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冬及其类似品、伪品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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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冬为常用中药。来源于百合科植物麦冬

Ophiopogon j aponicus ( T hunb. ) Ker-Gawl .的干燥

块根,最近在检验工作中发现有 1 种类似品, 1 种伪

品,冒充麦冬使用。经鉴定, 1种为百合科植物阔叶

山麦冬 L iriop e p latyphy lla Wang et Tang 的块根,

一种为禾本科植物淡竹叶 L op hatherum graci le

Brongn.的块根。本文对此进行了药材性状、显微特

征及理化的比较鉴别。

1　药材性状

麦冬与类似品、伪品的性状特点见表 1。

表 1　性状比较

特点 麦冬　　　　　　　　　　 阔叶麦冬(类似品)　　　　 竹叶麦冬(伪品)　　

形状 呈纺锤形,两端略尖,扁圆不一 呈圆柱形,两端钝圆,有中柱露出 呈纺锤形

表面 半透明,具细纵纹,质柔韧,黄白或淡黄色 土黄色至暗黄色,不透明,干后坚硬 黄白色,质坚硬

断面 黄白色,中央有细小木心 浅黄白色,中央有中柱 淡黄白色,中央无木心

气味 气微,味甘、微苦,嚼之发粘 微苦 微甜

2　横切面显微特征

麦冬与类似品、伪品的横切面特征比较, 见表

2。

表 2　横切面显微特征比较

特征 麦　　冬 阔叶麦冬(类似品) 竹叶麦冬(伪品)

石
细
胞

内皮层外侧

　有石细胞
内皮层外侧有石细胞

内皮层外侧无

　石细胞

维
管
束

韧皮部束

　16～22个

韧皮部束 19～24个,木

　质部束由木化组织

　连成环状

韧皮部束约 18

　个

3　理化鉴别

麦冬在紫外灯 365 nm 下显浅蓝色荧光; 阔叶

麦冬在紫外灯 365 nm 下显蓝色荧光; 竹叶麦冬在

紫外灯 365 nm 不显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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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眩晕是因椎基底动脉系的血供减少, 导致小脑

前动脉、小脑后下动脉、迷路动脉、内耳的血流下降,

缺血、缺氧,随着时间延长而使大脑皮层及脑细胞变

性,神经脱髓鞘。如果改善血供可恢复脑细胞生机,

长期以来人们用含有天麻素的药物治疗神经衰弱、

头痛、头晕等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其机制主要是以改

善椎基底动脉血供。大多数天麻素制剂以口服的途

径配制药片, 对一些病情应需大量应用的病人显得

量小而且治疗效果不佳。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严

格按 GMP 标准生产的高效天眩清含天麻素纯度

高、量大, 适用于肌肉及静脉注射, 是目前治疗头晕

比较理想的首选用药, 该药能迅速入血,直接作用脑

血管,主要分布于肝、胸腺、肾上腺,也有部分分布于

肌肉和脂肪中,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天麻素在脑中分

布比在脑脊液中分布多, 给药 1. 5 h 内血红蛋白结

合率为 56. 4% , 24 h 内 74. 4%的药物从尿中排泄,

0. 71%的药物从粪便中排泄, 安全性大。

在观察天眩清药物治疗的 26例病例中, 经静脉

滴入治疗头晕、头痛, 疗效优于同类产品的口服药

品,且起效快,用药疗程短、经济、方便。在改善头晕

方面优于治疗头痛及神经衰弱等,尤其是内耳性眩

晕效果更佳。但我们应用发现一个主要问题, 如果应

用大量肌注,局部注水太多,病人不易接受,容易放

弃本药治疗,从静脉就减少了这些麻烦与痛苦,另外

天眩清与低分子右旋糖苷组的对比看, 治疗头晕明

显优于对照组, 不良反应少,因而认为该药值得临床

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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