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用后不但没有延胡索的功用
。

而且对人体

很可能有毒害作用
,

临床上切不可以误用
,

各

级药检部门更应严格把关检验
。

( 1 9 9 7
一

0 2
一

0 7 收稿 )

韭子与葱实的鉴别

河北承德中药厂 〔0 6 7 0 0 0) 张雪荣
带

童小 燕

韭子为百合科植物韭 月z l i u 二 t u b e
o

s u m R
o t t l

e r

e x S p er n g el 的种子
,

用于补肝 肾
,

暖腰膝
,

壮阳 固

精
;

治疗阳痪梦遗
,

小便频数
,

遗尿
,

腰膝酸软冷痛
,

泻痢
、

带下
,

淋浊等病症
。

葱实为百合科植物葱 lA ll’-
“ m 方st u lo , u m L

.

的种子
,

用于温肾
、

明 目
;
治疗阳

痰
,

目眩等病症 (江苏新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下册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7 7
.

1 6 46
、

2 31 8)
。

韭子

和葱实是常用中药
,

但两者外观极为相似易为误用
,

区分不开
。

现结合工作需要
,

对韭子和葱实从性状
、

显徽
、

理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鉴别实验
,

鉴别效

果明显
。

1 性状鉴别

1
.

1 韭子
:

种子呈扁卵圆形或类三角状卵圆形
,

一

面平或微凹
,

一面稍隆起
,

顶端钝
,

基部稍尖
,

长 3
.

1

~ 4
.

1 m m
,

宽 2 ~ 3
.

2 m m
,

表面黑色
,

有明显粗皱

纹
,

无棱线
,

基部有种脐
,

突起
,

灰棕色
。

1
.

2 葱实
:

种子类三角状卵形
,

一面凹入一面隆

起
,

隆起面有 1一 2条棱线
,

长 2
.

6一 5
.

0 m m
,

宽 l
·

4

~ 2
.

1 m m
,

表面黑色
,

光滑
,

下端有两个小突起
,

一

为种脐
,

一为珠孔
。

2 显徽鉴别

2
.

1 韭子的显微特征
:

粉末在显微镜下观察
,

下皮

薄壁细胞成网状重叠交错
,

细胞呈长圆形
,

壁薄略扭

曲
。

胚乳组织细胞类圆形
,

壁不均匀增厚 (图 l 、 。

2
.

2 葱实的显微特征
:

粉末在显微镜下观察
,

下皮

薄壁细胞整齐
,

呈类圆形
,

类方形或类长方形
,

胚乳

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

胚乳组织细胞壁不增厚 (图

2 )
。

曝啦 李握 泌潇
夕

· ’

、 ,

几 ,

、 _ , 、 , , 身 5

图 2

1
一

下皮细胞

葱实粉末显徽特征

2
一

利
,

皮表皮细胞 3
一

胚乳细胞 4一脂

}
’ .

门
琴

!i

:
11

?
l·ù 2

一

.1.

6中。
·l。

ù l

l

……
摹鑫

.

一

磷打
。

肪油滴 5一色素块

3 理化鉴别

3
.

1 薄层鉴别
:

取韭子
、

葱实各 2 9
,

研细后
,

分别

加入 20 m L 石油醚
,

回流

脱脂 3 0 m in ,

除 去石 油

醚
,

将脱脂后的两种药材

粉 末
,

分 别 加 入 20

m L 9 5 % 乙醇 回 流提取 j

卜
,

过滤
,

并将滤液缩至 !

m L
,

照 《中国 药典 》 1 9 9 5

年版附录 35 页薄层色谱

法
。

点 于 0
.

5 % C M C
一

N 。

图 3

l 一韭子

薄层图

2一葱实

:i0守 押
。 。

、

图 1

I
一

下皮细胞

韭子粉末显橄特征
2
一

种皮表皮细胞 3 胚乳细胞 4一脂

的硅胶 G 板上各 10 拜L
,

以正丁醉
一

冰醋酸
一

水 (7
:

]

:

3) 展开后
,

喷以 5 %磷铝酸 乙醇溶液
,

1 2 o C 供烤

10 m in
,

两者色谱斑点有显著差异 (图 3 )
。

3
.

2 紫外光谱鉴别
:

分别取韭子
、

葱实粉末各 1 9
,

置两个具塞锥形瓶中
,

各加入 95 % 乙醇 10 m L
,

冷

浸 15 h (冷浸过程中
,

振摇数次 )
,

过滤
,

分别吸取韭

(下转第 6 3 5 页 )

肪油滴 5
一

色素块

.
张雪荣 女

,

19 8 9 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药用植物专业
。 _

「程师
,

在承德中药 厂质检科从事原药材质检工作
,

曾几次
在贵刊发表文章

。

一

6 2 8
-



定 的治疗作用
,

其保持晶状体的百分率为

36
.

8 % ls[ 〕 。

用石解
、

麦冬等组成的处方中药
“

清睛粉
”

有滋阴散热
、

疏风清热
、

通络散结
、

退璐明目之功效
,

用其联合翼状裔肉切除
、

羊

膜移植手术对 62 例 81 只眼进行治疗
,

经 5

一 23 个月的观察
,

除 1 例复发外其余均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26[ 〕
。

对 54 例 ( 64 只眼 ) 因外伤

晶体破裂
,

皮质溢于瞳孔区
,

前房及白内障术

后晶体皮质仍有残存的患者
,

口服石解
、

菊花

等 7 味中药的煎液
,

促使皮质吸收
,

获得了较

好的效果
。 “
石解夜光丸

”

由石解
、

人参等 25

味中药组成
,

对治疗白内障
、

青光眼
、

视神经

炎等有较好疗效
。

临床治疗各种慢性葡萄膜

炎引起的低眼压 32 例
,

共 35 只眼
,

除 2 例回

升不明显外
,

都有明显的眼压回升田〕 。

脉络

宁注射液系 由石解
、

金银花等药材提取加工

制成的复方制剂
,

有清热养阴
、

活血化疲等功

能
,

临床治疗闭塞性周围血管病 3 50 例
,

疗效

达 9 0肠以上 [ , 8 ]
。

采用由石解
、

玄参等组成的复方
“

清咽

宁
”

冲剂治疗 2 0 00 例慢性咽炎患者
,

有效率

达 95
·

3 %
,

且服用方便
,

无副作用
。

停药后约

4
.

1%病人的慢性咽炎症状复发
,

再次服药仍

可获得满意的疗效咖〕 。

加减
“

益胃汤
”

是董建

华教授的临床经验方
,

由石解
、

沙参等组成
,

对胁痛厌食
、

腹胀和泄泻的 4 例患者
,

用此方

均收了较好的疗效 s0[ 〕 。

4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国内外在新药研

制开发中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

研

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传统中药及天然产物的开

发和利用方面
。

对石解的研究应注意化学和

药理研究的紧密结合
,

进一步分离提取一些

新的天然活性成分
,

发现 已知化合物的新的

药理活性和药用价值
,

探索活性成分的作用

机理和构效关系
。

石解的化学合成方面是 目

前研究的弱点
,

应当加强对以活性成分为先

导化合物的结构修饰和改造
,

特别是酶学等

生物技术在化学合成方面的应用都将具有良

好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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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葱实滤液各 1 m L
,

用 95 % 乙醉定容于 25 m L 和

50 m L 容量瓶中
,

摇匀
,

用 U V
一

2 6。 (日本岛津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2 00 ~ 4 00 n m 处测定两者的紫外

吸收光谱
,

用 95 % 乙醉为空白
。

结果葱实在 2 03
.

2
、

2 3 2
、

2 7 8
.

0 n 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

而韭子在 2 0 2
.

6

n m 处有最大吸收
。

综上所述
,

葱实与韭子多种鉴别方法
、

效果都很

明显
,

能为医药工作者提供可行的鉴别方法
。

( 1 9 9 7
一

0 4
一

1 6 收稿 )

《中草药 》 1 99 7 年第 2 8 卷第 1 0 期 6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