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4· 中草蒋Chinese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7卷第6期2006年6月

·药材与资源·

七种栽培类型菊花的植物学特征、产量及有效成分比较研究

盛蒂1，郭亚勤1．王旭东2，刘德辉”

(1．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5；2．江苏苏洋药材集团公司，江苏射阳 224300)

摘要：目的通过对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射阳县7个不同栽培类型药用菊花的植物学特征、产量、有效成分的比

较，为菊花良种的扩繁和菊花生产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方法用田间小区试验，对红心白菊、长瓣白菊、湖白菊等

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植物学特征、产量、有效成分(总黄酮、绿原酸)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种植基地7个栽培

类型药用菊花的植物学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单株头状花序(即花头数)数量是影响菊花产量的首要因素，产量以红

心白菊最高，总黄酮和绿原酸的量均以长瓣白菊最高。结论经综合评价分析，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菊花生产以红

心白菊和长瓣白菊为首选，其次为湖白菊和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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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botanical characters，yield，and active components in flowers

of seven cultivars from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SHENG Dil，GUO Ya—qinl，WANG Xu dong。，LIU De huil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Nani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2．Jiangsu Suyang Medicinal Material Co．。Ltd．，Sheyang 224300t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botanical characters，yield，and active components in flowers of

seven various cuhivars from Chrysanthemum l,lloriJolium in planting base in Sheyang County，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plangting and expanding reproduction of

improved cultivars of C．mori．南liurn．Methods Based on the field experiment，comparison，and analysis

of the botanical characters，yield，and active components(total flavonoid and chlorogenic acid)in flowers

of the seven cultivars from C．morifolium，such as“Hongxinbaiju”，“Cha“gbanbaiju”，and“Hubaiju”etc．

Results The botanical characters of flowers are vary different among the seven cultivars from medicinal

C．morifidium in the planting base；the amount of single capitulum i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on the

yield of C．morifolium，tile yield of“Hongxinbaiju”is the highest；tim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 and

chlorogenic acid of“Cbangbanbaiju”are the highest in the seven cuhivars．Conclusion From all the as—

pects，in the planting base of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Hongxinbaiju”and“Cha“gbanbaiju”can be ex—

tended as major cultivars with good characters of superior quality and high yield，“Hubaiju’’and

“Huangiuhua”also can be cuhivated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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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为菊科植物菊Chrysanthemum morifoh'um

Ramat．的千燥头状花序，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

的功效”1。主要含挥发油、菊苷、氨基酸、黄酮类及绿

原酸等多种成分03。菊花总黄酮具有降血压，扩张冠

状动脉，防止冠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临床上用于治疗

高血压和冠心病o。1。《中国药典》将绿原酸作为检测

指标，但是，不能以单一成分衡量菊花质量的好坏，当

绿原酸和黄酮类成分均高时，才是质量优者‘“。

菊花的产地不同、品种不同，其化学成分及质量

分数也有差异。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射洋县洋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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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

就开始引种菊花、丹参、白术等中药材，近年来，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2004年药用菊花种植面积已达

2 200 hm 2，年产菊花超过6 000 t，占全国菊花总产

量的50％以上。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已形成一些

相对稳定的栽培类型，本研究用田间小区试验，对红

心白菊、长瓣白菊、湖白菊等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

的植物学特征、产量、有效成分(总黄酮、绿原酸)进

行比较和分析，为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的菊花生产

筛选高产优质的栽培类攫。

1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概况

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射阳县洋马镇，该镇位

于苏北中原中部，北纬33。247～34。07‘，东经119。

59’～120。33 7，属海洋性气候，年降水量1 023．6

mm，年平均气温1 3．6 C．全年日照时数约2 320 h。

无霜期220 d。气候温和湿润、水资源丰富，土壤类型

属滨海盐土，全镇土地面积超过5 000 hm2，其中中

药材种植面积约4 400 hm2，1 998年被中国天然药

物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药材之乡”。

2材料与方法

2．1供试材料：2004年6月10日，将菊花的7个

不同栽培类型栽种于洋马镇南京农业大学校外实习

基地，每小区种植一个栽培类型，小区面积为667

m2，行距38 cm，株距30 cm，周围设保护带，小区间

设保护行。

2004年11月6日采摘头状花序，将头状花序

置烘箱于105 C杀青5thin后50℃烘干，备用。同

时在田问调查各种栽培类型菊花的相关植物学

特征。

2．2分析方法”。

2．2．1供试材料中水分的测定：按照《中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菊花项下方法测定。取样品粉末约2

g，精密称质量，在105 c干燥5 h，精密称定质量，

根据减失的质量，计算出菊花台水量。

2．2．2绿原酸的测定：参照《中国药典}2005年版

一部菊花项下方法测定。

色谱条件：Waters高效液相色谱仪(510泵、

996二级管阵列检测器、Millennium 32工作站)}色

谱柱Alltima C1 s(250 mm×4．6 mill，5 pm)；流动

相0．1 mol／L磷酸二氯钠缓冲液甲醇(78：22)；体

积流量1 mL／min；检测波长：328 nm。

样品测定：取样品粉末1 g，精密称定，加50．0

mL甲醇，称定质量，I旦】流提取2 h，放冷，用甲醇补

足减失质量，滤过。弃去初滤液，收集续滤液。精密吸

取续滤液2 m1．，在水浴上挥干甲醇，加氯仿2 mI。．

浸渍3 rain，弃去氯仿，挥干氯仿，残渣用于转移至

10mL量瓶中．并加至刻度，过0．45”m微孔滤膜，

进样20 pL．依法测定。并依据含水量，计算出下品

中绿原酸的量。

2．2．3总黄酮的测定；参照《中国药典}2005年版

一部槐花项下芦丁测定方法测定。

取样品粉末l g，精密称定，精密加50．0 mL甲

醇，称定质量，回流提取2 h，放冷，用甲醇补足减失

质量，滤过，弃去初滤液，收集续滤液。精密量取1．0

mI．置25 mL量瓶中．依法测定。并依据含水量，计

算出于品中总黄酮的量。

3结果分析

3．1不同栽培类型菊花花序相关件状分析：某种程

度上，菊花中营养、食疗，药效与其花序质量密切相

关。对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花序性状进行分析

的结果(表1)表日爿，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花序性状

存在较大差异。供试不同栽培类型菊花中新白菊的

头状花序直径最大(5．33±0．5 6)cm，比其他栽培类

型大0．54～1．60 cm；从舌状花来看，瓣数最多的是

长瓣白菊，达133．4瓣，最少的是新自菊，只有59．0

瓣，不过瓣长、瓣宽却以新白菊最高，分别为2．01、

0．65 ciil；单花鲜质量最高的是长瓣白菊，为j．38

g，最小的是红心白菊，为0．70 g。对构成单花鲜质

量的花序相关性状(直径、瓣数、瓣长、瓣宽和长宽

比)的分析表明，单花鲜质量与瓣长和直径均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表2)。

3．2产量与植株性状相关分析：对7个不同栽培类

型菊花植株性状进行对比分析(表3)．结果表明，不

同栽培类型菊花的分枝数、花头数和单花鲜质甓差

异很大，红心自菊的分枝数、花头数、产量均最高，其

分枝数、花头数、产量(千质蘑)分别是其他6个栽培

类型的】89．o％～124．8％、214．7％～118．o％、

166，5％～108．2％。对产量(干质量)与菊花植株性

状(株高、分枝数、花头数、单花鲜质量)进行相关分

析的结果表明．菊花的产量与花头数呈显著正相关

(表4)。

3．3 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总黄酮、绿原酸量的比

较：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总黄酮和绿原酸量的测定

结果见表5。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总黄酮的量次

序为：长瓣白菊(69．95 mg／g)>红心白菊(57．37

mg／g)>湖白菊(48．】3 mg／g)>黄菊花(45．56

mg／g)>小白菊(34．68 mg／g)>新自菊(18．24

mg／g)>小红心白菊(1 7．32rng／g)．其巾长瓣白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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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同栽培类型菊花花序性状比较“±s，Ⅳ一20)

Table 1 Comparison of inflorescence characters of various cultivars from C．morifolium(i土s。n一20)

表2单花鲜质量与花序性状的相关分析

Table 2 Relative analysis of fresh weight of single flower

and inflorescence characters

和红心白菊的总黄酮的量分列前二位，分别是小红

心白菊总黄酮量的4，04和3．31倍。可见不同栽培

类型菊花之问的总黄酮量差异甚大。菊花总黄酮具

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防止冠脉粥样硬化等作

用，可治疗高血压和冠心病，因此，生产上选择栽培

类型时应予以考虑，尽可能选用总黄酮量高的菊花

品系或栽培类型。

表3不同栽培类型菊花植株性状比较(i±。，n=20)

Table 3 Comparison of botanical characters of various eultivars from C．morifolium(i土5，H一20)

衰4产量与植株特征相关性检验

Table 4 Relative test of yield and botanical

characters of plantlet

从表5可知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问的绿原酸

的量亦有较大差异。《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菊花

项下绿原酸的最低限量是0．2％(相当于2．00 rag／

g)，小白菊、新白菊、小红心白菊的绿原酸的量分别

为1．71、0．86、0．63 mg／g。根据这一标准．均未达到

《中国药典》规定的最低限量；而其余4个栽培类型，

长瓣白菊中绿原酸的量(4．31 mg／g)最高，红心白菊

(3．26 nag／g)次之、湖白菊(3．18 mg／g)居第三。绿

表5不同栽培类型菊花总黄酮、绿原酸抽一3)

Table 5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 and chlorogenic acid

in various cultivars from C．morifolium(n=3)

原酸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诱变、扩冠降脂、保肝利

胆、抗菌、抗病毒、解痉等多种作用口]，因此，生产上

选择菊花栽培类型时亦应尽可能选用绿原酸量高的

菊花品系或栽培类型。

综合衡量菊花总黄酮和绿原酸这两个主要指

标，7个供试菊花栽培类型中，长瓣白菊和红心白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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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第一和第二，湖白菊位居第三。

4结论

综上所述，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7个不同栽培

类型菊花中，花序的各个指标，即直径、瓣数、瓣长、

瓣宽、长宽比、单花鲜质量都有较大差异，对单花鲜

质量与以上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单花鲜

质量与直径和瓣长均呈显著正相关。各栽培类型的

株高、分枝数、花头数、折干率、产量也各异，其中以

红心白菊的分枝数、花头数、产量最大；产量与花头

数间呈显著正相关，单株头状花序(即花头数)数量

是影响菊花产量的首要因素。

7个不同栽培类型菊花的总黄酮、绿原酸的量差

异很大。小白菊、新白菊、小红心白菊3个栽培类型的

绿原酸的量未达到《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菊花项

下的最低限量，而且他们的总黄酮的量也相对较低。

如前所述，尽管新白菊、小红心自菊的产量及其某些

植物学性状有一定优势，但其总黄酮、绿原酸的量甚

低；且小白菊的产量和内在质量均不理想，鉴于目前

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药农种植的菊花品系中这3种

栽培类型仍占有一定比重，严重影响经济收益和菊花

药用功效，因此，建议生产上应淘汰小白菊、新白菊和

小红心白菊这3个栽培类型。综合考虑菊花质量和产

量这两大因素，7个供试菊花栽培类型中，推荐长瓣白

菊和红心白菊为中药材种植基地的首选菊花栽培类

型，湖自菊和黄菊花可作为备选栽培类型。

通过3年试验研究，虽然笔者筛选出长瓣白菊

和红心白菊等优良栽培类型，但因药用菊花在栽培

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异，结合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存

在的菊花品种退化，产量、质量不稳定的现象，以及

开花后期易遭霜冻、滩涂土壤(pH 7．8。盐分较高)影

响生长等问题，有必要开展菊花优良品种的选育工

作。笔者将在江苏省高技术研究项目“药食兼用菊花

优良品种的选育”(BC2005318)的研究1：作中，继续

筛选优良的菊花种质资源，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和传

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培育出适合该种植基地的

菊花优良品种，为该地区的菊花生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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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仙人掌植物内生真菌抑菌活性的研究

秦盎，邢珂，吴少华，张琦，陈有为1

(云南大学省微牛物研究所教育部微生物资源开放研究重点实验室，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目的从墨西哥仙人掌、元江仙人掌、绿仙人掌的内质茎巾分离内生真菌．并进行初步鉴定及活性筛选。方

法选择30种病原微生物作为指示菌进行抑菌试验。结果从3种仙人掌的茎中分离出111株内生真菌，其中49

株内生真菌对一种或多种病原微生物有抑制作用，来自墨西哥仙人掌、元江仙人掌、绿仙人掌的抗菌活性菌株比例

分别为48．4％、42．9％及42．3％，其中平板抑菌直径大于l 5mill的高抗菌株有20株。抗菌活性菌株主要分布于青

霉属、曲霉属等19个属中。结论首次从仙人掌中分离和鉴定出111株内生真菌，仙人掌内生真菌中Jl泛分布着

活性菌株。

关键词：仙人掌属；内生真菌；抑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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