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BR和 GA对番红花花产量的增产效果

激素

名称 浓度 ( mg /L)

球茎数

(颗 /组 )

收花数

(朵 /组 )
干花柱重

增产效果

花增产率 (% ) 干花柱增重率 (% )

10- 7 94 234 1. 5 47. 16 25. 00

BR 10- 9 99 237 1. 5 49. 05 25. 00

10- 11 92 243 1. 6 52. 83 33. 33

GA 50 101 232 1. 4 45. 91 16. 66

C K 清水 68 159 1. 2 — —

表 2　 BR对番红花新球茎增生的效果

激素

名称 浓度 ( mg /L)

下　种　球　茎 收　获　球　茎

(颗 /组 ) (克 /球 ) 总量 ( g ) (颗 /组 ) (克 /球 ) 总量 ( g )

球茎增重率

(% )

10- 7 92 12. 2 1 122. 4 145 13. 87 2 012. 5 41. 16

B R 10- 9 94 12. 5 1 175. 0 128 16. 99 2 175. 5 45. 60

10- 11 85 12. 4 1 054. 0 137 14. 30 1 925. 0 38. 96

CK 清水 67 12. 5 837. 5 109 10. 77 1 175. 0 —

进栽培技术外 ,还应采用植物激素来提高产量 (叶自

新 . 植物激素与蔬菜化学控制 . 北京:中国农业科

技出版社 , 1988)。 从节约成本出发 ,应采用最经济、

又能使番红花增产幅度较大的这种浓度 ,如 BR10
- 9

m g /L,既能使球茎个体增重 ,又可提高花产量。

3　小结

油菜素内酯 ( BR)所用浓度适当 ,无论浸种或叶

面喷施 ,对番红花花产量、球茎增重均有较好的效

果 ,建议在番红花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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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胡索伪品黄独零余子的生药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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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秭归县医疗中心　　　　　　　　　　　　胡燕妮

摘　要　对新出现的延胡索伪品黄独零余子进行了生药鉴别 ,并与正品延胡索进行了药材性状、显微、理化分析比
较 ,结果发现二者在药材性状、显微特征和化学成分上均有明显区别。 结论:该伪品为薯蓣科植物黄独叶腋处的零

余子混拌泥浆后的干燥品 ,与延胡索植物来源、化学成分及功能均不同 ,不能作延胡索使用。
关键词　延胡索　伪品　黄独零余子　生药鉴别

　　延胡索为常用中药 ,始载于《开宝本草》 ,其后代

本草均有记载 ,《本草纲目》列入草部。其来源为罂粟

科植物延胡索 Corydal is yanhusuo W. T. W ang.

的干燥块茎 [1 ]。近年来 ,延胡索货源较紧缺 ,最近我

们在药政大检查中发现一种延胡索伪品 ,经鉴定为

薯蓣科植物黄独 Dioscorea bulbi f era L. 叶腋处的

零余子
[2 ]
。现将延胡索与黄独零余子的性状、显微和

理化分析鉴定结果报道如下。

1　药材性状

黄独零余子与延胡索主要区别: 本品呈不规则

圆形、卵圆形或扁球形而皱瘪 ,直径 0. 7～ 1. 2 cm。

表面紫褐色或土黄色 ,黄土泥灰较多 ,洗净表面泥

土 ,呈紫褐色或褐绿色 ,有皱纹或不规则网状皱纹 ,

并有细小颗粒状突起或凹陷 ,直径约 1 mm。 质坚

硬 ,不易破碎 ,碎断面褐色至灰黄褐色 ,角质样 ,微有

蜡样光泽。气微 ,味微苦。

2　显微鉴别

2. 1　横切面:木栓细胞数列 ,壁微木化 ,近外层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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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棕红褐色树脂状物的分泌道 ,其内方有时可见

细胞壁尚未木化的内木栓层 ,其外侧散有粘液细胞 ,

粘液细胞直径约 45～ 96μm,内含有草酸钙针晶束 ,

长约 42～ 78μm。基本薄壁组织中散有外韧型维管

束 ;粘液细胞多数 ,类长圆形 ,长径 65～ 200μm,内

含草酸钙针晶束 ,针晶长 78～ 165μm;薄壁细胞充

满淀粉粒 (图 1)。

1-木栓层　 2-树脂状分泌道　 3-针晶束

4-粘液细胞　 5-维管束

图 1　伪品延胡索横切面简图

2. 2　粉末:粉末棕褐色。淀粉粒众多 ,单粒长圆形、

长卵圆形 ,长 18～ 42μm,直径 10～ 26μm,脐点点

状、人字状、叉状 ,位于一端 ,大粒隐约可见层纹 ,复

粒少见 ,由 3～ 10分粒组成。 草酸钙针晶束存在于

粘液细胞中。 导管为螺纹、网纹及梯纹导管 ,直径

12～ 18μm。另可见棕红色块状物 (图 2)。

3　理化鉴别

3. 1　取延胡索、伪品延胡索粉末 1 g ,各加 0. 25

m ol /L硫酸溶液 10 m L,振摇片刻 ,滤过。 取滤液 2

m L,加 1% 铁氰化钾溶液 0. 2 m L与 1% 三氯化铁

溶液 0. 15 m L的混合液 ,延胡索溶液即显深绿色渐

变深蓝色 ,放置后底部有较多深蓝沉淀 ,上清液呈棕

褐色 ;而伪品延胡索 (黄独零余子 )溶液即显深蓝色 ,

渐变纯蓝色 ,放置后底部有较多的纯蓝色沉淀 ,上清

液近乎无色。

3. 2　取延胡索、伪品延胡索 (黄独零余子 )粉末 0. 1

g ,各加水 5 m L,振摇后 ,滤过。 取滤液 1 m L ,加

1% 三氯化铁试液 2滴 ,伪品延胡索溶液呈棕色 ,并

有絮状沉淀物 ;而延胡索则无此反应。

1-淀粉粒　 2-针晶束　 3-导管　 4-棕色色素块

图 2　伪品延胡索粉末图

3. 3　薄层层析

3. 3. 1　供试样品溶液制备及吸附剂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1995年版一部延胡索项下。展开剂:正己

烷 -氯仿 -甲醇 ( 7. 5∶ 4∶ 1) ;显色剂: 碘蒸气熏至斑

点清晰 ,日光观察 ,并在空气中挥尽板上吸附碘后 ,

置紫外光灯 ( 365 nm)下检视 ,结果伪品延胡索 (黄

独零余子 )不显延胡索相同颜色及荧光斑点 (图 3-

A, B)。

A-碘蒸汽显色 ,日光观察　 B-紫外光灯 ( 365 nm)下观察

C-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显色

1-黄独零余子　 2-延胡索　 3-延胡索乙素

图 3　薄层层析图

3. 3. 2　取延胡索 ,伪品延胡索 (黄独零余子 )粉末 5

g ,加乙醇 30 m L,在水浴上回流提取 2 h ,滤过 ,滤

液浓缩后供点样用。吸附剂: 0. 5% CM C-Na硅胶

G, 110℃ 活化 30 min。展开剂: 醋酸乙酯 -无水乙

醇-环己烷 ( 20∶ 15∶ 1) ;展距 12 cm;显色剂: 对二

甲氨基苯甲醛溶液 ,喷后在 110℃烘 10 min ,显淡

紫红色斑点 ,对照药材不显此斑点 (图 3-C)。

4　小结与讨论

(下转第附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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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仍然是需要解决的主要困难。 微波的穿透深度与

其波长处于同一数量级 ,而频率为 915和 2 450

M Hz的微波波长分别是 32. 79和 12. 26 cm。

3　破壁与浸取联合工艺

为了解决溶剂水和细胞内水分同时吸收微波以

及微波辅助浸取的工业放大问题 ,可以采取先用微

波处理经浸润后的干药材 ,然后再加水或有机溶剂

浸取有效成分的工艺 ,这样既可以节省能源 ,又可以

连续工业化生产。 刘传斌等采用该技术从酵母细胞

中提取海藻糖 [12 ] ,并将此工艺申请了国家专利。

用此工艺从高山红景天的干燥根茎中提取红景

天苷表明 ,微波破壁与浸取联合工艺的产物得率与

乙醇回流法 (索氏提取法 )接近 ,二者明显高于用乙

醇或水作溶剂的加热蒸煮法 ,而杂蛋白的浓度则相

反 ,前两者的浓度明显低于后两者。用 70% 乙醇溶

液索氏提取高山红景天根茎 2 h得到的红景天苷与

微波处理 1. 5 min、水提 10 min的结果相当 ,而杂

蛋白的浓度前者是后者的 1. 6倍
[13 ]
。另外用此工艺

从刺五加茎和喜树果中分别提取黄酮和喜树碱都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4　鲜药材处理

微波干燥鲜药材或制作中药饮片已有应用
[10 ]

,

但是人们往往只将微波作为除去水分的热源看待 ,

而忽视了微波干燥对药材外观和微观结构的改变。

例如微波干燥的新鲜人参与自然风干或普通烘干的

人参相比 ,外观浑圆、饱满 ,横截面呈蜂窝状 ,这无疑

是细胞胀裂、组织疏松的结果。这种结构有利于溶剂

渗透和有效成分的溶解释出 ,从而缩短提取时间 ,节

约能源 ,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微波的快速高温处理可

以将细胞内的某些降解有效成分的酶类 (如苷的水

解酶 )灭活 ,从而使这些有效成分在药材保存或提取

期间不会遭受破坏。

应该指出的是富含挥发性或热敏性成分的中药

材显然不适合使用微波干燥 ,富含淀粉和 /或树胶的

天然植物同样也不适合 ,因为微波干燥很容易使它

们变性或糊化 ,堵塞通道 ,反而不利于胞内产物的释

放。另外疏松的结构不利于易氧化物质的保存 ,因此

必须科学地使用微波技术。

5　结论

微波技术应用于生物胞内耐热物质的分离提取

具有穿透力强、选择性高、加热效率高等显著的特

点 ,在分析方面体现了操作简便、快速、高效的优点 ,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具有安全、节能的潜力。但是这种

方法也有一定局限性 ,一是只适用于对热稳定的产

物 ,如寡糖、多糖、核酸、生物碱、黄酮、苷类等中药成

分 ,对于热敏性物质 ,如蛋白质、多肽、酶等 ,微波加

热容易导致它们变性失活 ;二是要求被处理的物料

具有良好的吸水性 ,或者说待分离的产物所处的位

置容易吸水 ,否则细胞难以吸收足够的微波能将自

身击破 ,产物也就难以迅速释放出来。微波用于中药

提取还刚刚开始 ,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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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710页 )

　　伪品延胡索 (黄独零余子 )外皮紫褐或褐绿色 ,

并有淡棕色细小颗粒状突起 ,直径约 1 mm ,无地下

块茎状特征 ,其横切面观察含有大量粘液细胞及草

酸钙针晶束。黄独零余子与延胡索分属于不同科属 ,

不同药用部位的两种药材 ,其生药鉴别 ,理化分析等

均不相同 ,故黄独零余子不得作延胡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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