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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常用滋阴中药麦冬进行较系统的药源调查
,

基本弄清我国麦冬类中药的药 用 资源现

状和主流商品种类
�

对化学成分的比较分析
,

了解了各药用种类和同种不同产地
、

不同商品 规 格

中主要化学成分的异同及含量差异
,

为建立中药麦冬的品质评价方法和开发药用资源提 供 了科学

数据
。

关键词 麦冬 药源调查 定性定量分析

麦冬为常用滋阴中药
,

具有润肺生津
、

养阴清热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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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文献记载和 实 地

调查
,

全国各地以麦冬或野麦冬为名的有沿阶草属 � �从
。�。夕�� � � � 一 � � � �

�

和 山 麦 冬 属

川
� �� �� � � ��

�

的多种植物
。

国内外对麦冬类 的植物分类
、

生药鉴定
、

化学成分和药 理活性

已有一些研究
,

但我国产麦冬类中药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

为了给开发麦冬药用资源
,

发

展商品麦冬生产
,

缓解药用紧张状 况提供科学依据
,

有必要对麦冬类药用植物进行较深入系

统的调查和比较研究
。

我们的研究包括药源调查和化学成分比较分析
。

� 药用资源调查

麦冬类的基源为百合科沿阶草属和 山麦冬属多种植物
。

通过对我国麦冬类中药主产地和

分布较广的浙江
、

江苏
、

安徽
、

福建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湖南
、

湖北等省的实地调查
,

基

本搞清我国麦冬类植物的药用状况
,

以西南地区的四川
、

云南种类最多
,

资源最丰富
,

混乱现

象也较严重
。

在调查中发现全国以麦冬或野麦冬为名的沿阶草属植物 �� 种 �变种 �
、

山麦冬

属植物�种 �变科
�

�
,

其中
,

麦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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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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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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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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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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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沿阶草 �
�

� � 蓄� � � � �
,

�
� 、

山麦冬属植物山麦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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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草山麦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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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 叶

山麦冬�
�

夕� � 用 �。‘�
� �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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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小山麦冬 �
�

� 玄� �  
�� � � �� �� � � �� �

、

甘 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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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有商品
。

调查 结果表 明
,

浙江 是

我国麦冬药材传统产地
,

临床上称之为杭麦冬
,

其原植物为百合科沿阶草属植物麦冬 �
�

�� �

�。。‘。��
。

集中栽培于浙东南杭州湾一带
,

主要有慈溪
、

余姚
、

萧山等县
。

由于前些年市 场

上麦冬药材价格起伏较大
,

杭麦冬生长周期长 �� 一 �年 �
。

因此
,

栽培面积及产量变化很大
。

目前我国供出口 的麦冬药材也 以浙江麦冬为主
。

四川省是另一传统麦冬产地
,

商品称之为川

麦冬
,

其生产基地为涪江流域的绵阳
、

三台等县
。

川麦冬原植物 同杭麦冬
,

但其栽培期仅一

年
,

具有生长期短
,

产量高的特点
,

一度 为我国最大的麦冬产地
。

近年来
,

川麦冬的总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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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下降
。

湖北省是我国��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麦冬生产基地
,

主要产于汉水 流 域 的襄

阳
、

古城
、

志河 口等县
。

经研究 �� 〕认为湖北麦冬是山麦冬的变种湖北麦冬
。

由于湖北麦冬栽

培年限短
,

单产高于川杭麦冬
,

价格便宜
,

发展很快
,

成为我国重要麦冬生产基地
,

商品销

往我国近�� 个省区
。

调查中
,

发现商品中有福建产麦冬
。

我们对福建泉州
、

惠安
、

仙游等县
、

市进行了调查
,

该地区均有麦冬栽培
,

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

有部分销往外省
。

据我们

对原植物的分类学鉴定
,

确认福建泉州地区产麦冬的植物基原为短草 山麦冬
。

� 化学成分的比较分析

据文献〔�一�。〕报道
,

麦冬中的主要成分是幽体皂贰
、

多糖和高异黄铜类化合物
。

我们 选

择从麦冬类植物中分得的街体皂贰的高异黄酮类化合物对麦冬类生药进行薄层定性比较 , 并

对麦冬类生药中的多糖进行含量测定
。

�
�

� 薄层定性分析
�一 � 试药与试验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薄层板��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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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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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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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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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b
“r a n皂贰C

、
D

、

E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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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 o i 宕皂贰D

、
E

、
F

, 阔叶山麦冬皂贰A
、

B
、

C
、

D

、

E

、

F

、
H

, 山麦冬皂贰L s一sl ~
1 2 , 短草山麦冬皂贰L m 一s2 ~ 6 , 高异黄酮标准品 甲 基

麦冬黄烷酮 A
、
B

,

甲基麦冬黄酮 A ,
6 一醛基异麦冬黄酮 A

,
2
尸一经基甲基麦冬黄酮A

。

溶剂

和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

1

.

2 实验材料
:
见表1~ 3

。

皂贰类成分比较
,

取药材粉末约 。
.
5 9

,

加5m l甲醇
,

按常规方法

制成。
.
5 m l甲醇样品液供点样用

。

高异黄酮类成分比较取药材粉末约 1
.
09

,

加3m l氯仿一甲醇

( 7
: 3 ) 溶液

,

置烧瓶中
,

在超声波条件下提取20 m in
,

离心
,

分取上清液
,

重复一次
。

合

并 2 次所得上清液
,

挥千溶剂
,

溶于 1
.om l氯仿中供点样用

。

2
.
1
.
3 皂贰类成分定性分析

:
由于麦冬中所含皂贰化合物较多

,

难以在一个展开系统中一一

分离
,

故选用 6 个展开剂
,

将各种皂贰逐一分离
。

展开剂 ( l) 氯仿
一甲醇一乙酸乙醋一水(10

:

7 : 20 : 5, 下层 )
,

(
2

) 氯 仿
一甲醇一水 ( 50

: 20 : 2 )
,

(
3

) 氯仿
一甲醇一水 ( 65

: 35 :

20,

下层 )
,

(
4

) 氯仿
一甲醇一水 ( 70

: 30 : 4 )
,

(
5

) 氯仿
一甲醇

一
水 ( 70

: 30 : 20 ,

下

层 ) ,
(

6
) 正丁醇

一醋酸一水 ( 4
: 1 : 1 )

。

上行直立展开
,

展距
:
4c m

。

展开后
,

将薄板吹

干溶剂, 喷 10 % 硫酸溶液
,

在105 ℃条件下
,

烘烤sm in
,

皂贰成分显墨绿色
‘

( 贰元为鲁斯可

皂贰元及25 (
S
) 异构体 ) 或紫红色 (薯技皂贰元及亚莫皂贰元 )

,

见表 1
,

2
。

鉴于沿阶草属植物所含皂贰的贰元与山麦冬属植物的贰元常为25 ( S ) 的异构体
,

薄层

层析较难分离
,

故我们仅以沿阶草属所得的22 种皂贰比较分析沿阶草属植物
,

以山麦冬属所

得的23 种皂贰比较分析山麦冬属植物
。

从薄层定性分析结果比较
,

见表1
,

2
,

各 种 所 含皂

贰的种类有一定区别
,

可供鉴别参考
:
同种不同产地其主要皂贰成分基本相同

。

2
.
1
.
4 高异黄酮类成分定性分析

:
展开剂

: 正己烷一乙酸乙脂 ( 8
: 1 )

。

上行直立展开
,

展

距
: 8.sc m

。

展层后
,

将薄板吹干溶剂, 喷2% 三氯化铁溶液
,

在90 ℃条件下
,

烘烤
,

S E
一 1

显紫色
,

其余显橙黄色 (表3 )
。

层析结果表明
,

高异黄酮类成分从沿阶草属植物中检 出
,

而山麦冬属植物中未见
。

这与以往的化学成分研究结果一致
。

2

.

2 多糖的定量分析
:
药理实验表明

,

麦冬中的水溶性多糖有抗缺氧和免疫促进作用
。

因

此
,

我们选用多糖的含量作为麦冬质量 比较指标之一
。

所 用方法是
:
先用80 % 乙醇提取

,

以

除去可能含有的单糖
、

低聚糖及贰类等千扰性成分
,

然后用水提取其中所含的多糖类成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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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沿阶草属植物块根中22 种皂伏成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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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系统

多糖类在硫酸作用下
,

先水解成单糖分子
,

并迅速脱水生成糠醛衍生物
,

然后和苯酚缩

合成有色化合物
,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含量
。

标准曲线的制备
:
精密量取标准品溶液

( 1卜g标准葡萄糖/卜l ) 1 0
,

2 0
, 吐。,

6 0
,

80

,
1
00 时

,

分别置于试管中
,

各加蒸馏水

使体积为2m l
,

再各加苯酚试液 1
.om l, 摇匀

,

迅速滴加浓硫酸5
.0m l ,

迅速摇匀
,

放置sm in
,

置沸水浴中加热 巧m in
,

取 出
,

冷水冷却至室温
,

另以蒸馏水2m l
,

加入苯酚和硫酸
,
同法操

作
,

作空 白对照
,

按分光光度法在490
n m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以吸收度为纵座标
,

浓度为横

座标
,

绘制标准曲线
,

求出回归方程
。

回归方程 A = 。
.
0 04

.
8 5 C 一 0

.
。。2 2 相关系数 r = 0.9999

样品溶液的制备
:
精密称取样品 ( 实验材料见表 4 )粉末 ( 40 目筛 )约 0

.
20 琴

,

置圆底烧

瓶中
,
加80 % 乙醇 100 m l

,

回流提取 lh
,

乘热过滤
,

残渣用 80 纬热乙醇洗 涤 ( 8m l
x 3 )

,

残渣连同滤纸置烧瓶中
,

加蒸馏水80 m l
,

沸水浸提lh
,

乘热过滤
,

残渣用热水洗涤 ( 10 m l

x 3 )
,

洗液并入滤液中
,

放冷后
,

移置250 m l的容量瓶中
,

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

备用
。

含量测定
:
精密吸收各供试液一定量 ( 使吸收值在线性范围内 )

,

加蒸馏水到2m l
,

按

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的方法测定吸收度
,

从回归方程中求出供试液中的葡萄糖含量
,

按下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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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2 山麦冬脚植物块根中23 种皂俄成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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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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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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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摹山麦冬L
.
。 、: 。a ,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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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l f
。
( 南京 ) 5一 阔叶LIJ 麦冬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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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o
t 夕P h l l

a
( 南川 ) 6 一

矮小IJJ 麦冬L
.
爪i”。

k
a ”s u e ”s

f
s
( 马尔康 )

算样品中多糖含量
:

多糖含量 %
=
( C
x D x f ) x l00 000/W

式中C
:
供试品溶液中葡萄糖浓度(卜g) D

:
供试品溶液的稀释因素 f: 换算因 素 ( 麦

冬多糖的换算因素 1
.
35 ) W

:
供试品重量 ( m g )

。

各种麦冬药材多糖的含量见表4
。

平均回收率为99
.5%

。

志 小结与讨论
3.1 通过实地调查

,

基本搞清我国麦冬类植物的药用状况
,

发现全国以麦冬或野麦冬 为名

的沿阶草属植物 18 种和变种
、

山麦冬属植物 8 种和变种
,

其中
,

麦冬等16 种具块根
,

并有商

品
。

主流商品杭
、

川麦冬的基源植物为麦冬0
.
]’a P

。。‘。us
,

湖北麦冬的基源植物为湖 北 麦

冬L
.
‘
Pi

。。
ta

v
ar

.

p
r
ol ‘p er

。 ,

福建麦冬的基源植物为短草山麦冬L
.
。“: 。。r

i
,

其余大多是

地方用药
。

通过对全国24 个省
、

市 ( 区 ) 收集到麦冬样品69 件 的商忍
;
鉴定基本弄清全国麦冬

药用种类和主流商品
。

3

.

2 以从麦冬类植物中提得的45 种 衡体皂贰和 5 种高异黄酮为标准品
,

对 16 个种 ( 变 种 )

麦冬类植物块根进行了薄层层析比较
。

皂贰分析分别选用 6 个溶剂系统
,

能较好地分离各化

. 20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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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沿阶草属和山麦冬属植物块根中离异黄酮类成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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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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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 u s * i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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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四川沿阶草0
. sz e 。人。 a n e , 5

1
5

( 南川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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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 a‘re ‘( 南川 ) 10 ·狭叶沿阶草

0
. s teno P h夕11 “ s ( 元阳 ) 11·山麦冬L irf

o P e sP fe ata (陕西 ) 12 ·湖北山麦冬L
。 s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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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v a r 。

P
r o

l i j

e r a
( 襄阳 ) 15 一

短草山麦冬L
.
沉 u s c a r i ( 仙游 ) 1 4一禾叶山麦冬L

. g ra沉￡n ‘f
o
l i
a
( 南京 )

xs 一

阔叶LIJ 麦冬L
.
p la ty p人夕Il a ( 南川 ) 一6

一

矮小dJ 麦冬L
.
沉 i, o r

( 南京 ) 17 一

甘肃山麦冬

L
.
儿a os:‘e n s ‘s ( 马尔康 )

合物
。

在山麦冬属的23 种 化 合 物中
,

山麦冬含 13 种
,

以山麦冬皂贰C ( L
s一

s3 ) 量较高,

湖北麦冬含14种 ( 其中12 种同 山麦冬 ) , 短尊山麦冬 10 种 , 以短尊山麦冬皂贰B
,

C
(

L m
-

5 2
,

4
) 量较高

,

禾叶山麦冬18 种 ; 矮小山麦冬16 种 , 阔叶山麦冬 12 种 , 甘肃山麦冬 14 种
。

各

种麦冬均含卜谷街醇葡萄糖 贰 ; 除短草山麦冬外
,

均含山麦冬皂贰B
,

G
(

L
s 一5 2

,
9

)

,
阔

叶山麦冬皂贰E
,

各种麦冬均未 检出阔叶山麦冬皂贰D
,

禾叶山麦冬含皂贰种类最多
,

阔叶

山麦冬种类最少
,

量 以矮小山麦冬为最高
。

沿阶草属得到的22 种皂贰中
,

杭麦冬含5种
,

川

麦冬8种
,

沿阶草4种
,

矮小沿 阶 草5种
,

间型沿阶草6种
,

连药沿阶草6种
,

短药沿阶草6种
,

四川沿阶草6种
,

西南沿阶草7种
,

狭叶沿阶草4种
,

其中以川麦冬含皂贰种类最多
,

量也最

高
,

杭麦冬量为最少
。

高异黄酮类成分仅从沿阶草属植物中检出
,

而山麦冬属植物中未见
。

定性分析结果各种间有一定 区别
,

可作为鉴别的依据之一
。

3

.

3 对 16种麦冬及不 同产地
、

规格
、

采收时间麦冬所含多糖用苯酚一硫酸比色法进行了含量

测定
。

结果是
,

16 种麦冬均含大量多糖
,

不同种和变种间多糖含量有明显差异
。

主 流品种麦

冬
、

湖北麦冬中多糖含量均较高
,

短覃麦冬中多糖含量居中; 同种不 同产地
、

不同规格
、

不同

栽培年限
、

其多糖含量差异较大
。

总体上看
,

等级提高
,

栽培年限延长
,

有利于多糖的积累
。

3

.

4 通过商品鉴定
,

药典品种麦冬0
.
joP 。。介uS 仍为主流商品

,

非药典品种 湖 北 麦 冬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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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6 种安冬类植物的多箱含量

样 品 植物来源 产 地 含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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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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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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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二等 )

3魂.5 1 ( 三等 )

31。 5 4

2 6
.
3 , ( 栽培 1年 )

28
.
86 (栽培 2年 )

35
.
10 (栽培 3年 )

40
.29 ( 一等 )

86 .42 ( 二等 )

30 .58 ( 三等 )

24 .3 6

4 2。 6 7 ( 野生 )

39 。
5 5 ( 野生 )

50 .54 ( 野生 )

18 .89 (野 生 )

18 .1 2 (野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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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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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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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禾叶LIJ 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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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山麦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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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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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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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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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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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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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四川马尔康

21 .7 6 ( 野生 )

x4 。
1 4 ( 野生 )

13 .12 ( 野生 )

39 。
2 8 ( 栽培 )

23 。

0 0

2 9

。
0 3

1 8
。
1 9

3 9

.

0 4 ( 栽培 )

24 .9了( 栽培 )

16
.
9 9 ( 野生 )

17
.
16 ( 野生 )

35.53 ( 野生 )

1 3
.
47 ( 野生 )

: P ‘。。 t 。
.
v a r

.
夕ro l‘f

e r a和短草山麦冬L
.。:u s e a r i也占了很大比重

,

而且有不断扩大ha 趋势
。

研究表明〔
, l ,

1 2 〕 ,

后两者水煎派与麦冬药理活性近似
,

活性戊分多糖和皂贰的含量无显著性差

异
,

且均有 15 年 以上的栽培和使用历史
,

建议载入药典或部
、

省颁标准
。

沿阶草0
.
bod 玄耐-

e ri 和 山麦冬L
. :P ecat a分布广

,

资源较丰富
,

多糖含量较高
,

皂贰种类与麦冬
、

湖北麦 冬

类似
,

建议 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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