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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与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
微量元素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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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对比野生与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的变化 , 分别采集野生川西獐牙菜与种

植青海川西獐牙菜种子采收前后的全植株 ,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了其铜、锌、铁、锰、钴等

微量元素含量。结果表明 , 野生川西獐牙菜较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含量高 , 种植川西

獐牙菜在成熟种子采收后较采收前 (花果期) 铁、锰、钴、锌等元素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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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道药材川西獐牙菜 (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 是一种珍稀的高原野生植物 , 也是一种

常见的藏药[1 ] 。作者[2 ]已测定了其中钾、钠、钙、镁等矿物质常量元素含量。而微量元素在生物

组织中的存在量虽然极微 , 但作用却十分巨大 , 它们与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等生命现象 ,

有着极密切而重要的联系[3 ] 。因为它们以极微量组成酶、激素、维生素等活性基团的活动中心 ,

或以极微量而成为酶等活性基团的激活因子 , 而这些活性基团又是以极少量对比它大得多的底物

产生作用 , 使体内一些生化反应加速数万倍甚至上亿倍[4 ] 。本文又分析了其铜、锌、铁、锰、

钴、镍等微量元素含量 , 为川西獐牙菜人工种植技术的开发研究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开发 , 种植

与野生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材料

川西獐牙菜种子 : 采集于青海省玉树州通天河谷地的野生植物居群 (海拔 3 549～3 602 m) 。

野生与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 : 2003 年 6 月人工播种川西獐牙菜于青海省平安具有农田林网

的水浇地农田 , 种植地区海拔为 (海拔 2 550 m) 。2004 年 9～10 月期间 , 分别在青海玉树地区采

集野生川西獐牙菜全植株样品 (海拔 3 550～3 610 m) , 在 20 m ×20 m 样方内采集野生川西獐牙

菜全植株约 30 株 , 分析样品随机抽取 5～7 株。平安种植区内成熟种子采收前 (花果期) 与采收

后的植物全植株样品各 5 份 (均为两年生) 。待样品自然阴干后分别用自来水、纯净水冲洗干净 ,

于 80 ℃下烘干后 , 用玛瑙研钵研细 , 过 100 目筛 , 置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112 　仪器与方法

11211 　分析仪器　TAG 986 原子吸收光谱仪 (北京普析通用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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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分析方法　准确称取样品 11000 g , 加入 10 mL HNO3 和 2 mL H2O2 , 冷浸过夜 , 于 70～

100 ℃低温加热消解 3 h , 冷却后转移到 100 mL 容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定容。样品中铜、锌、铁、

锰、钴、镍含量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 分析均采用标准曲线法。各元素标准回收率为 9812 %

～10318 %。

2 　结果与讨论

211 　野生与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特征

青海平安地区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于采收种子前 (花果期) 与采收种子后和青海省玉树地区、

四川川西地区野生川西獐牙菜全植株中铜、锌、铁、锰、钴、镍等微量元素的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野生和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含量 (干质量) 单位 : 10 - 6

地 区 采样时间 Cu Zn Fe Mn Co Ni

平安 (种植)
9 月 (花果期) 16114 ±0132 32140 ±0157 196180 ±3148 29185 ±0156 0166 ±0101 3185 ±0102

10 月 (采种后) 17116 ±0140 51172 ±0193 357170 ±2193 55129 ±0136 2145 ±0102 4129 ±0103

玉树 (野生) 9 月 (花果期) 20162 98155 267100 108190 3121 4101

四川 (野生) 9 月 (花果期) 17185 35112 304160 62175 0191 3148

由表 1 可见 , 野生青海川西獐牙菜以青海玉树较四川川西地区铜、锌、铁、锰、钴、镍等微

量元素总含量高 , 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在成熟种子采收后较采收前 (花果期) 铁、锰、钴、锌等

元素含量高为微量元素特征之一。提示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主要分布于植株的茎杆部

位 , 而花果和种子中微量元素含量低于茎杆部位。随着花期到采种后植物的枯萎 , 植株中蛋白质

等有机类物质的大大减少也许是微量元素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 即在植物生长的后期 , 植株中微

量元素含量的快速增加可能是相对的。其中花果和种子中微量元素含量并未造成花期全植株中微

量元素的明显变化 , 因为在植物生长的枯萎期 , 合成有机类新物质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 , 植株

中可能难以形成体内铁、锰、钴、锌等微量元素急剧增加积累的生化代谢途径。

青海玉树地区野生川西獐牙菜中锌、锰元素含量是平安地区种植川西獐牙菜中相应元素含量

的 2～3 倍 , 野生青海川西獐牙菜较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含量高是其又一特征。提示

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含量具有地理性分布特征 , 即野生青海川西獐牙菜和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

中微量元素含量与该植株生长的土壤、水分、日照、气候等生态因子有关。从植物必需营养元素

的功能看 , 铁在叶绿素合成过程中有促进作用 , 锌在植物生长素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 锰在

光合作用中有重要作用 , 铜能提高植物的呼吸强度[5 ] 。平安地区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相对于玉树

地区野生川西獐牙菜有较为适宜的水分、温度等有利的生长环境。因此 , 玉树地区野生川西獐牙

菜相对于平安地区种植川西獐牙菜需要积累更加充足的微量元素营养 , 以完成相对较短生长期内

的生命周期。提示 : 川西獐牙菜中铜、锌、铁、锰等必需微量元素营养成分的有效积累对植物的

快速生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212 　采收种子对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中微量元素的影响

必需微量元素也是人体代谢和健康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铁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

和某些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可帮助氧的运输[6 ] 。锌与多种酶、核酸及蛋白质合成密切相关。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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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氧化酶的组成成分。锰是许多酶的组成成分或活化中心。锌、铜、锰、铁都显示出对机体免

疫功能有重要影响[4 ] 。仅从微量元素的作用机理看 , 采收种子后的种植青海川西獐牙菜更有药用

资源的价值 , 即花期后可能为采收种植川西獐牙菜药用资源的最佳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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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ce Elements for Cultivated and Wil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of Qinghai Province

LI Tian - cai , CHEN Gui - chen , SUN Jing , ZHOU Guo - ying , HAN You - ji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 China)

Abstract : Wil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and cultivate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of the seeds matured ago and

later were collected ,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change of the trace elements that the wil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and cultivate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of during the seed matured ago and later , the content of trace

elements as copper , zinc , iron , manganese and cobalt was by atom absorption spectrum instrument . The re2
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trace elements is higher the wild than cultivate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The elements content of the iron manganese cobalt and zinc is higher that the seeds matured later than ago in

the cultivate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Key words : cultivate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 wild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 tra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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