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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产道地药材川弯的品种和质量

刘彩 霞
,

廖梦霞
,

邓天龙
‘

·

川芍系伞形科植物川芍
·

的干燥根茎
,

是常用 中药材之一
,

具有活血行气
、

祛风止痛之

功效
。

四川省是川芍主要栽培地
,

川芍为著名的川产道地药

材之一
,

现陕西
、

湖北
、

上海
、

浙江
、

福建等地均有种植
。

此外
,

抚芍
、

东川芍
、

金芍
、

西芍等与川夸生药有效成分相似
,

临床

疗效相近
,

并且在商品外形上易于混淆
。

有学者认为抚夸
、

金

芍是川芍的不育 倍体栽培变种 , 」。

甘肃产的西芍系从四

川引种
,

东川芍是从 日本引种
。

刘玉萍等闭通过对进化速率

较快的基因序列同源性分析
,

基本认为 日本所产
“

川芍
”
与中

国川芍基原一致
。

为推进我国川芍中药现代化
,

有助于川芍

的品种和质量研究
,

笔者综述了川芍与研究较多的抚芍和东

川夸种植地域
、

质量差异
,

以及川芍药材 中有害重金属元素

研究概况
。

种植

川芍 川弯属芍穷类
。

苏颂在《图经本草 》中指出
“ · , ·

⋯

今关
、

陕
、

蜀川
、

江东山 中多有之 而 以蜀川者为胜 ⋯ ⋯”
至

南宋时期有记载
“

芍穷
,

以川 中来者为上 ⋯ ⋯”
陈仁山在《药

物 出产辨 》里记录
“

灌县 今 四川省都江堰 芍为道地货
,

芍穷更名为川芍
” 。

据上所述
,

川芍是四川省道地药材之一
。

川芍喜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日照充足又较湿润的环境
。

丁德

蓉等川对川芍道地产区 四川都江堰市和新都等地进行 了川

芍的生态环境和土壤特性调查研究
,

认为该区的气候特别是

春迟
、

夏短
、

秋早
、

冬长
,

对川芍生长
、

发育和根茎养分的积累

非常有利 川 芍最适宜生长的土壤为灰潮油沙 田
,

其通水透

气好
、

有机质丰富
、

供肥保肥力强
、

磷含量高
。

四川都江堰
、

崇庆县是全 国道地川芍主要产区
,

目前已

扩大到新都
、

彭县
、

郸县
、

大邑
、

新津
、

什郁
、

苍溪等县市
。

其中

道地产区都江堰常年川弯种植面积 一 “ ,

出 口量

占全 国出 口 量的 近两年彭州种植面积发展到 。

‘一 火 ,

全市川 芍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
。

川芍为全国首批启动 种药材 基地种植的药材之一
,

仅在彭州市熬平镇规范化种植示范面积达 ‘ 。

依托科

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科技力量
,

采用公司加农户等运作模式进

行基地建设
,

保证了获得稳定的高品质川夸药源
。

抚芍 抚夸 入

又名茶曹
,

始载于《丹溪心法 》
,

是江西省的道地药材之一
。

抚

芍生长在雨量丰富
,

海拔 的江南山区
,

喜凉怕烈

日
,

适宜生长在肥沃的酸性土壤阁
。

江西道地药材抚芍产量

少
,

少量出 口 ,

主产于江西九江地区武宁县
、

瑞昌县
、

德安县

县交界山区及湖北省的阳新
、

祟阳等县
。

其中
,

武宁县抚芍

主产于鲁溪镇
,

已形成 左右种植规模
,

每年可提供

商品抚芍
。

尽管如此
,

由于历史上抚芍产量起伏较大
,

现产量 已极度萎缩
,

在市场上仅是川芍的补充品
。

东川芍 东川芍 〔 王 ‘ 原产 于 日

本
,

据《中药志 》中记载
,

中国延边朝鲜 自治州的东川芍是解

放前从 日本引种
,

曾在该地区代
“

川夸
”

人药
。

东川芍适宜

海拔高且寒冷的气候
,

适宜栽培种植于 阳光充足
、

排水性 良

好
、

土壤肥沃的平坦砂质地川
。

东川芍产于吉林省延边地区

的龙井
、

和龙
、

汪清
、

安图
、

浑春
、

敦化
、

东盛
、

广新等地
。

世

纪 一 年代在延边地区 曾经生产达 以上
,

但是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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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只收录了川芍
,

并由于我国药材的

统一发展的要求
,

东川芍种植面积开始逐渐萎缩
,

面临消失

的危险川
。

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国外对东川芍的需求不断增

大
,

东川芍的种植
、

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

不 同品种川苟的质 ,

增

药

平

同

分

抚

量

理

动脉及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以及在高应切变速率下川芍嗦对

血小板血栓形成有特定抑制作用 〕等药理作用
。

用气相色谱法

对川芍
、

抚夸
、

东川芍挥发油中川芍嗓含量进行测定 采用

面积法
, 一芍 大于抚芍

,

而在东川芍中检

测不到川夸嗦 同时用 外标法
,

川芍 大于抚芍
,

东川芍含量甚微
。

可见
,

川芍嗓在川芍中含量最高
,

同时建议在气相色谱法测定川芍中川夸嗦含量时采用 外标

法为宜
。

在用热醇法分别提取川芍
、

抚芍
、

东川芍的总生物碱
,

发现总生物碱质量分数依次 为 〕 川 芍
,

抚夸
,

均低于东川芍
。

但再结合生药中川芍

嗓和总生物碱含量
,

川芍质量好
。

挥发油 挥发油是川芍主成分之一
。

采用水蒸气蒸馏

法提取不同品种川芍挥发油
,

发现四川灌县川芍挥发油得率

为 环
,

江西九州抚芍为
,

甘肃华亭
、

庄浪西芍分

别为
、 〕。

不同川芍品种挥发油得率差别很

大
,

但灌县川芍得率最高
。

菜本内醋是主要的挥发油成分之一
,

具有重要 的生理活

性
。

采用气相色谱法对川芍
、

抚弯
、

东川芍的挥发油中菜本内

醋的含量测定 〕,

结果 以川芍最高
,

达
,

东川芍和抚

芍接近
,

分别为
、 。

就菜本内酷含量而言
,

川芍

远远高于抚芍和东川芍
。

在研究中发现川产川芍中革本内醋

的含量高于延边地区平顶山
、

东盛和广新三地东川芍 〕。

欧

当归 内醋 是奠本 内醋的二聚体
,

它与覃本 内醋含量直接

相关
。

采用
一

测定发现叫川芍欧当归内醋 体积分

数 高于抚芍 。
。

以上研究表明 川芍生药中

其菜本 内醋的含量高于抚芍和东川夸
。

药效对 比 中药材品种与临床疗效有着密切的关系
。

对

川夸
、

抚芍
、

东川芍等药材的药理活性对 比研究 中发现三者

均有镇痛作用
,

其水提液的镇痛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川芍
、

抚夸
、

东川芍
,

而醇提液的抑制强度 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川芍
、

东川芍
、

抚芍 此外
,

它们均能提高兔颈总动脉的血流量
,

其

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川芍
、

东川芍
、

抚夸 〕。

不同品种川芍

对血小板聚集
、

血栓形成影响及对血管平滑肌收缩影响的对

比研究发现 四川灌县川芍抑制小 鼠内血栓形成
,

抑制大 鼠

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大于九江抚芍 四川灌县川芍抑制去 甲肾

灌流量作用

同
,

其药效

川芍有效成

健康有害的

系统
、

造血系

多种酶的活

近年来
,

由

中使用农药
、

害重金属元

然而 目前
,

少
,

有害重

金属 的研究大多从药材 的微量元素研究上 附带 重金属 研

究
, ‘幻 。

范俊安等发现 四川灌县石羊乡和重庆北磅三溪 口

乡两地川芍中汞
、

铅
、

锅 的质量 分数 分别为
、

、

和
、 、 。

都江堰市川芍 中铅质量分数

为 士
,

上海川芍药材 中铅含量 为
·

士

〔‘ 。

张志群等测定生药川芍铅
、

锅
,

结果为
、

。

冯江等 〕测定道地川芍药材中重金属铅和锡的质量

分数为
、 。

以上各地川弯的重金属含量若

采用《药用植物及制剂进 出 口 绿色行业标准 铅
,

锡镇
,

汞镇 为标准
,

弯中锅
、

汞

均有一定程度的超标
。

当前
,

进 口 中药材和 中成药的国家对其重金属含量做了

严格要求
,

如美国禁止含有汞
、

铅等重金属 中药材与中成药

销售
。

川芍是我国主要出 口 中药材之一
,

据资料报道川芍饮

片 次因重金属检验问题被德国药检部门销毁而不能出 口 ,

严重制约了川芍出 口
。

为了推动我国中药现代化
,

中药材有

害重金属元素含量超标这一问题应引起我 国各级政府和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
,

开展生药学
、

土壤学
、

植物学
、

化学
、

环境科

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
,

推进川芍规范化种植
,

从而从源头上

提高川芍药材质量
,

控制有害重金属
。

结论

不同品种川芍其有效成分含量不同
,

药效也不尽相同
,

这表明药材品种
、

产地的气候和土壤特性等因素对药材质量

影响很大
。

药材 的药效除 了与生药有效成分含量有关外
,

还可能

受药材中微量元素含量影响
,

值得深人研究
。

开展川芍药材种植中水
一

土壤
一

川芍药用植物生长有关

的微
、

宏观环境 中重金属元素迁移
、

循环
、

转化的系统研究
,

降低生药 中有害元素含量
,

是扩大 中药川苟 出 口 的迫切需

要
,

也是实现中药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
,

应引起各级政府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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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酥的研究进展

赵 强
,

孟凡静
,

刘 安 西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 生物系
,

天津

摘 要 综述 了近几年国内外有关蟾酥主要药理作用及相关研究的进展
。

近 年来对蟾酥药理作用 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强心
、

镇痛和抗肿瘤作用 的分子药理学方面
,

且十分复杂
,

涉及多种机制
,

而蟾酥镇痛的细胞分子学机制尚待
研究

。

对蟾酥有效成分的分子药理学研究将大大加快其临床应用 的步伐
。

关键词 蟾酥 蟾毒灵 分子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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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酥 “ 乙 , 源于《本草衍义 》
,

为名贵中药
,

又

名蟾蛛眉脂 药性论
、

蟾蛤眉酥 日华子本草
、

癫蛤蟆浆

新疆药材 》
、

蛤蟆酥 山东中药 》
、

蛤蟆浆 《中药材手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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