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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大蓟中日本蓟
, “ , 和中国蓟 ‘, ,

茎的显微特征
,

可依据气孔
、

导管
、

纤维的类型及分泌道
、

管胞的有无鉴别
。

关健饲 日本蓟 中国蓟 组织学 大蓟

中药大蓟主要来源于菊科植物日本蓟 夕 “ 和中国蓟
。从 ”

的全草
。

两者生药性状相似
,

较难鉴别
。

现通过对大蓟 茎的

显微比较研究
,

提供了该 种植物的鉴别依据
。

实验材料

日本蓟 ‘ “ 夕 ‘ 二 的植物标本采自南京和浙江安吉
,

商品来

自天津和南京
。

中国蓟
。

的植物标本采自韶关和峨 眉
,

商品

来自广州和成都
。

为便于比较和使实验结果能得到较好的重现性
,

茎取自中等粗 细
、

植株 的

处
,

供重点显微观察和描述
,

其它部分也加以比较
。

实验结果

日本蓟 玄 ‘。 形 “。 茎 图
。

横切面呈类圆形或稍扁
,

边缘有明显的波状弯曲
。

表皮由一层纵向延长的扁平多边形细胞组成
,

外被极薄角质层
,

气孔多数
,

不定式
,

副

卫结胞 个
。

非腺毛稀少
,

由 个细胞组成
。

皮层表皮下有 一 层厚角细胞
,

细胞长圆柱形
。

皮层薄壁组织由 层扁圆形细胞组

成
,

胞间隙大
。

维管束 有 一 个维管束环状排列
。

初生韧皮部由纤维和壁稍增厚的韧皮薄壁细胞组

成
,

横切面呈新月形
,

均 木 化
。

纤维
一

长梭形或线状梭形
,

纵向 长 。一 一 。郊
。

宽
, 一 卜 ,

末端锐尖或 长 尾状渐尖
,

壁平直
,

厚。 件 ,

纹孔稀少
,

类圆

形
。

形成层不明显
。

木质部导管多数
,

数个相联
,

常径向排列 , 主为具缘纹孔导管和梯纹导

管
,

也有网纹和孔纹导管
,

少见螺纹和环纹导管
。

具缘纹孔导管分子长 一 郊
,

直 径 一 协 ,

末 端平 截 或稍斜置
,

纹孔多数
,

圆形或椭圆形
,

主为对列
。

管胞梯

纹
。

木纤维散在或数个成束
,

具类圆形单纹孔
。

木质部内侧近髓处
,

有 层纤维
,

横切面

呈新月形或三角形
,

该纤维与韧皮纤维相似
。

髓占横切面的
,

中央颓废破损
。

中国蓟 ‘ ‘。 茎 图
。

与日本蓟相似
,

主要区别点是

表皮气孔不定式或环式
,

副卫细胞 个
。

非腺毛由 个细胞组成
。

皮层厚角细胞 层
。

近维管束处散在分泌道
,
直径  协

。

维管束有  ! 个维管束
。

初生韧皮部横切面呈半圆形或弦月形
。

韧皮纤维末端锐尖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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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牌曰翔川川洲
,

洲一俐甲印山训
,

川

日 日本曲盆 图 中国蔺茎
一

横切面简图
一

横切面详图
一

解离组织
一

表皮表面观

表皮 厚角组织 皮层
一

韧皮纤维
一

木化韧皮薄壁细胞
一

韧皮部 卜木质部
一

纤维
一

射线
一

或随细胞
一

空隙
·

非腺毛 琦
一

角质层
一

木纤维
一

木薄壁细胞
一

导管 梯纹导管
一

具缘纹孔导管
一
网 纯导管 。

一

孔纹导管
一

管胞
一

螺纹导管
一

形成层 分泌道

纤维管胞
一

非腺毛

圆钝或平钝
,

壁厚 一 卜 , 具缘纹孔导管分子末端有短尾突或呈长尾状 , 孔纹导管

分子有的末端呈长尾状
。

有韧型纤维和纤维管胞
。

髓占横切面的
。

一 一
收稿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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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减去 为 的碎片
。

从化学反应可知此化合

物含酚经基
,

推测苯环上应含有 个酚独 基
。

一 。 乙  
,

糖上
, , ,

糖 一 ,
‘

, 二 , , , ,

示苯 环

上存在 系统的 个质子
,

苯环为对位取 代
,

, ,

酚 质子
,

推测此化合物 为 对

苯二酚与 分子葡萄糖生成的俄
。

将结晶 加
‘ ,

回流

冷后
,

乙醚萃取 次
,

合并醚液水洗至中性
,

无 水

N a :50 ‘脱水
,

挥去乙醚后
,

加少量氯仿
,

放 置 得

白色针晶
,

与分析纯对苯二酚做对照T L C两者比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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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一致
,

与对苯二酚混合熔点不下降
,

上述水解液所

得酸液用B aC O
。

中和过滤
,

浓缩后做糖 的 样 品 溶

液
,

在纸层析分离后 ( 正丁 醇一冰醋酸一水 ( 4
: 1

: 5 ) ( 上层) 〕
,

用 0
.
1 m o l/L A g N

o . + 10%

N H ‘O H (
1 : z

) 显色
,

加 热50~ 60
oC ,

呈 现

棕色斑点
,

比移值与葡萄糖一致
。

综上分析
,

此化合物为对苯二酚单葡萄搪俄
,

与文献 〔续俊文
,

贵州医药
,

1 9 7 5
,

1 2
(

s
)

:
2 6

) 〕

报道熊果贰 ( arb u tin )完全一致
。

致谢: 质谱
,

核撇共振谱 由军事医学科

学院代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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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得到千金藤素以来〔2 1〕
,

到 目前临床上应用千 金

藤素
,

已有几十年了
。

根据动物实验结果
,

临床经

验以及药物在体内排泄速度
,

只要注意用药剂量及

用药速度
,

千金藤素是绝对安全的
,

而且临床上已

经有大剂垦用药的经验而未发现毒副作用的报道
。

总之
,

千金藤素这种从传统中草药中提取出来

的生物碱
,

其在升高白细胞
、

抗肿瘤
、

抗炎
、

治疗

皮肤病等方面的药理作用是确切的
,

进一步深人细

致地研究它
,

了解其作用机制
,

必将会给千金藤素

在临床上的应用带来新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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