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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系统研究绞股蓝叶、茎、根内人参皂苷积累的部位 ,为合理采收和保护资源提供依据。方法　组织化

学和解剖学方法。 结果　确定了绞股蓝叶、茎、根内积累人参皂苷的组织结构以及组织结构中人参皂苷含量的差
异。 结论　绞股蓝茎叶内人参皂苷含量较根和根茎高 ,采收地上部分可达到药材质量高又保护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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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绞胶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 Thunb. )

Makino是葫芦科绞股蓝属内分布最广的植物 ,也是

绞股蓝人参皂苷的主要药源
[ 1]
。绞股蓝在我国作为

民间草药和野菜早在明代的《救荒本草》、《农政全

书》 ,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近代的中草药著作

中已有记载
[2 ]
。 70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从绞股蓝中

分离出 84种皂苷 ,其中 6种与人参皂苷相同 ,并发

现多种绞股蓝皂苷的水解产物与人参皂苷水解产物

相同 ,具有明显的抗疲劳、抗衰老、降血脂、镇静和催

眠等多方面生理活性
[2 ]
,从而引起国内外医药界的

重视 ,近年来已开发出多种以绞股蓝为原料的医药

制剂和保健产品。目前有关绞股蓝的种质资源、植化

药理、引种栽培等方面已有许多报道
[ 3～ 5]

,但涉及到

药材质量和合理采收与绞股蓝植物体内人参皂苷积

累的组织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方面尚未见报道。

本文应用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绞胶蓝叶、茎和根内人

参皂苷的分布及其含量差异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

护绞股蓝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采自陕西省南部平利县绞股蓝栽培基

地。人参皂苷组织化学研究的叶、茎、根新鲜材料都

切成 0. 5～ 1 cm小段 ,先投入醋酸铅的饱和水溶液

中处理 24 h使组织中的皂苷沉淀 ,然后用 Leica-

CM 1850冷冻切片机进行冰冻切片 ,厚度为 20μm,

切片用等量的 5%香草醛—冰醋酸溶液和高氯酸混

合试剂显色。对照材料用 70%酒精配制的 FAA固

定液浸泡 30 d,以除去皂苷 ,其冰冻切片再用上述混

合试剂显色 ,以上切片都封成装片 ,立即用 Leica-

DMLB显微镜观察并照相。 此外 , FAA固定的叶、

茎、根材料 ,以石蜡法制片 ,番红—固绿染色 ,制成永

久性切片标本 ,用作各器官内部结构的观察。

2　观察结果

　　绞股蓝各营养器官的内部结构具有葫芦科植物

的共同特点
[6 ]
,同时 ,也具有本身的特征。 绞股蓝的

人参皂苷能与皂苷显色剂发生反应 ,并按其含量由

少至多 ,呈现出浅红—红—紫红的颜色反应。根据其

叶、茎、根的观察测试结果 ,分别归纳于下:

2. 1　叶: 叶片由表皮、叶肉和叶脉组成。表皮细胞 1

层 ,上、下表皮都有腺毛和非腺毛。 气孔器多分布在

下表皮 ;叶肉中栅栏组织细胞 1层 ,海绵组织细胞

2～ 4层 ;主脉的上、下表面都呈突起 ,其上、下表皮

内都有厚角组织 ,上表皮的厚角组织下方为同化组

织并与两侧的栅栏组织相连 ,叶脉中央为双韧维管

束 ,横切面呈半月形 (图 1-1) ,其切片经组织化学测

试 ,叶肉组织都呈紫红色 ,外生韧皮部细胞呈红色 ,

厚角组织和表皮呈浅红色 (图 1-1,表 1)。 叶柄由表

皮、厚角组织、薄壁组织和维管束构成。 表皮细胞 1

层 ,其内依次为厚角组织和同化组织 ,维管束 5束 ,

排成 1轮 ,其间为薄壁组织 ,其中较大的维管束为双

韧型 (图 1-2)。其切片经组织化学测试 ,外生韧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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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呈紫红色 ,同化组织呈红色 ,厚角组织、内生韧

皮部和表皮呈浅红色 (图 1-2,表 1)。

2. 2　茎: 地上茎由表皮、皮层 ,维管柱和髓部构成。

表皮细胞 1层 ,气孔器和表皮毛较少 ;皮层中厚角组

织存在于茎 内 ,其余部分为同化组织 ,同化组织内

有一圈周维纤维 ;维管束 9～ 10束 ,排列成不规则的

二轮 ,分布于薄壁组织中 ,维管束为双韧型 ,中央为

髓薄壁组织 (图 1-3, 4)。其切片经组织化学测试 ,外

生韧皮部显紫红色 ,同化组织显红色 ,厚角组织、内

生韧皮部和表皮显浅红色 (图 1-3, 4表 1) ,与叶柄

类似。 其地下多年生根茎主要由周皮与次生维管组

织构成。周皮由木栓层、木栓形成层和栓内层构成 ,

已替代表皮 ;皮层中周维纤维环断裂 ,仅位于次生韧

皮部外侧 ;维管形成层活动向内外产生次生木质部

和次生韧皮部 ,组成次生维管组织 ,其初生韧皮部已

破毁 ,由于束间形成层仅产生薄壁组织 ,故次生维管

组织仍分隔成束 (图 1-5) ,其切片经组织化学检测 ,

次生韧皮部呈紫红色 ,周皮的栓内层显红色 (图 1-

5,表 1)。

2. 3　根:绞股蓝根都是纤细的不定根。其初生构造

由表皮、皮层和中柱组成。初生木质部为 2～ 4原型。

次生结构也由周皮和次生维管组织构成。 周皮中栓

内层发达 ,有 2～ 5层细胞 ;次生维管组织被初生木

质部放射 顶端的宽大射线分隔成 2～ 4束 (图 1-

6)。其切片经组织化学检测 ,次生韧皮部呈红色 ,栓

内层呈浅红色 (图 1-6,表 1)。

以上叶、茎、根的对照切片 (经 70%酒精配制的

FAA处理 30 d)经组织化学检测 ,其结构都不产生

上述人参皂苷显色反应。
表 1　绞股蓝各营养器官内组织结构的人参皂苷显色反应

器官 积累人参皂苷的组织结构 人参皂苷显色反应

叶片

　
　

叶肉组织

外生韧皮部

厚角组织、表皮

紫红色

红色

浅红色
叶柄

　
　

外生韧皮部

同化组织

内生韧皮部、厚角组织、表皮

紫红色

红色

浅红色
茎

　
　

外生韧皮部

同化组织
内生韧皮部、厚角组织、表皮

紫红色

红色
浅红色

根茎

　
次生韧皮部

周皮的栓内层

紫红色

红色

老根
　

次生韧皮部
周皮的栓内层

红色
浅红色

　　注:紫红色示含量多 ,红色示含量中等 ,浅红色示含量少。

3　总结和讨论

　　绞股蓝的主要活性成分是人参皂苷。 郑友兰等

( 1986)曾对人参和西洋参的提取液进行李伯曼等 3

种组织化学反应 ,证明人参皂苷对这些试剂呈红色

1-叶片横切面 (× 200) ,示叶肉组织 ( m )显紫红色 ,韧皮部显红

色 ; 2-叶柄横切面 (× 100) ,示外生韧皮部、同化组织、内生韧皮

部、厚角组织和表皮显不同程度红色反应 ; 3-幼茎横切面 (×

100) ,示外生韧皮部显紫红色 ,同化组织显红色、内生韧皮部、厚

角组织、表皮显浅红色 ; 4-幼茎横切面 (× 150) ,示外生韧皮部

( ep )显紫红色 ,同化组织 ( at)显红色、内生韧皮部、厚角组织、表

皮显浅红色 ; 5-根茎横切面 (× 150 ) ,示次生韧皮部 ( sp )显紫红

色 ,周皮栓内层 ( ph e)显红色 ; 6-老根横切面 (× 200) ,示次生韧

皮部 ( s p)显红色 ,周皮栓内层显浅红色

图 1　绞股蓝各营养器官内组织结构的人参皂苷显色反应

反应
[7 ]
。 Kubo ( 1989)分别用三氯化锑的氯仿溶液和

硅钨酸的乙醇溶液对人参和竹节参的徒手切片进行

显色反应 ,可使其组织中的人参皂苷呈现出红色到

紫红色的变化 [8 ]。我们在前人工作基础上 ,采用冰冻

切片技术 ,并将人参皂苷显色剂
[9 ]
加以改良 ,以 5%

香草醛—冰醋酸和高氯酸等量混合液作出绞股蓝人

参皂苷的显色剂 ,反应灵敏 ,并可减少用浓硫酸与水

反应产生大量气泡之弊病 ,反应后产生淡红色→红

色→紫红色的复合物 ,其色度深浅与人参皂苷含量

成正比。

组织化学试验结果表明 ,绞股蓝叶片中叶肉组

织显紫红色 ,外生韧皮部显红色 ,厚角组织和表皮显

浅红色 ,因此 ,叶内含人参皂苷的组织占器官的体积

大 ;叶柄和地上茎内的外生韧皮部显紫红色 ,同化组

织显红色 ,内生韧皮部 ,厚角组织和表皮显浅红色 ,

因此 ,它们含人参皂苷的组织占器官的体积次之 ;根

茎和老根的次生韧皮部显紫红或红色 ,周皮的栓内

层显红或浅红色 ,因此 ,它们含人参皂苷的组织占器

官的体积最少。为此 ,绞股蓝营养器官中人参皂苷的

含量是叶内最多 ,地上茎内次之 ,根茎和根最少 ,这

与前人对绞股蓝不同器官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分析的

结果一致 [10 ]。因此 ,绞股蓝人参皂苷主要积累在叶、

茎中 ,与人参属植物的人参皂苷主要积累在肉质根

内不同 ,并且其积累的组织结构也不同 [7, 9 ]。

绞股蓝是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 ,其根茎能出芽、

生根 ,进行营养繁殖。在此种药用植物采收中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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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取全草 ,破坏资源的现象。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 ,其人参皂苷主要积累在地上叶、茎内。为此 ,提倡

采割当年生长的地上部分 ,既可获得人参皂苷含量

高的药材 ,又可保留其根茎进行繁殖 ,保护绞股蓝

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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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栽培历史及其品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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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考证地黄的栽培历史以及品种记载。方法　查阅古今文献。结果　除部分本草书籍对地黄的记载与
目前不一致外 ,多数记载应为玄参科植物地黄。 地黄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 1 000多年以前 ,当时就有块根膨大的类

型 ,并开始了人工栽培。 由于长期的栽培 ,选育了许多优良品种 ,有文献记载的品种多达 50余个 ,但对品种的描述

过于简单 ,严重影响了品种的识别和应用。 结论　地黄栽培历史悠久 ,种质资源丰富 ,可能是造成有关中药质量不

稳定的原因之一。因此急需对其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和保存研究 ,为成分分析、活性筛选和临床应用奠定基础。同
时建议在进行相关研究时 ,应高度重视取样的一致性 ;在进行 GAP基地建设时 ,应选择优良品种。

关键词: 地黄 ;栽培品种 ;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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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又名地

髓
[1 ]
、 、芑

[2～ 4 ]
,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根及

其加工品分别作为鲜地黄、生地黄和熟地黄入药 ,属

大宗常用中药材。首以“干地黄”载于《神农本草经》 ,

称地黄“味甘寒 ,主治折跌绝筋伤中 ,逐血痹 ,填骨

髓 ,长肌肉。作汤 ,除寒热积聚 ,除痹。生者尤良。久

服轻身不老” [1, 5 ]。其后历代本草对地黄的形态、产

地、栽培、加工炮制、性味、归经、用法等均有不同程

度的记载。地黄用药历史悠久 ,对其栽培历史进行考

证将有利于中药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 GAP工程的

实施。

1　地黄的原植物

　　《图经本草》记载:地黄“二月生叶 ,布地便出 ,似

车前 ,叶上有皱文而不光。高者尺余 ,低者三四寸 ,其

花似油麻花 ,而红紫色 ,亦有黄花者。其实作房如连

翘 ,子甚细而沙褐色。根如人手指 ,通黄色 ,粗细长短

不一
[2, 4, 6, 7 ]

。 其描述与当前所用地黄原植物一致。

《本草衍义》称“地黄叶如甘露子 ,花如脂麻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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