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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农药进行降解，结果无二次污染，降解速度快，且不破坏人

参中的原有成分，能保证人参外形特征。李欢欣等口3采用超

临界COz流体萃取法去除黄芪中残留的有机氯农药，残留农

药去除率达87．6％，脱除前后黄芪中甲营及相关组分没有显

著性变化。

5结语

目前我国中药的农药残留污染以有机氯农药为主，有机

磷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次之，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极少。

中药中有机氯农药残留具有以下特点：(1)检出率相当高，但

其残留量大多在相关的标准限量内，(2)相同产地不同药材、

不同产地相同药材的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不同，(3)同一药材

的不同部位农残量有较大差别，地下部分的药材受污染机会

最大；有些药材栽培时间长，农药易在植物体内蓄积。药材中

农残量一般随栽培时间的增长而增长；(4)人工栽培药材的

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比野生药材要高；(5)不同加工方式对中

药材农残量有较大影响，中成药的农残量一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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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节风药材资源现状及其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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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了解我国肿节风药材野生及栽培资源现状，为肿节风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

采用访问、实地调查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相结合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对策。表明肿

节风民间用药资源消长基本平衡，随着现代药理与毒理研究的深入，肿节风成为我国法定的常用中药材，工业化生

产的肿节风制剂大量应用于l临床，全国资源蕴藏量正在锐减，以前盛产肿节风的地区，现今甚至面临资源灭绝的危

险；人工栽培存在研究多、应用少、推广难等问题，目前还不能真正成为中成药生产企业的主要药源。提出加强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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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优良品种的选育、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建立肿节风GAP基地，是肿节风药材资源可持续利

用、肿节风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肿节风；草珊瑚；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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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ustained utilization ot Herba Sarcand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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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ed utilization

肿节风(又名草珊瑚、九节茶、接骨木)为常用中药，系金

粟兰科草珊瑚属植物草珊瑚Sarcandra glatrra(Thunb．)

Nakai的全草，始见于《本草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历代本

草均有记载。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区。其味

辛、苦，性平，有抗菌消炎、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活血止痛、通

经接骨等功效，用于治疗各种炎症性疾病、风湿关节痛、疮疡

肿毒、跌打损伤、骨折等。现代药理和毒理研究表明，肿节风具

有抗菌消炎、抑制流感病毒、抗肿瘤、促进骨折愈合及镇痛等

多种活性，而且肿节风及其提取物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全国现

有几十家企业以肿节风为原料生产中成药，产值达数亿元。由

于肿节风药材目前主要以野生为主，而且使用药材的全草，导

致资源大幅度减少，许多传统产区已经枯竭。为了保障肿节风

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笔者在浙江省科技厅和浙江省林业厅

的资助下，开展了肿节风资源调查及其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1研究方法

1．1文献查阅：先后查阅了浙江省情报中心馆藏资料库、中

国科技经济新闻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库、中国科技论文数

据库、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科技

成果数据库、重大成果(原科技成果)数据库、科技奖励项目

数据库、实用技术(原科技成果)数据库、火炬计划数据库、中

国发明专利数据库、农学(农艺学)文献数据库、中药学文献

数据库、农业基础科学文献数据库、农作物文献数据库等

198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

1．2野外调查与访问：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2004—

2006年采用访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赴浙江、江

西、福建、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10省

30余县市开展肿节风种质资源调查(《中国药典》规定肿节

风的原植物为S．glabra，但海南草珊瑚S．hainanensis

(Pei)Swamy et Bailey与之相近，药用价值相当，为此在肿

节风资源调查时一并开展)。在实地调查前，向当地药材公

司、林业局、科技局、医院(卫生院)、肿节风中成药生产企业

等单位和老中医、老药农了解肿节风资源分布情况，资源蕴

藏量，保护与利用，以及近年来肿节风资源的消长情况。同

期，还先后查阅了浙江林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等植物、中药材标本。

2结果与分析

2．1 种质资源与分布：草珊瑚自然分布从东亚即日本、朝鲜

南部至我国台湾和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华东、华中、华南至

滇、黔、桂)至中南半岛。其亚种S．glabra ssp．brachystachya

分布于印度东北(阿萨姆)、那加丘陵(Nagaland)、梅加拉亚

邦(Meghalaya)，孟加拉国(曼尼普尔)和印尼(爪哇)间断分

布。同属另一种海南草珊瑚与之相近，仅在我国华南南部、南

岭以南(南达海南)、滇南以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

邦)和斯里兰卡分布，华南、海南在loo～1 550 m为前种的

替代种[1]。乔传卓等[21对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产的海南草珊

瑚生药学研究表明，其包括了一个变异极大的混合种群。在

对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湖南

10省30余县实地调研结果表明，草珊瑚与海南草珊瑚之间

叶质、叶片大小、叶缘锯齿、果实形状等形态特征存在渐变现

象。吴永江等口3对江西、广东产肿节风HPLC指纹图谱进行

了研究，不同产地肿节风指纹图谱存在内在差异。上述结果

表明，肿节风分布较广，不同种质资源其形态标记、生化标记

均存在差异，这种广布性与差异的存在，对于直接利用野生

资源生产肿节风制剂来说，将很难满足实现中药现代化、国

际化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的要求，但这种种差异也为

肿节风的遗传改良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潜力。

2．2资源蕴藏量：浙江省丽水、衢州、温州等地区是肿节风

分布的北缘，其所辖的缙云、龙泉、庆元、景宁、松阳、遂昌、开

化、泰顺等地均有分布。十几年前，当地常绿阔叶林、野生杉

木林下到处可见其群落的存在，但其开发利用不到20年资

源就基本枯竭。在上述县(市)，除泰顺乌岩岭国家自然保护

区外，其他地方均未发现肿节风群落的存在，由3人组成的

调查组每收集15株样本，通常需要花费4 h以上。而在安徽

省，仅黄山市有肿节风分布，且主要集中在古牛降自然保护

区内，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在四川省(包括现重庆等市)，李

江陵n3调查在川东√ff南、川西分布广泛，川北仅有零星分

布，蕴藏量在500 t左右，但目前除一些保护区外，也很少有

野生分布。江西、福建、湖南是肿节风的传统产区，据资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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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全省均有分布，但由于多年的连根采挖，以及生态环境的

破坏，资源蕴藏量迅速下降。在贵州省台江县排羊乡小江村

原来在村边山沟就长有很多肿节风，而现在5个人用了4 h

才找到12株。课题组历时2年的调查表明，肿节风野生资源

蕴藏量正在迅速下降。许多传统产区已经无药可采，许多种

质资源正在消失。

2．3人工栽培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肿节风需求

量的不断增加和野生资源日益桔竭，肿节风的栽培也引起了

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重视。许多科研单位都相继开展了肿节风

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肿节风采种、育苗、栽植、管理和采收

等人工栽培的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5’6]。江西新干县黎山

林场1992--2000年在杉木纯林下栽培的67 hm2肿节风长

势良好，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2003年以来栽培的100 hm2

肿节风已经开始逐步投产。但对其他3个中国科技成果库和

网络介绍的肿节风人工栽培基地实地调查后，发现肿节风的

人工栽培很不乐观。如中国科技成果库介绍，江西省××市

林业科学研究所开展了“草珊瑚栽培技术研究”，该项目通过

3年的研究，找刭了其人工栽培最佳适应环境，即在高海拔、

高郁闭度林下，掌握了简单易行的繁殖及人工栽培技术；摸

清了生产发育规律，为今后草珊瑚的大面积推广栽培提供了

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山区人民致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但

经过实地调查该成果在当地根本没有推广。还有网络报道，

广西××县已经栽培肿节风6．7 hm2，计划发展333 hm2，经

实地调查，栽培面积不到0．1 hm2，因技术问题。存活不足10

株。目前肿节风人工栽培，由于受到药材价格低，基地管理难

等问题的影响，实际上存在研究多、应用少、推广难等现象，

尚难以成为中成药生产企业的真正药源。

2．4肿节风开发利用情况：在肿节风分布区资源调查收集

时发现，所有分布区民间都在利用肿节风祛风除湿，如利用

鲜叶煎水治风湿，根泡酒治风湿，全草煮兔、猪脚祛风除湿

等，治疗跌打损伤，如利用茎叶的榨取物接骨、通经络、消肿

止痛等I也有用于治疗各种炎症、牙痛、痛经等症。现代药理

和毒理研究表明，肿节风具有抗菌消炎、抑制流感病毒、抗肿

瘤、促进骨折愈合及镇痛等多种活性I而且肿节风及其提取

物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急性毒性试验结果属实际无毒}动物

精子畸形试验、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Ames试验均为阴

性，未发现致突变。肿节风用于治疗肿瘤(胰腺癌、胃癌、直肠

癌、肝癌、食道癌等)、细菌性痢疾及多种口腔疾病均有较显

著效果。《中国药典}2005版一部收载其作为法定药材使用，

同时以肿节风为原料的复方草珊瑚含片、肿节风片、肿节风

注射液、血康口服液也收入2005版《中国药典》；肿节风浸

膏、万通炎康片、新痰片、消炎片、三蛇胆JlI液均收入部颁药

品标准中。全国现有几十家企业以肿节风为原料生产中成

药，产值达数亿元。此外，草珊瑚牙膏等产品也走俏市场。

3肿节风资源发展与保护建议

3．I 加强野生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导致肿节风全国资源

蕴藏量锐减，甚至面临资源灭绝危险的主要原因：一是过度

工业化利用。随着现代药理与毒理研究的深入，肿节风成为

我国法定的常用中药材，工业化生产的肿节风制剂大量应用

于临床，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企业正开展肿节风静注和

抗肿瘤制剂的研究，一旦开发成功，资源需求量将进一步加

大，如果继续任其“野生无主，谁采谁有”，若干年后种质资源

将会灭绝。二是肿节风适生地大幅减少。肿节风是林下耐阴

植物，光照强度大于25％就不能正常生长，近年来由于乱砍

乱伐，大量的常绿阔叶林被采伐，肿节风生长环境的破坏导

致分布区减小，资源蕴藏量下降。

要实现肿节风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产业可持续发

展，必须加强对野生肿节风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准确把握和正

确处理好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一是严禁乱采乱挖野生肿

节风，对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内的资源更应作为种质资源加

以保护；二是必须改变采收方法，要采大留小，只采地上部分，

不采地下部分，停止肿节风地下部分人药。肿节风药材收购企

业、中成药生产企业停止收购肿节风地下部分和带根的肿节

风药材，以此强制药农改变采收方法，保护肿节风药材资源；

三是加强肿节风产地环境保护，保护产区的常绿阔叶林资源，

恢复和扩大肿节风的适生地；四是建立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建

议国家有关部门，凡使用野生植物进行药品生产时，应按照国

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法规，实施破坏资源应予补偿的原

则，在肿节风新药审批时征收资源保护费和资源恢复费，用于

资源保护、开发与监控，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

3．2加强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建立肿节风GAP基地：扩大

肿节风药材人工栽培面积，提高肿节风药材人工经营水平，

是保护和发展肿节风药材资源的根本保证。特别是随着中药

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药必须满足“安全、有效、可

控、稳定”的高要求，肿节风药材生产必根据《中药材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研究、制订既适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肿

节风药材质量标准》，从产前(种子的品质标准化)、产中(生

产技术管理各环节标准化)、产后(加工贮运等标准化)规范

肿节风生产，建立肿节风GAP基地。生产肿节风注射剂的企

业，必须严格执行“新药中药注射剂应固定药材产地(GAP

基地)，建立药材的指纹图谱标准，已批准生产的中药注射剂

的企业，应参照中药新药注射剂有关要求，否则将撤消其生

产批准文号”的规定，促使企业建立自己的药源基地。

3．3 充分利用肿节风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种：种质资源是

药材生产的源头，是培育优良品种的遗传物质基础，在药材

优良品质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肿节风种质资源研究

初步结果表明，不同种质资源其形态标记、生化标记均存在

差异，说明肿节风遗传改良具有物质基础和潜力。加强肿节

风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建立种质资源库，选育出优质、高

产的品种资源以及发掘药材品种的基因资源，是提高肿节风

药材质量，实现肿节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发揭示其

变异规律，应进一步对其进行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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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抑菌作用研究进展

金涛，齐岩，邹积宏’

(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黑龙江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银杏Ginkgo biloba L．为银杏科银杏属多年生落叶乔

木，又名白果树，公孙树、鸭掌树、灵眼、佛指甲等，被世界古

生物学家称为“活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孑遗植物之一，

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拥有量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银杏在

生长过程中很少受有害生物的侵害，这种防卫作用与其植物

各器官或部位所具有的次生代谢产物有关n]。银杏中含有多

种化学成分，如银杏叶提取物中主要有银杏黄酮、银杏内酯、

白果酸、白果酚等∞。本文对近年银杏中抑菌物质及其抑菌

作用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银杳对致病菌的抑制作用

宫霞等[33用银杏叶乙醇一水提取物制成不同浓度银杏提

取物的培养基，接种一系列常见病原菌进行抑茵活性实验，

发现银杏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

变形杆菌、枯草杆菌、产气杆菌都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其最小

抑菌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8 oA、大肠杆菌6 oA、沙门氏菌6 oA、

变形杆菌6％、枯草杆菌6％、产气杆菌5％，认为银杏提取物

对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

抑制浓度低，热稳定性强。何克新等[4]进行了银杏叶提取物

对致龋变形链球菌抑制作用研究，对14个菌株采用含不同

浓度的银杏叶提取物的培养基，菌种浓度为1 mL培养基中

接种10s／mL的菌液0．1 mL，结果对其最小的抑菌浓度为

62．5 g／L，认为银杏提取物对致龋变形链球菌有很好的抑制

作用。

杨小明等口3对银杏外种皮的石油醚提取物进行提取分

离，经HPLC测定其主要成分为银杏酸，且银杏外种皮提取

物和银杏酸均有抑菌活性，对金葡菌、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

菌、蜡样芽孢杆菌、耐青霉素金葡菌都有抑制作用。银杏酸对

金葡萄和枯草芽孢杆菌的抑制效果比外种皮提取物好，但是

外种皮提取物对蜡样芽孢杆菌的抑菌活性要强于银杏酸。在

实验中还摸索了银杏酸与青霉素联用对耐青霉素的金葡菌

的抑制作用，显示了良好的协同作用，在青霉素浓度624 U／

mL，银杏酸浓度3．25}‘g／mL时，耐青霉素的金葡菌即不

生长。

杨小明等n1测定了银杏叶提取物和银杏酸对常见病菌

的抑菌活性，以及不同pH条件和热处理对银杏酸抑菌活性

的影响。结果银杏叶提取物中起抑菌作用的成分为银杏酸，

银杏酸对革兰氏阳性茵的抑菌效果较好，以对不溶血性链球

菌的抑菌效果最好，最小抑菌浓度为1．65 pg／mL，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的抑制效果较差，

抑菌活性随浓度和作用时间的增加而加强，并具有一定的热

稳定性；而对革兰氏阴性菌敏感性较差，当银杏酸质量浓度

达到200肛g／mL时，仍未产生抑制作用。

倪学文等[7]研究了银杏酚酸的抗菌活性。其主要抑制革

兰氏阳性菌，对蜡状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对大肠杆菌等革兰氏阴性菌无抑

制作用，酚酸的烷基侧链在抑菌中起了重要作用。

2银杏对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于平儒等[83对28种植物样品进行研究，其中银杏叶和

银杏外种皮的丙酮提取物对多种植物病原菌，如油菜菌核，

小麦赤霉、水稻纹枯、番茄灰霉等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其中

对小麦赤霉的抑制率最高，可达到71．7％。

王杰等口1从银杏外种皮提取物中筛选出具有明显抑菌

活性的组分，从中分离出氢化白果酸E，并用氢化白果酸E

进行了抑菌实验。氢化白果酸E在1 000倍稀释浓度时对苹

果炭疽病菌和葡萄炭疽病菌的抑制率分别为98．8％和

91．8％。氢化白果酸E与白果酚C在结构上的差别是苯环

多一个羧基，说明羧基对供试果树病原菌的抑制活性具有重

要作用。赵肃清等01采用银杏外种皮乙醇提取液进行了室内

抑菌和盆栽抑菌试验，0．2 g／mL的银杏外种皮提取液对水

稻纹枯病、黄瓜炭疽病菌和番茄青枯病菌有明显的抑制生长

作用，在加入了银杏外种皮乙醇提取物浸润的滤纸片的培养

基上水稻纹枯病菌黄瓜炭疽病菌在48 h内都不能生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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