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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确定穿龙薯蓣的最佳栽培年限及采收期 ,对长白山区栽培的穿龙薯蓣产量及不同载培年限根茎薯

蓣皂苷元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于秋季果熟期之后或春季鞭梢子期之前采收 ,穿龙薯蓣的产量均较高 ;5 月采

集的穿龙薯蓣根茎中薯蓣皂苷元含量最高 ;2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的薯蓣皂苷元含量即可达到《中国药典》标准 ,而 3

年生和 4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薯蓣皂苷元的含量远高于 2 年生穿龙薯蓣。因此 ,长白山区穿龙薯蓣最佳栽培年限应

为 3 年 ,最佳采收期为每年的 5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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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make certain t he optimum cultivated fixed number of year and harvest time of D. ni p2
ponica ,we have mensurated t he outp ut and content of diosgenin in different years of D. ni p ponica in

Changbai Mountain. Result s showed t hat t he yield of D. ni p ponica was high af ter t he f ruitage ripeness

term in autumn or before the scourge2end term in sp ring ; t he content of diosgenin in t he 22year2old plant

rhizome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Pharmacopoeia of People’s Rep ubilc of China. what’s more ,t he content of

dio sgenin in 3 or 42year2old plant root stock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in 22year2old plant rhizome ,and t he con2
tent of diosgenin rhizome in May collection reached t he highest . So t he best cultivated fixed number of year

for D. ni p ponica in Changbai Mountain should be 3 years ,and t he best harvest time should be at t he middle

ten days of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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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龙薯蓣 ( Dioscorea ni p ponica Makino) 为薯

蓣科薯蓣属多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 ,以根茎入药 ,干

燥根茎为中药穿山龙 ,具有治疗冠心病、心绞痛[1 ] 、

风湿类风湿关节炎[2 ] 及保肝护肝[3 ] 、抑制癌细胞增

殖[4 ] 、抗糖尿病[5 ] 等作用 ,近代药理研究表明 ,穿山

龙还具有镇咳、祛痰、平喘、调节免疫和改善心血管

功能等作用[6 ] 。穿山龙主要药用成分为薯蓣皂苷

( Diosci n) 及其水解后产生的薯蓣皂苷元 ( Dios ge2
ni n) [7 ] ,后者又是合成各种避孕类药物和甾体激素

类药物的重要原料[7 ] 。近年来 ,由于国内外合成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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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激素类药物的迅速发展 ,对穿龙薯蓣的需求量日

益增加 ,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8 ] 。目前 ,有

关穿龙薯蓣的人工栽培模式[9 ] ,穿龙薯蓣生长发育

中养分含量变化规律[10 ]等已有研究 ,而有关长白山

区栽培穿龙薯蓣采收期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试验

对长白山区西南坡栽培的穿龙薯蓣进行了不同采收

期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 ,以确定其最佳采收

期 ,旨在为穿龙薯蓣的规范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供试植物 　不同栽培年限 (1～4 年生) 的穿

龙薯蓣样品均由通化市园艺研究所提供 ,栽培 2 年

生的穿龙薯蓣在 1 年生育期内各物候期采收的样品

由靖宇县人工栽培基地提供 ,栽培 3 年生的穿龙薯

蓣在 1 年生育期内各物候期采收的样品由通化市园

艺研究所提供。

1.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有岛津 LC2
10AT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SPD210A 紫外检测器。所

用试剂均为色谱纯和分析纯 ,薯蓣皂苷元对照品 (批

号为 115722200301)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1. 2 　方 　法

1. 2. 1 　不同采收期穿龙薯蓣根茎产量的测定 　在

栽培 3 年的穿龙薯蓣大田 (选栽植密度为 10 cm ×

30 cm) ,分别于穿龙薯蓣的萌芽期、出苗期、鞭梢子

期、茎蔓缠绕期、展叶期、果熟期、枯萎期各采样 1

次 ,每次随机取样 5 m2 ,用镰刀割除地上部分 ,挖出

根茎 ,除去泥土和非药用部分称量 ,折合成每平方米

产量为鲜样质量 ,晾晒达恒重后再称量 ,折合成每平

方米产量为干样质量 ,并计算干鲜比。

1. 2. 2 　穿龙薯蓣有效成分变化规律研究 　(1) 1 年

生育期内不同采收期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的

测定。分别在栽培 2 年和栽培 3 年的穿龙薯蓣大

田 ,从 4 月到 9 月每月的 10 日前取样 1 次 ,每次随

机选 5 个采样点 ,共计 12 个样品。将穿龙薯蓣整株

挖出 ,除去须根和泥土 ,将根茎切成 1. 5～2 cm 的小

段 ,烘干后粉碎 ,过孔径 0. 246 mm 筛 ,测定根茎中

薯蓣皂苷元的含量。(2) 不同栽培年限穿龙薯蓣根

茎中皂苷元含量的测定。于 05210 ,分别在栽培 1

年、2 年、3 年和 4 年的穿龙薯蓣大田采样 ,共计 4 个

样品 ,采样方法同 1. 2. 2 (1) 。

1. 3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的测定

1. 3. 1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标准曲线的制

备 　精密称取薯蓣皂苷元对照品适量 ,加甲醇 ∶氯

仿溶液 (体积比为 1 ∶1) 制成 0. 521 mg/ mL 的溶

液。分別精密吸取此溶液 4 ,8 ,12 ,16 ,20μL 注入液

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 ,测定其峰面积。以峰面积值

( Y) 对进样量 ( X ) 进行回归 , 得回归方程为 : Y =

168 514 . 39 X - 7 474 . 71 , r = 0 . 999 6 ,并以峰面积

值对进样量作图 ,得标准曲线。经计算可知 ,薯蓣皂

苷元在 2. 084～10. 420μg ,进样量与峰面积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

1. 3. 2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的提取 　称取粉碎

样品 1 g ,置圆底烧瓶中 ,加 1. 5 mol/ L 硫酸 9 mL ,

加异丙醇 21 mL ,于水浴加热水解 4 h ,过滤 ,滤液用

正已烷萃取 4 次 ,每次添加正已烷 20 mL ,合并正已

烷溶液 ,分别用 25 mL 40 g/ L 氢氧化钾水溶液、蒸

馏水各洗涤 1 次 ,分取正已烷溶液 ,蒸干 ,残渣以甲

醇 - 氯仿溶液 (体积比为 1 ∶1) 溶解 ,并转移至 10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过滤。

1. 3. 3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的测定 　分别

精密称取薯蓣皂苷元对照品和供试溶液 3μL 注入

液相色谱仪 ,按色谱条件测定。色谱条件为 :色谱柱

Shim2pack (岛津) C18 (150 mm ×4. 6 mm ,5μm) ,流

动相为甲醇 - 0. 4 %磷酸水溶液 (体积比为 90 ∶

10) ,检测波长 209 nm ,流速 1 mL/ min ,柱温 0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采收期穿龙薯蓣根茎产量的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果熟期和枯萎期穿龙薯蓣

的产量均较高 ,干样质量分別为 2. 26 和 2. 30 kg/ m2 ;

萌芽期、出苗期和鞭梢子期穿龙薯蓣的产量相对较

低 ,干样质量分別为 2. 21 ,2. 13 ,2. 11 kg/ m2 ;当进

入茎蔓缠绕期和展叶期后 ,穿龙薯蓣生长发育加快 ,

所耗养分较多 ,干样质量明显下降 ,分別为 1. 89 和

1. 71 kg/ m2 。这是因为植株生长至果熟期 ,根茎生

长发育停止 ,积累干物质最多 ,因此产量高 ;到春季

植株开始生长 ,根茎中贮存的干物质分解 ,供给地上

部分生长发育所需营养 ,故产量逐渐下降。由此可

知 ,于秋季果熟期之后或春季鞭梢子期之前采收 ,穿

龙薯蓣的产量均较高。

2. 2 穿龙薯蓣根茎中有效成分的变化规律

2. 2. 1 　1 年生育期内不同采收期穿龙薯蓣根茎中

皂苷元含量的变化 　由图 1 可知 ,在 1 年生育期内 ,

5 ,6 和 7 月采集的 2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的

含量分别为 11. 8 ,11. 2 和 11. 0 g/ kg ,均达到《中国

药典》标准 (不低于 10 g/ kg) [11 ] 。

由图 2 可知 ,在 1 年生育期内 ,4～9 月采集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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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均达到《中国药典》 标准 ,其中以 5 月采集的样品含量最高 ,达 22. 6 g/ kg。
表 1 　不同采收期 3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的产量

Table 1 　Output in different gather date in 32year2old Dioscorea ni p ponica Makino.

采收时间
Acquisition time

物候期
Biotemperature

鲜样质量/ (kg ·m - 2)
Fresh weight

干样质量/ (kg ·m - 2)
Dry weight

干鲜比
m (Dry) ∶m ( Fresh)

2005204222 　　萌芽期 Sprouting stage 5. 52 2. 21 1 ∶2. 50

2005205202 　　出苗期 Seedling 5. 54 2. 13 1 ∶2. 56

2005205210 　　鞭梢子期 Scourge2end 5. 41 2. 11 1 ∶2. 56

2005205225 　　茎蔓缠绕期 Tendril enwind 5. 38 1. 89 1 ∶2. 85

2005206215 　　展叶期 Spread out leaves 5. 30 1. 71 1 ∶3. 05

2004209225 　　果熟期 Fructescence 5. 47 2. 26 1 ∶2. 42

2004210210 　　枯萎期 Scorch 5. 47 2. 30 1 ∶2. 38

图 1 　1 年生育期内 2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

皂苷元含量的变化

Fig. 1 　Diosgenin in 22year2old rhizome of

D. ni p ponica in one2year fertility

图 2 　1 年生育期内 3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

皂苷元含量的变化

Fig. 2 　Diosgenin in 32year2old rhizome of

D. ni p ponica in one2year fertility

2. 2. 2 　不同栽培年限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

的变化 　从图 3 可看出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的含

量随栽培年限的增加而上升 ;除 1 年生穿龙薯蓣外 ,2

年生、3 年生和 4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的含量

均高于《中国药典》标准 ,且 3 年生和 4 年生穿龙薯蓣

根茎中皂苷元含量明显高于 2 年生穿龙薯蓣。

图 3 　不同栽培年限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的变化

Fig. 3 　Diosgenin in rhizome of D. ni p ponica in

different years

3 　讨　论

(1)测产时间的确定。本试验的测产时间是依

据穿龙薯蓣根茎的生长发育特点确定的 ,穿龙薯蓣

根茎每年新串生的部分是在地上茎蔓缠绕上架、叶

片展开时生出的 ,应为下一年的产量。由本实验结

果可知 , 3 年生穿龙薯蓣的测产时间从果熟期开始 ,

到翌年新根茎生出前为止。

(2)栽培年限的确定。由试实验结果可知 ,2 年

生、3 年生和 4 年生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的含量

均高于《中国药典》标准 ,而 3 年生与 4 年生穿龙薯

蓣根茎中皂苷元的含量不仅差异较小 ,且远高于 2

年生穿龙薯蓣 ,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角度考虑 ,穿龙

薯蓣最好在栽培 3 年后采收。此外 ,从植株根茎的

生长量来看 ,第 1 年植株生长较慢 ,处在养分积累阶

段 ,第 2 年植株根茎进入快速生长阶段 ,第 3 年和第

4 年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 12 ] ,而根茎寿命为 5～6

年[12 ] 。故可确定穿龙薯蓣的栽培年限为 3 年。

(下转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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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量呈增加趋势 ,表明果树早期生长主要消耗上

年贮藏的钾素养分。04230～07230 ,整株钾累积量

从39. 75 g 增加到 72. 58 g ;09221～01215 ,钾累积量

自 63. 92 g 增加到 83. 43 g。说明年周期内果树对

钾素养分的吸收主要有两个阶段 ,分别在 04230～

07230 和 09221～01215。生长季内果实中钾累积量

逐渐增加 ,表明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始终有钾素进

入 ;但 07230～09221 ,钾累积量增加幅度较大 ,说明

果实迅速膨大需要消耗大量的钾素养分 ,此时适量

增施钾肥有利于苹果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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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收时间的确定。在 1 年生育期内 ,3 年生

穿龙薯蓣根茎中皂苷元含量均达到《中国药典》标

准 ,其中 5 月样品的最高 ,而此时正值春季 ,植株刚

萌芽 ,根茎自身营养消耗小 ,又便于采挖 ,其后薯蓣

皂苷元含量虽然较高 ,但植株地上部已进入生殖生

长期 ,新根茎开始窜生 ,进入生长旺期。从产量指标

上看 ,以 9 月下旬果熟期之后或翌春鞭梢子期之前

(5 月上旬)采收穿龙薯蓣产量较高。综合产量和薯

蓣皂苷元含量两项指标可知 ,采收时间应确定为每

年的 5 月中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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