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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 了研究江油附子不同品种的生理和生长发育特性
,

选用 了来 自不 同地区的五个附子主要品

种
,

分析测定 了其与氮代谢关系密切 的谷草转氨酶 ( A LT / G o )T 和谷丙转氨酶 (A S T / GPT )活性动态变化
。

结

果表明
,

从 3 月 2 5 日至 7 月 2 5 日间
,

各附子品种 A LT / GO T 和 A S T / G盯 活性总体上表现为前期变化不大
,

后期迅速增长 的变化特性
,

反映了附子植株的生长和发育特性 ;不同品种的酶活性及其变化特性间存在较大

差异
,

反映 了不同附子品种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差异
。

研 究认为
,

应该加强江油附子的品种资源研究和规范管

理
,

以提高附子产品质量和及其稳定性
。

【关键词】江油附子 ;乌头 ;谷草转氨酶 ( A LT / Go )T ;谷丙转氨酶 ( A s T / G PT ) ; 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 15 5 6 7
.

2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16 7 3
一

18 9 1 ( 2 0 0 6 ) 0 2
一

0 0 16
一

0 4

附子是四川地道药材和我 国常用药材之一
,

原

植物毛莫科乌头属植物乌头 ( A
e o n i tu m e a

mr i e h a e l i

D eb x
.

)
,

别名五毒根
、

鹅儿花
、

铁花和草乌
,

为

多年生草本
,

至今 已有 2 0 00 多年的药用历史和

13 0 0 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

, “ 〕。

乌头的母根
、

子根和

叶片均 可供药用
,

其 主 要有效成分为 乌头碱

(a e o n i t i n e
)

、

次乌头碱 ( h y p a e o n i t i n e )
、

中乌头碱

( m e s a e o n it i n 。
)等乌头类生 物碱

,

具有抗炎
、

镇

痛
、

强心
、

·

抗心律失常
、

降血糖
、

抗癌
、

毒性以及

对心血管系统和对神经系统作用等主要药理作用
「’ 一 3 〕。

由于附子乌头生物碱和植株体的核酸
、

蛋白

质等结构与功能成分均与氮素代谢直接相关
,

因而

附子 的氮代谢极为重要
。

谷草转 氨酶 ( A LT /

G OT ) 和谷丙转氨酶 ( A s T / G盯 ) 在生物体内起转

氨作用
,

是调控 N 从其主要载体谷氨酸向组成蛋

白质和含氮次生代谢产物合成前体的其它氨基酸转

移的关键酶
,

在农作物的高产生理
、

品质生理和抗

逆生理等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
`4 一 ` ! 。

但对中

药附子 的 GO T
、

GPT 的研究工作至今尚未开展
。

因此
,

对来源于不同地区的江油附子主要品种类型

的 A LT / G O T 和 A s T / G PT 的活性进行动态分析
,

这为了解附子与氮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变化及其表示

的生理意义
,

进而研究与探讨附子氮代谢与生物碱

代谢机理奠定基础和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试验材料与试验地

试验材料选用江油附子生产上五个来源于四川

安县
、

北川
、

平武
、

青川和布托的主要栽培品种
,

编号

分别为 H a e 0 2 13 7
、

H a e 0 2 10 7
、

H a e 0 2 12 6
、

H a e 0 2 l l 3

和 H a e o Z l l l
,

于当年 一l 月收获的 15 9 一 2 0 9 重乌药

种并于 2 002 年 12 月 巧 日集中种植
。

土壤为砂质壤

土
,

有机质含量 2
.

955 %
、

全氮含量 0
.

171 %
、

全磷含

量 0
.

0 7 4%
、

全钾含量 2
.

12 %
、

速效氮含量 7
.

17m g /

k g
、

速 效 磷 含 量 25
.

92 m g / k g 和 速 效 钾 含 量

1 17
.

咒 m g / k g
。

试验按三次重复区组种植
,

0
.

g m x

3
.

Om 开厢
,

厢面宽 0
.

s m
,

每厢按 0
.

Zm x o
.

Zm 丁字

错位两行栽植
,

每个小区种植 150 株
。

1
.

2 取样与酶活性测定

分别于 2 0 0 3 年的 3 月 2 5 日
、

4 月 15 日
、

5 月 5

日
、

5 月 2 5 日
、

6 月 15 日
、

7 月 5 日
、

7 月 2 5 日 (即每

隔 2 0 天 )上午 8 :
oo

一 9 :
oo 点取其功能叶片 (从上数

第 3
、

4 片叶 )为样品
,

每份样品重 3
.

飞 左右
,

放人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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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
,

取样当天完成酶活测定
。

谷草转氨酶 ( AL T / G O )T 和谷丙转氨酶 (A S T /

G p T )的测定
:
取 0

.

5 9 叶片用 l m lo
.

o s m o l / L
,

PH 7
.

2

的知
s 一 H C I缓冲液研磨

,

16 s 7 3 r / m i n 离心 Zo m i n
,

保存于 0 一 4℃冰箱中
,

应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生产的检测试剂盒测定单位组织的酶活力
。

每个

品种取样三份
,

每份样品测定三次
,

以卡门氏单位作

为酶活力单位
。

2 结果与分析

2
.

1谷草转氨酶 (A LT / G O T )活性的动态分析

于 3 月 25 日 一 7 月 25 日共取样 7 次测定

A LT / G OT 和 A ST / G盯 的活性
,

结果列于表 1并绘

制图 1和图 o2

从 A LT / G OT 活性变化来看`表 1
、

图 1 )
,

在 6 月

巧 日前的酶活性在上升过程中有起伏
,

但总体上变

化不大
,

而酶活性在 6 月 巧 日后迅速上升
,

达到取

样时段内的最高值
。

对照附子植株生长发育动态
,

3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之间是植株生长最迅速的时段
,

茎
、

叶大量增长
,

株高不断增长
,

子根大量发生和膨

大
,

整个植株生物量不断增加
,

可见 GO T 活性总的变

化趋势与植株生长发育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应了附子的生长代谢变化动态
。

但从不同

品种的酶活性变化动态来看存在较大的差异
,

来自青

川 的H a e 0 2 1 13 和平武的 H a e 0 2 12 6 附子品种的 GO T

活性平均在 25 0 G OhT int 左右
,

明显高于其于三个品

种 (2 2 0G o T u n i t 左右 )
,

而来源北川的品种 H a e 0 2 1o 7

的 Go T 活性最低 (平均为 2一3
.

Z s GO T u n i t )
。

从变化趋

势来看
,

H a e OZ 10 7 和 H a e 0 2 12 6 在前三个取样时段

内变化不大外
,

其余三个样品的 G O T 活性存在一定

程度的下降趋势
,

如 H a e 0 2 1 1 1 从 2 2 1
.

8 9G OT u n i t。

1 5 6
.

5 9 G OT u n i t” 13 0
.

3 5G O T u n i t
。

此外
,

第五次取样

( 6 月 15 日 )测定的活性均相对较低
,

这可能与取样

时的气候 (如下雨等 )对植株生长状况影响有关
,

但需

要进一步试验与研究
。

表 1 江油附子谷草转氨酶 (A LT / GO T )和谷丙转氨酶 (AS T / G PT )的动态变化 (卡门氏单位 )

酶类型 品种
酶活性 (G o T u n i t

、

G p T u n i t )

2 3

7哎J07
门,ú1.1J̀内,à

44
ǎ目n
àI
t
丹、ù门」11

40294
ù、à只é7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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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H a e 0 2 10 7

H a e 0 2 1 1 1

A S T / GO T H a e OZ l l 3

H a e 0 2 12 6

H a e 0 2 13 7

18 3
.

3 0 19 1
.

14 1 6 6
.

3 0

2 2 1
.

8 9 15 6
.

5 9 1 3 0
.

3 5

2 12
.

1 6 1 86
.

13 14 0
.

6 8

2 1 0
.

2 0 2 0 1
.

0 9 19 6
,

3 3

2 39
.

7 3 18 1
.

9 7 15 8
.

1 1

4

2 2 8
.

2 4 5

2 4 5
.

2 6 8
.

17 1
.

5

10 0
.

14 4
.

14 4
.

19 4
.

16 8
.

6

2 5 7
.

2 5 8
.

3 5 7
.

3 5 6
.

2 7 8
.

平均 合计

3 6 6
.

9 2

3 6 6
.

1 7

4 0 5
.

9 3

3 5 0
.

5 3

34 9
.

5 5

2 1 3
.

2 8

2 1 7
.

6 0

2 4 1
.

7 7

2 5 3
.

9 3

2 2 1
.

0 6

14 9 2
.

9 7

1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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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6 92
.

3 9

17 7 7
.

5 2

15 4 7
.

4 1

H ac 0 2 1 0 7

H a e 0 2 1 1 1

A LT / GP T H a e 0 2 1 1 3

H a e 0 2 1 2 6

H a e 0 2 1 3 7

7 1
.

2 2

6 5
.

1 0

1 1 2
.

15

7 2
.

0 9

7 4
.

7 5

3 9
.

9 1 2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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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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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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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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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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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7 代表取样时间分另
,

l为 3 月 2 5 日
、
4 月 15 日

、
5 月 5 日

、

5 月 2 5 日
、

6 月 1 5 日
、
7 月 5 日

、
7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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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6

取样动态 (次 )

图 1江油附子 G O T 活性的发育动态

取样动态 (次 )

江油附子 G PT 活性的发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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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谷丙转氨酶 (A S T / G盯 )的动态分析

从 A S T / G叮活性变化来看 (表 1
、

图 2 )
,

总体上

与 GO T 的变化趋势一致
,

即是在 6 月 巧 日前逐渐

升高
,

但增加幅度不大
,

6 月 巧 日后 G PT 活性迅速

上升
,

达到取样时段内的最高值
,

但其中 H ac 0 2 1 07

和 H ac 0 2 12 6 最后一次的酶活性略有下降
,

分别降

低 15
.

8 2G川b n i t 和 9
.

2 5 G PT u n i t
。

与附子 G O T 活性

相比
,

各样品的 G盯 活性在前三个时段内没有明显

的下降变化过程
,

但仍存在第五次取样 ( 6 月 巧 日 )

测定的活性均相对较低的现象
。

从不同品种的 G PT

活性高低来看
,

仍然是 H a e o Z I 1 3 和 H a e o Z 12 6 附子

品种的 GO T 活性最高 (平均在 5 0 G P T u n i t 左右 )
,

而

来源布托的附子品种 H ac 0 l2 ll 的 G O T 活性最低

(平均为 3 1
.

5 6 e盯
u n i t )

。

3 讨论

3
.

1谷草转氨酶 ( G OT ) 和谷丙转氨酶 ( GP )T 是

植物体内重要的两种转氨酶
,

它们可以催化相应的

有机酸合成氨基酸
,

也可以催化氨基酸通过转氨
、

脱

氢等步骤而降解
,

是植物体内氮代谢和氨基酸代谢

的关键酶
”̀ 。

研究发现
,

G O T 和 G盯 活性的高低与

植物体内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

蛋白质代谢等氮代谢

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
`引 ,

即 G O T 和 G PT 活性越高则

植株生长越旺盛
。

本试验中发现
,

G O T 和 G PT 活性

随着生长发育进程而逐渐增强的结果与前人研究一

致
。

生长后期 ( 6 月 中旬后 )
,

两种测试的酶活性迅速

增加
,

说明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升高
,

附子植株生长加

快
,

氮代谢迅速增强
,

整个植株生物碱和蛋白质等氮

代谢产物大量积累
,

也是附子植株生物量增加最快

的时期
。

3
.

2 江油栽培附子几个主要品种中
,

来自青川

的 H a e 0 2 l l 3 和平武 的 H a e 0 2 12 6 品种的 G OT 和

G PT 活性较高
,

另外三个附子品种的酶活性相对较

低
,

不同附子品种之间氮代谢酶活性存在较大差异 ;

同 时
,

从 G O T 和 GPT 酶 活 性 变 化 曲线 来
,

H ac 0 2 1一l
、

H ac 0 2 1 13 和 H a e OZ 13 7 三个附子品种在

5 月 5 日前的 GO T 活性出现逐渐降低的变化特性
,

而 H a e 0 2 l O7 和 H a e 0 2一2 6 品种的 G盯 活性则在 7

月 5 日后略有下降
,

表现出了不同附子品种存在不

同的酶活性变化特性
。

对于这些品种间存在的 G O T

和 G盯氮代谢酶活性的差异和特性研究
,

将为其机

制的深人研究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

3
.

3 附子 G O T 和 G PT 活性在 5 月 5 日前变化

不大
,

个别品种出现了一定下降
。

出现这种变化趋势

可能是由于这个时段内植株茎叶生长不断加快
,

成

为植株最主要的生长中心
,

以碳水化合物代谢为

主
。

随着附子子根发生与迅速膨大
,

生物碱等含氮化

合物不断积累
,

氮代谢不断增加
,

相关酶活性增高
。

对此
,

还需要进一步试验研究
。

3
.

4 不同附子品种的氮代谢酶之间存在差异和

其相应特性说明
,

不同附子品种的氮代谢及相关代

谢存在差异
,

由于试验在控制条件下进行
,

反映出的

这些差异应主要是由于品种遗传特性差异造成
,

这

种差异将导致不同附子 品种间的产品存在质量差

异
。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油附子生产上存在使

用品种过多
,

形成了品种较混乱
,

从而影响产品质量

差异较大
、

质量难于控制的现状
。

为此
,

需要加强江

油附子品种资源的研究和管理与规范
,

以保证产品

质量的稳定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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