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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中药九眼独 活鉴定
、

资源
、

化学成分
、

药理活性
、

组织培养
、

醉及遗传学方面 的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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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一。似 �

姗�� � � � � � �� �

毗� �� �� 
� ���

� � � � ��� �� 沂叨��� �
,

心
� �犯� , ���而 ��� � �

�� ��� �� !
, �
���

� �
�� ��

,

�

呵�� �� � 罗� � ��� � �� ��� 击���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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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袱��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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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 �

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讯� �� ���
,
�� �

�
� ,

�� �而以 ��  ! ���� � �� 。
,

户
�

�
�� �� �公 �� �朽��

,

�� � �� �眠
, � �� �� � �� � �� �� ���

中药九眼独活具祛风和血
、

解热镇痛
、

疏

风补虚
、

利尿消肿之功效
,

主要用于治疗风湿

痹痛
、

腰膝酸软
、

头痛 目眩等证
,

在我 国有着

较为悠久的药用历史
。

由于该植物开发利用

价值大
,

近年研究报道较多
,

本 文就其鉴定
、

资源
、

化学成分
、

药理学
、

组织培养
、

酶及遗传

学研究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 综述如 下
。

一
、

品种鉴定及资源调查

本草 考 证 发 现 九 眼 独 活 药 用 始 于 明

代 ���
,

现在 习惯将九眼独活作为 中药独活的

一个品种使用
。

长期以来 国内对其基源植物

存在争议
,

国外应用也较混乱
,

日本称食用土

当归视为 伪防
,

其根 既作为 日本独活 ��
�

刀诫吐。招�
,

又作 日本 羌活 肠
一 尺阳入加。� 人

药 �在 中国羌活 只源于羌 活属 八�‘叩切。瞥‘�。

植物
,

而在 日本
、

韩 国则还包括 山芹属 植物

。�‘�

�
�几昭‘�“‘。 及食用土 当归 �� �

。

市场调查发现九眼独活主要在西南地区

药用
,

药材来源于 � 种五加科惚木属植物 �
食

用土当归 ��� �她 �� 阳阮�� 跳娜�
� 、

龙眼独活 �
�

户哪
��� 声’��诚

� 、

柔 毛 龙 眼 独 活 �
�

几�几州

月恤门明活
,

主流品种为食 用土 当归 的根及根茎
,

龙眼独活仅是混人使用
,

可能系药源紧张带

人的品种
,

但川
、

陕
、

鄂一些草 医将其作为九

眼独活应 用 �柔毛龙眼独活仅在鄂西
、

川西及

川西北民间药用
。

这澄清国内长期将柔毛龙

眼独活
、

食用土当归视为 中药九眼独活商品

药材基源植物的错误认识
。

资源调查表明 �

种九眼独活以野生 品为主
,

主流 品种食用土

当归主要分布长江流域及 以南 山区
,

四川阿

坝
、

甘孜
、

凉山等州为主产区
。

长期以来由于

只采不种
,

野生资源受到破坏
,

作者试种表明

野生变家种是可行 的
,

这对野 生资源保护及

开发药用资源是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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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九眼独活在原植物及药材性状上存

在较大差异 �� 
,

化学成分亦不相同
,

薄层层析

表明龙眼 独活 与食 用土 当归化学 成分 较接

近 �显微鉴定发现三者在根韧皮部 占根横切

面的比例
、

簇晶的分布
、

本质部分是否分体及

分体数目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闭
。

二
、

化学成分研究

�一 �皂武

从日本产 食用 土当归地上部 分分 离到

� 种皂贰成分
� � 一 。一

【�
一 � 一 毗喃木糖

�

�� � � �
一
�
�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一
齐墩果

酸
、

� 一 。一 【�
一 � 一 毗喃半乳糖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
一
��

一 � 一
日
一 � 一 毗

喃葡萄糖齐墩 果酸
、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半

乳糖
一
��� ��

一
�日

一 � 一 毗喃木塘
一 �� � ��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一
��

一 � 一
母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齐墩果酸
、

� 一 。一 【�
一 � 一 毗喃

木糖
一
��”�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常

春藤皂贰元
、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半乳糖

一 ��

� �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一 。一 印
一 �

一 毗喃半乳塘
一 ��� ��

一 日一 � 一 毗喃葡萄糖

醛酸〕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常春藤皂

贰元
、

� 一 � 一 日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齐墩果

酸
、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一 � � 一 。�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 齐墩 果酸

、

� 一 。一 【�
一 �

一 毗喃半乳糖
一
��� ��

一
日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

醛酸」齐墩果酸
、

� 一 。一 【日
一 � 一 毗喃木糖

�

��一�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酸 〕

一
��

一 。�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齐墩果酸

、

� 一 � 一
【日

一 �

一 毗喃木糖
一
��� ��

一
�
一 � 一 毗喃葡萄糖醛

酸〕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毗 喃半 乳 糖 齐墩 果

酸 � � �
。

�二 �二祛数酸

迄今为止从食用土当归中分离到 � 种二

菇狡酸成分
�
拷利烯酸

、

海松酸 �又称东北土

当归酸 �� �� �� �� �心
。 �� 记 �

、

海松醇
、

二经 拷利

烯酸
、

�� 经基海松酸
、

� 一 酮海松酸
、

��
一 经基

海松酸
、

�� � 一 经基拷 利烯酸
、

�� 一 经基 拷利

烯酸 �
‘� 。

至今未从惚木属木本植物中分离到以海

松酸为代表的二菇竣酸成分
,

此类成分似是

该属植物草
、

木本类群的化学分类学依据
。

�三 �聚乙炔化合物 ��  ! , �� �� ��
。

从 日本产食用土当归地上部分已分离到

4 种聚乙 炔化合物
:
佃
c
面nd iol 及 ds hydro fa lca

ri诫011 51
,

佃cari ndi ol
一

8
一 二

etat
e 及

d山ydro fal
ca d ndiol 一

s
一 即etat

e[7] ,

从龙眼独活

根茎 中亦分离到 fal
c
ari
ndi ol[

“]
。

( 四 )香豆精成分

从龙眼独活根茎 中分离到伞花 内醋
、

秦

皮乙素
、

东食若素
、

东蓑若酮等简单香豆精成

分[81
,

这些香豆精成分 具抑菌
、

抗炎
、

解痉镇

痛
、

祛风除湿等作 用
,

与龙 眼独活 的祛风 除

湿
、

止痛
、

通经络的传统应用相符合
。

( 五)挥发油

日本 产 食 用 土 当 时 鲜 根 含 挥 发 油

0
.
价%

,

从 中分离到茨烯
、
a 一 救烯

、

7
一
松 油

烯
、

香桧烯
、

月桂烯
、

柠檬烯
、
a 一 古巴烯

、

律草

烯
、

反式及顺式香桧烯水合物
、

松油烯
一 4 -

醇等
,

其中柠檬烯 占 30 % ;另从 日本产野 生

及栽培食用土当归中分离到茨烯
、
a 一 旅烯

、

p

一 旅烯
、

香桧 烯
、

曹烯
一
3

,

月桂烯
、
a 一 柠 檬

烯
、

罗勒烯及对伞花烃
,

而且野生品挥发性成

分较栽培品高 3倍 ;国产食用土 当归根及根

茎含挥发油约为药材阴干重的 0
.
42 %

,

已分

析出以三环菇为主的 36 种成分
,

与 日本产者

相 比
,

成分及含量差异较大闭
。

日本产食用土当归嫩芽精油含量为鲜重

的 0
.
07 5 %

,

成分有
。 一 律草烯j

一
芹子烯

、。

一
旅烯

、

p

一
旅烯

、

香桧烯
、

月桂 烯
、
Q 一 柠檬

烯
、

p

一 石竹烯罗勒烯
、

8
一 毕橙茄烯

、

对伞花

烃
·

松油烯
一 4 一 醇等[,]

。

用吸香法 一 毛细管 G C 一 M S 对食用土 当

归根 中的芳香成分进行研究
,

鉴定 出 Q 一 律

草烯
、

正已醛
、 。 一

旅烯
、

日
一 旅烯及对伞花烃

等 17 种 成分
,

干根 中含 0 刀以)25 % 牡 丹 酚

(pae
ono l)[

‘0 1
。

食用土当归嫩茎 用水搅匀
,

乙醚提取物



泊rr 比K沦u ti
e 公 Pra c ti e e V ol

.
16 19 98 N o

.
1

经硅胶层析及气相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日本及

朝鲜产者分别含 45 及 114 个化合物
, 。 一

旅

烯书
一
救烯及香桧烯 占挥发 油的 84

一
88 %

,

从朝鲜产者 还检测 到 1
一 甲基

一
4(

一
1
一 甲

乙基 )苯
、

3
一 三癸烯

一
l
一
炔

、

2

,

3

,

4

,

5

,

6

,

7
-

8 氢 一 I H 一
苟 酚

一 2 及 8 氢 一 4 一 甲基 一
6
-

(
一 l 一 甲乙基 )

一
3

,

5
一
二氧

一 4
a(

2 H )
一 禁

醛[“ ]
。

( 六 )木质素

从食用土 当归 中分离到木质 体
,

通过光

谱及化学降解对其性质进行了研究
,

IR 及13 C

一
N M R 显示其为二嗯 烷木质体

,

即愈创木基

一 丁香醇基木 质体 的对经基苯 甲酸酷
,

碱性

硝基苯氧化及 硫代 酸化试验发 现丁香醇基
、

愈创木基分子 比率分别为 1
.
3 及 1

.
2 ,

表明食

用土当归含愈 创木 基
一 丁香醇 基木质体

,

但

丁香 醇 基 木 质 体 的含 量 较 其它 被 子植 物

低 [‘2 ]
。

(七 )维生素

食用土当归嫩芽可供食用
,

经测 定其 干

品含维 生素 E 为 2
.
68 m 岁100 9

,

维 生素 C 为

17
.
84 m g/100 9

,

而维 生素 A
、

几
、

B
:
、

B
Z

等则未

测出
。

加热情况下
,

当 pH < 6 时嫩芽 中维生素

C 的氧化率低
,

50
% 以上的维生素 C 未被氧

化 [‘, ]
。

( 八)氮基酸

食用土 当归药材 至少含 17 种游 离氨基

酸
,

总游离氨基 酸含量 为 24 8
.
20 m 酬100 9

,

必

需氨基酸 占总 游离 氨基酸 的 7
.
8 % 〔l4] ;嫩芽

干品含 19 种水解氨基酸
,

总含量为 157 2m 岁

100 9
,

低 于 同 属 木 本 植 物
,

必 需 氨 基 酸 为

63 om g/ 100 9
,

占总量 40
.
10 %

,

嫩芽 中粗总蛋

白含量达 19
.
90 %

。

( 九 )微童元素

药材 及嫩 芽 中均含 Cu
、

Z
n

、

Fe

、

M
n

、

c
r
、

co

、

sr 等微 量元素
,

可作为 重要 的矿物 元素

来源
,

而 C d
、

Se

、

V

、

M
。 则未测 出

。

常量元素

Ca 含量很高
,

与解剖学研究中发现其组织 内

草酸钙簇晶较多是一致的
。

( 十 )其它成分

食用土当归及龙眼独活根及根茎中含有

齐墩果酸
、

三十烷酸等赦酸成分及豆菌醇
、

谷

菌酸等植 物 菌醇成分
。

日本人 曾用 70 % 的

乙醉提取食用土 当归可食部分后
,

对醉不溶

物测定 了蛋 白质
、

果胶质
、

粗纤维
、

中性洗涤

纤维及灰分的含量 [15]
。

三
、

药理学研究

食用土当归 中提取的海松酸及拷利烯酸

体外试验对肿瘤细胞株 A , 9、
X

F49

.
、

S K
一 M E L

一
2 及 Hc T1

5 表现出中等抑制活性〔16 〕;食用

土当归根 的正已 烷提 取物体外对 P3 88 D
; 有

细胞 毒 作 用
,

从 中提 取 的 伪功州ndi ol ( 工)
、

d eh yd
m fa 功硕诫ol(n )

、

几祀“ndi ol
一
8
一 ‘

etat
”

( 111 )及 de hydID fa 犯ari nd iol
一
8
一 ‘

etat
e
(W )

,

对

肿 瘤 细 胞 株 A脚
、

H C T 1 5

、

D 功l
、

M C
n

、

S

KO
V3

、

H l乃心
、

K5 42 及 玛38 D
I
试验 中

,

I 和

班表现的细胞毒性较 n
、

W 强
,

提示终端饱和

碳链和 3 位轻基对于活性是必要的[7]
。

食用土当归所含 海松酸
、

聚乙 炔化合物

坛犯ari 诫ol 及 de hyd功fa 功“汕ol 均具 强抗 菌
活性[

, ]
。

口服从食用土当归根中提取的拷利烯酸

300
1119/kg 及海 松酸 soo m g/kg

,

有镇痛
、

降低

体温
、

戊巴 比妥诱导麻醉持续时间延长
、

抑制

由甲苯丙胺 引起 的运动失调等显著活性
,

其

中海松酸的上述活性略差于拷利烯酸[
‘]

。

日本人曾将食用土当归所含的拷利烯酸

及海松酸与羌活
、

独活的止痛活性差异进行

研究 [
‘, ]

。

四
、

细胞培养研究

食用土当归茎及叶经组织培养可获得花

色贰
,

后者可用于食品加工及软饮料生产
,

开

发利用价值较大
,

这方面 日本学者研究较深

人
。

用 0
.
2 pp m 异硫氛酸荧光素处理食用土

当归培养物
,

不含花色贰的细胞有 肉眼可见

的绿色荧光
,

而含贰细胞荧光消失
,

在荧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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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下可将原生质中含花色贰与不含花色贰

的细胞 区分开
,

其原理为异硫氛酸荧光素的

绿色荧 光 (
~

525
nm )与绿 色 光 吸 收 (

~
53 0nxn )抵消

,

在此基础上发展 的流式细胞计

数可作为一种筛选含花色贰细胞的方法〔‘“]
。

食用土 当归茎或 叶 25 ℃用 M uras hi罗
-

sk oog
‘。培养基 (含 2

,

4
一
D )黑暗中培养 Zw k

,

形成的愈伤组 织用椰奶培养基培养
,

收集 紫

色细胞并用 M u哪hi罗
一
sk oo g

‘。
培养 基墨 暗

中培养 3w k
,

用酸性 甲醇提取 细胞 团 (639 )
,

分离到 8
.
7 9 花色素

一
3
一 。一 【p

一
D
一 毗喃木

糖(1
一
2 )

一
p
一 D 一 毗喃半乳糖试〕

。

黑暗 中 以蔗 糖作 为碳 的来 源
,

N

W
对

N 0 3- 的摩尔 比率保持为 1:4( l5 Inm
总氮)

,

通

过补充 N AA 作为植物生长素
,

激动素作为细

胞分裂素
,

可得到较高 的花 色贰产量
。

愈伤

组织黑暗中培养 3wk
,

花色贰 的产量 为培养

物干重的 13
.
0 %

,

所获总花色贰的 70 % 为花

青素
一
3
一 木搪半乳糖贰 [l0 1

。

从食用土当归茎或叶愈伤组织 中筛选出

花色贰高产细胞株
,

通过改变培养基种类
、

蔗

搪浓度和氮的来源
、

浓度 以寻求最佳培养条

件
:黑暗 中用 u ns m aier 一

S k oo g
‘。 培养基 (含

l
.
Om酬1 2

,

4
一
D 和 o

.
lm岁1 激动素)

,

2 %
( w/

司蔗糖及相应的氮浓度
,

花色贰最 高产量为

培养物 干重 的 10
.
3 %

。

调整 培养基 中氮的

浓度及 N民 对 No 犷 比率可获最佳细胞生长

及花色贰生产条件〔划
。

从食用土当归培养细胞 中分离到一种微

量花色贰
,

经 FA
B 一 M S 及 ‘H

, ‘3
C N M R 光谱鉴

定其为芍药花贰元
一
3 一 。一 p

一 D 一 毗喃木糖

(l 二
2)

一
p
一 D 一 毗喃半乳糖贰

,

系 主要花色

素的 3
‘ 一

O
一 甲醋

,

此外还就培养条件对花色

贰组成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
,

发现光照
、

高糖及

低硝酸盐可促进 主要花色素 的甲醋化[2l 〕
。

自食用土当归培养细胞 中筛选 出一些花

色贰高产细胞株
,

从 3 个不 同条件下 培养的

细胞株提取色素(花色贰 )
,

在酸性溶液 中考

察其色调
、

热及光稳定性
、

金属离子 的影响和

安全性
。

该粗色素在 p甩
.
2 一 6

.

0 时呈红色

至桔红色
,

p

H7

.

0
一 9

.
0 时呈紫红 色至紫色

,

可保持数 小 时不变
。

加热对其 色调 影响不

大
,

但萦外光 对其 色调的影响较对紫苏色素

的影响大
,

通 过对毒性金属元素 的定量分析

和其诱变性的生物学试验初步研究了该色素

的安全性
。

应用于一种软饮料的试生产
,

证

明从食用土当归培养细胞中获得的花色贰可

作为色素使用[22]
。

食用土 当归花色 贰高产细胞株的培养 已

从培养瓶 过渡到 10 升玻璃发 酵罐
、

95 升不

锈钢发酵罐
,

最 后到实验 性 500 升发 酵罐
。

通人 C仇
,

无光照悬浮培养
,

花色试含量为干

培养物 的 7
.
0 一 17

.
2 % (袱w )

。

在一次 500 d

试验 中
,

培养 16d 后细胞 团块增加 26 倍 (培

养物鲜重 69
.
2 kg )

,

花色贰增 加 55 倍 (产 量

545 9
,

含量为培养物干重的 17
.
2 % )〔23]

。

五
、

酶及遗传学研究

从食 用土 当归 中提 取到 肉桂醉脱氢 酶

(C A D )
,

纯化后 对其性质进行 了研 究
。

发现

其仅以 肉桂醇及 肉桂醛为底物
,

其 M
r
大致为

72戊心
,

含 2 个大小略为不同的亚单位
,

通过

从 N
一 端用澳化氛裂解得到的肤链 弄清其部

分氨基酸排列顺序[川
。

从食用土当归得到编码有 肉桂醇脱氢酶

亚单位的完整
。
D N A 克 隆

,

而且 经下 述 2 项

证明该克隆的一致性
:
从纯化 的食用 土当归

肉桂醇脱氢酸蛋 白中得到的肚链的氨基酸顺

序与
cD N A 的核昔酸相关区域 高度一致 ;带

有部分 cD N A 的 娜11 表达的融合蛋 白与纯

化的肉桂醇脱氢酶蛋白抗体起反应 〔川
。

通过植人从食用土当归
cD N A 或编码肉

桂醇脱氢酶基因衍生的抗敏 DN A 得到具有

降低肉桂醇脱氢酶活力的转 基因植物
,

其木

质体含量低
,

可降低造纸成本 ;此外还制备 了

含 抗 敏 DNA 的 质 粒 pUCA D 12l A 及

pE以D1 2l A3 3
,

并用于转基因植物的生产
。

参考文欲

二l] 王忠壮
,

等
.
中药独活

.
九眼独活及羌活 的本草考证和



资抓调查
.
中国中药杂志

,
1卯5 ;20 (9)

:515

Th
e Jou m al of Ph

a n , a c e u t i e al P za
e t i e e V o

l

.

1 6 1 9 98 N
o
.
1

[2 」K
ohds H自刀目‘

.
P‘川明凹雌, 此‘因 s山山朋 on u 创比l劝re ro us

O 山de D r’U g
.
弘叮吐ugak

u ‘幽玩
,
l 男3 ;37(2)

:165

【3] 王忠壮
,

等
.
中药九眼独活的 商品调查 及生药鉴定

.
中

国中药杂志
,

l 望抖 ;19 (12 )
:7 (y7

【4]王忠壮
,

等
.
中药九眼独活的显微鉴定及化学成分分析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1卯7 ;18 (2)
:2山

〔5〕珑d即‘ K阴‘
,

et al

.

S tU d i娜 on the 翻姗
of Ud姗即山sA

,

B

,
C

,

D

,
E 明d F fnj m A

月目运 c。元肠. Th
u
nb 二 C卜em

.
n

】

阳
n .

B己1
.
19即 ;37(9)

:2318

〔6] Shoj i Y ah ara
,

d al

.

随加 Di te 耳祀。 of A切l妙加氏坛
比 肠

u汕
.:

17 一
h y面叮

一
en

t 一 b 川r 一 巧 一
en

一
1 9

一

咖 从id 即d

C曲d旧
ori c Ac id

.
C h田

.
R larn

l.Bull
,
l 卯4 ;22 (7)

:1629

[7 〕S知阮 Y o Un 那此
,

K i m Ji
n w

oo
目g

.
C y t

o tax i
c

Po ly aC
e
ty l

e n
. 细m

Aral ia co 攻Ia ta
.
Y d 么应 H姗坛

,
l 卯5 ;39(6 )

:68 1

〔8] 烧高雄
,

孙汉董
,

刘启新
.
龙眼 独活 的化学 成分

.
中 国

中药杂志
,

1 望拓;2 1( 8 )
:4 82

[9 1 Ito Te
。旧。 ,

et 公
.
人加
.

C仙ti
知侣n ts of U d o ( 扣目达 以叭加切

肠山山
.
) N ip即n N 月乒i 肠娜吐u 腼面

,

1
98

1 ; 5
5( 5)

:
3卯

【10 1Hi 痴 O城卿
a,

M 助目目比 M ori卿
u ,

S 止。 M a切u 目云ta et 日
.

E v目也迈佣 试 cru d e 如
g 场 a 以班山i也心。目 试 e

nfl
e. 侧乒 朋d

c
俪~

, 叩h了 ( v )
.

r肠v优 co叫卯Un ds 饭 诗‘阅
e 过

N说唯
e妙颐阿 叩

. ,

朋d in , . of Ar 哪】泌a , 山即en 。 助d

A 介山a co 汕山
.
Sh叮ak u子止u 乙. 目石

.
1夕卿)

,

44 (
1

)

:
1 1

〔11] 物卿Oa址 翻
w
曰帅

,

M i
e

s 扣n l那 Kim
,

K 曰ic压 S坛c
ha

d

以
.
V 阎比ti le co . 石加即. 试 J叫阵切 , 即d K

O

~
Uds (A { 份山曲

T、uI 山
.
) & bu tt

e
击ur (氏吻认. j月冲山

c u.
汤q)K OC 址 D‘砂正u

C 业可uts u K. ky u H ‘k ou N o子止u
,

1 9 卿】;38
:
49

【12 」毛止助hi H ib加
。 ,

D ai
. u

k
e

3 川”ta
,

毛止朋b Ito et al
.
C he而以

p叫伴币es of li ,
In 石刀口 扣川认 加而区比

.
P hyt 佣be面.匀

,

1 望科 ;

3 7 (2 )
:
朝5

〔13 I M 明姗川 T .uj

~

,

肠明k
o Fak uda ,

H

~

1 K
o ln at su 比I’a

.

A 即. 七ie画d
a石山山叨 即d 洲id

uo of vit
.C in 翻比le plan t

d 比r b ea tiD g
.
B i切m 坛

.
1夕叭】;64 ( 1 )

:2 7

【14 ]王忠壮
,

等
.
椒 木属 主要药 用种 总游 离氮基酸分析

.

西北药学杂志
,

l 男3 ;8 (3)
:112

[15〕毛止助旧 M ar 回比
.
C ons ti t

u
. t

。 试 目加hd in刻曲l
e ao lid , i

n

c

~

丘‘切 助d ve洲油1,
.
H in 过血旧 N创好O TI 叨玉i D苗, 止u

K田匆阳 H ok必u
.
1986 ;s(l)

:53

【16 」shi y
ong R yu et 目

.
玩 朽tio 即ti

~

朋“妙 of di te 甲口翻

玩朋 人刀日运 co丘坛ta
.
A沈h

.
n 坦m 地co l

.
R 翻

,

1 9 %
;

19 ( l)

:

77

【17 」 E而 o k叮
ama

,

et 以
.
A耐脚i

e co叫卯nen . of

N oto pte口乡um 访ci.iUm 叭n g
.
C 卜e口

.
月

~

.
B 山 二 1卯3 ;41

(5)
:卯6

〔18 」心即
0 ‘‘皿oto

,
K 山双连0 li da

,
叭止目

IK叮幽
,

et 日
.
M 七th 曰

for
s日ec t加g 朋山oc 押山

一
p耐二山g 场

a eell 叹川比r
.
砚. 扭

M 曰五ca
.
1卯4 ;60 (3)

:乃3

【19 」Kaz
uo 山恤四oto

,

K 扭正b Iids
,

蜀面正0 5 留
arn uxa

,

改 aL

Stu山es . p如tti~
cul 加川 , ,

l冲 It
82 泊日改}ta of n u巨en . .

朋山佣y画
n p祠

uetion in c日加欧妇 c
eu

。
J A

刀目运 c伽面扭
.

巧外因h
e面 日
匀

,

l卯3;37(2)
:357

〔20 〕K aZ
u。 段止幽

。加 ,
K un tik

o 五da
,

压珊翻帅
,

et d

.

如山侧万助山

p闹
uerion 运 eu ltU 找泪 ce ll日 试 抽戒

。 加刘恤比 几山山二 P肠口t

C
ell

,
叭阳u e o 飞冲I C 日tu比

.
1望洲 ;36 ( z )

:2 1

【21 」Y而h i坛. A 幽坛
,

‘即
。
豁山坦以。 ,

T
. u t咖

u
凡叼

a,
et

aL

S t u
dy . 讨以 ti~

c曰t
~

.
p田 t

99

.
A m i

no 目y期诀 玩

二曰加曰刃 佣u
。 面 A

.
加司幽

,

P h 种OC h e而stry
.
1望M ; 35 ( 6 )

:

14 7 1

〔22 」K aZ
u。 弘L 四咖

,

Y 佣h训叭 A 脚da
,

T
s u t姻

u F。呵
a ,

et al

.

st
u

dy . n 助t ti
~

c』r
~

.
86
.
C h 拐即t函. 6. 试

助山哪画
n Pi乎ne n t 肠刀n c

d 加n x] ee U , 试 A拍li a eor ds 白 助d

it8 即plie函阅日
to fo 仪1

col o

.
N lp po

” 弘造d比n K o ,
C目山址目泛.199 3 ;4O (9)

:
翻7

[2 3〕Y佣址加‘ k山叮”址
,

M
O 比. u A 七ta

,

K .
u o 黝白现以0

,

et
aL

1 云1娜 即目e P耐
uetio. of ‘山闪y画

.
场 Ar目达 加氏坛比 ce U

阳 吕讲n‘佃 cul nu℃
.
A 即1

.
M iem b‘01

.
川吹

刃助 。
1
.
1卯3 ;40 (2

-

3)
:2 15

〔24 」毛止助压 珑b加。
,

D 山吐
e s址肠妞 ,

1’O6 h肠山1 U m

ezawa

,

et 日
.

P u ri五以面佣 即d p盯ti目 胶闷此。以洲 of A r目运 e o攻la ta c汹脚叮1

目伪bold由y面聊
~
月巧咖址口ist ry

,

1 99 3 口2 (3)
:565

[25 〕毛正朋坛 凡‘.
,

D ‘su ke Sh山ita
,

c

hen

l泌明加g
,

et
aL

C i

nDaln

yl 目eob日 de hy面娜业哪 肠阅1 A ra] 达 加攻坛扭 d画ng of

the
cDNA an d ep找姐 910 n of

tha
罗ne 加 石, 击司 山.

‘

刊抽.t

C ell 巧y
吕
iol q 叮

,

1卯3 ;34 (5)
:“9

·

敬告作者
·

凡 向本刊投稿的实验性论文
,

必须有 中
、

英文摘要
、

关键词
。

引用的参考文献需注明作者
、

篇名
、

杂志名
、

年份
、

卷
、

期
、

页码
。

药物植物名必须用斜体字标出
。

来稿请一式二份
,

用宋体或

正楷打印件
。

谢谢合作
。

《药学实践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