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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黄精与玉竹的主流商品及地方习用品的生药性状及组织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观 察
,

给出了

黄精
、

玉竹类药材主流商品之间的区分标准
。

关键词 黄精 玉竹 生药性状 组织特征

黄精
、

玉竹为 2类常用中药
,

在我国已有 2 0 0 0多 年 的用药历史
。

黄精具补脾润肺
、

益气

养阴之功效
,

用于治疗体虚乏力
、

心悸气短
、

肺燥千咳
、

体癣
、

股癣等症 ; 玉竹除具养阴润

燥
、

生津止渴之功效外
,

还具有强心
、

抑糖等作用
。

近期研究结果还表明黄精对 增 加 冠 状

表 1 黄精
、

玉竹类药用植物来源
、

资源利用状况

种 名 采集地点 采集日期 分 布 药用状况

玉 竹

P o l y g o ” a t “ 川

o d o r a t “ 拼

春水玉 竹

P
。

5 1济 i z u i

小 玉 竹

P
。

h
“ 仍 1l

e

康定玉竹

P
。

P r a t t i f

二苞黄精

P
。

i” v o
l
“ o r a t ,`爪

热河黄精

P
.

爪 a o r o P o
d

: : 才爪

新疆黄精

尸 r o s e u 阴

多花黄精

P
。 e y r t o 路 e川 a

黄 精

P
。 s ` b i r f o u 川

滇 黄 精

P
.

儿i” g i a n “ 川

长 梗黄精

P
.

f i l￡p e s

粗毛黄精

P
.

凡f r t e
l l
“ 协

互卷黄精

尸
。

a
l t e r ” 艺o i r r 八o s u 邢

轮 叶黄精

P
。 v e r t f o i l l

a t : `用

卷叶黄精

P
.
0 1, r人i f

o
l i

。 。

北京

湖南紫云山

四 川南坪

山 东益都

河南鸡公山

北 京

1 9 9 0
一

0 0

19 8 6
一

0 6

19 9 2
·

0 8

19 8 6
一

0 7

1 9 8 8
一

0 7

1 9 9 0
一

0 5

东北
、

华北
、

西北
、

华东
、

华中各省区

中药玉竹的原植物
,

销全国并

出口

东北
、

华北
、

西北
、

华东
、

华中各省区

东北
、

华北各省区

中药玉竹的原植物
,

销全国并

出口

东北地区玉竹用

云南点苍山 1 9 9 0 一

0 7 四川
、

云南 四川
、

云南部分地区玉竹用

北 京小龙门 19 8 4
一

0 7 当地代玉 竹用

1 9 9 0 一 0 5

新疆卡其山 19 5 8
一

0 7

东北
、

华北各省区
,

秦岭北坡亦有分布

辽宁
、

河北
、 [妇西

、

山东等地

新疆

东北
、

华北部分地区作玉竹人

药
,

有些地区亦代黄精人 药

新疆作黄精或玉竹人药

河南鸡公山

湖 南张家 界

北 京

四川南坪

四川金佛LIJ

1 9 8 8 一 0 7

1 9 8 6 0 6

1 9 9 0
·
0 5

19 9 2
一

0 8

19 8 6
一

0 7

长江以南各省区
,

陕

西
、

湖北亦有分布

东北
、

华北各省区

安徽浙江亦有分布

云南
、

贵州
、

四川

中药黄精原 植物之一
,

销全国

并出 口

中药黄精原植物片一
,

销华

北
、

东北
、

西北并出口

中 药黄精原植物之一
,

自产自

销

江西庐山 19 9 1
一

0 5

四 川南坪 1 9 9 2一 0 8

江苏
、

体徽
、

浙江

江西
、

湖南
、

福 建

四 川
、

甘 肃

长江以南 各省区作 业精用

四川峨边 1 9 9 2 一 0 8 四川西南部

河南鸡公 山 1 9 9 1
一

0 6

河南伏牛山 1 9 9 0
一

0 7

西藏
、

云南
、

四 川
、

甘肃
、

青海
、

陕西

西藏
、

云 南
、

四川
、

甘肃
、

青海
、

陕西

西北地区作黄精用
,

四川 绵阳

地区作玉竹用

西 北地区作黄精用
,

四川绵 {̀日

地区作玉竹用

民间代黄精人药
,

俗称
“

羊角
参 ” ,

具清热养阴之功效

当地作黄精人药
,

有甜苦之

分
,

苦者不能人 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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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流量
,

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程度
,

捉高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等都具有 明 显 的作

用 〔 1〕
o

据文献 〔卜 8〕记载及市场调查结朱看
,

黄精类药材的原植物不止一种
,

分别为黄精属 (尸 -

0 1:
·

口o n a t u o M I l l
.

) 植物黄精 ( P
. s `b i r i e 。 ,。

)
、

滇黄精 ( P
.

寿̀ 。 g ` a n u 。 )及多花黄精 ( p
. c夕 r -

t on
e脱 〔:

)
; 玉竹类药材的原植物为黄精属植物玉竹 ( 尸

. O d or 材 “ 。 )及春水玉竹 (尸
. : `。 `洲` )

。

除以上主流品种以外
,

各地尚有许多黄精
、

玉竹的地方习 用品 ( 表 1 )
、

其中有些种类
,

如热

河黄精 ( 尸
.

。 。 cr o P o d i u 。 )
、

新疆黄精 ( 尸
.

, os eu m ) 等在部分地区作玉竹用
,

而 在 另一些

地区则作黄精入药
。

针对黄精
、

玉竹药用过程中存在 的这些间题
,

我们对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主流品种及其

地方习用门
:

的生药性状及组织特征迸行 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
,

以了解其在外部形态
、

内部

构造等方面的差异
,

掌握其变异规律
,

为科学地 区分与鉴定黄精
、 : ,: 百丁类药材捉供参考

。

1 生药性状比较

1
.

1 材料与方法
:

材料来源见表 1
,

同时还观察比较了本所生药标本室收藏的
,

从不同产地采

茱及收峋的近百份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生药标本
,

通过眼看
、

手摸
、

鼻闻
、

口畔等 法
,

对

黄精玉竹类药材的生药性状进行 了比较观察
。

1
.

2 观察结果
:

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根茎外形 可 分为圆 柱 状
、

结 节 状或不规州 姿块状
,

“ 节 ” 澎大或不膨大
, “

节间
” 长或短

,

粗细均匀或一头粗
、

一头细
,

多不分枝
,

少数种类

有分枝
,

直径变化较大
,

从 0
.

1~ 5
.

oc m之间 , 表面淡黄色至棕褐色
, “

节间
” 表面 多 具明

显 的纵皱纹及隆起的环纹
,

并随处可见须根痕 ; “
节

” 上具一至数个 圆 形茎痕
,

直径从 0
.

1

一 1
.

oc m之间 ; 干时质硬
,

受潮后柔韧
;
断面淡黄色至棕黄色

,

有时略呈角质
,

半 透 明
,

不

甚平坦
,

散布筋脉小 点
,

气微
,

味微甜或苦
,

嚼之具粘性
。

将 15种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生药性状列表比较 ( 表 2 )
。

]
.

3 结呆讨论
:

从表中可 以看 出
,

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根茎外形变异较 大
,

根 据
“
节 ” 及

“ }了间 ” 八
、

,特征
,

将黄精
、

玉 竹多犯洲
一

“ 勺根茎分为 3大类到
、

类型 ( 图 1 )
。

第 I 类
:

圆柱状 ; “ 节” 下膨大或略膨大
, “

节间 ” 长
,

不分枝或少分枝
。

如
:

玉竹
、

、

玉竹
、

热河黄精
、

新疆黄精等
。

第 亚类
:

结节状
; “ 节 ” 明显膨大

, “ 肖间 ” 长 戈短
,

小分谊
。

I
。

型
: “ 节间

”
短

。

如
:

粗 毛黄精
、

互卷黄精
、

澳黄精等
。

l b
型

: “
节间

”
较长

,

粗细均匀
。

如长梗黄精等
。

l
。

型
: “

节间
”
较长

,

巨
一

头粗
,

一头细
,

呈圆锥状
。

如黄精等
。

第 l 类
:

不规则姜块状
; “ 方” 明显膨大

,

形状
一

规则
,

门了间
” 短

,

多分柱
。

如
:

多

花黄精等
。

从以 匕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
,

玉竹类药材的根茎外型多属于第 I 类 ; 而黄精类药材的根茎

外形则属于第 I
、

l 类
。

也就是说
,

玉竹类药材根茎多为 圆 柱 状
, “ 节 ” 不膨 大

, “ 节 间”

长
,

不分枝 ; 而黄精类药材的根茎多为结节状
、

不规则姜块状
, “ 节 ”

膨大
, “
节间

” 短或较

长
,

分枝或不分枝
。

值得提出的是
,

多数种类的根茎外形特征比较稳定
,

并有一定的种间差异
,

但亦有少数

种类的根茎外形随产地 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

如玉竹
,

北京产玉竹根茎呈典型的圆柱状
,

不分

枝或 少分枝 ; 湖南紫 云山所产玉竹 }、勺根茎
“ 节 ”

膨大
,

具分杖
; 四川南坪产玉竹的根茎

“
节

”

亦膨大
,

直径较细
。

又如春水玉竹
,

山东产的根茎为圆柱状
; 而河南鸡公山所产的根茎呈圆

.

2 6 2
“



表 25 1种黄粉
、

玉竹药材生跳性状比较

性状

种类

根茎

类别

根 茎

节 f司 (
cm )

外 形 (根茎直径 cm )

节 节间

气味
类别

玉 竹

(北京 )

玉 竹

(湖南 )

玉 竹

(四川 )

春水玉竹

(山东 )

春水玉竹

(河南 )

小 玉 竹

不膨大 5 ~1 0

分枝

少分枝 0
。

5 ~1
。 。

5 ~1
。

0气微味甜

膨 大 5 ~1 0分 枝 0
。

5 ~1
。

0
。

5 ~1。
0气微味甜

膨 大 5 ~1 0少分枝 5 ~15 ~1
。

0气微味甜

不膨大 5 ~1 0少分枝 5 ~15 ~1气微味甜后苦

.

七
.

0

下上

11 n
T工

11
。

膨 大 5 ~1 0少分校 5 ~15 ~1气微味甜后苦

竹

不膨大 2 ~4少分枝 0。 5左右 0
.

5左右 气微味甜

康定玉竹 不膨大 2 ~4少分枝 0
.

5以下 O
。

5以下 气微味甜后苦

二苞指精 不膨大 4 ~8少分枝
0

.

5左右 0。 5左右 气微味甜

类

热河灭精 略膨大 4t ws 05 ~2s ee Z气微味甜

新疆 万精 略膨大 3ee4

少分枝

或分枝

少分枝 1
。

0左右 1
.

0左右 气微味甜后苦

多花 饭精 I n膨 大 5 ~1分 枝 I ~4 1
。

0左右 气微味甜

膨 大 s ee 7少分枝 2
.

。左 伍 0 ~2又微味甜

滇
l

笼精 膨 大 s r o l少分枝 oee 31
.

0左
厂

:飞微味

3 gf lll

精 长梗黄精 nb脸 大 2一 3

粗毛 有精 n
。

膨 大 0
。

5左右

类

互 卷 发精 11
。

膨 大 0
.

5左右

轮叶 反精 n
。

膨 大 1 ~2

卷叶 发精 11
:

膨 大 1 ~2

少分枝 1
.

0左右 O
。

5左 仃 气微味甜后苦

少分枝 1
。

0 ~2
。

05 ~1气微味无

少分枝 0 ~25 ~1气微味甜

分枝或 少分枝
.

0 ~3
.

0x
.

0左 佑 气微味甜

分枝或少分枝
.

。 ~4
.

1 0
.

0组右 气微味甜或苦

锥状
, “ 节”

膨大
, “ 节间 ” 一头粗

,

一头

细
。

在这种情况下
,

仅根据根茎的外形很难

判断其为 玉竹类还是黄精类药材
。

为此
,

我

们进一步对黄精
、

玉竹类药材根茎的组织特

征进行 了观察比较
。

2 组织特征比较

2
.

1 材料与方法 , 材料来源见表 2
。

取新鲜的植物根茎
,

直径约为 cI m 左右
,

直径较粗者可 切取 1 / 2或 1 / 4
,

F A A 固定 2 4 h

图 1 生药外形

l 一玉竹 ( 北京 I ) 2一玉竹

精 ( 且
`

) 4
一

粗 毛黄清 ( fl
。

( 四川 ll h ) 3
-

) 5
一

多花黄情

黄

( 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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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石蜡包埋
,

滑走切片
,

番红一固绿对染
,

显微镜下观察绘图 ( 图2 )
。

一产
币 l一一一

2
.

2 观察结果
:

从根茎横切面看
,

黄精
、

玉

竹类药材的根茎主要由 3部分组成
:

表皮
、

皮

层及中柱
。

表皮由 1列排列整齐的长方形细胞

组成
,

多数种类表皮外覆有较厚的角质层
,

或偶有周皮 发生
;
皮层与中柱的界限不明显 ;

维管束散在
,

为外韧型
、

周木型或介于二者

之间的不完全周木型
;
层皮型 与中柱均散布

有大小不等的粘液细胞
,

粘液细胞中常含针

晶束 ; 髓明显或不明显
。

{9 , J

图 2 根茎横切面组织简 图

1
一

黄精 ( 北京 111 ) 2
一

玉竹 ( 北京 I )

3
一

卷叶黄精 ( n

我们将 15 种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根茎横切面组织特征列表比较 ( 表 3 )
。

表 3 1 5种黄精
、

玉竹类药材根茎橄切面组织特征比较

月,RU6no几乃气泊S
J任////////

类
种 类

别

玉竹 ( 北京 )

玉 玉 竹 ( 湖南 )

春水玉
`

门
-

竹 小玉竹

康定
_

丘
’ {

丁

类 二苞黄精

热河黄精

新疆黄精

多花黄精 ( 湖南 )

多花黄精 (河 l打)

黄 黄 精 ( 北 慕 、

黄 精 ( 四川 )

精 滇黄精

长梗贵精

炎 粗毛黄精

互 卷黄精

轮叶黄精

卷叶黄精

皮 层 听

占 比 例

粘 液 细 胞

大小 (卜m ) 多少 分布
维管束类型

16 5 ee 19 1

2 16 ~ 2 3 5

12 7~ 1 55

1 0 2 ee 2 0 3

1 2 7 or 1 5 3

6 透~ 1 2 7

1 2 7or 2 1 6

6 4~ 1 0 2

1 / 6

1 / 4

l / 4

1 / 4

1 / 6

1 / 4

l / 6

1 / 5

l / 5

1 / 5

1 37 or 1 5 0

1 2 7 ~ 1 37

12 7 ee 19 0

19 0 ~ 2 0 0

1 0 2~ 1 27

7 5 ot 1 0 2

1 0 2 ee 5 0 8

5 5~ 1 2 5

1 0 7~ 12 7

2 9 5~ 3 1 8

较多

多

较多

多

较多

较多

较多

较多

较多

较多

较多

多

较多

较多

多

较少

少

较多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散 布

集中髓部

集中髓部

散 布

散 布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集中皮层

散 布

集中皮 层

散 布

散 布

外韧型 ( 工 )

外韧型 ( I )

外切型 ( I )

外韦刀型 ( I )

周木型 ( 11 )

外沏型 ( I )

外初型 ( I )

周木型 ( 且 )

不完全周木型 ( 111 )

不完全周木型 ( 111 )

不完全周木型 ( 班 )

不完全周木型 ( 111 )

不完全周木型 ( 111 )

外韧型 ( 工 )

周木 型 ( n )

周木型 ( n )

周木型 ( 且 )

周木型 ( n )

2
.

3 结果讨论
:

从观察结果及表 中我们可 以看出
,

所有种类的表皮细胞均为 1列
,

无种间差

异
。

皮层厚度随种类不 同而有所差异
,

但同种不同产地样品间亦有变化
,

故而不能视为 鉴定

依据
。

粘液细胞的分布
,

大小
、

多少以及针晶束的分布与多少均随种类的 不同而有所改变
,

有些种类表现 出明显的种间差异
,

如粗毛黄精
,

粘液细胞 又多又大
,

散布整 个切面 ; 而长梗

黄精粘液细胞较 小
,

儿乎与皮层及髓部 的薄壁细胞等大
。

但对大多数种类而言
,

粘液细胞等

特征亦随不同产地样品的变化而改变
,

因而 使得种间差异不 明显
。

通过 比较发现
,

根茎组织

特征中最稳定的特征是维管束类型
。

我们根据茎 中所含维管束的类型以及髓是否明显
,

将黄

精
、

玉竹类药材的根茎分为 3种类型
:

第 I 类
:

以外韧型为主
,

偶有周木型存在髓 明显
。

如
:

玉竹
、

小玉竹
、

热河黄精
、

长梗黄

精等
。

第 l 类
:

以周木型为主
,

在维甘束始发生时为外韧型
,

髓不明显
。

如
:

互卷黄精
、

粗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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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精
、

新疆黄精等
。

第皿类
:

维管束类型介丁前二类之间
,

为不完全周木型
,

偶有周木型
,

髓较明显
。

如
:

滇黄精
、

多花黄精
、

黄精等
。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

黄精类和玉竹类药材在多数组织特征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

在

维管束类型上
,

玉竹类药材 以外韧型为主
,

黄精类药材 以不完全周木型及周木型为主
。

同时
,

亦看到在少数地方习用品中存在着相互交叉现象
,

如
:

长梗黄精为常见的黄精代用品
,

而其

维管束类型却为外韧型
; 新疆黄精

、

康定玉竹代玉竹入药
,

其维管束类型则为周木型
。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
,

黄精
、

玉竹类药材的主流品种以及大部分地方习用品在生药外形及

组织特征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玉竹类药材大多为圆柱状
, “

节
” 不膨大

,

维管束类型以

外韧型为主
;
黄精类药材则 多呈结节状

、

不规则姜块状
, “

节
”
明显膨大

,

维管束类型多为

不完全周木型或周木型
。

少数地方习用品在植物基源
、

生药外形 及组织学特征等方面均存在相互交叉现象
。

这种

现象至少表明黄精与玉竹 2类药材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
,

但亦给 2类药材的区分与鉴定带来一

定的困难
,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就往往出现混 用现象
。

因此
,

仅从生药性状及组织学特征等

方面 的研究无法从本质上区分黄精与玉竹 2类药材
,

还需进一步对其化学成分及药 理作 用 进

行深入的研究之后
,

刁
`

能做出较为科
户

犷:的论断
。

参 考 文 献

刘中申
,

等
.

门;医药 学报
, 1 9 9 0 ( 3 )

: 4 4

丁 永辉
,

等
.

中药材
.

19 9 1 , 1 4 ( 4 )
: 1 5

丁永辉
,

等
.

中国巾药杂志
, 1 9 9 1 , 1 6 ( 1 )

: 2 0 2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典毛员会
.

中华入 民共

和 国药典
.

北 京
:

人 L泛卫 z匕 {` 版衬
、

化学工 业 出

版社
, 1 9 9 0

.

7 0 、 2 7 8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
,

等
.

Ll; 药志
.

第 二 明
.

北京
:

人 民卫 生出版社
, 19 9 2

.

49
、

57

江苏新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
、

下册
. _

L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19 7 7
.

5 5 1
、

2 0 4 1

谢宗万
.

中 药材品种论述
. _

卜册
.

上 海
: _

!: 海科

学技 术出版社
, 1 9 9 0

.

4 2 0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

等
.

新华本草 纲要
.

第二册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 1 99 1

.

5 46

( x 9 9 3一 0 7一 2 6收稿 )

( 上接 第2 3 1页 )

尿昔 ( X牡 )
、

无色个1
·

况,
( 乙两i` )

。

m p 16 3
.

5℃ ; F A B一M Sm /
z : 2 4 5〔M

+ + l 〕
。

与尿昔

标准品的 I R
、

U V
、 `

H 一 N M R和
’ 3

C一 N M R光谱完全一致
。

从马鹿茸中乡}离这些化合物
,

除胆固醇外
,

尚属首 次
。

参 考 文 献

i 杨 秀伟
,

他
.

日本生 药学会第 3 5 1百I年 会讲演 要 W
a k a n

一

y a k u ,

旨集
。 19 8 8

.

3 6 8

赵 学慧
,

他
.

和 汉医药学会志
, 1 9 8 7 ( 4 、

:

25 4

大贯敏男
,

他
.

和汉医药学会志
, 1 9 8 8 ( 5 )

: 5 26

Q i S B
, e t a l

。
J M e d P h a r m S o e

W
a k

-

a n 一

y a k u , 1 9 8 8 ( 5 )
: 9 3

W
a n g B X

, e t a l
.

J M e d P h a r m S o c

W a k a n 一

y a k u ,

19 8 8 ( 5 )
: 1 1 6

W
a n g B X

, e t a l
。

J M e d P h a r m S o e

7 W
a n g B X

, e t

1 9 8 8 ( 5 ) -

a 1
.

C h e m

1 2 3

P h a r m B u l l
,

1 9 8 8 ,
3 6 ( 7 ) : 2 5 9 3

H
u a n g S L

, e t a l
.

P h y t o t h e r a P y R
e s e -

a r e h
,

1 9 9 0
,

4 ( 4 )
:

15 2

H
a t t o r i M

, e t a l
.

S h o y a k u g a k u Z a s s h i
-

1 9 8 9
, 4 3 ( 2 )

: 1 7 3

( 19 9 3 一 0一 0 3收稿 )

《 中草药 》 1 9 9 4年第 25 卷第 5期
· 2 6 5 。



E f f e e t s o f C o m P a t ib i l i t y B e t w e e n G in s e n g ( P a n a二 夕`” s e ” g ) a n d

T r o g o Pt e r u s D u n g o f C o m P l e x t o o t h e d F l y in g S q u ir r e l ( T r -

o g o P t o r u s “ a n t h f P o s
) D e e o e t io n o n lm m u n e F u n e t i o n s

1n Im m u n o s u P P r e s s e d M i e e

G
u o G u o h u a ,

L u Y a o b a n g
,

J i a n g M a o h e n g
, e t a l

I m m u n o s u P P r e s s i o n i n 二 i 。 e o a s i n d u e o d b y i n r r a P e r i t o n e a l i n j
e ` t i o n o

f
e y e l o P h o s P h a m i d e

` o m g / k g f
o r 5 d a y s .

A f t e r a d 劝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a d e e o e t i o n o f P a ” a劣 夕` n s e n夕 ( 59 / k g )

o r
T

r o g o P
-

t e r u s d u n g ( 5 9 / k g )
, a l o n e o r

k g f o r 7 d a y s , r e s u l t e d i n a n

1 . 1 功 i x t u r e o f t h e a b o v e t w o d
r u g s a t d o s e s o

f 5 9 / k g a n d 1 09 /

I n C r e a s e

0 l y s i n a n t i b o d y f
o r功 a t i o n ( P < 0

.

0
.

0 1 )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i l l u s t 丁 a t c d

0 1 )
,

o f t h y m u s g l a n d w e i g h t ( P ( 0
.

0 1 )
,

P r o m o t i
o n o f 五e m

·

a n d i功 P r o v e 垃。 n t o
f P h a g o c y t o s i s o

f m
a c r o P h a g e s ( P (

e o 扛 p a t i b i l i t y b e t贾 e e n P
a ” a另 夕 f” s e 界夕 a n d T r o g o P t e r u s d u n g

已n d w i t h
o u t i n f l u e n e e s

d r u g
。

o n i功 m u n e 一

i n e r e a 吕i n g a e t i o n i n 功 i c e a s e o 任 P a r e d w i 又h e a e h
月 s i n g l e

( 0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2 5 3 )

A C o 汀 .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y o n t h e M o r P h o l o g y a n d H i , t O IO g y

0 f H u a n g j i n g a n d Y u z h u

L i n L i n a n d L i n S h o u q u a n

A s y s te m a t i o e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y

o ” a t “ nt i n e l u d i n g u
H u a n g j i o g

” a n d

p r e s e n t e d
。

T h o d i f f
e r e n e e s

b
e t节 e e n

o n t h e . o r p上o l o g y a n d h i s t o l c g y o f t h e r b i z o . e s o f P
o l y g

“ Y u z h u ” e u r r e n t l y a v a i l a
b l e o n t h e C h i n e 。。 皿 a r k e t w e r e

t h i s t w o t y p e s o f h e r b a l m e d i e i n e s w e r e g i
v e n

.

( 0 r i g i n a l a r t i e l e o n p a g e 2 6 1 )

D y n a m i c A n a ly s i s o f C r u d e S a PO n i n s i n C r u d e D r u g s a n d C a l l u s

0 f F i v e l e a f G y n o s t e m m a ( G少 n o s t e。 。 a P e n t a P h夕 l l
u 。 )

L
u o

G
u a n g m i n g

,

T a n g F u P u ,

L i u X i a n w a o g
, e t a l

T
o t a l s a P o n i n s i n e r u d e d r u g a n d i n d u e e d c a l l u s o

f G 夕
。 0 5才e 沉爪 a P e o t a P h夕 11“ 川 ( T h u n b

.

)

M
a k

。
g r o w n i n J i 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w e r e a n a l y s e d b y s P e e t r o P h o t o 也 e t r y a n d T L C
。

R
e s u l t s s h

·

o w e d t h a t t h e q u a l i t y a n d q u a n t i t y o
f s a P o n i n s i n e r t d e d r 习 9 5 v a z i e d e o n s i d e r a

b l y w i t h e u ·

1 t u r e a r e a , t h e l i f e e y e l e a n d t h e i r c r g a n s
.

T五e q u a l i t y a n d q u a n t i t y o
f s a P o n i n s i n c a l l u s

a 15 0 v a r i e d d u e t o s o u r e e o
f

c l o n e
.

I t P r o v i d e
d

s o m e e v i d e n e e
f
o r t h e P r o d u e t i o n a n d h a r y ·

e s t o
f G

.

P e ” t a P 人夕 11
“ 川

。

( o
r i g i n a l a r t i c l e o n P a g e 2 6 6 )

( 上接 第2 5 2页 )

8

4

5

6

R
o w l a o d C F

。

C a n e e r
R

e s , 1 9 6 9 , 2 9 ( 1 ) .

3 9 1

S c h j
e i d e

0 A
.

A
n a l B i o e h e m

, 1 9 6 9 , 2 7

( 8 )
. 4 7 3

B u r t o n K A
。

B i o e h e m J
, 1 9 5 6

, 6 2
:

3 1 5

L
o w r y O H

, e t
L
a l

.

J B i o e h e m
,

1 9 5 1 ,

1 9 3 : 2 6 3

匡培根
,

等
.

中国入 民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报
,

8

9

1 0

1 9 8 2
,

3 ( 2 )
:

1 8 1

N
e u r i n g e r M

。
N u t r

R
e s , 1 9 8 6

,
4 4 : 2 8 5

N
o
b

u h i r o Y a
m

a m o t o , e t a l
。

J L I P i d R e s ,

1 9 8 7
一
2 8 . 1 4 4

W
a t a n a b e l

, e t a l
。

A B i o s o i e n c e s ,
1 9 8 7

,

6 2 1 5 6 3

( 10 9卜 0 5一 1 2收稿 )
7

一

2 8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