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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

含量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广藿香

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

光照处理包括：绿光20μmol·m2·s‑1～24μ

mol·m2·s‑1、红光12μmol·m2·s‑1～16μ

mol·m2·s‑1、红外光0.8μmol·m2·s‑1～1.2μ

mol·m2·s‑1。在本发明中，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

光照处理时，通过去除光质中的蓝光，而保留其

他光质，在此构思下，能显著提高广藿香百秋李

醇合成酶基因的表达量，从而提高广藿香中百秋

李醇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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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广

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光照处理包括：绿光20 μmol·m²·s‑1~
24 μmol·m²·s‑1、红光12 μmol·m²·s‑1~16 μmol·m²·s‑1、红外光0.8 μmol·m²·s‑1~
1.2 μmol·m²·s‑1；所述光照处理的天数为50天~70天；每天所述光照处理的时间为10  h~
14  h；所述光照处理的强度为2500  lux~3500  lux；所述广藿香组培苗的株高为5  cm~6  cm；

所述光照处理的温度为23℃~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照处

理的天数为55天~65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天所述光

照处理的时间为11  h~13  h。

4.一种广藿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应用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提高广藿香中

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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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

量的方法以及一种广藿香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广藿香Pogostemon  cabin(Blanco)Benth为唇形科刺蕊草属植物，具有芳香化浊、

开胃止呕、发表解暑等功效。广藿香经蒸馏得到的广藿香挥发油，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

日化用品等领域。

[0003] 百秋李醇是一种倍半萜类化合物，是广藿香挥发油中含量最高的组分。《中国药

典》规定，广藿香干燥药材中百秋李醇的含量不得少于0.10％。目前，全球百秋李醇及其精

油混合物年产量超过1000吨，但年需求量高达2000吨，且全球百秋李醇90％的产量来自印

度尼西亚，我国本土百秋李醇的供应严重不足。

[0004] 有研究表明，外源施用植物激素茉莉酸甲酯可以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的含量，

但是，这一方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植物激素的过度施用，也会影响广藿香的

品质和安全。

[0005] 因此，寻找一种经济、安全地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的含量的方法，对于缓解医疗

和生产生活对百秋李醇的需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及广藿香

的种植方法。

[0007] 实现上述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包括如下。

[0008]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所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光照处理包括：绿光

20μmol·m2·s‑1～24μmol·m2·s‑1、红光12μmol·m2·s‑1～16μmol·m2·s‑1、红外光0.8μ

mol·m2·s‑1～1.2μmol·m2·s‑1。

[0009]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广藿香的种植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广

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光照处理包括：绿光20μmol·m2·s‑1～

24μmol·m2·s‑1、红光12μmol·m2·s‑1～16μmol·m2·s‑1、红外光0.8μmol·m2·s‑1～1.2μ

mol·m2·s‑1。

[0010] 在本发明中，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时，通过去除光质中的蓝光，而保留其

他光质，在此构思下，能显著提高广藿香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的表达量，从而提高广藿香中

百秋李醇的含量。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试验例1中不同光照条件对广藿香叶片中百秋李醇含量的质谱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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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图。

[0012] 图2为图1中质谱测定峰图的峰面积结果。

[0013] 图3为本发明试验例2中不同光照条件对广藿香叶片中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表达

量的检测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发明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15] 除非另有定义，本发明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

施例的目的，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本发明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

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16] 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件，例如Green和

Sambrook等人，分子克隆实验指南(Molecular  Cloning:A  Laboratory  Manual,2013)中所

述的条件，或按照制造厂商所建议的条件。实施例中所用到的各种常用化学试剂，均为市售

产品。

[0017] 在本发明的其中一些实施例中，公开了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光照处理

包括：绿光20μmol·m2·s‑1～24μmol·m2·s‑1、红光12μmol·m2·s‑1～16μmol·m2·s‑1、红

外光0.8μmol·m2·s‑1～1.2μmol·m2·s‑1。

[0018] 本发明的发明人在实验中意外发现，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时，去除光质

中的蓝光，而保留其他光质(绿光、红光和红外光保持不变)，在此操作下，能显著提高广藿

香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的表达量，从而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的含量。

[0019]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的天数为50天～70天。

[0020]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的天数为55天～65天。

[0021]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每天光照处理的时间为10h～14h。

[0022]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每天光照处理的时间为11h～13h。

[002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的强度为2500lux～3500lux。

[0024]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广藿香组培苗的株高为5cm～6cm。

[0025]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温度为23℃～27℃。

[0026] 在本发明的另一些实施例中，公开了一种广藿香的种植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对广藿香组培苗进行光照处理后，采收广藿香叶片；所述光照处理包括：绿光20μ

mol·m2·s‑1～24μmol·m2·s‑1、红光12μmol·m2·s‑1～16μmol·m2·s‑1、红外光0.8μ

mol·m2·s‑1～1.2μmol·m2·s‑1。

[0027]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的天数为50天～70天。

[0028]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每天光照处理的时间为10h～14h。

[0029]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光照处理的强度为2500lux～3500lux。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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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1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0032] 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广藿香叶片表面酒精消毒

[0034] 采取广藿香第三对叶片，将摘取的叶片表面清洗干净后，吸干叶片表面残留的水

珠。将叶片放入75％乙醇后，来回涮10秒后，将叶片转移至第一瓶无菌水中，摇晃30秒，叶片

应跟随水旋转。摇晃完毕后将叶片依次放入第二瓶与第第三瓶无菌水中，摇晃时间均为60

秒。

[0035] 2、广藿香叶片表面升汞消毒

[0036] 取0.1g升汞粉末放入100ml纯水，配制成0.1％浓度的升汞溶液，超声至升汞完全

溶解，滴加一滴吐温‑80，即配制成升汞消毒液。

[0037] 将经酒精消毒过的叶片转移至升汞消毒液中，摇晃8分钟左右。摇晃力度不应过

大，叶片能跟随水摇晃起来即可，力度过大叶片损伤加大。摇晃期间注意观察叶片的状态。

摇晃完毕后将叶片依次放入第四至第七瓶无菌水中，摇晃时间依次是30秒，60秒，60秒，60

秒，即消毒完成。

[0038] 3、广藿香丛生芽的诱导

[0039] 在超净工作台上将消毒后的叶片切成大约0.5cm×0.5cm的小块，置于广藿香丛生

芽诱导培养基(培养基组分见表1)上，置于(25±2)℃培养室中进行培养，用日光灯照明，光

照时间为12h/d(8:00～20:00)，光照强度为2500lux。2～3个月后，诱导出广藿香丛生芽。

[004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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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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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4、广藿香丛生芽诱导生根为组培苗

[0044] 将生长健壮的广藿香丛生芽转移到生根培养基(培养基组分见表1)上，置于(25±

2)℃培养室中进行培养，用日光灯照明，光照时间为12h/d(8:00～20:00)，光照强度为

2500lux，培养约2个月，诱导生根。

[0045] 5、对组培苗进行处理

[0046] 当生根的广藿香组培苗株高达到5～6cm时，即可进行处理。

[0047] 将组培苗放入人工气候培养箱中，接受光照，光照条件为：蓝光：0；绿光：22μmol·

m2·s‑1；红光：14μmol·m2·s‑1；红外光：1μmol·m2·s‑1。培养箱温度调整为25℃，培养两个

月，采收广藿香叶片。

[0048] 实施例2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0049] 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1～4同实施例1。

[0051] 5、对组培苗进行处理

[0052] 当生根的广藿香组培苗株高达到5～6cm时，即可进行处理。

[0053] 将组培苗放入人工气候培养箱中，接受光照，光照条件为：蓝光：0；绿光：20μmol·

m2·s‑1；红光：15μmol·m2·s‑1；红外光：1.2μmol·m2·s‑1。培养箱温度调整为26℃，培养两

个月，采收广藿香叶片。

[0054] 实施例3一种提高广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方法

[0055] 包括以下步骤：

[0056] 步骤1～4同实施例1。

[0057] 5、对组培苗进行处理

[0058] 当生根的广藿香组培苗株高达到5～6cm时，即可进行处理。

[0059] 将组培苗放入人工气候培养箱中，接受光照，光照条件为：蓝光：0；绿光：24μmol·

m2·s‑1；红光：12μmol·m2·s‑1；红外光：0.8μmol·m2·s‑1。培养箱温度调整为24℃，培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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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采收广藿香叶片。

[0060] 对比例

[0061] 本对比例为对照实验，取和实施例1生长期一致、长势一致的广藿香组培苗，放入

人工气候培养箱，接受光照，光照条件为正常光照，即：蓝光：14μmol·m2·s‑1；绿光：22μ

mol·m2·s‑1；红光：14μmol·m2·s‑1；红外光：1μmol·m2·s‑1。培养箱温度调整为25℃，培

养两个月，采收广藿香叶片。

[0062] 试验例1不同光照条件对广藿香叶片中百秋李醇含量的影响

[0063] 剪取实施例1和对比例的叶片。利用直径为6mm的打孔器在同一叶龄的实施例1和

对比例的叶片获取面积一样的样品。采用Agilent  8890‑5977B气质联用仪，以固相微萃取‑

顶空进样‑气质联用(SPME‑HS‑GC‑MS)检测方法测定挥发性物质中百秋李醇的含量。

[0064] 具体方法为：将广藿香叶片加入到15mL顶空进样瓶中，在50℃在下孵育10min，用

50/30μm  CAR/PDMS/DVB萃取头在50℃下萃取5min，于250℃解吸1min。色谱柱为Agilent 

HP‑5MS毛细管柱(0.25mm×30m,0.25μm)。载气为高纯氦气，载气流速为1.2mL/min，进样口

温度250℃，分流比20:1。程序升温：起始温度45℃，保持0.5min，以10℃/min升至280℃，保

持0.5min。离子源EI源，电子能量为70eV，扫描方式为全扫描，质量范围m/z  50–450。化合物

鉴定及数据处理：采用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化合物的相对含量，结合NIST2017标准质

谱图库，通过Agilent  MassHunter化学工作站进行化合物鉴定。

[0065] 广藿香叶片中挥发性物质的质谱测定峰图如图1所示，图1对应的峰图的峰面积

(即百秋李醇含量)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结果可知，实施例1(图中为处理组)中百秋李醇的

含量相对于对比例(图中为对照组)显著上升，说明将光照中的蓝光调为0，可以显著促进广

藿香中百秋李醇含量的提升。

[0066] 试验例2不同光照条件对广藿香叶片百秋李醇合成酶的转录水平的影响

[0067] 剪取实施例1和对比例的广藿香叶片，采用荧光定量PCR检测叶片中百秋李醇合成

酶基因的表达量，具体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1、提取植物组织总RNA

[0069] 将样品置于1.5ml离心管，液氮研磨后加入1ml  Trizol；用力混匀，冰上放置5分

钟；加入0.2ml氯仿，震荡或颠倒混匀，冰上放置5分钟；12000g，4℃，离心12分钟；取上清至

一新的离心管中，加入0.5ml异丙醇，混匀后‑20℃放置10‑30分钟；12000g，4℃，离心12分

钟；弃上清，75 ℅乙醇漂洗沉淀2～3次，晾干后用适量DEPC水溶解，‑20℃保存备用。

[0070] 2、逆转录cDNA第一链的合成

[0071] 使用TaKaRa的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Takara ,

RR047A)，反转录第一步采用10μL反应体系，体系配制如表2。

[0072] 表2

[0073] Totalvolume 10μl

TotalRNA 1μg

5×gDNAEraserBuffer 2μl

gDNAEraser 1μl

RNAaseFreedH2O upto1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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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轻弹EP管使反应液混匀后瞬时离心，42℃温育2分钟(PCR仪上进行)。之后进行反

转录第二步，采用20μL反应体系，体系配制如表3。

[0075] 表3

[0076]

[0077] 轻弹EP管混匀试剂，瞬时离心后，在37℃温育15分钟，85℃5秒，于‑20℃保存。

[0078] 3、荧光实时定量PCR

[0079] 将反转录所得20μL  cDNA产物以ddH2O稀释10倍使用。反应体系配制采用10μL反应

体系，体系配制如表4。

[0080] 表4

[0081]

[0082]

[0083] 利用Roche荧光定量PCR仪进行扩增，反应程序为：

[0084]

[0085] 4、反应完毕数据由LightCycler480  Software1.5处理，然后由 分析方法计

算基因表达量。

[0086] 本试验例利用荧光定量PCR检测广藿香叶片中百秋李醇合成酶(PatPTS)的转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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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知，相对于对比例中(图中为对照组)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的转

录水平，实施例1中(图中为处理组)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的转录水平有显著上升，说明由于

百秋李醇合成酶基因转录水平的提升，使得百秋李醇的含量得以提升。

[0087]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8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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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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