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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 是 我 国 中 原 地 区 植物 的 一 个 信息 库 和 基础 性 科学 

资料 ,共计 7 卷 , 书 中 主要 记载 了 该 地 区 药 用 植物 的 科学 名 称 , 详 细 考证 了 

各 种 药 用 植物 的 历史 文献 记载 ,形态 特征 .地 理 分 布 ̀ . 生 态 环境 、 物 候 期 和 用 

途 等 ,是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资源 的 资料 汇总 。 本 书 为 第 一 卷 ,包括 总 论 和 各 

论 。 各 论 部 分 详 述 每 一 种 药 用 植物 ,包括 伏 牛 山 原 产地 保护 品种 ( 伏 牛 山道 

地 药材 )13 种 和 伏 牛 山 产 的 大 宗 药 材 39 种 。 书 中 所 采用 的 彩色 图 片 ,大 部 

内 容 简 介 

分 为 笔者 野外 考察 或 采集 标本 时 所 照 ,首次 刊 出 。 

本 书 是 一 个 具有 高 度 综合 性 利用 价值 的 数据 库 , 可 作为 植物 .中 药 、 化 

工 等 相关 学 科研 究 生 和 科技 工作 者 的 参考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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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牛 山 龙 峪 湾 景 区 
温暖 带 、 亚 热带 气候 的 临界 点 ,长 江 .黄河 两 大 流域 的 分 水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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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前 

植物 志 是 国家 或 地 区 植物 的 总 信息 库 和 基础 性 的 科学 资料 。 编 纂 植物 志 是 植物 分 类 

学 最 基本 的 任务 之 一 ， 也 是 掌握 和 利用 国家 植物 资源 的 重要 依据 和 发 展 有 关 学 科 必 须 开 

展 的 基础 性 工作 。 中 国 拥有 世界 上 最 为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 特 别 是 药 用 植物 资源 。 丰 富 的 

植物 种 类 和 资源 优势 是 开展 植物 资源 综合 开发 利用 研究 的 基础 。 天 然 植物 资源 及 其 药 用 

活性 成 分 的 研究 与 开发 ， 是 实现 我 国 自 主创 新 、 重 点 路 越 的 重要 领域 。 

伏 牛 山 位 于 河南 中 西部 ， 是 我 国 北 亚热带 和 暖 温 带 交 界 的 代表 性 区 域 。 生 境 的 适宜 

性 ， 导 致 了 本 区 植物 的 多 样 性 和 复杂 性 ， 特 别 是 药 用 植物 资源 丰富 ， 且 有 具 明 显 的 区 系 成 

分 特点 。 伏 牛山 是 我 国 秦岭 向 东 延 伸 进 入 河南 境内 的 最 大 的 一 文山 脉 ， 也 是 河南 省 最 
大 、 最 高 、 最 著名 的 山脉 〈 这 里 所 指 伏 牛 山地 理 标 志 西 起 小 秦岭 ， 东 至 外 方 山 和 闹 山 ， 

南 至 老 芍 河 ， 北 至 黄河 )， 其 地 理 位 置 独特 ， 是 我 国 长 江 、 黄 河和 淮河 三 大 水 系 的 唯一 
分 水 岭 和 一 些 支 流 的 发 源 地 ， 同 时 它 是 我 国 南北 自然 过 渡 地 带 的 典型 地 段 ， 重 要 的 水 源 

涵养 林 区 。 这 里 气候 温和 湿润 ， 土 壤 、 地 形 复杂 多 样 ， 生 态 环境 优异 ， 和 森林 植被 是 华 
北 、 华 中 与 西南 植物 的 镶嵌 地 带 ， 森 林 类 型 多 ， 属 于 暖 温 带 落叶 冰 叶 林 向 北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过 渡 型 ， 因 而 这 里 保育 了 种 类 极其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 据 多 年 调查 积累 和 文献 报 

道 ， 其 药 用 植物 资源 仅 次 于 我 国 云南 药材 资源 ， 历 史上 被 称 为 “中 国 第 二 天 然 药 库 ”。 

伏 牛 山 植 物 主要 显示 如 下 区 系 特点 ， 可 直观 地 反映 出 伏 牛 山区 与 中 国 、 世 界 植物 区 系 的 

关系 ， 以 及 与 世界 各 地 的 联系 。 
1) 伏 牛 山南 坡 植物 区 系 成 分 以 华中 成 分 为 主 ， 北 坡 植物 区 系 成 分 以 华北 成 分 为 主 ， 

西南 、 华 东 、 西 北 植物 区 系 成 分 兼容 并 存 ， 体 现 出 本 区 植物 区 系 南北 过 渡 、 东 西 交汇 的 

特征 。 
2) 伏 牛 山区 植物 区 系 地 理 成 分 多 样 ， 区 系 联系 广泛 。 植 物 科 、 属 、 种 的 地 理 成 分 

统计 表明 ， 豫 西山 区 与 世界 各 大 洲 的 区 系 都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联系 。 
3) 伏 牛 山区 植物 区 系 起 源 古 老 ， 中 国 特 有 、 残 遗属 种 众多 。 

基于 我 国 “ 十 一 五 ”发 展 规划 提出 “要 把 能 源 、 资 源 、 环 境 、 农 业 、 信 息 等 领域 的 

重大 技术 开发 放 在 优先 位 置 ” 的 战略 方针 ， 针 对 伏 牛 山 植物 资源 丰富 ， 尤 其 药 用 植物 的 
品种 数量 和 储存 量 均 处 于 全 国 前 列 ， 是 全 国药 用 植物 主要 产 区 之 一 的 特点 ， 我 们 一 方面 

在 科学 研究 领域 中 ， 涉 及 植物 学 万 至 药 用 植物 学 ， 以 及 与 之 相关 的 中 药学 、 天 然 产 物化 

学 等 交叉 学 科 的 研究 发 展 ， 另 一 方面 为 了 促进 中 药 现代 化 的 实施 ， 保 护 药 用 植物 资源 合 
理应 用 开发 ， 同 时 促进 天 然 资源 和 地 方 经 济 建设 的 可 持续 发 展 ， 自 2004 年 以 来 ， 参 与 

完成 了 由 洛阳 市 科技 局 、 洛 阳 国 家 高 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 组 织 的 关于 伏 牛 山中 药材 资源 普 
查 工作 。 河 南 科 技 大 学 化 工 与 制药 学 院 作 为 主体 完成 的 “重新 评价 豫 西 伏 牛 山区 药 用 植 

物资 源 情况 ”， 重 点 查 清 了 伏 牛 山 植物 资源 的 分 布 范围 、 道 地 药材 数量 、 产 量 水 平 以 及 

生产 和 产品 流通 的 信息 等 ， 按 其 生产 周期 提出 了 规范 种 植 、 合 理 利用 、 有 效 开 发 的 方 



oe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针 ， 从 而 为 地 方 经 济 建设 发 展 服务 作出 应 有 的 贡献 ， 并 制定 出 了 可 持续 发 展 方案 。 在 此 

深入 研究 的 基础 上 ， 我 们 经 过 悉心 组 织 ， 认 真 讨论 整理 ， 撰 写 了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 

共计 7 卷 。 全 套 书 内 容 分 布 : 1 一 3 卷 道 地 药材 和 大 宗 药 材 ，4 一 5 卷 常 用 药材 ;6 一 7 卷 

冷 背 药材 。 

道 地 药材 篇 包括 了 豫 西 地 区 原 产 地 域 保 护 品 种 或 道 地 药材 ， 即 山 荣 黄 、 丹 参 、 天 

PR. ARR. ASEH. KB. PUP. ERR, ER, BA, HET. TA. Pe 13 种 。 

大 宗 药材 篇 主要 包括 伏 牛 山区 植物 药材 年 产量 在 10 一 50kg 以 上 的 品种 。 常 用 药材 主要 

指 伏 牛 山区 产量 不 大 ， 但 全 国 流 通 的 一 些 药材 。 冷 背 药材 顾 名 思 义 就 是 那些 不 常用 或 用 

量 小 的 药材 品种 ， 如 此 命名 ， 只 是 为 了 区 分 大 宗 和 常用 品种 。 冷 背 药材 多 由 于 来 源 于 野 

生 ， 属 于 绿色 药材 ， 不 存在 农药 残留 或 重金 属 超标 等 问题 ， 用 于 出 口 创汇 极 受 欢迎 。 随 

着 人 们 保健 意识 的 增强 和 出 口 量 的 加 大 ， 今 后 绿色 药材 将 成 为 市 场 的 主旋律 。 将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冷 背 药材 逐步 得 到 开发 利用 ， 从 “ 冷 背 ”而 走向 “前 台 ”。 

本 书 编写 过 程 中 ， 我 们 突出 了 伏 牛 山地 域 资 源 特色 和 优势 ， 将 植物 按 其 种 质 来 源 、 

含有 的 有 效 成 分 和 用 途 分 为 野生 药 用 植物 、 栽 培 与 抚育 药 用 植物 、 植 物 能 源 、 纤 维 植 

物 、 淀 粉 和 小 分 子 糖 类 植物 、 油 脂 植物 、 野 果 植 物 、 野 菜 植 物 、 保 健 植物 、 农 药 植 物 、 

芳香 植物 、 莱 料 植物 、 树 脂 植物 和 树胶 植物 、 蜜 源 植物 、 饲 料 植物 、 食 用 色素 植物 、 纺 

织 染 料 植物 、 观 赏 植物 18 类 。 药 用 植物 的 广泛 研究 与 利用 ， 如 植物 按 产品 开发 又 可 分 

为 石油 、 化 工 、 农 药 、 印 染 类 的 新 的 探索 是 本 书 的 最 大 特点 。 书 中 的 药材 按 笔画 顺序 排 

列 。 药 用 植物 有 效 成 分 的 鉴别 与 含量 的 测定 参照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简称 《 中 国 

药典 》》 (2005 年 版 ，2008 年 7 月 1L 日 起 执行 )。 凡 药典 没有 收入 的 ， 包 括 原 产地 域 保护 

品种 或 伏 牛 山区 道 地 药材 均 采用 我 们 自己 的 研究 数据 和 经 考证 过 的 相关 文献 数据 。 书 中 

所 附 的 所 有 植物 彩色 图 片 ， 均 为 我 们 实地 所 拍摄 的 原始 植物 照片 。 

本 书 中 的 每 个 药 用 植物 的 描述 包括 : 药材 名 称 ， 汉 语 拼 音 ， 英 文 名 ， 概 述 ， 商 品 

名 ， 别 名 , FER [只 收 载 伏 牛 山区 生产 的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物种 ]， 原 

植物 〈 基 原 中 收 载 的 植物 )， 药 材 性 状 ， 种 质 来 源 ， 生 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只 描述 

适合 本 品种 生长 的 土壤 情况 ,或 本 品种 生长 在 哪些 类 型 的 土壤 上 )， 种 植 方法 〈 包 括 种 

植 繁育 标准 和 病虫害 防治 )， 采 收 加 工 〈 包 括 分 级 标准 )， 化 学 成 分 ， 鉴 别 与 含量 测定 ， 

附注 〈 包 括 收 载 一 些 伏 牛山 区 分 布 的 药 用 植物 ) ， 主 要 参考 文献 等 。 另 外 ， 我 们 考虑 到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 是 一 个 植物 志 ， 不 是 药材 志 ， 所 以 也 收 载 了 药材 正品 以 外 的 植物 

药材 ， 并 在 本 书 的 最 后 一 卷 附 上 伏 牛 山 分 布 植物 种 的 检索 表 ， 作 为 补充 。 

本 书 从 普查 到 创意 直至 逐 卷 完稿 ， 我 们 都 付出 了 巨大 的 努力 和 艰辛 的 劳动 。 参 与 本 

书 撰写 的 人 员 均 为 天 然 产物 研究 或 植物 化 学 研究 专业 人 员 ， 一 方面 熟悉 药 用 植物 性 能 ， 

改 一 方面 经 过 大 量 前 期 资源 调查 ， 广 泛 并 准确 地 了 解 和 掌握 了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资源 以 及 

相关 资料 。 书 中 许多 内 容 都 来 源 于 本 课题 组 相关 课题 的 研究 成 果 。 由 于 得 到 洛阳 市 市 政 

府 和 洛阳 市 科技 局 的 大 力 支 持 ， 该 项 工作 进展 顺利 。 相 信 它 将 为 地 方 经 济 腾飞 作出 应 有 

的 贡献 ， 同 时 我 们 希望 本 书 对 本 地 植物 分 类 学 、 药 材质 量 控制 、 民 间 药 用 植物 发 现 、 药 

用 植物 资源 和 新 药 研发 等 研究 ， 具 有 一 定 的 指导 意义 和 参考 价值 。 

由 于 本 书 的 撰写 时 间 人 仓促， 作者 经 验 和 水 平 有 限 ， 尤 其 还 有 更 多 工作 有 待 深 入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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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探 讨 ， 书 中 难免 有 错误 和 不 当 之 处 ， 欢 迎 读者 批评 指正 。 

在 此 对 支持 本 书 出 版 的 所 有 人 员 ， 包 括 所 有 参考 文献 的 作者 表示 深 次 的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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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 
引 Il 

RAP UP el ee a PES, ee SS LU A Be TY LU KZ —. LKR 125km, 

宽 40 一 70km， 面 积 约 为 5.6 万 km’. WEAR 1500m, SPt-ABEM,. BR, 

淮河 、 长 江水 系 的 分 水 岭 。 伏 牛山 是 中 国 北 亚热带 和 上 暖 温 带 的 气候 分 区 线 ， 是 中 国 动物 

区 划 古 北 界 和 东洋 界 的 分 界线 ， 也 是 华北 、 华 中 、 西 南 植物 的 镰 嵌 地 带 ， 属 暖 温 带 落叶 

阔 叶 林 向 北 亚 热带 常 绿 落叶 混交 林 的 过 渡 区 。 伏 牛山 区 内 森林 植被 保存 完好 ， 森 林 履 盖 

率 达 88%， 是 北 亚热带 和 暖 温带 地 区 天 然 阔 叶 林 保 存 较 完 整 的 地 段 。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复杂 多 样 的 生态 环境 ， 加 之 人 为 干扰 较 小 ， 使 本 区 保存 了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 

” 伏 牛 山 是 秦岭 山脉 向 东 延 伸 进 入 河南 西部 境内 的 最 大 的 一 文山 脉 。 西 与 陕西 省 接 

壤 ， 东 南 延 伸 至 方 城 县 东北 部 突然 中 断 ， 南 到 南阳 盆地 北 缘 ， 北 与 能 耳 山 和 外 方 山 相 

连 ， 地 理 坐 标 为 东经 110"30' 一 113"05'， 北 纬 32"45' 一 34"00'， 区 内 全 部 为 国有 林 区 ， 

地 质 历史 极为 复杂 ， 震 惊 世 界 的 远古 式 龙 蛋 及 骨骼 化 石 群 就 发 现 于 该 地 区 。 伏 牛山 主 岭 

由 燕山 期 花 岗 石 组 成 ， 两 侧 为 古老 的 变质 岩 ， 局 部 有 灰 岩 出 露 。 伏 牛山 不 但 地 域 广大 ， 

而 且 山 势 挺拔 雄伟 ， 层 盔 友 贬 ， 多 悬崖 峭壁 ， 又 有 奇峰 突起 ， 一 般 海拔 为 1000 一 

2000m， 海 拔 2000m 以 上 的 高 峰 有 6 座 之 多 ， 十 分 雄伟 壮观 。 由 于 地 域 宽广 ， 山 势 高 

峻 ， 构 成 了 黄河 、 淮 河 与 长 江 三 大 水 系 的 分 水 岭 ， 以 及 部 分 河流 发 源 地 。 伏 牛山 是 我 国 

南北 自然 过 渡 地 带 的 典型 地 段 ， 因 山体 高 差 悬 殊 ， 在 季风 气候 的 条 件 下 ， 热 量 分 布 差 异 

显著 。 北 坡 大 于 10C 的 年 积温 为 3750 一 4068C ， 属 暖 温 带 ， 南 坡 大 于 10C 的 年 积温 为 

4815 一 4907C ， 属 亚热带 。 本 区 为 中 等 云 量 区 域 ， 年 平均 总 云 量 为 50% 一 60%， 日 照 

百分率 为 45%% 一 50%， 全 年 日 照 时 数 为 2100h， 太 阳 的 年 有 效 辐射 约 为 1884. 06 MJ/ 
m2， 年 辐射 总 量 为 4605. 48~5024. 16 MJ/m2 ， 全 年 平均 气温 北 坡 为 12. 1~-12.7"C ， 南 

坡 为 14. 1 一 15. 1YC ， 最 低 气温 为 一 6. 3C ， 最 高 气温 为 32. 8"C ，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为 800 一 

1100mm，7 月 、8 月 降水 量 最 多 ， 降 水 日 数 为 100 一 125d， 相 对 湿度 65% 一 70% ， 植 物 

生长 期 160 一 190d。 气候 、 土 壤 均 具 有 明显 的 过 渡 性 特征 ， 与 此 相 适 应 的 森林 植被 也 表 

现 出 典型 的 过 渡 性 特征 ， 是 华北 、 华 中 与 西南 植物 的 灸 嵌 地 带 ， 和 森林 类 型 多 ， 履 盖 率 达 

88% 。 属 于 暖 温 带 落叶 阔 叶 林 向 北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过 渡 型 ， 地 形 复杂 多 样 ， 气 候 温 

和 湿润 ， 具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生态 环境 ， 因 而 这 里 保育 了 种 类 极其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 特 别 是 

药 用 植物 资源 。 因 此 ， 我 国 已 在 伏 牛 山区 建 有 6 个 国家 和 省 级 森林 生态 类 型 的 自然 保护 

区 ， 为 保护 生物 的 多 样 性 提供 了 极为 有 利 的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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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的 多 样 性 

据 考证 , 《本 草 纲目 》 记 载 的 1892 种 药材 ， 伏 牛山 就 有 1500 多 种 ， 在 这 里 生长 有 

300 多 种 名 贵 药材 ，800 多 种 药 用 植物 和 民间 其 他 药 用 植物 数 百 种 等 。 根 据 资源 普查 和 

作者 多 年 积累 的 调查 材料 ， 并 参阅 有 关 文 献 资料 统计 得 知 ， 伏 牛山 区 维 管束 植物 有 175 

科 、892 属 、2879 种 〈 包 括 10 亚 种 、206 变种 、12 变型 )。 其 中 ， 蕨 类 植物 25 科 、73 

属 、202 种 ;裸子 植物 6 科 、15 属 、28 种 ; 被 子 植物 144 科 、804 属 、2649 种 。 占 河 

南 省 植物 总 种 数 的 76. 9%， 是 河南 省 维 管 植物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汇 集 了 全 省 蕨 类 植物 

98%% 以 上 的 种 ， 裸 子 植物 近 40%% 的 种 和 被 子 植物 70% 以 上 的 种 ， 是 河南 省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分 布 和 发 育 中 心 。 就 全 国 来 说 ， 也 占有 相当 重要 的 位 置 ， 其 茧 类 植物 占 全 国 的 近 

8%， 裸 子 植物 近 15% ， 被 子 植物 近 112%。 南 坡 植被 自 下 而 上 有 落叶 阁 叶 林 CK 
800~1800m), tH yen PATI eK (海拔 1800 一 2000m)， 针 叶 林 “ 海 拔 2000 一 

2250m), EAB fa (HER 2250m WE); 北 坡 植被 的 垂直 分 布 为 落叶 冰 叶 林 CBR 

750~1700m), ， 针 叶 与 落叶 阅 叶 林 (海拔 1700 一 1900m)， 针 叶 林 (海拔 1900 ~ 

2200m) ， 灌 丛 草 旬 (海拔 2200m 以 上 )。 随 着 分 类 级 别 的 升 高 ， 本 区 药 用 植物 的 科 、 

属 占 全 省 和 全 国 的 比例 是 越 来 越 高 ， 仅 次 于 我 国 秦岭 和 神农 架 两 著名 药材 产 区 ， 是 河南 

省 或 中 原 地 区 的 “天 然 药 库 ”( 表 1) 。 

表 1 伏 牛 山 维 管 植物 数量 及 其 在 全 省 和 全 国 所 占 的 比例 

BRAD 裸子 植物 被 子 植物 
植物 类 别 一 一 一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伏 牛 山 数量 25 73 202 6 15 28 144 804 2649 

河南 省 数量 30 99 205 10 26 74 158 961 3700 

全 国 数量 50 203 2600 10 34 193 291 2946 24357 

占 全 省 比例 /入 B35 =) F3iT) 98.50nT60c0 We OT Om BT-B 9810 _. Bae 71.6 

ASEH Bil/ % $p.i05 5° V356NO hh 47. 8. “ro OO. 8 4457) 2-145. 049. CFR TG 10. 9 

植物 区 系 的 地 理 成 分 多 样 性 

1. 科 的 组 成 及 分 布 
为 直观 地 反映 伏 牛 山区 与 中 国 、 世 界 植物 区 系 的 关系 ， 以 及 与 世界 各 地 的 联系 ， 将 

伏 牛 山 植物 175 科 的 分 布 类 型 按 各 科 所 含 种 数 的 多 少 进行 统计 分 类 ， 表 明科 组 成 的 多 样 
性 ， 较 大 科 、 大 科 、 特 大 科 共 计 12 科 ， 占 全 部 科 数 的 6.8% ， 所 含 药 用 植物 的 种 数 达 

2302 种 ， 占 维 管 植物 种 数 的 80%。 由 此 可 见 ， 以 上 大 科 是 本 区 植物 区 系 组 成 的 重要 支 
f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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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伏 牛山 区 维 管 植物 各 类 科 所 含 种 数 统计 表 

类 型 种 数 BK OT AEE B/% 各 类 科 名 举例 

单 种 科 1 25 14. 28 EMA PR RAB A ES 

SHR 2 一 9 81 46. 28 1B REL. ESE BL LS 

少 种 科 = 10~30 49 28. 00 ASHBY APL FEAF BLAS 

中 等 科 31~50 8 4. 57 Wk Te Bt AGE SER I LS 

BK 51~80 5 2. 85 兰 科 (54)、 玄 参 科 (57)、 虎 耳 草 科 (59) PIAL (63). ERAS) 

大 # 81~100 3 1.71 WEF (87) AAR (94) IIBRC95) 

特大 科 ”100 以 上 “14 2. 28 豆 科 (110)、 禾 本 科 (182) .蔷薇 科 (189) HB} (222) 

植物 分 布 类 型 : RANA 39 科 ， 热 带 至 亚热带 分 布 的 有 26 科 ， 泛 热带 至 热 

带 分 布 的 有 33 科 ， 主 产 温 带 的 有 36 科 ， 泛 热带 至 温带 分 布 的 有 19 科 ， 大 洋 洲 、 南 非 、 

南美 洲 分 布 的 有 6 科 ， 东 亚 分 布 的 有 5 科 ， 主 产 亚 洲 、 非 洲 、 大 洋 洲 的 有 2 BOO 

科 和 胡麻 科 ) ， 主 产 南 半球 热带 的 有 1 科 “ 乌 毛 蕨 科 ) ， 主 产 北半球 寒 温 带 的 有 1 科 OCS 

蕨 科 ) ， 主 产 东 半 球 的 有 1 BL 〈 菱 科 )， 主 产 大 洋 洲 的 有 1 科 〈 海 桐 科 )， 主 产 南非 的 有 
1 科 “〈 番 杏 科 )， 主 产 旧 大 陆 的 有 1 科 〈 列 当 科 )， 主 产 亚 洲 、 非 洲 、 拉 丁 美洲 的 有 1 科 

( 商 陆 科 ) ， 特 产 中 国 的 有 2 科 (银杏 科 和 杜仲 科 ) 等 。 属 的 组 成 占 全 部 属 的 4. 26%%， 

经 统计 它们 所 含有 的 种 数 约 占 全 部 种 数 的 1/4。 可 见 大 属 和 特大 属 在 本 区 的 植物 区 系 组 

成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2. 属 的 组 成 及 分 布 

根据 每 属 所 含 种 数 的 多 少 统 计 : 含 1 种 的 属 412 个 ， 占 46.2% ， 其 中 ， 分 类 地 位 

较为 孤立 ， 起 源 较为 古老 或 少数 分 化 出 来 的 单 种 属 59 个 ; 含 2 一 5 种 的 属 333 个 ， 占 所 

有 属 的 37.73%; 含 6 一 10 种 的 中 等 属 109 个 ， 占 所 有 属 的 12.23%; 4 11~20 种 的 大 

属 25 个 ; & 20 种 以 上 的 特大 属 13 个 ， 如 将 属 (34 HD, BR (32 FD). Bie (25 

PH). FAA (25 A). BU (25 种 )、 铁 线 莲 属 (23 A). BSR (23 种 ) 、 柳 属 

(22 种 ) 、 悬 钩子 属 (28 种 ) 、 卫 了 矛 属 (21 HD, BADR (22 种 ) 、 风 毛 菊 属 (21 种 )、 

珍珠 菜 属 〈21 种 )。 以 上 大 属 、 特 大 属 共计 38 属 ， 占 全 部 属 的 4. 12% ， 含 有 的 种 数 占 

全 部 种 数 的 22.5% ( 表 3)。 

表 3 伏 牛 山 维 管 植物 各 类 属 所 含 种 数 统计 表 

属 的 类 别 种 数 属 数 所 占 比 例 /六 各 类 属 举例 

单 种 属 1 412 46. 2 青 钱 柳 属 、 刺 榆 属 、 防 已 属 等 

少 种 属 2~9 333 37.3 Ue ee 9 

中 等 属 6~10 109 12.2 PEL. RRR. ZEUS 

大 B 11~20 25 2.8 Rg. HR. RRS 

特大 属 20 以 上 13 1.5 Bik. DAR. FAR S 

在 植物 分 类 学 上 ， 属 的 形态 特征 相对 比较 稳定 ， 占 有 比较 固定 的 分 布 区 ， 但 又 能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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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地 理 环境 条 件 的 变化 而 产生 分 化 ， 因 而 属 比 科 更 能 反映 植物 系统 发 育 过 程 中 的 进化 分 

化 情况 和 地 区 性 特征 。 

泛 热带 分 布 在 本 区 有 123 属 ， 占 所 有 热带 分 布 属 的 47%，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34%%。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美洲 分 布 类 型 有 12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13. 4%%。 

旧址 界 热带 分 布 类 型 有 26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16%%。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类 型 有 23 属 。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类 型 有 29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19% 。 

热带 亚洲 分 布 类 型 有 35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9% 。 

北 温带 分 布 及 变型 有 216 属 ， 占 所 有 温带 分 布 属 的 42.86%， 占 国产 本 类 型 

hy 72.97%, 

间断 分 布 于 东亚 和 北美 亚热带 或 温带 地 区 的 ， 本 区 有 66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56.4%%。 

旧 世 界 温带 分 布 类 型 有 76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40. 4%, 

温带 亚洲 分 布 类 型 有 20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36% 。 

地 中 海区 、 西 亚 至 中 亚 分 布 类 型 有 13 属 。 

中 亚 分 布 类 型 仅 有 7 属 。 

东亚 分 布 及 其 变型 有 113 属 ， 占 国产 本 类 型 的 38% 。 

本 区 分 布 的 中 国 种 子 植物 特有 属 37 个 ， 占 本 区 全 部 属 的 和 5%， 占 河南 特有 属 

的 80%. 

3. 种 的 地 理 分 布 

泛 热带 分 布 有 71 种 。 

热带 亚洲 分 布 有 260 种 ， 占 所 有 热带 分 布 种 的 67%% 。 

其 他 热带 分 布 有 57 种 。 

北 温带 分 布 有 131 种 。 

旧 世 界 温带 分 布 有 376 种 ， 占 所 有 温带 分 布 种 的 62. 52%。 

其 他 温带 分 布 有 93 种 。 

东亚 分 布 有 43 种 。 

中 国 特有 种 分 布 1400 种 ， 占 所 有 植物 的 49% 。 华 中 地 区 共有 933 种 ， 占 本 区 中 国 

特有 种 的 65. 5% 。 其 中 分 布 中 心 在 骂 西 、 川 东 地 区 的 华中 地 区 特有 种 〈 部 分 种 扩散 至 

华东 、 西 南 或 秦岭 ) 121 种 ， 如 轰 和 省 花 、 唐 松 草 、 四 叶 景 天 、 老 玖 草 、 凤 仙 花 、 珍 珠 

菜 、 沙 参 等 。 华 北 地 区 共有 658 种 ， 占 中 国 特有 种 的 47%。 其 中 ， 属 华北 的 特有 种 

(个 别 种 可 分 布 到 西北 ) 80 种 ， 如 华北 风 毛 菊 、 马 先 鞠 、 华 北 葡萄 、 华 水 苏 、 北 柴 胡 、 

郁 李 仁 、 太 行 铁 线 莲 等 。 西 南 地 区 共有 529 种 ， 占 中 国 特有 种 的 37.7%。 常 见 的 种 有 

We. MOU. BARBS. ARM KIA 493 种 ， 占 中 国 特有 种 的 35.2%。 本 区 

常见 的 有 中 国 石 忒 、 医 麦 叶 大 百合 、 明 党 参 等 。 西 北 共 有 354 种 ， 占 中 国 特有 种 的 

25.2%。 常 见 的 有 花 叶 海棠 、 黄 瑞香 等 。 东 北 地 区 共有 221 种 ， 占 中 国 特有 种 的 

15.2%。 和 常见 的 有 条 叶 百 合 、 玄 参 、 花 要 等 。 秦 岭 山 区 特有 种 43 种 ， 木 本 植物 有 秦岭 

锦 鸡 儿 、 白 螨 树 等 12 种 ;草本 植物 在 本 区 常见 的 有 银 背 菊 、 陕 西风 毛 菊 、 华 山 风 毛 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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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级 保护 植物 的 丰富 性 

由 于 其 地 理 位 置 特殊 、 生 态 环 境 多 样 ， 因 此 本 区 保存 了 丰富 的 珍稀 濒危 植物 。 据 调 

查 统计 ， 现 有 各 级 保护 植物 62 种 ， 国 家 二 级 重点 保护 的 植物 有 狭 叶 瓶 尔 小 草 、 大 果 青 

杆 、 连 香 树 、 水 青 树 、 山 白 树 、 银 杏 、 杜 仲 、 香 果树 和 独 花 兰 9 种 ， 占 河南 省 国家 二 级 
保护 植物 的 69. 2% 。 国 家 三 级 重点 保护 的 植物 有 秦岭 冷杉 、 麦 吊 云 杉 、 领 春 木 、 华 栋 、 
天 麻 、 天 竺 桂 、 金 钱 械 、 青 檀 、 八 角 莲 等 20 种 ， 占 全 省 国家 三 级 保护 植物 的 74. 1%。 

列 人 省 级 重点 保护 的 植物 有 巴山 冷杉 、 三 尖 杉 、 南 方 红豆 杉 、 紫 楠 、 黑 壳 楠 、 铁 木 、 米 

心 树 、 河 南 杜 鹏 、 铁 簧 子 、 华 山 参 等 33 种 ， 占 省 级 保护 植物 的 73. 3 办 。 除 上 述 珍贵 稀 
有 的 种 类 外 ， 这 里 还 是 河南 特有 植物 种 ， 如 河南 石 狸 、 伏 牛 杨 、 河 南 铁 线 莲 、 河 南 禾 耳 

杞 、 河 南 画 、 河 南 垒 汰 花 、 河 南 蹄 盖 蕨 等 几 十 个 新 种 的 原 产 地 。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维 管 植 物 
种 类 与 其 他 过 渡 带 保护 区 和 亚热带 著名 的 保护 区 相 比 ， 均 比 它 们 丰富 得 多 〈 表 4) 。 

表 4 伏 牛 山 保 护 区 与 一 些 保 护 区 植物 多 样 性 比较 

河南 安徽 安徽 浙江 福建 陕西 湖北 贵州 贵州 

伏 牛 山 ”天马 FER RAW RR Rie ”神农架 BAW RAL 

维 管 植物 种 数 2879 1881 1210 1869 2446 2320 2446 1390 1800 

保护 区 名 称 

植被 类 型 的 多 样 性 

伏 牛 山区 地 处 北 亚热带 向 南 暖 温带 过 渡 的 地 带 ， 地 质 古 老 ， 山 体高 大 ， 地 形 复杂 ， 

气候 适宜 ， 物 种 丰富 ， 森 林 树 种 繁多 ， 生 长 茂密 ， 因 而 发 育 了 多 种 多 样 的 植被 类 型 。 根 

据 历年 来 有 关 专家 学 者 所 做 的 调查 ， 结 合资 源 普 查 和 现状 ， 参 照 《 中 国 植被 》 的 分 类 系 
统 ， 可 将 本 区 植物 群落 分 为 7 个 植被 型 组 、13 个 植被 型 、123 SHER 〈 表 5)。 

RS 伏 牛 山区 的 植被 型 组 、 植 被 型 及 群 系 一 览 表 

植被 型 组 植被 型 群 系数 H 

华山 松林 、 油 松林 、 铁 杉林 、 
常 6 

针 时 林 ition 马尾 松林 、 侧 柏林 等 
落叶 针 叶 林 1 日 本 落叶 松 人 工 林 

HEHEHE. BUTERAK. LLL AK. 
3 

aie ae i EMEA. TSS 
阔 叶 林 

FER PK. er BRK. TREE AS OK. 
BEd de re 

Be ERK FS BR RT PK 5 LEA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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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植被 型 组 植被 型 群 系数 群 ” 系 

常 绿 针 叶 林 、 油 松 - 栓 皮 栎 混交 林 、 
混交 2 

1 落叶 阁 叶 混交 林 华山 松 - 锐 龄 标 混 交 林 

pa SAH AT PK 3 刚 竹林 、 斑 人 竹林、 淡 竹 林 

合 轴 型 竹林 2 华 枯 人 竹林 、 箭 竹林 

HA, AZ. A. EA. 
HED 30 

杭 子 梢 、 胡 枝子 等 灌 丛 
灌 从 和 灌 草 从 7; r 

HEEL MA P ci ho ie 

砷 条 酸 束 - 黄 背 草 、 悬 钩子 -大 油 芒 灌 从 

ARR Bi fq] 9 个 、 丛 生 禾 草草 甸 4 个 、 
HH 17 

# fy] le 杂 类 草草 旬 4 个 

EAE Ei fq] 2 MRO Ea te, KR A KS RH 

沼泽 6 香 薄 沼泽、 芦苇 沼 泽 、 灯 心 草 沼泽 等 

re 挺 水 植被 2 个 、 浮 水 植被 6 个 水 生 植 被 1 7 Ir. I. 

| 水 生 植被 3 Sie DA 

与 邻近 地 区 植物 区 系 之 间 的 联系 

伏 牛 山 是 我 国 南北 气候 分 界线 之 一 ， 植 物 区 系 分 区 众说 纷 经 。 为 了 说 明 本 区 的 植物 

区 系 与 邻近 山地 植物 区 系 之 间 的 联系 以 及 在 中 国 - 日 本 森林 植物 亚 区 中 的 关系 ， 选 择 了 

反映 不 同 地 区 特征 的 几 个 山体 进行 对 比分 析 。 庐 山 位 于 华东 地 区 ， 神 农 架 位 于 华中 地 

区 ， 太 行 山 位 于 华北 地 区 ， 贺 兰 山 位 于 中 亚 东 部 (我 国 西北 ) 地 区 ， 与 太白 山 一 脉 相 

连 ， 都 处 于 中 国 - 日 本 森林 亚 区 与 中 国 - 喜 马 拉 雅 森林 亚 区 的 交界 线 上 。 

伏 牛 山 与 各 区 山脉 共有 的 热带 属 以 庐山 最 多 ， 达 197 属 ， 占 本 区 热带 分 布 的 

74.5% ， 但 由 于 庐山 热带 属 分 布 较 多 ， 两 山地 之 间 的 相似 系数 仅 为 75.62%%; 与 神农 架 

共有 热带 属 186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83. 1%; 虽 与 太白 山东 西 相连 ， 但 太白 山 热 带 成 分 显 

著 减 少 ， 共 有 属 125 个 ， 占 太白 山 所 有 热带 属 的 95% ， 两 山体 之 间 的 相似 数 仅 有 64% ; 

分 布 于 太行 山区 的 热带 植物 在 本 区 差不多 都 有 分 布 ， 但 进入 太行 山区 的 热带 植物 明显 减 

少 ， 两 地 的 相似 系数 仅 为 54.9%; 贺兰山 分 布 的 热带 属 ， 本 区 也 有 分 布 ， 两 者 的 相似 

系数 仅 为 16. 6% 。 温 带 属 与 太白 山 共 有 最 多 ， 达 407 属 ， 占 本 区 所 有 温带 分 布 属 的 

80. 2% ， 一 些 唐 古 特地 区 的 成 分 在 本 区 没有 分 布 ， 两 山体 相似 系数 为 85%;， 与 神农 架 

共有 381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83. 4% ， 两 地 共有 的 东亚 分 布 属 中 东亚 -北美 分 布 属 较 多 ， 相 

似 系数 达 88%WE; 与 庐山 共有 319 属 ， 占 庐山 温带 分 布 属 的 85% 以 上 ， 两 地 的 相似 

ABA 75.3%; 与 太行 山 共 有 330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72.3% ;与 贺兰山 共有 170 属 ， 一 

些 典 型 的 中 亚 、 地 中 海 、 西 亚 至 中 亚 成 分 未 见 分 布 ， 两 地 的 相似 系数 仅 为 35.4%。 中 

国 特有 属 伏 牛 山 与 神农 架 共 有 28 属 ， 占 本 区 特有 属 的 75.6% ， 两 地 相似 系数 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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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太 自 山 共 有 18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59% ;与 庐山 共有 9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36%;， 与 太行 山 

共有 6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26. 6%; 与 贺兰山 共有 4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19% 。 与 其 他 山体 共 

Ale 〈 包 括 世 界 广泛 分 布 属 ) 的 排列 顺序 是 ， 神 农 架 617 属 ， 相 似 系数 78. 3%; KA 

山 581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77.2%; 庐山 581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71.9%; 太行 山 514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71. 3% ;贺兰山 255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40.5%。 与 各 山体 共有 种 的 统计 也 反映 

出 这 种 关系 : 与 太白 山 共 有 1315 种 ， 相 似 系数 为 58. 94% ; 与 神农 架 共 有 1227 种 ， 相 

似 系数 为 53. 17% ;与 太行 山 共 有 985 种 ， 相 似 系数 为 44.5%; 与 庐山 共有 1071 种 ， 

相似 系数 为 41. 26%%;， 与 贺兰山 共有 312 属 ， 相 似 系数 为 17.6%%。 

植物 区 系 成 分 特点 

伏 牛 山南 坡 植物 区 系 成 分 以 华中 成 分 为 主 ， 北 坡 植物 区 系 成 分 以 华北 成 分 为 主 ， 西 
南 、 华 东 、 西 北 植物 区 系 成 分 兼容 并 存 ， 体 现 出 本 区 植物 区 系 南北 过 渡 、 东 西 交汇 的 
特征 。 

中 国 特有 种 的 地 理 分 布 表 明 ， 本 区 与 华中 地 区 关系 最 为 密切 ， 共 有 933 种 ， 占 本 区 
中 国 特有 种 的 66.5%， 以 下 依次 为 华北 47%， 西 南 37.7%, 4H 35.2%， 西 北 
25.2%, AAG 15.7% 。 不 同 山 体 共有 属 、 种 的 统计 表明 ， 与 秦岭 中 西 段 的 太白 山 关 系 
最 为 密切 ， 属 的 相似 系数 为 77. 2 外 ， 种 的 相似 系数 为 58. 94% 。 由 于 其 地 理 位 置 偏 东 
南 ， 热 带 属 、 种 明显 多 于 太白 山区 ， 而 太白 山 受 邻近 的 中 国 -喜马拉雅 森林 亚 区 和 青藏 
高 原 植物 亚 区 的 影响 ， 含 有 丰富 的 西南 成 分 和 唐 古 特地 区 成 分 。 与 华中 地 区 的 神农 架 关 
系 密切 ， 属 的 相似 系数 为 78. 3%， 种 的 相似 系数 为 53. 17%% 。 华 中 地 区 不 少 特 有 种 在 本 
区 都 有 分 布 ， 南 坡 出 现 的 热带 属 、 种 通常 也 见于 神农 架 地 区 。 北 坡 则 含有 丰富 的 华北 区 
系 成 分 ， 与 太行 山 植物 区 系 关 系 密切 ， 属 的 相似 系数 为 71.3 中 ， 种 的 相似 系数 为 
44.5%。 太 行 山 特有 种 或 华北 特有 种 一 般 也 能 跨越 黄河 ， 进 入 本 区 的 北 坡 ， 与 华东 地 区 
的 庐山 关系 也 较 密 切 ， 属 的 相似 系数 为 71. 9% ， 种 的 相似 系数 为 41. 26%。 这 与 两 地 都 
处 于 中 国 - 日 本 森林 植物 亚 区 ， 植 物 通过 桐 柏 山 、 大 别 山 相互 沟通 有 关 。 西 北 地 区 的 贺 
兰 山 位 于 荒漠 植物 亚 区 的 中 亚 东部 地 区 ， 与 本 区 植物 区 系 联系 较 少 ， 在 属 的 水 平 上 相似 
系数 为 40. 5%， 种 系 水 平 的 相似 系数 仅 为 17. 6%%。 

植物 区 系 地 理 成 分 多 样 ， 区 系 联 系 广泛 。 科 、 属 、 种 的 地 理 成 分 统计 表明 ， 与 世界 
各 大 洲 的 区 系 都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联系 。 属 级 水 平 的 统计 反映 出 ， 热 带 成 分 以 泛 热带 成 分 为 
主 ， 温 带 成 分 以 北 温带 成 分 为 主 ， 但 在 种 系 水 平 上 ， 热 带 成 分 以 热带 亚洲 成 分 为 主 ， 温 
带 成 分 以 旧 世 界 温带 成 分 为 主 ， 全 温带 、 全 热带 的 种 类 不 多 ， 而 以 欧 亚 大 陆 上 发 生 的 种 
系 占 大 多 数 。 这 种 现象 表明 ， 与 各 大 洲 的 热带 、 温 带 地 区 在 属 的 水 平 上 ， 保 持 着 一 定 的 
联系 。 由 于 气候 的 分 化 ， 地 域 的 隔离 ， 使 同属 不 同 种 之 间 产 生 了 分 化 ， 形 成 了 新 的 种 
系 ， 因 而 与 其 他 分 布 区 在 种 系 水 平 上 的 联系 较 少 。 但 在 亚洲 热带 、 欧 亚 大 陆 温带 发 生 的 
种 系 与 该 区 不 存在 地 域 的 隔离 ， 加 上 受 地 质 时 期 的 冰期 和 间 冰 期 的 影响 ， 华 夏 古 陆 上 的 
植物 群 多 次 南 迁 北 移 。 途 经 此 地 ， 在 该 区 保留 有 较 多 的 热带 亚洲 成 分 和 欧 亚 大 陆 成 分 。 

植物 区 系 起 源 古 老 ， 中 国 特有 、 残 遗属 种 众多 : 该 区 属 华北 地 带 ， 经 华 力 西 运动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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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是 地 质 时 期 的 几 次 冰期 与 间 冰 期 的 影响 ， 植 物 区 系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但 自 第 三 纪 以 

来 ， 伏 牛山 区 受 冰 川 侵蚀 和 破坏 作用 甚 微 ， 第 四 纪 以 后 ， 大 的 气候 环境 基本 保持 了 比较 

湿润 、 温 暖 的 条 件 ， 因 而 保留 了 许多 第 三 纪 植 物 区 系 成 分 ， 它 们 是 第 三 纪 植物 区 系 的 直 
接 后 裔 ， 使 植物 区 系 在 起 源 上 具有 一 定 的 古老 性 。 一 般 认 为 被 子 植物 的 离心 皮 类 或 柔 黄 
花序 类 是 最 古老 的 、 最 原始 的 类 和 群 ， 有 离心 皮 类 5 科 、41 属 、120 Fs ARR TERA 9 

科 、41 属 、159 种 ， 再 根据 对 原始 被 子 植 物 的 研究 ， 有 原始 被 子 植物 20 科 、64 属 、 

144 种 ， 从 而 体现 出 植物 区 系 有 一 定 的 古老 性 。 有 中 国 特有 属 37 个 ， 单 种 属 59 个 ， 如 

Ale. AR. BK. WAY. SR. RK. RT. WE ESA EM. AKG 

发 育 上 相对 原始 的 古老 种 类 。 另 外 ， 保 留 有 不 少 的 第 三 纪 以 前 的 古 残 遗 植物 种 群 ， 除 茂 

类 植物 外 ， 还 有 银杏 、 连 香 树 、 三 尖 杉 、 水 青 树 、 领 春 木 等 ;起源 于 第 三 纪 的 植物 区 系 
种 类 众多 ， 如 各 种 标 类 、 栗 、 桦 、 榆 、 械 、 构 等 乔木 树种 ; 荆 条 、 黄 杭 、 酸 束 等 灌木 ; 
白 草 、 黄 背 草 等 草本 植物 。 

植物 资源 类 别 的 多 样 性 及 药 用 和 经 济 价值 

伏 牛 山中 药 资源 占 河 南 省 总 数 的 76. 9% ， 药 用 植物 总 储量 为 65 000 万 kg， 其 中 植 

物 药 材 类 48 000 万 kg。 药 用 植物 的 品种 数量 和 储存 量 均 处 于 全 国 前 列 ， 是 全 国药 用 植 

物 主 要 产 区 之 一 。 山 茱 英 产 量 约 占 全 国 的 80% ， 居 全 国之 冠 ; 连 映 年 产量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40% ;和 天麻、 丹参 、 桔 梗 、 南 五 味 子 、 苦 参 、 茜 草 、 猪 苓 等 10 余 种 药 用 植物 年 产 

量 居 河南 省 第 一 。 现 将 本 区 植物 归 类 分 述 如 下 。 

1. 野生 药 用 植物 

本 区 分 布 药 用 植物 2302 种 。 具 有 开发 价值 的 有 400 余 种 。 其 中 年 产量 在 100t 以 上 

的 有 119 种 。 
种 子 及 果实 类 ”种 子 及 果实 类 分 布 有 14048, WAR. EM. BRR. OW 

i. TRAE. ea. RR. Tet. ER. BRE. A. KER. th 

ARF. SEF. SEAR. TT. PR. eR. RI. RPL. ov). ARIZ. BB 

I~. WAFER. AYE. SEF. SBR. SET. BMC. ZUR SL. ECR, GAT. fe 

F. HEH. AMF. ERAS. HP RA MPA WAR Cornus officinalis, 4H 

Forsythia suspensa, 42*P FLR-F Schisandra sphenanthera, 20 il) #& Crataegus san- 

guinea, ERAT. SAT. HB. SHIT. RAT. BAT. BHT. PF. RB. 

草 芥 、 杏 仁 、 银 杏 、 草 决 明 、 野 山 植 、 黑 芝麻 等 40 余 种 。 

花 类 “” 花 类 分 布 有 80 余 种 ， 如 野 菊花 、 红 花 、 槐 米 、 合 欢 花 、 金 银 花 、 要 树 花 、 

小 叶 丁 香 、 辛 夷 、 玉 米 须 、 款 冬 花 、 洋 金 花 、 亲 羊 花 、 旋 覆 花 、 杜 角 花 等 。 其 中 大 宗 品 
种 有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4 Chrysanthemumindicum L. [包括 北野 菊 Chrys- 

anthemum boreale (Makino) ]、 注 夷 、 洋 金 花 、 槐 米 、 红 花 、 玉 米 须 等 20 余 种 。 

皮 及 茎 木 类 ” 皮 及 葵 木 类 分 布 有 150 余 种 ， 如 攀 木 、 三 叶 木 通 、 大 木 通 、 小 木 通 、 

苏 木 、 夜 交 蕨 、 忍 冬 蕨 、 桑 白 皮 、 白 癣 皮 、 通 草 、 杜 仲 、 丹 皮 、 紫 樟 皮 、 厚 朴 、 祖 师 



B® it 79° 

麻 、 黄 柏 、 地 骨 皮 、 香 加 皮 、 远 志 、 苦 栋 皮 、 合 欢 皮 等 。 其 中 大 宗 品 种 有 杜仲 Eucom- 

mia ulmoides, if RRB Aralia elata CALERA A. hupehensis, PAAR A. chinensis), 

IN. AWK. He. PER. FAUT RSE 40 余 种 。 

BK 菌 类 分 布 有 2020. KRMPARS. AR, RE. BH. KA. SA. 

SH, BM. AGF SE. HP REM ARE Polyporus umbellatus, KK Gastro- 

dia elata Blume, ®2 Ganoderma lucidum, 7. SA. WAG. AAS O 种 。 

根 及 根茎 类 ，” 根 及 根茎 类 分 布 有 570 RH. NSE. HB. 25. Hee. RL FY 

参 、 防 风 、 玄 参 、 半 夏 、 苦 参 、 何 首 乌 、 百 合 、 黄 精 、 玉 人 竹 、 白 术 、 苍 术 、 射 干 、 黄 

%. BR. RNA. BS, ABH. MAS. HBB. He. BP. TK. Bik. Al 

fe. AK AR. KR. EE. EO, EA. OU, BAT. HEB. MB. BAA. HK 

蓝 根 、 黄 姜 、 地 榆 、 南 蛇 芯 、 桔 梗 、 沙 参 等 。 其 中 大 宗 品 种 有 防风 Ledebouriella ses- 

cloldcs Auct. 、 柴 胡 Bupleurum chinense (470+ 48H Bupleurum marginatum), 8 

pueraria lobata (Willd. ) 、 丹 参 Salvia miltiorrhiza, #&¥ Isatis indigotica Fort. , 盾 

叶 暮 蔬 〈 黄 姜 ) Dioscorea zingibernsis, 、 地 榆 、 桔 梗 、 地 黄 、 山 药 、 牛 膝 、 麦 冬 、 防 风 、 

Kite. BK. BRR RE. RR BR. WE. It. Oa. BH. ETT. A 

术 、 苍 术 、 射 干 等 210 余 种 。 

全 草 类 ”全 草 类 分 布 有 640 RH. WM. AR. AR. FAST. & 

Be WASH. HEEL. PERL. RON. PPTL. RRR ET. RI, BT 

MOLAR, BRR. SRL. AL AIT. ADD EL eB, PRITIT. fr. BR. BR 

B. BAR. Me. PER. BH. MRSS. APRA BMS Artemisia cap- 
illaris, AYER Artemisia gmelinii, Hi $f RH Bidens bipinnata, & KF Rabdosia 

rubescens, AAEM T. Bi. MILER. REEL SPARS OL TD REL KT. PRAT 

iH. ft, BR. Sea. BAR. me. PER. BH. WS 180 余 种 。 

+H MAYA FORA, UATE. PEE. REP. iter. APL KK 

Bit. Bor. ASAE. PAKS. AIP. SPT. ABS. ABS. HP RRMA BT 
HY Epimedium sagittatum, 4% 7% Epimedium brevicornum, ¥t.{f Eucommia 

ulmoides , il#&HY+ Crataegus sanguinea, Ki Artemisiae argyi 等 10 余 种 。 

2, 栽培 与 抚育 药 用 植物 
伏 牛 山 生态 交错 带 环 境 条 件 复杂 ， 空 间 异 质 性 很 强 ， 是 植物 多 样 性 形成 的 重要 条 

件 ， 生 态 交 错 带 的 通道 作用 、 富 集 物 种 的 沉积 库 作 用 和 过 滤 物 种 的 作用 等 是 本 区 植物 多 

样 性 形成 的 根本 原因 。 古 人 云 :“ 诸 药 所 生 ， 缘 有 其 界 ”， 生 态 地 理 环境 对 药 用 植物 的 质 

量具 有 重要 的 影响 。 只 有 适宜 的 生态 环境 才能 生产 出 优质 高 产 的 药 用 植物 。 因 此 ， 本 区 

抚育 、 栽 培 、 种 植 药 用 植物 品种 近 30 种 ， 面 积 近 300 WO. HAAN 60 WLR 

年 产量 占 全 国 的 80%; 抚育 的 150 万 亩 连 夸 年 产量 占 全 国 的 40%， 抚 育 的 20 万 亩 辛夷 

其 挥发 油 、 木 兰 脂 素 、 辛 吏 脂 素 含量 高 于 其 他 产 区 ;抚育 的 25 万 亩 杜仲 和 繁殖 的 天 肪 、 

SET RAM MAB. RIBAS. wk. TRL BAL BL. RHA. CF 

® 1f=666.7m?, 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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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 苦 参 、 天 花粉 等 与 野生 居 群 遗传 多 样 性 和 化 学 成 分 基本 一 致 。 种 植 的 王 不 留 行 、 草 

决 明 、 金 银 花 、 板 蓝 根 、 和 生地、 白术、 知 母 、 牛 肤 、 山 药 、 菊 花 、 麦 冬 等 均 为 全 国 主流 

品种 。 

近 几 年 ， 在 全 国 各 地 产业 结构 调整 中 ， 由 于 种 植 粮食 等 农作物 效益 低下 ， 种 植 药 用 

植物 相对 而 言 是 短平快 的 首选 项 目 ， 许 多 地 方 都 把 药 用 植物 产业 作为 支柱 产业 来 抓 。 手 

是 在 全 国 兴 起 了 一 股 引 药 用 植物 、 种 药 用 植物 的 热潮 。 一 些 药 用 植物 品种 出 现 了 “ 南 移 

北 栽 ” 现 象 。 许 多 非 “ 道 地 药材 ” 产 区 也 盲目 种 起 了 “ 道 地 药材 ”。 次 产 区 药 用 植物 种 

植 面 积 不 断 扩 大 ， 药 用 植物 供求 发 生 了 变化 ， 供 大 于 求 ， 导 致 价格 下 降 ， 药 农 受 失 ， 主 

产 区 “ 道 地 药材 ”种 植 面 积 菱 缩 。 

由 于 药 农 在 药 用 植物 种 植 过程 中 ， 不 重视 对 优良 品种 的 选 育 ， 并 且 在 田间 管理 过 程 

中 ， 为 追求 高 产 ， 长 期 大 剂量 施用 化 肥 以 及 植物 生长 素 ， 促 使 其 生长 速度 加 快 ， 扰 乱 了 

植物 自 有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导 致 产量 增加 ， 有 效 成 分 减少 。 由 于 种 植 种 子 来 源 渠 道 多 而 

杂 ， 导 致 品 系 退 化 、 成 分 变异 、 质 量 低劣 、 农 民 收 入 降低 ， 影 响 药 农 积极 性 。 对 芍药 野 

生 居 和 群 与 栽培 居 群 的 遗传 变异 研究 发 现 ， 长 期 大 面积 连作 单 种 栽培 芍药 ， 其 化 感 作 用 造 

成 土壤 恶性 退化 ， 遗 传 基 因 发 生变 异 ， 基 因 多 样 性 降低 。 研 究 发 现 黄 芬 居 群 间 的 遗传 变 

异 占 总 变异 的 18. 83% ， 居 和 群 内 变异 占 总 变异 的 81.17% ， 种 内 差异 远大 于 种 间 差 异 。 

对 丹参 主要 居 群 的 遗传 关系 及 药材 道 地 性 的 初步 研究 得 到 同样 的 结论 : 种 内 差异 远大 于 

种 间 差 异 。 

尽管 政府 及 一 些 中药 制 药 企业 十 分 重视 药 用 植物 的 规范 化 建设 ， 但 由 于 历史 上 传统 

的 种 植 习 惯 及 经 营 体制 等 原因 ， 我 国 大 部 分 药 用 植物 生产 还 没有 摆脱 千家 万 户 分 散 种 植 

经 营 的 小 农 生产 方式 ， 集 约 化 、 规 范 化 、 标 准 化 程度 低 。 药 农 赁 经 验 种 植 ， 生 产 方法 不 

科学 、 不 规范 ， 缺 乏 全 程 质量 监控 ， 使 “ 道 地 药材 ”质量 下 降 ， 部 分 药 用 植物 农药 残留 

量 及 重金 属 含量 超 标 ， 直 接 影响 了 中 药 质量 的 稳定 性 和 可 控 性 。 因 此 ， 解 决 良种 繁育 技 

术 ， 减 少 连作 方 式 ， 降 低 环 境 污染 ， 规 定 农 药 和 化 肥 使 用 量 ， 确 立 单 品种 种 植 模 式 ， 制 

定 种 植 技术 规范 ， 控 制 种 植 药 用 植物 质量 等 是 保证 伏 牛 山区 “地 道 药材 ”发 展 的 有 效 

途径 。 

3. 植物 能 源 

自然 界 的 能 源 多 种 多 样 ， 人 们 最 早 使 用 的 能 源 就 是 以 纤维 素 为 主要 成 分 的 植物 ， 而 

目前 石油 是 人 类 最 为 重要 的 能 源 。 经 历 了 20 世纪 70 年 代 二 次 石油 危机 以 及 绿色 运动 的 

兴起 ， 科 学 家 们 敏锐 地 看 到 : 化 石 类 ( 煤 、 石 油 ) 能 源 的 再 生 速 率 慢 ， 储 量 日 渐 减 少 ， 

总 有 一 天 会 枯竭 。 因 此 ， 科 学 家 们 把 未 来 的 能 源 寄 托 在 太阳 能 和 生物 能 上 ， 以 纤维 素 为 

主 的 植物 能 源 将 再 次 异军突起 。 

在 植物 能 源 中 ,“ 植 物 石油 ”可 以 说 是 一 条 奇 范 ， 前 景 诱 人 .。“ 种 树 得 油 ” 近 年 来 在 

世界 各 国 新 风 劲 吹 。 能 源 专 家 预示 : 21 世纪 将 是 “植物 石油 ”大 展 宏 图 之 时 .“ 植 物 石 

油 ” 是 指 由 植物 直接 生产 出 来 的 工业 燃料 用 油 或 将 植物 经 过 加 工 生产 出 来 的 燃料 油 的 总 

称 。 太 阳 每 年 投射 到 地 球 表面 的 能 量 相 当 于 7.0X107kW。h。 绿 色 植 物 利 用 水 、 二 氧 

化 碳 进行 光合 作用 ， 制 造 碳水 化 合 物 ， 将 一 部 分 太阳 能 转换 成 化 学 能 储存 起 来 。 目 前 ， 

全 世界 绿色 植物 储存 的 太阳 能 相当 于 8.0 10" t 标准 煤 [A (6.0~8.0) K10"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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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 其 中 90% fi FE FRR. AG 1.0X102t 纤 维 素 。 而 目前 全 世界 石油 开采 量 为 

3.0X10?*t， 仅 占 森 林 生 长 量 的 4. 3%。 因 此 ， 森 林 是 一 座 巨 大 的 “石油 储 能 库 ?”， 其 潜 

力 很 大 ， 具 有 广阔 的 开发 前 景 。 

一 是 富 含 类 似 石油 成 分 的 能 源 植物 。 石 油 的 主要 成 分 是 烃 类 ， 如 烷烃 、 环 烷烃 等 ， 

汽油 、 柴 油 、 煤 油 等 即 是 石油 分 馏 后 不 同 的 组 分 ， 富 含 烃 类 的 植物 是 植物 燃料 的 最 佳 来 
源 ， 生 产 成 本 低 ， 利 用 率 高 。 续 随 子 Expjpnorpia lathyris L. 的 种 子 ， 大 戟 Euphorbia 

pekinensis Rupr. WARS, FaAK Alnus ccemastogyne, AR Sophora sp. 、 绿 玉树 、 古 巴 

香 胶 树 、 银 胶 菊 等 是 其 杰出 代表 ， 如 古巴 香 胶 树 分 泌 的 乳汁 与 石油 相似 ， 不 需要 提炼 即 

可 作为 柴油 使 用 ， 每 株 树 的 年 产量 达 40L。 

二 是 富 含 小 分 子 糖 类 、 淀 粉 和 纤维 素 等 碳水 化 合 物 的 能 源 植物 。 利 用 这 类 植物 所 得 

到 的 最 终 产品 是 乙醇 。 其 种 类 较 多 ， 分 布 也 比较 广泛 ， 如 菊 芋 木薯 、 马 铃 昔 、 甜 菜 ， 菊 

科 植 物 的 种 子 ， 禾 本 科 的 高 粱 、 玉 米 、 甘 蔗 等 ， 都 是 生产 乙醇 的 良好 原料 。 

三 是 富 含油 脂 的 能 源 植物 。 它 们 既是 人 类 食物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又 是 工业 用 途 非 常 

广泛 的 原料 。 有 资料 表明 ， 世 界 上 的 富 油 植物 达 万 种 以 上 ， 我 国有 近 千 种 ， 其 中 有 的 含 

油 量 很 高 ， 如 木 姜 子 的 种 子 含油 率 达 64. 4% ， 黄 脉 钓 樟 的 种 仁 含 油 率 高 达 67.2%， 许 

多 植物 不 仅 含油 率 高 ， 而 且 存 储量 巨大 。 例 如 ， 苍 耳 子 瘦 果 含油 率 为 15%% 一 25%， 种 

仁 含 油 率 为 4 为， 资源 十 分 丰富 ， 仅 伏 牛 山 的 年 产量 就 达 1350 万 kg。 

KR. ARAB. GP. BL. ISB BL. Test RHI. EK. BREA 

类 植物 在 本 区 广泛 分 布 ， 为 开发 能 源 植 物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野生 和 抚育 资源 。 

4. 纤维 植物 
纤维 植物 的 葵 皮 部 、 木 质 部 、 叶 等 器 官 或 组 织 纤 维 发 达 ， 可 用 于 制 床 、 编 织 或 加 工 成 

为 纺织 、 造 纸 的 原料 。 本 区 纤维 植物 达 168 种 ， 其 中 青 檀 皮 是 我 国 著名 的 书画 用 纸 一 一 

宣纸 的 原料 ; 构 树 皮 、 桑 树 皮 、 根 树 皮 、 扁 担 杆 、 瑞 香 、 鞠 花 等 植物 葵 皮 纤维 不 仅 丰 富 

发 达 ， 而 且 质量 好 ， 是 造纸 、 纺 织 工 业 的 上 等 原料 ， 如 瑞香 狼 毒 的 荟 含 纤维 16. 23% 

(we- 纤 维 素 14.33%，B8 纤 维 1.60%), BER 11.80%, RB 3.84%; 根 皮 含 纤维 
28.49% 〈o- 纤 维 素 25.75%, Be4ER 1.16%), BER 37. 30% ， 糠 醛 5.04%, FEM 

8. 87% ， 根 部 含 淀粉 34. 77%， 去 皮 后 的 根 含 淀粉 66. 49% 。 簧 柳 、 管 柳 、 荆 条 、 胡 枝 

子 、 紫 穗 槐 、 白 螨 树 、 蒲 草 、 龙 须 草 等 是 本 区 群众 常用 于 编织 农具 及 日 常生 活用 品 的 纤 

维 原 料 。 杨 、 柳 、 竹 类 、 龙 须 草 及 黄 背 草 等 速生 、 丰 产 ， 是 良好 的 造纸 原料 植物 。 木 防 

己 、 葛 芒 、 青 蕨 、 紫 蕨 、 蝙 蝠 葛 等 是 理想 的 芯 编 原料 ， 本 区 含量 丰富 ， 应 组 织 开 发 

利用 。 

山 杨 Populus davidiana Dode 〈 杨 柳 科 ) 。 木 纤维 可 做 纸张 原料 ; 树 皮 纤 维 可 做 麻 

类 代用 品 ， 并 供 做 人 造 棉 原 料 ; 嫩 枝 可 用 于 编织 乱 、 笑 等 物 。 另 外 ， 树 皮 可 提 制 楼 胶 。 

山 杨 树 皮 内 全 部 纤维 含量 48. 2%， 纤 维 长 0.935 一 1. 020mm， 宽 19~30um; 化 学 成 

分 : 水 分 11.31%, WKKEWH 1.38%，1% 氧 氧化 钠 抽 提 物 15. 61%， 全 纤维 素 
43. 24% ， 木 质 素 17. 10% ， 温 水 水 溶 物 2. 46% ;另外 尚 含 有 多 缩 戊 糖 、 粗 蛋白 、 果 胶 
等 成 分 。 

核桃 枯 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 〈 胡 桃 科 )。 树 皮 可 供 做 人 造 棉 及 造纸 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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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FEAR. Bb, WK. Ob. ORES, ARR; 种 仁 含 油 ， 可 供 

食用 或 工业 用 。 化 学 成 分 : 纤维 素 29. 37%， 水 分 7.2%, KS 3.87%， 木 质 素 
16.83%, ， 碱 抽 提 物 51. 49% ， 葵 抽 提 物 11. 61% ， 多 缩 戊 糖 15. 15% 。 树 皮 纤 维 量 在 饼 

物 中 含 19. 47% ， 在 干 物 中 含 29. 50% ， 纤 维 长 10mm， 宽 23um FA. 

大 果 榆 Ulmus macrocarpa Hance (iF). ARAAERT CRE, ALAR AT A Se 

2, PATA Ly, RATA HERA. BRAK 1. 59% ，1%% 和 氢 氧 化 钠 抽 提 物 

23.53%, AHH 54.84%; 纤维 平均 长 0.85mm， 宽 为 1. 85um, 

其 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 Merr.〈 桑 科 )。 葵 纤维 可 供 造 纸 及 纺织 ， 也 可 代 

RR. SREARAARA 34. 55% ;果穗 含 苦 草 酮 或 蛇 麻 酮 ;全 草 含 胆 碱 、 天 门 冬 素 等 。 

桑 Morus alpa L. 〈 桑 科 )。 葵 皮 纤 维 可 供 制 打字 纸 、 蜡 纸 、 电 机 工业 纸 、 国 防 工 

业 纸 等 用 ;果实 可 用 于 酬 酒 或 食用 ， 种 子 可 榨 油 ; 叶 、 根 药 用 ; 叶 也 可 养 乔 。 蔡 皮 纤 维 

含 全 纤维 素 48. 22% ,， 半 纤维 素 15.7% ， 纤 维 长 27mm， 宽 17: 21pm, FRAW 16. 77g. 

蝎子 草 Girardinia cuspidata Wedd. 〈 荨 麻 科 )。 葵 皮 纤 维 可 供 制 绳索 ， 经 加 工 处 

理 后 可 供 纺 织 。 蔡 皮 含 纤维 约 20% ， 纤 维 坚韧 ， 强 力 为 42. 13g。 

$+ SK Urtica angustifolia Fisch ex Hornem (4 KF}). ARAB PI KA E A 

做 高 级 纺织 物品 的 原料 ， 还 可 用 于 纺织 轮船 用 布 、 马 达 传 动 带 、 和 柔软 牢固 的 绳索 等 ; 短 

纤维 可 做 高 级 纸张 原料 。 葵 皮 含 纤维 约 70.99% ， 出 麻 率 55. 82% ;纤维 长 5~55mm, 

平均 长 10 一 20mm; 宽 20~ 70um, FI 50um; AEA HM. RHR. ACH, TRA 

W 38. 52g. 

蝙蝠 葛 Menispermum dauricum DC. (BRA). MRA UR, th) oe ae 

料 ; 茎 可 用 于 编织 。 

牛 迭 肚 Rubus crataegifolius Bge. 〈 茧 蕉 科 )。 茎 皮 纤 维 可 供 造纸 及 做 纤维 板 的 原 

料 ， 另 外 ， 果 实 可 食用 。 蕉 皮 含 纤维 44. 07% 。 
野 亚 麻 Linum stellarioides Planch. 〈 亚 麻 科 )。 茎 皮 纤 维 可 供 做 造纸 及 人 造 槐 等 的 

原料 。 茎 皮 含水 分 10. 97% ， 灰 分 2. 3% ， 木 质 素 20. 21% ， 纤 维 素 40.92%, ABP 

物 4. 30% ， 碱 抽 提 物 32. 14% ， 多 缩 成 糖 10.27%. 

BLES Artemisia annua L. 〈 菊 科 )。 葵 皮 纤 维 可 用 于 造纸 。 另 外 ， 全 草 可 提取 芳 

香油 ; 嫩 枝 、 叶 可 药 用 。 葵 皮 含 纤维 约 47. 83%. 

白 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 禾 本 科 )。 秆 叶 可 供 造 

纸 ， 也 可 用 于 编织 。 另 外 ， 根 药 用 ， 有 清热 凉 血 之 功效 ;花药 用 ， 可 止血 。 茎 、 叶 出 麻 
率 6.67%， 含 纤维 57. 00% ， 平 均 纤 维 长 度 为 28. 57mm。 茎 、 叶 含 纤 维 素 42. 33%. 

白 草 Pennisetum flaccidum Griseb. (FASE). FFAPAERT EEA. EEA 

葵 、 叶 可 提取 芳香 油 ; 种 子 可 供 榨 油 或 提取 淀粉 。 纤 维 最 长 2. 04mm， 最 短 0. 14mm, 

一 般 为 0. 19 一 0. 75mm， 平 均 为 0.15mm; 最 宽 为 2. 15pm， 一 般 为 5.2 一 12. 9um, 

均 为 8. Tum.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 Trin.(〈 禾 本 科 )。 秆 纤维 为 优质 的 造纸 原料 ， 

也 可 用 于 制作 人 造 棉 ， 秆 光滑 坚韧 ， 可 供 编织 用 。 另 外 ， 花 序 可 做 扫把 ; 芦花 可 药 用 ， 

AREA; 以 芦 根 人 药 ， 有 利尿 、 解 毒 、 清 热 镇 哎 之 功效 ; 根 状 茎 可 提取 演 粉 。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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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57. 6g， 其 中 纤维 素 41. 5g， 木 质 素 19. 88g, Ko 4. 73g, A. CRE 
取 物 4. 19g， 多 缩 成 糖 30. 68g。 纤 维 长 度 达 0. 277~2. 92mm， 平 均 0.9mm; 直径 7. 3 一 

32.4 和 mm， 平 均 13. 2xm。 另 外 ， 根 、 葵 含 天 冬 酰 胺 、 小 分 子 糖 类 、 脂 肪 、 淀 粉 等 成 分 ; 

BH PB. HARES. 
EX Themeda triandra var. japonica (Willd. ) Makino (〈( 禾 本 科 )。 纤 维 可 做 纸张 、 

纤维 板 的 原料 ， 也 可 供 做 人 造 棉 及 人 造 丝 等 。 秆 可 供 编织 草 帘 。 根 的 韧性 大 ， 通 常用 于 

制作 毛 刷 等 用 具 。 另 外 ， 根 可 入 药 ， 能 清热 、 利 湿 通 淋 ， 治 疗 湿热 、 小 便 汲 痛 等 症 。 科 

AYE 40.3%, 1% SALE 23.2%, ARE 43. 5% 。 干 草 含水 10.44%, 
7A 6.12% ， 粗 脂肪 2.22%, FAV 48.93%, HAE 26.88% ， 粗 灰分 5. 39%， 

钙 0. 43% ， 磷 酸 0.18% 。 纤 维 长 0.5538~1. 5975mm， 最 长 3. 1524mm， 纤 维 宽 8. 6 一 

17. 2xm， 最 宽 21. 5um, 

马 苦 Trislactea Pall. var. chinensis (Fisch. ) Koidz. (SBR). Ho pIASAaE. 

A te. AERA; 根 可 用 于 制作 刷子 ， 种 子 可 用 于 提取 淀粉 及 油 ; 以 花 人 药 ， 

有 清 火 、 利 尿 、 消 肿 之 功效 ， 以 种 子 人 药 ， 可 降 湿 热 、 和 利尿、 止血 、 解 毒 。 葵 叶 含 纤 维 
50%, ABER 43. 39% ， 水 分 14. 34% ， 可 溶性 无 氮 物 26.93%; 纤维 平均 长 49. 55mm， 

宽 59. 08pkm， 平 均 单 纤维 强力 为 45. 10g。 

5. 淀粉 和 小 分 子 糖 类 植物 

绿色 植物 通过 光合 作用 合成 淀粉 和 小 分 子 糖 类 。 淀 粉 和 小 分 子 糖 类 是 人 类 生活 必需 

的 营养 成 分 ， 也 是 工业 生产 的 重要 原料 。 淀 粉 的 用 途 广泛 ， 无 毒 的 野生 植物 淀粉 可 制 成 

粉丝 、 粉 皮 等 食品 或 直接 食用 ， 在 食品 工业 上 还 用 来 做 乳化 剂 、 增 笛 剂 、 胶 黏 剂 等 。 由 

于 淀粉 的 高 分 子 特性 ， 糊 化 温度 、 膨 胀 度 等 特性 ， 被 工业 上 广泛 应 用 。 人 例如， 淀粉 在 造 

纸 工业 上 用 做 胶 黏 剂 ， 在 棉 、 麻 、 毛 等 纺织 工业 上 作为 浆 料 ， 在 医药 方面 可 用 于 配置 片 

剂 、 丸 剂 、 粉 剂 等 药品 ， 还 可 做 酿酒 原料 。 此 外 ， 和 铸造、 陶瓷 、 石 油 等 工业 也 利用 淀 

粉 。 淀 粉 分 解 为 麦芽 糖 、 葡 萄 糖 后 ， 再 加 工 制作 糖果 、 糕 点 、 饶 头等 食品 ， 或 作为 酿 

酒 、 造 纸 、 制 作 化 妆 品 的 原料 。 植 物体 中 所 含 的 糖分 有 葡萄 糖 、 麦 芽 糖 、 果 糖 、 菊 糖 、 

蔗糖 等 ， 多 储存 于 果实 、 种 子 和 变态 根 、 荃 。 有 的 果实 、 种 子 或 变态 根 等 可 直接 食用 ， 

有 的 可 加 工 成 副食 品 ， 或 制 果 酒 、 饶 头等 。 

淀粉 植物 资源 据 有 关 资 料 记 载 有 164 种 ， 具 有 明显 的 淀粉 资源 优势 。 其 中 具有 开发 

利用 价值 〈 含 广泛 栽培 的 经 济 淀粉 植物 ) 的 有 112 种 ， 著 名 的 种 类 是 壳 斗 科 的 树种 ， 如 

板 标 、 茅 栗 、 栓 皮 标 、 麻 栎 等 的 坚果 均 含 有 丰富 的 淀粉 。 此 外 ， 豆 科 的 葛 、 茜 科 的 何 首 

鸟 、 天 南星 科 的 七 、 百 合 科 的 土 茯 苓 等 种 类 的 块根 、 块 茎 也 是 重要 的 植物 淀粉 资源 。 有 

些 种 类 还 是 著名 的 中 草药 ， 如 何首乌 、 白 艾 、 百 合 等 。 橡 子 是 壳 斗 科 栎 属 树木 坚果 的 统 

称 ， 也 是 本 区 的 优势 资源 ， 其 他 资源 丰富 的 种 类 还 有 毛 蕨 、 蕨 、 狗 状 蕨 、 米 心 树 、 板 

标 、 茅 票 、 栓 皮 标 、 麻 标 、 攀 标 、 短 柄 攀 标 、 桥 标 、 是 叶 桥 标 、 锐 齿 标 、 直 锐 齿 标 、 南 

Tritt. ie. ROR. AHR. EAR. SM. ARR. Uae. BB. 

BR. AGRE. HS. DOES ER. ES. BR. BEE. RB. DW wre. Aa 

&. KFS. WBE. 44. SRR. BRR. EAR. KR. BR. BM. BI 

S. ziti, BIR td. BO, TE. Ho. MIA. BR. PRE ROE 



-14-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PAS. SRS. ORS. Meo. We. ewe. KOR, 

AT. BR. MItRaT. AR. HA. OMA. BH. EH, FIA ER. 

A. Hee Ty. Bah. RR. A. BF. OF. RR. HMR, RU RR, BHR 

2. PRR. FS. AIA. BH. UE. FEU. MEKINA. AAR, 2 

AEE. ET. WAAR. 川 百 合 、 山 丹 、 红 花 百 合 、 卷 丹 、 线 叶 百合 、 细 叶 百 合 、 百 

SG. KWAA,. BR. Am. BWR. Bh. HA. SH. FRE. AR. Ae 

苇 等 。 合 理 开 发 利用 这 上 尘 植 物资 源 ， 适 时 采 收 加 工 ， 不 仅 为 工业 、 养 殖 业 提 供 原料 ， 节 

约 粮 食 ， 而 且 也 可 通过 深加工 作为 粮食 的 代用 品 。 

#€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FEX#L). PTR SR. WA; 种 子 淀粉 可 做 副 

食 ; PPMP. Ah, ARP EMR,. SRA BTR. WARE. 

材 致密 可 供 做 家 具 。 每 百 克 种 子 含 碳 水 化 合 物 16.5g, BAM 16.2g, ARM 50.6g, K 

4} 3.5. MRA 5.1%. BASH AK 9. 27g， 粗 蛋白 8. 87g， 粗 脂肪 9. 18g， 

AF HE 13. 47g， 无 氮 浸 出 物 50.98g， 粗 灰分 8.23g， 钙 0.87g， 磷 酸 0.23g, 

质 5. 76g. 

4 XJ #K Cyclobalanopsis glauca (L.) 〈 壳 斗 科 ) 。 种 子 含 淀 粉 ， 可 供 酿 酒 。 壳 斗 、 

树 皮 和 叶 含 缀 质 ， 可 提取 枯 胶 。 叶 可 养 鼻 。 木 材 供 做 建筑 用 材 。 种 子 含 淀 粉 62. 88%, 

$m 14.5% ， 蛋 白质 6.06% ， 脂 肪 3. 59% ， 纤 维 素 4. 48 外， 灰分 2.84%. 

榆 Ulmus pumila L. (iP). HRB. fart. SRSA aA. Pt RAPE RT IR 

麻 用 ， 茎 皮 、 根 皮 含 树胶 ， 可 制作 胶 黏 剂 ， 木 材 供 做 建筑 用 材 。 葵 皮 含 纤维 素 

16. 14 入， 每 百 克 果 实 含水 分 82g， 蛋 白质 3. 8g， 脂 肪 1g， 碳 水 化 合 物 8. 5g， 并 含有 维 

生 素 等 成 分 。 每 百 克 榆 叶 含水 分 79g， 和 蛋白质 6g， 碳 水 化 合 物 gg ABH 0. 6g 等 。 

桑 Morws alpa L. 〈 桑 科 )。 果 实 味 甜 ， 可 食用 ， 并 可 提取 果汁 制作 饮料 或 酿酒 。 果 

实 含 糖 分 9% 一 12%， 并 含 少量 胡 葛 卜 素 、 硫 胺 酸 、 核 黄 素 以 及 抗坏血酸 等 。 

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 ( 草 蕉 科 )。 果 实 可 直接 食用 ， 也 可 制作 果酱 、 

果 糕 、 蜜 钱 或 用 于 酿酒 。 果 实 也 可 药 用 。 苗 木 为 苹果 、 梨 的 砧木 。 果 肉 含 碳水 化 合 物 

22%, HAM 0.7%, ARR 0.2%， 铁 0.0021%， 钙 0.085% 。 钙 、 铁 含量 居 水 果 类 

Afi. 

地 榆 Sanguisorba of ficinalis L. G@ARR). WAR. A AFR; Pray He 

制 所 或 工业 用 ;全 株 含 单 宁 ， 可 提取 楼 胶 ; MATA, Bem. Iki, Kes; 全 草 

做 农药 可 治 蚜虫 、 红 蜘蛛 、 小 麦 秆 锈病 。 根 含 淀 粉 25% 一 30%% 。 

Fi APE Melilotus suaveolwan Ledeb. (GFL). PTA PAAR. FT AF eR ak 

榨 油 ; 开花 时 收割 ， 为 高 蛋白 饲料 ， 和 着 碎 可 做 绿肥 ; 也 是 很 好 的 蜜源 植物 及 水 土 保 持 植 

物 。 种 子 含 淀 粉 29. 11% ， 含 油 6. 32% 。 全 草 含 挥发 油 及 香 豆 素 。 每 百 克 鲜 全 草 含 蛋白 
质 25. 38 一 27. 96g， 纤 维 17.9 一 19.73g， 无 氮 浸 出 物 33.78 一 36.78g， 脂 肪 5. 10 一 

5. 62g， 灰 分 9 一 9. 92g。 

EX Vicia unijuga A. Br. (BR). PFA. WAFS. HAA. om 

叶 可 食 。 种 子 含 淀 粉 40% 。 每 百 克 鲜 全 草 含水 分 72.90g， 蛋 白质 4.07g， 粗 脂肪 

1. 09g， 无 氮 浸 出 物 11. 95g， 粗 纤维 8. 06g， 粗 灰分 1. 14g， 维 生 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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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 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 (Bge. ) Hu ex H. F. Chow ( 鼠 李 科 )。 果 肉 及 核 

仁 内 均 含 糖 及 少量 淀粉 ， 可 加 工 成 副食 品 和 酿酒 。 种 子 信 药 ， 能 养 心安 神 ， 滋 补 肝 肾 。 

AME MATE, MARR. RAHN. ha 40% ， 以 及 维生素 两 、 吏 酸 、 脂 

肪 油 、 挥 发 油 、 黏 液 质 等 。 核 仁 含 淀粉 24. 38%. 

山葡萄 Vitis amurensis Rupr. (葡萄 科 ) 。 果 实 可 食用 或 酿酒 ， 酒 糟 可 用 于 制 醋 或 

做 染料 。 种 子 可 棕 油 。 酬 酒 后 的 副产品 及 叶 可 提 制 酒石酸 。 根 、 葵 、 果 实 尚 可 人 药 。 

果实 中 果 梗 占 16.2%, Ri 26.61%, Re 8.5%， 出 酒 率 44.88%, BRE 
2. 31g/100ml, #¥4> 9.71g/100ml, #EsR 0. 0785g/100ml, lkg 原 果 汁 加 水 加 糖 可 制 酒 

L.3kg. 

软 束 猕猴 桃 Actinidia arguta (Sieb. et Zucc. ) Planch. 〈 猕 猴 桃 科 ) 。 果 实 酸 甜 可 

食 ， 可 制作 果酱 、 果 酒 等 ， 葵 皮 纤维 可 供 制 绳 ;， 嫩 枝 可 提取 树胶 。 果 实 含 葡萄 糖 
15. 27% ， 果 糖 6.577%, HERE 2. 19% ， 出 酒 率 10% 。 

47 Polygonatum odoratum (Mill. ) Druce， (百合 科 )。 根 状 蔡 含 淀粉 ， 可 供 食 

用 或 酿酒 。 根 、 葵 人 药 ， 能 润 肺 止咳 、 生 津 止 渔 ， 外 用 可 治疗 跌 打 损伤 。 根 状 葵 含 糖 类 

35. 6% ， 其 中 还 原 糖 占 5. 7% ， 所 含 黏液 水 解 产生 果糖 、 葡 萄 糖 、 阿 拉 伯 糖 等 。 根 状 葵 

含 淀 粉 25. 6%% 一 30.6%%。 

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Delar. ex Redoute. (HAF). MRAM. FH 

食用 和 药 用 ， 有 滋养 作用 。 干 根 状 蔡 含 68.46% HEM ALES, MOMMA 

液 质 。 

hii Dioscorea nipponica Makino 〈 昔 对 科 )。 根 状 蔡 含 淀粉 ， 可 供用 于 食品 

业 或 酿酒 业 。 根 状 荃 还 可 和 人 药 ， 有 每 筋 活 血 、 祛 风 止 痛 之 功效 。 根 状 葵 含 淀粉 

40%~50%. 

6. 油脂 植物 
油脂 是 人 类 食物 中 不 可 缺少 的 主要 营养 物质 ， 同 时 也 是 重要 的 工业 原料 。 油 脂 主要 

用 于 制 肥 时 、 润 滑 剂 、 油 漆 涂 料 、 晴 烛 等 。 油 脂 经 水 解 后 产生 脂肪 及 甘油 ， 也 是 重要 的 

工业 原料 。 例 如 ， 硬 脂 酸 可 用 于 制 化 妆 品 ;在 橡胶 工业 中 促进 硫化 ， 使 橡胶 软化 和 防老 

化 ; 在 文教 用 品 中 ， 用 来 制 蜡笔 、 复 写 纸 、 圆 珠 笔 油 等 ; 在 纺织 工业 中 ， 做 润滑 打 光 

剂 ; 在 皮革 工业 中 ， 用 做 上 光 剂 和 制 保 革 油 ; 在 电镀 工业 中 ， 可 制 抛 光 癌 ; 在 食品 工业 

中 ， 做 糖果 、 饼 干 的 乳化 剂 ; fete ib, Fee. GR. BG. Ol, SOR, 在 塑 

料 工 业 中 ， 做 增 塑 剂 。 甘 油 用 途 也 很 广泛 ， 如 食品 、 医 药 、 化 妆 品 、 纺 织 、 皮 革 、 造 

纸 、 金 属 加 工 、 油 漆 等 行业 ， 都 需要 大 量 的 甘油 。 三 磷酸 甘油 酯 是 无 烟火 药 ， 在 国防 、 

采矿 、 筑 路 中 都 被 广泛 应 用 。 本 区 植物 果实 或 种 子 含油 量 较 高 ， 具 有 开发 价值 的 植物 有 
205 种 。 核 桃 是 著名 的 油料 树种 ， 本 区 栽培 比较 普遍 ;， 野 核桃 、 球 果 香 杖 、 棱 子 、 虎 棱 

子 、 梧 桐 树种 的 果实 或 种 子 不仅 含 油 率 高 ， 而 且 还 是 高 级 的 食用 油 ， 也 可 用 于 油脂 化 学 

工业 。 松 树 的 种 子 油 、 乌 柏 、 樟 科 树种 、 漆 树 、 黄 连 木 、 械 树 属 树木 的 果实 油 是 重要 的 

化 工 原 料 ， 经 加 工 后 ， 有 些 油 也 可 食用 。 特 别 是 乌 柏 皮 油 经 深加工 制 成 类 可 可 脂 ， 可 用 

以 代替 可 可 脂 生产 巧克力 。 

油脂 植物 在 各 器 官 中 含油 量 不 同 ， 一 般 在 根 、 茎 、 叶 中 含量 较 少 ， 而 在 果实 及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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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含油 脂 最 多 。 另 外 ， 不 同时 期 所 含 的 油脂 量 也 有 很 大 差别 。 通 常 果 实 未 成 熟 时 ， 含 碳 

水 化 合 物 多 ， 而 果实 成 熟 期 ， 则 含油 脂 较 多 。 

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松 科 ) 。 种 子 油 为 良好 的 食用 油 ， 还 可 供 做 润滑 

剂 及 制作 肥皂 。 种 子 含油 量 30% 一 40%， 出 油 率 24% ~30%, BAA 157.2, tka 

188. 9。 脂 肪 酸 组 成 : AER 0.1%， 棕 桐 酸 5.9%， 硬 脂 酸 2.3%， 十 六 碳 烯 酸 

0.4% ， 油 酸 22.0% ， 亚 油 酸 44. 3% ， 二 十 碳 二 烯 酸 0. 4% ， 十 八 碳 三 烯 酸 19.2%, © 

麻 酸 1.0% ， 二 十 碳 三 烯 酸 0.4% ， 月 桂 酸 微量 、 未 鉴定 酸 0. 3%%。 

核桃 棒 〈 胡 桃 科 ) 。 种 子 及 种 子 油 供 食用 ， 又 可 供 制 肥皂 。 种 子 含油 量 68.2%, Bh 

值 155. 3， 皂 化 值 181. 2。 脂 肪 酸 组 成 : 肉 豆 攻 酸 0.4% ， 棕 桐 酸 2. 8% ， 硬 脂 酸 1. 3%, 

油 酸 13. 4% ， 亚 油 酸 74. 5% ， 亚 麻 酸 7.6%。 

Re 〈 楷 木 科 ) 。 种 子 生 食 或 炒 食 ， 也 可 做 糕点 或 榨 油 供 食 用 。 种 子 含油 量 61% ， 碘 

值 89.3， 皇 化 值 177. 4， 不 皇 化 物 1% 。 脂 肪 酸 组 成 : 棕榈 酸 3. 5%， 硬 脂 酸 1. 3%， 油 

酸 82.5%， 亚 油 酸 12.7% ， 亚 麻 酸 微量 。 

大 果 榆 〈 榆 科 )。 种 子 油 可 供 制 肥皂 ， 也 可 食用 。 翅 果 含 油 量 39.1% ， 碘 值 7. 3， 

皇 化 值 296.6。 脂 肪 酸 组 成 : 辛酸 13.8%, BM 66.5%， 月 桂 酸 86%, ABER 

1.4%, ， 棕 榈 酸 4. 7% ， 硬 脂 酸 0. 4%% ,. 油 酸 2. 1% ， 亚 油 酸 2.5% ， 亚 麻 酸 微量 。 

KK Cannabis sativa L. 〈 桑 科 )。 种 子 油 可 做 工业 用 油 ， 供 制 肥 皂 、 油 漆 等 。 油 饼 

可 做 饲料 或 肥料 。 种 子 含油 量 63. 8% ， 碘 值 107. 9， 皂 化 值 192. 3。 脂 肪 酸 组 成 : 棕榈 

酸 6.4%， 硬 脂 酸 2.5%， 花 生 酸 1.0%， 油 酸 13.0%， 亚 油 酸 56.3%， 亚 麻 酸 

19. 2% ， 十 六 碳 烯 酸 微量 以 及 未 鉴定 酸 等 。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石竹 科 )。 种 子 油 可 供 工 业 用 ， 用 于 制 肥皂 及 做 润滑 

油 。 种 子 含油 量 31.0% ， 碘 值 142， 皂 化 值 196. 9。 脂 肪 酸 组 成 : 棕榈 酸 6.6% ， 硬 脂 

酸 1.6% ， 油 酸 15. 9% ， 亚 油 酸 75.9%%。 

南 五 味 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 (K. Peltigera Rehd. et 

Wils. ) 〈 木 兰 科 )。 种 子 油 可 做 润滑 油 或 制作 肥 气 。 种 皮 可 用 于 提取 芳香 油 。 种 子 含油 

量 39. 1% ， 碘 值 7. 3。 脂 肪 酸 组 成 : 月 桂 酸 7.0% ， 棕 榈 酸 1.4% ， 硬 脂 酸 0.2% ， 油 酸 

12.3%, WWM 77.9%, WRI. 2%, SRB. ADEM. 

#§ U8 Descurainia sophia (L.) Webb. (十字 花 科 ) 。 种 子 油 多 用 于 工业 ， 供 制 肥 

电 、 油 潜 ， 也 可 食用 。 种 子 含油 量 34. 8% ， 碘 值 157. 1， 皂 化 值 183. 6， 酸 值 7. 2， 不 

皂 化 物 1. 8% 。 脂 肪 酸 组 成 : 棕榈 酸 5.6% ， 硬 脂 酸 2.3% ， 油 酸 11. 2% ， 二 十 碳 烯 酸 

13.1% ， 芥 酸 10.0% ， 亚 油 酸 16.4% ， 三 十 碳 二 烯 酸 3.2%, ， 亚 麻 酸 35. 5%， 二 十 碳 

=i 2.6%， 据 报道 还 有 肉 豆 节 酸 、 花 生 酸 、 山 崩 酸 和 十 六 碳 烯 酸 等 。 种 子 中 还 含有 

FRA ES. FRR IES 

TA Euonymus alatus (Thunb. ) Sieb. 〈 卫 矛 科 ) 。 种 子 含油 量 较 高 ， 可 供 制 肥皂 
及 做 润滑 油 。 种 子 含油 量 51.2% ， 碘 值 118.4， 皂 化 值 246.1。 脂 肪 酸 组 成 : AEM 

7.2%， 油 酸 9. 3% ， 亚 油 酸 23. 9% ， 亚 麻 酸 38. 2% ， 肉 豆 薄 酸 0.4%% ， 棕 榈 酸 17. 1%% ， 

便 脂 酸 3. 0%% 及 微量 十 六 碳 烯 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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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 展 形 科 )。 种 子 油 可 做 润滑 油 及 其 他 工业 用 

油 。 小 坚果 含油 量 37.5%， 碘 值 154. 3， 皂 化 值 189. 3。 脂 肪 酸 组 成 : 棕榈 酸 8.07%, 

硬 脂 酸 3. 4% ， 花 生 酸 2. 2% ， 十 六 碳 烯 酸 4. 1% ， 油 酸 28.2%, STAR 39.87%, WIR 

酸 11.6%， 未 鉴定 酸 2.7%。 又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林 业 土 壤 研究 所 〈 今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应 用 

生态 研究 所 ) 测定 : 种 子 含油 量 30. 86% 。 

*5#E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Jacq. ) A.DC. 〈 桔 梗 科 )。 种 子 油 供 工业 用 。 种 

FAH 35.1%, BUH 140.2, 1b {8 190.4。 脂 肪 酸 组 成 : ARTEM0.3%, RHR 

10.7%, BEARRR 3. 9% ， 十 六 碳 烯 酸 0.5% ， 油 酸 12.0%, WiahM 72.6%. 

苦 耳 Xanthium sibiricum Patrin ex Widd. 〈 菊 科 ) 。 种 子 油 可 挫 和 桐油 制 油 漆 ， 又 

为 制作 肥皂 、 油 墨 、 油 秸 等 物品 的 原料 ， 还 可 用 于 制作 硬化 油 、 润 清油 。 棕 油 后 的 油饼 

可 做 饲料 。 果 实 含油 量 10. 5% 。 脂 肪 酸 组 成 : ATER 0.2% ， 棕 榈 酸 8. 1% ， 硬 脂 酸 

1.3%， 油 酸 7.2%， 亚 油 酸 82.5% ， 亚 麻 酸 0.6%%。 

7. FRE 
野生 水 果 由 于 含有 丰富 的 维生素 ， 特 别 是 维生素 C 和 其 他 对 人 体 有 益 的 营养 成 分 

与 微量 元 素 ， 以 及 未 受到 农药 等 有 毒 、 有 害 物质 的 污染 而 倍 受 消 费 者 的 青睐 。 面 对 日 益 

增长 的 市 场 需求 ， 野 生 水 果 开 发 利用 的 前 景 十 分 广 阅 ， 已 有 很 多 种 类 通过 栽培 驯化 和 育 

种 选 育 等 工作 使 得 “ 变 野生 为 栽培 ”成 为 现实 ， 并 逐步 得 到 推广 ， 如 中 华 称 猴 桃 、 山 

楂 、 五 味 子 等 。 本 区 野生 水 果 植 物 有 108 种 ， 资 源 列 藏 量 较 大 ， 营 养 保健 价值 较 高 的 种 

类 主要 有 五 味 子 、 金 缕 子 、 山 莓 、 野 葡萄 类 、 中 华 猕 猴 桃 、 胡 英 子 、 四 照 花 及 其 近 缘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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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等 7 种 ， 它 们 不 仅 是 野 果 资源 ， 更 是 珍贵 的 种 质 资源 。 野 葡萄 有 10 RM. BA 

果 、 悬 钩子 、 山 楂 、 五 味 子 等 属 的 果实 ， 均 是 加 工 营养 保健 食品 、 饮 料 的 良好 原料 ， 因 

此 ， 开 发 利用 本 区 野生 水 果 资 源 ， 不 仅 有 很 高 的 经 济 效益 ， 而 且 有 很 高 的 社会 效益 ， 也 

有 助 于 提高 本 区 的 经 济 活力 。 

核桃 槐 〈 胡 桃 科 )。 核 桃 枯 为 重要 的 木 本 油料 植物 。 核 仁 富 含 亚 油 酸 ， 炒 熟 后 可 食 

用 ， 可 做 糕点 、 糖 果 原 料 。 种 子 含油 ， 可 供 食用 。 果 实 食疗 价值 很 高 ， 有 滋补 润 肠 、 降 

血脂 、 软 化 血管 等 功效 。 果 实 及 叶 中 ， 尚 可 提取 维生素 C 。 果 仁 含 脂肪 60%~70%, 

蛋白 质 15%~20%, MKKAW 10% ， 并 含 多 种 维生素 及 矿物 质 。 每 百 克 未 成 熟 果 实 

含 维生素 C 410 一 2440mg。 每 百 克 种 仁 含 粗 纤 维 1. 5g， 灰 分 1.8g， 钙 119mg, BE 

362mg， 铁 3.5mg。 每 百 克 鲜 叶 中 含 维生素 C 1500~2300mg. 

棒 〈 桦 木 科 ) 。 棱 为 重要 的 野生 干果 。 果 仁 可 生食 或 炒 食 ， 可 做 糕点 ， 也 可 棕 油 食 

用 。 果 仁 也 富 含 淀粉 可 磨 粉 制 食品 ， 尚 含 多 种 维生素 及 矿物 质 。 可 制 巧克力 或 糕点 、 标 

子 粉 、 棒 子 乳 等 营养 食品 。 果 仁 含 脂肪 5IS%~62%, BARMIT%~19%. BARRIER 

含 脂肪 58. 3g, HAM 21. 12g， 碳 水 化 合 物 6. 91g， 灰 分 2. 48， 维 生 素 C 33. 9mg， 维 

生 素 A 14. 2mg， 钙 307mg， 五 氧化 二 磷 91. lmg， 铁 7.85mg， 钾 581. 4mg。 

a (BE). RE (RE) RMA. WHA. aR. AeA AS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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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果 桨 。 果 实 含 碳水 化 合 物 ， 并 含 少 量 胡 葛 卜 素 、 硫 胺 素 、 核 黄 素 及 维生素 C 等 。 每 

百 克 鲜 果 含 胡 葛 仆 素 0.01mg， 维 生 素 Bi 0.03mg， 维 生 素 B, 0.06mg， 维 生 素 PP 

0. 7mg， 维 生 素 C 19mg。 果 实 含 果 汁 量 35%~50%. 

南 五 味 子 。 果 实 可 制 成 清凉 饮料 或 风味 醇厚 的 优质 酒 。 果 实 含 可 溶性 糖 8. 36%, 
脂肪 0. 19% ， 蛋 白质 1. 58% ， 维 生 素 C 21. 61mg/100g， 铁 10. 55yg/g, Fh 6. 127g/g， 

钙 6.6yug/g, 1. 66pg/g。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约 33% RRA 1.6%. 

山楂 〈 蔓 蕉 科 )。 果 实 酸 甜 ， 可 生食 并 可 加 工 成 山楂 饶 头 、 山 楂 糕 、 山 楂 桨 、 蜜 钱 

等 ， 也 可 提取 天 然 红 色素 。 果 实 含 碳水 化 合 物 14.5%, BR 4.5%, BE 0.56%, 

还 有 蛋白质 、 维 生 素 等 。 每 百 克 鲜果 中 含 维 生 素 C 100~200mg, RE PAAA LR, 

酒石酸 、 黄 酮 类 、 内 脂 、 解 脂 酶 等 成 分 。 种 仁 中 含 蛋白 质 、 脂 肪 等 。 

欧 李 Prunus humilis Bge. 〈 蔷 微 科 )。 果 实 含 糖 ， 可 食用 并 可 加 工 制作 果 闭 、 果 

痪 、 果 酒 等 。 果 实 含 碳水 化 合 物 5.2% ， 出 汁 率 达 28. 3% 左 右 。 每 百 克 鲜 品 含 蛋白 质 

1. 5g、 维 生 素 C 47mg。 此 外 ， 尚 含 维 生 素 BL AER D RB. WEL AS. 

BA 〈 鼠 李 科 ) 。 果 实 可 鲜 食 ， 也 可 酿酒 、 制 醋 或 加 工 成 清凉 饮料 〈 汽 水 、 可 乐 、 

酸 束 半 、 酸 束 露 等 ) 。 束 肉 可 用 于 制作 酸 吏 糕 等 食品 ， 也 可 提取 维生素 。 种 仁 药 用 ， 并 

可 榨 油 。 每 百 克 酸 束 〈 干 ) 含水 分 16.8g， 和 蛋白 质 4.5g， 脂 肪 1.0g， 碳 水 化 合 物 
74. 8g， 果 胶 6.0g, #5 270mg, BE 59mg, HH bh A 3.8mg， 粗 纤维 0. 2g， 灰 分 2.7g。 

每 百 克 鲜 吏 仁 中 含 纤 维 素 C 830 一 1170mg。 

山葡萄 《〈 和 葡萄 科 ) 。 果 实 可 生食 或 加 工 成 饮料 ， 也 可 酿造 红 葡萄 酒 。 制 酒 后 的 葡萄 

酒 可 制 醋 或 提取 色素 。 叶 、 枝 、 和 葡萄 梗 、 酒 糟 等 ， 可 用 于 提取 化 工 原料 酒石酸 。 种 子 可 

榨 油 ， 油 中 的 亚 油 酸 含量 较 高 ， 并 含 维 生 素 P、 硒 等 ， 食 疗 价 值 极 高 。 果 实 出 酒 率 
44.88%, ， 总 酸 量 2.31g/100ml, PAKLA YW 9I.71g/100ml, BE 0.0785g/100ml， 并 含 

大 量 维生素 C 及 各 种 人 体 必 需 的 氨基 酸 。 种 子 可 榨 油 ， 含 油 量 14%% 一 182%%。 

软 束 猕猴 桃 〈 猕 猴 桃 科 ) 。 果 实 酸 甜 可 口 ， 可 生食 ， 也 可 加 工 成 饶 头 、 果 酱 、 果 汁 、 

蜜 钱 等 ， 并 可 做 酿酒 的 原料 。 果 实 营养 丰富 ， 可 治疗 多 种 疾病 。 种 子 油 可 食用 ， 成 分 中 

不 饱和 脂肪 酸 的 含量 较 高 ， 对 心血 管 疾病 也 有 极 好 的 治疗 效果 。 叶 可 做 高 级 饲料 。 花 可 

提 制 香料 。 葵 纤维 可 供 造 纸 。 软 吏 猕 猴 桃 也 为 良好 的 蜜源 植物 。 果 实 中 果 梗 占 10.2%, 
出 汁 率 45.5% ， 果 汁 总 含 酸 量 1. 48g/100ml， 碳 水 化 合 物 5. 18g/100ml, BE 0. 145g/ 

100ml。 原 汁 中 含 维 生 素 C 180. 2mg/100g， 碳 水 化 合 物 9. 9% ， 总 酸 量 1. 01% ， 出 酒 率 

10%, 

8. 野菜 植物 

当今 的 野菜 植物 已 不 再 用 于 充饥 度 荡 ， 野 菜 植 物 之 所 以 再 次 受到 人 们 的 重视 ， 是 因 

为 这 类 植物 能 够 对 人 类 的 饮食 起 调节 作用 ， 以 及 其 营养 全 面 、 无 农药 污染 和 强身 健 体 的 

保健 功能 。 本 区 野菜 植物 有 114 种 ， 如 蕨 类 的 拳 菜 、 榆 树 果 实 榆 钱 、 芽 菜 等 十 字 花 科 的 

ZPD. AH. RITE, WR ART. HbA APRA PR, RA. EES. RR 

的 拳 菜 、 龙 芽 菜 在 国际 市 场 上 享有 较 高 的 声誉 ， 香 椿 芽 是 我 国人 民 最 喜爱 的 木 本 蔬菜 之 

一 ， 榆 钱 、 刺 槐 花 也 日 益 走俏 ， 市 场 需求 量 迅速 增加 ， 值 得 进行 开发 利用 研究 ， 以 满足 

市 场 需要 ， 并 借以 增强 保护 区 的 经 济 活力 。 



mB or TG. 

Hi® Polygonum aviculare L. (SR). WE. ABA. BAH Mae hAR 
9.55mg, 444 B, 0. 58mg， 维 生 素 PP 1. 3mg， 维 生 素 C 9. 58mg， 水 分 79g, BAM 

6.0g， 脂 肪 0. 6g， 碳 水 化 合 物 10g， 粗 纤维 2.1g， 灰 分 2.0g， 热 量 288.70kJ， 镍 

50mg, BE 47mg。 每 克 干 品 含 钾 20.1mg， 钙 10.3mg, BH 9.0mg, BE 3.18mg， 钠 

0.94mg， 铁 144ug, fh 28ug, #F57pe, Fd 10pg。 

Ik¥E Polygonum hydropiper L. SEB). Steep ata LAA, ET TEE 
tA bh #7. 89mg, AAS B, 0. 38mg, AEA C 235mg. 

MAAN SE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48+). SURE A. EAE 

ef in 7 Hb BR 3. 53mg, AEA B, 0. 34mg, AEA: AR C 72mg. 

#i Chenopodium album L. (328+). SHE REO AT A. AE pee in eH bh 
素 5. 36mg， 维 生 素 B, 0.13mg， 维 生 素 B 0. 29mg， 维 生 素 PP 1.4mg, FEAR C 

69mg， 水 分 86g， 蛋 白质 3. 5g， 脂 肪 0. 8g， 碳 水 化 合 物 6g， 粗 纤维 1. 2g ， 灰 分 2. 3g， 

钙 209mg， 磷 70mg。 每 克 干 品 含 钾 32. lmg， 钙 9.2mg,  6.10mg, HE 3.07mg， 钠 

21. 57mg， 铁 384g, fi Slug, FF 53wg， 铜 17pg。 

地 肤 Kochia scoparia (L.) Schrad. (28+), EE. THA. BA Rema 

Bh 5. 70mg, 44 B, 0. 15mg, 4EAER B, 0. 31mg， 维 生 素 PP 1.6mg, HEAR C 

39mg. 7kK4} 79g, HAIR 5. 2g, ABH 0. 8g， 碳 水 化 合 物 8gg， 粗 纤维 2. 2g ， 灰 分 4. 6g, 
钙 16.5mg， 磷 5.89mg， 镁 4.86mg。 每 克 干 品 含 钊 58. 9mg， 钙 16.5mg, K 4. 86mg, 

Be 5. 89mg， 钠 0.83mg， 铁 222ug, fh 37ng， 锌 36ug. Fl Sug. 

Ope Potulaca oleracea L. (Gif wR). REL MAA. BAH mas b 

素 3. 94mg， 维 生 素 B, 0. 16mg, 4A C 65mg, 

龙 芽 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 〈 蓝 巩 科 ) 。 嫩 茎 、 叶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鲜 品 含 胡 梦 
h# 7.06mg, 44 B, 0. 63mg， 维 生 素 C 157mg， 水 分 74. 02g， 粗 蛋白 4. 40g， 粗 

脂肪 0. 97g, FAIK4} 2.15g, #5970mg, BE134mg. HSE Fin FF 20. 5mg, #5 12. 8mg, 

£6 4.15mg, BE3.30mg, F400. 73mg, F170ug, fh 28ue, FF 30ug, Hd lpg. 

地 榆 〈 蕾 薇 科 )。 幼 嫩 植 株 、 嫩 叶 及 花序 均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鲜 品 含 胡 葛 小 素 
8. 30mg， 维 生 素 B, 0.72mg， 维 生 素 C 229mg， 水 分 62.37g， 粗 蛋白 4.19g， 粗 脂肪 

1.11g， 粗 纤维 1. 82g， 碳 水 化 合 物 0. 67g， 灰 分 2.72g。 每 克 干 品 含 钾 18. 6mg， 钙 

14. 6mg， 镁 4.52mg， 磷 2.16mg， 钠 0.77mg， 铁 1l6ug, fh 46ug, FE 25wg， 铜 Mug. 

车 前 Plantago asiatica 工 .〈 车 前 科 ) 。 嫩 叶 或 幼 嫩 植株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鲜 品 含 衣 葛 
h}# 5. 85mg， 维 生 素 Bi 0. 09mg， 维 生 素 B; 0.25mg， 维 生 素 C 23mg， 水 分 79g, & 

白质 4. 08， 脂 肪 1.0g， 碳 水 化 合 物 10g， 粗 纤维 3.3g， 灰 分 2. 3g， 钙 309mg, BF 

175mg， 铁 25. 3mg。 re 

桔梗 。 嫩 茎 、 叶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嫩 叶 含 胡 葛 卜 素 8. 8mg, AEA C 138mg， 水 分 
74g， 和 蛋白 质 0.2g， 粗 纤维 3. 2g. BFA 11. 0mg， 钙 27.7mg， 镁 5.59mg, BE 

2. 25mg， 钠 0. 13mg， 铁 135yg, fi 73ug, FF 35pg， 铜 Tug. BEA be AR HF in EAE 

B, 0.44mg, 4444 C 10mg， 水 分 67g。 根 含 谷 氨 酸 、 赖 氨 酸 等 氨基 酸 14H, VAR. 

GES 22 种 微量 元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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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3% Sonchus brachyotus DC. 〈 菊 科 )。 幼 嫩 植 株 或 嫩 葵 、 叶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饼 

SHS bh 5.99mg， 维 生 素 B, 0. 33mg， 维 生 素 C 44mg， 每 克 干 品 含 钾 37. 6mg, 

钙 35.6mg, $€ 2.87mg， 磷 2.996mg， 钠 0.14mg， 铁 295ug, Fh 27pkg， 和 锌 28ug, 

ff 16wg。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 -Mazz. 〈 菊 科 )。 幼 嫩 植 株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嫩 叶 含 胡 昔 卜 素 7.35mg， 维 生 素 B, 0.03mg， 维 生 素 B, 0. 39mg， 维 生 素 PP 1. 9mg， 

维生素 C 47mg， 水 分 84g， 蛋 白质 4.8g， 脂 肪 1. 1g， 碳 水 化 合 物 5g， 粗 纤维 2.1¢, H 
216mg， 磷 93mg， 铁 10.2mg。 每 克 干 品 含 钾 41mg, #5 12. 1mg， 镁 4. 26mg， 磷 

3.97mg， 钠 0. 29mg， 铁 233yg, th 39wg， 鲜 44pg， 铀 14ng。 

山 韭 Allium senescens L. 〈 百 合 科 )。 嫩 葵 、 叶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鲜 品 含 胡 葛 卜 素 
0. 93mg， 维 生 素 B 0. 31mg， 维 生 素 C 82mg。 

小 黄花 菜 Hemerocallis minor Mill. 〈 百 合 科 )。 幼 嫩 植 株 或 花 可 食用 。 每 百 克 嫩 苗 

te bh 0. 3lmg, 4ER B, 0. 77mg， 维 生 素 C 340mg， 水 分 83g， 粗 蛋白 2. 63g， 
粗 脂 肪 0.89g， 粗 纤维 3.599. ESE Fin & PP 20.5mg， 钙 8.6mg,  2.12mg, BE 

2.12mg， 钠 2.26mg， 铁 124yg, fh 37ug, FF 33ug, Hi Sue. BA MESS bh 

1.95mg, 4&4: # B, 0. 118mg， 维 生 素 C 131mg. 

9. 保健 植物 
本 区 内 有 不 少 植物 可 用 于 加 工 保健 饮料 ， 因 其 不 仅 口 感 好 ， 和 营养 价 值 高 ， 而 且 对 减 

轻 或 预防 一 些 疾 病 ， 调 节 、 改 善 和 促进 人 体 生 理 机 能 均 有 良好 效果 ， 食 、 疗 两 种 作用 兼 

有 ， 故 深 受 消费 者 欢迎 。 作 为 食品 和 饮料 资源 的 植物 ， 其 利用 部 位 有 根 、 蔡 、 叶 、 花 、 

果实 或 种 子 。 例 如 ， 菊 科 的 荆 公 英 ， 利 用 的 是 其 根部 。 蕾 蕉 科 、 鼠 李 科 、 猕 猴 桃 科 植物 

的 果实 可 用 于 加 工 成 汽水 、 香 槟 、 果 汁 、 果 酒 等 。 壳 斗 科 、 桦 木 科 、 胡 桃 科 植物 的 种 子 

GR) 可 用 于 加 工 配制 果 仁 负 头 、 糖 果 、 糕 点 、 果 酱 等 。 

此 类 植物 在 化 学 成 分 上 含有 水 分 、 糖 类 (Se RRO. HAM. ARR. BAP. Ae 

酸 、 矿 物质 、 微 量 元 素 和 其 他 微量 成 分 。 其 维生素 和 有 机 酸 的 含量 远 远 高 于 栽培 植物 。 

有 机 酸 通过 糖 酸 比值 〈 含 糖 量 与 有 机 酸 总 量 的 比值 ) 可 影响 饮料 食品 的 风味 ， 而 维生素 

是 维持 人 体 生 命 活 动 必 不 可 少 的 微量 营养 成 分 。 

RK CABKEL). BRE GRID) 含 维生素 C 、 维 生 素 B、 胡 葛 卜 素 、 多 种 矿质 元 

素 等 ， 可 生食 或 制作 高 级 营养 保健 品 及 各 种 食品 ， 具 有 健 胃 、 补 血 、 调 肺 益 肾 及 补 脑 等 

功能 ， 种 子 含油 脂 40%~63.14%, BAM 15%~20%, PALA 1%~1.5%, 

山楂 〈 著 巩 科 )。 果 实 含 碳水 化 合 物 、 维 生 素 A、 维 生 素 C 、 钙 、 磷 等 ， 可 生食 ， 

又 可 加 工 成 山楂 糕 、 果 桨 、 果 丹 皮 及 饶 头 等 ， 具 有 消 积 化 滞 ， 降 低 血 压 、 血 脂 的 功能 。 

果实 含 碳 水 化 合 物 8. 33% ， 蛋 白质 0.7%, AW 0.2% ， 维 生 素 C 72.8~89mg/100g, 
钙 85mg/100g， 铁 2. 1mg/100g。 

REBAR Rosa davurica Pall. GGFR. BLA BARRO. AVR. BHA 

基 酸 、 维 生 素 及 多 种 矿物 质 ， 可 制 果 汁 、 果 酱 、 果 冻 等 食品 ， 具 有 健 脾 养 胃 ， 养 血 调 经 

之 功效 。 每 百 克 鲜 果 含 维生素 C 579. 5mg。 

软 束 猕猴 桃 〈 猕 猴 桃 科 ) 。 果 实 含 大 量 维 生 素 、 胡 葛 卜 素 等 。 鲜 果 可 生食 ， 果 肉 可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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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成 多 种 保健 食品 ， 有 清热 利尿 、 祛 风 活 血 、 散 瘀 消 肿 、 健 胃 催 乳 、 止 血 等 功能 。 果 实 含 

碳水 化 合 物 8%% 一 9% (RB 0.8% ~1%), 7KSP 11.96%, BAM 0.63%~0. 86%, A 

克 鲜 果 含 维生素 C 142~250mg, MBH 1.27~1.97g, MAF 1. 47 一 1. 63g, 

酸 吏 〈 鼠 李 科 )。 果 实 含 胡 葛 卜 素 、 多 种 维生素 、19 种 氨基 酸 、31 种 矿物 质 元 素 、 

色素 、 芳 香 物 质 及 其 他 多 种 营养 物质 ， 可 用 于 制作 保健 饮料 ， 具 有 缓和 强壮 和 滋补 功 

能 。 果 肉 含 维生素 C 830 一 1640mg/100g， 果 胶 5%。 王 果肉 含水 14%~16.8%, EA 
质 4.5%% 一 5.2%， 脂 肪 1%~2.6%, MFO. 25%, 

10. 农药 植物 
植物 性 农药 可 以 有 效 地 防治 植物 病虫害 ， 同 时 在 环境 保护 方面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 植 

物性 农药 对 害虫 有 毒 杀 、 拒 食 、 忌 避 等 作用 ， 有 的 种 类 可 杀 灭 或 抑制 病原 菌 及 病毒 ， 其 

中 大 部 分 对 人 、 畜 比较 安 人 全， 同时， 喷洒 在 作物 表面 容易 分 解 ， 能 避免 留 有 残 毒 的 危 

险 ， 特 别 适 合 于 水 果 、 蔬 莱 等 食用 植物 。 植 物性 农药 的 研究 与 开发 在 农业 、 林 业 、 园 艺 

生产 及 环境 治理 方面 具有 广泛 的 应 用 前 景 。 

有 毒 植物 78 种 ， 多 集中 分 布 于 亚热带 常 绿 冰 叶 林 区 和 热带 雨林 区 。 主 要 有 毛 苞 科 

HWER. BS. Bk. AAD. ARATE. FASTER HE ELAS TE. KERB 

WIR. FEF. KR, PWS. HSE. AAPA. BRA. BP 

Wee, DPR RR; AER PPK. HR. BLA, BRAD 

Sik, SHR, SPAWERT. ZSPAWRER,. SRDS, ARMED 

树 和 木兰 科 植 物 莽 草 、 红 苘 香 等 。 有 毒 植物 类 : 本 区 分 布 有 60 余 种 ， 如 草 乌 、 乌 头 、 

He. Ae. RRR. CBR. MAE. AME. ALS. BE. RES. RPK RH 
AB RR Celastrus angulatus, "3 Aconitum carmichaeli, Fi, KR. FFB Sopho- 

ra flavescens 等 。 

BKK. RBRKIT. SMR ET EL ARR NEA TER. TAKER. BAH we 

害 。 外 果皮 煎 汁 并 有 除草 效果 ， 以 青 的 外 果皮 效果 最 好 。 叶 内 含 没 食 子 酸 、 没 食 子 酸 缩 

AD. SWB, REA ASAE BE. 

KE. KBEWA. HIYA RAPA. HASHES Oakey 

鱼藤酮 。 

草 乌 〈 毛 萌 科 )。 根 、 叶 的 水 浸 液 可 制 农 药 。 根 含 乌 头 碱 、 次 乌 头 碱 、 新 乌 头 碱 、 

阿 替 新 碱 等 多 种 生物 碱 ， 总 生物 碱 量 CER ABR) 0. 70%% 一 1.5%。 此 外 ， 根 内 还 含有 黄酮 

KE. MERGERS WR. 

棉 团 铁 线 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2B). R. 2. WAAR. Hiatt 

病 。 根 中 含 白 头 翁 素 、 谷 省 醇 、w- 亚 油 酸 、8 亚 油 酸 等 。 

白头 作 Pulsatilla chinensis (Bge.) Regel (〈 毛 萌 科 ) 。 全 草 可 杀 虫 及 防治 植 病 。 全 

Be RAAB. 

Tal flax Ranunculus chinensis Bge. (ERE). HM KRMMARRA HR. Fi 

以 及 防治 小 麦 病害 有 良好 的 效果 。 全 草药 用 ， 可 消炎 止痛 、 治 癣 杀 虫 。 

毛 葛 Ranunculus japonicus Thunb. (BF). 4B. HIVAAR. 2. +SRAt 

翁 素 及 白头 翁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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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白 届 菜 Chelidonium majus L. (2838). FREE AKRBRE DA RRM. SH 

& ABSORB A a ARSE SEZ ZN BEL. A SER A 

芸香 苷 等 成 分 。 

苦 参 〈 豆 科 )。 根 、 茎 、 种 子 均 可 人 药 杀 虫 。 和 人 药 部 位 含 若 参 碱 、 氧 化 将 参 碱 、 羟 

基 苦 参 碱 、 脱 氧 苦 参 碱 、 苦 参 啶 、 否 参 醇 、 金 誉 花 碱 以 及 NES EES. 

AR KRED. BA. AAR. A. PPA KR. ARR. =I. ADL. 

Rn. WARK. HS. 
狼 毒 大 戟 Euphorbia fischeriana Steud. (KEEL). He. A. REAR HB. ARR. 

RS HBRLAD, BIEKROARR. AAR. FL RD. MR. Beer. 
蛇 床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多 形 科 )。 蛇 床 的 杀 虫 及 防治 植 病 效 果 很 好 ， 

并 且 极 为 安全 ， 是 一 种 优良 的 农药 植物 。 果 实 含 芳香 油 ， 并 含 蛇 床 明 素 、 佛 手 柑 内 酯 、 

二 氧 山 芹 醇 、 乙 酸 酯 、 花 椒 毒 酚 等 物质 。 

杠 柳 Periploca sepium Bunge( 葛 芒 科 )。 杠 柳 叶 及 根 皮 均 可 做 杀 虫 剂 ， 并 有 防治 

植 病 的 作用 。 化 学 成 分 有 五 加 皮 苷 A-K、 杠 柳 背 、4- 甲 氧 基 水 杨 醛 、 香 树脂 醇 、 有 谷 省 

醇 以 及 葡萄 糖苷 等 。 
BEY Atemisia lavandulaefolia DC. (49#}),. A. HW. ESA AR. 植株 含 精 

WH, AAD Re BF AE MT 
4 Dendranthema indicum (L.) Des Moul. ( 菊 科 )。 全 株 及 花序 可 做 农药 ， 能 

杀 虫 和 防治 植 病 。 植 株 含 0.1% 一 0. 2%% 芳 香油 ， 其 主要 成 分 为 菊 醇 、 菊 酮 、 樟 脑 , 龙 

脑 、 樟 烯 等 ， 尚 含有 野 菊花 内 脂 、 野 菊花 素 A、 刺 槐 苷 、 梦 花 苷 、 菊 苷 、 木 标 草 素 及 微 

量 的 除虫菊 素 。 

RF Veratrum nigrum L. 〈 百 合 科 )。 全 草药 用 ， 为 催 吐 剂 ， 外 用 可 治疗 多 种 皮肤 

Wi. MARRS RAE BEI EZ BP ES RAE 

ll. 芳香 植物 
本 区 有 芳香 植物 141 种 ， 常 见于 裸子 植物 的 松 、 杉 、 柏 类 ， 被 子 植 物 在 樟 科 、 木 兰 

科 、 芸 香 科 、 人 镍 形 科 、 层 形 科 、 马 凌 草 料 等 类 群 中 比较 集中 。 这 些 植 物体 内 、 花 或 果 中 

含有 具 芳 香气 味 的 挥发 油 ， 称 之 为 芳香 油 或 植物 精油 ， 少 数 种 类 以 其 根 荟 或 块根 中 含油 

量 较 高 ， 如 香 附 子 、 白 芷 、 草 本 等 。 植 物 精油 在 香料 香精 工业 、 医 药 及 选矿 等 行业 上 占 

有 重要 的 位 置 ， 它 不 仅 是 重要 的 调 香 、 合 成 香料 的 原料 ， 而 且 还 是 医药 生产 合成 的 原料 

或 直接 作为 药 用 ， 或 用 于 矿石 浮 选 剂 、 精 密 仪器 掠 洗 剂 等 。 本 区 著名 的 芳香 植物 有 松 

类 、 柏 类 、 乌 药 、 花 椒 、 牛 至 、 百 里 香 、 迷 和 迭 香 、 薄 荷 、 香 附 、 茵 陈 、 黄 花 、 白 莲 葡 、 

惠 兰 、 望 春玉 兰 等 ， 但 仅 薄 荷 目 前 得 到 了 开发 利用 。 因 此 ， 本 区 芳香 植物 开发 的 潜力 很 

大 ， 尤 其 应 优先 开发 蒿 类、 野 菊花 、 山 胡椒 、 望 春玉 兰 、 土 荆 芥 、 木 香 蒿 、 紫 苏 等 资源 

-优势 显著 、 易 更 新 的 种 类 。 

刺 玫 蔷 巩 。 花 香味 浓 ， 可 提 制 芳香 油 。 叶 含 芳香 油 0.2 入 。 

白 鲜 Dictamnus dasycarpus Turcz, (芸香 科 )。 叶 、 根 可 提 制 芳香 油 。 叶 含 芳 香 

油 0.5%%。 
迷 迁 香 Rosmarinus of ficinalis SBIR). A BURA A — AB, HAZE R= ih 



类 等 。 

蛇 床 。 果 实 可 提 制 芳香 油 ， 可 配制 香水 、 香 精 等 。 果 实 含 精油 1%% 一 1. 3 办 ， 主 要 

成 分 为 异 龙 脑 、 异 统 草 酸 酯 等 。 
#22 Elsholtzia ciliate (Thunb. ) Hyland JRF). @ ORB. Ay Mt 

SHB 0.8%~2%, UBM, EMA Be EE 

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Briq. ORE). 4A. UAHA. ABA, H 

FAF mR KA. BRR Heth. A. AR POE. MAT EA. DA. BEBE 

PS. PEA Ze. OP ar 1% SE BE ot a A og dP ap AT 
70%~90%, ， 薄 荷 酮 占 10% ~ 20%, ve far RH A TC BIR BR 

PRIMA. FMRI K Be a AT 
SLU FHF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enth. ) Briq. OBIE). 4 PRET HIS AH. 

FWA, MARR 1%% 一 1. 8%。 主 要 成 分 : Wr. Eto, ob, RA RE ar 

Biel Be The Fr ee ls 
W#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Fisch. ex Roem et Trev. (MHF). RMR. ZRF 

TH, A. FETA. BCE So ee 

Bits. 2. RMS a. SEARS O.3%~0.5%, PRWEB MA 

AH. Sal. FA, MARS. 

Be GP. A. RRS ai. HAHA HA, MS Ak. SRM 

MS. HPA MA AFA MERE. 2. AIM 0.20% ~0.30%, HE 

HME MA Bie RIE. 

苍术 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 ) DC. 〈 菊 科 )。 根 含 芳 香油 ， 可 提 制 苍术 硬 脂 ， 

经 处 理 后 可 配制 晚 香 玉 、 紫 丁香 、 葵 花 等 类 型 的 香精 ， 也 可 做 保 香 剂 。 根 、 葵 含 芳 香 

油 ， 主 要 成 分 为 苑 术 酮 、 苍 术 醇 等 。 

铃 兰 Convallariamajalis L. 〈 百 合 科 )。 花 可 提取 芳香 油 ， 用 于 调制 各 种 香精 ， 可 

做 化 妆 品 、 香 时 的 赋 香 剂 。 全 草 尚 可 入 药 ， 可 强 心 利尿 。 花 中 含 金 合 欢 醇和 芳 樟 醇 成 

分 ， 可 制 浸 总。 另外 ， 花 中 还 含 10 RUE. 

12. RAW 
县 料 植物 富 含 单 宁 ， 经 提取 后 商品 名 为 枯 胶 。 覆 胶 是 皮革 工业 、 渔 网 制造 业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种 重要 原料 ， 又 是 蒸汽 锅炉 的 硬 水 软化 剂 ， 并 在 墨水 、 纺 织 印染 、 石 油 、 化 工 、 

医药 、 建 筑 等 行业 有 着 广泛 的 用 途 。 本 区 羔 料 植物 种 类 众多 ， 初 步 统 计 有 248 种 。 其 

中 ， 单 宁 含 量 高 、 纯 度 好 、 资 源 优势 明显 、 分 布 集中 ， 易 于 采 收 、 集 中 运输 等 。 另 外 加 

工 的 有 壳 斗 科 树 木 的 总 区 〈 壳 斗 )， 化 香 树 的 果 序 ; 划 属 及 酸 模 属 多 数 种 类 的 全 株 或 根 ; 

蔷 微 属 灌木 的 根 皮 ， 地 榆 的 根 ， 地 锦 的 蔡 、 叶 ， 核 桃 、 野 核桃 的 树 皮 及 外 果皮 ; 杨 属 、 

柳 属 、 权 属 树木 的 树 皮 及 叶片 ， 这 些 均 有 很 高 的 开发 利用 价值 。 除 此 之 外 ,本 区 方 为 分 

AHR BLA APA EER AN. FRI. BEARS. RT. IT AR, Hp ak 

叶 轴 常常 被 五 倍 子 蚜 虫 所 寄生 而 产生 一 种 单 宁 含量 特别 高 的 虫 瘦 一 一 五 倍 子 ， 是 医药 原 

料 ， 也 是 提供 制 柳 胶 原料 。 

小 时 杨 Populus simonii Carr. 〈 杨 柳 科 )。 树 皮 含 缀 质 ， 可 做 楷 胶 原料 。 树 皮 含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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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 9.02%, BER 5.2%, JERE 8.75%， 可 溶 物 13.95%， 不 溶 物 1.45%， 纯 度 

37.28%. JRF IKE. 

毛 柳 Salix triandra L. (GNF). WRG RR. A MRR. WKS 

8.54%, 4ERE a 2.82%, ARE 75.3%. 

BME (sesh BD). MR. Mb. sesh. AMHR, VERS. Haka 
12.45%, Bit 10.29% ~15. 26%, JERE 8.93%, ATA 24.19%, ARE 63.08%. 

esl RETR 7. 33%. 

#4: Polugonum bistorta L. (SR). Ht. APR, WRK. RR. SAR 

8.7%~25%, AEBE 14.72% ， 纯 度 53.59%, 

酸 模 Rumex acetosa L. (SR). HR. PSR, MIPS. MARE 15. 2%~ 

27.5%, eR 7.6%, 

费 菜 Sedum aizoon L. (ERE). MARR, ALR. MAK 9.93%, A 

溶 物 5.29%, Bea 5.75%~9.14%, JERE 21.13%, ALR 30.19%, 

RIBS. HR. EL KRM SR, VHRR. AKA 13.3%, RED 

2.33%, BER 15.94%, JERE 20.5%, ARR 43.71%. A. RAR 14.32%, JERE 

质 11.49%, ， 纯 度 55.5%, MRE. 88%, JERE 12.96%, AR 31.2%, 

wo. Ak. ERO ISRE. ATER. EL RE 4.42% ~6.06%, AP RE 

质 11.77% ~19.58%, BRE 26.63% ~27.3%., HARE 8.2%, JERR 13.56% ~ 

29.36%, ARE 34.6% ~45. 31%, 

£35428 Geranium eriostemon Fisch. ex DC. (44 )LHFL). 2. WAR. FT 

Pet Pee. ZS. UA 7k4P 11.58%, AAW 33.71%, RAW 0.18%, BE 10. 14% ~ 
12.1%, 4ERERE 21.54%, SRF 36.98%, 

地 锦 Euphorbia humifusa Willd. ex Schlecht. (AKEKEL). BA. WER, A iil 

Pe. MRE 12. 89%, 

13. 树脂 植物 和 树胶 植物 
树脂 植物 和 树胶 植物 ， 分 别 分 泌 树 脂 和 树胶 。 树 胶 和 树脂 常 存在 于 植物 的 茎 内， 是 

一 种 较为 复杂 的 有 机 物 ， 在 现代 化 工 、 香 料 、 医 药 、 纺 织 等 工业 中 应 用 甚 为 广泛 ， 是 重 

要 的 出 口 物资 。 

树脂 是 树脂 植物 受伤 以 后 分 泌 出 的 液体 ， 接 触 空 气 和 日 光 以 后 ， 逐 渐 凝 固 成 透明 或 

半 透 明 的 质 脐 、 易 碎 、 不 规则 的 固体 块 状 物质 ， 其 颜色 由 淡 黄 色 变 成 深 黄 褐色 ， 不 溶 于 

水 而 溶 于 有 机 溶剂 。 树 脂 的 重要 产品 主要 是 松脂 和 生 漆 。 松 脂 可 加 工 成 松节油 和 松香 ， 

广泛 应 用 于 造纸 、 造 漆 、 橡 胶 、 电 器 、 制 革 等 工业 。 生 漆 是 一 种 含 酶 树脂 ， 为 良好 的 涂 

料 ， 广 泛 用 于 船舶 、 机 械 等 设备 制造 。 

树胶 是 一 种 胶 质 类 物质 ， 可 从 树木 中 提取 或 从 草本 植物 、 果 实 中 分 离 提取 ， 甚 至 可 

利用 某 些 微生物 分 离 生产 。 树 胶 的 种 类 多 样 ， 用 途 广 泛 ， 可 用 于 印刷 、 纺 织 等 工业 ， 还 

可 制作 糖果 、 药 品 、 印 染 工 业 的 稠 厚 剂 、 乳 化 剂 、 黏 合剂 等 。 树 脂 、 树 胶 植 物 有 24 种 ， 

前 者 主要 有 松 属 、 枫 香 属 、 漆 属 树种 等 ;后 者 主要 有 李 属 树木 、 儿 猴 桃 属 植物 等 。 橡 胶 

及 硬 橡胶 植物 种 类 较 少 ， 共 有 7 种 ， 一 般 不 具 开 发 利用 的 价值 。 但 是 ， 汝 阳 杜 仲 硬 橡胶 



经 过 加 强 开发 ， 将 有 和 良好 的 开发 前 景 。 

油 松 。 树 干 富 含 松 脂 ， 可 提取 加 工 松 香 、 松 节 油 。 松 根 干 馏 可 得 松 根 油 、 木 炭 、 可 

燃 性 与 不 凝 性 瓦斯 等 供 工 业 用 。 单 株 年 产 松脂 1.5 ~2kg, HEAR. MRR. A 

醇 、 乙 酸 龙 脑 酯 、 维 生 素 和 胡 昔 小 素 等 。 球 果 含 挥发 油 。 种 仁 含 脂肪 油 、 挥 发 油 、 棕 榈 

碱 和 和 蛋白质。 

杜仲 〈 杜 仲 科 )。 树 皮 、 树 叶 含 杜仲 胶 成 分 : 反 式 异 成 二 烯 聚合 物 、3 ,4 二 基 葵 甲 

Rm. BARC. HAE. 

i. ER. PURER PP Ps PA eA. 

| RRR. HR. RMR AR, POR. RABE SE. TERE. 

生产 的 树胶 用 水 溶解 后 黏 性 很 强 ， 具 有 抗 物理 风化 的 特性 ， 是 建筑 工程 和 造纸 工业 的 好 

原料 。 根 含 胶 质 9. 6% ， 葵 皮 含 胶 质 5. 1% ， 介 含 胶 质 1. 9% ， 叶 柄 含 胶 质 4.7% ， 叶 含 

胶 质 2. 1% ， 果 实 含 胶 质 0. 9%%。 

14. 蜜源 植物 

本 区 蜜源 植物 也 相当 丰富 ， 有 222 种 。 在 整个 生长 季节 ， 尤 其 是 春 、 夏 季 为 盛 花 

期 ， 满 山 遍 野 百 花 竞 开 ， 是 发 展 养 蜂 业 的 物质 基础 。 吏 树 、 酸 更 以 及 根 树 属 树木 是 

我 国 著名 的 蜜源 植物 ， 其 花蜜 在 国内 外 市 场 享 有 盛誉 ， 本 区 有 较 多 的 种 类 。 此 外 ， 

本 区 豆 科 、 曹 薇 科 的 一 些 种 类 不 仅 花 多 、 花 期 长 ， 而 且 分 布 普遍 ， 其 中 胡 枝 子 属 、 

RGR. Aja. Ri. RR. BAT. HR. FRESH WRARAN 

利用 潜力 。 

HAR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 豆 科 )。 花 粉 质量 好 ， 是 春 、 秋 季 繁 殖 蜂 群 的 良 

好 蜜源 。 新 密 气 味 芳 香 ， 质 地 优良 。 蜜 中 含 葡 萄 糖 29. 398% ， 果 糖 41.535%, FER 
3. 692% ， 粗 蛋白 0.197%, IR4P 0.059%% ， 水 分 19.0%. 

香 项 。 花 诱 蜂 力 强 ， 对 越冬 蜂 的 繁殖 及 储存 越冬 饲料 有 一 定 作 用 。 香 和 戎 蜜 质 浓厚 ， 

isa, anni, RA. 

AGB Elsholtzia stauntoni Benth. SSF). KEBURMZ., BARAT wD 

蜜 。 蜜 琥珀 色 ， 其 气味 芬芳 ， 结 晶 细 腻 ， 为 上 等 蜜 。 

薄 和 价 。 薄 荷 为 一 种 很 有 价值 的 夏季 蜜源 植物 。 薄 荷 蜜 呈 深 琥 珀 色 ， 具 有 较 强 的 薄荷 

特殊 气味 ， 和 其 他 蜜源 植物 的 蜜 相 比较 ， 不 易 发 酵 ， 储 存 时 间 较 长 。 

六 道 木 Abejza biflora Turcz. (忍冬 科 )。 花 粉 和 花蜜 比较 丰富 ， 蜜 蜂 喜 爱 采 集 。 

蜜 为 水 白色 ， 味 清香 ， 结 晶 后 为 白色 ， 似 油脂 ， 味 道 甘 甜 适口 ， 品 质 优 良 ， 属 上 等 密 。 

蜜 含 葡萄 糖 21. 9% ， 果 糖 75% AER 3.1% 

15. 饲料 植物 

本 区 饲料 植物 不 仅 种 类 较 多 ， 达 245 种 ， 而 且 资 源 储量 也 很 大 ， 其 中 尤 以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的 一 些 草本 和 小 灌木 分 布 普遍 ， 它 们 是 牛 、 马 、 羊 等 草食 动物 以 及 猪 和 家 禽 等 杂食 

动物 的 良好 饲料 。 马 齿 苋 、 苋 菜 、 盐 肤 木 、 野 芝麻 、 省 沾 油 、 满 江 红 以 及 十 字 花 科 的 种 

类 等 是 山区 群众 用 以 饲养 猪 的 主要 饲料 。 如 在 饲料 中 均匀 加 入 lO“ MA. FES. FESR, 

艾叶 、 苍 本、 姜 等 芳香 植物 ， 能 增强 母 鸡 的 食欲 ， 提 高 产 蛋 率 IO“. Bb, BRR, 

FR, PEN. HERS EAA I) ie PY 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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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蓄 。 植 物体 耐 践踏 ， 再 生性 强 ， 为 理想 的 放牧 型 草 。 态 鞋 的 和 蛋白质 含量 较 一 般 禾 

本 科 植 物 高 ， 而 纤维 含量 较 低 。 鲜 草 CEM) 含水 分 74.6%， 粗 蛋白 5.3%， 粗 脂肪 
0.8% ， 粗 纤维 4.4%, 无 氮 浸 出 物 11. 8%， 粗 灰分 3.1%. 

地 肤 。 幼 嫩 植 株 是 各 种 家 畜 的 上 等 饲 草 。 成 熟 期 叶 含水 分 7. 84% ， 粗 蛋白 9. 40%, 
粗 脂 肪 3. 17% ， 粗 纤维 35. 64% ， 无 氮 浸 出 物 35. 84% ， 粗 灰分 8.11%. 

松针 叶 。 松 针 叶 粉 富 含 维生素 和 微量 元 素 ， 每 千克 松针 叶 含 0. 3 个 饲料 单位 、 

250mg 胡 葛 卜 素 、1200mg #5. 320mg KR. FE. HR. WEL fh, PEER CL BAR 

E, #422 K, #AR A 和 一 些 B 族 维生素 。 松 针 叶 粉 添加 剂量 : H25%~5KH, A 

13%, By 5%, WANG 10%, F-10O%M~15%. MEM AAEM ABE 30%, 

肉鸡 8% ， 蛋 鸡 产 蛋 率 提 高 6% 一 14%， 长 毛 兔 产 毛 量 提高 16.5%， 奶 牛 产 奶 量 提 
7.4%. 

SM, ARLE AR. RSC. ASK. PORK. RM MRARA MR, 

脂肪 、 维 生 素 及 各 种 氨基 酸 、 矿 物质 等 。 在 猪 日 粮 中 添加 24k, AMBRE Y~ 

8%% ， 饲 料 消耗 下 降 7% 一 12%。 肉 鸡 饲 料 中 添加 1.5% 一 2.5% 英 粉 ， 提 高 日 增 重 

10%% 一 20% 。 产 蛋 鸡 添加 1%% 一 2%， 产 蛋 率 提高 4%~5%. +. SAR GARD 添加 

英 粉 1% 一 2%， 中 雏鸡 、 仔 猪 1.5% ， 种 猪 3%~4%. 

刺 五 加 。 一 种 五 加 科 的 灌木 ， 用 其 枝叶 做 添加 剂 。 鸡 每 千克 体重 添加 lg, WEA 

鸡 日 增 重 提高 5. 08% ， 蛋 鸡 产 蛋 率 提高 7.55% ， 奶 牛 按 每 千克 饲料 添加 lml 刺 五 加 根 

皮 1: 1 的 浸 剂 ， 产 奶 量 提高 15%% 一 35%% 。 

马 齿 苋 。 葵 肥厚 多 汁 ， 养 分 丰富 ， 是 一 种 优良 饲料 。 葵 、 叶 含水 分 92%， 蛋 白质 

2.3%， 脂 肪 0.5%, TRAKAD 3%, MAE 0.7% ， 灰 分 1. 3%%。 

胡 枝 子 。 优 良 的 木 本 饲料 植物 。 植 株 含水 分 9.4%， 粗 蛋白 14.86%, ARH 

1.63%， 粗 纤维 22. 11% ， 无 所 浸出 物 46. 57%， 粗 灰分 5.44%. BAIR. ABR. AEE 

素 、 矿 物质 及 微量 元 素 的 含量 均 高 于 一 般 牧 划 。 猪 饲料 中 添加 15%， 可 以 提高 增 重 

20% 。 在 产 蛋 鸡 粮 中 添加 8% 一 10% ， 可 提高 产 蛋 量 ， 改 善 鸡蛋 品质 。 

Kik Ate Medicago lupulina L. 〈 豆 科 )。 地 面 履 盖 性 能 好 ， 草 质 柔 嫩 ， 无 异味 ， 

适口 性 良好 ， 营 养 丰富 ， 蛋 白质 含量 高 。 开 花期 全 株 含 水 分 10. 35% ， 粗 蛋白 23. 25%% ， 

粗 脂 肪 2. 38% ， 粗 纤维 23. 73%% ， 无 氮 浸 出 物 30. 85% ， 粗 灰分 9. 44%. 

Uy EF BE Vicia amoena Fisch. (GFL). BB. KM, BONE, 2 GEM) 

含水 分 7.86%， 粗 蛋白 11.04%, HARD 0.09%, MA 4E 42.09%, AARMKD 

33.5%, FARA 4.89%. He CEMA) 含水 分 8.96%, HAZE 21.79%, MAABH 1.64%, 

HAA AE 20. 62% ， 无 氮 浸 出 物 40. 15% ， 粗 灰分 6. 84%. 

牌 头 菜 。 花 期 植株 中 粗 和 蛋白 含 量 丰 富 ， 必 有 需 氮 基 酸 的 含量 也 相当 丰富 ， 是 优质 牧草 

之 一 。 鲜 草 含 水 分 72.90%, MIZE 4.07%, PAABW 1.09%, FEREHIW 11.95%, A 

纤维 8.06%, HIRST 1.14%. 

PSE Pterocypsela indica (L.) Shih 〈 菊 科 )。 叶 多 ， 脆 嫩 多 汁 ， 适 口 性 良好 。 

鲜 草 含水 分 88. 83% ， 粗 蛋白 3.41% ， 粗 脂肪 1. 47% ， 粗 纤维 .1. 08% ， 无 氮 浸 出 物 

3.42%, WA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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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65% ， 粗 蛋白 2. 94% ， 粗 脂肪 1. 15% ， 粗 纤维 5. 61% ， 无 所 浸出 物 11. 09% ， 粗 灰 

分 0.56%。 

白 草 。 地 下 葵 再 生 力 强 ， 耐 牧 性 好 。 茎 、 叶 柔软 ， 宜 于 放牧 或 割 制 干草 。 干 草 含水 

分 13.50% ， 粗 蛋白 8.85%， 粗 脂肪 2.22% ， 无 氮 浸 出 物 37. 64%， 粗 纤维 29.03%, 

粗 灰 分 8.67%. 

狗 尾 草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禾 本 科 )。 荃 、 叶 柔软 ， 鲜 、 干 草 均 是 极 好 

的 饲料 。 鲜 草 含水 分 74. 35% ， 粗 蛋白 1. 96% ， 粗 脂肪 0.50%, AWD 13.39%, 

粗 纤 维 7.79%， 粗 灰分 2.02%. 

iS Ph Commelina communis (了 鸭 距 草 科 )。 葵 嫩 、 叶 多 ， 春 季 发 芽 早 ， 秋 季 植 

物体 仍 很 柔嫩 ， 为 优良 的 牧草 及 饲料 。 鲜 草 含水 分 87.05%， 粗 蛋白 1.86%， 粗 脂肪 
0.40%, FAH 6.01%, MAE 2. 66% ， 粗 灰分 2.02%. 

16. 食用 色素 
天 然 色 素 主 要 从 自然 界 各 种 植物 中 提取 ， 其 中 很 多 品种 均 具 有 生理 活性 。 相 对 合成 

着 色 剂 而 言 ， 天 然 色素 更 加 安全 无 毒 ， 是 近年 来 国际 上 竞相 开发 的 重点 。 

近 10 年 来 ,我国 经 国家 主管 部 门 批准 使 用 的 天 然 着 色 剂 品种 ， 由 20 多 种 增加 到 
40 BRP, Blears Meth. BH AR. ASA. BoB. ALTER, ZL, PRT. 

PRUE. ZOKSL. fete. MER. BS. BRA, BKB. Bh, HTK. Wik 

M. Win. Rak. SEK. REA, RADHA, SETH. BRR. RF 

色 、 花 生 衣 红 、 葡 萄 皮 红 、 蓝 绽 果 红 、 植 物 炭 黑 、 密 蒙 黄 、 紫 草 红 、 茶 黄色 、 茶 绿色 、 

柑橘 黄 等 ， 是 目前 世界 上 批准 天 然 着 色 剂 最 多 的 国家 。 

天 然 色 素 按 其 功效 成 分 分 类 可 分 为 类 胡萝卜 素 类 、 黄 酮 类 色素 、 花 青 苷 类 色素 、 叶 

绿 素 类 色素 ; 其 他 类 ， 如 甜菜 红 、 紫 草 红 、 姜 黄 等 。 

类 胡 芝 卜 素 类 ”类 胡 昔 小 素 常 和 叶绿素 共存 于 植物 的 叶子 和 果实 中 ， 目 前 已 发 现 几 

百 种 。 按 其 化 学 结构 和 溶解 性 ， 又 可 分 为 两 类 : 胡 昔 小 素 类 (carotenes), AAHaMAis, 

易 溶 于 石油 醚 ， 如 8 胡 葛 卜 素 、 番 茄 红 素 。 类 胡 葛 卜 素 主要 存在 于 绿色 、 黄 色 、 红 色 等 

有 色 的 蔬菜 和 水 果 中 ， 如 蔬菜、 甘蓝 、 生 菜 、 胡 蔓 卜 、 番 茄 、 南 瓜 、 木 瓜 、 芒 果 、 杏 、 

哈密 瓜 、 柿 子 、 山 楂 、 柑 橘 等 。 

叶 黄 素 类 “ 叶 黄 素 类 系 共 斩 多 烯烃 的 含 氧 衍生 物 ， 易 溶 于 乙醇 ， 主 要 品种 有 玉米 黄 

mR, FET EK, RO. Pk. HSS: BRR TEAM, A, REX; 

PRAZL PET R; TRRGET ARRAS SE; HP RAF ICF RE; 藏 红 

〈 藏 花 素 ) FEF REIS REF BYTE. 

黄酮 类 ”黄酮 类 化 合 物 广泛 存在 于 植物 界 ， 包 括 各 种 衍生 物 ， 已 发 现 有 数 千 种 。 黄 

酮 包括 黄酮 类 、 黄 酮 醇 类 、 黄 烷 酮 类 、 双 氢 黄 酮 醇 、 查 耳 酮 类 、 异 黄酮 类 、 噢 黄 类 、 蜡 

黄 烷 酮 类 、 黄 烷 类 、 黄 烷 醇 类 、 双 氢 查 耳 酮 类 、 双 黄酮 类 。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主 要 分 布 在 维 

管束 植物 中 ， 而 在 其 他 较 低 等 的 植物 类 群 中 分 布 较 少 。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集 中 分 布 在 被 子 植 

物 中 ， 在 此 类 植物 中 类 型 最 全 、 结 构 最 复杂 、 含 量 也 最 高 。 其 中 富 含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的 科 

ADR. HB. JERR. PIGRL. FASTER. RAR. HERR. BR.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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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玄 参 科 、 马 鞭 草 科 、 菊 科 、 葛 科 、 鼠 李 科 、 冬 青 科 、 桃 金 娘 科 、 桑 科 、 大 戟 科 、 敬 
尾 科 、 兰 科 、 莎 草 科 、 姜 科 等 。 

目前 已 获 推 使 用 的 主要 有 花 青 素 和 查 耳 酮 类 。 含 花 青 苷 的 食用 色素 有 杜 鹏 花 科 越 桶 
红色 素 ， 锦 葵 科 玫瑰 茄 红色 素 ， 和 葡萄 科 葡 萄 皮 色 素 ， 忍 冬 科 蓝 锭 果 红 色素 ， 蔷 微 科 火 棘 
262. BURA EA;: 以 查 耳 酮 背 为 主 的 有 来 自 菊 科 的 红 花 黄色 素 ， 菊 花 黄 色素 ， 

梧桐 科 可 可 色素 主 成 分 则 是 黄酮 醇 的 聚合 物 ， 茶 科 红 茶 红 色素 则 是 儿 茶 素 等 多 酚 类 物质 
的 聚合 物 。 

近年 来 经 国内 外 大 量 研 究 结果 表 明 ， 黄 酮 类 具有 抗 氧化 ， 消 除 自 由 基 ， 抗 脂 质 过 氧 
化 活性 ， 预 防 心 血管 疾病 以 及 抗菌 、 抗 病毒 、 抗 过 敏 等 功效 ， 是 当今 国内 外 从 天 然 物 中 
提取 功能 性 添加 剂 和 配料 的 研发 热点 。 

叶绿素 “叶绿素 广泛 存在 于 高 等 植物 的 叶 、 果 和 薰 类 中 ， 与 蛋白 质 形 成 叶绿体 。 由 
于 叶绿素 单 体 不 稳定 ， 食 品 添加 剂 叶 绿 素 是 其 衍生 物 铜 钠 盐 ， 一 般 可 从 牌 姜 中 用 溶剂 提 
取 ， 具 有 补血 、 促 进 造血 、 活 化 细胞 、 抗 菌 消 炎 等 功效 。 近 年 又 发 现 叶 绿 素 有 抑制 癌 细 
胞 生成 的 作用 。 

17. 纺织 染料 
用 天 然 染 料 和 颜料 染色 在 我 国 具有 悠久 的 历史 ， 明 清 时 期 ， 我 国 天 然 染料 的 制备 和 

染色 技术 都 已 达到 很 高 的 水 平 ， 染 料 除 自用 外 ， 还 大 量 出 口 。 合 成 染料 自 19 世纪 中 叶 
问世 以 来 ， 由 于 其 色彩 缤纷 、 色 谱 齐 全 、 耐 洗 耐 栖 、 价 格 便宜 等 特点 ， 逐 步 取 代 了 天 然 
染料 ， 成 为 纺织 品 最 主要 的 着 色 剂 。 

我 国 在 天 然 染 料 的 研究 和 应 用 方面 与 国际 水 平 相近 ， 不 像 其 他 工业 领域 那样 存在 较 
大 差距 ， 但 还 停留 在 以 大 学 和 研究 机 构 为 主 引导 研究 和 应 用 开发 的 层面 上 ， 原 料 和 应 用 
的 产业 化 程度 不 高 ， 并 且 也 不 配套 。 目 前 天 然 染 料 的 应 用 规模 和 总 量 还 很 小 ， 因 此 ， 产 
业 化 的 路 还 很 长 。 产 业 化 的 出 路 要 放 在 纺织 和 服装 产业 上 ， 而 不 是 食品 和 化 妆 品 行业 。 
纺织 和 服装 应 用 产业 化 的 市 场 在 中 国 ， 中 国 应 当成 为 天 然 染 料 的 最 大 生产 国 和 使 用 国 。 
天 然 染 料 应 用 的 核心 价值 是 它 的 安全 性 和 生物 医学 性 。 

目前 ， 我 国 制 得 用 于 棉 和 丝绸 染色 的 天 然 黄 和 天 然 绿 用 于 “ 铜 牛 牌 ”系列 童装 染 
色 ， 牡 丹 黄色 素 、 红 色素 用 于 印染 毛纺 制品 。 除 此 之 外 ,， 许 多 天 然 色 素 还 因 其 特殊 的 成 
分 及 结构 而 应 用 于 新 型 功能 性 纺织 品 的 开发 。 例 如 ， 大 黄 防 紫外 线 织物 ， 可 医治 皮炎 的 
匡 芍 色 织 物 以 及 印度 、 韩 国 、 日 本 等 国 用 昔 草 、 欧 蓝 、 郁 金 香 和 红 花 染 成 的 具有 防虫 、 
杀菌 、 护 肤 及 防 过 敏 的 新 型 织物 等 。 

伏 牛 山 多 种 植物 的 花 、 果 实 、 叶 、 树 皮 、 树 根 都 含有 色泽 各 异 的 植物 色素 ， 如 牡丹 
含 的 芍药 色素 ， 萌 草 含 的 昔 草 素 、 异 莫 草 素 、 羟 基 昔 草 素 、 大 黄 素 甲 醚 等 ， 红 花 含 的 红 
花红 色素 、 红 花 黄色 素 ， 黄 杭 含 的 染料 木 素 ， 柏 子 含 的 枢 子 黄色 素 ， 和 丹参 含 的 丹参 酮 
TIA、 丹 参 酮 工 、 隐 丹参 酮 ， 大 黄 含 的 大 黄 素 、 芦 蔡 大 黄 素 、 大 黄 酸 等 ， 牵 牛 花 含 的 牵 
牛 花 色素 等 。 

18. WK 4 
本 区 可 供 城 镇 园林 绿化 、 观 赏 栽培 的 植物 种 类 有 577 种 ， 并 有 不 少 种 类 在 园林 上 已 

有 较 长 的 栽培 历史 并 享有 盛名 ， 如 虎 耳 草 、 珍 珠 梅 、 绣 线 菊 、 郁 李 、 中 华 常 春 芒 、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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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 如 乌 头 属 、 潍 沂 花 属 、 凤 仙 花 属 、 马 先 车 属 的 奇异 花 型 ， 作 仙 花 属 、 河 南 杜 鹏 的 
锦 簇 花 序 ; 紫 珠 属 艳丽 的 花色 和 光亮 如 珍珠 的 果实 ; 微型 盆栽 佳品 的 纤细 虎 耳 草 、 山 球 
风 、 猫 耳 条 等 ， 叶 色 斑 驭 的 斑 叶 鞋 菜 ， 果 实 如 串 串 玛瑙 的 五 味 子 属 植物 等 。 别 具 一 格 的 

茧 类 植物 近年 来 日 益 受 到 人 们 的 重视 ， 因 其 叶 形 和 株 形 常 常 与 一 般 植 物 不 同 而 受到 人 们 
喜爱 ， 如 莲座 状 的 垫 状 卷 柏 、 苏 铁 状 的 英 果 蕨 ， 地 下 蕉 伸 长 状 ， 如 负 惫 植物 的 水 龙骨 、 

AB. BS. WWM NRA WA 70 种 ， 贯 众 、 凤 尾 草 、 铁 线 蕨 已 得 到 普遍 的 栽 

培 ， 而 大 多 数 种 类 则 有 待 于 开发 应 用 。 

植物 多 样 性 的 成 因 分 析 

一 、 气 候 变 迁 与 植物 多 样 性 

第 三 纪 气候 变化 : 第 三 纪 时 ， 伏 牛山 以 北 地 区 气候 温 湿 ， 发 育 着 北 亚热带 落叶 阁 叶 

常 绿 针 叶 混 交 林 景观 。 伏 牛山 以 南 气候 炎热 干 操 ， 发 育 着 芷 林 草 原 景观 。 和 森林 群落 以 栎 
属 、 榆 属 、 银 杏 属 、 落 叶 松 属 等 属 植物 为 优势 种 类 。 新 第 三 纪 时 ， 北 部 为 暖 温 森林 草原 
景观 ， 南 部 为 针 冰 混交 林 和 落叶 和 常 绿 混 交 林 景观 ， 林 和 松林 当时 有 广泛 分 布 。 

第 三 纪 气候 变化 对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有 以 下 两 方面 : 中 温暖 的 亚热带 气候 条 件 下 发 
育 的 植物 类 型 ， 成 为 现代 植物 区 系 的 起 源 ， 植 物 的 一 些 古 老 种 类 ， 如 有 柔 黄花 序 类 9 科 、 
41 属 在 第 三 纪 区 系 中 均 有 表现 ， 有 些 种 类 ， 如 柳 属 、 标 属 、 桦 属 、 榆 属 等 成 为 群落 的 

优势 种 类 ， 对 本 区 植物 多 样 性 影响 很 大 。 第 三 纪 发 育 的 许多 原始 种 类 ， 如 银 耕 、 杜 仲 

等 ， 构 成 了 特有 种 类 和 珍稀 种 类 的 大 部 分 。 包 第 三 纪 气 候 变迁 引起 的 亚热带 森林 群落 在 
南北 坡 分 布 的 变化 ， 促 进 了 种 的 混合 ， 呐 定 了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基础 。 

第 四 纪 气 候 变 化 : 第 四 纪 时 ， 东 亚 季风 所 气候 开始 形成 ， 决 定 了 植物 的 多 样 性 现状 。 更 
新 时 发 生 了 三 次 冰期 和 间 冰 期 。 全 新 世 时 进入 现代 间 订 期 。 亲 期 时 属 冰 缘 气候 ， 只 出 现 小 

规模 山谷 冰川 。 北 部 气候 干 冷 ， 发 育 了 温带 草原 景观 。 南 部 气候 温暖 ， 发 育 了 亚热带 森林 
景观 。 南 北 坡 环境 条 件 变化 大 ， 物 种 迁移 、 富 集 强 烈 ， 间 冰期 时 南北 坡 景观 趋同 。 

第 四 纪 和 气候 变迁 对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有 两 方面 : 中 冰期 与 间 冰 期 的 交替 ， 促 使 温带 

种 类 和 亚热带 种 类 频繁 地 南北 迁移 达到 充分 混合 ， 形 成 植物 丰富 、 区 系 成 分 复杂 的 特 
点 。 晚 更 新 世 冰 期 影响 深刻 ， 温 带 成 分 越过 了 伏 牛 山 ， 最 终 占据 优势 。 外 历次 冰期 中 ， 

大 陆 冰 川 均 示 出现， 山谷 冰 川 规模 小 ， 成 为 植物 的 避难 所 ， 保 存 了 许多 第 三 纪 的 古老 种 
类 ， 形 成 本 区 特有 的 ， 分 布 种 类 多 、 残 遗 种 丰富 的 物种 多 样 性 现状 。 

二 、 地 理 位 置 的 特殊 性 

伏 牛 山区 处 于 我 国 南北 自然 典型 的 过 渡 地 带 ， 气 候 、 土 壤 呈 过 渡 类 型 ， 森 林 属 暖 温 

带 落 叶 阔 叶 林 向 北 亚 热带 常 绿 益 叶 林 的 过 渡 类 型 。 同 时 在 中 国 地 势 的 三 大 阶梯 中 ， 又 处 

于 第 二 阶梯 向 第 三 阶梯 的 过 渡 地 带 。 境 内 地 势 高 低 悬 殊 ， 在 季风 气候 的 背景 条 件 下 ， 由 
于 海拔 高 度 ， 距 海洋 远近 和 南北 坡 差异 等 因素 的 影响 ， 山 区 各 不 同 区 域 的 气候 有 所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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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据 中 国 气 候 区 划 的 指标 ， 北 坡 属 暖 温带 ， 而 南 坡 属 北 亚热带 ， 具 有 明显 的 过 渡 特 
。 因 此 是 华北 、 华 中 与 西南 等 多 种 植物 成 分 的 汇集 地 。 

、 典 型 的 生态 交错 市 

生态 交错 带 是 指 相 邻 生态 系 统 之 间 的 过 渡 地 带 ， 它 具有 特定 的 时 间 、 空 间 尺 度 以 及 

相 邻 生态 系统 相互 作用 程度 所 确定 的 一 系列 特征 。 在 景观 生态 学 中 ， 生 态 交 错 带 被 认为 

是 一 个 独立 的 景观 单元 。 它 具有 一 定 的 结构 ， 执 行 一 定 的 功能 ， 有 独特 的 动态 变化 特 

征 。 南 北 自 然 过 渡 地 带 是 一 个 生态 交错 带 。 它 具有 以 下 三 方面 的 特征 。 

其 一 ， 伏 牛山 生态 交错 带 是 广义 的 景 现 界面 ， 具 有 宏观 性 、 动 态 性 和 过 渡 性 特 

点 。 生 态 交 错 带 两 侧 发 育 着 完全 不 同 质 的 生态 系统 类 型 ， 其 北部 为 暖 温带 ， 不 小 手 

10C 积 温 为 3200 一 4500C ， 年 降雨 量 为 400 一 800mm， 典 型 群落 类 型 是 落叶 冰 叶 林 ， 

群落 结构 简单 、 季 相 明 显 、 代 表 性 土壤 类 型 为 棕 壤 ; 南部 为 北 亚 热带 ， 不 小 于 10°C 

积温 为 4500~5000C， 年 降雨 量 为 800 一 1600mm， 典 型 群落 类 型 为 常 绿 阔 叶 和 落叶 

阔 叶 混交 林 ， 和 群落 结构 较 复 杂 ， 季 相 较 不 明显 ， 代 表 性 土壤 类 型 为 黄 棕 壤 。 生 态 交 

错 带 作为 暖 温带 夏 绿 景观 和 北 亚热带 常 绿林 景观 之 间 的 过 渡 地 带 ， 其 环境 条 件 和 和 群 

落 类 型 具有 过 渡 性 特征 ， 如 气候 类 型 有 明显 的 南北 坡 差异 ， 北 坡 不 小 于 10C 积 温 为 

3200 一 4500"C ， 属 暖 温 带 气 候 类 型 ， 南 坡 不 小 于 107C 积 温 为 4815 一 4907"C ， 属 北 亚 

热带 气候 类 型 ， 呈 现 由 暖 温 带 向 北 亚热带 过 渡 的 规律 。 生 态 交 错 带 的 景观 类 型 与 相 邻 自 

然 带 的 景观 类 型 既 具 有 相似 性 又 有 差异 ， 如 存在 着 含 浓 绿 成 分 的 落叶 阁 叶 林 。 它 既 不 同 

于 暖 温 带 落 叶 阁 叶 林 而 含有 常 绿 成 分 ， 也 不 同 于 北 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而 属于 落叶 林 。 按 

照 景观 的 差异 性 ， 生 态 交 错 带 被 视 为 一 种 独立 的 景 现 。 因 此 ， 说 它 是 广义 的 景观 界面 或 

宏观 的 景观 界面 。 生 态 交 错 带 的 空间 异 质 性 很 强 ， 种 间 关 系 复 杂 ， 其 结构 和 组 成 成 分 随 

外 界 条 件 的 变化 而 变化 ， 表 现 出 动态 性 特征 ， 如 物种 多 样 性 的 渐 丰 富 性 变化 即 是 其 动态 

变化 的 一 部 分 。 

其 二 ， 生 态 交 错 有 一 定 的 结构 。 生 态 交 错 带 有 一 定 的 空间 范围 ， 和 山脉 的 空间 分 布 

相 一致 。 植 被 和 土壤 在 水 平方 向 上 呈现 有 规律 的 组 合 ， 由 暖 温带 土壤 一 植被 类 型 逐渐 过 

渡 到 北 亚热带 土壤 一 植被 类 型 ， 交 错 带 的 各 组 分 在 垂直 方向 上 发 生 分 化 ， 呈 现 分 层 现 

象 。 另 外 ， 本 交错 带 中 心 轴线 的 走向 和 山脉 走向 一 致 ， 呈 西北 一 东南 走 轴 。 

其 三 ， 生 态 交 错 带 执行 一 定 的 功能 。 生 态 交 错 带 的 功能 主要 表现 在 对 相 邻 生态 系统 

间 的 生态 流 〈 包 括 物质 流 、 能 量 流 和 物种 流 ) 施加 主动 影响 ， 如 通道 作用 、 过 滤 作 用 和 

沉积 库 作 用 等 。 生 态 交 错 带 环境 条 件 复杂 ， 适 合 相 邻 自然 带 许多 种 类 生存 ， 起 着 富 集 物 

种 的 沉积 库 功 能 。 生 态 交 错 带 作为 不 同 生态 系统 的 非 连 续 转 换 区 ， 环 境 梯度 很 大 ， 阻 目 

了 一 些 不 能 适应 太 大 生境 变化 的 物种 的 扩展 ， 而 对 一 些 耐 受 性 很 强 的 种 类 影响 不 大 ， 起 

着 过 滤 物 种 的 作用 。 

生态 交错 带 强烈 的 空间 蜡 质 性 是 植物 多 样 性 形成 的 重要 条 件 ， 生 态 交 错 带 环境 条 件 

复杂 ， 空 间 异 质 性 很 强 ， 对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有 以 下 三 个 方面 : 四 资源 的 可 选择 性 增 

强 。 植 物 对 外 部 资源 的 利用 除了 受 植 物 本 身 的 因素 影响 外 ， 还 受 资源 的 存在 量 和 存在 形 

式 的 影响 ， 而 资源 的 存在 形式 又 受 空间 异 质 性 影响 。 因 此 ， 空 间 异 质 性 决定 植物 对 资源 

ar 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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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利用 形式 和 利用 程度 ， 异 质 性 很 强 的 空间 中 ， 资 源 的 可 利用 性 和 可 选择 性 加 强 ， 植 物 
物种 量 也 因此 而 增加 。 包 信息 量 增加 。 物 种 的 繁育 和 迁移 受信 息 引导 ， 如 植物 的 光 周 
期 、 温 周期 等 现象 都 是 相应 信息 诱导 的 结果 。 信 息 量 的 大 小 影响 着 物种 数 的 多 少 ， 信 息 

量 通常 受 相 邻 生态 系统 发 生 强烈 交错 的 地 带 影响 ， 因 此 其 信息 量 大 ， 将 吸引 相 邻 自然 带 
的 物种 向 此 地 汇集 。 以 温 信 息 为 例 ， 北 坡 较 冷 ， 适 合 耐寒 性 较 弱 的 温带 植物 生存 ， 南 坡 
较 暖 ， 适 合 耐寒 性 较 弱 的 亚热带 植物 生存 。 信 息 的 多 样 性 〈 信 息 量 的 大 小 ) 决定 了 生态 

交错 带 植物 生存 和 植物 物种 的 多 样 性 。 久 生境 适宜 性 增加 。 对 暖 温 带 植物 的 喜 暖 种 类 来 
说 ， 相 对 于 暖 温 带 各 区 较 暖 、 较 温 的 环境 无 异 更 适 于 居留 ， 对 于 北 亚热带 植物 的 较 喜 冷 

种 类 来 说 ， 生 境 相对 于 北 亚热带 各 区 来 说 较 冷 、 较 干 ， 生 境 适 宜 性 也 很 强 ， 生 境 的 适宜 

性 的 加 强 刺 激 了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增加 。 生 态 交 错 带 的 环境 ， 对 于 温带 分 布 的 种 类 来 说 ， 较 
暖 、 较 湿 ， 生 境 条 件 优越 ， 而 对 于 亚热带 和 热带 成 分 ，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 温 带 种 类 相对 亚 

热带 、 热 带 种 类 有 竞争 优势 ， 最 终 成 伏 牛 山区 的 主要 成 分 。 

生态 交错 带 特殊 的 功能 是 植物 多 样 性 形成 的 根本 原因 ， 交 错 带 的 功能 主要 表现 在 富 

集 物种 和 对 物种 流 实 施 过 滤 等 方面 ， 一 些 耐 受 性 差 的 种 类 往往 被 阻 滞 在 交错 带 以 外 ， 引 

起 交错 带 内 的 物种 多 样 性 变化 。 以 落叶 阔 叶 林 的 壳 斗 科 、 樟 科 、 木 兰 科 植物 为 例 ， 来 说 
明 交 错 带 的 过 滤器 功能 。 共 有 壳 斗 科 植 物 21 种 、 樟 科 植 物 18 种 、 木 兰 科 植物 11 种 ， 

其 中 ， 南 、 北 两 坡 均 有 分 布 的 植物 有 壳 斗 科 11 种 、 樟 科 3 种 、 木 兰 科 5 种 ， 只 分 布 于 
北 坡 的 植物 有 充 斗 科 3 种 、 樟 科 0 种 、 木 兰 科 0 种 ;只 分 布 于 南 坡 的 植物 有 壳 斗 科 7 

种 、 樟 科 15 种 、 木 兰 科 6 种 。 受 生态 交错 带 强烈 的 环境 梯度 “过 滤 ” 的 结果 ， 多 数 温 

带 种 类 能 够 耐 受 环境 的 强烈 变化 ， 而 成 为 南 、 北 坡 共有 成 分 ， 而 多 数 热带 、 亚 热带 成 

分 ， 如 樟 科 、 木 兰 科 的 许多 种 ， 不 能 够 穿越 交错 带 的 环境 阻隔 而 被 阻 洁 在 南 坡 ， 造 成 杆 
物 多 样 性 南 、 北 坡 差异 较 大 的 多 样 性 现状 。 

生态 交错 带 的 形成 历史 也 影响 着 植物 的 多 样 性 。 第 三 纪 已 成 为 暖 温 带 和 亚热带 的 分 
界 带 ， 以 后 经 历 第 四 纪 ， 基 本 保留 了 温带 许多 古老 种 类 ， 并 且 由 于 生态 交错 带 不 断 地 北 

移 南 迁 ， 使 得 暖 温 带 和 亚热带 许多 种 类 在 此 不 断交 汇 融合 ， 最 终 形成 物种 丰富 、 区 系 复 
杂 、 中 国 持 有 分 布 种 类 丰富 等 植物 多 样 性 特征 。 

四 、 山 体高 大 因素 的 影响 

伏 牛 山 是 受 季风 影响 显著 的 暖 温 性 山体 类 型 ， 山 体高 大 ， 有 6 座 海拔 2000m 以 上 

的 山峰 ， 相 对 高 差 达 1700 余 米 ， 自 然 垂直 分 布 现象 极为 明显 。 特 别 是 南 、 北 坡 的 水 热 
条 件 及 其 配合 状况 存在 显著 差异 ， 导 致 南 、 北 坡 的 垂直 带 谱 不 同 ， 南 坡 植被 可 划分 为 5 

个 植被 带 ， 北 坡 分 为 4 个 植被 带 ， 各 带 的 水 、 热 、 土 、 肥 资源 各 具 特 色 ， 形 成 许多 优越 

的 生境 条 件 ， 为 多 种 植物 提供 了 繁衍 生存 的 适宜 场所 ， 从 而 提高 了 植物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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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CTUS CORNI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 志 药材 PUI). WRT CHRABA), Fil 

为 中 品 。《 救 荒 本 草 》 中 记载 ， 山 某 黄 今 钧 州 、 密 县 山中 有 之 GNA). MR. 

涩 ， 性 微 温 。 归 肝 、 肾 经 。 补 益 肝 肾 ， 汲 精 固 脱 。 用 于 治疗 眩 晤 耳鸣 ， 腰 膝 酸 痛 ， 阳 痿 

遗精 ， 遗 尿 尿 频 ， 骨 漏 带 下 ， 大 汗 虚 脱 ， 内 热 消 涅 。 以 其 皮 大 、 色 红 、 肉 厚 、 有 效 成 分 

含量 高 而 驰名 中 外 。 现 有 研究 证 明山 茱 英 具 有 较 好 的 调节 免疫 系统 功能 和 显著 降 血 糖 的 

作用 。 

我 国 是 世界 上 山 荣 黄 资 源 最 丰富 的 国家 ， 在 北纬 30 一 40 、 东 经 100 一 140 的 陕 

西 、 河 南 、 湖 北 、 安 徽 、 浙 江 、 四 川 等 省 海拔 250~1300m 的 山区 均 有 分 布 ， 以 海拔 

600~900m 的 生长 发 育 最 佳 “〈 马 小 琦 等 ，2003) 。 集 中 分 布 区 为 河南 伏 牛 山南 坡 的 西 峡 

县 、 内 乡 县 、 南 召 县 ， 北 坡 的 岗 县 、 率 川 、 卢 氏 等 县 ， 天 目 山 的 临安 、 淳 安 、 微 州 和 秦 

IASI. RS. WREAK ARERR AKA, MERE. WAAR EL 

示 ， 河 南山 荣 黄 产量 居 全 国 山 荣 黄 产 量 之 首 ， 年 产量 为 100 万 一 200 万 kg， 占 全 国产 量 

的 50% 以 上 。 其 中 西 峡 县 的 二 郎 坪 、 太 平 镇 、 双 龙 镇 、 米 坪 、 桑 坪 、 骏 马 河 等 乡 〈 镇 ) 

的 总 产量 有 40 万 一 60 万 kg。 其 次 是 浙江 省 天 目 山 的 临安 、 淳 安 、 桐 访 三 县 相 邻 的 6 个 

乡 〈 镇 ) ， 其 总 产量 为 20 万 一 60 万 kg。 再 次 为 陕西 的 周至 、 丹 凤 、 太 白 、 佛 平 、 洋 县 

等 县 ， 总 产量 为 25 万 一 35 万 kg。 近 年 来 由 于 山 某 黄 经 济 价值 的 不 断 提 高 ， 四 川 、 湖 

北 、 山 东 、 陕 西 、 甘 肃 、 山 西 等 10 多 个 省 〈 自 治 区 ) 都 进行 引种 栽培 ， 全 国有 60 多 个 

县 进行 山 茱 英 种 植 生产 ， 栽 培 面 积 日 益 扩 大 。 

在 长 期 的 应 用 和 栽培 过 程 中 ， 山 茉 黄种 内 产生 很 大 变异 ， 出 现 较 多 栽培 品种 ， 主 要 

表现 在 这 些 品 种 的 果实 方面 ， 从 形状 大 小 、 颜 色 、 重 量 、 产 量 到 干果 肉 〈 药 材 ) 得 率 等 

都 具有 较 大 的 差异 。 根 据 山 茱 黄 果 实 的 不 同形 状 ， 初 步 分 为 椭圆 形 果 型 、 长 梨 形 果 型 、 

短 梨 形 果 型 、 圆 柱 形 果 型 、 长 圆柱 形 果 型 、 短 圆柱 形 果 型 、 纺 锤 形 果 型 等 ， 不 同 品种 山 

茱 黄 所 产 的 药材 质量 也 有 明显 差别 〈 陈 随 清 等 ，2003) 。 

王 明 方 等 将 河南 伏 牛 山区 山 茱 黄 划 分 为 8 种 类 型 〈 王 明 方 等 ，1986); 杨 增 海 等 将 

秦岭 地 区 山 茱 英 划 分 为 11 种 类 型 ， 刘 培 华 等 调查 了 秦岭 山区 的 山 荣 英 种 质 后 根据 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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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 分 为 6 种 类 型 〈( 刘 培 华 等 ，1993) 。 

Cian) ise 

CANA] WBA, BAL RR. AR. AT. SRL. AR. BR. RR, BE 

【 基 原 】 山 某 黄 科 植 物 山 茱 黄 Cornus of ficinalis Sieb. et. Zucc. 的 干燥 成 熟 果 肉 。 

【 原 植 物 】 落 叶 乔 木 或 灌木 ， 高 4 一 10m。 树 皮 灰 褐色 ， 薄 片 状 剥落 ， 小 枝 细 圆 柱 

形 。 叶 纸 质 ， 卵 状 披 针 形 或 卵 状 椭圆 形 ， 长 5.5 一 10cm， 宽 2.5 一 4.5cm， 顶 端 渐 尖 ， 

基部 宽 枫 形 或 近 圆 形 ， 全 缘 ， 表 面 无 毛 ， 背 面 被 白色 贴 生 的 短 柔 毛 ， 脉 腋 密生 淡 褐 色 篮 

毛 ， 侧 脉 6 对 或 7 对 ， 叶 柄 长 0. 6 一 1 2cm, 伞 形 花序 腋生 ， 具 15 一 30 采花 ， 花 黄色 。 
核果 长 李 圆 形 ， 长 1. 2 一 1.7cm， 宽 5 一 7mm， 红 色 至 紫红 色 ， 核 骨 质 ， 长 约 12mm。 花 

期 3 一 4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不 规则 的 片 状 或 圳 状 ， 长 1 一 1. 5cm， 宽 0. 5 一 lcm。 表 面 紫 

红色 至 紫 黑 色 ， 皱 缩 ， 有 光泽 。 项 端 有 的 有 圆 形 宿 划 痕 ， 基 部 有 果 醒 痕 。 质 柔软 。 气 

tl, ORAR. TE. iG.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抚育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山 荣 英 属 慢 生 性 药 用 植物 ， 其 寿命 较 长 ， 一 般 情况 下 可 生长 百年 以 上 ， 树 龄 200 年 

以 上 仍 能 开花 结果 的 植株 在 主 产 区 偶尔 也 能 见 到 。 山 茱 英 从 种 子 发 芽 形 成 实生 苗 到 植株 

进入 衰老 期 ， 根 据 植株 的 树龄 及 生长 发 育 特 点 ， 大 致 可 分 为 童 木 期 、 结 果 初 期 、 盛 果 
期 、 衰 老 期 4 个 时 期 。 

1. BAH 
实生 苗 的 形成 到 长 至 第 1 次 开花 结果 的 时 期 称 为 童 木 期 或 称 幼 苗 期 或 幼 龄 期 。 其 特 

点 是 生长 旺盛 ， 枝 条 顶端 优势 明显 ， 分 枝 能 力 强 ， 新 梢 生长 速度 快 ， 分 枝 角 度 小 ， 梳 条 
IME 

2. 结果 初期 
结果 初期 或 称 结果 生长 期 ， 即 植株 第 1 次 开花 结果 至 大 量 开 花 结果 时 期 。 这 一 时 期 

一 般 可 延续 10~15 年 。 这 个 阶段 植株 虽然 每 年 开花 结果 ， 但 其 经 济 产量 低 ， 仍 以 营养 
生长 为 主 ， 植 株 的 骨架 逐渐 形成 ， 树 冠 迅 速 扩大 ，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的 植株 枝条 粗壮 ， 随 着 

树龄 的 增长 ， 营 养生 长 逐渐 向 生殖 生长 转变 ， 新 梢 生长 缓慢 。 枝 条 伸展 角度 逐渐 放大 ， 

结果 枝 粗 而 长 ， 结 果 数 量 逐 年 增加 。 

3. 盛 果 期 
山 荣 疯 植 株 初次 开花 结果 后 ， 经 过 近 10 年 进入 大 量 结果 期 。 这 一 时 期 是 产生 经 济 

效益 的 黄金 时 期 ， 延 续 时 间 较 长 ， 一 般 可 达 百 年 以 上 。 盛 果 期 植株 形态 特点 是 树 体高 

大 ， 树 姿 开 张 ， 大 枝 多 变 曲 ， 小 枝 多 披 散 下 垂 ， 大 枝 基部 及 内 膀 徒 长 枝条 多 ， 叶 片 密 

集 ， 影 响 光 照 ， 因 此 结果 部 位 逐渐 外 移 ， 花 芽 分 化 早 ， 结 果 大 小 年 明显 。 



4. 衰老 期 
植株 进入 衰老 期 表现 为 结果 能 力 低 下 ， 生 长 势 弱 ， 抗 病 性 、 耐 旱 性 等 抗 逆 性 逐渐 低 

下 ， 逐 渐 死 亡 。 

二 、 开 花 结果 习性 

1. 花芽 分 化 
山 茱 黄 每 年 5 月 花芽 开始 分 化 ，7 月 底 、8 月 初 花芽 分 化 结束 ， 历 时 3 个 月 。8 月 

WAG. B50 余 采 小 花 ， 分 化 后 的 花芽 需 经 生理 低温 后 才能 开放 ， 翌 年 早春 花芽 萌动 

膨大 开放 。 由 于 气候 的 原因 ， 偶 尔 当 年 花芽 开放 。 山 莱 英 从 花芽 分 化 开始 至 花粉 形成 ， 

约 需 130d， 至 开花 约 需 350d。 

2. 结果 习性 
在 山 荣 黄 产 区 常见 远离 群体 单 株 生 长 的 植株 ， 每 年 大 量 开 花 而 结果 很 少 ， 初 果 幼 树 

零星 的 单 株 不 及 成 片 种 植 的 结果 多 。 山 荣 葛 成 片 种 植 有 助 于 丰产 。 

山 荣 黄 各 种 类 型 的 结果 枝 结 果 后 ， 均 能 抽 生 果 蔓 副 梢 。 果 荤 副 梢 当年 或 第 2 年 形成 

花芽 ， 开 花 结果 后 又 可 形成 果 曹 副 梢 。 这 样 数 年 后 就 形成 了 类 似 鸡 爪 状 的 结果 枝 群 。 结 

果枝 群 是 山 荣 黄 重 要 的 结果 部 位 ， 连 续 结 果 7 一 8 年， 甚至 10 年 以 上 。 结 果枝 群 的 寿命 

和 结果 能 力 与 其 在 树冠 内 所 处 的 位 置 及 管理 水 平 ， 尤 其 是 修剪 技术 有 直接 关系 ， 因 此 ， 

在 管理 上 要 注意 结果 枝 群 的 培养 ， 特 别 是 外 围 生 长 枝 的 疏 剪 ， 以 保证 树冠 内 通风 透 光 良 

好 ， 使 结果 枝 不 过 早 外 移 ， 以 延长 结果 梳 群 的 结果 年 龄 。 

0 生长 条 仁 

山 茱 黄 分 布 在 亚热带 及 温带 地 区 ， 在 海拔 200~1400m 的 山坡 上 均 能 生长 ， 以 海拔 

600~1200m 分 布 最 多 。 山 茉 英 为 先 花 后 叶 植物 ，2 月 开花 ，4 月 下 旬 叶 片 伸展 逐渐 形 

成 叶 幕 。 枝 叶 、 果 实生 长 、 花 芽 的 形成 都 集中 在 3 一 6 月 ， 此 时 环境 条 件 ， 如 温度 、 养 

分 、 光 照 等 对 山 茱 黄 的 产量 影响 较 大 ， 诸 多 的 因素 中 尤其 以 花期 、 果 期 气候 条 件 的 影响 

最 大 。 

1. 温度 

山 荣 英 适 宜生 长 在 温暖 湿润 环境 中 ， 旦 严寒 。 山 荣 英 的 主要 集中 分 布 区域 ， 冬 季 温 

度 一 般 不 低 于 一 8C ， 夏 季 最 高 气温 不 超过 38"C ， 年 平均 气温 14~15°C, FAIA 220~ 

240d。 山 茱 英 对 气温 的 要 求 不 严 ， 在 7 一 40C 条 件 下 均 可 生长 ， 其 最 适宜 的 温度 为 20 一 

25C。 其 花蕾 、 花 梗 需 经 3 一 7 低温 60~75d 才能 显 蕃 开 花 。 其 花粉 萌发 温度 需要 7C 

以 上 ， 最 适宜 的 温度 为 12*C 左 右 ， 温 度 低 于 5C 则 会 受到 寒 害 。 

2. 水 分 

山 荣 葛根 系 比 较 发 达 ， 枝 根 粗壮 ， 叶 片 表面 被 有 较 厚 的 量 质 层 ， 可 一 定 程度 减少 叶 

面 的 水 分 蒸腾 ， 因 此 ， 它 具有 一 定 的 耐 旱 能 力 。 但 是 干旱 对 山 荣 英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及 产 

量 均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生 长 在 水 肥 条 件 较 好 地 方 的 植株 ， 生 长 发 育 比 较 旺 盛 ， 落 花 落 果 率 

低 ， 坐 果 率 较 高 ， 果 实 重 ， 产 量 高 ， 品 质 优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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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照 

山 茱 英 喜 光 。 光 照 条 件 好 ， 其 坐果 率 较 高 ， 光 照 不 充足 ， 其 坐果 率 较 低 。 果 实 大 、 

结果 多 的 初 果 期 幼 树 ， 其 植株 常 有 叶片 少 而 芍 、 树 冠 内 透 光 条 件 好 的 特点 。 

四 、 土 壤 种 类 

ARR ASA. URE. MACKS. WHE SHA AY Bh 

AYA, $38 pH 在 6 一 7 WH. FEA EE AE. We BY 
长 短 与 土壤 肥力 的 相关 性 很 大 ， 成 株 的 结果 能 力 及 果实 的 大 小 与 土壤 肥力 也 有 很 大 的 相 

关 性 ， 土 壤 的 养分 与 山 荣 英 叶片 养分 含量 、 产 量 及 成 果 率 均 呈 正 相 关 性 ， 即 士 壤 营 养 成 
分 充足 ， 植 株 生长 旺盛 ， 叶 片 肥大 ， 落 花 落果 率 低 ， 坐 果 率 高 ， 果 实 千 粒 重 较 大 ， 产 量 
较 高 。 

hh. TENE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4.00%, 2A 0.217%, RRA 0.042%, TER BE 40. 80mg/kg, 

速效 钾 102.00 mg/kg. 

【种 植 方法 了 】 

—. FET 

ARRAY Ee Se AER 〈 种 子 繁殖 ) 。 无 性 繁殖 技术 : 压条 、 插 插 、 嫁 
接 在 生产 中 基本 没有 应 用 。 

二 、 种 植 方法 

1. 育苗 地 的 选择 
山 荣 英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苗 地 应 选择 地 势 平 坦 ， 土 层 深 厚 ， 土 质朴 松 肥沃 ， 排 水 良 

好 的 微 酸性 、 中 性 壤土 或 沙 质 壤土 的 地 块 。 土 壤 碱 性 过 大 ， 过 于 黏 重 ， 易 积 水 的 地 块 不 

宜 作 为 育苗 地 ， 海 拔 以 600~1200m 为 宜 ， 坡 地 最 好 选择 背风 向 阳 的 一 面 。 

2. 苗床 准备 
育苗 地 选 好 后 ， 每 亩 施 人 农家 肥 2000kg， 均 匀 撒 开 ， 深 翻 25 一 30cm， 赫 后 友 细 ， 

做 1. 3m 宽 的 平 畦 ， 并 挖 好 排水 沟 ， 防 止 积 水 。 

3. 品种 选择 与 种 子 采集 

不 同 的 栽培 品种 对 山 茱 黄 的 产量 、 质 量 有 较 大 的 影响 ， 因 此 山 茉 英 种 植 时 选择 品种 

至 关 重 要 。 优 良品 种 应 具有 生长 快 、 产 量 高 、 抗 性 强 、 品 质 优 的 特征 。 不 同 品种 的 评价 

SiH, RE. ROKR, PORE. BFR. KARR. NMRR. FRRAAR 

大 、 肉 厚 、 出 药 率 高 的 优点 ， 均 可 确定 为 重点 发 展 的 品种 。 

种 子 采集 应 选择 树 势 健壮 ， 树 冠 丰 满 ， 生 长 旺盛 ， 结 果 能 力 强 ， 果 大 肉 厚 ， 出 药 率 

高 ， 抗 性 强 的 中 龄 树 作 为 采种 的 母 株 。 在 山 茱 黄 果 实 成 熟 季节 及 时 采集 果实 ， 挑 选 果 

大 、 肉 厚 、 籽 粒 饱 满 、 无 病害 虫 的 果实 ， 略 晒 3 一 4d， 待 果皮 柔软 后 剥 去 果肉 ， 取 出 种 



子 即 可 。 
4. 种 子 处 理 

山 茉 黄种 子 有 休眠 的 特性 。 种 子 采 收 后 种 胚 虽 然 在 形态 上 发 育 完 全 ， 但 仍 有 一 段 生 
理 后 熟 现象 ， 种 子 不 能 萌发 。 另 外 种 皮 厚 而 坚硬 ， 由 蜂 窗 状 的 分 泌 组 织 细 胞 组 成 ， 含 有 
抑制 种 胚 发 育 的 物质 ， 致 使 种 子 很 难 萌 发 出 苗 ， 要 想 使 种 子 尽快 萌发 出 苗 必 须 进 行 种 子 
处 理 ， 以 解除 种 子 的 休眠 ， 并 创造 适宜 的 萌发 条 件 ， 否 则 需 经 3 年 的 时 间 才 萌 发 。 种 子 
处 理 方法 有 以 下 几 种 。 

(1) 浸 汽 法 。 用 沸水 2. 7k 1G} (60~70°C) 浸泡 种 子 2d 或 用 水 、 尿 各 半 浸 
泡 15 一 20d4， 然 后 取出 ， 挖 坑 闷 泊 。 浙 坑 选 择 向 阳 潮 湿 处 ， 将 沙土、 娄 GEL 38) 
混 匀 或 纯 牛 、 马 类 铺 于 挖 好 的 坑 底 ， 约 5cm 厚 ， 再 放 入 选 好 的 种 子 3cm 厚 ， 如 此 层 层 
铺 之 ,一般 5 或 6 层 即 可 ， 最 上 面 一 层 适 当 厚 一 些 ， 约 7cm， 呈 馒头 状 。 或 者 用 种 子 和 
娄 灰 放 人 六 坑内 闽 浇 。 经 常 保持 湿润 ， 防 止 积 水 。4 个 月 后 开始 检查 ， 发 现 娄 有 白 毛 、 发 
热 、 种 子 破 口 或 露出 芽 点 后 ， 应 立即 晒 坑 或 提前 播种 育苗 ， 防 止 萌发 后 幼 芽 过 大 播种 后 
产生 回 芽 现 象 ;， 若 种 子 没有 萌发 ， 可 继续 浙 制 。 

(2) 腐蚀 法 。 腐 蚀 法 的 基本 原理 为 用 漂白 粉 水 溶液 腐蚀 掉 种 子 外 壳 的 油 质 ， 促 进 坚 
硬 外 壳 的 腐烂 ， 达 到 促进 种 子 萌发 的 目的 。 其 方法 为 1kg 种 子 加 入 漂白 粉 15 g， 放 入 清 
水 中 搅 匀 ， 溶 解 后 放 和 人 挑选 好 的 种 子 ， 根 据 种子 的 多 少 加 入 适量 水 ， 以 水 面 高 出 种 子 
12cm 左右 为 度 ， 用 木 棍 搅拌 ， 每 日 4 或 5 次 ,浸泡 3d 后 将 种 子 捞 出 ， 拌 入 草木 灰 后 即 
可 进行 播种 育苗 或 直播 。 

(3) 冲 核 法 。 自 碱 50g 用 5 kg 开水 溶解 ， 待 白 碱 溶解 后 ， 再 加 冷水 2. 5 kg， 调 温 
至 70 一 80C ， 把 5kg 种 子 倒 人 水 中 ， 搅 拌 均匀 ， 加 盖 浸 泡 126 之 后 ， 搓 去 果 核 上 的 黏 
液 ， 搓 至 种 子 表面 发 白 、 棱 沟 显现 时 ， 捞 出 装 入 底部 有 透水 口 的 容器 内 ， 放 置 在 温度 适 
宜 的 地 方 ， 像 生 豆芽 冲 水 一 样 早晚 各 冲 水 2 次 ， 共 冲 10d, 前 5 d 用 60'C 的 水 冲 核 ， 后 
5d 用 40 的 水 冲 核 ， 第 11 天 可 以 下 坑 。 如 果 用 立冬 后 采取 的 核 ， 冲 核 时 间 则 延长 到 
15 一 20d。 此 方法 可 将 原来 3 年 一 育苗 改 为 1 年 一 育苗 ， 其 经 济 效益 明显 提高 。 

(4) $B. lkg 种 子 与 7.5 kg Zs (FOS, BBE 7 : 3 搅拌 均匀 ) 混 匀 ， 控 
坑 堆 入 ， 其 方法 为 在 背风 向 阳 的 地 方 控 18 一 20cm 深 的 坑 ， 长 度 依 种子 数 量 而 定 ， 在 控 
好 的 坑内 先 铺 入 15cm 左右 厚 的 沙子 ， 然 后 将 拌 好 凑 的 种 子 倒 和 人 坑内， 厚度 以 7cm 左右 
为 宜 。 上 面 先 盖 3 cm 左右 的 河 沙 ， 再 履约 3cm 厚 的 细 土 。 用 塑料 薄膜 覆盖 严密 ， 使 坑 
内 能 较 好 地 接受 阳光 的 照射 ， 以 提高 坑内 温度 。 冬 至 前 后 ， 气 温 逐 渐变 冷 ， 用 牛 阑 将 坑 
填 平 ， 覆 盖 塑 料 薄膜 继续 保温 ，80d 左右 发 芽 率 可 达 40%, 3 个 月 后 发 芽 率 可 达 80% 一 
90%%， 翌 年 立春 后 即 可 播种 育苗 。 在 产 区 还 有 一 种 更 为 简单 的 方法 即 种 子 采集 后 ， 将 种 
子 倒 入 牛 或 猪 圈 内 ， 任 牛 、 猪 自行 踩踏 ， 第 2 年 或 第 3 年 扒 出 ， 堆 放 于 背风 向 阳 处 浙 
制 ， 早 春播 种 育苗 。 这 种 方法 发 芽 率 较 高 ， 出 苗 整 齐 ， 但 时 间 较 长 。 

(5) 硫酸 腐蚀 法 。 将 采集 好 的 种 子 ， 用 稀释 至 100 倍 的 市 售 硫酸 试剂 浸泡 1 一 2 h 

后 ， 捞 出 种 子 ， 用 清水 将 硫酸 冲 净 后 播种 育苗 。 
5. 播种 

春季 3 一 4 月 进行 播种 育苗 ， 在 做 好 的 苗床 上 按 行距 30cm 开 沟 ， 沟 深 6~-9 cm，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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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将 处 理 过 的 种 子 播 于 沟 内 ， 覆 盖 约 lcm 厚 的 经 充分 腐熟 的 细 牛 数 后 ， 再 覆 细 士 3 一 
4cm 即 可 。 苗 床 管 理 以 保持 床 面 湿润 为 主 ， 注 意 及 时 拔除 杂 草 ， 防 止 草 荒 ， 

6. 定植 
当 苗 高 约 15cm 时 进行 定苗 ， 株 距 以 10 一 15cm 为 宜 ， 定 苗 后 追肥 ,炎热 的 夏季 应 

采取 适宜 方法 遮 阴 ， 防 止 烈 日 暴晒 。 第 2 年 或 第 3 年 即 可 进行 移 栽 造 林 。 

7. 移植 造林 
C1) 林地 选择 。 根 据 山 荣 英 的 生物 学 特性 ， 林 地 可 选择 在 海拔 400~1000m 山地 的 

向 阳 坡 、 半 阴 坡 、 退 耕 还 林地 或 荒 坡 。 
(2) 造林 技术 。 秋 未 冬 初 或 早春 ， 在 选 好 的 林地 上 按 行 株距 5 一 6m FE, CR 

50cm 左右 ， 每 穴内 施 人 30kg 左右 的 经 充分 腐熟 的 农家 肥 〈 左 肥 或 堆肥 )。 每 穴 植 和 人 两 
年 生 或 三 年 生 的 苗木 1 株 ， 使 苗木 主根 及 较 粗 大 的 侧根 舒展 ， 分 层 填 土 ， 层 层 压 实 ， 并 
淋 足 定 根 水 。 定 植 后 可 根据 土壤 含水 量 情况 浇 水 2 一 5 次 ， 以 保证 苗木 的 成 活 率 。 

三 、 田 间 管 理 

(一 ) 中 耕 除草 

育苗 田 杂 草 应 及 时 拔除 ， 以 防 草 荒 ， 定 植 后 ， 山 茉 英 地 的 株 行距 比较 大 ， 幼 龄 期 其 
生长 比较 缓慢 ， 为 了 充分 提高 土地 利用 率 ， 在 山 茱 疯 林 地 间作 其 他 铸 秆 作物 或 中 药材 ， 

如 丹参 、 黄 劳 、 柴 衣 、 远 志 等 ， 结 合 间作 作物 的 管理 进行 山 茉 英 的 中 耕 除 草 ， 每 年 2 一 
4 次 。 以 后 随 着 树冠 的 扩大 ， 林 下 杂 草 的 生长 也 受到 了 限制 ， 中 耕 除 草 的 次 数 可 以 减 

少 ， 成 龄 树林 每 年 春 、 秋 季 进 行 一 次 中 耕 除草 。 

(二 ) 施肥 

合理 施肥 在 促进 幼 树 快速 生长 ， 缩 短 童 木 期 ， 增 加 成 年 树 的 产量 ， 克 服 大 小 年 等 方 

面 有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幼 树 定植 后 ， 每 年 早春 在 树 下 开 环 形 沟 或 放射 状 沟 施 人 腐熟 的 农家 

肥 或 稀 人 姜 尿 ， 以 促进 幼 树 健 壮 生 长 。 成 年 树 每 年 一 般 进 行 3 次 施肥 ,第 1 次 ， 一 般 在 

3 一 4 月 的 花期 、 果 期 施 入 ， 称 为 保 花 保 果 肥 。 根 据 树木 大 小 每 株 施 人 尿素 0. 3 一 0. 5 kg 

或 凑 水 10 一 40kg， 过 磷酸 钙 0. 3 一 0. 8kg， 硫 酸 钾 0. 3 一 0. 7kg。 此 时 如 有 条 件 ， 在 花期 

可 叶 面 喷 施 过 磷酸 钙 或 磷酸 二 氢 钾 溶液 ， 以 提高 其 坐果 率 。 第 2 次 施肥 在 6 月 中 名 进 

行 ， 称 为 壮 果 肥 。 第 3 次 ，10 一 11 月 果实 采 收 后 ， 每 株 施 人 25 kg 农家 肥 或 混合 肥料 

(每 株 用 绿肥 或 展 肥 10 一 30kg， 饼 肥 及 磷肥 O.5~1.5 kg， 混 匀 腐 熟 后 施用 )， 称 为 复 

壮 肥 。 

(=) GekH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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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比 较 干 旱 ， 因 此 早春 植株 开花 前 及 幼 果 期 应 合理 浇灌 ， 以 提高 植株 的 坐果 率 ， 促 进 果 

实 的 快速 膨大 。 和 否则 因 干 时 落花 落果 现象 极为 严重 。 采 果 后 结合 施 复壮 肥 进行 次 水 。 地 

势 平 坦 的 地 块 ， 雨 季 应 注意 排水 ， 防 止 游 害 。 



(四 ) 培 十 

山 茱 葛 属 浅 根性 植物 ， 常 由 于 山坡 地 的 水 土 流失 ， 造 成 树 根 裸露 ， 影 啊 植株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因 此 应 根据 情况 进行 根 际 培土 工作 。 

(五 ) 整形 修剪 

一 般 定植 后 当年 或 翌年 ， 树 干 高 80cm 时 定 干 。 定 干 后 有 目的 地 保留 主 校 ， 使 其 均 
衡 分 布 。 当 主 枝 长 到 50cm 时 ， 可 摘心。 这 样 在 水 肥 管 理 较 好 的 情况 下 ，3 年 初步 形成 
开张 的 树 形 。 在 生产 上 山 茉 葛 的 整形 一 般 有 三 种 方式 。 
OD 自然 开心 形 。 没 有 中 央 主 干 ， 只 有 3 或 4 个 强 主 枝 ， 主 梳 着 生 角 度 一 般 为 

40 一 60 。 主 枝 上 的 副 主 枝 数 应 视 树 形 大 小 和 主 枝 间 距 而 定 ， 各 枝条 应 均衡 分 布 于 主 校 

外 侧 。 此 种 树 形 ， 树 冠 比 较 开 张 ， 树 膛 内 通风 透 光 良好 ， 并 可 充分 利用 立体 空间 ， 结 果 
面积 较 大 ， 产 量 高 。 此 种 树 形 在 产 区 多 见 。 

(2) 自然 圆 头 形 。 一 般 在 主 于 上 有 4 个 以 上 主 校 ， 着 生 位 置 比较 均衡 ， 各 主 梳 长 势 
相近 ， 适 当 抑 制 中 央 主 干 的 生长 ， 形 成 半圆 形 树冠 。 一 般 主 枝 间 保持 20 一 30cm 距离 ， 

各 向 一 个 方向 发 展 ， 相 互 之 间 不 重 到 。 主 枝 上 只 留 顶 部 侧枝 ， 使 其 向 斜 外 方 生长 ， 此 树 
形 外 层 较 大 ， 如 果 修 剪 、 管 理 不 当 ， 则 树 膛 内 隐蔽 度 较 大 ， 结 果 偶 少 。 

《3) 主干 疏 层 形 。 有 明显 的 中 央 主 干校 ， 在 主 枝 四 周 留 2 或 3 个 分 布 相称 、 长 势 均 

衡 的 枝条 作为 第 1 层 主 枝 。 随 着 植株 的 不 断 生 长 ， 高 度 不 断 增加 ， 在 适宜 的 高 度 培养 出 
第 2 层 、 第 3 层 主 核 ， 但 注意 主 梳 的 生长 不 能 超过 主干 核 。 此 树 形 树 体 高 大 ， 在 主 棱角 
度 搭 配合 理 的 情况 下 ， 树 膛 内 通风 透 光 条 件 较 好 ， 能 较 好 地 利用 空间 和 光照 。 结 果 部 位 
多 ， 单 株 产 量 高 。 

ON) #2. HRA 

LAE Be EF AB AA ESE NERA AIH AT, EE RKARAR I AE. FEE 

主 于 高 50 一 60cm 以 下 涂抹 石 硫 合剂 ， 以 防 害虫 。 

(七 ) 老 树 复壮 

老 树 复壮 的 目的 是 在 老 树 的 基础 上 ， 培 育 新 生 枝 条 ， 充 分 利用 老 树 原 有 的 庞大 根 

系 ， 吸 收 大 量 的 营养 成 分 促进 新 生 枝 的 生长 ， 迅 速 形成 新 的 丰产 型 树冠 。 其 具体 方法 : 

4 月 中 旬 剪 去 老 树 的 干枯 枝 及 细弱 枝 ， 在 其 主干 分 枝 处 分 散 取 1 或 2 根 枝 条 ， 绕 其 基部 

5 一 8cm 处 环 切 1/3~1/2 Fel, ABER 〈 深 度 ) 达 木 质 部 ， 刺 激 隐 芽 萌 发 ， 形 成 新 生 枝 

条 ， 留 取 4 或 5 条 长 势 旺盛 的 新 生 枝 作为 培养 枝 ， 抹 去 其 余 枝 葬 。8 一 9 月 ， 按 已 环 切 

的 痕迹 环 切 一 周 。 翌 年 春天 ， 饮 去 环 切 枝 。 同 时 对 没有 进行 环 切 的 老 枝 条 切 1/2 周 ， 之 

后 ， 及 时 抹 去 新 生 芽 ， 促 进 上 年 留 取 的 培养 枝 生 长 。 第 3 年 春天 ， 饮 去 环 切 枝 。 对 于 新 

生 培 养 枝 要 及 时 进行 整形 及 修剪 ， 培 育成 理想 的 树冠 形态 。2 一 3 年 即 能 形成 新 树冠 ， 

产量 迅速 增加 ， 质 量 大 幅度 提高 。 

( 八 ) 清 园 

10~11 ARBRE, AZT. FPR BEATE KER,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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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树 下 的 病 残 体 及 杂 草 ， 集 中 烧毁 或 深 埋 ， 减 少 越冬 病源 及 害虫 和 虫 卵 的 数量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山 茱 英 的 主要 病害 为 痰 间 病 、 角 斑 病 、 灰 色 膏 药 病 等 。 

1. RIAA 
FR EI LPR ROAR RA. UR ESS. Ce. MT. eS 

WARN EP KA, FED EKA A. RENAK Re. 

(1) me. WHR AR NR DA RIA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 

JRA). BAAFA. TER: BREBASURRRE, HKAWHMRA. 

果 发 病 从 果实 顶部 开始 ， 病 斑 向 下 扩展 致使 全 果 变 黑 干 缩 ， 病 果 一 般 不 脱落 ， 病 果 发 病 

初期 在 绿色 果实 上 呈 标 红色 小 点 ， 病 斑 逐 渐 扩 大 为 椭圆 形 或 圆 形 黑色 陷 病 斑 ， 边 缘 紫 红 

色 或 红 褐色 ， 外 围 有 红色 党 圈 ， 染 病 果实 未 熟 先 红 。 发 病 规律 : 一 般 情 况 下 5 月 开始 发 

病 ， 多 十 年 份 发 病 稍 早 一 些 ， 干 旱 年 份 发 病 稍 晚 ，6 一 8 月 高 温 多 雨 潮湿 ， 为 发 病 盛 期 ， 

隐蔽 度 大 时 发 病 较为 严重 。 

(2) 防治 方法 。 加 强 水 肥 管理 ， 增 施 磷肥 、 钾 肥 ， 及 时 垦 复 ， 清 除 园 中 的 病 残 体 ， 

减少 病源 ; 加 强 修剪 ， 提 高 树冠 的 通风 透 光 性 ; 发 病 初期 叶 面 喷洒 50%% 多 菌 灵 800 倍 

Wm, 或 1:1: 100 波 尔 多 液 ，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可 溶性 粉剂 800~1000 倍 液 。 

2. 角 斑 病 
山 茱 葛 角 斑 病 为 主要 病害 之 一 ， 以 为 害 叶片 为 主 。 

(1) 病原 。 角 斑 病 的 病原 菌 为 Ramularia sp... BK: 叶片 发 病 初期 ， 叶 面 出 现 暗 

褐色 不 规则 小 斑 ， 边 缘 不 明显 ， 叶 背面 无 明显 症状 ， 中 期 为 暗 棕色 角 斑 ， 病 斑 边 缘 明 

显 ， 后 期 病 斑 枯 死 ， 呈 暗 褐色 角 斑 ， 叶 缘 枯 、 卷 缩 甚 至 叶片 脱落 。 叶 背 面 病 斑 明 显 。 发 

病 规律 : 山 荣 苋 角 斑 病 的 病原 菌 主要 以 分 生 驳 子 座 在 病 叶 残 体 上 越冬 ， 翌 年 4 月 上 中 名 

产生 分 生 钨 子 侵 染 ，5 月 中 下 旬 开 始 出 现 病 斑 ，7 一 8 ASME DARA. 

(2) 防治 方法 。 加 强 水 肥 管 理 ， 增 施 磷 肥 、 钾 肥 和 农家 肥 ， 促 进 植株 生长 旺盛 ， 增 

强 植株 的 抗 病 性 ;加 强 修剪 ， 改 善 树冠 的 通风 透 光 性 ， 减 小 局 部 潮湿 小 气候 ， 清 除 树 下 

病 叶 ， 集 中 销毁 ; 在 5 月 的 发 病 初 期 叶 面 喷洒 1 : 1 : 200 波尔多 液 保护 剂 或 大 生 M- 

45800 溶液 ， 连 续 3 次 ， 间 隔 7d4。 也 可 喷洒 50%% 多 菌 灵 ，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 或 752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500 一 800 倍 液 ， 连 续 3 或 4 次 ， 间 隔 7 一 10d。 

3. 灰色 膏药 病 
1) MRAKREF AMA. KRABAWA (Septobasidium bogoriense) AAR 

干 上 介壳 虫 一 起 生活 。 在 树 皮 上 ， 担 子 果 癌 药 状 ， 通 常 呈 现 淡 灰 色 。 症 状 主要 为 害 树 

干 、 枝 条 及 树干 病 部 出 现 圆 形 或 不 规则 菌 膜 ， 形 似 襄 药 。 菌 膜 平 铺 ， 初 为 灰白 色 至 浅 紫 

灰色 ， 周 围 有 狭窄 的 灰白 色 带 ， 干 燥 时 略 笑 起， 后 期 变 为 灰 褐色 至 黑 神色， 往往 发 生 多 

裂 ， 可 以 剥离 。 受 害 严重 时 病 膜 将 枝条 围 起 ， 使 枝条 发 生 止 陷 ， 病 部 以 上 枝条 逐渐 衰老 

枯死 。 发 病 规律 : 病菌 以 菌 丝 体 在 病 枝 上 越冬 ， 翌 年春、 夏季 菌 丝 形成 子 实 层 。 担 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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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气 流 或 介壳 虫 介 体 传播 。 树 冠 郁 闭 度 大 ， 通 风 不 良 部 位 ， 衰 老 树 最 易 感 染 此 病 。 . 
(2) 防治 方法 。 清 除 病 枝 病 叶 ， 减 少 菌 源 ; 加 强 树 冠 修剪 ， 增 加 通风 性 ;清除 树干 

及 枝 干 上 的 菌 膜 ， 在 病 部 涂抹 石 硫 合剂 或 用 石 硫 合剂 喷雾 ;发 病 初 期 用 1 : 1 : 1000 的 
BRE MM 507% 2 FR 1000 FM, A 10d 1 次 ， 连 续 多 次 。 

(=) He 

Uy Ae Be AY FEE a SE LL FE BE FRR EHR. LEBER, RK RIS. 

1. LHR BARK 
C1) ASERK., URRRRARBHESR, ERUSARAFURRRK, OH 

山 荣 英 果 实 上 咬 食 一 个 小 孔 ， 钼 人 果实 内 取 食 果肉 。 发 生 规 律 : 1 年 发 生 1 代 ， 以 老 熟 幼 

虫 在 山 茱 英 树 冠 下 土 内 越冬 ， 民 年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上 名 开始 化 晴 ， 陆 续 到 9 月 中 旬 结 束 。 

(2) 防治 技术 。 选择 抗 虫 性 较 强 的 优良 品种 种 植 ， 清 除 树 下 的 虫 蛙 落果 ， 集中 消 

灭 ， 及 时 消除 杂 草 ， 加 强 垦 复 等 管理 措施 ， 减 少 虫 源 ; 适时 采 收 ， 降 低 虫 果 率 ; 在 星 果 

蛾 出 现时 期 (7 月 下 旬 至 8 ALA) 进行 化 学 药剂 防治 ， 可 在 叶 面 喷洒 20% 杀 灭 菊 酯 ， 
或 25%% 溴 氰 菊 酯 2500 一 5000 倍 液 。 

2. DRRRE 
(1) 为 害 症状 。 以 幼虫 取 食 山 茱 葛 叶 片 为 害 ， 将 叶片 咬 食 成 缺 刻 ， 严 重 时 可 将 叶片 

全 部 吃 尽 ， 造 成 植株 早期 失 叶 ， 长 势 衰弱 ， 果 实 不 能 正常 膨大 、 增 重 ， 同 时 还 影响 花 莉 

的 生长 发 育 ， 进 而 影响 来 年 的 开花 结果 。 发 生 规律 : 此 害虫 以 晴 在 土 下 3 一 6cm 深 处 筑 

土 室 越冬 ，5 月 中 旬 为 越冬 代 成 虫 羽 化 盛 期 ， 第 1 代 、 第 2 代 卵 盛 期 分 别 为 5 月 中 下 名 

和 7 月 中 下 旬 至 8 月 中 旬 ， 幼 虫 盛 发 期 分 别 为 6 月 中 下 旬 和 8 月 下 旬 至 IA LA. BR 

层 伏 夜 出 ， 趋 光 性 弱 ， 卵 产 于 半 枯 或 全 枯 的 树 皮 或 干裂 颖 内 ， 以 幼虫 分 散 日 夜 取 食 。 

(2) 防治 技术 。 秋 末 冬 初 清除 山 茉 葛 树 干 及 枝 干 上 的 栓 皮 ， 并 在 树干 80cm 以 下 涂 

抹 石 硫 合剂 。 树 下 土 层 进行 翻 耕 ， 消 灭 越冬 虫 晴 ; 幼虫 发 生 期 喷洒 氧 握 菊 酯 或 溴 氰 菊 酯 

或 杀 灭 菊 酯 药 液 。 

3. AM 
《1) 为 害 症状 。 以 幼虫 取 食 山 荣 英 叶 片 为 害 ， 严 重 时 可 将 叶片 全 部 吃 尽 ， 造 成 植株 

早期 失 叶 ， 长 势 衰弱 ， 果 实 不 能 正常 膨大 、 增 重 ， 同 时 还 影响 花 蓄 的 生长 发 育 ， 进 而 影 

响 来 年 的 开花 结果 。 发 生 规 律 : EUR 1 年 发 生 LR. WIS eee PRA, BE 3 月 

以 后 化 晴 ，5 一 6 月 为 成 虫 期 ，5 月 上 旬 至 6 月 中 旬 为 卵 期 ，6 A Las ee ALE 

Bite, 7~S8 月 为 为 害 盛 期 ，10 月 后 幼虫 封 吉 以 丝 紧 系 在 山 茱 黄 的 枝条 上 越冬 (也 有 

系 在 叶柄 上 ) 。 

(2) 防治 技术 。 人 工 捕杀 ， 在 冬季 落叶 后 ， 摘 取 悬 挂 于 枝 上 的 车 吉 ， 效 果 较 好 ; 培 

育 和 释放 蔡 蛾 瘤 姬 蜂 ， 保 护 食 虫 鸟 类 等 天 敌 ， 进 行 生 物 防治 ; 幼虫 为 害 期 向 叶 面 喷洒 

90% FE BR 800 倍 液 ， 或 25% 溴 氰 菊 酯 5000 倍 液 ， 或 20%% 杀 灭 菊 酯 2000 一 4000 倍 液 ， 

连续 2 或 3 次 ， 间 隔 10d AA. 

4. RAKBR 

1) 为 害 症 状 。 该 虫 不 仅 是 林木 果树 的 主要 害虫 ， 也 是 山 茱 葛 的 主要 害虫 之 一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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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幼虫 取 食 叶片 ， 将 叶片 咬 食 成 缺 刻 ， 严 重 影响 植株 的 生长 发 育 及 药材 的 产量 及 质量 。 

发 生 规 律 : 绿 尾 大 乔 蛾 在 皖南 地 区 一 年 发 生 3 代 ， 以 晴 越 冬 。 越 冬 晴 于 4 一 5 月 陆续 羽 

化 成 成 虫 ， 第 1 代 、 第 2 代 成 虫 的 盛 发 期 分 别 为 7 月 中 旬 和 8 APPAR OA EA. BR 

层 伏 夜 出 ， 对 黑光 灯 趋 性 强 。10 年 以 下 和 20 年 以 上 的 树龄 的 植株 受害 相对 较 轻 。 河 南 

产 区 该 种 虫害 发 生 较 轻 。 

(2) 防治 技术 。 人 工 捕杀 幼虫 ， 该 幼虫 体型 较 大 ， 行 动 迟缓 ， 体 无 毒 毛 ， 且 根据 地 

MBAR IRA ES, AFA THAR; 成 虫 产 卵 期 进行 人 工 摘除 卵 块 ; 黑光 灯 诱 杀 

成 虫 ， 该 害虫 的 成 虫 具有 对 黑光 灯 趋 性 强 的 特性 ， 因 此 在 各 代 成 虫 的 盛 发 期 大 面积 设置 

黑光 灯 集 中 诱杀 成 虫 ! 化 学 药剂 防治 : 在 傍晚 进行 叶 面 喷洒 药剂 ， 可 用 10 儿 氯氰菊酯 

2000 倍 液 ， 或 2.5%% 溴 氰 菊 酯 3000 倍 液 ， 或 90%% 晶 体 敌 百 虫 1000 倍 液 等 高 效 、 低 毒 、 

低 残 留 化 学 农药 。 生 物 药剂 防治 : 第 3 代 幼 虫 的 盛 发 期 ， 正 值 山 茱 英 果 实 成 熟 期 ， 化 学 

药剂 防治 容易 造成 污染 ， 影 响 药 材 的 品质 ， 此 时 可 用 微生物 农药 Bt 乳油 500 倍 液 喷 洒 

叶 面 防治 ， 也 能 收 到 较 好 的 效果 。 | 

ob, WRRORE. SSMOURRHCHORAM HE, ESRAURRREK. 

防治 方法 为 在 结果 期 设 专人 看 管 或 在 树 梢 悬挂 各 种 颜色 的 布 条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山 茱 英 适 时 采 收 是 保证 山 茱 英 产 量 、 质 量 的 关键 。 山 荣 黄 栽培 品种 类 型 不 同 ， 果 实 

的 成 熟 期 也 不 尽 相 同 ， 因 此 在 生产 中 应 根据 品种 类 型 的 成 熟 期 分 批 分 期 进行 ， 早 熟 品种 

早 采 收 ， 晚 熟 品种 晚 采 收 ， 传 统 经 验 以 “经 霜 ” 者 良 ， 因 此 一 般 在 霜降 至 冬至 间 采 收 为 

宜 ， 通 过 对 山 荣 葛 马 钱 素 动 态 积累 的 研究 证 明 ， 山 荣 英 马 钱 素 的 含量 在 10 月 下 旬 为 最 

高 值 ， 此 时 应 为 最 佳 采 收 期 ， 研 究 结 果 与 传统 的 采 收 期 相 吻合 。 过 早 或 过 晚 对 产量 与 品 

质 均 有 一 定 程度 的 影响 。 山 荣 黄 采 收 方法 为 人 工 采摘 ， 采 摘 果 实时 动作 要 轻 ， 以 免 伤害 

树枝 尤其 是 结果 枝 群 及 花 攻 ， 和 否则 影响 来 年 的 产量 。 雨 天 、 雨 刚 过 后 或 露水 未 于 时 不 宜 

RL, PRR. SRR, AAW, WB REAR. 

2. 初 加 工 

通过 科学 加 工 可 以 提高 黄 肉 的 颜色 、 形 态 、 杂 质 、 干 度 四 方面 的 外 观 质 量 。 一 般 每 

7 一 8kg 鲜果 可 加 工 lke 果肉 ， 其 加 工 步骤 分 为 净 选 、 软 化 、 去 核 、 干 燥 四 部 分 。 
(1) 净 选 。 手 挑 去 鲜果 中 的 枝叶 、 果 柄 等 杂质 。 

(2) 软化 。 山 荣 葛 鲜果 的 果皮 、 果 肉质 地 坚硬 ， 必 须 软 化 后 才能 去 核 ， 软 化 是 通过 

加 热 使 果实 质地 变 软 ， 减 低 果肉 与 果 核 之 间 的 附着 力 ， 便 于 果肉 与 果 核 分 离 。 软 化 方法 

有 水 者 法 、 水 蒸 法 和 火 烘 法 三 种 : @ 水 者 法 。 在 中 等 大 小 的 普通 铁 锅 中 加 入 约 铁 锅 273 

体积 量 的 水 ， 用 干 柴 或 煤 加 热 烧 至 有 隆隆 响声 〈 温 度 为 85 一 90C) 时 ， 投 入 适量 净 鲜 

果 “〈 以 不 超过 水 面 且 低 于 水 面 2 一 3cm 为 宜 )， 要 掌握 好 投放 量 ， 过 多 则 不 易 翻 动 ， 致 

使 果实 受热 不 匀 而 影响 软化 效果 ; 过 少 则 费时 费 燃 料 。 要 控制 好 火候 ， 并 保持 水 温和 水 

Zita] (沸水 5 一 10min) 。 鲜 果 和 人 锅 后 要 不 断 用 锅 铲 缓 缓 上 下 推动 ， 至 果实 膨胀 柔软 ， 

用 手 挤 压 果 核能 自动 滑 出 时 ， 捞 出 ， 立 即 倒 人 适量 的 冷水 中 冷却 片刻 ， 捞 出 ， 沥 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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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蒸 法 。 将 净 鲜 果 放 人 蒸笼 内 ， 上 汽 后 蒸 5min， 至 果实 膨胀 发 软 ， 用 手 挤 压 果 核能 

自动 滑 出 ， 立 即 取 出 ， 稍 冷却 。 注 意 蒸 时 锅 内 最 好 用 热 水 ， 这 样 可 以 缩短 鲜果 在 笼 内 的 

时 间 ， 以 免 导 致 果 皮 破 裂果 汁 流失 。@@ 火 烘 法 。 将 干净 鲜果 薄 挫 于 直径 80cm、 高 5cm、 

孔径 0.7cm WTA. PERMA 3cm 厚 〈 以 不 见 筛 网 为 度 ) ， 放 置 于 木 架 上 用 文火 “〈 或 痰 

火 ) 缓 烘 ， 筛 网 距 火 约 40cm， 不 可 距 火 太 近 ， 和 否则 果皮 会 出 现 焦 斑 。 并 不 断 轻 轻 上 下 

翻动 ， 使 果实 受热 均匀 ， 烘 至 果实 膨胀 柔软 ， 用 手 挤 压 果 核 能 自动 滑 出 时 ， 取 出 ， 稍 冷 

- 却 。 以 上 三 种 方法 ， 以 火 烘 法 加 工 的 黄 肉色 泽 鲜 红 ， 肉 厚 和 柔软 ， 损 耗 少 ， 质 量 好 。 

(3) 去 核 。 将 加 热 软化 后 的 果实 用 手 挤 出 果 核 。 去 核 方法 有 手工 去 核 和 机 械 去 核 两 

种 目前 一 般 仍 采用 人 工 去 核 。 

(4) 干燥 。 主 要 有 了 晒 干 法 和 烘 干 法 两 种 : 中 晒 干 法 。 去 核 后 的 山 茱 英 含 有 大 量 的 水 

分 ， 尤 其 是 秋末 采 收 季节 气温 较 低 ， 应 抓紧 时 间 了 晾晒 。 将 鲜果 肉 均 匀 的 平 挫 于 干净 、 光 

es mab. BA 1. 5cm， 在 日 光 下 晒 ， 起 初 1h 每 隔 10min 翻动 1 次 ， 随 后 逐 

渐 减 少 翻 动 次 数 ， 了 晒 至 七 八成 干 后 每 0. 5h 翻动 lik, PER PRS, BRA “WY 

沙 ” 响 声 时 ， 收 起 ， 冷 却 ， 置 适宜 容器 中 密封 。 注 意 摊 晒 不 宜 太 厚 ， 要 勤 翻 ， 否 则 易 造 

成 果肉 粘连 并 出 现 阴 阳 面 使 药材 色泽 不 义 。 四 烘 干 法 。 将 果肉 置 直 径 80cm、 高 5cm、 

孔径 0. Sem 的 竹 筛 内 摊 约 3cm JR, FEAR ACK MK KE, Am AFR, 

至 不 粘 手 ， 用 手 翻动 有 “沙沙 ”响声 时 取出 ， 冷 却 ， 置 适宜 容器 中 密封 。 另 外 ， 也 可 用 

土 烦 、 锅 灶 等 烘 干 ， 数 量 多 还 可 用 简易 烘 房 烘 干 。 无 论 采 用 哪 种 方法 ， 烘 干 后 不 可 立即 

装 人 人 容器， 否则 余热 不 能 散发 而 引起 果肉 “发 汗 "， 使 英 肉 色泽 变 黑 〈 么 厉 等 ，2006) 。 

3. 分 级 标准 
山 茉 葛 不 分 等 级 ， 商 品 规格 为 统货 、 干 货 。 以 肉质 肥厚 、 色 红 、 油 润 者 为 佳 ， 肉 

薄 、 色 浅 者 次 。 

【化 学 成 分 】 山 茱 英 中 含有 多 种 成 分 ， 主 要 是 环 烯 醚 茧 苷 类 及 靶 质 类 。 

1, 挥发 性 成 分 
果实 中 的 油 经 气相 层 析 分 析 证 明 其 中 有 棕榈 酸 〈palmitic acid)、 桂 皮 酸 茶 酯 (ben- 

zyl cinnamate), 5 J # (isobutyl alcohol), URE 〈isoamyl alcohol) 、 反 式 芳 樟 醇 氧 

化 物 (trans-linalooloxide), #i F&A (elemicin), #H Cfurfural), FHT SB 

(methyleugenol), 52424 fi} (isoasarone) 、B8 葵 乙醇 〈8-phenylethyl alcohol). 

2. 糖苷 类 及 苷 元 
苷 类 成 分 有 山 荣 黄 苷 〈cornin， 即 马鞭 草 苷 verbenalin) 、 莫 诺 苷 (morroniside) , 

SE ASEH (sweroside), BRP HRBAK EH Cloganin) & cornuside (7-O-galloylsec- 

ologanol), #70 REM Cursolic acid), Me wEBRAS Ciridoids), WH haw HA: 

(Fee AF Clornuside), 、 脱 水 莫 诺 苷 及 7-A BRA (7-dehydrologanin), Vi aA 

中 分 离 出 7- 乙 氧 基 莫 诺 苷 〈 可 能 是 由 于 乙醇 的 提取 ， 也 可 能 因 酒 的 炮制 产生 的 次 生 

物 ) 。 果 实 中 同时 含有 葡萄 糖 (glucose)、 果 糖 (fructose) 和 芒 糖 (sucrose). 

3. Bk 

Se SEP A LL FE BA EMT (cornustanntn): isoterchebin, tellimagrandinI, tel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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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in，2,3- 二 -O- 没 食 子 酰 -D- 葡 萄 糖 (2,3-di-O-galloylj-D-glucose) ，1,2,3- 三 :O- 没 食 

子 酰 -8D- 葡 萄 糖 〈1, 2,3-tri-O-galloyl-6D-glucose)，1,2,6- 三 -O- 没 食 子 酰 -8D- 葡 萄 糖 

(1,2,6-tr-O-galloyL-6-D-glucose)，1,2,3,6- 四 -O- 没 食 子 酰 -8D- 葡 萄 糖 (1,2,3,6-tetra- 

O-galloyl-@-D-glucose), geminD, 3. 3. = FE A] 7k fp BE a BN AR BE (cornusiin) 

A, B, C. #47 ES A ER OY 7k EE OR EA G (cornusiinG) W tellimagrandin [和 

1,2,3,6- 四 -O- 没 食 子 酰 -8D- 葡 萄 糖 的 聚合 物 。 

4. 有 机 酸 及 其 他 成 分 
WAR REPS ARE FR (gallic acid)、 苹 果 酸 (malic acid), WARM (tartaric 

acid) 及 维生素 A (vitamin A). ALIFE POE BARE (Psitosterol), 、5- 羟 甲 基 糠 醛 

(5-hydroxymethyl-2-furaldehyde) 和 5,5'-— FA SEAR RERE (5,5'-dimethylfurfural ether). Ll 

ZEB A FAY AB Bh Pe AR. THR (oleic acid) 及 亚 油 酸 (linoleic acid) CHPES, 
2003).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本 品 粉 未 红 褐 色 。 果 皮 、 表 皮 细 胞 橙 黄色， 表面 观 多 角形 或 类 长 方形 ， 直 径 16 一 

30km， 垂 周 壁 连珠 状 增 厚 ， 外 平 周 壁 颗粒 状 角质 增 厚 ， 胞 腔 含 淡 橙黄 色 物 。 中 果皮 细 

Rei. Sa. MBER RDM, AE 12 一 32xm。 石 细胞 类 似 方形 、 卵 圆 形 或 长 

方形 ， 纹 孔明 显 ， 胞 腔 大 。 

2. BE Al 

取 本 品 粉 末 0. 5g， 加 乙酸 乙 酯 10ml， 超 声 处 理 lomin, We. WRAT, BAM 

无 水 乙醇 2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能 果 酸 对 照 品 ， 加 无 水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 谱 法 C CPR AR) MoRV B) 进行 实验 ，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x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甲 葵 -乙酸 乙 酯 -甲酸 

(20 :4:0.5) AREA. HIF. Bik, BF, MEW 10%% 硫 酸 乙醇 溶 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紫红 色 斑 

点 ; 置 紫 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视 ， 显 相同 的 橙黄 色 获 光斑 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水 

(15 : 8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40nm。 理 论 板 数 按 马 钱 苷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马 钱 苷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80%% 甲 醇 制 成 每 1 SF 

@ 40u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 过 3 Sif) 0. 1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80% 甲 醇 25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 流 1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80%% 甲 

醇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义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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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AAR MHA, SDR (Cy HzxsOio) 不 得 少 于 0.60%。 

【主要 参考 文献 】 

陈 随 清 ， 王 红 霞 ， 王 莉 丽 等 2003. 山 茱 英 不 同 品 种 药材 的 鉴定 . 河南 中 医学 院 学 报 ，18 (4): 20 一 22 

丁 宝 章 ， 王 遂 义 ， 高 增 义 .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郑州 :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刘 洪 ， 许 惠 琴 . 2003. 山 茱 英 及 其 主要 成 分 的 药理 学 研究 进展 . 南京 中 医药 大 学 学 报 ，19 (4): 254~256 

刘 培 华 ， 王 小 纪 ， 周 浩 . 1993. 山 茱 英 类 型 划分 及 优良 类 型 选择 . 中 药材 ，16 (7): 9, 10 

马 小 琦 ， 净 红军 . 2003. 河南 省 山 茱 苋 生 产 现状 及 发 展 对 策 . 河南 林业 科技 ，23 (3): 53，54 

么 厉 ， 程 惠珍 ， 杨 智 . 2006， 中 药材 规范 化 种 植 (养殖 ) 技术 指南 .北京 : 中 国 农业 出 版 社 

王 明 方 ， 李 俊 宽 ， 王 昌明 . 1986. 我 省 伏 牛 山区 山 茱 英 种 质 类 型 简介 . 河南 农业 科学 ，(9): 20, 21 

He. Moai. MAGS . 2005. 山 茱 英 化 学 成 分 的 分 离 鉴定 . 中 草药 ，36 (12): 1780 一 1782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一 部 ) . 北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丹 参 
Danshen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志 药材 。 豫 西 丹参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谓 :“ 和 丹参 味 将 微 蹇 ， 主 心腹 收 气 、 肠 鸣 幽 幽 如 走 水 、 寒 热 积聚 、 破 症 除 痕 、 止 烦 满 、 

益 气 。” 以 后 的 历代 本 草 均 有 论述 。 味 苦 ， 微 寒 。 归 心 、 肝 经 。 具 有 祛 次 止痛 、 活 血 通 

经 、 清 心 除 烦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月 经 不 调 、 经 闭 、 痛 经 、 症 痕 积 聚 、 胸 腹 刺 痛 、 热 交 疼 

痛 、 疙 疡 肿 痛 、 心 烦 不 眠 、 肝 脾 肿 大 、 心 绞 痛 等 〈 姜 淑 英 ，2003;， 张 文 君 等 ，2004)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丹参 来 源 于 唇 形 科 植物 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的 干燥 根 及 根茎 。 随 着 野生 资源 的 减少 ，20 世纪 70 年 代 中 期 药材 丹参 已 经 供 不 

应 求 。 研 究 发 现 ， 鼠 尾 草 属 Salvia 共有 40 多 个 种 的 根 及 茎 的 脂 溶性 、 水 溶性 成 分 与 丹参 

基本 相似 ， 可 作 丹 参 替 代 品 使 用 ， 如 南 丹 参 S. bowleyana Dunn, ¥ 46 HE BAS 

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 f. purpurea-ruba H. Hw. Li; APRS GEARS) 

S. yunnanensis C. H. Wight. Hit BREE CHa PTE. KEE) S. przewalskii maxim. 及 其 

变种 、 皖 鄂 丹 参 S. paramiltiorrhiza H. W. Li et X. L. Huang、 红 根 草 S. prionitis, =O 

尾 草 〈 人 小 红 丹 参 ) S. trijuga Diels 等 。 这 些 种 类 除 可 作为 丹参 的 新 资源 外 ， 还 可 能 成 为 

优良 丹参 种 质 选 育 基因 库 的 种 质 资源 。 

中 国 协和 医科 大 学 郭 宝 林 教 授 将 丹参 分 为 一 个 变型 两 个 变种 ， 原 变种 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var. miltiorrhiza, "AM+F+8 S. miltiorrhiza var. charbommellii, AZEFKE 

S. miltiorrhiza f. alba (〈 郭 宝林 等 ，2002a) 。 单 叶 丹 参 以 叶片 主要 为 单 叶 为 特征 ， 分 布 

于 河北 、 山 西 、 陕 西 、 河 南 和 山东 ; 白花 丹参 的 花冠 为 白色 或 淡 黄 色 。 清 华 大 学 罗 国 安 

教授 将 丹参 分 为 野生 型 丹参 Saluia miltiorrhiza cv. foliolz、 大 叶 型 丹参 S. miltiorrhiza 

Bge. cv. sativa 和 小 叶 型 丹参 S. miltiorrhiza Bge. cv. silcestris 三 个 类 型 ( 张 兴国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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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河 南 科 技 大 学 王 忠 东 教授 将 洛阳 丹参 分 为 野生 型 丹参 、 粉 质 型 丹参 和 柴 质 型 

丹参 。 

据 报 道 丹 参 的 居 群 内 遗传 多 样 性 十 分 丰富 ， 如 山东 沂 南 居 群 为 26.4 晕 ， 山 东 沂 水 居 

群 31.6% ， 河 南 卢 氏 居 群 55.0% 。 研 究 表明 ， 丹 参 有 80. 44%% 遗 传 差异 来 自 于 居 群 内 ， 届 

群 间 变异 不 足 总 变异 的 20% ， 这 与 丹参 为 典型 的 异 花 传粉 植物 有 关 GEMS, 2002b). 

伏 牛 山区 主 产 丹参 及 其 变种 单 叶 丹 参 、 白 花 丹 参 、 野 生 丹 参 年 产量 3000t 余 ， 种 植 

面积 10 AAR. HERE, Bl, REL PR. Frm. Sil. MRA. BT. HR, 

Bil, BONAR. BE. AI, BOW. AR. RR ARA RT A. RBH 

野生 居 群 的 遗传 距离 接近 ， 种 植 丹参 与 野生 丹参 脂 溶性 成 分 基本 一 致 。 

(am) AS 

(ANA) 赤 丹 参 、 红 根 、 血 参 根 、 大 红 袍 、 红 根 赤 参 

【 基 原 】 为 唇 形 科 植物 丹参 根 及 根 葵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40 一 80cm。 根 肥厚 ， 外 面 朱 红色 。 葵 四 方形 ， 直 立 ， 

多 分 枝 ， 密 被 长 柔 毛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小 叶 通 常 3 一 5 个 ， 稀 7 个 ， 卵 形 至 宽 卵 形 ， 长 

1.5~6cm， 宽 1 一 4. 5cm， 先 端 急 尖 、 渐 尖 或 钝 ， 基 部 圆 形 或 偏 斜 ， 缘 具 圆 锯齿 ， 两 面 

均 被 柔 毛 ， 背 面 较 密 ; 叶柄 长 1 一 10cm， 被 白色 倒 向 长 柔 毛 ， 小 叶柄 长 2~5mm, HL 

花序 4~6 花 ， 在 葵 分 枝 上 部 集成 顶 生 和 腋生 的 总 状 花序 ; 总 花梗 密 被 具 节 长 柔 毛 ; 交 

片 披 针 形 ， 长 2~3cm; 花 苯 钟 形 ， 长 8 一 12mm， 外 面 被 柔 毛 、 腺 毛 和 腺 点 ， 内 面 中 部 

密 被 长 柔 毛 ， 上 层 宽 三 角形 ， 下 展 2 裂 ， 与 上 展 等 大 ; 花冠 淡 蓝 色 至 蓝 紫 色 , 长 2 一 

2. 5cm， 外 面 被 腺 毛 ， 上 层 长 约 1. 2cem， 下 层 稍 得， 中 裂片 无 端 ， 具 不 整齐 的 细 齿 ， 玩 

MA MBAR E. HEMAAEEH, 雄蕊 花丝 长 3. 5 一 4mm， 药 隔 长 15 一 20mm， 

长 臂 长 约 为 全 长 的 4/5，2 个 下 药 室 不 育 且 联合 ; 花柱 外 露 ， 柱 头 2 裂 不 相等 。 小 坚果 

顶 圆 形 。 花 期 4 一 9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月 。 

[AMER] ARRAS, DORAN RAS. RRA. KA. SH. A 

MAAR. 4 10 一 20cm， 直 径 0. 3 一 1cm。 表 面 棕 红色 或 暗 棕 红色 ， 粗 糙 ， 有 具 

WO, BRA RH. SHARE, ARBRE. MTN. BR, ARR 

或 略 平整 而 致密 ， 皮 部 棕 红色 ， 木 部 灰 黄色 或 紫 褐色 ， 导 管束 黄白 色 ， 呈 放射 状 排列 。 

Vil, RBG. 

栽培 品 较 粗壮 ， 直 径 0.3~1.5cem, KAMARA, AW, HRAWRD RMB. Ue 

坚实 ， 易 折断 ， 粉 质 丹参 断面 黄白 色 或 深 灰 色 ， 平 整 ， 呈 角质 样 ; 柴 质 丹 参 断 面 多 为 灰 

色 ， 富 柴 性。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Tv/ 生长 发 育 特征 

丹参 是 多 年 宿 生性 草本 ，12 月 地 上 部 分 开始 枯 菱 。 实 生 苗 或 留 地 的 老 苗 于 翌年 2 

月 下 旬 至 3 月 开始 萌发 返青 。2 月 初 根 或 芦 头 繁殖 ，4 月 上 名 开始 萌发 出 土 ， 少 数 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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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初出 土 。 育 苗 移 栽 第 1 个 快速 增长 时 期 出 现在 返青 后 30~70d. Wik FBI IEA) 

需 60d4， 这 时 种 子 开始 形成 。 种 子 成 熟 后 ， 植 株 从 生殖 生长 再 次 向 营养 生长 过 渡 ， 叶 片 
和 葵 秆 中 的 营养 成 分 集中 向 根部 转移 ， 因 此 出 现 一 个 生长 高 峰 。7 一 10 月 是 根部 增长 最 
快 的 时 期 。 

时 生长 条 件 

丹参 适应 性 较 强 ， 喜 温暖 湿润 、 阳 光 充 足 的 环境 条 件 ， 耐 蹇 、 耐 阴 、 怕 旱 、 鼠 游 ， 

在 3C 以 下 的 温度 中 ， 生 理 活动 相对 较 弱 ， 生 长 处 于 极度 缓慢 状态 中 ，5C 以 上 开始 萌 

芽 ，16C 以 上 生长 迅速 。 

三 、 土 壤 种 类 

以 地 势 向 阳 、 土 层 深 厚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栽培 为 宜 。 

四 、 土 壤 肥力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3% 以 上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2. 48% ;有 机 质 含量 2%~3%H EE 

土壤 面积 的 11. 9% ;有 机 质 含量 1%% 一 2%%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42. 28%; PFI‘ E+ 

壤 总 面积 的 13. 3% 。 

(1) 全 和 气 。 土 壤 全 所 量 大 于 0.1%%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50.9%; SAA HO. 06%~ 

0.1%%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40.05%;， 全 氮 含 量 在 0. 06%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9. 05%%。 

(2) x, SHE LSppmO 以 上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7.1%%;， 含量 在 10 一 15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8. 42%; 含量 在 7 一 1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6. 19%; 含量 在 7ppm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68. 3% 。 

(3) 速效 钊 。 含 量 大 于 20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9.77%; 含量 为 150 一 20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8.5%; 含量 为 100~15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9. 93 上 %; 含量 在 100 

ppm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1. 8% 。 微 量 元 素 的 种 类 主要 有 锰 、 硼 、 和 匀 、 钼 、 铜 、 铁 等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丹参 是 深 根植 物 ， 根 部 可 深入 土 层 0. 3m 以 上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高 ， 但 是 要 高 产 ， 宜 选择 
肥沃 、 芯 松 、 土 层 深厚 、 地 势 略 高 、 排 水 良好 的 土地 种 植 。 山 地 栽培 宜 选 向 阳 的 低 山坡 。 

整地 时 ， 先 在 地 上 施 好 基肥 ， 然 后 深 翻 。 每 亩 施 腐熟 有 机 肥 2500 一 4000kg 作 基 肥 。 

种 植 前 ， 再 翻 邦 、 碎 土 、 平 整 、 作 畦 。 一 般 畦 连 沟 宽 1. 5m， 畦 高 20cm，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地 方 ， 畦 沟 还 要 深 些 。 畦 要 平 、 直 ， 保 持 排水 畅通 。 过 长 的 畦 ， 每 隔 10m 挖 一 腰 沟 。 

=. RTT 

丹参 繁殖 方法 有 种 子 繁殖 、 分 根 繁殖 和 插播 繁殖 三 种 。 生 产 上 多 采用 分 根 、 种 子 繁 

OD 1lppm 王 lg/g，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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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两 种 方法 ， 采 用 种 子 繁殖 ， 种 源 丰 富 、 成 本 低 ， 可 大 面积 发 展 ， 而 要 想 夺 高 产 ， 宜 采 

用 分 根 繁殖 法 。 

(一 ) 种 子 繁殖 

1. 留 种 

6~7 月 种 子 陆 续 成 熟 时 要 及 时 采 收 ， 否 则 会 自行 撒 落 地 面 。 在 花序 上 有 2/3 WR 

葛 已 经 褪 绿 转 黄 而 又 未 完全 干枯 时 ， 将 整个 花序 剪 下 ， 置 通风 干燥 处 晾 3 一 5d4， 及 时 脱 

粒 〈 了 晾 时 间 过 长 会 影响 出 芽 率 ) ， 然 后 对 种 子 进行 清 选 ， 去 掉 病 虫 粒 、 杂 草 种 子 、 破 损 

粒 以 及 其 他 杂质 。 

2. Aw 

丹参 种 子 萌发 要 求 温暖 、 湿 润 的 气候 。 可 根据 当地 的 作物 茬口 和 气候 情况 安排 ， 选 

择 适 宜 季 节 播 种 育苗 。 最 好 在 采种 当年 6 月 、10 月 或 翌年 4 月 初 播种 。 在 整 好 的 畦 上 

条 播 ， 行 距 20cm， 沟 深 lcm， 种 子 均 匀 撒 入 沟 内 ， 履 土 以 不 见 种 子 为 宜 ， 上 盖 一 层 麦 

秆 保湿 防晒 ， 播 后 要 经 常 洒水， 保持 湿润 。6 月 播种 ， 播 后 7 一 10d 出 苗 。 播 种 量 0. 5 一 

0.75kg/m2z 。 当 幼苗 具 3 一 5 片 真 叶 时 ， 如 发 现 过 密 应 及 时 剔 苗 、 浇 水 ， 并 追 施 1 或 2 

次 稀薄 人 姜 尿 ， 促 进 幼苗 生长 。 

3. BR 

幼苗 生长 一 年 后 ， 在 翌年 的 10 月 中 旬 至 11 月 上 名 移 栽 ， 越 早 越 好 。 移 栽 时 选择 主根 

长 10cm 以 上 ， 根 粗 0. 3cm 以 上 上， 健壮、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移 栽 。 在 整 好 的 畦 上 按 行 株距 

25cmX25cm 开 穴 ， 每 穴 栽 大 苗 1 株 或 小 苗 2 株 。 穴 深 视 根 长 而 定 ， 种 植 深 度 以 微 露 心 芽 

为 宜 ， 不 要 使 根 头 外 露 。 栽 时 切 勿 窝 根 ， 栽 后 覆土 压 实 并 适量 浇 水 稳 根 。 每 亩 约 栽 

11 000 株 。 

(二 ) DRA 

1. 种 根 选 择 
结合 采 控 收获 药材 ， 选 生长 良好 的 粗 根 上 中 段 作 种 ， 应 选择 直径 lem 左右 、 粗 壮 、 

色 红 而 无 腐烂 的 一 年 生 侧根 为 好 。 也 可 选择 生长 健壮 、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在 原 地 不 起 挖 ， 

留 作 种 株 ， 待 栽种 时 随 挖 随 栽 。 

2. 种 根 处 理 
用 湿 沙 储藏 至 栽种 。 

3. 栽种 时 间 
3 汪汪 月 进行 。 

4. 栽种 方法 
按 行距 30cm、 株 距 25cm 在 整 好 的 畦 上 开 沟 栽 或 开 穴 栽 ， 穴 或 沟 深 7 一 9em， 每 穴 

施 粪 肥 或 士 杂 肥 0. 25 一 0. 5kg， 并 与 土壤 拌 匀 。 把 种 根 折 成 5 一 7cm 长 小 段 ， 边 折 边 栽 。 
每 穴 栽 1 或 2 段 ， 根 头 向 上 ， 覆 土 2em， 压 实 、 淡 水。 盖 土 不 能 太 厚 ， 会 妨碍 出 苗 。 用 

根 段 栽种 ， 在 4 月 下 旬 陆 续 出 苗 。 每 亩 用 种 根 30kg 左右 。 



三 、 田 间 管 理 

(一 ) HEBER AE 

4 月 幼苗 开始 出 土 时 进行 查 苗 ， 如 有 因 表 土 板结 或 盖 土 太 厚 而 不 出 苗 的 ， 可 将 穴 土 

lll a. AISA RB. IRINA BREE, ACESS UCR EWES 2 BK 3K, AY 

合 施肥 进行 。 封 城 后 杂 草 要 及 时 拔 掉 ， 以 免 杂 草丛 生 ， 影 响 丹 参 生 长 。 

(一 ) 施肥 

丹参 开春 返青 后 ， 要 经 过 长 达 9 个 月 的 生长 期 ， 才 能 收获 。 除 下 种 时 应 尽量 多 施 基 

肥 外 ， 还 需 在 生长 期 追肥 。 第 1 次 在 返青 时 施 提 苗 肥 ， 每 雷 用 腐熟 人 装 ef 750kg AY. 

或 用 复合 肥 10kg 7H. BR 2 次 在 5 AP EASE ait. fe AU AA AER 1000kg 
穴 施 ， 或 用 复合 肥 15kg 穴 施 。 第 3 次 在 6 一 7 月 剪 过 老 秆 后 ， 施 长 根 肥 ， 每 亩 施 人 谊 粪 

1500kg， 或 用 复合 肥 25kg 穴 施 ， 也 可 用 0. 2%% 一 0.5 好 磷酸 二 氧 钾 叶 面 喷 施 一 次 。 

(三 ) 排灌 水 
出 苗 期 及 幼苗 期 如 土壤 干旱 ， 需 灌水 ， 雨 季 注 意 排水 ， 防 止 水 涝 ， 积 水 易 发 生根 腐 病 。 

(四 ) 剪 花序 
不 准备 收取 种 子 的 丹参 ， 从 4 月 中 旬 开 始 ， 要 陆续 将 抽出 的 花序 摘 掉 ， 以 便 养 分 集 

中 到 根部 。 花 序 要 早 摘 、 勤 摘 ， 最 好 每 隅 10d 摘 一 次 ， 连 续 进 行 几 次 。 

(五 ) BYEFF 

留 种 丹参 在 剪 收 过 种 子 以 后 ， 植 株 茎 、 叶 逐渐 衰老 或 枯萎 ， 对 根部 生长 不 利 。 如 前 

除 老 荃 秆 ， 则 可 使 基 生 叶 丛 重新 长 出 ， 促 进 根部 继续 生长 。 因 此 ， 宣 在 6 月 底 至 7 月 初 
将 全 部 荃 秆 齐 地 剪 掉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丹参 的 病害 主要 有 叶 斑 病 、 根 腐 病 、 根 结 线虫 病 等 。 

1. 叶 斑 项 
叶 斑 病 是 一 种 细菌 性 叶 部 病害 。 叶 片上 病 斑 深 褐色 ， 直 径 1 一 3mm， 近 圆 形 或 不 规 

则 形 ， 严 重 时 病 斑 密布 、 汇 合 ， 叶 片 枯死 。5 月 初 开 始 发 生 ， 可 延续 到 秋末 。 

防治 方法 : 巴 实 行 轮作 ， 同 一 块 地 种 丹参 不 得 超过 两 周期 。@ 收 获 后 将 枯 梳 残 体 及 

时 清理 出 田间 ， 集 中 烧毁 。@) 增 施 钾 、 磷 肥 ， 或 于 叶 面 上 喷 施 0. 3 为 磷酸 二 氢 钾 ， 以 提 

高 丹参 的 抗 病 力 。@ 田 发 病 初期 清除 基部 发 病 的 老 叶 ， 以 加 强 通风 ， 减 少 病源 。 每 亩 用 

50 为 可 湿性 多 菌 灵 粉剂 配 成 800 一 1000 倍 的 溶液 喷洒 叶 面 ， 隔 7 一 10d， 连 喷 2 或 3 次 。 

加 药剂 防治 ， 发 病 期 用 50 为 多 菌 灵 800 倍 溶液 或 70 为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倍 液 灌 根 ， 每 株 

250ml, 7~10d 再 灌 1 次 ， 连 续 2 或 3 次。 也 可 用 50 儿 退 菌 特 可 湿性 粉剂 800 倍 液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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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65% 代 森 锌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喷 筋 ， 每 隔 7d 喷 1 次 ， 连 喷 3 次 。 

2. 根 腐 病 
根 腐 病 是 由 真菌 引起 的 根部 病害 。5 一 11 月 都 可 发 生 。 发 病 初 期 仅 根 系 中 个 别 根 条 

受害 ， 继 而 扩展 到 整个 地 下 部 。 被 害 部 发 生 湿 烂 ， 外 皮 变 成 黑色 。 地 上 部 初 发 病 时 个 别 
ABFA, BA RAE 

防治 方法 : ORT, Vite PRAM A, AES. wei Hee (ER 
果 更 好 。@ 选 地 势 略 高 的 土地 种 植 ， 开 深 沟 ， 做 高 畦 ， 雨 季 加 深 、 理 通 沟 道 。 发 现 病 株 
及 时 拔除 。G@) 栽 种 前 用 50%% 多 菌 灵 800 倍 溶液 或 70%%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Feria He Ab 

iF 10min 后 再 种 。@@ 药 剂 防治 : 发 病 期 用 50% 多 菌 灵 800 倍 溶液 或 70%%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倍 液 灌 根 ， 每 株 250ml，7 一 10d 再 灌 1 次 ， 连 续 2 或 3 次 。 也 可 用 70% A AEHE 
津 500 倍 液 或 75% 百 菌 灵 600 倍 液 ， 每 隔 10d WE 1 次 ， 连 喷 3 次 ， 注 意 喷 酒 茎 基部 。 

3. 根 结 线虫 病 
根 结 线虫 病 是 线虫 引起 的 根部 病害 。 发 病 初期 丹参 根部 生长 出 许多 瘤 状 物 ， 致 使 植 

株 矮 小 ， 发 育 缓慢 ， 叶 片 退 绿 ， 逐 渐变 黄 ， 最 后 全 株 枯死 。 拔 起 植株 ， 须 根 上 有 许多 虫 

瘦 状 的 瘤 ， 瘤 的 外 面 粘着 土 粒 ， 难 以 拌 落 。 根 结 线虫 在 土 中 越冬 ， 灌 溉 用 水 、 病 肥 、 病 

种 苗 及 农事 作业 传播 ， 带 线虫 的 病 士 和 病 残 体 是 主要 侵 染 源 。 幼 虫 侵入 幼 根 后 固定 寄 
生 ， 刺 激 组 织 膨大 形成 根 结 ， 幼 虫 经 4 个 龄 期 发 育 为 成 由 ， 随 即 交 配 产 卵 ， 铸 化 后 的 幼 

虫 又 再 侵 染 ，30 一 50d 完成 一 代 。 该 线虫 随 病 残 体 在 土 中 可 存活 2 年 。 高 温 多 湿 ;。 沙 质 
土壤 中 发 病 重 。 

防治 方法 : @ 实 行 轮作 ， 同 一 块 地 种 丹参 不 得 超过 两 周期 ， 最 好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 如 
玉米 、 小 麦 等 轮作 。@ 结 合 整地 进行 土壤 处 理 ， 方 法 同 大 田 土壤 处 理 。 

(2) He 

ASBHEZRE AI. SEHR. MAIR. 

1. ee 

URMAS HY Rie ees. He, RANE. BRE, 

以 幼虫 和 成 虫 在 地 下 土 层 中 越冬 。 螃 晴 始 终 在 地 下 活动 ， 与 土壤 的 湿度 关系 密切 。 在 夏 

季 多 雨 、 生 荒地 以 及 使 用 未 充分 腐化 的 左 肥 时 ， 为 害 严重 。 

防治 方法 : 精耕细作 ， 使 用 充分 腐化 的 左 肥 ; 大 量 发 生 时 用 50%% 的 锌 硫 磷 乳剂 稀 

释 成 1000~1500 倍 液 或 90% 敌 百 虫 1000 倍 液 浇 根 ， 每 株 50 一 100ml。 或 每 亩 用 2.5% 

敌 百 虫 粉剂 2kg， 拌 细 土 15kg 撒 于 植株 周围 ， 结 合 中 耕 ， 可 防治 地 老虎 的 成 虫 、 知 虫 。 

2. Set 

以 咬 叭 丹参 的 根 造 成 植物 逐渐 鞭 兹 、 枯 死 。 北方 2 一 3 年 发 生 一 代 ， 以 老 熟 幼虫 和 

成 虫 在 地 下 土 层 中 越冬 。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中 旬 为 活动 盛 期 ， 白 天 潜伏 于 表土 内 ， 夜 间 交 

配 产 卵 。5 月 上 旬 幼 虫 旷 化 。 老 幼虫 在 16 一 20cm 深 的 土 层 内 做 土 室 化 晴 。 BE 3 月 中 

下 旬 地 下 10cm 深 ， 土 温 达 6 一 7 时 幼虫 开始 活动 ， 土 温 达 15. 1 一 16. 6 时 为 害 最 严 

重 ，10 月 下 旬 以 后 随 土 温 降低 而 下 潜 。 



防治 方法 : RSH iA. 

3. 银 纹 夜 蛾 

咬 吹 丹参 的 叶 ， 咬 成 孔洞 或 缺口 ， 严 重 时 可 将 叶片 吃 光 。 每 年 发 生 5 代 ， 以 第 2 代 

幼虫 于 6 一 7 月 开始 为 害 丹参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中 旬 为 害 最 严重 。 

防治 方法 : @ 收 获 后 及 时 清理 田间 残 枝 病 叶 并 集中 烧毁 ， 消 灭 越冬 虫 源 。@ 悬 挂 黑 

光 灯 或 糖 醋 液 诱杀 成 虫 。@7 一 8 月 为 第 2 代 、 第 3 代 幼 虫 低龄 期 ， 喷 酒 病原 微生物 ， 

可 用 苏 云 金 杆 菌 ， 每 次 每 亩 用 250g 或 250ml， 兑 水 50 一 75kg， 进 行 叶 面 喷雾 ;也 可 用 

25%% 灭 幼 脲 3 号 ， 每 亩 用 10kg， 加 水 稀释 成 2000 一 25 000 倍 液 常 规 喷雾 ; 或 用 1.8% 

阿 维 菌 素 乳 油 3000 倍 液 均匀 喷雾 。 

【 采 收 加 工 】 

1. KK 

丹参 在 大 田 定植 后 ， 经 过 一 年 左右 ， 根 部 化 学 成 分 达到 质量 标准 ASM] AF 

量 不 低 于 0. 3% ， 丹 参 素 含量 不 低 于 1.2%) 时 ， 于 年 底 葵 叶 经 霜 枯萎 至 翌年 早春 返青 

前 ， 土 壤 干 湿度 合适 ， 选 晴天 采 控 。 最 好 在 冬至 至 小 寒 收 获 。 过 早 收获 ， 根 不 充实 ， 水 

YZ, TFA; 过 迟 ， 则 重新 萌芽 、 返 青 ， 消 耗 养分 ， 质 量 差 。 丹 参 根 条 人 土 深 、 质 

脆 、 易 折断 ， 须 小 心 挖掘 。 整 个 根部 挖 起 后 ， 拌 去 泥 块 ， 放 在 地 里 露 晒 ， 待 根 上 泥土 稍 

干 ， 剪 去 蕉 秆 、 芦 头等 地 上 部 分 ， 除 去 根 上 附着 的 泥土 〈 忌 水 洗 )， 运 回 加 工 。 

2. 初 加 工 

丹参 运 回 后 ， 置 芦 席 、 竹 席 或 洁净 的 水 泥 晒 场 上 陈 晒 ， 或 采用 烘 干 机 进行 干燥 。 折 

干 率 为 20% 一 25% 。 成 品 宜 装 人 麻袋 放 在 通风 干燥 处 储藏 。 产 品 以 干燥 、 无 霉 、 无 芒 

头 、 须 根 少 、 外 皮 红 色 、 无 虫 星 、 无 泥 、 无 杂质 为 好 。 

3. 分 级 标准 
丹参 商品 常 分 为 三 等 。 

一 等 : 干货 ， 呈 长 圆柱 形 ， 顺 直 ， 表 面 红 棕色 没有 脱落 ， 有 纵 皱 纹 ， 质 坚实 ， 外 皮 

紧 贴 不 易 剥 落 ; 断面 灰 黄 色 或 棕 黄 色 ， 菊 花纹 理 明 显 。 气 微 ， 味 甜 、 微 苦 滁 。 为 特质 加 

工 的 选 装 整枝 ， 长 10cm， 中 部 直径 不 小 于 1. 2cm。 无 芦 共 、 碎 节 、 虫 星 、 霉 变 、 杂 质 。 

一 等 品 丹参 酮 含量 不 低 于 0. 35% ， 丹 参 素 含 量 不 低 于 1.6%. 
二 等 : 干货 ， 呈 长 圆柱 形 ， 偶 有 分 枝 ， 表 面 红 棕色 ， 有 纵 皱纹 ， 质 坚实 ， 外 皮 紧 贴 

不 易 剥 落 ; 断面 灰 黄 色 或 棕 黄 色 ， 菊 花纹 理 明 显 。 气 微 ， 味 甜 、 微 苦 誉 。 多 为 整枝 ， 头 

尾 齐 全 ， 主 根 中 上 部 直径 在 lcm 以 上 。 无 芦 蕉 、 碎 节 、 虫 星 、 霉 变 、 杂 质 。 二 等 品 丹 

参 酮 含量 不 低 于 0. 33% ， 丹 参 素 含量 不 低 于 1.4%. 

三 等 : 干货 ， 呈 长 圆柱 形 ， 偶 有 分 枝 ， 表 面 红 棕色 或 紫红 色 ， 有 纵 皱 纹 ， 质 坚实 ， 

外 皮 紧 贴 不 易 剥 落 ; 断面 灰 黄 色 或 棕 黄 色 ， 菊 花纹 理 明 显 。 气 微 ， 味 甜 、 微 苦涩 。 主 根 

中 上 部 直径 7 一 10mm， 根 长 大 于 或 等 于 100mm， 或 主根 根 径 达 一 等 、 二 等 丹参 标准 ， 
根 长 小 于 100mm 而 大 于 50mm。 无 芦 蕉 、 碎 节 、 虫 性 、 霉 变 、 杂 质 。 三 等 丹参 酮 含量 

MEF 0. 30% ， 丹 参 素 含量 不 少 于 1. 2% 。 

【化 学 成 分 】 丹 参 的 化 学 成 分 主要 有 二 巷 柄 类 ;丹参酮 T (tanshinone [), ， 丹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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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 A (tanshinone [|  A)， 丹 参 酮 TB (tanshinone [| B), Ka Ft} A fe] (cryptotanshi- 

none) ， 丹 参 酸 甲 酯 (methyl! tanshinonate), MAABA TA, FABAII. TA (iso- 

tanshinone 工 _、IA)， 它 们 为 脂 溶性 ， 其 结构 如 下 (AD. 

HG R, 

FAG A F}8B A TT A Ri =CH3, R2=H 

J} Bf TT BR, =CH2OH, R2=H 

丹参 酸 甲 酯 R; =COOCH;, R,=H 

FAIEFF BAM IT A R: =CH3, R2=OH 

图 1 丹参 部 分 化 学 成 分 结构 式 

此 外 ， 人 们 还 在 丹参 中 发 现 异 隐 丹 参 酮 、 左 旋 二 氧 丹参 酮 ， 丹 参 酸 甲 酯 (methyl 

tanshinonate) ， 丹 人参 新 本 (neotanshinquinone) 甲 、 乙 、 两 ， 次 甲 丹 参 柄 (methy lene 

-tanshinquinone) ， 二 氧 丹参 酮 工 (dihydrotanshinone 工 ) ， 紫 丹参 素 甲 、 乙 (przewa- 

quinone A，B) 。 

水 溶性 酚 酸 类 成 分 : 到 目前 为 止 ， 从 丹参 根 及 根茎 中 分 离 得 到 的 酚 酸 类 成 分 有 14 

种 ， 包 括 丹 参 素 (danshensu) ， 原 儿 茶 醛 〈protocatechuic aldehyde) ， 原 儿 茶 酸 〈pro- 

tocatechuic acid), ， 咖 啡 酸 (caffeic acid), ， 异 阿 魏 酸 Cisoferulic acid), IEAM (ros- 

marinic acid) ， 紫 草酸 Clithospermic acid) ， 丹 酚 酸 〈salvianolic acid) A、B、C、D、 

下 、F、G。 和 丹 酌 酸 类 结构 看 似 复杂 ， 但 均 可 看 作 由 简单 的 丹参 素 和 咖啡 酸 缩合 而 成 。 

近年 来 还 报道 丹参 中 含有 新 的 松香 烷 二 苦 、1，2，15，16- 四 氢 丹 参 柄 、 和 丹参 醛 等 。 
栽培 丹参 种 质 来 源 复杂 ， 洛 宁 种 植 丹参 多 数 种 质 来 源 为 山东 培育 的 种 苗 ， 新 安 种 植 

丹参 多 数 种 质 来 源 为 湖北 培育 的 种 苗 ， 虽 然 脂 溶性 成 分 和 水 溶性 成 分 高 于 国家 药典 标 

准 ， 但 与 洛阳 野生 型 丹参 和 栽培 丹参 相 比 出 现 了 成 分 变化 ， 脂 溶性 成 分 在 次 甲 基 丹 参 酮 

SASHA TA 之 间 的 位 置 上 出 现 了 野生 型 丹参 没有 的 化 学 成 分 ， 这 是 否 与 种 质 基 因 错 

位 、 品 系 分 化 、 种 植 环境 、 农 残 化 感 、 化 肥效 应 、 连 作 障 碍 等 有 关 ， 值 得 我 们 研究 。 

据 近 年 来 我 们 的 测试 结果 和 资料 报道 可 知 ， 不 同 产地 丹参 药材 的 内 在 质量 差异 很 

大 ， 其 中 脂 溶性 部 分 的 差异 大 于 水 溶性 部 分 。 测 试 结果 表明 ， 种 植 丹参 中 河南 丹参 脂 浴 

性 成 分 含量 最 高 ， 质 量 较 好 ， 四 川 丹参 脂 溶性 成 分 大 部 分 偏 低 ， 安 徽 丹 参 脂 溶性 成 分 都 

偏 低 ， 山 东 和 白花 丹参 中 隐 丹 参 酮 的 含量 较 高 。 水 溶性 部 分 各 地 区 没有 明显 差异 ; 甘肃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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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丹 参 含 有 很 高 的 脂 溶性 有 效 成 分 ， 但 水 溶性 有 效 成 分 含量 较 低 “〈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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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 产地 丹参 脂 溶性 成 分 比较 
第 一 类 为 四 川中 江 丹 参 ， 第 二 类 为 山东 临沂 丹参 ， 第 三 类 为 河南 洛阳 丹参 ， 第 四 类 为 甘肃 鼠 尾 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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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al 

1. 显 微 鉴 别 

根 横 切 面 木 栓 层 3 一 7 列 ， 木 栓 细 胞 长 方形 ， 切 向 延长 ， 壁 非 木 化 或 微 本 化 ;外 侧 

有 时 可 见 落 皮 层 。 皮 层 窗 ， 纤 维 单个 散在 或 2 一 6 个 成 群 ， 直 径 7~32um, BB 4 一 
13wum， 孔 沟 放 射 状 ， 层 纹 细 密 。 韦 皮 部 较 罕 ， 由 筛 管 群 和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形 成 层 明 显 

成 环 。 木 质 部 宽广 ，4 一 12 束 呈 放射 状 排列 ， 有 些 相 邻 的 束 在 内 侧 合并 ， 导 管 类 圆 形 或 

多 角形 ， 有 的 略 径 向 延长 ， 直 径 15~65pm， 单 个 散在 或 2 一 12 个 成 群 ， 径 向 排列 或 切 

向 排列 ， 木 纤维 发 达 ， 多 成 群 分 布 于 大 导管 周围 ， 有 的 木质 部 束 内 有 1 或 2 群 木 化 薄 壁 

细胞 ， 中 心 可 见 四 原型 初生 木质 部 ， 木 射线 宽广 ， 射 线 细胞 多 木 化 增 厚 。 

2. BE EA 
1) RAMA 1g， 加 乙醚 5ml， 置 具 塞 试 管 中 ， 振 播 ， 放 置 1h， 过 滤 ， 滤 液 挥 

+, Reh CRB 1 毫升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丹 参 对 照 药 材 ，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AMAR. BRASH TA 对 照 品 ， 加 乙酸 乙 酯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Su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葵 - 乙 酸 乙酰 
(19:1) 为 展开 剂 展 开 ， 取 出 ， 虞 干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在 与 对 照 药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只 显 相 同 的 暗 红色 斑点 。 

2) 取 本 品 粉末 0.2g， 加 75%% 甲 醇 25ml， 加 热 回流 1h，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lml，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丹 酚 酸 了 对照 品 ， 加 752% 甲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F2s: 薄 层 板 上 ， 以 甲苯 -三 

氯 甲烷 -乙酸 乙 酯 -甲醇 -甲酸 (2 : 3 :4:0.5:2) HARI. Be. BR, BSP 

光 灯 〈254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 显 相同 颜色 的 

SEA 

二 、 含 量 测定 

1. 丹参 酮 开 A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胶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75 : 25)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270nm。 理 论 板 数 按 丹 参 酮 下 A 峰 计 算 不 低 于 2000。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FAK AS Ae TT A 对 照 品 10mg， 置 50ml 棕色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勺 即 得 BSH + SASH I Al6ug). 

(2)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过 3 Si) A0. 3g, WARE. BABE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50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 流 1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甲醇 补 

足 减 少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即 得 。 

(3)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Spl, HEAR, 

定 即 得 。 本 品 含 丹 参 酮 由 A (CeHisO,) 不 得 少 于 0. 20%%。 

2. 凡 酚 酸 也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 乙 且 - 水 



各 论 。55 。 

(30 : 10 : 1 : 59)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 长 为 286nm。 理 论 板 数 按 丹 酚 酸 B 峰 计算 不 低 

F 2000,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丹 酚 酸 了 B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75% FA BR al ae ETP 

0. 14mg 的 溶液 ， 即 得 。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过 3 Si) 约 0. 2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75%% 甲 醇 50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 流 1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75%% 甲 醇 补 足 减 少 的 重量 ， 摇 勺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即 得 。 

(3)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人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丹 酚 酸 B (CHO) 不 得 少 于 3.0%。 

【附注 】 

1. 单 叶 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var. charbonnelii (Levl.) C. Y. Wu 

原 植 物 形态 : 单 叶 ， 间 有 3 小 叶 的 复 叶 ， 叶 片 或 小 叶片 近 圆 形 。 产 于 伏 牛 山区 ,，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山坡 、 路 劳 或 草丛 中 。 

2. 白花 丹参 
白花 丹参 是 丹参 的 一 个 变型 ， 其 与 正品 的 区 别 : MEENA 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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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A GAS KRODIAE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 志 药 材 RRR). KARR, PE. 《神农 本 草 经 》 

日:“ 主 杀 鬼 精 物 、 串 毒 恶 气 。 久 服 ， 益 气力 ， 长 阴 、 肥 健 ， 轻 身 、 增 年 。 一 名 离 母 ， 

—Z WHR. IA.” (RE) A: “RMS, —B HR, —A lA. BARI, Bhs 

室 〈 伏 牛山 脉 ) 。 茎 、 箭 赤 ， 无 叶 ， 根 如 芋 子 。 三 月 、 四 月 、 八 月 采 根 ， 日 干 .” 治 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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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 平 肝 息 风 止 疗 。 用 于 头痛 防 党， 肢体 麻木， 小 儿 惊 风 ， 疗 病 抽 搞 ， 破 伤风 。 

TERUG, KRHA 50 SEA. BRAK KE KAI, BB. AR 

等 县 ， 生 长 于 海拔 700~1500m AYLI RAT AR HEA. KASEY, 
AEN ARBRE Armillaria mellea (Vahl. ex. Fr) Karst， 以 蜜 环 菌 的 菌 丝 或 菌 丝 

的 分 泌 物 为 营养 来 源 ， 借 以 生长 发 育 ， 叶 片 退化 成 膜 质 ， 全 株 几 乎 不 含 叶绿素 ， 属 典型 

的 异 养 型 植物 〈 岭 信 人 钊 ，2005) 。 

【商品 名 】 天 麻 

【别名 】 aa. RAS. HHS. ER, BE. ARR, A. KR. Ak 

皮 、 鬼 督 邮 、 神 草 、 自 动 草 、 水 洋芋 

【 基 原 】 兰 科 天 麻 属 植物 天 麻 Gastrodia elata Bl， 的 干燥 块 葵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寄 生 草 本 ， 植 株 高 30~150cm, REA RICE, MARIN 

椭圆 形 ， 长 约 10cm， 直 径 3 一 4. 5cm， 横 生 ， 具 环 纹 。 葵 不 分 枝 ， 直 立 ， 稍 肉质 ， 黄 褐 

色 ， 鳝 片 状 鞘 状 的 叶 棕 褐 色 ， 膜 质 。 总 状 花 序 长 5 一 10cm， 具 多 数 花 ; 苞 片 膜 质 ， 披 针 

形 ， 长 6 一 10mm， 花 淡 黄 色 或 绿 黄色 ;， 苯 片 与 花瓣 合生 成 牌 斜 的 简 状 ， 长 7 一 10mm， 

直径 6 一 ?mm， 口 部 偏 斜 ， 先 端 5 个 齿 裂 ， 裂 片 三 角形 ， 钝 头 ; RR), SWAT 

状 ， 和 白色 ， 长 约 5mm， 基 部 贴 生 于 营 柱 足 的 末端 和 花 被 简 内 壁 上 ， 先 端 3 裂 ， 中 裂片 

血 状 ， 具 乳 突 ， 边 缘 流 苏 状 ， 侧 裂片 耳 状 ; 芒 柱 长 S~6mm, Wim 2 个 小 的 附属 物 ， 

基部 具 巷 柱 足 ， 子 房 倒 卵 形 ， 子 房 柄 扭转 。 藉 果 倒 卵 形 至 长 圆 形 ， 长 8 一 14mm; HT 

细 而 粉 侍 状 。 花 期 7 一 8 A; RAG 8 一 10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椭圆 形 或 长 条 形 ， 略 扁 ， 皱 缩 而 稍 弯曲 ,长 3 一 15cm， 宽 

1.5~6cm， 厚 0.5 一 2cm。 表 面 黄白 色 至 淡 黄 棕色 ， 有 纵 皱 纹 及 由 洪 伏 芽 排 列 而 成 的 横 

环 纹 多 轮 ， 有 时 可 见 棕 褐色 菌 索 。 顶 端 有 红 棕 色 至 深 棕色 鹦 嘴 状 的 芽 或 残留 荃 基 ， 另 端 

有 圆 脐 形 疤痕 。 质 坚硬 ，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较 平 坦 ， 黄 白色 至 淡 棕 色 ， 角 质 样 。 气 微 ， 

味 甘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1. 天 麻 营 养 特 性 
天 有 厅 是 以 与 真菌 共生 为 主要 营养 来 源 。 天 麻 种 子 必 须 由 小 菇 属 CMycena) 一 类 真 

菌 菌 丝 侵 染 种 胚 获得 营养 而 萌发 ， 故 称 这 类 真菌 为 天 麻 种 子 萌发 菌 。 天 厅 种 子 发 芽 后 ， 

当 蜜 环 菌 侵入 原 球 葵 分 化 出 营养 繁殖 荃 后 ， 萌 发 菌 和 蜜 环 菌 | Armillaria mellea 

(Vahl. Fr) Karst. | 可 同时 存在 于 营养 繁殖 葵 的 不 同 细胞 中 ， 对 天 麻 的 营养 作用 逐渐 被 
蜜 环 菌 代替 ， 直 至 生长 成 初生 块茎 〈 米 麻 、 白 麻 ) 和 次 生 块 蕉 〈 剑 麻 )。 由 于 天 麻 表皮 
的 渗透 作用 ， 可 从 土壤 中 摄取 氮 、 磷 、 钾 等 营养 物质 。 

2. 天 麻生 长 发 育 特性 
天 厅 块 荃 于 4 月 萌发 生长 ， 并 形成 营养 繁殖 茎 ， 简 称 营 繁 葵 ， 具 有 同化 密 环 菌 、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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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养 分 和 繁殖 功能 。6 月 其 顶 芽 和 侧 芽 开 始 膨大 ，7 一 9 月 高 温 季节 生长 加 快 ，10 月 随 

气温 降低 ， 生 长 缓慢 ，11 月 上 中 旬 停 止 生长 进行 休眠 。 块 蕉 生长 具有 多 级 分 枝 和 顶端 
优势 特性 。 

天 麻 从 种 子 萌发 到 下 代 种 子 成 熟 一 般 需 要 3 年 时 间 ， 其 间 植 物体 需 经 过 原生 块茎 、 

后 生 块 蕉 的 充分 发 育 ， 才 能 开花 结果 。 从 花茎 芽 自 地 面 出 土 、 开 花 、 结 实 至 种 子 散 出 ， 

历时 62 一 65d， 而 绝 大 部 分 时 间 是 生活 在 地 下 。 

二 、 生 长 条 件 

l. HE 
萌发 菌 在 15 一 30 人 温度 范围 内 均 能 生长 ， 以 25C 菌 丝 生 长 最 快 ， 低 于 20CKE FT 

25C 菌 丝 生 长 速度 减 慢 。 

2. 基 物 含水 量 
一 般 适 宜 含水 量 为 基 物 重量 的 100% 一 200% ， 含 水 量 过 高 ， 萌 发 菌 生长 速度 减 慢 ， 

甚至 停止 生长 。 

3. pH 

最 适宜 的 pH 为 5. 0 一 5. 5， 碱 性 条 件 不 利于 菌 丝 生 长 。 

4. 营养 条 件 
木 层 与 麦 获 体积 比 为 3 : 1 的 培养 基 适 合 萌发 菌 生长 。 基 础 培养 基 配 比 : 磷酸 氢 二 

钾 0. 5g、 磷 酸 二 氢 钾 1g 、 硫 酸 镁 2. 5g、 葡 萄 糖 20g, HHK 30g&、 维 生 素 B 10mg. BiB 
水 1000ml, 

野生 天 麻 喜 欢 生 长 在 气温 较 低 、 常 年 多 雨雾 、 湿 度 大 、 腐 殖 质 厚 的 黑 沙土 中 ， 以 及 

冬 无 严寒 、 夏 无 酷热 、 年 平均 气温 10C 左 右 、 被 砍伐 杂 木 林 或 竹林 地 中 。 

【种 植 方法 】 

一 、 天 肥 的 繁殖 方法 

天 麻 的 繁殖 方法 有 两 种 ， 即 有 性 繁殖 和 无 性 繁殖 。 有 性 繁殖 种 子 播种 需要 与 小 菇 属 

萌发 菌 和 密 环 菌 两 种 菌 共 生 获 取 营 养 ; 无 性 繁殖 用 初生 块茎 做 种 ， 只 需 与 密 环 菌 共生 而 
获得 营养 。 故 需 培养 生产 萌发 菌 种 和 蜜 环 菌 种 。 

(一 ) 萌发 菌 、 密 环 菌 的 培养 

萌发 菌 、 蜜 环 菌 的 培养 必须 在 无 菌 条 件 下 进行 ， 需 要 有 接种 室 、 接 种 箱 或 超 净 工作 
台 、 接 种 工具 、 菌 种 培养 室 、 恒 温 培 养 箱 、 菌 种 培养 架 、 高 压 蒸汽 灭 菌 锅 、 电 热 干 燥 
箱 、 紫 外 灭 菌 灯 、 菌 种 保藏 用 电 冰 箱 、 化 学 药品 、 试 管 、 天 平等 。 

萌发 菌 和 蜜 环 菌 的 生长 发 育 都 需 从 基质 中 摄取 碳 源 、 氮 源 、 无 机 盐 、 维 生 素 等 营养 
物质 。 所 用 的 培养 基 和 段 木 将 满足 其 营养 需要 。 

1. Be FR 
菌 梳 皮 薄 、 木 质 嫩 ， 蜜 环 菌 易 侵 染 ， 生 长 快 。 菌 枝 是 培养 菌 床 和 菌 材 的 优质 菌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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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菌 种 准备 。 应 选用 人 工 培养 的 二 级 菌 种 、 野 生 蜜 环 菌 索 、 蜜 环 菌 优 质 菌 材 做 

菌 种 。 

(2) 树种 选择 。 多 种 阔叶树 种 的 树枝 可 用 于 培养 菌 枝 ， 但 以 壳 斗 科 树 种 及 桦 树 等 的 

树枝 最 好 。 

(3) 培养 时 间 。 应 根据 需要 ， 一 般 应 在 菌 材 培养 期 之 前 两 个 月 进行 

(4) 培养 方法 。 选 择 直径 1 一 2cm 的 树枝 ， 斜 砍 成 长 3 一 4cm 的 小 段 。 控 长 2m、 帘 

Im, YR 30cm MST, SUR CH lem 厚 湿润 树叶 ， 然 后 摆 一 层 树枝 ， 再 放 人 菌 种 ， 在 菌 

种 上 再 摆 一 层 树 校 ， 盖 一 蒲 层 沙土 ， 以 履 盖 填 满 树枝 间 空 队 为 度 。 可 依次 堆放 8 一 10 

展 ， 最 后 盖 10cm 厚 沙 土 ， 再 盖 一 层 树叶 保 温 、 保 湿 。 一 般 两 个 月 可 培养 好 菌 种 。 

2. 蜜 环 菌 材 培养 
(1) 菌 种 准备 。 菌 枝 是 培养 菌 材 最 好 的 菌 种 。 选 择 表面 附着 棕 红色 、 幼 嫩 无 污染 的 

菌 梳 做 菌 种 。 也 可 用 培养 好 的 优质 菌 材 做 菌 种 。 用 有 日 色 生 长 点 、 无 杂 菌 污染 的 菌 梳 做 

菌 种 。 也 可 用 培养 好 的 优质 菌 材 做 菌 种 。 

(2) 树种 选择 。 蜜 环 菌 与 这 斗 科 树 种 有 良好 的 亲和力 ， 同 时 ， 壳 斗 科 树种 材质 坚 

硬 ， 耐 腐 性 强 ， 树 皮 肥 厚 不 易 脱 落 ， 是 首选 树种 。 蔷 筱 科 的 野 樱桃 、 桦 木 科 的 树种 ， 易 

染 菌 上 且 生 长 快 ， 培 养 时 间 短 ， 也 是 培养 密 环 菌 材 的 好 树种 。 要 根据 树木 资源 选用 适宜 蜜 

环 菌 生长 的 树种 。 

(3) 培养 时 间 。 应 选择 在 秋 、 冬 季 至 初春 培养 菌 材 。 秋 末 至 初春 砍伐 的 树木 中 含有 

较 多 的 碳水 化 合 物 ， 树 皮 与 木质 部 不 易 分 离 ， 有 利于 蜜 环 菌 生 长 ， 且 有 些 树种 于 春季 又 

AY ABTA 

(4) 木材 准备 。 选 直径 3 一 5cm 的 树木 ， 饮 成 长 20cm MAR, AMAR AETE 10cm 

以 上 ， 应 将 木 段 劈 成 2 一 4 块 ， 在 木 段 的 一 面 或 两 面 每 隔 3 一 4cm 砍 一 个 鱼鳞 口 ， 深 度 

至 木质 部 为 宜 。 

(5) 培养 场地 选择 。 应 选择 在 天 有 麻 种 植 场地 附近 〈 减 少 菌 材 搬运 )， 坡 度 小 于 20° 

的 回 阳 山地 。 土 壤 选择 土 层 深厚 、 玻 松 透气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 以 有 灌溉 水 源 的 地 方 

为 宜 。 

(6) 菌 材 培养 方法 。 培 养 方法 有 多 种 ， 现 以 窖 培 法 为 例 。 控 长 2m、 宽 lm、 深 
30cm 的 地 窖 ， 将 窘 底 控 松 整 平 ， 铺 一 层 lem 厚 的 树叶 ， 平 放 一 层 树木 段 ， 如 是 干 木 段 

应 提前 用 水 浸泡 24h， 在 树木 段 之 间 放 人 菌 枝 4 或 5 根 ， 洒 一 些 清 水 ， 浇 湿 树 木 侦 和 树 

叶 ， 然 后 用 沙土 或 腐 殖 土 填 满 树木 段 间 空 阶 ， 并 略 高 于 树木 段 为 宜 。 再 放 人 第 2 层 树 木 

段 ， 树 木 段 间 放 人 菌 枝 后 ， 如 上 法 盖 一 层 土 。 如 此 依次 放置 多 层 ， 最 后 盖 10cm REM 

高 于 地 面 ， 履 盖 树 叶 保温 保湿 。 
(7) 菌 材 培养 的 管理 。 中 调节 湿度 。 主 要 是 保持 菌 材 窖 内 填充 物 及 树木 段 内 适宜 的 

含水 量 ， 即 在 50% 左 右 。 应 注意 勤 检 查 ， 根 据 培养 容 内 湿度 变化 进行 浇 水 和 排水 。@) 

调节 温度 。 蜜 环 菌 索 在 6 ~ 28°C 可 以 生长 ， 超 过 30C 生 长 受 抑 制 ， 同 时 杂 菌 易 繁殖 。 
18 一 20C 温 度 条 件 适宜 蜜 环 菌 生长 。 在 春 、 秋 低温 季节 ， 可 履 盖 塑料 薄膜 提高 豁 内 温 

度 ; 培养 窜 上 盖 枯 枝 落 叶 或 草 可 以 保温 保湿 。 



(二 ) FMA TERE 

天 麻 有 性 繁殖 可 防止 退化 、 扩 大 种 源 和 进行 良种 繁育 。 

l. 种 子 培 育 
(1) 建造 温室 或 温 棚 。 根 据 繁殖 数量 多 少 ， 建 造 简 易 塑 料 温 棚 或 具有 调控 温度 、 湿 

度 、 光 照 装置 的 温室 培育 种 子 。 

(2) 做 畦 。 在 棚 内 或 温室 内 做 畦 ， 畦 长 3 一 4m， 宽 lm, VR 15cm， 用 腐殖质 土 做 培 

Jet. FARM RRA PH 

(3) 选 种 。 选 择 个 体 健壮 、 无 病虫害 、 无 损伤 ， 重 量 100~150g HMRARA MF. 

(4) 种 麻 种 植 时 间 。 种 麻 从 种 植 到 开花 结果 、 种 子 成 熟 需 两 个 月 时 间 ， 故 种 麻 应 在 

播种 期 前 两 个 月 种 植 。 

(5) 种 麻 种 植 方法 。 在 畦 内 种 植 种 及 ， 株 距 15~20cm, REE 15cm， 花 蔡 芽 一 端 靠 

VERE . 

(6) 管理 。 种 麻 种 植 后 ， 棚 内 或 温室 内 温度 保持 20 一 24C ， 相 对 湿度 为 80%% 左 右 ， 

JERR 70%, BEAK Se 45%~50%. 

(7) 48m. SRA. TERE RRIF AT UL TERI . FRE 5 一 10 AVE LD FRI 
耗 ， 利 壮 果 。 

(8) ALAR. KEM BIR 3 一 4d 开花 ， 清 晨 4 一 6 时 开花 较 多 ， 上 午 次 之 ， 中 

午 及 下 午 开 花 较 少 。 授 粉 时 用 左手 无 名 指 和 小 指 固定 花序 ， 拇 指 和 食指 担 住 花 打 ， 右 手 

拿 小 杀 子 或 细 人 竹 签 将 展 为 稍 加 压 平 ， 拨 开 蓄 柱 顶 端的 药 帽 ， 萨 取 花 粉 块 移 置 于 芒 柱 基部 

的 柱头 上 ， 并 轻 压 使 花粉 紧密 粘 在 柱头 上 ， 有 利于 花粉 萌发 。 每 天 授粉 后 挂 标 签 记 录 花 

东 授 粉 的 时 间 ， 以 便 掌 握 种 子 采 收 时 间 。 

(9) 种 子 采 收 。 天 麻 授粉 后 ， 如 气温 为 25C 左 右 ， 一 般 20d 果实 成 熟 。 果 实 开 裂 
后 采 收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很 低 ， 应 采 嫩 果 ， 即 将 要 开裂 果 的 种 子 播种 ， 其 发 芽 率 较 高 。 和 天 开 

果实 种 子 已 散 开 ， 乳 白色 ， 为 最 适 采 收 期 。 授 粉 后 第 17 一 19d， 或 用 手 担 果实 有 微软 的 

感觉 ， 或 观察 果实 6 条 纵 缝 线 稍微 突起 ， 但 未 开裂 ， 都 为 适宜 采 收 的 特征 。 天 麻 种 子 寿 

命 较 短 ， 应 随 采 随 播 。 

2. 播种 前 的 准备 

(1) 菌 床 。 选 择 气 候 凉 爽 、 潮 湿 的 环境 ， 玻 松 肥沃 、 透 气 透水 性 好 的 土壤 ， 有 灌溉 
水 源 的 地 方 做 菌 床 。 在 播种 前 两 个 月 做 好 菌 床 ， 床 长 2 一 4m、 宽 lm, HR 20cm， 每 平方 

米 用 菌 材 10kg， 新 段 木 10kg， 用 腐殖质 土 培养 。 先 将 床 底 控 松 ， 铺 3cm 厚 的 腐殖质 

土 ， 将 菌 材 与 新 段 木 相间 搭配 平 放 ， 盖 土 填 满 空 除 ， 再 如 法 放 第 2 层 ， 最 后 盖 土 8cm。 

(2) 菌 种 。 为 萌发 菌 和 蜜 环 菌 三 级 种 ， 按 每 平方 米 用 4 或 5 瓶 (500ml) HER. 

(3) 树枝 。 选 青 囚 、 枇 木 等 阔叶树 的 树枝 ， 砍 成 长 4 一 5cm、 粗 1 一 2cm 的 树枝 段 ， 

每 平方 米 用 量 10 一 20kg。 

(4) 落叶 。 青 冈 树 落 叶 先 在 水 中 浸泡 充分 吸水 ， 然 后 切 碎 备 用 。 
(5) 制作 播种 简 。 用 高 10cm、 直 径 5cm 的 塑料 杯 ， 将 底面 锯 掉 ， 然 后 用 纱布 盖 严 

即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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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种 
CL) 菌 叶 拌 种 。D 播 种 前 先 将 萌发 菌 二 级 种 ， 按 每 平方 米 用 量 4 瓶 ， 用 清洁 的 铁 钩 

从 著 种 瓶 中 取出 ， 放 和 人 清洁 的 拌 种 岔 中， 将 菌 叶 撕 开 成 单 张 。@ 把 采 收 的 天 麻 嫩 果 和 裂 

果 按 每 平方 米 播种 划 果 30 一 40 个 ， 将 种 子 抖 出。 名 将 种 子 装 人 播种 简 撒 在 菌 叶 上 ， 同 
时 用 手 翻动 菌 叶 ， 将 种 子 均 匀 拌 在 菌 叶 上 ， 并 分 成 两 份 。 四 撤 种 与 拌 种 工作 应 两 人 分 工 

合作 ， 免 得 湿 手 粘 去 种 子 。 防 止 风 吹 失 种 子 。 
(2) 菌 床 播 种 。 播 种 时 挖 开 菌 床 ， 取 出 菌 材 ， 破 平 床 底 ， 先 铺 一 薄 层 湿 落 叶 ， 然 后 

将 分 好 的 一 份 菌 叶 撤 在 落叶 上 ， 按 原样 摆好 下 层 菌 材 ， 菌 材 间 留 3 一 4cm 距离 ， 盖 土 至 

菌 材 平 ， 再 铺 湿 落叶 ， 撒 另 一 份 拌 种 菌 叶 ， 放 菌 材 后 覆土 5 一 6cm， 床 顶 盖 一 层 树 叶 
保湿 。 

(3) 畦 播 〈 菌 枝 、 树 枝 、 种 子 、 菌 叶 播 种 ) 。 控 长 2 一 4m、 宽 lm, FR 20cm WE, 

将 畦 底 土 壤 挖 松 整 平 ， 铺 一 层 水 泡 透 并 切 碎 的 青冈 树 落叶 ， 搬 拌 种 菌 叶 一 份 ， 平 放 一 层 
树枝 段 ， 树 校 段 间 放 和 信 蜜 环 菌 三 级 种 ， 盖 湿润 腐殖质 土 填 满 树 村 段 间 空 除 ， 然 后 用 同 法 
A 2 层 ， 盖 腐殖质 土 10cm， 最 后 盖 一 层 枯 枝 落叶 ， 保 温 保湿 。 

(=) FMEA PF BPEL 

Pl Hs il “Ex 36 PE BF AE RAE TS A, TERR EPO, CRP OAS 
许 破坏 生态 环境 ， 保 护 好 生态 环境 是 保证 仿 野生 天 麻 品 质 和 可 持续 发 展 的 必需 条 件 。 其 
种 植 技术 如 下 。 

(CD) 菌 材 和 菌 种 。 为 了 获得 高 产 天 麻 ， 种 植 天 麻 前 ， 必 须 培 养 好 菌 材 或 三 级 菌 种 。 

种 植 天 麻 所 用 菌 材 必须 密布 生长 旺盛 的 菌 索 ; 栽培 天 麻 所 用 三 级 菌 种 必须 是 无 污染 的 优 
tal FF 

(2) 选 种 。 要 选 无 病虫害 、 无 损伤 、 颜 色 正常 、 新 鲜 健 壮 的 初生 块 蕉 做 种 。 

(3) 种 麻 用 量 。 根 据 天 采 初 生 块 蕉 的 大 小 、 种 植 密度 而 定 。 用 有 性 繁殖 一 年 生 块 葵 

《 零 代 种 ) 做 种 ， 因 其 大 小 不 同 ， 每 平方 米 种 麻 用 量 为 400 一 600g。 用 无 性 繁殖 的 初生 
块 蕉 做 种 ， 每 平方 米 为 500 一 800g。 

(4) 种 植 时 间 。 在 天 麻 休眠 期 种 植 。 

《5) 种 植 方法 。 林 下 畦 栽 ， 在 保证 不 破坏 生态 环境 的 前 提 下 ， 在 林 间 分 散 做 小 畦 种 

AUR. HET 2m, $i lm, YR 15cm， 种 植 天 麻 时 先 将 畦 底 挖 松 ， 铺 腐殖质 士 3sm， 平 铺 
一 层 树 枝 段 ， 再 放 菌 材 ， 菌 材 两 侧 、 两 端 相 间距 离 6 一 10cm， 用 腐殖质 土 填 实 树枝 段 间 
室 隙 ， 然 后 天 麻 靠 菌 材 种 植 ， 种 麻 间距 10 一 15cm， 在 种 麻 间 放 人 树枝 段 ， 盖 腐殖质 土 
15cm， 最 后 盖 枯 枝 落叶 保温 保湿 。 

—, Alaa ee 

(1) 履 盖 免 耕 。 栽 种 完毕 ， 在 畦 上 面 用 树叶 和 草 覆 盖 ， 保 温 保 湿 ， 防 冻 和 抑制 杂 草 

生长 ， 防 止 土壤 板结 ， 有 利于 土壤 透气 。 
(2) 防 旱 。 及 时 浇 水 保湿 ， 防 止 干旱 。 

(3) 防 涝 。 开 好 排水 沟 ， 防 止 积 水 ， 特 别 是 雨季 注意 排水 防 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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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 安全 。 专 人 看 管 ， 护 林 防 火 、 防 盗 、 防 践踏 。 

三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天 麻 的 主要 病害 有 霉菌 A) RY. RABE. 

1. 2H (Aw) 感染 
(1) 征 状 。 主 要 在 蜜 环 菌 材 和 天 麻 块 蕉 上 发 生 感染 。 在 菌 材 或 天 有 友 表 面 呈 片 状 或 点 

状 分 布 ， 部 分 发 黏 并 有 和 霉菌 味 ， 菌 丝 为 白色 或 其 他 颜色 ， 影 响 蜜 环 菌 生长 ， 破 坏 天 膝 的 

营养 供给 。 

这 些 病 原 有 木 霉 、 根 霉 、 青 霉 、 黄 霉 、 绿 霉 、 毛 霉 霉菌 ， 它 们 栖 居 土壤 等 环境 中 ， 

易 使 菌 材 和 天 麻 块 葵 感 染 。 

3 

间 。 种 天 麻 的 培养 土 要 填 实 ， 不 留 空 阶 ， 保 持 适 宜 温度 、 湿 度 ， 可 减少 霉菌 发 生 。 加 大 

蜜 环 菌 用 量 ， eRe Hae KUL, 抑制 杂 菌 生长 。 小 畦 种 植 ， 有 利于 蜜 环 菌 和 天 麻生 

长 ， 如 果 感 染 霉菌 损失 也 较 小 。 

2. RARE 
(1) 2K, ERASARRA. PARARRER, POBE, ARR. AWREA 

内 充满 了 黄白 色 或 棕 红 色 的 蜜 环 菌 索 。 染 病 块 共有 的 呈现 紫 宰 色 ， 有 的 手 捏 之 后 渗 出 白 

ARKH. IU: BBS AT) PPA Fusarium sporum Schlecht; 褐 腐 病 
为 葡萄 孢 菌 属 菌 Bortytis cinerea Persex fr . 

(2) 防治 方法 。 选 地 势 较 高 、 不 积 水 、 土 壤 玻 松 、 透 气 性 好 的 地 方 种 植 天 麻 。 加 强 

害 场 管理 ， 做 好 防 旱 、 防 送 工作 ， 保 持 窗 内 湿度 稳定 ， 提 供 密 环 菌 生长 的 最 佳 条 件 。 选 

择 完 整 、 无 破 伤 、 色 鲜 的 初生 块 蔡 作 种 源 ， 采 控 和 运输 时 不 要 碰 伤 和 日 栖 。 用 干净 、 无 

杂 菌 的 腐殖质 土 、 树 叶 、 锯 屑 等 做 培养 料 ， 并 填 满 、 填 实 ， 不 留 空 

(二 ) 虫害 

WS ER RABEL. Wreck. HM. ARR 

1. Bay (4k Hie) 
C1) OE. FLAY Ee ARS A Se BA ER BAT Se FS, A 

Z—. TRKRYRA, BARRY RAR MILI MRRAMERR, thal ARAB EI 

创造 侵入 条 件 ， 降 低 天 麻 的 产量 和 品质 。 两 种 金龟 子 均 以 幼虫 形式 在 25 一 35cm HRA H 

越冬 。 春 季 气 温 回 升 时 ， 幼 虫 开 始 为 害 天 麻 块 蔡 ; 当 夏 季 和 气温 升 高 、 土 壤 干 燥 时 ， 幼 虫 

又 洪 至 土壤 深 处 ， 秋季 又 继续 为 害 。 这 时 天 麻 的 块 蔡 将 近 成 熟 ， 块 共 被 星 食 ， 从 而 影响 

商品 价值 ， 对 于 天 麻 的 产值 影响 较 大 。 

(2) 防治 。 人 工 捕杀 幼虫 ， 在 整地 、 栽 种 、 收 割 天 厅 的 过 程 中 ， 将 控 出 来 的 螃 晴 全 

部 捍 死 。 也 可 诱杀 捕捉 成 虫 。 选 择 低 毒 低 残留 、 对 螃 晴 有 效 的 杀 虫 剂 ， 在 播种 前 或 播种 

时 施用 5%% 辛 硫 磷 颗 粒 剂 ， 或 用 50%% 辛 硫 磷 乳油 30 倍 液 喷 于 窘 内 底部 和 四 壁 ， 或 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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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 土壤 ， 或 1500 倍 液 浇灌 。 也 可 撒 施 25%% 敌 百 虫 粉 等 。 

2. Bh Fe 
(1) @£¥. EBAOMUARAROGHAARARERI., KRRBAR. ERART 

AsE55. PURRAK. REE MASH A. PMSMKPABAN, MBB 

RALAX. WH. PREPA whe ee aH RAZ. 

(2) &@é., $2ZAMD. DAKAR APRN SRR RA sR 

地 带 ; BARE AE se BAS Hh. 

3. 其 他 虫害 防治 

(1) 蚂蚁 和 白 煌 。 它 们 均 可 食 害 天 麻 的 块 蔡 ， 造 成 损失 。 防 治 蚂蚁 可 用 鱼 芯 精 和 细 

米糠 拌 成 的 毒饵 ， 或 用 蚂蚁 净 兑 水 浇灌 蚁 穴 ; 防治 白蚁 可 用 白蚁 灵 或 辛 硫 磷 兑 水 喷 杀 或 

浇灌 于 活动 场所 ; 另外， 也 可 用 芒 糖 酒 或 其 他 浇 有 糖 栈 液 的 饵料 诱导 蚂蚁 或 白蚁 ， 待 群 

集 后 用 触 杀 剂 处 理 。 

(2) 昨 虫 。 主 要 吸取 天 麻 的 花 葵 造 成 营养 不 良 甚至 萎缩 ， 可 用 抗 蚜 威 可 湿性 粉剂 或 

40%% 乐 果 乳 油 对 水 喷雾 防治 。 

(3) 3. MEAG RABAM, REARS MAS RAK. 

(4) 防治 方法 。 用 灯光 诱杀 成 虫 ， 或 用 90% ECE 1000 FR 75% EFL 700 

PGE. PETRA. FA 0. 025kg AFP FL IB FE AY BK 5kg 加 适量 水 配 成 毒饵 ， 于 

傍晚 撒 于 田间 或 畦 面 诱杀 〈 么 厉 等 ，2006)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天 麻 在 营养 生长 期 ， 主 要 靠 同 化 蜜 环 菌 为 营养 ， 其 碳水 化 合 物 在 块茎 薄 壁 细胞 中 不 

断 积 累 ， 从 而 使 块茎 不 断 长 大 至 分 化 出 花 荟 芽 ， 进 入 生殖 生长 阶段 ， 块 蕉 细胞 内 碳水 化 

合 物 的 积累 达到 最 高 峰 ， 此 时 是 最 佳 采 收 时 期 ， 符 合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规定 的 

“立冬 后 至 次 年 清明 前 ” 采 控 。 

2. 初 加 工 

采 收 后 用 清洁 的 水 洗 净 泥 土 ， 按 重量 分 级 : 一 级 重 150 一 300g， 二 级 重 100g, =F 

重 50g。 蒸 制 杀 酶 ， 按 块茎 分 级 分 别 蒸 至 透 心 ， 以 水 沸 后 计时 ， 一 级 块 葵 蒸 30min, — 

级 块茎 蒸 25min， 三 级 块茎 蒸 20min。 先 在 60°C FIR, AMA, NERA he EIB. 

并 做 块 荃 内 水 分 渗 出 处 理 即 “回潮 ”， 然 后 在 50C 烘 干 ， 即 成 商品 。 

3. 分 级 标准 
一 等 : 块 苓 呈 扁 平 长 椭圆 形 ， 表 面 黄白 色 ， 半 透明 ， 质 坚硬 ， 不 易 折 断 ， 上 断面 较 

平 ， 黄 白色 ， 味 甘 、 微 辛 。 平 均 单 体重 38g 以 上 ， 每 千克 26TUA. HEL, Hib. 

sh aE AEE 

二 等 : RAS AERA. RMBAKH. KG, MA, PHAR, BA 

f, RH. WEF. PPAR 22g 以 上 ， 每 千克 46 SUA. KE, BME. 

三 等 : 块茎 呈 长 椭圆 形 ， 扁 缩 而 弯曲 ， 表 面 黄白 或 褐色 ， 半 透明 。 质 较 硬 ， 断 面 角 

质 状 ， 黄 白 或 淡 棕 色 。 平 均 单 体重 11jg 以 上 ， 每 千克 90 个 以 内 。 无 霉 变 、 虫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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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成 分 】 天 麻 主 要 有 效 成 分 是 天 麻 素 ，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主要 有 酚 类 、 有 机 酸 类 

及 植物 中 常见 的 省 醇 类 等 几 种 类 型 。 

1. 酚 类 化 合 物 及 其 苷 类 
这 些 化 合 物 有 天 麻 素 (gastrodin), ARKH IG OF FEAL ABE) 〈4-hydroxybenzyl 

alcohol), 、 赤 箭 苷 [ 双 -(4- 羟 葵 基 ) 醚 - 单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4- 羟 基 茶 基 甲 栈 、4-(4-- 

羟基 葵 氧 基 ) 葵 基 甲 基 醚 、 对 羟基 莱 甲 醛 、3, 4- 二 羟基 葵 甲 醛 、4,4 -二 羟基 二 茶 基 甲 

Ise. SPER BME. = [4-(8-D- 吡 喃 葡萄 糖 氧 ) 葵 基 ] 柠檬 酸 酯 、4,4 -二 羟基 二 茶 

醚 、4- 乙 氧 甲 茶 基 -4 FE A 

2. 省 醇 及 有 机 酸 类 
天 麻 中 的 省 醇化 合 物 有 B 谷 省 醇 〈8B-sitosterol) 、 豆 省 醇 〈stigmasterol) 和 胡 葛 下 

苷 〈eleutheroside) ;， 有 机 酸 有 柠檬 酸 (citric acid) 、 柠 榜 酸 单 甲 酯 (citric acid methyl- 

ester), 、 柠 檬 酸 双 甲 酯 〈citric acid dimethylester), $EFHMR (butane acid), HM 

(palmitic acid), L-#i2#4-2 mR (L-pyroglutamic acid) 。 

天 麻 中 的 糖 有 蔗糖 、 杂 多 糖 、GE-TI . GE-I, GE-[l. GE-] AMAA: HE 

糖 : AE : 阿拉 伯 糖 =70 : 1: 0.5 :0.3; GE-IT 组 成 为 葡萄 糖 : 甘露 糖 =19 : 1，GE- 

亚 是 葡萄 糖 及 微量 甘露 糖 ， 三 种 多 糖 均 具有 细胞 免疫 活性 。 天 麻 中 还 含有 天 有 麻 多 糖 ， 实 

验证 明 其 为 葡 聚 糖 。 

4. 其 他 
FUR PILE A SALA ARF Cgastrodamine), Hits AWOKE) 凑 

Re. Wb, RRR A RI. ARES. RRMA. AmD2-9, AmD2-20 〈 新 型 生 

物 碱 ) 、AmD2-28、 多 种 氨基 酸 等 。 从 天 麻 的 顶 生 块 葵 中 分 离 并 纯化 得 到 一 种 抗 真菌 蛋 

白 〈GAFP) 。 它 是 一 种 碱 性 和 蛋白质， 富 含 天 冬 酰 胺 、 甘 氨 酸 、 丙 氨 酸 、 亮 氨 酸 。GAFP 

在 阻止 真菌 侵 染 当年 项 生 和 侧 生 块 葵 的 防卫 机 制 中 起 重要 作用 。 从 天 麻 初生 球 葵 中 分 离 

并 纯化 了 几 丁 质 酶 和 有 1，3- 葡 聚 糖 酶 ， 两 种 酶 对 平板 培养 的 木 霉 菌 丝 的 生长 均 有 抑制 

作用 ， 但 抑 菌 性 均 较 GAFP 低 ， 被 认为 在 天 麻 初生 球茎 消化 环 菌 菌 丝 的 过 程 中 起 重要 

作用 。 和 天麻 还 含有 一 定 的 微量 元 素 ， 其 中 以 铬 含量 最 高 ， 铁 、 锌 、 锰 、 铜 、 硒 次 之 〈 谢 

笑 天 等 ，2004)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别 

本 品 横 切 面 : 表皮 有 残留 ， 下 皮 由 2 或 3 列 切 向 延长 的 栓 化 细胞 组 成 。 皮 层 为 10 

数列 多 角形 细胞 ， 有 的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较 老 块 蕉 皮层 与 下 皮 相 接 处 有 2 或 3 列 椭圆 形 

厚 壁 细胞 ， 木 化 ， 纹 孔明 显 。 中 柱 占 绝 大 部 分 ， 有 小 型 周 韧 维 管束 散在 ; 薄 壁 细胞 也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粉末 黄白 色 至 黄 棕色 。 厚 壁 细 胞 椭 圆 形 或 类 多 角形 ， 直 径 70~180um, BEI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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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m， 木 化 ， 纹 孔明 显 。 草 酸 钙 针 晶 成 束 或 散在 ， 长 25 一 75 (93)pm。 用 乙酸 甘油 水 装 

片 观察 含糊 化 多 糖 类 物 的 薄 壁 细胞 无 色 ， 有 的 细胞 可 见长 卵 形 、 长 椭圆 形 或 类 圆 形 颗 

粒 ， 遇 碘 液 显 棕色 或 淡 棕 紫色 。 螺 纹 导 管 、 网 纹 导 管 及 环 纹 导 管 直径 8~30um,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0.5g， 加 70%% 甲 醇 5ml， 超 声 处 理 30min， 过 滤 ， 滤 液 作 为 供 试 品 溶 

液 。 另 取 天 麻 对 照 药材 0.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再 取 天 麻 素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l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 附 录 人 L BD 试 

验 ， 吸 取 上 述 供 试 品 溶液 10wl， 对 照 药材 及 对 照 品 溶液 各 5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乙 酯 -甲醇 -水 (9 : 1 : 0.2) ARAL. Be. BM. BF. HEL 10% 

磷 钼 酸 乙醇 溶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及 对 照 药 
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色 的 斑点 。 

=. Fee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用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0. 05%% 磷 酸 溶液 (3 : 97)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220nm。 理 论 板 数 按 天 麻 素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5000。 

2.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在 80°C WUE FI 1 h 的 天 麻 素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流动 相 制 成 每 毫升 含 50n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eid mm KN Hl 

取 本 品 ， 在 80°C FIR, BE, BUA Gl4 Si) 约 0.8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稀 乙 醇 50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 流 提 取 3h， 冷 却 后 再 称 定 重 
B, ACE emMAN EE, WE, RAVER loml, RIAU, RAM AIK 

(3 : 97) 混合 溶液 溶解 ， 转 移 至 10ml BH. HZ (3: 97) 混合 溶液 稀释 至 
刻度 ， 播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Op] ， 供 试 品 溶液 5 一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本 
品 按 干燥 品 计算 ， 含 天 麻 素 〈Cis HisO; ) 不 得 少 于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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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凌 草 
Donglingcao 

HERBA RABDOSIA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 志 药材 GRRE), WRT CCAR). Hoke. H, 

性 微 寒 ， 清 热 、 解 毒 、 活 血 止 痛 ， 用 于 治疗 咽喉 肿 痛 、 扁 桃 体 炎 、 蛇 虫 咬 伤 、 风 湿 骨 痛 

等 。 具 有 抗 肿 瘤 、 抗 菌 和 解 热 降 燥 等 功效 。 

冬 凌 草 ， 历 代 本 草 未 见 收 载 。1972 年 河南 林 县 民间 用 全 草 治 疗 食管 癌 ; 经 研究 证 

明 ， 冬 凌 草 的 水 及 醇 提 物 对 Hela 细胞 及 食管 癌 细 胞 株 有 明显 的 细胞 毒 作 用 ， 对 多 数 肿 

瘤 有 抗 肿瘤 的 作用 。 曾 收 载 于 《中 国药 典 》 (1977 ERD. FERRE Ko i ABI, 

me, FR, AS. PR, Bi, RES. 

【商品 名 】 冬 凌 草 

【别名 】 vee a. Se, BER. URE. ANAS. WE. Be, AB 

彩花 草 、 山 香草 、 雪 花草 

【 基 原 】 本 品 为 展 形 科 香 茶 菜 属 植物 碎 米 醒 Rapdosia rubescens (Hamst. ) 

C.Y. Wu et Hsuan 的 地 上 草 质 部 分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或 半 亚 灌木 植物 ， 高 0.5 一 1. 0m， 根 茎 木质 。 茎 直立 ， 多 

数 ， 基 部 近 圆 柱 形 ， 无 毛 ， 上 部 及 分 枝 均 四 棱 形 ， 紫 红色 或 褐色 ， 被 玻 和 柔 毛 ， 幼 枝 密 被 

绒毛。 叶 对 生 ， 卵 形 或 鞭 状 卵 形 ,长 2 一 6cm， 宽 1. 5 一 3cm， 先 端 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宽 

BIE, PREM, WRAMEA. ARABARA, ERR, RHRRERIRA, AMY 

近 无 毛 ， 下 面 淡 绿色 ， 被 灰白 色 短 绒毛 至 近 无 毛 ， 两 面 侧 脉 明 显 ， 叶 柄 长 1 一 3. 5cm， 

葵 顶 端 叶柄 变 短 。 聚 伞 花 序 3 一 5 花 ， 下 部 有 时 多 至 7 花 ， 在 葵 顶 排列 成 狭 圆锥 花序 ， 

花序 轴 、 总 花梗 及 小 花梗 密 被 微 柔 毛 ; BLU ETE ENRON BRIE. FES BIB. 5 

Vi, 10 脉 ， 外 被 灰色 和 柔 毛 及 腺 点 ， 果 时 增 大 ， 略 弯曲 ;花冠 二 唇 形 ， 上 展 四 圆 齿 ， 外 

HMRRAERIA. AMIE. PSO. AL, WER 4 枚 ， 花 丝 扁平 ， 中 部 以 下 具 

纤毛 ， 柱 头 丝 状 ， 伸 出 ， 先 端 2 裂 。 花 盘 杯 状 。 小 坚果 倒 饰 状 三 棱 形 ， 淡 褐色 ， 无 毛 。 

花期 8 一 10 月 ， 果 期 10~11 月 。 

【药材 性 状 】 葵 呈 方 柱 形 ， 长 30 一 70cm 或 过 之 ， 红 褐色 ， 有 和 柔 毛 ; WE, MPR 

绿色 或 黄 昌 色 。 叶 对 生 ， 叶 片 和 党 卷 缩 ， 展 平 后 呈 卵 形 或 宽 卵 形 ， 长 2~6em, Hi 1.5 一 

3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下 延 成 柄 ， 边 缘 有 粗 锯 齿 ， 叶 面 绿 棕色 ， 有 腺 点 ， 叶 背 绿色 ， 治 

叶脉 被 琉 和 柔 毛 。 聚 伞 状 圆锥 花序 项 生 ， 花 小 ， 划 管状 钟 形 ，5 AR; 花冠 二 唇 形 ， 小 坚 

ATA, We, RA. WI, GRA ATE.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冬 凌 草 的 分 布 区 域 在 海拔 1000 m 以 下 的 中 山 和 
低 山 地 带 。 适 生 区 域 属 暖 温 带 大 陆 性 季风 和 气候， 年 平均 气温 14. 3C， 平 均 降 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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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mm， 年 日 照 2022. 2h， 大 于 或 等 于 10 人 以 上 有 效 积温 4664. 5"C ， 无 霜 期 223d。 分 

布 区 土壤 多 为 棕 壤 和 褐 土 两 类 ， 母 岩 主 要 是 石灰 岩 、 砂 页 岩 和 片 麻 岩 。 自 然 分 布 于 灌木 

从 、 下 林 下 或 林 缘 等 半 阴 的 环境 中 。 土 壤 类 型 主要 为 棕 壤 、 石 质 土 和 粗 骨 土 。 生 于 腐 殖 

质 土 的 冬 凌 草 高 大 粗壮 ， 但 对 土壤 的 要 求 不 严 ， 既 能 在 肥沃 的 土壤 中 生长 ， 也 能 在 将 薄 

WSEVER. AMLAMALEARA. Rew, AVL. AwRIRS, ERAS 

Be AERP | 55. VAP YE im PR. ES. ER EL SAL ee EE 

为 好 。 

【种 植 方法 】 

一 、 繁 殖 方法 

冬 凌 草 的 繁殖 方法 有 种 子 繁殖 、 托 插 繁 殖 和 分 根 繁殖 三 种 。 生 产 上 多 采用 分 根 、 种 

子 两 种 繁殖 方法 。 采 用 种 子 繁殖 ， 种 源 丰富 、 成 本 低 ， 可 大 面积 发 展 ， 但 要 想 夺 高 产 ， 

宜 采 用 分 根 繁殖 法 。 

(一 ) ARP 5H 

1 AK 
Fe FAX Fea HE BU Se AR AR PH ST PEAT PRL, BAP 

2. 净 种 

因 冬 凌 草 籽 小 、 质 轻 ， 千 粒 重 仅 为 0.592g， 所 以 不 宜 风 选 ， 而 应 采用 筛选 和 水 选 

相 结合 的 方法 。 先 将 种 子 揉搓 ， 然 后 经 5mm FLA HL. FA 0. 5%% 洗 衣 粉 水 搓洗 油 质 ， 

最 后 进行 水 选 。 这 样 得 到 的 种 子 净 度 可 达 90% 。 

3. 处 理 

播种 前 对 种 子 进 行 处 理 ， 处 理 方法 有 两 种 : 一 是 温水 浸种 处 理 ， 将 净化 的 种 子 投入 

45°C 的 温水 中 浸泡 24h， 然 后 播种 ， 种 子 发 芽 率 可 达 90%， 出 苗 率 可 达 SON; 二 是 用 

ABT 生根 粉 处 理 ， 把 种 子 放 人 0.01%% 的 ABT 生根 粉 溶液 中 浸泡 2h， 然 后 进行 播种 ， 

种 子 发 芽 率 可 达 95 吧 ， 出 苗 率 可 达 65%, 

4. 选 地 

FAP FUE EY. PE my BA, SIR. 、 排 灌 方便 、 透 气 性 好 、 不 

板结 、pH 7. 0 一 8.0、 腐 殖 质 丰富 的 壤土。 深耕 40cm， 施 足 底肥 ， 破 细 、 夸 实 ， 同 时 

使 肥料 均匀 ， 以 利 保 肥 保 丧 。 土 地 整 平 后 作 畦 ， 并 保证 畦 面 土 粒 细小 。 

5. 播种 

播种 一 般 采 用 春播 ， 每 年 3 月 中 下 旬 进 行 ， 开 沟 深 2cm， 行 距 20cm， 把 种 子 和 细 

沙土 、 草 木 灰 、 稳 糠 等 拌 匀 后 撒播 ， 覆 土 lem， 播 种 量 为 8kg/hm: 左 右 ， 播 种 后 覆盖 稻 

糠 或 腐殖质 ， 保 持 土 壤 表层 湿润 ， 有 利于 出 苗 。 对 于 幼苗 期 ， 也 应 该 在 行 间 盖 些 稻草 以 

防止 幼苗 被 灼伤 ， 结 合 中 耕 除草 进行 追肥 、 间 苗 等 ， 和 干旱 时 应 及 时 浇 水 ， 雨 水 过 多 应 及 

时 排水 。 



(二 ) FRA 

采集 当年 无 病虫害 的 冬 凌 草 荃 或 枝 条， 将 其 中 、 下 部 前 成 10 一 15cm 长 的 插穗 ， 每 

穗 保 留 2 或 3 个 芽 节 ， 项 芽 带 2 或 3 个 叶片 ， 上 部 剪 口 在 距 第 1 个 芽 1 一 1. 5cm 处 平 剪 ， 

下 剪 口 顺 节 处 平 剪 ， 剪 口 要 平滑 、 不 臂 裂 。 剪 好 后 将 捕 穗 在 清 液 中 浸泡 2h， 然 后 将 插 

fic fe 0.01% 的 ABT 生根 粉 溶液 中 浸泡 1h， 捞 出 后 即 可 插 插 。 插 插 的 苗床 应 选择 避 

风 、 向 阳 、 灌 溉 条 件 较 好 的 沙 培 地 ， 畦 床 一 般 宽 1. 5m、 长 10m， 然 后 将 处 理 好 的 插 生 

以 株 、 行 距 4cmX4cm 插入 土 中 ，1/3 露出 地 表 ， 保 持 土壤 湿润 ，15d 左右 开始 生根 ， 

成 苗 率 达 80%% 以 上 。 

(=) 截 根 育苗 

每 年 2 月 ， 选 二 年 生 、 无 病虫害 的 健壮 冬 凌 草 植株 的 根部 ， 切 成 约 8cm 长 的 小 段 ， 

开 沟 ， 埋 人 整 好 的 苗 畦 中 ， 压 实 、 浇 水 即 可 。 

(四 ) arse ti 

2 月 ， 控 出 整 丛 冬 凌 草 进行 分 根 ， 每 个 分 株 带 2 或 3 Ra. RRA THK, BEL. JE 

实 、 灌 水 即 可 。 

=. BR 

冬 凌 草 发 叶 较 早 ， 最 适宜 的 植 苗 移 栽 时 间 为 早春 2 月 ， 大 田 栽 培 密度 一 般 为 株 、 行 
BE 0.4mX0. 6m， 每 亩 种 4000 株 左 右 ; 林 药 间作 的 株距 为 0. 6m 左右 ， 每 穴 2 株 。 

三 、 移 植 后 的 管理 

1. 查 苗 
4~5 月 补 栽 ， 发 现 缺 苗 用 同龄 苗 补 栽 。 

2. at be 
ERM, HHA, WRITER. AAIPOAK. 

3. 肥水 管理 

6 一 8 月 是 冬 凌 草 开花 前 生长 最 旺盛 时 期 ， 也 是 冬 凌 草 需 水 的 关键 时 期 ， 应 适当 灌 
溉 ;雨季 或 低洼 易 涝 地 ， 要 及 时 排水 。 如 以 收 种 子 为 目的 ， 在 进入 生殖 初期 时 ， 应 根据 
生长 发 育 状况 适当 施 人 所 、 磷 肥 ， 一 般 可 施 稀薄 有 机 肥 、 饼 肥 或 化 肥 〈 每 平方 千 米 可 施 

过 磷酸 钙 180kg 左右 ， 硫 酸 铵 120kg) 。 

4. 植株 抚育 

冬 凌 草根 系 生 长 迅速 ， 萌 比 力 较 强 ， 密 度 逐 渐 增 大 。 生 长 到 第 3 年 时 ， 由 于 根系 密 

集 ， 根 部 生长 点 开始 衰退 ， 影 响 冬 凌 草 的 生物 产量 。 一 般 需 在 第 4 年 早春 隔 株 控 根 或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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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全 部 挖 出 后 重 栽 ， 换 新 土 抚育 复壮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冬 凌 草 一 般 不 会 有 严重 的 病虫害 ， 但 长 期 干旱 之 后 ， 叶 上 蚜虫 较 多 ， 影 响 叶 的 产量 

和 质量 。 生 产 中 要 注意 及 时 灌水 ， 发 现 病 虫害 要 及 时 人 工 捕杀 或 将 病 叶 摘 下 烧毁 ， 不 宜 

用 化 学 药物 处 理 ， 防 止 造成 污染 〈 许 红 艳 等 ，2004; 王 新 民 等 ，2006 )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冬 凌 草 以 全 草 人 药 ， 但 一 般 采 收 叶片 。 

2. RH 
作 药 用 ， 在 开花 前 采 收 ， 因 为 此 时 的 冬 凌 草药 理 作 用 最 强 ， 冬 凌 草 适宜 的 采 叶 期 为 

7~10 月 。 进 入 7 月， 叶片 生长 丰满 ， 有 效 成 分 含量 较 高 ， 即 可 采 叶 “〈 吴 娇 等 ，2005) 。 

3. RRA HK 

采 收 冬 凌 草 叶 的 方法 有 三 种 。 第 一 种 方法 是 正常 采 叶 法 。7 一 8 月 ， 将 叶片 全 部 采 

集 ， 到 深秋 植株 复员 后 再 进行 第 2 次 采 收 ， 适 合 于 栽植 期 3 年 以 上 的 冬 凌 草 。 第 二 种 方 

法 是 轮 采 法 。7 一 8 月 ， 采 取 隔 行 采 集 的 方法 ， 枝 叶 枯 砍 前 采 收 剩余 部 分 ， 适 合 于 栽植 

期 2 年 以 上 的 冬 凌 草 。 第 三 种 方法 是 后 期 采 法 。 在 冬 凌 草 枝 叶 枯 蓉 前 全 部 采 收 ， 适 合 于 

栽植 期 1 年 的 冬 凌 草 。 

4. 产地 可 下 

冬 凌 草 叶 片 采 收 后 ， 要 随即 摊 开 上 晾 晒 ， 放 置 通 风 阴 凉 处 。 适 宜 温 度 28 以 下 ， 相 

对 湿度 68% 一 75 只 ， 商 品 安全 水 分 11% 一 14%。 不 能 把 鲜 叶 长 时 间 装 人 袋 中 或 堆积 ， 

以 防止 霉 变 。 夏 季 最 好 放 在 冷藏 室 ， 防 止 生 虫 、 发 霉 。 储 藏 期 间 应 定期 检查 、 消 毒 ， 保 

持 环境 卫生 整洁 ， 经 常 通风 。 发 现 轻 度 霉 变 、 虫 星 ， 要 及 时 翻晒 。 

【化 学 成 分 】 冬 凌 草 化 学 成 分 较 多 ， 主 要 成 分 为 二 苦 类 化 合 物 。 主 要 有 冬 凌 草 甲 
素 (rubescensin A), X#RZ,H% (rubescensin B), MERAH (rubescensin C), * 

凌 草 丁 素 (rubescensin D), MHMKMHB (rubescensin E), BA OR (rubescensin 

F), Awe wA (rubescensin G), 3H (rubescensin H), Se7EAARKAH (wikstro- 

emioidin B)， 开 展 香 茶 菜 成 素 (effusanin 下 )， 和 鲁 山 冬 凌 草 甲 素 (lushanrubescensin 

A), @WUA@BZZ Cushanrubescensin B)、 和 鲁 山 冬 凌 草 两 素 Clushanrubescensin 

C) 、 鲁 山 冬 凌 草 丁 素 〈lushanrubescensin D)、 重 山 冬 凌 草 成 素 (lushanrubescensin 

E) ， 信 阳 冬 凌 草 甲 素 (xindongnin A)、 信 阳 冬 凌 草 乙 素 (xindongnin B)， 太 白 冬 凌 草 

FAX (taibairubescensin A) 、 太 白 冬 凌 草 乙 素 (taibairubescensin B), enmenolide, 

米 亚 甲 素 (suimiyain A)， 卢 氏 冬 凌 草 甲 素 (ludongennin)、 卢 氏 冬 凌 草 乙 素 〈ludon- 

gennin B) 等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3. 〈 刘 净 等 ，200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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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凌 草 两 素 OH OH OH 

冬 凌 草 戊 素 OAc H OAc 

冬 凌 草 辛 素 OH OAc OH 

4H % 
OH 

冬 凌 草 丁 素 Ri Rsz Rs 莞 花香 茶 菜 乙 素 

冬 凌 草 已 素 OH H f#CHOH 

Ree H OH uCHzOH 

be OH 

Enmenolide 卢 氏 冬 凌 草 甲 素 

Ri R2 Rs Ry Rs Re R; 

鲁 山 冬 凌 草 甲 素 BOAc BOAc eOAc BOH BOAc H H 

鲁 山 冬 凌 草 乙 素 BOAc BOAc «OAc BOH BOH HH H 

鲁 山 冬 凌 草 丙 素 ”BOAc BOAc aOH H mAOHE H H 

鲁 山 冬 凌 草 丁 素 ，ROH BOAc eOH H» ie OH. .H H 

鲁 山 冬 凌 草 戊 素 BOH BOAc «cOAc H e¢OH H H 

信阳 冬 凌 草 甲 素 HH BOAc OXO «OAc POH H H 

信阳 冬 凌 草 Z 素 WH PRpOH «OH H @OAc «OH H 

太白 冬 凌 草 甲 素 BOH H f#OH H #OAc eOH H 

KARREZH BOAc BOAc «OH H BOAc H H 

MRUBE «OAc H  H «OH OH H OAc 
图 3 ZR Paha watt 

还 有 挥发 油 类 : EER, a teli. Bi. Pree. 1.8 HEAR. RARER, 
Eli. BEE. PME AHI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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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熙 类 化 合 物 : w- 香 树 醇 、B 谷 省 醇 、2- 羟 基 乌 苏 酸 、 雄 果 酸 等 。 

黄酮 类 化 合 物 : ABR. RRS. 

氨基 酸 类 化 合 物 : KARAM. HARM. SCAM. HARM. AAR. HAR. BA 
酸 、 和 蛋氨酸 、 亮 氨 酸 、 蜡 亮 氨 酸 、 葵 两 氮 酸 、 甘 氨 酸 等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脂 肪 酸 和 无 机 元 
素 铁 、 镑 、 硒 等 物质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薄 层 鉴别 ”吸附 剂 : 硅胶 G 和 3 g/L CMCNa ew (3 : 1) 搅拌 均匀 后 涂 布 于 玻 

ite 〈20cmX20cm) 上 ， 厚 度 为 0.5mm， 室 温 阴 王后 于 105° CHA PAL 1h, SFR 

器 中 备用 。 展 开 剂 : 冬 凌 草 甲 素 : 氯仿 -甲醇 〈9 : 1)， 冬 凌 草 乙 素 : 氯仿 -丙酮 〈8 : 
2) 。 展 开 方 式 : 上 行 展 开 ， 展 距 16cm。 显 色 剂 : 500ml/L 硫酸 乙醇 液 ， 喷 湿润 ，100 一 

105°C 烘 烤 至 斑点 清晰 ， 取 出 ,冷却 ， 于 紫外 灯 (365nm) Fett, Ry 值 分 别 约 为 

0.55 #10. 35, 

二 、 含 量 测定 

测定 冬 凌 草 中 冬 凌 草 甲 素 的 含量 的 方法 如 下 。 

(1) 色谱 条 件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流 动 相 :- 甲 醇 - 水 〈55 : 45); 

流速 : O.8ml/min; 检测 波长 : 242nm; 温度 : 室温 。 

(2) 标准 溶液 的 配制 。 称 取 干 燥 至 恒 重 的 冬 凌 草 甲 素 对 照 品 10mg， 精 密 称 定 ， 置 

于 25ml 量 瓶 中 ， 用 甲醇 溶解 并 稀释 至 刻度 ， 制 成 每 毫升 含 400ng HAM. 

(3) 样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干燥 至 恒 重 的 冬 凌 草 粗 粉 10g8， 置 具 塞 三 角 瓶 中 ， 

加 80% 乙 醇 60ml， 称 重 ， 超 声 提 取 2K, BK 30min， 提 取 完 毕 后 ， 冷 却 ， 称 重 ， 用 

提取 液 补 足 至 原 重 ， 抽 滤 ， 吸 取 lml 提取 液 ， 置 于 25ml 量 瓶 中 ， 用 甲醇 定 容 ， 微 孔 滤 

膜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圳 珂 等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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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BUPLEURI 

【 概述】 本 品 为 地 理 标志 药材 CRB). SE, RT CHRARA), RAE 

胡 ， 至 《图 经 本 草 》 始 易 其 名 为 柴 胡 ， 指 出 “ 今 关 陕 江 湖 间 近 道 此 有 之 ， 以 民 州 为 胜 。 

二 月 出 苗 ， 甚 香 ， 荃 青紫， 坚硬， 微 有 细 线 ， 叶 似 竹 叶 而 紧 小 ， 亦 有 似 收 葛 者 ， 亦 有 似 

麦 门 冬 叶 而 短 者 ， 七 月 开 黄 花 。 根 淡 赤 色 ， 似 前 胡 而 强 。 生 和 丹 州 者 结 青子 ， 与 他 处 者 不 

类 ， 芦 头 有 赤 毛 如 鼠 尾 ， 独 罕 长 者 好 ?。 可 见 古 代 柴 胡 已 有 多 种 。 据 对 全 国 27 个 省 (A 

治 区 ) 的 药 源 调 查 和 所 收 商 品 鉴定 ， 发 现 我 国 中 药 柴 胡 使 用 的 原 植物 有 19 种 ，5 变种 ， 

1 变型 ， 分 别 为 北 柴 胡 OC Bupleurum chinense DC. )、 小 时 黑 柴 胡 OCB. smithii 

var. parvifolium), 3K tt 48 HA ( B. scorzonerifolium Willd. )、 少 花红 柴 胡 

( B. scorzonerifolium Willd. f. pauciflorum Shan et Y.Li), % TT Mt 4B 

(B.marginatum var. stenophyllum), 7 U 48 4H (B.marginatum), $B IN 3B 

(B. yinchowense), #£ Ft 4 4A (Bz bicaule), EU 4B HA CB. angustissimum), 2& fx 48 HA 

(B. polyclonum). fii 1. 4E HA CB. rockii), KU 4E HA CB. longiradiatum), K A 4 

(B. komarovianum), 、 空 心 柴 胡 (B. longicaule var. franchetii), /\\484 (B. hamiltonii, 

B. tenue), dE ht 4 HA (CB. Rkunmingense), jf FG 4B HA CB. luziense),. VQ JI| 44 iB 

(B. sichuanense), YX JI) 4248 (B. wenchuanence), 42 (B.chaishoui), 47 Be 46 HH 

(B. malconense), “2484H (B. microcephalum), JI|JA4Ee (B. candollei), BERS PH 

46 HH ( B.commelynoideum var. flaviflorum), 44 & A fH 4 tH CB. petiolulatum 

var. tenerum), FPAGSEAA, PEM SRAAY “DOT RSE, ETT RH RK a PA 

使 用 的 最 主要 种 类 。 除 主流 品种 外 ， 其 余 品种 仅 销售 于 产 区 。 

全 国 曾 流通 的 商品 柴 胡 主要 有 12 种 ， 主 流 品种 为 柴 胡 〈B. chinense) 和 狭 叶 柴 胡 ， 

其 次 为 竹 叶 柴 衣 CB. marginatum), FRR A FEM SEA, DP Be, Re 

(B. smithii); 大 叶 柴 胡 近 年 已 停止 收购 使 用 ， 雾 灵 柴 胡 CB. sibiricum var. jeholense) 

AAR A. EUR; 银川 柴 胡 、 秦 岭 柴 胡 CB. longicaule var. 5iraldii)、 兴 安 柴 胡 

(B. sibiricu7z) 、 长 白 柴 胡 作 为 单 物 种 商品 少见 ， 和 常 少量 混入 在 主流 品 中 “〔〈 潘 胜 利 ， 

1996).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录 的 中 药 柴 胡 的 原 植物 有 2 种 ， 即 北上 某 胡 和 狭 叶 柴 胡 

《又 称 南 柴 胡 或 红 柴 胡 ) (APRESS, 1998). 

伏 牛 山 所 产 柴 胡 绝 大 多 数 为 北 柴 胡 ， 在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主 要 在 嵩 县 、 率 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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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其 中 嵩 县 所 产 柴 胡 又 名 嵩 胡 ， 为 柴 胡 中 的 佳品 ， 因 其 产量 高 、 质 量 好 、 疗 效 佳 、 销 

路 广 ， 被 人 们 崔 为 “中 国 柴 胡 之 王 ”。 

本 品味 苦 、 微 蹇 ， 归 肝 、 胆 经 ， 具 有 和 表 解 里 、 下 肝 解 郁 、 升 阳 举 陷 的 功效 。 临 床 

用 于 治疗 感冒 发 热 、 寒 热 往 来 、 胸 肋 胀 痛 、 月 经 不 调 、 子 宫 脱 垂 、 脱 肛 等 症 。 

【商品 名 】 柴 胡 

【别名 】 硬 柴 胡 、 人 竹 叶 柴 胡 、 铁 苗 柴 胡 、 蚂 昨 腿 、 山 根菜 、 黑 柴 胡 、 山 柴 胡 

【 基 原 】 本 品 为 企 形 科 柴 胡 属 植物 北 柴 胡 的 干燥 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45 一 70cm。 根 直 生 ， 分 歧 或 不 分 歧 。 荃 直立， 丛生， 

EMSA, FHA “SS” FSH. OBA, | RRR, K3~9em, Fe 0.6~ 

1. 3cm， 先 端 渐 尖 ， 最 终 呈 短 芒 状 ， 全 缘 ， 上 面 绿 色 ， 下 面 淡 绿色 ， 有 平行 脉 7 一 9 条 。 

复 伞 形 花序 腋生 兼 项 生 ; “eH 4 一 10 个 ， 长 1 一 4cm， 不 等 长 ; 总 区 片 缺 ， 或 有 1 或 2 

片 ; 小 伞 梗 5 一 10 个 ， 长 约 2mm; 小 总 苞 片 5， 花 小 ， 黄 色 ， 直 径 1. 5mm eH; SH 

不 明显 ; ZEMRES 片 ， 先 端 向 内 折 曲 成 2 eR; MERE 5 个 ， 花 药 卵 形 ; WER 工 个 ， 子 房 下 

位 ， 光 滑 无 毛 ， 花 柱 2 个 ， 极 短 。 双 悬 果 长 圆 状 椭圆 形 ， 左 右 扁 平 ， 长 3mm 左右 ， 分 

果 有 5 条 明显 主 棱 ， 棱 槽 中 通常 有 油管 3 个 ， 结 合 面 有 油管 4 个 。 花 期 8 一 9 月 ， 果 期 

9~10 A. 

[AMER] SARE RKARE. K6~1l5cm, HZ 0.3 一 0. 8cm。 根 部 膨大 ， 
顶端 残留 3 一 15 个 葵 基 或 短 纤 维 状 叶 基 ， 下 部 分 枝 。 表 面 黑 褐色 或 浅 标 色 ， 具 纵 皱 纹 、 

支 根 痕 及 皮 孔 。 质 硬 而 韧 ，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呈 纤维 状 ， 皮 部 浅 棕 色 ， 木 部 黄白 色 。 气 微 

香 ， 味 微 吉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 ARAA FM 

柴 胡 为 多 年 生 药 用 草本 植物 。 需 要 两 年 完成 一 个 生长 发 育 周期 。 人 工 栽培 柴 胡 第 1 
年 只 生 基 生 叶 和 茎 ， 只 有 很 少 植株 开 少 量 花 ， 尚 不 能 产 种 子 。 田 间 能 够 自然 越冬 。 第 2 

年 春季 返青 ， 植 株 生 长 迅速 ， 于 7 一 9 月 开花 ，8 一 10 月 为 果 熟 期 。 全 生长 期 为 
190 一 200d。 

二 、 生 长 条 件 

柴 胡 一 般 野生 于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出 区、 丘陵 、 荒 坡 、 草 从 和 林 中 阶地， 生态 适 

应 性 较 强 ， 喜 稍 冷 且 湿 润 的 气候 ， 成 年 植株 可 耐 一 30" 的 严寒 ， 耐 旱 ， 忌 高 温和 游 洼 积 

水 。 海 拔高 度 700 mm 以 上 的 地 区 生长 良好 。 

三 、 土 壤 种 类 

柴 胡 宜 在 海拔 较 高 的 缓坡 地 、 非 耕地 、 沟 和 旁 、 林 缘 、 灌 从 、 林 间 辽 地 等 地 栽植 ， 土 

壤 以 土 层 深厚 、 芍 松 肥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 腐 殖 质 土 或 夹 沙 土 ，pH6 一 7 栽植 



为 佳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选择 土 层 较 厚 、 利 水 保 丧 的 缓坡 地 或 梯田 做 基地 ， 冬 季 将 土地 深 翻 365 一 45cm， 以 

改善 土壤 ， 增 强 土壤 肥力 。 翌 年 2 一 3 月 将 农家 肥 均 匀 撒 入 地 面 ， 每 雷 施 足 底 肥 800 一 

1000kg， 或 施 复合 肥 40 一 50kg。 将 肥料 翻 和 地下， 整 细 友 平 ， 做 畦 待 播种 。 

1. 育苗 田 

选择 避风 向 阳 、 地 势 平坦 、 灌 排 方便 、 土 层 深 厚 的 沙 壤 或 轻 壤土 地 ， 土 壤 pH 6. 5 一 
7.5. BRERA 25cm 以 上 ， 清 除 石 块 、 根 茬 和 杂 草 。 

2.47 4 

选择 沙壤土 或 腐殖质 土 的 山坡 梯田 或 旱 坡地 ， 或 新 开垦 的 土地 ; ERO. (RE DB 

地 段 和 黏 重 土壤 不 适宜 柴 胡 种 植 。 深 翻 30cm 以 上 。 冬 、 春 季 友 压 保 培 ， 早 春耕 起 整 

地 ， 清 除根 茬 、 碎 石 及 杂 草 。 

—, BAKE 

繁殖 方法 分 育苗 移 栽 和 直播 两 种 方法 种 植 。 

l 育苗 

育苗 田 畦 宽 1. 2 一 1. 5m， 上 畦 长 30~40m, MESBSEIRSC, MERE, AE. BRA 

积 水 地 块 制 成 高 畦 床 ， 畦 宽 1. 2 一 1. 5m， 上 畦 面 高 出 地 表面 10 一 15cm， 上 畦 间 设 步道 沟 ， 

宽 40 一 50cm。 每 亩 施 人 优质 农家 肥 2500~3000kg, BEAR — FE 10 一 12kg， 充 分 混合 均匀 

后 施 人 20cm 耕 层 中 。 

播 前 用 0. 3% 一 0. 5%% 高 锰 酸 钾 液 浸泡 24h， 作 催 芋 除 菌 处 理 。 浸 泡 后 捞 起 晾 干 ， 半 

天 后 下 地 ， 种 子 下 地 要 求 “两 干 下 地 ”或 “两 湿 下 地 ”， 即 “基地 土壤 干燥 ， 播 种 时 种 

子 也 要 干燥 ， 土 壤 湿润 ， 种 子 下 地 时 也 要 湿润 >。 播 种 时 ， 平 畦 以 条 播 为 主 ， 高 床 畦 以 

撒播 为 宜 。 条 播 行 距 10 一 12cm， 于 清明 节 前 后 进行 ， 在 做 好 的 畦 面 上 用 种 药 双 齿 匀 划 

小 沟 ， 沟 深 3 一 5cm， 将 种 子 均 匀 撒 入 沟 内 ， 履 土 盖 严 ， 覆 土 厚 度 2cm 左右 ， 人 工 踩 或 

用 小 石 矿 碾 压 保 丧 ， 并 加 盖 草 帘 保 温 保湿 。 高 畦 撒播 时 ， 在 做 好 的 畦 面 上 ， 保 持 畦 面 土 

壤 丧 情 和 湿度 时 ， 均 匀 撒 播种 子 ， 每 亩 播种 量 2. 5 一 3kg， 播 完 后 ， 用 人 竹 筛 或 铁丝 网 得 ， 

均匀 筛 上 一 层 湿润 的 细 土 覆盖 畦 面 ， 履 土 厚 度 2 一 3cm， 架 拱棚 盖 塑 料 薄膜 ， 进 行 保湿 

保温 育苗 。 

2. 生产 田 直 播 

当 土 壤 表层 温度 稳定 在 10C 以 上 ， 土 壤 表层 解冻 达 10cm 以 上 ， 即 可 开始 播种 。 人 

工 开 沟 条 播 ， 行 距 20~25cem, FAR 3 一 5cm， 将 种 子 均匀 撒播 在 沟 内 ， 每 亩 播种 量 

1.5 一 2kg， 播 后 覆土 2cem 左右 ， 踩 实 或 碾 压 保 丧 。 播 种 至 出 苗 前 一 段 时 间 保 持 土 壤 丧 

情 ， 满 足 种 子 发 芽 对 水 分 的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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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田 间 管 理 

(一 ) Fable He 

育苗 田 管理 ,育苗 棚 内 温度 控制 在 20~25°C, BHF 28C 要 遗 阴 或 放风 。 蛙 面 发 生 
干旱 有 裂隙 时 ， 用 喷 索 喷 水 ， 一 次 喷 透 喷 匀 。 一 般 播种 后 lod 左右 畦 面 可 萌发 针 叶 ， 未 
渐进 入 昔 期 ， 当 畦 面 见 绿 时 要 控制 好 湿度 ， 通 过 放风 和 孔 的 大 小 来 调节 棚 内 温 、 湿 度 。 苗 
生长 到 3~5cm 高 时 ， 对 塑料 棚 采用 层 敞 夜 覆 方法 炼 苗 ， 逐 渐 撤 掉 棚 膜 。 苗 高 5 一 10cm 
时 ， 每 雷 追 施 尿素 7 一 10kg， 追 肥 后 浇灌 一 次 透水 。 畦 面 要 保持 清洁 ， 发 现 杂 草 及 时 清 
除 。 出 苗 过 于 拥挤 ， 要 进行 朴 苗 ， 以 每 平方 米 留 苗 180~200 HHT. 

生产 田 管 理 ; 大 面积 生产 田 播种 后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一 般 10~15d 出 苗 ， 渐 露 针 叶 ， 
逐渐 进入 苗 期 ， 其 管理 目标 是 苗 全 、 苗 齐 、 苗 壮 。 出 苗 后 结合 除草 ， 用 手 刮 钢 进 行 中 耕 
松 土 ， 为 幼苗 根系 生长 创造 适宜 条 件 。 当 幼苗 长 到 3~Som 时 进行 疏 苗 ， 朴 苗 后 及 时 进 
行 第 2 次 中 耕 和 除草 。 苗 长 到 5 一 7cm 时 进行 定苗 ， 每 平方 米 留 苗 50 RAE. 

(二 ) 生长 期 管理 

柴 胡 生长 第 1 年 植株 细弱 ， 生 长 缓慢 ， 多 以 叶 葵 从 生 ， 一 般 不 抽 蔓 开花， 因此 生长 

期 管理 以 壮 苗 促 根 为 中 心 。 适 当 增 加 中 耕 松 土 的 次 数 ， 改 善 柴 胡 根 系 生 长 环境 ， 促 根深 

扎 ， 增 加 粗 度 ， 减 少 分 枝 。 一 般 在 生长 期 要 进行 3 或 4 次 中 耕 ， 特 别 是 在 干旱 和 两 后 。 

6 月 中 旬 追 施 一 次 肥料 ， 每 亩 施 以 尿素 10 一 12kg， 追 肥 后 浇 一 次 透水 ， 待 水 下 渗 后 2 一 

3d 再 次 进行 中 耕 松 土 ， 保 持 田 面 土壤 朴 松 ， 通 透 性 良好 。 植 株 生 长 到 7 一 8 月 ， 田 间 出 

现 个 别 植株 抽 蔓 现 蓄 现 象 ， 发 现 后 及 时 摘除 ，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营养 消耗 。 同 时 ， 对 田间 发 

生 的 蚜虫 、 二 十 八 星 标 虫 做 好 防治 工作 ， 可 用 50% SUE RR 800 一 1000 倍 液 喷雾 。 及 

时 拔除 杂 草 ， 遇 洲 要 及 时 排除 。 

(三 ) 越冬 管理 

柴 胡 植株 生长 到 9 月 下 名， 地 上 叶片 开始 枯萎 黄 化 ， 进 入 越冬 休眠 状态 ， 此 时 管理 

好 坏 直 接 影 响 来 年 春季 返青 。 为 防止 冬 春风 害 失 丧 ， 保 证 来 年 春季 返青 有 足够 的 土壤 水 
分 ， 于 封冻 前 浇 一 次 越冬 水 ， 对 柴 胡 根系 发 育 和 生长 十 分 有 利 。 育 苗 田 同样 浇 一 次 封冻 
水 越冬 。 越 冬 柴 胡 地 表 葵 叶 一 般 不 割 除 ， 深 冬 后 人 工 用 木 制 笔 子 轻 悉 即 掉 落 ， 禁 止 点 火 

烧 其 蔡 叶 ， 以 免 影响 翌年 春季 返青 。 

(四 ) 二 年 生 药 田 管 理 

1. 返青 期 与 育苗 移 栽 
柴 胡 栽种 的 翌年 春季 ， 当 气温 达到 12C 以 上 时 ， 根 葵 芽 鞘 开 始 萌动 ， 生 长 出 新 植 

株 。 冬 、 春 季 若 干旱 无 雨 雪 、 地 表 干 硬 ， 对 返青 的 柴 胡 幼 芽 产生 阻碍 ， 可 结合 施 人 返青 

肥 、 小 一 次 返青 水 。 每 亩 施 人 优质 农家 肥 1500~2000kg, IRA BEM FE 5 一 7kg， 地 面 

均匀 铺 施 。 若 土壤 丧 情 好 ， 水 分 充足 ， 可 不 必 浇 水。 同时 做 好 预防 虫害 工作 。 清 明 节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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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地 表 耕 层 土壤 解冻 后 移 苗 栽植 。 开 沟 ， 行距 20cm， 株 距 10~12cm, IMIR 

A, BABE 3 一 5cm。 每 亩 施 人 农家 肥 1500kg 以 上 上， 磷酸 二 铵 7 一 10kg， 硫 酸 钾 

3 一 5kg。 

2. 旺盛 生长 期 
柴 胡 植株 返青 后 ， 逐 渐进 入 旺盛 生长 期 ， 地 下 根系 继续 深 扎 长 组， 地 上 植株 抽 葵 、 

开花 ， 旺 盛 生长 发 育 。 幼 苗 生 长 离 地 面 3 一 5cm eM, SAM PHL. FMR 

结 ， 为 根系 输送 氧气 ， 促 进 生 长 。 以 后 每 隔 7 一 10d 再 进行 一 次 ， 连 续 中 耕 松 土 2 或 3 

hk, WARM RAT ee. et. HU, BIBRA 10~12kg, BALA vek, 

满足 柴 胡 植株 开花 生长 发 育 需要 。 对 于 以 生产 中 药材 为 主 、 不 作 留 种 田 的 地 块 ， 在 柴 胡 

花蕾 期 ， 进 行 2 或 3 次 摘除 花蕾 ， 减 少 植株 营养 消耗 ， 以 利于 提高 根 的 产量 和 质量 。 及 

时 除草 、 排 水 除 洲 。 

3. 留 种 田 管 理 

选 留 部 分 植株 生长 整齐 一 致 、 健 壮 的 田 块 留 种 ， 进 行 保 花 增 粒 ; 可 放养 蜜蜂 辅助 授 

粉 ， 以 提高 种 子 产 量 。8 一 10 月 是 柴 胡 种 子 的 成 熟 季 节 。 由 于 抽 莹 开花 不 一 致 ， 种 子 成 

熟 时 间 不 同 。 田 间 观 察 ， 种 子 表 皮 变 褐 、 子 实 变 硬 时 ， 可 收获 。 成 熟 一 穗 收获 一 穗 ， 成 

熟 一 株 收获 一 株 。 因 野生 柴 胡 种 子 随 熟 随 落 ， 很 难 大 量 采 到 ， 所 以 人 工 栽 培 时 要 注意 增 

大 留 种 面积 ， 以 利 扩 大 种 植 〈 王 振 华 等 ，2008; 叶 恩 富 ，2004)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1. 病害 

锈病 : 为 害 茎 叶 。 防 治 方法 是 清 园 、 处 理 病 残 株 ， 发 病 初 期 用 25%% 粉 锈 宁 可 湿性 
粉剂 10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斑 枯 病 : 为 害 叶 部 ， 产 生 直径 3 一 5mm 的 圆 形 暗 褐色 病 斑 ， 中 央 带 灰色 ， 叶 两 面 

出 现 分 生 孢 子 器 。 防 治 方法 是 清 园 、 处 理 病 残 枝 、 轮 作 ， 发 病 初期 用 1 : 1 : 120 波尔多 
液 或 50%% 退 菌 特 可 湿性 粉剂 10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RBA: 易 在 高 温 多 雨季 节 发 生 ， 防 治 方法 是 鼠 连 作 ， 最 好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轮作 ， 注 
意 开 沟 排水 ， 发 现 病 株 及 早 拔除 并 烧毁 。 

2. b= 

黄 凤 蝶 : 多 在 6 一 9 ABA, ORIEN AER. BATIERA LHe, WAT 

每 隔 7d 时 洒 一 次 90%% 敌 百 虫 800 倍 液 或 青虫 菌 300 倍 液 ， 连 续 2 或 3 次 。 

赤 条 椿 象 : 多 发 生 在 6 一 8 月 ， 成 虫 和 幼虫 吸取 汁液 ， 影 响 植株 生长 。 防 治 方法 除 

人 工 捕 捉 外 ， 可 用 90%% 敌 百 虫 800 倍 液 喷洒 。 

【 采 收 加 工 】 

1. AK 

春 、 秋 季 控 取 根 部 ， 去 净 葵 苗 、 泥 土 ， 晒 干 。 

2. 初 加 工 

拣 去 杂质 ， 除 去 残 葵 ， 洗 净 泥 沙 ， 捞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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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炮制 
润 透 后 及 时 切片 ， 随 即 晒 干 。 

4. 商品 规格 
货 ， 主 根 圆柱 形 或 圆锥 形 ， 分 枝 少 ， 略 弯曲 ， 表 面 棕色 或 红 褐色 ， 有 纵 皱 纹 及 须 

根 痕 ， 根 头 部 膨大 ， 无 绿 苗 及 茎 茬 ， 断 面 黄 白色 ， 微 有 香气 ， 味 微 辛 、 否 ， 大 小 不 分 ， 

AW, FAR, FH, Aa. 

【化 学 成 分 】 柴 胡 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柴 胡 皂 苷 ， 其 次 含有 植物 省 醇 、 侧 金 画 花 醇 ， 

以 及 少量 挥发 油 、 多 糖 ， 地 上 部 分 主要 含 黄酮 类 、 少 量 皂 背 类 、 木 脂 素 类 、 香 豆 素 类 等 

成 分 。 

1. 黄酮 类 
柴 胡 中 的 黄酮 类 成 分 主要 为 黄酮 醇 类 ， 又 分 为 山 蔡 酚 (kaempferol), HER 

(quercetin) 、 异 鼠 李 素 Csorhamnetin) 三 个 主要 苷 元 。 

2. BPR 
柴 胡 中 主要 含有 五 环 三 昔 类 气 苷 ， 如 柴 胡 皂苷 a、b、c、d; 还 含 3 OCMARH 

FATS a、6-O- 乙 酰基 柴 胡 皂 背 a, SRA e、23-O- 乙 酰基 柴 胡 皂苷 d、6-O- 乙 酰基 柴 胡 

FA b. FOG f . 

3. 木 脂 素 类 
柴 胡 中 的 木 脂 素 类 大 多 为 油状 物 ， 且 多 从 植物 叶 中 分 离 得 到 。 目 前 已 从 该 属 植物 中 

分 到 30 个 木 脂 素 类 化 合 物 ， 这 些 化 合 物 有 三 种 结构 类 型 : 木 脂 内 酯 类 、 单 环 氧 木 脂 素 

及 双环 氧 木 脂 素 。 

4. 香 豆 素 类 
柴 胡 中 分 得 的 香 豆 素 类 多 为 简单 香 豆 素 类 ， 它 们 是 脱 肠 草 素 Cherniarin), RAS 

(scopoletin) 、 蒿 属 香 豆 素 〈scoparone) 、 白 柠檬 素 (limettin), ARMS Cfraxetin), 

七 叶 亭 (aesculetin) 、6,7,8- 三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6,7,8-trimethoxycoumarin)、7-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7-methoxycoumarin) 、 异 蒿 属 香 豆 素 Cisoscoparoe) 和 和 白芷 素 Cangelicin) 7, 

8-H A A (7,8-furanocumarin) 等 ， 此 外 还 有 一 个 吡 喃 香 豆 素 的 双 酯 类 川 白芷 内 酯 

(anomalin) 〈 单 宇 等 ，2004) 。 

5. 多 糖 

北 柴 胡 多 糖 基本 由 阿拉 伯 糖 、 核 糖 、 木 糖 、 葡 萄 糖 、 半 乳糖 及 鼠 李 糖 组 成 。 

6. BH 
柴 胡 的 地 上 部 分 含有 A- 菠 菜 省 醇 ， 柴 胡 的 茎 中 还 含有 PAB.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监 别 

薄 层 鉴别 “ 取 本 品 粉 未 0.5g， 加 甲醇 20ml， 超 声 处 理 10min， 过 滤 ， 波 液 浓缩 至 

约 5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柴 胡 对 照 药材 0. 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再 取 柴 胡 

皂苷 a WHA. HOE d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0. 5mg 的 混合 溶液 ，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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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照 品 溶 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5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乙 酯 -乙醇 ”水 (8 : 2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及 干 ， 喷 以 2% xt 

甲 氨基 茶 甲 醛 的 40%% 硫 酸 溶液 ， 在 60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置 日 光 及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材 及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 显 相同 颜 

色 的 斑点 或 荧光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 和 定 

柴 胡 皂苷 a、c、d 的 含量 测定 MRR, 2004), 

1. 色谱 条 件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水 为 流动 相 ， 梯 度 洗 脱 〈0 一 10min， 

10: 9025: 75; 10~15min, 25: 75->30 : 70; 15~30min, 30+ 7040 : 60; 30~ 

AOmin, 40: 60-60: 40; 40~55min, 60 : 40-80: 20。 检 测 波 长 为 210nm， 流 速 为 

1.0ml/min， 柱 温 为 室温 。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减 压 干 燥 至 质量 恒定 的 柴 胡 皂苷 a、c、d 对 照 品 各 Omg, BF 5ml BH 

中 ， 加 甲醇 超声 溶解 并 定 容 ， 摇 匀 ， 用 0. 45pm 微 膜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取 已 经 干燥 的 柴 胡 (60°C, 6h) 粉末 样品 ， 过 20 Ai, PRO. 2g ， 精 密 称 定 ， 置 

于 10ml 量 瓶 中 ， 加 5%% 所 水 -甲醇 溶液 8ml， 润 湿 0. 5h， 定 容 至 刻度 ， 密 闭 ， 超 声 1h， 

4000 r/min 离心 10min， 取 上 清 液 8ml， 蒸 干 溶剂 ， 残 酒 加 甲醇 适量 溶解 ， 并 定量 转 人 

2ml 的 量 瓶 中 ， 定 容 至 刻度 ， 摇 匀 ， 用 0. 45pm 微 膜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密 吸取 上 述 混合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附注 】 伏 牛山 区 还 有 下 列 柴 胡 属 植物 也 作 柴 胡 使 用 。 

1. A RA 

多 年 生 高 大 草本 ， 高 80~150cm, MAB, K3~9em, NEE, HR. AAA 

有 2 或 3 个 有 粗 模 纹 ， 多 分 枝 。 基 生 叶 有 长 柄 ， 卵 圆 形 或 宽 披 针 形 ， 长 8~17 cm, 

宽 2. 5 一 5cm， 顶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攀 形 ， 背 面 带 粉 蓝 色 ， 有 9 一 11 个 平行 脉 ， 叶 柄 

长 9 一 26cm; 中 部 叶 无 柄 ， 卵 形 或 狭 卵 形 ， 基 部 心 形 或 耳 状 抱 荃 。 复 伴 形 花序 多 数 ， 总 

花梗 长 2 一 5 cm; BH 1 一 5 个 ， 不 等 长 ， 披 针 形 或 原形 ; 伞 辐 3 一 9 个 ;小 苞 片 5 或 

6 个 ， 披 针 形 或 宽 卵 形 ; 小 伞 形 花序 有 花 5 一 16 杀 ， 花 深 黄 色 。 果 实 长 圆 状 椭圆 形 ， 长 

4 一 7mm， 暗 褐色 ， 被 白 毛 ， 分 果 横 剖面 近 圆 形 ， 每 棱 槽 中 有 油管 3 或 4 个 ， 合 生 面 4 一 

6 条 。 花 期 7 一 8 A; 果 熟 期 8 一 9 A.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800~1500m 的 山坡 从 林 、 路 边 草丛 或 山沟 阴 湿地 。 

2. 黑 柴 胡 (小 五 台 此 胡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60cm。 根 有 分 枝 ， 黑 褐色 。 葵 丛生， 直立 或 侨 上 ， 上 部 有 叶 

具 少 数 分 枝 。 基 生 叶 密 ， 倒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连 柄 长 10 一 20 cm， 宽 1 一 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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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急 尖 或 钝 ， 有 小 凸 尖 ， 基 部 渐 狭 ， 抱 蔡 ， 有 白色 边缘 ， 有 7 一 9 条 纵 脉 ， 叶 柄 长 为 

叶片 长 的 1/2 一 3/5;， BPR ARERR, ABC, SEERA. Ob 

11~15 条 。 复 伞 状 花序 ， 总 苞 片 缺 或 1 或 2 个 ; 总 花梗 长 3 一 5cm; 伞 辐 4 一 9 AR, AE 

长 ; 小 总 苞 6 一 9 个 ， 卵 形 或 宽 卵 形 ， 长 6 一 10mm， 宽 3 一 5mm， 黄 绿色 ;小 锌 形 花 序 

有 花 约 20 条 ， 花 黄色 ; 花梗 长 1 一 2mm。 果 实 卵 形 ， 长 约 3. 5mm， 棱 边 狭 翅 状 ， 每 棱 

槽 中 有 油管 3 个 ， 合 生 面 3 或 4 个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产 于 伏 牛 山区 诸 县 ， 生 于 海拔 1400 一 2000m 的 山坡 草地 、 山 谷 、 山 项 阴 湿 处 。 

3. BORA (AH)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00cm， 无 毛 。 根 圆柱 形 ， 细 长 。 荟 单 生 ， 中 空 ， 上 部 有 分 

枝 ， 节 间 长 。 基 生 叶 有 柄 ， 披 针 形 或 狭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10 一 19cm， 宽 7~15mm, Th 

端 钝 或 近 尖 ， 有 5 一 7 脉 ;， 葵 中 部 叶 无 柄 ， 狭 卵 形 ， 顶 端 急 尖 ， 基 部 耳 状 抱 茎 ， 中 部 有 

7 一 9 tk. BRIERE AMIA, Gis; 直径 1. 5 一 4mm; 总 花梗 长 1 一 4. 5 cm, 总 区 

片 常 2 个 ， 宽 卵 状 ， 或 早 落 ; 伞 辐 5 一 10 个 ， 不 等 长 ; 小 总 苞 片 5 个 ， 纸 质 ， 椭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宽 卵 形 至 圆 形 ， 顶 端 钝 或 急 尖 ;小 伴 形 花序 有 花 9 一 15 ae, FERRE. RK 

形 ， 长 3 一 3. 5mm， 宽 2mm， 棱 具 狭 翅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产 于 伏 牛 山 诸 县 ， 生 于 海拔 1800~2000m 的 山坡 草丛 或 树林 下 。 

4. RT ae aH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45~70em, ERMAIA, WA. RA. RAR, bisa 

横 环 纹 ， 下 部 有 纵 皱 纹 ， 质 朴 松 而 脆 。 蔡 丛生 或 单 生 ， 基 部 密 覆 叶柄 残余 红色 纤维 ， 细 

圆 有 细 纵 槽 纹 ， 多 回 分 枝 ， 呈 “之 ”字形 弯曲 ， 并 呈 圆 锥 状 。 基 生 叶 倒 披 针 形 或 狭 椭圆 

Fe. RR; 中 部 叶 倒 披 针 形 或 宽 线 状 披 针 形 ,长 3 一 1lcm， 宽 0.6 一 1.6cm， 有 7 一 9 条 

纵 脉 ， 下 面具 粉 钉 。 复 伞 形 花序 的 总 花梗 细 长 ;总 苞 片 无 或 2 或 3 个 ， 狭 披 针 形 ;， 伞 辐 

4~7 个 ; 小 总 苞 片 5 个 ; 花梗 5 一 10 个 ; 花 鲜 黄色 。 双 悬 果 宽 椭 圆 形 ， 长 约 3mm， 帘 

约 2mm， 深 褐色 ， 棱 线 粗 钝 凸 出 ， 每 棱 槽 中 有 5 或 6 个 油管 ， 合 生 面 4 一 6 个 。 花 期 

7~8 A, RH 8~9 A. 

产 于 伏 牛 山 诸 县 ， 生 于 海拔 160~2250m 的 干燥 草地 、 向 阳 山 坡 、 灌 木林 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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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半 夏 为 伏 牛 山道 地 药材 《中 国道 地 药材 》 一 书 认 为 : 半 夏 历史 上 以 齐 州 、 

湖北 所 产 为 地 道 ， 近 代 以 河南 、 山 东 所 产 为 地 道 。 其 性 温 ， 味 侍 ， 有 毒 ， 归 脾 、 胃 、 肺 

经 。 具 燥 湿 化 痰 、 降 逆 止 哎 、 消 阁 散 结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痰 多 咳 跨 、 痰 饮 胶 情 、 风 痰 有 眩 

学 、 痰 厥 头痛 、 呕 吐 反 胃 、 胸 腕 癌 闷 、 梅 核 气 ， 生 用 外 治 首 肿 痰 核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的 

PA. FI. Ted. BK. HEA, 

【商品 名 】 半 夏 

CANA) HB. He. HAR. RET. KE. He. A. ah, EER 

RB. WHER. FR. 2AM. RER, MT 

【 基 原 】 和 天 南星 科 植 物 半 夏 Pimrellia ternata (Thunb. ) Breit. 的 块 葵 。 

CRED) Ree. HR 1 一 2cm， 具 须根 。 生 叶 2~5 枚 ， 有 时 工 枚 ;叶柄 

长 15 一 20cm， 基 部 具 鞘 ， 鞘 内 、 鞘 部 以 上 或 叶片 基部 有 直径 3 一 5mm 的 珠 芽 ， 珠 芽 在 

母 株 上 萌发 或 落地 后 萌芽 ;幼苗 叶片 卵 状 心 形 至 戟 形 ， 为 全 缘 单 叶 ， 长 2 一 3cm， 宽 2 一 

2. 5cm; 老 株 叶片 3 全 裂 ， 裂 片 绿色 ， 长 圆 形 、 椭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两 头 锐 尖 ， 中 裂片 长 

3 一 10cm， 宽 1 一 3cm， 侧 裂片 稍 短 ， 全 缘 或 具 不 明显 的 浅 波 状 圆 齿 ， 侧 脉 8 一 10 Xf, 

细弱 ， 细 脉 网 状 ， 密 集 ， 集 合 脉 2 圈 。 花 序 柄 长 25 一 35cm， 长 于 叶柄 ; 佛 焰 苞 绿色 或 

绿 白 色 ， 管 部 狭 圆柱 形 ， 长 1.5 一 2cm， 榴 部 长 圆 形 ， 绿 色 ， 有 时 边缘 青紫 色 ， 长 4 一 

Sem, $1. 5cem, HAHA; HEAR TERR IK 2cm， 雄 花序 长 5 一 7cm， 其 中 间 隅 3mm; 
附属 器 绿色 变 青 紫色 ， 长 6 一 10cm， 直 立 ， 或 呈 “S” 形 弯曲 。 浆 果 卵 圆 形 ， 黄 绿色 ， 

先端 渐 狭 为 明显 的 花柱 。 花 期 5 一 7 A; 果 熟 期 8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类 球形 ， 有 的 稍 偏 斜 ， 直 径 1 一 1. 5cm。 表 面 白色 或 浅黄 色 ， 

Tim A MAW ZUR. JR ARSE; PRR. Sots. MRS, RIA. 

Pte. Foe, ORE. RTT ARIE.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半 夏 适 生 于 海拔 2500m 以 下 的 阴 湿 环 境 ， 不 耐 干 
旱 ， 喜 弱 光 怕 强 光 ， 喜 温 ， 块 葵 株 芽 膨 大 期 地 温 以 18 一 20C 最 为 适宜 。 夏 季 宜 在 半 阴 

半 阳 中 生长 ， 旦 强 光 ; 在 阳光 直射 或 水 分 不 足 条 件 下 ， 易 发 生 倒 苗 。 耐 阴 ， 了 耐寒， 块茎 

能 自然 越冬 。 要 求 土 壤 湿 润 、 肥 沃 、 深 厚 ， 土 壤 含水 量 为 20% 一 30%，pH6 一 7 呈 中 性 

的 沙 质 壤土 较为 适宜 。 一 般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除 盐 碱 士 、 砾 土 、 过 沙 、 过 黏 以 及 易 积 水 

ZA A, A RELAIS AY, (ARPA IR HE Ae. HEMT 8~10°C 

HAVE, 13°CFPR A, BABA. COR, FPR SF. 15~26°C Reis AF 

夏 生 长 ，30C 以 上 生长 缓慢 ， 超 过 35C 而 又 缺 水 时 开始 出 现 倒 苗 ， 秋 后 低 于 13C 以 下 

出 现 枯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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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方法 了 】 

~~» FTE 

有 块 荟 繁 殖 、 珠 芽 繁 殖 、 种 子 繁殖 三 种 ， 但 种 子 和 珠 芽 繁 殖 当年 不 能 收获 ， 用 块 葵 

繁殖 当年 能 收获 。 

1. 块茎 繁 殖 
挖 当 年 生 的 小 块 共 用 湿 沙 土 混 拌 存放 在 阴凉 处 进行 繁殖 。 栽 植 时 间 分 为 春 、 秋 两 

季 。 春 季 3 月 ， 栽 前 浇 透 水 ， 块 荃 用 5%% 草 木 灰 液 或 50%% 多 菌 灵 1000 倍 液 或 0. 005% FH 

锰 酸 钾 液 或 食 醋 300 倍 液 浸 泡 块 荃 2 一 4h， 陈 干 后 将 块 蕉 按 大 小 分 别 栽 植 ， 行 距 16 一 
20cm， 株 距 6~10cm, 75cm, HK 2B, BtE3~5cem, HBAMBRE 750kg 左 

A, KARE 300kg 左右 。 

2. KFA 
夏 、 秋 季 利 用 叶柄 下 珠 芽 栽培 ， 行 距 10~16cm, RIB 6~10cm, FRX, BE7CHLER 

7 3~5 Ty 48 16cm, 

3. 种 子 繁殖 
此 法 于 种 苗 不 足 或 育种 时 采用 ， 从 秋季 开花 后 10 余天 佛 焰 苞 枯萎 采 收 成 熟 的 种 子 ， 

放 在 湿 沙 中 储存 ， 备 播种 。 分 春 、 秋 二 季 播 种 ， 春 天 在 做 好 的 畦 上 按 行距 10 一 13cm 开 

沟 ， 将 种 子 均匀 撒 入 沟 内 ， 覆 土 10 一 13cm， 并 盖 稻 草 保 培 ， 当 苗 高 10cm 时 定植 。 此 

外 也 有 一 种 很 粗放 的 繁殖 方法 ， 半 夏 繁 殖 力 很 强 ， 种 过 的 地 上 每 年 连绵 不 断 地 有 半 夏 生 

长 ， 所 以 不 必 另 播种 ， 加 以 管理 ， 即 可 收获 ， 但 产量 低 。 

Ta eH, 

宜 选 湿润 肥沃 、 保 水 保 肥力 较 强 、 质 地 朴 松 、 排 灌 和 良好、 呈 中 性 的 沙 质 壤土 种 植 ， 

也 可 选择 半 阴 半 阳 的 缓坡 山地 。 可 连作 2 一 3 年 。 游 洼 、 盐 碱 、 重 金属 含量 高 的 地 块 不 

宜 种 植 。 土 壤 选 好 后 ， 还 应 对 周围 的 环境 进行 考察 ，1000m 内 没有 污染 源 ， 离 交通 主 

王道 100m 以 上 ， 所 用 的 灌溉 水 应 符合 国家 农田 灌溉 水 标准 。 

三 、 整 地 

地 选 好 后 ， 于 10 一 11 月 深 翻 土地 20cm 左右 ， 除 去 石 砾 及 杂 草 ， 使 其 风化 熟化 。 

半 夏 生长 期 得， 基肥 对 其 有 着 重要 的 作用 ， 结 合 整地 ， 每 亩 施 和 发酵 好 的 帮 肥 或 堆肥 

2000kg， 过 磷酸 钙 50kg， 翻 和 人 土 中 作 基 肥 。 播 前 再 耕 翻 一 次 ， 然 后 整 细 友 平 ， 做 宽 
1. 3m AYE, HEYA SE 40cm, 

四 、 药 剂 拌 种 

人 工 栽培 半 夏 的 病虫害 以 预防 为 主 ， 治 疗 为 辅 ， 一 旦 发 现 有 病虫害 发 生 ， 治 疗 起 来 

相当 麻烦 ， 不 但 影响 半 夏 的 生长 ， 同 时 容易 产生 农药 残留 ， 增 加 成 本 。 所 以 ， 播 种 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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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葵 处 理 非 常 重要 ， 慎 选 药 物 和 剂量 及 方法 ， 切 不 可 大 意 和 马虎 。 

Th. fer 

催芽 栽种 并 加 盖 地 膜 不 仅 使 半 夏 早出 苗 ， 增 加 了 30 余天 的 生育 期 ， 而 且 还 能 保持 
土壤 整地 时 的 疏松 状态 ， 促 进 根系 生长 ， 使 半 夏 的 根 粗 长 ， 根 系 扩大 ， 增 强 抗旱 防 倒 苗 

能 力 。 

六 、 和 栽种 

1. 栽种 时 间 
不 同 地 区 栽种 时 间 不 尽 相 同 ， 黄 淮 地 区 一 般 在 雨水 至 惊 故 栽种 最 宜 ， 无 冻害 的 南方 

可 冬季 栽培 ， 西 北部 地 区 的 栽种 时 间 可 适当 推迟 。 总 之 ， 适 时 早 播 并 采取 有 效 措 施 ， 可 

使 半 夏 叶柄 在 土 中 横生 并 长 出 珠 芽 ， 在 土 中 形成 的 珠 芽 个 大 ， 并 能 很 快 生 根 发 芽 ， 形 成 
一 棵 新 植株 ， 并 且 产 量 高 。 

2 栽种 方法 
在 整 细 破 平 的 备 播 畦 面 上 开 横 沟 条 播 。 把 已 分 级 的 大 小 种 葵 分 开播 种 ， 一 级 种 茎 行 

株距 较 稀 ， 播 种 较 深 ; 依 此 类 推 ， 四 级 种 葵 行 株距 较 密 ， 种 植 较 浅 。 揪 后， 上面 施 一 层 
混合 肥 土 ， 由 腐熟 堆肥 和 展 肥 加 人 畜 肥 、 草 土 灰 等 混 拌 均匀 而 成 ， 最 后 覆土 稍 低 于 地 面 
即 可 〈 也 可 采用 现实 新 技术 半 机 械 化 播种 ， 一 次 完成 ， 可 提高 效率 80%) 。 

3. 喷洒 除草 剂 
由 于 半 夏 生长 期 间 杂 草 较 多 ， 尤 其 是 在 苗 期 ， 往 往 是 看 不 见 半 和 夏 只 见 草 ， 所 以 ， 半 

夏 播种 完成 后 ， 马 上 喷洒 半 夏 专用 除草 剂 ， 并 立即 盖 上 地 膜 ， 可 有 效 防治 杂 草 的 危害 ， 

特别 对 禾 本 科 杂 草 的 防治 效果 可 达 100% 。 

4. 覆盖 地 膜 
喷洒 除草 剂 后 要 立即 盖 上 地 膜 ， 所 用 地 膜 可 以 是 普通 农用 地 膜 〈 厚 0. 014mm)， 也 

可 以 用 高 密度 地 膜 (CO. 008mm) 。 地 膜 宽度 视 畦 的 宽窄 而 定 。 盖 膜 三 人 一 组 ， 先 从 畦 的 
PUSE IMMA FT — A 8cm 左右 深 的 沟 ， 深 浅 一 致 ， 一 人 展 膜 ， 二 人 同时 在 两 侧 拉 紧 地 膜 ， 

平整 后 用 土 将 膜 边 压 在 沟 内 ， 均 匀 用 力 ， 使 膜 平 整 紧 贴 畦 十 上 ， 用 土 压 实 。 

七 、 田 间 管 理 

1. 揭 掉 地 膜 
半 夏 出 苗 后 ， 待 苗 高 2 一 3cm 时 ， 应 及 时 “ 破 膜 放 苗 ”， 或 苗 出 齐 后 揭 去 地 膜 ， 以 

防 膜 内 温度 过 高 ， 烤 伤 小 苗 。 

2. F Hah + 

半 夏 植株 矮小 ， 在 生长 期 间 要 经 常 松 土 除草 ， 避 免 草 荒 。 同 时 ， 中 耕 还 可 破除 土壤 

板结 ， 增 加 土壤 的 透气 性 ， 对 半 夏 的 生长 非常 有 利 。 一 般 中 耕 深度 不 要 超过 5cm， 避 免 

伤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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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除 花草 
为 了 使 养分 集中 于 地 下 块 葵 ， 促 进 块 荃 的 生长 ， 有 利 增产 ， 除 留 种 外 ， 应 把 抽出 的 

花蕾 分 批 摘除 。 

4. 水 肥 管 理 

半 夏 喜 湿 怕 旱 ， 无 论 采 用 直播 或 套种 ， 在 播种 前 都 应 浇 一 次 透水 ， 以 利 出 苗 。 出 苗 

前 后 不 宜 再 涛 ， 以 免 降 低地 温 。 立 夏 前 后 ， 天 气 渐 热 ， 半 夏 生 长 加 快 ， 干 旱 无 十 时 ， 可 

根据 丧 情 适当 浇 水 。 浇 后 及 时 松 土 。 夏 至 前 后 ， 气 温 逐 渐 升 高 ， 干 旱 时 可 7 一 10d ek 

一 次 。 处 时 后， 气温 渐 低 ， 应 逐渐 减少 浇 水 量 。 经 常 保持 栽培 环境 阴凉 而 又 湿润 ， 可 延 

长 半 夏 生长 期 ， 减 少 倒 苗 ， 有 利于 光合 作用 ， 多 积累 干 物质 。 因 此 ， 加 强 水 肥 管 理 ， 是 

半 夏 增产 的 关键 。 除 施 足 基肥 外 ， 生 长 期 追肥 4 次 。 第 工 次 于 4 月 上 旬 齐 苗 后 ， 每 亩 施 

人 人 1:3 的 人 畜 数 水 1000kg; 第 2 次 在 5 月 下 旬 珠 芽 形 成 期 ， 每 亩 施用 人 畜 凑 水 

2000kg; 第 3 次 于 8 月 倒 苗 后 ， 当 子 半 夏 露出 新 芽 ， 母 半 夏 脱 壳 重 新 长 出 新 根 时 ， 用 

1: 10 的 姜 水 泼 炭 ， 每 半月 一 次 ， 至 秋 后 逐渐 出 苗 ; 第 4 次 于 9 月 上 旬 ， 半 夏 全 苗 齐 苗 

时 ， 每 亩 施 人 腐熟 饼肥 25kg、 过 磷酸 钙 20kg、 尿 素 1lO0kg. AWK A BAEK, A 

利于 保持 土壤 湿润 ， 促 进 半 夏 生 长 ,起 到 增产 的 作用 。 若 遇 久 晴 不 雨 ， 应 及 时 灌水 ， 若 

雨水 过 多 ， 应 及 时 排水 ， 避 免 因 田间 积 水 造成 块茎 腐 烂 。 

5. 培土 

RATE L PA BEAR AS, 6~8 月 ， 有 成 熟 的 珠 芽 和 种 子 陆 续 落 于 地 上 ,， 此 时 要 

进行 培土 ， 从 畦 沟 取 细 土 均匀 地 撒 在 畦 面 上 ， 厚 为 1 一 2cm。 追 肥 培土 后 无 雨 ， 应 及 时 

效 水 。 一 般 应 在 芒种 至 小 暑 时 培土 两 次 ， 使 之 萌发 新 株 。 二 次 培土 后 行 间 即 成 小 沟 ， 应 

经 常 松 土 保 丧 。 半 夏 生长 中 后 期 ， 每 10d 根 外 喷 施 一 次 0.2%% 磷 酸 二 氧 钾 或 三 十 烷 醇 ， 

有 一 定 的 增产 效果 〈 李 西 文 等 ，2005) 。 

【 采 收 加 工 】 

1. KU 
(1) 适时 刨 收 。 半 夏 的 收获 时 间 对 产量 和 产品 质量 影响 极 大 。 适 时 刨 收 ， 加 工 易 脱 

皮 、 干 得 快 、 商 品 色 白粉 性 足 、 折 于 率 高 。 刨 收 过 早 ， 粉 性 不 足 ， 影 响 产 量 。 刨 收 过 晚 

不 仅 难 脱皮 、 晒 干 慢 ， 而 且 块 茎 内 淀粉 已 分 解 ， 加 工 的 商品 粉 性 差 、 色 不 白 ， 易 产生 

“EP” (Filth), ， 质 量 差 ,产量 更 低 。 倒 苗 后 再 人 刨 收 ， 费 工 3 倍 还 多 。 山 东 菏 泽 市 润 

康 中 药材 研究 所 多 年 人 工 栽 培 半 夏 研究 结果 表明 ， 半 夏 的 最 佳 刨 收 期 应 在 秋天 温度 降低 

于 13C 以 下 ， 叶 子 开 始 变 黄 绿 时 人 刨 收 为 宜 ;， 黄 淮 地 区 气温 13C 正 为 “秋分 ”前 后 ; 长 

江 流域 要 根据 气温 差别 适当 向 后 推迟 ;东北 各 地 气温 偏 低 ， 要 适当 提前 刨 收 。 

(2) 刨 收 方法 。 在 收获 时 ， 如 土壤 湿度 过 大 ， 可 把 块茎 和 土壤 一 齐 先 人 刨 松 一 下 ， 让 

其 较 快 地 蒸发 出 土壤 中 水 分 ， 使 土壤 尽快 变 干 ， 以 便于 收 刨 。 刨 收 时 ， 从 畦 一 头 顺 行 用 

爪 钓 或 铁 锁 将 半 夏 整 棵 带 叶 翻 在 一 边 ， 细 心地 拣 出 块茎 。 倒 苗 后 的 植株 掉 落 在 地 上 的 珠 

芽 应 于 人 刨 收 前 拣 出 。 刨 收 后 地 中 遗留 的 枯 叶 和 残 枝 应 拣 出 烧 掉 ， 以 减轻 翌年 病虫害 的 

发 生 。 

2. me 

(1) 发 酵 。 将 收获 的 鲜 半 夏 块 葵 堆 放 于 室内 ， 厚 度 50cm, HEI 15~20d,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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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半 夏 外 皮 稍 腐 ， 用 手轻 搓 外 皮 易 掉 ， 即 可 。 

(2) 去 皮 。 将 发 酵 后 的 半 夏 块 蔡 用 筛 分 出 大 、 中 、 小 三 级 。 数 量 少 的 可 采用 人 工 去 

皮 ， 其 方法 是 ， 将 半 夏 块茎 分 别 装 人 编织 袋 或 其 他 容器 内 ， 水 洗 后 ， 脚 穿 胶 凌 踏 踩 或 用 

KG SHEE 10min， 倒 在 筛 子 里 用 水 漂 去 碎 皮 ， 未 去 净 皮 的 拣 出 来 再 搓 ， 直 至 全 部 

AGA IE. MRRKWRALE IA. RAB CR UREN”) 仍 有 一 小 圆 块 透明 的 “ 蔷 

子 ” 时 ， 量 少 可 用 手 剥 去 ， 量 多 再 装 袋 搓 掉 ， 直 至 半 夏 块 共 全 部 呈 纯 白色 为 止 。 面 积 较 

大 的 半 夏 基地 ， 可 采用 机 械 脱 皮 。 

(3) 和 干燥。 脱皮 后 的 半 夏 需要 马上 了 晒 ， 在 阳光 下 暴晒 最 好 ， 并 不 断 翻 动 ， 晚 上 收 

回 平 摊 于 室内 上 晾 干 ， 次 日 再 取出 晒 至 全 和 干 ， 即 成 商品 。 如 半 夏 数量 较 大 ， 最 好 建 肤 

房 ， 随 脱皮 ， 随 烘 干 ， 烘 干 时 用 无 烟火 ， 温 度 35 一 60C， 不 时 翻动 ， 力 求 干燥 均匀 ， 

其 加 工 的 半 夏 商品 质量 较 好 〈 刘 承 训 ，2008) 。 

【化 学 成 分 】 

1. 生物 碱 类 
左旋 麻黄 碱 (sanedrine) (yamamoto. 下 ，1991)、 胆 碱 (sinkaline), 1-FRETPR (1- 

ephedrine) (大 盐 春 治 ，1978)、- 胸 # (thymidine) ( tL FF IE #, 1997), & 

(guanosine) (FERPIE5L“, 1987). KBIEK BA 〈carnine) 。 

2. 挥发 油 类 
el A 〈anethole) 、 柠 檬 醛 Ccitral), 3-27 BEA sE-5- HER EM (3-acetyl-amino- 

5-methylisoxazole), J £2, #s dE RK (buthylene ther)、3- 甲 基 - 二 十 烷 (3-methyleico- 

sa), 、 棕 榈 酸 乙 酯 (ethylpalmitate), 1-4 (l-octene) 等 65 个 挥发 油 成 分 “〈 王 锐 等 ， 

1995 dw - 

3. 有 机 酸 类 
亚 油 酸 〈linoleic acid) 、 十 六 烷 酸 Chexadecanoic acid) 、8- 十 八 碳 烯 酸 (8-octade- 

cenoic acid) 、 油 酸 (oleic acid) 、9- 氧 代 壬 酸 (9-oxononanoic acid) 、 十 五 烷 酸 (penta- 

decanoic acid)、9- 十 六 碳 烯 酸 (9-hexadecenoic acid) 、 十 七 烷 酸 (heptadecanoic acid)、 

hE AGH Coctadecanoic acid) 、11- 二 十 碳 烯 酸 (1l-eicosenoic acid) 、 花 生 酸 (eicosanoic 

acid) 、10,13- 二 十 碳 二 烯 酸 (10,13-eicosadienoic acid), LTH 〈docosanoic acid), HF 

珀 酸 (succinic acid) 、 棕 榈 酸 (palmitic acid) 等 有 机 酸 〈( 张 科 卫 等 ，2002) (AEE, 
2003). 

4. 氨基 酸 类 
PAR. 2ARM. CAR. HAR. AAR. SAR. ZAM. FRAR,. KA 

BM. AAARM. MAR. AAR. HAMS 16 种 氨基 酸 ， 其 中 7 种 为 人 体 必 需 氮 基 酸 

( 李 先 端 等 ，1990) 。 | 

5. 蛋白 质 类 
陶 宗 晋 从 半 夏 的 鲜 汁 中 分 离 的 分 子 质量 为 44 000Da 的 半 夏 和 蛋白， 不仅 能 凝集 红 细 

胞 ， 还 能 凝集 其 他 类 型 的 细胞 。Kurata 报道 ，6KDP 是 半 夏 块 荃 中 的 一 种 主要 蛋白 质 ， 

具有 类 似 凝集 素 的 作用 ， 能 止 呕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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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 机 元 素 类 
fa. PR. Bh. BR. BP. PA. GK. fl. DR. FA. FR. Soc. 

be edhe 
阿尔 廷 醇 Ccycloartenol) 〈 何 萍 等 ，2005) ， 草 醒 类 大 黄 酚 (chrysophanol) (4% 

‘iat 2007) ， 葵 酚 类 邻 二 羟基 苯酚 (benzene-1,2-diol) 、 对 二 羟基 苯酚 Chenzene-1, 4- 

diol) ， 酯 类 正 十 六 碳酸 -1- 甘 油 酯 〈hexadecanoic acid glyceryl ester) 等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Baill 

取 本 品 粉 未 1g， 加 甲醇 10ml， 加 热 回 流 30min， 过 滤 ， 滤 液 挥 至 约 0. 5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精 氨 酸 、 丙 氨 酸 、 纺 氨 酸 、 亮 氨 酸 对 照 品 ， 加 70 丸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img 的 混合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 

KV B) 试验 ， 吸 取 供 试 品 溶液 5 由 、 对 照 品 溶液 1x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正 丁 醇 - 冰 乙 酸 -水 (8 : 3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th, BR, MELE AMAR, Ze 105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含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磷酸 盐 适 量 

配制 成 50mmol/L 的 溶液 ， 用 磷酸 调 pH 至 2. 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210nm。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琥 珀 酸 标 准 品 适量 ， 加 水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4mg 

的 混合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样品 粉 未 〈 过 3 Si) 12g， 精 密 称 定 ， 置 于 干燥 的 三 

角 烧 瓶 中 ， 准 确 加 入 60ml 石油 醚 ， 超 声 提取 30min， 过 滤 ， 滤 弃 石 油 栈 ， 粉 末 挥 干 石 

WHE, TILA 60ml 95% 乙 醇 ， 超 声 提取 30min， 过 滤 ， 残 酒 再 加 入 40ml 95%% 乙 醇 两 次 ， 

分 别 超声 提取 20min， 过 滤 ， 合 并 滤液 ， 回 收 乙 醇 至 干 ， 残 酒 加 适量 的 纯化 水 溶解 并 定 

容 至 2. 0ml1，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Onl, GEAR EI, 

we, BNE. 

【附注 】 

掌 叶 半 夏 “天 南星 PizrelLia pedatisecta Schott 的 干燥 块茎 。 原 植物 块 蕉 近 圆 球形 ， 

直径 可 达 4cem, MAH, Al, K5~6cem; 块 荟 四 旁 常生 若干 小 球茎 。 叶 1 一 3 枚 或 更 

多 ， 叶 柄 长 20 一 70cm， 下 部 具 鞘 叶片 鸟 足 状 分 裂 ， 裂 片 6 一 11 枚 ， 披 针 形 ， 渐 尖 ， 

基部 渐 犹 、 槐 形 ， 中 裂片 长 15 一 18cm， 宽 3cm， 两 侧 裂片 依次 短小 ， 最 外 的 有 时 长 仅 

4~5cm， 侧 脉 6 或 7 对 ， 离 边缘 3 一 4mm 处 弧 曲 ， 连 结 为 集合 脉 ， 网 脉 不 明显 。 花 序 

柄 长 20 一 50cm， 直 立 ; 佛 焰 苞 淡 绿色 ， 管 部 长 圆 形 ,长 2 一 4cm， 宽 约 lcm， 向 下 渐 收 

缩 ， 檐 部 长 披 针 形 ， 锐 尖 ,， 长 8 一 15cm， 基 部 展 平 ， 宽 15cm; 雌 肉 穗花 序 长 1.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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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m; 雄花 序 长 5 一 7cm; 附属 器 黄 绿色 细 线 形 ， 长 10cm, Hw BMS “S” FB HH. 

浆果 卵 圆 形 ， 绿 色 至 黄白 色 ， 小 ， 藏 于 宿 存 的 佛 焰 苞 管 部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1 A. 

【主要 参考 文献 】 

大 盐 春 治 . 1978. Isolation of Lephedrine from “Pinelliae Tuber”.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26 (7): 2096 

丁 宝 章 ， 王 遂 义 .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第 四 册 . 郑州: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 329, 330 

何 萍 ， 李 帅 ， 王 素 娟 等 . 2005. 半 夏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 PH PARE, 30 (9): 671~674 

李 西 文 ， 马 小 军 ， 宋 经 元 等 . 2005. 半 夏 规范 化 种 植 、 采 收 研 究 . 现代 中 药 研 究 与 实践 ，19 (2): 29~34 

李 先 端 ， 胡 世 林 ， 杨 连 菊 . 1990. 半 夏 类 药材 氨基 酸 和 无 机 元 素 分 析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15 (10): 37, 38 

刘 承 训 . 2008. 半 夏 的 种 植 管理 与 加 工 . 四 川 农业 科技 ，7: 40 

ER, Herm, BA.1995. 中 药 半 夏 挥 发 油 成 分 的 研究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30 (8): 457~459 

Ris, KAD, SHE . 2003. 半 夏 的 化 学 成 分 研究 . 中 草药 ，34 (7): 593, 594 

杨 虹 ， 俞 桂 新 ， 王 峥 涛 等 . 2007. 半 夏 的 化 学 成 分 研究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42 (2): 99 一 101 

张 科 卫 ， 吴 卑 ， 吴 露 次 . 2002， 半 夏 药 材 中 脂肪 酸 的 研究 . 南京 中 医药 大 学 学 报 ，18 (5): 291, 292 

鹿野 美 弘 ， 有 元 良 帜 子 ， 赵 昌 代 等 . 1987. 小 半 夏 加 茯苓 汤 扫 他 为 [ 半 夏 ] 0 指标 物质 . 生 药学 杂志 ，41 (4): 282 

FLBF IEE . 1997. Active priciples of Pinelliae tube and new preparationof crude drug. Journal of Trational Medicines, 

14 (2): 81 

Yamamoto F. 1991.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s containing radicalremovers as antioxidants. CA, 114: 88687 

a 
Duzhong 

CORTEX EUCOMMIAE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志 药材 〈 灵 宝 杜 仲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主治 腰 养 疼 ， 补 中 ， 益 精 气 ， 坚 筋骨 ， 强 志 ， 除 阴 下 痒 湿 、 小 便 余 沥 。 久 服 轻 身 不 

老 ”。 我 国明 代 伟 大 的 药学 家 李时珍 在 其 所 著 《 本 草 纲 目 》 中 称 :“ 杜 仲 皮 色 紫 ， 味 甘 微 

壮 ， 其 性 温 平 ， 甘 温 能 补 ， 微 辛 能 润 ， 故 能 人 肝 而 补肾 。 盖 肝 主 筋 ， 肾 主 骨 ， 肾 充 则 骨 

oe; 肝 充 则 筋 健 ， 能 使 筋骨 相 著 。 治 腰 膝 酸痛 、 安 胎 等 症 .” 以 上 记载 说 明 ， 我 国医 学 

家 很 早 便 发 现 杜仲 有 独特 的 强 筋 、 壮 骨 及 安 胎 的 功效 ， 并 已 广泛 用 于 临床 。 

伏 牛 山 有 丰富 的 杜仲 资源 ， 在 灵 宝 岗 县 、 认 川 、 汝 阳 、 南 召 、 镇 平 、 内 乡 、 西 峡 等 

地 区 较 集 中 。 被 誉 为 “中 原 杜 仲 第 一 县 ”的 汝 阳 ， 杜 仲 面积 达 22 万 亩 ，3455 万 株 ， 年 

产 皮 量 达 74 万 kg。 镇 平 县 也 是 杜仲 的 传统 产地 ， 目 前 种 植 面 积 达 1.4 万 库 ， 约 2000 
万 株 ， 年 产 杜 仲 皮 215t， 杜 仲 叶 1100t。 

伏 牛 山区 所 产 杜仲 加 工 后 张大 、 皮 细 、 肉 厚 ， 不 但 横断 面 胶 丝 绵长 ， 而 且 纵 断 面 也 

富 弹 性 胶 丝 ， 品 质 优 良 。 近 些 年 ， 河 南 省 洛阳 市 林业 科学 研究 所 对 杜仲 优良 无 性 系 的 生 

长 量 、 产 皮 量 、 产 叶 量 及 主要 成 分 进行 了 全 面 测 定 和 统计 分 析 ， 选 育 出 华 仲 1 号 、 华 仲 

2 号 、 华 仲 3 号 、 华 仲 4 号 、 华 仲 5 号 优良 新 品种 。 这 5 个 新 品种 生长 迅速 ， 遗 传 增 益 

明显 ， 有 效 成 分 含量 高 ， 抗 逆 性 强 ， 比 普通 杜仲 产 叶 量 提 高 42. 6% 一 62.7% ， 产 皮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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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151. 8 妈 一 214. 8% ， 树 皮 、 树 叶 有 效 成 分 也 明显 高 于 普通 杜仲 。 

【商品 名 】 杜 促 

【别名 了 丝 连 皮 、 扯 丝 皮 、 丝 棉 皮 、 玉 丝 皮 、 思 仲 

【 基 原 】 杜 仲 科 植物 杜仲 的 干燥 树 皮 。 

【 原 植 物 】 伏 牛山 区 杜仲 按 其 干 皮 开 裂 的 性 状 ， 分 为 4 种 类 型 。 

1) 深 纵 裂 型 : 树 皮 呈 灰色 ， 干 皮 粗 糙 ， 具 较 深 纵 裂 纹 ， 横 生 皮 和 孔 极 不 明显 ， 皮 部 

占 整个 皮 厚 的 64. 2% 。 肉 花期 4 月 上 旬 至 4 月 下 旬 ， 柱 头 2 裂 ， 向 两 侧 伸展 量 “V?” 

形 ; 雄花 期 3 月 中 旬 至 4 APA, CEE eA RHE. ES 8 一 10 te. WRIA. K 

3.5cm， 宽 1. 2cm。 果 10 月 中 旬 成 熟 。 经 液 相 色谱 分 析 ， 王 皮 中 主要 降 压 成 分 松 酯 醇 

二 葡萄 糖苷 含量 为 0.09% 。 

2) 浅 纵 裂 型 : 树 皮 浅 灰色 ， 王 皮 仅 具 很 浅 纵 裂纹 ， 可 见 较 明 显 的 横生 皮 扎 ， 木 栓 

层 很 薄 ， 韦 皮 部 占 整 个 皮 厚 的 98. 6% 。 雄 花期 3 月 中 旬 至 4 APA, EERE 

HE, WERE 7 一 10 枚 。 干 皮 中 松 酯 醇 二 葡萄 糖苷 含量 为 0. 3%% 。 

3) AR: 树 皮 呈 上 暗 灰色 ， 干 皮 较 粗糙 ， 呈 龟 背 状 开裂 。 横 生 皮 和 孔 不 太 明 显 ， 超 

皮 部 占 整个 皮 厚 的 66.7% 。 雄 花期 4 月 上 旬 至 5 月 上 旬 。 柱 头 2 裂 ， 向 两 侧 伸展 反 曲 

呈 “V ” 形 ; 雄花 在 苞 腋 内 簇生。 花期 3 月 上 旬 至 4 月 上 旬 ， 雄 划 6 一 10 枚 ， 翅 果 宽 椭 

圆 形 , 长 3.5cm， 宽 1.1cm。 果 10 月 下 旬 成 熟 ， 干 皮 中 松 酯 醇 二 葡萄 糖苷 含量 

70.12%. 

4) 光 皮 型 : 树 皮 呈 灰白 色 ， 王 皮 光 滑 ， 横 生 皮 孔明 显 且 多 ， 韦 皮 部 占 整个 皮 厚 的 

98% 。 雌 花期 4 月 上 旬 至 4 月 下 旬 ， 柱 头 2 裂 ， 向 两 侧 伸展 反 曲 ， 呈 宽 “V” 形 ， 雄 花 

期 3 月 中 旬 至 4 月 中 旬 ， 雄 蕊 7 一 10 枚 ， 翅 果 呈 椭圆 形 , 长 3.5cm， 宽 1. lcm。 果 10 

月 中 旬 成 熟 。 干 皮 中 松 酯 醇 二 葡萄 糖苷 含量 为 0.10% 。 统 计 4 个 类 型 中 ， 以 深 纵 裂 型 

数量 最 多 ， 占 80% 强 ， 其 次 是 光 皮 型 ， 占 10%， 再 次 是 浅 纵 裂 型 ， 占 6%， 分 布 最 少 

的 是 龟 裂 型 ， 不 足 4%%。 

【药材 性 状 】 王 燥 树 皮 为 平坦 的 板 片 状 或 卷 片 状 ， 大 小 厚薄 不 一 ， 一 般 厚 3 一 

10mm， 长 40 一 100cm。 外 表面 灰 棕色 ， 粗 料 ， 有 不 规则 纵 裂 槽 纹 及 斜 方形 横 裂 皮 和 孔 ， 

有 时 可 见 淡 灰 色 地 衣 斑 。 但 商品 多 已 削 去 部 分 料 皮 ， 故 外 表面 淡 棕色 ， 较 平滑 。 内 表面 

光滑 ， 暗 紫色 。 质 脆 易 折断 ， 断 面 有 银白 色 丝 状 物 相连 ， 细 密 ， 略 有 伸缩 性 。 气 微 ， 味 

稍 若 ， 嚼 之 有 胶 状 残余 物 。 以 皮 厚 而 大 、 糙 皮 刮 净 、 外 面 黄 棕色 、 内 面 黑 褐色 而 光 、 折 

断 时 白 丝 多 者 为 佳 。 皮 薄 、 断 面 丝 少 或 皮 厚 带 粗 皮 者 质 次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抚育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了 

—, ERR PME 

杜仲 根系 发 达 ， 主 根 长 可 达 1. 35m， 侧 根 、 支 根 分 布 范围 可 达 9m， 但 主要 分 布 在 

地 表层 5 一 30cm， 并 向 着 湿润 和 肥沃 处 生长 。 植 株 萌芽 力 极 强 ， 休 眠 芽 因 受 机 械 损伤 常 

可 萌发 。 初 期 树 生 长 速度 较为 缓慢 ， 速 生 期 出 现在 10 一 20 4F; 20~35 年 树 的 年 生长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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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FURL. WERE KR RAESE 15 一 25 年 ，25 一 45 年 渐 缓 ， 其 后 几乎 停 

滞 。 树 皮 的 生长 过 程 基本 上 与 胸径 生长 过 程 一 致 ， 树 皮 产 量 随 树龄 变化 而 异 ， 同 时 受 环 

境 条 件 影响 。 杜 仲 喜光 ， 对 土壤 、 气 温 要 求 不 严 ， 在 气温 一 20C 时 可 安全 越冬 。 但 在 湿 

润 、 温 度 较 高 的 地 区 生长 发 育 较 快 ， 而 南方 冬季 气温 过 高 ， 缺 乏 冬 眠 所 需 的 低温 条 件 ， 

则 对 生长 发 育 不 利 。 种 子 有 一 定 的 休眠 特性 ， 经 8~ 10°C 低温 层 积 50 一 70d， 发 芽 率 可 

达 90% 左 右 ， 种 子 寿命 较 短 ， 一 般 不 超过 1 年 ， 干 燥 后 更 易 失 去 发 芽 能 力 ， 故 种 子 采 

收 后 宜 即 行 播种 。 花 期 3 一 5 月 ， 果 期 9 一 11 月 〈 杨 得 坡 等 ，1999) 。 

二 、 生 长 条 件 

杜仲 对 温度 的 适应 能 力 很 强 ， 在 河南 能 耐 44C 高 温 ， 休 眼 期 可 耐 一 23. 6Y 的 低温 。 

但 杜仲 幼 树 及 苗木 新 梢 耐寒 能 力 差 ， 在 冬季 往往 出 现 冻害 ， 部 分 新 梢 出 现 抽 干 现象 。 杜 

仲 引 种 到 我 国 南 方 热带 地 区 ， 生 长 情况 很 差 ， 且 病虫害 较 多 。 原 因 可 能 是 该 地 区 冬季 温 

度 较 高 ， 不 能 满足 杜仲 冬季 休眠 阶段 对 低温 的 要 求 。 | 

杜仲 属 喜光 树种 ， 只 有 在 强 光 、 全 光 条 件 下 才能 良好 生长 。 在 其 他 立地 条 件 相同 的 

情况 下 ， 其 生长 状况 为 孤立 木 优 于 散 生 本 ， 散 生 木 又 优 于 林 缘 木 ， 林 缘 木 又 优 于 林内 

本。 不 同 地 形 条 件 下 ， 山 阳 坡 、 半 阳 坡 的 杜仲 树 要 比 山 阴 坡 生长 得 好 。 在 林内 郁 闭 度 高 

的 地 方 ， 树 冠 狭小 ， 树 叶 薄 且 色 浅 ， 树 冠 下 方 枯 枝 多 ， 直 径 生 长 量 小 ， 树 皮 薄 且 质 量 

差 ， 同 时 结果 量 少 且 品质 差 。 

杜仲 为 深 根 系 树种 ， 具 有 了 耐 干旱 的 能 力 。 但 水 边 、 路 旁 的 植株 较 生 长 在 干旱 地 带 的 

长 势 旺 。 伏 牛山 年 降水 量 为 600~1200mm， 为 杜仲 的 生长 发 育 提 供 了 和 良好 的 条 件 。 

杜仲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格 ， 在 轻 酸 性 土 〈 红 壤 、 黄 红壤 、 黄 壤 、 黄 棕 壤 、 紫 壤 ) 

Rete GRA. Aye. FRAG) 都 能 生长 。 其 中 以 深厚 、 肥 沃 的 壤土 、 

沙壤土 及 砾 质 壤土 生长 最 好 。 杜 仲 对 土壤 酸碱度 适应 较 广 ,在 pH 5.0 一 8.4 的 微 酸 、 

微 碱 性 土壤 上 均 能 正常 生长 ， 但 在 pH 小 于 5. 0 的 强酸 性 土壤 上 则 生长 很 差 ， 甚 至 不 能 

存活 。 

杜仲 峻 雄 异 株 ， 春 天 的 微风 天 气 对 杜仲 的 传粉 具有 重要 意义 。 由 于 杜仲 根系 发 达 ， 

且 主 干 木质 坚硬 ， 故 在 大 风 天 气 下 较 抗 风 倒 和 风 折 。 但 杜仲 叶 形 大 ， 枝 叶 生长 茂盛 ， 遇 

到 6 级 以 上 大 风 时 ， 树 枝 易 被 折断 ， 故 利用 杜仲 在 平原 地 区 营造 林 网 时 ， 要 进行 多 行 配 

置 ， 以 增强 树 株 群 体 抗 风 的 能 力 。 在 北方 冬季 多 风 的 地 区 ， 容 易 使 当年 生 枝 梢 发 生 抽 干 

现象 ， 影 响 来 年 春季 的 生长 。 

三 、 基 地 上 自然 条 件 

暖 温 带 大 陆 性 季风 气候 ， 光 照 充 足 ， 气 候 温 和 ， 四 季 分 明 ， 年 平均 日 照 时 数 

2177. 3h， 日 照 百 分 率 达 49%， 年 平均 气温 14C， 平 均 降 雨量 690mm， 全 年 无 霜 

期 213d。 

四 、 土 壤 肥力 

杜仲 为 垂直 根系 ， 喜 土 层 深厚 、 肥 沃 的 土壤 。 在 过 于 贫 交 或 土 层 较 薄 或 过 于 黏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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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 性 差 的 土壤 上 均 生 长 不 良 。 在 过 于 将 薄 、 干 燥 、 酸 性 过 强 的 土壤 中 生长 时 ， 还 常会 

发 生生 理 病 害 ， 造 成 项 芽 、 主 梢 枯萎 ， 叶 片 调 落 ， 生 长 停 清 ， 甚 至 全 株 黄 蓉 。 因 此 ， 最 

适宜 杜仲 生长 的 土壤 应 为 土 层 深厚 、 土 质 玻 松 、 肥 沃 、 湿 润 、 排 水 良好 、 酸 碱 度 适 中 
(pH W5~7.5) 的 土壤 ， 土壤 质地 以 沙 质 壤 土 和 砾 质 壤 土 为 最 好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根据 杜仲 树种 对 各 地 条 件 的 要 求 及 便于 生产 经 营 的 目的 ， 地 址 选择 应 注意 以 下 几 方 

fi: 土壤 要 深厚 、 肥 沃 ， 有 机 质 丰 富 ， 土 壤 质 地 以 壤土 或 沙壤土 为 宜 ， 尽 量 避 开 质 地 黏 

重 的 土壤 。 土 壤 酸碱度 在 pH5. 5 一 8. 5 为 宜 。 杜 仲 可 耐 轻 度 的 土壤 盐 碱 ， 在 轻 度 盐碱地 

上 仍 能 生长 良好 。 山 丘 地 区 要 选择 土 层 深厚 的 地 方 ， 土 层 厚度 不 应 低 于 50cm。 山 区 应 

选 在 山坡 的 中 下 部 ， 坡 度 不 宜 大 于 20 。 干 旱 的 北方 宜 选 阴 坡 ， 多 雨 的 南方 宜 选 阳 坡 。 

平原 地 区 要 有 灌溉 条 件 和 排涝 设施 ， 能 保证 春 旱 能 兰 ， 夏 水 能 排 。 要 避 开 无 排 涛 条 件 的 

涝 洼地 。 平 原 地 区 地 下 水 位 宜 在 2m 以 下 。 山 区 最 好 能 靠近 水 库 ， 以 便 春 旱 严 重 时 能 进 

行 效 水 。 交 通 方便 ， 便 于 经 营 管理 。 

整地 是 一 项 非常 重要 的 基础 工作 。 通 过 整地 可 有 效 地 下 松 土壤 ， 加 厚 土 层 ， 清 除 杂 

草 及 石 块 ， 增 加 土壤 鞋 水 保 丧 能 力 ， 扩 大 地 下 根系 营养 面积 ;为 树木 根系 生长 创造 一 个 

良好 的 环境 ， 确 保 整个 树 体 的 旺盛 生长 。 

山 丘 地 区 营造 杜仲 ， 应 提倡 梯田 内 挖 栽植 坑 的 整地 方法 ， 这 样 既 能 保持 水 土 ， 又 能 

局 部 控 大 穴 ， 满 足 植 株 根系 的 需要 。 尤 其 在 干旱 的 北方 山区 ， 这 种 整地 方法 则 更 为 适 

合 。 具 体 整地 方法 是 ， 在 山坡 上 先 修好 宽度 为 1.5 一 3m 的 反 坡 梯田 《梯田 坡 向 与 山坡 

坡 向 相反 )， 梯 田 长 度 依 具体 地 形 、 地 势 而 定 。 梯 田 修好 后 ， 在 梯田 内 按 株 跑 3 一 3. Sm 

顺 梯田 中 心 线 方向 确定 栽植 点 ， 以 栽植 点 为 中 心 挖 栽植 坑 。 如 采用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苗 造 

林 ， 则 栽植 坑 的 大 小 应 为 长 、 宽 、 深 各 50cm。 修 梯田 及 控 栽 植 坑 时 ， 应 将 地 内 杂 草 、 

石 块 彻 底 清 除 和 干净。 在 修 反 坡 梯田 时 ， 务 必 把 表土 、 热 土 留 在 梯田 内 ， 利 用 底层 生 土 作 

地 梗 。 梯 田 外 沿 要 用 石 块 和 泥土 修 牢固 ， 以 防 塌陷 。 

一 、 党 将 方法 

繁殖 方法 有 种 子 、 插 插 、 压 条 及 嫁接 。 生 产 上 以 种 子 繁殖 为 主 。 

(1) 种 子 繁殖 。 宜 选 新 鲜 、 饱 满 、 黄 褐色 、 有 光泽 的 种 子 ， 于 11 一 12 月 或 2 一 3 月 

月 均 温 达 10C 以 上 时 播种 ， 一 般 暖 地 宜 冬 播 ， 寒 地 可 秋 播 或 春播 ， 以 满足 种 子 萌发 前 

所 需 的 低温 条 件 。 种 子 鼠 干燥 ， 故 宜 趁 鲜 播 种 。 如 需 春播 ， 则 采种 后 应 将 种 子 进行 层 积 

处 理 ， 种 子 与 湿 沙 的 比例 为 1 : 10。 或 于 播种 前 ， 用 20°C 温水 浸种 2 一 3d4， 每 天 换 水 1 

或 2 次 ， 待 种 子 膨胀 后 取出 ， 稍 晒 干 后 播种 ， 可 提高 发 芽 率 。 条 播 ， 行 中 20 一 25cm， 

每 亩 用 种 量 7 一 8kg， 播 种 后 盖 草 ， 保 持 土壤 湿润 ， 以 利 种 子 萌发 。 幼 苗 出 土 后 ， 于 阴 

天 揭 除 盖 草 。 每 亩 可 产 苗 木 3 万 一 4 万 株 。 

(2) 壤 枝 插 插 。 繁 殖 春 夏 之 交 ， 剪 取 一 年 生 嫩 枝 ， 剪 成 长 5 一 ~ Gem fH. HATH 

RK, AYE 2~3cm, +38 21~25°CH, B15~30d 即 可 生根 。 如 用 0. OSml/L a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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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处 理 插 条 24h， 揪 条 成 活 率 可 达 80%U EF. 
(3) 根 插 繁殖 。 在 苗木 出 团 时 ， 修 剪 苗 根 ， 取 径 粗 1 一 2cm 的 根 ， 剪 成 10 一 15cm 

长 的 根 段 进行 择 插 ， 粗 的 一 端 微 露地 表 ， 在 断面 下 方 可 萌发 新 梢 ， 成 苗 率 可 达 95 % 

WE. 
(4) 压条 繁殖 。 春 季 选 强壮 枝条 压 人 土 中 ， 深 locm, fea Be HHA iA 7~ 10cm 

时 ， 培 土 压 实 。 经 15~30d， 萌 昔 基 部 可 发 生 新 根 。 深 秋 或 翌 春 控 起 ， 将 萌 巩 一 一 分 开 
即 可 定植 。 

(5) 嫁接 繁殖 。 用 二 年 生 苗 作 砧木 ， 选 优良 母 本 树 上 一 年 生 枝 作 接 穗 ， 于 早春 切 接 

于 砧木 上 ， 成 活 率 可 达 90% 以 上 。 

三 ,田间 管理 

包括 以 下 五 个 部 分 : 灌溉 ， 施 肥 ， 中 耕 除 草 ， 林 下 间作 ， 整 形 修剪 。 

1. 灌溉 

杜仲 树枝 叶 生 长 茂盛 ， 叶 面积 大 ， 整 个 树冠 水 分 蒸腾 量 大 ， 要 求 土壤 能 始终 提供 充 

足 的 水 分 ， 以 满足 树 体 对 水 分 的 需求 。 尤 其 我 国 北方 地 区 春季 干旱 严重 ， 土 壤 缺 水 往往 

是 制约 杜仲 生长 的 关键 因子 。 涛 水 根据 水 源 条 件 和 灌溉 条 件 的 具体 情况 ， 可 进行 畦 灌 ， 

也 可 进行 沟 灌 或 穴 灌 。 北 方 浇 水 次 数 每 年 不 应 低 于 2 次 ， 即 春天 和 秋天 各 浇 LK. BK 

宜 在 最 为 干旱 的 4 月 初 至 5 月 初 进行 ， 要 赶 在 杜仲 速生 期 前 进行 。 如 上 年 秋季 末 浇 水 ， 

则 春灌 时 间 应 提前 到 3 月 底 杜 仲 萌芽 之 前 进行 。 秋 季 浇 水 宜 晚 不 宜 早 ， 一 般 结 合 痰 冬 

水 ， 淡 水 时 间 宜 在 11 月 进行 。 生 产 上 秋季 淡水 还 往往 和 秋季 施肥 结合 完成 ， 先 施肥 随 

后 淡水 。 

2. 施肥 

按时 施肥 是 田间 管理 中 一 项 非常 重要 的 措施 ， 尤 其 在 树木 幼 龄 阶段 ， 施 肥 和 不 施肥 

新 梢 生长 量 往往 相差 1/3 一 1/2。 生 产 上 对 定期 施肥 的 重要 性 多 认识 不 足 ， 是 生产 管理 

上 应 特别 强调 的 一 件 事 情 。 

(1) 基肥 。 由 于 在 营造 时 已 对 苗木 施 足 了 底肥 ， 且 幼 树 对 养分 消耗 较 少 ， 故 一 般 造 

林 后 开始 2 年 暂 不 施 基肥 ， 从 第 3 年 开始 应 每 年 施 基 肥 1 次 。 施 肥 的 时 间 宣 在 每 年 树叶 

刚 落 完 时 ， 一 般 我 国 北方 为 11 月 上 旬 左 右 ， 南 方 为 11 月 下 旬 左 右 。 施 基肥 的 种 类 以 有 

机 左 肥 为 主 ， 施 肥 数 量 应 依 树 体 的 大 小 而 定 ， 一 般 3 一 6 EAE Sh At BE ER AT i EAE 20 一 

30kg, 7 年 生 以 后 每 株 可 施 帮 肥 30 一 40kg。 施 肥 时 每 株 加 入 过 磷酸 钙 2 一 3kg 则 效果 更 

好 。 如 当地 左 肥 来 源 不 足 ， 可 用 高 效 饼 肥 代 替 〈 豆 饼 、 棉 籽 饼 、 菜 籽 饼 等 )， 施 用 数量 

可 为 上 述 左 肥 数 量 的 1/10， 即 小 树 每 株 施 1. 5 一 2kg， 大 株 每 株 施 3 一 5kg。 施 肥 前 需 把 

饼肥 粉碎 成 奏 状 〈 颗 粒 大 小 似 麦 粒状 ) ， 过 粗 、 过 细 均 不 适宜 。 

(2) 追肥 。 除 秋末 树叶 落后 施 一 次 基肥 外 ， 如 基肥 数量 不 足 ， 还 应 在 春季 追 施 。 追 

肥 所 用 肥料 应 以 氮 素 化 肥 为 主 ， 必 要 时 可 少量 加 施 磷 肥 。 三 年 至 六 年 生 幼 树 每 株 可 施 尿 

素 1 一 1. 5kg， 七 年 生 以 上 大 树 每 株 可 施 2kg。 如 加 施 过 磷酸 钙 ， 每 株 树 可 施 人 1kg A 

右 籽 。 追 肥 时 间 在 北方 以 4 月 中 旬 树 木 速生 期 之 前 施 人 最 好 ， 施 肥 后 应 及 时 痰 透水 1 

次 。 南 方 追 肥 的 时 间 可 适当 提前 10 一 15d。 追 肥 的 方式 及 具体 方法 可 参照 上 述 方式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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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进行 。 北 方 8 月 以 后 不 可 再 追 施 化 肥 ， 以 避免 树木 晚秋 旺 长 ， 不 利于 安全 越冬 。 
(3) 根 外 施肥 。 为 加 速 幼 树 生长 ， 除 进行 土壤 施肥 外 ， 还 可 进行 根 外 施肥 《〈 叶 面 施 

肥 )。 根 外 施肥 以 叶 面 喷 施 0. 5% 的 尿素 较为 适宜 ， 从 5 A, 每 10d 喷 1 次 ,至 6 月 底 

结束 。 喷 施 叶 面 肥 应 选择 上 午 10 点 以 前 、 下 午 4 点 以 后 作业 ， 如 树叶 上 有 露水 ， 应 在 

露水 下 去 之 后 进行 。 喷 施 后 如 24h 内 遇 雨 应 重新 补 喷 。 为 提高 叶 面 肥 在 叶 面 上 的 存留 数 

量 ， 可 在 水 中 加 入 0. 1 多 的 中 性 洗衣 粉 作 附着 剂 。 叶 面 施 肥 对 幼 树 效 果 明 显 ， 对 七 年 生 

以 上 的 大 树 效果 不 很 显著 。 这 可 能 与 大 树 已 具有 发 达 、 完 整 的 根系 ， 能 充分 吸收 土壤 水 

分 、 养 分 有 关 。 但 对 在 土壤 养分 贫 交 的 沙土 及 沙 荒地 上 生长 的 杜仲 来 说 ， 进 行 根 外 施肥 

同样 有 明显 的 效 末 。 

3. Fat BR 
BE RE EZ ES 4 SE aS EA S.A, 

有 效 地 提高 土壤 保水 、 革 水 能 力 ， 并 减少 杂 草 对 土壤 水 分 、 养 分 的 竞争 。 在 雨季 土壤 水 

分 过 多 时 ， 可 通过 中 耕 扩大 土壤 表面 积 ， 有 利于 土壤 水 分 的 大 量 闵 发 。 农 谚 说“ 铀 头 有 

KYA”, BE PHA AES. TM EA. BURAK PUAN Zia, BB 

MAA PH. PH NITE AH. Fk a A, WK 2 Al 

PRO , BNITREEL 200m 左右 为 宜 。 

4. 林 下 间作 
大 面积 栽植 杜仲 ， 在 定植 后 的 头 4 一 5 年 ， 由 于 植株 较 小 ， 林 间 空 地 较 多 。 为 了 充 

分 利用 土地 ， 可 在 林 间 间作 蔬菜 、 烟 草 及 其 他 铸 秆 药材 ， 也 可 以 套种 豆 科 绿肥 角落 、 紫 

云 英 等 ， 以 提高 土壤 肥力 ， 增 加 经 济 效益 。 在 园林 中 群 植 、 丛 植 或 散 植 的 杜仲 ， 林 下 空 

地 面积 大 小 不 等 ， 可 以 铺 建 草坪 ， 履 盖 裸 露地 面 ， 增 加 绿地 面积 ， 改 善 环境 ， 提 高 园林 

绿化 水 平 。 

5. 整形 修剪 
药 用 杜仲 要 求 树木 具有 高 大 、 通 直 的 树干 ， 只 有 这 样 才能 获得 优质 、 高 产 的 药 用 树 

皮 ， 整 形 修剪 正 是 为 了 达到 这 一 目的 。 我 国 目 前 对 杜仲 树 的 栽培 管理 极为 粗放 ， 向 来 不 

进行 整形 修剪 ， 结 果 导 致 树木 主干 扭曲 ， 剥 皮 困难 ， 皮 张 参差 不 齐 ， 严 重 影响 树 皮 的 质 

量 ; 故 经 营 要 实施 园艺 化 管理 ， 正 确 整形 与 修剪 。 

CL) 幼 树 平 茬 。 对 于 一 年 至 三 年 生 主 干 扭曲 或 生长 衰弱 的 幼 树 ， 要 在 春天 树木 发 芽 

之 前 进行 平 茬 ， 平 茬 高 度 以 地 面 以 上 1 一 2cm 为 宜 。 平 茬 后 结合 加 强 水 肥 管 理 ， 当 年 即 

可 生长 出 直立 且 旺 盛 的 主干 。 平 茬 后 要 及 时 在 平 茬 处 进行 除 萌 ， 只 保留 1 个 旺盛 的 萌 条 

向 上 生长 。 为 促进 幼 树 加 快 生长 ， 并 使 主干 能 具有 2. 5m 以 上 的 枝 下 高 度 ， 在 幼 树 地 上 
2. Sim 范围 内 不 留 侧枝 ， 萌 发 的 腋芽 要 及 时 抹 除 ， 以 保证 树 株 能 形成 高 大 而 直立 的 树 

于 ， 便 于 以 后 剥皮 及 皮 张 整齐 。 
(2) 幼 树 截 干 。 由 于 杜仲 树 没 有 项 七， 且 北 方 幼 树 每 年 顶 梢 很 容易 遭受 冻害 及 抽 

梢 ， 抽 梢 后 由 下 部 相 邻 的 弱 芽 萌发 ， 不 仅 生 长 缓慢 ， 且 直立 生长 差 ， 造 成 幼 树 上 部 主干 

弯曲 ， 应 通过 每 年 截 干 续 干 进行 纠正 ， 即 对 五 年 生 以 下 的 幼 树 〈 主 干 高 度 不 足 6m)， 每 

年 春季 在 主干 顶部 对 木质 化 较 差 的 项 梢 进行 截 除 ， 截 干 的 位 置 应 选择 顶 梢 以 下 、 木 质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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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高 的 壮 芽 上 方 ， 促 使 该 壮 芽 萌 发 ， 接 续 主 干 向 上 生长 。 截 干 时 注意 不 要 损伤 下 方 所 
选 留 的 壮 新 ， 并 对 截 干 伤口 涂抹 油污 、 凡 士 林 等 进行 伤口 保护 ， 以 防 伤口 处 大 量 失 水 而 

抽 王 。 截 干 后 要 及 时 抹 除 选 留 芽 下 方 萌生 的 竞争 梳 或 去 项 ， 以 促进 续 干 梳 的 旺盛 生长 ， 

在 我 国 北方 干旱 地 区 ， 如 春季 或 夏 初 干旱 严重 ， 又 不 具备 灌溉 条 件 时 ， 往 往 幼 树 当 年 抽 
生 的 新 梢 发 生 严重 失 水 ， 甚 至 抽 王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应 在 雨季 来 临 之 后 ， 对 失 水 严重 的 

顶 梢 进行 截 干 ， 促 使 下 部 未 失 水 的 不 定 芽 萌 发 ， 进 行 续 干 生长 。 在 树龄 5 年 以 上 、 主 干 

高 度 高 于 6m 以 后 ， 通 直 的 主干 及 树冠 已 基本 形成 ， 树 梢 的 抗 寒 、 抗 早 能 力 增强 ， 幼 树 
主干 一 般 不 再 截 干 。 

(3) 树冠 的 调控 修剪 。 在 树 生 长 至 3.5~4m 时 ， 可 对 顶 梢 进行 重度 截 干 ， 促 发 截 
口 以 下 多 个 侧 芽 萌 发 生长 ， 随 后 在 其 中 选择 生长 旺 感 ， 上 下 和 左 、 右 位 置 排列 均衡 及 与 

主干 夹 角 适 宜 的 2 或 3 个 枝条 ， 作 为 幼 树 树冠 基部 第 1 轮 侧 校 ， 以 后 每 年 平 茬 时 均 照 此 

方法 选 留 1 或 2 MMAR, AK 3 一 4 年 后 即 可 培养 骨干 侧枝 5 一 7 HS, HE 
的 延伸 及 二 级 侧枝 的 萌生 ， 可 使 幼 树 树冠 基本 形成 。 这 样 培养 出 的 树冠 多 为 圆 形 、 卵 圆 

形 ， 在 林木 密度 大 时 则 多 形成 罕 卵 形 。 幼 树 形成 树冠 初期 ， 对 骨干 侧枝 及 二 级 侧枝 要 进 

行 延 伸 修 剪 ， 以 促进 幼 树 树冠 尽快 形成 。 在 旺 枝 上 选择 背 侧 壮 芽 进 行 短 截 ， 促 发 旺 枝 进 

行 延 伸 生长 ， 尽 快 扩 大 树冠 。 
(4) 树冠 回 缩 修剪 。 对 于 树冠 已 郁 闭 的 ， 要 进行 回 缩 及 侧枝 更 新 修剪 ， 以 保证 林 玩 

内 通风 透 光 。 先 对 林 冠 内 直立 徒长 枝 、 重 琶 枝 、 交 叉 枝 、 有 病虫害 枝 进行 丽 除 ， 并 对 延 

长 枝 在 背 侧 下 弱 芽 处 回 剪 ， 以 控制 树冠 向 四 周延 伸 生 长 。 
(5) 幼 树 主干 纵 害 。 幼 龄 阶段 在 主干 上 进行 纵 割 ， 是 促进 幼 树 直径 生长 行 之 有 效 的 

办 法 ， 是 杜仲 经 营 管理 中 一 项 特殊 措施 。 通 过 纵 割 ， 割 断 皮 层 横向 杜仲 胶 丝 ， 减 少 皮 层 
杜仲 胶 对 树干 直径 生长 的 束缚 力 。 方 法 是 ， 在 春季 杜仲 校 叶 萌发 之 前 ， 对 直径 3 一 10cm 

的 幼 树 ， 用 锋利 的 单 面 刀片 对 树 皮 进行 纵向 划 割 ， 划 割 深 度 以 割 至 木质 部 为 宜 ， 划 割 的 

长 度 不 宜 太 长 ， 以 50 一 80cm 为 宜 ， 上 下 交错 、 间 断 进行 ， 不 宜 一 刀 划 割 太 长 。 划 割 的 

间距 以 2 一 2. 5cm 为 宜 ， 太 宽 、 太 罕 均 不 适宜 。 树 皮 纵 割 当年 ， 对 蔡 干 直径 生长 的 促进 

作用 非常 明显 ， 平 均 可 提高 直径 生长 量 13%% 一 17%%。 但 第 2 年 春天 继续 纵 割 ， 则 效果 

不 显著 。 通 过 多 年 试验 ， 幼 树 荃 干 以 每 两 年 纵 割 一 次 较 好 ， 平 均 每 年 可 提高 直径 生长 量 
6 为 一 8%。 对 已 进入 成 年 并 开始 剥皮 的 树 株 ， 不 适宜 再 进行 树 皮 纵 割 ， 否 则 会 影响 树 皮 

的 质量 。 

四 、 病 虫 防治 
(一 ) 杜仲 的 病害 防治 

杜仲 的 病害 有 根 腐 病 、 苗 木 立 枯 病 、 叶 枯 病 、 杜 仲 角 斑 病 、 杜 仲 褐 斑 病 、 杜 仲 灰 斑 
病 、 杜 仲 枝 枯 病 。 

1 RU 
C1) eR, TARTCMAUR., MRRA, BERIRBER, MRE BS, Hh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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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苗 叶片 干枯 后 不 落 ， 拔 出 病 苗 ， 一 般 根 皮 留 在 土壤 中 。 

(2) 防治 方法 。 选 好 转 地 。 宜 选择 土壤 玻 松 、 肥 沃 、 灌 溉 及 排水 条 件 好 的 地 块 育 

苗 ， 尽 量 避 开 重 茬 苗 围 地 。 长 期 种 植 蔬 菜 、 豆 类 、 瓜 类 、 棉 花 、 马 铃 薯 的 地 块 也 不 宜 做 

杜仲 苗 转 地 。, 冬 季 土 壤 封冻 前 施 足 充分 腐熟 的 有 机 肥 ， 同 时 每 公 硕 加 施 1. 5 一 2. 3t 硫酸 

亚 铁 〈 黑 矶 ) ， 将 土壤 充分 消毒 。 酸 性 土壤 每 公顷 撒 0. 3t 石灰 ， 也 可 达到 消毒 目的 。 精 

选 优 质 种 子 并 进行 催芽 处 理 ， 加 强 土壤 管理 ， 下 松 土壤 ， 及 时 排水 ， 也 能 有 效 抵抗 和 预 

防 根 腐 病 。 幼 苗 初 发 病 期 要 及 时 时 药 ， 控 制 病害 蔓延 ， 用 50% FE 7H EE 400 ~800 倍 液 或 

退 菌 特 500 倍 液 或 25%% 多 菌 灵 800 倍 液 灌 根 ， 均 有 良好 的 防 病 效果 。 幼 树 发 病 后 也 应 

及 时 喷 药 防治 ， 已 经 死亡 的 幼苗 或 幼 树 要 立即 控 除 烧 掉 ， 并 在 发 病 处 充分 杀菌 消毒 。 

2. THN ILIA 
(1) 症状 。 苗 木 在 不 同 生长 发 育 阶段 表现 出 不 同 的 症状 。 种 芽 腐 烂 : 播种 后 幼苗 出 

土 前 或 苗木 刚 出 土 ， 种 芽 遭 受 病菌 浸染 ， 引 起 种 芽 腐 烂 死亡 。 幼 苗 猕 倒 ， 幼 苗 出 土 至 苗 

茎 木质 化 前 ， 病 菌 自 幼 嫩 葵 基部 侵入 ， 出 现 黑色 弱 缩 ， 造 成 苗 荃 腐烂、 幼苗 倒伏 死亡 。 

子叶 腐烂 : 幼苗 出 土 后 ， 子 叶 被 病 虫 侵入 ， 出 现 湿 腐 状 病 斑 ， 使 子叶 腐烂 、 幼 苗 死 亡 。 

在 湿度 过 大 、 苗 木 密集 或 揭 草 过 迟 的 情况 下 感染 此 病 。 苗 木 立 枯 : 苗木 荃 部 木质 化 后 ， 

病菌 主要 从 根 葵 部 以 下 根部 侵 染 ， 引 起 根部 腐烂 ， 病 苗 枯 死 而 不 倒伏 。 

(2) 防治 方法 。 人 参照 根 腐 病 的 防治 方法 。 

3. TIA 
(1) 症状 。 叶 枯 病 为 真菌 Septoria microspora Speg. 引起 的 病害 ， 成 年 植株 多 见 。 

发 病 初 期 ， 叶 片 出 现 褐 色 圆 形 病 斑 ， 以 后 不 断 扩 大 ， 密 布 全 叶 。 病 斑 边 缘 褐色 ， 中 间 白 

色 ， 有 时 使 叶片 破裂 穿孔 ， 严 重 时 叶片 枯死 。 

(2) 防治 方法 。 第 一 ， 冬 季 结 合 清洁 田园 ， 清 扫 枯 枝 落叶 ， 集 中 处 理 ， 用 土 封 盖 严 

密 ， 使 其 发 酵 腐 熟 ， 既 减少 了 病害 的 污染 ， 又 可 以 积 肥 。 第 二 ， 发 病 初期 ， 及 时 摘除 病 

叶 ， 挖 坑 深 埋 。 避 免 病 叶 随 风 飘 扬 ， 到 处 传播 。 第 三 ， 发 病 后 每 隔 7 一 10d 喷 1 工 次 1:1 

: 100 波尔多 液 ， 连 续 喷洒 2 或 3 次 。 

4. 杜仲 角 斑 病 
本 病 在 各 地 杜仲 林场 和 苗 围 地 都 有 发 生 ， 为 害 叶 ， 使 叶片 枯死 早 落 。 

(1) 症状 。 病 斑 多 分 布 在 叶 的 中 间 ， 呈 不 规则 暗 褐色 多 角形 斑 块 ， 叶 背 病 斑 颜色 较 

淡 。 病 斑 上 长 灰 黑 色 霉 状 物 ， 即 病菌 的 分 生 孢 子 梗 和 分 子 孢 子 。 秋 后 ， 有 的 病 斑 上 长 有 

病菌 的 有 性 孢子 ， 呈 散 生 颗粒 状 物 。 最 后 叶片 变 黑 脱落 。 

(2) 防治 方法 。 本 病 的 防治 关键 在 于 加 强 抚育 ， 增 强 树 势 ， 及 时 使 用 1%% 波 尔 多 液 

喷雾 保护 。 

5. 杜仲 褐 斑 病 
(1) 症状 。 病 斑 初 为 黄 褐色 斑点 ， 然 后 扩展 成 红 褐色 长 块 状 或 椭圆 形 大 斑 ， 有 明显 

的 边缘 ， 上 生 灰 黑色 小 颗粒 状 物 ， 即 病菌 的 子 实 体 。 

(2) 防治 方法 。 发 病 林 分 可 参照 杜仲 角 斑 病 的 防治 方法 进行 防治 。 

6. ALTE AR BEI 
C1) 症状 。 病 害 先 自 叶 缘 或 叶脉 开始 发 生 ， 初 呈 紫 褐色 或 淡 褐色 近 圆 形 斑 点 ， 后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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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成 灰色 或 灰白 色目 凸 不 平 的 斑 块 ， 病 斑 上 散 生 黑色 霉 点 。 嫩 枝 梢 病 斑 黑 褐色 椭圆 形 或 

梭 形 ， 后 扩展 成 不 规则 形 ， 后 期 有 黑色 霉 点 ， 严 重 时 枝 梢 枯死 。 

(2) 防治 方法 。 应 加 强 抚 育 管理 ， 增 强 树 势 ， 清 除 侵 染 源 。 发 芽 前 采用 0.3% RA 

酚 钠 或 波 美 5 度 石 硫 合 剂 喷 杀 枝 梢 越冬 病菌 。 发 病 期 用 50%% 托 布津 或 退 菌 特 400 一 600 

倍 液 或 25%% 多 菌 灵 1000 倍 液 喷 杀 。 

7. 杜仲 枝 枯 病 

(1) 症状 。 病 害 多 发 生 在 侧枝 上 。 先 是 侧枝 顶 梢 感 病 ， 然 后 向 枝条 基部 扩展 。 感 病 

枝 的 皮层 坏死 ， 由 灰 褐色 变 为 红 褐 色 ， 后 期 病 部 皮层 下 长 有 针头 状 颗粒 状 物 ， 即 病菌 的 

分 生 孢 子 器 。 当 病 部 发 展 至 环形 ， 引 起 枝条 枯死 。 

(2) 防治 方法 。 促 进 林 木 健壮 生长 ， 防 治 各 种 伤口 ， 是 防治 本 病 的 重要 措施 。 感 病 

枯 枝 应 进行 修剪 ， 连 同 健康 部 剪 去 一 段 ， 伤 口 用 50%% 退 菌 特 200 倍 液 喷 雾 ， 也 可 用 波 

尔 多 液 涂抹 剪 口 。 发 病 初期 ， 喷 施 65%% 代 森 锌 可 湿性 粉剂 400~500 倍 液 ， 每 10d 1 次 ， 

共 喷 2 或 3 次 。 

(—)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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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He F 
金 凶 子 主要 以 幼虫 为 害 杜仲 幼苗 ， 幼 苗 高 10cm 以 下 时 ， 根 系 幼 嫩 ， 幼 虫 在 土 内 、 

2 一 5cm 深 处 嘲 食 幼 根 ， 并 将 主根 咬 断 ; 幼苗 高 10 一 30cm 时 ， 幼 虫 则 以 嘲 食 幼 根 皮 为 

主 ， 在 土 内 2 一 10cm 深 处 将 主根 皮 噶 食 2/3 一 1 周 ， 呈 不 规则 缺 刻 状 ， 使 地 上 部 分 叶片 

2m, WHE. RSAC. 

防治 方法 : 适时 翻 耕 土 地 ;， 人 工 捕杀 或 放养 家 禽 吸 食 ， 可 减轻 危害 。 成 虫 盛 发 期 ， 

利用 灯光 诱捕 。 苗 转 地 必须 使 用 充分 腐熟 的 农家 肥 作 肥料 ， 以 免 草 生 虹 晴 。 幼 苗 生 长 期 

发 现 幼虫 为 害 ， 可 用 50%% 辛 硫 磷 乳 油 或 25%% 乙 酰 甲 胺 磷 1000 倍 液 灌注 根 际 ， 可 取得 较 

好 的 防治 效果 。 每 公顷 施用 1500g ASAT ATi mth 〈10 亿 /g)， 均 匀 撒 入 土 

中 ， 使 螃 晴 感染 发 生 乳 状 病 致死 。 由 于 病菌 能 重复 感染 ， 所 以 病菌 可 在 土壤 中 保持 较 长 

的 时 间 。 
2. 地 老虎 

地 老虎 1 年 发 生 多 代 ， 以 第 1 代 幼 虫 4 一 5 月 为 害 较 重 ， 初 龄 幼虫 群集 于 幼 嫩 部 分 

取 食 ，3 龄 后 分 散 ， 白 天 蜘 缩 于 幼苗 根茎 部 以 下 2 一 6cm RA, MEHR, MRE 

部 咬 断 幼苗 嫩 葵 ， 拖 人 洞 内 。 

防治 方法 : 及 时 清除 杂 草 ， 减 少 、 消 灭 成 虫 产 卵 场所 ， 改 变 幼虫 的 吃食 条 件 。 幼 

虫 为 害 期 间 ， 每 天 早晨 在 断 苗 处 将 土 控 开 ， 捕 捉 幼虫 。 在 幼虫 3 龄 前 用 50%% 辛 硫 磷 

乳油 800 一 1000 倍 液 喷 施 根 荃 部 ;或 利用 地 老虎 食 杂 草 的 习性 ， 在 苗 转 堆放 用 可 湿 
性 6%% 敌 百 虫 粉剂 拌 过 的 湿润 鲜 杂 草 ， 诱 杀 地 老虎 ， 草 药 比例 为 50 : 1。 用 黑光 灯 诱 

杀 成 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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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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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在 苗床 土 表 下 开掘 隧道 ， 使 幼苗 根部 脱离 土壤 ， 失 水 枯死 。 

防治 方法 : 施用 充分 腐熟 的 有 机 肥料 ， 可 减少 屿 是 产 卵 。 做 苗床 前 ， 每 公顷 以 

50%% 辛 硫 磷 颗 粒 剂 375kg AAPL, HELA ALA. FA 50%% 辛 硫 磷 乳油 0. 3Kg 

拌 种 100kg， 可 防治 多 种 地 下 害虫 ， 不 影响 发 芽 率 。 毒 饵 诱 杀 : 用 90%% 敌 百 虫 原 药 lke 

加 饵料 100kg， 充 分 拌 匀 后 撒 于 苗床 上 ， 可 兼治 里 是、 螃 晴 及 地 老虎 。 灯 光 诱 杀 : 一 般 

在 闷热 天 气 ， 晚 上 8 一 10 点 用 灯光 诱杀 。 

4. ANDO Be 

雌 蛾 常 将 卵 分 散 产 于 树 皮 裂 颖 或 根 际 处 ， 每 一 雌 蛾 可 产 卵 600 一 800 粒 。 幼 虫 孵化 

后 星 树 皮 ， 以 后 星人 万 皮 部 及 形成 层 ， 直 至 木质 部 。 随 幼虫 的 增长 ， 食 量 增 大 从 而 使 树 

干 内 形成 长 50 一 130cm 的 扁平 圆 形 星 道 。 幼 虫 在 时 道 内 有 上 下 往返 的 习性 ， 因 而 使 星 

道 在 树干 内 形成 环 状 ， 被 害 树 易 倒 。 

防治 方法 : 冬季 检查 清除 被 害 树木 ， 并 进行 剥皮 等 处 理 ， 以 消灭 越冬 幼虫 ， 于 成 虫 

羽化 初期 ， 产 卵 前 利用 白 涂 剂 涂 刷 树 干 ， 可 防 产 卵 或 产 卵 后 使 其 干燥 而 不 能 孵化 ;幼虫 

孵化 初期 ， 可 在 树干 上 喷洒 80% 氧 化 乐 果 乳 剂 400 一 800 倍 液 等 ， 当 幼虫 时 人 木质 部 

后 ， 可 根据 排出 的 虫 北 找 出 星 道 ， 再 用 废 布 、 废 棉花 等 节 取 敌 百 虫 原液 或 50%% 久 效 磷 

等 塞 人 星 道内 ， 并 以 黄 泥 封 口 。 该 虫 主要 发 生 在 湖南 省 慈 利 江干 林 场 。 该 场 采 用 生物 防 

治 方法 ， 于 3 月 中 旬 选 择 毛 细 琴 天 或 阴 天 ， 施 用 白 僵 菌 ， 和 危害 率 下 降 48.4%; 林内 招 

引 益 鸟 ， 捕 食 害虫 。 

5. mm AE AN) aa He 

DM EBS BE we oh i SE ARP. FEAR PATE RE, SP CERI PE. RE 

木 不 仅 长 势 受 到 严重 影响 ， 而 且 还 容易 风 折 和 机 械 折断 。 

防治 方法 : 在 危害 较 轻 的 园地 ， 清 除 被 害 枝条 ， 集 中 处 理 ， 就 可 起 到 良好 的 效果 。 

危害 严重 的 园地 ， 也 以 剪除 被 害 枝 为 主 ， 药 剂 防治 为 辅 ， 避 免 使 用 化 学 药剂 。 防 治 方法 

A BSS SOAK EK 

6. Hil BK 

刺 蛾 以 幼虫 为 害 叶片 ， 幼 虫 发 生 期 为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下 旬 ， 小 幼虫 吃 叶 肉 ， 长 大 后 

咬 食 叶片 呈 不 规则 缺 刻 ， 严 重 时 仅 剩 叶柄 、 叶 脉 。 

防治 方法 : 人 工 消灭 越冬 蔓 ， 幼 虫 发 生 期 喷 施 503 GR BE 800 FEU, ACBL 

虫 ， 摘 除 虫 叶 并 消灭 幼虫 。 利 用 刺 蛾 的 趋 光 性 进行 灯光 诱杀 。 施 放 赤 眼 蜂 ， 每 公顷 

3000 头 ， 可 收 到 良好 效果 。 微 生物 防治 ， 可 用 0. 3 亿 个 /ml 的 苏 云 金 杆菌 防治 幼虫 ， 

6d 死亡 率 达 100% 。 

7. FAB R 

VAR. AFH AE PEA AIR HE HH SHA. FRSCRARRB ATT. RO RE 

顶 梢 干枯 变 黑 ， 顶 梢 暂时 停止 生长 ，10 一 15d 后 由 危害 部 位 以 下 侧 芽 萌发 2 一 4 个 新 梢 ， 

呈 丛 生 状 ; 为害 杜仲 果实 ， 主 要 以 从 果 柄 处 刺 吸 果实 汁液 为 主 ， 被 刺 吸 为 害 的 果实 逐渐 



干 缩 变 黑 ， 甚 至 脱落 。 

防治 措施 : 成 虫 越冬 期 在 集中 发 生地 进行 人 工 捕捉 。 夏 季 在 炎热 的 中 午前 后 ， 该 虫 

多 群集 于 杜仲 枝 干 背 阴 处 ， 也 可 采取 人 工 捕杀 。 茶 翅 晴 象 为 害 杜仲 嫩 梢 或 果实 较 轻 时 ， 

一 般 不 进行 化 学 防治 。 当 为 害 果实 严重 时 ， 喷 施 50%% 氧 化 乐 果 800~ 1000 倍 液 或 50% 

辛 硫 磷 乳油 1000 倍 液 ， 具 有 较 好 的 防治 效果 。 

【 采 收 加 工 】 

1. Kk 

杜仲 定植 后 ， 以 15 一 20 年 的 成 龄 树 开始 剥皮 较为 适宜 。 剥 皮 以 4 一 7 月 树木 生长 旺 

盛 时 期 进行 较 好 ， 这 时 树 皮 容易 剥脱 ， 也 易于 愈合 再 生 。 采 收 树 皮 的 方法 主要 有 三 种 : 

部 分 剥皮 法 、 砍 树 剥 皮 法 、 大 面积 的 环 状 剥 皮 法 “〈 王 秀 英 ，2008) 。 

1) 部 分 剥皮 法 : 又 称 局 部 剥皮 法 。 即 在 树干 离 地 面 10 一 20cm 以 上 部 位 ， 交 错 地 

剥 去 树干 外 围 面积 1/4 一 1/3 的 树 皮 ， 使 养分 运输 不 致 中 断 ， 待 伤口 愈合 后 ， 又 可 依 前 

法 继续 取 皮 。 每 年 可 更 换 剥 皮 部 位 ， 如 此 陆续 局 部 剥皮 。 
2) 砍 树 剥皮 法 : 此 种 剥皮 方法 多 在 老 树 砍伐 时 使 用 。 先 在 齐 地 面 处 ， 绕 树干 饮 一 

环 状 切口 ， 按 商品 规格 所 需 长 度 向 上 量 ， 再 锯 第 二 道 切 口 ， 在 两 道 切 口 之 间 ， 用 利 刀 纵 

割 1 刀 ， 再 环 剥 树 皮 ， 上 下 左右 轻 轻 剥 动 ， 使 树 皮 与 木质 部 分 离 。 剥 下 第 一 简 树 皮 后 把 

树 砍 倒 ， 照 此 法 按 需 要 的 长 度 在 主 枝 上 剥 取 第 二 简 、 第 三 简 皮 ， 剥 完 为 止 。 不 合 长 度 的 

较 粗 树枝 的 皮 剥 下 后 也 可 作 碎 皮 供 药 用 。 
3) 大 面积 的 环 状 剥 皮 法 : 近年 来 在 一 些 地 区 已 推广 。 经 研究 发 现 ，2 一 3 年 长 成 的 

新 树 皮 〈 称 再 生 树 皮 ) 的 有 效 成 分 和 药理 作用 与 原来 树 皮 〈 称 原生 树 皮 ) 完全 相同 ， 新 

树 皮 与 原来 树 皮 的 结构 基本 相同 。 大 面积 环 状 剥 皮 的 优点 是 ， 采 收 的 树 皮 多 ， 为 部 分 剥 

皮 所 得 树 皮 的 3~4 倍 ; 避免 了 资源 缺乏 时 的 砍 树 剥皮 。 操 作 方 法 是 先 在 树干 分 枝 处 的 
下 面 横 割 1 刀 ， 再 与 之 垂直 呈 “ 丁 ”字形 纵 割 1 刀 ， 深 度 要 掌握 好 ， 割 到 韧 皮 部 ， 不 要 

伤害 木质 部 。 然 后 援 起 树 皮 ， 沿 横 割 的 刀 痕 把 树 皮 向 两 侧 撕 离 ， 随 据 随 割断 残 连 的 韧 皮 

部 ， 待 绕 树 干 1 周全 部 割断 后 ， 即 向 下 撕 到 离 地 面 约 10cm SIEM, ARBs 

毕 。 注 意 选 择 生 长 势 强壮 的 杜仲 树 进行 环 剥 ， 新 树 皮 易 于 再 生 。 环 剥 后 3 一 4d， 一 般 表 

面 呈 现 黄 绿色 ， 表 示 已 形成 愈 伤 组 织 ， 逐 渐 长 出 新 皮 。 根 据 山东 省 经 验 ， 和 剥皮 3I~4 年 

之 后 ， 新 树 皮 能 长 到 正常 厚度 ， 可 再 次 环 剥 。 环 剥 后 表面 呈现 黑色 部 分 ， 表 示 该 处 不 能 

形成 愈 伤 组 织 ， 也 就 不 能 长 成 新 树 皮 。 若 环绕 树干 1 周 均 呈 黑色 ， 则 表示 环 剥 失败 ， 植 

株 死亡 。 环 刊 时 如 气候 王 燥 ， 要 注意 在 剥 前 3 一 4d 适当 涛 水 ， 以 增加 树 液 ， 利 于 剥皮 。 

剥皮 后 24h 严禁 日 光 直 射 、 雨 淋 和 喷 农 药 ， 和 否则 会 造成 死亡 。 和 剥皮 的 手法 要 准 〈 不 伤害 

木质 部 )， 动 作 要 轻 、 快 、 准 ， 将 树 皮 整 体 剥 下 ， 不 要 零 据 碎 剥 ， 更 不 要 使 用 剥皮 工具 

或 指甲 等 戳 伤 木质 部 外 层 的 幼 嫩 部 分 ， 也 不 要 用 手 触摸 ， 因 为 这 些 部 分 稍 受 一 点 损伤 ， 

就 会 影响 该 部 分 愈 伤 组 织 的 形成 ， 进 而 变 黑 死 亡 。 

2. 初 加 工 

剥 下 的 树 皮 可 先 用 开水 烫 一 下 ， 然 后 按 当地 习惯 所 需要 的 长 度 ， 把 树 皮 整 理 好 。 将 

皮 的 内 面 双 双 相 对 ， 层 层 重 肆 、 压 紧 ， 堆 积 放 置 于 平地 ， 以 稻草 垫底 ， 四 面 用 稻草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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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上 盖 木 板 ， 并 加 石 块 压 平 ， 再 用 稻草 覆盖 ， 经 6 一 7d RRA GRR), A 

可 在 中 间 抽 出 一 块 检 查 ， 如 果树 皮 内 面 已 呈 瞳 紫色 、 紫 褐色 ， 即 可 取出 晒 千 ; 如 皮 色 还 

是 紫红 色 ， 必 须 再 经 发 汗 。 如 此 三 上 防 三 癌 ， 直 到 皮 色 变 为 暗 紫 色 或 紫 褐色 为 止 。 压 平 晒 

王后 的 杜仲 树 皮 ， 外 皮 粗 烙 者 ， 还 需 人 刨 去 粗糙 表皮 ， 再 分 成 各 种 规格 打 捆 出 售 。 

3. 分 级 标准 
以 肉 厚 、 块 完整 、 去 净 粗 皮 、 上 断面 丝 多 、 内 表皮 暗 紫 色 或 紫 褐 色 、 有 光 润 感 者 为 佳 

品 ， 反 之 ， 肉 薄 、 表 皮 粗 炸 、 断 面 丝 少 、 内 表皮 紫红 色 者 为 次 品 。 

【化 学 成 分 】 从 目前 对 杜仲 所 含有 效 成 分 研究 来 看 ， 已 知 的 主要 成 分 有 环 烯 醚 巷 

类 、 杜 仲 胶 、 木 脂 素 类 及 葵 丙 素 类 等 40 多 种 化 合 物 。 其 中 木 脂 素 类 及 环 烯 醚 苦 类 所 古 

的 比例 较 大 ， 其 次 是 黄酮 类 及 其 他 类 化 合 物 。 研 究 表 明 ， 杜 仲 皮 、 叶 及 枝条 所 含 的 有 效 

成 分 基本 相同 〈 程 光 丽 ，2006) 。 

1. Hyer A HE AK 
已 从 杜仲 的 皮 和 叶 内 分 离 出 11 PS RELA. FLERE Ceucommiol), 、 杜 

‘PREF 〈eucommioside) 、 脱 氧 杜仲 醇 、 京 尼 平 苷 、 京 尼 平 苷 酸 、 桃 叶 珊 瑚 苷 Caucu- 

bin), "SHH T RAR. HAR. BRA. SUR. SRR. KCREH ER, 

10-2, ERS BET HERE HE, HHS EE AS 

2. 杜仲 胶 
广泛 存在 于 杜仲 皮 、 叶 、 果 皮 内 ， 杜 仲 皮 一 般 含有 6%% 一 10%， 叶 含有 2%~3KH, 

果实 含有 10%~12% . PAPBED Pir th HABE (cutta-percha) 或 巴 拉 塔 胶 〈balata) ， 为 
天 然 高 分 子 化 合 物 ， 它 与 天 然 橡胶 的 化 学 组 成 完全 一 样 ， 即 〈Cs Hs ),， 只 是 两 者 分 子 

链 的 构 型 不 同 ， 天 然 橡 胶 是 顺 式 -1,4- 聚 异 成 二 烦 ， 杜 仲 胶 为 反 式 -1,4- 聚 异 成 工 炳 ， 两 

者 互 为 异 构 体 。 杜 仲 胶 链 结构 具有 双 键 、 柔 性 、 反 式 结构 ， 这 种 特征 可 在 工业 上 得 到 充 

分 利用 。 

3. 木 脂 素 及 省 体 类 
从 杜仲 中 已 分 离 到 的 木 脂 素 化 合 物 有 27 种 ， 包 括 双 环 氧 木 脂 素 类 、 松 脂 酚 类 、 丁 

香 树 脂 醇 类 、 橄 榄 树脂 素 类 、 松 柏 醇 类 、 吉 尼 波 西 狄 克 酸 甲 酯 等 。 还 分 离 出 B 谷 省 醇 、 

胡 葛 卜 苷 和 三 熙 类 化 合 物 〈 直 链 三 熙 醇 、 白 桦 脂 醇 、 白 桦 脂 酸 ) 。 

4. RHR 
主要 有 绿 原 酸 (chlorogenic acid) 、 松 柏 酸 、 咖 啡 酸 (caffeic acid), WARM. AE 

脂 酸 (betulinic acid)、 能 果 酸 〈ursolic acid), AAEM C(vanilic acie), 2M Ccapric 

acid), “FR (coproic acid). 

5. 其 他 成 分 

氨基 酸 及 微量 元 素 ， 包 括 丝 氨 酸 、 谷 氨 酸 、 甘 氨 酸 、 丙 氨 酸 、 精 氨 酸 等 17 种 游离 

ZLIB A. WE 15 种 微量 元 素 。 还 含有 黄酮 类 、 榭 皮 素 、 金 丝 桃 背 、 紫 云 英 苷 、 抗 

真菌 蛋白 、 正 二 十 九 烷 、 正 三 十 烷 、 生 物 碱 、 多 糖 、 半 乳糖 醇 、 杜 仲 烯 醇 及 挥发 油 等 

成 分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二 Baill 

1) 显微镜 下 本 品 粉末 棕色 。 橡 胶 丝 成 条 或 扭曲 成 团 ， 表 面 呈 颗粒 性 。 石 细胞 很 多 ， 

大 多 成 群 ， 类 长 方形 、 类 圆 形 、 长 条 形 或 形状 不 规则 ， 长 约 180km， 直 径 20~80pm, 

壁 厚 ， 有 的 胞 腔 内 含 橡胶 团 块 。 木 栓 细 胞 表面 观 多 和 角形， 直径 15 一 40um， 壁 不 均匀 增 

厚 ， 木 化 ， 有 细小 纹 孔 ; 侧面 观 长 方形 ， 壁 三 面 增 厚 ， 一 面 薄 ， 孔 沟 明 显 。 

2) MAMMA lg, DAG 10ml， 浸 涡 2h， 过 滤 。 滤 液 挥 干 ， 加 乙醇 1Iml， 产 生 

具 弹 性 的 胶 膜 。 

二 、 含 量 测定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用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醇 -水 

(25 : 7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77nm。 理 论 板 数 按 松脂 醇 二 葡萄 糖苷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1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松 脂 醇 二 葡萄 糖苷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训 

升 含 0. Smg WAM, FED. BNE. 

(3) Hi MBRH AMS. MAGA 3g, WR, MARK, M2, WHR,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入 氯仿 适量 ， 加 热 回 流 6h， 弃 去 氯仿 液 ， 药 酒 挥 去 氯仿 ， 再 置 索 

氏 提 取 器 中 ， 加 入 甲醇 适量 ， 加 热 回 流 6h， 提 取 液 回收 甲醇 至 适量 ， 转 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义 ，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 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本 品 含 松 脂 醇 二 葡萄 糖苷 (Cap Hy Org) 不 得 少 于 0. 10% 。 

【附注 】 

杜 仲 叶 

【概述 】 杜 仲 是 伏 牛 山道 地 药材 。 传 统 上 以 树 皮 和 人 药 ， 近 些 年 来 ， 其 药 用 价值 越 来 
越 受到 重视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也 首次 将 杜仲 叶 作 为 一 味 新 药 收录 。 

20 世纪 80 年 代 以 来 我 国 开始 了 杜仲 叶 的 开发 研究 ， 但 是 还 相对 落后 于 国外 。 日 本 

20 世纪 80 年 代 后 出 现 了 杜仲 叶 袋 泡 茶 、 速 溶 茶 、 缸 装 茶 、 软 包装 饮料 、 即 售 热饮 料 等 
产品 ， 并 应 用 于 饲料 添加 剂 生产 领域 ， 以 此 来 提高 鸡 、 甲 鱼 、 鳗 鱼 等 的 品质 。 美 国航 空 

和 航天 局 医学 专家 用 杜仲 叶 中 提取 的 特殊 成 分 供 宇航 员 服用 ， 发 现 可 以 促进 人 体 皮 肤 、 
骨骼 、 肌 肉 中 蛋白质 胶 原 的 分 解 和 合成 ， 从 而 防止 宇航 员 在 太空 失重 环境 中 骨骼 和 肌肉 
功能 的 退化 。 其 抗 氧 化 效果 明显 好 于 维生素 下。 杜仲 叶 可 促进 人 体 皮 肤 、 骨 骼 和 肌肉 中 
和 蛋白质 胶原 体 的 合成 和 分 解 ， 促 进 代谢 ， 预 防 衰老 ;在 失重 或 超重 环境 下 ， 抗 人 体 肌 肉 
和 骨骼 老化 ， 预 防 骨 质 玻 松 。 杜 仲 叶 作为 航空 航天 人 员 的 保健 品 ， 具 有 巨大 的 开发 
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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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抗 疲劳 应 激 试 验 表 明 ， 杜 仲 叶 具 有 明显 的 解除 疲劳 、 恢 复 损伤 的 作用 。 杜 仲 

叶 能 显著 改善 人 体 免疫 系统 的 免疫 力 ， 防 御 疾 病 ， 抑 制 病原 体 的 侵 和 人 ， 并 且 具 有 双向 调 

节 细 胞 免疫 功能 的 作用 ， 使 人 体 的 免疫 功能 处 于 良好 的 状态 。 

杜仲 叶 和 皮 一 样 具 有 降 压 作用 ， 而 且 叶 比 皮 具有 更 佳 的 疗效 。 杜 仲 叶 所 含 的 降 压 主 

导 成 分 是 杜仲 皮 的 18. 75 FF. 

(1) 抗菌 消炎 功能 。 杜 仲 叶 中 含有 丰富 的 氯 原 酸 ， 含 量 达 2.5%% 一 5. 28%. ARR 

具有 广泛 抗菌 、 兴 奋 中 枢 神 经 、 促 进 胆 汗 和 胃液 分 刻 、 止 血 、 提 高 白细胞 数量 和 抗 病毒 

的 作用 。 

(2) 清除 体内 垃圾 。 杜 仲 叶 对 血清 中 超 氧 阴 离子 自由 基 的 清除 率 达 76.8%% 以 上 ， 

降低 肝 组 织 过 氧化 脂 质 的 作用 达 64% . 

(3) 其 他 功效 。 国 内 和 日 本 专家 近年 来 的 研究 表明 ， 使 用 以 杜仲 叶 为 原料 提取 的 化 

妆 品 后 ， 可 使 肌肤 美白 ， 消 除 老年 斑 、 妇 女 产后 形成 的 色素 沉着 斑 ， 还 能 促进 头发 的 黑 

色素 细胞 分 裂 ， 防 止 白 发 产生 。 饮 用 杜仲 茶 还 可 减肥 ， 预 防 牙 齿 松 动 、 牙 周 病 、 老 年 痴 

呆 症 、 胃 寒 症 等 。 耐 受 量 、 急 性 毒性 试验 ， 积 著 量 、 亚 急性 毒性 试验 ， 慢 性 毒性 等 系列 

试验 均 证 明 杜 仲 叶 无 毒性 ， 属 无 毒 级 。 

【商品 名 】 杜 仲 叶 

【别名 】 思 仙 叶 、 木 棉 叶 、 思 仲 叶 

【 基 原 】 杜 仲 科 植物 杜仲 的 干燥 叶子 。 

【 原 植 物 】 见 杜仲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多 破碎 ， 完 整 叶片 展 平 后 呈 椭 圆 形 或 卵 形 ， 长 7 一 15cm， 宽 3. 5 一 

7cm。 表 面 黄 绿色 或 黄 褐色 ， 微 有 光泽 ，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广 枢 形 ， 边 缘 有 锯齿 ， 

有 具 短 叶 柄 。 质 脆 ， 搓 之 易 碎 ， 折 断面 有 少量 银白 色 橡 胶 丝 相连 。 气 微 ， 味 微 苦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种 质 来 源 】 见 杜仲 。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见 杜仲 。 

【种 植 方法 】 见 杜仲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叶 树 的 选择 。 采 叶 时 要 注意 以 下 几 点 : @ 选 择 无 病虫害 和 没有 喷洒 过 农药 的 

树木 ， 以 防 树叶 上 的 病菌 、 虫 斑 、 农 药 残 毒 对 人 体 产 生 毒害 。@ 采 绿叶 ， 鼠 采 发 黄 的 

叶 ， 因 绿叶 药 用 有 效 成 分 含量 高 ， 发 黄 叶 含 量 少 。@ 图 提取 杜仲 胶 用 的 杜仲 叶 ， 只 要 不 腐 

烂 变质 即 可 。 

(2) 采 叶 时 间 。 杜 仲 的 主要 药 用 成 分 京 尼 平 苷 酸 在 8 月 含量 最 高 ， 丁 香醇 二 糖苷 在 

8 一 9 月 含量 最 高 ， 所 以 ， 一 般 采 叶 时 间 可 在 7~10 A, i 8 月 是 采 叶 的 最 佳 时 期 。 杜 

仲 叶 用 于 提取 杜仲 胶 时 ， 其 含 胶 量 因 成 熟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异 。 嫩 叶 含量 较 少 ， 老 叶 含 量 

较 多 ， 老 黄 叶 含量 更 多 ， 因 此 ， 提 取 杜 仲 胶 的 叶 是 越 老 越 好 。 但 也 有 人 认为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初 的 杜仲 叶 含 胶 量 最 高 ， 从 不 影响 树木 生长 的 角度 出 发 ，11 月 的 落叶 最 好 。 

(3) 采 叶 后 的 处 理 。 为 防止 腐烂 ， 杜 仲 叶 采 收 后 要 先 摊 放 在 室内 ， 并 及 时 进行 杀青 

处 理 ， 和 否则 ， 杜 仲 叶 的 大 量 生理 活性 物质 将 被 分 解 。 最 简单 的 杀青 方法 是 以 普通 饭 锅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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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FORUM, aI, RIA 200 一 220C 时 《白天 看 锅 底 灰白 色 ， 

晚上 微 红 色 ， 或 将 手 放 在 距 锅 底 10cm 左右 处 ， 感 到 十 分 烫手 )， 投 入 鲜 叶 1~2kg, 

即 盖 上 锅 盖 ， 闷 炒 1 一 2min， 待 锅 盖 缝 冒 出 较 多 的 水 汽 时 ， 开 盖 扬 炒 ， 抖 散 水 汽 ， 炒 至 

叶 面 失去 光泽 ， 叶 色 暗 绿 ， 叶 质 柔 软 ， 手 握 叶 不 粘 手 ， 失 重 30%% 左右 即 可 。 也 可 以 用 

杀青 锅 杀 青 ， 在 200 左 右 的 温度 下 杀青 处 理 5min。 专 门 制 胶 用 的 杜仲 叶 不 作 杀 青 处 

理 ， 但 杀青 处 理 后 的 杜仲 叶 仍 可 提取 杜仲 胶 。 

(4) 储藏 。 杀 青 处 理 后 的 杜仲 叶 要 及 时 烘 干 或 晾 干 ， 去 掉 杂 质 ， 用 尼龙 布 、 麻 袋 装 

袋 ， 制 胶 用 的 杜仲 叶 也 要 陈 干 装 袋 。 存 放 于 干燥 通风 的 仓库 里 ， 注 意 防 潮 防 晒 、 防 虫 、 

防 鼠 害 。 

【化 学 成 分 】 从 目前 对 杜仲 所 含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来 看 ， 已 知 的 主要 成 分 有 环 烯 醚 机 

类 、 杜 仲 胶 、 木 脂 素 类 及 葵 丙 素 类 等 40 多 种 化 合 物 。 其 中 木 脂 素 类 及 环 烯 醚 项 类 所 占 

的 比例 较 大 ， 人 是 贡 二 关 民 其 们 和 全 全 研究 表明 ， 杜 仲 皮 、 叶 及 枝条 所 含 的 有 效 

成 分 基本 相同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薄 层 鉴别 ” 取 [含量 测定 ] 项 下 的 供 试 品 溶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杜仲 叶 对 照 药 

材 1g， 加 甲醇 25ml， 加 热 回流 1h，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作 为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再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l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5 一 10n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溶液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耳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丁 酯 : 甲醇 :水 (7 : 2.5: 2.5) 的 上 层 溶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PT, BADE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材 及 对 照 品 色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荧光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高 效 液 相 色谱 法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0. 4%% 磷 酸 溶液 (13 : 87)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327nm， 理 论 板 数 按 绿 原 酸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适 量 ， 置 棕色 量 瓶 中 ， 加 50%% 甲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50p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 过 3 SH) 1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50%% 甲 醇 25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流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502% 甲 醇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 

AS inti emit eR. SRR 〈Cie HisO,) 不 得 少 于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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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i 

FLOS MAGNOLIAE 

CIA] 34H Flos Magnolia 是 地 理 标志 药材 〈 南 召 辛夷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味 辛 ， 性 温 ， 归 肺 、 胃 经 ， 具 散 风 寒 、 通 鼻 窃 之 功能 。 主 要 用 于 风寒 头痛 、 鼻 塞 、 

鼻 渊 、 上 鼻 流 浊 涕 等 症 的 治疗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辛夷 来 源 于 木兰 科 植 物 望 春花 Magnolia biondii 
Pamp. 湖北 木兰 〈 武 当 玉 兰 ) Magnolia sprengeri Pamp. 或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Desr. 的 干燥 花蕾 。 另 外 ， 也 有 以 木兰 科 植 物 木 兰 M. delavayi Desr., MP R~= 

M. Sargentiann Rehd. et wils 和 污 藏 木兰 M. delavayi Fr. Ff WEBAAWN. 

fei, -RHEWO Be 30 种 。 其 中 包括 渐 尖 木兰 M. acminata Linn. 、 天 目 木 兰 

M. amoena Cheng、 望 春玉 兰 M. biondii Pamp. 、 黄 山 木 兰 M. cylindrica Wils. . fal 

HR~. KEE, ABR. KY REX), 、 柳 叶 木 兰 、 景 宁 木 兰 、 基 伦 不 三 、 臣 

当 木 兰 、 腋 花 玉 兰 、 舞 钢 玉 兰 、 河 南 玉兰 、 朱 砂 玉 兰 等 CHEKW, 2000). 

全 国 辛夷 主 栽 品 种 为 望 春玉 兰 、 腋 花 玉 兰 ， 其 次 为 玉兰 和 木兰 。 宋 留 高 等 报道 了 河 

南 木兰 属 特 有 、 和 珍稀 树种 资源 9 种 、1 亚 种 、16 个 特有 新 品种 ， 其 中 12 个 为 辛夷 新 品 

种 〈 宋 留 高 等 ，1998) 。 

辛夷 适 生 区 域 广阔 ， 在 我 国 的 河南 、 安 徽 、 湖 北 、 浙 江 、 陕 西 、 山 东 、 江 苏 、 四 川 

等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其 中 河南 省 南召 则 是 中 国 辛夷 的 主要 产 区 ， 所 以 常 称 之 为 南 召 辛夷 。 

主要 分 布 在 伏 牛 、 大 别 、 桐 柏 一 带 的 山区 ， 其 中 以 伏 牛 山区 南召 县 的 辛夷 最 为 有 名 ， 质 

优 量 大 ， 素 有 “辛夷 之 乡 ”的 盛誉 ， 在 元 末 明 初 就 有 规律 性 生产 ， 年 产 辛夷 万 余 千克 供 

药 用 ， 至 今 仍 保留 有 500 年 以 上 的 辛夷 天 然 植物 群落 。 

药 用 辛夷 的 品种 虽 多 ， 但 产地 不 同 ， 药 材 品 质 差异 很 大 。 据 河南 农业 大 学 测定 ， 湖 

北 五 峰 辛 夷 挥发 油 含量 为 1. 33% ， 浙 江 昌 化 为 2. 47%， 安 徽 怀 宁 为 2. 17% ， 陕 西 留 坝 

为 1.4%， 而 南召 辛夷 挥发 油 含 量 达 4. 82%， 高 于 其 他 产地 1 一 2 倍 。 因 此 ， 伏 牛山 区 

南召 辛夷 花蕾 色泽 鲜艳 ， 蕾 形 端正 ， 鳝 毛 整 齐 ， 芳 香 浓郁 ， 挥 发 油 含量 高 居 全 国之 首 。 



各 论 0 

无 论 从 数量 、 质 量 、 道 地 等 各 方面 讲 ， 都 是 其 他 地 区 无 法 比拟 的 ， 因 此 ， 南 召 望 春 闻 夷 

有 辛夷 “王牌 ”之 称 。 

【商品 名 】 辛 夷 

(54) KZ. BRE. MAH. KY. REX~. AEX. MARS EX. 

【 基 原 】 木 兰 科 植物 望 春花 、 湖 北 木 兰 〈 武 当 玉兰 ) ME~W PRE. 

【 原 植 物 】 木 兰 科 Magnoliaceae 落叶 乔木 ， 高 6 一 12m， 胸 径 可 达 lm. MBIRIK 

色 ， 平 滑 ， 小 枝 较 细 ， 无 毛 。 叶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10 一 18cm， 宽 3. 5 一 

6. 5cm， 先 端 尖 ， 基 部 宽 槐 形 或 圆 形 ， 初 被 毛 ， 后 变 无 毛 ， 侧 脉 10 一 15 对 ， 叶 柄 长 1 一 
2cm; 托 叶 痕 长 为 叶柄 的 1/5 一 1/3。 花 蔓 着 生 于 幼 枝 顶 端 ， 在 前 一 年 秋季 形成 ， 长 

1.7 一 2.5cm， 直 径 1 一 1. 2cm， 外 有 苞 片 ， 密 被 灰白 色 或 淡 黄 色 长 柔 毛 ， 花 梗 上 有 小 芽 

和 突起 的 红色 皮 孔 ， 花 先 叶 开放 , 长 6 一 8cm， 芳 香 ， 花 被 9 片 ， 白 色 ， 外 面 基 部 带 紫 

色 ， 排 成 3 Ho, Sho CEE) 3 片 ， 近 条 形 ， 长 约 lcm， 内 两 轮 近 是 形 ， 长 4 一 5cm， 

内 轮 较 窗 ， 雄 芒 与 心 皮 均 多 数 ， 花 柱 顶 端 微 弯 。 聚 合 果 圆柱 形 ， 稍 扭曲 ， 长 8 一 14cm。 

果 黑 色 ， 球 形 ， 两 侧扁 ， 密 生 凸 起 小 瘤 点 。 种 子 鲜红 色 ， 干 后 暗 红 色 ， 扇 圆 状 卵 形 或 一 

侧 平坦 。 花 期 3 一 4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卵 形 ， 似 毛笔 头 ， 长 1. 2 一 2. 5cm， 直 径 0. 8 一 1. 5cm。 基 
部 常 具 短 梗 ， 长 约 5mm， 醒 上 有 类 白色 点 状 皮 孔 。 苞 片 2 或 3 层 ， 每 层 2 片 ， 两 居多 

片 间 有 小 鳞 芽 ， 苞 片 外 表面 密 被 灰白 色 或 灰 绿 色 昔 毛 ， 内 表面 类 标 色 ， 无 毛 。 花 被 9 

片 ， 类 棕色 ， 外 轮 花 被 3 片 ， 条 形 ， 约 为 内 两 轮 长 的 1/4， 呈 昔 片 状 ， 内 两 轮 花 被 6 

片 ， 每 轮 3 片 ， 轮 状 排列 。 雄 蕊 和 雌蕊 多 数 ， 螺 旋 状 排列 。 体 轻 ， 质 脆 。 气 芳香 ， 味 六 

凉 而 稍 苦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抚育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 征 

有 较 强 的 抗 逆 性 ， 在 酸性 或 微 酸性 土壤 上 生长 民 好 ， 苗 期 怕 强 光 。 种 子 有 休眠 特 

性 ， 需 低温 沙 藏 4 个 月 方 可 打破 休眠 ， 低 温 处 理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达 80 为 以 上 ， 种 子 萌发 

力 强 ， 成 枝 率 高 ， 在 10 年 生 树 上 ， 成 枝 率 可 达 67. 5% 。 苗 高 1 一 2m 就 可 开花 ， 人 花芽 顶 
生 或 腋生 ， 在 当年 生 枝 条 上 于 秋季 形成 ， 第 2 年 春天 先 花 后 叶 。 花 芽 为 混合 芽 ， 在 生长 

过 程 中 鳞片 要 脱落 4 次 ， 鳞 片 每 脱落 1 次 ， 芽 明显 膨大 。 实 生 苗 8 一 10 4E Pa, BET 

2 一 3 Sy 

二 、 生 长 条 件 

辛夷 喜 温 暖气 候 和 阳光 充足 的 环境 。 稍 能 耐寒 ， 在 气温 一 15C 时 ， 能 露地 越冬 。 在 

土质 肥沃 、 朴 松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 士 和 酸性 至 微 酸性 壤土 上 生长 良好 。 适 应 性 强 ， 山 

沟 、 平 地 、 缓 坡地、 丘陵 地 以 及 房 前 屋 后 零星 地 均 可 栽培 。 但 土质 黏 重 、 低 洼 积 水 以 及 

盐碱地 不 宜 种植 。 自 然 条件 下 的 紫 玉 兰 和 望 春花 生长 在 海拔 3000 一 6000m 的 山坡 林 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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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 土 壤 种 类 

土壤 以 疏松 肥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为 好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育苗 地 ， 宣 选择 踊 松 、 肥 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 土 和 有 水 源 的 地 块 。 栽 植 地 宜 选 择 

向 阳 的 组 坡地， 最 好 是 成 片 栽植 ， 也 可 以 利用 庭院 、 房 前 屋 后 的 闲散 地 零星 栽培 。 若 选 

坡度 大 的 山地 ， 必 须 在 垦 复 后 修筑 成 梯田 或 角 鳝 坑 栽植 ， 以 防水 土 流失 〈 李 玉昌 ， 

2005) 。 

二 、 繁 殖 方法 

以 种 子 繁殖 为 主 ， 也 可 分 株 、 插 插 和 嫁接 繁殖 。 

1. ,种子 繁殖 
(1) 采种 与 种 子 处 理 。 选 主干 通 直 、 树 冠 圆 整 的 15 一 20 .年生 的 健壮 植株 为 采种 母 

株 。9 月 中 上 旬 ， 当 聚合 果 变 红 、 部 分 开裂 、 稍 露 鲜红 色 种 粒 时 ， 即 可 采集 。 和 采 回 后 ， 

先 将 果实 摊 开 晾 干 ， 待 全 裂 时 脱出 红色 种 子 。 然 后 ， 将 种 子 与 粗 砂 混 拌 ， 反 复 搓 揉 ， 使 

其 脱 去 红色 肉质 皮层 。 含 油脂 的 外 种 皮 搓 得 越 净 ， 发 芽 率 越 高 。 搓 净 后 再 将 种 子 用 清水 

漂 去 种 皮 、 杂 质 和 瘙 籽 ， 防 干 后 进行 湿 沙 层 积 储藏 。 其 方法 : 在 干燥 向 阳 处 控 工 层 积 

坑 ， 深 90cm， 大 小 视 种 子 多 少 而 定 。 坑 底 整 平 ， 先 铺 1 层 6 一 9cm 厚 的 细 砂 ， 再 将 1 份 

种 子 与 2 一 3 份 清洁 河 沙 混 拌 均 匀 ， 保 持 湿润 ， 平 摊 于 坑内 ， 厚 .30cm 左右 ， 上 面 再 盖 

6cm 厚 的 细 砂 ， 坑 顶 封 士 略 高 出 地 面 ， 上 盖 杂 草 ， 保 持 湿润 。 翌 年 早春 当 种 子 裂口 露 白 

IM, SBD. DOR. BANDA KH. GRAM. ADS. 

可 置 于 水 缸 或 木 箱 内 层 积 沙 藏 。 层 积 期 间 要 经 常 检查 ， 发 现 霉 变 ， 及 时 处 理 。 

(2) 播种 育苗 。 于 3 月 上 旬 ， 在 整 好 的 苗床 上 ， 按 行距 20 一 25cm FWA, YR 

2. 5 一 3cm， 将 催芽 籽 均 匀 地 摆 人 沟 内 ， 履 土 2 一 3cm， 轻 轻 压 实 ， 畔 面 盖 草 。 播 后 经 常 

保持 土壤 湿润 ，1 个 月 左右 即 可 出 苗 。 齐 苗 后 及 时 揭 去 盖 草 ， 加 强 苗床 管理 ， 培 育 1 一 2 

年 ， 当 幼苗 高 80~100cm 时 即 可 出 转移 栽 。 

2. 分 株 繁 殖 
于 立春 前 后 ， 控 取 老 株 的 根 鉴 苗 ， 或 将 灌木 从 状 的 小 植株 全 株 控 起 ， 带 根 分 株 另 行 

栽植 。 要 随 分 随 栽 ， 成 活 率 较 高 。 

3. 插播 繁殖 
于 夏季 或 夏 、 秋 季 之 间 进 行 插 捅 育苗 。 选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粗 壮 的 嫩 枝 ， 取 其 中 、 下 自 

截 成 15 一 20cm KA, BRA 2 或 3 个 节 位 ， 上 端 截 平 ， 下 端 近 节 处 削 成 马丁 形 

斜面 。 然 后 ， 将 插 条 先 用 清水 湿润 ， 芯 500ppm M|ME TM CBA) 加 滑石 粉 调 成 的 粉剂 

少许 ， 在 插 床 上 按 行 距 20cm, PREB 5 一 7cm 插入 土 中 ， 覆 土 压 紧 ， 涂 水 湿润 ， 搭 矮 棚 

遮 阴 ， 经 常 淋 水 ， 保 持 土 壤 湿润 ，1 个 月 左右 即 可 生根 。 完 全 成 活 后 ， 再 行 移 栽 。 硬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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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易 成 活 。 

A. 嫁接 繁殖 
砧木 采用 紫 玉兰 或 白玉 兰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 发 育 良 好 、 生 长 壮实 、 根 系 发 达 、 无 病 虫 

害 的 实生 苗 。 接 穗 采 已 开花 结果 的 优良 母 株 上 发 育 充 实 、 芽 呈 体 眠 状 、 无 病虫害 的 一 年 

生 枝 条 。 采 后 立即 前 去 叶片 ， 留 叶柄 ， 并 用 湿润 的 稻草 包 训 。 于 5 月 中 下 名， 采用 融 木 

质 部 的 削 芽 接 或 “ 丁 ” 字 形 芽 接 法 。 选 天 气 晴 朗 、 无 风 或 微风 ， 在 下 午 2 一 5 时 嫁接 ， 

成 活 率 最 高 。 嫁 接 成 活 与 否 ， 以 叶柄 一 触 即 落 为 准 。 成 活 后 立即 解除 绑 绳 。 待 新 芽 长 出 

后 进行 剪 砧 ， 并 抹 除 砧 芽 ， 以 促 接 芽 萌 发 生长 。 管 理 得 好 ，2~ 3 年 即 可 开 伦 。 

=. HE 

于 秋冬 季 或 翌年 早春 萌发 前 移 栽 。 春 栽 宜 早 不 宜 迟 ， 否 则 根系 难以 愈合 ， 影 响 成 活 

率 ， 且 生长 势 弱 。 以 春季 刚 展 叶 或 中 秋 定 植 为 最 适 期 。 栽 时 ， 控 取 二 年 生 幼苗 ， 根 系 节 

黄 泥浆 或 带 士 团 移 栽 ， 成 活 率 较 高 。 若 为 成 片 造林 ， 按 行 、 株 距 2.5m X 1. 8m FE 7 iti 

人 基肥 栽植 。 平 地 栽植 密度 可 大 一 些 ， 以 行 、 株 距 3m X 2m 或 2mx2m， 每 亩 栽 110 一 

160 株 为 宜 。 

四 、 了 田间 管理 

l. 间苗 与 定 苦 

幼苗 出 土 后 ， 当 出 现 2 片 真 叶 时 进行 第 1 次 间苗 ， 去 弱 留 强 。 当 长 有 3 或 4 片 叶 

时 ， 按 株距 18cm 定苗 。 保 持 土壤 湿润 ， 并 进行 追肥 ， 促 使 幼 株 生长 健壮 。 第 2 年 春季 

或 秋冬 季 出 团 定 植 。 

2. Hae 
定植 后 ， 于 每 年 春 、 夏 、 秋 三 季 各 进行 中 耕 除 草 1 次 。 成 林 后 ， 每 年 中 耕 除 草 2 

次 。 幼 苗 期 ， 每 年 中 耕 除 草 3 或 4 次 ， 每 次 中 耕 后 浇 施 1 次 稀薄 人 畜 妆 水 或 尿素 ， 以 促 

幼苗 生长 健壮 。 

3. 3B AE 

辛夷 喜 肥 。 定 植 后 ， 每 年 追肥 3K AK. HIKF2ZA PA), Be AA 

堆肥 2000kg 与 过 磷酸 钙 100kg 混合 堆 浇 后 的 复合 肥 ， 于 株 旁 开 沟 施 人 ， 施 后 覆土 羡 

肥 ， 以 促进 植株 早期 的 营养 生长 ;第 2 次 于 早春 采花 蕾 后 ， 正 值 萌芽 抽 枝 期 间 ， 每 株 施 

和 人 腐熟 堆肥 10 一 15kg， 以 促 枝 叶 生 长 繁茂 ;第 3 次 于 夏季 摘心 后 ， 每 株 施 人 上 述 复合 

肥 10kg， 以 促 多 发 中 、 短 花枝 ; 第 4 次 于 冬季 重 施 1 次 冬 肥 ， 每 株 开 沟 施 人 左 肥 、 饼 
肥 、 骨 粉 等 混合 堆 浇 的 复合 肥 15kg， 为 翌年 花芽 分 化 打下 营养 基础 。 

4. 整形 修剪 
辛夷 幼 树 生 长 较 旺 盛 ， 树 冠 形成 快 ， 易 造成 郁 财 ， 致 使 树冠 内 膛 通 风 透 光 不 恨 ， 术 

条 生长 纤弱 ， 影 响 花芽 的 形成 。 因 此 在 定植 后 第 2 年 定 干 ， 高 度 为 1 一 1. 5m。 打 顶 以 后 

使 其 发 权 。 视 生长 势 和 枝条 的 分 布 情况 ， 修 剪 成 踢 散 分 层 形 或 自然 开心 形 的 丰产 树 型 。 

AF FRR, MAKE, SEEM MUR BAE, MAA. BRR. F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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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WA BAW BEARS A ERB it BY Ib, ARNE BY. AL SF RE HAE RAK, 

其 下 的 腋芽 能 抽 生 中 、 短 枝 ， 多 数 能 形成 花芽 。 每 次 修剪 以 后 ， 必 须 追 肥 工 次 ， 以 利 恢 
复 树 势 ， 保 证 主干 与 树冠 的 健壮 生长 。 衰 老 树 上 的 多 年 生 侧 梳 一 般 不 开花 结果 ， 应 进行 
回 缩 更 新 修剪 ， 以 增强 树 势 ， 促 使 重新 抽 生 更 多 的 生长 枝 ， 能 更 新 复壮 “ 李 玉 昌 ， 
2005) 。 

五 、 病 虫害 防治 

1. 病害 
辛夷 病害 主要 为 立 枯 病 ，4 一 6 月 多 十 时 期 易 发 ， 和 危害 幼苗 ， 基 部 腐烂 。 

防治 方法 : @@ 苗 床 平整 ， 排 水 良好 ;@ 进 行 土壤 消毒 处 理 ， 每 亩 可 用 15 一 20kg 硫 

RU, BA, HORT RE; @ 拔 除 病 株 ， 立 即 烧毁 。 

2. 虫害 

1) RG, He: RS, ASR. AA 2. 5%% 敌 百 虫 粉 拌 毒饵 诱杀 。 

2) Seok: 又 名 袋 峨 、 避 债 蛾 。 幼 虫 取 食 叶肉 ， 造 成 孔洞 和 缺 刻 。 尤 其 在 高 温和 干旱 

时 为 害 严重 。 防 治 方法 : 中 冬季 摘除 越冬 虫 吉 ; @@ 夏 季 悬 挂 黑光 灯 诱 杀 雄 蛾 ，@ 喷 

90% FX BBR 2000 倍 液 灭 杀 。 

3) 刺 蛾 : 又 名 痒 辣子 。6 一 9 月 ， 幼 虫 取 食 叶片 ， 造 成 缺 刻 和 孔洞。 防治 方法 : 

OFS MHERR ON); OMA z 100 亿 个 /g 青虫 菌 粉 剂 300 一 500 倍 液 。 

4) AREER: 7 一 8 月 上 旬 ， 幼 虫 先 星人 细 枝 ， 稍 长 大 后 转 星 粗 枝 及 主 枝 梢 部 ， 常 将 

枝 梢 蛙 成 孔 ， 周 围 变 黑 神色， 树枝 易 折 断 、 枯 死 。 防 治 方法 : 中 田间 悬挂 黑光 灯 ， 诱 捕 

MK; ORM BBR, BPR; Olt 90% ABA H 800 FMR, 每 7d 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其 他 虫害 : 介壳 虫 、 红 蜂 蛛 、 蚜 虫 等 按 常 规 防 治 。 

【 采 收 加 工 】 

1. Kh 

辛夷 嫁接 苗 ， 春 季 剪 砧 ， 当 年 即 可 成 蕾 ， 两 年 有 产 ，3 一 4 年 即 可 采摘 花蕾 。 应 于 

立冬 至 立春 前 进行 采摘 ， 晚 摘 花 蕾 发 虚 ， 质 量 差 ， 故 宜 早 不 宜 晚 。 花 期 4 AAA, (BE 

温暖 地 区 开花 较 早 山地 或 寒冷 地 带 较 迟 。 采 时 要 逐 杀 从 花 柄 处 摘 下 ， 切 勿 损伤 树枝 ， 以 

免 影响 第 2 年 产量 。 

2. M70 

Hi: 采 收 后 ， 白 天 在 阳光 下 曝晒 ， 并 要 做 到 白天 翻晒 通风 ， 晚 间 堆 放 在 一 起 ， 使 

其 夜间 堆 集 发 汗 ， 内 外 干 湿 一 致 ， 晒 至 半 干 时 ， 堆 放 1 一 2d 后 再 晒 至 全 和 干 ，1 个 月 左右 

可 以 干 透 ， 即 为 成 品 。 成 品 以 黄 绿色 ， 有 特殊 香气 ， 味 辛 ， 凉 为 佳 。 

BEF: 采 收 后 遇 到 阴雨 天 ， 用 无 烟煤 或 炭火 烘 烤 ， 当 烤 至 半 干 时 ， 也 要 堆放 1 一 2d 

后 再 烘 烤 ， 烤 至 花苞 内 部 全 干 为 止 。 

【化 学 成 分 《中药 大 辞典 》 记 载 了 辛夷 有 78 Hk. IKI. FRAN 

部 位 成 分 一 样 〈 张 舍 ，1999) 。 辛 夷 的 主要 成 分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大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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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烯 类 : BAA. ote (Co-pinene), Ki Ccamphene), # REM 〈sabinene)、 

B-Weks (B-pinene),. aE. ERI (carene). yA (y-terpinene), (E)-@eAK 

Ii ( (E)-@fornesene), a4 Ti (a-caryophyllene), FM. yA HM Cy-muur- 

olene), #7 {jh (@muurolene), ~AA BAH. KEEFILMH-B, BAYA. y-FE 

eins. a- ATH (a-muurolene), BAS ii. 

2) BR: yA T Be. o PSH. SPE Clinalool), A EMRE. EFA. Jmsh- 

胡椒 醇 、 菠 醇 、 BOR. ER. BAB. RE, MAH Celemol). 2AKB, 

香 茅 醇 〈citronellol) 。 
3) 酯 类 : v- 佛 手 柑 内 酯 、 丙 酸 芳 樟 酯 、 乙 酸 龙 脑 酯 〈bornylacetate) 、 乙 酸 二 氧 松 

油 酯 、 邻 葵 二 甲酸 二 乙 酯 、 乙 酸 金 合 酯 。 

4) BME: Be. KRISH. CAE DAR REEHRILAD. 

5) 木 脂 素 类 : PSA A — AME Cpinoresind dimethyl ether)、 里 立 脂 素 -8- 二 甲 配 

(lirioresinol-8-dimethylether) 、 木 兰 脂 素 (magnolin), — RAGA. SIAR. 

另外 还 含有 核 叶 油 素 、 全 酸 、 油 酸 、 维 生 素 A、O- 甲 基 丁 香 酝 、1,8- 核 叶 素 〈1,8- 

lineole) 、 樟 脑 〈camphor) 、 龙 脑 、 真 细 辛 酮 、 反 细 辛 酮 、 二 十 一 碳 烷 、 二 十 三 碳 烷 等 

类 物质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 Sail 

薄 层 鉴别 RAMA le, MEAP GE 10ml， 密 塞 ， 超 声 处 理 30min, We, we 
BART, Bee IN =A be 2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木 兰 脂 素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PYSe Vl B) 试验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2 一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H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烷 -乙醚 (5 : 1) ARAL. Fe, Rei, oe 

于 ， 喷 以 10%% 硫 酸 乙醇 溶液 ， 在 90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的 紫红 色 斑 点 。 

二 、 含 量 测 定 

1. 挥发 油 
照 挥发 油 测定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XDj] 测定 。 本 品 含 挥发 油 不 得 少 

¥F1.0% (ml/g). 

2. 木兰 脂 素 

照 高 效 液 相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4ERR) PREV D] We. 

Cl)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辛 基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四 氢 叶 喃 -水 

(35:1: 64)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 长 为 278nm。 理 论 板 数 按 木 兰 脂 素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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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在 60C 减 压 干 燥 至 恒 重 的 木兰 脂 素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木兰 脂 素 0. Img WAM. BIE.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粗 粉 1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申 ， 精 密 加 乙 

酸 乙 酯 20ml1， 称 定 重量 ， 浸 泡 30min，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33kKHz) 30min, 

冷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精 密 量 取 续 滤液 3ml1， 加 于 

中 性 氧化 铝 柱 〈100 一 200 目 ，2g， 内 径 9mm， 湿 法 装 柱 ， 用 乙酸 乙 酯 5ml 预 洗 ) 上 ， 

用 甲醇 15ml eA. 收集 洗 脱 液 ， 置 25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义 ， 过 滤 ， 取 续 

滤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4 一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木兰 脂 素 〈Cz HzsO; ) 不 得 少 于 0. 40%%。 

【主要 参考 文献 】 

(EKA . 2000. 辛夷 植物 研究 进展 . 经 济 林 研究 ，18 (3): 62~ 64 

李 玉 昌 . 2005. 辛夷 及 栽培 技术 . 中 国 林 副 特产 ，78 (5): 18, 19 

宋 留 高 ， 赵 天 榜 ， 陈 志 秀 等 . 1998. 河南 木兰 属 特 有 珍稀 树种 资源 的 研究 . 河南 林业 科技 ，(1): 3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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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CTUS FORSYTHIAE 

CIA) A AKA RE ORE LED. WR GRABA), “ 味 

me. ERA, RE. Bi. wi, Bel, Be, AH, BE. ZAHM, —BZX*, 

—AiR, —Z=hR. EMA.” AAAS. TA. TR. AR CP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国家 中 医药 管理 局 中 华 本 草编 委 会 ，1998) 。 现 代 药 
理 研 究 表明 ， 连 翘 具有 抗菌 、 消 炎 、 抗 病毒 作用 。 

连 再 (Forsythia suspensa) $7 REF; (Oleaceae) 连 轴 属 植物 。 栽 培 或 野生 于 山 

地 ， 传 统 以 果实 人 药 ，8 一 9 ARMA, ARH. HA “AA”. 10 月 间 打 落 

成 熟 果 实 ， 过 得 除去 种 子 及 杂质 后 晒 干 ， 称 为 “ 老 普 ”。 老 竹 呈 长 卵 形 ， 常 为 分 裂 后 的 

AY RA 

Fk REAR. ERR UK. MEP KORA. UKE 

NPR. Ql, Bares, SSR ah 30%FA. GRANARY RSA, 

ARHRA—H. PAKS STL. I, EM. Ibe Sh, BRANT He aH 

H. EPR, Bil. Ba. Bu. YA. 新 安 、 西 峡 等 县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1994;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究 所 ，1984; 刘 庆 华 等 ，1984) 。 伏 牛山 连 首 个 大 、 肉 厚 、 

里 苷 含量 高 而 闻名 。 



(ama) a 

(JA) 4A. PA. SM. RM. EM. EM. KT. EH. BAA. 

eA. EF 

(SR) AKRAM RE. 

CRED) Bree eR. MPSMAA KE. MOE, AM, Hi 3 裂 至 

三 出 复 叶 ， 具 锯齿 或 全 缘 ， 有 毛 或 无 毛 ; 具 叶 柄 。 花 两 性 ， 一 至 数 条 着 生 于 叶腋 ， 先 于 

叶 开 放 ; 花 苯 深 4 裂 ， 多 少 宿 存 ; fens. BR, RAR, RARE. KARE 

ON, BERSERK. EBSA ARE; MER 2 枚 ， 着 生 于 花冠 管 基部 ， 花 药 2 室 ， 

WA, 子 房 2 室 ， 每 室 具 下 垂 胚珠 多 枚 ， 花 柱 细 长 ， 柱 头 2 裂 ， 花柱 异形 ， 具 长 花柱 的 

7é, WEARS REF WES, BRERA TE. ESR PER. RAGR, 22, SHR, BE 

具 种 子 多 枚 ; PFA; Foes WARE. RAE X= 14, 

CAME] AE KBE. K1.5~2em, HH0.5~1.3em, RMA 
FLW MWR Re REA )SLS, SAAN AAIY, White, SEERA DAR 

AMES. MOAR CAD, PMSARA, RARE, CRHKAA 

PLB, JRE, PPM, BRA. AKA. PM. A RRARAYA 

FE, BHAA WMA AMA MP, ma ake, ARMA ARG, Fie. 

AO. Wie. PTR, SOME. AMS, KR. SMU tee. TR. DCH 

子 、 显 光泽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3 生长 发 育 特征 

连 才 生长 发 育 与 自然 条 件 密切 相关 。 在 土地 湿润 、 温 度 15C 条 件 下 ， 约 15d 出 苗 。 
苗 期 生长 慢 ， 生 育 期 较 长 ， 移 栽 后 3 一 4 年 开花 结果 。3 月 气温 回升 ， 先 叶 开 花 ，5 一 9d 

花 渐 凋落 ，20 d A AAR, MBM, 5 月 气温 增高 ， 展 叶 抽 新 枝 ，9 一 10 月 果实 

成 熟 。 连 翘 的 雌 营 有 长 短 两 种 花柱 类 型 ， 称 为 异形 花柱 。 同 种 花柱 类 型 的 花 授 粉 率 极 

低 ， 仅 为 4 为 左右 ， 不 同 花 柱 类 型 的 花 授 粉 结实 率 高 。 在 自然 关系 下 ， 长 花柱 和 短 花柱 
的 类 型 的 分 布 很 不 均匀 ， 不 同 地 区 长 短 花柱 类 型 的 分 布 也 不 均匀 ， 因 此 结果 情况 也 各 不 

相同 ， 甚 至 出 现 整 片 不 结果 的 灌 丛 。 

二 、 生 长 条 件 

连 赎 为 落叶 灌木 ， 高 2 一 3m， 适 宜 于 亚热带 和 暖 温带 的 气候 ， 具 有 喜 温 暖 湿 润 ， 阳 

光 充 足 ， 耐 蹇 、 耐 旱 、 耐 涝 、 耐 交 薄 的 特性 ， 野 生 于 海拔 60 一 200m 的 半 阴 山坡 或 回 阳 

山坡 的 玻 灌木 从 中 。 以 连 疙 为 建 群 种 的 灌 丛 群落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山西 中 南部 ， 河 北 北 

部 ， 河 南 的 西部 和 北部 ， 陕 南 的 秦岭 和 陕 北 的 黄土 高 原 ， 湖 北 、 山 东部 分 地 区 有 少量 分 

布 。 海 拔 80~150m、 无 高 大 乔木 的 坡地 可 形成 以 连 矶 为 主要 优势 品种 的 单 品种 自然 群 

落 ， 有 利 结果 ; 海拔 80m 以 下 或 1500m 以 上 则 多 与 其 他 乔木 、 灌 木 、 草 本 植物 形成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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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群 落 ， 连 悉 长 势 较 差 ， 结 果 也 少 。 种 子 在 较 高 温度 条 件 下 容易 萌发 ， 发 菠 适 温 为 25~ 
30C 。 种 子 寿命 为 1 一 2 年 。 

三 、 土 壤 种 类 

Mt LRA RE RAP HS. SE. SE, SKY, BET REM KOBE 
土壤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选择 地 块 向 阳 、 土 壤 肥 沃 、 质 地 玻 松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 于 秋季 进行 耕 翻 ， 耕 深 

20 一 25cm， 结 合 整地 施 基肥 ， 每 亩 施 圈 肥 2000 一 2500kg， 然 后 友 细 整 平 。 直 播 地 按 株 、 

行距 1. 3mX2m， 穴 深 与 穴 径 30 一 40cm; 育苗 地 作成 1m 宽 的 平 畦 ， 长 度 视 地 形 而 定 。 

—. FTE 

(一 ) 种 子 育 苗 

1. 坡地 直播 整地 与 播种 

选 定 种 植 区 域 ， 铲 除 琼 从 杂 梢 、 荒 草 残 葵 ， 深 翻 土 层 ， 有 条 件 可 施 人 姜 肥 。 整 好 地 块 

按 2m RATA. ASHE. BREE lcm 左右 ， 温 湿度 适宜 ，30d 左右 出 苗 。 

2. 平地 育苗 整地 与 播种 | 

HWE HA. ETRE. BPSK, ARKH EL, SH BARAE 

2000kg, AYR. MAH. PEF. FE lm HAF ME, MERBFE 20cm， 长 畦 两 边 留 出 人 行道 。 

然后 按 行距 20~ 25cm 开 宽 沟 ， 深 4 一 5cm， 播 幅 宽 7~1l0cm, Mt lem AA, RR, 

盖 草 ， 保 持 湿度 ，20d 左右 出 苗 。 

3. 留 种 技术 

选择 生长 健壮 、 枝 条 节 间 短 而 粗壮 、 花 果 着 生 密 而 饱满 、 无 病虫害 的 优良 单 株 作 采 

种 母 株 ， 于 9 一 10 月 采集 成 熟 果实 ， 薄 摊 于 透风 阴凉 处 后 熟 数 日 ， 阴 干 后 脱粒 ， 选 取 籽 

粒 饱满 的 种 子 沙 藏 作 种 用 。 

4. 种 子 储藏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储藏 连 普 种子， 对 其 发 芽 率 影响 极 大 。 将 连 狂 种 子 放 鸡心 瓶 藏 室温 

下 ，2 年 后 测 发 芽 率 为 43.7% 。 连 和 翘 种 子 采用 干燥 器 储存 较 好 。 储 存 11 个 月 出 苗 率 仍 

可 达 85. 3 %, FAURE 7 个 月 ， 出 苗 率 则 降 至 31. 3% ， 储 存 8 个 月 以 上 则 完全 丧失 

发 芽 力 。 而 用 湿 沙 储存 ， 在 储存 期 间 种 子 陆续 发 芽 ， 故 播种 后 期 出 苗 率 不 如 干燥 器 储存 

的 高 〈 酉 诗 冬 等 ，2004) 。 

(二 ) 插 插 育苗 

L. 4 FRE 
小 量 持 插 可 按 长 4m, FE lm, 高 0. 3m 设计 插 床 ， 大 量 择 插 依 择 插 量 扩大 插 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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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选 沙壤土 做 插 壤 底 土 ， 细 沙 铺 面 ， 用 0. 1%% 高 锰 酸 钾 溶 液 喷洒 消毒 。 

2. 播 条 准备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 选 旺盛 生长 的 优良 母 株 ， 取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枝条 ， 剪 成 长 

30cm 的 插穗 〈 每 段 带 3 节 眼 )， 下 端 近 节 处 削 成 马 耳 形 斜面 ， 上 端 朝 上 ， 纪 使 题 倒 ，30 

根 或 40 根 一 捆 。 

3. KARE 
用 浓度 500ppm 的 生根 粉 溶液 或 500 ~ 1000ppm FY FEW AE KK Fe A LS A es FE of 

10s, BRAT. Zeus Pa BA ah Be Bet et AT 

4. .插播 方法 
在 插 床上 按 行距 10cm 开 沟 ， 株 距 5cm 定点 定位 ， 用 木 棒 预 先 打 孔 ， 然 后 再 将 插 生 

下 端 插入 孔 内 ， 深 度 为 插穗 的 一 半 ， 寿 紧 周 围 土壤 后 次 水 。 

(=) 压条 育苗 

利用 连 疙 株 下 垂 枝 条 于 3 一 4 月 萌芽 前 压 人 土 内 使 梢 部 露出 ， 人 和 人 土 处 用 刀 刻 伤 再 履 

以 细 土 以 利生 根 。 

(四 ) 育苗 管理 

1. 种 子 育 苗 
坡地 播种 后 及 时 除草 勿 使 草 荒 ， 平 地 播种 ， 待 苗 出 齐 在 阴 天 或 晴天 傍晚 揭 去 盖 草 。 

苗 高 7 一 10cm 时 按 株距 7cm 定苗 ， 勤 耕 铀 并 施 稀 人 畜 娄 水 或 少量 氮肥 促 苗 旺 长 。 

2. 446 A 
春季 气温 低 ， 中 山区 插 插 床 上 可 搭设 塑料 棚 增 温 保湿 ， 随 自然 气温 增高 逐渐 撤去 。 

3. RABE 
在 生 新 株 后 剪 离 母体 。 

= ee 

1. 地 点 选择 
退耕 还 林地 、 向 阳 沟 谷地 、 丘 陵 地 、 田 十 、 地 角 、 庭 院 、 闲 地 绿化 带 、 花 坛 。 

2. 行 株距 要 求 
行距 2m， 株 距 1. 5 一 2m。 

3. 造林 方式 
平地 : 规律 性 行 株距 设计 定 行 定 株 栽 植 ; 坡地 : 林带 式 或 鱼鳞 坑 式 定植 ; 公园 、 花 

坛 、 街 道 绿 化 带 、 庭 院 、 田 二 、 空 闲 地 依 地 域 阔 罕 进行 规划 设计 ， 定 行 定 点 栽植 ; 陡坡 

水 土 保持 林 区 采用 鱼鳞 式 栽 植 ， 疏 林 、 闲 散 地 可 在 空隙 补 栽 。 

4.。 开 帘 栽 植 
幼苗 移 栽 : 控 穴 宽 50cm， 深 40cm， 施 人 农家 肥 与 土 搅拌 后 将 连 矶 根 平展 放 人 ， 压 

ERE. Gok, BACAR.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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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株 移 栽 : FETCGE 100cem, VR 50cm AARIBIE, HAZARD EK ET +. 

四 、 管 理 

(一 ) 田间 管理 

1. 田间 管理 

(1) 中 耕 除草 。 新 植 连 痢 林地 每 年 3 一 8 月 松 土 除草 3 次 。 

(2) 施肥 。 幼 林 期 在 连 疾 株 旁 控 窝 或 开 环 状 沟 施 人 适量 农家 肥 或 氮肥 后 培土 。 结 果 

后 于 春 、 夏 季 在 植株 旁 控 窜 或 开 沟 施 人 适量 农家 肥 或 化 肥 ， 促 使 尽快 进入 结果 盛 期 。 

(3) 修剪 整形 。 幼 树 长 至 1m 开始 修剪 。 具 体 方法 : 初冬 在 主干 距 地 面 80cm 处 剪 

顶 ， 翌 年 两 侧 新 芽 育 成 新 枝 ， 新 枝 延长 至 60cm PB EF 40cm 处 前 去， 促 发 苗 壮 新 枝 ， 

由 此 培育 出 不 同方 向 的 4 个 主 枝 ,在 主 枝 上 培养 侧枝 ， 经 数 年 修整 ， 使 之 形成 自然 开 

心 形 。 

公园 、 花 坛 、 街 道 绿化 带 等 处 连 狂 可 根据 观赏 与 经 济 两 个 效益 相 结合 进行 锌 形 、 花 

篮 形 的 艺术 修剪 。 

2. 野生 资源 保护 
(1) 建立 保护 区 。 以 乡镇 、 村 、 组 为 单位 ， 根 据 连 翘 自然 群落 建立 连 片 的 资源 保护 

区 ， 并 建立 组 织 ， 制 定 措施 ， 加 强 保 护 。 

(2) 封 山 。 对 散 生 区 采取 封 山 管 护 ， 严 禁 杀 梢 、 放 牧 、 折 枝 等 破坏 行为 发 生 。 

(3) 清 坡 。 对 密生 区 采取 清 坡 管理 。 清 除 连 恶 株 间 的 乔木 、 灌 木 、 杂 草 ， 伐 过 密 连 

tk, FFAS HAE. 

(4) 老 株 更 新 。 将 大 型 的 天 然 老 株 上 过 密 的 纤弱 枝 、 枯 枝 及 病 虫 枝 基 部 萌芽 剪除 ， 

减少 养分 消耗 ， 恢 复 树 势 。 

(二 ) 病虫害 防治 

1. 蚜虫 
为 害 顶 芽 ， 使 幼 嫩 部 位 生长 不 良 ， 叶 片 卷曲 。 

防治 方法 : FAO. 65%% 茄 项 素 杀 虫 水 剂 400 一 500 倍 液 喷洒 或 用 烟草 1kg 捣 碎 加 水 

10kg 浸泡 24h 滤液 喷洒 。 

2. 钻 心 果 

幼虫 钴 人 木质 散心 为 害 葵 秆 ， 可 致 被 害 植株 不 能 开花 结果 ， 甚 至 被 害 部 位 以 上 

枯死 。 

防治 方法 : 用 50%% 敌 敌 旦 乳油 或 40%% 乐 果 30 倍 液 蕊 药 棉 塞 孔 或 用 注射 器 注 人 和 孔 后 

泥 封 。 

【 采 收 加 工 】 
AAT A TAKA, PARMAR. BA. ADH. Res 

以 采 黄 犯人 药 为 主 。 

(1) 青 狂 。 于 蹇 露 节 前 后 采 收 未 成 熟 的 青色 果实 ， 用 沸水 煮 片刻 或 蒸 30min， 取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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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 干 即 成 。 以 身 干 、 不 开裂 、 色 较 绿 者 为 佳 。 

(2) 2M. FVYAARWAEH REAR, WT, RAR, Se “Sa”. Us 

F. WRK, TB. BARRA HE. 

(3) #75. BRAM Tinh, MTNA. 

CFR) REAM. SRA. BH OCR). RHBAKRG 

A WARBET (matairesinoside) 等 。 果 皮 含 齐 墩 果 酸 (oleanolic acid), FHMA 2H 

4.89% ， 生 物 碱 0.2% 。 果 实 含 白 桦 脂 酸 〈betulinic acid), ARERR, CRM. Feet 

4790 (arctigenin), 4-38 #F (arctin)、 罗 汉 松 脂 素 (matairesinol) 、 罗 汉 松 脂 酸 苷 

(matairesinoside) , #34462 Cforsythigenin), #8#F Cforsythin), 4 Cforsyth- 

ol), (+) SBR R (+) -松脂 素 -8D- 葡 萄 糖 芽 和 芦 了 。 种 子 含 挥发 油 约 4%, EM 

分 为 B 菠 烯 〈B-pinene)， 占 60.2% ， 其 次 为 otek 15.7%， 另 有 芳 樟 醇 6% MRE 

花 烃 3.5%。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 Sail 

(1) 连 竹 药材 中 连 疙 昔 的 定性 鉴别 。 取 过 60 目 得 的 本 品 粉 末 0.5g， 加 甲醇 25ml， 

超声 30min， 过 滤 ， 回 收 滤液 至 干 ， 残 余 物 以 lml 甲醇 溶解 ， 播 义 ， 即 得 供 试 品 溶液 。 

Fy till IEA MT AB AK 〈1. Omg/ml 甲醇 溶液 )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BI 试验 ， 分 别 精 密 吸取 上 述 各 溶液 4xl， 点 于 同一 块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LA CHCl;-CH;OH (6 : 1) AAA, HAF, Re, BR. Wi 10%% 浓 硫酸 /乙醇 溶液 为 

显 色 剂 加 热 显 色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2) 连 几 药材 中 连 秋 酯 音 A 的 定性 鉴别 。 供 试 品 浴 液 的 制备 同 (1). Anlae a 

Bet A 对 照 品 溶液 (0. 5mg/ml 甲醇 溶液 )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B 试验 ， 分 别 精密 吸取 上 述 各 溶液 4 对 ， 点 于 同一 块 高 效 硅胶 G BRE, VW 

乙酸 乙 酯 - 丁 酮 -甲酸 -水 (5 : 3 : 1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防 和 干 ， 以 碘 蒸 气 显 色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 色 的 斑点 〈 阴 健 等 ，1993)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C18 ODS #£, CH;CN-H2O (25: 7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277nm， 柱 温 27°C, 

流速 0. 8ml/min， 理 论 塔 板 数 按 连 竹 苷 峰 面 积 计算 不 低 于 4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WS PA PR I EF TPR in 5mg， 于 25ml Aas, FARRAR. ER, A. ol 
精密 吸取 该 溶液 0.5ml、1. 0ml、2. 0ml、3. 0ml、5. 0ml、7. 0ml 于 10ml 容量 瓶 中 ， 以 

甲醇 稀释 ， 定 容 ， 即 得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3. 供 试 品 溶 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过 60 目 筛 的 木 品 粉 末 0. 4g8， 置 于 10ml 具 塞 刻度 试管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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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 冷 浸 24h， 超 声 30min， 离 心 ， 吸 取 上 清 液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4. 测定 法 
分 别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0. 10mg/ml) 15wl、20nl 及 供 试 品 溶液 150l 注 人 高效 液 相 

色谱 仪 ， 在 上 述 色 谱 条 件 下 测定 供 试 品 中 连 帮 苷 的 峰 面 积 积分 值 ， 按 外 标 法 计算 ， 

即 得 。 

eM a REA (Cy Hu On) 计算 ， 每 克 不 得 低 于 0.5mg (MRE, 

1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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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OPHIOPOGONIS 

[#tiz] #% (Ophiopogon japonicus (Thunb. ) Ker-Gawl.) ARMiIBMAH.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本 草 纲 目 》 云 : “此 草根 似 麦 而 有 须 ， 其 叶 如 韭 ， 

凌 冬 不 凋 ， 故 谓 之 麦 冬 ， 及 有 诸 韭 、 忍 冬 诸 名 。 俗 作 门 冬 ， 便 于 字 也 。 可 以 服 食 断 谷 ， 

故 又 有 余粮 、 不 死 之 称 .” 其 在 伏 牛 山区 海拔 2000m 以 下 的 山坡 阴 湿 处 、 林 下 或 溪 旁 广 

有 分 布 。 本 品味 甘 、 微 苦 ， 性 微 寒 。 归 肺 、 胃 、 心 经 。 微 香 质 润 ， 清 和 平缓 。 具 有 滋 阴 

润 肺 、 益 骨 生 津 、 清 心 除 烦 的 功效 ， 主 治 肺 燥 和 干咳 、 阴 虚 劳 咳 、 肺 首 、 咽 喉 疼 痛 、 津 伤 

口 渴 、 内 热 消 渴 、 肠 燥 便秘 、 心 烦 失眠 。 

【商品 名 】 麦 门 冬 

【别名 】 大麦 冬 

【 基 原 】 本 品 为 百合 科 植 物 麦 冬 的 干燥 块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常 绿 草本 ， 葵 短 ， 植 株 高 12 一 40cm， 须 根 的 中 部 或 先端 常 有 膨 

大 部 分 ， 形 成 纺锤 状 肉质 小 块根 。 叶 丛生 ， 罕 长 线性 ， 基 部 有 多 数 纤维 状 的 老 叶 残 基 ; 

叶 长 45 一 40cm， 宽 1. 5 一 4mm， 先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绿 白 色 并 稍 扩大 ， 并 在 边缘 具 

膜 质 透明 的 叶鞘 。 花 莹 比 叶 短 很 多 ,长 7 一 15cm， 总 状 花 序 穗 状 ， 顶 生 ,， 长 3 一 8cm， 

小 苞 片 膜 质 ， 每 苞 片 腋生 1 一 3 采花 ; 花梗 长 3 一 4mm， 关 节 位 于 中 部 以 上 或 近 中 部 ; 

teh FRE. TERE 6 片 ， 不 展开 ， 披 针 形 ， 长 约 5mm， 淡 紫色 或 白色 ; HR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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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BOR SERB, 7625 = AR RATIE FRR Pit, 32, 7EREKA 4mm, AZERR FE 

阔 而 略 呈 圆锥 形 。 果 实 浆果 状 ， 球 形 ， 直 径 5 一 7mm， 早 期 绿色 ， 成 熟 后 暗 蓝 色 。 花 期 

5 一 8 月 ， 果 期 7 一 9 A. 

【药材 性 状 】 块 根 呈 纺锤 形 或 长 圆 形 ， 两 端 略 尖 ， 中 部 充实 或 略 收缩 ， 长 1.5 一 

3cm， 直 径 3 一 6mm。 表 面 黄白 色 或 淡 黄 色 ， 有 不 规则 的 纵 皱 纹 。 未 干 透 时 ， 质 较 柔 

韧 ， 干 后 质 硬 脆 ， 易 折断 ;折断 面 黄 白色 ， 角 质 样 ， 中 央 有 细小 中 柱 。 和 气 微 香 ， 味 微 

甜 。 以 个 肥大 、 黄 白色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麦 冬 喜 温暖 湿润 环境 。 土 质 以 疏松 、 肥 沃 、 排 水 
良好 的 砂 质 壤土 较 好 。 生 长 前 期 需 适 当 荫 藏 ， 若 强 光 直射 ， 叶 片 发 黄 ， 生 长 发 育 受 影 

响 。 能 耐 O0C 低 温 ， 耐 湿 、 耐 肥 。 

【种 植 方法 了 

一 、 选 地 整地 

选择 排灌 方便 、 土 质朴 松 肥沃 的 沙 质 壤土 ， 经 多 次 犁 码 ， 每 亩 施 人 农家 肥 2000~ 
”3000kg， 破 匀 起 畦 ， 畦 宽 1 一 1. 2m， 高 约 20cm。 

二 、 分 株 繁殖 

清明 前 后 将 老 株 控 出 ， 切 除 块根 、 须 根 和 老 根 茎 ， 将 丛生 植株 分 成 单 株 ， 剪 去 叶片 

长 度 的 1/3， 以 叶片 不 散 为 度 。 先 把 苗 在 清水 中 浸 10 一 15min， 然 后 按 株 行距 16 一 26cm 

FTCA» FETT 4~6 TR, BARA 38cm, PUREE ARK. 

三 、 田 间 管 理 

PRR. IE: 麦 冬 前 期 生长 缓慢 ， 杂 草 易 滋生 ， 应 勤 除草 。 麦 冬 前 期 需要 荫蔽 
尽 强 光 ， 在 行 间 可 适当 间作 豆 类 和 蔬菜 作物 。 追 肥 : 春季 和 秋季 是 麦 冬 大 量 分 蓝 和 块根 

膨大 阶段 ， 应 重 施 磷 、 钾 肥 ， 配 合 氮肥 使 用 ， 每 亩 施 过 磷酸 钙 25kg, ABER 1500kg， 
饼肥 100kg。 此 外 ， 早 季 要 注意 灌溉 ， 保 持 土 壤 湿润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 

(1) 黑 斑 病 。 此 病 常 于 4 月 中 旬 开 始 发 生 ，6 一 7 月 为 盛 期 。 发 病 初期 叶 面 变 黄 ， 

并 逐渐 癌 叶 基部 萤 延 ， 产 生 青 、 白 、 黄 等 不 同 颜色 的 水 浸 状 病 斑 。 一 般 植株 外 围 叶片 易 

受害 ， 被 害 叶片 逐渐 卷 缩 枯萎 ， 影 响 生 长 。 病 原 菌 随 病 叶 遗留 在 土壤 中 越冬 ， 成 为 第 2 

年 的 侵 染 菌 源 。 一 般 在 多 雨季 节 易 发 病 。 土 壤 瘦 交 或 施 氮肥 过 多 ， 植 株 抗 病 力 减弱 ， 则 

防治 方法 : 中 选用 健 株 种 苗 种 植 ，@ 栽 种 前 用 1 : 1 : 100 倍 波尔多 液 或 65% 代 森 
笑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侵 种 苗 5min， 以 杜绝 种 苗 带菌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及 时 排除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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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由 冬季 将 枯 株 病 叶 清理 和 干净， 并 进行 烧毁 ; 包 发 病 期 用 1 : 1: 200 倍 波尔多 液 或 

50%% 多 菌 灵 1000 倍 液 喷 施 ，10d 一 次 ， 连 续 喷 3 或 4 次 。 

(2) 根 结 线虫 病 。 被 线虫 为 害 植株 根部 形成 大 小 不 等 的 根 结 ， 呈 念珠 状 ， 根 结 上 又 

可 长 出 不 定 毛 根 ， 这 些 毛根 末端 再 次 被 线虫 侵 染 ， 形 成 小 的 根 结 。 块 根 上 也 生 有 根 结 ， 

须根 缩短 ， 表 皮 粗 糙 、 开 裂 ， 呈 红 褐 色 。 切 开 根 结 ， 可 见 白色 发 亮 的 球状 物 ， 即 为 肉 

成 虫 。 

防治 方法 : OTE. ASR. Ao. GH. B. MK, AA, AESED 

轮作 ， 最 好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轮 作 。 外 选用 无 病 种 苗 ， 剪 净 老 根 防 止 带 虫 。 图 进行 土壤 处 

理 。 种 植 前 每 亩 用 5 克 线 磷 颗 粒 剂 Oke 施 人 畦 土 内 ， 也 可 用 40% SE EPL. 

亩 1kg 加 细 沙 适量 撒 于 畦 土 内 ， 与 表土 混 义 ， 再 进行 栽种 。 

(3) eee, RPK “Ty”, MBA ARENAS. MEHR. FRA 3 代 ， 以 成 

虫 或 若虫 越冬 。 第 2 年 3 一 4 AFR AA. SERA. Bk. AEDCEABRE. 

防治 方法 : @ 和 栽种 前 结合 整地 ， 每 亩 用 50%% 辛 硫 磷 乳油 0. 5kg， 加 水 配 成 800 倍 

MW, WAM, FHREALMALF. OZFEKM, SHH 5%% 辛 硫 磷 颗 粒 剂 3kg 

或 5% 甲 基 异 硫 磷 颗 粒 剂 3kg， 竞 细 土 20 一 30kg， 混 合 均匀 撒 于 畦 土 上 面 。@@ 用 香料 

诱杀 。 

(4) seb, ATE 8 一 9 月 发 生 ， 为 害 根 苗 ， 影 响 生 长 。 可 用 90%% 敌 百 虫 200 FR 

喷 杀 CHAE. 2001; 黄 虹 ，2006) 。 

【 采 收 加 工 】 麦 冬 以 块根 人 药 。 种 植 2 一 3 年 后 ， 于 4 一 5 月 采 收 。 将 麦 冬 控 起 ， 

拌 去 泥土 ， 摘 下 块根 日 晒 ， 了 晒 软 后 再 揉搓 ， 反 复 多 次 ， 直 至 去 尽 须 根 ， 干 燥 后 即 可 

药 用 。 

【化 学 成 分 】 
1. EARP AS Wh at 

#HABH MAYA BH (Cophiopogonin) A, B, B’, C. C’, D. D’. HRW 

RABPANSHRE, AABN 0.05%; 麦 冬 皂 苷 也 的 含量 次 之 ， 约 占 0.01%%; # 

ABH CRBABH DNA MIMI. HEB AL B.C. 的 苷 元 均 为 鲁 斯 皂苷 元 

(ruscogenin); #A24F B.C’. DA HICH ABM EH IC 〈diosgenin) 。 从 川 产 麦 冬 

中 分 离 得 到 5 种 省 体 皂 苷 ， 其 中 一 个 首次 发 现 的 省 体 皂 苷 ， 即 暮 忒 皂苷 元 -3-O-[Le 工 - 吡 

喃 鼠 李 糖 (1-2) ) [ 〈3-O- 乙 酰基 )-8D- 吡 喃 木 糖 (1-3)]-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杨 志 等 ， 

1987a，1987b) 。 

2. 高 异 黄酮 类 化 合 物 
甲 基 沿 阶 草 酮 甲 、 甲 基 沿 阶 草 酮 乙 (methylophiopogonanone A, B), HARI] 

酮 甲 、 甲 基 麦 门 冬 酮 乙 (methyl ophiopogonone A、B)， 沿 阶 草 酮 甲 (ophiopogo- 

nanone A)， 麦 冬 酮 甲 、 乙 〈 又 名 麦 冬 异 黄酮 甲 、 乙 ; ophiopogonone A、B)， 蜡 麦 冬 
酮 甲 〈isoopiopogonone A) 、 去 甲 基 异 麦 冬 酮 乙 〈desmethylIsoopiopogonone B) 。 从 浙 

麦 冬 中 分 离 并 鉴定 出 5 种 黄酮 类 化 合 物 ， 其 中 有 2 种 为 第 1 次 得 到 : 6- 甲 酰基 - 异 麦 冬 酮 

FA, Z (6-formyl-isoopiopogonon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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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含有 低 聚 糖 〈(Oligosaccharide A、B、C)， 分 子 质量 500 一 10 000Da， 含 量 

95%% 一 98% 。 昔 苷 化 合 物 : 龙 脑 -8 D- 葡 萄 糖 昔 、 龙 脑 -6-0;8D- 洋 芜 芝 糖 :8D- 葡 萄 糖苷、 

龙 脑 硫 酸 酯 钙 等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4。 

鲁 斯 皂苷 元 : R=H 

#A BH B: R=L-tha (1-2) -D-fcu- #4 B': R= Lacrha (1-2)-D-glu- 

D-xyl (1-3) 

# BFF D:R = L-rha (1-2)-D-feu- #A BHC’: R=L-rha (1-2) -D-glu- 

D-xyl (1-3) 

#A BH D': R = L- rha (1-2)-D-glu- 

D-xyl (1-3) 

沿街 草 酮 甲 : Ri 三 Rz 王 Rs 三 H, Rs 王 Me 沿街 草 酮 乙 : R, =R2=Ry= H, R3=Me 

甲 基 沿 街 草 酮 甲 : Ri = R3=Me, 甲 基 沿 街 草 酮 乙 : Ri= R3= Me 

R,=Ry= H R,=R, = H 

图 4 麦 冬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块根 横 切 面 : 表皮 为 1 列 薄 壁 细 胞 。 外 皮层 细胞 3 一 5 列 ， 壁 木 化 ; 皮层 占 根 的 大 

部 分 ， 约 20 FRE. APS eRe OR. EAT 20~88um; 内 皮层 外 侧 为 

一 列 石 细 胞 ， 其 内 壁 及 侧 壁 增 厚 ， 纹 孔 细密 ， 内 皮层 细胞 的 壁 均匀 增 厚 ， 木 化 ， 中 柱 很 

小 ， 中 柱 鞘 为 1 或 2 列 薄 壁 细胞 。 辐 射 型 维 管束 ， 韦 皮 部 束 16 一 22 个 ， 各 位 于 木质 部 

束 的 驳 角 处 ;木质 部 束 由 木 化 组 织 连接 成 环 层 ， 艇 小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2g， 剪 碎 ， 加 三 氧 甲烷- 甲醇 〈(7 : 3) 混合 溶液 20ml， 浸 泡 3h， 超 声 处 理 

30min，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三 氯 甲烷 0. 5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浴 液 。 另 取 

麦 冬 对 照 药 材 2g ，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x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F, 薄 层 板 上 ， 以 甲 葵 - 甲 醇 - 冰 乙 酸 (80 : 5 : 0.1) 为 展开 



8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wi), FEIF. Bath, BR, BESET (254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材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色 的 斑点 。 

=. SEU 

(1)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果 糖 100mg BF 50ml 量 瓶 中 ， 加 蒸馏水 稀释 至 

PVE, #25, BNA. 

(2) 多 糖 的 提取 。 取 样品 50g， 加 10 Fk, MASK, BAKA 30min, VE, 

合并 滤液 ，70C 浓 缩 至 1 : 1， 加 乙醇 至 含 醇 量 80% ， 静 置 ， 过 夜 。 沉 淀 冷冻 干燥 ， 得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配置 。 取 总 多 糖 适量 ， 加 蒸馏水 配 成 2mg/ml HRM. BY, 

(4) 测定 方法 。 取 对 照 品 及 供 试 品 溶液 适量 ， 置 于 具 塞 试管 中 ， 分 别 加 入 2g/L 的 

草 酮 -硫酸 试剂 4ml， 混 匀 ， 迅 速 置 于 冰 浴 中 冷却 30min， 按 照 分 光 光 度 法 于 625nm 处 

测定 吸光 度 GSA, 2006). 

【附注 】 
1. 治 阶 草 麦 冬 Opjhnzopogozz bodinieri Levl.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纤细 ， 近 末端 有 膨大 纺锤 形 小 块根 。 地 下 葵 长 。 直 径 1 一 2mm， 节 

上 具 膜 质 的 藉 。 葵 很 短 。 叶 基 生 成 从 ， 禾 叶 状 ， 长 20 一 40cm， 宽 2 一 4mm， 先 端 渐 尖 ， 

具 3 一 5 条 脉 ， 边 缘 具 细 锯 齿 。 花 草 较 叶 稍 短 或 几 等 长 ， 总 状 花 序 长 1 一 7cm， 具 数 条 至 

10 RARE; 花 常 单 生 或 ORE FER; 苞 片 线性 或 披 针 形 ， 少 数 呈 针 形 ， 稍 带 

黄色 ， 半 透明 ， 最 下 面 的 长 约 7mm; 花梗 长 5 一 8mm， 关 节 位 于 中 部 ， 花 被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披 针 形 或 近 和 矩 圆 形 ， 长 4 一 6mm， 内 轮 3 片 宽 于 外 轮 ， 白 色 或 稍 带 紫色 ; 花丝 很 

短 ， 长 不 及 lmm， 花 药 狭 披 针 形 ， 长 约 2.5mm， 常 呈 黄 绿色 ;花柱 细 ， 长 4 一 5mm。 

种 子 近 球形 或 椭圆 形 ， 直 径 5~6mm, EH} 6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月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 山 县 白河 、 卢 氏 淇 河 、 西 峡 、 内 乡 、 南 召 、 鲁 山 、 渐 川 等 ， 生 于 海拔 

500~2000m 的 山坡 、 山 谷 潮湿 地 、 沟 边 、 灌 从 或 林 下 。 

2. 间 型 沿 阶 草 b#X%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 

多 年 生 草本 ， 植 株 从 生 ， 有 粗 短 、 块 状 的 根 状 荃 。 根 细 长 ， 分 枝 多 ， 常 在 近 末 端 有 

膨大 成 椭圆 形 或 纺锤 形 的 小 块根 。 葵 很 短 。 叶 基 生 成 从 、 禾 叶 状 ， 长 15 一 70cm， 宽 2 一 

8mm， 具 5 一 9 条 脉 ， 背 面 中 脉 明 显 隆 起 ,边缘 具 细 齿 ， 基 部 常 包 以 褐色 膜 质 的 鞘 及 其 

iA MAE. TERK 20 一 50cm， 通 常 短 于 叶 ， 有 时 等 长 于 叶 ; 总 状 花 序 长 2. 5 一 

7em, H15~203R7E; 花 常 单 生 或 2 或 3 洒 复 生 于 苞 片 腋 内 ; BARE, Be 

下 面 的 长 可 达 2cem， 有 的 较 短 ; 花梗 长 4 一 6mm， 关 节 位 于 中 部 ; 花 被 片 矩 圆 形 ， 先 端 

钝 圆 ， 长 4 一 7mm， 白 色 或 淡 紫 色 ; 花丝 极 短 ， 花 药 条 状 狭 卵 形 ， 长 3 一 4mm; 花柱 

细 ， 长 约 3. 5mm。 种 子 李 圆 形 。 花 期 5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月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南 部 ， 多 生 于 海拔 800~2000m 的 山谷 、 林 下 阴 湿 处 或 水 沟 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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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CTUS GARDENIAE 

CHA) FHA OAT). HRA.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中 
品 。《 本 草 纲目 》 列 入 木 部 灌木 类 。 李 时 珍 日 : “Se, WH. EMS. HZ. BE 
te.” LA: “EU MeH, MRR. RK. ARIE, KU. ARES. 

随即 结实 ， 薄 皮 细 子 有 睁 ， 霜 后 收 之 .” 其 在 伏 牛 山 广 有 分 布 ， 尤 以 南阳 唐 河 为 最 。 本 

品味 苦 ， 性 寒 。 归 心 、 肺 、 三 焦 经 。 具 有 泻 火 除 烦 、 清 热 利 尿 、 凉 血 解毒 的 功效 。 临 床 

用 于 治疗 热 病 心 烦 、 黄 冶 尿 未 、 血 淋 涩 痛 、 血 热 吐 岂 、 目 赤 肿 痛 、 火 毒 郊 疡 ; SNA 

伤 痛 。 

(maa) ter 

CANA) Bey. ite. Wise. KIEL WE GH) 

C2) AGE HET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的 干燥 成 熟 果 实 。 

【 原 植 物 】 常 绿 灌 木 ， 高 50 一 200cm。 小 枝 绿色 ， 初 被 毛 ， 后 近 无 毛 。 叶 对 生 ， 

稀 三 叶轮 生 ; A; FCP. FRR. EPO. AKAs 

质 ， 具 光泽 ， 椭 圆 形 、 阔 倒 披 针 形 或 倒卵形 ， 长 6 一 12cm， 宽 2 一 4cm， 先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 钝 头 ， 基 部 槐 形 ， 全 缘 ， 侧 脉 羽 状 。 花 大 ， 极 芳香 ， 腋 生 或 项 生 ， 花 梗 短 ， 花 昔 绿 

色 ， 下 部 连 成 圆 简 状 ， 具 6 一 8 条 翅 状 纵 棱 ， 先 端 裂 片 6 一 8 个 ， 罕 条 形 ， 长 1.6 一 

2. 6cm; 花冠 白色 ， 后 变 乳 黄色 ， 质 厚 ， 高 脚 碟 状 ， 基 部 合生 成 简 ， 上 部 6 或 7 裂 ， 旋 

转 排列 ， 和 裂片 阔 倒 披 针 形 ， 与 花 管 约 等 长 ， 长 2 一 3cm， 宽 1 一 2cm， 先 端 圆 ， 雄蕊 与 花 
冠 裂 片 同 数 ， 着 生 于 花冠 喉 部 ， 花 丝 极 短 或 近 无 ， 花 药 线性 ，2 室 ， 纵 裂 ; HER 1 个 ， 

子 房 下 位 ，1 室 ， 侧 膜 胎 座 ， 胚 珠 多 数 。 果 大 ， 肉 厚 ， 深 黄色 ， 倒 卵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外 
果皮 上 具 6 一 8 条 肉质 翅 状 纵 棱 。 顶 端 冠 以 条 状 细 长 宿 昔 。 种 子 多 数 ， 鲜 黄色 ， 扁 圆 形 

或 扁 长 圆 形 。 花 期 5 一 7 月 ， 果 期 8 一 11 月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卵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长 1.5 一 3. 5cm， 直 径 1 一 1. 5cm。 表 面 
红 黄 色 或 棕 红色 ， 具 6 AMR. RIAA 1 条 明显 的 纵 脉 纹 ， 并 有 分 枝 。 顶 端 残存 
ee, SEERA. ARBRE. ReMi. RAE: 内 表面 色 较 浅 ， 有 光泽 ， 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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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 RRA. HPS, MONI, AA, PRET aT, Ae a RAM 
小 疣 状 突起 。 气 微 ， 味 微 酸 而 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抚育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黄 枯 子 喜 温 暖 、 阳 光 充 足 的 气候 条 件 ， 较 耐 阴 ， 

海拔 700m 以 下 均 可 栽培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贫 交 的 土壤 也 可 种 植 ， 但 以 土 层 深 
厚 、 肥 沃 玻 松 、 排 水 良好 的 酸性 或 中 性 土壤 种 植 为 佳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1) 育 茜 地 。 育 苗 地 应 选择 东南 向 的 山脚 处 或 半 阳 的 丘陵 地 为 好 ， 土 壤 以 疏松 肥 

沃 、 透 水 通气 良好 的 沙 坏 土 为 宜 ， 播 前 深 翻 土地 ， 友 细 整 平 ， 做 宽 1 一 1. 2m、 高 20cm 

左右 的 苗床 。 

(2) 定植 地 。 定 植 地 宜 选 坐 北 朝 南 或 东南 向 ， 大 水 体 附近 最 好 。 需 选 耕作 层 深厚 、 

土壤 肥沃 、 土 质 玻 松 、 排 灌 方便 的 冲积 壤 士 、 棕 壤 士 和 砾 质 土 栽培 。 重 黏 士 和 重 盐 碱土 

不 宜 种 植 。 选 地 后 宜 冬 前 深 翻 ， 使 其 冻 贷 。3 一 4 月 定植 壮 苗 〈 单 株 定植 ) ， 一 般 株 、 行 

BB (1~1.5) mX2m， 亩 栽 200 一 300 株 。 成 林 前 行 间 可 种 花生 或 药材 。 

二 、 繁 殖 方式 

可 用 种 子 、 插 插 和 分 株 三 种 方法 繁殖 。 种 子 繁 殖 的 苗木 数量 大 ， 成 株 后 生长 势 强 ， 

病虫害 少 ; 择 反 法、 分 株 法 是 营养 繁殖 ， 种 性 易 保 持 ， 成 苗 快 ， 投 产 早 ; 近来 也 有 用 嫁 

接 繁 殖 的 。 

(1) 种 子 繁殖 。 春 、 秋 二 季 均 可 播种 ， 以 春播 为 佳 。 春 播 多 在 2 月 下 旬 至 3 AD, 

秋 播 在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 将 选择 好 的 枯 子 果实 剪 破 ， 取 出 种 子 用 清水 浸泡 12h， 捞 出 

PROTA, PRE PRIA. RR RC AER EAE, BPR TET 
25cm 开 深 2cm WIA, HPPA, BH 1~2em 厚 的 草木 灰 与 磷肥 拦 和 的 营养 土 ， 

稍 压 ， 再 盖 一 薄 层 稻草 ， 以 保持 土壤 湿润 ， 每 雷 用 种 2 一 3kg。 幼 苗 出 土 后 ， 揭 去 覆盖 

物 ， 经 常 保持 苗床 湿润 ， 及 时 除去 杂 草 ， 追 肥 2 或 3 次 ， 分 期 分 批 匀 苗 ， 最 后 保持 株距 

在 10~15cm， 必 要 时 适当 培土 。 

(2) 插播 繁殖 。 一 般 于 2 月 下 旬 至 4 月 之 间 ， 9 AAS 10 FOB: 选择 

优良 健壮 、 生 长 2 一 3 年 的 枝条 ， 剪 成 18 一 20cm 的 插 条 ， 在 高 畦 上 按 行距 20 一 30cm、 

株距 约 10cm 择 插 。 插 插 时 枝条 应 稍微 倾斜 在 苗床 上 ， 和 人 入土 约 273， 上 端 留 1 BF a Be 

在 土 面 。 插 后 经 常 炭 水， 保持 床 木 湿润 。 

(3) 分 株 繁殖 。 于 春季 或 秋季 ， 选 择优 良 健壮 的 株 系 ， 刨 开 表 土 ， 将 幼 株 从 母 株 相 

连 处 分 挖 出来， 然后 单独 栽植 施 浇 稀 姜 水 ， 促 其 成 活 。 

田间 管理 

(1) 中 耕 除 草 。 定 植 后 特别 加 强 中 耕 除 草 ， 每 年 保持 2 次 以 上 ， 中 耕 除 草 宜 浅 ， 冬 

季 结 合 根 际 培土 进行 防冻 保湿 。 



各 论 ww。 

(2) 整形 修剪 。 通 常 采 用 主干 三 分 梳 目 然 圆 头 形 的 整形 方法 ， 栽 植 后 1 年 就 应 修剪 

珠 芽 ， 将 主干 30cm 以 下 的 芽 全 部 抹 去 ， 确 保 树 形 小 乔木 化 。 夏 季 对 夏 梢 摘心 ， 无 果枝 

轻 度 修剪 〈 周 早 弘 ，2006)。 冬 季 剪 除 过 密 校 、 细 弱 校 、 病 虫 枝 ， 整 理 树 形 。 培 养 成 多 
头 式 内 空 外 圆 、 层 次 分 明 的 树冠 。 

(3) 追肥 。 包 春 梢 肥 , 在 3 月 底 、4 月 初 ， 每 亩 施 尿素 3 一 4kg 为 开花 葛 定 营养 基础 。 

@ 壮 果 肥 ， 在 花 谢 后 的 6 月 下 旬 ， 每 亩 深 施 复合 肥 4 一 6kg， 此 次 忌 施 氮肥 ， 以 防止 夏 梢 

过 量 抽 发 ， 导 致 结果 部 位 迅速 上 移 。 包 花芽 分 化 肥 ， 立 秋 前 后 施用 ， 亩 施 尿素 6 一 7kg Bic 
合 姜 尿 水 200kg， 竞 磷酸 二 氧 钾 5kg， 人 穴 施 ， 施 好 这 次 肥 是 来 年 增产 的 关键 。 由 基肥 ， 也 
叫 腊 肥 ， 采 果 后 到 冬 前 施用 ， 亩 施 农家 肥 1000 一 1500kg， 加 拌 30~35kg 磷肥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CL) 褐 斑 病 、 溃 疡 病 。 此 为 常见 的 叶 、 果 病害 。 防 治 方法 : 用 70% WA HE 

1000 倍 液 或 65 为 代 森 锌 800 倍 液 于 5 月 下 旬 发 病 前 和 8 月 上 旬 分 别 喷 药 ， 每 隔 15d 1 

WK, SE 2 或 3 次 。 
(2) 绿 灰 蝶 、 咖 啡 透 翅 天 蛾 。5 月 上 名 至 12 月 均 有 为 害 。 防 治 方法 : 重点 在 5 月 

下 旬 开 花 盛 期 和 ?7 月 上 旬 幼 果 期 ， 可 用 2. 5 如 功夫 乳油 2000 倍 液 或 2. 5 为 溴 氰 菊 酯 2000 

倍 液 喷 施 ， 现 倡导 使 用 生物 农药 ， 如 阿 维 菌 素 2000 售 液 或 强 敌 312 (500 倍 液 ) 等 。 

(3) 龟 蜡 盟 。 局 部 地 方 为 害 较 重 ，6 一 7 月 和 若虫 大 量 出 现时 栖 居 于 叶片 、 枝 梢 上 吸 

食 为 害 。6 一 7 月 ， 第 一 代 卵 孵化 盛 期 用 药 ， 可 用 25 为 优 乐得 可 湿性 粉剂 1000 倍 液 或 
40 狼 速 扑 杀 乳 油 1000 倍 液 常规 喷雾 ， 重 点 是 树冠 膛 、 叶 片 反面 。 

五 、 留 种 技术 

一 般 情 况 下 ， 析 子 种 子 在 播种 后 第 3 年 开始 结果 。 留 种 时 应 选 生长 势 强 、 进 入 旺盛 

结果 年 龄 、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作 留 种 母 株 ， 注 意 玻 花 朴 果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果 实 成 熟 时 ， 

选择 果 大 饱满 、 色 红 、 皮 薄 、 无 病 虫 为 害 的 果实 ， 晒 至 半 干 ， 剥 开 果 实 ， 取 出 种 子 ， 放 

水 中 揉搓 ， 收 集 下 沉 于 水 底 的 饱满 种 子 ， 于 通风 处 晾 干 ， 装 人 布袋 挂 藏 〈 郑 昭 宇 等 ， 

2008) 。 

【 采 收 加 工 】 秋 季 和 霜降 后 ， 当 果实 成 熟 他 满 呈 黄色 带 红 时 采 收 ， 将 果实 倒 和 沸水 
中 烫 过 ， 然 后 滤 除 水 分 晒 至 果实 干燥 种 子 坚 硬 ， 或 人 笼 稍 蒸 后 直接 晒 干 或 烘 干 。 

【化 学 成 分 】 杖 子 含 有 多 种 环 烯 醚 萌 苷 类 成 分 : HEAT. MYSELF (genipo- 

side), #83EHEFH 〈gardenoside) A JE-F-1-@-D-JeE AA MHF (genipin-1-@-D-gentiobi- 

oside), LPG (shanzhiside), fe #4 Cgardoside), WARE VCH HE (scandoside 

methyl ester) 、 去 乙酰 基 车 前 草酸 甲 酯 (deacetyl asperulosidic acid methyl ester) K#e 

子 苷 酸 (geniposidic acid) 等 。 并 含有 6 -O- 对 香 豆 酰 京 尼 平 龙 胆 双 糖 苷 〈6“-O-p-cou- 

maroylgenipin gentiobioside) 〈 付 小 梅 等 ，2000 ) 。 

另外 含有 二 十 九 烷 (nonacosane) 、B 谷 省 醇 〈p-sitosterol) 、D- 甘 露 醇 (D-manni- 

tol) 、 藏 红 花 素 〈ursolic acid)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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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一 、 鉴 别 

QL) 本 品 粉 未 红 标 色 。 果 皮 石 细胞 类 长 方形 ; 果皮 纤维 细 长 ， 梭 形 ， 直 径 约 

l0um, KA) 1l0um, BACH. RR MKRE; 含 唱 石 细胞 类 圆 形 或 多 角形 ， 直 径 

17 一 31pm， 壁 厚 ， 胞 腔 内 含 草酸 钙 方 晶 ， 直 径 约 8pm。 种 皮 石 细胞 黄色 或 淡 棕 色 ， 长 

多 角形 、 长 方形 或 形状 不 规则 ， 直 径 60 一 112pm， 长 230kxm， 壁 厚 ， 纹 孔 很 大 ， 胞 腔 

棕 红 色 。 草 酸 钙 复 晶 直 径 19~34um, 

(2) 取 本 品 粉 未 0. 2g， 加 水 5ml，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3min， 过 滤 。 取 滤液 5 滴 ， 置 蒸 

KL, AEF. DRA 1 滴 ， 即 显 蓝 绿色 ， 迅 速 变 为 褐色 ， 继 转 为 紫 褐色 。 

(3) 取 本 品 粉末 lg， 加 75%% 乙 醇 10ml， 置 温水 浴 中 浸 2h， 过 滤 ， 滤 液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柱 子 苷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4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got mt lode 5u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乙 

酯 -丙酮 -甲酸 -水 (5 :5 : 1 : 1) AR, BA, Rh, RF. MUR GR 

5ml 加 乙醇 至 10m]) 在 110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 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用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乙 且 - 水 〈15 : 8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38nm。 理 论 板 数 按 柏 子 背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1500。 

2 对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析 子 苷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30w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取 本 品 粉 未 0. lg 〈 同 时 另 取 本 品 粉末 测定 水 分 )，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25ml， 密 塞 ， 称 定 重量 ， 超 声 处 理 2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甲醇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精 密 量 取 续 滤液 10ml， 置 25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播 匀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x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赵 静 等 ，2007) 。 

CHE) a PAAR KET. MAK. AREF Gardenia jasmi- 

noides Ellis var. grandiflora Nakai WJ FRR, RK, RAB. K3~7cem, KH. 

BURA. AVEAARZS, ERE DC REA B. PE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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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PLATYCODONIS 

CRIA] A AeA 〈 驳 西 桔梗 ) 。《 本 草 经 》 记 载 : “THERES 
CR WGK). Fete, AEH. Shab aA. eer ane. EA LR.” 

(ABA) A: “ie, —AAo, BRE. He. AEWA. YAR. oS. tee. AE 

fem.” (uri) A: “HARI.” ERA 2000 多 年 药 用 历史 且 用 量 大 的 中 

药品 种 。 本 品味 苦 ， 性 平 ， 归 肺 经 ， 有 宣 肺 、 利 咽 、 祛 痰 、 排 脓 的 功能 。 临 床 主要 用 于 

止咳 化 痰 ， 无 论 外 感 或 内 伤 所 致 寒热 虚实 之 咳嗽 缘 可 选用 ; te FR a. 

热 结 、 痰 阻 所 致 的 各 种 咽 痛 ; 桔梗 善行 上 焦 ， 能 治 心肺 受 病 、 气 血 受 伤 、 血 脉 不 畅 引 起 

的 胸痛 〈 余 椿 生 ，2006) 。 桔 梗 幼 嫩 荃 叶 及 根 可 做 蔬菜 ， 尤 其 是 在 朝鲜 、 韩 国 ， 是 传统 

的 民族 特色 食品 ， 目 前 在 我 国 也 已 逐渐 开始 食用 。 桔 梗 还 可 以 加 工 成 饶 头 、 酬 酒 、 配 制 

化 妆 品 等 。 此 外 ， 桔 梗 花 大 、 色 艳 、 形 美 ， 可 栽培 为 观赏 花卉 。 因 此 ， 桔 醒 具 有 很 高 的 

药 用 价值 和 经 济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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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 科 桔 梗 属 植物 全 世界 仅 1 个 种 〈 紫 花 桔 梗 )、1 PE CRETE). AEE 

在 我 国 东北 地 区 有 人 少量 栽培 ， 其 植株 矮小 ， 分 枝 多 。 国 内 学 者 发 现 新 的 栽培 变种 一 重 

He t4 HE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Jacq. ) A. DC. cv. plenusX.S. Wen ( 严 一 字 等 ， 

2006)。 伏 牛山 区 主 产 紫花 桔梗 ， 主 要 分 布 在 山 县 、 卢 氏 、 率 川 、 内 乡 等 。 

【商品 名 】 桔梗 

【别名 】 铃 销 花 、 梗 草 、 和 尚 头 花 、 土 人 参 、 包 裕 花 、 绿 花 根 、 道 拉 基 〈 朝鲜 

if). ie. AA, Alan, Pai, BA. Sethed, eR. a. KA, SR 

【 基 原 】 桔 梗 Pazycodon grandiflorum (Jacq. ) A. DC. 为 桔梗 科 植 物 和 干燥 的 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有 白色 乳汁 ; 根 粗壮 ， 肉 质 ， 长 圆柱 形 ， 表 皮 黄 褐色 。 

ABW, & 40 一 120cm， 无 毛 ， 单 一 或 不 分 枝 。 叶 互生 、 对 生 或 3 或 4 片 轮 生 ;，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长 2 一 7cm， 宽 1 一 3cm， 顶 端 急 尖 ， 基 部 宽 槐 形 ， 边 缘 具 尖 锯 齿 。 表 面 绿 

色 ， 下 面 被 白粉 ; 无 叶柄 或 有 极 短 柄 。 花 1 条 至 数 条 ， 生 于 葵 或 分 梳 顶 端 。 花 葛 钟 状 ， 

无 毛 ， 被 白粉 ， 裂 片 5 个 ， 三 角形 或 狭 三 角形 ; 花冠 蓝 紫 色 ， 浅 钟 状 ， 长 2. 5 一 3. 5cm， 

宽 3. 5 一 5cm， 无 毛 ，5 浅 裂 ， 裂 片 三 角形 ， 开 展 ; 雄 划 5 枚 ， 与 花冠 裂片 互生 ， 人 花丝 

基部 加 宽 ， 内 有 短 柔 毛 ; 柱头 5 裂 ， 线 形 ， 子 房 下 位 ，5 室 ， 胚 珠 多 数 。 藉 果 倒 卵 圆 

形 ， 项 端 5 为 裂 。 种 子 卵 形 ， 具 3 棱 ， 黑 褐色 ， 有 光泽 。 花 期 7 一 10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圆柱 形 或 略 呈 纺锤 形 ， 下 部 渐 细 ， 有 的 有 分 枝 ， 略 扭曲 ， 长 

7 一 20cm， 直 径 0.7 一 2cm。 表 面 白 色 或 淡 黄 白色 ,不 去 外 皮 者 表面 黄 棕色 至 灰 棕色 ， 

具 纵 扭 皱 沟 ， 并 有 横 长 的 皮 孔 样 斑痕 及 支 根 痕 ， 上 部 有 横 纹 。 有 的 顶端 有 较 短 的 根 荃 或 

不 明显 ， 其 上 有 数 个 半月 形 葵 痕 。 质 脆 ， 断 面 不 平坦 ， 形 成 层 环 棕色 ， 皮 部 类 白色 ， 有 

裂 险 ， 木 部 淡 黄 白 色 。 气 微 ， 味 微 甜 后 若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 征 
桔梗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况 : 4 月 中 下 旬 出 苗 ， 随 着 气温 升 高 而 抽 葵 展 叶 ，5 一 6 月 为 营养 

生长 盛 期 ，7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旬 为 花期 ，9 月 为 果 期 ，10 A EAS. FEB 

种 子 繁殖 ， 春 播 、 秋 播 或 冬 播 均 可 。 桔 梗 为 直 根 系 ， 种 子 萌发 后 ， 胚 根 当年 主要 为 伸 长 

生长 ， 一 年 生 苗 的 根茎 只 有 一 个 顶 芽 ， 二 年 生 苗 可 萌发 2 一 4 个 侧 芽 。 主 根 第 1 年 伸 长 

最 快 ， 可 达 15 一 30cm， 第 2 年 缓慢 ， 但 明显 增 粗 。 

二 、 生 长 条 件 

桔梗 喜 温 ， 喜 光 ， 耐 寒 ， 怕 积 水 ， 忌 大 风 。 适 宜生 长 的 温度 为 10 一 30C， 最 适宜 

温度 为 20C， 能 忍受 零下 20C 低 温 。 在 土 层 深 厚 、 朴 松 肥 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中 植 

株 生长 良好 。 土 壤 水 分 过 多 或 积 水 易 引 起 根部 腐烂 。 



三 、 土 壤 种 类 

桔梗 为 深 根 性 植物 ， 对 土质 要 求 不 严 ， 但 宜 栽 培 在 富 含 腐殖质 的 沙壤土 、 黄 棕 壤 
土 ， 有 机 质 大 于 或 等 于 1%;， pH5. 6 一 7. 0。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1. 选 地 

在 土壤 深厚 、 朴 松 肥 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中 植株 生长 良好 。 土 壤 水 分 过 多 或 积 

水 易 引 起 根部 腐烂 。 前 茬 作物 以 豆 科 、 禾 本 科 作 物 为 宜 。 黏 性 土壤 、 低 洼 盐碱地 不 宜 种 

植 。pH6. 5 一 8 的 土壤 最 适宜 。 

2. 整地 
选 地 后 及 时 翻 耕 、 碎 土 ， 播 种 前 一 般 先 深 翻 土地 25 一 50cm， 秋 耕 越 深 越 好 ， 以 消 

灭 越冬 虫 卵 、 病 菌 。 因 桔梗 的 主根 能 伸 人 土 中 40cm 左右 ， 深 耕 细 友 可 以 改善 土壤 理化 

性 质 ， 促 使 主根 生长 顺 直 、 光 滑 、 不 分 权 。 如 果 土 壤 丧 情 不 足 ， 应 先 灌水 造 丧 再 邦 。 

基肥 以 有 机 肥 为 主 ， 每 亩 施 腐 熟 的 农家 肥 3000 一 4000kg， 或 施 100kg 生物 肥料 ， 

Wea ALE 1 次 ， 整 平 友 细 ， 做 畦 或 打 芍 。 雨 水 少 的 地 区 作 平 畦 ， 雨 水 多 的 地 区 作 高 畦 ， 

以 利 排水 。 畦 宽 约 120cm， 作 业 道 30~40cm, BER 15 一 20cm， 蛙 长 根据 灌溉 条 件 和 地 

形 而 定 。 

—. ARK 

桔梗 以 种 子 繁殖 为 主 ， 其 在 生产 上 有 直播 和 育苗 移 栽 两 种 方式 ， 因 直播 产量 高 于 移 
栽 ， 且 根 直 分 权 少 ， 便 于 刊 皮 加 工 ， 质 量 好 ， 生 产 上 多 用 。 
1. 种 子 选 择 

桔梗 种 子 寿命 只 有 1 年， 饱满 新 种 子 发 芽 率 为 70% 左 右 ， 储 存 1 年 以 上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很 低 ， 生 产 上 应 选用 两 年 或 三 年 生 植株 新 产 的 种 子 。 以 大 而 饱满 、 颜 色 油 黑 、 发 亮 
的 种 子 质量 最 好 ， 播 种 后 出 苗 率 高 。 
2. 浸种 催芽 

为 促进 提早 出 苗 ， 可 用 温水 浸种 催芽 处 理 。@ 将 种 子 放 在 50 上 C 温 水 中 搅拌 至 水 凉 
后 ， 再 浸 sh 捞 出 ， 种 子 用 湿布 包 上 ， 放 置 于 25~30°C 的 地 方 ， 上 面 用 湿 麻袋 片 盖 好 ， 
每 天 早晚 用 温水 淋 浇 1 UC. 4~5d 种 子 萌动 即 可 播种 。@ 播 种 前 也 可 将 种 子 用 0. 3% ~ 
0. 5% 高 锰 酸 钾 溶液 浸 24h， 冲 去 药 液 ， 以 提高 发 芽 率 。 
3. 播种 时 期 

桔 醒 直播 可 春播 、 秋 播 或 冬 播 。 春 播 在 3 月 中 上 旬 至 4 月 中 旬 ;， BEEF 10 月 中 和 
至 11 月 中 旬 进 行 ; 冬 播 于 地 冻 前 进行 ， 第 2 年 春 出 苗 。 
4. 播种 方式 

桔梗 种 子 细小 ， 需 精细 整地 播种 。 可 采用 条 播 或 撤 播 。 在 整 好 的 畦 面 上 ， 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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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m 行距 开 条 沟 ， 沟 深 1. 5 一 2cm， 将 种 子 均匀 撒 入 沟 内 ， 播 后 覆 细 土 约 lem， 或 以 凌 

FEAT ARE, FA. FRA 3cm 厚 的 稻草 ， 涛 一 次 透水 ， 以 防 雨 水 冲刷 ， 并 可 保持 
土壤 湿润 和 地 温 , 一 般 10 一 15d 出 苗 。 每 雷 用 种 子 800 一 1000g。 撒 播 ， 将 种 子 拌 细 沙 ， 

均匀 撒 于 畦 面 ， 盖 一 薄 层 细 土 ， 再 覆盖 一 层 稻草 。 

三 、 转 间 管 理 

l. 苗 期 管理 

苗 高 3~Sem 时 ， 进 行 1 或 2 次 间苗 ; 苗 高 10 一 12cm 时 进行 定苗 ， 按 株距 6 一 8cm 

留 壮 苗 lth. AAR. WPA MAGE TA. HWS RRB 6cm 左右 

“ 品 ” 字 形 定 苗 。 

2. 中 耕 除 草 
幼苗 期 宜 勤 除 草 松 土 ， 苗 小 时 宜 用 手 拔除 杂 草 ， 以 免 伤 害 小 苗 ， 每 次 间苗 应 结合 除 

草 1 次 。 定 植 以 后 适时 中 耕 、 除 草 、 松 土 ， 保 持 土 壤 疏 松 无 杂 草 ， 松 土 宜 浅 ， 以 免 伤 

根 。 中 耕 宜 在 土壤 干 湿度 适中 时 进行 。 一 般 一 年 要 除草 3 或 4 次 。 种 植 第 2 年 ， 植 株 尚 

未 封 垄 前 ， 可 除草 1 或 2 次 。 植 株 长 大 封 垄 后 ， 不 宜 再 进行 中 耕 除草 ， 以 免 折断 茎 秆 。 

3. 追肥 

一 般 追 肥 5 或 6 次 。 促 苗 肥 : 定苗 后 应 及 时 追 施 1 RMA ABBE EK 1: 

10) 或 尿素 2~3ke; 壮 苗 肥 : 在 苗 高 约 15cm 时 ， 再 施 1 mk, REHEARSE 

20kg， 尿 素 8kg， 在 行 间 开 沟 施 人 ， 施 后 盖 土 ， 天 旱 时 涛 水 ; 花期 肥 : 6 一 7 月 开花 时 ， 

为 使 植株 充分 生长 ， 可 追 施 稀 人 畜 凑 水 1 次， 每 亩 500~800kg; 或 磷 钾 复合 肥 ， 每 亩 

30kg; 越冬 保温 肥 : 入 冬 地 上 植株 枯萎 后 ， 可 结合 清 沟 培 土 3 一 5cm， 加 施 草 木 灰 或 土 

FRAC; GRAAL: 第 2 年 开春 齐 苗 后 ， 施 1 次 稀 的 人 畜 姜 水 ， 每 亩 800 一 1000kg， 以 加 速 

植株 返青 生长 ， 送 嫁 肥 : 6 一 7 月 开花 前 ， 再 追 施 1 次 人 畜 北 水 ， 加 过 磷酸 钙 25kg， 进 

一 步 促 进 葵 叶 生长 ， 开 花 结 籽 ， 并 为 后 期 的 根茎 生长 提供 足够 的 养料 。 最 佳 用 肥 是 土 杂 

灰 拌 发 酵 的 菜 饼 或 拌 复合 肥 。 尽 量 少 施 或 不 施 氮肥 ， 可 防止 或 减轻 倒伏 。 

4. 灌水 排水 

定苗 后 ， 视 植株 生长 情况 ， 进 行 闫 水 和 追肥 。 若 天 气 和 干旱 ， 可 结合 追肥 进行 灌水 。 

WEE RAIA AH. REI UR, AAPA INFRA. LAF RAY HE, GEOG A lB) AR 

7k. HEAR. 

5. 清 沟 培 土 、 防 倒伏 

二 年 生 桔 梗 植株 高 达 60 一 90cm， 一 般 在 开花 前 易 倒 伏 。 所 以 种 植 一 年 的 桔梗 ， 人 

冬 后 应 结合 施 越冬 肥 ， 在 株 旁 进行 培土， 防止 风 害 折断 茎 秆 和 倒伏 。 翌 年 春季 适当 控制 

氮肥 用 量 ， 配 合 磷 、 钾 肥 的 施用 ， 使 葵 秆 生长 粗壮 。 在 雨季 前 结合 松 土 进 行 清 沟 培土 ， 

可 防止 或 减轻 倒 状 。 

6. 分 根 防 治 

桔梗 商品 以 顺 直 、 坚 实 、 少 贫 根 为 佳 。 采 用 直播 、 撒 播 或 宽 幅 撒播 种 植 是 防止 产生 

贫 根 的 有 效 措施 。 另 外 ， 为 了 促进 桔梗 的 主根 生长 ， 必 须要 进行 打 芽 ， 每 株 只 留 主 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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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4, HREM EES DR, TRIG —ER— OE. AI RE, > te. 
肥 ， 防 止 地 上 部 分 徒长 ， 促 使 根部 正常 生长 ， 可 以 减少 岔 根 、 支 根 。 

四 、 病 虫 防治 

(一 ) 主要 病害 

1. 轮 纹 闫 

病害 主要 发 生 在 成 叶 和 老 叶 上 ， 也 可 为 害 嫩 叶 和 新 梢 ， 叶 片 病 斑 通常 由 叶 尖 或 叶 缘 

开始 ， 先 为 黄 绿色 小 斑 ， 后 呈 褐 色 ， 近 圆 形 、 半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大 斑 ， 一 般 有 深浅 褐色 

相间 的 同心 轮 纹 ; 以 后 病 斑 中 央 变 为 灰白 色 ， 上 生 黑 色 小 粒 点 。 防 治 方法 : 5 一 6 AR 

病 初期 喷 药 1 次 ， 发 病 严 重 的 在 7 一 8 月 再 喷 1 次 。 尤 其 是 夏季 久 旱 后 遇 降 雨 ， 应 在 十 

后 开 晴 时 ， 立 即 喷 药 ， 防 止 病害 扩展 草 延 。 药 剂 可 选用 多 抗 霉 素 100 一 200mg/L， 或 

25%% 灭 菌 丹 可 湿性 粉剂 400 倍 液 ，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可 湿性 粉剂 、50% 多 菌 灵 可 湿性 

粉剂 、50%% 葵 菌 灵 可 湿性 粉剂 各 1000 倍 液 喷 雾 防 治 。 

2. DI 

纹 枯 病 主 要 为 害 叶片 。 防 治 方法 : OAR SH. WaEBHEK, RRR AA 

植株 ; @) 发 病 初期 喷洒 1 : 1 : 100 波尔多 液 或 50%% 多 菌 灵 1000 FM. 

3. 根 腐 病 

根 腐 病危 害 根部 ， 受 害 根部 出 现 黑 褐 斑点 ， 后 期 腐烂 至 全 株 枯死 。 防 治 方法 : @ 用 

多 菌 灵 1000 倍 液 浇灌 病 区 ，@ 两 后 注意 排水 ， 田 间 不 宜 过 湿 。 

4. 白粉 病 

白粉 病 主要 危害 叶片 。 发 病 时 ， 病 叶 上 布 满 灰 粉末 ， 严 重 至 全 株 枯 蓉 。 防 治 方法 : 

发 病 初 用 波 美 0. 3 度 石 硫 合 剂 或 白粉 净 500 倍 液 喷 施 或 用 20% 的 粉锈宁 粉 1800 倍 液 
喷洒 。 

(~) Rae 

1. 根 结 线虫 
桔梗 感染 根 结 线虫 后 ， 初 时 植株 地 上 部 分 症状 表现 不 明显 ; 发 生 严重 时 ， 地 上 部 分 

RIVERA RR. PR). BK. BR. WERK SSE, PR BA ACHE RT, AAP 
植株 雁 蕊 。 重 病 株 拔 起 后 会 发 现 根茎 或 须根 上 长 出 瘤 状 根 结 ， 一 般 呈 球状 ， 绿 豆 或 黄豆 

粒 大 小 ， 襄 开 根 结 在 显微镜 下 可 见 很 多 细小 的 乳白 色 线虫 藏 于 其 内 ， 在 根 结 之 上 可 长 出 
细弱 的 新 根 ， 再 度 感 染 形成 根 结 肿瘤 。 

防治 方法 : 中 农业 防治 。 第 一 ， 合 理 轮作 。 第 二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彻 底 处 理 病 残 

体 。 第 三 ， 慎 施肥 料 。 施 用 不 带 病 残 体 或 充分 腐熟 的 有 机 肥料 ， 减 少 传染 源 。 第 四 ， 深 

冬 耕 。 冬 季 进 行 耕作 ， 将 残留 土壤 的 线虫 幼体 翻 至 地 表 ， 利 用 低温 将 其 冻 死 ， 减 少 传染 
源 。@ 药 剂 防治 。 一 是 土壤 消毒 。 在 整地 时 每 亩 用 3 久米 乐 尔 颗 粒 剂 4 一 6kg 或 5%% 涕 灭 

威 颗粒 剂 3 一 4kg 或 5% 杀 线 灵 颗粒 剂 3 一 4kg FETA 25ke KS, FHA AL.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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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播种 前 每 亩 用 1. 8 为 北 农 爱 福 丁 乳 油 450 一 500ml， 拌 细 沙 土 20 一 25kg HAI i. 

是 灌 根 。 在 发 病 初期 用 1. 8%% 虫 螨 克 乳油 1000 倍 液 灌 根 ，10 一 15d ER 1 次 。 

2. 地 老虎 

地 老虎 危害 幼苗 ， 沿 地 表 咬 断 幼苗 ， 造 成 断 垄 缺 苗 。 防 治 方法 : 可 在 太阳 未 出 之 前 

人 工 捕杀 。 

3. BE. ST aR 
We. STR ESE ee A, PERO AR RT. BATT: 

发 病 期 用 40% FRR FLT 2000 倍 液 或 800A FLT 1500 倍 液 喷 杀 ， 每 10d 喷 杀 1 次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桔梗 种 植 2 一 3 年 收获 ， 采 收 期 可 在 秋季 9 一 10 月 或 翌年 春季 桔梗 萌芽 前 进行 。 秋 

季 采 者 体重 质 实 ， 质 量 较 好 。 一 般 在 地 上 葵 叶 枯萎 时 采 控 ， 过 早 采 挖 根部 尚未 充实 ， 折 

于 率 低 ， 影 响 产 量 ; WARLGRA DA . 

2. 初 加 工 

SHA: FOAM. BUR; tA Aa. TA. ESL 

药 用 者 : 鲜 根 控 出 后 ， 去 净 泥 土 、 芦 头 ， 温 水 中 用 竹刀、 木 棱 、 瓷 片 等 刊 去 外 皮 

( 栓 皮 ) ， 洗 净 ， 晒 干 或 烘 干 。 晒 干 时 经 常 翻动 ， 到 近 干 时 堆 起 来 发 汗 一 天 ， 使 内 部 水 分 

FERS BASS, FEAR ZRF. BARS CRT FSC HAROLD EB, eT He) 

AP, RARE. 

3. 分 级 标准 
桔梗 为 统货 ， 以 头 部 直径 0. 5cm 以 上 、 长 度 不 小 于 7cm、 无 粗 皮 、 无 根 须 、 无 虫 

星 霉 变 者 为 合格 品 ; 以 根 条 肥大 、 色 白 或 带 微 黄 、 体 实 、 味 车 、 具 菊花 纹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1。 下 手 
HEP RAKE =e, ZERMATT. HER PTA REIN BH 

Fy 12-e FPARR AAH. ATZE 3 位 和 28 位 连 糖 形成 双 糖 链 皂苷 。 糖 基 主 

要 有 D- 葡 萄 糖 、L- 阿 拉 伯 糖 、L- 鼠 李 糖 、D- 木 糖 和 D- 芹 糖 及 其 衍生 物 。 通 过 酸 水 解 、 

甲 基 化 ， 从 桔梗 中 分 离 到 4 种 桔梗 皂苷 元 的 甲 基 醚 。 这 些 皂苷 元 是 桔梗 皂苷 元 〈platy- 

codigenin) 、 远 志 酸 〈polygalacicacid) 、 桔 梗 酸 A (platycogenicacid A) 及 桔梗 酸 A 内 

Bg (platycogenicacid Alactone) ， 从 桔梗 中 还 分 离 得 到 另 2 Soc: 桔梗 酸 B《〈platyco- 

genicacid B) 和 桔梗 酸 C (platycogenicacid C) 。 除 远志 酸 (型 ) 外 ， 其 他 类 型 的 背 元 为 

桔梗 所 特有 。 

2. 黄酮 类 化 合 物 

黄酮 类 成 分 主要 存在 于 桔梗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 有 9 种 黄酮 类 成 分 ， 从 日 本 产 桔梗 花 

中 分 到 一 种 花色 素 飞 燕 草 素 -二 咖啡 酰 芦 丁 醇 糖 苷 〈platyconin)， 这 是 最 早 从 桔梗 

中 分 离 得 到 的 黄酮 类 化 合 物 。 从 日 本 产 桔 梗 种 子 中 分 离 到 5 种 黄酮 类 化 合 物 ， 分 别 为 黄 

杉 素 [ (2R, 3R)-taxifolin], (2R,3R) - 黄 杉 素 7-Oo-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6)-B-D 吡 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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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88 ~Cflavorplatycoside), i} #-7-O-i 4 HH AF (quercetin7-O-glucoside), 、 桥 皮 

B-1-O-Z2EF (quercetin7-O-rutinoside), AER AR-7-O-¥j HA Cluteolin7-O-glu- 

coside) 。 从 波兰 产 桔 梗 的 地 上 部 分 检测 到 4 APRA, WPS R-7-O MMA 〈apige- 

nin7-O-glucoside) 为 主 ， 还 含有 木 标 草 素 〈luteolin) 、 开 菜 素 (apigenin) 等 化 合 物 。 

这 些 化 合 物 主要 为 二 氧 黄酮 和 黄酮 及 其 苷 类 化 合 物 。 

3. RRA LSM 
从 桔梗 的 须根 中 鉴别 出 2 PPREIRAE (LAD lobetyol MsBIRA Clobetyolin), MH 

培养 物 中 还 鉴别 出 另 一 种 聚 亿 类 化 合 物 lobetyolinin, KH RIRALA WEA tT 

物化 学 分 类 的 重要 依据 标准 。 

4. BRE 
桔梗 根 中 含有 大 量 由 果糖 组 成 的 桔梗 聚 糖 及 大 量 的 菊 糖 。 

5. 其 他 成 分 
桔梗 根 中 含 A 菠菜 省 醇 〈A spinasterol) 及 其 葡萄 糖苷 、 豆 省 烯 醇 等 多 种 省 醇和 白 

PEARS 〈betulin) 。 桔 醒 根 及 其 种 子 中 还 含有 挥发 油 、 多 种 不 饱和 脂肪 酸 、 氮 基 酸 及 矿 

物质 等 营养 成 分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1) 本 品 横 切 面 : 木 栓 细胞 有 时 残存 ， 不 去 外 皮 者 有 栓 皮 层 ， 细 胞 中 含 草 酸 钙 小 棱 

晶 ， 栓 内 层 窗 ， 常 见 裂痕 。 韦 皮 部 乳 管 群 散在 ， 壁 略 厚 ， 内 含 微 细 颗 粒状 黄 棕色 物 ， 形 

成 层 成 环 。 木 质 部 导管 单个 散在 或 数 个 相聚 ， 呈 放射 状 排 列 。 薄 壁 细 胞 含 菊 糖 。 

2) 取 本 品 ， 切 片 ， 用 稀 甘 油 装 片 ， 置 显微镜 下 观察 ， 可 见 扇形 或 类 圆 形 的 菊 糖 

结晶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lg， 加 7% 硫 酸 乙醇 -水 〈1 : 3) 混合 液 20ml， 加 热 回 流 3h， 冷 却 ， 用 三 

AP GER 2 次 ， 每 次 20ml， 合 并 三 氯 甲烷 液 ， 加 水 30ml MR, FAV, =A 

烷 液 用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甲醇 l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桔 梗 对 照 药材 ，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 

V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M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毛 甲 烷 - 乙 

醚 (1 : 1) ArH. FE. Bak, BR, BREW 10%% 硫 酸 乙 醇 溶液 ， 在 105°C NABER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 SEaWe 

取 本 品 粗 粉 4g，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甲醇 25ml， 浸 泡 15h 后 ， 再 加 甲醇 

25ml， 加 热 回流 6h， 放 置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15 一 20ml， 冷 却 ， 加 乙醚 50ml Hes, 

放置 至 澄明 ， 弃 去 上 清 液 ， 沉 淀 分 次 加 甲醇 〈20ml、10ml、5ml) 加 热 使 之 溶解 ， 冷 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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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滤 ， 合 并 甲醇 液 ， 浓 缩 至 15 一 20ml， 冷 却 ， 加 乙醚 50ml， 振 摇 ， 同 上 法 处 理 ， 合 并 甲 

醇 液 ， 置 恒 重 的 蒸发 血 中 ， 于 水 浴 上 节 发 至 干 ， 在 105C 干 燥 至 恒 重 ， 计 算 ， 即 得 。 

本 品 含 总 皂苷 不 得 少 于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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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RALIA 

CRIA] BAAKE WR a , AER. ADK Ah. EMD 

3, FART KEK. RR. A KAP. JAY. Bom. Bee. Bor. ot 

Wi, MH. ABR. PR. ABER. PREBMOS. (PRA) (2005 年 版 ) RAKRFRAK 

Wide. EP TREKS PR, PAL MTR ISH. 

(mma) x 

CANA) WEE. BA. ARR. RIA, SH. BER. ERI. BSA 

vA. ASA. FRE. KAR 

C2) AA ARBAB WERK Aralia chinensis L. FRR RAMA. 

CRED) HARRUDAK. MRI. BIER RI RRR IR. JB IR IRR 

f, AREA GA AR. MATa = RAI, KK 60~110cm, WAAA S~11 

个 ， 稀 13 个 ， 卵 形 、 阔 卵 形 或 长 卵 形 ， 长 5 一 12cm， 稀 长 达 19cm. FF 3 一 8cm， 先 端 

渐 尖 或 短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 表 面 密生 糙 毛 ， 背 面 有 淡 黄 色 或 灰色 短 柔 毛 ， 脉 上 更 密 ， 边 

缘 有 锯齿 ; 黎 为 细 饮 齿 或 不 整齐 组 重 锯齿 ; 叶柄 长 达 50cm， 与 叶 轴 有 细 刺 ， 大 型 圆锥 

花序 ， 长 30 一 60cm， 密 生 淡 黄 棕色 或 灰色 短 柔 毛 ， 花 白色 、 芳 香 ; THO, FERS 

个 ， 离 生 或 基部 合生 。 果 实 球形 ， 黑 色 ， 直 径 约 3mm， 有 5 校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熟 期 

9~11 A(T SS, 1997). 

CAPER) MARK: 呈 单 或 双 卷 简 状 ， 常 切 成 30cm kK, WILK. RHA 

支 根 痕 及 横 长 的 皮 孔 ， 栓 皮 褐 色 ， 片 状 脱落 。 去 栓 皮 表面 黄白 色 ， 有 明显 模 环 级 。 质 

tA. fe, Atri, Wim, Af, AKANE. AB, KH. 

BARE: 片 状 ， 长 10 一 20cm， 常 有 刀 削 痕 迹 ， 削 面 有 树胶 样 渗 出 物 ， 栓 皮 脱 落 ， 

Abs ARE A ake Af, AFL, Shed. BTR IE. A, BARKER. AW 

RHRAH, RIAD BAM. AA, RE.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耐 寒 ， 耐 旱 ， 有 一 定 适应 能 力 ， 宣 在 向 阳 、 玻 松 
肥沃 的 腐 殖 土 中 栽培 。 

【种 植 方法 】 无 性 繁殖 法 : 从 而 墅 林地 榨取 自生 攀 木 的 根 条 ， 前 成 15cm 的 小 段 ， 

按 行 株距 15 一 20cm 搬 于 苗床 ， 覆 草 ， 保 持 湿润 ， 一 般 30 一 40d 即 萌发 新 芽 ， 翌 年 春 按 

行 株距 (10~20)emX (70~80) em 控 穴 坑 ， 施 和 腐熟 堆肥 ， 待 清明 节 前 后 取 带 土 的 苗 

木 栽 人 穴 中 ， 每 穴 栽 苗 1 株 ， 培 土 踩 实 ， 及 时 浇 水 。 

田间 管理 : 栽植 1 一 2 年 ， 夏 、 秋 季 清 除 杂 草 ， 追 施 少量 肥料 ， 然 后 中 耕 培 土 。 定 

植 第 2 年 植株 高 达 2m 以 上 ， 于 早春 萌芽 前 修剪 整枝 。 

CNL) tk. LER. VES, WH. HA. 

CFR) BAK SH. FRR. RIZEM Cechinocystic acid), HARB HIT , 

(hederagenin) 、 谷 当 醇 〈sitosterol) 、 豆 省 醇 (stigmasterol), 3¢ 7H f AF Ccampester- 

ol) 、 马 栗 树 皮 素 二 甲 酯 Cesculetin dimethyl ether) ( 王 忠 壮 等 ，1994a，1994b)、 和 蛋白 

质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和 人 体 需要 的 多 种 氨基 酸 〈 汪 学 昭 等 ，1995)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取 本 品 粗 粉 2g ，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甲醇 适量 浸泡 8h，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回 流 提取 
5h。 取 提取 液 置 圆 底 烧瓶 中 回收 甲醇 至 干 。 残 留 物 加 水 15ml 溶解 ， 加 20%% 硫 酸 溶液 
5ml， 沸 水 浴 加 热 回流 Sh, Buh, YH, FA 20%% 氢 氧化 钠 溶液 调节 pH 至 2 一 3， 转 移 
至 分 液 漏斗 中 ， 加 氧 仿 提取 6 次 ， 每 次 25ml。 合 并 氯仿 液 ， 用 水 洗涤 2 次 ， 每 次 20ml， 
弃 去 水 液 。 取 氯仿 液 减 压 蒸 干 。 残 渣 加 氯仿 -甲醇 〈1 : 1) 溶解 ， 并 定 容 至 10ml， 揪 
匀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格 木 对 照 药 材 l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Hp 25 a) (2005 年 版 ) 附录 W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4j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 
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配 (60~90°C) =- 葵 -乙酸 乙 酯 - 冰 乙 酸 (1:20:5:0.75) Ake 

FA, FEAF. BU. BR. BELA 10% FRC BAM. 105°C 烘 烤 5min。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与 对 照 药 材 色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色 的 斑点 。 
2) 取 药 材 2g, ， 用 甲醇 提取 ， 回 收 甲醇 ， 残 酒 用 25%% 硫 酸 溶液 水 解 3h， 以 氯仿 位 

取水 解 液 ， 浓 缩 后 与 齐 墩 果 酸 液 分 别 在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点 样 ， 经 葵 - 乙 酸 乙 酯 (7 : 3) 
展开 ，5% 杰 钥 酸 乙醇 液 显 色 ， 在 Ry 值 为 0. 61 处 均 有 一 明显 斑点 〈 检 查 齐 墩 果 酸 )( 姚 
向 超 等 ，2005 ) 。 

含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90 : 10) 为 展开 剂 ， 检 测 波 长 220 nm。 理 论 板 数 按 齐 墩 果 酸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齐 墩 果 酸 标准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混合 溶液 ， 即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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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0. 5g 样品 粉末 ， 用 甲醇 在 索 氏 提取 器 中 提取 

3h， 回 收 甲醇 至 尽 ， 浸 襄 加 20%% 硫 酸 溶液 20ml， 水 浴 回 流 4h， 冷 却 后 加 入 20ml 水 ， 

用 60ml 水 饱和 的 氯仿 分 5 次 萃取 ， 合 并 萃取 液 ， 回 收 氯仿 至 干 ， 用 甲醇 溶解 并 定 容 至 

25ml， 取 lml， 用 甲醇 稀释 至 10ml，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和 人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附注 】 

WAR PEAR 
Liaodongsongmu 

JAPANESE ARALIA 

Cima) wR 
CHA] RTA. RIZE 

CR) WAAR A IMPARTED. ILA PBA Aralia elata (Mig. ) Seem. 
干燥 根 皮 和 茎 皮 。 

【 原 植 物 】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小 枝 棕 色 ， 玻 生 多 数 长 1 一 3mm AR, BABA; MAL 
上 常 有 长 达 1. 5cm 的 细 直 刺 。 二 回 或 三 回 羽 状 复 叶 ， 长 40 一 80cm; 叶 轴 和 羽 片 轴 基部 
ARR; BRADY 7 一 11 个 ， 薄 纸 质 或 膜 质 ， 阔 卵 形 、 卵 形 至 椭圆 状 卵 形 ， 长 
5 一 15cm， 宽 2. 5 一 8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至 心 形 ， 稀 为 阔 攀 形 ， 边 缘 下 生 锯齿 ， 
无 毛 或 两 面 叶 脉 有 柔 毛 玻 细 刺 毛 。 圆 锥 花序 长 30 一 45cm， 伞 房 状 ;主轴 短 ， 长 2. 5cm， 

分 枝 在 主轴 顶端 排列 成 指 状 ， 密 生 灰色 短 柔 毛 ; 花 黄 白色 ; 子 房 5 室 ， 花 柱 5 个 ， 离 生 
或 基部 合生 。 果 实 球形 ， 黑 色 。 花 期 6 一 8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同 格 木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辽 东 格 木 为 半 阴 性 树种 ， 不 耐 干旱 ， 根 系 分 布 在 土壤 

浅 层 ， 栽 培 时 应 选择 背 阴 坡 ， 郁 闭 度 为 30% 左 右 ， 土 壤 湿 润 不 积 水 ， 土 质 下 松 肥沃 且 

富 含有 机 质 ， 土 层 深 厚 、 排 水 良好 ，pH 5. 5 一 6. 5 的 壤土 生长 较 好 。 

【种 植 方法 】 

| 

1. KAA 
ARATE AL RIT KERN BEAK. FMEA BA, tw, 

有 机 质 含量 高 。 择 插 前 每 亩 施 土 娄 3000 一 5000kg、 三 元 复合 肥 25kg 作 底 肥 ， 耕 深 

20cm 左右 ， 打 碎 土 块 ， 整 平 做 成 1. 5m 宽 的 畦 。 择 捅 枝 条 ， 一 是 在 野生 资源 中 剪 取 ， 

二 是 在 大 田 、 大 棚 平 茬 时 剪 取 ， 对 剪 下 的 枝条 要 及 时 沙 藏 储存 待 用 。 托 揪 时 要 求 插 条 长 

20cm， 并 用 2% 生 根 粉 水 浸泡 4h。 在 畦 内 按 40cm 行距 开 沟 ， 沟 深 7 一 8cm， 株 距 

20cm。 将 枝条 大 头 向 下 ， 刺 尖 向 上 30" 斜 插 ， 枝 条 露出 地 平面 2cm， 及 时 履 土 ， 整 平 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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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TH K. WTR. We AR. STIL 3 Ae, fila 30~40d 

Re, HASHES RRE, Bok. £7 AUB 1 次 肥 ， 每 亩 施 三 元 复合 肥 25kg。 

2. 根系 移植 

橡木 根系 分 生 能 力 较 强 ， 是 扩大 繁殖 的 一 种 途径 。 其 选 地 、 整 地 、 施 肥 、 做 畦 技术 

同 枝条 择 插 。 母 株 根 可 在 野生 植株 周围 30cm 以 外 控 取 ， 控 时 只 控 粗 度 在 lcm 以 上 的 ， 

细小 根 不 要 控 ， 控 下 的 根系 要 当天 沙 藏 保存 。 移 植 时 ， 将 根系 取出 剪 截 成 20cm 的 根 段 

(有 1 个 以 上 芽眼 )， 再 用 2%。 的 生根 粉 水 浸泡 4h 后 栽植 。 按 行距 40cm 开 成 7 一 8cm HR 

的 沟 ， 将 根 段 按 30" 坡 度 斜 插 于 沟 内 ， 大 头 向 上 ， 小 头 向 下 ， 和 斜 向 一 致 ， 根 段 露出 地 平 

面 lcm， 然 后 覆土 ， 整 平地 面 ， 及 时 灌水 ， 之 后 覆盖 地 膜 ， 以 利 增 温 保 丧 。 一 般 根 段 栽 

植 后 40~50d 发 芽 。 田 间 管 理 同 枝条 插 插 技术 。 

3. HFA 

要 用 种 子 育苗 ， 需 在 9 一 10 月 及 时 采 收 成 熟 果实 ， 放 于 清水 中 搓洗 ， 使 果实 与 种 子 

分 离 。 将 分 离 出 的 种 子 与 湿 沙 按 1 : (3 一 4) 的 比例 搅拌 均匀 ， 装 和 人 容器 ， 放 于 阴凉 处 ， 

以 防 失 水 ， 促 进 种 子 后 熟 。 土 壤 封冻 时 ， 将 装 种 容器 搬 信 室内， 进行 变温 处 理 。 到 春播 

时 ， 用 40C 温 水 浸种 24h， 捞 出 后 再 按 种 、 沙 配 比 为 1: (3 一 4) 的 比例 放 到 15~25°C 

的 条 件 下 进行 催芽 。 攀 木 菜 种 子 一 般 在 气温 达到 13Y 时 就 开始 发 芽 。 待 催芽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达 30%% 以 上 时 进行 播种 。 苗 床 要 选择 向 阳 、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土地 。 苗 床 阳 畦 宽 1. 2 一 
1. 3m、 长 10m、 深 12cm, MEARE 10~ 一 15cm。 每 畦 施 优 质 土 效 130kg、 三 元 复合 肥 

400g 作 底肥 。 肥 土 混 匀 后 ， 整 平 ， 灌 足 底 水 ， 待 水 完全 渗 下 后 撒 种 子 。 每 标准 畦 用 纯 
种 子 100g， 要 撒 均 匀 ， 种 子 要 用 过 筛 营养 土 “〈 土 妾 、 炉 渣 、 锯 末 比 为 6 : 4: 1) BG 

lem 厚 。 随 后 用 竹竿 搭 成 小 拱棚 覆 上 1. 5m 宽 的 农 膜 即 成 。 格 木 菜 种 子 发 芽 出 苗 慢 ， 未 

经 处 理 的 种 子 播 后 60d 左右 才 出 苗 。 因 此 ， 育 苗 时 要 进行 催芽 处 理 ， 以 确保 早出 苗 ， 出 

全 苗 。 要 高 度 注 意 苗床 湿度 管理 ， 保 持 湿润 ， 并 及 时 除草 。 一 般 当 年 育苗 ， 苗 子 生长 高 

度 在 20cm 左右 ， 再 到 苗床 培育 1 年 ， 即 可 移植 大 田 。 

二 、 植 株 移 栽 

1. 土壤 选择 

进行 人 工 栽 培 ， 必 须 有 灌溉 条 件 或 年 降雨 量 在 750mm 以 上 的 湿润 气候 和 土壤 条 

件 。 宣 选择 沙壤土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量 在 1% 以 上 。 鼠 黏 重 土 和 盐 碱 士 。 

2. Hy HE we 

移 栽 前 ， 每 亩 施 有 机 肥 3000~5000kg, =70R GAB 20~25kg, RH 20~25cm, FJ 

碎 土 块 ， 整 平 后 做 成 1. 5m 宽 的 畦 备用 。 

3. HR 

可 分 春 、 秋 两 季 进 行 移 栽 。 秋 栽 ， 在 叶片 全 部 落 完 后 的 11 月 上 旬 至 12 月 上 旬 ;， & 

栽 ， 在 萌芽 前 、 土 壤 解冻 后 的 3 月 。 

4. 移 栽 方法 

首先 按 苗木 的 大 小 、 粗 细 进 行 分 类 ， 小 的 人 靠 南 栽 、 大 的 靠 北 栽 。 栽 植 密度 : 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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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亩 栽植 4000 株 ， 即 行距 50cm， 株 距 30cm; 大 棚 每 亩 栽植 6000 HR. 行距 40cm, 

株距 25cm。 不 论 大 田 或 大 棚 移 栽 均 需 隔 4 行 留 出 70 一 80cm 宽 的 操作 带 。 栽 植 前 将 植 

株 平 茬 到 50cm 高 〈 剪 下 的 枝条 可 储藏 ， 留 作 托 插 繁殖 ) ， 用 2%o 的 生根 粉 水 浸泡 根系 

4h。 据 试验 ， 平 茬 定植 的 较 不 平 茬 的 成 活 率 提高 21%; 用 生根 粉 处 理 较 不 处 理 的 成 
活 率 高 出 11..9% 。 和 栽植 深度 为 15 一 20cm， 不 宜 太 深 。 栽 后 覆土 、 压 实 、 扶 正 、 及 时 

灌水 。 

5. 田间 管理 

在 移 栽 后 、 发 芽 前 始终 保持 土壤 湿润 ， 以 保 成 活 ， 但 不 能 渍 水 。 大 棚 栽培 可 在 11 

月 扣 棚 。 当 外 界 气温 降 到 0C 以 下 时 ， 注 意 棚 上 加 盖 草 帘 或 保温 被 保温 。 

【和 采 收 加 工 】 秋 、 冬 季 采 挖 根部 ， 洗 净 ， 切 片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主 要 为 皂苷 类 : 龙 芽 皂苷 ， 另 外 还 有 和 蛋白质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和 人 

体 必 需 的 多 种 氨基 酸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同 格 木 。 

i] db A 
Hubeisongmu 

HUPEHARALIA 

(aA) we 

CaIZ) BK. KKM 

【 基 原 】 湖 北 格 木 为 五 加 科 攀 木 属 植物 湖北 攀 木 AraLia hupehensis Hoo. 干燥 根 皮 

AAR . 

【 原 植 物 】 灌 木 或 乔木 。 小 枝 密生 黄 标 色 绒 毛 ， 有 刺 ， 刺 粗壮 ， 长 3 一 6mm， 密 生 

BOA. BBR, KAPKA; MMSE: BAAD OT, AK 

质 ， 卵 形 至 长 圆 状 卵 形 ， 长 8 一 13cm， 宽 3 一 6cm， 先 端 长 渐 尖 或 短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 

表面 粗糙 ， 脉 上 密生 细 糙 毛 ， 背 面 密生 黄色 绒毛 ， 边 缘 有 锯齿 ， 齿 有 刺 尖 ， 侧 脉 8 对 ， 

网 脉 明显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长 25 一 35cm， 主 轴 短 ， 长 约 5cm， 分 枝 2~5 个 ， 指 状 排 

Bil, 长 10 一 20cm。 密 生 黄 棕色 绒 毛 ; HAR. FHSS, 花柱 5 个 ， 离 生 ， 反 曲 。 果 

实 球形 ， 黑 色 。 花 期 7 月 ， 果 熟 期 9 A. 

C25 ten) Fe.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不 耐 干 旱 ， 适 生 于 背 阴 坡 、 土 壤 湿润 不 积 水 、 土 质 下 

松 肥 沃 且 富 含 有 机 质 、 土 层次 厚 、 海 拔 1200m 的 地 方 。 

CAA) LARK. 

【 采 收 加 工 】 秋 、 冬 季 采 控 根 部 ， 洗 净 ， 切 片 ， 晒 干 。 
CSR) Hee A (araliahupehenoside A), #HALRAAR 2 B (araliahu- 

pehenoside B), jHAtRBAA HE +R C Carahahupehenoside C). #AHAKRAAAH D Carahahu- 

pehenoside D)、 章 墩 果 酸 Coleanolic acid), E (elatoside E), Ril 7 SH F C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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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ideF), #87 HF Il (araliasaponin []]), ABH I (chikusetusaponin II) #@7 42 

#7 A (araloside A), HEA RBA SIV (tarasaponin JV). FAA A 甲 酯 (araloside A 

methyl ester), #& J ##4F (syringin). 

(SA 52BME) Fer. 

We HK FEA 
Boyuansongmu 

UNDULATE-LEAVED ARALIA 

(imme) RAR 

【别名 】 红 刺 脑 包 、 项 天 刺 、 三 百 棒 、 紫 红 人 多 

【 基 原 】 波 缘 格 木 为 五 加 科 格 木 属 植物 波 缘 橡木 Aralia undulata Hand. -Mazz. 

燥 根 皮 和 葵 皮 。 

【 原 植 物 】 灌 木 或 乔木 。 材 皮 赤 褐色 。 小 枝 有 刺 ， 短 粗 。 叶 大 ， 二 回 羽 状 复 叶 ， 长 

达 80cm; MACE. HED RR; BAZ) S~15 个 ， 纸 质 ， 卵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3. 5cm， 宽 2. 5 一 6cm， 先 端 长 渐 尖 或 是 尖 状 ， 基 部 圆 形 ， 侧 生 小 叶 基 部 牌 ， 硼 

面 灰 白色 ， 两 面 均 无 毛 ， 边 缘 有 波状 齿 ， 齿 有 小 尖 头 ， 侧 脉 7 一 9 对 ， 网 脉 明显 。 圆 锥 

花序 大 ， 主 轴 短 ， 长 5 一 10cm， 分 枝 长 达 55cm， 指 状 排列 ， 密 生 短 柔 毛 或 几 无 毛 ; 花 

白色 ， 子 房 5 室 ， 花 柱 5 个 ， 离 生 。 果 实 球形 ， 黑 色 ， 有 棱 ， 直 径 3cm。 花 期 6 一 8 A, 

果 熟 期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同 格 木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不 耐 干旱 ， 适 生 于 背 阴 坡 、 土 壤 湿润 不 积 水 、 土 质 牙 

松 肥沃 且 富 含有 机 质 、 土 层 深 厚 、 海 拔 1000m 左右 的 山中 密林 或 山谷 疏 林 下 。 

(HBA) FAK. 

【 采 收 加 工 】 秋 、 冬 季 采 控 根 部 ， 洗 净 ， 切 片 ， 晒 干 。 

(MSR) KH. FRM. HIER. RAR Stoo. AAR. SAB. x 

WHS BS. Bae RA AAA Cesculetin dimethyl ether)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和 人 体 必 有 需 

的 多 种 氨基 酸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同 格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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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宗 药 材 篇 

=e * 
Qianliguang 

HERBA SENECIONIS SCANOENTIS 

CHA) AMARTH. RF CARA ARIE), Mei: “TERR 

生 道 旁 篱 落 间 ， 叶 细 而 厚 ， 宣 湖 间 有 之 .”《 证 类 本 草 》 转 引 《 图 经 本 草 》 之 言 日 :“ 千 

FGA Fonte aos, RETA cs.” PERE. KR. AAW Ae. WAAIBSS. A 

虫 止 痒 功效 。 主 要 用 于 治疗 流感 、 上 呼吸 道 感 染 、 肺 炎 、 急 性 扁桃 体 炎 、 前 列 腺 炎 、 急 

性 肠炎 、 菌 痢 、 黄 冯 型 肝炎 、 胆 湿 癣 炎 、 急 性 尿 路 感染 、 目 赤 肿 痛 履 障 、 痢 肿 闻 毒 、 丹 

毒 、 湿 疹 、 干 湿 癣 郊 、 滴 虫 性 阴道 炎 、 烧 烫伤 。 

我 国 分 布 的 菊 科 千里 光 属 植物 有 160 余 种 ， 其 中 作为 药 用 的 品种 在 《全 国 中 草药 汇 

编 》(1996 年 第 二 版 ) 中 收 载 了 17 种 。 由 于 千里 光 属 植物 中 普遍 含 肝 毒 成 分 一 一 吡咯 

里 西 啶 类 生物 碱 (PA) ， 因 此 有 些 国家 对 该 属 植物 的 使 用 作出 了 相应 的 管理 规定 。 

《中 国药 得》 (1977 年 版 ) 收 载 品 种 为 菊 科 千里 光 属 植物 千里 光 Senecio scandens 

Buch. -Ham. ex D，Don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此 品种 在 伏 牛 山 分 布 广泛 ， 其 变种 羽 叶 千 

FASE Senecio scandens Buch. -Ham. ex D. Don var. incisus Franch， 产 于 伏 和 牛山 灵 

宝 、 卢 氏 、 率 川 、 西 峡 等 地 ， 生 境 及 用 途 同 千 里 光 。 

【商品 名 】 千 里 光 

【别名 】 千 里 及 、 千 里 急 、 黄 花 演 、 眼 明 草 、 九 里 光 、 金 包 草 、 九 里 明 、 黄 花草 、 

九 岭 光 、 一 扫 光 、 九 龙 光 、 千 里 明 、 百 花草 、 九 龙 明 、 黄 花 母 、 七 里 光 、 黄 花枝 草 、 粗 

糠 花 、 野 菊花 、 天 青 红 、 白 苏 杆 、 箭 草 、 青 龙 醒 、 木 莲 草 、 软 芯 黄 花草 、 光 明 草 、 寺 

RBA 

【 基 原 】 千 里 光 属 植物 千里 光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 原 植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蔡 曲折 、 攀 援 ， 长 2 一 5m， 多 分 枝 ， 初 被 密 柔 毛 。 叶 卵 

状 披 针 形 至 长 三 角形 ,长 3 一 7cm， 宽 1. 5 一 4cm， 先 端 长 渐 尖 ， 基 部 槐 形 或 截 形 ， 边 缘 

BARU. BORA Me, AMT PABA 1 或 2 对 有 裂片， 两面 玻 生 短 柔 毛 或 表面 光滑 

无 毛 ， 叶 柄 长 3~10mm, HEMRBMEs 上 部 叶 渐 尖 ， 线 状 披 针 形 ， 近 无 柄 。 多 数 

头 状 花序 ， 排 列 成 开展 的 复 镍 房 状 或 圆锥 状 聚 们 花序 ; 总 花序 梗 反 折 或 开展 ， 被 短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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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 具 线形 苞 叶 ; 总 苞 杯 状 ， 直 径 4 一 5mm， 基 部 具 数 个 披 针 形 小 苞 ; 总 区 片约 13 片 ， 

线 状 披 针 形 ， 边 缘 膜 质 ， 花 黄色 ; 舌 状 花 约 8 个 ， 舌 片 长 6 一 8mm; 简 状 花 多 数 ， 长 约 

gmm， 花 药 基 部 尾 状 ， 花 丝 先端 膨大 ， 花 柱 分 枝 先端 平 截 。 果 实 圆 柱 形 ， 被 短 毛 ; 冠 

毛 白 色 或 污 白色 ， 长 约 7mm。 花 期 8 一 10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1 A. 

【药材 性 状 】 后 燥 全 草 长 60 一 100cm， 或 切 成 2 一 3cm 长 的 小 段 。 葵 圆柱 状 ， 表 
面 棕 黄 色 ， 质 坚硬 ， 断 面 艇 部 发 过 ， 白 色 。 叶 多 皱 缩 ， 破 碎 ， 呈 椭圆 状 三 角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基 部 戟 形 或 截 形 ， 边 缘 有 不 规则 缺 刻 ， 暗 绿色 或 灰 棕 色 ， 质 脆 。 有 时 枝 梢 带 有 村 

黄色 头 状 花 序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山坡 、 山 沟 、 河 滩 、 田 

边 、 林 缘 及 灌 从 。 适 应 性 较 强 ， 耐 干旱 、 潮 湿 ，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但 以 沙 质 壤土 及 

黏 壤土 生长 较 好 。 

【 种植 方法 】 可 用 种 子 和 插 揪 繁殖。 种 子 细 小 ， 发 芽 率 低 。 适 宜 的 发 芽 温 度 为 
15~-20C， 在 20C 时 ，6 一 8d 的 发 芽 率 为 10% 左 右 。 生 产 上 采用 插 插 繁殖 ， 具 有 繁殖 

系数 高 、 见 效 快 、 费 用 低 等 特点 。 

1. HRA EM 

插 床 多 长 方形 ， 长 、 宽 根据 需要 而 定 ， 床 高 12 一 15cm， 床 内 填充 厚 10cm 的 清洁 、 

无 污染 的 细 河 沙 。 为 防止 细 沙 中 带 有 病毒 ， 可 用 0. 5g 的 高 锰 酸 钾 溶 液 消毒 灭 菌 ， 以 提 

高 插播 成活 率 。 另 外 ， 还 应 搭设 塑料 拱棚 来 保温 、 保 湿 。 

2. 温度 

一 般 情 况 下 ， 白 天 气温 21 一 25C ， 夜 晚 温度 不 低 于 15"C 。 床 温 保 持 15 ~20°C 或 略 

高 于 平均 气温 3 一 5C 时 ， 就 可 以 完全 满足 生根 的 需要 。 

3. 插 插 时 间 

只 要 温度 适宜 ， 尤 其 是 床 内 温度 ，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随时 插 插 。 在 雨量 充沛 的 7 一 8 月 

可 以 露地 插 插 。 

4. 选择 插 条 

选择 生长 健壮 、 尚 未 木质 化 的 新 梢 为 好 ; 因为 其 内 含有 充分 的 营养 物质 ， 生 命 力 

强 ， 容 易 愈合 生根 。 一 般 每 个 插 条 保留 3 或 4 个 芽 ， 长 10 一 15cm。 剪 口 要 平整 ， 项 端 

留 1 或 2 片 叶 。 叶 片 过 大 可 适当 剪 去 一 部 分 ， 以 减少 蒸腾 ; 新 梢 枝条 顶端 如 果 过 嫩 可 去 

掉 一 小 部 分 。 

5. 插播 方法 

先 将 床 面 刮 平 ， 用 小 木 棍 扎 穴 ， 穴 深 5 一 10cm， 株 距 3 一 4cm， 插 条 放 人 后 扶正 ， 

用 沙 夹 住 。 持 插 完 毕 后 用 喷 水 的 方式 浇 透水 ， 最 后 用 棚 膜 盖 严 保温 。 随 时 取 插 条 进行 处 
理 ， 促 进 形成 层 细胞 分 裂 ， 加 速 愈 伤 组 织 形成 。 

6. 插 插 后 管理 

绿 枝 插 插 后 经 常 保 持 床 内 湿润 ， 以 沙 床 湿 度 60% AA. KA KARLE 85% 左 右 为 

宜 ， 避 免 插 条 水 分 散失 过 多 而 枯萎 。 床 内 温度 过 高 时 ， 应 采取 遮阳 措施 及 揭 膜 通风 “〈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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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 正 常情 况 下 ， 托 插 后 7 一 10d 开始 形成 愈 伤 组 织 ，10 一 20d 就 会 有 不 定 根 从 愈 伤 组 

织 中 分 化 出 来 。 当 根 条 数 达 5 条 以 上 、 根 长 达到 3cm 以 上 时 取出 ， 先 移 到 较 小 的 花 盆 

或 育苗 箱 中 培养 ， 新 生 枝条 过 长 时 可 适当 打 顶 ， 以 利于 成 活 。1 周 后 见 光 ， 再 生长 -3 周 

便 可 移 栽 。 

【 采 收 加 工 】9 一 10 月 收割 全 草 ， 晒 干 或 鲜 用 。 以 叶 多 、 色 绿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酚 酸 类 : ABR 〈hydroquinone) 、 对 凑 基 葵 乙 酸 (phydroxyphenyla- 

cetic acid) 、 香 草酸 (vanillic acid), 7k HM (salicylic acid)、 焦 黏 酸 (pyromucic 

acid) 、 齐 墩 果 醇 〈 陈 录 新 等 ，2006 ) 。 

挥发 油 类 : ATi. FRR. TRA. AOR. a. Tei. TPH. WR 

RS. 

生物 碱 类 : 千里 光 碱 Csenecionine), GSE 22 Hk (seneciphylline), AE YH Bai 

(adonifoline) 。 

HAS bAA: o HB bR (ocsitosterol), PHB bhA (Psitosterol), 及 玉米 胡 昔 

h# (Pzeacarotene), 49H) (chrysanthemaxanthin), =A (flavoxanthin) 等 。 

微量 元 素 : 5. FR. Fh. BH. RR. OB. FA. Bl. ER. A. OA. . E 13 种 微量 元 

素 (RIG, 2007). 

黄酮 类 : HARA (quercetin), KA (emodin)、4-( 吡 咯 烷 -2- 酮 基 ) -5- 甲 氧 基 = 

FEC IR. AWET BABA Clirriodendrin), @2Z Pkt Chyperoside), 576 4F Clinarin) 

〈 陈 录 新 等 ，2006b) 。 

【鉴别 】 
显 微 鉴别 ” 叶 表 面 观 ， 下 表皮 细胞 形状 不 规则 ， 壁 深 波 状 弯曲 ; 气孔 不 定式 ， 副 卫 

细胞 3 一 6 个 ; 非 腺 毛 多 数 ， 尤 以 叶脉 处 为 多 。 上 表皮 细胞 壁 微 波状 或 波状 弯曲 ， 气 孔 

少数 ， 有 非 腺 毛 。 非 腺 毛 2 一 12 个 细胞 ， 多 弯曲 ， 长 约 270km， 直 径 12 一 31pm， 基 部 

细胞 膨大 ， 项 端 细胞 渐 尖 或 钝 圆 ， 有 的 膨大 成 椭圆 形 、 半 圆 形 或 类 圆 形 ， 有 的 中 部 或 顶 

部 细胞 弱 缩 ， 细 胞 内 常 含 淡 黄 色 油 状 物 ; 细胞壁 稍 增 厚 ， 具 疣 状 突起 ， 下 部 细胞 有 的 具 

细 条 状 角质 纹理 。 

【附注 】 
羽 叶 千 里 光 “ 与 千里 光 的 主要 区 别 为 叶 羽 状 深 裂 。 产 于 伏 牛 山 灵 宝 、 卢 氏 、 蛮 川 、 

西 峡 等 地 。 

【主要 参考 文献 】 

Mmm, ET, KMS. 2006a. 千里 光 的 研究 进展 .海峡 药学 ，18 (4): 13 一 16 

Peer, GPS. TMS. 2006b. 千里 光化学 成 分 研究 ， 中国 中 药 杂 志 ，31 (22): 1872~1875 

史 辑 ， 张 芳 ， 马 鸿雁 .2007. 千里 光化学 成 分 研究 .中国 中 药 杂 志 ，32 (15): 160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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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EUPHORBIAE PEKINENSIS 

CHA] ARAMA, KER HRARA). BARRA. “ 苗 似 甘 
遂 而 高 大 ， 叶 有 白 计 ， 花 黄 ， 根 似 细 苦 参 ， 皮 黄 黑 ， 肉 黄白 ， 五 月 菜 苗 ， 二 月 、 八 月 采 

根 用 。” 苏 颂 目 :“ 春 生 红 芽 ， 渐 长 作 从 ， 高 一 尺 以 来 ， 叶 似 初 生 杨柳 小 团 ， 三 月 、 四 月 

开 黄 紫花 。” 李 时 珍 日 :“ 其 根 辛苦 ， 戟 人 咽喉 ， 故 名 。” 以 上 所 述 均 指 大 戟 科大 戟 而 言 。 

《中 国药 典 》(1977 年 版 ) 将 本 品 改 为 京 大 戟 ， 主 要 是 与 苦 草 科 的 红 大 戟 相 区 别 ， 以 免 

IBY. 

其 在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本 品味 苦 ， 性 寒 ， 有 毒 。 有 海水 逐 饮 、 消 肿 散 结 的 功能 。 

用 于 治疗 水 肿胀 满 、 痰 饮 、 胸 膜 炎 积 水 、 晚 期 血吸虫 病 腹 水 、 肝 硬化 腹水 及 精神 分 裂 

fe; 外 治疗 疮 病 肿 。 孕 妇 忌 服 ， 体 弱者 慎 用 ; RAE. 

【商品 名 】 京 大 戟 

【别名 了】 龙 虎 草 、 膨 胀 草 、 丸 头 狮 子 草 、 天 平一 枝 香 、 膨 胀 草 、 将 军 草 、 震 天 雷 

【 基 原 】 本 品 为 大 戟 科 植物 京 大 戟 Euphorbia pekinensis Rupr. 的 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80cm， 植 物体 内 有 白色 乳汁 。 根 圆锥 状 ， 茎 直 

立 ， 被 白色 短 绒毛 ， 上 部 分 校 。 叶 互生 ， 几 无 柄 ，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3 一 8cm， 宽 5 一 

13cm， 下 面 稍 被 日 粉 ， 全 缘 。 伞 形 聚 伞 状 花序 项 生 ， 通 常 有 5 伞 梗 ， 腋 生 者 多 只 1 梗 ， 

伞 梗 顶端 着 生 一 杯 状 聚 们 花序 ， 基 部 有 卵 状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苞 片 ，5 片 轮 生 ， 杯 状 花 序 总 

鱼 荆 形 ， 顶 端 4 裂 ， 腺 体 椭圆 形 ; WEES A. MER 1 个 ; WEE 1 个 ， 子 房 球形 ，3 室 ， 

花柱 3 个 ， 顶 端 2 浅 裂 。 藉 果 三 棱 状 球形 ， 表 面具 疣 状 突起 ;种 子 卵 形 ， 灰 神色。 花期 

4~5 FA, 果 期 6 一 7 月 。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不 规则 的 长 圆锥 形 ， 略 弯曲 ， 常 有 分 枝 ， 长 10 一 20cm， 直 径 

0. 5 一 2cm， 近 头 部 偶 有 膨大 至 4cm; 根 头 常 带 有 茎 的 残 基 及 芽 痕 。 表 面 灰 棕色 或 棕 宰 

色 ， 粗 炸 ， 有 纵 直 沟 纹 及 横向 皮 孔 ， 支 根 少 而 扭曲 。 质 坚硬 ，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类 棕 黄 色 

MAA, AEE. Vil, RCFE.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山坡 路 旁 、 荒 地 、 草 从 、 林 缘 及 朴 林 下 。 

【种 植 方法 】 大 戟 的 种 植 一 般 采 用 种 子 繁育 ， 即 果穗 上 果实 已 变 为 黄 褐色 、 一 碰 

即 脱落 的 老 熟 种 子 。 播 种 后 用 草 覆 盖 地 面 能 较 好 地 保持 土壤 水 分 ， 防 止 雨 水 冲刷 ， 有 利 

于 种 子 萌发 出 土 。 种 子 出 苗 早 ， 出 苗 较 整齐 ， 出 苗 率 高 。 为 害 京 大 戟 的 主要 病害 为 根 腐 

病 ， 常 在 种 植 后 的 第 2 年 开始 发 生 ， 多 在 夏天 多 雨季 节 。 发 病 时 地 表 处 根 皮 先 变 黑 ， 最 

后 全 根 腐 烂 ， 地 上 枯萎 死亡 。 可 选 有 一 定 坡度 的 生 荒 地 种 植 ， 雨 季 注 意 排水 防 涝 ， 冬 季 

清理 枯 葵 ， 铲 除 杂 草 ， 并 用 火烧 土 拌 生石灰 (0.5%~1%) 培土 ， 保 持 地 块 清洁 。 发 病 

时 用 0. 5 为 石灰 石 或 70%%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1500 倍 液 浇 灌 。 为 害 京 大 戟 的 主要 虫害 为 



。138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地 老虎 ， 春 季 幼 苗 出 土 后 ， 咬 食 嫩 叶 嫩 荃 。 用 40 % AAR 800 倍 液 或 20 WHAT 
2000~2500 倍 液 喷 杀 ，7 一 10d 喷 一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 采 收 加 工 】 秋 、 冬 季 采 控 ， 但 以 秋季 为 佳 。 将 控 回 的 根部 除去 须根 ， 洗 净 ， 晒 干 ; 

或 洗 净 后 用 开水 略 汤 ， 更 易 干 燥 。 本 品 鲜 时 易 霉 烂 ， 要 及 时 于 燥 ， 切 忌 堆 放 ， 以 免 变 质 。 

以 条 粗 、 断 面 白色 者 为 佳 。 

醋 京 大 戟 : 取 京 大 戟 加 醋 〈 每 100kg FARA 30 一 50kg) 浸 拌 ， 放 锅 内 与 醋 同 煮 ， 至 

将 醋 吸 尽 ， 切 断 ， 晒 于。 

CSR] HS AEH Ceuphornon), AK EKHIC (euphornetin) 、D- 葡 萄 糖 

与 L- 阿 拉 伯 糖 缩合 而 成 ; 并 含有 生物 碱 ， 大 戟 色素 Ceuphorin) A、B、C 等 ; 还 含有 

ASO. HRA. FSR. RE. RA. AR R3-O0-D ARH. FES R-7- 

O-8-D- 葡 萄 糖苷 等 黄酮 类 成 分 ， 以 及 有 机 酸 、 莱 质 、 树 脂 胶 和 多 糖 ， 并 分 离 得 到 大 戟 酸 

与 三 桩 醇 〈 耿 婷 等 ，2008; 五 心 红 等 ，2006) 。 

【鉴别 】 

1) 本 品 粉末 淡 黄 色 。 淀 粉 粒 单 粒 类 圆 形 或 卵 圆 形 ， 直 径 3 一 15um， 脐 点 点 状 或 裂 

SEK; 复 粒 由 2 或 3 分 粒 组 成 。 草 酸 钙 簇 晶 直 径 19 一 40pkm。 具 缘 纹 孔 及 网 纹 导 管 较 多 

见 ， 直 径 26 一 50km。 纤 维 单个 或 成 束 ， 壁 较 厚 ， 非 木 化 。 无 节 乳 管 多 碎 断 ， 内 含 黄色 

微细 颗粒 状 乳汁 。 

2) 取 本 品 手 切 薄片 2 片 ， 一 片 加 冰 乙 酸 与 硫酸 各 1 滴 ， 置 显微镜 下 观察 ， 在 韦 皮 

部 乳 管 群 处 呈现 红色 ，5min 后 渐 褪 去 ; 另 一 片 加 氢 氧 化 钾 溶 液 ， 呈 标 黄色 。 

3) 取 本 品 粉 未 0.5g， 加 石油 醚 5ml， 振 摇 数 分 钟 后 ， 浸 涡 lh, We, BRB 

液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京 大 戟 对 照 药材 0.5g， 同 法 制备 对 照 药 材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 由 ， 点 样 ， 以 甲醇 -氯仿 (5 : 10) RH, Be 

2cm， 吹 干 ， 再 用 甲醇 -氯仿 〈0. 25 : 10) 展开 ， 展 距 10cm, Heik, BR. FAR 

更 后 ， 再 用 香 莱 兰 醛 浓 硫 酸 喷雾 显 色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 材 相 同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色 的 斑点 。 

【主要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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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CTUS SCHISANDRAE SPHENANTHERAE 

【概述 】 本 品 为 地 理 标 志 药 材 〈 驳 西 五 味 子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ESCA 2000 多 年 的 历史 。 晋 代 葛 洪 《 抱 朴 子 》 曾 载 : “五 味 者 五 行 之 精 ， 其 子 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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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ARIIFMRS TA, Meme, AKA, AKAM,” MAHA. 

李时珍 日 : “五 味 今 有 南北 之 分 ， 南 产 者 色 红 ， 北 产 者 色 黑 ， 人 选 补药 必 用 北 产 者 乃 

良 。” 今 用 五 味 子 仍 分 南 五 味 子 、 北 五 味 子 两 类 ， 南 五 味 子 即 华中 五 味 子 ， 南 五 味 子 主 

要 分 布 于 河南 殉 西 、 陕 西 秦 岭 等 地 。 五 味 子 味 酸 、 甘 ， 性 温 ， 归 肺 、 心 、 肾 经 。 具 收敛 

固 滁 、 益 气 生 津 、 补 肾 宁 心 之 功效 ， 主 要 用 于 治疗 久 嗽 虚 跑 、 梦 焉 滑 精 、 遗 尿 尿 频 、 久 

海 不 止 、 自 汗 、 盗 汗 、 津 伤口 渴 、 气 短 脉 虚 、 内 热 消 渴 及 心 导 失 眠 等 症 。 与 其 他 中 药 配 

伍 用 于 治疗 肝炎 、 肝 肾 功 能 不 足 、 月 经 失调 、 神 经 衰弱 等 。 

林 祁 对 12 个 国家 标本 馆 所 收藏 的 5000 余 份 南 五 味 子 属 植物 标本 进行 研究 确定 11 

个 种 。 我 国有 8 种“〈 林 祁 ，2002)。 河 南 伏 牛 山区 有 1 种 ， 主 产 于 西 峡 、 内 乡 、 南 召 、 

卢 氏 、 率 川 等 8 个 县 〈 市 )， 有 300 多 万 株 。 其 中 西 峡 、 卢 氏 年 产量 居 河 南 省 产 区 县 之 

首位 。 南 五 味 子 是 伏 牛 山区 适应 性 较 强 、 分 布 较 广 、 开 发 潜力 很 大 的 一 种 野生 药 用 植物 

资源 〈 何 洪 中 等 ，1998) 。 

【商品 名 】 南 五 味 子 

CAA) AKG. BSR. BK. BER. AAI, LOR. Ob me. BR. 

WARS. ARR. RRS. JAR. ARS. PPR. BH. ABT. OK 

及 、 会 及 、 五 梅子 、 药 葡萄 

【 基 原 】 霖 兰 科 南 五 味 子 属 植物 南 五 味 子 Schisazcdra sphenanthera Rehd. et 

Wils. 的 干燥 成 熟 果实 。 

【 原 植 物 】 落 叶 木 质 蕨 本 。 小 枝 褐色 或 紫 褐 色 ， 有 时 剥 裂 。 叶 革 质 或 近 纸 质 ， 有 

光泽 ， 李 圆 形 或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0cm， 宽 2 一 5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枫 形 ， 边 缘 

AGL; 叶柄 长 1. 5 一 3cm。 花 单 生 于 叶腋 ， 黄 色 ， 芳 香 ; 花梗 细 长 下 垂 ; 花 被 片 8 一 

17 个 ; MEZERERS 30~70 个 ; 雌花 心 皮 40 一 60 个 。 浆 果 深 红色 至 暗 红 色 ， 孵 形 ， 聚 合 

成 近 球 形 聚 合 果 ， 直 径 2. 5 一 3. 5cm。 花 期 5 一 6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月 。 

LAER] ARERR RR. He 4 一 6mm， 表 面 棕 红 色 或 暗 棕色 ， 干 瘦 、 

皱 缩 ， 果 肉 常 紧 贴 于 种 子 上 ， 种 子 1 或 2 粒 ， 肾 形 ， 表 面 棕 黄色 ， 有 光泽 ， 种 皮 薄 而 

脆 ， 果 肉 气 微 ， 味 微 酸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南 五 味 子 在 河南 省 伏 牛 山区 分 布地 带 为 北纬 

33"”05 一 33"48' ， 东 经 111°01'~111°46', EHR 400~1200m; 多 自然 生长 在 山坡 的 中 上 

部 稀 玻 林 冠 下 ;年 平均 气温 15. 1 ， 最 高 气温 42"C ， 最 低 气 温 一 14C ;年 降水 量 800 一 

1000mm， 年 平均 相对 湿度 为 68% ; 全 年 无 霜 期 235d。 在 伏 牛 山区 的 分 布 情况 : 五 味 子 

在 伏 牛 山区 分 布 状况 是 阴 坡 多 ， 阳 坡 少 ; 稀 朴 林 中 最 多 ， 灌 木林 中 次 之 ， 开 阔 地 带 最 少 

(AS ARABIA). 

冬季 短 时 间 低 温 〈 一 8 一 一 10C) 有 利于 五 味 子 的 休眠 ， 个 别 地 区 可 忍耐 短暂 的 

一 18C 低 温 ， 但 长 期 在 一 10C 以 下 时 可 引起 不 同 程度 的 冻害 。 突 如 其 来 的 低温 对 五 味 子 

的 危害 特别 严重 ， 尤 其 是 春季 气温 已 开始 上 升 、 五 味 子 开始 萌动 发 芽 时 ， 遇 到 低温 或 晚 

霜 ， 会 造成 严重 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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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五 味 子 生长 受 湿 度 、 降 水 量 的 影响 : 水 分 的 缺少 会 严重 影响 五 味 子 的 生长 和 开花 

结实 ， 但 水 分 过 多 、 湿 度 过 高 ， 南 五 味 子叶 黄 调 落 ， 病 害 草 延 。 夏 季 为 南 五 味 子 主要 生 

长 季节 ， 此 时 气温 较 高 ， 土 壤 水 分 的 蒸发 和 南 五 味 子 叶片 的 蒸腾 严重 ， 需 水 量 特别 大 。 

若 春 、 夏 、 秋 季 干 旱 会 造成 五 味 子 大 量 落花 落果 。 花 期 空气 相对 湿度 与 五 味 子 也 有 直接 

关系 。 从 始 花 到 终 花 需要 10 一 15d， 空 气 适当 干燥 、 相 对 湿度 50% ~60%, “Vid 20~ 

30 尼 的 睛 天， 五 味 子 一 般 在 7 一 10 时 开花 ，8 时 开花 最 多 。 

南 五 味 子 生 长 受气 温 影 响 ， 自 然 生 长 于 暖 温带 地 区 。 喜 温暖 湿润 ， 旦 严寒 及 和 干旱。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开 花 结实 要 求 年 平均 气温 10~16C, 3~6 月 平均 气温 10C 以 上 ，7 一 

10 月 平均 气温 25 左右， 无 霜 期 190 一 260d。 在 五 味 子 分 布 的 北 界 地 区 ， 只 要 保证 3~ 

10 月 有 足够 的 日 照 和 有 效 积 温 ， 无 霜 期 180 一 200d 时 也 能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开 花 结果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无 论 是 黄 壤 、 沙 壤 ， 还 是 在 麻 岩 壤土 均 有 生长 。 但 以 土质 朴 松 、 有 

机 物 含量 高 、 排 水 良好 、pH5 一 6. 5 的 微 酸性 麻 岩 壤 上 生长 最 多 ， 沙 壤 次 之 。 通 气 性 差 、 

排水 不 良 的 黏 重 黄 壤 上 分 布 最 少 或 无 ， 凡 是 产量 高 的 植株 都 是 生长 在 麻 岩 壤 上 ， 因 为 这 种 

TES, CE. BES, BABE: 坡 下 部 〈 因 受 人 为 因子 的 影响 )》 少 或 

无 ， 坡 中 部 较 多 ， 坡 上 部 多 而 集中 。 在 海拔 600~1000m 处 适宜 生长 ， 产 量 较 高 。 

【种 植 方法 】 南 五 味 子 多 为 野生 居 群 ， 少 量 通过 有 性 繁殖 进行 人 工 栽培 。 

1. 留 种 

五 味 子 栽 后 4 一 5 年 大 量 结 果 ， 秋 季 8~9 月 果实 呈 紫 红色 时 摘 下 。 一 部 分 晒 干 或 阴 

干 储存 ， 少 量 去 掉 果 肉 洗 出 种 子 备 来 年 种 植 。 种 子 主要 来 源 于 伏 牛 山西 峡 、 内 乡 、 南 

A. FPR. lS. 

2. Aw 

直播 干 种 子 不 出 苗 ， 因 种 皮 坚 硬 、 光 滑 有 油层 ， 不 透水 ， 播 前 需 进 行 种 子 处 理 ， 在 

室温 下 浸种 3 昼夜 后 ,用 3 倍 量 的 净 河 沙 混 拌 均 匀 ， 埋 藏 于 较 凉 更 的 地 方 ，3 一 4 个 月 

后 ， 种 子 裂口 露出 胚 根 ， 再 行 播种 。 通 常 于 晚秋 或 早春 育苗 条 播 ， 每 亩 用 种 5kg AA, 

fit 1. 65 cm， 浇 透水 ， 并 盖 草 ， 保 持 土 壤 湿润 。 出 苗 后 撤去 盖 草 ， 搭 架 遮 阴 ， 保 持 少 

量 阳光 。 第 2 年 或 第 3 年 早春 即 可 定植 。 

3. 定植 

五 味 子 是 喜 肥 植物 ， 定 植 时 要 施 足 基肥 ， 先 控 深 、 宽 各 约 33cm 的 穴 ， 将 肥料 与 土 

混合 填 人 穴内 ， 栽 苗 时 要 使 根系 伸展 ， 有 利于 成 活 和 生长 ， 栽 后 踏实 灌水 。 搭 支架 有 两 

种 情况 ， 一 种 是 利用 天 然 支架 ， 另 一 种 是 人 工 支架 。 天 然 支 架 就 是 利用 树木 作 支 架 ， 选 

作 天 然 支 架 的 树种 以 叶片 较 小 、 生 长 势 不 太 旺 为 宜 ， 山 楂 树 是 比较 理想 的 树种 ， 可 按 

行 、 株 距 3 mX<3 m 的 规格 先 栽 上 树苗 ， 然 后 在 每 株 树 下 载 2 株 五 味 子 苗 ， 距 离 树 根 

67cm 左右 ， 一 边 栽 一 株 。 知 用 人 工 支 架 ， 可 按 大 行距 1Im、 小 行距 67cm、 株 距 50cm 

的 规格 栽植 五 味 子 苗 ， 行 向 南北 向 ， 以 利通 风 透 光 。 

4. 田间 管理 

幼苗 期 间 生 长 缓慢 ， 注 意 铀 草 和 松 土 ， 适 当 浇 水 ， 第 2 年 以 后 立 支 架 供 枝 条 攀援 ， 

使 枝叶 通风 透 光 ， 促 进 生 长 。 除 定植 时 施 足 基肥 外 ， 每 年 春季 进行 追肥 ， 每 亩 施 左 肥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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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 1500 一 2500kg， 过 磷酸 钙 15 一 20kg。 为 了 调节 植物 营养 ，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营养 消 

耗 ， 要 剪 枝 ， 每 年 冬季 植株 休眠 以 后 、 春 季 萌 发 前 为 修剪 季节 。 

5. 病虫害 
南 五 味 子 抗 病虫害 能 力 较 强 。 叶 枯 病 和 卷 叶 虫 是 一 般 的 病害 和 虫害 。 

(1) 叶 枯 病 。 初 期 从 叶 尖 或 边缘 发 起 ， 感 染 整个 叶 面 ， 使 之 枯黄 脱落 ， 严 重 时 果穗 

脱落 。 

防治 方法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注 意 通风 透 光 。 发 病 初期 用 1 : 1 : 100 倍 波 尔 多 液 喷 

雾 ，7d 1 次 ， 连 续 数 次 。 

(2) 卷 叶 虫 。 幼 虫 为 害 ， 造 成 卷 叶 ， 影 响 果实 生长 ， 甚 至 脱落 。 

防治 方法 : 用 50%% 辛 硫 磷 1500 倍 液 或 50%% 磷 胺 1500 FRY 40% FRR 1000 倍 液 或 

80% HA HE 1500 倍 液 喷 酒 。 

【 采 收 加 工 】 
BUS 4 一 5 年 结果 ，8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旬 ， 果 实 呈 紫红 色 时 ， 随 熟 随 收 ， 晒 干 或 阴 

F. TMK AAS 

据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中 医药 管理 局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制定 的 药材 商品 规格 

标准 ， 将 南 五 味 子 分 为 一 等 品 和 二 等 品 。 

一 等 品 标准 : 干货 。 呈 不 规则 球形 或 椭圆 形 。 表 面 紫 红色 或 红 褐 色 ， 皱 缩 ， 肉 厚 ， 

质 柔 润 ， 内 有 肾 形 种 子 1 或 2 粒 。 果 肉 味 酸 ， 种 子 有 香气 ， 味 辛 、 微 苦 。 干 冯 粒 不 超过 

2%%， 无 梗 枝 、 杂 质 、 虫 星 、 霉 变 。 

二 等 品 标准 : TR. BRAT BIE. RZ. PRT, RS. A 

较 薄 ， 内 有 肾 形 种 子 1 或 2 粒 。 果 肉 味 酸 ， 种 子 有 香气 ， 味 辛 、 微 音 ， 干 首 粒 不 超过 

20% ， 无 梗 枝 、 杂 质 、 虫 星 、 霉 变 。 

【化 学 成 分 】 南 五 味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主要 有 木 脂 素 类 和 三 莫 类 。 

1. 木 脂 素 类 
FRASIER ARBRE RSA EE, RRR FAR (deoxyschizan- 

drin)、 五 味 子 酯 甲 〈schisandrin A), Hf HRZ (schisandrin B)、 五 味 子 酯 两 

(schisandrin C) 和 五 味 子 酚 (schisanhenol) 等 ， 并 以 五 味 子 甲 素 、 五 味 子 酯 甲 为 主 。 

这 些 成 分 具 保 肝 降 酶 、 抗 炎 、 抗 氧化 等 药理 作用 。 此 外 ， 南 五 味 子 还 含有 具 抗 肿瘤 活性 

的 二 芳 基 丁 烷 类 木 脂 素 、 安 五 脂 素 ， 以 及 一 些 药理 活性 尚 不 清楚 的 芳 基 四 氢 蔡 和 四 氢 呐 

喃 类 木 脂 素 成 分 ， 如 五 味 子 酮 〈schisandrone) 和 过 表 加 巴 辛 (d-epigalbacine) 等 CH 

建 平等 ，2003a，2003b) 。 

ees 2 

[RRMA KFS BSA RS MER KZ. BERKS 

属 植物 中 主要 含 羊毛 省 烷 CO) BOA = pA Mot, AA AGE 20 位 连接 的 基 团 类 型 

将 其 分 为 两 类 : 基 团 为 当归 酸 侧 链 则 为 三 熙 酸 类 ， 基 团 为 六 元 内 酸 环 则 为 三 熙 内 酯 类 

(李晓光 等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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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1. 显 微 鉴 别 

油 细胞 类 圆 形 ， 直 径 约 80pm; 中 果皮 细胞 含 草酸 钙 复 晶 和 方 晶 。 种 皮 表 皮 石 细胞 

KH 50um, HE 20~30um, JMR A MBE, ARAB BREW, HEFLRFLY 
细小 ， 其 内 侧 5 AK RIB RMABIE. K750~120um, #7 50~60um, BEB, BEFL 

及 沟 明 显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1g， 加 三 氯 甲 烷 20ml1， 加 热 回 流 0. 5h, EF, RelA =A GE lml 使 

之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南 五 味 子 对 照 药材 l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再 取 

南 五 味 子 甲 素 对 照 品 ， 加 三 氯 甲烷 制 成 每 毫升 含 l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用 薄 

层 色 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2x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F;s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Bk (30~60°C) -甲酸 乙 酯 -甲酸 (15 : 15 : 1) 的 上 层 溶 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村 

+, BRIE (254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材 和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位 置 

显 相 同 颜色 的 斑点 (高 建 平 等 ，2003 ) 。 

=, Fale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四 氢 叶 喃 -水 〈40 : 6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 

长 为 254nm。 理 论 板 数 按 五 味 子 酯 甲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五 味 子 酯 甲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0n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取 本 品 粉 未 〈 过 3 Si) 约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50ml， 称 定 重量 ，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40kHz)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义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Spl, HEAR. WE. BIG. 

本 品 含 五 味 子 酯 甲 〈Cs HaszO。) 不 得 少 于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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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名 精 
Tianmingjing 

HERBA CARPESII 

【概述 】 天 名 精 是 豫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和 名医》 
目 : 一 名 天 门 精 ， 一 名 五 门 精 ， 一 名 葛 颅 ， 一 名 蟾 蜂 兰 ， 一 名 遍 。 生 平原 ， 五 月 采 。?” 

为 菊 科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天 名 精 属 天 名 精 Carpesium abrotanoides L. 全 草 。 其 带 根 全 草 

人 药 ， 味 苦 ， 辛 ， 性 凉 ， 有 小 毒 。 和 人 肝 、 肺 经 。 具 有 清热 解毒 、 止 咳 平 喘 、 散 凉 止 痛 等 

功效 EVV) ILIA, HER. BS. APRA. RIT. Bim. RIP. MR 

痛 、 毒 蛇 咬 伤 等 症 。 全 草 水 浸 液 可 做 农药 ， 杀 青菜 虫 、 地 老虎 、 守 瓜 虫 等 。 果 实 为 中 药 

Wesel, ORT. Fe. HOF. RAR RHR. FIM. Aw, PER, RAB 

痛 等 。 

该 物种 为 中 国 植物 图 谱 数据 库 收 录 的 有 毒 植物 ， 其 毒性 为 全 草 ， 有 小 毒 ， 对 人 皮肤 

能 引起 过 敏 性 皮炎 、 疮 疹 ; 动物 试验 有 中 枢 麻 兽 作 用 。 

我 国 天 名 精 属 植物 有 10 余 种 ， 生 长 于 山坡 、 路 旁 、 草 地 和 荒野 ， 在 房 前 屋 后 的 闲 

杂 地 上 常 成 大 片 草丛 ， 常 于 果 、 桑 及 茶园 中 为 害 ， 在 新 开明 的 旱田 中 也 常 侵 人 ， 但 发 生 

量 小 ， 和 危害 轻 ， 是 常见 杂 草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 各 县 区 。 

(Hime) KA 

CAA) wk. BAR, BL REY, RET. RR, Bm, 

【 基 原 】 为 菊 科 植物 天 名 精 的 全 草 。 

【 原 植物 】 菊 科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50 一 100cm。 葵 直立 ， 上 部 多 分 枝 ， 密 生 短 柔 毛 ， 

下 部 近 无 毛 。 叶 互生 ; 下 部 叶片 宽 椭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长 10 一 15cm， 宽 5 一 8cm， 先 端 尖 

或 钝 ， 基 部 狭 ， 成 具 翅 的 短 柄 ， 边 缘 有 不 规则 的 锯齿 或 全 缘 ， 上 面 有 贴 生 短 毛 ， 下 面 有 

短 柔 毛 和 腺 点 ， 上 部 叶片 渐 小 ， 长 圆 形 ， 无 柄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 沿 葵 枝 腋生 ， 有 短 梗 或 

近 无 梗 ， 直 径 6 一 8mm， 平 立 或 稍 下 垂 ; 总 苞 钟 状 球形 ， 总 苞 片 3B, ORR, ON 

形 ， 先 端 尖 ， 有 短 柔 毛 ， 膜 质 或 先端 草 质 ， 中 层 和 内 层 长 圆 形 ， 先 端 圆 钝 ， 无 毛 ; 花 黄 

色 ， 外 围 的 雌花 管状 ，3 一 5 HA; 中央 的 两 性 花 简 状 ，5 裂 ， 外 面具 头 状 腺 体 ， 雄 巷 先 

端 无 附属 体 ， 基 部 箭 形 ， 具 毛 状 尾 。 果 实 绿色 , 长 3 一 5mm， 具 肋 ， 先 端 具 吃 。 花 期 

6~7 月 ， 果 期 8 一 9 A. 

【药材 性 状 】 根 葵 不 明显 ， 多 数 为 细 长 的 棕色 须根 。 葵 表面 黄 绿色 或 黄 棕色 ， 有 

YAN, EMER; MRM, Dir. MAAR, BAH. HM. HA aRae a A 

落 ， 完 整 叶片 卵 状 椭圆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长 10 一 15cm， 宽 5 一 8cm， 先 端 尖 或 钝 ， 基 部 

狭 ， 成 具 翅 的 短 柄 ， 边 缘 有 不 规则 锯齿 或 全 缘 ， 上 面 有 贴 生 短 毛 ， 下 面 有 短 柔 毛 或 腺 

Kis JED WE. KARE AR, ABE. TERR; 花 黄 色 。 气 特异 ， 味 淡 、 微 辛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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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天 名 精 嫩 苗 绿色 ， 似 皱 叶 秘 芥 。 开 小 黄花 ， 如 小 

野 菊 花 ， 结 实 如 苘 苇 ， 其 根 白 色 ， 如 短 牛 膝 。 喜 温暖 、 湿 润 气候 和 阴 湿 环境 ， 山 区 、 平 

原 等 地 均 可 栽培 。 适 生长 于 排水 良好 、 适 度 肥 沃 的 沙 质 土壤 ， 适 应 力 强 ， 贫 靖 土 壤 也 能 

生长 。 

【种 植 方法 】 

(1) 栽培 技术 。 用 种 子 繁殖 。9 一 10 月 采集 成 熟 种 子 ， 春 季 3 一 4 月 播种 ， 条 播 ， 

覆土 仅 盖 没 种 子 为 度 ， 涛 水 ， 保 持 土壤 湿润 ， 经 15 一 20d a. 

(2) 田间 管理 。 苗 具 4 一 6 片 真 叶 时 间苗 ， 按 株距 15cm 定苗 ， 苗 高 30cm 进行 松 土 

除草 ， 并 延 施 人 姜 尿 1 次， 适当 增 施 过 磷酸 钙 。 

【 采 收 加 工 】 天 名 精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采 收 。 用 工具 控 出 全 株 ， 洗 净 ， 鲜 用 或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全 草 含 倍 半 蔡 内 酯 、 天 名 精 内 酯 酮 〈carabrone) 、 稚 乱 内 酯 (carpesio- 

lin) 、 大 叶 土 木 香 内 本 〈granilin) 、 依 瓦 菊 素 〈ivalin) 、 天 名 业内 酯 醇 〈carabrol) 、 依 生 依 

瓦 菊 素 Civax-illin), 11(13) -去 氢 腋 生 依 瓦 菊 素 [11 (13)-dehydroivaxillin], a) A BE 

(telekin) 、 异 腋生 依 瓦 菊 素 (〈isoivaxillin) 及 11 (13)- 二 氧 特 勒 内 酯 [11(13)-dihydrotele- 

kin]. 

【鉴别 】 

1. 显 微 鉴别 
根 〈 直 径 约 2mm) 横 切 面 ， 表 皮 为 1 列 形状 不 规则 的 薄 辟 细胞。 皮层 由 7 一 10 

FRE AAA, AS BRK. KEW LAM A yw ee EI MH, A 

皮层 不 明显 。 韧 皮 部 约 占 横 切 面 的 1/10， 形 成 层 不 明显 ， 木 质 部 较 宽 广 ， 导 管 类 圆 

形 ， 多 单个 散在 ， 直 径 15 一 63pm， 木 纤维 多 角形 ， 壁 较 薄 ， 为 木质 部 的 主要 组 成 部 

& (AEA 3mm) 横 切 面 ， 表 皮 由 1 列 排列 紧密 的 略 呈 椭圆 形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常 被 2 或 3 个 细胞 单列 非 腺 毛 。 皮 层 薄 壁 细 胞 10 余 列 ， 外 侧 2 或 3 Wi) HEH Bee HF, 

内 皮层 不 明显 。 外 韧 型 维 管束 20 一 40 束 呈 环 状 排列 ， 韧 皮 部 外 侧 具 纤维 束 ， 多 呈 半 

Aw. BAR; DPRK: 形成 层 不 明显 ; 木质 部 略 呈 三 角形 或 三 角 状 半圆 形 ， 主 

要 由 木 纤 维和 导管 组 成 ， 导 管 直 径 I~32pm. MHARE. H2 至 数列 呈 径 向 延长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艇 较 发 达 ， 由 类 圆 形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艇 中 央 有 对 称 的 空洞 〈 刘 合 

刚 等 ，2000) 。 

叶片 横 切 面 ， 上 、 下 表皮 细胞 均 为 1 列 ， 细 胞 多 呈 类 圆 形 或 类 方形 ， 少 数 为 不 规则 

形 ， 壁 薄 ; 上 、 下 表皮 均 有 2~4 个 细胞 组 成 的 非 腺 毛 及 少量 单 细 胞 头 单 细 胞 柄 的 腺 毛 。 

叶 内 无 栅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之 分 ， 主 脉 上 、 下 表皮 内 为 2 或 3 列 厚 角 细 胞 ， 细 胞 排列 紧 

密 ， 其 内 方 的 数列 细胞 多 量 不 规则 形 ， 排 列 较 朴 松 。 主 脉 维 管束 3 一 5 RR. WA, 

形成 层 不 明显 ， 木 质 部 导管 单个 径 向 排列 或 散在 。 

全 草 粉末 灰 黄 色 至 黄 绿色 ， 味 微 苦 、 汲 。 导 管 碎 段 较 多 ， 多 为 螺纹 导管 ， 直 径 11 一 

31jpm， 也 可 见 网 纹 、 孔 纹 导 管 ， 直 径 19 一 46pm。 纤 维 众多 ， 一 类 细 长 而 较 直 ， 常 多 数 

成 束 ， 直 径 10 一 17pm， 先 端 倾斜 或 较 长 ， 壁 略 厚 ， 胞 腔 较 大 ;， 另 一 类 较 短 ， 略 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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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多 数 成 束 ， 先 端 较 钝 ， 壁 较 厚 ， 壁 孔 及 孔 沟 明显 。 非 腺 毛 由 2 一 4 个 细胞 组 成 ， 基 部 

细胞 略 呈 方形 。 腺 毛 少 见 ， 为 单 细 胞 头 单 细 胞 柄 。 草 酸 钙 方 品 散在 ， 直 径 6~ 19pm, 

气孔 较 少 ， 不 定式 ， 副 卫 细胞 6 或 7 个 ， 壁 略 呈 波状 弯曲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粗 粉 10g， 加 乙醇 100ml， 加 热 回 流 1h， 过 滤 ， 挥 去 乙醇 ， 用 乙酸 乙 酯 

50ml 溶解 ， 再 加 5%% 氢 氧化 钠 10ml 振 播 提取， 连续 3 次 ， 合 并 提取 液 ， 弃 去 氢 氧 化 钠 

层 ， 乙 酸 乙 酯 液 用 蒸馏 水 洗 至 中 性 ， 供 如 下 试验 : 

取 上 述 乙 酸 乙 酯 液 10ml， 置 蒸发 血 中 ,水浴 蒸 干 ， 加 乙醇 10ml 溶解 ， 再 加 4na 

氧化 钠 溶 液 4ml， 水 浴 加 热 约 4min， 冷 却 后 取 溶 液 2ml 置 于 试管 中 ， 滴 加 52% 盐 酸 试 液 

BR. RAEI. 

PRLIECRMORRK 2ml, MERABRAAPRRSAARA PRR (mol/L) 

的 混合 液 (1:1) 2ml， 稍 置 片 刻 后 再 滴 加 1%% 三 氯 化 铁 盐 酸 1%) 溶液 ， 显 紫 

红色 。 

【主要 参考 文献 】 

RIAA, ABER, WES. 2000. 天 名 精 的 生 药学 研究 . 药学 实践 杂志 ，18 (5): 296, 297 

Mutong 

CAULIS AKEBIAE 

CRIA] AGAR. eR CAH). RS. WOE. Ub. UD. B 

MA. bk, AVME, HAP SL, AP AoA, RO. Deo. Tha. 7K 

肿 、 周 身 挛 痛 、 经 闭 乳 少 。 木 通 属 植物 全 国有 2 种 和 2 变种 。 多 以 藤本 能 利水 或 药材 

“ 荃 有 细 孔 ， 两 头 缘 通 ” 者 取 木 通 之 名 ， 但 木 通 科 木 通 为 传统 木 通 药材 的 正品 和 主流 品 

种 。 作 为 药 用 品种 的 主要 是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木 通 Akebia quinata 
(Thunb. )Decne. 、 三 叶 木 通 ARepbia tri foliata (Thunb. )Koidz. 、 和 白木 通 Akebia tri fo- 

liata var. australis(Diels)Rehd, (KAIWWKAS AGHA 2 种 和 2 变种 ， 分 别 为 木 通 、 三 叶 

AGH. FA ARI AIS ARG A&epia quinata(Thunb. )Decne. var. polyphylla Nakai， 其 

中 多 叶 木 通 《 中 国药 典 》 未 收 载 ， 但 其 用 途 和 正品 相同 。 

民间 流通 使 用 的 木 通 来 源 复杂 ， 比 较 混 乱 ， 如 关 木 通 和 川 木 通 。 其 中 关 木 通 为 马 兜 

铃 科 植物 东北 马 兜 铃 Arzstolocjhia manshuriensis Kom. 的 干燥 藤 蔡 ， 伏 牛山 区 主 产 于 

Re. PR. Sil, BA, PURSE; JIRA ERED) AK Clematis armandii 

Franch QKASERKE Clematis montana Buch. Ham. 的 干燥 蕨 葵 CHEWLAS, 2004), KK 

牛山 区 也 有 分 布 。 

从 药物 的 性 味 归 经 及 功效 主治 来 看 ， 三 种 木 通 均 可 用 于 治疗 经 脉 不 通 、 气 化 阻 汪 等 

症 ， 唯 木 通 科 木 通 药性 平和 ， 适 应 证 广 ， 且 安全 无 毒 ; 川 木 通 和 关 木 通 性 味 偏 苦 寒 ， 前 

者 尤 适 于 湿热 瘀 血 所 致 经 脉 不 通 ， 后 者 偏重 于 心 火 亢 盛 所 致 经 脉 不 通 。 关 木 通 药 用 始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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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 并 一 度 成 为 木 通 药材 的 主要 品种 ，20 世纪 60 年 代 后 相继 发 现 其 具有 严重 的 急性 

肾 毒 性 而 被 淘汰 ， 木 通 科 木 通 又 恢复 其 传统 正品 的 药 用 地 位 。 

【商品 名 】 木 通 

CANA] VA. Hae, JA, RL HK. TH. TR. BR, OE 

Fie. FIP. Be. Sa. JA IR. HHS 

【 基 原 】 木 通 科 木 通 属 植物 木 通 (SS. 2006), = KK Akebia tri foliata 
(Thunb. ) koidz 或 白木 通 Akebia tri foliata (Thunb. ) koidz. var. australis(Dieis) Re- 

hd， 的 干燥 茧 葵 。 

【 原 植 物 】 

1. 木 通 
落叶 蕨 本 ， 枝 有 长 、 短 之 分 ， 无 毛 。 小 叶 5 人 个， 倒卵形 或 长 倒卵形 ， 先 端 圆 而 中 间 

微 上 四 ， 并 有 一 细 短 尖 ， 全 缘 ， 表 面 深 绿色 ， 背 面 带 白色 ， 无 毛 。 雌 花 暗 紫色 ;雄花 紫红 

, BU). RRA. HAE, AMAR, PRA. HH 4 一 5 月 ， 果 熟 期 8 一 

Oats 

2. 三 叶 木 通 
落叶 木质 芒 本 ， 枝 有 长 、 短 之 分 ， 无 毛 。 小 叶 3 个 ， 卵 圆 形 、 宽 卵 圆 形 或 长 卵 形 ， 

长 、 宽 变化 较 大 ， 先 端 钝 圆 、 微 上 四 或 具 短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宽 槐 形 ， 有 时 略 呈 心脏 形 ， 边 

缘 浅 裂 或 呈 波 状 ， 侧 脉 通常 5 或 6 对 ， 叶 柄 细 瘦 ,长 6 一 8cm， 总 状 花 序 腋生 ， 长 约 

8cm; 花 单 性 ， 雄 花生 于 花序 上 部 ， 雄 芒 6 个 ， 肉 花生 于 下 部 ， 苯 片 紫 色 ， 花 办 状 ， 具 

6 个 退化 雄蕊 。 果 实 肉质 ， 长 卵 形 ， 成 熟 后 沿 腹 缝 线 开 裂 ; PAM, NG, BE. 

期 4 一 5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月 。 

3. 白木 通 

为 木 通 的 变种 ， 与 正 种 的 区 别 : 小 叶 卵 形 或 卵 状 长 圆 形 ， 全 缘 或 近 全 缘 。 雌 花 直 径 

达 3cm ( 丁 宝 章 等 ，1997)。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圆柱 形 ， 常 稍 扭曲 ， 长 30 一 70cm， 直 径 0. 5 一 2cm， 表 面 灰 
棕色 至 灰 神色， 外 皮 粗 糙 而 有 许多 不 规则 的 裂纹 或 纵 沟 纹 ， 具 突起 的 皮 孔 。 节 部 膨大 或 

ANAS, AUT. AE, KES, ABD. WAIT, KASS, Bef, Ay 

见 淡 黄 色 颗 粒状 小 点 ， 木 部 黄白 色 ， 射 线 呈 放射 状 排列 BS AN HS, BA eae 

Fr. Vik, ORGS ME.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局 ASIN way 本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1. 生长 发 育 特 征 

三 叶 木 通 襄 肥 趋 湿 ， 较 耐寒 ， 雏 高 温 ， 适 宜 在 中 性 或 偏 酸性 (PH 5. 5 一 6.5) 土壤 

中 生长 。 种 子 在 气温 8C 以 上 开始 萌芽 ，8 一 12 为 发 芽 较 适 温度 。 气 温 在 8C 以 上 ， 播 

种 后 40 一 50d 出 苗 ， 幼 苗 出 土 后 能 经 受 短 时 间 霜 冻 。 植 株 生 长 速度 随 着 温度 升 高 而 加 

快 ， 日 平均 气温 超过 28C 时 ， 植 株 地 上 部 分 生长 速度 下 降 。 立 冬 前 后 ， 三 叶 木 通 果实 

停止 生长 ， 霜 降 前 后 ， 三 叶 木 通 葵 苏 停止 生长 ， 进 入 休眠 。 



2. 生长 条 件 

稍 耐 阴 ， 喜 温暖 气候 及 湿润 土壤 ， 多 为 黄 壤 或 沙壤土 。 

3. 土壤 种 类 
黄 壤 或 沙 壤 士 ， 土 质朴 松 ， 中 性 和 微 酸性 ， 保 水 力 强 ， 排 水 性 好 ， 滤 水 透气 ， 土 壤 

肥沃 ， 腐 殖 质 层 深厚 。 

4. 土壤 肥力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为 35.2 一 85.6g/kg， 平 均 45.3g/kg; 总 氮 含 量 为 1.64 一 

3.10 g/kg， 平 均 1. 95 g/kg; DRAGS BW 57. 19~140. 55mg/kg， 平 均 77. 59mg/kg; 

速效 磷 含 量 为 9. 57 一 16. 00mg/kg, HJ 10. 15mg/kg; 速效 钾 含 量 为 25.56 ~47. 54 

mg/kg， 平 均 31. 95mg/kg;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三 叶 木 通 生长 期 内 ， 随 采 收 年 限 延 长 ， 药 材 品质 性 状 变 优 。 折 干 率 上 升 ， 药 材 及 药 

材 表皮 色泽 加 深 ， 呈 浅 褐色 ;药材 深重 变 小 ， 灰 分 下 降 ， 蔡 蔽 通 透 性 增强 。 三 年 生 第 1 

次 攀缘 茎 的 药材 性 能 与 二 年 生 茎 蔗 相当 ， 三 年 生 第 2 次 攀缘 葵 的 药材 质量 与 二 年 生 第 1 

次 攀缘 茎 及 一 年 生 葵 芯 的 质量 相当 。 从 药材 的 质地 、 溶 重 、 有 效 物 质 浓 度 等 性 状 来 看 ， 

三 叶 木 通 的 采 收 年 限 以 三 年 生 的 荟 藤 为 宜 ; 采 收 部 位 以 三 年 生 主 葵 为 主 。 以 11 月 中 旬 

采 收 为 宜 。 采 收 时 ， 选 取 三 年 生 主 葵 离 根茎 节 2 一 3cm 处 截 ， 连 茎 、 叶 及 攀缘 物 拔 起 ， 

防止 对 不 收 葵 藤 的 植物 损伤 。 

2. 初 加 工 

去 叶 去 小 枝 : 粗 度 直径 小 于 0. 5cm 以 下 的 细小 枝叶 全 部 去 掉 。 

截 段 : ARHAE A 0.5em 以 上 的 葵 芯 均 可 以 截 段 和 人 药 ， 药 材 节 段 长 度 50cm 

左右 。 

清洗 : ZARA KA 1 一 2min， 用 有 压力 的 水 冲洗 ， 时 间 不 能 太 长 ， 否 则 会 降低 

药材 有 效 物 质 含 量 。 

Fike: 阴干 或 60C 条 件 下 烘 干 均 可 ， 两 种 干燥 方式 对 药材 质量 没有 影响 。 

以 肥 壮 、 皮 皱 者 为 佳 。 

【种 植 方法 了 】 

一 、 选 地 整地 

选用 山地 或 林地 ， 进 行 木 通 播种 育苗 或 穴播 ， 能 充分 利用 林地 有 机 质 含量 ， 肥 

力 ， 对 温度 和 水 分 的 缓冲 能 力 及 土壤 理化 性 状 比 农田 土壤 要 好 些 的 优势 。 伐 林 栽 培 
应 在 木 通 播种 前 1 年 进行 ， 让 有 机 质 充 分 分 解 ， 增 加 土壤 的 有 效 养分 ， 对 改良 土壤 理 

化 性 状 ， 协 调 土壤 固 、 液 、 气 三 相 比例 ， 消 灭 病 源 和 害虫 ， 促 进 木 通 生 长 都 十 分 有 

利 。 选 择 朝 东 或 朝 南 向 阳 坡 ， 坡 度 15 左右 ， 以 沙 质 壤土 为 好 。 挖 沟 撩 壕 做 畦 ， 畦 宽 
1. 5m， 沟 宽 40cm， 沟 深 60cm; 用 70 为 代 森 锰 锌 粉剂 7. 5kg/hm 进行 土壤 消毒 处 理 ， 

用 少量 河 沙 或 煤渣 改良 土壤 ， 施 腐熟 的 猪 装 、 牛 数 、 马 辩 、 饼 肥 3kg/m’, SH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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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灌 沟 。 

二 、 搭 架 攀 缘 

木 通 是 缠绕 性 攀缘 蕨 本 植物 。 选 用 组 生性 明显 的 树种 做 攀缘 架 ， 按 3m 行距 ， 修 剪 

活体 攀缘 物 后 间作 木 通 〈 能 大 胜 等 ，2006)。 人 工 攀 缘 支 架 可 以 用 双 排 水 泥 柱 (规格 : 

10cm X 10em X 250cm 或 10cm X 15cm X 270cm, PAHS 7K YEE A RR REE) 或 双 排 木材 

(直径 10 一 15cm) ， 每 隔 4~6m iz— WHEE. HEHEHE A HR 50 一 70cm， 每 隔 50cm 高 ， 

拉 一 道 横向 镀 锌 铁丝 构成 高 单 篇 架 。4 月 底 〈 人 小满 前 后 )， 用 50cm KAM, SIAR 

上 第 一 道 镀 锌 铁丝 ; 5 月 底 〈 夏 至 前 后 ) ， 将 葵 功 绑 在 第 二 道 铁丝 上 ; 7 月 下 旬 Orta 

后 ) ， 剪 掉 超 过 第 二 道 铁 丝 上 已 经 相互 羯 绕 打 结 的 小 蔡 藤 。 搭 架 要 根据 地 势 分 段 搭设 ， 

并 留 好 作业 通道 。 

三 、 播 种 育苗 

木 通 多 用 种 子 繁殖 ， 也 可 以 插 搬 繁 殖 。 从 播种 到 收获 需要 3 年 时 间 ， 第 1 AEH 

ZRBRBREK., 第 2 一 3 年 开花 结果 。 第 3 年 年 底 及 以 后 ， 每 年 采 收 蔡 蔗 和 果实 

人 药 。 

选 种 与 种 子 处理 : 木 通 种 子 在 9 月 底 成 熟 ，10 月 中 上 和 旬 选 择 软 熟 或 已 经 开 唱 的 果 

实 采 种 。 将 采摘 来 的 浆果 及 时 水 洗 搓 去 果肉 ， 用 湿润 河 沙 〈 种 子 与 河 沙 比 为 1: 4， 湿 

度 以 手 捏 成 团 ， 松 手 能 散 为 度 ) 4E10~11 月 室温 条 件 下 储藏 30 一 35d， 让 种 子 完成 形 

态 后 熟 作 用 和 层 积 发 芽 。 待 种 胚 突破 种 皮 能 见 种 芽 后 ， 择 晴天 播种 。 

播种 : 木 通 播种 以 12 月 底 或 翌年 1 月 中 上 旬 为 宜 ， 过 早 易 遭受 鼠 害 ， 过 迟 生 长 不 

良 。 沿 开 沟 撩 壕沟 的 两 边 条 播 或 穴播 ， 播 种 要 均匀 ， 保 持 粒 距 5cm 左右 ， 盖 火 土 灰 

3cm 厚 ， 最 后 盖 草 保湿 ， 出 苗 时 撤除 。 直 播 栽培 播种 量 : 种 芽 1.5 一 2g/m -或 150 一 
180kg/hm2: ， 苗 转播 种 量 : 种 子 900 一 1000kg/hm2 ， 可 移 栽 大 田 6hm’, 

四 、 苗 地 管理 

幼苗 出 土 后 ， 要 及 时 撤除 盖头 草 ， 并 除草 、 间 苗 。 第 一 片 真 叶 全 展 后 ， 按 株距 6cm 

定苗 ， 并 追肥 1 或 2 次 ， 施 尿素 或 复合 肥 300kg/hm2: 。 及 时 灌溉 排水 ， 王 旱 浇 水 ， 雨 洲 

排水 。 

苗 期 病虫害 主要 是 红 体 叶 蝉 ， 其 为 害 幼小 茎 尖 ， 应 及 时 防治 ， 否 则 会 导致 荃 功 短 

缩 。 防 治 方法 : FARK, MARSA RAT WAREZ A ee. AA 

虫 用 量 : 450g/hm*, 4 10g 加 水 10kg MESS; ALA SEH: 135ml/hm’, 4 6ml 加 水 

10kg 喷雾 。 连 续 1 或 2 次 即 可 控制 。 

五 、 木 通 苗木 移 栽 

1. 起 苗 
春分 前 后 ， 木 通 抽 梢 之 前 移 栽 。 边 移 栽 边 泼水 ， 确 保 成 活 率 。 移 栽 后 ， 遇 上 连续 3 

个 晴天 ， 应 注意 淡水 。 如 果 因 移 栽 田 未 空 只 能 在 9 一 10 月 移 栽 时 ， 应 注意 做 好 两 件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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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一 是 苗床 管理 。 春 分 之 后 ， 木 通 实生 苗 会 抽 梢 攀缘 ， 应 在 苗床 内 插 小 竹竿 ， 供 木 通 

葵 功 攀缘 ， 否 则 会 导致 各 单 株 新 梢 之 间 相 互 缠 绕 ， 严 重 影响 木 通 茎 芯 生长 。 二 是 连带 小 

竹竿 起 苗 。 起 苗 时 应 连 小 竹竿 同时 控 起 ， 逐 株 修剪 后 定植 ; 起 苗 和 修剪 过 程 中 ， 一 

RB WD AAR AE . 

2. 定植 
春分 前 后 起 苗 立 即 定植 KREMARN EH, AMR. BRA 

苗 地 同样 挖 沟 撩 壕 做 畦 、 改 良 土 壤 和 施用 基肥 。 种 植 密度 329 ~ 348 株 /100m ， 

3.3 万 一 3. 5 万 株 /hm: 。 穴 植 时 按 穴 畦 距 lm X 1.5m 规格 移 栽 ， 条 植 时 按 空 - 行 - 行 - 空 

(75cm? 40cm : 40cm : 75cm)， 每 垄 横 排 2 株 ， 纵 排 2 Fi. RIB 9 一 10cm， 深 度 为 

3~5cm, 

3. 田间 管理 

全 年 除草 2 或 3 次 ,追肥 2 或 3 次 ， 结合 施肥 再 除草 松 土 2 或 3 次 。2 月 9 日 施 萌 

芽 肥 ，3 月 30 日 施 春 梢 肥 ，5 月 20 日 施 夏 梢 肥 ; 施 纯 氮 1. 99 一 2. 22kg/100m-'  ， 纯 磷 

1. 34~1. 48kg/100m2 ， 纯 钾 2. 61 一 2. 78kg/100m2 。 氮 - 磷 - 钾 比例 为 3: 2 : 4。 

木 通 修剪 能 极 显 著 地 提高 先 年 母 茎 的 粗 度 和 材积 ， 提 高 当年 木 通 药材 产量 和 质 

量 。 结 合 新 梢 引 上 搭 架 第 一 道 铁丝 ， 绑 在 第 二 道 铁 丝 和 剪 掉 超过 第 二 道 铁丝 相互 缠 

绕 结 团 的 小 荃 等 田间 管理 工作 进行 。5 月 中 旬 ， 每 条 先 年 母 葵 选 留 2 或 3 个 新 梢 ， 第 

4~8 束 幼 叶 时 摘 掉 新 梢 茎 尖 ， 称 为 4/4 修剪 或 2/8 ER. SAP Fal Sd 左右 修 

By 1k. 

六 、 病 虫害 防治 

ASEAN ELBE A ABI. BSR. TA. BAAR; BT 

PROP RA BPR ER. RES. BAMA Aa SA AIFS SR. (BCE 

At. PHRtRAS LF. SHEDERRM AAA. PSA, APPR RAT 

清除 ， 并 用 生石灰 消毒 病 穴 ， 控 制 传染 。 

【化 学 成 分 】 

1. 莫 类 化 合 物 
以 三 利 及 其 皂苷 为 主 ， 苷 元 分 别 为 常春 蕨 皂苷 元 、 去 常春 芯 皂 苷 元 、 齐 墩 果 烷 皂苷 

元 、 去 齐 墩 果 烷 皂苷 元 、 阿 榄 江 仁 酸 皂苷 元 、 去 阿 榄 江 仁 酸 皂苷 元 ， 以 常春 芯 皂 苷 元 

居多 。 

2. ABR 
木 通 植物 中 的 氨基 酸 有 17 种 之 多 RMF. 2006). 

3. 其 他 成 分 
豆 肖 醇 〈stigmasterol) 、8 谷 省 醇 〈8-sitosterol) 、 有 谷 省 醇 -BD- 葡 萄 糖苷 〈8-sitos- 

terol-3-D-glucoside), FA REARBE 〈petulin) 、 肌 醇 (znositol), 、 胆 省 醇 (cholesteryl), ， 叶 

SRA 〈ouercetin) 、 咖 啡 酸 (caffeic aeid) 、 对 香 豆 酸 (p-cumaric acid) 、 齐 墩 果 栈 

《oleanicacid) 和 山 泰 醇 〈kaempferol) 。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 主 要 为 油 酸 〈oleicacid)、 亚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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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inoleic acid), FHA AR (palmitic acid) ， 并 含 少 量 乙酸 (〈 刘 桂 艳 等 ，2004)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B5il 

1. 显 微 鉴别 

显 微 鉴别 木 通 的 萨 蕉 横 切面 的 结果 如 下 。 
1) 木 通 木 栓 细 胞 数列 ， 常 含有 褐色 内 含 物 ; 栓 内 层 细胞 含 草酸 钙 小 棱 唱 ， 含 唱 细 

胞 壁 不 规则 加 厚 ， 弱 木 化 。 皮 层 细 胞 6 一 10 列 ， 有 的 含 数 个 小 棱 晶 。 中 柱 鞘 由 含 晶 纤维 

束 与 含 品 石 细胞 群 交 蔡 排 列 成 连续 的 浅 波浪 形 环 带 。 维 管束 16 一 26 个 。 韦 皮 部 细胞 薄 
壁 性 。 束 内 形成 层 明显 。 

木质 部 导管 散 孔 型 。 射 线 明 显 ， 其 外 侧 有 1 一 3 列 含 唱 石 细胞 与 中 柱 闽 含 唱 石 细胞 
相连 接 ; 形成 层 内 侧 射线 细胞 壁 加 厚 、 木 化 ， 有 具 明 显 单 纹 孔 。 艇 周 细胞 圆 形 ， 壁 厚 、 木 
化 ， 有 圆 形 单 纹 孔 ， 常 含 1 个 至 数 个 棱 晶 ， 中 央 有 人 少量 薄 壁 细胞 ， 壁 不 木 化 。 

2) 三 叶 木 通 与 木 通 极 相似 ， 主 要 区 别 为 木 柱 细胞 无 褐色 内 含 物 ; PER ATE 

束 与 含 品 石 细胞 群 交 替 排 列 成 连续 的 环 带 ， 但 含 品 石 细胞 群 仅 存在 于 与 射线 相对 处 ; AE 
PR 27~31 +. 

3) AGES AGHA, ERA PEERS SOT AGE, Se SEE Tt 

线 外 侧 ， ACP EIA AS ri AAs AS PER in PEs 维 管束 约 13 个 。 

2. 理化 鉴别 

取 齐 墩 果 酸 对 照 品 、 常 春 蕨 气 苷 元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lmg 的 溶液 ， 
作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光 2005 AER) Poe VIB] 试验 ,吸取 “ 含 

量 测定 ”项 下 供 试 品 溶液 10wl 及 上 述 两 种 对 照 品 溶液 各 2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正己 烷 -乙酸 丁 酯 - 冰 乙 酸 (6 : 4 : 0.25) AAA. FEF. Bu, BR, mE 
以 10% 硫 酸 乙 醇 溶 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清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 冰 乙 酸 -三 乙 胺 (87: 13 + 0.04 : 

0.02)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210nm。 理 论 板 数 按 齐 墩 果 酸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齐 墩 果 酸 对 照 品 、 常 春 蕨 皂苷 元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Img 的 混合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取 本 品 粉 未 Gb4 Si) 约 2g， 精 密 称 定 ， 加 甲醇 50ml，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率 50kHz) 30min， 过 滤 ， 残 酒 用 甲醇 适量 洗涤 ， 合 并 滤液 与 洗 液 ， 回 收 溶剂 至 干 ， 

残 酒 加 水 10ml 溶解 ， 用 水 饱和 正 丁 醇 振 摇 提 取 3 次 ， 每 次 20ml， 合 并 提取 液 ， 蒸 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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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渣 加 甲醇 20ml、 盐 酸 2ml1， 加 热 水 解 4h。 水 解 物 加 水 10ml， 用 三 氯 甲 烷 振 摇 提取 2 

次 ， 每 次 20m1， 合 并 提取 液 ， 回 收 溶剂 至 和 干 ， 残 酒 加 甲醇 溶解 并 转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义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20x1， 注 入 液 相 色 谱 仪 ,测定 ， 即 得 。 

A MPP IT, AFTER (Co HisO;) MBAR BH IG (Co He.) 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0.15%. 

【附注 】 
多 时 木 通 Akebia quinata (Thunb. ) Decne. var. polyphylla Nakai 多 叶 木 通 为 木 通 

的 变种 ， 用 途 同 正 种 ， 但 《中 国药 典 光 2005 年 版 ) 未 收 载 。 

落叶 节 本 植物 。 老 枝 红 褐色 ， 密 生 小 皮 孔 。 掌 状 复 叶 ， 小 叶 5 一 7 Ke, HABE aH 

BRINE, A, K4.5~6cem, FF 2. 5 一 2. 8cm， 顶 端 凹 ， 有 突 尖 ， 基 部 圆 形 ， 叶 青 

面 带 白色 ， 总 叶柄 长 5 一 7cm， 小 叶柄 长 10~15mm, 5 月 开花 ， 花 深 紫 色 ， 有 香气 。 果 

实 长 6 一 7cm， 熟 时 紫红 色 ， 带 白粉 。 

其 生 于 山坡 灌 丛 或 山谷 杂 木 林 中 ， 在 四 川 、 江 苏 、 浙 江 、 陕 西 等 省 有 分 布 。 河 南 主 

要 分 布 于 伏 牛 山 、 大 别 山 和 桐 柏 山 区 。 

IS Ao Fb 

Bayuezha 

FRUCTUS AKEBIAE 

CA) VARA (KARE). Rite. HOF. JA. B. BA. TAA. 

活血 止痛 ， 软 坚 散 结 ， 利 小 便 。 主 治 肝 胃 气 滞 ， 腕 腹 、 饮 食 不 消 ， 下 痢 便 泄 ， 疝 气 疼 

痛 ， 腰 痛 ， 经 闭 痛 经 ， 疼 瘤 疗 病 ， 亚 性 肿瘤 。 

八 月 杞 果实 鲜美 、 味 甜美 、 风 味 独特 ， 可 制作 保健 饮料 ， 在 人 们 尝 尚 绿 色 保 健 食品 

的 今天 ， 是 一 种 潜力 很 大 的 保健 水 果 。 种 子 的 含油 量 为 43%， 是 棕 取 食品 油 的 原料 之 

一 ， 榨 出 的 油 中 含有 维生素 B、 维 生 素 C RAR ES, fie (ERS, 2004), 

【商品 名 】 八 月 杞 

(aI4] AT. AiR. FIO. RT. BET. ST. PRT. BT. VA 

IN. JAKE. BREE. BBR. EMF. AM 

【 基 原 】 木 通 科 木 通 Akebia quinata (Thunb. ) Decne, =F} i Akebia tri foliata 

(Thunb. ) koidz 和 白木 通 Akebia tri foliata (Thunb. ) koidz. var. australis(Diels) Re- 

hd. AYRE. 

【 原 植物 】 同 木 通 。 

【药材 性 状 】 

1) 木 通 果 实 肾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稍 弯曲 ,长 3 一 9cm， 直 径 1. 5 一 3. 5cm;， 表面 土 标 

色 ， 有 不 规则 纵 皱 网 纹 ， 先 端 钝 圆 ， 基 部 有 果 梗 痕 ;， 质 坚实 而 重 ， 果 壮 白 色 ， 粉 性 ; 种 

子 多数 ， 略 呈 三 角形 ， 紫 红色 ， 表 面 略 平坦 。 气 微 香 ， 味 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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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 叶 木 通 果实 长 椭圆 形 或 略 呈 凤 形 ， 长 3 一 8cm， 直 径 2 一 3cm; 表面 浅 灰 棕色 

或 黄 棕 色 ， 有 不 规则 纵向 网 状 皱纹 ， 未 熟 者 皱纹 细密 ， 先 端 钝 圆 ， 有 时 可 见 圆 形 柱头 残 

基 ， 基 部 具 圆 形 稍 内 凹 的 果 柄 痕 ; 果皮 革 质 ， 较 厚 。 断 面 淡 灰 黄色 ， 内 有 多 数 种 子 ， 包 

HARA RRA; RARE. KRUZ. PP RKO RAMU EA. Wee, 

约 5mm， 厚 约 2mm; 表面 红 棕色 或 深 红 棕色 ， 有 光泽 ， 密 布 细 网 纹 ， 先 端 稍 尖 ， 基 部 

钝 圆 ， 种 脐 略 偏向 一 边 ， 其 旁 可 见 白色 种 旱 ; 种 皮 薄 ， 油 质 ， 胚 细小 ,长 约 lmm， 位 

Fase esis SS. RTT. ZAHA. 

3) 白木 通 果 实 卵 形 或 椭圆 形 ， 长 约 8cm， 直 径 3 一 3. 5cm; 表面 微 显 褐色 ， 光 滑 或 

具 粗 纵 皱 网 纹 ， 多 细小 龟 裂 。 商 品 有 时 切 成 纵 片 ， 果 皮 略 光滑 ， 微 向 内 止 ， 果 对 土 灰 

色 ， 木 质 ; 种 子 长 三 角 状 ， 紫 红色 ， 表 面 有 致密 细 纵 纹 。 以 完整 、 肥 壮 、 质 重 、 士 黄 

色 、 皮 皱 、 大 小 均匀 不 开裂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同 木 通 。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同 木 通 。 

【 采 收 加 工 】8 一 9 月 果实 成 熟 时 采摘 ， 晒 干 ， 或 用 沸水 泡 透 后 晒 干 。 以 果实 饱满 、 

干燥 、 无 杂质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果 皮 含 齐 墩 果 酸 -3- 鼠 李 糖 基 阿 拉 伯 糖苷 Loleanolic acid-3-O-o-L-rha 

(1->2) -o-L-arabinopyranoside ]、 常 春 芯 皂苷 元 -3- 木 糖 基 阿拉 伯 糖 苷 [hederagenin-3- 

O-8-D-xyl (1-3) -o-L-arabinopyranoside]、 常 春 蕨 皂苷 元 -3- 鼠 李 糖 基 阿 拉 伯 糖苷 

[hederagenin-3-O-o-L-rha (1->2) -o-L-arabinopyranoside ]、 齐 墩 果 酸 -3- 葡 萄 糖 基 阿拉 

伯 糖 苷 [oleanolic acid-3-O-8-D-glu (12) -or-L-arabinpyoside]、 常 春 芯 皂苷 元 -3- 阿 伯 

糖 -28- 鼠 李 糖 基 二 葡萄 糖苷 [3-O-o-L-ara-hederagenin-28-O-o-L-rha (1 一 4) -@D-glu 

(1->~6) -8D-glucopyranoside]、 齐 墩 果 酸 -3- 鼠 李 糖 基 阿 拉 伯 糖 -28- 鼠 李 糖 基 二 葡萄 糖苷 

[3-O-e-L-rha-L-rha (1 一 2) a-L-ara-oleanolicacid-28-O-a-L-rha (1 一 4) -@D-glu (1> 

6) -8D-glucopyranoside]、 常 春 蕨 皂苷 元 -3- 鼠 李 糖 基 阿 拉 伯 糖 -28- 鼠 李 糖 基 二 和 葡萄 糖苷 
[3-O-a-L-rha (1 2) -a-L-ara-hederagenin-28-O-a-L-rha (1 一 4) -@D-glu (1 一 6) -有 

D-glucopyranoside]、 常 春 芯 皂苷 元 -3- 木 糖 基 鼠 李 糖 基 阿 拉 伯 糖苷 hederagnin-3-O-¢- 
D-xyl (1-3) -e-L-rha (1->2) -o-L-arabinopyranoside ]、 阿 江 榄 仁 酸 (arjunolic acid) , 

20 (29) -去 氨 -30- 阿 江 榄 仁 酸 [20 (29) -dehydro-30-norarjunolic acidj、 阿 江 榄 仁 酸 - 

28- 鼠 李 糖 基 二 葡萄 糖苷 [norarjunolic acid-28-O-a-L-rha (1->4) -@D-glu (16) -8D- 

glucopyranoside]、 阿 江 榄 仁 酸 -28- 木 糖 基 鼠 李 糖 基 二 葡萄 糖苷 Larjunolic acid-28-O-8- 

D-xyl (1->3) -o-L-rha (14) -@D-glu (16) 8D-hlucopyranoside]。 

种 子 含 皂苷 (saponino) AQ-A, AQ-B, AQ-C, AQD, AQ-E, AQ-F, AQ-G; 还 

含 脂肪 油 ， 其 中 主 含油 酸 甘油 酯 、 亚 麻 酸 甘 油 酯 及 软 脂 酸 甘 油 酯 。 

【种 植 方法 】 同 木 通 。 

【鉴别 】 

1. 理化 鉴别 
1) 泡沫 试验 : 取 本 品 粉 未 少量 ， 加 10 倍 水 量 ， 充 分 振 摇 ， 产 生 大 量 持 和 久 性 泡沫 

Ri AT H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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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溶血 试验 : 取 用 生理 盐水 稀释 的 1%% 新 鲜 免 血 1ml， 沿 管 壁 加 入 本 品 的 生理 盐 

水 浸出 液 (1 : 3) 若干 ， 迅 速 发 生 溶血 现象 〈 检 查 电 苷 ) 。 

3) 取 本 品 干 燥 粉 末 少 量 ， 置 白 瓷 板 上 滴 加 浓 硫 酸 后 ， 初 呈 黄 棕色 ， 继 而 变 红 ， 最 

Jaa OP) 。 

2. 显 微 鉴别 
1) 三 叶 木 通 果实 横 切 : 外 果皮 表皮 细胞 1 列 ， 偶 见 气 孔 ; 下 有 切 向 延长 的 黄 标 色 

FRANK 3 一 5 列 ， 壁 稍 增 厚 。 中 果皮 外 方 为 大 小 不 等 的 石 细 胞 及 纤维 ， 成 群 排 成 环 层 ， 

石 细 胞 较 小 ， 胞 腔 内 常 有 草酸 钙 方 晶 ;， 向 内 薄 壁 组 织 间 也 有 石 细 胞 群 ， 并 有 少数 维 管束 

散在 。 内 果皮 为 1 列 扁平 细胞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棕 黄色 ， 壁 厚 ， 外 有 较 厚 角质 层 ， 其 下 为 

数列 切 向 延长 的 黄 棕色 椭圆 形 厚 壁 细胞 和 数列 薄 辟 细胞。 胚乳 细胞 含油 滴 及 糊 粉 粒 。 子 

叶 细 胞 含油 滴 。 

2) 粉末 特征 : 黄 棕色 。 包 石 细 胞 多 角形 、 类 圆 形 或 圆 形 ， 直 径 30~106um, fife 

内 常 含 草酸 钙 棱 晶 ， 长 6 一 13pm， 宽 约 8um, OA ARE, BEA, SAAT. 

图 淀粉 粒 众 多 ， 单 粒 类 球形 ， 直 径 6 一 14pm， 脐 点 点 状 。 四 种 皮 细 胞 棕 黄色 ， 短 纤维 

状 ， 纹 孔明 显 细密 。 包 胚乳 细胞 多 角形 ， 内 含糊 粉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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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劳 子 
Niubangzi 

FRUCTUS ARCTII 

【概述 】 本 品 为 殉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本 草图 经 》， 味 辛 、 苦 ， 性 寒 、 归 肺 胃 二 

4, RARBAA. She. HAA. AFIT ARE. KORRES. RB. 

B. WARM. PERE. PRR E. FP PREWS RU, Hee: 我 国 

南北 各 省 〈 自 治 区 ) 均 产 。 全 世界 共有 10 种 ， 我 国有 2 种 。 

【商品 名 】 杜 大 力 : 产 于 浙江 嘉兴 、 乌 镇 等 地 。 子 粒 饱满 ， 呈 青 灰色 ， 品 质 最 优 ， 

为 道 地 药材 。 关 大 力 ， 又 名 北大 力 ， 产 于 东北 辽宁 等 地 。 川 大 力 : 主 产 于 四 川 。 汉 大 

A: 主 产 于 湖北 。 因 集散 于 汉口 而 得 名 。 牛 苗子 : MET. KA. 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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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 。 

【别名 】 KAT. HT. BR. RAT 

C2] ARH WAS Arctium lappa L. WFR RRS 

【 原 植 物 】 二 年 生 大 型 草本 ， 高 1 一 2m。 主 根 肉 质 。 葵 直立 ， 紫 色 ， 正 部 多 分 枝 ， 

被 微 毛 。 基 生 叶 丛生 ， 具 长 柄 ;中 部 叶 宽 卵 形 至 心 形 ， 长 40~50cm， 宽 30 一 40cm， 上 

部 叶 渐 尖 ， 先 端 钝 圆 ， 基 部 心 形 , 边缘 微波 状 或 有 细 齿 ， 表 面 无 毛 ， 背 面 密 被 灰白 色 绒 

毛 ， 叶 脉 在 背面 凸 起 。 头 状 花 序 丛 生 或 排列 成 企 房 状 ， 直 径 3 一 4cm， 有 花序 梗 ; Be 

BOG; 总 克 片 披 针 形 ,长 1 一 2cm， 先 端 钩 齿 状 内 弯 ; 花 简 状 ， 淡 紫色 ， 先 端 5 裂片 狭 

三 角形 。 果 实 略 呈 三 棱 状 ， 长 约 5mm， 宽 约 3mm， 灰 黑色 ， 表 面具 斑点 ; 冠 毛 短 刚 毛 

TK, TRE. FEHR 6 一 7 A, RAH 9 一 10 A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倒卵形 ， 略 扁 ， 微 弯曲 ， 长 5 一 7mm， 宽 2 一 3mms 表面 

灰 褐 色 ， 带 紫 黑色 斑点 ， 有 数 条 纵 棱 ， 通 常 中 间 1 或 2 条 较 明 显 。 顶 端 钝 圆 ， 稍 宽 ， 顶 

面 有 圆 环 ， 中 间 具 点 状 花 柱 残 迹 ; 基部 略 罕 ， 着 生 面色 较 浅 。 果 皮 较 硬 ， 子 叶 2 片 ， 淡 

BA, Bint. Wil, Ua ee TRS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1. 生长 发 育 特 征 
牛 萝 适 应 性 强 ， 原 野生 山坡 、 沟 路 和 旁 、 住 宅 周围 ， 喜 温和 湿润 气候 ， 耐 寒 ， 生 长 期 

wKA, BIKH BAR REA. FEARED, BAL. PERI. LER 

厚 、 肥 沃 的 土壤 。 种 子 发 芽 适 温 为 20~25C, RFR 70% 一 90% ， 种 子 寿 命 为 2 年 。 

播种 当年 只 形成 叶 复 ， 第 2 年 才能 抽 葵 开花 结果 。4 一 5 月 生长 慢 ，7 一 8 月 生长 迅速 ， 

FASE 5 一 6 月 开花 ，7 月 种 子 开 始 成 熟 。 

2. 生长 条 件 
气候 : 牛 萝 生 育 适 温 为 20 一 25C ， 直 根 极 耐 蹇 ， 但 地 上 部 在 3C 则 枯死 。 湿 度 过 

高 ， 种 子 不易 萌 芽 ， 冬 季 播 种 受到 低温 的 影响 ， 初 期 生长 缓慢 。 最 适宜 月 份 一 般 在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名 。 

喜 温 暖 湿润 气候 ， 不 择 土壤 ， 耐 寒 耐 旱 ， 原 野生 于 山区 丘陵 的 山涧 、 沟 溪 边 ， 栽 培 

于 平整 地 区 的 房 前 屋 后 、 地 头 沟 边 ， 一 切 闲 散 地 旁 均 可 种 植 ， 但 怕 夏 季 的 多 雨季 节 积 

水 ， 喜 阳光 ， 半 阴 半 阳 的 树林 内 也 可 生长 。 

3. 土壤 种 类 
牛 荡 直 根 耐 水 性 差 ， 直 根 浸 在 水 面 下 2d 以 上 则 腐烂 ， 宣 选 排水 良好 的 地 域 种 植 。 

极 适 合 种 植 于 土 层 深厚 的 壤土 或 沙 质 壤土 ，pH 6. 5 一 7. 5 微 酸 性 至 微 碱 性 为 佳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Ae ht + HEBER ANT. (AR, AE RRB. RS. ARK RHR. OR 

1 30~40cm, ALAN, ROK. Bra ACIE 3000 一 4000kg， 做 成 1 一 1. 5m F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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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繁殖 ， 采 用 直播 方法 。 春 、 夏 、 秋 季 均 可 播种 。 秋 播 在 8 一 9 月 ， 在 整 好 的 畦 
上 按 50~80cm 开 浅 沟 进 行 条 播 ; 或 按 80cm 株距 穴播 ， 每 穴 点 人 种 子 5 或 6 粒 ， 播 种 
前 ， 将 种 子 放 和 人 30 一 40YC 的 温水 中 浸泡 24h， 有 利于 出 苗 。 播 后 覆土 3 一 4cm， 稍 压 后 
Bok, 1d 可 出 苗 ， 每 亩 用 种 1lkg。 也 可 育苗 移 裁 ， 于 3 月 上 旬 在 苗床 上 播种 ，5 月 上 

旬 或 秋季 移 栽 。 

三 、 田 间 管理 
幼苗 期 或 第 2 年 春季 返青 后 进行 松 土 ， 前 期 要 特别 注意 除草 ， 后 期 叶子 较 大 时 停止 

中 耕 。 当 苗 长 至 4 或 5 片 真 叶 时 ， 按 株距 20cm 间苗 ， 间 下 的 苗 可 带 土 移 栽 ; 苗 具 6 片 

叶 时 ， 按 株距 40cm 定苗 ， 穴 播 者 每 穴 留 1 或 2 株 。 第 2 年 蔡 生 叶 铺 开 时 ， 不 再 进行 除 

草 ， 但 要 追肥 2 或 3 次， 每 亩 施 人 粪 尿 2000 一 3000kg。 植 株 开 始 抽 葵 后 ， 每 雷 追 施 磷 

酸 二 铵 15kg 或 过 磷酸 钙 20kg， 促 使 分 枝 增 多 ， 籽 粒 饱满 。 施 后 要 涛 水 ， 雨 季 注 意 

排水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牛 枕 的 病害 有 细菌 性 叶 斑 病 、 白 粉 病 、 黑 斑 病 、 花 叶 病 ;虫害 有 蚜虫 、 连 纹 夜 蛾 。 

1. 细菌 性 叶 斑 病 

该 病 在 7 月 、8 月 高 湿 多 雨季 节 多 有 发 生 ， 主 要 为 害 叶片 和 叶柄 。 叶 片 染 病 ， 初 在 

叶 面 上 生 许 多 水 渍 状 暗 绿色 圆 形 至 多 角形 小 斑点 ， 后 逐渐 扩大 ， 在 叶脉 间 形 成 神色 至 黑 

MESA, PRB MIKE, RAMSAR. ANS. MMA. DARA 

短 条 斑 后 稍 凹 陷 ， 叶 柄 干枯 略 卷 缩 。 该 病 病 菌 主要 在 种 子 、 土 壤 及 其 病 残 体 上 越冬 ， 翌 

年 适宜 时 进行 初 侵 染 ， 田 间 通 过 雨水 、 灌 溉 水 、 农 事 操作 等 途径 引起 再 侵 染 ， 病 菌 主要 

从 伤口 侵入 。 

防治 方法 : @ 高 畦 栽培 ， 严 禁 大 水 漫灌 ， 减 少 水 流传 染 。@ 及 时 摘除 病 叶 ， 以 减少 

菌 源 。 初 期 喷 1 : 150 的 波尔多 液 ， 每 隔 5 一 7d 1 次 ， 连 续 2 或 3 次 。 回 发 病 时 可 用 

77%% 可 杀 得 WP500 倍 液 或 60% 琥 胶 肥 酸 铜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 隔 10d 左右 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2. 白粉 病 

该 病 主要 为 害 叶 片 ， 有 时 也 为 害 叶 柄 、 葵 和 花 昔 。 潮 湿 和 通风 、 光 线 不 好 时 易 发 

生 。 发 病 初 期 ， 在 叶 两 面 均 可 产生 白色 圆 形 小 粉 斑 ， 叶 背面 居多 ， 后 期 病 斑 变 为 灰白 

色 ， 病 叶 变 黄 干枯 ， 病 斑 生 许多 黄 褐色 至 黑色 小 点 ， 即 为 病菌 闭 讲 壳 。 病 菌 以 菌 丝 体 、 

闭 宫 壳 随 病 残 体 越冬 ， 为 来 年 初 侵 染 来 源 。 分 生 孢 子 借 气 流 或 雨水 传播 ， 田 间 有 多 次 再 

侵 染 。 当 温度 适宜 ， 相 对 湿度 80% 以 上 ， 植 株 长 势 弱 ， 密 度 大 时 发 病 重 。 

防治 方法 : 注意 田间 通风 透 光 ， 摘 除 病 叶 烧 掉 。 发 病 初期 喷 药 保护 ， 可 用 20% = 

WEA CORBET) 乳油 2000 倍 液 ， 或 50% 多 硫 胶 悬 剂 600 倍 液 ， 或 农 抗 120 或 武夷 菌 素 

100~150 倍 液 进行 喷雾 ， 隔 7 一 10d 喷 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或 暑 酒 0. 3 一 0. 5 波 美 度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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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合 剂 ，7 一 10d 1 次， 连续 3 或 4 次 。 

3. ZR 

该 病 多 在 秋季 发 生 ， 主 要 为 害 叶 片 、 叶 柄 。 病 叶 初 期 产生 褐色 圆 形 病 斑 ， 大 小 2 一 

20mm， 表 面 光 滑 ， 后 期 病 斑 中 间 变 薄 且 褪 为 浅 灰 色 ， 易 破裂 或 穿孔 ， 其 上 生 黑色 粒 

点 。 病 菌 以 分 生 孢 子 器 在 病 叶 上 越冬 ， 第 2 年 产生 分 生 孢 子 借 风雨 传播 ， 进 行 初 侵 染 和 
再 侵 染 。 高 温 高 湿 的 环境 条 件 易 发 病 。 

防治 方法 : OW RW RAF MER; QA SH PATA 50 人 温水 浸种 30min 或 用 
3% ACH 120 水 剂 浸种 15min; OHH MEME 3 年 以 上 轮作 ， 合 理 密 植 ， 使 田间 通 

风 透 光 ; 田 发 病 初期 用 77% 可 湿性 可 杀 得 WP500 倍 液 或 14%% 络 氨 酮 水 剂 300 倍 或 波 尔 
多 液 、 多 菌 灵 液 进行 喷雾 ， 隔 10d 左右 工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4. te ia 

染病 植株 叶片 颜色 浓淡 不 均匀 ， 呈 黄 绿 相间 的 斑驳 状 ， 有 时 叶片 皱 缩 不 展 ， 植 株 矮 

小 。 该 病 可 在 多 种 寄生 植物 或 病 株 残 体 中 越冬 ， 并 长 期 存活 ， 田 间 靠 并、 液 摩 掠 接触 或 
大根 长 管 蚜 传 播 。 该 病 的 发 生 与 环境 条 件 关 系 密切 ， 高 温和 干旱 利于 发 病 。 此 外 ， 栽 培 粗 
放 ， 偏 放 氮 肥 ， 植 株 生长 势 弱 ， 土 壤 交 薄 ， 板 结 ， 排 水 、 通 风 不 良 等 均 利 于 病害 发 生 。 

防治 方法 : 四 治虫 防 病 ,用 10 凶 吡虫啉 可 湿性 粉剂 1500 倍 液 或 50%% 辛 氰 乳油 
4000 倍 液 消 灭 传 毒 蚜虫 ， 可 减轻 该 病 为 害 ，@ 注 意 田间 卫生 ， 及 时 拔除 病 株 ， 带 出 田 

外 销毁 ; @) 发 病 初 期 ， 喷 施 1. 5%% 植 病 灵 1000 倍 液 或 高 锰 酸 钾 1000 倍 液 进 行 喷雾 。 

5. 蚜虫 

成 虫 、 若 虫 在 苗 期 和 现 蓄 期 都 有 发 生 ， 吸 取 汁 液 ， 茎 、 叶 、 花 、 果 都 可 受 侵害 ， 影 

响 植株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 

防治 方法 : 发 生 时 用 40%% 乐 果 800 倍 液 、6%% 可 湿性 六 六 六 粉 300 FRR. 8% Be 

ELLA 2000 倍 液 或 石灰 烟草 水 喷 杀 。 

6. ERK 

幼虫 嚼 食 叶 片 ， 造 成 缺 刻 、 孔 洞 ， 影 响 植 株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 

防治 方法 : 50%% 磷 胺 乳油 1500 倍 或 90%% 敌 百 虫 800 倍 液 喷雾 ，7 一 10d 喷 工 次 ， 连 
续 数 次 。 

【 采 收 加 工 】 

1. AK 

牛 萝 子 生长 两 年 后 ， 即 可 抽 蔓 开花 、 结 籽 。 秋 季 当 地 上 和 牛 萝 籽 骨 条 由 青 转 黄 时 ， 即 

可 分 批 采 收 。 直 播 或 移 栽 的 第 2 年 秋季 可 采 收 。 牛 芝 子 的 开花 期 不 一 致 ， 应 成 熟 一 批 采 

收 一 批 ， 过 于 成 熟 种 子 自 然 脱 落 。 采 收 时 为 防 扎 手 ,要 用 剪刀 剪 割 ， 然 后 置 干 净 院 内 脱 

粒 晒 于 ， 为 防 脱粒 时 细毛 进入 眼睛 ， 最 好 带 上 风 镜 或 眼镜 。 

2. 初 加 工 

牛 劳 子 在 晒 场 曝晒 ， 充 分 干燥 后 ， 用 木 棒 反复 打击 ， 脱 出 果实 ， 然 后 扬 净 ， 去 邓 

jit, WBN AAR FT. 

本 品 以 粒 大 、 饱 满 、 色 青白 、 有 明显 花纹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1) 牛 芝 子 中 含有 多 种 挥发 油 成 分 ， 对 牛 萝 子 挥发 油 成 分 进行 分 析 ， 得 率 0. 2%%， 

折光 率 1. 4623， 比 重 1. 01。 将 挥发 油 进行 GC-MS 联 用 分 析 ， 其 中 尺 - 胡 薄 人 和 荷 酮 和 S- 胡 

薄荷 酮 是 主要 的 化 学 成 分 。 

2) 牛 芝 子 中 含量 最 高 的 是 木 脂 素 成 分 ， 经 研究 发 现 主 要 包括 拉 帕 酚 A、B、C、D、 

E, F, H ClappaolA, B, C. D. E, F. HD), 4334 〈arctiin)、 牛 劳 苷 元 〈arctigenin)、 

罗汉 松 酯 素 以 及 2, 37ST ARAIERS. URPABSAC (neoarctin B) 。 在 此 类 组 

分 中 ， 以 牛 萝 子 背 的 含量 远 较 其 他 组 分 为 高 。 牛 枕 苷 元 为 牛 芝 苷 分 解 后 的 产物 。 

3) 牛 萝 子 中 还 含有 约 26.1%% 的 油脂 ， 其 中 有 棕榈 酸 (palmitic acid)、 硬 脂 酸 

(stearic acid) 、 油 酸 (oleic acid) 、 亚 油 酸 Clinoleic acid), WKAR (cinolenic acid) ， 亚 

油 酸 为 主 ， 其 次 为 油 酸 和 亚麻 酸 ， 可 与 月 见 草 籽 油 、 核 桃 油 、 大 豆油 的 营养 价值 相 媲 

XS. RUSH, FBP PRAY 24.7 4H SAM.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别 

本 品 粉 末 灰 褐色 。 内 果皮 石 细 胞 略 扁平 ， 表 面 观 呈 尖 梭 形 、 长 椭圆 形 或 尖 卵 圆 形 ， 

长 70 一 224um， 宽 13 一 70km， 壁 厚 约 20um， 木 化 ， 纹 孔 横 长 。 中 有 果皮 网 纹 细胞 横断 
面 观 类 多 角形 ， 垂 周 壁 具 细 点 状 增 厚 ; 纵 断 面 观 细胞 延长 ， 壁 具 细 密 交 叉 的 网 状 纹理 。 

草酸 钙 方 曲 直径 3~9um, 成 片 存 在 于 黄色 的 中 果皮 薄 壁 细胞 中 ， 含 唱 细 胞 界限 不 分 
明 。 子 叶 细胞 充满 糊 粉 粒 ， 有 的 糊 粉 粒 中 有 细小 簇 曲 ， 并 含 脂 肪 油 滴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末 0. 5g， 加 乙醇 20ml， 超 声 处 理 30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乙醇 

2ml 使 之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牛 萝 子 对 照 药材 0. 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再 取 牛 劳 苷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5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上“《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BI) 试验 ， 吸 取 供 试 品 溶液 3wl、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Bul. SRAM 5 由 ，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氯仿 -甲醇 -水 (40: 8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晾 干 ， 喷 以 10%% 硫 酸 乙醇 溶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 材 及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分 别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煤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醇 - 水 

(1 :1T.1)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80nm。 理 论 板 数 按 牛 萝 苷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1500。 

精密 称 取 牛 芝 苷 对 照 品 适量 ， 用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5mg 的 溶液 ， 即 对 照 品 溶液 。 

取 本 品 粉末 〈 过 3 Sif) 0. 5g， 精 密 称 定 ， 置 50ml BHA; 加 甲醇 约 45ml， 超 声 

处 理 〈 功 率 150W， 频 率 20kHz) 20min，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义 ， 过 滤 ， 即 供 试 品 溶液 。 

(2)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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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 即 得 。 

AS th ESF (Cop HaOii ) 不 得 少 于 5.0%%。 

【附注 】 

+ HR 
Niubanggen 

RADIX ARCTII 

CRA] FRA (tee). (ARI) aw: “BSR, BR, BF, ARSARK 

mt.” VAR, DZ, BUA, TRBEAP; YA BUR A. Sh. OK. PURE TAP. IR 

jai. BBR. FT. FHORAL. FSRARMA., ETA. WES. & 

国 分 布 广泛 ， ARE. (PRA B) (2005 年 版 ) 未 见 收 载 。 

牛 劳 根 形 状 颇 似 人 参 ， 在 日 本 有 “东洋 参 ” 之 称 ， 一 直 被 日 本 、 韩 国 、 欧 美国 家 和 

我 国 台湾 地 区 公认 为 营养 价值 极 高 的 特种 保健 型 蔬菜 。 牛 劳 根 富 含 菊 糖 、 纤 维 素 、 和 蛋白 

ji. Fh. Be. RAS, HS RASHES bw 150 倍 ， 有 蛋白 质 和 钙 的 含量 为 根 类 蔬菜 

之 首 。 作 为 一 种 粗 纤 维 植物 ， 它 能 清除 体内 垃圾 和 毒素 ， 改 善 体内 循环 ， 有 一 定 的 利尿 

解 热 、 抑 制 发 炎 的 作用 ， 尤 其 对 糖尿 病 、 肥 胖 症 、 风 湿 、 解 肝 毒 、 便 秘 等 有 明显 疗效 。 

在 我 国 《现代 中 药学 大 词典 》 和 《中 药 大 词典 》 中 都 提出 了 牛 萝 有 抗菌 、 抗 肿瘤 生长 、 

促进 新 陈 代谢 的 药理 作用 。 美 国 著名 的 保健 专家 艾 尔 。 敏 德尔 博士 在 《 抗 衰老 圣 典 》 中 

将 牛 劳 形容 为 “是 一 种 可 以 帮助 人 体 维持 良好 工作 状态 〈 从 幼年 到 老年 ) 的 温和 营养 药 

草 ， 牛 劳 可 日 食 而 无 任何 副作用 ， 且 对 体内 系统 的 平衡 具有 复原 功效 ”。 

C512) +. BE). SH. RES. FHS. BSCR. RAR. FS 

[SE] ARE WES Arctium lappa L. 生长 2 年 以 上 的 根 。 

【 原 植 物 】 二 年 生 大 型 草本 ， 高 1 一 2m。 茎 直立 ， 紫 色 ， 上 部 多 分 枝 ， 有 纵 条 校 。 

基 生 叶 从 生 ， 大 型 ， 有 长 柄 ; SERA, IMDB, K40~50cm, Hf 30~40cm, 

边缘 微波 状 或 有 细 齿 ， 基 部 心 形 ， 下 面 密 被 灰白 色 短 柔 毛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 排 成 们 房 

TK; 总 区 球形 ， 总 苞 片 披 针 形 ， 先 端 具 短 钩 ; ERA. CARR. BRAK. A 

棱 ， 灰 褐色 ， 玩 毛 短 刚毛 状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9 一 10 A. 

【药材 性 状 】 牛 芝 呈 纺锤 形 或 长 圆 锤 形 ， 少 分 枝 。 表 面 棕 褐 色 ， 有 明显 的 纵 沟 及 纵 

皱纹 。 质 韧 ， 断 面 半 透明 质 样 ; 皮 部 黄 棕色 ， 形 成 层 环 明显 ; 木 部 黄白 色 ， 具 放射 状 纹 

So. i, RE 

【 采 收 加 工 】 

1 AKS5 WML 

10 AR 2 4FU EAR. Ye, AEP. RUE RI RE. JESSE BR. 

去 净 泥 沙 和 须根 ， 在 叶柄 2cm ADVI MTIF AR. HEPE LTT SR ACRE, FC 

PCH, AIH, WM. 

2. 分 级 标准 
分 级 标准 : 一 级 品 长 70cm 以 上 ， 粗 头 直 径 2 一 3cm WE; 二 级 品 长 50 一 70c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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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HAA 1 一 3cm WE; 三 级 品 长 30 一 50cm， 粗 头 直 径 1 一 3cm。 

【化 学 成 分 】 愈 创 木 内 酯 类 化 合 物 : SEH EEU}-a Clappaphen-a), 4-348 GEM}-b 

(lappaphen-b) 。 

RIRALAW: 432 (arctinone) a, b, 438M (arctinol)a, b, 38H 〈arcti- 

nal), 4-32—% (arctic acid)b, c, 43#f% b FABER (methyl arctate b), (11E) -1, 11-+ 

=P 6-3,5,7,9-MRLC11E) -1, 11-tridecadien-3,5,7,9-tetrayne], (3E, 11E) -1， 

3,11-+=R=-5, 7, 9=IR[LC3E, 11E) -1, 3, 11-tridecatrien-5, 7, 9-triyen ], 

(3E) -3-+ Stk Mi-5,7,9, 11-1, 2A AGWL(SE) -3-tridecen-5, 7,9, 11-tet- 
rayne-1, 2-epoxide], (4E, 6E, 12E) -4,6,12-+ W&-8, 10-—R-1, 3 ABER, 

(4E, 6Z) -4, 6-+ We —Hi-8,10,12-=}R-1, 3-— ZARBBLC4E, 6Z)]-4, 6-tetradeca- 

dien-8, 10, 12-triyn-1, 3-diyl diac-etate], [(8Z, 15Z) -+7CHK-1,8,15-=#§-11, 13- 

=IRL(8Z, 15Z) -heptadeca-1,8,15-trien-11, 13-diyn], (S) -12，13- 环 氧 -2，4,6,8， 

10--+- =PR-3 5,7,9,11- FIR. 

根 中 的 挥发 性 成 分 有 去 氨 木 香 内 本 (de-hydrocostus lactone), ES —AKE A BE 

(dehydrodihydrocostus lactone), 3-3 iif (3-octenoic acid)、3- 已 烯 酸 (3-hexenoic 

acid) 、2- 甲 基 两 酸 (2-methy propionic acid) 、2- 甲 基 丁 酸 (2-methylbu-tyric acid), 2- 

甲 氧 基 -3- 甲 基 吡 嗪 ( 2-methoxy-3-methylpyrazine), 4 Z,ME (phenyacetaldehyde), # 

FARE (benzaldehyde), J #4 (caryophyllene), 1--+-- ies (1-heptadecene), 1-+ 

fiefs (1-pen-tadecene) 等 成 分 。 

此 外 ， 还 含 c，B 香 树 酯 醇 〈c，B8-amyrin) 、 羽 扇 豆 醇 〈lupeol) 、 蒲 公 英 省 醇 〈tar- 

axas-terol) o-j2\38 {§ ME 〈ewrtaraxasterol) 、 豆 省 醇 〈stigmasterol) 、 谷 省 醇 〈sitos- 

terol) 。 

【主要 参考 文献 】 

丁 宝 章 ， 王 遂 义 ， 高 增 义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郑州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2005) 一 部 . 北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A BT 
Wangbuliuxing 

SEMEN VACCARIAE 

CHA) A AR, AR HRABA), Fy EA. ty s 

Wk, BRAT CAE) ze. “UWE, ZEAL, FMR, KA RWURT, tn 

ER.” ARAM AIE, HRM. BRERA, WP ORSERE) . “其 叶 抱 茎 对 

Wy H—M la], ARM, AMA. FALE.” BAK (REA) a “ERG 

BEE It, JIA MESA. HR, =DAA EMER, Ae, BAscony 

BF, TARR, TAK, KMS, KAM. KMS. FO.” WE 
述 的 王 不 留 行 ， 与 现今 大 部 分 地 区 用 药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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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不 留 行为 我 国 传统 中 药 。 味 苦 ， 性 平 。 归 肝 、 胃 经 。 具 有 活血 通 经 、 催 生 下 乳 、 

消 肿 敛 疮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乳汁 不 下 、 经 闭 、 痛 经 、 乳 冯 肿 痛 。 我 国 中 医 的 耳穴 疗法 

中 ， 和 常 用 王 不 留 行 籽 进 行 埋 压 ， 辅 助 治疗 青少年 近视 、 面 神经 麻 闸 、 突 发 性 耳 寿 、 过 人 敏 

性 鼻炎 、 咳 嗽 、 喘 儿 性 肺炎 、 失 眠 、 更 年 期 综合 征 、 高 血压 、 单 纯 性 肥胖 、 化 疗 胃 肠 反 

Ii. (HR. RES 〈 李 中 国 等 ，1992) 。 孕 妇 或 经 血 过 多 者 慎 用 ， 

王 不 留 行 的 原 植物 品种 复杂 ， 初 步 统 计 不 少 于 10 种 ， 且 多 属 不 同属 或 科 的 植物 ， 

药 用 部 位 也 不 同 。 例 如 ， 桑 科 植物 芒 荔 的 干燥 花 托 〈 果 壳 ) 在 广东 、 广 西 等 省 〈 自 治 

区 ) 作 王 不 留 行使 用 ， 锅 葵 科 植物 川 黄花 稚 的 干燥 全 草 在 云南 省 作 王 不 留 行 习 用 ; 节 黄 

科 植 物 湖 南 连 普 的 地 上 部 分 ， 在 云南 省 作 王 不 留 行 习 用 ; 野 牡 丹 科 的 野 牡 丹 的 根 及 葵 在 

台湾 、 福 建 地 区 使 用 。 但 以 植物 麦 蓝 菜 的 种 子 使 用 最 普遍 ， 故 列 为 正品 。 王 不 留 行 的 伪 

品 主要 有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油 菜 的 干燥 成 熟 种 子 ， 习 称 “ 芸 苦 子 ”， 豆 科 乔 豆 属 的 4 PE 

豆 的 种 子 : BR. OFRRS. FRR, BERR. (PRA)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王 不 留 行为 石竹 科 植 物 麦 赣 莱 Vaccaria segetalis (Neck. ) Garcke 的 干燥 成 

熟 种 子 。 

历史 上 王 不 留 行 多 杂 生 于 麦田 之 中 ， 近 年 则 以 栽培 为 主 ， 野 生 越 来 越 少 。 本 品 药 食 

两 用 。 王 不 留 行 中 含 淀 粉 53% ， 可 酿酒 、 制 醋 ， 种 子 可 榨 油 ， 可 作为 新 型 能 源 材料 ， 

具有 和 良好 的 开发 前 景 。 尤 其 是 近 几 年 奶牛 业 的 不 断 发 展 ， 具 有 极 强 催乳 作用 的 王 不 留 

行 ， 早 已 成 为 奶牛 业 不 可 缺少 的 饲料 添加 剂 而 被 广泛 应 用 ， 并 以 每 年 20% 以 上 的 速度 

递增 。2002 年 全 国 的 用 量 为 1200t， 现 在 每 年 需要 1500t 左右 。 

王 不 留 行 的 主 产 区 有 驳 西 的 洛阳 和 河北 的 邢台 。 豫 西 为 王 不 留 行 的 主要 产地 之 

一 ，2003 年 种 植 面积 约 有 1500 BH, oem. PI, APA, eT. me, HR, 

温 池 、 陕 县 等 地 。 产 量 最 高 时 达 890t 左 右 ， 全 国 需 求 量 的 50 加 以 上 都 由 该 地 区 供 
应 ， 为 全 国 主流 品种 。 据 报道 ， 不 同 产 地 的 王 不 留 行 样品 ， 刺 桐 碱 、 异 肥皂 草 背 含 

量变 化 范围 不 大 ， 说 明 药 材 品质 较为 稳定 。 洛 阳 产 王 不 留 行 中 两 个 成 分 的 含量 均 高 

于 河北 邢台 。 

【商品 名 】 王 不 留 行 

【别名 】 留 行 子 、 大 麦 牛 、 不 留 子 、 牧 牛 、 不 留 行 、 禁 宫 花 、 剪 金 花 、 金 剪刀 草 、 

SBRA, RRS. ER. FUL. WK 

【 基 原 】 王 不 留 行 为 石竹 科 植物 麦 蓝 菜 的 干燥 成 熟 种子 。 

【 原 植 物 】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70cm。 全 株 光 滑 无 毛 ， 粉 绿色 。 茎 直立 ， 圆 柱 

形 ， 葵 节 处 略 膨 大 ， 上 部 叉 状 分 校 。 基 部 叶 长 椭圆 形 ， 长 2 一 6(-9) cm， 宽 1.5 一 

2. 5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渐 狭 成 短 柄 ; 葵 生 叶 长 椭圆 形 至 披 针 形 ， 基 部 心脏 形 ， 无 柄 。 

聚 伴 花序 具 多 花 ; 花梗 长 1 一 4 cm; Siete 1 一 1. 5cm， 具 有 5 AMR, LMA 

大 ， 顶 端 狭 窗 ，5 齿 裂 ;花瓣 5 HS. RAT, ION, BABAK; MER 10 个 ， 子 房 

长 卵 形 ， 花 柱 2 个 。 藉 果 卵 形 ， 顶 端 4 齿 裂 ;种 子 圆 形 ， 黑 色 ， 有 明显 粒状 突起 。 花 期 

4~5 A, RAH S~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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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种 子 呈 球形 ， 直 径 1.5 一 2mm， 表 面 黑 色 ， 少 数 红 棕色 ， 略 有 光泽 ， 

放大 镜 下 可 见 密布 细小 疣 状 突起 ， 一 侧 有 浅 色 圆 点 状 的 种 脐 及 一 条 浅 沟 ， 沟 内 的 疣 状 突 

起 整齐 纵向 排列 。 质 坚硬 ， 难 破碎 。 用 水 浸 软 ， 除 去 种 皮 。 可 见 胚 弯 曲 成 环 状 ， 子 叶 2 

片 ， 胚 乳白 色 。 气 微 ， 味 淡 ， 以 粒 饱 满 、 色 黑 者 为 佳 。 

炒 王 不 留 行 : 种 皮 鼓 起 ， 多 裂 开 而 现 出 白色 胚乳 ， 质 脆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资源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了 】 
1. 生长 发 育 特征 

王 不 留 行 的 种 子 幼 嫩 时 白色 ， 而 后 变 为 橘红 色 ， 最 后 呈 黑 色 而 有 光泽 ， 表 面 有 颗粒 

状 突起 。 种 子 无 休眠 期 ， 种 子 发 芽 率 为 80% 左 右 ， 温 度 在 18 一 25C ， 有 足够 的 湿度 ， 

播种 后 4~5d 出 苗 。 生 长 期 4~7 月 ，5 一 6 月 植株 生长 最 快 ， 花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6 A, 

种 子 7 月 成 熟 。 种 子 寿 命 为 2~3 年 。 

2. 生长 条 件 
王 不 留 行 喜 温 暖 、 湿 润 气候 ， 耐 旱 ， 但 过 王 地 区 植株 生长 乱 小 ,产量 低 。 忌 水 浸 ， 

种 植 于 低洼 积 水 地 或 雨季 根部 易 腐 烂 ， 地 上 枝叶 枯黄 直至 死亡 。 

3. 土壤 种 类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一 般 土 地 均 能 种 植 。 但 以 沙 质 壤 土 和 黏 壤 土 为 佳 。 砂 士 、 砂 砾 土 

不 宜 栽培 。 

4. 土壤 肥力 
王 不 留 行 是 喜 肥 植物 ， 土 壤 肥力 中 等 以 上 生长 良好 。 

【种 植 方法 了】 

一 、 选 地 整地 

Me tH PS. ACK. 、 排 水 良好 的 夹 沙土 种 植 。 结 合 整地 每 亩 施 人 腐熟 左 肥 或 

堆肥 2500kg 作 基 肥 ， 然 后 充分 整 细 整 平 ， 开 宽 1. 3m 的 高 畦 ， 四 周 开 好 排水 沟 

待 播 。 

二 、 繁 殖 方法 

王 不 留 行 采用 种 子 繁殖 ， 宣 选择 籽粒 饱满 、 黑 色 、 有 光泽 、 成 熟 的 种 子 做 种 。 播 种 

时 间 一 般 在 9 月 中 下 旬 至 10 月 上 旬 ， 也 可 春 种 夏收 。 

1) 春播 宜 4 月初 ， 宜 时 不宜 迟 ， 和 否则 会 明显 减产 。 播 种 时 按 行距 30cm 开 浅 沟 进 

行 条 播 ， 均 匀 地 将 拌 灰 的 种 子 撒 于 沟 内 ， 覆 土 1 一 1. 5cm， 稍 压 ， 使 种 子 与 土壤 紧密 结 

合 ， 便 于 种 子 吸收 养分 ， 促 进 萌 发 。 若 土壤 干燥 ， 播 后 需 立 即 浇 水 。4 一 5d 出 苗 。 

2) 秋 播 于 9 月 中 旬 至 10 月 上 旬 播 种 ， 当 年 出 苗 ， 上 冻 前 “〈 将 结 冰 时 ) G21 次 水 ， 

且 在 畦 上 覆盖 马 凑 或 展 肥 ， 以 保 植 株 安 全 越冬 。 第 二 年 化 冻 后 ， 将 凑 块 碎 细 ， 然 后 浇 

水 。 上 冻 前 播种 的 当年 不 出 苗 ， 可 用 牲畜 凑 覆 盖 ， 第 二 年 化 冻 后 将 凑 块 砸 碎 整 平 ， 浇 水 

以 待 植株 萌发 。 秋 播 比 春播 出 苗 早 ， 所 以 产量 高 ， 品 质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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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不 留 行 可 点 播 或 条 播 。 点 播 : 在 整 好 的 畦 面 上 ， 按 行 、 株 距 25cmX 20cm、 深 

3 一 5cm 控 穴 ， 然 后 按 亩 用 种 量 1kg， 将 种 子 与 草木 灰 、 人 畜 数 水 混合 拌 匀 ， 制 成 种 子 

灰 ， 每 穴 均 匀 地 撒 入 一 小 撮 ， 播 后 覆盖 厚 1 一 2cm 的 细 肥 土 。 条 播 : 每 亩 用 种 子 1.5kg 

左右 。 按 行距 25~30cem FRY, WLR 3cm 左右 ， 将 种 子 灰 均 匀 地 撒 入 沟 内 ， 履 细 土 

1. 5 一 2cm 厚 。 播 种 量 每 亩 1 一 1. 5kg。 

三 、 田 间 管 理 

1. PRE 
苗 高 7~10cm 时 ， 进 行 第 1 次 中 耕 除草 和 间 补 苗 。 每 穴 留 壮 苗 4 或 5 株 ; 条 播 的 按 

株距 15cm 间苗 。 间 去 弱 苗 、 病 苗 以 及 过 稠密 的 苗 ， 知 有 断 垄 现象 ， 应 及 时 补苗 。 清 明 
(4 月 上 旬 ) 至 谷雨 《4 月 下 旬 )， 植 株 根系 不 发 达 ， 中 耕 除 草 松 土 时 宜 浅 ， 以 免 伤 及 根 

ap. /) (6 月 上 旬 ) 再 中 耕 除 草 1 次 ， 以 后 根据 植株 生长 情况 ， 有 草 即 拔除 ， 不 再 

PH 

2. 施肥 
一 般 进 行 2 或 3 次 。 第 1 UCP EGR BE Je tS Ba Ph EA BE 7K 1500kg 或 尿素 5kg。 

第 2 次 中 耕 除 草 后 ， 每 亩 施 较 浓 的 人 畜 数 水 2000kg 加 过 磷酸 钙 20kg， 以 后 用 0. 2 办 磷 

酸 二 氮 钾 根 外 追肥 1 或 2 次 ， 有 利 增产 。 

3. HEE 
追肥 后 需 立 即 浇 水 ， 使 养分 能 迅速 渗入 土 中 ， 以 利于 植株 根系 的 吸收 ， 并 促使 植株 

开花 结 籽 。 花 谢 后 不 再 浇 水 。 在 生长 过 程 中 ， 若 天 旱 不 雨 需 浇 水 抗旱 ， 当 苗 高 5cm 左 

右 时 需 浅 浇 水 1 次 ， 苗 高 12 一 15cm WES 2 次 水 。 秋 播 越冬 的 幼苗 在 结 冰 前 需 浅 浇 
水 ， 以 保持 地 温 ， 利 于 幼苗 越冬 。 雨 季 注 意 玻 通 排水 沟 ， 及 时 排除 地 内 积 水 。 

四 、 病 虫 防治 

1. 叶 斑 病 
叶 斑 病危 害 叶片 ， 病 叶 上 形成 枯死 斑点 ， 发 病 后 期 在 潮湿 的 条 件 下 长 出 灰色 霉 状 

物 。 防 治 方法 : @ 施 磷 、 钾 肥 ， 或 在 叶 面 喷 施 0. 2 和 磷酸 二 氧 钾 ， 增 强 植株 抗 病 力 ; 

ORAM, WE 65 1A 500~600 倍 液 ， 或 50% 多 菌 灵 800~1000 倍 液 ， 或 1 : 1 : 

100 波尔多 液 ， 每 7 一 10d 1 次 ， 连 晓 2 或 3 次 。 

2. 食心虫 
以 幼虫 为 害 果 实 。 用 90% BS Ht 1000 倍 液 或 80% RKB 1000 倍 液 喷 杀 。 

【 采 收 加 工 】 
1. AK 

6 一 7 月 种 子 成 熟 ， 多 数 变 黄 褐色 ， 少 数 已 变 黑色 蒜 果 未 开裂 时 割 取 全 草 ， 晒 干 ， 

收集 种 子 ， 除 去 杂质 ， 晒 干 。 

2. 炮制 
取 净 药材 置 热 锅 中 ， 用 文火 炒 至 大 多 数 爆 开 白花 ， 取 出 ， 放 疗 。 



Se > 163 。 

王 不 留 行 以 种 子 饱满 为 佳 ， 否 则 次 之 。 炒 王 不 留 行 以 爆 花 率 T0“YW EAE, AM 

次 之 。 

【化 学 成 分 】 种 子 含 多 种 皂苷 、 黄 酮 苷 、 环 肽 和 生物 碱 。 其 中 王 不 留 行 皇 背 

(vacsegoside) HRB HILL. BARBER. BAB. A. MITA. Ae. Re 

Pi. KAS ER AAR BH Cvaccaroside, C3 Hs,O; EF PRE BA 8%), 

ook 235 7k fe 4S Ha A AF A ER. ASF Cisosaponarin), ， 酸 解 时 其 苷 元 肥 

EX (saponaretin) —Bh4> Ai 7KA MFTHAIA (vitexin) (SRS, 1998). RARER 

6247 Beth (vaccarin), 6-N-FA SEAR FF (6-N-methyl adenosine), N, N-— A 3£-L-f&% 

#4 (N-dimethyl-L-tryptophan) (SRE, 2000), Ask] Chydroferulic acid) , 

PR (uridine, 1). EAR RGHAK A(segetalin A), EARTH AK B(segetalin B)、 

王 不 留 行 环 肽 DCsegetalin D) 、 王 不 留 行 环 肽 E(segetalin E) 和 刺 桐 碱 (Chypaphorine) 

(BERS, 2000a, 2000b) (A 6). 

HOH,C og rs CH,OH 

eee OH VO 

; on 过 

on (a) (b) 

Alé 棉 根 皂 苷 元 〈a) 和 王 不 留 行 黄酮 苷 〈b)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别 
种 子 横 切面 : 种 皮 由 数列 细胞 组 成 ， 细 胞 壁 呈 连珠 状 增 厚 ， 有 些 细胞 内 含 棕色 

物 。 胚 乳 占 横 切 面 的 大 部 分 ， 细 胞 中 含 细 小 糊 粉 粒 与 淀粉 粒 。 子 叶 与 豚 根 位 于 种 子 

的 两 侧 。 

2. 薄 层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1. 5g， 加 甲醇 25ml， 热 回流 0. 5h，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甲 

醇 2ml 使 之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王 不 留 行 对 照 药材 1. 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蒲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 烷 - 甲 醇 - 

水 (15 :7 : 2) 得 下 层 溶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晾 干 ， 喷 以 改良 碘 化 匀 钾 试 液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的 橙 红 色 斑 点 。 

一 

含量 测定 

1. 分 光 光 度 法 测 总 黄酮 含量 

(1)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芦 丁 对 照 品 10mg， 精 密 称 定 ， 置 25ml 容量 瓶 中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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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少量 乙醇 微 热 溶解 后 ， 稀 释 并 定 容 至 刻度 ， 摇 勾 ， 即 得 〈 每 毫升 含 芦 了 了 0. 4mg) 。 

(2)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 精 密 量 取 上 述 对 照 品 溶液 0.2ml、0. 4ml、0. 6ml, 0.8ml, | 

1. 0ml 置 于 具 塞 试管 中 ， 分 别 加 入 5% NaNO, 0. 3ml 振 摇 6min， 再 分 别 加 类 10% 

AICNO;); 0. 3ml1， 振 摇 6min， 再 分 别 加 入 lmol/L NaOH 4ml， 振 摇 6min 后 ， 加 水 使 

成 10m1， 同 时 做 一 空白 ， 进 行 全 波长 扫描 ， 在 508nm 处 有 最 大 吸收 ， 测 定 吸 光度 ， 以 

吸光 度 为 纵 坐 标 ， 浓 度 为 横 坐 标 ， 绘 制 标准 曲线 。 

(3) 测定 法 。 取 王 不 留 行 粉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式 提取 器 中 乙醇 回流 提取 4h， 

将 提取 液 浓缩 至 15ml， 过 滤 得 滤液 置 于 25ml 容量 瓶 中 ， 乙 醇 定 容 备 用 。 精 密 吸 取 上 述 

样品 液 0. 5ml， 按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项 下 的 方法 测定 吸光 度 ， 将 值 带 和 人 标准 曲线 计算 ， 得 

其 总 黄酮 含量 (ESAS. 2003). 

2. 高 效 液 相 法 测定 刺 桐 碱 、 异 肥皂 草 苦 
(1) 色谱 条 件 。 色 谱 柱 : Nucleosil Cig Sum, 4.6mmX220mm; 流动 相 : 35%% 甲 醇 

10min—45 % ABE 15min; 流速 : 0. 7ml/min; 检测 波长 : 280nm。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刺 桐 碱 和 异 肥皂 草 苷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025mg、0. 17ms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样品 粉末 2. 5g， 精 密 称 定 ， 加 甲醇 25. 0ml， 称 重 ， 水 

浴 回 流 30min， 冷 却 后 ， 补 足 失 重 ， 过 滤 ， 精 密 吸取 续 滤 液 10ml， 蒸 干 ， 残 留 物 以 水 

6ml 分 次 溶解 ， 洗 涤 容 器 并 倾 和 人 预先 处 理 好 的 大 孔 树 脂 柱 〈1. 2cm X 8cm 柱 床 ) 顶端 ， 

分 2 次 以 水 冲洗 ， 每 次 2ml1， 从 第 2 次 开始 收集 洗 脱 液 于 25ml 量 瓶 中 ， 并 以 40% 0 

洗 脱 定 容 ， 摇 匀 后 过 0. Sym 微 孔 滤 膜 ， 滤 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4) 样品 测定 。 按 供 试 品 溶液 制备 方法 ， 制 备 样品 ， 并 按 色谱 条 件 测定 ， 即 得 CS 

静 等 ，19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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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术 

Baizhu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CHE] A AeA RPA).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气味 甘 温 ， 

Fee, TAKER. OCW, IR, Ibi. RA AB. WA Em.” Bane. A, TE 

温 。 归 脾 、 胃 经 。 具 有 健 脾 益 气 、 燥 湿 利 水 、 止 汗 、 安 胎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脾虚 食 少 、 



各 “ 论 » 165 

AB AKIHIS. PEKIKE. 7kKAPL ATF. AAS. 

历代 本 草 均 有 记载 .。《 本 草图 经 》 云 :“ 今 白术 生 杭 、 越 、 舒 、 宣 州 …… 凡 古方 云 术 

者 乃 白 术 也 。.”《 本 草 蒙 荃 》 云 :“ 浙 术 俗 名 云 头 术 ……' 繁 术 俗名 狗头 本 。 《本 草 品 汇 

精 要 》: “杭州 於 潜 佳 .”《 本 草 纲目 》 云 :“ 白 术 ， 村 葡 也 ， 吴 越 有 之 ."《 本 草 纲目 拾遗 》 

B: “#PRAWAIICEY RA, ZAK, AMR.” GER) Bs “BRE, 

甘 ， 温 ， 无 毒 。 主 大 风 在 身 面 ， 风 眩 头 痛 ， 目 泪 出 ， 消 痰 水 ， 逐 皮 间 风水 结 肿 ， 除 心 下 

急 满 ， 及 霍乱 、 吐 下 水 止 ， 利 腰 脐 间 血 ， 益 津液 ， 暖 胃 ， 消 谷 ， 嗜 食 。”《 医 学 启 源 》 记 
载 : “Riba. Mpa. ih, AR PR, BAA. RRA. DEKE. Ike. 

wih.” 
【商品 名 】 白术 
【别名 了】 于 术 、 冬 术 、 于 湾 白 术 、 山 芥 、 山 姜 、 山 连 、 山 精 、 冬 白术 、 山 萄 、 杨 

fae], Kei. BAM. AKA, WEAR. Mim. Hae. AK 

【 基 原 】 本 品 为 菊 科 植物 白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HIF.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茎 直立 ， 叶 互生 ， 茎 下 部 叶 3 裂 或 羽 状 5 深 裂 ， 裂 片 椭 

圆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顶 端 裂 片 最 大 ， 边 缘 有 刺 状 齿 ， 叶 柄 长 ; 葵 上 部 叶 分 裂 或 不 分 裂 ， 

叶柄 渐 短 。 头 状 花 序 顶 生 ， 总 区 钟 状 ， 总 苞 片 7 或 8 层 ， 基 部 有 羽 状 次 裂 的 叶 状 色 片 ; 

全 为 管状 花 ， 花 冠 紫 色 ， 先 端 Ws 雄蕊 ST. RA; 子 房 下 位 。 瘦 果 被 黄白 色香 毛 ， 

冠 毛 羽 状 ， 长 lem 以 上 。 花 期 9 一 10 月 ， 果 期 10 一 11 A.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为 不 规则 的 肥厚 团 块 ， 长 3 一 13cm， 直 径 1. 5 一 7cm。 表 面 灰 黄 
色 或 灰 棕 色 ， 有 瘤 状 突起 及 断 续 的 纵 皱 纹 和 须根 痕 ， 项 端 有 残留 蕉 基 和 芽 痕 。 质 坚硬 ， 

不 易 折 断 ， 上 断面 不 平坦 ， 黄 白色 至 淡 棕色 ， 有 标 黄色 的 点 状 油 室 散在 。 气 清香 ， 味 甘 、 

微 辛 ， 嚼 之 略 带 黏 性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种 源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1. 生长 发 育 特征 

喜 凉 爽 气候 ， 怕 高 温 高 湿 ， 耐 寒 怕 涝 。 白 术 在 气温 30C 以 下 时 ， 植 株 生长 速度 随 
气温 升 高 而 加 快 ， 如 气温 升 至 30C 以 上 则 生长 受到 抑制 ， 根 状 茎 要 求 在 15C 以 上 才能 
萌发 ， 而 地 下 部 的 生长 以 26 一 28C 最 为 适宜 。 白 术 较 能 耐寒 ， 在 北方 能 安全 越冬 。 霜 
后 停止 生长 ， 根 状 茎 在 野外 直接 越冬 ， 不 需要 任何 防护 措施 。 野 生 种 一 般 随 种 子 的 传播 
生 于 天 然 腐殖质 较 多 的 坡地 或 沟谷 地 段 ， 以 灰 褐 色 土 壤 为 好 ; 引种 时 应 选 地 势 高 、 干 
燥 、 排 水 良好 的 坡地 及 林 下 。 

2. 生长 条 件 

白术 对 土壤 水 分 要 求 不 严格 ， 但 在 苗 期 应 适当 浇 水 。 对 湿度 的 要 求 : 土壤 不 宜 过 分 
湿 渍 ， 和 否则 易 引 发 透气 不 良 ， 生 长 初期 土壤 含水 量 20%， 生 长 后 期 含水 量 15%% 为 宜 。 
如 此 时 干旱 ， 幼 苗 生 长 迟缓 ， 但 高 温 季 节 ， 应 注意 排水 ， 否 则 容易 发 生病 害 。 生 长 后 
期 ， 根 状 茎 迅速 膨大 ， 这 时 需 保持 土壤 湿润 ， 如 土壤 干燥 对 根 状 葵 膨大 有 影响 。 白 未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酸 性 的 黏 壤 士 、 微 碱 性 的 沙 质 壤 士 都 能 生长 ， 以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下 了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为 好 ， 而 不 宜 在 低洼 地 、 盐 碱 地 种 植 。 育 苗 地 最 好 选用 坡度 小 于 15 一 20 的 阴 坡 生 荒 地 
或 扬 荒 地 ， 以 较 交 薄 的 地 为 好 ， 过 肥 的 地 白术 苗 枝叶 过 于 柔嫩 ， 抗 病 力 减弱 。 

白术 不 能 连作 ， 种 过 之 地 需 隅 5 一 10 年 才能 再 种 ， 其 前 作 以 禾 本 科 为 佳 ， 因 禾 本 科 

作物 无 白 绢 病 感染 〈 人 小麦、 玉米、 谷子) 。 不 能 与 花生 、 元 参 、 白 菜 、 烟 草 、 油 菜 、 附 
F. Bin. Bh. AA. WEE DFE. 

【种 植 方法 】 

Hida: 育苗 

1. 整理 苗床 

白术 在 播种 前 一 个 月 翻 土 ， 履 盖 30cm 厚 的 杂 草 ， 烧 土 消 毒 ， 防 止 病虫害 发 生 ， 烧 

完 后 将 草 灰 翻 入 土 内 。 如 不 经 烧 士 ， 可 在 头 年 冬天 进行 翻 土 ， 使 土壤 经 过 冰冻 充分 风 

化 。 土 地 经 过 处 理 后 ， 做 成 宽 100~130cm、 高 20 一 25cm 的 畦 ， 畦 面 呈 弧 形 ， 中 间 高 ， 

四 周 低 ， 每 公顷 施用 有 机 肥 750~1200kg 作为 基肥 。 

2. 播种 

播种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 在 干旱 地 区 宜 先 在 温水 中 浸泡 种 子 24h， 捞 起 与 沙土 混 

合 播 和 田间， 如果 有 灌水 条 件 的 地 方 ， 可 不 浸种 。 播 法 分 撒播 和 条 播 两 种 。 播 种 方式 以 

RGA. AEA 60~75kg, FEB 16cm， 播 幅 6 一 10cm 开 浅 沟 。 深 3 一 5cm， 沟 

RE, HbR. BLA AMAA 3cm, lhm’ 育苗 田 可 供 150hm2 Hh, WARD 

土壤 应 保持 足够 温度 ， 或 上 面 盖 芒 草 或 恬 肥 ， 避 免 土壤 板结 。 

3. 苗 期 管理 
幼苗 出 土 后 ， 间 去 密生 苗 和 病弱 苗 ， 及 时 铀 草 ， 苗 高 3 一 6cm RB. TEKS 

时 浇 水 或 在 行 间 搬 枝条 或 覆盖 草 以 达到 嘎 阴 的 目的 。 苗 高 5 一 6cm 时 ， 可 按 株距 6 一 

10cm 定苗 ， 看 苗 的 情况 ， 苗 期 追肥 1 或 2 次 ， 每 公顷 施 有 机 肥 2250kg 加 水 3 倍 ， 加 少 

量 尿 素 为 好 ， 用 量 不 宜 过 多 。7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下 旬 是 根 形 成 期 ， 所 以 多 追肥 。 

10 月 下 旬 至 11 月 上 名 〈 霜 降 后 立冬 前 ) ARBITER RAT, Fee, ee 

晴天 去 除 苓 叶 和 须根 ， 在 离 顶端 lcm MYA, WOH EFAMRKARE, PAF 2 一 

3d， 待 表皮 发 白 ， 水 汽 干 后 进行 储存 。 

4. 种 栽 储存 方法 
选择 干燥 阴凉 地 方 ， 避 免 日 光 直 晒 ， 用 砖 砌 成 方 框 ， 先 铺 3 一 5cm 厚 的 沙 ， 上 铺 术 

栽 12 一 13cm 厚 ， 如 此 一 层 沙 ， 一 层 术 栽 ， 堆 至 30cm BH, HERA PRL RA EE A 

通风 。 上 面 盖 层 沙 或 士 ， 开 始 不 宜 太 厚 ， 防 止 发 热 烧 烂 。 冬 季 严 寒 时 ， 再 盖 层 稻草 ， 沙 

土 要 干 湿 适 中 ， 沙 太 干 会 吸收 术 栽 水 分 ， 沙 太 湿 会 使 术 栽 早期 发 芽 。 术 栽 储 存 期 间 ， 每 

隔 15 一 30d 检查 一 次 ， 发 现 病 栽 应 及 时 排出 ， 以 免 引 起 腐烂 。 如 果 术 栽 萌 动 ， 要 进行 翻 

动 ， 以 防 芽 的 增长 。 小 量 储藏 装 人 征 饶 ， 仙 口 覆 沙 或 用 青松 叶 和 遮盖， 青松 叶 干 燥 后 宜 随 

NER, FWA MA. RETA. PEST: LEA PAIS 100cm 深 的 坑 ， 

长 度 视 种 栽 多 少 而 定 ， 把 栽 放 坑内 15cm JR, Hit 5cem, Vi FREE, MAT 30~ 

50cm，10 一 20d 检查 一 次 。 另 一 种 是 露天 储存 ， 即 术 栽 不 人 刨 出 来 ， 留 在 地 里 越冬 。 



5. FER RK 
收获 后 与 下 种 前 均 可 进行 ， 但 以 收获 后 居多 。 按 品质 好 坏 将 术 栽 分 大 、 中 、 小 ， 有 

病 都 除 掉 。 选 择 标准 : 形状 整齐 、 无 病虫害 、 芽 饱满 ， 根 茎 上 部 细 长 、 下 部 圆 形 ， 而 且 

大 如 青蛙 形 ， 且 密生 柔软 细 根 ， 主 根 细 短 或 没有 主根 ， 以 在 高 山 生 地 种 的 品质 为 优 展 。 

凡 术 栽 畸 形 ， 顶 部 为 木质 化 的 茎 秆 ， 细 根 粗 硬 稀少 ， 主 根 粗 长 ， 以 及 在 低 山 熟地 种 的 ， 

则 品质 低劣 ， 种 植 后 生长 不 良 ， 容 易 感 染病 害 ， 不 宜 选择 。 

二 、 整 地 下 种 

12 月 下 旬 至 再 年 3 月 下 旬 〈 冬 至 至 翌年 春分 ) 均 可 下 种 。 一 般 可 根据 土壤 、 气 候 
条 件 而 提早 或 推迟 。 早 下 种 的 多 先 长 根 ， 后 发 芽 ， 根 系 长 得 深 ， 发 育 健壮 ， 抗 旱 及 吸 肥 
力 均 强 。 土 层 浅薄 的 地 区 保温 差 ， 可 推迟 在 2 一 3 月 下 种 。 下 种 以 5 一 6cm 深度 ， 浅 播 
易 草 生 侧 芽 ， 术 形 不 美 ， 寒 冷 地 方 易 受 冻害 ， 深 植 过度 ， 则 抽 芽 困难 ， 术 形 细 长 ， 降 低 
品质 。 

BATE DARK. TORR. ARETE 2m， 后 者 畦 宽 1. 3m， 行 、 株 跑 26cm 
X13cm、20cmX13cm 等 ， 下 种 密度 每 公 硕 15 000~180 000 株 ， 种 栽 量 每 公顷 750kg 

左右 。 

三 、 田 间 管 理 

1. PRE 
浅 松 土 ， 原 则 上 做 到 田间 无 杂 草 ， 苗 未 出 土 前 浅 松 土 ， 苗 高 3 一 6cm 时 除草 ， 土 不 

板结 ， 雨 后 露水 未 干 时 不 能 除草 ， 否 则 容易 感染 铁 叶 病 。7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下 旬 正 是 长 根 

的 时 候 ， 拔 草 一 月 1 或 2 次 。 

2. 追肥 
施 足 基肥 以 腐熟 左 肥 或 堆肥 等 为 主 。 基 肥 每 公顷 用 腐熟 有 机 肥 11 250kg, WHER 

钙 375~525kg。5 月 上 旬 ， 苗 基本 出 齐 ， 施 稀薄 腐熟 有 机 肥 一 次 ， 每 公顷 7500kg。 结 

果 期 前 后 是 白术 整个 生育 期 吸 肥 力 最 强 、 生 长 发 育 最 快 、 地 下 根 状 蕉 膨大 最 迅速 的 时 

候 ， 一 般 在 盛 花 期 每 公顷 施 人 粪 尿 15 000kg， 过 磷酸 钙 450kg。 

方法 : 在 株距 间 开 小 穴 施 后 覆土 ， 在 早晨 露水 干 后 进行 。 

3. 灌溉 排水 

白术 鼠 高 温 多 湿 ， 需 注意 做 好 排水 工作 。 如 排水 不 畅 ， 将 有 碍 术 株 生长 ， 易 得 病 

害 。 田 间 积 水 易 死 苗 ， 要 注意 控 沟 、 理 沟 、 雨 后 及 时 排水 。8 月 下 旬 根 状 葵 膨 大 明显 ， 

需要 一 定 水 分 ， 如 久 旱 需 适当 浇 水 ， 保 持 田间 湿润 ， 否 则 影响 产量 。 

4. 特殊 管理 

(1) 摘除 花蕾 。 为 了 促使 养分 集中 供应 根 状 葵 促 其 增长 ， 除 留 种 株 每 株 5 或 6 个 花 

蕾 外 ， 其 余 都 要 适时 摘 蕃 ， 一 般 在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上 旬 ， 即 在 20~25d 分 2 或 3 次 摘 

完 。 摘 花 在 小 花 散 开 、 花 苞 外 面包 着 的 鳞片 略 呈 黄色 时 进行 ， 不 宜 过 早 或 过 迟 ， 摘 蕾 过 

早 ， 术 株 幼 嫩 会 生长 不 良 ， 过 迟 则 消耗 养分 过 多 。 以 花蕾 荃 秆 较 脆 、 容 易 摘 落 为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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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 捏 住 蔡 秆 ， 一 手 摘 花 ， 须 尽量 保留 小 叶 ， 防 止 播 动 植株 根部 ， 也 可 用 剪刀 剪除 。 摘 
蕾 在 晴天 早晨 露水 王后 进行 ， 免 去 雨水 浸入 伤口 ， 引 起 病害 或 腐烂 。 

(2) 盖 草 防 旱 。 白 术 种 植 于 山地 ， 因 山地 土壤 结构 较 差 ， 保 水 力 弱 ， 灌 溉 不 便 ， 在 

谷雨 后 和 大 暑 前 ， 术 地 可 盖 一 层 鲜 草 ， 防 止 土壤 水 分 过 分 蒸发 。 在 平原 地 区 ， 也 应 进行 
盖 草 工作 。 另 外 ， 可 用 地 膜 法 ， 既 防 旱 ， 又 防 杂 草 生 长 和 病害 发 生 。 

5. 选 留 良种 
在 白术 摘 蓄 前 ， 选 择 术 株 高 大 、 上 部 分 枝 较 多 、 健 壮 整 齐 、 无 病虫害 的 术 株 留 种 

用 ， 选 择 花 荤 早 而 大 的 花 攻 作 种 ， 剪 去 结 蕾 迟 而 小 的 花 攻 ， 促 使 种 产 饱 满 。 立 冬 后 ， 待 
术 株 下 部 叶 枯 老 时 ， 连 茎 割 回 ， 挂 于 阳光 充足 的 地 方 ，10 一 15d 后 脱粒 ， 去 掉 有 病虫害 
瘦弱 的 种 子 ， 装 在 布袋 或 纸袋 内 储存 于 阴凉 通风 处 。 如 果 留 种 数 较 多 ， 不 便 将 茎 秆 割 
回 ， 可 只 将 果实 摘 回放 于 通风 阴凉 处 ， 干 后 将 种 子 打 出 储存 ， 备 播种 用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白术 的 主要 病害 有 白 绢 病 、 立 枯 病 、 铁 叶 病 、 锈 病 、 根 腐 病 等 。 

1. 白 绢 病 
MK “ARE”. 4~6 月 或 8 一 9 月 高 温 多 雨季 节 ， 尤 以 土质 黏 重 、 排 水 不 良 的 术 

地 多 见 ， 初 期 在 术 周围 的 表土 上 ， 发 现 白色 绢 丝 状 的 白 毛 〈 半 知 菌 的 菌 丝 ) 由 术 株 周围 

附近 逐渐 扩大 ， 布 满 土 面 与 土 隙 间 ; 并 在 术 株 离 土 面 0.6 一 lcm 处 ， 在 株 秆 的 周围 及 土 

层 下 16 一 20cm 深 处 ， 沿 着 主根 或 细 根 附着 小 米 、 大 米 颗 粒 〈 菌 核 )， 由 小 变 大 ， 呈 乳 

白色 ， 后 逐渐 变 为 淡 黄 最 后 呈 褐 色 ， 发 病 严 重 时 ， 白 术 根 腐烂 ， 术 株 周 围 泥 土 变 成 黑 

色 ， 气 味 腐 臭 ， 草 延 很 快 。 

防治 方法 : @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轮 作 。@ 选 无 病害 种 栽 ， 并 用 50%% 退 菌 特 1000 倍 溶液 

浸种 后 下 种 。@@ 和 栽种 前 每 公顷 用 15kg 五 毛 硝 基 葵 处 理 土壤 。@ 四 及 时 控 出 病 株 ， 并 用 石 

灰 消毒 病 穴 。@ 用 50%% 多 菌 灵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倍 液 浇灌 病 区 。 

2. 立 枯 病 

RES. HAS, PRAM Rta. QA, SSR Se 

.凹陷 ， 使 幼苗 折 倒 死 亡 。 

防治 方法 : @ 土 壤 消毒 ， 种 植 前 每 公顷 用 五 氯 硝 基 葵 处 理 土壤 。@) 发 病 期 用 五 氯 硝 

基 葵 200 倍 液 浇灌 病 区 。 

3. 铁 叶 病 
发 生 在 叶 上 ， 叶 呈 铁 黑色 ， 后 期 病 斑 中 央 呈 灰白 色 ， 上 生 小 黑 点 。 

防治 方法 : OWA DA, Ra. QAM HME 1 : 1 : 100 波尔多 液 或 
50% 退 菌 特 1000 RRR, 7~10d 1 次 ,连续 3 或 4 次 。 

4. 锈病 

MBB. PEK, BIRGER. fi, ARR. MEAD 

色 颗 粒状 物 ， 破 裂 后 期 出 黄色 粉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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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方法 : @ 打 扫 田 间 卫 生 ， 烧 毁 残 株 病 时 。@ 发 病 初期 喷 97% BX 300 倍 液 ， 

或 0. 2 一 0. 3 波 美 度 石 硫 合剂 ，7 一 10d 1 次， 连续 2 或 3 次 。 

5. 根 腐 病 
又 称 干 腐 病 ， 病 原 是 真菌 中 一 种 半 知 菌 ， 伤 害 根 状 葵 ， 使 根 状 蕉 干 腐 ， 维 管束 系统 

呈 褐 色 病 变 。 

防治 方法 : @ 与 禾 本 科 轮 作 。@ 选 用 无 病 健 壮 的 株 作 种 ， 并 用 50% 退 菌 特 1000 倍 液 

浸 3 一 5min， 了 及 二 后 下 种 。@ 发 病 期 用 50%% 多 菌 灵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1000 倍 液 浇灌 病 区 。 

6. RAF 

MRE, E-APAFERA THY. REDRABRIREARA FH. 7~8 月 

发 病 严 重 。 

防治 方法 : @ 水 旱 轮 作 。@ 除 去 混 进 白术 种 子 里 的 苑 丝 子 种 子 。@ 发 现 后 早期 除 

掉 。@ 图 施用 鲁 保 一 号 防治 ， 土 制 粉 剂 每 公顷 22. 5 一 37. 5kg 喷 粉 ， 或 喷洒 菌 液 ， 土 制品 

每 公顷 11. 25~15kg 或 工业 品 每 公 硕 3.75 一 6kg 加 水 1500kg 喷雾 。 

(~) Ss 

ARBRE AMER AWE. OTL Rt, Pe. SR 

lL. 地 老虎 
白术 苗 出 士 后 至 5 月 ， 地 老虎 为 害 最 严重 ， 一 般 以 人 工 捕杀 为 主 。 术 苗 期 ， 每 天 或 

隔 天 巡视 本 地， 如 发 现 新 鲜 苗 子 和 术 叶 被 咬 断 过 ， 在 受害 术 株 上 面 有 小 孔 ， 可 挖 开 小 

TL, RRS SE EAS RAD, HEATH AS. BO 月 后 术 株 稍 老 ， 地 老虎 为 害 逐 渐 

减轻 。 

2. AY 

3 月 下 旬 至 6 ALA 〈 春 分 至 芒种 ) 为 害 最 严重 。 

防治 方法 : FACE 1 份 加 水 400 份 ， 充 分 搅 匀 后 ， 在 清晨 露水 干 后 喷射 ， 效 果 

良好 。 

3. oe 

立夏 至 霜降 期 间 ， 白 术 收 获 前 ， 均 有 为 害 ， 小 时 至 霜降 前 为 害 最 严重 。 

防治 方法 : 四 人 工 捕杀 ，9 一 10 APR, UT, SRR ALAA, Ft 
时 应 进行 深 翻 细 捉 。@ 用 桐油 、 硫 酸 铜 〈 俗 称 胆 矶 ) 防治 ， 在 摘 攻 后， 结合 第 3 次 施肥 

时 ， 每 50kg 有 机 肥 加 桐油 200 一 300g 施 下 防治 。 

4. 白蚁 
自 大 暑 后 ， 术 株 主 秆 较 老 ， 白 蚁 食 白术 块根 上 部 接近 表土 中 的 茎 秆 ， 受 害 白 术 株 枯 

黄 ， 以 致 枯死 。 
防治 方法 : 在 大 暑 后 将 嫩 松 枝 截 成 33cm 左右 的 松 枝 段 ， 埋 于 术 地 的 行 间 ， 诱 集 白 

BEE EE. BED 10d 捕杀 一 次 ， 可 以 避免 受害 。 

5. RAF 

jae ARE, 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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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方法 : @ 冬 季 深 翻 地 ， 消 灭 越冬 虫 源 。@ 水 旱 轮 作 。 鲜 白术 初 花期 ， 成 虫 产 卵 

前 喷 507% RAL 800 倍 液 ，7 一 10d 1 次 ， 连 续 3 或 4 次 。 图 选 育 抗 虫 品种 ， 阔 叶 矮 秆 

型 白术 能 抗 此 虫 〈 郑 小 东 等 ，2008; RA, 2004a, 2004b). 

【 采 收 加 工 】 

1. AK 

采 收 期 在 当年 10 月 下 旬 至 11 月 上 旬 〈 霜 降 至 冬至 ) ， 待 下 部 叶 枯 黄 、 上 部 叶 变 脆 ， 

葵 秆 由 绿色 转 枯 黄 ， 地 下 蔡 停 止 膨 大 时 采 收 。 过 早 采 收 术 株 还 未 成 熟 ， 块 根 鲜 嫩 ， 折 下 

率 不 高 ; 过 迟 新 芽 萌 发 ， 块 根 养 分 被 消耗 。 要 防止 冻伤 ， 选 择 畏 天 ， 土 质 干 燥 时 控 出 ， 

Ze fe 1 

TTA BE. APP. EPS RAR. ARP AS BUA ARR. ALARA. 

3. Kia 

ALB IC/) , OR AR ET. FPO KAKI. REF 80C 左 右 。1lh 后 ， 

MAUL, ARRROA, HTRKAA. A2hie, KARL PRR. OO, A 

根 脱落 。 继 续 烘 3 一 5h， 将 白术 全 部 倒 出 ， 不 断 翻 动 ， 至 须根 全 部 脱落 ， 再 修 除 术 秆 ， 

此 时 叫 “ 退 毛 术 ”。 然 后 ， 将 大 、 小 白术 分 开 ， 大 的 放 底 层 ， 小 的 放 上 层 ， 再 烘 8 一 

12h, imBE60~70°C, A6hMl kw, ACAMPH, Sei, BKBEARA, Wheat 

叫 “ 二 复 子 ”。 最 后 ， 将 大 、 小 白术 分 别 堆 置 室 内 6 一 7d( 不 宜 堆 高 )， 使 内 心 水 分 外 溢 ， 

RRR, MiatK, ARES. IEATAY “STAR”. GAT SEACH, HAE 50~60°C, 

约 6h 翻 1 次 ， 视 白术 大 小 ， 烘 24 一 36h， 直 至 干燥 为 止 。 要 视 白 术 的 干 湿度 灵活 掌握 

火候 ， 既 要 防止 高 温 急 干 ， 烘 泡 烘 焦 ， 又 不 能 低温 久 烘 ， 变 成 油 闷 霉 枯 。 燃 料 切 幻 用 松 

柴 ， 以 免 影响 外 色 。 

4. 生 晒 术 

将 鲜 白 术 拌 净 泥 沙 ， 剪 去 术 秆 ， 日 晒 至 足 燥 为 止 。 在 翻晒 时 ， 要 逐步 搓 控 去 根 须 ， 

遇 雨 天 ， 要 薄 摊 于 通风 处 ， 切 纪 堆 高 淋 雨 。 不 可 晒 后 再 烘 ， 更 不 能 晒 晒 烘 烘 ， 以 免 影响 

质量 。 

5. 分 级 标准 
以 个 大 、 体 重 、 无 空心 、 断 面 白色 的 白术 质量 为 好 。 

【化 学 成 分 】 白 术 中 主要 成 分 为 挥发 油 成 分 、 氮 基 酸 和 多 燃 类 化 合 物 。 

挥发 油 主 要 成 分 为 苍术 酮 〈atractylone)、 AR WA BI. OD. OD. UV 

(atractylenolide |. [[. I]. W) 等 。 杜 松脂 Gunipercamphor), fA AR. TRI MG 

(furanodiene) , 3-8-#23£478 Me] (3-G-hydroxyatractylone), 3-3-7. EAE CS REM (3-B-ace- 

toxyatractylone), #@ZEA AA AR. COREL AGE AB [selina-4(14), 7(11) -dien-8- 

one], FAB 〈eudesmol) 、 茅 术 醇 Chinesol), ALARA BERR (atractylenolactam), W# 

白术 内 本 Cbiepiasterolid) (YEX|, 2007). 

白术 中 还 含有 17 AER, EBA KAAM (aspartic acid), 4AM (serine), F 

ZAP (glutamic acid), WAM (alanine), 412M (viline), FAA M Cisoleu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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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MR (leucine), BRAM 〈tyrosine) 、 葵 两 氨 酸 (phenylalanine) 、 赖 氨 酸 (lysine), 

组 氨 酸 〈histidine) 、 精 氨 酸 (arginine), HAM (proline) 等 。 

另外 还 含有 多 烽 醇 类 化 合 物 : 14- 乙 酰基 -12- 千 里 光 酰 基 -8- 顺 式 白 术 三 醇 〈14-ace- 

tyl-12-senecioyl-2E, 8Z, 10E-atractylentriol), 、14- 乙 酰基 -12- 千 里 光 栈 基 -8- 反 式 白 术 三 

WE (14-acetyl-12-senecioyl-2E, 8E, 10E-atractylentriol), 12-F Bot RH Sm AAR 

=f (12-senecioyl-2E, 8Z, 10E-atractylentriol), 12-F BStRH#8RRKARKR=E 

(12-senecioyl-2E, 8E, 10E-atmctylentriol) =. HA RBBHX (scopoletin), FF, 

菊 糖 (inulin) (as, 2003). 

部 分 化 合 物 的 结构 见 图 7. 

RO 6 

Ri Rs: 

白术 内 酯 I OAc OH 

白术 内 酯 I H 4H 

白术 内 酯 WV H OH 

AAA. I 苍术 酮 

白术 内 酰胺 双 表 白术 内 了 酯 杜 松脂 

图 7 和 白术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定 
本 品 粉末 为 淡 黄 棕色 。 草 酸 钙 针 晶 细小 ， 长 10 一 32pm， 不 规则 地 聚集 于 薄 壁 细胞 

中 ， 少 数 针 晶 直 径 至 4pm。 纤 维 黄色 ， 大 多 成 束 ， 长 梭 形 ， 直 径 约 40um, BIB, K 
化 ， 孔 沟 明 显 。 石 细胞 淡 黄 色 ， 类 圆 形 、 多 角形 、 长 方形 或 少数 纺锤 形 ， 直 径 37 一 

64pnm。 薄 壁 细 胞 含 菊 糖 ， 表 面 显 放射 状 纹理 。 导 管 分 子 短小 ， 为 网 纹 及 具 缘 纹 孔 ， 直 
径 48um, 

2. BLAKE 

取 本 品 粉末 O. 5g， 加 正己 烷 2ml, PAH 15min， 过 滤 ， 滤 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和 白术 对 照 药材 0. 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参 照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WE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新 制备 的 两 种 溶液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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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60~90°C) -乙酸 乙 酯 (650: 1) AKA. BH. Bw. BF, ML Kee 

醛 硫酸 溶液 ，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 

色 的 斑点 ， 并 显 有 一 桃红 色 主 斑点 〈 苍 术 酮 ) 。 

取 本 品 粉 未 2g，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加 乙醚 20ml, fe 10min， 过 滤 。 取 滤液 10ml 

挥 和 后， 加 102% 香 草 醛 硫酸 溶液 ， 显 紫色 ; AUER 1 滴 ， 点 于 滤纸 上 ， 挥 干 ， 喷 酒 12 

香草 醛 硫酸 溶液 ， 显 桃红 色 。 

二 、 含 量 测 定 

AAR ABE II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用 十 八 烷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醇 - 水 

(80 : Sa omnes 210, mer, amie 

榭 皮 素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5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白 术 内 酯 下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稀 甲 豌 制 成 每 毫升 全 

0. 04m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末 (过 3 Si) 0. 5g， 精 密 称 定 ， 置 于 具 塞 三 角 

瓶 中 ， 加 甲醇 10. 0ml1， 精 密 称 定 ， 超 声 提取 15min，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mie, YAMA 0. 45pm 微 孔 滤 腊 过滤 BN.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 谱 仪 ， 

We (BA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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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让 号 56 

= ,加 
Baishao 

RADIX PAEONIAE ALBA 

(HIE) ARABIA. RF HRARA), WAH. HK, BR, 

性 微 寒 。 归 肝 、 脾 经 。 具 有 养 血 敛 阴 、 平 肝 、 柔 肝 止 痛 之 功效 。 主 治 月 经 不 调 、 痛 经 、 

崩 漏 带 下 、 自 汗 盗汗 、 眩 学 、 头 疼 、 虚 热 、 腕 用 疼痛 、 泻 痢 腹 痛 、 风 湿 癖 痛 、 四 肢 

ET» 

芍药 有 赤 白 之 分 ， 始 自 陶 弘 景 。 据 称 : “SHAW. Bi. Filme, AMR 

许 ， 余 处 亦 有 而 多 赤 ， 赤 者 小 利 。” 马 志 注 云 : “此 有 两 种 ， 赤 者 利 小 便 下 气 ， 晶 者 

止痛 散 血 ， 其 花 亦 有 赤 白 二 色 :” 陈 承 《 本 草 别 说 》 中 载 : “RANAA BINA, 

今世 所 用 者 多 是 人 家 种 植 ， 欲 其 花 叶 肥大 ， 必 加 姜 壤 .” 可 见 宋代 已 广泛 采用 栽培 的 

芍药 人 药 。 李 时 珍 在 《本 草 纲 目 》 中 提 到 :“ 白 者 ， 色 白 多 脂 ; 赤 者 ， 色 紫 瘦 多 脉 。 

根据 现今 的 实际 应 用 情况 ， 结 合 本 草 记 述 中 的 植物 形态 、 地 理 分 布 和 附 图 ， 可 以 认 

AAS ERIE MATA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 而 赤 勺 则 主要 是 采 自 野生 的 芍药。 

两 者 主要 不 同 为 加 工 方法 有 别 。 形 状 与 李时珍 的 描述 基本 符合 。 本 品 在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且 栽培 较 多 。 

【商品 名 】 白 芍 

[HA] AA. BE. fH. RA. AR, B. RB 

【 基 原 】 本 品 为 毛 苇 科 植物 芍药 的 干燥 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40 一 70cm。 根 肥大 ， 纺 锤 形 或 圆柱 形 。 茎 直立 ， 上 部 

略 分 枝 ， 叶 互生 ， 葵 下 部 叶 为 二 回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窗 卵 形 、 披 针 形 或 椭圆 形 ， 长 7. 5 一 

12cm， 宽 2 一 4cm， 先 端 渐 尖 或 锐 尖 ， 基 部 攀 形 ， 全 缘 ， 叶 缘 具 骨 质 细 乳 突 。 花 大 , 直 

径 5. 5 一 10cm， 单 生 于 花 葵 分 枝 的 顶端 ， 每 花茎 可 有 2 一 5 AR; BH 3 或 4， 叶 状 ; 花 次 

10 片 左右 或 更 多 ， 白 色 、 粉 红色 或 红色 ， 倒 卵 形 ， 长 约 4cm， 宽 约 lem; 雄蕊 多 数 ， 

HABE; 心 皮 3 一 5 个 ， 分 离 。 萌 蔡 果 3 一 5 个 ， 卵 形 ， 长 约 2cm。 先 端 钩 状 向 外 弯 ， 

无 毛 或 被 浓密 白 毛 。 花 期 5 一 7 月 ， 果 期 6 一 7 A.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圆 柱 形 ， 长 5 一 18cm， 直 径 1 一 3cm， 表 面 浅 棕色 或 类 白色 ， 光 

滑 ， 隐 约 可 见 横 长 皮 孔 及 纵 皱 纹 ， 有 细 根 痕 或 残留 标 褐 色 的 外 皮 。 质 坚实 ， 不 易 折 断 ， 

断面 类 白色 或 微 红 色 ， 角 质 样 ， 形 成 层 环 明 显 ， 木 部 有 放射 线 纹理 。 气 微 ， 味 微 敬 而 

酸 。 以 根 粗 、 坚 实 、 无 白 心 或 裂 际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山坡 、 山 谷 的 灌木 从 或 项 草丛 中 。 喜 温暖 湿 
润 气候 ， 耐 严寒 ， 以 排水 良好 、 土 层 深厚 、 玻 松 肥沃 的 沙 质 壤 士 和 富 含 腐 殖 质 的 壤土 为 

FE, Bit BREA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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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选择 排水 良好 、 土 层 深 厚 肥 沃 的 壤土 或 沙壤土 。 前 作 以 玉米 、 小 麦 、 豆 类 、 甘 暮 等 

作物 较 好 。 栽 前 要 求 精 耕 细作 ， 耕 深 25~30cm, HAL M2, ECHR RHR 

或 堆肥 2500~4000kg EZRA, FEOF. fA 1. 3m 高 的 畦 。 如 雨水 过 多 、 排 水 不 良 的 地 

hh, HRA lm 左右 ， 畦 间 的 沟 宽 40cm、 深 20cm 以 上 。 沙 质 壤土 中 的 现 有 幼 龄 树林 在 

果林 、 荒 山 、 坡 地 、 田 间 地 头 、 道 路 两 旁 都 可 栽培 ， 特 别 是 道路 两 侧 空地 和 大 小 的 旅游 

mua. WWE. RES. RA. EAN. Hei. RRA. Pee 

化 环境 作用 ， 又 获得 了 可 观 的 经 济 效益 ， 可 谓 一 举 两 得 。 

二 、 种 芽 处 理 

白光 一 般 选 择 芽 头 作 为 繁殖 材料 ， 将 芽 头 顺 其 自然 生长 形状 切 成 数 块 ， 每 块 具 芽 2 
或 3 个 ， 芽 肉 厚 度 2cm 以 上 ， 芽 头 最 好 随 切 随 栽 ， 如 不 能 及 时 栽种 ， 应 暂时 储藏 。 选 
阴凉 干燥 通风 处 ， 于 地 上 铺 湿 润 细 沙土 ， 将 芽 头 向 上 堆放 ， 再 盖 湿 润 沙土 储藏 。 或 挖 坑 

储藏 ， 下 雨 时 注意 排水 ， 以 免 霉烂 。 

= BRAY TB] 

华北 地 区 最 适宜 的 栽种 时 间 为 9 一 10 月 ， 南 部 和 温度 较 高 的 地 区 可 封冻 前 种 植 ， 过 
晚 汪 药 头 已 发 新 根 ， 栽 培 时 容易 和 弄 断 ， 影 响 来 年 生长 。 

四 、 栽 种 方法 

首先 把 白 芍 芽 头 大 小 分 开 ， 分 别 栽种 ， 以 出 苗 整 齐 、 便 于 管理 。 大 田 栽培 ， 行 、 株 

FB 50cm 30cm, RHA 4000~4500 株 。 以 旅游 观赏 为 主要 目的 的 栽培 ， 可 根据 景点 

的 具体 布局 ， 灵 活 合理 地 选择 栽培 方式 。 穴 裁 ， 每 穴 放 芽 头 1 或 2 个 ， 栽 深 4 一 5cm 为 

AH, MATH AZSIL, BLEAK, WAR. BH IAL, NAR 

前 ， 把 馒头 状 的 土壤 扒 开 。 

五 、 田 间 管 理 
出 苗 后 每 年 中 耕 除 草 2 或 3 次 ， 中 耕 易 浅 ， 以 免 伤 根 死 苗 。10 A FA, WAR, 

在 离 地 面 7 一 10cm 处 剪除 枝叶 ， 在 根 际 培土 ， 以 利 越冬 。 第 2 年 起 每 年 追肥 3 次, 第 1 

次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 施 淡 人 姜 尿 , 第 2 次 4 月 下 旬 每 亩 施 人 姜 尿 500kg， 第 3 次 

10 一 11 月 ， 以 圈 肥 为 主 ， 每 雷 1500 一 2000kg。 第 3 4F 3 AP A) Ba itt ASR 750kg， 

腐熟 饼肥 50kg， 过 磷酸 钙 25kg; 4 月 下 旬 每 亩 施 人 姜 尿 1000kg; 11 月 间 施 左 肥 1500 一 

2000kg。 第 4 年 收获 前 追肥 2 次 ，3 月 下 旬 每 亩 施 人 凑 尿 1000kg， 加 硫酸 贸 10kg， 过 

磷酸 钙 25kg; 4 月 下 旬 ， 除 磷肥 外 ， 按 上 述 施肥 量 再 施 1 次 ， 每 次 施肥 ， 宣 于 植株 两 侧 

开 穴 施 下 。 芍药 喜 旱 怕 涝 ， 一 般 不 需 灌溉 ， 严 重 干旱 时 ， 宜 在 傍晚 灌注 1 次 水 。 多 雨季 

节 ， 及 时 清 沟 排 水 ， 减 少 根 病 。 



六 、 病 虫害 防治 

l. 病害 

白光 的 主要 病害 有 灰 霉 病 、 叶 斑 病 。 

(1) 灰 零 病 。 又 名 花 腐 病 。 为 害 葵 、 叶 、 花 各 部 。 一 般 从 下 部 叶 的 叶 尖 或 叶 缘 开始 

发 生 ， 病 斑 褐色 ， 近 圆 形 ， 有 不 规则 的 轮 纹 。 在 天 气 潮湿 时 长 出 霉 状 物 ; 茎 部 被 害 ， 出 

现 褐色 、 梭 形 病 斑 ， 致 使 蕉 部 腐烂 ， 植 株 折 断 ， 重 则 引起 全 株 倒伏 ; 花蕾 、 花 发 病 后 ， 

颜色 变 褐 腐烂 ， 也 生 有 灰色 霉 状 物 。 防 治 方法 : 四 秋季 芍药 落叶 后 ， 将 枯 残 叶 集中 烧毁 

并 深 埋 。@ 下 种 前 深 翻 土地 ， 将 表层 土 翻 入 下 层 ， 以 减轻 来 年 发 病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注意 雨 后 及 时 排水 。@ 四 合理 密植 ， 使 株 间 通 风 透 光 ， 促 进 植株 生长 健壮 ， 提 高 抗 病 力 。 

@ 选 用 无 病 种 芽 ， 并 用 65%% 代 森 新 300 倍 液 浸种 10 一 15min， 消 毒 处 理 后 下 种 。@ 发 病 

初期 喷 50% 多 菌 灵 800~1000 倍 液 ， 每 隔 10d 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或 发 病 初期 喷 1: 

1 : 100 FARRAR. EBA 10~14d 1 次， 连 喷 3 或 4 次 。 

(2) 叶 斑 病 。 为 害 叶片 ， 发 病 初叶 正面 出 现 褐 色 近 圆 斑 ， 后 逐渐 扩大 ， 呈 同心 轮 纹 

KK. 病 斑 多 时 ， 互 相连 接 成 为 大 斑 ， 使 叶片 枯死 。 天 气 潮 湿 时 ， 病 斑 上 长 出 黑色 霉 状 

物 。 一 般 下 部 叶片 先 发 病 ， 逐 渐 向 上 部 叶片 扩展 。 发 病 严 重 时 叶片 焦 枯 ， 提 早 落叶 ， 植 

株 长 势 衰弱 ， 影 响 产 量 和 质量 。 防 治 方法 : OMAR, SPAR, TAK 

冬 病菌 。@ 深 翻 土地 ， 实 行 三 年 轮作 。@@ 结 合 摘 蕃 、 中 耕 除草 等 田间 管理 ， 摘 除 植株 下 

Mia. HH be PHM. ORI MRAM 50% 多 菌 灵 800 一 1000 倍 液 ， 或 托 布津 
1000~1500 倍 液 ， 或 1:1:100 倍 波尔多 液 ， 每 隔 10d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2. 虫害 

虹 蜡 。 又 名 华北 大 黑 铃 金龟、 暗黑 能 金龟 、 铜 绿 丽 金 怨 ， 是 为 害 发 生 的 优势 虫 种 。 

幼虫 生活 在 土 中 , 在 土 下 取 食 为 害 。 在 幼苗 期 ， 地 下 根茎 的 基部 被 咬 断 或 大 部 分 被 咬 

断 ， 地 上 部 分 枯死 ;在 成 株 期 ， 块 根 被 咬 食 ， 形 成 空洞 、 疤 痕 ， 从 而 影响 产量 和 质量 。 

幼虫 4 月 开始 为 害 ，6 月 中 下 旬 是 幼虫 为 害 高 峰 期 。 成 虫 5 月 中 旬 开 始 出 土 活动 ， 盛 发 

期 在 5 月 上 旬 至 7 月 下 旬 。 防 治 方法 : @ 栽 前 土壤 处 理 。 翻 耕 前 每 亩 用 402% 的 甲 基 异 

柳 磷 乳油 或 50%% 辛 硫 磷 乳油 250 一 300ml， 或 省 乳油 300 一 350ml， 加 湿润 细 土 10 一 

15kg， 充 分 拌 匀 做 成 毒 土 ， 挖 穴 后 将 配 好 的 毒 土 直接 施 于 栽植 穴内 ， 再 栽 芽 。 或 均匀 

撒 于 地 表 ， 随 即 整 地 翻 入 土 中 ， 即 可 栽 芽 。@ 幼 虫 防 治 ， 可 进行 2 次 ， 一 次 春季 结合 陈 

根 施 药 防治 越冬 幼虫 ;! 第 2 次 于 夏季 7 一 8 月 施 药 防治 当年 孵化 的 幼虫 ， 可 采用 毒饵 法 

Meshes, OMNIA. KMART MAA IAM. EARS ALA. 

40% FR SRFLA A 80% He SLA 1500 倍 液 ， 每 亩 用 药 液 量 100kg， 也 可 每 亩 使 用 
1.5 为 的 乐 果 乳剂 和 2. 5%% 敌 百 虫 粉剂 2. 5kg， 或 在 成 虫 感 发 期 (5 月 中 上 旬 ) 用 新 鲜 的 

杨 树枝 浸 以 500~600 倍 氧 化 乐 果 药 液 ， 捅 在 芍药 田中 诱杀 。 也 可 用 黑光 灯 诱 杀 或 日 落 

后 树 下 烧火 诱杀 〈 杜 兆 芒 等 ，2000; 邓 煜 ，2006) 。 

【 采 收 加 工 】 

1. AUK 

于 栽种 后 3 一 4 年 采 收 ， 一 般 在 8 月 选 晴 天 进行 。 过 早 会 影响 产量 和 质量 ;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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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超过 9 月 底 ， 先 割 去 葵 叶 ， 用 三 尺 友 次 人 地 下 33~50cm, FoR, He, | 

至 室内 ， 将 区 根 从 区 头 着 生 处 切 下 ， 然 后 将 粗 根 上 的 侧根 前 下 ， 修 平 凸 面 ， 切 去 头 尾 ， 

按 大 、 中 、 小 分 为 三 档 ， 在 室内 堆 2 一 3d， 每 天 翻 堆 2 次 ， 促 使 芍 根 水 分 蒸发 ， 质 地 变 

得 柔软 ， 便 于 加 工 。 

Ay (5a 

芍药 加 工分 煮 多 、 去 皮 、 干 燥 三 个 步骤 。 

(1) 者 芍 。 先 将 水 烧 至 80 一 90C ， 把 区 根 洗 净 后 捞 出 ， 放 和 人 锅 内 ， 放 水 量 以 浸没 区 

根 为 度 ， 每 锅 放 区 根 15 一 25kg。 者 时 不 断 上 下 翻动 ， 使 区 根 受 热 均 匀 ， 保 持 锅 水 微 沸 。 

VATA S~8min, PEAR 8~12min, KARA 12 一 15min。 者 制 是 区 药 加 工 过 程 中 
很 重要 的 一 环 ， 既 要 将 多 根 煮 透 ， 又 不 可 将 多 根 煮 过， 无 论 是 未 者 透 还 是 者 过 都 会 直接 影 

响 到 加 工 成 品 的 品质 。 者 得 过 和 久 ， 内 部 空心 ， 分 量 减 小 ， 过 生 则 内 层 中 心 变 黑 。 

(2) 去 皮 。 人 工 去 皮 : 用 人 竹刀、 玻璃 仔细 刊 去 光 根 外 层 栓 皮 ， 并 把 有 虫 眼 处 控 掉 。 

不 可 用 铁 制 刀 刮 皮 ， 和 否则 会 使 芍 根 变色 。 

机 械 去 皮 : BARA RAR ALA CREDLE 1.2m, KH 3m, A 

有 齿轮 ， 转 速 30r/min), FH, ARAMA Ro LAR. FRU 

FAA EE BRE . 

(3) 和 干燥。 者 好 的 多 根 薄 摊 暴晒 1 一 2h Ja, HEE, RRS. ORE TA 

的 区 根 表 皮 皱 纹 细 致 ， 颜 色 也 好 。 了 晒 时 要 不 断 上 下 翻动 。 中 午 太 阳 过 强 ， 用 人 竹 席 等 物 盖 

AUR. FF 3 一 4 时 后 再 摊 开 晒 。 晒 3 一 4d 后 ， 把 芍 根 在 室内 堆放 2 一 3d， 促 使 水 分 
外 渗 “ 发 汗 ”， 然 后 继续 晒 3 一 5d。 反 复 进 行 4 次 ， 才 能 晒 干 。 

其 商品 规格 如 下 。 

一 等 : 长 8cm 以 上 ， 中 部 直径 1. 7em 以 上 。 无 芦 头 、 麻 点 、 破 皮 、 裂 口 、 夹 生 、 

杂质 、 虫 星 、 霉 变 。 

二 等 : 长 6cm 以 上 ， 中 部 直径 1. 3cm 以 上 ， 间 有 麻 点 。 无 芦 头 、 破 皮 、 裂 口 、 夹 

AL Ry. Ho, ee 

三 等 : 长 4cm 以 上 ， 中 部 直径 0. 8cm 以 上 ， 间 有 麻 点 。 无 芦 头 、 麻 点 、 破 皮 、 裂 

H. RA, A, Be, ee. 

四 等 : KAHAN. IAAL. MATER. KBR. DOHA. Fk. ARR, 

虫 星 、 霉 变 。 

CSR] BSAA (paconiflorin), EAA Coxypaeoniflorin), #A 

BEATZ (benzoylpaeoniflorin), AZAR CAATF# albiflorin), A724 7cH Cpaco- 

niflorigenone), AjZ#r#F Clactiflorin), AjZ ABR (paeonilactone) A, B, C, AB h 

§ ME4F Cdaucostelrol), AMR APA 1, 2, 3, 6-WORRBTREADE 〈1， 

2, 3, 6-tetra-O-galloyl-@-D-glucose), 1, 2, 3, 4, 6-H-ORBTRMEA BR 1, 2, 

3, 4, 6-penta-O-galloyl-@-D-glucose, Ia) 及 相应 的 六 -O- 没 食 子 酰基 葡萄 糖 〈(Ib) 和 

七 -O- 没 食 子 酰基 葡萄 糖 〈Ic) 等 。 挥 发 油 中 主要 含 葵 甲 酸 、 牡 丹 酚 (paeonol) 及 其 他 

醇 类 和 酌 类 成 分 共 33 个 〈 张 晓 燕 等 ，2002)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8。 



各 论 
© 177 。 

p 
7 

% 
glu 一 Q : 人 四 

Rox 

OH 

AAA :>R,=H,R,=glu 

羟基 芍药 苷 :Ri=OH.R.=glu 
芍药 内 酯 苷 

葵 栈 基 芍 药 苷 :Ri=H.R.= 苯 甲 酰 葡 萄 糖 

NS Oo 

芍药 内 酯 A 

G=galloyl 

Q9-G AFM FRE Ta: or-0 
O-G AAPREA 

LRM 1b: n=l 

G—O ASA PRE TR Ic: n=2 

O—G 
图 8 白光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鉴别 

1. 显 微 鉴 别 
白 芍 根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偶 有 残存 。 栓 内 层 系 切 向 延长 的 薄 壁 细胞 ， 常 被 乔 去 而 残 

缺 。 韦 皮 部 主要 由 薄 感 细胞 组 成 。 形 成 层 环 微波 状 弯曲 。 木 射线 宽 10 列 至 数 十 列 细胞 ; 

木质 部 束 窗 ， 导 管 径 向 排列 呈 1 一 3 行 ， 并 有 多 数 导 管 间 断 地 相聚 成 群 ， 初 生 木质 部 不 

明显 。 薄 壁 细 胞 中 含 草酸 钙 簇 晶 和 糊 化 淀粉 粒 团 块 。 

粉 未 特征 : 本 品 粉 未 黄白 色 ， 糊 化 淀粉 团 块 多 ， 草 酸 钙 簇 晶 直径 11 一 35pm， 

存在 于 薄 壁 细胞 中 ， 常 排列 成 行 ， 或 一 个 细胞 中 含有 数 个 簇 晶 。 具 缘 纹 孔 导管 及 网 

纹 导 管 直径 20~65pm。 纤 维 长 梭 形 ， 直 径 15 一 40pm， 壁 厚 ， 微 木 化 ， 具 大 的 圆 

形 纹 孔 。 

2. 理化 鉴别 
1) 本 品 横 切 面 加 三 氯 化 铁 显 蓝 色 ， 尤 其 在 形成 层 及 木 薄 壁 细胞 部 分 较为 显著 。 

2) 取 本 品 粗 粉 0.5g， 加 乙醚 50ml， 加 热 回流 10min， 过 滤 。 取 滤液 10ml， 蒸 干 ， 

DIRS lml 与 硫酸 4 或 5 滴 ， 先 显 黄色 ， 后 渐变 成 红色 、 紫 色 ， 最 后 呈 绿 色 。 

3) RAMS RAMA 0.5g， 加 乙醇 10ml1， 振 摇 5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渣 加 乙醇 l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芍 药 苷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烷 -乙酸 乙 酯 -甲醇 -甲酸 (40 :5 : 10 : 0.2) AR 

FA, EA, Bah, GR. MW 5%% 香 草 醛 硫酸 溶液 ，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的 蓝 紫 色 斑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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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 苷 含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0. 1%% 磷 酸 溶液 (14 : 86)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30nm。 理 论 板 数 按 芍药 苷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减 压 干 燥 至 质量 恒定 的 区 药 苷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60ng 的 溶液 ， 即 得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0. 1g， 精 密 称 定 ， 置 50ml BP, Ce 

35ml，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40W， 频 率 45kHz) 30min， 冷 却 ， 加 稀 乙 醇 至 刻度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n1， 注 和 人 液 相 色 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李 越 峰 等 ，2008) 。 

【附注 】 

1. 赤 鸭 Paeonia veitchit Lynch 

草本 ， 高 40 一 60cm。 葵 圆柱 形 ， 光 滑 。 二 回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纸 质 ，2 或 3 RAR, 

裂片 再 次 分 裂 ， 小 裂片 狭 椭 圆 形 或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 表 面 沿 脉 有 短 粗 毛 ， 背 面 无 毛 ， 略 

有 白粉 ; 叶柄 圆柱 形 ， 长 3 一 3. 5cm， 顶 端 生 有 小 叶柄 ， 长 3cm， 侧 生 小 叶柄 长 lcm。 

FER 2 或 3 杀生 于 葵 顶 ， 在 花芽 发 育 不 全 时 仅 开 1 条 ， 直 径 6 一 9cm; 苞 片 线形 ; BAS 

A“, Rf, ONG, PRIMI; 花瓣 7 个 ， 朱 红色 ， 宽 卵 形 ， 先 端 止 陷 或 2 裂 ， 基 部 株 

形 ， 边 缘 不 整齐 ， 雄 芒 多 数 ; 心 皮 2 一 5 个 ， 密 被 黄 绒毛 。 和 背 葵 果 成 熟 后 常 反 卷 。 花 期 

SA FA), RH7~8 A. 

分 布 于 河南 伏 牛 山 灵 宝 县 的 河西 、 卢 氏 县 的 大 块 地 、 率 川 的 龙 峪 湾 等 ， 生 于 海拔 

2000m 以 上 的 林 下 阴 湿 地 方 。 

2. BAA (AA) Paeonia obovata Maxim.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40~60cm。 葵 圆柱 形 ， 无 毛 ， 基 部 有 数 个 鞘 状 鳞片 。 二 回 三 出 复 叶 

或 荃 上 部 为 3 小 叶 或 单 叶 ;， 顶 生 小 叶 倒卵形 或 宽 椭 圆 形 ， 侧 生 小 叶 椭圆 形 ， 长 6~12cm, 

先端 短 锐 尖 ， 基 部 枫 形 ， 表 面 光 滑 ， 背 面 无 毛 或 幼 时 被 稀 玻 柔 毛 ; 叶柄 长 5 一 10cm， 顶 生 

小 叶柄 长 2 一 2. 5cm， 侧 生 小 叶柄 长 3~5cem, ZEAE, AMA; BRST, K 

1.2~1.5cem; 花瓣 倒卵形 ， 长 2.5 一 4cmi MESH, 心 皮 2 一 4 个 ,无 毛 或 有 时 被 短 绒 

毛 。 背 荧 果 卵 圆 形 ， 红 色 ， 成 熟 时 果 鸭 反 卷 。 花 期 5 一 6 A; 果 熟 期 7 一 8 A. 

分 布 于 灵 宝 的 河西 、 卢 氏 的 大 块 地 、 紊 川 的 老 君 山 、 嵩 县 的 龙 池 由 、 和 鲁 山 的 石 人 

山 、 南 召 的 宝 天 则 、 西 峡 的 黄石 认 、 内 乡 的 夏 官 、 淅 川 的 研 子 关 、 桐 柏 县 的 水 帘 洞 、 方 

城 的 大 寺 等 ; 生 于 山坡 或 山谷 林 下 。 

3. + BAA (AA) Paeonia obovata Maxim. var willmottiae (Stapf) 

Stern (Paeonia willmottiae Stapf) 

毛 叶 草 芍药 与 正品 的 区 别 : OA RRA EAE. H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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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于 河南 伏 牛 山 ， 生 于 山坡 林 下 、 山 谷 或 溪 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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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A IMPERE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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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ZAF. SNGA: “FRAY. BF. Ba. aS. ASR, WW. Ae 

短小 ， 三 、 四 月 开 和 白花 成 穗 结果 实 ， 其 根 甚 长 ， 白 如 筋 而 有 节 ， 味 甘 ， 俗 称 丝 茅 。” 本 

品 在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其 味 甘 ， 性 寒 ， 有 清热 、 凉 血 止 血 ; 利尿 的 功效 ， 临 床 用 于 治 

疗 热 病 烦 兆 、 肺 热 咳 嗽 、 胃 热 呕 吐 、 吐 血 、 曙 血 、 尿 血 、 热 病 烦 兆 、 黄 癌 、 水 肿 、 热 淋 

汲 痛 以 及 急性 肾炎 水 肿 等 症 。 

【商品 名 】 Asie 

【别名 】 丝 芒 、 茅 根 、 茅 针 、 绿 茅草 根 、 甜 根 

【 基 原 】 本 品 为 禾 本 科 Gramineae Hi 4 Imperata cylindrica Beauv. var. ma- 

jor (Nees) C. E. Hubb. 的 干燥 根 葵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高 20 一 100cm。 具 横 走 多 节 被 鳞片 的 白色 根 状 葵 。 

秆 丛生， 直立 。 具 2 一 4 节 ， 节 具 长 210mm 的 白 绒毛 。 叶 鞘 无 毛 或 上 部 及 边缘 具 柔 毛 ， 

鞘 口 具 疣 基 柔 毛 ， 鞘 常 多 集 于 秆 基 ， 老 时 破碎 呈 纤 维 状 ; (AFR, PARMA RR 

针 形 ， 长 10 一 40cm， 宽 2 一 8mm， 顶 端 渐 尖 ， 上 面 被 柔 毛 ， 边 缘 粗 糙 ; WARK), 

长 1 一 3cm， 圆 锥 花序 穗 状 ， 长 6 一 15cm， 宽 1 一 2cm， 分 枝 短 缩 而 密集 ， 有 时 基部 较 稀 

玻 ;小 穗 披 针 状 ， 长 2.5 一 4mm， 成 对 排列 在 花序 轴 上 ， 其 中 一 个 具 长 柄 3.4mm, 5 

一 个 具 短 柄 1 一 2mm， 基 部 密生 12~15mm 的 丝 状 柔 毛 ; 花 两 性 ， 每 小 穗 具 1 花 ; 两 颖 

几 相 等 ，5 脉 ， 中 肪 延伸 至 上 部 ， 背 部 脉 间 常 疏 生丝 状 柔 毛 ， 边 缘 稍 具 纤毛 ; BOF 

卵 状 长 圆 形 ， 长 为 颖 之 半 或 更 短 ， 顶 端 尖 ， 具 齿 裂 及 少数 纤毛 ; 第 二 外 释 长 约 1.5mm。 

内 释 宽 约 1. 5mm， 大 于 其 长 度 ， 顶 端 截 平 ， 无 巷 ， 具 微小 的 齿 裂 ; 雄 芒 2 个 ， 花 药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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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长 约 3mm; HB 1 个， 具 较 长 的 花柱 ， 柱 头 2 枚 ， 紫 黑色 ， 羽 毛 状 。 额 果 椭 圆 形 ， 

暗 褐色 ， 成 熟 的 果 序 被 白色 长 柔 毛 。 花 期 5 一 8 A. 

【药材 性 状 】 根 葵 呈 细 长 圆柱 形 ， 通 常 不 分 枝 ， 长 30 一 60cm， 直 径 2 一 4mm。 表 
面 黄白 色 或 浅 棕 黄 色 ， 有 光泽 ， 具 纵 皱 纹 环节 明显 ， 略 隆起 ， 节 上 可 见 残留 的 鲜 叶 、 根 

及 芽 痕 ， 节 间 长 1.5 一 3cm。 质 轻 而 韧 ， 不 易 折 断 ， 折 断面 纤维 性 ， 黄 白色 ， 皮 部 有 多 

数 空隙 如 车 轮 状 ， 易 与 中 柱 分 离 ， 中 心 有 一 小 孔 。 气 微 ， 味 微 甜 。 

以 色白 、 条 粗 肥 、 无 须根 、 味 甜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野 生 于 路 旁 向 阳 和 干草 地 或 山坡 上 。 喜 温暖 湿润 气 
候 ， 喜 阳 耐 旱 ， 宜 选 一 般 坡 地 或 平地 栽培 。 

【种 植 方法 】 用 根茎 繁殖 。 春 季 ， 挖 取 白 茅 地 下 根茎 ， 按 行 、 株 距 30cm X 30cm 
栽种 。 

【 采 收 加 工 】 四 季 均 产 ， 但 一 般 在 春 、 秋 两 季 采 控 。 除 去 地 上 部 分 、 叶 鞘 、 鳞 叶 

及 须根 ， 去 净 泥 土 ， 洗 净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根 茎 中 含有 三 蓝 化 合 物 芦 竹 素 Carundoin), HER (cylindrin), 
羊 齿 烯 醇 〈fernenol) 、 乔 木 相 烷 (arborane) 、 异 乔木 熙 醇 〈isoarborinol) 、 西 米 杜 鹏 醇 

(Csimiacrenol) 、 乔 木 咎 醇 (arborinol), FF7K HERRERA AE 〈arborinol methyl ether) 、 乔 木 

ish) Carborinone) 和 木 栓 酮 (Cfriedelin) (〈 王 明 雷 等 ，1997) 等 ;根茎 中 还 含 可 溶性 

钙 ; 含 糖 18.8% ， 其 中 主要 是 和 葡萄糖、 蔗糖、 少量 果糖 和 木 糖 等 ;， 含 简单 酸 类 及 其 钾 

盐 ， 如 柠檬 酸 、 苹 果 酸 等 ， 还 含有 类 胡 葛 卜 素 类 、 叶 绿 素 及 白头 翁 素 (anemonin), A 

们 还 从 其 根茎 中 分 离 得 到 棕榈 酸 、8 谷 省 醇 、4，7- 二 甲 氧 基 -5- 甲 基 香 豆 素 〈 焦 坤 等 ， 

2008), #A# bh +f 〈daucosterol) 、 对 羟基 桂皮 醛 (p-coumaric acid) ALKA LAR. BAP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9. 

芦 竹 素 :R=CH， 白 毛 素 :R=CH， 
羊毛 烯 醇 :R=H SFP AR OK RF: R=H 

AE A 

图 9 FLAP AR HP Bap ne oh SH A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二 

1. 显 微 鉴 别 

根茎 横 切面 : 表皮 为 一 列 类 方形 细小 细胞 ， 有 的 细胞 中 含 二 氧化 硅 小 块 ; 下 皮 纤 维 

1~4 Fil, BEB, Ate; 皮层 为 10 余 列 薄 壁 细胞 ， 散 有 数 十 个 有 限 外 万 型 细小 的 叶 迹 维 

管束 ， 四 周 有 纤 维 包围 ， 叶 迹 维 管束 的 内 方 常 形成 裂隙 ;内 皮层 细胞 的 内 壁 特 厚 ， 粘 连 

有 二 氧化 硅 的 小 团 块 。 中 柱 鞘 为 1 或 2 层 厚 壁 细胞 ， 中 柱 内 散 有 多 数 有 限 外 万 型 维 管 

束 ， 四 周 有 纤 维 束 鞘 纤维 包围 ;中 柱 中 央 常 有 空洞 。 

2. 理化 鉴别 

1) 取 本 品 粗 粉 5g， 加 茶 30ml， 加 热 回流 1h， 过 滤 。 取 滤液 ml, AT. Beis IM 

BAF lml 使 溶解 ， 再 加 硫酸 1 或 2 滴 ， 即 显 红 色 ， 后 渐变 成 紫红 色 、 蓝 紫色 ， 最 后 变 为 

RE OB). 

2) 取 本 品 粗 粉 lg ， 加 水 10ml， 者 沸 5 一 10min，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成 1Iml， 加 碱 性 

酒石酸 铜 试 液 1Iml，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 生 成 棕 红 色 沉 淀 〈 检 查 多 糖 ) 。 

3) 薄 层 色谱 鉴别 〈 孙 启 时 等 ，1995): 取 白 茅 根 根茎 粗 粉 2g， 置 沙 式 提取 器 中 ， 

加 环 已 烷 30ml， 回 流 提 取 1h， 过 滤 。 回 收 环 已 烷 至 5ml， 供 点 样 用 。 对 照 品 为 芦 竹 素 

和 及 谷 和 省 醇 。 吸 附 剂 : 硅胶 G-CMC HER. BAA: 环 已 烷 - 乙 酸 乙 酯 (7 : 1) 。 显 色 
Al, 15% 硫 酸 乙醇 溶液 喷雾 ，110C 烘 5min， 结 果 芦 竹 素 显 灰 紫 色 ，8 谷 省 醇 显 紫色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芦 竹 素 和 白 茅 素 含 量 测定 

采用 岛 津 CS-910 双 波 长 薄 层 扫描 仪 ， 透 射 式 锯齿 扫描 : A.: 525nm, Ag: 700nm, 

狭 颖 1. 25mmX1. 25mm， 灵 敏 度 X2， 扫 描 速度 、 纸 速 均 为 20mm/min。 白 茅 根 药粉 过 

40 Ati, SR 6g， 置 250ml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用 石油 醚 回流 提取 ， 提 取 3 次 ， 每 次 3h， 

提取 液 回收 石油 醚 ， 用 氯仿 定 容 于 50ml 容量 瓶 中 。 薄 层 层 析 以 硅胶 GF254 ER. 

氯仿 : 石油 醚 〈1 : 1) 作为 展开 剂 ，10 % Hz:SO, 乙醇 液 喷雾 显 色 ， 显 色温 度 105"C 。 

标准 曲线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芦 竹 素 对 照 品 0. 9980g， 用 和 氯仿 定 容 至 50ml， 用 微量 进 

样 器 取 标 准 品 溶液 5wl、10wl、15wl、20m1、25wl， 分 别 点 在 同一 薄 层 板 上 ， 按 前 述 条 件 

展开 ， 显 色 ， 扫 描 “〈 路 金 才 等 ，1996) 。 

2. 白 茅 根 中 4,7- 二 甲 氧 基 -5- 甲 基 - 香 豆 素 〈siderin) 含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体积 比 为 45 : 55)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323nm， 流 速 为 0.8ml/min， 柱 温 为 30 。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减 压 干 燥 至 质量 恒定 的 siderin 对 照 品 5. 261mg, 

加 甲醇 溶解 ， 定 容 于 25ml BH. BS. A 0. 45pm 微 膜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备用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白 茅 根 药材 粉末 10g&， 置 250ml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氯仿 200ml，90'C 提取 4h， 回 收 提 取 液 至 干 ， 残 酒 用 甲醇 溶解 ， 定 容 于 10ml 量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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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4) DCA, HAAR LIT RAR SAMAR loul, EAR EIS 

4, We 4，7- 二 甲 氧 基 -5- 甲 基 - 香 豆 素 (siderin) 的 含量 CAMS, 2007). 

【附注 】 白 茅 的 带 葵 花 穗 入药 ， 称 白 茅 根 花 。 味 甘 ， 性 温 。 归 肺 、 骨 经 。 止 血 镇 

痛 。 用 于 治疗 吐血 、 旦 血 、 刀 伤 等 。 和 用量 10 一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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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aishouwu 

RADIX CYNANCHI 

【概述 】 本 品 为 伏 牛 山 盛 产 药材 ， 始 载 于 宋 《 开 宝 本 草 》。 宋 颂 谓 :“ 春 生 苗 ， 草 延 

Vi ARSHRE A], BAH, BPAR, WHAM MA), KERR, SADR, W)at 

瓜 。” 并 谓 “ 有 赤 、 白 二 种 ”。 其 中 赤 者 指 何首乌 ， 白 者 为 白 首 乌 。 白 首 乌 为 葛 芒 科 植 物 

牛皮 消 及 戟 叶 牛 皮 消 的 块根 ， 在 伏 牛 山区 广 有 分 布 。 具 有 补 肝 肾 、 益 精 血 、 强 筋骨 二 乌 

须发 、 健 脾 消 积 、 解 毒 之 功效 。 主 治 腰 膝 酸痛 、 阳 痿 遗精 、 须 发 早 白 、 关 节 不 利 、 胃 痛 

BD. HAR A. FERRI. PPL. BR. RAE. ARIAT CP RAH) 

(2005 年 版 ) 。 

(me) Aas 

【别名 】 Pa. AMS. AAS. ue. GRE 

【 基 原 】 为 葛 芒 科 植物 牛皮 消 Cynanchum auriculatum Royle ex Wight 及 戟 叶 牛 

皮 消 Cynanchum bungei Decne. 的 块根 。 

【 原 植物 】 
1) 牛皮 消 ， 草 性 半 灌 木 ， 具 乳汁 。 根 肥厚 ， 类 圆柱 形 ， 表 面 黑 褐色 。 断 面 白色 。 

葵 被 微 柔 毛 。 叶 对 生 ; 叶柄 长 3 一 9cm; 叶片 心 形 至 卵 状 心 形 , 长 4 一 12cm， 宽 3 一 

10cm， 先 端 短 渐 尖 ， 基 部 深 心 形 ， 两 侧 呈 耳 状 内 弯 ， 全 缘 ， 上 面 深 绿色 ， 下 面 灰 绿色 ， 

PME, WK 10~15em, HAE PR, ACE; 总 花梗 圆柱 形 ， 长 10~15cem, AE 

约 305k; ESI 5 全 裂 ， 裂 片 卵 状 长 圆 形 ， 反 折 ; 花冠 辐 状 ，5 SRA, R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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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ARE; 副 花 冠 浅 杯 状 ， 有 裂片 椭圆 形 ， 长 于 合营 柱 ， 在 每 裂片 内 面 的 中 部 有 一 

个 三 角形 的 舌 状 鳞片 ， 雄 芒 5 个 ， 着 生 于 花冠 基部 ， 花 丝 连 成 简 状 ， 花 药 2 室 ， 附 着 于 

柱头 周围 ， 每 室 有 黄色 花粉 块 1 个， 长圆 形 ， 下 垂 ， 雌 营 由 2 枚 离 生 心 皮 组 成 ， 柱 头 圆 

锥 状 ， 先 端 2 裂 。 萌 葵 果 双生 ， 基 部 较 狭 ， 中 部 圆柱 形 ， 上 部 渐 尖 ， 长 约 8cm， 直 径 约 
lem。 种 子 卵 状 椭圆 形 至 倒 攀 形 ， 边 缘 具 狭 起， 先端 有 一 束 白 亮 的 长 绒毛 。 花 期 6 一 9 

月 ， 果 期 7 一 11 月。 
2) 戟 叶 牛 皮 消 ， 又 名 泰山 何首乌 、 山 东 何 首 乌 、 地 戎 芦 、 大 根 牛 皮 消 ， 攀 援 性 半 

灌木 。 具 乳汁 。 块 根 每 株 一 般 生 3 或 4 个 ， 也 可 多 至 5 或 6 个 ， 常 连接 成 念珠 状 。 荟 纤 

Sin), POE. HME; PPR BIR, Ke 3 一 8cm， 基 部 宽 1 一 5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心 

形 ， 两 面 被 糙 硬 毛 ， 以 叶 面 较 密 ; 侧 脉 每 边 约 6 条 。 伞 形 聚 企 花 序 腋生 ;， 花 苯 裂 片 披 针 

形 ， 基 部 内 面 腺 体 通常 没有 或 少数 ;花冠 辐 状 ， 白 色 或 黄 绿 毛 ， 裂 片 开 放 后 反 折 ， 内 面 

基部 被 微 柔 毛 ， 副 花冠 裂片 比 合 芒 柱 长 。 种 子 先端 有 多 数 白色 长 丝光 毛 ， 长 约 4cm。 花 

#H6~7 月 ， 果 期 7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1. 来 源 于 牛皮 消 

块根 长 圆柱 形 或 结 节 状 圆 形 ,长 7 一 15cm， 直 径 1 一 4cm。 表 面 浅 棕色 ， 有 明显 纵 

皱纹 及 横 长 皮 孔 ， 栓 皮 脱 落 出 现 网 状 纹理 。 质 坚硬 ， 断 面 类 白色 ， 粉 性 ， 具 鲜 黄 色 放 射 

RAGE. “Vik, RGA. Ja. 

2. 来 源 于 戟 叶 牛 皮 消 

块根 旺 不 规则 的 团 块 或 类 圆 形 ,长 1.5~7em, HBA 5cem, HMw. MGA 

平 ， 具 纵 皱 纹 及 皮 孔 。 质 坚硬 ， 断 面 类 白色 ， 粉 性 ， 有 稀 踊 黄色 放射 状 纹理 。 

以 块 大 ， 粉 性 足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了 】 

1. 牛皮 消 
生 于 海拔 3500m 以 下 的 山坡 岩石 颖 中 、 灌 木 从 中 或 路 边 、 墙 边 、 河 流 及 水 沟 边 潮 

湿地 。 

2. BT + RH 

生 于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山坡 、 灌 从 或 岩石 颖 中 。 

【种 植 方法 】 白 首 乌 对 土壤 要 求 较 严格 ， 土 壤 黏 重 及 地 势 低 洼 易 积 水 之 地 不 宜 种 

植 ， 适 宜 pH 为 6. 9 一 8。 白 首 乌 为 多 年 生 植 物 ， 温 度 在 15C 以 上 块根 开始 萌发 ， 生 长 

最 适 温度 为 25 一 30"C ， 正 常情 况 下 4 一 5 月 萌发 ，6 一 8 月 为 营养 生长 期 ，9 一 10 月 为 营 

养 与 生殖 生长 同 生 期 ，11 月 下 旬 至 12 月 为 成 熟 收获 期 。 

一 、 选 地 、 整 地 

AcE SOFIA, ARK RE. RPS AREY EE + A. FR PP AR 

地 20~30cm， 每 亩 施 堆肥 或 左 肥 2500kg、 过 磷酸 钙 40kg 或 草木 灰 100kg 作 基 肥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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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耕 匀 破 平 ， 控 好 田间 一 套 沟 ， 防 止 涂 渍 害 。 

上 

1. 种 子 繁殖 
于 9 月 中 下 旬 萌 菊 果 成 熟 、 由 绿 变 黄 时 即 可 采集 ， 不 能 等 到 果皮 开裂 。 萌 菊 果 采集 

后 放 在 通风 干燥 的 室内 阴干 ， 不 要 聚 堆 ， 经 常 翻动 ， 防 止 霉烂 。 当 种 皮 干 裂 、 露 出 白 妹 
时 即 可 掏 出 种 子 ， 用 手 把 种 子 和 种 辊 揉搓 分 离 ， 除 去 白 旭 和 瘤 籽 。 净 种 晒 干 后 放 于 通风 

干燥 处 待 用 。 每 个 果 可 产 种 子 70 一 130 粒 ， 种 子 干 粒 重 7. 63g。 
CL) 种 子 处 理 。 在 播种 前 1d 用 常温 清水 浸泡 24h 即 可 播种 。 

(2) 播种 。 于 清明 前 后 ， 垄 上 人 穴播， 株距 30cm， 每 穴播 3 一 5 粒 种 子 ， 每 公顷 55 000 

株 ， 播 种 量 每 公顷 3kg (38.5 万 粒 )， 穴 深 5 一 7cm， 播 种 后 覆土 2 一 4cm。 为 防止 穴 面 干 时 

用 草 覆 盖 ， 淡 水 保持 湿润 ， 一 般 12 一 15d 即 可 出 苗 。 出 苗 后 逐渐 撤 掉 覆 盖 物 。 

面积 小 ， 有 劳动 力 的 宜 采取 垄 式 栽培 ， 芍 宽 0.4~0.5m, Bix 0.2m; 面积 大 的 早春 

空闲 地 宜 采 取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方式 ， 行 距 0. 4 一 0. 5m， 株 距 0. 2m; 5 月 中 旬 至 6 月 中 上 名 种 
植 的 宜 采 取 与 高 秆 作物 间 套 种 ，4 行 白 首 乌 1 行 高 秆 作物 QNEK, BR, ZR). 

2. 分 株 繁 殖 
采 收 药材 时 ， 选 择 带 有 茎 的 块根 做 种 源 。 大 的 块根 可 分 为 几 块 ， 但 每 块 应 留 有 芽眼 

2 或 3 个 ,伤口 处 涂 用 草木 灰 ， 待 伤口 愈合 后 ， 按 行距 30cm， 株 距 20cm, TUR 15 一 

20cm 种 植 ， 每 穴 放 种 块 1 或 2 个 ， 用 块根 量 为 0. 21 一 0. 24kg/m’ 。 

三 只 力 间 管理 

1. 灌水 与 排水 

移 栽 或 大 田 定苗 后 1 一 2 个 月 内 需 水 较 多 ， 前 1 个 月 用 水 要 多 于 后 工 个 月 ， 前 半 个 

月 早晚 各 灌 1 次 ; 以 团 灌 式 灌 水 为 好 ， 以 后 可 结合 施肥 灌水 ， 一 直到 苗 高 lm 左右 为 

ik. SHS 1 m 以 上 时 ， 一 般 不 用 灌水 。 如 遇 天 旱 ， 可 适当 灌水 以 保 丧 ,如 遇 雨 季 ， 

要 及 时 排水 ， 因 为 白 首 乌 的 生长 习性 是 鼠 过 分 潮湿 ， 如 果 雨 水 过 多 ， 潮 气 过 大 ， 一 则 引 

起 烂 根 ， 二 则 会 由 于 须根 过 度 萌芽 而 影响 块根 生长 ， 造 成 减产 。 

灌水 主要 在 出 苗 期 至 分 枝 期 ， 视 丧 情 第 1 年 灌水 3 或 4 次 ,第 2 年 灌水 2 或 3 次 ， 

第 3 年 灌水 1 或 2 次， 为 保 坑 越冬 在 每 年 封冻 前 灌 足 1 次 封冻 水 。 

2. 除草 追肥 
生长 期 要 及 时 松 土 除草 ， 小 面积 以 人 工 为 好 ， 大 面积 时 可 适当 喷 施 除草 剂 ， 除 草 时 

不 要 伤 及 幼 根 ， 这 样 既 可 避免 杂 草 争夺 养分 ， 又 可 利于 通风 透 光 ， 充 分 利用 阳光 和 空 

气 。 结 合 灌水 追肥 ,第 1 年 追 施 豆饼 1 次 、 尿 素 2 次 ， 豆 饼 用 量 为 150g/m'” ， 屎 素 每 次 

用 量 15g/m2: ， 第 2 年 、 第 3 年 要 增 施 磷 、 钾 肥 ， 每 次 用 量 为 过 磷酸 钙 30g/m-'  ， 和 氯 化 钾 

15g/m2 ， 或 者 施 复合 肥 及 有 机 生物 肥 75g/me? 。 

3. BREW 
“4S KE 25cm 时 开始 搭 架 ， 以 竹竿 为 材料 ， 两 行为 一 架 ， 将 芯 草 以 顺 时 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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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 MADE AE EE. BR RRA. SRM RU 
DRAB, 4 lim ENR AOR. WMRIEKAS, ARERR STH, 

每 年 修剪 6 或 7 UR. PR AACE AP AE a PSE TAS EA RS» LAR EFR OP. A) 
RAK. 

四 、 病 虫害 防治 

病害 防治 : 为 害 白 首 乌 正 常生 长 发 育 的 主要 病害 有 根 腐 病 、 褐 斑 病 和 锈病 等 。 其 

防治 方法 : @ 采 用 合理 密植 、 重 施 基 肥 、 排 水 除湿 、 避 免 连 茬 等 农业 防治 措施 。 

@ 应 用 高 效 低 毒 低 残 留 农 药 防治 ， 可 供 选 择 的 农药 有 652%% 代 森 锰 锌 可 湿性 粉剂 500 

RR. 5044 BR 500~600 倍 液 、1 : 1 : 120 波尔多 液 ， 以 上 用 于 防治 褐 斑 病 ; 
50% it Ba CH 300 倍 液 、20%% 三 唑 酮 乳油 1000 倍 液 、75 为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用 于 防治 锈病 ，40%% 灭 病 威 500 倍 液 、1 : 2 : 300 波尔多 液 用 于 灌 根 或 喷 施 ， 防 

治 根 腐 病 。 

虫害 防治 : 为 害 白 首 乌 正常 生长 发 育 的 主要 虫害 有 蚜虫 、 钻 心 贝 、 地 老虎 和 旦 

晴 等 。 地 上 害虫 可 用 10%% 大 功臣 1000~ 1500 倍 液 ，2. 5%% 绿 色 功 夫 乳 油 2000 FF 
液 喷 施 ; 地 下 害虫 可 采用 人 工 捕杀 或 75%% 辛 硫 磷 毒 饵 诱杀 〈 吴 庆 林 等 ，2005; 村 

HE, 2005). 

【 采 收 加 工 】 白 首 乌 药 用 根 的 经 济 产量 高 峰 为 第 3 年 ， 以 留 植 方式 栽培 为 佳 ， 平 

均 第 1 SEAR AAI ~3cm, HK 10 一 56cm， 每 公顷 产量 1600kg; 第 2 年 平均 根 粗 2. 2cm， 

根 长 20. 7cm， 每 公顷 产量 6600kg; 第 3 年 平均 根 粗 2.5cm， 根 长 46cm， 每 公顷 产量 

11 000kg， 可 以 达到 药 用 生理 成 熟 程度 。 第 3 年 秋季 落叶 后 进行 采 控 ， 用 大 匀 深 人 刨 控 净 

取 回 后 洗 净 ， 晒 干 后 储藏 ， 出 售 药 用 。 

Cl) 挑选 分 级 。 将 采 控 的 白 首 乌 按 重 量 大 小 进行 挑选 、 分 级 并 分 别 堆 放 ， 有 病虫害 

的 剔除 并 进入 下 一 道 工 序 ， 挑 拣 的 同时 应 除去 其 他 非 人 药 杂 质 。 

(2) 和 白 首 乌 等 级 标准 划分 。 特 级 : HB 100g/ 个 以 上 ; 一 级 : HB 50 一 99g/ 个 ; 

TR: HB 25 一 49g/ 个 ; 三 级 : MEH 25 g/ 个 以 下 。 

【化 学 成 分 】 

1. 牛皮 消 
块根 中 含 较 高 的 磷脂 〈phyospholipid) 和 C S§ KBR 〈C steroid ester glyco- 

side), MERA PE ADE ba LUBA Cwilfoside) Cay. Cin. Cig. Kin 和 和 牛皮 消音 

(cynauricuoside) A, B, C, Vik SS RERR (gagamine), + KIX (caudatin), B BH 

元 (metaplexigenin), 12-O-#ER BEER B BH oc (kidjoranin) 4 个 苷 元 。 还 含有 白 

首 乌 二 葵 酮 (baishouwubenzophenone) 。 另 含 人 体 所 需 的 全 部 氨基 酸 ， 其 中 谷 氮 酸 、 

天 冬 氨 酸 和 精 氨 酸 含量 最 高 ; 并 含有 丰富 的 维生素 ， 尤 以 B 族 维生素 的 含量 为 高 ， 还 

含有 较 高 的 磷 、 钊 、 铜 、 钳 、 硒 等 无 机 元 素 〈 陈 纪 军 等 ，1989) 。 

2. BRT BO 
SRAR A PESE A ZA A CIN AE oP: ERY AE YA Cbungiside)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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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还 含有 4 羟基 葵 乙 酮 (4-hydroxyacetophenone) 、2，4- 二 葵 基 葵 乙 酮 、 左 旋 的 春日 

菊 醇 〈leucanthemitol) ，7-O- 葡 萄 糖 基 甘草 苷 元 〈7-O-glicosylliquiritigenin)、 有 B 谷 省 醇 

葡萄 糖苷 〈8-sitosterolglucoside) 以 及 磷脂 类 成 分 〈 刘 成 娣 等 ，1990)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Hail 

取 本 品 粉 未 适量 ， 以 改良 Folich 试剂 缓慢 恒温 渗 滤 至 磷脂 显 色 反 应 呈 阴 性 。 渗 滤 

WRI 〈 小 于 50°C) 减 压 回收 溶剂 ， 残 酒 用 适量 氯仿 溶解 并 转移 至 具 塞 离心 管 中 ， 加 5 

倍 量 石油 醚 沉淀 当 苷 类 化 合 物 ， 离 心 后 移 取 上 清 液 于 蒸发 耿 中 ， 残 酒 如 法 重复 3 次 ， 合 

并 上 清 液 ， 置 真空 干燥 器 中 挥 干 溶剂 ， 残 酒 以 氯仿 溶解 ， 即 得 总 磷脂 提取 液 ， 并 在 0 一 

10C 保 存 。 吸 取 该 提取 液 适 量 ， 真 空 浓缩 后 点 于 三 块 预制 硅胶 GC 板 上 ， 同 时 点 磷脂 对 

照 品 。 先 用 丙酮 上 行 展 开 1. 7cm， 取 出 在 暗 处 挥 去 丙酮 后 置 充 氮 干 燥 器 中 干燥 12h, 

以 乙酸 乙 酯 - 异 丙 醇 -水 (10 : 7 : 3) 与 第 一 次 同 向 展开 15cm， 取 出 挥 干 溶剂 。 第 一 块 

PLLA Vaskovsky 试剂 显 色 鉴别 磷脂 。 第 二 块 板 喷 草 三 酮 显 色 液 ， 于 110C 加 热 3min， 

Kerik BE AG EZ BER 〈phosphaticlyl ethanolamine) 和 磷脂 酰 丝氨酸 ( phosphatidyl- 

serine) 。 第 三 块 板 喷 Dragendorff 试剂 ， 鉴 别 磷脂 酰 胆 碱 ，phosphatidyl choline 和 浴血 

磷脂 酰 胆 碱 Clysophosphatidyl choline). 

= Bee 

1. Ae SAME 
1) 644A 5SAREAKRRE, ATP/GRERERA ERA RAs CiiR-7k 

(50+ 5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80nm， 流 速 为 1. 0ml/min; 柱 温 温 室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白 首 乌 二 茶 酮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流动 相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2mg WARK, BIE.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 过 4 号 筛 ) 0. 2g， 精 密 称 定 ， 置 锥 形 瓶 中 ， 

精密 加 入 氯仿 -甲醇 〈10 : 1) 的 混合 溶液 25ml1， 称 定 重量 ， 超 声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离 心 沉 降 ， 取 上 清 液 10ml， 蒸 干 ， 残 渣 用 流动 相 转 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用 微 孔 滤 膜 〈0. 45pm)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n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CRB, 2006). 

2. 白 首 乌 中 多 糖 含量 测定 
(1) 白 首 急 多 糖 的 提取 与 精制 。 将 新 鲜 的 白 首 乌 用 植物 粉碎 机 粉碎 ， 再 用 无 水 乙醇 

提取 数 次 ， 残 渣 风干 。 取 适量 干粉 ， 放 于 圆 底 烧 瓶 中 ， 按 料 水 比 1 : 20， 在 温度 100C 

的 热 水 浴 中 回流 浸 提 2h， 冷 却 后 离心 ， 合 并 上 清 液 。 上 清 液 用 酶 法 去 除 淀 粉 ， 按 

18U/g 加 液化 酶 到 上 清 液 中 , 在 pH 为 6，85 人 水 浴 条 件 下 处 理 1. 5h， 用 VKI 溶 液 检 

验 直到 碘 液 不 变色 ， 接 着 按 200U/g 加 糖化 酶 ，pH 调 至 6， 水浴 温度 60C 处 理 ljh。 去 

淀粉 后 ， 接 着 用 sevag 法 除去 蛋白 质 ， 然 后 加 3 倍 体积 的 95%% 乙 醇 溶液 ， 静 置 1h Ja, 



沉淀 抽 滤 ， 王 燥 即 得 精制 多 糖 。 

(2) 样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适 量 样品 粉末 ， 分 别 置 圆 底 烧 瓶 中 ， 按 一 定 料 水 

比 、 水 浴 温 度 、 浸 提 时 间 ， 在 热 水 浴 中 回流 浸 提 数 小 时 ， 冷 却 后 离心 ， 合 并 上 清 液 ， 上 

清 液 用 酶 法 去 除 淀 粉 ， 浓 缩 后 加 3 倍 体积 的 95%% 乙 醇 溶液 ， 静 置 1h 后 ， 抽 滤 ， 沉 演 用 

蒸馏 水 溶解 ， 定 容 至 500ml1， 即 为 待 测 样 液 。 
(3)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 精 确 称 取 已 经 干燥 的 标准 葡萄 糖 20mg， 用 500ml 重 蒸 水 定 

容 ， 分 别 吸 取 0. 2ml, 0.4ml, 0. 6ml, 0. 8ml, 1.0ml, 1.2ml, 1.4ml, 1.6ml, 47k 

补 至 2. 0ml， 然 后 加 入 水 饱和 苯酚 水 溶液 0.5ml， 再 加 浓 硫 酸 7. Sml, Boa, Bi 

置 30min， 在 波长 490nm 处 测定 吸光 度 ， 空 白 对 照 以 重 蒸 水 代替 糖 溶液 。 

(4) 换算 因子 的 测定 。 精 密 称 取 干燥 至 恒 重 的 精制 白 首 乌 多 糖 粉 末 4mg， 置 于 

50ml 容量 瓶 中 ， 加 水 溶解 至 刻度 ， 摇 匀 备 用 。 精 密 移 取 该 储备 液 1. 0ml， 按 照 标准 曲 
线 项 下 的 方法 测定 吸光 度 ， 计 算出 多 糖 中 葡萄 糖 的 浓度 ， 按 下 式 计 算出 换算 因子 ， 开 三 

W/C. D,， 式 中 ， 琅 为 多 糖 重 量 (mg); C 为 多 糖 中 葡萄 糖 的 浓度 (mg/ml); DAB 

糖 的 稀释 因素 。 

(5) 多 糖 含 量 的 测定 。 吸 取样 品 液 1.0ml， 用 重 蒸 水 定 容 至 50ml， 取 定 容 液 

1. 0ml， 按 上 述 步 又 操作 ， 同 时 做 3 个 重复 ， 测 吸光 度 ， 以 标准 曲线 和 下 式 计 算 样 品 中 

多 糖 的 百 分 含 量 。 

多 糖 含 量 〈%)=C.D'. F/ 友 ， 式 中 ，C 为 供 试 液 简 萄 糖 浓度 ; 为 供 试 液 的 稀释 

AA; FARRAR; W 为 供 试 品 的 重量 〈 高 丽 君 等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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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t, 400 
Aiye 

FOLIUM ARTEMISIAE ARGYI 

【概述 】 艾 叶 是 中 医 常用 药 之 一 ， 始 载 于 《名 医 别 录 》。 味 辛 、 苦 ， 性 温 。 归 肝 、 

脾 、 肾 经 。 有 温 经 止血 、 散 寒 止 痛 、 祛 湿 止 痒 之 功效 。 用 于 心腹 冷 痛 、 经 寒 不 调 、 富 冷 

A, We, MH. AAA. eee Pins 外 治 皮肤 瘙痒 。 醋 艾 碳 温 经 止血 ， 用 于 虚 寒 

性 出 血 症 。 临 床上 应 用 艾叶 治疗 慢性 肝炎 、 肺 结核 跨 息 症 、 慢 性 气管 炎 、 急 性 菌 痢 、 间 

AE, MRA. PRA. PHP. 
SCM PTFE ANZB Fl eR Artemisia L. ， 全 球 有 350 种 以 上 ， 广 布 于 欧洲 、 亚 洲 、 北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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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等 温和 需 地 区 .少数 分 布 于 非洲 、 南 豆 及 中 美洲 等 热带 地 区 .我国 《不 包括 分 出 的 绢 芝 

属 Seriphidiwum) 有 170 种 以 上 .《 中 国药 真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艾叶 来 源 于 菊 科 植物 

& Artemisia argyi Lev. et Vant HTH. SBF. PEFR RS Shh. 

ESS. taxnee. 

(S24) 2 

[4] &. RB. RE 

【 基 原 】 赤 品 为 菊 科 植物 区 的 干 如 时 <- 

(BSS) 27424. 3 45~120m. 240. BE. RB. SMA. BR 
KEGXZ. MPRULGR. BH. 互生 ; 芭 下 部 的 叶 在 开花 时 即 枯 委 ; 中 部 叶 具 短 

i. HA SRERE. K2~5cem. F2~ieom. BREA. BHERRRAE. BEB 

HBSE. MESHES. SHH. SATE. DRSHSK. (HERE. BRA 

RZ. FSGERS. PTHRKRE. SRKACRE-. HKEZHE. HEA 2m; 近 

ZS. HRAHSRSREATS. RHCRARRAEC. CFERK. BE. 

击 多 数 头 状 花 序 集合 面 成 : BAGH 1RSE. REZRE. AEB). PRRAB. 

BEAL. PERAERK. [RERE. 边缘 虑 质 ， 背 面 密 被 绵 毛 ; 花 托 扁平 ;半球 

形 ， 上 生肉 花 及 两 性 花 10 余 采 : BEAZRA. KA lem. 无 明显 的 花冠 ; 两 性 花 与 

HESK. CAER. De. WB: 雄 营 5 枚 ， 聚 药 ， 花 丝 得 ， 着 生 于 花冠 基部 ; 

花柱 网 长 ， 顶 妆 2 分 叉子 房 下 位 . 1 室 。 首 果 长 圆 形 ,褐色 ,无 毛 。 花 期 8 一 10 月 ， 

= 10~11 A. 

(SHER) KER: HZ. RK. SER. TZ HSTSELRRED 

=e. BPRS. BRERCSRAZ. DRAFAMBSZR. [ZH KRECRRARE. 

AS@RAZLRES. PHESEKHERE. BER. VF, KE. 

UtSB. #8. FHKAE. AES. BER. STRBAAE (中 华 大 民 共 和 国 

BRER. 2005). 

【种 质 来 源 】 示 地 村 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艾 车 喜 逮 机 湿 泣 气候， 而 旱 ， 而 阴 。 以 疏松 有 

活 、 富 含 腐 殖 质 的 一 十 栽 培 为 宜 。 

(#87 =) 
Cl) ABBA. FERS. 3~4 ARBRM. DRA. BT. RE 33cm 义 

33m FN. SRI RAR, BAEZ. BK. 

(2) 3422. STPHRS. BE2R3K. TAAKKRSHT. 一般 在 5 月 、 

7 月 、9 月 。 施 更 以 人 冀 美 有 为 主 。 BS3~4155. ZREZSFRP. 

(4H) 22459. 第 2 年 6 月 花 未 开 时 割 取 地 上 部 分 ， 摘 取 叶 片 二 梢 ， 

m+. 

@AZN: BEAR. FE. SEK. 

{K: BRT SALES RA. BAEAZRNA. SEK. 

L#: RBELNSBRARRADGELREZE. FBS. FOSRKLS. 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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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ui. Gi. BIL. 3d 后 储存 〈 每 100 斤 @ 艾 叶 用 酷 15 斤 )。 

【化 学 成 分 】 

1. 挥发 油 
菊 叶 含 挥 发 油 0. 45%% 一 1.00%， 从 中 鉴定 出 2 甲 基 丁 醇 〈2-methylbutanol) 、2- 己 

WERE (2-hexenal). 、 顺 式 -3- 已 烯 -1- 醇 (cis-3-hexenel-ol), =H (tricyclene). cfilll 

FAK (athujene). aie (a-pinene), 4% (camphene), GEM (sabinene), PIES 

(B-pinene), 1-3 #6-3-B (l-octen-3-ol), 2, 4(8) -%i-m —% (2, 4(8) -pintha- 

diene], S1-¥*IEZ (pcymene), 1, 8H # (1. Scineole). yPIM (ytKer- 

pinene), #/&& (artemisia alcohol). a fH (aterpinene). —FRARASS (dim 

ethylstyrene) 、 樟 脑 (camphor). J¢ fi (borneol), IM (dioborneol), +A RE 

(terpinaen-4-ol) 、 对 - 聚 伞 花 -e- 醇 (p-cymencol), o PIR (cterpineol)., MARBE 

醇 〈cis-pieritol) 、 马 革命 草 燃 酮 (verbenone), HERS (myrtenol), RRB 

(trans-piperitol), A473 (trans-carveol), MR-B#B (cascarveol) 、 乙 酸 -- 顺 

h-3-C eBS BR (cis-3-hexenyl acetet)、 对 -=- 异 两 基 蒜 甲醛 (p-isopropyl-benzaldehyde) . 

葛 缕 酮 (carvone)、 香 苇 燃 酮 (carvenone)、 紫 苏 醛 (perillaldehyde). CREME 

(bornyl acetate), #9; (perillaal-cohol). @AFFH (carvacrol). T SHB (euge- 

nol), (RH) (EE) & (copaene). BIRR (Fborbonene). SHAM (Fel- 

emene) 、 甲 基 丁 香油 酚 (methyleugenol). RA-T &% (trans-caryophyllene), MiX- 

BAK (cis-Bfarnesene), @EM (humulene), ? BHR (Fmaaliene). RAGS 

合欢 烯 (trans-G-farnescene). SFr + (fselinene). y-*K =H (ymuurolene). + 

Has (y-elemene). a %K “3H (e-muurolene). AMEE (neryl propionate). 

Ee Gin (&cadinene). | FRALD (caryophylleneoxide), BIY\H Cledol). +H 

烷 醛 (pentadecanal). AWASAM MAAR Chexehydroarnesylacetone), G-_ PR 

—T 68 (dibutylphthalate). § (3M (palmitic acid) | 60 种 成 分 (EMS. 2006; 

$254. 2006). 

2. 黄酮 类 成 分 
5，7- 二 羟基 -6,3,4- 三 甲 氧 基 黄酮 (eupatilin) 、5 产 基 -6,7,.3,4- 四 甲 氧 基 黄酮 (5 

hydroxy-6,7, 3, 4-tetramethoxyfloxyflavone). #1#2—# (cryptomeridiol). REA 

(yomogin), 1-4 ft-48 ZC BSB H-2. 11013) -二 烯 -12,88- 内 酯 | 1-0oxo-4facetoxy- 

eudesma-2,11(13) -dien-12, 8@olide]. 1-3 f(4eZBSASHH-2.11(13) -二 顽 -12， 

88- 内 酯 [1-ox0-4e-acetoxyeudesam-2,11(13) -dien-12-82-olide] 等 。 

3. 三 蓝 类 成 分 
oe- 香 树脂 醇 (camyrin) 及 有 香 树脂 醇 (Samyrin). HSH Cfriedelin). e FMI 

BA CBSE (aramyrin acetate) 及 PEMWIEEN CEE (8amyrin acetate). BES 

(lupenone), #42 * (gluctinone), =H Cfernenone), 24 VW FRRARE ER 

@ 1FF=500g.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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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ethylenecycloartanone), POKFEASHE (simiarenol), 、38- 四 氧 基 -98，19- 环 羊毛 省- 

23 (E) 烯 -25，26- 二 醇 〈38-methoxy-98，19-cycolanost-23 (E) -ene-25, 26-diol) =. 

4. 其 他 成 分 
BASE 〈B-sitosterol) 、 豆 省 醇 (stigmasterol), fet AR (ethyl palmitate). 

油 酸 乙 酯 (ethyl oleate) 、 亚 油 酸 乙 酯 (ethyl linoleate), RAAAW AAT RM (phe- 

nylitaconic acid) 以 及 镍 、 钴 、 铝 、 铬 、 硒 、 铜 锌 、 铁 、 锰 、 钙 、 镁 等 元 素 。 

【鉴别 】 

—. Sal 

1. 显 微 鉴 别 

本 品 粉 未 绿 褐 色 。 非 腺 毛 有 两 种 : 一 种 为 “T” 字 形 毛 ， 顶 端 细胞 长 而 弯曲 ， 两 臂 

不 等 长 ， 柄 2 一 4 细胞 ;， 另 一 种 为 单列 性 非 腺 毛 ，3 一 5 细胞 ， 顶 端 细胞 特长 而 扭曲 ， 常 

断 落 。 腺 毛 表 面 观 呈 土 底 形 ， 由 4 或 6 细胞 相对 笃 合 而 成 ， 无 柄 。 草 酸 钙 复 晶 直 径 3 一 

7pm， 存 在 于 叶肉 细胞 中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2. 薄野 色谱 鉴别 

(1) 供 试 品 及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艾叶 5g， 加 入 乙醚 50ml， 超 声 提取 15min， 

Wve, BRIEF. MA lml， 制 得 供 试 品 溶液 。 取 核 油 精 对 照 品 ， 加 氯仿 制 成 每 毫升 

& 2ul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2) 色谱 展开 、 显 色 及 识别 。 按 照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RV BBE ABA 

法 试验 ， 分 别 吸 取 供 试 品 溶液 10xl， 对 照 品 溶液 40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醚 - 葵 - 丙 酮 (6. 0 : 4. 0 : 0.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展 距 1ocm, Wi, BRP. MEU 
5%% 香 草 醛 硫酸 溶液 ， 热 风 吹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5 个 紫红 色 斑 点 CER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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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uanpi 

CORTEX ALBIZIAE 

(HF) ARHR GMA, CRF ARABS), WAP. CORRE) 

$e. “HAMA SE. PEE. PR. HLAZER, AA, LAH, RRS, FR 

尔 .”《 图 经 本 草 》 云 :“ 人 家 多 植 于 庭院 间 ， 木 似 梧桐 ， 枝 甚 柔 弱 ， 叶 似 皂 角 极 而 繁 密 ， 

互相 交 结 .” 其 广 布 于 伏 牛 山区 。 本 品味 甘 、 性 平 。 归 心 、 肝 、 肺 经 。 有 安神 、 活 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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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首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心神 不 安 、 忧 郁 失 眠 、 肺 儿 郊 肿 、 跌 扑 伤 痛 。 

【商品 名 】 合 欢 皮 

【别名 】 夜 合 皮 、 合 昏 皮 、 合 欢 木皮 、 夜 合 树 皮 

【 基 原 】 本 品 为 豆 科 植物 合欢 ALbzzzia julibrissin Durazz， 的 干燥 树 皮 。 

【 原 植 物 】 落 叶 乔 木 ， 高 达 10m 以 上 上， 树干 灰 褐 色 ， 小 枝 灰 褐色 至 赤 褐 色 ， 无 

毛 ， 有 棱 条 。 二 回 偶数 羽 状 复 叶 ， 互 生 ， 羽 叶 4 一 15 对 ;小 叶 10 一 30 对 ， 无 柄 ， 小 叶 

片 镰 状 长 圆 形 ,长 5 一 12mm， 宽 1 一 4mm， 先 端 急 尖 ， 基 部 圆 攀 形 ， 两 侧 不 对 称 ， 全 

缘 ， 边 缘 有 毛 ， 中 脉 紧 靠 上 边缘 ， 上 面 中 脉 上 具 短 柔 毛 。 托 叶 线 状 披 针 形 ， 头 状 花 序 多 

数 ， 呈 伞 房 状 排列 ， 腋 生 或 顶 生 ; 花 淡 红色 ， 连 雄 芒 长 25 一 40mm; 花 苯 漏斗 状 ， 均 政 

生 短 柔 毛 ; 雄 芒 多 数 ， 基 部 结合 成 管 包围 子 房 ， 上 部 分 离 ， 花 丝 细 长 ， 上 部 淡 红 色 ， 高 

出 花冠 管 外 ; 子 房 上 位 ， 圆 柱状 ， 花 柱 细 长 ， 几 与 花丝 等 长 ， 柱 头 圆 柱状 。 莱 果 扁 平 长 

条 形 , 长 8 一 15mm， 宽 10 一 25mm， 黄 褐色 ， 幼 时 有 毛 ， 后 渐 脱 落 。 种 子 椭圆 而 扁 ， 

褐色 ， 光 滑 。 花 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卷曲 简 状 或 半 简 状 ， 长 40 一 80cm， 厚 0. 1 一 0. 3cm。 外 表面 
为 灰 棕色 至 灰 褐 色 ， 稍 有 纵 皱 纹 ， 有 的 成 浅 裂 纹 ， 密 生 明显 的 椭圆 形 横向 皮 孔 ， 棕 色 或 

棕 红色 ， 偶 有 突起 的 横 棱 或 较 大 的 圆 形 枝 痕 ， 常 附 有 地 衣 斑 ; 内 表面 淡 黄 棕色 或 黄白 

色 ， 平 滑 ， 有 细密 纵 纹 。 质 硬 而 脆 ， 易 折断 ， 断 面 呈 纤维 性 片 状 ， 淡 黄 棕色 或 黄白 色 。 

气 微 香 ， 味 淡 、 微 涩 、 稍 刺 舌 ， 而 后 喉头 有 不 适 感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喜 光 。 适 应 性 强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能 耐 干旱 将 

薄 ， 但 不 耐水 湿 。 有 一 定 的 耐寒 能 力 。 具 根瘤 菌 ， 有 改良 土壤 的 作用 。 浅 根性 。 萌 芽 力 

ANB, ANTE BY 

【种 植 方法 了 】 

| 

主要 采用 播种 繁殖 。10 月 采种 ， 种 子 干 藏 至 翌年 春播 种 ， 播 前 用 60C 热 水 浸 种 ， 

每 天 换 水 1 次 ,第 3 天 取出 保湿 催芽 1 周 ， 播 后 5 一 7d 发 芽 。 

=. Re 

育苗 期 及 时 修剪 侧枝 ， 保 证 主干 通 直 。 移 植 宜 在 芽 萌 动 前 进行 ， 但 移植 大 树 时 应 设 

支架 ， 以 防 被 风 刮 倒 。 冬 季 于 树干 周围 开 沟 施肥 1 次 。 

三 、 病 虫害 防 制 

介壳 虫 防治 办 法 : 一 是 用 铁 钩 多 出 幼虫 ， 然 后 用 1000 倍 的 钾 氢 菊 酯 灌 洞 或 500 们 
的 氧化 乐 果 合成 药 泥 堵 洞 ， 避 免 病原 菌 从 伤口 处 侵入 。 二 是 在 6 一 8 月 未 见 发 病 之 前 ， 
逐一 开 穴 浇灌 50%% 的 甲 基 托 布津 500 倍 液 或 40%% 的 多 菌 灵 600 倍 液 。 三 是 对 于 移 栽 的 
合欢 树 ， 可 用 10%% 硫 酸 铜 溶液 蕊 根 处 理 。 对 于 修剪 过 的 枝 干 断面 ， 涂 抹 保 护 剂 ， 防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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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 菌 侵 入 。 溃 疡 病危 害 ， 可 用 50%% 退 菌 特 800 倍 液 喷 酒 。 虫 害 有 天 牛 和 木 乱 ， 用 煤 

油 1kg 加 80% MALE FLI 50g RAKE. REV 40% RFLI 1500 倍 液 喷 杀 。 

[XK LL) 4. KHAHNRK, WKFZRARKRANA. ARK, HM 

把 ， 晒 干 即 可 。 

【化 学 成 分 】 主 要 含有 皂苷 、 县 质 、 木 质 素 、 糖 背 、 吡 啶 醇 衍生 物 的 糖 背 等 。 皂 

苷 有 合欢 苷 (allibiside), Axx HIcC. RIZEM 〈echinocyctic acid) 、 合 欢 三 莫 内 酯 Guli- 

brotriterpenoidal lactone); (#-E mR RATA IK BARE 3'-O-8 D562 - (1-6)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vomifoliol 3'-O-8-D-apiofuranosyl- (1-6) -§-D-glucopyranoside]; Mt #A3, 

4, 5-= FA Si St AE -1-O-8-D-HK I TF SE HH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3，4，5-trime- 
thoxylphenol-1-O-8-D-apiofuranosyl- (1-2) -@-D-glucopyranoside ] 。 

木质 素 类 三 糖 或 四 糖苷 : 〈 一 ) 丁香 树脂 酚 -4-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一 ) -syringa- 

resinol-4-O-8-D-glucopyranoside] 、( 一 ) 丁香 树脂 酚 -4， 4-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syringaresinol-4, 4'-O-8-D-glucopyranoside], (—) 丁香 树脂 酚 -4-O-8-D- 叶 喃 洋 

欧 芝 糖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一 ) -syringaresinol-4-O-B-D-apiofuranosyl- (1-2) - 

B-D-glucopyranoside], (—) 丁香 树脂 酚 -4-O-8D- 味 喃 洋 苑 昔 糖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 -4 -O-6-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一 ) -syringaresinol-4-O-@-D-apiofuranosyl- (1-2) -8D-glu- 

copyranosyl-4'-O-8-D-glucopyranoside], (一 ) 丁香 树脂 酚 -4，4 - 双 -O-8-D- 叶 喃 洋 芜 蓉 

糖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一 ) -syringaresinol-4，4 -bis-O-8-D-apiofuranosyl- (1- 

2) -8D-glucopyranoside]、 淫 羊 攻 皂苷 E5 (icariside Es ) 、 (+) - 南 烛 木 树脂 粉 -4，9 - 

双 -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十 ) -lyoniresinol-4, 9'-di-O-@-D-glucopyranoside], (+) - 木 

脂 酚 -9 -O-8-D- 吡 喃 葡萄 糖 - (1-4)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十 ) -lyoniresinol9 -O8D-glu- 

copyranosyl- (1-4) -@-D-glucopyranoside]( Hiroyuki et al，1992)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0。 

RRR 合欢 三 蓝 内 酯 FR EAE, 

图 10 ”合欢 皮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环 氧 木质 素 类 : BHF 1-4-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glaberide 1-4-O-8Dr-glucopyrano- 

side) 、 哥 拉 苷 1-4-O-8-D- 呐 喃 洋 芜 荧 糖 -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glaberide 1，4-O-p- 

D-apiofuranosyl- (1-2) -8D-glucopyranosidej]、( 十 ) -5，5 -二 甲 氧 基 拉 瑞 树脂 酚 -4-O- 

B-D-RK MESES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十 ) -5, 5'-dimethoxylariciresinol-4-O-- 

D-apiofuranosyl- (1-2) -8-D-glucopyranoside]、5，5 -二 甲 氧 基 -7 - 氧 代 拉 瑞 树脂 酚 -4-- 



se # 0 08s. « 

O-B-D-WK MRE se 2 R- (1-2)-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5， 5'-dimethoxy-7-oxolariciresinol-4'- 

O-8-D-apiofuranosyl- (1-2) -@D-glucopyranoside] (Junei et al, 1991) Wk (—) T 

香 树 脂 酚 -4-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丁 香 树 脂 酚 ，( 一 ) 丁香 树脂 酚 -4,4 -O-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部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1。 

OMe OMe 

(-) 丁香 树脂 酚 -4-O-8-D- 吡 吐 葡 (-) 丁香 树脂 酚 -4,4'-O-p-D- 吡 喃 葡萄 
Bi: R=glu 丁 香 树脂 酚 : R=H 糖苷 

图 11 合欢 皮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酚 酸 甲 酯 糖苷 : 丁香 酸 甲 酯 -4-O-8D- 呐 喃 洋 元 区 糖 - (1-2)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syringicacid methyl ether-4-O-@-D-apiofuranosyl- (1-2) -8D-glucopyranoside]， 以 及 

SAG Oh ee AT AE A Ys 3- 羟 基 -5- 羟 甲 基 -4- 甲 氧 基 甲 基 -o- 甲 基 吡 啶 -3-O-B-D- 

Ot Nps #4) 4 HEFL 3-hydroxyl-5-hydroxymethyl-4-methoxylmethyl-e-methylpyridine-3-O-@- 

D-Glucopyranoside], @xXxGK I KR Gulibrine 工 ，I)。 其 他 还 有 和 葡萄糖、 木 糖 、 阿 拉 

伯 糖 、 果 糖 和 鼠 李 糖 类 化 合 物 。 部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2。 

CH,OH QO CH,OCH, CHOH 0 CH,OCH, 
OH NS OO OH DR HO NA 

HOCH, OH 2 Nw 
09 O 

OH HCH, 

HO OHOH 
OH 

AUR I AK BK II 

图 12 合欢 皮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合欢 葵 皮 中 分 离 出 金 合 欢 持 昔 元 BCacacigenin B)、 美 基 豆 酸 内 本 (machaerinic 

acid lactone) 及 美 基 豆 酸 (machaerinic acid) 。 此 外 ， 还 含有 3 ,4 ,7- 三 羟基 黄酮 〈3 ， 

4' ,7-trihydroxyflavone) 、u- 菠 省 醇 -D- 葡 萄 糖 苷 〈o-spinasteryl-D-glucoside) 。 

最 近 报 道 ， 从 合欢 皮 的 95%% 乙 醇 提 取 物 经 正 丁 醇 萃取 部 分 中 用 HPLC 分 离 得 到 3 

TRAN =MR BH, AAG MAH Ji Gulibroside Ji ) 、 合 欢 皂 苷 J Gulibroside Jz). 

WBA J; Gulibroside Js )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3 〈 陈 四 平等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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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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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欢 皂苷 Ji : R=—OH, R.=—CH,, R= (9H 

O 
OH 

合欢 皂苷 : R=—OH, R,=—CH,OH, R,=H 

Me 

合欢 皂苷 ): Ri= 一 NH , R=—CH,, R= 

| OH 
fre 

CH, 9 ba 

图 13 合欢 皮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l. 显 微 鉴 别 

皮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细胞 数 十 列 ， 常 含 棕色 物 及 草酸 钙 方 晶 。 皮 层 窗 ， 散 有 石 细胞 及 

含 唱 木 化 厚 壁 细胞 ， 单 个 或 成 群 。 中 柱 鞘 部 位 为 2 一 6 列 石 细胞 及 含 晶 木 化 细胞 组 成 的 
环 带 。 韧 皮 部 宽 ， 外 侧 散 有 石 细 胞 群 ， 内 侧 韧 皮 纤维 与 薄 壁 细胞 及 筛 管 群 相 间 排 列 成 

层 ; 石 细 胞 群 与 纤维 束 周围 均 有 含 唱 木 化 厚 壁 细胞 。 射 线 宽 1 一 5 列 细胞 。 

粉末 为 米黄 色 ， 特 征 : 中 纤维 大 多 成 束 ， 细 长 ， 直 径 7 一 25pm， 壁 极 厚 ， 淡 黄 棕 

色 ， 木 化 。 纤 维 东 周围 有 含 晶 细胞 ， 形 成 晶 纤维 。@ 石 细胞 众多 ， 类 方形 、 类 长 方形 或 
类 多 角形 ， 直 径 11 一 60um， 壁 极 厚 ， 木 化 ， 孔 沟 明 显 。 石 细胞 群 周围 的 厚 壁 细胞 常 含 

方 晶 。@) 含 唱 细 胞 类 方形 或 类 长 圆 形 ， 直 径 16 一 24pm， 壁 不 均匀 增 厚 ， 微 木 化 ， 胞 腔 

含 方 晶 。 人 由 草酸 钙 方 唱 呈 多 面 形 ， 少 数 呈 立方 形 或 扁 方 形 ， 直 径 约 至 16pm。@ 韧 皮 薄 
壁 细 胞 较 小 ， 壁 稍 厚 ， 径 向 面 观 纹 孔 圆 形 ; 切 向 面 观 呈 连 珠 状 增 厚 。 此 外 ， 有 木 栓 细 
胞 、 筛 管 、 演 粉 粒 。 



2. 理化 鉴别 

1) 取 本 品 粉末 1g， 加 水 10ml， 置 60C 水 浴 中 温 浸 1h， 过 滤 。 取 滤液 各 3 滴 ， 分 

置 2 支 试管 中 : 一 管 中 加 0. 1mol/L 盐酸 溶液 5ml， 另 一 管 中 加 0. lmol/L 氧 氧 化 钠 溶 

WSml, TRAE 1Imin， 碱 液 管 泡 沫 比 酸 液 管 泡沫 高 1 倍 以 上 。 
2) 取 1) 项 中 剩余 的 滤液 0. 5ml， 加 生理 盐水 2ml 及 2% HeZT HAHA BEER AK 

2.5ml, #5, AW MMR. 

工 、 含 量 测定 

榭 皮 素 的 含量 测定 方法 如 下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用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醇 -0. 42 

磷酸 水 溶液 〈50 : 5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360nm; 柱 温 30°C; 流速 为 1.0ml/min。 

理论 板 数 按 桥 皮 素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500。 

(2)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桥 皮 素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稀 乙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32m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过 3 号 中) 0. 5g，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用 氯仿 脱脂 至 无 色 ， 弃 去 溶剂 ， 挥 干 药酒 ， 将 其 置 于 具 塞 三 角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80%% 甲 醇 50ml， 称 定 重量 ， 超 声 提 取 2 次 ， 每 次 2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80%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勺 ， 过 滤 ， 精 密 吸 取 续 滤液 10ml， 加 lml HCl 水 浴 回 流 2h， 

转 至 25ml 的 量 瓶 中 ， 加 802% 甲 醇 至 刻度 ， 用 微 孔 滤 膜 〈0. 45pm)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nl， 注 和 人 液 相 色 谱 仪 ， 

We GEES, 2008). 

【附注 】 
1) 合欢 花 为 常用 中 药 ， 商 品 为 豆 科 植物 合欢 的 干燥 花序 。 味 甘 ， 性 平 。 有 解 郁 安 

神 的 功效 。 用 于 心神 不 安 、 人 忧郁 失眠 。 

2) 除 上 述 合 欢 外 ， 还 有 山 合 欢 ， 别 名 : 山 槐 ， 和 白夜 合 ，AL1bizzia kalkora 
(Roxb, ) Prain。 落 叶 小 乔木 或 灌木 ， 高 3~8m, Wl 2~4 对， 小 时 5~14 对， 两 面 均 

被 短 柔 毛 ， 中 脉 稍 偏 于 上 侧 。 头 状 花 序 2 一 7 生 于 叶腋 或 于 枝 顶 排 成 圆锥 花序 ， 花 初 为 

和 白色， 后 变 黄 色 。 本 品 外 表面 色 较 次 ， 较 粗糙 ， 有 细密 皱纹 。 树 皮 含 皂苷、 靶 质 。 其 树 

皮 在 湖北 及 浙江 的 部 分 地 区 作 合欢 皮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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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黄 
Dihuang 

RADIX REHMANNIAE 

【概述 〗】 地 黄 是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材 之 一 ， 出 自 《 神 农 本 草 经 )》。 地 黄 为 玄 参 科 植 物 
地 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的 新 鲜 或 干燥 块茎。 秋季 采 控 ， 除 去 芦 头 、 须 根 及 

泥 沙 ， 鲜 用 ; 或 将 地 黄 缓 缓 烘焙 至 八成 干 。 前 者 习 称 “ 鲜 地 黄 ”， 后 者 习 称 “生地 黄 ”。 

鲜 地 黄 性 寒 ， 味 甘 、 苦 。 生 地 黄 性 寒 ， 味 甘 。 鲜 地 黄 清热 生津 ， 凉 后 止血 ， 用 于 治疗 热 

风 伤 阴 、 舌 绛 烦 渴 、 发 斑 发 疹 、 吐 血 、 电 血 、 咽 喉 肿 痛 。 生 地 黄 清热 凉 血 ， 养 阴 ， 生 

津 ， 用 于 治疗 热 病 烦 兆 、 发 斑 发 疹 、 阴 虚 内 热 、 吐 血 、 曙 血 、 糖 尿 病 、 传 染 性 肝炎 CP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 ie: 

(AGAR) BZ: “ 今 人 惟 以 怀 庆 地 黄 为 上 ， 亦 各 处 随时 兴 废 不 同 尔 ， 地 黄 初生 塌 

He, MOU ASME. MRE. MVE, AMY, Pe, ba 

毛 ， 葵 梢 开 小 筒子 花 ， 红 黄色 ， 结 实 如 小 麦 粒 ， 根 长 三 、 四 寸 ， 细 如 手指 ， 皮 赤 黄 色 ， 

如 羊蹄 根 及 胡萝卜 根 ， 曝 干 乃 黑 。 生 食 作 土气 ， 俗 呼 其 苗 为 婆婆 奶 。 古 人 种 子 ， 今 惟 种 

根 。 以 二 月 、 八 月 采 根 ， 殊 未 穷 物 性 ， 八 月 残 叶 犹 在 ， 叶 中 精 气 ， 未 尽 归 根 ， 二 月 新 苗 

已 生 ， 根 中 精 气 已 滋 于 叶 ， 不 如 正月 、 九 月 采 者 殊 好 ， 又 与 蒸 曝 相宜 。”《 本 草 乘 雅 半 

偶 》: “种 植 地 黄 之 后 ， 其 土 便 苦 ， 次 年 止 可 种 牛 膝 ， 再 二 年 可 种 山药 ， 足 十 年 上 味 转 

At, teal Rep, AMIRI, AH.” 

地 黄 主要 为 栽培 品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有 生产 ， 地 黄 属 现 知 有 6 种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仅 收 载 一 种 作为 正品 地 黄 入 药 。 传 统 认为 河南 地 区 地 黄 产量 大 、 质 量 优 ， 

称 为 “ 怀 地 黄 ”。 现 全 国 地 黄 产地 较 多 ， 为 比较 全 国 各 地 地 黄 质量 ， 测 定 了 河南 、 山 东 

成 武 、 浙 江 仙 居 、 陕 西 大 荔 、 北 京 产地 黄种 梓 醇 、 水 醇 浸 出 物 、 灰 分 、 酸 不 溶性 灰分 、 

总 还 原 糖 及 无 机 元 素 的 含量 。 结 果 为 怀 地黄 的 梓 醇 含量 明显 高 于 其 他 产地 样品 ， 为 

2. 454% ， 其 水 浸出 物 和 总 还 原 糖 含量 也 最 高 ， 分 别 为 89. 89% 和 80. 28 多 ， 而 总 灰分 和 

酸 不 溶 灰分 较 低 ， 分 别 为 3.79% 和 1. 11%。 这 说 明 怀 地 黄 确实 是 一 种 优质 地 黄 ， 传 统 

把 河南 产地 黄 作为 地 黄 的 道 地 药材 是 科学 的 。 

地 黄 除 广泛 用 于 制药 ， 叶 应 用 于 保健 食品 ， 可 制 成 饮料 、 药 酒 、 茶 ; BSL, 是 伏 

牛山 区 出 口 的 大 宗 药材 之 一 。 

【商品 名 】 地 黄 

【别名 】 生 地 、 地 拓 、 原 生地 、 干 生地、 酒 壶 花 、 山 烟 根 、 山 白菜 

【 基 原 】 玄 参 科 植 物 地 黄 的 新 鲜 或 干燥 块 苓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直 立 草本 ， 高 10 一 30cm。 全 株 密 被 灰白 色 多 细胞 长 柔 毛 和 腺 

毛 。 根 肉质 ， 黄 色 。 叶 多 基 生 ， 送 座 状 ， 叶 片 倒 卵 状 披 针 形 至 长 椭圆 形 ， 长 3 一 20cm， 

GA gcm， 顶 端 钝 ， 基 部 渐 狭 成 柄 ， 柄 长 1 一 3cm， 边 缘 齿 钝 或 尖 ; BEM BE).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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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 顶 生 ， 有 时 自 蕉 基部 开花 ; 下 部 的 苞 片 大 ， 比 花梗 长 ， 有 时 叶 状 ， 上 部 的 小 ， 花 多 

> PE; 花 苯 简 部 坛 状 ， 昔 齿 5 个 ， 反 折 ， 后 1 个 略 长 ;花冠 紫红 色 ， 内 面 黄 紫 色 ， 长 

约 4cm， 和 冠 简 中 部 略 向 下 曲 ， 上 展 2 裂片 反 折 ， 下 层 3 裂片 伸 直 ， 长 方形 ， 项 端 微 目 ， 

长 约 lcm; 子 房 2 室 ， 花 后 渐变 1 室 ， 无 毛 。 蒜 果 卵 形 至 长 卵 形 ， 长 ] 一 1.5cm;， HF 

多 数 ， 卵 形 ， 淡 棕色 。 花 期 4 一 6 月 ， 果 熟 期 6 一 7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药材 性 状 】 
(1) 鲜 地 黄 。 呈 纺锤 形 或 条 状 ， 长 8 一 24cm， 直 径 2 一 9cm。 外 皮 薄 ， 表 面 浅 红色 ， 

具 弯 曲 的 纵 皱纹 、 芽 痕 、 横 长 皮 孔 样 突起 及 不 规则 疤痕 。 肉 质 ， 易 断 ， 断 面皮 部 淡 黄 曰 

色 ， 可 见 橘红 色 油 点 ， 木 部 黄白 色 ， 导 管 呈 放射 状 排列 。 气 微 ， 味 微 甜 、 微 兰 。 

(2) 生地 黄 。 多 呈 不 规则 的 团 块 状 或 长 圆 形 ， 中 间 膨 大 ， 两 端 稍 细 ， 有 的 细小 ， 长 

条 状 ， 稍 扁 而 扭曲 ， 长 6 一 12cm， 直 径 2 一 6cm。 表 面 棕 黑 色 或 棕 灰 色 ， 极 皱 缩 ， 具 不 

规则 的 横 曲 纹 。 体 重 ， 质 较 软 而 韧 ，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棕 黑 色 或 乌黑 色 ， 有 光泽 ， 具 黏 

性 。 气 微 ， 味 微 甜 。 

【种 质 来 源 】 栽 培 居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 EKRA THE 

地 黄 的 自然 生长 期 很 长 ， 在 生产 上 一 般 为 160 一 180d。 种 子 细小 ， 千 粒 重 约 0. 15g, 

BER WE 55%% 左 右 。 花 期 常 随 着 气温 的 变化 而 转移 ， 有 3 一 4 月 开花 的 ， 也 有 5 一 6 

AAF HEM. 5~6 月 为 果 熟 期 ，8 一 10 月 是 根 荃 发 育 最 快 的 时 期 ，11 月 以 后 叶 渐 枯 萎 ， 

植株 进入 休眠 期 。 根 不 同 部 位 的 生长 发 育 能 力 不 同 ， 产 量 有 很 大 的 差异 : SAE 

Mea, SHARD. (AAR. HRS. WHERE. BERR. RAR), Fe 

高 ;根茎 中 部 含 营养 丰富 ， 生 长 发 育 良好 ， 能 生长 根茎 ,产量 最 高 。 根 茎 膨大 部 分 只 宜 

药 用 ， 根 葵 尾 部 含 营养 丰富 。 幼 苗 生 长 快 ， 雨 水 多 时 容易 腐烂 ， 成 苗 率 低 。 

地 黄 生活 力 弱 ， 抗 逆 能 力 差 ， 病 虫害 多 。 含 有 强烈 的 遗传 毒素 ， 品 种 容易 退化 ， 特 

别 是 在 自然 条 件 不 适应 的 情况 下 退化 最 快 ， 两 年 以 后 产量 、 品 质 就 大 大 下 降 ， 这 是 当前 

生产 上 存在 的 主要 问题 。 由 于 病虫害 多 ， 切 忌 连 作 ， 一 般 以 5 一 7 年 轮作 为 宜 。 对 前 作 

的 选择 较 严 ， 前 作 以 禾 本 科 植 物 为 好 。 一 年 可 种 两 季 ， 分 春 种 和 秋 种 两 个 生产 季节 。 

an LESTE 

地 黄 喜 阳 光 充 足 、 日 夜 温差 较 大 的 气候 ， 耐 寒 、 耐 旱 。 鼠 涝 ， 但 苗 期 和 块 蕉 膨大 期 

需 较 多 水 分 。 种 子 在 正常 光照 下 ， 温 度 22 一 30 灾 ,湿度 适合 ， 播 后 5d 左右 出 苗 。 如 果 

温度 低 于 8°C, BRA, MAE 18~20°C, MEH, lod AH. 11~13°CHR 

葵 萌 发 生长 慢 ， 需 30~45d WH; 25 一 28 人 最 适宜 发 芽 。 幼 苗 出 土 后 一 个 月 根茎 开始 形 

成 ， 秋 植 地黄 的 根 葵 在 9 一 10 月 膨大 增 重 最 快 。 高 温 高 湿 易 造成 烂 根 。 

三 、 土 壤 种 类 

土 层 深厚 、 肥 沃 而 疏松 的 壤土 和 沙壤土 低洼 或 盐碱地 采取 轮作 ， 忌 连作 ;中 性 、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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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的 沙 质 壤土 、 二 合 土 及 肥沃 的 黏土 也 可 。 生 长 前 期 土壤 含水 量 约 12%% 即 可 ，8 一 9 月 

块 蕉 膨大 盛 期 ， 保 持 土壤 适度 潮湿 ， 有 助 于 高 产 。 整 个 生育 期 需要 充足 阳光 ， 喜 中 性 或 
微 碱 性 、 玻 松 肥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 喜 肥 ， 以 有 机 肥 为 佳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生地 黄 易 感染 病害 ， 对 前 茬 作物 要 求 很 严 ， 鼠 豆 科 、 茄 科 、 葫 芦 科 、 十 字 花 科 连 

作 。 前 茬 作物 以 禾 本 科 为 好 。 选 光照 充足 、 排 水 良好 、 肥 沃 玻 松 的 土壤 环境 ， 前 人 茬 禾 本 

科 和 蔬菜 、 白 暮 等 作物 为 好 ， 前 作 收 获 后 ， 上 冻 前 ， 深 翻 土 地 30cm 左右 。 第 2 年 春天 

种 植 前， 每 亩 撒 施 栏 肥 750~1000kg 或 饼肥 50kg、 钙 镁 磷肥 50kg 后 进行 翻 耕 ， 将 肥料 

翻 入 土 中 ， 坡 平整 细作 畦 ， 宽 150cm 左右 ， 长 度 根据 种 植 数量 和 地 形 而 定 ， 地 势 低 、 

多 雨 地 区 打 高 畦 ，20cm AAR, Ree, BMF 45 一 60cm， 沟 宽 30cm， 高 20cm 左 

右 ， 以 利 排水 。 特 别 注意 的 是 ， 地 黄 不 宜 重 着 ， 这 也 是 选 地 中 应 注意 的 问题 。 

二 、 良 种 繁育 方法 

目前 良种 繁育 的 方法 主要 是 无 性 繁殖 ， 方 法 有 3 种 。 为 了 选择 优良 品种 、 防 止 种 性 

退化 ， 也 可 采用 人 工 杂 交 和 自然 杂交 相 结合 的 有 性 繁殖 方法 ， 或 采用 蔡 尖 组 培 方法 。 

(1) 倒 栽 法 。7 月 中 下 旬 于 春播 的 地 内 ， 人 刨 出 部 分 地 黄 块茎 ,选择 具有 典型 性 状 的 

优良 块茎 ， 截 成 4 一 5cm 小 段 ， 进 行 栽培 管理 。 异 年 控 出 分 裁 ， 产 区 广泛 采用 此 法 

留 种 。 

(2) 窖藏 法 。 秋 天 人 刨 出 春 地 黄 时 ， 挑 出 优良 性 状 的 块 荃 ， 储 于 背 阴 的 沙 窒 内 ， 第 2 

年 春天 栽种 。 

(3) 露地 越冬 法 。 春 种 较 晚 或 生长 较 差 的 地 黄 ， 块 蕉 较 小 ， 秋 天 可 不 刨 ， 第 2 年春 

刨 起 作 种 苗 种 植 。 

=. FATE 

主要 采用 块 葵 繁殖 和 提 芽 繁殖 的 方法 。 

(1) R2¢ am, AWARE 13°CU EBA RM, 18~21C 为 适 播 温度 ， 云 南 
多 数 地 区 以 雨水 节令 后 ,在 2 月 中 下 旬 为 适 。 选 择 新 鲜 无 病 、 粗 0. 8 一 1. 2cm RA, 

截 成 5 一 6cm 长 的 小 段 作 种 栽 〈 种 苗 )， 最 好 随 刨 随 种 。 按 壤 面 纵向 开 沟 条 栽 ， 土 质 肥 

沃 可 按 行距 33cm 开 沟 ， 按 株距 15 一 20cm HAP, Bi 34cm， 压 实 表土 后 兰 水 ， 也 可 在 

栽 前 洲 水 ， 或 透 雨 后 栽种 ， 有 条 件 覆 盖 地 膜 效 果 更 好 。 

(2) 提 芽 繁殖 。 此 法 节约 种 栽 〈 种 苗 ) ， 省 工 ， 产 量 较 高 。 所 谓 “ 提 芽 ” 或 称 “ 提 

苗 ”， 即 在 苗 高 7 一 12cm 时 ， 将 嫩 芽 从 母 株 CORPSE) 上 竹下 ， 立 即 定植 。 具 体操 作 方 法 

是 在 3 月 初 选 向 阳 背 风 地 块 作 苗 床 ， 北 高 南 低 。 每 平方 米 用 40 儿 五 毛 硝 基 葵 可 湿性 粉 

剂 5 一 10g， 均 匀 撒 施 后 深 翻 土地 35cm， 进 行 土壤 消毒 ， 然 后 填 人 20cm 厚 经 过 消毒 并 

挨 有 适量 土 杂 肥 的 细 沙 或 细 土 作 苗床 。 将 上 年 秋季 培育 的 健壮 地 黄 块 蔡 中 上 部 截 成 

3. 5cm 的 小 段 ， 用 4 号 生根 粉 50 一 100ml， 浸 泡 30min， 捞 出 上 蜡 干 ， 按 间距 2 一 3cm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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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 1 2cm 消毒 细 土 ， 再 覆 膜 。 苗 高 3 一 5cm 揭 膜 ，8 一 12 片 叶 时 ， 可 以 提 芽 作 

PR 〈 种 苗 )。 苗 陆续 生长 ， 可 以 第 2 次、 第 3 次 提 芽 。 栽 植 方法 与 块 荃 相 同 ， 株 距 
18cm， 打 3cm 深 塘 栽 。 栽 后 必须 保持 土壤 湿润 ， 以 保证 成 活 。 

四 、 田 间 管 理 

(1) 及 时 间苗 补苗 。 当 苗 高 10 一 12cm 时 ， 开 始 间苗 ， 每 穴 留 壮 苗 工 株 。 遇 有 缺 

株 ， 应 于 阴 天 及 时 补 栽 ， 补 栽 时 应 带 土 起 苗 ， 这 样 成 活 率 较 高 。 

(2) PHS, WRAL. PHAR. Hehe. HARARE 

拔除 ， 植 株 封 行 后 ， 停 止 中 耕 。 

(3) 追肥 。 地 黄 喜 肥 ， 除 施 足 基肥 外 ， 在 间苗 后 每 亩 施 人 过 磷酸 钙 100kg、 腐 熟 饼肥 

30kg， 以 促进 根茎 发 育 膨大 ， 封 行 时 ， 于 行 间 撒 施 1 次 火 迷 土 灰 ， 促 植株 健壮 生长 。 

(4) 灌溉 。 地 黄 前 期 需 水 量 大 。 出 苗 后 少 涛 水 ， 保 持 “ 黄 丧 ” (表土 干 白 ) AH. 

取 “ 三 将， 三 不 炭 ”方法 ,“ 三 姿 ” 即 施肥 后 浇 水 ， 夏 季 雷 阵雨 后 小 浇 凉 井 水 ， 植 株 中 午 

BBBRNGEK; “三 不 浇 ” 即 天 不 旱 不 炭 ， 中 午 地 温 、 气 温 高 时 不 效 ， 天 阴 欲 十 不 效 。 

后 期 为 地 下 根 葵 膨大 期 ， 应 节约 用 水 。 雨 季 应 注意 及 时 排水 ， 防 止 根 腐 病 的 发 生 。 

(5) 除 串 皮 根 。 地 黄 除 主根 外 ， 还 能 沿 地 表 长 出 细 长 地 下 葵 ， 称 串 皮 根 。 这 些 串 皮 

根 消耗 较 多 的 营养 ， 应 及 时 铲除 。 

(6) 摘 花 。 若 非 留 种 的 地 黄 ， 发 现 孕 蕾 开 花 ， 要 及 时 摘除 ， 以 免 消 耗 养 分 。 

五 、 病 虫害 防治 

(1) 斑 枯 病 。 斑 枯 病 是 地 黄 普遍 发 生 、 和 危害 较 重 的 一 种 病害 。 主 要 为 害 地 黄 叶片 ， 

在 叶 面 产生 黄 褐色 、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病 班 ， 中 央 有 同心 轮 纹 。 防 治 措施 : 在 无 病 区 选 贸 

种 ; 收 控 前 事先 清除 病 残 体 ， 集 中 处 理 ; 发 病 初 期 喷洒 75%%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500 一 

600 倍 液 ， 或 50%% 甲 基 硫 菌 灵 悬浮 剂 1500 一 2000 倍 液 。 

(2) 枯 姜 病 。 病 叶 上 先 出 现 黄 褐色 、 水 渍 状 病 斑 ， 叶 柄 腐烂 ， 逐 渐 传 至 全 株 ， 形 成 

AR. FRA. BATT: 选 地 势 高 燥 地 块 种 植 ，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轮作 ;， 选 无 病 植株 留 

种 ;及 时 开 沟 排水 ;发 病 初期 用 95% 敌 克 松 可 湿性 粉剂 1000 FRE. HEME. Bh 50%% 

腐 霉 利 可 湿性 粉剂 SOO~ 6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3) 花 叶 病 。 花 叶 病 是 由 烟草 花 叶 病毒 传播 的 一 种 病害 。 主 要 表现 为 沿 叶脉 产生 不 

规则 、 黄 绿 相间 的 斑驳， 叶脉 隆起 ， 叶 面 皱 缩 ， 病 株 不 长 。 防 治 措施 : 选择 抗 病 品种 和 

无 病 植株 留 种 ， 及 时 防治 蚜虫 和 叶 蝉 ， 减 少 传 毒 媒 介 ;， 早期 喷洒 80%% 硫 酸 锌 可 湿性 粉 

剂 300 一 500 倍 液 。 全 生育 期 喷 2 或 3 次 ， 可 抑制 病毒 为 害 ;后 期 喷洒 20%% 病 毒 A ARE 

性 粉剂 400 一 500 倍 液 ， 或 1.5% 植 病 灵 乳 油 800 一 1000 倍 液 。 

(4) 胞 圳 线虫 。 以 成 虫 、 知 虫 习 居士 壤 ， 为 害 地 黄 根部 ， 使 块 荟 老化， 植物 僵化 。 

防治 措施 : 与 豆 科 、 禾 本 科 作 物 轮作 ;往年 发 病 地 块 在 耕作 前 ， 每 亩 撒 施 152 杀 线虫 

颗粒 剂 或 3%% 叶 喃 丹 颗 粒 剂 3~Ske, FEAL, ARIEL ABA. 

(5) 红 蟾 蛛 。 以 成 虫 、 若 虫 聚 集 叶 背 吸 食 汁 液 ， 严 重 影响 植株 生长 。 防 治 措施 : 收 

获 后 清洁 田园 ; 6 月 和 9 月 两 个 高 峰 前 喷洒 40%% 硫 酸 烟 碱 乳 油 800 一 1000 倍 液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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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松 脂 合剂 乳油 300 一 400 倍 液 ， 或 25%% 速 灭 威 可 湿性 粉剂 500 一 600 倍 液 。 任 选 1 

PISA RK. 

(6) 线虫 病 〈 土 锈病 ) 。 多 发 在 6 一 7 月 。 主 要 根部 受害 ， ft RA Ant 

矮小 ， 可 使 根系 不 发 达 ， 支 根 减少 、 细 根 增 多 、 根 瘤 显 著 减 少 ; 每 0. 0667hm* 1 ~ 

1. 5kg， 或 6%% 林 丹 粉 1. 5 一 2kg 处 理 土壤 。 此 法 可 兼治 多 种 地 下 害虫 。 

(7) 拟 鹏 信 扶 蝶 幼 虫 (毛虫 )。 越 冬 幼虫 3 月 即 出 现 活 动 。 第 一 代 幼 虫 -6 月 孵化 ， 

第 二 代 ?7 月 下 旬 孵 化 ， 第 三 代 9 月 上 旬 孵 化 。8 月 为 繁殖 感 期 ， 干 旱 期 尤 甚 。 发 生 后 ， 

叶肉 被 幼虫 吃 成 网 状 。3 龄 以 上 的 幼虫 分 散 生 活 ， 将 叶片 吃 成 不 规则 的 大 型 虫 孔 ， 重 者 

只 剩 下 叶脉 。 可 用 1 : 1000 氧化 乐 果 喷 洒 。 最 有 效 的 方法 为 人 工 捕捉 。 

【化 学 成 分 】 地 黄 的 化 学 成 分 以 苷 类 为 主 ， 其 中 又 以 环 烯 醚 苦 背 类 为 主 。 从 鲜 地 

黄 及 生地 黄 中 ， 已 分 离 鉴 定 了 23 HH: PERE 〈catalpol) ， 二 氢 梓 醇 《〈dihydrocatal- 

pol), #2&FRi#F Cleonuride), PkAt SHIH (Caucubin), PRARH, RAR, Hk 

烷 单 棵 (rehmaglutin) A, B, C. D, # AAT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 HHH tf 

(rehmaionoside) A, B, C. D, BAF (melittoside), FAM MBAR MH HF 

glutinoside, HA b4¥. 1-Z.5£-6-D--E FLA Ale TF (rehmapicroside)。 部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4. 
R,-O H HO, H 

并 / 

a R-O—— 
HOCH, H g—glu—R, “H Cas 

R; R 

eR OH OH E 
H 

sheet A gal H peas 

wheetF BH gal ° 

HO, R R 

SS 桃 叶 珊瑚 苷 H 

O RRA O—glu 

HOCH, 地 黄 苷 D ”0O 一 glu2 一 glu 
O-glu 

Pel 14 地黄 中 部 分 成 分 的 结构 式 

其 次 为 糖 类 ， 已 分 离 鉴定 了 8 种 糖 : TKO. HAR. AGE. FOE. SRO. A 

三 糖 、 毛 芒 花 糖 及 半 乳 糖 。 鲜 地 黄 中 水 苏 糖 含量 高 于 生地 黄 ， 而 六 碳 糖 、 莽 糖 及 三 糖 含 

量 低 于 生地 黄 。 生 地 黄 中 仅 含 少量 还 原 糖 。 

地 黄 中 含有 20 余 种 氨基 酸 ， 鲜 地 黄 中 精 氢 酸 含量 最 高 〈 李 更 生 等 ，2004) 。 

【 采 收 加 工 】 
lL KK 

一 般 秋 季 收 获 ， 在 叶 逐 渐 枯黄 ， 茎 发 干 萎 缩 ， 苗 心 练 项 时 停止 生长 ， 根 开始 进入 体 

眠 期 ， 嫩 的 地 黄 根 变 为 红 黄色 时 即 可 采 收 。 采 收 时 ， 选 晴天 ， 先 割 去 地 上 葵 叶 ， 在 地 边 

开 一 沟 ， 深 0.33m (1 尺 ) 左右 ， 顺 次 小 心 摘 取 块茎 ， 做 到 不 丢 、 不 折 、 不 损伤 块 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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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地 里 按 大 小 不 同 分 等 级 。 出 土 后 因 其 容易 霉烂 应 尽快 加 工 。 如 果 一 时 缺乏 条 件 无 法 加 

工 ， 则 应 留 住 鲜 地 黄 上 附着 的 泥土 ， 不 要 洗 ， 直 接 放 在 土地 上 ， 再 盖 上 干燥 泥土 存放 ， 

随 用 随 取 ， 但 储存 时 间 一 般 不 得 超过 3 个 月 。 

2. 初 加 工 

控 出 块茎 ， 除 去 茎 、 叶 、 须 根 及 泥土 OR AT ARE) 即 为 鲜 地 黄 。 加 工时 ， 将 鲜 地 黄 

放 在 50~60C 火 坑 的 管子 上 慢 慢 烘焙 ， 至 内 部 逐步 干燥 且 颜 色 变 黑 ， 直 到 生地 黄 发 汗 、 

全 身 柔 软 、 内 无 硬 核 、 外 皮 变 硬 ,， 堆 1 一 2d4， 上 盖 草 席 ， 使 其 回潮 ， 问 至 全 部 发 霉 为 

度 ， 取 出 晒 干 或 烘 干 ， 除 去 白 霉 即 为 生地 黄 ， 以 块 大 、 断 面 乌 黑 油 润 者 为 佳 。 焙 烤 时 要 

注意 常 翻动 ， 中 途 不 能 停火 。 

3. 分 级 标准 

(1) 生地 黄 。 分 为 五 等 。 

一 等 : 和 干货。 纺锤 形 或 条 状 圆 根 。 体 重 质 柔 润 。 表 面 灰 白色 或 灰 褐 色 。 断 面 黑 褐色 

或 黄 褐色 ， 具 有 油性 。 味 微 甜 。 每 千克 16 支 以 内 。 无 芦 头 、 老 母 、 生 心 、 焦 枯 、 杂 质 、 

虫 星 、 霉 变 。 

二 等 : 干货 。 纺 锤 形 或 条 状 圆 根 。 体 重 质 柔 润 。 表 面 灰 白色 或 灰 褐 色 。 断 面 黑 褐色 

或 黄 神色， 具有 油性 。 味 微 甜 。 每 千克 32 MUA. AK, BH. AD. BHA, ARI, 

虫 星 、 霉 变 。 

三 等 : 干货 。 纺 锤 形 或 条 状 圆 根 。 体 重 质 柔 润 。 表 面 灰白 色 或 灰 褐 色 。 断 面 黑 褐色 

或 黄 褐色 ， 具 有 油性 。 味 微 甜 。 每 千克 60 RUA. TRS. BR. A. eth. ARI, 

Hie BEAR 

四 等 : 干货 。 纺 锤 形 或 条 状 圆 根 。 体 重 质 柔 润 。 表 面 灰 白色 或 灰 褐 色 。 断 面 黑 褐 色 

或 黄 褐色 ， 具 有 油性 。 味 微 甜 。 每 千克 100 支 以 内 。 无 芦 头 、 老 母 、 生 心 、 焦 枯 、 杂 

J, Hae, eR, 

五 等 : 干货 。 纺 锤 形 或 条 状 圆 根 。 体 重 质 柔 润 。 表 面 灰 白色 或 灰 褐 色 。 断 面 黑 褐色 

或 黄 褐色 ， 具 有 油性 ， 但 油性 少 。 味 微 甜 。 支 根 瘦小 ， 每 千克 100 支 以 上 ， 最 小 货 直 径 

lcm VE, AK. 老母 、 生 心 、 焦 枯 、 杂 质 、 虫 星 、 霉 变 。 

(2) 鲜 地 黄 。 不 分 等 级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 -二 齐 

薄 层 鉴别 ” 取 本 品 粉 末 2g， 加 甲醇 20ml， 加 热 回 流 1h，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浓 缩 至 

约 5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梓 醇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1Iml 含 0. 5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 由 ，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烷 -甲醇 -水 (14 : 6 : 1) AAA, FE, Bao, PR, MWe 

WM,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 同 颜 

色 的 斑点 [中 国药 典 》，(2005 AER) ]. 

取样 品 粉 未 2g， 加 乙醇 20ml， 超 声 处 理 20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加 水 20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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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过 滤 ， 滤 液 通过 大 和 孔 吸附 树脂 柱 〈 内 径 1. 5cm， 长 12em)， 用 水 50ml BER, FRA 
洗 脱 液 ， 再 用 30% 乙 醇 30ml 洗 脱 ， 收 集 洗 脱 液 ， 蒸 干 ， 加 乙醇 1 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梓 醇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ml 含 0. 5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 由，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氯仿 - 
FARE (7:3)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晾 干 ， 喷 以 10%% 硫 酸 乙 醇 液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均 显 相同 的 紫 褐色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0. 1%% 磷 

酸 溶液 (1: 99) HAM; 检测 波长 为 210nm。 理 论 板 数 按 梓 醇 峰 计算 应 不 低 
¥ 5000, 

(2) PRB ROMS. HREM a, MAA MSHS loys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 生 地 黄 ) 切 成 约 5mm 的 小 块 ， 经 80C 减 压 干 燥 
24h 后 ， 磨 成 粗 粉 约 0. 4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25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流 提取 1. 5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播 匀 ， 过 滤 ， 
精密 量 取 续 滤液 10ml， 浓 缩 至 近 干 ， 残 酒 用 流动 相 溶解 ， 转 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并 用 流 
动 相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m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附注 了】 

熟 地 黄 
Shudihuang 

RADIX REHMANNLAE PRAEPARATA 

CHA] Ab ARAA), HABRSEER AMR. PAE 
黄 ， 照 酒 炖 法 区 中 国药 典 光 2005 年 版 )， 附 录 开 Dj MER WEOS, Bui, Bax Bi AB Sb pe Bh 

液 稍 干 时 ， 切 厚 片 或 块 ， 干 燥 ， 即 得 熟地 黄 。 人 性 微 温 ， 味 微 甘 。 滋 阴 补 血 ， 益 精 填 通 。 

ERA IAT A BAe. RAK. ART, MT. AAS. nna. bE 

HE. AAAI. Ae Pi. Pkt. FS, ARR ASR. Ut ee Elite RE BY i BR 

为 广泛。 

【商品 名 】 熟 地 黄 

【别名 】 酒 壶 花 、 山 烟 、 山 白菜 
【 基 原 】 同 地 黄 。 

【 原 植 物 】 同 地 黄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为 不 规则 块 片 、 碎 块 ， 大 小 、 厚 薄 不 一 。 表 面 乌黑 色 ， 有 光宇 ， 

PEK. MARMOT, Ani, MHS Re, AGE. TR, Hal. 



【种 质 来 源 】 同 地 黄 。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同 地 黄 。 

【种 植 方法 】 同 地 黄 。 

【病虫害 防治 】 同 地 黄 。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 同 地 黄 。 

(2) tam), RUSH AA, DESY. MRR, BRAK 

加 热 ， 用 容器 收集 流出 的 熟地 汁 ， 蒸 约 48h She PRA AR, Bo. MG. Unk 

复 ， 蒸 晒 8 次 ， 至 第 9 次 将 黄酒 与 砂 仁 粉 一 起 拌 入 蒸 24h， 以 蒸 至 内 外 漆黑 、 味 甜 无 苦 

RAE, Fri, PRB/ UMP. Wa 2~3mm 厚 ， 晒 干 〈 河 南 省 卫生 厅 ，1983) 。 

(3) 分 级 标准 。 一 般 为 通货 

【化 学 成 分 】 本 品 主要 含有 背 类 、 糖 类 、 和 氨基酸、 有 机 酸 等 。 苷 类 主要 为 环 烯 醚 茜 

背 ， 梓 醇 〈 其 在 地 黄 的 炮制 过 程 中 大 部 分 被 破坏 )， 二 氢 梓 醇 ， 益 母 草 苷 ， 桃 叶 珊 瑚 苷 ， 

地 黄 苷 A、B、C、D， 穴 力 特 苷 ， 二 氧 密 力 特 苷 ， 地 黄 氯 化 臭 蚁 醛 苷 ， 地 黄 素 及 焦 地 黄 

素 等 ， 糖 类 含有 大 量 还 原 糖 : AO. HR. AE. ARR. PE. SR. 

三 糖 、 半 乳糖 、 地 黄 多 糖 a、 黄 多 糖 b 等 ， 氮 基 酸 含 丙 氨 酸 、 谷 氨 酸 、 精 氨 酸 、 天 冬 氮 

Rm. FEAR. ZAM. WAR. BAR. “HAR. HAR. AAAR, HAR. HA 

酸 等 ， 有 机 酸 含 葵 甲酸 甲 酯 、 辛 酸 甲 酯 、 葵 乙酸 甲 酯 、 亚 油 酸 甲 酯 ， 此 外 还 含有 5- 羟 

甲 基 糠 醛 、8 谷 省 醇 、 豆 当 醇 、 维 生 素 A、 无 机 元 素 等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一 、 鉴 别 

薄 层 鉴别 “ 取 本 品 粉 末 1g， 加 乙醇 10ml， 浸 泡 24h， 过 滤 ， 滤 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7 gee ge ty MOP MRE Ooms Ree 作为 对 照 品 溶液 。 吸 

取 供 试 品 溶液 10wl1、 对 照 品 溶液 5x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F. HARE. WA Thm 

(60~90°C) -乙酸 乙 酯 (1 : 1) AFA, FEIF, Beh, BR, BRST (254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HHA hi, 2005).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键 合 硅 胶 为 填充 剂 ; 流动 相 为 水 - 乙 且 

《99. 5 : 0.5) ， 检 测 波 长 为 210nm。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干 燥 至 恒 重 的 梓 醇 标准 品 适量 ， 加 水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称 取 各 种 地 黄 样品 4g8， 切 成 2mm 小 块 ， 加 水 40ml， 振 

摇 浸 泡 3h 后 ， 超 声 提 取 20min， 过 滤 ， 药 酒 再 分 别 用 水 〈30ml、20ml) 超声 提取 两 次 ， 

站 液 过 滤 后 合并 ， 定 容 至 100ml， 即 得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LEWES HER ERY Spl. 注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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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BNE ER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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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百 合 为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材 。 味 甘 ， 性 寒 。 归 心 、 肺 经 。 养 阴 润 肺 ， 清 心 

安神 。 用 于 治疗 阴 虚 久 咳 、 痰 中 带 血 、 虚 烦 惊 情 、 失 眠 多 梦 、 精 神 忧 恤 。 

百合 约 有 80 种 ， 分 布 于 北 温带 ， 我 国有 39 种 ， 河 南 伏 牛山 区 有 11 种 ，4 个 变种 。 

在 河南 伏 牛 山区 : 野 百 合 分 布 在 海拔 300~2000m MRK. EAE. BRS. MA 

SEP; 滥 丹 、 山 丹 生 于 海拔 400 一 2000m 的 山坡 、 草 从 、 路 旁 、 灌 木林 下 ， 分 布 在 紊 

J, FR, Re. BB. PRL AS. BUSH; 南川 百合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山 

沟 、 溪 旁 或 林 下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南 部 的 淅川 、 西 峡 ; 湖北 百合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山坡 林 下 、 山 谷 阴 湿 的 地 方 ， 分 布 在 伏 牛 山南 部 的 淅川 ， 乳头 百 合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坡 灌 丛 中， 分 布 于 伏 牛 山西 峡 黑 烟 镇 、 渐 川 ; 山 丹 细 叶 百合 生 于 海拔 400 一 

2000m 的 山坡 草地 或 林 缘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的 栾 川 、 卢 氏 、 灵 宝 、 泡 县 、 鲁 山 、 西 峡 、 

AS; 川 百合 生 于 海拔 800 一 2000m 的 山坡 草地 、 林 下 潮湿 处 或 林 缘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的 
率 川 、 卢 氏 、 灵 宝 、 嵩 县 、 鲁 山 、 西 峡 、 内 乡 。 

百合 花 供 观赏 ， 肉 质 鳞 蔡 供 食用 或 药 用 ， 集 观赏 、 食 用 、 药 用 于 一 身 。 河 南 伏 牛 山 

区 是 百合 原 产 地 之 一 。 伏 牛山 百合 鳞片 细腻 软 糯 ， 富 含 淀 粉 、 和 蛋白质、 氨基酸 、 百 合 

苷 ， 是 味道 鲜美 营养 丰富 的 特种 蔬菜 ， 作 为 中 药 又 具有 滋补 强身 、 润 肺 止 咳 、 利 脾 健 

胃 、 宁 心安 神 ， 清 热 利 尿 、 镇 静 助 眠 等 功效 。 近 年 来 随 着 人 民生 活水 平 提高 ， 百 合 价格 

上 涨 ， 市 场 需求 量 很 大 。 

【商品 名 】 百合 

【别名 了】 SAA. WU. WAAL ABA. KAA. HAA. MMB. RE 

【 基 原 】 百 合 为 百合 科 植 物 卷 丹 Lilizz lancifolium Thunb. , 84 Lilium brow- 

nii var, viriulum Baker 或 细 叶 百合 工 z0zzza pumilulm DC 的 干燥 肉质 乌有 叶 。 

【 原 植 物 】 卷 丹 : 百合 科 卷 丹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 一 1. 5cm。 茎 带 紫 色 ， 有 玻 或 密 

的 白色 绵 毛 。 叶 互生 ， 披 针 形 或 线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0cm， 宽 0. 5 一 22cm， 向 上 渐 小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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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 片 状 ;叶腋 内 常 有 珠 芽 。 花 序 总 状 ; 花 橘 红色 ， 内 面 密 生 紫 黑色 斑点 ; 花 被 片 长 7 一 

10cm， 开 放 后 向 外 反 卷 ;花药 紫色 。 蒜 果 长 圆 形 至 倒卵形 ,长 3 一 4 cm, EM 6 一 7 A, 

果 期 8 一 10 A. 

He: 百合 科 百 合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达 1. 5cm。 鳞 荃 球形。 葵 常 有 紫色 条 纹 。 叶 

有 短 柄 ， 叶 片 披 针 形 或 窗 披 针 形 ， 长 2 一 10cm， 宽 0.5 一 1. 5cm; HR. HILAR 

BEE Fai; 花 被 6 片 ， 乳 白色 ， 微 黄 ， 长 约 15cm， 背 面 中 肋 带 淡 紫色 。 裂 片 向 

外 张 开 或 稍 反 卷 , 长 13 一 20cm。 藉 果 长 圆 形 ， 长 约 5cn。 花 期 5 一 7 月 ， 果 期 8 一 

10 A. 

细 叶 百合 : 百合 科 细 叶 百 合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60cm。 鳝 荃 广 椭圆 形 ， 长 2. 5 一 

4cm， 直 径 1.5 一 3cm。 茎 细 ， 圆 柱 形 ， 绿 色 。 叶 3 一 5 列 互生 ， 至 葵 顶 渐 少 而 小 ， 无 

HR, UF HAE, 长 3 一 14cm， 宽 1 一 3mm。 花 单 生 于 茎 项 ， 或 在 葵 顶 叶腋 间 各 生 一 

花 ， 成 总 状 花 序 状 ， 俯 垂 ， 花 梗 粗壮 ， 长 约 6cm， 花 被 6 片 ， 红 色 ， 向 外 反 卷 ; MER 6 

个 ; 雌蕊 I. SRK. RARE. EHH 6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主 产 于 东北 、 河 

北 、 河 南 、 山 东 等 地 ， 生 于 山地 灌 草 中 。 药 用 部 位 为 鳞茎 的 鳞 叶 。 秋 、 冬 季 采 挖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椭圆 形 ， 长 2 一 5cm， 宽 1 一 2cm， 中 部 厚 1. 3 一 4mm。 

表面 类 白色 、 淡 棕 黄 色 或 微 带 紫色 ， 有 数 条 纵 直 平行 的 白色 维 管束 。 顶 端 稍 尖 ， 基 

MRR, WA. MER. BAA SH. MMM he. BRP, AH. DR, 

OR pe 

【种 质 来 源 】 栽 培 居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sare: ee 8 

百合 耐寒 ， 最 适 生 长 温度 为 15 一 25C， 低 于 10CKE FT 30CHAEKAR. AAS 

水 淹 ， 喜 半 阴 环境 ， 但 过 度 荫蔽 会 引起 花 蔡 徒长 和 花 蓄 脱落 。 百 合 一 般 喜 在 pH 为 
5. 5 一 6.5、 容 重 在 lg/cms 以 下 富 含 腐 殖 质 的 土壤 中 生长 ， 且 土 层 深厚 玻 松 ， 能 保持 适 

当 湿 润 又 排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为 最 好 ， 黏 土 绝 不 可 以 种 植 百 合 。 百 合 不 需要 太 多 肥料 ， 种 
植 第 三 周 后 才 可 以 开始 施 三 要 素平 均 的 肥料 ， 花 蕾 出 现 后 换 磷 、 钾 含量 较 高 的 开花 肥 估 

进 花 苞 生长 ， 花 谢 后 再 改 用 三 要 素平 均 的 肥料 。 

二 、 肥 料 施 用 

要 多 施 有 机 肥料 〈 如 堆肥 )， 如 果 施 用 化 学 肥料 ， 则 每 1000m 施用 硫酸 贸 136kg， 

过 磷酸 钙 83kg， 毛 化 钾 50kg， 另 外 在 栽培 过 程 中 补充 氮 素 12. 5kg， 泡 成 溶液 浇灌 。 百 

合 需 肥 量 并 不 大 ， 尤 其 化 学 肥料 不 可 施 太 多 ， 否 则 易 使 植株 变 矮 。 

三 、 土 壤 种 类 

伏 牛 山 丘 陵 、 山 地 占 总 面积 的 80% 以 上 ， 平原 川 区 不 足 总 面积 的 10%， 可 利用 耕 

地 较 少 ， 土 壤 褐 土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9. 6% ， 棕 壤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2.8% ， 红 黏土 占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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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面积 的 12.2% ， 潮 土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8% 。 

四 、 土 壤 肥力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3%% 以 上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2. 48% ;有机质 含 量 2%~3%H HE 

土壤 面积 的 11.9% ;， 有机质 含量 1%% 一 2%%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42. 28%; 小 于 1%% 的 占 十 

壤 总 面积 的 13. 3%% 。 

(1) 全 氨 。 土 壤 总 氮 量 大 于 0.1%%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50.9% ;总 氮 量 低 于 0. 1I%% 一 

0.06%%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40. 05% ;总 氮 量 在 0.06%%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9.05%%。 

(2) 速效 磷 。 含 量 在 15ppm 以 上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7.1%; 在 10~15ppm 的 占 总 土 

EAR 8.42%; 在 7 一 1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6. 19%; 在 7ppm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 

积 68.3%。 

(3) 速效 钾 。 含 量 大 于 20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9.77%; 含量 为 150 一 20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8.5%; 含量 为 100 一 150ppm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9.93%; 含量 在 

100 ppm 以 下 的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1.8%%。 微 量 元 素 的 种 类 主要 有 锰 、 硼 、 锌 、 钼 、 铜 、 

铁 等 。 

【种 植 方法 】 人 工 栽 培 百 合 采用 无 性 繁殖 或 有 性 繁殖 的 方法 均 可 。 

ue elk 

栽植 后 的 第 2 年 约 在 9 月 上 名， 百合 地 上 部 分 全 部 枯死 ， 地 下 鳞茎 完全 成 熟 时 采 

挖 。 采 挖 防止 鳞茎 损伤 。 收 获 后 随即 剪 去 蔡 秆 ， 除 净 泥 土 ， 剪 去 须根 。 将 大 球 与 小 球 、 

留 种 与 不 留 种 、 健 球 与 病 球 分 别 放置 。 收 获 的 百合 应 及 时 运 人 室内 ， 切 不 可 在 阳光 下 暴 
晒 ， 以 免 外 层 鳞 片 干燥 和 变色 ， 影 响 美 观 。 

Ls yn aaa 

繁殖 途径 有 多 种 。 一 是 种 子 繁殖 ， 一 般 在 杂交 育种 中 应 用 ;二 是 仔 球 繁殖 ， 小 心 

摘 下 百合 地 下 部 或 近 地 面 荃 节 上 的 小 仔 球 ， 单 独 种 植 可 成 为 新 植株 ; 三 是 珠 芽 繁 殖 ， 

一 些 品种 叶腋 能 自生 珠 芽 ， 待 生长 成 熟 ， 可 收集 作 繁 殖 用 ; 四 是 葵 段 和 叶片 反 择 繁 
殖 ; 五 是 鳞片 持 插 繁 殖 ， 春 、 秋 季 用 健壮 肥大 无 病 的 鳞片 ， 经 1 : 500 一 800 倍 多 菌 

灵 浸 泡 20 一 30min， 阴 干 后 用 生根 粉 处 理 ， 插 于 粗 砂 、 珍 珠 岩 或 颗粒 泥 痰 中 ,在 15 一 
201C 条 件 下 ， 用 作 在 伤口 处 产生 带 根子 球 ， 玫 下 载 培 可 作 独 立 植 株 ; 六 是 鳞茎 自然 分 

割 繁殖 ;七 是 鲜 葵 中 心 繁殖 ; 八 是 组 培 繁殖 。 种 用 鳞茎 的 质量 非常 的 重要 ， 一 般 由 专门 

的 企业 生产 。 

三 、 种 植 

1. 选 地 整地 

应 选 地 势 高、 排水 良好 、 土 质 玻 松 、 富 含 腐殖质 、 土 层 深 厚 疏 松 的 栽植 地 。 多 数 种 

FES ARETE. BILE. 



2. 土壤 处 理 

由 于 培育 百合 花卉 不 像 大 田 作物 占 地 广阔 ， 可 以 用 局 部 换 土 的 办 法 改良 土壤 环境 。 

TES BAGH TT EAA EE. FB. Ve. RMA. HG. BHR 

岩 等 介质 与 土壤 按 一 定 比 例 混 合并 填 人 种 植 百合 的 行 沟 中 。 或 以 上 述 物 质 1/3 一 172 的 

比例 与 一 般 土壤 混合 后 ， 栽 种 百合 ， 这 也 是 非常 理想 的 土壤 介质 。 有 条 件 的 可 建 高 栽植 

床 ， 即 用 水 泥 板 、 砖 等 建筑 材料 建 高 于 地 面 50 一 80cm 的 模式 栽植 床 ， 内 置 人 工 配制 营 

养 基质 ， 这 样 利 于 排水 、 透 气 和 通风 ， 便 于 土壤 消毒 ， 也 切断 了 与 地 面 土壤 的 连接 而 减 

少 了 地 下 病菌 感染 的 机 会 。 但 此 种 设施 造价 较 高 ， 种 植 者 应 量力 而 行 。 基 质 放 人 种 植 床 

后 ， 用 硫黄 粉 或 石灰 等 调配 pH 至 5.5 一 6.5， 或 根据 不 同 百合 对 土壤 的 要 求 调 配 pH. 

土壤 深度 以 40cm 为 宜 。 百 合 对 盐 类 敏感 ， 高 盐分 会 阻碍 生长 ， 总 盐 量 不 可 太 高 ， 若 施 

太 多 盐 性 有 机 肥 或 化 学 肥料 ， 很 容易 超过 限度 。 因 此 ， 至 少 搭 种 植 前 6 周 ， 就 应 进行 土 

壤 分 析 ， 盐 分 太 高 的 土壤 应 进行 冲洗 。 土 壤 应 无 病虫害 ， 可 用 薰 汽 或 敌 克 松 、 辛 硫 磷 等 

杀菌 及 杀 虫 剂 进 行 土 壤 消毒 。 种 植 前 34， 土 壤 应 充分 兰 水 ， 有 利于 百合 踏 根 。 若 土 温 

较 高 ， 以 浇 冷 水 为 佳 。 栽 植 时 间 一 般 为 春 、 秋 季 。 怕 热 的 百合 应 考虑 避 开 炎夏 ， 怕 冷 的 

百合 不 能 在 严寒 的 露地 上 越冬 ， 应 建 盖 塑 料 大 棚 或 温室 作 保护 地 栽培 。 

3. 种 植 
种 植 时 在 栽植 床上 开 15cm 深 的 小 沟 ， 与 栽植 床 的 长 方向 垂直 。 或 张 网 后 按 株 行 距 

挖 洞 栽植 。 种 球 以 多 菌 灵 等 杀菌 剂 用 500 一 800 倍 溶液 浸泡 30min JSR FAP. PRAT EB 

依 品 种 和 种 球 大 小 而 异 ， 一 般 为 15cmX15cm 或 15cmX20cm， 深 度 以 沟 底 为 准 ， 种 后 

fit 8 一 10cm， 最 后 灌水 。 待 水 落下 后 ， 用 松针 、 稻 草 、 杉 叶 或 泥炭 等 物 覆 盖 土 面 ， 以 

保温 保湿 ， 等 芽 出 齐 后 将 覆盖 物 揭 掉 。 在 国外 ， 为 节省 劳力 ， 常 用 播种 机 播种 。 

四 、 田 间 管 理 

1. 施肥 

百合 种 植 后 的 3 一 4 周 不 施肥 ， 鳝 荃 发 芽 出 土 后 要 及 时 追肥 ,每 10m' 的 土壤 加 入 

1000g 硝酸 钙 。 若 栽植 后 期 有 轻微 黄 化 ， 是 缺 所 引起， 可 每 100m' 施用 1000g 尿素 或 硝 
酸 匀 。 百 合 需要 多 种 养分 ， 而 化 肥大 多 只 含 一 种 肥料 元 素 。 为 了 满足 百合 生长 需要 ， 往 
往 需要 几 种 化 肥 混 合 施用 ， 可 用 所 : BR : 钾 为 5 : 10: 5 的 复合 肥 ， 每 平方 米 施 30g。 

生长 期 间 每 平方 米 追 施 硫酸 匀 15g， 过 磷酸 钙 45g， 硫 酸 钾 15g， 可 兑 水 追 施 。 或 用 硝 

酸 钾 3000g 十 硫酸 钾 1000g 十 过 磷酸 钙 5000g 溶解 稀释 1000 倍 ， 另 加 柠檬 酸 铁 30g 十 硼 

酸 10g 十 硫酸 盐 5g 十 硫酸 铜 0. 5g 十 硫酸 锌 0. Set FARRER 0. Sg 溶解 稀释 1000 倍 作 百 合 
的 追肥 效果 好 。 必 要 时 还 可 进行 叶 面 喷 肥 。 

2. 浇 水 
效 水 对 百合 栽培 很 重要 。 种 植 前 应 先 效 水 ， 种 植 后 应 分 阶段 而 定 。 百 合 属 浅 根性 植 

物 ， 对 水 分 依赖 性 大 ， 最 好 要 有 喷 滴 灌 控 制 系统 。 漫 灌 方式 使 表土 板结 ， 使 植株 缺 氧 而 
黄 化 。 

3. 通风 

通风 对 调节 棚 内 温度 和 湿度 很 重要 。 温 度 达 45C， 对 百合 生长 不 利 ， 必 须 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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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用 风机 使 空气 对 流 和 揭 开 塑料 棚 膜 的 方式 通风 ， 一 般 棚 项 开 窗 的 大 棚 降 温 效果 好 。 但 

降温 时 ， 空 气 湿 度 不 可 下 降 太 快 ， 否 则 易 发 生 烧 叶 。 如 用 计算 机 自控 温室 栽培 百合 最 为 

理想 。 

4. dk FA 

在 光照 强 的 3 一 10 月 ， 光 能 转换 成 热能 使 温度 升 高， 或 直接 的 强 光 对 百合 生长 不 
利 ， 造 成 切花 品质 下 降 ， 可 用 50%% 的 趾 阳 网 降低 光照 。 但 在 秋 、 冬 季 应 除去 遮阳 网 ， 
以 防 光 照 不 足 使 花苞 掉 落 。 

5. 加 温 

在 冬 寒 地 区 栽培 百合 还 应 有 加 温 设 备 ， 以 使 不 耐寒 百合 在 寒冷 季节 不 至 于 受到 低温 
伤害 。 采 用 电热 加 温 既 有 效 又 卫生 ， 但 成 本 较 高 。 北 方 用 日 光 温室 大 棚 栽培 也 能 产生 好 
的 效果 。 

6. Fe AE 

— LOR 4 in PP Bete, Wi MEW AAS I en it, SCRERTATIAR, th 

可 用 钢筋 加 尼龙 网 。 用 网 时 应 拉 紧 。 

7. 主要 病虫害 

主要 病虫害 有 病毒 病 、 叶 枯 病 、 灰 霉 病 、 根 认 病 、 痰 痊 病 、 蔡 腐 病 、 疫 病 、 棉 蚜 、 

根 螨 等 ， 要 加 强 防治 。 

五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百合 虫害 

1. 蚜虫 

(1) 症状 。 受 传染 的 植株 ， 其 底部 的 叶片 发 育 正常 ， 而 上 部 的 叶片 在 发 育 初期 卷曲 
并 呈 畴 形 。 蚜 虫 只 危害 幼 叶 ， 尤 其 是 向 下 的 叶片 ， 也 危害 幼 芽 ， 产 生 绿 色 的 斑点 ， 花 变 
得 畸形 并 部 分 仍 为 绿色 。 

(2) 防治 方法 。@ 清 除 杂 草 ， 因 为 杂 草 常常 是 蚜虫 的 寄主 ; @ 若 有 蚜虫 出 现 ， 每 周 

用 杀 虫 剂 喷 施 作物 ;交替 用 药 以 防 蚜虫 产生 抗 药性 ;@@ 若 有 必要 ， 可 在 收获 前 短 时 烟 杆 
作物 ， 这 可 去 除 花 芽 中 少量 的 残留 。 处 理 时 ， 最 初 5h 应 使 温室 的 温度 保持 在 14C 以 
上 ， 植 株 应 保持 干燥 ，@ 四 在 温室 内 均匀 悬挂 黄色 蚜虫 捕获 板 。 

2. 根 螨 
(1) 症状 。 根 螨 主要 寄生 在 根系 表面 吸收 汁液 ， 影 响 地 上 部 分 荃 叶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导致 植株 黄 化 ， 严 重 时 枯萎 死亡 。4 月 中 上 名 为 根 螨 大 量 发 生 时 期 。 
(2) 防治 技术 。@D 储 藏 球茎 的 储藏 室 要 注意 通风 ， 降 低温 度 ， 抑 制 螨 的 生长 和 繁 

殖 ; QUEERS AT. FA 40% 三 氯 杀 螨 醇 1000 倍 液 浸泡 2min; @@ 生 长 期 发 现 根 螨 ， 可 用 
40% 三 氯 杀 螨 醇 乳 油 1000 FR. BK 50% 杀 蜡 松 乳 油 1000 FARRER; Or B+ 

SREP Bl SE, RE SAU hits HALE 

3. RAE SH 
EBA tata. 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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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征 状 。 蝙 蝠 蛾 的 幼虫 咀嚼 百合 近 地 面 的 荃 节 ， 甚 至 外 和 人 葵 中 为 害 植株 。 上 翅 夜 

蛾 主要 为 害 叶 片 和 花蕾 。 
(2) BRAK, OLA WRAL A; OAH RA BAMA; ORB 

害 植株 。 

(二 ) 百合 生理 性 病害 

1. "+ iA 

(1) 症状 。 幼 叶 稍 向 内 卷曲 ， 数 天 之 后 ， 焦 枯 的 叶片 上 出 现 黄色 到 白色 的 斑点 。 若 

叶片 焦 枯 较 轻 ， 植 株 还 可 以 继续 正常 生长 。 但 着 叶片 焦 枯 很 严重 ， 和 白色 斑点 可 转变 成 褐 

色 ， 伤 害 发 生 处 叶片 弯曲 。 在 很 严重 的 情况 下 ， 所 有 的 叶片 和 幼 芽 都 会 脱落 ， 植 株 不 会 

进一步 发 育 ， 这 称 为 “最 严重 的 焦 枯 ”。 

(2) 原因 。 当 植株 吸水 和 薄 发 之 间 的 平衡 被 破坏 时 即 会 出 现 叶 片 焦 枯 。 这 是 吸水 或 

蒸腾 不 足 时 引起 幼 叶 细胞 缺 钙 的 结果 ， 细 胞 被 损害 并 死亡 。 同 较 差 的 根系 、 土 壤 中 高 的 

盐 含量 以 及 相对 于 根系 来 讲 生 长 过 快 一 样 ， 温 室 中 相对 湿度 的 急剧 变化 会 影响 到 这 一 过 

程 。 敏 感度 因 品 种 和 鳞茎 大 小 而 差异 很 大 。 大 鳞茎 较 小 鳞茎 更 敏感 。 

(3) 防治 方法 。@ 种 植 前 应 让 土壤 湿润 ;，@ 最 好 不 要 用 易 受 感染 的 品种 ;四 种 植 深 

SIGH, TERA LAA 6 一 10cm 的 土 层 ， 在 敏感 性 增强 的 时 间 里 ， 避 免 温 室 中 的 

温度 和 相对 湿度 有 大 的 差异 ， 尽 量 保 持 相 对 湿度 水 平 在 75%% 左 右 ; @ 田 防止 过 速 的 生长 。 

对 较 敏 感 的 亚洲 百合 ， 在 最 初 4 周 保持 温室 的 温度 在 10 一 12C ， 而 对 东方 百合 在 最 初 6 

周 的 温度 应 为 15C;， 名 确保 植株 能 保持 稳定 的 蒸腾 。 通 过 遮 阴 避免 过 度 的 蒸腾 ， 在 晴 

天 ， 可 1d 内 喷 几 次 水 。 

2. BSS T 

(1) 症状 。 在 花蕾 长 到 1~2_mNSHRA. SHRBEARARRE. A, SA 

相连 的 花梗 缩短 ， 随 后 蓄 脱 落 。 在 春季 ， 低 位 蕾 首先 受 影 响 ， 而 在 秋季 ， 高 位 蕾 将 首先 

脱落 。 蕾 干 缩 在 整个 生长 期 中 都 会 发 生 。 荤 完 全 变 为 白色 并 变 干 。 这 些 干 蕾 有 时 会 脱 

落 ， 假 若 在 发 育 早期 阶段 出 现 蕾 干 缩 ， 那 么 在 以 后 会 在 叶腋 上 出 现 微小 的 白色 斑点 。 

(2) 病因 。 当 植株 不 能 得 到 充足 的 光照 时 会 发 生 落 蕾 。 在 光照 缺乏 的 条 件 下 ， 蕾 内 

的 雄 划 产生 已 烯 ， 引 起 蕾 败 育 。 如 果 根 系 生存 条 件 差 ， 如 土壤 干燥 ， 则 会 增加 蕾 干 缩 的 

危险 。 

(3) 防治 方法 。 中 不 要 将 易 落 荤 的 品种 栽培 在 光照 差 的 环境 下 ;，@ 为 防止 蕾 干 缩 ， 

在 栽培 期 间 鳞 葵 不 能 干燥 ， 确 保 鳞 茎 的 根系 良好 并 让 他 们 生长 在 尽 可 能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尤其 要 注意 光照 的 蒸腾 。 

3. 缺 铁证 

C1) 症状 。 幼 叶 叶 脉 间 的 叶肉 组 织 呈 黄 绿色 ， 尤 其 是 生长 迅速 的 植株 。 植 株 越 缺 

铁 ， 叶 片 变 得 越 黄 。 

(2) 病因 。 在 含 钙 丰富 的 土壤 (pH 高 )》 和 洲 泥 土壤 以 及 水 过 多 的 土 中 最 易 出 现 这 

种 缺 素 症 。 如 果 土 壤 温度 太 低 ， 也 会 出 现 缺 铁 症 。 这 种 缺 素 症 主要 是 由 缺乏 植物 可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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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铁 而 引起 的 。 如 果 只 是 稍微 一 点 变 黄 ， 那 么 在 采 收 期 可 恢复 正常 。 

(3) 防治 方法 。@ 确 保 土壤 排水 良好 ，pH 要 低 。 和 良好 的 根系 会 大 大 地 减少 发 生 缺 

铁 症 的 可 能 性 。@@ 根 据 作物 对 缺 铁 的 敏感 性 ， 种 植 前 在 pH 高 于 6. 5 的 土壤 中 增 施 歼 合 

态 Fe， 并 根据 作物 的 叶 色 ， 在 种 植 后 第 2 次 施用 。 如 果 植 株 的 颜色 仍然 不 满意 ， 应 在 

大 约 2 周 后 再 施 1 次 。 

【 采 收 加 工 】 

1. 百合 传统 初 加 工 方法 

百合 传统 初 加 开 方 法 分 为 剥 睫 、 沟 片 、 干 燥 三 个 过 程 。 

(1) 剥 片 。 一 般 用 手 剥 ， 或 在 鳞 葵 基部 横 切 一 刀 ， 使 鳞片 分 离 ， 先 刊 去 外 围 枯 、 老 

废 片 和 葵 底 盘 等 废料 ， 再 将 百合 球 的 鳞片 按 “ 外 、 中 、 内 ”分 别 盛装 ， 洗 净 ， 源 干 ， 以 

备 烫 片 。 在 剥 片 、 分 级 洗 片 过 程 中 不 要 阳光 直 晒 ， 以 防 变 色 ， 最 好 现 收 、 现 剥 、 洗 净 后 

现 制 。 

(2) 沈 片 。 将 锅 内 水 烧 开 ， 把 洗 净 的 鳞片 分 类 下 锅 ， 投 入 鳞片 的 数量 以 不 出 水 面 为 

宜 ， 用 木 棒 搅 动 ， 使 上 下 受热 均匀 。 刚 投入 鳞片 时 应 用 大 火 ， 锅 内 水 沸 后 转 小 火 。 烫 片 

时 间 一 般 外 片 、 老 片 溪 6 一 7min; AH. Hw 4 一 5min。 当 鳞片 边缘 变 软 ， 背 面 有 微 

裂 时 迅速 迭起， 放 和 人 清水 中 漂洗 去 除 黏 液 ， 再 捞 出 。 每 锅 水 只 可 用 2 或 3 次 ， 以 免 影 响 

质量 。 

(3) 干燥 。 百 合 干燥 有 自然 干燥 与 人 工 干 燥 两 种 方法 。 

1) 自然 干燥 。 淘 洗 后 放 在 竹 帘 或 苇 席 上 摊 开 ， 利 用 太阳 暴晒 ， 厚 度 以 2 一 3cm 为 

宜 ， 初 时 不 能 翻动 ， 和 否则 易 翻 烂 鳞 片 ， 五 六 成 干 时 经 常 翻动 ， 使 上 下 干燥 均匀 ， 也 可 用 

水 泥 晒 场 晾 晒 。 

2) 人 工 干 燥 。 和 干燥 温度 最 适宜 为 32 一 42'"C 。 温 度 过 高 容易 发 生 焦 化 变色 ; 温度 过 

低 干 燥 时 间 过 长 ， 也 容易 发 生 氧 化 ， 甚 至 发 霉 变味 。 王 燥 后 ， 鳞 片 要 进行 回 软 ， 使 干 品 

内 外 含水 量 均匀 。 回 软 方法 是 将 干 品 放 和 室内， 堆放 2 一 3d 即 可 自然 达到 干 湿 平 衡 。 回 

软 后 可 进行 包装 ， 宜 储 放 于 阴凉 通风 处 。 如 遇 回 潮 ， 应 及 时 进行 风干 。 

2. 优质 百合 干 加 工 要 点 技术 

优选 原料 。 选 择 洁白 、 片 大 、 紧 包 的 百合 鳞 蔡 ， 剔 除 “ 千 字 头 ” RADIA. BF 

片 小 且 包 而 不 紧 ) 、 虫 星 、 黄 斑 、 霉 烂 及 表皮 变 红 的 百合 ; 用 利 刀 切除 毛根 ， 去 除 泥土 

杂质 和 皮 部 老化 办 ;将 剥 下 的 办 分 为 大 、 中 、 小 三 个 等 级 ， 然 后 将 挑选 整理 后 的 百合 鲜 

料 按照 大 、 中 、 小 的 顺序 分 别 用 清水 漂 选 2 或 3 遍 。 

加 工 要 点 。 沸 水 烫 煮 : 将 洗 净 的 百合 瓣 分 级 下 和 沸水 锅 中 ， 用 木板 在 锅 中 组 组 搅 

动 ， 以 便 泌 者 均匀 。 烫 煮 时 锅 内 的 蒸汽 压力 以 2kg/cm': 为 宜 。 百 合 鳞片 烫 煮 的 适宜 时 

la] 〈 以 鲜 料 下 锅 后 计时 ) 分 别 约 为 大 片 40s、 中 片 20s、 小 片 5s。 然 后 将 烫 好 的 百合 辩 

从 锅 中 捞取 后 迅速 平 摊 竹 底 木 框 做 边 的 盘 内 ， 平 摊 时 以 不 重 友 为 宜 ， 以 保证 百合 干燥 均 

SVG. WEA. 按 150g/ms Fie A AMR A 2h 后 ， 可 采用 热风 干燥 法 予以 烘 

干 。 即 先 开 蒸汽 ， 再 开 风 机 ， 当 烘 房 室温 升 到 约 70C 时 ， 需 打开 排 风 扇 排 潮 ， 每 隔 

20~30min 需 排 潮 一 次 ，2h 后 ， 可 根据 百合 干 湿 程度 适当 延长 排 潮 间 隔 时 间 “〈 间 隅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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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以 40~50min 为 宜 ) ， 人 烘 房 温 度 必须 控制 在 70°C AeA (5%). PEP AKA 7 一 
8h， 中 片 5 一 6h， 小 片 2 一 3h。 烘 干 的 百合 经 自然 通风 降温 后 刮 除 斑 点 片 、 湿 片 、 焦 片 

及 混入 的 其 他 等 级 的 片 ， 经 过 筛选 和 分 级 包装 即 可 上 市 销售 。 

3. 分 级 标准 
百合 商品 按照 横 径 、 分 瓣 头 数 、 整 齐 度 分 为 特级 、 一 级 、 二 级 、 三 级 等 。 

特级 : BAES9.Ocm, FMA 3 或 4、 整齐 度 之 98。 

一 级 : 横 径 8. 0 一 8. 9em， 分 瓣 头 数 1 或 2、 整 齐 度 过 95 。 

TR: 横 径 7.0 一 7. 9cm， 分 辩 头 数 1 M2, BIFH S95. 

三 级 : 横 径 6.0~6.9em, AAEM 1 或 2、 整齐 度 之 95。 

【化 学 成 分 】 中 药 百合 中 含有 生物 碱 、 和 皂苷、 磷脂、 多 糖 等 活性 成 分 ， 还 含有 演 

粉 、 蛋 白质 、 氮 基 酸 、 维 生 素 和 大 量 微量 元 素 等 营养 物质 。 

1. BHR 
目前 从 百合 中 得 到 的 皂苷 类 化 合 物 有 CAMB. AS bRA. ETA SDA RE 

苷 、26-O-8D- 葡 萄 糖 吡 喃 、38，26- 二 凑 基 -5- 胆 当 烯 -16，22- 二 氧 -3-Ou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2) -8D- 葡 萄 糖 吡 喃 苷 、 昔 蒜 皂 苷 元 -3-O- (OIL- 鼠 李 糖 基 C1 一 2) -O- [8D- 木 糖 

基 (13) ] -8D- 葡 萄 糖苷 ) 、 暮 蒜 皂 苷 元 -3-O- (OIL- 鼠 李 糖 基 (1->2) -O- L8D- 阿 拉 伯 

糖 基 〈1->3)] -8D- 葡 萄 糖苷 } ( 侯 秀 云 等 ，1998; 吉 宏 武 等 ，2001; 杨 秀 伟 等 ，2002. ) 。 

2. 磷脂 类 
郭 戎 和 吴 汉 斌 〈1991) 发 现 卷 丹 、 百 合 的 磷脂 酰 胆 碱 (phosphatidyl choline) 含量 

高 达 70% 和 83% ， 双 磷脂 酰 甘油 (diphosphatidyl glycerol) 和 磷脂 酸 (phosphatidic 

acid) 总 含量 也 可 达 10% 一 15%， 同 时 还 含有 少量 的 溶血 磷脂 酰 胆 碱 〈lysophosphati- 

dyl choline) 、 磷 脂 酰 肌 醇 〈phosphatidyl inositol), 、 磷 脂 酰 乙醇 胶 (phosphatidyl etha- 

nolamine), ##A#HBEAE (sphingomyelin) 等 脂 类 化 合 物 ; 吴 果 和 吴 汉 斌 (1997) 采用 

紫外 光度 法 测定 百合 总 磷脂 的 含量 后 报道 ， 卷 丹 、 百 合 的 总 磷脂 较 高 ， 分 别 为 
272. 04mg/100g 和 369. 73mg/ 100g, 

3. 多 糖 类 
姜 茹 等 (1997) 采用 热 水 提 乙 醇 沉 淀 法 从 百合 饮片 中 首次 分 离 出 一 种 水 溶性 多 糖 

BHP， 分 子 质量 为 75 000Da 组 分 为 D- 半 乳糖 、 姜 -阿拉 伯 糖 、D- 甘 露 糖 、D- 葡 萄 糖 、 二 

鼠 李 糖 。 刘 成 梅 等 (2002) 报道 百合 中 有 半 乳 糖 醛 酸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Tis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lg, DFA AE 10ml， 超 声 处 理 20min，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l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百 合 对 照 药材 ，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 由，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酝 (60~90°C) -乙酸 乙 酯 - 

甲酸 (15 :5 : 1) 的 上 层 溶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陈 干 ， 喷 以 lO“ RRC 

液 ，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显 相同 颜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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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二 、 含 量 测定 

l. 总 糖 量 

总 糖 量 测 定 步骤 有 水 提 醇 沉 法 提取 多 糖 ，Sevag 法 “〈 用 氯仿 和 正 丁 醇 按 5:1 的 比 

例 进 行 萃取 ， 以 除去 蛋白 质 ) 除 和 蛋白质， 硫酸 -苯酚 比 色 法 测 总 糖 含量 。 

水 提 醇 沉 法 提取 多 糖 : 新 鲜 百 合 洗 净 后 低温 烘 干 ， 切 碎 备 用 。 准 确 称 取 一 定量 的 碎 

百合 ， 加 入 2 倍 量 石 油 酝 ， 于 80C 水 浴 中 回流 1.5h， 留 沉渣 。 加 8 倍 量 的 60 水 于 沉 

酒 中 ，60C 水 浴 浸 提 7h。3000r/min 离心 混合 10 min， 留 其 上 清 液 。 在 上 清 液 中 加 4 

倍 量 的 95 %% 乙 醇 ， 置 于 4C 冰 箱 静 置 过 夜 。3000 r/min BORK. RAVE. Mis 

量 45C 水 使 其 溶解 。 重 复 水 提 醇 沉 法 3 次 。 

Sevag 法 除 蛋 白质 : 所 得 沉 演 溶解 后 加 入 1/2 倍 量 Sevag 试剂 〈 和 氯仿 - 正 丁 醇 ， 体 

积 之 比 为 5 : 1) ， 混 匀 分 液 ， 弃 氯仿 混合 液 层 ， 水 相继 续 加 入 稍 多 于 1/2 倍 量 的 Sevag 

试剂 ， 重 复 操 作 7 次 ， 每 次 适量 增加 Sevag 比 量 。 收 集 水 相 ， 加 入 4 倍 量 体 积 的 95%% 乙 

醇 ， 置 于 4C 冰 箱 保存 过 夜 ，3000r/min 离心 混合 液 20min， 收 集 沉 淀 ， 重 复 醇 提 3 次 。 

所 得 沉淀 分 别 用 无 水 乙醚 、 丙 酮 各 洗涤 3 次 。 收 集 洗 净 后 的 沉淀 ， 于 44 恒温 鼓 风 干 

燥 箱 中 干燥 ， 即 可 得 灰白 色 粗 百合 多 糖 。 

样品 液 制 备 : 精确 称 取 干 燥 (44C) 至 恒 重 的 百合 粗 多 糖 0. lg 定 容 于 100ml 容量 

瓶 中 ， 精 确 量 取 2. 0ml 此 溶液 于 50ml 容量 瓶 中 定 容 ， 摇 匀 ， 使 浓度 相当 于 0. 04mg/ml 

的 样品 液 ， 备 用 。 

定量 方法 与 标准 曲线 制作 : 采用 标准 曲线 定量 。 配 置 不 同 浓度 的 标准 葡萄 糖 溶液 ， 

IAA. FRE 20min， 于 490nm 波长 处 测定 吸光 度 ， 绘 制 标准 曲线 。 在 一 定 

浓度 范围 内 建立 回归 方程 。 将 样品 加 葵 酚 和 浓 硫 酸 ， 项 置 20min。 测 其 在 490nm 波长 

处 的 吸光 度 ， 并 将 所 得 吸光 度 值 带 人 回归 方程 即 得 百合 多 糖 的 总 糖 含量 。 

2. RP 

标准 样 制备 : 准确 配制 质量 浓度 为 7.2X10“mg/ml MAA BH 2A SRS Ho 

和 3 (HEE RE) 的 标准 样 。 

样品 制备 : PHA AMAR HST. BFK. RAD FE 10min， 于 40°C 

烘箱 中 烘 至 含水 量 6 %% 左 右 ， 小 型 粉碎 机 粉碎 ， 过 80 目 得 用 作 测 定 材 料 。 准 确 称 取 百 

合 样品 粉末 2. 0 g“〈 以 干 重 计 )， 置 于 50ml 容量 瓶 中 ， 加 20 倍 的 石油 醚 〈60 一 90C 沸 

程 ) 超声 波 提取 1h， 以 除去 脂 类 成 分 与 部 分 色素 ， 过 滤 残 酒 加 20 倍 的 甲醇 超声 波 提取 

1h， 甲 醇 定 容 。 取 20ml 甲醇 溶液 ， 水浴 挥 干 ， 加 蒸馏 水 10ml 溶解 ， 然 后 用 等 体积 的 

水 饱和 正 丁 醇 共 取 4 次 ， 正 丁 醇 菜 取 液 合并 ， 减 压 浓 缩 至 干 ， 甲 醇 洗 涤 并 定 容 至 25ml 

作为 待 测 液 。 

显 色 条 件 与 测定 波长 : 采用 高 氯 酸 5ml、 显 色 时 间 20min、 显 色温 度 55C 的 显 色 条 

件 进 行 显 色 ， 测 定 波长 为 406nm。 

定量 方法 与 标准 曲线 制作 : 采用 标准 曲线 定量 。 精 确 吸 取 0. 2ml、0. 3ml、0. 5ml、 

0. 7ml、0. 9ml、1. 1ml 和 1. 3ml 标准 样 溶液 ， 置 于 25ml its, KAT.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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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70%~72%) Sml, HE, 55°C7KM 20min， 冰 水 终止 反应 ， 高 氧 酸 作 对 照 ， 以 所 

苷 的 浓度 为 横 坐 标 ，406nm 处 的 吸光 度 为 纵 坐 标 制作 标准 曲线 〈 吉 宏武 等 ，2003; Be 

an, 1997). 

【附注 】 

1. RBA: Lilium brown F. E. Brown ex Miellez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70~200cm, MEARE, HE 2~4.5cm, MERAH, K 1.8~ 

4cm， 宽 8~1l4mm, 7, Af. BE. WHA MEM), RE. FRACS 

BIB, 长 7~15cm， 宽 0.6 一 2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 具 5 一 7 条 脉 ， 全 缘 ， 两 面 无 

毛 ; 花 单 生 或 几 采 排 成 近 伞 形 ; 花梗 长 3 一 10cm， 稍 弯 ; WHEE. K3~9em, Fi 

0. 6~18cm; 花 喇叭 形 ， 有 香气 ， 乳 白色 ， 外 面 稍 带 紫色 ， 无 斑点 ， 向 外 张 开 或 先端 外 

弯 而 不 卷 ,长 13 一 18cm， 外 轮 花 被 片 宽 2 一 4. 3cm， 先 端 尖 ， 内 轮 花 被 片 宽 3. 4 一 5cm， 

蜜 腺 两 边 具 小 乳头 状 突起 ; 雄 巷 向 上 弯 ， 花 丝 长 3 一 10cm， 中 部 以 下 密 被 柔 毛 ， 少 数 具 

稀 朴 的 毛 或 无 毛 ， 花 药 长 顶 圆 形 ， 长 1. 1 一 1. 6cm;， 子 房 圆 柱 形 ,长 3. 2 一 3. 6cm， 花 柱 

K8.5~llem, HA3W: 藉 果 和 矩 圆 形 ， 长 4.5 一 6cm， 宽 约 3. 5cm， 有 棱 ， 具 多 数 种 

子 。 花 期 5 一 6 A; 果 期 7 一 10 月 。 

2. 滥 丹 “〈 山 内 Lilium concolor Salisb.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70cm。 鳝 葵 卵 状 球形 ， 直 径 2 一 5cm， 鲜 片 宽 披 针 形 ， 长 2 一 

2.5cm， 宽 1 一 1. 5cm， 白 色 ， 茎 近 基 部 带 紫色 ， 有 小 乳头 状 突起 ， 叶 散 生 ， 线 形 ， 长 

5 一 7cm， 宽 2 一 7mm， 叶 脉 3 一 7 条 ,边缘 有 小 乳头 状 突起 ， 两 面 无 毛 。 花 1 一 5 和 东 ,， 排 

成 近 伞 形 或 总 状 花 序 ;， 花梗 长 1. 2 一 4. 5cm; 花 直 立 ， 星 状 开展 ， 深 红色 ， 无 斑点 ， 有 

光泽 ; 花 被 片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2. 2 一 4cm， 宽 4 一 7mm， 蜜 腺 两 边 具 乳头 状 突起 ; Me 

巷 向 四 面 靠 拢 ， 花 丝 长 1.8~2em, HE, CHAKA. KA 7mm; 子 房 圆 柱 形 ， 长 

1~1.2cm, H#@2.5~3mm, 44H RMT FR. EARBK. BREA, KR 3 一 

3.5cem, Ht 2~2.2cm. 7EH6~7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3. dt BA Lilium henryi Baker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100 一 200cm。 鳞 荟 近 球形 ， 直 径 2cm, WEA EIR, Femme, 

3. 5 一 4.5cm， 宽 1. 4 一 1. 6cm， 白 色 。 茎 具 紫色 条 纹 ， 无 毛 。 叶 两 型 ， 中 下 部 叶 和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7.5~15cm， 宽 2 一 2. 7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近 圆 形 ， 有 3 一 5 条 脉 ， 两 面 无 

毛 ， 全 缘 ， 叶 柄 长 约 Smm; 上 部 叶 卵 圆 形 ,， 长 2 一 4cm， 宽 1.5 一 2. 5cm， 先 端 急 尖 ， 

基部 近 圆 形 ， 无 柄 。 总 状 花 序 具 1 一 12 SRE; 苞 片 卵 圆 形 ， 叶 状 ， 长 2.5 一 3. 5cm， 先 

端 急 尖 ， 花 梗 长 5 一 9cm， 水 平 开 展 ， 每 花梗 通常 2 条 花 ; TERRA RETTIG. ete. A. 

具 稀 朴 的 黑色 斑点 ， 长 5 一 7cm， 宽 达 2cm， 全 缘 ， 蜜 腺 两 边 具 多 数 流 苏 状 突起 ; KS 

四 面 开 展 ， 花 丝 砖 状 ， 长 4 一 4. 5cm， 无 毛 ， 花 药 深 橘红 色 ; 子 房 近 圆柱 形 ， 长 1. 5cm， 

花柱 长 Scm, HESKMBABK, 3. TRAE. K4~4.5cem, BH 3.5cm, ff. EH 

6~7 月 ， 果 期 8 月 。 

4. #)I| GAM Lilium rosthronii Diels 

与 湖北 百合 很 相似 ， 主 要 区 别 为 中 下 部 叶 为 线 状 披 针 形 ， 宽 8 一 10mm。 藉 果 长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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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长 为 5.5 一 6. 5cm， 直 径 为 1. 4 一 1. 8cm， 棕 绿色 。 

5. WAC ae)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15 一 60cm。 鳞 葵 卵 形 或 圆锥 形 ， 直 径 2~3cm, BEA RIG RED 

WW, 长 2 一 3. 5cm， 宽 1 一 1. 5cm， 白 色 。 葵 有 乳头 状 突起 ， 有 时 具 紫 色 条 纹 。 叶 散 生 于 葵 

中 部 ， 线 形 ， 长 3.5~9em, FH 1. 5 一 3mm， 中 脉 下 面 突 出 ， 边 缘 有 乳头 状 突起 。 花 单 生 或 

数 条 排 成 总 状 花 序 ， 鲜 红色 ， 通 常 无 斑点 ， 下 垂 ; ERA RE, K4~4.5cem, 宽 8 一 

1lmm， 蜜 腺 两 边 有 乳头 状 突起 ; 花丝 长 1. 2 一 1. 5em， 无 毛 ， 花 药 长 椭圆 形 ， 黄 色 ， 花 粉 

近 红 色 ;， 子 房 圆 柱 形 ， 长 8 一 10mm， 花 柱 稍 长 于 子 房 或 长 1 倍 多 ,长 1.2 一 1.6cm， 柱 头 

WK, 38. BRA. K 2m, H%1.2~1.8cem. EHA7~8 月 ， 果 期 8~10 月。 

6. 4,484 Lilium papilliferum Franch.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约 60cm。 鳞 茎 卵 圆 形 ， 直 径 2. 5cm， 鳞 片 卵 形 或 披 针 状 卵 形 ， 白 

色 。 蔡 带 紫色 ， 密 生 乳 头 状 突起 。 叶 多 数 ， 散 生 ， 着 生 于 中 上 部 ， 线 形 ， 长 5. 5 一 7cm， 

宽 5 一 10mm， 先 端 急 尖 ， 中 肪 明显 。 总 状 花 序 有 花 5 Je; 苞 片 叶 状 ， 长 4 一 5.5cm， 宽 

3 一 5mm; 花梗 长 4.5~5cm; 花 芳 香 ， 下 垂 ， 紫 红色， 花 被 片 矩 圆 形 ， 长 3. 5 一 3. 8cmy 

宽 1 一 1. 3cm， 先 端 急 尖 ， 基 部 稍 狭 ， 蜜 腺 两 边 有 乳头 状 突 起 和 鸡冠 状 突起 ;花丝 长 

2cm， 无 毛 ， 花 药 淡 褐色 ， 花 粉 橙色 ; 子 房 圆柱 形 ， 长 lcm， 直 径 4cm， 花 柱 长 1. 3cm, 

藉 果 和 矩 圆 形 ， 长 2 一 2. 5cm， 直 径 1.5~2cm。 花 期 7~8 月 ， 果 期 8 一 9 A. 

7. Jil G4 Lilium davidii Duchartre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50~100cm, MEA PERIGEE ONIE, HE 2~4.5cem, BH FOI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3.5cm， 宽 1 一 1.5cm， 白 色 。 葵 有 时 带 紫色 ， 密 生 小 乳头 状 突 

起 。 叶 多 数 散 生 ， 在 中 部 较 密 ， 线 形 ， 长 7 一 12cm， 宽 2 一 6mm， 先 端 急 尖 ， 边 缘 反 卷 

并 有 明显 的 小 乳头 状 突起 ， 中 脉 明显 ， 在 背面 凸 起， 叶腋 有 白色 绵 毛 。 花 单 生 或 2 或 3 

条 排 成 总 状 花序 ; 区 片 叶 状 ， 长 4 一 7. 5cm， 宽 3~7mm; 花梗 长 4 一 8cm; FER, 

Be, ZEA 2/3 有 紫 黑色 斑点 ; 外 轮 花 被 片 长 5 一 6cm， 宽 1. 2 一 1. 4cm， 内 轮 花 被 

片 比 外 轮 稍 宽 ， 蜜 腺 两 边 有 乳头 状 突起 ， 在 其 外 面 的 两 边 有 少数 流苏 状 乳 突 ; 花丝 长 
4~4.5cem, 7, 444K 1.4~1.6cm, EM RBA; 子 房 圆 柱 形 ， 长 1 一 1. 2cm， 

直径 2 一 3mm， 花 柱 长 为 子 房 的 2 倍 以 上 ， 柱 头 膨 大 ，3 IRR. HREGAB., K 
3. 5cm， 直 径 1. 6 一 2cm。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 

8. #4 & Lilium callosum Sieb. et Zucc.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90cm, MEE), BRIE. HVE 1. 5 一 2. 5cm， 鳞 片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1.5 一 2cm， 宽 6~12mm, Af. BIE. WBE, BI, K6~10cm, KH 

3~5mm, A 3 条 脉 ， 无 毛 ， 边 缘 有 小 乳头 状 突起 。 花 单 生 或 少 有 数 条 排 成 总 状 花 序 ; 

苞 片 1 或 2 枚 ， 长 1 一 1. 2cm， 顶 端 加 厚 ; 花梗 长 2 一 3cm， 弯 曲 ， 花 下 垂 ， 花 被 片 倒 披 

针 状 匙 形 ， 长 3 一 4cm， 宽 4 一 6mm， 中 部 以 上 反 卷 ， 红 色 或 淡 红 色 ， 几 无 斑点 ， 蜜 腺 

两 边 有 稀 朴 的 小 乳头 状 突起 ;花丝 长 2 一 2. 5cm， 无 毛 ， 花 药 长 7mm， 子 房 圆 柱 形 ， 长 

1 一 2cm， 直 径 6 一 7mm， 花 柱 短 于 子 房 ， 柱 头 膨大 ，3 裂 。 戎 果 狭 矩 圆 形 ， 长 约 

2. 5cm， 直 径 6 一 7mm。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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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POLYGONI CILITINERVE 

【概述 】〗】 红 药 子 为 伏 牛 山大 宗 药 材 。 具 清热 解毒 、 凉 血 、 活 血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呼 

吸 道 感染 、 扁 桃 体 炎 、 急 性 菌 痢 、 急 性 肠炎 、 泌 屎 系统 感染 、 多 种 出 血 、 跌 打 损 伤 、 月 

经 不 调 、 风 湿 兽 痛 、 热 毒 郊 疡 、 烧 伤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 编 写 组 ，1996)。《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AMALFI. POPE. Poo. ASI, ASR; AFI 

坡 、 沟 边 、 滩 地 或 乱 石 滩 。 

【商品 名 】 红 药 子 、 朱 砂 七 

CAA) 24. mA. ROL. BAT. ROH. Rib, MH=t. BAP. we 

Bie. Riek. Be. OMe. AM 

(BR) 24 AEE AD EAE Polygonum ciliinerve (Nakai) Ohwi 的 干燥 

块根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状 荃 膨 大 成 块 状 ， 近 木质 ， 常 卵 圆 体 状 ， 皮 褐色 ， 断 

面 黄 红 色 ， 具 须根 。 蔡 缠绕， 中 空 ， 多 分 枝 。 叶 椭圆 形 ， 长 4 一 10cm， 宽 3 一 5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耳 状 箭 形 ， 表 面 无 毛 ， 背 面具 乳头 状 突起 ;叶柄 较 叶 片 短 ; 托 叶鞘 膜 质 ， 

褐色 。 圆 锥 状 花 序 顶 生 ， 大 型 ; fv), FRR, RAR 1 一 3 SRE, FEE, KR 2 一 

2. 5mm， 基 部 有 关节 ;， 花 被 白色 或 黄白 色 ，5 深 裂 ， 外 面 3 片 背 部 具 翅 ， 翅 微 下 延至 花 

梗 ， 雄 蕊 7 或 8 个 ， 较 花 被 短 ; 花柱 极 短 ， 柱 头 3 个 ， 扩 展 呈 盾 状 。 果 实 卵 状 三 校 形 ， 

两 端 尖 ， 长 约 2. 5mm， 黑 褐色 ， 有 光泽 ， 包 于 宿 存 花 被 内 ， 花 被 片 具 宽 起 ， 心 脏 形 。 

花期 6~7 月 ， 果 期 8 一 9 A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块 根 呈 不 规则 块 状 ， 或 略 呈 圆柱 形 ， 长 8 一 15cm， 或 更 长 ， 直 径 3 一 

7cm， 表 面 棕 黄 色 ， 或 略 呈 圆柱 形 ， 长 8 一 15cm， 或 更 长 ， 直 径 3 一 7cm， 表 面 棕 黄 色 。 

根 头 部 有 多 数 ， 葵 基 呈 疙 将 状 。 质 极 坚硬 ， 难 折断 ， 剂 面 深 黄色 。 木 质 深浅 黄色 ， 呈 环 

状 ， 近 佩 部 另 有 分 散 的 浅黄 色 木 质 部 束 。 和 气 微 ， 味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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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收 加 工 】 全 年 均 可 采 收 ， 除 去 茎 叶 、 须 根 ， 洗 净 ， 切 片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大 黄 素 (emodin) 、 大 黄 素 甲 栈 (physcion) 、 大 黄 素 -8-8-D- 葡 萄 糖 

4 CH B) 〈emodin-8-8D-glucopyranoside，anthraglycoside B) 、 大 黄 素 甲 醚 -8-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CF A) (physcion-8-@-D-glucopyranoside, anthraglycoside A), Kt 

酚 、 大 黄 酸 (rhein), WAAR GHA, 1985; 泰国 伟 等 ，1987)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ER 鉴别 

1) RAHA 0. 5g， 加 乙醇 适量 回流 提取 2h， 分 别 取 乙 醇 提 取 液 3ml， 置 于 不 同 

试管 中 : @ 加 2%% 氧 氧化 钠 液 1Iml， 显 樱 红色 。@) 滴 加 1%% 三 氯 化 铁 ， 显 暗 棕色 。 

2) 取 上 述 乙 醇 提 取 液 滴 于 滤纸 上 ， 置 紫外 灯 (254nm) 下 观察 ， 显 淡 红 色 荧 光 。 

3) 薄 层 色谱 ” 取 本 品 粉 未 (过 40 目 筛 ) 0. 2g， 加 甲醇 5ml 冷 浸 片刻 ， 过 滤 。 于 水 

REAR. MK 2ml， 用 5ml 乙酸 振 播 ， 分 取 醚 层 ， 浓 缩 至 少量 ， 作 供 试 液 ， 另 

取 大 黄 素 、 大 黄 素 甲 酸 作 对 照 品 。 分 别 点 样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醚 - 己 烷 - 

甲酸 - 乙 酯 甲酸 (1 : 3 : 1.5 :0.1) 为 展开 剂 展 开 ， 日 光 下 供 试 液 色谱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的 相应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黄色 斑点 ; 用 氢气 一 后 显 红色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流动 相 : 甲 

醇 -0. 1 %% 磷 酸 溶液 (85:15); 流速 : 1. 0ml/min; 检测 波长 : 254nm; 理论 塔 板 数 按 

大 黄 素 峰 计 不 小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大 黄 素 标准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0. 22mg 的 混合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适量 红 药 子 ， 加 入 22%% 的 硫酸 ， 超 声 30min， 过 滤 ， 波 

液 用 氯仿 荃 取 ， 后 收集 氯仿 提取 液 ， 挥 二 后 定 容 于 10ml ah, Wwe. RBM.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20x1， 注 入 液 相 色 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赵 琦 等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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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论 A ae 

防 风 
Fangfeng 

RADIX SAPOSHNIKOVIAE 

CHIE) ARAB MAM, HA HRABA), WAEM. RF. HH. 

温 ， 归 膀胱 、 肝 、 脾 经 。 全 草 及 根 人 药 ， 解 表 祛 风 ， 胜 湿 ， 止 次 。 用 于 治疗 感冒 头痛 ， 

DUAR. KER. Bet. AK 400 一 800m 的 沟 坡 、 草 原 。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内 蒙古 自治 区 〈 东 部 ) 所 产 的 称 关 防风 或 东 防 风 ， 品 质 最 

佳 ; 内 蒙古 自治 区 〈 西 部 )、 河 北 “〈 承 德 、 张 家 口 ) 所 产 的 口 防风 和 山西 所 产 的 西 防风 

品质 次 于 关 防 风 ; 河北 《保定 、 唐 山 ) 及 山东 所 产 的 称 山 防风 ， 又 称 黄 防 风 、 青 防风 ， 

品质 也 较 次 ;河南 宜 阳 所 产 的 称 宜 风 ; 山东、 安徽 、 江 苏 等 地 所 产 的 称 水 防风 。 

除 上 述 正 品 防风 外 ， 尚 有 以 下 几 种 ， 均 为 地 区 习惯 用 药 : 台 川 防风 为 同 科 植 物 短 裂 

mi AS Ligusticum brachylobum Franch. 的 根 ， 野 生 在 多 石 砾 的 草原 、 山 坡 上 。 分 布 于 四 

Jil, SON, wr, AMET OI, AVNER KE. OMAR EIT 

叶 防 风 Seseli mairec Wolff 的 根 ， 生 于 荒山 路 旁 及 山坡 草丛 中 。 分 布 于 云南 、 四 川 、 贵 

州 等 地 ， 在 云南 、 四 川 地 区 习惯 作 防 风 使 用 。@@ 云 防风 为 同 科 植 物 松 叶 防风 Seseli yun- 

nanensisw Eranch， 的 根 ， 产 于 云南 、 四 川 。 四 新 疆 防 风 也 叫 细 叶 防风 ， 为 伴 形 科 植 物 
RAY WX, Libanotis iliensis (Lipsky) Korov 的 根 ， 生 于 海拔 1000m 左右 砾石 山坡 、 山 

沟 或 路 旁 ， 分 布 于 新 疆 伊犁 、 乌 鲁 木 齐 一 带 。 

伏 牛 山区 防风 为 伞 形 科 防 风 属 植物 防风 Sa poshnikovia divaricata (Turcz. ) Schis- 

chk,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品种 。 

【商品 名 了】 防风 

【别名 】 出 芹菜 、 白 毛 草 、 铜 芸 、 回 云 、 回 草 、 百 枝 、 百 韭 、 百 种 、 屏 风 、 关 防 

Rl. JIB. Bo. KA 

(CBR) CPE RA FAR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80cm， 全 体 无 毛 。 根 粗壮 ， 茎 基 密 生 褐 色 纤 维 状 

的 叶柄 残 基 。 蔡 单 生 ，2 歧 分 枝 。 基 生 叶 柄 长 2 一 8cm， 叶 片 三 角 状 卵 形 ， 长 7 一 20cm， 

一 回 或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末 回 裂 片 线形 至 披 针 形 ， 顶 端 有 尖 头 ; 葵 生 叶 逐 渐 简 化 ， 具 扩展 

叶鞘 。 复 伞 形 花序 ， 无 总 苞 片 ， 少 有 1 片 ， 线 状 披 针 形 ， 长 2 一 3mm， 顶 端 尖 ;， 伞 辐 

4 一 9 个 ， 不 等 长 ; 小 总 苞 片 4 或 5 个 ， 线 形 至 披 针 形 ， 顶 端 尖 ， 长 1 一 2mm; 小 伞 形 花 

序 有 花 4~9 条 ， 花 醒 长 2 一 10cm; 花 黄 色 。 果 实 长 圆 状 宽 卵 形 ， 长 3 一 5mm， 宽 2 一 

2. 5mm， 扁 平 ， 有 海绵 质 小 普 ， 侧 棱 具 翅 。 花 期 8 一 9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 丁 宝 章 等 ，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圆锥 形 或 长 圆柱 形 ， 下 部 渐 细 ， 有 的 略 弯曲 ， 长 15 一 

30cm， 直 径 0. 5 一 2cm。 表 面 灰 棕色 ， 粗 料 ， 有 纵 皱 纹 、 多 数 横 长 皮 孔 样 突 起 及 点 状 突 

起 的 细 根 痕 。 根 头 部 有 明显 密集 的 环 纹 ， 有 的 环 纹 上 残存 棕 褐 色 毛 状 叶 基 。 体 轻 ， 质 



- Big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松 ， 易 折断 ， 断 面 不 平坦 ， 皮 部 浅 标 色 ， 有 有 裂 险 ， 木 部 浅黄 色 。 气 特异 ， 味 微 甘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ne ERRA AME 

防风 属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播 种 后 种 子 发 芽 较 慢 ， 且 不 整齐 ， 大 约 工 个 月 才能 出 苗 。 

第 1 年 地 上 部 位 只 长 基 生 叶 ， 生 长 缓慢 ; 第 2 年 基 生 叶 长 大 ， 个 别 植株 抽 昔 开花 ， 结 
果 ; 第 3 年 全 部 抽 草 开花， 结果 。 返 青 期 5 月 上 旬 ， 茎 叶 生长 期 5 一 6 月 中 旬 ， 开 花期 

6 一 7 月 中 旬 ， 结 果 期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下 旬 ， 果 熟 期 8 月 上 旬 至 9 A EA, HOA 

旬 至 10 月 上 旬 。 野 生 种 开花 结果 较 晚 ， 生 长 年 限 长 。 

防风 为 深 根性 植物 ， 地 下 部 根 的 生长 习性 较为 特殊 ， 一 年 生根 长 13 一 17cm， 二 年 
生根 长 50 一 66cm。 根 具有 萌生 新 芽 ， 产 生 不 定 根 和 繁殖 新 个 体 的 能 力 。 植 株 生长 早期 ， 

怕 干 燥 ， 以 地 上 部 荃 叶 生 长 为 主 ， 根 部 生长 缓慢 ; 当 植 株 进入 生长 旺 期 ， 根 部 生长 较 

快 ， 根 的 长 度 显著 增加 ，8 月 以 后 根部 生长 才 以 增 粗 为 主 。 植 株 开 花 结 果 后 根部 木质 

化 、 中 空 ， 甚 至 全 株 枯 死 。 

种 子 发 芽 率 较 低 ， 寿 命 较 短 ， 隔 年 种 子 不 发 菠 。 新 鲜 种 子 发 芽 率 为 50% 一 

75 为 ， 储 存 一 年 以 上 的 种 子 ， 发 菠 率 极 低 ， 不 能 做 种 ， 种 子 在 20C 、 水 分 充足 时 1 

周 出 苗 。 水 分 不 充足 时 需 1 个 月 才能 出 苗 ， 并 且 出 苗 不 整齐 。 种 子 以 当年 采 收 当年 
播种 为 好 。 

二 、 生 长 条 件 

防风 野生 于 草原 、 山 坡 或 林 缘 ， 耐 寒 性 强 ， 可 耐 受 一 30C 以 下 低温 。 适 宜生 长 温度 

A20~25°C, mF 30C 时 生长 缓慢 。 苗 期 耐 旱 性 差 ， 成 株 期 耐 旱 性 强 ， 怕 水 涝 ， 水 大 

易 烂 根 。 喜 阳光 充足 、 凉 爽 的 气候 条 件 ， 适 宜 在 土 层 深厚 、 排 水 良好 、pH6. 5 一 7. 5 的 

沙 质 壤土 中 生长 。 耐 盐 碱 ， 固 沙 能 力 强 。 高 温 闷 热 、 阳 光 不 足 及 水 大 会 使 叶片 枯黄 ， 生 

长 停滞 。 

三 、 土 壤 种 类 

地 势 高 、 向 阳 、 排 水 良好 、 土 层 深厚 的 沙 质 壤土 适宜 种 植 。 黏 土 及 白 浆 土 种 植 ， 根 

短 ， 支 根 多 ， 质 量 差 ， 不 宜 选 作 种 植 地 。 

【种 植 方法 】 

一 、 留 种 

选 生长 旺盛 、 没 有 病虫害 的 二 年 生 植株 。 增 施 磷 肥 ， 促 进 开 花 、 结 实 饱满 。 待 种 

子 成 熟 后 割 下 葵 枝 ， 搓 下 种 子 ， 防 于 后 放 阴 凉 处 保存 。 另 外 ， 也 可 以 在 收获 时 选取 

直径 为 0. 7cm 以 上 的 根 条 作 种 根 ， 边 收 边 栽 ， 或 者 在 原 地 假 植 ， 等 翌年 春天 移 栽 定 

植 用 。 



二 、 栽 培 管理 

1. 选 地 
防风 对 土壤 要 求 不 十 分 严格 ， 但 应 选择 地 势 高 的 向 阳 土地 ， 土 壤 以 疏松 、 肥 沃 、 土 

层 深 厚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最 适宜 。 黏 土 、 洲 洼 、 酸 性 大 或 重 盐 碱 地 不 宜 栽 种 。 

2. 整地 

防风 为 深 根植 物 ， 二 年 生根 长 可 达 50 一 70cm。 因 此 在 秋天 要 求 对 土地 进行 深 翻 达 
40cm 以 上 ， 早 春 整 平 邦 细 ， 拾 净 根 茬 和 杂 物 ， 为 防风 生长 创造 良好 的 基础 条 件 。 

3. 施肥 
为 满足 多 年 生 防 风 生 长 发 育 对 营养 成 分 的 需要 ， 必 须 施 足 基 肥 。 每 雷 施 优质 农家 肥 

3000~4000kg， 施 过 磷酸 钙 20~30kg 或 磷酸 二 铵 8 一 10kg。 最 适 在 秋天 深 翻 前 施 人 地 
表面 ， 然 后 翻 和 耕 层 。 最 迟 要 在 整地 作 畦 前 施 人 。 施 肥 要 均匀 。 

=. (FRE. AHS 

防风 既 可 用 种 子 直播 ， 也 可 采用 育苗 移 栽 方法 繁殖 。 生 产 实 践 中 发 现 ， 第 1 年 育 

苗 ， 第 2 年 春季 移 栽 的 方法 ， 可 收 到 既 节省 种 子 ， 又 便于 集中 管理 ， 还 可 节约 用 地 的 良 

好 效果 。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可 以 根 段 繁 殖 ， 利 用 根 段 和 根茎 萌生 。 和 截取 Som 长 根 段 ， 早 春 开 沟 ， 

栽植 根 段 。 每 亩 用 种 栽 根 段 35 一 40kg， 栽 后 覆土 Bek. 

1. 畦 床 制作 
作 畦 育苗 有 露地 直播 育苗 和 保护 地 塑料 拱棚 育苗 两 种 ， 可 因 地 选 用 。 

(1) 露地 直播 畦 。 畦 面 长 、 宽 一 般 因 地 势 条 件 而 定 ， 要 因地制宜 ， 以 便于 管理 为 原 

TW, MER SERRE. SRE UES, 

(2) PHA, BEDE 2.4m, MEK 15~20m, 

(3) «HA, HESE 1.2m, MEK 15~20m, BElBIEB 40cm， 均 制作 成 低 于 地 平面 10~ 

15cm 的 步道 沟 。 

2. 播种 适 期 
(1) 育苗 田 。 因 扣 棚 后 具有 保湿 增 温 作 用 ， 所 以 利用 塑料 拱棚 早春 进行 育苗 的 时 间 

要 早 于 露地 直播 育苗 7 一 10d。 播 种 方法 以 撒播 为 主 。 

(2) 露地 直播 。 要 在 早春 气温 达到 15"C 以 上 时 进行 ， 一 般 在 4 月 中 上 旬 ， 以 起 

(条 ) 播 为 宜 。 

3. 种 子 处 理 与 播种 

将 精 选 好 的 种 子 ， 于 播种 前 3 一 5d 进行 温水 浸泡 处 理 。 用 35C 的 温水 浸泡 24h， 用 

40~50°C HY ia 7K 278 8 一 12h， 使 种 子 充 分 吸水 ， 以 利 发 芽 。 浸 泡 时 做 到 边 搅拌 ， 边 撒 

种 子 ， 捞 出 浮 在 水 面 上 的 瘤 籽 和 杂质 ， 将 沉 底 的 饱满 种 子 泡 好 后 取出 ， 稍 了 晾 后 播种 。 

扣 拱 棚 育 苗 田 撒播 时 ， 将 畦 面 整 好 ， 喷 透水 分 ， 然 后 人 工 撒播 种 子 ， 每 亩 用 种 

2. 5 一 3. 0kg。 撒 播 均匀 后 ， 用 人 竹 筛 或 铁 筛 盘 上 2. 0cm 厚 的 湿润 新 土 保 丧 ， 盖 严 种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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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s SFR 

eH ERE R KAA. BAA LIFY. THB 15~20cm, FARR 2 一 3cm (E+ 

AAV. UME). RPA ay SEA. Bo 1 一 1. 5cm 厚 ， 待 稍 于 后 

WEFT PRB RR 

生产 田 直 播 ， 播 种 方法 基本 与 露地 育苗 方法 一 致 ， 但 行距 要 加 大 到 25 一 30cm， 每 

亩 用 种 量 降 至 1. 0 一 1. 5kg。 

四 、 田 间 管 理 

1. 苗 期 管理 

扣 塑 料 薄膜 拱棚 内 育苗 ， 播 种 至 出 苗 阶 段 为 密闭 期 ， 要 经 常 检 查 ， 控 制 好 棚 内 温 

度 ， 一 般 以 20 一 25? 为 适宜 温度 ， 如 天 气 过 热 ， 棚 内 温度 过 高 ， 要 加 盖 草 苦 遮 阴 进行 

降温 。 当 畦 面 药 苗 见 绿 时 ， 可 通过 揭 膜 放 风 的 方法 来 调整 棚 内 温度 。 随 着 幼苗 的 生长 ， 

逐渐 加 大 放风 孔 ， 进 行 炼 苗 ， 直 至 揭 掉 塑料 膜 为 止 。 畦 内 出 现 杂 草 ， 要 及 时 除草 。 

(1) 抗旱 保 培 ， 力 争 全 苗 。 露 地 育苗 田 和 生产 直播 田 ， 播 种 至 出 苗 期 间 的 管理 十 分 

重要 。 此 期 要 采取 一 切 抗旱 保 丧 措施 ， 如 压 、 踩 、 灵 、 轧 、 石 碾 ， 因 地 、 因 时 并 用 ， 确 

保 播种 层 内 有 充足 的 土壤 水 分 ， 满 足 其 萌发 需要 。 严 防 土壤 “ 落 干 ”和 种 子 “ 芽 二 ”的 

现象 发 生 ， 力 争 达 到 苗 全 、 苗 壮 。 

(2) 除草 松 土 ， 防 荒 促 半 。 田 间 和 畦 面 生 长 出 杂 草 ， 将 影响 幼苗 生长 ， 要 求 见 草 就 

除 ， 防 止 草 荒 欺 苗 。 同 时 ， 要 进行 中 耕 松 土 2 或 3 遍 ， 为 幼苗 根系 生长 改善 环境 ， 促 使 

根系 深 扎 ， 达 到 壮 苗 的 效果 。 

(3) RHC, SRR. Wile 15 一 20d， 苗 高 达 3 一 5cm Ay, HTH. TH 

“ 死 撮 ”， 防 止 小 苗 过 度 拥挤 ， 生 长 细弱 。 生 长 到 1 个 月 左右 时 ， 苗 高 达 10cm 上 ， 进 行 
最 后 定苗 ， 育 苗 田 苗 距 2 一 3cm， 生 产 田 苗 距 8 一 10cm， 防 止 苗 荒 徒长 。 同 时 ， 苗 期 时 

值 地 下 害虫 (时 蚌 、 虹 晴 、 地 老虎 、 金 针 虫 )、 苗 期 害虫 CBA, St) 相继 发 生 为 

害 ， 要 做 好 田间 调查 和 防治 工作 ， 保 证 防风 幼苗 不 受 损害 。 

2. 生长 期 管理 

由 于 防风 适应 性 强 ， 耐 寒 、 抗 旱 性 强 ， 只 要 保证 全 苗 ， 生 长 期 间 管 理 比 较 简单 。 为 

促进 生长 和 发 育 也 可 采取 一 些 促 挖 措施 。 

(1) 追肥 浇 水 。 一 般 情 况 下 第 1 年 人 工 栽培 防风 ， 很 少 表现 缺 肥 和 缺 水 症状 。 只 有 

播种 在 沙 质 土壤 或 遇 严 重 干旱 天 气 时 ， 在 定苗 后 适当 追肥 沽 水 。 每 亩 追 尿素 8 一 10kg， 

硫酸 钾 3 一 5kg， 追 肥 后 及 时 浇 水 ， 以 满足 不 良 土 壤 和 不 良 天 气 影响 下 的 防风 幼苗 生长 

需求 。 
(2) 中 耕 除 草 。 生 长 期 间 仍 然 有 一 部 分 杂 草 在 不 同时 间 生 长 出 来 ， 要 结合 中 耕 松 土 

及 时 拔除 。 

(3) HEADS. BIKER ARERR HAE 6 一 8 A, IEE, BC) RAGS 

和 积 水 要 及 时 排除 ， 并 随后 进行 中 耕 ， 保 持 田 间 地 表土 壤 有 良好 的 通 透 性 ， 以 有 利于 根 

系 生 长 。 



3. 越冬 期 管理 

防风 栽培 第 1 年 为 营养 生长 ， 地 上 植株 呈 莲 座 状 ， 很 少 有 抽 芝 开花 现象 ， 一 旦 发 现 

要 及 时 摘除 。 生 长 到 10 月 中 上 旬 ， 地 上 叶 葵 开始 枯黄 ， 进 入 越冬 休眠 期 。 此 期 管理 ， 

一 是 浇 好 越冬 前 的 封冻 水 ， 严 防 因 北 方 气候 干旱 而 引起 水 分 不 足 。 要 在 10 月 底 或 11 月 

上 旬 浇 封冻 水 ， 要 浇灌 均匀 。 二 是 防止 放牧 和 畜 禽 的 践踏 为 害 ， 做 好 田间 管 护 工 作 。 三 

是 管 护 好 育苗 田 秧苗 ， 并 做 好 移 栽 田 各 项 移 栽 前 的 准备 工作 ， 如 整地 、 施 肥 、 保 证 水 

源 等 。 

4. 返青 期 管理 
防风 根 葵 在 地 下 经 过 一 个 冬季 漫长 的 “休眠 ”以 后 ， 到 翌年 春季 随 着 天 气 变 暖 ， 气 

温 升 高 ， 耕 层 逐 渐 解 冻 ， 根 葵 开 始 萌发 新 芽 ， 进 入 返青 期 ， 开 始 新 的 生命 活动 。 

) 清 园 。 返 青 前 人 工 进行 彻底 清 园 ， 将 地 表 枯 干 叶 葵 清 除 到 田 外 烧毁 ， 以 减轻 病 

虫 的 发 生 和 为 害 。 

(2) 追肥 浇 水 。 每 亩 追 施 优 质 农 家 肥 1500 一 2000kg， 全 田 铺 施 ， 随 即 浇 水 ， 促 使 

返青 ， 达 到 壮 株 、 壮 根 的 目的 。 

(3) 起 苗 移 栽 。 于 3 一 4 月 幼苗 “返青 ”前 ， 在 整 好 的 移 栽 田 内 ， 按 行距 15 一 18cm 

横向 开 沟 栽植 ， 开 沟 深 10~15cem, PRE 8 一 10cm， 土 壤 板结 干旱 时 进行 座 水 移 栽 ， 也 

AUK. TUE 10 一 20cm， 每 穴 栽 两 株 ， 栽 植 时 要 栽 正 、 栽 稳 ， 使 根系 舒展 。 栽 后 覆土 

压 实 ， 也 可 栽 后 普 效 一 次 定 根 缓 苗 水 ， 提 高 栽植 成 活 率 。 

5. 旺盛 生长 期 管理 

生产 田 以 提高 根系 产量 为 目的 ， 加 强 管理 十 分 重要 ， 因 此 要 满足 防风 旺盛 生长 期 对 

生长 条 件 的 需要 。 

(1) 中 耕 松 土 。 防 风 返 青 至 旺盛 生长 期 持续 时 间 达 两 个 多 月 ， 此 期 生产 田 仍 以 促 根 

生长 发 育 为 主 ， 田 间 需 经 常 进行 中 耕 松 土 ， 改 善 根系 生长 环境 ， 促 进 根系 健壮 生长 。 

(2) 除草 防 荒 。 及 时 拔除 田间 杂 草 ， 防 治 草 荒 。 

(3) 根 外 追肥 。 根 据 植 株 生长 情况 ， 如 发 现 营养 不 足 ， 可 进行 根 外 追肥 ， 可 喷 磷 酸 

二 氧 钾 、“ 保 多 收 ”、 增 根 剂 等 ， 按 说 明 使 用 。 

(4) 打 董 促 根 。 因 防风 第 2 年 将 有 80 巡 以 上 植株 抽 昔 开花 结实 ， 地 上 植株 开花 以 

后 ， 地 下 根 开 始 木 质 化 ， 严 重 影响 药 用 根 质量 甚至 失去 药 用 价值 ， 为 此 ， 两 年 以 上 除 留 

种 田 外 ， 必 须 将 花 划 及早 摘 除 。 一 般 需 进行 2 或 3 次 ， 见 董 就 打 掉 ， 避 免 开 花 消 耗 养 

分 ， 影 响 根 的 发 育 。 

(5) 排 湿 除 渤 。 田 间 遇 送 或 积 水 时 ， 要 及 时 排除 ， 以 免 影响 植株 生长 。 

6. 留 种 田 管理 

选 留 植株 生长 整齐 一 致 ， 健 壮 的 田 块 作 留 种 田 ， 不 进行 打 蔓 ， 可 放养 密 蜂 辅助 授 

粉 。8 一 9 月 ， 防 风 种 子 由 绿色 变 成 黄 褐色 ， 轻 碰 即 成 两 半 时 采 收 。 不 能 过 早 采 收 未 成 

熟 种 子 ， 否 则 影响 发 芽 率 或 不 发 菠 。 也 可 割 回 种 株 后 放置 阴凉 处 后 熟 1 周 左 右 ， 再 进行 

脱粒 。 晾 干 种 子 放 置 布 袋 储藏 备用 。 

繁 种 也 可 选 留 二 年 生根 葵 ， 翌 年 春季 进行 根 段 择 揪 繁 种 ， 将 防风 无 芦 头 根 段 截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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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5cm 的 小 段 ， 开 沟 深 5cm 左右 进行 斜 栽 ， 当 年 不 抽 蔓 开花 ， 根 不 木质 化 ， 只 是 根 的 

形态 变化 较 大 ， 主 根 圆 柱 形 ， 生 有 多 数 较 长 的 支 根 。 隅 年 开花 产 籽 。 如 用 带 芦 头 的 根茎 

择 插 ， 当 年 可 开花 产 籽 ， 一 般 不 采用 。 

五 、 病 虫害 防治 

防风 生长 发 育 期 间 很 少 发 生病 虫害 ， 只 有 个 别 年 份 发 生 。 要 做 好 调查 ， 认 真 防治 。 

1. 白粉 病 

夏 、 秋 季 发 生 。 被 害 叶 片 两 面 呈 白粉 状 斑 ， 后 期 逐渐 长 出 小 黑 点 CORN). 

严重 时 使 叶片 早期 脱落 。 其 病原 菌 为 独活 白粉 病 属 额 菌 亚 门 白 粉 菌 目 真 菌 。 

发 病 规律 : 病菌 以 菌 襄 过 在 病 残 体 上 越冬 。 翌 春子 宫 孢 子 引 起 初 侵 染 ， 病 株 上 产生 

KE Se Une. SIRE RRR, KAT SNARE. 

防治 措施 : 一 是 冬 前 清除 病 残 体 ， 集 中 销毁 ， 减 少 田 间 侵 染 源 ; 二 是 发 病 初期 喷洒 

波 美 度 石 硫 合剂 ， 或 15%% 粉 锈 宁 800 倍 液 ， 或 50% 多 菌 灵 1000 倍 液 。 每 隔 7 一 10d 用 

其 中 一 种 药剂 防治 ， 共 喷 2 或 3 次。 

2. 根 腐 病 
mime wept, RARE, HBR, aH. 

防治 方法 : PINKER. TOA AA; tL AT A 70% SAB ER 

ATR (1? 10) Weta DUA SEE. 

3. 虫害 
1) 黄 凤 蝶 幼虫 : 5 月 开始 为 害 ， 幼 虫 咬 食 叶 、 花 荤 ， 严 重 时 叶片 被 吃 光 。 防 治 方 

法 : 3 龄 前 用 有 机 磷 农 药 50%% 辛 硫 磷 1000 倍 液 喷雾 即 可 。 

2) BMS. 现 蕾 开 花期 发 生 ， 幼 虫 在 花蕾 上 结 网 ， 咬 食 花 与 幼 果 。 防 治 方法 

可 于 清晨 或 傍晚 喷 90%% 敌 百 虫 800 倍 液 或 80% MALE LI 1000 FR. 

【 采 收 加 工 】 

1. KU 
防风 一 般 在 栽种 第 2 年 开花 前 或 冬季 收获 。 早 春 用 根 苗 栽 的 可 于 当年 冬 采 收 ， 均 以 

根 长 达 30cm 以 上 ， 根 粗 0. 5cm 以 上 时 控 采 。 采 收 早 ， 产 量 低 ， 采 收 过 迟 则 根 易 木质 

化 。 收 获 时 宜 从 畦 的 一 边 控 一 条 深 沟 ， 然 后 一 行 行 掘 起 ， 露 出 根 后 用 手 扒 出 ,防止 

FET 

2. ML 

控 出 后 除 净 残 葵 、 细 梢 、 毛 须 及 泥土 ， 晒 至 九 成 干 时 ， 按 粗细 长 短 ， 分 别 捆 成 重 

250g BK 50g AY) FA. FRA ee BX 

3. 分 级 标准 
防风 商品 常 分 为 两 个 等 级 。 

一 等 : 干货 。 根 呈 圆 柱 形 ， 表 面 有 皱纹 ， 顶 端 带 有 毛 须 ， 外 皮 黄 褐色 或 灰 黄 色 ， 质 

松 较 柔软 。 断 面 棕 黄 色 或 黄白 色 ， 中 间 淡 黄色 。 味 微 甜 。 根 长 15cm 以 上 ， 芦 下 直径 

0. 6cm 以 上 ， 无 杂质 、 虫 星 、 霉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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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 : 干货 。 根 呈 圆 柱 形 ， 偶 有 分 校 ， 表 面 有 皱纹 ， 顶 端 常 有 毛 须 ， 外 皮 黄 神色 或 

灰 黄 色 ， 质 松 柔 软 ， 断 面 棕 黄 色 或 黄白 色 ， 中 间 淡 黄色 。 味 微 甜 。 芦 下 直径 0. 4cm 以 

EL, FAR, Be. Be. 

【化 学 成 分 】 防 风化 学 成 分 主要 有 挥发 油 、 色 原 酮 、 香 豆 素 、 有 机 酸 、 杂 多 糖 、 

可 醇 等 ， 

1. 挥发 油 
挥发 油 含 数 十 种 成 分 ， 含 量 较 高 的 有 辛 醛 〈octanal) BAY Z; Hs 〈8-bisabolene)、 

壬 醛 〈nonanal) 、7- 洽 烯 -4- 醇 〈7-octen-4-ol) 、 已 醛 Chexanal), {lpr Ccuparene) 和 

有 校 叶 醇 〈8-eudesmol) |, BA CAME. 

2. Je tl 
By DAL 2 Jit el 1, a, De el A gE, J lL jC, De el ge A Chamau- 

dol), ZRAFH (acetylhamaudol), 4VARAH (sitosterol angeloglhamaudol) 及 

ZFWH (sec-o-glucosylhamaudol) ; Ki RRA FRA (cimifugin), Ft RR 

(prim-o-glucosylcimifugin) 、4'-O- 葡 萄 糖 基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4'-O-glucopyranosy 

F-5-O-methylvisamminol) 和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背 等。 其 中 升 麻 素 、 升 麻 苷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和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背 是 防风 的 主要 有 效 成 分 〈 张 宝 娣 等 ，2003) 。 

3. FER 
防风 中 的 香 豆 素 ， 有 香 柑 内 酯 〈bergapten) 、 欧 前 胡 素 (imperatorin), *hA ABA 

BE 〈psoralen) 、 珊 瑚 菜 素 (phellopterin) 、 花 椒 毒 素 (xnthotoxin) 、 东 芒 车 素 (scopo- 

letin) 、 川 白芷 内 酯 、 异 紫花 前 胡 内 酯 〈marmesin) 、 德 尔 妥 因 〈deltoin) 等 有 效 成 分 。 

4. ROR 
AER MPR BEM Es Cfalcarino), #0 AEE 〈falcarindiol) 、(8E) -十 七 碳 -1， 

8-—§-4, 6-—}R-3, 10-—BEL(8E) -heptadeca-1, 8-dien-4, 6-diyn-3, 10 diol) ] 。 

5. A ALR 
防风 中 的 有 机 酸 有 香草 酸 (pcoumaricacid) 、 脂 肪 酸 (fatty acid) 等 。 

6. BHR 
从 防风 水 提 液 中 得 到 了 两 种 酸性 杂 多 糖 : XC-1、XC-2， 其 平均 分 子 质量 为 

13 100Da 和 73 500Da。 

此 外 ， 防 风 中 还 含有 D- 甘 露 糖 (D-mannose) 、8 谷 醇 -8D- 葡 萄 糖苷 〈8-sitostenol- 

BD-glucoside) 、 甘 露 醇 〈mannitol) 等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别 
本 品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为 5 一 30 列 细胞 。 栓 内 层 窗 ， 有 较 大 的 椭圆 形 油管 。 韦 皮 部 

较 宽 ， 有 多 数 类 圆 形 油管 ， 周 围 分 泌 细 胞 4 一 8 个 ， 管 内 可 见 金 黄色 分 沁 物 ; HALLS 

曲 ， 外 侧 常 成 裂 除 。 形 成 层 明显 。 木 质 部 导管 甚 多 ， 呈 放射 状 排 列 。 根 头 处 有 链 ， 薄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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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中 偶 见 石 细 胞 。 

粉末 淡 标 色 。 油 管 直 径 17 一 60km， 充 满 金黄 色 分 记 物 。 叶 基 维 管束 常 伴 有 纤维 
束 。 网 纹 导 管 直径 14 一 85pm。 石 细胞 少见 ， 黄 绿色 ， 长 圆 形 或 类 长 方形 ， 壁 较 厚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末 1g， 加 丙酮 20ml， 超 声 处 理 20min, WE, VERA. RACE 

l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防 风 对 照 药 材 1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再 取 

升 麻 背 对 照 品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苷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lmg 的 混合 溶 
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依 照 薄 层 色谱 法 [中 国药 典 兴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L BI 进行 实验 ， 

吸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Fzxs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烷 -甲醇 4: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防 干 ， 置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 材 和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 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40 : 6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54nm， 理 论 板 数 按 升 麻 素 苷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Xt FR ie ARN Hl 

精密 称 取 升 麻 素 苷 对 照 品 及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背 对 照 品 适量 ， 分 别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60p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EAA dh AHN Hl 

取 本 品 细 粉 0. 2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10ml， 称 定 重量 ， 

水 浴 回 流 2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勾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对 照 品 溶液 各 Syl 与 供 试 品 溶液 2x1， 注 人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we» BIG. 

本 品 按 干燥 品 计算 ， 含 升 麻 素 苷 〈Cz Her On) 和 5-O- 甲 基 维 斯 阿 米 醇 背 〈Cz Hos Oro ) 

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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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 荆 叶 
Mujingye 

FOLIUM VITICIS NEGUNDO 

CHIR] ARR. RF CARS). Bin. AF. HEE. JAR. 

祛 疾 ， 止 咳 ， 平 喘 。 用 于 治疗 咳 跨 、 慢 性 支气管 炎 。 
马鞭 草 科 植物 黄 荆 Vitex negundo L. 的 两 个 变种 : FF] Vitex negundo L. var. 

canna bifolia (Sieb. et Zucc. ) Hand. -Mazz. ##i| 4& Vitex negundo var. hetero- 

phylla (Franch. ) Rehd. 与 同属 植物 草草 Vitex trifolia var. simplicifolia Cham. 的 

叶 都 作为 牡 研 叶 使 用 ， 在 伏 牛 山区 分 布 广泛 .《 中 国药 典 光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为 马鞭 草 

科 植 物 牡 荆 的 新 鲜 叶 。 牡 草 油 为 牡 斌 新 鲜 叶 经 水 蒸气 蒸馏 得 到 的 挥发 油 ， 在 《中 国药 

#8.) (2005 年 版 ) 中 也 收 载 。 

牡 荆 作 为 传统 的 药 用 植物 ， 它 的 不 同 部 位 的 药 效 也 不 尽 相 同 ， 如 牡 研 葵 可 治 感冒 、 

疮 肿 、 牙 痛 ; 牡 研 子 可 祛 风 ， 治 咳嗽 、 哮 喘 ， 牡 荆 根 可 治 疙 疾 、 关 节 风 湿 痛 等 。 

【商品 名 】 牡 荆 叶 

CANA) He. ER, RR SE. WOR. EAL, AER. 

C2) See RTA A Breet +. 

CRED) Bee KATA. HHS 1 一 5m。 小 枝 四 棱 形 ， 密 生 灰白 色 绒 毛 。 

掌 状 复 叶 ， 常 5 小 叶 ， 叶 缘 具 粗 锯齿 ， 背 面 淡 绿 色 ， 通 常 被 柔 毛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长 

10~20cm; 花 昔 钟 状 ， 先 端 5 AR; eR A, Fo BW, IRB. RE, BR 

色 。 花 期 4 一 6 月 ， 果 期 7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牡 斌 叶 为 掌 状 复 叶 ， 小 叶 5 片 或 3 片 ， 披 针 形 或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中 

间 小 叶 长 5 一 10cm， 宽 2 一 4cm， 两 侧 小 叶 依次 渐 小 ，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槐 形 ， 边 缘 具 粒 

锯齿 ;上 表面 绿色 ， 下 表面 淡 绿 色 ， 两 面 沿 叶脉 有 短 昔 毛 ， 嫩 叶 下 表面 毛 较 密 ;总 叶柄 

长 2 一 6cm， 有 一 浅 沟 槽 ， 密 被 灰白 色 昔 毛 。 气 芳香 ， 味 首 、 微 苦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低 山 向 阳 的 山坡 路 边 或 灌 从 中。 喜光 ， 耐 
阴 ， 耐 寒 ， 对 土壤 适应 性 强 。 

【种 植 方法 】 播 种 ， 分 株 繁殖 ， 不 耐 移植 。 

【 采 收 加 工 】 夏 、 秋 季 叶 茂盛 时 采 收 ， 除 去 葵 枝 。 

CHER) HAHAHAHA 0.1% ， 其 中 主 成 分 为 石竹 烯 (caryophynen), 

FOR BREN BE (Beudesmol), WA (E) - 己 烯 醛 L(E) -2-hexenal]、 正 癸 烷 (dec- 

ane), #2%5 〈sabinen) 、1- 壬 烯 -3- 醇 〈1-nonen-3-ol) 1-3##-3-f] (l-octen-3-one), #& 

叶 油 素 Ceucalyptol), AM} (phenol) 、Z-8#- 松 油 醇 (Z-Bterpineol), 3, 7-—AAZE-1, 6- 

辛 烯 -3- 醇 〈1，6-octadien-3，7-dimethyl-3-ol) 、 十 二 烷 〈dodeeane) Z-@-4#AK Kr LZ- 

G-farnesene], BABI ACI (B-guaiene), a7 11s (a-caryophyllene), AA ~Ki C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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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ndrene), F¢-"|/YUMi Csoledene), AAR AMY DC germacrene D)、(S) -1- 甲 基 -4- 

(5-FA 基 -1- 亚 FA 基 -4- 乙 fi SE )-H Mi LCS )-1-methyl-4-( 5-methyl-1-methylene-4- 

hexenyl )-cyclohexene], 48 # "ti BC germacrene B), 2-4! Ht (beta~-Humolene) , 

Co PRPE HEALER (nerolidyl acetate), FPSB (cadinol), +/—R-te ERB (+/- 

tira7zls-nerolidol) 、 石 竹 烯 氧化 物 (caryophynene oxide), #EM+BE (torreyol), 7TH 

(Cnerolidol) 、 黑 松 醇 〈thunbergol) 、2，4a，8，8- 四 甲 基 =- 十 氨 - 环 两 基 【d) 蓉 2， 

4a，8，8-tetramethyldeeahydrocyclopropa(Cd)naphthalene]j、 十 四 醛 (tetradecanal), 、 邻 

Ax Ae ER (1, 2-benzenediearboxylic acid, diisooctyl este),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Sal 

本 品 横 切 面 : Ee ee RE. Lb. PRAHA ER. FRMEBRRE. 

肉 栅 栏 组 织 为 3 一 4 DIANA, PARANA. ERK RO, BAAR “VU” 

形 ,“U” 形 的 凹 部 另 有 1 一 5 个 较 小 的 维 管束 ， 周 围 薄 壁 细胞 可 见 纹 孔 ; 上 、 下 表皮 内 

方 有 数列 厚 角 细 胞 。 本 品 表 面 观 : 上 表皮 细胞 呈 类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形 ， 垂 周 壁 波状 弯 

Hh; 非 腺 毛 1 一 4 细胞， 先端 细胞 较 长 ， 表 面 有 疣 状 突起 ;， 腺 鳞 头 部 4 A. BEA 

55pm， 柄 单 细 胞 ， 小 腺 毛 少见 ， 头 部 1 一 4 细胞， 直径 约 25um, fh 1 一 3 细胞 ,非常 

短 。 下 表皮 细胞 较 小 ,长 17~30 (45) pm, BH 12 一 25wm， 垂 周 壁 微 弯曲 或 较 平 直 ; 

气孔 不 定式 ， 直 径 15 一 20km， 副 卫 细胞 3~6 +; 非 腺 毛 、 腺 鲜 和 小 腺 毛 较 多 。 

取 本 品 粉 未 1g， 用 石油 醚 脱脂 ， 过 滤 ， 和 残 酒 加 乙醇 10ml， 浸 泡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lml。 于 2 支 试 管 中 各 加 浓缩 液 2 滴 ， 再 分 别 加 入 盐酸 - 镁 粉 、 盐 酸 - 锌 粉 试剂 ， 

依次 显现 橙黄 色 和 樱 红 色 〈 检 查 黄酮 ) 。 

二 、 含 量 测定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没有 牡 研 叶 生 药 材 中 挥发 油 的 最 低 限 量 。 因 牡 荆 油 相对 密 

FETE 25C 时 应 为 0. 890 一 0. 910， 依 据 《 中 国药 典 》(2005 AER, PRX FRE) 测定 挥发 

油 的 含量 。 

取 供 试 品 适量 〈 相 当 于 含 挥 发 油 0.5 一 1. 0ml) ， 称 定 重量 EME 0.01g)， 置 烧 

瓶 中 ， 加 水 300 一 500ml (或 适量 ) 与 玻璃 珠 数 粒 ， 振 揪 混 合 后 ， 连 接 挥 发 油 测 定 器 与 

回流 冷凝 管 。 自 冷凝 管 上 端 加 水 使 充满 挥发 油 测定 器 的 刻度 部 分 ， 并 溢 流 入 烧瓶 时 为 

止 。 置 电热 套 中 或 用 其 他 适宜 方法 缓 缓 加 热 至 沸 ， 并 保持 微 沸 约 5h， 至 测定 器 中 油 量 

不 再 增加 ， 停 止 加 热 ， 放 置 片 刻 。 开 启 测定 器 下 端的 活塞 ， 将 水 绥 缓 放出 ， 至 油层 上 端 

到 达 刻 度 OA ER 5mm 处 为 止 。 放 置 1h 以 上 ， 再 开启 活塞 使 油层 下 降 至 其 上 端 恰 与 

刻度 0 线 平 齐 ， 读 取 挥 发 油 量 ， 并 计算 供 试 品 中 挥发 油 的 含量 〈%%)( 黄 琼 等 ，2007)。 

【附注 】 

一 、 黄 荆 Vitex negundo L. 

灌木 或 小 乔木 。 小 枝 四 棱 形 ， 密 生 灰 白色 绒毛 。 掌 状 复 叶 ， 小 叶 5 个 ， 少 有 3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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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叶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至 披 针 形 ，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枫 形 ， 全 缘 或 每 边 有 少数 锯齿 ， 背 面 密 生 

灰 自 色 绒 毛 ， 中 间 小 叶 长 4 一 13cm， 宽 1 一 4cm， 有 柄 ， 最 外 侧 两 小 叶 常 无 柄 。 聚 伞 花 

序 排 成 圆锥 状 ， 长 10 一 27cm; 花 苯 5 裂 ; eee. ISI; 雄 芒 伸 出 花冠 管 外 ; 子 

房 近 无 毛 。 核 果 近 球形 ; Sar. BE RHKE. HH 4 一 6 月 ， 果 期 7 一 10 月 。 

RAN HE. Bs; 葵 皮 可 造纸 及 人 造 槐 。 葵 、 叶 治 久 痢 ; 种 子 能 镇 静 、 镇 痛 ， 根 

可 驱 晓 虫 ， 花 和 枝叶 可 提取 芳香 油 。 耐 旱 、 耐 匀 薄 ， 可 作 水 土 保持 造林 树种 ， 也 是 树桩 

盆景 优良 资源 。 

—. FIA 

小 叶 边 缘 有 缺 刻 状 锯齿 ， 浅 裂 至 深 裂 ， 背 面 密生 灰白 色 绒 毛 。 

=. AT 

【汉语 拼音 】 Mujingzi 

【英文 名 称 】Fruit of Hempleaf Negundo Chastertree 

【概述 】 出 自 陶 弘 景 .《 本 草 纲 目 》 载 :“ 牡 斌 ， 处 处 山野 多 有 ， 樵 采 为 薪 ， 年 久 不 

EA. FOR ot. AUDIT; 其 枝 对 生 ;， 一枝 五 叶 或 七 叶 ， 叶 如 榆 叶 ， 长 而 尖 ， 有 

饮 齿 ;五 月 检 间 开花 成 穗 ， 红 紫色 ， 其 子 大 如 胡 蓉 子 ， 而 有 白 膜 皮 庄 之 。 苏 颂 云 叶 似 若 

RARER. BH. OH, GHAR, MARTHA. HHRBVAAR, MK 

th.” JAR. KA. RACMER., Ibe te, FEUER. YRC. FR. 

泄 泻 ， 痢 疾 ， 疝 气 痛 ， 脚 气 肿胀 ， 白 带 ， 白 浊 。 

CAA) DA. HIN. FARR. BAIT 

【 基 原 】 为 马鞭 草 科 植物 牡 荆 的 果实 。 

【药材 性 状 】 果 实 圆锥 形 或 卵 形 ， 上 端 略 大 而 平 圆 ， 有 花柱 脱落 的 止 痕 ， 下 端 稍 尖 。 

长 约 3mm， 直 径 2 一 3mm。 宿 昔 灰 褐色 ， 密 被 灰白 色 细 绒毛 ， 包 被 整个 果实 的 2/3 或 

EA, Bin om 5 AR, SMA 5 一 10 RAK. RAR, KE, RABE. 

HRLBUS, hee. 43, REARAAMT 1 枚 或 不 育 。 气 香 ， 味 苦 、 涩 。 以 颗粒 

饱满 、 气 香 者 为 佳 。 

【 采 收 加 工 】 秋季 果实 成 熟 时 采 收 ， 用 手 搓 下 ， 扬 浆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含 丁香 酸 (syryngic acid) 、 香 草酸 、 牡 斌 木 脂 素 (vitexlignan), HA 

酸 、 硬 脂 酸 (stearic acid) 、 油 酸 和 亚 油 酸 。 还 含 挥 发 油 ， 主 要 存在 于 宿 苯 中， 含量 约 

为 0.05%%。 

【鉴别 】 

1) 取 粉 未 〈 过 40 Ai) 1g， 用 石油 醚 脱脂 后 ， 再 以 95%% 乙 醇 10ml 浸泡 4 一 6h，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lml 分 置 于 2 支 试 管 中 ， 分 别 加 入 盐酸 - 镁 粉 、 盐 酸 - 锌 粉 试剂 ， 依 次 

显现 橙黄 色 和 樱 红 色 〈 检 查 黄酮 ) 。 

2) 薄 层 色谱 。 将 上 述 石油 醚 提取 液 浓 缩 至 0.5ml， 供 点 样 用 ， 另 以 牡 斌 内 酯 为 对 

照 。 分 别 点 样 在 同一 硅胶 〈 青 岛 海 洋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0. 3%CMC 板 上 ， 以 石油 醚 -乙酸 

CBR (3 : 2) 为 展开 剂 ， 展 距 10cm。 喷 2%% 香 草 醋 硫酸 液 显 色 。 供 试 品 色谱 在 与 对 照 



。228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品 色谱 的 相应 位 置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DO. Fae te 

【汉语 拼音 】 Mujinggen 
【英文 名 称 】Root of Hempleaf Negundo Chastertree 

【概述 】 出 自 《 名 医 别 录 》:“ 水 煮 服 ， 主 心 风 ， 头 风 ， 肢 体 诸 风 ， 解 肌 发 汗 。”《 本 

草 纲目 》:“ 牡 研 ， 苦 能 降 ， 辛 温 能 散 ， 降 则 化 痰 ， 散 则 祛 风 ， 故 风 疾 之 病 宜 之 上 其 解 肌 

发 汗 之 功 ， 世 无 知 者 。” 按 《 王 氏 奇 方 》 云 ， 一 人 病 风 数 年 ， 予 以 七 叶 黄 研 根 皮 、 五 加 

RE. HSS, AIGA, BM. MBB. VAR. AP. A. EUR. RE 

iby. ah, Hei. FIR BK. TR. ERR. KURO 

(SR) ASH BEA AAR 

【 采 收 与 加 工 】 秋 后 采 收 ， 洗 净 ， 切 片 ， 晒 干 。 

hy tH 

【汉语 拼音 】 Mujingjing 

【英文 名 称 】Stem of Hempleaf Negundo Chastertree 

【概述 】 出 自 《 名 医 别 录 》:“ 疗 灼 烂 。”《 本 草 拾遗 》:“ 治 灼 疮 及 热 颖 疮 〈“ 及 ”一 作 

发:) AR.” ORE. HT; 性 平 。 归 肺 、 肝 、 脾 、 胃 经 。 具 祛 风 解 表 ， 消 肿 止 痛 功 效 ， 

FIRE. "RI. AH. A. HEAP. beth. 

CHA) HAA 

【 基 原 】 为 马鞭 草 科 植物 牡 荆 的 葵 。 

【 采 收 与 加 工 】 夏 、 秋 季 采 收 ， 切 段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核 叶 油 素 (eucalypt). ATi. PARBE 〈8-eudesmo) 含量 较 高 ， 从 成 

分 上 看 叶 和 茎 可 以 共同 提取 牡 荆 油 。 

【主要 参考 文献 】 

Bo, MA, Bee. 2007. HIM ASAE RMA. 时 珍 国 医 国 药 ，18 (4) : 807 一 809 

Huajiao 

PERICARPIUM ZANTHOXYLI 

CIA) WAKE WAKA. API. AHURA. FPA bee 
Yow» MEMS, HAA. HME; Sh TG MIRE. FER PTR AA LL Bk BY UL ie Bh LL 74) 

灌 处 林 中 ， 河 南 是 花椒 集中 分 布 区 之 一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录 花椒 ， 此 外 伏 
牛山 区 还 分 布 有 川 陕 花椒 、 野 花椒 、 刺 异 叶 花 椒 、 竹 叶 椒 、 波 叶 花 椒 ， 习 作 花 椒 使 用 。 

【商品 名 】 花 椒 
【别名 】 i. KW. Bi. a. El, BS 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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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原 】 和 花椒 为 芸香 科 植 物 花 椒 Zanthorylum bungeanum Maxim. 的 干燥 成 熟 

果皮 。 

【 原 植物 】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高 3 一 7m。 茎 干 通常 有 增 大 皮 刺 ， 枝 灰色 或 宰 灰 色 ， 

有 细小 的 皮 孔 及 略 斜 向 上 的 皮 刺 ， 当 年 生 小 枝 被 短 柔 毛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叶 轴 腹 面 两 侧 

有 狭 怒 ， 有 时 被 短 柔 毛 ， 背 面 常 着 生 向 上 生 的 小 皮 刺 ， 在 腹面 位 于 对 生 的 两 小 叶 基 部 党 

有 小 皮 刺 ; 小 叶 S~9 4S, 稀 3 或 11 个 ， 对 生 ， 无 柄 或 几 无 柄 ， 卵 形 、 卵 状 长 圆 形 、 椭 

圆 形 或 广 卵 圆 形 ， 长 1. 5 一 7cm， 宽 8 一 30mm， 先 端 急 尖 或 短 渐 尖 ， 常 微 上 四 ， 基 部 圆 形 

或 钝 ， 有 时 两 侧 略 不 对 称 ， 边 缘 有 细 钝 锯齿 ， 齿 缝 处 有 粗大 透明 的 油 腺 点 ， 中 脉 略 下 

陷 ， 侧 脉 不 显露 ， 背 面 中 脉 常 有 斜 向 上 的 皮 刺 ， 中 肪 基部 两 侧 通常 密生 长 柔 毛 。 聚 伴 圆 

锥 花序 ， 顶 生 于 侧枝 上 ， 长 2~6cm， 花 序 轴 被 短 柔 毛 ; 花 被 片 4 一 8 个 ， 排 成 一 轮 ， 长 

1~2mm; 雄花 的 雄 芒 4~8 个 ， 通 常 为 5~7 个 ， 花 丝线 形 ， 较 花药 稍 短 或 等 长 ， 药 隔 

中 间 近 顶 处 有 色泽 较 深 的 腺 点 ， 退 化 子 房 先 端 2 又 裂 ， 花 盘 环形 而 增 大 ; 雌花 心 皮 4 一 

64, M74, 通常 3 或 4 个 , 子 房 无 柄 ， 花 柱 略 侧 生 而 外 弯 ， 柱 头头 状 。 萌 获 果 通常 

2 或 3 个 ， 红 色 或 紫红 色 ， 密 生 六 状 突起 的 腺 点 。 花 期 3 一 5 月 ， 果 熟 期 7 一 9 A CTS 

m4, 1997), 

【药材 性 状 】 背 荧 果 多 单 生 ， 直 径 4 一 5mm。 外 表面 紫红 色 或 棕 红 色 ， 散 有 多 数 
疣 状 突起 的 油 点 ， 直 径 0. 5 一 1mm， 对 光 观 察 半 透明 ;内 表面 淡 黄 色 。 和 理气 浓 ， 味 习 疗 

而 持久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种 质 来 源 】 抚 育 居 和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花 椒 为 喜光 、 喜 温 树种 ， 耐 寒 力 较 差 ， 幼 苗 在 
一 18 低 温 下 ， 枝 条 则 受 冻 害 。 花 椒 耐 干旱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在 沙壤土 或 石灰 性 土壤 

上 生长 最 好 。 花 椒 耐 修剪 ， 抗 病虫害 能 力 强 。 在 山区 多 与 麻 标 、 山 胡椒 、 草 条 、 酸 现 、 

侧 柏 等 落叶 树种 混 生 。 

【种 植 方法 】 

一 、 民 种 选择 

因地制宜 的 选择 符合 要 求 的 优良 品种 作为 主要 栽培 品种 ， 以 提高 花椒 的 丰产 性 和 商 
品 性 。 一 般 选 优良 品种 的 母 株 采种 ， 果 皮 呈 紫红 色 ， 种 皮 呈 蓝 黑 色 时 ， 分 批 采摘 ， 放 室 
内 阴干 ， 待 自行 开裂 ， 取 种 子 ， 扬 净 ， 放 阴凉 处 储藏 备用 。 

tings 2) 

种 子 繁殖 : 春季 3 一 4 月 播种 。 种 子 处 理 : 因 种 皮 坚 硬 ， 含 油 质 ， 透 水 性 较 差 ， 需 
脱脂 处 理 ， 一 般 用 碱 水 溶液 (2kg 水 加 25g 碳酸 钠 ) 浸泡 24， 以 盖 没 种 子 为 宜 ， 搓 洗 ， 
除去 种 皮 油 脂 ， 捞 出 ， 备 用 。 也 可 先 将 种 子 催芽 后 再 播种 。 可 将 种 子 用 温 沙 层 积 堆放 ， 
每 隔 15d 翻动 1 次 ， 保 持 一 定 的 湿度 ， 待 播 前 lod 将 其 放 在 温暖 处 ， 覆 草 盖 塑料 薄膜 ， 
保湿 ， 待 种 子 萌动 后 播种 。 或 者 将 种 子 浸泡 2 一 3min， 置 40 一 50C 温 水 中 4 一 5d， 当 种 
皮 部 分 开裂 时 ， 放 在 温暖 处 ， 用 湿布 盖 没 ， 当 种 子 露 白 后 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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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 地 : 按 行距 25~30cm 开 条 沟 播 种 。 出 苗 后 苗 高 3 一 5cm 时 ， 按 株距 10 一 15cm 

定苗 。 幼 苗 生 长 期 追肥 1 或 2 次 ， 并 结合 松 土 除 草 。 苗 高 Im 时 移 栽 。 冬 季 、 早 春 、 雨 

季 均 可 定植 ， 按 行 、 株 距 2mX1. 5m 或 3mX4m 开 穴 栽种 “〈 王 辉 等 ，2006) 。 

、 田 间 管 理 

造林 1~4 年 可 间 种 花生 、 豆 类 、 药 材 、 绿 肥 等 。 中 耕 除草 2 或 3 次 。 施 肥 1 或 2 

次 ， 在 6 ARAM. RRMA. BARES. Bk, WEE 

排水 。 

四 、 整 形 修剪 

幼 树 整 形 以 自然 开心 形 为 好 ， 先 剪 去 主干 离 地 面 30 一 50cm 以 上 的 枝条 ， 保 留 3 一 5 

个 骨干 枝条 ， 短 截 ， 选 留 第 一 轮 侧 枝 ， 第 2 一 3 年 则 留 第 二 轮 、 第 三 轮 侧 枝 ， 使 其 形成 

一 定 的 树冠 。 也 可 整形 成 丛 状 形 、 三 角形 、 圆 头 形 、 双 层 开 心 形 等 。 成 年 树 修 剪 ， 以 短 

BRYAL, HARB. BBR. BER. EKRS. ATEMARRA. CERE 

养 小 、 去 弱 、 留 强 ， 更 新 复壮 。 花 椒 易 萌 芽 ， 应 及 时 抹 除 。 冬 季 要 涛 封冻 水 和 村 烟 

防 霜 。 

五 、 病 虫害 防治 

虫害 有 蚜虫 、 黄 凤 蝶 、 花 椒 凤 蝶 、 金 花 虫 、 黑 绒 金 龟 子 、 花 椒 天 牛 等 。 

【 采 收 加 工 】 当 花椒 叶 面 变 油 亮 而 富有 光泽 ， 果 实 颜 色 变 红 色 或 紫红 色 ， 果 皮 着 

生 疙 状 突起 ， 油 点 明显 ， 种 子 变 黑 ， 果 皮 易 开裂 ， 香 味 浓 、 麻 辣 足 时 ， 选 择 睛 天 在 露水 

王后 采摘 。 和 采摘 后 的 鲜 椒 不 要 放 在 水 泥 地 面 上 上 晒 ， 更 不 要 放 在 塑料 布 上 晒 ， 以 免 花椒 被 

高 温 烫 伤 后 ， 失 去 鲜红 色光 泽 。 应 在 苇 席 、 竹 席 上 了 晒 。 了 晒 花 椒 时 不 要 用 手 抓 ， 尽 量 用 

长 簧 子 把 花椒 夹 住 均匀 地 摊 放 在 席 片 上 ， 这 样 晒 出 的 花椒 鲜红 透亮 。 切 鼠 雨 淋 和 暴晒 。 

晒 好 后 装 和 塑料 袋 内 ， 扎 好 口 ， 可 以 长 期 保存 。 

【化 学 成 分 】 挥 发 油 成 分 : 柠檬 烯 〈limonene)、1，8- 校 叶 素 、 月 桂 烯 _Cmyrce- 

ne), a-Yekts (a-pinene), PYek (Fpinene), ARM. BAKE Mi 〈8phellandrene)、 且 

# ith s-X(B-oximene-X), X-HA AER. o- PSHM (a-terpinene), Ape Cperillene) , 

芳 樟 醇 〈18-inalool) 、4- 松 油 烯 酸 (ter-pinen-4-ol), BAA 〈estragole) aFPSHM (e- 

terpineol) 、 反 式 丁 香 烯 〈tirazs-caryophllene) 、 乙 酸 松 油 醉 酯 (terpinyl acetate), #H 

i. CARPEAEBEBR 〈neryl acetate), BEE ni (Bcadinene), CARPE LEBER (gera- 

nyl acetate)( 孙 小 文 等 ，1996 ) 。 

花椒 中 的 生物 碱 : 花椒 属 植物 中 普遍 含有 生物 碱 ， 按 其 母 核 可 分 为 蜂 啉 衍生 物 类 、 

异 唆 啉 生物 类 、 葵 并 菲 啶 衍生 物 类 。 花 椒 果 皮 中 生物 碱 主要 为 菌 芋 碱 、 香 草木 字 碱 、 合 

帕 落 平 碱 、6- 甲 氧 基 -5，6- 二 氧 白 屈 莱 红 碱 、 去 -N- 甲 基 - 白 屈 菜 红 碱 等 。 

酰胺 类 物质 : 花椒 属 植物 中 的 酰胺 大 多 为 链 状 不 饱和 脂肪 。 山 椒 素 : 羟基 -o- 山 椒 

素 、 羟 基 -8 山椒 素 、 羟 基 -Y- 山 椒 素 、 六 山椒 素 、2- 羟 基 -N- 异 丁 基 -2，4，8，10，12- 十 

四 烷 五 烯 酰 腕 、2- 羟 基 -N 异 丁 基 -2，4，8，11- 十 四 烷 四 烯 酰胺 、2- 羟 基 -N- 异 丁 基 -2，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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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10- 二 十 二 碳 四 烯 酰胺 、N- 对 羟基 葵 基 甲 基 -2，7- 二 甲 基 -2，6- 注 二 和 炳 酰 胺 。 

ICR: Gh. BR. Hl. PEL BE 〈 魏 刚才 等 ，2008) 。 
其 他 类 物质 : 花椒 果皮 中 含有 香 柑 内 脂 、 脱 草 肠 素 等 ， 青 椒 果 皮 中 含有 香 柑 内 脂 、 

7- 羟 基 -8-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 伞 形 花 内 脂 等 。 花 椒 果 皮 中 还 有 省 醇 、 不 饱和 脂肪 酸 、 二 十 九 

烷 等 物质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Bail 

取 本 品 粉 末 2g， 加 乙醚 10ml, HAs, RUN, WE, WRFRAY Ini,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花 椒 对 照 药材 2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光 2005 年 版 ) Mae VE BI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 
BG 薄 层 板 上 ， 以 正己 烷 -乙酸 乙 酯 (4 : 1) Aker, RT, Wh, PRP. BANE 
kT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红色 

二 、 含 量 测 定 

取 供 试 品 适量 〈 相 当 于 含 挥发 油 0.5 一 lml)， 称 定 重量 ， 置 烧瓶 中 ， 加 水 300 一 

500ml 与 玻璃 珠 数 粒 ， 振 摇 混 合 后 ， 连 接 挥发 油 测定 器 与 回流 冷凝 管 。 自 冷凝 管 上 端 加 

水 至 充满 挥发 油 测定 器 的 刻度 部 分 ， 并 溢 流 入 烧瓶 时 为 止 。 置 电热 套 中 或 用 其 他 适宜 方 

法 缓 缓 加 热 至 沸 ， 并 保持 微 沸 约 5h， 至 测定 器 中 油 量 不 再 增加 ， 停 止 加 热 ， 放 置 片刻 ， 

开启 测定 器 下 端的 活塞 ， 将 水 缓 缓 放 出 ， 至 油层 ， 上 端 到 达 0 刻度 线 上 5mm 处 停止。 

放置 1h 以 上 ， 再 开启 活塞 使 油层 下 降 至 其 上 端 恰 与 0 刻度 线 平 齐 ， 读 取 挥 发 油 量 ， 并 

计数 供 试 品 中 挥发 油 的 含量 〈%) ， 不 得 少 于 1.52%%。 

【附注 】 

1. 野花 椒 
MAA Zanthoxylum simulans Hance. f= FARA WK AY Ww oe Be LAE AK 

果实 、 叶 及 根 人 药 。 灌 木 ， 高 1 一 2m。 枝 通常 有 皮 刺 及 细小 皮 孔 ; BARA MRR E 

或 无 毛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叶 轴 腹 面 两 侧 的 边缘 具 狭 翅 和 长 短 不 等 的 皮 刺 ;小 叶 5 一 9 个 ， 

稀 11 个 ， 对 生 ， 厚 纸 质 ， 近 于 无 柄 ， 卵 圆 形 、 卵 状 长 圆 形 或 蓉 状 宽 卵 形 ， 长 2.5 一 

6cm， 宽 1. 5 一 3. 5cm， 先 端 急 尖 或 略 呈 圆 形 ， 有 时 微 目 ， 基 部 急 尖 或 宽 枫 形 ， 边 缘 有 

细 钝 锯齿 ， 两 侧 均 有 透明 油 腺 点 ， 表 面 密 生 短 刺 刚毛 。 聚 伞 圆 锥 花序 ， 顶 生 , 长 1 一 

Sem, 花序 轴 被 短 毛 ; 花 被 片 5 一 8 个 ， 一 轮 ， 绿 色 ， 长 三 角形 ， 先 端 狭 渐 尖 ; 雄花 的 

雄蕊 5 一 7 个 ， 稀 4 或 8 个 ， 花 丝 较 花 被 得， 花药 广 椭圆 形 ， 略 长 于 花丝 ， 药 隔 中 间 近 

顶部 处 有 色泽 较 深 的 腺 点 ， 退 化 子 房 先 端 2 MA, TERK. BRL M24, 2 

色 至 紫红 色 ， 基 部 有 伸 长 的 子 房 柄 ， 外 面 有 粗大 半 透 明 的 腺 点 ; PPP. BA. FE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6 一 8 月 。 

2. 川 陕 花 椒 
MAE RTE. HCE Zanthoxylum piasezkii Maxim.， 产 于 伏 牛 山区 的 灵 宝 、 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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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 西 峡 、 南 召 等 县 ; 生 于 山谷 或 林 缘 ; 灌木 。 树 皮 灰 神色， 通常 具 基 部 增 大 的 皮 刺 ; 

AMPK, TRAM ARS. SRA) Rs 小 叶 7~17 个 ,， 稀 9 个 ， 对 

生 ， 无 柄 ， 纸 质 或 硬 纸 质 ， 卵 形 、 倒 卵 形 或 斜 卵 形 ， 长 5 一 10mm， 稀 15mm， 宽 3 一 

6mm， 先 端 圆 ， 基 部 攀 形 ， 两 侧 不 对 称 ， 上 部 边缘 有 细 印 锯齿， 两面 无 毛 ， 背 面 沿 中 

脉 常 有 细 刺 。 聚 企 圆 锥 花序 ， 顶 生 或 腋生 ， 长 约 lem, fer RIE. TERETE Ea 

长 ; 花 被 片 5 一 8 个 ， 排 成 一 轮 ， 狭 卵 形 或 砖 形 ,长 2.5 一 3. 2mm， 先 端 尖 或 渐 尖 ， 无 

=; 雄花 的 雄蕊 4 一 6 个 ， 花 丝 较 花 药 短 ， 药 隔 先端 有 色泽 较 深 的 腺 点 ， 退 化 子 房 先 端 

2 又 裂 ;雌花 的 心 皮 通常 2 一 4 个 ， 花 柱 得， 外 弯 ， 分 离 ， 柱 头 细小 。 背 葡 果 1 或 2 个 ， 

稀 3 个 ， 紫 红色 ， 有 吓 起 的 腺 点 。 花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6 一 7 A. 

3. 波 叶 花椒 Zanthoxylum undulati folium Hemsl 

PoFRFUKNRE. PR. PR, ALAS. ISR. EFI. RS. OM 

中 。 灌 木 ， 高 达 3m， 皮 刺 甚 多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长 13 一 20cm; 叶 轴 纤细 ， 起 棱 ， 被 短 

的 微 柔 毛 ， 无 刺 或 有 时 有 短 刺 ， 小 叶 5 一 9 个 ， 对 生 ， 半 质 ， 无 柄 或 几 无 柄 ， 顶 生 小 叶 

有 短 柄 ， 披 针 形 ， 长 3. 5 一 11lcm， 先 端 长 渐 尖 ， 稀 急 尖 ， 基 部 常 为 圆 形 ， 边 缘 为 波状 圆 

锯齿 ， 齿 颖 有 腺 点 ， 背 面 灰色 ， 表 面 被 短 粗 硬 毛 。 聚 们 花序 ， 腋 生 ， 几 无 总 梗 ， 直 径 

2. 5 一 5cm， 花 少数 ;花梗 长 5 一 9mm， 被 短 微 硬 毛 。 背 葵 果 2 一 4 个 ， 细 小 ， 斜 卵 球形 ， 

直径 不 超过 3mm， 无 毛 ， 有 粗大 腺 点 ;种子 黑色 ， 光 亮 。 花 期 4 一 5 月 ， 果 期 7 一 8 月 。 

4. 竹 叶 椒 
MAA. HHL Zanthoxyim planispinum Sieb., et Zucc. , 产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低 山 玻 林 下 或 灌 从 中， 灌木 或 小 乔木 。 枝 直 出 而 扩展 ， 有 弯曲 而 基部 忆 

FRR, CR LM ERISA, FE. TAKE, HMA, HA 

皮 刺 或 在 腹面 小 叶片 的 基部 有 托 叶 状 皮 刺 一 对 ;小 叶 3 一 9 个 ， 对 生 ， 纸 质 ， 披 针 形 或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9cm， 先 端 渐 尖 或 急 尖 ， 基 部 槐 形 ， 边 缘 有 细 圆 锯齿 ， 侧 脉 不 明 

显 ， 有 时 有 稀少 的 透明 腺 点 。 聚 们 花序 ， 腋 生 ， 长 2 一 6cm， 分 枝 扩 展 ， 无 毛 或 有 短 毛 ; 

花 细 小 ， 花 被 片 6 一 8 个 ， 三 角形 或 砖 形 ， 先 端 尖 ， 长 约 1mm; 雄花 的 雄 攻 6 一 7 或 8 

个 ， 花 丝 细 长 ， 与 花药 等 长 或 较 长 ， 药 隔 顶 部 有 色泽 较 深 的 腺 点 ， 退 化 心 皮 先端 2 裂 ， 

花 盘 增 大 呈 圆 环形 ;雌花 的 心 皮 2~3 或 4 个 ， 花 柱 略 侧 生 ， 外 变 ， 分 离 ,， 柱 头 略 呈 头 

状 。 背 菊 果 1 或 2 个 , 稀 3 个 ,红色 ， 有 粗大 的 腺 点 ;种子 卵 圆 形 ， 黑 色 。 花 期 3 一 5 

月 ， 果 期 6 一 8 A. 

5. 刺 异 叶 花 要 
又 名 刺 叶 花椒 、 野 花椒 Zanthoxylum dimorphophyllum var. spiniflium Rehd, 

et Wils.， 产 于 伏 牛 山区 南部 的 西 峡 、 南 召 、 内 乡 、 渐 川 的 山沟 或 山坡 林 中 ， 灌 木 或 小 

FA, HE, APPR. AACR, RTC; 小 叶 1 一 3 个 ， 稀 3 一 5 个 ， 革 

质 ， 宽 卵 形 或 长 圆 形 ， 长 4 二 12cm， 宽 2~5cm， 先 端 渐 尖 或 急 尖 ， 基 部 槐 形 ， 边 缘 具 

钝 锯齿 和 针 刺 ， 两 面 无 毛 ， 密 生 细 小 腺 点 ， 表 面 有 光泽 。 聚 伞 状 圆锥 花序 ， 顶 生 或 腋 

A, 长 2 一 6cm; 花 小 ， 花 被 片 7 或 8 个 ， 排 成 一 轮 ， 有 时 其 中 2 个 合生 ， 先 端 叉 状 裂 ; 

雄花 的 雄蕊 4~6 个 ， 退 化 心 皮 呈 圆 球形 ; 雌花 具 退 化 雄蕊 4 或 5 个 ， 揪 生 于 花 盘 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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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e], rk 24+, Te. MR LB 2, RAH, AAR. HE 4 一 5 A, RA 

期 7 一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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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CTUS XANTHII 

CHA] ARAMA, HRP OFS BIA): “ 味 辛 、 苦 ， 温 ， 有 毒 。 

VARS. UPR. TES.” FAP IRI SES. RU, KRUSE, WIR te 

〈 苏 新 国 ，2007)， 是 耳鼻 喉 科 最 常用 药物 之 一 。 种 子 可 榨 油 ， 作 香料 、 油 漆 、 油 墨 、 肥 

气 、 硬 化 油 等 原料 。 幼 苗 有 剧 毒 ， 切 纪 采 食 。 伏 牛山 区 均 有 分 布 。 

苍 耳 子 种 类 繁多 ， 我 国 的 苍 耳 子 主要 有 6 FH Gras, 2006). OF Xanthium 

sibiricum Patrin. ， 广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 本 品 为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品种 ， 伏 牛 

山区 分 布 该 品种 。@ 稀 刺 苑 耳 Xanthium sibiricum var. subinerme (Winkl. ) Widder 

FAA. 华北、 西南 、 西 北 等 地 。 图 一 室 苍 耳 Xanthium sibiricum var . 

jingyuanense H. G. Houet Y. T. Lu. 为 甘肃 靖 远 发 现 的 新 变种 ， 该 变种 在 发 现 地 大 

面积 分 布 。 在 全 国 的 分 布 尚未 调查 清楚 ， 生 长 于 河 边 、 田 二 路 边 。@ 蒙古 苑 耳 Xanthi- 

um mongolicum Kitag 分 布 于 东北 、 内 蒙古 及 河北 易 县 周边 地 区 ， 常 生长 于 干旱 山坡 或 
沙 质 荒地 。@ 偏 基 苍 耳 Xazztjpizzxzaz inaequilatum D C， 仅 分 布 于 广东 、 福 建 和 台湾 ， 生 

长 于 治 海地 区 的 沙 质 土地 ， 全 国 其 他 地 区 少见 。@ RA Xanthium spinosum L. FER 

国 河 南 郸 城 县 栽培 过 程 中 驯化 ， 扩 展 到 周边 地 区 ， 其 中 以 河南 东部 、 陕 西 为 主 。 伏 牛山 

区 分 布 的 苍 耳 为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品种 。 国 内 药材 市 场 上 最 常见 到 有 蒙古 

苍 耳 及 近 无 刺 苍 耳 的 果实 作为 苍 耳 子 药材 出 售 。 

【商品 名 】 苍 耳 子 

CHI4Zl er. HT. FRR. RAK, FAT. WET. CRRA, Hee eR. 

EH. RES. ERS. CHR. BIRT. BET. Ban. RULER. TE. OFA 

Hise 

C2) BR BA tT ES 

CRM) HERA, FH 20~80cm, SHEA GRRE. PHREA ROBE 

形 ， 长 4 一 9cm， 宽 5 一 10cm， 先 端 尖 或 钝 ， 基 部 稍 心 形 或 截 形 ， 边 缘 具 不 规则 的 缺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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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粗 锯齿 ， 或 3 浅 裂 而 裂片 边缘 有 小 齿 牙 ， 两 面 被 糙 伏 毛 ， 背 面 较 密 ， 基 部 三 出 脉 ;》 叶 

柄 5 一 10cm。 肉 、 雄 头 状 花序 组 成 短 总 状 花 序 式 ， 项 生 或 腋生 ;花序 梗 极 短 或 无 ;雄性 

头 状 花序 位 于 上 部 ， 由 多 数 简 状 花 组 成 呈 球 形 ， 直 径 约 bemm， 总 苞 片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花序 托 柱状 ， 托 片 披 针 形 ， 花 冠 5 裂 ， 花 药 伸 出 ， 具 退化 雌蕊 ;雌性 头 状 花序 位 于 下 

部 ， 外 层 总 苞 片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密 被 短 毛 ， 内 层 总 区 片 呈 宫 状 ， 表 面 密 被 钩 刺 ， 内 藏 2 

个 肉 花 。 果 实 成 熟 后 宫 状 区 片 变 坚 硬 ， 连 同 喉 部 长 10 一 18mm， 钩 刺 长 1.5~2mm, 8 

we 2 个 ,倒卵形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A.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纺锤 形 或 卵 圆 形 ， 长 1 一 1. 5cm， 直 径 0.4 一 0. 7cm。 表 面 黄 

棕色 或 黄 绿色 ， 全 体 有 钩 刺 ， 项 端 有 2 枚 较 粗 的 刺 ， 分 离 或 相连 ， 基 部 有 果 梗 痕 。 质 硬 

而 韧 ， 横 切面 中 央 有 纵隔 膜 ，2 室 ， 各 有 1 枚 瘦 果 。 瘦 果 略 呈 纺 锤 形 ， 一 面 较 平 坦 ， 项 

端 具 一 突起 的 花柱 基 ， 果 皮 薄 ， 灰 黑色 ， 具 纵 纹 。 种 皮膜 质 ， 浅 灰色 ， 子 叶 2 个 ， 有 油 

性 。 气 微 ， 味 微 苦 〈 丁 宝 章 等 ，1997)。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耐 干旱 交 薄 。 在 河南 省 于 4 月 下 旬 发 菠 ，5 一 6 月 出 苗 ，7 一 9 月 开花 , 9~10 月 成 

熟 。 种 子 易 混 和 农作物 种 子 中 。 根 系 发 达 ， 和 人 土 较 深 ， 不 易 清 除 和 拔 出 。 生 长 于 路 边 、 

田 边 、 匾 草 甸子、 沟 边 、 杂 草地 及 村 庄 附近 。 

【种 植 方法 】 苍 耳 子 多 为 野生 。 

【 采 收 加 工 】9 一 10 月 果实 成 熟 ， 由 青 转 黄 ， 叶 已 大 部 分 枯萎 脱落 时 ， 选 晴天 ， 

割 下 全 株 ， 脱 粒 ， 扬 净 ， 晒 干 ， 除 去 梗 、 叶 等 杂质 。 以 粒 大 、 饱 满 、 色 黄 绿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苍 耳 子 所 含 化 学 成 分 复杂 。 主 要 包括 挥发 油 、 和 省 醇 、 倍 半 萌 内 酯 、 

糖苷 类 以 及 脂肪 油 成 分 等 。 

1. 挥发 油 
经 水 蒸气 蒸馏 法 提取 ，GC-MS 联 用 技术 进行 分 析 ， 共 分 离 鉴定 出 17 种 成 分 ， 分 别 

AER (nonanal), RAPT (transcaryo phyllene), e-Hhs (a-gurjunene), 2-= 

Na (2-nonenal), 2A-3$ — aE (2A-decadienal), BFF Fi (Pseliene), +/\ GE 

(Coctadecanol) 、 十 九 烷 醇 〈nonadecanol) 、 二 十 烷 醇 〈eicosanol) 、 十 五 烷 (pentade- 

cane) 、 十 六 烷 〈hexadecane) 、 十 七 烷 (heptadecane) 、 十 九 烷 (nonadecane), —-+%E 

(eicosane) 、 二 十 一 烷 Cheneicosane), 2,6,10, 14- 四 甲 基 十 五 烷 〈2,6,10，14-terta- 

methl-pentadecane), 、2,6,10,14- 四 甲 基 十 六 烷 (2,6,10,14-tertamethl-hexadecane) 。 

2. § & 
GAGHHFH (strumaroside), Bl 8 谷 省 醇 -8D- 葡 萄 糖苷 (P-sitosterol-¢D-gluco- 

side), &i{M (stigmasterol), 327 {HE 〈campesterol) ， 油 脂 未 皂 化 物 中 含 8 谷 当 醇 

(8B-sitosterol) 、 六 谷 省 醇 〈Y-sitosterol) 及 es- 谷 省 醇 〈e-sitosterol) 。 

3. 脂肪 油 

苍 耳 子 含 丰富 脂肪 油 ， 干 燥 果 实 含量 达 9. 2%.， 有 亚 油 酸 Clinoleic acid), THR 

(oleic acid), FHA (palmitic acid) 、 硬 脂 酸 (stearic acid)( 阮 贵 华 等 ，2008) 。 两 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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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 脂 有 卵 磷 脂 〈lecithin) 和 脑 磷脂 〈cephalin) 。 

4. et i A Ba Le 

主要 为 愈 创 木 烷 型 和 裂 愈 创 木 烷 型 。 包 括 苑 耳 明 〈xanthumin) 、 黄 质 末 (xanthin- 

in) 、 苍 耳 醇 〈xanthanol) 、 异 苍 耳 醇 〈isoxanthanol) 等 。 

5. 有 机 酸 
1，3，5- 三 氧 -咖啡 酰基 奎 宁 酸 (1, 3, 5-tri-O-caffeoylquinic acid) 、3 ，5- 二 氧 - 

咖啡 酰基 奎 宁 酸 (3, 5-di-O-caffeoylquinic acid) 。 另 含有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 

FAM (butane acid) 、 延 胡 索 酸 Cfumaric acid), 3AM (malic acid) 、 阿 魏 酸 (feru- 

lic acid) 、 咖 啡 酸 (caffeic acid), 3, 4-—##SE AA MB (3, 4-didydrobenzoic acid) 及 

多 种 氨基 酸 。 

6. 其 他 
苍 耳 子 中 除 含 上 述 化 合 物 外 ， 还 含有 其 他 化 合 物 。 有 哮 嗪 二 酮 (thiazin dione) 、 大 

黄 素 (emodin) 、 大 黄 酚 (chrysophanol) 、 芦 蔡 大 黄 素 (aloe emodin), 5,7,3',4'-U# 

基 异 黄酮 (5，7，3' ，4'-tetrahydroxyisoflavone) 、3“- 甲 基 杨 梅 黄酮 〈3 -methycrystal- 

line) 、 法 卡 林 二 醇 〈falcarindiol) 、 十 七 碳 -1，8- 二 炳 -4，6- 二 烽 -3，10- 二 醇 等 。 毒 性 

MAR EAR FF 〈atractyloside) 、 羧 基 苍 术 苷 〈carboxyatracyloside) 、 羧 基 蔡 术 酸 钾 

(carboxytracyloside dipotassium) 。 

【鉴别 了 

1. 显 微 鉴别 
本 品 粉 末 呈 淡 黄 标 色 至 淡 黄 绿色 。 纤 维 成 束 或 单个 散在 ， 细 长 梭 形 ， 纹 孔 及 孔 沟 明 

显 或 不 明显 。 木 薄 壁 细胞 类 长 方形 ， 具 纹 孔 。 子 叶 细 胞 含糊 粉 粒 及 油 滴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2g， 加 甲醇 25ml， 加 热 回 流 20min，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约 2m1，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苍 耳 子 对 照 药 材 2g ，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兴 2005 年 版 ) PR VI BI 试验，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4x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H 薄 层 板 上 ， 以 正 丁 醇 - 冰 乙 酸 -水 (4 : 1 : 5) 上 层 溶液 为 

RATA, A, Ri, WT, BARA PRS AM. Hider, ASM 

药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主要 参考 文献 】 

THM, EBM, BM.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郑州: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be, FUR. 2008. 苍 耳 子 的 化 学 成 分 及 其 分 离 分 析 研 究 进展 . 中 成 药 ，30 (3): 421 一 424 

PRB, BRK. ETH. 2007. 苍 耳 子 的 抗 氧 化 成 分 研究 .中药 新 药 与 临床 药理 ，18 (1): 47, 48 

PPB, RM, ETS. 2006. 苍 耳 子 药 用 研究 进展 . 中 药 新 药 与 临床 药理 ，17 (1): 68, 69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北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236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板 蓝 根 
Banlangen 

RADIX ISATIDIS 

CHA) AGAR. HR (ABARE), SRPMS (BRE) 

载 :“ 蓝 有 三 种 : 一 种 叶 围 径 二 寸 许 ， 厚 三 四 分 者 ， 堪 染 青 ， 出 岭南 ， 太 常 名 为 木 蓝 子 ; 

陶 氏 所 说 乃 是 秘 蓝 ， 其 汁 择 为 淀 甚 青 者 ;本 经 所 用 乃 是 蔓 蓝 实 也 ， 其 苗 似 画 而 味 不 辛 ， 

ASAE. “EVE UL.” PR EB TRE We, AF, Weeki, 

根 〈 即 板蓝根 ) 味 苦 ， 性 寒 ， 归 心 、 胃 经 ， 具 有 清热 解毒 、 凉 血 利 咽 的 作用 ， 用 于 治疗 

温 毒 发 班 、 风 热 感 冒 、 咽 喉 肿 痛 、 流 行 性 脑膜 炎 、 流 行 性 乙 型 脑 炎 、 有 肺炎、 腮腺 炎 

等 症 。 

【商品 名 】 板 蓝 根 

CHA) sea. AER. BER 

C22) mi + FERAL Isatis indigotica Fort. 的 干燥 根 。 

【 原 植 物 】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 主 根 长 30 一 120cm。 葵 直立 ， 光 滑 无 万 ， 略 具 4 

棱 ， 上 部 多 分 枝 。 叶 互生 ， 基 生 叶 具 柄 ， 较 大 ， 倒 卵 形 至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12cm， 

蓝 绿色 ， 肥 厚 ， 先 生 叶 无 柄 ， 叶 片 披 针 形 ,长 3 一 6cm， 宽 1 一 2cm， 具 白粉 二 先端 钝 ， 

ABATE. HHA, SA. BRIE. tee), BH, HEA mm， 无 苞 ; 花梗 无 毛 ， 

细弱 ， 花 后 下 弯 成 弧 形 ， 长 5 一 8mm; 445, KA. FE. RBH, KA 2mm; 

花 准 4 片 ， 黄 色 ，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圆 形 ， 基 部 槐 形 ， 长 约 4mm; HEE 6 枚 ，4 强 ; 

WES 1 枚 。 短 角 果 下 垂 ， 扁 线 状 倒 槐 形 ， 先 端 钝 圆 或 截 形 ， 基 部 较 狭 ， 长 15~18mm, 

KA 3mm, AFA. PF 1 枚 ， 位 于 果实 中 部 ， 长 圆 形 ， 长 约 3mm， 具 丝 状 种 柄 ， 向 

下 悬垂 。 花 期 4~5 月 ， 果 期 6 月 。 

【药材 性 状 】〗 板 蓝 根 呈 圆 柱 形 ， 稍 扭曲 ， 长 10 一 20cm， 直 径 0.5 一 lcms 表面 
淡 黄 色 或 淡 棕 黄色 ， 有 纵 皱 纹 及 支 根 痕 ， 皮 和 孔 横 长 。 根 头 略 膨大 ， 可 见 暗 绿色 或 暗 

棕色 轮 状 排列 的 叶柄 残 基 和 密集 的 疣 状 突起 。 体 实 ， 质 略 软 ， 断 面皮 部 黄白 色 ， 木 

部 黄色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种 源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对 气候 适应 性 较 强 ， 分 布 较 广 ， 生 于 湿润 肥沃 的 

沟 边 或 林 缘 。 对 土壤 的 酸碱度 要 求 不 严 ， 嘉 疏松、 肥沃 、 湿 润 的 沙 质 壤土 ， 低 洼 积 水 的 
土地 容易 烂 根 ，pH 6. 5 一 8. 0 的 土壤 最 适宜 。 具 有 喜光 、 人 怕 积 水 、 喜 肥 、 耐 旱 、 耐 寒 的 

特性 。 多 栽培 于 气候 温暖 、 地 势 平坦 、 土 质 疏 松 、 肥 沃 的 沙 质 壤 土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秘 蓝 对 土壤 质地 的 适应 范围 较 广 ， 耐 肥 性 较 强 ， 朴 松 肥沃 和 深厚 的 土 层 是 生长 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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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必要 条 件 。 低 洼 积 水 的 土壤 、 黏 土地 容易 烂 根 ， 不 宜 种 植 。 所 以 选 地 时 应 选择 地 势 平 
坦 、 灌 溉 方便 、 含 腐殖质 较 多 的 疏松 沙 质 壤 士 。 地 势 过 高 或 过 低 、 沙 性 过 大 和 新 平整 的 
土地 均 不 适宜 种 植 。 

选 地 后 及 时 翻 耕 、 碎 土 ， 秋 耕 越 深 越 好 ， 以 消灭 越冬 虫 卯 、 病 菌 。 因 板蓝根 的 主根 
能 伸 入 土 中 50cm 左右 ， 深 耕 细 丰 可 以 改善 土壤 理化 性 状 ， 促 使 主根 生长 。 如 土壤 寺 情 
不 足 ， 应 灌水 后 耕 。 结 合 深耕 ， 每 亩 施 腐熟 的 有 机 肥 3000 一 4000kg， 把 基肥 撒 勾 ， 翻 

入 地 内 ， 再 深耕 细 丰 整地 做 畦 。 雨 水 少 的 地 区 做 平 畦 ， 雨 水 多 的 地 区 做 高 畦 以 利 排水 。 
畦 宽 、 上 畦 长 以 地 形 而 定 ， 畦 面 旦 龟 背 形 。 畦 宽 约 240cm， 畦 高 约 20cm。 开 好 畦 沟 、 转 
沟 ， 使 沟 沟 相同 ， 并 有 出 水 口 ， 准 备 播 种 〈 杨 丽 民 等 ，2007) 。 

二 、 繁 殖 方法 

获 蓝 多 用 种 子 繁殖 。 
采种 方法 : 当年 收 根 不 结 籽 ， 应 单独 培育 种 子 。 在 刨 收 板蓝根 时 ， 选 择 根 直 、 粗 大 

不 分 又 、 健 壮 无 病虫害 的 根 条 ， 按 株 、 行 距 30cmX40cm 移 栽 到 肥沃 的 留 种 田 内 。 及 时 
Bok, LA FRR LEMME. BARRA MK. BB 6 一 7em 
时 ， 追 肥 、 浇 水 ， 促 使 植株 生长 旺盛 。 抽 曹 开 花 时 ， 再 追肥 1 次 ， 使 籽粒 饱满 。5 一 6 
ARERR HF) 颜色 由 黄 褐色 变 为 紫 褐 色 时 ， 采 下 果穗 晒 干 ， 脱 粒 ， 去 除 杂 质 ， 及 
时 晒 干 ， 妥 善 保管 。 

播种 ;: 播种 前 种 子 需 进 行 处 理 。 用 30'C 温 水 浸种 3 一 4h， 捞 出 种 子 ， 稍 了 晾 即 用 适量 
干 细 士 拌 匀 ， 以 便 播 种 。 播 种 期 分 春播 和 夏 播 两 种 : 春播 在 4 月 上 旬 进 行 ; 夏 播 在 A 
下 旬 进 行 ， 不 迟 于 6 月 。 春 播 商 品质 量 较 优 。 播 种 方法 可 采用 条 播 或 撒播 ， 多 用 条 播 。 
在 整 好 的 畦 面 上 ， 开 沟 进行 播种 ， 行 距 18 一 20cm， 沟 深 2 一 3cm， 将 种 子 均 匀 撒 大 沟 
内 ， 播 后 覆土 2m, WE. AE. ERE. YOM, Bt. SHE 
1.5 一 2kg， 一 般 5~10d 即 可 出 苗 。 

=. Allee 

间苗 除草 : 出 苗 后 10d 左右 或 幼苗 株 高 4 一 7cm 时 间苗 ， 可 结合 松 土 进行 。 苗 高 
5 一 10cm 时 ， 可 按 株 距 8 一 10cm 定苗 。 撒 播 的 ， 可 按 株距 8 一 10cm 三 角形 定苗 。 如 果 

水 肥 充 足 ， 可 适当 密 些 。 播 种 后 ， 杂 章 与 芯 蓝 幼苗 同时 生长 ， 应 抓紧 时 机 ， 有 草 就 除 ， 

及 时 进行 中 耕 除草 、 松 土 。 

追肥 : 在 6 月 上 旬 每 亩 每 次 追 施 硫酸 铵 10 一 15kg， 过 磷酸 钙 15 一 20kg， 混 合 撒 入 

行 间 。 徐 蓝 在 生长 过 程 中 ， 先 后 割 叶 子 〈 大 青 叶 ) 两 次 。 植 株 生 长 需 肥 量 大 ， 除 在 播种 

时 施 足 基肥 外 ， 要 在 每 次 割 叶 后 ， 及 时 追肥 1 次 。 为 保证 根部 生长 ，8 月 下 旬 再 进行 一 

次 追肥 、 淡 水 。 

灌水 排水 : 定苗 后 ， 视 植株 生长 情况 ， 进 行 浇 水 。 若 天 气 干 旱 ， 可 结合 追肥 进行 灌 

水 ， 特 别 是 采 叶 后 更 要 灌水 。 如 遇 伏 天 干旱 ， 可 在 早晚 灌水 ， 切 勿 在 阳光 暴晒 下 进行 ， 

以 免 高 温 灼 伤 叶片 ， 影 响 植 株 生 长 。 多 十 地 区 和 雨季 ， 要 及 时 清 沟 理 丧 ， 畦 间 沟 加 深 ， 

大 田 四 周 加 开 深 沟 ， 以 利 及 时 排水 ， 避 免 田 间 积 水 ， 引 起 烂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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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病 虫害 防治 

1. 病害 

eA: 由 真菌 中 的 一 种 鞭毛 菌 引起 。 主 要 危害 叶 部 。 一 般 于 6 月 上 旬 开 始 发 病 ， 

随 着 气温 的 升 高 而 迅速 蔓延 ， 特 别 在 梅雨 季节 ， 发 病 最 为 严重 。 土 壤 中 的 病 残 组 织 是 霜 

霉 病 的 初次 侵 染 区 。 生 长 期 间 ， 病 叶 背 面 的 分 生 孢 子 借 风 十 传播， 反复 侵 染 。 发 病 初期 

在 叶 背 面 产 生 白 色 和 灰白 色 霉 状 物 ， 叶 片 产 生 黄白 色 病 斑 。 随 着 危害 的 发 展 ， 叶 色 后 呈 

褐色 和 干枯， 使 植株 死亡 。 防 治 方法 : @ 选 留 种 子 ， 即 选择 无 病 地 块 作 留 种 田 ， 留 种 植株 

分 别 采 获 ， 种 根 分 别 存放 。@ 清 洁 田园 ， 即 采 挖 时， 清除 地 上 枯 枝 、 残 叶 ， 减 少 病源 。 

@ 注 意 排水 和 通风 透 光 ， 降 低 田 间 湿 度 。 因 为 土壤 湿度 大 是 霜 霉 病 发 生 的 有 利 条 件 ， 所 

以 十 后 要 及 时 排水 ， 降 低 田 间 湿 度 。 四 合理 轮作 ， 可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玉 米 等 进行 轮作 。 

@@ 喷 药 防治 ， 即 以 40% aE ae 200~300 倍 液 效 果 较 好 。 发 病 前 或 发 病 初期 用 50%% 退 菌 

特 1000 倍 液 喷 洒 ; 或 喷洒 75%%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500 一 800 倍 液 ; BK 25% FA FB oe BT He 

性 粉剂 800 倍 液 喷洒 ; SER AH 400 倍 液 〈 硫 酸 铜 及 碳酸 铵 1 : 5.5， 研 碎 混合 后 5kg 

加 水 2000kg) 喷 酒 ; 或 用 50%% 甲 基 托 布津 800~1000 FFM; 或 52 多 菌 灵 1000 FF 

液 喷 酒 。 病 害 流 行 期 用 1 : 1 : 200 倍 波尔多 液 或 用 652%% 代 森 锌 600 FEMMES 

白 锈 病 : 由 真菌 中 的 一 种 鞭毛 菌 引 起 。 叶 、 荃 、 花 均 可 发 病 ， 叶 背面 较 严 重 。 于 4 

月 中 旬 发 生 ， 直 至 5 月 。 发 病 叶 面 出 现 黄 绿 色 小 斑点 ， 叶 背 长 出 一 些 隆 起 的 、 外 表 有 光 

泽 的 白色 腑 包 状 斑 点 ， 破 裂 后 散 出 白色 粉末 状 物 。 叶 呈 畸 形 ， 后 期 枯死 。 通 常 氮肥 过 

多 ， 植 株 柔 嫩 ， 雨 水 多 、 湿 度 大 ， 时 冷 时 暖 ， 较 易 发 病 。 连 作 病 源 多 ， 发 病 更 为 严重 。 

防治 方法 : @ 收 获 时 清除 田间 植株 残 体 病 枝 ， 集 中 烧毁 ， 减 少 越冬 菌 源 。 有 条 件 的 应 实 

4s#E, (ARS + SHER ED E. QORNM. PRE. TBE, FRAE. (EES 

苗 生 长 健壮 ， 增 强 抗 病 能 力 。 结 合 间 苗 ， 剔 除 病 苗 ， 后 期 要 注意 摘除 病 叶 ， 以 免 病菌 传 

播 。@@ 发 病 初期 喷洒 波尔多 液 (1 : 120) 。 

白粉 病 : 由 真菌 中 的 一 种 子 面 菌 引起 。 主 要 为 害 叶 片 。 一 般 低 温 多 湿 ， 施 氮肥 过 

多 ， 植 株 过 密 ， 通 风 透 光 不 良 ， 均 易 发 病 。 高 温和 干燥 时 ， 病 害 停止 蔓延 。 防 治 方法 : 

@@ 排 除 田 间 积 水 ， 抑 制 病害 发 生 。@ 合 理 密植 ， 氮 、 磷 、 钾 肥 合 理 配 合 ， 使 植株 生长 健 

壮 ， 增 强 抗 病 力 。@@ 发 病 初期 摘除 病 叶 ， 收 获 后 清除 病 残 株 、 落 叶 ， 集 中 烧毁 。@ 药 剂 

防治 ， 可 喷洒 65%% 福 美 锌 可 湿性 粉剂 300 一 500 倍 液 ， 或 喷洒 15%% 粉锈宁 可 湿性 粉剂 

1000 倍 液 ; 或 喷洒 “ 农 抗 120”200 FR; 或 喷洒 50% 多 菌 灵 可 湿性 粉剂 500 一 800 倍 

液 防治 。 

根 腐 病 :高温 、 高 湿 条 件 下 极 易 发 生 ， 发 病 突然 、 迅 速 。 防 治 方法 : @ 选 择 士 层 深 

厚 的 沙 质 壤土 、 地 势 略 高 、 排 水 畅通 的 地 块 种 植 。 并 实行 合理 轮作 。@ 合 理 施 肥 ， 适 施 

氮肥 ， 增 施 磷 、 钾 肥 ， 提 高 植株 抗 病 力 。@) 发 病 期 用 50%% 甲 基 托 布津 800 一 1000 倍 液 ， 

浇灌 病 株 根部 。 发 病 初期 喷洒 75%%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600 FARK; 或 采用 70% MEM 

10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菌 核 病 : 为 获 蓝 的 主要 病害 之 一 ， 和 危害 全 株 。 从 土壤 中 传染 ， 基 部 叶片 首先 发 病 ， 

Ral ese. H.R. ABR. BARE. RABE. E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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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一 6 月 发 病 最 严重 。 葵 秆 受害 后 ， 布 满 白 色 菌 丝 ， 皮 层 软 腐 ， 茎 中空， 内 有 黑色 不 

规则 形 的 鼠 凑 状 菌 核 ， 使 整枝 变 白 ， 倒 伏 而 枯死 。 发 病 严重 时 ， 植 株 大 批 死 亡 。 防 治 方 
法 : 中 水 时 轮作，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进 行 隔年 轮作 ， 避 免 与 十 字 花 科 作 物 轮 作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雨 后 及 时 政 沟 排 水 ， 降 低 田 间 湿 度 ， 少 施 氮 肥 ， 增 施 磷肥 、 钾 肥 ， 提 高 植株 抗 病 
Fie @ 发 病 初期 喷洒 65% {RARE 400 一 600 倍 液 ， 或 喷洒 50%% 百 菌 清 可 湿性 粉剂 600 一 
800 倍 液 。 

2. 虫害 

Se: 俗称 菜 青 虫 、 白 蝴蝶 、 青 条 子 。5 月 起 幼虫 危害 叶片 ， 尤 以 6 月 上 名 到 6 

月 下 名 危害 最 严重 。 将 叶片 吃 成 孔洞 或 缺 刻 ， 严 重 者 仅 留 下 叶脉 。 防 治 方法 : @ 清 洁 田 

园 。 结 合 积 肥 ， 处 理 田 间 残 枝 落叶 及 杂 草 ， 集 中 涝 肥 或 烧毁 ， 以 杀 死 幼虫 和 晴 。 冬 季 清 

除 越冬 肾 。@ 药 剂 防治 。 应 在 早期 进行 ， 把 幼虫 消灭 在 3 龄 以 前 。 常 用 农药 有 杀 蜡 杆菌 

或 青虫 菌 〈 每 克 含 活 孢 子 数 100 亿 以 上 的 菌 粉 )， 稀 释 2000~3000 倍 ， 并 按 药 液 量 加 适 

量 的 肥皂 粉 或 茶 枯 粉 等 黏着 剂 ， 也 可 喷洒 0.6% FARA BF 1000 Fe; BME 

生物 农药 Bt 乳剂 1000 倍 液 ; 或 90% 结 晶 敌 百 虫 1000 一 1500 FFM, FE 50kg 药 液 中 

加 50gNazCO; 。 
ROI: 又 叫 造 桥 虫 ，8 月 或 9 月 发 生 为 害 。 成 虫 多 昼 伏 夜 出 ， 以 夜晚 9 一 10 时 

ome. ROCHE 〈 特 别 是 黑光 灯 ) 较 强 。 初 龄 幼虫 多 在 荫蔽 的 叶 背 面 剥 食 叶 肉 ， 残 留 

表皮 ， 形 成 透明 小 点 ， 被 害 叶片 呈 复 底 状 ; 3 龄 后 主要 为 害 上 部 嫩 叶 造成 孔洞 。5 龄 进 

人 暴食 阶段 ， 占 总 食量 的 70 妈 左右 ， 咬 食 全 叶 。 幼 虫 多 在 夜间 危害 ， 并 能 吐 丝 下 垂 随 

风 传 播 。 自 天 不 大 活动 。4 一 5 龄 的 幼虫 抗 药力 显著 增强 。 因 此 ， 防 治 关键 时 期 应 掌握 

在 2 一 3 龄 阶段 。 老 熟 幼虫 在 叶 边 缘 或 荃 叶 间 吐 丝 做 薄 蔓 ， 化 晴 。 冬 季 以 晴 在 田间 杂 草 

中 越冬 ， 来 年 铸 化 后 再 度 危害 。 防 治 方法 : 四 清除 田间 残 株 、 枯 时， 铲除 杂 草 以 消灭 越 

冬 场所 及 部 分 越冬 虫 卵 。@ 释 放 天 敌 。 造 桥 虫 的 天 敌 有 小 草 蜂 、 多 胚 寄生 蜂 、 白 僵 菌 、 

SBA. URIBE SR. HK, ORES, SRN RO RAE IE 

FAA. OAAMMIA. W2.5,MA RHA, BRA 2 一 2. 5kg 敌 百 虫 粉剂 ， 对 3 龄 以 

下 幼虫 的 杀伤 效果 可 达 95% 以 上 ， 但 对 3 龄 以 上 幼虫 效果 较 差 。 用 50% Aa pd Bk 50% 

马 拉 硫 磷 作 超 低 量 喷雾 ， 每 亩 用 原液 150 一 200ml， 对 各 龄 幼虫 杀伤 率 均 达 90%% 以 上 ; 
或 用 50%% 辛 硫 磷 乳 油 1000 倍 液 喷 杀 。 

黑 点 银 纹 夜 蛾 : 幼虫 普遍 具有 假死 性 ， 稍 有 惊动 即 从 植株 上 坠 地 ， 赚 缩 不 动 ， 片 刻 
后 再 度 爬 行 ， 初 龄 幼虫 则 吐 丝 悬 险 。 在 食料 缺乏 情况 下 ， 有 较 强 的 迁移 能 力 。 食 性 极为 

杂乱 。 取 食 时 间 多 在 傍晚 及 夜间 ， 阴 十 天、 白天 也 常 取 食 。5 月 中 下 旬 是 黑 点 银 纹 夜 蛾 

的 危害 盛 期 ， 以 植株 茂密 和 避 光 的 田 块 内 虫 数 最 多 。 故 凡 属 窝 风 及 阴 面 的 沟 地 或 坡地 ， 

受害 均 较 早 而 且 严 重 。 防 治 方法 同 银 纹 夜 蛾 的 防治 方法 相同 。 

rh. 成 虫 或 若虫 吸食 叶片 、 花 蕾 汁 液 。 发 生 时 多 密集 在 嫩 叶 、 新 梢 上 吸取 汁液 ， 

使 叶片 、 嫩 梢 卷 缩 、 枯 萎 ， 生 长 不 良 。 一 般 于 早春 危害 刚 抽 生 的 花蕾 ， 使 花蕾 萎缩 ， 不 

能 开花 ， 荃 叶 发 黄 ， 影 响 种 子 产量 。 防 治 方法 : 四 收获 后 ， 清 除 残 枝 落叶 及 地 边 杂 草 ， 

集中 烧毁 ， 消 灭 越冬 虫口 。@ 药 剂 防治 ， 发 生 初期 可 选用 0. 3%% 苦 参 碱 植物 杀 虫 剂 500 
倍 液 连续 喷 药 两 次 〈 隔 5 一 7d) 可 控制 其 危害 ; 发 生 期 喷洒 5% AA ME HS 1000 一 2000 倍 



- 240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液 ， 或 用 402% 乐 果 乳 油 1500 倍 液 喷洒 (EAMES, 2007), 

(KML) 
一 般 春 播 的 应 在 立秋 至 霜降 时 采 控 ; 夏 播 的 宜 在 霜降 后 采 控 。 控 板蓝根 应 在 畏 天 进 

行 ， 连 同 叶子 一 同 控 出 ， 从 畦 的 一 侧 顺 垄 开 沟 ， 将 根 全 部 控 出 。 一 般 秋末 和 采 挖 的 质量 优 

于 春季 采 挖 的 质量 ， 因 此 应 在 秋季 采 控 。 采 收 后 拌 净 泥土 ， 在 芦 头 和 叶子 之 间 用 刀 切 

Fr, AP HPA, RAZR. RAR EAR. 

药材 分 级 
一 等 : 干货 。 根 呈 圆 柱 形 。 头 部 略 大 ， 中 间 凹 陷 ， 边 有 柄 痕 ， 偶 有 分 支 ， 质 实 

而 脆 ， 表 面 灰 黄 色 或 淡 棕 色 ， 有 纵 皱 纹 ， 断 面 外 部 黄白 色 ， 中 心 黄色 ， 气 微 ， 味 微 

甜 后 苦涩 ， 长 17cm 以 上 ,， 芦 下 2cm 处 直径 lmvbk, CHA, MR. A, 

星 、 霉 变 。 

二 等 : FR. REAR. KK, PRIMM, DARE. BAX, MM 

脆 ， 表 面 灰 黄色 或 淡 棕 色 ， 有 纵 皱 纹 ， 断 面 外 部 黄白 色 ， 中 心 黄色 ， 气 微 ， 味 微 甜 后 震 

Ye, FPP 0. 5cem MV EAHA, AUR. ARI. BE, ae 

[HFM] SARK Cindigotin), E20 Cindirubin), BAM M (fPstios- 
terol), y-4AMR (y-glutamic acid) 、 精 氨 酸 (arginine), BRAM (tyrosine), y-AET 

酸 (y-aminobutyric acid), MAFF (sinigrin), 7K (stachyose), MIF F HRME, 

水 杨 酸 Cseralyt), AREA MAAS bF 〈daucosterol) 。 新 鲜 植 物 中 含 3-05] FH St BER 

Raat (PABA Cglucobrassicin) ]、1- 甲 氧 基 -3- 吗 唆 甲 基 葡 糖 异 硫 氰 酸 盐 [或 

Poza (neoglucobrassicin) ]、1- 磺 酰 -3- 吗 | 噪 甲 基 葡 糖 异 硫 氰 酸 盐 〈 或 称 1-8 2E-Ze 

AH Cte, 2008)). (+) - 异 落 叶 松树 脂 醇 【 (+) -isolariciresinol], (+) -落叶 

松树 脂 醇 【〈 十 ) -lariciresinolj]、 落 叶 松树 脂 醇 -9-O-8-D- 吡 喃 型 葡萄 糖 苷 〈lariciresinol- 

9-O-8-D-glucopyranoside) 、 落 叶 松树 脂 醇 -4-O-8-D- 吡 喃 型 葡萄 糖苷 〈1lariciresinoF4 -Cr- 

BD-glucopyranoside) 、 落 叶 松 树脂 醇 -4，4 -二 -O-8-D- 吡 喃 型 葡萄 糖 背 〈]lariciresinol-4， 

4'-bis-O-8-D-glucopyranoside) , 3-FAfREMS|ME 〈3-formylindole) 、1-methoxy-3-indolecarb- 

aldehyde, 1-methoxy-3-indoleaceton itrile, fii F308 7E pif Cdeoxyvasic inone), #4 

(4 (epigoitrin), AREF 〈adenosine) 。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见 图 15 CA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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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告 依 春 

图 15 板蓝根 中 部 分 成 分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别 

PER 〈 直 径 lc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为 2 一 8 列 木 栓 细胞 ， 皮 层 狭窄 ， 韦 皮 部 宽 ， 形 成 

层 呈 环形 。 木 质 部 导管 1] 一 3 列 ， 部 分 导管 周围 有 纤维 素 。 薄 壁 细胞 中 含 大 量 淀粉 。 根 头 的 

万 皮 射 线 常 有 裂隙 ， 导 管 周围 有 木 纤 维 素 ， 介 宽 广 。 根 中 含有 石 细胞 ， 其 数量 与 生长 年 限 有 

明显 关系 ， 观 察 表 明 ， 老 根 中 石 细胞 较 嫩 根 为 多 ， 二 年 生根 中 石 细胞 较 一 年 生根 为 多 。 

2. 理化 鉴别 

BABA 0.5g， 加 稀 乙 醇 20ml， 超 声 处 理 20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稀 

乙醇 l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精 氮 酸 对 照 品 ， 加 稀 乙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5ml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 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 一 27l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自 然 干燥 ) ， 以 正 丁 醇 - 冰 乙酸 - 

水 (19 : 5 : 5) ARAL, BA. Beh, AUK, Bef SAA. FE 105C 加 热 至 斑 

点 显 色 清 晰 。 在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避 光 操作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用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醇 -0.5%% 乙 

酸 溶液 〈78 : 22)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280nm。 理 论 板 数 按 衣 蓝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靛 蓝 、 欧 玉 红 对 照 品 各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0.05mg HEHE. MERZ MR, BNE.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G4 Si) 4g&，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入 氯仿 适量 ， 提 取 至 无 色 ， 将 提取 液 蒸 干 ， 残 酒 用 甲醇 溶解 并 转移 至 2ml 棕色 
量 瓶 中 ， 定 容 ， 摇 义 ， 上 清 液 用 微 孔 滤 膜 〈0. 45pm)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熊 丽 等 ，2007) 。 

【附注 】 

大 青 叶 
Daqingye 

FOLIUM ISATIDIS 

(AN4) AA. emery 

【 基 原 】 大 青 叶 是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秘 蓝 的 干燥 叶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多 皱 缩 卷 曲 ， 有 的 破碎 。 完 整 叶 片 展 平 后 呈 长 椭圆 形 至 长 圆 状 倒 披 

针 形 ， 长 5 一 20cm， 宽 2 一 6cm， 上 表面 暗 灰 绿 色 ， 有 的 可 见 色 较 次 稍 突起 的 小 点 ， 先 端 
钝 ， 全 缘 或 微波 状 ， 基 部 狭 罕 下 延至 叶柄 呈 翼 状 ， 叶 柄 长 4 一 10cm， 淡 棕 黄 色 ， 质 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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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收 加 工 】 

可 在 6 月 中 上 旬 和 8 月 下 旬 到 9 月 上 旬 采 收 2 次 叶片 。6 月 中 上 旬 ， 当 植株 高 达 

35cm， 叶 片 由 浅 绿 色 变 为 暗 绿色 ， 但 尚未 抽出 幼 葵 ， 此 时 是 采 收 第 1 批 大 青 叶 的 最 佳 

时 机 ， 用 镁 刀 离 地 面 3cm 处 收割 。8 月 下 旬 前 后 ， 可 采 收 第 2 kit, ARR He 2 一 

3cm 处 收割 ， 使 蕉 顶部 留 有 心 叶 ， 不 可 割 的 太 多 ， 以 免 影 响 抽 生 新 叶 。 伏 天 高 温 、 高 湿 

季节 不 能 收割 大 青 叶 以 免 引 起 成 片 死 亡 。 生 长 期 施 过 化 学 农药 的 大 青 叶 ， 和 采 收 前 工 或 

2d 必须 进行 农药 残留 生物 检测 ， 合 格 后 及 时 采 收 。 药 材 以 无 和 杂质、 完整 、 暗 灰 绿 色 为 

质 优 。 

药材 分 级 : 各 种 大 青 叶 商品 不 分 等 级 ， 均 为 统货 。 

【化 学 成 分 】 含 靛 苷 〈indican) 、 靛 玉 红 (indirubin)、 二 十 八 烷 、 多 种 氨基 酸 及 色 
胺 酮 〈tryptanthrin) 。 新 鲜 叶 中 含有 大 青 素 B (isatan B)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al 

理化 鉴别 ” 取 本 品 粉末 0. 5g， 加 三 毛 甲 烷 20ml， 加 热 回 流 1h，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1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欧 蓝 和 欧 玉 红 对 照 品 ， 加 三 氯 甲 烷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lmg 的 

混合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Syl, alle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自 然 干 燥 ) ， 以 葵 - 三 氯 甲 烷 - 丙 酮 (5 : 4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热 风 吹 干 ， 喷 以 草 三 酮 试 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在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分 别 显 相同 蓝 色 斑 点 和 紫红 色 斑 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 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75 : 25)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89nm。 理 论 塔 板 数 按 靛 玉 红 计算 不 应 低 于 4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靛 玉 红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lml 含 2w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细 粉 0. 25g， 精 密 称 定 ， 置 索 氏 提取 器 中 ， 加 三 氧 

Fee, Bed 15h， 加 热 回 流 至 提取 液 无 色 。 回 收 溶剂 至 干 ， 残 酒 加 甲醇 使 溶解 并 转移 至 

100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和 供 试 品 溶液 各 20x1，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孙 立新 等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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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 
Kushen 

RADIX SOPHORAE FLAVESCENTIS 

CHA] ARABIA, GRE HRABA), WAP in. “Ker. ER. 

Jd, FR. 8. Ai. BRA”. WRAP. Ak, AR. ATA. Gi. 
癌 尿 闭 、 赤 白带 下 、 阴 肿 阴 痒 、 湿 疹 、 湿 疮 、 皮 肤 瘙 痒 ， 外 治 滴 虫 性 阴道 炎 CRIED 

等 ，2000) 。 全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主 产 灵 宝 、 栾 川 、 洛 宁 、 嵩 县 、 卢 氏 、 和 鲁 山 、 

GH. BM. 
该 物种 为 中 国 植物 图 谱 数 据 库 收录 的 有 毒 植 物 ， 其 根 和 种 子 有 毒 。 人 中 毒 后 出 现 以 

神经 系统 为 主 的 症状 ， 有 流 旋 、 呼 吸 和 脉搏 加 速 、 步 态 不 稳 ， 严 重 者 惊 原 ， 因 呼吸 抑制 
而 死亡 。 牛 、 马 食 干 根 45g 以 上 ， 猪 、 羊 食 干 根 15g 以 上 均 可 出 现 中 毒 现象 ， 主 要 有 了 哎 
吐 、 流 旋 、 疝 痛 、 下 痢 、 精 神 沉郁 和 疼 挛 。 马 中 毒 死亡 前 还 有 出 汗 、 体 温 下 降 、 呼 吸 浅 

慢 、 心 律 不 齐 等 症状 。 

【商品 名 】 若 参 
【别名 】 苦 骨 、 川 参 、 凤 凰 爪 、 牛 参 、 苦 识 、 水 槐 、 地 槐 、 英 槐 、 骄 槐 、 白 葵 、 

BO. SE. RA. BBB. BR. RS. A. BR. eR. TAB. We. 

地 参 

【 基 原 】 豆 科 槐 属 植物 苦 参 的 根 。 

CURE) WEA, H1.5~3m, HRARERE, WHE. HRA, K 20 一 
25cm; 小 叶 11~29 个 ， 披 针 形 或 线 状 披 针 形 ， 稀 椭圆 形 ， 长 3~5em, FH 1.2~2cm, 

先端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宽 攀 形 ， 背 面 幼 时 具 平 贴 短 柔 毛 ， 近 无 柄 或 有 短 柄 。 总 状 花 序 项 
4e, 4 15~20em, BBR, K6~7mm, MAMREMAAE; HGRA, Mee 

%, PRCA, KH 13mm, KAM OMKA, MRI. SRK S~13cm, FA FIA 
ede, BORG RHR, BERR. HH 6 一 7?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丁 宝 章 等 ， 
199%)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圆柱 形 ， 下 部 常 有 分 枝 ， 长 10 一 30cm， 直 径 1 一 2cm。 表 

kere sti, ABSA RK TL. TR, SRE, DRA, Re 
色 ， 光 滑 。 质 硬 ，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纤 维 性 。 切 片 厚 3 一 6mm; 切面 黄白 色 ， 具 放射 状 纹 
理 及 裂 除 ， 有 的 具 异 型 维 管束 ， 呈 同心 性 环 列 或 不 规则 散在 。 气 微 ， 味 极 兰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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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习性】 当年 播种 的 幼苗 多 不 开花 ， 冬 季 叶 子 变 黄 脱 落 进入 休眠 ， 至 翌年 春 

重新 返青 生长 ，6 月 孕 蔷 开花 ，7 一 8 月 中 旬 果 实 成 熟 ， 全 年 生长 期 约 210d 。 一 年 生 若 
参 根 可 生长 40cm， 直 径 1. 4cm， 单 株 根系 鲜 重 40g， 蔡 直径 0. 4cm， 高 45.5cm， 可 生 

长 17 片 左 右 的 复 叶 ， 秋 未 芦 头 生出 3 一 5 SA, BEAR, AOE KOR PS, 

并 形成 地 上 植株 。 第 2 ARR PARE A TAS. oS 3 年 春 横生 形成 地 下 蔡 网 络 ， 向 

上 形成 地 上 株 群 。 一 年 生 植株 不 开花 ， 第 2 年 的 可 开花 结实 。 花 为 风 虫 媒 花 ， 可 自 花 或 

异 花 授粉 。 

HERR. Bink Uk. 多 野生 在 海拔 200~2500m FY In] BA LL Ty HE Tre HB. 

土壤 以 土 导 深厚、 肥沃、 排水 良好 的 沙 壤 士 和 壤土 为 好 。 低 洼 易 积 水 之 地 不 宜 种 植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与 整地 

苦 参 是 深 根 系 作 物 ， 喜 欢 湿 润 、 通 风 、 透 光 的 生态 环境 。 因 此 要 选择 土 层次 厚 、 肥 

沃 、 质 地 朴 松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 每 亩 耕地 施 腐 熟 农家 肥 1500~2500kg, FRA 20 一 

30cm， 赫 后 整 平 ， 或 挑 成 起 距 50~60cm 幅 宽 的 水 平 渠 田 。 

=. ATT 

(一 ) 有 性 繁殖 

将 参 是 中 粒 种 子 ， 千 粒 重 35 一 40g。 种 皮 因 成 熟 度 不 同 ， 分 别 呈 茶 绿 色 、 浅 标 色 和 

棕 褐 色 。 种 子 椭圆 形 或 倒 卵 状 球形 ， 长 0.4 一 0.6cm， 宽 0. 3 一 0. 45cm。 种 脐 止 陷 、 平 

滑 、 有 光泽 ;中央 可 见 一 纵 棱 线 。 顶 端 稍 尖 ， 且 部 钝 圆 ， 切 向 腹面 突出 并 呈 短 鹰 咀 状 ， 

背面 种 将 隆起 ， 种 兰 尖 端 为 一 合 点 ， 与 下 端 连接 于 止 窝 的 种 脐 。 

苦 参 种 子 有 硬 实 性 。 其 表面 有 朴 水 性 的 角质 层 ， 能 阻止 水 分 进入 种 子 。 在 种 脐 区 域 

有 两 层 栅栏 细胞 ， 成 为 种 子 的 不 透水 层 。 因 此 苦 参 种 子 必 须 经 处 理 后 才 可 播种 ， 否 则 出 

苗 极 不 整齐 。 

种 子 处 理 方法 种 子 处 理 的 方法 主要 有 三 种 : 一 是 砂纸 搓 磨 ， 用 细 砂 纸 摩 氛 兰 参 种 

子 ， 发 芽 率 可 达 70% ~80%; 二 是 用 65 一 75 的 热 水 浸 种 2 一 2.5h， 发 芽 率 可 达 

80% 一 85%%; 三 是 用 95%% 一 98%% 的 浓 硫 酸 处 理 种 子 60min， 可 使 具有 发 菠 力 的 种 子 全 部 

发 芽 。 秋 粒 种 子 不 可 用 浓 硫 酸 处 理 ， 否 则 会 造成 种 皮 脱落 ， 失 去 处 理 效果 。 

种 子 发 芽 对 温度 的 要 求 : 1°CHALE, ld 左右 发 芽 出 苗 ;， 25C 的 条 件 下 ，10d 

左右 可 出 苗 。 茜 参 为 子叶 留 土 植物 ， 种 子 小 ， 幼 苗 顶 土 力 弱 ， 播 种 后 要 保持 土壤 湿润 ， 

Jat 1. 5 一 2cm WH. 

(一 ) 无 性 繁殖 

1. 水 乎 地 下 茎 繁殖 
苦 参 为 直 根系 植物 ， 由 垂直 主根 、 侧 根 、 根 荃 部 萌生 的 水 平地 下 葵 及 水 平地 下 蔡 上 

的 不 定 根 所 组 成 。 水 平地 下 茎 既 可 形成 若干 延伸 葵 芽 ， 又 可 于 第 2 年 萌生 出 细弱 的 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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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 是 无 性 繁殖 的 理想 材料 。 结 合 采 控 苦 参 ， 可 剪 截 水 平地 下 葵 ， 一 芽 一 截 成 “TI” 字 

形 ， 一 株 苦 参 可 剪 取 多 个 横生 葵 芽 ， 无 葵 芽 的 地 下 葵 可 截 成 10 一 12cm KAR, Wak 

成 新 株 。 新 生根 芽 生 长 ， 形 成 小 植株 后 母体 腐烂 。 为 保证 成 活 ， 不 使 细弱 的 不 定 根 、 芽 

脱水 风干 ， 可 边 剪 截 边 储 存在 塑料 袋 中 ， 运 送 大 田 按 50cmX40cm EMA. “T” FBS 

He) “KT” SRA. FE 10cm 深 的 穴 ， 老 茎 水 平 置 于 穴 底 新 芽 向 上 ， 复 湿 细 土 2 一 

3cm。 无 芽 茎 段 斜 插 地 中 ， 催 根 萌 芽 。 

2. 芦 头 切 块 分 株 繁 殖 
采 控 苦 参 时 ， 将 芦 头 切 下 ， 用 芦 上 的 越冬 芽 及 须根 切 块 繁殖 。 秋 未 或 早春 苦 参 休 眼 

期 ， 结 合 采 控 苦 参 进行 ， 每 个 切 块 要 有 2 或 3 PF. 1 M2 条 须根 。 在 整 好 的 大 田中 
按 50cmX40cm ZEFA, ZUR 10cm， 每 穴 栽 一 株 ， 覆 土 2 一 3cm。 

3. 地 上 茎 秆 杆 插 
BAAN Hh EU HT 5cm 以 上 艇 部 组 织 为 黄白 色 泡 沫 状 ， 剪 截 后 水 分 很 快 流失 ， 

粘贴 于 木质 部 的 内 腔 壁 上 。 虽 可 抽出 新 梢 ， 但 很 难 萌发 新 根 ， 养 分 耗 尺 后， 新 梢 就 随 之 

枯萎， 葵 干 上 的 韧 皮 部 也 软化 腐烂 。 经 试验 ， 地 上 葵 秆 插播 仅 有 20% HA A Tah 

稍 ， 因 无 新 根 形成 而 蓉 丰 。 地 上 葵 秆 插播 是 今后 的 研发 方 问 。 

(=) 育苗 移 栽 

1. 育 昔 

苦 参 幼苗 纤细 ， 刚 出 土 幼 葵 直 径 仅 有 0. O8~0. lem， 因 此 给 管理 工作 带 来 不 便 ， 而 

采取 育苗 移 栽 A. BHA) 是 一 种 简便 宜 行 的 办 法 。 建 凸 型 苗床 ， 苗 床 按 宽 

100cm 作 畦 ， 畦 长 可 视 育苗 数 而 定 。 畦 与 畦 之 间 留 凹 沟 走 道 。 落 水 下 种 ， 按 4cm 义 4cm 

点 播 ， 每 穴 点 1 或 2 粒 经 处 理 后 的 种 子 ， 履 细 士 1. 5 一 2. 0cm， 地 膜 和 杂 草 双 帮 盖 以 保 

温 保湿 ，60% 以 上 幼苗 透 土 后 揭 去 薄膜 及 覆盖 物 。 大 棚 育 苗 于 冬 末 进行 ， 春 未 移 栽 ; 

露地 育苗 、 晚 春 育 苗 ， 秋 未 移 栽 。 

2. HR 

(1) #%. GEAARR. ERARA. RAN SWRROKARARAAT. 

一 层 苗 ， 压 一 层 湿 土 ， 保 持 种 根 潮湿 不 风干 ， 地 上 葵 叶 不 受 损 ， 缩 短 移 栽 缓 苗 期 。 

(2) 移 栽 。 春 、 秋 两 季 移 栽 成 活 率 高 。 露 地 苗 地 上 葵 叶 枯黄 后 起 苗 移 栽 ， 移 栽 时 间 

以 大 地 封冻 前 半 个 月 为 好 ， 栽 后 用 脚 踏 实 ， 芦 头 覆 细 土 2 一 3cm。 

三 、 中 耕 除草 

6 月 上 旬 进 行 第 一 次 中 耕 除 草 ，?7 月 下 旬 进 行 第 二 次 中 耕 除 草 。 秋 季 采 取 半 耕 半 拔 

除 的 方法 ， 即 耕 沟 底 ， 留 垄 背 ， 以 免 耕 翻 损 伤 水 平地 中 荟 芽 。 定 植 后 的 第 2 Fe, 

地 下 蕉 延伸 头 全 部 长 出 地 面 时 ， 再 进行 中 耕 管理 。 

四 、 妃 肥 

定植 第 一 次 中 耕 除草 后 ， 于 6 AL FP ale ib itt ASE 1500kg。 秋 季 地 上 蔡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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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萎 后 ， 结 合 沟 内 中 耕 亩 施 饼 肥 50kg、 过 磷酸 钙 50kg 和 适量 的 人 凑 尿 。 施 肥 方 法 : 将 
肥 撒 入 垄沟 中 ， 进 行 秋 耕 ， 随 后 追 施 人 姜 尿 。 

Th. fae 

为 提高 苦 参 根 的 产量 RAPES, WF 6 AMER RNR. ROS PH 

地 下 根 生 长 ， 以 利 增加 产量 ， 提 高 品质 。 

六 、 病 虫 防 治 

苦 参 抗 病 能 力 较 强 ， 一 般 在 生育 期 内 无 病 为 害 ， 但 在 高 温 高 湿 季节 ， 若 栽植 过 密 ， 

田间 可 零星 发 现 白 粉 病 。 发 病 初期 用 25 罗 粉锈宁 可 湿性 粉剂 800 FAK. 70% AEE 

津 可 湿性 粉剂 800 倍 液 或 50% 多 菌 灵 乳 油 600 一 800 倍 液 喷雾 防治 。 

虫害 为 害 较 重 。 虫 害 主要 有 钻 心 虫 ， 该 虫 从 地 上 蔡 的 近 地 面 3 一 17cm Lbs, FE 

向 上 星 食 约 1. 8cm 后 ， 顺 将 参 人 部 各 下 和 危害， 秋末 冬 初 幼虫 在 蔡 秆 中 钻 星 地 面 下 4 一 

6cm 深 处 。 老 熟 幼 虫 在 地 下 蔡 或 芦 头 内 越冬 ， 幼 虫 黄白 色 ， 有 3 对 胸 足 ，4 对 腹 足 。 体 

长 14 一 16cm， 头 橘红 色 ， 宽 约 0. 14cm。 其 次 有 食心虫 ， 主 要 星 食 苦 参 种 子 。 幼 虫 体 长 

0. 5~-0. 6cm， 体 色 杏 黄色 ， 头 部 棕 褐 色 ， 宽 约 0.06cm， 在 表土 中 越冬 。 以 上 两 种 虫害 

均 在 7 月 上 、 中 旬 羽 化 、 产 卵 、 钻 星 。 可 依据 虫 情 确定 防治 措施 。 

【 采 收 加 工 】 苦 参 生 长 2 一 3 年 ， 其 生物 碱 含量 便 可 达到 3. 0% 左 右 ， 符 合 《 中 国 

药典 》(2005 年 版 ) 大 于 或 等 于 2.0%% 的 质量 标准 。 人 工 栽培 苦 参 ， 第 3 FRA WHE 

行 采 控 ， 将 垄 背 土 友 在 沟 内 ， 深 人 刨 控 出 参 根 ， 切 去 芦 头 以 上 部 分 ， 运 回 。 防 晒 2 一 3d。 

HRV, AREROH. IRS. PRARAE. MUTA, AD. 

白色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苦 参 的 化 学 成 分 主要 为 生物 碱 、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 

1. 生物 碱 
FRAME 〈quinolizidin) 类 生物 碱 ， 极 少数 为 双 哌 啶 类 〈dipiperidine-type) 。 

其 中 ， 苦 参 碱 、 氧 化 苦 参 碱 、 羟 基 苦 参 碱 、 槐 果 碱 、 氧 化 槐 果 碱 等 为 含量 较 多 的 生物 碱 

( 郑 永 权 等 ，2000) 。 
唑 嗪 啶 类 生物 碱 多 数 为 苦 参 碱 型 生物 碱 (matrine-type) ， 如 苦 参 碱 (matrine) 、 氧 

化 苦 参 碱 (N-oxymatrine) 、 羟 基 苦 参 碱 〈sophoranol) 、 槐 果 碱 Csophocarpine), FTF 

参 碱 〈isomatrine) 、 异 槐 果 碱 〈isosophocarpine) 、 别 苦 参 碱 〈allomatrine) 、N- 氧 化 苦 

参 醇 碱 〈sophoranol-N-oxide) 、 槐 胺 碱 〈sophoramine) 、A"- 脱 氢 槐 胺 碱 〈A"-dehydro- 

sophoramine) 、 氧 化 槐 果 碱 (sophocarpine-N-oxide), #%%2 (sophoridine) 以 及 Ia-# 

基 苦 参 碱 〈9u-hydroxymatrine) 、7 ,11- 脱 氧 苦 参 碱 (7,11-dehydromatrine), 5a, 9a-— 

HEEB (5a, Ia-dihydroxyma-trine), 、13 , 14- 脱 氧 苦 参 啶 (13, 14-dehydrosophori- 

dine), 、9u- 羟 基 槐 果 碱 〈9a -hydroxysophocarpine) 、9a -氧化 羟基 槐 果 碱 (9a -hydroxy- 

sophocarpine-N-oxide) 、9c- 羟 基 槐 胺 碱 等 微量 生物 碱 。 此 外 ， 叶 嗪 啶 类 生物 碱 中 还 有 2 

种 金 雀 花 碱 型 〈cytisine-type) 生物 碱 : N 甲 基 野 靛 碱 (N-methylcytisine) 和 Rhombi- 

foline; 3 种 无 叶 豆 碱 型 (sparteine-type) 生物 碱 : FFI Canagyrine), JR he MH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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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foline), A 7E Rh Cupanine), WAR 1 种 羽 扇 豆 型 生物 碱 〈mamanine); WLR 

啶 类 生物 碱 仅 有 苦 参 胺 碱 〈kuraramine) 和 蜡 苦 参 胺 碱 (iso-kuraramine) 。 

2. 黄酮 类 化 合 物 

多 数 为 二 氧 黄酮 和 二 氧 黄酮 醇 ， 少 数 为 黄酮 、 异 黄酮 、 查 耳 酮 及 其 醇 ， 其 中 仅 有 3 

RAT. 

黄酮 分 别 为 异 脱水 淫 羊 昔 素 Cisoanhydroicaritin), MEALZKIE= EAR (nor-anhydro- 

icaritin) 、 苦 参 醇 C (kushenol C) 和 苦 参 醇 G (kushenol G); 若 参 中 的 二 氧 黄酮 共有 

20 种 ， 包 括 苦 参 酮 (kurarinone) 、 降 苦 参 酮 (nor-kurarinone) 、 藻 参 醇 Ckurarinol), 

新 苦 参 醇 (neokurarinol), MBE (nor-kurarinol) 、 异 苦 参 酮 (isokurarinone) 74 

参 醇 A、B、E:. F、H、I、J、K、L、M、N 等 、 异 黄 腐 醇 〈Isoxanthohumol) 、 枫 属 

= Hi B (sophoraflavanone B) 、 槐 属 二 氧 黄酮 G (sophoraflavane G); 异 黄酮 有 芒 

柄 花 黄 素 〈formononetin) 、 高 丽 槐 素 (maackiain), =Mt SRM Ctrifolirhizin), # 

7H (pterocarpin) 以 及 苦 参 素 (kushenin) 、 苦 参 醇 O (kushenol O) |; 查 耳 酮 化 合 

nA RE 〈xanthohumol) 、 苦 参院 (kuraridin) 和 苦 参 啶 醇 〈kuraridinol) 以 及 若 参 

#2 D (kushenol D) 。 

3. 其 他 类 型 的 化 合 物 
除 生 物 碱 和 黄酮 化 合 物 外 ， 苦 参 中 还 有 一 系列 烷 基 色 酮 衍生 物 、 柄 类 化 合 物 ， 如 冰 

BAER A (kushequinone A).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根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为 8 一 12 列 细 胞 ， 有 时 栓 皮 剥落 。 韦 皮 部 有 多 数 纤 维 常数 个 至 数 

十 个 成 束 。 柬 间 形 成 屋 有 的 不 明显 。 木 质 部 自 中 央 向 外 分 叉 为 2 一 4 束 ， 木 质 部 束 导 管 

125, 直径 至 72xm， 木 纤维 常 沿 切 向 排列 。 射 线 宽 5 一 15 列 细 胞 ， 中 央 有 少数 细 

小 导管 及 纤维 束 散 在 。 薄 壁 细 胞 中 含 众多 淀粉 粒 及 草酸 钙 方 品 。 

粉 未 特征: 淡 黄 色 。@@ 纤 维 众多 成 束 ， 非 木 化 ， 平 直 或 稍 弯曲 ， 直径 11 一 27pm， 

纤维 周围 的 细胞 中 含 草酸 钙 方 晶 ， 形 成 晶 纤维 。@ 导 管 主要 为 具 缘 纹 孔 导管 ， 淡 黄色 或 

黄色 ， 直 径 27 一 126km， 具 缘 纹 孔 椭 圆 形 ， 排 列 紧 密 ， 有 的 数 个 纹 孔 口 连 成 线 状 。 

@@ 木 栓 细 胞 表面 观 多 角形 ， 多 层 重 至 ， 平 周 壁 表面 有 不 规则 细 裂 纹 。 由 薄 壁 细胞 类 圆 形 

或 类 长 方形 ， 有 的 垂 周 壁 呈 不 均匀 连珠 状 ， 胸 腔 内 含 细小 草酸 钙 针 唱 ,长 达 11pm。 此 

外 ， 有 众多 尝 粉 粒 及 少数 石 细胞 。 

2. 理化 鉴别 
1) RAMBO, MAA RRA. PRA, AMT, A 

置 不 消失 。 
2) 取 本 品 粉 未 0. 5g， 加 浓 氨 试 液 0.3ml、 和 氯仿 25ml， 放 置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蒸 

和 干 ， 残 酒 加 氯仿 0. 5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液 。 另 取 苦 参 碱 对 照 品 、 槐 定 碱 对 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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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0. 2mg 的 混合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 谱 法 [《 中 国 

药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 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4，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用 2%% 氧 

氧化 钠 溶液 制备 的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甲 茉 -丙酮 -甲醇 (8 : 3 : 0.5)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8cm， 取 出 ， 了 干 ， 再 以 甲 茶 - 乙 酸 乙 酯 -甲醇 -水 (2 :4:2:1) 10C 以 下 放置 的 上 层 

溶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晾 干 ， 依 次 喷 以 碘 化 匀 钾 试 液 和 亚 硝酸 钠 乙 醇 试 液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橙色 斑点 。 

3) 取 氧 化 兰 参 碱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2mg WAM. EAM AM. 

按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PASEVE B] 试验 ， 吸 取 [理化 鉴别 ] 2) 项 

下 的 供 试 品 溶液 及 上 述 对 照 品 溶液 各 4x1， 分 别 同 一 用 2%% 氢 氧化 钠 溶液 制备 的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三 氯 甲烷 -甲醇 - 浓 氮 试 液 (5 : 0.6 : 0.3) 10C 以 下 放置 的 上 层 溶 液 为 展 

FH, FEAF, Bai. BR. PRU RW Re Be BP ak A A PR ZR. eich is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橙色 斑点 。 

=. FeNle 

(1) BHAGSARABA BAL, VRRP ERARRAs WCH-KOCR 

3% BERRA (80:10: 1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20nm。 理 论 板 数 按 氧 化 苦 参 碱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苦 参 碱 对 照 品 、 氧 化 苦 参 碱 对 照 品 适量 ， 分 别 加 

AGHA -TCAK CH (80: 20) 溶解 ， 制 成 每 毫升 含 苦 参 碱 0.05mg、 和 氧化 苦 参 碱 0. 15mg 

的 溶液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G3 Si) 约 0.3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加 浓 氨 试 液 0.5ml， 精 密 加 入 三 氯 甲 烷 20ml， 密 塞 ， 称 定 重 量 ，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33kHz)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三 氯 甲 烷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义 ， 过 滤 。 精 密 量 取 续 滤液 5ml， 通 过 中 性 氧化 铝 柱 (100~200 目 ，5g， 内 径 1cmy)， 

依次 以 三 氯 甲 烷 、 三 氯 甲烷 -甲醇 〈7 : 3) 各 20ml 洗 脱 ， 收 集 洗 脱 液 ， 回 收 溶剂 至 干 ， 

残 酒 加 无 水 乙醇 适量 使 溶解 ， 并 转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加 无 水 乙醇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取 上 述 对 照 品 溶液 各 Spl 与 供 试 品 溶液 5 一 10nl1， 注 人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苦 参 碱 〈Cis HN:O) MAHER (CisH2yN2O,) 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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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杖 
Huzhang 

RHIZOMA POLYGONI CUSPIDATI 

CHA] ARNRAWwH. RF CZEWMR), WHE. 《本 草图 经 》 
载 :“ 虎 杖 ， 一 名 苦 杖 。 旧 不 载 所 出 州 郡 ， 今 处 处 有 之 。 三 月 生 菌 ， 茎 如 竹笋 壮 ， 上 有 

赤 斑 点 ， 初 生 便 分 枝 丫 ， 叶 似 小 查 叶 ， 七 月 开花 ， 九 月 结实 。 南 中 出 看 ， 无 花 。 根 皮 黑 

色 ， 破 开 即 黄 ， 似 柳 根 。 亦 有 高 丈 余 者 .” 味 微 苦 ， 性 微 寒 。 归 肝 、 胆 、 肺 经 。 祛 风 利 

We, BORER. IFO. AFIT RR. MB, ZA. TER. RIERA. 7k 

KAti. BeeMiti. wanes. FACE FU. TSS. A. PR PR BAREAD. (A)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为 理科 植物 虎 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 的 干燥 根 

荃 及 根 。 伏 牛山 分 布 广泛 。 

【商品 名 】 虎 杖 
【别名 】 大 虫 葬 、 苦 杖 、 酸 杖 、 斑 杖 、 苦 杖 根 、 杜 牛 膝 、 酸 桶 敌 、 斑 庄 根 、 酸 杆 、 

斑 根 、 黄 药 子 、 土 地 榆 、 酸 通 、 肉 黄连 、 蛇 总 管 、 大 活血 、 紫 金龙 、 酸 汤 杆 、 黄 地 榆 、 

号 简 草 、 斑 龙 紫 、 红 贯 脚 、 阴 阳 莲 、 活 血 龙 、 儿 人 竹 根 、 金 锁 王 、 大 叶 蛇 总 管 、 九 龙 根 、 

With. DES. PRB. FLARE. KA. BAST 

(2) 7S RANE RE.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或 亚 灌木 ， 高 达 l~1.5m, Bw, ME, ABA, 
分 枝 ， 中 空 ， 无 毛 ， 散 生 红 色 或 紫红 色 斑 点 。 叶 有 短 柄 ， 宽 卵 形 或 卵 状 椭圆 形 ， 长 6 一 

LI2cm， 宽 5 一 9ecm， 先 端 短 又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攀 形 ; FEHR, we, BR. HE 
性 ， 雌 雄 异 株 ， 成 腋生 的 圆锥 花序 ;花梗 细 长 ， 中 部 有 关节 ， 上 部 有 翅 ; 花 被 5 深 裂 ， 

裂片 2 轮 ， 外 轮 3 片 ， 在 果 时 增 大 ， 背 部 生 翅 ;雄花 雄蕊 8 个 ;雌花 花柱 3 个 ， 柱 头头 

状 。 瘦 果 椭 圆 形 ， 有 3 校 ， 黑 褐色 ， 有 光泽 。 花 期 5 一 7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多 为 圆柱 形 短 段 或 不 规则 厚 片 ， 长 1 一 7cm， 直 径 0. 5 一 2. 5cm。 

外 皮 棕 褐色 ， 有 纵 皱 纹 及 须根 痕 ， 切 面皮 部 较 薄 ， 木 部 宽广 ， 标 黄色 ， 射 线 放 射 状 ， 皮 

部 与 木 部 较 易 分 离 。 根 葵 通 中 有 隔 或 呈 空 洞 状 。 质 坚硬 。 和 气 微 ， 味 微 兰 、 汲 。 

根 葵 圆 柱 形 ， 多 人 分校， 直径 0.6 一 1. 5cm， 节 部 较 膨 大 ， 表 面 红 棕色 ， 有 不 规则 纵 

皱纹 ， 根 荃 下 侧 生 数 条 粗 根 。 根 圆柱 形 ， 长 约 17cm， 直 径 0.5 一 1. 5cm， 表 面 红 棕 色 ， 

ABA. ERE, WZ a Bez, NAA. Aik, OR. 

CARI] AH.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喜 温和 湿润 气候 ， 耐 寒 、 耐 涝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以 疏松 肥沃 的 土壤 生长 较 好 。 

【种 植 方法 】 

一 、 用 种 子 和 分 根 索 殖 

种 子 繁殖 : 可 用 直播 或 育苗 移 栽 法 。3 一 4 月 直播 ， 穴 距 33cm， 每 穴播 种 8 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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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Mitt 3cm。 条 播 ， 按 行距 33 一 45cm FRI, Baek. AH. AR 

FEMA. BAA 1. 5cm， 经 常 保 持 土壤 湿润 。 幼 苗 出 土 后 ， 间 苗 、 除 草 ， 苗 高 7 一 

10cm 时 移 栽 。 

二 、 分 根 繁殖 

(1) 种 栽 。 选 择 用 种 子 繁殖 的 二 年 生 的 植株 根茎 。 从 老 根 上 分 取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带 有 

根 芽 的 根茎 做 种 栽 〈 如 果 选 用 根 葵 做 种 栽 ， 移 栽 前 用 0. 5‰ 的 920 将 其 浸泡 5 一 10min， 

每 段 种 栽 的 长 度 以 10cm 为 宜 ) 。 

(2) 整地 。 种 植 在 肥沃 土壤 中 2 年 就 可 采 收 。 和 否则 需要 3 一 4 年 才能 采 收 。 先 翻 耕 

土壤 ， 深 20 一 25cm， 除 净 较 大 的 石 块 ， 每 亩 施 人 充分 腐熟 的 左 肥 1500~2000kg 作为 基 

肥 ， 并 与 5 一 10cm 深 的 土 层 拌 匀 ， 做 成 高 15 一 20cm、 宽 50~55cm Ame, FEAL, OAR, 

两 畦 间 留 30cm 作业 道 。 

(3) 和 栽植。 栽植 时 间 分 为 秋 栽 和 春 栽 ， 秋 栽 应 在 10 月 中 下 旬 进 行 ， 春 栽 宜 在 4 月 

中 下 旬 进 行 。 顺 畦 栽植 2 行 。 距 畦 边 10cm 处 开 沟 ， 沟 深 10 一 12cm， 沟 底 要 平坦 一 些 ， 

行距 25cm。 有 芽 和 无 芽 的 种 栽 要 分 开 栽 植 。 因 为 它们 的 出 苗 期 不 一 致 。 栽 植 时 种 栽 与 

HEI A 30 一 45 摆 放 ,株距 15 一 20cm， 带 有 根 芽 的 种 栽 一 反 一 正 。 这 样 做 使 植株 生长 

有 较 大 的 空间 。 种 栽 摆 放 后 ， 在 其 上 面 撒 入 以 磷肥 、 钾 肥 为 主 的 复合 肥 ， 每 亩 用 量 20 

一 25kg， 然 后 履 土 3 一 4cm， 浇 透水 ， 水 渗透 后 ， 再 覆土 4 一 5cm， 使 两 次 覆土 的 厚度 达 

到 8 一 10cm。 秋 栽 时 最 好 加 盖 覆 盖 物 ， 对 种 栽 有 一 定 的 保护 作用 ， 春 天 返青 前 撒 下 ， 以 

提高 地 温 ， 促 进 生长 。 

=. Hee 

C1) 间苗 。 穴 播 、 直 播 或 分 根 繁殖 的 虎 杖 ， 应 在 虎 杖 苗 出 齐 后 ， 苗 高 6 一 10cm 的 

时 候 间 苗 ， 每 穴 留 壮 苗 1 或 2 株 。 

(2) 中 耕 除 草 。 中 耕 除草 是 药 用 植物 经 常 性 的 田间 管理 工作 。 中 耕 深 度 要 看 根部 生 

长 情况 而 定 ， 中 耕 次 数 根据 气候 、 土 壤 和 植物 生长 情况 而 定 。 苗 期 中 耕 次 数 宜 勤 ， 成 株 

期 中 耕 次 数 宜 少 。 此 外 ， 气 候 干 旱 或 土质 黏 重 板结 ， 应 多 中 耕 ， 灌 水 后 为 避免 土壤 板 

结 ， 地 面 稍 干 时 中 耕 。 虎 杖 发 芽 时 间 较 长 ， 苗 期 容易 受到 杂 草 为 害 ， 应 及 时 防除 ， 主 要 

UA TRAE, (ATER RB, AREER AR. AHA iy RAT PERE, 

AE CRUE PF PERE 2 或 3 次 ， 以 保持 土地 表层 湿润 和 田间 无 杂 草 。 

(3) 追肥 。 虎 杖 应 多 施 农家 肥 。 对 于 早春 植物 萌发 前 ， 在 两 行 中 间 开 浅 沟 埋 施 人 畜 

Z€ 2000kg/H. tHAT DAME OFAE, EVE 1 BK 2 dirk. BE AY PF A) iB RACE 1000kg 

或 钾肥 80~100kg 和 磷肥 100~150kg. AT Tin SP AC A ih HAM EK. TEER EI K 

的 作用 ， 可 增产 20%. WE 0.5 OBER APIA 120ke/H. fH 10~15d MIL hk. 

杖 栽培 一 般 很 少 使 用 氮肥 ， 以 防 枝 叶 徒 长 。 

(4) 浇 水 。 虎 杖 喜 湿 润 ， 在 干旱 的 情况 下 ， 其 根 葵 较 细 且 分 枝 较 多 ， 影 响 其 产量 和 

品质 ， 应 及 时 淡水 ， 保 证 对 水 分 的 需求 ， 涛 水 后 应 及 时 松 土 保 坑 。 

(5) 防治 虫害 。 主 要 害虫 有 蚜虫 和 蛾 虫 ， 用 70%% 灭 蚜 松 600 倍 液 和 10% ARK BIB 

800 倍 液 防 治 ， 每 7 一 10d 喷 一 次 ， 连 续 2 或 3 次 。 主 要 病害 为 根 腐 病 和 叶 斑 病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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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AR 600 倍 液 或 65%% 代 森 锰 锌 防治 ， 连 续 喷 2 或 3 次 。 雨 后 及 时 排水 ， 经 常 松 

土 ， 防 止 土壤 板结 。 冬 季 将 枯 株 和 落叶 深 埋 或 烧毁 ; 必要 时 使 用 无 公害 生物 农药 、 物 理 

机 械 或 者 生物 等 防治 方法 。 

【 采 收 加 工 】 春 、 秋 两 季 采 控 ， 除 去 须根 ， 洗 净 ， 趁 鲜 切 短 段 或 厚 片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根 和 根 葵 含 游离 草 醒 及 草 醒 苷 ， 主 要 为 大 黄 素 (emodin) ， 大 黄 酚 ， 

Mf (anthraglycside) A 即 大 黄 素 甲 酝 8-O-8-D-#j MH HEH  (physcion-8-O -8-D-gluco- 

side), Et (anthraglycoside) B 即 大 黄 素 8-O0-8-D- 简 萄 糖苷 (Cemodin-8-O-8-D-gluco- 

side) ， 迷 人 醇 〈fallacinol) ，6- 羟 基 芦 蔡 大 黄 素 〈citreorsein) ， 大 黄 素 -8- 甲 酝 (ques- 

tin), 6-#HPAKBA-8- ARK (questinol), FABRA (cuspidatumin A) (427185, 

2007), RAEKLAW: ARMM (resveratrol) 即 是 3,4,5-—FAK (3,4, 5tri- 

hydroxystilbene) (4634, 2001), FRALEY (polydatin) BI AA 3-O-8-D- A we 

(rerveratrol-3-O-8-D-glucoside), Mf JRJLAR RK (protocate-chuic acid)， 右 旋 儿 茶 精 

(catechin) ，2,5- 二 甲 基 -7- 羟 基色 酮 (2, 5-dimethyl-7-hydroxychromone), 7-#§3£-4-A 

氧 基 -5- 甲 基 香 豆 精 〈7:hydroxyl-4-methoxy-5-methyl coumarin) ( 刘 晓 秋 等 ，2003) ，2- 

甲 氧 基 -6- 乙 酰基 -7- 甲 基 胡 桃 配 〈2-methoxy-6-acetyl-7-methyljuglone) ， 决 明 草 酮 -8 - 葡 

萄 糖苷 〈torachrysone-8-O-D-glucoside)，B8- 谷 省 醇和 葡萄 糖苷 〈8-sitosterol glucoside) 

以 及 葡萄 糖 ， 鼠 李 糖 (rhamnose) ， 多 糖 ， 氮 基 酸 12.99% MH. KR. th. HL ARH 

盐 等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取 本 品 粉 未 0.1g， 加 甲醇 10ml， 超 声 处 理 15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和 残渣 加 
2. 5mol/L 硫酸 溶液 ml， 水 浴 加 热 30min， 冷 却 ， 用 三 氯 甲 烷 提 取 2 次 ， 每 次 5ml， 合 

并 三 氯 甲烷 液 ， 蒸 和 干 ， 残 酒 加 三 氯 甲 烷 l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虎 杖 对 照 药 

材 0. 1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再 取 大 黄 素 对 照 品 、 大 黄 素 甲 酝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MESHES I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PR) (2005 年 

版 ) 附录 而 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供 试 品 溶液 和 对 照 溶液 各 1xl、 对 照 品 溶液 各 l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醚 (30 一 60C) -甲酸 乙 酯 -甲酸 (15 : 5 : 1) 的 上 

层 溶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晾 干 ，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示 相 同 颜色 的 荧光 斑点 ; BAAR. DEAD 

红色 。 

=. Fame 

(1) 大 黄 素 。@ 色 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0. 1%% 磷 酸 溶液 (80 : 20) 为 流动 相 ， 检 测 波长 为 254nm。 理 论 板 数 按 大 黄 素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以 五 氧化 二 磷 为 干燥 剂 减 压 干燥 

24h 的 大 黄 素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中 含 48wg 的 溶液 ， 即 得 。 思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过 3 Si) 约 0.1g， 精 密 称 定 ， 精 密 加 入 三 氯 甲 烷 .25m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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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mol/L 硫酸 溶液 20ml， 称 定 重量 ， 置 80C 水 浴 中 加 热 回 流 2h， 冷 却 至 室温 ， 再 称 

Ene, HEA Peet ema a, FE. TSA Gm, ARK 110ml, AT, 

残渣 加 甲醇 使 溶解 ， 转 移 至 10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播 义 ， 即 得 。 外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Spl, TEAR ETM, We, BNF. AB 

品 按 干 燥 品 计 ， 含 大 黄 素 〈Cus HioO;) 不 得 少 于 0. 60%。 
(2) 虎 村 将 。 避 光 操 作 。@ 中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有 睛 -水 〈23 : 77)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306nm。 理 论 板 数 按 虎 杖 苷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以 五 氧化 二 磷 为 干燥 剂 减 压 于 燥 

24h 的 虎 杖 苷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稀 乙 醇 制 成 每 毫升 中 含 lope 的 溶液 ， 即 得 。@ 供 试 品 溶 

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 过 3 Si) 约 0. 1g， 精 密 称 定 ， 精 密 加 入 稀 乙 醇 25ml， 称 定 
重量 ， 加 热 回 流 30min， 冷 却 至 室温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稀 乙 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播 匀 ， 

取 上 清 液 ， 即 得 。@ 四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人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Ac indent. AA (Co HzzOs) 不 得 少 于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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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敬 ， 周 建 于 ，2001.， 虎 杖 的 化 学 成 分 研究 .天 然 产 物 研 究 与 开发 ，13 (6): 16 一 18 

Gh, 4G. 2007. 虎 杖 的 化 学 成 分 研究 ， 中 草药 ，38 (10): 1446~1448 

刘 晓 秋 ， 于 黎明 . 2003. 虎 杖 化 学 成 分 研究 〈( 工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28 C1): 47~49 

败 a) 
Baijiangcao 

DAHURIAN PATRIAN HERB 

CRIA] AG WR. WR CHRARA), WASH. RAP 

PAE. TEMES. BDA. CPA REIL) Ae Ue EY 2 EN HE 
败 效 Patrinia scabiosae folia Fisch. Ex Link 或 白花 败 桨 Patrinia villosa Juss. 的 带 根 

Am, AMIE. WF. WEE. JAB. A. A. ee. HER. Aire 

RK. RVR, AR. WA. IRABAL PURO. FIA. FEL KS izam, AK 

牛山 大 宗 药材 。 但 是 临床 败 桨 用 药 来 源 植物 繁多 ， 种 类 复杂 。 伏 牛山 除 主 产 上 述 两 种 败 

BEIGE SEK Sonchus arvensis L， 的 干燥 全 草 ， 亦 称 北 败 桨 ， 为 河北 、 山 

西 、 陕 西 、 山 东 及 东北 各 省 习 用 ， 具 有 清热 解毒 之 功效 ， 主 治 乳 疮 、 上 眼病， 十 字 人 花 科 植 
Uke Thlaspiarvense L. Wi RH, PRAMK; 同属 植物 岩 败 次 Patrinia rupes- 

tris Dufr. 的 全 草 混 作 败 桨 草 人 药 ， 在 黑龙 江 、 吉 林 等 部 分 地 区 使 用 ;以 同属 植物 狭 叶 

WHE Patrinia angustifolia Hemsl. 的 全 草 作 败 痪 草 人 药 ， 在 安徽 部 分 地 区 使 用 。 

【商品 名 】 败 着 草 

CANA) Ww. FE. FER. Ge, PE BR. Mak. EK. RR. BR. 

BM. ma. BRE. BAB. AB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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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原 】 为 败 桨 科 植 物 白花 败 酱 、 黄 花 败 桨 的 带 根 全 草 。 

【 原 植 物 】 

1. BHKE 

黄花 败 桨 为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达 150cm。 根 状 蔡 粗 壮 ， 地 下 蔡 细 长 BEER. SB 

直立 ， 被 白色 脱落 性 粗毛 。 基 生 叶 大 ， 有 长 柄 ， 花 期 枯 落 ， 叶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 

基部 边缘 有 锯齿 ; 葵 生 叶 为 披 针 形 或 犹 卵 形 ,长 5 一 15cm， 宽 3 一 5cm， 先 端 尖 ，2 或 3 

对 羽 状 深 裂 ， 顶 端 裂片 最 大 ， 李 圆 形 或 卵 形 ， 两 侧 裂片 狭 椭 圆 形 或 线形 ， 依 次 变 小 ， 两 

HRA CME RIEICE: 叶柄 长 1~2em; 上 部 叶 小 ， 近 无 柄 。 聚 伞 圆 锥 状 花 序 ， 在 

枝 端 常 5 一 9 MERMBKE BR; 总 花梗 四 棱 形 ， 常 一 侧 被 白色 粗毛 ， 花 梗 纤 细 ;， 区 片 

小 ， 钻 形 或 线形 ; 花 小 ， 多 数 ， 黄 色 ， 直 径 2 一 4mm; HBR), A: 花冠 简短 ， 

TABS 裂 长 圆 形 ， 先 端 圆 钝 ， 内 侧 被 白色 长 毛 ; 雄蕊 4 枚 ， 约 与 花冠 等 长 。 果 实 椭圆 

形 ,， 长 3 一 4mm， 宽 1.5 一 2mm， 具 3 棱 ， 无 膜 质 ， 翅 状 ， 增 大 区 片 。 花 期 7 一 9 A, OR 

熟 期 8 一 10 月 。 

2. 白花 败 次 

白花 败 酱 为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00cm。 荟 单一， 被 倒 生 粗 白 毛 ， 毛 渐 脱 落 。 基 部 

叶 丛 生 ， 宽 卵 形 或 近 圆 形 ， 边 缘 有 粗 齿 ， 叶 柄 较 叶 片 稍 长 ;， 葵 生 叶 卵 形 、 萎 状 卵 形 或 狭 

椭圆 形 ， 长 4 一 1lcm， 宽 2 一 5cm， 顶 端 渐 尖 至 罕 长 渐 尖 ， 基 部 切 枫 形 下 延 ，1 或 2 对 

羽 状 分 裂 ， 基 部 叶 不 分 裂 或 有 1 或 2 SERA, PTE. KEI. PAK 1 一 
3cm; 上 部 叶 渐 近 无 柄 。 花 序 顶 生 者 宽大 ， 成 伞 房 状 圆锥 花序 ;花白 色 ， 直 径 5 一 

6mm; 花 功 小 ; 花冠 简短 ，5 裂 ; 雄蕊 A RAINE. ST RR 

贴 生 ， 苞 片 近 圆 形 ， 径 约 5mm， 网 肪 明显。 花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药材 性 状 】 黄 花 败 效 全 长 50 一 100cm。 根 状 荃 呈 圆柱 形 ， 多 向 一 侧 弯曲 ， 直 径 

0.3 一 1cm， 瞳 棕色 至 紫 棕 色 ， 节 间 长 多 不 超过 2cm， 节 上 有 不 定 根 。 茎 圆柱 形 ， 直 径 
0. 2 一 0. 8cm， 黄 绿色 至 黄 棕色 ， 被 倒 生 硬 毛 ; Mie. Dr wr. Brim PAA Bese RAIA A 

而 留 有 一 细小 空洞 。 叶 多 卷 缩 或 破碎 ， 完 整 的 葵 生 叶 展 平 后 呈 羽 状 次 裂 至 全 裂 ， 有 5 一 

7 裂片 ， 顶 生 裂 片 显然 较 大 ， 两 侧 裂片 较 狭 小 ,边缘 有 粗 锯齿 ， 上 面 深 绿色 或 黄 标 色 ， 

下 面色 较 浅 ， 两 面 玻 生 白 毛 ， 叶 柄 基部 略 抱 荃 。 荟 枝 顶 端 常 有 伞 房 状 聚 们 圆锥 花序 ; 花 

黄色 。 气 特异 ， 味 微 苦 。 以 根 长 、 叶 多 而 色 绿 、 气 浓 者 为 佳 。 

白花 败 酱 葵 被 白色 长 硬 毛 ; 葵 生 叶 不 分 裂 ; 花白 色 ， 其 余 同 黄花 败 酱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山坡 沟谷 灌 丛 边 、 林 缘 草 地 或 间 湿 草地 。 嘉 

稍 湿润 环境 ， 耐 严寒 ， 一 6 仍 能 正常 生长 ， 但 以 20 一 30C 生 长 最 适宜 ; 耐 阴 ， 以 林 间 

坡地 或 背 阴山 盐田 种 植 为 佳 ， 忌 曝晒 ， 夏 季 平原 种 植 要 搭建 遮阳 棚 ; 以 pH 为 6 一 6.5， 

腐殖质 丰富 的 壤土 或 沙壤土 为 宜 。 

【种 植 方法 】 

—. PH A 

Wes Ben A. RET. SR. PPP MO o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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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栽 两 种 方式 ， 其 中 以 幼苗 移 栽 较 易 获得 高 产 ， 取 得 较 好 的 效益 。 播 种 育苗 在 南方 以 冬 

播 为 主 ， 也 可 春播 ;在 北方 以 春播 为 主 ， 采 用 设施 栽培 的 也 可 适当 提前 播种 。 播 前 将 种 

FPWR 1 一 2d4， 选 择 排 灌 、 管 理 方 法 ， 用 肥力 中 上 的 壤土 或 沙壤土 作 苗床 ， 翻 耕 时 施 腐 

熟 栏 肥 22 500~30 000kg/hm’ 作 基 肥 ， 开 沟 殴 细 土 伐 ， 整 成 连 沟 1. 4 一 1. Sm HSH 

形 苗床 ， 用 1000kg/hm’ AA SERRE TEMES MET. RR POPES Ub a BE ACTRESS HH 

于 畦 面 后 ， 用 细 泥 : 草木 灰 为 1 : 0.5 的 肥 土 覆盖 1 一 1. 5cm。 一 般 的 大 田 用 种 量 4 一 

6kg/hm: ， 苗 床 与 大 田 比 为 1: 7 一 8。 育 苗 期 间 如 遇 干 旱 无 十 应 灌 CS) 水 湿润 畦 面 ; 

阴雨 天 气 应 注意 清 沟 排水 。 当 苗 长 至 4 一 5cm 时 间苗 1 次， 苗 株 距 保持 为 4 一 5cm。 育 

苗 期 间 一 般 除 结合 抗旱 护 苗 炭 施 1 或 2 次 10%% 左 右 的 稀薄 人 妾 尿 外 ， 无 需 特意 施肥 ， 

到 了 移 栽 前 的 4 或 5d 应 用 9000kg/hm' RRA BERR GLK SOMA A VES HE. “HK 

至 4 叶 左 右 时 即 可 起 苗 移 栽 。 在 越冬 前 最 后 一 次 收割 后 ， 将 留 于 自然 野外 的 老 苑 ， 清 除 

杂 草 后 ， 用 人 凑 尿 拌 草木 灰 〈 以 不 飞扬 ， 手 捏 放 开 后 即 散 为 度 ) 37 500kg/hm’, Be: 

ZEAE 30 000kg/hm: 覆盖 老 范 ， 待 春暖 抽 生 时 再 浇 施 330% ~ 40% BY Fi TRA FE RE 

A, PARKA. ZR RA. 

=. 直接 播种 

翻 耕 施肥 ， 敲 细 土 块 后 ， 整 成 畦 宽 为 1~1. 4m 的 董 畦 ， 按 行 、 株 距 40cm X (20~ 
25)cm， 每 畦 开 3 或 4 个 3 一 4em 的 浅 穴 。 用 9000kg/hm? 的 人 类 尿 对 水 次 施 底 水 后 ， 
每 穴播 种 子 4 一 6 粒 ， 然 后 用 细 肥 土 覆盖 1 一 1. 5cm。 在 出 苗 期 间 注 意 做 好 抗旱 护 苗 和 排 
水 防 渍 工作 。 

三 、 地 块 选择 

败 酱 草 虽然 可 自然 野生 ， 适 生性 强 ，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格 ， 但 要 实现 高 产 栽培 ， 
还 应 选择 近邻 水 源 ， 水 源 清 洁 ， 排 灌 、 管 理 方便 ， 无 积 水 ， 不 受 严 重 干旱 影响 ， 土 层 较 
为 深厚 ， 肥 力 较 好 的 稻田 、 组 坡地 或 新 开发 果园 的 壤 质 土地 块 为 好 。 

四 、 翻 耕 整地 

于 播种 或 移 栽 前 5 一 6d 深 翻 20 ~ 25cm, ZA MH itt BA A ZR 
26 250~30 000kg/hm2: 、 草 木 灰 2250kg/hm? 作 基 肥 ; 敲 碎 土 块 ， 开 沟 作 畦 ， 整 成 1~ 

1. 4m SEAVZERE, FRAT. PREB 40cm X (20~25) cm 距离 ， 每 畦 开 3 或 4 个 3~4cm 的 浅 穴 

待 播种 、 移 栽 。 

五 、 适 时 移 栽 

2 一 8 月 均 可 移 栽 。 移 栽 时 应 尽量 少 伤 根系 ， 实 行 大 小 苗 分 畦 定植 ， 一 般 的 壮 苗 每 
TRG 2 株 ， 弱 苗 每 穴 栽 3 株 ， 栽 时 趟 平 畦 面 ， 随 后 用 5 办 的 稀薄 人 凑 尿 点 穴 浇 施 定 根 
水 。 移 栽 应 避免 中 午 烈日 当头 时 进行 ， 以 便于 成 活 。 

六 、 田 间 管 理 

当 直 播 出 苗 ， 苗 高 长 至 5 一 6cm 时 ， 去 弱 留 壮 、 删 密 留 稀 进 行 1 次 间苗 ， 每 穴 留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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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k. KJ 10% A ASE RUBE RAL; FRR S~6d 进行 查 苗 补缺 ， 选 用 

健壮 预备 苗 补 植 ， 补 植 应 在 傍晚 或 阴 天 进行 ， 补 植 后 随即 用 5 0 4 a A SS Pe ts EB 

水 ， 并 适当 遮 阴 1 或 24， 以 便 成 活 ， 达 到 全 苗 匀 苗 。 播 种 、 移 栽 后 的 前 期 ， 由 于 植株 

矮小 ， 地 面 覆 盖 度 低 ， 容 易 发 生 草 害 ， 应 及 时 做 好 中 耕 除 草 工作 ， 一 般 在 封 垄 前 中 耕 施 

肥 3- 次 ,第 1 次 在 间苗 后 2 或 3d 或 移 栽 成 活 后 7 一 10d HT. HABE 

(12 000kg/hm?) 347k (4800~6000kg/hm’) 7 CEH; 第 2 次 在 第 1 次 之 后 的 10 一 

12d 进行 ， 用 人 凑 尿 (15 000 kg/hm’) $47K (4800~6000kg/hm’*) 穴 施 或 三 元 复合 肥 

1000~1200kg/hm? 或 市 售 精制 有 机 肥 1200~1500kg/hm? 株 旁 穴 施 ; 过 10 一 15d 后 用 

与 第 2 次 相同 的 方法 再 中 耕 施 肥 1 次 ; 以 后 视 植株 生长 和 土壤 肥 状 况 ， 每 收割 1 次 浅 铀 

施肥 1 次 “用 与 第 2 次 同等 用 量 ) 。 每 次 中 耕 施 肥 ， 结 合 清 沟 培 土 ， 遇 干旱 无 雨 ， 应 及 

ATG GE) 水 抗旱 护 苗 ， 保 持 畦 面 微 潮 ;多 雨天 气 应 做 好 清 沟 排水 工作 ， 以 防 积 水 ， 引 

起 烂 根 。 

七 、 病 虫害 防治 

Wee RS EBL. A ml. BEAR. SAE. CAE; OBER ARIA. IK 

霉 病 、 白 锈病 、 细 菌 性 穿孔 病 等 。 

(1) 农业 防治 。 首 先 要 注意 防 旱 排涝 。 特 别 要 防止 畦 沟 积 水 、 排 水 不 畅 。 同 时 ， 要 

经 常 玻 松 畦 面 ， 协 调 好 根部 与 茎 叶 的 关系 。 其 次 要 及 时 玻 剪 老 草 旧 枝 ， 促 进 荣 园 通 风 透 

气 ， 增 强 植株 抗 病 力 。 

(2) 化 学 防治 。 蚜 虫 、 白 粉 乱 用 10%% 吡 虫 啉 可 湿性 粉剂 2000 倍 液 或 3 多 啶 虫 胀 可 

湿性 粉剂 3000 倍 液 或 用 25%% 阿 克 泰 水 分 散 粒 剂 2 一 4g 兑 水 60kg 防治 ;， 跳 甲 用 20% K 
扫 利 乳油 2000 一 3000 倍 液 或 52. 25%% 农 地 乐 乳油 1000 一 1500 倍 液 或 24.5% 及 克 乳 油 

2000 倍 液 防 治 “〈 应 从 田 块 四 周 向 中 间 喷 药 ， 防 止 逃跑 ) ;蜗牛 、 昨 蛤 每 亩 用 6% BRIA AR 

螺 剂 lke ui; SEIN ETE AC HAA 25%% 施 保 克 乳油 600 倍 液 或 70%% 甲 基 托 布津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或 25% He FRE 600~800 倍 液 喷 雾 ， 隔 7 一 10d 喷洒 1 次， 连续 2 或 3 

次 ; 灰 霉 病 用 50%% 扑 海 因 可 湿性 粉剂 1500 倍 液 或 40%% 施 佳 乐 悬浮 剂 1000 倍 液 兑 水 

60kg 防治 ; 白 锈 病 用 53%% 金 雷 多 米尔 可 湿性 粉剂 600 倍 液 或 10% 世 高 水 分 散 粒 剂 

*500 一 2000 倍 液 防治 ;细菌 性 穿孔 病 用 1000 万 单位 农用 链 霉 素 400 TYRES 。 

【 采 收 加 工 】 夏 季 开 花 前 采 控 ， 晒 至 半 干 ， 扎 成 束 ， 再 阴干 。 不 分 级 ， 统 货 。 以 

干燥 、 根 长 、 叶 多 、 完 整 、 色 绿 、 无 杂质 者 为 佳 。 

【化 学 成 分 】 黄 花 败 桨 根 、 根 葵 含 皂苷 类 成 分 ， 败 桨 皂苷 〈patrinorside) A, 

B. G. Dj. E., F. G. H. J. K. L, RARER H Cscabioside) A, B. Cy 

D. E, F. G, F532 R-3-O-o-L-Oi Ops Bay 7 (8 HEF (3-O-e- L-arabinopyranosyloleanolic 

acid), ， 常 春 蕨 里 背 元 -3-O-o-L- 吡 喃 阿拉 人 糖苷 〈3-Oo-L=-arabinopyranosyl hederage- 

nin) ， 常 春 蕨 时 苷 元 -2-O- 乙 酰基 -3-O- a L-A i Bay A 1A HEAR 〈2-O-acetyl-3-O-o-L-arabi- 

nopyranosylhederagenin) ， 常 春 功 时 背 元 -3-O-o- 世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28-O-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6) -6-D- 吡 喃 葡萄 糖苷 (3-O-a-L-glucopyranoside), # #2 tf 7c- (2-O-Z, 

酰基 -3-O-o-L-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 -28-O0-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6)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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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acetyl-3-O-a- L-ara-binopyranosyl hederagenin-28-O -8-D-glucopyranosyl (1->6) - 

B-D-glucopyranoside |]， 齐 墩 果 酸 -3-O-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2) -a-L-rhamnopyranosy]l 

(12) -o L-AL MR Bal {A BHF [3-O0-8-D-glucopyra-nosyl (1->2) -orL-rhamnopyranosyl 

(12) -a L-arabinopyranosyl oleanolic acidj]， 齐 墩 果 酸 -3-0-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CI 

3) -we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2) -weI-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28-0-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6) -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3-0-8-D-glucopyranosyl (1->3) -a-L-rhamnopyranosyl (1]->2) -a- 

L-arabinopyranosyl oleanolic acid-28-O-8-D-glucopyranosyl (1->6) -@-D-glucopyrano- 

side], FFE 52 AR-3-O-o- L-O ne BR HSE (1->2) -wI 吡 喃 阿拉 伯 糖 背 [3-O-a-L-rham- 

nopyranosyl (1—»2) ] -aL-arabinopyranosy] oleanolic acid], #4 E24 70-3-O-e-D-it 

喃 鼠 李 糖 基 C12) -o- L-Ate ops Bey A (A BRA [.3-O-a-L-rhamnopyranosyl (1—2) -a-L-ar- 

abinopyranoyl hedera-genin], 7F#URIR, i 7B toc Chederagenin), #4 ff #-p-D- 

bt Oy a) 4) HEF 〈8-sitosterol-6-D-glucopyra-noside) ， 菜 油 当 醇 -D- 葡 萄 糖苷 (campester- 

ol-D-glucoside), FAERWX (scopoletin), SRMWKREA 〈esculotin) ， 还 含有 挥发 油 〈 约 

8%) $B AMG, FGM. AAAI, BER, FER. 

AEM BR. BAG ATEMBH Cvilloside), GRPH,. BBAAH (morroni- 

side), @ESAEUSE Cillosol), AsEMRHH Cvillosolside), 772M (olean- 

olic acid), #e HHA Cpalmic acid) ， 还 含 肌 醇 Cinositol), bolusanthol B, (2S)-5,7,2,6- 

四 羟基 6,8- 二 异 戊 烯 基 - 二 氢 黄 酮 、(2s)-5,7,2' ,6 -四 羟基 -6-lavandulyL- 二 氧 黄 酮 ，3- 蜡 

Salts Se BR AR, NR PR AEA (luteolin), ft RA Cquercetin) 和 洋 芹 素 彭 金 咏 等 ， 

2006) 。 正 三 十 二 碳酸 (n-dotriacontanic acid) ， 正 三 十 二 烷 醇 (n-dotriacontanol), au- 

rentiamide acetate， 胡 萝卜 苷 〈daucosterol) ，B- 谷 省 醇 〈8-sitosterd) ，78- 凑 基 -8- 谷 当 

醇 〈78-hydroxysitosterol) ， 豆 省 醇 〈 彭 金 咏 等 ，2005) 。5- 羟 基 -7,3,4- 三 甲 氧 基 黄酮 

(5-hydroxyl-7,3', 4'-trimethoxy), 5-}43£-7, 4'-— FA SSE BY A] (5-hydroxyl-7, 4'-dime- 

thoxy flavone), 5#2¢ 5°47 Cisoorientin), ets Csovitexin), ，8-C- 葡 萄 糖 基 -7- 甲 氧 

基 -4 (8-C-glucosylprunetin), ，5- 二 羟基 黄酮 (G2 OK], 2006a, 2006b),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ail 

取 本 品 粉 末 1g， 加 蒸 饮水 10ml， 水 浴 加 热 10min， 过 滤 。 滤 液 置 试管 中 ， 密 塞 ， 
强烈 振 摇 lmin。 黄 花 败 效 泡沫 15min 消失 ， 白 花 败 酱 泡沫 很 快 消失 〈 检 查 皂 苷 ) 。 

取 本 品 甲 醇 提 取 液 ml, AE, VW lml KORA ARIA, DM lml 醋 本 = 浓 硫酸 
(19 : 1)， 混 匀 。 稍 加 热 。 黄 花 败 桨 由 黄 绿色 变 为 紫红 色 〈 三 莫 皂 苷 ) 。 

取 本 品 甲 醇 提 取 液 数 滴 ， 点 于 白 瓷 板 上 ， 滴 加 10% 香 菜 兰 醛 浓 硫 酸 溶液 数 滴 ， 黄 
花 败 桨 显 蓝 色 ， 白 花 败 桨 显 黄 棕色 〈 挥 发 油 ) 。 

一 时 出 是 

lL) 标准 溶液 的 制备 。 取 适量 肌 醇 标 准 溶 液 ， 放 人 50ml 烧杯 内 ， 在 烘箱 内 小 心 烘 

于 。 加 入 醋 栈 - 浓 硫 酸 溶液 1. 0ml， 轻 轻 转动 使 样品 溶解 ， 加 盖 表 面 中 ， 在 沸水 浴 上 加 



各 论 。257 。 

热 20min。 冷 却 后 加 水 2. 5ml， 再 在 沸水 浴 上 加 热 20min; 加 6mol/L 乙酸 溶液 1. 0ml， 

水 浴 上 加 热 使 沉淀 溶解 ， 转 人 25ml 容量 瓶 ， 冷 却 后 加 盐酸 凑 胺 溶液 1. 5ml， 沸 水 浴 上 

-加热 30min; 冷却 ， 加 12mol/L MBM 0.8ml, HA; 加 9.0g/L = AKAM 

0.9ml, AwRE EAH. PKA. WE 1Smin 后 ， 在 721 型 分 光 光 度 计 用 三 氯 化 铁 

溶液 作 空白 ， 用 lcm 厚 比 色 杯 ， 于 500nm 波长 处 测定 吸光 度 。 

(2)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0.5ml、1. 0ml、2. 0ml1、3. 0ml、4. 0ml、 

5. 0ml 标准 溶液 ， 按 上 述 操作 分 别 显 色 ， 测 定 各 自 吸 光度 ， 经 线性 回归 确定 回归 方程 。 

(3) 样品 含量 测定 。 将 败 桨 草 置 于 通风 的 烘箱 中 于 50C 干 燥 ， 研 成 40 AAR. HE 

确 称 取 粉 未 100g, BF 500ml 具 塞 三 角 烧 瓶 中 ， 加 900ml/L 乙醇 300ml， 冷 浸 12h， 过 

滤 。 和 残渣 再 加 900ml/L 乙醇 200ml， 振 摇 数 分 钟 ， 过 滤 ， 合 并 提取 液 。 将 提取 液 在 水 浴 

上 回流 2h 后 抽 滤 ， 提 取 液 经 回收 乙醇 后 ， 得 红色 溶液 。 水 浴 上 挥 去 残存 的 乙醇 ， 将 提 

取 液 定量 转移 至 100ml 容量 瓶 中 ， 用 水 定 容 。 准 确 吸 取 15ml 提取 液 置 50ml 烧杯 中 ， 

于 烘箱 内 小 心 烘 干 ,， 按 CL) 的 操作 测定 吸光 度 〈 王 秀丽 等 ，2002) 。 

【附注 】 

1. 同属 植物 岩 败 痪 

岩 败 痪 的 全 草 ， 在 黑龙 江 、 吉 林 等 部 分 地 区 混 作 败 酱 草 人 药 。 

原 植物 : 植株 高 30 一 60cm。 根 葵 稍 斜 升 ， 先 端 不 分 枝 。 单 一 或 数 枝 从 生 ， 稍 带 紫 

色 ， 密 被 短 毛 。 基 部 叶 从 生 ， 具 柄 ， 狭 长 圆 形 ,长 3 一 7cm，3 一 6 对 羽 状 次 裂 至 全 裂 ， 

裂片 披 针 形 或 狭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长 渐 尖 ， 全 缘 或 齿 状 浅 裂 ， 两 面 无 毛 或 被 短 便 毛 ; 

上 部 叶 小 ， 渐 无 柄 。 聚 们 花序 3 一 7 个 在 梳 端 排列 成 锌 房 状 ， 花 枝 及 花梗 均 被 粗 白 毛 和 

ARE; 花 较 小 ， 直 径 4 一 5mm; 小 区 片 线形 ， 对 生 ; Sv); 花冠 黄色 ， 漏 斗 状 ， 一 侧 有 

Wa, PEARS 裂片 椭圆 形 ; HEB 4 个 。 果 实 倒 卵 状 圆柱 形 ， 背 部 贴 生 有 膜 质 翅 状 区 片 ; 

AL UIE. iA 7mm。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A.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坡 草地 或 林 下 及 水 边 等 地 。 

2. BHM eke 

FEM WS A, FEE AEB oP HX PEM AZ 

原 植物 : 植株 高 达 1m。 葵 被 脱落 白 毛 。 基 生 叶 有 具 长 柄 ， 分 裂 ， 边 缘 具 牙齿 ; Bt 

叶 菱 状 披 针 形 至 萎 状 宽 椭 圆 形 ， 长 5 一 10cm， 宽 1. 5 一 3cm， 顶 端 窒 长 渐 尖 ， 基 部 渐 罕 ， 

稍 下 延 ， 边 缘 每 侧 具 2 一 4 个 齿 ， 或 近 浅 裂 ， 有 时 基部 有 1 或 2 对 羽 状 小 裂片 ， 叶 柄 长 

1 一 2cm; 上 部 叶 渐 狭 小 ， 具 柄 。 密 花 聚 们 圆锥 花序 在 枝 端 排列 成 企 房 状 ; 花 小 ， 黄 色 ; 

花 昔 不 明显 ; 花冠 短 简 状 ， 长 达 3. 5mm， 简 内 面 被 白色 长 毛 ， 顶 端 5 裂 ; 雄 芒 4 个 ， 

少 不 等 长 。 果 实 长 倒卵形 ， 翅 状 苞 片 倒 梨 形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月 。 

生 于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山坡 草地 、 林 缘 及 灌 丛 。 

3. RAE 

FARR ELD Br Te RA EB oP, GA Pa, ES, 

原 植物 :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10 一 35cm， 全 株 无 毛 。 蔡 直立 ， 圆 柱 形 ， 分 枝 或 不 分 枝 ， 

Ae. SEEM AR. Fone, eas 茎 生 叶 无 柄 ，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倒 披 针 形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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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em, $£5~20mm, Jove], ZEMBIA. PMA. Agta. CE. BRS 

RA RTE, EAR. HEA 2mm; 7EMHK 2~4mm, Ff 1 一 1. 5mm， 先 端 圆 或 微 上 四 。 

短 角 果 扁平 ， 倒 卵 形 或 近 圆 形 ,， 长 13 一 16mm， 宽 8 一 13mm， 扁 平 ， 先 端 凹 人 ， 边 缘 

AGA 3mm 的 翅 ， 种 子 5 一 10 个 ， 卵 形 ， 长 约 1. 5mm， 黄 神色。 花期 4 一 5 A, RA 

期 5~6 A. 
药材 : 为 干燥 的 带 果 全 草 。 茎 圆柱 形 ， 表 面 淡 黄 色 ， 质 脆 ， 易 断 ， 中 央 有 白色 稀 朴 

的 血 。 叶 大 多 碎 落 ， 顶 端 有 总 状 果 序 ， 果 实 扁 顶 圆 形 ， 边 缘 有 起。 

成 分 : 全 草 和 种 子 含 芥 子 苷 〈srnigrin) ， 芥 子 酶 (singein), "§|%E (myyosin)。 种 

FSFE ATH. ABV. BRR. ONDER. ZIZEMR. IPS Kea C MAS b RR. 

4. ALIKE 
3 BLE eo SES TRA EE, 

原 植物 : 2AEAEIA, 1 30~70cm, MKAAA. ARH. AWWA, AA, 

无 毛 。 叶 互生 ， 下 部 叶柄 具 狭 翅 ， 叶 片 长 圆 状 倒 卵 形 ， 长 10 一 20cm， 宽 1.77~3cm, 

先端 钝 圆 或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中 部 叶 无 柄 ， 基 部 呈 圆 形 耳 抱 蔡 ， 边 缘 具 不 规则 波状 或 皮 

刺 状 尖 齿 ， 叶 脉 网 状 ， 中 肪 明显， 表面 稍 凹 下 ， 背 面 凸 起 ;最 上 部 叶 小 ， 线 形 ， 表 面 绿 

色 ， 硼 面 略 呈 灰白 色 。 头 状 花 序 排列 成 伞 房 状 ; 总 花序 醒 密 被 蛛 丝 状 毛 或 无 毛 ; 总 苞 钟 

状 ， 长 10 一 15mm， 宽 10~13mm; 总 苞 片 3 或 4 层 ， 外 层 短小 ， 卵 圆 形 ， 内 层 狭 长 ， 

披 针 形 ， 被 腺 毛 或 基部 被 白色 绕 毛 ， 先 端 钝 ;了 舌 状 花 长 约 2. 2cm， 被 长 乘 毛 ， 天 片 长 约 

7mm。 果 实 纺锤 形 ， 长 2.5~3.5mm, Fim, 3 或 4 条 纵 肋 ， 微 粗糙 ， 淡 褐色 ;有 冠 毛 

白色 ， 长 约 11mm， 易 脱落 。 花 期 5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分 布 : HEF 300~500m 山坡 、 路 边 及 田野 。 

5. 黄花 败 桨 种 子 
BME MH LS HRMS BH (sulfapatrinoside) 工 、 开 ， 能 果 酸 -3-O-a-I-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2) -o LO ey Bey i (9 EF EB eS HF A 一 II [1L3-O-w-L-rhamnopyranosyl 

(1—2)-a- L-rarbinopyrano-syhursolic acid, patrinia-glycoside A~I], 77} 5RIR-3-O-a- 

I-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C2) o LA Bay 7 (A EY. AER -3-O-B- D-H Ope 7] 4d BBE (13) 

a~ L-Fl ps Bay fa (4 HF = 3-O-8-D-glucopy ranosyl (1-3) -a L-ara-binopyranosylursolic 

acid]， 齐 墩 果 酸 -3-O-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C3) wL-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3-O-B-D-gluco- 

pyranosyl (1->3) -e L-ara-binopyranosyloleanoic acid]， 能 果 酸 3-O-u-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2) - [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3)] -eI- 吡 喃 阿拉 伯 苷 即 败 桨 糖 背 B-I {3-O-a-L-rh- 
amnopyranosyl (1-2) - [8-D-glucopyranosyl (1 一 3)] -aL-arabinopyranoyursolic 

acid, patrinia-glycoside B-[ } 及 齐 墩 果 酸 -3-O--I-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C12) - [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3)] -o L- ite ipa Bay fir (A BF B-I (3-O-a-L-rhmanopyra-nosyl 

(1-2)- [8-D-glucopyranosyl (1-3) ] -a-L-arabinopyranosyl olenolic acid, patrinia - 

glucoside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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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银 ££ 
Jinyinhua 

FLOS LONICERAE 

CHA) AG Awe 〈 封 丘 银 花 )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味 

甘 ， 性 寒 ， 具 有 清热 解毒 、 玻 散 风 热 的 功能 ， 临 床上 常用 于 治疗 呼吸 道 感 染 、 流 行 性 感 

冒 、 扁 桃 体 炎 、 和 急性 乳腺 炎 、 大 叶 性 肺炎 、 细 菌 性 疾病 、 痢 疗 脓 肿 、 丹 毒 、 外 伤感 染 以 

及 子宫 糜烂 等 。 应 用 历史 悠久 。 除 黑龙 江 、 内 蒙古 、 宁 夏 、 青 海 、 新 疆 、 海 南 和 西藏 

Sh, SHBG 〈 自 治 区 ) 均 有 分 布 。 

作为 药 用 的 金银花 除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外 ， 习 用 品种 有 淡 红 忍冬 Lomicera acuminata Wall, 花 和 人 药 称 “ 山 银 花 ”， 产 于 伏 牛 山 

西南 侧 ; 盘 叶 忍 冬 Lonicera tragophylla Hemsl， 产 于 河南 各 山区 ， 花 蕾 和 带 叶 嫩 枝 供 

药 用 ， 称 大 叶 银 花 ， 清 热 解毒 。 

传统 上 以 河南 的 密 银 花 或 南 银 花 和 山东 的 东 银 花 或 洛 银 花 为 道 地 药材 ， 产 量 最 高 ， 

品质 也 最 佳 。 密 银 花 〈 南 银 花 ) 主要 产 于 河南 的 密 县 、 新 安 、 巩 县 、 原 阳 、 封 丘 、 伊 

州 、 濮 阳 、 尉 氏 、 荣 阳 、 登 丰 等 地 ， 品 质 最 好 CRM, 2003). ARTE GRRE) 主 

BPS RRA. FR. Bil. SBA. Ure, meee. 

【商品 名 】 人 金银花 

CANA) BAH. WE, mE 

【 基 原 】 人 金银花 为 忍冬 科 植物 忍冬 的 干燥 花蕾 或 带 初 开 的 花 。 

【 原 植物 】 半 和 常 绿 芯 本 。 幼 枝 暗 红 褐 色 ， 密 被 神色、 开展 的 硬 直 糙 毛 、 腺 毛 和 短 

KE. MAR, WA, AMOK, PRON ANIL. tha 1 至 数 个 短缺 

Zl, 长 3 一 5cm， 顶 端 尖 或 渐 尖 ， 少 有 钝 、 圆 或 微 凹 缺 ， 基 部 圆 或 近 心 形 ， 有 糙 缘 毛 ， 

小 枝 上 部 叶 通 常 两 面 均 密 被 短 糙 毛 ; 叶柄 长 4 一 8mm， 密 被 短 柔 毛 。 总 花梗 通常 单 生 于 

小 枝 上 部 叶腋 ， 与 叶柄 等 长 或 稍 短 ， 下 方 者 则 长 达 2 一 4cm， 密 被 短 柔 及 夹杂 腺 毛 ; 将 

HA, AAR, WI. KIA 2 一 3cm; 小 苞 片 顶端 圆 形 或 截 形 ， 长 为 葛 简 的 1/2~4/5, A 

短 糙 毛 和 腺 毛 ; 昔 简 状 ， 无 毛 ， 昔 齿 顶 端 尖 而 有 长 毛 ， 外 面 和 边缘 都 有 密 毛 ; eA 

色 ， 后 变 黄色 ,长 3 一 4. 5cm， 层 形 ， 简 稍 长 于 唇 鸭 ， 外 被 倒 生 的 开展 或 半 开 展 糙 毛 和 

KARE. KSA oe. Reiki ah, BER Ae he. RAI. 

42 6 一 7mm， 熟 时 蓝 黑色 ， 有 光泽 。 花 期 4 一 6 A 〈 秋 季 也 常 开花 ) ， 果 熟 期 10 一 11 月 

(FF 宝 章 等 ,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棒状 ， 上 粗 下 细 ， 略 弯曲 ,长 2 一 3cm， 上 部 直径 约 3mm, 

下 部 直径 约 1. 5mm。 表 面 黄 白色 或 绿 白 色 〈 储 久 色 渐 深 )， 密 被 短 柔 毛 。 偶 见 叶 状 苞 

片 。 花 葛 绿 色 ， 先 端 5 裂 ， 裂 片 有 毛 ， 长 约 2mm。 开 放 者 花冠 简 状 ， 先 端 二 层 形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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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BPE, fe; WER 1 个 ， 子 房 无 毛 。 气 清香 ， 味 淡 、 微 苦 。 无 开放 花 邓 ， 

花冠 较 厚 而 有 骨气 ， 用 手 握 之 有 顶 手 的 感觉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种 源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忍冬 植株 根系 发 达 ， 细 根 很 多 ， 生 根 力 强 ， 搬 枝 和 下 垂 触 地 的 枝 ， 在 适宜 的 温 湿度 

下 ,， 不足 15d 便 可 生根 ，10 年 生 植株 根 平 面 分 布 直径 可 达 3 一 5m， 根 深 1. 15 一 2m。 主 

要 根系 分 布 在 10 一 15cm 深 的 表土 层 ， 须 根 则 多 在 5 一 30cm 的 表土 层 中 生长 。 根 以 4 月 

上 人 旬 至 8 月 下 旬 生 长 最 快 ， 光 照 不 足 会 影响 植株 的 光合 作用 ， 梳 嫩 细 长 ， 叶 小 ， 缠 绕 性 

更 强 ， 花 蕾 分 化 减少 ， 并 且 花 多 着 生 在 植株 外 围 阳 光 充 足 的 枝条 上 。 土 壤 湿度 过 大 时 ， 

植株 叶片 易 发 黄 脱 落 。 忍 冬 植株 花芽 的 分 化 发 育 属于 多 级 枝 先 后 多 次 分 化 花芽 的 类 型 。 

3 月 初 开始 进入 叶 芽 萌动 期 。3 月 底 为 展 叶 期 ，5 月 初 为 现 蕾 期 ，5 月 中 旬 进 入 花期 ， 通 

常年 产 花 四 茬 。5 月 中 下 旬 产 头 茬 花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中 旬 产 二 茬 花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下 旬 产 三 茬 花 ，9 月 中 旬 至 10 月 初 产 四 茬 花 。 

金银花 易 生 不 定 根 ， 利 用 插 反 繁殖，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栽植 ， 且 生长 快 ， 三 年 就 可 达到 

成 花 期 。 

(1) 根 的 生长 。 根 系 在 4 月 上 旬 至 8 月 下 旬 生 长 最 快 。 

(2) 枝条 及 花 的 生长 。 春 季 由 越冬 芽 形 成 的 枝条 为 一 级 枝 ， 生 长 到 一 定 程 度 项 端 生 

长 点 停止 分 化 ， 由 一 级 枝 的 腋芽 生长 形成 二 级 枝 ， 依 次 形成 三 、 四 级 枝 ， 枝 条 有 花枝 、 

生长 校 、 徒 长 枝 之 分 。 花 校 上 形成 花芽 ， 徒 长 枝 多 生 于 植株 的 下 半 部 ， 梳 条 粗大 ， 叶 子 

肥 硕 ， 消 耗 大 量 养分 。 

二 、 生 长 条 件 

温度 。 金 银 花 耐寒 性 强 ， 在 一 10C 背 风向 阳 有 一 定 湿度 情况 下 ， 叶 子 不 落 ; —20°C 

时 能 安全 越冬 ， 翌 年 正常 开花 ; 5C 时 植株 就 开始 发 芽 生 长 ， 随 温度 升 高 生长 速度 加 快 ， 

20 一 30C 为 最 适宜 生长 温度 ，40C 以 上 只 要 有 一 定 湿度 就 可 生长 。 

=. LHR 

金银花 喜光 耐 阴 ， 具 有 一 定 耐寒 能 力 ， 根 系 发 达 , HRI. MTGE. pe BER 
不 严 ， 适 宜 各 种 条 件 栽植 ， 在 微 酸 、 偏 碱 、 盐 渍 地 上 都 生长 良好 ， 以 湿润 沙壤土 生长 

为 好 。 

四 、 土 壤 肥力 

土壤 中 速效 氮 含 量 29. 0ppm， 速 效 磷 含 量 134. 4ppm， 速 效 钾 含 量 28. 9ppm， 有 机 

质 含量 1. 43%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与 整地 

1. Aw 
忍冬 大 多 栽培 在 山区 ， 育 苗 地 宜 选 择 背 风向 阳 、 光 照 良 好 的 缓坡 地 或 平地 。 以 土 层 

深厚 、 朴 松 、 肥 沃 、 湿 润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 十 ， 酸 碱 度 为 中 性 或 微 酸性 和 有 水 源 、 灌 

溉 方便 的 地 块 为 好 ， 为 减少 病虫害 的 发 生 ， 提 高 出 苗 率 和 苗木 质量 ， 育 苗 地 不 宜 重茬 。 

地 选 好 后 ， 在 人 冬 前 进行 一 次 深耕 。 耕 深 30~40cm, HRA. AA ee 

施 充 分 腐熟 无 害 的 左 肥 2500~3000kg 作 基 肥 。 

2. 栽植 地 
忍冬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要 选择 海拔 在 200 一 500m， 背 风向 阳 的 山坡 ， 光 照 不 足 、 

土壤 黏 重 、 排 水 不 良 等 处 不 宜 栽 培 。 如 果 土 壤 肥沃 、 水 肥 条 件 好 、 阳 光 充 足 ， 则 植株 开 

花 早 ， 寿 命 长 ， 单 产 高 。 山 区 种 植 时 ， 在 坡度 小 的 地 块 按 常规 进行 全 面 耕 翻 ; 如 蕊 山 、 

荒地 坡度 大 ， 在 改 成 梯 地 后 再 整地 。 在 深 翻 土地 的 基础 上 ， 按 株 、 行 中 1. 2mX1. 5m 一 

1. 4mX1. 7m FER, 74H 50cm 左右 ， 深 30~50cm。 控 松 底 土 ， 每 穴 施 土 杂 肥 5 一 7kg， 

与 底 土 混 义 ， 待 种 。 

二 、 繁 殖 技术 

繁殖 方式 有 播种 、 插 插 、 分 株 、 压 条 等 ， 在 实际 生产 中 多 采用 拖 插 。 

(1) 种 子 繁殖 。 在 果实 成 熟 呈 黑色 时 及 时 采摘 ， 置 清水 中 揉搓 ， 漂 去 果皮 及 杂 质 ， 

捞 出 沉 底 的 饱满 种 子 ， 了 晾 干 储 藏 备用 ， 也 可 随 采 随 播 。 若 行 春播 时 ， 需 在 播 前 2 个 月 将 

种 子 用 温水 浸泡 24h， 捞 出 与 3 倍 量 湿 沙 层 积 催芽 ， 当 种 子 大 部 分 裂口 时 即 可 播种 。 在 

整 好 的 畦 面 上 按 行 距 30cm 开 横 沟 ， 沟 深 3 一 5cm， 播 幅 10cm, MARBLE A, ih 

草 保 温 保湿 ，10d 左右 即 可 出 苗 。 齐 苗 后 及 时 除草 ， 加 强 管理 ， 在 苗 高 20cm FTI, 

以 促进 分 枝 。 一 般 第 2 年 即 可 移 栽 定植 。 每 雷 用 种 1 一 1. 5kg。 

(2) 插播 繁殖 。@ 插 插 时 间 。 春 、 夏 、 秋 三 季 均 可 进行 ， 由 于 夏季 和 气温 较 高 ， 蒸 腾 

作用 强烈 ， 插 揪 后 的 小 苗 容易 发 霉 腐 伴 成活 率 较 低 ， 所 以 各 地 多 在 春 、 秋 季 进 行 托 

插 。 具 体 插 搬 时 宜 选 择 雨 后 阴 天 进行 ， 因 为 此 时 气温 适宜 ， 空 气 、 土 壤 湿润 ， 插 插 后 成 

eRe. Offs. FmHA AHA He. FAH: 7 一 8 

月 ， 于 整 好 的 育苗 地 上 ， 按 行距 20cm 开 沟 ， 沟 深 保 持 在 25cm 左右 ， 半 月 左右 即 可 生 

RAZR. ACHES 1 年 后 即 可 移 栽 定植 。 直 接 插 搬 : 在 长 势 旺盛 、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上 ， 选 取 一 年 或 二 年 生 的 健壮 枝条 ， 剪 成 30cm 长 的 插 枝 。 使 其 下 部 断面 呈 斜 形 ， 并 摘 

去 下 部 叶片 ， 随 即 斜 插 于 事先 准备 好 的 穴 中 。 每 穴 斜 放 5 或 6 根据 条， 露出 地 10 一 

15cm， 填 土 压 紧 。 插 后 要 及 时 浇 水 ， 平 常 还 要 保持 湿润 。 

(3) 定植 。 一 般 于 秋 、 冬 季 休 眠 期 或 早春 萌芽 前 进行 。 将 种 苗 6 一 8 棵 栽 于 栽植 地 

ERI NA. BEEK, ek. FHKE RIA.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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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e 

1. PHRE 

在 定植 成 活 后 的 前 2 年 ， 每 年 中 耕 除草 3 或 4 次 ， 第 1 次 在 植株 春季 萌芽 展 叶 时 。 

第 2 次 在 6 月 , 第 3 次 在 7~8 月 ,第 4 次 于 秋末 冬 初 。 中 耕 时 ， 在 植株 根 际 周围 宜 浅 ， 

其 他 地 方 宜 深 。 避 免 伤 根 。 每 3 一 4 年 深 翻 改 土 1 次 ， 结 合 深 翻 ， 增 施 有 机 肥 ， 促 使 土 

HEAL, 。 

2. 追肥 

(1) 追肥 的 基本 方法 。 忍 冬 植株 为 多 年 生 植物 ， 除 在 栽植 时 充分 施用 基肥 外 ， 在 生 

长 期 还 要 多 次 追肥 。 追 肥 以 有 机 肥料 为 主 ， 配 合 使 用 无 机 肥料 。 有 机 肥料 主要 是 圈 肥 、 

堆肥 、 绿 肥 、 草 木 灰 等 土 杂 肥 ; 无 机 肥料 主要 是 磷酸 氨 二 贸 等 。 可 土壤 追 施 ， 也 可 叶 面 

追 施 。 土 壤 追 施 宜 用 有 机 肥料 ， 配 合 施用 无 机 肥料 ; 叶 面 追 施 宜 用 无 机 肥料 。 土 壤 追 施 

宜 在 冬季 进行 ， 叶 面 追 施 宜 在 每 茬 花蕾 孕育 之 前 进行 。 土 壤 追 施 时 ， 在 植株 株 基 周 转 

40cm 处 ， 开 宽 30cm、 深 40cm 的 环 状 沟 〈 注 意 勿 将 主要 根系 切断 )， 将 肥料 施 估 沟 内 

与 土 混 匀 ， 然 后 覆土 ; 叶 面 追 施 ， 将 肥料 溶解 于 水 ， 稀 释 至 适宜 浓度 ， 喷 洒 于 植株 叶 

面 ， 如 施 磷酸 氧 二 铵 ， 浓 度 宜 控制 在 2~3g/L. 

(2) 追肥 对 植株 生长 的 影响 。 追 肥 可 以 促进 植株 的 枝叶 生长 ， 但 不 同 肥料 的 影响 是 

不 同 的 ， 氮 肥 可 有 效 增加 新 生 枝条 长 度 ， 复 合肥 可 全 面 促进 枝叶 生长 。 追 施 不 同 肥料 均 

能 促进 植株 的 花蕾 发 育 ， 增 加 花蕾 数量 ， 提 高 药材 的 产量 。 

3. AKA 

tee. BARA REA KIER. BARBI SE, ARLE ATE 

水 ， 但 天 气 过 于 干旱 时 要 适当 浇 水 。 特 别 是 在 早春 萌芽 期 间 和 初冬 季节 ， 适 当 浇 水 可 有 

效 促进 植株 生长 发 育 ， 提 高 药材 产量 。 忍 冬 植株 不 耐 涝 ， 雨 季 要 注意 排水 ， 田 间 不 能 出 

现 积 水 情 况 。 

4. 整形 修剪 

C1) 整形 修剪 的 时 期 。 生 长 期 修剪 在 5 一 8 月 上 旬 进 行 。 

(2) 整形 修剪 的 方法 。@ 幼 龄 植株 的 修剪 。 一 年 至 五 年 生 的 植株 为 幼 龄 植株 ， 要 以 

整形 为 主 ， 重 点 培养 好 一 级 、 二 级 、 三 级 骨干 枝 ， 为 以 后 的 丰产 黄 定 基础 。 幼 龄 植株 的 

修剪 要 在 休眠 期 进行 。 一 年 生 植 株 的 修剪 ， 选 择 健 壮 枝条 1 一 3 个 ， 保 留 其 下 部 3 一 5 

节 ， 上 部 剪 去 ， 其 他 枝条 全 部 去 除 。 二 年 生 植株 的 修剪 ， 重 点 培养 一 级 骨干 枝 ， 第 1 年 

修剪 后 ， 一 般 会 长 出 6 一 10 个 健壮 枝 ， 从 中 选取 3 一 6 个 枝条 ， 继 续 保 留 下 部 3 一 6 节 ， 

剪 去 上 部 。 三 年 生 植株 的 修剪 ， 重 点 培养 二 级 骨干 枝 , 四 年 生 植 株 的 修剪 ， 重 点 是 培养 

一 级 骨干 枝 ， 调 整 二 级 骨干 核 ， 选 留 二 级 骨干 枝 上 长 出 的 健壮 枝条 20 一 30 +, RBH 

下 部 3 一 5 节 ， 剪 去 上 部 。 五 年 生 植株 的 修剪 ， 植 株 骨 架 基 本 形成 ， 重 点 在 于 促进 植株 

多 结 花 ， 要 注意 选 留 足够 的 结 花 母 枝 ， 并 利用 新 生 枝条 调整 骨干 枝 的 角度 ， 选 留 的 结 花 

母 枝 基部 直径 必须 在 0. 5cm 以 上 。 结 花 母 枝 间 的 距离 保持 在 8 一 10cm， 每 个 结 花 母 枝 

仍 保留 3 一 5 节 ， 下 部 剪 去 ， 其 他 枝条 下 除 。@ 盛 花期 植株 的 修剪 。 主 要 任务 是 选 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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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结 花 母 枝 及 调整 更 新 二 级 、 三 级 骨干 枝 ， 达 到 去 弱 留 强 、 复 壮 株 势 、 丰 产 稳产 的 目 
的 。 盛 花期 植株 的 修剪 分 为 休眠 期 修剪 和 生长 期 修剪 。 休 眠 期 修剪 主要 是 足 除 交 叉 枝 、 

下 垂 枝 、 枯 弱 枝 、 病 虫 枝 及 不 能 结 花 的 无 效 枝 。 健 壮 植株 的 结 花 母 枝 应 保留 100 一 120 

个 。 生 长 期 修剪 目的 在 于 促进 植株 多 茬 花 的 形成 ， 提 高 药材 产量 。 在 每 茬 花 的 盛 花期 后 

进行 ， 第 一 次 在 5 月 下 旬 修 剪 春 梢 ， 第 二 次 在 7 月 中 旬 修 剪 夏 梢 ， 第 三 次 在 8 月 中 旬 修 

剪 秋 梢 。@) 老 龄 植株 的 修剪 。 树 龄 20 年 以 上 的 忍冬 植株 逐渐 衰老 ， 修 剪 时 除 留 下 足够 
的 结 花 母 枝 外 ， 重 点 进行 骨干 梳 的 更 新 复壮 ， 以 多 生 新 枝 ， 使 其 株 龄 老 而 枝 龄 小 ， 达 到 
稳定 药材 产量 的 目的 。 具 体 方法 是 玻 截 并 重 、 抑 前 促 后 。 适 当 的 整形 修剪 可 有 效 地 增加 

植株 结 花 枝 及 每 枝 上 花 蓄 的 数量 ， 从 而 提高 药材 产量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 wai 

主要 病害 有 忍冬 褐 斑 病 与 叶 斑 病 等 。 

1. 4 BL 
(1) 病原 。 为 半 知 菌 亚 门 、 丝 孢 纲 、 丝 孢 目的 尾 孢 属 真菌 。 

(2) 症状 。 主 要 危害 植株 叶片 。 发 病 初期 叶片 上 出 现 黄 褐色 小 斑 ， 后 期 数 个 小 斑 融 

合 在 一 起 ， 呈 圆 形 或 受 叶 脉 所 限 呈 多 角形 的 病 斑 。 潮 湿 时 ， 叶 背面 生 有 灰色 的 霉 状 物 。 

在 干燥 时 ， 病 斑 的 中 间 部 分 容易 破裂 。 病 害 发 生 严 重 时 ， 叶 片 寿命 缩短 ， 提 早 枯黄 

脱落 。 

(3) 发 病 规律 。 多 雨 年 份 容易 发 生 ， 发 病 时 间 一 般 在 7 一 8 A. 

(4) 防治 方法 。 发 病 初期 及 时 摘除 病 叶 ， 或 冬季 结合 修剪 整枝 ， 将 病 枝 落叶 集中 烧 

毁 或 深 埋 土 中 ; 加强 田间 栽培 管理 ， 雨 后 及 时 排出 田间 积 水 ， 清 除 植株 基部 周围 杂 草 ， 

保证 通风 透 光 ; 增 施 有 机 肥料 ， 提 高 植株 自身 的 抗 病 能 力 ; 从 6 月 下 旬 开 始 ， 每 10 一 

15d 喷洒 1 次 1:1.5: 300 倍 波尔多 液 或 50% 多 菌 灵 800 一 1000 倍 液 ， 连 续 进 行 2 或 

3K. 

2. 叶 斑 病 

(1) 症状 。 主 要 危害 植株 叶片 。 发 病 后 ， 叶 片上 病 斑 呈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初 期 水 浸 

状 ， 边 缘 紫 褐色 ， 中 间 黄 神色， 潮湿 时 叶 背 面 病 斑 中 生 有 灰色 霉 状 物 。 严 重 时 叶片 脱 

落 ， 影 响 植株 生长 发 育 ， 降 低 药 材 的 产量 。 

(2) 发 病 规律 。 多 在 5 一 7 月 发 生 ， 高 温 高 湿 条 件 及 植株 生长 发 育 不 良 时 容易 发 病 。 

(3) 防治 方法 。 清 除 病 枝 落叶 时 ， 减 少 病源 ; 加 强 田 间 管 理 ， 及 时 排出 积 水 ; 增 施 

有 机 肥料 ， 增 强 植株 自身 抗 病 能 力 ; 选用 无 病 种 苗 ; 发 病 初期 喷洒 药剂 ， 可 选用 50% 

多 菌 灵 可 湿性 粉剂 800 倍 液 ， 或 50% 甲 基 托 布津 可 湿性 粉剂 600 倍 液 ， 或 70% AR ARE 

锌 可 湿性 粉剂 500 倍 液 ， 或 1:1: 150 倍 的 波尔多 液 ，10d 左右 喷 1 次 ， 连 喷 2 或 3 次 。 

(二 ) 虫害 

金银花 的 主要 虫害 有 蚜虫 、 天 牛 、 尺 赚 、 棉 铃 虫 、 忍 冬 细 蛾 、 金 银 花 尺 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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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蚜虫 
为 害 金银花 的 蚜虫 主要 有 2 种 : 中 华 忍冬 圆 尾 蚜 和 胡 葛 卜 微 管 蚜 ， 多 集中 于 金银花 

幼 叶 背面 吸食 ， 造 成 畸形 卷 缩 ， 严 重 为 害 金银花 的 产量 及 品质 。 蚜 虫 以 卵 在 金银花 枝条 
上 越冬 。 早春 越冬 卵 孵 化 ，4 一 5 月 严重 为 害 金银花 ，5 一 7 月 严重 为 害 伞 形 花 科 蔬菜 和 
金银花 ，10 月 发 生 有 翅 肉 蚜 和 雄 蚜 由 伞 形 花 科 植物 向 金银花 上 迁 飞 ，10 一 11 月 肉 雄 是 
交配 ， 并 产 卵 越冬 。 防 治 方法 : 用 40% AB 1000 一 1500 倍 液 或 天 蚜 松 〈 灭 蚜 灵 ) 
1000~1500 倍 液 喷 杀 ， 连 续 多 次 ， 直 到 杀 灭 。 
2. KR 

5 月 成 虫 出 土 ， 在 枝条 上 端的 表皮 内 产 卵 ， 幼 虫 先 在 表皮 内 活动 ， 以 后 外 人 未 质 
部 ， 向 基部 星 食 ， 秋 后 钻 到 基部 或 根部 越冬 。 植 株 受 害 后 ， 逐 渐 误 老 枯 萎 ， 乃 至 死亡 。 
防治 方法 : 成 虫 出 土 时 ， 用 80%% 敌 百 虫 1000 倍 液 灌注 花 墩 。 在 产 卵 感 期 ，7 一 10d mE 1 
次 50%% 辛 硫 磷 乳油 600 倍 液 。 发 现 虫 枝 ， 剪 下 烧毁 。 如 有 虫 孔 ， 塞 人 SOK RMB RM 
浸 过 的 药 棉 ， 用 泥土 封 住 ， 毒 杀 幼 虫 。 

3. RE 
此 虫 一 年 发 生 3 代 。8 月 下 旬 开 始 零星 以 晴 越 冬 。 翌 年 4 月 上 旬 ， 日 平均 气温 达 

10C 以 上 时 ， 越 冬 代 晴 开 始 羽 化 。 羽 化 后 的 成 虫 当 晚 和 凌晨 即 能 交尾 。 交 尾 8h 后 开始 
产 卵 。 各 代 卵 期 的 长 短 因 气温 高 低 而 异 ， 一 般 为 8 一 15d。 第 1 代 幼 虫 感 发 期 在 5 月 中 
上 旬 ， 第 2 代 幼 虫 感 发 期 在 7 月 中 上 旬 ， 第 3 代 幼 虫 感 发 期 在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旬 。 
成 虫 有 弱 趋 光 性 。 雄 蛾 对 峻 蛾 性 激素 粗 提 物 有 较 强 趋 性 。 卵 产 于 金银花 的 叶 背 或 枝条 
上 。 为 害 严 重 时 ， 能 将 整 株 的 金银花 叶片 和 花 蓄 全 部 吃 光 。 防 治 方法 ， 人 春 后 ， 在 植株 
周围 lm 内 控 土 灭 肾 。 幼 虫 发 生 初 期 ， 喷 2. 5%% 鱼 茧 精 乳油 400~600 FM, BLAIR 
有 “假死 ”习性 ， 揪 息 枝 叶 ， 使 之 下 坠 ， 踩 死 或 唤 鸡 食 之 。 

4. #4 
棉铃 虫 是 取 食 金 银 花 蕾 的 主要 害虫 ， 每 头 棉铃 虫 幼 虫 一 生 可 咬 食 几 十 个 甚至 上 百 个 

花蕾 ， 花 蕾 被 棉铃 虫 幼 虫 咬 食 后 ， 不 仅 品质 下 降 ， 而 且 容 易 脱 落 ， 直 接 造 成 产量 损失 。 
该 害虫 每 年 4 代 ， 以 晴 在 5 一 15cm 深 的 土壤 内 越冬 ， 民 年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中 旬 ， 越 冬 代 
成 虫 忆 化， 一代 幼虫 盛 发 期 在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名， 一 代数 量 虽 不 大 ， 但 此 时 正 是 第 1 
茬 花期 ， 若 不 防治 经 济 损失 较 大 ， 且 一 代数 量 直 接 影 响 着 以 后 各 代 的 数量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中 旬 为 第 2 代 幼 虫 为 害 期 ，8 月 中 上 旬 、9 月 中 上 旬 分 别 为 三 、 四 代 棉 铃 虫 幼 虫 为 
害 期 ，9 月 下 旬 开 始 陆续 进入 越冬 期 。 

5. RA A 
忍冬 细 蛾 是 金银花 主要 的 潜 叶 害虫 ， 以 幼虫 潜入 叶 内 ， 取 食 叶片 背面 的 叶绿素 组 

织 ， 仅 剩 下 表皮 ,严重 影响 光合 作用 。 该 害虫 每 年 发 生 4 代 ， 以 幼虫 在 枯 叶 、 老 叶 内 越 
冬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名， 越冬 幼虫 开始 活动 ,4 月 中 下 旬 化 肾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羽化 为 成 贝 。5 月 中 上 旬 、6 月 下 旬 、7 月 上 旬 、8 月 中 下 旬 、9 月 下 旬 、10 月 上 旬 分 别 
为 一 、 二 、 三 、 四 代 幼 虫 感 期 ， 即 为 害 高 峰 期 。10 月 中 下 旬 陆 续 进入 越冬 期 。 防 治 应 
重点 在 一 、 二 代 成 虫 和 幼虫 前 期 进行 ， 可 用 25% 灭 幼 脲 3 号 3000 FRESE. TER 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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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 盛 期 用 1. 8%% 阿 维 菌 素 2500 一 3000 倍 液 喷 筋 。 

6. 金银花 义 蛾 
金银花 尺 蛾 是 金银花 主要 的 食 叶 害虫 ， 常 将 叶片 咬 成 缺 刻 或 孔洞 。 在 河南 封 丘 每 年 

发 生 4 代 ， 以 晴 在 土 表 枯 叶 中 越冬 。 越 冬 晴 在 翌年 4 上 名 开始 羽化 ，4 月 中 旬 为 羽化 盛 

期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旬 、7 月 上 中 旬 、9 月 上 中 旬 分 别 为 一 、 二 、 三 代 成 虫 羽 化 盛 期 。 

成 虫 多 在 傍晚 巴 化 ， 当 夜 即 可 交配 产 卵 ， 卵 期 7 一 10d4， 卵 散 产 或 块 产 于 叶片 背面 或 嫩 

蔡 上 ， 初 孵 幼虫 假 行 迅 速 ， 或 吐 丝 下 垂 ， 借 风 传 播 。 该 虫 具 暴 食性 ， 防 治 应 在 3 龄 

之 前 。 

7. ARR RT 

这 两 种 灯 蛾 幼虫 为 食 叶 害虫 ， 初 孵 幼 虫 只 哨 食 叶 肉 ，3 龄 后 把 叶片 吃 成 缺 刻 或 孔 

洞 ，4 一 6 龄 进入 暴食 阶段 ， 常 将 叶片 咬 成 缺 刻 或 孔洞 。 人 纹 污 灯 蛾 每 年 发 生 2 代 ， 老 

熟 幼 虫 在 地 表 落 叶 或 浅 土 中 吐 丝 做 草 ， 以 晴 越 冬 。 越 冬 晴 在 翌年 5 月 开始 羽化 ， 一 代 幼 

虫 出 现在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下 名， 成 虫 于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上 旬 羽 化 。 二 代 幼 虫 期 为 8 月 中 

名 至 9 月 中 上 旬 ，9 月 下 旬 即 陆续 寻找 适宜 场所 结 草 化 晴 越 冬 。 稀 点 雪 灯 蛾 每 年 发 生 3 

代 ， 以 晴 在 土 内 越冬 。4 月 中 旬 至 5 月 上 旬 越 冬 代 成 虫 羽化 ; 一 代 幼 虫 于 5 月 上 名 至 6 

月 中 旬 为 害 ， 成 虫 成 期 为 6 月 中 下 名; 二 代 幼 虫 期 6 下 旬 至 7 月 下 旬 危 害 ， 成 虫 盛 期 在 

8 月 中 上 名; 三 代 幼 虫 期 为 8 月 中 旬 至 9 月 中 旬 和 危害， 此 后 陆续 进入 越冬 期 。 金 银 伦 太 

i. WS. ASST. MRE RS ew Ah. 该 类 害虫 应 着 重 防治 一 、 二 代 ， 

防治 适 期 为 3 龄 幼虫 之 前 。 建 议 用 LO“ RRR A 1000 倍 液 ， 或 2. 5% 烟 碱 将 参 碱 水 

Fl 1000 倍 喷雾 BRA TE ON AERA AY 10 亿 个 /g 棉铃 虫 核 多 角 体 (NPV) 可 湿性 粉剂 1000 

FUMES 

8. ae | 

iit RMA SET aR. CH REPRS REN, WHR SAA EB 

虫害 ， 还 有 华北 大 黑 鳃 金色 、 暗 黑 鳃 金龟、 黄 褐 异 丽 金龟 等 。 主 要 咬 食 金银花 根系 ， 造 

成 营养 不 良 ， 植 株 训 退 ， 严 重 时 将 须根 全 部 吃 光 ， 使 植株 枯萎 而 死 ; 成 虫 则 以 花 、 叶 为 

食 。 防 治 方法 : 用 2%% 虹 晴 专 用 型 白 僵 菌 杀 虫 剂 粉剂 〈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生 物 防 治 研究 所 

研制 ) 302kg/hm? 拌 375 一 450kg 细 土 或 湿 沙 ， 在 6 月 中 下 旬 控 沟 施 人 金银花 根 际 周围 

并 覆盖 ， 防 治 效果 达 70.5%% 左 右 。 也 可 用 40% 3 HB 7.5 ~ 12kg/hm’, 45 375 一 

450kg/hm? 细 圭 或 湿 沙 搅拌 均匀 ， 然 后 再 加 入 75kg/hm? BRE, FEY TI A aR EAR br Fd 

围 并 覆盖 。 

【 采 收 加 工 】 

1. Rik 

据 报 道 ， 河 南 封 乓 5 月 30 日 采 收 的 花 基 ， 其 总 绿 原 酸 含量 为 7.58%， 而 7 月 2 日 

FMEA 3. 66% ， 相 差 50% 。 不 同 生长 阶段 其 绿 原 酸 含量 也 呈 动 态 变化 ， 花 和 荔 

(RRA) 的 含量 远 高 于 开放 花 ， 这 与 传统 中 医 金银花 药 用 花蕾 相 一 致 ， 以 成 熟 莹 

为 最 佳 。 一 些 地 方 采 收 鲜 品 时 ， 为 了 省 工 省 事 ， 往 往 等 待 大 部 分 花 已 繁 开 ， 才 行 采 摘 。 

采 收 时 用 一 把 抓 的 方法 : 采 下 繁 开 的 花 ， 发 育 程度 不 一 的 花 苗 、 花 序 、 梗 和 叶片 等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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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品 的 成 熟 度 很 不 一 致 ， 并 且 带 入 杂质 。 有 报道 ， 对 金银花 5 个 不 同 阶段 以 HPLC 法 

进行 主要 有 效 成 分 绿 原 酸 的 含量 测定 ， 含 量 由 高 到 低 为 三 青 、 二 白 、 大 白 、 银 花 、 金 

花 ， 以 花 蓄 阶段 为 最 高 。 

金银花 在 5 月 中 下 旬 第 一 次 开花 后 ， 六 月 中 下 旬 至 七 月 中 上 旬 还 会 陆续 开 2 一 4 次 

花 。 因 花期 短促 而 集中 ， 故 采 收 必须 适时 。 适 时 采摘 是 提高 金银花 产量 和 质量 的 关键 之 

一 。 采 收 过 早 ， 质 量 差 ， 产 量 低 ; 如 待 花 条 全 部 开放 才 采 收 ， 则 花粉 、 香 气 散 失 ， 于 燥 

率 低 ， 质 量 也 差 。 在 花蕾 由 绿色 变 白色 、 顶 部 膨大 、 含 区 待 放 、 花 冠 成 金黄 色 时 采 收 为 

最 佳 。 以 每 天 上 午 9 时 所 采 的 花 质 量 最 好 ， 采 花 宜 在 上 午 完成 。 采 摘 金银花 的 盛 器 必须 

通风 透气 ， 一 般 使 用 竹 篮 或 条 和 仍 ， 不 能 用 书包 、 提 包 或 塑料 袋 ， 以 防 采 摘 下 来 的 花蕾 蒸 

发 的 水 分 不 易 挥 发 再 浸 湿 花蕾 ， 从 而 发 热 发 霉 变 黑 等 。 采 摘 的 花 蓄 均 轻 轻 放 人 盛 器 内 ， 

要 做 到 轻 摘 、 轻 握 、 轻 放 。 

2. 初 加工 

合理 加 工 是 保证 金银花 产量 和 质量 的 重要 措施 。 

不 同 加 工 方法 也 直接 影响 金银花 的 质量 。 从 检测 结果 看 ， 以 颜色 而 论 ， 晒 干 最 佳 ， 

阴干 次 之 ， 烘 干 、 受 潮 或 储藏 不 当 者 ， 颜 色 欠 佳 ， 且 人 烘 干 品 具 有 不 同 程度 的 油 润 感 ， 

晒 、 阴 、 烘 等 方法 均 具 有 人 金银花 的 清理， 储藏 不 当 者 无 清香 ， 具 有 油 败 感 。 从 对 绿 原 酸 

影响 表明 ， 所 测 金银花 晒 品 的 绿 原 酸 含量 较 烘 干 品 高 。 从 金银花 所 含 绿 原 酸 的 特性 看 ， 

采用 人 工 低 干 燥 会 有 更 好 效果 ， 烘 制 会 使 绿 原 酸 含量 降低 ， 绿 原 酸 含量 随 生 药 存 放 时 间 

延长 而 旦 下 降 趋 势 ， 储 藏 不 当 ， 绿 原 酸 含量 明显 下 降 。 

AGE: 将 当天 采摘 的 花 荔 均 义 地 铺 在 苇 泊 或 石板 上 ， 撒 花 的 厚度 视 阳 光 的 强 弱 而 

定 ， 一 般 为 4 一 5cm， 以 当天 能 够 晒 干 为 好 ， 金 银 花 晒 热 后 ， 不 可 翻动 ， 否 则 会 变 黑 ， 

即 市 场 上 称 为 油条 ， 降 低 金 银 花 的 质量 。 如 当天 没 晒 干 ， 可 将 晒 盘 翰 起 来 ， 第 2 天 再 

上 晒 ， 直 到 晒 二 为止。 如 遇 连 续 阴 雨天 不 能 晒 时 ， 可 将 采 下 的 花 用 硫黄 惠 一 下 ，5d 内 再 

Hh, ASB. MANIK: 将 鲜花 置 密闭 的 容器 内 ， 每 100kg 鲜花 用 硫黄 1kg， 将 硫黄 

放 在 容器 内 点 燃 10 一 12h。 

烘 干 法 : @ 烘 房 建设 。 选 择 房屋 两 间 ， 长 tm， 宽 5m， 在 房子 的 一 头 修建 两 个 炉 
口 ， 房 间 内 修 火 道 ， 火 道 采 用 回 龙 坑 形 式 。 房 间 顶 部 留 烟 简 和 天 窗 ， 在 离 地 面 35cm 

处 ， 每 间 房 屋 前 后 墙 各 留 相 对 的 一 对 通气 孔 ， 室 内 两 侧 离 墙 20cm 处 各 设 钢 筋 或 木 制 烘 

架 一 个 ， 架 间 留 1. 4m 宽 的 通道 。 架 长 5. em、 宽 1.6m, A 2.6m, 445108, BRR 
持 在 20cm， 底 层 离 火 道 40cm， 每 层 放置 金银花 烘 管 8 个 ， 管 间距 保持 在 10cm， 共 上 

AEE 160+, BEB 3kg 左右 ， 一 次 可 烘 鲜 金 银 花 500kg AA. GARTER EE A] Ra 

或 席 做 底 ， 木 板 作 框 ， 长 1. stm， 宽 60cm。@ 烘 干 方法 。 在 上 花 前 ， 先 加 热 去 除 室内 淹 

气 和 提高 室内 温度 ， 当 室温 达到 30C 时 ， 即 可 预备 上 花 。 第 1 HEA AT A A BK, 

以 后 再 烘 时 ， 预 烘 的 时 间 可 大 大 缩短 ， 因 此 烘 花 的 迷 数 越 多 就 越 省 煤 。 在 室内 温度 上 升 

到 35C 时 ， 即 可 装 花 。 将 鲜 金 银 花 先 按 3 一 4cm 的 厚度 均匀 地 撒 在 花篮 内 ， 再 将 花 复 整 

齐 地 排放 在 烘 架 上 。 装 好 后 ， 关 闭 门 窗 ， 堵 塞 通气 孔 ， 进 行 加 热 烘 烤 。 每 烘 2 一 3h， 烘 

架 上 边 和 下 边 的 花篮 要 相互 倒 换 一 次 位 置 ， 以 保证 烘 得 均匀 。 在 室温 达到 40C 左 右 时 ， 

鲜花 开始 排水 ， 此 时 可 打开 天 窗 排 除 水 汽 。5 一 10h 后 ， 室 温 应 保持 在 45 一 50"C ， 这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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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大 量 排水 ， 需 要 将 通气 孔 打 开 ， 以 便 水 汽 能 够 迅速 排出 。 如 温度 不 够 ， 可 将 通气 孔 

的 一 部 分 或 全 部 堵塞 ， 待 室内 潮气 大 时 再 通风 ， 每 次 通风 5min 左右 。10h 后 ， 鲜 花 的 

大 部 分 水 汽 已 经 排出 ， 室 温 达 到 55C 时 ， 人 金银花 迅速 干燥 。 一 般 每 蚁 历时 18h 左右 。 
fet SAY lh 左右 要 陆续 减 火 ， 并 一 直通 风 透 气 ， 至 温度 降 到 40C 以 下 ， 金 银 花 握 之 顶 

手 ， 有 响声 ， 达 到 八 九 成 干 时， 就 可 将 花 复 端 出 。 如 要 继续 作业 ， 在 干花 出 迷 后 ， 要 也 

速 关闭 通风 口 和 和 天窗， 至 温度 升 至 35C 时 再 装 花 。 

3. 分 级 标准 
金银花 成 品 分 为 四 等 。 

一 等 : ASSP, LAP. BSH. RHA. HGS, MH, eM 

+, Vie. KH. BH. FHCERRBAR BU 5% 。 无 黑 条 、 黑 头 、 枝 叶 、 杂 质 及 

霉 变 。 

二 等 黑头、 破裂 花蕾 及 黄 条 不 超过 10% ， 其 余 与 一 等 品 相同 。 

三 等 : 开花 花 条 黑 条 不 超过 30% ， 其 余 与 一 等 品 相同 。 

四 等 : 花蕾 与 开放 花 杀 兼 有 ， 色 泽 不 分 ， 枝 时 不 超过 3% 。 无 杂质 、 虫 峙 、 霉 变 。 

【化 学 成 分 】 人 金银花 的 主要 有 效 化 学 成 分 是 绿 原 酸 和 木 棵 草 素 ， 除 绿 原 酸 和 木 棵 

BAY, HBAHAI. HA. APM. =I BARS. 

1. 挥发 油 
挥发 油 是 金银花 的 有 效 成 分 ， 通 过 气质 联 用 分 离 出 芳 樟 醇 〈linalool) 、 双 花 醇 、 辛 

BE 〈octanol) 、 标 榈 酸 (palmitic acid), —A #36 (dihydrocarveol), 、 十 八 碳 二 烦 酸 

ZH 〈octadecadienoic-ethyl ester), —-+-DUGRAR FARE. KARR CLE (ethyl palmitate) 、 

SAB. ASTER (myristic acid), KAGE (bicyclohexyl) 等 成 分 。 金 银 花 的 干 

花 与 鲜花 成 分 差异 较 大 ， 人 鲜花 挥发 油 成 分 以 芳香 醇 为 主 ， 含 量 高 达 14% 以上， 其 他 成 

分 多 为 低 沸点 不 饱和 昔 虹 类 成 分 ， 而 干花 挥发 油 成 分 以 标 桐 酸 为 主 ， 一 般 占 挥发 油 的 

26%% 以 上 ， 芳 香醇 含量 仅 在 0. 30% 以下， 可 能 由 于 芳 樟 醇 是 低 沸 点 化 合 物 ， 在 干燥 加 

工 过 程 中 会 造成 损失 。 

2. 黄酮 类 化 合 物 

从 金银花 中 分 离 出 的 黄酮 类 化 合 物 有 木 标 草 素 〈luteolin) 、 木 标 草 素 -7-O-a-D 葡萄 
糖苷 〈luteolin-7-O-a-D-glucoside) 、 木 标 草 素 -7-O-8-D 半 乳 糖苷 〈luteolin-7-O- 8-D-ga- 

lactoside) 、 榭 皮 素 -3-O-8-D 葡萄 糖苷 (quercetin-3-O-8-D-glucoside), 4 24PktF 〈hy- 

peroside) 和 5-¥43£-3', 4', 7- 三 甲 氧 基 黄酮 等 。 

3. 有 机 酸 类 
绿 原 酸 类 化 合 物 是 金银花 的 主要 有 效 成 分 ， 包 括 绿 原 酸 (chlorogenic acid) FIFA 

原 酸 〈isochlorogenic acid) ， 其 中 异 绿 原 酸 为 一 种 混合 物 ， 它 的 异 构造 有 7 种 ， 分 别 为 

4,5- 二 咖啡 酸 酰 奎 尼 酸 、3,4- 二 咖啡 酸 酰 硅 尼 酸 、3,5- 二 咖啡 酸 酰 奎 尼 酸 、1,3- 二 咖啡 

酸 酰 奎 尼 酸 、3- 阿 魏 酰 奎 尼 酸 、4- 阿 魏 酰 奎 尼 酸 。 其 他 有 机 酸 还 有 咖啡 酸 (caffeic acid) 

及 标 榈 酸 Cpalmitic acid), REAM. RADA. BATRA. SRR Clo- 

ganic) 、 马 钱 酸 Cloganic acid), #rMVamkGR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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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 
从 金银花 水 溶性 部 分 分 离 得 到 了 3 个 具有 保 肝 活性 的 三 昔 电 苷 ， 分 别 为 3-O-a-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 (1-2) -w-L-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常 春 蕨 气 苷 元 -28-O-8-D- 吡 叶 木 糖 基 - (1-6) - 

8-D- 吡 喃 葡萄 糖 酯 ，3-O-c-L-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常 春 茧 皂苷 元 -28-O-a-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 
(1-2) - [8-D- 吡 喃 木 糖 基 - (1-6) ] -8-D- 吡 喃 葡萄 糖 酯 和 3-O-a-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 

2) -a-L- 吡 喃 阿拉 伯 糖 基 常 春 芯 皂苷 元 -28-O-w-L- 吡 叶 鼠 李 糖 基 - (1-2) - L8-D- 吡 喃 森 

糖 基 - (1-6) | -6-D- 吡 喃 葡萄 糖 酯 。 

5. 其 他 

DARE PIRSA WL. B-A SME (B-sitosterol), 、5- 羟 基 -7,4- 二 甲 氧 基 黄 酮 、 构 

皮 素 (quercetin), BAH. FFBCRM Coleanic acid) FAA bh FF 〈eleutheroside)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1) 腺 毛 有 两 种 ， 一 种 头 部 倒 圆锥 形 ， 先 端 平坦 ， 侧 面 观 为 10 一 33 个 细胞 ， 排 成 

2 一 4 层 ， 直 径 48 一 108km， 柄 部 为 1 一 5 个 细胞 ， 长 70~700um; 另 一 种 头 部 类 圆 形 或 

略 扁 圆 形 ，4 一 20 个 细胞 ， 直 径 30~64um; WA 2 一 4 个 细胞 ， 长 24~80um, 

2) 厚 壁 非 腺 毛 单 细 胞 ,长 45 一 90pkm， 直 径 14~37pm, BB 5 一 10km， 表 面 有 微 

细 疣 状 或 泡 状 突起 ， 有 的 具 角 质 螺纹 。 
3) 薄 壁 非 腺 毛 单 细 胞 ， 甚 长 ， 弯 曲 或 皱 缩 ， 表 面 微细 关 状 突起 。 

4) FLARE Ean HE 6 一 45jpm。 
5) 花粉 粒 类 圆 形 或 三 角形 ，3 孔 沟 ; Fei Ana Rl REAL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0. 2g， 加 甲醇 sml， 放 置 12h， 过 滤 ， 滤 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l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 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PASE VIB] 试验 ， 吸 取 供 试 品 溶液 10 一 20x1、 对 照 品 溶液 10ph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H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丁 酯 -甲酸 -水 
(7:2.5 :2.5) 的 上 层 溶 液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了 干 ，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 

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荧光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绿 原 酸 

高 效 液 相 的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M Dj]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 

0. 4% 磷 酸 溶液 (13 : 87)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327nm。 理 论 板 数 按 绿 原 酸 峰 计算 不 低 

于 1000, 

(2)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适量 ， 置 棕色 量 瓶 中 ， 加 502%%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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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hi] AEF 40ng 的 溶液 ， 即 得 〈10C 以 下 保存 )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G4 Sif) 约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50% 甲醇 50ml， 称 定 重 量 ，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35kHz)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50%% 甲 醇 补 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精 密 量 取 续 滤 

液 5ml， 置 25ml 棕色 量 瓶 中 ， 加 50%% 甲 醇 至 刻度 ， 播 匀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5 一 10 由 ，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 ， 含 绿 原 酸 〈Cie HisOs ) 不 得 少 于 1.5%%。 

2. 7K EH 
高 效 液 相 的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D)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应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乙 且 为 流 

动 相 A， 以 0.5%% 冰 乙酸 溶液 为 流动 相 B， 按 表 1 进行 梯度 洗 脱 ; 检测 波长 为 350nm。 

理论 板 数 按 木 标 草 背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2000。 

表 1 流动 相 梯度 洗 脱 体系 

时 间 /min 流动 相 A/% 流动 相 B/% 

0 一 30 10 30 90 70 

(2) SR eB RH mS. FRR PAE AT A ine, D1 70% Ce Hil SF 

含 40n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细 粉 (过 4 号 入) 约 3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70 为 乙醇 50ml， 称 定 重 量 ， 超 声 处 理 〈 功 率 250W， 频 率 35kHz) 1h, 

冷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70%% 乙 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1， 注 入 液 相 色 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 ， 含 木 标 草 苷 “〈C2i HzxOii) 不 得 少 于 0.10%%。 

【附注 】 

1. R22 AXA lonicera acuminata Wall 

落叶 或 半 常 绿 藤本 。 幼 枝 、 叶 柄 和 总 花梗 均 被 朴 或 密 、 通 常 卷曲 的 棕 黄 色 糙 毛 或 糙 

伏 毛 。 叶 薄 革 质 至 革 质 ， 卵 状 矩 圆 形 、 和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至 条 状 披 针 形 ， 长 4~8.5cm, Til 

端 长 渐 尖 至 短 尖 ， 基 部 圆 至 近 心 形 ， 有 时 宽 槐 形 或 截 形 ， 两 面 被 朴 或 密 的 糙 毛 或 至 少 表 

面 中 脉 有 棕 黄 色 短 糙 伏 毛 ， 有 缘 毛 ; 叶柄 长 3. 5mm。 双 花 在 小 枝 顶 集 合成 近 伞 房 状 花 

序 或 单 生 于 小 枝 上 部 叶腋 ， 总 花梗 长 4 一 18mm; 区 片 钻 形 ， 比 苯 简 短 或 略 长 ， 小 苞 片 

APS ia HY 1/3~2/5; 有 缘 毛 ; SMA ANI. KATE AY 1/4~2/5; EEA 
色 而 有 红晕 、 漏 斗 状 ， 长 1.5~2.4cem, BB, PKR SRS KR MRS KR, HMA, 

上 展 直 立 ， 下 层 反 曲 ， 雄 巷 略 高 出 花冠 ， 花柱 除 顶端 外 均 有 糙 毛 。 果 实 蓝 黑 色 ， 卵 圆 

Ww, 直径 6 一 ?mm。 花 期 6 月 ， 果 熟 期 10~11 A. 

产 于 伏 牛 山西 南 侧 ; 生 于 山坡 和 山谷 林 中 ， 林 间 空 地 或 灌 从 中。 分 布 于 陕西 南部 、 

甘肃 东南 部 、 安 徽 南 部 、 浙 江 、 江 西西 部 及 东北 部 、 福 建 、 台 湾 、 湖 北 、 湖 南 、 广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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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 贵 州 、 云 南 及 西藏 喜马拉雅 山东 部 经 缅甸 至 苏门答腊 、 爪 味 和 巴林 、 菲律宾 也 
有 分 布 。 花 人 药 ， 称 “ 山 银 花 ?。 也 可 作 园 林 垂 直 绿 化 树种 〈 丁 宝 章 等 ，1997) 。 

2. #*+RA R446 Lomzcera tragophylla Hemsl 

YA, SORICE. UA. RB ROKR. PHA, K5~12cm, i 

端 钝 或 稍 尖 ， 基 部 槐 形 ， 下 面粉 绿色 ， 被 短 糙 毛 或 至 少 中 脉 下 部 两 侧 密生 横 出 的 淡 黄 色 

MERE. ROE. PHARMA HR, ER PS 1 或 2 对 叶 连 合成 近 圆 形 

或 卵 圆 形 的 盘 ， 盘 两 端 通常 钝 形 或 具 短 尖 头 ; 叶柄 根 短 或 不 存在 。 由 3 ARTE A RE 

花序 密集 成 头 状 花序 生 小 校 顶端 ， 共 有 6 一 9 RHE; 苯 简 壶 形 ， 长 约 3mm， 苯 齿 小 ; 花 

冠 黄色 至 橙黄 色 ， 上 部 外 面 略 带 红 色 ， 长 5 一 9cm， 外 面 无 毛 ， 唇 形 ， 简 稍 马 弯 , 长 

2~ 3 TS. AMGHEXRE:s 雄 六 长 约 于 唇 办 相等 ， 无 毛 ; 花柱 伸 出 ， 无 毛 。 果 实 成 

熟 时 由 黄色 转 红 黄色 ， 最 后 变 深 红色 ，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lcm。 花 期 6 一 7 A, RA 

9 一 10 月 。 

产 于 伏 牛 山 等 河南 各 山区 ， 生 于 海拔 1000 ~2000m 林 下 、 灌 从 中 或 河滩 旁 岩石 缝 

中 。 分 布 于 河北 西南 部 、 陕 西 、 末 夏 、 甘 肃 、 安 徽 、 浙 江 、 湖 北 、 四 川 及 贵州 。 花 蕾 和 

带 叶 嫩 枝 供 药 用 ， 有 清热 解毒 功效 ， 也 可 作 园 林 垂 直 绿化 植物 〈 丁 宝 章 等 ，1997) 。 

【主要 参考 文献 】 

THR, FRM, BM.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郑州 :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张 重 义 ， 李 萍 ， 齐 辉 等 ，2003. 金银花 道 地 与 非 道 地 产 区 地 质 背 景 及 土壤 理化 状况 分 析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28 (2): 

114~116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2005) 一 部 ， 北京: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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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青 车 为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材 。《 神 农 本 草 经 》 名 草 车 ， 青 蒿 为 其 别名 ， 列 为 

Fan. (AAA) eh: “Bi. Re. Be. A bao, Re. tee. TER.” 具 清 

Pas. BRAS, PREM, TIA AA, Ane, BE, AAT, FE 
PAL, Te AR REA i, 2005). AeRAT Nah. Ais 
产 于 河南 各 地 ， 普 遍 生 长 ， 伏 牛山 区 的 山坡 、 路 边 、 荒 地 、 田 边 、 田 间 等 地 均 有 分 布 。 
全 草 人 药 ， 可 治疗 结核 病 、 潮 热 、 疙 疾 、 伤 时 低热 无 汗 ; they Ke. SH EMG 

香油 。 

(ama) fe. Fe 
CAIZ] &. He. ww. RE. SR. HRB. BT. RR. Be, aot 

@. SA, We. Ram. S2e, Ae 

CE) Ah WAP HE Ss Ed 〈 张 贵 君 ，2001) 。 

【 原 植物 】 为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50 一 130cm。 葵 直立 ， 中 上 部 多 分 枝 ， 无 毛 。 基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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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下 部 叶 在 花期 枯萎 ;中 部 叶 卵 形 ， 三 回 羽 状 次 裂 ,长 4 一 5cm， 宽 2 一 4cm， 叶 轴 两 侧 

具 狭 翅 ， 裂 片 及 小 裂片 长 圆 形 或 卵 形 ， 先 端 尖 ， 基 部 耳 状 ， 两 面 被 短 柔 毛 。 上 部 叶 小 ， 

常 一 回 羽 状 细 裂 。 头 状 花序 极 多数 ， 通 常 具 一 线形 苞 叶 ; 总 苞 半 球形 ， 直 径 约 1.5mm, 

KE; 总 苞 片 2 或 3 层 ， 外 层 狂 小， 绿色 ， 内 层 的 长 椭圆 形 ， 中 脉 较 粗 ， 边 缘 宽 膜 质 ; 

花 托 圆锥 形 ， 裸 露 ; 花 黄色 ; 雌花 4 一 8 4+, KA 0.8mm; 两 性 花 26~30 4, KA 

lmm， 柱 头 2 裂 ， 先 端 呈 画笔 状 。 果 实 椭圆 形 ， 光 滑 。 花 期 8 一 9 月 ， 果 期 9 一 10 月 

(可 SS, (1997). 

【药材 性 状 】 茎 圆柱 形 ， 上 部 多 分 枝 ， 长 30 一 80cm， 直 径 0. 2 一 0. 6cm， 表 面 黄 

绿色 或 棕 黄 色 ， 具 纵 棱 线 ; 质 略 硬 ， 易 折断 ， 断 面 中 部 有 血 。 叶 互生 ， 暗 绿色 或 棕 绿 

色 ， 卷 缩 ， 完 整 者 展 平 后 为 三 回 羽 状 次 裂 ， 裂 片 及 小 裂片 矩 圆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两 面 被 短 

毛 。 气 香 特异 ， 味 微 苦 。 以 色 绿 、 叶 多 、 香 气 浓 者 为 佳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青 蒿 喜 温 暖 、 光 照 ， 鼠 水 浸 ， 不 耐 阴 。 多 生长 于 

海拔 50~500m 的 山区 丘陵 地 带 。 对 土壤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在 土壤 肥沃 松 涧 及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 土 及 黏 质 壤土 上 生长 良好 。 在 土壤 将 薄 情 况 下 ， 长 势 较 弱 ， 植 株 矮 小 ， 在 排水 不 

良 的 潮湿 地 带 生 长 差 。 

种 子 萌 发 要 求 光 照 或 变温 。 光 照 下 ，15 一 25C 时 萌发 ， 种 子 萌发 率 为 99%; 在 

15C 以 下 或 是 30C 以 上 种 子 萌发 率 较 低 。 种 子 发 芽 温 度 为 8 一 25C ， 春 季 播 种 ，3 一 4d 

发 芽 ， 约 2d 长 出 第 一 对 真 叶 。30d 左右 ， 株 高 约 2cm， 叶 片 5 或 6 片 ，60 一 80d 在 顶 生 

叶腋 内 开始 长 出 侧枝 。 第 一 次 分 枝 至 现 某 130d, 170d 后 (8 月 初 至 9 月 底 ) 开花 ， 

200d (9 月 底 至 10 月 上 名) 果 熟 (15.7°C), 260d (12 月 底 ) fH (5~8°C). MBAR 

至 叶 的 收获 172d4， 全 生长 周期 265d 〈 钟 国 跃 ，1998) 。 

【种 植 方法 】 

一 、 党 殖 方法 

用 种 子 繁殖 ， 和 采用 育苗 移 栽 。 

1. 采种 

10 一 12 月 ， 将 陆续 成 熟 的 种 子 植株 割 回 上 防 于 抖 下 种 子 ， 去 除 种 壳 、 杂 质 ， 储 茂 

备用 。 

2. Aw 
2 月 中 旬 播 种 。 

(1) 选 地 。 播 种 前 ， 选 向 阳 潮 湿 的 冲积 土 ， 以 海拔 在 1200m 以 下 为 宜 。 也 可 选 地 

质 为 二 迭 系 的 深 灰 色 厚 层 灰 岩 母 质 的 紫红 泥土 。 

(2) 整地 。 先 在 选 好 的 地 上 以 每 亩 2000 一 2500kg 有 机 肥 ， 施 人 地 面 ， 然 后 翻 耕 土 

地 ， 将 所 施 底肥 翻 和 人 土 内 ， 耕 细 整 平 ， 做 1. 3m 高 畦 ， 畦 东西 向 ， 畦 高 20cm, 

(3) 播种 。 先 将 种 子 拌 成 种 灰 ， 匀 撒 畦 面 ， 播 种 后 薄 盖 一 层 草 木 灰 ， 以 遮 住 种 子 为 

度 。 出 苗 后 要 注意 防 旱 保 苗 ， 苗 期 宜 追 施 清 淡 人 畜 闭 水 ， 每 雷 800kg。 株 高 5 一 10c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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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可 移 栽 。 每 亩 苗 地 用 种 量 为 150 一 200g， 可 获 移 栽 苗 28 万 一 30 万 株 ， 可 供 2. 67hm 
地 栽种 。 

二 、 整 地 移 栽 

1. 整地 

移 栽 地 ， 每 亩 用 土 杂 肥 或 牛马 左 肥 2000 一 2500kg， 加 过 磷酸 钙 100 一 150kg， 拌 

匀 ， 撒 施 地 面 ， 翻 入 土 内 ， 耕 细 整 平 。 做 1. 3m 高 畦 ， 沟 深 10 一 15cm， 上 畦 南北 向 ， 即 

可 栽植 。 

2. HR 

按 株 、 行 距 26. Sem X 26. 5cm MEATS IC, FETCH 1 BR. BEET AAA 7500 ~8000 FR. 

#5 A 5578 7 PY E17 We PPE Se, HT FO. 8m X 1.2m 点 种 玉米 ， 玉 米 宽 行 内 按 
40cm X 60cm FHA is. ALAA HY ARR. PSNR Pe. 

BU AAP Be PEA. (HPP RRA, Poe BR, BR 

采用 。 

、 田 间 管 理 

青草 移 栽 至 收获 需 除 草 2 或 3 次 ， 追 肥 结合 除草 进行 ， 并 可 增 施 根 外 追肥 1 或 2 

次 。 第 一 次 在 幼苗 成 活 后 ， 进 行 浅 铀 ， 铀 后 每 亩 用 清淡 人 畜 姜 水 1000~1500kg, TRA 

3 一 5kg， 过 磷酸 钙 2 一 3kg， 混 合 均匀 后 施 人 穴 中 。 第 二 次 在 封 行 前 ， 进 行 中 耕 除草 1 
次 ， 铀 草 后 每 亩 用 人 畜 数 水 1000~1500kg, IRA 10kg， 过 磷酸 钙 30kg， 和 氧化 钾 10kg， 

均匀 施 人 穴 中 。 也 可 在 第 一 次 分 枝 期 用 0. 30 BERR — SUF 2kg 进行 喷 施 ， 半 个 月 后 册 进 

行 1 次， 对 提高 产量 和 增加 药材 的 有 效 成 分 有 着 极其 显著 的 效果 。 在 青 茧 长 至 lm 高 时 
摘 去 顶端 0. 5cm 的 嫩 尖 ， 以 促进 多 发 侧枝 ， 提 高 产量 。 

建立 良种 基地 : 将 选 出 的 优良 品种 〈 如 白 杆 青 蒜 ) 进行 隔离 繁殖 ， 在 第 二 次 分 枝 
时 ， 进 行 去 杂 留 纯 ， 待 种 子 成 熟 后 采 收 ， 干 燥 脱 粒 ， 放 通风 处 保存 备用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l. 病害 

青 蒿 的 主要 病害 是 白粉 病 ， 又 名 冬瓜 粉 病 。6 一 7 月 发 生 。 主 要 危害 叶片 。 病 害 由 

老 叶 向 新 叶 发 展 ， 白 粉 遍布 全 叶 ， 为 病原 菌 子宫 壳 。 

防治 方法 : 用 0. 3 波 美 度 的 石 硫 合剂 喷雾 2 或 3 次 ; 或 用 可 湿性 粉 锈 灵 总 水 500 一 

800 倍 进行 喷雾 防治 。 

2. 虫害 

青 蒿 的 主要 虫害 是 蚜虫 ， 和 危害 嫩 梢 。 
防治 方法 : 用 40%% 乐 果 乳 油 1000 倍 液 喷 杀 防 治 〈 李 敏 ，2005 ) 。 

【 采 收 加 工 】 
1. 收获 

移 栽 当年 8 月 15 日 至 9 月 20 日 ， 青 项 现 蓄 期 即 可 收获 。 因 此 时 和 荤 期 青 芒 素 含 量 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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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86%% 一 1 ， 所 以 为 收获 适宜 期 。 收 获 时 ， 将 全 株 割 下 晒 千 ， 用 木 棒 或 帘 盖 手 落 干 

叶 ， 捡 除 杂 质 葵 枝 ， 放 通风 干燥 处 保存 备用 。 

2. ol 

青 项 干 叶 在 中 药 配方 中 可 直接 按 量 入 药 。 阁 提取 青 项 素 ， 叶 王后 立即 包装 ， 运 至 制 

药 厂 ， 按 一 定 的 工艺 流程 提取 其 有 效 成 分 。 

【化 学 成 分 】 
1) FER ABBA: FER (arteannuin), FHM. FHF. AZ. WL TT. Re 

(arteannuin [~\V), B@BAN. FWSM Carteannuin acid), KAGSR,. FARA 

Ag. FER (artemisinol), M7EB WB (annulide) 等 〈 肖 培根 ，2002) 。 

2) 挥发 油 : HBHESSCHRSHAI03%~0.5%, WREBASAREM (cam 

phor), B- J #4 (8-caryophellene), 5#77 i He] Ciso-artemisiaketone), 、B8- 菠 烯 、 乙 酸 

龙 脑 酯 、1,8- 核 叶 素 (1,8-cinelole), AFFAE (carveol) 等 ， 不 同 产地 的 青 荔 含 挥 发 油 

的 质 与 量 均 有 较 大 差异 。 

3) 黄酮 类 : $B APR a/R Ccirsilineol), HA PHAM Ccirsiliol), FR“ BE 

(Ceupatorin) 、 鼠 李 素 (rhamnetin), #RA. RARRA Cluteolin), SMZ (arteme 

tin) 等 。 

4) 香 豆 素 类 : 香 豆 素 (coumarin), FARBER. KEAS (acopoletin) 、 扫 

姑 黄 素 、6,8- 二 甲 基 -7- 羟 基 香 豆 素 等 。 
5) 其 他 : REARS. HR. SHB. PANE. FAR, BABAS Ch 

莫 云 等 ，1981)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取 本 品 粉 未 3g， 加 石油 醚 〈60 一 90C) 50ml， 加 热 回 流 lh, WHE. TERE. R 

ADE CGE 30ml 使 溶解 ， 用 20% ZARA RHER 3k, HK 10ml, AHH. AF. 

Weve hl CBE 0. 5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青 项 素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l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照 薄 层 色谱 法 [ (Hp RZG BL) (2005 AEA) PSE VI 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5n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石油 酝 (60~90°C) -乙醚 (6: 4) 为 展开 

Hl, EFF, Bai, BRT. MEW 10% TRC BAM,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置 紫外 

FEAT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荧光 斑点 〈 康 廷 国 ， 
2003). 

一 、 舍 量 测 征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甲 

BE : 0. 01mol/L 乙 酸 钠 - 乙 酸 缓冲 液 (pH5.8， 体 积 比 62 : 38), HERE: 0. 8ml/min; 检 

测 波长 : 260nm。 理 论 板 数 按 衍生 后 青 项 素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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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 照 品 溶 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青 芒 素 标准 品 适 量 ， 加 无 水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各 含 

Img 的 混合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称 取 黄 花 芒 样品 干 品 约 0.5g Gt 40 Ai) 包 于 滤纸 纸袋 

Hh, SAREE. PSSA CHA 60~90°C) 80ml， 加 热 回 流 提 取 Sha, & 

A. RnR Tom. BAF 25ml 容量 瓶 中 ， 加 和 人 无 水 乙醇 定 容 备用 。 精 密 吸 

取样 品 溶液 1. 0ml 置 于 10ml ASHP, MA 0. 2%% 氢 氧化 钠 溶 液 5ml， 混 合 均匀 后 放 

人 507 的 恒温 水 浴 中 加 热 30min， 取 出 冷却 至 室温 ， 加 入 0. 08mol/L 的 乙酸 定 容 至 刻 

度 混合 均匀 后 ， 分 别 用 0. 45pm 微 孔 滤 膜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x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即 得 。 

【附注 】 
青 菏 ”又 名 香 贰 。 为 菊 科 植物 青 项 (Artemisia azpiacea Hance) 的 全 草 ， 主 产 于 安 

征 、 河 南 、 江 苏 、 河 北 、 陕 西 、 山 西 等 地 。 不 含 青 荔 素 。 

牡 车 ”为 菊 科 植物 牡 苦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的 全 草 。 在 江苏 、 上 海 、 四 

川 等 地 药材 市 场 上 作 “ 青 芒 ” 使 用 。 
茵 陈 蘑 ”为 菊 科 植物 苗 陈 牙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的 全 草 。 东 北 地 区 常 

VE “BE” AA. RARER. 
INGER ARMA /)TER (Artemisia parviflora R.) MEH. URBWRA CA 

MAR), BSBA AAS OB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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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灵 Mil 
Weilingxian 

RADIX ET RHIZOMA CLEMATIDIS 

CRIA] MRR. RR OTEAR), GA: “ARN EW 

及 华山 并 平 泽 ， 以 不 闻 水 声 者 良 。 生 先 于 众 草 ， 方 葵 ， 数 叶 相 对 。”《 本 草 纲目 》 列 人 草 

Mens, SMB. “Rh, Hew. Ril. Hoth.” IM “RP RRR, 

(ei “PARR? HIE. AAR, RAH. (PARRA RAAT A”. B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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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 微 苦 ， 性 温 ， 小 毒 。 归 膀胱 、 肝 经 。 有 祛 风 湿 、 通 经 络 、 消 骨 吓 三 大 功效 ， 主 治 风 

WAR. RAR. AKER. AN A. AICO. FER. AOE, FIR PR KARR 

&. Wa APRA MRA. BHR RHR, 2, KVR, BAL BERR 

炎 、 扁 桃 体 炎 、 骨 鳃 等 。 药 理学 证 实 其 还 有 解除 食管 、 支 气管 、 输 屎 管 、 胃 及 肠 道 等 处 

平滑 肌 疼 挛 的 作用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目 前 以 威 灵 仙 之 名 药 用 者 达 4 科 10 Se. BRP RAEI 

物 山 木 通 Clematis finetiana 的 干燥 根 及 根茎 ， 商 品 称 “ 铁 皮 威 灵 仙 ”。 在 铁皮 威 灵 仙 

商品 中 尚 有 同属 小 木 通 C. armzazdiiz， 此 外 ， 有 同属 植物 柱 果 铁 线 莲 C. uncinata 和 毛 柱 

铁 线 莲 C. ?reyejizaza， 商 品 称 “ 铁 脚 威 灵 仙 ”， 还 有 同属 植物 锥 花 铁 线 莲 C. paniculata 

和 铁 线 莲 C. jzoridae， 商 品 称 “ 铜 脚 威 灵 仙 ”。 还 有 同属 植物 毛 芒 铁 线 莲 C. lasiandra 的 

根 及 根 葵 作 威 灵 仙 入 药 ， 另 有 百合 科 植 物 短 梗 著 蓝 Smzlaz scobinicaulis, PREZ 

S. sieboldii, #4tK#£3Z S. stans FBO HE S. nigrescens 的 干燥 根 及 根 葵 ， 在 东北 、 西 

北 、 华 北 地 区 作 威 灵 仙 药 用 ， 商 品 称 “铁丝 威 灵 仙 ”。 菊 科 植 物 显 脉 旋 复 花 Inula ner- 

vosa 的 干燥 根茎 及 根 在 云南 作 威 灵 仙 药 用 ， 商 品 称 “云南 威 灵 仙 ”。 金 栗 兰 科 植物 草 珊 

瑚 Sarcandra glabra 的 干燥 根 荟 及 全 草 在 四 川 作 “ 铜 脚 威 灵 仙 ” 和 药 。 以 上 诸 种 植物 

根 及 根 葵 在 产 区 和 部 分 省 〈 自 治 区 ) 作 威 灵 仙 药 用 ， 其 性 状 、 显 微 结 构 有 别 ， 化 学 成 

分 、 药 用 作用 、 功 效 、 主 治 功能 都 不 尽 相 同 〈 张 良 发 ，2000)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威 灵 仙 来 源 于 毛 殴 科 植物 铁 线 莲 属 威 灵 仙 Clema- 

tis chinensis Osbeck、 棉 团 铁 线 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或 东北 铁 线 莲 Clematis 

manshurica Rupr. 的 干燥 根 及 根茎 ， 为 正品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各 县 Ch). 

【商品 名 】 威 灵 仙 

【别名 了 能 消 、 铁 脚 威 灵 仙 、 灵 仙 、 黑 和 脚 威 灵 仙 、 黑 骨头 、 百 条 根 、 老 虎 须 、 铁 

Ali 

[SR] HERE RAE RA, HAA PRA EAR RARE FRR 

RA. 

【 原 植物 】 威 灵 仙 ， 木 质 蕨 本 ,长 3 一 10m。 干 后 全 株 变 黑色 。 茎 近 无 毛 。 叶 对 

AE; 叶柄 长 4. 5 一 6. 5cm; 一 回 羽 状 复 叶 ， 小 叶 5 有 时 3 或 7; 小 叶片 纸 质 ， 罕 卵 形 、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或 线 状 披 针 形 ， 长 1.5 一 10cm， 宽 1 一 7cm， 先 端 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圆 形 、 宽 槐 形 或 浅 心 形 ， 全 缘 ， 两 面 近 无 毛 ， 或 下 面 玻 生 短 柔 毛 。 圆 锥 状 聚 们 花序 ， 多 

花 ， 腋 生 或 顶 生 ; 花 两 性 ， 直 径 1 一 2cm; 苯 片 4 个 ， 长 圆 形 或 圆 状 倒 卵 形 ， 长 0.5 一 

1.5cm， 宽 1. 5 一 3mm， 开 展 ， 白 色 ， 先 端 常 凸 尖 ， 外 面 边 缘 密 生 皆 毛 ， 或 中 间 有 短 柔 

=; ERIC; MERCH. AER, CE: OREM, ARE. BRin. WH, 长 3 一 

7mm, BiE AWE. TEER IER, K2~5cm. EHH 6 一 9 月 ， 果 期 8 一 11 月 。 

棉 团 铁 线 莲 ， 直 立 草 本 ， 高 30 一 100cm。 茎 圆柱 形 ， 有 纵 沟 ， 芯 生 柔 毛 ， 后 脱落 无 

=. MAE; MK 0.5 一 3. 5cm; 叶片 近 革 质 ， 绿 色 ， 干 后 常 变 黑 色 ， 一 回 或 二 回 羽 

TIRE, BARAT IE. PIRATE. BRIBE IB. 长 1.5 一 10cm， 宽 0. 1 一 

2cm， 先 端 锐 尖 或 凸 尖 ， 有 时 钝 ， 全 缘 ， 两 面 或 沿 叶脉 疏 被 长 柔 毛 或 近 无 毛 ， 网 脉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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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KER AE AE. GHA 3 花 ， 有 时 为 单 花 。 花 梗 有 和 柔 毛 ; BA. ER 

性 ， 直 径 2.5~5em; BH 4A~8 个 ， 通 常 6 个 ， 长 椭圆 形 或 狭 倒 卵 形 ， 长 1~2.5em, 

宽 0. 3 一 lcm， 白 色 ， 开 展 ， 外 面 密生 白色 细毛 ， 花 蓄 时 像 棉花 球 ， 内 面 无 毛 ; 花瓣 无 ; 

雄 划 多 数 ， 花 丝 细 长 ， 长 约 9mm， 无 毛 ， 花 药 线形 ; 心 皮 多 数 ， 被 白色 柔 毛 ; BRA 

卵 形 ， 扁 平 ， 长 约 4mm， 密 生 柔 毛 ， 簿 存 花柱 羽毛 状 ， 长 1.5 一 3cmw 花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7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威 灵 仙 : 根茎 呈 柱 状 ， 长 1. 5~10cm， 直 径 0. 3 一 1. 5cm; 表面 淡 棕 

黄色 ;顶端 残留 葵 基 ， 质 较 坚 韧 ， 断 面 纤 维 性 ; 下 侧 着 生 多 数 细 根 。 根 呈 细 长 圆柱 形 ， 

稍 弯 曲 ， 长 7 一 15cm， 直 径 0.1 一 0. 3cm; 表面 黑 褐 色 ， 有 细 纵 纹 ， 有 的 皮 部 脱落 ， 吉 

出 黄白 色 木 部 ， 质 硬 脆 ， 易 折断 ， 断 面皮 部 较 广 ， 木 部 淡 黄 色 ， 略 呈 方 形 ， 皮 部 与 木 部 

间 常 有 有 裂隙。 气 微 ， 味 淡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 

HEARSE. 根茎 呈 短 柱状 ， 长 1 一 4cm， 直 径 0.5~1cm。 根 长 4~20em, HE 
0. 1 一 0. 2cm; 表面 棕 褐色 至 棕 黑 色 ;， 断面 木 部 圆 形 ， 味 成 。 

东北 铁 线 莲 : 根 蔡 呈 柱 状 ， 长 1 一 1lcm， 直 径 0.5 一 2.5cm。 根 较 密 集 ， 长 5 一 

23cm， 直 径 0. 1 一 0. 4cm; 表面 棕 黑 色 ;， 断面 木 部 近 圆 形 ， 味 辛辣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 EKRA PME 

威 灵 仙 属 攀 缘 植 物 ， 靠 叶柄 弯曲 攀附 于 其 他 植物 向 水 平方 向 生长 。 其 根 葵 部 潜伏 芽 

较 多 ， 当 主 芽 被 破坏 之 后 ， 潜 伏 芽 便 迅 速 萌发 出 土 。 主 葵 生 长 点 受 破坏 停止 生长 后 ， 可 

再 从 叶腋 生出 侧枝 继续 生长 。 威 灵 仙 的 种 子 寿 命 短 ， 隔 年 种 子 发 芽 率 只 有 16%% 左 右 ， 

故 种 子 繁殖 必须 用 当年 种 子 。 种 子 发 芽 时 间 较 长 ， 发 菠 温 度 为 15 一 25C， 发 菠 适 温 为 
20C 左 右 。 低 于 10C 和 超过 30C， 对 种 子 萌发 有 抑制 作用 。 

二 、 生 长 条 件 

生 于 海拔 80~150m 的 山坡 、 山 谷 灌木 从 、 沟 边 路 旁 草 从 中 。 

三 、 土 壤 种 类 

威 灵 仙 野 生 于 富 含 腐殖质 的 山坡 、 林 缘 或 灌木 从 中 ， 尤 以 采伐 迹地 、 和 芷 林 下 及 沟 

谷 旁 生长 较 多 。 对 气候 、 土 壤 要 求 不 严 ， 但 以 凉爽 、 湿 润 的 气候 和 富 含 腐殖质 的 山地 标 

壤土 或 沙 质 壤 土 为 佳 。 过 于 低洼 、 易 洲 或 干旱 的 地 块 生长 不 恨 。 

【种 植 方法 】 

一 、 选 地 整地 

选 背 阳 、 日 照 时 间 较 短 、 土 壤 较 次 厚 、 排 水 良好 的 地 块 ， 朴 松 肥沃 的 山地 棕 壤 土 或 

沙 质 壤土 为 宜 。 亩 施 腐 熟 左 肥 或 堆肥 2500~3000kg, HERI 20~25cm, BFA,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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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繁 殖 方法 

1. 种 子 繁殖 
8 一 9 月 采 收 成 熟 的 种 子 ， 可 春播 或 秋 播 。 秋 播 于 10 月 中 上 名， 春播 于 4 月 上 、 

中 旬 。 
(1) 种 子 直 播 。 种 子 直 播 多 采用 条 播 。 顺 畦 按 行距 25~30cm FF 2 一 3cm 的 浅 沟 ， 

将 种 子 均 匀 播 和 人 沟 内 ， 帮 土 后 轻 轻 镇 压 ， 浇 透水 ， 畦 面 覆盖 树叶 或 稻草 2 一 3cm， 出 苗 

时 将 覆盖 物 撤除 。 苗 高 3 一 5cm 时 适当 间苗 ， 苗 高 8 一 10cm 时 ， 按 株距 20cm EH. 

用 种 0. 5kg。 

(2) ABBR. WRENS Dat SESS Ea, REPRE, KATO 

FRE, Mt 1 一 1. 5cm， 蛙 面 用 稻草 或 树叶 覆盖 ， 保 持 土壤 湿润 ， 出 苗 时 撤去 覆盖 物 。 

Him 3 一 5cm 时 适当 间苗 。 苗 高 10cm 左右 时 ， 按 行 、 株 距 30cmX 20cm 带 土 移 栽 ， 也 
可 于 一 年 生 苗 枯 萎 后 起 根 苗 按 上 述 行 、 株 距 移 栽 。 

2. 根 芽 繁 殖 

秋季 植株 枯萎 时 ， 采 控 野 生 或 家 植 多 年 生根 部 ， 进 行 分 根 ， 每 丛 根部 带 2 或 3 个 更 

新 芽 ， 在 做 好 的 畦 上 ， 按 行 、 株 距 30cmX 20cm AHA, M+ 3 一 4cm， 土 壤 干旱 要 

GEEK . 

3. 田间 管理 

(1) 中 耕 除草 。 出 苗 后 及 时 除草 ， 防 止 草 荒 ， 一 般 每 年 除草 3 或 4 次 ， 结 合 除草 适 

当中 耕 。 

(2) 间苗 补苗 。 出 苗 后 苗 高 3 一 5cm 时 间苗 ， 苗 高 8 一 10cm 时 定苗 ， 对 缺 苗 处 及 时 

补苗 。 

(3) 防 时 排涝 。 出 苗 前 后 遇 干 旱 天 气 要 及 时 浇 水 ， 雨 季 做 好 排水 工作 。 

(4) 追肥 。 苗 高 10~15cm AY, 每 亩 追 施 腐 熟 清淡 凌 水 1000kg; 6 一 7 月 ， 每 亩 追 

施 腐熟 饼肥 30kg， 加 过 磷酸 钙 25kg。 

(5) 摘 蕾 。 除 留 种 田 外 ， 于 植株 现 蕾 期 将 花 蓄 全 部 摘除 ， 以 减少 养分 的 消耗 。 

(6) 搭 架 。 当 苗 高 30 一 50cm 时 ， 用 树枝 在 行 间 搭 架 ， 供 植株 攀缘 生长 EG Ent 

堆 聚 在 一 起 因 通风 不 良 而 影响 生长 。 

4. 病虫害 防治 

威 灵 仙 幼苗 期 间 未 见 病 害 发 生 。 成 龄 植株 于 7 月 遇 高 温 多 十 天气， 叶片 常 发 生 黑 斑 
病 ， 可 喷 施 波尔多 液 或 代 森 锰 锌 500 一 1000 倍 液 防治 (EAS, 2005), 

【 采 收 加 工 】 
1. KK 

威 灵 仙 以 根 人 药 。 栽 后 2 年 于 秋冬 两 季 当 威 灵 仙 荃 叶 枯 蓉 时 控 取 根部 ， 除 去 荃 叶 ， 
洗 净 泥土 ， 切 段 后 晒 干 。 

2. 初 加 工 

炮制 : REA. RARE, AK. BRE. DB, A. WR. 取 威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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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段 ， 用 黄酒 拌 匀 闷 透 ， 置 锅 内 用 文火 微 炒 干 ， 取 出 放 凉 “〈 每 威 灵 仙 100 斤 ， 用 黄酒 

12~15 rT). UR. BR. AA. ERAWE. 

【化 学 成 分 】 威 灵 仙 根 含 原 白 头 翁 素 (protoanemonin) RW HAE BHI 

(hederagenin) 、 表 和 常春 蕨 皇 苷 元 (epihede-ragenin) 和 齐 墩 果 酸 Coleanoic acid) AT 

元 的 皂苷 : 威 灵 仙 -23-O- 阿 拉 伯 糖 皂 苷 〈CP0) 、 威 灵 仙 单 糖 皂 背 〈CP1)、 威 灵 仙 二 糖 

fF (CP2, CP2b, CP3b), MRI = HRB 〈CP3、CP4、CP5、CP6)、 威 灵 人 四 糖 

ff (CP7, CP7a, CP8, CP8a). RAB CCP9, CP9a, CP10, CP10a), Rm 

RRAil|-23-O-#i Ai BF (CP2a), poe |e — BHF «(CP3a). 

【鉴别 】 

1. 显 微 鉴别 〈 横 切面 ) 

(1) 威 灵 仙 。 表 皮 细胞 外 壁 增 厚 ， 棕 黑色 。 皮 层 宽 ， 均 为 薄 壁 细胞 ， 外 皮层 切 向 延 

K; 内 皮层 明显 。 韦 皮 部 外 侧 常 有 纤维 束 及 石 细 胞 ， 纤 维 直 径 18 一 43pm， 形 成 层 明 

显 ， 木 质 部 全 部 木 化 ， 薄 壁 细 胞 含 淀 粉 粒 。 

(2) 棉 团 铁 线 送 。 外 皮层 细胞 多 径 向 延长 ， 紧 接 外 皮层 的 1 或 2 列 细 胞 壁 稍 增 厚 。 

韧 皮 部 外 侧 无 纤维 束 及 石 细胞 。 

(3) KARA, PRCA AK, BRM mK. WR ASMA AER 

及 石 细 胞 。 

2. 理化 鉴别 

1) 取 本 品 水 提取 液 〈1 : 10) ， 置 试管 内 用 力 振 播 后 产生 持久 性 泡沫 。 分 别 取 提取 

液 lml 放 和 人 两 支 试管 内 ， 一 试管 加 5%% 氢 氧化 钠 2m1， 另 一 试管 加 入 5%% 盐 酸 2ml， 振 播 

后 ， 两 管 持续 存在 的 泡沫 高 度 相 等 Ott =P. 

2) 将 本 品 甲醇 提取 液 〈(1 : 2) 放 和 人 试管 内 ， 蒸 去 甲醇 ， 加 入 醋 醋 lml， 沿 试管 壁 

滴 加 浓 硫 酸 ， 则 两 液 交 界 处 呈现 红色 环 ， 最 后 变 成 蓝 色 CORA = BEE). 

3) 取 本 品 粗 粉 10g， 加 入 葵 200ml， 放 人 锥 形 瓶 内 密闭 ， 放 置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回 

WABF, 2H, MA 1% 盐 酸 产 胺 及 10%% 氧 氧化 钾 〈I : 1) 混合 液 2m1， 在 室温 放置 

10min， 加 入 10%% 盐 酸 至 pH 3 一 4， 再 加 1%% 三 氯 化 铁 试 液 1 一 2ml， 则 产生 红色 沉淀 

(内 酯 反应， 检查 白头 翁 素 ) 。 

3. 薄 层 鉴别 

取 本 品 粉末 1g， 加 乙醇 50ml， 加 热 回 流 2h， 过 滤 。 波 液 浓缩 至 约 20ml， 加 盐酸 

3ml， 加 热 回流 1h， 加 水 10ml， 冷 却 。 加 石油 酝 (60~90°C) 25ml, HBR, Ain 

醚 蒸 干 ， 和 残渣 用 无 水 乙醇 10ml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齐 墩 果 酸 对 照 品 ， 加 无 水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45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L 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3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甲苯 -乙酸 乙 酯 -甲酸 (20 : 3 : 0. 2) 为 展开 剂 ， 蒲 层 板 置 展开 仙 中 预 饱和 30min, 

展开 ， 取 出 ， 晾 干 ， 喷 以 10%% 硫 酸 乙醇 溶液 ， 在 105 人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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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主要 参考 文献 】 

FE, VER. 2005.， 威 灵 仙 高 产 栽 培 技术 ， 特 种 经 济 动 植物 ，7: 30 

张 良 发 ， 2000， 威 灵 仙 及 其 混淆 品 的 鉴别 .湖南 中 医药 导报 ,6 (4):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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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A ARTEMISIAE SCOPARIAE 

【概述 】 FARR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为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材 之 一 。 其 味香 、 辛 ， 

性 微 蹇 ， 归 脾 、 胃 、 肝 、 胆 经 ， 具 有 清 湿 热 ， 退 黄 疙 ， 改 善 肝 的 功能 ， 用 于 治疗 黄 冶 尿 

D>, MBIT. FRIAR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提 高 GOT. 

GPT 等 水 平 的 作用 ， 是 临床 上 常用 的 保 肝 中 药 。 在 中 国 、 韩 国 、 日 本 等 被 广泛 用 于 各 

种 肝胆 疾病 的 治疗 。 

对 于 茵 陈 基 源 考证 ， 英 陈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别 录 》 载 :“ 生 泰山 及 丘陵 坡 岸 

上 。”《 本 草 经 集注 》 载 : “SAAS, MeSMt AA, BAA, BELA.” Hi 

保 异 谓 :“ 叶 似 青 芒 而 背 白 .” 李 时 珍 日 : “…… 今 山 英 陈 三 月 生 苗 ， 其 蔡 如 英 ， 其 叶 如 

淡色 青 蒿 而 背 白 ， 叶 歧 紧 细 而 扁 整 ， 九 月 开 细 花 黄 色 ， 结 实 大 如 英子 ……” 根 据 上 面 所 

述 ， 莲 欧 、 青 项 和 艾 都 属于 菊 科 植物 ， 因 此 ， 现 时 国内 各 地 作 药 用 的 滨 葛 和英 陈 车 都 可 

能 属于 传统 药 用 的 茵 陈 。 

1985 年 以 前 各 版 《中 国药 典 》 仅 收 载 滨 项 Artemzsia scpoaria Waldst. et Kit. 和 

RRS A. capillaris Thunb. WZ. DK “Bip”. 《中国 药典》 (1990 年 版 ) 又 增 

DS ERR i PPK TEE RT 25. BR “TRE”. FR CB a DK A 

ESTE, Bl “SRR: BRO AER, AAR AER. BD “TRE”. 

HTRAEAAMAABES, MAR WA. UIA KE. ZA A TA 

的 药材 药理 作用 的 范围 、 强 弱 和 特征 都 有 所 差异 。 和 常见 混淆 品 : 菊 科 植物 : WE 

A. anethifolia Weober. ， 民 间 习 以 其 基 生 叶 人 药 ， 分 布 于 我 国 西部 、 西 北 至 东北 部 。 

在 内 蒙古 、 青 海 等 地 混用 作 茵 陈 ; 冷 车 CAB. A. frigida Willd.) 习 以 花草 与 叶 入 

药 ， 分 布 于 我 国 西北 、 华 北 及 东北 部 ， 在 新 疆 、 内 蒙古 、 吉 林 等 地 以 其 幼苗 混用 作 茵 

Bes APB A. anethoides Mattf. 的 干燥 幼苗 ， 分 布 于 我 国 西部 、 西 北部 及 东北 部 地 

区 ， 混 用 作 茵 陈 ; MEIN A. haichowensis Chang 的 干燥 幼苗 ， 分 布 于 江苏 及 东北 地 
区 ， 混 用 作 菌 陈 ; AEB (4A. A. gmelinii Web. ex Stechm. 或 A. sacrorum 

Ledeb. ) 习 以 花 蓄 和 幼苗 人 药 ，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北部 地 区 ， 黑 龙 江 部 分 地 区 以 其 幼苗 

VERIMRFA; 藏 英 陈 项 A. stricta Edgr. 主要 分 布 于 西藏 黄花 车 A. annua L. 主要 分 布 

于 黑龙 江 ; RAH A. roxburghiana Bess. 除 青海 用 其 幼 叶 代 菌 陈 外 ， 其 他 省 “〈 自 治 

区 ) 无 人 药 的 记载 ， 分 布 于 西北 、 西 南 等 省 〈 自 治 区 )。 毛 莲 殴 A. vestita wall. 习 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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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人 药 ， 分 布 于 东北 、 西 北 至 西南 部 。 大 籽 功 A. sierersiana Willd. 的 干燥 幼苗 ， 分 布 
于 内 蒙古 各 地 ， 属 地 区 性 品种 ， 在 商品 茵 陈 中 混用 ;火绒 草 Leontopodium leontopo- 
dioides (Willd. ) Beauv. . At KARE L. longifolium Ling. 干燥 的 地 上 部 分 ， 分 布 内 蒙 

HARK, RES RRA; BAKA L. smithianum Hand-Mazz. 干燥 的 地 上 部 分 ， 

分 布 于 大 青山 地 区 ， 蒙 医 当 芮 陈 用 。 玄 参 科 植物 : SRR 4H, BATE Sipho- 

nostegia chinensis Benth.) 花 果 期 的 地 上 部 分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松 葛 LA 
Ye, Phtheirospermum japonica ( Thunb. ) Kanitz] 的 花期 植株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TR ORE, Monochasma savatieri Franch. ex Maxim) 的 花期 植株 ， 分 布 

于 江苏 、 浙 江 、 福 建 、 江 西 、 湖 南 等 地 。 唇 形 科 植物 : ARR (42, Origanum 

vulgare L.) 的 干燥 全 草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MR Las Mosla scabra 

(Thunb. ) C. Y. Wu et H. W. Li] 的 干燥 全 草 ， 分 布 于 山西 、 山 东 、 江 苏 、 安 徽 、 湖 

北 、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 江 西 、 福 建 、 广 东 等 地 。 龙 胆 科 植物 : FR Swertia pseudo 

chinensis Hara 瘤 毛 狂 牙 菜 的 花期 植株 ， 分 布 于 东北 、 华 北 、 河 南 、 山 东 等 地 。 豆 科 植 
物 : MER Oxrytropis myriophylla (dall.) DC. 分 布 于 内 蒙古 。 上 此外， 山西 某 些 

MTs FAB SRA ED + BR Chiazospe mumerecrum Benth. 代 茵 陈 ; 内 蒙古 部 分 蒙 医用 毛 
梗 重 缀 Arenaria copillaris Poir. 或 亚洲 重 缀 Arenaria asiatica Schlschl. 的 干燥 根 当 黄 

陈 用 。20 世纪 50 年 代 起 ， 多 次 在 全 国 264 〈 直 辖 市 、 自 治 区 ) 的 广泛 调查 表明 ， 绵 

英 陈 一 直 以 滨 荔 和 茵 陈 蔓 幼苗 同 为 主流 商品 。 混 消 品 以 菊 科 击 葛 蒿 多 见 ， 其 次 为 冷 芍 。 

因 海 洲 革 与 酝 萝 项 生境 基本 相同 ， 也 常 有 挫 混 。 

茵 陈 为 全 草 类 中 药 ， 在 伏 牛 山区 分 布 较 广 ， 野 生 资源 丰富 ， 主 要 是 菌 陈 ; 随 着 栽培 

技术 的 提高 ， 芮 陈 栽 培 药材 也 在 增加 。 

(Himes) aK 

(4) AK. AB. KE. MEX 

[2A] Sawa ee Ee. 

【 原 植 物 】 为 菊 科 植物 英 陈 贰 的 幼苗 。 亚 灌木 ， 高 50 一 100cm 茎 直立 ， 多 分 枝 、 

被 绢 毛 。 叶 二 回 羽 状 分 裂 ， 下 部 叶 裂 片 较 宽 短 ， 常 被 短 绢 毛 ; 中 部 以 上 叶 长 达 2 一 3cm， 

裂片 细 ， 宽 仅 0. 3 一 Imm， 线 形 ， 近 无 毛 ， 顶 端 微 尖 ;上 部 叶 羽 状 分 裂 ，3 裂 或 不 裂 。 

头 状 花 序 极 多 ， 在 枝 端 排列 成 复 总 状 ， 有 短 梗 及 线形 苞 叶 ; BARB, BK 1.5 一 

2mm， 无 毛 ; BHA 3 或 4 层 ， 卵 形 ， 顶 端 尖 ， 边 缘 膜 质 ， 背 面 稍 绿色 ， 无 毛 ; LR 

色 ， 外 层 峻 性 ， 花 6 一 11 ++, FER. ABA. AA. BREA. KA0.8mm, KH 

毛 。 花 期 8 一 9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A. 

【药材 性 状 】 

1. 绵 芮 陈 
多 卷曲 成 团 状 ， 灰 白色 或 灰 绿 色 ， 全 体 密 被 白色 昔 毛 ， 绵 软 如 绒 。 葵 细小 ， 长 

1.5 一 2. 5cm, 直径 0. 1 一 0. 2cm， 除 去 表面 白色 昔 毛 后 可 见 明 显 纵 纹 ; 质 脆 ， 易 折断 。 

叶 具 柄 ， 展 平 后 叶片 二 回 羽 状 分 裂 ， 叶 片 长 1 一 3cm， 宽 约 lem; 小 裂片 卵 形 或 稍 呈 倒 

披 针 形 、 条 形 ， 先 端 锐 尖 。 气 清香 ， 味 微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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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 : 
ZEAE, 2a, K30~100cm, H#2~8mm; 表面 淡 紫 色 或 紫色 ， 有 纵 条 

NX, RAE: 体 轻 ， 质 脆 ， 断 面 类 白色 。 叶 密集 ， 或 多 脱落 。 下 部 叶 二 回 羽 状 深 裂 ， 

裂片 条 形 或 细 条 形 ， 两 面 密 被 白色 柔 毛 ; 茎 生 叶 一 回 或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基 部 抱 茎 ， 裂 片 
细 丝 状 。 气 芳香 ， 味 微 苦 。 

【种 质 来 源 】 技 生 居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RACE 4 月 初 播种 ， 保 持 湿 润 。 其 耐寒 性 较 强 ， 土 层 化 冻 达 10cm， 生 长 点 即 

开始 萌动 。 地 表 下 10cm 日 平均 温度 达 4C， 日 平均 气温 达 10C ， 英 陈 迅 速生 长 。 冬 季 

地 上 部 分 枯死 。 英 陈 生长 期 约 70d， 可 连续 采 收 两 茬 。 当 嫩 苗 高 10cm 以 上 时 ， 可 贴近 

荃 基 部 采 收 。 收 获 后 葵 部 经 过 4 一 7d， 待 愈 伤 组 织 形 成 后 ， 便 开始 新 芽 分 化 ，20d 左右 

又 形成 多 枝 的 株 丛 。 

二 、 生 长 条 件 

茵 陈 的 生活 力 极 强 ， 既 抗旱 ， 又 耐 涝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格 ， 但 以 土质 下 松 ， 向 阳 肥 

沃 的 壤土 或 沙壤土 最 为 适宜 。 

三 、 土 壤 种 类 

伏 牛 山 丘 陵 、 山 地 占 总 面积 的 80 外 以 上 ， 平 原 川 区 占 总 面积 不 足 10% BASH 

地 较 少 ， 土 壤 褐 土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9. 6% ， 棕 壤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2.8% ， 红 黏土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2. 2% ， 潮 土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8% 。 

四 、 土 壤 肥力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3% 以 上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32. 48%; 有 机 质 含量 2%~3%Y HR 

面积 的 11. 9% ;有 机 质 含量 1% 一 2%%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42. 28% ; 小 于 1% 的 占 土壤 总 面 

积 的 13. 3% 。 

(1) 全 和 气 。 土 壤 全 氨 量 大 于 0.1%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50.9%; 全 所 含量 低 于 

0.1%~0.06% 4 Rt WAM 40.05%; 全 所 含量 在 0.06% 以 下 占 总 土壤 面 

#2 9.05%, 

(2) 速效 磷 。 含 量 在 15ppm 以 上 占 总 土壤 面积 7.1%; 含量 在 10 一 15ppm 占 总 土 

壤 面 积 8.42%; 含量 在 7 一 10ppm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6.19%; 含量 在 7ppm 以 下 占 总 土 

壤 面 积 68. 3%% 。 

(3) 速效 钾 。 含 量 大 于 200ppm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19.77%; 含量 为 150 一 200ppm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8.5%; 含量 为 100~150ppm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9.93%; 含量 在 100 

ppm 以 下 占 总 土壤 面积 的 21.8% 。 微 量 元 素 的 种 类 主要 有 人 锰 、 硼 、 锌 、 钼 、 铜 、 铁 等 。 



。282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种 植 方法 】 

一 、 露 地 栽培 

(1) 选 地 整地 。 选 择 阳 光 充 足 ， 土 壤 肥 力 较 高 的 沙 质 坏 土 及 排水 良好 的 地 块 ， 士 塘 

要 符合 CB15618 土壤 环境 质量 标准 ， 将 土壤 耕 翻 、 友 平 、 去 杂 草 、 开 沟 作 畦 , 畦 高 

20cm， 宽 lm， 峙 面 东 西向 ， 种 植 行 南北 向 ， 以 利于 充分 吸收 阳光 ， 并 施 腐 熟 的 有 机 肥 

4000kg 作 基 肥 。 
(2) 播种 。 一 般 4 月 初 进行 ， 每 雷 用 种 量 50 一 100g&， 种 子 标准 符合 GB/T3543 农 

作物 种 子 检 验 规程 。 将 种 子 与 细 沙 拌 习 ， 然 后 撒播 ， 薄 薄 履 土 ， 保 持 湿润 ， 幼 苗 出 齐 ， 

除草 效 水 ， 水 质 符合 GB5804 农田 灌溉 水 质 标 准 。 
(3) 田间 管理 。 台 间苗 在 苗 高 4 一 5cm 时 进行 ， 保 持 株距 5cm， 使 其 均匀 生长 。 

Oia 1 个 月 需 进 行 首次 松 土 除草 和 施肥 ， 以 后 视 情 况 而 定 ， 施 肥 主 要 以 人 凑 尿 和 速效 
肥 为 主 。@) 一 般 当年 春季 不 采 收 ， 使 其 根系 粗壮 ， 以 免 形 成 草 荒 ， 便 于 冬季 移植 栽培 。 

二 、 保 护 地 栽培 

(1) 整地 与 施肥 。 芮 陈 是 多 年 生 深 根 性 植物 ， 母 根 定植 前 ， 在 温室 或 塑料 棚 进行 土 

塘 深 翻 和 施肥 。 每 亩 施 腐熟 有 机 肥 4000 一 5000kg， 通 过 深 翻 混 于 土 中 ， 然 后 整 细 存 平 ， 

{i + EGS 

(2) 42 AR. 10 Ahh LEROMAPRIT oR aA, TEPER AIA AE BR, FEMA 

掉 泥土 ， 定 植 前 埋 人 湿 土 或 湿 沙 中 ， 以 防 脱水 影响 生活 力 。 

(3) 定植 。 采 控 的 母 根 应 立即 定植 ， 每 隔 15cm FF 10cm FEY, WAR EEK, 

株距 为 15cm。 

(4) 保护 地 管理 。@ 定 植 后 ， 新 叶 生长 前 一 般 不 需 经 常 炭 水 ， 如 果 土 壤 干 旱 ， 可 用 

喷 索 淡 水 。 待 长 出 新 叶 时 ， 进 行 松 土 打 志 。@ 和 定植 后 出 现 缺 苗 时 应 及 时 补 栽 。 饼 在 施 足 

基肥 的 基础 上 ， 整 个 生长 过 程 一 般 不 施用 化 肥 ， 以 保证 英 陈 的 食用 品质 。 和 由 温室 栽培 应 

抓 住 冬季 市 场 ， 人 冬 后 维持 在 10C 以 上 ， 英 陈 就 能 正常 生长 。@ 越 冬 后 应 尽早 扣 棚 ， 

促进 英 陈 早 萌发 ， 以 增加 经 济 效益 。@ 芮 陈 收割 后 根部 经 过 4 一 7d 伤 流 期 ， 愈 伤 组 织 形 

成 期 20d 左右 ， 便 开始 新 芽 分 化 ， 形 成 多 枝 的 株 从 。 伤 流 期 至 新 芽 分 化 不 宜 浇 水 ， 以 防 

烂 根 。 

【 采 收 加 工 】 

1. UK 
传统 的 采 收 季节 为 春季 幼苗 高 6 一 10cm 时 或 秋季 花 莉 长 成 时 ， 除 去 杂质 及 老 葵 ， 

晒 于 。 但 植物 类 中 药 具 有 一 定 的 生长 成 熟 期 ， 错过 采集 季节 就 会 影响 药 效 ， 因 此 掌握 好 

采 收 季节 、 时 间 和 方法 ， 和 药材 质量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而 且 药 材 所 含 成 分 也 因 季 节 不 同 

MAT KS. Riad: “SBR, TEER; 三 月 茵 陈 四 月 芒 ， 五 月 砍 来 当 柴 烧 。 这 

充分 说 明了 按 季 采 药 的 重要 性 。 但 本 着 最 大 限度 地 取得 有 效 成 分 , 应 宜 秋 季 采 集 花 实 枝 

梢 , 若 本 着 最 大 限度 地 利用 生 药 ， 就 应 延长 英 陈 的 采 收 季节 ， 从 春 到 秋 采 收 。 这 样 ， 能 

避免 生 药 的 低 效 使 用 ， 以 免 造成 浪费 。 若 用 茵 陈 治疗 黄 冶 症 时 ， 应 以 绵 英 陈 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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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 加 工 

一 般 收割 后 除去 杂质 及 老 蔡 ， 置 于 通风 干燥 处 阴干 或 晒 干 ， 在 未 完全 干 透 之 前 ， 将 

其 扎 成 小 捆 ， 再 上 晾晒 至 全 干 。 

【化 学 成 分 】 芮 陈 药材 基 原 茵 陈 贰 幼苗 期 主要 含 绿 原 酸 〈 其 他 生长 期 叶 中 也 含 绿 原 

酸 )。 据 日 本 学 者 报道 ， 茵 陈 蒿 花 穗 中 含 6,7-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等 香 豆 素 类 ， 贡 陈 色 原 酮 等 

色 原 酮 类 ， 芮 陈 香 豆 酸 甲 等 香 豆 酸 类 ， 多 种 黄酮 类 以 及 下 类 、 烽 类 化 合 物 和 其 他 挥发 油 ， 

WHPEBA otek. RARER Ccapillind, Pa RMAER 〈capillene)、 英 陈 醇 (capillanol) , 

AREA Ccapillarisin) 等 ， 结 构 式 见 图 16. ASA PASM IK. 

RRO RA BRR 

O O 

Z ZA 

O 

2s 
BRO BRA BE 

HO 

26" TTL 
Meo 加 MeO OH 

OHO 

6, 7-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BREARM 

图 16 芮 陈 部 分 化 学 成 分 的 结构 式 

不 同 采集 期 的 药材 ， 所 含 的 有 效 成 分 含量 不 一 致 ， 将 直接 影响 临床 疗效 。 

宋 伟 静 等 〈1996) 对 黑龙 江 产 英 陈 车 中 DME 的 积累 规律 进行 研究 ， 结 果 表 明 ，7 

月 英 陈 植物 中 DME 开始 积累 ( 约 0.0103%); 8 月 中 旬 ， 即 植物 的 花期 ，DME 达到 含 

量 的 峰值 (4 0.355%); 8 月 以 后 ，DME 呈 下 降 趋势 ， 12 月 ， 即 植物 的 枯 枝 期 ， 样 品 

中 只 检 出 痕 量 的 DME。 张 黎 华 等 〈(1993) 对 菌 陈 幼苗 期 、 立 秋 期 、 花 前 期 3 种 不 同 采 

集 期 药材 的 利 胆 作 用 进行 比较 ， 从 大 鼠 胆 汁 分 泌 增加 百分率 看 ， 花 前 期 的 作用 似 比 幼苗 

期 及 立秋 期 的 强 ， 但 其 利 胆 强度 无 统计 学 差异 ，3 种 不 同 采 集 期 茵 陈 的 利 胆 作 用 均 较 

强 。 鉴 于 以 上 两 种 不 同 角 度 的 比较 结果 ， 笔 者 认为 有 必要 对 不 同 产地 和 不 同 采 集 期 的 茵 

陈 样本 从 药理 学 、 药 效 学 和 药 动 学 等 方面 进行 更 深入 的 研究 ， 确 定 是 否 使 用 英 陈 的 花 前 

期 植株 ， 废 除 使 用 茵 陈 幼苗 ， 以 达到 充分 利用 药材 的 目的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理化 鉴别 

取 粗 粉 lg， 加 20ml 乙醇 ， 水 浴 回 流 30min，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置 365nm 紫外 灯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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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显 紫红 色 荧 光 ; 在 白光 下 观察 乙醇 提取 液 呈 淡 黄 绿色 。 

2. BEB 

取 药 材 0. 3g， 分 别 加 水 1oml, Aw lh, AA, WUE, VERTPKBLAF. RAM 

乙醇 2ml 溶解 ， 过 滤 ， 滤 液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对 照 药 材 同 法 制 得 对 照 品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6 凡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葵 - 乙 

BCR (9:1) ARH. FEA. Bat, BR, BFROMT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材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一 个 清晰 的 暗 蓝 色 荧光 斑点 。 

取 粉 碎 的 样品 0.5g， 加 甲醇 10ml， 水 浴 回 流 20min， 过 滤 ， 滤 液 作为 样品 溶液 。 

另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 加 甲醇 配 成 0. mg/ml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吸 取 上 述 2 HH 

液 各 6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丁 酯 - 

甲酸 -水 (7 : 2.5 : 2.5) KLERRMARAA BA, Ra, BF. BREN 

(365nm) 下 检视 。 样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荧光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7-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流 动 相 : 甲醇 -水 - 冰 
乙酸 (52 : 48 : 4); 检测 波长 320nm。 

对 照 品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7-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中 约 含 

50nwg 的 溶液 ， 精 密 吸 取 25ml， 置 100ml 量 瓶 中 ， 用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制 成 12. 5mg/L 

的 溶液 ， 作 为 储备 液 ， 精 密 吸 取 储 备 液 25ml， 置 50ml 量 瓶 中 ， 用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制 
成 6. 25mg/L 的 对 照 品 溶液 。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干 燥 样品 0. 5g， 置 圆 底 烧 瓶 中 ， 加 95%% 乙 醇 25ml， 回 流 提 

取 2h， 冷 却 ， 乙 醇 提 取 液 过 滤 并 移 至 50ml BHP, MA 9% 乙醇 稀 释 至 刻度 ， 混 匀 ， 

放置 ， 取 上 清 液 经 微 孔 滤 膜 (0.45um) 过 滤 ， 弃 去 初 滤 液 ， 收 集 续 滤 液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测定 方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 供 试 品 溶液 各 20x1， 注 和 人 高 效 液 相 色谱 仪 ， 

记录 色谱 图 ， 以 峰 面 积 按 外 标 法 计算 。 

2. RRR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流 动 相 : ZAia-0.4% 

磷酸 溶液 (10: 90)， 检 测 波 长 : 327nm， 进 样 量 : 10w1。 理 论 板 数 按 绿 原 酸 峰 计算 不 

低 于 10 000， 绿 原 酸 与 相 邻 峰 分 离 度 均 大 于 1. 5。 

对 照 品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绿 原 酸 对 照 品 4. 75 mg， 置 50ml 棕色 量 瓶 中 ， 加 体积 分 

数 502%% FABRA RB ZUNE, HE, AO. 45pm 微 孔 滤 膜 过 滤 〈 含 绿 原 酸 95mg/L).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粉 碎 样品 0. 2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体 

积分 数 50%% 甲 醇 ， 称 重 ， 超 声 处 理 30min， 冷 却 ， 称 重 ， 用 体积 分 数 50%% 甲 醇 补 足 减 

失 的 质量 ， 摇 匀 ， 经 0. 45pm 微 孔 滤 膜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作 供 试 品 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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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方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和 高效 液 相 色谱 仪 ， 

记录 色谱 图 ， 以 峰 面 积 按 外 标 法 计算 〈 曾 美 怡 等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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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芥 
Jingjie 

HERBA SCHIZONEPETAE 

【概述 】 本 品 为 玉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本 草 纲目 》: “和 人 足 厥 阴 经 气 分 ， 其 功 长 于 

祛 风 那 ， 散 瘀 血 ， 破 结 气 ， 消 疮 毒 。 盖 厥 阴 乃 风 木 也 ， 主 血 而 相 火 寄 之 。 故 风 病 、 血 

病 、 疮 病 为 要 药 .” 此 药材 为 唇 形 科 裂 叶 划 芥 属 植物 荆 芥 Schizonepeta tenui folia 

(Benth. ) Briq， 干 燥 地 上 部 分 。 其 全 草 、 醒 和 花 穗 可 人 药 。 莉 芥 味 辛 、 性 温 ， 具 发 表 

祛 风 ， 透 疹 ， 炒 痰 止血 作用 。 用 于 治疗 感冒 发 热 、 头 痛 、 咽 痛 、 皮 肤 瘙 痒 、 吐 血 、 裔 

漏 、 麻 疹 不 透 等 ， 是 常用 药材 。 荆 芥 与 研 芥 穗 ， 二 药 皆 能 发 汗 ， 但 草 芥 穗 发 汗 力 大 于 者 

芥 。 全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主 产 于 江苏 、 浙 江 、 江 西 、 河 北 、 湖 北 和 湖南 等 省 ， 朝 

mer. KREUK EPR. BI. ARS. WEAR. 

SHA UA 2H. BRHF A Bot HAF es a DS Ot HAGE Schizonepeta 

multi fida (L.) Briq HH EF EBT, MAKAHAF. ARAL KSEAAF AR. 

BF ARAL. PAG. Ho. AB. TSH. KER EC FRE, Wil, ARE. 

西 各 地 还 就 地 取材 ， 以 同 科 工 芝 属 Mosla RSE) Elsholtzia 多 种 植物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土 荆 芥 ” 为 名 代 研 芥 和 人 药 。 此 外 ， 尚 可 见 两 种 混 品 : 一 种 为 黎 科 植 物 土 研 芥 Chenopo- 
dium ambrosioides L., {K FIUKARE RE, RnR +A. AH, 有 健 胃 除 

湿 之 效 ， 对 驱除 丝 虫 、 虫 有 特效 ， 也 可 作 农 药 ; APART BIS Ne peta ca- 

taria 工 . ， 伏 牛山 区 也 有 分 布 ， 生 长 于 海拔 600 一 1800m 的 山坡 、 山 谷 草丛 及 林 下 

〈 周 丽 娜 ，2004;， 了 丁 宝 章 等 ，1997) 。 

(ama) Hs 

【别名 】 Gs. Ar. BOK, TA. RR. A, SH. Bee, ORES 

【 基 原 】 为 唇 形 科 裂 叶 荆 芥 属 植物 荆 芥 的 共 时 和 花 穗 。 

【 原 植 物 】 者 芥 根系 较 浅 ， 不 发 达 。 葵 方形 直立 ， 高 60 一 90cm。 基 部 稍 带 紫 色 ， 

上 部 多 分 枝 ， 被 灰白 色 玻 短 柔 毛 ， 下 部 的 节 及 小 枝 基部 通常 微 红 色 。 叶 对 生 ， 基 部 叶 有 

柄 或 无 柄 ， 羽 状 深 裂 ， 裂 片 5 个 ;中 部 及 上 部 叶片 无 柄 ，3 一 5 PRAM, 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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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形 或 披 针 形 ， 长 1.5 一 2cem， 宽 2 一 4mm， 全 缘 ， 两 面 均 被 柔 毛 ， 下 面具 上 四 陷 腺 点 ， 

叶脉 不 明显 。 花 序 为 多 数 轮 锌 花序 组 成 的 顶 生 穗 状 花 序 ， 长 2 一 13cm， 通 常 主 葵 于 的 较 

大 而 多 花 ， 生 于 侧枝 上 的 较 小 而 疏 花 ， 但 均 为 间断 的 。 苞 片 叶 状 ， 下 部 的 较 大 ， 与 叶 同 

形 ; 上 部 的 渐变 小 ， 乃 至 与 花 等 长 ;小 苞 片 线形 ， 极 小 。 花 小 ， 花 葛 管 状 钟 形 ， 长 约 

3mm， 直 径 1.2mm, KRKAMARE, A 15 脉 ， 先 端 5 齿 裂 ， 三 角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渐 

R, KH 0.7mm, JAMA MAK; eRe, KY 4.5mm, MRHRARE, A 

MAE, Mm LP IK. EIB, bso 2 wR. FBRK, 3A, PRA 

大 ; 4678, LPS, MES, RAMA; MB 4, 2 oR; Hee 

巷子 房 4 裂 ， 花 柱 基 生 ， 柱 头 2 裂 。 小 坚果 4 个 ， 卵 形 或 椭圆 形 ， 长 约 1mm, 直径 约 

0.7mm, tef&, Arte. 4EHA7~9 月 ， 果 期 9 一 10 A (THES, 1997). 

【药材 性 状 】 

ly eer 

Ain. EPBAHAK, 长 50~80cm, 直径 0. 2 一 0. 4cm; 表面 淡 黄 绿色 或 

淡 紫 红色 ， 被 短 柔 毛 ; 体 轻 ， 质 脆 ， 断 面 类 白色 。 叶 对 生 ， 多 已 脱落 ， 叶 片 3 一 5 羽 状 

分 裂 ， 裂 片 细 长 。 穗 状 轮 伞 花序 顶 生 , 长 2 一 gcm， 直 径 约 0. 7cm 。 花 冠 多 脱落 ， 宿 昔 

钟 状 ， 先 端 5 齿 裂 ， 淡 棕色 或 黄 绿色 ， 被 短 柔 毛 ; RRR. AE, KE 

IF TR 

2. FIFRA 

本 品 穗 状 轮 伞 花序 呈 圆 柱 形 ， 长 3 一 15cm， 直 径 约 7mm, EAM. TER 

色 ， 钟 形 ， 质 脆 易 碎 ， 内 有 棕 黑 色 小 坚果 。 气 芳香 ， 味 微 汐 而 辛 凑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了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荆 芥 为 一 年 生 药 用 植物 ， 种 子 在 19 一 25C 时 ，6 或 7d 就 会 发 芽 ;， 当 土 温 降 到 16 一 

18C 时 ， 则 需 10 一 15d 才 能 出 苗 。 苗 期 对 土壤 温度 要 求 较 高 ， 南 方 地 区 秋 播 ， 生育 期 
200d 以 上 ， 划 芥 质量 较 好 ， 幼 苗 一 般 能 自然 越冬 但 生长 缓慢 ;北方 冬季 气温 过 低 不 宜 

秋季 播种 ， 幼 苗 能 耐 0C 左 右 的 低温 ， 一 2 人 以 下 则 会 出 现 冻害 。 种 子 发 芽 适 温 为 15 一 

20YC 。 种 子 寿命 为 1 年 ， 陈 年 种 子 不 能 发 芽 。 草 和 芥 一 生 分 为 苗 期 、 现 荤 期 、 盛 花期 和 收 

获 期 。 生 长 期 因 播 种 期 不 同 而 长 短 不 一 ， 春 播 的 约 150d， 夏 播 的 仅 120d， 秋 播 的 约 
200d。 秋 播 的 当年 幼苗 生长 缓慢 ， 一 般 株 高 不 超过 33cm， 翌 年 春季 生长 发 育 较 快 ， 

5 月 下 名 至 6 月 上 旬 收 获 。 春 播 荆 芥 一 般 花 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7 一 9 月 或 8 一 10 A. B 

播 ， 当 年 10 月 收获 。 

一 、 生 长 条 件 

研 芥 对 气候 、 土 壤 等 环境 条 件 要 求 不 严 ， 适 应 性 强 ， 我 国 南 北 各 地 均 可 种 植 。 一 般 

分 布 在 海拔 1000m 以 下 阳光 充足 的 山地 或 平原 ， 在 高 寒 地 区 栽培 生长 不 良 。 训 阳 光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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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气 候 温和 湿润 的 条 件 。 鼠 干旱 和 积 水 ， 忌 连作 ， 前 作 以 玉米 、 小 麦 等 禾 本 科 作 物 为 
好 。 剂 芥 种 子 细小 ， 播 后 最 怕 土 壤 干旱 和 大 雨 ， 常 造成 严重 缺 株 。 

草 芥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 以 潮湿 的 气候 环境 为 宜 ， 但 在 不 同 生长 发 育 时 期 要 求 有 差异 。 

种 子 出 苗 期 要 求 土壤 湿润 ， 切 尽 干旱 和 积 水 ; 幼苗 期 喜 稍 湿润 环境 ， 又 怕 雨 水 过 多 和 积 

水 ; 成 苗 喜 较 干 燥 的 环境 ， 雨 水 多 则 生长 不 良 。 雨 水 过 多 对 挥发 油 质量 与 产量 均 有 较 大 
的 影响 。 

三 、 土 壤 种 类 

以 排水 良好 、 玻 松 肥沃 的 沙 质 壤 土 为 佳 ， 黏 重 的 土壤 和 易 干 燥 的 粗 沙土 、 冷 沙土 

等 ， 均 生长 不 良 。 

【种 植 方法 】 

—\ 繁殖 技术 

秋季 收获 前 ， 选 株 形 大 、 枝 繁 叶 茂 、 穗 多 而 密 、 香 气 浓 的 植株 作 种 用 。 收 种 时 间 须 

较 产 品 收获 晚 15 一 20d。10 月 ， 荆 芥 呈 红 色 ， 当 种 子 充分 成 熟 、 籽 粒 饱 满 、 呈 深 褐色 或 
棕 褐 色 时 ， 把 果穗 前 下 ， 放 在 场地 里 晒 ， 晒 干 后 将 荆 芥 抖动 或 搓 揉 ， 使 大 量 种 子 脱落 。 

收 起 种 ， 除 去 杂质 ， 或 者 把 果穗 扎 成 小 把 ， 了 晒 干 脱粒 。 种 子 装 在 布袋 里 ， 悬 挂 于 通风 干 
燥 处 储 放 。 

用 种 子 繁殖 ， 种 子 在 土 温 19 一 25C， 湿 度 适 宜 ，1 周 左右 即 可 出 苗 。 一 般 多 行 直 
播 ， 也 有 育苗 定植 。 北 方 春播 ， 南 方 春播 、 秋 播 均 可 。 秋 播 产量 高 ， 一 般 秋 播 多 在 10 

月 下 旬 。 由 于 采 收 入 药 部 位 不 同 ， 播 种 时 间 也 不 相同 ， 采 收 葵 叶 在 4 月 上 旬 播 种 ， 采 收 
草 芥 穗 为 主 的 常 于 6 月 中 、 下 旬 播 种 。 

1.. 直播 

春 、 秋 两 季 均 可 进行 。 春 播 在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 秋 播 于 9 一 10 月 ， 以 春播 为 

好 。 尚 有 在 5 一 6 月 ， 待 小 麦 作 物 收 后 ， 实 行 夏 播 的 。 播 种 方法 ， 如 点 播 、 条 播 、 撤 播 
均 可 ， 以 条 播 为 好 ， 通 风 透 光 ， 不 易 得 病害 ， 较 好 管理 。 因 种 子 细小 ， 播 前 拌 成 种 子 

灰 ， 才 能 播种 。 点 播 : 行距 17 一 20cm， 穴 深 5cm AA, KABA BAR, BAN 

1000kg。 种 子 灰 撒 穴 内 ， 每 亩 用 种 量 250 一 300g。 播 后 不 覆土 也 不 镇 压 。 条 播 : 条 播 先 
用 温水 浸种 4 一 8h， 再 与 土 沙 拌 匀 ， 在 整 好 的 畦 内 ， 按 行距 20 一 25cm、 开 0. 5cm 深 的 

沟 ， 将 种 子 均匀 撒 于 沟 内 ， 帮 盖 平 ， 种 子 以 土 埋 住 为 好 ， 切 记 不 可 过 厚 ， 和 否则 影响 出 

Hi» Fite7k, BRA 500g 左右 。 最 好 选 小 十 后 ， 土 壤 松 软 时 播种 。 若 遇 干 旱 天 

气 ， 播 前 应 浇 水 或 浇 稀 薄 人 、 畜 姜 水 湿润 后 再 播 ， 有 利于 出 苗 。 撒 播 : 要 求 播 浅 、 播 
匀 。 可 先 在 畦 内 用 铀 顺 行 推 一 平面 。 然 后 将 拌 细 沙 的 种 子 撒 于 平面 ， 隔 一 铀 再 推 一 平面 
再 撒 种 子 ， 再 用 铀 将 种 子 推 人 地 内 ， 浇 水 。 每 雷 用 种 量 750~1000g, 7~10d 出 苗 。 

无 论 采 用 哪 种 方法 均 要 注意 浅 播 及 播种 后 经 常 保 持 土 面 湿润 ， 就 能 很 快 出 苗 。 
2. Ae A 

育苗 只 宜春 播 ， 一 般 平 原 地 区 于 3 月 上 、 中 旬 播 种 。 采 用 撒播 ， 每 亩 用 种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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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g 拌 成 种 子 灰 ， 先 在 畦 面 施 人 人 粪 尿 ， 再 撒播 。 播 后 用 木板 镇 压 ， 然 后 盖 草 ， 发 芽 
时 揭 去 。 苗 高 7cm 左右 时 匀 苗 ， 拔 去 过 密 苗 ， 使 株距 保持 5cm 左右 。5 一 6 月 苗 高 约 
17cm 时 ， 选 雨 后 或 晴天 下 午 拔 苗 移 栽 。 如 晴天 移 栽 ， 取 苗 前 一 天 应 浇 水 使 苗床 湿 透 ， 

以 免 将 苗 拔 断 。 雨 天 或 雨 后 土 壤 过 湿 ， 不 宜 移 栽 。 栽 时 在 畦 上 开 穴 ， 行 株距 均 为 17 一 

20cm。 如 填 壤 干燥 ， 穴 内 应 先 施 清淡 人 姜 尿 ， 每 穴 栽 苗 3 或 4 株 ， 并 栽 一 起 ， 盖 土 把 

根部 压 紧 。 在 苗床 上 拔 苗 时 ， 可 按 行距 约 20cm、 株 距 7 一 10cm 留 苗 ， 以 后 与 移 栽 的 同 
样 管理 。 

=. eH 

宜 选 较 肥沃 湿润 、 排 水 良好 的 沙壤土 种 植 ， 地 势 以 阳光 充足 的 平坦 地 为 好 ; BE 
地 ， 深 耕 25cm， 整 平 ， 解 冻 后 再 耕 一 次 ， 友 平 做 畦 。 畦 宽 120cm， 长 短 根据 地 形 和 种 
子 而 定 。 荆 芥 种 子 很 小 ， 所 以 地 一 定 要 精细 整 平 ， 有 利于 出 苗 。 

育苗 地 宜 选 择 山坡 向 阳 地 或 土 层 深厚 肥沃 的 平原 地 种 植 ， 要 求 土质 下 松 肥沃 。 因 者 
芥 种 子 较 小 ， 无 论 大 田 或 育苗 地 都 应 将 土地 整 细 友 平 。 在 播种 前 宜 深 耕 细 码 ， 并 每 亩 施 
腐熟 堆肥 1000~2000kg EEA, +A, FR MOAMAB ASAE. WA 
于 改善 土质 ， 田 块 整 成 1. 3m 宽 的 平 畦 或 高 畦 ， 四 周 开 好 排水 沟 。 

EN 施肥 

前 茬 作 物 收 获 后 ， 每 亩 施 农家 肥 3000kg, BEAR 15kg， 尿 素 10kg， 巴 丹 2kg 以 减少 

地 下 害虫 。 

四 、 种 植 

研 芥 撒播 和 条 播 ， 以 条 播 为 好 ， 通 风 透 光 ， 不 易 得 病害 。 第 一 次 播种 3 月 ， 长 到 
150 一 200cm 时 收获 ,产量 高 ， 质 量 好 。 第 二 次 播种 6 月 ， 等 油菜 、 麦 子 收 后 即 可 播种 ， 

秋季 能 长 120cm 左右 ， 产 量 、 质 量 比 春播 差 。 比 较 干 旱 的 地 区 采用 早 播 或 播 前 深 灌 再 

播 。 播 法 : 按 行距 20cm 开 0. Sem 深 的 浅 沟 ， 种 子 均匀 撒 和 人 沟 内 ， 履 一 层 薄 细 土 ， 一 周 
左右 即 发 芽 ， 每 亩 播种 量 500 一 1000g。 撒 播 要求 播 浅 、 播 勺 ， 播 后 用 扫 希 轻 轻 地 扫 一 

下 地 面 ， 使 种 和 土 能 沾 到 一 起 ， 每 亩 播种 量 1000 一 1500g。 

五 、 田 间 管 理 

1. HB. the 

直播 的 ， 应 及 时 间苗 ， 以 免 幼 苗 生 长 过 密 ， 发 育 纤细 和 柔弱。 于 苗 高 6 一 7cm 和 10~ 

13cm 时 ， 各 间 一 次 。 第 二 次 定苗 ， 点 播 的， 每 窝 留 苗 4 或 5 株 ; 条 播 的 每 隔 7 一 10cm 

交错 留 苗 ; 撒播 的 ， 保 持 株距 10 一 13cm。 如 有 缺 苗 ， 以 间 出 的 苗 补 齐 。 移 栽 的 不 必 间 

苗 ， 只 需 将 缺 苗 补 齐 。 

2. PRE 
点 播 和 条 播 的， 在 两 次 间苗 时 结合 进行 中 耕 除 草 。 第 一 次 在 苗 高 5 一 7cm 时 进行 ， 

只 耕 浅 铀 表土 ， 避 免 压 倒 幼苗 ; 第 二 次 于 苗 高 10 一 15cm 时 进行 ， 可 以 稍 深 。 以 后 视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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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是 否 板结 和 杂 草 多 少 。 再 中 耕 除 草 1 或 2 次 ， 并 稍 培土 于 基部 ， 保 肥 固 苗 。 撒 播 的 只 
需 除 草 ， 不 能 中 耕 。 育 苗 移 栽 的 ， 可 中 耕 除草 1 或 2 次 。 移 栽 大 田 后 ， 中 耕 除 草 2 次 ， 

分 别 于 幼苗 成 活 后 及 苗 高 30cm 左右 时 进行 。 封 行 后 不 再 中 耕 除 草 。 

3. 追肥 

研 芥 需要 氮肥 较 多 ， 为 了 使 秆 壮 穗 多 ， 应 适当 施用 磷 钾 肥 。 一 般 追 肥 3 次 ， 第 一 次 

在 苗 高 7 一 10cm AY, fe BTA BAER 1000 一 1500kg; 第 二 次 在 苗 高 20cm 时 ， 每 亩 施 

ABBR 1500 一 2000kg; 第 三 次 在 苗 高 33cm 左右 时 ， 每 亩 用 腐熟 莱 饼 50kg A + 

300 一 400kg 混 色 后 撒 施 株 间 。 

4. 排灌 
草 芥 幼苗 期 喜 湿 润 ， 畦 面 应 经 常 保 持 湿 润 ， 但 不 可 放大 水 普 灌 。 定 苗 后 结合 追肥 浇 

水 。 雨 季 应 及 时 排涝 ， 以 防 地 内 积 水 烂 根 。 抽 穗 开花 时 一 般 雨 量 即 可 满足 对 水 分 的 需 

求 ， 不 太 干 旱 不 需 浇 水 。 

六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AP MEERA AHA. WHA. RAS. 

1. 白粉 病 
(1) 症状 。 主 要 危害 叶片 、 叶 柄 。 发 病 初期 叶片 正 反面 产生 白色 圆 形 粉 状 斑点 ， 以 

后 逐渐 扩展 为 边缘 不 明显 的 连 片 白 斑 ， 上 面 布 满 粉 状 霉 ， 是 病菌 的 菌 丝 体 。 病 害 一 般 由 

下 部 叶片 向 上 部 发 展 。 病 菌 在 病 株 残 体 和 土 中 越冬 。 越 冬 后 的 子 吉 充 放出 子宫 孢子 ， 或 

AME ES, APRA RSE, BME. 
(2) 防治 方法 。 收 获 后 清除 田间 枯 枝 落叶 和 残 叶 ; 用 硫 制剂 防 病 ; 用 75% A 

500~800 倍 液 喷雾 。 

2. 立 枯 病 

(1) 因 状 。 发 病 初 期 苗 的 荃 部 发 生 褐色 水 渍 状 小 黑 点 ， 小 黑 点 扩大 ， 葵 基部 变 细 。 

发 病 严 重 时 ， 病 斑 扩 大 呈 棕 褐色 ， 蔡 基部 收缩 、 腐 烂 ， 在 病 部 及 株 旁 表土 可 见 白色 蛛 丝 

状 菌 丝 。 最 后 ， 苗 倒伏 枯死 。4 一 6 月 发 病 ， 低 温 多 雨 、 土 壤 潮 湿 易 发 病 。 
(2) 防治 方法 。 选 用 良种 ， 加 强 田间 管理 ， 做 好 排水 工作 ; 发 病 初 期 用 50%% 甲 基 

托 布津 1500 倍 液 防治 ;， 遇 到 低温 多 雨 ， 喷 施 波尔多 液 1 : 1 : 100 倍 液 ，10d 一 次 ， 连 

me 2 或 3 次 。 

3. ESA 
(1) #2. AGAR. Ub EP EAU EE, BET AK, MAR 

Ke, SBME, BAA, KAR PTA. MUN ABA LK EBERYD. 
(2) BeAK. KR, SPA, FRAME AKA. Ib RE; 发 

病 期 喷 1 : 1 : 1 : 10 倍 波尔多 液 ， 每 隔 10 一 14d WE 1 次 ， 或 用 65 ARBRE AT RE HA 

500 倍 液 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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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ae 

JAFFE AY He SE EB EE. FRE SA RSE 

1. SEAR 
(1) eFBK. HERB, Be GRA), PRAT BRA IG, RRR Pat 

脉 和 叶柄 。6 一 7 月 危害 。 | 

(2) BEAK. VORA. RARE, TAREE A ey at hor; 2 或 3 龄 

幼虫 感 发 期 ， 施 用 青虫 菌 SO~ 100 FK. MAW Fe 80 亿 一 100 亿 的 苏 云 金 杆菌 。 

2. 4 bk we : 
(1) 危害 症状 。 成 虫 和 若虫 咬 断 研 芥 根 ，3 一 4 月 开始 危害 多 种 农作物 和 药材 。 

3~5 A Bo 

(2) BéAK., WEA AVHEAE. ARSE COTA, ETON; FEB HHAT. tk 

施 毒 饵 进行 毒 杀 ， 效 果 较 好 。 

3. FRI TK 
(1) 危害 症状 。 幼 虫 取 食 研 芥 叶 ， 叶 成 空洞 或 缺 刻 状 ， 严 重 时 将 叶片 吃 光 。 幼 虫 有 

假死 性 ， 白 天 潜伏 在 叶 背 ， 晚 上 、 阴 天 时 多 在 叶 背 取 食 ， 老 熟 幼虫 在 叶 背 结 草 化 晴 。 

7~-8 崩 危害 。 

(2) 防治 方法 。 利 用 幼虫 的 假死 性 捕捉 幼虫 ， 利 用 成 虫 的 趋 光 性 和 趋 化 性 ， 采 用 黑 

SEAT PURE RF MB; FA 90%% 晶 体 敌 百 虫 1000 倍 液 喷雾 或 烟草 葵 粉 500 倍 液 喷雾 。 

(KKM 
1. Ku 

春播 的 于 当年 8 一 9 月 收割 ; 秋 播 的 于 第 2 年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旬 收 获 。 一 般 采 收 

期 为 果穗 2/3 成 熟 ， 种 子 1]/3 饱满 ， 和 理气 浓 。 在 生产 上 要 比 正 常 采 收 时 间 提 前 5 一 7d， 

此 时 花 盛开 或 开 过 花 ， 穗 绿色 ， 将 要 结 籽 ， 此 时 采 收 的 药材 质量 较 好 。 选 择 晴天 早晨 露 

水 刚 过 时 ， 用 灸 刀 割 下 ， 边 割 边 运 ， 不 能 在 烈日 下 晒 ， 在 阴凉 处 阴 于 ， 于 后 捆 成 把 为 全 

草 芥 ， 割 下 的 穗 为 研 芥 穗 ， 余 下 的 秆 为 斌 芥 梗 ， 作 种 用 的 荆 芥 种 子 收 后 ， 秆 也 可 药 用 ， 

但 质量 差 一 些 。 春 播 每 公顷 产 6000~7500kg， 夏 播 每 公 硕 产 4500kg。 

2. 初 加 工 

收割 后 直接 晒 和 于 。 荆 芥 不 应 在 阳光 下 上 曝晒， 以 免 影响 挥发 油 含量 。 置 阳光 下 稍稍 晒 

于 ， 放 在 阴凉 避风 处 继续 阴干 ， 大 遇 阴雨 天 气 时 用 文火 烤 干 ， 温 度 控制 在 40C 以 下 。 

春播 研 芥 一 般 每 亩 可 产 干货 400 一 500kg， 夏 播 荆 芥 一 般 每 亩 产 300kg。 质 量 以 身 干 、 

RRR. RRMA. SORA. CRE RR ALE. FRIST. JT, BHA 

50kg AA. 

3. 分 级 标准 
imma, Ale. PIT. FT. SUR. WR. BK. AA 

K, WMA AE. 

CSR) BSH. WP EB d-W tee (d-menthone), J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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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 Se), Ae Te Ye tay Ble) Ke“ >-Be d-4 2 〈d-limnonene)、 尚 含 大 菠 烯 油 “ 六 pinene)、2- 甲 基 -6- 

FW 3£-2-H# Co o-1-Bel. A EG (myrcene), Ff i 〈limonene)、 乙 基 戊 基 醚 (1- 

ethoxypentane), 3-FA AEH s% fe] (3-methylcyclopentanone), 、3- 甲 基 环 己 酮 (3-methyl- 

cy-clohexanone) 、 葵 甲醛 (benzaldehyde), 1-36 4-3-2. 3-34] (3-octanone), 3-36 

(3-octanol), #42 7EH (cymene), 、 新 薄荷 醇 (neomenthol), 3% fay BE (menthol), 、 关 

7 fay Bie] (piperitone), 3k 3h fay i Al ( piperitenone), 4 Hi i (Chumelene), J # tp 

(caryophyllene); 地 上 部 分 挥发 油 中 还 含有 Bei (B-pinene), 、3,5- 二 甲 基 -2- 环 己 炳 - 
1- 酮 (3, 5-dimethyl-2-cyclohexen-l-one),. Z. ti dE — FA AE (ethenyl dimethyl benzene)、 

Fe} (cineole). A Hl (carvone), — Ae A A] (Cdihydrocarvone), 5 Hf Gt i Ad 

(verbenone), 42 P15 & A 3-#§ HE-4 (8) -Hi-P-3E far GE-3 (9) -A BE (3-hydroxy-4 

(8) -ene-P-menthane-3 (9) -lactone), 1, 2- 二 羟基 -8 (9) --P-¥ fap GE (1, 2-di- 

hydroxy-8 (9) -ene-P-menthane), #]3f—# (schizonodiol) , 6, 8-— #§ 5£-4-3& fay Hi-3- 

Al, FGF 44 E (schizonepetoside E), 8,9-—¥63£-Xt-ye fay-3-Al-9-O-2- Fa 2 OI OT FA 

5+ # B (schizonepetoside B),. MAF LARCHER POR SESS 个 化 合 物 ， 分 别 

是 二 十 烷 酸 、8- 谷 省 醇 〈p8 -sitosterol) FF PKR MRM Coleanicacid), #E 5 AR Cursolic 

acid), #A# hb 4 〈daucosterol) 。 

FP BS EAA, TH PEA 二 薄荷 酮 (d-menthene), 、 消 旋 薄 荷 酮 、 左 旋 薄 

for el, HAVE He] (pulegone) 及 少量 d-42%; (d-limonene). y-je ey 〈y-pinene) 。 

JAF PS HRA AY: FAG AF (schizoneptoside) A, B. C. E, FFF RE 〈schi- 

zonol), #FF—#F (schizoneodiol), FERAM GK, 2006); 黄酮 类 成 分 : 香 叶 木 素 

Cdiosmetin), #6 A¢ 4 BUR B-7-O- BB CChesperidin, hesperetin-7-O-rutinoside) 

ARH (luteolin). #¢3¢-7-O-#j HAF Capigenin-7-O-8-D-glucoside) . AC PER R- 

7-O-¥aj ed 8202 Cluteolin-7-O-D-gluco-side) , 5, 7-— #8 34-6, 4'-— FA AE Be id, 5, 7-— 

羟基 5 ,3 ，4 -三 甲 氧 基 黄 酮 ， 酚 酸 类 成 分 : 咖啡 酸 (caffeic acid) 、 迷 和 迭 香 酸 (rosema- 

rinic), PRiE AAR AA AAR (rosmarinic acid monomethyl ester) 、 草 芥 素 (schizotenuin) 

A, 1$R3£-2- (3,4- TRIER) 乙 基 - (E) -3- 3- 羟基 -4- [ (ED -l-carboxy-2- (3,4di- 

hydroxyphenl) ethenoxy] propenoate], (E) -3- [3 [1-##8%£-2- (3,4-~#BAHE) AH 

SEGRE | -7- 羟 基 -2- (3, 4- FRA AE) 葵 并 呐 喃 -5- 基 ] 丙烯 酸 { CE) -3- [3- [1 
carboxy-2- (3,4-dihydroxyphenyl) ethoxycarbonyl] -7-hydroxy-2- (3,4-dihydroxyphe- 

nyl) benzofuran-5-yl] propenoic acid}, 1-#@3£-2- (3,4- 二 羟 葵 基 ) 乙 基 - (E) -3- [3- 

局 - 甲 氧 基 痰 基 -2- (3,4- FRE) CARER -7- 羟 基 -2- (3,4- 二 羟 葵 基 ) CHEE] - 

3- [3- [1- 甲 氧 基 普 基 -2- 〈3,4- 二 羟 葵 基 ) 乙 氧 基 痰 基 ] -7- 羟 基 二 羟 葵 基 ] EFF M-5- 
FE | Wii BR (1-carboxy-2- (3,4-dihydroxyphenyl) ethyl- (E) -3- [3- [1-methoxy- 

carbonyl-2- (3, 4-drihydroxyphenyl) ethoxycarbonyl | -7-hydroxy-2- (3, 4-dihydroxy- 

phenyl) -benzofuran-5-yl] propeno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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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Sail 

1. ARKAE 
(1) SPER. ASH BIA Bite Ta SS eK A HE J BERK SH. AR ESKER 8 细 

胞 ， 直 径 9 一 112pm; 柄 单 细胞 ， 棕 黄色 。 小 腺 毛 头 部 1 或 2 细胞 ， 柄 单 细 胞 。 非 腺 毛 

1~6 细胞 ， 大 多 具 壁 疣 。 外 果皮 细胞 表面 观 多 角形 ， 壁 黏液 化 ， 胞 腔 含 棕色 物 。 内 果皮 

石 细 胞 淡 棕 色 ， 垂 周 壁 深 波状 弯曲 ， 密 具 纹 孔 。 纤 维 直径 14 一 43pm， 壁 平 直 或 微波 状 。 

(2) 理化 鉴别 。 取 本 品 粗 粉 0.8g， 加 石油 酝 (60~90°C) 20ml， 密 塞 ， 时 时 振 摇 ， 

放置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挥 散 至 lml， 作 为 供 试 品 浴 液 。 另 取 草 芥 对 照 药 材 0. 8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BI]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wl ，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H 薄 层 板 上 ， 以 正己 烷 - 乙 酸 乙 酯 7: 3) 

AeArAl, JEFF, Bah, BRT. MU 5%% 香 草 醛 的 硫酸 乙醇 溶液 ， 在 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2. FIFA 
(1) BEA. AA BR. Te BS ee An AE J) ERR St. PR BES BB 8 细 

Hid, H495~110um; 柄 单 细 胞 ， 棕 黄色 。 小 腺 毛 头 部 1 或 2 细胞 ， 柄 单 细 胞 。 非 腺 毛 

1 一 6 细胞 ， 大 多 具 壁 疣 。 外 果皮 细胞 表面 观 多 角形 ， 壁 黏液 化 ， 胞 腔 含 标 色 物 。 内 果 

皮 石 细胞 淡 棕 色 ， 垂 周 壁 深 波 状 弯曲 ， 密 具 纹 孔 。 纤 维 成 束 ， 壁 平 直 或 微波 状 。 

(2) 理化 鉴别 。 取 本 品 粗 粉 0.8g， 加 石油 酝 (60~90°C) 20ml ， 密 塞 ， 时 时 振 

摇 ， 放 置 过 夜 ， 过 滤 ， 波 液 挥 散 至 lml1，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研 芥 对 照 药材 0. 8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溶液 。 按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B] 试验 ，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8wl ， 对 照 品 及 对 照 药材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H BRE, WARE (60~90°C) -乙酸 乙 酯 (37: 3) 为 展开 剂 ， 

Fer, Bah, BF. MU 1%% 香 草 醛 的 硫酸 乙醇 溶液 ，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晰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 材 和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Le) BFP 
挥发 油 按照 挥发 油 测定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X D] We. AAS 
挥发 油 不 得 少 于 0.60% (ml/g). BAe arte RR a A A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Dj]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80 : 20)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252nm。 理 论 板 数 按 胡 薄荷 酮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胡 薄荷 酮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10pg WARK.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G2 Si) 约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se - 293 « 

形 瓶 中 ， 加 入 甲醇 10ml，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50kHz) 20min, WE, YEA AM 

滤纸 再 加 10ml 甲醇 ， 同 法 再 超声 处 理 一 次 ， 过 滤 ， 加 适量 甲醇 洗涤 2 次 ， 合 并 滤液 和 

洗 液 ， 转 移 至 25ml BP. RAR ZINE. PES.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 由， 注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胡 薄 荷 酮 (Co HO) 不 得 少 于 0. 020%. 

2. Fl FAR 
挥发 油 按照 挥发 油 测定 法 区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XD] 测定 。 本 品 含 挥 

发 油 不 得 少 于 0. 40% (ml/g)。 胡 薄荷 酮 按照 高 效 液 相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Mfr VD) 测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 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80? 20)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252nm。 理 论 板 数 按 胡 薄荷 酮 峰 计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妆 薄 和 荷 酮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0pg 的 溶液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Gt 2 Si) 约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加 入 甲醇 10ml1，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50kHz) 20min, whye, YEA 

滤纸 再 加 10ml 甲醇 ， 同 法 再 超声 处 理 一 次 ， 过 滤 ， 加 适量 甲醇 洗涤 2 次 ， 合 并 滤液 和 

洗 液 ， 转 移 至 25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至 刻度 ， 摇 匀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胡 薄 和 荷 酮 (CuoHieO) 不 得 少 于 0.080% 。 

【附注 】 

BAN FFE 

Schizone peta multifida (L.) Briq. 

【 原 植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可 达 40~50cm。 茎 基部 木质 化 ， 上 部 四 棱 形 ， 被 白色 长 

RE. UXT; 叶柄 长 约 1. 5cm; 叶 羽 状 次 裂 或 分 裂 ， 有 时 浅 裂 至 全 缘 ， 裂 片 卵 形 或 卵 

TRE, SAamAwiw., &2~3.4em, Hi 1.5 一 2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近 截 形 至 心 

形 ， 上 面 次 绿色 ， 微 被 柔 毛 ， 下 面 白 黄色 ， 被 白色 短 便 毛 ， 脉 上 及 边缘 被 睫毛 ， 有 腺 

点 。 多 数 轮 伴 花 序 组 成 顶 生 穗 状 花序 ， 长 6 一 12cmj; SEHK, TREK. OMI. KA 

lem; 小 苞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或 披 针 形 ， 带 紫色 ， 与 伦 等 长 或 稍 长 ， 花 苯 紫 色 ， 长 约 5mm， 

有 15 AK, Ob MAE, FMS 齿 裂 ， 三 角形 ; EERIE. RE. PRR 

fi, KA 8mm, RHE, LBZ, 下 展 3 裂 ， 中 裂片 最 大 ; HEL, CARE. 

化 性 细 长 ， 柱 头 2 裂 。 小 坚果 4 个 ， 扁 长圆 形 ， 腹 部 稍 具 校 ， 长 约 工 6mmn， 宽 约 

0. 6mm， 褐 色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期 9 AD (Tee, 1997). 

【化 学 成 分 】 穗 含 挥发 油 ， 其 中 主要 成 分 为 明 薄 符 酮 和 薄荷 酮 ， 还 含 : 环 已 酮 〈cy- 

clohexanone) 、3- 甲 基 环 己 酮 、1- 辛 烯 -3- 醇 、 异 松 油 炳 〈terpinolene)、 乙 酸 -1- 辛 烯 栈 

(Cocten-1-ol acetate) 、4a，5- 二 有 甲 基 -3- 异 两 基 八 氢 蔡 酮 [octahydro-4a，5-dimethy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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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thylethyl) naphthalenone ], #R¥i7ay He] (piperitone), JT #6 (clovene), 4 ei 

烯 酮 〈verbenone) 、 环 辛 二 烯 酮 〈cyclooctenone)、1- 甲 基 - 八 氨 蔡 -2- 酮 Coctahydro-1- 

methyl-2 (1H) -naphthalenone) 、3o- 四 基 -6- 亚 甲 基 -1- 异 两 基 环 丁 二 环 友 炳 [3u-methy 

lene-l- (1-methylethyl) cyclobuta-1,2,3,4-dicyclopentene ], 3,5-— FA ESE-2,4-— AE 

-6- 甲 基 葵 甲酸 (3,5-dicycolpenten), 3,5-— FH EFE-2, 4-— FA SL-6-FA SEFE AR (3, 5-di- 

formyl-2, 4-dihydroxy-6-methylbenzoic acid), 4,5-—Z,3£-3,5-[] i (4,5-diethyl-3,5- 

octadiene) , 2-FHAE-3-Z7,5£-1,3-B%— 〈2-methyl-3-ethyl-1,2-heptadiene)。 又 含 二 十 四 

酸 (te-tracosanoic acid), IL) yy (behenic acid) 、 焉 珀 酸 (succinic acid) 、 去 氧 齐 墩 果 

酸 (deoxyoleanolic acid) LAR PR. FA, Be. 5. FR. GR. ft. Fl. GR. FR. BRL OR, 

SAS ie CR. Hh hoe A, AAA far A Cpulegone),. B-7K Fri (B-phelland- 
rene), AHEM (myrcene) 、 柠 檬 烯 〈limonene) 、 芳 樟 醇 Clinalool), FAR. 

【药材 性 状 】 茎 枝 表面 淡 紫 红色 ， 被 短 柔 毛 ; 质 轻 脆 ， 吻 折断 ， 断 面 纤 维 状 。 叶 裂 

ARI, WIE ORT. FEE ESE. (RT; BWR. ATE. RET 

FU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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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ACONITI KUSNEZOFFII 

【 概述】 本 品 为 驳 西 盛产 药材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下 品 。 本 品味 苦 、 辛 ， 

性 热 ， 有 大 毒 。 归 心 、 肝 、 肾 、 脾 经 。 具 有 祛 风 除 湿 ， 温 经 止痛 的 作用 。 临 床 用 于 风寒 

Me, RR. DB. Ze. PRL. 

Ba: “Sk, BMSZkh. AAR EZKaA, ZAG. RSS 

也 。” 至 宋代 陈 衍 《 宝 庆 本 草 折 衷 》 始 将 草 乌 头 分 立 专 条 。《 本 草 纲目 》 载 : “SKF 

生 于 他 处 者 ， 俗 称 之 草 乌 头 ， 亦 日 人 竹 节 乌 头 ， 出 江北 者 日 淮 乌 头 ”， 又 云 :“ 处 处 有 之 ， 

根 苗 花 实 并 与 川 乌 头 相同 ， 但 此 系 野 生 ?”。 由 此 可 见 ， 历 代 所 称 的 草 乌 ， 主 要 系 乌 头 的 

野生 品 及 江北 的 北 乌 头 Aconitum kusnezof fii Reichb. 。 本 品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沟 或 山坡 草地 及 灌 丛 中 。 

【商品 名 】 章 乌 

CANA] 4. BEB. BLE, AA 

[2A] AGW ERPS Ak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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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植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70 一 150cm。 块 根 通常 2 个 ， 偶 有 3 个 ， 倒 圆锥 形 ， 

K 2.5~5em, HV 1 一 1. 5cm， 外 皮 黑 褐色 。 茎 直立 ， 粗 壮 。 叶 互生 ， 具 柄 ， 叶 片 坚 纸 

质 ， 轮 廊 卵 圆 形 ， 长 6 一 14cm， 宽 8~19cem, 3 全 裂 几 达 基部 ， 裂 片 凌 形 ， 再 作 深 浅 不 
等 的 羽 状 缺 刻 状 分 裂 ， 最 终 裂片 披 针 形 至 线 状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 两 面 均 无 毛 或 上 面 疏 被 

短 毛 。 花 序 总 状 ， 或 有 时 近 罕 圆锥 花序 ， 花 序 轴 光滑 无 毛 ， 或 偶 在 花梗 上 部 被 很 稀 朴 的 

短 毛 ; 花 葛 蓝 紫色 ， 上 苯 片 盔 形 ， 高 1. 5 一 2. 5cm， 宽 0. 9 一 1. 3cm， 嘴 稍 向 前 平 伸 ， 侧 

苯 片 倒 卵 状 圆 形 ， 稍 偏 任 ， 长 1. 3 一 1. 7cm， 下 划 片 长 圆 形 ， 长 1 一 1.5cm; 蜜 叶 2 片 ， 

AKI, eG; MSSM, 心 皮 通常 5 个 ， 军 为 3 或 4 个 ， 无 毛 。 萌 莞 果 长 1.3 一 
1. 6cm。 种 子 多 数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北 乌 头 母 根 呈 长 圆锥 形 ， 略 弯曲 ， 末 端 尖 而 长 ， 形 如 乌鸦 头 ， 长 

2 一 7cm， 直 径 0. 6 一 1. 8cm。 项 端 常 有 残 基 或 茎 痕 ， 表 面 黑 褐色 或 灰 褐 色 ， 皱 缩 有 纵 皱 

纹 及 须根 痕 ， 有 时 具 瘤 状 突起 的 侧根 ; 子 根 附 生 于 其 上 ， 表 面 皱纹 细 而 形 较 小 。 质 坚 

硬 ， 难 折断 ， 上 断面 灰白 色 或 暗 灰 色 ， 粉 性 ， 可 见 多 角形 的 形成 层 环 纹 。 气 微 ， 味 辛辣 麻 

a 〈 有 毒 ， 尝 时 须 注 意 )。 

制 草 乌 呈 近 三 角形 的 片 ， 表 面 黑 褐色 ， 有 形成 层 环 及 点 状 维 管 素 ， 质 脆 ， 稍 有 有 厅 

Bk.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耐 寒 性 较 强 ， 喜 阳光 充足 、 凉 爽 湿润 的 环境 。 对 
酷暑 不 甚 适应 。 较 宜生 长 在 深厚 肥沃 、 排 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 黏 土 不 宜 种 植 。 野 生 种 多 

生 于 山地 草 坡 或 灌 从 中 。 

【种 植 方法 】 

一 、 播 种 前 准备 

1. 整地 
pH, WEL ALK. PEEVE 25 一 30cm。 按 宽 1.2m， 高 15 一 20cm 的 标准 埋 

丧 ， 长 以 地 势 而 定 ， 雯 与 坡 向 垂直 ， 两 培 间 留 30 一 40cm 作业 道 ， 便 于 管理 和 排灌 。 播 
种 前 再 抄 犁 2 次 ， 清 除 杂 草 ， 曝 晒 数 日 后 打 焦 ， 使 土壤 充分 匀 细 、 疏 松 。 

2. 基肥 
每 亩 施用 腐熟 的 农家 肥 2000kg， 磷 肥 40 一 50kg， 硫 酸 钾 20kg， 均 匀 施 于 丧 面 ， 浅 

铀 ， 做 到 土 、 肥 融和 。 

二 、 播 种 

1. 种 乌 质量 
一 年 生 草 乌 ， 块 根 单个 重量 4 一 5g， 无 病 虫 危害 。 

2. 播种 量 
FH 60 一 8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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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种 方式 
SHB, PRIB 10cm， 行 距 25cm， 深 度 10 一 15cm。 

4. 播种 期 

11 月 中 下 旬 至 12 月 中 名 。 

=. Ale 

1. ARAN Oe 

草 乌 怕 旱 又 怕 涛 ， 不 同 季节 ， 不 同 生 育 时 期 ， 对 水 分 有 不 同 要 求 。 出 苗 前 保证 土壤 

湿润 ， 出 苗 后 土壤 含水 量 应 维持 在 GOK AA. 

2. 施肥 

(1) 施肥 原则 。 根 据 土 壤 肥 力 确 定 施肥 量 ， 充 分 满足 草 乌 不 同 生长 期 ， 不 同 发 育 阶 

段 对 各 种 营养 元 兹 的 需求 。 多 施 有 机 肥 ， 合 理 施 用 化 肥 ， 提 高 营养 诊断 施肥 、 配 方 施 

肥 。 所 施用 肥料 不 应 对 种 植 环境 和 草 马 产品 质量 产生 不 良 影响 ， 应 经 过 农业 行政 主管 部 

门 登记 。 

(2) WREAK. BHA 6~8 片 叶子 时 ， 第 一 次 追 施 充分 府 熟 的 帮 北 水 或 人 凑 尿 ， 

具体 方法 是 : JEON. PASM SE kk ABER, We 50kg 水 总 8 一 10kg ZK 

Jt 0. 8kg 尿素 施用 。 为 促使 蕉 叶 快速 生长 ， 施 用 的 原则 是 浓度 要 稀 ， 次 数 要 多 ， 施 用 

量 要 大 ， 使 施肥 的 同时 还 可 以 保 丧 。 第 二 次 追肥 应 在 植株 生长 至 lm 左右， 开花 前 20d 

进行 ， 此 时 块根 已 进入 生长 膨大 的 关键 时 期 ， 每 雷 用 2‰ 尿 素 ，1. SoM PER — AR 

水 涛 施 于 植株 的 根部 。 开 花 结 籽 期 用 2% 尿 素 ，1. 5》 磷酸 二 氢 钾 总 水 浇 施 ， 做 到 每 平 

方 米 涛 施肥 液 2 一 3kg。 

(3) 中 耕 除 草 。 幼 苗 出 土 前 ， 应 将 培 面 上 大 的 土 块 扒 和 沟 内 ， 用 铀 头 打 碎 ， 然 后 把 

沟 内 的 泥土 完全 提 到 丧 面 上 。“ 雨 水 ”节令 前 后 ， 幼 苗 全 部 出 土 ， 如 发 现 病 株 ， 应 拔 出 

烧毁 ， 利 用 预备 苗 带 土 移 栽 ， 时 间 宜 早 不 宜 迟 。 草 乌 属 深 根 作物 ， 中 耕 时 要 根据 草 乌 的 

根系 生长 情况 、 范 围 、 变 化 掌握 先 深耕 后 浅 耕 ， 远 深耕 、 近 浅 耕 的 方法 。 搭 架 前 培土 ， 

促进 不 定 根 生长 。 

雨水 落地 以 后 ， 杂 草 易于 生长 ， 应 及 时 中 耕 除草 ， 保 持 地 无 杂 草 ， 沟 无 积 水 。 开 人 花 

前 结合 施肥 中 耕 1 次 ， 使 块根 在 短期 内 迅速 发 育 膨 大 〈 王 桂 芬 ，2005) 。 

3. BR 
株 高 50cm 时 进行 搭 架 。 架 高 1.5 一 1. 8m， 用 50cm xX 50cm Py 4 HBAFLAE— EB. 

4. 根 外 追 施 块根 块茎 膨 大 素 
使 用 澳 得 丰 800 倍 液 于 草 乌 叶 面 积 最 大 处 〈 开 花 打 草 前 ) 作 叶 面 喷 施 ， 每 隔 5 一 7d 

喷 1K, HEME 3 次 。 

5. 封顶 打 权 

植株 现 花蕾 时 每 株 留 叶 25 一 30 片 ， 开 始 打 尖 ， 打 尖 15 一 20cm， 经 过 打 尖 后 的 植 

株 ， 叶 腋 又 会 长 出 腋芽 消耗 养分 ， 应 随时 摘除 ， 但 摘 芽 时 不 要 伤害 叶片 ， 以 免 影 响 叶 片 

光合 作用 。 一 般 要 进行 2 次 打 尖 和 摘 芽 ， 以 免 影 响 块根 的 生长 发 育 。 做 到 地 无 乌 花 ， 株 



无 腋芽 。 

6. 腋芽 果 采 集 

8 一 10 月 采集 腋芽 果 ， 成 熟 一 批 采 一 批 ， 分 3 次 采 完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主要 病害 : 白粉 病 、 锈 病 、 根 腐 病 、 青 枯 病 和 根 结 线虫 病 。 主 要 虫害 : 地 老虎 。 

防治 原则 : 贯彻 “预防 为 主 ， 综 合 防治 ”的 植保 方针 ， 坚 持 “ 农 业 防 治 、 物 理 防 

治 、 生 物 防 治 ， 配 合 科学 合理 地 使 用 化 学 防治 ”的 无 害 化 治理 原则 。 

农业 防治 : 通过 轮作 ， 施 用 腐熟 农家 肥 ， 减 少 病 虫 源 。 科 学 施肥 ， 控 制 氮肥 使 用 ， 

加 强 管理 ， 培 育 壮 苗 。 合 理 控制 水 分 ， 清 除 杂 草 ， 及 时 拔 出 并 销毁 田间 发 现 的 重病 株 ， 

可 有 效 预防 病虫害 的 发 生 。 

药剂 防治 : 严格 执行 国家 有 关 规 定 ， 禁 止 使 用 高 毒 高 残留 农药 ; 必要 时 ， 人 允许 有 限 

度 使 用 部 分 有 机 合成 化 学 农药 ， 严 格 控制 施用 次 数 、 施 用 量 和 采 收 前 禁用 期 ， 最 低 残 留 

量 达 国家 标准 。 合 理 混 用 、 轮 换 交 替 使 用 不 同 作用 机 制 或 具有 负 交 互 抗 性 的 药剂 ， 克 服 

和 推迟 病 、 虫 抗 药性 的 产生 和 发 展 〈 龙 明文 ，2003) 。 

【 采 收 加 工 】11 一 12 月 地 上 部 分 枯萎 后 采 控 ， 首 先 在 地 的 一 边 用 铀 头 控 出 一 条 深 

30cm 的 沟 ， 然 后 顺序 翻 控 ， 注 意 采 控 时 不 要 伤 及 块根 ， 以 免 未 加 工 即 发 生 霉 变 ， 控 出 

后 除 尽 荃 叶 和 泥土 ， 放 在 地 边 陈 晒 ， 使 其 脱 去 部 分 水 分 ， 晒 至 微软 时 收回 ， 用 水 浸泡 清 

洗 表面 泥土 ， 完 成 清洗 后 放 在 竹 篮 乱 上 摊 开 了 晾晒。 

因 剧 毒 一 般 炮 制 后 用 。 

【化 学 成 分 】 草 乌 含 剧 毒 的 双 酯 类 生物 碱 : 乌 头 碱 〈aconitine)、 中 乌 头 碱 

(mesaconitine) 、 次 马 头 碱 〈hypaconitine) 、3- 去 氧 乌 头 碱 〈3-deoxyaconitine) 、 北 草 乌 

碱 〈beiwutine) 、 拉 帕 宁 〈lepenine) 和 得 姆 定 (denudine) | 〈 李 正邦 等 ，1997) ， 具 

体 结构 见 图 17。 此 外 还 含有 乌 头 多 糖 。 

乌 头 碱 : Ri 三 CzH5s ，Rz 王 OH 

中 乌 头 碱 : Rj =CH;, Re=OH 拉 帕 宁 得 姆 定 

次 乌 头 碱 : Ri =CH3, Re=H 

图 17 草 马 中 部 分 生物 碱 结构 式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本 品 横 切 面 : 后 生 皮 层 为 7 或 8 列 棕 黄色 栓 化 细胞 ;皮层 有 石 细胞 ， 单 个 散 生 



。298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或 2~5 SR. BRA. FRA. EK: ARE. DRG. RA 

AFR. TTS REA A OL. BE SAA 2 AA RAE. NS 1 ~4 

列 或 数 个 相聚 ， 位 于 形成 层 角 隅 的 内 侧 ， 有 的 内 含 棕 黄 色 物 。 艇 部 较 大 。 薄 壁 细胞 充满 

淀粉 粒 。 粉 末 灰 棕色 。 淀 粉 粒 单 粒 类 圆 形 ， 直 径 2 一 23pm; BAL 2 一 16 分 粒 组 成 。 石 

细胞 无 色 ， 与 后 生 皮 层 连 接 的 显 棕色 ， 呈 类 方形 、 类 长 方形 、 类 圆 形 、 梭 形 或 长 条 形 ， 

直径 20~133 (234) pm， 长 至 465km， 壁 厚薄 不 一 ， 壁 厚 者 层 纹 明显 ， 纹 孔 细 ， 有 的 

含 标 色 物 。 后 生 皮 层 细胞 标 色 ， 表面 观 呈 类 方形 或 长 多 角形 ， 壁 不 均匀 增 厚 ， 有 的 呈 瘤 

TRE A FALE 

2) 取 本 品 粉 未 0. 5g， 加 乙醚 10ml 与 氨 试 液 0. 5ml， 振 摇 10min, We, WMA 

液 漏 斗 中 ， 加 0. 25mol/L 硫酸 溶液 20ml， 振 摇 提 取 ， 分 取 酸 液 适 量 ， 用 水 稀释 后 ， 照 

分 光 光 度 法 测定 ， 在 231nm 与 275nm 的 波长 处 有 最 大 吸收 。 

3)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醚 15ml SRAM lml, Mii lh, MAM, weve, Heys 

WSoml, 4, Bien 7%% 盐 酸 凑 胺 甲醇 溶液 5 滴 与 0.1%% 廊 香草 酚 栈 甲醇 溶液 1 滴 ， 

滴 加 氢 氧 化 钾 饱 和 的 甲醇 溶液 至 显 蓝 色 后 ， 再 多 加 2 滴 ， 置 60C 水 洽 上 加 热 1 一 2min， 

用 冷水 冷却 ， 滴 加 稀 盐 酸 调 节 pH 至 2 一 3， 加 三 氧化 铁 试 液 和 氯仿 各 1 滴 ， 振 播 ， 上 层 

液 显 紫色 。 

二 、 含 量 测 定 

乌 头 碱 、 次 乌 头 碱 、 新 乌 头 碱 含 量 测 定 。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用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乙 且 - 缓 剖 

液 (30 : 70) 为 流动 相 〈 缓 冲 液 : 2‰ 冰 乙酸 ， 用 三 乙 胺 调 pH 至 6.25); 检测 波长 为 

235nm; 流速 为 1. 2ml/min。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乌 头 碱 、 次 乌 头 碱 、 新 乌 头 碱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流 

动 相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3mg 乌 头 碱 、 次 乌 头 碱 、 新 乌 头 碱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0. 2g ， 加 氮 试 液 0. 4ml 使 润 湿 ， 加 乙醚 20ml 

超声 振荡 10min， 过 滤 ， 和 残渣 用 乙醚 洗 3 次 ， 每 次 5ml， 合 并 滤液 ， 挥 干 。 残 酒 用 

0. Olmol/L 的 盐酸 0. 4ml 溶解 ， 用 微 孔 滤 膜 〈0. 45ym) 过 滤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10x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定 〈 黄 建明 等 ，2002) 。 

【附注 】 
据 研 究 尚 有 多 种 乌 头 属 植物 的 块根 做 草 乌 药 用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 

1. Met Bk GESZ%) Aconitum hemsleyanum Pritz. 

多 年 生 缠绕 草本 。 蔡 分 枝 ， 无 毛 。 茎 中 部 叶 五 角形 ， 长 约 8cm，3 深 裂 ， 中 间 裂 片 

梯 状 菱形 ， 先 端 渐 尖 ，3 浅 裂 ， 上 部 边缘 具 粗 齿 ， 侧 生 裂 片 不 等 2 浅 裂 ， 背 面 基 部 及 叶 

柄 有 绒毛 ; BRST, RRB, OMACEMHEMEE, ESHA, BH 2~2.5cm, 

Assume; 4E9R 2 个 ， 距 长 2mm; ORS, HE, PEMAE. FRRK 1.2 一 

1.5cm。 花 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9 A. 

产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 米 上 的 山坡 灌 丛 或 溪 边 和 树林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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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E) 8% Aconitum henryi Pritz. var. villosum W. T. Wang 

多 年 生 缠 绕 草 本 。 块 根 胡 葛 小 形 或 倒 圆锥 形 ， 4 1.5~3.8cem, ASM ARE, 

中 部 叶 卵 状 五 角形 ,长 4 一 10cm， 宽 7 一 12cm，3 全 裂 ， 中 间 裂 片 披 针 形 或 葵 形 披 针 

形 ， 先 端 渐 尖 ， 边 缘 朴 生 粗 齿 ， 侧 生 裂 片 不 等 2 裂 ， 幼 叶 两 面 或 老 叶 仅 背 面 基部 及 叶柄 

有 毛 。 花 序 有 1 一 6 RAE; 花序 轴 及 花梗 有 白色 和 柔 毛 ; BOT, HH, LBP RAB. 

fa 2~2.5cem, AL, ARM; HERZ; 雄 巷 多 数 ; 心 皮 3 个 。 萌 菊 果 3 个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熟 期 8 一 10 A.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溪 边 、 沟 边 或 杂 木 林 中 。 

3. AAW Aconitum sung panense Hand. -Mazz. 

多 年 生 缠 绕 草 本 ， 长 达 1. 5m。 块 根 近 圆柱 形 ， 长 约 3. 5cm。 茎 无 毛 或 近 无 毛 。 叶 

五 角形 ， 长 5. 8 一 10cm， 宽 8 一 12cm，3 SB, PHBA ORE, Femme. wR 

浅 裂 ， 具 缺 刻 状 齿 ， 侧 生 裂 片 不 等 地 2 RY, TC. HERA 2 一 9 HE, Ea RM 

GHEE; 花梗 长 2 一 4cm; HST, RARE, CEMMRMRE, LSRAB. 

高 1. 8 一 2. 2cm， 吃 不 明显 ;花瓣 无 毛 或 玻 生 短 毛 ， 距 长 1 一 2mm; 心 皮 3 一 5 个 ， 无 毛 

iE. HHA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月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海 拔 1000m 以 上 的 出 地 灌 丛 或 杂 木 林 中 。 

4. 乌 头 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50 一 100cm。 块 根 倒 卵 圆 形 ， 长 约 3.5em, SA RHE. MH 3 一 

5 全 裂 ， 沿 脉 及 叶柄 有 柔 毛 。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或 腋生 ;花序 轴 及 花梗 有 反 曲 柔 毛 ; BES 

个 ， 蓝 紫色 ， 外 面 被 弯曲 短 毛 ， 上 得 片 盔 形 ; 花 咨 2 个 ， 有 长 爪 ; 心 皮 3 一 5 个 ， 无 毛 。 

eH 3 一 5 个 ， 向 内 开裂 。 花 期 8 一 9 月 ， 果 期 9 一 10 A.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的 上 坡 草地 及 灌 丛 中 。 

5. BSE GRA+4) Aconitum sinomontanum Nakai.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至 1. 5m。 具 直 根 。 基 生 叶 14, BAH 4~64, ACE, BAB. K 

5. 5 一 15cm， 宽 10 一 22cm，3 深 裂 ， 中 间 叶 片 叙 形 ， 渐 尖 ， 中 部 以 上 具 不 等 大 的 三 角形 小 

裂片 和 锐 牙 齿 ， 侧 生 裂 片 较 大 ，3 裂 不 等 ;， 基 生 叶 与 荃 下 部 叶 具 30 一 50cm 的 长 柄 。 总 状 

花序 长 20 一 50cm。 密 生 反 曲 的 微 柔 毛 ; 花序 下 部 的 花梗 长 2 一 5. 5cm， 中 部 以 上 的 长 

0. 5 一 1. 4cm; 苯 片 5 个 ， 蓝 紫色 ， 上 苯 片 圆 简 形 ， 高 1. 6 一 3cm; 花瓣 2 个 ， 具 长 爪 ; DK 

34+. WRK 1. 1 一 1. 7cm。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谷 溪 边 或 山坡 林 下 腐殖质 士 上 。 

6. BRS CF mH) Aconitum vaginatum Pritz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45~68cem, RAS. BAAR, THE. BEM 1 一 3 个 ， 具 长 柄 ， 

五 角形 ,长 5 一 7.6cm， 宽 9 一 13cm，3 裂 稍 过 中 部 ， 先 端 钝 或 突 尖 ， 边 缘 有 锯齿 ; 葵 

生 叶 3 一 5 个 ， 密 集 于 花序 下 ， 与 基 生 叶 相 似 ， 上 部 的 叶片 较 小 。 总 状 花 序 长 15S ~ 

25cm， 密 生 淡 黄 的 短 柔 毛 ; 小 苞 片 生 于 花梗 基部 ; SS, RH, ERA. 

高 1. 6 一 1. 8cm; MBAR; 花瓣 2 个 ; 心 皮 3 个 。 萌 蔡 果 3 个 ， 不 等 大 。 花 期 7 一 8 

月 ， 果 熟 期 8 一 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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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于 伏 牛 山南 部 的 西 峡 县 黑 烟 镇 、 军 马 河 ， 南 召 县 的 宝 天 曼 、 内 乡 县 夏 宫 ; EF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谷 杂 木 林 中 阴 湿 地 方 。 

7. 122 3X Aconitum scaposum Franch.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5~60cm. ARIE. A 10cm, BAIR. ZEA 3 BK 4 

个 ， 肾 状 五 角形 , 长 5.5cm， 宽 8.5~22cem, 3 RHPA, Pa Bey aR. Ml 

生 裂 片 不 等 的 2 裂 ， 两 面 散 生 短 浮 毛 ， 背 面 沿 脉 较 多 ;叶柄 长 13~40cm, 具 小 叶片 ， 

小 的 鞘 状 ， 长 1. 2 一 3cm。 花 序 长 20 一 35cm， 密 生 淡 黄 色 柔 毛 ; WARE. Mae 

花梗 基部 ， 高 1. 3~1.5em; R34, FRAKRE. PERASK,. KK 0.75~1. 3cm, 

PRRERE. 4EHA7~8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A.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谷 阴 湿 处 。 

【主要 参考 文献 】 

黄 建 明 ， 郭 济 贤 ， 孙 明明 等 ，2002， 草 乌 中 生物 碱 含 量 测定 方法 的 研究 .中 药材 ，25 (12); 878~880 

李 正 邦 ， 吕 光华 . 1997. 草 乌 中 生物 碱 的 化 学 研究 . 天然 产 物 研 究 与 开发 ，9 (1): 9 一 14 

FEMA. 2003. BERRA. 农村 经 济 与 技术 ，(10): 43 

MRE, PE. 2000. 草 乌 多 糖 的 分 离 纯化 和 组 成 性 质 研 究 ， 中 国药 学 杂志 ，35 C11): 731 一 733 

HEM. 1991. 民间 用 草 乌 类 生 药 中 一 些 生物 碱 的 鉴别 及 含量 测定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16 (1): 43 一 45 

图 雅 ， 张 贵 君 ， 刘志强 .2008. 蒙药 草 乌 的 研究 进展 .时 珍 国医 国药 ，19 (7); 1581, 1582 

王 定 康 ， 郭 丽 红 ， 翟 书 华 ，2004. 草 乌 繁殖 技术 研究 .昆明 师范 高 等 专科 学 校 学 报 ，26 (4): 73 一 75 

王 桂 芬 . 2005. 草 乌 施肥 技术 .农村 实用 技术 ，(11): 30 

赵 英 永 ， 崔 秀明 ， 戴 云 等 ， 2007. 高 效 液 相 色谱 法 测定 草 乌 类 药 用 植物 活性 成 分 含量 . 中 国药 学 杂志 ，42 C1): 

815~818 

赵 英 永 ， 崔 秀明 ， 张 文 研 等 2006. RP-HPLC 法 测定 草 乌 中 乌 头 碱 、 中 乌 头 碱 和 次 乌 头 碱 ， PHA, 37 (6): 

940 一 942 

香 # 
Xiangru 

HERBA MOSLAE 

【概述 〗 本 品 为 较 常 用 中 药 ， 伏 牛山 区 大 宗 药材 。《 和 名医 别 录 》 列 为 中 品 ， 为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药材 。 味 辛 ， 性 微 温 。 有 发 汗 解 表 ， 和 中 利 湿 的 功能 。 用 于 

治疗 暑 湿 感冒 、 恶 寒 发 热 无 和 汁 、 腹 痛 、 吐 泻 、 浮 肿 、 脚 气 。 市 售 商品 应 用 地 区 较 广 者 为 

野生 品 ， 称 “ 青 香 戎 ;其 次 为 本 植物 的 栽培 品 ， 称 “ 江 香 项”(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 分 布 海拔 500 一 1500m 的 伏 牛 山区 ， 生 于 山坡 草地 、 林 下 。 

(anal fee 

CANA) Ga. GH. AA. a. SES OC, WD. BD 

Wy eae. UP ARAR OCR. AES OAR. DID. he. EA. EB 

CPD), FE Sl, BB OR), ORE. HE 〈 贵 州 ) 

CR] AGAR RAW AB Mosla chinensis Maxim，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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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植物 】 植 株 高 9~ 40cm, BA, MARAE. MAKKAH BARRE 

形 , 长 1.3~2.8cm， 宽 2 一 4mm， 无 端 渐 尖 或 急 尖 ， 基 部 渐 狭 或 攀 形 ， 边 缘 具 足 而 不 

明显 的 浅 饮 齿 ， 两 面 被 玻 短 柔 毛 及 棕色 凹陷 腺 点 ; 叶柄 长 3~Smm, RGAE. BAK 

花序 头 状 或 假 穗 状 ， 长 1 一 3cm; 区 片 覆 瓦 状 排列 ;， 圆 倒卵形 ， 长 4~7em, 宽 3 一 
5mm, WiMRRAE. WRAME; HR. KA 3mm, MRA ABER, 

内 面 喉 部 以 上 被 绵 毛 ， 昔 齿 5 个 ， 钻 形 ， 等 大 ， 花 冠 紫红 色 至 自 色 ， 长 约 5mm， 上 层 

pik, PIR 3 裂 ， 中 裂片 较 大 ， 具 圆 齿 ; 雄 医 4 个 ， 后 对 能 育 ， 前 对 药 室 不 明显 。 小 坚 

果 近 球形 ， 具 深 雕 纹 。 花 期 7 一 9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A (J 宝 章 等 ，1997) 。 

— LSM BEB: 长 26 一 30cm。 茎 方 柱 形 或 基部 近 圆 形 ， 直 径 1 一 2em， 基 

部 紫红 色 ， 上 部 黄 绿色 或 淡 黄色 ， 节 间 长 3 一 5cm。 全 体 密 被 白色 昔 毛 。 质 脆 ， 易 折断 。 

叶 对 生 ， 多 皱 缩 或 脱落 ， 叶 片 展 平 后 呈 长 卵 形 或 披 针 形 BRR. WAAR 

齿 。 穗 状 花 序 顶 生 及 腋生 ， 交 片 宽 卵 形 ， 脱 落 或 残存 ;， 花 查 宿 存 ， 钟 状 ， 淡 紫红 色 或 灰 

绿色 ， 先 端 5 裂 ， 密 被 背 毛 。 小 坚果 4 个 ， 近 圆 球形 ， 具 网 纹 ， 网 间隙 下 止 呈 浅 廿 状 。 

气 清 香 而 浓 ， 味 微 辛 而 凉 。 

Wie: 栽培 品 ， 体 长 35 一 60cm， 茎 较 粗 ， 节 间 长 4 一 7cm， 叶 片 比 青 香 往 长 且 

略 宽 。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喜 温暖 ， 不 耐 湿 ， 尤 不 适 于 高 温 、 高 湿 天 气 。 宜 
选 排水 良好 的 地 区 栽培 。 对 土质 要 求 不 严 ， 但 以 沙 质 壤土 最 好 ， 黏 壤土 也 可 栽植 ， 碱 土 

不 宜 栽培 ， 怕 旱 ， 不 宜 重 茬 。 野 生 于 山野 路 劳 、 山 坡 、 河 岸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种 植 方法 】 

1. ee 
选 无 病害 的 健壮 植株 保留 到 主 共 上 种 子 变 成 褐色 〈 成 熟 ) 时 收获 ， 拔 出 植株 ， 切 除 

根部 ， 运 回放 置 在 晒 垫 上 了 晒 至 八成 王后 ， 用 小 棒 抽 打 穗 部 使 种 子 脱落 ， 扬 净 杂 质 ， 有 晒 

于 ， 储 藏 于 透气 的 种 子 袋 中 , 置 于 通风 干燥 处 。 

2. 播种 
1) 种 子 处 理 : 播种 前 用 水 选 法 选 出 饱满 种 子 ， 将 种 子 置 于 较 柔 和 的 阳光 下 上 防 

Afi 1d。 

2) 播种 量 : 用 种 30kg/hm 。 

3) 播种 方法 : 在 整 好 的 畦 面 按 行距 30cm 开 好 1 一 2cm 的 浅 沟 ， 将 处 理 好 的 种 子 拌 

细 草 木 灰 均 匀 撒 施 于 浅 沟 内 ， 然 后 在 沟 上 盖 薄 层 草木 灰 。 

3. 间苗 与 补苗 

苗 高 10cm 时 ， 以 株距 10cm [AJASS// A. EY PALL PREB 10cm 补苗 ， 保 证 全 苗 。 

4. 排水 
雨季 来 临 前 要 注意 理 沟 ， 以 保持 排水 畅通 。 多 雨季 节 要 排水 ,保证 畦 面 不 积 水 。 

5. 中 耕 除 草 
在 苗 高 10cm 间苗 时 及 时 除草 1 次 ， 应 见 草 必 除 ， 切 忌 杂 草 单 住 药 苗 ， 此 期 苗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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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应 采用 手工 拔 草 ， 两 周 后 用 铀 头 结合 中 耕 再 次 除草 ， 江 香 斑 封 行 之 前 ， 应 再 次 结合 
PE 1 次 ， 保 持 畦 面 无 杂 草 。 

6. 追肥 
在 施 足 了 基肥 的 前 提 下 ,追肥 采用 氮 、 钊 、 铜 配合 使 用 。 

7. 病虫害 防治 
1) 病害 : 主要 是 根 腐 病 。 

2) RE: 主要 是 小 地 老虎 、 蝶 是 〈 胡 生 福 等 ，2005 ) 。 

【 采 收 加 工 】 一 般 均 在 夏季 开花 前 ， 采 收 全 草 ， 除 去 根部 ， 晒 千 ， 捆 成 小 把 。 

【化 学 成 分 】 挥 发 油 是 青 香 芋 的 主要 有 效 成 分 〈 何 福 江 等 1995)， 全 草 含 挥发 
油 2%。 其 主要 成 分 为 : 百里香 酚 、B8- 金 合欢 烽 、 对 聚 伞 花 素 、 熙 品 烽 -4- 酵 、 芳 樟 醇 、 

葵 甲 醛 Cbenzaldhyde), “Fy yi. A REM. 1-Fl2E-2-5e A Mie 〈o-cymene)、1- 甲 基 - 

4- 异 两 烯 茶 (p-cymene), Ii 8 Hs (trans-ocimene) L-4- 松 油 酵 (L-4-terp inenol) 

4- 松 油 醇 〈4-terp inenol) 、 枯 车 醛 〈cuminic aldehyde) 、 百 里 香 酚 (thymol)、 香 草 芥 

酚 〈isothymol) 、 乙 酸 百 里 酯 〈acetylthymol) 、 丁 子 香 酚 、 乙 酸 香 砷 酯 〈carvasryl ace- 

tate). a-thir ki. B-URS$k (B-bourbonene), B-Fr-F is. AUTRE ZC ARAR Cgeranyl ace- 

tone), a-Ai BA (a-guaiene), B-M BIA. KAM i D、v - 姜 炳 (a-zingiberene) , 

a-Ft tis (a-selinene), 2st, Rext-a-BAM KH (trans, trans-a-farnesene), WAKE 

t+ Cbicyclogermacrene), a-K# ii, ATTA (caryophyllene oxide), 、c- 绿 叶 烯 

(qa -patchoulene), + + EE (n-hep tadecane), 3 PS MB (cedrenol), ZARA HE 

(levomeno), 、 喇 叭 烯 [ (4+) -ledene]、r- 杜 松 醇 〈r-cadinol) 5,9,9-=FA SE-B [3,5] 

壬 -5- 烯 -1- 酮 (5,9,9-trimethyl-spiro [3,5] non-5-en-l-one) (#4 are, 2003; 郑 尚 珍 

等 ，2001) 。 

黄酮 类 : 5,7- 二 甲 氧 基 -4 - 氢 基 黄酮 、 芹 菜 素 -7-O-o-L- 鼠 李 糖 〈1-4) -6 -O- 乙 酰基 
-6-D- 葡 萄 糖苷 、5,7- 二 甲 氧 基 -4' -O-u-L- 鼠 李 糖 -6-D- 葡 萄 糖苷 、 金 合欢 素 -7-O- 芸 香 苷 、 

5- 羟 基 -6- 甲 基 -7-O-8-D- 吡 喃 木 糖 (31) -BFD- 吡 喃 木 糖 双 氢 黄酮 苷 和 鼠 李 柠檬 素 -3-O- 
5,7- 二 羟基 - 6,7- 二 甲 氧 基 黄酮 与 鼠 李 柠 檬 素 -3-O.8-D- 芹 糖 (15) 芹 糖 -4 -O8-D- 葡 萄 

糖苷 〈 郑 尚 珍 等 ，1996 ) 。 

微量 元 素 : Wl. FE. fh. FA. GR. TL i. OH. OR. TES FB. 

维生素 : 为 胡 葛 卜 素 、 维 生 素 C、 维 生 素 下、 维生素 Be 、 维 生 素 B 、 维 生 素 B,, 

维生素 PP。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了 】 

下 “鉴别 

酚 类 化 合 物 ” 取 含量 测定 项 下 的 挥发 油 ， 加 乙醚 制 成 每 毫升 含 3wl 的 溶液 ，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廊 香草 酚 对 照 品 、 香 荆 芥 酚 对 照 品 ， 加 乙醚 分 别 制 成 每 毫升 含 I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5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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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C 加 热 至 斑点 显 色 清 晰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 
色 的 斑点 。 

=. 二 证 测 征 

1. 挥发 油 

取 本 品 约 lcm 的 短 段 适量 ， 每 100g 供 试 品 加 水 800ml， 照 挥发 油 测定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XD]j， 保 持 微 沸 4h 测定 。 本 品 含 挥发 油 不 得 少 于 0. 60% (ml/g). 

2. Re ERSSAAH 

按 气 相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E] 测定 。 

C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聚 乙 二 醇 (PEG) 20mol/L 为 固定 液 ， 涂 布 浓 

度 10%， 柱 温 190C ， 理 论 塔 板 数 按 廊 香 草 酚 峰 计 算 不 低 于 17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廊 香 草 酚 对 照 品 、 香 荆 芥 酚 对 照 品 各 15mg， 精 密 称 

定 ， 置 50ml 容量 瓶 中 ， 用 无 水 乙醇 溶解 ， 并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末 G2 Si) 约 2g ，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无 水 乙醇 20ml， 密 塞 ， 称 定 重 量 ， 振 摇 5min， 浸 渍 过 夜 ， 超 声 处 理 
(功率 250W， 频 率 50kHz) 15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无 水 乙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E>), FARA TEPER lg 的 干燥 滤器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2 由 ， 注 入 气相 色谱 仪 ， 测 

定 ，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廉 香 草 酚 与 香 研 芥 酚 的 总 量 不 得 少 于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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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 母 草 

Yimucao 

HERBA LEONURI 

【概述 】 益 母 草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是 常用 中 药 。 性 味 苦 、 辛 ， 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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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T. DA. Ayal. HA. BORED. PIRI SO. ERA AANA. AA 

Wax. HAA. PURPA. RA “MARE”, “APRA” SH.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WC AY at BRU TIE CLabiatae) 益母草 属 Le- 
onurus 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的 新 鲜 或 于 燥 地 上 部 分 。 主 产 于 南召 、 西 

bk, Bil. BN, BA. AR. RESER GH. 

【商品 名 】 益母草 

CHUA) He. ER. SUE. PR, FE. SAR. DORR 

CSR AE RD a A ek BSP 

【 原 植 物 】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本 ， 高 60~100cm, AAW, HRB, Hike. 
叶 对 生 ;， 葵 下 部 叶轮 廓 卵 形 ， 掌 状 3 BW, 长 2.5~6cm， 宽 1.5~4em, BAKER 

或 卵 圆 形 ， 裂 片 再 分 裂 ， 表 面 有 糙 伏 毛 ， 背 面 被 疏 柔 毛 及 腺 点 ， 叶 柄 长 2 一 3cm， 基 部 

下 延 略 有 翅 ; SPRITE, BU), HH 3 裂 成 矩 圆 形 裂 片 ， 基 部 攀 形 ， 叶 柄 长 5 一 

20mm。 一 年 生 植物 基 生 叶 具 长 柄 ， 叶 片 略 呈 圆 形 ， 直 径 4 一 8cm，5 一 9 浅 裂 ， 裂 片 具 2 

或 3 钝 齿 ， 基 部 心 形 ;， 葵 中 部 叶 有 短 柄 ，3 全 裂 ， 裂 片 近 披 针 形 ， 中 央 裂 片 常 再 3 裂 ， 

两 侧 裂片 再 1 或 2 裂 ， 最 终 片 宽度 通常 在 3mm WE. FOIA, WARE IES 

缘 ; 最 上 部 叶 不 分 裂 ， 线 形 ， 近 无 柄 ， 上 面 绿 色 ， 被 糙 伏 毛 ， 下 面 淡 绿色 ， 被 下 柔 毛 及 

腺 点 。 轮 伞 花 序 腋生 ， 具 花 8 一 15 2; 小 苞 片 针 刺 状 ， 无 花梗 ;， 花 葛 钟 形 ， 外 面 贴 生 微 

柔 毛 ， 先 端 5 齿 裂 ， 具 刺 尖 ， 下 方 2 齿 比 上 方 2 齿 长 ， 宿 存 ;花冠 展 形 ， 淡 红色 或 紫红 

色 , 长 9~12mm， 外 面 被 柔 毛 ， 上 展 与 下 展 几 等 长 ， 上 展 长 圆 形 ， 全 缘 ， 边 缘 具 纤毛 ， 

FB 3 裂 ， 中 央 裂 片 较 大 ， 倒 心 形 ; MER 4 个 ， 二 强 ， 着 生 在 花冠 内 面 近 中 部 ， 花 丝 下 

被 鳞 状 毛 ， 花 药 2 8; WEES 1 个 ， 子 房 4 裂 ， 花 柱 丝 状 ， 略 长 于 雄蕊 ， 柱 头 2 有 裂 。 小 坚 

果 褐 色 ， 三 棱 形 ， 先 端 较 宽 而 平 截 ， 基 部 株 形 ， 长 2~2.5mm, HZ 1.5mm, 4H 

6 一 9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人 鲜 益 母 草 : 幼苗 期 无 蔡 ， 基 生 叶 圆心 形 ， 边 缘 5 一 9 浅 裂 ， 每 裂片 有 

2 或 3 钝 齿 。 花 前 期 茎 呈 方 柱 形 ， 上 部 多 分 枝 ， 四 面目 下 成 纵 沟 ， 长 30 一 60cm， 直 径 
0.2~0.5cem; 表面 青绿 色 ; 质 鲜嫩 ， 断 面 中 部 有 通 。 叶 交互 对 生 ， 有 柄 ; 叶片 青绿 色 ， 

质 鲜 嫩 ， 揉 之 有 汁 ; 下 部 共生 叶 掌 状 3 裂 ， 上 部 叶 羽 状 深 裂 或 浅 裂 成 3 片 ， 裂 片 全 缘 或 

ADAGE. il, ORE 

干 益 母 草 : ZAR AIKAR AR; OE, . T P PA BE. Mb  kee i, & 

皱 缩 、 破 碎 ， 易 脱落 。 轮 伞 花 序 腋生 ， 小 花 淡 紫色 ， 花 苯 简 状 ， 花 冠 二 层 形 。 切 段 者 长 

约 2cm。 

细 叶 益母草 : 葵 中 部 叶 呈 卵 形 ， 基 部 宽 攀 形 ， 掌 状 3 全 裂 ， 裂 片 又 羽 状 分 裂 成 线 状 

小 裂片 。 花 序 上 的 苞 叶 明显 3 深 裂 ， 小 裂片 线 状 。 以 质 嫩 、 叶 多 、 色 灰 绿 者 为 佳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 ERR AME 

益母草 种 子 在 土壤 水 分 充足 的 条 件 下 ， 种 子 发 芽 出 苗 随 温 度 的 增高 而 加 快 。 一 般 情 
况 下 ， 种 子 在 10C 以 上 即 可 发 芽 ， 在 10C 以 下 则 不 能 发 东 。 平 均 气 温 在 10 一 15C 时 ， 
播种 后 20 一 30d this 平均 气 温 在 15 一 20C 时 ， 播 种 后 7 一 18d 出 苗 ， 平均 气温 在 20°C 
以 上 时 ， 播 种 后 5 一 7d 即 可 出 苗 。 

春 、 夏 季 播 种 ， 播 种 时 间 越 早 ， 出 苗 所 需 时 间 越 长 ;播种 越 晚 ， 出 苗 所 需 时 间 越 
短 。 秋 、 冬 季 播 种 ， 播 种 越 早 ， 出 苗 时 间 越 短 ; 播种 越 晚 ， 出 苗 时 间 越 长 。 

益母草 必须 经 过 冬季 的 低温 春 化 作用 才能 抽 董 开花， 春季 播种 当年 不 抽 萤 。 个 别 植 
株 春天 播种 ， 当 年 可 能 会 抽 昔 开花 。 

低温 春 化 对 益母草 翌年 的 生长 和 株 型 形态 建成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秋 季 或 冬季 播种 的 益 
母 草 种 子 发 芽 后 ， 幼 苗 经 冬季 低温 春 化 作用 ， 弄 年 抽 荤 ， 表 现 为 植株 高 大 ， 不 分 蓝 ， 叶 
片 较 少 ， 并 进入 生殖 生长 ， 开花 、 结 实 。 如 避 开 低温 春 化 作用 ， 当 年 播种 ， 当 年 开花 前 
采 收 ， 益 母 草 生物 学 性 状 发 生变 化 ， 变 成 矮 化 莲座 状 ， 植 株 分 蓝 数 多 ， 叶 片 多 ,不 抽 
蔓 ， 而 且 总 生物 碱 含量 比 开 花 后 的 益母草 高 。 

二 、 生 长 条 件 

益母草 喜 温 暖 而 湿润 的 气候 ， 需 要 充足 的 光照 。 宣 选择 海拔 在 1000m 以 下 的 地 区 

进行 栽培 ,， 知 在 较 高 海拔 地 区 栽培 ， 常 因 温度 低 而 不 能 抽 昔 开花。 在 过 于 阴 湿 的 地 方 种 

植 ， 病 害 严重 ， 生 长 不 良 。 

【种 植 方法 】 

一 、 繁 殖 技术 

益母草 种 植 生产 上 主要 采用 种 子 繁殖 ， 种 子 繁殖 成 本 低 ， 而 且 繁 殖 率 高 ， 适 合 大 面 

积 种 植 。 

1. 选 种 

种 子 尚未 成 熟 时 ， 在 田间 选择 品种 纯 、 生 长 恨 好 、 无 病虫害 的 植株 留 种 ;或 选 定 留 

种 区 ， 拔 除 杂 株 ， 种 子 充 分 成 熟 后 单独 收获 。 

2. 种 子 田 选择 与 准备 

种 子 田 选 择 与 准备 详 见 益母草 大 田 播种 中 的 种 植 田 选择 与 准备 。 

3. 播种 

种 子 田 的 播种 时 间 在 8 月 中 、 下 旬 或 11 月 中 、 下 旬 。 播 种 采用 穴播 ， 每 穴 留 2 株 ， 

行距 40~50cm, PRE 15 一 20cm。 其 他 具体 操作 见 益母草 大 田 播 种 。 

4. 田间 管理 

(1) 间苗 。 出 苗 后 要 及 时 间苗 ， 每 穴 留 2 株 。 

(2) 中 耕 除 草 。 具 体操 作 见 益母草 中 耕 除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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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肥 。 钻 基肥。 每 亩 施 500kg 腐熟 左 肥 ， 耕 前 将 基肥 铺 施 在 畦 面 上 ， 然 后 深 
耕 30cm， 却 细 整 平 。 或 整地 后 ， 在 畦 面 上 横向 开 沟 ， 在 沟 中 每 亩 施 复合 肥 15 一 20kg， 

AMHR AISA PHVA. QE. te HACK 15 一 30kg， 拌 人 种 子 0. 5 一 

0. 6kg， 再 用 腐熟 的 人 姜 尿 15kg 拌 湿 成 种 子 灰 ; 或 使 用 过 砍 酸 钙 5 一 10kg 代替 草木 灰 
拌和 人 种子， 然后 播种 。@ 苗 肥 。 在 第 一 次 间苗 后 ， 每 亩 施 尿素 3kg， 配 水 稀释 后 浇 施 ， 

促进 幼苗 生长 。 由 壮 肥 。 结 合 中 耕 除 草 进行 ， 每 亩 施 尿 素 5 一 10kg、 过 磷酸 钙 
15 一 20kg; 或 同 量 的 复合 肥 配 水 稀释 后 痰 施 ， 可 分 2 或 3 次 施用 。 包 人 花 、 果 肥 。 在 花 曹 

期 和 果 期 分 别 施 复合 肥 5kg， 可 根 外 追肥 。 

(4) 低温 春 化 防冻 。 冬 季 气 温 低 于 0C 时 ， 尤 其 在 霜冻 期 间 ， 应 在 畦 上 帮 盖 稻草 等 

御寒 。 

(5) 授粉 。 开 花期 间 采 用 人 工 授粉 ， 提 高 结实 率 。 

(6) HR. PRO, BG, HAWK. HERRADRR, RRB RE. 

5. ARM 
在 7 月 中 下 旬 益 母 草 种 子 成 熟 后 ， 割 取 带 果枝 条 ， 在 晒 场 上 经 日 晒 后 脱粒 ， 扬 净 ， 

储藏 备用 。 采 收 时 要 特别 注意 去 除 杂 草 ， 以 免 杂 草 种 子 混和 益母草 种 子 中 ， 影 响 益母草 

种 子 的 纯度 。 

=. RAB 

1. 选 地 
益母草 喜 温 暖 湿 涧 气候 ， 需 要 充足 的 光照 。 宣 选 向 阳 、 土 层 深 厚 、 富 含 腐殖质 的 土 

壤 及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土壤 ， 板 结 红 黄 壤 和 沙 性 强 的 土壤 不 利于 益母草 的 生长 。 一 般 莱 

地 、 稻 田 均 能 种 植 。 

2. 整地 

播 前 除去 田间 杂 草 ， 待 杂 草 晒 干 后 ， 火 烧 作 草木 灰 使 用 。 同 时 ， 每 亩 施 腐 熟 左 肥 

1500 一 2000kg 作 基肥 ， 用 犁 深耕 约 30cm， 用 友 整 细 土 粒 、 整 平 ， 做 成 宽 1. 3m 的 畦 ， 

畦 沟 宽 约 30cm， 开 好 排水 沟 ， 以 防 积 水 。 

3. 播种 

(1) 选 种 。 选 取 充 实 饱满 的 种 子 。 如 采 质 ， 可 用 筛子 筛 除 和 杂质， 清除 空 交 、 病 里 

BF th th BAT BAS ER FS 
(2) 播 前 种 子 处 理 。 播 种 前 翻晒 种 子 1 一 2d4， 使 种 子 干燥 均匀 一 致 ， 增 加 种 子 透 

性 ， 提 高 生活 力 ， 同 时 也 具有 一 定 的 杀菌 作用 。 

(3) 拌 种 。 每 亩 用 草木 灰 20 一 50kg 拌 人 种子 ， 再 用 腐熟 人 凑 屎 30kg 拌和 种子 

灰 中 。 

(4) 播种 量 。 生 产 鲜 益 母 草 每 雷 播种 子 1kg。 

(5) 播种 期 。 一 般 一 年 播种 两 季 ， 第 一 季 在 3 月 上 中 旬 ， 第 二 季 在 8 APPA. 

(6) 播种 。 播 种 方法 为 条 播 。 播 种 时 ， 按 与 畦 垂直 的 方向 ， 以 30 一 40cm 的 行距 横 

向 开 3 一 5cm 深 的 浅 沟 ， 沟 宽 15 一 20cm。 沟 中 每 亩 施 复合 肥 30~40kg, FAB 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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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与 沟 中 泥土 混合 均匀 ， 避 免 复 合肥 与 种 子 直 接 接 触 。 种 子 沿 沟 均匀 撒 入 沟 中 ， 干 旱 时 

可 用 脚 踩 ， 边 踩 边 覆 以 薄 士 〈 么 厉 等 ，2006) 。 

= 了 田间 管理 

1) 间苗 结合 中 耕 除草 进行 。 补 苗 在 阴 天 进行 。 

2) 中 耕 除草 ， 同 时 进行 培土 ， 在 苗 高 10cm AAR, PH 5 一 6cm， 培 土 2 一 3cm， 

除 净 杂 草 并 追 施 叶 肥 ， 促 进 益 母 草 生 长 。 

3) 施肥 。 巴 苗 肥 。 分 2 次 施 ， 分 别 在 第 一 次 间苗 和 第 二 次 间苗 后 进行 ， 施 尿素 

15kg， 配 水 稀释 后 施用 ， 促 进 幼苗 生长 。@ 叶 肥 。 结 合 中 耕 除 草 进 行 ， 施 肥 总 量 为 每 

亩 6kg 尿素 、20kg 过 磷酸 钙 和 3 一 5kg 氯 化 钊 。@@ 含 量 肥 。 在 益母草 长 至 40cm FA, 

叶片 覆盖 整个 田 块 时 ， 配 水 稀释 喷 施 尿素 3 一 5kg， 使 叶片 转 嫩 变 绿 ， 提 高 益母草 内 总 

生物 碱 含 量 。 外 微 肥 。 叶 面 喷 施 0. 1 硫酸 锰 溶 液 ， 每 次 喷 施 量 约 83ml/m2: 。 春 播 的 鲜 

益母草 ， 在 5 月 中 旬 和 下 旬 各 喷 施 一 次 ， 以 利于 鲜 益 母 草 的 生长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一 ) 病害 

益母草 的 病害 主要 有 根 腐 病 和 白粉 病 。 

1. 根 腐 病 

主要 发 生 在 根部 ， 细 根 首先 发 生 褐色 干 腐 ， 并 逐渐 草 延 至 粗 根 。 根 部 横 切 ， 可 见 断 

面 有 明显 神色， 后 期 根部 腐烂 ， 植 株 地 上 部 分 萎 世 枯 死 。 主 要 发 生 在 7 月 和 11 月 。 

防治 方法 。 采 用 水 旱 轮 作 的 耕作 方法 ， 在 人 冬 前 清 园 ， 收 集 病 株 残 体 ， 集 中 处 理 ， 

种 植 地 翻 耕 30cm 深 ， 越 冬 ， 达 到 冻 死 害虫 的 效果 ;， 梅雨 季节 ， 及 时 开 沟 排水 ， 降 低 田 

间 湿 度 ; 加 强 肥水 管理 ， 增 施 磷 、 钾 肥 ， 促 进 植株 生长 ， 提 高 植株 的 抗 病 能 力 ; 发 病 

期 ， 喷 50%% 托 布津 800 倍 液 ， 控 制 病害 草 延 ， 并 拔 去 发 病 植株 。 

2. 白粉 病 

ERATE MA, MARR, LARA BREE. MIAH. EE 

发 生 在 春 末 夏 初 。 

防治 方法 。 实 行 水 旱 轮 作 的 耕作 方法 ， 在 人 冬 前 清 园 ， 收 集 病 株 残 体 ， 集 中 处 理 ; 

梅雨 季节 ， 及 时 开 沟 排水 ， 降 低 田间 湿度 ; 发 病 期 用 15%% 粉 锈 宁 800 倍 液 喷雾 ， 或 用 
2% AR 120 RIERA) 150~200 倍 液 喷雾 。 

C) Wee 

益母草 的 虫害 主要 为 蚜虫 。 主 要 为 害 叶 片 ， 可 使 叶片 皱 缩 、 空 洞 、 变 黄 ， 天 和 气 干 旱 

时 危害 更 严重 。 蚜 虫 是 危害 益母草 最 严重 的 虫害 ， 一 般 春 、 秋 季 发 生 。 

防治 方法 。 用 7051 ABR 〈 含 0. 62% 杀 螨 素 乳油 ) 2000~3000 倍 液 喷雾 1 或 2 次 。 

收获 前 20d 左右 停止 喷 药 。 

【 采 收 加 工 】3 月 上 中 旬 播 种 的 鲜 益 母 草 于 6 月 中 下 旬 收 获 ; 6 月 下 旬 播 种， 于 9 



> 308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月 下 旬 或 10 月 上 旬 收 获 。9 月 下 名 或 10 月 上 名 播种 的 ，12 月 下 名 至 第 2 年 2 月 下 旬 

收获 。 

采 收 时 ， 选 择 晴 天 ， 用 镁 刀 在 离 基部 2 一 3cm 处 整齐 割 下 地 上 部 分 ， 并 去 除 枯 叶 杂 

质 。 收 割 的 鲜 草 基部 应 分 离 ， 不 能 带 根 头 ， 更 不 能 带 根 。 

IML. 

Wc Fal) oF AY feet ae EE Blas Tea. Abii vee. PEAS I. BRP a HR 

FA, FRU AY ME UREA RT. WI HET. EFF 

炮制 

鲜 益 母 草 : 除去 人 杂质， 迅速 洗 净 。 干 益母草 : 除去 杂质 ， 迅 速 洗 净 ， 润 透 ， 切 段 ， 

FR: 

【化 学 成 分 】 全 草 含 益 母 草 碱 〈leonurine)、 水 苏 碱 〈stachydrine) 、 前 西班牙 夏 

罗 草 酮 (prehis-panolone), 4 HEA 2 Ft Al Chispanolone), {ah A 7E — if Cgale-op- 

sin) 、 前 益母草 二 覃 (preleohrin) 及 益母草 二 相 Cleoheterin)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Gl 

1. 显 微 鉴别 

She: 表皮 细胞 外 壁 较 厚 ， 并 有 角质 层 。 非 腺 毛 1 一 4 Aid,  160~320pm, 

基部 直径 24 一 40pm， 腺 毛 头 部 1 一 4 细胞 ， 直 径 20 一 24xm。 柄 单 细 胞 。 皮 层 为 数列 薄 

壁 细胞 ， 内 含 小 针 晶 ， 长 4 一 16pkm， 四 棱 处 皮层 外 侧 有 6 一 8 列 厚 角 细 胞 ， 内 皮层 细胞 

BER, PH RRA AER BIE. GATE. ACER EB Ph RE AGA, BEAN Kin, KK 
12~48um, 9% 4~20pm, IFA EH, K 8~28um. 

叶 表 面 观 : 上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略 呈 波状 弯曲 ， 有 众多 单 细 胞 非 腺 毛 ， 呈 圆锥 状 ， 长 

64~110um, HEIR) Gum, BE LAPOREE, BASE A 20~40um, FARIA 4~7 表 

皮 细 胞 ， 呈 放射 状 排列 ， 表 面 有 角质 条 状 纹理 ， 腺 毛 头 部 1 一 4 细胞 ， 直 径 20~24 pm, 

柄 单 细胞 。 下 表 有 疣 状 突起 ， 顶 部 细胞 胞 腔 较 窗 ， 另 有 少数 腺 毛 及 腺 鳞 ， 头 部 8 细胞 ， 

直径 32 一 36jm。 

2. 薄 层 鉴别 

取 本 品 粉 未 〈 鲜 品 干 燥 后 粉碎 ) 3g， 加 乙醇 30ml， 加 热 回 流 1h， WHI, WE. UE 

液 浓 缩 至 约 sml1， 加 于 活性 炭 -氧化 铝 柱 “活性炭 0.5g， 中 性 氧化 铝 100 一 120 A, 2g, 

内 径 10mm) 上 ， 用 乙醇 30ml YER. WE VERY. Ze. Fe Z ME OO. 5ml 使 溶解 ，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盐 酸 水 苏 碱 对 照 品 ， 加 乙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O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W B] 试验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10w1， 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蒲 层 板 上 ， 以 正本 醇 - 盐 酸 -水 (4 : 1: 0.5)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晾 千 ， 喷 以 稀 碘 化 灸 钾 试 液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3. 理化 鉴别 

1)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醇 10ml， 冷 浸 过 夜 ， 过 滤 。 蒸 干 滤液 ， 残 渣 加 稀 盐 酸 4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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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 ， 过 滤 。 取 滤液 lml， 加 改良 碘 化 灸 钾 试 液 2 滴 ， 产 生 橙 色 沉 演 。 

2) 薄 层 色谱 。 取 本 品 粉 未 5g， 加 盐酸 甲醇 (1 : 100) 液 50ml， 冷 浸 过 夜 ， 过 滤 ， 

取 滤 液 45ml， 减 压 浓 缩 ， 再 加 入 蒸馏 水 5ml， 过 滤 ， 蒸 干 ， 加 正 丁 醇 lml 溶液 ， 作 供 

试 液 ， 另 以 水 苏 碱 、 益 母 草 碱 对 照 。 分 别 点 样 于 同一 硅胶 G-CMC 板 上 ， 以 正 丁 醇 - 乙 

酸 乙 酯 -盐酸 (4: 0.5 : 1.5) 展开 剂 ， 喷 以 改良 碘 化 包 钾 试剂 ， 生 物 碱 斑点 显 栖 红 色 。 

二 、 售 唱 测 定 

1.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经 105°C 干燥 至 恒 重 的 盐酸 水 苏 碱 对 照 品 25mg， 置 25ml 量 瓶 中 。 加 

0. lmol/L 盐酸 溶液 使 溶解 ， 并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 即 得 〈 每 毫升 中 含 盐酸 水 苏 碱 
lmg). 

2. Hix de A HK BY Hl 

取 本 品 粉 未 〈 鲜 品 干 燥 后 粉碎 ， 过 3 号 筛 ) A 3g， 同 时 另 取 本 品 粉 未 测定 水 分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区 也 第 一 法 ]，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乙醇 50ml， 称 定 重量 ， 超 声 处 理 (功率 350W， 频 率 35kHz ) 3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 

量 ， 用 乙醇 补足 减 失 的 重量 ， 摇 匀 ， 过 滤 ， 精 密 量 取 滤液 25ml， 置 蒸发 血 中 ， 置 水 浴 

中 蒸 干 ， 精 密 加 入 0. lmol/L 盐酸 溶液 10ml 使 溶解 ， 加 活性 炭 0.5g，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0. 5 分 钟 ， 搅 拌 ， 过 滤 ， 滤 液 置 25ml BA. FAO. 1mol/L 盐酸 溶液 分 次 洗涤 蒸发 四 和 

滤器 ， 洗 液 并 和 人 同一 量 瓶 中 ， 备 用 。 

3. 测定 法 

精密 量 取 对 照 品 溶液 10ml， 置 25ml 量 瓶 中 ， 另 取 0. lmol/L 盐酸 溶液 20ml， 置 

25ml 量 瓶 中 。 在 对 照 品 溶液 、0. 1mol/ 世 盐酸 溶液 及 上 述 备 用 供 试 品 溶液 的 量 瓶 中 ， 各 

精密 加 入 新 制 的 2% 硫 氰 酸 铬 铵 溶液 3ml, FEA), D0. lmol/L 盐酸 溶液 至 刻度 ， 摇 

义 ， 置 冰 浴 中 放置 1h， 用 干燥 滤纸 过 滤 ， 取 滤液 ， 以 0. lmol/L 盐酸 溶液 为 空白 ， 照 分 

光 光 度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MISE VBI, 在 520nm 的 波长 处 分 别 测定 吸收 度 ， 

用 空白 试剂 的 吸收 度 分 别 减 去 对 照 品 与 供 试 品 的 吸收 度 ， 计 算 ， 即 得 。 

本 品 按 干 燥 品 计算 ， 含 生物 碱 以 盐酸 水 苏 碱 〈Cz His NO. * HCL tt, Fanta 

F0.5%; 鲜 品 不 得 少 于 1.0%%。 

【主要 参考 文献 】 

Ai, BBY, HE. 2006. 中 药材 规范 化 种 植 〈 养 殖 ) 技术 指南 北京: 中国 农业 出 版 社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一 部 )， 北 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铁 苋 ， 菜 
Tiexiancai 

HERBA ACALYPHAE 

【概述 〗】 铁 苋菜 出 自 《 植 物 名 实 图 考 》。 为 大 载 科 植物 铁 苋 菜 及 大 戟 科 植 物 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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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苋 菜 的 地 上 部 分 。 味 苦 、 汲 ， 人 性 平 。 归 心 ， 肺 ， 大 、 小 肠 经 。 清 热 解毒 ， 利 湿 ， 

Wiki. FAFIar BR. RR. Ohi. Mi, PE. Ri. Ade. HTB. K 

肤 湿疹 。 

生 于 山坡 、 沟 边 、 路 旁 、 田 野 ， 为 伏 牛 山大 宗 药材 。 伏 牛山 主 产 的 有 大 戟 科 植物 铁 
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 FAIRER RUS Acalypha brachystachya Hormen. , WAR 

叶 铁 苋菜 Acalypha hispida Burm. f. 和 三 色 铁 苋菜 Acalypha wilkesiana Muel. ， 后 二 

eis Bae, TEAR EMD. 

【商品 名 】 铁 苋 、 铁 苋菜 

【别名 】 人 苋 、 海 蚌 含 珠 、 撮 斗 撮 金 珠 、 六 合 草 、 半 边 珠 、 野 黄麻 、 玉 碗 捧 真 珠 、 

Fes er MLR, UR SY. AB. Mk et. Vb Hee. KAA. FARE, Oe By 

Sk. PAR. BP RR GL. cE. RIT BI. fa. BIT. MPR. PRO, RRS 

KK. BRE, MBO. PR, RK. RE. NR. BTR, JERS. ie 

TBR. BK e BE. SP. PP PRS PP Ik. est. BR. AERA 

RE. SRI. SAM. WHR. ORR. BAK. wR. REE 

【 基 原 】 大 戟 科 植物 铁 苋 菜 及 大 戟 科 植物 短 序 铁 苋菜 的 地 上 部 分 。 

【 原 植 物 】 
1. 铁 苋菜 
一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50cm。 叶 薄 纸 质 ， 椭 圆 形 、 椭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卵 状 攻 形 ， 长 

2. 5 一 8cm， 宽 1. 5 一 3. 5cm， 先 端 尖 ， 基 部 攀 形 ，3 出 脉 ， 边 缘 有 锯齿 ， 两 面 朴 生 绕 毛 

或 几 无 毛 ; 叶柄 长 1 一 3cm。 花 单 性 ， 肉 雄 同 株 ， 无 花 狼 ， 成 腋生 穗 状 花 序 ; 雄花 小 ， 

Zi, EAE LB, BAR, A, ER 8 个 ;雌花 生花 序 下 部 ， 苯 3 裂 ， 子 房 球形 ， 

有 毛 ， 花 柱 3 个 ; 区 三 角 状 卵 形 ， 边 缘 有 齿 。 藉 果 近 球形 ， 三 棱 状 ， 直 径 3~4mm, 
期 8 一 10 月 ， 果 期 9 一 11 A. 

2. 短 序 铁 苋菜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30 一 50cm。 和 柔弱 ， 分 棱 ， 有 沟 纹 ， 被 短 柔 。 叶 卵 形 ， 长 3 一 6cm， 

宽 1. 5 一 3. 5cm， 先 端 渐 尖 ， 钝 ， 基 部 宽 槐 形 ， 圆 形 或 近 心 脏 形 ， 边 缘 有 锯齿 ， 两 面 芷 

生长 硬 毛 ， 基 部 三 出 脉 ， 叶柄 细 ， 长 2 一 6cm， 被 短 曲 柔 毛 ; 托 叶 披 针 形 ， 长 4 一 5mm。 

花序 短 ， 长 1 一 2cm， 常 数 个 簇生 于 叶腋 ， 雄花 雄 蕊 7 或 8 个; METER 3 一 5 RR, RR 

RAI, K3~4mm, RKAE, FRR, HE 2mm， 被 柔 毛 ， 花 柱 3 +, K2mm, 

WRG 3 个 分 果 ;， 种 子 卵 形 ， 长 1. 5mm。 花 期 5~7 月 ， 果 期 8 一 10 月 。 

【药材 性 状 】 全 草 长 20 一 40cm， 葵 细 ， 单 一 或 分 枝 ， 棕 绿色 ， 有 纵 条 纹 ， 具 灰白 

色 细 和 柔 毛 。 单 叶 互 生 ， 具 柄 ; 叶片 膜 质 ， 卵 形 或 卵 状 萎 形 或 近 椭圆 形 ， 长 2. 5 一 5. 5cm， 

宽 1. 2 一 3cm， 先 端 稍 尖 ， 基 部 广 模 形 ， 边 缘 有 钝 上 元， 表面 棕 绿色 ， 两 面 略 粗糙 ， 均 有 

Ame. ER AOA. SHE, DCE; BA SHAK. HR), =AKRF 

圆 形 ， 直 径 3~4cm, RARE, BME. Vik, RT. HB.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生 于 了 旷野、 丘陵 、 路 边 较 湿润 的 地 方 ; 或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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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500m 的 山坡 岩石 缝 或 林 下 湿地 。 适 应 性 强 ， 高 山 和 平 坝 的 一 般 土 壤 都 可 以 

栽培 。 

【种 植 方法 】 

.种 子 繁殖 : 3 一 4 月 播种 。 筑 1. 3m 宽 的 畦 ， 按 行 、 株 距 各 约 26cm FIN, THA 

257k. lhm’ 用 种 子 7. 5kg AA, SERRA BAK MAT RK, DOCH. 

田间 管理 : 苗 高 7cm 左右 时 匀 苗 ， 每 穴 留 苗 4 一 5 株 ， 结 合 中 耕 除草 ， 追 肥 1 次 ， 

肥料 以 人 畜 姜 水 为 主 。 

【 采 收 加 工 】 
5 一 7 月 采 收 ， 除 去 泥土 ， 晒 干 或 鲜 用 。 

【化 学 成 分 】 含 有 生物 碱 、 苷 类 、 还 原 性 糖 类 或 其 他 还 原 性 物质 、 莱 质 、 淀 粉 、 

HARES. FE AREA FM (gallic acid) 、 咖 啡 酰 苹果 酸 〈coffeoyl malic acid), VI 

BHA ILA (teraniin), FHA (acalyphine) 、 大 黄 素 (emodin)、p8- 谷 省 醇 〈8-sitose- 

rol) 、 毛 地 黄 内 酯 、2 ,6- 二 氧 甲 基 -1,4- 葵 柄 、 烟 酸 (nicotinic acid)、 原 儿 茶 酸 (proto- 

catechuic acid), #9 # bh # (daucosterol), FP? J (rutin), BEFAMB (succinic acid) 和 短 

叶 苏 木 酚 (brevifolin) 〈 王 晓 岚 等 ，2008 ) 。 

挥发 性 成 分 有 乙酸 龙 脑 酯 (bornyl acetate), JE AM 〈bornyl)、 棕 榈 油 酸 乙 酯 

(palmitoleic acid ethyl ester) 、 亚 油 酸 Clinoleic acid), FHA (palmitic acid) 和 柏木 

烷 酮 Ccedranone) (ERAS, 2006).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显 微 鉴定 : 叶 表面 观 ， 上 、 下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 少 数 呈 连珠 状 增 厚 ， 均 有 

气孔 、 非 腺 毛 。 和 气孔 常数 个 成 群 ， 多 为 平 轴 式 ， 副 卫 细胞 2 个 ， 较 小 ， 或 其 中 1 个 明显 

小 于 表皮 细胞 。 非 腺 毛 单 细 胞 ， 大 多 平 直 ， 有 的 先端 稍 偏 弯 或 基部 拐 曲 ， 长 56 一 

1119um， 中 部 直径 11 一 42pm， 壁 厚 者 层 纹 明 显 ， 有 的 壁 具 竟 状 突起 ， 有 的 胞 腔 具 1 一 

8 分 隔 。 叶 肉 组 织 有 众多 草酸 钙 复 晶 ， 直 径 15 一 64um， 常 有 数 个 宽大 的 棱角 ， 先 端 锐 

尖 ， 主 脉 部 位 的 复 晶 纵 列 成 行 ， 直 径 8 一 43um， 棱 角 较 多 而 细小 。 本 品 以 叶 多 、 色 绿 、 

无 花 者 为 佳 。 

=. Fale 

色谱 柱 : Zorbax Cis 柱 (250mmX4.6mm, 5yum); 流动 相 : 水 -二 甲 基 甲 酰胺 - 冰 乙 

酸 (99. 82 : 0.15 : 0.03); 检测 波长 : 270nm; 流速 : 1ml/min; 柱 温 : 室温 。 理 论 塔 

板 数 按 没食子 酸 峰 计算 ， 应 不 低 于 3000。 

对 照 品 溶液 制备 : 精密 称 取 没食子 酸 对 照 品 适量 ， 加 1%% 乙酸 溶液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4ug 的 溶液 ， 即 得 。 

样品 含量 测定 : 取 铁 苋菜 粉末 (过 3 Sit) 约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圆 底 烧瓶 中 ， 

加 水 50ml， 加 热 回流 6h，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置 100ml 量 瓶 中 ， 加 冰 乙 酸 0. 5ml， 加 水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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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刻度 ， 摇 义 ， 用 微 孔 滤 膜 〈0. 45pm) WUE, MAEM. WIT NARA, BER 

取 对 照 品 溶液 及 样品 溶液 各 20w4， 注 入 高 效 液 相 色谱 仪 ， 记 录 色 谱 图 ， 按 峰 面积 值 外 

标 法 计算 含量 〈 何 依 玲 等 ，2007) 。 

【附注 】 

lL. RRR GK 
灌木 ， 高 达 5m。 叶 绿色 ， 宽 卵 形 ， 长 10 一 20cm， 先 端 尖 或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 边 缘 

有 粗 锯齿 ， 叶 脉 及 叶柄 均 有 柔 毛 。 花 单 性 ， 肉 雄 异 株 ， 成 穗 状 花 序 ; EAE RP HE. TES 

而 排列 紧密 ， 圆 柱 形 ， 长 45cm， 直 径 1. 2 一 2. 5cm， 花 柱 长 ， 有 分 枝 ， 鲜 红色 或 紫色 ， 

子 房 密 生 毛 。 

2. 三 色 铁 苋菜 

灌木 ， 高 达 5m。 叶 卵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长 10 一 20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圆 形 或 枢 形 ， 

边缘 具 齿 ， 青 铜 色 ， 有 各 种 红 或 紫斑 ， 叶 柄 及 沿 叶脉 有 毛 。 花 单 性 ， 肉 雄 同 株 ， 穗 状 花 

序 细 长 ， 直 径 4 一 6mm， 带 红色 ;， 雌 苞 常 宽 三 角形 ， 有 锯齿 。 

【主要 参考 文献 】 

何 依 玲 ， 李 晓 誉 . 2007. 高 效 液 相 色谱 法 测定 铁 苋菜 中 没食子 酸 含量 .中 国药 业 ，16 (11): 18, 19 

王 晓 岚 ， 郁 开 北 ， 彭 树林 .2008.， 铁 苋菜 地 上 部 分 的 化 学 成 分 研究 .中国 中 药 杂 志 ，33 (12): 1415, 1416 

ERR, ABBA, ERE. 2006. 铁 苋菜 挥发 性 成 分 的 GC-MS 分 析 .， 分 析 化 学 ，26 (10) : 1423~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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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A RODGERSIAE 

【概述 】 本 品 为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材 ， 收 载 于 《中 国药 典 》 (1977 年 版 ) 〈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1977) 。 主 要 为 民间 应 用 ， 其 味 若 、 汲 ， 性 平 。 具 有 消炎 解毒 ， 收 

敛 止 血 的 功效 。 用 于 治疗 腹泻 、 菌 痢 、 便 血 ， 外 用 治 子宫 脱 垂 、 脱 肛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未 收录 该 药材 。 主 要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海拔 1000m 以 上 的 山坡 及 山谷 林 下 阴 

湿地 方 。 

【商品 名 】 索 骨 丹 

(A144) BAT. ZIOR. BRL. MHL. SMA. KER. ARAL. MS 

FF. DAF. SE BAD. BIR. KAR BID. BAW (HM. BAT 

(陕西 ) vKm WE. Re. AR. BA. MH. BULA 〈 云 南 )、 六 月 寒 〈 四 

JID, Wes CURD. SIO GARD. tkA a CHD. FAI (BRR. HIRD. R 

Att 

(2) £7 Raw BIT Rodgersia aesculifolia Batal. WHR.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60 一 120cm。 根 茎 粗壮 ， 横 走 ， 直 径 可 达 Sem, BA 
分 枝 ， 无 毛 。 基 生 叶 1 个 ， 葵 生 叶 1 或 2 个 ， 均 为 掌 状 复 叶 ， 小 叶片 3 一 7 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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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至 披 针 形 ， 长 8~27cm, FH 3 一 9ecm， 先 端 短 渐 尖 或 突 尖 ， 基 部 槐 形 ， 边 缘 有 不 整齐 

重 锯齿 ， 表 面 无 毛 ， 背 面 中 肪 隆起， 沿 脉 有 短 柔 毛 ; 基 生 叶柄 长 达 40cm, BMPR. 

聚 伞 花序 圆锥 状 顶 生 ， 长 18 一 38cm， 密 被 褐色 柔 毛 ， 花 多 数 ， 密 集 ; BRM. RE 

=; 苯 片 白色 或 淡 黄 色 ， 三 角 状 卵 形 ， 长 约 2mm; 花丝 长 约 3. 5mm， 针 形 ， 基 部 扁 

平 ; 子 房 半 下 位 ，2 室 ， 心 皮 基部 合生 ， 中 轴 胎 座 ， 花 柱 2 个， 分离。 藉 果 卵 形 ， 种 子 

多 数 ， 褐 色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0 月 〈 丁 宝 章 ，1997) 。 

【药材 性 状 】 根 状 荃 呈 圆柱 形 ， 略 弯曲 ， 长 8 一 25cm， 直 径 1.5~3.5cem, She 

色 ， 皱 缩 ， 上 端 有 棕色 鲜 毛 及 许多 须根 或 根 痕 。 表 面 红 棕 色 或 灰 棕 色 〈 炮 制品 )， 有 横 

沟 及 纵 皱 纹 ， 质 坚硬 。 断 面粉 性 ， 红 棕色 或 棕 褐 色 〈 炮 制品 )， 有 多 数 白 色 小 亮点 ， 并 

可 见 棕色 或 黑色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1976 )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索 骨 丹 为 典型 的 喜 阴 植物 ， 常 生长 在 海拔 1100~ 

3400m 的 林 下 、 山 谷 、 林 缘 阴 湿 处 或 路 旁 草丛 中 ， 多 以 团 块 分 布 。 生 长 比较 迅速 ， 一 

般 2~4 年 为 一 个 生长 周期 ， 基 本 在 阴 湿 腐 殖 土 及 山谷 石 辽 灌 从 中 都 能 良好 生长 。 其 种 

群 的 更 新 方式 主要 靠 种 子 繁殖 和 无 性 繁殖 ， 并 且 这 两 种 方式 都 比较 有 效 ， 可 以 使 种 群 不 

断 的 扩大 。 

【 采 收 加 工 】 秋 季 采 控 ， 除 去 葵 叶 、 粗 皮 、 须 根 和 泥土 ， 切 片 ， 晒 干 或 烘 干 。 

【化 学 成 分 】 鬼 灯 葡 根 中 含 岩 白菜 素 (bergenin), MIT AMARA 7- 甲 氧 基 岩 白 

322% (7-methoxyhergenm), 9% kt) 3 HEB) 2, 6-— #8 HEA ZW MA AG (methyl-2, 6-di- 

hydroxypheny lacerate), ， 丁 香 酸 (syringic acid) ， 能 果 苷 (arbutin) ， 没 食 子 酸 (gallic 

acid), (+) - 儿 茶 素 (catechin)， 原 花色 苷 元 8 2 单 没 食 子 酸 酯 〈procyanidian 8-2 mo- 

nogallate) 〈 郑 尚 珍 等 ，1985) 。 还 含有 秀 樟 醇 〈lnalool) ， 麦 角 省 醇 〈ergosterol) ，5- 豆 

{§-a-38-BE 〈stigmast-5-en-38-ol) ， 桥 皮 素 及 8- 谷 省 醇 〈8-sitosterol) “〈 沈 序 维 等 ， 

1987). 

挥发 油 : THA 0.02%~0.03%, HHRAAM, Ae Clinalool), FA 
(toluene), [HJ] —-A AE (m-xylene), FEM. a Wek Re B-ie ke, AHEM. Ale tr te Mi 
(limonene), @#IFFH (carvactol) ，1,3,3- 三 甲 基 双环 [2,2,1] 康 -2- 酮 (1,3,3-trim- 

ethylbicyclo [2,2,1] -heptan-2-one)， 甲 基 异 丁香 油 酚 (methylisoeugeno, #e4- JLB 

(geraniol), ， 丁 香油 酚 〈eugenol) ， 间 葵 甲 酚 Cn-cresot), 485A (o-cresol), fai 

脑 ， 葵 乙醇 (phenyl ethyl alcohol), ，3, 5- 二 羟基 甲 茶 (3, 5-dihydroxytoluene) ， 了 丁 酸 

(bulyric acid), 2,3,6-=F de fa] FRE (2.3,6-trimethylanisole), AA RE (citronellal), 

棕榈 酸 等 成 分 〈 囊 柯 等 ，1994) 。 经 处 理 分 馅 ， 中 性 油 部 分 主要 含 甲 基 异 丁香 油 酚 ， 茜 

乙醇 ， 左 旋 芳 樟 醇 ; 酚 性 油 部 分 主要 含 葵 酚 ， 丁 香油 酚 ， 间 甲苯 酚 ， 邻 甲苯 酚 ; 酸性 油 

部 分 含有 丁 酸 ， 戊 酸 Cvalericacid), GMB (caproic acid), AR (capylic acid), BR 

(capric acid) ， 月 桂 酸 Clauric acid), ALS SEM (myristic acid) ， 棕 榈 酸 ， 便 脂 酸 CHB 

尚 珍 等 ，1988) 。 

其 他 成 分 : 根 蔡 含 矮 茶 素 (berernin) 3.0%~4.1% GERAAR). B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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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18% 、 糖 类 20.1%; 干 根 蔡 含 淀粉 42.5% 一 51.5% 、 糖 类 47.5%, HR. RE 

SEM, FSR I. 98% 和 多 种 苷 类 GR. BRR. DHS); 去 皮 根 葵 含 

ER 45%, BAYER 6.39%, LARA 0.79% ， 粗 蛋白 5.59%, BER 1.87%, KA 

5.52%. MAS MW 18%, HA 20.1%; FRAAUHM 42.5% ~51.5%, BA 

47.5%, MANARAH. RDA. BRS. WARE.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Bil 

1) 取 本 品 50mg， 加 水 10ml， 加 热合 溶解， 冷却 ， 取 溶液 1ImL， 加 每 毫升 中 含 三 

氧化 铁 试 液 1 滴 的 铁 握 化 钾 试 液 2 滴 ， 显 轰 绿 色 ， 后 变 为 蓝 色 。 

2) 取 鬼 灯 葡 约 2g， 浸 泡 于 10ml 95%% 的 乙醇 溶液 中 。 过 夜 ， 过 滤 ， 滤 液 作 为 供 试 

品 。 吸 附 剂 : 硅胶 G 铺 板 后 ， 在 105 尼 活化 1h。 将 供 试 品 与 对 照 品 “〈 岩 白菜 素 的 乙醇 

溶液 ) 点 样 于 同一 硅胶 G 板 上 ， 展 开 。 展 开 剂 : 葵 - 乙 酸 乙 酯 -甲酸 (5 : 4 : 1)。 显 色 

剂 ， 50% 硫 酸 乙 醇 液 。 喷 雾 后 于 105 名 烘 烤 lOmin, RMAF 〈 岩 白菜 素 ) 正品 与 对 照 品 

在 相应 位 置 上 均 有 红 棕 色 或 淡 红 棕色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 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流 动 相 为 甲 

醇 - 水 〈20 : 80), ， 检 测 波 长 为 275nm。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准 确 称 取 白菜 素 标准 品 适量 ， 加 甲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50n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索 骨 丹 粉 未 G4 Si) 0. 2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HP. ARIA 80 光 甲醇 50ml， 称 定 质量 ， 超 声 处 理 40min， 冷 却 。 再 称 定 质量 ， 用 

甲醇 补足 减 失 的 质量 ， 摇 匀 ， 过 滤 ， 取 续 滤 液 ， 即 得 。 

(4) 测定 法 。 分 别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溶液 与 供 试 品 溶液 各 5wl， 注 入 液 相 色谱 仪 ， 测 

十” 即 得 (Fibs, 2007 ; PRS, Ig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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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淫 羊 董 为 伏 牛 山区 大 宗 药 材 。 淫 羊 董 为 小 辟 科 小 驳 属 植物 ， 又 名 三 枝 九 叶 

BS, 在 《神农 本 草 经 》 中 列 为 中 品 。 李 时 珍 日 :“ 生 大 山中 , RMA, SHA, 

一 二 尺 , 一 荃 三 醒 , 一 极 三 叶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CRRA APS BEML EAE HE Epi- 
medium sagittatum (Sieb. et. Zicc. ) Maxim、 朝 人 鲜 淫 羊 蓝 E. koreanum Nakai, # BE 

2% E. pubescens Maxim、 巫 山 淫 羊 蔓 E. wushanense T.S. Ying。 性 味 归 经 : 温 ;， 辛 、 

甘 ; 归 肝 、 肾 经 ， 功 能 主治 : 补肾 阳 ， 强 筋骨 ， 祛 风湿 。 用 于 治疗 阳痿 遗精 ， 筋 骨 痿 

软 ， 风 湿 站 痛 ， 麻 木 拘 挛 ， 更 年 期 高 血压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 主 要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南 北部 ， 生 长 于 山坡 林 下 或 沟 岸 阴 湿地 方 。 

(aime) ere 

【别名 卫 刚 前 、 仙 灵 脾 、 仙 灵 毗 、 黄 连 祖 、 放 杖 草 、 弃 杖 草 、 三 又 风 、 桂 鱼 风 、 

REE. FRAUSK. GMA Xl. ARENT. EAM. SRE. SHH. FRA. PSH. WM 

ME. PAE. RTI. SMA. AA, REA ARLE, 2003) 

CR) AG) BEE EE Epimedium brevicornum Maxim.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60cm。 根 状 荃 粗 厚 ， 木 质 化 ， 坚 硬 ， 暗 褐色 ， 密 

生 多 数 须 根 。 葵 直立 ， 淡 黄色 或 微 带 绿色 ， 具 光泽 。 叶 基 生 或 茎 生 ， 通 常 为 二 回 三 出 复 

叶 ， 基 生 叶 1 一 3 4, RH, BAM 2 个 ， 对 生 ， 具 较 短 的 柄 ; “OPA, Ati, ON 

形 或 砚 卵 形 ,长 3 一 7cm， 宽 2 一 5. 8cm， 先 端 急 尖 ， 基 部 心脏 形 ， 偏 斜 或 否 ， 偏 斜 的 一 

边 常 呈 耳 状 ， 边 缘 具 毛刺 状 锯齿 ， 表 面 有 光泽 ， 网 脉 明显 ， 背 面 苍 白色 ， 芷 生 少 数 柔 

毛 ， 基 出 脉 7 条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较 犹 ， 长 10 一 35cm， 序 铀 与 花梗 被 腺 毛 ， 具 多 花 ; 

花梗 长 1 一 1. 5cm; 外 轮 苯 片 较 小 ， 卵 状 三 角形 ， 长 1 一 2. 5mm， 带 暗 绿色 ， 内 轮 苯 片 

ACER, AIR He, FR, KiA 10mm， 宽 2 一 4mm; FEMA SH. MRA 

小 ， 距 长 2 一 3 SOK; MER 3~4mm, fit, AKA, KA 2mm; 子 房 1 室 ， 有 

1 或 2 个 胚珠 ， 花 柱 伸 长 ， 柱 头头 状 。 藉 果 近 圆柱 形 ， 两 端 犹 ， 腹 部 略 膨大 ， 先 端 有 

只 ,长 8 一 12mm， 淡 绿色 ;种 子 暗 红色 ， 有 光泽 ， 狭 椭圆 形 ， 微 弯 ， 长 2.5 一 4mm， 

有 肉质 假 种 皮 。 花 期 5 一 7 月 ， 果 熟 期 6 一 8 A CT EEG, 1997). 

【药材 性 状 】 淫 羊 董 : SRB. KA 20cm， 表 面 黄 绿色 或 淡 黄 色 ， 具 光泽 。 

葵 生 叶 对 生 ， 二 回 三 出 复 叶 ;小 叶片 卵 圆 形 ， 长 3~8em, Fi 2 一 6cm; 先端 微 尖 ， 顶 生 

小 叶 基部 心 形 ， 两 侧 小 叶 较 小 ， 偏 心 形 ， 外 侧 较 大 ， 呈 耳 状 ， 边 缘 具 黄色 刺 毛 状 细 锡 

wis 上 表面 黄 绿色 ， 下 表面 灰 绿 色 ， 主 脉 7 一 9 条 ， 基 部 有 稀 玻 细 长 毛 ， 细 脉 两 面 突起 ， 

网 肪 明显; 小 叶柄 长 1 一 5cm。 叶 片 近 音质。 无 具 ， 味 微 苦 。 

【种 质 来 源 】 野 生 居 和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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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野 生 淫 羊 董 分 布 于 海拔 450 一 2000m 的 低 、 中 山 
地 的 灌 丛 、 玻 林 下 或 半 阴 湿 的 环境 中 。 其 种 群 的 伴生 植物 以 草本 为 主 ， 灌 木 为 辅 ， 木 本 

较 少 。 淫 羊 若 有 较 强 的 环境 适应 性 ， 在 其 野生 分 布 区 域 ， 都 能 顺利 地 变 为 家 种 栽培 和 保 
护 抚育 。 淫 羊 蔓 为 阴 生 植 物 ， 阴 湿 是 其 良好 生长 的 基本 条 件 ， 生 育 期 忌 阳 光 直 射 。 阴 坡 
生长 的 淫 羊 蔓 优 于 阳 坡 ， 林 下 种 植 优 于 露地 种 植 ， 在 裸 地 或 疏 林 地 种 植 可 出 现 斤 化 

现象 。 

【种 植 方法 】 

—, ABR 

1. (RAR HBR 
4~5 月 萌芽 前 ， 控 取 地 下 根茎 ， 取 芽 茎 段 ， 切 成 8 一 10cm 小 段 ， 每 段 保 留 1 一 2 个 

芽孢 ， 用 赤 霉 素 和 生根 粉 药剂 处 理 后 ， 栽 于 条 床 内 。 株 、 行 距 为 15cmX20cm， 帮 细 土 

5cm， 踩 实 后 ， 再 用 湿 树 叶 履 盖 3 一 5cm。 

2. EK BR 
夏季 6 一 8 月 高 温 多 十 时 ， 林 下 载 培 方法 是 将 野生 生长 旺盛 的 植株 整 株 带 土 移 栽 ， 

随 控 随 栽 ， 最 好 选择 阴 天 或 下 十 前 后 ， 既 省 涛 水 ， 又 易 成 活 。 株 、 行 距 为 20cm X 

25cm， 覆 土 3 一 5cm， 踩 实 后 ， 履 盖 树 叶 3 一 5cm。 这 种 栽培 方法 不 缓 苗 ， 成 活 率 高 达 

85% 以 上 ， 且 根 葵 分 葛 芽 生长 快 ， 第 2 年 春分 枝 多 、 产 量 高 。 

—. Allee 

1. 补苗 
翌 春 2 一 3 月 出 苗 后 ， 若 发 现 死 苗 、 弱 苗 、 病 苗 应 及 时 拔除 ， 选 阴 天 补苗 种 植 ， 以 

保证 基本 苗 数 。 

2. Pathe 
淫 羊 董 生 长 的 旺季 ， 也 是 杂 草 生长 的 旺季 ，4 一 8 月 ， 一 般 地 块 〈 指 裸 地 ) 可 10d 

除草 1 次; 而 秋冬 季 杂 草 生 长 较 缓 慢 ， 可 30d 左右 除草 1 次 。 除 草 时 结合 中 耕 ， 以 畦 面 

DARREN. 

3. BRA KR 
HZFESWALEAR. AFRWABRHAKS RICH. ERE-MER 

5 一 6d， 就 必须 早晚 进行 人 工 浇 水 。 

三 、 合 理 施肥 

1. 施肥 种 类 
农家 肥 、 帮 肥 、 有 机 复合 肥 、 无 机 复合 肥 、 其 他 如 腐 殖 酸 类 肥料 、 菜 籽 饼 、 沼 气 

肥 、 叶 面 肥 及 各 种 符合 GAP 要 求 的 绿色 生态 肥料 等 。 

2. 施肥 时 间 

底肥 于 头 年 的 10~11 月 结合 整地 开 畦 时 施 人 ; 追肥 于 翌年 3 一 6 月 追 施 一 次 或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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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促 药 肥 于 翌年 10 一 11 月 施 一 次 ; 另外 ， 在 每 次 采 收 后 ， 及 时 补充 肥料 。 

3. 施肥 方法 

底肥 主要 采用 “ 面 施 ” 法 ， 即 于 开 畦 后 定植 前 ， 将 肥料 均匀 撒 于 畦 面 ， 然 后 翻 人 土 

中 。 也 可 进行 “ 穴 施 ” 或 “条 施 ”， 即 在 开 畦 后 定植 前 ， 控 定植 “ 穴 ” 或 “条 ”时 。 将 

肥料 均匀 放 和 人 “ 穴 ” 或 “条 ”内 ， 并 将 肥料 与 周围 土壤 混 匀 。 由 于 淫 羊 蔓 的 种 植 密度 相 

对 较 密 ， 追 肥 主 要 采用 “ 穴 ” 施 ， 追 肥 时 切 纪 将 肥 施 到 新 出 土 的 枝叶 上 ， 应 靠近 株 从 的 

基部 施 人 ， 并 根据 肥料 种 类 履 土 。 

4. 施肥 量 

(1) 底肥 。 农 家 肥 依 据 原 土壤 肥力 情况 而 定 。 一 般 施 1000 一 3000kg/ 亩 。 

(2) 追肥 。 一 般 情 况 下 无 机 氮肥 施 人 量 不 超过 5kg/ 亩 ， 有 机 复合 肥 10 一 30kg/ 亩 。 

(3) 促 芽 肥 。 一 般 可 施 农家 肥 1000kg/ 亩 ， 或 有 机 复合 肥 10 一 20kg/ 亩 。 

(4) 采 收 后 施肥 。 一 般 可 施 农家 肥 1000 ~ 2000kg/ 亩 ， 或 有 机 复合 肥 20 ~ 

30kg/ 亩 。 

四 、 病 虫害 防治 

在 淫 羊 蓝 目 前 的 种 植 实 践 中 ， 病 虫害 的 发 生 较 少 。 仅 有 小 甲虫 咬 食 叶片 ， 或 有 蛾 类 

幼虫 咬 食 幼苗 葵 秆 或 叶片 观 象 ， 可 采取 农业 综合 防治 措施 。 减 少 病虫害 的 发 生 〈 李 敏 ， 

2005). 

【 采 收 加 工 】 种 植 2 REE, SAREFEAKRAY. B 

养 物 质 积累 最 高 的 季节 ， 此 期 采 收 药 效 强 。 采 收 时 要 将 地 上 葵 叶 捆 成 小 把 ， 置 于 阴凉 通 

风干 燥 处 阴干 或 晾 干 。 加 工 过 程 中 ， 应 认真 选 出 杂质 、 粗 梗 及 混和 的 异物 ， 以 保证 药材 

质量 。 连 续 采 收 几 年 后 ， 常 会 影响 淫 羊 蓝 的 后 期 发 育 ， 影 响 其 越冬 芽 及 来 年 的 新 叶 产 量 

和 质量 。 为 此 ， 连 续 采 收 3 一 4 年 后 ， 应 轮 息 2 一 3 年 以 恢复 种 群 活力 。 

【化 学 成 分 】 黄 酮 类 : 1.0% ~8.8%, A 50 余 种 黄酮 : WRAL AEAF Cicariin), # 
BH A (epimedoside A), KAEHFBT A. By. C Gikarisoside A, B, C), FA 

定 B 和 C (epimedin B, C), ArZ#24F B (sagittatoside B), 327¢4f | (baohuoside [| ), 

BUF I Cicariside 1) OCHA, 1993). 
挥发 油 : trHPR. BRE, N-ARAG-2-Be RR. HAR. FEA. DE A A to BEL Ht 

be. FOS BE. BE. THAR RAR. BEAR. THR. RRS ROLES, 1997), 

微量 元 素 : 5. He. KR. ih. FEL Bd. PR. BR. PRES CAS, 1990) 

根 葵 及 根 含 木 质 素 类 化 合 物 lO Cl-olivil), HAAR Cicariresinol) 多 

及 木兰 花 碱 〈 刘 信和 顺 等 ，1990)。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化 别 

RA HRA 0.5g， 加 乙醇 10ml， 温 浸 30min， 过 滤 ， 滤 液 蒸 干 ， 残 漂 加 乙醇 lml 

使 溶解 ， 作 为 供 试 品 浴 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AER) MISE VE BI 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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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 供 试 品 溶液 和 含量 测定 项 下 的 对 照 品 溶 液 各 10nl ， 分 别 点 于 同一 含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也 薄 层 板 上 ， 以 乙酸 乙 酯 - 丁 酮 -甲酸 -水 (10 : 1 : 1 : 1) 为 展开 剂 ， 

Fer, Bath. B+. BARONE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暗 红色 斑点 ; 喷 以 三 氯 化 铝 试 液 ， 再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 

A, BES AZT 。 

二 、 含 量 测定 

对 照 品 溶液 与 对 照 品 稀释 溶液 的 制备 : 精密 称 取 在 105°C Fi SB AE FE Mt 

照 品 10mg， 置 20ml 量 瓶 中 ， 加 适量 甲醇 使 溶解 ， 并 稀释 至 刻度 ， 播 义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每 毫升 中 含 泽 症 八 苷 0. 5mg ) 。 精 密 量 取 上 述 溶液 5ml ， 置 100ml aA, mF 

醇 稀 释 至 刻度 ， 摇 勺 ， 作 为 对 照 品 稀释 溶液 〈 每 毫升 中 含 淫 羊 蔓 苷 25pg ) 。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 精密 吸取 对 照 品 稀释 溶液 0.0ml、1.0ml、2. 0ml、3. 0ml、 

5. 0ml、7. 0ml 与 9. 0m1， 分 别 置 10ml 量 瓶 中 ， 加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播 义 。 照 分 光 光 度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 Al, 在 270nm 的 波长 处 测定 吸收 度 ， 以 吸收 度 

为 纵 坐 标 ， 浓 度 为 横 坐 标 ， 绘 制 标准 曲线 。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叶 片 粗 粉 ， 于 80°C THR 4h, RRA 0.5g， 精 密 称 定 ， 置 

ARCH. PIA 70%% 乙 醇 20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 流 1h， 冷 却 ， 称 定 重 量 ， 加 

70%% 乙 醇 补 足 减 失重 量 ， 摇 义 ， 滤 过 ， 弃 去 初 滤 液 ， 收 集 续 滤液 ， 即 得 。 

测定 法 : 精密 量 取 供 试 品 溶液 100xl， 照 薄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 

VB) 试验 ， 点 于 硅胶 GHEE. PERAK, AGA BEM 1. 5cm 处 点 对 照 品 

溶液 10nl ， 作 为 对 照 ， 用 乙酸 乙 酯 - 丁 酮 -甲酸 -水 (5 : 3 : 1 : 1) 为 展开 剂 ， 展 开 ， 取 

出 ， 挥 尽 溶剂 ，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视 。 

AR SEES LAER, Blom 试管 中 ， 同 时 刊 取 同一 块 

层 析 板 上 与 供 试 品 条 斑 等 面积 的 硅胶 G， 作 为 空白 ， 置 另 一 10ml 试管 中 。 各 管 分 别 精 

密 加 入 甲醇 10ml1， 充 分 振 播 ， 放 置 2h， 过 滤 ， 弃 去 初 滤液 ， 收 集 续 滤液 ， 照 分 光 光 度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附录 V Al, 在 270nm 的 波长 处 测定 吸收 度 。 从 标准 曲 

线 上 读 出 供 试 品 溶液 中 淫 羊 蓝 背 的 重量 (ng)， 计 算 ， 即 得 本 品 中 Ca Hu Ois 的 百 分 

含量 。 

本 品 叶片 于 80C 干 燥 4h, SHFBH (CHO) 不 得 少 于 1.0% 。 

【附注 】 

一 、 箭 叶 淫 羊 获 

【概述 】 箭 叶 淫 羊 蓝 为 伏 牛山 区 大 宗 药 材 。 性 温 ， 味 辛 、 甘 ， 归 肝 、 肾 经 ;功能 主 

治 : 补肾 阳 ， 强 筋骨 ， 祛 风湿 。 用 于 阳痿 遗精 ， 筋 骨 痿 软 ， 风 湿 兽 痛 ， 麻 木 拘 这 ， 更 年 

期 高 血压 。 主 要 分 布 于 伏 牛 山区 山坡 或 阴 湿 的 山沟 中 。 

(mA) Fe 

【别名 】 三 枝 九 叶 草 

CBR) A ih A) BFAD it EE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 



Maxim. 的 干燥 地 上 部 分 。 

【 原 植物 】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30 一 40cm。 根 状 苓 短 ， 质 硬 ， 多 须根 。 基 生 叶 1~3 4,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 卵 状 被 针 形 ， 长 4~9cm， 先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箭 形 ， 侧 生 小 叶 呈 不 

对 称心 脏 形 浅 裂 ， 边 绕 行 细 刺 毛 状 锯齿 ; 叶柄 长 约 15cm。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 ESR. 

径 6mm, 3 2 #, Shee BE), HMARARA, AAR. BERR: 1+. 

黄色 ， 有 短 距 。 果 椭圆 形 。 花 期 4 一 5 月 ， 果 熟 期 5 一 6 A. 

【药材 性 状 】 箭 叶 淫 蓝 : 一 回 三 出 复 叶 ， 小 叶片 长 卵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4 一 12cm， 

宽 2. 5 一 5em; 先端 渐 尖 ， 两 侧 小 叶 基 部 明显 偏 余 ， 外 侧 呈 箭 形 。 下 表面 疏 被 粗 短 伏 毛 

或 近 无 毛 。 叶 片 革 质 。 

a et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20 一 70cm。 根 葵 粗 短 ， 被 褐色 鳞片 ， 生 多 数 纤维 根 。 葵 较 细 弱 ， 

具 条 棱 ， 无 毛 ， 仅 在 生 叶 节 处 具 毛 。 一 回 三 出 复 叶 ， 荟 生 叶 对 生 ， 叶 柄 长 5 一 7cm， 基 

部 节 上 簇生 长 柔 毛 ， 小 叶柄 玻 被 柔 毛 ， 侧 生 小 叶柄 长 约 2cm， 中 间 者 长 达 4cm; 小 叶 卵 

FEROS BRIE. 长 5 一 12cm， 宽 3 一 6cm， 先 端 突 渐 尖 ， 基 部 心脏 形 ， 具 两 边 不 

等 的 圆 形 裂 片 ， 边 缘 对 毛刺 状 锯齿 ， 老 后 革 质 ， 表 面 淡 绿 色 ， 稍 有 光泽 ， 背 面 窃 生 绒毛 

状 灰色 短 栗 毛 。 圆 锥 花序 项 生 或 腋生 ， 长 10 一 25cm; 小 花梗 纤细 ， 长 1~2cm, BEAR 

=; 花 直 径 约 lcm， 外 轮 坦 片 宽 卵 形 ， 紫 色 ， 长 2 一 3mm， 内 轮 苯 片 覃 圆 状 披 针 形 ， 渐 

R, K5~7mm, Fi 1.5~3.5mm, Af; 7EMeSEK, ABH. KA 2mm; HERA 

4mm， 花 药 成 熟 后 暗 灰色 ， 长 约 2mm; 心 皮 斜 圆柱 状 ， 有 长 花柱 ， 无 毛 。 蒜 果 先 端 有 

Ki, 种子 5 一 9 个， 肾 状 长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深 褐色 。 花 期 4 一 6 月 ， 果 熟 期 6 一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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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员 会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 一 部 )， 北 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 229 

猪 稚 
Zhuling 

POLYPORUS 

【概述 】 本 品 为 队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药 用 部 位 为 菌 核 ， 猪 苓 菌 

核 在 我 国人 药 约 已 有 2500 年 的 历史 ， 味 甘 ， 人 性 平 ， 人 肾 、 膀 胱 经 。 猪 苓 的 主要 功效 为 

利水 渗 湿 ， 用 于 小 便 不 利 、 水 肿胀 满 、 泄 海 、 淋 浊 、 带 下 等 症 。 现 代 研 究 表明 猪 蕉 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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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肿瘤 等 作用 。 在 我 国 ， 猪 苓 主要 分 布 在 山西 、 陕 西 、 青 海 、 甘 肃 、 四 川 、 贵 州 、 漳 

北 、 湖 南 、 云 南 、 黑 龙 江 、 吉 林 、 了 辽宁、 河北 、 河 南 、 浙 江 、 安 徽 、 福 建 等 省 。 伏 牛山 

区 主要 分 布 在 变 川 、 西 峡 、 嵩 县 、 卢 氏 、 和 鲁 山 、 汝 阳 等 县 。 猪 苓 为 林 下 野生 菌 类 植物 ， 

靠 吸 收 密 环 菌 Armillaria mellea (Vahl. ex. Fr) Karst. 的 营养 生长 发 育 。 在 野生 生 

态 调 查 时 发 现 猪 蕉 多 分 布 于 海拔 1000~2000m 的 山区 。 在 山西 省 以 100 一 1600m 半 阴 半 

阳 的 二 阳 坡 地 区 猪 苓 生长 较 多 。 云 南 省 苍山 海拔 2500 一 3500m 的 山区 也 可 采 到 野生 猪 

蔡 。 秦 岭 巴山 地 区 猪 苓 多 分 布 于 海拔 1000~2200m 的 中 高 山区 的 林 下 ， 但 以 秦岭 南 坡 

分 布 较 多 ， 伏 牛山 区 有 大 量 分 布 ， 主 要 分 布 在 栾 川 、 西 峡 、 骨 县 、 卢 氏 等 县 ， 生 长 在 海 

Hi 600 一 1600m 的 森林 中 〈 周 大 林 等 ，2004) 。 

由 于 猪 蕉 菌 核 疗 效 确 切 ， 加 之 猪 苓 新 化 合 物 、 新 疗效 和 新 用 途 的 不 断 发 现 ， 使 得 该 

药材 国内 用 量 和 出 口 量 的 剧 增 ; 野生 条 件 下 猪 苓 菌 核 生 长 缓慢 ， 产 区 药 农大 量 采 控 ， 猪 

苓 的 野生 生态 环境 严重 破坏 ， 资 源 濒于 灭绝 。 因 此 猪 稚 的 野生 变 家 种 显得 尤为 必要 。 

【商品 名 】 猪 苓 

[AJA] AE. BURR. ASE. ES. MS. FRB. RAS. BSE. BA 

【 基 原 】 为 多 孔 菌 科 真 菌 属 猪 茶 Polyporuws umbellatus (Pers. ) Fr. 的 菌 核 。 

【 原 植 物 】 菌 核 形状 不 规则 ， 呈 大 小 不 一 的 团 块 状 ， 坚 实 ， 表 面 紫 黑 色 ， 有 多 数 

凹凸 不 平 的 皱纹 ， 内 部 白色 ， 大 小 一 般 为 (3~5) cmX (3~20) cm。 子 实体 从 埋 生 于 

地 下 的 菌 核 上 发 出 ， 有 柄 并 多 次 分 枝 ， 形 成 一 众 菌 盖 ， 总 直径 可 达 20cm。 菌 盖 圆 形 ， 

直径 1 一 4cm， 中 部 脐 状 ， 有 淡 黄 色 的 纤维 鳞片 ， 近 白色 至 浅 神色， 无 环 纹 ， 边 缘 薄 而 

锐 ， 常 内 卷 ， 肉 质 ， 干 后 硬 而 脆 。 菌 肉 薄 ， 白 色 。 菌 管 长 约 2mm， 与 菌 肉 同色 ， 与 菌 

柄 呈 延 生 。 管 口 圆 形 至 多 角形 ,每 lmm 间 3 或 4 个 。 孢 子 无 色 ， 光滑 ， 圆 简 形 ， 一 端 

圆 形 ， 一 端 有 牌 尖 ，(7 一 10)nmX (3 一 4. 2)pm。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条 形 、 类 圆 形 或 扁 块 状 ， 有 的 有 分 枝 ， 长 5 一 25cm， 直 径 

2 一 6cm， 表 面 黑 色 、 灰 黑色 或 棕 黑 色 ， 皱 缩 或 有 瘤 状 突起 。 体 轻 ， 质 硬 ， 断 面 类 昌 色 

mA, BE BULK, il, BIR.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一 、 生 长 发 育 特征 

(一 ) 菌 丝 特 点 

由 于 猪 苓 菌 核 或 子 实体 新 分 离 的 菌 丝 生长 较 慢 ， 转 接 到 平 四 或 试管 后 一 般 需要 
10 一 15d 时 间 才 能 生长 到 直径 1 一 2cm 的 菌落 ; 但 经 过 驯化 后 的 猪 苓 菌 丝 生 长 速度 有 所 

加 快 。 另 外 ， 在 得 到 猪 蕉 菌 丝 的 早期 ， 培 养 时 菌 丝 常 易 产 生 褐色 分 泌 物 至 周围 的 培养 基 

中 ， 这 对 菌 丝 的 继续 生长 是 不 利 的 。 平 四 培养 过 程 中 ， 如 果 培 养 时 间 延 长 ， 在 基部 菌 丝 

中 可 观察 到 猪 苓 菌 丝 的 变态 ， 如 念珠 状 或 厚 壁 菌 丝 等 类 型 。 



(二 ) 无 性 孢子 

猪 符 菌 丝 可 产生 的 分 生 孢 子 主要 包括 节 孢 子 、 粉 钨 子 、 厚 垣 孢子 。 猪 苓 的 粉 孢 子 是 

通过 菌 丝 顶端 断裂 形成 ， 薄 壁 。 但 有 时 将 要 形成 粉 钨 子 的 菌 丝 项 端 常 膨大 ， 其 基部 与 第 

2 个 细胞 以 隔膜 相 分 开 。 猪 苓 的 节 孢 子 和 粉 孢 子 多 在 气 生 菌 丝 上 产生 ， 在 培养 基 营养 缺 
乏 、 环 境 条 件 发 生变 化 或 生长 的 后 期 均 可 产生 孢子 。 猪 苓 的 厚 垣 孢子 也 是 无 形 孢 子 之 

一 ， 他 是 由 猪 和 的 菌 丝 细胞 壁 增 厚 而 变 成 ， 呈 菌 丝 型 或 圆 球 形 ， 间 生 或 串 生 ， 成 熟 后 常 

脱离 母体 菌 。 在 猪 苓 菌 丝 培养 中 ， 由 于 菌株 、 培 养 基 、 培 养 时 间 、 培 养 条 件 等 不 同 ， 即 

使 在 相同 的 情况 下 ,可 发 现 上 述 节 孢 子 、 粉 玖 子 和 厚 垣 孢子 可 在 猪 苓 培养 物 的 不 同 培养 
阶段 发 生 ， 但 有 时 也 可 同时 发 现 。 

(=) 菌 核 类 型 

猪 符 的 药 用 部 位 为 菌 核 ， 无 论处 方 用 药 或 国内 外 贸易 的 商品 名 所 称 的 “ 猪 苍 >， 实 

际 均 为 猪 蔡 菌 核 。 菌 核 是 猪 苓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或 人 工 栽 培 中 人 们 所 能 看 到 的 最 直观 的 

标志 。 

商品 猪 苓 菌 核 呈 条 形 、 类 圆 形 、 扁 分 枝 形 或 不 规则 瘤 状 ， 长 3 一 25cm， 直 径 0. 5 一 

9cm， 表 面 黑色 或 棕 黑 色 。 有 抽 沟 及 凹 窝 或 具 多 数 瘤 状 突起 。 不 论 是 野生 或 家 种 的 新 鲜 

猪 苓 菌 核 ， 均 可 直观 地 看 到 白色 的 猪 苓 菌 核 、 灰 色 的 猪 苓 菌 核 和 黑色 的 猪 苓 菌 核 三 种 颜 

色 ， RNHMAAS (ALE). REMBS. 

1. 白 基 
一 般 为 0. 5 一 1 龄 的 猪 苓 菌 核 。 白 苓 外 表皮 色 洁 白 ， 质 地 虽然 实 ， 但 挤 压 、 碰 撞 或 

FED; AFR RAT LAS RZ. ASF eR. AAR Ak 

Bf 87.4%E4. MURR AS AR. 

2. KE 
一 般 为 1 一 2 龄 的 猪 苓 菌 核 。 灰 苓 表皮 灰色 、 黄 色 或 黄 褐色 。 体 表 不 像 黑 苓 那样 有 

光泽 ， 质 地 玻 松 而 体 轻 ， 但 志 性 和 弹性 较 大 ， 挤 压 或 手 捍 不易 碎 。 含 水 量 在 71.7%% 左 

在 ， 介 于 黑 共 和 白 苓 之 间 。 切 开 后 的 断面 菌 丝 白色 ， 自 然 生 长 或 人 工 栽培 猪 蕉 穴 中 的 灰 

苓 可 观察 到 被 蜜 环 菌 菌 索 定 植 现象 ， 所 以 其 体 表 可 看 到 有 蜜 环 菌 菌 索 的 侵入 点 。 

3. BS 
一 般 为 2 一 3 龄 以 上 的 猪 苓 菌 核 。 黑 苓 外皮 黑色 ， 有 光泽 ， 质 地 致密 ， 含 水 量 在 

62. 9% 左 右 。 黑 苓 断面 菌 丝 白 色 或 淡 黄色 ， 体 表 有 蜜 环 菌 菌 索 的 侵 染 点 ， 但 侵 染 腔 并 不 

KK; 解剖 观察 可 看 到 蜜 环 菌 侵 和 人 猪 苓 菌 核 后 ， 菌 核 菌 丝 形 成 褐色 隔离 腔 壁 阻止 密 环 菌 

RANE. 

4. 老 蕉 
一 般 为 4 龄 以 上 的 猪 共 菌 核 ， 是 由 年 久 的 黑 苓 变化 而 来 。 老 苓 皮 墨 黑 、 弹 性 小 、 断 

面 菌 丝 黄 色 加 深 。 菌 核 体内 有 一 些 被 蜜 环 菌 菌 索 反 复 侵 染 形成 的 空 腔 ， 随 着 年 代 的 增加 

空 腔 越 来 越 多 、 越 大 ， 有 时 互相 连 在 一 起 ， 猪 苓 菌 核 则 逐渐 中 空 。 老 苓 的 含水 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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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左 右 。 

猪 苓 的 外 观 虽 然 有 白 苓 、 灰 和 伶 、 黑 苓 之 分 ， 这 只 是 在 它 生 长 发 育 过 程 中 的 三 个 不 同 

EAE, WARN VRRP ORAS ARN, PFOA. KA, 

PAS AIEEE ZA BE SE HE Hh Jz BRC RE BR 

(四 ) 菌 核 生长 发 育 特性 

在 气候 条 件 适 宜 猪 苓 生长 发 育 和 蜜 环 菌 菌 素 侵 染 猪 苓 菌 核 后 ， 母 体 猪 苓 菌 核 可 萌发 

出 新 生 的 菌 核 或 称 新 其 。 通 常 在 每 年 的 4~6 月 ,土壤 温度 8 一 9%"C、 土 壤 含 水 量 在 

40%% 一 60% 时 ， 新 生 菌 核 开 始 形成 。 猪 苓 新 菌 核 的 形成 是 由 母体 菌 核 内 部 菌 丝 突破 其 表 

皮 所 产生 ， 最 初 可 观察 到 的 仅 是 出 现在 母体 菌 核 表 面 的 洁白 色 毛 状 小 点 ， 如 用 手轻 轻 一 

碰 新 苓 即 可 脱落 。 新 生 菌 核 外 皮 较 薄 ， 对 其 内 部 的 菌 丝 起 保护 作用 。 这 样 的 洁白 色 毛 状 

小 点 在 一 个 母体 菌 核 上 可 多 达 40 余 个 ， 但 往往 只 有 一 或 数 个 将 来 发 育成 大 的 菌 核 ， 而 

其 余 大 量 的 萌发 点 菌 丝 团 只 长 到 米粒 大 小 、 皮 色 变 黄 停止 生长 而 干枯 ， 在 猪 苓 表面 留 下 

黄 或 褐色 斑点 ， 因 此 幼 龄 菌 核 颜色 由 白 变 黄 则 是 将 要 停止 生长 的 信号 。 

随 着 这 些 洁 白色 毛 状 小 点 继续 生长 和 增 大 ， 相 距 较 近 的 可 汇合 在 一 起 逐渐 形成 白色 

菌 核 ， 相 距 较 远 的 毛 状 小 点 也 可 单独 膨大 发 育成 菌 核 。 这 种 新 生 的 白色 菌 核 ， 在 一 个 生 

长 期 内 可 发 育成 长 度 达 18cm 大 小 的 菌 核 ， 但 为 数 不 多 ; 常见 的 只 有 7cm 左右 。 

每 年 秋末 来 临时 ， 地 温 逐 渐 降 低 ， 猪 苓 菌 核 生 长 速度 也 逐渐 减 慢 ， 新 生 菌 核 的 白色 

生长 点 或 秋季 新 萌发 的 白 苍 ， 颜 色 也 逐渐 变 深 ， 通 常 由 白 变 黄 至 黄 灰色 ， 秋 未 冬 初 地温 

低 于 5C 菌 核 进入 休眠 期 ， 越 冬 后 成 灰 苓 。 春 天 来 临 适 宜 猪 苓 生长 时 ， 又 可 从 母体 菌 核 

或 灰 苍 上 萌发 出 新 白 苓 。 

二 、 生 长 条 件 

(一 ) 温度 

在 山区 进行 猪 苓 半 野 生 栽 培 时 ， 应 选择 半 阴 半 阳 的 二 阳 坡 栽培 ， 避 免 完 全 的 阴 坡 温 

度 太 低 ， 而 阳 坡 在 太阳 光 的 直射 下 ， 地 表 温 度 高 不 利于 猪 苓 生长 。 一 般 年 平均 气温 在 
6.6C 左 右 ，7 月 平均 气温 19. 9C ， 旬 平均 气温 升 高 到 9. 5C 时 ， 新 生 的 猪 符 菌 核 开 始 

萌发 形成 ，12C 左 右 时 新 菌 核能 够 生长 膨大 ，14C 左 右 新 菌 核 的 萌发 数量 多 、 个 体 生 

KR. 

(二 ) 湿度 

通常 的 含水 量 在 30%% 一 50%， 猪 苓 栽培 穴 中 不 应 始终 保持 较 高 的 含水 量 ， 否 则 猪 
苓 菌 核 很 容易 腐 伴 。 室 内 、 室 外 人 工 栽 培 或 半 野 生 栽 培 猪 苓 对 空气 的 湿度 也 有 要 求 ， 一 
般 相 对 湿度 在 60%% 一 85%% 为 宜 。 当 旬 平 均 气 温 达 12C 以 上 ， 土 壤 含水 量 在 30% ~50% 

条 件 下 ， 猪 苓 新 苓 的 萌发 率 和 生长 率 增长 。 



三 、 栽 培 基质 

1. 室内 外 人 工 栽 培 
所 用 基质 以 纯 细 沙 或 纯 的 中 粗 沙 效果 较 好 ， 沙 中 挫 有 土 的 基质 透气 性 差 、 涛 水 后 表 

面 易 板结 ， 不 宜 用 作 栽 培 猪 苓 。 

2. 半 野 生 和 栽培 
应 选择 腐殖质 较 厚 的 土壤 ;黄土 、 黏 性 土壤 不 宜 栽 培 猪 苓 。 选 择 不 同 栽培 基质 主要 

是 考虑 其 透气 性 差异 。 纯 细 沙 、 纯 的 中 粗 沙 或 腐殖质 较 厚 的 土壤 透气 性 好 ， 蜜 环 菌 菌 素 

生长 良好 ， 因 为 蜜 环 菌 和 猪 苓 均 是 好 气 性 真菌 。 

3: pra 

在 猪 蕉 的 半 野 生 和 栽培 时 ， 除 选择 氮 、 磷 、 钾 等 含量 较 丰 富 的 腐殖质 土壤 外 ， 还 应 特 

别 注意 基质 的 酸碱度 ， 即 pH 应 为 5.5 一 6.0， 室 内 外 栽培 猪 蕉 也 应 参考 该 数值 确定 适 

宜 的 栽培 基质 和 水 质 。 

4. 所 用 树枝 的 树种 
除 针 叶 树 外 ， 大 多 数 阔叶树 的 细 树 枝 或 直径 在 2. 5 一 4. Som 的 树 棒 均 可 用 来 培养 密 

环 菌 ， 常 选择 壳 斗 科 或 桦 树 科 树 的 枝 材 为 好 ， 如 杆 、 要 、 橡 、 榆 、 柳 、 杨 等 。 另 外 ， 果 

树 校 如 苹果 树枝 、 梨 树枝 、 刺 槐 树枝 等 也 可 用 来 作为 培养 密 环 菌 的 材料 。 选 择 树枝 时 应 

以 新 鲜 树 枝 为 佳 ， 如 是 隔年 的 树枝 其 存放 时 间 不 宜 过 长 ， 不 应 有 脱皮 、 霉 变 和 虫 星 

现象 。 

【种 植 方法 】 

一 、 菌 核 人 工 栽 培 技术 

猪 符 菌 核 栽培 一 般 分 为 春 栽 和 秋 栽 两 个 时 期 ， 春 栽 是 指 在 每 年 的 3 一 5 月 进行 栽培 ; 
秋 栽 指 在 每 年 的 9 一 11 月 进行 栽培 。 

(一 ) 种 苓 的 选择 

猪 科 栽培 中 选择 何 种 类 型 的 菌 核 作 种 苓 至 关 重 要 。 白 共和 较 嫩 的 灰 苓 不 宜 做 种 苓 ; 

颜色 较 次 的 灰 和 共和 断面 色白 、 表 面 有 油漆 样 光泽 的 黑 苓 作 种 苓 用 于 猪 苓 栽培 效果 好 、 产 
量 高 。 猪 共有 猪 屎 从 和 鸡 屎 苓 之 分 ， 前 者 多 为 圆 形 或 圆柱 形 ， 个 体 较 大 ;后 者 多 扁平 ， 

繁殖 系数 虽 高 但 个 体 小 。 目 前 在 猪 苓 产 区 栽培 猪 苓 菌 核 ， 多 选择 猪 屎 苓 作 种 苓 效果 
BEEF 

(一 ) AAAI ERE 

人 工 栽培 或 半 野 生 栽 培 猪 稚 菌 核 时 ， 对 蜜 环 菌 有 严格 的 要 求 ， 除 了 要 求 一 级 、 二 级 

和 三 级 密 环 菌 菌 种 生长 快 、 无 污染 外 ， 不 同 种 的 蜜 环 菌 对 猪 稚 栽培 产量 均 有 较 大 影响 。 

不 是 所 有 蜜 环 菌 都 适宜 猪 蕉 菌 核 的 生长 。 栽 培 猪 符 必须 选择 适宜 猪 苓 生长 发 育 的 优良 蜜 
环 菌 菌株 。 



。324 。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三 ) 栽培 方法 的 确定 

猪 苓 菌 核 的 人 工 栽培 方法 主要 有 室内 池 种 法 、 箱 种 法 、 管 种 法 、 防 空洞 栽培 法 、 地 

下 室 栽 培 法 、 山 区 半 野 生 栽 培 法 等 。 根 据 栽培 猪 苓 的 目的 选择 不 同 的 方法 。 

1. 室内 池 种 法 

在 室内 用 砖 又 地， 其 大 小 可 长 lm, $f 0.5m、 高 0. 3m 左右 。 砖 池 的 大 小 应 根据 房 

间 的 具体 形状 和 面积 而 定 。 准 备 好 砖 池 后 ， 在 其 底部 平 铺 3 一 4cm 厚 的 湿 中 粗 沙 ， 其 上 

放 一 薄 层 湿 树 叶 ， 再 放 4 一 6cm MBH Es 如 用 新 树 棒 应 每 平方 米 的 池子 需要 1 

或 2 瓶 蜜 环 菌 的 三 级 菌 枝 菌 种 ， 均 匀 插 人 树 棒 的 鱼鳞 口上 。 蜜 环 菌 菌 棒 或 新 棒 之 间 间 隔 
5 一 8cm。 将 猪 苓 菌 核 均匀 紧 靠 在 蜜 环 菌 菌 棒 或 新 棒 搬 蜜 环 菌 菌 枝 的 鱼鳞 口 处 ， 之 后 再 

撒 放 少量 的 湿 树 叶 ， 履 沙 至 超出 菌 棒 或 树 棒 2cm。 重 复 第 1 层 的 步骤 ， 完 成 第 2 层 的 播 

种 ， 最 上 层 覆 沙 超 出 菌 棒 或 树 棒 5cm 即 可 。 在 其 表面 可 放置 1 一 2cm 厚 的 一 层 树叶 以 保 

湿 。 该 方法 主要 用 于 试验 或 用 于 扩大 猪 苓 菌 核 的 繁殖 。 

2. 箱 种 法 

旧 的 小 木 箱 或 用 下 脚 料 木板 制 成 的 木 箱 ， 其 大 小 为 长 0.5m、 宽 0.35 一 0.4m、 高 

0.3m 左右 ; 在 其 底部 平 铺 2 一 3cm 厚 的 湿 中 粗 沙 ， 其 上 放 一 薄 层 湿 树 叶 ， 再 放 3 一 5cm 

粗 的 蜜 环 菌 菌 棒 ; 如 用 新 树 棒 每 箱 需 要 0. 5 瓶 蜜 环 菌 的 三 级 菌 枝 菌 种 ， 均 匀 插 人 树 棒 的 

fae +. BYR RAH ZIAD 3 一 5cm。 将 猪 苓 菌 核 均 匀 紧 靠 在 蜜 环 菌 菌 棒 或 

新 棒 插 蜜 环 菌 菌 枝 的 鱼鳞 口 处 ， 之 后 再 撒 放 少量 的 湿 树 叶 ， 覆 沙 至 超出 菌 棒 或 树 棒 
2cm。 重 复 第 1 层 的 步 又 ， 完 成 第 2 层 的 播种 ， 最 上 层 覆 沙 超出 菌 棒 或 树 棒 3 一 4cm 即 

可 ， 在 其 表面 可 放置 1 一 2cm 厚 的 一 层 树叶 以 保湿 。 该 方法 主要 用 于 试验 或 用 于 扩大 猪 

苓 菌 核 的 繁殖 。 

3. 翁 种 法 

和 翁 的 大 小 根据 使 用 或 以 搬 动 方便 为 宜 ， 一 般 方 和 仍 、 长 方形 复 或 圆 艇 均 可 。 用 复种 猪 

从 如 果 容 易 露 出 沙子 时 可 在 内 壁 附 一 层 打 有 小 孔 的 塑料 薄膜 即 可 。 栽 培 猪 蕉 的 操作 步骤 

同室 内 箱 种 法 。 该 方法 主要 用 于 试验 或 用 于 扩大 猪 苓 菌 核 的 繁殖 。 

4. 防空 洞 栽培 法 

防空 洞 栽培 法 既 可 采用 室内 池 种 法 在 室内 用 砖 垒 池 栽 培 猪 共 ， 也 可 采用 室内 箱 种 法 

或 室内 和 翁 种 法 操作 步骤 栽培 猪 苓 。 该 方法 小 面积 用 于 栽培 试验 ， 较 大 面积 可 用 于 猪 苓 菌 

核 生产 。 

5. Ha PR 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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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用 于 栽培 试验 或 用 于 扩大 猪 苓 菌 核 的 繁殖 。 

6. 山区 半 野 生 栽 培 法 
选择 海拔 800 一 1500m 的 山区 、 半 阴 半 阳 、 坡 度 小 于 40"、 次 生 阔 叶 林 或 灌木 丛 ， 

在 活 的 或 死 的 树 旁 ， 控 长 25~30cm, FE 20 一 25cm、 深 15 一 20cm Mit, AHIR ALA 



各 论 « 325 。 

一 薄 层 湿 树 叶 ， 再 放 长 22 一 28cm、 粗 2.5 一 4. 5cm 的 蜜 环 菌 菌 棒 ; 如 用 相同 大 小 的 新 

树 棒 则 每 坑 需 要 1/4 瓶 密 环 菌 的 三 级 菌 枝 菌 种 ， 均 匀 放 人 树 棒 的 鱼鳞 口 处 。 蜜 环 菌 菌 棒 
或 新 棒 之 间 间 隔 3cm 左右 。 将 猪 苓 菌 核 均匀 紧 靠 在 蜜 环 菌 菌 棒 或 新 棒 有 蜜 环 菌 菌 梳 处 

的 鱼鳞 口 ， 之 后 再 撒 放 少量 的 湿 树 叶 ， 帮 盖 腐殖质 土 超出 菌 棒 或 树 棒 3 一 5cm。 在 其 表 
面 可 放置 1 一 2cm 厚 的 一 层 树 叶 以 保湿 。 每 穴 需 下 种 新 鲜 猪 苓 菌 核 150 一 250g。 该 方法 

主要 适用 于 海拔 800 一 1500cm 的 山区 ， 可 用 于 猪 苓 菌 核 大 规模 生产 。 

二 、 和 栽培 管理 

(一 ) 防盗 

猪 蕉 栽培 后 ， 要 严防 有 人 偷盗 。 在 猪 苓 半 野 生 栽 培 时 ， 防 盗 应 是 首先 应 该 注意 的 问 
题 。 在 有 条 件 的 山区 可 采取 围 山 防盗 ; 也 可 采用 专人 巡逻 的 办 法 加 以 管理 。 

(一 ) Bek 

猪 苓 半 野 生 和 栽培 时 ， 由 于 是 在 海拔 1000m 左右 的 山区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种 植 猪 苓 往 
往 利用 自然 的 雨水 保湿 即 可 。 但 在 低 海拔 的 地 区 ， 室 内 或 室外 栽培 猪 共 ， 种 植 从 中 的 水 
分 是 猪 苓 栽培 成 功 与 否 的 非常 重要 因素 之 一 ， 注 意 效 水 。 

(三 ) 温度 

在 低 海拔 的 地 区 室内 或 室外 栽培 猪 共 ， 栽 培 穴 的 温度 也 应 严格 控制 。 要 根据 猪 稚 喜 
凉爽 气候 的 特点 ， 在 室内 种 植 ， 夏 天 应 加 强 通风 ， 室 外 种 植 应 用 遮阳 网 或 其 他 材料 遮阳 
防晒 ， 尽 可 能 创造 适 于 猪 苓 生长 发 育 的 环境 条 件 。 人 工 室 内 或 室外 栽培 猪 共 ， 冬 天 在 栽 
培 穴 顶 部 适当 加 厚 沙土 注意 防冻 ， 也 可 采用 其 他 措施 进行 猪 从 栽培 的 越冬 管理 。 

三 、 菌 种 分 离 及 其 培养 

(一 ) 猪 苓 菌 种 的 分 离 

利用 猪 蕉 子 实体 产生 的 孢子 、 子 实体 组 织 及 菌 核 等 材料 分 离 获得 纯 的 猪 苓 菌 种 ， 是 

猪 苓 固体 培养 、 液 体 发 酵 和 栽培 的 关键 一 步 。 

(1) 子 实体 前 处 理 。 将 子 实体 基部 及 其 他 杂质 去 掉 。 子 实体 表面 用 无 菌 水 冲洗 数 

次 ,在 75% 乙 醇 中 浸 数 秒 钟 后 ， 用 0. 1% 的 升 冬 溶液 表面 消毒 0.5 一 lmin， 用 无 菌 水 冲 

洗 数 次 ， 再 用 经 高 压 灭 菌 后 的 棉花 或 纱布 吸 干 子 实 体 表 面 的 水 分 。 

(2) 和 孢子 收集 。 将 事先 经 消毒 过 的 具 塞 大 钟 置 、 玻 璃 板 、 甘 油 等 收集 孢子 的 器 严 放 

和 人 无 菌 室 。 钟 罩 下 扣 涂抹 甘油 的 玻璃 板 。 将 处 理 后 的 子 实体 分 别 悬 挂 培养 12 一 16h， 元 

子 大 部 弹出 。 肉 眼 可 看 到 底层 的 玻璃 板 上 一 层 细 面 似 的 灰白 色 孢 子 。 然 后 在 无 菌 条 件 

下 ， 去 掉 钟 置 。 取 出 玻璃 板 用 注射 器 分 别 注 射 无 菌 水 冲洗 孢子 于 小 培养 四 内 。 

(3) 孢子 培养 。 培 养 基 : 基本 培养 基 为 PDA, 在 1.47X10Pa 下 每 升 加 磷酸 二 氧 

fH 3g、 硫 酸 镁 1.4¢. BAR 5g 等 ，pH4.7~5.1, 在 1.47XX105 Pa 下 灭 菌 30min。 方 

法 : 将 收集 到 的 孢子 用 无 菌 水 再 进行 一 定 的 稀释 。 用 注射 器 分 别 注 和 已 备 好 的 培养 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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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 滴 。 旋 转 试管 使 钨 子 液 均 匀 分 布 。 接 种 后 ， 置 于 (22+1) CHA Pi. PER 

子 萌发 的 菌 丝 ， 接 种 于 PDA 培养 基 上 23C 人 恒温 培养 7 一 12d。 取 其 尖端 色 洁 白 、 生 长 健 
壮 的 菌 丝 继 代 培养 。 重 复 纯化 数 次 即 可 获得 猪 稚 纯 种 。 

(二 ) 子 实体 组 织 分 离 

(1) 子 实体 的 选择 。 选 择 自然 生长 的 猪 蕉 子 实 体 ， 要 求 刚 出 土 不 久 、 幼 嫩 、 健 壮 、 

无 虫 及 其 他 杂质 。 
(2) 分 离 方法 。 将 猪 苓 子 实体 用 芯 有 无 菌 水 的 棉 球 轻 轻 擦拭 其 表面 ， 之 后 用 75% 

的 酒精 棉 球 进行 表面 消毒 ， 用 灭 菌 后 的 解剖 刀 将 子 实体 的 菌 柄 或 菌 盖 等 部 位 切 开 ,用 灭 

菌 的 杀 子 或 解剖 针 挑 取 内 部 组 织 ， 组 织 块 大 小 一 般 为 3 一 5mm， 将 其 接种 在 PDA 或 麦 
堵 琼脂 平 秋 培养 基 上 培养 。 培 养 室 的 温度 控制 在 20~23°C, PHAZE 

(=) 菌 核 组 织 分 离 

猪 苓 菌 核 组 织 分 离 获得 纯 菌 种 ， 一 般 比 子 实体 组 织 分 离 和 孢子 分 离 简单 容易 。 所 以 
人 们 往往 采用 菌 核 组 织 分 离 得 到 猪 符 菌 种 。 

Cl) 菌 核 的 选择 。 选 择 新 鲜 、 健 壮 、 无 任何 杂 菌 污染 的 猪 符 菌 核 作 分 离 材料 。 选 择 
时 应 注意 避免 有 蜜 环 菌 侵 染 的 菌 核 ， 断 面 应 洁白 、 富 有 弹性 为 好 。 

(2) 分 离 方法 。 将 猪 苓 菌 核 采 回 后 ， 用 水 冲洗 表面 的 泥 沙 ， 先 用 75 儿 乙醇 进行 表 

面 消毒 30 一 60s， 用 无 菌 水 冲洗 ， 再 用 0. 1 Ft ade MTA Be 5 一 10min。 

在 超 净 工作 台 上 ， 用 灭 菌 后 的 解剖 刀 将 所 要 分 离 的 菌 核 切 开 ， 用 接种 针 挑 取 菌 核 中 
间 的 白色 小 块 ， 以 5mm' 大 小 为 宜 ， 接 种 在 试管 斜面 培养 基 上 或 平 严 培 养 基 上 ， 将 接种 
物 置 22 一 25 忆 的 恒温 培养 室 培养 获得 纯 猪 令 菌 种 。 

(DO) 猪 苓 菌 丝 的 固体 和 液体 培养 

利用 猪 苓 菌 丝 进行 固体 或 液体 培养 具有 菌 体 繁殖 速度 快 、 生 长 周期 短 、 易 工厂 化 大 

规模 生产 、 质 量 可 挖 等 优点 。 

1. 培养 基 
(1) PDA 培养 基 。 主 要 用 于 猪 苓 菌 种 分 离 和 保藏 用 。 

(2) ARERR. HH 35g ( 煮 汁 )、 葡 萄 糖 20g、 磷 酸 二 氢 钾 3g. CKMRE 

1. 5g、 莹 馏 水 1000ml1。 该 培养 基 主 要 用 于 猪 苓 菌 丝 的 固体 培养 〈 应 加 琼脂 18 一 20g/D) 

和 液体 培养 。 

(3) 液体 培养 基 。 和 葡萄糖 20g、 硝 酸 铵 0. 5g、 硫 酸 镁 0.5. PARI 0. 05g, BEM 

AF 0. 2g, BRA — FF 0. 25g. BARK 1g、 蒸 馅 水 1000ml。 

(4) 玉米 粉 琼脂 培养 基 。 玉 米粉 300g&、 琼 脂 18g、 蒸 饮水 1000ml。 

(5) BRABKRARBRA. 锯末 : RHAL 1, 葡萄 糖 1.5%， 磷 酸 二 氢 钾 

1.0%, 十 水 硫酸 镁 0. 1% ， 加 水 量 以 手 捍 成 团 而 不 滴水 为 宜 。 

以 上 培养 基 pH5. 5 一 6.0， 常 规 高 压 灭 菌 。 其 中 培养 基 (1) ~ (4) 灭 菌 25~30min; 

培养 基 (5) KEW 1 一 工 5h, 



2. 培养 方法 
试管 培养 及 保藏 。 一 般 培 养 温度 应 控制 为 22 一 25C ， 菌 丝 在 试管 斜面 培养 基 生 长 

至 2/3 或 基本 长 满 培养 基 表 面 时 ， 可 将 其 放 人 冰箱 保存 ， 保 藏 温度 应 为 4~6°C 

【 采 收 加 工 】 
1. Kk 

半 野 生 栽 培 的 收获 期 一 般 为 栽培 后 的 3 一 5 年 为 宜 。 在 栽培 的 后 期 ， 如 不 收获 容易 

使 其 造成 腐烂 。 和 栽培 的 2 年 后 采 控 。 采 挖 季节 为 4 一 5 月 或 9 一 10 月 。 可 挑 取 断面 色白 

或 仅 有 少量 被 密 环 菌 侵 染 的 灰 苓 或 黑 苓 作 种 共 。 猪 苓 菌 核 的 收获 比较 简单 ， 用 适当 的 工 

具 将 上 层 土 控 开 后 取出 猪 苓 菌 核 即 可 。 

2. 初 加 工 

控 出 的 猪 苓 要 用 刷子 刷 净 沙土 与 杂质 ， 不 能 用 水 洗 。 置 于 阳光 下 了 晒 干 或 晾 干 ， 猪 蕉 

菌 核 可 加 工 成 薄片 或 小 块 供 药 用 。 放 在 通风 处 保存 。 

3. 分 级 标准 
PR: 稚 块 大 ， 表 面 黑 色 ， 质 地 坚实 ， 肉 质 白 色 ; ZR: 苓 块 小 ， 表 皮 灰 色 ， 苓 体 

烂 碎 ， 皱 缩 不 实 ， 肉 质 褐色 。 

【化 学 成 分 】 菌 核 含 猪 苓 葡 聚 糖 工 为 猪 苓 的 有 效 成 分 。 

省 类 化 合 物 : 多 孔 菌 省 酮 〈(polyporusterone) A, B, C. D. E, F. G,. 4,6,8 

(14) ,22- 麦 角 和 省 四 烯 -3- 酮 [Lergosta-4,6,8 (14), 22-tetraen-3-one], 25-EA BY PS J 

(25-deoxymakisterone) A，25- 去 氧 -24 (28) Ka YW PA fH He] [|25-deoxy-24 (28) - 

dehydromakisterone] A , 7,22-4 44 —#-3-f] (ergosta-7,22-dien-3-one) , 7,22-# fA {§ 

二 烯 -3- 醇 Cergosta-7 ,22-dien-3-ol), 5,7, 22-2 ff {§ =#s-3-ME (ergosta-5, 7, 22-trien-3- 

ol), 5a, 8a-#e —A-6 , 22-# FA § —5-3-BE (5a, 8a-epidioxyergosta-6 ,22-dien-3-ol) ， 还 

含 a-F4ZE— + GRR (a-hydroxytetracosanoic acid). {SA RAIEM PZ He A DT- 

甘露 糖 (D-mannose), 、D- 半 乳糖 (D-galactose), 、D- 葡 萄 糖 (D-glucose) 组 成 ， 其 摩尔 

Kw 20: 4:1,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鉴别 

(1) 显 微 鉴 别 。 本 品 切 面 : 全 体 由 菌 丝 紧密 交织 而 成 。 外 层 厚 27~S4um ， 菌 丝 棕 

色 ， 不 易 分 离 ; 内 部 菌 丝 无 色 ， 弯 曲 ， 直 径 2 一 10km， 有 的 可 见 横 隔 ， 有 分 枝 或 呈 节 

状 膨 大 。 菌 丝 间 有 众多 草酸 钙 方 晶 ， 大 多 呈正 方 八 面体 形 、 规 则 的 双 锥 八 面 体形 或 不 规 

WA HA, H#E3~60um, K 68um ， 有 时 数 个 结晶 集合 。 

(2) 理化 鉴别 。 取 本 品 粉 末 lg, WARM 10ml1， 置 水 浴 上 者 沸 lomin, Te, 

黏 胶 状 。 另 取 本 品 粉 末 少 量 ， 加 氢 氧 化 钠 溶液 适量 ， 搅 拌 ， 呈 悬浮 状 。 

二 、 含 量 测定 

猪 共 的 有 效 成 分 主要 是 猪 共 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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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 处 理 。 取 猪 苓 菌 核 粉 未 约 2.0g&， 精 密 称 重 ， 加 30ml 热 水 ， 沸 水 浴 中 浸 提 

2h， 离 心 ，4000r/min，15min， 上 清 液 过 滤 ， 定 容 于 100ml 容量 瓶 。 取 5ml 于 试管 中 ， 

用 3 倍 体积 的 95% 乙醇 沉淀 多 糖 ， 静 置 过 夜 ， 离 心 4000r/min，15min。 弃 去 上 清 液 ， 

醇 洗 3 次 ， 加 热 水 溶 解 ， 定 容 至 50ml 容量 瓶 。 

(2) 标准 曲线 制备 。 配 制 100mg/L 葡萄 糖 深 液 ， 取 0.05ml, 0.10ml, 0. 20ml、 

0. 30ml、0. 40ml、0. 60ml、0. 80ml， 用 蒸 馆 水 补足 到 1. 00ml。 再 加 入 4. 0ml Bae it Fil 

(0. 2g BBA 100m] 浓 硫 酸 ) ， 迅 速 浸 人 冰 水 中 冷却 ， 待 所 有 试管 加 完 后 ， 一 起 浸入 

沸水 浴 中 ， 自 重新 沸腾 起 计时 ， 准 确 煮沸 10min。 者 完 取 出 ， 冷 却 ， 于 室温 中 平衡 片 

刻 ， 用 分 光 光 度 计 于 波长 620nm 处 测定 吸光 度 COD). 

(3) 测定 。 取 多 糖 溶液 1. 0ml， 加 入 4. 0ml 草 酮 试剂 ， 其 他 条 件 与 测 标准 曲线 相 

同 ， 根 据 标准 曲线 ， 计 算 样 品 中 猪 苓 多 糖 的 含量 。 

猪 苓 多 糖 以 葡萄 糖 〈Ce HizOs) 计 ， 不 得 少 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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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马 贯 众 
Mianmaguanzhong 

RHIZOMA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TIS 

【概述 】 本 品 为 驳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神农 本 草 经 》， 历 代 本 草 均 有 记载 。《 名 

医 》 目 :“ 一 名 伯 萍 ， 一 名 药 藻 。 此 谓 草 鸭 头 。 生 元 山 及 铭 句 、 少 室 山 〈 伏 牛山 脉 )。 三 

月 、 八 月 采 根 ， 阴 干 .” 味 苦 ， 性 微 寒 ， 有 小 毒 ; 归 肝 、 胃 经 。 用 于 治疗 清热 解毒 ， 驱 

虫 ， 虫 积 腹痛 ， 疮 疡 。 为 伏 牛 山大 宗 药材 。 

目前 伏 牛 山 作 为 贯 众 使 用 的 主要 有 8 个 品种 ， 分 属于 5 个 科 6 个 属 ， 它 们 分 别 为 鳞 
Ee PL GEE I A a EER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Nakai， 也 称 东 北 贯 众 或 绵 马 

贯 众 ， 产 于 伏 牛 山北 部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收 载 了 该 品种 ; 鳞 毛 蕨 科 鳞 毛 蕨 属 

植物 辽东 鳝 毛 蕨 Dryopteris peninsulae Kitag. ， 产 于 伏 牛 山北 部 ， 鳞 毛 蕨 科 贯 众 属 植物 

贯 众 Cyrtomium fortunei J. Sm. 及 其 两 个 变种 多 羽 贯 众 Cyrtomium fortunei J. Sm. 

f. polyterum (Diels) Ching (polystichum falcatum var. polyterum Diels) 和 宽 叶 贯 

$k Cyrtomium fortunei J. Sm. f. Latipinna Ching, > FKFWUMR. FR. Zil. 

me. eT. BW. UR. BA. AS. WI; BPR IR KB KR Luna- 

thyrium acrosticholdes (Sw. ) Diels, F°>FKEWEK; 3 ERE FA RB D FR 

Woodwardia japonica (L. f.) Sm. KE IA) thy 4 2 Fh KK Woodwardia unigem- 

mata (Makino) Nakai， 产 于 伏 牛 山南 部 淅川 等 县 ;， 球 子 蕨 科 医 果 茧 属 植物 鞠 果 蕨 Mal- 

teuccia struth fopteris (L.) Todaro, > FR FWA), BA. REL PR. Poe, 



各 论 = ‘320° 

BASE. HE MPRA SRR Malteuccia struth fopteris (L.) Todaro var. acutiloba 

Ching, FARR RaW, AAS, RRA RR eH Osmunda japonica 
Thunb. ， 产 于 伏 牛 山南 部 。 此 外 ， 全 国 还 有 3 个 品种 ， 分 属于 2 个 科 2 个 属 的 植物 作 

AREA. ENTE S ERE SERRA SEK. REPRE RAWERRE. 

华南 紫 莫 。 

【商品 名 】 贯 众 

诺 、 药 渠 、 黄 钟 、 伯 萍 、 乐 蒙 、 草 鸭 头 、 伯 药 、 药 藻 、 凤 尾 草 、 蕨 葵 菜 根 、 贯 仲 、 管 促 

【 基 原 】 本 品 为 鳞 毛 蕨 科 植物 粗 葵 鳞 毛 蕨 的 干燥 根茎 及 叶柄 残 基 。 

【 原 植 物 】 植 株 高 50 一 100cm。 根 状 荃 直立 ， 连 同 叶柄 密生 褐 棕色 、 卵 状 披 针 形 

大 鳞片 。 叶 簇生 ， 草 质 ; 叶片 倒 披 针 形 ， 二 回 羽 状 ; WH 20 一 30 对 ,长 60 一 100cm， 

中 部 稍 上 处 宽 20 一 25cm， 先 端 渐 尖 ， 两 面 有 纤维 状 鳞 毛 ; 中 部 羽 片 长 10 一 12cm， 帘 

2 一 2. 5cm， 基 部 渐 缩 短 ， 长 仅 6cm; 裂片 密 接 ， 近 长 方形 ， 圆 头 或 圆 截 头 ， 近 全 缘 或 

先端 有 微 齿 ;叶脉 羽 状 分 又 ; 叶柄 长 10~25em, AF RRMEFH PRUE, AFM 

脉 中 部 以 下 ， 靠 近 有 裂片 的 主 脉 着 生 ， 每 裂片 有 2 一 4 对 ;， 赛 群 盖 圆 肾 形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倒卵形 ， 略 弯曲 ， 上 端 钝 圆 或 截 形 ， 下 端 较 尖 ， 有 的 纵 剖 

为 两 半 ， 长 7 一 20cm， 直 径 4 一 8cm。 表 面 黄 棕 色 至 黑 褐 色 ， 密 被 排列 整齐 的 叶柄 残 基 

及 鳞片 ， 并 有 弯曲 的 须根 。 叶 柄 残 基 呈 扇 圆 形 , 长 3 一 5cm， 直 径 0. 5 一 1. 0cm; 表面 有 

We, WATE. BAR AIH, tf. ABA RARER 5 一 13 +, WS; 每 个 叶柄 残 

基 的 外 侧 常 有 3 条 须根 ， 鳞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 全 缘 ， 常 脱落 。 质 坚硬 ， 上 断面 略 平 坦 ， 深 绿 

色 至 棕色 ， 有 黄白 色 维 管束 5 一 13 个 ， 环 列 ， 其 外 散 有 较 多 的 叶 迹 维 管束 。 和 气 特 异 ， 味 

PRR MAE, we. =F.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喜 湿润 、 耐 阴 、 耐 寒 、 喜 温暖 、 喜 腐殖质 及 含水 
量 较 高 的 中 性 土壤 。 

【种 植 方法 】 生 产 上 可 采用 孢子 繁殖 与 分 株 繁殖 相 结合 的 繁殖 方式 。 

—. ATA 

C1) 孢子 采集 。9 月 中 下 旬 当 莱 果 蕨 的 孢子 叶 由 暗 绿色 转变 为 黄 棕色 时 ， 选 取 长 势 

健壮 的 植株 ， 采 取 孢 子叶 ， 阴 干 后 碾 碎 ， 筛 出 孢子 宫 ， 储 存在 温度 0 一 5C 的 冰箱 内 ， 

播种 前 用 无 菌 水 充分 冲洗 ， 展 于 无 菌 纸 上 ， 等 孢子 吉 干 后 ， 自 行 开裂 ， 弹 出 成 熟 的 

fF . 

(2) 培养 基 配 制 。 用 草 炭 土 、 暗 棕 壤 、 河 沙 , 按 5 : 3 : 2 wR. FEN. abil 

成 混合 土 。 将 洗 净 的 粗 河 沙 , 石头 ， 播 种 容器 和 混合 土 分 别 蒸汽 灭 菌 30min。 
(3) 播种 。 先 用 瓦 片 盖 上 播种 容器 的 底 孔 ， 放 进 小 石子 ， 粗 河 沙 约 占 容器 的 1/3， 

再 加 混合 土 ， 用 木板 刮 平 ， 压 实 盖 上 玻璃 板 竺 用。 播种 前 把 装 满 混 合 土 的 容器 , 浸 在 水 
里 使 培养 土 充 分 湿润 ， 取 出 ， 将 孢子 均匀 撒 在 培养 土 上 ， 播 种 后 再 浸 放 在 浅水 里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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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取出 ， 将 播种 容器 移 到 温暖 、 空 气 湿 度 达到 80% 以 上 的 温室 ， 每 天 光照 4h UE, Ha 

度 控 制 在 20°CAA, HAF 3d 就 开始 萌发 ， 播 后 10d 形成 原 叶 体 ，71d Bm. fa 

子 体 达到 3 或 4 FLOP HETT KB. AFH RAM 4 片 以 上 ， 植 株 高 达 4 一 5cm 

时 进行 第 二 次 移 栽 。 将 根系 带 土 的 孢子 苗 移 栽 到 转 地 里 ， Bena SS reas 

浇 水 。 

二 、 分 株 繁殖 

春天 或 秋季 ， 挖 取 生 长 健壮 的 母 株 ， 进 行 分 株 ， 按 行 、 株 距 30cmx (15~20) cm Fi 

植 于 林 下 或 大 田 〈 适 当 遮 阴 );， 若 为 苗床 ， 行 、 株 距 为 10cmX (5 一 7)cm; EH 

磷 钾 细 肥 土 ， 并 与 人 穴 土 混 勺 ， 栽 后 覆土 压 实 ， 洲 透水 即 可 。 

=. Ree 

ABR. HEP Rh. TKABARTEE. AIR, Be PER A MRE TT AH. 7K 

XT BRAS AY ARH 7 EY A BRS AY EA 7k AS EA OR, MED ek, A 

Mi Aik. THEA FAK, ARTO, TEVEIT NR, RP 

洁 和 湿度 。 贯 众 喜 阴 ， 在 栽培 生产 中 应 注意 保持 适当 的 荫蔽 度 ， 保 证 充足 的 散射 光 有 利 

了 光照 过 强 过 弱 ， 贯 众 的 生长 发 育 均 不 良 。 经 常 铀 草 、 铲 赵 ， 进 行 正常 的 

生产 管理 。 管 理 中 还 应 该 注意 保持 畦 沟 无 积 水 ， 否 则 易 致 烂 根 减产 。 贯 众多 为 野生 ， 抗 

逆 性 较 强 ， 病 虫害 极 少 。 但 若 排水 不 良 ， 易 致 根 腐 病 。 

【 采 收 加 工 】 秋季 采 控 ， 削 去 叶柄 ， 须 根 ， 除 去 泥 沙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粗 茎 鳞 毛 茧 的 根茎 含 绵 马 酸 (filixic acid) BBB、PBB、PBP 等 ， 黄 
绵 马 酸 (flavaspidic acid) AB、BB、PB， 以 及 白 绵 马 素 (albaspidin)( 吴 寿 金 等 ， 

1997) AA、PP、AP。 高 增 平等 从 绵 马 贯 众 中 分 离 到 二 十 六 烷 酸 、 二 十 五 烷 醇 、nero- 

lidol、 东 北 贯 众 素 (dryocrassin) 、 芒 糖 〈sucrose) 、 丁 基 环 已 烷 (butyl cyclohexane) 、 

顺 式 十 氧 蔡 〈cis-decalin) 、1- 甲 基 乙 基 - 环 已 烷 、9- 〈1- 甲 基 亚 乙 基 ) -二 环 [6,1,0] £ 

烷 、 环 已 烷 基 环 已 烷 、() -3,7,7- 三 甲 基 -11- 亚 甲 基 - 螺 [5,5] +—-2-4,. [1S- Ca, 
3a8，4a， = -十 氨 -4,8,8- 三 甲 基 -9- 亚 甲 基 -9-1,4- 亚 甲 基 奥 、3,7,11- 三 甲 基 :2,6,10- 

=e = bt-1-. PT. 2,3,4,4a,5, 6-7 A-1, 4a-— FA E-7- (1-H EZ, BE) -BR 
[laR- (laa, 7a; 7a, 7b) ] -la, 2,3,5,6,7, 7a, 7b-\ &i-1, 1,7, 7a-W A E-1H-AW Ke 

La] 蔡 、u- 姜 黄 炳 〈curcumene)。 绵 马 贯 众 地 上 部 分 〈 包 括 叶 荟 基 部 ) SHARK 
(isoquercitrin) 、 紫 云 英 苷 〈astragalin)、 冷 蕨 苷 〈cyrtopterin)、 贯 众 素 (cyrtomine- 

tin), BA Ccyrtomin), FLASH (rhododendrin), 444M (aspidinol), ASBMB 

(filinic acid), 2&-b 〈diploptene) 、 铁 线 蕨 酮 Cadianton) 等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 EG 

取 本 品 粉末 0. Sg, MMA CGE 20ml， 超 声 处 理 30min, REAR. PEA idk. 

另 取 纺 马 贯 众 对 照 药材 0. 5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材 浴 液 。 吸 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2~4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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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点 于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板 上 。 取 硅胶 Glog, MRR-RRAL— WAM (pH7. 0) 

10ml、 维 生 素 C 60mg, PR SEAFAER AIA MK 20ml, VA, FPR, SHEER, 50°C 

活化 2h 后 备用 ， 以 正 已 烷 - 氯 仿 -甲醇 (0:15: 1) 为 展开 剂 BERBERA 

2h， 取 出 ， 展 距 15cm 以 上 取出 ， 立 即 喷 以 0.1% 坚 牢 蓝 BB 盐 的 稀 乙 醇 溶液 ， 在 40°C 

放置 1h。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绵 马 贯 众 素 含量 测定 : 

`， 色谱 条 件 色谱 柱 : VP-ODS (4.6mmX150mm, 5ym); 柱 温 : 25°C ; Fish: 乙 

Hin - A Ti — 5 A B-0. 3% 磷酸 -0.1% 十 二 烷 基 硫酸 钠 (50 :10:35:10:5); 流速 : 

1. Oml/min; 检测 波长 : 286nm。 在 此 条 件 下 ， 按 纺 马 贯 众 素 计算 ， 理 论 板 数 不 小 
于 3000。 

样品 的 含量 测定 : 取 浓 度 为 0. 5116mgy/ml 的 对 照 品 储备 液 Iml 于 10ml ei. HM 

氯仿 定 容 至 刻度 ， 摇 义 ， 即 得 对 照 品 溶液 ， 取 干燥 后 的 绵 马 贯 众 粉末 Gt 3 Si) A 

0. 1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精密 加 入 氯仿 25ml， 密 塞 ， 称 重 ， 超 声 提 取 

(100W, 40kHz) 30min, 44), BAH, AA CMAN ee, BH. Wve, Me 

滤液 Sml 于 10ml BA. WMARER SAVE, HY, Bl C10 000r/min ) 10min 后 ， 

取 上 清 液 5pl 在 上 述 色 谱 条 件 下 进 样 测定 。 

【附注 】 

1. RERARERE WW RKRER 
植株 高 25~50cm, TRAM. BEA RATE ER. RAE; PP RR, = 

回 羽 状 ， 长 15~40cm, FH 12~20cm, FEMA, APRA RT; AAR TAF ANA 

2 一 5 对 ， 稍 呈 灸 刀 形 ， 先 端 圆 ， 基 部 耳 形 ， 边 缘 有 微 锯齿 或 全 缘 ; 叶脉 羽 状 分 离 ， 背 

MW; 生 钨 子叶 的 羽 片 11 一 16 对 ， 较 小 ， 占 叶片 的 173 一 2/3;， 叶柄 长 10 一 17cm， 

稻 秆 色 ， 基 部 被 棕色 ， 线 状 披 针 形 、 质 薄 、 先 端 具 细 尖 的 鳞片 ， 上 部 与 叶 轴 有 和 较 稀 朴 的 

小 鳞片 。 孢 子 吉 群 沿 小 羽 片 中 脉 两 侧 各 1 aE; PERT. 

2. 乌 毛 蕨 科 贯 众 属 植物 贯 众 
植株 高 30 一 80cm。 根 状 葵 短 ， 直 立 或 侨 上 上， 连同 叶柄 基部 被 宽 披 针 形 黑 褐色 大 鳝 

片 。 叶 往生， 叶片 宽 披 针 形 或 矩 圆 披 针 形 ， 纸 质 ,， 奇数 一 回 羽 状 ， 长 25 一 45cm， 帘 

5 一 10cm， 沿 叶 轴 和 羽 柄 有 少数 纤维 状 鳞片 ; 羽 片 灸 状 披 针 形 ， 基 部 上 侧 稍 呈 耳 状 突 

起 ， 下 侧 圆 攀 形 ， 边 缘 有 缺 刻 状 细 饮 齿 ; 叶脉 网 状 ， 有 内 藏 小 脉 1 一 2 条 ;叶柄 长 15 一 

25cm， 禾 秆 色 ， 有 了 朴 生 鳞片 。 孢 子宫 群生 于 内 藏 小 肪 顶端， 在 主 脉 两 侧 各 排 成 不 整齐 

NW3~477; RHEK, AA. SH. 

(1) HRA (2). RRP SIEMMARLA: 体积 细小 ， 高 约 20cm， 叶 柄 很 

短 ， 羽 片 多 达 20 对 以 上 ， 小 而 排列 紧密 。 

(2) 宽 叶 贯 众 〈 变 型 )。 本 变种 与 正品 的 不 同 点 : 羽 片 宽 短 ， 长 6 一 8cm， 宽 2. 5 一 

3cm， 宽 灸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基 部 不 对 称 ， 上 侧 稍 凸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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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蹄 盖 蕨 科 峨 眉 蕨 属 植 物 蛾 眉 套 
植株 高 达 80cm。 根 状 葵 短 而 直立 ， 顶 部 有 宽 披 针 形 鳞片 。 叶 簇生 ;叶片 短 圆 状 披 

针 形 ， 草 质 ， 二 回 羽 状 深 裂 ， 长 约 60cm， 宽 约 20cm， 先 端 渐 尖 ， 沿 叶 轴 、 羽 轴 和 主 脉 

有 少许 棕色 多 细胞 的 短 毛 ; 下 部 3 一 4 对 羽 片 略 缩短 ， 中 部 羽 片 长 12 一 14cm， 宽 1. 5 一 

2. 5cm， 羽 裂 几 达 羽 轴 ;， 裂片 宽 3 一 4mm， 边 缘 有 浅 圆 饮 齿 ， 具 单一 的 侧 脉 5 一 7 对 ;， 叶 

柄 长 15~20cm, AFH. HFRHPKRKAL. RHEHAC. WE, SR. 

生 于 山谷 林 下 或 灌 丛 中 ， 伏 牛山 区 作 贯 众人 药 。 

4. 球 子 蕨 科 英 果 蕨 属 植 物 英 果 蕨 
植株 高 90cm。 根 状 葵 直立 ， 连 同 叶 柄 基部 有 密生 披 针 形 鳞片 。 叶 簇生 ， 二 型 ， 营 

Fe — PUR, FARE SARA. 1 45~90cm, F% 14~25cm, MHA RBA tee 

柔 毛 ， 下 部 10 余 对 羽 片 逐 渐 缩 小 成 耳 形 ， 中 部 羽 片 宽 1. 2 一 2cm， 裂 片 边 缘 浅 波状 ， 或 

顶端 具 圆 齿 ; 侧 脉 单一 ;孢子 叶 较 短 ， 直 立 ， 有 粗 硬 而 较 长 的 柄 ， 一 回 羽 状 ， 羽 片 向 背 

面 反 卷 成 有 节 的 莱 果 状 ， 包 被 于 群 。 孢 子宫 群 圆 形 ， 生 侧 脉 分 枝 的 中 部 ， 熟 时 汇合 成 线 

形 ; 寺 群 盖 膜 质 ， 和 白色 ， 熟 时 破裂 消失 。 

化 学 成 分 : FAR RRIR (woodwardic acid) ， 麦 角 省 -6,22- 二 烯 -38,5c,8u- 三 醇 〈erg- 

ost-6,22-diene-3 B, 5a, 8a-triol), FFHR, HRA (riboflavin) ， 对 香 豆 酸 -4-0-8-D- 

葡萄 糖苷 〈4-O0-8-D-glucopyranosyL-P-cotmmric acid) ， 咖 啡 酸 -4-O-8-D- 葡 萄 糖苷 〈4-O 

B-D-glucopyranosyl-caffeic acid) (ki, 2004), IETARM, BANE, BH-444-3, 

6- 二 酮 ， 胡 萝卜 苷 和 D- 葡 萄 糖 〈 杨 册 等 ，2003) 根 状 蕉 做 贯 众 使 用 。 

RAR A) 与 正品 的 区 别 : 营养 叶 的 裂片 为 三 角 状 披 针 形 ， 尖 头 ， 斜 向 

上 。 根 荃 入 药 ， 有 清热 解毒 、 止 血 、 杀 虫 之 效 ， 防 治 流行 性 感冒 、 麻 疹 、 流 行 性 乙 型 脑 

KR. TiATHEARRA, JAE. Rh. MR. PA RAE. 

5. SERAAARKE EK 
植株 高 60 一 90cm。 根 状 葵 粗 短 ， 直 立 ， 密 被 红 棕色 披 针 形 大 鳞片 ， 叶 簇生 ， 二 回 

羽 状 ， 厚 纸 质 ， 长 圆 形 ， 长 40 一 60cm， 宽 23 一 35cm， 仅 羽 轴 下 部 有 小 鳞片 ; 下 部 羽 片 

长 11 一 20cm， 宽 2 一 3cm， 向 基部 略 变 狭 ， 羽 裂 1/2 RR; 裂片 三 角形 或 三 角 状 长 圆 

形 〈 基 部 下 侧 的 缩小 ， 成 圆 耳 形 ) ， 锐 尖 ， 边 缘 有 细 饮 齿 ; 叶脉 网 状 ， 有 网 眼 1 一 2 行 ， 

网 眼 外 小 肪 分离， 无 内 藏 小 脉 ; 叶柄 长 30 一 50cm， 深 稻 秆 色 ， 基 部 以 上 至 叶 轴 有 与 根 

ZARB) WBE. 。 孢 子 面 群 长 形 ， 生 于 中 脉 两 侧 相 对 的 网 脉 上 ， 宫 群 盖 长 肾 形 ， 间 

质 ， 以 外 侧 边 着 生 网 脉 ， 开 向 主 脉 。 

化 学 成 分 : 主 含 儿 茶 酚 衍生 物 。 

6. 乌 毛 蕨 科 狗 养 蕨 属 植物 单 芽 狗 着 蕨 
植株 高 约 1Im。 根 状 葵 粗 短 ， 直 立 或 侨 上 ， 密 被 红 棕色 、 膜 质 、 钻 状 披 针 形 鳞片 。 

He; 叶片 厚 纸 质 ， 光 滑 ， 长 圆 形 ， 长 30~50cm, %% 20 一 30cm， 近 顶端 的 羽 片 腋 中 

有 1 或 2 eR ER SF. IRR; A 2 一 15 对 ， 相 距 4 一 5cm， 阔 披 针 形 ， 

中 部 以 下 各 羽 片 几 等 大 ,长 20 一 25cm， 宽 5 一 7cm， 羽 状 深 裂 ; 裂片 15 一 18 对 ， 彼 此 
以 狭 缺 刻 隔 开 ， 披 针 形 ， 基 部 的 较 大 ， 长 3 一 4cm， 宽 约 lcm， 渐 尖 头 ， 边 缘 有 角质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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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齿 〈 下 部 两 侧 常 无 齿 ， 向 背面 反 折 )， 叶 脉 可 见 ， 沿 主 脉 两 侧 各 有 1 排 长 方形 网 眼 ， 

向 外 有 1 或 2 行 不 规则 的 六 角形 网 眼 ， 内 无 内 藏 小 脉 ， 近 叶 边 网 眼 外 侧 有 分 离 的 小 脉 伸 

达 叶 边 ; 叶柄 长 30 一 50cm， 禾 秆 色 ， 即 不 被 鳞片 。 孢 子宫 群 长 方形 ， 陷 人 叶肉 内 ; # 

群 盖 深 棕色 ， 着 生 于 长 方形 网 眼 的 边缘 上 ， 成 熟 时 开 向 主 脉 。 

7. 紫 芙 科 紫 莫 属 植物 紫 鞭 
植株 高 50 一 100cm。 根 状 蕉 短 。 二 回 羽 状 复 叶 ， 丛 生 ;， 叶片 三 角 状 广 卵 形 ， 长 

30 一 70cm， 宽 20 一 40cm; 叶柄 长 20 一 39cm， 与 叶 轴 均 为 稻 秆 黄色 ， 有 时 有 褐色 绵 毛 ， 

小 羽 片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5 一 6cm， 宽 1 一 1.8cm， 和 先端 稍 钝 ， 基 部 最 宽 ， 截 形 或 圆 形 ， 

边缘 有 细 锯 齿 ， 无 柄 或 几 无 柄 ;叶脉 分 离 ， 又 分 ， 平 行 。 孢 子叶 的 小 羽 片 狭 ， 卷 缩 成 线 

性 ， 长 1. 5 一 2cm， 沿 背面 中 脉 两 侧 密生 孢子 宫 。 
化 学 成 分 : 主 含 尖 叶 土 杉 和 省 酮 A (ponasterone A)、 羟 基 促 脱皮 省 酮 (ecdyste- 

rone) 。 根 状 葵 作 贯 众人 药 ， 其 幼 叶 上 面 的 褐色 毛 茜 ， 外 甫 伤口 可 止血 ， 嫩 叶 可 食 。 

生 于 林 下 或 溪 边 酸性 土壤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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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陵 莱 
Weilingcai 

HERBA POTENTILLAE CHINENSIS 

(Hit) AZEXARBARTrAM. WRF BOAR). RH. HOF. PPR. 

毒 ， 人 肝 、 胃 、 大 肠 经 ， 有 清热 润 燥 ， 凉 血 解 毒 ， 止 血 消 肿 ， 止 痢 之 功效 ， 多 用 于 治疗 

痢疾 ， 闪 疾 ， 首 肿 ， 各 种 出 血 。 其 根 含有 水 解 缀 质 和 缩合 芭 质 ， 并 含有 黄酮 类 ， 全 草 含 

有 三 熙 类 ， 没 食 子 酸 、 柚 皮 素 、 柚 皮 素 等 。 临 床上 多 以 其 单方 或 复方 治疗 糖尿 病 。 现 代 

医学 研究 证 明 ， 委 陵 菜 黄酮 的 降 血糖 作用 显著 ， 是 中 药 委 陵 菜 降 血糖 作用 的 主要 有 效 

成 分 。 

茧 蕉 科 委 陵 菜 属 植物 全 球 有 500 余 种 ， 大 多 数 分 布 于 北半球 温带 、 寒 带 及 高 山地 

区 。 我 国有 80 余 种 ,《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的 委 陵 菜 为 蔷薇 科 植物 委 陵 菜 Po- 

tentilla chinensis Ser. 的 干燥 全 草 。 分 布 于 伏 牛 山林 缘 、 灌 从 、 足 林 下 。 其 同属 植物 在 

全 国 各 地 人 药 的 有 多 种 ， 如 鹅 绒 委 陵 菜 〈 蕨 及、 人 参 果 、 延 寿 草 、 蕨 麻 委 陵 菜 ) P. 

anserina L., BBBBHK 〈 细 叶 委 陵 菜 、 白 马 肉 ) P. multifida. (GRR, 2005), B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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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陵 菜 HILZL, AEP RE) P. fragarioides 等 ， 其 植物 的 形态 特征 、 药 用 原 基 、 人 性 味 、 

功能 均 有 差异 。 

【商品 名 】 委 陵 荣 。 
【别名 】 翻 白菜 、 根 头 菜 、 野 鸠 旁 花 、 黄 州 白 头 翁 、 龙 牙 草 、 天 青 地 白 、 小 毛 药 、 

FNS. SOR, AS, AAT, SRS. MIA. Aka. 

[2] ASAP MWERRNTREE. 

CRD] 2/42, FB 30~60cm. MILK, BER. SHV. BERABR 

毛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 基 生 叶 有 小 叶 8 一 11 对 ， 项 端 小 叶 最 大 ， 两 侧 小 叶 向 下 渐次 变 小 ， 

小 叶 狭 长 椭圆 形 ， 长 2 一 5cm， 宽 8 一 15mm， 边 缘 羽 状 深 裂 。 裂 片 三 角 状 披 针 形 ， 边 缘 
向 下 反 卷 ， 上 面 被 短 柔 毛 ， 下 面 密生 白 绵 毛 ; 托 叶 长 披 针 形 至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全 缘 残 羽 

状 裂 ， 密 被 长 绵 毛 ; 蔡 生 叶 与 根 生 叶 同 形 且 较 小 ,小叶 1 一 7 xt. HORM, WE, 2S 
房 状 聚 们 花序; 花 葛 5 裂 ， 有 裂片 广 卵 形 ， 副 苯 5 片 ， 披 针 形 至 线形 ， 均 有 白 绵 毛 ; Feat 
5, Sf, AIRE, Mk; 雄 划 多 数 ， 花 丝 不 等 长 ， 花 药 黄色 ; MBSR, RE, 

子 房 卵 形 而 小 。 微 扁 ， 花 柱 侧 生 ， 柱 头 小 。 瘦 果 卵 圆 形 ， 长 约 2mm, Hf, 光滑 ， 包 
于 宿 存 花 坦 内 。 花 期 6 一 8 月 ， 果 期 8 一 10 A. 

LAER] 为 干燥 的 根 或 带 根 的 全 草 ， 根 圆柱 形 或 类 圆锥 形 ， 偶 有 弯曲 ， 有 的 

有 分 枝 ， 长 短 不 一 ， 直 径 0. 5 一 lcm， 外 表 红 棕色 或 暗 棕色 ， 具 有 不 规则 的 纵 裂 纹 ， 栓 

皮 多 呈 片 状 剥 落 ， 质 坚硬 ， 易 折断 ， 折 断面 不 平坦 ， 皮 部 与 木 部 极 易 分 离 ， 射 线 呈 放射 
状 排列 。 皮 部 淡 红 棕色 ， 木 部 棕 白 色 。 根 头 部 较 粗大 ， 并 丛生 多 数 黄 棕色 的 叶 基部 分 ; 
单数 羽 状 复 叶 ， 皱 缩 ， 小 叶 狭 长 椭圆 形 ， 多 向 内 对 折 ， 边 缘 向 外 反 卷 ， 背 面 的 绵 毛 密 而 

Kk. ASS. RGM. UPR. FEE. TARA AE.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委 陵 菜 在 全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向 阳 山 

坡 、 芒 地、 路 边 、 田 旁 、 山 林 草 丛 中 。 喜 微 酸性 至 中 性 、 排 水 良好 的 湿润 土壤 ， 也 耐 二 

STE 

【种 植 方法 】 
委 陵 菜 适 宜 播 种 和 分 株 两 种 繁殖 方式 。 
1) 气候 土壤 : 宜 温和 干燥 的 气候 ， 以 排水 良好 的 沙 质 壤土 为 佳 。 

2) 整地 : 播种 前 翻 耕 土 地 1 或 2 次 ， 并 施 帮 肥 或 堆肥 ， 作 畦 宽 约 1. 5m。 

3) 种 植 : 3 月 下 名， 在 畦 面 开 沟 ， 深 6 一 7cm， 沟 距 18 一 21cm， 然 后 将 种 子 与 细 
HRA, AAP, Bt—E, vk. 

4) 播种 后 约 3 周 出 苗 ， 当 苗 高 3 一 6cm 时 匀 苗 ， 使 每 株 相距 12 一 15cm。 以 后 每 隔 
15 天 左右 ， 除 草 松 土 1 次 。 追 肥 第 1 次 在 幼苗 期 ， 第 2 次 在 生长 花蕾 前 ， 前 者 以 氮肥 

为 主 ， 后 者 以 磷 、 钾 肥 为 主 。 干 旱 严 重 时 需 灌水 。 
委 陵 菜 喜 光 ， 耐 高 温 于 旱 。 无 需 施 肥 及 病虫害 防治 ， 可 适当 浇 水 、 修 和 前。 



【 采 收 加 工 】 
1. 采 收 

SEAHAM RIE, RAV, WF. 

2. M70 

将 带 根 全 草 除去 花枝 及 果枝 ， 晒 干 。 或 将 地 上 部 分 葵 叶 全部 除去 ， 仅 用 其 根 。 

3. 炮制 

除去 杂质 ， 洗 净 ， 润 透 ， 切 段 ， 晒 干 。 

【化 学 成 分 】 委 陵 菜 全 草 含 儿 茶 素 〈catechin) 、 乌 苏 酸 Cursolic acid) 、 丝 石竹 卸 

4770 〈gypsogenin) 、 桥 皮 素 〈quercetin) 、 并 菜 素 (apigenin) 、 山 泰 酚 (kaempferol) 、 

葵 甲 酸 (benzoic acid) 、 没 食 子 酸 〈gallic acid) 、 壬 二 酸 〈anchoic acid), 3,3',4'-=-O- 

甲 基 并 没食子 酸 (3,3',4'-tri-O-methylellagic acid) 、a- 香 树 素 (cx-amyrin) 、B8- 香 树 素 

(B-amyrin), 2a -羟基 乌 苏 酸 〈corosolic acid), #F FEM (euscaphic acid)、 坡 模 酸 

(pomolic acid) 、 委 陵 菜 酸 (tormentic acid), 、2c，3a- 二 羟基 -12- 精 -28- 乌 苏 酸 (2a, 3a- 

dihydroxy-urs-12-en-28-oic acid) 、28,. 38，19u- 三 羟基 -12- 糊 -28- 乌 苏 酸 (28, 38, 19a- 

trihydroxy-urs-12-en-28-oic acid), FA HMR 〈asiatic acid), 2,442 EBRERMR, 2c, 

3a，19a，23- 四 羟基 -12- 炳 -28- 乌 苏 酸 (2a, 3a, 19a, 23-tetrahydroxy ursolu-12-ene- 

28-oic acid) 、 齐 墩 果 酸 (oleanolic acid), 2a -羟基 齐 墩 果 酸 (2a -hydroxy oleanolic 

acid) 、2a，3a -二 凑 基 -12- 烯 -28- 齐 墩 果 酸 ，3- 羟 基 -11- 烯 -11, 12- 脱 氨 -28, 13- 乌 苏 酸 内 

BE. 3-O-Z. Bede RR. ARERR (betulinic acid) 、3- 氧 代 -12- 烯 - 乌 苏 酸 (3-oxours-12- 

en-oic acid) 等 。( 王 庆贺 等 ，2006; BES, 2007; 刘 普 等 ，2006) HRAA KR 

和 缩合 靶 质 ， 并 含有 黄酮 类 。 

【鉴别 】 

1. 显 微 鉴别 

叶 横 切面 : 上 表皮 细胞 类 方形 ， 下 表皮 细胞 切 向 延长 上 下 表皮 有 多 数 单 细 胞 非 腺 

毛 ， 以 下 表皮 尤 密 ， 且 多 弯曲 。 栅 栏 组 织 为 2 一 3 列 细 胞 ， 有 的 含 草酸 钙 复 晶 ， 直 径 

8~37 um; 海绵 组 织 为 数列 类 圆 形 细 胞 。 主 脉 极 向 下 凸 起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 木 质 部 半月 

形 ， 韦 皮 部 呈 新 月 形 ， 外 侧 有 厚 角 组 织 ， 上 下 表皮 内 方 有 2 一 4 列 厚 角 细 胞 。 

粉末 特征 : 灰 褐 色 。 中 非 腺 毛 极 多 ， 单 细胞 ， 平 直 或 弯曲 ， 有 的 缠 结 成 团 ， 细 长 ， 

KH) 4000um, HVE 7~37 pm, BRIM. ORMBRMmFETHAAAH, HeAn 
直径 6~65um, (BATT in. OAAAKRE,. HE7~Il4um, BRE, ALA. © 

木 栓 细 胞 类 多 角形 或 扁 长 方形 ， 内 含 黄 棕色 物 。 

2. BE KS 

取 本 品 粉 未 1g， 加 石油 醚 (60~90°C) 10ml， 温 浸 3h, VUE, WRF. MAES 

10ml 使 溶解 ， 滤 过 ， 滤 液 浓 缩 至 约 1Iml， 作 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委 陵 菜 对 照 药材 1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液 。 照 蒲 层 色谱 法 [《 中 国药 典 》 (2005 年 版 ) 附录 人 B] 试验 。 

吸取 上 述 两 种 溶液 各 6wl， 分 别 点 于 同一 以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为 黏合 剂 的 硅胶 G WR 

上 ， 以 甲苯 -甲酸 乙 酯 -甲酸 (5 : 4: 1) AAA, EA. Buh, BR. MEL 2% =A 



5 336% 伏 牛山 药 用 植物 志 

化 铁 溶液 与 铁 氨 化 钾 试 液 的 等 量 混合 溶 液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药 材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的 蓝 色 斑 点 。 

【附注 】 

1. ARERR 
BPE AS, ZEAE SER 5 HOY, OY ARIK AE EMA. “tc; 小 

Ht RAE. SURRRETTE RATE. Tm BRA, ARIE. WHAA 3 一 6 缺 刻 

状 大 小 不 等 急 尖 锯齿 ， 下 部 两 个 小 叶 有 时 2 So, PAR. REE. DUR eR 

在 下 面 沿 脉 伏 生 朴 柔 毛 ; AAREN SAMA: BAM FCI ARR. ef, Sh 

PRE. AAA LIE ER, AR, ONERETIE. ERA. ESI A, RMR E; 

花 直 径 1 一 1. 5cm; 葛 片 卵 状 长 圆 形 ， 顶 端 急 尖 ， 与 苯 片 近 等 长 稀 稍 得， 外 面 被 短 柔 毛 

RRREE; 花瓣 黄色 ， 顶 端 微 上 四 或 圆 钝 ， 比 划 片 稍 长 ;花柱 近 顶 生 ， 基 部 细 ， 柱 头 稍微 

扩大 。 成 熟 瘦 果 长 圆 状 卵 形 表面 呈 泡 状 突起 。 花 期 4 一 9 月 ， 果 期 5 一 9 月 。 生 于 草 旬 、 

河岸 或 路 旁 。 

2. B+ RR 
BREA, RRS, RE. ZB WMA. ARRE. LENARRHKS, 

PRI ERAEs 小 叶 5 一 9， 上 部 较 下 部 的 为 大 ， 椭 圆 形 至 倒卵形 ， 长 0.5 一 7cm， 

0. 4~3cm， 两 面 绿 色 ， 散 生长 柔 毛 ， 下 面 较 密 ; SEN), FA 3 小 时， 叶柄 短 或 无 。 

伞 房 状 聚 企 花 序 顶 生 ， 花 多 ， 松 散 ， 总 花梗 和 花梗 具 长 柔 毛 ， 花 黄色 ， 直 径 1 一 1. 7cmy 

BRAS; 副 划 片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 花 鸭 倒卵形 ， 顶 端 圆 钝 或 微 目 ; 花柱 近 顶 生 ， 上 

部 大 ， 下 部 小 。 瘦 果 近 肾 形 ， 表 面 有 脉 纹 。 花 期 4 一 6 月 ， 果 期 6 一 8 月 。 生 于 沟 边 、 草 

地 、 灌 从 及 朴 林 下 。 

3. Ay Be 

多 年 生 草 本 ， 高 10 一 40cm， 全 株 被 开展 的 白色 长 毛 。 根 粗壮 ， 圆 锥 形 ， 上 部 有 残 

叶 。 茎 直立 或 斜 升 ， 基 部 分 枝 。 羽 状 复 叶 ， 基 生 叶 有 柄 ， 初 密 被 白色 长 毛 ， 后 渐 脱 落 ， 

REE; FEMA. BREE; 小 叶 长 圆 形 ， 长 1.2~5cm， 宽 0.7~1.8cem, ARKER, 

裂片 线形 或 披 针 状 线形 ， 先 端 钝 或 微 尖 ， 边 缘 稍 反 卷 ， 裂 片 排列 稀 玻 而 不 整齐 ， 表 面 绿 

色 ， 被 毛 ， 背 面 灰 白色 ， 密 被 伏 毛 ; SAMMI; FEN K. RES. ERI, 

花梗 长 达 1. 5cm， 直 立 ， 花 黄色 ， 径 约 7mm; 花 苯 密 被 白色 伏 毛 ， 划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3mm， 宽 1. 5mm， 副 划 片 线形 ， 与 苯 片 近 等 长 ;花瓣 倒 卵 形 或 近 圆 形 。 瘦 果 多 数 ， 

卵 圆 形 ， 径 约 1Imm， 光 滑 。 花 期 6 一 7 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生 于 草地 、 沙 质地 、 河 岸 、 

山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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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S CHRYSANTHEMI INDICI 

【概述 】〗】 本 品 为 驳 西 道 地 药材 ， 始 载 于 《本 草 拾遗 )， 味 苦 、 辛 ， 性 微 寒 ， 归 肝 、 
心经 ， 清 热 解毒 。 用 于 治疗 疮 首 肿 ， 目 赤 肿 痛 ， 头 痛 有 眩晕。 在 我 国 东 北 、 华 北 、 西 北 、 

华东 西南 等 地 均 有 出 产 。 伏 牛山 区 产 野 菊花 为 菊 科 植物 野 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L. 《中国 药典 》(2005 年 版 ) 收 载 也 为 该 品种 .《 中 国药 典 》(1977 年 版 ) 收 载 的 野 菊花 
同时 还 有 菊 科 植物 北野 菊 Chrysanthemum. boreale Mak. 4449 Chrysanthemum 

lavandulaefolium (Fisch. ) Mak. 的 头 状 花 序 。 

【商品 名 】 技 菊花 

CHUB] wast. FA. BE. ER. H.R. BA. RH, 

鬼 仔 菊 、 山 九 月 菊 、 疙 疾 草 

【 基 原 】 菊 科 植 物 野 菊花 的 干燥 头 状 花 序 。 

【 原 植 物 】 多 年 生 草本 ， 高 50 一 90cm。 根 状 荃 粗 壮 分 枝 ， 基 生 叶 脱落 ; ASAE 

状 三 角形 ,长 4~6cm， 宽 1 一 3cm， 先 端 渐 尖 ， 基 部 下 延 ， 羽 状 深 裂 ， 顶 生 裂片 稍 大 ， 

侧 生 裂片 两 对 ， 卵 形 或 长 圆 形 ， 边 缘 浅 裂 或 有 不 规则 锯齿 ， 表 面 被 玻 毛 或 腺 体 ， 背 面 被 

KEE; 叶柄 长 2 一 3cm。 头 状 花 序 5 或 6 个， 聚集 先端 ， 排 列 成 伞 房 状 圆锥 花序 或 不 

PUI BEF; 总 苞 直径 2 一 2. 5cm; 总 区 片 4 层 ， OAR. Kee. PHBH. RHR 

绿色 ， 外 层 较 小 , 长 2.5 一 3mm， 被 细毛 ， 内 层 椭 圆 形 ， 长 约 5mm; BRERA, F 

片 长 11 一 13mm， 宽 2. 5 一 3mm， 先 端 圆 钝 或 具 2 或 3 Wi; 简 状 花 长 5.5mm, EB R 

花柱 伸 出 ， 柱 头 2 裂 ， 先 端 画笔 状 。 果 实 圆柱 形 ， 长 约 1. 5mm， 具 5 纵 纹 。 花 期 8 一 10 

月 ， 果 熟 期 9 一 11 月 〈 丁 宝 章 等 ，1997)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类 球形 ,直径 0. 3 一 1cm， 棕 黄色 。 总 苞 片 4 一 5 层 ， 外 层 萄 
片 卵 形 或 条 ， 外 表面 中 部 灰 绿色 或 浅 棕 色 ， 常 被 有 白 毛 ， 边 缘 膜 质 ， 内 层 苞 片 长 构 圆 

形 ， 外 表面 无 毛 。 总 区 基部 有 的 残留 总 花梗 。 天 状 花 1 轮 ， 黄 色 至 棕 黄 色 ， 皱 缩 卷 曲 ; 

管状 花 多 数 ， 深 黄色 。 体 轻 。 气 芳香 ， 味 苦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2005) 。 

【种 质 来 源 】 本 地 野生 

【生长 习性 及 基地 自然 条 件 】 野 生 资源 比较 丰富 ， 多 生 于 石 质 山 坡 、 草 地 、 田 
边 和 路 旁 等 处 。 喜 凉爽 湿润 气候 ， 耐 寒 耐 旱 ， 对 土壤 要 求 不 严 ， 喜 光 ， 但 耐 半 阴 ， 适 应 

ESR, SALA BRITE. UPR. SEK. BARRA. 

【 采 收 加 工 】 

鲜花 采 收 时 间 一 般 在 8 一 9 月 。 鲜 花 以 单 锥 味 甘 者 为 佳 。 采 花 应 在 花瓣 平 直 、 花 心 

BOF 2/3、 花 色 嫩 黄 时 进行 采摘 。 要 求 不 采 圳 水花、 十 水花， 以 防止 腐烂 。 采 花 应 实行 

分 级 采摘 ， 边 采 边 分 级 ; 鲜花 采 收 后 宜 放 置 在 干爽 、 通 风 、 清 洁 、 卫 生 的 地 方 摊 放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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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堆放 在 一 起 ， 以 免 发 热 而 烧 坏 鲜花 。 

2. 初 加工 

选 花 时 首先 剔除 烂 花 、 花 蒂 、 花 醒 、 叶 片 、 碎 片 及 其 他 杂质 ， 并 按 花 条 大 小 进行 分 

级 ， 然 后 将 鲜花 薄 摊 于 竹 帘 或 竹 科 上 ， 了 晾晒 4 一 8h 以 减少 鲜花 水 分 ， 使 蒸 花 时 容易 蒸 

透 ， 蒸 后 易于 干燥 。 蒸 花 前 先 将 锅 中 水 烧 开 ， 蒸 花 时 ， 首 先 将 了 晾晒 后 的 花 条 松散 地 摊 放 

在 蒸 党 里 ， 不 宜 过 厚 ， 厚 度 以 不 影响 花色 又 易于 熟 透 为 宜 ， 然 后 将 蒸 党 置 于 已 烧 开 水 的 

锅 中 ， 每 笼 约 蒸 5min， 蒸 花 时 间 不 宜 过 长 或 过 短 ， 蒸 花 时 间 过 长 ， 花 过 熟 ， 成 湿 腐 状 ， 

不 易 干 燥 ， 而 且 会 使 花色 成 死 色 ; Me. ERA. PRD eee, wa 

浓烈 ， 影 响 质 量 ， 因 此 ， 蒸 花 时 间 以 刚 出 笼 时 花 条 呈 不 贴 状 也 不 呈 湿 腐 状 为 宜 。 蒸 花 时 

锅 内 要 保持 一 定 水 分 ， 不 宜 过 多 亦 不 宜 过 少 ， 水 过 多 ， 沸 水 易 溅 着 花 ， 使 花 成 汤 花 ， 质 

BME; 水 过 少 ， 蒸 花 不 足 ， 蒸 花 时 间 长 ， 花 色差 ， 因 此 要 及 时 添 水 ， 保 持 锅 中 水 位 。 

蒸 花 时 ， 还 应 保持 火力 均匀 ， 使 笼 内 温度 恒定 。 

于 燥 采 用 烘 干 或 晒 干 ， 用 于 饮用 的 以 烘 干 为 宜 ， 供 药 用 的 可 采用 晒 干 。 烘 干 可 采用 

茶叶 烘 干 机 也 可 采用 烘箱 或 烘 笼 ， 操 作 方 法 与 烘 茶 叶 相 同 ， 烘 温 宜 在 90~110°C, PES 

用 手 捏 成 粉 未 即 可 下 机 。 晒 干 时 ， 将 蒸 好 的 花 条 置 于 清洁 卫生 的 晒 具 上 ， 至 六 七 成 干 时 

轻 轻 翻 动 一 次 ， 然 后 晒 至 全 干 。 花 未 干 透 时 ， 切 忌 用 手 担 、 友 压 ， 以 免 影 响 质量 。 

于 燥 下 机 的 花 经 摊 凉 后 ， 需 经 般 、 球 等 精制 ， 将 片 、 末 、 碎 、 醒 等 分 离 ， 使 精制 后 

的 商品 花 达 到 花 条 大 小 均匀 、 完 整 、 花 色 鲜 艳 ， 气 味 清 鲜 ， 滋 味 微 苦 带 甘 ， 无 杂质 ， 水 

分 含量 在 SWF. 

均 以 完整 、 色 黄 、 气 香 者 为 佳 。 

[ABA] SRK. ULAR, RK. BABAR ORL RH 

为 宜 。 用 分 株 繁殖 。6 月 上 、 中 旬 ， 将 老 株 控 起 ， 分 成 单 株 ， 每 株 应 带 白 色 新 根 ， 按 

43. PREB 24cmX24cm 开 穴 ， 每 穴 栽 3 株 ， 填 土 压 实 浇 水 。 每 年 中 耕 除草 3 次 ， 结 合 施 

肥 ， 幼 苗 期 施 稀 人 粪 尿 ，8 一 9 月 可 施 人 畜 肥 ， 适 当 增 施 过 磷酸 钙 ， 可 进行 根 外 追肥 。 

并 培土 ， 以 防 倒伏 。 遇 旱季 要 浇 水 。 病 害 有 锈病 ， 可 用 敌 锈 钠 喷 射 ;， 黄 萎 病 可 在 穴内 撒 

施 石 灰 消 毒 。 虫 害 有 跳 甲 、 蚜 虫 ， 可 用 化 学 药剂 防治 。 

【化 学 成 分 】 野 菊花 主要 含 黄酮 类 、 茧 类 及 挥发 油 类 成 分 〈 高 美 华 等 ，2008) 。 

1. 挥发 油 和 蓝 类 化 合 物 

野 菊 花 中 挥发 油 的 主要 组 分 为 若 类 物质 ， 此 外 还 含有 脂肪 族 化 合 物 等 。 主 要 有 石竹 
烯 氧 化 物 (caryophyllene oxide) 、 蓝 核 醇 〈globulol) 、u- 红 没 药 醇 (a-bisabolol), FF4g 

ZEAE Chardelin chrysanthelide) 、 野 菊花 醇 〈chrysanthemol) 、 野 菊花 三 醇 〈clrysan- 

thetriol) 、 能 果 酸 Cursolic acid) 、 正 二 十 八 烷 醇 (n-octacosanol) 。 

2. 黄酮 类 化 合 物 

黄酮 类 化 合 物 是 野 菊花 重要 活性 成 分 之 一 。 有 蒙 花 苷 〈linarin) (mes, 

2008) RURBE 〈acaciin) 、 金 合欢 素 -7-Oa-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6) -8-D- 吡 喃 葡萄 糖 

苷 、 金 合欢 素 -7-O-a-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6) [2-O- 乙 酰基 -8-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 

2) ] -8-D- 吡 喃 葡萄 糖苷 、 木 标 草 素 〈luteolin) 、 洋 芹 素 、 刺 槐 素 -7- 半 乳糖 苷 和 刺槐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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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 4 SS 4S (chrysanthemin). #438 bh ¢* (daucosterol), ##A-B-D 

74 884 = Cquercitin-B-D-glucoside) 。 

3. 其 他 成 分 
墅 菊花 尚 含 有 绿 原 酸 (chlorogenic acid), 、 山 内 酸 甘油 酯 、 棕 桐 酸 多 糖 、 菊 苷 、 蛋 

白质 (protein), ZAHER (amino acid), WM, AAG. 7K AG. PEAS. BRAS. BEL HE 

AR A 和 维生素 B 、 叶 绿 素 、 黄 色素 、 香 草酸 Cvanillic acid), B-A MMB (B-sitoster- 

ol). ARAB 〈lupeol) FAIR (palmitic acid) 、 亚 油 酸 Clinoleic acid) 、 野 菊花 酮 

(Cindicumeneone) 、 菊 油 环 酮 (chrysanthenone) , /Ilii— #2 445 BEBE (cis-spiroenol. ether) , 

反 - 螺 烦 醇 醚 (trans-spiroenol ether) 、 当 归 酰 豚 草 素 (angeloylcumambrin) 、 当 归 酰 亚 

49% (angeloylajadin)、 苏 格 兰 贰 素 (arteglasin)、 菊 黄 质 (chrysanthemax-anthin) , 

fH bh F (daucosterol), AAR (ambrosin) 等 成 分 。 

【鉴别 与 含量 测定 】 
一 、 鉴 别 

1. 显 微 鉴 别 

野 菊 花粉 末 特 征 : 黄 棕色 。 中 花粉 粒 黄色 ， 类 圆 形 ， 直 径 20~33um, BAH 4 

5 刺 。 外 腺 毛 头 部 鞋底 形 ，4 一 8 个 细胞 ， 两 面相 对 排列 ， 长 径 35 一 120km， 短 径 33 一 

67pm， 外 被 角质 层 。GT 形 毛 较 多 ， 顶 端 细胞 长 大 ， 辟 一 长 一 短 ， 直 径 23~50um, 

稍 厚 或 一 边 稍 厚 ， 基 部 1~13 细胞 ， 其 中 一 个 稍 膨大 或 皱 缩 。 

2. 理化 鉴别 

取 本 品 粉末 0. 3g， 加 乙醇 15ml， 超 声 处 理 30min， 冷 却 ， 过 滤 ， 滤 液 作为 供 试 品 

溶液 。 另 取 野 菊花 对 照 药材 0. 3g， 同 法 制 成 对 照 药 材 溶 液 。 再 取 蒙 花 苷 对 照 品 ， 加 甲 

醇 制 成 每 毫升 含 0. 2mg 的 溶液 ， 作 为 对 照 品 溶液 ， 照 薄 层 色谱 法 L《 中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 PR VE B) 试验 ， 吸 取 上 述 三 种 溶液 各 3 由， 分 别 点 于 同一 聚 酰 胺 薄膜 上 ， 以 乙 

酸 乙 酯 - 丁 酮 -三 氯 甲烷 -甲酸 -水 (15 : 15 : 6 : 4 : 1) WAR BA, Bb, eS. 

喷 以 2% 三 氧化 铝 溶液 ， 热 风 吹 干 ，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检视 。 供 试 品 色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药材 和 对 照 品 色谱 相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同 颜色 的 斑点 。 

二 、 含 量 测定 

(1) 色谱 条 件 与 系统 适用 性 试验 。 以 十 八 烷 基 硅烷 键 合 硅胶 为 填充 剂 ， 以 甲醇 -水 - 

冰 乙 酸 (26 : 23:1) 为 流动 相 ;， 检测 波长 为 334nm。 理 论 板 数 按 蒙 花 苷 峰 计 算 应 不 低 
于 3000。 

(2) 对 照 品 溶液 的 制备 。 精 密 称 取 五 氧化 二 磷 减 压 〈50'C ) 干燥 至 恒 重 的 蒙 花 苷 对 

照 品 适 量 ， 加 甲醇 使 溶解 〈 必 要 时 加 热 )， 制 成 每 毫升 含 25pg 的 溶液 ， 即 得 。 

(3) 供 试 品 溶液 的 制备 。 取 本 品 粉 未 G3 Sif) 约 0. 25g， 精 密 称 定 ， 置 具 塞 锥 

形 瓶 中 ， 精 密 加 入 甲醇 100ml， 称 定 重 量 ， 加 热 回流 3h， 冷 却 ， 再 称 定 重量 ， 用 甲醇 

APE TAA Bet, FEO], WUE, Pesce. BNE. 



中 科 院 植物 所 图 书馆 

KIN 
93 

+ 34 伏 牛 山药 用 植物 志 

【主要 参考 文献 】 

丁 宝 章 ， 王 遂 义 ， 高 增 义 ，1997. 河南 植物 志 . 郑州 : 河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高 美 华 ， 李 华 ， 张 莉 等 ，2008. 野 菊花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 中 药材 ，31 (5): 682, 683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委 员 会 . 2005.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2005 年 版 一 部 )， 北 京 : 化 学 工业 出 版 社 



20°97 Ff LH 

hep 244 (Ye FAP 
SNL fits LAD. 



(O—2356 0101) 

N 978-7-03-025574-7 ISB 

9°"787030 255747 > 

定 价 ; 98.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