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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与生物合成的调控研究进展
钟　 楚１ꎬ２ꎬ 简少芬１ꎬ２ꎬ 陈东亮１ꎬ２ꎬ 缪剑华１ꎬ２

( １. 广西药用植物园 / 广西药用资源保护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ꎻ ２. 广西药用植物园 /
广西中药资源智慧创制工程研究中心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

摘　 要: 穿心莲是我国重要的南药之一ꎬ其主要活性成分穿心莲内酯类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等功

效ꎬ在抗 ＨＩＶ 病毒、抗血栓、保肝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ꎮ 由于其人工合成困难ꎬ通过栽培调控或育种方法增

强穿心莲体内内酯类成分的生物合成对提升穿心莲药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给相关研究提供参考ꎬ该文

综述了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与植物发育的关系ꎬ栽培措施和环境因子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的影响ꎬ
以及近十年来国内外在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生物合成及其分子调控机制等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ꎬ并提出了

未来在以增强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生物合成和提高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为目标的研究中需重点关注的 ３
个方面:(１)深入解析穿心莲内酯的生物合成通路及关键基因的功能ꎬ从分子水平上阐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

积累的机制ꎻ(２)结合分子生物学方法和作物栽培学理论深入研究穿心莲生长发育与产量和质量形成的规

律及相互关系ꎻ(３)揭示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的信号调控网络ꎮ
关键词: 穿心莲ꎬ 环境因子ꎬ 穿心莲内酯ꎬ 生物合成ꎬ 植物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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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心莲(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是爵床科一
年生草本药用植物ꎬ喜光照充足、高温湿润气候ꎬ
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南亚的印度和斯里兰卡(Ｒａ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在印度、东南亚各国、中国和日本等
世界各传统医学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穿心莲常
用于黄疸、皮肤病、消化不良、退热及精神障碍等
疾病的治疗(Ｍｉｓｈ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近年来研究发
现ꎬ穿心莲主要活性成分穿心莲内酯在抗 ＨＩＶ 病
毒、抗 炎、 抗 血 栓、 保 肝 等 方 面 具 有 显 著 效 果
(Ｍｉｓｈ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Ａｒｏｍｄｅｅꎬ ２０１２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Ｔａｌ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穿心莲内酯属于半日
花烷型二萜内酯类化合物ꎬ结构复杂ꎬ人工合成困
难ꎬ主要依靠从植物原料药中提取ꎮ 因此ꎬ提高原
料药中穿心莲内酯含量是穿心莲药材栽培和育种
的重要目标ꎮ

本文总结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在穿心莲内酯类
成分积累的栽培措施与环境因子调控研究等方面
取得的进展ꎬ并介绍了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生物
合成通路及其分子调控机制ꎬ以期为穿心莲优质
生产及开展深入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ꎮ

１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积累规律

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积累与植物的发育阶段
密切相关ꎮ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随生育时期的
变化有明显的规律ꎬ了解这种变化规律是进一步
开展穿心莲栽培与内酯生物合成调控研究的基
础ꎮ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主要存在于叶片中ꎬ叶片
穿心莲内酯含量在营养生长期增长迅速ꎬ进入生
殖生长后增长变慢ꎬ在开花始期达最高ꎬ开花后随
着植株的衰老发生降解而下降(王振华等ꎬ２００７ꎻ
曾令杰等ꎬ２００７ꎻＫｕｍａｒ ＆ Ｋｕｍａｒꎬ ２０１３ꎻ陈娟等ꎬ
２０１４ａ)ꎮ 因此ꎬ在开花期以前收获穿心莲可以获
得较高内酯产量ꎮ 王振华等(２００７)研究表明ꎬ开
花期对穿心莲内酯的积累影响较大ꎬ开花期越晚ꎬ

生长期越长ꎬ内酯含量越高ꎮ 脱水穿心莲内酯含
量在整个生育期内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ꎬ且含量
较低(王振华等ꎬ２００７ꎻ曾令杰等ꎬ２００７)ꎬ与始花期
呈负相关ꎬ即开花期越晚ꎬ脱水穿心莲内酯含量越
低(王振华等ꎬ２００７)ꎮ 这说明穿心莲不同内酯成
分积累的调控模式可能存在差异ꎮ 穿心莲内酯与
开花期的关系对穿心莲优良品种的选育有很好的
参考意义ꎬ选育开花期较晚的品种可以提高穿心
莲生物产量和内酯产量ꎮ

代谢组学分析发现ꎬ穿心莲老叶中穿心莲内
酯、脱水穿心莲内酯和新穿心莲内酯均较幼叶有
所降低ꎬ与叶片中葡萄糖和胆碱含量的变化一致
(Ｔａｊｉｄ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这说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
的变化可能受初生物质代谢的影响ꎮ 开花期是植
物物质生产与转移的关键转折期ꎬ穿心莲内酯类
成分随生育时期的变化规律与体内初生代谢的关
系值得进一步研究ꎬ将有助于揭示穿心莲内酯类
成分积累的内在调控机制ꎮ 此外ꎬ Ｐｈｏｌｐｈａ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比较了温室和大田种植的穿心莲内酯类
成分的变化ꎬ发现温室条件下叶片穿心莲内酯在
种子形成期含量最高 [(２４.７２±１.８９)ｍｇｇ￣１]ꎬ而
大田条件下则是营养生长期最高 [(４３.１６±０.９２)
ｍｇｇ￣１]ꎮ 可见ꎬ生长环境会影响穿心莲内酯积累
随生育时期的变化规律ꎮ

２　 栽培措施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
积累的影响

２.１ 播期和种植方式(模式)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

的影响

国内穿心莲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西、广
东、福建等亚热带地区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穿心莲药
材需求的增加ꎬ穿心莲引种不断北移ꎬ目前在云
南、四川、浙江、江苏、江西、山东、北京等地都有种
植ꎮ 由于种植地域分布广ꎬ各地温度差异较大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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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播种时间跨度从 ４ 月上旬到 ５ 月上旬ꎮ 一般在
南方地区ꎬ穿心莲最佳播期为 ４ 月上旬ꎬ能获得较
高的产量和穿心莲内酯含量(庄文彬ꎬ２００８ꎻ王振
等ꎬ２０１８)ꎮ 虽然播期影响穿心莲产量和内酯成分
含量ꎬ但对开花期没有显著影响( Ｋａｕｓｈ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上文已提到开花期是影响穿心莲内酯成
分的关键时期ꎬ因此可利用穿心莲的这种特性适
当早播以延长其营养生长期ꎬ有利于增加干物质
积累量ꎬ从而提高穿心莲产量和内酯含量ꎮ

穿心莲种植方式主要有直播和育苗移栽ꎬ而
种植模式主要有单作和套作(邵艳华等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还没有关于穿心莲不同种植方式和种植模式
对内酯类成分影响的系统比较研究ꎬ但直播通常
具有较大的群体密度ꎬ可能影响植株的生长和养
分吸收利用ꎬ不利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积累ꎮ
穿心莲单作有利于植株充分利用太阳光ꎬ能提高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含量ꎬ但选择合适的套种作
物(如春玉米)不影响穿心莲中后期的生长和内酯
类成分的积累(韦坤华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２ 种植密度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穿心莲能耐受一定程度的密植ꎮ 广西地区穿
心莲种植密度在每公顷 １６.５ 万 ~１８ 万株时产量最
高(周灵芝等ꎬ ２０１４)ꎬ而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与
Ｋｕｍａｒ ＆ Ｋｕｍａｒ(２０１３)的研究一致认为ꎬ印度北部
地区穿心莲的适宜种植密度为 ３０ ｃｍ × １５ ｃｍꎬ即
每公顷约 ２２.２ 万株ꎮ 不同地区穿心莲最适种植密
度的差异可能与各地光、热、养分等因素差异有
关ꎮ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研究发现ꎬ在每公顷 ２２. ２
万株密度下穿心莲生物产量、穿心莲内酯和新穿
心莲内酯含量最高ꎮ 推测认为ꎬ较密集的群体对
光、水、肥等资源的利用率更高而促进产量增加ꎬ
而较高的产量有利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积累ꎮ

种植密度可能通过穿心莲改变株型而影响其
干物质积累ꎬ进而影响内酯含量ꎮ 密植条件下ꎬ穿
心莲单株的生长受到抑制ꎬ表现为株高增加、冠幅
减小、分枝数减少、分枝与主茎的夹角变小ꎬ而单
位面积干物质产量增加(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对
穿心莲农艺性状与 ４ 个内酯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分
析发现ꎬ穿心莲内酯与单株叶片数和分蘖个数呈
显著负相关ꎬ去氧穿心莲内酯与叶片数和干重相
关指标也呈显著负相关ꎬ而与叶长呈正相关(曾吴
静等ꎬ２０１９)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穿心莲生长与内酯
类成分积累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关系ꎬ适当抑制
生长有利于提高内酯成分含量ꎮ 内酯成分含量与
农艺性状的相关性为高活性成分穿心莲品种的选
育提供了重要的表型参考依据ꎮ

２.３ 养分运筹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穿心莲以全草入药ꎬ获取较高的生物量是穿
心莲种植的首要目标ꎬ而施肥是获得高产的重要
途径之一ꎮ 平衡施肥改善作物产量和品质ꎮ 大田
施肥试验证明ꎬ由于充足的养分有利于穿心莲的
生长和内酯成分的积累(邵艳华等ꎬ２０１４)ꎬ因此应
注重氮磷钾和有机肥配施(丁楠等ꎬ２００８)ꎬ有机肥
配施 ＮＰＫ 和生物肥的穿心莲生长和内酯产量最佳
(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 ＆ Ｓｕｒｅｓｈꎬ ２０１２)ꎮ

氮是植物需求量最大的营养元素ꎬ参与植物
的各生理代谢过程ꎮ 唐章亮(２００６)在广西的研究
表明ꎬ穿心莲的需肥量较大ꎬ最适的施氮量达
１７２.５ ｋｇ Ｎｈｍ ￣２ꎮ 而 Ｐａｔｉｄ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对印度
穿心莲的研究表明ꎬ穿心莲内酯在施氮量为 ０ ~ ８０
ｋｇ Ｎｈｍ ￣２时随氮水平升高而迅速增加ꎬ当施氮量
达 １００ ｋｇ Ｎｈｍ ￣２ 时反而下降ꎮ 但是ꎬＰａｔｉｄ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结果可能并不具有参考价值ꎬ因为他
们测得的穿心莲内酯(主要内酯成分)含量最高仅
为 ０.１７８％ꎬ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２０
年版一部)规定的穿心莲药材中穿心莲内酯、新穿
心莲内酯、１４￣去氧穿心莲内酯和脱水穿心莲内酯
的总量不得少于 １.５％的要求(国家药典委员会ꎬ
２０２０)ꎮ 通常缺氮条件下药用植物酚类、萜类等不
含氮的次生代谢物含量增加ꎬ即符合碳 /营养平衡
假说(Ｆｒｉｔ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王静
等ꎬ２０１２)ꎬ而最佳施氮量的存在说明氮对穿心莲
生长和内酯合成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该假
说ꎬ也说明氮对穿心莲生长与次生代谢权衡的调
控作用较为复杂ꎬ氮肥运筹对它们之间关系影响
的机理仍值得进一步探讨ꎮ

３　 环境因子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
积累的调控

对不同产地穿心莲样品的分析发现ꎬ穿心莲
内酯含量存在很大差异(韦坤华等ꎬ２０１３ꎻ邓乔华
等ꎬ２０１４ꎻ邵艳华等ꎬ２０１４)ꎬ一般认为环境因子是
影响穿心莲内酯成分变化的重要因素ꎮ 环境因子
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的调控研究目前主要集
中在光照、土壤微生物和盐胁迫等 ３ 个方面ꎮ
３.１ 光照强度和光质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太阳光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ꎬ是影响
植物生长和生物量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陈娟等
(２０１４ａ)对穿心莲光合作用的光响应特征分析发
现ꎬ旺盛生长期穿心莲叶片的最大净光合速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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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４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ꎬ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分别为
８０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和 １０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ꎬ当光强
超过 １ ０００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时发生光抑制现象ꎮ 但
是ꎬ笔者测定发现ꎬ穿心莲最大净光合速率可达 ２０
μｍｏｌｍ ￣２ ｓ￣１ꎬ光饱和点也超过 ２ ０００ μｍｏｌ
ｍ ￣２ｓ￣１(图 １)ꎬ具有典型的喜阳植物特征ꎮ 研究
穿心莲光合作用对光强的响应特征对其种植模式
的选择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ꎮ 利用穿心莲的
需光特性ꎬ生产上通常采用穿心莲与春玉米套种
的方式以获得较高的土地经济收益ꎮ 生长前期ꎬ
玉米可以为穿心莲遮荫ꎬ以防烈日曝晒灼苗ꎬ生长
中后期玉米收获后对穿心莲的光照影响已消除ꎬ
有利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积累 (邵艳华等ꎬ
２０１４ꎻ周灵芝等ꎬ２０１４)ꎬ而桉树林或香蕉林下长期
光照弱ꎬ光照时间短ꎬ导致套种穿心莲的内酯类成
分较低(邵艳华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生产上常采用穿
心莲 /玉米、穿心莲 /花生等套种模式ꎮ

目前ꎬ关于光强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研究 还 没 有 一 致 的 结 论ꎮ 李 婷 等 ( ２０１６ ) 和
Ｐｕｒｗａｎ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研究发现ꎬ随着光强减弱ꎬ穿
心莲内酯含量逐渐增加ꎮ 而其他研究发现ꎬ自然
条件下适度遮荫可以促进穿心莲的生长ꎬ穿心莲
内酯含量受影响不大ꎬ而过度遮荫严重影响植株
生长和内酯含量(褚晨亮和曾令杰ꎬ２０１３ꎻ邵艳华
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为光影响植物的形态建成ꎬ所以光
强可能通过影响穿心莲的物质合成与分配进一步
影响内酯类成分的积累ꎮ

光质是影响植物形态建成、作物品质和药用
植物活性成分的重要因素(李强等ꎬ２０１７)ꎮ 通过
覆盖不同颜色的透明薄膜ꎬ褚晨亮等(２０１３)研究
发现红膜能增加穿心莲株高和提高穿心莲总内酯
含量ꎬ而蓝膜和黄膜都不利于穿心莲的生长和内
酯成分的积累ꎮ 红光对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积累的
促进作用在山豆根(王美英等ꎬ２０１３)和丹参(梁宗
锁等ꎬ２０１２)等植物上也有报道ꎬ但其作用机制尚
未深入研究ꎮ 由于植物体内光敏色素的表达能响
应光质的变化(牛骧等ꎬ２０１７)ꎬ所以推测光受体基
因可能参与了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合成的调控ꎮ 在
烟草上已证明光受体基因 ＮｔｐｈｙＢ 表达水平的改变
会影响烟草的形态和次生代谢物ꎬ其中生物碱、总
多酚、绿原酸和芸香苷的含量与 ＮｔｐｈｙＢ 基因表达
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致(罗永露等ꎬ２０１４)ꎮ 该研究
对进一步解析光质影响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的
分子机制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ꎮ
３.２ 土壤微生物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药用植物与其生长环境中的土壤微生物关系

Ｐｎ . 净光合速率ꎻ α. 初始斜率ꎻ Ｐｍａｘ . 最大净光合速率ꎻ
ＬＳＰ. 光 饱 和 点ꎻ ＬＣＰ. 光 补 偿 点ꎻ Ｒｄ . 暗 呼 吸 速 率ꎻ
ＰＡＲ. 光合有效辐射ꎮ
Ｐｎ .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ꎻ α.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ｌｏｐｅꎻ Ｐｍａｘ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ꎻ ＬＳＰ. Ｌｉｇｈ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ꎻ ＬＣＰ.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ꎻ Ｒｄ . Ｄａｒｋ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ＰＡＲ.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图 １　 穿心莲光合作用的光响应特征
Ｆｉｇ. １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密切(张连娟等ꎬ２０１７)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
为药用植物次生代谢调控研究的热点(Ｋöｂｅｒ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穿心莲接种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可
使穿心莲内酯产量提高 ２８％ ~ ６１％(Ｖｅｒ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丛枝菌根真菌(ＡＭＦ)是最为古老且物种
稀少的植物根部共生真菌ꎬ在已研究过的陆生植
物中有 ９０％均能与其形成共生关系ꎮ ＡＭＦ 在增加
植物矿质营养吸收、改善植物生长状况、提高作物
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邹碧
莹和张云翼ꎬ２００８ꎻＨｅｌｇａｓｏｎ ＆ Ｆｉｔｔｅｒꎬ ２００９)ꎮ 对穿
心莲接种 ＡＭＦ 虽能显著提高植株生长和穿心莲内
酯含量ꎬ但不同种类的 ＡＭＦ 对穿心莲的影响不尽
相同ꎬ其中以 Ｇｌｏｍｕｓ ｌｅｐｔｏｔｉｃｈｕｍ 和 Ｇ.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的效果最好(Ｃｈｉｒａｍ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同时ꎬ还观察
到接种 ＡＭＦ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穿心莲植株磷含
量ꎬ其中地上部增加了３１.６８％ ~ １２７.５７％ꎬ地下部
增加了 １９.５８％ ~ ４３.５５％(Ｃｈｉｒａｍ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ＡＭＦ 对植物磷营养的改善作用被认为是促进植物
生长和活性物质积累的重要原因 (黄京华等ꎬ
２０１１)ꎬ而 ＡＭＦ 是否还通过其他生理过程影响植
物活性成分的积累尚有待进一步验证ꎮ
３.３ 盐胁迫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影响

穿心莲具有一定的耐盐性ꎬ但不同遗传材料
间差异较大(Ｔａｌ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陈娟等(２０１４ａ)
采用土壤盆栽试验研究表明ꎬ穿心莲在 ０. 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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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Ｃｌ 浓度内可正常生长ꎬ说明其具有中度耐盐能
力ꎮ 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采用 ２ ∶ １ 红土和泥炭作为
培养基ꎬ在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中添加不同 ＮａＣｌ 浓度
处理ꎬ发现 ４１.１ ｍｍｏｌＬ￣１ ＮａＣｌ(电导率为 ４ ｄＳ
ｍ ￣１)对穿心莲的株高和叶面积没有显著影响ꎻ而
当 ＮａＣｌ 浓度达 ９２.４ ｍｍｏｌＬ￣１(电导率为 ８ ｄＳ
ｍ ￣１)时ꎬ植株生长明显受到抑制ꎬ且抑制程度随
ＮａＣｌ 浓度增加而加大ꎮ Ｔａ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以相对
生长速率(ＲＧＲ)和耐盐指数(ＳＴＩ)为评价指标ꎬ通
过设置不同盐浓度和处理时间研究了穿心莲的耐
盐阈值ꎬ发现盐胁迫处理 ５ ｄ 时生长开始下降ꎬ１２
ｄＳｍ ￣１盐胁迫处理 １５ ｄ 是穿心莲能耐受的盐胁
迫阈值ꎮ 抗氧化胁迫和光合作用相关蛋白对盐胁
迫有响应ꎬ且 １ 个 １７ ｋＤａ 和 １ 个 ４５ ｋＤａ 的蛋白分
别对光合作用和穿心莲内酯起作用( Ｔａｌ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２０１５)ꎮ 对穿心莲耐盐胁迫及其机制的研
究ꎬ为开展穿心莲耐盐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基础ꎮ

随着盐浓度的增加穿心莲内酯含量虽显著提
高ꎬ但盐胁迫导致的穿心莲生物量下降通常可达
５０％ꎬ而穿心莲内酯含量的增加最多不过 ３０％
(Ｔａｌ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由此可见ꎬ
穿心莲含量的增加更多是因为生物量下降而导致
的浓缩效应ꎬ并非逆境诱导次生代谢增强的结果ꎮ
因此ꎬ应结合穿心莲内酯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分
析ꎬ才能正确评估盐胁迫对穿心莲内酯积累的
效应ꎮ

４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生物合成
通路及其分子调控机制

４.１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

植物萜类化合物都是由五碳结构———二磷酸
异戊烯基( ＩＰＰ)和其烯丙基异构体———二磷酸二
甲基烯丙基(ＤＭＰＰ)为基本单元进一步转化而来ꎮ
它们通过两条位于不同亚细胞空间的途径合成ꎬ
即质体中的甲基赤藓醇￣４￣磷酸(ＭＥＰ)途径和细胞
质基质中的甲羟戊酸(ＭＶＡ)途径ꎮ 前者以丙酮酸
和甘油醛￣３￣磷酸为原料ꎬ后者则以乙酰辅酶 Ａ 为
原料(王凌健等ꎬ２０１３ꎻＴｈｏｌｌꎬ ２０１５)ꎮ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
Ａｋｈｉｌａ( ２０１０) 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示踪ꎬ证明了
ＭＥＰ 和 ＭＶＡ 途径共同促进穿心莲内酯的积累ꎬ且
ＭＥＰ 途径是穿心莲内酯的主要生物合成途径ꎮ

焦磷酸香叶基香叶酯(ＧＧＰＰ)是穿心莲内酯
合成的主要前体物质ꎬＧＧＰＰ 环合生成 ｅｎｔ￣焦磷酸
古巴酯( ｅｎｔ￣ＣＰＰ)是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的关键

步骤ꎬ催化该反应的二萜合酶———ｅｎｔ￣柯巴基焦磷
酸合酶(ＣＰＳ)是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的关键限速
酶ꎮ ２０１２ 年已克隆到了穿心莲 ＣＰＳ 的编码基因ꎬ
命名为 ＡｐＣＰＳꎬ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为 ＪＮ２１６８４３.１(姚
攀等ꎬ２０１２)ꎮ 通过病毒诱导基因沉默(谌琴琴等ꎬ
２０１６)、多倍体(郭鹏等ꎬ２０１９)和生长时期动态基
因表达(陈娟等ꎬ２０１４ｂ)等研究均证明ꎬＡｐＣＰＳ 的
表达量与穿心莲内酯积累有很好的相关性ꎮ 因
此ꎬＡｐＣＰＳ 是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基因ꎮ
Ｍｉｓ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 ＡｐＣＰＳ２ 的功能进行了描述ꎮ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通过对穿心莲全基因组测序找到
５ 个 ＡｐＣＰＳ 基因(ＡｐＣＰＳ１￣５)ꎬ并描述了 ＡｐＣＰＳ１ 和
ＡｐＣＰＳ３ 的功能ꎮ

目前ꎬ穿心莲 ｅｎｔ￣ＣＰＰ 的生物合成通路虽已基
本明确ꎬ但由其下游中间产物到穿心莲内酯类成
分的合成途径仍了解较少ꎮ 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穿
心莲 全 基 因 组 测 序 的 基 础 上ꎬ 对 茉 莉 酸 甲 酯
(ＭｅＪＡ)处理的穿心莲植株进行转录组分析ꎬ鉴定
了可能参与穿心莲内酯类成分合成的酶基因ꎬ包
括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单加氧酶、依赖于 ２￣酮戊二酸的
双加氧酶和依赖于 ＵＤＰ 的糖基转移酶ꎬ并鉴定出
一个糖基转移酶能催化雄激素的 Ｏ￣连接葡萄糖基
化作用产生新穿心莲内酯(图 ２)ꎮ
４.２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合成的分子调控机制

除 ＡｐＣＰＳ 外ꎬ其他萜类代谢基因对穿心莲内
酯类成分的生物合成也有重要调控作用ꎮ ＡｐＣＰＳ
基因沉默 １５ ｄ 后穿心莲内酯积累量显著下降ꎬ上
游牻牛儿基牻牛儿基焦磷酸合成酶(ＧＧＰＳ)基因
的表达也下调ꎬ而 ３￣羟￣３￣甲基戊二酰辅酶 Ａ 还原
酶(ＨＭＧＲ) 基因和 １￣脱氧木酮糖￣５￣磷酸合成酶
(ＤＸＳ)基因的表达未受影响ꎮ 谌琴琴等(２０１６)研
究结果表明ꎬＡｐＣＰＳ 对穿心莲内酯合成基因具有
反馈调节作用ꎬ同时也暗示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
的调控主要集中在 ＧＧＰＳ 和 ＡｐＣＰＳ 两个基因ꎮ

植物生长发育和代谢受植物激素的调控ꎮ 植
物激素作为刺激因子参与植物次生物质合成的信
号调控网络途径(王春丽和梁宗锁ꎬ２００９)ꎮ 脱落
酸(ＡＢＡ)、赤霉素(ＧＡ３)和茉莉酸( ＪＡ)等都能诱
导穿心莲内酯含量的提高ꎬ且该作用与萜类代谢
基因的表达上调有关(Ａｎｕｒａｄ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Ｊ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ＭｅＪＡ 是调控植物防御反应的重要
植物激素ꎬＭｅＪＡ 在人参皂苷(王康宇等ꎬ２０１７)、紫
杉醇(李娟花等ꎬ２０１１)、萜烯类(吴琦等ꎬ２０１８)等
次生物质合成中的作用已有广泛报道ꎮ ＭｅＪＡ 可
诱导穿心莲生物合成途径中 ＧＧＰＰ 内含子保留型
异构体的差异表达(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Ｓｈａｒｍａ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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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箭头表示推测的合成途径ꎮ
Ｄａｓｈｅ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图 ２　 穿心莲细胞中内酯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途径
Ｆｉｇ. ２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ｃｅｌｌｓ [Ｓ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以不同 ＭｅＪＡ 浓度处理穿心莲悬浮细胞ꎬ
发现 ５ μｍｏｌＬ￣１ ＭｅＪＡ 处理 ２４ ｈ 的穿心莲内酯含

量达最高ꎬ较对照提高了 ５.２５ 倍ꎬ穿心莲内酯含量
的提高与 ＭＶＡ 和 ＭＥＰ 途径关键酶基因的表达水
平密切相关ꎬ其中ꎬＩＳＰＨ、ＧＧＰＳ 和 ＨＭＧＳ 的表达对
穿心莲内酯的合成影响显著ꎮ 谌琴琴等(２０１６)的
研究表明ꎬＭｅＪＡ 能广泛调控穿心莲萜类代谢相关
基因 ＨＭＧＲ、ＤＸＳ、ＧＧＰＳ 等的表达ꎬ且对这些基因
的诱导时间早于 ＡｐＣＰＳꎮ 可见ꎬＡｐＣＰＳ 在一定程度
上受上游基因的调控ꎮ

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的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研究
是阐明药材品质形成机理的重要内容(邹琳等ꎬ
２０１５)ꎮ 然而ꎬ目前对穿心莲内酯合成的分子调控
机制研究还只是关注于少数关键基因的表达与内
酯成分含量之间的关系ꎬ而对于其上游基因的互
作ꎬ以及环境因子诱导内酯成分合成的信号通路
研究仍然不足ꎮ

５　 问题与展望

近十年来ꎬ随着人们对穿心莲研究的重视和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ꎬ在穿心莲内酯类成
分的生物合成及调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ꎮ 但
是ꎬ同大宗作物和模式植物比较起来ꎬ穿心莲的相
关研究不仅滞后ꎬ而且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ꎮ 传
统农作物和模式植物在现代植物生物学领域取得
的先进研究成果对穿心莲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ꎮ 笔者认为ꎬ未来对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生
物合成和调控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深入解析穿心莲内酯的生物合成通路及
关键基因的功能ꎮ 对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通路的
解析是从分子水平上阐明穿心莲内酯合成积累对
环境和刺激因子响应规律的基础ꎮ 尽管对穿心莲
内酯合成通路上游的一些关键酶已有一定的了
解ꎬ但对其生物合成的完整途径ꎬ以及基因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仍不十分清楚ꎮ ＧＧＰＰ 同时是赤霉
素、类胡萝卜素、叶绿素等物质合成的前体(Ｔｈｏｌｌꎬ
２０１５)ꎬ对穿心莲内酯合成通路的解析有助于我们
了解穿心莲二萜类物质代谢的分流机制ꎬ以及不
同内酯成分之间的关系ꎮ

(２)开展穿心莲栽培理论与技术的深入研究ꎮ
药用植物栽培理论和技术研究普遍滞后于传统农
作物的研究(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在很多方面仍处于
起步或初步探索阶段ꎮ 现代作物栽培学已发展了
完善的栽培理论体系ꎬ包括叶龄模式、源库理论、
群体质量理论和化学调控理论ꎮ 以分子生物学方
法结合作物栽培学基本理论为指导ꎬ研究穿心莲
生长发育、产量和质量形成规律ꎬ将为穿心莲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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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群体结构的优化、产量与质量的平衡等提供
重要的科学理论支撑ꎮ

(３)加强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的信号调控通
路研究ꎮ 次生物质代谢作为植物响应生长环境变
化的重要生理过程ꎬ受体内复杂的信号通路网络
的调控ꎬ这也是采取栽培调控措施或环境刺激因
子提高药用植物次生活性成分积累的重要理论基
础ꎮ 研究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过程中的信号转导
和基因调控网络ꎬ对通过基因的精准调控促进穿
心莲内酯积累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参考文献:

ＡＮＵＲＡＤＨＡ ＶＥꎬ ＪＡＬＥＥＬ ＣＡꎬ ＳＡＬＥＭ Ｍ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Ｎｅｅｓ [ Ｊ]. Ｐｅｓｔｉｃ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ꎬ ９８:
３１２－３１６.

ＡＲＯＭＤＥＥ Ｃꎬ ２０１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ｏｍ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Ｊ].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 Ｔｈｅｒ Ｐａｔꎬ ２２(２): １６９－１８０.

ＣＨＥＮ Ｊꎬ ＧＵ Ｗꎬ ＤＵＡＮ Ｊ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Ｍａｔꎬ ３７(８): １３２２－１３２７. [陈娟ꎬ
谷巍ꎬ 段金廒ꎬ 等ꎬ ２０１４ａ. 穿心莲生理特性及盐胁迫对其
影响研究 [Ｊ]. 中药材ꎬ ３７(８): １３２２－１３２７.]

ＣＨＥＮ Ｊꎬ ＧＵ Ｗꎬ ＤＵＡＮ Ｊ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ｂ.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ｅｎｚｙｍｅ ｇｅｎｅ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ꎬ ４５(２１): ３１４９－３１５２. [陈娟ꎬ 谷
巍ꎬ 段金廒ꎬ 等ꎬ ２０１４ｂ. 不同生长期穿心莲活性成分及关
键酶基因差异表达研究 [Ｊ]. 中草药ꎬ ４５(２１): ３１４９－３１５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 Ｍ]. ２０００ ｅｄ. Ｖｏｌ. Ｉ.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８０－２８１. [国家药
典委员会ꎬ ２０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Ｍ]. ２０２０ 年
版. 一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８０－２８１.]

ＣＨＩＲＡＭＥＬ Ｔꎬ ＢＡＧＹＡＲＡＪ ＤＪꎬ ＰＡＴＩＬ ＣＳＰꎬ ２００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Ｊ]. Ｊ Ａｇ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２): ２２１－２２８.

ＣＨＵ ＣＬꎬ ＺＥＮＧ ＬＪꎬ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ｂａ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Ｊ]. Ｊ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ｈａｒｍ Ｕｎｉｖꎬ ２９(１): ３９－４２. [褚晨亮ꎬ 曾令杰ꎬ ２０１３. 遮
阴处理对穿心莲生长和品质的影响 [Ｊ]. 广东药学院学
报ꎬ ２９(１): ３９－４２.]

ＣＨＵ ＣＬꎬ ＺＥＮＧ ＬＪꎬ ＬＵＯ ＬＨꎬ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 Ｍａ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２４(９): ２２６３－２２６５. [褚
晨亮ꎬ 曾令杰ꎬ 罗丽华ꎬ ２０１３. 不同光质对穿心莲生长和
品质的影响 [Ｊ]. 时珍国医国药ꎬ ２４(９): ２２６３－２２６５.]

ＤＥＮＧ ＱＨꎬ ＬＩＡＮＧ ＨＹꎬ ＸＵ Ｙ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Ｊ].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８(１): ９－１１. [邓乔华ꎬ 梁惠瑜ꎬ 徐友阳ꎬ 等ꎬ
２０１４. 广东等五省穿心莲药材中穿心莲内酯和脱水穿心
莲内酯含量比较 [ Ｊ].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ꎬ ２８(１):
９－１１.]

ＤＩＮＧ Ｎꎬ ＬＩ ＬＪꎬ ＹＡＯ Ｄ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ꎬ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ｒｅａｔ [ Ｊ].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 Ｂｕｌｌꎬ １４(１５): １３８－１３９. [丁楠ꎬ 李录久ꎬ 姚殿
立ꎬ 等ꎬ ２００８. 穿心莲高产高效施肥技术研究 [Ｊ]. 安徽
农学通报ꎬ １４(１５): １３８－１３９.]

ＦＲＩＴＺ Ｃꎬ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ＲＯＪＡＳ Ｎꎬ ＦＥＩＬ 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ｌａｒｇ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 Ｐｌａｎｔ Ｊꎬ ４６(４): ５３３－５４８.

ＧＡＯ Ｈꎬ ＬＩ ＦＨꎬ ＸＵ Ｚ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ｓｏｆｏｒ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ꎬ １３５: ３９－４８.

ＧＡＯ ＲＲꎬ ＨＵ ＹＴꎬ Ｄ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ｓｔａｎｄ [Ｊ]. Ｃｈｉｎ Ｈｅｒｂ Ｍｅｄꎬ
１２(１): ３－１３.

ＧＵＯ Ｐꎬ ＨＥ Ｊꎬ ＹＡＮ 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
Ｍａ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３０(７): １７５１－１７５３. [郭鹏ꎬ 何洁ꎬ 闫斌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比较两种倍性穿心莲活性成分及关键酶基因
差异表达研究 [Ｊ]. 时珍国医国药ꎬ ３０(７): １７５１－１７５３.]

ＨＥＬＧＡＳＯＮ Ｔꎬ ＦＩＴＴＥＲ ＡＨꎬ ２００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Ｐｈｙｌ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ｏｍｙｃｏｔａ) [Ｊ]. Ｊ Ｅｘｐ Ｂｏｔꎬ ６０: ２４６５－２４８０.

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 Ｐꎬ ＳＵＲＥＳＨ Ｊꎬ ２０１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Ｋａｌｍｅｇｈ [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 Ｗａｌｌ. Ｅｘ Ｎｅｅｓ] [Ｊ]. Ｉｎｔ Ｊ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８(１): １６８－１７０.

ＨＵＡＮＧ ＪＨꎬ ＴＡＮ ＪＦꎬ ＪＩＥ Ｈ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ｏ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２２(６):１４４３ － １４４９. [黄京华ꎬ 谭钜发ꎬ 揭红科ꎬ 等ꎬ
２０１１. 丛枝菌根真菌对黄花蒿生长及药效成分的影响
[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２(６): １４４３－１４４９.]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Ｈꎬ ＪＡＡＦＡＲ ＨＺＥꎬ ＲＡＨＭＡＴ 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ｎ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ꎬ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ꎬ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ꎬ 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ｂｉｓｉａ ｐｕｍｉｌａ Ｂｌｕｍｅ ( ｋａｃｉｐ
ｆａｔｉｍａｈ) [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 １３(１): ３９３－４０８.

ＪＨＡ Ｚꎬ ＳＨＡＲＡＭ ＳＮꎬ ＳＨＡＲＡＭ ＤＫꎬ ２０１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ｕｔａｒｙｌ￣ｃｏｅｎｚｙｍｅ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Ｊ 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Ｒｅｓꎬ ３(３): ４９９－５０４.

ＫＡＵＳＨＡＬ Ｋꎬ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 ＨＰꎬ ＡＷＡＳＴＨＩ Ｕ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Ｋａｌｍｅｇｈ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Ｊ]. Ｐｒｏｇ Ａｇｒｉｃꎬ １０(１): ５６－５９.

ＫÖＢＥＲＬ Ｋꎬ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Ｒꎬ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Ｅ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 Ｊ]. Ｆｒｏ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４: ４００.

ＫＵＭＡＲ Ｓꎬ ＫＵＭＡＲ Ａꎬ ２０１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２５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Ｋａｌｍｅｇｈ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Ｎｅｅｓ) [ Ｊ]. Ｊ
Ａｇｒ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 Ｔｒｏｐꎬ １１４(１): ６９－７６.

ＬＩ ＪＨꎬ ＣＨＥＮ ＷＱꎬ ＤＥＮＧ Ｂ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ａｘｏｌ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ａｎ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ｆｕｎｇｕｓ [Ｊ]. Ｊ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３０(６): ８７９－８８３. [李娟
花ꎬ 陈文强ꎬ 邓百万ꎬ 等ꎬ ２０１１.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内生
真菌生物合成紫杉醇的影响 [Ｊ].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ꎬ
３０(６): ８７９－８８３.]

ＬＩ Ｑꎬ ＺＨＡＯ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３１(４): ８０－８３. [李
强ꎬ 赵瑜ꎬ 张燕ꎬ 等ꎬ ２０１７. 光对药用植物影响的研究进
展及其对生态种植的启示 [Ｊ].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ꎬ
３１(４): ８０－８３.]

ＬＩ Ｔ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Ｊꎬ ＹＡＮＧ 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ｍ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Ｍｏｄ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 １): ９７ － ９８. [李 婷ꎬ 张 向 军ꎬ 杨 彬ꎬ 等ꎬ
２０１６. 光强对穿心莲生长和药用成分的影响研究 [Ｊ]. 现
代农业科技ꎬ (１): ９７－９８.]

ＬＩＡＮＧ ＺＳꎬ ＬＩ Ｑꎬ ＸＵ ＷＨꎬ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ꎬ ３７(１４):
２０５５－２０６０. [梁宗锁ꎬ 李倩ꎬ 徐文晖ꎬ ２０１２. 不同光质对
丹参生长及有效成分积累和相关酶活性的影响 [Ｊ]. 中
国中药杂志ꎬ ３７(１４): ２０５５－２０６０.]

ＬＵＯ ＹＬꎬ ＷＡＮＧ 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ｔｐｈｙＢ
ｇｅ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４２
(１１): １９－２２. [罗永露ꎬ 王丰ꎬ 张婕ꎬ 等ꎬ ２０１４. ＮｔｐｈｙＢ 基
因对烤烟生物学特性及次生代谢物的影响 [Ｊ]. 贵州农
业科学ꎬ ４２(１１): １９－２２.]

ＭＩＳＲＡ ＲＣꎬ ＧＡＲＧ Ａꎬ ＲＯＹ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ｎｔ￣ｃｏｐａｌｙｌ 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４０: ５０－６４.

ＭＩＳＨＲＡ ＳＫꎬ ＳＡＮＧＷＡＮ ＮＳꎬ ＳＡＮＧＷＡＮ ＲＳꎬ ２００７.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Ｋａｌｍｅｇｈ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 Ｒｅｖꎬ １(２): ２８－２９８.

ＮＩＵ Ｘꎬ ＧＵＯ Ｌꎬ ＹＡＮＧ Ｚ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ｈ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Ｊ]. Ｓｃ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ｉｎꎬ ５０(１２):
２２０９－２２１９. [牛骧ꎬ 郭林ꎬ 杨宗举ꎬ 等ꎬ ２０１７. ２ 个玉米光
敏色素 Ｃ 基因的转录丰度对多种光质处理的响应
[Ｊ]. 中国农业科学ꎬ ５０(１２): ２２０９－２２１９.]

ＰＡＴＩＤＡＲ Ｓꎬ ＧＯＮＴＩＡ ＡＳꎬ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 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ｋａｌｍｅｇｈ (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ｌ Ｓｃｉ Ｊꎬ １５(８): １０９５－１０９９.

ＰＨＯＬＰＨＡＮＡ Ｎꎬ ＲＡＮＧＫＡＤＩＬＯＫ Ｎꎬ ＳＡＥＨＵＮ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 Ｎｅｅｓ (Ｃｈｕａｎｘｉｎｌｉａ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８: ２.

ＰＵＲＷＡＮＴＯ Ｅꎬ ＳＡＭＡＮＨＵＤＩ Ｓꎬ ＳＵＤＡＲＭＩ Ｓꎬ 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ｍｂｉｌｏｔｏ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ｓｓ) [Ｊ]. Ａｇｒｉｖｉｔａ Ｊ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３３(３): ３００－３０６.

ＲＡＩＮＡ ＡＰꎬ ＧＵＰＴＡ Ｖꎬ ＳＩＶＡＲＡＪ 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Ｂｕｒｍ. ｆ.) Ｗａｌｌ. ｅｘ Ｎｅｅｓ
(ｋａｌｍｅｇｈ)ꎬ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ｐａ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Ｇｅｎ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 Ｃｒｏｐ Ｅｖｏｌꎬ ６０: １１８１－１１８９.

ＳＨＡＯ ＹＨꎬ ＷＵ ＸＷꎬ ＷＡＮＧ Ｊ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Ｗ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ａｒｍ Ｓｃｉꎬ ２９(２):
１６７－１７０. [邵艳华ꎬ 吴向维ꎬ 王建刚ꎬ 等ꎬ ２０１４. 不同产地
土壤的理化性质对穿心莲质量的影响 [Ｊ]. 华西药学杂
志ꎬ ２９(２): １６７－１７０.]

ＳＨＡＯ ＹＨꎬ ＧＡＯ ＪＬꎬ ＷＵ Ｘ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ｉｓｏ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 Ｎｅｅｓ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３７: ３５.

ＳＨＡＲＭＡ ＳＮꎬ ＪＨＡ Ｚꎬ ＳＩＮＨＡ Ｒ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ꎬ １５３(２): ２２１－２２９.

ＳＨＥＮ ＱＱꎬ ＬＩＵ Ｑꎬ ＬＩ Ｃ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ＣＰ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ｖｉｒｕ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ｅｎｅ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Ｂｏｒｅａ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ｎꎬ ３６(１): １７－２２. [谌琴琴ꎬ 刘琴ꎬ 李聪
聪ꎬ 等ꎬ ２０１６. 病毒诱导基因沉默鉴定穿心莲内酯生物合成
关键酶 ＡｐＣＰＳ 功能 [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３６(１): １７－２２.]

ＳＩＮＧＨ Ｍꎬ ＳＩＮＧＨ Ａꎬ ＴＲＩＰＡＴＨＩ Ｒ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ｌａｃｔｏｎ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ｌｍｅｇｈ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Ｊ]. Ａｇｒｉｃ Ｊꎬ ６(３): １１５－１１８.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Ｎꎬ ＡＫＨＩＬＡ Ａꎬ ２０１０.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ꎬ
７１: １２９８－１３０４.

ＳＵＮ Ｗꎬ ＬＥＮＧ Ｌꎬ ＹＩＮ Ｑ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ｎｅｏ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Ｊ]. Ｐｌａｎｔ Ｊꎬ ９７(５): ８４１－８５７.

ＴＡＪＩＤＩＮ ＮＥꎬ ＳＨＡＡＲＩ Ｋꎬ ＭＡＵＬＩＤＩＡＮＩ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
Ｎｅｅ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１Ｈ ＮＭＲ￣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９: １６７６６.

ＴＡＬＥＩ Ｄꎬ ＫＡＤＩＲ ＭＡꎬ ＹＵＳＯＰ Ｍ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ｓ (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Ｊ]. Ｐｌａｎｔ Ｏｍｉｃｓ Ｊꎬ ５(３): ２７１－２７８.

ＴＡＬＥＩ Ｄꎬ ＫＡＤＩＲ ＭＡꎬ ＹＵＳＯＰ Ｍ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 Ｊ ]. Ｊ Ｍ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ｓꎬ
７(３): １０４－１１０.

ＴＡＬＥＩ Ｄꎬ ＶＡＬＤＩＡＮＩ Ａꎬ ＭＡＺＩＡＨ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 Ｊ]. Ｂｉｏｓｃｉ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７９(１):
５１－５８.

ＴＡＬＥＩ Ｄꎬ ＶＡＬＤＩＡＮＩ Ａꎬ ＲＡＦＩＩ Ｍ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９(１１): ｅ１１２９０７.

ＴＡＮＧ ＺＬꎬ ２００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Ｓｏｉｌｓ Ｆｅｒｔ
Ｓｃｉ Ｃｈｉｎꎬ (３): ６６. [唐章亮ꎬ ２００６. 穿心莲不同氮肥施用

３５７１１０ 期 钟楚等: 穿心莲内酯类成分积累与生物合成的调控研究进展



水平小区试验 [Ｊ]. 中国土壤与肥料ꎬ (３): ６６.]
ＴＨＯＬＬ Ｄꎬ ２０１５.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Ａｄｖ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Ｅｎｇ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１４８: ６３－１０６.

ＶＥＲＭＡ ＲＫꎬ ＶＥＲＭＡ ＳＫꎬ ＰＡＮＫＡＪ Ｕ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ａｌｍｅｇｈ
(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ｄ Ｒｅｓꎬ ２９(３): ２９７－３００.

ＷＡＮＧ ＣＬꎬ ＬＩＡＮＧ ＺＳꎬ ２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Ｂｏｒｅａ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ｎꎬ ２９(５): ２０３－２１３. [王春丽ꎬ 梁宗锁ꎬ
２００９. 外源刺激对植物次生代谢的调节及其信号转导途
径研究进展 [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２９(５): ２０３－２１３.]

ＷＡＮＧ Ｊꎬ ＷＡＮＧ ＷＬꎬ ＸＵ Ｆ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 Ｊ ].
Ｐｒａｔａｃ Ｓｃｉꎬ ２９(４): ５８６－５９１. [王静ꎬ 王渭玲ꎬ 徐福利ꎬ
等ꎬ ２０１２. 氮磷钾对桔梗生长及次生代谢产物的影响
[Ｊ]. 草业科学ꎬ ２９(４): ５８６－５９１.]

ＷＡＮＧ ＫＹꎬ ＹＵ Ｌ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ｈａｉｒ ｒｏｏｔ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ꎬ
４２(１２): ２２６９ － ２２７５. [王康宇ꎬ 于丽莉ꎬ 张美萍ꎬ 等ꎬ
２０１７. 茉莉酸甲酯调控下人参发状根皂苷合成相关基因表
达的研究 [Ｊ]. 中国中药杂志ꎬ ４２(１２): ２２６９－２２７５.]

ＷＡＮＧ ＬＪꎬ ＦＡＮＧ Ｘꎬ ＹＡＮＧ Ｃ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Ｊ]. Ｓｃｉ Ｓｉｎ(Ｖｉｔ)ꎬ ４３(１２): １０３０－１０４６. [王凌健ꎬ 方欣ꎬ
杨长青ꎬ 等ꎬ ２０１３. 植物萜类次生代谢及其调控 [Ｊ]. 中
国科学: 生命科学ꎬ ４３(１２): １０３０－１０４６.]

ＷＡＮＧ ＭＹꎬ ＷＥＩ ＫＨꎬ ＹＡＮＧ Ｚ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ＥＤ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 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５２(２３): ５７９７－５７９９. [王美英ꎬ 韦坤华ꎬ 杨振德ꎬ 等ꎬ
２０１３. 不同 ＬＥＤ 光源对越南槐幼苗生物量及活性成分含
量的影响 [Ｊ]. 湖北农业科学ꎬ ５２(２３): ５７９７－５７９９.]

ＷＡＮＧ Ｚꎬ ＺＨＯＵ Ｐꎬ ＷＡＮＧ Ｚ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Ｊ].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Ｊ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４９(４３０): ６２－
６４. [王振ꎬ 周鹏ꎬ 王章伟ꎬ 等ꎬ ２０１８. 不同播种期对穿心
莲产量及质量的影响研究 [Ｊ]. 江西中医药ꎬ ４９(４３０):
６２－６４.]

ＷＡＮＧ ＺＨꎬ ＤＵ Ｑꎬ ＣＨＥＮ Ｌ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ａｎｄ １４￣ｄｅｏｘｙ￣１１ꎬ １２￣
ｄｉ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Ｄｒｕｇ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 １８(２): １２０－１２３. [王振
华ꎬ 杜勤ꎬ 陈伶俐ꎬ 等ꎬ ２００７. 引种不同来源穿心莲叶中
穿心莲内酯及脱水穿心莲内酯积累分析 [Ｊ]. 中药新药
与临床药理ꎬ １８(２): １２０－１２３.]

ＷＥＩ ＫＨꎬ ＬＩ ＬＸꎬ ＬＩＮ 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Ｂｕｒｍ. ｆ ) Ｎ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 Ｊ]. 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５２ (１９): ４７１７ －
４７１９. [韦坤华ꎬ 李林轩ꎬ 林伟ꎬ 等ꎬ ２０１３. 不同产区穿心莲
药材的质量评价 [Ｊ]. 湖北农业科学ꎬ ５２(１９): ４７１７－４７１９.]

ＷＵ Ｑꎬ ＦＵ ＹＣꎬ ＹＡＮ Ｚ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ｏｎ ｌｉｌｙ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 Ｊ].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４６(６): １００－１０４. [吴琦ꎬ 付宇辰ꎬ 闫子飞ꎬ 等ꎬ ２０１８. 喷
施茉莉酸甲酯对百合花香的影响 [Ｊ]. 江苏农业科学ꎬ
４６(６): １００－１０４.]

ＸＵ Ｊꎬ ＬＩ ＺＴꎬ ＣＡＯ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ｄｅ [Ｊ].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ꎬ
５１(５): ７３８－４２.

ＹＡＯ Ｐꎬ ＣＨＥＮ ＨＺꎬ ＬＩ Ｚ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ＤＮＡ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
ｃｏｐａｌｙｌ 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Ｂｕｒｍ. ｆ.) Ｎｅｅｓ [ Ｊ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ｕｌｌꎬ ( １０): １５６ －
１６２. [姚攀ꎬ 陈慧芝ꎬ 李竹君ꎬ 等ꎬ ２０１２. 穿心莲 ｅｎｔ－柯巴
基焦磷酸合酶基因的克隆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Ｊ]. 生物
技术通报ꎬ (１０): １５６－１６２. ]

ＺＥＮＧ ＬＪꎬ ＬＩＡＮＧ Ｈꎬ ＬＩＮ ＷＬꎬ ２００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Ｐａｔ Ｍｅｄꎬ ２９(６): ８７０－８７２. [曾令杰ꎬ 梁晖ꎬ 林
蔚兰ꎬ ２００７. 穿心莲各生育期的药材质量和干物质积累
动态研究 [Ｊ]. 中成药ꎬ ２９(６): ８７０－８７２.]

ＺＥＮＧ ＷＪꎬ ＸＵ Ｌꎬ ＨＥ Ｑ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ｌａｃ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ꎬ
４４(１５): ３２３３ － ３２３８. [曾 吴 静ꎬ 许 玲ꎬ 何 秋 伶ꎬ 等ꎬ
２０１９. 穿心莲农艺性状及其与二萜内酯成分相关性研究
[Ｊ]. 中国中药杂志ꎬ ４４(１５): ３２３３－３２３８.]

ＺＨＡＮＧ ＬＪꎬ ＳＨＡ ＢＣꎬ ＬＯＮＧ Ｇ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 Ｊ].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 Ｍｏｄ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Ｍａｔ Ｍｅｄꎬ
１９(１０): １７５０ － １７５７. [张连娟ꎬ 沙本才ꎬ 龙光强ꎬ 等ꎬ
２０１７. 药用植物与微生物互利共生关系的研究进展 [Ｊ]. 世
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ꎬ １９(１０): １７５０－１７５７.]

ＺＨＯＵ ＬＺꎬ ＨＵＡＮＧ ＣＤꎬ ＺＨＯＵ Ｈ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 Ｎｅｅｓ [Ｊ].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ｇｒｉｃꎬ ２９(４): １３－１５. [周灵芝ꎬ 黄春东ꎬ 周海
宇ꎬ 等ꎬ ２０１４. 不同密度穿心莲与玉米套种对产量的互作
效应分析 [Ｊ]. 广西农学报ꎬ ２９(４): １３－１５.]

ＺＯＵ Ｂ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Ｙꎬ ２００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ａｍ) ｆｕｎｇｉ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 Ｊ]. Ｍｏｄ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１５): １０－１３. [邹碧莹ꎬ 张云翼ꎬ ２００８. 丛枝菌根
(ＡＭ)真菌对植物营养代谢的影响研究进展 [Ｊ]. 现代农
业科技ꎬ (１５): １０－１３.]

ＺＯＵ Ｌ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Ｍｏ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７ ( ７): ７４７ －
７５２. [邹琳ꎬ 周洁ꎬ 王晓ꎬ 等ꎬ ２０１５. 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信
号转导研究进展 [Ｊ]. 中国现代中药ꎬ １７(７): ７４７－７５２.]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Ｂꎬ ２００８.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Ｊ]. Ｃｈｉｎ Ａｇ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Ｅｘｔꎬ ２４(２): ３３. [庄文彬ꎬ ２００８. 穿心莲高产优质
栽培技术 [Ｊ]. 中国农技推广ꎬ ２４(２): ３３.]

(责任编辑　 蒋巧媛)

４５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