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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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d d r e s s :
A G u la

,

In n e r M o

阿古拉 男
,

1 9 94 年毕业于

n s titu te f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H u h e ha o t e

医学 院
,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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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坚果椭圆状三棱形
,

具疵点
。

气特异
,

味苦
、

辛
。

3 显微鉴别

3
.

1 茎横切面 (直径 3 m m )
:

表皮为 1 列长

方形细胞
,

外被角质层
,

有腺毛和非腺毛
。

下

皮厚 角组织位于棱角处
。

皮层为 6一 8 层薄壁

细胞
,

中柱鞘纤维断续排列成环
,

不木化或微

木化
,

胞腔较大
。

韧皮部窄
,

形成层环不明显
。

木质部于 棱角处发达
,

并伴有木纤维
。

髓部发

达
,

由大型薄壁细胞组成
。

皮层和髓部薄壁细

胞 中含有草酸钙针晶 (图 1
、

2 )
。

3
.

2 叶横切面
:

上
、

下表皮细胞均为长方形
,

外被角质层
,

有毛茸和气孔 ; 毛茸有腺鳞
、

腺

毛和非腺毛 ;上表皮非腺毛具壁疵
,

下表皮非

腺毛表面光滑
,

且较上表皮的长
。

栅栏细胞 1

~ 2 列
,

其下为海绵组织 ; 主脉部位上
、

下表

皮下有厚角组织 ; 维管束外韧型
,

木质部导管

常 3一 4 个排列成行
。

薄壁细胞和少数厚角细

胞 中含草酸钙针晶 (图 3
、

4)
。

2
一

栅栏组织 3
一

厚角组织
5
一

韧皮部 6
一

侧脉维 管束

4
一

主脉
7一下表皮

图 3 白益母草叶横切面简图

1
一

表皮 层 2
一

厚角组织 3
一

皮层 4 一

中

柱鞘纤维 5
一

韧皮部 6
一

木质部 7 一

髓

图 1 白益母草茎横切面简图

馨馨馨

厉厉厉脚脚超超超超

1 一

表皮层 2
一

厚角组织 3
一

皮层及草酸钙针 晶 4一中

柱鞘纤 维 5一韧皮部 6 一

形成层 7 一

木 质部 8
一

髓部

图 2 白益母草茎横切面详 图

1
一

上表皮层 2
一

非腺 毛 3 一

栅栏组织 4
一

海绵组 织
5
一

厚角组织 6
一

木质部 7 一

韧皮部 8
一

下 表皮 层

图 4 白益母草叶横切面详图 入

3
.

3 粉末
:

灰绿色
。

非腺毛多见
,

由 1 列多个

细胞组成
,

具壁庆或光 滑
,

长 1 3 6 ~ 4 0 0 拌m
,

直径 6一 9 拌m
,

多弯 曲
,

碎断 ; 腺毛头部 1 ~ 4

细胞
,

柄多单细胞 ;腺鳞头部 8 细胞
,

直径 45

一 53 拌m
。

中柱鞘纤维细长
,

两端锐尖
,

有斜

壁孔或无
,

偶见横隔
,

长 1 6 0 一 5 1 0 拌m
,

直径

1 0 一 1 3 拌m ;木纤维较短
,

两端钝尖
,

长 8 0 ~

1 4 5 拜m
,

直径 8一 1 2 拼m
。

导管多为具缘纹孔

和螺 纹
,

直径 28 ~ 34 拜m 偶见 花粉粒
,

类 圆

形
,

直径 约 22 拜m
,

表 面具点状 突起
,

具 3 个

萌发孔
。

草酸钙针晶多存在于薄壁细胞 中
,

针

晶较短
。

气孔为不定式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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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 腺毛 2
一

腺毛 3 一

腺 鳞 4
一

中柱鞘纤维 5
一

木纤 维
6
一

导管 7
一

花粉粒 8
一

气孔 9
一

薄壁细 胞及 草酸钙针晶

图 5 白益母草显橄粉末圈

4 薄层色谱鉴别

4
.

1 取 白益母草粗粉 1 9
,

加盐 酸
一

甲醇 (1
:

1 0 0) 溶液 10 m L 冷浸过夜
,

滤过
,

药 渣用盐

酸
一

甲醇 (1
: 1 0 0 )溶液 5 m L 洗涤

,

合并洗液

与滤液
,

低温蒸干后 加水 s m L
,

置沸水浴上

加热 s m in
,

滤过
,

滤液蒸干
,

残渣加人 甲醇 1

m L 溶解
,

作为供试 品溶液
〔2〕。 另取益母草对

照药材 1 9
,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

另取盐

酸水苏碱对照品
,

加 甲醇制成含 2
.

0 m g / m L

的对照品溶液
。

分别吸取上述 3 种溶液各 10

拌L 点样
。

吸附剂
: 0

.

5 % CM C
一

N a 制成的硅

胶 G 板 ; 展开 系统
:
S

:

为 正丁醇
一

醋酸 乙 醋
-

甲酸 (8
: 3 : 4 )( 图 6 一

A )
,

S
:

为氯仿
一

丁酮
一

甲

醇
一

甲酸 (8
: 3 :

2
:

2 ) (图 6
一

B ) ; 显色剂
:

均

为改 良碘化秘钾溶液
。

结果供试品色谱中显

3 个橙黄色斑点
,

对照药材 色谱 中显 4 个橙

黄色斑点
,

两者有 3 个斑点相对应
,

并且其 中

均有一个斑点与盐酸水苏碱对照品斑点相对

应
,

表明 白益母草 中含有 3 种与益母草相 同

类型 的生物碱
,

并含盐酸水苏碱
。

4
.

2 取白益母草粗粉 5 9
,

加 70 % 乙醇 50

m L
,

加热 回流 3 0 m in
,

趁热滤过
,

滤液蒸干
,

残渣加水适量煮沸
,

趁热滤过
,

滤液用醋酸乙

醋提取 2 次
,

每次 1 0 m L
,

提取液蒸干
,

加 甲

醇 2 m L 使溶解
,

作为供试品溶液
。

另取益母

草对照药材 5 9 ,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

分

别 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 拜L
,

点样
。

吸附

剂
: 0

.

5 %CM C
一
N a 制成的硅胶 G 板 ;展开系

统
:
5

1

为抓 仿
一

丙 酮
一

甲醇
一

水 (4
: 5 : 2 :

l)

(图 6
一

C )
,

S
:

为醋酸乙醋
一

丁酮
一

甲酸
一

水 (5
:
3

, 0
.

5 , 0
.

5 ) (图 6
一
D ) ;显色剂

:

均为 5 %三抓

化铝乙醇液
。

显色后在紫外光灯 (3 6 5 n m )下

检视
,

供试品色谱 中显 4 个黄绿色荧光斑点
,

对照药 材色谱 中显 6 个 黄绿色荧光斑点
,

两

者有 2 个斑点分别相对应
。

表明益母草中含

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

其 中有两种化合物与

益母草相同
。

巨队习
�引」

一。。。心月老�七

000

0

000000O八�日0

1 一

白益母 草 2
一

益母 草对照药材 s 一

盐酸水苏碱
a

、

b
、。 、

d
、 e

、

f斑 点均显黄绿色荧光

图 6 白益母草薄层色谱田

5 小结

本文研究结果表 明
,

白益母草具较明显

的生药学特性
,

化学成分方面与益母草相 比

较
,

至少含有 3 种相同类型的生物碱
,

但白益

母草 中黄酮类化合物的类型和益母草的有一

定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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