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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香白芷的生药鉴定特征。方法　应用来源、性状、显微及理化鉴别方法。结果　香白芷为伞形科

植物白亮独活 H eracleum candicans Wall. ex DC.的干燥根, 详细描述了其生药鉴别特征。结论　实验结果为该药

的鉴别、开发利用及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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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白芷为伞形科独活属植物白亮独活 H era-

cleum candicans Wall . ex DC.的干燥根。具搜风祛

湿,通经活络等功效
[ 1]

,为云南大部分地区、四川北

部
[ 1]
及西藏

[ 2]
等地区民间常用药, 具有悠久的应用

历史。民间常用于治疗风寒感冒头痛、肢节风湿痛、

白癜风及各种银屑病等[ 3]。临床也用于治疗风寒头

痛、风湿性关节炎、牙痛、风寒痹痛、手脚挛痛、慢性

气管炎、感冒头痛及痈肿疮毒
[ 4～7]
。民间药物名

[ 4]
:

青海称为“朱嘎尔”(藏名) ;四川称为“毛蜡烛”、“骚

独活”、“土白芷”; 云南称香白芷;西藏称为“朱嘎尔”

(藏名)。

因其多数在民间使用,为了开发民族民间药物

资源,特对其进行较系统的生药学研究。

1　材料来源

药材采自丽江地区永胜县, 经鉴定为白亮独活

H eracleum candicans Wall. ex DC.植物的根。

2　药材性状

根呈长圆锥形, 稍扭曲, 少有分枝, 长 6～20

cm ,直径 0. 4 ～1. 2 cm ,顶端常有短粗的根茎及凹

陷的茎痕。表面灰黄色或棕褐色,具不规则的纵皱纹

和横环纹,可见稀疏细小的皮孔及须根痕。质坚硬,

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皮部类白色, 散有多数棕黄色

小油点;木部淡黄色,约占根横切面的 1/ 3。香气特

异,味甘、微涩。

3　显微特征:

3. 1　根(直径约 6 mm)横切面:木栓层由数列至 10

余列扁平的木栓细胞组成。皮层狭窄,为切向延长的

长椭圆形薄壁细胞, 裂隙多见。韧皮部宽广, 有类圆

形的油室散在, 外侧较大, 向内渐小, 直径 25～89

Lm,周围分泌细胞 6～11个, 内含棕黄色的分泌物;

多裂隙;韧皮射线由 2列径向延长的细胞组成,呈不

规则的波状弯曲;韧皮部细胞类方形,位于射线细胞

旁的一列细胞较其余细胞稍大。形成层成环。木质

部导管多为 3个或 4个相聚, 作放射状排列; 木纤维

较少。本品薄壁细胞中含淀粉粒(图 1)。

3. 2　根粉末:味甘微涩, 色淡黄。油室碎片成管状,

直径 28～55 Lm,内含黄色滴状或块状分泌物。导管

多为网纹,直径 26～86 Lm;偶尔可见螺纹及梯纹导

管,直径约 21～56 Lm。纤维常单个散在,呈长梭形,

长约 221～289 Lm,直径约 17 Lm, 壁厚, 孔沟较小

或成束,直径约 20 Lm。薄壁细胞内有草酸钙方晶。
木栓细胞多角形,有的细胞中可见棕黄色物。淀粉粒

众多,多为单粒, 呈类球形,直径 3～19 Lm, 脐点点

头、长缝状(图 2)。

4　理化特征

据文献报道, 香白芷中主要含线型呋喃香豆素

类成分[ 1]。

取粗粉10 g ,置 250 mL 圆底烧瓶中,加 95%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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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栓层　2-皮层　3-分泌细胞　4-油室(分泌腔)

5-淀粉粒　6-裂隙　7-韧皮射线　8-韧皮部　9-形

成层　10-导管　11-木射线　12-木质部

图 1　香白芷根横切面详图

1-油室　2-导管　3-纤维　4-薄壁细胞和草酸钙方晶　

5-木栓细胞　6-淀粉粒

图 2　香白芷根粉末图

醇 100 mL,水浴回流 1 h, 稍冷后,加蒸馏水至醇量

70%,冷至室温, 过滤, 滤液至分液漏斗中, 用 100

mL 石油醚( 60 ℃～90 ℃)分次萃取, 分出乙醇提

取液,浓缩至 40～50 mL,加 95%乙醇溶解后过滤。

A . 荧光试验:取乙醇提取液滴于滤纸片上, 待

干燥后, 于紫外灯下检视, 斑点呈蓝色荧光, 喷洒

1%氢氧化钾试剂后斑点转变为黄绿色。

B. 重氮化试剂: 取乙醇提取液 1 mL, 加 3%碳

酸钠水溶液 1 mL 于沸水浴上加热 3 min, 冷却后,

加入新配制的重氮化试剂 1～2滴,溶液显红色。

C. 异羟肟酸铁反应: 取乙醇提取液 1 mL, 加

70%盐酸羟胺甲醇液 3～5滴和 10%氢氧化钾甲醇

液 10滴,于水浴上加热至反应开始(有气泡产生) ,

冷却,再加入 5%盐酸使成弱酸性, 加 1%三氯化铁

水溶液 5滴,反应液呈橙红色。

D. 4-氨基安替比林-铁氰化钾试剂:取乙醇提取

液滴于滤纸片上, 待干燥后,喷洒 2%的 4-氨基安替

比林乙醇液, 再喷洒 8%铁氰化钾水溶液, 最后用氨

气熏,斑点呈紫红色。

5　小结与讨论

香白芷为非药典收载品种,但在云南以来一直

作为白芷的地区习用品使用, 应用久远,不仅能治疗

风寒感冒头痛、肢节风湿痛,而且对白癜风及各种银

屑病有独特的疗效。因此,对其进行生药学的研究是

很有意义的,同时,也为民族药的开发利用及制订质

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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