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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为显色后日光观

察 ,虚线为未显色前

荧光观察

图 3　甜牛大力与

苦牛大力薄

层层析图

1∶ 0. 2)为展开剂 ,荧光及喷以

1%对二甲氨基苯甲醛乙醇液和

20%盐酸液日光下观察。结果两

者所显斑点不同 (图 3)。

4. 3　紫外光谱

4. 3. 1　分别取 2种牛大力粗粉

各 1 g ,加乙醇 20 m L超声处理

30 min,滤过 ,滤液置 25 m L容

量瓶中 ,加乙醇至刻度 ,然后吸

取 10 m L稀释至 50 m L。以乙醇

为空白 ,用岛津 UV-265分光光

度计于 200～ 400 nm测定 UV光

谱 ,结果甜牛大力最大吸收在

270 nm,苦牛大力最大吸收在

264 nm (图 4-A)。

4. 3. 2　分别取 2种牛大力粗粉

各 1 g , 加氨水 0. 5 m L及氯仿

15 m L超声处理 30 min,滤过 ,

滤液置分液漏斗中 ,加硫酸液

( 0. 25 mo l /L) 15 m L,振摇提取 ,

分取酸液层 ,加水稀释至 25 m L,以水为空白 ,在

200～ 400 nm范围测定紫外吸收。 结果甜牛大力在

272 nm处有最大吸收 ,而苦牛大力则无吸收峰 (图

4-B) ,此项为测生物碱吸收峰。可见甜牛大力含生物

碱 ,而苦牛大力不含生物碱。

5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甜牛大力与苦牛大力名称虽相

近 ,但其来源、性状、显微、理化及成分有明显不同。

甜牛大力味微甜 ,组织特征可见石细胞环 ,几乎不见

棕色块 ,主要成分含有生物碱、香豆素、糖类 ;而苦牛

A-乙醇提液　 B-碱提酸萃液

1-甜牛大力　 2-苦牛大力

图 4　甜牛大力与苦牛大力紫外光谱图

大力味苦、组织特征可见很多棕色块 ,未见石细胞 ,

主要成分含香豆素、糖类 ,而不含生物碱。

甜牛大力在两广地区药用历史悠久 ,常易与苦

牛大力混用 ,为澄清牛大力的混乱品种 ,应以其性

味、功效的不同 ,分别以甜牛大力、苦牛大力为冠名 ,

而区别应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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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鉴别十二法

张尚鹏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 ,浙江 东阳　 322100)

中图分类号: R282. 710. 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1) 09 0845 02

　　西洋参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 Panax quinque-

fol ium L的干燥根 , 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 ,其性

味甘微苦 ,凉 ,归心、肺、肾经。 具有补气养阴 ,清热生

津 ,用于气虚阴亏、内热、咳喘痰血、虚热烦倦、消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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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燥咽干。 西洋参原产美国 ,加拿大 , 70年代开始我

国试行引种栽培 ,目前国产西洋参遍布大江南北。

由于进口西洋参价格昂贵 ,又与国产西洋参、甚

至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er. 在外形上十分

近似 ,初学者难以掌握其鉴别要领。笔者通过多年的

实践 ,认为以下十二点鉴别方法可供同行参考。

1　观芦头:商品西洋参芦头较小 ,一般看不见芦碗

或芦碗稀少 ,较小而浅 ;生晒参 (人参 )芦头明显较

大 ,芦碗较多 ,大而凹陷较深。

2　观皱纹: 进口西洋参纵皱纹 ,不规则 ,粗而深 ;国

产西洋参表面较光滑 ,纵皱纹细而浅 ,根头部横皱纹

明显可见。生晒参根的上部或全体有疏浅断续的粗

横纹及明显的纵皱纹 ,但纵皱纹不如进口西洋参粗

而深。

3　观皮孔:西洋参皮孔较粗壮 ;生晒参的皮孔较细

长。

4　观质地:进口西洋参质地坚实而重 ,置手中感到

沉重而坚实 ;国产西洋参质地次之 ;生晒参质地较

轻 ,置手中有轻浮感。

5　听响声:进口西洋参一般质硬不容易剪断 ,当剪

断时声音较轻脆 ,断面较整齐。国产西洋参不如上述

明显 ;生晒参质较松 ,易剪断 ,轻脆声不明显。

6　观裂隙:西洋参质地较致密 ,断面裂隙不明显 ;生

晒参断面可见明显裂隙。

7　观朱砂点:西洋参断面可见形成层外侧多环断继

续排列的朱砂点 (树脂道 ) ,并且形成层色较深 ,以进

口者更为明显 ;生晒参断面形成层环色较浅 ,朱砂点

稀少。

8　闻气色:西洋参具有特殊香气 ,进口者香气更浓 ;

生晒参具青草样香气 ,可供鉴别。

9　尝味: 取直径为 0. 8 cm,厚约 0. 2 cm的参片置

口中 ,西洋参与生晒参均微甘 ,但进口西洋参味浓 ,

生津作用强烈 ,口感可持续 2 min左右时间 ;国产西

洋参味不如进口货 ,口感持续时间约 1 min;生晒参

味较淡 ,生津作用较弱。

10　水泡法:用西洋参切片热开水浸泡 ,进口西洋参

一般水质清净 ,少混浊 ;国产西洋参一般常显混浊。

11　观病斑:在西洋参的表面 ,如见有多数和类圆形

为白色斑点 (病斑 ) ,多为国产西洋参 ;进口西洋参病

斑较少见。

12　薄层层析法:取西洋参粗粉 ,按《中国药典》西洋

参项下介绍的方法 ,以人参皂苷 F11 , Rb1 , Re, Rg1作

对照品 ,以氯仿 -醋酸乙酯 -甲醇-水 ( 15∶ 40∶ 22∶

10)作展开剂展开 ,喷 100%硫酸乙醇液显色 ,在紫

外灯下观察可见在以上人参皂苷相对应的位置分别

显相同颜色斑点或荧光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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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作为样品提取方法。

4. 3　稳定性试验:分别对同一块薄层板同一个脱水

穿心莲内酯和穿心莲内酯斑点每隔 1 h扫描测定一

次 ,结果两者积分值在 4 h内基本稳定。

4. 4　精密度试验:分别连续测定同一块薄层板上相

同的穿心莲内酯和脱水穿心莲内酯斑点面积值 ,

RSD分别为 1. 02%和 1. 05% (均 n= 6) ,不同薄层

板上穿心莲内酯和脱水穿心莲内酯斑点面积值 ,

RSD分别为 2. 58% , 2. 77% (均 n= 5)。

4. 5　样品测定:按 2. 3制备方法制备供试液 ,定量

吸取供试液各 8μL,穿心莲内酯、脱水穿心莲内酯

各 4, 8μL,分别点于同一薄层板上 ,按标准曲线制

备方法进行测定 ,用外标二点法计算样品中脱水穿

心莲内酯、穿心莲内酯的含量。 见表 2。
表 2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毫克 /片 )

批号 990501 990502 990503 990602 990702 990803

脱水穿心莲内酯 1. 98 2. 04 2. 07 1. 75 2. 02 2. 00

穿心莲内酯 2. 25 2. 28 2. 40 2. 08 2. 30 2. 28

总量 4. 23 4. 32 4. 47 3. 83 4. 32 4. 28

4. 6　回收率实验:取已知含量的样品适量 ,分别精

密加入一定量的脱水穿心莲内酯、穿心莲内酯对照

品 ,其余按供试液项下制备方法制备供试液 ,然后分

别准确吸取供试液点于同一薄层板上 ,按“样品测

定”项下方法测定脱水穿心莲内酯 ,平均回收率为

98. 42% , RSD= 1. 72% (n= 5) ;穿心莲内酯平均回

收率为 99. 97% , RSD= 2. 02% (n= 5)。

5　讨论

5. 1　《中国药典》 2000年版要求穿心莲中脱水穿心

莲内酯和穿心莲内酯的总量不得少于 0. 80% ,本文

所测定的药材含量均达到规定 (> 1. 5% ) ,为产品质

量控制奠定了基础。

5. 2　本文脱水穿心莲内酯斑点扫描条件参照 2000

年版药典方法 ,穿心莲内酯斑点扫描条件参考文

献
[3 ]

,经各项试验考察 ,可用于本品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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