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枝篙与混淆品千叶警草的鉴别

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 (乌鲁木齐 8 30 0 00 ) 沈季元
.

新疆药品检验所 刘伟新

摘要 通过对一枝篙
、

千叶菩草的生药性状鉴别
、

粉末显微鉴别及紫外光谱鉴别
,

找出了两者的

区别特征
,

对正确识别
、

使用这两种药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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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篙为菊科篙属植物一枝篙A rf e m ‘: ‘a 邝Pes tr 沁 L
.

的干燥全草
。

目前存在着严重 的

混乱现象
。

常见 同名异物的有千叶普草
、

一枝黄花等
。

千叶著草为菊科著属植物千叶曹A 。-

从“e a o il le fol ‘
“。 L

.

的全草
。

两者不仅品种不 同
,

功能主治也有显著差异
。

为了更 好 地

利用一枝篙
,

保证用药安全有效
。

现将一枝篙和千叶着草的性状
、

粉末及紫外光谱的鉴别介

绍如下
。

1 材料与仪器

一枝篙
、

千叶著草由新疆药品检验所刘勇民同志鉴定
。

仪器为美国瓦里安(v A R IA N )

D M S一2 00 型分光光度计
。

2 性状鉴别

见表
。

3 粉末显微特征

3
.

1 一枝篙
:
粉末呈黄绿色

,

非腺毛丁字形或叉状
,

柄由1~ 3个细胞组成 , 腺毛椭圆形
、

类

圆形, 腺头部邮~ 10 个细胞组成
。

气孔不定式
,

副卫细胞 3 ~ 4个
。

花粉粒类球形
,

边 缘 呈

小刺状突起
,

螺纹和孔纹导管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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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枝篱粉末特征 图 2 千叶普草粉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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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叶着草
:

粉末呈绿色
,

非腺毛呈鞭状
,

柄由 1~ 5个细胞组成 , 腺毛圆柱形
,

腺 头部

由5 ~ 10 个细胞组成 , 气孔不定式
,

副卫细胞 3 ~ 5个
。

花粉粒类球形多角
。

网纹
、

螺纹 及 具

缘纹孔导管 (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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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枝蓄与千叶茜草的性状鉴别

根
、

根茎 气 味

枝
篙

回柱形
,

表面土黄

色或灰褐色
,

断面

浅黄色
。

全株高10

~ 5 0 O m

圆形
,

单一或数个
,

于根茎处

弯曲
。

有不显著 的细纵条纹
。

表面紫红色
,

断面 白色中空
。

幼枝和花枝上部密被短柔毛

头状花序
,

半球

形
,

腋生
,

集成

总状狭圆锥花

丝
。

管状花黄色

全株具

特异芳

香
,

味

微苦

圆柱形
,

表面深褐

色
、

断面黄白色
。

全株高3 0 ~ z o o c m

圆形
,

多单一
,

直立
。

有明显

之纵纹
,

表面绿色
,

被蛛丝状

毛
。

断面白色

多卷曲
,

破碎或脱

落
,

互生或近于对

生
,

为2次羽状深

裂
,

终裂片狭披针

形

互生
,

1 ~ 2回羽状

分裂
,

叶片披针形

或长椭圆形

头状花序多数
,

集成伞房状
,

舌

状花白色 淡红

色或紫红色

全株气

微香
,

味辛
,

微苦

千叶著草

汀t、、
,

、、,

J呵||衅||耐1 |00t
0.8肠叼0.2

碱划邻督

4 紫外光谱鉴别

分别精密称取一枝篙
、

千叶 曹 草 粉 末

so m g
,

置 lo o m l刻度试管中
,

加乙 醇 lo m l

浸泡2 4 h
,

过滤
,

取滤液 3 m l置 2 5 m l容量瓶

中
,

用乙醇调 至刻度
,

以乙醇作空白
,

在紫

外分光光度计上检测
,

扫描 范围2 00 ~ s o o n

m
。

结果见 图 3
。

5 讨论

从性状鉴别表中可看出
,

一枝筒与千叶

着草在根
、

根茎 , 茎 , 叶 , 花等方面都有显

著差异
。

粉末特征
,

两者的非腺毛 , 腺毛 ;

花粉粒等也有不同
。

这些特征可将两者区分

开
。

由紫外光谱图中可见
,

一枝篙在 3 2 5 n m 及

2 8 8 n m 处各有一吸收蜂
,

而千叶着草没有
,

可作为鉴别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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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紫外吸收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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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购《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由张庆荣 等主编的 ((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已 由天津科技翻译公司出版
。

该书收载有毒中草药500 余

种
。 “图鉴

”

全部采用彩色实物照片
,

照片清晰
、

逼真
,

如实地反映出这些有毒中草药的形态全貌
,

生长

习性及生态环境
。

书中每一品种分别按来源
、

形态
、

生境分布
、

‘

采制
、

成分
、

功能主治等项进行了 简妥的

描述
,

对直观鉴别物种
、

形态特点是一部具有珍贵
,

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大型精装彩色图谱
。

书 后有中

文及拉丁名索引
。

它是 中医药科研
、

教学
、

生产及临床方面的参考书
,

同时也是识别中药和药材鉴 别人员

的实用工具书
。

订价每册130 元
,

免收挂号邮费
。

订阅者
.

请 寄 30 0 19 3 (邮编 ) 天 津市鞍 山西 道 308 号

《中草药 》编辑部金秀莲收
。



Id e n t ifie a tio n o f Yiz hih a o
(A r t e m fs ￡a r “P e s tr 玄s ) a n d

Its C o n fu : a ble M a te ria l C o , m o : Y a r r o w (A c h‘llo a o ille
f

o l‘u 。 )

5 h e n Jiy u a n ,

L iu W
e ix in

D iffe r e n e e s in t h e ir Ph a r m a e o g n o s tie fe a t u r e s ,

m ie r o s e o P工c a P P e a r a n e : o f t h e ir P o w d e r s

a n d U V s P‘e t r u m s , c a n b e u s e d t o d iffe r e n tia te A ‘
,

t含爪丁s fa :
,

“Pe s tr is fr o m it s e o n fu s a b le A 口h i
-

Ile a 川i lle
f

o li。二
,

It 15 c f v a lu 。 t o i d e n tify th e m in a c t u a l p r a e tie :
.

( o rig in a l a r tic lo o n Pa g e 9 5 )

(上接第83 页 )

百分率
。

结果如表 3 ,

芦荟多糖在 25 0 m g / k g 时
,

对乙醇所致 胃损 伤有轻度抑制倾 向
。

给 予

SO o m g / k g剂量时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抑制率为 4 6
.

8 %
。

实验中还发现对照组动物有 乙醇

中毒现象
,

而给药组 中毒程度较轻
。

提示芦荟多糖有抑制 胃粘膜对乙醇吸收而起保 护作用
。

表2 芦荟多糖对消炎痛演疡摸型的影晌

表1 芦荟多抽对拘束水漫应激性演疡摸型的影晌

—
组别

剂 最

(m g / k g )

动物数

( 只 )

溃疡抬数

( 交士 S D )

抑制率

( % )

组 别
剂 量 动物数 给药 溃疡指数

(m g 厂k g ) (只 ) 途径 (又士 S D )

抑制 乍

( % )

对照组

芦荟多牺 2 5 0

1 2 5

::
3 4

.

0 士 7
.

6

1 0
.

3 士 3
。

4 中 , ,

2 0
.

8 士 9
。

2 中 .

6 9
。

7

3 8
。

8

对照组

芦荟多箱

对照组

芦荟多牺

2 5 0

2 5 0

;:

P o 3 6
。

9 士 5
。

6

P o 1 8
。

3 士 6
。

3 . 中 *

iv 3 3
.

8 士 5
。

1

iv 1 1
.

9 士 3
。

5
’ .

5 0
。

4

6 4
。

8

与对照组 比较 二 P ( 0
.

0 1 , * 令 .
P < 0 . 0 0 1

3 讨论

本研究在 3 种小 鼠溃疡模型 上初步观察

了芦荟多糖预防溃疡形成的作用
,

发现均有

较明显的抑制效果
。

文献报道芦荟在临床上

用于治疗各种炎症和 胃溃 疡
,

促 进伤口 愈

合〔1 〕
。

有人从芦荟 中 提 取 到 一 种 糖 蛋 白

(
a lo ct in A )

,

对多种实验性 胃溃疡有显著

与对照组比较
. 今 .

P < 0 . 0 0 1

表 3 芦荟多绪对乙醉演疡模型的影晌

剂 量
组别

(m g / k g 、

动物数

( 只 )

溃疡指数

(歹士 S D )

抑制率

( % )

对照组

芦荟多辘

:::
::

1 5
。

8 士 8
。

9

8
.

4 士 5
。

1”

1 3
。

l士 3
。

4 :::{

气对照组比较
. ‘

尸 < 0
.

C5

抑制作用〔
4〕

。

近期报道芦荟多糖有 免 疫 促进作用〔6〕
,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看
,

芦荟多糖对实

验性胃溃疡有预防保护作用
,

可能是通过免疫增强来抗攻击因子而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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