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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叶益母草引种及栽培试验

罗光宏1，陈 叶1，毛晓春2，张永虎1

(1．甘肃河西学院，甘肃张掖734000；2．张掖市药品检验所，甘肃张掖734000)

细叶益母草Leonurus sibiricus L．为唇形科益

母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全草和果实入药，味苦、性

辛、微寒。具调经活血、祛瘀生新、利尿消肿之功

效[1]。主治月经不调、闭经、产后瘀血腹痛、肾炎浮

肿、小便不利、尿血等症；外用治疮疡肿毒。据《中药

大辞典》(1999)、《中药志》(1988)记载：细叶益母草

含有益母草碱、水苏碱、益母草定、益母草宁等多种

生物碱及苯甲酸、氯化钾、月桂酸、亚麻酸、油酸、甾

醇、维生素A、芸香苷等黄酮类成分；且作益母草入

药，功效与益母草相同[2~4]。河西走廊是细叶益母草

的主产地之一，野生细叶益母草含水苏碱高达

0．56％，生物碱质量分数明显高于《中国药典》2000

年版中记载的益母草生物碱质量分数限度[4]。但近

年来，由于需求量增大，造成乱采滥挖，野生资源日

趋减少，生境惨遭破坏，再加上细叶益母草自然更新

能力低，资源面临濒危状态[5]，为此笔者在本地区开

展了引种及栽培试验。

1试验材料

野生细叶益母草种子采自祁连山区北坡地段，

经甘肃张掖市药品检验所毛晓春副主任药师鉴定为

细叶益母草三．sibiricus L．。

2植物学特征
· 二年生草本，高20～30 em。茎直立，四棱形，被

倒向糙伏毛，常从基部分枝，丛生。叶掌状3全裂，裂

片再三裂或羽状分裂；小裂片线形，边缘反卷，两面

被糙伏毛；最上部苞叶三全裂。轮伞花序组成疏离的

穗状花序；花萼筒状，外面中部以上脉上密被有节长

柔毛；花冠粉红色，长约1．6 cm，上唇比下唇长1／4。

花期7月。生长于山坡、地梗、路旁、水渠边。

3地理分布概况

野生种分布于海拔2 200 2 400 m的草丛及河

溪湿润处，该地段具有温差大、四季分明的大陆性气候

和水、热显著的垂直地带性变化的高山气候特点。全年

日照2 683 h，年均气温o～1℃，极端最高温度37．8

℃，极端最低温度一27．6℃，降水量250～400 mm，

蒸发量1 350～3 240 mm，无霜期115 d，年总辐射量

133．36 kcal／cm2，土壤为黑褐色森林土。

试种区选地为甘肃山丹县霍城乡，属典型大陆

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少雨，秋季降

水多、降温快、多早霜，冬季严寒；全年平均日照

2 809 h，海拔高度1 900 m左右：年平均气温5．8

℃，最高温度39．1℃，最低温度一33．3℃；平均年

降水量196．2 mrn，蒸发量2 047．9～2 341 mm，无

霜期149 d。实验地土质为耕种粟钙土，持水性较好。

4栽培方法

4．1选地、整地：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而疏松，地

势平坦，排灌良好的砂质壤土或富含腐殖质的壤土。土

壤pH值为7．8，前茬为小麦。前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

翻，灌足底墒水，早春精细整地，并用500倍的多菌灵

消毒。结合耕地，施优质有机肥37 500,--．45 000 kg／

hm2，磷二胺375 kg／hm2或尿素150～225 kg／hm2，

复合肥375～450 kg／m2，均匀混施于土壤中。

4．2播种

4．2．1种子处理：野生细叶益母草的种子实际是矩

圆状三棱形的小坚果，长0．5 CITI，直径0．3 cm，一个

果实内含一个种子。种子发芽率较低，为40％～

50％，且在田间出苗不整齐，常导致缺苗断垄现象发

生。为此将待播的种子用0．1％赤霉素处理24 h，对

促进种子萌发很有效，且种子发芽的整齐度明显提

高到75％。也可用3％H：O。浸种24 h，发芽率可提

高到70％以上。

4．2．2 播种：播种期为4月上旬(当气温稳定通过

10℃时进行)，播种方法采用搂播，深1～1．5 cm，行

距30 cm，播种量为0．003 kg／m2，播后覆土，并稍加

镇压。如果土壤墒情较差，可立即灌水。

4．3 田间管理：播种7 d即可出土，当真叶出现4片

时间苗，6片叶时定苗，株距掌握在10 cm为宜，一般

中等肥力的地块需保苗30～37．5株／m2。幼苗期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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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要及时拔除，结合除草进行中耕，一般需中耕

3～4次。早期中耕宜深，以后渐浅，以免伤根。追肥以

氮肥为主，在五叶期时适当追施一次，一般地块追施尿

素150 kg／hm2，越冬前要盖2 cm厚的腐熟农家肥，以

利越冬；第二年植株返绿时追施尿素10 kg左右；五月

中旬追施尿素15 kg；在开花前20 d，每7天叶面喷施

磷酸二氢钾一次。追肥后立即灌水，后期视苗情适量灌

水，保持地面湿润即可，且忌水涝。

4．4防治虫害：细叶益母草在生长过程中的虫害主

要是蚜虫，可用1 000倍的菊马乳油或40％乐果乳

化剂1 500倍液进行喷洒，注意忌用剧毒型农药，采

收前30 d停止用药。

4．5采收加工：细叶益母草生长2年即可采收。当

夏、秋问花开时，割取地上全草，除去杂质，切段，晒

干备用。

5小结

开展人工引种、栽培细叶益母草，是解决资源面

临濒危状态和供求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临近野

生生长地带开展人工驯化栽培，结果表明：人工栽培

的细叶益母草适应性强，生长状况良好，其产量和经

济效益都很可观，经甘肃张掖市药品检验所化验，栽

培种含盐酸水苏碱(C，H。。NO。)达o．52％，与野生种

盐酸水苏碱(C，H。。NO。)0．56％相接近，且明显高于

《中国药典>>2000年版中记载的益母草生物碱质量

分数限度，可进一步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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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法测定木蝴蝶中黄芩苷

王克英

(贵州省药品检验所，贵州贵阳550004)

木蝴蝶为紫葳科木蝴蝶Oroxylum indicum

(L．)Vent．的干燥成熟种子。具有清肺利咽、疏肝

和胃作用。木蝴蝶为常用中药，也是中药复方制剂的

常用药。为《中国药典》历版收载的品种，2000年版

质量控制仅限于鉴别项，为此2005年版一部重新起

草修定该品种。木蝴蝶其主要有效成分为黄芩苷，为

控制其质量，笔者在起草质量标准时，采用RP—

HPLC测定木蝴蝶的黄芩苷。通过测定20批不同产

地木蝴蝶，实验结果稳定，重现性好，为新版药典木

蝴蝶品种质量控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仪器与试药

惠普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超声波清洗器(北

京医疗设备二厂)，实验所用甲醇为色谱纯，磷酸为

分析纯，水为重蒸馏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黄芩

苷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木蝴蝶药

材来自全国20个产地，20批样品见表1。

2方法与结果

收稿日期：2004一i0—12

表I木蝴蝶样品中黄芩苷测定结果白一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baicalin in 0．indicum(咒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