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通的科属不同, 其化学成分差异较大。关木通主要含

马兜铃酸、马兜铃内酰胺、木兰花碱、Β2谷甾醇、齐墩果酸、常

春藤皂苷元等成分[3 ]。其中马兜铃酸亦称木通甲素, 是关木

通的主要成分之一。木通甲素人体静脉给药 (> 1 m gökg)可

导致肾损害, 长时间给药 (< 1 m gökg)可在体内蓄积[4 ]。实验

研究亦证实小鼠 ig 给予关木通煎剂 (3 gökg) 1 周可导致急

性肾功能衰竭。

川木通主要成分为齐墩果烷型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及其

糖苷、脂肪醇、Β2谷甾醇; 木通科木通主要成分为木通皂苷、

豆甾醇等三萜化合物, 其中木通皂苷水解生成常春藤皂苷

元、齐墩果酸及葡萄糖与鼠李糖。目前尚未见此类成分的毒

性作用的报道。

2　防已药材的辨析

正品防己为防己科植物粉防己 S tep han ia tetrand ra

S1M oo re 的干燥根[1 ]。而木防己为防己科植物木防己Coccu2
lus trilobus (T hunb1) DC1 的干燥根[2 ] , 广防己为马兜铃科

植物广防己A 1 f ang ch i Y1 C1W u ex L 1D 1Chow et S1M 1
Hw ang 的干燥根[1 ] , 汉中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异叶马兜铃

A 1 heterop hy lla H em sl1 的干燥根, 理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

穆坪马兜铃 (宝兴马兜铃)A 1m oup inensis F ranch1 的干燥

根, 川 防 己 为 马 兜 铃 科 植 物 川 南 马 兜 铃 A 1 aus2
trosz echuan ica Ch ien et C1Y1Cheng 的干燥块根。

粉防己的主要成分有汉防己碱、去甲汉防己碱、黄酮苷、

酚类、有机酸、挥发油等; 木防己含有木防己碱、异木防己碱、

木兰花碱、木防己胺、木防己宾碱等多种生物碱 [2 ] , 并不含马

兜铃酸。

广防己的主要成分为木防己素、马兜铃酸、木兰花碱、

Β2谷甾醇等; 汉中防己、理防己、川防己虽系地方习惯用药,

但经科学研究证明汉中防己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实验均与广

防己相同, 川防己、理防己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实验与广防己

相似, 故均可作广防己类药用。

3　其他含马兜铃酸的常用中药

马兜铃为马兜铃科植物北马兜铃 A 1 con torta Bge1 或

马兜铃A 1 d ebilis Sieb1et Zucc1 的干燥成熟果实[1 ]; 天仙藤

为马兜铃科植物马兜铃或北马兜铃的干燥地上部分 [1 ]; 青木

香为马兜铃科植物马兜铃的干燥根 [1 ]; 寻骨风为马兜铃科植

物绵毛马兜铃A 1 m ollissim a H ance 的根茎或全草[2 ]。

4　结语

411　中医药学认为, 是药皆有毒, 许多药物具有肾毒性, 过

量使用必定对肾脏产生毒性作用, 引起或加重肾损伤。建议

在中成药处方中含马兜铃酸的中药, 应注明此类药材名称,

并明确说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慎用, 以免造成药物不良反

应。同时还要提醒病人勿擅自服药或擅自加大剂量, 要在医

生指导下服药。

412　木通、防己的科属不同, 其化学成分和功效也各不相

同。临床医生应了解当地所用木通和防己的品种及来源, 在

处方上写清楚, 一药一名, 区分使用。药房调配缺药时, 一定

要请医生更改, 药剂人员不得自做主张互相代替。中药应当

按用量合适、用法合理的原则使用, 才能在临床上呈现安全

有效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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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用

王夏炎Ξ

(绍兴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　绍兴　312000)

　　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以其丰富的资源, 独特的疗

效, 不良反应小而受到世人的瞩目。同时, 西药的研制难度越

来越大, 周期越来越长, 投入越来越多, 迫使许多国家将目光

转移至中药, 这给中药走出国门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中药

的化学成分复杂, 质量难以控制, 是传统中药制剂的痼疾, 这

也成为中药跨出国门的“瓶颈”。

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 包含许多个化学成分, 其疗效是

整体协同的结果, 因此对其物质基础的反映, 不能仅仅从一

个或几个成分进行说明, 需从整体性上进行阐述。中药指纹

图谱具有整体、宏观和模糊分析等特点, 可以通过对中药整

体特性的描述, 采取适当模糊的处理方式, 达到整体质量控

制的目的。目前, 美国 FDA、英国草药典、印度草药典、德国

药用植物学会、加拿大药用植物学会均接受指纹图谱的质量

控制方法, 这表明指纹图谱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控制中成药、

天然药物质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 为实现中药质量标准

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下发了中

药指纹图谱研究要求, 首先要求对中药注射剂进行指纹图谱

研究, 并正在抓紧进行指纹图谱库的建立工作, 以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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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中成药质量标准现代化。

中药指纹图谱需要结合现代分析技术手段。针对中药指

纹图谱的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种类繁多, 主要采用色谱方法分

离特征成分; 采用UV、IR、NM R、M S 等光谱方法鉴定化合

物的结构, 提高指纹图谱的可信度。主要方法有 TL C、

TL CS、GC、GC2M S、H PL C、H PL C2M S、H PCE、IR、UV、

NM R、X 射线衍射以及DNA 探针和生物色谱技术等, 其中,

色谱方法是主流方法, 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下面就目前常用的中药指纹图谱进行论述。

1　薄层色谱 (TLC)和高效薄层色谱 (HPTLC)指纹图谱

谢培山等早在 1987 年就报道了人参类药材 H PTL C 指

纹色谱图像分析。此后, 又采用 TL C 建立了黄连的指纹图

谱, 结果显示, 各原小檗碱型生物碱均为灵敏度很高的亮黄

色荧光斑点, 是其特点; 其次, 表小檗碱及黄连碱的有无或多

少则构成相应的区别。

2　气相色谱 (GC)及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GC-M S)指纹图谱

毛细管气相色谱所包含的大量特征成分数据, 犹如人类

的指纹, 具有特征代表性, 在中药成分研究中主要用于中药

挥发性成分的分离、鉴别。

洪筱坤等[2 ]对柴胡属 19 种植物挥发油的 GC 指纹图谱

进行研究, 首次利用 GC 的定性参数——相对保留值建立了

柴胡属 19 种植物挥发油的 GC 指纹图, 并根据指纹图谱中

色谱峰的重叠率和八强峰进行分析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同属

不同种植物的指纹谱、重叠率和八强峰各不相同, 认为该法

可为植物品种的鉴定以及新种的确定提供有益的信息, 并为

GC 在分析复杂组份的样品方面开辟了先河。王智华等 [3 ]在

檀香木挥发油的 GC 分析研究中, 同一品种印度产的檀香木

和印尼檀香, 两者指纹图谱有一定的相似性, 即它们的重叠

率在 60% 左右, 但主成分 Α2檀香酸和 Β2檀香酸的含量却有

较大的差异。同产地、同品种的檀香, 它们的重叠率在 70%

以上, 上述两种主成分, 在 8 强峰中均位列前 3 之中。将 GC

指纹图谱用于中成药麝香保心丸的鉴定, 鉴定冰片、麝香、苏

合香和桂皮[4 ]。

吉力等[5 ]用 GC2M S 联用法分析了草麻黄、中麻黄和木

贼麻黄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并测定了各成分的相对百分含

量, 共鉴定了 127 个化学成分。刑俊波等[6 ]用此方法对不同

产地金银花挥发油进行了比较分析。

3　高效液相色谱 (HPLC) 及高效液相与质谱联用 (HPLC-

M S)指纹图谱

H PL C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一项现代分析技术, 是

在液相色谱的技术基础上, 结合气相色谱技术发展起来的,

具有高效、快速、灵敏、重现性好、应用范围广等特点, 目前已

成为中药质量控制的首选方法, 适合于中药复杂成分的分

离、分析和指纹图谱的建立。洪筱坤等[7 ]在大黄的研究中,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 3 种正品大黄的 9 个样品为

基准, 对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个样品进行了指纹分析。结果表

明, 利用正品大黄的 H PL C 指纹特征易于区别非正品大黄,

且与生药鉴定结果相符。张聪等[8 ]对中国红参和高丽红参进

行了H PL C 指纹图谱比较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色谱重叠率

在 65% 以上, 即使 3 个高丽红参样品, 它们之间重叠率仅为

63%～ 66% ; 从各样品的 8 强峰来看, 有 8 个样品的相对面

积总和在 55% 以上, 表明国产红参和进口高丽红参的品质

十分接近。

张尊建等[9 ]采用H PL C2UV 2M S 法对丹参药材、丹参注

射液中间体及丹参注射液进行指纹图谱的研究, 得到了分离

较好的丹参药材、中间体及注射液的 H PL C2UV 2M S 指纹图

谱, 为丹参药材、中间体及注射液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全面、可

靠的依据。张皓冰等[10 ]采用H PL C2M S 联用技术, 测定样品

中麝香酮的含量, 同时实现了麝香酮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4　高效毛细管电泳 (HPCE)指纹图谱

H PCE 技术在中药材鉴别中的应用是近几年发展起来

的, 它具有高效、快速、分辨力强、重现性好的特点, 在中药质

量标准制订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用该法鉴别菟丝子、海

马、海龙获得了成功, 在黄酮苷、生物碱的分析中, 也得到了

满意的结果。王钢力等[11 ]对 11 种卷柏属药用植物进行了

H PCE 指纹图谱研究, 建立了 18 个样品的毛细管电泳的指

纹图谱。结果显示, 各主要色谱峰的DAD 光谱均显示黄酮

特征, 说明卷柏属植物在黄酮类成分上既有共性, 也存在差

别, 这种差别对于药材品种的鉴别有着一定的意义。

5　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指纹图谱

FT IR 技术作为构建指纹图谱的组成部分, 在中药标准

的构建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这一技术作为中

药鉴别的辅助手段, 近年来发展较快。周红涛等 [12 ]首次运用

FT IR 对不同产地芍药根部的混合化学系进行了全组份快

速分析, 为赤芍道地商品的鉴别及质量控制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程存归等[13 ]采用 FT IR 直接测定延胡索及其伪品的红外

光谱。

6　紫外光谱 (UV)指纹图谱

UV 也是常用的分析手段之一。据报道, 有人不经分离

直接用UV 对 32 种石斛粉末的氯仿液进行了测定, 并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综合分析,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着计

算机的应用, 利用导数光谱消除样品中的一些无关吸收, 排

除原图谱中的某些干扰, 更加方便快捷。

7　1 H-NM R 指纹图谱: 以1 H 2NM R 指纹法鉴定植物类中药

是反映中药的整体化学特征和中药多组份、作用多靶点的特

点, 对中药进行的基源鉴定和品质评价的研究。在规范的提

取分离程序下所获得的中药特征总提物可被视为代表了植

物中药的整体化学组成。植物中药特征总提物的1 H 2NM R

指纹图谱不仅可用于其基源鉴定, 同时, 将其与特征总提取

物的收率相结合, 还可对植物中药的品质作出评价 [14 ]。

样品之间由于成分含量不同造成UV 和 IR 图谱间的差

别是不可避免的, 加上提取物中难免残留少量溶剂, 其吸收

峰也会对图谱产生干扰。这些问题在1 H 2NM R 谱中是较容

易解决的, 因混合物相对成分的变化对相对标准图谱不产生

影响。因此, 3 种光谱法中,NM R 是信息最多、重现性最好的

鉴定方法[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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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草石斛的1 H 2NM R 指纹图谱进行解析[14 ], 结果表

明不同来源的环草石斛样品, 其1 H 2NM R 指纹图谱有很好

的重现性和高度的特征性。

8　X 射线衍射 Four ier 图谱

中药材的 X 衍射 Fourier 图谱是药材中所含各种成分

的衍射谱的叠加, 从整体上反映一般成分和主要成分的分布

概况, 从而可能提供较全面的有鉴别意义的数据。X 衍射既

能反映中药材整体固有结构特征, 又能表现来自局部成分变

化的图谱化与数值化。它将在衍射空间中实现中药材的鉴

定。吕杨等[16 ]选用常用中药材茜草类、贝母类、山药类 3 组

样品, 应用X 射线粉末衍射法进行图谱分析, 获得了可用于

标识中药材的衍射图形几何拓扑规律与图谱特征标记峰, 由

此观察到: 不同产地茜草样品的相似性及其与欧茜草的差

别; 同属不同种贝母样品的相似性与差异; 不同产地山药样

品的相似性及与伪品的区别。研究结果预示着这一方法在揭

示中药材道地性客观规律方面的广阔应用前景。对中药材山

柰进行了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分析[17 ], 该研究选择了不

同产地和采集时间的植物药山柰与苦山柰的 6 个样品进行

X 衍射 Fourier 图分析, 获得了用于山柰与苦山柰鉴别的特

征标记峰与衍射模糊图形, 成功地识别了山柰与苦山柰。研

究结果表明, X 衍射 Fourier 图谱分析法尚可用于性状与组

织结构相似, 化学成分相近的中药材的鉴别。此外, 吴云山

等[18 ]应用粉末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鉴定法对 5 个白芍

中药材样品进行了分析, 获得了白芍的标准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及特征标记峰值。同时也显示了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鉴定分析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9　D NA 指纹图谱

DNA 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具有快速、微量、特异性强的特

点, 且不受生长发育阶段、供应部位、环境条件的影响, 已在

中药鉴定学研究中展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并保持了强劲的

发展势头[19 ]。

近年来, PCR 技术带来的基因操作的变革, 使 PCR 技

术不仅在医学、农学与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同时也

渗透到中药鉴定的研究和领域中。自 1994 年Cheng 首次将

任意引物 PCR 技术引入中药鉴定学, 几年来结合 PCR 技术

鉴别中药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并正在逐渐成为中药鉴

定的一种新方法——DNA 分子标记鉴别[20 ]。目前常用于中

药鉴定的 DNA 分子遗传标记技术有 R FL P、RA PD、A P2

PCR、A FL P 等。

曹晖等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 包括臆断引物聚合酶链

式反应 (A P2PCR ) 技术和随意引物扩增的多态性 DNA

(RA PD ) 技术, 获得了菊科地胆草属 2 种植物地胆草、白花

地胆草和假地胆草属 1 种植物假地胆草以及 4 种商品苦地

胆药材DNA 指纹图谱, 同时测算了其DNA 指纹图谱的相

似系数, 据此可区别中药苦地胆及其混淆品白花地胆草和假

地胆草[19 ]。王亚腥等从保存 9 年以上的药材龟板和鳖甲中

提取出DNA , 并用细胞色素 b 基因片断的适用引物对, 通过

PCR 扩增到了长约 500 bp 的DNA 片段, 成功地对龟板和

鳖甲进行了DNA 指纹鉴定, 为分子标记技术引进到中药鉴

定提供了基础资料[19 ]。

梁之桃等[21 ]利用RA PD 技术对正品柴胡及其混淆品进

行分子水平鉴定, 为中药柴胡类药材的分子鉴定提供依据,

同时探讨了这 5 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杨美华等[22 ]用

RA PD 方法对正品和伪品大黄进行了指纹图谱的研究, 为正

品和伪品大黄的基原鉴定提供分子依据。

10　分子生物色谱指纹图谱[1 ]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逐步阐明了体内神经介质、酶、

受体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分子生物色谱是把生物

体内活性物质如酶、受体、传输蛋白等固定于色谱填料中, 利

用中药中活性成分与它们的相互作用, 将色谱分离与分子生

物医学二者的新成果紧密结合起来, 建立有效成分指纹分析

质量控制方法, 并为组合中药的研究提供有效分子的结构信

息。对于有效成分尚未清楚的中药, 由于分子生物色谱以生

物活性分子间广谱的相互作用为基础, 也可利用其指纹分析

法进行快速的质量监控。

11　多维多息特征谱[23 ]

中药多维多息特征谱主要应用在中药分析鉴定以及确

定中药中微量活性成分和ö或未知活性成分。所谓多维, 即采

用多种分析仪器联用模式。目前最常用的是高效液相色谱

(或毛细管电泳) 2二极管阵列检测器2质谱2质谱联用方式。

所得的多维指纹图谱, 包括了 H PL C 或CE 所得的色谱峰图

(各个成分的保留时间) ; DAD 所得的在线紫外光谱图 (on2
line UV 图) ; 一级质谱图 (各个成分的质量) 和二级质谱图

(某成分的特征碎片)。所谓多息, 即特征峰应努力做到包括

化学和药效两方面的信息。化学信息即上面提到的多维图

谱。如何使其也能包含药效信息, 可采用有效部分的概念来

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多维多息特征谱的最大优点在于能较系

统、较完整地解决中药及其制剂面临的保证药效和质量的难

题。而且为解决中药研究中缺乏标准品的难题提供了一条可

行之路。

12　结语

中药指纹图谱是使用多学科交叉、综合技术手段对复杂

物质组成体系质量稳定性进行评价的检测方法。中药指纹图

谱的研究充分吸取了色谱学、波谱学、基因芯片技术、现代分

子生物学技术、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和成就。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及仪器分析技术的迅速发

展, 各种技术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灵敏度的提高, 使现代分析

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这必将对中药

现代化的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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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进展

陈燕鸣Ξ

(天津市中医医院, 天津　300140)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情感障碍性的精神

疾病, 属中医郁证、不寐、脏躁等范畴。随着现代社会竞争日

益激烈,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人们的心理压力也不断加大, 因

此抑郁症患病率有逐年增高趋势, 直接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工作效率。近年来对抑郁症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尤

其是中药对抑郁症的治疗更显优势。本文对中药治疗抑郁症

的临床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　治疗方法

111　中药治疗: 陈建冲[1 ]用逍遥散加味柴胡 10 g、当归 10

g、白芍 10 g、茯苓 10 g、白术 10 g、香附 10 g、枳壳 10 g、陈皮

10 g、酸枣仁 10 g、柏子仁 10 g、远志 10 g、夜交藤 10 g、丹皮

10 g、山桅 10 g、黄苓 10 g 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18 例, 随症加

减。每日一剂, 30 d 一疗程。两个疗程后痊愈 5 例, 显效 4 例,

好转 4 例, 无效 5 例, 总有效率为 72122%。认为中药是治疗

难治性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之一。王腾云 [2 ]用丹桅逍遥汤加减

治疗抑郁症 34 例。对照组 27 例, 用百忧解 20～ 40 m g 晨顿

服, 6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5129% , 对照组

81148%。边王麟[3 ]用疏解温胆汤治疗抑郁症 36 例。日一剂,

30 d 一疗程。结果治愈 23 例, 显效 8 例, 好转 3 例, 无效 2

例, 总有效率 9414%。魏绪华等[4 ]认为《金匮要略》所描述百

合病的症状与抑郁症有相似之处, 故自拟百合汤加味治疗抑

郁症 85 例。药物组成: 百合 18 g、生地黄 20 g、知母 12 g、麦

冬 10 g、五味子 10 g; 心肺阴虚者加合欢花 20 g、木香 6 g、生

姜 3 g、夜交藤 20 g、红枣 6 枚; 肝郁阴虚者加青皮 10 g、陈皮

12 g、枳实 10 g、木香 6 g; 肺肾阴虚者加地骨皮 10 g、何首乌

10 g、炙鳖甲 16 g; 心肾不交者加川黄连 8 g、肉桂 10g、生龙

骨 20 g、煅灶蛎 20 g、阿胶 3 g; 痰热内扰者加瓜蒌 15 g、杏仁

4 g、枳实 10 g、陈皮 10 g、半夏 14 g、白茯苓 10 g、胆南星 14

g、黄芩 10 g、甘草 4 g。每日一剂, 分两次煎服, 同时予以心理

疏 导。 治 疗 结 果: 显 效 34 例 ( 40100% ) , 有 效 39 例

(45188% ) , 无效 12 例 (14112% ) , 总有效率 8518%。吕红

艳[5 ]辩证论治抑郁症 53 例,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8 例,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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