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7　多菌灵处理对百部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浓度

( mg /L)
移栽数

成活数 成活率 (% )

15 d 23 d 15 d 23 d

　　 0 22 17 　　 13 77. 3 59. 1

5 22 17 9 77. 3 40. 9

10 22 14 12 63. 6 54. 5

15 22 19 12 86. 4 54. 5

20 22 21 18 95. 5 81. 8

25 21 11 11 52. 4 52. 4

　　移栽基质为多菌灵消毒的河沙

次性地揭开 ,应该逐渐地揭开 ,让植株慢慢地适应周

围恶劣的环境。因杂菌感染而死亡的植株几乎都是

生长较细 ,叶片数较少的植株 ,因此 ,在移栽时选择

生长健壮、具有绿叶片数较多的壮苗进行移栽也是

移栽成活的关键。

3　小结

3. 1　 M S+ 6-BA 3. 0 m g /L+ IBA 0. 3 mg /L为百

部芽增殖较佳的培养基 ,培养基中附加适宜浓度的

AgNO3可提高百部的生根率 ,加快生根速度。诱导

生根以培养基 M S+ IBA 2. 0 mg /L+ AgNO3 0. 5

mg /L的生根效果较好。

3. 2　百部移栽基质 ,以珍珠岩或细砂较好 ;移栽前 ,

用 20 mg /L多菌灵消毒有根苗 ,可明显提高移栽的

成活率。

百部的生根率与移栽的成活率并不理想 ,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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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区高山红景天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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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长白山地区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核磁共振特征图谱。方法　采用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 ,

用液 -质联机作比较 ,同时以长白红景天作对比。 结果　采用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 ,薄层层析后都可以得到有

效成分红景天苷特征明显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长白红景天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特征不明显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结论　根据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的总提物的收率 ,可以判断它们品质的优劣 ;根据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核磁

共振特征图谱 ,可以成为高山红景天真伪鉴别的依据 ;高山红景天和长白红景天谱图的相似性 ,说明他们为同科属

植物。
关键词: 长白山地区 ;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 ;长白红景天 ;红景天苷 ;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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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红景天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 r是 景天科红景天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鉴别方法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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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但用核磁共振指纹特征做鉴定高山红景天的研

究尚未见文献报道。河南化学研究所的赵天增 [1, 2 ]提

出核磁共振氢谱法鉴定植物中药的理论要点、方法

学研究及其应用 ,且对人参、金银花、何首乌、黄连、

苦皮藤、西洋参、三七、大黄、天麻、虎杖等植物用核

磁共振特征图谱做了鉴定研究 ,结果显示了核磁共

振氢谱法鉴定植物中药优越性及可行性。因此 ,我们

对长白山地区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做了核磁共振

特征图谱的研究 ,用于高山红景天的真伪鉴别 ,以便

为质检部门鉴定提供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材料来源: 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 r,长白红景天 R. angusta Nakai

均由延边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教研室吕惠子副教授

提供并鉴定。

1. 2　总提取物制备: 取样量 10 g ,参照文献 [ 2, 3]提

取 ,得总提取物 A和 B。

1. 3　测试仪器、测试条件及溶剂: AC-80核磁共振

仪 ;室温 ,工作频率为 80. 15 M Hz,谱宽 2 000 Hz,扫

描次数 100,氘代氯仿 , TM S为内标 ,氘代水 ,δ4. 67

残余氢溶剂峰为内标。

2　结果与讨论

2. 1　目前已从高山红景天中分离出 40多种化学物

质 ,其主要有效成分为红景天苷 ( salidroside) ,红景

天苷苷元 ( ty roso l)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二苯甲

基六氢吡啶等 [4 ] ,我们选红景天苷为代表性化学成

分 ,红景天苷的核磁共振氢谱数据参考了张莲姬 [ 5]

的合成品数据。

2. 2　我们按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获得野生和

栽培高山红景天的总提取物 A, B。野生高山红景天

的提取液为深色 ,而栽培高山红景天的提取液为浅

色。总提取物 A,氘代氯仿溶解 ,核磁共振谱图 ,只在

δ1. 6～ 0. 8处有吸收峰 ,应是饱和烃类物质。

2. 3　我们对按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获得野生

和栽培高山红景天的总提取物 B,用 GF254硅胶做吸

附剂 ,氯仿 -甲醇 ( 15∶ 2)做展开剂 ,进行薄层层析 ,

取 Rf= 0. 50～ 0. 83部分 ,用氘代水测谱 ,如图 1,表

1所示。δ7. 20～ 6. 77四重峰为对取代苯的吸收峰 ,

偶合常数为 J= 8 Hz,δ4. 20～ 3. 39有吸收峰 ,

δ2. 99～ 2. 81是三重峰 , J= 7. 2 Hz,积分值与

δ7. 12～ 6. 77吸收峰的积分值是 1∶ 2,所以该三重

峰是红景天苷的 -C H2-的吸收峰 ,回收氘代试剂的提

取物 ,用 HPLC-M S 1100液质联用仪测了 LC-M S,

发现红景天苷的分子离子峰。 在 δ7. 41, 7. 22及

δ2. 01～ 0. 98位置处的吸收峰的归属尚在研究中。

图 1中红景天苷的特征吸收明显 ,可作为高山红景

天的特征图谱。

图 1　高山红景天的特征图谱

2. 4　我们对长白红景天采用赵天增总提取物提取

的方法 ,测谱见图 2,未发现红景天苷的特征明显的

吸收 ,其特征提取物的收率为 0. 100%～ 0. 200% ,

同表 1比较 ,说明其品质不如高山红景天 ;与图 1比

较 ,两者的谱图轮廓相似 ,说明高山红景天和长白红

景天有亲缘关系 ,但红景天苷的特征吸收不明显 ,所

以高山红景天核磁共振特征谱图可以鉴定高山红景

天真伪。

图 2　长白红景天的特征图谱

表 1　长白山五地区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的

总提取物的收率和核磁共振吸收

样品

来源

特征提取

物的收率

(% )

红景天苷的对羟基苯乙

醇苯的吸收峰特征吸收

　

红景天苷的对羟基

苯乙醇 -C H2 C H2 -吸

收峰特征吸收

龙井野生 0. 544 7. 19, 7. 09, 6. 94, 6. 84 2. 99, 2. 90, 2. 81

龙井栽培 0. 328 7. 20, 7. 10, 6. 83, 6. 73 2. 96, 2. 87, 2. 78

汪清栽培 0. 300 7. 21, 7. 11, 6. 84, 6. 74 2. 97, 2. 88, 2. 79

和龙栽培 0. 298 7. 20, 7. 10, 6. 83, 6. 73 2. 96, 2. 87, 2. 78

和龙野生 0. 613 7. 18, 7. 08, 6. 93, 6. 83 2. 98, 2. 89, 2. 80

安图野生 0. 567 7. 19, 7. 09, 6. 94, 6. 84 2. 99, 2. 90, 2. 81

朝鲜野生 0. 633 7. 19, 7. 09, 6. 94, 6. 84 2. 99, 2. 90, 2. 81

2. 5　依据文献 [ 2]我们计算了长白山地区野生和栽

培高山红景天的总提取物的收率 ,如表 1所示。

3　结论

3. 1　我们认为赵天增提取物通用方法 ,得到野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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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红景天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总提取物经层析处理后

的谱图特征吸收明显 ,可作为它们的特征图谱。我们

对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分别做了多次提取 ,每次

总提取物的谱图都十分吻合 ,说明重现性很好。对长

白红景天检测结果表明 ,我们得到的野生和栽培高

山红景天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可以成为伪劣高山红

景天及产品的鉴定依据之一。

3. 2　长白山地区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总提取物

的收率有差异 ,提取液的颜色也有差异 ,这表明野生

和栽培高山红景天存在品质差异。

3. 3　长白红景天的研究还很少 ,其色谱等的研究还

在进行中。

致谢:感谢河南化学所的赵天增研究员给予无

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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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芝麻的生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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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小野芝麻的开发利用提供鉴定依据。方法　采用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及薄层色谱分析。结果　详
细描述了小野芝麻的性状和显微鉴别特征 ;对首次从小野芝麻中分离得到的毛蕊花糖苷、金丝桃苷进行了薄层色

谱分析。 结论　所发现的这些特征可作为鉴别小野芝麻的依据。
关键词: 小野芝麻 ;性状鉴定 ;显微鉴定 ;薄层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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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芝麻为唇形科植物小野芝麻 Galeobdolon

chinense ( Benth. ) C. Y. Wu的干燥全草
[1, 2 ]
。 性

寒、味苦 ,归肝、脾、肺经。具清热解毒 ,凉血止血 ,止

咳之功效。在民间用于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气管炎、

肺结核、上呼吸道出血及肺部出血等症 ,疗效显著。

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和开发。 鉴于缺乏有关小野芝麻

的生药学鉴定资料 ,本研究对其药材性状、显微特征

和薄层色谱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 ,为其开发利用提

供了科学的鉴定依据。

1　材料和试剂

小野芝麻 Galeobdolon chinense ( Benth. ) C.

Y. Wu采自浙江、福建和江西 ,其原植物由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继副主任药师鉴定。金丝桃苷

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毛蕊花糖

苷 (自小野芝麻中分离得到 ,并经光谱鉴定 ) ;硅胶 G

(青岛海洋化工厂 ) ,聚酰胺薄膜 (浙江台州四青生化

材料厂 )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药材性状:根有时具块根。茎呈四棱形 ,具槽 ,下

部分枝 ,长 15～ 50 cm ,密被污黄色倒向绒毛。质脆 ,

较易折断 ,断面中空有髓。叶对生 ,多皱缩成团 ,展平

后叶片呈卵形、狭卵形或宽披针形 ,长 2～ 4 c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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