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不仅样品的分离效果最好, 而且灵敏度较高。

3. 3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的选择:槐米中的槲皮素

常采用酸水解芦丁的方法制得。本实验选择甲醇-

25%盐酸溶液为溶剂
[ 9]

,分别采用回流法和超声法

在同一条件下水解、测定。结果表明,回流法测得的

槲皮素( 12. 47% )较超声法( 0. 78% )大 16倍,说明

回流法中的槲皮素主要来自芦丁的水解, 而超声可

能仅使部分芦丁的苷键断裂, 因此选择酸回流水解

法。文献 [ 7]以乙醇为溶剂,用循环水超声提取槐米中

的槲皮素为 0. 167 5% ,其槲皮素可能为槐米中游离

槲皮素,并非为芦丁水解。

3. 4　供试品溶液水解条件的选择:盐酸水解芦丁为

槲皮素,而槲皮素几乎不溶于酸性水溶液, 易溶于甲

醇,因此不同比例和体积的甲醇-25%盐酸混合溶液

将影响芦丁的水解和槲皮素的提取。本实验对水解

时混合溶液的比例、体积以及水解时间进行了选择,

结果以上述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中的水解条件最

佳。取芦丁对照品同法水解,经薄层色谱法和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可知,芦丁已完全水解为槲皮素。

3. 5　4批样品中槲皮素的平均含量为 10. 65% ,若

以本品在 60 ℃干燥 6 h 减失的质量计, 则为

11. 19%。由芦丁与槲皮素的相对分子质量比值可

知, 4批槐米中芦丁的平均含量为 22. 60%,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规定用比色法测定

槐米中芦丁的含量不得少于 20. 0%。因此利用本方

法测定槐米中槲皮素的含量简便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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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加哇的化学成分、含量测定方法等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历代藏医药本草文献中

所记载的功能主治与现代藏医临床应用基本一致。结论　藏医使用加哇的正品药材为伞形科棱子芹属植物西藏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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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哇为藏医常用藏药, 西藏野生资源丰富, 以根

和根茎入药, 且在西藏藏医中应用历史悠久。具有理

气活血、止痛之功效,用于治疗月经不调、瘀滞腹痛、

肾炎、腰痛、消化不良等症, 且能滋补健胃
[ 1, 2]
。本品

在历代藏医典籍中均有记载, 但历代藏医药文献传

承各异,记载描述的形态特征简单,有的且有神秘色

彩,故各家理解不一,用药品种各异。由于高原地域

辽阔, 交通不便, 各地习用藏药难以统一, 故本品同

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多见,严重影响藏医用药的临

床疗效。为了澄清藏药加哇品种的混乱,本文对加哇

进行了本草学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调查和对所

采集原植物标本的分类学鉴定, 阐明了西藏习用加

哇基源和应用沿革, 为藏医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本

草学依据。

1　基源考证

1. 1　名称及别名: 本品在《西藏经济植物》、《藏药

志》和《中华藏本草》中记载, 藏语均译称加哇 [ 2～4]。

《中国藏药》记载称责
[ 5]
。《晶珠本草》中记载,又名尕

傻、赞礼等
[ 6]
。《新华本草纲要》和《中国中药资源志

要》记载,名为哉果 [ 1, 7]。

1. 2　植物形态与种类: 加哇在藏药学的经典著作

《晶珠本草》中就有记载,曰:加哇辛、涩、温;治黄水

病、肾痛、腰痛、肿痛、肾腰寒气病等症。《如意宝树》

中载:“加哇根煎汤内服,治腰肾寒气痛。”《铁 》[ 6]

中载:“加哇温、重、不利培根、木保病。”让钧多吉曰:

“加哇、蒺藜、天冬、黄精滋补,治肾寒病。”本品分为

3种: 山生加哇、田生加哇、林生加哇。《图鉴》曰:“山

生加哇生于阴面山上, 叶细裂似玉络, 花红色伞状,

全身被粗毛, 功效解蛇毒,为五根药之首。”又曰:“田

生加哇生于田边地头, 茎叶如茴香,茎紫色,花白色,

种子象茴香。味辛、苦、甘, 功效治培根寒症、各种胃

病、寒症,并治黄水病。”又曰:“林生加哇, 生于树林

或山石,生态如田生加哇者不入药治病。本品熏治肿

痛,配方不多。”如上所述,药用主要为前两种。

《晶珠本草》中记载: 责治中毒病。本品分为两

种,上品产自西藏南方和尼泊尔,茎黑色,状似山矾,

果实墨绿色, 吃时有花椒的气味, 大都称它为“雅

合”,也有人认为是“苟土”的次品。责的下品产于西

藏,根似迷果芹根, 但小而细;叶多数, 互生, 叶片深

裂;花状如葛缕子, 但气味大小不同;下品容易与裂

叶独活相混淆,民间俗称责巴皂巴。有花者为雌,无

花者为雄。《形态比喻》记载:责为草药之王,生长在

阴山上,叶青色,细而光滑, 茎直立,花白黄色,细小,

果实细小, 生长本草的一箭范围内, 经常不断有檀

香、麝香、冰片的香味,本品生长处诸毒不淫, 蛇蝎不

侵。味苦, 性燥, 功效清热解中毒症,治疗热病如同冰

片,无论用汤剂、肉汤剂、汁剂,均能解宝石毒、蛋毒、

毛毒、梅毒等,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品分为上、下两

品,上述为上品。责的下品生长在坚硬的草坡地带;

根似迷果芹根, 叶细而深裂,茎细, 花白色,功效治中

毒症。据若尔盖藏医院东珠旦科介绍,上品藏医不常

用,其常用者为责的次品,即西藏棱子芹。
[ 5]

《藏药志》记载[ 3] :藏药加哇来源于 6个不同属

的植物, 它们是伞形科的西藏白苞芹、西藏棱子芹、

刺果峨参、迷果芹、牡丹叶当归、羽轴丝瓣芹。山生加

哇全身被毛与上述 6种无一相符。田生加哇与西藏

棱子芹、迷果芹相近,该种植物生于田边, 茎、叶、果

实极似茴香,花白色,但茎非紫色, 藏医多用之。林生

加哇可能为西藏白苞芹, 该种植物生于林中, 叶细

裂,花白色,但果实较葛缕子宽。

《迪庆藏药》中记载的当归一项, 其藏语名称在

《晶珠本草》和《藏药志》中译读作加哇。记载功效为根

(秋季挖) , 味辛、甘、苦, 性温、效重; 能滋补, 干“黄

水”;治“培根”寒症、胃寒症、腰肾寒症、气痛、“黄水”

病;熏治肿痛。这与文献记载的加哇功效一致。但其记

载的植物基源为当归 A ngelica sinensis ( Oliv . )

Diels。《迪庆藏药》记载
[ 8] , 西藏棱子芹 Pleur osp er-

mum hookeri C. B. Clarke var . thomsonii C. B.

Clarke 根象土当归的根, 但小而细,叶多数, 互生, 叶

片深裂,花状如茴香。

1. 3　生态环境与产地:《西藏植物志》和《西藏经济

植物》记载,藏药加哇为伞形科棱子芹属植物西藏棱

子芹 P . hookeri C. B. Clar ke var . thomsoni i C. B.

Clarke,药用根,分布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察隅、波

密、林芝、米林、郎县、加查、乃东(那曲)、措美、江孜、

拉萨、仲巴等地以及四川西北部、云南西北部和甘

肃、青海南部、喜马拉雅山区。生长在海拔 3 500～

5 300 m 的砾石山坡草地或沟边水湿处
[ 2, 9]《中国中

药资源志要》记载, 全草入药, 生于海拔 3 500～

4 500 m的山脊草坡地,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

南、西藏[ 7]。《中国植物志》记载,西藏棱子芹产西藏、

云南西北部、青海南部和甘肃等省。生长于海拔

3 500～4 500 m的山梁草坡上 [ 10]。《中华藏本草》记

载,西藏棱子芹生长在海拔 4 200～4 700 m 的河滩

灌丛及高山碎石带, 产于西藏、青海、四川西部 [ 4]。

1. 4　功效与应用:《藏药志》记载: 加哇辛、涩,温。治

黄水病、肾病、腰痛、肿痛、肾寒气病等
[ 3]
。《中华藏本

草》记载: 加哇为伞形科植物西藏棱子芹,以根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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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滋补健肾、干黄水。用于治疗肾炎、腰痛、消化不

良、黄水病、虫蛇咬伤、“培根”、“木布”、“龙”病等[ 4]。

《西藏经济植物》记载: 西藏棱子芹根入药, 能治疗肾

炎、腰痛、消化不良等症,且能滋补健胃
[ 2]
。《新华本

草纲要》、《中国中药资源志要》和《全国中草药汇编》

记载:西藏棱子芹以全草入药,味辛、性温。能理气活

血、止痛。用于月经不调、瘀滞腹痛
[ 1, 7, 11]

。《中国藏

药》记载:西藏棱子芹以全草入药,味苦,性凉、燥,能

清热解毒,治疗中毒症、陈热病[ 5]。

伞形科棱子芹属( P leurosp ermum Hoffm . )药用

植物尚有《藏药志》中记载: 松潘 棱子芹 P.

f r anchetianum Hemsl . 全草药用, 味辛, 清心热、解

毒, 治培根和龙的合并症,西藏地区还可治疗妇女龙

察病; 其根和果实能滋补健胃。太白棱子芹(药茴香)

P . gir aldii Diels.全草入药,味甘、微辛,性温。有温

中理气、健脾燥湿、化食、止带的功能。用于胃寒腹痛、

腹胀、不思饮食、白带症[ 11]。康定棱子芹P . p rattii全

草入药, 用于疮疡肿痛, 有消肿之效。棱子芹 P.

camtschat icum Hoffm . 根入药, 温中、化湿、止带,其

果实为蒙医用药。粗茎棱子芹P. crassicaule Wolf f花

入药, 味苷、辛, 性温, 能滋补健胃。鸡冠棱子芹 P.

cristatum de Boiss. 根入药,能解表, 祛风散寒。青海

棱子芹 P . sz echeny ii Kanitz 根和果实入药,甘、辛、

涩, 热, 能 滋补, 健 脾胃。乌拉 尔棱 子 芹 P.

ur alense全草能温中理气, 健脾燥湿
[ 7]
。天山棱子芹

P . lindleyanum 是新疆少数民族广泛应用的一种民

间草药,用于治疗高血压、冠心病、高山反应及肝炎等

症[ 12]。云南产的心叶棱子芹 P . r ivulorum 在少数地

区也作羌活用,又称蛇头羌活或龙头羌活, 能缩短乌

头碱诱发的心律失常持续时间以及延长其潜伏期,且

能延长BaCl2诱发的心室停搏时间, 具有良好的抗心

律失常作用。在我国云南丽江地区有用二色棱子芹

P . govanianum var. bicobor Wolf f作中药前胡药用,

其具有较好的平喘、祛痰和平滑肌解痉作用。

2　实地调查

作者在西藏拉萨市附近加哇的主要生产和使用

地区广泛调查,采集大量的原植物标本及商品药材

样品, 走访了西藏自治区藏药厂、藏医院、藏医药研

究所、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发现加哇商品药材均来自

野生,在西藏需求量大,且应用广泛, 为常用藏药。经

对原植物标本进行分类学鉴定, 确认加哇基源只有

一个种,即为伞形科棱子芹属植物西藏棱子芹 P.

hook eri var. thomsonii ,药用根和根茎,这与有些藏

医药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3　现代研究与应用

迄今对本属植物的研究较少, 国内外(尤其俄

国、印度)仅有少量关于棱子芹属其他药用植物化学

成分和药理学方面的研究报道,常用藏药加哇的研

究尚是空白。作者曾建立了藏药加哇 P . hooker i

var. thomsonii 中 3 种黄酮类成分和阿魏酸的

HPLC定量分析方法[ 13]。并首次从该属植物西藏棱

子芹 P . hooker i var . thomsonii 的根及根茎中分离

得到川陈皮素( nobilet ion)、异甘草素 ( iso liquirit-

igenin)、甘草查耳酮甲( licochalcone A ) 3种黄酮类

成分及阿魏酸 ( ferulic acid )、falcarindiol、壬二酸

( azelaic acid)、月桂酸酐 ( lauric anhydr ide) 等成

分[ 14]。并经GC-M S方法从其挥发油中共检出 72个

成分,鉴定了其中的 51个,占挥发油总量的91. 5% ,

其中主要成分为棕榈酸( 24. 8% )、亚油酸( 9. 2% )、

藁本内酯( 1. 8% )、正丁烯基 内酯( 2. 5%)、薄荷二

烯醛( 3. 0%)等 14个化合物[ 15]。

4　小结及展望

4. 1　通过本草学考证,历代本草文献中所载加哇原

植物为伞形科棱子芹属植物西藏棱子芹 Pleur os-

p ermum hookeri C. B. Clar ke var . thomsoni i C. B.

Clarke 药用根和根茎, 是藏药加哇的主流品种。其

他伞形科植物的相似品种在部分地区仍有作加哇

用, 但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是否与西藏棱子芹有差

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4. 2　根据历代本草文献记载和现代藏医临床应用

表明,加哇为常用藏药,具有多种功效, 疗效确切, 主

治范围广, 目前尚未见对该植物药用价值和系统研

究报道,其原植物资源丰富,是一种具有研究开发价

值的藏药。若对其药理作用和功效进一步研究开发,

确定其药效、性味和归经,可望为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民族药,开发新资源、新药源作出新的贡献。

致谢:本研究赴西藏的野外资源调查、用药情况

调查及标本采集工作得到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研究所

嘎吗曲培教授、达瓦老师,西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格

桑所长,藏药厂强巴厂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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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河车的凝胶电泳鉴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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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辽宁中医学院 中药系,辽宁 沈阳　110032; 2. 解放军第 406 医院, 辽宁 大连　116041)

　　紫河车 P lacenta H ominis 为健康人的胎盘干燥

品[ 1] , 具有温肾补精、益气养血的功效。因其来源有限,

药效显著,常有伪品充斥市场。已有的鉴别多从真伪角

度出发
[ 2～4]

, 而对临床常用 3种药材规格(新鲜品、干

燥品、炮制品)及是否混有脐带、胎膜等非药用部位的

鉴别未见报道。为此,本实验将这 3种不同加工方法的

紫河车药材及新鲜胎盘的不同部位进行了聚丙稀酰胺

凝胶电泳鉴别, 为临床准确用药提供依据。

1　材料、仪器与试剂

1. 1　新鲜品:健康人的新鲜胎盘(沈阳 157 医院产

科提供) ,反复冲洗至去净血,冷冻备用。干燥品:新

鲜胎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方法加工干燥。炮

制品:市购。

1. 2　仪器与试剂: DYY-Ⅲ-5型稳压稳流电泳仪

(北京六一仪器厂) ; DYY-Ⅲ-27A 型电泳槽(北京六

一仪器厂,管长为 8. 5 cm ) ; DYY -Ⅲ-27B 型电泳槽

(北京六一仪器厂, 管长为 17. 5 cm ) ; 800-离心沉淀

器(上海兴记机器厂)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和结果

2. 1　紫河车 3种加工品的非解离系统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 PA GE)法

2. 1. 1　溶液配制与凝胶制备:按文献
[ 5]
方法。

2. 1. 2　样品制备: 分别取上述 3种样品各 0. 5 g, 加

稀释 4倍的浓缩胶缓冲液 25 m L,用研钵研细, 离心

( 4 000 r/ min) 15 min, 取上清液备用。

2. 1. 3　加样与电泳: 分取 3 种样品处理液各 100

LL 上样(使用 DYY -Ⅲ-27B 型电泳槽) ,电泳开始时

电流调至 10 mA ,大约 0. 5 h 后, 待样品液进入分离

胶, 调节电流至 25 m A, 并保持电流不变,电泳至指

示剂距离管口末端约 0. 5 cm 处(电泳约 5 h 左右) ,

停止电泳。

2. 1. 4　固定、染色、洗脱:将电泳后的凝胶于固定液

中固定 30 m in, 再浸于染色液中染色过夜, 最后用

洗脱液洗脱至背景清晰。

2. 1. 5　电泳图谱测绘: 按泳动率= (蛋白质谱带移

动的距离/指示剂移动的距离)×(染色前凝胶长度/

脱色后凝胶长度)计算出各样品中主要谱带泳动率,

由各谱带泳动快慢将电泳图谱分为 A( Rf< 0. 35) ,

B( 0. 35≤Rf < 0. 65) , C( Rf≥0. 65) 3个区间, 各样

品中电泳谱带数目及泳动值见表 1。

　　根据各样品谱带的Rf值、形态和着色程度绘制电

泳图谱, 以完全涂黑、框内斜线、框内打点、横线下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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