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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染色体数目鱼腥草挥发油成分的薄层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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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鱼腥草染色体数目与挥发油成分的关系, 比较鱼腥草鲜草与干草及其不同部位的挥发油成分

差异。方法　对不同染色体数目的鱼腥草鲜草地上和地下及其阴干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进行了薄层色谱分析。结

果　按挥发油 T LC 图谱斑点数目和清晰度不同, 20 份鲜草材料地上部分大致呈现 5 种类型,地下部分挥发油大致

呈现 3 种类型, 19份干草材料大致呈现 4种类型。结论　鲜草地上和地下部分挥发油、鲜草与干草挥发油在化学成

分上均有较大差异, 材料间挥发油成分差异鲜草大于干草, 地上大于地下,并且鲜草挥发油有染色体数目增加同时

斑点数增多的趋势; 峨眉蕺菜同蕺菜在挥发油成分上并无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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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C analysis on essential oil in Houttuynia cordata with different chromosome numbers

CHEN Li, WU Wei, ZHENG You-l iang

( Agr onom y College, Sichuan Agr icultur al Univer sity , Ya'an 625014, China)

Abstract: Obj ect　T 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essent ial oil const ituents and the chromo-

some numbers o f H out tuynia cordata and compare the dif ference o f the essential oil constituents fr om the

fr esh and the dried ones, aerial and under ground parts of the fresh plant . Methods　The essential o il con-

st ituents o f H . cordata w ith dif ferent chromosome numbers f rom the aerial and under ground parts o f the

fr esh, and the aerial parts dried in shade as w ell were analyzed by TLC. Results　Acco rding to the dif fer-

ence of the spot number and def init ion of the essent ial o il TLC pat tern, the essent ial oil constituents in the

aer ial parts of 20 f resh plants w ere classif ied into f iv e types, those in their underg round parts into thr ee

types, and tho se in 19 dried plants into four types. Conclusion　T her e is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essent ial

oil constituents betw een the fresh aer ial and underg round parts, and betw een the fr esh and dr ied plant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f resh plants is mo re signif icant than that of the dried ones. And the differ ence

among the aerial parts of the fr esh plants is more signif icant than that of the underg round par ts. Ther 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spot numbers increase w ith the chromosome numbers. T he dif fer ence of essent ial oil

constituents in H . emeiensis and H . cordata is insignif ic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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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腥草为三白草科蕺菜属蕺菜 H out tuynia cor-

data T hunb. 的全草, 其茎叶搓碎后有鱼腥味, 故名

鱼腥草。味辛、性寒,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利尿

通淋之功效。药理研究表明其有效成分具有抗菌、抗

病毒、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利尿平喘等作用。挥发油

为其主要有效成分,包括癸酰乙醛(即鱼腥草素)、甲

基正壬酮、�-蒎烯、月桂烯、癸酸、香叶醇、香茅醇、芳
樟醇、癸醛,月桂醛等, 其中甲基正壬酮为现行的质

量控制成分。据《中国植物志》和《四川植物志》,蕺菜

属仅蕺菜 H . cordata T hunb. 1 种。2001年在四川

峨眉山发现蕺菜属一新种峨眉蕺菜 H . emeiensis

Z. Y. Zhu et S. L . Zhang
[ 1]
。

最近的研究发现鱼腥草染色体数目有较大的变

异,呈现多倍性特点 [ 2]。在通常情况下,染色体倍性

的增加会使得植株抗性增强, 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和

种类增加,如对蔓陀罗、怀牛膝、小天蓝绣球、菘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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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均表明了这一观点[ 3～5]。目前,鱼腥草作为药

用植物,其利用情况既有鲜草,如鱼腥草注射液的生

产常使用鲜草(包括地上和地下部分)为原料,又有

干草,如药店主要销售的是鱼腥草地上部分阴干品。

因此, 为了研究染色体数目与鱼腥草挥发油成分的

关系, 同时也为了比较鱼腥草鲜草与干草及其不同

部位的挥发油成分差异,本实验对不同染色体数目

鱼腥草的挥发油进行了薄层色谱分析。

1　仪器与试药

ZDHW 型调温电热套(河北省中兴仪器有限公

司) ; 939型全自动薄层铺板仪(重庆贝尔德仪器公

司 ) ; 甲基正壬酮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 硅胶 G(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 ;其余试剂均

为分析纯。

2　材料与方法

2. 1　材料: 试验材料包括 18 份蕺菜 H outtuynia

cordata Thunb. 和 2 份峨眉蕺菜 H . emeiensis Z.

Y. Zhu et S. L . Zhang ,所有材料均由四川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与理学院植物教研室杨瑞武鉴定。材料

来源及染色体数目见表 1,均栽培于四川农业大学

小麦研究所。

2. 2　方法

2. 2. 1　供试样品的制备: 采收于 2002年 6月的阴

干鱼腥草地上部分( W 01-96 缺失)和采收于 2003

年 6月的新鲜鱼腥草地上、地下部分分别提取挥发

油。干草粉碎,过 20 目筛, 称取 20 g 置圆底烧瓶中,

加入蒸馏水 400 mL,接挥发油提取器,收集管内加

入醋酸乙酯 1 mL,微沸提取 4 h, 取醋酸乙酯层,定

容至10 mL 作为供试样品。鲜草剪碎,称取100 g 置

圆底烧瓶中, 加入蒸馏水1 000 mL, 接挥发油提取

器,收集管内加入醋酸乙酯 1 mL, 微沸提取 4 h,取

醋酸乙酯层, 用醋酸乙酯清洗收集管, 合并, 定容至

10 mL 作为供试样品。

2. 2. 2　甲基正壬酮对照品与空白对照的制备: 取甲

基正壬酮对照品 1 mL 置 2 mL 量瓶中,加醋酸乙酯

至刻度,即得甲基正壬酮对照品溶液。不加样品,余

同供试样品的制备空白对照。

2. 2. 3　薄层色谱鉴别: 照薄层色谱法[ 6]以正己烷-

醋酸乙酯( 9∶1)为展开剂; 2 �L 甲基正壬酮对照品
与 20 �L 样品点于同一板上, 上行展开 40 m in, 取

出,挥干,喷 2, 4-二硝基苯肼试液。

3　结果与分析

3. 1　鲜草挥发油

3 . 1. 1　地上部分挥发油: 20份鲜草材料地上部分

表 1　材料来源及染色体数

Table 1　Sources of materials and chromosome numbers

材料号 品　名 来　源　地 染色体数目

W01-1 峨眉蕺菜 四川乐山九峰乡 36

W01-86 峨眉蕺菜 四川峨眉山 36

W01-5 蕺菜 四川犍为县清溪 36

W01-48 蕺菜 四川内江市中区 36

W01-39 蕺菜 重庆彭水县汉邻区 54

W01-43 蕺菜 四川马尔康县马尔康镇 54

W01-81 蕺菜 四川荥经县太湖寺 72

W01-16 蕺菜 四川宜宾市宜宾县 80

W01-80 蕺菜 四川绵阳市槐树乡 80

W01-6 蕺菜 四川犍为县九井乡 81

W01-71 蕺菜 四川巴中市磨子乡 81

W01-37 蕺菜 重庆酉阳县中都区 82

W01-96 蕺菜 四川峨眉山中锋寺 82

W01-46 蕺菜 四川都江堰市紫坪 84

W01-92 蕺菜 四川资阳 84

W01-34 蕺菜 重庆秀水县峻岭乡 86

W01-98 蕺菜 四川雅安和龙乡 86

W01-99 蕺菜 四川资阳 88

W01-94 蕺菜 四川雅安望渔乡 90

W01-100 蕺菜 四川邛崃 90

挥发油按斑点数目和清晰度不同大致呈现为 5种类

型,见图 1, 其中 W01-1、W01-86、W01-48、W01-39、

W01-43、W01-46 的图谱呈现 A 类, W 01-5、W01-

81、W01-96、W01-94 的图谱呈现 B 类, W01-16、

W01-80、W01-71、W01-92、W01-34、W01-98、W01-

99的图谱呈现 C 类, W01-6、W01-37的图谱呈现 D

类, W01-100的图谱呈现 E 类。

1-甲基正壬酮　2-空白

1-2-undecan one　2-blank

A～E-分别为鲜草地上挥发油的 5种图谱

A- E-f ive types of T LC pattern of es sent ial

oil in aerial part of f resh plant

图 1　鲜草地上挥发油薄层图谱

Fig. 1　TLC pattern of essential oil in aerial

parts of f resh plant

　　从图 1中可以发现, 不同材料鱼腥草地上部分

挥发油成分具有较大的不同, 反映出较为丰富的变

异。多数染色体数目较少的材料其地上部分挥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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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基正壬酮含量较少,以至于有的材料不能检出

甲基正壬酮。2份峨眉蕺菜(染色体数目均为 36)地

上部分也未检出甲基正壬酮。

1-甲基正壬酮

2-空白

A～C-分别为鲜草地

上挥发油的 3种图谱

1-2-und ecanone

2-blank

A- C-three types

of TL C pat tern of

ess en tial oil in un der

- gr ou nd part s of

fresh plant

图 2　鲜草地下部

分挥发油薄

层图谱

Fig. 2　TLC pa-

ttern of

essential

oil in

under-

ground

part of

f resh

plant

3. 1. 2　地下部分挥发油: 20 份

鲜草材料地下挥发油按斑点数目

和清晰度不同大致呈现为 3种类

型,见图 2,其中W01-1、W01-86、

W01-48、W01-39、W01-43、W01-

46、W01-5、W01-81、W01-16、

W01-80、W01-71、W01-92、W01-

34、W01-98、W01-99、W01-6、

W01-37的图谱呈现 A 类, W01-

96、W01-94 的图谱呈现 B 类,

W01-100的图谱呈现 C类。

从图 2 中可以发现, 不同材

料鱼腥草挥发油成分较为相似,

变异不大,大多数材料都为 A 类

图谱。所有材料地下部分挥发油

中均检出较多甲基正壬酮, 且染

色体数目的变异对甲基正壬酮含

量影响不明显。

3. 1. 3　地上与地下部分挥发油

的比较:由图 1、2可以看出,不同

材料间地上部分挥发油的成分组

成比地下部分具有更大的变化,

即地下部分挥发油的成分组成更

加稳定; 所有材料其各自的地上

地下两部分挥发油的成分也都存

在差异。

3. 2　干草挥发油: 19份材料干草挥

发油按斑点数目和清晰度不同大致呈

现为4种类型, 见图3,其中W01-1、

W01-48、W01-37 的图谱呈现 A

类, W 01-86、W01-5、W01-43、W01-81、W01-16、

W01-46、W01-34、W01-92、W01-99的图谱呈现B类,

W01-71、W01-80、W01-94 的图谱呈现 C 类, W 01-6、

W01-39、W01-98、W01-100的图谱呈现D类。

由图3可知, 干草挥发油的 4种图谱中 A 类与

其余 3类在成分种类上有较大差别, B、C、D 类型间

成分种类上差异不大。所有材料均可检出甲基正壬

酮,但均为模糊的微弱斑点,说明干草挥发油中甲基

正壬酮含量很少。2份峨眉蕺菜同其余 17分蕺菜的

挥发油成分并无显著区别, 分别属A、B两类。

3. 3　鲜草与干草挥发油比较:从图 1、3可看出鲜草

1-甲基正壬酮　2-空白

1-2-undecan one　2-blank

A～D-分别为干草地上挥发油的 4种图谱

A- D-fou r types of T LC pat tern of ess ent ial oil

in aerial parts of dried plant

图 3　干草地上挥发油薄层图谱

Fig. 3　TLC pattern of essential oil in underground

parts of dried plant

与干草挥发油在成分的种类存在明显差异。例如, 所

有材料在甲基正壬酮斑点与展开剂前沿间,干草挥

发油比鲜草挥发油要多出 1～3个斑点。同时还可发

现, 若不考虑挥发油中各成分的含量而仅关注其种

类,不同材料干草挥发油成分的差异比鲜草要小。

4　讨论

乔传卓等
[ 3]
对蔓陀罗同源四倍体的研究发现,四

倍体植株的生物碱含量大约是原植物的 2倍,小天蓝

绣球 Phlox d rummondii 的同源四倍体中能够产生

亲本所不含有的黄酮类成分,吕世民等[ 4]发现怀牛膝

同源四倍体中蜕皮激素较原植物高出 10倍之多, 乔

传卓等
[ 5]
对菘蓝同源四倍体游离氨基酸成分的研究

也发现四倍体游离氨基酸成分组成与二倍体亲本相

比不尽一致。这些研究都表明了染色体数目的变异会

对植物体内的化学成分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 鱼腥

草鲜草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种类和甲基正壬酮含量

同染色体数目间表现出一定正相关,即染色体数目较

多的材料其地上部分挥发油中甲基正壬酮含量比染

色体数目较少的要多,这同他们的研究结果类似, 进

一步证实了染色体数目的变异会对植物体内的化学

成分产生影响。但同时也发现鲜草地下部分挥发油并

无类似相关关系,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材料间差异比

地下部分大。分析其产生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 由
于染色体数目的增加, 其所携带与挥发油产生相关基

因的表达量有所增加, 从而使植株合成了更多的挥发

油成分; � 由于基因表达具有时空性, 使得地上部分

较地下部分更易受基因表达的影响; � 由于地上部分
所处的环境变化比地下部分更大,因而造成地上部分

挥发油成分这类次生代谢产物比地下部分有更多的

差异; �由于代谢产物的定向运输,植株将不同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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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成分运输到不同部位,这也可能是地下部分挥发油

中均含甲基正壬酮的原因。

鲜草与干草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间的差异可能

来源于干草阴干过程中物质的相互转化和挥发损

失,这也可能导致挥发油成分与染色体数目间的关

系消失;不同的采收年也会造成这种差异。至于与鲜

草一同采收阴干的鱼腥草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变

化,将作进一步分析。

笔者曾在分子水平、生化水平对峨眉蕺菜与蕺

菜进行了 DNA 分析和同工酶分析,也对两者进行

了解剖学研究,结果均表明峨眉蕺菜与蕺菜差异不

大
[ 7～ 10]

,本研究发现两者在挥发油成分上也并无明

显差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鱼腥草为干燥全

草,而现在也有使用鲜草的,如鱼腥草注射液。本研

究发现干草与鲜草挥发油在化学成分上有较多的差

异,干草之间或鲜草之间也同样存在较多差异。因

此,有必要分别鉴定其有效成分,制定相应的质量标

准。同时,因为鲜草挥发油与染色体数目存在一定关

系,所以对于需要鲜草为原料的企业, 在 GAP 生产

时可以选择染色体数目大于 80的进行栽培,有利于

获得较多的甲基正壬酮,若利用地下部分作为原料

将会有更好的质量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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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对甘草种子吸胀萌发的影响

刘长利,王文全, 魏胜利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北京　100102)

摘　要: 目的　研究干旱胁迫对甘草 Gly cy r rhiz a uralensis 种子吸胀萌发的影响及其抗旱性。方法　以甘草种子为

试验材料,采用 PEG-6000 模拟干旱条件,测定种子吸胀速率、发芽率、种苗生长情况、组织相对含水量、相对电导

率、SOD 酶活性等指标。结果　随着胁迫程度的加剧,甘草种子吸胀速率、发芽率、种苗生长、SOD 酶活性等指标均

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而组织相对含水量与相对电导率呈下降趋势。结论　甘草种子在适当的干旱胁迫下不但

可以提高种子发芽率, 而且可以提高甘草幼苗的抗旱性。

关键词: 甘草;种子; PEG; 干旱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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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rought stress on imbibition germination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seed

LIU Chang-l i, WANG Wen-quan, WEI Sheng-l i

( Beijing U niver sity of T r 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

Abstract: Object　To study the inf luence of drought st ress on imbibition germination of Gly cy r rhiz a

ur alensis seed and 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it s seedling. Methods　T o measure the imbibit ion rate, ge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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