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糖尿病 中医称消渴症 是一种常见且带有遗传倾向的

慢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发病人数多 且发病率逐年递增 对

人类健康危害极大∀发病机理主要是胰岛 Β细胞分泌胰岛素

绝对或相对不足 导致了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的治疗药物

常有较大的毒副作用 因此有必要开发低毒 有效的降糖复

方制剂∀据报道≈
÷ 可造成胰岛 Β细胞特异性损伤 使胰

岛素分泌减少 造成拟似糖尿病的动物模型∀ 致使胰岛内激

素的平衡机制被打破 引起 Α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含量增

加 加剧血糖的升高∀

实验结果表明 血糖宁对 ÷ 性糖尿病小鼠的血糖具

有明显抑制作用 其作用优于单独使用螺旋藻∀提示 血糖宁

可降低 ÷ 引起的高血糖 具有预防和治疗 ÷ 性糖尿

病的作用∀ 同时血糖宁也可明显降低 ÷ 性糖尿病大鼠的

血糖 减小糖耐量曲线下面积∀ 提示 血糖宁可明显改善

÷ 所致的大鼠糖耐量异常 即提高耐糖功能∀实验还观察

到 ÷ 可非常显著地升高大鼠血浆胰高血糖素 降低血清

胰岛素含量∀而血糖宁则可非常显著地降低大鼠血浆胰高血

糖素 升高血清胰岛素含量∀表明血糖宁具有调节 ÷ 性糖

尿病大鼠体内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作用∀ 提示 血糖宁可

以减轻 ÷ 对 Β细胞的损伤 增加胰岛素分泌 降低血糖

同时抑制 Α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 控制血糖∀另外 胰岛组织

形态观察结果可见 血糖宁虽未使大鼠胰岛数目完全恢复正

常 且有一定程度的萎缩 但却明显好于模型组 Β细胞胰岛

素分泌颗粒增多 生长活跃 周边毛细血管丰富∀ 进一步提

示 血糖宁对 ÷ 所致大鼠胰岛 Β细胞的损伤可能有保护

与修复功能 从而保证胰岛素在体内的含量 抑制血糖过度

升高∀

总之 血糖宁对 ÷ 糖尿病动物模型具有良好的作用

但对其多方面的药效学实验以及作用机理的探讨 还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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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形科药用植物种子发芽的研究

孙昌高 方 坚 徐秀瑛 杭州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温度条件对唇形科药用植物种子发芽的影响∀ 方法 人工控温发芽床法 控温容器为冰箱!温箱 发芽床

基质为海绵和滤纸∀结果 获得了不同种种子发芽的温度范围!发芽适温!发芽所需天数及发芽率∀结论 温度对唇形科药用植

物种子发芽的影响因种而异∀

关键词 唇形科 种子 发芽 温度

Στυδιεσ ον τηε µ εδιχιναλπλαντ σεεδ γερµ ινατιµ οφ µ ιντ φαµ ιλψ Λαβιζταε

≥∏ ≤ ≥∏ ≤ ƒ ƒ ÷ ∏÷ ∏ ÷ ∏ ÷ ≠ Ζηεϕιανγ Ινστιυτε οφ Τραδ 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 ιχινε Η ανγ 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2

Λαβιαταε ΜΕΤΗΟ∆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 ΟΡ ∆ Σ ∏

  研究药用植物种子萌发对温度的要求 对药材生产上确

定适宜的播种期十分重要∀ 目前 国内外虽有这方面的研究

报导 但多数报导 仅为单个品种的研究 缺乏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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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多年来对 余种药用植物种子进行了不同温度条件

下的萌发试验≈ 以期得到不同品种种子萌发对温度的要

求 为药材栽培生产提供种子萌发所需温度的基本数据 供

生产上参考利用∀本文将唇形科药用植物种子发芽对温度的

要求研究结果报导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种子 藿香 Αγ ασταχηε ραγ οσα!筋骨草 Αϕυγ α δ εχυµ 2

βενσ!广防风 Επιµ ερεδ ι ινδ ιχα!垂花香薷 Ε λσηχλτζια π ερ2

δ υλιφλορα!香薷 Ελσηολτζια σπλενδ ενσ!连钱草 Γλεχηοµ α λονγ ι2

τυβα!香茶菜 Ισοδ ον αµ ετηψστοιδ εσ!益母草 Λεονυρυσ ϕαπονι2

χυσ! 五裂益母草 Λεονυρυσ θυινθυελοβατυσ! 罗 勒 Οχιµ υµ

βασιλιχυµ !牛至 Οριγ ανυµ ϖυλγ αρε!紫苏 Περιλλα φρυτεσχενσ!

广藿香 Πογ οστεµ ον χαβλιν!夏枯草 Πρυνελλα ϖυλγ αρισ!丹参

Σαλϖια µ ιλτιορρηιζα!南欧丹参 ≥ √ !黄芩 ≥ ∏

!石见穿 Σαλϖια χηινενσισ来自人工栽培的植株 均

为当年采收 当年用于试验∀

1 2  方法 种子放在铺有一层海绵和滤纸的培养皿内的发

芽床上 加水以浸润海绵和滤纸为度 每皿放种子 粒 二

个重复 然后分别放入不同的温度条件下 每隔 ∗ 检查

一次发芽情况 记录发芽数 并根据情况加水 以保持湿润∀

发芽标准为突破种皮的下胚轴长度超过种子自身的长度视

为发芽∀ 温度条件为温箱!冰箱控温和室内自然温度条件两

种∀ 温箱!冰箱的控制温度为 ε ! ε ! ε ! ε ? ε 的

恒温和 ∗ ε ! ε ∗ ε 的昼夜变温 ε !

ε 或 ε 共六档∀ 温箱!冰箱内均无光照条件∀

2  结果与分析

2 1 藿香 不同温度条件对藿香种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从

表可见藿香种子在恒温黑暗条件下萌发率很低∀生产上春播

或秋播 北方多春播 南方以秋播为好 可以采用育苗移栽

但以直播为主∀

表 1 温度对藿香种子萌发的影响

发芽温度ε 备 注

发芽

发芽所需时间 测

2 2  筋骨草 不同温度条件对筋骨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从表 可见 筋骨草种子发芽不整齐 且发芽率低∀在 ∗

ε 的恒温条件下 种子能够萌发 但发芽率低 变温条件对

种子发芽有利 可提高发芽率∀

表 2 不同温度对筋骨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测

发芽

2 3  广防风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从表 可

见广防风种子容易萌发 高温有利于萌发 ε 以下的温度

对发芽不利∀

2 4  垂花香薷  垂花香薷种子有休眠 打破种子的休眠需

ε 左右的低温 左右∀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附

表∀ 从表 可见 在 ε ∗ ε 的恒温及变温下 种

表 3 不同温度对广防风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测

发芽

子均未发芽 说明种子有休眠 而在冬季室外最高气温

ε 最低气温 ε 平均气温 ε 的条件下 种

子发芽率即达 说明在此条件下种子的休眠已被解除∀

生产上可秋播 来年春天出苗∀

表 4 不同温度条件对垂花香薷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测

发芽

2 5 香薷 香薷种子容易萌发 发芽适温为 ∗ ε 温度

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附表∀ 从表 可见 较高温度下种子萌

发受到抑制∀ 生产上可春播∀

表 5 温度对香薷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测

发芽

2 6 连钱草 不同温度对连钱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从

附表可见 连钱草种子发芽需要变温 恒温抑制种子发芽∀

表 6 温度对连钱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测

发芽

2 7  益母草  益母草种子容易萌发 不同温度对益母草种

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 从附表可见益母草种子发芽温度范围

为 ∗ ε 发芽适温为 ∗ ε ∀

表 7 温度对益母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测

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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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五裂益母草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表 ∀从附

表可见种子萌发容易 萌发适温为 ε 生产上可春播∀

表 8 温度对五裂益母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测

发芽

2 9  罗勒  罗勒种子容易萌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

表 ∀ 生产上可春播∀

表 9 温度对罗勒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测

发芽

2 10  牛至 牛至种子容易萌发 但发芽率低∀ 不同温度对

种子萌发的影响见附表∀从表 可见 牛至种子的发芽适温

为 ∗ ε ∀ 生产上可春播∀

表 10  不同温度对牛至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2 11 紫苏 紫苏种子容易萌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

附表∀ 由表 可见 发芽适温为 ε ∀ 生产上可春播∀

表 11  温度对紫苏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所需天数

发芽 测

2 12 广藿香 广藿香种子容易萌发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

的影响见表 ∀ 从附表可见 广藿香种子发芽对温度要求不

严格 种子发芽适温是 ∗ ε 的变温∀ 生产上可秋播或春

播∀

表 12  不同温度对广藿香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2 13  夏枯草 夏枯草种子在低温下萌发较好 发芽适温为

ε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附表∀ 从表 可见 高温对

种子萌发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生产上南方宜采后即播∀北方

可早春播种∀

表 13  温度对夏枯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测

发芽

2 14  香茶菜 香茶菜种子发芽需要特定的温度条件∀不同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附表∀从表 可见 在 ∗ ε 的

恒温和变温条件下 以上 种子的最高发芽率仅为

在室外最高温度 ε 最低温度 ε 平均温度 ε 的条

件下 发芽率即达 以上 发芽率即达 说

明种子的发芽适温为冬季室外的自然变温∀生产上可秋播或

早春播种∀

表 14  温度对香茶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2 15  丹参 丹参种子容易萌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

表 ∀ 从附表可见 丹参种子的萌发适温为 ε ∀

表 15  温度对丹参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备 注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测

发芽

2 16  南欧丹参 南欧丹参种子容易萌发 温度对种子萌发

的影响见表 ∀ 从附表可见 南欧丹参种子萌发对温度要求

不严 种子能够在一个较广的温度范围内萌发 但种子在

ε 条件下萌发发芽率最高 且发芽迅速整齐∀ 种子发芽适

温为 ε ∀ 生产上可秋播∀

表 16  不同温度对南欧丹参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2 17  黄芩 黄芩种子容易萌发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见

##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表 ∀从表 可见 在 ∗ ε 温度下种子均萌发良好 生

产上可秋播∀

表 17  温度对黄芩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发芽

2 18  石见穿 石见穿种子容易萌发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

的影响见表 ∀ 从表 可见 在 ∗ ε 的恒温及变温中

种子均能很快地发芽 但发芽率低∀ 冬季室外的变温有利于

石见穿种子的萌发 可提高发芽率∀ 生产上可春播∀

表 18  不同温度对石见穿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3  讨 论

唇形科药用植物种子微小 本文报导的 种种子其千

数重在 ∗ 之间 均具有光滑!坚硬富含油脂的

角质外种皮∀ 在萌发期间 这层疏水的外种皮常延缓种子萌

发的吸涨过程 从而导致萌发进程缓慢∀ 高温有利于种子的

吸涨过程 却不利于随后的代谢活动 最终导致在 ε 高温

下种子发芽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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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汤对红细胞免疫功能作用的实验研究

潘洪平 张 兴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八珍汤对红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方法 观察小白鼠随年龄增长其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及古方八珍汤对

老龄小白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 ≠ 老龄小白鼠的红细胞 受体花环率 ≤ 显著低于低龄者 Π

而老龄小白鼠的循环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 ≤ 则明显高于低龄者 Π ∀ 老龄小白鼠服用八珍汤 后的

≤ 明显高于服药前水平 Π 而服药后的 ≤ ≤ 则明显低于药前水平 Π ∀ 结论 ≠ 随着年龄的

增长 红细胞免疫功能呈明显低下状态 古方八珍汤具有一定增强老龄机体红细胞免疫功能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关键词 八珍汤 红细胞免疫 抗衰老

Εξπεριµ ινταλστυδψ οφ ΒαΖηεν δεχοχτιον ον ρεδ βλοοδ χελλιµ µ υνιτψ

° ° ° Η οσπιταλοφ Γυανγ ξ ι Αυτονοµ ουσ Ρ εγ ιον Ν αννι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Π √ ∏ ¬ ≤ ≤ 2

∏ ∏ Π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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