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碎片 ;木栓组织碎片 ;纤维具有 隔
,

有纹孔 或

无纹孔
,

壁弯 曲
,

长 2 7 5 ~ 1 1 5 0 拼m
,

直径 1 3

~ 35 拜m ; 导管为螺纹
、

梯纹
、

孔纹和网纹
,

直

径 26 ~ 53 拌m ;髓部细胞呈类圆形
,

有 的具纹

孔
,

直径 3 4 ~ 4 2 林m ; 草酸钙簇晶
,

直径 2 6一

3 1 拜m ; 草酸钙针晶束
,

长 2 8一 5 2 拜m ; 淀粉粒

多为单粒
,

直径 6~ 1 6 拌m ( 图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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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东北刺人参的 X 射线衍射研究

白求恩 医科大学药学院 (长春 1 3 0 0 2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张宏桂
.

郑启泰

陈燕平

吕 杨

摘 要 为揭示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 的 X 射线衍射特征
,

应用粉末 X 射 线衍射的方法
,

获得该

植物上述 4 个部位的 X 射线衍射 图谱和数据
。

结果表 明
:

东北刺人参 4 个部位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可用于该药材的鉴定
。

经对 比分析确认东北刺人参根与茎具有相 同的 X 射线衍射数据
,

为 以茎代

根利用东北刺人参提供了谱学依据
。

关键词 东北刺人参 根 茎 叶 果 X 射线衍射

东北 刺人参 OP IP a n a x e l a t u s N a k a i 为

五加科刺人参属的一种多年生药用植物
,

主

要分布于我国东北的东部山 区和俄罗斯远东

山 区及朝鲜 l[]
,

我国现已栽培成功 2[]
。

民 间以

东北刺人参根做为药用
,

具有补气 化郁
、

助

阳
、

调解神经和类似人参之功效
,

可用于治疗

神经衰弱
,

糖尿病和皮肤癣菌病等 l[,
3〕

。

在祖

国医学宝库 中五加科植物多 为名贵 中药
,

但

东北刺人参 尚未开发利用
,

其药材学研究 尚

属空 白
,

为开发利用我国东北刺人参资源
,

我

们对其进行了深人系统研究
。

开发利用东北

刺人参根部势必减少或毁灭这一 自然资源
,

A dd r e s s :
Z h a n g H o

张宏桂 男
,

4 3 岁
,

i
,

C o l le g e o f P h a r m a e y ,

N o r m a n
eB

t h u n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e d i e a l cS i e n e e s ,
C l

l a

物化 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
,

硕士学位
。

n g e h u n

白求恩医科大学药学 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 室副教授
,

硕
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天然药物化 学方面的基 础及 开发应用研究
。

现负责一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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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植物茎部割下 以后仍可再生
,

因此考虑是

否 能以茎代根利用这一资源
,

为此进行 了东

北刺人参根
、

茎化学成分及药材 X 射线衍射

特征及根
、

茎
、

叶
、

果的药材鉴定研究
。

本文报

道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药材的 X 射线衍

射及药材鉴定研究结果
。

1 材料和方法

野生东北 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样 品秋季

采 自吉林 省长 白朝鲜族 自治县
,

经长春中医

学 院 高 士 贤 教 授 鉴 定 为 OP IP a n a x e l a t us

N a k al
。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藏有该植物标

本
。

X 射线 衍射仪为 日本 理学 ( iR ga k u) D /

n l a x 一

R C 粉 末衍 射仪
。

C u k a 辐 射
,

管压 5 0

k V
,

管 流 8 0 m A
,

扫描角度 范围 3
0

一 6 0
0 、

扫

描速度 8
0

/m i n
。

取根
、

茎
、

叶
、

果样品各 1 0 9
,

自然干燥后

粉碎
,

过 10 0 目筛
,

分别将 10 0 目粉末压涂于

载玻片上进行 X 射线衍射分析
。

衍射峰值以

晶面间距 d ( A ) 和相对强度 I / oI 表示
,

记为 d

( I / 10 )
。

2 结果

按上述方法获得 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的 X 射线衍射图谱见 图 1
,

衍射数据 (略 )
。

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的 X 射线衍射

图 ( 图 1 中 I 一 W ) 扫描 角度范 围均为 o3 一

6 0
0 。

3 讨论

3
.

1 东北刺人参根
、

茎
、

叶
、

果的 X 射线衍

射 图谱均呈弥散峰形
,

说 明所含非晶态成分

较多
。

3
.

2 根与茎的 X 射线衍射 图谱几何拓扑一

致峰数相 同
,

均为 4 8 个
,

其 中 d 值相 同峰为

4 7 个
,

约 占 98 %
,

二者 d 值 不同峰各只有 1

个
:

根为 2
.

6 54 A
,

茎为 2
.

5 87 A
,

可 以认为东

北刺人参根和茎具有一致的化学成分
。

这与

二者醇提物薄层色谱和化学成分研究结果相

一致川
,

薄层色谱
、

化学成分研究 和 X 射线

衍射结果均表明东北刺人参以茎代根开发利

用是可行的
。

从而可解决资源不足及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
。

3
.

3 叶有 3 6个衍射峰
,

其中 25 个峰的 d 值

与茎相同
,

占 6 9%
。

说 明叶与茎仅有部分化

学成分相同
,

叶的衍射峰明显低于茎
,

说 明其

化学成分的结晶度明显低于茎
。

果有 39 个衍

射峰
,

这些衍射峰多为根
、

茎
、

叶所没有
,

说明

:

缸一一嘴蔺一一下扬尸
一

一一喃
.

。 ;
贫一一一亩面一一一亩丽

位的 的 的 株 . 跳璐 二的
, .
一~ . ~ 门 J

旅 00

I 一

根 l 一

茎 , 一

叶 W 一

果

图 1 东北刺人参 X 射线衍射图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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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X 射线衍射特征及化学成分 与根
、

茎
、

叶有很大不同
。

3
.

4作为东北刺人参药材学研究的一部分
,

其根
、

茎
、

叶
、

果的 X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可做

为东北刺人参的药材鉴定依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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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骨皮与鹅绒藤根皮的鉴别比较

宁波市药 品检验所 ( 31 5 04 0)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市白鹤卫生院

林海伦

伊 丽芳

陈长春

地骨皮为常用 中药
,

来 源于茄科植物构祀 场ic
-

“
m ch in en se M ill

.

或宁夏拘祀 L
.

ab br
a
ur m L

.

的干

燥根皮
,

具凉血 除蒸
,

清肺降火的功能
。

现发现市场

有将萝萦科植物鹅绒藤 场 an cn h u m hc ien
n se .R B

r
·

的根皮伪充地骨皮使用 的
。

两者外观性状十分接近
,

不易 区别
,

鹅绒藤 为民间草药
,

其白色乳汁外用治疗

寻常性虎赘 l1[
。

为鉴别二者
,

我们对地骨皮和鹅绒藤

根皮进行了生药比较研究
。

1 药材性状比较

鹅绒藤根皮呈卷简状或半卷简状
,

长 1~ 4 c m
,

皮厚 1~ 3 m m
。

外表面 呈浅黄棕色
,

表 面粗糙或光

滑
,

有 的可 见细纵皱纹
.

常有纵 向和 横向裂纹 ; 内表

面黄 白色
,

光滑或有小突起
。

质脆
,

易折断
,

断面不 平

坦
,

可见 3 层
,

内外两层为 白色
,

中间层较厚
,

呈棕黄

色
。

气微
,

味淡
,

嚼之有渣感阁
.

地滑皮 呈简状 或槽状
,

长 3~ 10
c m

,

宽 .0 5一

1
.

5 c m
,

皮厚 1~ 3 m m
。

外表 面灰 黄色至棕黄色
,

粗

糙
,

有不规则纵裂纹
,

易成鳞片状剥落
.

内表面 黄白

色至灰黄色
,

较平坦
,

有细纵纹
。

体轻
,

质脆
,

易折断
,

断面不平坦
,

外层黄棕色
,

内层灰白色
。

气微
,

味微甘

而后苦 [ , 〕 。

2 显徽特征比较

2
.

1 根皮 横切 面
:

鹅绒藤根皮木栓层 较厚约 2 0 0

拌m
,

有拾数层 至数拾层木栓细胞组成
.

皮层狭窄
,

约

1 5。 拌m
,

皮层薄壁组 织中散布大量的草酸钙簇晶
。

皮

层内侧为间断的石细胞环带
,

石细胞排列 紧密
,

环带

厚约 5 0。 产m
。

韧皮部宽广
,

韧皮薄壁细胞排列较整

齐
,

可见有草酸钙簇晶
,

射线细胞不 明显 (图 1
一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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