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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对照组小鼠注射生理盐水。实验组小鼠存活都超过了

21 d，而对照组小鼠没有存活超过21 d的(平均存活时间

10．5 d)。在肺组织实变程度及被感染小鼠肺组织病毒值方

面，实验组也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是在体外实验中甘草酸并

没有显示出任何影响A2型流感病毒活性或复制的活性。过

继性转移甘草酸给药小鼠脾的T细胞至其他暴露在流感病

毒小鼠，并与接种未致敏T细胞或甘草酸给药小鼠脾B细

胞、巨噬细胞的小鼠对比，在实验期问通过过继性转移的T

细胞小鼠的存活率为100％，而对照组存活率为0。并且，甘

草酸抗流感病毒活性在给予抗y干扰素单克隆抗体小鼠时

并没有体现。这意味着其抗流感病毒的活性是通过刺激T

细胞产生丫干扰素实现的。

Crance等[2妇研究了体外干扰素、利巴韦林、6一氮尿苷和

甘草酸等化合物对致病的虫媒病毒的抗病毒活性。甘草酸在

较高浓度(未达到有细胞毒性)可以抑制虫媒病毒的复制。

4展望

甘草酸有抗病毒活性强、对正常细胞的毒性低以及对潜

伏期病毒有杀伤性作用等诸多优良特性，其作为抗病毒药物

有着良好的前景。但其抗病毒机制复杂，同时还存在着脂溶

性低、口服生物利用度低等方面的缺点。长期使用甘草酸容

易引起低血钾、腹泻、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不良反应。进～步阐

明甘草酸的抗病毒作用机制，以便更好地增强其生物活性、

减轻其不良反应，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都是值得今后深入

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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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标准中薄层鉴别方法存在的问题商榷

张萍，肖新月，张南平，林瑞超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JjE京 100050)

薄层色谱法系将适宜的固定相涂布于玻璃板、塑料或铝

基片上，成一均匀薄层。待点样、展开后，与适宜的对照物按

同法所得的色谱图作对比，用以进行药品的鉴别、杂质检查

或定量的方法。薄层色谱分离一般是根据几种分离原理，应

用最多的是吸附和分配原理，也有离子交换和凝胶渗透原

理。薄层色谱作为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由来已久，尽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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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时的误差比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分析方法误

差大，但对中药材及中成药鉴别来讲，它具有操作简便、方法

快捷、灵敏度高、用样较少、适用于复杂成分的分离及应用范

围广等优点，是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影响薄层色谱分离效

果的因素有薄层板的选择、制备及预处理、展开剂的选择和

配制、样品溶液的预处理和制备、点样量、展开方式、显色以

及检视条件等，在《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中有1 000余种

中药材及中成药采用了该方法进行定性及定量测定，这些都

是各位专家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晶。然而在执行药品标准操作

过程中发现，有些中药材品种的检验方法存在缺陷或不足，

有很多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

1样品预处理方法

由于中药材成分复杂，常常由于成分之间的相互干扰而

难以得到满意的分离效果，因此，样品的预处理过程是极其

必要和重要的。以南板蓝根Strobilanthes cusia药材为例，在

标化南板蓝根药材时，采用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五册

“复方南板蓝根冲剂”鉴别(3)项下方法，其提取方法为药材

粉末用水煎煮30 rain，放冷滤过，滤液用乙醚萃取，乙醚液浓

缩至约1 mL，得到南板蓝根对照药材溶液。同法处理待标化

的南板蓝根药材，得到供试药材溶液。按照薄层色谱法，以石

油醚一苯一丙酮(9．5：0．5：4)为展开剂展开，喷以20％磷钼

酸乙醇试液，在105℃加热10 min，得到色谱图(图1一A)。由

图中可以看出，薄层条件适宜，但主斑点颜色浅，且前沿和原

点附近斑点色深，认为主要问题出现在提取方法上；又经查

阅文献南板兰根中含有蒽醌类成分[1]，该方法亦是针对该类

成分来鉴别的，因而改用氯仿直接超声处理提取药材粉末，

再以相同条件展开和显色，得到的色谱图(图l—B)可见斑点

颜色清晰且深，说明原提取方法存在缺陷，损失较多，其他非

鉴别成分也较多，建议对原方法进行改进。又如，熟地黄药

材，在《中国药典22005年版中，其样品预处理方法为用乙醇

浸泡24 h，滤过，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5一羟甲基糠醛对

照品适量，加乙醇制成对照品溶液，该品种项下的薄层色谱

方方法试验，在药材相应的位置没有检出与对照品色谱一致

的斑点，可见该方法并未将药材中的该斑点成分提取出来。

因而笔者对其提取方法进行了改进：取本品粉末加盐酸溶

液，振摇后放置过夜，加氯仿回流8 h，放冷，分取氯仿层，以

元水硫酸钠脱水，回收氯仿至约1 mL，作为供试药材溶液；

再以相同的以谱条件展开薄层板，得到的色谱图较好，见图

2。又以灯台叶药材为例，采用《国家药监局标准(试行)>)WS-

10280(ZD一0280)一2002“灯台叶片”鉴别(3)项下方法试验。取

灯台叶药材样品，加水加热回流l h，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

5％稀乙醇溶液5 mL溶解，放置分层，取上清液制成供试品

溶液。所用展开剂为醋酸乙酯一丙酮一乙醇一醋酸一水

(1：I：8：1；0。5)，改良碘化铋钾试渡显色，El光下检视，

看不到橙红色斑点。在此基础上，查阅文献，得知灯台叶中主

要含有鸭脚树叶碱、狄他树皮米定、狄他树皮碱、氯化狄他碱

等生物碱成分n]。针对这一类生物碱成分作了方法的改进，

即残渣加5％稀乙醇约15 mL，充分溶解，挥干乙醇后，水溶

液加氨水调pH 9～10，用氯仿萃取2次，每次10 mL，氯仿液

挥至1 mL，作为供试品溶液，相同条件展开、显色，得到的图

谱橙红色斑点明显且清晰可见。

图1 南板蓝根原方法(A)与改进方法(B)的薄层色谱

Fig．1 TLC of S．cusia by original method(A)

and improved method(B)

2不同药用部位

以独一味药材为例，根据《药材标准品种大全》收载，独

一味在《部颁藏药》《甘肃省中药材标准21995年版以及《藏

药标准》等均采用干燥全草人药，而在《四JIf省中药材标准2

1979、1987年版中均采用干燥根及根茎入药。在现行《中国

药典22005年版一部中收载独一味药材的药用部位为干燥

全草。为此，笔者考察了独一味药材干燥根及根茎和干燥全

草两部分在薄层色谱图上的差异，见图3。由图可见，全草与

根及根茎的薄层差别明显，不可互相替换，因此，在使用独一

味药材时，需注意是根及根茎人药还是全草入药，以免引起

混淆。又以苦木为例，《中国药典》2005年版收载苦本药材为

苦木科植物苦木Picrasma quassioides Benn．干燥枝及叶，枝

直径为0．5～2 cm，而实际上药材市场现流通的多为较粗的

树干，直径达10～20 cm，几乎没有药典规定的细枝和叶作为

药用，为此笔者做了两部分药用部位的比较，以此发现能否

互相代替使用。按照《中国药典22005年版一部“苦木”鉴别

(2)项下方法试验，得到的图谱见图4，由图中可见，细枝中

所含生物碱较粗枝少，二者不可混用，《中国药典2中苦木药

材用细枝及叶人药用值得进一步考察。

3检视条件

在《中国药典22005年版“七味铁屑丸”鉴别(5)项下，采

用甘青青兰作对照药材，其检视条件为lo％硫酸乙醇显色

之后，日光下检视，得到的色谱图不理想；改用紫外365 ilm

波长检视，得到的色谱图清晰可见不同颜色的斑点，建议《中

国药典》修订其检视条件。

4展开剂系统

以生物碱类为例，常用的展开剂系统为氯仿一甲醇一氨水

系列，笔者发现若采用氯仿一丙酮系列展开，同时用氨水饱和

层析缸，展开效果会更佳。如八角枫药材按《部颁标准》第12

册“风湿定片”鉴别(2)项下方法试验，以氯仿一甲醇一浓氨试

液(90：10：1)为展开剂，碘化铋钾显色，得到的色谱图有边

缘效应，改用氯仿一丙酮(8：4)展开，氨蒸气饱和色谱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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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熟地黄

改进的TLC

Fig．2 TLC of

Radix Rehmanniae

Preparata by im-

proved method

图3独一味

药材TLC图

Fig．3 TLC of

Herba Lamiophlomis

到的色谱图，没有边缘效应。

5贮存条件

以阿魏药材为例，《中国药典》2005年

版收载的阿魏药材为树脂入药，该药材在

长时间贮存时(5年左右)，极易吸潮软化，

结成黏稠的团块状，且蒜样特异气味不强

烈亦不持久，进行薄层试验时，发现吸潮的

阿魏药材在薄层板上没有与阿魏酸对照品

相应的斑步，见图5一A。同时又取样干燥的

阿魏药材(未吸潮软化的硬块状干燥品)，

该药材有持久的蒜样特异气味，且贮存时

闽很短，同时进行TLC试验，得到的色谱

图见图5一B，色谱图显示该药材有与阿魏酸

对应的斑点。提示在贮存某些药材时，应尽图4苦木

量密闭、防潮，以防有效成分的丢失。此类TLC图

药材还有如猪胆粉、羊胆粉等在贮存时也Fig．4 TLC

应密闭、防潮。另外对于含有挥发性成分的of Ramulus et

药材，如荆芥、薄荷、乳香、没药、香薷等，由Forum Picra-

于其所含挥发性成分及易挥发或转化，因 smae

此在贮存过程中，应注意密闭、避光，同时建议对该类药材实

行稳定性考察，进而实行有效期管理。

图5吸潮(A)与未吸潮(B)阿魏药材的TLC

Fig．5 TLC of hygroscopic Resina Ferulae(A>

and normal Resina Ferulae(B)

6结语

近年来，在中药新药的研制和开发中，审批机构对质量

标准的要求定位不断提高，明确提出必须对方中各药味进行

薄层色谱鉴别方法的研究，这就大大推动了薄层色谱技术的

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在进行中药材薄层鉴别时影响因素多，

存在的问题亦多。此外中药材本身就是～个大处方，所含成

分极其复杂，成分间的干扰很大，其基础研究薄弱，有关中药

材的质量标准尚须进一步提高。随着现代分析手段的逐步规

范，薄层色谱技术也应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要注重所用器

材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优化可选择的各种条件，以确保薄层

色谱的分析效能，不断地完善中药材质量标准。相信在各位

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薄层色谱技术在中药分析中的应用

前景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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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的鉴别及应用

程黎晖

(浙江省温岭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浙江温岭317500)

麝香是鹿科动物林麝Moschus berezouskii Flerov．、马麝

M．sifanicus Przewalski或原麝M．moschiferus Linnaeus的

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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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珍贵的中药材。麝香腺长在雄麝脐和阴茎之间，外部微

微隆起，成囊状，覆盖有细而疏的短毛。麝香味辛，性温，具有

开窍、辟秽、通络、散瘀的作用。用于治疗中风、痰厥、中恶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