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性阴阳消长
、

转化与稀土元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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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检测 10 5味植物类中药的 4 2种微量元素含量
,

发现所有中药内均含有 巧 个稀土元素
,

且含是极微
。

经挑选典型温热药和典型寒凉药
,

并运用判别分析建立 了药性阴阳判别函数方程
,

方程的外推判别符合率达7 5
.

2写
。

从中发现
,

15 个稀土元素的含量分布水平与中药的 药性阴阳之

间呈密切的相关关系
,

即中药内稀上元素含量水平的升高和降低
,

伴随着药性寒凉和 温热 2种不同

性属的消长与转化过程
,

这与中医阴阳学说中的
“
重阴必阳

,

重阳必阴
”
的定性概括 不谋而合

。

稀土元素是一组化学性质非常相似又非常特殊的元素
,

其特有的斓系收缩是 无 机 化 学

中的重要现象
。

关于稀土元素的研究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
,

然而其广泛地应用
,

则 是 在

19 4 7年使用离子交换法解决了单一稀土的分离问题之后
,

才得以逐渐地深入
,

近 年 来尤 其

在某些尖端技术方面的应 用
,

已展现 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

如稀土肥料施用于小麦
、

水稻
、

大

豆
、

棉花
、

蔬菜等农作物
,

用量仅需 0
.

0 12 ~ 0
.

。巧 g / m
“ ,
其显著的增产 已引起人们 的广泛重视

。

有关学者对稀土在中药栽培中的作用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

董以德等 〔1, 2〕对人参 的不

同生长期开花
、

青果
、

红果
、

生长期
、

生长后期喷施稀土元素
,

用
3

甲同位素示踪法研究了
“ z

P的

吸收和转移情况
,

发现喷施稀上在人参各生长期对根外磷营养的吸收和转移均有促进作用
,

房喻等 〔” 〕研究了部分稀土离子 L as
+ 、

N d 3 + 、

Sm
3 + 、

Y b 3本与黄答中有机成分黄琴贰 ( H
“
B )的相

互作用关系
,

发现 H 昌B与 L n 3斗

的相 互作用有较 宽的 p H范围
,

并且随着稀土原子量的增大
,

配合作 门强度亦呈增强趋势
( .

孙作民等 〔 `〕运用 p H 电位法 研究了黄答素 ( H
“
L `

) 与 L a 3 十 、

、

N d
“ 干 、

S m
3 十 、

Y
“ 十 、

Y b
3 十

的相互作用
,

证实黄琴素对稀土离子具有很强的配位能力
。

日前 已经被确 认的人体必需元索约右 2 7种
,

稀土元素并不在其列
,

但是它们显著的生物

效应 已引起了人们 的 日益贡视
。

我国是世界
_

仁稀土资源是多的国家
,

已探明的稀土储量为美

国等 发达国家总储量的好儿倍
。

而且
,

我 国稀土资源还具右分布广
、

类型多
、

价 位 高 等 特

点
。

中药作为祖国医学的一 友特色
,

其内富含各种宏 星与微 量元素
,

稀上也从其中的一大组

成部分
,

深入了解稀土元索在药物和人体 内的作用及代谢规律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

。

稀上元素也称 作痕迹元素
,

意指含量极微
。

前而我们迈过检测 105 味植物类中药 42 种 微

量元素的含量
,

发现所有的巾药 中普遍含有巧个稀土元素
,

而且含量多低于 1协g / g
,

含量 极

微
。

为了进 一 步深入研究稀土元素与
;

卜药药性阴阳的相关关系
,

我们从 105 味中药中挑选 出了

10 味典型温热药和 10 味典型寒凉药
,

具体分析这 2类药物之间 15 个稀土元素的含量分布规律
。

1 典型温热药和典型寒凉药的选择

《 中药大辞典 》 中对药物药性 的记载
,

在 105 味药物
“
于
`
典型温热药和典型寒凉药 各 10 味

,

具 体 如 下
:
温 热药 ( 阳 )

:

细辛
、

仙茅
、

川芍
、

产 良姜
、

山禁
、

砂壳
、

红花
、

小 茵香
、

茂

壳
、

鹅不食草
。

寒 凉药 ( 阴 )
:

黄连
、

黄岑
、

黄柏
、

友黄
、

槐米
、

鸦月比户
、

川株
j几 、

浙贝
、

秦皮
、

连翘
。

2 两类典型药物间 4z 个元素含量水平的比较

首先分析典型温热药 ( A 组 ) 与典型寒凉药 ( B组 ) 之间 4 2个元素含量水平的差异 显著

性
,

结果如表 l
。

4 2个元素中除 K
、

C a 、
P

、

c u 、
B a 、

S r 、

F
、

I
、

s e 、

H g
、

A s 、
B i等元素

.
A d d r e s s : G u a n J i n 盆h u a n ,

W
一l h a n M I , 11 i e i P a l F r i s r l干o s P i t 3 1

,

\ \
产

h :、 n

《 中草约 ” ; 9 9。 :i 弟 叹瞬
一

第 c 朗 , 3 2 1
。



外
,

其佘的 3 。个元 幸
,

温热药均显 著地高 」寒凉药 ( 尸 < 0
.

05 )
。

J鱿
`
}

,

27 个非稀上元素中
,

温热药显著地高于寒凉药的只有 15 个元索 ( 尸 < 0
.

05 )
,

占5 5
.

6% ; 而 巧个稀土元素却全部

表现 为温热药显著地高于寒凉药 ( 尸 < 0
.

0 5 )

通过绘 制典型温热药与典型寒凉药 的

含量
“
均值线

” 区间谙 图
,

可更直观地看

到
,

稀土元素段
_

仁的 “ 均值线
”
存在着稀

土独 具的分布气征
,

如图 ]
。

就程个元素的

整 体而言
,

温热药 的
“
均位线

”
大多分布

寒凉药 的
“ 均值线

” 之土
,

这是一个普遍

规律
。

按照元素的周期排列顺序
,

温热药

与寒凉药的 2 条
“
均值线

” 比较
,

在稀土

元素段上明显得到了较大的距离的分离
,

它波形平缓
,

波幅小
,

温热居上
,

寒凉居

下
, 2条均值线彼此毫无交惜之处

。

,

占 1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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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温热药与典型寒凉药的 42 种元素含 t

均值线圈

温热药 元素含量均值线— 寒凉药元素含量 的均值

线
· 。 。 。 。

表 1 典型温热与典型寒凉药之间42 种元素含盆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差性方齐温 热 药
元素

均 值 均 值 尸

t检验
}1

—
}}元索

t 、 t `
) p }】

温 热 药

均 值

寒 凉 药

均 值

t差 检验性方齐凉 药寒

P t ( t尹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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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计算时 当两组方差 不齐时 应用效 正 t 检验 ( t 产检验 )
。

石 稀土元素对药性寒凉
、

温热的 F i s卜e r两类判别分析

F i s h c r
两类判别分析是 一种多因素统计 分析方法

,

其基本思想是寻求一 个判 别 函 数 方

程
,

能够使 已知的两类样本的类间方差与类内方差之 比达到最大
,

以使两
,

个母体得到最大距

离的分离
,

并用此判别方程来判断未知样品的归属
。

由于 iF s h e r
判别分析不要求以数据正态

分布为前提
,

且适 用于小样水的数据环境
,

,

所 以它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医学资料的处理
。

一

3 2 q
,



这里
,

我们以巧个稀上元素的含量作为特征变量
,

在典型温热药与典型寒凉药之向建立一

个 F is h o r两类判别模型
,

由于各元素的量纲不统一
,
所以在计算之前我们将各元素的实际含

量值对照各自的区间尺换算成相应的含量区间值
。

经过计算
,

得到了如下方程式
:

Y 二 2
.

6 3 3 8 ’
L a + 0

.

3 8 8 6 ’
C e 一 3

.

4 10 2 .

P r 一 2
.

2 1 7 3 ’

N d

+ 4
.

1 3 3 6
’
S m 一 0

.

7 5 5 8 ’
E u 一 4

.

7 5 7 7
.

G d + 4
.

37 0 0 ’
T b

一 5
.

0 6 5 0 ’
D y + 5

.

18 6 7
’
H o 一 1

.

4 7 7 8
.

E r 一 3
.

4 7 3 1 ’
T m

+ 0
.

4 3 19
’
Y b + 1

.

9 6 8 0 ’
L u + 3

.

2 2 9 1
’

Y

判别时
,

只需将药物中 15 个稀土元素含量的区间值代入公式后
,

求得该药物的判别值Y
,

然

后根据实际判别情况定下判别临界值Y 临界
。

一般地
,

若 Y 大于 Y 临界则该药物判归温热 药
,

若

Y小于 Y后葬则该药物判归寒凉药
。

原用于建立判别方程的 20 味药物回代判别药性
,

符合率达到 100 吓
。

方程经方差分析
,

F = 7
.

7 17
,
尸 < 0

.

0 5 ,

表明该方程对 药性寒凉
、

温热有着显著的判别效果
,

即药物中 15 个

稀土元素的含量水平对药性的阴阳属性有显著的相关贡献
。

由 10 5味中药的判别值排序结果中
,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药物
,

当约 Y > 2
.

9 00 时多为温热

药
,

当约 Y < 2
.

9 00 时多为寒凉药
,

即 Y 临界 = 2
.

9。。
。

当 Y很大
,

约 Y > 1 1
.

0 00 时
,

药性又由

温转寒 , 而当 Y很小
,

约 Y < 一。
.

4 00 时
,

药性又由寒转温
。

根据这一规律
,

我们将 105 味中药的判别定性与传统药性比较
,

符合率为 7 5
.

2 %
。

由此

说明
,

该判别方程对药性的判别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用意义
。

4 稀土元素的含量水平与中药药性的阴阳转化密切相关

从上述对药性阴阳与稀土元素含量水平关系的讨论中
,

我们得知
,

在一定限度内
,

温热

药的稀土元素含 量水平多数高于寒凉药
,

这是药性与稀土元素含量关系的一般规律
。

然而其

中有一小部分药物并不符合这个一般规律
,

相反是背道而驰
。

例如
:

葛根
,

传统药 性 谓 其
“
微寒

” ,

而它的药性判别值 Y = + 22
.

0 2 6 ,

为少数正的最高药性判别值之一 ; 龙胆草
,

传

统药性
“
寒

” ,

而其药性判别值Y = + 1 1
.

0 6 9
。

相反
,

如草乌
、

吴茱英
、

辛夷花
、

佛手花等
,

传统药性均
“
温

” ,

而它们的药性判别值却都小于
一 0

.

4 0 0 ,

为所有药物的药性判别值之最低
。

经过认真分析
,

我们认为上述这一反常现象
,

是确实存在的
,

而并非计算上的失误
。

因

此事实上
,

药性的阴阳属性与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真实关系应该是
:

4
.

1 在一定限度内
,

随着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逐步提高
,

药性随之由阴转阳 , 反之
,

随着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逐步下降
,

药性随之由阳转阴 ;

4
.

2 当超过上限时
,

药性又逐渐由阳转阴 , 当超出下限时
,

药性又逐 渐 由阴转阳
。

如图 2所示
,

当药物的判别值在 2
.

9 00 ~ 11
.

00 。之间 时
,

其 药 性 为 阳 ; 在
一。

.

40 0~

2
.

9 0 0 0之间时
,

其药性为阴 , 当药物的判别 阳 l 阴 ! 阳 l 阴

值高于 1 1
.

0 0 0时
,

其药性转而偏阴 , 当判别
0

·

` 0 0 0 2
.

0 0 0 1 1
.

0。。

值 低于
一 0

.

4 00 时
,

其药性转而偏阳
。

图 2 药性判别值与药性阴阳的关系

《 内经 》 日 : “
阴寒阳热

,

乃阴阳之正气
。

寒极生热
,

阴变为阳也 , 热极生寒
,

阳变为

阴也
。

如人之伤于寒则病为热
,

本寒而变热 , 内热已极而反寒傈
、

本热而变寒也
。

故阴阳之

理
,

极则必变
” 。

中药中稀土元素含量水平的升高和降低
,

伴随着药性寒凉禾温热两种不同

《 中草药 》 1 99 5年第 26 仓弟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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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霄花

红 花

龙胆草

肉桂子

砂 仁

明党参

蛇床子

白花蛇舌草

牛劳子

独 活

夭南星

白木耳

鄂贝母

3 6
。

1 05

2 2
.

02 6

2 0
。

8 8 8

2 1
.

73 6

1 1
。

3 6 4

1 1
。

06 9

9
。

6 11

9
。

45 2

8
。

9 6 4

8
。

4 7 0

7
.

8 5 1

7
。

8 46

7
.

2 2 2

7
.

2 2 2

7
.

2 03

7
.

6 1 7

6
。

8 22

6
。

78 5

6
。

7 1 0

6
。

6 18

6
。

2 15

6
。

2 5 1

6。 9 1 1

6
。

03 7

6
。

03 7

6
。

03了

6
。

3 07

6
。

03 7

6
。

03 7

5
.

35 3

5
.

3 18

5
。

3 18

5
。

8 3 1

5
。

38 1

4
。

93 4

4。 9 3 4

4
。

9 3 0

4
。

8 1 4

4
。

76 9

4
。

3 78

4
。

78 3

4
。

3 7 7

4
.

07 7

3
。

7 4纽

3
,

4 9 0

2
.

9 3 }

二,
. 【 ) 3 1二

九节葛蒲

火麻仁

麻 黄

淡大云

北条参

郁李仁

桑堪子

牵牛子

党 参

小菌香

川操子

冤丝子

浙 贝

如]鉴 袋

摹药 于

太子参

2
。

8 16

2 。
7 9 6

2
。

7 4 2

2
。

7 1 8

2
。
4 1 8

2
。
3 61

2
。

3 2 9

2
。

0 5 2

1
。

8 6 2

1
。
7 0 5

1
。

6 2 3

l
。

5 52

1
。

5 5 0

1 。
5 42

l
。

3 1 7

1
.

3 1 7

1
。

2 8 0

1
。 1 8 5

1 .

1 8 5

1
。 1 8 5

1
。 1 8 5

1
.

1 8 5

1
。

18 5

1
。

18 5

1
。

18 5

l
。

18 5

1
。

18 5

l
。

1 8 5

1
。

18 5

I
。

1 8 5

l
。

1 8 5

1
.

1 8 5

1
.

18 5

1
。

1 8 5

1
。

1 8 5

1
。

1 8 5

0
。

6 5 6

0
。

5 9 3

0
.

5 5 2

0
.

5 0 9

0
.

5 U 5

0
.

4 2 3

0
.

25 7

一

0
.

1 1 2

一 0
.

] ] 2

一

0
.

2 3 6

一
U

,

2 3 6

·

3 2 4



续表2

传 统
序号 药 名 判别值定性 符合

药 性
序号 药 名

传 统

药 性
判别值定性 符合

斌识亿召
臼叨介舀,Jù匕0.

.ōó11

温寒平温温戟草杖乌英

茱

巴紫虎吴草训记亿了阳阴阳阳阳阳温凉凉温ù你温9 5 生
9 6 佛手花

9 7 羌蔚子

9 8 辛黄花

9 , 柴 胡

1 0 0 白 术

一
0

。

3 3 6

一 0
。

6 5 1

一 l
。

3 5 6

一 2
。

2 7 2

一

2
。

6 6 4

一 2
。

8 1 7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
0 1 3 阳

。

5 3 6 阳
。

8 69 阳
。
7 2 2 阳

。 13 6 阳

属性的消长与转化过程
,

这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医阴阳学说具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
。

注
:

文中所有计算数据均采用该元素实际含量所相对应的区间值数据
,

有关元素区间值

的建立和计算过程参见文献〔 5) 。

参 考 文 献

董以德
, 等

。

中药材
,

1 9 9 9 ,
1 2 ( s ) : 5

董以德
,

等
.

中药材
, 1 9 8 9 ,

12 ( 9 ) : 3

房 喻
, 等

.

生物化学杂志
,

1。 , 1
,

7 : 6 5 3

孙作民
,

等
.

微量元素与中医药
,

北京
:
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
, 1” 3

.

管竞环
,

等
。

中国医药学报
,

1 9 9 。
,

5 ( 5)
:

40

( 1 9 9 、一 0 9一 2 0收稿 )

1324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丹皮中牡丹酚的含量

洛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47 1 00 3 )

牡丹酚是中药丹皮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

其含 t

高低是反映丹皮质量和药效的主要指标
。

测定丹皮

中牡丹酚的含量
,

文献报道沟方法操作繁琐
,

需特

殊仪器
。

今利用牡丹酚易随 水 汽 馏出的特殊性
,

用电热套加热
,

加水直接蒸馏提取
,

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洛阳牡丹根皮中牡丹酚的含量
,

取得了较

为满意的结果
。

1 材料与仪器

牡丹皮样品
:

挖 白浩阳牡丹的根
,

去 木 部
,

晾干
,

粉碎为细粉
,
室温下于燥器中干燥72 h备用

。

牡丹酚对照品
:

自制
。

由丹皮粉蒸馏分离
,

乙

醚萃取
,

乙醇一水重结晶
,

熔点 4 9
“

C
。

仪器
:

75 1G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

2 测定方法与结果

2
.

1 方法
:

准确称取丹皮粉末 1g 于5 00 m l圆 底 烧

瓶中
,

加燕馏水 2 50 m l ,
用普通蒸 馏 装 置 电 热套

加热蒸馏
,

收集馏液约 2 00 m l ,

转至 25 0 m l容量瓶

中稀释至刻度摇匀
,

移取 2
.

00 m l该液于 25 m l容 量

瓶中
,

用无水乙醉稀释至刻度
,

摇匀后在 2 7 4 士 1

n m 处
,

用 cI m 石英比色皿测吸收度
,

按牡丹酚吸

周海梅 李克君 部巧霞 张 波

光系 数
E .l %

1仁 1 11
) 908 计算牡丹酚的含量

,

结果含

量为 2
.

3 1肠
,

标准差 0
.

08 %
,

变异系数 3
.

4 %
。

2’ 2 称取一定重量丹皮粉
,

加 3 09 氯化钠
、
5 m l 乙

醉用另一蒸馏装置 ( 张伯崇
,

等
.

中成药研究
,

1 9 93
, 7 :

33 图 l ) 提取
,

进行比较测定
,

结果含

量为 2
.

35 %
,

标准差 0
.

n %
,

变异系数 4
.

7%
。

两法比较可看出
,

在蒸馏时间基本相同
,

两种

不同蒸馏装置提取测定的结果是一致的
。

而本法不

加 N a C I和乙醉
,

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
。

2
.

3 在馏出约 200 m l时
,

接收馏液 Zm l按同 法 测

定
,

结呆证明已没有牡丹酚存在
。

2
.

4 加样回收试验
:

准确称取丹皮粉约 0
.

69
,

加

一定量的牡丹酚对照品
,

按同法提取测定
,

计算回

收率
,

结果为 9 9
.

32肠 ( n = 5 )
。

2
.

5 千扰试验
:
为考察其他可挥发性物质对 紫 外

吸收的影响
,

进行了干扰试验
,

方法是称取丹皮粉

约 g1
,

加水蒸馏
,

收集馏浓 20 0m l
,

馏液中加 4 %

N a 0 H液
,

将牡丹酚全变成无挥发性的钠 盐
,

再

次依法蒸馏并测定此时馏液中牡丹酚含量
,

馏液的

乙醇液在 2 74 n m 处无吸收
。

证明除牡丹酚外
,

无其

它有紫外吸收的可挥发性物质存在
。

致钧于
: 感谢王 光志

、

中宝剑
、

叶益东同

志的帮助 和 支持
。

( 1灼 4一叮一 2 3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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