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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系黄连产量和质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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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考察和比较湖北黄连GAP基地选育的3个不同品系黄连(大花叶、无光叶、小花叶)的产量和质

量。方法采用田间随机区组设计，连续3年采集3个品系黄连根茎样品，分别以烘干法测定其质量，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和高压液相色谱法分别测定其总生物碱和盐酸小檗碱的量。结果在考察的3个品系药材样本中，各品系

三年生黄连产量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四年生和五年生黄连中，大花叶和无光叶品系产量均明显高于小花

叶品系(P<0．05)；在三年生、四年生、五年生黄连中，各品系总生物碱和盐酸小檗碱的量无明显差异(尸>o．05)。

结论大花叶和无光叶品系的黄连产量高、质量合格，可作为黄连规范化种植的种子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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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compar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optis chinensis from three

varieties(Dahuaye，Wuguangye，and Xiaohuaye)that bred in GAP cultivation habitat in Fubaoshan，

Hubei Province．Methods Thre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every year in the field．which were stochastically

designed in past three—years and weighted by roasting for dryness．The weight and the contents of total

alkaloids and berberine were determined bv UV and HPLC。respectively．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varieties on the yield of three—year—old samples(P>O．05)，but the

yields of four——year——old and five——year——old Dahuaye and Wuguangye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Xiaohuaye sample(P<0．05)，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varieties on the

contents of total alkaloids and berberine(P>0．05)．Conclusion The varieties of Dahuaye and

Wuguangye are excellent in higher yield and better quality，and both of them can be used as origin seeds in

the GAP plantation of C．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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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Coptis chinensis Franch．为毛茛科黄连属

植物，又名味连，为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以根茎入

药，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并被列为上品口]，具有

泻火、解毒、清热燥湿等功效。黄连的化学成分以季

胺型生物碱类物质为主，如盐酸小檗碱、巴马汀、药

根碱、黄连碱，其中盐酸小檗碱是其主要成分[2]，现

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其有抗菌、抗肿瘤、保护肝脏等作

用[3~6]。长期以来，黄连在生产上以种子繁殖和分兜

繁殖为主，一般由药农自行采集留种或者在采挖时

剪取分兜苗，没有进行规范的人工选种，导致后代群

体良莠混杂，植株性状参差不齐，出现多种变异类

型[7]。利川I市福宝山黄连GAP基地根据长期经验，

从多种变异类型中选育了3个品系(大花叶、小花

叶、无光叶)拟作为黄连规范化种植的种子基原。笔

者在福宝山黄连GAP基地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进行

小区试验，对3个品系黄连三年生、四年生、五年生

药材的产量、总生物碱及盐酸小檗碱的量进行测定

分析，希望最终确定黄连种质，为黄连GAP种植基

地提供优良种子基原。

1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与试剂：DZF一真空干燥箱(上海精密试

验设备有限公司)，722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

市第三分析仪器厂)，日本岛津LC—loA高效液相

色谱仪，SPD一10Avp紫外检测器，浙大智达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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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工作站，盐酸小檗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批号：0713—9906，110713—200208)，甲醇、乙腈为

色谱醇，其余试剂均为分析醇。

1．2 材料：样品采自湖北省利川市福宝山黄连

GAP基地试验小区，经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李建

强研究员鉴定为毛茛科黄连属植物黄连Coptis

chinensis Franch．。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植物标本馆。

2方法与结果

2．1产量测定

2．1．1样品采集：2003--2005年每年10下旬在利

川I市福宝山黄连GAP基地试验小区采集黄连样

品。每个重复随机采样15株，去净泥沙，于100。C

下烘5 min，将根茎取下，除去须根。

2．1．2质量的称定：将黄连样品根茎置于80℃下

烘至恒重，分别称质量并计算平均值，结果见表l

(各重复中的样品质量均为15株的平均值)。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以

表1不同品系黄连单株质量

Table 1 Single plant weight of C·chinens妇

from various varieties

品 系
生长

年限

三年

四年

五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单株质量／g

重复I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值／

大花叶黄连

无光叶黄连

小花叶黄连

表2不同品系黄连单株质量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single plant weight

of C．chinensis from various varieties

生长年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P

三年生 组间0．815 2 0．407 2．806 0．138

组内0．871 6 0．145

总体 1．686 8

四年生 组间 6．035 2 3．018 20．450 0．002

组内0．885 6 0．148

总体 6．921 8

五年生 组间 10．223 2 5．112 36．201 0．000

组内0．847 6 0．141

总体 11．070 8

2．2总生物碱测定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盐酸小檗碱

9．9 mg，置于25 mL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刻度，摇匀，备用。

2．2．2 标准曲线的制作：吸取对照品溶液0．5、

1．0、1．5、2．0、2．5 mL分别置于100 mL量瓶中，以

0．05 mol／L H'2SO。水溶液定容至刻度。在345 am

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

(X)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Y一

0．152 1 X+0．013 7，r=0．998 4，线性范围为

1．98～9．9 ttg／mL。
。

2．2．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黄连粉末

0．5 g，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50％甲醇40 mL，于

水浴锅中回流2 h，滤过；重复提取2次，合并滤液

并置于100 mL量瓶中，以50％甲醇定容至刻度，

吸取此滤液1 mL，置于100 mL量瓶中，以0．05

mol／I。H。SO。水溶液定容至刻度，待测。

2．2．4稳定性试验：取供试品溶液，在0、0．5、1、2、

4、8、12 h测定吸光度，计算RSD为1．6％(扎一5)。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12 h内稳定。

2．2．5 精密度试验：取一定质量浓度的盐酸小檗碱

对照品溶液测吸光度，计算RSD为0．9％(咒=5)。

2．2．6重现性试验：取同一供试样品5份，制备供

试品，测定总生物碱的质量分数，计算RSD为

2．1％，表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重现性。

2．2．7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已测定的样品5份，每

份约0．25 g，精密加入盐酸小檗碱对照品适量，按

2．2．3项制备供试品溶液，测定，平均回收率为

95．61％，RSD为2．10％。

2．2．8样品的测定：取各品系黄连样品干燥粉末约

0．5 g，精密称定，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以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生物碱的量。结果见表3。方差

分析见表4。

2．3盐酸小檗碱测定

2．3．1 色谱条件：日本岛津SB—C。。色谱柱(150

mm×4．6 mm，5弘m)；流动相：乙腈一0．05 mol／L

磷酸二氢钾一三乙胺(30：70：2，磷酸调pH 3．5)；

体积流量：1．0 mL／min；检测波长345 nm；灵敏度

0．i00 0 Aufs；柱温为室温；进样量：10弘L。

2．3．2对照品的制备：精密称取盐酸小檗碱对照品

10．8 mg，置于25 mL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刻度，混匀，备用。

2．3．3 标准曲线的制备：吸取对照品溶液0．5、

1．0、1．5、2．0、3．0、4．0、5．0 mI。分别置于100 mL

量瓶中，以盐酸一甲醇(1：100)定容至刻度。将配制

的不同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液进样10 pL，以峰面

积(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回归方程为Y一4 8 08X一7 5 0 5．8，r一

；一弘"n弘％曲跗弧踮

一2

4

5

2

3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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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品系黄连总生物碱的量(万一3)

Table 3 Total a像aloids in C．e脯nensis

from various varieties(辟一3)

生长 总生物碱／％
品 系

年限—i五———1氧i了——。三夏1
平均值／

g

大花叶黄连

无光叶黄连

小花叶黄连

三年 16．54

四年 17．45

五年 18．50

三年 16．51

四年 17．20

五年 18．60

三年 15．73

四年 16．75

五年 17．30

15．46

17．35

18．70

17．11

16．95

18．25

14．52

17．30

17．70

表4不同品系黄连总生物碱量的方差分析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total alkaloids

in C．ehinensis from various varieties

年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j’值 显著性P

三年生 组间 3．394 2 1．697 2．424 0．169

组内 4．200 6 0．700

总体 7．594 8

四年生 组间0．285 2 0．142 4．071 0．076

组内0．210 6 0．035

总体0．495 8

五年生 组间0．184 2 0．092 0．858 0．470

组内0．643 6 1．100

璺签 !：!!! 1

0．999 5，线性范围为15．9～174．1弘g／mL。

2．3．4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黄连样品粉末约50

mg置于100 mL量瓶中，加盐酸一甲醇(1：100)

50 mL，于60℃水浴锅中温浸30 min，然后超声

30 min，以盐酸一甲醇(1：100)定容至刻度，摇匀，

以微孔滤膜滤过，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3．5稳定性试验：取供试品溶液，在0、0．5、1、2、

4、8、12 h分别进样，记录峰面积，计算RSD为

1．9％(咒一5)，表明供试品溶液在12 h内稳定。

2．3．6精密度试验：取一定浓度的盐酸小檗碱对照

品溶液，吸取10弘L进样，记录峰面积，计算RSD

为2．0％(以=6)。

2．3．7重现性试验：取同一供试样品5份，精密称

定，制备供试品，进样，测定盐酸小檗碱的量，计算

RSD为1．3％。

2．3．8 回收率试验：取已测定的样品5份，每份约

50 mg。分别精密加入盐酸小檗碱对照品适量，按

2．3．4项制备供试品，进样测定，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97．22％，RSD为0．65％。

2．3．9 样品测定：取不同品系黄连样品干燥粉末

50 mg，精密称定，按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结果见表5，方差分析见表6。

表5不同品系黄连盐酸小檗碱的■(弹=3)

Table 5 Berberine in C．e胍nensis from

various varifies(一一3)

表6不同品系黄连盐酸小檗碱■的方差分析

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ot berberine in C．chinensis

from various varieties

年限 平方和自由度 均方 j’值 显著性P

三年生 组间 1．075 2 o．537 2．718 o．144

组内 1．187 6 o．198

总体 2．262 8

四年生 组间 o．527 2 o．264 4．061 o．077

组内 o．390 6 o．065

总体 o．917 8

五年生 组问 o．553 z o．277 2．917 o．130

组内 o．569 6 o．095

璺堡 !：!!! 1

3讨论

3．1从表1、2可以看出，三年生不同品系黄连在产

量上没有显著差异(P>O．05)。但是四年和五年生

大花叶和无光叶品系与相同年份的小花叶品系在产

量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o．01)，同样年份大花叶

和无光叶品系的产量没有显著差异(P>0．05)。结

果显示大花叶和无光叶品系从第四年起根茎生长明

显快于小花叶品系。

3．2表3、4表明各品系三年生、四年生和五年生样

品黄连总生物碱的量没有显著差异(P>0．05)。表

5、6显示各品系三年生、四年生和五年生样品盐酸

小檗碱的量也没有显著差异(P>O．05)。由此可见，

大花叶、无光叶品系与小花叶品系之间的差别主要

体现在产量上，而在质量上并无多大差异。

3．3 经历年测产情况得知，五年生黄连产量为

3 750～4 500 kg／hm2，以9×105株／hm2计，折合单

株药材质量为4．16～5 g。有报道说五年生黄连的

单株质量可达5．2 gE8|。而笔者测得大花叶和无光叶

品系五年生单株平均干质量分别为5．71和5．49

g，表明这两个品系确为高产品系。从质量上看，大

花叶和无光叶品系各年份样品黄连总生物碱的量在

14．48％～18．70％，盐酸小檗碱的量在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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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均达到《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规定的

标准，与黄小平和钟国跃最近报道的黄连总生物碱

和盐酸小檗碱的量测定结果相近[9’1⋯，表明湖北利

川市福宝山黄连GAP基地选育的大花叶和无光叶

品系质量较好，高产性状突出，适合作为黄连种子基

原用于GAP栽培。建议黄连产区在实施规范化种

植的过程中将大花叶和无光叶品系作为优良种子予

以推广。

References：

[1]Xu J T，Wang L Q，xu B．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optis

chinensis口]．Acta Acad Med Sin(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2004，26(6)：704—707．

r21 Gernakova M，Kostalova D．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ber—

berine—a constituent of Mahonia aquifolium[J]． F“缸

Microbiol，2002，47(4)：375—378．

r3]Lizuka N，Miyamoto K，Okita K，et a1．Inhibitory effect of

Coptidis Rhizoma and berberine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celllines[J]．Cancer Lett，2000，148(1)：

19—25．

[4]Iizuka N，Miyamoto K，Hazama S，et a1．Anticachectic

effects of Coptidis Rhizoma，an anti—inflammatory herb，on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that produce interleukin 6 l-J]．
Cancer Lett，2000，158(1)：35—41．

[5] Fukuda K，Hibiya Y，Mutoh M，et a1．Inhibition by
berberine of cyclooxygenase一2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i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口]．Ethnopharmacology，1999，66
(2)：227—233．

[6]Huang J M，Wang C J，Chou F P，et a1．Inhibitory effect of

berberine on tert—-buryl hydroperoxide——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in rat liver口]．Arch Toxicol，2002， (11)： 一

．

．76

664670

[7]Wang D H．Studies on types of character variation of Coptis
chinensis population[J]．Chin Tradit Herb Drugs(中草药)，
2002，33(6)：558—560．

[8]Zhao G Q，Du Z P．Effect on quality and yield of Coptis
chinensis with its different age and month at different altitude

[J]．Chin Tradit Herb Drugs(中草药)，2002，33(12)：

[9]

[10]

1119一1121．

Huang X P，Zhang Y，Zhong G Y．Determination of total

alkaloid in RhizD，”n Coptidis of different growth years and

from different places口]．Res Pract Chin Med(现代中药研
究与实践)，2004，18(1)：42—43．
Zhong G Y，Huang X P，Ma K S，et a1．Quality assessment

for Coptis chinensis in China J 1．China J Chin Mater Med

(中国中药杂志)，2005，30(7)：495—497．

金银花与山银花原植物叶表皮特征的}匕较研究

耿世磊1，赵晟1，姚飞平1，徐鸿华2

(1．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42；2．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要：目的探求一种准确、简便、快速鉴定金银花药材和山银花药材植物来源的方法。方法利用光学显微镜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比较忍冬属5种植物(忍冬、华南忍冬、红腺忍冬、水忍冬、大花忍冬)的叶表皮特征。结果

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下该属不同植物的叶表皮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结论 叶表皮特征可有效地用于金银花和

山银花药材原植物的物种鉴别，并据此分别列出了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下忍冬属5种植物叶表皮特征的分种检

索表。

关键词：金银花；山银花；叶表皮特征；忍冬属；扫描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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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leaf epidermis characters on Flos Lonicerae and Lonicera confusa
GENG Shi—lei1，ZHAO Shen91，YAO Fei—pin91，XU Hong—hua2

(1．Research Center of Medicinal Plant，College of Life Sciences，South China Agricu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2．Colleg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the plant source of Flos Lonicerae and

Lonicera confusa rapidly，precisely，and efficiently．Methods Using LM and SEM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haracters of leaf epidermis of the five species of Lonicer L．including L．japonica，L．confuse，L．

hypoglauca，L．dasystyla，and L．macrantha．Result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leaf epidermis

among the five species of Lonicera L．under LM and SEM．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

epidermi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plant source of Flos Lonicerae and L．confusa．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under LM and SEM．the retrieval keys to the five species of Lonicera L．have been

compiled．

Key words：FZ∞Lonicerae；Lonicerae confusa DC；leaf epidermis characters；Lonicerae L．；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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