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现代科学研究对于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交流的促进

至解放初期的调查表明 [ 10] ,西藏所用的诃子、

藏青果 (来源于诃子的幼果 )全从印度进口。另有文

献指出
[7 ]
:诃子、余甘子、毛诃子在藏药中都是天竺

(印度 ) ,大食 (阿拉伯 )来源 ,传统上从印度、尼泊尔

进口。而中医所用的藏青果也一向经西藏入口 ,以往

并不知道是诃子的幼果
[11 ]
。 可见 ,近世中医药与民

族医药之间缺乏深入沟通。

至 50年代以后 ,有关我国植物资源的调查和研

究有了丰硕成果。 对诃黎勒首先明确了广州栽培的

诃子即本草记载的诃黎勒
[2 ]
。 随后在云南发现了大

量野生诃子药源 [12 ] ,并发现了毗黎勒的野生资

源 [13 ] ,使我国诃子产量大增 ,从进口转为有所出口 ,

同时诃子的栽培技术也更加成熟。另一方面 ,通过对

藏药的系统整理 ,确认了藏药中的 arura、 parula、

jurura来源分别为使君子科植物诃子、毗黎勒和大

戟科植物余甘子 [ 3] ,使得这几种藏药中最常用的药

物可以从我国南方大量输入 ,完全摆脱了进口的局

面。藏药毛诃子、余甘子被吸入了《中国药典》 ,促进

了藏医药的发展。而且 ,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为有关民

族医药专著出版创造了条件 ,如《晶珠本草》 (汉文

版 )、《中国民族药志》等为中医药与民族医药的进一

步交流 ,互相促进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通过对中药诃子 (诃黎勒 )、毛诃子 (毗黎勒 )、余

甘子 ( 摩勒 )使用的历史追溯 ,并与藏医药的应用

相印证 ,我们发现 ,中药中外来药的出现和应用是吸

纳其他民族医药成果从而丰富中医药的过程 ,而随

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对外交流的弱化 ,这种积极

吸收其他医药体系成分的功能也随着淡化 ,不利于

中医药体系的发展 ,而现代科学研究的深化为中医

药与民族医药的深层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 ,这点

应引起中医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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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植株的性状差异及其对三七产量和质量影响的调查研究

陈中坚　王　勇　曾　江　李忠义　田玉玲
 

(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研究所 ,云南 文山　 663000)

摘　要: 目的　了解三七的性状差异对三七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确定三七的选育对象。方法　对三七茎杆的绿色和
紫色 ,三七块根断面的绿色和紫色的田间调查和小区试验 ,找出了它们的自然分布规律及对三七产量、株高的影

响 ,同时通过分析测定 ,寻找紫色块根三七与绿色块根三七在折干率、总皂苷含量和淀粉含量之间存在的差异。 结
果　绿茎三七的产量、株高、最大单株重和平均单株重均优于紫茎三七 ,但存苗率低于紫茎三七。 绿三七的折干率

高于紫三七 ,而紫三七的总皂苷含量比绿三七高 48. 52% ,淀粉含量则是绿三七比紫三七高 38. 07%。 结论　三七
的品种选育应以绿茎紫块根三七为对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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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 Panax notoginseng ( Burkill ) F. H. Chen

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 ,是我国名贵中药材 ,主产于云

南省和广西省。三七已有近 400年的栽培历史 ,然而

三七育种工作至今仍是空白 ,培育三七优良品种已

成为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七植株存在典型的性状差异 ,就其地上茎杆

颜色看 ,可分为绿茎 (茎杆颜色为翠绿色 )、紫茎 (茎

杆颜色为紫色或浓紫色 )、过渡型茎 (茎杆颜色介于

绿色和紫色之间或绿、紫色相杂 ) 3类 ,其中紫茎突

出者 ,包括其复叶柄亦为紫色。从其地下部块根断面

的颜色看 ,可分为绿三七 (块根断面颜色为绿色 )和

紫三七 (块根断面颜色为紫色 )两大类。其中紫三七

偶见 ,约占 5%左右 ,紫三七新鲜时根部皮色为深紫

色或紫色 ,干燥后根部表皮紫色不明显 ,但其断面紫

色明显 ,为紫色菊花心 ,而绿三七则为墨绿色或黄绿

色菊花心。我们对上述三七植株的性状差异作田间

调查和安排小区试验 ,并对绿三七和紫三七的内在

质量作分析测定 ,现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紫三七的显微特征观察:取新鲜紫三七块根作

切片 ,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

1. 2　三七植株性状差异的田间调查:以云南省文山

州三七研究所砚山试验场种植的三年生三七为调查

对象 ,调查面积 2 000m2 ,按五点取样法逐棵统计不

同茎杆颜色植株的株数 ,计算其比例 ,收集紫三七统

计其在不同茎杆中的分布情况。

1. 3　绿茎三七与紫茎三七的田间对比试验: 于

1997年收集假茎为绿色和紫色的一年生三七种苗

种植 ,次年清除性状不典型的植株 ,补足基本苗数 ,

1999年采挖。考查产量、最大单株重、存苗率、平均

单株重和株高。其中小区面积 5 m
2 ,基本苗 240株 ,

土地利用率 60% ,试验安排于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研

究所砚山试验场 ,海拔 1 450 m。

1. 4　绿三七与紫三七的折干率 ,总皂苷含量、淀粉

含量测定:挑选同一地块、同一生长年限 (三年生 )、

大小基本相同 ( 60头 )的绿三七与紫三七进行实验

操作。

1. 4. 1　折干率的测定:取 20个新鲜三七样品 (含根

茎、毛根 )用水反复冲洗干净 ,凉干表面水分 ,称重。

置 50℃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 ,再称重 ,计算则得。重

复 2次 ,即平均值。

1. 4. 2　三七总皂苷含量的测定: 采用大孔树脂吸

附-比色法 ,按文献方法 [ 1]进行 ,测定部位为干燥后

的三七主根。

1. 4. 3　三七淀粉含量的测定: 采用氢氧化钢 -蒽酮

比色法 ,本文对文献方法
[2 ]
进行改进 ,改进内容为除

去可溶性糖及皂苷。方法:称取 200 mg过 60目筛三

七粉放入 10 mL离心管中 ,加入 80%乙醇 2滴润

湿 ,加入 5 mL蒸馏水摇匀 ,再加入 80%乙醇 5 mL

离心 ( 3 500 r /min) 15 min,倾出上清液 ,加入热的

80%乙醇 10 mL,搅拌、离心 ,倾出上清液 ,连续 5

次。残渣加 0. 5 mol /L NaOH溶液 10 mL,盖橡胶塞

沸水浴 15 min,用蒸馏水定容于 100 mL容量瓶中 ,

取 0. 1 mL比色用 ,其后步骤按文献方法进行。测定

部位为干燥后的三七主根。

2　结果与分析

2. 1　紫三七的显微特征观察:新鲜紫三七块根的切

片观察发现:形成紫块根的紫红色物质非淀粉或草

酸钙等颗粒沉积形成 ,似乎是其将细胞染红所至 ,具

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从其分布情况看 ,该

物质大量分布于木栓层 ,紧靠木栓形成层的栓内层

薄壁细胞中也有较多分布 ,且呈带状 ,宽约 3～ 4层

细胞 ,边缘分布不规则 ,有呈向内、外辐射的趋势。射

线薄壁细胞中偶有分布 ,但不多 ,至韧皮部及维管形

成层周围有大量分布 ,但分布较为不均 ,呈簇状。 在

被毁坏的原生木质部中也有集中分布 ,而原生木质

部与次生木质部之间的薄壁细胞中较少见。 绿三七

块根切片中除没有或极少有该紫红色物质外 ,其余

与紫三七无异。

2. 2　三七植株性状差异的田间调查

2. 2. 1　绿茎、紫茎和过渡型茎三种类型三七的自然

分布调查:我们对调查点的三七植株逐棵辨认统计 ,

共调查三七植株 1 311株 ,其中:绿茎三七 352株 ,

紫茎三七 350株 ,过渡型三七 609株 ,它们的比例为

1∶ 1∶ 1. 74。从调查结果看 ,绿茎三七与紫茎三七出

现的机率是一样的。从面上调查看 ,不论在任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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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的三七都表现出绿茎和紫茎这一对性状 ,可以

推测三七茎杆颜色不是外部条件如光照、土壤质地

等因素造成 ,而应是基因控制的结果。这与大隅敏夫

等认为人参茎色的青茎 ,紫茎由花青素抑制基因

( Hh )控制的观点相一致 (吉林省参茸联合公司:吉

林人参生产技术 , 1984)。

2. 2. 2　块根性状分布与茎杆性状关系的调查: 绿三

七广泛分布于绿茎、紫茎和过渡型茎中 ,这在田间随

处可见 ,我们着重调查了紫三七在三类茎杆中的分

布情况。对收集的 143株紫三七全株进行分类统计 ,

结果发现: 紫杆紫三七为 56株 ,占 39. 16% ;绿杆紫

三七为 42株 ,占 29. 37% ;过渡型茎紫三七为 45

株 ,占 31. 47% 。表明紫三七在紫杆、绿杆和过渡型

茎杆中都有分布 ,而且还较为均匀。说明控制茎杆颜

色的基因与控制块根颜色的基因不是同一基因 ,而

且它们之间并非连锁的。 这与王淑琴等认为青杆三

七的根部皮色为白色 (本文所指根断面为绿色的绿

三七 ,作者加 ) ,紫杆三七 (本文指过渡型茎 ,作者加 )

的根部皮色为黄白色 (根断面为黄绿色的绿三七 ,作

者加 ) ,浓紫杆 (本文指紫茎 ,作者加 )三七根部皮色

为紫色
[3 ]
的结论不一致。

2. 3　绿茎三七与紫茎三七的小区对比试验: 见

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 ,绿茎三七的产量、株高、最大

单株重、平均单株重均优于紫茎三七 ,但存苗率低于

紫茎三七。从农艺性状的角度考虑 ,绿茎三七优于紫

茎三七。

2. 4　绿三七与紫三七的折干率、总皂苷含量、淀粉
表 1　绿茎三七与紫茎三七的小区对比试验

类型
基本苗

(株 )

存苗数

(株 )

产　量

(鲜 . kg /hm2 )

最大单株重

(鲜 . g )

平均单株重

(鲜 . g )

平均株高

( cm)

最大株高

( cm )

存苗率

(% )

绿茎 240 78 5 240 80 33. 58 27. 6± 6. 1 42. 5 32. 5

紫茎 240 93 5 020 70 26. 98 23. 3± 6. 2 37. 0 38. 7

含量的测定: 折干率是三七传统质量标准中一个极

其重要的指标 ,从表 2结果看 ,以传统的质量标准评

价是以绿三七为好 ,但三七作为药材的角度 ,则要求

有效成分总皂苷有较高的含量为好。表 2显示 ,绿三

七的折干率高于紫三七 ,而紫三七的总皂苷含量比

绿三七高 48. 52% ,淀粉含量则是绿三七比紫三七

高 38. 07% 。因此 ,我们认为紫三七积累皂苷的能力

较强而积累淀粉的能力较弱 ,绿三七则反之。同样可

以认为 ,绿三七皂苷含量低的原因是其淀粉含量高 ,

也正因如此 ,绿三七有较高的折干率 ,紫三七则反

之 ,为了进一步证实淀粉含量的高低对皂苷含量的

影响 ,我们在假设没有淀粉的条件下重新计算皂苷

含量 ,紫三七为 18. 95% ,绿三七为 16. 88% ,三者差

异已变得很小。
表 2　绿三七与紫三七的折干率、总皂苷含量、

淀粉含量的比较

类型 折干率
总皂苷含量

(% )

淀粉含量

(% )

绿三七 1∶ 3. 17 7. 77 53. 97

紫三 1∶ 3. 40 11. 54 39. 09

3　讨论

3. 1　目前文献中对三七茎杆的性状描述比较统一 ,

都以绿茎和紫茎为主 ,但对根部的性状描述较混乱 ,

有白色、黄色、淡黄色、棕色、棕黄色、紫色、灰紫色和

暗褐色等 [3～ 5 ] ,我们认为以根断面颜色为标准较科

学和易掌握 ,不会因土壤质地不同而变化。

3. 2　三七是以提取有效成份为目的的药用植物 ,在

育种中应提倡高含量育种。紫三七表现出积累有效

成分皂苷多 ,无效成分淀粉少的优良特性 ,是育种中

一个理想的选育对象。

3. 3　绿茎三七在田间表现出植株高大 ,产量高、块

根大的优良农艺性状 ,结合紫三七有效成分含量高

的特点 ,我们认为 ,三七的品种选育应以绿茎紫块根

三七为对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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