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S 活性,显蓝色(图 2)。

转化处理获得的抗性植株生长 5个月后,进行

GUS 基因稳定表达活性的检测, 结果表明: 70. 0%

的植株呈阳性反应,这是茎段染色的结果, 又取其叶

片进行 GUS 染色, 大多数呈阳性反应, 少数不显蓝

色, 说明有些植株已有稳定的 GU S 基因表达, 也有

些植株可能是嵌合的转化体(图 3)。

　　图 1　在选择培养上获得抗性芽 图 2　GUS基因在被感染的

上胚轴中的瞬时表达

图 3　GUS基因在抗性植株的叶片、

茎段及根尖中的稳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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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青藤的生药鉴定

广西中医学院(南宁 530001)　　廖月葵 　潘小姣　辛　宁

摘　要　利用药材性状、显微特征、紫外吸收光谱和薄层层析等鉴别方法对香青藤进行生药鉴定研究, 为该药材的

鉴别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香青藤　性状鉴定　显微鉴定　理化鉴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薄层层析

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of Xiangqingteng ( Illigera aromatica) Stem
　　Guangxi Co lleg e of T CM ( Nanning 530001)　L iao Yuekui, Pan Xiaojiao and Xin N ing

Abstract　　Pharmacognost ic ident ificat ion of the stem o f I ll igera aromatica S. Z. Huang et S. L .

MO was carr ied out by studying its micro scopic characterist ics, U V spect ra and T LC. The results may

pr ovide a scient if ic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 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 ion of the drug .

Key words　　I ll igera ar omatica S. Z . Huang et S. L . MO　characterist ic ident ificat ion macroscopic

ident if icat ion　physicochemical ident if icat ion　UV spect ra　T LC

　　香青藤又名吹风散, 为青藤科植物香青藤

I lligera ar omatica S. Z . Huang et S. L . M o 的干

燥藤茎。具有祛风活血等功效, 用于风湿骨痛, 跌打

损伤, 肥大性脊椎炎等症
[ 1]
, 对解痉镇痛, 降温和局

麻有显著功效
[ 2]
, 生药鉴别未见有报道,为利于开发

利用,就此进行研究。

1　仪器与材料

1. 1　仪器: UV-160A 可见紫外分光度仪(岛津)

2F-1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1. 2　材料: 香青藤采于广西南宁市郊区, 经广西药品

检验所黄燮才教授鉴定为青藤科植物香青藤 Il liger a

aromatica S. Z. Huang et S. L . Mo 的藤茎。硅胶H

(青岛海洋化工厂) , 实验试剂均为分析纯。

2　药材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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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茎类圆柱形,略弯曲,长 20～60 cm, 直径 1～

8 cm。表面有较厚的木栓层,易脱落,呈灰棕色或棕

褐色,具纵皱纹或龟裂纹。质轻而坚韧,不易折断,切

断面浓烈香气, 浅棕色或褐色, 纤维性,具有射状纹

理, 皮部厚约 2～8 mm, 木部可见细孔状管道 (导

管) ,髓部直径 2～5 mm。气香,味辛, 凉。

3　显微特征

1-木栓层　2-皮层千维束

3-皮层　4-石细胞　5-韧皮部

6-韧皮纤维束　7-形成层

8-射线　9-导管　10-木质部

11-髓部

图 1　香青藤植物横切面

简图

3. 1　藤茎横切面: 木栓层

由 10余列细胞紧密排列,

细胞长方形作切向延长。

皮层细胞类圆形或长圆

形,部分细胞壁木化;皮层

有纤维束,石细胞散在,纤

维壁较厚, 均木化。韧皮部

由韧皮纤维束和韧皮部细

胞成层交互排列。形成层

不明显。木质部宽广, 由导

管,木薄壁细胞,木纤维组

成, 导管较大, 类圆形, 不

规则排列。射线宽 2～4

列, 呈不规则弯曲状有石

细胞分布。髓部细胞类圆

形(图 1, 2)。

3. 2　粉末及组织解离:粉

末呈棕褐色。1)木栓细胞

断面观长方形。2)薄壁细

胞类方形, 类圆形。3)淀粉

粒多为单粒, 直径10～25

m, 脐点与层纹不明显。

4 )韧皮纤维直径 20～40

m, 两头渐尖或有 2～3

分叉。5)木纤维直径 20～80 m,两端偶有分叉,纹

孔梭形。6)具缘纹孔导管,直径80～480 m,网纹导

管较大直径 90～720 m, 导管分子长管状。7)棕色

块众多,棕褐色(图 3)。

4　理化鉴别

取香青藤粉末各 3 g ,分别加 95%乙醇、氯仿各

30 mL,浸泡 48 h,过滤,滤液备用。

4. 1　光谱扫描: 取上述乙醇和氯仿浸液适当稀释,

以 95%乙醇和氯仿作空白对照, 分别在 200～400

nm 和 200～800 nm 波长范围内测定光谱图。结果

醇浸液在 217. 0 nm 和 217. 8 nm 处有吸收峰, 氯仿

浸泡液在 269. 6 nm 处有一吸收峰。

1-木栓层　2-石细胞　3-皮层　4-皮层千维束

5-韧皮部　6-韧皮纤维束　7-射线　8-形成层

9-木纤维　10-木质部　11-导管　12-髓部

图 2　香青藤横切面详图

　　1-韧皮纤维　2-棕色块　3-木薄壁细胞　4-淀粉粒

5-薄壁细胞　6-木栓细胞　7-导管　8-木纤维

图 3　香青藤粉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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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T LC鉴别: 分别取上述两种浸液浓缩后, 点于

CMC-Na( 0. 5% ) -硅胶 H 板上, 以氯仿-乙酸乙酯-

乙醇( 12∶1∶0. 5)和石油醚-氯仿-乙醇( 5∶8∶1)

为展开剂, 展距分别为 12和 11. 5 cm ,取出凉干,在

紫外灯( 365 mn)下观察,结果见图 4。

A 展开剂:氯仿-乙酸乙酯-乙醇( 12∶1∶0. 5)

B展开剂:石油醚-氯仿-乙醇( 5∶8∶1)

a-乙醇浸液　b-氯仿浸液

1-亮蓝色　2-黄色　3-浅蓝色　其余斑点均为粉红色

图 4　香青藤的薄层层析图

5　讨论

5. 1　上述实验表明, 香青藤的性状, 显微, 理化特

征,对其生药学鉴别有实际意义。

5. 2　在性状和显微鉴别中,以茎横切面和粉末特征

的鉴别意义较大, 横切面的韧皮纤维束与韧皮细胞

的排列及分布, 性状中茎有厚木栓层及具龟裂纹, 切

面浅棕色及放射状排列的小孔鉴别特征明显。

5. 3　在理化鉴别中,光谱测定可作为鉴别的辅助手

段。

致谢:本实验材料承蒙广西药品检验所黄燮才

教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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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蒲黄的质量考察

广西梧州市药检所( 543000)　　饶伟文

摘　要　用显微和理化方法考察了 12 批市售蒲黄的质量, 针对其存在问题,指出现版中国药典蒲黄质量标准的不

足并提出修订建议。

关键词　蒲黄　鉴别　质量考察

　　蒲黄为常用中药
[ 1]

,近年来由于药源紧缺, 掺杂

作假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近年检验了 12 批蒲黄,发

现质量问题严重, 现报道如下。

1　实验仪器、材料

岛津 UV-265 FW 自动记录分光光度计, 实验

用乙醇等试剂为分析纯。12批蒲黄均系广西贺州地

区药检所和梧州市药检所 1998年度检品。

2　性状

正品蒲黄为黄色细粉, 手捻滑腻感强, 易附着于

手指(表 1～3号样品)。草蒲黄系带花丝、花药的粗

蒲黄( 4～5 号样) ,外观粗糙;用草蒲黄粉碎冒充蒲

黄者色泽较淡,滑腻感不强( 6号样品) ,用矿物质粉

掺伪者质重,易沉入水中( 7～10号样品)。

3　显微鉴别

正品蒲黄在显微镜下观察绝大部分为类球形、

卵形或钝三角形花粉粒,花丝、药隔组织碎片少见。

用草蒲黄粉碎后冒充蒲黄者则以花丝、药隔组织为

主, 花粉粒占少数;用矿物质、淀粉及其它植物组织

混充者, 在显微镜下观察均可见相应的结构特征

( 7～12号样品)。

4　理化鉴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两项理化鉴别[ 1]均

为试管显色反应, 专属性差, 特别是后一项, 1～12

号样品大多数均呈正反应,鉴别意义不大。已知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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