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 香 寥 的 生 药 鉴 定
湖南中医学院 (长沙 吐 0 0 17 0 )杨广民 .

简永兴 陈祥瑞 徐连风

摘要 对抗菌中草药丁香姜进行了原植物
、

药材性状及显微特征研究
,

为其品种鉴定提 供了资料

和依据
。

关甘词 丁香落 生药鉴定 药材性状 显微特征

柳叶菜科丁香萝属植物丁香寥L “ d咖加
a

rP os t ar at R o x b
.

是我省近年来发现 的 1种 抗

细菌性痢疾中草药
,

药用地上部分
。

经临床反复验证证实确有疗效〔肖伟筹
,

等
.

湖南医药杂志
,

1 9 8 3
,

1 0 ( 1 )
: 1 〕 ; 对其抗菌有效成分的研究证明是 D

。

( 诃子次酸三乙醋 ) 和 D
。

( 没食子

酸 ) 〔刘立群
,

等
.

中草药
, 19 8 6 , 1 7 ( 8 )

: 2 〕
。

长沙市第二制药 总厂以丁香寥为 主要原料

制成的灌肠剂
“

结肠宁
” ,

对痢疾杆菌
、

白色念珠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绿脓杆菌等有抑制

作用
,

并能降低血管通透性
,

使局部分泌物减少
,

吸收增加
,

改善局部微循环而起到收敛消

肿作用
,

对治疗结肠炎类疾病有显著疗效
。

为了避免药材品种及名称混乱 ( 如丁香寥有常见

别名水丁香
、

丁子萝
、

红可豆
,

田萝草等 ) 而造成误用
,

我们对丁香寥原植物
、

药材性状和

显微特征进行了系统观察研究
,

为丁香曹的生药鉴定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采 自长沙市南郊石 马铺
,

并于我院药物园栽培观察
,

经鉴定为柳叶菜科丁香警属植

物丁香萝 L u
d
二 ,

f g ` a 夕r o : t r a * a R o x b
. 。

采用叶表皮撕取制片和石蜡切片法切片后显微观察描绘等生药显微鉴定研究的常规方法
。

2 实验结果

2
.

1 原植物形态
: 1年生草本

,

植株平卧于

地面或作倾卧伏
,

后抽茎
,

长 20 ~ 6 c0 m
。

茎有棱角
,

多分枝
,

枝带四方形
,

至秋季茎叶

带 紫红色
。

单叶互生 , 叶片披针 形
,

长 3
.

5一

7
·

sc m
,

宽 1~ cZ m
,

先端渐尖
,

叶柄较短
。

花

腋生
,
1一 2朵

,

无梗 ; 花曹 4 ~ 5裂
,

裂 片卵

形
,

长约 Zm m
,

外面有细毛
,

宿存 , 花瓣

黄色
,

与花尊裂片同数
,

椭圆形
,

长约 3 m m
,

先端钝 圆
,

基部狭
,

作短爪状
,

早脱 , 雄蕊

4 ~ 5 ,

子房下位
,

外面密被短细毛
, 4室

,

花柱

短
,

柱头单一
,

头状
。

萌果线状四棱形
,

微弯
,

一

氏约 15 ~ Z o m m
,

成熟时呈紫红色
。

种子细小
,

棕黄色
。

花期 7 ~
·

8月
,

果期 9一 10 月 (图 l )
。

2
.

2 药材性状
:

本 品全长 40 ~ 60 c m
。

茎呈类圆

柱形
,

基部茎直径 3一 3二 玛中段 茎 2 ~ 4 `n 二 ;

茎多分枝
,

分枝略呈四方形
,

直径 1一 2
、 1。 1 。

图 1 丁香移原植物图

1
一

植物全形 2
一

花 3
一

果实

茎中下部浅红棕色
,

上部紫红色
。

表面 有 纵棱 5条
,

老茎皮部易剥离
。

质较脆
,

断面木部淡

黄色
,

髓部黄白色
,

多中空
。

有少数皱缩的叶
,

叶片披针形
,

全缘
,

主脉于背面隆起
。

茹果
中

A d d r o s s 一 Y a n g G u a n g m i n ,
H u n a n C o l l o g o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o d i e i n e ,

C h a n g s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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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长条状
,

长 1
.

5~ cZ m
,

紫红色
,

有四 棱
,

开裂后常残留纤维毛状物
。

气微清香
,

味微苦而涩
。

2
.

3 显微特征
:

2
.

3
.

1 茎 ( 直径 3
.

2 m m ) 横切面
:

表皮为 1列长方形薄壁细胞
,

外被角质层
。

皮层 最 外为

2 ~ 3列厚角细胞
,

其内侧有 4一 6列椭圆形或类圆形切向排列的皮层薄壁细胞 ; 内皮 层 为 1列

切向延长呈类长方形且排列紧密的薄壁细胞
。

中柱鞘部位为 1列断续环状排列的纤维
,

多 2一

3个连在一起
,

细胞壁极厚
,

层纹明显
。

韧皮部成环状
,
形成层明显 ; 木质部连成环状

,

导管

直径 40 ~ 88 终m , 木纤维
、

木薄壁细胞呈多角形
,

壁木化
,
射线细胞多为 1列

。

髓部薄壁细胞

类圆形
,

直径 1 22 ~ 2 18终m ,

排列疏松 ; 髓部靠近木质部的地方及髓部近中央等处 散 有内生

韧皮部组织
,

由细小多角形的韧皮薄壁细胞组成
。

本品薄壁细胞中含有淀粉粒和草酸钙针晶

束 ( 图 2
、

3 )
。

厂 犯

、

一 2

星乡、 、

衬鬓丈
_ _

: 耳

~

\ 份幼二书
图 2 丁香移茎核切面组织筒图

卜表皮 2
一

厚角组织 3一皮层 4
一

内皮层 5
一

纤维

,
一

韧皮部 7
一

形成层 8 木质部 9
一

内生韧皮部 1 0一髓部

2
.

3
.

2 叶主脉部位横切面
: 上下表皮均为

1列长方形薄壁细胞
。

主脉上表皮下 方 有 1

列厚角细胞
,

下表皮内方有 2列厚角细胞
,

主脉上
、

下表皮处可见稀疏的单细胞 非腺

毛
,

长 74 ~ 8 1林m
。

栅栏组织细胞 1 列位 于

上表皮下方
。

海绵组织细胞排列较 密
。

主

图3 丁香莎茎横切面组织详图

1
一

表皮 2
一

厚角组织 3
一

皮层 4
一

内皮层 5 纤维

6
一

韧皮部 7
一

形成层 8
一

木质部 9 一

射线 1。
一

髓部

11
一

内生韧皮部 12
一

草酸钙针晶

脉维管束外韧型
,

木质部呈新月形
,

其上方的薄壁组织中有内生韧皮部为细小的细胞群
,

细

胞呈多角形
。

本 品薄壁细胞中有草酸钙针晶束 ( 图 4 )
。

2
.

3
.

3 叶表皮撕取片
:

上
、

下表皮细胞垂周壁波状弯曲
,

均有不定式气孔
,

以下表皮为多
’

极少不等式
,

副卫细胞 3 ~ 5个
。

在叶脉及其边缘可见稀疏微弯曲的单细胞非腺毛
。

下表皮细

胞较上表皮细胞小 (图 5 )
。

3 小结

3
.

1 叶木质部上方及茎组织构造髓部的薄壁细胞中均有内生韧皮部
,

细胞呈多角 形
,

排列

紧密
,

这一组织特征可作为鉴别丁香寥的重要依据
。

3
.

2 茎组织构造中柱鞘部位有断续环状排列的纤维 ; 皮层和髓部的薄壁细胞中部 分 含有草
·

6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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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作空白对照
,

进行紫外光谱扫描
。

结果表明
,

不同产地的同品种半夏其紫外最大吸收波长

位置都在 2 6 1士 Z n 二处
,

吸收光谱基本一致
,

因此同一 品种不同产地 的半夏
,

其紫外最大吸收

波长具有相同的特征性和可重复性 ( 表 2 )
。

2
.

3
.

3 不同浓度的乙醇供试液紫外吸收稳定性考察
:

取不 同产地的 半 夏
,

分 别 用 95 %和

7 0 % 乙醇溶液制得供试液作紫外吸收光谱测定
,

见 表 3 ,

结果表明
,

用 95 % 乙醇 作提 取 剂其

吸收波长不稳定
,

而 70 %乙醉作提取剂则相对较为稳定
,

最大吸收波长为 2 62 士 Z n m ,

因此选

择 70 % 乙醇作提取剂效果较好
。

表 2 不同产地半夏的紫外吸收峰位里 表 3 不同浓度乙醉供试液紫外

吸收峰位里

样 品

、母罗 ( n m )

9 5 %乙醇 7 0% 乙醇

,ù,1nJ内Où匕ō七,曰,自,̀门JQ曰ōb一匕曰二6勺̀叮̀,曰

种 产 地 “泛aoxat (n m )

夏 昭 通 市 2 62

夏 彝 良 县 2 61

夏 镇 雄 县 2“

夏 巧 家 县 2 60

夏 贵州威宁县 2 61

昭通半夏

威宁半夏

镇雄半夏

半半半半半

3 讨论
」

”
.l

~

”
一 ” ” . ~ ” . -

一

—
3

.

】 经测定半夏
、

山珠半夏 与水半夏的紫外吸收光谱有较大差别
,

可根据此特性鉴别 3种半夏
。

3
.

2 鉴于药材品种不同
,

其化学成分也不尽相同而呈现光谱的差异性 , 又相 同品种的药材
,

也因质量的不 同
,

包括采收季节
、

生长条件
、

加工方法等的差异
,

其紫外吸收波长亦呈微小

的变化
,

但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

今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 2 云南省药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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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和国药典一部
·

北京
:

人民卫 生出版社
, 1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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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丁香寥叶橄切面组织详图

上表皮 2
一

栅栏组织 3
一

海绵组织 4
一

气孔 -5 木质邓

图 5 丁香移叶下表皮细胞

1一气孔 2
·

非腺毛 3
一

下表皮细胞
6 一

韧反部 7
一

厚角组织

酸钙针晶束和淀粉粒 ;

8 一

下表皮 9
一

非腺毛

叶主脉上
、

下表皮内侧分别有 l和 2列厚角细胞
、

薄壁组织中也有草酸钙

针 晶束分布
,

叶片上下表皮均有不定式气孔等
,

这些都应作为鉴定丁香萝的特征依据
。

致谢
:

本院 中药鉴 定学教研室周 天达教授协助 品种鉴定
,

并讨本文提 出宝责意 见
,

特此

致谢
。

( 19 9 3一 1 0一 1 8收稿 1 9 9 4一 0 7一 2 1修 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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