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6卷第9期2005年9月 ·1409·

4讨论

4．1测定方法的选择：硫在药材中主要以游离硫和

结合硫的形式存在，游离硫多以硫酸氢盐

(HSO。2一)、SO。分子(或活性)和亚硫酸盐(SO。～)

存在，它们之间存在动态平衡，随环境酸碱度而转

化。硫酸氢盐是漂白作用的主要成分，SO。分子是抗

氧化作用的主要形式，而亚硫酸盐是唯一能与氧气

直接反应的形式。在食品行业，检N--氧化硫的法定

方法和研究报道很多，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分析技术

的提高，新的方法也不断被采用。常见的二氧化硫的

检测方法有：盐酸副玫瑰苯胺法和酸蒸馏法碘液直

接滴定法[2]、MW法[3]、流动注射分析法[3“]、离子

排阻液相色谱法[3“~81及各种液相色谱法和离子色

谱法，以及化学发光法、电化学法、脉冲极谱法、酶法

等。通过分析比较各种方法，认为改良MW法对仪

器装置要求简单，一般检验机构均能达到，且能测定

总二氧化硫量，因而比较适合用于对药材中SO。残

留量的检测，其他如目前报道中较为常见的流动注

射法和液相色谱法或离子色谱法虽能比较全面真实

反映残留二氧化硫的情况，但由于对设备要求高，难

以普及。

4．2测定条件的选择：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了解目前市售药材中的SO。量情况，且MW法也是

比较成熟的方法，因而未进行全面的方法学验证，仅

对装置进行回收率试验以及空白试验。经空白试验

(蒸馏水)，结果用0．01 mol／L氢氧化钠液滴定，消

耗在0．05 mL以内。采用亚硫酸钠(AR，质量分数

大于97％)作为对照进行回收率试验，其回收率为

99％，表明装置和试液均能满足测定总硫量的要求。

为方便测定及减少氮气的消耗，实验过程中，采用三

套装置连接后进行，但必需注意因压力差异所造成

的倒流等情况。

5 结论

从调查的情况及二氧化硫检测的结果来看，药

材中熏制硫黄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因此，有关部门

应将加强对药材中熏制硫黄的控制作为“食品药品

放心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

(包括硫黄薰制的必要性，替代硫黄薰制的方法，控

制硫黄残留的措施与限度指标，二氧化硫的危害等)

基础上，将MW法作为法定测定药材中SO。的标准

方法，尽快制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控制措施，防止因

使用硫黄薰制的药材而造成的人体伤害事件的发

生，确保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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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山蛭对温度、湿度和光强度的反应

谭恩光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089)

有关山蛭对温度、湿度、光强度适应的研究较

少。Stammers E13认为山蛭吸附到37、C物体。海南山

蛭喜欢爬向30～35‘C，栖息于15．1％～25．73％含

水量的土壤嗍。

本文研究海南山蛭对温度、湿度、光强度3个单

因子及3个因子综合的反应。山蛭是陆生吸血蛭类，

唾液腺内含有抗血液凝固的山蛭素，山蛭作为

中药材也有活血化瘀作用‘引。本研究为山蛭防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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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科学依据，为山蛭人工饲养繁殖利用提供基础

资料。

1材料与方法

1．1 山蛭：海南山蛭Haemadipsa hainana Song来

自海南岛五指山腹地橡胶农场。

1．2海南山蛭对温度、湿度、光强度单因子和3因

子综合作用的反应试验

1．2．1 装置：在高50 cm，直径23 cm的长圆形标

本缸内，底下放人用以调节湿度的硅胶，标本缸内壁

挂上一个于湿球温度计。大标本缸内再放人高22

cm、直径13 CITI的小标本缸，作为装试验山蛭用，其

口用三层纱布紧绑，防止山蛭外爬，纱布中间留一个

小孑L。大标本缸口用一块玻璃(大小与玻璃缸口一

致)盖住，其与标本缸接触处涂上凡士林达到密封。

玻璃盖中间钻一小孑L，供一胶管穿入通过小标本瓶

的沙布中间孑L到达小标本瓶内。

1．2．2方法：试验在装有空调机的室内进行，可以

调节不同的温度，光强度用黑布遮盖试验装置不同

面积调节。再用光照度计测量。用不同量的硅胶放

人大标本瓶底下，来调节所需的湿度。

试验前把温度、光、湿度大体调节好，然后把30

条活力正常的山蛭放入小标本瓶内，用沙布盖好绑

紧，纱布中间插入一条胶管，通过大标本瓶玻璃盖中

间孔伸出外面。进一步调节好所需的试验温度、光、

湿度，定为1 h，然后再通过胶管吹入暖湿气流，观

察记录山蛭活动数和活动情况，作为山蛭对该温度、

光、湿度单个和3因子综合的反应数据。

1．3 设定25 C、0．79 lx，不同湿度RH 98％、

88％、80％、73％、66％、45％、40％对海南山蛭活动

的影响，方法同1．2．2。

1．4设定25。C，RH 98％条件下，不同光强度对海

南山蛭活动的影响，方法同1．2．2。

1．5不同的温度、湿度、光强度的结合对海南山蛭

活动的影响，方法同1．2．2。

2 结果

2．1 在25℃，0．79 lx光强条件下，山蛭对不同湿

度的反应：实验表明在25℃，0．79 lx条件下，相对

温度88％～98％有80％以上山蛭对人吹出暖湿气

流有反应。相对温度73％～80％有50％山蛭对人吹

出的暖湿气流有反应。相对温度66％条件下有

37．5％山蛭对人吹出的暖湿气流有反应。相对温度

40％以下无一条山蛭对吹出的暖湿气流有反应。结

果表明，在上述条件下山蛭活动最适宜湿度为88％

以上，随湿度下降，活动山蛭数量下降，湿度40％以

下山蛭不活动。

2．2 在25℃，相对湿度98％条件下，山蛭对不同

光强度的反应：在O．48 1x光强度下有93．5％山蛭

对人吹出的暖气湿气流有反应。14 lx光强度下有

81．25％山蛭对人吹出的暖湿气流有反应。31 lx光

强度下有37．5％山蛭对人吹出的暖湿气流有反应。

64 lx光强度条件下有31．5％山蛭对人吹出的暖湿

气流有反应。结果表明山蛭在相当暗的条件下最活

跃，在茂密的热带雨林地面是非常阴暗潮湿的，山蛭

密度最大，在未成林的橡胶树底下地面无山蛭。在橡

胶树长大，树冠茂密，地面荫蔽潮湿才有山蛭分布，

但在中午太阳光强度大，山蛭也不活动的。在早晨山

蛭最活跃。上述表明山蛭夜间和早晨最活跃。

2．3温度、湿度、光强度3因子综合作用：结果见表

1。通过温、湿、光3因子不同组合，作用于海南山蛭。

山蛭的反应数量，通过一次多元回归，二次多元回

归，共拾多条回归方程及其分析，最后确定二条方

程，计算出其理论反应蛭数。

Yl一一86．577+1．536 Xl+1．429 X2—0．064 8 X3，

F=35．405．P一0．002，R2—0．888

Y2一一52．098+0．172 Xl+0．956 X2—0．118 X3+

0．019 6 Xl·X2，F一27．922，P一0．000，R2=0．885。

X。代表温度，x。代表湿度，墨代表光强

表1 山蛭对温、湿、光3因子不同组合的反应

实测值和理论值

Table 1 Detection and theory value of H．ainana to various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humidity，and light

嘉喜删c酬％等荔篙禁
1 12 50 37 0 0．92 S

2 15 53 42 6．25 9．49 11．82

3 16 68 50 25 31．95 31．14

4 16 50 70 12．5 4．93 5．91

5 17 40 18 6．25 0．3

6 17 81 23 68．5 53．81 52．61

7 18 70 42 25 38．4 37．72

8 18 87 46．5 56 62．4 59．45

9 19 58 47 37．5 22．46 22．73

lO 19 88 9．5 68．5 67．77 67．03

11 20 60 46 31．25 26．92 26．85

12 21 80 33 50 57．88 57．11

13 22 53 15．5 12．5 21．96 23．44

14 24 98 0．48 93．75 90．32 91．88

15 25 88 0．7 80 77．55 79．48

Y，与Y。方程为什么存在差异，从山蛭的生物

学特性来说，笔者发现，同一条件下的试验，在早晨

和中午做的结果存在差异，一般山蛭是早晨较活跃

和觅食时间，中午随温度升高，太阳光较强而不活

动，潜伏在落叶底下，因此，存在早晨山蛭对温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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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光强度单因子或综合作用刺激的敏感性较中午

强，同样这种敏感性差异也表现在春夏季和秋冬季

节的差异。

两条方程共同表明：1)在室内试验条件下，随温

度和湿度升高，反应的山蛭数量增多，表明山蛭喜欢

高温高湿环境条件。2)随着光强度增加反应山蛭数

减少，表明山蛭喜暗，怕光环境条件，上述结果与山

蛭生物学特性一致。两条方程也有不同之处；Y。方

程表明温度、湿度作用差异不大。y。方程表明湿度

作用最大，温度次之而温度湿度有交互作用。

从表1看出，最好的组合为：24 C、RH 98％、

0．48 lx；25 C、RH 88％、0．7 lx；最差的组合为：12

C、RH 50％、37 lx；中等组合为：19‘C、RH 88％、

9．5 lx；17 C、RH 81％、23 lx。

3讨论

温度、湿度、光强度是重要的气候因子。对动物

生长、发育、繁殖行为有重要作用。就单因子而言，极

端温度、湿度、光强度，对山蛭都是有害的。如8～9

C海南山蛭不活动，9 C停止觅食行为H]。中午直射

太阳光强烈刺激下，海南山蛭身体高度缩短，两吸盘

不能吸附物体，身体卷流成团，脱水、分泌黏液，0．5

h后会死亡一“。光润金线蛭当水温14～15 2C时才开

始活动，16～18(、较活跃，20～25 C最活跃[5]。在气

温7 C，水温6．5 C水蛭不活动。

关于山蛭对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包括宿主)

刺激反应，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动物(包括人)呼

(吹)出的暖湿气流通过山蛭时，山蛭对此暖湿气流

最敏感，反应较迅速，可作为山蛭对环境因素刺激反

应的最好指标口“]。

本研究在25。C，0．79 lX条件下山蛭对不同湿

度的反应，在25℃，RH 98％条件下山蛭对不同光

强度的反应。在一定湿度和光强度下山蛭对温度的

不同反应已有报道，即山蛭爬向30～35 C的热试

管[2]，30～35℃热试管的辐射热到达一定距离的山

蛭时，山蛭感受到25～30~C，与本次实验结果也基

本一致。自然状态是温度、湿度、光强度共同的综合

作用。因此，山蛭对3个因子综合作用，更接近实际，

有重要应用价值，为田间棚架内饲养山蛭提供控制

温度、湿度、光强度提供依据。

本室内温、光、湿3因素对山蛭作用研究结果，

与野外自然状态，山蛭种群数量动态与气候因素关

系研究表明[6]，影响海南山蛭种群数量主要气候因

素是月雨量、月雨13数和风速，这些因素的本质是湿

度(水分)问题，与本实验的3因素最优组合24 C、

RH 98％、0．48 lx一致。湿度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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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精髓；山药滋脾补肾；山茱萸滋阴养肝，共成肝、

脾、肾三阴并补之功；茯苓、泽泻健脾利水消肿；丹皮

清虚热，活血化瘀；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六味地黄

制剂可以降低血糖，减轻肾脏肥大和高滤过，改善肾

功能，抗过氧化损伤来防治DN[2叫]。

本实验结果显示：注射STZ后动物皆出现糖尿

病“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模型组动物体重明显减

轻，血糖升高，尿蛋白排泄率增加，肌酐清除率、

BUN明显升高，经六味地黄制剂治疗后，与模型组

相比血糖、肾脏功能有明显的改善，提示六味地黄制

剂可以降低血糖，调整糖代谢紊乱，改善肾脏功

能，对糖尿病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但其治疗DN

的机制及改善肾脏病变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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