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
,

长 1 8 0一 2 2 0 拌m
,

宽 1 5一 5 0 拌m
,

壁薄 (约

1 5 拌m )
,

腔大
,

有壁孔
。

纤维
:

为数不多
,

梭形
,

表面光滑
,

长 2 30

一 9 8 0 拼m
,

直径约 1 5 拜m
。

淀粉粒
:

多单粒
,

少见复粒
,

个小 5一 10

拌m
o

4 荧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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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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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7 0
。

6了

0
.

2 1

0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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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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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荆 甘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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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薄层层析图
A
一

在 3“ n m 波长荧光灯 卜观察结果

E l % 香英兰醛浓硫酸溶液喷雾显色后观察
a 一

桔黄色 b
一

黄色
c 一黑色 d

一

樱红色
e 一蓝

f
一

蓝紫色 g 一桔红色 h
一

紫红色 i
一

绿色

方法
:

分别取紫荆皮与余甘子 皮粉末
0

.

5 9
,

加乙 醚 1 2 m L
,

室温浸渍 10 m i n ,

过

滤
,

将滤液点在无萤光的滤纸上
,

在 3 65 n m

波长荧光灯下观察
。

紫荆皮为亮黄色荧光
,

余

甘子皮为樱红色荧光
。

5 紫荆皮与余甘子皮的薄层层析鉴别

将紫荆皮与余甘子皮分别研细粉过 20

目筛备用
。

5
.

1 样品的制备
:

分别取紫荆皮与余甘子皮

.0 5 9
,

用 乙醚 s m L 浸渍 2一 3 h
,

过滤
,

浓缩
,

备用
。

5
.

2 层析板的制备
:

取硅胶 G (青岛海洋化

工厂 ) 30 9
,

0
.

5 %梭 甲基纤维素钠溶液 10 0

m L
,

研 磨均 匀铺 板
,

风 干
,

n o ℃活 化 30

m i n ,

备用
。

展开剂
:

甲苯
一

氯仿
一

丙酮 (3
: 1 :

1)

显色剂
: 1 %香荚兰醛浓硫酸溶液

。

.5 3 层析结果

.5 .3 1 在 3 65 n m 波长荧光灯下观察
;
结果

见图 3 中 A
。

.5 .3 2 1 %香荚兰醛浓硫酸溶液喷雾显色后

观察
:

结果见图 3 中 B
。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紫荆皮与余甘子皮的外观性

状
、

横切面组织及粉末的显微特征
、

荧光反应

及薄层层析等方面的鉴别实验
,

找到 了二者

的显著区别
。

该方法准确可靠
,

确定了紫荆皮

与余甘子皮的鉴别方法
,

为药材检验
、

经营
、

使用等部门提供了准确
、

可靠
、

简便易行的快

速鉴别方法
。

填补 了该药材鉴别方法的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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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矾保存药用植物原色方法

江西抚州中医学校 ( 3 4 4 0 0 0 ) 郑小 吉

一般腊叶标本
,

虽可保存一定绿色
,

但已

发生了很大变化
,

往往变成灰绿色或黄绿色
,

完全失去生活时的鲜绿状态
。

通常植物原色

保存方法为醋酸铜的醋酸饱和液煮沸法
。

本

方法利用 中药胆矾含铜离子
,

可代替叶绿色

素镁离子
,

使浸制品永保绿色
。

制作过程
:

将

新鲜标本旋转 15 写胆矾
、

8 %福 尔马林溶液

中浸制即可
,

通过 2 00 多品种制作
,

l 年后检

查
,

全部保存原色
。

到现在
,

已近 2 年
,

各样品

一直保持鲜绿
,

灵活状态
。

本法简单
,

实验材

料来源广泛
、

经济
。

克服煮制法标本卷缩
、

无

灵活状态缺点
。

( 1 9 9 5
一

1 0一 12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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