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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栽培与野生岩黄连的紫外光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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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验所用试剂为分析纯
,

经测定在 1 90 一 4。。川 n
波 长处

均无吸收
。

讨 论

实验结果表明
,

广西河池市岩黄

连野生转栽培后
,

其性状
、

组织构造

没有发生变异
,

两者所含化学成分薄

层层析所显示的斑点和紫外光谱均基

本相同
。

故笔者认为野生岩黄连
、

与

在附近产山栽培的样品
,

其性状
、

质量基本相同
。

在当前岩黄连药源缺乏
,

用量 大 的 情 况

下
,

可以在野生分布区内栽培
,

以缓解目前岩黄连药源紧缺的状况
。

致谢 岩黄连植物 学名 由广西药品检验所黄燮才副主任技 师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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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验工作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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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发现膝柄木的新分布点

膝柄木 ( B h e as is in ca Ch a n g et 5
.

Y
.

L ia n g )是 1 9 79年发现的一个新树种
,

为常绿乔木
.

具板

根
。

仅见于广西合浦县南康镇近海边海拔50 m 的丘陵缓坡杂林中
,

唯独一株大树
,

树高 13 m奥胸径 6 o cm
,

很少开花结实
.

繁殖也比较困难
,

为稀有和濒危树种
,

已被列人我国国家级二级保护植物
.

1 9 9。年
,

在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镇巫头村海拔 5 一 s m的平坦沙地灌木林和红鳞蒲桃疏林中
,

我 们 再

次发现了该种新的分布点
。

经初步调查统计
,

残存的植株共计有16 株
,

植株大小悬殊
,

最小植株胸 径 16
.

0

c m
,

高嵘
.

s m
; 一般植株胸径 30

.

0 c m
,

但高只有7
.

0址 ; 残存在红鳞蒲桃疏林中的植株胸 径 41
.

o cm
.

高

9
.

2 m
。

这些灌木林是当地的常绿季雨林遭反复破坏后形成的
,

其中大部分 ( 约70 多 ) 属幼年树
,

如红鳞蒲

桃
、

狭叶蒲桃
、

假轮叫厚皮香
、

嚎果皂帽花
、

灰毛杜英
、

绒毛润楠
、

肥英红豆
、

柄木患
、

薄叶红厚壳`
一

豺

皮樟
、

粘木等 ; 真正的灌木种类不多
,

主要有小叶乌药
、

打铁树
、

降真香
、

龙船花
、

酒饼翁等
。

这些 幼年

树因不断地被砍伐利用 ( 作薪柴 )
,

加之经过了多代萌发退化和海岛环境风大的影响
,

难以生长成 乔 木
,

使它们长期处在灌木林状态
。

在当地气候条件下
,

如果采取严格的封育措施
,

加强抚育管理
,

这类灌 木 林

仍然可以逐步恢复成乔木林
。

希望当地有关政府和林业部门
,

迅速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

保护好这些 珍稀

濒危林木
,

这对深入研究该种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和繁殖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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