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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不同种源的有效成分含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 

明，东部地区的知母中菝葜皂苷元含量都在 1％以上，其中河北 

易县、涿鹿、北京松 山和黑龙江泰康为含量较高 ，最高可达 到 

2．4％，最低的河北涉县含量为 0．6％。西部地区的 11个产地的 

平均值为0．77％，经统计分析东西两地产知母有效成分含量存 

在极显著差异，详见表1。因此，为确保知母的疗效，建议使用知 

母药材时考虑道地性因素。 

大庆 1．06±0．22 ll 辉县 0．19-t-0．04 
泰康 2．13 4-1．03 ll 灵丘 0．29 4-0．09 
突泉 1．04±0．12 ll 盂县 3．47±0．12 

涿鹿 2．44 4-0．07 lI 绛县 1．47-+0．19 

内丘 1．22-+0．22 ll 吴旗 0．56 4-0．01 

基 ： 圭 ： 0 固厦 ： ： 

3 种质的保存 

课题组每年将收集的种质，分别种植在河北易县、北京密云， 

在当地分别建立一定规模的资源圃，按照相关的管理章程对资源 

圃进行管理，对生长状况定期进行调查收集数据并对种子进行相 

应的收集保存。 

4 对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指出，我国急需建立中药资源可持续 

发展系统，应利用高技术手段对中药资源产量、蕴藏量、主产区分 

布及需求量进行数据库管理，形成中药材信息管理系统、中药材 

资源蕴藏 一需求预测系统和决策系统。根据需要生产，克服泛栽 

滥种，力求做到适时、适度、合理，并且规范中药材栽培种植，以保 

证中药材安全。李隆云等 认为保存和研究中药材品种资源是 

中药新品种选育的需要，是物种多样性保护的需要 ，有利于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中药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因此结合相 

关政策和课题组调查情况认为完善政策和加强基层管理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4．1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保护力度 目前国家已经制定相应的关 

于保护药用物种的法规、条例，如《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等。以上政策的正式施行使中药资源保护与管理有法可 

依，丰富和发展了资源保护的内容，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和合理 

利用中药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杨卫彬等 建议应密切关 

注受威胁的物种 ，对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健 

全中药资源管理法规，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宣传，唤起公众对中药 

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和对中药资源的保护意识，为中药资源保护工 

作的开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4．2 加强基层管理 中药资源保护工作顺利成功地进行要以国 

家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地方的积极有效的响应为前提，地方要根据 

具体的实际情况(当地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等)准确地落实政策， 

以保证政策的有效开展。 

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基层从事中药事业相关人员的知识结 

构不系统、完整 ，所以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思想觉悟是非 

常有效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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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操作规程明确规定了罗汉果的种质特性、种源地环境和组培苗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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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中药 

材 GAP)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中药材生产将从传统的自发 

式的落后状态 ，逐步 向现代化、规范化水平转化。对中药材生产 

全过程各主要环节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 中药材质量“稳 

定、均一、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其 

核心是针对各地的生产品种、环境特点、技术状态、经济实力和科 

研实力，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达到中药材 GAP要求的方法和措 

施 ，即标准操作规程(SOP)。罗汉果植物学名“光果木鳖”，别名 

拉汉果，假苦瓜。《中国药典》(2005年版，I部)收载的罗汉果 

来源于葫芦科(Cucurbitaceae)罗汉果属 Siraitia罗汉果 Siraitia 

grosvenorii(Swingle)C．Jeffrey ex Lu et Z．Y．Zhang(Momordica 

grosvenori Swingle)的果实 。罗汉果野生资源零星分布于热带、 

亚热带区域内，在北纬21—25。，东经 106～111。之间，垂直分布 

于海拔 250～1 000 m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层深厚肥沃的 

土壤中，在较荫蔽、凉爽、多湿、多雾、日照短、日温差大的山谷林 

下或湿润山坡上 。 。罗汉果野生变家种已有数百年历史，20 

世纪 50年代开始，人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现以广西桂北地区为 

主，广东、湖南、福建、贵州、江西等省区也已引种栽培。为了满足 

逐步走向规范化、规模化的中药制药的需要 ，笔者于2002年起 ， 

开展了罗汉果种苗繁育的专项研究 ，并初步制定出其标准操作 

规程。 

1 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按照我国中药材 GAP，制定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罗汉果组培 

苗规范化繁育生产操作规程，明确规定 了罗汉果的种质特征、种 

源地环境、育苗技术等，分别从品名、种源地、生长环境、组培苗生 

产等内容进行了论述。本规程适用于广西罗汉果主要产区。 

2 引用标准 

2．1 GB5084—9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2．2 G3B3095—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2．3 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2．4 GB4285—89农药安全使用标准。GB／T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3 种源基地 自然条件 

3．1 自然地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地区是罗汉果的主要产区，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种植历史。该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冬暖夏 

凉，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温度 19．3~C，降雨量 1 891 mm，无霜期 

312～332 d。土壤属红壤土带 ，以红壤为主。土层深厚，耕作 

性好。 

3．2 生态环境检测 按照中药材 GAP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 

量标准》，在桂北的兴安 、永福和龙胜县范围内，选择远离工矿区 

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罗汉果适生地作为罗 

汉果种源基地，对其土壤和水质两项环境质量进行检测。根据广 

西测试分析研究中心检测结果，土壤质量优于《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 ，灌溉水水质符合《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5084—92)中的标准。 

3．3 立地条件选择 选择避风向阳水源充足的山坡地或地势较 

高的平地、水田种植，忌在风 口、低洼积水处种植。土层为深厚， 

疏松、湿润、肥沃、排水良好，pH值6—7的壤土。 

4 植物生物学特性及生长习性 

4．1 生物学特性 罗汉果为多年生草质攀援藤本。茎暗紫色，单 

叶互生，卵形 、长卵形或卯状三角形 ，卷须生于腋侧，顶端二分又。 

雌雄异株。瓠果矩圆形 ，种子淡黄色，扁长圆形。罗汉果在广西 

产区，3～4月，旬温 15％以上时，块茎颈部休眠芽开始萌动，4月 

中下旬抽梢 ，新蔓在 5～8月生长迅速，每天可长 3～10 cm；6～9 

月中旬，旬温22．5～28．5 ，结果蔓陆续或间隙显蕾、开花，7月 

为盛花期 ，9月下旬后所开的花为无效花，果实不会膨大，8～11 

月果实分批分期成熟，果实生长期 60～85 d；11月中旬后，旬温 

降至15℃，地上部分逐渐枯萎倒苗，从块茎部上10～15 cm剪断， 

将地下块茎培土越冬。全年生长期 240～262 d。罗汉果的结果 

年龄，因品种、栽培技术而有差别。用传统种薯种植 ，青皮果两年 

开始结果，少数1年也能结果；拉江果2～3年结果；长滩果 3～4 

年才结果 ’ 。青皮果盛果期 3～6年，长滩果盛果期长达 10～ 

l2年。用组培苗种植，一般当年结果。 

4．2 生长习性 罗汉果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对生态条件 的要求。 

喜温，怕霜冻。早春低于15℃新梢停止生长，13℃以下就出现枯 

梢，22～28cC生长良好，35℃以上高温对其生长发育不利，果实发 

育受阻，坐果率明显下降。罗汉果要求空气湿度在75％以上、田 

间持水量在60％～80％的条件下生长。因此要求栽培地雨量充 

沛，年降雨量为 1 366～1 929 mm左右。罗汉果为短 日照植物， 

幼苗期耐荫，忌强光 ，在半荫蔽的环境中生长发育良好，每天有 6 
～ 8 h光照就可以满足其生长发育需要。罗汉果对土壤要求不很 

严格。除砂土、粘土和排水不良的低洼地外，一般土壤均能生长。 

以排水 良好、土层深厚、含腐殖质多的壤土 ，红黄壤最为适宜。 

5 种质特性 

经调查 ，罗汉果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野生品种较少分 

布，以栽培品种为主。主要栽培品种有青皮果、长滩果、拉江果、 

红毛果、冬瓜果、茶山果，此外还有大罗汉、马铃果、红仔仔果等其 

余25个品种。其中青皮果抗逆性较强，产量较高 ⋯，是目前 

广西桂北地区栽培面积最广的品种⋯』。不同品种植物形态生长 

特征见表 1。 

表 1 罗汉果不同品种植物形态和生长特性比较 

6 室内培养方法 

6．1 外殖体取材及处理 在罗汉果无检疫性病虫害的原种圃或果 

园内，选择无病虫危害、性状优良的植株为采集对象。于罗汉果生 

长旺盛期选择在晴天的上午l0点以前采集外植体，在采集的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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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及采集前 2 h，对选定好的植株用杀菌剂喷雾灭菌。选取长势 

强旺，无病虫危害，已现蕾的嫩枝20～30 cm，剪除部分叶子保留叶 

柄，整齐放入保鲜袋内封口，然后放入已放置冰块或冰袋的保温容 

器中，材料与冰块之间用纸隔开，避免冻伤材料，并要防止冰块溶 

化的水进入保鲜膜内。以最快的方式运回组培室进行消毒灭菌。 

灭菌前用手术刀把多余的叶子切去，再切成 3—5 cm带腋芽的茎 

段，按老嫩程度分别放入灭菌过的玻璃瓶内，每瓶材料所占空间不 

超过瓶子容积的 1／3。再放入 0．1％升汞溶液放在振荡器上进行 

振荡消毒6～8 ra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次以上。 

记录包括品种名称、种植地点、种植户、海拔高度、田问环境 

简况、取材时间、取材人等，以便跟踪观察。 

6．2 诱导培养 
6．2．1 接种 将灭菌好的茎段切成 1—2 cm长的带芽茎段，用镊 

子夹起斜插入诱导培养基上，腋芽朝上，尽量让腋芽刚好与培养 

基表面接触，拧紧瓶盖。及时放入培养室进行暗培养。 

6．2．2 诱导培养 暗培养一个星期左右，当外植体材料长出无菌 

芽后每天给予一定的光照，无菌芽长到相当高度时剪成带一个腋 

芽的茎段接种于继代培养基中，茎尖接种于配方为：MS+BA0．3 

0．6 m L+NAA0．04～0．08 mg／L+椰子水 100 ml+白糖 

2．5％+琼脂4．0 mg／L，pH 5．6的诱导培养基中。在接种3～5 d 

后检查培养材料有无真菌和细菌污染。待苗长出3片以上功能 

叶时进行是否带毒检测。及时清除带病小苗。茎尖长势太慢时， 

应及时变换配方诱导出芽。 

6．2．3 继代培养 把诱导培养的材料剪取每个节间及顶芽用微 

型扦插的方法转入配方为：MS+BA 0．2～0．5 mg／L+NAA 

0．04／IAA0．1 mg／L+白糖 2．5％ +琼脂 4．0 mg／L，pH 5．7的增殖 

培养基中。在暗室培养5—7 d长出愈伤组织和芽 1～1．5cm时 

逐渐加强光照，每天开荧光灯照射 1～2 h，在材料长至2～3cm时 

每天光照4～5 h，当材料达到所需高度时，每天光照10 h，强度为 

2 000 Lx。培养间的温度应白天保持在24～28℃，夜间保持在2O 
～ 24℃。当苗势弱时，应马上进行转接，并适 当加大激素 

浓度 。 

6．2．4 生根培养 把继代培养好的材料剪取每个节问及顶芽用 

微型扦插的方法接人配方为：MS+BA 0．05 mg／L+IBA 0．12 mg／ 

L+IAA 0．08 mg／L+活性炭0．1 g／L+白糖 2％ +琼脂 4．3 nag／ 

L，pH 5．8的生根培养基后，放入暗室中带盘堆放 5 d，翻堆清除 

污染苗，再培养3 d，待其根系长出时移至培养架上摆放，根据苗 

的长势，逐步加强光照，至叶绿茎粗。培养前期温度白天保持在 

30℃左右 ，夜间保持 20—24℃，以利根原基 的形成。当苗高达 3 

cm以上时，逐步降低培养问温度至 15~C，再把苗拿至大棚 

炼苗 。， 。 

7 移栽炼苗 

7．1 大棚选址构建及灭菌 温室大棚应选择在背风向阳、地势 

高、供排水良好、便于管理、交通方便、无任何污染的地方构建。 

温室大棚应采用透光性强、保温性好的塑料薄膜或阳光板作为覆 

盖材料。棚内应有配套的喷淋设备、控温设备、调湿设备、遮阳设 

备、防虫网。大棚密闭用熏蒸剂消毒处理。 

7．2 苗床的构建及基质准备 苗床宽 1．2 m，高于地面 10 cm，各 

苗床之问应留有 0．3 m宽的工作通道。苗床表面铺一层隔离物 

(煤渣 、板材)将营养杯与地面隔开，避免苗床积水 以及线虫危 

害。加温设施的管线放在隔离物下面，苗床每公顷撒用 6 000 kg 

石灰消毒。 

取土质疏松、透气、透水、肥效好的水库泥与鸡粪生物肥充分 

拌匀制作营养土(比例为7：3)，以保证土壤湿度在 60％以内，避 

免结块。定植前 5 d再用生物类制剂按比例兑水浇透营养杯土， 

消毒灭菌，杀灭线虫。 

7．3 移栽炼苗 二月上旬将瓶苗移进大棚，按一定距离摆放在 

大棚里进行为期 15 d的炼苗，避免强烈 阳光直晒，避免过高、过 

低温度的出现，让其逐步适应自然条件。在移栽前3 d将瓶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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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用杀菌剂对小苗喷雾。防止小苗受细菌、真菌的危害而染病。 

移栽的前 1 d给瓶苗内淋入少许纯净水使培养基软化。 

用镊子将瓶苗夹入水盆中，用吸水球将根部黏附的培养基清 

洗干净，按高度将种苗分等级放开，栽种不宜过深，以固定好植株 

不倒 ，根不外露为宜。栽种做到根土密接 ，浇透定根水。苗床每 

隔 l m用一根竹骨架支撑。用塑料薄膜覆盖成小拱棚，薄膜四周 

压实 ，大棚用90％遮阳网遮阴，避免光照过强灼伤幼苗。 

7．4 育苗管理 

7．4．1 温度控制 前期棚内温度保持在 24～30~C。白天温度控 

制在35℃以下。温度过高时启动降温设备，并将小拱棚开口通 

风。夜问保持 20~C左右，最低不低于5~C。为保证棚内温度变化 

平缓，低温天气应加温。后期应去掉小棚，去掉大棚遮阳网，让其 

适应外界气温变化。温度过高时采取通风降温措施。 

7．4．2 湿度控制 幼苗移栽后维持在相对湿度为 80％环境中， 

发现基叶片较干时，可进行适当的喷雾，在定植后的7 d内苗床 

应密闭，此后可逐渐多开口通风、或使用抽湿机降低湿度，后期揭 

开小棚适应外部环境。 

7．4．3 光照控制 保持大棚薄膜的清洁，增加透光度。前期要拉 

上遮阳网，避免阳光直射。在确保苗床温度的前提下，小拱棚 中 

期要少揭多盖。后期全部揭开小拱棚，去掉大棚遮阳网，延长光 

照时间，增加光照强度。 

7．4．4 水肥管理 渡过缓苗期后，用800倍富华农叶面肥、稀土微肥 

交替喷淋，7 c 次。无论人工、半自动喷灌都要求喷洒均匀，水滴成 

雾状，避免过大水滴击伤幼苗或冲走营养土。20 d左右，待新根新叶 

长出后补充硼、钙肥。应将死苗、病株及时剔除，及时补苗。 

7．4．5 苗期病虫害的防治 幼苗较嫩弱，应密切注意温度、湿度 

和光照的变化，防止高温高湿引起病害。每隔7 d喷施 50％的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1 000倍猝枯灵。视苗的状态喷施 

霜霉威、广枯灵、翠贝防治炭疽病，疫病、霜霉病。视虫害情况喷 

施富华农叶面清洁剂，防治害虫。 

7．4．6 装筐出苗 育苗时间达到45 d以上时(一般为 4月上 

旬)，将茎杆粗壮、叶色浓绿的健康苗按高矮分别装入竹筐或塑 

料筐，每筐苗数一致 ，及时浇透水，做好种子标签 ，运输前做好植 

物检疫，手续随车同行。运输车应有车箱遮避风雨在夜 间行车， 

避免高温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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