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醇提取液部分的成分基本一致 ,比较可以看出两

种传统方法提取的血竭要比其他方法提取的血竭多

含一些物质。由图 2结果看出 , 4种传统工艺以外的

方法提取的血竭在龙血素 C相应位置上未显现斑

点。由图 3, 4的结果可知 , 6种血竭的石油醚提取

部分和乙酸乙酯提取部分成分基本相同。 综合薄层

色谱结果比较 , 6种血竭所含成分基本一致 ,但还存

在微小差异 ,仅就龙血素 C而言 ,传统工艺中含量

较高。 但由于大部分成分未知 ,药效未知 ,所以各种

提取方法彼此间有差异的成分对血竭质量影响如

何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后才能确定。

4. 2　由紫外光谱鉴别结果可以看出: 6种血竭的紫

外吸收图谱形状基本一致 ,仅吸光度略有不同 ,在

( 284± 2) nm处的吸收度均≥ 0. 4,所以可以认为这

6种血竭成分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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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甘肃柴胡属 Bupleurum L. 植物资源及柴胡药用品种。方法　采用标本鉴定、实地考察、商品鉴
定及文献资料。 结果　记载甘肃省柴胡属植物资源分布、药用种类及混淆品种。 结论　甘肃省柴胡属植物共计 21

种、其中新分布记录 5种、药用植物 13种、混淆品种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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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胡为常用中药 ,具和解表里 ,疏肝开郁之功

效。 国内称作 “柴胡”的植物已达 15科 65种之

多
[1 ]
,来源甚为混乱 ,品名繁多 ;在我国柴胡属 (Bu-

pleurum L. ) 36种 17变种 7变型中 [ 2] ,也有 25种

(含变种、变型 )的植物充当“柴胡” [3～ 6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 1977版 ) 规定中药柴胡来源于柴胡

( B. chinense DC. ) 和狭叶柴胡 ( B. scorzoneri-

fol ium Willd. )外 ,尚包括同属数种植物 ;后因在东

北服用大叶柴胡 (B . longiradiatum Turcz. )发生

中毒死亡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自 1985年

版起 ,规定来源仅为柴胡和狭叶柴胡 ,并指出大叶柴

胡有毒 ,不可当柴胡药用的规定。但柴胡属植物自古

药用较多 ,各地区仍按历史习惯自产自销或民间入

药 ,形成区域药用柴胡 ,由于在品种、药用部位、资源

多寡及临床用药等均存在差异 ,部分省 (区 ) 陆续

开展中药柴胡资源的调查及评价研究。

甘肃省是我国柴胡的主要产区之一 ,品种复杂 ,

除提供正品外 ,尤以地区习用品种较多、量大而著

称 ,使用历史已久 ,倍受商家的青睐 ,为我省医药行

业重要的野生资源。 有关甘肃省药用柴胡及混淆品

种以往文献记录不多 ,我们在开展“甘肃地方习用药

材调查和质量研究”课题中 ,对甘肃省柴胡进行资

源、药用品种及生药学、化学等多方面的调研 ,现将

品种、资源报道如下:

1　植物资源与商品调查鉴定

1. 1　线叶柴胡 B . angustissimum ( Franch) Ki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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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分布天水 (小陇山 )、平凉 (灵台 )、定西 (岷

县 ) ;根作柴胡入药。

1. 2　金黄柴胡 B . aureum Fisch. 文献记载省内分

布甘南 (临潭 ) ,根民间作柴胡药用。

1. 3　柴胡 B . chinense DC. 省内分布于庆阳 (镇

原、合水 )、平凉、天水 (小陇山、武山 )、陇南 (徽县、

两当、康县、礼县、文县 )、定西 (陇西、通渭、岷县 )、

兰州 (榆中 ) ,为甘肃省地产柴胡主要来源 ,习称硬

柴胡 ,主产于陇东、庄浪、灵台、康县、定西。西和等地

收购柴胡苗 ,销四川等省。 庆阳曾收购带根的全草 ,

又称春柴胡。庆阳地区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人

工栽培柴胡 ,在正宁、宁县、合水和西峰等地推广。截

止 1990年 ,种植 69公顷 ,提供商品 3× 104 kg。陇南

家种 2 667余公顷。定西、甘南亦有较快发展。

1. 4　多伞柴胡 B . chinense DC. f. octoradiatum

( Bunge) Shan et Sheh省内分布陇南 (成县、兰大采

集号 80-110) ,当地俗称柴胡 ,为甘肃分布新记录。

1. 5　簇生柴胡 B. condensatum Shan et. Y. Li.

省内分布甘肃河西 (甘肃调查队 59-1069) ,甘肃分

布新记录。

1. 6　黄花鸭跖柴胡 B. commelynoideum Boiss v ar.

f lavif lorum Shan et. Y. Li省内分布定西 (岷县、

临洮 )、兰州 (榆中、永登 )、甘南 (迭部、夏河 )。上述

各地自产自销 ,产地称柴胡或黑皮柴胡 ,销省内外 ,

商品有称软柴胡 (根疏松 ) ;青海省地产本品近年亦

销甘肃省。绿曲等称小柴胡。

1. 7　长茎柴胡 B. longcaule Wall. ex. DC. 文献

载省内分布陇南、陇东及定西 ;根及全草药用 ,和解

退热 ,升阳。

1. 8　空心柴胡 B. longcaule Wall. ex DC. var.

f ranchetii Boiss. 定西 (漳县 )、康乐 ;根作柴胡入药。

1. 9　秦岭柴胡 B. longcaule Wall. ex DC. var.

giraldii Wolff. 省内分布天水 (武山 )、武都
[5 ]
、甘南

(夏河、卓尼、迭部 ) [5 ] ;甘南药用全草 ,具清热退烧功

效。迭部别称大叶柴胡。

1. 10　大叶柴胡 B. longiradiatum Turcz. 省内分

布平凉 (崆峒山 )、兰州 (连城、吐鲁沟 )。

1. 11　紫花大叶柴胡 B . longiradiatum Turcz var.

prophyranthum Shan et Y. Li. 省内分布陇南 (西

和、礼县 )。

1. 12　马尔康柴胡 B. malconense Shan et Y. Li.

省内分布陇南 (文县、徽县 )。根作柴胡入药 ,商品常

归入硬柴胡中。

1. 13　竹叶柴胡 B. marginatum Wall. ex DC. 省

内分布于陇南、平凉 (关山、六盘山 ) ;为分布新记录。

1. 14　马尾柴胡 B . microcephalum Diels. 省内分

布陇南 (文县、武都 )、甘南 (舟曲 ) ;各地作柴胡收

购 ,商品归入硬柴胡。

1. 15　有柄柴胡 B. petiolulatum Franch. 省内分

布于甘南 (舟曲、卓尼 )。

1. 16　细茎有柄柴胡 B . pet iolulatum Franch. v ar.

tenerum Shan et Y. Li省内分布兰州 (兴隆山、兰

大标本号 22002) ,为甘肃分布新记录。

1. 17　狭叶柴胡 B . scorzoneri fol ium Willd. 省内

分布庆阳 (正宁、宁县、镇原 )、平凉、天水 (甘谷 )、

定西 (定西县 )、临夏 (康乐、东乡 )、甘南 (临潭、迭

部 ) ;上述各地均见收购。 外销四川 ;有称小柴胡 ,部

分地区亦归入软柴胡 (本品根较软 ) ,也有金柴胡之

称 (康乐 )。

1. 18　黑柴胡 B. smithii Wolf f本省分布于中西

部 ,张掖 (山丹 )、白银 (靖远 )、兰州 (榆中兴隆山、

马 山 ) ,定西 (岷县 ,漳县 )、甘南 (卓尼、玛曲、舟

曲、临潭 ) 及临夏 ,岷县 ;靖远、卓尼称柴胡 ,卓尼又

称黑柴胡 ;为甘肃省地产黑柴胡主要来源之一 ,主产

临夏、甘南、定西 ,但产区常以柴胡购销 ,远销省内

外 ,本品与黄芪鸭趾柴胡及长茎柴胡很相近 ,常鉴定

为后两种。近年甘肃省药用黑柴胡亦从青海调入。

1. 19　小叶黑柴胡 B . smithii Wolf f v ar. parv ifol i-

um Shan et Y. Li. 省内分布区域与黑柴胡有重叠 ,

张掖 (山丹、民乐、肃南 )、武威 (天祝 )、兰州 (榆

中 )、定西 (岷县、渭源 )、甘南 (夏河、临潭、卓尼、玛

曲 ) 及陇南 (宕昌 ) ;上述各地以柴胡收购外销 ,为

甘肃省地产黑柴胡主要来源之一 ,主要于甘南、定

西、张掖。 商品也称软柴胡。

1. 20　三辐柴胡 B . triradiatum Adams ex Ho ffm.

省内分布武威 (天祝 )、甘南 (临潭 )。为甘肃省分布

新记录。

1. 21　银州柴胡 B . yinchowense Shan et Y. Li省

内分布兰州 (皋兰山、榆中、永登 )、定西 (岷县、定

西县 )、天水 (小陇山 )、陇南 (成县、康县、文县 )、平

凉 (静宁 )、庆阳 (合水 ) ;各地多以柴胡或红柴胡收

购 ,商品也有称铁杆柴胡、硬柴胡 (根中木纤维发达

而质地坚硬 )、银柴胡 (根皮黄白 ) ,个别地方还称北

柴胡 ;或直接称银州柴胡 (平凉 )。地产柴胡苗中亦

有本品。

1. 22　内蒙西凤芹 Seseli intramongolicum Y. C.

Ma. (伞形科 ) ,白银 (靖远 )民间有称山柴胡 ,未见

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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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蝇子草 Silene fortunei Vils. (石竹科 ) , 20

世纪 60年代古浪、岷县等地误以柴胡收购 ,也称软

柴胡 ,后纠正。

1. 24　麦瓶草 Silene conoidea L. (石竹科 ) ,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在天祝、景泰发现民间误以柴胡药用。

1. 25　黄果悬钩子 Rubus xanthocarpus Bur. et

Franch. (蔷薇科 ) ,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省内陇西、

漳县、岷县等地以“黄柴胡”大量收购 ,并外销 ,已纠

正
[7 ]
;近年在地产黑柴胡中偶见混入。

2　小结与讨论

2. 1　甘肃柴胡属 (Bupleurum L. )共有 21种 (含

变种、变型 )植物 ,其中作柴胡药用的达 13种 ,药用

柴胡资源丰富 ,品种较多 ;主流商品为柴胡、狭叶柴

胡 ,银州柴胡、黑柴胡、小叶黑柴胡和黄花鸭跖柴胡 ,

其余药用品种量较少 ,混杂于上述柴胡中 ,上述品种

基本同等购销和应用。

2. 2　甘肃地产柴胡在商品中一般统称为柴胡 ,但部

分地区购销中有一定的区别 ,出现同一植物在不同

地区商品中归类不同 ,而同一商品名可能包括不同

的植物 ,品名与品种间存在交叉现象。结合近年对柴

胡植物中活性成分测定 ,不同品种所含皂苷总量和

单体组成有较大的差别
[8, 9 ]

,为有效利用柴胡资源 ,

将商品柴胡依据应用和质量做进一步的区别和筛选

是必要的。不同名称正是反映了当地习惯用药 ,如甘

肃中西部的黑柴胡和红柴胡 (银州柴胡 ) ,为甘肃省

地产柴胡主要商品来源和习用品种 ,也是西北应用

较广的品种。今后应加强对习用品种质量评价研究。

2. 3　柴胡自古以来药用部位为根 ,明、清时曾出现

应用地上部分 ,在甘肃、四川、云南等民间仍保留这

一习惯。地上部在全株中占一半以上的重量 ,多数尚

未充分利用 ;但有关其利用研究一直在进行中 ,部分

厂家研制成“柴胡注射液” ;也有将所含黄酮提取研

制出新药。此外 ,在保健饮料、食品添加剂方面亦有

应用报道。为保护野生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度 ,应

加快这一研究步伐。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地产柴胡往往带有较多地上

茎 ,这些非药用部位对柴胡发挥应有临床疗效可能

产生影响 ,值得重视。

致谢:兰州大学生物系蒲训教授复核鉴定植物

标本 ,兰州大学生物系标本室提供标本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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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电泳法测定山药中尿囊素的含量

赵新峰 ,孙毓庆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 目的　探讨毛细管电泳法测定山药中尿囊素含量的可行性。方法　采用实验室组装的毛细管电泳仪 ,未涂

层石英玻璃毛细管 ( 65 cm× 75μm,有效长度 50 cm) ,检测波长 210 nm ,重力进样 ( 10 cm× 5 s) ,运行电压 15 kV ,

温度 20℃ ,背景电解质为 30 mmol /L硼砂溶液 ( pH= 9. 4)。进样前以 0. 5 mmol /L NaOH和背景电解质各冲洗 3

min。结果　平均回收率为 101. 8% ; R SD为 2. 4% (n= 5)。结论　毛细管电泳法用于山药中尿囊素含量的测定是
可行的。

关键词: 毛细管电泳 ;山药 ;尿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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