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宝 生 药 分 析 鉴 定

南京中医学院 �� �  ��  

南京市玄武区中医院

吴德康
� 吴启南 陈建伟 王永珍

龚宜江

摘要 对马宝进行了性状观察
、

显微观察
、

� 射线物相分析
、

热分析
、

元素分析及溶解试验
。

结果

表明
,

马宝主含磷酸铁镁 �� � � � � ‘ � �� ,’ � �
�

� 〕及少量镁磷石
。

关健词 马宝 中药鉴定 磷酸按镁

马宝是名贵中药之一
,

中医认为性凉
,

味甘
、

咸
、

微苦
。

具有镇惊
,

化痰
,

清热解毒之

功
。

临床主治癫病症有特效
。

马宝来源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 马 科 动 物 马 � � � 。 � ��
� ��� ���

�� �� �� �� �� � �� � � 胃肠中的结石
。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
,

病马越来越少
,

所以马宝的货源十分紧

张
,

市场上经常见到伪 品马宝
。

鉴于这种现状
,

笔者首先对其真马宝进行 了生药分析
。

目的

是为 了解决� 个 方面问题 � 一是便于今后寻找和开发代用品
,

二是便于今后鉴别马宝真伪
。

� 实验部分

�
�

� 性状观察
�
完整马宝呈圆球形

、

卵圆形等
。

大小不等
,

一般直径� 一 � �� �
。

重 �� � 一

� � �� �
,

但也有小如豆粒者
。

表面粉白色
,

灰白色或蛋青色
,

有光泽
,

光滑或凸凹不平
。

质

坚重如石
。

锯开面灰白色
,

有 同心层纹
,

习称
“涡纹

,

有的可见灰黑色细密纹理
,

中心常见

有金 属或树枝等异物
,

剖开后气臭
,

味淡而微咸�图 � �
。

圈 � 马宝药材

�
一

外形 �
一

剖面

�
�

� 显微观察

�
�

�
�
� 普通光学显微镜下 视察

�

马宝磨片中同心层状构造清楚
,

并散有不规则形的济蚀图

案
。

各 层次间宽窄不一
,

色泽不同
,

中心具有明显的核状异物 �图 � �
。

�
�

�
�

�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
�

磨片中同心层状构造依然清晰可见
,

其间一种晶粒作放射 状 排

列
,

往往穿越 同心层间的界面
。

该晶体多呈长板状
,

无色透明
。

有两组完全解理
,

负突起
。

干涉色低
,

呈一级灰白色
,

平行消光
。

其含量约 �� � 以上
,

是马宝的主要成分
,

经确证为磷

酸钱镁�� � �� �
、

���
‘ ·

��
�
�

,

即矿物中的鸟粪石
。

此外
,

尚含磷镁石
,

为四方形或菱形的

颗粒
,

干涉色呈二级红黄色
。

多数充填于鸟粪石晶体的空隙中
。

除以上物质外
,

尚伴有含量

不等的未消化饲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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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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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射线物相分析
�

将马宝生药进行了

� 射线分析
,

所得衍射数据与� � � �衍射

数据卡片进行对比
。

结果表明马宝的主要

物质成分确为� � �� �
�

���
, 一

� �
�
�

。

实

验数据和标准 数 据见表 �
�

�
�

� 元素分析
�
样品粉碎过 � �� 日 筛

,

加硝酸
、

高氯酸
,

在电热板上消化
。

用 � �

�� � �提取
,

定容
。

采用美国� � � �  �� � ��

公司� � � � � � � � � �� � � �通道真空型直读

等离子发射光 谱 仪配� � � � �� � �计算机进

行测定
。

结果见表 �
。

元素分析结果表明
,

马宝主含� �
、

�元素
,

说明与马宝的主成

分磷酸铁镁较一致
。

此外� �
、

� �
、

� �
、

图 � 马宝磨片圈

�
一

磨蚀 图案 �
一

层纹 �
一

异形物

表� 马宝元泉分析结果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裹 �

�
介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元素含量亦较高
。

�
�

� 热分析
�
将马宝 的碎屑在双 目镜下进行挑选

,

除去所含的未消化饲料
,

然后研末
,

供失

重测定
。

结果见表�
。

挥发性成分的失去主要发生在 �� � � � �� ℃的范围内
,

实验过程中发现
,

在加热以至切割标本时发出有� �
�
的恶臭

,

足 以证明除水的脱失外
,

尚有� �
�

的逸失
。

最终

的失重百分率达 �� �
。

与� � �� �
‘

���
‘�

� �
�
� 理想分子 式 中水和 � �

�
的重量百分比之计算

值� �
�

� ��很接近
,

这也进一步佐证 了上述的结论
。

�
�

� 溶解试验
� 为了探索马宝在不 同酸碱度条件下的溶解情况

,

以推测其马宝形成的环境
,

进行了简单的溶解试验
。

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
�� 马宝可溶于酸而不溶于碱

,

且酸度愈高
,

溶解度亦愈大
。

表明马宝不可能在� �值偏低的条件下形成
。

动物体内的胃液呈酸性 而 肠液

则呈碱性
。

因此马宝只能生成于肠内而不可能生成于胃中
。

所以
,

旧前有关书籍记载马 宝存

在于 胃肠中的结论有待商讨
。

当样品置于� �
�
� � 中时

,

不仅不溶反而增重
,

在其表面上 出

现 了一层极薄 的白色被膜
,

这证明碱性介质有利于马宝 成长的论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弱碱性

条件下的增重大于强碱性条件的增重
。

� �经过� � �处理过的滤液
,

当加入� �
‘
� � 使之碱化

后
,

溶液中立即有大量白色絮状的胶状物形成
,

置放��
,

肉眼可见在靠近溶液上部的容器壁

上有 白色针状或羽毛状的骸晶出现
,

将此骸晶移置于偏光显微镜下观察
,

其光学性质
�

与鸟粪

石完全相同
。

这些现象进一步肯定了马宝 的形成
,

在一开始时是以胶体沉淀的方式发生的
,

而后才脱水成晶体
。

实验表明
,

当溶液� � 值为 � 、�
、

� 时
,

均能产生胶状沉淀物并发生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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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马宝的�射线粉晶衍射数据
表� 马宝加热过程中的失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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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p H 值等于8时
,

沉淀物既多且快
,

晶化也较容易
。

2 讨论

2.1 通过分析鉴定
,

确证马宝主含磷酸钱镁
,

其次为镁磷石
。

除此外
,

尚可含为量不均的未

消化饲料或其它杂质
,

以往文献资料认为其主成分是碳酸钙
、

磷酸钙
。

笔者认为不妥
。

2

.

2 马宝的成
一

长是成层加大的
,

以胶体沉淀再经脱水晶化的方式形成
。

在开始阶段
,

它 是

围绕一个外来异物作为核心形成 的
,

在其后 的成长过程中
,

因肠道的蠕动作用
,

乃形成球形

根据pH 值的分析
,

马宝的形成必须位于小肠的后半部以下
,

特大的马宝 则必然会贮留 于 大

结肠的胃状膨大部
。

由于肠 内蠕动以及伴有粪便的排泄
,

因此可 以认为马宝 后来的贮存位置

不一定就是最初形成所在的位置
,

贮存位置只能偏后
,

很少有可能超前
。

至于以前各种中药

书籍收载马宝 的来源时
,

均认为存在于胃肠部
,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欠妥
。

(
1 9 9 4

一
0 3
一2 2 收稿)

作者更正
: 1995年第9期47 6页刊登的

“

土垄大白蚁菌圃的药理作用
”

一文作者应为
:

广西中医学院中草药研究室 ( 南宁530001 ) 贝伟剑 陈起树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南宁530006 ) 黄瑞松 郑 捷 刘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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