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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松果菊属紫花松果菊、狭叶松果菊, 淡紫松果菊 3 个种进行了理化分析研究。方法　采用 HPLC、

TLC 法对 3 种松果菊的松果菊苷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采用紫外扫描仪, 对 3 种松果菊进行了紫外吸收光谱的

测定。结果　3 种松果菊根和茎叶中均含松果菊苷成分, 但紫花松果菊的含量最低。结论　通过理化分析表明, 3 种

松果菊之间的成分组成存在着差异, 特别是紫花松果菊根与另两种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为进一步合理开

发利用松果菊资源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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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果菊属 E chinacea Moench. 系原产于美洲的

菊科植物,印第安民间用于增强体质、祛病强身等。

近年来由于其显著的免疫调节功效,在国际上受到

广泛重视,迄今发表的科学论文已愈 400篇,已开发

为药品和保健品的主要为该属的紫花松果菊 E chi-

nacea purpurea、狭叶松果菊 E . angustif ol ia、淡紫

松果菊E . pallida
[ 1]
。在我国紫花松果菊作为花卉早

已在华北地区引种成功[ 2] ,近年来另两种松果菊在

北京怀柔地区引种成功,对松果菊的应用开发已引

起重视。本文采用TLC 及紫外吸收光谱法分别对引

种栽培的 3种松果菊的根和茎叶进行了分析比较,

并在参考文献 [ 3]的基础上改进色谱条件对各样品中

的松果菊苷进行了含量测定。

1　实验材料和仪器

材料: 北京怀柔引种的 3种松果菊根和茎叶的

干燥粉末,标本经艾铁民教授鉴定。

仪器:岛津 UV-260型紫外分光光度计;高效液

相色谱仪: Waters 6110 系统;泵: Waters 510型;检

测器: Water s 996型二极管陈列紫外可见检测器。

色谱柱: Intersil ODS 柱( 4. 6 mm×250 mm) ;松果

菊苷对照品: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植化室提供,纯

度> 98%。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化学试剂均

为北京化工厂生产的分析纯试剂。

2　方法与结果

2. 1　薄层色谱

2. 1. 1　分别取 3种松果菊根的干燥粉末各 1. 0 g ,

加甲醇 50 mL, 加热回流 1 h, 滤过, 滤液浓缩至 2

mL, 即为供试品液。各吸收 10 �L 分别点于同一硅
胶板上, 采用甲苯-乙酸乙酯( 6. 5∶5)为展开剂, 上

行展开, 展距 8 cm , 取出晾干, 喷香草醛-硫酸试剂

显色, 105 ℃加热至斑点清晰, 结果如图 1-A

所示。　

2. 1. 2　分别取 3种松果菊茎叶的干燥粉末各 1 g ,

加甲醇 50 mL,加热回流 1 h, 滤过,滤液浓缩至 1/ 4

体积,上活性炭小柱( 40 目粒 2 cm×15 cm) , 用适量

甲醇洗脱,洗脱液浓缩至 1 mL,即为供试品液, 各吸

取 10 �L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板上,以甲苯-乙酸乙酯

( 6. 5∶5)为展开剂, 上行展开, 展距 8 cm , 晾干, 喷

香草醛-硫酸试剂, 105 ℃加热至斑点清晰, 结果如

图 1-C所示。

2. 1. 3　取上述根、茎叶供试液 10 �L, 以适量松果
菊苷甲醇溶液为对照品点于同一硅胶板上,用正丁

醇-冰醋酸-水( 5∶5∶1)为展开剂,上行展开,展距 8

cm, 晾干于 365 nm 处观察荧光, 结果如图 1-B, D

所示。

2. 2　紫外吸收光谱:分别取 3种松果菊根和茎叶的

干燥粉末 0. 5 g 置圆底烧瓶中加甲醇 25 mL, 回流

30 m in,滤过, 分别吸取各滤液 5 mL, 置25 mL 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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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松果菊苷　1-对照品　2-样品

图 3　HPLC谱图

　　试验结果说明, 3 种松果菊根及茎叶中均含有

松果菊苷等咖啡酸类衍生物成分, 其中紫花松果菊

中松果菊苷含量最低。据报道松果菊的免疫增强和

抗菌功效成分主要为松果菊苷等咖啡酸类衍生

物
[ 4, 5]

,因此可以提示 3种松果菊根及茎叶均具有这

方面作用。由薄层色谱及紫外吸收光谱结果表明,各

松果菊根与茎叶之间、3个种根之间特别是紫花松

果菊根与其它两种之间化学成分组成存在着显著差

异,提示应在药用中注意区别,并应进一步研究。

本文紫外吸收光谱是取自药材采收期的一批样

品结果,对不同采集期样品还可再做研究。由于未得

到松果菊中其它成分的对照品,本文仅测定松果菊

苷成分,其它成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我国学

者已对松果菊的研究工作越来越重视, 对于松果菊

种如何合理开发和药用, 本文提供了一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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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种子萌发及无土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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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荆芥种子萌发及无土栽培的条件。方法　不同温度条件下,不同浓度的 4 种植物激素对荆芥种

子萌发的影响; 对比 Hoag land 营养液和 Amon 营养液在荆芥无土栽培中功效。结果　得出荆芥种子萌发的适宜温

度范围为 20 ℃～25 ℃, 促进种子萌发的最适激素为 1×10- 6的赤霉素; Hoagland 营养液对荆芥的无土栽培更有意

义。结论　荆芥无土栽培的营养条件尚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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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oilless cultivation of Schizonepeta tenuif 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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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 形科 植物 荆芥 S chiz onep eta tenuif olia

( Benth. ) Briq.为传统中药, 味辛、性温, 具解表散

风透疹功能, 主治感冒、头痛、麻疹、崩漏、便血等。我

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但易发病虫害。为节省土地

资源、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栽培出优质高产的药材,

本文对其种子萌发和无土栽培条件进行了摸索。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荆芥种子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胡炳义先生提供。

1. 2　方法

1. 2. 1　不同条件的种子萌发试验;荆芥种子经灭菌

(乙醇中浸 10 m in,无菌水漂洗 3次,再在 10%次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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