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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太空板蓝根的
',&T

分析研究

朱艳英!关
!

颖"

!王立鹏!郭西华!王志宙

燕山大学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

"@@""?

摘
!

要
!

从整体上测定我国首次选育的第
?

代航天育种板蓝根和地面组板蓝根的
:Ua[

谱!对主要组分进

行对比分析!为深入研究其内在品质的变化积累数据!探索评价航天诱变育种板蓝根质量的方法"结果表明

太空组板蓝根中主要吸收峰的强度在波数
-"?>

!

-@!"

以及
-?-#0H

G-处吸收比地面组均有不同的增强!提

示太空板蓝根中多糖类'甾体'三萜类及黄酮类化合物成分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具有抗病毒功效

的多糖类含量明显增加"而在波数
->?C0H

G-处太空组板蓝根吸收峰强度比地面组板蓝根减弱!表明苷类

和有机酸有所减少"由此可得出结论&太空组板蓝根的多种活性成分含量均有提高!航天诱变育种可以选育

出多种活性成分含量增加的板蓝根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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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

目前!中药材中约
*"T

的数量是人工栽培!栽培药材普

遍存在品种混杂'种质退化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中药材

的质量!必须加强药材种质的优选优育"航天诱变育种是快

捷有效的育种途径之一!我国在航天育种领域取得的一系列

举世公认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已受到世界著名的.自然/和

.科学/杂志的关注报道(

-

!

#

)

"在
#"

世纪
+"

年代中国率先开

展了对药用植物航天育种研究工作!但至今对航天育种药用

植物的研究明显不足!仅有高文远对搭载的红花种子进行了

与地面组的对比研究等文献报道(

!

)

"最近已有关颖等人对第

?

代太空射干'防风'桔梗等内在品质分析的报道(

?,>

)

!本文

继续报道用
:Ua[

法对太空组和地面组板蓝根主要组分进行

对比分析的结果!为筛选优质太空板蓝根种子和空间药用植

物内在品质变化规律的研究积累数据"

-

!

实验部分

!!

样品来源'样品制备'仪器设备和参数设置同文献(

@

)"

#

!

结果与讨论

"*+

!

',&T

谱对比分析

图
-

为两组板蓝根的
:Ua[

谱#

:

为地面组!

?

为太空

组$"

'(

)

*+

!

',&T1

?

.8:0=260=5(H(1=:(5(1

!!

由图
-

可见!二者的峰形相似!个别峰位稍有移动!但

太空组的主要吸收峰的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这表明太

空组板蓝根的主要组#成$分的种类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只

是其含量有所增加"

板蓝根的主要化学成分有&生物碱类'有机酸'黄酮类'

多糖类'甾体'三萜类及氨基酸等(

*

!

+

)

"

据文献(

-"

)对图
-

的谱带进行归属并结合其化学成分对

两者进行对比分析&以
!?-"0H

G-为中心的强'宽吸收峰为

多聚体中分子缔合羟基伸缩振动!这部分羟基来自多糖类'



苷类'有机酸类'甾体及三萜类以及醇'酚等%

#+!"

和
#*C>

0H

G-两处吸收峰分别为亚甲基#0

VI

#

0$的不对称'对称伸

缩振动峰!即来自板蓝根中的生物碱'甾体及三萜类等%以

-@!-0H

G-为中心的吸收峰为
K

0

I

键弯曲振动'黄酮类化

合物中
44

V K

伸缩振动'氨基酸中
(I

D

!

不对称弯曲振动产

生!来自板蓝根中甾体及三萜类化合物'黄酮类'羧酸'酯

类以及氨基酸%

->?C0H

G-处吸收峰为醛'酮类化合物中羰

基伸缩振动峰%在
-#""

!

-"#"0H

G-范围内的吸收峰为有机

酸酐类'醚类'糖类'苷类中
V

0

K

键以及胺类中
V

0

(

键产

生%在
-?-C0H

G-附近的吸收峰来自亚甲基中
V

0

I

键弯曲

振动'黄酮类化合物中
K

0

I

键的面内弯曲振动和酰胺峰
-

带%以
-#?#0H

G-为中心的吸收峰为黄酮类'甾体及三萜类

中
V

0

K

键产生"

两样品的主要吸收峰相对强度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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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和表
-

可见!与地面组相比!太空组的
-@!"

0H

G-处吸收峰强度提高了
-@'#T

!说明太空组板蓝根中甾

体及三萜类'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明显增加%

-?-#0H

G-处

吸收峰强度提高了
-!'+T

!且向低波数移动
>0H

G-

!结合

-@!"0H

G-处吸收峰的增强!这说明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有所增加%在
-"?>

和
-"#?0H

G-处吸收峰强度均比地面组

明显增强!峰形面积明显增大!并分别向低波数移动
#-

和

#+0H

G-

!表明其中多糖类和甾体及三萜类的含量明显增加%

而太空组中亚甲基的对称伸缩振动#

#*C>0H

G-

$峰消失!

->?C0H

G-处#

44

V K

$吸收峰强度明显减弱!表明其中的苷

类和有机酸的含量减少"

"*"

!

讨论

板蓝根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过敏'增强免疫等作用!

药效非常突出"其中含有生物碱类'有机酸'黄酮类'多糖

类'甾体'三萜类及氨基酸等成分"已有的研究认为板蓝根

抗病毒成分为糖蛋白和多糖!且分离出单一分子量的抗病毒

多糖!板蓝根多糖除有直接抗毒作用外!还可促进抗流感病

毒
a

B

]

抗体的生成(

*

!

+

)

"由
:Ua[

谱对比分析得知太空组的

多糖类和甾体及三萜类的含量明显增加!预期抗病毒的药效

可能增强!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综上所述!药用

植物太空组板蓝根与地面组相比!多种活性成分含量都发生

了正向变异!而这一切均与种子在搭载过程中受到特殊的空

间环境综合作用其基因发生了诱变直接相关"

!

!

结
!

论

!!

:Ua[

法适于对变异幅度大的太空药用植物的主要组分

进行鉴评"第
?

代太空板蓝根中具有抗病毒功效的多糖类成

分的含量明显增加!甾体'三萜类及黄酮类等活性成分的含

量也比地面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苷类和有机酸稍有减少%

预期太空板蓝根的抗病毒药效会增强!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来证实"

本文对板蓝根种质资源创新'品种改良及新品种选育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药用植物航天育种的工作也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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