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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整体评价新品种“九丰1 号”金银花的内在品质。[ 方法] 以“九丰1 号”及其亲本“大毛花”为材料 , 利用红外光谱对2 个品
种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2 种金银花均在2 923 、2 852、1 736、1 637(1 634) 、1 549 、1 403、1 317、1 260 、1 102 、1 051、763( 764) c m- 1 处有特征吸
收峰。“九丰1 号”金银花在1 051 、1 064、1 260、1 403 cm- 1 处吸收峰的强度较高 , 说明“九丰1 号”金银花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较高。此
外 ,“九丰1 号”金银花在1 736 cm 吸收峰的强度也较其亲本高 , 说明其挥发油等酯类物质的含量也较高。[ 结论] 该研究验证了“九丰1
号”金银花新品种的优良品质, 为金银花的质量评价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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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 was to evaluate internal quality of “Ji ufeng 1”flos lonicerae .[ Method] With “Jiufeng1”and “Damaohua”as materials ,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los lonicerae were analyzed by FTIR. [ Resul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haracteristic absorption peaks at 2 923 ,2 852 ,
1 736 ,1 637( 1 634) ,1 549 ,1 403 ,1 317 ,1 260 ,1 102 ,1 051 ,763( 764)cm- 1 in bothspectra of the Flos lonicerae . Compared with“Damaohua”,the inten-
sitiy of absorption peak at 1 051 ,1 064 ,1 260 ,1 403 c m- 1 of“Jiufeng1”was stronger ,which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of flavonoids in “Jiufeng1”was high-
er . In addition,the intensity of absorption peak at 1 736 c m- 1 of “Jiufeng1”was also stronger ,which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oil was higher .
[ Conclusion] The study verified fine quality of tetraploid flos lonicerae newvariety ,and provided a ki nd of rapid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quality evalu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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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花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的干

燥花蕾或待初开的花, 主要含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类、三

萜类和环烯醚萜类等化学成分。具有清热解毒, 凉散风热等

功效[ 1 - 4] 。此外, 金银花还是一种重要的园林植物。

“九丰1 号”四倍体金银花是由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农

业科技园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 以平邑县

的传统主栽品种“大毛花”为亲本, 选育出的同源四倍体新品

种。农艺学研究表明, 该新品种不仅其形态等性状具有多倍

体植物的优良特征 , 同时产量较“大毛花”大幅提高, 具有广

泛的适应性[ 5 - 6] 。目前, 具有高分辨率、高光通量和优良信

噪比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 FTIR) 已广泛应用于植物学

各个领域, 如复杂体系的分析鉴定、食品药材真伪优劣的快

速鉴别、相似物质或各种处理变化前后的成分分析和比较

等[ 7 - 9] 。笔者利用红外光谱法对金银花2 个品种进行分析 ,

整体评价“九丰1 号”金银花的内在品质。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金银花取自山东平邑 , 由陈君研究员鉴定。

1 .2 仪器设备 红外光谱仪为Perkin- El mer 公司的Spectrum

GX FTIR 光谱仪, 光谱分辨率4 cm- 1 , 扫描范围4 000 ～400

c m- 1 , 扫描信号累加16 次, 扫描时实时扣除水和二氧化碳的

干扰。

1 .3  方法 采用KBr 压片法制样, 取过200 目筛的金银花粉

末与溴化钾混合研磨均匀, 压片测定, 获得红外光谱图。

2  结果与分析

“九丰1 号”和“大毛花”2 种金银花药材的红外光谱图见

图1。由图1 可知,2 种金银花均在2 923、2 852 、1 736、1 637

( 1 634) 、1 549 、1 403 、1 317 、1 260 、1 102、1 051、763( 764) c m- 1 处

有特征吸收峰。2 种金银花的主要吸收峰的峰位和峰形大致

相同, 说明两者其中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 没有明显差异。

其中2 923、2 852 c m- 1 归属于 CH2 、CH3 的伸缩振动峰,1 736

c m- 1 是挥发油、脂肪酸中C= O 的伸缩振动峰。1 634 c m- 1 是

C= C 的伸缩振动峰,1 403、1 260 、1 317 c m- 1 是黄酮类物质 C

= O 的伸缩振动峰和 C - H 键的弯曲振动峰, 而最高峰是

1 051 c m- 1 峰 , 归属于黄酮、苷类等物质的C - O 键的伸缩振

动峰[ 10] 。因此, 通过对金银花红外光谱的整体分析, 可以明

确金银花中主要化学成分的存在情况。

 注 :a 为九丰1 号 ,b 为大毛花 , 下同。

 Note : a is Jiufeng 1 ,b is Damoahua ,the same as follows .

图1 不同金银花的红外吸收光谱

Fig.1 Infrared spectra of different flos lonicerae

  与“大毛花”金银花的谱图相比, 虽然“九丰1 号”金银花

的谱图的峰形和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但其中某些吸收峰

的相对峰强有明显差异( 图2) , 说明2 种金银花中各组分的

相对含量不同。其中“九丰1 号”金银花在1 051 c m- 1 波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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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峰明显增加 , 此外,1 064、1 260 、1 403 c m- 1波数处吸收

峰的强度也较高, 而这些峰都是黄酮类物质的特征吸收峰。

说明“九丰1 号”金银花中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较“大毛花”

高, 与文献报道的一致[ 11] 。此外,“九丰1 号”金银花在1 736

c m- 1 处吸收峰的强度也比“大毛花”高, 说明其挥发油、酸酐

类物质的含量也较高。

图2 2 种金银花的叠加红外谱

Fig.2 Superposedinfraredspectra of two kinds of floslonicerae

3  结论与讨论

红外光谱( FTIR) 法具有整体特征性强、取样量小、简便

迅速、准确等特点。中药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 所含化学成

分的种类和相对含量不同, 其红外光谱的特征吸收峰位置、

峰形和峰强也就不同, 从而构成了复杂体系的整体红外光

谱, 可以反映中药化学成分的变化和差别, 从而达到评价中

药质量的目的。应用红外光谱法对2 种金银花品种进行比

较分析 , 结果表明,“九丰1 号”金银花新品种的谱图与“大毛

花”相比在峰形和峰位上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但某些吸收峰

的相对峰强不同。“九丰1 号”金银花新品种在1 051 、1 064 、

1 403 、1 260 及1 736 c m- 1 处吸收峰的强度较高, 表明其中的

黄酮类及挥发油物质含量较大毛花高。利用红外光谱法能

够较好地对四倍体新品种“九丰1 号”金银花的质量作整体

评价, 结果表明,“九丰1 号”金银花新品种是一种产量、品质

都有明显优势的金银花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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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休闲季节的光热资源 , 对提高农民经济收益、资源高效利

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夏季休闲季种植填闲作物

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在日光温室生产中

广泛应用填闲作物, 不仅有较好的环境效益, 而且有较高的

经济效益。该试验以玉米和大葱作为填闲作物在降低土壤

硝酸盐淋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人力、水电、农药等成

本投入较低的情况下, 玉米、大葱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另外, 收获后的玉米秸秆可作为堆肥原料腐熟后还田, 有利

于增加土壤有效钾、有效硅含量, 提高作物抗倒伏和抗病虫

害能力,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养分、水分、通气性

等农田生态环境条件[ 5] 。这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壤残留的养

分, 防止了地下水污染, 还能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 , 为作物

的稳产、高产及优质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 3) 该研究表明, 与常规休闲处理相比, 种植填闲作物对

后茬黄瓜的产量和外观品质无影响。有人认为, 夏季栽种青

葱显著提高了后茬黄瓜的产量, 与对照相比增产22 % , 种植

叶菜反而降低了后茬黄瓜的产量 , 减产幅度达15 % [ 6] 。在我

国北方菜地休闲期间种植苋菜, 使后茬菠菜的产量明显降

低[ 4] 。目前蔬菜种植中, 粮菜间套作、轮作等措施是利用不

同作物对土壤养分利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 取得了降低病

虫害且高产的效果。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该注意选择

适宜茬口, 建立合理的轮作或套作体系 , 才能有效地对土壤

根层的氮素进行吸收与再利用,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同时提

高后茬作物产量。因此 , 填闲作物的选择及应用效果尚需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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