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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种中药材养护片剂对 5 种中药材饮片的防虫霉效果
:
对千年健和苦杏仁均有明显防虫作

用
,

虫蛀率分别比对照减少 94
.

95 % 和 95
.

55 %
,

对款冬花也有一定的防霉作用
。

关键词 中药养护片 防虫霉

中药材在贮藏期间因管理不善遭受虫霉危

害十分严重
。

在全国现行经营的 仪旧多种中药

材中
,

约有 7 0 % 不 同程度 遭虫蛀食
。

广东中

药材年贮销量最大
,

约 占全国 1/6
,

每年 因虫

霉损失达数千万元
,

而且关系到药物的疗效和

人民身体健康
。

在中药材养护方面
,

通常采用硫黄和磷化

铝熏蒸
,

具有速效
、

经济
、

简便等优点
,

但其

污染和副作用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

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低温冷藏和气调技术可解决污染和残毒

问题
,

但由于投资大
、

成本高
,

技术要求严

格
,

难被广泛接受
。

应用中药材本身气味物质

防虫防霉的传统技术
,

方法简便
,

无污染
,

无

其它副作用
,

常用于少量贵重药材养护
。

随着

中药材市场 贸易发展
,

为便于规范化贮藏包

装
、

调运
,

中药材饮片小包装贮运技术发展很

快
,

为传统对抗贮藏法的应用提供广 阔前景
。

本试验根据传统对抗贮藏原理
,

在一些中药材

活性物质研究和筛选基础上〔
’一 3〕

,

选配两种价

格低廉
、

使用方便
、

无污染无残毒的中药材养

护片剂
,

在 中药材仓库中进行防虫防霉试验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供试中药材 选择 广州地 区药材仓库中

最易发生虫 霉危害 的各类 中药材 为代表
,

包

括
: 千年健

,

天南星科植物 石肠砌肠概朋
。

ccu lt a

干燥根状茎 ; 苦杏仁
,

蔷薇科植物 尸h讥。 a卜

me ~
干燥成熟种子 ; 土获荃

,

百合科植物

S而坛 g 勿6ra 干燥块茎 ; 白术
,

菊科植物 A
-

￡
叹砂沁

3 万肠记n 记eP ha la 干燥 地下根状茎 ; 款冬
.

56 6
.

花
,

菊科植物 7h“ il口召. 户响
ra 干燥花蕾

。

以上

药材于 199 6 年 10 月 2 8 日进 冷库
,

199 8 年 5

月 3 0 日取 出备用
。

,
.

2 供试药 片 自制养 护剂 (片剂 )A
、

B
。
A

剂 : 用丹皮
、

泽泻
、

川椒
、

大蒜干 粉和 丹皮
、

升麻
、

川谏子提取物等混合后加 桃胶适 量制

片
,

每 片 2 9 。 B 剂 : 用丹皮
、

泽泻
、

丁香
、

硫黄干粉和丹皮
、

升麻
、

鹤虱提取物等混合后

加桃胶适量制片
,

每片约 2 90

,
.

3 试验方法 在装有上述 5 种 中药材饮片

各 500 9 的 3 5 x 5 0 em
、

se 型 塑料薄膜 袋中
,

分别放人养护剂 A
、

B 各 1
、

2 片
,

然后用封

口机密封
,

每个处理 2 次重复
。

另设磷化铝
、

硫黄熏蒸和空白三个对照
,

每个对照也设 2 次

重复
。

硫黄熏蒸剂量 100 岁衬
,

熏 4 天 ; 磷化

铝使用剂量 3 岁衬
,

熏 10 天
。

试验在广州市

中药材公司塞坝河仓库内常温条件下进行
,

从

5 月 3 0 日开始至 9 月 18 日
,

每周记录一次各

处理及对照虫霉发生情况
,

n 月 30 日开袋检

查
:
(l) 将各处理 和对 照中药材用 巧 号筛筛

出虫药屑
,

称重并记录虫种及数 目
。

(2) 从各

处理和对照 的中药材饮片样本 中
,

随机抽取

100
一 150 片

,

检查虫蛀饮片数
,

统计虫蛀率
。

2 结果及分析

在千年健试验 中
,

养护剂 A
、

B 防虫效果很

好
,

整个试验期间外观未见有虫害发生
,

对照试

验 (CK )开始后 54 天 (7 月 24 日 )便发现有虫

子 ;硫黄和磷化铝熏蒸处理在试验开始 88 天后

(8 月 2 8 日 )出现虫害
,

10 8 天后 (9 月 1 8 日)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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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

磷化铝熏蒸处理和对照均有少量虫粉出现
,

6 个月后开袋检查结果
,

片剂 A
、

B 处理筛出活

虫数在 7 一 10 头之间(平均 8 头 )
,

硫黄
、

磷化铝

熏蒸和 CK 分别 为 11
.

5
、

3 9
.

5 和 34
.

5 头
,

以磷

化铝熏蒸筛出活虫数最高
。

片剂 A
、

B 处理筛

出虫药屑分别为 4
.

巧 和 6
.

34 9; 而硫黄熏蒸处

理最少
,

为 3
.

57 9 ;磷化铝熏蒸与 CK 差不多
,

分

别为 3 0
.

2 0 和 31
.

19 9
。

虫蛀率片剂 A
、

B 分别

为 4
.

4 %
、

4
.

8 %
,

硫黄熏 为 5
.

3 % ; 磷化铝熏蒸

和 CK 分别为 64
.

0 % 和 87
.

4 %
。

说明磷化铝处

理效果并不好 (表 1)
。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管

是虫药屑重和虫蛀率
,

片剂 A
、

B 处理和硫黄熏

处理与 CK 和磷化铝处理 间存在 明显差异
,

但

片剂 A
、

B 间或用药剂量 (1 片和 2 片 )间差异不

显著
。

在土获荃试验中
,

除 CK 于 8 月 21 日以后

发现有虫外
,

其余各处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均

没有虫害发生
,

半年后 (n 月 30 日 )筛出的虫

药屑也较少 (包括对照 )
,

在 0
.

74
一 2

.

85 9 之间
。

方差分别结果均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

在苦杏仁各试验 中
,

片剂 A
、

B 处理外观

可保持 40 天无虫害
,

硫黄熏可保持 67 天无虫

害
,

而 CK 和磷化铝熏 蒸处理只能维 持 33 天

无虫害
。

这种观察结果与半年后开封检查的虫

药屑重和药材被蛀率的结果一致
。

虫药屑重和

蛀虫率 CK 最多
,

平均为 6
.

87 9 和 88
.

35 %
,

磷化铝熏蒸平均为 5
.

61 9 和 78
.

95 %
。

片剂 A
、

B 和硫黄熏蒸处理 的虫 药屑重 和蛀虫率均较

小
,

分别平均 为 1
.

31 9 和 4
.

50 %
、

1
.

16 9 和

3
.

58 %
、

0
.

13 9 和 2
.

45 %
。

方差分析结果 也表

明
,

片剂 A 和 B 的剂量间
,

片剂 A
、

B 和硫黄

熏蒸处理均无 明显差异
,

而它们与CK和磷化

表 1 千年健各处理及对照虫害发生情况

观察日期(月 / 日)及虫害 A(1 片) A (2 片) B (1 片) B( 2 片) 硫黄熏蒸 磷化铝熏蒸 CK

6 / 5 ~ 7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n�气�

+3.4.
�卜�0

一Ll.

7 / 24
一 8 / 2 1

8 / 2 8 一 9 / 1 8

0
.

5

3
.

0

3
.

5

7
.

0

5
.

03

5
.

5

2
.

0 2
.

5

0 0

5
.

5 7
.

5

7
.

5 10
.

0

3
.

26 8
.

(y7

3
.

3 5
.

7

+

3 U
.

0

4
.

0

11
.

5

+

+

1 1
.

5

17
.

0

6
.

0

34
.

5

3 1
.

19

87
.

4

CdCf饰

1 1/ 30

活虫数 (头)

52003950麟小计

虫药屑重 ( g )

虫蛀率 (% )

4
.

印 3
.

57

2
.

8 5
.

3

注 : 1
. “ 一 ”

表示外观未见虫
, “ 十 ”

为外观有虫
,

其它数字均为 2 次重复平均值 (下表同 ) ; 2
.

份 为细胫露尾 甲 Ca r
.

脚砷“。 山认璐俪甲￡
,

a 为锈赤扁谷盗 〔b尹喇巴娜户m 心诚
硬。 ,

饰为裸蛛 甲 以bb ~ 脚健肠山 (下表同 )
。

表 2 土获等各处理及对照虫害发生情况

观察 日期 (月/ 日)及虫害 A ( l 片 ) A (2 片) B ( l 片) B (2 片 ) 硫黄熏蒸 磷化铝熏蒸 CK

6 / 5 ~ 8 / 14

8 /2 l 一 9 / 18

1.01.00.502.52.10

n6

曰、�1
.1

0000.Lo

0

1
.

5
1 1 / 3 0

活虫数 (头 )

Cd 0 0
.

5 1
.

0

Cf 1
.

0 0
.

5 0
.

5

GP 0 0 0

Tf 0 0 1
.

0

0
.

5

4
.

5

1

一勺�、�20已6.Lo

2
.

5

1
.

39

0

0
.

88内、�:0
o1.00.91

0合计

虫药屑重 ( g )

虫蛀率( % )

注 :竹 为赤拟谷盗 Tri 划~ 户m
之疥配‘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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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苦杏仁各处理及对照虫害发生情况

观察日期 (月 / 日)及虫害 A(l片) A(2 片) B (1 片) B(2 片) 硫黄熏蒸 磷化铝熏蒸 CK

十

+ +

十 +

O

0

32 5

32
.

5

5
.

6 1

78
.

95

+

+

+ +

6 5

38
.

5

0

45
.

0

6
.

87

88
.

35

+000

�勺O

++16no

5 /3 0 ~ 6 /2 6

7 / 3 一 7 / 10

7 / 1 7 ~ 8 /7

8 / 14 ~ 9/ 18

6
.

0

15
.

5

++9.

021 1

+

11
.

5

11
.

0

0

22
.

5

1
.

2 3

22031 14

Cda肠

11/ 3 0

活虫数(头 )

内J工、J1.14

:

0025a78053880小计

虫药屑重 ( g )

虫蛀率 (% )

27
.

5

4
.

15 3

1
.

14

3
.

35

注 :
表中

“ + 十 ”

符号表示虫害严重 ; h 为烟草甲 乙”必女溯。

~ ~
。

表 4 白术各处理及对照虫害发生情况

观察 日期(月 / 日)及虫害 A ( l 片) A ( 2 片) B ( 1 片 ) B (2 片 ) 硫黄熏蒸 磷化铝熏蒸 CK

5 / 30 ~ 7 / 3 1

8刀
~ 8 /2 1

8 / 2 8 ~ 9 / 1 8 _ △ _ △ + △△ 一 △ + △

11/ 30
活虫数 (头 )

小计

虫药屑 ( g )

虫蛀率 ( % )

0
、

20 0
.

16 0
.

12 0
.

14 0
.

17 0
.

13 0
.

36

表 5 款冬花各处理及对照虫霉发生情况

观察日期
(月/ 日)
及虫霉

A A B B 硫黄磷化铝
( l 片XZ 片 ) ( 1 片X Z 片)熏蒸 熏蒸

十+浓浓

+嵌浓照照

重3

注 : △表示药材泛油
,

△△表示严重泛油

铝熏蒸处理 间比较
,

则存在明显差异 (表 3 )
。

在白术试验中
,

CK 和硫黄熏蒸处理 2 个

月后便可见虫害
,

片剂 A
、

B 和磷化铝熏蒸处

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6 个月 )均未见虫害
,

半

年后检查只在对照发现 1 头赤绣扁谷盗活虫
。

其余各处理均未检出活虫
。

包括对照在内
,

虫

药屑重均很小
,

也未发现虫蛀现象
,

但全部材

料 3 个月后 (9 月 18 日)便出现泛油现象
,

其中

以硫黄熏蒸处理最严重 (表 4 )
。

在款冬花各处理中
,

虫害发生 时间片剂

A
、

B 比对 照推迟 45 天
,

药材开始 变色 (霉

变 ) 时间也略有推迟 (约半个月 )
,

至 9 月 4

日以后
,

对照霉变严重
,

而片剂 A
、

B 处理仍

维持开始变色 (霉变 ) 状态
。

磷化铝处理在 9

月 4 日以后才出现虫霉
。

硫黄熏蒸 防虫霉效率

最佳
,

整个试验期间 (半年 ) 未 见虫霉发生

(表 5 )
。

5 /3 0 ~ 6/ 1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6 / 19 ~ 7/ 1 7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7 / 2 4 ~ 8 / 7 + + + + 一 一

8 / 14 一 8 /2 8 米 + 嵌 + 兴 十 浓 + 一 一

9 /4 浓 嵌 嵌 嵌 一 十

9 / 1 1 ~
9/ 18 米 嵌 浓 嵌 一 + 浓

注 : 嵌 表示药材变色
,

开始有霉变现象 ; 狱 米 表示霉变严

讨论

片剂 A
、

B 对 千年健和苦杏仁均有 明显防

虫作用
,

使用剂量不管 1 片或 2 片
,

其防虫效果

均没有显著差异
。

在实验应用 中
,

若 以 1 吨饮

片包装为标准
,

只需用 2 片药
,

便可达到防蛀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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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获荟因各处理和对照虫害发生量均很

少
,

保护效果不明显
。

对白术
、

由于泛油影响
,

无法比较结果
。

白术常温 下泛油变质 现象严

重
,

用硫黄熏蒸结果更重
,

以致丧失药用和商品

价值
,

急待研究解决
。

药材泛油后对虫 害发生

发展的影响如何
,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

试验期间
,

除款冬花外
,

其余四 种均没有霉

变现象发生
。

无法说明片剂 A
、

B 及硫黄
、

磷化

铝熏蒸 的防霉效果
。

从款冬花发霉情况来看

(表 5 )
,

片剂 A
、

B 仍有一定的防霉作用
,

但效果

不如硫黄熏蒸明显
。

若加大片剂 A
、

B 剂量
,

能

否提高其防霉效果
,

尚需进一步验证
。

本试验只选择广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几类仓

储中药材为试验材料
,

片剂对其它中药材的养

护效果如何
,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本研究为广东省
“

八五
”

重点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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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队荡认毛冲
西

毛泉
.

挂荞落达毛释
、

落丸是井电冲
.

枯丸荟认落马备冲
.

苍沌若众飞荞
、

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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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
、

享挤毛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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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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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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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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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书 讯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里鉴别) 全书收载含有品别规格区分的中药材品种 24() 个
,

包括 7 00 多个 品种
,

按药

用部位分为八个大类 ; 对各个品别之间的优劣作出品质评价 ; 有彩色插图 328 幅
。

定价 140 元 (含邮资)
。

《中国药材栽培与饲养》(第一册) 定价 18 元 (含邮资
,

下同) ; 《实用中药炮制》10 元 ; 《汉英常用中医处

方手册》24 元 ; 《汉英中医辞典》19 元 ; 《中药房中药店工作手册》12 元 ; 《中成药的引申应用》6 元 ; 《广东中

药志》第一卷 卯元
、

第二卷 140 元 ; 《实用中草药彩色图集》第一册 4o 元
、

第二册 42 元
、

第三册 46 元
、

第四册

46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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