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刻度, 摇匀, 作为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对照品溶

液 012、014、016、018、110 mL 置 10 mL 量瓶中, 加

甲醇稀释至刻度。分别吸取上述稀释液各 20 ΛL , 注

入液相色谱仪, 记录相应的峰面积值。回归方程:

A = 53 805189C - 34 50716, r= 01999 7, 结果表明,

在 21308～ 111540 ΛgömL 线性关系良好。

21413　异鼠李素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异鼠李

素对照品 9156 m g, 置 100 mL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 作为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对

照品溶液 015、110、115、210、215 mL 置 50 mL 量瓶

中, 加甲醇稀释至刻度。分别吸取上述稀释液各 20

ΛL , 注入液相色谱仪, 记录相应的峰面积值。回归方

程: A = 41 868176 C - 13 446113, r= 01999 7, 结果

表明, 在 01956～ 41780 ΛgömL 线性关系良好。

215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按样品测定的色谱

条件, 于 0、1、2、4、5 h 测定槲皮素、山柰素、异鼠李素

的峰面积。R SD 分别为 0127%、0178%、2141%。结果

表明: 供试品溶液在放置 5 h 以内是稳定的。

216　精密度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 按样品测定的色谱

条件, 连续进 5 次, 测定槲皮素、山柰素、异鼠李素的峰

面积值。其R SD 分别为 1147%、1126%、1139%。

217　重现性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 5 份, 精密称定, 按

供试液方法处理, 测定槲皮素、山柰素、异鼠李素的

质 量 分 数, 结 果 R SD 分 别 为 1190%、2161%、

2168% , 表明方法重现性良好。

218　回收率试验: 取药材 01375 g, 精密称定, 精密

称取槲皮素对照品 210 m g, 量取 01075 m gömL 山

柰素溶液 2 mL , 01032 m gömL 异鼠李素溶液 2 mL ,

加甲醇 36 mL , 按 21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测

定质量分数, 计算回收率。结果槲皮素、山柰素、异鼠

李素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118%、10016%、

9915%、R SD 分别为 1171% , 2111% , 2109%。

2110　样品含量测定: 取不同产地的菟丝子药材, 按

供试液方法处理,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结果见表

1, 色谱图见图 1。
表 1　菟丝子含量测定

Table 1　D eterm ination of con stituen ts in C1 ch inens is

产地 槲皮素ö% 山柰素ö% 异鼠柰素ö%

河北 0. 417 0. 064 0. 018

山东 0. 570 0. 054 0. 015

内蒙 0. 507 0. 047 0. 021

图 1　槲皮素 (A)、山柰素 (B)、异鼠李素 (C)

及菟丝子 (D ) HPLC 图谱

F ig. 1　HPLC of quercetin (A) , kaempferol (B) ,

isorhamnetin (C) , and C1 ch inens is (D )

3　讨论

311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菟丝子的槲皮素、山柰素、

异鼠李素含量的方法简便, 精确度高, 易于重复, 由三

者之和确定的菟丝子含测标准是有可控性、可行性的。

312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菟丝子药材

均无可控的质量标准, 本实验为菟丝子制定含测标

准提供了实验基础。

313　本实验所研究的菟丝子含量测定是针对菟丝子

用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进行的。随着这类新药的研

发, 菟丝子的应用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 因此菟

丝子药材的质量控制也迫在眉睫。将会对目前市场上

销售菟丝子掺假混杂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监管。

金钱草的原植物考察

蒋苏国, 陈爱萍Ξ

(舟山市普陀人民医院, 浙江 舟山　316100)

　 　 金 钱 草 D esm od ium sty racif olium (O sb1 )

M err1 为中医临床之常用中药, 始载《本草钢目拾

遗》。原名叫神仙对坐草, 因其叶状如铜钱而名“金钱

草”。具祛湿退黄、通淋消肿之功效, 近因在治疗肝胆

结石和尿路结石等方面疗效显著, 应用较为广泛。但

在临床应用中, 药材各批次间的性状差异较大,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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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现有文献的查询结果发现: 全国共有 7 个科,

14 种植物的全草或地上部分以“金钱草”而入药, 现

分述如下。

1　正品金钱草

正品金钱草的原植物为报春花科排草属植物过

路黄L y sim ach ia ch ristinae H ance 全草[1 ]。主产区在

四川, 以治肝胆结石疗效为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自 1977 年版起将本品定名为“金钱草”。

2　各地的习用品种

211 　广金钱草: 豆科山蚂蝗属植物广金钱草

D esm od ium sty racif olium (O sb1) M err1 的地上部

分。原植物主要分布在两广、福建和湖南等省, 药材

主产区在广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7 年版定

名为“广金钱草”, 具清热祛湿、利尿通淋之功效, 现

广泛应用于膀胱结石的治疗。

212　活血丹: 唇形科植物活血丹G lechom a long itu2
ba (N akai) Kup r1 地上部分。药材主产区在江苏。赵

氏《本草纲目拾遗》所载之“金钱草”即为本品。《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定其名为“连钱草”, 具利湿通淋、

清热解毒、散瘀消肿之功效, 在治疗尿路结石症方面

疗效确凿。

213　欧连钱草: 唇形科植物欧连钱草 G lechom a

hed eracea L 1 的全草。仅产于新疆[2 ] , 药材产区常将

本品与活血丹同等入药而治尿路结石症。

214　马蹄金: 旋花科马蹄金属植物马蹄金D ichon2
d ra rep ens Fo rst1 的全草。四川多将其入药“金钱

草”, 治湿热黄疸、水肿等症。

215　天胡荽: 伞形科天胡荽属植物天胡荽H y d ro2
coty le sibthorp ioid es L am 1 的全草。原植物多分布在

江苏、浙江、四川、江西等省。江西习惯用作“金钱

草”, 治肾炎、肾结石、胆结石和黄疸等症。

216 　 天 胡 荽 的 变 种—— 破 铜 钱 H y d rocoty le

sibthorp ioid es L am 1var1 ba trach ium ( H ance )

H and12M azz1 的全草。药材主产区在江西。江西习

惯以本品与天胡荽同等入药“金钱草”。

217　天胡荽的同属植物肾叶天胡荽 H y d rocoty l

w ilf ord i M ax im 1 的全草。在湖南有将其入药“金钱

草”的情况。

218　积雪草: 伞形科的积雪草属植物积雪草 Cen2
tella asia tica (L 1) U rban 的全草[3 ]。原植物多分布

在两广、四川、浙江、江苏等省。中南地区习惯用作

“金钱草”入药。

3　掺伪品种

311　点腺过路黄L y sim ach ia hem sley ana M ax im 1

的全草。在大别山区有将其混作金钱草入药的情况[4 ]。

312　巴东过路黄L 1 p a tung ensis H and2M azz 的全

草。其原植物主要分布在四川。川产药材中发现有

本品混杂[5 ]。

313　聚花过路黄L 1 cong estif lora H em sl1 的全草。

原植物多分布在四川、湖北、云南等省。药材商品名

“风寒草”[6 ] , 具祛风散寒、止咳化痰之功效, 为一辛

温解表药, 多用于感冒咳嗽、风寒头痛等症。因其植

物形态和药材性状皆与过路黄相似而叶略小, 故又

称“小过路黄”。在四川的某些地区, 将其混作“金钱

草”而入药。

314　蕺菜: 三白草科蕺菜属的植物蕺菜H ou ttuy n i2
a cord a ta T hunb1 的地上部分。原植物多分布在长

江以南各省区。药材名“鱼腥草”[5 ] , 具清热解毒、利

水消肿之功效, 以治多种炎症疗效为好。

315　莸: 马鞭草科植物莸 Ca ry op teris nep etaef olia

(Ben th1) M ax im 1 的全草。原植物分布在皖、苏、浙

等省, 具祛暑解表、利尿解毒之功。浙江德清民间称

“方梗金钱草”[7 ]治中暑、感冒等症。

4　讨论

上述 14 个品种中, 过路黄的全草以治肝胆结石

疗效为好, 活血丹则以治尿路结石为好, 而广金钱草

现多用于膀胱结石的治疗[8 ]; 欧活血丹、马蹄金、天

胡荽、破铜钱、肾叶天胡荽和积雪草等, 虽有一定的

利水通淋之效, 但作用强度略有不足。而点腺过路

黄、巴东过路黄、风寒草和鱼腥草, 属掺伪品, 须认真

区分。方梗金钱草则仅以“金钱草”为名, 功效和应用

皆与正品不同, 宜另取一名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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