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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产量与质量性状的比较研究 

孙宗喜 王有为 尤敏 王跃进 付慧英 
(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武汉 430074； 武汉大学药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 以罗汉果组培苗的单株产量、果实大小、罗汉果总皂苷以度皂苷 V的含量作为罗汉果药材产量和质 

量的评价指标，通过田间随机区组试验对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产量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分光光度法和 HPLC 

法分别对罗汉果总皂苷和罗汉果皂苷 V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在产量和质量性状上 

有显著差异。青皮果组培苗的产量较高，果实较大，罗汉果总皂苷和皂苷 V含量也较高，适于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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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Study on Yield and Quality in Tissue-cultured 

Seedling of Different Momordica grosvenori Breed 

Sun Zongxi Wang Youwei · You Min Wang Yuejin Fu Huiying 

( Wuhan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uhan 430074； 

College of Pharmacy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medical plant Momordica grosvenori Swingle，we investigated the sin— 

gle plant yield，fruit size，total saponin and mogroside V of tissue-cultured seedling of different Momordica grosvenori breed 

using random section experiment and then spectrophotometer and HPLC．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yield and qual— 

ity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breed．The tissue—cultured Qingpiguo seedling that is excellent with yield and 

quality can be used as origin seeds in wide plantation of Momordica grosven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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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为葫 芦科植 物 (Momordica grosvenori 

Swingle)的干燥成熟果实，主产于广西永福、临桂、 

龙胜等县，有清热润肺、滑肠通便等功效  ̈ 。现 

代医学研究发现，罗汉果还具有抗癌 防癌 的作 

用 。罗汉果的主要活性成分是葫芦烷型三萜皂 

苷类(cucurbitane glycosides)，其中含量和甜度均较 

高的成分为罗汉果皂苷 V(mogroside V) 。目 

前，罗汉果提取物的质量控制指标主要以甜度和罗 

汉果皂苷含量的多少为依据  ̈。 

罗汉果驯化栽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曾 

有青皮果、长滩果、拉江果、红毛果、冬瓜果、茶山果 

等品种用于栽培生产。但由于长期使用压蔓繁殖， 

造成了罗汉果栽培品种的种质混杂、退化以及品质、 

产量降低等问题  ̈。大部分传统的栽培品种已成 

为濒危品种，甚至有的品种已经灭绝。目前栽培所 

用的主流品种是青皮果，它有结实早、产量高以及适 

应性较强的优点。自1998年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研究所王有为等首次将其组培苗用于大规模栽培生 

产以来 ，青皮果无论是推广区域和栽培面积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现除了原主产区永福、临桂县外， 

龙胜、灵川、兴安、融安等县均有较大面积的栽培，栽 

培面积也由3万亩增加到9万亩，产量达到 2．5亿 

只果。由于组培技术在罗汉果栽培生产上的应用， 

近年又有长滩果、红毛果、冬瓜果等品种的组培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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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问世，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如何 ，质量和产量水平 

的高低，至今还未见相关的研究报道。为了研究不 

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在产量和质量性状上的差异， 

笔者于2005年在广西灵川县青狮潭乡桥头村进行 

了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小区栽培试验，以期通 

过比较研究获得有价值的试验结果，为正确评价不 

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经济学性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材料 

722型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岛 

津 LC-10A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 SPD-10Avp紫外 

检测器，HPLC所用试剂甲醇、乙腈为色谱纯，其余 

试剂均为分析纯。罗汉果皂苷 V对照品(自制)，纯 

度 98％以上(归一化法)。 

供试品为青皮果、红毛果、长滩果三个罗汉果品 

种组培苗种植后收获的果实，组培苗均由中国科学 

院药用植物资源研究室提供，原植物经该室王有为 

研究员鉴定为葫芦科植物罗汉果 Momordica grosve— 

nori Swingle。采集成熟果实后，置于阴凉通风处，自 

然后熟 10d左右，再于70％烘箱中烘干，粉碎，过4O 

目筛备用。 

1．2 实验方法 

1+2+1 田问试验设计 2005年4月中旬将三个品 

种的组培苗定植于广西灵川县罗汉果种植基地，田 

间试验为随机区组设计 ，重复 3次，小区面积约为 

80m (每小区长 40m，宽 2m)，单行定植，行距 2m， 

株距 2m。在罗汉果整个生长期内，各品种的管理措 

施一致，均按照文献 操作。 

1．2．2 产量统计和果实大小比较 2005年 1O一11 

月，每小区随机选取 1O株分别统计单株产量，并测 

量果实的短径。 

1．2．3 罗汉果总皂苷含量测定 对照品溶液的制 

备 精密称取罗汉果皂苷 V 10mg，置于 10ml容量瓶 

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备用。 

标准曲线的绘制 吸取对照品溶液 60、120、180、 

240、3001~1分别置于磨口具塞试管中，挥尽溶剂，各 

加入5％香草醛一冰乙酸溶液 0．2ml，高氯酸 0．8ml， 

60％水浴加热 15min后，立即以流水冷却，加冰乙酸 

5m[后摇匀，在590nm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 

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10．89X 一0．0005，r=0．9997。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干燥后的罗汉果粉末 

1g，置于圆底烧瓶中，准确加入甲醇 50ml，索氏提取 

4h，收集提取液，蒸干，残渣用蒸馏水全部溶解，并全 

部转移至 D101型大孔树脂(20g)，先用蒸馏水洗去 

糖类等杂质，再用 70％乙醇 50ml洗脱，收集醇液， 

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于 10ml容量瓶中，并定容至 

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稳定性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于 1O、2o、3O、4O、 

50、60min测定吸光度，计算 RSD为 1．O％。 

精密度试验 取一定浓度的供试品溶液测定吸 

光度，连续测定 5次，计算 RSD为 2．8％，表明仪器 

精密度良好。 

重现性实验 称取同一供试样品5份，平行制备 

供试品溶液，测定总皂苷含量，计算 RSD为 1．3％， 

表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重现性。 

加样回收率试验 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5份，每 

份约 1g，分别准确加入罗汉果皂苷 V对照品适量， 

按供试品制备方法操作，测定，平均回收率为 96． 

8％，计算 RSD为 1．3％。 

样品测定 称取不同罗汉果品种样品干燥粉末 

1g，精密称定，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精密吸 

取样品溶液 301~1，置磨 口具塞试管中，挥尽溶剂，按 

上法显色，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 

1．2．4 罗汉果皂苷 V含量测定 色谱条件 岛津 

Hypersil ODS Cl8分析柱(150×4．6mm，5 m)；流动 

相：乙腈：水 =23：77(v／v)；流速 0．5ml／min；检测波 

长 210nm。灵敏度 0．1000Aufs；柱温为室温；进样 

量 ：101~1。 

对照品的制备 精密称取罗汉果皂苷V对照品 

12．5mg，置于 10ml容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刻度，混匀，作为母液备用。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干燥后的罗汉果 

样品粉末 0．5g，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甲醇 

25ml，摇匀，密塞，称重，超声处理 30min，取出、放 

冷，再次称重，加甲醇补足减失，摇匀、过滤，滤液再 

过微孔滤膜(0．45Dm)，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标准曲线的制备 用母液分别配制成 1．25、1． 

00、0．75、0．50、0．05mg／ml的对照品溶液，进样量 

101~1，以峰面积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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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回归方程为 Y=221571X一1807．7，r=0． 

9996。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在0、0．5、1、2、4、8、 

12h时分别进样，记录峰面积，计算 RSD为 2．3％，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h内稳定。 

精密度试验 取一定浓度的罗汉果皂苷 V对照 

品溶液，吸取 10 l进样 ，重复5次，记录峰面积，计 

算 RSD为 1．9％。 

重现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样品5份，精密称定， 

制备供试品，进样 ，测定罗汉果皂苷 V含量，计算 

RSD为2．8％。 

回收率试验 取含量已知的样品5份，每份约0． 

5g，分别精密加入罗汉果皂苷 V对照品适量，按供 

试品制备方法操作，进样测定，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95．8％，计算 RSD为 1．7％。 

样品测定 取不同罗汉果品种样品干燥粉末 0． 

5g，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HPLC法测定含 

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单株产量 

在相同的栽培管理条件下，三个罗汉果品种组 

培苗的单株平均产量在 56—117个果实之问(表 

1)。方差分析表明三个罗汉果品种组培苗在产量 

上有显著差异(P<0．05，表2)。青皮果组培苗平均 

单株产量最高，为 105个。若以每亩 180株植株计 

算，青皮果、红毛果和长滩果组培苗的亩产量分别达 

到18 900个、16 740个、11 880个。 

采 1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单株产量(个) 

表 2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单株产量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S 

组内 

总变异 

显著性表示 Pr≥ F的概率 

2．2 不 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果 实大小 

三个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果实短径长度在 

4．89—5．29era之间(表 3)。方差分析表明三个罗 

汉果品种组培苗的果实短径有显著差异(P<0．05， 

表4)。青皮果组培苗的果实中，大果 、中果所占比 

例比其他两个品种组培苗高，达到70％以上。 

表 3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果实短径比较(em) 

+表内数据为每个小区随机选取 10株，每株选 15个果实，3次 

重复测定的平均值 

表4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果实短径方差分析 

+显著性表示 Pr≥ F的概率 

2．3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总皂苷的含量 

三个罗汉果品种组培苗 的总皂苷含量在 3． 

91％ 一4．32％之间(表5)，稍高于常琪报道的总皂 

苷含量 。方差分析表明三个罗汉果品种组培苗 

的总皂苷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表 6)。其中青 

皮果组培苗总皂苷的含量比其他两个品种组培苗的 

含量高，为4．25％。 

表5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总皂苷含量(％) 

表6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皂苷含量的方差分析 

十显著性表示 Pr≥ F的概率。 

川 

抛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24 生物技 术通报 Biotechnology Bulletin 2006年增刊 

2．4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皂苷 V的含量 

三个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罗汉果皂苷 V含量 

在 0．95％ ～1．30％之间(表 7)，与李典鹏和 Helena 

C．Makapugay报道的罗汉果皂苷 V含量相近  ̈ 。 

方差分析表明三个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的罗汉果皂苷 

V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表8)。其中长滩果组 

培苗的罗汉果皂苷 V含量为 1．26％，比其他两个品 

种组培苗高。 

表 7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皂苷 V的含量(％ ) 

表 8 不同罗汉果品种组培苗皂苷 V含量的方差分析 

十显著性表示 Pr≥ F’的概率 

3 讨论 

3．1 从经济性状比较来看，青皮果组培苗比其他两 

个品种组培苗高产，大、中果所 占比例较高，罗汉果 

总皂苷和皂苷 V含量也较高，因此，建议在罗汉果 

生产上将青皮果组培苗作为优良种质加以大面积推 

广栽培。 

3．2 罗汉果传统繁殖方法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 

殖。前者又称种子繁殖，即利用罗汉果种子播种获 

得苗木；后者包括嫁接繁殖和压蔓繁殖两种方法，其 

中压蔓繁殖在罗汉果育苗上应用最广。但是，长期 

不加选择的无性繁殖和人工授粉，造成了罗汉果品 

种混杂、种性退化、产量下降等诸多问题。借助于现 

代生物技术从现有的栽培品种或类型中选择优良单 

株进行组培繁殖，可以当年挂果且进入丰产期，高产 

性状非常突出。根据生产实际调查表明，与压蔓苗 

相比较，罗汉果组培苗挂果株率达到 95％以上，产 

量提高5～10倍。 

3．3 本研究对广西三个常见栽培品种组培苗的产 

量和质量性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还需对引起各个 

栽培品种组培苗之间的产量和质量差异的原因以及 

各性状特别是果实性状之问的相关性作进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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