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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药材市场上
,

三七药材除正品五加科植

物三七的根外
,

尚发现有藤三七的珠芽
。

而且我区

有个别药农在引种
。

为了澄清真伪
,

防止错收错用
,

提醒广大中药界同行及药农注意鉴别
,

本文对藤三

七进行了生药学方面的鉴别研究
,

同时用正 品三七

在药材性状与理化鉴别方面做了对比观察
。

样品 取自河北省博野县杜家庄一药农
。

来源 为落葵科植物藤三七

夕   !

的珠芽
。

植物形态 为肉质小藤本
。

藤茎长达 一
,

茎中空
,

叶表光滑无毛
,

干后有纵沟纹
。

叶互生
、

肉质稍薄
,

卵圆形
,

长峨一
,

宽透一
,

表面

光滑无毛
,

网状脉
,

叶柄短
。

长穗状花序腋生
,

长

约 左右
,

下垂
,

花小
,

绿色
,

花冠 瓣
。

瘤块

状珠芽生于藤茎上叶腋处
。

药材性状

珠芽呈纺锤形瘤块状
。

鲜品表面土绿色
,

干后

表面土灰色
,

顶端有茎痕
,

周围有众多瘤状突起
。

质坚实
,

击碎后皮木部不分离
,

断面白色粉性
,

无

明显形成层环
。

气微
,

味微干
,

嚼之有粘舌感
。

正品五加科植物三七的药材性状呈纺锤形或类

圆锥形
,

长
,

直径
。

表面灰黄或灰

棕色
,

有断续的纵皱纹及少数皮孔
,

顶端有茎痕
,

周围有瘤状突起
,

侧面有支根断痕
。

质 坚实
,

击碎

后皮部与木部常分离
。

横切面灰绿
、

黄绿或灰白色
,

皮部有细小棕色树脂道斑点
。

气微
,

味苦而后微甜
。

组织特征

横切面观 木栓层为 列细胞组成
,

栓内

层可见有较多草酸钙簇晶
、

大小不等
,

直径为

林 环状形成层不甚明显
。

木部较宽
,

约

占直径的
,

在近形成层处有稀疏的导 管 群
。

导

管类圆形
,

非木化 淀粉粒众多
。

粉末特征 类白色
,

淀粉粒众多
,

单粒 多球

长椭圆形
,

长 一 协
,

宽 ‘ 仁‘
,

有的呈呈

形
、

半球形及类多角形 脐点呈裂缝状
、

人字状及
“ ”

状 复粒较少见
。

导管呈网纹及螺纹
,

非木

化
,

直径在 卜 之 间
,

草酸钙簇 晶 大

小不等
,

直径在 一 卜 之’
。

理化鉴别

取样品粉末
,

加甲醉
,

浸渍振摇
,

滤

过
,

取滤液
,

置水浴上蒸干
,

加醋醉 及浓

一 滴
,

立刻显蓝绿色
。

取正品三七粉末
,

同法操作
,

显黄
、

红
、

青
,

最后显污绿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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