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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苔藓植物化学与生物学》共分十章，系统地介绍了苔藓植物中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生物活性
、化学合成和苔藓植物化学分类学，以及植物组织培养、TLC生物自显影技术任苔藓植物化学研究和
天然产物活性筛选中的应用，并对苔藓植物的形态学分类、药用价值、地理分布、生物多样性、与环
境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苔藓植物化学与生物学》内容新颖，结合作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年来苔藓
植物研究的成果。
　　《苔藓植物化学与生物学》可供天然药物化学、植物学和相关专业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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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红祥，男，1965年3月29日出生。
1985年山东医学院药学系(现山东大学药学院)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
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沈阳药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3月至1998年11月，作为访问研究员，在日本国立生命工学工业技术研究所从事生理活性天然产
物的研究工作。
在国际性期刊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论文30余篇)，申请专利6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对苔藓植物生物活性成分以及植物多酚类化合物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
现为山东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药学会理事、山东省药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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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数苔藓属典型的变水植物［19］，由于缺乏输导和蒸发系统，没有真正的根等形态学特征使苔
藓难以很好地控制其体内的水分含量，极易失去水分，因此许多苔藓植物适应于潮湿的环境。
但也有许多苔藓植物能不同程度地忍耐失水和干旱，随着环境变干可将植物体内的含水量降得很低，
一旦环境条件合适，又可以迅速地吸收水分，恢复正常的生理代谢活动［1］。
当苔藓植物体内含水量下降为其干重的20％或10％时，某些耐旱力较强的苔藓在此　　种条件下还能
存活，将其再湿润时，代谢活动仍能恢复正常［20］。
干旱种类再湿润后荧光指数的充分恢复表明其光合系统在失水后仍正常运行，而湿地生或水生的苔藓
植物则光合化学活动无法恢复，原因可能是光合抑制或膜系统受到损伤。
干旱苔藓在失水过程中散热能力增强，能利用不稳定的水分供给，降低光损伤，从而使光合合成系统
维持在可恢复状态。
藓类植物体内蔗糖含量较高，而还原糖含量较低，也是能耐干旱的原因之一［21］。
而广泛分布于苔藓中的脱落酸也能促进苔藓适应干燥的生境，因为较适应干燥环境条件的苔藓体内脱
落酸含量比水生种类高［22］。
　　苔藓植物所具有的耐旱能力是由于它们的一些特殊的生理特征所致。
一般认为苔藓植物在干旱的环境中具有两种生存对策以适应干旱：一是避免干旱；二是忍耐干旱。
如耐旱种土生墙藓（T，ruralis）除具有小的液泡以外，对干旱所造成的膜系统的损害具有很强的修复
能力，可将受损的膜系统逐步地全部修复，而非耐旱种的修复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具有修复受损膜系统的能力被推测是耐旱苔藓植物的特征。
苔藓植物的耐旱特征也与其细胞具有低的水势有关。
耐旱的苔藓植物种类（即使耐旱性较差的种类）所能忍耐的低水势比相应的维管植物要低，而且通常
与干旱环境的基质水势保持一致，因而一旦环境变湿润，植物与环境之间所建立的明显的水势梯度可
以加速水分的运动。
　　苔藓植物经过长期对干燥环境的适应，不仅在生理上形成了许多耐旱特征，同时形成了一些特殊
的形态结构以适应其面临的不断干旱的环境，减少水分的散失。
这些特征有：　　（1）植物体呈垫状丛生。
这样的生长型可以提高毛细管系统的持水力，减小空气在叶片表面的运动，因而减少了水分的蒸发。
如旱藓（Indusiellathianschanic）植物体矮小，茎直立，高不超过1cm［23］，在强光照射下大大减少了
水分的散失。
　　（2）叶片干燥时强烈卷缩。
如旱藓（I，thiansehanie）和墙藓（T，ruralis）的叶片常内卷和背卷而减少水分蒸发［24］。
除此以外，有些种类在叶片卷缩时还能将其叶片紧紧地裹在茎上，这样不仅防止了叶片水分的蒸发，
同时还保护茎不受强光损伤。
　　（3）叶片具毛状尖。
这些毛状尖可以通过反射入射的光照而减少水分蒸发，同时防止过强的辐射对苔藓植物引起的伤害。
实验表明，具毛状叶尖的紫萼藓（Grimmia）和墙藓（T，ruralis）比不具毛尖的同种植物垫丛少失
去30％的水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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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反映国内外对苔藓植物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最新状况，凸显苔藓植物在化学、药学、生物学、系
统发育学以及生态学方面的意义，推进人们对苔藓植物的重视与研究。
本书面向化学、植物学、药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供从事天然药物相关领域研
究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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