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08．16(4)：382～385 

Joumd of Tropical andSubtrooical 

组培广藿香的形态特征及挥发油成分分析 

莫小路 汪小根，邱蔚芬，袁 亮，陈瑜珍 
(广东省中药研究所，广州 510520) 

摘要：对原产于广州石牌和海南的两个广藿香(Pogostemon cable)栽培品种进行组织培养并获得了再生植株。用 

GC法对广藿香再生植株的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藿香两个品种的再生植株生长 2～3个月后 

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生长 3个月的再生植株中，原产于广州石牌的广藿香挥发油含量为 1．4％，低于原产于海南 

的广藿香f2．9％)；而挥发油的成分中，广州石牌广藿香的广藿香酮含量为 375．76 mg ml。。，显著高于海南广藿香 

(7．82 mg ml )。这说明组织培养获得的再生植株保持了其原植物在形态、挥发油含量和成分上的差异性，为广藿 

香的品种分类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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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Essential Oil 

from Regeneration Plant of Pogostemon cablin 

MO Xiao—lu’
， WANG Xiao—gen，QIU Wei-fen，YUAN Liang，CHEN Yu—zhen 

(Guangdong Research lmt~te ofTrade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520，Claiaa) 

Abstract：Calli from leaf explants of two cultivars of Pogostemon cablin(Blance)Benth．，which derived from 

Shipai in Guangzhou and Hainan，respectively，were obtained on Murashige Skoog(MS)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4-D (0．05 mg L )and KT (0．5 mg L )，and plantlets regenerated through callus were obtained o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BA (1 mg L )．Essential oil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regenerated plant and the 

constitu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GC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ly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regenerated plants of the tw o cultivars after cultured for 2 ～3 months．Essential oil content in 

cuh量var from Shipaiwas 1．4％ ，lower than that from nainan ，which was 2．9％ ，but the content of pogostone in 

cuhivar of Shipai，being 375。76 mg mr。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rom nainan，which Was 7．82 mg mr ． 

These differences exs~ed in the initia1 plants．This resuks provided mor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gostemon cablin． ’ 

Key words：Pogostemon cablin；Morphological difference；Pogost0ne；Patchoulic alcohol；Tissue culture 

广藿香(Pogostemon cablin(Blance)Benth．)为唇 

形科(Labiatae)刺蕊草属(Pogostemon Desf．)植物，原 

产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我国在宋代已 

有引种栽培，而广东地区栽培供药用的历史悠久， 

故名“广藿香”。中药广藿香来源于广藿香植物全 

草，是广东省主要的道地药材之一，是“藿香正气丸 

(水)”、“藿胆丸”等中成药的重要配方药Ⅲ，具有芳 

香化浊、开胃止呕、发表解暑的功效【2_ 。 

广藿香主要产于广东的广州石牌、高要、湛江 

及海南地区，因产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种植习惯、栽 

培管理、采收加工等的不同，其产品形态、气味、质 

量有所差异，不同产地的广藿香在形态组织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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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的研究报道很多[4_6】。广藿香的药用成分主 

要为挥发油，罗集鹏等[7 对广藿香的精油组分进行 

了分析研究，认为广藿香可以分为酮型和醇型两个 

化学型，前者主要产于广州市郊石牌村和肇庆、高 

要地区，后者主要产于广东湛江和海南万宁地区。 

药材生产传统上认为产于广州石牌地区的广藿香 

(简称“牌香”)品质最好，而产于海南万宁地区的广 

藿香药效最差，但含油量高，主要用于香料工业。 

广藿香自引种以来极少见开花，主要通过扦插 

繁殖。由于近年来城市发展、耕地压缩，广州石牌 

地区广藿香的种植已绝迹，为保护广藿香的种质资 

源，我们对原产于石牌和原产于海南的两个广藿香 

栽培品种进行了组织培养，获得了再生植株，并对 

再生植株的形态及挥发油含量进行分析研究，为广 

藿香品种分类及资源研究提供更多实验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组培广藿香 实验用两个广藿香品种材料 

均采自广东省中药研究所药用植物标本园，经本所 

南药研究 室蔡 岳文鉴定为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Blance)Benth．)，分属于原产广州石牌和原产 

海南的两个栽培品种。取幼嫩叶片，用 70％的乙 

醇进行表面消毒30 S，无菌水清洗 3次，然后用 

0．1％ HgCl2消毒 13 min，无菌水洗涤 5次，用滤纸 

吸干叶片表面水分，在无激素的 MS培养基上预培 

养7 d后，将无菌叶片外植体切成 1 cm 左右的小 

块，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于 28±1 oC黑暗 

培养。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基本培养基附 

加0．05 mg ml 的2,4-D和0．5 mg ml- 的KT[ 。培 

养20 d左右，将愈伤组织转移至含 1 mg ml- 6-BA 

的MS培养基上，诱导成苗，无菌苗经 20 d左右的 

蛭石育苗床练苗后，移栽至地里，生长 3个月后，苗 

高达到 40～50 cm，收获 自然晾干备用，分别记为 

“组培石牌广藿香”和“组培海南广藿香”。 

扦插广藿香 从生长 10个月以上的两个栽 

培品种的广藿香植株上部截取 10～15 cm的一段 

(含顶芽)，扦插于蛭石育苗床 1个月，生根后，移栽 

至地里，生长3个月后，苗高达50～60 cm，收获 自 

然晾干备用，分别记为“扦插石牌广藿香”和“扦插 

海南广藿香”。 

上述实验材料全草经 自然干燥 48 h后．切成 

1～2 cm长的小段。备用。 

1．2仪器和测定方法 

仪器和试剂 TRACE GC气相色谱仪， 

Xcah'bur色谱工作站(美国Finnigan公司)；十万分之 

一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公司)。内标物：正十八 

烷(SIGMA公司)；对照品：广藿香醇(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批号：772．200003)，广藿香酮(自制，经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验，纯度达 99．58％)。 

色谱 条 件 DB-1毛 细管 柱 (30 ITI× 

0．25 mm×0．25 m)，FID检测器，进样151温度和检 

测器温度均为230oC，程序升温：初始温度 100oC， 

停留1 min后以10 oCmin。的速度升至 180oC；载气 

为高纯氦气，流速：1 ml min～，分流进样，分流比： 

50：1，进样量 1 1。 

挥发油测定 按《中国药典》(2005版)附录 

XD操作。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取正十八烷适量，精密 

称定，加无水乙醇制成 4．0 mg ml- 的溶液，作为内 

标溶液。另精密称取广藿香醇和广藿香酮对照品 

适量，分别加无水乙醇溶液制成5．0 mg mF 的对照 

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0．5 m1，内标溶 

液0．4 m1至2 ml量瓶中，并用无水乙醇定容至量。 

分别吸取以上溶液 1 1，注入气相色谱仪，连续进 

样3次，以平均峰面积分别计算广藿香醇和广藿香 

酮的校正因子。广藿香醇和广藿香酮的校正因子 

测定结果分别为 1．146和 1．916。 

广藿香醇的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扦插、组培 

石牌广藿香和海南广藿香挥发油 10 1、50 1、 

10 1和 10 1，内标溶液 0．4 m1至 2 ml量瓶中，并 

用无水乙醇定容至量，摇匀。精密吸取以上供试品 

1 1，注入气相色谱仪，测定广藿香醇的含量。 

广藿香酮的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扦插、组培 

石牌广藿香和海南广藿香挥发油 10 1、2 1、0．2 ml 

和0．5 m1，内标溶液0．4 m1至2 ml量瓶中，并用无 

水乙醇定容至量，摇匀。精密吸取 以上供试 品 

1 1，注入气相色谱仪，测定广藿香酮的含量。 

2结果和分析 

2．1形态差异 

来源于石牌和海南的广藿香再生植株在试管 

苗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形态差异，而移栽至地里后， 

生长迅速，2个月后，植株的外形就呈现了明显的 

差异：石牌广藿香的再生植株株型较散生，老枝稍 

带紫色，嫩枝青绿色，叶面叶脉深陷，叶肉向上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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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色黄绿；而海南广藿香的再生植株株型较密集， 

茎部呈紫红色，叶面平整，叶色嫩绿(图版 I：1～4)。 

2．2挥发油含量 

分别测定广藿香两个栽培品种的组培苗和扦 

插苗的挥发油含量，并与相同生长时间的传统扦插 

苗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原产于海南的广藿香，无 

论是组织培养获得的再生植株[(2．9±0．05)％]还是 

扦插植株[(0．76±0．14)％]，其挥发油含量都显著高 

于原产于石牌的广藿香[分别为(1．4±0．03)％和 

(0-3±0．21)％]，而同一栽培品种中，组培石牌广藿 

香的挥发油含量是扦插的4．6倍，而组培海南广藿 

香是扦插的3．8倍。 

2．3挥发油成分分析 

广藿香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很多，本实验以广 

藿香醇和广藿香酮为主要指标成分，比较这两种成 

分在两个组织培养的广藿香栽培品种间的差异。 

结果表明：组培的石牌广藿香挥发油中含有较多的 

广藿香酮(375．76±0．12 mg mf。)，而海南广藿香的 

广藿香酮极低(7．82±0．28 mg ml )，石牌广藿香挥 

发油中的广藿香醇含量(231．93±0．03 mg ml。)低于 

海南广藿香的(598．85±0．08 mg ml )，而它们的广 

藿香醇和广藿香酮的总量却很接近份 别为 607．69、 

606．67 mg ml )，这一特点与原植物，即扦插的石牌 

广藿香和海南广藿香的挥发油成分差异一致，扦插 

石牌广藿香的广藿香醇含量(68．3 1±0．18 mg ml ) 

低于海南的(675．0±0．06 mg ml。)，而其广藿香酮含 

量(604．09±0．22 mg ml )则高于海南的(19．63± 

0．08 mg ml。)，但它们的这两种成分之和却相近(为 

673．40～694．63 mg ml 。1。 

3讨论 

文献报道栽培于广东和海南不同地区的广藿 

香，其主要药用成分挥发油的含量及挥发油中广藿 

香酮和广藿香醇的含量有很大差异[ ，而药材生 

产上一直认为原产于广州石牌地区的广藿香为上 

品。其中的药用成分广藿香酮的含量高于其他产区 

的，并且由于其某些形态上的特征与其他产地的广 

藿香不同，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应将广藿香分为 3 

个栽培品种 们。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广藿香不同 

产地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环境和土壤、气候条件造成 

的，就其种源来说，都应该是同一种，即P cabl~，而 

目前中国药典记载的也只是一种。本研究通过组 

织培养技术获得的广藿香再生植株，其外部形态保 

留了原植物的特点，组织培养获得的再生植株移栽 

到地里2～3个月后，从外形上就可区分出来(图版 

I：3，4)。此外，再生植株中的挥发油含量及挥发油 

的主要成分在两个栽培品种间有明显差异：海南广 

藿香的挥发油含量显著高于石牌广藿香；石牌广藿 

香的广藿香酮含量高于广藿香醇；而海南广藿香的 

广藿香酮含量极低。仅为7．82 mg ml。。。由此可见， 

组织培养获得的广藿香再生植株中，保留了不同产 

地原植物广藿香栽培品种在外部形态和挥发油的 

含量、挥发油主要成分含量上的特点。本所标本园 

内的广藿香 ，在离开原产地的环境中经过十多年的 

栽培(每年以扦插的方式繁殖)，在植株外部形态及 

内部挥发油含量及成分上仍然保持了原产地品种 

的特点，因此，原产于广州石牌与海南的广藿香之 

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这种差异可作为广藿 

香品种分类及药材品质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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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小 路等 ：图 版 I

图 版说 明

图版 I

1 ． 石 牌 广 藿香试 管苗 ；

2 ． 海 南广 藿香试 管苗 ；

3 ． 移栽 2 个 月 的石 牌广藿香 ；

4 ． 移栽 2 个 月的海南 广藿香 。

E x p l a n a t i o n o f p l a t e

P la t e I

1 ． P l a n t | e t o f P ． c a b l ／n d e r i v e d f r o m S h ip a i ；

2 ． P l a n t le t o f P c a b l i n d e r i v e d f r o m H a in a n ：

3 ． P c a b l i n d e r i v ed f r o m S h ip a i t r a n s p la m ed f o r 2 m o n t h s ；

4 ． P ． c a b ／／n d e r i v ed f r o m H a i n a n t r a n s p la n t ed fo r 2 m o n t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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