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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组 5 4 种动物药材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

长春中医学院中药系 ( 1 3 0 0 2 1) 姜大成
奉

张 洁 邓 明鲁

摘 要 运用 红外光谱对 16 组 54 种动物药材进行 了鉴别研究
。

结 果表明
:

绝大多数动物药材红

外光谱鉴别特征 明显
,

稳定性
、

重现性较好
,

可作为药材鉴别依据
。

关键词 动物 药 红外光谱 鉴别

红外光谱鉴别 中药材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品称 4 份
,

置容量瓶中 ; 分别加人 50 写乙醇
、

的一种中药材鉴别方法
。

由于红外光谱具有特 丙酮
、

氯仿
、

石油醚至刻度
,

室温浸泡 24 h
,

征性强
、

取样量小
、

简便
、

快速
、

准确等特点
,

不 然后 60 ℃水浴温浸 4 h (石油醚小于 60 ℃ ) ;

仅广泛用于西药药品的鉴别
,

近年来亦愈来愈 补充损失的溶剂
,

过滤
,

制成每毫升相当原药

多地应用于 中药材的鉴别研究
。

但从文献的报 材 s m g 的浸提液备用
。

另外称取各样品粉

道来看 〔 1一 4 〕 ,

研究 的多为植物药和矿物药
,

而 末 〕 份 .1 s m g
,

供直接粉末压片
。

动物药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较少
。

我们继
“
中 1

.

2
,

2 压片
:

用干燥洁净注射器分别吸取浸

药材红外光谱鉴别技术
”

课题完成之后 ( 1 9 8 9 提液 1一 2 m L ( 同组相 同处理条件的样 品取

年通过省级鉴定 )
,

又在动物药的红外光谱鉴 样量保持一致 )
,

置玛瑙乳 钵中
,

用冷风挥干

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通过对 16 组 54 种动物 溶剂后加人 15 0 m g 澳化钾
,

研磨 均匀
,

装人

药的红外光谱鉴别研究
,

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
,

模具压片
,

另取粉末样 品直接在玛瑙乳钵 中

初步摸索了一些规律
,

现综合报道如下
。

与澳化钾研磨均匀后压片
。

1 实验与结果 1
.

2
.

3 仪器条件及 上机操作
:
以澳化钾空白

1
.

1 仪器与试剂
:
N CI L E T

·

SD X
一

F T IR (傅 片为参 比
,

将样 品置于光路
,

扫描次
`

数为 60

立 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
,

美国 )
。

嗅化钾 (优级 次 /分
,

测定范围 4 0 00 一 4 00
c m

一 ` ,

用
.

电子计

纯
,

过 2 00 目筛后
,

经 马福炉 4 00 ℃灼烧 4 h 算机程序控制进行测定
。

所测图谱存于磁盘

后 置干燥器 中备用 )
,

无水乙 醇
、

丙酮
、

氯仿
、

中
,

自动放大并经平滑处理
,

打印图谱
。

石油醚 ( 60 ℃一 90 ℃ )均为分析纯
。

1
.

3 实验结果
:

每种样品制备 5 张红外光谱

1
.

2 实验方法 图
,

即粉末
、

50 % 乙醇
、

丙酮
、

氯 仿
、

石油 醚 5

1
,

2
`

1 样 品处理
:

将各药材样 品 ( 均经高士 种不同处理条件
。

将每组药材相 同处理条件

贤
、

邓 明鲁教 授鉴定 ) 干燥 后粉碎
,

过 40 目 样品的红外光谱 图放在一起进行 比较 (此步

筛
,

装瓶备用
。

精密称取各样品适量
,

每种样 骤也可在计算机里完成 )
,

每组药材不同处理

,
A d d r e s s :

J i a n g Da
e h e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C h in e s e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

C h a n g e h u n C o l l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n e ,

C h a n g e h u n

姜大成 男
,

198 2 年毕业 于长春 中医学院 中药系
,

毕 业后留校 任教至今
,

1 9 9 5 年晋升 为副教授
,

1 9 98 年破格晋 升为教
授

。

中国药学会高级会 员
。

目前主要从事中药鉴定学和动物药资源 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

曾先后主持
、

参加和完成 6 项省级以

上 的科研课题
,

参 加编
、

著作 6 部 , 撰写科研论文 40 多篇
,

完成 的主要课题有
“
中药材红外 光谱 鉴定技术

” 、 “
龟 板扩大资源的

研究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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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红外光谱鉴别情况见表 1
。

限于篇 幅
,

每组 比较药材只选择 1 种样品处理条件的红

外光谱予以报道 (表 2 )
。

2 小结与讨论

2
.

1 由于动物药的化学成分复杂
,

已知成分

很少
,

并且药材中大都含有大量的蛋 白质
、

脂

肪等相似成分
,

`

运用一般 的理化鉴别方法效

果都不甚理想
,

而红外光谱 由于具有灵敏性

高
、

特 征性强
、

操作 简单
、

取样量小等一般量

化方法所无法相 比 的优点
,

在应用于动物药

真伪鉴别研究中
,

效果较为理想
,

通过我们 的

实验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

在 16 组药材的 5 种

处理条 件下的样 品
,

8 0 % 的红外光谱 比较 都

有鉴别意义
,

并且每组药材至少有一种条 件

可以达到鉴别的 目的
。

裹 1

编号

不 同处理条件各组药材红外光谱鉴别情况

组别

水蛙

娱蛤

粉末 5。% 乙醉 丙酮 氛仿 石油醚

土篮虫

桑螺峭

蝉蜕

冬虫夏草

蛇虫

露蜂房

蚂蚁

蛤蟆 油

龟板

蛤蚁

薪 蛇

五灵脂

鹿鞭

虎骨

+ +

+ +

+

+ +

+ 十

+ +

+ 十

十

++

1二,曰八」

+ +

+

+ +

+ +

++

+

+ 十

+

座
工口合ō匕门了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8910n1213141516

注
:

+ + 差别非常显著

+ 十

+ 十

+ 十

+ +

+ +

+

+ +

+ 明显 一 不明显 空 白为未做

裹 2 5 4 种动物药材的红外光谱鉴别

组别 原动物 处理条件
峰位 或波数
区间 ( e m

一

1 )
鉴别特 征

水蜓 5 0 % 乙醇 1 5 0 0 ,

1 4 9 0 ( 2 )有两个 明显吸收峰 ; ( 1 )无

娱蛤

①宽体金线蛙
H z无i t m a n i a P i a g ar

②光润金线蛙 W
.

l ae 碗
③少棘娱蚁

S c ol Po
e n d r a m u t i l a n s

④多棘娱蛤
5

.

m u tl id e n s

⑤墨江娱蛤
5

.

二Oij
a n g 艺c a

⑥地获
E Pu 时助 h a g a s i n e n s i s

⑦冀地鳌
尸。成劝h a

ga Pl
a n c y .

⑧南方刀 螂
了

,

翻 。 J 己ar a 月d 艺of l i a

⑨大 刀螂 T
·

s i ne ns si

L拒 斧蝗 螂
H i e r o d u l a P a t e l l efi ar

@ 黑 炸
C 均功 t o t夕” 碑户a n a P u s t u l a t a

5 0环乙 醇 1 3 0 0 ~ 1 0 0 0 ( 3 ) 有 3 个吸 收峰
,

中间 1 个 最强 ; (4 )有 1 个 强
峰

,

1 个肩 峰 ;
( 5 ) 有 4 个弱峰

土鳌 虫 石油醚 1 8 0 0 ~ 1 7 0 0
(6 ) 有 1 个 锐峰

,

低 频一侧有 1 个 裂分 峰 ; ( 7) 只有
1 个锐峰

,

而无裂 分峰

桑螺峭 5 0 % 乙 醉 1 2 0 0 ~ 1 0 0 0
( 8 )有 1 个高强裂分峰 ; ( 9 )有 1 个 宽峰 ; ( 1 0 ) 有 1

个 中强峰

蝉蜕 抓仿 1 80 0 ~ 1 6 0 0
( 1 1 )和 ( 1 4 ) 都有 1 个强 峰 ; ( 1 2 ) 有 1 个小峰和 1

个裂分峰 ; ( 1 3 )有 2 个裂分峰

60 0~ 1 4 0 0 ( 1 1 )有 l 个裂分三峰 ; ( 1 4 )有 l 个裂分四 峰

冬虫夏 草 5 0 % 乙 醇 1 7 1 0 ~ 1 5 7 0
( 1 5 )有 l 个多重裂分宽峰

,

且 1 7 10 c m
一

1处裂分
个明显锐峰 ;

(1 6) 则为 1 个无裂分 的宽强峰

蛇 虫

L山蝉
Ti k ci e n

加m m a t u s

L朝 鲜黑背鸣蝉
O 刀 IO

yt
” 碑P a ” a c o

er
a n a

L抽站
P l a t y P l e “ ar k a e ,冲 efl ri

L冬虫夏草
c o r

yd
c eP s s认 e n s si

L凉山虫草
C

.

l f a n g h a n e n s i s

L双斑黄蛇
A ytl

o t二 5 bvi it t a et i n u s

L华虹
丁 “ b a ” u s m a 刀己“ r i n u s

丙酮 1 3 8 0 ~ 1 3 4 0 ( 1 7 )为 l 个锐强峰 ; ( 1 8 ) 为 l 个锐强裂分峰

露 蜂房 L墨胸胡蜂
V e` P a ve al u t i n a

( 2 4 )有 1 个强峰 ( 1 6 0 0 e m
一

1 ) ; ( 2 2 )有 l 个较强裂
丙酮 1 8 0 0 ~ 1 5 0 0 分 峰 ( 1 6 60 ,

1 6 3 o e m 工 ) ; 其它为 l 个 多裂分的宽
吸收带

,

其 中 ( 2 0 )在 17 4。
,

处有 1 个独立的吸收峰

一

1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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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农 2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一
. -

一
- -

一

组别 原动物 处理 条件
峰位或波数
区间 ( em

一

1 )
鉴 别特征

1 5 0 0~1 3 0 0
各 样 品 都 有 z 个尖锐 裂 分 强 峰 (1 46 0、

1 59 0

cm
一

, )
,

但 此二峰强度的 比例有所不 同

蚂蚁 粉 末 2 5 0 ~ 1 0 0 0 ( 2 6 ) 有 3 个吸收峰 ; ( 2 7 )有 4 个 吸收峰

蛤蟆油 5 0 % 乙醇 5 0 0 ~ 1 3 5 0
( 28 ) 有 1 个 明显裂分的 三重 峰

,

而 ( 2 9 ) 为 1 个宽
峰

龟板 氛仿 20 0 ~ 1 0 0 0

( 3 0 )只有 l 个单强峰 ( 1 8 0 0 e m
一

1 ) ; ( 3 1 )和 ( 3 3 ) 为
l 个 裂分强 峰 ( 1 10 0

、

1 0 3 0 e m
一

l ) ; ( 3 2 ) 为 l 个强
峰 ( 1 1 0 0 e m

一

1 )
,

两 侧各有一 个小尖峰 ; ( 3 4 ) 为 1

个低频一侧有肩 峰的宽峰

蛤阶 50 % 乙醉 8 0 0 ~ 1 5 0 0

( 3 8 ) 和 ( 4 0 ) 为 1 个单强峰
,

(4 0) 两侧 还有若 干个
肩 峰 ; 其它 均 出现不 同程度 的裂分

,
( 3 5 ) 为双 裂

分
,

1 7 0 0 e
m

一

, 处为锐峰
,

1 6 6 0 e m
一

1处 为馒头样裂
分峰 ; (3 6 )

、

( 3 7 )分别双裂后
,

在低频一侧又 再一
次 双裂 ; ( 3 9 ) 为 1 个双裂分 峰

,

强度相等 ; ( 4 1 )为
1 个多 重裂分峰

薪蛇 5 0 % 乙醉 1 2 2 0一 1 0 0 0

( 4 2 )在 1 14 o e m
一

l
处有 l 个锐强峰

,

在 1 0 5 0 处有
1 个中强 峰 ; ( 4 3 ) 有 3 个弱 峰 ; ( 4 4 ) 同 ( 4 3 )

,

但强
度 较大 ; ( 4 5 )有 4 个弱 尖峰

; ( 4 6 )有 1 个 中强 峰
( 1 1 2 0 e m

一
I )

,

两 侧 各 有 1 个弱 峰 ( 1 2 0 0
、

1 0 5 0

em
一

1 ) ; ( 4 7 ) 有 l 个锐强峰 ( 1 1 20 e m
一
` )

,

低 频一侧

有 1 个肩峰 ( l o 3 0 e m
一

1 )

五灵脂 5 0 % 乙 醇 1 4 8 0一 1 3 2 0

鹿鞭 抓仿 2 0 0 0一 1 8 0 0

( 4 8 )有 l 个较强的宽峰 ( 1 4 12 e m
一

, ) ; ( 4 9 )有 l 个
高强锐峰 ( 1 3 8 8 。 二

一

1 )

( 5 0 )只有 1 个锐强 峰 ( 1 8 2 0 e m
一

, ) ; ( 5 1 )有 l 个弱
宽 峰 ( 1 8 2 0 e m

一

1 ) 和 l 个锐 强 峰 ( 1 8 7 0 e m
一 ,

) ;

( 5 2 )有 l 个锐 强裂分峰 ( 1 8 9 0 ,

1 8 7 0 e m
一

, )

虎骨

L柞蚕 马峰
P o l t’s et s g a ll 1’c u s

邵左 泛̀
u s

@ 斯 马峰 P
.

, n e l l e o i

@澳 门马峰 P
.

二 a e a e n
廊

L和马峰
P

.

or t h n ye i
wi

a t a艺

⑧陆马峰 p
.

or ht
n ye i g ar h a二 i

L约马峰 .P oj ka h a m ae

L红林蚁
F o

彻介 a r 场肠

⑧拟黑多刺蚁
P o yl h a c h i s u i c i n a

L中国林蛙
R a ” a r e n Pl o

ar
r i a kc ne s i刀 e n

ssi
L中华大蜻蛛

B 践 f b b联 fb g a
咭

a行 z a n s

L乌龟
C h ni e州口￡

er
e v e s i i

@ 黄喉水龟
C l em ” 州 s m “ t i c a

@ 平 胸龟
P l a

yt
压 t e r ” o n m e g a lPe h a l u m

L缅甸陆龟 Te
s t o J 。 。 l o n g a t a

⑧凹 甲陆龟
T

·

i ,

冲 er ss a

L大壁 虎 (蛤蚁 )

G e k k o

ge
c k

o

L多庆壁虎 G
.

,

沁户on ￡c us

L蜡皮晰
Le f o l eP f s b e l l i a n a

ur 胡t a e n ia ta

L丽斑麻晰
E er m f a s a n g u s

L红 疲沈螺
Ty l o t o t r i t o 二 v e , u e o s u s

L东方蜂螺 q
n
Po

: 。 ri ne at sil

@ 山 溪貌
B a t ar ch Pu

e
ur

s P i” e h o n i i

L尖吻蝮
刀￡ in a g k i s t r o d o n a e u t u s

L银环蛇
B u ”

邵
r u s 扭 u tl ci i n e t u s 执 u tl ci i n ct u s

@ 烙铁头
T ri m e r e s u 抓 u e or s z u a m a r u s

L滑 鼠蛇 p加
: , u c o s u s

L全 环蛇
B u ,

邪
r u s

af
s c ai t o s

@ 百 花锦蛇
E lPa h e m oe l l e o

do
r f八

L复 齿晰鼠

Tr 呀 Po t e r u s x a n t h `P e s

L鼠兔 oc h` t o n ; `西西

L梅花鹿
@兮麓

“ 5 n

PPi 洲

@年 el a p h u ,

刀。 5 t a u r u s d o m e s t i c u s

@ 虎 p a n t入e r a t ig 月 s

@ 黑熊

5 0 % 乙醇 1 7 4 5 ( 5 3 )有 1 个明显锐强峰 ; ( 5 4 )无

S以
e n a l飞忿05 ht ib巴 t a n 配 s

2
.

2 红外光谱鉴别 中药材关键是要把具有 外光谱上
〔5〕 ,

所 以样品的化学前处理非常重

差异性的化学成分 富集起来
,

使其表现在红 要
。

依据经验
,

我们选用 50 % 乙醇
、

丙酮
、

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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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

石油醚作为溶媒制备浸提液
,

这样可 以把

药材 中各 种极性的成分绝 大部分提取 出来
,

使其表现在红外光谱上
。

实验结果表 明
,

这种

化学处理 的方法基本是可行的
,

大多数都具

有鉴别意 义
,

其 中尤其 以 50 % 乙醇处理 的样

品最为理想
。

2
.

3 判断 比较各组药材红外光谱的异同
,

主

要依 据以 下两 点
:

一是在某 一波数处鉴别 的

各方是否有明显的吸收峰
、

吸收峰是否裂分
、

某 一区 间吸收峰数 目多少或 峰位不 同
,

这些

可以认为是非常明显的鉴别指标
,

如水蛙
、

虎

骨
、

蛇虫等
; 二是在某一 波数处

,

鉴别各方的

吸收峰数 目相 同但形状和强度有明显差异
,

以及肩峰 的位置或裂分情况不同
,

指纹 区面

貌不同等
,

这些都是明显的鉴别指标
,

如土鳖

虫
、

露峰房等
。

总之
,

要注意 比较红外光谱的

全貌
,

而不是对吸收峰进行归宿
。

2
.

4 由于鉴别的药材中各种化学成分 相似

程度不一样
,

也不排除 5 种化学前处理条件

的红外光谱完全相同的可能
。

此时
,

如有必要

可采取其它手段进一步分离
,

再用红外光谱

进行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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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白益母草的生药研究

内蒙古药 品检验所 (呼和浩特 0 1 0 0 2 0) 阿 古拉
辛

林 燕 额 尔登 徐 嫦

摘 要 报道蒙药白益母草的药材 性状
、

横切 面组织构造及粉末特征
,

并与中药益母草作 了薄 层

色谱比较
,

为药材鉴别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蒙药 白益母草 组织构造 粉末特征 薄 层鉴别

蒙药白益母草来源于唇形科植物 白龙昌

菜 P a n z e ri a a za s c 人a n ic a K u p r
.

的地上部分
。

蒙药名为查干都 日布乐吉一额布斯
。

能调经
、

活血
、

去云退黔
,

主治产后腹痛
、

月经不调
、

痛

经
、

血郁宫中
、

眼翁 白斑等病症
,

疗效显著
,

是

蒙医治疗妇科病常用药之一
。

本品种主要分

布于我 区西部
,

且 当地 已将本种作益母草应

用
,

认为它的疗效较益母草高
〔1, 。

目前尚未见

白益母草 生药学和 化学成分方 面的研究 报

道
,

本文就其生药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

并用薄

层技术对白益母草和益母草做 了有关化学成

分 的 比较实验
,

为该药的鉴别
、

临床应用
、

质

量控制和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l 材料与试药

白益母草
:

采于伊克昭盟杭锦旗
。

益母草

对照药材和水苏碱对照品
:

中国药 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
。

硅胶 G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2 药材性状

本品茎方柱形
,

直径为 0
.

3 ~ 0
.

6 c m
,

密

被白色绒 毛 ; 质脆
,

易折断
,

断面白色
,

有时中

空
。

叶有柄
,

叶片多卷曲破碎
,

完整叶呈宽卵

形
,

长 2一 4 e m
,

宽 3 ~ s e m
,

掌状二 回 3 ~ 5

深裂
,

裂片狭楔形
,

小裂片卵形至披针形 ; 表面

被短毛
,

背面被灰 白色绒毛
。

轮伞花序 ; 花尊筒

状
,

具 5 曹齿
,

外被白色绒毛 ; 花冠淡黄色
,

多

脱落
,

长 3一 4 c m
,

外被丝状长毛
,

里面无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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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u l a ,

I n n e r M o

阿古拉 男
,

1 9 94 年毕业于

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H u h e h a o t e

医学 院
,

1 9 9 4 ~ 1 9 9 8 年在 内蒙古药品检验 所从事蒙药检 验与研究
,

任药师
。

在省
、

国家级 刊物 上发表有关蒙药质量分 析与研 究的论文 8 篇
,

现正攻读硕士学位
,

主要学 习和研究 蒙药化学
、

药理等专业内容
。

一

1 4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