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产艾叶的原植物调查及生药鉴定

甘肃省药品检验所 ( 兰州 73 0 0 0 0 ) 宋平顺 . 卫 玉玲 张伯崇

摘要 对甘肃各地艾叶的原植物调查表明
,

已有12 种篙属植物在不同地区作艾叶或混入艾叶中
,

在此基础上进行形态
、

组织学鉴定
。

关键词 甘肃艾叶 植物基源 生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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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V a n
.

千燥叶
,

具有散寒止痛
,

温经止血之

功效〔 1〕
。

近年发现其挥发油具有平喘
,

止咳
,

消炎作用
,

广泛应用于治疗气管炎
,

哮喘等疾

病〔 2 ,
3 〕

。

据报道〔 4 〕全国 已有 17 种之多的篙属植物在各地作艾叶使用
。

我们对甘肃大部分地区

使用的艾叶 ( 包括地产及调进品种 ) 进行了调查
,

共发现 12 种篙属植物在不同地 区称艾叶或

混入艾叶之中
,

其调查
、

鉴定结果如下
。

1 原植物调查

我省作艾叶使用的原植物及产地为
:
艾 A rt e m l’s l’a ar g夕￡兰州

、

天水
、

陇南
;
野艾篙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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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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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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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 , 白叶篙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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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
,

酒 泉
;
辽 东 篙 A

.

o e r b o n ; e e J

( K o m a r ) K i t a g
.

兰州
,

甘南 , 秦岭篙 A
.

q￡n l` n g e n s ￡5 L i n g e t Y
.

R
.

L i h g兰 州 , 矮 篙 A
.

l a n e e a V a n .

陇南 , 狭裂

白篙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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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晦夏
、

定西
;
灰苞篙 A

.

r o x b
o r g 几￡a 。 , B e s s 兰 州

、

武威 ; 小球花

篙 A
.

o o o r e r o
f t￡a n a

w a l l
.

e x D C
.

景泰 ; 五月艾 A
.

玄n d ￡。。 w i一l d
.

兰州
。

2 材料及方法

2
.

1 所用材料为上述植物标本及商品药材
。

2
.

2 叶表皮透明
:

取叶片中部一小块
,

浸泡于 5 % N a O H 水溶液中
,

置室 温下 24 h
,

用蒸馏

水洗净
,

撕下表皮
,

按常规法制片
。

2
.

3 叶片横切面
:

取叶片最下 部一回裂片处
,

按常规法横 切制片
。

3 观察结果

3
.

1 药材性状
:

艾叶
:

多皱缩卷曲
,

破碎
。

完整叶展开 后 呈一 ( 二 ) 回羽状深裂至半裂
,

一回裂片每侧 2 ~ 3枚
,

呈宽椭圆形
,

宽 ( 5 ) 8一 30 m m
,

小裂片 ( 即 末 回裂片 ) 常具 1一 3枚

的钝齿
,

少数无 , 或叶不裂或 3 ~ 5深裂
,

呈椭圆形
。

叶上面浅黄绿色至深绿色
、

疏被柔毛
,

并有众多的白色腺点或小凹点
, 下表面密被蛛丝状绒毛

;
叶柄近无或 长 0

.

5一 c3 m
,

基 部 常

无假托叶
,

偶见 1对
。

质柔软
。

气清香
、

味苦
。

其它 11 种药材与艾的性状主要区别见表 1及图 1
。

3
.

2 显微鉴别
:

艾叶叶片横 切面
:

上表皮 1列
,

呈长方形
,

外被角 质层
,

有较多的腺毛及少数

T字毛
; 厚角细袍在上表皮下 1一 3列

,

在下表皮下 l一 2列
,
栅栏细咆 1列

,

海绵 细 胞中散在

1一 2个分泌腔
,

周围分泌细饱 5一 7个 ( 中脉处 )
;
簇 晶 众 多 或较少

,

并少见菱形
、

方形结

晶
。

中脉维管束 2 ~ 4数
,

上下有众多的纤维群
。

下表皮 l列
,

不规 则 形
,

外被角质层
,

有少

数腺毛及众多 T字毛
。

栅表比 1
.

2 ~ 2
.

5~ 5
.

0
。

艾叶腺毛
:

侧面观多存在于叶上表皮凹陷处
,

呈宽卵形
,

椭圆形
,

可见 5一 6个细胞
,

无

.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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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汾扮岌华全全互

专
~ 二安之之、

A
一

艾 B
一

朝鲜艾 C
一

野艾 D
·

蒙古篙 E
一

辽东篙 F
一

矮高 G
一

狭裂 白 篙 H
一

白叶篙

J
一

小球花篙 K
·

灰苞篙 L
一

秦岭篙 M
一

五月艾

表2 12 种艾叶药材叶片横切面显徽特征比较

下 表 皮 栅表比
~ ~ ~ ~ 目~ ~ ~ ~ ~ ~门~ ~曰

一厚角细胞列腺毛中脉维束管数

数个方晶

菱晶

周围分

泌细胞

簇晶

皮一厚角细胞J P)表一̀上一腺毛
植物名

{ + +

. 十

+ +

+
。

士

+

1~ 2

1 ~ 2

l ee Z

2

1 ~ 2

1 ~ 2

无

1 ~ 2

无

2

无

1~ 2

5~ 7

4~ 5

5~ 7

4~ 6

魂ro s

5~ 6

无

4

无

4~ 5

无

4~ 5

2 ~ 4

1~ 4

1 ~ 2

3

2 ~ 连

1~ 3

l

3 ~ 4

2 ~ 4

3 ~ 4

2 ~ 3

3 ro s

+

+

+ +

洛 +

+ 市

+ +

十

+

+

1 ~ 2

1 ~ 2

1 ~ 2

1

1 ~ 3

1

无

l

3 ~ 4

3 ~ 4

4~ 5

1~ 2

1
。

2 ~ 2
。

2 ~ 5
。

0

1
。

l ~ 1
.

8 ~ 3
.

4

1
.

2 ~ 1
。

6~ 2
。

8

1
.

6ea 2
.

0 re 2
.

8

1
。

O~ 2
。

4~ 2
。

6

l
。

5~ 2
。

0 ~ 2
。

3

1
。

3 ~ 1
。

6~ 2
。

0

2 。
2 ~ 3

。 54
。

6

1
。

0 ~ 1
。

8 ~ 2
。

8

1
。

4~ 2
.

3 ~ 3
。

5

1
。

2 ~ 2 。 4~ 3
。

2

1
。

2 ~ 2
。

4~ 3 0

7

十一十

+一十一

1 ~ 3

2 ~ 5

1 ~ 3

1或无

2 ~ 3

1

无

1

3 ~ 4

3 ~ 4

4~ 5

1~ 2

+一千一十+十一+一

艾

朝鲜艾

野艾

蒙古篙

辽东篙

矮篙

狭裂白篙

白叶篙

小球花篙

灰苞篙

秦岭篙

五月艾

::

注
: , , ,

众多 ++ 较多 + 较少 士偶见
一未见 朝鲜艾

、

白叶篙
、

灰苞篙及五月艾中有时分泌腔不易见到
。

柄 ; 顶面观呈长椭圆形
,

形略似鞋底状
,

长 37 一45 卜m
,

常由 4个细胞 ( 少数 为 6个 ) 相 对叠

合而成
。

艾叶 T字毛
:
顶端细胞壁厚近平直

,

略弯曲
,

或壁薄而呈缠绕状
,
两壁不等 长 ; 柄部细

胞 2 ~ 4个
,

呈长方形
,

近等大 ; 主要分布于下表皮
。

艾叶气孔
:

副卫细胞 3 ~ 6个
,

垂周壁弯曲 , 大多为不定式
,

偶见不 等 式 ; 并常见 2个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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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共用 1 ~2个副卫细胞
,

也易见 3个气孔共用 1个副卫细胞
。

其它 11 种药材与艾在叶片横切面
、

腺毛
、

T字毛及气孔方面的主要区别见表 2 、 3及图 2
。

表 3 12 种艾叶药材裹皮毛及气孔特征比较

T字毛 气 孔

气孔类型

不等式不式定

个孔用个卫胞三气共一副细一般形
2 个气孔共用
副卫细胞数

副保卫胞细个

形状长度 (卜m )

形状
1 2

(个 ) (个 )

细胞数们细胞数个

一柄部细形胞状

形一大一特一柄部细胞数们
柄部细胞形状柄部细胞数个

植物名

艾 2~ 4
长方形
近等大

4 ( 6 )
3 7~ 45

长椭圆形
5~ 6

宽卵形
椭圆形

5~ 6 十 + 4 嘴 企

朝鲜艾 留
长方形

近等大
4 ( 6 )

3 5~ 4 5

长椭 圆形
3~ 5

珍日 形
近 圆形

5~ 5

野 艾 3 ee 4
长方形
常不等大

5~ 1 2
特 大
长方形

( 4 1) 50~ 6 8

长椭 圆形
4~ 5 卵 形 3 ~ 6

+ + +

于 + +

蒙古篙 2~ 4 长方形
近 等大

4~ 1 4
特 大
长方形

4 ( 6 )

4 ( 6 )

2 9~ 3 4

椭圆形
3 ee 4

卵 形
椭圆形

4~ 6

+ + + + +

se + + 今

辽东篙 2~ 4
4 3~ 5 4

椭圆形
3~ 4

卵 形
椭圆形

3~ 5
+ + + +

矮 高 2~ 4
4 1~ 5 5

椭圆形
4~ 5

宽卵形
椭圆形

3~ 5
+ +

狭叶白篙 2~ 5 3 7~ 5 2

椭 圆形 3~ 4
卵 形
椭圆形

3 or 4

白叶篙 Zew 3

方形
常不等大

方形常
一个较大

方形
近等大

方形
近 等大

长方形
近 等大

长方形
近等大

长方形

近等大

长方形

近 等大

4
。

6

4

4

4
。

6

4
。

6

4 ( 6 )

4

2 5~ 3 0

近圆形
2~ 3

椭圆形
旦卜 形

3~ 4

小球花篙 2~ 8
4 5~ 6 0

长椭圆形 3~ 4
椭圆形
旦码 形

3~ 6 + + + +

+ + + + -

- + + ,

-

灰苞篙 2~ 4
3 0 ew 3 8

哑铃形
3 ~ 4

椭圆形
9日 形

3 ~ 6

秦含篙 2 ~ 4 4 ~ 8
特 大
长方形

3 7~ 47

椭圆形
3 ~ 4

椭圆形
卵 形

3 ~ 6

五月艾 3 ~ 5
2 5~ 31

哑铃形
4 卵 形 3 ~ 5 + 一 一 + + + 士

注
: , , ,

众多
, 十

较多 + 较少

白叶篙中偶见平行式气孔
,

土偶见 一 未见

且气孔分布较稠密

4 小结

4
.

1 12 种药材性状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有无腺点 ( 或小凹点 )
、

叶片分 裂程度
、

裂片的形状

宽窄
、

裂齿有无
、

叶上面被毛疏稠
、

叶柄长短及有无假托叶和气味等各个方面
。

其显微方面

主要区别表现在有无结晶及 特大 T 字毛
、

腺毛大小及形状
、

气孔的排列 ; 同时在厚角细胞
、

分泌腔
、

中脉维管束数方面也存在差异
。

综上有关特征
,

可资区别
。

4
.

2 篙属植物叶形变异较大
,

同一品种可随产地
,

部位不同而 有 差异 , 以至一些品种的叶

形外观相当接近
,

需要借助显微特征加以比较
。

同时
,

显微方面的一些特征也存在 某 些 变

化
,

如野艾中的特大 T 字毛
,

在所观察的 3个产地中
, 2个产地则偶见 , 其草酸钙结晶的多个

也有这种现象
。

因此
,

在鉴别时尚需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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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戈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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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 劫
以

易梦召共予 翼长
{

A
~ 、 户J 丫

M

澎
子

3V气

爹口
动
林

乃 尽戈刀 自

瞥鑫户 `彝缈攀嗽腆

订舟 气餐娜
图 2 12 种药材 T字毛

、

腺毛及气孔 (~ AM所示如图1 )

卜 腺毛 (侧面观 ) 2
一

腺毛 (顶面观 ) 3
一

T 字毛 4
一

气孔 5
一

草酸钙结晶

4
.

3观察了甘 肃各地正品艾叶
,

发现其叶上的 白色腺毛 (有 时 也呈透明腺点 )或小 凹点均众

多 ; 而各地野艾
,

叶上 白色腺点 (有时也呈透明腺点及小凹点众多至较少
,

变化明显
,

有时仅见

稀少的透明腺点
,

文 献〔 5〕也有类似之说
。

同时发现这种变化不仅与产地有关
,

也与季节相关
。

4
.

4 由于篙属植物外观相似
,

加上篙属植物交替分布的现象比 较 普遍
,

因此
,

采集艾叶时

往往混入同属其它植物
,

故商品艾叶中也常有混合现象
。

艾叶药材大多在花期前采收
,

此时

基生 叶及茎下部叶枯萎
,

商品艾叶主要来自茎中
、

上部的叶片
,

本文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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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测定
,

计算其 回收率
,

结果见表 3
。

9 讨论

青篙素脂贡体和葡聚糖复合物制剂为新型药物载体制剂
,

本文采用薄层扫描法测定其青

篙素含量
,

具有操作简便
、

结果准确可靠
、

重现性和 回收率好等优点
,

可作为制定新剂型质

量标准时的参考
。

测定青篙素葡聚糖复合品制剂时
,

曾对其水溶液层进行了青篙素含量测定
,

结果青篙素

含量为零
,

表 明采用氯仿分 4次提取
,

能达到提取完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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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医科 大学药学系马远鸣教授对本实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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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代动力学数据库一临床部分 》征订启事

临床药学的最新工具 书和参考书 《 药 代 动力学数据库一临床部分 》 一书 由 刘 昌 孝 主
编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

书号
:

I S B N 7一 5 0 6 7一 1 1 4 1一 9 / R
·

1 0 2 3
。

_

编辑者从大量国内外药代动力学文献中选择了临床上使用的 4的多种药物
,

将其药 代 动
力学参数以表的形式印刷成书

,

一种药物制剂列一个表
,

总计 4 80 个表
,

每个表包括药名 (中
文名

、

外文名 )
、

试验对象 ( 健康人
、

病人 )
、

药物剂型
、

剂量
、

给药途径
、

测定方法
、

药
代参数和资料来源 ( 作者

、

书刊名
、

年
、

卷
、

页 ) 八 个栏 目
。

目录按通用分类法分类列出中

文
、

外文药名
。

书末 附有外文索引
,

均便于读者查阅
。

本 书另备软盘
,

可供读者在计算机上
查找

、

演示和打 印 ( 软盘另行订购 )
。

书前论述了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计算方

可供读者计算试验数据用
。

本书为临床药学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

可供医生
、

药帅
、

医药石

员参阅
,

也可作为医药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

全书 40 万字
,

5 00 页
,

胶版纸 印刷
,

塑料压膜 ( 加厚 ) 装订
另加费

, 1” 4年 4月出版
,

现在开始征订
,

印刷有限 ( 仅
1 5 0 0本

凡订阅者请汇款至天津鞍山西道 30 8号 邮码 30 0 1 9 3 《 中

,

定价每木 4 2
.

o J元
,

邮购不

) 欲购从速
。

草药 》 杂志编辑部黄永谦收

.

3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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