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　 TLC鉴别: 分别取上述两种浸液浓缩后 ,点于

C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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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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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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香蒲新苷等黄酮类成分 ,不同品种蒲黄的黄酮类

成分 HPLC和 T LC图谱相似
[2～ 4 ]。笔者参照文献 [ 4]

的层析条件检验了 7批蒲黄 ,结果 3批正品的 TLC

图谱主斑点相同 ,与掺伪品有明显区别。

样品代号同表 1,

12号样品的斑点

为掺入的黄色素

斑点 , 7, 8号掺伪

品 ,也有对应的斑

点

图 1　 7批蒲黄

样 品 的

聚 酰 胺

薄 膜 层

析图

供试液制备: 取本品 0. 5 g ,加甲醇 5 m L,浸泡

30 min,滤过 ,即得。

层析条件:聚酰胺薄膜 ( 7 cm×

10 cm ,浙江黄岩化学实验厂 ) ;点样

量: 2μL;展开剂: 甲醇-水 ( 3∶ 2) ;

显色: 喷 0. 1 mo l /L三氯化铝 80%

乙醇液 ,热风吹干 ,置 365 nm紫外

灯下观察 (图 1)。

5　杂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蒲

黄含杂质不得过 10% ,但未规定

具体的检查方法。从我们的检验情

况看 ,常见的杂质有: 1)由蒲黄植

物本身的花丝等粉碎成的粗粉 ; 2)

人为掺入的其他植物组织或淀粉 ;

3)染黄色的碳酸钙矿物粉或其他

无机物粉末。

1类杂质用过筛法检查: 取本

品约 10 g ,置 7号筛 ( 120目 )中振

荡 5 min,分别收集花粉与杂质 ,

称定重量 ,计算。

2类杂质中属粗粉者可用上法检查。对掺入淀

粉者 ( 11号样 ) ,采用显微定量法检查。

3类杂质绝大部分能通过 7号筛 ,以测定总灰

分作为质控指标。

6　总灰分测定

测定了 3批合格的蒲黄 ,其总灰分在 8%～

11%之间 ,而 4批掺有无机矿物的检品 ,则在 35%

以上 (表 1)。

7　含量测定

已知蒲黄含甾类、黄酮类、有机酸、氨基酸、多糖

化学成分
[5 ]

,其中黄酮类成分研究较深入 ,是主要有

效成分之一。先后有报道 [3, 6, 7 ]用薄层扫描法、 HPLC

法测定蒲黄中香蒲新苷等多种黄酮单体成分。

为寻找一种简单易行的质控方法 ,笔者以芦丁为

对照品 ,用三氯化铝显色 ,测定蒲黄中总黄酮含量。

7. 1　标准曲线的制备:对照品溶液制备:精密称取在

120℃干燥至恒重的芦丁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出品 )适量 ,加 80%乙醇溶解 ,配成约含芦丁

70μg /m L的溶液。分别取对照品溶液 1. 0, 2. 0, 3. 0,

表 1　 12批蒲黄检验结果

样品

编号

杂质

(% )

总灰分

(% )

总黄酮

(% )
备　　注

1 6 10. 8 0. 90 为合格品 ,色黄粉细 ,滑腻感强

2 0 9. 9 0. 94 系从 4号样品筛取的花粉

3 0 8. 6 1. 12 系从 5号样品筛取的花粉

4 69 6. 5 0. 87
草蒲黄 ,为粗糙粉末 ,显微鉴别可
　见花粉粒及大量花丝组织

5 44 7. 0 1. 10 同上
6 28 8. 2 0. 91 所含杂质为花丝碎片

7
无法
分离

35. 3 0. 67
显微鉴别除见花粉粒外 ,尚含花丝
　组织以及大量不规则块状无机
　物

8 同上 53. 8 0. 52 同上
9 同上 55. 7 0. 59 同上
10 同上 49. 5 0. 29 同上

11 38 6. 0 0. 54
含花粉粒及大量淀粉粒 ,用显微定
　量法检查杂质

12 100 - -
系伪品 ,为纤维、导管等植物组织
　以及无机物粉末 (含 CaCO 3)的
　混合物

4. 0, 5. 0 m L于 10 m L容量瓶中 ,精密加入 0. 1

mo l /L三氯化铝 80%乙醇溶液 5 m L,加 80%乙醇

至刻度 ,摇匀 ,置 70℃水浴中加热 10 min使充分显

色 ,冷至室温 ,以 80%乙醇作空白 ,在 402 nm波长

处测定吸光度。 浓度与吸光度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C= 36. 97 A- 0. 34; r= 0. 9999。

7. 2　样品测定: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约 0. 1

g ,精密称定 ,置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80%乙醇

25 m L,超声提取 30 min,滤过 ,取续滤液作为供试

品液。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5 m L,置 10 m L容量瓶

中 ,按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精密加入 0. 1 mo l /L三氯

化铝 80%乙醇溶液……”操作测定 ,计算总黄酮含

量 ,样品的测定结果见表 1。

8　小结

8. 1　目前市售蒲黄掺假现象普遍存在 ,仅按中国药

典规定指标难以控制其质量 ,建议尽快修订蒲黄质

量标准 ,规范杂质检查方法 ,增加 T LC鉴别、总灰分

检查和总黄酮含量测定项目。实践证明 ,总灰分检查

是控制蒲黄掺假的有效指标 ,限度可定为不得过

15. 0%。

8. 2　本文报道的含量测定方法线性关系和重现性

均较好 ,且操作简便 ,利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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