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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国际上逐渐 开放传统 医药 市场
,

同时 对药

品 的疗 效和质量控 制提 出很 高要求
。

为与 国际 标准

接轨
,

实现 中药现代化 和国际化
,

必须对药材生 产全

过程进 行规范化 的质 量管理
,

以 解决 中药工 业 由于

使用 不稳定 的原 料所 导致 的制剂 质量不 稳定 问题
,

可见控 制药材质量 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关键之一
。

在

长期的 医疗实践 中
,

发现 即使是分布较广的药 材
,

由

于 自然 条件的不 同
,

药材产量 和质量也不 相 同
,

临床

疗效也有相 当大 的差异
,

由此产生 了地道药材
。

地道

药材是大量用药实践 的总结
,

有着科学 的内函
。

所 以

对药 材质量控 制研 究的切 入点应 从地 道药材人 手
,

从中找 出产地 与中药质量 的相关 性
,

找 出药材 生长

最 佳环境条件
,

为中药材 生产产业 化提供科学依据
。

1 从植物体内的物 质代谢与生 物合成过程探讨药

材产地对药材化学成分含 t 的影响

药材 中所含有化学成分是决定 药材发挥药 效的

物质基础
,

大多 数有效成分属有 机化合物
。

植物 的有

机化 合物成 分 的合成 主要 有 以 下 几个步 骤川
:

第 一

步植物 要进行 二氧 化碳 同化作 用
,

即 由水和 空气 中

的二氧化碳在 叶绿素及 酶系统存在 下通过太 阳光 能

所合成
,

反应的 主要产物是葡 萄糖 或果 糖
。

第二步是

生成的 荀萄糖或果糖 通 过 多种 酶进 行 一 系列 反 应

后
,

组成高分 子多糖体或纤维素而 形成 植物 组织或

作为菊粉而成为贮藏物质
。

淀粉和菊粉根据需要通

过酶反 应被分 解 (糖原 酵解 )构成能 量来 源
,

或者组

成纤维素参与植物 生长
,

最终生成 的葡萄搪 ( D )等物

质作 为绝大多数植物成分 的基本前体
。

第 三步是从

上述光 合成或糖酵 解反应 的生 成物醋酸
、

甲经 戊酸
、

莽 草酸 等出发
,

经 一 定 的途 径
,

形 成许多 复杂 的成

分
。

比如甲经戊酸途径 可合成菇 类化合物
,

醋 酸
、

丙

二酸途径可合成醒类化合物
。

从植物有 机化合物代谢及生物 合成途径 来看
,

在 第一步进 行二 氧化碳 同化作 用 时
,

外 界 环境 空气

中的二氧化 碳
、

水分及太 阳光能直 接影 响植物成 分

的前体物 质的生成
,

只有前体物质生成
,

才能按 照不

同途径合成相应 的成分
.

当药材产地不同时
,

空气稀

薄程度不 同
,

二氧 化碳含量 也不同
;
温 度不同会导致

空气中的水 分含量有很 大差异
;
地 理位置不 同

,

太 阳

光照射 的时 间和强度也 不同
。

由于这些外界条件的

影响
,

最 终会导致前 体物质生成数量 不同
,

所产生的

相应化学成分的 含量也就有很大 的差别
。

2 从长 白山植物 分布探讨药材产地对质 . 的影晌

长 白山是 中国的 名山
,

是我 国东北 高山植物 代

表 区
。

随着海拔 高度不同分为 4 个景观带 z[]
,

每一个

景观带都具有特 定的气候特 征
,

生长着特定的植物
。

比 如 4 个景观带 之一的玄武 台地上 的针 阔混交林景

观 带位于长 白 山东北侧海拔 4 5 0 ~ 1 l o o m
,

西至南

侧 为海拔 4 5 0 ~ 1 Z o o m 左右 的由玄武岩构 成的 台

地 上
。

气候为温带 山地 针阔 叶林气候 型
,

冬季较寒

冷
,

夏季较温 暖
,

年均气温 3 C 以 上
,

最冷的 1 月份

平均气温 一 17 C
,

最热 的 7 月份平均气温 22 C
,

无

霜期 9 0 ~ 1 0 0 d
,

年降水量 9 0 0 m m
,

且多集中 5~ 9

月
,

其中 6 ~ 8 个 月就占全年总降水 量 50 %
,

土坡主

要为 山地 暗棕色森林 土
。

东北 红豆杉
、

东北细辛
、

五

味子
、

东北 延胡索
、

平 贝等都生长 于这一 地带
,

是 传

统东北地道药材
。

位于东北侧海拔 1 8 0 0 ~ 2 0 0 0 m

以 上
,

西 至南侧海拔 1 8 6 0 ~ 2 1 5 O m 以上 的高山带

属 高山 带气 候 型
,

严寒
.

湿度 大
,

多 大风
,

年平 均 气

温 一 7 C 以 下
,

最冷 的 1 月份平 均气温 一 25 C
,

最

热 月份 7 月份平 均气温 不高于 7 C
,

降水为长 白山

最 充沛地带
,

降水多集中夏季
。

此处土壤为山地冻原

土
,

有机质分解不充 分
。

高山带内植物低矮
,

高大乔

木 已绝 迹
。

在这 一地 带生长着长白红景天
、

高山红景

天
、

大 白花地榆
、

长 白虎耳 草等传统 的东 北地道药

材
。

综 上所述
,

药材 产地 的空气
、

水分
、

温度及 土坡

条件对 药材影响很 大
,

必须根据植物 的生长习性
,

按

照药材最 佳生长条件进 行规范化
、

标 准化栽培
,

使中

药 品种原料产地 固定
,

建立生产种植管理规范
,

积极

发展
“

绿色药材
”
生产
,

保证药材质量稳定可靠
,

最终

保证药品质量
,

促进 中药制剂进人国际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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