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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米 口 袋为云南 习用地 丁的品种 之一
,

来 源于豆科米 口 袋属 植物米 口 袋 的全草
,

在云南各 民

族中广泛应用
。

本文对川滇米 口 袋及 白花米 口袋的植物来源
、

药材性状
、

显微 及理化鉴别特征作 了初

步研究
,

为云南地 丁的品种 整理研究提供 了资料
,

并为开发利用这一药物 资源提供 了理化依据
。

关键词 云南地丁 米 口 袋 生药鉴定

米 口 袋
,

又名地丁
、

紫花地 丁
,

为云南 民

间 习用地丁 品种之一
。

本品 首载于 《救荒本

草 》
,

称米布袋 〔 1〕 。

米 口袋列于紫花地丁项下

始于 《本草纲 目尸
〕 。

清代昊其睿《植物名实图

考 》中亦有记裁
。

现代文献记载
,

本品味甘
、

苦
、

性寒
、

有清热解毒
,

凉血消肿的功效
。

用于

化脓性炎症
、

痈疽
、

疗疮
、

高热烦 燥
、

黄疽
、

肠

炎 屏亘疾
、

凛痈等川
。

在云南 民间及部分少数

民族 中广泛应用
。

据现代资料记载
,

云南地区

作 为地 丁药用 的米 口 袋 属植物有 川滇 米 口

袋
、

洱源米 口 袋
、

兰 花米 口袋
、

白花米 口 袋和

同属 的多种植物
。

为澄清云南地丁的混乱品

种
,

进一步开发新药资源
,

作者对川滇米 口袋

的原变型和新变型 白花米 口 袋的植物来源
,

药材性状
、

显微及理化鉴别特征作 了对 比研

究
,

以供参考
。

1 实验材料

来源于豆科米 口 袋属植物
:

川滇米 口袋

G u e l d e n s t a e d t i a d e l a v a 夕 1 f
.

d e l a v a y i F r a n e h
.

的干燥全草
,

采于云南 省中甸县三坝
,

经作者

鉴 定 为 川 滇 米 口 袋 ; 花 米 口 袋 G

d
e l a v a 夕 i F r

·

f
·

a l b a H
.

p
.

T s u i
.

的干燥全草
。

购于云南省昆明市菊花园药材市场
,

经作者

鉴定为白花米 口袋
。

2 植物形态

2
.

1 川滇米 口 袋
:

多年生草本
,

植株矮小
,

全

株被 白色柔 毛
。

根茎短
,

主根长 圆锥状
,

长 8

一 2 0 C rn
,

叶从生
,

叶柄较长
,

奇数羽 状复叶
,

小 叶 11 一 21
,

椭 圆形
、

长 圆形或 卵 圆形
,

全

缘
,

长 4一 1 0 Cm
,

宽 3一 6 m m
,

托叶
、

粤
、

花梗

均被有长柔毛
。

伞形花序 2一 4 朵花
,

花尊钟

状
,

二尊齿较大
,

花冠紫色
,

旗瓣卵形
,

翼瓣狭

长
,

龙骨瓣短
,

子房 圆筒状
,

花柱内卷
。

荚果圆

柱形
,

短而被长柔 毛
,

长 8一 12 m m
,

花梗 短
,

果期可短于叶 1 2/ 且甚粗壮
,

种子 肾形
,

具凹

点
,

有光泽 (图 1 )
。

1一花冠剖开后 示旗瓣
、

翼瓣
、

龙骨瓣

2一花去花冠后示 花芬
、

雄蕊 和 雌蕊

图 1 川滇米口袋植物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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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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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 院

,

高级实验师
。

现在 云南 中仄 学院 中药 系任教
.

担 任中药标本
室主任

。

主要从事 中药鉴 定及民族药资源开发研究 工作
,

主持参与省级科研课题 3 项
,

参编教材专著 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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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教委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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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白花米 口袋
:

同上种
,

花冠白色
。

3 性状鉴别

3
.

1 川 滇 米 口 袋
:

根 呈 圆锥 形
,

长 3 一 2 0

c m
,

直径 。
.

3一 12 Cm
。

表面褐色
,

有纵皱纹
,

断面黄白色
,

可见菊花纹理
。

叶丛生
,

不完整
,

长圆形或卵圆形
,

灰绿色
、

质脆易碎
,

花淡 紫

色
,

皱缩
,

荚果长圆形
,

表面棕黄色
。

种子肾

形
,

有凹 窝
。

3
.

2 白花米 口 袋
:

花白色
,

余亦同
。

4 显微鉴别

4
.

1 根 (直径 0
.

8 c m )横切面
:

图 2
一

A
,

B
、

图

3
。

A
一

川滇米 口 袋

3一韧皮纤维束

8
一

木射线

B
一

白花米 口 袋 l 一木栓层 2一皮层 纤维束

4一韧皮部 5一形成层 6一木质 部 7
一

射线

图 2 米 口袋根横切面简 图

1一木栓 层 于皮层纤维束 3
一

韧皮纤维束 4
一

韧皮部

5一形成层 6一木质部 7
一

射线

图 3 川滇 口米袋根横切面 详图

4
.

1
.

1 川滇米 口 袋
:

木栓细胞 5一 10 列
,

类

长方形
,

壁薄
,

外被黄棕色的脱皮层
。

皮层窄
,

散在多数纤维群
。

韧皮部宽广
,

韧皮薄壁细

胞
、

韧皮纤维呈放射状排列
。

束 中形成层 2一

3 列
,

细胞不甚明显
。

木质部 由导管
、

木纤维
、

木薄壁细胞组成
,

由中心呈放射状排列
,

射线

明显
,

细胞 3一 7 列
,

维管束约 18 束
。

4
.

1
.

2 与上种基本相似
,

其区别仅在于维管

厦币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3 期

束的数 目较上种多
,

约 25 束
,

形成层成环
。

4
.

2 粉末 (全草 )
:

灰黄色 ( 图 4
一

A
,

B )
。

4
.

2
.

1 川滇米 口袋
:

木栓细胞类长方形或不

规则形
,

棕黄色或红棕色
,

壁不甚厚
,

少数呈

重叠状
。

非腺毛众多
,

由单细胞组成
,

略弯 曲
,

壁厚
,

表面有疵 突
。

长 7 0~ 7 3 0 拼m
,

直径 15 一

2 0 拼m
。

纤维成束
,

众多
,

长棱形
,

长可达 1 8 00

拼m
,

直径 13 一 2 。 拌m ; 少数 壁薄
,

成 束或 散

在
。

导管网纹
、

具缘纹孔或梯纹
,

直径 30 一 50

拼m
。

薄壁细胞偶见
,

类长方形或类长圆形
,

有

的壁呈连珠状增厚
。

叶表皮细胞不规则
,

气孔

平轴式
,

可见众多非腺毛脱落后的痴痕
,

直径

约 2 3一 3 0 拜m
。

淀粉粒众多
,

大小不一
,

类圆
、

长圆
、

不规则形
,

直径 13 一 30 拜m
,

单粒
,

有的

多个聚集成团
。

可见方晶
,

直径 10 一 60 拼m
。

4
.

2
.

2 白花米 口 袋
:

特征基本 同上种
,

区别

在于非腺毛没有上种多 ; 淀粉粒大小不一
,

直

径 3一 2 0 拌m ; 方晶较多
,

直径 1 5一 6 0 拼m
。

5 理化鉴别

5
.

I J一!滇米 口袋

5
.

1
.

1 供试液的制备
:

取样品粗粉加 乙醇于

水浴上加热回流放冷后过滤
,

滤液蒸干
,

残渣

加稀盐酸溶解
,

过滤
,

滤液供以下试验用 (检

查生物碱 )
:

l) 取滤液 l m L
,

加人碘化秘钾试液 1一 2

滴
,

有桔红色沉淀产生
。

2) 取滤液 l m 1
) ,

加人碘化汞钾试液 1一 2

滴
,

有 白色沉淀产生
。

3) 取滤液 l m L
,

加人硅 钨酸试 液 1一 2

滴
,

有灰 白色沉淀产生
。

5
.

1
.

2 供试液的制备
:

取样品粗粉加 乙醇于

水浴上加热回流
,

趁热过滤
,

滤液供 以下试验

用 (检查黄酮类化合物 )
:

1 ) 取滤液 l m I
J ,

加镁粉少许
,

浓盐酸 2

一 3 滴
,

于水浴 h 加热 s m in
,

溶液呈红棕色
。

2) 取滤液滴于滤纸片上
,

待溶液挥干后
,

喷雾 1%三氯化铝 乙醇 溶液
,

日光下斑点呈

黄色
,

于 紫外光 ( 2 54 n m )灯下 观察
,

斑 点呈

黄绿色荧光
。

5
.

2 白花米 口 袋
:

同上法进行试验
,

且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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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相 同
。

5
.

3 薄层层析
:

取川 滇米 口袋
、

白花米 口 袋

粗粉各 5 9
,

加 0
.

5 %硫酸醇溶液 50 m I
J

浸泡

过夜
,

过滤
,

滤液加 10 %氢氧化钠 中和 至 p H

9
,

取 20 m I
J

氯仿萃取滤液
,

萃取液蒸发至干
,

加 5 m 1
J

95 % 乙醇溶解
,

过滤
,

滤液供点样用
。

吸附剂
:

硅胶 G (青岛海洋化工 厂 )
,

10 5

C 活化 3 0 m i n 。

点 样
:
A

.

川滇米 口 袋乙醇液 ; B
.

白花

米 口袋乙醇液
。

展开 剂
:

正丁 醇
一

醋酸
一

水 (7
: 1 : 2 )

,

上

行法展开
,

展距 13
·

S Cm
。

显色剂
:

改 良碘化秘钾试剂
。

结果
:

呈 4 个浅红色斑点 ( 图 5)
。

A
一

川 滇米 口袋 B
一

白花米 口袋 1
一

木 栓细 胞

4一导管 5
一

厚壁细胞 6一表皮细胞及气孔

2
一

非腺毛 3
一

纤维

7一淀 粉粒 8
一

方 晶

图 4

己己 己 6 己己己

BBB
·

0 Q O OOOOO
勺勺 场 勺 人人人

A
一

川滇米 口 袋 乙醇 液

B
一

白花 米 口袋乙 醇液

图 5 薄层层析 图

米 口 袋粉末 图

腺毛
,

壁厚
,

表面有疵突
,

叶表皮细胞及气孔
,

众多淀粉粒及方晶
。

白花米 口 袋非腺毛少
,

方

晶较多
,

且大小不一
。

6
.

2 米 口袋 以地丁或紫花地丁 之名在云南

6 讨论

6
.

1 本文通过对川滇米 口 袋和白花米 口袋

的植物来源
、

药材性状
、

显微及理化鉴别特征

的研究
,

证明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生物碱
、

黄酮

类化合物等
。

川滇米 口 袋根组织特征可见多

束维管束 由中心 向外放射 状排列
,

整个 横切

面上纤维束众多
,

特别是韧皮部外侧至皮层

部分
,

纤维束 由大到小直至 1一 2 个纤维散在

排列
,

射线 明显
。

白花米 口袋与之基本相同
,

区别仅 在于维管束 的数 目较多
,

前者约为 18

束
,

后者约 25 束
,

形成层成环
。

粉末特征与组

织特征相符
,

川滇米 口袋可见众多单细胞非
.

2 1 8
-

民 间药用历史悠久
,

疗效稳定
。

由于 长期以来

一直冠 以它地丁之名
,

常易与紫花地丁 (荃菜

科植物 ) 混用
,

为澄清云南地丁的混乱 品种
,

作者认为
,

按其原植物的亲缘关系及药用功

效
,

应 以其植物名米 口袋为正名
,

才能彻底澄

清地丁 的混乱品种
,

使药物资源得以 更好地

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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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拔的品种调查与质量研究

广西贺 州地区 药检所 (梧州 5 4 3 0 0 1 ) 饶伟文
`

黄建楷 温志芳 黄凤群

摘 要 对 千斤 拔的品种调 查表明
,

蔓 性千斤拔
、

大叶千斤拔 和宽叶千斤拔是 当前 的主流品种
。

经

对 3 种 千斤拔 的药 材性 状
,

组 织结 构
,

化学 成分预 试
,

T L C
、

U V 比较
,

以 及浸 出物
、

总黄酮 含量 测

定
,

急性毒 性与药效学试 验
,

结果表 明 3 者 所含成分大致 相似
,

药理 作用无 明显 差异
,

认 为可等 同

人药

关键词 千斤拔 成分分析 药理试验

千斤拔始载于 《植物名实 图考 》
,

近代本

草多有收载
,

主要用于风湿骨痛
,

腰肌劳损
,

带下等
。

7 0 年代始作为金鸡 冲剂
、

壮腰健肾

丸等的原料用于 中成药生产
。

千斤拔属植物

在我 国分布有 6 种 1 变种
,

其 中 6 种在 民间

有药用历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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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载 蔓 性 千 斤 拔 F le 次动ig a P ih l lP P ine is :

M er
r

.

et R ol fe l 种
,

《广西 中药材标准 》收载

2 种 〔4〕 。

由于长期大量采挖
,

蔓性千斤拔资源

日益减少
,

寻找新的药源 已势在必行
。

为此
,

我们进行 了千斤拔的品 种调查 与质量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1 原植物调查

目前 各 地作 为千 斤拔 药用 的主 要有 4

种
:

蔓性千斤拔
、

大 叶 千斤拔 F
.

m a’- 7
一

oP 勺 l la

( W i l l d
.

) P r a i n
. 、

宽 叶 千 斤 拔 F
.

l a t
ifo l i a

B e n t h
. 、

球 穗 千 斤拔 F
.

: t or b i l if 若
r a ( I

J

i n n
.

)

A it
. ,

其 中蔓性千 斤拔
、

大 叶千 斤拔分 布较

广
,

宽叶千斤拔 主要分布云 南
、

广西 ; 球穗千

斤拔 目前 未形成大宗商品
,

但可见到 混杂于

蔓性千斤拔商品中
。

为 了考察不同品种千斤拔 的质量
,

我们

收集 了不同产地的蔓性千斤拔
、

大叶千斤拔

和宽叶千斤拔 3 个 主流品种样 品进行了初步

对 比研究
。

样品来源
:
A )蔓性千斤拔

:
A

l 一

云南 富宁

县板仑乡 ; A
Z一

广西梧州市 ; A
3一

江西
。

B ) 大叶千斤拔
: B l 一

云 南富宁县板仑 乡
,

B Z一

云南富宁县剥隘乡
,

B 3 一

广西贺州市
。

C ) 宽叶千斤拔
:
C

l 一

云 南富宁县板仑 乡
,

A d d
r e s s :

R a o W e i z h i ,

Il
e z

h o u I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W u z h o u

饶伟文 1 9 8 2 年毕业于广西 中医 学 院中药专业
,

学 士
, 1 9 8 8 年在中国药 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进修

,

中药检验 及 中草药 研究工作 6J 年
,

先后 在国家级 医 药杂志发表论文
、

译 文 切 余篇
,

人 选国际学术 会

研成果 1 项
。

现为副主任药师
。

从事
议交流 2 篇

,

获省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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