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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状
。

主为具缘纹 导管
,

无色
,

直径 21 一 76

产m
,

具缘纹孔不整齐
,

孔大的开 口长
,

孔小的

开 口 短
; 另有少量 网纹导管

,

直径 28 ~ 35

拜m
。

淀粉粒单粒呈椭圆形
、

类圆形
,

直径 1一

9 拼m ;
复粒由 2一 3 单粒复合而成

。

石细胞较

少
,

无色
,

呈类方形
、

类长方形
,

直径 35 一 76

拌m
,

壁厚 5一 24 拜m
,

细胞壁增厚不均匀
,

层

纹隐约可见
;
个别石细胞孔沟明显

,

纹孔清楚

可见
。

木栓细胞表面观呈长方形
,

细胞壁略平

(图 3 ,

B )
。

3 阿克苏黄蔑
、

伊犁黄蔑根性状及显微特征

比较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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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胆的真伪鉴别

福建省药品检验所 (福州 3 5 0 0 0 1) 吴春敏
带

谢 敏

摘 要 用薄层色谱法分析熊胆中的游离型胆汁酸及结合型胆汁酸
,

判断熊胆中是否掺有猪
、

牛
、

羊等动物胆汁
,

分析了其掺伪物黄连
、

糖
。

方法简便易行
,

指标明确
。

关键词 熊胆 猪胆汁 牛胆汁 羊胆汁 真伪鉴别

熊胆是我 国传统稀有中药材之一
,

在祖

国医药学中应用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

具有

清热
、

解毒
、

明目
、

杀虫之功效
。

传统中药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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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 S e l e n a cr t o , t人ibe t a n u : C u v i e r
或其近缘

动物的干燥胆
。

由于猎杀野生熊获取胆的药

源有限
,

目前市场上常有伪品充当熊胆
。

本文

对 52 批熊胆进行理 化和薄层分析
,

发现 18

批掺 有猪胆
,

且这 18 批熊胆均掺有糖
,

1 批

掺有黄连
,

9 批掺有牛
、

羊胆汁
,

仅有 23 批为

正品熊胆
。

1 实验材料

5 2 批熊胆样 品
:

福建省药材公司送样
,

产自四川
;
熊去氧胆酸 ( U D C A )

、

鹅去氧胆酸

( CD C A )
、

胆酸 (C A )
、

猪去氧胆酸 ( H D C A )
、

猪胆
、

牛胆
、

黄连
、

盐酸小巢碱
:

中国药品生物

制 品检定所
;
正品熊胆

:

本所 中药室提供
,

经

鉴定符合卫生部进 口药材部标准 W S
; 一 1卜86

的各项规定
;
羊胆

:

购 自屠宰户
,

风干
。

硅胶

G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薄层 板

:

自制含 。
.

2%

C M C 的硅胶 G 板
,

厚度 为 0
.

5 m m
,

其余试

剂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游 离型 胆汁 酸分析川
:

取胆仁约 1 00

m g
,

加 甲醇 10 m L ,

温热使溶解
,

放冷
,

滤过
,

滤液置硬质试管中
,

于水浴中浓缩至近干
,

加

入 20 %氢氧化钠溶液 5 m L ,

于水浴 内加热

水解 6一 s h
,

并不时补充蒸发损失的水分
。

滴加盐酸至呈 明显酸性 (P H Z一 3) 后
,

加醋

酸 乙酷振摇萃取 2 次
,

每次 5 m l
才 ,

合并醋酸

乙醋液
,

浓缩至约 5 m L
,

作为供试品溶液
。

另

取 U D C A
、

C D C A
、

C A
、

H l〕C A 对 照 品 各 1

m g
,

分别用甲醇溶解
,

制成每毫升含 1 m g 的

对 照品溶液
。

吸取 样品及对 照 品溶液各 5

拼L
,

分别点于 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
,

以新鲜

配 制 的异辛烷
一

异戊醚
一

冰醋 酸
一

正 丁醇
一

水

(1 o : 5 : 5 : 3 :

1) 的上层液为展开剂
,

展开
,

取 出
,

晾干
,

喷 以 30 %的 硫 酸 乙 醇 溶 液
,

10 0
`

U 烘 5一 1 0 m i n
,

于紫外光灯 ( 3 6 5 n m ) 下

观察
,

结果如图 1
。

表明 5 2 批熊胆中有 19 批

检出 H D C A 斑点
,

5 1 批检出 U D CA
,

其中有

l 批只有 H D C A 斑点而无 U D C A 斑点
,

表明

此批不是熊胆
,

为猪胆
,

18 批为掺有猪胆
。

2
.

2 结 合 型胆 汁酸 分析川
:

取胆 仁约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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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熊胆游离型胆汁酸薄层色谱图

1一 5 2 批熊胆 中未掺有猪胆的 33 批样品

2
一 5 2 批熊胆 中掺有猪胆的 18 批样品

3
一

52 批熊胆 中为猪胆的 l 批样品

4一正 品熊胆 5一胆酸 6
一

猪去氧胆酸

7一熊去氧胆酸 8
一

鹅去氧胆酸

m g, 加 甲醇 Z m L 溶解
,

滤过
,

取滤液作为供

试品溶液
。

另取熊
、

牛
、

羊胆汁各约 10 m g, 同

法制成对照品溶液
。

分别吸取上述溶液各 5

川
一 ,

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
,

以异戊醇
一

冰

醋酸
一

求 ( 1 8 : 5 :

3) 为展开剂
,

展开
,

取出
,

晾

干
,

喷以 30 %的硫酸乙醇溶液
,

于 10 O C 烘 5

一 1 0 rn i n
,

于紫外光灯 ( 3 6 5 n rn )下观察
。

结果

如图
`

2
。

表明有 9 批除检出牛磺熊去氧胆酸

斑点外
,

尚检出与牛
、

羊胆相似的兰紫色荧光

斑点
,

另有一批除含牛磺熊去氧胆酸斑点外
,

还发现有两个亮黄色荧光斑点
,

怀疑掺有黄

连
。

.2 3 其它异物

.2 .3 1 黄连分析
〔幻 :

取 l 批怀疑掺有黄连的

胆仁约 20 m g
,

加 甲醇约 10 m L
,

超声处理 10

m in
,

滤过
,

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

另取黄

连对照药材约 1 9 ,

同上法制成对照药材溶

液
。

取盐酸小璧碱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毫升

含 1 m g 的对照品溶液
。

吸取上述 3 种溶液各

5 拌L
,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
,

以苯
-

醋酸 乙醋
一

甲醇
一

异丙醇
一

水 (6
: 3 : 1

.

5 : 1
.

5

, 0
.

3) 为展开剂
,

置氨蒸气饱和的层析缸 内
,

展开
,

取出
,

晾干
,

_

置紫外光灯 ( 3 6 5 n m ) 下观

察
,

结果如图 3
。

表明此批熊胆确实含有黄连
.

3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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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酸及结合型胆汁酸是鉴别熊 胆的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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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熊胆结合型胆汁酸薄层色谱图

1
一
5 2 批熊胆中未掺有牛

、

羊胆的 42 批样品

2
一
5 2 批熊胆中掺有牛

、

羊胆的 9 批样品

(在牛磺熊去氧胆酸的橙红色斑点上或下发

现两个或
一

个蓝紫色荧光斑点 )

3
一
5 2 批熊胆中 1 批掺有黄连的样品

4一正 品熊胆 (主斑点为牛磺熊去氧胆酸
,

橙红色 )

5一羊胆 (均呈蓝紫色荧光 )

6
一

牛胆 (均 呈蓝紫色荧光 )

2
.

5
.

2 糖分析
:

取 胆 仁 约 1 0 m g
,

加水 2

m L
,

温热
,

溶解
,

滴加
a 一

蔡 酚 乙醇 溶液 l( ~

50 )数滴
,

振摇
,

沿管壁缓缓加入硫酸约 0
.

5

m L
,

含糖的胆仁在两液界面 会 出现紫红 色

环
。

实验结果发现 18 批掺有猪胆的熊胆样品

均掺有糖
,

其余熊胆样品未发现含有糖
。

3 讨论

熊胆的识别方法有多种
,

如辨胆皮
〔3〕 、

看

胆仁
〔3 〕 、

水辨法
〔3〕 、

灼烧法
〔 3〕 、

红外光谱法
以 〕 、

电泳法
〔5 , ,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方法判断指标

均不够明确
,

以两种展开系统分析游离型胆

法
。

样品直接用 甲醇

溶解分析结合型胆汁

酸
,

能 检查是否掺有

其 它 动 物胆汁 及 异

物
,

熊 胆水解后分析

游离型胆汁酸能判断

是否掺有猪胆
,

指 标

客观 明确
。

要把此两

种层析分析结合起来

加以考虑
,

缺一不可
。

在分析结合型胆汁酸

时发现有一批熊胆可

能掺有黄连
,

我们用

常规鉴别黄连的方法

分析
,

确定其确掺有

黄连
。

野生熊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

现 国家

图 3 黄连薄层色谱图

1
一

52 批熊胆中掺有黄连

的 1 批样品

2
一

黄连对照药材

3
一

盐酸小璧碱对照 品

已月般其代用品人工引流熊胆与人工合成熊

胆
,

据报道
〔6〕
此两种熊胆的成分与天然熊胆

的主成分一致
,

仅外观不同
,

为防止将引流熊

胆注入其它动物 的空胆囊 内充当熊胆
,

胆皮

的鉴定十分重要
,

胆皮除看其纤维性外
,

还可

用凝胶 电泳加以分析
,

此项研究工作有待进

一步进行
。

参 考 文 献
1 1生生部进 口药材部标准

.

W S ; 一 1 1一 8 6

2 中国药典二部
.

1 99 5
.

2 73

3 陈鹏仙
.

中药通报
, 1 9 5 8 , 1 3 ( l )

:
1 3

4 周天达
,

等
.

中草药
, 2 9 9 一 , 2 2 ( 1 )

: 3 8

5 李 锋
,

等
.

中国 l1J 药杂志
, 1 9 9 6 , 2 1 ( 1 0 )

:
58 9

6 戚宝蝉
.

中成药
.

19 8 9
,

1 1 ( 6 )
:
1 2

( 1 9 9 6
一

1 2
一

3 0 收稿 )

D i s e r im i n a t i n g G e n u i n e B e a r b i l e F r o m I t s A d u l t e r a t e d P r o d u c t

W
、 ;

C h
u n rn i n ,

X i e
M in

F r e e a n d e o m b in e d e
h

o ie a e i d i n b e a r
b i l

e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b y T I C
, t o a s s e s s w h

e t h e r p ig
, e o

w
o r s

h
e e P b il

e

w
e r e a d d

e
d

a s a
d

u
l t

e r a n t s
.

O t h
e r a

d
u l t e r a n t s

oC P t i s c h in e n s i s F r a n e
h

.

a n d s u g a r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 ’

r h
e m e t h o

d

w a s s im p l
e a , i d i t s r e s u

lt
e
l
e a r e u t

.

一

3 0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