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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对狼毒大戟的生药学鉴定研究 ,为该药的开发利用及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药

材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及薄层色谱鉴别法。结果　狼毒大戟根的横切面可见多轮同心内函韧皮部异常构造。薄层色
谱鉴别地上和地下部分所含化学成分有异同性。结论　其断面异常构造及薄层方法均可为该药鉴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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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gnostic study on root of Euphorbia f ischer 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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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A pharmacognostic study on the roo t of Euphorbia f ischeriana Steud. w as ca rried

out fo r the purpose to provide a scienti 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 ent , utili zation and fo rmulation of i ts

quality cont ro l standard. Methods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scopic cha racteristics o f the drug w ere

examined and its chemical consti tuents moni to red by TLC. Results　 The cro ss section o f the ro ot showed

a phlo em with an unusual st ructure of multilay er concentric ring s and its T LC show ed that the chemical

consti tuents o f the aerial and underg round pa rts contained both simi lar and di fferent ing redients.

Conclusion　 The cr oss sec tional structure and TLC spect rum could prov ide evidenc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lant.

Key words: root o f Euphorbia f ischeriana Steud. ; pha rm acogno stic properties; micro scopic

cha ra teristies; TLC

　　狼毒大戟又名“东北狼毒” ,为大戟科植物狼毒

大戟 Euphorbia f ischeriana Steud. 的干燥根 ,是中

药狼毒的主流商品。分布于东北、河北和河南等省

区 ,资源丰富 ,药源充足。狼毒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

其味辛、性平 ,有大毒。 具有逐水祛痰和破积杀虫的

功效。主治水肿腹胀 ,痰食虫积 ,心腹疼痛 ,慢性气管

炎 ,咳嗽 ,气喘 ,淋巴结、皮肤、骨、副睾等结核 ,疥癣

和痔瘘等 ,民间常用于治疗结核和癌症 [1 ]。有关狼毒

大戟的临床报道很多 ,但生药学研究资料甚少 ,本文

从药材性状、显微特征及薄层色谱方面对其进行了

较系统的研究 ,为开发利用这一药物资源提供鉴定

依据。

1　实验材料

采自辽阳草帽山。 对照品:二萜内酯 D ( jolkinolide

B)
[2 ]由辽宁中医学院中药系刘桂芳教授提供。

2　药材性状

根呈长圆锥形或圆锥形 ,长 7～ 15～ 45 cm, 直

径 2～ 12 cm ,顶端有较短的根茎 ,其上有茎痕 ;外表

灰棕色或黄棕色 ,栓皮成重叠的薄片状 ,易剥落而显

棕黄色或棕红色 ,体轻 ,质脆 ,易折断 ,断面黄白色 ,

不平坦 ,可见暗棕色与黄白色相间形成较明显的同

心环纹 (异型维管束 )。断面粉性 ,水浸后有粘性 ,撕

开可见粘丝 ,气微 ,味甘 ,并有刺激性辣味。

3　显微鉴别

3. 1　主根横切面: 木栓层为数列至 20余列扁平细

胞 ,排列整齐 ,栓内层与皮层间可见单个或十余个成

群的厚壁细胞稀疏排列成断续的环 ;皮层较窄 ,有裂

隙;形成层明显 ;韧皮部由韧皮薄壁细胞组成 ;木质部

导管较大 ,直径约 10～ 150μm,常单个或 2～ 3个成

群 ,径向排列 ,在次生木质部中包埋有次生韧皮部 ,形

成多轮同心内函韧皮部异常构造 ,局部有裂隙;维管

射线明显 ;薄壁组织中随处可见乳汁管 (图 1)。

·67·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2001年第 32卷第 1期

⒇ 收稿日期: 1999-11-24;修回日期: 2000-08-16
作者简介: 翟延君 ( 1956-) ,女 , 198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中药专业 ,获学士学位 ,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药材品质鉴定及中成药质量标准

研究。主持参加辽宁省教委 ,科委课题 6项 ,主要参与国家“九· 五”攻关课题 1项。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辽宁省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和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各 1项 ,及其它科研成果 3项 ,并获香港陈香梅女士教育奖励基金奖。

* 本院中药系九五级学生。



1-木栓层　 2-厚壁细胞　 3-乳汁管　 4-韧皮部　 5-形成

层　 6-木质部　 7-射线　 8-内函韧皮部　 9-裂隙

图 1　狼毒大戟 (主根 )横切面图

3. 2　根茎横切面

3. 2. 1　多年生者: 木栓层由数列排列整齐的扁平细

胞组成;皮层较宽 ,可见叶迹维管束 ;维管束外韧型 ,

韧皮部较窄 ,木质部由导管和木薄壁细胞组成 ,导管

径向排列 1至多列 ;形成层明显 ;髓甚宽大 ,由较大类

圆形薄壁细胞组成 ,薄壁组织中分布较多的乳汁管。

3. 2. 2　一年生者:鳞叶组织为数列不规整细胞 ,外

被角质层 ,每片鳞叶组织中均匀分布约 5个维管束 ,

由韧皮薄壁细胞和导管组成 ,表皮细胞 1列 ,细胞

排列紧密 ;皮层占断面 1 /6,有叶迹维管束分布 ,其

它同上 (图 2)。

3. 2. 3　鳞叶解离片: 鳞叶细胞类方形或类长方形 ,

垂周壁平直 ;气孔不定式 ,椭圆形或类圆形 ,直径

157～ 196μm ,副卫细胞 3～ 5个 (图 3)。

3. 3　粉末 (根 ):黄棕色。①厚壁细胞多单个散在 ,亦

A-多年生简图　　 B-一年生简图　　 C-一年生详图

1-木栓层　 2-乳汁管　 3-韧皮部　 4-形成层　 5-木质部　 6-裂隙　 7-叶迹维管束　 8-髓　 9-鳞叶　 10-鳞叶维管束　 11-角质层

图 2　狼毒大戟 (根茎 )横切面图

图 3　狼毒大戟鳞叶组织解离特征图 (鳞

叶表皮细胞及气孔 )

有数个连结成串 ,近无色 ,呈类圆形 ,长方形 ,椭圆形

或稍延长 ,有的一端斜长 ,直径 1. 8～ 86μm ,长

86～ 210μm ,壁薄 ,微木化或非木化 ,无层纹。 ②有

节乳汁管 ,内含黄色油滴状物及细颗粒状物 ,直径

12～ 40μm ,壁稍厚 ,有的极薄。 ③木栓细胞表面观

多角形或类长多角形 ,横断面呈长方形 ,垂周壁稍弯

曲 ,有的细胞含棕色或红棕色物质。④导管极多 ,多

为网纹或梯网纹导管 ,直径 40～ 78μm。⑤淀粉粒单

粒 ,直径 2～ 14～ 37μm,复粒 2～ 7粒组成 (图 4)。

4　薄层色谱鉴别

样品制备: 分别取本品的地上 (茎、叶 )和地下部

分用 8倍量的甲醇回流提取 4 h,滤过 ,取滤液供点

样。对照品液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二萜内酯 D 1. 5

mg ,用丙酮定容于 1 m L容量瓶中供点样。吸附剂:

硅胶 G (青岛海洋化工厂 ) ,加 3倍量 0. 3% CM C,

铺板 , 105℃活化 30 min。展开剂: ( A)环己烷-丙酮

( 10∶ 6) ,展距 18 cm。 ( B)第 1次:苯 -乙醇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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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乳汁管　 2-厚壁细胞　 3-导管　 4-木栓细胞　 5-

淀粉粒

图 4　狼毒大戟 (根 )粉末图

展距 8 cm;第 2次: 环己烷 -苯 ( 1∶ 1) ,展距 18 cm。

显色剂: 醋酐-浓硫酸 ( 1∶ 1)。 喷雾后 , 110℃烘 10

min。结果: ( 1)第 1种展开系统 ,紫外光灯下见地上

部分有 8个荧光斑点 , Rf值 5. 8 cm处为亮蓝色荧

光 , Rf值 6. 7 cm处为淡绿色 ,其它为淡红色。地下

部分有 9个斑点 , Rf值 5. 7 cm处为亮蓝色荧光 ; Rf

值 6. 8 cm处的斑点 ,日光下淡红或粉红 ,紫外灯下

颜色变暗 ;在对照品相应的位置上有相同的绿色荧

光斑点 ;其它斑点均为绿色。( 2)第 2种展开系统 ,紫

外光灯下见地上部分有 4个斑点 , Rf值 5. 7 cm处

显亮蓝色荧光 ,其余 3个显红色荧光。地下部分有 6

个斑点 , Rf值 5. 7 cm处显亮蓝色 , Rf值 2. 8, 5. 5

cm处为暗褐色 , Rf值 2. 2, 5. 3 cm处为深粉色 ,与

对照品相应位置显相同的绿色荧光 (图 5)。

S-对照品　 1-地上部分　 2-地下部分

图 5　狼毒大戟薄层层析图

5　小结

实验结果表明:狼毒大戟根的横切面可见多轮

同心内函韧皮部异常构造 ,其粉末特征有厚壁细胞、

节乳汁管、梯网纹导管、木栓细胞和淀粉粒 ,为该药

鉴定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狼毒大戟薄层色谱鉴别

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所含化学成分的异同性 ,可为

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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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鹅绒藤属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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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搞清甘肃鹅绒藤属药用植物资源情况。 方法　实地调查、标本采集、分类鉴定研究与查阅文献资料

相结合。结果　搞清了甘肃鹅绒藤属共 6组 18种 1变种 ,其中 17种药用植物、 2个甘肃新记录品种的分布、生境
及药用情况。 结论　有助于甘肃鹅绒藤属植物的资源利用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 　鹅绒藤属 ;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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