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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盾叶草解和细 草解皆来 源于薯裁属 草薛植物的根茎
,

它们形态 相似
,

为研究它们的生药

学特征并鉴别之
,

通过宏观性状观察
、

显微镜微观结构探索及扫描 电镜超微结构研究
,

结果发现该

两药材 的宏观
、

微观和超微结构既有单子叶植物的共同特征
,

也有单子叶植物不常具有的特征
。

两

药材 的上述生药学特征大多相似
,

但也有些差异
,

利用这些差异可对两药材进行鉴别
。

关键词 盾叶草薛 (盾叶薯菠 ) 细 草解 (细柄薯菠 ) 形态学 组织学 扫描 电镜

小叶买麻藤的生药鉴定

广西 中医学院 (南宁 5 3 0 0 0 1 )

南宁市制药企业集团公 司

辛 宁
俗

廖月葵

潘 小妓

摘 要 利用药材性状
、

显微特 征
、

紫 外吸收光谱和薄层 层析等 鉴别方法 对小 叶买麻藤进 行生药

鉴定研究
,

为该药材 的鉴别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小叶买麻藤 药材性状 显微特征 紫外 吸收光谱 薄层层析

小 叶买麻藤 又名麻骨风
,

买子藤
、

驳骨

藤
、

大节藤
。

来源于买麻藤科植物小叶买麻藤

的干燥藤茎
。

具有祛风活血等功效
,

用于风湿

性关节炎
、

跌打损伤等症〔‘〕。

治疗慢性支气管

炎功效独特显著 〔2〕 。

生药鉴别研究未见有报

道
,

为利于开发利用这一野生资源
,

就此进行

研究
。

1 仪器与材料

1
.

1 仪器
:
U V

一

16 oA 型可见紫外分光光度

仪 (岛津)
,

ZF
一

I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

1
.

2 材料
:

小叶买麻藤采 自南 宁市郊 区
,

经

本院刘寿养副教授鉴定为买麻藤科植物小叶

买 麻 藤 G n e t u n P a rv ijbliu m (W
a r b

.

)

C
.

Y
.

C he ng 的藤茎
。

硅胶 H (青岛海洋化工

厂 )
,

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药材性状
:

本品类 圆柱形
,

茎节膨大
,

外

皮棕褐色至黑褐色
,

略粗糙
.

,

具不规则纵纹和

细横纹
,

灰褐色皮孔大多磨损成许多黄 白色

麻点
。

切面是灰褐至黄褐色
,

有 2 层 ~ 5 层棕

色环
,

有多数放射性排列的小孔
,

髓部呈灰棕

至棕褐色
,

质稍轻
,

气微
,

味淡微苦 (图 1 )
。

2. 2 显微特征

2
.

2
.

1
、

藤茎横切面
:

a) 木栓层细胞数 10 列
,

细胞呈黄褐色
,

且 颜色往外逐层加深
。

b) 皮

层细胞长圆形
、

长方形或类方形
,

胞腔内充满

淀粉粒
。

近木栓层处有 1 列石细胞组成的不

连续石细胞层 ; 近韧皮部处有 由 2 列一 4 列

石细胞组成的连续石细胞层
,

在两个石细胞

层之间有众多纤维存在
。

c) 韧皮部外方有约

,
A d d r e s s :

X in N in g ,

G u a n g x i C o lle g e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 hin e s e M ed iein e ,

N a n n in g

《中草药 》1 9 9 8 年第 2 9 卷第 11 期
·

7 6 5
.



图 1 小叶买麻藤药材性状

2 0 个 ~ 30 个成束的较小的韧皮纤维散在
,

束

与束之间排列成不连续
·

韧皮纤维层
,

韧皮部

细胞不规则
,

细胞壁薄且不规则扭曲
。

韧皮部

间的射线中有石细胞群存在
,

1 列 ~ 3 列长方

形径 向延长的石细胞排列 成条状
,

一直延伸

至木质部的射线 中
。

d )形成层细胞 5 列一 6

列
,

形状不规则
。

e) 木质部宽广
。

导管和 管胞

壁均增厚并木化
。

导管较大
,

类圆形管胞较

小
,

多角形
。

射线细胞长方形
,

径 向延长
,

胞腔

内充满淀粉粒
。

f) 髓部细胞类 圆形
,

壁增厚
,

有的胞腔内含少许淀粉粒 (图 2
,

3 )
。

2
.

2
.

2 组织 解离 及粉末 特征
:

粉末 呈浅棕

色
。 a )石细胞较多

,

直径 2 0 拜m ~ 1 0 0 拼m
,

层

纹大多隐约可见
,

孔沟明显
。

b) 淀粉粒众多
,

直径 3 拜m ~ 5 拌m
,

单粒或复粒
,

层纹不明显
,

偶见裂缝状或飞鸟状脐点
。

c) 薄壁细胞长 圆

形
、

类方形
、

长方形
、

类圆形
,

有的胞腔 内充满

淀粉粒
。

d )木栓细胞扁平瓣状
,

多弯曲折叠
。

e )纤维 长 圆柱形 两 头尖
,

直径 1 0 拜m ~ 6 0

拌m
,

有的腔内含黄褐色物质
。

f) 管胞直径 10

拜m ~ 9 5 拼m
,

长管状
,

有的边缘呈波状
,

有的

腔内含黄棕色物质
,

具缘纹孔或类 圆形纹孔

明显
。

g )单纹孔导管直径 1 0 0 拌m 一 4 8 0 拌m
,

纹孔尖梭形且排列较疏松 (图 4 )
。

1一木栓层 2
一

石细胞 3
一

皮层 4
一

皮层纤 维 5
一

韧皮纤 维

6
一

韧皮部 7
一

形成层 8
一

射线 9一木质部 10
一

髓部

图 2 小叶买麻藤横切面简图

l 一

木栓层 2
一

皮层 3
一

淀粉粒 4
一

皮层纤维 5
一

石 细胞 6 一

韧皮 纤维 7
一

韧皮部 8
一

形成层 9
一

木质部 1 0 一

导管 n
一

髓部

图 3 小叶买麻藤横切面详图

1
一

薄壁细胞 2一木栓细胞 3 一

淀粉粒 4
一

石细胞
5
一

单纹孔导管 6
一

纤维 7 一

管胞

图 4 小叶买麻藤组 织解离及粉末显微 图

2
.

3 理化鉴别
:

取小叶买麻藤各 5 9
,

分别加

9 5 % 乙醇
、

氯仿各 3 0 m L
,

浸泡 4 8 h
,

过滤
,

滤液备用
。

2
.

3
.

1 呈色反应
:

取氯仿浸液加过量嗅 甲酚

蓝
,

充分振摇后再加过量盐酸溶液 (pH 一 1 )
,

振摇静置后可见上层溶液无色透明而下层溶

液为浑浊鲜黄色
。

2
.

3
.

2 光谱扫描
:

取上述 乙醇和氯仿浸液适

当稀 释
,

分 别 以 95 % 乙醇 和 氯仿作 空 白对

照
,

分别在 2 0 0 n m ~ 8 0 0 n m 和 2 0 0 n m ~ 4 0 0

n m 波长范围内测定光谱图
,

结果见 图 5
。

醇

。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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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液在 2 22
.

8
、

3 17
.

8 n m 处有 吸收 峰 ;
抓仿

浸液在 2 46
.

8 和 26 3
.

4 n m 处有吸收峰
。

3
.

3
.

3 T L C 鉴别
:

分别 取上述两种浸液 浓

缩 后
,

点于 CM C
一

N a (0
.

5 % )
一

硅胶 H 板 上
,

以石油醚
一

氯仿
一

乙酸 乙醋 (A 云1
: 1 : 0

.

1 和

B
: 1 , 5 , 0

.

25 )为展开剂展开
,

展距分别为

1 2
、

1 1
.

7 em
,

取 出晾干
,

在紫外分 析仪 (3 6 5

n m )下观察
,

结果见图 6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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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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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双m )

V翅娜哪

波长 孟(咖)

A
一

乙醉浸液 B
一

抓仿浸 液

图 5 小叶买麻藤光谱图

3 讨论

3
.

1 上述实验表明
,

小叶买麻藤从性状
、

显

微
、

理化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征
,

这些在生药

学的鉴别上有一定实际意义
。

3
.

2 在性状和显微鉴别中
,

以其横切面和粉

末特征的鉴别意义较大
,

其中横切面的石细

A
、

B
一

展开剂 a 一
乙醇浸液 b

一

抓仿浸液 1
一

亮蓝色

2
一

红色 3
一

浅蓝色 其余斑点均为粉红色

图 6 小叶买麻藤薄层层析图

胞群分布
、

形态 ;粉末的石细胞
、

管胞的特征 ;

性状中茎节膨大
,

切面棕色环及放射状排列

的小孔鉴别特征 明显
。

3
.

3 在理化鉴别 中
,

呈色反应显示其有生物

碱反应 ; 光谱测定醇浸液和氯仿浸液 的光谱

图均可作为其鉴别的辅助手段
。

在 T L C 鉴别

中
,

虽然未能提取有效成分单体作对照品对

照
,

但其可供鉴别斑点较多
,

所以仍可供鉴别

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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