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药及其易混品伪品的鉴别

天津市长 江医院 安木钠

山药 为常用 中药
,

始载于 《神农本草 经 》列为上

品
,

山药系
“
四 大怀 药

”
之一

,

称 为怀 山药
。

产于河南

省质 优
。

但 自古 以 来
,

山药的资源并非一种
,

在 山药

货 源 紧缺时
,

山药 的易混 品
、

伪 品充 当真 品 山药使

用
,

为了明辨真伪
,

确保 临床用药 的有效性
、

安 全性
,

现将真 品山药与易混品
、

伪品鉴别如下
。

1 来源

L l 山 药
:

薯 菠 科 植 物 薯 菠 D i os co er a O
P P o o at

T h u n b
.

的干燥块根
。

晒干或风干成 为毛 山药 ;或再

经浸 软
,

搓压为圆柱形
,

磨光
,

成为光山药
。

1
.

2 薯孩科植物参薯 D动 s
co er a

al at a L
.

的 干燥块

根
。

1
.

5 薯莎科植物脚板若 及
o s c o er a b a t a t a s

F f la b
e l l a

M
a k i r o

的干燥块茎
。

1
.

4 大戟科木薯材
“ n i h o t e s c u le n t a C

r a n t : 的块根
。

2 鉴别

2
.

1 性状鉴别

2
.

1
.

1 毛山药为圆柱形或扁圆柱形
,

长 15 ~ 3 0 c m
,

直径为 1
.

5一 6 c m
,

表面黄 白色或淡黄色
,

有 纵沟纵

皱纹
,

兼有残留的棕褐色栓皮
。

体重
,

质坚实
,

断面白

色
,

粉性颗粒状
。

味甘酸
,

嚼之发粘
。

2
.

1
.

2 光山药呈平滑的 圆柱形
,

两端平齐
,

长 9 ~ 18

c m
,

直径 1
.

5~ 3 c m
,

表面光滑
,

白色或黄 白色
。

2
.

1
.

3 参薯多 为不规则 圆柱形
,

长 7一 14
c m

,

直径

2~ 4 c m
,

表面浅黄色
、

棕黄色
,

有纵皱纹
,

质 坚实
,

断

面类 白色或淡黄 色
,

有的散有浅棕色点状物
。

味淡微

酸
。

2
.

1
.

4 脚板曹呈脚板状或不规则团块状
,

多去净栓

皮
,

由正中劈 开
,

表 面紫红色
,

间有白色
,

凹 凸不平
,

断面粉质
,

白色
,

味淡而涩
。

2
.

1
.

5 木薯外形 多为块根 的 斜切 片
,

外皮多 已除

去
,

有残 留的黑褐 色或淡 棕色外皮
,

断 面为乳 白色
,

粉质
,

近边缘 处可见形 成层 的环纹内有黄色小点散

在
。

中央 有裂隙或
“
木心

” 。

味淡
,

嚼之有纤维感
。

2
.

2 显微鉴别

2
.

2
.

1 山药
:

单子叶植物
,

无 形成层环
,

维管束为散

在 的淡黄色小点
。

淀粉粒单粒扁卵形
、

类圆形
,

直径

多在 6~ 17 拌m
,

长 17 ~ 31 拜m
,

可见层 纹
,

复粒稀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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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钙针晶束存在 于细胞中
,

长约至 2 4 0 拌m
,

粗 2~

5 产m
,

具缘纹孔
,

网纹及 环纹 导管直径 12 ~ 4 8 ” m
。

表皮石细胞少见
。

2
.

2
.

2 参薯与 山药主要 区别是 细胞 内草酸钙针晶

长约 10 。 拌m
,

石细胞类 圆形
,

直径约 13 ~ 3 4 拌m
,

内

含草酸钙方 晶
。

2
.

2
.

3 木薯
:

双子叶植物
,

可见形成层环
,

镜下可见

草酸钙簇晶
,

淀粉粒为团块
,

呈类 圆形
,

直径为 6~ 28

拌m
,

长 1 1~ 2 8 ” m
,

淀粉粒多 2~ 1 5 聚 在一起
,

表皮

石细胞多见
,

中央有木心裂隙
。

2
.

3 理化鉴 别

.2 3
.

1 1) 取 山药粗粒 5 9
,

加水煮沸
,

滤过
。

取滤液 1

m L
,

加 5 %氢氧化钠液 2 滴
,

再加稀硫酸铜 2 滴
,

显

蓝紫色
。

取滤液 1 m L
,

加费林试液 l m L
,

水浴加热
,

产生红色沉淀
。

取滤液滴于滤纸上
,

滴加布三酮丙酮

液
,

加热后立 即显紫色
。

2) 取 山药粉末少许
,

加浓硫

酸 1 m L
,

显鲜黄色
。

3) 紫外吸收光谱
:

取山药粉末 2

g
,

加 1 0 m L 石 油醚 ( 6 0 ℃ ~ 9 0℃ )洗涤 1 次
,

再用 1

m ol / L 氢氧化钠溶液 2 0 m L
,

振摇提取
,

滤过
,

滤液

用酸中和后
,

置分液漏斗中
,

以 20 m L 乙醚提取
,

提

取液按分光光度法测定
,

在 21 8 n m 波长处有一最大

吸收峰
。

4) 蛋 白电泳法
:

供试品溶液
:

取 山药粉末 5

g
,

以 3 0 m L 水 4 0℃ 浸提 l h
,

取滤 液 2 m L
,

与 4 0 %

蔗糖溶液 Z m L 混合
,

进样量 15 O m L
,

用 圆盘电泳

仪
,

以不连续凝胶电泳法进行试验
。

在电极缓冲液中

加澳 酚蓝作指示剂
,

控制 电流为 Z m A
,

整个电泳过

程 电流强度 不变
,

距末端 I cm 时停止 电泳
。

取出胶

柱
,

先在水中漂洗
,

后 放人 0
.

2 %考马斯亮蓝 R 25 。
染

色液中
,

在 36 ℃染色 l h
,

再用 20 % 甲醉和 7%醋酸

的脱色液于 36 ℃进行脱色
,

直至背景清晰为止
,

本品

一级谱带 1 条
,

二级谱带 2 条
。

2
.

3
.

2 参薯 的电 泳谱带
:

一级
、

二级谱带共 3 ~ 5

条
。

2
.

3
.

3 取脚板菩粉末 5 9
,

加 20 m L 水煮沸
,

滤过
,

取滤液 1 m L
,

加 5 %氢氧化钠液 2 滴
,

再加稀硫酸炯

液 2 滴不显色
。

2) 取上项水提液 l m L
,

加费林试剂 1

m L
,

置水浴上加热 3 m in
,

无红色沉淀
。

3) 取该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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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1双 波长 薄层 色谱 扫描 法
:

昊 知行等 ] [ 4采 用

C S
一

9 1 0在 硅 胶G
一

0
.

6 %CM C 板 上 以抓仿
一

丙 酮
一

甲

酸 ( 9
:

2
:

) l二次 展开
,

对水飞蓟宾及水溶性衍生物

和 制剂进行 分析
,

耘一 2 5 5 n m
,
入R = 4 3 0 n m

。

每 1 m L

含水飞蓟 l m g 的无水 乙醇溶 液作对 照品溶液
,

计算

对 照品和样 品的峰 面积 与浓度 的 关系
,

即得供试品

中水飞蓟宾 的含量
。

罗 淑荣等 少〕采用 C S
一

93 0 对益肝

灵 片中活性 成分水 飞蓟 宾与水 飞蓟亭进行 了分离测

定
。

以展开剂 甲苯
一

醋酸 乙醋
一

冰醋酸 (2
: 1 , 0

.

5) 展

开
,

挥尽 溶剂 后显色 (0
.

4纬二氯氧错 的无水 乙醇溶

液 )
。
入s = 3 0 0 n m

,

从 ~ 3 6 5 n m
,

反射锯齿扫描
,

由标

准 品水 飞蓟 宾和水 飞蓟亭 的斑点与供试品斑点 的吸

收峰面积与浓度之 比求得供试 品 中水飞蓟宾和 水飞

蓟亭 的含量
。

3
.

2
.

2 H P L C 法
:

M
a r t i n

e
ll i 等 仁̀ 8〕采用 H P L C 法 定

量分析人体血浆 和尿液 中水 飞蓟宾 的含量
。

色谱条

件
:

正 相 柱 A
.

L ie h
r o s o r

b D io l ( 1 5 0 m m X 3 m m
,

id )
,

流动相 (正 己 烷
一

乙 醇 一 70
, 30) 用 12 0 川 / L 的

8 5% 的磷酸 酸化
,

流速 0
.

8 m L /m in
,

检 测 波长 2 14

n m
,

此方 法未 将水 飞蓟宾 与 异水 飞蓟宾分离 测定
。

9 0 年代 初
,

M
a s e

h
e r
等 〔` 9〕采用 R p

一

H P L C 法对血 浆

中游离和 结合 的水 飞蓟 宾和异水 飞蓟宾进行分 离测

定
。

色谱条 件
:
N u e le o s il 1 2 0

一
3 C

: : ( 8 0 m m X 4 爪m

id )
,

流动 相 甲酸
一
0

.

0 2 m o l / L 磷酸 ( 1
:

1 )
,

流 速 1
.

0

m L / m in
,

检测波长 28 5 n m
,

水飞蓟宾 与异 水飞蓟宾

的保 留时间分别为 3
.

1
,
3

.

4 m in
。

此方 法较适用于水

飞 蓟素的药代动力 学等 的测定
。

iR
o
lr in g 等 20F 〕采用

柱 切换 电 化学检测 的 H P L C 法和 反 相 紫外 检 测的

H P L C 技术将血浆 中游离 的总 的水 飞蓟宾和 异水飞

蓟宾进行分 离测定
。

内标物质 为橙 皮素 ( 5
,
7

,

3
`一

三经

基
一
4

` 一

甲氧基黄烷酮
,

1C
6

H
, 4

0 。 )
。

水飞蓟宾与异水 飞

蓟宾 的保 留时间分别为 28
.

8 和 32
.

2 m in
,

内标保 留

时 间为 1 8
.

8 m in
。

最近
,

笔者采用 R p
一

H P L C 法对水

飞蓟 素制 剂中水飞蓟 宾
、

异水 飞蓟宾
、

水飞蓟 宁和水

飞蓟亭进行分离测定
。

色谱条件
:

柱 S ih m
一
P ac k V P

-

O D S
一

( 1 5 0 m m 又 4
.

6 m m id s 拼m )
,

流动 相 甲醇 与

混合溶剂 (水
一

二 氧六环 ~ 9 :

l) 按梯度洗脱
,

流 速为

1
.

5 m L /m in
,

检测波长 2 88
n m

,

柱温 40 ℃
。

样 品中水

飞蓟亭
、

水飞蓟宁
、

水飞蓟宾与异水 飞蓟宾的保留时

间为 8
,
1 0

,

2 3 和 2 7 m in
。

4 小 结

水 飞蓟素是 混合 黄酮类 化合物
,

且 以水 飞蓟 宾

的非对映体组成
。

因此
,

国内外许多药学工作者力 图

将 它们分 离测定
,

仅偶见 对水飞蓟 和异 水飞 蓟宾进

行了分离测定 的报 道
,

但对水飞蓟 宾的 其它非对映

体未见有分离测定 的报道
。

作者在查 阅大量文献资

料 时发现 国内外有些学 者将 水飞蓟素 (混 合物 )误作

为水飞蓟宾 (单体 )
,

应引起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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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液 1 滴 于滤纸上
,

加 1 %茹三酮丙 酮溶 液
,

加 热后

即 显浅灰紫色
。

4) 取该 品粉 末少许
,

滴 加 硝酸 液 1

m L
,

显淡黄色
。

2
.

3
.

4 1) 取 木薯粉末 0
.

5 9
,

置试管中加 稀盐酸数

滴
,

试管中 悬挂 1 条 三硝 基 苯 酚试 纸
,

用 软木塞 塞

紧
,

置水浴中加热 10 m in 后
,

试纸呈砖红 色
。

2) 紫外

吸收光谱
:

取本品粉末 2 9
,

加 10 m L 石油醚 ( 60 ℃一

9 0℃ )洗涤 1 次
,

再加 l m o l / L 氢氧化钠液 2 0 m L
,

振摇提取
,

滤过
,

滤液用 酸中和后
,

置分液漏斗中
,

以

.

6 3 8
-

2 0 m L 乙 醚提 取
,

提取液 照分 光光度 法测定
,

在 2 20
n m 和 2 5 6 n m 波长处有最大 吸收峰

。

3 小结

以 上是笔者在 基层 医院工作多 年积 累的一点经

验
。

方法简便
,

便于操作
。

在山药货源紧张时
,

更应对

其进行鉴别
。

山药的易混品
、

伪 品
,

质量
、

功效不及 山

药
,

特别是 木薯对人体有 毒副作用
,

不能 药用
,

应认

真识别
,

不可作 山药使用
。

( 1 9 9 9一 0 1
一

2 4 收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