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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为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 

poensis Hems1．的干燥根，为多年生草本。性微寒， 

味甘、苦、咸，有滋阴降火、凉血解毒的功效。 

常用于热病伤阴、舌绎烦渴、温毒发斑、津伤便秘、 

骨蒸劳嗽，咽痛、痛肿疮毒等症。现代药理研究， 

玄参提取物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抗血小板凝 

聚及增强纤维蛋白溶解作用等。 

目前药用玄参植物多为人工栽培品种，由于 

玄参生长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毒素在植物体内 

积累，已严重影响到玄参的产量和质量。本规程 

从研究玄参病毒感染的原种人手，借鉴马铃薯脱 

毒技术和传统栽培技术，培育出脱毒玄参种苗， 

制定出供大田栽种的玄参脱毒种苗生产标准操作 

规程。 

1 内容和适用范围 

1．1 主要内容 

本规程是以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 

组培脱毒技术为指导原则，经过大量试验，研究 

出玄参脱毒苗的组培快繁技术。 

本规程规定了玄参试管脱毒苗的繁育、移栽 

和驯化、原原种生产。 

2 引用标准 

2．1 GB3095—1 996《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2．2 GB5084—199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2．3 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2．4 GB3838—198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2．5 GB9137—1988《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标 

准》 

2．6 GB4285—1 989《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2．7 GB／T 5009．19—1996《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滴 

残留的测定方法》 

2．8 GB／T5009．12．1996《食品中铝的测定方法》 

2．9 GB／T5009．15—1996《食品中镉的测定方法》 

2．10 GB／T5009．17—1996《食品中总汞的测定方 

法》 

2．11 GB／T5009．11．1996《食品中总砷的测定方 

法》 

2．12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 ) 

2．1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试行 ) 

2．14 NY／T 149 1—2007《花卉植物病毒检测规程》 

3 定义 

3．1 玄参品种 本规程 (SOP)所规范种植的玄参 

品种，为 《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 )所收载 

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aensis Hem1．。 

3．2 脱毒玄参母苗 指按植物组培技术培养的玄 

参试管苗，经检测无病毒后，方可用作扩繁的基 

础母苗。 

3．3 原原种 脱毒玄参种苗驯化后移栽到网棚中 

生产的健壮子芽。 

3．3 玄参脱毒种苗 按本规程生产，并经过各项 

指标检验，达到无病毒且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原 

原种。 

4 技术要求 

4．1 玄参脱毒技术规程 

4．1．1 外植体的选择 选择具有品种典型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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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健壮，未被病毒感染或病少的单株作为基础材 

料，选取其健壮子芽茎尖做为外植体。 

4．1．2 外植体的灭菌 将选取的玄参子芽用清水 

洗干净，用自来水冲洗 12 h后，用75％的酒精表 

面消毒60 S，用重蒸水冲洗4～5次，再用0．1％升 

汞溶液浸泡 10 min后，用重蒸水冲洗4～5次，备用。 

4．1．3 外植体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从灭菌后的 

玄参子芽茎尖选取 O．5 mm的带有 1~2个叶原基组 

织，将其接人MS培养基中。二个月后，选取正 

常的幼芽转入 MS+BA1．O+增殖培养基中在 日问 

25℃士2℃光照 12 h，晚问 18℃士2 ，光照强度 

1 600～2 000 lx的条件下进行增殖。30 d后将从不 

带根的小植株群分出单株接种在Ms+NAA0．35生 

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再经过 30 d，可长 

成健壮的玄参组培苗。 

4．1．3 病毒检测 选取健壮玄参组培苗，用指示 

植物和血清进行鉴定，不含玄参花叶病毒和玄参 

斑驳病毒的株系为病毒脱毒基础母苗。 

4．2 脱毒玄参组培种苗扩繁 将‘ ．1．3”中的基础 

母苗用MS+NAA0．5十BA0．5培养基进行快速 

繁殖。 

4．3 玄参组培脱毒苗移栽驯化技术规程 

4．3．1 练苗苗圃(基质选择 )建设 移栽前 10 d建 

养料大棚，使棚为土壤温度保存在 10～l5 ，苗 

圃中土壤应符合GBl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严整土棚内土地并做畦，灌透底水，在畦面 

上铺 15 cm厚蛭石。为防治地下害虫和土壤杂苗， 

用敌百虫和多菌灵进行杀虫、杀菌，并在移栽前 
一 晚上用百菌清烟熏剂对大棚进行消毒，上述药 

剂应符合GB4285—1 989《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4．3．2 炼苗 移栽前将脱毒瓶苗从灯光移到自然 

光下，经过 2-3 d逐步开启瓶口，进行栽前适应性 

炼苗，直至脱毒苗叶片相对成熟。 

4．3．3 移栽方法 将脱毒苗小心从瓶内取出，洗 

掉根部附着的培养基，在多菌灵溶液中浸泡 10 S， 

及时将脱毒苗栽人棚内畦面的基质中，栽时确保 

根系舒展，边覆基质边轻压，栽后用细孔喷壶喷 

水洗去叶面基质，使根与基质密切接触。 

4．3．4 栽后驯化 按畦宽搭成 15 cm高的小拱棚 

覆膜保湿，严格控制温湿度。前 7 d大棚内的温度 

白天不能超过 24℃，夜问不能低于 5℃，最好保 

证在 l2 oC-20 oC之间，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尽 

可能改善光照条件，避免强光直射。7 d后逐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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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小拱棚进行适当断续通风。半月后，如大小 

拱棚通风时间并及时补充水分和养分，防止受旱， 

此时温度提高到22。(=～25℃。4周后待脱毒苗长 

出新幼叶时，可将棚膜逐渐揭去，10 d后可移栽 

到网棚生产原原种。 

4．4 原原种生产 

4．4．1 脱毒玄参原原种生产基地选择 建立脱毒 

玄参原原种生产基地必须是玄参生长最适宜区， 

并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条件。按 GAP要求，大气 

环境应适合 “GB3095—1982”二级标准；土壤环境 

条件符合“GB5618—1995”二级标准；灌溉水符合 

“GB5084—1998”标准。远离主干公路及污染源，交 

通方便，连片或相对连片，光照充足，近水源， 

土层深厚沙质壤土。 

4．4．2 网棚建设及土壤改良 在选好的生产基地 

用 60目的尼龙网纱搭成防虫网棚，棚内基质用园 

土+腐殖土+河沙=1：2：1。整地前施足底肥， 

每亩施 2 500 kg以上的优质腐熟厩杂肥，20 kg左 

右的过磷配钙肥，耙平、耙细。 

4．4．3 移栽及田问管理 将经过驯化后的脱毒玄 

参苗按株行距 30 cmx30 cm进行移栽。在阴天或 

下午至傍晚进行移苗，移苗时可先在栽植穴内灌 

水，然后将脱毒种苗放入，埋土、浇水。第2～3 d 

表面松土保墒，加强肥水管理，中耕除草，多次 

培土尽量多产原原种。定期防虫，一个周在网棚 

内防一次虫。 

4．5 原原种收获及贮藏 

在脱毒玄参生长期结束后收获种芽，将子芽 

掰下，去掉有虫害和有损伤的，留白色、健壮的 

子芽，置于先挖好的土坑中，一层子芽，一层细土， 

最多放 4～5层，以 3层最佳，最上面覆土 l5～20 

cm越冬。 

4．6 玄参脱毒种苗质量标准 

4．6．1 质量标准 

4．6．1．1 外观性状 玄参脱毒种苗应以选子芽白 

色、粗壮为佳。 

4．6．1．2 有效成份含量检测 按 《中国药典》玄 

参的有效成份标准，进行原种含量测定。 

4．6．1．3 农药残留量与重金属限度要求 按国家 

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准 农药六六六、DDT残留量 

均不得超过 0．05 mg／kg，重金属 As、Pb、Cd、Hg 

的限度分别不得超过 0．2 mg／kg、1．5 mg／kg、0．0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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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质量检测 

4．6．2．1 有效成分含量检测 脱毒玄参原原种有效 

成份含量应符合 《中国药典》玄参项下，按干燥 

品计算 ，含哈巴俄苷(c H。。O )不得少于 0．050％。 

4．6．2．2 农残检测 按 GB／T5009．19—1996食品中 

六六六、DDT残留的测定方法检测。 

4．6．2．3 重金属检测 分别按 GB／T5009．1l一1996 

食品中总砷的测定方法、GB／T5009．12—1966食品 

中总铝的测定方法、GB／T5009．15．1996食品中总 

镉的测定方法和 GB／T5009．17—1996食品中总汞的 

测定方法检测。 

4．6．3 检验规则 

4．6．3．1 不合格项 目分类 样品中的外观性状理化 

指标，如不能达到要求应记作不合格。 

①A类 指农药残留量、重金属限度、玄参有效成 

份含量指标不合格。 

②B类 指外观性状不合格。 

4．6．3．2 收获检验 同一脱毒基础苗生产的种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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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次的产品。每批产量需进行常规检验，并 

附有检验部门签发的质量合格证。取样以批为单 

位，总样品的量应大于 3 kg；取样方法采用过角 

线法，取样品对角两份，重复操作至所需取样量， 

此为平均样品。分别取 (150-200 g)作为测定样品 

内含物，其中 1／3供实验分析用，1／3恢复使用， 

其余 1／3留样保存，保存期至少一年。 

4．6．4 判定原则 

4．6．4．1 检验项目 外观性状、理化指标及有效成 

分含量。 

4．6．4．2 结果判定 受检样品有 1项 A类不合格 

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受检样品中允许有 1 

项 B类不合格；当超过一项时，则判定该批产品 

不合格。经检验，本品A、B类指标均达到者，则 

判定该批产品为无公害玄参脱毒种苗。受检样品 

中允许有一项B类指标，按优质无公害玄参脱毒 

种苗执行，当超过一项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 

合格玄参脱毒种苗。 

化感物对三七病原茵生长影响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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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采用病原茵培养方法，考察不同化感作用物对病原茵生长的影响。方法 采用不同生长 

年限的三七水培营养收集液、三七鲜根水提液、三七总皂苷三种物质，加入到培养基中培养病原茵，从中 
寻找具有化感作用的化学物质。 结果 表明5-．--I：；水培营养收集液、三七总皂苷及三七鲜根提取液对毁坏 

柱孢菌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三七鲜根提取液及低浓度的三七总皂苷对腐皮镰刀菌也表现为促进生长的作 

用；不同化感物对三七地上部分病害三七黑斑病病原菌人参链格孢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结论 结果验证 

了三七轮作后有病害加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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