D N A 不 同区域表现 出高度 的保守或 高度 的

变 异
,

有不同的遗传多样性
。

R A PD 技术 就

是 通过分 析遗传物 质 D N A 经过 P R C 扩增

后 的多态性来诊断生物体 内在基 因排布与外

在性状表现 的规律
。

其灵敏度高
,

不受环境
、

发育
、

数量性状遗传等 的影响
,

客观地揭示供

试材料 之间 D N A 的差异
,

因而成 为一种理

想的有效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
。

该方法无需

使 用 同位 素
,

D N A 用 量 少
,

无 需 事先 知 道

D N A 的顺序
,

用 10 个任意碱基引物就可 以

进 行 PC R 扩增 ; 没有 D N A 克 隆
、

S o u th e r n

转移
、

分子杂交等复杂程序
; 省工

、

省力
、

工作

进 度 快 ; 且 PC R 引物 没 有 种 属 限制
,

一套

R A PD 引物可 以 应 用于任意 一种 生物的研

究
,

具有广泛和通用性的特点
。

而且
,

R A PD

产物经克隆和序列分 析后
,

可作为 R F L P 和

原位杂交的探针
。

2 在药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药用植 物在我 国据估 计大 约有 10 0 00

多种
,

其 中包括中药约 60 0 种
,

它们是我国人

民防病
、

治病 的重要手段
,

同时是寻找和开发
一

1 4 8
-

新药的宝库
。

随着
“

人类回归 自然
”

呼声 日高

和 国内外新药开发和研制竞争的 日益激烈
,

传统中药和天然产物的开发和利用受到人们

越来越多的重视
。

在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认

识 和保护 的今天
,

我们应该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基础 上探求现有资 源和成分的分 布规

律
,

以发现新疗效
、

低成本
、

更安全 的新药
。

显

然
,

传统的生物学和化学方法已不适应今天

的要求
,

所以
,

我们应该在传统的生物学和药

学基础上
,

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

开展植物物

种
、

遗传和生态 3 个 层次的生物多样 性和天

然产物多样性相结合 的研究
,

使药用植物的

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2
.

1 生物多样性
:

随着植物药研究的不断深

人
,

可持续开发利用药用植物资源 的问题越

来越受到重视
。

应用 R A PD 技术进行药用植

物生物多样性研究
,

可以在遗传多样性水平

上 了解天然产物多样性与物种
、

生态及地理

分布的关系
,

挖掘潜在的药物资源
,

为开发新

药寻找途径
。

R A PD 方 法可 以 检测 物种 的遗传多样

性
,

探讨物种的亲缘关系和进化趋势
。

因此它

是 药用植物 资源保护和种 质资源保存 的依

据
,

特别是对濒危物种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

义
。

陈永久等
〔‘。〕用 R A P D 方法分析了冬虫夏

草 C o r

dy
c
eP

s sin e n s is (B e r k
.

) S a e c
.

的遗传

分化
,

通过遗传距离说 明遗传差异度 与地理

距离呈正相关
。

从分子水平上提供了冬虫夏

草的分类
、

起源及进化方面的宝贵资料 ;可作

为制定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等措施

的理论依据
。

2
.

2 种属特异性
:
R A P D 分析 D N A 在生物

个体之间的差异
,

研究物种的遗传变异性
,

为

物种分类提供依据
。

P a r a n 等〔川用 R APD 标

记研究了药用植物列 当属 (O ro ba nc h 己 L
.

)的

种间和种 内变异性
,

从遗传距离得到 了种间

变异与依靠形态特征的分类的一致性
:

并找

出了每个种特定的 R A PD 标记
,

而种 内变异

度则相对少得多
。

Sc ot t 等 〔, 2〕对马缨丹 L a n -

ta na
“a m a ra L 这一按花颜色分类的种进行



了研 究
,

R A PD 数 据表 明
,

遗传 关系 的远 近

与地理距离的远近有密切关 系
,

而 与花的颜

色关系不大
,

从而说 明用花颜色作为分类 依

据并不可靠
。

R A PD 用于药 用植物系统学研 究
,

从方

法上有独到的优势
,

它能够 通过不 同引物直

接给出整个基因组的多 态性信息
,

避免 了生

长 环境 和发育 时期不 同的影 响 ; 并从 D N A

水平上对分类群 比较分析
,

确定药用植物种
、

品种间的亲缘关系
,

绘制系统发育树状 图
。

汪

小全等 〔, 3〕通过 对 升麻 属 (ci m ic ifu g a L
.

) 5

个种
、

类叶升麻 A e t a e a a sia tic a H a r a 及松潘

乌 头 A c o n it u m : u n

gP
a n e n se H a n d一M a z z

.

的 R A PD 结果分析
,

认为 R A PD 方法可 以用

于种 间乃至近缘属 间的系统学研究
,

但有一

定的局限性
。

惠东威等 〔1 4〕利用 8 种 R A PD 引

物对大豆属的 21 份材料进行 了基 因组指纹

图谱构建
,

重建 了大豆属 中各个 种的亲缘关

系
。

Y u 和 L in 〔‘5〕对烟草属 (N ic o t ia n a L
.

)进

行 了种间和种内的亲缘关系鉴定并绘制 了系

统 树
。

论证 了 N
.

sy lve s tri : 在分类学 中的位

置
,

即它可能是 s ect
.

A Za tae 下面的一个种
。

在菌类 中
,

药用真菌种 的鉴定 常常是个

难点
。

虽然可 以通过大工作量的筛选得到优

良品种或品系
,

但在寻找新品种
、

新品系方面

还缺乏有效的手段
。

孔繁荣等 〔‘6〕应用 R A PD

技术对 3 群淋球菌进行 了菌种鉴定 和分 型
,

找 出了它们 的特异 的 D N A 条 带
,

可 作为 3

群 淋 球 菌 分 型 的 基 因 学 基 础
。

A nz al 等

人 〔‘7一 , 9〕
分别 研究 了 R A P D 应 用于真 菌

、

放

线 菌
、

细 菌 的 菌 株 的 筛 选 工 作
,

结 果 表 明

R A PD 是 进行微 生物菌 株筛选工 作 的一个

简单有效 的手段
。

2
.

3 遗传育种
:

遗传 连锁 图谱可 以 指导育

种
,

防止品种间杂化和 自交
,

选育优 良性状的

品种
。

目前
,

应用 R A PD 技术已经建立了 番

茄和马尾松的〔20) 分子标记连锁图谱等
。

对茶

C a m el li a si n e n si : L
.

植物相对 自由的品种 间

杂交和 自然种 间的杂交 现象
,

W ac hi ra 〔2 1〕等

利用 R A PD 技术检验 了栽 培茶和野生茶 之

《中草药》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间的亲缘关系
。

R A PD 分 析表明
,

野生茶基

因组 D N A 的 片 段 渐 渗 到 栽 培 茶 基 因组

D N A 中
,

这与假定的从相似的野生茶种的种

质渐渗到 栽培茶 种质相一致
。

这些研究 为

R A PD 技 术应 用在药用植 物遗传育 种方面

提供 了可行性依据
。

2
.

4 生药鉴定和药材道地性
:

主要是同属不

同种
、

同名不同种的药材和药材真伪 (药材混

淆替代 品 )的鉴定
。

传统的生药鉴定一般依靠

外形和粉末特征等
,

R A PD 技术应用于生药

鉴定可直接分析药材 D N A 的多态性
,

找出

药材特 有 的 D N A 片段 (标 记 )进行 药材 检

测
。

这方面 已经有许多应用
:

张荣等
〔比

2 3〕对

木蓝属 (I n di g Qf若ra Li n n
.

)8 种生药
、

铁线莲

属 (Cl
em at is L ) 7 种 中药 进行鉴定

,

并证 明

R A PD 对 于应用在 干燥 的植 物类生药 的鉴

定上有实际应用价值
。

如今
,

药材道地性研究已经成为 中医药

科研 的重要课题
,

道地药材有一个地域性现

象
,

其产生除 了与栽培方法
、

生态 环境
、

加工

方法有关外
,

还与物种的居群 的遗传特异性

有关
,

这可能是造成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

的品质差异的原因
。

由于道地与非道地药材

在形态和生药上基本一致
,

因此
,

利用 R A PD

技术 可以 在 D N A 水平上鉴定 两者的差异
,

使道地药材的研究提高到分子水平
。

3 实际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3
.

1 模 板 的浓 度和纯度
:
R A P D 的最佳扩

增条件在不同的研究 中有很大 出人
,

对其重

复性 问题及其系统学价值引起 了很大争论
,

尤其是模板 D N A 的浓度和纯度问题
。

D ev os

等人 〔24: 研究了 D N A 模板浓度在 2
.

5一 2 50 0

拼g / L 内对 R A PD 产物的影响
,

结果仅在 20 0

一 4 0 0 拼g / L 间获得 了一致的扩增产物 ; 汪小

全等
〔‘3〕在研究银杉 Ca th ay

a a

rgy ro P勺“
a 的

遗传多样性时
,

对 R A PD 产物的影响因素进

行 了大量的探索
,

得到逐级纯化 的 D N A 模

板的 R A pD 结果一致
,

认为模板制备过程中

的许多 纯化步 骤是不必 要 的
,

尤 其是 R N A

的存在与否对扩增产物没有影 响 ;模板浓度

一

1 4 9
.



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不影响扩增结果
。

当

然
,

实验过程中也避免不 了人为原因 (操作问

题 )对扩增结果产生影响
。

3
.

2 R A PD 的重复 性
:

由于 R AP D 技 术灵

敏性高
,

因而
,

其重复性 问题 最为引人 注意
。

汪 小 全 等
〔13j 在 研 究 了 银 杉 的 干

、

鲜 叶 片

D N A 的 R A PD 扩 增结果后 认为
,

从干样 品

中提取的 D N A 模板可获得与鲜样品同等 的

扩增结果
,

从 同一个体的干叶和鲜叶中 D N A

模板可获得完全一致的扩增产物
;干

、

鲜样品

的 R A PD 结果可一起分析
;野外采集鲜样 品

困难时
,

建议直接用硅胶干燥
,

这就为 R A PD

技术应用于生药鉴定提供了 可能
。

S h a w 等

发现
,

不同产地
、

不 同时间采集的同一植物基

因组 D N A 的指 纹 图不 变
,

从而证 明 R A PD

方法在 中药鉴定上的稳定性和重现性
〔25,

“的 。

3
.

3 引物的选择
:

W ol ft 等 〔2 7〕研究了适用于

菊 属 (Ch ry sa n the m u m )的 R A PD 最佳条 件
,

包括不同厂家的酶
、

热循环次数
、

退火温度及

引物 ;指 出每一引物都有其最佳退火温度
,

引

物 的最佳退火温度与引物中 G + C 含量没有

联 系
,

找到最佳的引物 与种的组合则是最关

键 的问题
。

3
.

4 产 物分 析
:

在 R A P D 产物 中会 出现许

多弱带 (亮度不够 的带 )
,

其 中不能重复 的可

以 不计
;能够重复的在实验条 件稳定 的情况

下可计算在内
。

另外
,

为避免污染问题
,

实验

中应设空 白对照反应
。

4 技术方法的改进

4
.

1 D N A 提取 方法
:
F r a n e o is 〔

2 8〕在提取缓

冲液中加人蛋 白酶 K
,

省略了反复离心过程
,

使 D N A 提取更加快 速
,

每个 样品可 以做 约

6 0 0 0个 PC R 反 应
,

为 PC R
一

R A PD 的工业

化提供 了很好 的方法
。

M ic h el i等 〔2 9 ,
认 为影

响 R A PD 可重复性 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模 板

D N A 的质量
,

尤其是在传统 的 D N A 提取方

法 中使用乙醇使许多杂质和 D N A 混在一起

沉淀出来
。

他们介绍 了一种简单的方法
,

即靠

一个玻璃棒转动来收集 D N A
,

从而去除了多

余的沉淀物
。

.

1 5 0
.

4
.

2 提高多态性
:

小麦是具低水平的 R A PD

重复性和多态性的作物
,

R o b er t〔30) 在研究该

物种时对 R A PD 方法进行了改造
,

利用限制

性 内 切 酶 (F r e q u e n tly C u ttin g R e s t r ie t io n

E n z ym e s )预先对模板 D N A 进行 消化
,

然后

选用与 内切酶搭配适合的引物
,

得到了理想

的结果
。

4
.

3 R A H M 〔3‘〕 和 R A PMO 〔3 2〕 :
R A H M

(R a n d o m A m p lifie d H y b r id iz a tio n M ie r o s a

te llite s ,

随机扩增杂交微卫星 )是 1 9 9 5 年由

Ci fa re lli 等 在 R A P D 基 础上改 进 的一种方

法
,

利用植 物基 因组 中存在并散布着大量的

微卫星重复序列的特性
,

将 R A PD 产物转移

到尼龙膜上后用洋地黄毒昔标记的带有短重

复序列的寡 聚核昔酸探针进行杂交
,

经放射

自显影后检测其多态性
。

这一技术可以检测

真 核 生 物 基 因组 D N A 中存 在 的 微 卫 星

D N A
。

R A PM O (R a n d o m A m Plifie d M ie r o s a -

t e llit e P o ly n o r p his m s ,

随机扩增微卫星匀线

性 )是 1 9 9 5 年 由 R ie h a r d s o n 等〔3 , 〕对 R A P D

的另一个改进
,

与 R A H M 有异曲同工之处
,

但所用的引物不是 随机的
,

而是微卫星 PC R

引物
。

电泳后产物转人尼龙膜
, “Z

P 微卫星探

针进行标记
,

放射 自显影检测多态性 指纹 图

谱
。

这一技术可检测植物 的微卫星 D N A 多

态性
,

应用在物种的分类
、

进化等许多方面
。

4
.

4 R A PD
一

R F L P 联合
:
N a k a i 等

〔3 3〕利 用

R A P D
一

R F LP 联合 的方 法对 中药淫 羊蓄属

(EP im edl’ u m L
.

) 7 种 植物进行 了遗传连锁

图谱 的构建
。

Y a m az a ki 等 ‘34j 用这两种方法

对甘 草 属 (G ly cy r r h iza Li n n
.

) 建立 了 系统

树
。

5 展望

R A PD 技术 的出现虽 然仅仅 几年 的时

间
,

但在其应用过程 中显示了广泛的前景
。

但

此技术在 药用植物方面 的研究还不 十分 深

人
,

相信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药 用植 物分 子遗 传 特征研 究 的不 断深人
,

R A PD 技术将 在药用植物研究领域 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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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的化学成分及其研究

珠海市中医院 ( 5 1 9 0 1 5 )

珠海市卫生学校

万金志
奋

乔悦听

摘 要 对近年来开展的有关芦荟的药用成分组成的专题研究作一综述
。

关健词 芦荟 化学成分 蕙酿类 蔡酮类

芦荟为百合科芦荟属植物
,

其种繁多
,

已

知 的植物约有 36 0 种
,

大部分生长在地 中海
、

中东和中美洲
。

现在我国广东
、

广西
、

云南
、

海

南
、

福建
、

四川
、

贵州等地都有种植
。

常作为药

用报道 的芦荟 品种有库拉索芦荟 A lo ‘ v e re :

L
. 、

好 望 角芦 荟 A
.

fe ro x M ill
. 、

斑 纹 芦 荟

A
.

v e ra L
.

v a r c h i n e n s i : 及翠叶芦荟 A
.

ba r ba

d e n s i : M ille r 〔‘〕。

芦荟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

植物
,

应用范围涉及 内
、

外
、

妇
、

儿
、

皮肤
、

五官

等各科
〔2〕。

国外从 60 年代开始对芦荟进行 了

较深人
、

广泛 的研究
,

在不少 方面取得 了成

绩
,

其 成果广 泛应用 于医药
、

保健和 日常生

活
,

已形成一大产业
。

芦荟在我国的应用基本

保留在原有病症的传统用法上
〔3

,
4〕 ,

至于药学

基础研究 90 年代初还基本属于空白
。

由于芦

荟产品的研究开发及应用有着良好的社会经

济效 益
,

因此引起 了许多医 药专家 的极大关

注
。

针对该问题
,

作者于 1 9 9 0 年开始对芦荟

有关课题进行 了研究
,

先后对芦荟药用成分

的组成
、

生物活性物的提取
、

药理作用的实验

研究
、

临床应用
、

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 和探讨
,

多次到 福建
、

海 南
、

广 东
、

云

南
、

等地考察芦荟品种及资源
,

并建立了芦荟

科研种植基地
,

于 1 9 9 5 年获得我国首份芦荟

发明专利
。

现将部分有关芦荟现代研究资料

作一综述
,

旨在促进我国芦荟的研究
、

开发和

A d d r e s s :

W
a n Jin z h i

,

Z h u ha i H o s Pit al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

Zh u h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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