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植物用药部位的化学成分分析 ,覆盆子与其民间

代用品之间的化学成分比较研究 ,这些可为进一步

探索悬钩子属植物真正的药用价值和寻找新的药源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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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人参的生药鉴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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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研究刺人参的生药学特性以及与人参、西洋参在显微特征上的区别。方法　性状鉴定、显微鉴定。
结果　发现较为明显的显微特征。 结论　该特征可作为刺人参鉴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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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人参是五加科植物刺参 (东北刺人参 )

Oplopanax elatus Nakai的根及根状茎
[1 ]
。刺参属植

物全世界只有 3种。东北刺人参主要分布于中国东

北、朝鲜及苏联远东地区 [2 ] ;在我国 ,它主产于吉林

省长白山区和辽宁东部山区 [3 ]。

刺人参性温 ,味辛、苦 ,具有补气 ,助阳 ,兴奋中

枢神经等功能 ,用以治疗神经衰弱、精神抑郁、低血

压、阳痿、精神分裂症及糖尿病等 ,并有类似人参的

作用
[4 ]
。由于刺人参具有如上的独特功效 ,因而引起

国内外药学界的充分重视。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刺人

参的研究已有近 40年的历史 [5～ 7 ] ,但对其生药学特

征的研究还几近空白 ,本文就刺人参的性状、显微特

征及其与人参、西洋参的比较分析报道如下。

1　性状

根长圆柱形 ,偶有分支 ,侧根稀少 ,长 11～ 25

cm。表面棕褐色 ,有纵纹。质轻松 ,易折断 ,断面不平

坦 ,皮部土黄色 ,有金黄色小点 ,木部黄白色 ,有放射

状纹理。 性温 ,味辛、苦。

2　组织特征

制刺人参根的横、纵切片 ,于显微镜下观察 ,可

见如下特征 (图 1～ 4): 木栓层由 5～ 6列扁平细胞

组成 ,切向长 14～ 28～ 50μm,径向宽 8～ 11μm,壁

稍厚。栓内层由 2～ 5列类圆形细胞组成 ,细胞内含

淀粉粒和草酸钙簇晶。韧皮部外侧常有裂隙 ,细胞大

小不等 ,壁薄 ,含众多淀粉粒 ;分泌道类圆形 ,在横切

面上于韧皮部内切向环状排列成 2～ 4轮 ,分泌道

由 7～ 14个分泌细胞围成 ,内含黄棕色物。最外的

1～ 2轮分泌道直径较大 ,直径 30～ 39～ 51μm,数

目较多 ,内侧一列直径较小 ,直径 10～ 20μm,数目

较少。分泌道在径向纵切面上呈长椭圆形。 韧皮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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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由 2～ 3列径向延长的薄壁细胞组成 ,细胞类矩

形。形成层区为 1～ 4列扁平薄壁细胞组成的完整

环层。 木质部射线由 1～ 3列径向延长的薄壁细胞

组成 ,导管众多 ,散在或数个相连 ,与分泌道在一个

径向线上。

图 1　刺人参根横切面

图 2　刺人参根径向纵切面示导管

图 3　刺人参根横切面示周皮及外侧韧皮部的

分泌道、簇晶

3　组织解离特征

用 Schultze法制得刺人参根的解离组织 ,于显

微镜下可见如下主要特征: 1)导管分子大多狭长 ,两

端通常倾斜或具尾 ,长 333～ 453～ 520μm,直径

27～ 67μm,壁多呈网纹增厚 ,两端可见大型单穿

孔。 2)纤维细长 ,两端渐尖 ,长 240～ 640～ 786μm,

直径 18～ 48～ 59μm,壁薄 ,未见纹孔。

4　粉末特征

粉末淡棕黄色。 1)草酸钙簇晶众多 ,棱角尖锐 ,

图 4　刺人参根中心部分示木质部

直径 30～ 40～ 58μm。 2)棕色块浅棕褐色。 3)导管

碎片不完整 ,多为网纹 ,直径 19～ 28～ 50μm,细胞

壁木化。 4)纤维多成束 ,有些纤维旁伴有导管碎片 ,

细胞壁木化。5)分泌道碎片黄色 ,可见黄色油状分泌

物。 6)木栓细胞矩形或多角形。 7)淀粉粒 (水装片 )

众多 ,单粒类圆形 ,直径 3～ 5～ 11μm,脐点点状、星

状、裂缝状 ,未见层纹 ,遇碘液变成蓝色。

5　刺人参与人参、西洋参的区别

刺人参与人参、西洋参虽然在外观性状上明显

不同 ,但由于它们同是五加科植物 ,在显微构造上很

相似 ,因此 ,作者对刺人参和人参、西洋参的显微特

征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在横切片上 ,刺人参木质部导管众多 ,常数

个相连 ,而人参、西洋参木质部导管多呈单列 ,径向

稀疏排列 ; 2)刺人参的淀粉粒为单粒 ,而人参、西洋

参淀粉粒除单粒外还有复粒 ; 3)刺人参含有木化纤

维 ,而人参、西洋参偶有纤维且未木化。

6　小结

从刺人参生药鉴定研究中发现 ,刺人参的组织

结构和粉末特征与人参、西洋参有相似之处 ,同时又

具有自己的特征 ,作者希望本报道能对刺人参生药

鉴定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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