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结构的关系来考察的话
,

似乎药效和毒性强的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较特殊
,

反之则所含的化

学成分较普通
。

我们的分离鉴定工作还在进行
,

并拟开展一系列活性筛选工作
。

相信这些工作一方面将

对相关药用植物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有所参考
,

另一方面也可充实我国新药创制所需的

天然化合物库
,

并提供一些先导结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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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为棕桐科槟榔属植物槟榔 ( A er ca
。 at ec ha L

.

)的种子
,

树为常绿乔木 ; 槟榔种子中含生

物碱
,

主要为槟榔碱 ( A er e o li n e )及槟榔次碱 ( A er e a i d in e )
、

去甲基槟榔碱 ( G
u v a e o l i n e

)
、

去甲基槟

榔次碱 ( c vu ac i n e

)
、

异去甲基槟榔次碱 ( I s og vu ac ine )等
;槟榔具有泻气攻积

、

杀虫行水功效
,

可作

强壮剂
、

消化剂
、

收敛剂
、

抗疟剂
、

消肿剂镇咳剂和通经剂
,

也是防治绦虫
、

蛔虫
、

姜片虫及家畜

胃寄生虫的特效药 ;所以被称为槟榔是四大南药之首
。

海南槟榔的质量好
、

产量高
,

种植面广
,

已成为海南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

但是 目前槟榔品种混乱
,

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十分突出
。

为了充分发挥槟榔的药用食用价值
,

将槟榔资源的收集和种质系统评价和鉴定
、

筛选和培育优

良品种已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

而槟榔这方面的研究却十分罕见
。

本论文通过性状比较

和差异显著性检验
,

从形态学与生物化学两个水平研究了海南 5 个常见槟榔栽培种之间果实

性状变化及其槟榔碱含量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①海南槟榔 5 个品种间果实性状都不同

,

其中以

品种 A
、

B
、

D 的果实品质达到国家药典规定的一级标准
,

品种 C
、

E 达到二级标准 ;②品种 E 的

叶面积
、

产量 (座果数 x
单果重 )最大

,

通过差异显著性检验
,

表明植株的产量与叶面积正相关 ;

③ 5 个品种中以品种 B 的槟榔碱含量最大 ( 0
.

4 4 51 % )
,

其次为品种 E
、

C
、

D
、

A
。

其 中品种 A 与

B
、

A 与 E
、

B 与 D
、

B 与 E 之间差异显著
; ④长

、

短蒂花品种之间槟榔碱含量差异不显著 ;⑤槟

榔碱含量与其果实性状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

⑥槟榔碱含量与营养成分间无显著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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