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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植模式对滇龙胆草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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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n total secoiridoid glycosid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ex Hemsl. was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have significant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otal secoiridoid glycoside content in root, stem and leaf of G. rigescens. Total secoiridoid glycoside
content in root is the highest under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Alnus nepalensis D. Don and is the lowest under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Chaenomeles sinensis (Thouin) Koehne, that in stem is the highest under single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 and is the lowest under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Juglans regia Linn., and that in leaf is the
highest under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 and is the lowest under single
planting pattern of G. rig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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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滇龙胆草(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ex Hemsl.)为龙胆科

(Gentianaceae)龙胆属(Gentiana Linn.)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

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和广西等地,生长于山坡、草地、
灌丛、林下及山谷中[1] 。 该种为传统中药龙胆的基源植物,其
干燥根及根茎均可入药,具有清热燥湿和泻肝胆火的功效[2] 。
因其资源需求量逐年增加,滇龙胆草的人工种植越来越普遍,
并出现了多种种植模式[3] 。 目前滇龙胆草主要种植模式有单

一种植和林药复合种植,常见的有滇龙胆草与茶树也Camellia
sinensis (Linn.) Kuntze页、桉树(Eucalyptus robusta Smith)、木瓜

也Chaenomeles sinensis ( Thouin ) Koehne 页 和 旱 冬 瓜 ( Alnus
nepalensis D. Don)的复合种植模式[4] 。 与传统林业系统相比,
林药复合系统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5] 。
周幸[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太行山山地林药复合种植模式中,
分布于土壤表层的药用植物浅根系对表层土有加筋固着作

用,可减少水土流失。 Sujatha 等[7] 认为:在槟榔(Areca catechu
Linn.)园间作芳香药用植物有助于提高其产量并增加单位面

积收入。 目前有关林药复合种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对复合种植模式下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变化的

研究尚不多见[8-9] 。
裂环烯醚萜苷是龙胆科药用植物的特征性成分,主要有

龙胆苦苷、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等[10-11] ,是龙胆药材的主要

药效成分[12-14] 。 作者以滇龙胆草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为评

价指标,分析不同种植模式对其不同部位总裂环烯醚萜苷含

量的影响,为滇龙胆草复合种植模式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1摇 材料和方法

1. 1摇 材料、仪器和试剂

1. 1. 1摇 材料摇 供试样品于 2012 年 10 月采集自云南临沧滇龙

胆栽培样地,所有样品均栽培 2 a。 共设置 8 种种植模式,包括

单一种植以及滇龙胆草与茶树、桉树、木瓜、旱冬瓜、核桃

(Juglans regia Linn.)、 杉木也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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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页 及木果柯也Lithocarpus xylocarpus (Kurz) Markgraf页复合

种植。 每种模式样地面积 48 m2,样地年平均气温 18. 5 益,年
平均降水量 1 158 mm。 不同种植模式按五点取样法进行取

样,并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张金渝研究员鉴

定;取样后每个样地随机选取 10 株,每株分成根、茎和叶片 3
部分,分别置于 50 益条件下干燥至恒质量,粉碎后过 100 目

筛,备用。
1. 1. 2摇 仪器与试剂摇 UV-2550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

公司),SY3200-T 型超声波清洗器(上海声源超声波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AR1140 万分之一分析天平(美国奥豪斯公司),
FW-100 高速万能粉碎机(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厂), UPT-
I-10L 优普超纯水机(成都优越科技有限公司)。 龙胆苦苷对

照品(批号 110770-201314,纯度 96. 9%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乙醇为分析醇,蒸馏水自制。
1. 2摇 方法

1. 2. 1摇 对照品溶液及样品溶液制备 摇 称取龙胆苦苷对照品

3. 0 mg,用体积分数 70% 乙醇配制成 60 滋g·mL-1 对照品溶

液。分别称取各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不同部位样品粉末

25. 0 mg,加入体积分数 70%乙醇 10 mL,超声(功率 150 W)提
取 40 min,过滤;取滤液 5. 0 mL,用体积分数 70% 乙醇定容至

50 mL,即为质量浓度 250 滋g·mL-1的供试样品溶液。
1. 2. 2摇 测定波长的选择摇 分别取上述龙胆苦苷对照品溶液和

样品溶液,以体积分数 70% 乙醇为空白,在波长 190 ~ 400 nm
范围内扫描,两者均在波长 270 nm 处有最大吸收峰,故选择

270 nm 为检测波长。
1. 2. 3摇 对照品线性关系考察摇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 1. 0、3. 0、
4. 0、5. 0 和 8. 0 mL,分别用体积分数 70% 乙醇定容至 10 mL,
以体积分数 70% 乙醇为空白,于波长 270 nm 处测定吸光度

值;以吸光度值(A)为纵坐标、对照品质量浓度(C)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A= 0. 023 08C-0. 005 81( r = 0. 999 7),龙胆苦

苷在质量浓度 6. 0 ~ 48. 0 滋g·mL-1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1. 2. 4摇 样品溶液测定摇 取上述各样品溶液,以体积分数 70%
乙醇为空白,于波长 27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平行测定 3 次,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
1. 2. 5摇 方法学考察摇 精密吸取质量浓度 24 滋g·mL-1的对照

品溶液,测定波长 270 nm 处的吸光度值,重复测定 5 次,RSD
为 0. 15% ,结果表明该方法精密度良好。

精密吸取同一样品溶液,分别在 0、1、2、3 和 4 h 测定波长

270 nm 处的吸光度值,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分别为 122. 62、
120. 58、 122. 56、 126. 32 和 125. 14 滋g·mg-1,平 均 含 量 为

123. 44 滋g·mg-1,RSD 为 1. 85% ,结果表明该样品溶液稳定性

良好。
分别称取同一批样品粉末 6 份,按上述方法制备样品溶

液并测定吸光度值,RSD 为 1. 97% ,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

好。
称取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为 119. 856 滋g·mg-1的样品粉

末 20. 0 mg,称取 6 份,按上述方法制备样品溶液;然后分别加

入质量浓度 97. 71 滋g·mL-1龙胆苦苷对照品溶液 1. 0、1. 0、
2. 0、2. 0、3. 0 和 3. 0 mL,用体积分数 70% 乙醇定容至 25 mL,
于波长 27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并计算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
样品中龙胆苦苷的平均回收率达到 98. 83% ,RSD 为 3. 39% ,
表明该方法的回收率较高。
1. 3摇 数据统计和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和 SPSS 11. 5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

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

2摇 结果和分析

不同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不同部位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

见表 1。
由表 1 可知:滇龙胆草根中的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在滇

龙胆草-木瓜种植模式下最低(82. 03 滋g·mg-1),而在滇龙胆

草-旱冬瓜和滇龙胆草-核桃种植模式下较高(分别为 105. 52
和 102. 88 滋g·mg-1),前者与后 2 种复合种植模式间差异显

著(P<0. 05);在 7 种复合种植模式中,除滇龙胆草-木瓜种植

模式外,在其他复合种植模式下根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均

高于滇龙胆草单一种植模式。
茎中的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在滇龙胆草单一种植模式下

最高(80. 46 滋g·mg-1),在滇龙胆草-旱冬瓜种植模式下也较

高(73. 66 滋g·mg-1),而在滇龙胆草-核桃种植模式下则最低

表 1摇 不同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不同部位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的比较
(軍X依SD, n=10) 1)

Table 1摇 Comparison of total secoiridoid glycosid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ex Hemsl.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軍X依SD, n=10) 1)

模式2)

Pattern2)

不同部位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 / 滋g·mg-1

Total secoiridoid glycosid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根 Root 茎 Stem 叶片 Leaf

SP 86. 09依16. 21ab 80. 46依8. 43b 66. 75依6. 77a
GR-CS 91. 03依12. 37ab 63. 31依7. 64a 70. 19依25. 83a
GR-AN 105. 52依17. 96b 73. 66依12. 68ab 74. 08依10. 42a
GR-JR 102. 88依14. 40b 60. 53依7. 79a 72. 04依12. 26a
GR-ER 90. 12依15. 05ab 64. 04依13. 86a 96. 61依12. 30b
GR-CL 93. 43依11. 90ab 65. 68依8. 26a 109. 26依15. 22b
GR-CHS 82. 03依14. 11a 66. 94依12. 37a 104. 80依17. 27b
GR-LX 92. 67依17. 44ab 72. 90依7. 84ab 81. 83依10. 25a

平均值 Average 92. 97依7. 88 68. 44依6. 65 84. 45依16. 74

摇 1)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 05)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 05) .

摇 2) SP: 滇龙胆草单一种植 Single planting of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ex Hemsl.; GR: 滇龙胆草 G. rigescens; CS: 茶树 Camellia sinensis
(Linn.) Kuntze; AN: 旱冬瓜 Alnus nepalensis D. Don; JR: 核桃
Juglans regia Linn.; ER: 桉树 Eucalyptus robusta Smith; CL: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Lamb.) Hook.; CHS: 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 (Thouin) Koehne; LX: 木果柯 Lithocarpus xylocarpus (Kurz)
Markg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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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3 滋g·mg-1 );在 7 种复合种植模式中,除滇龙胆草-
旱冬瓜、滇龙胆草-木果柯种植模式外,在其余种植模式下茎

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均显著低于滇龙胆草单一种植。
叶片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在滇龙胆草-杉木种植模式

下最高(109. 26 滋g·mg-1 ),在滇龙胆草单一种植模式最低

(仅为 66. 75 滋g·mg-1 );在 7 种复合种植模式中,在滇龙胆

草-杉木、滇龙胆草-木瓜、滇龙胆草-桉树种植模式下叶片中

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显著高于滇龙胆草单一种植模式,而在

其他复合种植模式下叶片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与滇龙胆草

单一种植模式差异不显著。
由表 1 还可知:不同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根、叶片和茎中

总裂环烯醚萜苷平均含量依次降低,分别为 92. 97、84. 45 和

68. 44 滋g·mg-1。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种植模式对滇龙胆草根

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有显著影响,对茎和叶片中总裂环烯

醚萜苷含量有极显著影响(P<0. 01)。

3摇 讨论和结论

药用植物药效成分的产生和积累受生态环境因素影

响[15] 。 权秋梅等[16]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境中柔毛淫羊藿

(Epimedium pubescens Maxim.)有效成分有差异,在光照强度较

高的生境中其总黄酮和淫羊藿苷含量高于光照强度较低的生

境。 曹建华等[17]认为:适宜的间作复合生态系统可以改善生

态环境小气候。 因而,推测不同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体内总

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变化可能与其生长的小环境有关。
滇龙胆草的主要药用部位为根部,在不同种植模式下,除

滇龙胆草-木瓜种植模式外,在其余复合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

根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均高于单一种植模式,其中在滇龙

胆草-旱冬瓜种植模式下滇龙胆草根中总裂环烯醚萜苷含量

最高,但由于桉树和旱冬瓜叶片水提物对滇龙胆草种子萌发

有显著抑制作用[4] ,因此,滇龙胆草与茶树、核桃、杉木及木果

柯复合种植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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