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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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铁线莲生药学初步研究

山 东省临沂市 中医医院 ( 27 6 0 0 2 ) 孙兆祥

摘 要 对太行铁线莲进行 了原植物
、

药材性状
、

显微鉴定等生药学方 面的初步研究
,

并与威 灵仙

作对 比区别
,

以澄清混乱
,

挖掘中药资源
。

关键词 太行铁线莲 生药学 威灵仙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P h a r m a e o g n o s t i e S t u d y o n K i r i l o w C l e m a t i s ( lC e m a t i s k i ir l o iw i )

S
u n

Zh a o x i
a n g ( L in x i n H o s p i t

a l o f T C M i n Sh a n d o n g P r o v
in

e e ,
L in x i

n 2 7 6 0 0 2 )

A b s t r a e t A p r e lim i n a r y s t u d y o n t h e o r
ig i

n m e d i e in a l e f f e e t s a n d m i
e r o s e o p i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o f lC
e
m

a -

t i s k i r il o w i i M
a x inr

.

w
e r e e a r r i e d

o u t in e o m p a r is o n w i t h t h
a t o

f C
.

c h i九 e n s i s O s b e e k i n
o r

d
e r t o e

l
a r

i fy t h e
i
r

e o n f u s io n a n d e x e a v a t e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 n a l r e s o u r s e s
.

K ey w o r d s C l e m
a t is k i r i l o切 11 M

a x im
,

C le m
a t i s c h i n e n s is O

s b e e k

太行铁线莲 Cl
e m a t i : k i ir l o w i i M a x im

.

为毛食科铁线莲属植物
,

在我省广为分布
。

目

前在教学
、

科研和某些地区用药上
,

均把太行

铁线莲误定为威灵仙 lC
e m a t i : ` h i n e n s i : 0 5 -

be ck
。

为了澄清混乱
,

保证用药 的正确性
,

挖

掘中药资源
,

笔者对其进行了原植物
、

药材性

状
、

显微鉴定等生药学方面的初步研究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材料采 自山东 费县
、

济南等地
。

原植物

及药材均经鉴定为太行铁线莲
。

1
.

2 药材采用徒手切片法
、

石蜡切片法及组

织解离法制片
,

并进行 了显微描绘
。

1
.

3 将花粉按 E r d t m a n ( 1 9 6 9 ) 醋酸配分解

法处理制片 lj[
,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测量并

摄影
。

1
.

4 将干燥 的花粉直接均匀地撒在双面胶

片上 l[]
,

喷碳
、

喷金 后 置于 日本 JE O L
.

S U
-

P ER P R O B E 7 3 3 型扫 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

并照像
。

2 结果

2
.

1 植物形态
:

藤本
,

干后常为黑褐色
。

茎
、

小枝有短柔毛和细纵棱
。

一至二回羽状复叶
,

叶片革质
,

卵形
、

卵圆形或长 圆形 ; 基部 叶较

大
,

顶端叶较小
,

长 0
.

3 ~ 6
.

2 。 m
,

宽 0
.

2一

3
.

2 c m ;两面网脉突出
,

沿叶脉疏生短柔 毛或

近无毛
。

花较大
,

曹片 4一 6
,

倒卵圆形
,

顶端

呈截形而微凹
,

宽 4一 7 m m
,

白色
,

干后常变

灰黄色
,

外面有短柔毛
,

边缘 密生绒毛
,

内面

无毛
。

瘦果卵形至 椭圆形
,

长 5 ~ 7 m m
,

扁

平
,

边缘稍厚
,

被平伏绒毛
。

宿存花柱长 2一 3

c m
,

有黄色柔毛
。

花粉粒辐射对称
,

多为圆球形
,

少有长球

形
,

极轴 长 2 0 ~ 2 6
.

6 拜m
,

赤道 轴长 1 5
.

5 ~

2 .3 3 拼m
,

三沟
,

无萌无孔
,

扫描 电镜下观 察

外壁粗糙
,

现颗粒性
,

表面较大颗粒约 14 个 /

1 0 拜m
Z
(图 1

一

1一 3 )
。

.
A d d r e s s :

S u n Z h a o x i a n g ,

L i n y i M u n i e i p a l H o s p i t a l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

L i n y i

6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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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表皮 2一木纤维 3
一

韧皮纤维 4一 内皮层 5
一

木质部 6
一

韧皮部 7
一

皮层 8
一

皮层纤维

图 2 太行铁线莲根被切面简圈

e )纤维管胞
:

黄色或淡黄色
。

呈长条状
,

末端 稍尖
,

直 径 1 0 ~ 2 8 拌m
,

长 1 6 0 一 6 4 0

拌m
,

壁厚
,

次生壁上具细 密的螺纹或螺状交

错的增厚纹理
,

斜纹孔和具缘纹孔 明显
。

f) 导管
:

主为网纹导管
,

偶见具缘纹孔导

管
,

直径 1 4
.

5一 7 5 拜m
,

长 1 2 0一 9 0 0 “ m
。

g )石细胞
:

黄色或淡黄色
。

类椭圆形 或

不规则形
,

直径 4 2一 7 2 拜m
,

长 9 8 ~ 1 8 3 拌m
,

壁厚 3~ 1 7 拌m
,

具斜纹孔
,

孔沟较密
,

有的壁

上具层纹
。

h) 表皮细 胞
:

淡 棕黄 色
、

表 面观呈 类长

方形或多角形
,

直径 2 4一 5 6 拼m
,

长 5 6 ~ 1 4 2

拼m
,

外平周壁上现颗粒性 (图 3 )
。

另外
,

从粉末中可见众多的淀粉粒
,

单粒

类圆形
,

直径 3~ 12 拌m
,

复粒由 2一 5 分粒组

成
,

脐点点状
。

2
.

4 化学定性
:

成分预试结果见表 1
。

表 1 太行铁线莲与威灵仙化学成分预试结果 比较

氮 有 裸 糖 皂 幽 三 黄 内 生 葱 挥 强
基 机 菇 物 发 心
酸 酸 质 类 昔 体 类 酮 酷 碱 酿 油 昔

太行铁线莲

威灵仙

十 十 + + 刊州一十 一 + 一 干+ + 一 十

+ + 斗十 + 一 一 斗」 十 + 一 +

3 讨论

3
.

1 上述研究 表明太行铁线莲与威灵仙有

明显的区别
,

见表 2
。

鉴于太行铁线莲与威灵仙在 形态
、

组织

上有明显的区别
,

笔者认为二者不能混淆
。

威

灵仙的标本在 山东至今未有采到
,

过去有关

山东有威灵仙分 布的记载阁
,

笔者认为是对

太行铁线莲的误定或误传
,

应予以纠正
。

3
.

2 研究还发现太行铁线莲的皮层细胞有

.

6 2 0
.

1
一

皮层细胞 2
一

皮层纤维 3
一

韧皮纤维 4
一

韧型纤维

5
一

纤维管胞 6
一

导管 7一石细胞 8
一

表皮细胞

图 3 太行铁线莲根与根茎的解离组织图

表 2 太行铁线莲与威员仙形态组织比较

太行铁线莲 威灵仙

叶片革质
,

两面网脉突 出 叶片纸质

粤 片倒卵回形
,

顶 端常呈 粤 片 狭 披 针 形
,

顶 端 凸

截形 而徽 凹
,

宽 4 ~ 7 尖
,

宽 4 m m 以 下
,

花
m m

,

花 粉较 多 为 圆球 粉粒 回球 形或 近长球

形
,

外壁 预 较较 大 而 形
,

外 壁 顺粒较小 而

密
,

每 1 0 料m Z 约 1 4 个 疏
,

每 10 产m Z 约 9 个

顺较 孩较

老根中有皮 层纤维
,

导管 根中无皮层纤维
,

导管 以

以网纹导管为主 具缘纹孔多见川
组织



分隔现象
,

笔者同时观察了同属植物长冬草
、

毛果扬子铁线莲等
,

发现亦有此现象
。

皮层分

隔细 胞是 否可作 为铁线莲 属 ( lC
e m at i: L

.

)

植物共同的鉴别特征
,

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

3
.

3 成分预试结果表明
:

太行铁线莲与威灵

仙的化学成分类型基本类似
,

太行铁线莲在

不少地区作威灵仙药用历史较久
,

事实上
,

药

材威灵仙即为同属多种植物的根与根茎
。

因

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化学成分
、

药理
、

临床等

方面进行更深人的研究
,

以发掘中药资源
。

致谢
:
山东中医药大学周风琴

,

李建秀教

授给予亲 自指导并代做扫描电镜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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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柏种类的探讨

广州 市医药中专学校 ( 5 1 0 4 3 0) 黄郑爽
’

周 宁

摘 要 目前市场上黄柏 的种类与药典上性状描述有 出人
。

就来源
、

性状
、

显微和含量测定方面对

市场上 的品种进行验证
,

觉得川黄柏在来 源
、

性状上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

关键词 川 黄柏 关黄柏 性状 小粟碱 薄层层析

黄柏为我 国传统的常用 中药材
,

应用历

史悠久
,

具有清热燥湿
、

泻热除蒸
、

解毒 疗疮

的功效
,

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声誉
。

笔者在长

期实践中发现黄柏的种类与《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以及多本教科书在来源和性状描述

上均有 出人
,

现提出两点疑问
,

以求与大家共

同探讨
。

1 黄柏来源的疑 问

《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
,

一部 载
:

黄 柏来

源 于芸香 科 黄皮 树 尸 h el lo d en d or n
hc i n en se

S e h n e i d 或 黄粟 P
.

a m u
er

n s 。 R u p r
.

的 干燥

树 皮
,

前者 习称
“

川黄 柏 ” ,

后 者 习 称
“

关黄

柏
” 。

而其作为一种传统中药
,

在历代本草 中

均有记载
,

并有许多别名
、

异名
:

聚木《神农本

草经 》
,

聚皮《伤寒论 》
,

黄聚 《图经本草 l)}[ 〕 ,

其

中聚木为黄柏的原名
,

其名义未详
,

黄柏乃后

有简写之名
,

也有说法是省写之谬也图
。

《图经本草 》曰 : “

聚木
,

黄聚也
。

生汉中山

谷及永 昌
,

今处处有之
,

以蜀中者为佳
。

木高

数丈
,

叶类茱黄及椿
、

揪叶
、

经冬不调 … … ”
并

且《 图经本草 》和《证类本草 》均在
“
梁木

”
项下

附
“
黄梁

”
与

“

商州黄聚
”
图均和现在的黄皮树

类似
,

而且苏颂认为四川产者质量好川
。

由此

可见
,

本草学中
“
黄聚

”
与药典 中的

“

黄果
”

为

两种植物
,

前者即为药典中的黄皮树
,

其树皮

人药者为
“
川黄柏 ” ,

而后者的树皮人药即为
“

关黄柏
” 。 “

关黄柏
” ,

历代本草无记载
,

1 9 4 1

年 《朝鲜药局方 》有记载
, 1 9 5 7 年《辽宁药材 》

有记载川
。

但笔者又发现
: 1 9 6。 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的《药材学 》一书中将黄柏商品上分为

黄柏和川黄柏
,

其对黄柏 的原植物也命名为

黄 柏
,

并 对 其 形 状 描 述 为
: “

落 叶 乔木
,

高

1 0一 1 5 m
,

叶 对生
,

羽 状 复叶
,

小 叶 5 ~ 1 3

枚
,

叶片卵形或卵状椭圆形
,

边缘波状或为不

.
A d d r e s s :

H u a n g Z h e n g s h u a n g ,

G u a n g z h o u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s e h o o l
,

G u

黄郑爽 毕业于广州 中医药大学 中药 系
,

现在广州市医药中专学校专业组
对中药的鉴定有较丰富的经验

。
事 中药专业工作 26 年

。

主管中药师
,

从事中药方面教学工作 11 年
,

担任中医基础
、

中药学
、

中药鉴定
、

中成药学
、

方荆学等学科的
教学

,

对 中药的教学有一 定的心得
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

,

并参加 了全 国医药 中专统一教材 《中成药 学 》的参编工作
,

曾在 《药学 教育 》
、

《广东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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