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隔现象
,

笔者同时观察了同属植物长冬草
、

毛果扬子铁线莲等
,

发现亦有此现象
。

皮层分

隔细 胞是 否可作 为铁线莲 属 ( lC
e m at i: L

.

)

植物共同的鉴别特征
,

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

3
.

3 成分预试结果表明
:

太行铁线莲与威灵

仙的化学成分类型基本类似
,

太行铁线莲在

不少地区作威灵仙药用历史较久
,

事实上
,

药

材威灵仙即为同属多种植物的根与根茎
。

因

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化学成分
、

药理
、

临床等

方面进行更深人的研究
,

以发掘中药资源
。

致谢
:
山东中医药大学周风琴

,

李建秀教

授给予亲 自指导并代做扫描电镜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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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柏种类的探讨

广州 市医药中专学校 ( 5 1 0 4 3 0) 黄郑爽
’

周 宁

摘 要 目前市场上黄柏 的种类与药典上性状描述有 出人
。

就来源
、

性状
、

显微和含量测定方面对

市场上 的品种进行验证
,

觉得川黄柏在来 源
、

性状上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

关键词 川 黄柏 关黄柏 性状 小粟碱 薄层层析

黄柏为我 国传统的常用 中药材
,

应用历

史悠久
,

具有清热燥湿
、

泻热除蒸
、

解毒 疗疮

的功效
,

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声誉
。

笔者在长

期实践中发现黄柏的种类与《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以及多本教科书在来源和性状描述

上均有 出人
,

现提出两点疑问
,

以求与大家共

同探讨
。

1 黄柏来源的疑 问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
,

一部 载
:

黄 柏来

源 于芸香 科 黄皮 树 尸 h el lo d en d or n
hc i n en se

S e h n e i d 或 黄粟 P
.

a m u
er

n s 。 R u p r
.

的 干燥

树 皮
,

前者 习称
“

川黄 柏 ” ,

后 者 习 称
“

关黄

柏
” 。

而其作为一种传统中药
,

在历代本草 中

均有记载
,

并有许多别名
、

异名
:

聚木《神农本

草经 》
,

聚皮《伤寒论 》
,

黄聚 《图经本草 l)}[ 〕 ,

其

中聚木为黄柏的原名
,

其名义未详
,

黄柏乃后

有简写之名
,

也有说法是省写之谬也图
。

《图经本草 》曰 : “

聚木
,

黄聚也
。

生汉中山

谷及永 昌
,

今处处有之
,

以蜀中者为佳
。

木高

数丈
,

叶类茱黄及椿
、

揪叶
、

经冬不调 … … ”
并

且《 图经本草 》和《证类本草 》均在
“
梁木

”
项下

附
“
黄梁

”
与

“

商州黄聚
”
图均和现在的黄皮树

类似
,

而且苏颂认为四川产者质量好川
。

由此

可见
,

本草学中
“
黄聚

”
与药典 中的

“

黄果
”

为

两种植物
,

前者即为药典中的黄皮树
,

其树皮

人药者为
“
川黄柏 ” ,

而后者的树皮人药即为
“

关黄柏
” 。 “

关黄柏
” ,

历代本草无记载
,

1 9 4 1

年 《朝鲜药局方 》有记载
, 1 9 5 7 年《辽宁药材 》

有记载川
。

但笔者又发现
: 1 9 6。 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的《药材学 》一书中将黄柏商品上分为

黄柏和川黄柏
,

其对黄柏 的原植物也命名为

黄 柏
,

并 对 其 形 状 描 述 为
: “

落 叶 乔木
,

高

1 0一 1 5 m
,

叶 对生
,

羽 状 复叶
,

小 叶 5 ~ 1 3

枚
,

叶片卵形或卵状椭圆形
,

边缘波状或为不

.
A d d r e s s :

H u a n g Z h e n g s h u a n g ,

G u a n g z h o u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s e h o o l
,

G u

黄郑爽 毕业于广州 中医药大学 中药 系
,

现在广州市医药中专学校专业组
对中药的鉴定有较丰富的经验

。
事 中药专业工作 26 年

。

主管中药师
,

从事中药方面教学工作 11 年
,

担任中医基础
、

中药学
、

中药鉴定
、

中成药学
、

方荆学等学科的
教学

,

对 中药的教学有一 定的心得
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

,

并参加 了全 国医药 中专统一教材 《中成药 学 》的参编工作
,

曾在 《药学 教育 》
、

《广东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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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锯齿
,

疏生睫毛
,

表面暗绿色
,

反 中脉基

部有 白色软毛
,

嫩叶两 面多毛 … … ” 闭与 《中

国药典 》1 9 9 5 年版一部 中黄聚植物形态完全

一致
。

而后人一直将本草 中黄粟与《中国药

典 》 1 9 9 5 年版中的黄聚混淆沿用至今
,

此为

笔者疑问之一
。

2 黄柏品种性状疑问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 中将药材黄

柏分为川黄柏和关黄柏
,

并且进行了性状描

述 (表 1 )
。

表 1 药典上关黄柏与川黄柏性状比较

川黄柏 关黄柏

特征如图 1
。

由图 1 可见
,

川黄柏与关黄柏的粉末 图

中
,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石细胞的形状
,

前者大

多数表现为分枝状
,

而后者大多数表现 为椭

圆形
、

类长方形或纺锤形
。

同时粘液细胞也有

较明显的区别
。

川黄柏的粘液细胞较易察见
,

形也较大
。

与《中药鉴定学 ))[
5〕的描述一致

。

外

表

黄揭色
、

黄棕色
、

有 的可

见皮孔 痕及残存 的灰

褐色粗皮

互
一

关货柏

形

状

呈板片状
,

浅槽状
,

长宽

不一
,

厚 3~ 6 m m
,

平

坦或具纵沟

黄 绿色 或淡 棕黄 色
,

皮

孔 痕小 而少
,

偶 有 白

色的粗皮残留

较 平坦
,

有不 规则 的纵

裂
,

厚 2 ~ 4 m m

内表面 暗黄色
、

淡棕色
,

具细密 黄 色或黄棕色纹

的纵棱纹

断面 纤维 性呈 裂 片状分 层
,

鲜黄色或 黄绿 色纹

深黄色

质地 体轻
,

质硬 体轻
,

质较硬

气味 气微
,

味甚苦
,

嚼之有粘

性

根据笔者长年的工作 经验
,

发现市场上

的关黄柏和川黄柏与药典在性状上的描述有

些差别
,

现就此差别 比较 (表 2 )
。

裹 2 市场上关黄柏与川黄柏性状比较

川黄柏 关黄柏

外

表

形 状

内表 面

断面

质地

黄褐色
,

表皮较光 滑
,

有 淡黄 棕色
,

常有 粗皮 残

明显 的皮 孔痕
,

无 裂 留
,

有明显 的纵裂纹

纹

呈薄片状
,

长宽不 一
,

厚 板 片状
,

长 宽 不 一
,

厚

约 l 一 Z m m
,

最 厚 不 5~ 1 0 m m

超过 s m m

黄色
,

暗黄色
,

具细 密的 黄棕色
、

棕色
纵棱纹

纤维 性呈 裂 片状分层
,

纤维性
,

裂片状分层
,

淡

鲜黄 色 黄绿色或浅黄色

稍坚实
,

折断时有 粉尘 轻泡

3 市场上黄柏种类的显微鉴别和主要有效

成分的测定

3
.

1 显微鉴别
:

分别取川黄柏与关黄柏的粉

末用水合抓醛液装置加热透化后
,

用 10 X 10

倍和 10 X 4 0 倍的显微镜可观察到细胞
、

组织
.

6 2 2
.

1一石细胞 2
一

晶纤维 3一粘液细胞

图 1 黄柏粉末显微图

.3 2 含量测定方面

3
.

2
.

1 仪器与试药
:

紫外光灯 ( 3 6 5 n m )
,

岛

津 C S
一

93 0 型双波长薄层色谱扫描仪
。

黄柏

对 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
,

关

黄柏药材 (广州药材公司 1 9 9 6 年采购回 来
,

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干燥
,

由其主任 中药师刘

明鉴定 )
,

川黄柏药材 (广州 中医 药大学标本

馆 1 9 9 7 年去四川学习时取样
,

按照常规方法

进行干燥
,

由谭树辉教授鉴定 )
,

小梁碱标准

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

3
.

2
.

2 试验方法
:

1) 供试液 的制备
:

分别取

关黄柏和川黄柏粉末 。
.

1 9
,

加甲醇 s m L 置

水浴上回流 巧 m in
,

滤过
,

滤液补至 s m L
,

作

为供试 品溶液
。

对照液制备
:

取黄柏对 照药

材
,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另取盐酸小聚碱

对照品
,

加 甲醇制成 0
.

5 m g /m L 的溶液
,

作

为对照品溶液
。

2) 薄层层折
:

分别吸取上述 4

种溶液 1 拼L
,

分 别点于 同一 硅胶 G 薄层 板

上
,

以苯
一

醋酸 乙 醋
一

甲醇
一

异丙 醇
一

浓 氨试 液

( 6
,
3

, 1
·

5 , 1
·

5 , 0
.

5 )为展开剂
,

置氨蒸气

饱 和层析缸 内
,

展 开
,

取 出
,

晾干
,

置 紫外光

( 3 6 5 n m )下检视 (图 2 )
。

3
.

2
.

3 结果
:

用岛津 C S
一

9 30 型双波长薄层

色谱扫描仪 (外标法 )得到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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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 0 0

0 0
· · · - - -

一

1
一

黄柏 对照品 2
一

川黄柏 3
一

关黄柏

4
一

小粟碱

圈 3 薄层层析圈

衰 3 含 , 测定

小架碱

(% ) (% )

R S D

(% )

关黄柏

川黄柏

0
.

9 5 0
.

9 3 0
.

8 5 0
.

9 1 5
.

8

4
.

1 0 4
.

1 3 4
.

0 4 4
.

0 9 1
.

1

注
:

牙为平均值 R S D为相对标准偏差

由上述含量测定可见
,

川黄柏中小聚碱

的含量明显高于关黄柏
。

与《中药鉴定学 )}( 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描述一致
。

4 结果讨论

4
.

1 市场上的黄柏种类在显微鉴别
、

理化鉴

别和主要成分 的含量测定与《中药鉴定学 》等

书籍是一致的
。

4
.

2 在黄柏的来源方面
:

笔者认为历代古本

草学 中
“
黄聚

”
乃是现在商品上的川黄柏

,

与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 一部 所载川黄柏的来

源是同科不同种的植物
。

4
.

3 经过产地取样
、

显微鉴别
、

含量测定证

明
:

市场上的力i黄柏和关黄伯与 95 版药典和

多本教科书记载的性状有差别
,

主要在外表
、

厚度
、

颜色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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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地区沙篙资源情况调查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西安 7 1 0 0 03)

陕西省卫生防疫站

刘 永和
.

黄仲达 杜庆堂 何宇东

刘正云

摘 要 沙篙 为菊科 (oC 呻os i t ac )篙 属 ( A rt
e
m isz a) 的两 个种 即 白沙 禽 A rt

e
m俪

a
sP h ae ocr eP h al a

K ar sc h
. ,

黑沙禽 A
.

o

dr os ica K ar cs h
. 。

作者在现场进行 了考察并与有关单位就其蕴藏量
、

应用等进

行调研
,

并对其种子胶
、

种子油实验室工艺及其应用 方面进行了研究
。

因为该两种植物对生态环境

改善有好的效果
,

故展望前景
,

是项很有意义 的工作
。

关键词 白沙篙 黑沙禽 应 用前景

1 榆林地区沙禽资源情况

1
.

1 榆林地区概况
:

榆林地区位于我省最北

部
,

地处北纬 3 6
0

5 7`
~ 9

0

3 4` ,

东经 1 0 7
0

2 8
`
一

1 1 1
0

1 5`

之间
。

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 望
,

北临

内蒙 自治区
,

西连宁夏及甘肃
,

南接我省延安

地 区
。

榆林地 区流动沙地 4 96 0 万平方公里
,

A d d r e s s :
L iu Y o n g he

,

S h a n x i A e
ad

e m y o f T r a d i t i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c i淤
a

nd M a t e r i a M e d记 a ,

X i
一a n

刘永和 男
,

19 5 8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 大学
,

陕西省 中医药 研究院 中药化 学研究室原 主任
,

中国医药学会 中药化学专业
委员会第一届主任

,

从事中药化学成分研究
,

对 白术
、

沙苑子化学成分及
“
四 君汤

”
复方化学进行过较 系统的研究

.

在 《药学学
报 》

、

《中草药 》 、 《中成药 》及 《西北药学杂志 》发表多篇文章
,

白术化学成分研究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 “
四君汤 ”

复方成分
研究获国家 中医局三等奖

,

沙苑子化学成分研究与 日本三菱化成公 司合作 获专利
,

现任职于西安 鹿街草 中医药研 究所新产
品开发部顾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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