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夏
、

山珠半夏与水半夏的紫外光谱鉴别

云南省昭通地区药品检验所 ( 65 0 0 0 7) 赵 正荣
.

赵永成

摘耍 半夏
、

山珠半夏与水半夏各药材的 0 7% 乙醇提取液
,

其紫外光谱具有明显的特征性
,

依据

各特征吸收波长
,

可鉴别 3 种半夏
。

本文还测定了不同产地的半夏
,

其紫外光谱的特征 吸收波长

基本一致
。

关钧词 半夏 山珠半夏 水半夏 紫外光谱

半夏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

最早见于 《 神农本草经 》 ,

有燥湿化痰
,

降逆止呕
、

消 痞 散

结的作用
。

中国药典 1 9 90 年版一部〔 1〕收载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干燥块茎 ; 山珠半夏收载于云

南省药品标准 19 7 4年版〔 2〕为天南星科山珠 半 夏 干燥块茎
,

上述 2 种 在 我区产量较大
,

但

亦有将天南星科的水半夏充半夏用
。

关于 3种半夏的鉴 别
,

常以外观性状和显微组织作鉴别
,

作者试图以现代仪器分析方法进行鉴别探索
,

经多次实验发现
:

在相同的条件下制得的提取

液
,

其紫外光谱具有明显的特征性和可重复性
,

可作为半夏
、

山珠半夏与水半夏的鉴别
。

亦对

我区四县和贵州威宁县等不 同产地的半夏进行了紫外光谱的比较
,

结果其特征吸收波长基本

一致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方法简单
、

易行
、

鉴别特征明显
、

可靠
、

结果较为满意
。

1 仪器 和材料

日本 岛津 U V
一
2 8 5 F W紫外分光光度计

,

样品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尸
。̀ le l ia t e r -

。 。 t a
( T h u n b

.

) B
r e i t

.

的干燥块茎
, 山珠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山珠半夏且

r ` s a e o a y “ 。 。 a 。 -

e s e B a c h
.

的干燥块茎 ;水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水半夏 T夕户 h o 。 `“ 。 f l a g e l l`o f
o r m e

( L o d d )

lB u 二 e的千燥块茎
,

以上药材样品均经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郑博仁副主任药师鉴定
。

检品半夏

来自昭通市
、

镇雄县
、

彝良县
、

巧家县和贵州省威宁县 , 山珠半夏来自昭通市 , 水半夏为我所

标本室样品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供试液 的制备
:

取研细过 3号筛的样品粉末 19 ,

于具塞试管中
,

加 70 % 乙醇 溶 液 至 10

m l
,

置 6 0℃ 水浴锅中保温 z h
,

每 1 5
一

n
i n
振摇一次

,

冷后过滤
,

收集滤液
,

离心 l o m i n ( 3 0 0 o r
/

m i n
)

,

分取上清液 即得供试液
。

2
.

2 扫描参数
:

狭缝 1n 二 ,

波 民范围 2 00 ~ s o o n n ,

扫描速度中
、

波长刻度 40 n 二 c/ m
。

2
.

3 样品测定

2
。

3
.

1 半夏
、

山珠半夏
、

水 半 夏的紫外光 表 1 3种半夏的紫外吸收峰位里

谱测定
:

取 已鉴定的药材样品及检品分别按

2
.

1法制得供试液
,

以 70 %乙醇作空 白对照
,

进行紫外光谱扫描
,

其最大吸收峰位置见表

1
。

结果表明
,
3种半夏的紫外光谱 的最大吸收

波长有较大的差别
,

其中半夏的最大吸收波

、黑碧
( n m )

2

半 夏 2 6 1 2 6 1 2 6 2

t工}珠半夏 2 6 , 3 2 a 2 7 0 3 3 0 2 7 1 3 2 8

水 半 夏 2 e 8 2 6 8 2 6 9

长位 于 2 6 1 n 二 处
,

水半夏为 2 6 8 n 二
处

,

山珠半夏则具有 2个最大的吸收波长位于 2 63 n m 和

3 2 8 n m处
,

因此可作为鉴别的特征波长
。

2
.

3
.

2 不同产地半夏的紫外光谱测定
,

取 5种不 同产地的半夏样品
,

制得供试液
,

以 70 %乙

*
A d d r e s s :

Zh a o Z h e n g r o n g
,

Y u n n a n
P

r o v i n e i a l Z h a o t o n g D i s t r i e t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Z h a o t o n g

《中草药 》 1 9 9 4年第 25 卷第 12 期 6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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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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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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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酒 ( 1 2 )
: 6 4 1

药理模型 (通)
:
2 0 5

药物制剂 ( 2 )
: l o a

药效分型 ( 2 )
: 1 0 5

药用腹蛇 ( 5 )
: 2 7 2

药用价值 ( 4 )
: 2 19

药用 植物 ( 2 )
: g 了,

( 6 )
: 3一5

药源调查 ( 4 )
:
2 0 5

野山人参 ( 5 )
: 2 7 7

野生黄连 ( 8 )
:
4 2 5

叶下珠 ( 9 )
:
4 5 5

鹰爪豆碱 ( 2 )
:
6 1

应激性演疡 ( 9 ) : 4 7 2

应激性损伤 (1 )
:

26

1
,
4
一
d i h y d r o ( 8 )

: 4 0 4

一阶导数光谱法 ( 4) : 1故

l y c o d i n e ( 9 )
: 4 5 3

乙 酞五味子酮 “ )
: 1 9 x

异补骨脂素 ( 7 )
: 3 5 5

异唆琳生物碱 ( 8 )
:
4 0 9

异芦荟苦素 (7 )
:
3 39

异叶 马交儿根 ( 1 0 )
:
5 5 5

益母草 ( 1 0)
:
5 5 7

翼首草 ( 9)
: 4 5 2

淫羊蕃贰 ( 9 )
:
4 5 7

引流熊胆针 剂 ( 9 )
:
5 0 1

叫噪生物碱 ( s )
:
1 1 8

银杏 ( 4 )
: 2 1 9

尤劳帕替醇 ( 6 ) : 2 8 8

油松果多塘 ( 4)
: 1 8 5

油酸型肺损伤 ( 4)
:
1 9 7

抽皮贰 ( 5 )
: 2 4 9

有毒中药炮制品 (1 0)
:
5 14

有机酸 ( 9 )
: 45 5

芫花 条 ( 1)
:
7

圆盘电泳 ( 7 )
: 3 7 7

原儿茶醛 ( 9 )
: 减6 0

原生皮 ( 7 )
: 3 5 0

原植物 6 )
:
3 3 3

月见草油 ( l )
: 5 。

鱼腥草素 ( 6 )
: 2 9 6

玉竹 ( 5 )
: 2 6 1

育苗 ( 8 )
: 4 2 9

郁金二酮 ( s )
: 通2 5

愈伤组织 ( 2
户 : 9 3

益知 子 ( 4 )
:
1 7 1

,

( 1 1 )
:
6 1 3

云南甘草 ( ] 0 )
:

5 0 7

Z

杂交元胡 ( 1)
:

37

栽培 ( 1 1)
:
6 0 1

幽族化合物 ( 3)
:
1 33

栽培技术 ( 1 )
: 3 7

再生皮 ( 7)
: 35 0

幽醇成分 ( 1 1)
: 6 1 2

增殖 ( 7 ) : 3 6 2

锗 ( 2)
:
70

浙贝母 (了)
: 3通峨

珍珠 ( 8 ) : 4 2 4

珍珠水解液 (班)
:
2 0 3

镇静 ( 10 )
:
5 2 7

镇咳 ( 1 0 )
:

5 3 1

正交试验 ( 1 1 )
: 5 7 5

知石清解注射液 ( 9 ) : 4 7 7

桅子 ( 1 2 )
:

6 2 7

桅子贰 ( 1 0 )
:

5 5 6 ,

( 1 2 )
:

6 2 7

桅 子金花 ( 1 0 )
:
5 5 6

质控 ( , )
:
4 9 3

质量分析 ( 6 )
: 2 9 9

质量评价 ( 1 0 )
:
5 14

植物多箱 ( 1)
:

40

植物硅酸体 ( 7)
:
3 7 9

植物基源 ( 7 )
: 3 7 2

职业性 ( 5 )
: 2 7 4

止痛软胶囊 ( 5 )
: 2 4 5

止泻作用 ( 8 )
: 4 1 5

权本具子 ( 3 )
:
1 6 1

积实 ( 8 )
:
4 1 9

脂肪油 ( 2 )
:
6 8

脂褐质 ( 10 )
:
5 2 1

脂酶 同工酶 ( 9)
:
4 7 9

脂溶性成分 ( 4)
:

17 5

脂质过氧化 ( 2 )
: 8 7

脂质过氧化物 ( 7 )
: 3 6 6

脂质体 ( 7 )
:
3 5 3

醋型生物碱 ( 2 )
:
7 2

制草乌 ( 2 )
:
7 2

制川乌 ( 2 )
:
7 2 ,

( 7 )
:
3 8 5

制剂 ( 7 )
: 3 8 5

中草药 ( 2 ) : 7。
, 、 5

: 2 74
,

( 1 0 )
:

5 4 6

中成药 ( 7)
:
3 5 5

中国八角属 (1 0)
:

“ l

中国林蛙 ( 1 1 )
: 5 8 4

中华补血草 ( s )
: 3 9 8

中华棚旅 ( 5 ) : 2 49

中药 ( 1 )
: 2 6 , L l )

: 3 9
,
( 1 )

: 5 2
,

( 3 )
: 1吐3 ,

( 3 )
: 2 6 5

,

( 4 )
:
1 8 7

,

( 4 )
:

2 15 ,
( 5 )

: 2 74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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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
: 4 0 0 ,

( 1 1 ) : 6 0 3

中药及其制剂 ( 9) : 49 3

中药类 ( 7 )
:
3 8 8

中药调剂 22 2 ) : 6 5 4

资源 ( 4 )
:
2 1 2

资源保护 ( ` )
: 2 0 5

资源利用 ( 2 )
:
2 0 6

,

( s )
: 峨3 1

紫 T 香试 ( 4 )
:
一9 0

紫花前胡贰 ( 6)
: 2 88

紫苏 子油 ( 5 )
: 2 5 2

紫外光谱 ( 2 )
:
72

,

( 6 )
: 3 2 0

,

( 6 )
:

3 3 2
,
( 1 2 )

: 6 4 9

种胚 ( 4 )
:
2 0。

朱砂七 ( 21 )
: 5 0 9

棕树根 ( 6少: 2 9 2

总蕙区昆 ( 7 )
: 3 5 ,

总生物碱 ( 2)
:
72

总皂贰 ( 5)
:
2 6 6

组织培养 ( 2)
: 9 3

组织特征 ( 5 )
: 2 6 1

最佳 万己方 ( 1 0 )
:
5 3 6

.

6 7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