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浓度均减半的 M S 培养基 比 M S 培养基更

适合其正常的萌发及植株再生
,

作者认 为高

浓度 的蔗糖会造成培养基中渗 透势过高
,

而

不利于胚状体的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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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蛇床子的粉末 X 衍射分析△

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

中 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50 ) 周俊国
帝

蔡金娜

吕 杨

王峥涛

郑启泰

徐路珊

摘 要 对 3 种及不同产地 12 个样 品的中药蛇床子进行了粉末 X 衍射分析
。

结果表明
:

不同产地

蛇床子的衍射图谱按其几何拓扑性质大致可分为 4 类相似衍射模糊图形
,

与 T L c 分析 的结果基

本一致
,

为中药鉴别提供了新的谱学分析依据
。

关健词 中药鉴定 蛇床子 粉末 X 衍射

中药蛇床子为伞形科植物蛇床 nC i id u m

m o n n i e r i ( L
·

) C
u s s o n 的干燥成熟果实

。

具有

补 肾壮阳
、

祛风燥湿
、

杀虫等功效 〔 ,〕 。

近代研

究 表明蛇床子具有抗肿瘤
、

抗诱变
、

抗真菌
、

抗变态
、

抗骨质疏松
、

抗心率失常等多种药理

作用 〔 2一 7 } 。

蛇床是广布种
,

具很大的生态幅
。

作者在 80 年代对蛇床子类药材进行 品种整

理和质量评价研究时发现蛇床子种内在不同

分布 区域及同一居群内不 同个体间
,

其香豆

素类成分 已发生显著变化 〔的 。

如分布于福建
、

A d d e s s :
Zh o u

J
u n g u o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a t e r i a
,

C h 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 i e a l cS i e n e e s ,

C h in e s e X i e h e M e d i e a l U n i v e r s i
-

t y ,

B e i ji n g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注
:

蛇床子样 品衍射数据 d ( I I/ 。 ) 存人中药材 X 衍射 图谱数据库
,

需要者请与郑启泰教授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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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江苏等亚热 带常绿 阔叶林 区域 的居群 地 性评 估 的理 想
、

有效 的物 理分 析 方法 之

样品主含蛇床子素和线型吠喃香豆素 ;分布 一 〔卜0 j 1
。

我们对不同产地 的 1 2个蛇床子样品

于辽宁
、

黑龙江
、

内蒙古等温带针阔叶混交林 进行 了粉末X 衍射分析
,

为中药蛇床子道地

区域 的居群样 品则主含角型 味喃香豆素
:

而 性及种 内化学成分变异
,

提供一种新 的谱学

分布于河南
、

河北
、

陕西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分析手段
,

并 为蛇床子种下分类提供更多 的

区域的过渡地带的居群内不 同个体植株为或 科学依据
。

者含有 蛇床子素和线形 吠喃香豆素
,

或者同 1 实验部分

时含有蛇床子素
、

线形及角型吠喃香豆素的 1
.

1 样 品来源及处理
:

实验用的 12 个样 品

混合类群
。

X 衍射 图谱分析可给 出待测 中药 由中国药科大学生药教研室收集并鉴定
,

凭

材所含全体成分的衍射图形及衍射峰值
,

具 证标本存放于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标本馆
。

按

有信息量大
、

指纹性特征强
,

样品不需任何化 表 1 编号进行 衍射实验
,

对实验样品进行研

学处理等特点
,

是研究 中药材 品质评价及道 磨
,

并过 100 目筛
。

表 1 供试样品名称及来源

编号 (图号 )

l # ( la )

2 # ( l b )

3 # ( le )

4 # ( ld )

5 # ( le )

6 # ( If )

7 # ( Za )

8 # ( Zb )

9# ( Ze )

1 0 # ( Zd )

1 1 # ( 3 )

12 # ( 4 )

名称

蛇床子

蛇床子

蛇床子

蛇床子

兴安蛇床

碱蛇床

蛇床子

蛇床子

蛇床子

蛇 床子

蛇 床子

蛇床子

来源

河北正定

河北正定 (商 品 )

辽宁新民

山东济南

内蒙古海拉尔

内蒙古东旗

安微 屯溪 (商品 )

安微毫州 (商品 )

山西太 原 (商品 )

陕 西镇 安县

内蒙海 拉尔

江苏高淳

原植物

C 九i战 u m m o n n i e ir

C
.

m o n n i e ir

C
.

m o介 n ie r i

C
.

m o n n ie r i

C
.

da h “ r ic u m

C
.

sa l i刀 u 斑

C
.

m o n n i e对

C
.

m o月 n f e月

C
.

m o 刀 n f e ir

C
.

m o n n i e ir

C
.

m o n 月 ie ir

C
.

m o n n ie r i

学 名

( C u s s
.

) L
.

1
.

2 衍射实验

仪器
:

日本 理学 ( R i g a k u
) D /m a x 一

R e 粉

末衍射仪
。

实验条件
:
C u K a 辐射

,

管压 50 k V
,

管流

8 0 m A
,

扫描速度 8
0

/ m i n
,

扫描范围 3
0

一 6 0
0 。

将表 1 所列 12 个样 品分别进行粉末 X

衍射实验
,

获得各 自的衍射图谱
。

2 结果

对 蛇床 子 1 # 一 12 # 12 个样 品进 行 X

衍射 图谱分析
。

以 晶面间距 ( d) 和衍射 峰强

度 ( 1/ 1。 ) 表 示样 品 的衍射 图谱 特 征
,

记 为 d

(I I/
。
)

` ’ 。

按照衍射图谱的几何拓扑
:

分析获

得如下 4 类分布
:

2
.

1 第 I 类
:

包括 1 # 一 6 # 样 品 ; 相应的衍

射 图谱如图 1 如示
。

1 # 和 2 # 样品同产于河北正定
。

分析衍

射图谱
,

发现二者图形的几何拓扑具有很高
。

6 0
。

的相似程度
,

且含有 4 0 个共同的衍射峰
。

表

明中药蛇床子的成分差异主要来 自于不同地

区 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
,

当药材生长于相近的

外界土壤
、

物候条件下时
,

则 内在成 分一致
,

但含量略有不 同
。

根据样 品衍射 图形的几何拓扑 特征
.

,

上

述 6 个样品 (1 # ~ 6 # ) 的衍射图形归为第 I

类
。

其图谱特征为
: 3

.

35 人特征标记峰的相对

强度较弱 ( < 7 0)
,

2
.

14 人处的峰形不明显
。

以

1 # 为标准进行分析
,

2 # 一 6 # 均与 1 # 的衍

射图形 的几何拓扑具有相 似的模糊性
,

相互

叠合发现该类 样品共 同的特征标记峰 为 21

个
,

可 以作为河北
、

山东
、

辽宁所产蛇床子及

兴安蛇床
、

碱蛇床的共同特征标记峰
,

并与其

它产地的样品进行区别
。

2
.

2 第 l 类
: 7 # 一 1 0 # 样 品相应的衍射 图

谱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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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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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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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又~
\

尹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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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0 2 0 00

第 I 类

4 0 0 0 6 0 0 0 3 0 0 2 0 00 4 0
.

00 60 00

第 IV 类

图 1 第 I 类一第 VI 类蛇床子 X 衍射 F o o r i e r 谱

7 # 和 8 # 样品 同产 自安徽
,

但来源于不

同地 区
,

图谱分析发现
,

二者具有 47 个 共同

的衍射峰
,

衍射图形相似性最高
,

基本能够重

合在一起
。

进一步证 明了中药蛇床子的成分

差异主要来 自于外界的土壤
、

物候条件
。

对 7 # 一 10 # 的衍射 图谱 进行分 析
,

其

衍射图形 的几何拓扑不 同于第 I 类
,

为另一

类拓扑图形 (第 l 类 )
。

图谱特征表现为 3
.

35

人的峰形尖锐
,

强度增大 ( > 8 0)
,

表示该类样

品中的某一特定组分具有较好的晶型
; 另外

,

2
.

1 4人附近出现较强 的衍射特征峰
。

对 4 张

图谱进行叠合
,

有 2 0 个相同的衍射峰一致
。

2
.

3 第 l 类
:

样品为 n # ,

相应的衍射 图谱

如图 1 所示
。

分析 n # 样 品的衍射 图形
,

与 上述 I
、

l 类样品的衍射 图形几何拓扑差异较大
,

并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 期

形成独有的衍射特征标记峰
,

记为第 皿类
。

2
.

4 第 w 类
:

样品为 12 #
,

相应衍射图谱如

图 1 所示
。

对 12 # 样 品衍射 图形进行分 析
,

与 I
、

亚
、

l 类样 品的衍射图形几何拓扑差异较大
,

形成独 自的特征标记峰
,

记为第 W 类
。

对 4 类样 品的 12 张衍射 图形进行叠合

分析
,

共有 12 个衍射峰具有相 同的晶面间距

d 值和相近的衍射强度 ( I / I
。 。

)值
: 5

.

9 5 ( 5 8 )
,

4
.

4 3 ( 9 7 )
,

4
.

2 7 ( 9 8 )
, 4

.

1 6 ( 9 4 )
,

3
.

2 9 ( 8 1 )
,

3
.

6 6 ( 7 0 )
,

3
.

3 5 ( 7 0 )
,

3
.

2 0 ( 5 4 )
,

2
`

9 6 ( 4 7 )
,

2
.

3 5 ( 3 8 )
,

2
.

1 3 ( 4 1 )
,

2
.

0 9 ( 1 3 )
。

以此组成中

药蛇床子的衍射特征标记峰
,

可与其 它中药

进行鉴别
。

3 讨论

3
.

1 在干燥 的药材粉末 内存在着植物生长

代谢 过程中形成 的主成分 (纤维素
、

淀 粉
、

多

糖等 )及次生代谢产物的细小微晶
,

以单色 X

衍射辐射粉末样 品时
,

以非晶态存在的主成

分形成弥散 的衍射峰
,

而 以微晶存在 的次生

代谢产物 (或其复合物 ) 则体现了晶态粉末的

衍射特征峰
。

二者相互叠合
,

构成药材粉末的

特征图谱
,

借此可对药材粉末进行鉴别
。

本实

验对 不同产地的蛇床子进行 了粉末 X 衍射

研究
,

利用特征标记峰与衍射 的整体模 糊图

形相结合建立了蛇床子的特征图谱
。

3
.

2 粉末 X 衍射分析可用于种 内不同产地

的样 品的鉴别
。

药材样品衍射图形表示其所

含全部成分在衍射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
。

本

文 对不 同产地 (居群 ) 的蛇床 子进行粉末 X

衍射 分析
,

根据 X 衍 射 图谱 的模 糊 图形分

析
,

可以把不同居群的蛇床子分成 4 个类型
:

1 )河北正定 ( l a ,

lb )
,

辽 宁新民 ( l e )
,

山东济南

( l d ) 为一类 ; 2 )安 徽屯溪 ( Z a )
、

毫州 ( Z b )
,

山

西太原 ( Zc)
,

陕西镇安 (2 d )为另一类 ; 3) 内蒙

古海拉尔 ; 4) 江苏高淳
。

兴安蛇床
、

碱蛇床与

分布于河北
、

山东
、

辽宁的蛇床子具有相似几

何拓扑图形与衍射特征标记峰
,

说 明同属植

物化学成分的相似性及其亲缘关 系
。

(下 转附 1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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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用激光 D o p p ler 脑血流 仪直接测得小 鼠

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后脑血流下 降 85 %左右
,

并首次发现 约有 20 %的沙土 鼠结扎颈总动

脉后并未达到完全性脑缺血
。

缺血复灌后脑

组织存在一个 过氧化物急剧升高 的过程
,

直

接影响到脑神经原的功能
,

同时也是 血管性

痴呆的主要原 因之一
。

以前 的脑血管药的评

价多以增加脑血量的多少
,

以及抗凝血
、

溶栓

等如何使之更快地恢复供血等 角度来考察
,

但是这种脑血流的增多必然给缺血脑组织带

来 过氧化物 的迅速升高
,

并加速其损 害
。

因

此
,

理想的脑血 管药应是在改善脑组织微循

环
、

增加血流量的同时
,

能够明显抑制过氧化

物 的升高
,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

因此

我们对此进行了相关基础研究
。

结果表 明
,

脑

缺血 s m in
,

复灌后 10 m in 时脑组织 中过氧

化物开始 明显升高
,

15 m in 时达到峰值
。

我

们研制的脑 血管药 C B N 能够 明显抑制过氧

化物的升高
,

且治疗作用强于预防给药
。

上述

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我们对 C B N 有了更准确

的评价和认识
。

又如二类抗病毒复方药物在

与药理进行跟踪筛选后确定 了最小有效部位

后
,

这时植化研究人员就要象分离一个新的

植物那样将其 中成分进行一一分离
,

测定结

构
,

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

3 结语

综上所述
,

创新是新药研制过程的一种

思维模式
,

同时也是这一过程 中的行为特征

的综合体现
,

其最终结果是一个新药的诞生
。

随着新药研制水平的不断提高
,

高类别新药

的不断出现
,

其创新研究的份量越来越重
。

只

有重视新药创新
,

才能使高水平 的药物不断

出现 ;新药科技水平越高
,

其 自身的生命价值

就越大
,

所 占市场周期越长
,

也就更有利于打

人国际市场
。

( 1 9 9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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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5 收稿 )

(上接第 61 页 )

3
.

3 生态环境 (土壤
、

气候
、

地理条件 )对植

物 的生 长 过 程起 着 极 其 重要 的影 响
,

尤其

是次生代谢产物
。

作者曾对我国不同分布区

域 的 4 8 个居群 蛇床 子样 品进行 了 T L C 分

析
,

发现蛇床 子香豆 素类成分的种 内变异与

其地理分布直接相关
,

并可分为 3 类化学型
:

即分布于福建
、

浙江
、

江苏等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 区域的居群样品主含蛇床子素和线形映喃

香 豆素 ;分布于辽宁
、

黑龙江
、

内蒙古等温带

针阔叶混交林区域 的居群样品则主含角型 吠

喃香豆素 ; 而分布于河南
、

河北
、

陕西等暖温

带落叶阔 叶林 区 域 的过 渡 地带的居群内不

同个体植株为或者含有蛇床子素和线形吠喃

香豆素
,

或者同时含有蛇床子素
、

线型及角型

吠喃香豆素的混合类群
,

这一 区域可能是蛇

床子种内香豆素类成分分化 中心
。

本实验蛇

床 种 内不 同居群 的 X 衍射 图谱分析 与作 者

T L C 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如江苏高淳样品主

含蛇床子 素 ( os ht ol ) 和 线形峡喃香豆 素
,

内

蒙古海 拉 尔 样 品主 含 角 型吠喃香豆素且不

含蛇床子素
,

为南北两个典型类群 ; 但也有一

些 居群 如河北
、

安徽 的 X 衍射 图谱分 析与

T L C 分析的结果不完全一致
,

这可能与蛇床

子种 内不 同居 群的其它成分不 完全一致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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