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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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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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llantoin in dried rhizoma of Dioscorea opposita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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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为薯蓣科植物薯蓣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的干燥块茎 ,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

肾涩精的功能 ,主治脾虚泄泻、食少浮肿、肺虚咳喘、

消渴、肾虚尿频、遗精、带下等症 [1 ]。 尿囊素 ( al lan-

toin)为山药的有效成分之一 ,具有角质松解、水合、

麻醉镇痛、抗刺激物、促进上皮生长、消炎、抑菌等作

用。尿囊素对于鱼鳞病、银屑病、多种角化性的皮肤

病的治疗有一定效果 ,作为化妆品的一个成分也有

着广泛的前途 [2 ]。 目前文献报道的尿囊素分析方法

有比色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电位滴定法、光密度

法 [3 ]、高效液相色谱法 [ 4]等 ,毛细管电泳法测定山药

中尿囊素的含量尚未见有报道。 本研究用毛细管电

泳法测定山药中尿囊素的含量 ,方法简便快捷 ,结果

令人满意 ,为山药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1　仪器和药品

　　毛细管电泳仪为本实验室组装 ( V UV-22型紫

外检测器 , HV-30 Ⅰ 高压电源—美国 Unimicro-

technologies. Inc公司 ) ;尿囊素对照品 (山东省药

品检验所提供 ,含量 98. 5%～ 100. 5% );内标物为

磷酸氯喹 ;硼砂为分析纯 ;水为重蒸水。山药购于沈

阳中街天益堂 (产地河南 ) ,由沈阳药科大学生药学

教研室孙启时教授鉴定。

2　电泳条件

　　毛细管柱:未涂层石英玻璃毛细管 (河北永年光

导纤维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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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mol /L硼砂溶液

( p H= 9. 4) ,进样前以 0. 5 mmo l /L NaOH和背景

电解质各冲洗 3 min。

3　方法与结果

3. 1　溶液的制备

3. 1. 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尿囊素 35. 66

mg,加水至 25 mL作为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磷酸

氯喹 52. 61 mg ,加水至 25 m L作为内标溶液。

3. 1.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将山药样品粉碎后取粉

末 3 g ,加水约 15 mL,超声波震荡提取 20 min,

3 000 r /min离心 5 min,取上清液于 25 mL量瓶

中 ,沉淀用水洗 2次 ,按以上条件离心 ,合并上清液

加水至刻度。取该溶液 2 mL置 5 m L量瓶中 ,加入

内标溶液 1 mL,加水至刻度作为山药供试品。

3. 2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 1,

0. 2, 0. 4, 0. 6, 0. 8, 1. 0, 2. 0 mL于 5 mL量瓶中。各

加入内标溶液 1 mL,加水至刻度。以尿囊素与内标

的峰面积比为纵坐标 ,浓度为横坐标进行回归分析 ,

回归方程为 Y= 1. 998 3X+ 0. 114 (r= 0. 999 4) ,线

性范围为 28. 5～ 570. 6 mg /L。

3. 3　精密度试验: 山药供试品进样 5次 , RSD 为

2. 4% ,表明分析结果的精密度良好。

3. 4　回收率试验:回收率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山药回收率试验 (n= 3)

加入量 ( mg) 测得量 ( mg ) 回收率 (% ) R SD (% )

0. 571 0. 585 102. 5 1. 0

0. 713 0. 728 102. 1 2. 7

0. 856 0. 863 100. 8 1. 2

3. 5　样品的测定:取山药供试品 ,按所选条件进行

测定 ,测得山药中尿囊素的含量为 0. 32% ,供试品

及对照品电泳图见图 1。

A-山药供试品　 B-对照品　 1-磷酸氯喹　 2-尿囊素

图 1　供试品和对照品的毛细管电泳图

4　讨论

　　毛细管电泳法用于山药中尿囊素含量的测定 ,

方法简便快捷 ,色谱条件无需优化即可对样品实现

良好分离 ,分析结果的精密度和回收率均较好 ,与传

统方法相比具有一定优势 ,可作为山药质量控制的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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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苦丁茶品种考证及显微鉴定

王世清 ,郑亚玉 ,潘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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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 目的　苦丁茶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药品和饮品使用有悠久的历史 ,但长期以来贵州苦丁茶的来源被误

定为木樨科日本毛女贞 L igustrum japonicum Thunb va r. pubescens Koidz. 或日本女贞 L . japonicum Thunb. , 为

确定贵州省苦丁茶的来源 ,制定药材质量标准及饮品标准 ,进一步开发利用该植物资源提供依据。方法　文献资料
考证、资源调查、植物分类研究、市场商品调查 ,苦丁茶茎和叶的组织显微鉴定。结果　粗壮女贞 L . robustum Bl. 为

贵州苦丁茶的主流品种 ,女贞属另有数种植物在贵州各地亦作苦丁茶使用。 对从贵州省余庆县作苦丁茶收购的粗
壮女贞 L . robustum Bl.、李氏女贞 L . lianum Hau和川滇蜡树 L . delavayanum Hario t茎和叶的显微构造进行研究

表明 ,其组织显微特征有一定区别。结论　贵州苦丁茶的主流品种应为粗壮女贞 ,建议以该植物作为贵州苦丁茶药

用及饮用标准依据。

关键词: 苦丁茶 ;品种考证 ;显微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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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textual research and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of Fulium Ilicis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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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丁茶在我国南部及西南部民间作药品和饮品

使用有悠久历史 ,具有清热解毒 ,杀菌消炎 ,健胃消

积 ,止咳化痰 ,生津止渴、提神醒脑的功效。 据调查 ,

全国共有 5科 (木樨科、冬青科、金丝桃科、紫草科、

马鞭草科 ) 16种 1变种植物在不同地区作苦丁茶使

用或称作苦丁茶 ,经鉴定全国目前有 4科 11种 (含

1变种 )植物的叶在不同地区作苦丁茶使用 ,它们多

以植物的嫩叶或叶入药 ,药效稍有不同。木樨科女贞

属植物紫茎女贞 Ligustrum purpurascens Y. C.

Yang在四川、云南、贵州作苦丁茶使用。 兴山蜡树

L . henry i Hemsl. 在四川作小叶苦丁茶使用。日本

毛女贞 L . japonicum Thunb va r. pubescens Koidz.

的叶在贵州作苦丁茶使用。女贞 L . lucidum Ait. 在

四川作大叶苦丁茶使用 [1 ]。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苦丁茶长期以来在当

地少数民族中作药品和饮品使用 ,并形成商品。贵州

苦丁茶主要来源于木樨科女贞属植物 ,但长期以来

贵州苦丁茶的来源被误定为木樨科日本毛女贞 L .

japonicum Thunb var. pubescens Koidz. 或日本女

贞 L . japonicum Thunb.。 本文通过对贵州苦丁茶

的文献资料考证、资源调查、植物分类研究、市场商

品调查 ,认为贵州无上述两种植物分布 ,贵州苦丁茶

的主流品种应为粗壮女贞 L . robustum Bl. 的叶。本

文还对贵州省余庆县作苦丁茶收购的粗壮女贞 L .

robustum Bl.、李氏女贞 L . lianum Hau和川滇蜡树

L . delavayanum Hario t茎、叶的显微特征进行了

研究。

1　品种文献资料考证

《贵州民间方药集》 ( 1958年 4月 )
[2 ]
首载贵州

苦丁茶 ,又称苦茶叶 ,枝叶制苦丁茶 ,供茶叶代用及

药用 ,民间用作清凉解热利尿剂 ,但未定其植物来

源。 1963年 5月该书出增订本。 1978年该书第 2次

增订本
[3 ]
,收载苦丁茶 ,又称苦茶叶、苦茶膏、苦味

散 ,作清凉剂 ,有解热清凉、利尿、降压作用 ,外治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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