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1～2年生枝条树幼小、枝条少和繁殖系数不高,

难以作母树, 生产上一般可结合夏秋季修枝整形时

把修剪下来的枝条利用起来, 作为繁殖材料, 以变废

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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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鉴别和开发利用买麻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性状鉴别、显微鉴别、薄层色谱法、紫外光谱法。结

果　发现较为明显的显微及理化特征。结论　石细胞、异型维管束、具缘纹孔导管、方晶以及薄层鉴别斑点等特征

对买麻藤有鉴别意义, 并可据此与同属植物小叶买麻藤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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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麻藤又名倪藤、山花生、蛤蚧藤、狗屎藤。为买

麻藤科植物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 Markg r. 的

藤茎[ 1] ,具有健脾、燥湿、温肾、纳气之功效,用于治

疗急、慢性支气管炎有一定疗效
[ 2]
。其生药鉴别研究

未见报道, 为利于开发利用该野生资源, 对此进行

研究。

1　仪器与材料

1. 1　仪器: U V-160A 型可见紫外分光光度仪(日本

岛津)、ZF-Ⅰ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

1. 2　材料:买麻藤采自广西桂平市郊,经本院刘寿

养副教授鉴定为买麻藤科植物买麻藤 G. montanum

Mar kg r. 的藤茎。硅胶 H(青岛海洋化工厂) ,实验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药材性状:本品类圆柱形, 茎节膨大。外皮棕褐

色至黑褐色, 具不规则纵纹。褐色皮孔多磨损成黄白

色麻点,切面灰褐至黄褐色,有 3～5层棕色环, 有多

数放射性排列的小孔。髓部呈灰棕至棕褐色。质轻,

气微,味淡、微苦。

2. 2　显微特征

2. 2. 1　藤茎横切面: a )木栓层细胞数列, 细胞灰褐

色且颜色向外逐层加深。木栓层偶见石细胞。b)皮

层细胞长圆形、长方形或类方型, 胞腔内充满淀粉

粒。近木栓层处有 1列石细胞组成的不连续石细胞

带。c)异型维管束外方有2～4列石细胞组成的连续

的石细胞带。异型维管束间的射线中有石细胞群存

在。d)正常维管束韧皮部外方有韧皮纤维散在。韧

皮部间的射线中有石细胞群 1～4列长方形径向延

长排列成条状, 一直延伸到木质部的射线中。e)形成

层细胞不明显。f )木质部宽大,导管和管胞壁均增厚

并木化。导管较大。射线细胞长方形, 径向延长, 胞

腔内充满淀粉粒。g)髓部细胞类圆形, 有的胞腔内

含有少许淀粉粒,偶尔可见散在的石细胞(图 1)。

2. 2. 2　粉末特征:粉末呈浅棕色。a)石细胞较多, 菱

形、类圆形、长方形和类方形, 直径 30～90 �m,层纹

大多明显,孔沟明显。b)淀粉粒众多,直径 3～5 �m,

单粒或复粒,层纹不明显,偶而可见飞鸟状或点状脐

点。c)薄壁细胞长圆形、类圆形或类方形,有的胞腔

内含有淀粉粒。d)木栓细胞长方形、类方形。e)纤维

长圆柱形, 头钝圆, 直径 10 ～60�m。f )管胞直径

10～75 �m,有的腔内含黄色物质, 具缘纹孔或类圆

形纹孔明显。g )具缘纹孔导管直径 90～270 �m,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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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较疏松。h)方晶众多(图 2)。

2. 3　理化鉴别: 取买麻藤粉末(过 60目筛)各 5 g,

分别加 95%乙醇、氯仿各 30 mL, 浸泡 48 h, 过滤,

滤液备用。

2. 3. 1　显色反应:取氯仿浸液加过量溴甲酚蓝充分

振摇后再加过量的盐酸溶液( pH= 1) , 振摇静置后

可见上层溶液无色透明而下层溶液为浑浊黄色。

2. 3. 2　光谱扫描:取上述乙醇和氯仿浸液适当稀

释,分别以 95%乙醇和氯仿作空白对照, 在 200～

400 nm 波长范围内测定光谱图, 结果, 醇浸液在

208. 2, 290. 6 nm 处有吸收峰, 氯仿浸液在 248. 0,

276. 0 nm 处有吸收峰(图 3)。

1-木栓层　2-皮层　3-石细胞　4-异型维管束　5-韧

皮纤维　6-韧皮部　7-射线　8-木质部　9-髓部

图 1　买麻藤茎横切面简图

1-导管　2-薄壁细胞　3-淀粉粒　4-方晶

5-石细胞　6-纤维　7-管胞　8-木栓细胞

图 2　买麻藤粉末显微图

A-乙醇浸液　　B-氯仿浸液

图 3　买麻藤光谱图

a-乙醇浸液　b-氯仿浸液

1-粉红色　 2-浅蓝色

其余斑点均为黄色

图 4　买麻藤薄层

层析图

展开剂: 石油醚-氯仿-乙酸

乙酯( 1∶5∶0. 25)

a-乙醇浸液　b-氯仿浸液

1-亮蓝色　 2-红色　 3-浅蓝

色　其余斑点均为粉红色

图 5　小叶买麻藤薄层层

析图

A-乙醇浸液光谱图　B-氯仿浸液光谱图

图 6　小叶买麻藤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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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薄层色谱: 分别取上述 2种浸液浓缩后,点

于CMC-Na( 0. 5%)的硅胶 H 板上,以石油醚-氯仿-

乙酸乙酯( 1∶5∶1)为展开剂展开,展距 12. 7 cm,

晾干后在紫外分析仪( 365 nm )下观察,结果见图 4。

3　讨论

3. 1　在显微和性状鉴别中,买麻藤的横切面和粉末

特征的鉴别意义较大。其中横切面的石细胞分布和

形态,异型维管束的存在,粉末中的石细胞、管胞、具

缘纹孔导管、方晶等特征, 性状中的茎节膨大,切面

棕色环及放射状排列的小孔等鉴别特征明显。

3. 2　在理化鉴别中,显色反应显示买麻藤有生物碱

存在; 光谱测定中醇浸液和氯仿浸液的光谱均可作

为鉴别的辅助手段。在 T LC鉴别中,可供鉴别的斑

点较多,所以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3. 3　在对买麻藤科买麻藤属植物的生药学研究中,

我们已经对小叶买麻藤的研究结果作了报道 [ 3]。发

现其鉴别特征与买麻藤的主要区别在于: a )买麻藤

具有异型维管束而小叶买麻藤没有。b)买麻藤的导

管为具缘纹孔导管而小叶买麻藤为单纹孔导管。此

外,从光谱扫描和薄层色谱图(图 5, 6)也可以看到

两者有较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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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兰州肉苁蓉进行生药学研究。方法　性状、显微、TLC 和 UV 光谱鉴别。结果　详细描述了兰州肉

苁蓉性状,显微特征, 并绘制了显微特征图, 建立了 TLC 和 UV 鉴别方法。结论　为该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鉴别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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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肉苁蓉具有补肾壮阳, 润肠通便, 降压等多

种功能,《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中国药典》1995

年版收载的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苁蓉 Cistanche de-

serticola Y. C. Ma 等的肉质茎。近年来由于大量采

挖,资源遭受破坏, 有的已频临灭绝,列为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寻找新的药源已势在必行,为了合理的开

发, 利用肉苁蓉属植物, 我们对兰州肉苁蓉[ 1]

C. lanz houensis Z. Y. Zhang 从药材性状、组织、薄

层、紫外光谱进行了研究,为兰州肉苁蓉的开发利用

提拱了鉴别依据。

1　材料的仪器

兰州肉苁蓉 C. lanz houensis Z. Y . Zhang 采自

兰州地区。苁蓉 C. desert icola Y. C. Ma 市售(本所

中药室鉴定)。日本岛津 UV-2401 PC 分光光度仪。

硅胶 G 薄层板,青岛海洋化工厂。所用试剂均为分

析纯。

2　生药鉴定

2. 1　药材性状:本品为圆柱形,直立或微弯曲, 有的

有分枝,有的基部带不定根,长 5～70 cm,直径0. 5～

2. 5 cm。表面黄褐色至棕褐色,幼枝色较黄,粗糙,密

被覆互状排列的肉质鳞叶, 每环 5～9 片,卵形, 顶端

钝,茎上部为宽卵状皱纤形,部分残缺不全。质坚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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