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施 1 k g一 2 k g人畜粪水
。

冬春季植物萌发

前剪去干枯植株
,

以利来年生长
。

4 采收
、

产地加工与贮藏

立秋前后
,

抱子成熟时
,

选晴天清晨露水

未干时
,

摘 下抱子叶
,

放于衬有纸或布的管

内
,

于避风处晒干
,

然后轻轻搓揉
、

抖动
,

使饱

子弹出
,

再用细筛筛出叶片即得抱子 (海金

沙 ) ;
采收金沙藤可从地面割下茎叶

,

用铡 刀

或剪刀剪成 2 。 m 一 3 C m 长的短节
,

晒干或烘

干即可
。

干品金沙藤打包存放于通风干燥处
,

注

意防潮
、

霉变
;
海金沙 (抱子 )装于罐或塑料袋

内
,

置于通风干燥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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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麻与腺毛马蓝的比较鉴别研究

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药品监督检验所 ( 5 6 3 0 0 0) 董 书

摘 要 报道了升麻和腺毛马蓝的比较鉴别
,

明确指出了相同点和不同点
。

关键词 升麻 腺毛马蓝 绿升麻

升麻系临床常用 中药
,

也是容易出问题

的中药
。

正品升麻为毛莫科植物大三叶升麻

C i m i c lfu g a h e ar e l e
z’fo l i a K o m

. 、

兴 安 升 麻

C
·

d a h u r i c a ( T u r e z
·

) M a x im
.

或 升 麻

.C fo et id a L
·

的干燥根茎
。

我们在工作中多

次发现不 能将升麻与爵床科植物腺 毛马蓝

S t r o b i l a n t h e s
介

r
er

s t i i D id l s 的干燥根茎正确

区分的情况
,

为此
,

我们就两者在鉴别特征上

作了比较研究
,

为真伪鉴别提供了依据
。

1 药材性状鉴别

1
.

1 外形
:

药典描述升麻
“

为不规则的长形

块状
,

多分枝
,

呈结节状
,

长 1 0 。 m ~ 2 0 c m
,

直径 2 e m 一 4 e m
” 〔 , 〕 。

文献
〔“ ,
记载

“

腺毛马蓝

呈不规则长形块状或 2分枝一 3分枝的结节

状
,

长 5 Cm ~ 1 0 C m
,

直径 0
.

8 Cm 一 2 Cm
” 。

实

际情况有比升麻大的腺毛马蓝
。

药典描述升麻表面
“

粗糙不平
,

有坚硬的

细须根残留
,

上面有数个圆形空洞的茎基痕
,

洞 内壁 显 网状沟纹
;
下面 凹凸不 平

,

具须根

痕
。 ”

升麻茎基 内壁显网状沟纹
;
腺 毛马蓝茎

基内壁不显网状沟纹
。

另外
,

对样品的观察结

果
:

正品升麻断面遍布裂隙或呈 网络状
,

皮厚

约 0
.

5 m m
,

而腺毛马蓝结构致密
,

皮部厚薄

不等
,

厚 1 m m 一 2 m m
,

两者区别明显
。

1
.

2 颜色
:

升麻的外表颜色为黑褐色或棕褐

色
〔` 〕 ,

腺毛马蓝 的颜色为灰褐色
〔2 〕 ,

另外
,

也

见到外表颜色为黑褐色的腺毛马蓝
。

文献记

载腺毛马蓝
“

皮部深蓝色
,

木部灰蓝色或灰白

色
,

髓部灰白色柔软
” 〔 2〕 。

另外
,

也见到有的标

本除髓部灰蓝色外
,

其余部分均 显灰黄色
、

纤

维化
。

正品升麻断面有裂隙
、

纤维化
,

黄绿色

或淡黄白色
。

2 显微鉴别

2
.

1 取腺毛马蓝饮片置于 〕
_

0 m m x 1 50 m m

试管中
,

加 5 % K O H 溶液适量
,

加热 至玻棒

挤压能离散为度
,

倾去碱液
,

水洗后供用
。

来 A d d r e s s :
D o n g S h u ,

H o n g h u a g a n g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Z u n y i

董 书 1 9 8 5 年于贵 阳中医学院中药系毕业
,

获学士学位
。

从事药品监督检验工作至今
。

现任主管中药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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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1 用镊子撕下一小片置载玻片上
,

用滤 中
,

加硝铬酸试液川适量
,

放置
,

至用玻棒挤

纸吸水后玻棒挤压使其解离
,

用稀甘油 (取甘 压能离散为止
,

倾去酸液
,

加水洗涤
,

取出少

油 33 m L 加水稀释使成 1 00 m L
,

再加樟脑 量置载玻片上
,

用滤纸吸水后
,

用玻棒挤压使

少许
,

即得 )装片
,

置高倍镜 ( 10 只 1 0) 下观察
,

其离散
,

然后分成两份
。

一份以稀甘油装片
,

有巨型乳突状钟乳体随处可见
,

钟乳体外型 镜检结果
:

有大量纤维
、

网纹导管
、

孔纹导管
、

呈棒状
、

卵圆状等
,

并见含钟乳体的细胞
;
常 薄壁细胞等

。

另一份
,

加间苯三酚试液 1滴
,

见螺纹导管
、

网纹导管
、

孔纹导管
;
纤维众多

。

稍放置
,

再加盐酸 1 滴
,

置高倍镜下观察
,

有

2
.

1
.

2 取腺毛马蓝一小片于载玻片上
,

用滤 少部分纤维和导管被染成淡红色
。

纸吸水后
,

用玻棒挤压成细粉
,

加稀盐酸 (取 取用粉碎机粉碎成细粉的升麻少许于载

盐酸 2 34 m L
,

加水稀释至 1 0 00 m L
。

)1 滴
,

玻片上
,

加 1 滴间苯三酚试液
,

稍放置
,

再加

立即产生大量气泡
,

置高倍镜下观察
,

不见钟 盐酸 1 滴
,

置高倍镜下观察
,

其导管被染成红

乳体
。

证明其钟乳体为碳酸钙钟乳体
。

色
,

有的纤维被染成红色
。

2
.

1
.

3 取腺毛马蓝一小片于载玻片上
,

用滤 3 理化鉴别

纸吸水后
,

用玻棒挤压成细粉
,

加间苯三酚试 3
.

1 取升麻饮片加间苯三酚试液数滴
,

稍放

液 (取 间苯三酚 1 9
,

加 90 % 乙醇 10 0 m L 使 置
,

加盐酸数滴
,

木质部显红色
。

溶解
,

滤过
,

即得 )1 滴
,

稍放置
,

再加盐酸 (含 3
.

2 取饮片腺毛马蓝加间苯三酚试液数滴
,

H CI 为 36 %一 38 % )1 滴
,

置高倍镜下观察
,

稍放置
,

加盐酸数滴
,

木质部不被染色或仅显

其纤维
、

导管及其它细胞均不被染色
。

淡红色
。

2
.

1
.

4 取用粉碎机粉碎
,

再经乳钵研磨成极 以上染色情况
,

可作鉴别方法之一
,

但其

细粉的腺毛马蓝少许
,

加间苯三酚试液 1 滴
,

鉴别意义不如有无乳突状碳酸钙钟乳体和皮

稍放置
,

再加盐酸 1 滴
,

置高倍镜下观察
,

偶 部厚度的特征性强
。

总的来看
,

升麻的木质化

见被染成红色 的不规则石细胞
; 见有 的纤维 程度较高

。

升麻与腺毛马蓝的比较鉴别见表

被染成淡红色
,

导管不被染色
。

1
。

2
.

2 取升麻饮片置 1 8 m m 又 1 5 0 m m 试管

表 1 升麻与腺毛马蓝的比较鉴别

项 目 主要内容 升麻 腺毛马蓝

1
.

呈不规则的长块状或结节状
,

有分枝或可能有分枝
,

尺寸大
小常变化

。

2
.

颜色
3

.

有须根痕或须根残留
4

.

茎基 内壁情况

符合
性状鉴别

符合

断面

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
符合
网状沟纹
皮部厚约 0

.

5 m m
,

木部可能有

裂隙或遍布裂隙
,

纤维化
,

黄绿
色或淡黄白色

。

有孔纹导管
、

网纹导管和螺纹导

管 (兴安升麻无螺纹导管 )

无

符合

导管均被染成红色
,

纤维多被染
成红色

,

也有未被染色的

表面灰褐色或黑褐色

符合
不显 网状沟纹

皮部厚 1 m m ~ Z m m
,

木部无裂
隙

,

纤维化
.

结构致密
,

纤维 细

密
,

蓝色或灰蓝色
。

显微鉴别 1
.

导管

2
.

乳突状碳酸钙钟乳体
3

.

纤维众多

4
.

粉末加间苯三酚和盐酸染色
显微观察

有孔纹导管
、

网纹导管和螺纹导

管 (兴安升麻无螺纹导管 )

有
符合

偶见被染成红色的不规则石细

胞
,

导管均不被染色
,

纤维多不
被染色

,

也有的被染成淡红色

理化鉴别 断面木质部加间苯三酚和盐酸 被染成紫红色 不被染色或仅染成淡紫红色

注
:

使用组织解离法制片比使用粉末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形态更为完整
、

清晰
。

4 讨论 升麻就是伪品升麻腺毛马蓝
,

但据文献记载
,

4
.

1 升麻与腺毛马蓝的外表颜色有相近的 升麻在贵州省 的通用名为绿升麻既
,

又据文

地方
,

并且名称也有混淆的情况
。

有人认为绿 献记载
,

伪升麻腺毛马蓝的别名之一为绿升

《中草药》 1 9 9 8 年第 29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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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 2〕 。

由此可见
,

绿升麻为两者共同之别名
。

此外
,

由于具体样品颜色的可变性
、

模糊性及

对颜色描述词汇的不 同
,

在鉴别时既要 注意

样本的颜色
,

又不能受颜色 的局限
。

4
.

2 升麻与腺毛马蓝以组织解离法和机械

粉碎法制片加以染色 的情况差异明显
。

根据

前者着色的颜色较浅的情况
,

推测可能组织

解离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木质化成分
。

实

际原因究竟如何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4
.

3 本文着重介绍了真伪升麻的区别要点
。

并对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理化鉴别作了初步探

讨
,

其方法简易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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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

见表 1
。

表 1 虫草合剂对健康成人血管机能的影响行士
、 )

组别
剂量

( m L /kg )

药后检
N 测时间 BK

( m i n )

ET K EK V C R T S RT CAP

服用前 一

服用后 1
.

0

1
.

5

10 一 0
.

24士 0
.

02 0
.

13士0
.

0 5

10 30 0
.

22士 0
.

02 0
.

34士0
.

33

60 0
.

23士 0
.

02 0
.

15土0
.

14

10 30 0
.

22士 0
.

02 0
.

14士0
.

18

60 0
.

23士 0
.

03 0
.

16士0
.

14

10 30 0
.

25士 0
.

02
曲

0
.

28士0
.

18

60 0
.

25士 0
.

02
件

0
.

25士0
.

14

10 30 0
.

25士 0
.

01
份 赞

0
.

56士0
.

79

60 0
.

25士 0
.

01苍 务 0
.

23士0
.

18

0
.

76士0
.

16

0
.

68士0
.

13

0
.

71士0
.

16

0
.

74士0
.

28

0
.

67士0
.

22

0
.

87士0
.

13
爷 僻

0
.

82士0
.

13

0
.

74士0
.

09

0
.

72士0
.

09

1
.

83士 0
.

51 1 433
.

00士407
.

36 1 598
.

08土443
.

31 58
.

30士 12
.

70

1
.

68士 0
.

51 1 8 80
.

00士508
.

99 2 113
.

93士749
.

56 56
.

87士7
.

76

1
.

56士 0 30 1 564
.

74士 348 90 1 915
.

82士40 1
.

74 51
.

28士 13
.

00

1
.

39士 0
.

58 2 0 22
.

42士1 070
.

90 2 315
.

23士 1 120
.

99 50
.

61士7
.

90

1
.

84士 0
.

81 1 8 87
.

50士1 037
.

60 2 173
.

07士 1 304
.

17 53
.

97士 8
.

31

1
.

88士 0
.

66 1 155
.

33士802
.

91 节

1 846
.

25士 1 0吕5
.

79 48
.

09士 12
.

05

2
.

02士 0
.

59
书

1 2 53
.

58士1 121
.

28 1 465
.

12士 976
.

90 50
.

51士 17
.

83

2
.

14士0
.

42 1 00 8
.

00士234
.

21
爷 芳

1 115
.

47士今4 9
.

34
赞

6 2
.

77士 10
.

11

2
.

20士0
.

39
关

1 28 9
.

89士434
.

26 1 523
,

41士527
.

38
书

60
.

27士 6
.

75

对照组

虫草合剂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0
.

05
` ’

尸< .0 01

由表可见
,

服用 虫草合剂 1
·

O
、
1

·

s m I
J

k/ 9 30

m in 后
,
B K 均有明显增加 (尸 < 0

.

0 5 或 0
.

0 1 )
; R l

’

均有显著降低 ( P < 0
.

0 5 或 0
.

0 1 ) ; 6 0 n l i n 后 V C 均

有显著增加 (尸 < 。
.

05 )
;

服用虫草合剂 1
.

0 m L k/ g

3 0 m in 后
,

E K 有 明显增加 ( P < 0
.

0 ] ) ; 1
.

5 m L / k g

剂量组 s R T 亦有明显降低
; 0

.

5
、
1

.

0 m I
J

/ k g 3 0 m in

后 C A P 均有降低趋势 (尸 > 0
.

05 )
,

大剂量组则有所

升高
,

无统计学意义
;

对 E T K 无明显影响
。

3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
,

虫草合剂有增加 B K
、
E K

、

v C

和降低 R T
、

S R T 的作用
,

对 C A P 的影 响不 明显
,

B K 值的增加意味着排空推进速率的增加
,

而主动脉

的功能是在收缩期因血管顺应性
,

而对左心室射出

的血液流动起阻尼作用
,

减缓其流速和搏动幅度
,

在

舒张期由于主动脉的弹性回缩而推动血液继续流向

外周血管
,

顺应性即是血管在压力作用下具有容积

改变的特性
,

也就是可扩张性
,

主动脉患有病变时
,

顺应性降低
。

虫草合剂能明显增加 B K 的数值
,

提示

其可提高主动脉的顺应性
。

R T
、

S R T 的显著降低
,

主要为阻力血管紧张度的降低
,

血管扩张
,

血流量增

加
,

并对全身血压产生一定的影响
。

C A P 数值的升

高
,

可增加心肌营养性血流量
,

使心肌能更充分地体

现药物的正性肌力效应
。

有关虫草合剂对 C A P 的影

响
,

尚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

研究
。

( 1 9 9 7
一

1 2
一

3 0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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