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质体的分离
、

融合及基因克隆等生物技术
,

可将两个菌株的基因修饰成为新的
、

更具优

点的菌株
。

这一研究领域将成为今后热点之

一
。

新菌株在产生拮抗物质数量及质量上的

增加
,

使其能够同时对两种 以上土传病害有

效
,

而且具有生长好
、

定殖快
、

更能适应不 良

环境的特点
,

从而对目标病原菌更具效果
。

2
.

3 木霉处理与农业措施有机结合
:

据报

道
,

单以木霉分生抱子处理土壤
,

对土传病害

无防治效果
〔 3〕 ,

这与我们在西洋参上的试验

结果相同
。

一些在室内具有抑菌作用的菌株
,

往往田间施用效果不好
,

主要原因就是营养

条件不具备
,

加入土壤中的个体不能很好地

定殖并形成优势种群
。

因而应当对有机物及

添加剂等木霉营养成分及种类加以研究
。

与

有机物同时施入土壤中的这些添加剂
,

可为

木霉菌提供营养
,

成为其营养载体
,

从而提高

木霉在土壤中的各种能力
,

使其成为优势种

群
.

同时
,

这些有机物也刺激土壤中原有木霉

菌的大量繁殖
,

与加入的木霉菌一起对病原

菌的生存繁殖形成巨大的抑制作用
〔6〕 。

这些

有机物还可以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

并促进其

生长
。

2
.

4 其他方面
:

木霉菌处理药用植物种子
,

防治土传病害
,

可借鉴农作物上 已成功的先

例
,

结合药用植物种子的特殊性进行有针对

性研究
。

开发木霉菌剂发酵
、

培养
、

生产新工艺
,

提高其 田间应用效果
; 注意木霉制剂与化学

杀菌剂的竞争力
,

如毒性
、

注册费用与时间及

农民的认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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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薄层色谱技术及其在生药分析中的应用

镇江市药检所 ( 2 1 2 0 0 3) 胡逸琴 陈 黎 刘勤超
辛

薄层色谱技术 ( T L C ) 目前 已 日趋成熟
,

并得到广泛应用
。

其在生药分析研究中亦有

很重要的地位
,

这点仅从 《中国药典 》1 9 9 5 年

版 一部中 45 %的品种收载薄层鉴别就可见

一斑
。

随着色谱技术的不断发展
,

尤其是现代

T L C 在生药分析中愈来愈广泛 的运用
,

T L C

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
。

笔者仅就现代薄层色

谱发展技术及其在生药分析中的应用作一综

述
。

1 吸附剂

1
.

1 高效薄层色谱 ( H P T L C )
:

采用更细 (粒

子范围 5一 10 拼m )
、

更均匀的吸附剂作为固

定相
,

其板厚度 10 。一 2 50 产m
,

点样量 仅需

o
·

1一 o
·

2 拼L
,

展 3一 6 e nr
,

展开时 间 3一 2 0

m i n ,

最小检测量 0
.

1一 0
.

5 产g
,

较经典 T L C

可改善其分离度
,

提高灵敏度和重现性
。

其预

制板尤其适用于定量测定
。

应用 M e
cr h 高效

硅胶板鉴别国产麻黄中麻黄生物碱类化合

物
,

成功地分离了 3 对立体异构的 6 种生物

碱
,

而用常规薄层板则不能将其很好分离
〔` , 。

比较了高效板和普通板对阿片中 20 余种生

物碱的薄层色谱鉴定
,

前者可检出 13 一 17 个

斑点
,

后者仅能检出 7一 n 个斑点
〔幻

。

对 14

种蛇胆中胆 汁酸成分进行了 H P T L C
,

认为

,
郑州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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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酸以牛磺结合型为多
,

但因种属
、

产地等

差异
,

胆汁酸的组成及相对含量均有一定差

异
〔3〕 。

1
.

2 反相薄层 色谱 ( R P T L C )
:

是利用化学

键合反应
,

将烃基硅烷键合到硅胶表面
,

制成

非极性固定相
,

用极性较大的液体作流动相

进行分离分析的方法
。

可克服疏水板对溶剂

系统的限制
,

其流动相含水量根据键合相不

同可达 20 %一 80 %不等
。

常用展开剂是水和

甲醇混合溶剂
,

其次是水和乙睛
,

并可使用强

酸或强碱作流动相
。

本法可用于非极性
、

极性

化合物的分离
,

甚至水溶性化合物的分离
。

并

可按理论和预期方法选用溶剂系统
,

因为 fR

值与流动相中的有机改性剂含量之间呈线性

关系
。

本法回收率高
,

重现性好
,

薄板可重复

使用
。

已用反相薄层扫描法分离蟾酥成分
,

测

定脂蟾毒配基的含量
,

并对经典 T L C 法与

R P T L C 法进行了比较
〔4 〕 (表 1 )

。

表 1 R P T L c 和 T L c 测定脂婚毒配基效果比较

展展开剂 展距 分离度 斑点情况 定位法法

((( e m ) ( K s )))

RRRP CLT 叨者
8 >1 月

臂爵黯 麟麟
TTT L·

罗髯
15 < 1

鹦蝶覃袋袋

为探讨佛手散可否分煎
,

在 T L C 中采用

两种分离机制 (吸附和分配 )的薄层板进行对

照
,

结果表明合煎和分煎液的 T L C 图谱完全

一致
,

提示二者无区别
,

认为可分煎
〔幻 。

反相离子对 T L C
:

指在反相板上分离
,

流动相中加入离子对试剂
,

如十二烷基磺酸

钠等阴离子型反离子
,

可作为碱性药物的反

离子
,

形成离子对
,

嗅化四丁基胺等阳离子型

反 离 子 可与 酸 性 药 物 形 成离 子 对
。

在

R P T L C 中引入离子对
,

可增加选择性
,

提高

分离度
。

在对不同产地
、

不同采收时间的蔓荆子

中牡荆素和对羚基苯甲酸的分析中
,

用反相

离子对 T L C 进行定量测定
。

采用 R P
一

1 8
,

F Z。

高效反 相板
,

用 70 %四 氢 吹喃水溶液
,

含

。
.

1 %四丁基澳化钱 ( T B A B r )
,

浸泡后干燥
。

.

5 0 8
.

展开 剂为四氢吠喃
一

水 (4 6 , 5 4 )( 含 .0 1%

T B A B r )
。

本实验展开剂 中加入 T B A rB 离子

对试剂
,

使两组得到 良好的分离
〔6〕 。

R P T L C 法主要用 于生物碱类
、

氨 基酸

类
、

脂肪酸类
、

贰类及体液 中药物的分析测

定
。

2 展开方式
2

.

1 多 次展开 ( m u l t i p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

系

同方向多次展开
,

溶剂 系统可调整亦可不调

整
,

每次展开后应挥尽流动相
。

如不调整流动

相
,

在展开方向上斑点被压缩
,

分离度增加
。

如流动相不变
,

极性改变
,

则可使不同极性组

分分次分离
。

对党参方生 脉饮中五 味子醇 甲采用

H P T L C 多次程序展开
,

发现展距逐次加大
,

其分离效能 随展开次数增加呈上升趋 势
, 5

次展开时 R f 值最大
〔” 。

2
.

2 二维二相展开 (直角双向展开 )
:

为提高

分离度及消除色 素对 比色测定的干扰
,

对蒜

蔑 口服液中黄蔑 甲贰含量进行了二维 T L C

比色测定
。

两次展开互为垂直方向
,

第 1 次以

氯仿
一

甲醇
一

水 (下 层液 ) 为展开剂
;
第 2 次 以

氯仿
一

甲醇
一

丙酮展开
,

碘蒸汽显色
,

根据标准

品斑点 的交叉点定 位供试品 中黄蔑 甲贰区

域
〔幻

。

在鉴定安宫牛黄丸中黄连品种时采用

二维 T L C 方法
,

并根据 T L C 的扫描指纹图

谱
,

提取量化指标
,

进而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方

法定种
〔 , , 。

2
.

3 线性小孔展开
:

在薄层板近底边 1 c m

处
,

每隔 3 m m
,

吸一 2 m m 孔
,

使溶剂上升速

度减慢
,

改进斑点形状
,

使斑点集中
,

复杂成

分易分离
。

采用小孔线性技术 ( S H L )对生脉

饮中五味子醇甲进行分离
,

设孔 间距为 d
,

随

着 d 的减小
,

R f 值不断增大
。

常规 T L C 展开

不 能观察到 清晰 的五味子醇 甲斑点
,

采用

SH L 技术
,
d 一 2 m m

,

则可分离得到 4 个斑

点
〔 1。 〕 。

2
.

4 过压薄层展开 ( O P T L C )
:

采用专门的

薄层色谱仪
,

属密闭型 T L C
,

流动相由泵 系

统压入
,

其速度恒定
。

整个展开过程没有蒸汽



相
,

毛细管作用消失
,

边缘作用消失
,

可通过

调节流速和室温选择分离条件
。

本法主要用

于氨基酸及其衍生物
、

多肤类的分离分析
。

应

用长距离 O P T L C 技术对 8 种吠喃香豆素异

构体混合物进行了分离
`川

。

对胆汁中胆红素

也进行了分析
〔`幻 。

2
.

5 胶束薄层色谱 (M T L C )
:

是用低浓度表

面活性剂水溶液或非极性有机溶剂并含少量

水为展开剂
。

表面活性剂在水中可形成胶束
,

胶束的存在能使不溶或微溶于水的有机化合

物溶解度增加
。

运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0
.

1%聚乙二醇

辛基苯基醚 )
,

在荧光分光光度计上测得厚朴

酚的荧光强度增加了 1 5一 2 0倍
〔` 3 〕 。

3 结论

随着自动点样仪
、

自动程度多次展开仪
、

薄层扫描仪
、

过压薄层色谱仪
、

旋转薄层色谱

仪的加入
,

现代 T L C 正逐步实现自动化
,

加

上与其它仪器分析方法 (如富立叶变换红外
、

拉曼
、

质谱等 )直接联用以及 H P L C
、

R P T L C

等方法的广泛应用
,
T L C 的前景将更为看

好
,

在生药分析中的应用定是大有可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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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中药处方剂量过大问题的建议

湖南岳阳石油化工总厂职工医院 (4 14 0 14) 沈霞群

笔者从事中药工作 20 多年
,

在长期的临床调剂

工作中
,

深感 目前中药汤剂煎煮的剂量有越来越大

的倾向
,

特别是一些外科及肿瘤科处方用量已大大

超过药典的规定
,

如细辛常开 12 9
,

川
、

草乌各 15 9
,

桂枝剂量多达 30 9 ;
一些贵重药

:

如全蝎用量 10 9 ;

天麻常在 30 ~ 50 9 之间 … … ;而川
、

草乌的主要成

分是乌头碱
,

常用量是 3~ 9 9
。

乌头碱有局部麻醉作

用
,

对各种神经末梢及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麻痹
,

小剂量使心跳变慢
,

大剂量则引起心率不齐甚至纤

维性颤动 ;桂枝辛温助热
,

温经通脉
,

常用量 3一 9 9
,

如此大剂量容易伤阴动血
,

使人大汗淋滴
,

迫血妄

行
。

有的处方药物多达 2。多 味
,

既有解表药
、

消导

药 ;又 有重镇药
、

补气补阴药
,

汤剂重量多达 200 9

以上
。

笔者认为
:

中药成分复杂
,

药 味偏多偏杂
,

抓不

住主要矛盾
,

反而延误病情
。

在煎煮过程中
,

药物与

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不良反应
,

许多药物的化学成

《中草药 》 1 9 9 7 年第 28 卷第 8期

分尚未完全为人们所知
,

急待于今后的研究与探讨
。

川乌
、

草乌每付 12 9 以上
,

连服几天
,

临床上多次发

生过积蓄中毒现象
:
患者出现四肢发冷

,

口唇脸面发

麻症状 ;加之有时药材没有严格按照炮制规范操作
,

就更加重了中毒的机会
。

以细辛为例
:

细辛主含挥发

油
,

其主要成分为甲基丁香酚
、

黄樟醚
、

优香芹酮
、

细

辛酮
,

细辛挥发油对人的舌粘膜有局部麻醉
、

镇痛作

用
,

能引起呼吸兴奋
,

并能对抗因吗啡所引起的呼吸

抑制
,

能使麻醉动物血压 下降
,

而煎剂使血压上升
,

其用量内服是 1
,

5 ~ 5 9
,

能祛风散寒止痛
,

温肺祛

痰 ;煎水漱口 外用治牙痛
,

常用量 3~ 7 9
,

极量 内服

6 9
,

故古人有
“
细辛不过钱

”
之说

,

而在实际处方中
,

常见到超过 5 9
,

甚至升到 10 ~ 12 9
,

曾发生过细辛

过量中毒之例
。

笔者认为
,

细辛内服用量超过 5 9 是

不妥当的
,

即使正常健康人也不可多服久服
,

否则等

于火上加油
,

会使病情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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