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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三七及其混淆品进行蛋白多肽电泳鉴别。方法: 采用高效毛细管电泳法对三七及其混淆品蛋白多

肽进行分析。结果: 三七及其混淆品蛋白多肽高效毛细管电泳谱图有明显的差异。结论: 高效毛细管电泳可作为中

药三七的生药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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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ax pseudo-ginseng Wall. v ar. notoginseng ( Burkill ) Hoo et Tseng and its easily

confusable v arieties w ere distinguished by analy sing th eir proteins wi th high-performanc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 HPCE) . Result of the analysis show ed tha t thei r pro tein elect ropho tog rams w ere

obviously dif ferent and could be used fo r the 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of P . pseudo-ginseng Wall.

va r. notogin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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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三七始载于《本草纲目》 ,为五加科

Araliaceae植物 Panax pseudo-ginseng Wall. v ar.

notoginseng ( Burkill ) Hoo et Tseng人参三七的根 ,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有收载。本品具有散

瘀止血 ,消肿定痛之功效 ,用于咯血、便血、崩漏、外

伤出血、胸腹刺痛、跌打肿痛等症。三七在止血与抗

凝血 ,心血管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抗氧化与抗衰老 ,

脂、糖、蛋白质与核酸代谢 ,抗炎 ,免疫系统 ,护肝利

胆等方面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1 ]

;也是云南白药等

多种著名中成药处方中的主要药材之一。

三七为贵重中药 ,故民间出现以三七命名的药

材种类繁多 ,如菊科的菊叶三七 Gynura segetum

Merr.、景天科的景天三七 Sedum aizoon L.、五加

科的竹节三七 Panax japonicum C. A. Mey. 等近

20种 [2, 3 ]。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收载有 16

种 ,可见其混乱由来以久。 三七多以药材外观、显微

切片、粉末、理化等方法鉴别 ,操作繁杂 ,专属性不

强。我们拟以中药材细胞中普遍存在的 ,受遗传基因

控制的蛋白多肽分子为指标 ,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

新型分离分析技术高效毛细管电泳法来探索和论证

从分子水平鉴别三七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三七购自广东省药材公司 ,菊叶三七采

自江西九江 ,并经作者鉴定。

1. 2　仪器与试剂: 美国 BIO-RAD公司 BioFocusTM

3 000型 Capilla ry Ion Analy zer,配有紫外扫描检

测器。熔融石英毛细管 75μm× 60 cm (河北永年

光纤厂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 3　电泳条件:电解缓冲液为 150 mmo l /L硼酸盐

溶液 ( p H 8. 5) ;电压为 20 kV;温度 20℃ ;紫外检

测波长 200 nm;重力进样 ,时间 5 s。开机后先用

0. 1 mol /L氢氧化钠冲洗毛细管 2 min,再用去离子

水冲洗 5 min,然后用缓冲液冲洗至基线平稳后开

始进样。 每两次进样之间设定缓冲液冲洗 2 min。

1. 4　样品溶液的配制: 取生药样品 0. 5 g ,加入蛋

白提取液 5 mL,在冰浴中研磨成匀浆状 ,转移至离

心管内 ,以 5 000 r /min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备

用。 Tris-甘氨酸蛋白提取液: T ris 0. 6 g ,甘氨酸

2. 88 g ,加蒸馏水溶解至 1 000 mL。碱性蛋白提取

液: T ris-HCl 0. 1 mol /L, 0. 1% 抗坏血酸 ,巯基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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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mol /L, pH 8. 0。 酸性蛋白提取液: 柠檬酸 80

mmol /L , Na2 HPO4 32 mmol /L,抗坏血酸 5 mmol

/L ,巯基乙醇 10 mmol /L, pH 2. 8。

2　结果

2. 1　在酸性提取液中 ,三七在 5. 21, 8. 80和 9. 17

min处各有一吸收峰 ,而菊叶三七只在 11. 08 min

处有一吸收峰。

2. 2　在中性提取液中 ,三七在 5. 11, 7. 72和 8. 68

min处各有一吸收峰 ,而菊叶三七只在 9. 00 min处

有一吸收峰。

2. 3　在碱性提取液中 ,三七在 5. 53, 8. 75, 8. 97,

9. 96, 10. 33和 11. 99 min处各有一吸收峰 ,而菊叶

三七在 10. 41, 10. 74, 13. 40和 15. 28 min处各有一

吸收峰。

综合 3种提取液所检测的图谱 ,可以看出三七

及其混淆品的 HPCE谱图存在显著差异 ,容易加以

区别 (见图 1) ,可作为中药三七的鉴别方法。

3　讨论

A-三七　 B-菊叶三七　 1-酸性提取液　 2-中性提取液　 3-碱性提取液

图 1　三七和菊叶三七蛋白多肽 HPCE谱图

3. 1　 HPCE已用于多肽、蛋白质、核酸、手性化合物

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分 离分析
[ 4]
。胡平等报道提取菟

丝子种子植物蛋白用 HPCE法进行生药鉴定 ,认为

根据种子植物蛋白的电泳图谱 ,可有效地鉴别菟丝

子的来源 [5 ]。张朝晖等报道对 12种海马、海龙类药

材采用 HPCE进行鉴别 ,结果表明种间区别较明

显 ,认为该法速度快 ,分辨力强、重现性好 [6 ]。

3. 2　从我们应用 HPCE对三七及菊叶三七蛋白多

肽检测结果看 ,三七及其混淆品在 3种提取液中的

HPCE吸收峰有明显的差异 ,本实验结果可供三七

及其混淆品的鉴别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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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猫豆中左旋多巴的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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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燕文　吴　闯

贺州人民医院药剂科　　　　　　　　　 　　李晓云

摘　要　目的: 考察广西各产地猫豆的品质。方法: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猫豆中的左旋多巴含量。结果:广西各

产区猫豆品质不同 ,石山产区品质较好。 结论:石山地区适合发展猫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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