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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是我国首批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建立的重点中西
医结合医院之一，拥有一批医疗技术精湛和科学精神良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多年来，他们坚持以
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学研究为指导，不懈地寻求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与突破点，中西医团
结合作，优势互补，取得了若干丰硕的阶段性成果。
　　《华夏小葱研究》一书所载的小葱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扬，具有
创新性，在学术界必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们历时2年，行程达3万余公里，采集和分析了全国范围内的157份小葱样本，有一定的系统性，其探
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有关其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和小葱生长有关元素环境关系
的研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缺；充分体现了他们善于在继承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这种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对小葱进行传统医药理论的现代研
究，为开拓中西医药结合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是很值得称颂的。
该院张介眉院长，为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于该著述成书时索序于我，我因而愉快地接受了
邀请，乐为作序。
并预祝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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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小葱生产与药用的专著，共分上、中、下三篇，总结了小葱的生长规律、种植方法和
药理作用。
经过2年时间，行程近3万公里，编者对全国小葱的种植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
地区采集122份小葱样本、35份葱种样本，同时收集采样地的土壤和灌溉用水，并对葱样本、土壤和水
进行了微量元素含量检测，探讨了小葱生长与元素环境差异及药效的关系；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标
记技术（AFLP）对小葱样本进行了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分类，填补了国内此项空白；系统总结了在“
通阳”的理论指导下，华夏小葱提取物在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脂肪肝、高脂血症、冠心病、球囊术后
损伤、肾纤维化等疾病的一系列临床和实验研究成果。
　　本书内容涉及植物学、中医药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可供从事植物学、中医药学、科
研等工作者或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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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发病症状　　小葱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
当苗长到5-6叶，高17em左右进入旺长期时开始发病。
先从外叶的中部或叶尖发病，向上下或心叶蔓延。
病部表面遍生灰白色或灰褐色霉层，病健交界不明显，逐渐变成黄绿色，最后呈灰绿色干枯。
叶片中部染病，病部以上渐干枯下垂或从病部折断枯死。
潮湿时病叶腐烂，遇雨落于根际土面，干燥后皱缩扭曲。
常与紫斑病混合发生。
该病是由鳞茎带菌引起的系统性病害。
发病时病株矮化，叶片及茎上有卵圆形病斑，大小不一，淡黄绿色或苍白绿色。
潮湿时，病部密生白色霉状物；干燥时变为枯斑。
叶片常扭曲畸形。
　　根据环境条件和发病时期不同，可分为第一次侵染（系统侵染）和第2次侵染。
第1次侵染发生在秋季苗床或早春大田，冬季菌丝发展，翌年春季出现病斑。
幼苗染病后生长不良，叶无光泽，叶身扭曲春季转暖后病斑扩展快，并可危害新生叶，当空气湿润时
，病斑生出稀疏的白色或紫色霉状物。
病株作为发病中心继续蔓延，形成再次侵染。
主要危害叶部和采种株的花蔓。
症状表现有5种类型：①叶片被害部位的表面覆有淡紫色绒状霉；②叶部发生长卵形或椭圆形淡黄绿
色病斑，表面长出白色或灰紫色霜霉，经雨水冲刷后病斑变为灰白色叶片枯死；③产生形状、大小不
同的黄色病斑，但不着生霉状物；④椭圆形病斑周围有宽2-3mm，稍凹陷的灰白色圈带；⑤在持续干
早的条件下，呈现灰白色小型病斑。
后期往往在病部又被灰霉病、黑斑病等腐生菌侵染而产生灰色或黑色霉状物。
鳞茎受害后，外部鳞片变软、皱缩，有时混发软腐病。
本病的特征为病斑较大、长椭圆形、黄白色，雨后病斑变为灰白色，潮湿时病斑上长满稀疏白霉，高
温时长出灰紫色霉。
葱在零星种植时霜霉病极少发生，一旦大面积连年种植，则造成极大危害，引起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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