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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地区何首乌不同生长期主要活性成分的
分布及含量变化

周灿１,姚淼１,司海倩２,周明２,王学奎１

１．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０;２．十堰市农业科学院,十堰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为探索十堰地区何首乌(Polygonummultiflorum Thunb．)中活性成分随生长年限的动态变化过程,

以确定何首乌人工栽培的适宜采收时期,采用 HPLC法连续测定何首乌移栽后不同生长时期、不同器官中二苯

乙烯苷(THSG)和不同形态蒽醌类物质的含量.何首乌地下部干物质含量在移栽后３年内持续增加,移栽后的

２年内增加最快,第３年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何首乌不同器官中二苯乙烯苷和蒽醌类物质含量高低顺序均为:

未膨大根＞块根＞茎,叶中上述２类物质的含量微少、难以检出;根中二苯乙烯苷和蒽醌类成分含量均在移栽后

２年内呈“直线式”增加趋势,并于第２年１２月份达到最大值,第３年与第２年同时期相比上述２类物质的含量

没有显著差异;茎中上述２类物质的含量在３年间总体差异不显著,但在不同季节存在明显波动,均以每年１２
月份含量最高.十堰地区何首乌在移栽后第２年１２月份的质量、产量相对较好,可作为人工种植何首乌适宜采

收期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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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首乌为蓼科(Polygonaceae)何首乌属(FalＧ
lopia)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植株整株均可入药,收
录于«中国药典»[１]中的分别系其干燥块根和藤茎,
前者名为何首乌(RadixPolygonimultiflori),后
者名为首乌藤(PolygonimultifloriCaulis),二者

的主要有效成分为二苯乙烯苷(２,３,５,４′ＧtetraＧ
hydroxystilbene２ＧOＧβＧDＧglucoside,THSG)和蒽醌

类(大黄素、大黄素甲醚)等化合物.何首乌具有抗

衰老[２]、抗肿瘤[３]、防治血栓[４]、提高记忆力[５]、保
肝[６]等功效.作为药材的何首乌块根和首乌藤中的

活性成分二苯乙烯苷含量分别不得低于１．０％和

０．２％,且何 首 乌 块 根 中 的 结 合 蒽 醌 含 量 不 得 低

于０．１％[１].
何首乌植株中活性成分的分布及含量受种植地

区和采收时间的影响较大[７Ｇ９],十堰市辖区具有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其中何首乌也随着“武当道教医药”
而声名远播,但当地售卖的“何首乌”药材多达６种,
正品１种,其他为伪品(４种)和混淆品(１种)[１０].
本研究以武当山周边采集并鉴定为“正品”的何首乌

(Polygonunmultiflorum Thunb．)为材料,在人工

栽培条件下,通过测定不同采收期何首乌不同部位

主要活性成分的含量,探索十堰地区何首乌主要活

性成分动态累积的规律,结合其地下部分生长情况

为何首乌人工栽培中采收期的选择提供依据,并为

十堰地区何首乌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提供理论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何首乌采自十堰市神农武当医药科技园有限公

司的种植基地,本研究所用试验材料经湖北中医药

研究院王克勤研究员鉴定为蓼科何首乌属,与«中国

药典»记载的品种特征一致.通过扦插育苗,选取健

壮、无病、大小一致的扦插苗进行大田试验.
1.2　预处理方法

从移栽当年开始取样分析,每年９月、１２月取

样２次,连续取样３a,按生长年限(１年生至３年

生)和取样月份(９月、１２月)分别将样品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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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Ｇ９、１Ｇ１２,２Ｇ９、２Ｇ１２,３Ｇ９、３Ｇ１２.每次取样按３次重复

进行,每次重复的取样植株数为５株,样品采集后将

根部和茎(首乌藤)分开,根部按块根(根部膨大部

分)和未膨大根(根部未膨大的细条状部分)分成２
部分进行相关指标的测定.

新鲜的根、茎用自来水清洗表面泥土、沥干水分

后,将茎切成１~２cm 左右小段,根切成厚度约

５mm的片状,分别将样品混匀后,分装于牛皮纸袋

中,编号,于５５℃下烘干.进行理化指标测定时,分
别用磨样机将样品粉碎,过４号筛(筛孔内径０．２５
mm),待测.
1.3　测定指标

根部样品测定其干质量、二苯乙烯苷和蒽醌类

物质含量,首乌藤(茎)用于测定二苯乙烯苷和蒽醌

类物质含量.
1.4　二苯乙烯苷含量测定

参照«中国药典»,采用 HPLC法测定二苯乙烯

苷含量[１].

１)样品制备.分别称取何首乌的块根、未膨大

根、茎的干燥、过筛粉末０．２g,置于具塞锥形瓶中,
精确加入５０％乙醇２５mL,称取总质量,７０℃加热

回流３０min,放冷,用５０％乙醇补至原质量,摇匀后

静置,上清液粗滤后再经０．４５ mm 滤膜过滤后即得

HPLC分析样液.

２)HPLC色谱条件.采用Agilent１２６０高效液

相 色 谱 仪,色 谱 柱 为 Kromasil C１８ 色 谱 柱

(２５０mm×４．６mm,ϕ５μm),流动相及组成是乙腈

和水(体积比 ２５∶ ７５),检测波长 ３２０nm,流速

１mL/min,进样量１０μL.

３)定性与定 量 分 析.以 二 苯 乙 烯 苷 标 准 品

(CAS＃８２３７３Ｇ９４Ｇ２,HPLC≥９８．０％)的保留时间

(retentiontime,RT)作为样品中二苯乙烯苷的定性

依据,采用外标法,以不同质量浓度(１０．０~８００．０
mg/mL)二苯乙烯苷标准品(X１)对应的峰面积(Y１)
建立回归方程(Y１＝３１．１０X１＋４．９６,R２

１＝０．９９９８),
对样品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进行定量计算.
1.5　蒽醌类物质含量的测定

参照«中国药典»,采用 HPLC法测定蒽醌类物

质含量[１].

１)样品制备.分别称取首乌块根、未膨大根、茎
的干燥、过筛粉末各１．０g,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确

加入５０mL７５％甲醇,称定质量,６０℃水浴中回流

１h,冷却至室温,用７５％甲醇补至原质量,摇匀后

静置,上清液过滤后,再经０．４５ mm 滤膜超滤后,即
得游离蒽醌 HPLC待测样液.精密吸取上述滤液

１０mL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确加入１．５mL浓盐

酸和１３．５ mL７５％甲醇,称质量,７５℃水浴回流

２h,冷却,用７５％甲醇补至原质量,混匀、超滤后即

得总蒽醌待测样液.

２)HPLC色谱条件.采用Agilent１２６０高效液

相 色 谱 仪,色 谱 柱 为 Kromasil C１８ 色 谱 柱

(２５０mm×４．６ mm,ϕ５μm),流 动 相 为 甲 醇 和

０．１％磷酸溶液(体积比８０∶２０),检测波长２５４nm,
流速１mL/min,进样量１０μL.

３)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大黄素标准品(CAS＃
５１８Ｇ８２Ｇ１ HPLC≥９８．０％)和 大 黄 素 甲 醚 标 准 品

(CAS＃５２１Ｇ６１Ｇ９HPLC≥９８．０％)的保留时间作为

样品中的２种主要游离蒽醌的定性依据,采用外标

法,以不同质量浓度(５．０~２００．０ mg/mL)大黄素标

准品(X２)和大黄素甲醚标准品(X３)对应的峰面积

(Y２、Y３)分别建立的回归方程:Y２ ＝３９．４０X２ ＋
１．２２,R２

２ ＝０．９９９５;Y３ ＝ ２１．３９X３ ＋０．４２,R２
３ ＝

０．９９９２,对样品中的２种游离蒽醌组分进行定量计

算.计算公式为:样品的结合蒽醌含量＝总蒽醌含

量－游离蒽醌含量.
上述二苯乙烯苷、大黄素和大黄素甲醚３种标

准品溶液在 HLPC分析过程中峰面积的 RSD分别

为０．２７％、０．２８％和０．７４％(n＝６),标样溶液存放

４８h内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１．５３％、１．９７％ 和

１．５３％(n＝６);供试样品中二苯乙烯苷、大黄素和大

黄素甲醚重复测定的峰面积的 RSD分别为１．４８％、

１．３６％和２．１４％(n＝６);标准品的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９５．７５％、９５．００％ 和 ９４．１４％,对 应 的 RSD 分 别 为

１．４２％、１．４１％和１．３５％,满足定性、定量分析的要求.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不同样品均为３次重复测定,采用 Excel２０１３
进行数据处理,试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采用 SPSS２１ 软件进行数据方差分析和相关性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何首乌地下部干物质随生长年限的变化

图１为何首乌未膨大根、块根干质量及地下干

物质总质量在第１年到第３年间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图.由图１可知,何首乌的膨大块根是地下根部干

物质量的主要来源,在根的干物质总量中占比达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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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其次,何首乌在移栽后前２年,即取样时期

从“１Ｇ９”至“２Ｇ１２”期间,地下干物质累积较快,不同

取样时期测得的块根干质量之间均达到显著差异,
说明何首乌移栽后的２年内块根的膨大生长迅速,
第２年何首乌块根干质量(２Ｇ１２)是第１年(１Ｇ１２)的

２倍以上;与第２年同时期取样的相比,进入第３年

何首乌的地下干物质量仍显著增加,但增加的速度

明显降低,不仅“３Ｇ９”与“３Ｇ１２”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与“２Ｇ１２”的相比,“３Ｇ１２”的块根干物质量相对增加

率仅为２１．６％;未膨大根在根干质量中的平均占比

较小,约１４％,且在块根快速生长的前２年其生长

缓慢,如 第 １、第 ２ 年 末 的 干 质 量 分 别 为 １６．３４
g/株(１Ｇ１２)、１７．９６g/株(２Ｇ１２),年际间的相对增率

仅为９．９％,至第３年末时未膨大根的干质量达到

３７．７４g/株(３Ｇ１２),与第２年同时期(２Ｇ１２)的相比相

对增加了１１０．０％.说明何首乌块根生长速度减慢

时,未膨大根的相对生长会加快.

　同一曲线上的小写字母代表不同时期取样测定的结果在α＝０．０５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下图同.Thelowercaselettersonthesame

curverepresentthesignificantdifferenceofthetestedresultssamＧ

pledindifferentperiodsatα＝０．０５level,thesameasbelow．

图１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地下部分干物质累积的变化

Fig．１　ChangesofundergrounddryweightofP．multiflorum

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2.2　何首乌不同器官中二苯乙烯苷含量随生长年

限的变化

　　从图２不同时期取样测定的何首乌根、茎中二

苯乙烯苷含量的变化可以发现,二苯乙烯苷主要累

积在根部,茎(首乌藤)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较低且

随不同生长年限的变化幅度也很小,３年内连续测

定的最小值为２１．５７mg/g(３Ｇ１２)、最大值为２７．３４
mg/g(３Ｇ９);根部二苯乙烯苷含量数倍于茎的(图３
中的曲线２、曲线３),其中未膨大根的二苯乙烯苷含

量平均高出块根约５０％,且在第１年、第２年内其

二苯乙烯苷含量呈现“直线式”增加趋势,至第３年

根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与第２年的几乎相同、没有

显著差异,说明何首乌根中的二苯乙烯苷在第２年

内累积 最 快 并 达 到 最 高 水 平 (未 膨 大 根 约 １８２
mg/g、块根约１１８mg/g);未膨大根和块根中的二

苯乙烯苷含量随生长年限的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图

３中的曲线１),在同一年度内,９月份取样测定的

结果均低于１２月份的.何首乌叶片中的二苯乙

烯苷含量极低,试验中未达到仪器检测限(结果未

列出).

图２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二苯乙烯苷含量的变化

Fig．２　ChangesofcontentofTHSGinP．multiflorum

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图３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不同器官

二苯乙烯苷含量相对比值的变化

Fig．３　ChangesofrelativeratioofTHSGcontentindifferent

organs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2.3　何首乌不同器官中蒽醌类物质含量随生长年

限的变化

　　从何首乌不同器官(未膨大根、块根、茎)中结合

态蒽醌类物质(大黄素和大黄素甲醚)含量不同取样

时期的变化趋势图(图４、５、６)可以看出,在不同取

样时期,何首乌根中结合态蒽醌含量的变化趋势基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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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致,即移栽后的前２年内结合态蒽醌总量呈直

线增加趋势,到第２年１２月份其未膨大根、块根中

的结合态蒽醌总量分别为０．２７％和０．１６％,在第３
年其总量不再明显增加;根中的主要结合态蒽醌组

分为结合态大黄素,如未膨大根中结合态大黄素

的平均含量是结合态大黄素甲醚的４．３倍,而块

根中其平均含量的差异倍数也达到２．４倍;未膨

大根的结合态蒽醌总量高于块根,平均高出５０％
以上.

不同取样时期的分析结果(图６)显示,茎中结

合态蒽醌总量明显低于根的,在０．０３％~０．０５％内

波动,分别只有未膨大根的１/４、块根的１/３;其次茎

中的结合态蒽醌也以结合态大黄素为主,但只比结

合态大黄素甲醚平均含量高出约３０％.
在不同生长年限以及同一生长年度内的不同月

份,何首乌根、茎中结合态大黄素甲醚含量的相对波

动幅度均小于结合态大黄素,而结合态大黄素含量

在同一年度内则呈现季节性波动趋势(９月份的低、

１２月份的高).

图４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未膨大根中结合态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４　Changesofcontentofbindinganthraquinonein
unexpandedroot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图５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块根中结合态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５　Changesofcontentofbindinganthraquinoneinroot
tuber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图６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茎中结合态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６　Changesofcontentofbindinganthraquinoneinstem
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何首乌不同器官中游离态、结合态蒽醌含量随

不同生长年限的动态变化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未

膨大根、块根中游离态、结合态蒽醌含量随不同生长

年限的动态变化趋势大致相似(图７、图８),即在移

栽后的２年内游离态和结合态蒽醌含量持续、快速

增加,在第２年的１２月均达到最大值,未膨大根和

块根中含量分别为１．６３、２．７１mg/g和１．２８、１．５６
mg/g,第３年时这２种形态的蒽醌含量增速明显减

慢,并略低于第２年１２月份的(２Ｇ１２),因此,根中的

总蒽醌含量与游离态、结合态２种形态的蒽醌含量

的变化趋势一致;其次,根中的结合态蒽醌含量高于

游离态的,未膨大根、块根中的结合态蒽醌的平均含

量分别比游离态的高出４３．９％和１７．６％,同一年度

内２种形态的蒽醌含量均以１２月份的相对最高.
何首乌茎中的游离态、结合态蒽醌含量随不同

生长年份的动态变化特点与根中的存在较大差别,
在移栽后的第１年到第３年,茎中的游离态蒽醌含

量的变化幅度较小,而结合态蒽醌含量在不同年份

间呈现规律性的波动,即９月份的低、１２月份的高,

图７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未膨大根中总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７　Changesofcontentoftotalanthraquinoneinunexpanded
root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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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块根中总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８　Changesofcontentoftotalanthraquinoneinroot
tuberof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图９　不同取样期何首乌茎中总蒽醌含量的变化

Fig．９　Changesofcontentoftotalanthraquinoneinstemof
P．multiflorumatdifferentsamplingperiods

因此,茎中的总蒽醌含量的变化趋势与结合态蒽醌

含量的变化相一致.
与根器官相比,茎中的总蒽醌含量很低(图９),

平均只有块根的约１/４、未膨大根的１/５以下.
2.4　何首乌块根以及不同器官中主要成分的相关

性分析

　　块根是何首乌整株中最重要且经济价值最高的

药用部位,本试验连续３a共６批块根中的主要成

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表１)发现,块根中二苯乙烯苷

与结合态大黄素、结合态蒽醌和总蒽醌含量之间均

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与结合态大黄素甲醚含量之间

呈现极显著负相关性,与游离态蒽醌无显著相关性.
块根蒽醌类物质之间,结合态大黄素与结合态蒽醌、
游离态蒽醌和总蒽醌之间均呈现极显著正相关性,
与结合态大黄素甲醚呈极显著负相关性;此外,结合

态大黄素甲醚与其他蒽醌类物质之间全部呈现为显

著负相关性.结合态蒽醌、游离态蒽醌和总蒽醌含

量两两之间均为极显著正相关性.
对块根、未膨大根和茎３种不同器官(或组织)

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仅块根与

未膨大根之间呈现极显著正相关性,其他并未发现

显著相关性;不同部位中结合态蒽醌的相关性规律

亦是如此,说明何首乌的地下根是其主要活性物质

累积的场所.
表１　何首乌块根主要成分含量之间相关性分析

Table１　Correlationanalysisbetweenmaincomponents’contentsinroottuberofP．multiflorum

成分

Component

二苯乙烯苷

Stilbene
glycoside

结合态大黄素

Combined
emodin

结合态大黄素甲醚

Combined
rheochrysidin

结合态蒽醌

Combined
anthraquinone

游离态蒽醌

Free
anthraquinone

总蒽醌

Total
anthraquinone

二苯乙烯苷

Stilbeneglycoside
－ ０．９０２∗ －０．９３３∗∗ ０．８２７∗ ０．７７１ ０．８２１∗

结合态大黄素

Combinedemodin
－ －０．９４２∗∗ ０．９７５∗∗ ０．９２５∗∗ ０．９７４∗∗

结合态大黄素甲醚

Combinedrheochrysidin
－ －０．８４４∗ －０．８４６∗ －０．８６１∗

结合态蒽醌

Combinedanthraquinone
－ ０．９１９∗∗ ０．９８８∗∗

游离态蒽醌

Freeanthraquinone
－ ０．９６９∗∗

总蒽醌

Totalanthraquinone
－

　注:∗、∗∗ 分别表示在α＝０．０５、α＝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Note:∗,∗∗ meansignificantcorrelationatα＝０．０５andα＝０．０１

levels(bilateral),respectively．

3　讨　论

3.1　不同生长年限对何首乌地下干物质的影响

何首乌的地下干物质(根)量随着生长期的增长

而逐渐增加,幼苗移栽后的第１年和第２年其根的

干物质量几乎呈“直线式”增加,第３年其根的干物

质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前２年,如第２年１２月份

(２Ｇ１２)根的干物质量与第１年的相比相对增加了

９３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０卷　

１０２．７８％,而第３年１２月份(３Ｇ１２)与第２年的相比

其根干物质量相对增加率只有２８．９８％.仅从产量

因素考虑,何首乌人工种植年限至少应超过２a.
3.2　不同生长年限对何首乌二苯乙烯苷含量的

影响

　　何首乌的二苯乙烯苷主要累积在根部,其中未

膨大根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显著高于块根,并且其

根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在移栽后的２年内持续快速

增长,第１年末(１Ｇ１２)未膨大根、块根中的二苯乙烯

苷含量分别为８３．６７、３８．４２mg/g,第２年末(２Ｇ１２)
则分别为１８２．１６、１１８．４０mg/g,均增加了２~３倍,
而第３年末(３Ｇ１２)分别为１８１．４９、１２２．７６mg/g,与
第２年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何首乌在移栽

后的第２年,根中的二苯乙烯苷累积速度最快,其含

量在地上部叶片完全枯萎的１２月份达到最大值(约

１．２％),并达到«中国药典»要求的二苯乙烯苷含

量≥１．０％的要求[１],这与李帅锋等[１１]以不同产地

何首乌为材料测定的二苯乙烯苷的变化趋势相

一致.
本试验中测得的何首乌茎中的二苯乙烯苷含量

明显低于根部,在移栽后３年生长期内呈现相似的

变化趋势,不同时期取样测定的结果均呈现“９月份

高、１２月份低”的“波动”特点,第１年至第３年其含

量波动幅度依次为１３．４％、２２．３％和２６．７％.第２
年后其茎(首乌藤)的二苯乙烯苷含量均达到«中国

药典»的要求[１].
3.3　不同生长年限对何首乌蒽醌类物质含量的

影响

　　何首乌根部的２种结合态蒽醌———结合态大黄

素和结合态大黄素甲醚是«中国药典»中必检的质量

指标之一,其总量不得低于０．１％[１].在何首乌根

中,未膨大根的结合态蒽醌含量显著高于块根,结合

态蒽醌中以结合态大黄素为主,本研究测得的块根

中的结合态大黄素平均含量是结合态大黄素甲醚的

２．４倍,而未膨大根中这种差异达到４．３倍.
从结合态蒽醌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过程来

看,未膨大根、块根中的２种结合态蒽醌含量的动态

变化趋势整体相似,相对含量低的结合态大黄素甲

醚在不同生长年份间的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而结

合态大黄素的变化幅度大,移栽之后的２年内几乎

呈“直线式”增加,到了第３年其含量不再明显增加,
与第２年同时期的测定结果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有关不同产地何首乌块根中的蒽醌类成分的含

量测定较多[９,１１Ｇ１３],反映不同产地何首乌中蒽醌类

成分的含量差异很大,甚至还存在未检出的情况.
有关不同种植年限对何首乌有效成分影响的研究较

少报道.王芳等[８]以贵州省施秉县３年生何首乌为

材料分析得出结合态大黄素含量在不同月份间同样

呈现波动性变化,１０月、１２月根中的含量高,本研究

结果与此结果大体吻合,但结合态大黄素的含量与

重庆、贵州两地的相比要高出１倍.李欣等[１２]研究

发现湖北武当山何首乌的蒽醌类和二苯乙烯苷含量

高于其他地区,认为可能与武当山的高海拔、大温差

有关,低温有利于结合蒽醌成分的积累.
本研究发现何首乌根部的蒽醌类物质含量比茎

中的高至少２倍以上,这与王芳等[８]的研究结果不

同.茎中的蒽醌类物质含量在３年内出现规律性的

波动,以每年１２月份叶片枯落后的含量最高,除了

第１年的含量略低以外,其他年份同时期的含量比

较接近.
3.4　何首乌不同器官主要活性成分之间的相关性

何首乌主要药用部位块根中的有效成分二苯乙

烯苷和结合蒽醌类物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块根中蒽醌类物质之间,结合蒽醌、游离蒽醌和

总蒽醌两两之间均存在极显著正相关;结合蒽醌与

结合大黄素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结合大黄素甲

醚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块根中结合态蒽醌总量与

结合态大黄素含量密切相关.
根部与茎部的活性成分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性,表明何首乌不同器官中主要活性成分的代谢存

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何首乌扦插苗在十堰地区移栽后的

第２年内生长最快,产量增加幅度最大,其有效成分

二苯乙烯苷和结合态蒽醌类也达到相对最高水平,
块根和首乌藤的有效成分含量均达到«中国药典»规
定的指标要求[１],至第３年时产量增幅远低于第２
年,有效成分与第２年的相比无显著差异.因此,从
人工种植的比较效益考虑,可在种植２a后的１２月

份采挖,可比大多数何首乌产区的采挖时间提前至

少１a.
本研究在相对可控条件下,较系统地研究了武

当山何首乌不同器官主要活性成分含量在不同年

份、不同月份间的动态变化以及累积特点,首次明确

了何首乌主要药用部位———块根中的两大类活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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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苯乙烯苷和结合态蒽醌类(«中国药典»规定的

何首乌药材的质量控制指标)、结合态蒽醌类与游离

态蒽醌类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性,对于提高何首

乌药材品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次,本研究结果

表明,作为“废弃物”的何首乌未膨大根,其主要活

性成分二苯乙烯苷和结合蒽醌类的含量约为块根

的１．５倍,作为植物源提取物或复方颗粒的原料,
既可提高何首乌资源利用程度,又可提高其种植

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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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andcontentchangesofmainactivecomponents
ofPolygonummultiflorum Thunb．indifferentgrowth

periodsinShiyanofHubeiProvince

ZHOUCan１,YAO Miao１,SIHaiqian２,ZHOU Ming２,WANGXuekui１

１．CollegeofPlantScienceandTechnology,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２．Shiya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Shiyan４４２０００,China

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dynamicchangeprocessofthemainactivecomponentsofPolygＧ
onummultiflorum Thunb．withgrowthyearsinShiyanarea,HubeiProvince,andtodeterminethesuitＧ
ableharvestperiodfortheartificialcultivationof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HPLCwasusedto
continuouslydeterminethecontentsof２,３,５,４′Ｇtetrahydroxystilbene２ＧOＧβＧDＧglucoside(THSG)and
anthraquinoneswithdifferentformsindifferentorgansofP．multiflorum Thunb．atdifferentgrowth
stagesaftertransplanting．ResultsshowedthattheundergrounddrymatterofP．multiflorum Thunb．
continuedtoincreasewithin３yearsaftertransplanting,withthefastestincreasewithin２yearsandsigＧ
nificantdecreaseofthegrowthrateinthethirdyear．ThedecreasingorderofthecontentsofTHSGand
anthraquinonesindifferentorgansofP．multiflorum Thunb．wasunexpandedroot＞roottuber＞stem．
ThecontentsofTHSGandanthraquinonesinleaveswereverysmallanddifficulttobedetected．The
contentsofTHSGandanthraquinonesinrootofP．multiflorum Thunb．increasedalmostlinearlywithＧ
in２yearsaftertransplanting,reachingthemaximumvalueinDecemberofthesecondyear．Therewas
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contentofTHSGandanthraquinonesinthethirdyearcompared
withthatinthesameperiodofthesecondyear．TheoveralldifferenceinthecontentofTHSGandanＧ
thraquinonesinstemsin３yearswasnotsignificant,buttherewereobviousfluctuationsindifferentseaＧ
sons,withthehighestcontentinDecembereachyear．ThequalityandyieldofP．multiflorum Thunb．in
ShiyanareainDecemberofthesecondyearaftertransplantingarerelativelyoptimal,whichcanbeusedasarefＧ
erenceforthesuitableharvestperiodofP．multiflorum Thunb．artificiallycultivatedinthisarea．
Keywords　Polygonummultiflorum Thunb．;artificialcultivation;WudangTaoistmedicine;２,３,５,４′Ｇ
tetrahydroxystilbene２ＧOＧβＧDＧglucoside(THSG);anthraquinones;plant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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