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调查发现黄连群体中存在广泛的性状变异,划

分了 6种变异类型,应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将环境变

异与遗传变异区分开, 从整体上判断各变异类型间

是否有显著差异,并估算出各性状下的遗传变异方

差 R2
g 及遗传变异系数GCV %。从单株叶数、叶长、叶

芽数及中裂叶大小上研究了类型间变异, 表明变异

类型间有较大的遗传变异度, 上述性状主要为可遗

传变异,从整体上说明在变异类型间进行选择是有

效的,可行的。黄连群体的性状变异的研究不多,特

别是针对性状遗传方式的研究, 更是少见, 黄连群体

性状变异的深入研究, 应将各变异类型自交、杂交后

代的性状分析方法与 DNA 分子标记方法结合运

用[ 6] , 以探明各性状的遗传方式及遗传物质的真实

差异;同时结合变异类型与黄连产量、药效成分含量

等性状的相关分析, 以找出产量高、药用品质好的类

型,淘汰产量低、品质低的类型,以达到改良群体, 提

高利用价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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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超微细粉体显微特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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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中药复方六味地黄超微细粉体组织特征进行观察研究。方法　用对撞式气流粉碎机对六味地黄

方剂药材进行细胞级超微粉碎; 对照常规粉碎细粉,用显微观察法对其组织特征进行观察。结果　六味地黄方剂经

超微粉碎后, 显微镜下观察基本无完整细胞存在。结论　中药复方经超微粉碎可使细胞破壁,使其细胞内的各类有

效成分充分暴露, 迅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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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微粉碎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

术,是以植物类药材细胞破壁为目的的粉碎作业。细

胞经破壁后, 胞内有效成分可充分暴露出来,从而提

高药物的释放速度和释放量。该技术在中药生产中

已显露出特有的优势[ 1, 2]。

六味地黄方剂出自宋代钱乙《小儿证药直诀》,

是临床应用广泛的滋阴补肾的代表方剂,由熟地黄、

山茱萸、山药、丹皮、茯苓、泽泻六味药材组成。本文

对该方剂六味药材进行了混合超微粉碎,并对照常

规粉碎细粉,进行了粉体的显微特征观察[ 3]。

1　仪器与材料

JGM -T 50 型对撞式气流粉碎机 (华东理工大

学气流粉碎分级技术装备中心)。XSZ-CT V 型彩色

电视生物显微镜 (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司)。XS-200

·560·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 ion al and Herbal Dr ugs　2002年第 33卷第 6期

X 收稿日期: 2001-12-03

作者简介:宋丽丽 ( 1953-) , 女,河南鲁山县人,在职硕士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中药研究与开发。T el : ( 0378) 5660610

13903789260; E-mail: song 0378@fm365. com

* 华东理工大学气流粉碎分级技术装备中心



双目摄影生物显微镜 〔江南光电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S-250 扫描电子显微镜 (英国剑桥)。

水合氯醛透化液、稀甘油固定液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规定配制。药材分别从亳州、禹州药材市

场购得, 经本院生药研究室鉴定为玄参科熟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 Gaerth. ) L ibosch ex Fisch.

et M ey.、山茱萸科山茱萸 Cornus of f icinali s Sieb.

et Zucc、薯蓣科山药 Dioscorea opp osita T hunb.、毛

茛科牡丹皮 Paeonia suf f ruticosa Andr. 、多孔菌科

茯苓 Poria cocos ( Schw . ) Wolf 和泽泻科泽泻 Al-

ism orientaie ( Sam. ) Luzep.。

2　实验方法

2. 1　粉体制备

2. 1. 1　混合细粉制备:按处方规定比例,取熟地黄、

山药、山茱萸、泽泻、茯苓、牡丹皮净药材共 5 kg ,常

规粉碎,过 100 目筛,得混合细粉 (以下简称细粉)。

2. 1. 2　超微细粉体制备:取上述细粉 3 kg, 置对撞

式气流粉碎器中粉碎, 得六味地黄超微细粉 (以下

简称超微粉)。选择工艺条件为: 耗气量 0. 9 m
3
/

min,压力 0. 7 MPa;粒径 D 50 10 Lm 30 Dmxa 30 Lm
无规则超细颗粒。

2. 2　粉末形貌观察:分别取细粉和超微粉适量,置

于扫描电镜载物板上, 电镜观察。

2. 3　粉体的显微特征观察:分别挑取细粉和超微粉

少许, 置载玻片上, 蒸馏水湿润, 水合氯醛液透化装

片,稀甘油固定后置显微镜下,显微观察、摄影、测

量、描绘。细粉观察目镜 ×10,物镜 ×10, 超微粉观

察目镜 ×10,物镜 ×40。

3　实验结果

3. 1　扫描电镜观察显示, 超微粉颗粒均匀, 无原药

材形貌特征 (图 1)。

1　六味地黄超微粉体的扫描电子显微照片

3. 2　显微观察[ 4]发现,两种粉体的显微特征有很大

区别: 细粉可见淀粉粒三角状卵形或矩圆形, 直径

24～40 Lm,脐点短缝状或人字状, 草酸钙针晶束存

在于薄壁细胞内或散在 (山药) ; 不规则分枝状团块

无色, 遇水合氯醛溶化, 菌丝无色, 直径 4～6 Lm

(茯苓) ;薄壁组织灰棕色至黑棕色, 细胞多皱缩, 内

含棕色核状物 (熟地) ;草酸钙簇晶存在于薄壁细胞

中, 有时数个排列成行 (丹皮) ; 果皮表皮细胞橙黄

色, 表面观类多角形, 垂周壁略连珠状增厚 (山茱

萸) ; 薄壁细胞类圆形, 有椭圆形纹孔集成纹孔群

(泽泻)。(取上述细粉研磨,过 200 目筛,得极细粉。

取极细粉显微观察, 结果相同) (图 2)。

超微粉已无完整组织细胞,淡黄色、棕黄色、棕

色小颗粒不规则, 充满视野, 直径 7～15 Lm ; 浅灰

色, 无色小颗粒不规则, 直径 7～15 Lm ; 偶见石细

胞, 纤维和导管碎片,直径最大为 50 Lm;可见草酸

钙结晶体 (图 3)。

1-薄壁组织碎片 (地黄) 2-石细胞 (山茱萸) 3-草酸钙

簇晶 (山茱萸、牡丹皮) 4-网纹、具缘纹、螺纹导管 (地

黄、泽泻、山茱萸) 5-菌丝团块 (茯苓) 6-草酸钙针晶束

(山药) 7-淀粉粒 (山药) 8-草酸钙方晶 (地黄) 9-表皮

细胞 (山茱萸表面观) 10-淀粉粒 (牡丹皮、泽泻) 11-中

柱薄壁组织碎片 (泽泻)

图 2　六味地黄细粉显微观察图

1-淀粉粒 (偶见) 2-草酸钙针晶碎片 (偶见) 3-导管碎片 (偶见)

4-石细胞 (偶见) 5-纤维碎片 (偶见) 6-小颗粒 (充满视野)

图 3　超微粉显微观察图

3. 3　细粉与超微粉显微特征主要区别:见表 1。

4　讨论

本文依据中药方剂合煎的原理, 对六味地黄复

方进行混合粉碎加工。由观察结果可知,超微细粉体

中基本无细胞形式存在, 说明其组织中各类细胞均

被破壁,此时细胞内的各类成分应呈释放状态,其中

(下转第 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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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浆流的阻滞, 又可造成视网膜等处的缺血, 灯盏细辛可以

使高眼压状态下的 RGCs 形态及密度均得到较好地保

存[ 19]。上述实验性高眼压模型, 经用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 20

d,轴浆运输可以部分恢复, 40 d 后恢复明显, 表现为被标记

的 RGCs 数明显增多, 灯盏细辛可能使某些濒临死亡的

RGCs 轴索恢复轴浆运输,从脑内靶细胞传出的神经营养信

号或靶组织分泌的神经营养因子能顺利到达 RGCs 胞体, 从

而避免了部分 RGCs 的死亡。灯盏细辛对 RGCs 或视神经的

保护作用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 20]。

3. 6　对肝脏的作用: 灯盏花注射液不但能减轻四氯化碳对

大鼠肝脏的炎症反应、减轻转氨酶代谢异常及蛋白代谢的异

常程度, 还减轻了四氯化碳所致大鼠肝脏纤维化的进展程

度, 明显地抑制了大鼠血清和肝组织匀浆中透明质酸和层粘

蛋白的含量[ 21]。

4　小结

目前,对于灯盏花的化学组成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研

究, 但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细胞水平和

分子水平上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灯盏花在

动物及人体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几乎为空白,灯盏花新剂型的

研究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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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细粉与超微粉显微特征比较表

显微特征 细　粉 超微细粉体

薄壁组织碎片 (地黄) 数十个排列 未见

果皮表皮细胞 (山茱萸) 多见 未见

薄壁细胞及草酸钙结晶 (山茱萸) 多见 未见

石细胞群 (山茱萸) 多见 偶见单细胞

网纹具缘纹导管 (山药) 多见,直径 30～90 Lm 偶见碎片

草酸钙针晶束 (山药) 多见,成束长 80～240 Lm 偶见碎片

草酸钙簇晶 (牡丹皮) 多见,排列成行 未见

薄壁细胞 (泽泻) 类圆形,有椭圆形纹孔集成纹孔群 未见

菌丝、团块 (茯苓) 多见 未见

的水不溶性大分子有效成分, 极有可能在混合粉碎

的过程中通过药材中某些物质的作用,增加同水的

亲和力,从而简化提取或机体吸收过程。粉体物理特

性的改变对有效成分溶出特性的影响及对其药动学

和药效学的影响, 我们将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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