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小结与讨论

4
.

1适时分批采摘金银花
,

控制好各加工干

制方法的操作要点
,

是保证成品性状
、

质量的

重要技术环节
。

4
.

2 上述 6 种加工方法中
,

以颜色而论
,

经

硫磺熏和蒸后干燥者最佳
,

炒后干燥及直接

晒
,

阴干者次之
,

直接烘干或鲜花于晒
、

阴过

程中反复受潮者
,

颜色欠佳
。

经蒸
、

炒
、

烘处理

的成品
,

具有不同程度的油润感
。

晒
、

阴
、

烘
、

妙
、

蒸等方法的成品
,

均具金银花清香
。

咀嚼

品尝口感
,

晒和阴干者一致
,

烘
、

炒
、

蒸干者一

致
。

硫熏者香气和味道与其它各法的成品有

别
。

4
.

3 硫熏加工的金银花成品
,

颜色极好
,

但

金银花的香气减弱
,

并能嗅出硫磺臭
,

味感为

涩
、

咸
、

微酸
、

微苦
,

硫熏时间越长
,

这些特征

越突出
。

4
.

4 利用上述感观性状
,

可初步辨别其属何

种加工方法的成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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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栽培与野生新疆一枝篙质量及有效成分的比较

新疆自治 区临床药学研究所 (乌鲁木齐 8 3 0 0。” 李 军
.

刘文丽 哈尔
·

札衣尔 般秉 臣

摘 要 对野生和栽培一枝篙作了药材性状
、

组织构造
、

化学成分预试
、

薄层层析和总黄酮含量对

比
,

表明两者质量基本一致
。

可供鉴别应用参考
。

关键词 新疆一枝篙 栽培品 野生品 质量比较

一枝篙 A rt e m l’is a r

uP es t ir 、 L
.

系菊 科

( c溯P on is at 己 )多年生草本植物
,

药用 全草
。

用于清热解毒
、

抗菌消炎
、

抗过敏
,

主治各种

感冒
、

急慢性扁桃腺炎等
。

主产于新疆
,

历来

均为野生
,

其质量控制主要是测定有效成分

黄酮类的含量
。

由于用药量的不断增大
,

野生

资源难以满足需要
,

近年来 已有引种栽培品

种
〔, 〕 。

为了探索两者的质量差别
,

我们对人工

栽培与野生品的黄酮类成分进行了比较
。

药材
:

野生 (来自新疆木垒县 )
,

人工栽培

( 新疆乌鲁木齐永丰乡 )
,

1 9 9 1 一 08 采集
,

人

工栽培系 3年生
。

1 性状
1

.

1 栽培 品
:

本品长 30 一 6 c5 m
,

全株具芳

香
,

根及根茎呈圆柱形
,

表面淡黄色或土黄

色
,

断面黄色
,

茎数个斜生或单生
,

幼枝上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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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KL,00bC00

000心000。
o

短茸毛
,

老枝多光滑
,

有不甚明显的纵向条

纹
,

直径 2~ 3
.

s m m
,

常呈紫黄色
,

中空
;
基部

叶裂片呈狭披针形
,

果柄
,

上部叶较小
,

二 回

羽状分裂或不分裂
,

裂片条形
,

叶两面均被琉

柔毛
’

头状花序单生于叶腋或枝端
,

花序总苞

片 3一 4 层
,

密被白色茸毛
,

外层绿色
,

纸质
,

条形
,

内层膜质
,

卵形
;
管状花

,

黄色
。

花边 1

列
,

雌性
,

内层花两性
,

花长约 Zm m ;
瘦果倒

圆锥形
,

长约 0
.

5一 l m m
,

味微苦
。

1
.

2 野生品
:

与栽培品比较
,

植株略矮
,

共约

2 0 ~ 5侃m
,

根茎及根较细 ;其表面颜色较深
,

常呈紫红色
,

直径约 1
·

5一 3m m
。

2 组织构造

2
.

1 栽培品
:

茎横切面
,

类圆形
,

表皮细胞 1

列
,

紧密整齐
,

其上生有非腺 毛
,

皮层 细胞 3

~ 7列
,

间有裂隙
,

内皮层细胞大而明显
。

维

管束约 20 个排列成环
,

射线细胞 1~ 2 列
,

中

柱鞘纤维束呈长圆形
,

维管束外韧型
,

纤维和

导管均木化
,

形成层不明显
,

髓部细胞较大
,

中央常呈空腔
。

粉末
:

黄绿色
,

丁字形或叉状

非腺毛
,

顶狭尖
,

微弯曲
,

长达 6 0 0m m ;
腺 毛

头部呈椭圆形
,

由 6~ 10 个细胞排列成 2 列
,

长约 3 5一 4 7m m
,

直径 3 2一 4 4拌m ;
气孔为不

定式
,

长轴 25 ~ 29 “ m
,

短轴 22 ~ 25 拌m
,

付卫

细胞 3一 5 个
,

花粉粒 类 圆球形
,

直径 约

1 8产m
,

外壁较厚
,

微有小刺状突起
,

螺纹导管

直径 1 0一 1 5拌m
。

2
.

2 野生品
:

茎横切面与栽培品基本一致
,

但表皮细胞外壁较厚
,

中柱鞘纤维壁较厚
,

髓

部薄壁细胞壁木化
,

具纹孔
。

粉末中木质化细

胞较多
。

3 化学成分分析

按中草药化学 成分系统预试 法
〔 2一 “ 比

较
,

结果表明两者均含挥发油类
、

糖
、

多糖
、

贰

类
、

黄酮类
、

酚性物质
、

氨基酸类
、

多肤和生物

碱
。

4 薄层层析

4
.

1 样品液制备
:

经化学成分系统分析证

实
,

一枝篙中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
,

用正

丁醉进行索氏提取
,

提取液浓缩后
,

配制成
.

2 3 6
·

5 %黄酮 甲醇液
,

备用
。

4
.

2 提取液的薄层层析
:

吸附剂
:

聚酞胺
;
展

开 剂
:

甲醇
一

冰醋酸 ( 19
: 1 ) ;

显色剂
: 1% A I

-

1C
3

乙醇液显色
,

紫外灯下 ( 2 5 4n m )观察斑

点
。

栽培一枝篙与野生一枝篙在聚酞胺薄膜

相应位置上可见同样的显色斑点
,

表明两者

化学成分相似 (图 )
。

黄绿

兰幸

货绿

黄绿

O

捺

俄缘

口
叼~ ~ . . . . 曰扣

2 3

黄绿
t 娜

黄姆

图 一枝禽薄层层析图

生品 2
一

栽培品 3
一

芦丁对照品

5 总黄酮含 t 测定

参照 1 9 9 0 年版《中国药典 》的方法
〔5〕测

定栽培一枝篙与野生一枝篙总黄酮含量
。

总

黄酮含量 3 批平均值 (% )
:

栽培品 0
.

5 2 34
,

野生品 0
.

6 0 3 1
。

6 讨论与小结

6
.

1 新疆一枝篙的栽培品与野生品除药材

性状稍有不同外
,

其组织构造
,

化学成分预试

及薄层层析基本一致
。

6
.

2 总黄酮含量野生品略高于栽培品
,

这可

能是人工栽培品种的生长年限较短所致
,

有

待进一步的探讨
。

6
.

3 在性状上
,

栽培 品根茎及根较粗壮
,

这

可能是 由于较优越的栽培生长条件所致
;
在

组织构造上栽培品经一个生长周期后采收
,

次生生长有限
,

因而在茎的横切面上
,

木质部

宽度 比野生的小
,

导管数 目少
,

中柱鞘纤维壁



亦较薄
。

另外药材茎的表面颜色可能与生长

环境有关
,

野生品表面颜色常呈紫红色
,

有时

黄绿色
,

而栽培品表面颜色略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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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叶龙血树的生药鉴别

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南宁 5 3 0 0 2 3)

广西中医学院

李国权
.

甄汉深 刘炯哲
’ .

摘 要 对剑叶龙血树的植物形态
、

药材性状
、

显微鉴别和理化特征进行了研究
。

为更好地利用这

一资源和评价其质量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

关工词 剑叶龙血树 生药鉴别 理化鉴别

血竭为传统名贵中药
,

具有活血化痰
、

消

肿止痛之功效
。

其来源长期以来依靠进 口
,

不

但供不应求
,

且花费大量外汇
。

广西继云南省

发现血竭之后
,

于 1 9 8 5 年开发广西血竭
,

两

者来源均为百合科剑叶龙血树 工卜口 ` ae an

cOC
h i` h i血 n is ( L o u r

.

) 5
.

C
.

C h e n 含脂木质

部经有机溶剂提取 浓缩 而成的棕红色 树

脂川
。

经研究表明
,

广西血竭与来源于棕搁科

的皇冠牌血蝎在药理和临床功效上基本一

致 ;均具有止血
、

消炎
、

散疲定痛之功效
〔,

,
3 , 。

可以作为进 口血竭的代用品
〔们 ,

但两者在鉴

别上有所差别
〔 5 , 。

本品生药学鉴别未见有报

道
,

本文就其原植物形态
、

药材性状
、

显微特

征
、

理化指标及其溶出物含量作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仪器
1

.

1 原药材
:

剑叶龙血树原植物由广西区药

材公司提供
,

经广西林科所鉴定为百合科剑

叶龙血树 工卜` ` a e n a 。 oc h i n c h i n e n i , ( L o u r
.

) 5
.

C
.

C h e n
。

广西血竭由剑叶龙血树提取 (广西中医

学院制药厂提供 )
,

硅胶 G (青岛海洋化工厂

产品 )
,

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1 2 仪器
:
U V 一 16 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日本岛津 )
,

紫外分析仪 (上海科艺光学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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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中医学院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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