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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楼属植物是重要的药用植物
。

从 2 3 4 5年起
,

国内外科学家对它们的化学 成 分 和药

用价值已经进行了−( 多年的研究
。

我所从重楼属植物中分离鉴定了26 个不同 的 街体 皂

戒
。

本文利用高压液相色谱对重楼属植物当体皂贰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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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化学成分间的数量关系计算公

式〔“〕,

对 2− 种重楼的三组街体皂试含量进行计算
,

得 出这 2− 种重楼化学成分之间 的 数

量关系
,

并画出数量关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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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诺皂武元配糖体的总含量

—
∗ − ! 一经基偏诺皂试元类配糖体的总含量

二
、

结果与讨论

计算结果为两个种之间街体皂戒含量的关系指数 ?
,

把每个种的所有 ? 值相加
,

得

到每个种的总 ? 值 )图 2 +
。

根据关系指数
,

画出这2− 种重楼街体皂贰含量的数量关系

图 )图 2 + +
。

在图 2 中
,

连线的粗细表示 ? 值的大小
。

根据这 2− 种重楼肖体皂武含量的数量关系图
,

可以看 出
,

图 2 重楼属 2− 种植物间 街体皂 贰的数量关 系图 )关系指数小于 . 的忽略不计
。

回圈内的数字为侮个种

的总 ? 值
,

连线上 的数字为种间的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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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示这两个种在幽体皂试的含量上与其它 2∗ 种重楼有着最大的

相似性
。

这两个种在形态结构上相差较大
,

但生境相似
,

都生长在 3( (一 ∗ ( ( (米的 阔 叶

林或苔鲜林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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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示这两个种的幽体皂试含量与其它 2∗ 种的相似性最小
。

其 中
,

巴山重楼 尸
8

Η ! , : ! # % 。 , Χ, 所含的幽体皂式成分最少
,

在 2∗ 个皂式成分中
,

它只

含有 4 个 1 而球药隔重楼尸
8

Χ
〔, , Ν %& “ 的街体皂戒成分也很特殊

,

在 2− 种重楼中
,

只有

它既不含薯芋皂试组中的任何一个成分
,

也不含 ∗ − ! 一 经基偏诺 皂武组 中的任何一个成

分
。

说明这两种重楼的幽体皂武成分比较特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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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量较少

,

所以两个

种的 ? 值不一定十分准确
,

只有在得到准确的含量后
,

才能讨论它们与其它种幽体皂戒

含量的相似性
。

总之
,

重楼属植物街体皂贰的数量关系与它们的形态结构关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

系
。

也就是说
,

在系统发育中关系相似的种
,

在化学成分的含量上不一定也相似
。

讨论

重楼属植物化学成分的数量关系为重楼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数学基础
,

也丰富了重楼

属植物综合研究的内容
,

在方法上
,

是探讨植物种间关系的一种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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